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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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看待佛教負面新聞  提舍

 

    社會不斷傳來佛教負面新聞，某某法師如何不守戒律，如何行為不當，或是某寺院如何違

規等。引起大眾嘩然，教內人士擔憂，不能回應教外親友的質詢，羞愧而不知所措。原來這些

負面新聞，古往今來，世界各地均曾發生過，將來亦會發生。那說明了什麽？說明那不是宗教

問題、團體問題，是人的問題。人性醜惡，故而需要修行，改善，那是各個宗教的宗旨。各個

宗教皆向人勸善，無奈個別人士為環境、煩惱所惑，胡作非為，還要其所隸屬的宗教，為其背

負污名，影響信眾信心，障礙大眾進入解脫之門，可謂罪大惡極，影響深遠。另一方面，大眾

對個別違規事情，一腦子去怪責該團體，就是該團體曾作過的種種善行，亦一概抹掉，否定，

這亦可看出大眾是愚痴的，主觀的，情緒化的。大部份的醜聞，皆是個人事件，對大眾很「隔

」，亦沒有實質的影響，沒有必要過份反應。正確的態度是一笑置之，如果有機會，有能力，

應對違規的個別人士作出抵制，遠離。但注意，不是懲罰，就是世間的懲處，必先經過審判，

定罪，才能作懲處，出世間的佛教，有其另一套準則，不能妄自判決。更有一點須注意的地方

是：外人應小心作出判決。如妄自揭露，打壓，偶一不慎，罪疚滔天，業報之重，恐怕吃不消

，無妄的重災，追悔莫及。更有一些已進入佛門，一知半解的信徒，公開砲轟這些違規人士，

且作出似是而非，引經據典，歪曲道理去強化他們的批判，實是強烈的瞋恨心及狂妄自大的表

現，更要不得的是，他們無顧對佛教的傷害，因果報應的可怕，坦言寧下地獄亦不放棄瞋害之

心，實叫人心寒，試問那豈是佛教的主張？

    自古以來，凡利之所在，情之所在，必有不義的爭奪。因此佛陀的教導，是絕情、絕利、

無爭無鬥。為情為利而弄至整個人生苦不堪言的例子比比皆是，不用多加解釋；同樣，佛教中

違規的人亦難逃因果，苦報不絕，且比世間一般違規者報應更大，因明知故犯，且影響聖教，

罪過除了本身的性罪外，還要背負影響眾生道業，製造不安，製造混亂，與自己初發心，背道

而馳的重罪，亦有違自己立誓止惡行善，奉行佛道的戒罪。干犯者未必不知道自己的不智，未

　　夫慈心者，除重煩惱之妙藥也。

      慈是無量生死飢餓之妙食也。

      慈為良藥，更無過者。                ══佛說菩薩本緣經龍品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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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明因果，未必有心而犯，可是，在煩惱起時，在引誘到來，在前生的債主來追討時，難

以自恃。這種人在江湖的無奈，太容易使一般眾生陷落，如非聖賢，恐怕難逃厄運，因此，

不必過於深責陷於苦海，可能無有出期的違規者。我們要確認，真正的敵人是煩惱、煩惱業

。非違規者，非其中的苦海眾生。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具緣修道更難。如能出家修道，輪

迴可絕，解脫可期，能有此萬中無一的機會，不但不能把握，還要背負沉重的因果，難有出

期。世間可惜遺憾之事，莫此為甚。可憐可憫，莫過於此，那堪怪責!

    佛教的負面新聞，帶出學佛的兩點：1．是信心，本來學佛滿懷信心，發大願，精進行

道，在得悉負面新聞後，即一百八十度轉變，無法恒持已開展的道業，還對三寶失去信心，

對自己沒有信心，終日悶悶不樂，更有退失道心，遠離佛教，長久建立的道業信心，竟霎時

摧毀。將初接觸佛教時的世間多苦，修道崎嶇，誓斷煩惱，誓度眾生的大願忘卻。2．是理

解經義，佛教是智信，悲願的，因此，依法不依人；自依止，法依止，不會因為一些認識不

深的人違規而失卻法的信心，不會因為某些人的修持出問題而退失道心，不會因為某些人的

犯法而起瞋恨心，妒忌心，或失去同情心。要自問，為何一個自己不認識，不曾接觸的人的

個別事件，引起自己如此大的反應？究竟干己何事？為一些不干己事而煩惱，值得嗎？尤有

甚者，到處挑撥，批評，謾罵，犯下重重的口業，背負可怕的因果，實無妄之極，能不慎乎！

    經論中不少提醒弟子的忠告：別說法師過。看似特權，縱容，實是佛陀慈悲，為了保護

我們，不讓掉進無妄的可怕陷阱。佛世時，對不法比丘不會起瞋恚想，經僧團「審判」確認

後，只將其逐出僧團。可是，現世沒有一個具權威的僧團，去制裁不法比丘，但仍可沿用佛

世時的「默擯」，不與他們來往，不護持，雖然較為消極，但如各人能遵循此方法，不法比

丘再沒有空間、價值在教內存在。佛教負面新聞是教內的內部事務，應由教內自決，不應由

教外去裁決，何況教外裁決亦有難度，例如在教內犯戒，未必違犯國法。既然是教內事便不

應驚動大眾，應以大局為重，別讓聖教蒙污蒙羞。負面新聞是個別，私人的行為，只因其身

份關係，至令佛教受累，實屬不幸，應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減輕受損程度，亦讓不法比丘

有改過自新的機會。

    可是，那是否姑息養奸，縱容不法行為哩！此制度經歷二千多年時空的改變，確難以湊

效，亦是時候沿用佛制，集合諸山長老商議一套方式，去避免、阻止及懲罰不法比丘。至於

居士團體，宗旨是護持佛教，亦應站在佛教及社會立場，商議一套防微杜漸的方法，去預防

佛教的受破壞，但注意以大局為重，別用激烈的手段，最重要是不起瞋恚心，嫉妒心，本著

憐憫心助其重入正軌。

    信眾在親近法師或道場前，應小心審視是否如法及適合自己，如是否有慈悲心？是否守

持戒律？活動的類別有那些等？亦可多方面打聽，尋求適當的意見，才去親近，可減少誤進

不法的地方。

    佛教是一個很大的宗教，因應廣大的信眾服務，一個具權威的機構成立，是刻不容緩，

及責無旁貸之舉，亦是自利利他的成佛之道。這個機構的誕生，是眾人熱切的期待，但願早

日出現，作眾生的歸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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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說空說有，眾生生起執著，不是執空

，就是執有。就是正法時期，於印度不少有修

有証有學問之士輩出，仍避免不了空有之爭，

歷時數百載，於像法年間，仍為空有爭論不休

，直到末法時期，才停止了爭論。可是，空有

之爭並非有了定論，而是眾生的根器還未及空

有之爭。

    這些爭論，還有大小乘之爭，亦是經歷千

多年，最後止息、平靜下來。同樣，末法眾生

連爭論的程度也不及。

    嗚呼！眾生的執著何其嚴重！縱使聖賢還

避免不了，況一般凡夫。縱使歷史歷經了千多

年的爭論，各提出了無數理據，反覆驗證，引

經據典，雖有全盤瞭解，仍擺脫不了執著。

    二千多年後的現代，科學資訊發達，教育

深入普及，經典齊備。可是，執著還不下於從

前。得聞某南傳佛教道場主持人公開評論大乘

，聲言沒有菩薩的存在。這在二千年前的爭抝

，竟在今天重現，使人訝異。佛陀不是阿羅漢

，自了解脫煩惱，他經歷三大阿僧祇劫，修菩

薩行而成佛，從凡夫至圓滿覺，經歷不同菩薩

階位。亦即是說，佛陀曾是菩薩。宇宙有無數

的佛，已成佛，正成佛，將成佛，亦即是說，

宇宙有無數菩薩。怎能不承認菩薩，那豈不謗

佛？世間有菩薩，是佛告訴我們的，如不承認

，豈不謗法？既有凡夫與覺行圓滿的佛陀，怎

會沒有其中階位的菩薩？既有小學大學，就會

沒有中學？

    復更聞有不相信有淨土之說，從一些資深

的佛教老師傳出來，那麽，開宗立派的淨土宗

  

                                      

    跨代的執著  提舍  

   

 

，無數修淨土的大成就者，豈不無根無據，

無有基礎？若如是，怎會有證果、成就、祥

瑞等呢？難道歷歷在案，古今中外的無數案

例竟無法感動他們，令他們生信嗎？飽讀詩

書的他們為何斗膽挑戰聖言量。宇宙充滿無

量世界，有不同的地獄世界，不同的天堂，

不同的人世間，怎會沒有不同的淨土世界？

如果什麽世界皆有，獨缺淨土世界，才叫人

難以置信。有極惡劣的地獄界，怎會沒有極

清淨的淨土世界？

    亦聞批評菩薩道之言，說三大阿僧祇劫

太遙遠了，要成佛，不知何年何月，眾生難

度，志性不定，恩將仇報，要改變一個眾生

，已千難萬難，如何能度脫無量眾生呢？為

何要低聲下氣，忍受他們呢？為何歷盡艱辛

，讓他們先成佛，而他們竟放棄機會，耽著

逸樂，有此必要仍推動他們嗎？何不自了解

脫，自己無愁無苦，才再來度化他們呢！於

是說菩薩道難行不能行，難忍不能忍，做好

自己，別讓大染缸污染。可是，佛菩薩修行

的方法是由六度四攝，經無量阿僧祇劫完成

的，那是成佛的正常道，古仙人道。不應受

到批評，否則沒有佛可成，沒有法可修。這

是佛教與外道的差異，精進、貫徹始終，偉

大。以智慧引導萬行，從萬行中提昇智慧，

可從佛的本生故事中瞭解。

    看來歷史的累積並沒有使人汲取教訓，

法義的發達亦沒有使人去執，一切仍在循環

輪迴中，並沒有輾轉向上。要到何年何月才

能有所突破，脫離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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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香港佛教的傳統  寂慧

 

    二十世紀初，大陸大量難民逃來香港，雖然他們抱著短期內返回故里的心態，但仍需作

短期居留的打算，找一處安身之所，並找一份職業，亦即作短期安居樂業的心態。從立足，

紮根、發展，經數十年的奮鬥，慢慢捱出成果，最後各人豐衣足食，經濟數度起飛，成為世

上最富有的地區之一。

    同時間，大量北僧南移香港，亦抱著暫住心態，在香港立足，紮根，發展，最後亦隨著

地區經濟的發展，創出驕人的成績。不論世間出世間，各人無可避免地要為生活奮鬥，終日

營營役役。這是為了生活，為了生存而耗盡了一生的精力。其中有幸建造了自己的寺廟，可

以安居，慢慢凝聚了僧俗法眷，可以將寺產、事業傳承下去，這種世間做法，被稱為子孫廟

。而有一些心胸廣闊，遵從佛制之士，將寺廟開放給有心修道之士，及一般信眾及社會大眾

進行教化活動，稱作十方叢林。除了教化等活動外，不少僧俗人士，孜孜於各種工作中，除

了經濟目的外，亦希望發揮聖教的功能，或是拔除世間的苦疾；亦有不願讓人產生無所事事

，寄生蟲的誤會，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這種勤儉的傳統，在二十年代經濟

艱難的社會環境下，是自然的現象，可是到了二十一世紀，生活富裕，好逸惡勞的現象逐漸

形成，勤奮的優良傳統慢慢消失。這不只是社會如是，佛教亦如是。

    傳終接代是中國另一根深蒂固的傳統。縱使沒有己出的兒女，亦會過繼，乃至領養等延

續行為，目的除了自我的延續外，更有為養兒防老，病苦的照顧及死後的打點。縱使這些有

違佛陀的教義，但佛教內仍盛行這些保守思想，故有子孫廟的現象，亦有領養孤兒，領養貧

窮人士兒女的舉措。佛教中人除了將資產，事業傳承給領養的孤兒外，更要求他們出家，步

自己的後塵，這些期待，被傳統思想影響很大，亦有其現實的迫切性。因此，往往用高壓手

段脅迫他們跟隨安排好的未來之路。對於結識異性，或是從事別的職業，皆極力反對。且有

激烈地怒罵「不出家去，不如當娼去」的言論。孤兒除了先天性的家庭缺憾外，在人格上，

個人發展上亦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當然難以認同長輩的期望，作出反叛，挺而走險的行為，

而能在教內立足或是出類拔萃的，則絕無僅有。在不健康的環境下長大，教育不足的因果中

實難有突破性發展。

    另一佛教傳統是「不說他人過」，這亦反映在寫佛教史的作者中，差不多每一本佛教史

都在「歌功頌德」，讚揚各高僧大德，佛教內的現象，活動，皆讚嘆不已，沒有一句批評說

話。但世界是不完美的，怎會沒有不值得批評之處呢？如果佛教是那樣「戰績彪炳」，佛教

為何在社會如此不被重視，不能普及，甚至被歧視？這種行為，不但未能為佛教作出鞭策，

更令因循苟且，自滿自大，腐敗下去。

    佛教的傳統，尚有男尊女卑；老年勝幼年；不合羣；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現象，從中可看

出這些性格與社會現象極相似。畢竟同一天空下，孕育出來的相似性是必然的。可見佛教若

要擺脫世間法實不容易，必須從佛教教義中擷取重要的元素，作出適當的化世導俗功能。傳

統的力量很大，根深蒂固，若是不好的傳統，禍害不少；若是好的傳統，可有助化世功能。

佛教如何結合傳統，作出適當的貢獻，乃至將社會導向佛道，有賴眾多有心之士，作出完善

的規劃。

    不論要改變大環境，或是個人的一番事業，有賴眾多條件達成。佛行事業，首要是修持

，學養，菩提心，再而是辦事能力，眾生緣，及對教內教外的關心，認識。佛教的發展，需

要心靈的修養，廣博的智識，不退的菩提心，確是不容易。可是，如此殊勝的世間寶，怎不

令人前仆後繼，無怨無悔去努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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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心靈容易封閉。封閉的原因，可以是性格使

然，或是出身、學歷、家庭背景、健康狀況等等。封

閉的結果，窒礙個人進步，或是與他人，社會對立，

做成不和諧。

    心靈開放的時期就是學生時期，猶如一張白紙，

什麽都不懂，不斷吸收新事物，幫助自我成長。可是

，當長大後，出來工作，不斷受到挫折，跟著成家立

室，背負重大的責任，為了生存，富裕，必須在利益

上打滾，心靈當然無法開放，甚至被污染。

    開放的心靈，反映在求知上，對各種事物的好奇

，掌握，有很大的熱誠，從而學習，學習是終生的，

因為熱誠不減，熱誠來自心靈的開放。學習分短期與

長期，短期是即興式、興趣式的學習；長期是有系統

、有目標的學習，心靈開放，兩類皆勤加學習。相反

，閉塞的心靈，必拒絕去學習。

    在信仰上，心靈開放給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宗派

，那不單是包容的問題，且是信心的問題，對自己的

信仰充滿信心，只是其他人對自己的信仰不瞭解，或

是福報不夠，未能接受。另一方面，對其他宗教、宗

派的功能，亦應有信心。人的種類有千百萬種，當然

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選擇，如果堅持自己的宗教、

宗派是最好的，獨一無二的話，那是心靈不夠開放的

表現。

    開放的心靈，必需站在他人的立場去思考，感受

，才能瞭解各種可能性，亦可發掘每件事物背後隱藏

的東西，從而更全面瞭解每件事物，作出適當的回應

。路向很多，可能性很多，只有心靈開放才能看清楚

事物，那必須放棄我執，我見，因為那是開放的最大

障礙。

    開放心靈的最大障礙，除了我執、我見外，還有

貪、嗔、痴的覆蓋，使我們無法客觀看清事物。此外

，自大，僵化，習性，亦嚴重閉塞、污染我們的心靈

。或者說，所有「惡心所」皆是閉塞心靈的原因。

    開放的心靈對我們的影響很大，那是正確的人生

觀，幸福之源，人際關係的關鍵點。沒有開放的心靈

，人生步步為艱。

  

                                      

    開放的心靈  桑珠旺秋

   

 

當我死時，我最親愛的，

  不要為我唱哀傷的歌；

別在我的墳頭上種植玫瑰，

  或是遮蔭的栢樹。

就讓覆蓋我的青草，

  濕霑雨水與露滴；

如你願意，請記起

  如你願意，請忘記

我將看不到蔭影，

  我將感受不到雨滴；

我將聽不到夜鶯，

  彷於悲痛中歌唱。

且夢過黎明，

  既不朝升或沉落；

也許我樂於記起，

  也許我樂於忘記。

    歌  羅賽蒂(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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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浪費  桑珠旺秋

 

　    佛教講節儉，認為每一口飯，每一件衣服，皆由辛苦累積功德而來。因此，必須節儉

：一是今天的福報辛苦得來，應該珍惜；二是福報用完便什麽都不會再有，應節儉使用。另

一方面，更努力累積功德，使福報可長期延續下去。可惜福報不夠時，很多人自暴自棄，甚

至挺而走險；福報夠時，很多人浪費不珍惜，常誤以為福報沒有用完的一天。

    現今社會物質豐富，節儉雖然是一種美德，卻已顯得不合時宜。這裏不談節儉，只談不

浪費，原來我們每天浪費的東西相當驚人，如不設法堵截，實在非常可惜，亦有愧於天地。

浪費的定義是可用的東西不拿來應用，卻抛棄掉，不浪費對自身的享用毫無影響，亦即沒有

任何損失，可是不為重視。浪費掉的，可以是很有價值的東西。當一些物品不需要時，便急

於抛棄，相處一刻亦嫌多，完全不考慮過去曾愛護珍惜的情義，亦不考慮其剩餘價值，舉例

一些書本，曾經獲益無窮，可是今天竟隨意掉進垃圾桶，一了百了。其實書本可轉贈他人、

機構、圖書館等，其剩餘價值可以很大，這也是一種很大的浪費。

    其他浪費的例子很多，例如出外用餐時，喝剩的水及食物很多，餐館提供的器具、紙、

糖、調味料、筷子、牙籤、攪拌棒、飲管等等，很多完全沒有應用便抛棄掉，亦有一些沒必

要使用的東西，例如餐紙過大，或是無故多用數張餐紙。不會用的東西應該退回去，假如一

些餐具沒有用過便拿去清洗，會浪費工人的時間及精力，亦會浪費洗潔精及水。

    公共衞生間的水、紙、梘液的浪費亦很驚人，所涉及的惡意破壞及浪費很恐怖，這因為

沒有人勸喻、監督及個人的自私行為、缺乏公德心所致。

    上班一族的浪費也大得驚人，例如躲進洗手間；敷衍辦事；找人風花雪月聊天；電話閒

聊；塞責，外表上很忙碌，卻完全不能產生功效。其中最大的浪費就是浪費了寶貴的生命，

其實只要稍用心點辦事，便可自利利人，既然辦公時間內不能離開，何不作出點貢獻，為何

要虛耗時間、生命？

    家中的浪費亦是很大，例如看電視，或看重播的電視劇。不是說不應看電視，只是算一

算看電視的時間有多長，如果省下一半時間去作其他有建設性的事情，每天累積下來的時間

一定很可觀，能夠建設的事情一定不少。家中的電器、水、食物、紙張、什物，浪費不在少

數。如果使用或丟棄時，反問自己有沒有必要，或是丟棄的東西可有其他用途？可否轉贈其

他需要者？例如收到的宣傳信件，背頁空白可用作其他抄寫等。

    尚有其他很多細節皆可做到不浪費，別小看這些點滴的「不浪費」，日積月累的積聚實

在叫人吃驚，最重要是對己毫無損失。其中最叫人痛心的是時間的浪費，那等同生命的浪費

。原來人是很尊貴的，人的尊貴處在他充滿智慧及能力去改變、創造這個世界。人，是無事

不辦的，只要他專心，鍥而不捨地去做，什麽皆可成就，包括解脫。可是人往往浪費時間，

浪費生命，虛度一生。

    如何不浪費時間是一個大學問，需要專章去介紹。不浪費時間，不浪費其他事物的方法

，原來在佛教的教義裏面，蘊藏著豐富的智識，有待我們去發掘，如要進一步做到不浪費，

請深入經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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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社會不同族群紛紛聯合起來，組織不

同的會，除了爭取權益外，亦可發聲及壯大族

群，免被邊緣化或是遭遺棄，例如工人聯合會

，專業聯會等。這些族群，不單是一個組織，

甚至有多個組織，組織間有各自為政，或是互

相呼應，亦有敵對的；但當有利益受損害時，

不約而同地聯合起來，矛頭共指向外。其實這

些族群組織，由來已久，例如同鄉會、宗親會

、聯誼會、互助會等。

    可是，香港有一個極龐大的族群，竟沒有

一個組織去聯合起來，變成「單打獨鬥」，這

當然困難重重，事倍功半，窒礙進步。這個族

群就是佛教徒，非正式統計，香港佛教徒約有

一百萬，如此大的族群，竟然沒有好幾個組織

，實在令人費解。這裏說的組織，主要是聯誼

，互助等世務，非關乎宗教內的事務。不過，

就是教內的事務，亦缺乏聯合組織去互助互勉

。沒想到以大乘自居，普度眾生為己任的漢傳

佛教，竟如此「冷漠」，這不單是香港如此，

大陸、台灣及各地華人社會均如此，難怪太虛

大師說中國佛教「說大乘法，行小乘行」。

    族群組織除了互助互勉外，尚要向社會發

聲，讓人知道他們的存在，他們的社會功能，

他們提供的服務，這不只是存在的問題，還要

發揮影響力，讓多些人參與，不但壯大族群，

亦可使組織延續不斷。另一方面，除了本身的

教務，互助事務外，還應參與社會其他事務，

利益廣大社會群眾。在佛教來說，那是主動的

去度生。

  

    佛教的族群  寂慧

   

 

    佛教要「入世」，要走進社會，要普度

眾生，應先從教友組織起來，教友的團結，

互助，成熟後，自然有基礎，能力去向外發

展，踏入社會。教友的互助，可從醫療、法

律、會計、教育、財務等等各方面提供協助

，咨詢，讓教友在社會事務上得到協助。繼

而將服務擴大，參選區議員，甚至進入立法

會，成為立法會議員。俾能更有效、積極地

入世。佛教界一向有爭論，有主張參政入世

，造福萬民；有主張清淨自活，不應參政；

亦有主張議政不參政，只提供意見，不會進

入權力區，去除他人的疑慮，敵對。三種主

張皆有其充份理由，可因應環境，自身條件

等去抉擇。從古今中外歷史看，佛教參政，

或是議政的例子不鮮，有成功，亦有失敗的

事例。以出家人的身份入世參政的爭抝更大

，可是，國師之設，中外皆有，西藏更政教

合一，孰優孰劣，不能一概而論，要看當時

的環境及自身的條件。

    古時教友參政，有較嚴格的要求，先要

受菩薩戒，以防在俗世大染缸中忘失自我，

忘失菩提心。或是每天有定量功課薰習，保

持正念正知。清末林則徐是一個很好的範例。

    除此以外，參政人的條件應對佛學有深

刻認識，才能以佛教的智慧去利益大眾，亦

可在歧路知所抉擇；此外，對世學亦須全面

及深入瞭解，才能有效地參與政務；最後當

然是保持菩提心，時刻不能忘失，才能安然

度過凶險的政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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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該如何修？如何行？

    林林總總，有打坐、念佛、祈福、持咒、灌頂等。那麽，修行該是怎樣？是否宗教味極濃

，終日身口意不離，還是深入染缸，作利他事？

    諸佛的修行皆從六度四攝，菩薩的正常道去完成。從利他中去自利，六度的首三項：布施

、持戒、忍辱是利他；後三項：精進、禪定、智慧是自利。但嚴格來說，不能這樣劃分，因六

度俱互通互補，六度是成佛的正常道。難行能行，難忍能忍，難捨能捨，那是人間的，現實的

，相對地，其他的修行方法似有點「花巧」，「不實在」，「自利」。有些人終日佛不離口，

手不離珠，開口埋口皆是佛的名詞，可是對人刻薄吝惜，專挑他人缺點，埋怨吵鬧，人見之皆

遠避，那如何是有修行？從菩薩是不請之友，人見人愛，眾生爭相親近來衡量，這等修行出了

大問題，如果不趕快修正，實是浪費大量時間。

    六度四攝是菩薩的正常道，亦是學佛的正常道，每一位佛子皆應作為學佛綱領，努力修行。

    可是，菩薩道難行，障礙重重，不免令人心灰意冷，退心；如果勉強持續下去，容易出事

。因此，必需強化自我，暫退修學，穩固根基，再出戰三大阿僧祇劫。

    於是有念佛、念法、念僧；早晚課誦；誦普賢十大願；讀經；十法行等等恒常功課，目的

在想佛所想，行佛所行，將自己代入佛的境界，才有動力，信心行菩薩道。要注意，菩薩行才

是正常道，其餘皆是助行，目的在強化自我，去行持那難行能行。早晚課等薰修是害怕在行菩

薩道時忘失佛教本位，被世俗同化，亦是遠離鬥爭、吵鬧的最佳避風港。因此，很多人置身其

中，便樂而忘出，終日沈浸其中。對很多人來說，這避風港極需要，亦很重要。但別忘大乘菩

薩道才是正行。

    如何在菩薩道及佛教薰修中取得平衡，是各人不同狀況的取捨。如何修行菩薩道卻不落入

俗世？如何在佛教中薰修卻不忘初心？正是修行的最佳探討。

           修行集  

    菩薩道與佛教薰修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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