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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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整網絡世界秩序  提舍

 

    網絡世界突然興起，令人來一個措手不及。

    網絡世界帶來的方便，好處，數之不盡，且不斷高速發展，令很多人跟不上，包括政府。

這不但使虛擬世界不受控制，還倒過來，影響實體世界，例如很多政治動亂的破壞，可見其威

力之大。另一方面，世界秩序開始動搖，人性的弱點顯露，不斷擴大。若再任由其「無王管」

般發展下去，前景堪憂。

    資訊爆炸之年代，好處數之不盡，方便之處很多很多。可是隨之而來的假資訊，假新聞，

邪見，欺騙、誤導，別具用心的傷害，亦數之不盡。是否走得太快，讓世界失控呢？若世界能

放緩腳步，循序漸進，不是更好嗎？如此進步是否一件好事？無休止貪婪的追求，對嗎？科技

的進步，方便，提供舒適，是否每一件皆有其必要？該是反思的時候了，以免愈走愈陷。

    網絡世界是一個虛擬的世界，自由的世界。正因如此，各人遂將其欲發之言，欲作之事，

全寄情於網絡世界中，認為那是一處自由、民主、無言論限制的樂土，縱使有什麽不對，不會

有人知道作俑者，當然不需要負責。於是暢所欲言，未經證實及未核對的資訊一股腦兒放上網

絡世界中，而一大羣同樣心態的附和者唯恐落後，紛紛將不良的資訊轉發出去。所做成的禍害

，不比始作俑者少。如是一個虛擬世界，聚集了大量群眾，不斷擴大。正好被一些別有用心的

人利用，作出更大的傷害，一處沒受到監管，被縱容的地方，必成罪惡溫床，人性弱點亦盡顯

露，那是可以預見的。無奈各國政府對此只顧放任，不作監管。在放縱政策下，日益惡化，網

絡世界中，有粗口，有不雅照片，有未被影視機構審核的影片流傳，甚至有反政府，破壞等等

資訊滋長。

    從前，政府對一本書的出版及報紙的發行，皆很緊張，甚至作出預審，各報社亦關注每篇

文章的內容，而作者雖有筆名，需申報真實姓名及住址。因此。各人皆很小心，為其言論及牽

涉其中的言論負責。沒想到今日的所謂言論自由，竟是造假、毀謗、謾罵、粗鄙的世界。而最

大的責任卻在當政者，縱容不義在網絡世界滋長。

    網絡世界很多惡行在暗地裡生長，壯大，往往一發不可收拾，為政者需防患於未然，予以

取締，更應制定一套完善的制度，監管其運作，甚至立法阻止不義生根。別讓言論自由，民主

，被抹黑、濫用，其真正的意義不應被曲解，因為這樣會對真正的言論自由及民主做成傷害。

虛擬世界與真實世界沒有多大分別，需遵照規律、法則去運作，其意義、因果與真實世界無二

，只是介面不同而已。別被各種謬論誤導。

    為網絡世界立法，在這方面雖已擔擱了。但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在印度佛教時代，誦經獲得感應的事蹟就已經廣泛流傳。據說在錫蘭、

緬甸等南傳國家，也有這樣經文，誦持也會有消災，召吉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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