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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戒律與環保問題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生論文摘要-

釋壽樂

由於近年來，環保問題是現代社會各界人士越來越受關切的問題，經過資

訊新聞時常報到，不知不覺的我大約了解了目前地球上的一些環境問題。尤其

是 1995 年，有參加由於現代佛教學會與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合辦的「佛教

與社會關懷學術研討會-生命、生態、環境關懷」；及 2002 年由財團法人弘誓

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第三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人間佛教與當代對話

學術研討會」；同時也閱讀過 1990 年由法鼓山聖嚴法師所舉行的「第一屆中華

國際佛學研討會-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其中有 17 篇文章直接談到佛教戒律

與環保的關係。參加與閱讀有關佛教戒律與生態幾次研討會之後，本人認為佛

教與自然生態確有密切的關係，自然生態與人類是依賴共存不可缺的。而且思

索越南是正開發中的國家，環境問題也會漸漸地產生與增加了，此問題的現像

使全民應加以注意，我希望越南佛教界以後能將有所貢獻。加上佛教稱為五大

宗教之一，屬於世界性，那全球性的宗教，關於全球性的問題，怎麼任意而不

顧呢？因而不論是誰，站於什麼角色；只要是住在地球上的人類，一定得有責

任保護這個地球環境。這就是要寫本論文的動機。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自身為佛教徒在認知思考和實踐過程中，彙集而成的

想法。其題目屬於應用的性質或實際對策問題的探討，因而跨越了兩個範疇，

（一）為佛教戒律，（二）為環保問題。從而在研究方法進路上採用了：（1）



佛學研究法中的文獻學研究法、哲學研究法(詮釋學研究法)、實踐修行方法，

其目的在解明佛教戒律的本質、精神、功能及應用範圍；（2）多向度的自然和

社會科研究法，其主要是分析環保問題的成因、癥結、結果及其解決之道。至

於資料的佈局、解釋和分析策略，則是透過文獻資料分析法和內容分析(整理、

歸納、分類及綜合)，及論述分析法(對比、推論、理證、教證和辯證)來完成。

以下本人想將整篇論文的重點，分成六個部分來程述是：

（一）在第一章序論中，筆者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有三個方面是：（1）

找出環境問題的類型、癥結、原因和解決方案，（2）提出佛教戒律與環保問題

的關係性，（3）以佛教戒律對治環保問題。然而本研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的陳

述，就是第一個問題回答；第四章及第五章的敘述，就是上述第二個和第三個

問題的答案。下面依序摘要各章的重點，以回應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問題。

（二）在第二章中筆者敘述了有關於環境問題的基本知識，包括生態圈、

生態系統、生態平衡五原則、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生態學的概念等等，以

方便於我們了解目前生存的環境及其運行狀況。接著，筆者界定了何謂環保問

題、何謂環境保護，並指出目前最嚴重的環境問題。依本研究的敘述當前的環

境問題，可歸類為三個範圍 14 個具體問題，它們分別為（一）全球性環保污染

問題，下分（1）臭氧層破壞，（2）溫室效應兩問題；（二）區域性環境污染

問題有，（1）熱帶林減少，（2）野生動物滅種，（3）海洋污染，（4）沙漠

化，（5）酸雨等五項問題；（三）地區性環境污染問題，（1）空氣污染，

（2）水污染，（3）廢棄物，　（4）土壤污染，（5）噪音，（6）放射性污染，

（7）熱污染等七項問題。同時在 14項問題的陳述中，筆者也找出了個別問題

的人為與自然的致因因素，其中人為因素可說是環境生病的主因。另外，也提



到各別環境問題對於人類和地球的可能影響，其目的在提醒人們要守護地球，

守護地球才能有離苦得樂、幸福美滿的希望。

（三）承續第二章 14項具體環境問題的分析解釋之後，本研究第三章就是

描敘世間專家對於個別問題的解決方案，其目的在了解世間專家解決問題之思

考邏輯，以及它所能達成的境界。綜觀世間專家的解決方案，除了少數高瞻遠

囑的環保人士所提出的 21 世紀環保人典範的生活理念的想法之外，我們也可看

出他們對於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法，都是一面倒地偏重於物質面的治標處置，主

要是如何在各別污染源的預防、計畫、管制、減少、再利用、回復、回收等策

略，然而對於影響污染的行動者的人之行動、生活方式的觀念或精神面的治本

性討論，則鮮少涉及；以致於在 2002 年於南非召開的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識中，

與會者都認為目前地球環境問題，仍然非常嚴峻有待人類深思。

（四）本論文的第四章論述的是佛教戒律的範疇，首先提出佛陀制戒的緣

起，包括制戒時空背景、制戒的原因、制戒的目的、戒律的發展；其次敘述了

戒律的本質，包括戒律的意義、戒律的性質、戒律的特色；再次敘述戒律的功

能，接著，敘述戒律的類別，最後就略述了基本戒律的內涵，包括三歸戒、五

戒、八齋戒、十戒、六法戒、具足戒、菩薩戒及十善戒等的內容。綜合而言，

本章的重點為：（1）佛教戒律是以五戒為基礎，而其精神是止惡、行善和利他。

（2）佛教戒律是佛教的教會法，是佛教團體共同生活的實踐規範之體系組織。

他擁有禁欲與精進的生活、佛陀至上的原理即民主的運作等特色；並且以諫議、

制我、捨私、制約、方便、舉罪、出罪、布薩、安居、自恣等策略，而具有信

念的具體化、生活的合理化、雄大的精神及實修的敬虔細心等特質。（3）它的

實踐就能除情識、止妄想、盡惡念、息邪行；也能防閒節制、耐得孤寂、承的



煎熬、從而昇華人格、生定發慧，有可避免庸俗、為所當我、斷除積弊、去黨

除科、變化氣質，從而能慈悲救人、有教無類、平等無私，進而修成正果、找

到心靈的寄託、實現人生理想之路、並完成佛陀偉大的救世本懷。（4）佛教戒

律在現代社會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它能磨練出一個具有：少欲知足、適

可而止、節省美德、知足常樂、斷滅煩惱、保身清淨、慈悲護生、保護自然環

境永續綿延等生活觀念的人。總之，本章的目的在於突顯佛教七眾生活的功能，

在現代社會上扮演著重要角色的意義，以使它能在第五章的討論時，能與環保

問題的解決有所關連，並以之作為與世間專家環保問題解決方案的比對基礎。

（五）本論文的第五章是透過（1）西方環保思想的演進，（2）佛教生態

學概述，（3）及佛教戒律對治環保問題的殊勝方法等三節來完成。從第一節中，

吾人可看到西方環保思想，已經由人類本位的主張發展為非人類(生命)本位的

主張，由公害防治的觀念回復到自然保育的意識。由浪漫情懷的態度，轉成道

德倫理的義務需求。在第二節本文敘述的是佛教學者依佛教義理對於當代生態

學的詮釋和發揚，其中有的依止於《緣起論》、《華嚴經》、《大般涅槃經》，

有的依止於《維摩詰經》、《大智度論》、《阿含經》、《法華經》、《八大

人覺經》。從而使佛教生態學的理念更為健全和完善，甚至有些學者更主張佛

教徒也應注意「境的解脫」，希望透過法律來規範俗人的生活，以保護剎土、

並成熟佛國淨土。在第三節就從實踐修行方法出發，以 14項當代環保問題為對

象，詳述佛教戒律如可能對治個別的環保問題的理證和教證，最後就歸結出兩

個佛教戒律與環保問題圖式，這兩個圖也可以說是總結上面第四章及第五章的

陳述。一個是佛教戒律與環保問題關係圖，在圖中很明顯的呈現佛教七眾弟子

的各種戒級與環保問題的 14種類型息息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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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是佛教戒律與環保問題對治圖，其圖中突顯佛教戒律原來有對治環保問

題的作用，並且呈現佛教戒律能對個別環保問題的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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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面第二章所陳述，造成環保問題(以 14項為具體)都由於人類的貪欲(以五欲

為具體)而引起的，而五欲是戒律所對治的對象。因為戒律是預防人的身口意三

業的過錯，所以能持戒如一，五欲就無法生起，五欲能控制好，就不會有環保

問題的現象，例如人人都持不殺戒就不怕有野生滅種的問題等。因此可知，佛

教戒律是對治環保問題的妙法。

(六) 最後第六章就是本論文的結論，共有兩節：(一)筆者將本論文各章的重

點一步一步地綜合敘述出來，(二)提出自己的建議。首先，提出本研究的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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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然後提出有關環保具體行動的六個建議。尤其是「生命環保」的建立，

是我個人心目中的重點。

從本論文各章內容的重點所陳述綜合言之，如果吾人拿前文第三章第四節

的藍圖中「21 世紀環保人的典範」所列之環保生活方式，來與佛教徒生活方式

做比對，我們將會發現佛教徒的生活就是環保生活，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就是環

保生活的方式。佛教徒如持戒如一，那麼他就是「21 世紀環保人典範」，也就

是「21 世紀環保人的標竿」，怪不得西方學者會稱佛教為「綠色佛教」。我們

應該以此為榮，並在世間作為標竿，進而成熟人間淨土，完成佛陀偉大志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