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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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歲時，於瑞芳法師座下剃度，法名照敬，

字廣欽。民國36年渡海來台；44年，板橋信眾在台北縣土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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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歲到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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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九一 憨憨阿做，憨憨阿吃，多念佛。今天是今天，明天，明天再打算，
什麼事都不操我心，這就有堅固心，這就是修行。如果做是做，還
打妄想：「要讀佛學院，要怎樣……。」這還不是修行。

四九二 如果還有妄想，想要到哪兒，都還是業障。

四九三 今天我們有這麼好的修行道場，衣、食、住具足，更應該加倍努
力修行，不要再去想外面哪個道場好，否則心無法安定，就無法
修行。

四九四 台灣現在無處參，都是越參壞念頭越多、越散亂。所以要參你自己
的貪、瞋、癡，什麼念頭起來，你自己知道，自己去斷。

四九五 承天寺對面的南天母正在開發，起造別墅社區。有位師父恐怕以後
社區繁榮，人煙密集，承天寺成為觀光地區，會破壞這修行道場的
寧靜，必須鎮日周旋在遊客間，不得安寧。

便向老和尚說：等這裡成觀光地區後，我便要往深山遷移，另外找
清淨道場修行。

老和尚：這裡繁榮還須四、五年的時間，將來如果成為觀光地區，

廣欽老和尚的法藥（四）
─好中有壞，壞中有好（在哪裡修？賺西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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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修行不但沒有妨礙，反而更能成就我們的苦行。修苦行的人
要有氣魄、有願力、不怕吃苦。各種境緣，都要親自從中歷鍊出來，
才曉得實際的情況，智慧才能明朗，遇事才能無礙。否則，沒有願
力，怕吃苦，畏首畏尾的，身心都被束縛住了，智慧如何能開？

四九六 修行是要在動中取靜，不是靜中取靜，那功夫未到，最好動靜都無
掛礙。

四九七 修行要參「會刺激我的」，拿這些來修，迴光返照，心地法門─
忍。

四九八 現在這個道場讓你們不愁吃、穿、住，而能安心辦道。一方面修
行，一方面開示指導真正修行的目的，要了解，這是一個好道場。
你們沒有去過別的地方，你們不曉得，有的不知道在做些什麼？修
行，要知道逆境是正好修行的時候，不好的就是好的，好的就是不
好的。煩惱即菩提，將它迴光返照，師父曾說過「鞋子倒穿」就是
這個意思。如果在這裡住不安，想到別處去，其實主要是自己不
安，到哪裡也一樣不安。你們現在壞的念頭很多，好的沒有體會，
遇有境來很容易被轉走，懵懵懂懂的，所以還很危險。要知道你們
現在還沒有辦法受考驗，只能像照顧小孩一樣，慢慢讓心安下來，
才能修心。你們一定要守規矩，大陸叢林是很嚴的。

四九九 道心堅固一點！不要受這些外境的影響，打這些妄想、打這些外境。

五○○ 妄想無主，佛有主。（自心有主）

五○一 要修到「沒有刺激」。（即心不被外境所轉）

五○二 有一位佛學院的學生問：「我要到哪裡修，較會有成就？」老和尚
指著心。

五○三 在台灣沒地方參，所以要自己參自己。

本文轉載自《廣欽老和尚的法藥（四）》，由承天禪寺出版，並同意授權刊載

No.618 Jun. 20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