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共建我的夢  那羅

  

 

串自殺事件，被諷為「悲情城市」，於是每

月定期到來，禮請法師開示，派米濟貧。且

以此模式，推行「區區有佛法」至各區。並

探訪老人院，由法師帶領，以佛法僧加持各

老人院，為院內院友及姑娘皈依。每年一度

的香港國際書展，更是積極參與的活動，且

鼓勵及協助各佛教團體參加，漸漸形成一個

大團體，最後促成佛教坊的成立，展現和諧

合作精神。

    其他如放生、印經、供僧、參訪佛寺、

協助其他團體等傳統活動，亦有涉及，功效

可能不太大，但其範例催化作用，所作出的

間接影響，卻難以估量。

    佛哲書舍的發展，從無到小，從小到大

的縱向發展，再繼而在不同區域開設分店，

其宗旨在方便各區人士得聞佛法，亦希望佛

教能有多個點，形成一個網絡，協同佛教活

動。之後，再向海外進軍，分別在台灣、澳

門及加拿大溫哥華開設分店，其宗旨仍在佛

教那麼好，應讓每一個人得聞佛法，讓世上

每一處，每一個人得聞佛法；若未得解脫，

亦能種下解脫的種子。這些發展，表面看似

風光，但「隔山買牛」，其困難、虧蝕可想

而知；但若在弘法立場，這些「區區」心力

及數目，所產生的效果，確是值得的。

    社會乃至世界正產生急劇變化，可是佛

哲書舍仍未擺脫傳統保守的經營模式，面對

的未來挑戰實令人擔憂。展望將來，除了要

克服無數障礙困境外，還要推向兩大目標：

一是開辦佛學院，培養佛教專業人才；二是

創設「佛教同鄉會」，將佛教團體聯合起來

，與社會進行互動互利，發揮群體力量，體

驗大乘精神。

    面對巨變中的香港社會，香港佛教充滿

挑戰，充滿希望，亦充滿危機，置身其中，

有喜有悲，亦有無限可能，還看各人的發心

，努力。

你的夢是我的夢

我的夢是你的夢

我已做了很多夢

為何你仍不敢作夢？

空中花園

就在夢中建造

海市蜃樓

是夢中之夢

他們已圓了夢

為何你仍不敢作夢？

沒有夢的人生是什麽人生

沒有夢的理想是什麽理想

雖說人生如夢

還是要夢下去

你的夢是什麽夢？

我的夢是夢中佛事

水月道場

請來共建我的夢

而

我的夢是你的夢

你的夢是我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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