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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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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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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