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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專論 

   佛教經濟思想的基本內涵 

    ─經濟與金融層面之歷史考察 

黃建森  

 

一、引  言 
 

科學與宗教可以是對立的，也可以是相融相成的。當朱清時校長遇上南

懷瑾大師，並以南師為導師，朱清時具足豐富的科學新知，南懷瑾擁有深厚

的佛學素養，兩人展開了科學與佛學的人間大接觸，佛法一切唯心造，物質

世界確實也是意識參與的結果，也是唯心造，佛學與量子力學正式展開對話，

佛學佛法不退潮流，佛學佛法引領潮流，果真不可思議，不可思，不可議！ 

我對佛教經濟思想的接近與探討，得力於恩師吳濟寬博士的啟發，同時，

近半個世紀以來，得到印順導師、宣化上人、懺雲法師、妙蓮老和尚、聖嚴

法師等法師的指導與開示，令我在佛教經濟思想有所感悟與了解。佛教有別

於一般宗教，佛教經濟思想不同於一般經濟思想，且讓我們一步一腳印地進

入它的堂奧世界，同時，讓我們就經濟與金融層面作一歷史考察，共同探求

佛教經濟思想的基本內涵。本文掇拾拙著「經濟思想史」（華泰，1994）佛教

經濟思想章節相關論述，並加以刪修增補，特別予以說明。 

西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 2 年），佛教傳入中國，在中國生根發揚，佛

敎逐次中國化，同時，中國佛教發展雖見坎坷，卻也依然成為佛教的主流，

今日，兩峽海岸（特別是台灣）依然是佛教的主要聖地，台灣福地儼然已具

佛國芻型。中國本是佛國，中國經濟思想具足三大特質：其一是是（心物合

一），精神與物質並重；其二是經濟倫理、產業發展與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

兼顧；其三是均富樂利、人人發財與安居樂業皆得。回顧中國傳統社會意識

型態，曾經遭遇兩次外來之衝擊，第一次經濟思想之衝擊，發生於東漢時期，

是時原始佛教由印度傳入，偏重唯心思想，第二次經濟思想之衝擊，係指晚

清時期，來自西方的物質文明，傳入偏重唯物思想之經濟觀念，主張經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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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道德可以分開，有識之士覺知唯物思想存在瑕疵，力倡經濟不能脫離倫

理與道德。 

經濟學的主角是人，合作經濟學主張人本、人性尊嚴，經濟行為之研究，

其主角為「人」，財富之輾轉，其實是人類行為之改變。簡而言之，經濟事象

之表露，可謂存乎人的「一念之間」，佛家立足於「心」，以心為出發點，探

討慾望之收放與役物之輕重，其終極在於眾生平等，破執離相。 

佛教文化浩瀚深邃，最近數十年來，因緣具足，佛教大舉傳布世界五大

洲，特別是美國，宣化上人苦心創辦的萬佛聖城及星雲大師策劃的西來寺（但

知澳洲布里斯本亦建有中天寺，淨空法師亦開闢淨宗道場，上述兩寺，筆者

親訪數次），對人類而言，是一大良緣，對佛教而言，是延續慧命。本文探究

中國佛教經濟思想，先行探求福田觀，闡述無盡藏及金融業務，再引介叢林

收支制度，試圖由中得到一些啟示。 

在此，我要特別指陳，個人再三斟酌與審思，決定以「金融業務」取代

傳統論述的「金融事業」，因為在我粗淺的認知中，佛教充其量可以善巧方便，

不論理由如何，經手或經辦一點「近似金融業務」，說它是「金融事業」，同

時過度強調其發展與成就，不一定有益於佛法之傳播。如果吾人加以比對，

好比國民小學成立消費合作社是可以的，結合教育與合作精神，但是小學兼

辦冰棒工廠，並且擴大規模，似乎沒有那麼重要，賣賣冰棒是可被接受，把

冰棒視為「事業」，恐怕失去焦點了。 

 

二、佛教福田觀之要旨 
 

中國人崇尚多子多孫多福，兼有「五福臨門」之言。農業社會的「五福」

觀念，溯源於尚書洪範篇「饗用五福」，五福即指壽、富、康寧、修好德及考

終命（善終）。質言之，所謂五福，不僅止於財富追求，尚包括人際倫理，並

賦予經濟性格。 

佛教思想力倡卓越人性，試圖調和感性、理性與智性，進而超越三者，

跨越感情、愛情、大愛與博愛，直達慈悲與大慈大悲之境界。佛教經典對福

田之論述，已將福田化為慈悲，布施、福業、福田及福德，皆從財富提升至

心性層次，是即昇華至宗教領域。佛門弟子修行精進以迄解脫，仍當發大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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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眾生無邊誓願度，所謂大發菩提心，未發菩提心者，終究未克成佛。 

㈠ 福田思維 

佛家揭示福德具足、萬德莊嚴，眾生福慧雙修，超凡入聖，轉識成智。

佛家探討福德之德，係指德行之聖位，係最尊至貴者。關於福德之詮釋，

經典言之精闢，「增壹阿含經卷第十二」有言，「以獲第一之德，便受天上

人中之福，此名第一之德」。福田，猶如農夫播種於田，一分耕耘，多少有

些收穫。我親見石碇山居人家，大門對聯寫著「每天多少種一點，早晚希

望有收成」，橫批「「別讓土地不開心」，淡泊具妙味，山居亦脫俗，居士果

然藏身山林中。佛家主張行善布施於先，受諸福報於後，以田譬喻生長，

故名福田。 

福田之種類，經典上之劃分互見差異。「大智度論」將福田分為憐愍福

田及恭敬福田；「優婆塞經說」將福田分為報恩田、功德田及貧窮田；「華

嚴探玄記說」將福田分為恩田、敬田、德田、悲田及苦田。依據佛教經典

主張，福田觀誠為大乘佛法之慈悲表現，倡導社會福利及安全制度之實施，

而後演變為濟貧思想。中國晉代以來，若干社會公益事業藉此因緣達成，

諸如悲田院專給貧窮孤獨者暫住，並提供飲食，相形之下，為促使施者與

被施者之淨化與提昇，即有敬田院之設置，以利修行證道，共植福田。 

㈡布施思維 

大乘佛法之六度，布施列居第一，此一論點在世間法言之，亦十分貼

切。中文「大乘義章十一回」有經典「以己財事分與他，名之為布；己惠

人，目之為施」。大抵言之，凡人行布施，其心理容或存在二想，是即淨施

及不淨施。所稱淨施，係指布施而不求世間之名譽及福利，但為資助出世

之善根及涅槃之因，以清淨心而行布施；所謂不淨施，係指以妄心求福報

而行在施。近年觀察淨施案例，台灣品豐大中華投顧蔡彰鍠董事長樂善好

施，發願捐贈 22 部復康巴士予台灣六都及十六縣市，是即淨施之典範。 

關於布施之種類，「大智度論三十三」說得十分明確，其一為財施，捨

財濟貧；其二為法施，說法度他。此外，「大智度論十四」亦有財施、法施

及無畏施之說法。「菩薩善戒經一」亦有筆施、墨施、經施及說法施之分類。

「賢愚經諸經要集十一」亦見施遠來者、施遠去者、施病瘦者、施飢餓者

及施法人之說。「俱舍論十八」亦有施客人、施行人、施病人、施侍病、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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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林、施常食及隨時施之說，亦見隨至施、怖畏施、報恩施、求報施、習

先施、希天施、要名施及為莊嚴心之說。 

盱衡世道潮流與經濟社會需求，布施當以財物施與他人為本，此可視

為一般通義，不過由於立場、條件與環境不同，出家法師以法施為本，在

家居士以財施為主，此正符合「大智度論二十九」之主張。 

再者，吾人探求布施與被布施者之心理狀態，大抵言之，其授受心理

凡四，是即施者淨受者不淨、施者不淨受者淨、施受具淨及施受具不淨，

詳見「大般涅槃經二十四」。佛家主張施受具淨，共種福田。布施之物需要

善物，不殺、不偷、不奪、不繫、不鞭、不欺、不狂之淨物，或多或少隨

時隨喜布施，為人間添加善事。 

 

三、佛教無盡藏與金融業務 
 

㈠無盡藏釋義 

無盡，無為法離生滅之相，故為無盡。佛教經典有四無盡之說，是即

分別無盡、慧無盡、明智無盡及總持辯才無盡。無盡藏，依佛經所示，德

廣難窮，名為無盡，無盡之德包含其中曰藏。 

無盡藏頗多類別，「華嚴經」載，功德林菩薩華嚴會上，為諸菩薩說十

無盡藏，一信藏、二戒藏、三慚藏、四愧藏、五聞藏、六施藏、七慧藏、

八念藏、九持藏及十辯藏。華嚴宗倡研此義，無盡藏及緣起法門，一切法

相互為緣相互起法，緣一法起萬法，緣萬法起一法，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弘一大師、宣化上人對此有精闢之解說。再者，就宗教情操言之，佛教有

無盡燈之說，一燈點燃千千萬萬燈，促使眾生皆成正等正覺，自利利他，

筆者曾經目睹南投埔里妙蓮和尚主持靈巖山寺，每逢七月中旬，必有萬盞

光明燈同時點亮，莊嚴無比，是即無盡燈火燈燈相連之著例，也成就另一

美麗的連鎖。 

無盡藏觀念之引申，落實在解決經濟生活之運用，的確發揮若干金融

功能，尤其奠立利息理論之基本原則，在佛教興起的印度產生借貸業務，

藉佛教之東傳，亦將此一子母無盡輾轉生利的行業引到中國與日本，進而

擴及其他地區。當然，「生利」不是目的，只是透過生利，足以維持基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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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即使不假外求，也足以延續生命與生存，是故，維生是主軸，生利是

附帶事宜。 

㈡僧伽團經營金融業務 

  1.經營緣由 

為開拓宗教領域，原始佛教僧伽團對於施主慈悲喜捨之財物，行方

便門，可以輾轉生利，俾資充當伽藍營建或修繕之用，或供佛法僧三寶

日常之需求，在弘法利生無私大我之觀念下，將財物輾轉妥用，增加僧

團公眾之財富，此為佛教戒律所許可者，誠為自給自足之展現，其動機

與目的，與一般俗家有所差別。 

至若造塔，亦列具供養塔法，寶物可供生利，所謂塔物翻轉得利供

養塔，並經佛陀應允。他如花果之類，除之分配使用，倘有剩餘，亦可

寄存輾轉生息，置居無盡財之中，此種生活規律，對僧伽團亦見頗多約

制。依據教義，處理無盡財，不許比丘私人營利，主張僧團有條件之生

利，對利息之出納，亦當具備書契，報告執行者清點。大抵言之，生利

有節度，必須嚴守佛教規制，它是僧團的事，而非個人一己之私。 

其次，提及資本累積，由於佛教發展興盛，此一觀念已見進步，財

貨累積猶如蜜蜂採蜜，積少成多。「見長阿含經」有言，「積財從小起，

如蜂集眾化，財寶日滋息，至終無耗損，一食知止足，二修業勿怠，三

當先儲積，以擬於空乏，四耕田商賈，澤地而置牧，五當起塔廟，六為

增房舍，在家勤大業，善修勿失時，如是修業者，財家無損滅，財寶日

滋長，如海吞眾流」。的確，吾人皆悉積小財成小富，小富由儉，聚沙成

塔，凡眾不懈怠，四時勤於世事，當可增益財富。 

所得利用方面，收入四分之一用於飲食，四分之一用於田業，四分

之一用於貯藏，四分之一用於商賈生息。上述配置法則，用於今日個人

理財，似亦見異曲同工之妙，真是原理原則不退流行。雜阿含經」有言，

「始學功巧業，方便集財務，得彼財物已，當應作四分，一分自食用，

二分營生業，餘一分藏密，以擬於貧乏，營生之業者，田種行商賈，牧

牛羊興息，邸舍以求利」。上述四分法，不失為理想之分配模式，其宗旨

在中規中矩，避免偏頗誤用，也足以說明在佛教典範之中，其穩健務實

之財務操作與資源配置，財富來之十方，用之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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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行乞弘法，衣食施主供養，免除置產之累，是苦行者絕對自在

之典範。惟釋迦牟尼佛弘法四十九年，追隨者日益眾多，以學佛作聖為

己任之行者集聚一起，終乃形成僧伽團。團體既立，民生問題應運而生，

為維持團體生活之延續，對財貨勢必加以經營與管理，立基於宗教哲理，

建立錢財處理方式，運用及於現實生活，即可導出僧伽團經辦金融業務

之原由及重要性，不過，個人依然再度主張，以「業務」兩字取代「事

業」，避免引發世人之疑慮與誤解。 

  2.內部演變 

就小乘經典言之，原始佛教僧伽團為經營與維繫共同生活，並未禁

止金融借貸生息，生利所得用於供養三寶，如此，生息不止，其利無盡，

是即無盡藏或無盡財，其對象以金錢為主，兼及金銀珠寶及玉石之類，

佛教有此思維，理當係促進永續發展之需求。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後漢鴻臚寺、白馬寺與三國東吳建初寺，若依

其性質與規模而言，寺院猶如貴賓會館或招待所，迄未構成僧伽經營業

務之場所，魏晉時期，西域傳教士東來者與日俱增，譯經逐次普及，佛

教與神道之差異日益澄清，佛學家人才濟濟。佛寺漸多，住寺僧人皆受

供養，除了從事譯經，並未涉入經濟行業。以美國萬佛聖城宣化上人創

辦的譯經院為例，寺僧多人從事經典翻譯工作，亦未兼理庶務。宣化上

人且有「餓死不攀緣」之開示，更何況相關生利業務之經辦。 

回顧漢未亂世，生民塗炭，企求福田加益理念，漸入民心，中原諸

多知識分子為求明哲保身，紛紛南遷投入山林，復以寺院道場山清水秀，

堪稱福地，投入寺院可得養生機會。因此，寺院人力與財力逐次累積，

加以大乘佛法自度度他，願力無邊，寺院經濟終乃應運而生。 

南北朝以來，天下名山多處闢為佛門聖地。北魏末期，洛陽寺院多

達一千三百多所，天下寺院多達三萬餘處，僧尼合計二百萬人之譜。儘

管南朝帝室未必能夠深究佛理，惟對功德與福報之說則引發興趣與關

注。諸如廣建寺塔、塑造佛像及舉行法會等項，頗能隨喜支助寺院。除

了本著佛教福田思想，興辦種種福利與救濟事業，在金融業務方面，亦

依無盡藏思想設庫融資，一般以抵押貸款最為普通。（吾人暫勿以銀行法

的角度去評論它，此亦為筆者個人始終強調並認同以業務取代事業之重

要思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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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基於無盡藏理論，秉承南北朝質錢風俗，迄隋代開寶年間，長安

真寂寺信行法師倡行三階教，五十多年間，寺院經濟已具相當實力。三

階教重視布施，其主張十六種無盡藏法，是即供養佛、供養法、供養僧、

供養眾生、離一切惡、修一切善、施香、施燈燭、施洗浴、施鐘唄、施

衣服、施房舍、施床坐、施食器、施炭火及施飲食，規範堪稱完備。 

大乘佛法自利利他，菩薩依大悲心立無盡藏法，一如上述，六波羅

蜜布施為首，上同諸佛，內應佛法，外利眾生，窮盡法界眾生盡此藏及

盡，法身無盡施行無窮，由境界常行相續，故立無盡名究竟深廣，含蘊

一切故名藏，藏有軌儀復名為法，故曰大乘無盡藏法，以無盡藏施三寶，

即是敬田；貧窮者現作無盡藏，以勸道之，令發菩提心，即是悲田；若

人以無盡藏物施貧下眾生，足以勤發善心，若有貧窮人，以少財物同他

菩薩無盡藏施，亦足漸發菩提心。 

唐高祖武德二年，真寂寺更名化度寺，信義法師於寺內設有「無盡

藏」，寺院金融業務遂以無盡藏院見稱，迨至唐玄宗勒禁三階教為止，百

年之間，寺院金融業務鼎盛一時。察考唐代金融業，設有「櫥坊」、「質

庫」；五代「質庫」分公營及私營兩種，迨至宋代，信用貨幣逐次普及，

公營稱抵當庫，私營稱質庫，寺院稱長生庫，三者並存。至若宋代寺院

金融業，常見者凡長生錢、質庫及寺庫等；主持其事者亦見不同之稱，

諸如庫司、寺庫司、庫子及庫頭等等。 

  3.業務消長 

佛教不分漢藏顯密，大抵揭示四聖諦、十二因緣、八正道及因果律，

係增伽所共同認知者，僧人內心無明破盡，衣食住行自有明智配置。職

是之故，佛家辦理金融業務，並不側重僧伽所得之增加，其目的乃在於

佈教之利便。 

所謂四聖諦，係指苦諦、集諦、滅諦及道諦，諦是真理之意。苦諦

是對於人生價值之判斷，世俗一切本性皆苦；集諦係指造成世間人生及

其苦痛的原因，是即佛教所謂的「業」與「惑」；滅諦係指斷滅世俗諸苦

得以產生的一切原因，或謂根絕一切業障與無明；道諦則指超脫苦集的

世間因果關係，從而達到出世間之涅槃境界的一切理論及修行方法。 

所謂十二因緣，亦稱十二緣生，為佛教三世輪迴之基本理論，包括

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及老死十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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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十二支或十二有支，佛教修行之最終目標在於擺脫十二因緣之束縳。 

所謂八正道，是即八種通自涅槃解脫的正確方法或途徑，包括正見、

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及正定，依八正道修行，可

以超凡入聖，自迷界此岸到達悟界彼岸。 

所謂因果律，實即佛法之根本精神所在，離開因果，即無佛法，如

是因，如是果。懺雲法師曾經開示佛門弟子，務須「深信因果」，道理既

淺鮮又深邃。 

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救度天下眾生，企求眾生皆能成就正等

正覺。佛佗慈悲特許僧伽團營造無盡，宗旨在於供養三寶，促使僧伽慧

命得以延續。 

接著，吾人探求中國佛教寺院金融業務歷經成功與沒落的原由，茲

分述如次： 

⑴三階教金融業務發展成功之原因 

①立論中和：秉承佛教慈悲喜捨之宏願，無盡財，無盡燈，慧命無盡，

立論崇高，思想慈悲。 

②法師行正：信行法師嚴修持戒，樹立楷模，奠定制度，眾所欽佩。 

③弟子人和：信行法師傳下衣缽，徒眾一心，成事在人，人和則昌。 

④帝王護持：隨唐帝王及宰相，莫不尊崇法師，為宗教發展不可或缺

之助力。 

⑤京畿地利：唐代建都長安，長安萬商雲集，佛教傳入中國，適逢良

辰吉地。 

⑥社會安定：大唐盛世自唐太宗以迄唐玄宗，經濟社會安定，金融順

勢發展，吸納民間游資，業務乃呈榮景。 

⑵三階教金融業務沒落的原因 

①用人非宜：事業經營在乎寺中掌櫥者是否端正，人世間各行各業人

才不免良莠不齊，時而公款私用，時而非用於正途，終乃為人詬病。 

②日久樹敵：三階教盛極一時，無盡藏院富甲天下，世人非議，為政

當局忌諱，遂遭禁斷。 

③內部失和：三階教興業有成，他宗斥為異端，往後教內不和，訴訟

屢見。 

④環境變易：玄宗時代為唐代興衰之轉捩點，宗教文化亦見消長，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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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藏偏向金融，頗受經濟蕭條之衝擊。 

 

四、佛教叢林收支制度 
 

㈠叢林之理念 

「叢林」一詞乃叢集如林之意，或可謂志在山林，修行者如麻似栗，

叢集如林。「百丈叢林清規證義記」有云，「叢林」二字係比喻者，叢林半

為草木葺聚之義，以此言喻僧坊為眾所止之處，行人棲心修道之所。此外，

律中有道，凡僧人上至百千同住一處，學佛修法，如水乳合，皆名叢林。

中國大乘佛教秉承原始佛陀教義，融合中國道統文化，鑄成獨特之叢林組

織。 

佛教僧伽團後稱佛教道場，禪宗道場名之叢林，佛教叢林之設立與儒

家思想體制關係密切。論語學而第一「居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就今日

角度言之，食無求飽，是指七分飽，居無求安，是指不追求安逸。孟子曰：

「養心莫過於寡慾，其為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慾，

雖有存焉者寡矣」。荀子曰：「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

則必爭矣」。孔孟荀三子，代表儒家傳統對慾望之看法。大抵言之，叢林規

約大都制慾，係修行生活準則之一。 

儒家財經觀念值得參酌，大學篇「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

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儒家教人多生產，少消費，才能有所

積蓄。禪宗接受儒家財經思想，百丈禪師不願接受皇室及施主供養，僧格

清高克己修行，重視並體認「治生產業皆佛道」、「轉物同如來」之觀念。

相傳馬祖禪師設叢林，百丈禪師立清規，無清規則無叢林，無叢林則清規

亦不立，兩者實乃相輔相成，但知因緣具足，佛教乃能大興。 

㈡叢林之支出與消費 

依據佛門寶訓，「常住一粒米，大如須彌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

叢林每一粒米皆用以接引眾生，因果之大非同小可。常住之一草一木由十

方供應，被供養者亦當發大悲心，精進修道，弘法利生。 

叢林僧眾多寡不一，多者以千計，少者也有八九人，為維持僧眾生活，

每天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基本生活是有所需要的。

茲就公共支出食衣住行分項略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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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 

伙食費是叢林最大的公共支出，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在中國禮教

社會之下，叢林大鍋飯，事有專執，食有定食、定量，精進者過午不食

（如是我聞懺雲法師開示，午間 12 點 15 分之後不食之意），苦修者日中

一食，大家一起吃，行動一致，菜餚一樣。吃飯時心存五種觀念：一計

功多少，量彼來處；二忖己德行，全缺應供；三防心離過，貪等為系；

四正事良藥，為療形枯；五為成道業，應受此食。可知，出家人這一飯

碗並不易端。憶念埔里靈巖山寺五觀堂寫著「五觀若存千金易化，三心

未了滴水難消」。仰念當年開山祖師妙公老和尚的苦心與自本法師的精心

策劃，兩位大師已然離去，佛法教育長留人間，筆者有幸 1990 年代初期

皈依妙公，並悉自本師捨己為寺之始末，心衷多所不捨啊！ 

再者，叢林飲食規距，不分男女老少，不准多添油醬（仰念師父慈

悲，依我個人經驗，幾乎每到一處，師父皆有額外加菜，款待我們這一

群佛界的老頑童），不許私設小灶，早餐吃得早，稀飯很稀，中午吃乾飯，

往往行過堂飯；晚上依戒律「過午不食」，勞動者或體弱者例外，名之為

「藥石」，避吃飯之名，視飯若藥，契合佛法規制。 

2.衣 

中國傳統禮制，重視衣冠，二千多年來，中國眾僧穿著漢裝，象徵

地在衣上加補一塊類似納衣之布，由於社會環境不同，納衣在中國佛界

色樣不一。太虛大師指出，「法衣總有四種：縵條依，無田相，沙彌眾必

見此衣，正信士亦服之。五條衣、七條衣、九條衣，此三種衣皆有田相，

故謂之福田衣，⋯⋯凡苾蒭者必須人人各具此三種衣。⋯⋯其色務近灰

壤，以符袈裟之義」。台灣地區中國佛教會決定將法衣改為金黃色，以示

「佛要金裝」之莊嚴，金黃色十分亮彩，頗具榮耀光明之氣度。 

十方叢林對衣服費之開支，只有常住僧眾，每年春秋兩次；傳戒期

間，有施主供養與否，個別自理。外來清眾，不供應衣衫。相形之下，

只要上殿或禪堂跑香衣衫整齊，威儀如法即可，平常工作服可以隨意，

惟褲管綁腿視為必要，除非天寒，以不戴帽為準，避免時生昏沈。 

3.住 

中國佛教叢林之寺院建築，既為僧伽生活之寶地，又是佛教徒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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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堡壘，寺院採行中國宮殿式設計，獨具人文思想。有緣人初抵山門，

常見彌勒菩薩笑面迎人。猶記台南市名剎開元寺內聯對在前，「大肚能容

了卻人間多少事，滿腔歡喜笑開天下古今愁」。再進去但見四大天王嚴肅

面孔，表示入佛門得鼓起勇氣，勇猛精進，所稱四大天王，係指東方持

國天王、南方增長天王、西方廣目天王及北方多聞天王，泉州開元寺內

的四大天王，是佛教的世界級國寶；進入大雄寶殿，莊嚴雄偉，頂天立

地，佛菩薩垂眼慈悲，慧眼視眾生，宇宙間最高文化在此。此故，寺院

之配置具足教學意義，此一聖地是出家僧眾的家，亦是他們的學校，對

住的問題有一定的安排，僧寮是住所，每人一舖。 

在公共支出之中，建築費用所佔比例甚巨，一所大叢林之形成是歲

月之累積，不但要分階段完成，同時還要經常修補；筆者曾經參訪杭州

靈隱寺、泉州開元寺、廈門南普陀寺、福州湧泉寺及西禪寺，所見大抵

如此。寺院對於天下僧眾，來者不拒，掛單居住不必支付費用，有的對

臨走之參學者，猶送些許路費，俗稱「草鞋錢」；對於常住每季發一次零

用金，叫做「襯錢」；凡此，皆視為寺院公共支出。 

4.行 

「金山寺規約」有載，「出家不參方，猶如菩薩不開光」。雲遊十方，

四處參學掛單，習以為常。惟通往叢林之路，每每崎嶇難行，愈可彰顯

參學者之功力與誠心，六祖惠能大師朝黃梅，禪宗虛雲大師朝九華，佛

界引為佳話。 

行的問題對叢林影響不大，支付參學者之草鞋錢，寺院亦量力而為。

基於工商業社會所需求，寺院備有交通工具以代步，此誠順應環境求其

方便之況，可許可理解。至若台灣坊間曾經有過豪車多部，億來億去，

名為信眾供養，非佛道佛門之事，藉此明斷，免生誤導。 

㈢叢林之收入與生產 

叢林培養僧才，成就大乘佛教莊嚴道場。為維繫團體生活，延續佛教

慧命，必須具備足夠的財源，財源之籌措，不外自助與他助，自助在於自

力生產，他助則由募捐與信徒供養而得。 

1.出坡 

佛家講出坡，出坡係指務農而言，出家人從事耕作勞動，以農作物

養活自己。百丈禪師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叢林出坡列為每日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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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代代相傳。開墾山林農田，自耕自食，募化為輔。台南大仙寺方丈

開參老和尚，以莊稼漢自居，終年務農下田，令人讚嘆；少年時期我經

常叩訪的台南開元寺，亦留有大片耕地，由師父們輪番工作，井然有序，

汗滴不苦，可享務農之趣。 

2.收租 

十方叢林歷代傳承，山林土地有增無減，租息成為公共收入之大宗，

全部用以供養僧眾，行有餘力則賑濟貧民，符合佛陀慈悲濟世精神。寺

院收租與世俗有別，每年夏秋兩季上田收租，專人掌管其事，大抵由副

寺負責，收租人態度謙和，大公無私，威儀具足。高旻寺規有言，「會收

租者，在收租中，工夫加倍得力，威儀戒律，更復鮮明，似此一收還想

再收，一則成就道人性命，一則擁護萬古萬旻；一則在俗事中，陶冶自

己功夫，一則俗人見我儀形，令播無邊善種；足為上等菩薩行，大乘菩

薩心，多方利樂，會是大因，一世無虛，終成實果，知因識果者，鑒鏡

也」。收租不但要懂世間法，同時亦是自我功夫之考驗，以便達成收租目

的，兼又不損僧儀。寺院收租交付之後，叢林可以量入為出，安心辦道，

修行者免生後顧之憂。 

3.募化 

所謂募化，係指向善信、護法及一般社會賢達人士募捐。叢林主事

募化者，叫做化主或化頭，他們發心為寺院效勞，風塵僕僕，專門在外

募化財物。叢林募化不外為興建寺院，安造佛像，興建學校，濟貧救人

或開辦醫院。以台灣地區為例，埔里靈巖山寺募化為建寺與造佛；佛光

山寺募化為興學與弘法；法鼓山募化為辦學；靜思精舍募化為賑災及濟

貧。法師慈悲，自度度人亦救人。平心而論，佛教力道滿布台灣，台灣

已然佛國，滿街都見好人！ 

4.施主供養 

佛教傳入中國以迄唐代，業已光輝普照，上至王侯公卿，下至士子

庶民，皆與佛門結緣，叢林之有施主供養，乃順理成章之事。 

宋高宗時代，食貨志有載，「初閩以福建八邵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給

僧寺道院。」釋僧瑾言，「宋明帝仍勒瑾使為天下僧生，給法伎一部，親

信二十人，月給三萬，各夏四時，賜并車與吏力。」釋道猛言，「月給錢

三萬，令吏四人，白薄吏二十人，車及步輿各一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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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引，見微知著，可知，當時佛教社會業已形成民間一大群體，

倘遇偏慧或野心者當政，將不免生事，當年唐武宗毀佛寺，僧尼被迫還

俗，既已出家又逼人回家，真是無法無天，即其著例之一。儘管如此，

如果細觀唐代佛教之興盛，寺院收入之豐富，亦曾為佛教發展寫下輝煌

的一頁。 

5.戒牒 

僧尼受戒以戒牒為記，叢林年年歲歲開壇授戒，永續培植僧才，同

時，在戒期之間，亦可獲得一筆收入。依據「百丈叢林清規證義記第七

卷」，「凡是求戒者，自備三衣、經律缽具、衣囊、缽箒、布、食中、缽

勢等；又備和尚香信三錢、二師、香信二錢、戒堂香信二錢、知客香儀

一錢，照客使全三分、戒牒千師齋銀三錢、刻印戒錄六分、戒堂燈油五

分、禮佛香燭三錢二分，通共一兩五錢六分正，俗稱攢單銀是也」。可知，

攢單銀亦為寺院收入來源之一，多多少少具有補足寺院財務之功能。 

 

五、結 語 
 

基本上，佛教之能夠持續發展，在於施主與大眾之支持與供養，此外，

佛教叢林本身亦有其一套特殊的經濟金融業務，獨特的系統與運作，長年以

來，致使佛教組織能夠自給自足與自更生。探討佛教經濟思想，除了可以了

解佛教福田思想、無盡藏與金融業務及叢林收支制度，其終極目的在促使社

會大眾了解佛教「布施」之基本精神，佛教走入民間，走入升斗小民之生活，

面對貧富不均的社會，脫貧、致富、快樂是三大主軸與目標，佛教甚至超越

「快樂」，而臻慈悲境界。基本上，以三無漏戒、定、慧破除三毒貪瞋痴，人

而能戒貪、捨得，特別是富人捨得施財予貧困者，始終是重要的課題，財富

不必共享，但是做到財富分享，這或許是研究佛教經濟思想特別關注的焦點，

此外，我也深切期盼，佛教團體如果行有餘力（因為各界善款多），歡迎多多

濟貧扶弱，台灣優先，寶島第一！台灣富裕，窮困依舊在啊！尚有宮廟，積

累善款千百億，灑一點給貧困者，正也落實菩薩善神慈悲之美意。 

 

附註：本文脫稿於 2021 年 4 月 29 日，其間歷經 9 度刪修增補，容或引入個

人淺見，若有未臻圓融之處，尚祈方家大儒社會賢達有以教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