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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藏

索取菩薩藏方法

如欲索取菩薩藏，可用以下方式:

1.往各佛哲書舍索取

2.請留下郵寄地址及姓名，待寄上

3.請留下電郵地址，待email上

buddhisattva@buddhist-bookshop.com

       香港的迷思  提舍

 

    香港是一個很奇特的地方，他同時兼具正反兩面的情況。他的優點，很多時是他的缺點，

而他的缺點，往往是他的優點；他的禍，往往是日後的福，而他的福，往往是日後的禍；他外

觀是進步的城市，而情懷卻是傳統懷舊；他是極有福報的地方，亦是生活極艱難的地方。他急

促的變化，承受的壓力，非世上其他地方能比擬。他的未來發展，難測難見。他表面是透明可

見，背地裏卻風起雲湧，充滿陰謀、計算，他可書可寫的地方很多，可是能書寫、肯書寫的人

不多。

    香港人口是世界最長壽的地方，本應是優悠輕鬆度日。可是香港生活節拍緊湊，在世上數

一數二，精神有問題的人很多。另一方面，人口老化問題亦很嚴重，年老人仍需肩負沈重的生

活擔子，比比皆是。病患而需長期服藥的人很多。

    香港貧窮人口一百三十多萬，每五個人約有一個是窮人，但香港超級富豪不少，人民衣食

無憂，亦不會餓死人。大量公屋，以極低廉的租金安置大量的人。不少人住進公屋，閒時在附

近的商場蹓躂、社交，晚上回家吃飯，觀看電視劇，偶而三五知己共往大陸旅遊，樂也融融。

    香港是全世界最開放，投資環境最佳、最自由的地方。可是香港地價亦是全世界最貴重，

不但經營租金沈重，就是住宿也困難，可說貧無立錐，香港近乎全民就業，勞工短缺，各行各

業欠缺人手，難以發展。本是僱員天下，可是，要找一份薪金高，前景好的工作卻相當不容易

，年青人苦無出路，就是找到較理想的出路，亦瞬間淪為「樓奴」，每月為供樓而足襟見肘，

為了一所斗室而苦撐半生。其餘條件不太好的年青人只得自怨自艾。

    香港的醫療及教育是大陸人所嚮往的。源於大陸的不良醫療，大量人湧到香港，造成香港

醫療迫爆，加上香港自身的管理不善，使瀕臨崩潰。大陸每天有大量跨境學童到香港就學，如

此舟車勞頓，在在突顯香港教育的優越，可是，香港填鴨式、書獃子式的教育制度，缺乏創意

，倚賴重的缺點，早被港人詬病。

    香港有大陸這個大靠山作為後盾，充滿機會，憑著大灣區一帶一路的世紀構思，可說發展

無限，跨世代超越。此外，大陸市場逐步開放，香港各行各業皆有發展不完的機會。可預見的

將來，香港不愁衣食，不愁機會，只是恃寵生驕的港人能掌握多少，能攫取多少？另一方面，

大陸充滿腐敗、極權、無法無天，對香港亦有所威脅、衝擊。

    這些例子很多很多，同時是一種優勢，亦是一種困境，置身其中，使人迷茫。

    此外，亦可看到大環境下有個別的發展，完全不受環境影響，當看出不同的共業與別業。

業報的軌則，確有其一定依循之道。

    從以上一些例子，港人可得到什麽啟示？將來會是怎樣？路該如何走？這些皆需深刻反思

！

　

                        

    善能思量，不起惡業，身業無毀、口業無譏、意業無失，

三業皆淨，戒定智慧及以解脫、解脫知見，亦悉具足。――菩薩念佛三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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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薩戒法要  寂慧

  

 

    菩薩行是學佛的歸趣。每一佛子必經的修道。修菩薩行必遇到很多困難，很多難以取捨的

抉擇，難以決定。例如遇到情與義的取捨時，兩方面的決定皆心如刀割。亦恐決定錯誤，自他

痛苦加深。因此，一個明確的準則，以便依從，實極需要，這便是菩薩戒。菩薩戒要點不在收

窄個人的限制，而在抉擇時能作出最好的決定。能受持菩薩戒，想必在佛門有一段日子，佛理

有一定瞭解，亦曾受持各自的戒律，可說是佛門的進階，懂得節制，繼而進入難行能行，難捨

能捨，難忍能忍的菩薩道，面對難以抉擇取捨的困境。

    戒在規範行者的行為上作一明確的準則，以供遵循，這是律儀所攝。唯世間複雜多變，非

簡單規範可通，不暸戒法之開遮持犯，靈活變通，難以入世，饒益有情。然乏菩提心及缺深法

之慧，亦易冒犯而不自知。

    菩薩利他，不只是止持便可，還須作持，還須犧牲小我，成全大我；還須犧牲自己，阻止

不善法進行，阻止惡行損害大眾。那是主動地去作善，而非被動地護戒。

    因此，菩薩戒分類為三聚淨戒：1．攝律儀戒―在安住其心。2．攝善法戒―成熟自佛法。3

．饒益有情戒―成熟有情。一般戒律側重防非止惡，被動地堅忍煩惱的生起，那是自利為主。

而菩薩戒主要在利他，主動地作善，並提昇至饒益有情，入世作利他事業。菩薩戒兼具三聚，

自利利他，從自利中利他，亦從利他中自利。

    三聚淨戒如何分別？如何互融？以下的例子可作參考：不亂抛垃圾，是律儀所攝，防非止

惡；不亂抛垃圾後，每見到有垃圾便主動地清理，那是攝善法戒，積極的去行善；再進而規勸

、阻止、舉報、教導身邊亂抛垃圾的人，那是饒益有情戒所攝，但如此作可能引起他人的反感

，做成敵對，甚至傷害，不但自己有損，亦成就他人的變本加厲，適得其反。如何巧妙地令對

方遵守規矩，並改過向善，實是一件難事，行者不但要有勇氣，亦需有智慧。

    三聚淨戒乃菩薩戒的道次第。先攝律儀，守護重戒及輕戒不犯，數數思惟如何無犯無所違

越及有犯有所違越。次攝善法戒，以串習的律儀基礎，主動去作一切善行，使世間盡善盡美。

最後饒益有情，主動去作一切利益眾生之事，即使對己有傷害，亦要阻止他人犯惡，乃至避免

惡人犯下三惡道的惡報。

    眾生無邊，煩惱無盡，要度眾生當然要學無量法門。因此，受菩薩戒後，要廣學多聞，不

但精於內典，外明亦要廣學，目的是攝眾，因為通達外明才與眾生有共同語言，才能與眾生打

成一片，才能感受眾生的煩惱，從而帶引他們出苦海，只有四攝法的同事攝，可以與眾生共浮沉。

    菩薩戒通於七眾，任何人只要發心度脫一切眾生，不論何種身份，皆可受菩薩戒，行菩薩

道。當然，身份不同，亦有多少調適，例如出家菩薩跟在家菩薩，便有不同的行持；身份高貴

如國王與首陀羅亦不同的行持。如果本身身份尊貴或貧賤，在受菩薩戒後，會有很大的改變，

那是不對的，違反社會秩序外，在心態上也有矯枉過正之嫌。

    菩薩戒經有菩薩瓔珞經、梵網經、菩薩地持經、菩薩善戒經、瑜伽菩薩戒經、優婆塞戒經

等。大致分二類：一是梵網經系統、二是瑜伽菩薩戒經系統。梵網菩薩戒經是清淨戒經，它以

不犯攝律儀為主，品德高尚，眾生樂於親近，受影響而趨於至善。瑜伽菩薩戒經則以利益眾生

為主，主動去作利益眾生之事，以衡量何等較眾生有利為抉擇。因此，適當的開許，不時的開

許是允許的。宗旨在爭取眾生最大的利益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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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以降，中國一直奉行梵網菩薩戒，要點是不食肉。因此中國比其他地區，系統更具慈

悲的菩薩精神，以致世人皆認為佛教最慈悲，信奉佛教不吃肉。唐朝玄奘大師翻譯瑜伽師地論

後，瑜伽菩薩戒曾盛極一時，惜唐武宗滅佛後，瑜伽菩薩戒一厥不振。卻盛行於西藏，瑜伽菩

薩戒不需戒肉食，這是由於西藏的特殊環境，無法奉行素食。然彌勒菩薩自發心以來，誓不吃

眾生肉。而瑜伽師地論正是由彌勒菩薩所說，瑜伽菩薩戒可以吃肉實與彌勒的發願有違。有說

開許吃肉是因為奉行素食困難，為接引故才開許，希望多些人發心受菩薩戒，成菩薩，進而不

吃眾生肉。

    菩薩戒一受永受，直至成佛，縱使於中有退心、退墮，最後還是踏回菩提道。將無盡的輪

迴苦況，轉化為生生世世的菩薩道。而依循的寶典，就是一本薄薄的菩薩戒經。除了數數思惟

外，還要常常持誦，履行，直至成佛。

    在世間，有兩種能力很重要。一是口才，能言善辯，不好的可以說成很好，好的也可說成

不好。出口術，可以很快與人打成一片，很快弄好人際關係，或是親切交往，推心置腹。一般

推銷員皆有不同程度的能力，但這些容易使人變得花巧，虛偽，綺媚。二是寫作，文章千古事

，文章可以影響後世，長久留存，亦可無遠弗屆，改變他方的人。文章寫得好，除改變遠近之

人外，亦可為各種活動增加效果，總持各種核心理念，還可慢慢細嚼，使能牢記不忘。

    口才是急智，因為人的交談不能停頓，必須於瞬息間判斷，組織，表達，不容怠慢；寫作

可慢慢精心部署，組織、修飾。兩種能力各有特色，但皆可透過訓練而成熟、精準。以上兩種

能力隨懂一種已可橫行天下，衣食無憂。如果兩種能力俱備，即講得寫得，直可「無往而不自

得」。

    總結來說，兩種能力是溝通的能力，人際關係的要點。

    此外，世間亦有兩種重要的能力。一是應變能力，當處事時，常遇到一些突變，無法預測

，或是意料之外的變故，必須有應變能力去處理，解決。這需要腦筋靈活、急才。二是規劃能

力，不論大小事務，事前的規劃，資料搜集，衡量，審查等，計算清楚，依步驟去完成。孫子

兵法曰：廟算勝。多算多勝。即事前規劃成功便能成功，規劃多花功夫去做，多計算，成功的

機會愈大。因此，事前的規劃一點不能馬虎，且要多費心，重複審查。規劃做得好，意外機會

便少，需要應變的機會亦少。這兩種能力，可以使人事業有成。

    相對前兩種溝通能力，這兩種能力是辦事能力。如溝通及辦事俱能得心應手，世間沒有什

麽事情是辦不到的。

    佛法住世間，同樣有兩種方式，一是說法，二是佛行事業。說法需善巧方便，能言善辯，

打動人心。佛法的永傳，需要文字，跨時空發揮，這近乎前說的溝通能力。而佛行事業的各種

法會活動，不論大小，皆需要有辦事能力的人去主辦。佛法住世間，除了自身的殊勝超然外，

世間法的重要能力亦不可缺少。這正是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溝通與辦事 提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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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佛陀的信  提舍

  

 

    佛陀！佛陀！你可知道，寫信就是投訴。

別再叫人寫信了，因為寫信就是一連串的投訴

開始，認真的對抗，有理無理的損害，甚至對

簿公堂。

    佛陀！

    首先，我要投訴你的弟子，他們皆不學無

術，對自己的言行完全不清楚、瞭解。每天但

見他們不斷念誦，早晚課內容一知半解，當我

詢問時，竟啞口無言，如此交功課的心態，如

何能有所成。當念佛時，只管誇耀念了多少萬

遍，卻忽略了一心的觀念，亦不知道該如何念

，如何對境，念些什麽。只管讚嘆念佛好，就

是叫人念一句佛號，便無災無難。彷似只要念

一句佛號，便可馬上成佛，天下太平。當我問

世界如何形成，人從那裏來，世間可有地獄，

可有聖賢，可有解脫，可有修道者？他們總垂

眉謎目，嘴角泛笑。我不敢再追問如何修道，

如何昇進，如何度眾生了。

    佛陀！

    我要投訴你的弟子太閉門造車。他們很有

獨立能力，對任何境況皆可自行處理，創設道

場、成立宗派、專精修行，毋須其他道場參與

、幫忙。抱著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難怪佛

教不被社會認識、接受。社會上，不同團體紛

紛成立，互助互利，在發展及推廣上產生很大

的功效，單打獨鬥、英雄式的運作，已不合時

宜。就是修行上，沒有護法組織，其他人的幫

忙，也是困難重重；另一方面，社會講求大愛

，融合，地球村等，在在反映群體力量。佛教

的僧團，亦是本著六和敬的戒律精神，以群體

力量去修行，生活、推展，為何你的弟子閉門

造車？為何他們如此不懂你？

    佛陀！

    我要投訴你的弟子，他們講一套，做一

套。你教他們持戒，總是看不起微細戒，常

常觸犯，還諸多借口，捨棄了戒律重要的心

態――慚愧。大的戒雖然不犯，卻鑽進了牛

角尖，成為食古不化，難於相處的人，最要

命是要別人遵從他們，更以自己的標準，清

規，強加他人身上。你教他們無我，可是他

們處處執我。你說什麽，他們準會說什麽，

你教的一套，他們準會拿出來，同樣老氣橫

秋地教導他人。可是，他們只是鸚鵡式地複

述你的說話，但沒有一點感受，而他們的行

為，竟與講說的成相反。

    佛陀！

    我要投訴你恐嚇我，說什麽因果如影隨

形，縱使隔世也逃不掉，我一生作了不少壞

事，隱藏得很好，沒有人知道。可是你令我

坐立不安。說什麽小小一件錯事，竟有正報

、餘報等一連串的報應，歷久不衰。可謂本

大利小。更恐嚇我人身難得，要得人身千難

萬難。幸而你告訴我為善亦有本小利大的報

應，皈依三寶更是福聚無邊，人生最大的價

值。

佛陀！

    我要投訴你世間如意寶――皈依，你竟

讓世人疏忽掉，沒有很多人去皈依，而皈依

者只是隨便皈依，沒有作正信的皈依，深度

的皈依。殊勝的皈依只是盡形壽，而不是盡

未來際，多可惜！

    佛陀！

    我要投訴你的還有很多很多，你等著瞧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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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香港佛教對社會的貢獻  寂慧

  

 

    常有人問，佛教做了些什麽入世工作？對社會有什麽貢獻？更有很多人認為佛教應

躲進山林，與世無爭，不問世事才對。隱逸清高的山林佛教是正宗，而都市佛教只是一

些奈不住寂寞的行為。

    因此，香港佛教只有一間醫院，在多人偶然的因緣下奔走，經多年努力才建起來，

由於缺乏宏觀規劃，發心，一直未能發揮很大的功能，只是療養式的服務，可供詬病之

處不少。還有一所佛教墳場，只是社會式的服務，並未能以宗教的優勢去完善服務。在

教育方面，中學及小學校有多所，但在龐大的人口比例上，顯得很貧乏，幼稚園及托兒

所更是廖廖可數，大學則欠奉。雖能爭取到佛學會考課程。可是，課程的編排卻差勁，

不是太淺白，便是太深奧，莘莘學子不能受益受惠。佛學研究機構也幾乎沒有。老人院

服務較多，因為老人難於投訴，較易處理，至於青少年服務，精神困擾服務，因為難度

高，幾乎等於零。臨終服務本是佛教的優勢項目，可不曾有組織具體規劃，如理如法地

運作，偶有一些個別人士偶而作出服務，可見宗教發揮極有限，亦缺乏組織性。

    香港佛教界在大陸資助興辦很多希望學校，但僅止於資助而已。至於教育理念、目

標、課程內容、教育形式等，一切不會過問、不會參與、亦不懂參與，只吹噓在數字上

，建設了多少學校，付出了多少元，學校名字爭取了個人或出資團體命名。可是，教育

事業豈只是資金便能完善呢！

    從來佛教刋物及報導只在歌功頌德，乏批評，只談建樹。尤其寫香港佛教史的作者

亦如是，寫得一片「歌舞昇平」、佛教興盛的景象，大讚各位弘法人員及團體，可是佛

教的積弱仍然繼續，且不斷加深，眾生亦在煩惱痛苦中，佛教不但沒有發揮救世精神，

且顯得冷漠及自成一角。只知誇耀，容易使人自滿，不思圖強。原來佛教興盛不單是弘

法困難，弘法者的學養，修持功夫亦很重要，加上各團體不團結等等個別因素，亦是導

致佛教積弱的主要原因。

    佛教的興盛與社會環境息息相關。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因此佛教對社會的貢

獻應是每一位教友致力之處，亦是修行所在。

    道場  優多羅

  

 

   道場乃成佛之場所，三寶所繫之地。每一道場皆三寶具足，然有所側重。佛是萬眾

景仰之尊、法乃佛之證悟所流，解脫之核心、僧乃住持佛法之眾，廣義是四眾弟子。

    寺院重在佛寶、僧寶，安僧納眾；講堂重在法寶，如佛說法；佛書店重在法寶，借

十方三世三寶之力，轉化書籍，流駐世間。

    大心如維摩居士，不請而入世間，無處不是道場。小心如一般凡夫，藉各道場來弘

法及自利。藉講堂及佛書店吸取養份。最後無處不能弘法或自利，無處不能學習，無往

而不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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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法要

    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  寂慧

  

 

    

    慈氏菩薩問圓滿淨戒波羅蜜多。何名淨戒？防何過失？云何護持而得清淨？設護持戒

，現在未來有何果報？云何守護當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答：應當如是發廣大心，普為憐愍一切眾生，所謂不怖地獄，不求生天，不為己身

自求解脫護持禁戒？若見有情毀禁戒者，當勸令堅持淨戒：若諸凡夫自不清淨，為毀戒者

雖說正法勸他持戒，終不信從，反被輕呵。

    何名淨戒？若有眾生發菩提心，普為一切五趣四生，乃至護持一禁戒者，亦得名為入

佛淨戒波羅蜜多，得無上正等菩提。見諸有情墮於惡趣，應當修習淨戒波羅蜜多，拔濟令

出置於涅槃。

    防何過失？修行時有三大障：1．瞋恚2．慳貪3．染欲。貪他財物．瞋退大悲心．痴愛

染欲皆障也。

    復次，菩薩應當修習十種淨戒：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離殺盜滛；口四者虛誑、離間

、粗惡及無義語；意三者離貪瞋痴。復次，有是淨戒非波羅蜜多，取相持戒，不為最勝之

所攝受，但名淨戒非波羅蜜多。何以故，但獲三界有漏果報，壽盡無故。若普為一切眾生

護持禁戒，觀第一義空無我人相，而為有情護持禁戒，是則名為淨戒波羅蜜多，能令眾生

速得無上正等菩提。

安忍波羅蜜多第七

    慈氏菩薩問佛：修行安忍波羅蜜多，云何進求而得圓滿？

                                      此安忍復有幾種？

                                      修行者功用如何？

    佛答：生死涅槃，悉皆平等，以無分別，是名安忍波羅蜜多。

    忍伽陀藥，能治自他一切瞋恚煩惱毒病，是名安忍波羅蜜多。

    菩薩雖見生死流轉諸苦，以安忍力代為受之，經無量劫不辭厭倦，亦無棄捨而取涅槃

。復次菩薩以安忍力，能捨一切頭目髓腦，身肉手足，及與身命，心無悋惜。

    若聞粗語，應諦觀察，能罵之人，及所罵法，二俱無常，剎那不住，何有瞋耶。罵法

既空，我身亦爾，閱彼無常生滅不住，以不住故，一切皆空，作是觀時，無量怨賊，一時

消滅。若離此觀，取相分別，但名安忍，不得名為波羅蜜多，五蘊無我，乃至十八界等，

悉亦無我，如幻如化，毀、讚平等，本性空寂，亦復如是。

    復次，見毀罵者，當生憐愍，如是之人，瞋魔所持，煩惱所覆，應生大悲愍而安忍之

，雖能如是，但名安忍，若離分別，是則名曰波羅蜜多。

精進波羅蜜多品第八

    慈氏菩薩向佛言：精進波羅蜜多應云何住？云何降伏？云何修行？云何圓滿？

    佛告慈氏菩薩：所謂修餘五種波羅蜜多，皆精進力而能成就。精進波羅蜜多謂身口意

，此三善業皆因精進力方得發生，而三業中，意業最勝。意業有二種心，一者精進，二者

退轉。所謂發起菩提心是精進，止息菩提心是退轉。云何發起？云何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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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法者  賢護

  

 

    復次有四種精進：1．未生不善能令不生。2．已起不善速令除滅。3．未生之善當

令速生。4．已起之善能令增長。菩薩摩訶薩廣度眾生，出生死海而無度相，皆精進力

之所成辦，是則名為精進波羅蜜多。

    懶惰人於眾事業尚無有成，豈有慈悲具修戒慧，能度有情出於火宅，菩薩以精進波

羅蜜多而為船筏，三無數劫福智所成，與諸有情同乘此船，超越生死大海彼岸。勤精進

者，恒為有情受大勞苦，但利益彼，無念己身。

    菩薩普為眾生從無量劫，生死長夜不惜驅命，勤行精進方至菩提，菩薩觀之心無懈

倦，猶如食頃。復更思惟過去諸佛行菩薩行，為欲滿足六波羅蜜，經無量劫亦如食頃。

    復作是願，我從今日，乃至無上正等菩提，於是中間身口意業，當作佛事，若行餘

事，願我此身如枯槁木；口說餘言，願我瘖瘂；意思餘法，願我狂亂。除正法外，自餘

音教，無所樂著。

    每到一個法會，當被內裏的佈置及程序所震撼，其間的禮儀及規矩，亦繁複得使人

可望不可即。對於主法者、帶領者，深感敬佩，若不是有他們帶引，如此殊勝，高難度

的法會，如何能進行？參與者如何能得到利益？

    古今大德有感於殊勝法門，未能有效弘揚及修持，於是將精要義理及程序，並參考

當地人的習性，好惡等，製作儀軌，俾善信依法修持，亦使後世有所遵循。如是一代一

代傳承下去，這些繁複，艱深的修法、儀軌，被少數人把持，被稱為持法者、持明者。

    修行應有一定程序，儀式，加上日以繼夜，不眠不休的修持，使成習性，使成生活

的一部份，使成自我內在的轉化，假以時日，必有所成。於是，寺院有每天必需的早晚

課，再加其他特別日子的法會，聚集信眾共修，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密宗有更多的法

會儀軌，修法，灌頂等，這些修法，儀軌，不斷經過改良，精益求精，自成一套有系統

的軌則。可是，有些陷於煩瑣，複雜，令人卻步。

    除了密宗的曼陀羅、儀軌外，漢傳佛教亦受影響，注重傳承，接法，傳法，念咒語

等，確實吸引不少人到來參加，一致認為那是很重要的傳法法會，不容錯過。更有一大

批人專往參加這些法會，認為能夠參加各種不同法會，便能結上善緣，累積廣大資糧。

修法，儀軌陷於形式化，只懂盲從，內裏的意義完全不知道，甚至連名稱都忘掉。

    因此，法會前的講解，講授很重要，除了加強參與者的理解外，法會眾亦可共一心

，產生共修的強大力量。而講授最好是法會前一段日子開始讓與會眾有時間理解及自我

學習，實習修持。那麼，在法會當天更能發揮效力。

    一般法會除了講授外，便是當天的佈置壇城，使信眾攝心。程序由禮讚開始，讚嘆

三寶、祖師。再來是懺悔業障，使違緣去除，然後進入修法正行。完畢後便是迴向，將

功德迴向一切眾生，願成佛道。

    這些修法完畢後，還須讓每一個人帶回去，成為恒常的功課。要知道，任何一種修

法，必須經過長年累月的恒持，才能有所成。如果貪圖名師的加持，及速成的技術，妄

圖不需付出，短期內有成，是不切實際的。

    如果能按部就班去恒持，最後，修持者亦變成持明者，持法者。再將法傳持下去，

成為佛法的傳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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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時，我到處「跑道場」，不論大小寺廟、精舍，出家或是在家人的家，我皆有

一份好奇感。每到一處，總左穿右插，像尋寶般窺探，並不厭其煩地問這問那，亦樂於

當他們的義工。可是，如此不定的心態，實難於久駐一處，當然不會有任何建樹，對各

道場的人事，似熟不熟，雖然多次被器重，負以重任，可是，不羈的我，如何能安住呢？

    在那些「跑道場」的日子，我不時遇到她，發覺她和我一樣，瀟灑浪蕩，沒有一處

待得住。但她比我更具魄力，於各道場擔任要職，不但多職，並同時服務多個道場，仍

應付裕如。如此能幹的人，當然不乏追求者，我們皆怕她奈不住，被人追上手，為家羈

絆，斷送事業，紛紛勸她出家，希望事業能更壯大。可是她總婉拒。最後我們皆知道她

不會結婚生子，亦不會出家去。她的一生，大概如此浪漫下去。

    突然驚聞她退掉所有職務，也不再出現各道場中，主理的各活動項目，就此放下不

理，計劃中的大項目亦斬斷，跟所有交往的人斷絕來往，電話放棄不聽，與外界隔絕。

這不禁使我們擔心，經多方打聽，才知道她跟了一位比丘尼，專修淨土法門，從此放下

一切。

    我不認識該位比丘尼，也看不出她有什麽獨特之處，只是不明白她何以會跟一位「

不見經傳」的比丘尼？亦不明白她何以如此決絕，放棄一切？什麽促使她改變？以她高

傲的性格，怎會突然跟隨一個認識不久的人？她的路向正確嗎？

    一連串的疑問困擾著我，使我們百思不得其解。想起弘一法師放棄一切出家的因緣

，不期然讓我們背地裏稱她「女中弘一」，亦有想過向她勸阻，但我們俱知道她是不受

勸阻之人。

    畢竟她的人生有了著落，我們只有祝福她開展幸福的一生。而她的一生正開始了？

         她的一生     

         回歸淨土  浮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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