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96 期 2018年11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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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懸於一線   提舍

 

    社會危機，層出不窮，時急時緩，時重時輕，時隱時顯。可以悄悄的來，悄悄的去；可以

狂風掃落葉，帶來大災害。不管如何，能夠早點察覺，提出警訊，加以防備，對減輕傷害，有

莫大幫助。

    早前颶風襲港，大批樹木倒塌，一個月時間內尚未完全清理好，可見清潔工人平時工作已

達極點，無力應付突發及大量的工作。颱風第二天交通大混亂，可見平時社會的良好秩序，抵

受不了突變。

    地鐵因訊號故障，交通幾陷於癱瘓，整個交通系統，過度倚賴某一種交通工具，沒有讓其

他交通工具發揮其功能，甚至生存亦有困難。

    社會上，極大部份人的收入剛好應付支出，沒有多餘錢剩下來，甚至入不敷支。如果收入

停頓？將陷入即時的困境。

    香港很多店舖及企業，必需每天營業、經營，才能應付龐大的租金及薪金支出。如果遇上

颱風、停電等障礙，被迫停工，定叫苦連天。收入可能因天時或人為等因素暫停，可是支出卻

不管好天下雨，均需支付，不能稍緩，且不時伺機增長，令人吃不消。

    假使整個社會停頓下來，一天、數天、一星期、或一個月，會變成怎麽樣？世界大亂？或

是有一部份人抵受不住突變而崩潰？太多事物懸於一線，亦即危機迫近。沒有太多人理會這些

，各人只管努力賺錢，認為這樣便可把危機抛於後，沒想到社會息息相關，互相影響。

    香港的小店舖，小企業面對前所未有的困境，很多在虧損度日，有些數十年乃至百年的小

企業，亦逃不過倒閉的命運，更多的小企業懸於一線，找不到解決困境的方法，只有無助地等

待幸運到來。大企業生意非常好，員工應接不暇，極度勞累。可是，當某些變化到來亦陷困境

，懸於一線。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如果大小企業生存有困難，情況大大不妙。

    據調查，香港擁有自住物業外，還擁有千萬以上的富翁大概有五萬人，這五萬的天之驕子

，亦不是無憂的，試看市面上一個數百呎單位，往往叫價千萬，如此怪現象，顯示了社會貧富

懸殊的嚴重。至於既得利益者及真正富豪是否無憂呢？亦不見得，他們雖然生活無憂，可是社

會變化太大，競爭激烈，他們不能眼白白看著自己辛苦建立的基業縮減，甚至被取代，唯有費

盡努力撐持下去，撐持期間，他們同樣面對其他企業的困境，同樣懸於一線。

    整個社會在懸於一線的壓力下度日，各人祈求無風無浪，社會安定，經濟不斷增長，雖然

感到危機四伏，可是已無暇細想，亦不願去面對，只有寄望於好運。

    在佛教的角度，種善因得善果，面對困難，面對危機，更要多行善業，才能趨吉避凶，不

但要主動支持各種善行，還要做一個良心企業，或良心職員。除本身事業關顧外，尚要多點關

心社會，多出一分力。

　　文殊師利言：善男子！菩薩為悲諸眾生故修行菩提，為於法故、

為脫一切眾生苦故、為斷不實諸煩惱故、忍自苦故、無所為故，

修行菩提不惜身命。                                      集一切福德三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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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佛教角度看求財  寂慧

 

    不少信佛人士熱衷於求財，希望發達。但財如何而來，如何求？必需瞭解，才能求得到

，且不會因財失義，但望財來自有方。

    財富的取得，可從佛教的因緣觀去分析。財富的主因，來自先世或今生的布施行為，這

好比植物的種子，若沒有種子，不管如何努力，作什麽手段，皆無法得到，因此，不論何時

何地，皆應進行布施，能力足，便作大布施；能力不足，便作小布施；若沒有能力，可隨喜

他人布施，勸導布施，隨喜他人布施，功德等同自己布施。因此，不要說沒有能力去布施。

    那麼，有布施的主因，是否便能坐等財富的到來呢？也不是，除了主因外，還須其他因

緣去助成。這好比有種子後，必需有陽光、空氣、水份等去助成，才能生長一棵植物，如果

沒有助緣，同樣不能開花結果。亦即是說，除了布施的主因外，還須努力工作的助緣，才能

得到財富，這是正當的助緣。若買六合彩求財，這是不太正當的助緣，但仍是求財的一種途

徑，只是渺茫了一點。努力工作求財，除了提取從前布施的因外，亦為未來種下因；而買六

合彩只單是提取前因，沒有為未來種下因，且助長僥倖、不勞而獲、自滿等不良心態，有嚴

重的副作用。

    那麽，除了布施主因、努力工作外，便能得到財富嗎？非也，尚需其他因緣，這如種下

種子，每天辛勤灑水外，還需陽光的照射，泥土的肥沃，才能使植物生長。這好比有好的天

時、地利、人和等環境，才可引發財富的到來。如農民耕種求財，但其國土地貧瘠、或是政

府忽視不扶助、或是中間商剝削等客觀原因，亦使財富難以求得。但只要努力，夠聰明，審

時度勢，還是可求得財富，即使不能求得大財，小財仍是一定有的。

    有些人不法求財，實是多此一舉，因為有得財富之因，不論那一種方法，財來自有方。

不法求財，雖然得到財富，但不法的因緣，亦會為自己帶來禍患，例如坐牢，或心中有愧不

安。因此，君子求財，取之有道，是千古不移的。自古以來，為了求財而產生的禍患，既大

且罄竹難書，能不慎乎！

    總結來說，求財要布施，這是主因。還要努力工作，這是助緣，工作會利益他人，亦是

另一種布施，能為將來的求財種下善因。再而審時度勢，留意天時地利人和的助緣。這樣的

正當求財，自會穩當、長久。亦是一種淨財。

    財富得到後，如何適當增長，如何運用，也是一件費心的事情，亦是另一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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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勢社羣   寂慧

 

    社會中，有不少弱勢社羣，被欺凌、

被疏忽。這些社羣，由於是少數族裔，或

是能力低、貧窮等，被邊緣化而成弱勢社

羣。社會中，有不少善心人士紛紛為這些

弱勢社羣發聲，爭取權益，成立組織等，

希望這些社羣不至於無助。

    可是社會中有一族羣，既非少數，亦

非能力低，也非貧窮，卻偏偏淪為弱勢社

羣。說人數，這族羣接近百萬，可謂大軍

一族；說能力，這族羣標榜智慧，可謂具

足能力；說貧窮，這族羣的捐款頗驚人，

甚至富甲一方。原來這族羣就是佛教信徒

，雖人多勢眾，可是凡事叫天不應，叫地

不聞。

    拿世間法來說，這族羣在政治上很弱

，不但沒有議會代表，連區議員的代表也

沒有，亦沒有社會喉舌。可以說是沈默的

大多數，如此狀況，如何大規模度生，只

能在社會中聊作些象徵式善行，卻沾沾自

喜。此外，在社會事務，教育，糼兒，醫

療等事務上，所作不多，甚至近乎零。在

出世間法來說，佛教的資訊、教義、教育

、服務等亦是聊聊可數，且不具規模，缺

乏完善的組織。可以說，不管世間法或出

世間法，如要尋求協助，可說無門。

    或說佛教亦有大的組織，小的組織更

不少，應有所承擔吧。但綜觀大的組織，

做了多少？奉獻了多少？小組織由於先天

 

性的弱勢，不能呵責，也不可以期望。不

論大組織或小組織，他們皆自視為弱勢社

羣，處處求助，希望別人接濟或伸出援手

，尤其在財務方面。不管是優勢還是劣勢

，均以弱勢自居。如此狀況，如何不能淪

為弱勢社羣。

    這弱勢社羣中，更有弱勢中的弱勢小

羣組，他們一般是純淨發心，欲為佛教作

一些事，他們較偏重於文化、教義等的弘

揚，無奈曲高和寡，且財力及人手均不足

，亦不善交際，恥於啟齒要求他人捐獻，

艱苦經營，不少黯然消失，亦有一些苟延

殘喘，靜待新人到來，重新振作。偶有一

些營運不錯的組織稍有成績，可是在教內

只見相形見拙，如果以廣大的社會比較，

更是不成氣候。

    佛教是一個很龐大的宗教，他能發揮

的力量不僅只此。尤其他以度生、贖世為

己任，更應以強勢社羣自居，多點付出。

尤其佛教教義講組織、講社群、講方便、

講圓融，更應是龐大的組織、強勢社群。

怎會是單打獨鬥？怎會是「獨行俠」方式

？這有違教義，且不合時宜。人是羣體的

動物，其優勢是能聯合起來，發揮龐大無

比的羣體力量。佛教界亦應朝著這個方式

聯合起來，才符合其教義，大願，適應社

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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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獨行俠  寂慧

 

    二十世紀早期及中期，佛教界「獨行俠」之風盛行。何謂「獨行俠」？就是一些對佛教

有偏好，自己亦有才華的僧俗之士，以個人的有限能力，單打獨鬥地宣揚佛教，他們未必不

喜好群體活動，只是由於多種原因，被迫成為「獨行俠」，例如沒有志同道合之士跟隨；或

是他們能力過高，看不起庸材；無暇亦沒有耐性去培訓其他人；或是他們個性孤僻，人際關

係不佳；或是經濟惡劣，沒資源聘用其他人；或是不願依附於其他團體。別以為他們完全不

懂與人交往，由於工作需要，他們也可露出親切和藹的一面，例如探訪監獄、送書往圖書館

等有求於他人的工作，他們表現正常，笑容滿面。可是對其他信眾及共事者，總繃緊面孔，

冷言冷語。

    由於「獨行俠」之風有其工作制肘及沒有辦公地點，無法舉辦大型活動，限制了他們的

活動，一般只能散件式、游擊式、即興式的工作，如果運氣好，可以持久地有效運作，否則

一暴十寒，最普遍的工作如印經，只要找到印刷廠配合，便能長期簡單地運作；放生只要三

數人乃至自己一人，亦可進行；逛書店與店員閒聊，打好關係，將佛經放店內寄售；與各種

人等談佛論道；探訪監獄；探訪病者、孤寡，表面看，這些活動頗豐富，亦盡弘法功效。但

如此單打獨鬥方式，不免孤掌難鳴，無法作大規模，更廣泛及深入的弘法。如這些「獨行俠

」需要遠行或有其他事務佔據，便無法繼續他們的活動，遑論接班人的培養。

    順帶一提，所有這些活動皆與時代、社會息息相關，例如印經，社會普遍接受佛教，亦

欲多點了解，催生了印經的蓬勃；社會貧窮、老、病等苦者多，弘法者本於慈悲心，紛紛提

供服務；當貓狗等寵物被棄養，佛教人士亦伸出同情之手；越南難民留港是一個嚴重的社會

問題，當年亦有僧俗不約而同地各自往探訪，提供輔導。除此，也有主動探訪監獄，或是與

社會無關的宗教活動，如講經、拜懺等，但這些活動不但撫慰著社會苦難者的心靈，間接造

福社會，亦使正法傳持下去。

    這些「獨行俠」當中，有一位德國籍法師――信光比丘，熱愛中國文化，本欲往北京修

學，由於簽證問題，被迫留港，轉瞬數十年過去，老死香港。由於他初發心不在此地；語言

不通；亦瞧不起忽視中國文化瑰寶的香港人，自然與當地人格格不入，成為「獨行俠」。除

了他本身的德語、英語外，他更學曉梵文、巴利文、漢文、文言文，懂普通話，能聽懂粵語

，晚年還學會越南語。留港數十年，他四處奔走，居無定所，卻自由自在地履行「獨行俠」

的各種工作，他的多年探訪越南難民營工作，更為他集合了一大班越南信眾，保持恒久的友

誼，直至晚年，病重，往生，均有這些信眾照顧，就是他往生後，這些信眾還為他成立了一

所簡陋的「信光寺」，定期舉行活動，以資紀念。

    有一位「獨行俠」，偶爾在計程車中，聽到電台廣播有大批流浪牛因耕地消失而被遺棄

，慈悲心起，獨個兒跑往領養，出錢出力，如是工作數十年，大部份時間亦是單打獨鬥。考

這位「獨行俠」亦曾探訪越南難民營多年，難民營問題解決後，他轉而收養流浪牛。

    除了以上的「獨行俠」外，應該還有很多不為人知的「獨行俠」默默地為佛教燃點著他

們的生命，他們的故事並不可歌可泣，可是卻充滿慈悲與可愛。

    進入二十一世紀，再難看到這些清泉般的故事，因為社會已進入一個集體時代，佛教亦

只能以團體運作，單打獨鬥式的「獨行俠」將成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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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長夜中

獨你振臂高呼

要作螳臂擋車

要殉國、殉教、殉命

為文化，為使命

作非暴力，作談判，作和解

以傳統、理性

固有的儒生精神

復興文化，復國

拒絕屈辱

拒絕奉迎

你要繼承古聖的風骨

你要作風中的明燈

以你的真知灼見

怨盡多少歷史的包袱

罵盡多少政客專家

多少你的門徒

願一生追隨

以你的夢想為己夢想

以你的偉業為己偉業

可是

你只有你

不讓他人成長

只能跟你的足跡

啊！你樣樣皆精

事事皆能

他們只是你的倒影

連神態舉措皆酷似

如果你是圓滿

如果………

那該多好

  

                                      

    壯志未酬   那羅  

   

 

此外，

你可知道？

你破壞了多少人的關係

粉碎了多少人的美夢

他們多願追隨你

奮鬥一生

無懼風雨

無奈你多次轉向

抛棄初心

彷似利欲薰心的商人

縱使你有再多的抱負

再偉大的遠景

亦只能如怨婦般抱怨

因你恃才傲物

看不到眾志成城的和樂

見不到因緣和合的成就

再多的努力

再大的夙願

也只能是

壯志未酬



6

  

   他的一生     

 壯志未酬  浮浮生

 

    靈堂上的橫額，大字寫著：壯志未酬。

    年輕時候，他已胸懷大志，願佛教復興

，願中國壯大，願中西學貫通，願中國文化

綿延，願人類步向大同。

    自小他已聰明伶俐，七歲能文，成績優

異，辦事能力高，領悟力強，要學習什麽，

很快便上手，即時應用，頭頭是道。一如一

般年輕人心中的縈繞：如何出人頭地。原來

他的因緣在學術上，在佛教中，這些皆是冷

門，不吃香，難度高，甚至沒出息的選擇，

可是在他來說，卻是一種挑戰，一種叛逆性

的表現，為求徹底投入，他竟放棄一切，毅

然到日本留學，當時日本是學術的重鎮，所

有留學歸來的人，定能出人頭地。以他的聰

明才智，專志投入，及鍥而不捨的精神，使

他能於短時間內，學成歸來，雖有謠言說他

尚未完成學業，取得認可資格，但未能掩蓋

他歸來後的鋒芒畢露，各大學爭相徵聘，名

成利就的未來，指日可待。莫料到只在大學

待了數年，他竟按捺不住，放棄高薪厚職，

自行創業，創立民間書院，靈感來自中國傳

統的民間書院的貢獻，獨立特行，有別於傳

統方式，另類教學，亦參考日本池田大作的

另類文化教學組織，綜合教育、文化遊藝、

講學、藝術、哲學等一體，另設認可資格，

願為地區設一民間另類途徑，繼而擴及國內

及世界各地，務求中西人類智慧發揮至極點。

    創業初期，雖然遇到不少困難，可是憑

著他全能的才幹，及切中時弊的言論，吸引

了很多社會精英到來幫忙，在眾志成城的熱

情下，倒樂也融融。組織急速壯大，很快有

了自己的物業，會員眾多，課程連連，其間

的奮鬥，付出之大，不能為外人道，雖多方

奔走，尋求金錢及課程上的協助，可是被拒

及奚落的挫敗，使他失去當初謙謙君子之風

，甚至傳出他有緋聞及賬目不清的謠言，創

會的基層會員紛紛離去，憑著他的學養，辯

才，才智，很快吸引不少新人進來，可是亦

很快離去，整個組織就憑他的個人魅力及才

 

能撐持下去。在如此巨大的壓力下，只有發洩

在政治及文化等埋怨中，終日連連慨嘆，幸而

他仍未忘本心，努力營運，經過多年努力，總

算站穩了腳步。

    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遇到什麽領域皆能

娓娓道來，頭頭是道，且有創新的角度及看法

，還即時全力投入，拿學會的經費來說，從無

到有，到自置物業，到開設分公司，及至海外

辦事處，各職員的薪酬，大部份由他策劃，籌

措，約見捐贈者，他皆認真而全面投入。因此

，有謬讚他是成功的企業家，他也欣然接受。

回想創業之初，屢遭排斥，奚落，反對，甚至

責罵，到今天多方面開拓財源，輕易籌得巨款

的能力，他自己也感到自豪。

    能者多勞，背負沈重的包袱，一方面固然

自豪，但另一方面亦為健康帶來警訊，無奈能

者總放不下，不管是現實還是本人的執著，遇

到工作還是全情投入，忘我，停不了，直至倒

下。而身邊的無數讚嘆，使他更著了迷般不眠

不休，撐持出席大場合，歡宴。只要病情稍有

好轉，他便活力充沛般衝刺，直至倒下。

    最後，他知道肉體抵受不了精神的無盡需

索，將所有的工作放下，希望能度過難關，身

邊各人的續命建議他全部接納，包括他以前不

恥的方法，或是迷信的方法，皆來者不拒，為

的是快點好過來，再戰沙場。此外，他最放不

下的財富，被逼臨危授命，成立一個基金，當

然以他的名字成立，將他的抱負、理想承傳下

去。他要家人為他的理想繼續奮鬥下去，好好

利用這些財富，而不是輕易獲得，做成揮霍，畢

竟這些財富得來不易。

    蓋棺論定，他的一生，有說是一言堂、主

觀、獨裁，只是學界中的一點浪花；有說整個

社會皆是庸碌之徒，而跟隨他的皆是眼高手低

，空口白話之徒，如果他不獨裁，不主觀，如

何實踐理想？如何領導這些烏合之眾？

    但這些已成過去，他的一生亦已過去，他

的壯志是否能夠延續，雖然已盡了力，亦是他

的慧命。可是，已與他無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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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法要     

    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  寂慧

 

經題：大乘――以度他人為主要目標

      理趣――實相

      六波羅蜜多――六種實踐大乘菩薩的綱目。

                    六種修持大乘菩薩的綱目，圓滿實踐即成佛。

經目：全書分十卷十品，除六品六波羅蜜多品正行外，前加四品前行，使修持更廣大圓滿。

      卷一歸依三寶品，是每一種修持的開始及入門的必需，除了依靠三寶外，更是一種加        

      持。

      卷二(i)陀羅尼護持國界品。誦持陀羅尼(偈語)，以保國泰民安。

          (ii)發菩提心品以利益眾生，修持大乘為己任。

      卷三不退轉品敍述輪迴苦況，志求佛道，勇往直前而不退，前行先歸敬聖教，感恩聖  

      教，繼而感恩國家，只有國泰民安，才能順利修持，再而是個人的發菩提心，志求佛 

      道。最後是任重道遠的修持，如何能不退轉。

經釋： ，法會在王舍城竹林精舍，除賢聖眾外，尚有無數發菩提心者參與。

          慈氏菩薩代流轉生死會眾啟請，咨問：1．一切有情云何發菩提心？2．求佛決定 

          三無數劫無有疲倦？能發大心及長久心，是為甚難。

          慈氏菩薩整理衣服，善調六根，身口意業皆寂靜，啟問如何圓滿修習以般若為母

          的六種波羅蜜多。

          生死大海，諸難漂溺，何處是依怙？觀三界六道，無有堪能濟拔者。除佛法僧外 

          ，無有能救護者。欲求無上菩提者，應當歸依佛法僧。以是因緣，令諸有情歸佛

          法僧，因是大乘行。

          慈氏啟問：1．云何名為佛法僧寶？2．云何歸依？

  佛寶         佛寶有二種：1．佛身2．佛德

              佛身者：如來十號，佛於無量劫修行六度萬行圓滿，成正覺，伏魔軍，獲一

          切智。佛德者：具足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大喜大捨，三解脫

          門等。

              佛與功德，不一不異。非相亦非無相，自性清淨，無染無著。如來三身，化

          諸有情，六道濟拔，種種善巧方便，無量無邊。當歸依清淨法身，即歸依過去未

          來現在諸佛，令諸眾生，歸佛法身，證涅槃樂。

  法寶        言法寶者，有三種

              1．涅槃甘露解脫，常樂我淨而為體性，能盡一切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當

                 知第一法寶，即是摩訶般若解脫法身。

              2．即戒定慧，諸妙功德，所謂三十七菩提分法。

              3．過去諸佛所説正法，八萬四千諸妙法蘊，攝為五份，一素呾纜，二毗奈

                 耶，三阿毘達磨，四般若波羅蜜多，五陀羅尼門

              是三法寶，一切眾生應當歸依無為法寶，願令五道一切眾生，亦發是願，我 

          今歸依。。亦令有情安住於此功德法中，引至涅槃真實寶所。

  僧寶        言僧寶者，亦有三種

              1．第一義僧，所謂諸佛聖僧，如法而住，不可覩見，不可捉持，不可破壞

         ，無能燒害，不可思議，一切眾生，良祐福田，無所受取，諸功德法，常不變易。

              2．四向四果、三賢十聖

              3．所謂苾芻必芻尼，受持禁戒，多聞智慧的福田僧。

         當令歸依第一義諦無為僧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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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一些跑江湖人士以其特有技藝，穿洲過省表演，倒可以討到一些賞錢過活。可原

來他們的技藝只有一兩套，很快便技窮。但別人不知道他們的技藝僅止於此。可見一些技藝，

足以令人討到生活，終生受用。因此，有些讀書不成的孩子，父母乾脆讓他們學習一門工藝，

得以傍身。

    出家人雖然身份尊貴，但亦需要有一套特殊技藝，才能引導眾生，步上佛道。

    那麽，法師需要一些什麽「技藝」「傍身」呢？

    有兩種「技能」法師必需具備，方可達致傍身之用。一是基本佛學的認識，可以應付一般

人對佛學的問難。這基本佛學，可涵蓋在心經內，因此，熟讀心經，熟解心經，基本上可應付

教外人的問難，亦可以此教導他人。如果能進一步深造，在某些領域有專長更佳，更能穩固應

付信眾及教導他們，如唯識方面，或中觀方面，或如來藏方面。如果在某方面專精，能滿足信

眾，可以交代，若信眾要知道其他領域，可推介他往別處參學，亦算盡己之責。

    二是要對多種修行功課有所認識，例如念佛、念咒等。六字大明咒或觀音聖號，可用在一

般人上；藥師咒或藥師聖號；可用在有病的人上；彌陀咒或彌陀聖號，可用在老人上；大悲咒

可用在精神有問題的人上。除此，尚有很多法門皆有對治作用，應多深入經藏，發掘不同的法

門去對治眾生的煩惱。從實際、修行的角度去攝化眾生。

    此外，要觀察眾生的根器，其煩惱所在，將他們分類，導之以法，安排恰當的功課，不急

不緩，不多不少，假以時日，讓他們在修法上，日有以進。

    一般信眾見到出家人，總想請教佛學上的疑難，及如何去修行，若能針對他們的需要，去

幫助他們，總算盡了出家人的責任。可是，這觀眾生的根器，亦非容易之事情，但從經驗的累

積中，熟能生巧，最後達到一技傍身。

          一技傍身  提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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