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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行有效之「監督寺廟條例」係民國 18 年 12 月 7 日當時之國民

政府公布施行，該法僅適用於佛教、道教，有違宗教平等原則。

目前政教關係已由昔日監督管理轉變為如何協助宗教健全發

展。因此早有研議修正普遍適用於各宗教宗教團體法，惟始終未

能獲得共識，故遲遲未付諸立法。茲宗教團體法草案甫於民國

98 年 4 月 6 日經立法院一讀通過，大體上已相當程度呼應宗教

信仰自由、政教分離、聖俗分離等政教關係基本原則，筆者認為

如果立法者能瞭解、尊重各宗教傳統，當有助於政教關係、共存

共榮，並落實立法目的－保障宗教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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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佛教傳統論宗教團體法（草案）
1
如何落實立法目的 

 

壹、前   言  

  宗 教 經 驗 為 珍 貴 的 生 命 經 驗。熱 心 者 以 宗 教 體 驗 與 眾 分 享，宗 教 團 體 就 應 運 而 生。

宗 教 團 體 就 一 個 國 家 而 言 ， 雖 然 可 說 是 社 會 團 體 之 一 種 ； 但 有 些 宗 教 團 體 往 往 先 於 國

家 而 成 立 ， 有 些 更 是 跨 越 國 界 。 宗 教 團 體 往 往 有 其 發 展 傳 遞 的 特 殊 傳 承 ， 慢 慢 形 成 歷

史 傳 統 。 宗 教 團 體 與 國 家 關 係 如 何 ， 如 何 與 國 家 組 織 共 存 共 榮 ， 常 常 是 重 要 課 題 。 世

界 各 國 通 常 於 憲 法 標 明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 至 於 以 專 法 規 範 宗 教 或 宗 教 團 體 權 利 義 務 者 較

少，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為 使 宗 教 團 體 權 利 義 務 更 明 確，以 專 法 規 範 宗 教 團 體 者 較 多 了，

諸 如 日 本 、 中 國 大 陸 、 西 班 牙 、 俄 羅 斯 ……等 。 其 規 範 內 容 ， 通 常 為 揭 示 保 障 信 仰 自

由、宗 教 團 體 法 人 格 之 取 得、宗 教 建 築 保 護、宗 教 團 體 財 產 管 理、鼓 勵 興 辦 宗 教 教 育 ……
等，至 於 宗 教 教 義 內 涵 則 鮮 少 涉 及。在 這 些 國 家 中 以 日 本 宗 教 法 人 法 之 規 定 最 為 詳 盡。

該 國 在 行 政 及 審 判 實 務 上 亦 累 積 不 少 經 驗 ， 漸 漸 歸 納 出 一 些 基 本 原 則 ： 1.宗 教 自 由 ：

國 家 應 保 障 人 民 信 仰 宗 教 自 由 ， 並 不 得 加 以 干 預 。 2.政 教 分 離 ： 乃 相 對 於 中 世 紀 歐 洲

各 國 教 會 對 國 政 的 干 預 ， 及 以 往 西 藏 政 教 合 一 而 言 。 3.聖 俗 分 離 原 則 ： 國 家 不 得 直 接

管 制 純 粹 宗 教 教 義 與 信 仰 ； 但 宗 教 活 動 中 ， 尚 有 與 信 仰 、 教 義 無 直 接 關 係 的 財 產 管 理

等 ， 國 家 為 公 共 利 益 及 社 會 秩 序 的 維 護 ， 亦 有 推 行 宗 教 行 政 的 必 要 。 4.自 治 之 尊 重 與

自 律 之 期 待：各 宗 教 法 人 內 部 組 織、營 運 應 有 高 度 自 主 性，例 如 宗 教 幹 部 資 格、任 免 、

財 產 管 理 、 處 分 等 2， 賦 予 高 度 自 治 ， 但 亦 期 待 自 律 機 制 。 上 述 原 則 不 僅 為 日 本 學 術 界

及 實 務 界 多 年 激 盪 出 來 之 政 教 關 係 基 本 準 則 。 我 國 學 術 界 及 立 法 委 員 關 於 政 教 關 係 大

部 分 均 持 相 同 看 法 3。 宗 教 團 體 法 立 法 時 自 應 注 意 這 些 原 則 。 惟 如 前 述 ， 宗 教 團 體 是 特

殊 人 民 團 體 ， 有 時 會 先 於 國 家 組 織 而 存 在 ， 並 各 有 其 歷 史 傳 統 ， 這 些 歷 史 傳 統 有 些 是

超 國 家 組 織 跨 越 國 界 ， 有 些 是 適 應 當 地 民 情 而 慢 慢 形 成 的 ， 制 定 宗 教 相 關 法 令 如 果 能

兼 顧 並 尊 重 各 宗 教 傳 統 ， 則 不 難 落 實 立 法 目 的 － 保 障 宗 教 發 展 。 本 文 乃 先 從 我 國 宗 教

現 行 實 務 出 發 ， 並 簡 要 介 紹 宗 教 團 體 法 草 案 ， 再 從 宗 教 法 令 有 關 之 佛 教 傳 統 角 度 探 討

宗 教 團 體 法 如 何 適 當 呼 應 佛 教 傳 統 以 利 佛 法 弘 揚 4。  

                                                 
1 本草案係指甫經立法院於民國 98 年 4 月 6 日一讀通過之宗教團體法草案。 
2 參見蘇俊雄著：「日本宗教教人法之憲法基礎與相關判例(上)」載於司法院發行《司法週刊》第 1054 期，民國

90 年 10 月 24 日印行，頁 2。 
3 參見瞿海源著：《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初版一刷）。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民國 86 年 5 月，

頁 422~437、481～488。許育典著：《宗教自由與宗教法》（初版 1 刷）。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民國 94 年 5
月.頁 217～240、203、251~260、270～272。 

4 筆者為佛教徒，對佛教傳統較嫻熟，如有專家學者能從其他宗教傳統探討此一問題，當有助於宗教法令之推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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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宗教行政實務現況及宗教團體法草案簡介  

  我 國 現 行 有 效 之 「 監 督 寺 廟 條 例 」 係 民 國 18 年 12 月 7 日 國 民 政 府 公 布 施 行 。 該

法 第 1 條 規 定 ：「 凡 有 僧 道 住 持 之 宗 教 上 建 築 物 ， 不 論 用 何 名 稱 ， 均 為 寺 廟 。 」。 第 2
條 第 1 項 規 定 ：「 寺 廟 及 其 財 產 法 物 ， 除 法 律 別 有 規 定 外 ， 依 本 條 例 監 督 之 。 」。 由 此

等 規 定 足 見 本 法 適 用 對 象 ， 僅 限 於 僧 道 住 持 之 寺 廟 ， 即 道 教 、 佛 教 之 寺 廟 ， 佛 、 道 以

外 之 宗 教 如 天 主 教 、 基 督 教 、 回 教 等 ， 均 非 適 用 對 象 。 而 該 法 立 法 目 的 在 於 監 督 寺 廟

及 其 財 產 法 物 。 原 則 上 寺 廟 財 產 及 法 物 為 寺 廟 所 有 ， 由 住 持 管 理 之 （ 該 條 例 第 6 條 第

1 項 ）。 住 持 如 何 管 理 並 未 規 定 ， 僅 宣 示 ： 寺 廟 應 按 其 財 產 情 形 ， 興 辦 公 益 或 慈 善 事 業

（ 該 條 例 第 10 條 ）。 住 持 則 應 於 每 半 年 終 將 寺 廟 收 支 款 項 及 所 興 辦 事 業 報 告 該 管 官

署 ， 並 公 告 之（ 該 條 例 第 9 條 ）。 寺 廟 財 產 僅 不 動 產 及 法 物 ， 須 經 所 屬 教 會 之 決 議 ，並

呈 請 該 管 官 署 許 可， 始 得 處 分 或 變 更（ 該 條 例 第 8 條 ）5。 因 該 法 甚 為 簡 要， 僅 區 區 13
條 ， 政 府 對 於 其 他 財 產 如 何 監 督 並 未 明 文 明 定 ， 也 因 此 而 與 佛 、 道 傳 統 不 致 於 有 太 多

扞 格 之 感 。  

  其 後 為 辦 理 寺 廟 登 記 有 所 依 循 ， 內 政 部 於 民 國 25 年 1 月 4 日 訂 頒 「 寺 廟 登 記 規

則 」。 依 該 規 則 第 1 條 規 定 ：「 凡 為 僧 道 住 持 或 居 住 之 一 切 公 建 、 募 建 或 私 家 獨 建 之 壇

廟 寺 院 庵 觀 」，均 須 辦 理 寺 廟 登 記。寺 廟 主 事 者 為 寺 廟 永 續 經 營 亦 樂 于 辦 理 寺 廟 登 記 ；

然 於 辦 理 登 記 時 因 行 政 主 管 機 關 對 於 宗 教 隔 閡 ， 竟 對 於 「 宗 教 上 建 築 物 」 及 「 寺 廟 」

組 織 型 態 等 產 生 與 宗 教 傳 流 極 大 落 差 之 認 知 ， 舉 其 要 者 約 有 如 下 幾 點 ： 一 、 按 「 宗 教

建 築 物 」應 係 指 宗 教 人 士 專 供 宗 教 活 動 之 建 築 物。監 督 寺 廟 條 例 第 1 條：「 凡 有 僧 道 住

持 之 宗 教 上 建 築 物 ， 不 論 用 何 名 稱 ， 均 為 寺 廟 。 」 大 致 上 與 一 般 認 知 並 無 出 入 ； 惟 主

管 機 關 內 政 部 民 政 司、台 灣 省 政 府 民 政 廳 竟 誤 解 為，「 宗 教 上 建 築 物 」係 指 依 照 各 教 寺

廟 傳 統 建 築 形 式 ， 並 專 供 宗 教 使 用 之 公 眾 建 築 物 而 言 。 因 此 舉 凡 租 用 民 房 等 非 宗 教 形

式 之 建 築 物，自 不 得 准 予 辦 理 寺 廟 登 記 6。實 際 上 不 管 佛 教 或 道 教 之 宗 教 人 士 從 事 宗 教

活 動 原 所 使 用 之 建 築 物 並 沒 有 特 定 的 外 表 形 式 ， 重 點 應 在 於 該 建 築 物 是 否 宗 教 人 士 專

供 宗 教 活 動 ， 此 方 為 「 宗 教 建 築 物 」 之 正 解 。 因 此 論 者 批 評 ： 主 辦 寺 廟 業 務 之 行 政 人

員 ， 也 許 會 認 為 翹 脊 的 建 築 物 或 宮 殿 式 的 建 築 物 ， 才 算 是 宗 教 形 式 建 築 。 可 是 宮 殿 式

建 築 物 並 非 佛 、 道 專 用 ， 例 如 台 北 圓 山 大 飯 店 等 都 非 供 宗 教 活 動 使 用 7。 二 、 各 種 宗 教

                                                 
5 司法院釋字第 573 號解釋認為：監督寺廟條例第 8 條就同條例第 3 條各款所列以外之寺廟處分或變更其不動

產及法物，規定須經所屬教會之決議，並呈請該管官署許可。未顧及宗教組織之自主性、內部管理機制之差

異性，以及為宗教傳布目的所為財產經營之需要，對該等寺廟之宗教組織自主權及財產處分權加以限制，妨

礙宗教活動自由已逾越必要之程度，且其規定應呈請該管官署許可部分，就申請程序及許可之要件，均付諸

闕如，已違反法律明確性原則，遑論採取官署事前許可之管制手段是否確有其必要性，與上開憲法規定及保

護人民自由權利之意旨，均有所牴觸；又依同條例第 1 條、第 2 條第 1 項規定，第 8 條規範之對象，僅適用

於部分宗教，亦與憲法上國家對於宗教應謹守中立之原則及宗教平等原則相悖。該條例第 8 條及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應自本解釋公布日（93 年 2 月 27 日）起，至遲於屆滿二年時，失其效力。 

6 參見內政部 61、10、21 台內民字第 479328 號函、64、7、4 台內民字第 634005 號函、台灣省政府民政廳 61、

7、28 民甲字第 13758 號函、65、4、17 民甲字第 8400 號函。 
7 淨心長老著，《現行寺廟法令的適法性與功能》（1 版）中國佛教會台灣省分會印行，民國 80 年 7 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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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有 其 傳 統 的 組 織 體 系 及 執 事 ， 茲 以 佛 教 為 例 ， 其 執 事 大 概 有 住 持 、 副 住 持 、 都 監 、

監 院 、 知 客 、 維 那 ……等 各 有 其 職 各 司 其 事 。 並 均 由 寺 內 出 家 眾 自 治 自 理 。 監 督 寺 廟

條 例 第 6 條 亦 規 定 ：「 寺 廟 財 產 及 法 物 ， 為 寺 廟 所 有 ， 由 住 持 管 理 之 。 」該 條 例 並 沒 有

規 定 信 徒 對 於 寺 廟 有 甚 麼 效 力 ； 但 行 政 機 關 卻 規 定 各 寺 廟 應 成 立 信 徒 大 會 ， 將 信 徒 大

會 作 為 寺 廟 最 高 權 力 機 構 。 再 由 信 徒 大 會 組 織 管 理 委 員 會 選 任 管 理 人 ， 由 管 理 人 取 代

監 督 寺 廟 條 例 「 住 持 」 地 位 ， 管 理 寺 廟 房 屋 財 產 。 並 進 一 步 認 為 住 持 原 則 上 依 照 該 寺

廟 傳 授 習 慣 產 生 ， 若 無 傳 授 習 慣 ， 應 由 管 理 人 或 管 理 委 員 會 聘 任 ， 但 仍 應 取 得 該 寺 廟

過 半 數 信 徒 之 同 意 8。  

  由 於 監 督 寺 廟 條 例 規 定 僅 適 用 佛 、 道 兩 教 ， 其 他 宗 教 不 在 其 列 ， 有 達 宗 教 平 等 原

則 ， 且 上 開 條 例 亦 嫌 簡 略 ， 適 用 上 有 待 於 行 政 機 關 以 法 規 性 命 令 補 充 ， 但 行 政 機 關 主

事 者 對 於 佛 、 道 兩 教 傳 統 亦 不 深 入 ， 致 宗 教 行 政 措 施 每 受 批 評 ， 故 內 政 部 及 關 心 宗 教

團 體 之 立 法 委 員 自 民 國 四 十 年 代 起 即 先 後 提 起 不 同 版 本 之 「 宗 教 法 草 案 」 或 「 宗 教 團

體 法 草 案 」。每 一 草 案 提 出 即 有 不 同 反 應，或 同 意 或 反 對，經 過 不 斷 溝 通 折 衝，並 適 時

反 應 不 同 的 需 求 ， 目 前 內 政 部 及 立 法 委 員 所 提 出 之 版 本 已 漸 趨 一 致 ， 本 文 僅 就 甫 經 立

法 院 於 98 年 4 月 6 日 立 法 院 一 讀 通 過 之 「 宗 教 團 體 法 草 案 」 為 主 軸 簡 要 介 紹 於 后 ：  

  該 草 案 計 七 章 ， 共 三 十 七 條 ， 其 要 點 如 下 ：  

  第 一 章 、「 總 則 」： 明 定 宗 教 團 體 法 之 立 法 意 旨 、 主 管 機 關 、 宗 教 團 體 之 種 類 、 賦

予 宗 教 團 體 宗 教 法 人 人 格 等 （ 草 案 第 1 條 至 第 7 條 ）。  

  第 二 章 、「 寺 院 、 宮 廟 、 教 會 」： 明 定 寺 院 、 宮 廟 、 教 會 之 定 義 、 登 記 事 項 及 章 程

應 載 明 事 項 （ 草 案 第 8、 9 條 ）。  

  第 三 章 、「 宗 教 社 會 團 體 」： 明 定 宗 教 社 會 團 體 之 定 義 、 類 別 、 成 員 、 籌 設 及 章 程

應 載 明 事 項 （ 草 案 第 10 至 14 條 ）。  

  第 四 章 、「 宗 教 基 金 會 」： 明 定 宗 教 基 金 會 之 定 義 、 類 別 、 籌 設 及 章 程 應 載 明 事 項

（ 草 案 第 15 至 18 條 ）。  

  第 五 章 、「 財 產 」： 財 產 之 管 理 、 宗 教 團 體 之 會 計 、 年 度 決 算 、 免 稅 規 定 及 解 散 後

賸 餘 財 產 之 歸 屬 （ 草 案 第 19～ 27 條 ）。  

  第 六 章 、「 宗 教 建 築 物 」： 明 定 宗 教 建 築 物 之 定 義 ， 免 稅 規 定 ， 以 區 分 所 有 建 築 物

為 宗 教 建 築 物 之 規 定 （ 草 案 第 28 條 、 29 條 ）。  

  第 七 章 、「 附 則 」： 明 定 宗 教 法 人 得 興 辦 之 事 業 、 宗 教 法 人 成 員 解 除 職 務 之 規 定 、

宗 教 教 義 研 修 機 構 之 設 立 、 納 骨 塔 等 視 為 宗 教 建 築 物 之 規 定 （ 草 案 第 30 至 37 條 ）。  
                                                 
8 省政府民政廳 65、4、21 民甲字第 8001 號函、49、民甲字第 18302 號代電、48、3、16 民甲字第 3022 號代電、

內政部 55、5、30 台內民字第 204435 號代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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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主 管 機 關 統 計 ， 於 內 政 部 著 手 研 擬 宗 教 團 體 法 草 案 時 ， 寺 廟 約 有 1 萬 2 千 座 左

右 完 成 登 記 、 宗 教 性 質 財 團 法 人 有 三 千 個 左 右 、 宗 教 性 質 社 團 法 人 也 有 近 一 千 個 左 右
9。 本 草 案 依 宗 教 團 體 目 前 呈 現 之 型 態 將 宗 教 團 體 分 為 「 寺 院 、 宮 廟 、 教 會 」、「 宗 教 社

會 團 體 」、「 宗 教 基 金 會 」 三 種 ， 均 可 依 法 取 得 宗 教 法 人 人 格 ， 堪 稱 能 體 察 社 會 事 實 符

合 社 會 需 要 之 立 法。惟 該 草 案 第 24 條 第 1 項 規 定：宗 教 法 人 除 有 銷 售 貨 物、勞 務 收 入

或 附 屬 作 業 組 織 表 外 ， 得 依 所 得 稅 法 相 對 規 定 ， 免 辦 理 年 度 結 算 申 報 。 此 條 規 定 ， 應

緣 起 於 所 得 稅 法 第 4 條 第 13 款 規 定：「 左 列 各 種 所 得，免 納 所 得 稅：……十 三、教 育 、

文 化 、 公 益 、 慈 善 機 關 或 團 體 ， 符 合 行 政 院 規 定 標 準 表 ， 其 本 身 之 所 得 及 其 附 屬 作 業

組 織 之 所 得 。 ……」 行 政 院 依 該 條 款 之 規 定 於 92 年 3 月 26 日 修 正 公 布 之 教 育 文 化 公

益 慈 善 機 關 或 團 體 免 納 所 得 稅 適 用 標 準 第 3 條 第 1 項 規 定：「 符 合 前 條 規 定 之 教 育、文

化 、 公 益 、 慈 善 機 關 或 團 體 ， 其 銷 售 貨 物 或 勞 務 之 所 得 ， 除 銷 售 貨 物 或 勞 務 以 外 之 收

入 不 足 支 應 與 其 創 設 目 的 有 關 活 動 之 支 出 時 ， 得 將 該 不 足 支 應 部 分 扣 除 外 ， 應 依 法 課

徵 所 得 稅 。 」 財 政 部 於 86 年 3 月 19 日 修 正 公 布 之 宗 教 團 體 免 辦 理 所 得 稅 結 算 申 報 認

定 要 點 四 規 定 ：「 宗 教 團 體 下 列 收 入 ， 屬 銷 售 貨 物 或 勞 務 收 入 ： (一 )販 賣 宗 教 文 物 、 香

燭 、 金 紙、 祭 品 等 商 業 行 為 收 入 。 (二 )供 應 齋 飯 及 借 住 廂 (客 )房 收 入， 訂 有 一 定 收 費 標

準 者。 (三 )提 供 納 骨 塔 供 人 安 置 骨 灰、神 位 之 收 入， 訂 有 一 定 收 費 標 準 者。……一 」按

教 育 、 文 化 、 公 益 、 慈 善 機 關 或 團 體 所 以 有 免 稅 規 定 ， 乃 在 於 其 公 益 性 質 ， 所 以 有 鼓

勵 興 辦 之 必 要 ， 因 此 私 立 學 校 或 財 團 法 人 型 態 之 醫 院 等 之 提 供 教 育 服 務 、 醫 療 服 務 收

得 ， 類 皆 為 有 一 定 收 費 標 準 之 勞 務 收 入 ， 惟 均 免 納 所 得 稅 ， 今 獨 對 於 宗 教 團 體 某 些 訂

有 一 定 收 費 標 準 之 銷 售 貨 物 或 勞 務 收 入，認 應 得 所 得 稅。本 草 案 第 24 條 第 1 項 更 將 此

等 情 形 成 文 化 ， 此 為 其 他 公 益 團 體 法 如 私 立 學 校 法 、 人 民 團 體 法 ……等 所 無 之 規 定 ，

是 否 適 當 ， 頗 有 商 確 餘 地 。 又 本 草 案 第 28 條 第 1 項 規 定 ：「 宗 教 建 築 物 指 宗 教 團 體 為

從 事 宗 教 活 動 ， 依 建 築 法 令 領 得 使 用 執 照 之 建 築 物 。 」 此 項 規 定 以 宗 教 建 築 物 係 信 徒

大 眾 得 出 入 之 場 所，基 於 公 共 安 全 考 量，認 有 以 建 築 法 令 規 範 之 必 要，固 有 正 當 考 量 ，

但 目 前 普 遍 為 大 眾 信 仰 之 佛 、 道 、 耶 、 回 等 宗 教 ， 均 於 我 國 建 築 法 令 施 行 前 即 已 宏 揚

於 世 ， 並 早 於 建 築 法 令 施 行 前 即 陸 續 興 建 且 現 仍 在 使 用 中 之 宗 教 建 築 物 ， 當 亦 不 在 少

數 ， 依 本 草 案 之 規 定 ， 此 等 建 築 物 是 否 可 因 本 草 案 之 實 施 而 否 認 係 宗 教 建 築 物 。 另 本

草 案 第 34 條 第 1 項 前 段 ：「 本 法 施 行 前 ， 寺 院 、 宮 廟 、 教 會 附 設 之 納 骨 、 火 化 設 施 已

滿 十 年 者 ， 視 為 宗 教 建 築 物 之 一 部 分 。 」 本 條 項 立 意 良 善 ， 係 以 寺 院 、 宮 廟 、 教 會 附

設 納 骨 、 火 化 設 由 來 已 久 ， 為 宗 教 文 化 之 一 ， 惟 多 數 未 依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之 規 定 申 請 設

置 ， 為 解 決 寺 廟 附 設 納 骨 、 火 化 設 施 之 問 題 ， 而 有 此 規 定 。 但 寺 院 所 設 之 納 骨 塔 原 即

為 宗 教 建 築 物，亦 早 於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施 行 前 即 有 此 傳 統，若 謂：「 本 法 施 行 前，… … 已

滿 十 年 者 ， 視 為 宗 教 建 築 物 之 一 部 分 。 」 則 本 法 施 行 前 未 滿 十 年 及 本 法 施 行 後 寺 院 等

所 設 納 骨 塔 是 否 即 非 宗 教 建 築 物 ？ 頗 費 思 量 ， 若 未 考 慮 周 詳 ， 恐 因 此 斲 衷 良 好 宗 教 傳

統 。 凡 此 種 種 諒 係 因 對 宗 教 傳 統 沒 有 正 確 認 識 所 致 。 宗 教 團 體 法 乃 規 範 宗 教 團 體 之 法

                                                 
9 黃慶生著《台灣宗教立法》(1 版)，太平慈光寺出版，民國 94 年 10 月 25 日，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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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 ， 允 宜 對 宗 教 團 體 ， 尤 其 宗 教 傳 統 有 正 確 認 識 ， 才 能 因 本 法 之 立 法 實 施 ， 達 成 立 法

目 的 「 保 障 宗 教 團 體 健 全 發 展 」 之 初 衷 。 本 文 擬 對 宗 教 傳 統 ， 尤 其 與 本 法 有 關 之 佛 教

傳 統 略 加 探 討 。  

參、宗教團體法應如何回應佛教傳統  

一 、 佛 教 傳 統 寺 院 組 織  

  自 從 唐 廟 「 馬 祖 （ 禪 師 ） 建 叢 林 ， 百 丈 立 清 規 」 一 千 二 百 多 年 來 ， 佛 教 寺 院 有 很

完 整 而 嚴 密 的 組 織 制 度 ， 佛 寺 由 各 種 執 事 ， 各 司 其 事 分 工 合 作 ， 共 同 負 責 。 依 佛 寺 清

規 的 規 定 ， 大 規 模 佛 寺 的 執 事 ， 有 108 種 之 多 ， 重 要 的 執 事 為 住 持 、 副 住 持 、 都 監 、

監 院 、 副 寺 、 知 客 、 維 那 、 僧 職 、 書 記 、 衣 鉢 、 庫 頭 、 寮 元 、 典 座 、 管 堂 、 講 席 、 行

單 、 清 眾 ， 這 些 執 事 分 屬 監 院 寮 、 知 客 寮 、 維 那 寮 、 衣 鉢 寮 等 四 大 寮 口 ， 寺 內 的 實 際

事 務 ， 都 由 這 些 綱 領 執 事 負 責 推 行 ， 寺 務 、 財 務 ， 分 別 由 各 執 事 人 負 責 ， 住 持 僅 是 居

於 領 導 地 位 ， 領 眾 薰 修 。 我 國 佛 教 住 持 產 生 的 方 式 ， 大 致 可 歸 納 為 ： 1.十 方 選 舉 制 、

2.十 方 傳 法 制 、 3 法 派 叢 林 制 、 4.徒 派 選 任 制 、 5.傳 戒 傳 法 抽 選 制 、 6.師 徒 繼 承 制 。 上

述 六 種 不 同 的 住 持 產 生 慣 例 ， 由 各 寺 自 行 規 定 。 尤 其 大 叢 林 都 有 很 完 整 的 制 度 ， 而 且

很 重 視 制 度 的 傳 統 ， 不 能 輕 易 更 改 。 上 述 六 種 制 度 ， 共 同 點 係 均 由 現 任 住 持 ， 提 出 後

繼 人 選 ， 再 經 過 常 住 大 眾 的 同 意 ， 始 得 決 定 ， 此 為 佛 教 之 民 主 推 選 制 度 10。  

  本 草 案 第 9 條 規 定：「 寺 院、宮 廟、教 會 之 章 程，應 載 明 下 列 事 項：一、名 稱。二 、

宗 旨。三、宗 教 派 別 。 四、管 理 組 織 及 管 理 方 法 。 五、法 人 代 表 之 名 稱、名 額 、職 權 、

產 生 及 解 任 方 式 ……..。」本 法 並 未 如 其 他 法 人 法 如 私 立 學 校 法、公 司 法 等，規 定 管 理 、

組 織 名 稱 、 管 理 方 法 、 法 人 代 表 名 稱 、 名 額 、 職 權 ； 而 係 規 定 各 寺 院 等 之 章 程 應 自 行

載 明 ， 諒 已 瞭 解 並 尊 重 各 宗 教 團 體 自 己 傳 統 之 組 織 及 管 理 方 法 ， 故 僅 須 於 章 程 載 明 即

可 ， 本 法 施 行 後 ， 宗 教 行 政 主 管 機 關 ， 不 宜 一 仍 舊 慣 ， 以 行 政 命 令 訂 定 宗 教 團 體 之 組

織 ， 管 理 方 法 及 各 職 事 名 稱 、 職 權 ， 否 則 即 違 背 宗 教 團 體 法 之 立 法 意 旨 。  

二 、 農 禪 制 度  

  印 度 原 始 佛 教 出 家 人 以 乞 食 為 生 ，「 比 丘 」 直 譯 為 華 文 即 「 乞 士 」， 上 從 如 來 乞 法

以 練 心 ， 下 就 俗 人 乞 食 以 資 身 。 托 鉢 乞 食 為 印 度 佛 教 傳 統 。 佛 要 圓 寂 前 ， 教 侮 弟 子 要

珍 重 波 羅 提 木 义（ 戒 律 ）， 持 淨 戒 者 ， 不 得 斬 伐 草 木 、 懇 土 掘 地 ， 一 切 種 植 ， 皆 當 遠 離

如 避 火 坑 11。 佛 教 傳 入 中 國 後， 當 時 傳 統 社 會 觀 念 ， 乞 法 有 如 求 學， 尚 屬 高 雅 ， 但 乞 食

為 生 則 為 人 所 不 齒 。 農 耕 為 生 ， 向 受 尊 重 ， 從 皇 帝 到 官 僚 士 紳 以 至 一 般 書 生 ， 都 不 敢

賤 視 農 業 勞 動 ， 甚 至 以 自 己 能 從 事 農 耕 為 高 雅 之 舉 ， 知 識 分 子 若 不 為 官 ， 則 以 耕 讀 為

尚 。 中 國 佛 教 在 這 種 氛 圍 之 下 ， 自 食 其 力 的 觀 念 就 應 運 而 生 ， 其 中 以 唐 朝 百 丈 懷 海 禪

                                                 
10 淨心長老前揭著作，頁 37、38、39、41～44。 
11 引自佛遺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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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為 代 表 ， 他 主 張 出 家 僧 眾 平 日 於 專 心 一 志 修 証 佛 法 以 外 ， 每 有 農 作 或 勞 動 的 事 情 ，

便 由 僧 值 師 宣 布 ， 無 論 上 下 ， 須 一 致 參 加 ， 叢 林 術 語 名 為 “ 出 坡 ＂ 。 出 坡 時 ， 住 持 和

尚 ， 還 須 躬 先 領 頭 ， 為 人 表 率 。 百 丈 禪 師 到 了 晚 年 ， 還 自 己 操 作 不 休 ， 弟 子 們 過 意 不

去 ， 就 偷 偷 地 把 他 的 農 作 工 具 藏 了 起 來 。 他 找 不 到 工 具 ， 就 一 天 不 吃 飯 ， 所 以 禪 門 傳

誦 百 丈 高 風 ， 便 有 ：「 一 日 不 作 ， 一 日 不 食 」 之 語 12。 降 及 近 代 高 僧 虛 雲 和 尚 年 屆 一 百

二 十 歲 猶 力 行 不 倦 ， 終 生 奉 此 不 變 。 台 灣 証 嚴 法 師 又 是 另 一 個 代 表 ， 証 嚴 法 師 自 訂 不

化 緣 自 力 更 生 之 規 矩 ， 起 先 到 工 廠 拿 原 料 ， 加 工 打 毛 衣 ； 把 水 泥 袋 改 裝 成 小 型 袋 當 作

飼 料 袋 ， 後 來 ， 增 加 嬰 兒 布 鞋 …….種 種 生 產 事 業 ， 以 維 持 常 住 生 活 。 即 使 今 天 創 辦 了

醫 院 、 學 校 、 出 版 社 ……等 事 業 體 、 靜 思 精 舍 僧 眾 還 是 以 自 己 加 工 食 品 等 所 得 維 持 生

活 13。為 現 代 版 的 農 禪 景 象。近 代 產 業 革 命 影 響 農 工 業 生 產 甚 鉅。就 農 業 而 言 生 產 量 確

大 幅 增 加 ， 也 豐 富 了 一 般 人 飲 食 ； 但 隨 著 大 量 化 學 肥 料 、 農 藥 的 使 用 ， 污 染 食 物 ， 破

壞 環 境 ， 直 接 影 響 人 類 身 體 健 康 ， 惡 化 人 類 生 存 環 境 。 近 來 有 些 佛 教 團 體 ， 本 於 慈 悲

心 ， 發 揮 農 禪 精 神 ， 提 出 「 有 機 農 禪 」 理 念 ， 親 自 經 營 有 機 農 場 ， 生 產 有 機 農 場 品 ，

進 一 步 教 導 人 們 有 機 飲 食 理 念 及 方 法 。 一 方 面 使 大 自 然 環 境 恢 復 生 機 － 環 保 ； 也 讓 大

地 眾 生 有 良 好 生 活 空 間 － 護 生；並 直 接 維 護 人 類 身 心 靈 健 康 － 養 生 14。除 了 承 襲 原 有 農

禪 精 神 ， 更 發 揮 大 乘 菩 薩 的 慈 悲 心 ， 此 應 是 大 乘 佛 教 的 時 代 趨 勢 ， 對 此 大 乘 佛 教 的 發

展 也 有 進 一 步 體 認 的 必 要 。  

  本 草 案 第 30 條 第 1 項 規 定：「 宗 教 法 人 得 依 據 章 程 規 定，辦 理 與 宗 教 相 關 之 公 益、

慈 善 、 教 育 、 醫 療 、 社 會 福 利 或 其 他 經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之 附 屬 事 業 。 但 其 附 屬 事 業 應 符

合 設 立 目 的 。 」 本 條 項 雖 明 定 宗 教 法 人 得 興 辦 附 屬 事 業 ， 但 附 屬 事 業 應 符 合 設 立 目 的

公 益 、 慈 善 、 教 育 、 醫 療 、 社 會 福 利 或 其 他 經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者 。 所 謂 「 設 立 目 的 」 依

同 草 案 第 3 條 第 1 項 規 定 ： 宗 教 團 體 設 立 目 的 在 於 從 事 宗 教 群 體 運 作 與 教 義 傳 布 及 活

動 。 依 此 宗 教 團 體 似 僅 能 從 事 與 傳 佈 教 義 有 直 接 關 係 的 公 益 事 業 。 則 上 開 經 營 農 場 ，

甚 或 從 事 環 保 、 護 生 、 養 生 等 事 業 ， 恐 怕 均 要 受 到 限 制 ， 大 乘 佛 教 隨 著 時 代 需 要 的 發

展 難 免 受 到 影 響。於 此 日 本 宗 教 法 人 法 第 6 條 之 規 定：「 宗 教 法 人 得 興 辦 公 益 事 業。宗

教 法 人 在 不 違 反 其 設 立 目 的 之 下 ， 得 興 辦 公 益 事 業 以 外 之 事 業 。 但 其 收 益 應 使 用 於 該

宗 教 法 人 或 所 興 辦 之 公 益 事 業 。 」 日 本 宗 教 法 人 法 此 種 規 定 ， 較 符 合 大 乘 佛 教 大 開 大

闔 的 精 神 ， 有 參 酌 規 定 之 必 要 。  

三 、 佛 教 傳 統 建 築 一 塔 、 寺  

  佛 成 道 後 先 度 五 比 丘，後 來 隨 之 出 家 者 愈 來 愈 多，慢 慢 形 成 僧 團。僧 團 初 期 階 段 ，

                                                 
12 參攷南懷瑾著：《禪宗業林制度與中國社會》（8 版）。老古文化事業公司出版，民國 75 年 3 月，頁 48、49 頁。

林悟殊著：「從百丈清規看農禪－兼論唐宋佛的自我供養意識」。上海書畫出版社發行：《寺院財富與世俗供

養》。西元 2003 年 12 月第 1 版印刷，頁 380～397。 
13 陳慧劍著：《証嚴法師的慈濟世界》。台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79 年 9 月 15 日重排初版，頁 27、48、

49。 
14 《有機．光復大地見生機》。福智之聲出版社，民國 97 年 9 月第 1 版第 6 刷，頁 6、7、8。聖輪法師著：《有

機生活禪》。頁 1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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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 眾 尚 無 嚴 格 稱 謂 的 居 住 場 所 ， 根 據 記 載 “ 此 時 住 這 ， 被 時 居 那 ； 或 棲 止 叢 林 ， 或 安

身 樹 下 ； 或 托 跡 山 腰 ， 或 容 身 洞 穴 ； 或 宿 於 墓 地 ， 或 托 足 森 林 ； 或 卜 居 曠 野 ， 或 存 身

草 堆 ＂ 15。居 無 定 所，一 般 人 引 以 為 苦，確 是 佛 教 為 防 修 行 人 產 生 貪 戀 執 著 的 修 行 方 式。

佛 於 湼 槃 前 猶 諄 諄 囑 附 弟 子 ： 日 中 一 食 、 宿 下 一 宿 。 可 是 僧 團 人 數 漸 漸 多 了 ， 為 了 方

便 傳 法 、 共 修 ， 共 住 於 固 定 建 築 物 還 是 較 為 方 便 ， 相 傳 首 先 是 摩 揭 陀 國 王 頻 婆 沙 羅

（ Seniya Bimbisara） 將 竹 林 精 舍 （ Venuvana） 奉 獻 給 佛 及 其 徒 弟 。 此 後 為 佛 及 弟 子 提

供 修 行 的 定 居 場 所 － 精 舍 相 繼 出 現 ， 例 如 由 祇 陀 太 子 獻 林 園 ， 給 孤 獨 長 者 購 地 興 建 之

祇 園 精 舍 等 16。佛 教 於 東 漢 明 帝 時，因 明 帝 夜 夢 金 人，派 大 使 蔡 愔 往 西 域 求 佛 法，迎 得

高 僧 笁 法 蘭 、 迦 葉 摩 騰 二 位 高 僧 以 白 馬 駄 經 至 首 都 洛 陽 ， 當 時 兩 位 高 僧 先 棲 身 於 鴻 臚

寺，其 後 明 帝 為 二 位 高 僧 興 建 白 馬 寺，以 方 便 譯 經 及 弘 法，白 馬 寺 為 中 國 第 一 座 佛 寺 。

印 度 佛 教 建 築 原 無 固 定 樣 式，傳 入 中 國 以 後 兩 位 高 僧 暫 棲 之 鴻 臚 寺，乃 當 時 之 外 交 部。

專 供 兩 位 高 僧 居 住 之 白 馬 寺 想 必 也 是 按 照 當 時 官 方 衙 門 的 樣 式 17。隨 著 佛 教 在 中 國 大 陸

的 傳 揚 也 大 量 興 建 佛 寺 ， 從 隋 唐 盛 世 至 近 代 之 清 朝 ， 從 皇 室 到 一 般 百 姓 ， 從 平 原 至 高

山 ， 有 佛 寺 的 地 方 往 往 成 為 名 勝 ， 因 有 自 古 名 山 僧 佔 多 的 雅 名 ， 至 今 中 國 大 陸 的 四 大

名 山 － 普 陀 山 、 九 華 山 、 峨 嵋 山 、 五 台 山 以 及 座 落 山 上 的 佛 教 建 築 乃 為 信 仰 中 心 及 旅

遊 勝 地 。 佛 教 傳 至 台 灣 以 後 ， 因 台 灣 人 口 不 能 與 大 陸 相 比 ， 腹 地 亦 有 限 ， 並 未 能 有 如

大 陸 的 名 山 勝 地 ， 但 亦 不 乏 佛 教 傳 統 建 築 ， 如 台 南 縣 白 河 大 仙 寺 、 碧 雲 寺 、 台 南 市 開

元 寺 …….等 ， 亦 均 為 佛 教 古 蹟 之 列 。  

  塔 之 梵 文 “ stupa＂ 直 譯 為 “ 窣 覩 波 ＂ ， 意 譯 為 “ 靈 廟 ＂ 。 劉 熙 〈 釋 名 〉 云 ：「 廟

者 ， 貌 也 ， 先 祖 形 貌 所 在 也 。 」18。 由 此 可 知 塔 為 一 種 紀 念 先 哲 之 建 築 物 。 據 說 釋 迦 牟

尼 佛 成 道 後 ， 首 先 對 北 印 度 商 人 提 謂 和 波 利 說 人 天 之 教 ， 並 授 與 髮 爪 使 其 造 塔 ， 佛 之

目 的 大 概 為 使 這 些 信 徒 心 靈 有 所 依 靠 。 佛 在 拘 尸 那 城 附 近 湼 槃 ， 眾 弟 子 將 佛 身 火 化 得

到 許 多 「 擊 之 不 碎 ， 色 彩 晶 瑩 」 的 舍 利 ， 弟 子 視 為 珍 寶 ， 消 息 傳 出 後 ， 摩 揭 陀 等 七 國

“ 備 器 兵 至 ＂ ， 請 分 舍 利 ， 將 拘 尸 那 城 團 團 圍 住 ， 大 有 一 觸 即 發 之 勢 。 後 八 位 國 王 受

直 性 婆 羅 門 調 解 ， 每 人 均 得 一 份 ， 如 此 將 佛 舍 利 分 作 八 份 。 八 王 各 自 回 到 本 國 ， 於 佛

舍 利 之 上 起 土 塚 ， 並 舉 行 祭 典 。 此 外 直 性 婆 羅 門 亦 給 藏 納 過 舍 利 的 罎 子 建 造 了 一 座 土

墳 ； 而 姍 姍 來 遲 的 皮 普 帕 利 瓦 納 國 的 孔 雀 部 落 則 收 走 火 葬 堆 的 餘 燼 ； 也 於 其 上 造 了 一

座 窣 堵 波。這 便 是 最 初 的 十 座 佛 塔 19。所 有 這 些 原 始 佛 塔，應 是 台 基 方 形、上 部 本 圓 的

土 塚，漢 譯 佛 典 有 譯 窣 堵 波 為 “ 方 墳 ＂ .可 能 因 為 早 期 佛 塔 台 基 為 方 形 之 故。早 期 窣 堵

                                                 
15 見 Cullavagga.Im:SBE,××：157。引自李崇峰著：《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較研究》。財團法人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

金會出版，民國 91 年 7 月 1 日初版，頁 12。 
16 李崇峰前揭著作，頁 12。 
17 「寺」原來為東漢明帝當時部會之名稱，清朝「大理寺」即今之最高法院。所以至今一般寺院之傳統建築仍

保持古時官方建築形式，難怪宗教主管官員誤認宮殿式建築方為寺院建築物。 
18 太正藏，卷 54，頁 1168。 
19 李崇峰前揭著作，頁 42、44～46。辛華著，《佛塔考古寶藏》。貓頭鷹出版社出版，民國 93 年 11 月初版，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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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通 常 係 於 佛 或 其 弟 子 圓 寂 後 為 供 奉 靈 骨 所 造 ， 故 窣 堵 波 一 般 又 稱 為 “ 墓 塔 ＂ 。 佛 生

前 的 髮 爪 窣 堵 波 或 圓 寂 後 舍 利 窣 堵 波 ， 象 徵 著 佛 身 所 在 ， 因 此 也 成 為 佛 弟 子 心 靈 的 依

靠 ， 禮 拜 的 對 象 ， 所 謂 “ 人 等 百 千 金 ， 持 用 行 布 施 ； 不 如 一 善 心 ， 恭 敬 禮 佛 塔 ＂ 20。 佛

教 傳 入 中 國 後 ， 因 為 窣 堵 波 有 這 種 象 徵 “ 佛 身 ＂ 所 在 的 意 義 ， 佛 教 徒 乃 結 合 印 度 原 來

的 墓 塔 及 中 國 登 高 望 遠 的 樓 閣 ， 在 各 地 廣 造 舍 利 塔 。 其 中 較 有 名 者 如 法 門 寺 舍 利 塔 、

大 雁 塔 、 雷 峰 塔 等 。 按 佛 法 的 傳 播 途 徑 ， 一 方 面 可 透 過 佛 法 的 傳 授 ， 將 佛 修 行 經 驗 轉

化 為 佛 弟 子 修 行 方 法 ： 另 一 方 面 則 透 過 形 相 塑 造 ， 使 見 聞 者 起 見 賢 思 齊 之 信 念 ， 也 讓

心 靈 有 所 依 皈，因 此 相 繼 有 佛 像、佛 寺、舍 利 塔 之 興 建。前 者 較 理 性，後 者 偏 於 感 性 。

對 芸 芸 眾 生 的 心 靈 有 形 有 相 之 文 物 較 容 易 依 靠 ， 而 供 奉 佛 舍 利 的 窣 堵 波 則 更 直 接 。 無

疑 的 ， “ 塔 ＂ 從 來 就 是 佛 教 的 核 心 建 築 物 21。 目 前 各 佛 寺 的 納 骨 塔 固 不 完 全 符 合 佛 制
22，但 讓 一 般 佛 弟 子 往 生 後 的 骨 灰 能 入 住，已 暗 合 塔 為 紀 念 先 人 建 築 物 之 原 意 ,  並 能 滿

足 亡 者 親 眷 之 孝 思 ， 亦 與 大 乘 佛 教 的 精 神 相 契 合 。  

  本 草 案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寺 院、宮 廟、教 會 指 有 住 持、神 識 人 員 或 其 他 管 理 人

主 持 ， 為 宗 教 目 的 ， 有 實 際 提 供 宗 教 活 動 之 合 法 建 築 物 …….之 宗 教 團 體 。 」  

  同 草 案 第 28 條 第 1 項 規 定 ：「 宗 教 建 築 物 指 宗 教 團 體 為 從 事 宗 教 活 動 ， 依 建 築 法

令 領 得 使 用 執 照 之 建 築 物 。 」  

  按 宗 教 建 築 物 常 有 信 徒 出 入 ， 為 公 共 安 全 ， 要 求 宗 教 建 築 物 符 合 建 築 法 令 規 定 ，

立 意 固 佳；但 建 築 法 係 民 國 27 年 12 月 26 日 始 公 布 施 行，如 前 所 述 佛 教 宗 教 建 築 物 多

有 於 建 築 法 施 行 前 興 建 者 ， 宗 教 團 體 如 使 用 此 等 建 築 物 如 何 能 符 合 其 後 制 定 之 建 築 法

令 ， 本 草 案 就 此 問 題 顯 有 未 盡 週 延 之 處 。  

  又 本 草 案 第 34 條 第 一 項 前 段 ：「 本 法 施 行 前 ， 寺 院 、 宮 廟 、 教 會 附 設 之 納 骨 、 火

化 設 施 已 滿 十 年 者 ， 視 為 宗 教 建 築 物 之 一 部 分 。 」  

  如 前 所 述 佛 塔 原 係 佛 教 核 心 建 築 物 ， 目 前 各 寺 之 納 骨 塔 亦 符 合 大 乘 佛 教 精 神 ， 均

為 佛 教 傳 統 建 築 物 。 依 本 草 案 之 規 定 於 本 法 施 行 前 興 建 未 滿 十 年 ， 或 今 後 所 興 建 之

“ 塔 ＂ ， 是 否 即 非 宗 教 建 築 物 ？  

                                                 
20 東晉佛陀跋陀羅、法顯譯：《摩訶僧祇律》，見大正藏，卷 22，頁 497。 
21 漢寶德先生推薦序：「深度欣賞佛教文物之美」。見辛革前揭著作，頁 4。 
22 《彌沙塞部和醯五分律》卷 26：「佛言：聽有四種人應起塔，如來、聖弟子、辟支佛、轉輪聖王。」引自大

正藏，卷 22，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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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 語  

  春 秋 戰 國 時 代 法 家 代 表 人 物 韓 非 曾 說：「 法 與 時 轉 則 治，治 與 事 宜 則 有 功。」我 國

政 教 關 係 ， 已 由 監 督 管 理 ， 漸 趨 政 教 分 離 原 則 、 維 護 信 仰 自 由 、 尊 重 宗 教 自 治 、 保 障

宗 教 健 全 發 展 等 方 向 。 堪 稱 已 能 順 應 時 代 潮 流 ； 惟 宗 教 往 往 是 先 於 國 家 組 織 而 存 在 ，

並 常 有 跨 越 國 界 之 情 形 ， 如 能 瞭 解 、 尊 重 宗 教 傳 統 ， 並 進 一 步 洞 察 宗 教 演 變 、 遞 嬗 及

其 發 展 趨 勢 。 將 能 使 宗 教 於 穩 定 發 展 中 ， 發 揮 淑 世 度 人 之 功 能 ， 這 應 是 宗 教 法 令 政 策

的 最 高 目 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