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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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層次矛盾  提舍

 

    反修例風波越演越烈，似有失控現象，大眾亦可看到，社會的動亂，原因不在反修例，紛

紛檢視原因，最後歸結到深層次矛盾，有認為需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檢討成因，加以對治；

有認為大幅修改管治方式，聆聽社會意見，加以改善；有認為應還政於民，徹底民主。在莫衷

一是的意見中，各人皆承認社會存在深層次矛盾。那麼，社會深層次矛盾在那裏呢？

    嚴重事情的產生，通常由多種原因做成。這次事件歸納為內外兩方面：內是回歸以來，社

會安穩發展，經濟增長迅速，本來是大好事，社會應該穩定。可是經濟成果傾斜，不能共享；

某些行業賺錢很多很容易，而某些行業經營困難，淪為夕陽行業，呼喊無門，做成社會極不均

衡，貧窮人口數字達一百多萬，在患均不患寡的情況下，動亂於是產生。尤有甚者，地價高企

，使人貧無立錐，經營成本高，無法找到生計。人均壽命延長，老年人把持業務，年青人苦無

出路，亦是社會動盪的根源。

    由於經濟強勁，社會昇平，政府管治失去危機感，耽於逸樂，不思改進，因循苟且，卸責

躲懶，大小政務千瘡百孔，拖延度日，民怨民憤埋在心底多年，最後爆發。

    自上世紀經濟起飛以後，生育率漸漸偏低，很多家庭只有一位小孩。因此，受到父母及祖

父母的百般愛寵，成為被寵壞的孩子，這在早前的「怪獸家長」現象早有預警，可是無人正視

，亦難以改善。被寵壞的年青人出來社會，遇到完全不同的對待，更與大批來自大陸的新移民

習慣不同，格格不入；而社會上各個領域早被老年人佔據，不肯交棒出來，苦無出路；樓價高

企，要成家卻無經濟能力置業。成家立業不能做到，與社會不能融合，對大陸仇視，被困在這

個小島中，確是愁苦不堪，這亦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

    由於衛生環境好，醫療進步，人均壽命增，卻帶來人口急劇老化的社會問題，影響生產力

下降，加上經濟發展速，卻帶來勞工不足的困擾。可以說，很多本來是好的現象，竟做成很多

背後的隱憂，產生很多社會問題。這些問題不但難以解決，且日益惡化，最後爆破。

    以上是內因，外因有如下二點：一是大陸經濟起飛，香港商人紛紛北上創業，由於民情及

體制差別很大，常遇到不平等對待，甚至被欺負。本來優越及自視高的港人，在大陸常淪為低

一等，眼見大陸急速發展，地位日高，而「港燦」卻剛剛相反，地位日低，難免妒忌仇視，埋

下的怨憤，待機而爆。

    二是外部勢力的入侵破壞。自香港回歸後，外部勢力早已埋下破壞的種子，隱蔽進行，待

機而發，經過多年悉心部署，最後在裏應外合下進行突擊。加上中美的明爭暗鬥，香港竟成了

爭鬥的戰場，首當其衝。

    如何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由於以上種種錯綜複雜的原因，要解決一點也不容易，必須有一位賢能、決斷的領導者站

出來，進行全面的、徹底的改革，才能改變當今的困境，且不要奢求短期內能改好，可能需要

一、二十年的光景，才能回復正軌哩！

每一身度百千萬億人:令歸敬三寶,永離生死,至涅槃樂.

但於佛法中所為善事,一毛一渧,一沙一塵,或毫髮許,

我漸度脫,使獲大利.            ――地藏菩薩本願經 分身集會品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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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張蓮覺與她的東蓮覺苑――提起香港早期佛教，不能不談及張蓮覺及她的東蓮覺苑。因為香

港的大型及重要佛教活動，皆在東蓮覺苑舉辦，或與它有關。很多佛教的重要人物，亦曾在東

蓮覺苑說法或弘法等。而作為苑主的張蓮覺，當然大多有直接或間接的參與。

    張蓮覺，1875年12月19日出生於香港，終於1938年1月5日，享年六十三歲。自小信奉佛教

，獨立自主，長大後嫁與香港首富何東爵士，憑著夫婿的勢力及富裕，得以創立東蓮覺苑，為

佛教打造一個永久的弘法基地，為香港佛教作出重要的貢獻。東蓮覺苑的東，來自何東的東，

蓮覺則為張蓮覺學佛的外號，苑是學術文藝中心。

    東蓮覺苑始創於1935年5月17日，當天有數千人參加，人潮擠滿所在地山光道。在東蓮覺苑

創建前，張蓮覺亦曾辦過大型的弘法活動如佛七等，為了打造一個弘法基地，經一波三折才建

成東蓮覺苑，亦只有他們的地位，權力及財富，才能在殖民地的香港，建立被歧視的佛教般若

船。

    在東蓮覺苑啟建前，其內的寶覺學校及操場，因戰亂而暫闢作救命田，耕作以補糧食不足

，渡過難關。隨後在靄亭法師的督導下，得以完成。

    東蓮覺苑建成後，同年即有太虛大師的弘法演講；虛雲和尚的水陸萬善緣法會皈依大典；

許地山教授的講座；悅西法師的說法；寶靜法師的講經。翌年有寶覺學生的佛化劇。1949年，

印順法師於中講授中觀論頌講記，中國佛教史略及佛法概論。往後有顯慈法師講大乘起信論，

倓虛法師講法華經，還有竺摩法師、弘一法師、若舜法師。此外，還有四大王：海仁法師、筏

可法師、茂峰法師、遠參法師、錫蘭，納囉達法師皆曾於此弘法。慈航法師、倓虛法師及虛雲

老和尚的追思會，亦於東蓮覺苑開辦。

    一九三一年，香港第一份佛教雜誌人海燈由寶覺學校師生於東蓮覺苑出版。

    一九六零年，教育師署批准佛學會考這一科目，在東蓮覺苑編寫課程。一九六三年於中舉

行大型的祈雨法會。香港佛教聯合會初創時，商借東蓮覺苑為其辦事處，著名的五會念佛，由

觀本法師帶領，寶覺女子學校的學生參與唱念，並灌成唱片。

    著名的靄亭法師、顯慈法師、呂碧城、竺摩法師亦曾住進東蓮覺苑。張蓮覺除了同情女性

外，更關注教育。因而開辦寶覺義學，並開設到澳門去。一九三二年，於青山開設寶覺佛學研

究社。此外，荃灣的弘法精舍也是東蓮覺苑的分支，曾由倓虛法師開辦華南學佛院，惜只開辦

了兩屆，由於學僧不足而停辦，但此兩屆卻培育了大量的弘法人材，包括覺光法師、永惺法師

、暢懷法師等後來佛教界的中堅法師，使香港佛教能穩步發展。

    直至近期，東蓮覺苑開設於溫哥華及其他海外地方，隨著科技潮流成立佛門網。

    這些發展皆由於張蓮覺的高瞻遠矚，在其往生前成立永久基金，納入人才的董事會，培養

接班人，使其佛教事業能延續下去，東蓮覺苑的世代相傳乃至對佛教的深遠影響，主要由一位

奇女子，在女權不高的時代下創建。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香港佛教人物誌（三）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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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公司裏，我們不難發現一些對公司運作熟識，對公司亦有貢獻，

被委以重任的人，更甚者，他們是公司的關鍵人物，若果沒有他們，公司可

能被迫倒閉。在此情況下，人性的弱點顯露無遺，他們把持公司，無論大小

事務盡攬上身，奉迎交差，為了自己的私利，權謀，陽奉陰違；對下欺壓獨

裁，阻斷其對上的溝通，以穩固自己的權力，及防自己的不妥被揭發。公司

成了爭權的場所，當然對業務損害很大，沒有人為公司的業績拼搏，沒有人

關心公司的發展，沒有人肯去學習，增加自己的技能，及為公司作更大的貢

獻。可以說他們能為公司謹守生存，但可以說，公司已死，只待巨浪打來。

這些山寨王，壟斷了公司的資源，控制了公司的命脈，排斥別人，若有人進

來，必定拒諸門外，除非與他聯成一夥。

    他們從沒有想過：能夠為公司承擔，不是更好嗎？自己那麼重要，沒有

他不成，不是更好嗎？自己能夠在公司裏安心立命，不是更好嗎？有價值，

有機會貢獻，不是更好，應該感恩，知足嗎？

    自己那麼重要，不是應該作好典範，讓其他人仿傚嗎？何以仍要為所欲

為，發揮人性的弱點？要知道，公司的成功，除了他們個人的才能，努力外

，仍需其他眾多因緣成就，例如資本的投入，其他員工的團隊精神，客羣的

需求，社會的穩定等。他們只看到自己的機會，忽略了其他因素，誤以為自

己的才能天下無雙。不少例子是很多表現出眾之士，轉到其他公司工作，失

去種種優勢，無法發揮，個人的弱點卻表露無遺，很快被排出來，不斷轉換

公司。幸運的，可以從失敗中學習，繼續成長；不幸的，便鬱鬱而終。

    公司彷如一條船，航向大海，船中的船員各盡職守，分工合作，向大海

航去，沒有人會認為船的乘風破浪只是一個人的力量，才能克服波濤駭浪，

若船員自我膨漲，以為自己功勞最大，其至能獨力駕駛整條船，只會被海浪

吞噬。這種共建概念本應人人皆懂，可是在人性的弱點及我見下，往往被蒙

蔽而遭受重大損失。

    人是很可悲的。為了私利，為了自大，可以將多年建立的功業毀於一旦

，變得一無所有，或是回不了頭。人亦很容易忘恩，忘卻他們賴以成長，發

展的平台恩情，自視過高，雀巢鳩佔，最後自食惡果，怨天尤人，陷萬劫不

復之境。這種情況很普遍，遍及其他組織，如非牟利組織、互助團體、家庭

、政府機關。佛教很關注感恩心，感恩心可克服自滿、自大的我執。亦可與

人和洽相處，凝聚團結力量去創新天地。

    實在可惜!儘管人在多方面努力，建設出很大成就，但只要一種人性弱點

，便足以摧毀辛苦建立的成就。只有透過佛教的改造，克服人性弱點，才能

真正穩固地建立事業。

居士與企業家     
大海中的一條船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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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這樣離去嗎  那羅

  

 

你就這樣離去嗎？

  你離去，不遺下片言隻字

          不回眸，或向我淺笑

你就這樣離去嗎？

你走了

  帶走我們的協議

          如何修學佛法

          如何普度眾生

你走了

  帶走我們的默契

          如何自理自利

          如何為眾生服務

你走了

  帶走我們的習慣

          如何布施

          如何自律持戒

每一個生活細節

  無關重要的細節

          深深地札痛我

          深深地使我懷念

昔日的足跡

  彷彿仍有你的身影

          不忍再看你的步姿

          不願看沒有你的風景

沒有你的日子

  一切變得毫無意義

          我如何度過

          我如何過度

你的缺憾

  對世界未做成多少損害

          可心理上困擾了世人

          困擾了親朋

那是你的錯嗎？

  縱然他人離你而去

          我仍願與你相依為命

          願與你同生共死

你就這樣離去嗎？

  不遺下片言隻字

          不再困擾世人

          不再讓他人擔憂

蓋棺論斷一生

  你沒有大過

          只有被人小看

          被人欺負

可你示現無常

  世間俱苦不真實

          一切如幻

          一切無意義

卻成就了我的出離心

  彷似遠方呼喚

          專心修行

          專心迴向

你就這樣離去嗎？

  你離去，不遺下片言隻字

          不回眸，或向我淺笑

你就這樣離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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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一生

      佛緣  浮浮生

  

 

   她的年紀不很大，卻見她背著背包，不時出現在不同的道場，不同的法會中

，虔敬地誦經禮佛，雖與人笑顏相向，總覺得她滿懷心事，不善言談，且喜自

成一角。與其他赴法會者有別，其他俱是上了年紀之人，作伴笑談，滔滔不

絕。

    一如一般人，她二十多歲便結婚生子，將家庭整理得井井有條，窗明几淨

，相夫教子，還出來工作，建立自己的事業，雖談不上什麽大成就，可也算是

一小小王國。

    如是度過了十年家庭生活，十年看似幸福快樂的生活。跟著懷有身孕，期

待著另一波的快樂來臨，另一波的幸福來臨。怎料男嬰剛出生不久便夭折，頓

使整個家庭墮入冰窖，不到兩年後，本很要好的夫妻竟鬧離婚。震撼了身邊的

親友，亦使旁人唏噓。

    自男嬰夭折後，她變成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每天念經迴向，且穿梭於各道

場間，積極參加大小不同的法會，偶而作義工幫忙。

    就是如此，她深居簡出，沉默寡言，不是往道場跑，就是躲在家裏。這樣

的生活，彷彿就是她的一生。

    從前，當她還是一位大女孩時，祖母帶她到一所佛寺去參拜。一位出家師

父對著她道：「你生得那麼標緻，且不頑皮聽話，是一位好女孩。可有想過出

家修行，成就普度眾生的大願？」

    她笑笑望著祖母，只見祖母亦笑望著師父點頭。但她心裏暗對自己道：「

出家生活怎合我心意！我對佛教不抗拒已很難得，若不是祖母關係，恐怕佛之

一字也不會聞，遑論跑到佛寺來。出家肯定不會有可能。我心懷大志，將來要

建立一個企業，賺取很多金錢，要家人生活舒適，自己豪華過活，每天裝扮漂

亮見人。最後嫁得如意郎君，生兒育女，悉心栽培，讓人羡慕。我怎會如此不

濟，出家修行！我的一生，會是多姿多采。」

    但見師父與祖母相對莞爾，彷似聽到她心中的話語。

    如是她背著背包，穿梭於各道場中，虔誠參與法會。日子就這樣溜過。她

的一生，會是這樣平凡，可能是不凡中度過；還是她會心懷大業，再入紅塵，

再闖新天地呢？也許，她會另闖一番嶄新天地，一番無人猜到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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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菩薩戒本法要分五段解釋  寂慧

  

 

目錄

一、總勸勤學

二、四重戒

三、總結四重戒

四、四十三輕戒――六度

              ――四攝

五、 總結四十三輕戒

一、總勸勤學

    素呾纜，即經。摩呾理迦，即論（本

母，十二分教之一）。

    受菩薩戒已，應常常不斷專心達理地

思惟，什麽是菩薩正所應作，什麽不是菩

薩正所應作。思惟後，便要行持，入世間

饒益有情。即聞經教後，納受菩薩戒；思

惟經戒義；修持菩薩戒。

    受戒後，當勤修學，如不無間殷重修

行，定不能現證無上正等菩提。關鍵是精

進地學習經戒，修持經戒，輾轉不斷，比

受戒前更精進勤學，此是菩薩正業。

二、四重戒

    他勝，菩薩能勝一切，若為他（煩惱

）法所勝，則非菩薩。

    梵網戒有十重，,一至六為殺、盜、

滛、妄、酤酒及說過戒，那是律儀所攝，

而後四與此四重戒相同，為攝善法與饒益

有情。因瑜伽戒是加行戒，故前六的基本

戒沒有提及，並非不包含前六的重戒。且

不論四重或十重，基本上是不開的。菩薩

律儀以七眾各別律儀為本，後增此四學處

而成。以下是四重戒：

1・自讚毀他戒

    以貪的根本煩惱，現行為驕傲的自讚

及毀謗他人而得到名聞利養的益處，當然

與菩薩的利他思想背道而馳，是為重戒之

一。

2・性慳財法戒

    有財法，因慳而不施現前的有求者，

有違菩薩利他精神。此為第二重戒。

3・瞋不受悔戒

    忿，忿怒；纏，煩惱。

    平常長養瞋恨心，因為長養瞋恨，當

有不悅時，便會發起粗惡言語；由於瞋怒

的遮蔽，轉而以手或腳，甚至石頭、刀杖

等利器，捶打、傷害、損惱有情。如是內

心懷著重的忿恨，並有所意樂，即有所違

犯；而當別人來勸諫，或感謝時，不接受

，甚至不能忍受別人善意的規勸，產生怨

恨。

    這些皆是日積月累的瞋恨心長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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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皆是日積月累的瞋恨心長養，發

為他勝處法。因此，平時便要疏導瞋恨心

，轉而長養菩提心，使能堅固地對治煩惱

，不為煩惱所勝。

4・謗亂正法戒

 

    菩薩藏，即大乘法。

    毀謗大乘法，愛樂、宣說、仔細開示

，另外建立一套類似正法之法，或是似是

而非之正法，自我相信或自我妄解，或跟

隨其他不正之法。

    菩薩法，或大乘法，皆是菩薩的正業

，如毀謗，攻擊，無異自己攻擊自己，沒

有正業可言，若公開宣說、開示，或另立

像似正法，以盲引盲，共入火坑，可見其

罪過之大，不相信大乘法，已失菩薩戒。

若加攻擊，或另立一套相似法，以破壞正

法，實罪加一等。有些宗派佛徒，對其他

宗派的方便法，或宗義不了解，妄加批評

，干犯重戒而不自知，可惜可憫。因此，

深入法義，對其他宗派多加了解，增長智

慧，不為謗亂正法外，還鼓勵他人學習，

修持各自的宗派法門，不但沒有罪愆，且

生功德。

    由此可見，菩薩戒法，必需具足智慧

，慈悲，才能建立。

    正法非常重要。在因果上，修正法，

得正果；修邪法，得邪果；相似法，得似

是而非之果。且對佛教的發展，產生錯誤

方向，影響很大，故為重戒。

三、總結四重戒

 

    以上四種俱是菩薩的重戒，別說全犯

，就是隨犯一種，亦有二大過失：1・不

能增長及攝受廣大菩提資糧，其人生沒有

任何意義，且生退墮。2・不能意樂清淨

，煩惱生起，不但不能利他，在自利中保

持清淨亦有困難，只可名為相似菩薩，非

真菩薩。

    纏――煩惱

    軟品――即下品

    煩惱分上中下品，若中下品毀犯四重

戒，尚未捨菩薩淨戒律儀。下品：暫一現

行（偶犯），尋自悔除（懺後還復清淨）

。中品：偶犯不知，被人指摘，方自承過

。上品煩惱毀犯才為捨―條件是：1・數

數現行，不斷重複毀犯。2・無慚愧，對

自己，對他人皆不覺有慚愧。3・深生愛

樂，且喜好，樂在其中。4・見是功德，

認為如此做有好處，助其增長。這些皆是

上品煩惱犯戒的條件。

    菩薩偶犯他勝處法，並不捨菩薩淨戒

律儀，非如比丘戒，觸犯即捨比丘的別解

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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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環境向下陷落。當努力與同道交流佛法，同願同行去履踐佛法，振興佛教，卻見他們無端墮後，

或淡然退出，或無意中顯露出他們只為自身利益設想，非如口出的大澟大義。不期然感覺一切皆虛

幻，所有事物如夢幻泡影，或是人生如戲，產生出離心。

    此時，最好是躲進阿蘭若處，清淨修行，乃至出家。唯一可信靠之處是三寶，只有三寶是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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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普賢行願，實是人生一大快事，毋須面對世間醜惡，毋須爭名奪利，陷於貪瞋痴中，夫復何

求？可是，如何取得此少許資糧，成就此樂事？如果早有積蓄；或有護法護持；或有其他收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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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他方十萬億佛，往他方見佛聞法，以此等功德，壽命輾轉增長，以此等功德，衣食無憂，不作世

間的圖名圖利，不作狹隘的個人或親友打算，當然無憂悲苦惱，無生老病死，正是這樣的出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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