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欽老和尚的法藥（一）─真報親恩

 廣欽老和尚

廣欽老和尚（1892～1986），祖籍福建省惠安縣，自幼家境清

寒，宿具慧根。稍長，投泉州承天寺出家。三十六歲時，於瑞芳法

師座下剃度，法名照敬，字廣欽。民國三十六年渡海來臺；四十四

年，板橋信眾在臺北縣土城（今新北市土城區）購地供養，後興建

大雄寶殿，命名「承天禪寺」。

廣欽老和尚自五十六歲到八十四歲，只吃水果，人稱「水果法

師」；平日常坐不臥，持不倒單，至年近百歲，仍身輕體健，行不拄

杖；一生踐履頭陀苦行，實修念佛，堅毅篤樸，昭示修行典範，度

眾無量，乃佛教界之國寶。其臨終偈言「嘸來嘸去嘸代誌」，更為

佛弟子們傳頌不絕的智慧之語。

七五 世間的父母子女，乃是相互債主，今世做你的父母撫養還債，他

世則做你的子女，受你的養育。如此生生世世怨親相繼，彼此互

養，無有終止。而出家是要斷絕這條生死債緣，將世俗愛別離苦

的親情，轉為度這些親人來皈依三寶，同來念佛、拜佛，度他們

出娑婆世界，免生死輪迴苦，這樣才叫做大孝報恩。否則父母未

度，這點恩情還會使我們再入娑婆度他們。實際上，無始以來世

世相生，六道中都是我們過去的怨親眷屬，因隔世太遠而忘失，

今生為父母兄弟，來世可能為怨家債主，有的甚至墮入地獄道、

畜 生 道 等 三 惡 道 中 。 所 以我 們度眾生 ，必須 怨親平 等、慈悲 一

切，現世父母兄弟固為親眷，一切眾生亦為過去生的親眷，所以

要發大慈悲心，誓度一切眾生，像大願地藏王菩薩一般，地獄不

空誓不成佛。像這樣怨親平等地度眾，把現世父母兄弟親眷，也

視作一般眾生平等度化，在這種基本的態度上，為度親人而與俗

家親屬往來，亦不屬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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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 我 們 是 帶 業 而 來 ， 但 不 要帶 業而去。 出家要 上報四 重恩，即 父

母、師長、眾生、國家恩，下濟三途苦。出家要能好好修得解脫

自在無掛礙，才有所交代。

看破情執

七七 做人如果出家修行才值得，要不然在社會上，生兒育女，到臨死

時還捨不得，不願意走。 

七八 在 家 人 不 懂 ， 以 為 沒 生 小孩 就命苦， 自嘆不 如人家 兒孫滿堂 ，

卻不知道他的冤親債主少。

七九 在家人總希望子女長大成人，有一番作為，讀大學、讀博士、賺

大 錢 ， 吃 好 、 穿 好 、 住 好， 對兒女有 所企望 ，等到 兒女真有 所

成，卻拋棄父母不顧，望想成空。一口氣快斷時，還想著我的兒

子 、 媳 婦 、 孫 子 ， 哀 哀 怨怨 地對兒女 還有所 掛礙， 愛情愛別 、

生、老、病、死、苦，也隨之而至，六道輪迴逃也逃不了。父母

對兒女的期待，就如同犀牛望月，月光雖能普照大地，但它是有

生 有 滅 的 。 佛 光 是 無 色 相的 ，不生不 滅，能 普照到 三千大千 世

界。但是，有生有滅的力量強，所以往往念佛念到沒有了，卻想

到這有生有滅的，想去追求名利、吃好穿好住好。貪世間的一枝

草，都要再來輪迴。所以修行要修什麼？就是修衣食住行、粗衣

淡飯、香味觸法。修行修到智慧開了，就會用來比喻。

八○ 父母對我們越好，越是有恩怨。出家與世俗社會是相反的，越疼

我們的，到臨終時越放不下。不要一直煩惱父母怎樣怎樣……，

應專心於道上，否則又是愛別離苦，生死輪迴的路真危險！

本文轉載自《廣欽老和尚的法藥（一）》，由承天禪寺出版，並同意授權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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