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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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