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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在戰後的台灣佛教僧眾中，深具神異色彩的僧人廣欽老和尚（以下或簡稱廣老），

普遍被認為是一位修行有成的得道高僧。根據〈廣欽老和尚事略〉的記載，廣老

生於清光緒十八年十月二十六日，誕生於福建省惠安縣黃姓家中。因家境清寒，

父母將其賣至晉江縣城南門外李家作養子，年紀稍長，養父母相繼去世，深感世

事無常，頓萌出家之念，遂將田地分送近親。其後由於特殊因緣，曾往南洋謀生

一段時間，迨返承天禪寺，廣老才正式在承天禪寺出家，時年已三十有六，在上

瑞下芳法師座下披剃，法名照敬，字廣欽。民國二十二年，時年四十二。受具足

戒歸來，廣欽決志進一步潛修。攜帶簡單衣物及十餘斤米，前往泉州城北清源山，

覓得半山岩壁石洞為安身之處，曾經有馴伏老虎一事，而且又時常入定，曾有數

月入定甚或氣息全無，相傳弘一大師曾請為出定。民國三十四年師下山返回承天

禪寺，民國三十六年廣欽渡海來台已經五十六歲，常年以水果維生而有「果子師」

之稱，更有不倒單的實力功夫，且相傳具有特異的預言能力。廣老從民國三十六

年來台至民國七十五年正月初五安然圓寂，其間於台北法華寺曾有度日本鬼魂之

事，而且陸續在台興建道場度化眾生；例如創建土城廣明寺與廣照寺以及承天禪

寺，乃至後來的六龜妙通寺等。  
綜觀廣老一生的修行事蹟，他老人家出生時沒有顯赫的家世，亦無不凡的表徵；

其度化眾生的過程中，並未深入研讀經藏，也未見任何著作。因而廣老在台興建

道場度化眾生的方式以及有關他對戒律與出家看法，就現有的文本資料所記載的

並不多。所以本文嘗試從廣欽老和尚派下寺院所編的開示錄與目前坊間所流通的

文本資料，以及相關人士的回憶與訪談整理等相關資料，彙集分析廣欽老和尚對

於戒律與出家修行的看法。期望本文的完成，除了能夠釐清廣老對修行的看法，

也能提供修行者一些實踐的意義。 
 
二、關於戒律的看法 
 
首先，在出家生活的「正命」方面，根據章克範《廣欽老和尚訪問記》 的記載，

廣欽老和尚云︰「從前我們在叢林裡的作法和現在的出家人的作法就大有差別。

從前的出家人比較重視佛法，成天在行、住、坐、臥中辦道，現在為環境所迫而

出家的人多，因此，為自己的利益而奔忙的人也多，真正為佛法弘佈而盡心的人

就少了。」接著，他說明理由。他說：「佛法是出世間法，與世間法畢竟有別，

過去佛的風範猶在，我們不可忘記。遺憾的是現在的出家眾不自覺地將政治也帶

到佛法中來，以觀光、出售佛的雕像、塑像、畫像來弘揚佛法，這樣向工商業社

會看齊的做法，就戒律來說是有抵觸的，就是『不如法』。」 以這一段的訪問記



錄來看，顯示出廣老以個人在叢林的修學經驗，試圖矯正他所看到的現代許多出

家人不如法的行為，以展現如法的修道生活。廣老認為，出家修行就是學習出世

的佛法，而現代許多出家人反而不重視嚴謹的叢林規矩，而為個人利益而奔忙，

如此是不如法的出家修行生活。而重視個人的名利，是指把政治帶到佛教中，並

向工商業看齊，以觀光地為名或出售雕像等物品的行為；這是廣老所說的「不如

法」現象。 
其次，談到僧眾與居士之間的關係時，老和尚認為僧團做得太少，以致於沒有產

生領導的作用。他舉了兩個例子：第一，說法師們沒有切實地去和居士們說明佛

教的佛、菩薩與道教的神祇有什麼不同，到了今天，無論在城市或鄉村，土地公、

城隍爺、文昌帝君、關公、媽祖、趙公明、呂純陽等，與佛菩薩供在一起的寺廟

還多的是，實在不應該。其次說到戒律，出家人也多未深究。他說：「戒律主要

在戒自己，不是光教人做，自己不做。」 關於廣老指出台灣佛教尚存神佛不分

的現象之事，筆者以為，在大陸法師尚未來台弘法傳戒之前，其實台灣佛教的情

形正如廣老所言，有神佛不分的情況。而今若還出現神佛不分之現象，其原因大

約有二：一是該寺廟的創建者本來就是眾神皆供奉的民間信仰群眾；二是由道教

寺院或民間信仰的寺院正要轉型成佛教寺院的過渡時期。如果佛門弟子接管這類

寺院的時間不長，而急於變更其原有風格，恐遭民間信眾的反彈，是故須慢慢來，

不能操之過急。不過從廣老的口述可得知，廣老平日禪坐念佛，除了瞭解台灣佛

教的概況之外，對佛、神不分還寄以深厚的關切。其次，以廣老對戒律的要求，

首要在注重自己的言行，戒律主要是在戒自己，僧格的養成方能有正信的修行理

念。綜言之，廣老重視個人的言行，尤其與信徒的互動更應該以本身的正信理念

為主導。以當時的台灣佛教概況而言，存在著神佛不分的信仰，所以廣老更加要

求先自度而後度人。這也是廣老當初來到台灣的目的之一。  
再者，在開示錄中，廣老亦談到如何將持戒與修行理念的結合。廣老云︰「妄想

多的人，須要做一些雜務事，將念頭有個寄託，否則妄念紛飛，要他念佛也念不

下去，只有善根利的人，可以靜靜地念佛念下去，一面工作，一面念佛，會漸漸

地不覺得在工作，而且自然會生起平等心。」老和尚又說：「戒行清淨，六根不

染，是入禪的第一步基礎，要如龜縮頭，住於清淨無染。六根不淨，妄念尚存，

無明未破，便無法開悟。禪堂打香板就是在打你的無明。」 戒行清淨為入道的

第一步基礎，廣老的開示是要出家人能從工作中培養耐性，而且又要一面念佛，

將長久以來煩懆不安的妄想心平息。認真的工作與認真念佛以去除妄念，這可說

是廣老訓練初入道的修行者收攝六根，使其清淨無染的獨特方法；且廣老亦曾經

對徒眾說︰「領職事必須受過戒，方知戒律因果，才不會亂來，沒受戒的，只能

幫忙雜務，免得造因果。譬如大寮的事情，有監齋菩薩在那兒，可要循部就班來，

不可起動無明，與人爭吵或亂摔東西，這樣，不但業障會反攪，且加重罪業，地

獄道還有你的一分。以前，觀世音菩薩、文殊、普賢菩薩，也是在廚房中修習因

地的。」「在大陸叢林中，大寮不可有閒雜人進入，即使是當家也要有事才能進

去，以避偷盜之嫌，不像現在，雜人進出，還聚談閑語。」「出家人要精通戒律，



凡事遇境便能知所舉措、知因果，要戒學莊嚴。戒就是要學忍辱，忍辱第一道，

有戒才能有定慧。」 廣老對職事僧的首要要求是一定要嚴遵戒律，若能知戒，

於服務大眾事時才不會犯戒，不犯戒也才能於服務大眾中培植福報；又戒是以忍

辱為基礎，能修得忍辱心，有戒才能進修定、慧二學。 
另外，對於男女在互動方面的要求，廣老云︰「男女眾講話不能面對面，拿東西

不能直接接手，師父是有定力，否則即使相距百步，也嫌太近，你們現在的正念，

都還不夠十分之一，還很危險，要多注意。」 這一個觀點是廣公非常重視的問

題，男女眾一定要分清楚，這就是對於出家人修行防護的第一要道。廣老又說︰

「男女眾要分清楚，男眾拿東西給女眾，或女眾拿給男眾，絕對不能直接傳遞到

手上，講話時不能面對面，且要保持一段距離。」 其實男女眾的問題，廣老的

防護是必要的。經中說到，三果聖者才能真正斷欲貪，永離欲染心。況且尚未見

道的一般凡夫，為了修道有所成就，更應在生活待人接物中防患未然。 
透過上文可知，廣老對戒律的要求可以分為三大重點：第一點、先要要求自己把

戒法的規範做到，自己能自度，才有度人的能力。第二點、在持戒上，要能培育

出忍辱的功夫，在任何職事工作中都能時時刻刻觀照自己的起心動念變化，要以

慈悲心與忍辱心受持清淨戒法。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清楚男女有別，

在彼此互動之間要保持應有的律儀，這也是在修道上最為根本的觀念。 
 
三、關於出家修行的看法 
 
（一）出家行 
有一次，廣欽老和尚開示中談到臺灣的出家人時說：「在大陸，出家就沒有了家，

父母來也沒有說那是父母，哪像臺灣的出家人，不但和父母、家人牽扯不絕，甚

至連六親眷屬也混雜在一起，不成一個出家人的體統。出家就是要斷與父母親眷

的牽纏，否則出家反落俗套，變成不像出家，也不像還俗。」 廣老說台灣的出

家人不像出家，也許就是看到當時出家人無法斷絕俗情的普遍現象而有所感慨。

就文意分析，筆者認為這是廣欽老和尚在告誡出家同道們不要再對自家眷屬懷愛

著的心，出家人要以道業為重，這才能彰顯出家人所要具備的風範。 
而在日常生活上，廣老曾對徒眾開示說︰「做為一個出家人，是要在日常生活的

食、衣、住、名利等，各方面放下，看得破，淡泊一切，由自身的種種作為表現，

去感動眾生，去作一個天人師的表範，贏得眾生的恭敬，更以此苦行利他的胸懷，

去圓滿他人，利益他人，感動他人，才是一個出家人的行儀與度眾的正確方法，

而不是耍法師的架子，要吃得好、住得好，樣樣去勞煩他人。一個法師若是對自

身的衣食、名聞、利養各方面，樣樣不能徹底看破、放下，那麼他在自度度人的

方面，還是存在種種困難。」 依廣老對出家人自度與度人的立場而言，相當重

視個人要先能有自覺的能力，而所謂的「自覺」，就是能看破世間的名利，對於

外在的食、衣、住、行等皆能放得下、看得破。廣老所說的放下、看破，就是不

要過分的奢華，一切都要依於淡泊。接著廣老又對徒眾說︰「一個修行人，在自



度期間，必須衣、食、名、利、世間情愛種種，均能放得下、看得破，可以無掛

礙，可以自處解脫，而不受羈絆，不受纏縛，才算是自身已了，才可以出來度眾，

接受供養，再把此供養轉施為利益眾生的事業。」 出家人在自度時就是要培育

有自覺的能力，那麼，自覺的能力就是在日常生活培育而成的；即出家人的風範，

首當要有自制的力量，進而不再執著於世間的華麗事物。廣老認為，一個不受物

欲所迷惑的人，才是真正能做自己的主人，而這樣的人才可以出來度眾生。 
由上觀之，廣老的開示非常簡化，卻能簡要地說明出家修行所應具備的基本風

範。出家人若能符合廣老的開示內容，相信在於自度的能力上已經具備了出世間

法的解脫風範。 
（二）女眾出家修行 
廣欽老和尚對於女眾出家的看法，筆者訪談了一些相關人士的回憶，都一致認為

廣老是平等的對待眾生。但對尼眾的修行是有比較嚴謹的教授，例如開示錄中就

有一段記載，有位尼師曾經對廣欽老和尚說：「當我們想到法身時，我們知道法

身無男相，亦無女相，佛經上記載，龍女是女身，它在佛陀面前，將自己的龍珠

吐出獻佛時說：『我的成佛，也就像現在將龍珠吐出供佛一樣地快。』說罷，便

在佛陀前當下示現成就佛道。所以，雖然我們是女人身，可是對於成就佛道，並

不感到自卑氣餒。」廣欽老和尚聽了之後，回答那位尼師說：「龍女是修了好幾

劫，已經修到了臨轉男身，才有可能如此，一般女眾修行，到最後一定要轉成男

身，成為法師來度眾生，行菩薩道，才有可能成就佛道，若要由女身直接成就佛

道，那是不可能的事，觀世音菩薩也是要轉男相才能成佛的。」「我們今天能出

家，是件不容易的事，你看世界眾生那麼多，我們幸而能聽聞到佛法，又幸而能

出家，袈裟披身，這是一件很難得的事，這是我們過去世曾持佛菩薩名號的緣故，

有這個因，才有今天這個果。」 從這一段的對話內容看來，尼眾出家必須要女

轉男身而後才能成就佛道。就對話的內容，廣老勉勵尼眾用功修道一定可以成就

道業，並沒有排除尼眾成就道業的可能。 
而且，廣老亦曾經開示說︰「生為女身，得能出家，得遇大善知識，又有安定的

道場，應該感到萬幸才對，改掉自己的脾氣，不好的念頭、觀念。台灣還好，女

眾能出家，否則女眾在社會上只會墮下去，來出家再怎麼沒修，不殺生，看能不

能轉個人身再來修行。」 廣老認為既然出家修行就不應再攀緣，女眾能出家修

行是非常難得的，能捨下一切俗事就更應該專心修行。要知道怎樣才能了脫生

死，這才是修行的要點。 
 
四、結 語 
 
經由以上的論述可以了解，廣欽老和尚對於出家修行首重於自律。換句話說，他

要求徒眾們在心念上用功，心要專心於修持戒法，而對於持戒的觀念是以戒自己

為要，並不是拿來要求別人的。其次，對於尼眾的出家修行，就相關的記錄看來，

廣老以修行的利益勝處為基礎，不論男女眾，只要他們正信佛法，願意出家修行，



廣老都會成就他們； 而對於男女眾的互動往來的要求更要謹慎，不能太過於接

近。其實從廣欽的開示中可以看出，廣老雖不識字，但他教育男女眾弟子對戒律

的持守要如法；從這當中，我們能了解到，廣老是從修行的體驗中得證智慧。顯

現出廣老對於出家行有著獨特的教育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