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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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的反思  須蜜那

 

    這次疫情傷害很大，是名符其實的世紀災難。但從這災難中，我們仍然可以學習，反省，亦

可說從重大損失中，取得寶貴的啟示。

    1・平常我們返工祈望收工，放假。如今真的可以不用返工了。但是否不用返工便好呢？工作

真的那麼不堪？工作的意義在那裏？

    2・因疫情而被迫留在家中，可反省平常是否耽在家中過久，沒有觀看外面的世界；還是儘往

外面笙歌，忽略了家中的溫暖，回歸？

    3・世界人口密集，衛生的要求是否需要提高？尤其細節及習慣。

    4・社交距離太靠近，適當的距離可令人對彼此更瞭解。

    5・被困斗室的感覺，可令人反省世間仍充滿障礙，人仍在困閉中。

    6・物質充裕，交通往來便利的社會，可以在一夜間變得貧乏，出行受到很大的阻礙，該如何

感恩，如何珍惜？

    7・日常生活如經濟、工作、時間等是否張力太緊，導致障礙發生時，無餘力去應對。

    8・對於時間、機會是否沒有好好把握，珍惜，以致流失很多，這次疫情令很多人動彈不得，

很多機會溜失了，就是機會在眼前，亦因種種原因而不能掌握，光睜眼讓它溜過。是否教訓我們

應快速應對機會，以免後悔。

    9・人口爆炸啟示人口的分佈、控制、質素等皆應有所改善。

    10・危機的產生在一瞬間，保持危機感以應對突發事故，作出快速反應，可減少甚至避免傷

害。

    除此，還要多關懷他人，多感受他人。畢竟我們皆同一處境下，同一艘船中，憂戚與共，互

相影響，共同進退，對他人好，亦是對自己好。

    審視我們的生活，行為是否正常，還是被情緒牽制，作出不理性的安排，可參考佛家的「平

常心是道」。

    疫情是一大損失、一大傷害，但疫情亦可強化一個人，作好準備應對將來的挑戰。

　

                        

此善男子，已於無量無數大劫，

五濁惡時，無佛世界，成熟有情。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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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菩薩戒法要講述

  

 

    第二種：見有盜賊。侵奪他人財物，甚至僧眾物品，佛塔物品，取來己用。菩薩起憐

愍心，起一種利樂安樂眾生的意樂，隨其能力所及，逼而奪取，目的在不使其受用如是財

物，為免因此受長夜無義無利之苦，因奪三寶物，罪過非常重。菩薩奪回財寶後，僧伽物

，還復僧伽；佛塔物；還復佛塔；若是其他眾生物，還復其他眾生。

    第三種：又見眾主，即群眾中的領袖；或園林主，即團體中的領袖。指各種組織領導

者，取僧伽及佛塔物，據為己有，任意享用。菩薩思惟抉擇他們的惡行，不禁起憐愍心，

阻止其受用此邪受用業，免為取三寶物之惡行，受到長久暗無天日，無意義無利益的苦報

，隨能力而廢除他們的侵奪。菩薩如此不與取，不但沒有違犯，且有功德。

    這三類惡人，皆有大能力，可以侵奪眾生及三寶財物，菩薩必需有更大的能力，才能

奪回，然後物歸原主，如是沒有人損失或得益。但菩薩必需有憐愍心，為利惡人，免受當

來無義無利的長期痛苦，並非為了自己的利益，或瞋恨心而奪取，這便非一般人能做到。

    開七支性罪之三―欲邪行戒

    在家菩薩，見有女子，沒有親人照顧，繫屬―即聯繫，關繫從屬，沒有父母、丈夫或

某些團體的照顧，卻喜好婬欲，繼心，即繫心於菩薩要求作非梵行。在家菩薩有見及此，

作如是思惟：「不要讓她起恚惱心，做出一些非福業之事，損害他人或她自己。如果隨順

她，便可令其安樂自在方便安置，繼而多做一些福業之事，或是親近三寶，而捨棄其不善

業。」由於慈愍而與她行非梵行。雖然習染這些污穢之法，卻無違犯，還生多功德。可是

出家菩薩，為了大局為上，護持聲聞戒律，佛的教誡不致敗壞，任何情況下，皆不應行非

梵行。

    何以故？出家人以戒婬為主，故不能犯。若發大心要度化他人，需捨戒還俗後，才可

行非梵行。

    件也不容易做到。因此，別以為為了利他便可輕忽。持戒外，其他要符合的條件如下

：



3

  

  塵世走一回  那羅

  

 

孩兒

於此塵世你走一回

可曾悔疚，可曾遺憾

可有經歷生命的喜悅

人生百味？

或是成長的奮鬥

可有無愧家國

成就卓然自恃的男兒？

期望你頂天立地

成就偉大事業

萬人景仰

期望你成賢成聖

立地成就佛道

孩兒

我帶你來此世界

該如何養你

如何育你？

使你傲然特立

幸福快樂？

帶你尋幽探秘

出入人間隱世之地

帶你走訪寺院

佛教聖地

望你得佛菩薩照料

究竟交託

孩兒

你苦難的人生

兼處逆亂時代

我有帶給你什麽？

我有讓你體驗人生？

使你無悔？

孩兒

在你短暫人生中

我曾帶給你什麽？

在你無盡生命中

我何忍讓你躑躅流浪

願我來生再度照料

讓你身安心安

願你早證菩提

讓我徹底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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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香港佛教人物

     法的廣義流通處  寂慧 

  

 

  

 

    佛教經書的流通，在佛法的傳承及弘播上，有不可磨滅的重要。若一處地方沒有經

書，恐怕佛法將會湮沒。經書在佛法的發揮上，超越時空的限制。因此，經書在歷史的

發展，是重要的一頁。當然，經書亦有其本身的限制，例如未能對機，未能發揮在當代

的意義，未能被適切理解等；但沒有經書的印證，很多道理只是臆測，容易錯誤。

    經書的流通，有免費送贈及售賣兩途。免費送贈不涉利益，是高尚的情操，但礙於

成本限制，只能作偶發性的出版，不能普及深入，有所障礙，且印贈的經書，不被珍惜

。售賣經書，有即時的回報，鼓勵出版者、作者繼續出版，並可作完整出版計劃，但「

經書不可販賣」之說，帶來經書流通之障礙。尊重經書，不涉利益的送贈固然高尚，但

效益有所限制。售賣經書效益高，沒有不對的地方，只是沒有那麼「高尚」而已！只要

能利益眾生，沒有不對的地方，便應鼓勵。因此，兩種方式皆應接納，相輔相成，不應

排斥，攻擊。

    一九二二年，浣青法師在俗時於九龍城開設西鄉園，樓下是素食館，二樓是念佛堂

及閱經室，三樓是佛經流通處，有售賣及結緣品，後遷往沙田西林寺，與夫人一起出家

為僧。在當時來說，不可謂不前衛。這是香港最早期的經書流通前輩。

    上世紀五十年代，貿易商人嚴寬祜，利用其辦公地點，創辦佛經流通處，專門印製

及流通經書，頗受東南亞及台灣的同道注意，紛紛來函訂購，嚴居士亦利用其生意上之

方便，解決滙款的困難，使流通處之業務蒸蒸日上，遍及世界各地，中國大陸在文化大

革命期間，大量佛教經書及文物被摧毀，嚴居士利用其生意之便，搜集被棄置之經書，

重新印製，或轉往其他地方，很多珍貴的法寶得以保存，功績不可謂不大。其後中國大

陸開放，不少大陸寺院及人士來選購書籍，使法傳回大陸。晚年他將業務轉贈法師經營

下去。

    一九八三年，香港佛學書局成立，附設於法喜蓮社內，座落於銅鑼灣鬧巿，主要從

台灣進口經書，偶有出版佛學著作。惜經營十數年後因種種原因結束營運，回復其原來

佛堂的運作。

    另一組織佛哲書舍在1995年創辦，主要從台灣進口經書，後更發展英文佛學著作，

乃至藏文、梵文等，從世界各地搜羅重要的佛學著作，可說包羅萬有。除在香港多區開

設分店外，更在海外台灣、澳門及加拿大開設分店，欲將佛法弘傳至世界各地。

    橫向發展方面，佛哲書舍更舉辦不同的大小型佛學講座，有海外的，亦有本土的法

師；有漢傳、藏傳、南傳等不同體系。有不少法師藉此首度來港，繼而發展、生根。本

土法師亦藉此踏出來，走進社會大眾。書舍除教內無分門派，不同的活動外，社會公益

事務亦積極參與，但仍本著佛教立場，不致迷失於教外。

    總結來說，以佛教為本位，從各不同角度發展弘法利生事務，推展開去。主幹是以

法的流播，續佛慧命。以商業手法，傳持下去。卻不忘各種弘法利生事務，不拘於各種

方式、手法。

    無疑，佛法的弘傳，必需以佛法為主位，輔以其他弘法利生事務，即慈航大師說的

佛教應以教育、文化、慈善去進行。因此，法的流播是重要的，法的廣義流通處即佛法

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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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背後  提舍

  

 

    新冠肺炎的產生，來得突然，使人措手不及。正當絕望之際，人類真了不起，竟能

於極短時間內製造疫苗，控制疫情。這世紀疫症本可告一段落，人類可重新出發。可是

，際此重要關頭，人類沒法作出收歛，仍在爭鬥，弄至惡疾變種下去。另一方面，縱情

於自我，罔顧種種風險，逞一時之快，而作出傷害自己及他人的行為。如此貪瞋痴的熾

烈，縱使沒有這世紀疫症，亦會引發其他災難。因此，解決疫症的方法，應回歸人類善

良的本性。

    解決疫情的唯一方法是打疫苗，這是人們一直期待的。可是當疫苗出來後，接種率

並不理想，加上別具用心之人不斷抹黑，或作出不客觀的批評。而疫苗在世界分配不公

不均，種種障礙，使出現曙光的拯救之道不能充份發揮，尤有甚者，不時傳來民眾抗議

，示威騷亂，反對防疫措施，而這些地區，俱是文明、先進、深受教育的地區。如此不

理性，放縱自我的行為，實使人訝異，災難何能停止！

    除了個人的不堪，國與國之間亦心懷鬼胎，不管疫情的嚴峻，災難的來臨，仍在政

治上爭鬥，不惜玉石俱焚，如此瞋恨心重，那能不引來災難。疫苗沒有平均分配，引致

一些地方過剩，甚至銷毀，而一些地區不能取得分配，引致疫情趨嚴重、變種，最後反

傳至過剩地區。可見世界已成一體，雖天各一方，也難以置身事外。亦見人心的好壞，

最後會反射回來。隨天災而來的，往往是人禍，能不小心！

    世界各國政府，不論甚麽立場，俱千方百計要子民打疫苗，可見打疫苗的重要性，

無奈政府們雖苦口婆心，人們仍是持對立態度，陽奉陰違，可憐可憫。一些政府已放棄

抗疫，讓疫情惡化下去。似乎大家都不在意疫情的嚴重性，雖然染疫及死亡數字如此驚

人。且不斷高速增長，可是人們卻不正視，認為疫症只是他人之事，自己不會沾染。

    疫症反映了隱藏著的人心可怖，世界的不堪，西方文明世界的崩潰。這是疫情的積

極作用，如何從覺醒中再出發，重拾人間倫理，從正邪角力中突圍是關鍵時刻。

    過去西方文明的飛躍進步，彬彬有禮，令人欣羨。沒想到「一夜間」變得猙獰、可

怖、冷血，侵略排他，虛偽。可見西方世界教育的失敗，一直以來，偏重物質！忽略心

靈的西方世界，弊端逐漸顯露，疫症是一種提醒，提醒邁向崩潰的西方文明，是時候作

出反省，作出改革。

    這次災難，只是反映出人心的弊病。因此，首要改變人心，回歸理性，回歸道德，

才是解救之道。若不在人心道德重建，儘管今次疫情過去，另一災難亦會繼之而來。是

時候各人應當去反思，汲取教訓之餘，作出重大改革。

    最佳的解決之道莫如深入佛法，從佛法中去改善社會，乃至改變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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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集       

      福慧相修  寂慧

  

 

    修行應福慧相修，不宜偏執一邊。

    如果偏修福，容易墮落世間，流於庸俗；如果偏修慧，容易陷於自了，與世間格

格不入，甚至產生衝突。

    偏修福，缺乏智慧的引導，福德有限有量，不能擴濶無量；缺乏智慧的引導，不

能深入，不能利益深徹，亦即是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尤有甚者，走錯方向，最糟的

是好心做壞事，不但沒有功德，且有過愆。偏修慧，缺乏資糧及缺方便去修行，尤有

甚者，連生活亦成問題，如何去修行。別忘修行的背後需要大量資具去成就。例如閉

關，必需有人護關，四事供養；深入經藏，需要經本等佛學書籍；專心修行，需要有

一個安靜的環境，遮風擋雨的地方。別說修行，就是一般人的一般生活，不少人費盡

努力亦感到困難獲取。因此，福慧必需兼修，才能事半功倍，圓滿。

    福與慧很多時是相關連的，福能引慧；同樣，慧亦能引福業。很多時候，對經論

無法理解，或是苦學皆無進展，但是經歷一輪修福後，卻能豁然大悟，慧業大幅增進

。亦有人修福業屢遭挫折，不但不能如法，且吃力不討好，或好心做壞事，適得其反

。若能深入經藏，增長智慧，以智慧如法修福業，定能事半功倍，捨一得萬報，福業

圓滿。

    修福業最好修六度四攝，受瑜伽菩薩戒。修慧業最好深入經藏，增長智慧，一切

世間學問已包含在佛法內，一切出世間學問亦包含在經藏內，因此，修學經藏已圓滿

具足。再來是修學空性，空性是佛法與外道不共之處，亦是佛教的核心。若能修學成

就，便能了脫生死。因此，修學空性是恒課，是生生世世的道業。

    福與慧猶如鳥之兩翼，缺一不可。一翼之鳥，無法起飛。兩翼若有偏執，則失平

衡，無法順暢飛行。

    而福慧相修總結成菩提心，即世俗菩提心及勝義菩提心。福為世俗菩提心所攝；

慧為勝義菩提心所攝。福慧圓滿便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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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能不退是初心  須蜜那

  

 

    有感於社會的災難，眾生的苦況，一眾

法友倡議站在最前線，去解救眾生的苦惱。

一聲百和，很快做出一點成績來。有些法友

更成立團體，有組織性地長期經營下去。在

過程中是艱苦的，勞累的，千瘡百孔的。可

是，彼此皆能包容，互助互諒，謙卑地去完

成任務，雖然吃力不討好，卻法喜充滿，無

怨無悔。法侶間充滿道情，和諧和敬。

    最後組織壯大，人數眾多，品流複雜，

成為名利場所，自有爭權奪利現象發生。雖

然目標已達一定成果，可是原先的法友一點

也不開心，終日挨聲嘆氣，總覺到處都是敵

人，到處都是魔，看不過外面的世界，對組

織內的人事亦不順眼，抱怨這，抱怨那，甚

至怒罵他人，認為自己是元老，對組織有很

大的貢獻，瞭解所有事情，其他看不順眼，

認為其他法侶皆不堪，尤有甚者，認為組織

不能沒有他們。他們應有特權，特別受到禮

待。還是心裏不安，但見處處敵人，群魔亂

舞。

    開始時，什麽都沒有，僅靠一夥善念

，一夥大悲心，是純粹的，清淨的，自能

感受那道情。可是，當稍有成果時，那強

烈的自我便跑出來，演化成狂妄自大，更

要擁有特權，使組織不能按規矩運作，忘

卻了初心的為眾生，沒有發覺其成就是眾

緣和合，除了自己的努力外，其他的條件

亦不可缺。若沒有其他人的助緣，縱使不

大，亦不能單靠自我完成。所付出的在整

個社會，整個國家，乃至整個人生來說，

算不了什麽，何需急於取回回報。他人的

功績，他人的付出，卻認為是理應如此的

，沒有什麽值得誇耀。自然人們便會遠離

，個人再無法承受所有工作，最後跨掉。

    因此，當有一天發覺自己很不開心，

身邊人很不堪，世界成為群魔亂舞時，正

是法自己墮落之時，魔就是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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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條件  須蜜那

           

      

    人是殊勝的。

    人有創造力，堅毅力，勇猛力，承傳力。這是其他眾生難以比擬的。故人能有大成就，上山

下海，平地一聲雷，統領世界。如何好好發揮人的特勝，創造完美，是人生難得的最好體驗。

    可是，世間上失敗的人很多很多。何以失敗？何以殊勝的人身未能發揮，未能取得成功？

    主要原因是未認識其欲發展的範疇，未認識便產生恐懼，恐懼令卻步，無法達至成功。因此

，欲有成就必需進入其範疇，並深入其中，成為其一部份，才有機會發揮，取得成功。很多人可

以勝任做特首，但對特首的工作不認識，不是那個圈子，孤立無援，縱使有機會做特首，亦不敢

去做，不知如何去做，產生恐懼感，當然不能勝任。若能如特首般工作一段時間，有所認識，有

所掌握，自能勝任，甚至做得比現任特首更好。因此，進入其圈子，瞭解其工作，認識該圈子的

人，自能有所作為，取得成功。那是結合自己的力量、他人的力量及環境的力量。

    要取得成功、該好好利用人類的特勝，加上成功的條件，自然無往而不利，事事成就。成功

的條件，包括進入其圈子，熟習及認識該圈內之事務；結合業界精英，即結合眾人之力，切忌英

雄主義，或是貪圖成果利益，不肯與他人分享，這是成功的大忌；不屈不撓，精進堅持，向目標

邁進，遇有阻滯，仍需努力堅持，不要放棄，世上沒有任何事沒有阻滯的，將阻滯計算在事業的

成本內。還有時間的重要，任何事皆要時間來成就，甚至需要長時間，大的計劃，大的事業，需

要的時間更長更久，那是必然的。成就事業，可不需動用金錢，但不能不需動用時間，因此，要

好好珍惜時間，別浪費。

    同樣，在佛道上要取得成就，這些成功條件，不能不具備。

台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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