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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　到底是放死還是殺生放生　到底是放死還是殺生

2014-04-17  記者 邱薏真 報導

佛教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之首─殺生戒，就是尊重宇宙萬物的生

存權、生命權，不恣意殺生。近年來，有些宗教團體倡議、鼓吹放生，認為讓動物放歸大自然、

盡心搶救即將遭到殺害的動物，乃是一種慈悲心態的積極作為，更是保護生命的實踐、「戒殺生

」的延伸。放生的行為，究竟對環境與動物有正向助益，抑或形成變相殺生？其爭議十足。

 

放生對動物是否有正向幫助，仍有待商榷。（圖片來源／SamCheong）

佛教戒殺生佛教戒殺生

聖嚴法師《學佛群疑》中提到：「『放生』典出於大乘佛經，盛行於中國內地，西藏亦然，也流

傳於日本和鄰近的韓國與越南等地。」放生在佛教、道教，和儒家文化中皆可看得到足跡。支持

放生的宗教團體，以倫理的概念看待此事，認為首先，生命是不斷輪迴的，因此殘害生命會造業

。再者，輪迴的過程歷經了數千百萬世，每一個動物的生命在此過程中都有父母、子女等等，所

以在如此多世的輪迴中，每一個生命都有可能曾經是我們的親人，而今世牠們輪迴到畜牲道，成

為我們將屠宰的對象，我們不該殺害。第三，放生是讓動物有逃死的機會，這麼做會替自己與親

人帶來福報與功德。最後，人能控制生命，但動物的生命卻掌握在人們手中，以放生來培養大眾

的慈悲心，並了解眾生平等、萬物一體的道理，進而學習尊重生命。

放生是由戒殺的概念衍生而來，更有甚者，可以說戒殺的進一步便是放生。以上的論述似乎合情

合理，但是，又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反對放生的聲浪？

 

法師鼓吹放生　行為惹議法師鼓吹放生　行為惹議

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主任林志欽認為，近代之所以會有放生是否適當的爭議，主因

之一是因為人們對於生態環境的認知與重視逐漸增加，考量被放生的動物是否真的能在被放生處

存活，是否會破壞生態平衡，及是否反而會促成有心人士刻意抓取野生動物，販賣供人放生等等

問題。

以國內最大放生團體─中華護生協會為例，該協會本年年初在海濤法師的帶領之下，於高雄旗津

舉辦感恩法會，號召信徒放生五萬五千尾的黑鯛，引來學生與公民團體以「用金錢購買生命不等

於行善」之標語大肆抗議，認為隨意放生等於放死，還可能造成當地生態浩劫。甚至有民眾發現

，在放生感恩法會的隔天，有許多釣客趁勢大撈一筆，引發放生好壞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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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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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濤法師帶領上千名信徒，於高雄旗津海邊放生五萬五千尾的黑鯛。（圖片來源／生命電視台員工釋湛明臉書）

 

慈悲變質　功利主義慈悲變質　功利主義

基督教徒白小姐對此表示：「看到諸如此類的新聞，往往讓我覺得放生只是為了人類自己開心，

並沒有真正考慮生物。而基於『有需求才有供給』的說法，放生行為可能造成更多動物被抓。」

一旦放生的風氣盛行，可能招致有心人士捕捉、收購、販賣之惡性循環，甚至有些具有商業利益

的組織，會付錢給獵戶捕捉動物，準備作為護生法會之用途。放生活動演變成營謀私利的一環，

非但沒有幫助動物的生存，反而產生更大的威脅。

由大學生自主發起的「全力反對隨意放生」行動，自製貼紙呼籲國人重視放生議題。（圖片來源／環境資訊中心）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系主任釋昭慧老師則認為，許多放生活動的內容已變質，訴諸個人消災、除病

、延壽的種種功德，信眾趨之若鶩，因而形成有組織、利潤高、商機大的募款活動。放生是愛護

生命的積極行動，其立意本為良善，這是無庸置疑的。但若是為得到個人的回報而放生，那麼悲

憫的純粹原意，早已被功利心態扭曲，淪為「我讓你活，你幫助我增加福報與功德」的利益交換

工具。

 

恣意放生　形成變相殺生恣意放生　形成變相殺生

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德光表示，宗教家的意見通常表達一種態度（如鼓勵放生是慈悲的心

態）。然而，從態度落實到策略是延伸的問題─是否造成變相殺生違反原意，需要環境研究提供

建議。輔仁大學宗教學系主任蔡怡佳曾開設過「宗教與生態心理學」的課程，她認為生命的存續

需要適宜的環境，以及與其他生命共生的平衡，需要的不只是宗教慈悲心，也要有生態的智慧。

的確，未經過審慎評估而恣意放生，不僅效益有限，對於生態的衝擊更是不容小覰。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生物學系主任林忠毅認為，放生有在某些情況下為放死，尤其是寵物；而就生態學而言，

這是破壞生態平衡的惡行。臺灣有很多外來種入侵帶來的生態浩劫，包括大花咸豐草、小花蔓澤

蘭、銀合歡、福壽螺、吳郭魚等等，造成原棲地的原有族群減少或滅絕。上述外來種來源雖不是

源自放生，但外來種會破壞生態鏈是不爭的事實。而放生原生種，若是非原棲地的放生仍會破壞

生態鏈，以白頭翁與烏頭翁這兩種鳥類為例，白頭翁分佈於臺灣西部，烏頭翁則分佈於臺灣東部

，兩種族群各有其棲地，隨意放生必造成某一族群減少或滅絕。這類生態專業知識不是一般民眾

所熟知的，因此無法加以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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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著走出一條路　現實搖滾橫著走出一條路　現實搖滾

日本搖滾樂團RADWIMPS，以獨具的世界觀
和特殊省思角度，溫柔但尖銳的唱出此生的生
命態度。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活出自我「不留白」，小麥膚色的宣言。

建立觀念　落實放生原意建立觀念　落實放生原意

玄奘大學宗教系教授黃運喜則是以時空來探討放生問題。他認為當今放生的時間、空間已與古代

不同。在空間上，以前交通不方便，放生行為是以當地動物放生回歸當地，並沒有適應不良問題

。在時間上，放生大都選在父母親的生日或佛誕日，或遇到動物有難，臨時買來放生，並非如同

現在的商業放生模式。因此鼓吹「放生」不如「護生」來得實際，並提倡保護動物的正確觀念，

是更理想的做法。

放生的出發點是相對單純的，然至今衍生出許多複雜的問題，值得大眾反思。實現對生命的愛護

與尊重，理當思量最恰當的方式，去避免上述可能產生的問題，使放生之真正意義得以落實，達

到保護動物與環境保育共存的理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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