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草庵冠頭聯

沈繼生〈弘一法師駐錫寺院簡介〉，關於晉江草庵，記載：

「弘一法師曾三到草庵。

1933年臘月，抵庵度歲。越年正月，為僧眾宣講《含注戒本》。書庵門

聯曰：『草積不除，時覺眼前生意滿；庵門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1935年臘月，再度抵庵度歲。得重病，曾書遺囑一紙，交與傳貫法師，

囑為照辦……

1937年臘月，第三度抵庵度歲。越年正月，為僧眾宣講《華嚴經普賢行

願品》。」（註1）

第一度抵庵度歲，參照性常法師〈親近弘一大師之回憶〉敘述：「十一

月十五日，大師應草庵寺主請，由傳貫法師陪大師蒞庵過冬。余在廈聽經

畢，遂詣庵伴大師度歲。」（註2）

又，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按：「草庵在今福建石獅市蘇內鄉，創於

宋代……大師初至草庵，即為所居『意空樓』篆書樓額，上題『歲在甲戌二

月』，下署『沙門一音題性願贈』。庵內前面石柱，師為撰『草庵』二字冠頭

聯云：『草積不除，時覺眼前生意滿；庵門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註3）

關於草庵冠頭聯，大師後於1938年，書草庵門聯贈俞嘯川居士題記：

「『草積不除，便覺眼前生意滿；庵門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此數年前

為草庵所撰寺門聯句，下二句，疑似古人舊句，然亦未能定也。眼前生意

者，生意指草而言。此上聯隱含慈悲博愛之意。宋儒周程朱諸子文中，常有

此類之言，即是觀天地生物氣象，而興起仁民愛物之懷也。」（註4）

可見大師之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情與無情，同圓種智。「庵門常掩，

勿忘世上苦人多。」實為大師閉關修行悲智雙運之寫照。

今更以「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為例，足見大師之「庵門常

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庵門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弘一大師閉關修行悲智雙運之寫照（下）

 慧觀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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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泉州大開元寺結七念佛，時值抗戰期間，弘一大師為書「念佛不

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警語，以策勵之，並題記說明。

「佛者覺也。覺了真理，乃能誓捨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

家。是故救國必須念佛。

辛巳歲寒　大開元寺結七念佛　敬書　呈奉　晚晴老人」（註5）

這句警語，充分流露出大師精進念佛，又救國救民之修行。大師呼籲：

念佛之人不忘救國；

若要救國，更要精進

念佛。也提醒社會了

解，念佛之人不會忘

記救國；若是救國之

人，更必須念佛，才

能真正救國。

自1 9 3 7年抗日戰

爭爆發，至1941年泉州大開元寺結七念佛，弘一大師以身作則，為「佛者覺

也。覺了真理，乃能誓捨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家。是故救國

必須念佛。」立下極好之典範。

1937年日寇入侵，大師正在青島湛山寺，題室「殉教」，並加橫幅題

記。（註6）

大師要經上海回廈門，夏丏尊曾因那時上海正是炮火喧天，炸彈如雨，

青島還很平靜，勸他暫住青島。但大師仍非回廈門不可，教夏丏尊不必過

慮。大師到了上海，與夏丏尊等相晤，同時留下一張慈照。

關於這張大師之代表照，夏丏尊在〈懷晚晴老人〉中，還深刻敘述。（註

7）這張相片，原來以抗日時代烽火連天為背景。大師念佛之定力與救國之悲

心，流露於嘴角眼神，在「護持照見」戰爭中受苦受難之芸芸眾生。

大師回至廈門，然後又在閩南泉州、惠安、漳州、廈門等處隨緣弘法，

無時無刻不準備以身殉教。

1941年，大師於茀林閉關，有〈為紅菊花說偈〉：

「辛巳初冬，積陰凝寒，貫師贈余紅菊花一枝，為說此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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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亭菊一枝，高標矗勁節，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註8）

仰體大師在舉國全面抗戰之時，以出世修

為，作入世濟度，真乃菩薩行持。偉哉！菩薩

出生入死，救護眾生，教示吾人，「念佛與救

國」，是為不二法門。

 

（四）悲智訓語

大師以悲導智，以智導悲，從1929年贈閩南

佛學院同學「悲智」訓語，亦可仰體其悲智。

「己巳十月，重游思明，書奉閩南佛學院

同學諸仁者『悲智』：『有悲無智，是曰凡夫。悲智具足，乃名菩薩。我觀

仁等，悲心深切；當更精進，勤求智慧。智慧之基，曰戒曰定。如是三學，

次第應修。先持淨戒，并習禪定，乃得真實，甚深智慧。依此智慧，方能

利生。猶如蓮華，不著於水。斷諸分別，捨諸執著。如實觀察，一切諸法。

心意柔輭，言音淨妙。以無礙眼，等視眾生。具修一切，難行苦行。是為成

就，菩薩之道。我與仁等，多生同行。今得集會，生大歡喜。不揆膚受，輒

述所見。儻契幽懷，願垂玄察。大華嚴寺沙門慧幢撰。』」（註9）

大師悲智具足，是為菩薩。嚴持淨戒，修習三昧，故得真實，甚深智

慧。依此智慧，益物利生，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乃悲智雙運，定慧等

持，自度度人，行菩薩道。

茲以「誓作地藏真子，願為南山孤臣」為例，足見大師「悲智雙運，行

菩薩道」。

1935年弘一大師〈淨峯寺書聯自勗題記〉：

「誓作地藏真子（龍集乙亥五十六歲誕日敬書，以自策勵，銘諸座右。沙門演音）；願為南山

孤臣（時居惠安淨峯寺，研習《事鈔》并《戒》《業》二疏，及靈芝記文。弘裔）。」（註10）

先於1929年大師〈撰聯讚地藏菩薩並記〉：

「多劫荷慈恩，今居永寧，得侍十年香火；盡形修懺法，願生極樂，早

成無上菩提。

辛酉三月，余來永寧，居慶福寺，親得瞻仰禮敬、承事供養地藏菩薩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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訶薩，並修《占察懺儀》。明歲庚午，首涉十載。自

幸餘生，獲逢聖教，豈無慶躍？碎身莫酬！覽筆成

詞，輒申讚願。惟冀見聞隨喜，同證菩提。己巳十

月，時年五十，弘一。」（註11）

由上淨峯寺與慶福寺二聯，得知：弘一大師「誓

作地藏真子」，盡形壽修《占察懺》法；「願為南山孤

臣」，研習道宣律祖《行事鈔》、《戒本疏》、《業（羯

磨）疏》，及靈芝律師《資持記》、《行宗記》、《濟緣

記》；並「願生極樂」，早成無上菩提。是為吾人修習

「懺悔、持戒、念佛」之典範。

1937年大師撰書〈講羯磨聯〉：「願盡未來，普

代法界一切眾生，備受大苦！（歲次丁丑元旦，居南陀講《隨機

羯磨》敬書。）誓捨身命，弘護南山四分律教，久住神州！

（南山律苑沙門一音，時年五十有八。）」（註12）

此「願盡未來，普代法界一切眾生，備受大苦！誓捨身命，弘護南山四

分律教，久住神州！」一聯，便是「地藏真子，南山孤臣」驚天地、泣鬼神

之「悲智雙運」壯烈行誼。

更以「早生極樂，迴入娑婆」為例，亦足見大師之「悲智雙運，行菩薩道」。

大師於1940年舊三月十八日，居永春普濟寺，致李圓淨函：「朽人近年

已來，精力衰頹，時有小疾。編輯之事，僅可量力漸次為之。若欲圓滿成就

其業，必須早生極樂，見佛證果，迴入娑婆，乃能為也。古德云：『去去就

來』，迴入娑婆，指顧間事耳……

吾人修淨土宗者，以往生極樂為第一標的。其現在所有講經撰述等種種

弘法之事，皆在其次。時節到來，撒手便行。決不以弘法事業未畢，而生絲

毫貪戀顧惜之心。

朽人以上所云編輯諸事，不過姑作此想。經云：『人命在呼吸間』，固

不能逆料未來之事也……」（註13）

大師此函，寫於往生前兩年半。開示編輯之事，僅可量力漸次為之。若

欲圓滿成就其業，必須早生極樂，見佛證果，迴入娑婆，乃能為也。弘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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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隨緣編就，決定早生極樂，迴入娑婆，必可圓滿成就其業。

指顧間事，「指顧」者，謂手指而目顧，極言其迅捷也。

古德云「去去就來」，乃上品上生，迴入娑婆。

大師「早生極樂，迴入娑婆」，若依《觀經》所言，必是「上品上生，

乘願再來」無疑，如古德「去去就來」。

「早生極樂，迴入娑婆」為大師悲智雙運之

願行。早生極樂，乃智慧之至！迴入娑婆，乃慈

悲之至！

大師最後墨寶「悲欣交集」，應亦是「悲智

雙運」之心情吧！欣者，欣自將早生極樂；悲

者，悲眾須迴入娑婆。

我們當學此「悲智雙運」之典範，求早生西

方，俟乘願再來。

五、結論

弘一大師出家後，「閉關」用功，深入戒律、修習念佛，成就悲智雙

運、自利利人之菩薩願行。

大師第一次閉關，為窮研律學，一心念佛。以有障緣，未遂其願。

第二次閉關，為研治毗尼，迴向安養。研治毗尼，大師創作《四分律比

丘戒相表記》；迴向安養，大師一心念佛，修證念佛三昧。

從此，大師一生與閉關結下不解之緣。而且是，常閉關，常雲水；常雲

水，常閉關。常閉關，常雲水，如一月印千江，法身不動而普化十方；常雲

水，常閉關，如千江只一月，普化十方而法身不動。

吾人當以大師為典範。所有學行，均如閉關，全力以赴，而學以致用。

更須終身學習，如常閉關、常雲水，常雲水、常閉關，福慧雙修，而自利

利人！ （全文完）

本文作者為西蓮淨苑編輯與僧教組長
在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三至五時，於「慧炬粥會」演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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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方程式，雖然極其錯綜複雜，但精要地說，可用十六字

箴言來概括：生、老、病、死；生、離、死、別；悲、歡、離、合；恩、

怨、情、仇。人生的方程式，如果放在「生命只有一生一世」的

封閉思惟架構中，只有一個答案│就是「此題無解」。但是如

果放在「十方三世」宇宙生命觀的宏觀開放思惟架構中，則不

但可解，而且帶來無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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