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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律紹南山」、「教宗賢首」、「行在彌陀」，永垂典

範。（註1）今以念佛，略述盛德，隨喜讚歎。

大師之念佛盛德，如：一、掩關念佛，修證三昧。二、書寫佛號，

廣結善緣。三、闡揚淨土，但勸念佛。四、護法殉教，念佛救國。五、

早求生西，雖存如歿。六、預知時至，悲欣交集。

一、掩關念佛，修證三昧

弘一大師1918年農曆7月13日出

家。初出家，即精進修行。

1918年夏，於虎跑寺，致楊白民函云：「近來日課甚忙，每日禮佛、

念佛、拜經、閱經、誦經、誦咒等，綜計餘暇，每日不足一小時。出家人

生死事大，未敢放逸安居也。」（註2）

從函中即可看出，大師日課很忙，念佛也是日課之一。初出家，即

以生死事大而不敢懈怠。

第一次掩關念佛（1920年7月13日至中秋節後，新城貝山）

用功一段時間，接著，他想要閉關，一心念佛。

有通1920年舊4月，於杭州玉泉寺，致楊白民之函云：「音不久將入

新城山掩關，一心念佛。……自今以後，若非精進修持，不惟上負佛恩，

亦負君等之厚德。故擬謝絕人事，一意求生西方，當來迴入娑婆，示現塵

勞，方便利生，不廢俗事。」（註3）

大師第一次掩關，即為一心念佛，以上報佛恩，下利群生。

第二次掩關念佛（1921年3月至1923年2月，溫州慶福寺）

大師於慶福寺研治毗尼，迴向安養。並痛念生死事大，自此以後，

掩關念佛，決心直至道念有成，方啟關與人相見。於函中附印刷品，或

者此「掩關謝客簡」乃敬告各方。

研治毗尼，大師撰述一生最大之著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

迴向安養，大師一心念佛，求生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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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關念佛受教於印光大師，求為弟子

弘一大師於當代善知識中，最服膺印光大師，且虔誠懇請列為弟子。掩關

後，1922年於關中致書陳情，印光大師未許。1923年出關後，曾於4月居上海太平

寺親近印光大師。阿彌陀佛誕，復上書，印光大師又遜謝。歲晚，再竭誠哀懇，

方承慈悲攝受。

學律弟子性常法師掩關，筆示專心念佛

大師教性常法師於關中，以念佛為主，因念佛唯在關中

能專心；以溫習《戒本》、《羯磨》為輔。由此可知欲修證念

佛三昧，若有因緣閉關，當以一心念佛為主。

獨居念佛迴向眾生

大師認為，獨居念佛，功德回向，豈非利他？我們就

可體會他為草庵所撰之門聯：

「草藉不除，時覺眼前生意滿。

　庵門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註4）是何等慈悲！

二、書寫佛號，廣結善緣

弘一大師出家後，文藝之事悉多放下，仍存書法。以佛號、佛法書寫，令人

喜見，以種淨因，亦弘法利生，功德無量。

三、闡揚淨土，但勸念佛

1925年夏丏尊於〈子愷漫畫序〉云：「和尚未出家前，曾是國內藝術界的

先輩，披剃以後，專心念佛，見人也但勸念佛，不消說，藝術上的話是不談起了

的。」（註5）可知弘一大師出家後，便一心念佛，也勸人念佛。

弘一大師於書簡、演講中，隨緣盡力闡揚淨土法門。

四、護法殉教，念佛救國

弘一大師念佛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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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一心念佛，修證念佛三昧，以不可思議功德，悲智雙運地平息滅

佛、捨身殉教、念佛救國。

五、早求生西，雖存如歿

弘一大師一心念佛，早求生西。祇從他的書簡中，便屢屢可見。茲略例如下：

長期掩室，求早生西方

大師在1925年11月曾回杭州小住。（註6）舊11月11日，於虎跑寺致蔡丏因函，

云：「明春或往溫州，為長期之掩室，冀早生安養。」（註7）

大師繼1921年至1923年之掩關念佛，修證三昧之後，提及「長期掩室，冀早

生安養」之願。以46歲之齡，而有此決定，可謂信願行具足。

我們未證念佛三昧，若有因緣，亦當盡量謝絕外緣，一心念佛，求早生西方。

娑婆甚苦，求早生西方

1929年舊3月，於溫州慶福寺，致夏丏尊函云：「余近來精神衰頹，目力昏

花。……此次旅途甚受辛苦。至今喉痛及稍發熱，咳嗽、頭昏等症，相繼而作。

近來余深感娑婆之苦，欲早命終往生西方耳。」（註8）

此時為大師第一次赴閩回溫州。

大師五十歲，因精神衰頹，旅途甚受辛苦，便能提起「厭離娑婆，欣往西

方」之心。

我們在精神上、身體上漸漸衰頹，有病之時，也應深感娑婆之苦，一心念

佛，求早生西方。

六、預知時至，悲欣交集

平常之人，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之下要死，自是不得而知。但念佛念得功夫

很好之人，卻能夠「預知時至」，不管出家法師，或是在家居士。

弘一大師就是預知時至之極好典範。

他已修證念佛三昧，又求早生西方，便能對往生極樂「深信切願以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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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念佛之典範

在他的書簡中，也陸續吐露出「不久往生」之「消息」。

老態日增，不久往生

1938年9月30日，於漳州瑞竹巖，致豐子愷函云：「朽人居閩南已十年，緇

素諸善友等護法甚力。朽人年來老態日增，不久即往生極樂。故於今春在泉州及

惠安盡力弘揚佛法，近在漳州亦爾。誠自慚智識不及，亦藉是以報答諸善友之厚

誼耳。猶如夕陽，殷紅絢彩，隨即西沈。吾生亦爾，世壽將盡，聊作最後之記念

耳。」（註9）

當大師覺得年來老態日增，就言「不久即往生極樂」。他在閩南盡力弘法，

是為報答善友厚誼。猶如夕陽，殷紅絢彩，隨即西沉。世壽將盡，聊作最後之記

念。晚晴老人以夕陽為例，和西方真是相應。《觀經》上也提及落日，日落之

處，即是西方。一心歸向西方，回到蓮花的故鄉。

遺囑遺偈，悲欣交集

大師於1942年農曆9月初四日下午8時往生。

大師8月15、16日講經。8月23日、25日、26日三天，還照常寫字。27日整天

斷食，醫藥悉被拒絕。28日叫蓮師到臥室寫遺囑。29日囑臨終助念等事。30日整

天不開口，獨自默念佛號。9月初一日下午寫「悲欣交集」。初三日示不如念佛

利益，及乘願再來度生。初四日下午8時正，吉祥西逝。

致妙蓮法師遺囑，交代臨終助念、命終後、焚化之事甚詳。致董事會遺囑，

對養老院老人，極為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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