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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誰記起  那羅

  

 

在這世上

多少人能記起你?

你雖努力留痕

努力生活,努力學習

努力幹一番事業

但多少人能記起你

茫茫然

你來到世上

弄不清是什麼一回事

茫茫然

你不知所措

然後茫茫然

你離開

你作了什麽

你錯過了什麽

你遺憾的是什麽

縱然你受欺凌

受誤解

你不被體諒

你不懂埋怨,不懂反抗

你是善良之人

善良便被欺負

默默承受各種不公

在這世上

多少人能記起你?

你沒有出眾的音容

沒有不朽的事業

沒有什麽能利益人

你是平凡中的平凡

教人如何記起你

可你仍有小恩小惠

利及於人

仍遵從教導,

努力不驚擾他人

你馴如羔羊

努力使人接受

已放棄轟轟烈烈

仍熱熱鬧鬧

為使人能記起

猶如千千萬人

你掙扎求存

你要在世上佔一席位

你要如一般人

獨立自主

最後與眾不同

可

在這世上

多少人能記起你?

情已有很大改變，昔日的華東賑災・希望學校等愛心，不復存在。缺乏愛心的社會，情況令人

憂慮。民眾在疫症中的搶購，自私及欺搾行為，反映德育的不足。德育的灌輸，反映在平時的

教育上，平時的訓練及積累，在災難時，能夠發揮作用，減少傷害。日本亦經過災難，他們的

民眾出奇地鎮定，極有秩序地面對，使舉世讚嘆，這方面應多加學習，尤其在平日的培訓上。

    綜觀災難到來的應對。首要在預備工夫夠。就是說災難未到來時，已作好預備，不致措手

不及。其次是獨立應對，災難到來，必然引起混亂，產生極多不確定因素，資訊參差，溝通出

問題，別有用心者「趁火打劫」，一連串的問題使難以應對，政府應成立獨立組別，專責應對

及解決。最後，災難是大眾的事情，應由大眾去應對。上下一心，才能產生極大效果。如要上

下一心，必需具足透明度，身為領導者的政府，在溝通渠道、立場、處理方法、人物、專業上

，應清晰地廣布，亦應開發渠道，讓民間提供意見去解決困難，及提出民間面對的困境。

    最後要提的是。從歷史面對無法解決的災難時，往往求助於佛教界，在佛教界的齊心下，

往往將災難平息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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