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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金錢  提舍

  

 

  

 

    佛經上說，金子猶如毒蛇，只會帶來禍害，甚至殺生之禍，必需捨棄。佛陀甚

至要弟子們不觸金錢。另一方面，亦鼓勵人們以正命謀生，投資，累積財富，以作

利益眾生事務。佛經往往同時說相反的事，可是並不矛盾，不同的目標，當用不同

的方法處理。那麼，對於錢財，應如何抉擇？

    首先，要反問自己追求錢財是為了自己的享受？保障？還是為了利益眾生？要

細思，忠實地回答自己，別找藉口，推搪。

    錢財猶如毒蛇，那是為了不被錢財的誘惑，使自己墮落，陷於不歸，那是基礎

的，亦可以衡量能否放下。那是為了自我，但若為了賺取錢財去利益眾生，則要自

問能否無條件捨棄錢財？能否放下？

    金錢是一種工具，威力無窮，用作害人，則害人不淺，用作利益眾生，則受惠

很大。其特勝之處，眾所皆知，不用細數。因此，各人趨之若鶩，努力追求。

    可是，金錢的禍害，沒有人留意，沒有人在乎。金錢甚至改變一個人，由一個

善良的人變成邪惡，害人不淺，自己亦陷於不歸路。能好好利用金錢的人不多，不

是揮霍無度，浸淫聲色犬馬，便是過度收藏，未能讓其發揮應有的力量，最後被身

邊人覬覦，反目爭奪，才反省後悔自己的富有。為了保護錢財，亦令人心力交瘁，

愈多的錢財，愈危險周章，叫人寢食難安。可是，錢財不足，生活艱難，亦令人度

日如年。可見富有及貧窮同樣使人難堪。

    那麼，應持何種態度去面對金錢呢？

    過度著意去追求金錢是不對的。財來自有方，不可，亦不應強求。否則，縱使

求得亦只是一件壞事。但也不可敷衍，不著意，否則金錢也不會自動到來。金錢是

一種工具，一種達致目標的工具，應該為達致目標而籌集，不應過度貯存。來了毋

須歡喜，去了毋須憂惱。

    很多人終其一生追求金錢，認為能求到後，人生便告一段落，所有目標，夢想

皆可達到。金錢固然重要，卻不是成功的最主要因素，金錢是工具，能夠好好利用

，可以發揮很大功效，若追求不到大量金錢，使目標達至很大的效果，未嘗不是一

件壞事。向著目標必需努力，能否成功仍待眾緣，成功固然可喜，失亦毋須憂惱，

這是必需再強調的。

        至於居士，「正業」及「副業」因為家室所累，較難釐清，能否抽出時間修行亦成疑問。

    因此，必需有所調配，去適應其身份，例如無適合環境修坐禪，可以修動中禪等，在家居士須

    有種種掣肘，但亦有其他優勢，可以儘量發揮，同樣能達到不共的效果。那麼，居士的優勢在

    那裏呢？

        居士可以「名正言順」地去謀取金錢（當然是正財），可以全心全意去賺取。賺到的錢財

    可以用來弘法，可以用來布施，用來利益人羣，國家等。居士走進人羣，與眾生一起共浮沉，

    可以更有效地行六度四攝，以福業為正行，更貼近大乘精神。居士普遍有家眷，更能發揮群體

    力量，在弘法及培養接班人上較為容易。居士亦可參政，對國家，眾生作出更大的貢獻。這種

    種皆是居士的優勢，可作出很大的貢獻，但居士的缺點：如時間不足，混在大染缸中，無法清淨

    過活，家累等，皆眾所週知。如何將缺點轉化，將優點掌握，在修行上至關重要。

        由這些可以看到，不論何種身份，何種狀態，皆有不同的優、缺點。因此，修行端看發心

    ，及掌握環境，順勢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