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生是佛教一種慈悲、平等、學佛的精神表徵，近十年來佛教日益盛行下，放生活動也時

有所聞。而保育團體長期以來對生態環境的研究與維護也付出相當大的努力，使保育觀念

能漸漸成熟。兩個不同性質的團體對大自然的共同特點是尊重和保護。怎麼說呢 ?對接觸佛

法的人而言，放生的涵意除了是個人修行 (修正行為 )獲得提昇外，更是佛教對所有有情、

無情眾生的大愛和萬物生命的尊重。這種無我、善良、功德的人本精神，就像是保育團體

從生物種類的調查、生態環境的研究、生存環境的保育到保護生態的推動不遺餘力一般。

而由於保育團體長期努力下已有了相當的專業知識，以致對部分佛教人士的不正確放生行

為感到不安甚至有排斥的觀感。這個負面的對立因素，正是擁有這兩個團體身分的我，想

進一步了解與溝通的地方。希望藉著保育團體的專業經驗，與佛教團體的正確放生方式做

結合，並進而推廣至各個佛教團體。由精神教育和務實教育相結合，使事情更圓融、更圓

滿，因為我們都可以做得更好。  

        在台北市野鳥學會保育組決議將「談放生與保育」做專案議題後，將想法和各放生會的

幾位執事師兄、師姐說明。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放生會的賴荷萍師姐也是其中之一，在她

的引薦下能得到該基金會的會宗長老和幾位執事師兄們的認同與支持，於是佛教僧伽醫護

基金會成為第一個表示歡迎我們的佛教團體。  

        五月二十一日意外地接到基金會的開會通知，欣喜萬分的我以最短的時間連絡保育專員

後決定由郭文榮大哥和我出席會議。會議當中初步了解基金會對放生的魚類、放生的環

境、放生的程序、放生的運送細節都做了專業和審慎的評估。所選放生魚苗是台灣原生魚

種金目鱸魚、黃臘  魚，因此完全符合保育的前提。當晚正值鳥會保育組的例會。在結束

基金會的會議後，再直奔鳥會和專員討論，並同時獲知當晚開會的義工們皆表示願意支援

五月二十六日的活動，感恩大家的協助。  

        五月二十六日上午慈悲、智慧、放生行的紅布簾敞掛於金山區漁會的入口，這幾個字的

意義讓我們特別有感觸，也是想加倍用心的動力所在，希望佛主慈悲的福德，能使大家智

慧增長，讓放生會更圓滿功德。  

        這次放生的一萬尾魚苗是在屏東縣林邊鄉的魚苗養殖場所養殖，經過蓄養、禁食 (以防魚

的排泄污染水質導致水中缺氧 )、打包後，凌晨時分由陳鏗元、張曉凡兩位居士，開了約七

個多小時的車，在上午七點多抵達漁會。每袋約有三、四百尾一吋長的魚苗，袋中有純

氧，為了能釋放足夠的氧氣保持魚苗的生命力，他們一直開著車子在附近繞。此時的魚苗

都還很活潑而生命力旺盛。  

        上午八點參與放生的所有人齊集在漁會廣場。八點四十分在長老的誦經祈福儀式結束

後，大家前往磺港的礁岩邊準備施放魚苗。會宗長老帶領大家再度誦經祈福，放生儀軌在

長老指導下，先由四位青年散據六個點，再由其他人員手中提拿魚苗袋排列在後，待長老

一聲令下後以接力方式，由站在第一位的人員開始施放。整個程序進行如同開會時所討論

的很正確，連我也替魚兒高興起來。在放生過程中我們也體會到以下三點是格外要注意

的，在此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1.等待施放須注意時間性，等待時間若過久，袋中無法釋放

足夠的氧氣，魚苗就會因缺氧而死，因此應儘量縮短等候時間，俾魚種有更強的生命力，

適應大自然環境。 2.施放後須由一、二位留置現場，觀察魚苗游動情況，是否有不適或死

亡並記錄數量比例。3.施放人員須確實了解方法程序。  



        放生儀式在會宗長老再次的祈福迴向後圓滿地完成，長老開示完便邀請保育義工上台跟

大家認識、講講話。再次感謝僧伽醫護基金會會宗長老、師兄、師姐和工作人員對台北市

野鳥學會的認同和支持，我們也會遵從長老的訓示以慈悲心、歡喜心讓世人對佛教的放生

有正確的看法。這半年將以參與和討論的方式做個案報告，日後將報告彙集並做成放生指

南資料，把正確的放生儀軌宣導到各個佛教團體，這期間還須依賴各位大德的支持，若有

任何需要我們協助的地方，在能力範圍內會盡力配合大家，我也會以佛弟子的身分盡力為

佛教努力。再次感恩，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