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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家是一件大事，是人生中重要而天翻地

覆的改變，少一點信心，少一點福德因緣也不

為功。因此，出家前作一週詳的計劃是必需的

，因為出家人的身份在各種事務中有很多限制

，很多事情不能如世俗人般「無拘無束」，所

作的計劃比一般事務更困難。規劃分兩方面，

一是本身的靈性修煉，專業及人生目標，二是

生活的維持，色身的長養。第一項各人有其喜

好、因緣，及師尊的指導，第二項其實很重要

，如果不能解決，將嚴重影響第一項的運作。

此所謂「衣食足、知榮辱」。可是，相當多的

出家人忽略了此一項，認為「有道心，自有衣

食」，或是「船到橋頭自然直」。結果弄至出

家後，常要為衣食籌謀，只是身份改變了，卻

要如一般人般營營役役，從前對出家的憧憬，

期望，抱負，完全不能發揮。要知道，世間人

為了衣食，絞盡腦汁，費盡心思，全身投入，

也不一定帶來安逸，出家人在這方面亦難以比

他人「幸運」，如果不好好籌謀，恐怕亦會陷

入困境。

　　佛陀時代，生活簡單，少欲知足，已是一

種重要的修行，日中一食，挨家挨戶行乞，減

少為了食的時間浪費，減少對食的貪著，亦可

為施主祈福，更可說法回報施主。這樣，對施

主及出家人本身皆有利，亦是佛教深入民間的

途徑。印度人有一種傳統，供養出家修道者，

因此，出家人容易乞取食物，但在中國及其他

國家沒有這種傳統，如沿用此制，會帶來困難

。且如此「苦行」，非一般人能接受及支撐。

因此，中國創設叢林制度，自給自足外，更照

顧十方參學的出家人。亦有專精於自己修持的

子孫廟。寺廟收入來源有靠十方供養，有靠大

  

                                      

    出家人的生計  寂慧

        

 

護法或是國家支持，但這些未必可靠且受人

制肘，於是有自耕自足，以田產租給平民耕

作；或是以房產租給平民居住；或是放債收

取利息，這些皆是穩定的收入來源，雖然與

佛陀的出家制有些出入，但要長期養活數以

千萬計的人，不失為有效的方式，要知道，

衣食的籌謀對道心有一定的影響。

　　個人方面，出家人的生計方向可分兩大

類，一是經教路線，如講經說法，成為經師

、律師、或論師，通俗佈教等，這條路線最

符合佛陀弘法的方式，可是收入差距極大，

有寂寂無聞的法師，聽眾不多，收入極少，

亦有大法師說法，供養源源不絕，要知道，

各大寺院的出家人，很多皆有佛學根底，受

過佛教教育的培養，畢竟受過良好教育的人

能給與人信心，受到支持。世俗的團體亦如

此，學歷高，受過教育的人，往往被重用及

位居要職。第二類是經懺法會的路線，這條

路線宗教氣氛濃厚，聚眾容易，出家人的生

計在這方面能較快及得到不錯的收入。有些

道場，佛學院、活動在缺乏經費時，往往出

此一招，舉辦一個大型法會，超度怨親及增

福延壽，往往立竿見影，解決經濟困難。可

是這條路線往往被抨擊，不齒，尤其容易受

到經教路線人士的攻擊，甚至高僧大德亦大

肆批評，認為是斷佛慧命。可是，如果宗教

活動沒有宗教儀式，如何聚眾？如何凝聚信

眾？況且這些宗教活動是共修的一種，亦是

深譜經教的得道高僧創設的，其功效不可思

議，受到大眾的喜愛及歡迎，不但沒有斷佛

慧命，還使佛教承傳下去。佛教在中國歷史

中，由於種種原因，多次積弱難返，陷於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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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社會上，亦看不起佛教，曲解佛教。可是

，當有家人去世時，或是人生不順意，充滿疑

惑時，總愛尋求形而上的協助，找上佛教的出

家人做些法事聊慰亡靈及心靈的空虛。雖然所

找的出家人學問不好，對佛教亦不認識，只憑

外相及宗教儀式，唱唱誦誦，從表象上發揮佛

教的一點點功能。可是這一點點功能的功效，

得以讓佛教苟延下去，待後來的大德高僧重振

佛教，創造輝煌。試想，若沒有這些「不如法

」的活動苟延，在那些艱難時期，佛教還有什

麽能拿得出來，續佛之命還有什麽？縱不覆滅

亦難以扭轉。要由一些學歷不高，對佛教不認

識，內心充滿煩惱，生活無以為繼，貪財的人

去承擔佛教，未免太沈重。而他們就只憑一些

久值的口號：「出家人慈悲為懷」、「禮佛上

香」、「慈愍眾生」等口號撐持，加上夙世的

大願，展露出家相，就憑這一點點，在不知不

覺中，將佛教延續下去；若問他們何以如此大

勇氣，必答不上，亦不曾有此發心，只是在冥

冥中生活下去，縱有沈重的煩惱及不如法的舉

動，只有愧疚地深藏起來。雖有如此功勞，但

畢竟不如法的舉措對佛教亦有不利的影響。可

以說，這條路線並沒有不妥的地方，只是參與

的人沒有深解其意義，流於形式，或以此謀生

為主，失去鄭重，純淨的決定因素，未能發揮

固有的功效。

　　歷來的出家者，有在未出家前，努力賺錢

、貯錢，在足夠時便毅然出家去，由於未雨籌

謀，所以出家後能安然自在循自己所想去生活

。亦有在未出家前跟信徒打好關係，相議出家

後如何由他們供養，成就道業。可是這方法會

因日久而有所改變，並不十分可靠。有出家後

依靠俗家親朋供養，可是既然已出家，卻要與

家人等纏結下去，亦是有所不妥。有依附道場

生活，可是，不能「白吃白喝」，要在道場內

  

                                      

幫忙工作，如果是自己喜歡的工作，那便最

好，否則亦會生活得不開心；有自己創設道

場，終其一生，奮鬥不懈；有成立小精舍，

除在其中居住外，偶爾做些小法會，悠閒度

日，既能自主，亦可清清淨淨地生活；也有

一些在家中做些小工業，維持生計，台灣慈

濟證嚴法師就是以此起家。如果運氣好，會

繼承某大寺院，或某大道場的產業，登上富

二代之路。

　　出家人的生計，可以是林林總總，但礙

於出世思想及戒律限制，應小心行事，避免

他人詬病及影響佛教形象。以上的生計皆是

可行的，但為了增加生活的空間，應多些發

掘出路，亦是安僧的一種。現代社會，網絡

世界廣泛，出家人可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如

網絡顧問、運作、網售等；慈善性質工作的

管理，如弱勢社群的輔導、老人服務、傷殘

、病者的照顧等；金融投資，雖說佛教有排

擠金錢的傾向，但為了生活，謀取合理正財

亦無可厚非。在居士來說，有護持出家人的

責任，應成立一個護僧組織，在財務及事業

上協助出家人，讓他們發揮潛能。此外，佛

教界內，應有一個或多個金融機構，為廣大

的佛教組織及個人服務，除了為龐大的佛教

資金增值，謀取出路，保護資產外；更要為

教內弱勢社群融資，賑濟；協助佛教內有心

弘法之士發展，實踐他們的事業。從這基礎

上擴展，可為佛教界尋求可信賴的專業界別

如會計、法律、醫療等服務，使每一個信仰

佛教的人士在教內得到很好的福利，樂於親

近。從中亦可開發不少職位，讓出家人參與

，若在佛教界內能成功達至，可推廣至廣大

社會、國家，讓人間佛教從安僧開始，達至

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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