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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道  提舍

    佛陀成道後，展開弘法之旅，遊走於恒河兩岸，常隨眾竟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之多。可見佛陀

不太贊成隱士式獨居的生活。要管理一千多人的生活，還要加上戒律的種種制約，絕非一件容易

的事。或曰紀律部隊，或軍隊的管理，堪可比擬。但軍隊有固定糧餉作為誘因，亦有嚴厲的處罰

機制，不得不遵。反觀佛陀弟子可自由跟隨與否，沒有嚴厲的懲處，還要費心去乞討食物，除了

自發性願心向法的慕道者外，恐難找到如此龐大的集團。

    要訓練、管理如此龐大的群眾，而他們的性格卻千差萬別，有樂阿蘭若行，不喜與人接觸；

有喜好熱鬧，終日吵吵嚷嚷，有男女授受不親，嬌生慣養的女眾等，要他們融洽相處，各司其職

，各有所安，幾乎是一件沒有可能的事。

    初期佛陀要求弟子們獨行四處弘法，不可二人同行，其目的在利益多些人，加快弘法速度，

而不是贊成獨行的生活，況且當時的弟子俱是有修有證之士，可以獨立弘法。

    成功之道首要聚眾，沒有群眾的支持，難以成功，這從選舉制度，眾生的渴望可以看出。尤

其現代事事皆以專業化為導，若不集合眾人之力，只以英雄主義單行獨鬥，恐難成事。其次是紀

律，若一個集團沒有紀律去凝聚、監控，只是一羣烏合之眾，鬆散而沒有作為。再而是管理，人

事的安排、調配，各司其職，各展所長，導向目標。切忌各自為政，結黨謀私，沒有遠大目標，

散沙一盤，似有所作，而無有所為。

    成功之道，不論是世間法，或是佛法中事，皆如出一轍，不應英雄主義。最重要是聚眾，人

多好辦事，人是產生不同事故的元素，亦是多姿多采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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