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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社會需求與兼顧本業

人生存在世間，生、老、病、死是每個人都必須要面對的問題。身為宗

教師，更有責任幫助他人面對生命的必然過程，不能一直停留在鑽研教理、紙

上談兵的階段，應該走出殿堂回應人們。除了死亡的臨終安頓，舉凡結婚、生

子、遷居、開業灑淨等，都有宗教師可以協助之處。

在回應社會需求的願力下，宗教師很自然地從出世間而走入世間。

經懺佛事與寺院經濟來源

二○○四年，我去香港帶領當地的比丘尼眾研讀《比丘尼戒相表記》，講

解佛陀在世時的制戒因緣。讓大家了解：佛世時的比丘尼，如何持戒收攝自己

的身心，如何與大眾共住，與在家人的關係又是如何維持，以及佛陀如何依當

時的社會民情制訂適宜的戒律，以規範僧眾、回應社會。

每一條戒律都有其不同的制戒因緣，佛陀的處理方法也都各不相同。隨著

制戒因緣的討論，香港的尼眾也開始反思自己的處境。她們說中國大陸的法師

到香港接經懺佛事，影響了她們的經濟來源。我想，從這個現象可看到香港社

會對宗教的需求。

佛教弘傳至中國開展出漢傳佛教，傳至南亞而發展出南傳佛教，傳至西藏

則發展出藏傳佛教。各系統的佛教必然共同要面臨的，是與「死亡」有關的事

務―經懺佛事，有時這也是寺院的經濟來源之一。

在香港，有很多法師不想接辦經懺佛事，但喪家又有實際的需要，於是大

陸的法師便接手經辦了佛事。久之，香港寺院的經濟便受到影響。所以，尼眾

們自是有些擔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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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寺院經濟的主要來源如果是經懺，僧眾放在經懺

的時間與心力比重過多，可能就會妨礙了本身的道業。一般法師做一天經懺佛

事的供養，遠多於弘法演講，於是有的人便以經濟豐厚為考量，而由講經弘法

轉為做經懺佛事去了。如此，佛法的推展又將置於何地？

經懺佛事與本業的平衡

佛教普及之後，即使亡者或家屬所信仰的是一般民間宗教，大眾也都能漸

漸接受佛教的薦亡佛事，都冀望念佛以往生西方。所以，佛事的需求量增多，

而且主張要念八小時、十二小時、廿四小時不等。若果如此，在僧少事多的情

況下，僧眾的精力一定會過度消耗，這是一個不得不正視的問題。

回過頭來說，回應社會的同時，出家的本業更是要照顧。什麼是出家的本

業？就是要持戒、修定而開智慧，以獲得究竟的解脫。如果為了回應信眾需求，

而無多餘的時間修持本業，便會得不償失了。經懺佛事是社會的需求，修持佛

法則是僧人的本業，如何在經濟與道業之間取得平衡？

一九八○年代的台灣佛教，助念的風氣十分盛行。我問其中一位推動助念

的法師：「現在還去助念嗎？」

他說：「剛開始弘法時，我勤於推動助念，現在我本身只能隨緣做了。」

「為什麼？」我問。

他嘆了一口氣說：「我簡直快累壞了，沒有時間休息，身體受不住啊！」

「你可以派徒眾帶一群居士去念佛，把居士組織起來，讓居士去助念，他

們也可以多種善根、福德啊！」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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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我們現在就是這麼做的，讓已修行多年的居士去念佛結緣。」

由法師帶領居士前往喪家念佛，這不但解決法師人力不足的問題，也可兼

顧僧人撫慰人心的使命，又能穩定寺院經濟的來源，這何嘗不是一個適當的改

變與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