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倡環保的民俗節慶 －聖嚴法師 

民間的習俗節慶有很多陋習，如果不改善、不進化的話，人家會覺得我們很

落伍。以臺灣的中元普度來講，整個過程中會燃燒大量的冥紙，根據臺北縣長周

錫瑋提到，去年（二○○六年）七月份僅僅在臺北縣就燒掉了四億。實際上，臺

北縣並不是燒得最多的，估算起來，全臺各縣市燒掉的數量非常龐大，整個臺灣

就好像是一個專門燒冥紙的大金爐，這對我們的國際形象影響很大，如果國際人

士問起：「為什麼你們要燒冥紙？」唯一的理由就是迷信。 

燒冥紙無益亡靈 

環保署調查，民間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都知道不應該、不需要，也贊成不

燒冥紙，但是因為左鄰右舍都在燒，自己不燒覺得不好意思，如此一來，燒冥紙

的習俗相當不容易改正。我在這裡提出一個建議，首先，勸導寺院、道觀，包括

佛教、道教，以及民間的土地公廟等逐年減少燒冥紙，慢慢地就能習慣不燒了。 

舉例來說，我們位在桃園的分院齋明寺，是一間建於清朝、擁有三百多年歷

史的古廟，我們剛接續法務的時候，廟裡有許多燒冥紙的金爐，因為燒的人多，

需求量多，所以金爐一直增加。後來，經過我們慢慢地宣導，減少金爐的用量，

到現在一個也沒有了。 

究竟燒冥紙對亡魂有什麼用？有人說冥紙是陰間的錢，燒給他們好拿去買東

西。可是陰間有買賣、有貿易嗎？人間有生產、有消費，陰間沒有生產，所以也

無從買賣、無法消費，燒了等於沒有用，只是浪費。我們應該從精神、心理層面

為他們做功德，或者是誦經、念佛迴向給他們，這樣對亡者才有用，否則的話，

僅僅燒冥紙並沒有用處。 

我認為推廣網路普度不僅非常現代化，也很符合現代人的需要。現代人都很

忙碌，如果在網路上超度祖先親友，那就沒有數量和距離的限制，只要能夠在網

路上達成超度的目的，所花費的人力、物力就會減少，同時，最重要的是合乎環

保原則。 

最初有人懷疑，在網路上超度，亡靈真的會去嗎？其實亡靈也好、祖先也好，

他們都是精神體，不是物質體，不一定要坐交通工具，或是跑多遠的路，只要我

們心念一動，請他們到某個地方，為他們超度、為他們紀念、為他們舉行儀式，

他們就能夠感應得到。所以，我們只要有心，希望在網路上做超度，網路上呈現

出的畫面是祭壇，那他們就會在網路上出現。所以，我贊成用網路來普度，而且

不一定在中元普度，就 



是在清明、過年，甚至是平常的時候也可以做。從我們內心來講，同樣是表達慎

終追遠的敬意，對亡靈而言，也可以得到同樣的功德，但是對整個社會環境來說，

意義就完全不同了。 

改良民俗節慶三層次 

從我的立場來看，民間習俗節慶的改良，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站在文化

的角度，可以把節慶變成民俗的文化祭典，藉此呈現出地方及文化上的特色。比

如臺北縣某個廟的神，他的精神是什麼？為什麼被人崇敬？另外，為什麼要在特

定時候祭拜祖先？因為這是漢民族對祖先的崇敬，所以要把崇敬祖先的文化呈現

出來。只要一個縣市先做，其他的縣市也會跟進；而且要用獎勵的方法來讓寺廟

主動去做，然後再配合政府的政策與法律的規定，我想這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在日本的時候看到一個現象：日本早期原來的民俗跟臺灣差不多，但是戰

後漸漸改良，凡是地方的民俗節慶都轉化成文化祭，視這個節慶代表什麼樣的精

神，就將它表現出什麼樣的文化內涵。藉由文化祭凸顯出節慶的意義，以提昇它

的層次，不僅僅是在民間吃吃喝喝或燒一些東西，而將它昇華成為一種藝術、文

化，甚至是教育的活動，如此一來，更能達成觀光的效果，只要那個地方有民俗

節慶，國際人士或是全國人民都會到那裡參觀。 

第二、從環保的角度來看，凡是用火燒的東西都會污染空氣環境。譬如冥紙

是用稻草或竹子做的，燒了以後會產生致癌的微粒子；還有冥紙上的金箔、銀箔

屬於金屬物質，燃燒後會釋放毒氣，除了污染整個大氣層之外，無論遠近的人們，

只要吸進隨風飄散的毒氣之後，都會受到影響，這是很不健康的。 

現在我們每年燒掉的冥紙數量非常可觀，不僅會污染空氣和水，在經濟上也

會造成浪費。現今地球暖化的現象愈來愈嚴重，不要以為只有燃燒汽油才會有影

響，燒冥紙也會，只要在自然界燒任何東西，都會讓暖化的程度提高。做為一個

現代的地球人，應該要盡量保護地球，而為了保護我們的地球，最好都不燒冥紙。

據統計，目前臺灣的空氣污染指數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若是民間能夠少燒一些冥

紙，少製造一些污染源，就能使地球暖化的速度減緩一些，這是功德一件，對我

們未來子孫也是一樁好事。 

第三、以宗教的立場而言，我們法鼓山也進行中元普度、清明時節舉行超度

法會，但是我們不僅不燒冥紙，連香都不主張燒。現在的香都是污染源，因為它

的製造成分是一些會產生污染的物質，燒了以後，空氣會變得很糟糕，特別是在

小小的家庭空間裡燒很多香，會讓整個家庭受影響。所以我們主張供水果或是供

飯菜，但不要燒香，如果一定要，就燒一支品質好的、煙少的香。現在公共場所

都不准抽菸了，在家裡應該也要這樣。 



尊重民俗，提倡民俗 

所以，佛教是不燒冥紙也不燒香，法鼓山在祭典或法會時，則會在佛前上香，

因為這是入鄉隨俗。漢人社會有漢人的文化、有漢人的需求，我們老祖宗幾千年

來都習以為常地做，如果不做的話大家心不安，所以我們還是照著做。其實國外

其他民族沒有中元普度，也沒有清明超度這種習俗、這種文化，但是他們也都很

平安地度過。 

例如要建房子，在破土動工的時候，都要先祭拜土地，之後大家才能安心施

工，如果不祭的話，只要一發生公共安全問題，大家就會開始埋怨：「就是因為

沒有祭拜，所以才會發生意外。」祭了之後會不會有公安事件發生呢？可能還會

有，但是心理上總是認為祭過比較平安。這是一種民間信仰，我們尊重它，所以

祭祀法會還是要做，但是不要污染環境。 

除了空氣之外，噪音也是一種污染。例如以前送喪的時候很重排場，喪家、

花車、樂隊等，一排隊伍長達幾里路，聲音很大，整條馬路都受到噪音的影響。

其實送喪不需要有這麼大的排場。 

總之，污染環境的聲音，污染環境的氣體，污染環境的各種各樣東西，都應

該減少、免除，加以改善，民俗習慣提昇了以後，國際上的觀光客到臺灣來，才

會覺得臺灣是個有文化的好地方。 

－本文摘錄自法鼓文化出版《我願無窮：美好的晚年開示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