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個生命都有他適合生長的環境，一旦離開了這個賴以生存的環境，有的痛苦抑鬱，有

的艱辛對抗，有的卻只能等待死亡……，不管是人類、動植物皆然。  

  

同理心的悲懷  

  

        在幾米所著的《微笑的魚》一書中描述，一位男主角和一條在魚缸中的魚之間的故事，

起先男主角總是凝視著這條魚，有一天他做了夢，夢見自己像魚一般在城市漫游，最後男

主角領悟到他和魚其實是很相似的，同樣像被囚禁在某一種看不見的界限裡，只能無奈地

微笑面對所處的世界，於是男主角決定讓魚缸中的魚回到真正適合他的家，回到沒有囚禁

界限的海洋世界裡……  

        我們不知道那條魚回到海洋是否能生存下來，但至少我們知道牠是被尊重的。如果人類

能了解到其他生物也有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也和人類的生命一樣珍貴，能平等地對待他

們像對待自己一樣，那麼就容易理解「放生」在佛教所代表的意義了，那是一種尊重生

命、眾生平等的基本概念。  

  

生態保育的重要  

  

        但就「放生」的正確意義而言，其實還有一項被忽視的，那就是生態環境與保育的觀

念。就像人類為了居住一樣，會考慮房子結構是否安全、會不會淹水或有土石流，氣候是

否太熱太潮濕、空氣是否被嚴重污染、噪音……等，這一旦出了問題也許身體會生病，也

可能造成受傷甚至死亡。  

         把人或動植物放在不對的環境，不但對其本身有傷害，同時也傷害到環境的生態，引發

更多的紛爭與災難危機，比如適合短跑的人才卻要他跑馬拉松、檳榔種在山坡地、適合生

存在基隆河水域的魚卻放到石門水庫去。  

        也因此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在今年成立的「放生會」，除了佛法的慈悲觀外，更強調和

推動生態保育的觀念智慧。  

        基金會執行長慧明法師表示，「會『放生』的人或團體其實都有一顆悲憫心，只是往往

因為不了解、不知道，而無意中造成對環境或放生物類的傷害，讓善意的放生成了生態保

育人士所詬病的『放死』…… .」  

  

關懷台灣環境     群策群力  

  

        本著「尊重生命‧慈悲護生‧生態保育」的主旨，基金會於今年一月成立放生會，主要

特色在於結合自然生態保育的觀念，事前需做生態環境的評估與勘查，且每次的放生地點

都不同。  

        此次在放生會會長許瑞助法官與相關單位聯繫下，獲得台北縣政府農業局的肯定，並擔

任指導單位，而台北縣自然生態保育協會、十分風景特定區管理所、愛魚協會等為協辦單



位，大家群策群力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終於訂於九月十四日在平溪鄉十分寮水域作為魚

苗放生的地點，魚種則選定俗稱的苦花魚。  

        九月五日，放生會副會長梁昇富師兄會同多位志工前往十分風景特定區管理所與指導單

位、協辦單位人員勘查放生地點。而此次因為邀請了「健順養護中心」的長者參與，因此

勘察時養護中心的社工員也在內，以了解場地是否安全、適合老人家活動。  

        平溪十分寮風景優美，風管所旁即是基隆河流域，但因近來基隆河上游施工，考慮河水

有渾濁現象，不宜放生，因此前往其他溪流探勘。在生態保育協會林總幹事不時試水溫、

水質及上下游觀察結果，選定灰窯溪為放生地點。風管所林主任也表示，「灰窯溪是目前

平溪鄉最乾淨未受污染的溪流。」  

        由於基金會的放生活動儀式簡樸莊重且強調生態保育的重要觀念，對於台灣接連的天災

人禍、水土保持問題，有積極正面的影響；因此，當天吸引了許多電視及平面媒體前往拍

攝報導，希望對台灣這塊土地多一分關懷與保護。  

  

 老人參與放生，意義非凡  

  

        「阿嬤，慢慢走！」「爺爺，出來外面走走，高不高興呀！」志工們隨時問候著。  

        在放生活動現場，最特別的是基金會執行長慧明法師邀請了「健順養護中心」的十位老

人參與，還有醫護、社工人員隨行，讓平日很少外出的長者也能活動活動，享受一分溫

情。  

        「老人家，其實很喜歡到外面走走。」養護中心督導陳美雲說。  

        看著放生的魚苗，聽著會宗長老的開示，也許老人家此行有諸多感受，生命的奧秘與生

生不息似乎就呈現在眼前……  

  

放生苦花魚的緣由  

  

        林總幹事表示，近年來由於森林的開發過遽，而致水土保持失效，雨後大量泥沙洩入河

床，以及為了灌溉築壩截取水源，往往造成附近的山溪水流乾涸，或使有限的水量極度污

染或優氧化，危害到其生存。另一方面由於過度撈捕，使得低山帶的各溪流風景區的苦花

魚數量逐年減少，且平溪十分寮水域的環境適合苦花魚成長。因此，經過評估後才選擇苦

花魚的放生。此外，尚有下列二項主因是：  

        1.苦花魚係台灣原生的魚種，且魚類對環境的適應力最強，雖經人工飼養後仍可很快的

恢復其野地的攝食能力。鳥類、哺乳類則否。  

        2.臺北縣各溪流的苦花魚，因受環境破壞或過渡撈補的因素，族群量急遽下降，為保護

種源及永續利用的考量下，實有必要進行野放工作。  

  

正確的溪魚放生步驟  

  



        由於溪放不同於海放，台灣每一條溪流水質都不同，因此魚類放生也要特別評估環境各

方面的條件，如水溫溫差 1-2 度左右，就會造成魚隻的死亡，因此在溪魚放生時，應注意

下列事項：  

        1.選擇適合魚隻棲息的環境  

        2.挑選水流平緩的潭區：讓魚兒能有養精蓄銳的休息處  

        3.適應水溫：先將運送袋放入潭區中，開口向上，並避開太亮的光  

           線。靜置至少 30 分鐘。  

        4.適應水質：再將袋口打開，袋緣向下翻摺數次，緩慢地將河水注入  

           袋中 (越慢越好 )，直至加滿為止。  

        5.讓魚游出：加滿水後，將袋口傾斜，讓魚自然游進水中，即完成野  

           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