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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國十年的碧雲禪寺，位

於八卦山區，是二水當地民

眾的信仰中心。民國九十九年與建商

的工程款糾紛鬧上新聞版面，最後寺

產遭到法拍，產權被迫易主，這起罕

見的爭產官司，其結果引起各界關

注！

建寺工程合約簽訂與本票效力

據報載，這起爭產風波起因於民國

九十一年間，寺方以七千餘萬經費委

託建商進行主體建築增建工程，其後

建商陸續追加近三千萬工程款。工程

接近完工時，建商竟以保障付款為

由，要求住持釋懷宗法師簽下三張共

二千餘萬本票；後因建物漏水，寺方

扣住尾款二百餘萬未付。

孰知建商自九十三年向法院聲請本

票裁定，寺產從九十四年起先後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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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次流拍，直到九十六年底第十二

次法拍，由建商得標，並於九十九年

向地院申請產權移轉與點交。

由於本票裁定是形式審查，建商出

具的證據明確，法官只能依法裁定。

令人扼腕的是，寺方未曾在強制執行

程序終結之前向法院提出「債務人異

議之訴」，幾位當家法師不諳法律程

序，明明已經付出九千九百餘萬工程

款，最後竟落得無處棲身的困境。

研究「當代台灣寺院經濟與寺產問

題」頗有心得，本身經手處理過多件

寺產相關案件的蓮華佛教研究所黃運

喜所長，則對此提出自保的建議：「寺

院增建或修建的過程中，第一是簽訂

工程合約，不論修建或增建，每一工

程細項都應載明清楚；完成項目的工

程驗收，最好交由第三公正單位與專

業人士陪同驗收，避免兩造因立場不

同產生糾紛。」

從碧雲禪寺的爭產案例來看，本票

和合約似乎成為敗訴的關鍵因素，究

竟本票能不能簽，合約又該怎麼簽？

黃運喜所長表示，依照我國票據法

第三條規定，所謂本票，係指一種票

據，由發票人簽發一定金額，在指定

的到期日，由自己無條件支付與受款

人或執票人；因此，本票的性質就是

信用票據，必須由簽署本人在特定到

期日，支付票面金額。

換句話說，簽署本票並沒有特定格

式或書面用紙，只要雙方同意即可；

但是，為了增加本票的信用擔保性

質，票據法中也特別規定，本票追索

的 強 制 執 行 程 序， 依 照 票 據 法 第

一百二十三條規定，執票人向本票發

票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

後強制執行。

當碧雲寺的承包建商向法院申請本

票裁定之時，寺方沒有提出債權異議

（主張債權不存在），才是決定勝敗

的重要關鍵。當初建商以保障付款為

由，要求寺方簽署本票，寺方一旦付

出相等數目的工程款，即應將本票收

回，以免衍生其他債權問題。萬一持

票的一方（工程建商），沒有在收款

日交付本票，雙方也可以註記在工程

合約上面，每增加一筆內容，都要簽

章並載明日期，以保障寺方權益。

寺產借名登記衍生問題多

黃運喜院長綜觀近年來的寺產問

題，大致可分成幾種類型，其中又以

寺產登記私人名下所衍生的問題為最

多。例如，他經手處理的澎湖縣潮音

寺為例，原為募建寺院，寺產登記在

原住持名下，原住持往生之後，寺產

則由其弟繼承（法定親屬），儘管其

弟也知道繼承的財產是由十方捐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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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購置，並沒有據為己有之意。然

而，基於對現任住持無法信任的原

因，擔心日後寺產會遭到變賣移轉或

設定抵押借款，並不願意將財產讓寺

廟以更名方式過戶回去。

後來，現任住持不得已之下，只好

請中華佛寺協會代為處理，黃運喜所

長則建議以預告登記方式處理，讓原

任住持的弟弟取得預告登記權利人的

資格。假設日後寺方有意將財產移轉

（變賣），必須先取得預告登記權利

人的同意或塗銷，否則將無法辦理移

轉；在被設定抵押借款方面，中華佛

寺協會則以承諾書的方式，取得原任

住持弟弟的信任，同意將寺產以更名

方式，移轉給潮音寺。

另外，根據中華佛寺協會佛教季刊

曾報導，「大樹元真念佛堂」產權爭

議案例，師父以徒弟（鄭美雲）名義

登記，不料徒弟往生之後，其兄順位

繼承，竟要求返還房屋及按月給付租

金及利息。

「大樹元真念佛堂」的例子，即是

都市道場借名登記衍生產權繼承問題

之一。雖然是由信眾捐款購置的道

場，卻因無法辦理寺廟登記，必須以

常住僧眾名義登記產權。一旦產權登

記名義人往生，則依民法規定三等親

繼承，往往會出現繼承者主張產權所

有，最後必須循司法途徑才能取回。

生前贈與可解決日後爭產問題

黃運喜所長表示：舉凡寺產登記在

師父的名下，登記名義人往生時，家

屬 即 擁 有 合 法 繼 承 權， 根 據 民 法

一一四八條，同住的徒弟沒有血緣關

係，反而沒有繼承權，一旦出家的弟

子和俗家繼承人產生寺廟繼承權的爭

奪問題，合法繼承人則會占上風。

為避免出家弟子與俗家繼承人的爭

產糾紛，黃運喜所長建議，生前贈

與，是一項很好的選擇；此外，寺產

登記名義人，必須把財產的來源一一

記錄並具名蓋章，一切要書面化，保

留證據，以做為日後不得已訴訟時的

呈堂證供。

至於金錢繼承則端看金額大小，師

父可以透過合法贈與轉給徒弟；但

是，高齡法師可能缺少安全感，擔心

萬一遇到捲款潛逃該怎麼辦？黃運喜

所長認為，可以事先寫下贈與契約，

例如徒弟必須善盡照顧義務等等。

不論是借名登記，遺囑說明，或是

保存證據，對出家眾來說，都是非常

陌生的名詞。為了保障寺產不落入有

心人士之手，黃運喜所長也建議，佛

教僧伽醫護基金會與中華佛寺協會，

應提供相關法律諮詢服務，全國僧伽

可就近諮詢或委託案件，經由法律專

業排解問題，避免寺產爭奪憾事一再

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