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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社會看來繁榮。可是資金及利益，只集中在小部份人身上，大眾無法分享利益，更被壟斷

的民生，及高昂的物價蠶食，生活愈趨困難。

　　政府的政策認為樓價是供求問題，只要大量增加供應，樓價便會下降。可是，事實已證

明這不是單一問題，尚有資金過剩問題，海外資金湧進這自由港的問題，從樓市中獲利不用

付利得稅的問題，人們一窩蜂湧進樓市牟取暴利的問題，輕鬆獲利，不勞而獲的心態問題。

可以看出，如果政府只是單方面找土地並不能解決這困境，未來港人仍無法上車，縱使上到

車，只會成為樓奴，失卻人生意義。樓市困境必須從多方面壓制。

　　樓市颷昇，影響租金上昇，租金上昇影響物價上昇，產生各種霸權。在激烈競爭下，整

個社會唯利是圖，上下交征利，國危矣！要解決問題，應由逆思考方向下手，由道德的建立

，社會價值的肯定，重建秩序。各區應預留大量空間給小商戶經營，使物價低降，租金及樓

價應用行政手段去壓制，例如租金管制等。資金在無利可圖下只有轉往其他地方，樓價自會

應聲而跌。當然，開發土地仍然不可終止，除了開發住宅區外，更要開發商業區，使活動及

人流不用集中在僅有的銅鑼灣及旺角區，不但使人流分散，亦可使社會健康發展。境外資金

到來投資本是好事，但嚴重影響民生的投資，只會得不償失，應引導往其他流向，亦可運用

行政手段壓制在樓市中的興風作浪。

　　樓市困境看似不是沒有方法解決，如果不是當政無能，可能背後有其他陰謀，私利，則

不得而知。一般市民實無能為力，只有自求多福，努力克服困難，這裏除了常常為眾生祈福

外，更奉獻謀取私利及跟風者，世間因果不虛，如何慘害他人的舉措，必有更慘害的回報。

 

    ｀There is no free lunch＇，在這個商業社會，沒有不需要付出而得到免費午餐。大

多數專業人士皆有一個概念，認為他們十年寒窗，不眠不休的學習，才取得專業資格，可說

得來不易，個人付出巨大。因此，他們的服務理應得到很大的報酬，遑論免費午餐，在他們

心目中，其專業的功勞全是他們個人的努力「捱」回來。鮮有人認為是社會的開放，教育的

普及，政府政策的鼓勵，萬眾期待而去成就，背後的扶助，前人智慧的累積等機遇，帶來個

人的成就。忽略了社會大眾將希望放在他們身上，代入自己的期待。當然，「勝利衝昏了頭

腦」的不識大體下，這種妄自尊大的概念會延續下去。於是，「別碰觸我的電腦」，「我有

一條橋，可以避稅，慳下你多少錢，這條橋已可值多少萬元」，「這種法律觀點可令你雖犯

下罪惡而可脫身」。

　　'There is free lunch'，如果說這個世界有免費午餐，且是極珍貴極珍貴的午餐，有

沒有人相信？

        原來這個世界早就有免費午餐，且珍貴無比，只是我們沒有留意而已。在悠久的歷

史中，佛法講座，印送佛書從沒有終止過，多少人受惠，多少人因而解脫，從沒有統計過。

最可惜的是，沒有太多人重視，太多人珍惜，如果人們能覺察到世上竟有既便宜亦珍貴的奉

獻，將如何充滿希望，受到鼓舞！當社會充滿太多功利主義時，不妨散播多些正義訊息，讓

人們瞭解到不一定是no free lunch。別忘在中國傳統中，請人吃飯是平常且樂意之事。

        提供免費午餐要留意「午餐」是否有利於人？是否合用？如果對人有害，再多的免

費只會做成更大的傷害。此外，如果人們已吃飽了，還提供免費午餐，亦會做成困擾及浪費

。因此，不在乎付費或免費，恰當才最重要。別忘免費午餐的初衷是為了利益他人。

Free Lunch  優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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