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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諍事羯磨與諍事羯磨
——僧團事務與爭端的處理原則僧團事務與爭端的處理原則

佛教有個詞語「羯磨」（karma），意譯為「業」，就是指行為、作業、家

業，本質上就是一種行為。所以，「羯磨」就是佛教裡的一種儀式、作為、作

法，各種僧事的處理流程，就稱為「羯磨」。

例如有個人要出家，他就必須經由一個手續或儀軌後，才能正式取得僧人

的身分。僧團要進行財物分配、提案討論、懲處違犯戒律之僧人等，都有相關

的規定與作法，這些作法是公開的，是由團體內大眾共同來審定的。所以，佛

教是有制度的，而且所有的規定都很清楚，都有一定的程序。僧眾透過羯磨法

處理僧事，仲裁議論，並取得眾人認同而行事，如此便可帶動僧團的和合與進

步。

羯磨法依類別可分成「諍事羯磨」與「非諍事羯磨」，先說明「非諍事羯

磨」。

非諍事羯磨—處理僧眾的一般行事

「非諍事羯磨」就是指僧眾日常生活或一般行事的處理指導，如寺舍、衣

缽、藥物、財物等相關作法，透過這些作法，僧眾便可安身辦道。談到分配僧

物，例如分配寮房（僧眾房間）或辦公室，當然是自己的愈大愈好，還得配裝空

調、書櫃，一應俱全。可是為什麼你的空間要比較大，別人就得比較小呢？或

者要依據執事大小來加減設備呢？這個是必須先經過大眾討論的，這類僧事都

是在「非諍事羯磨」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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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的事項是非常瑣碎的，如衣缽中的「衣」包含了僧眾穿戴配件的

規定。如鞋子的材質，要穿布鞋或皮鞋？佛在世時，有比丘問佛陀：「佛陀！

我們當地處處都是荊棘，路很難走。尤其冬天很冷，這些袈裟穿不暖和。請問

可不可以穿皮衣、皮鞋？」佛陀回答：「就把它當作是為了治療你的身體，不

要讓腳受傷，那當然是可以的。」(1) 佛陀的回答裡透露的觀點是什麼？僧人除

了要照顧生活基本需求之外，記得不要糟蹋自己的身體。這並不是花工夫講究

吃穿，是要穿皮鞋或哪種鞋，而是要維護好身體這個法器，好好用功與弘法才

對。

律典有「藥犍度」(2)，此處的「藥」談的是僧人的飲食規定。將食物當

作「藥」來看待，「正事良藥，為療形枯」(3)，所以，佛教將晚餐稱為「藥

石」，吃晚餐是因為身體的需要，並非為了貪著好味而食。這些都是佛陀對僧

眾日常生活行為、行事的指導。大家好好地研讀戒律，就可以知道佛陀不是只

宣說「苦、空、無常、無我」，還有更多的是要安頓、排解僧眾大大小小的

生活事相，我們也需要從中學習佛陀的智慧，並掌握分判修道生活的態度與原

則。

「非諍事羯磨」也談到僧團新成員加入的規則與作法，那就是「受戒犍

度」(4)。佛教對於要加入僧團的新成員是有資格審核的，也就是常說的「十三

重難」(5) 與「十六輕遮」(6) 等規定。仔細閱讀這些規定，都是與個人身心、財

物或家庭關係的相關要求。

例如，如果出家前，這個人身體就不健康，僧團便得考慮可否能一直長

期照顧。又如有人倒會，然後想出家當和尚以躲避債務，你覺得這樣可以接受

嗎？如果病已痊癒，或某些罪犯已服刑完畢，也可允許其出家。但是，殺父、

殺母、殺阿羅漢等犯五逆罪的人，佛教不會接受其出家。

還有些病症，例如有癲癇或精神方面的問題者，也是不允許出家的。有人

以為佛菩薩法力無邊，心神失控發狂了，就趕快出家，如此精神疾病就會恢復

正常。這樣做可以嗎？佛菩薩確實有不可思議功德，但在病人未康復之前，仍

需要有人照顧，這些都是僧團在接受新成員時必須考慮的問題。因此，佛教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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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欲出家的行者，在身心與社會關係上，是有條件限制的。

但是，出家之後，還會不會生這些病？如果出家之前並未發現，經過如

法程序進入僧團後才犯病，僧團就要完全負起責任，這才是宗教團體的特殊之

處。有人曾經說我認為年紀太大才來出家不好，其實這不是我的看法，是佛教

本身對出家年齡就有詳細的規定。

佛陀曾說過，求出家者至少要有辨識學習的能力，有自理日常生活的能

力。可是出家人也會老、會生病，將來準備怎麼辦？我的回答是：「住眾衰

老、生病，僧團一定負責照護。可是，僧團當然更希望身心安穩的社會菁英來

到佛門，才能為社會、佛教貢獻更多。」這樣看待佛教出家的條件，乃至出家

之後僧人日常生活行為的指導，就能明白佛陀並不是從單一角度來處理僧眾、

僧事，是同時考量社會的觀感、法律，以及人才的栽培與發展。

諍事羯磨—處理僧團的爭端

「諍事羯磨」就是處理僧人之間的爭執，如「瞻波犍度」(7) 即是。但是，

我現在要用律典裡「亡僧」遺產的處理，來解釋佛教與社會的重疊性。

佛陀時代，憍薩羅國有位跋難陀比丘往生，他生前接受了許多人的供養，

因此留下大筆的財產，包括土地與房子等。國王波斯匿王就說：「這些財產是

我們國家的。」他的俗家眷屬也說：「他是我們剎帝利族的，這些財產當然是

我們家的。」好多人都爭相跑來分財產。現代社會也看得到這類情景，只要人

一死，兄弟姐妹、叔姑舅媽都想要分一份遺產。跋難陀比丘除了留有遺產之

外，還有負債，所以連債主也趕來了。他也有些東西寄放某比丘處，某些東西

又寄放在另外一位比丘處。這些東西該如何處理？於是大家開始爭執遺物該如

何分配，這就是佛教所說的「諍」，僧團要如何處理？(8)

僧團說：「那棟房子、那塊土地其實是借他的名字登記的，並不屬於跋

難陀家族。」要如何證明呢？要如何處理？就台灣的法律而言，以登記為憑。

如果是國外的道場，就以當地的法律來處理。諍論時，處理重點不是為了爭財

產，而是如何處理才得當，要如何才能合情、合理、合法，這是佛教必須面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