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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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休止的世界  提舍

 

    香港人口老化，很多人已屆退休年齡，有感數十年勤苦的工作，已勞累不堪，紛紛打算退

休，靜止下來，好好享受安靜餘年。可是，什麽是退休呢？是否什麽都不做，坐在那裏等死，

另一方面，是否太無聊呢？此外，能否退休呢？生活費用怎辦？其他責任怎辦？精神生活該如何？

    當真正要退休時，發覺原來退休一點也不容易，甚至沒有可能退休。首先退休金及儲蓄是

否足夠？俗語說「坐食山崩」，一方面沒有收入，另一方面日積月累地支出，更加上其他意外

支出，如做「人情」、醫療、接濟親友等，皆令退休充滿疑惑及戒懼。多年的職場生涯，每月

有固定收入，人生起起伏伏，總有辦法解決，度過。可是，退休後是另一個境界，與壯年的生

活，思惟完全不同。例如壯年生意失敗，失業，可另行創業，或尋找其他工作，但退休後，時

間、意志與體力已不容重新再來，如果不小心，把僅有的一點積蓄花掉，將陷入一個人生危機

。面對退休的新生活，新思惟，一點也不容易適應，甚至沒有在心理上預備好。

    社會不斷進步，新事物層出不窮，在體力及意志退化下，已疲於追上時代。退休後，就像

一隻受傷的動物，躲在一旁，祈求別讓其他猛獸看到，趁受傷而攻擊，不少騙案針對老人家的

弱點而施襲，可見一斑。除了非法的騙案外，還有很多合法的陷阱，吞噬財富，如果追不上時

代，沒有不斷學習提昇自我，已擁有的財富可能被擄走，要爭取權益保持生活質素亦有困難。

此外，在一個繁華，競爭激烈的社會裏，子女、兄弟姊妹或親人或朋友，可能同樣遇上困難，

需要我們幫忙。總的來說，這是一個無休止的世界。

    無休止的世界，需要終生學習，除了提昇自我外，更要瞭解不斷更新的社會環境，適應不

同的操作。終生追逐金錢，因為金錢除了維持我們的色身外，更可達成我們的理想；如果靜止

不追求金錢，通漲會吞噬我們僅有的財富，其他意想不到的支出會消磨我們的財富。當一無所

有時，不但沒有尊嚴，且成為社會的累贅。

    人生，就在這些無休止的追逐中，不斷輪迴、掙扎。人生，輪迴亦成了無休止的週而復始

。至於世出世法的菩薩道，須經歷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更是一個無休止的世界。

    無休止的世界是否不好呢？須知道我們的享受，日常資生，皆是從前的福報帶來，若我們

就此停下來，不作生產，亦即不作福報的繼續，福報將有用盡的一天。

    無休止的世界使人勞累，無法歇息。可是，無休止令我們勤於生產，累積福報，使生命不

斷繼續。在資糧具足，有暇的環境下，才能安心修道，才能從事利他活動。

　

                        

菩薩摩訶薩應先具足學一切道，道智具足已，

應分別知眾生深心。……入眾生深心相，入已，

隨眾生心，如應說法。   《摩訶般若經》卷二十四，種善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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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樂淨土教言

淨土教學問答錄(二之一)  寂慧

  

 

問題1．你世上最喜愛之人及阿彌陀佛，任擇其一，你挑誰呢？

    答：最喜愛之人，會是父母、愛侶、子女、好友等，這些抛不開的世間人物；

        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諸大菩薩等這些抛不開的淨土人物。這兩類人物

的抉擇，正是娑婆與淨土的抉擇。雖然佛菩薩如此殊勝，只是拿來放在高處膜拜，

並不拿來朝夕相對；並不親切至觸摸擁抱。抛不開的仍是世間的情愛。可能那是多

生多世的薰習，可能那是恩怨的糾結。

        可有想過，往生淨土後，終要回歸娑婆，決定度盡眾生，度盡世間至親至

愛，才是圓滿眷屬，圓滿的相處。不能放下一時，便沒有將來的圓滿。

問題2．日常生活中，接觸最多的是什麽？念念不忘的是什麽？

    答：當然是六塵。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六塵中追逐，追逐刺激、舒適、安逸，那

是凡夫的世界，凡夫的習氣，念念修道，念念佛菩薩，那是聖者的世界。從凡夫的

世界，轉化成聖者的世界，從凡夫的六塵，轉化成聖者的六塵，需要決心，恒持。

兩種世界，畢竟差距很大，要改變，當然要下大功夫。

        日常生活中，如何找到佛？如何聽到法？但當視眾生如佛；聽眾生如法。

佛、法就在身旁，常伴日常。當視穢土如淨土，此岸如彼岸，念念不忘，便是無時

無刻的修行。

問題3．我們每天營營役役，面對千百樣事，實與淨土無關，如何將千百樣事，導繫

淨土？

    答：如果福報足夠，不愁衣食，每天念佛誦經或迴向淨土，那是最理想了。但

絕大部份人每天要工作，養活自己，照顧他人，便無法專注修行，別怪眾生不懂選

擇，魚與熊掌，實難取捨。但能每天抽一小時或以上，摒息萬緣，躲在房間或安靜

處，專修淨業，假以時日，必有成就。此外，每一生活細節的導向極樂，如起床後

，觀想自己進入極樂世界，七重行樹，八功德水等；進食時，觀想極樂世界的即以

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遇到惡緣時，觀想極樂世界的無三惡道名，何況有實

；遇到順緣，觀想比起極樂世界的善緣，百千萬億，乃至算數所不能及；遇到逆緣

，更嚮往於極樂淨土，無有眾苦。

問題4．在人眾中，不期然會營造熱鬧氣氛，營造溫馨氣氛，你會營造什麽氣氛？

    答：當營造極樂淨土氣氛，當眾人集會，熱鬧非常，高高興興時，觀想諸上善

人共會一處，觀想極樂世界中的凡聖同居士，彼土眾生，仍著世間法。更於適時切

入妙法，例如將此際盛會比喻為淨土盛會，可淨土盛會更殊勝；但受諸樂，無有眾

苦；黃金為地；所聞皆是妙音；所見皆是妙色；沒有「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周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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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生
新的一生  浮浮生 

  

 

列國，供養無數他方諸佛。讓各人嚮往淨土世界。

問題5．凡事遇到逆緣，應有什麽心態？是悲是喜？

    答：此土之逆緣，實是成就淨土之逆增上緣。

        不經此土之逆緣，不能感受到淨土之可貴。不經逆緣，不能去除留戀穢土

的不合理期望。能觀察到眾生及自己在無意義的事物上兜轉，最後一無所有。亦瞭

解到個人能力有限，人生是無力無助。對逆緣是悲，成就嚮往淨土之心是喜。

    每次他到來，我總有一種被震懾的感覺，打從心底戒懼。除了他的魁梧身軀，

粗獷響亮的聲音外，還有他常瞪著圓圓大眼注視人，搶著說話，不讓他人多言的習

慣，便知道這人不好惹。

    可是，我這個大道場，在嚴重缺乏義工下，他確是我最渴求的義工，打掃，搬

重物，他總是井井有條，極快速完成。更難得的是他肯幫我們把佛教經書帶上大陸

去，分文不取。我只需把大陸的地址及經書交給他，他從不會有任何怨言，很快便

完成任務，偶而有較大量的書本帶上去，他亦無怨無悔地完成，問他何以能順利過

關，他說心中默默念佛號，不左顧右盼，低頭一直走便是，海關從來沒有截查他，

我將信將疑，亦無暇管他，反正不需付一文錢，卻把任務完成。每次聽到他說這樣

做，是為了下一生能有福報，做人不那麼辛苦、粗勞，且有智慧時，不禁心裏訕笑

。

    對於他的背景，身世，我不無好奇，曾多方打聽，亦多次追問，他皆諱莫如深

。但看他身上的多處紋身，刀疤，似不是什麽善類，經我多番追問下，他把臉一沉

，正待發作，我急忙解釋道：並非為了好奇，只想多點了解他的工作經驗及能力所

在，以便安排工作給他，對他的工作充份肯定，亦願意支付一點津貼。他臉色深沉

得更難看，直言不是為了金錢，一如既往，分文不取，如果用得著他，他樂於幫忙

，如果用不著，他定揮袖離去。並坦言過去已死，從前種種，只是人生的一場鬧劇

，他不願記起，再不會重提。今生今世，不會寄予厚望，只求有機會多作點善行，

彌補過往的缺失，及祈求來生能重新開始，真真正正走一條有意義的人生路。

    我懷著同情的目光注視他道：這樣的人生是否太灰，這猶如放棄大好的人生，

與自殺無別，若真的感到無什作為，亦可到處旅遊，享受人生，或乾脆吃喝玩樂，

偶而拜拜佛，念念經，倒不失為有意義的人生，何必消極、虛耗度日。正所謂人身

難得，且身體健康強壯，亦符合暇滿人身，有什麽事不能作，就是娶妻生子，建立

佛化家庭，做佛教的外護，多點來作義工，亦是積極有意義的人生。

    他以凌厲的目光瞪了我一會，我嚇得將說話吞回去，找個借口慌忙走遠。心裏

想：他的一生，早已完結。他的一生，正在從此開始。他的一生，正擴展至未來。

我祝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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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香港佛教獨特之處(上)  寂慧  

 

    佛教在世界每一處弘傳，不外建設寺院，定期舉辦聊聊的法會；或是都市道場

，舉辦佛學講座、興趣班、輔導；或是辦學、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或是辦

刋物。電台；或是佛學研究中心；或是活動：如放生、旅行、朝聖等。

    香港佛教在二十世紀末蓬勃發展，橫跨廿一世紀，表面處處風光，但其弘法路

線仍在遵循老路，乏善可陳。檢討其失敗處在缺乏一個最高學術組織――佛學院。

以至各種活動及人材培養皆缺乏基礎及法義的指導，浮誇而不紮實，多年來不少有

識之士有感此缺憾，提出建議，亦有發大心之士在因緣不具足下欲挽狂瀾，艱苦開

辦，經歷十多所以上佛學院的努力，惜皆失敗告終。只有一所華南學佛院曾舉辦兩

屆，培養不少中堅份子，為佛教苟延法脈。而台灣、星馬等地亦有多所佛學院的開

辦，經多年努力，早已後來居上，超越香港，可見佛學院的重要性。無奈香港佛教

愈蓬勃，深懷此志者愈見稀少。可以說，沒有佛學院的一天，香港佛教難有希望。

    以上是香港佛教失敗之關鍵處。此外，山頭主義亦是一嚴重的佛教障礙，這在

台灣，亦不能擺脫，山頭主義的禍害，眾人皆知，不容多說，只是以大乘佛教自居

的港台佛教，竟有此現象，嚴重違反佛教教義，直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佛教如能朝這兩方向發展改善，不愁不光輝燦爛。

    佛教在香港是否沒有可取之處，或是沒有其獨特之處呢？遍覽香港佛教有兩個

團體有別於其他組織，且放諸四海亦找不到類似的組織。其一是溫暖人間雜誌，此

雜誌是雙週刋，正式成立於一九九九年，其特色在提供佛教各種資訊：包括各種活

動，並每期皆有一個佛教活動手冊，包括日期，舉辦單位，地點，聯絡電話，地址

等，讓人一目了然。每期封面有人物介紹、訪問、包括居士、法師或社會上的好人

好事，將教內教外的人物推介給讀者；還有書籍介紹，一點點社福界的訊息，嚴格

篩選的廣告，不但讓各佛教團體有一個有效的渠道去宣傳自己的組織及活動，且讓

讀者有一個廣範及即時的資訊。除此外，還有多個專欄，讓佛教作者有一個渠道發

表，同時培養不同的寫作人士，其作者群愈來愈強大，網羅了大部份及重要

的佛教作者。

    其分銷渠道除了小部份的佛教道場外，主要依靠市面的便利店及讀者訂閱，可

以說，任何一個角落皆可輕易購到。而價錢多年來只收十元，在專業排版，精心設

計，彩色現代化的製作上說，是超值的，遑論它豐富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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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願  須蜜那

  

 

    其本位在佛教的立場，服務廣大的佛教群眾，但仍兼顧教外社福活動，作少量

的報導，經歷數以十年的艱苦經營，發展迅速，被教內肯定，敦促舉辦了不少大型

佛學講座，千人禪修活動，旅行，音樂會等。而其每一年的素宴拍賣籌款活動，更

凝聚了一大群有心之士，除了聯誼功效外，亦是弘法的途徑。別輕看這一本小小的

雜誌，其心力，功效超乎尋常，在發展迅速下，要求不斷愈高，除了工作人員數量

不斷增加外，還需不斷提高質素，其中不乏大學或以上學歷。可是經營環境卻愈催

困難，工資，製作成本等不斷急漲，雜誌質量要求不斷提高，在此消彼長下，經營

壓力不少。難得的是，此雜誌由一群居士經營，在沒有大財團，沒有佛教會的支持

下，竟做出如此成績，不能不說是一大奇蹟。

    它定期出版更新的全港素食店一覽小冊子，亦是眾佛教徒樂於擁有及作為素食

去處的指導。香港每年的大型國際性書展，最初缺乏一個聯合佛教各大團體的佛教

坊，在它的催生下，終於成功成立，除了聯合佛教力量外，還排除附佛教、偽佛教

的不正當組織於外，真是一大功德。此外，還有不少其業務以外的建樹，使人津津

樂道。

    人類是最尊貴的。

    他要得到什麽就能得到什麽，只要他立下志願，什麽都可得到。有要飛上天空

，於是製造飛機，便飛上天空；有要登上月球，於是製造火箭、太空船，最後踏足

地球；有要了脫生死，於是修學佛法，最後了脫生死，甚至協助他人了脫生死。反

觀動物世界，終日營營役役，只為求一溫飽，已疲於奔命，遑論飛天渡海，了生脫

死。因此，人是最尊貴的。

    可是，很多人生活如動物，終日營營役役，只為求一溫飽，當求得溫飽，卻擔

心明天不夠溫飽；當求得明天溫飽，卻不由自主，茫茫然營役下去，直至老死。

    人類是最尊貴的。已不愁衣食，可安心立命為自己的願望、理想去打拚，實毋

須作金錢的奴隸，泥足深陷。只要立願為理想，為大眾，金錢會隨著理想而來。人

類是最尊貴的，他可以為理想而奮鬥，同時得到豐衣足食，要求什麽，便得到什麽

。

    可是人身難得，要得到人身並不容易。人生苦短，得到人身後，壽命不出百年

，減去種種，如成長、逆緣等，人生能作為的光陰極有限。因此，除了要珍惜光陰

外，更不可多貪求多種立願，終其一生，應只立一誓願，努力去行持，一生能完成

一個願望已不容易，如果妄求多願，最終只有抱憾。何不乘願再來，一個一個願望

的去實現。

    人是最尊貴的，也可以是最卑微的，形同動物。珍惜人生，立下大願，為理想

，為大眾，終生行持，才不枉「人身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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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麽都「沒有」的香港佛教  提舍  

 

   香港佛教驟看很興旺，活動頻繁，本

來是可喜現象。但細心審視下，原來缺

乏的東西不少，不足的地方很多，現略

舉數例如下，有待改善：

    1．沒有一所佛教講堂――佛教講座

頻繁，法會眾多，可是沒有一處專為佛

教而設的場地，讓活動進行。一般佛教

團體及道場，必須租借下面的地方，如

街坊福利會、學校、社區會堂、大會堂

等教外地方，甚至租用其他宗教的場地

舉辦。缺點是未能配合佛教特有的設施

，如佛像、焚香等，亦缺乏優先使用的

權利，有礙一些特發性的活動。甚至被

人留難，無理取鬧，受到屈辱等。各道

場之間的場地只供其組織應用，就是有

空檔期亦不願借與其他佛教團體，未能

將資源有效運用。

    建議找一處市區內，交通方便的地

方，開設佛教講堂，專供佛教團體作佛

教活動之用。內有一個可容納數百人的

大講堂，附設數間課室，供小型活動之用。

    2．沒有互助組織――佛教是一個弱

勢社羣，它不懂發聲、不願發聲，可能

由於其無諍教義所致。甚至被人攻擊，

或是其教義被扭曲，皆逆來順受。除此

以外，其教內的聯繫，互助亦稀少得可

憐，各道場間皆自掃門前雪。因此，教

友有點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感覺；除

了世間事務外，佛教內部的事務亦乏受

援助的渠道。這實有違大乘佛教的宗旨。

    3．沒有權威領導――佛教沒有一個

權威性的中央領導組織，因此，容易受

人欺凌，教友對一些事故的立場，應有

的態度，應對等無所適從，得不到適切

的指引，只好任人肆意批評，鬱在心裏。

    這可能跟佛陀的囑咐有關。建議由

多個居士團體因應不同範疇去應對。例

如護法會專去應付攻擊；遇到負面新聞

由正法會去澄清；由白衣會去指導教友

應對親友的質詢；由議政會參加政治等

等。出家人除清修外，在幕後提供經教

的根據。

    4．沒有助念團――臨終關懷及助念

往生是佛教的強項，其殊勝非其他宗教

可比，本著慈悲精神及憐愍不幸者的體

現，佛教在這方面應作有系統及有組織

的輔導。

    但要留意，臨終及往生的處理是專

業範疇，應由教內人士主導，不能隨便

遷就不如法的要求，更不應為了收取供

養而作出不合理的舉措，尤其對出家人

的不尊敬，應由白衣護法去保護。

    5．沒有青少年╱兒童服務――佛教

界對社會服務貢獻太少。只有老人服務

稍為多一點，原因是老人院探訪較容易

，亦鮮有遭投訴的機會。至於青少年及

兒童服務，難度較高且勞累，非一般義

工能勝任。

    可是，青少年及兒童乃社會未來主

人翁，若不迎頭接引，對將來佛教的發

展不利。

    6．缺乏出家人住宿地方――衣食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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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皆不曾發生過  那羅

 

    6．缺乏出家人住宿地方――衣食足

，知榮辱。住持佛法的僧寶缺乏安居的地

方，或是居住地方不理想，或是所居住的

道場有其規矩要遵守，而掛單的出家人難

於遵守。在此情況下，如何能住持佛法？

這情況對女眾出家人尤為嚴重。因此，有

些出家人住進公屋中，與俗人為伍，或是

領取綜援，堂堂宗教師，顏面何存？佛教

面子何存？因此，應該建設一個比丘村，

一個比丘尼村，獨立於世俗外，讓出家人

專心清修，或是弘法。如果不能照護住持

佛法的僧寶，如何廣度眾生？

    7．沒有佛學院――不管修行或是弘

法，必需有佛學根基及理論去支持，否則

淪為盲修瞎煉，危險異常。佛教理論具指

導性作用，是一切活動的正見核心。因此

，深入經藏至關重要。香港一直沒有佛學

院，便落後於他處，必需急起直追，開辦

佛學院，甚至多所佛學院，努力培養人才

，佛教才有希望。

    香港佛教「沒有」的東西還有很多，

如何從「沒有」到每個「角落」皆有，似

是遙遙無期，但只要每樣皆有一個，便可

撐持下去，邁向雨後春筍。

 

  

我來了

不曾激起千尺浪

我走了

那堪驚動道人*心

就讓此去不留痕

什麽皆不曾發生過

仍是每天的日出日落

晴天陰天

仍是物轉星移

潮漲潮退

世界彷似不曾改變

就讓此去不留痕

什麽皆不曾發生過

生

使眾人皆樂

早已擾亂道人心

老

亦障礙眾人走動

病

勞師亦動眾

死

驚動眾人心湖

作臨終的翻天覆地

儘最後的

擾亂道人心

假使我離去

請速燒我身

及所有遺物

散落於大海中

就讓此去不留痕

什麽皆不曾發生過

      *道人，即修行之人及過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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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 威靈頓街27號元益商業大廈四樓      
電話：(852) 3421-2231

   台北店：重慶南路1段61號6樓 
   電話：(02) 2370-4971

1115,Cosmo Plaza

8788, McKim Way,

Richmond. B.C.,V6X4E2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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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菩薩藏編委會  發行：佛教慈慧服務中心  贈閱：佛哲書舍

      

深水埗：白楊街30號地下
電話：(852) 2391-8143

澳門店：媽閣河邊新街302號豐順新村 
第四座地下 H座
電話： (853) 2822-7044

元朗：泰祥街37號地下 
電話：(852) 2479-5883

    「你為什麼在我們最需要你時失蹤？為了我們的理想，已計劃安排好，正一步一步地邁向

前，為什麼你不發一言卻失蹤了?如果你有為難，可告訴我們，我們定當赴湯蹈火幫忙你，這

你是知道的。可是你總不管他人，就憑你的喜惡去做，說放棄便馬上放棄，不負責任，不理會

留給他人的爛攤子。可你要錢，要協助時便回來，不肯走，賴著一定要得到才罷休。我不想說

，但不得不說，你真忘恩負義！」

    「你為什麼對他們那麽好？你明知道他們那裏沒有一點油水，且要你奉獻。你明知道他們

知見不佳，用心不良，自尊自大，沒有理想，沒有系統，卻硬要投進去。最可惡的是你不斷虧

損我們去成就他們，你知道我們千瘡百孔，資源不足，亦不喜歡他們，卻屢屢需索去成就他們

，你為何如此狠心？」

    「我對你好，你是知道的。我凡事坦白相告，凡事透明，讓你一清二楚，你不懂，不明白

之處，我定耐心教導，全面告知。你有什麽需索，我定傾囊相助，為何你一點也不領情？一點

也不對我好？你內心視我如次等，我是知道的，你跑回來利用我，我也是知道的。然而我竟如

你般無端陷進善待他人的陷阱，可你卻一點也不心存感激！」

             ╳                    ╳                   ╳

    但聽你聲嘶力竭：我不是不想待你好，我不是不想為你們做些事情，我不是忘恩負義。我

心內對你們好，你們是知道的，何須怪責。

    你們不是很富有，可是總算資源富足，相比於我，相比我認識的人，你們已很不錯，我不

投靠你們，不向你們需索，可以向誰呢？面對你們，我實有點自悲，你們樂也融融地享受那成

功的法喜，而我未能全面投入，只為往他處，幫助他人，補償那前緣的虧欠，我別無選擇，別

無他想。

    當煩惱起時，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亦不知道會傷害你們，事後我深感悔疚，深深自責，

可每次總控制不了自己。我的不近人情，可以理解，卻無能為力。一直以來，我以為你們是我

的避難所，以為你們是偉大的，不計較的。以為你們境界高超，正履行佛陀的聖道，體悟空性

，但為眾生得離苦。沒想到你們竟如此責怪我。你們高談唱論，什麽六度萬行，三阿僧祇劫，

菩薩戒等，我深受感動，決意一心向佛，可是我佛法不太懂，生活資具不足，人際關係處理不

好，不懂謀生技能，才投靠你們，遵行佛道。自此以後，我不知何去何從，對佛道亦有所懷疑

，也不敢面對你們。你們曾給我無盡希望，卻要粉碎取回，我該怎辦？

          忘恩的辯白  優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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