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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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在世間  提舍

 

    人類不珍惜地球，不保護環境，做成氣候變化，產生天災，那是顯而易見的。可是，利之

所在，人們仍不肯讓步，不肯多做點功夫。而疫情亦是天災之其中一種，可就少人留意。不珍

惜地球，不保護環境，源於人心的毒惡，人心的毒惡，做成天災，乃至疾疫，俱循因果法則顯

現。可以說，天災導源於人禍。當天災發生時，可見到民眾的自私行為，乃至傷害他人，落井

下石的非理性表現，當知道災難的來臨，不無原因。

    疫情的產生，是不幸。卻是一種警惕，一種指引。它反映了不同地區，不同民眾的心態，

反映了因果。從疫情開始到發展，短短數個月，可看到世界各地的不同反應，不同的遭遇。應

藉此慘痛經驗，汲取教訓，別再墮落在惡因果中。

    這次疫情的爆發，從武漢開始，但源頭仍未確實。武漢爆發之始頗為嚴重，且快速擴散，

國家領導人及醫療團隊反應快速，積極對抗，民間也加入抗疫，互助互勉，守望相助，甚至不

惜犧牲去助人。人心向好，疫區終在惡劣環境下扭轉，受到全面控制，中國各地雖有多處爆發

，最後也受到控制。其間國外未有施加援手，只隔岸觀火，甚至揶揄抵毀，人心險惡。在人心

不好下，高傳染病毒迅速擴至全球，一發不可收拾，比中國爆發的更嚴重。西方國家人民自恃

身體健壯，輕視病毒，不肯遵從指引防疫，不肯帶口罩，甚至怒打帶口罩的途人，如此野蠻行

徑，形同禽獸，如何不招罪愆。美國總統特朗普更變本加厲，落井下石，稱病毒為「中國肺炎」。

違反國際指引，製造歧視，目的是轉移視線，將責任推卸，亦藉機以憤恨心打擊敵人，如此歹

毒，怎不招感惡果？可悲的是經多番挫折後，美國仍未汲取教訓，長養慈悲，善待他人。可悲

可憫。

    疫情尚未在歐美爆發時，歐美人士皆抱隔岸觀火的態度，認為事不關己，相隔遙遠，不會

影響他們，況身體強健，與「東亞病夫」有別，懷有僥倖及自大心態。因此，當疫症爆發時，

來過措手不及，尤其見到健壯的體育員亦被傳染，才稍有覺醒；但仍然不肯戴口罩，防疫意識

低，亦不願借鏡中國的經驗。最後一發不可收拾，疫情遠比中國嚴重。

菩提心的修法：

將逆緣轉為資糧             心情恆常保持喜悅        

不要談論他人的缺點       停止對他人負面的想法    

斷除一切希求果報之心    順境逆境皆應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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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在歐美的留學生在疫情中無理地被歧視，亦有感於當地的防疫意識低，置身其間有風

險，紛紛回港避疫。雖然有感於香港的親切，可靠，但缺乏感恩之心。最令人費解的是香港仍

有一批人士，並不珍惜香港，進行破壞，甚至在疫情嚴峻期間，落井下石。而不少隔離人士，

竟肆無忌憚地違抗隔離令，到處闖蕩，可見香港已被寵壞了。

    這次疫情值得讚揚的地方，是中國能果斷地判準形勢，將疫情遏止。且於事後尚未完全恢

復時，積極對世界各地伸出援手，攜手抗疫。可惜被批評別有用心，尤其美國的非理性批評，

明眼人輕易可看出滿懷敵意，無奈附和之徒不少。

    此外在西方國家，醫療系統在疫情下陷於崩潰，年屆六十或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被拒絕

救援。雖說迫於無奈，但其表現缺乏同情及關懷，已偏離人道，但願傳說不確實。

    反觀這次疫情的教訓，人們已失去同舟共濟的熱誠，亦缺乏居安思危的危機感，只懷大意

，僥倖的心態，情況令人憂慮。

    世界經濟過於快速發展，形成不健康的發展，在物極必反下，世界新秩序將誕生。但不論

形勢有多大改變，仍脫離不了因果關係。愛護地球，環保，慈憫心，是未來不二之路。抗疫的

關鍵在人心，人心的取向，影響了天災。這些皆可在佛教義理中印證。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香港佛教人物誌（五）  寂慧

 

    8・浣青法師的一生，在二十世紀可說是一段佛門佳話，亦可說是一段傳奇。

    法師原名梁基，曾在廣州當警察，未出家時已是一位極活躍的居士，並娶妻建立

佛化家庭。

    1922年於九龍城長安街15號（即今之富豪酒店）開辦西鄉園，是一棟三層樓之屋宇，面積

頗大。地下是素菜館，二樓右方為念佛堂，左方為閱經室，三樓則為佛經流通處及佛學研究所

。除了流通佛教經典及古德遺著外，更有佛教壇場法器等物，並分銷海潮音及現代僧伽社月刋

，可說包羅萬有，營業時間由早上十一時至晚上九時。此外，亦出版印贈各種佛學書籍，經常

禮聘法師講經說法，是一處極活躍及全面的都市佛教場所，對佛教的影響很大。園內訂有嚴格

的閱經室規章，可見主事者的認真及所下的心血。

    西鄉園的弘法事務包括素食、圖書館、流通處、印經、講經等項目，可說包羅萬象，互助

互利。後更於旺角砵蘭街開辦另一所西鄉園，可說是佛門中的一件美事、盛事。

    十多年後的1936年9月，法師在沙田創建西林寺，秉承西鄉園的精神，供應素菜膳食，著名

的「山水豆腐花」，吸引不少旅遊人士到來，寺內亦有豐富的藏書及贈送經書。是另一處熱鬧

及著名的旅遊場所。隨後將九龍城及砵蘭街的兩處西鄉園結束，以便集中經營西林寺。

    在事業致此巔峰期間，法師突然與夫人一起出家，震撼了教界。從此留在西林寺，從事弘

法利生事業，接待僧人到來掛單，承辦法事、接待遊人等。

    這段早期佛教中的佳話，不禁使人想起，佛教傳入之始至一九OO年，這一大段隱秘時期，

可曾出現過類似的佛門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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