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浩劫過後的佛國斯里蘭卡 
 
◆ 鄭維儀 
 
    二○○五年一月十日，從來沒有想到會是在這種狀況下重返斯里蘭卡。從新

加坡到斯里蘭卡的飛機詭異地空蕩，沒有以往滿臉興奮、充滿期待的西方遊客，

只有少數返鄉的斯里蘭卡人，還有身上掛著「賑災團」標誌的外國人。到了可倫

坡機場，雖然為機場翻新的設備，微微感到驚喜，但放眼望去，竟然都是外國來

的賑災團體，有精神抖擻的以色列賑災團，活潑的韓國基督教青年團，安靜有規

矩的慈濟賑災團，還有強帝瑪師父帶領的台灣「善願愛心協會」的賑災團。於是，

很快地就被提醒了：「啊，這是受大海嘯蹂躪不到兩週的斯里蘭卡。」 
    再度重返的斯里蘭卡，應該是富饒、安樂的才是。自西元二○○二年內戰停

火後，斯里蘭卡的經濟成長率年年高達百分之十一、十二。的確，當車子奔馳在

可倫坡路上時，心中不禁為斯里蘭卡在這兩年中的變化，感到詫異。從前滿街都

是舊車、破車，現在則是滿街都是嶄新的轎車。從前很少會看到超級市場，現在

則處處可見。從前未曾見過摩托車，現在可倫坡街上的摩托車陣，幾乎可與台灣

媲美了。現在的可倫坡夜晚，霓虹燈閃爍，少了荷槍實彈的士兵，取而代之的是

滿街的韓國電器、金融銀行、BenQ 手機的廣告。後來拜訪了朋友更發現，兩年

前還不普遍的電視、冰箱，現在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了（至少在可倫坡附近是這樣

的）。和平，果然是經濟成長的基礎，安居樂業少不了的。 
    但是，在這經濟快速成長的背後，物價之飛漲也令人咋舌。兩年前覺得斯里

蘭卡的衣服比台灣便宜很多，現在卻覺得跟台灣也相差不到哪裡去。公車票價漲

得更嚇人，有些路段甚至在兩年內漲了百分之百。有些斯里蘭卡朋友就抱怨說，

他們的薪水漲幅比不上物價漲幅，日子是越來越難過。如今，大海嘯重創沿海的

觀光業，只怕原本就貧窮的人家，日子會更加艱辛。 
    斯里蘭卡古稱錫蘭，中國古時稱其為「獅子國」。她，歷史悠久，物產豐饒，

文化深厚，更是佛教古國。據斯里蘭卡史傳記載，佛陀在世時，曾三度親臨斯里

蘭卡，甚至在涅槃之際，將護持佛法的重責大任，託付予斯里蘭卡島民。斯里蘭

卡更有不少令人嘆為觀止的古跡，一些古佛寺、佛塔，或是皇宮、運河等等，都

可追溯至一、兩千年前。斯里蘭卡人民如今也還約有百分之六十九左右是佛教

徒，他們對佛法的虔誠、禪修的精進，總令人自嘆弗如。許多寺院裡，都可以看

到虔心禪修的在家居士，長住在簡陋的禪屋、茂密的叢林裡，靜坐經行。而一般

市井小民，即使再貧窮，也有令人感動的布施心。斯里蘭卡人不論多貧窮，也總

不忘在逢年過節時，到寺院或是孤兒院、養老院供養。對於遠來的客人，無不熱

情招待，寧願自己沒得吃，也要好好款待客人。很難想像這麼一個熱情、美麗的

寶島，曾受十數年的內戰破壞，如今又受大海嘯蹂躪。 
    據斯里蘭卡政府表示，二○○四年末的大海嘯，奪走了約四萬人的性命，造

成八萬多家庭流離失所，四十多萬人無家可歸○1 E

A。許多沿海村落，都在一刻之



間摧毀殆盡。道路、橋樑嚴重受創，重建之路漫漫。對一些原本就貧窮的平凡村

民，未來更顯得茫茫無依。 
    在海嘯重創之後的斯里蘭卡，佛教團體所扮演的角色異常重要。因為，身為

佛國，斯里蘭卡幾乎每一個村落都有佛寺，是村民信仰、精神寄託的中心。而佛

寺通常都是設在村落的高地，因此，在這次海嘯來襲時，常常只有佛寺浸水狀況

不嚴重，或是沒有受到完全破壞，村民也紛紛逃到佛寺避難，暫以佛寺為棲身之

地。我拜訪的一些在可倫坡地區的法師們也表示，他們收到不少災區法師打來的

求援電話，希望身在災區之外的法師們，能夠伸出援手，幫幫寄居在寺院裡的災

民。像這次帶領台灣賑災團到斯里蘭卡的強帝瑪師父，也是一到斯里蘭卡就電話

接不完，只因許多災區的法師們聽說他回來了，趕忙打電話過來，為寄居在他們

寺院裡的災民求援。佛教團體在這次斯里蘭卡賑災重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

得身在富裕台灣的佛弟子，似乎也有這個責任，向斯里蘭卡伸出援手。 
    這次重返斯里蘭卡，是跟隨著長居在台灣的強帝瑪師父一起去賑災的。強帝

瑪師父是斯里蘭卡佛教駐台灣代表，在台灣已經住了十六年，創有「原始佛法三

摩地學會」。強師父在台灣弘法之餘，也長期在斯里蘭卡從事慈善事業，讓台灣

的佛弟子有機會種福田。例如在可倫坡附近的「法輪孤兒院」，就是強師父發願

興建、台灣弟子贊助支持的。故鄉受到海嘯重創，本來就發願行菩薩道的強師父

自然不會置身度外。海嘯發生後的短短兩個星期之內，強師父已經台灣、斯里蘭

卡來回奔波了兩次，親自深入災區，了解災情。據悉，強師父原本預定要在可倫

坡附近的 Kelaniya 創辦佛教大學，但因這次海嘯賑災事態緊急，創辦佛教大學的

事可能得暫緩，一切以賑災為優先。由於台灣的「善願愛心協會」發願賑災，強

師父自然義不容辭，親自帶領台灣賑災團前往斯里蘭卡。 
    很多人可能以為，這次海嘯災情嚴重，所有救援物資都得從外國運過去。其

實不然，因為海嘯重創的只有沿海地區，首都可倫坡與一些工業區都逃過浩劫，

安然無恙。除了一些比較昂貴、新進的藥物及醫療器材在斯里蘭卡較難買到，其

他如奶粉、衣服、生用品等等其實在斯里蘭卡當地購買就可以了，不但較便宜，

也可以省下運輸費。事實上，等我們到斯里蘭卡時，海嘯已經過了兩個星期，第

一線的緊急救災物資，如：飲用水、創傷藥品、食物等等，都已經分派差不多了。

現在災民期待的，是希望能夠早日自立自主生活，不要再向別人伸手要吃的。因

此，在第二階段的賑災中，基本的日常用品，像是：鍋碗、毛巾、衣褲、煤氣爐

等等，才是災民迫切需要的。現在斯里蘭卡學校紛紛開學了，災區的學生可能也

會急需筆記本、鉛筆等等文具用品，但這些東西在斯里蘭卡當地都可買得到，毋

須從台灣帶過去。 
    這次隨強師父去賑災，不禁為強師父的菩薩願行深深感動。雖然強師父自海

嘯發生以來，鮮少有片刻休息，但他仍然親自帶領台灣賑災人員到可倫坡購買賑

災物資，也要求當地工作人員要對帳目記載清楚，更是徹夜監督工作人員包裝物

資，以求能夠在預定的時間，準時前往災區。這次「善願愛心協會」購買了三百

箱的日常用品，前往受創嚴重的高爾省，分四個定點發給三百戶災民。據當地人



表示，由於災民紛紛往佛寺寄住或求助，因此要聯絡災民本來就容易。再加上當

地派出所往往都與村民熟棯，知道哪一戶人家比較貧窮、比較需要幫助。所以賑

災團還沒有到，當地的派出所就已經準備好了分發名單，災民依序排隊等待領取

賑災物資，井然有序，一點也沒有雜亂現象。 
 
災民已經開始清理創傷的家園 
 

事實上，我也為災區的整潔感到驚喜。大海嘯發生不過兩個星期，但道路都

已整理差不多了，攤販、市場也開張了，公車也已經在行駛了。如果不是因為放

眼望去，都是倒塌、殘破的房屋，以及滿臉憂容的災民，很難想像這裏在兩個星

期前曾慘遭浩劫。賑災工作進行如此快，可能要歸功外國的賑災團體。高爾省雖

然本來就是遊客甚多的觀光區，但這次看到的外國人似乎比以前還多，光是在公

路上行駛過去，就看到大陸與日本的賑災基地、巴基斯坦的醫療站，以及美軍的

救援基地。美軍帶來的重型機器不但可以幫助清理殘缺的建築，也從海上接收救

援物資，難怪賑災速度能夠這麼快。 
    賑災速度雖快，但重建速度仍然漫長。畢竟，受創的災民本來就貧窮，叫他

們自己重建家園，談何容易呢？ 
    一月十一日下午，台灣賑災團隨著強帝瑪師父，晉見斯里蘭卡總理。 
    總理表示，由於這次斯里蘭卡在大海嘯中受創嚴重，亟需外國的支援，才有

辦法重建。他向我們展示了幾張規畫圖，包括有學校、村落社區、活動中心等等，

希望台灣人民能夠選擇其中一個計畫，幫忙斯里蘭卡重建。因為斯里蘭卡人民希

望能夠自主自立，所以孤兒院等等計畫，比較不受歡迎。 
    強師父與總理會談之後立即表示，他將發動台灣信徒，在斯里蘭卡的

Hambantota 省興建一千間房屋，名字就要取為「台灣村」。既然叫「台灣村」，

工程品質就不能太差，以免讓斯里蘭卡人對台灣印象不好。一間房屋有兩間房

間、浴廚房等等，約需十五萬新台幣。第一階段的「台灣村」，雖然資金尚未

籌齊，已於一月十九日破土動工，預定要興建三百間房屋，附有寺院、社區中心、

商店等等，將是個完善的社區。但願強師父的「台灣村」能夠很快興建完成，讓

斯里蘭卡人知道台灣不是貪婪之島，而是個有愛的地方。 
    這次除了跟著強師父去賑災之外，也去拜訪斯里蘭卡當地的另一個慈善團體

「薩佛陀耶」（Sarvodaya）。「薩佛陀耶」於一九五八年由阿里博士（Dr. A.T. 
Ariyaratne）創立，雖然以佛教教義為基礎，但也歡迎各宗教人士加入。「薩佛陀

耶」的理念，是希望能夠幫助斯里蘭卡的農民、鄉村居民自立自強，以自發的精

神，幫助自己的故鄉發展，不要再依靠外援。如今，「薩佛陀耶」在斯里蘭卡全

國上下約一萬六千個村落裡，都設有活動中心。由於「薩佛陀耶」是斯里蘭卡最

大的慈善組織，本來在各地就有分會，因此在大海嘯發生後的數個小時之內，就

能以最快速的反應，將賑災人員及物資分發到災區。 
    而這次大海嘯重創的最嚴重地區，是東北部沿海地區。但是，東北部內戰多



年，政府與反抗軍「泰米爾之虎」互不信任，使得賑災人員與物資很難達到東北

部的災區。幸好「薩佛陀耶」很早就向「泰米爾之虎」表明自己是個沒有政治、

宗教立場的組織，在幾年前就已經在東北部設有分會，是目前唯一能夠將賑災物

資送到東北部的團體。 
 
「薩佛陀耶」在斯里蘭卡各地都有分會 
 

「薩佛陀耶」的賑災指揮中心裡，貼滿各地區分會所要求的物資資料表。 
阿里博士曾來過台灣多次。當我到「薩佛陀耶」總部的時候，他正忙著招待來自

世界各國的記者、賑災團體。過了好一會兒，他才有空跟我講話。「薩佛陀耶」

常常有外國志工來幫忙，但從來不曾有台灣的志工，真難得他還記得我。他說，

斯里蘭卡現在很需要幫助，希望台灣友人能夠伸出援手。「薩佛陀耶」希望在這

次家園重建之中，藉由原本就有的人力、地方關係，扮演積極的角色。大海嘯發

生後不久，「薩佛陀耶」就設立了「賑災基金」，將對捐款的明細清楚記載，對各

國的贊助者有明確的交代。 
    「薩佛陀耶」的初步賑災工作已經結束，現在已經開始準備後續的重建。阿

里博士表示，「薩佛陀耶」希望能以最快速度幫助災民，進行家園重建。除了建

築房屋以外，「薩佛陀耶」也將和斯里蘭卡本國及國外的慈善團體合作，進行各

項重建工程。目前規畫的重建計畫分為十一項，各項計畫將要動用的「賑災基金」

配額如下： 
    一、婦孺及孤兒的援助，約百分之十五。 
    二、水利及生工程，約百分之十五。 
    三、建屋及搬遷費用，約百分之三十。 
    四、心理與靈性的輔導，約百分之十。 
    五、災民的臨時住處，約百分之五。 
    六、災民就業、創業及小額貸款，約百分之五。 
    七、生及傳染疾病管制，約百分之十。 
    八、通信服務，約百分之一。 
    九、賑災指揮，約百分之三。 
    十、環保，約百分之五。 
    十一、災民的法律援助，約百分之一。 
    雖然「薩佛陀耶」時常有外國志工，但其工作人員表示，斯里蘭卡教育普及，

本來就有不少技工，加上這次浩劫之後，不少人發心做志工（大海嘯發生至今，

已有近兩萬人加入「薩佛陀耶」的志工行列），普通的志工一時不缺，但是還缺

心理輔導人員及水利工程師之類的志工幫助，但願外國友人能夠幫忙。 
    最缺的，當然還是重建的經費。阿里博士就說：「台灣友人怎麼還不來幫忙

呢？我們很缺經費的！」 
    斯里蘭卡是佛教聖地，這次他們有難，台灣的佛弟子們如果能伸出援手，那



就太好了。v 
 
○1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Census and Statistics, Sri Lanka, 
      （http://www.statistics.gov.l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