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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更不能忽視，畢竟權力，資源在統治者一面，隨時可以產生極大的力量。只要強化管治，

好好利用自身的優勢，以強大的經濟力量改善民生，敵人自能不攻自破，可以說方法簡單容易

。在兩陣對壘中，當權者表現忍耐，冷靜，這是成功必需的因素，可惜在宣傳方面卻極薄弱，

常被抹黑，詆毀。這可以理解，當權者忙於事務，只能站在守勢方面，敵對者站在攻擊立場，

可以專心挑不是，應對的辦法很簡單，只要成立一個對抗小組，專責對抗、宣傳便可。

　　泛民派失去耐性，誤以為拉攏激進派，便可反敗為勝，沒想到激進派只是愚勇，有勇無謀

，難於駕馭，只顧個人，難於共謀成事。兩陣對壘，勢均力敵，呈膠著狀態，耐性是致勝之道

；如果要求速戰速決，或是在短時間內做出成果，只會欲速不達，更是失敗的原因。因此，從

雙方形勢判斷，勝負已見。

　　那麽，在此情勢下，各方面應如何應對呢？當政者什麽也不需做，只需勵精圖治，大力改

善民生，加強公務員的服務態度，其他問題自會迎刃而解。民主派要回歸初心，為民不是為了

主，適當地，有建設性地監察政府，而不是凡事對抗、破壞，害民只會失去民心，失去賴以生

存的條件。民眾對政治該多關心，甚至參與，否則只會被人利用，或是宰割，首當其衝吃苦，

鷸蚌相爭，魚翁得利的檢便宜心態最要不得。如果個人沒有能力參與，該組織起來參與。

　　在不滿政府施政，不恥大陸的強權，亦不認同泛民的濫用偉大呼籲，行其卑劣手段，民眾

實無所適從，歸順。在此情勢下，第三、第四股勢力該迎運而生，真真正正為天下立命。這是

歷史上的大好時機，掌握機遇，此其時矣！佛教界在自身的本懷及外境的悲喚下，應挺身而出

，責無旁貸，光搖頭嘆息，只說些虛無飄渺，無助現實環境的說話，最叫人不恥。佛教徒參政

，議政是社會責任中重要的一步，影響大而深遠，且是奉行菩薩道最好的機會，肩負眾生亦即

肩負如來，此其時矣！

　　不到你不服，在看到有些頑固不堪，誓不低頭，誓不讓步之士，如何與人頑抗到底，如何

敵對不止，竟在看到佛像後，無條件地臣服於佛座下。

　　不到你不服，在看到那些惡毒之士，害人無數，拿不出一點善心，堪稱一闡提之人，竟在

看到佛像後，無條件地臣服於佛座下。

　　不到你不服，在看到那些貪心之士，從來一毛不拔，唯利是圖，只以自己的利益出發之人

，竟在看到佛像後，無條件地臣服於佛座下。

　　佛像不曾吐一言，不曾稍微動，已能令無數人臣服。乃至不曾出現，沒有佛像，亦能令人

折服。

　　當看到離世二千多年的佛陀，以其舍利中的一夥，便能號召過百萬人齊來之壯觀，亦不能

不令我臣服於佛座下。

臣服佛座下  優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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