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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察

詐騙手法層出不窮，詐騙犯行遍及全台，受害民眾從高官、教授、市井小民無

一倖免，出家法師當然也不例外。究竟要如何避免受騙上當呢？內政部警政署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提供全民檢舉和報案服務，遇到有詐騙疑慮的事情，敬請多多利

用165專線，可有效避開受騙風險。

▎詐騙花樣多  凡事理性判斷

有人覺得被騙，是出於自身的貪念，也有人對被害人抱以同情；曾有位承辦詐

騙案的檢察官直言，詐騙犯鎖定的目標，通常是環境相對封閉的人，換言之，出家

眾即使不涉俗世之事，但並不能阻止俗事來侵擾，因此，面對社會現象，仍然要抱

持「防人之心不可無」的態度，冷靜判斷。

以僧醫會接獲的案例來看，詐騙手法大約有以下幾種。

詐騙頻傳 
　冷靜應對免受害

文／編輯室

日前僧醫會接到詐騙受害僧伽尋求協助，希望藉由僧醫會法律顧問提供諮詢

協助，由於法師受騙的案例並非單一事件，僧醫會特別將接獲的案例整理出來，

希望藉此提醒出家法師，安心學佛，謹防受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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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有位法師，獨自居住在郊區精舍修行，偶有居士前往拜訪，日久逐漸相熟。某

日居士向法師建言：為了晚年著想，應該拿出積蓄來投資房地產，增加資產以保障

老年生活。

法師坦言，並沒有多餘積蓄，僅有此屋容身。居士隨即建議，以此屋去貸款，

就有投資的資本。

起初法師仍感猶豫，但經居士三番兩次的遊說，最後同意居士的建議。由於法

師對投資事務沒有經驗，居士以代辦的名義，慫恿法師拿出房屋及土地權狀，並簽

下授權文件，由居士全權處理。

事後，法師得知投資標的物竟是法拍屋，無法點交，心中不免生疑，一來不能

去看房子，二來也遲遲不見過戶，三來連居士都難以聯絡。更嚴重的是，地下錢莊

找上門來要錢了。

原來法師所居住的房舍，地處偏僻，銀行貸款的額度不高，居士為了取得更高

的貸款金額，遂向「民間放款」辦理，然而，法師並不知道貸款始末，已簽了授

權委任書讓居士去處理了。

換言之，這位「熱心」的居士，把法師的住屋權狀拿去跟地下錢莊借錢，謊

稱投資房地產，然後跑掉了！

法師向僧醫會求援，希望尋求法律顧問的協助，把居士拿走的錢要回來！

遺憾的是，受害法師手邊並沒有任何書面資料，無法證明居士的行為，只好賣

屋償還地下錢莊債務，最後落得無處容身的境地。

案例二

有居士向道場法師遊說，透過直銷投資的方式，以小錢換大錢，拉攏同道成為

上、下線，一開始的確也收到回饋金（利息），等到人數眾多之後，不僅回饋金拿

不到，連投入的本金都拿不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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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某處寺院有位住持，身邊有位長期護持寺院的「大護法」，某日向住持發布好

消息，為了造福更多人的健康，已經開了一家生技公司，生產的保健品是珍貴藥材

提煉，一瓶單價就要五千多元，前景十分看好。

「大護法」向住持提出建議，為了照顧寺院眾法師的晚年生計，建議現在就投

資生技公司，每月可回饋每人一萬元單金，直到法師們終老。住持見大護法如此發

心，就同意了投資方案。

哪裡知道，僧眾們把數十萬畢生存款投進去了，只換來「等值」的保健食

品，法師不免要問，這是詐騙吧？這位董事長拿出簽約書面證實，不是投資，是

購買。換言之，當時僧眾們簽署的書面文件，僅憑這位居士口頭說明，並沒有細

看文字內容，法師們也只好吞下這個暗虧。

拿到一堆保健食品的法師們，雖然明知受騙，但是也無法舉證，只好默默吃起

「有益健康」的保健品，有位法師還因此酮酸中毒而送急診治療。

案例四

有一位出家眾，原本在寺院管理帳款，某日收到一則簡訊表明已被隨機抽中

得獎名單，中獎金額十分可觀，但必須先付八千元稅金。法師心想，八千元可以

換來數百萬，於是匯出第一筆「稅金」，此後，對方又以其他名義，陸續騙取法

師匯款，前後高達數千萬。事後法師被寺院告發令之還俗，並以侵占公款罪名入

獄服刑，出獄後仍必須賺錢還給寺院。

▎專心念佛  遠離是非讒言

投資詐騙，就是利用多數人「想賺錢」的念頭而設計各種詐騙名目，並且年

年更新，舉凡網路詐騙、電話詐騙、簡訊詐騙、彩票詐騙，不勝枚舉。最著名的

「塔位詐騙」，更是已經進化到第四種版本，詐騙集團不僅利用各種機會收集名單，

鎖定目標對象，更以不同話術，在同一人身上反覆詐騙得手。

一開始是低買高賣：用各種話術，把成本只有千元的塔位，以萬元賣給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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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接下來謊稱要幫持有人辦理過戶，拿到塔位權狀，人就消失不見。或是另一批

人出現，聲稱可以幫忙用高價賣掉塔位，但是還要多買一些商品，才可以用「套

裝」方式賣出。由於詐騙集團握有購買人個人資料，通常會依據詐騙手法和項目

不同，出動不同的人來和受害人接洽。

通常詐騙流程是由詐騙集團先化身為仲介，謊稱可以幫忙把持有塔位的人，用

更高的價錢賣掉，使持有人獲得利益。當持有人與仲介聯繫簽約之後，仲介就會開

始遊說塔位持有人購買更多東西，例如骨灰罈、牌位，用「一整套」比較好賣，

利潤比較好的話術，促成銷售手段。

然而，當塔位持有人在仲介的「幫忙」之下，把這些周邊商品都買齊了。最

後，仲介又說，買家毀約，不想買了。

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嗎？當然不會。塔位持有人發現受騙，通常會提出求償

或訴訟，這時仲介就會放低姿態，表示願意賠款，但是手邊沒有錢，只能用塔位抵

債，這時受害人迫於無奈只好接受，但是想要獲得賠償的塔位，就必須先繳交該處

靈骨塔的永久使用費和管理費，於是受害人又被騙了一次。 

僧醫會以照顧老病僧伽為宗旨，因此常接到法師有關醫療手術的諮詢，發現醫

療詐騙的例子也不少，最常見的是椎間盤突出的手術。

椎間盤突出，是老年人常見的退化症狀，倘若椎間盤突出壓迫到坐骨神經，就

會引起疼痛，通常醫師會建議保守治療，先到復健科去做復健，並不需要立即開刀。

醫療詐騙常見的手法，就是在候診室會有人來搭訕病患，通常是兩人為一組，

聲稱自己或家人也有相同的疾病，經由哪一家名醫診療、手術，就達到「根治」

的效果。但是名醫的病患很多，掛號很難，必須透過熟人或支付一定額度的指定

費，才可以順利接受治療。又或者販賣一種神奇外用藥，只要塗抹在痠痛處就能藥

到痛除，由於藥效奇佳，售價通常也不會太便宜。

這種利用病患沮喪或姑且一試的心理，詐騙診療或手術的介紹費用，通常很容

易得手，建議有任何病痛，應該聽從醫囑，多一些耐心，不要聽信陌生人的慫恿，

以免破財又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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