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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伴  那羅

看到那些小孩奔跑追逐

如看到你

看到我

只是

我們年輕不再

無力去逛那夜市

我的兒伴啊！

你在那裏？

仍嚮往那夜之追尋嗎？

相約在元宵

年復年

可你已爽約多年

我們年紀已大

就儘這最後起伏心

攀山渡海闖天空吧

我的兒伴啊！

你在那裏？

仍嚮往那日之追尋嗎？

聞說你已出家

棄世間不顧

棄我們於不顧

什麽是出家？

為何不能再結伴？

為何不能探險去？

什麽是出家？

我誓要覓你回來

奔跑追逐闖天涯

                   一個紅包  提舍

　　見到出家人，立即生起一個概念，供養一個紅包。這是佛

教信眾普遍的共識。供養紅包，背後有什麽想法？

　　佛經中鼓勵供養出家人、修行人，認為那是求福的最好途

徑，亦是求慧好途徑。因此，供養紅包成為一個普遍現象。供養

紅包，能得到什麽回報呢？對修行人、佛像、三寶供養，是上求

佛道的功德；或是俗世的祈求，如健康、財富、事業、學業等，

亦能滿願；或有同情心態去供養紅包，認為出家人或修行人忙於

辦道，沒時間注意飲食，資養色身，弄至溫飽不繼，故同情而供

養。另一類人出於佩服心態，認為安貧立道，甘於淡泊而修行，

是真正的修道者，值得欽佩而供養。修道者功德很大，能夠親近

，必獲其利，如果供養，必能分享其功德。修道者有如股票持有

者，隨時將股份分讓他人，至於能得多少功德，端看供者與受施

者的淨度。另一類是無相供養，可能亦有以上的求功德心態，但

不會執著，隨緣供養，三輪體空：沒有施者、受者、施物，這才

是最清淨的供養，最大的功德。

　　供養紅包，絕少有一種還債的心態，儘管在任何付出，或是

「寃枉」用去的錢財，總有還債的心態去安撫自己，可是，供養

紅包不會有這種想法。大概付出數額不大，且出於自願才如此吧。

　　佛陀時代，受供養後，必說法或祈福回報信施，不會「白」

吃、「白」取。因此，供養紅包後，受者應有一種受教導，或是

受度化的回報，縱使當下沒有作出，將來亦會在此緣下作出。修

道者總有成就的一天，其回報當不可思議。這是供養一個小小紅

包而收取可觀回報的一本萬利之舉。

　　收取紅包後，如果能夠代為祈福、迴向，或是作出一些儀軌

鄭重其事地回報，定會大受歡迎，引來更多人供養，不用愁衣食

，如果以清淨心為信眾求福，得到感應後，信眾在感恩心情下，

更樂於供養、護持。

　　可見出家人不一定要作很多事才有衣食，只要出於清淨心為

信眾祈福，已可衣食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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