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蘋果日報》早前刊出有關慈山寺的扭曲失實報

道，惡意造謠指「政府明益批50萬呎名穴，李嘉誠借

佛建陵園」。釋覺光法師事後以慈山寺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身份發表聲明，就《蘋果日報》的失實報道作

出五點聲明：（一）慈山寺是非牟利的組織，旨在弘

揚佛法、研究佛學，絕無涉及任何人的私人利益。

（二）慈山寺為有意修持佛法的人士提供一個道場。

（三）慈山寺日後的弘法活動、佛教學術研究及禪修

活動均鼓勵及歡迎大眾參與。（四）慈山寺並沒有任

何私人佛堂、骨灰龕、陵園等設施。（五）對於《蘋

果日報》扭曲失實之報道，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權利及

將採取適當的法律行動。

李嘉誠善舉 一人出錢 萬人禮佛
覺光法師2003年向城規會申請興建慈山寺及76米高

觀音像，建寺計劃歷時八年，得到李嘉誠先生鼎力支

持，由李嘉誠基金會捐贈包括補地價、建築及道路工

程等全部發展經費，涉資逾十億元。李先生有感香港

都市文明過於注重物質生活，缺乏精神生活的調劑，

認為如能提供一個清幽寧謐的弘法道場，供大眾禮佛

及聆聽高僧講經弘揚佛法，將有助提升港人精神生活

方面的質素，增進港人福祉。覺光法師說：「寺內觀音

像對香港好，可以祝福香港，幫助港人度過苦難，令

社會更祥和。李嘉誠先生有這個菩薩心腸實在不可多

得，他一個人出錢，給全世界人禮佛，並無求回

報。」

《蘋果日報》長期惡意針對李嘉誠先生，抹黑中傷

早有前科，讀者可能見怪不怪。萬一這種做法導致本

港所有大富商家都害怕施行善舉，則絕非港人之福

了。《蘋果日報》長期針對李嘉誠先生大概認為那是

一箭雙雕的做法：一是要在本港社會瀰漫的仇商仇富

情緒中增加銷路，二是以為可以用咄咄逼人之勢，而

逼使李嘉誠先生在壹傳媒登廣告。殊不知害人反害

己，近年來《蘋果日報》這種做法已經導致它的新聞

報道公信力日漸下降。有網民更直接指出《蘋果日報》

造謠中傷李嘉誠的目的：「肥佬黎盯住李嘉誠的錢

袋，但是李嘉誠就是不在壹傳媒落廣告，氣死肥佬

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肥佬黎總有一天得報

應！」李嘉誠不屑與黎智英此類報章為伍，李嘉誠旗

下集團拒絕在壹傳媒落廣告，這顯示李嘉誠是一個是

非分明、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商人。

佛教傳入中國已經有兩千年歷史。兩千年來印度傳

入的佛教與中國固有的文化思想相結合，形成了具有

中國特色的佛教。佛教「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眾

生平等、「慈悲喜捨」的教義，「不為自己求安樂，

但願眾生得離苦」、「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奉獻

精神，是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是淨化人心的良藥。

當代佛教的慈悲實踐，已經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積極

力量。

李嘉誠：「我是學佛的人」
李嘉誠先生總是非常坦然地告訴別人：「我是學佛

的人。」李嘉誠的母親李莊碧琴女士亦是虔誠的佛教

徒，即使在極其艱辛險惡的環境之中，都以慈善待人

待世；李嘉誠先生早年人生觀的形成，受母親的影響

頗大。

事業輝煌的李嘉誠先生是眾所周知的大慈善家和學

佛居士。李嘉誠先生深信三世因果，深知慈悲喜捨的

精神和舉止是佛菩薩的特色。事實也證明，唯有如

此，才能得天時、地利、人和；唯有如此，事業才能

興旺，社會才會祥和。李嘉誠先生在香港和內地廣種

福田，常常捐助巨資，用來造佛像、修寺廟、造橋鋪

路、興辦教育、支持醫療、贊助科研、弘揚文化、賑

濟災民等等慈善布施。今次他捐十億元興建全球第二

高觀音銅像，與大嶼山的天壇大佛互相輝映，成為香

港南北兩個地標性的佛教建築，希望藉此福佑香江。

佛教把布施看成一種高尚的美德
2005年2月22日，李嘉誠基金會宣佈捐款港幣500萬

元，設立「李莊月明佛學研究基金」，資助香港大學

佛學研究中心的研究發展。李嘉誠先生認為，佛教不

僅是心靈的桃花源，更是一門

活潑的哲學，可以令大家的生命

變得更加精彩。李嘉誠先生深信，

探討宗教的哲義是人文精神研究的重要課

題，可以幫助人追求信念的提升及建立社會的和諧。　

佛教把布施看成一種高尚的美德，在佛經中記載了許

多佛菩薩不惜性命以身布施的動人故事。在佛教義理

中，布施不僅是積功累德，獲善報的重要業因，更重

要的是大乘菩薩道的重要修持內容。有不少菩薩發

「眾生無邊誓願度」、「有一眾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

佛」的弘願。這種自我犧牲精神均是以佛教之「無我」

以及全宇宙全眾生界的平等大同思想作為出發點或基

礎的。佛教的倫理價值，還表現在對社會生活的積極

參與，如教化道德、淳化風俗、參與文化教育、慈善

事業等公益活動。

李嘉誠為善 不自譽而人譽之
古人云：「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

自毀而人毀之。」李嘉誠先生說：「對人誠懇，做事

負責，多結善緣，自然多得人的幫助。澹泊明志，隨

遇而安，不作非份之想，心境安泰，必定減少許多失

意之苦。」黎智英的《蘋果日報》對李嘉誠先生「玩

針對」，妄想逼李嘉誠在壹傳媒登廣告，不僅異想天

開，而且自招許多嫉妒失意之苦。

李嘉誠先生深信他的巨大的成功與佛菩薩慈悲喜捨

的教導是不無因果關係的。李嘉誠先生受佛家四無量

心的影響，常發善心為社會布施。在全球凡有華人足

跡的地方，李嘉誠都受到廣泛的認同和尊敬。儘管李

嘉誠先生譽滿天下，但謗亦隨之。在香港，《蘋果日

報》企圖詆毀和抹黑李嘉誠，不但無損李嘉誠的形

象，反而暴露了該報的陰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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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拘捕包括社民連議員長毛梁國
雄在內的6人，他們月初暴力衝擊遞補
機制論壇，被控兩項公眾地方擾亂秩
序罪，長毛另被加控一項刑事毀壞。
諺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但長毛
暴力橫行香江，早已劣跡斑斑、法理
難容，其違法行徑卻極少被檢控，即

使被檢控法庭也是「網開一面」，導致長毛這顆暴力
老鼠屎長期以來攪壞香江一鍋粥。長毛此次暴力衝
擊遞補機制論壇，激起社會公憤，社會各界紛紛要

求警方和法庭對其嚴厲執法，絕不可姑息養奸。警
方依法拘捕長毛之後，法庭也再不能網開一面，導
致暴民政治「零成本」，更加泛濫，遺禍香江。
長毛昨天在庭外聲稱，即使因控罪被判入獄，亦

不會後悔當日的行為。這一方面暴露長毛有恃無
恐，仍然認為香港的公權力對他的違法暴力行徑無
可奈何；另一方面，他在暴力衝擊論壇後召開記者
會時大話連篇，辯稱自己「無襲擊、無武器、無預
謀、無組織」，其彌天大謊欲蓋彌彰，既暴露他自知
暴力衝擊犯法而欲逃脫刑責，也將他潑皮無賴的本

色暴露無遺。
社民連在政壇上有別稱叫作「流氓幫」，就是由於

長毛、癲狗、大口舊（後二人現為另外一個政治暴力
組織「人民力量」的頭目）流氓暴力行徑所致。其
中長毛素以潑皮無賴和暴力衝擊見稱，抬棺材、燒
輪胎、衝鐵馬、喊口號、暴力衝擊等，都是長毛的
拿手好戲。這種流氓行徑，不禁讓人聯想起《水滸》
中的潑皮「沒毛大蟲」牛二，牛二專在街上撒潑行
兇，連開封府也治他不下。「長毛」與「沒毛大蟲」
何其相似，兩人橫行霸道、流氓無賴，靠的就是一
個「潑」字，其言行令人厭惡。以法治見稱的香
港，難道也治長毛不了嗎？
目前，社民連、「人民力量」暴力搞事分子的暴

力行為已經「由政及商」、「由公及私」，不僅暴力
衝擊政府機構和中央駐港機構，還進一步侵入私人
機構、企業、商店；不僅襲擊特首、官員，還襲擊
科學館的普通職員，此一趨向令香港有可能淪為
「暴力之都」。

法律界人士指出，長毛等人暴力衝擊遞補機制論
壇，可能觸犯多條刑事條例，當中最為明顯的是刑事
罪行第39及40條，分別是《侵害人身罪條例》的一般
性襲擊及令他人身體受傷，最高刑期為入獄3年，以
及刑事罪行第60條的《刑事毀壞》，最高刑期為入獄
10年。長毛暴力行徑劣跡斑斑，此次他暴力衝擊遞補
機制論壇觸犯多條刑事條例，應該得到法律應有的懲
處，不能讓這顆暴力老鼠屎再繼續攪壞香江一鍋粥。

李嘉誠基金捐資助建大埔慈山寺及76米高觀音像的一宗善舉，被黎智英旗下《蘋果日報》

造謠抹黑，描繪成李嘉誠先生「借佛建陵園」、「加建專用佛堂」。《蘋果日報》這種損害

慈山寺和李嘉誠先生名譽，把善長弘揚佛法、為民造福的善舉，抹黑成自私行為，讓人看

不過眼，真是佛都有火！事業輝煌的李嘉誠先生是眾所周知的大慈善家和學佛居士，贊助

弘揚佛法躬行慈善方面，不自譽而人譽之。在全球凡有華人足跡的地方，李嘉誠都受到廣

泛的認同和尊敬。《蘋果日報》詆毀和抹黑李嘉誠，不但無損李嘉誠的形象，反而暴露了

《蘋果日報》的陰暗心理。這亦可能與李嘉誠先生抗拒在這樣水準的報章上刊登廣告有

關。

■責任編輯：黃楚基

哲學博士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柳頤衡不能再讓長毛這顆暴力老鼠屎攪壞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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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團專家李達仁
助舊樓「埋班」共甘苦

近年地區塌樓事故及 房大火悲

劇，令舊區維修重建問題再次響起警

號，但舊樓遍及港九新界、往往牽涉「老大難」爭議，要

保障樓宇安全，改善社區，談何容易。現任黃大仙區議員

李達仁面對區內舊樓失修問題，多年來勇於擔當地區「盲

公竹」，積極協助逾30幢舊樓成立法團並約見部門跟進，至

今區內約9成私樓已有法團，可以更有系統地跟進維修及業

權問題。

樂在其中
一個少年時代的夢想，一份服務社區

的熱誠，推動民建聯深水 支部主席、
現任深水 委任議員黃達東（Dennis）全心全意服務街
坊。在深水 板間房長大的Dennis，小時候已經與美孚結
下情緣，「細個好窮，沒有很多玩意，經常在美孚一帶橋
底打乒乓球或玩樂，而美孚地標之一的孚佑堂，我細細個
就在此打跆拳道比賽，很早已愛上美孚一家大小，樂也融
融的民風」。而令他最難忘的，正是近年在爭取永久保留
孚佑堂，與街坊同一陣線，終於齊心就事成，「在燭光晚
會上，由10歲小朋友到年輕人，以致80歲的長者，大家手
持燭光表達意見，令人好感動」。

板間房長大 明白基層苦
Dennis在深水 板間房長大，而隨 生活日漸改善，他

終於「上樓」，繼而入住區內的居屋，見證 社區發展，
體會到基層市民的苦與樂，就連學生時代打暑期工也離不
開美孚：在一間韓國餐廳當上侍應生。經過不斷努力，
Dennis終成為公司董事，常以仁愛堂主席身份關顧弱勢。
從小就對美孚有「情意結」，Dennis於98年積極參與當

區社會服務，至08年獲政府委任投身深水 區議會，更好
地為美孚規劃發展出謀獻策。

別人笑說區議員工作芝麻綠豆，他則形容美孚是中產區，街坊好能
幹，會自己處理個人事務，但畢竟美孚40多年樓齡，有很多地區改善
工程及理念性意見，均有賴區議員跟進及搭建表達平台，「正如外傭
居港權，好多人敢怒不敢言，區議員的作用就是提供渠道，讓居民向
政府反映意見」。

提8大願景 齊建新美孚
告別委任，Dennis今屆以「美孚人，美孚心。與您共創新美孚」為

口號，以曼克頓山的「街坊」身份，出戰美孚南直選議席，並承諾會
繼續致力提升社區設施，努力維護中產權益，包括提出8大願景方
案，活化美孚，締造新氣象，「好多工作都未做完，我們成功爭取發
展商不反對永久保留孚佑堂，但翻新工程仍有待跟進，而橋底美化工
程、區內無障礙通道，就屏風樓問題進行理性溝通，以及曼克頓山增
設交通燈等，我希望有始有終」。
深水 美孚南選區暫時未有任何人正式報名參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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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樓的業權分散往往是籌組法團
的大障礙，李達仁表示，黃大仙區
約85%是公屋，15%是私樓，由於90
年代好多舊樓無法團、無互委會，
私樓居民面對維修等問題都無從入
手，「以前好多人對法團有誤解，
認為法團關係複雜、透明度低，淨
係叫人夾錢，帳目卻糊裡糊塗」。

為區內9成舊樓組法團
在街坊求助下，李達仁多年來積

極改變居民的既有觀念，協助大大
小小數十座舊樓「埋班」，「由打
電話召集居民開會，到主持會議，
連會議記錄都幫手整理，至今區內
9成舊樓都有法團，可以搵房協等
部門跟進維修工程」。
不過，舊樓問題不會因為有了法

團就天下太平，「有次有一座樓爆
喉兼塞渠，即刻搵人通渠，每層樓
500元，有租客唔肯畀，師傅話收
唔到錢唔開工，咁點！只好算我也
夾一份」。

服務地區與街坊建立友誼
自97年開始擔任區議員的李達

仁，除了善於處理法團問題，單單
現屆4年任期已處理逾1,000宗地區
個案，見證黃大仙區的改變，與街

坊建立友誼，最深刻是當年成功協
助大磡村寮屋居民上樓入住公屋，
「有街坊專登寫信多謝你幫手申
請，又同你分享住在28樓風景好
好，有時還拎埋生果來辦事處探
你，好似朋友一樣」。
當然，「人生總有歡喜，難免亦

常有淚」，李達仁坦言，議會生涯
也令他嚐盡地區辛酸，想當年區內
流鶯問題令居民備受滋擾，議員只
能跟當局反映再反映，偶爾也成為
磨心及出氣袋，「做完 都要俾人
鬧」。有時候看到街坊生活迫人，
他亦同感唏噓，慨嘆好多香港人就
算生活再艱難，也不願開聲叫人救
濟，但透過地區活動就看出區內長
者、新來港及低收入人士的需要，
「嘉年華會派日常用品的禮物包，
500份都不夠派」。

面對挑戰居民笑臉注動力
身為全職區議員，李達仁投放

大量心力時間服務社區，近期在
備受爭議的外傭居港權問題上，
他走上街頭收集街坊意見；又關
注采頤花園居民訴求，去信城規
會要求把鄰近空地改劃為休憩用
地，以防「美孚屏風樓事件」在
采頤重演，更難得是他成功召募

一班義工，定期探望獨居長者及
老人院舍的老友記。挑戰不斷，
但居民滿意的笑臉，為他源源不
絕注入動力，繼續打拚。

競逐連任遇新民黨屈奇安
李達仁已報名參與今屆區議會選

舉，循新蒲崗選區競逐連任，另該

區已報名參選者還有新民黨成員、
前消防處救護員會主席屈奇安。屈
奇安指，自己熟悉政府運作的優
勢，並由10年前開始已在區內擔當
業主立案法團等職位，對區內的事
務有一定的認識，與其他參選者相
比仍有一定的優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李達仁與居民請願，以防「美孚屏風樓事件」在采頤重演。
資料圖片

■李達仁在新蒲崗區打拚多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新民黨成員、
前消防處救護員
會主席屈奇安已
報名參選新蒲崗
區。 資料圖片

■在深水 板間房長大的黃達東，小時候已經與美孚結
下情緣，並期望在新屆區議會為美孚街坊出一分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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