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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於天地，我深感慚愧，無時無刻，皆在耗費資源，

製造廢物。

    身在香港，每天晚上我倒垃圾時，發覺每天製造的垃

圾頗驚人，如長年累月計算，使我吃驚，嗅到那些反胃的

氣味，我感到歉疚。當收到電費單、水費單時，發覺耗用

的資源也不少。再計算每天吃數餐、喝水、穿衣服、洗濯、

乘車往來，生病吃藥，住宿（尤有甚者，更要開揚，景緻

等）等，可知人於天地間，耗用之大。

    若由人的一生計算更有趣，由嬰兒到小孩階段，可說

是純消耗期，不單在物質方面需父母勞心勞力撫養，還要

師長的教導，其他人的呵護才能成長。一生中，只有從約

廿歲到五十歲的時間發揮自己的才能。五十歲以後進入老

年，到病到死，都需要別人照顧。如需加護，則耗用的人

力物力更大。

    我們的語言，也在污染這個世界。每天不是要求這些

就是那些，從不滿足。或是唉聲嘆氣、埋怨、吵嚷，尤有

甚者，責罵、散播謠言、中傷，或是廢話連篇，浪費他人

時間。如反省我們的言語，可能發覺一天之中，沒多少句

能利益他人，所說的千百句話，不說也沒有損失。

    在思想方面，所需的滿足很大，要求很多。如要別人

的讚賞，要聽動聽的說話；要有安全感，不斷籌謀賺錢，

要舒適，有品味，優雅，吃得有排場，住得有風格，更要

有琴、棋、書、畫靈性的滿足。沒想到這些美貌的背後有

多少辛酸，多少別人的奉獻！

    綜觀一生，我們謀取多少？奉獻多少？有否在完全成

長的階段仍然蹉跎歲月，吃、喝、玩、樂？有否反省做了

多少？回饋多少？

    人於天地間，是否愧對他人？愧對自己？

人於天地間    提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