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保一百零八———您也可以讓地球更美好

第一屆噶舉寺院中心與團體環境保護會議的決議內容，2009年3月21日~25日，於印度瓦拉那西

創古智慧金剛學院。

詳情請洽：  greenkagyu@gmail.com 

環境保護首要的十件事 …

1.發心與祈願：在我們為眾生所發的祈願當中，也應當包括賜於我們生命與生存條件的地球。我

們可以這麼發願：祈願一個更加和諧的地球；不但人們能夠認識到自身如何地對地球造成了傷

害，更能進一步地改變自身的行為來停止這樣的傷害。

2.閱讀與討論：透過閱讀與討論，發展出對環境問題的瞭解，以及環境問題對自身與周遭社區親

友的影響。 

3.吃素：吃素不僅可以修習對眾生的慈悲心，更是能夠減少資源的消耗。生產一公斤的牛肉必須

耗費十萬公升的水，而生產一公斤的麥子只需七百五十公升的水。

4.生活簡單：持受戒律，儘可能生活地簡單，無需不必要的身外之物。

5.教育人們關於環保的價值：隨時可能地教導人們關於人類與大自然之間和諧共處的故事與法

教。 

6.不亂丟垃圾：將您的垃圾收拾好，棄置在適當的地方。 

7.少用紙張：大量的樹木受到砍伐就只是為了紙張的製造。列印文件時選擇雙面列印，這樣一個

微小的選擇卻是會有廣大的影響。 

8.少用塑膠袋：我們使用塑膠袋的時間可能只有幾個小時，甚至只有幾分鐘；但是，掩埋在地底

下的塑膠袋卻需要五百年才能完全分解。 

9.選用健康環保的供品：購買獻供的供品時，多選擇水果而非甜點，多選擇全株的植物而非被切

斷的花枝。

10.隨手關電源：隨手關掉無人使用的電燈與電器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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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寺院在團體中可以帶領的活動 …

森林保育 

11.當新的僧人加入僧團的同時，請他/她親手種下一棵樹苗，並持續地照顧此樹苗直至成樹，使

得對樹苗的培植也成為他/她為眾生服務的承諾之一。 

12.需要使用木料做為建材的寺院，應當種下其木材用量至少兩倍的樹木。 

13.鼓勵那些懸掛大量祈願旗幡的人，使用繩線來串連多個旗幡，避免使用一個竹枝懸掛一面旗

幡的方式。 

14.在院地上規劃出一個可以令人更親近大自然的神聖空間。例如在泉水源地的四週掛上經咒的

旗幡、或是種植樹叢；也可以將這個空間設立在有著美麗景緻的野外，鼓勵僧團使用這個空間做

為禪修的場地。 

15.在土石嚴重流失的土地上植樹：在土石崩流的斜坡地上種植樹木。

16.與當地的林業局或是環保組織合作，以選擇適合培植的樹種：選擇當地原生的樹種來種植。

如此，可以增加樹苗的存活率。

17.找到植樹的地點後，將樹苗穿插地種植在已長成與半長成的樹木中間。如此可以提供更適於

居住的生態環境，有利於野生物種的興盛。

18.保護植樹地點免於牲口的侵入，在幾年之內儘量避免對其資源如飼料、稻桿、藥材等的汲

取。 

19.長期觀測植樹地點的成長情況，並嘗試種植不同樹種的組合。森林的保育並不止於樹苗的種

植，而是長期的培植與照顧直至樹苗成長為大樹。

20.善用神聖的慶典機會來舉辦環保的活動(如植樹)。當寺院經常這麼做時，佛法的修持與環保的

關連將會在大眾心中留下更清晰的印象。

21.鼓勵社區的森林管理。若是在寺院附近的公共土地上出現林木受到破壞的現象，寺院應與當

地的社區以及民間機構合作，共同來維護管理讓人人都能受益的公共森林。

22.勇于檢舉非法伐木與非法交易。森林是社區的共同財產，而不是砍伐者的財產。

23.儘量使用再生紙。寺院應當使用再生紙來印製經常使用的法本與書籍。

24.使用生物燃氣以取代木材燃料。那些住在仍然倚賴木材為主要燃料地區的人們，應當考慮使

用生物燃氣。簡單的生物燃氣裝置也能夠對治人類與動物糞便的處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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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野生動物 

25.瞭解您生活環境當中的野生動物。將它們納入您的祈願與佛法修持所要利益的對象之一。

26.教育當地的社區團體應尊重所有的生命。 

27.若是居住在濃密的森林區中，您應當保護其中的野生動物。

28.若是所居住的社區中有人獵捕或非法交易瀕臨絕種的動物，您應當勸戒他們停止捕殺動物的

行為。部分動物因為人類的行為而瀕臨絕種，我們有職責保護它們。

29.拒買瀕臨絕種動物的皮毛、象牙、與其相關產品。經由購買這些產品，您即是在促使某些物

種的絕滅。

30.您若能影響當地居民放棄穿戴老虎、豹、與水獺等的毛皮，請盡力而為。目前印度老虎的數

量已經底于一千五百頭。很快地它們將會蕩然無存。

31.使用動物性的傳統藥材前，請考慮再三。雖然我們是素食者，但是卻往往在服用動物性產品

的傳統藥材。更糟糕的是，許多藥材是取材於瀕臨絕種的動物。因此，在服用它們前，請再三考

慮是否可以採用其他的選擇。

32.拒買珊瑚與其相關產品。珊瑚是一種能提供魚蟹等生物在海中棲息的有機體。由於全球暖化

的影響，珊瑚的生存已受到重大的威脅。假使珊瑚果真消失，大量多元的海中生物將會一併消

失。

保育河川、湖泊、與濕地

33.勿在河川中傾倒垃圾﹗謹記河川綿延千里之遙，這可能是沿著河道的百萬居民們唯一的飲用

水源。

34.在水源地的四週劃分出界限，嚴禁在此範圍內傾倒垃圾。 

35.防止牛隻與其他牲口靠近水源地。牲口的排泄物往往造成水中細菌的繁殖，最終導致透過水

源傳染如瘟疫、霍亂等疾病。

36.在河川與湖泊的沿岸種植林木，即保護水源地也能提昇水的品質。由於存在過多來自化肥與

農藥中的硝酸鹽，河川與湖泊中往往覆蓋有一層綠色的藻類植物。在河川與湖泊的周緣種植原生

的蘆草與植物得以保護水源。

37.若是寺院的土地用于農耕，應鼓勵避免化肥與農藥的有機農耕。許多的農藥與肥料受雨水的

沖刷而流入水域當中。故應當提倡以糞肥與堆肥來取代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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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保護附近的濕地免于農耕的入侵。世界上半數以上的濕地業已消失，它們被人們轉變為農

地。檢驗濕地是否健康的一種方法則是統計有多少種不同的鳥類在當中棲息。

39.重建濕地。濕地是大自然的濾水器，它們可以將污水自然地濾淨。如果您居住的附近曾經是

沼澤濕地，允許部分河水導流過這些地方，並在其上種植當地原生的植物。

40.建築連接道路時，勿將它橫跨於河川之上。道路廢塵最終都會進到河水當中，染濁河水不利

魚類的生存。

寺院中的節約用水

41.刷牙時，記得關上水龍頭。這樣每天最多可以節省十公升的水。

42.在抽水馬桶的水箱中，放置一載滿水的瓶子。這樣在使用馬桶時可以自動省水。

43.修理會滴水的水龍頭，替換損壞或會漏水的水管。

44.以桶子盛水來洗澡比淋浴能省下大量的水。相同地，以桶子盛水來洗衣服比用續流的水來洗

衣服更省水。

45.飲用濾水器過濾的水，而非瓶裝水。開會時，可以準備盛有過濾水的水壺以取代塑膠的瓶裝

水。

46.安裝一個以太陽能啟動的濾水器，這樣將可以連續地提供飲用水。 

47.水壺只裝入所需的水量。這樣也可以節能。

48.缺水的地區應盛接雨水。在屋頂上將水桶連接上落水管以承接部分的雨水。這些雨水可以用

來灌溉花園；若是經過適當的設計與過濾處理，它也能夠成為飲用水。

49.缺水的地區應在清晨或是晚間灌溉花園。I這樣可以讓多數的水被植物吸收，而不是被正午的

盛熱蒸發為水氣。

50.回收寺院中所有供壇中的供水。寺院可以回收供杯中的水，將之用於灌溉花圃植物，而節約

下大量的用水。

採用節能設計 

51.在天冷地區，新的建築物應設計為面朝南方。如此僧人經常使用的屋子即使是在冬日的傍

晚，也仍然會享有最多的光線與太陽的烘暖。同時也應設計大型的窗戶以優化光線與日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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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在天熱地區，於建築物的四週製造蔭涼處以消暑。在建築物的南面植樹以為蔭庇；但樹叢與

建築物之間應該留有數米的距離，以防止樹根損害到建築物的結構。

53.在天熱地區，於建築物最熱的一面架設棚架來種植爬藤類植物(如九重葛)；棚架離牆的距離至

少15公分。這樣可以在陽光與建築物的牆壁之間創造出一層冷空氣。

54.綠化屋頂。在屋頂的水泥地上鋪上一層有皺褶的錫片，使得泥土不會直接接觸到地面。若是

錫片與地面保持一個角度，那麼下雨天的雨水就能順勢流入屋頂的排水管。在這個錫片上，您可

以建立一個花園。由於花園內的植物能將陽光吸收，所以這個綠化的屋頂能夠保持建築物的陰

涼。

55.使用淺色的屋頂。在陽光的直射下，黑色或暗色屋頂的溫度比淺色或白色的屋頂高上攝氏40

度。

56.設計面朝東方的教室與工作室，這樣能夠多利用到清晨的陽光。

57.綠化新建築物的四週。在建築物的南面種植落葉性喬木(夏天有葉、冬天葉落的植物)，以達冬

暖夏涼之效。

58.儘量使用自然光。將牆壁漆成淺色，這樣房間會更為明亮。白天時，將窗簾打開，讓新鮮的

空氣與陽光進來。

59.沿著寺院的領地、建築物之間、與通道的土地上植樹。這些樊籬樹可以阻擋來往道路的飛沙

走石進入到建築物裡面。

60.在通往寺院的路上植滿行道樹以淨化空氣、醞釀寧靜的氣氛。 

61.建立自己的菜園。從健康與環保的角度來說，多吃綠葉蔬菜極為重要。自己種菜也可以讓寺

院中的沙彌與沙彌尼認識到人與自然界之間的依存關係。 

62.種果樹。這對我們以及自然環境都有許多好處。栽種那些可在當地找得到、曾被我們祖先種

植過的樹種。

節約能源並且過「碳中和」的生活 (譯註一)

63.親自種下一棵樹。一棵樹的一生當中可以吸收一噸的二氧化碳，所產生的氧氣足以供一家四

口。

64.種竹。比起其他的樹種，竹子能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也能製造更多的氧氣。

65.汽車共乘! 如果有不少人要去相近的地方，大家共乘一部車而不是分開乘幾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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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使用節能電燈。使用低耗能的銀光燈泡；銀光燈泡的耗電量只有鎢絲燈泡的四分之一。如何

能辨別一個燈泡是否是低效率的燈泡呢﹖將您的手靠近一個亮著的燈泡，若是您感覺到熱，那表

示許多的能量被轉換成了熱而不是光，所以是低效率的燈泡。

67.佛殿中運用有效率的照明。通常上課時，佛殿中所有的燈光都被打亮。但是，這大部份的時

候是沒有必要的；只要中間區域是很明亮即可。

68.立燈與天花板燈應放在房屋的角落。比起將它們放在中間或是靠著單片牆放，這樣放它們所

發出的光可以得到更多的反射。

69.若是可能的話，在牆上的一個插座中，接上一個多個插頭的電源線；然後將各個電器插入這

個電源線的插頭中，而不是將各個電器直接地插到牆上不同的插座中。使用一個插座比使用多個

插座能節省大量電能。

70.使用可充電電池。電池內含有毒物質，從健康與環保的觀點而言，都應該使用可充電電池。

71.入睡前，將電腦關機。運作中的電腦比起重新開機要消耗更多的能源。

72.不用充電器與其他電器時，將插頭拔掉。即使沒有連接任何電器，充電器仍會繼續耗費能

源。

73.將舊手機送人或回收。手機的零件中含有有毒物質。舊的手機最好是能找到新的用途，甚至

是將它回收。

74.為寺院添購電腦時，優先考慮手提電腦。手提電腦的耗電量比桌上型電腦少百分之九十。

75.在頂樓的暗屋或在佛殿裡，架設日光導管。日光導管的形狀有如煙囪一般，管子的內層可以

反射光線，而將戶外的光線導入室內陰暗的地區。

76.在陽光經年充足且均勻的地區使用太陽能。在西藏高地與喜馬拉雅山區，太陽能普遍地被用

來燒水、照明、以及生熱。簡單的技術如太陽能水壺、或是太陽能面板使用很容易(確保太陽光射

入的一個寬廣角度範圍內，光線均不受屏障且持續充足)。

77.試探風力能源的可能性。風力能源是一種無污染的環保能源。風力驅動轉軸上的扇片，帶動

一個小型的渦輪而產生能源。風力能源可以被用于打水、磨米、或是發電。(使用風力能源必須有

至少每秒鐘五米的風速。風力能源系統必須設置在山頂上，或是空曠持續有風的地方。)

順應氣候的變遷

78.瞭解氣候變遷如何影響您的環境。許多喜馬拉雅山區潛在有冰湖暴洪的危險。您必須調查清

楚您的社區是否會受到威脅。調查的方法是聯繫當地的政府辦公室與民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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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瞭解災難應變的措施。若是您的社區有遭受山崩水災等災難之慮，寺院應當帶頭討論如何預

備災難的發生。災難應變的措施應包括有人員的疏散與醫療等計劃。

80.自給自足。使用太陽與風力能源，盛接雨水來飲用，以及設立醫療系統等都是在自然災害發

生時的重要措施。能夠自給自足代表著：您的社區在面對氣候變遷的影響時能有應變的韌性。

81.預備緊急醫療照顧的設備。您應當有一個在緊急時刻如何提供醫療照顧的計劃。目前許多的

寺院與尼師院已有醫療照顧的服務，您可以協調當地的醫療組織與醫院如何做應變。

少用、重覆使用、回收轉用

82.將塑膠袋的使用降到最低。聯合國環境保護組織評估全球人口每秒鐘用掉16，000只塑膠

袋﹗

83.大型活動中，採用自然材料如土製的杯碗與樹葉製成的碟盤。

84.勿使用以紙、塑膠、與保麗龍製成的杯盤。它們需經過上百年才能分解。

85.使用自己的購物袋。不要依賴商家所給予的塑膠袋或是紙袋。

86.回收絲質的哈達。與其販售全新的哈達，不如收取少量的金額提供信徒一條清潔的回收哈達

獻給仁波切。蠶絲的製造涉及殺生，這樣做由佛法的觀點而言也是有益的。

87.為寺院的廚房設立一個堆肥的計劃。設置一個桶子或是劃分出一個區域，以舊的地毯或是塑

膠布鋪蓋在上面用來保濕保熱；其中加入約等量的綠色如蔬菜以及褐色如紙張、樹枝等物品。每

隔幾個禮拜攪拌堆肥一次，以確保食物獲得適當的分解，不致產生沼氣。堆肥可以施用在寺院的

園圃裡來取代化肥，或是販賣給當地的農夫。

88.垃圾分類﹗最簡單的方式是以三個垃圾桶來取代一個垃圾桶，然後在桶上分別標示「紙

類」、「塑膠與金屬類」與「廢棄物類」。這樣，大家也有一個機會來學習如何保存、回收或是

販賣他們所丟棄的物品。

89.在寺院或是尼師院中設置一個堆肥與回收區。訓練所有的僧人將他們的廢棄物放置在此。

90.在寺院或是週邊的社區中，教導基本的衛生常識與廢棄物管理的知識。 

91.成立一個社區清潔日，並邀請鄰近的居民來參加。這個活動可以在「世界地球日」或是「世

界環保節時舉辦」。

92.若是您的寺院或是尼師院有多餘的法衣等物資，請與缺乏此物資的寺院分享。我們的傳承來

自西藏，那裡的寺院物資缺乏並且生活條件嚴峻。與他們分享您的物資將會帶來好的緣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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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瑪噶舉全體可以投入的活動...

給予希望，尋求解答，營造和諧

93.投資於教育與訓練年輕的下一代。年輕的下一代將會繼承我們所遺留下來的一切，而他們會

要更長久地面對我們所做的後果。

94.在您的學校中提供環保的課程。您可以邀請當地的環保組織或是環保專家來演講，或是帶領

年輕的僧人參與實際的活動。 

95.在寺院或是尼師院中，使用英文版的「噶瑪噶舉佛教寺院中心與團體的環境保護準則」來教

導英文。這樣可以啟發年輕僧侶的環保意識。

96.在寺院內與寺院外，尋求能夠解決您所面對的環保問題之人士的協助。這包括了當地的民間

組織，政府組織，媒體等等。

97.勿浪費食物。廚師應當估計食物的需求量，並依照所需地來烹飪。相同地，個人也應評估自

己的食量，而去領取恰當的食物。浪費食物不但違反戒律，也違反了環保原則。

98.放生魚類或鳥類。這是有益的活動。但是，要確認您所放生的物種是當地而非外地的物種。

99.結合全球的力量來解決氣候變遷問題。單單在過去的十年當中，西藏高地的溫度已昇高了攝

氏一度。特別是在美國、中國、與印度，我們必須將燃煤電廠與石化燃油的使用降到最低。我們

必須成為急欲帶來大規模改變的全球運動中的一份子。

100.建立廢棄物回收的模範計劃。寺院可以率先使用由回收過的塑膠材料所製成的書包或購物袋

等物品。透過這樣的模範計劃，或是在此所討論過的策略，您可以給社區帶來極為重大的改變。

 

法王強調的八項諭示：

1. 設立一個天然的曼達壇城。這個壇城應是寺院的土地上一個極為特殊的地方；認識到地球

本身就是所呈獻的供品，所有大自然界中悅意的花草樹木與甘泉在此均能作為供獻。這麼

做能夠與我們噶舉派的傳統相連貫，因為楚布寺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天宮、甚至是勝樂金剛

(Chakrasamvara)的壇城。若是寺院內沒有足夠大的土地進行這項計劃，那麼請考慮設立

一個屋頂花園。

2. 寺院與尼師院應建立其自己的菜園。另一種做法是與當地的社區合作，在公共的土地上一

起設立菜園。其結果應是一個健康又環保的生活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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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要買過多的車輛。現在有年長的僧人坐擁車輛的這麼一個風氣，其實這是不必要的。謹

記車輛排放的二氧化碳會嚴重地促進溫室效應，會對環境造成巨大的傷害。因此，買車前

你應考慮再三。

4. 減少塑膠材料的使用。無論是瓶裝水或是塑膠材料包裝的點心水果，總之，盡力選擇購買

毋需過多包裝的物品。

5. 勿浪費廚餘或是餐廳中的食物。 

6. 吃素者應該慎選市面上所販售的不同種類的雞蛋，如受精過的蛋、未受精過的蛋、與放山

雞產的雞蛋等等。雖然我們並不食用它們的肉，但是許多的產卵雞卻是被關在狹小的籠牢

中，遭受到殘酷的待遇。

7. 寺院與尼師院應盡最大的力量使用太陽能與風力能源，以降低對那些有害環境的能源之依

賴。在喜馬拉雅地區，有各種安裝太陽能與風力能源的選擇。請仔細地研究評估各項技術

的可行性。

8. 明顯地，森林對地球上所有生命都極為重要。所有聚集在此參加這個環保會議的人，你們

已經承諾每一個人在今年內種下25棵樹。但是，請勿將你們的能力局限於此，請不斷地

繼續保護森林、重建森林。

譯註一。「碳中和」(CarbonNeutral)意指一種環保生活形態，以達到所消減的二氧化碳的數量

(例如透過植樹)等同於所製造出的二氧化碳的數量，亦即達到總二氧化碳淨值不變的、中和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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