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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我所穿用的海青、長衫、羅漢掛、襪子、鞋子與僧袋等都是經過漢

化的，是佛教融合了中國的氣候、文化與習俗而調整的。在僧團裡生活，還是

要表白自己確實需要這些冬衣、帽子或其他，並不是要隨意更改律制或貪心蓄

積長物。所以，僧團有大家共同約定好的制服—袈裟、長衫、海青、短褂

等，這是漢傳佛教僧人的共同制服，既不要囤積太多；同時，其他不是佛教界

共同約定的服裝款式，也不要亂套在身上，這是大家應該要堅持的。

物品夠用即可，不要貪得過多

談「捨墮」的「捨」，就是要看到此戒的重點在「不貪」，掌握的原則是

「物品夠用即可，不要貪得過多」。例如有些人囤積了好多罐的補藥、健康食

品，自己根本吃不完，結果堆放到過期。佛在世時，有居士供養畢陵伽婆蹉冰

糖、蜜，畢陵伽婆蹉也分給弟子們，因為份量很多，比丘就罐裝而儲存。後來

天氣熱，糖水融化四處漫流，環境因此變得非常髒亂。(3) 這些多出來的冰糖，

就是長物，可以先拿出來請大家食用，或請他人處理，不然最後只會增加自他

的麻煩。以現在社會情境而言，例如居士供養巧克力、麻糬，有些道場是等

分，可是有些法師可以吃巧克力，吃多少塊都無妨；有些法師年紀大有三高，

就不能多吃。又如圍巾已經有好多條，又有人來供養，這應該怎麼辦？

有些修行人捨心很強，居士供養的紅包就先存起來，如果哪個寺院需要

鑄鐘、印經、供僧、建寺、獎學金，他就拿去布施。有些錢財也就轉化為醫藥

布施，或給行善團賑災、鋪路，這也是一種「捨」。所以，如果法會供養品太

多，就會推派執事人直接處理，這也是處理物品的方式之一。

佛教裡有個名詞「百一物」，是指出家人在三衣以外，日常生活中隨身

所需的物品，佛制各蓄一件。這裡的「百」，不是確指一百，是總名其種類很

多，但是數量只限於一。例如裝水的器具，有咖啡杯、茶杯、冷水瓶、熱水壺

等，種類很多，但是功能不同。戒律裡提到，僧人都有個飲水的淨瓶，用來

喝開水或飲料；穢瓶則是出門時洗淨用。如《金剛經》裡，佛陀赤腳出外托缽

回來，坐下來用食前一定要洗腳。小小者會準備洗腳水給長老比丘或比丘尼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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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然後擦拭乾淨，才開始用餐。

現在社會跟當時印度的因緣已經不同，自來水設備很普遍，飲食用餐之前

洗手都很方便，還要再帶個淨瓶、穢瓶嗎？今日既然已經不是律典中所描述的

環境，我們知道律典裡有這些作法，就應該掌握原則，知道什麼是「捨」—

捨財、捨心、捨罪，這部分大家還要多多思量，也不可隨意而改。

持戒不僅滅惡，更能行菩薩道

公開之後，大家依照約定好的共識來施行。從戒律來看三十捨墮，幾乎

都是消極地規定僧眾不要貪著，要減少貪欲。貪欲的「欲」字，也是一個切入

點。所謂「欲壑難填」，可是人間何止一個男女的色欲而已，財、色、名、

食、睡或食、衣、住、行、育、樂，都是「欲」，都是物質生活世界的種種

「欲」。所以，佛教「欲」的含義是很寬廣的。

什麼是「食欲」的「食」？佛教中的「食」，有滋養、培育、長養與住持

的多層含義，分為四類—段食、觸食、意食與識食。「段食」是飲食部分，

「觸食」則是身體的「感受」、「感覺」，「意思食」是思想、知識的滿足，

「識食」基於前三者的力量，支持生命的存續。「食」是培育、滋長，是一種

「資糧」的概念。什麼是「欲」？我們學習佛法、推廣佛法，還要廣泛接納並

且與社會、周遭環境相互互動，這些也都是「欲」。

我們也要注重「食」，如何注重？要讓大家吃得安心，不可暴飲暴食，影

響健康；衣著要溫暖合適。平時也要運動、沐浴—如果身體很疲累，沖沖熱

水澡，身體會感到舒暢，精神也會跟著提振愉悅。這是改善大眾共同的生活環

境，提供舒適合宜的修行環境。「舒適」不一定是指很豪華，簡單也可以讓人

覺得很舒適。此外，如果蚊蟲、蛇類太多，人也會住得不安心。捨墮就是處理

「欲」的問題，要從修道、成就彼此道業與身安始能道隆的角度來整體考量。

因此，持戒修道的真正核心就在「教育」，不是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

做，就什麼都不做。如果來出家，就成天住在佛寺，不愁吃穿，就想著最好佛

寺不開門，不弘法，也不要有人來干擾，這又是什麼樣的出家人呢？學佛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