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
Buddhist Sangha Health Care Foundation

 

特
別
報
導

Special R
eport

年四月，台灣人在肯亞涉及電

信詐騙案，而受害地區是大

陸，一時輿論沸騰！事實上，除了大

陸、東南亞，台灣人還「騙」及中東、

非洲、中南美洲，可說是一路「揚名

國際」。

在台灣，相信大家都接過詐騙電

話，詐騙手法從刮刮樂、假綁架簡訊、

網路購物，到假檢警監管帳戶，不斷

推陳出新，甚至懂得緊扣時事、有洞

就鑽，騙術高明。不僅一般人，連高

知識分子、官員都難逃受騙命運。有

些受騙民眾，甚至因而自殺，導致家

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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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界，特別容易受騙對象之一

根據辦案經驗豐富的檢察官表示，

詐騙案頻傳，推估有四類最容易受騙

──軍人、公務員、教師，以及佛教

法師。因為這四類人生活、往來都較

為單純，便成為詐騙集團覬覦的對象。

佛教界長期被視為容易詐騙的標的

物，除了一般的詐騙手法外，尤其許

多人假「信眾」名義，行詐騙之實。

這類詐騙分子，常常偽裝為好人，佛

教信眾，初期供養法師，親近法師，

等彼此漸漸熟悉後，失去防備心了，

再利用出家人的慈悲心，予取予求。

很常見的案例是，基於法師缺乏法

律概念，謊稱山坡地可以興建道場，

有辦法變更成為建地；或有辦法透過

關係，將違建物更改成合法建物；甚

至還有人自稱與政府部門熟識，能取

得土地授權，只要給予一些處理費用

即可。不少佛教界法師因此而受騙。

還有，常有信眾向法師推銷保健食

品及藥物，法師往往不好意思拒絕，

買下一堆不知是否對健康有益的藥品；

有的法師，甚至不知不覺成為相關直

銷業的下線會員……

不論針對道場或僧伽個人，各種行

騙手法不一，案例也不同，相關事件

層出不窮；然而，至今為何只有零星

事件被披露報導呢？可能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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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能不知該找誰求助，也不知

收集證據；

二、怕被報導，導致信眾捐款疑慮，

觀感不好，受騙了也不說；

三、明知被詐騙，還是給款，因為

怕詐騙者未得逞，反而心生怨恨，變

本加厲，進而威脅傷害道場，只好忍

氣吞聲，花錢消災；

四、因果觀念，認為可能上輩子欠

下的，今生要還……等等。

不助長詐騙風氣，防止被詐騙

如菩薩般聞聲救苦、度化眾生，固

然是僧伽的天命；然而，若是姑息不

肖詐騙分子，反而助長詐騙橫行，受

害者將會更多。

為了捍衛權利，祖師大德們教導應

「善守三寶物」，叢林道場也說，「愛

護常住物，如護眼中珠。」所以，三

寶物，皆不能輕易讓不肖分子所奪。

道場或法師應重視並預防詐騙或受

騙事件，不論是信眾或詐騙集團，都

不應讓有心人得逞，而助長他們犯下

罪行；這並不妨礙慈悲心的展現，而

是度化眾生的善舉與智慧。

實際上，預防永遠重於事後補救！

無論如何，首先都要防止被騙。因為

如果已經受騙上當了，需要進行法律

訴訟，不僅曠日廢時，往往不容易追

回被騙款項。

一般常見的詐騙手法有──醫院通

知領藥、申請重病補助、銀行通知有

人要領您的存款、警察通知您個人資

料被冒用、檢察官說您是詐欺人頭戶、

去超商收法院公文傳真、要將存款領

出來監管帳戶、通知要領取中獎獎品

或獎金、自稱是台電或瓦斯公司檢查

管線、親朋好友因緊急狀況或正在醫

院要向您借錢、向您核對購買商品日

期與金額、說您收商品時簽單錯誤、

帳戶設定錯誤變成分期付款、要去自

動提款機取銷分期付款設定……

所以，如果任何不認識的人，打電

話，要您匯款或什麼理由，不管原因

為何，都要沉着以對，仔細查證；然

後，撥打反詐騙專線 165，將所聽到

的電話內容告訴 165。

如果有信眾向道場或法師推銷相關

健康保健食品或藥物，可來電僧醫會

詢問，是否真的對身體健康有益？

此外，僧醫會呼籲，舉凡涉及財務、

土地與法律之事，都應慎重其事，不

要輕信讒言，應徵詢第三方專業意見，

以防損失。

鑑於佛教界受騙現象，僧醫會不僅

報導相關案例，也為避免道場或法師

陷入法律糾紛困境，企望建立一個專

為僧伽服務的法律諮詢網，誠摯歡迎

各界法務專業人士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