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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甫踏入佛門，便感到冷冷的感覺，到處道

場都在忙忙碌碌，忙於「自修自證」，忙於舉

辦佛事，忙於各自的工作，無人有暇去招待他

人，無人有暇去引導他人，無人有暇去釋除別

人的疑團，只有圍繞旁聽他人的交談，或是找

一些像自己般徬徨的信徒交談。可是他們的話

匣子一開，竟沒完沒了，不是別人的是非，便

是他們的個人瑣事，如此糾纏下去，恐怕比沒

入門更糟。冷冷的，感受到無數的圍牆，僧俗

的圍牆、世出世的圍牆、學習的圍牆、生活的

圍牆、未來路向的圍牆。赫然發現放棄了世俗

後，竟找不到一處安心立命之地，猶如身懸半

空，不上不落。

　　能學習到自立，經歷了不少的轉折，摸索

了不少門徑，當然走上不少寃枉路，但總算入

了門，瞭解基本道理，各方面皆有認識，與一

些道場及個別人士亦扯上關係，佛教的資訊門

徑也有。參加了不少法會，上過不少課堂，漸

漸與生活打成一片。路是漫長的，憑一己之力

，最後穩處佛教中，可是對教義的發揮，投入

的程度，或活用佛法，仍與意願相距很遠，佛

法不能在世間。

　　「學而優則仕」，學佛到一定階段，自想

出來弘法，續佛慧命。弘法之路，猶如創業，

多方籌謀、構思、創新。除了個人的努力外，

更需多方面的協助，各佛教團體的扶持。無奈

個人資源有限，力有未隸，而佛教團體雖然眾

多，但各家自掃門前雪，山頭主義，保護主義

極為強烈，欲取得協助，有如緣木求魚，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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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頭地，要實踐理想，只有單打獨鬥，排除

萬難，幸運者，可收事倍功半之效，勉強立

足；不幸者，慘敗收場，從此退出江湖，鬱

鬱而終。兩者皆是冷冷度日，未能沾染佛法

大家庭的溫熙。

　　修證方面，各宗派皆有一套教證法，講

傳承，講關係，講根器，非一般沒有因緣，

沒有福報的大眾能修學。傳法，法嗣，法的

繼承，往往秘密進行，要得到法的利益，沾

染法的緣，或是觀賞法的儀式，難得其門，

重要的修學，有何門徑？如何實踐？

　　入門不易，自立不易，學習不易，弘法

不易，修證不易，證「佛法難聞」，要進入

佛法大家庭，沾染佛法利益，發揮互助互愛

精神，只是世俗事務，不被鼓勵。佛教是要

出離，清高，不被污染，因此是超然的，不

與世俗混為一體的，不與人交往的，甚至是

教友，亦需保持距離。佛教，變得疏離，無

助。可是，在世務上，不管道行多高，仍需

信眾護持，生計，佛行事業，仍需依世間機

制運作。修持，學習，縱使不受直接影響，

亦擺脫不了間接影響，修行，不能脫離人間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孤高自賞

，是偏離的佛教。

　　被遺忘之信徒，是時候成立互助組織，

自強不息，自助助人，不管是世務，佛行事

業，修證等各方面，互助互勉，進入一個佛

法大家庭，猶如世俗的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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