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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佛教負面新聞特多，做成教內極大困擾，

佛教辦事者屢遭教內外人士質詢，除感到羞愧外

，更無言以答。任何人不遵守各屬團體的規約，

當做成不同度的傷害，可大可小。佛教負面新聞

的受害者，首當其衝是教徒，平常努力推廣佛法

，多年的苦心孤詣，導引不少信眾，可能令他們

四散而去，或是自己愧不敢面對信眾，努力毀於

一旦。尤有甚者，對佛教失去信心，需多年才能

恢復。其次是教外大眾，從此對佛教失去信心，

生出很多對佛教不利的妄想，毀謗或做出傷害佛

教的事情，做下深重的惡業，亦妨礙佛教的發展

，其破壞力難以估量，業報之重，亦難以估量。

最後是當事人的受害，因一時為煩惱、引誘所惑

，做出違規的事情，難以自拔，最後身敗名裂，

無法在社會立足，損失巨大；雖然難辭其咎，但

可看出真正的罪魁禍首是煩惱、魔擾、業力。所

有人皆是受害者。最無辜是很多沒有關係的受害

者，無知地犯下身口意惡業，犯下重罪。

　　要知道，負面新聞揭露的是人性的弱點，古

往今來，世界各處，無日無之，實不應過份反應

。多少新聞，迅速生起，擾擾攘攘一段時間後，

很快便沉寂下去。要大事化小，還是小事化大，

端看各人的取向。可是，小事化大，傷害愈大，

大事化小，傷害愈小。

　　對負面新聞的態度，普遍有兩種反應：一是

盡量掩藏，避免事情鬧大，傷害更深，但可能帶

來縱容，已損失的無法追回。二是深入發掘，將

事情揭露，但小事化大，傷害當然愈深遠，當事

人亦難有愧疚改過的機會。要知道，負面新聞必

定帶來傷害，各人皆是受害者，權衡輕重，應選

其較輕者，亦應以大局為重，選取第一種，大事

化小，小事化無。如果覺得那是消極的做法，可

從源頭杜絕，強化制度，加重刑罰，阻止事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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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信徒亦應以法律審視親近的師長、道場

等，若發覺不妥，應私下善言勸諭，使重回

正軌，或是默擯離去，不再護持。

　　「不說出家過」確是在家者難以遵守的

戒律，但當以大局為重，亦防止墮入犯下重

罪的深淵，應嚴格遵守，這在很多經論中皆

有提及，如地藏十輪經無依行品第三之一及

十住毘婆沙論卷七入寺品第十七等。

　　面對大眾或教內人的質詢，該如何回應

？

　　１･別將事情情緒化，那是教內局部事

件，實情及內情可能另有原因，請留待當事

者去處理。那些事與我們無關，請自問有否

起瞋心或過份反應。

　　２･這些負面事件過去現在未來俱有，

那是人的問題，非佛教的問題，佛教的道理

從來不會教人如此不善。不該為少部份人的

行為受到抹黑、扭曲、背負重責。教徒有護

教的責任，非落井下石；大眾應有明辨事非

責任，不該非理性看待事情。

　　３･既然修學佛法，或是接觸佛法有一

段日子，該明白基本的因果道理，作惡難逃

報應，且苦不堪言。作惡者自有他的報應，

毋須憤憤不平，更要生憐憫心，作惡者錯失

了生脫死的大好機會、福報，還承受比尋常

更多更重的罪報。

　　４･別忘「願心向法」的初心，本來為

佛法的高妙殊勝而親近佛教，為何因為他人

的不依循而退卻。

　　５･千萬別將事情鬧大。經論中已多處

苦口婆心勸導，別將小事化大而墮入重沉的

陷阱。那不是縱容，而是以大局為重，將大

事化小，不令各人受到傷害。


	a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