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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源典  

 

 

在佛教的義理中，只要我們心存善念、不貪不取，秉持這種「心香」，就足夠逍遙

於十方世界。何勞天天焚香？何須處處拜佛？ 

2014 年 3 月 1 日，我到蘇州為好友陳董事長的公司堪輿，趁著餘暇，梁總經理不

惜降貴紆尊充當導覽，引領我拜訪中國第一水鄉周庄，信步來到「澄虛道院」。平常我

喜歡正名責實，對於這座道觀也不例外。私下自忖：澄者，水靜止而清澈也；虛者，

空也。「心靜如水、虛懷若谷」，不就是道家的一貫主張嗎？遂相偕而入，抬頭忽見樑

上「認得我嗎」四字的匾額，驚覺玄妙無比，對這家道院的第一印象是「不同凡品」。 

 
繞到後門，有一老嫗拿三支香遞在眼前，當我正在遲疑之際，她旋即開口表示香

錢已含在門票中。心想周庄門票人民幣 100 元，票價如此高昂，含括三支香錢也是應

                                                 
 黃源典，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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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復以羈旅他鄉，求個平安也無妨，因而接下她手中的三支香，萬萬沒有想到這竟

然是被騙的第一步。 

緊接著走入第二殿，有兩位工作人員站立在前，一位等我朝拜之後幫忙插香，另

一位拿著類似摸彩箱，要我伸手進入箱內拿一紅色小包的籤詩，然後要我與梁總轉頭

分別向左右角落的解籤者報到，這應該算是被騙的第二步。 

我ㄧ坐定，年齡約略小我ㄧ紀（12 歲）的解籤者，告訴我將籤詩放在合掌的手心

，虔敬的向他奉上。他打開籤詩，直言：「錢財乃身外之物，不必太在意。人只要身體

健康，平安快樂就好。」話一說完，從抽屜拿出「功德薄（簿之訛誤）」，要我填寫這

輩子作功德的金額，而且建議的數額是 199 元或 399 元，象徵長長久久。斯時，梁總

已經先行繳出人民幣 100 元，擔心帶我來此破財，遂拿一張百元人民幣給解籤者。我

堅持各人功德各人負責，婉拒梁總的好意。於是乎在「功德薄」簽 100 元。解籤詩者

覺得尚未符合他的目標，一再強調 199 的數目較妥，我向他表示人生能有「100」分就

心滿意足。事情進行至此，受騙的情節，於焉落幕。 

 
進出中國大陸已有 14 次紀錄的我，一向謹慎行事，從無花錢受氣的情事發生。沒

想到此次，是因熱愛道家思想的情結作祟，下場竟是如此的窩囊。忖前思後，從事教

學工作有 40 年之久，教授人生哲學課程也有 20 年，反被一位小我多歲的解籤者來上

我這麼低檔又粗淺的「人生哲學」，非常不是滋味。「功德簿」印成「功德薄」也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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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的詩籤明明是：「志氣勤業在朝朝，又將酒色不勝饒；皆見金雞報君語，錢財福

祿與君謀」，可是他竟然作上述的解說，以台灣諺語：「媳婦教婆婆轉臍」（外行教內行

），來形容他一點都不為過。再者，這種「請君入甕」式的捐獻，絕對無法令人「心甘

情願」，反而會有上當受騙的忿恨。 

道家始祖──老子主張「處後」、「謙下」、「無為」、「不爭」、「柔弱」的哲學。《老

子》第 7 章：「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 66 章：「是以欲上民，必

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即在告誡世人，「處後」則有前者可作借鑑，言行

舉止能做適度的調整，或許正是人生前進的動力。當天，內子走在我們之後，她看了

我們受騙，來得及停止抽籤的動作，當然不需要在「功德薄」行不樂之捐。 

走遍中國大江南北，發現大陸的寺廟是以觀光事業的型態在經營，幾乎每座寺廟

都收取門票，以人民幣計：布達拉宮旺季 200 元淡季 100 元，陜西寶鷄法門寺 120 元

、四川峨嵋山旺季 150 元淡季 90 元、浙江普陀山 160 元、山西五臺山旺季 168 元淡季

145 元（另外，進入顯通寺、塔院寺、菩薩頂還需再各繳 10 元、佛光寺 15 元、南禪寺

15 元）。我拜訪過最便宜的要算是蘇州寒山寺（因張繼〈楓橋夜泊〉而揚名立萬）20

元。 

走進寺廟，可能會有人前來慫恿燒香拜佛，價格不一，最恐怖的是被關在密室，

不「消費」就無法「出離」。若是無欲受其糾纏，吾友鍾師兄有一祕方，即以：「心香

一柱遍法界」一語回應，對方立刻「知難而退」，效果立竿見影。看倌不妨一試！ 

2014.03.11.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