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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飛鵬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國
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物典藏鑒定委

員會委員、中華民國圖書館協會

古籍文獻維護委員會委員、台灣古籍保護

學會第三屆理事會理事。研究範圍包括：

古典文獻學、書籍文化史、訓詁學、先秦

諸子思想、佛教思想，近年致力於佛法

推廣教育。主要作品有：《圖書文獻學考

論—以中古、近代為範圍》、《黃丕烈

及其《百宋一廛賦注》研究》、《觀海堂藏

書研究》、《文獻學之傳承與探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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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今年再度來到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與諸位

專家學者共聚一堂。筆者曾在2015年、2016年兩次應邀參加

「人間佛教座談會」，分別探討了星雲大師倡導人間佛教

的思想底蘊，以及從《雜阿含經》中探索人間佛教思想的淵

源。今年想從當前世界經濟的走向與危機，討論人間佛教對

於未來人類文明發展可能提供的協助，以就教於方家先進。

一、省思改善　當前危機

自從17世紀西方工業革命以來，歷經300多年，人類社會

已進入到全面以「經濟發展」為主導的形態，「提高生產」

與「刺激消費」更成為主要的經濟活動形態。這種經濟形

態，至少帶來兩方面的重大影響。一方面，一個國家國際地

位的衡量，是以經濟發達的各項指標為依據，G7（Group of 

Seven，七大工業國組織）、G20（Group of Twenty，二十國

集團）、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亞洲太

平洋經濟合作協議）之類的國際合作組織應運而生，無法列

名其中的國家，幾乎即等同於弱國；社會上對一個人的成就

的衡量，也是以「經濟地位」的高低為主要標準，於是「世

界百大富豪」、「亞洲百大富豪」、「台灣十大富豪」之類

的頭銜，也就不停的出現在傳播媒體，吸引著眾人的目光。

而所謂「經濟地位」，說直白了，就是以其擁有的「錢財數

量」為基準，錢越多，意味著社會地位越高。影響所及，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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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的人生目標，即是「成為有錢人」！年輕人在社會一片

重視財富的潮流之中，逐漸失去方向，不知不覺成為「一切

向錢看」的世代。

另一方面，不斷追求生產消費帶來的利潤與方便，直

接衝擊到的，就是過度的開發自然資源，破壞生態平衡。例

如石油的消耗，與日俱增，據估計目前的存量只能再供應全

球使用約50年，如果找不到替代能源，人類文明可能只好退

回到農業時代。過度消費也造成大量不可回收的垃圾，堆積

在環境中，或者汙染海洋，或者破壞土壤，更加重了環境危

機。另外像是最近的新聞報導，南北極的冰層因地球暖化，融

解速度加快，如果暖化的問題持續惡化下去，最快在2040年，

北極的冰山將會完全消失，到時候人類就要面臨新的浩劫。

雖然自二十世紀末起，在先進國家的倡議主導之下，世界各

國也締結了許多保護環境的約定，如華盛頓公約（1975）、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 1982）、維也納公約（1985）、

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1997）等；台灣也自1990年代末

起，積極推動資源回收、垃圾減量，環保意識似乎已經深入

人心。但是遭受長期傷害的地球生態與環境，早就成為「不

可逆」的形勢，只會越來越惡劣。人類過著自以為是進步的

經濟生活，帶來的卻是走向再一次「大滅絕」的恐怖結果！

不可否認，追求財富，本來就是人性的基本趨向。而

其內心深處的原因，是「對貧窮的恐懼」。《史記・貨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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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

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

之民乎！」一語道出人類孳孳為利的心理狀態。然而追求財

利，固然有其必要，但如果毫無節制的追求、不知滿足的擴

大，就會陷入人性另外一個根本特質：「貪婪」的陷阱之

中。佛教將「貪、瞋、痴」並列為「三毒」，正是因為「貪

婪」是一切罪惡的溫床，所有的煩惱，也多與欲貪有關。西

方資本主義的經濟觀，是以鼓勵人的欲望作為目標，甚至喊

出「貪婪是無罪的！」可想而知，伴隨著貪婪而來的苦惱，

也只會有增無減。因為人的能力，畢竟是有限的，欲望越

大，不能滿足時，失望也就越深，心理壓力因而不斷累積。

壓力則是造成心理疾病的元兇。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統計：單單是2015年，全球就有

3億人罹患憂鬱症，占世界總人口4.3%；又據我國衛生福利

部統計，在台灣，甚至有200萬人為憂鬱症所苦，占人口比

率8.9%，遠高於世界比例！WHO已將癌症、愛滋病與憂鬱症

並列所謂「新世紀三大病症」，提倡心靈覺醒、提昇心理健

康，已經是刻不容緩之事了。

面對這樣的形勢，我們應當思考的是：當前的資本主義

經濟觀，是正確的嗎？有沒有其他的經濟思想、生活行為，

可以改善當前的危機？星雲大師所倡導的「人間佛教的經濟

觀」，或許值得我們省思。



「
人
間
佛
教
經
濟
觀
」
的
省
思

130

二、佛法無邊　另類財富

探討人間佛教的經濟觀，首先要了解的是：「財富的

種類」。世人只知追求金錢財富，不知道還有其他的財富。

《大寶積經》就指出，世上有三種財富：一是「世間財」，

也就是一般人重視的、希求的金錢財富，是最顯而易見的。

二是「功德財」，乃是行善助人所累積的善因緣、功德福

報，雖然很好、很難得，但不免仍是「有漏」的。三是「法

財」，即是能夠洞察生命真相，而永遠脫離苦惱（開悟解

脫），由於是「現見正法」（緣起法）而得到的，所以稱為

「法財」。附帶一提：在現代社會還有一種財富，被稱為

「智慧財」，這是藉著個人的專門知識、技能，以賺取財物

或利益，仍是屬於世間財的一種形式，與佛法所稱道的「智

慧」不同。

其次，要了解「財富的性質」。「世間財」是有形的，

因此是無常的、有限的。說它無常，是因為世間財必然是流

動的，不是永遠為某個人固定擁有的。《六度集經・布施度

無極章》曾指出：世間財富乃是「五家共有」，所謂五家是

（本文略有改動）：

1、 水火― 自然災害的損失，如颱風、地震、海

嘯……。

2、 戰亂―人為災害，包含縱火、戰爭破壞、街頭抗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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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盜賊―歹徒覬覦，因為錢財是引起犯罪的主要動

機之一。

4、 不肖妻子―家人竊佔，如子孫敗家、妻孥盜竊、

啃老族……。

5、 國家徵稅―法定義務，你的每一塊錢，都有一部

分是屬於國家的……。

可知世間財不是「我的、你的」，而是「大家的」。說

它有限，是說金錢的用途還是有限的，不是所有的事物，都

可以用錢買得到。正如星雲大師在《佛光菜根譚》所說的：

「有錢可以買到美食，買不到食慾；有錢可以買到醫藥，買

不到健康；有錢可以買到床舖，買不到睡眠；有錢可以買到

讚譽，買不到知己。」金錢能買到的，都是有形的事物，而

無形的財富，則非金錢所能衡量。

「功德財」本來是很難得的，因為是來自於「布施」，

也就是將自己的利益分享給他人。為什麼說是它是「有漏」

的？「漏」就是「苦惱」。因為人性中伴隨貪婪而來的，還

有「慳吝」，也就是「捨不得」，因而要將自己的財物分享

出去時，往往也想要得到某種「好處」做為「交換」，平衡

一下心裡的失落感。傳統佛教常講的：布施的人會有「功德

福報」，也可說是一種「好處」。但是仔細想想，這種心態

其實仍是功利的、有求的。正如同當年菩提達摩大師初見梁

武帝時，梁武帝因為寫經、建寺、度僧無數，而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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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自己的功德一定很大。達摩大師卻毫不客氣的回答說：

「並無功德！」這不是潑冷水，而是慈悲點醒梁武帝：「存

心為善，不是真善。」試問：如果布施甚多，而得不到自己

想要的功德福報，還要不要繼續布施呢？這時難免內心會生

起不甘、掙扎的念頭，苦惱就產生了。所以菩提達摩在《二

入四行觀》裡才會說：「有求皆苦，無求即樂。」發乎自

然，無所求的布施，才是真布施。

至於「法財」，則是真正的財富。洞察萬法實相，就

能知道一切只是因緣而生，因緣而滅，是「無常、無我」

的，所以其生活態度就會是「不思善、不思惡，一切都不

執著」。面對世間金錢財富，擁有時，善於運用，利己亦助

人；沒有時，也不會惶恐忿懣，而能守道度日。內心的覺

醒、寧靜、無苦，是任何人都拿不走的，也才是永久的。

如果經過自己的努力，配合天時、地利、環境的條件，

成為身價億萬的富翁，這時，自身生活起居所需，已經綽綽

有餘，如何處理更多的財物，就顯現出其人的智慧與修養

了。古德曾將貧、富的心態差異，分為四類，值得參考：

富而樂施富中富：有錢但生活不求奢華，也不惜財吝

嗇，樂於分享助人，而且布施不望回報，內心常存善念，坦

蕩無礙，是「身富心也富」，真正的「富貴人」！

富而無厭富中貧：有了許多錢，卻不知滿足，還想要更

多，即使拋家棄子、損害健康也再所不惜，到最後變成「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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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銀行，人在天堂」，是「身富心貧」，內心充滿空虛感、

貧乏感，仍與窮人無異。

貧而少欲貧中富：有些人雖然沒有很多錢，生活勉強

糊口，但是欲望很低，知足喜樂，甚至還能夠幫助更貧窮的

人，是「身貧心富」，比起許多富人更值得尊敬。 

貧而多怨貧中貧：有些人因為能力不足，或是時運不

濟，落於貧窮之境，然而不思如何改變思想、行為，進而改

變命運，只知怨天尤人。甚至心生歹念、鋌而走險，以非法

手段謀奪財物，最後身陷囹圄。正是「身貧心也貧」，永遠

走不出迷惑愚痴的牢籠。

《四十二章經》云：「心如功曹，功曹若止，從者都

息。」《華嚴經》亦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人

生的貧與富，不在金錢的多寡，而在內心的虛實。內心充實

的人，看見的世界，自然是富足的；內心空虛的人，看見的

世界，自然是貧乏的。

三、六和敬法　淨化人心

西方資本主義所採用的經濟方式，都只是無限制的助長

人類的慾望，而所謂的科技發明，無非也只是實現慾望的種

種手段，對於地球環境、對於人類心靈帶來的破壞與負面影

響，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那麼人類的未來，又該何去

何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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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對於「什麼是人類合理的生活方式」，曾經提出了

「六和敬」的原則，可以用現代的語境，加以以詮釋，做為

參考的方向：

1、「見和同解」—相同的生命方向

「見和同解」即是凡事都要先建立共識，既照顧小我

的利益，也保障大我的生存。真正能夠使眾人和諧的，是對

於生命方向的共識：「向於覺醒、向於離苦、向於平靜無

憂。」每個人都能跳脫「自我中心」的框架，自然就能無私

合作，成就整體經濟的進步。

2、「戒和同修」—平等的行為規範

戒在古代是指「戒律」，在現代則可指「法律與規

範」，正所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無論經商、貿易，

都要恪遵法律，不要為了賺取暴利，損害消費者或合作夥伴

的利益。如果能放下自我的過度欲貪，就能真正遵守法律，

依循規範，過著秩序井然的生活，金融風暴、經濟犯罪種種

事件也就不會發生了。

3、「利和同均」—分享的共同利益

人性之中，還有一個煩惱根源，就是「嫉妒」，對於他

人的富有，會覺得心有不平。孔子曾指出：「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論語・季氏》），「患不均」就

是嫉妒心的表現。所以合理的經濟發展，是要照顧大多數人

的福祉，要縮小貧富差距，不要使民眾產生怨恨，製造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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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立。但是也要注意到：「均」不是「拉平所得」（齊頭式

平等），而是「把餅做大」（機會的平等），使人人都能得

到合理的利益。

以下即為三業—身、語、意的表現：

4、「身和同住」—規律的生活環境

身是指「行為」，個人行為一定要合法合理，大家彼此

尊重。積極參與公眾事務，共生才能共享；個人事務要謹慎

守分，自制才能自由。星雲大師「以無為有、以眾為我、以

空為樂、以退為進」的人生觀，正是「身和」的最佳典範！

5、「語和無諍」—親切的互動方式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互動，「說話」是第一個、也是最直

接的方式，因此說話的方式與內容，往往決定溝通的成效。

有時候，出發點是良善的，但說話態度不好，引起對方反

彈，善意也變惡意。因此說話時的語氣、臉色、肢體動作都

很重要，而一切以「溫暖和藹」（所謂「有溫度」）為主要

關鍵。佛教「四攝」中的「愛語攝」，用意也相同。

6、「意和同悅」—同理的體諒包容

意就是「想法、情緒」，在群體中，對於不同的想法，

要能體諒，因為每個人的條件不同，想法不會一致，是很正

常的；對於暫時的情緒，要能包容，因為每個人的修養不

同，情緒不能控制，是很常見的。體諒、包容都是來自「同

理心」，有錢人不要太奢華、太高調，也是同理心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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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曾說：「一個家庭若能共同行持『六和敬』，

就能和合無諍、美滿快樂；一個團體若能共同行持『六和

敬』，就能發揮團體的力量；一個社會若能共同行持『六

和敬』，就能成為一個安和樂利的社會；一個國家若能行持

『六和敬』，就能成為一個富強康樂之邦。」（《佛法真

義》）說明「六和敬」對於個人、國家、社會的正面影響，

值得未來領導國家經濟政策者的參考、省思。

總而言之，人間佛教經濟觀的特質是：

1、不以追求填補個人慾望的滿足為目標，而是以群體的

共同利益為思考主軸，盡力避免貧富差距過大，以達成「均

富」為理想。

2、有錢的人，要勇於承擔社會責任，幫助需要的人。要

知道：只有自己好，別人都不好，自己的好也不會持久。

3、所謂進步，不能以犧牲人類的未來做為代價，許多科

技發明帶來的後遺症，比一時的不方便更可怕，科學家更要

有長遠思考，才能防範於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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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是睿智的襌心，它是自我解嘲，

而非取笑別人。

詼諧是智慧的言談，它是自我調侃，

而非諷刺別人。

—《佛光菜根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