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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兒防老  寂慧

 

　　中國傳統鼓勵生育，尤其喜歡生男，除了生產力的需要外，更要繼承的延續及養兒防老

觀念。年老體衰，病苦侵襲，纏綿病榻，如果沒有人照顧，（最佳莫如親人），則苦不堪言

。死後還需兒孫擔幡買水，人生才無缺憾，才有所依傍。有些老者以其財富，娶一些年輕的

姑娘為妻，其目的亦只為找人照顧。亦有一些人，在苦無辦法下，收養孤兒，或找一些親朋

的過剩孩子過繼，尤如己出般供書教學，務求將自我擴大，延續下去。這些不人道，自私的

倫理，害苦了不少人。可是，在現實層面，確有其需要。試想想，如果終生辛苦經營的事業

及財富，沒有人繼承，多麽可惜！雖說這些行為不太好，但在延續上卻有其功效，可以說是

一種現實的智慧。

　　出世間的佛教，本來不應該有這些狹隘的觀念。可是，在上世紀，尤其初業，卻流行這

種養孤兒的做法，除了受傳統思想影響外，同樣亦有其現實需要，世間有世俗的事業，財富

需要人繼承，佛教亦有寺產、財富，需要人繼承。就是佛法，同樣需要找人去傳，密傳、嫡

傳，在年老體衰時，找一些有道心，有潛質，認同自己的弟子或道侶去繼承，稱為「傳法」

，繼承者稱為「法嗣」。這似乎有些悲哀及不合乎佛法，但其現實的迫切及需要，實不容責

難。

　　這種佛教中的「世間法」，同樣在藏傳佛教中流行。西藏很多寺院皆養育很多孤兒，或

是窮苦人家的孩子，這些窮苦孩子，在家中比其他兄弟優秀，較有潛質，從小被送到寺院去

養育，學習，彷似一種精英制。除了自小培育外，還很重視教育，寺內多設學習院，佛學院

等。這兩種傳統，在人材的來源及培養上，提供了決定性的基礎。因此，藏傳佛教能夠人材

輩出，發揮巨大的力量。

　　不容否認，這些傳統含藏著功利主義，「世間法」，有違平等觀念；但現實上，它的社

會及宗教官能確是無可厚非，且是適當的。至於他們的動機是困於封建傳統、還是為了慈悲

心、還是為了培育下一代、還是為了將聖教延續下去、還是為了將自我延續下去，便無從稽

考了。

　　回顧漢傳佛教，仍在為生存，為出路而在掙扎，仍在為該走經懺佛事之路，還是經教之

路徘徊，尚未擺脫數百年「民智未開」之環境。對於教育，培養人材，學統等不夠重視，恐

怕短期內難看到突破。

　　時代進步，科技發達，制度思惟亦有很大改進。佛教應引進新思惟，改善固有的傳統觀

念，養兒防老，病有所依，財富出路，人生願望，皆可透過成立基金，互助社等組織發揚，

繼承。封閉式，閉關自守式，獨清式的思惟已不合時宜。要麽將整個世界變成淨土，要麽被

整個俗世征服。只有在這角力下成敗之路，決沒有歸隱，「獨善」，自掃門前雪的第三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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