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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二年僧伽醫護基金會

第二次外海放生活動，於

十月七日上午正式展開，此次

放生地點和上次一樣，都在基

隆八斗子與深澳之間的昭明宮

舉行；所不同的是第一次外海

放生在炎炎夏日、豔陽高照的七月天舉

行，第二次外海放生在入秋之後、陰晴

不定的十月初進行，而且當天凌晨下過

傾盆大雨、活動之中是涼風送寒意的陰

天，活動結束後的下午忽然變得晴朗炎

熱。

早上八點十分，基金會的遊覽車從

新埔捷運站準時出發，九點多抵達昭明

宮。在車上，本會副董事長會宗長老帶

領大家做早課，唱誦《觀世音菩薩普門

品》和觀音靈感真言，過程十分順利。

在唱誦之前，長老特別交代司機：在車

子進山洞的時候，請打開車上電燈，以

免大眾在漆黑中，看不見課誦本上的

字，使得唱誦聲中斷。

前幾次放生時乘坐的遊覽車，車上

的電燈都是小燈泡，燈光微弱，即使開

了燈，看書依然模糊。這次遊覽車上的

電燈，是圓形環狀的燈管，光度很強，

車內一片通明，進入山洞後，也不覺得

黑暗，不論洞內洞外，視覺效果完全一

樣，所以唱誦之聲連綿不斷。

在抵達昭明宮之前，出現了一點小

插曲：遊覽車駛進昭明宮附近的漁港，

當車子行駛在港灣的曲折道路時，大家

才發現走錯路了，司機表示，車行老闆

娘沒有告訴他地址，他不知道昭明宮在

哪裡，會宗長老立即撥打手機，聯絡基

金會人員，問明轉往昭明宮的路線後，

遊覽車馬上迴轉駛出漁港。這時，長老

依然感謝司機，帶領大家到漁港觀光，

感謝辛苦的司機大哥，在莊嚴的宗教儀

式中，安排了輕鬆的旅遊項目，讓大家

增長見識。大家聽了，都發出呵呵的笑

聲；其中一位名叫徐子涵的師姐，讚歎

長老能以幽默的言語，舒緩大眾心中的

焦慮，在緊張的時刻中，製造了歡樂的

氣氛。

當所有人員陸續到達昭明宮後，工

作人員隨即展開報名、繳費作業。黃靖

收取證件以便報關

▼謄寫回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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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楊素端、林麗珠三位

師姐，在現場收取和登記

搭船人員的身分證，作為

報關之用；到了登船前，

就由海巡署人員核對身分

並發還身分證。

九點四十分，進行放

生儀軌，會宗長老領眾念

誦「楊枝淨水讚」、大悲

咒、「懺悔罪業」、三皈

依、四弘誓願，在開示時，長老說：放

生的兩重意義，一是救護生命，二是生

態保育。我們放生是拯救即將被宰殺、

成為人類食物的眾生，這是慈悲的行

為，意義相當殊勝。

當天放生的船隻有兩艘，一艘是「全

家福」號，另一艘是「航海家」號，搭

乘「全家福」號的有四十七人、搭乘

「航海家」號的有四十五人，兩艘船共

九十二人。司儀「陶子」宣布搭船人員

名單、船上領隊、組長、副組長、護士

人員姓名之後，本會放生顧問許瑞助法

會宗長老主持放生儀軌 會宗長老為即將回歸海洋的物命灑淨

海巡署人員唱名發還身分證將放生功德回向法界眾生

大眾恭敬虔誠參與午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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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和吳全橙居士，率領

搭船出海人員前往深澳

碼頭集合。

登船之前，救生員

先示範救生衣的穿著方法。大眾登船之

後，上慧法師和許瑞助會長接續持誦

「阿彌陀佛」聖號，直到航程結束，返

回碼頭為止。船隻出海五分鐘後，吳全

橙居士廣播：現在到達萬海巷、深澳人

工魚礁區，這裏有很多

石斑魚⋯⋯於是宣布開

始放生。排列在船艙外

左右兩側的「菩薩」

們，立即將一桶桶的

魚、蝦、螃蟹⋯⋯等放

入海中。這次船上放生

與上次稍有不同的是，

上次放生時，大家將水

桶從船尾傳遞到船頭，

站在船頭的志工將魚蝦

放入海中，這次似乎省

略了傳遞的動作，每位

「菩薩」直接將魚蝦送入海中。

這次放生當天的風浪相當大，在船

隻剛入海的時候，大家就感受到海浪的

奔騰、船身的動盪，一波一波的衝擊而

來，船艙內的人員，大多緊握扶手、鐵

志工黃可揚示範如何穿救生衣

小心地剪開綁螃蟹的繩索

風浪雖大，還是要為救護生命而放生

要回到大海好好生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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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欄杆、椅背，不敢走動，只要跨出

一步，身體就站不穩了，原本站在左側

的人，立刻被甩到右側，真是舉步維

艱。

大約十一點之後，在船艙外兩側走

道放生魚蝦蟹類的人員，陸續進入艙內

休息，十分鐘以後，已經有十幾個人支

持不住了，有的躺在床上、側臥床上、

有的暈眩、嘔吐、倒地、反胃⋯⋯等

等，就連筆者也受不了了⋯⋯十一點半

左右，暈船、嘔吐的人增多，醫護組提

供的塑膠袋用完了，領不到塑膠袋的人

只好吐到海水裏，本人也走出船艙、

「奔」向大海了！妙慶法師和吳全橙居

士雖然精神抖擻、不動如山，可是在放

生過程中，卻被螃蟹咬傷了手指。船上

護士楊素端師姐說：如果坐船時間再長

一點的話，她也不行了。

當魚蝦蟹類都放完之後，艙外兩側

的人員，大多坐在原位不動，不敢作出

輕鬆的舉動。在乘船的最後十分鐘，風

浪減少了許多，船行也很平穩。十一點

四十五分，「全家福」和「航海家」兩

艘船返抵深澳碼頭。

此次放生雖然遭遇暈船逆境，但是

對生命的意義、尊嚴，有了更深刻的體

驗。所謂渡生死海、航向涅槃彼岸，那

樣的逆境考驗，也許千百倍於航海暈船

之苦，現在航海的順境、逆境，都是未

來生命歷程的重要鍛鍊，有助於提升生

命的能量，也是提醒大眾修行的重要。

上岸之後，吳全橙老師表示，當天

風力六至七級、陣風九級，風向是東北

風、大浪，氣溫二十四至二十六度、水

溫二十三度。由於巴比倫颱風即將到

來，當天下午的風浪會更大，幸好放生

活動已在上午完成。

吳老師解釋：這次航行是採取「切

浪」方式──船隻頂浪而行，船身與海浪

呈垂直形狀，這樣可使船身受到的衝擊

最小，如果船在風浪強烈時停下來，船

身就會在原處轉圈圈，船上的人更容易

嘔吐。

午餐時間，有幾位「菩薩」因暈船

產生的心悸，無法正常用餐。吳全橙居

士說：嘔吐也是一種消除業障的方法，

讓體內不好的東西吐出來，身體反而乾

淨。正如一句電視廣告詞說的：「腸道

清一清，身體自然輕」。

午餐過後，進行環保淨灘。許瑞助法

官表示，本會放生的魚蝦都是市場上即

將被宰殺、然後送到餐廳供人食用的眾

生，牠們面臨「明顯而立即的危險 」，

我們放生是搶救生命的行為，搶救生命

有相當的急迫性；至於放了以後，可能

又被人抓去屠殺或販賣，那是另一段因

緣了。

對於外界時常指控的「一邊放、一邊

護理師為參與者量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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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的情況，許法官說：動物放了再被

抓的機率有多高？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統

計數據，如果用這個理由反對放生並不

恰當。

近年來，有些團體反對放生、主張護

生，許瑞助說，僧醫會也在努力護生，

護生工作是長期性的、全面性的，譬

如：棲地保育、傷痛療護、生活上食衣

住行的照顧，包括：放生地點、生態環

境、溫度、水流、食物、水深、底質、

密度⋯⋯等，作適當的規畫、分析、選

擇，都屬於護生的工作。

許瑞助進一步闡述：反對放生的人

可以說出一千個理由，但是如果立即被

殺的對象是自己的子女，這些人會感覺

如何？說不定他們也會主張立即搶救。

因此我們放生就是在保障魚類「生命

權」、「自由權」的基本「魚」權。他

舉例說：許多人的手指被割傷了，就痛

得不得了，可是動物身體被整條的剖

開，如果這種痛苦發生在人身上，人類

會怎樣？人類受不了的痛苦，為何要讓

動物承受這種苦？從「眾生平等」、

「一切眾生皆曾是我父母兄弟手足」的

觀念來看，不救物命就是不救親人。

經歷兩次外海放生，我感嘆那些長

年行船的人，像漁民、航海家、海軍、

蛙人、救生員⋯⋯等職業的人，都需要

有過人的體力、耐力、精力，我對歷史

上的鄭和、哥倫布等人、小說中的辛巴

達，產生了自然的敬佩。尤其感動的是

三百年前「唐山過台灣」的故事，我們

的祖先渡過「黑水溝」，十個人之中，

只有三個人到台灣；先民們堅毅不撓的

精神，令後人景仰。

而觀世音菩薩、媽祖信仰的重要性，

在海上也獲得深刻的體會；也理解到每

次放生的課誦項目，都是與觀音法門

有關的《普門品》或大悲咒、或《心

經》⋯⋯等，其用意一方面是緬懷先民

的渡海艱辛、讓我們生起恭敬心，珍惜

今日擁有的一切。另方面學習觀世音菩

薩的慈悲，從了解眾生的痛苦、進而同

情眾生的痛苦、達到拯救眾生的痛苦，

方為菩提大道的圓滿。身為佛弟子，

「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不正是我們應

該念茲在茲，時時刻刻隨力隨分實踐的

嘛!

許瑞助會長代表僧醫會感謝昭明宮 淨灘正是環境保護的具體行動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