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職事，把心安於常住

五三二 在家時什麼事都依賴父母，不知天地幾斤重。而出家後都是師兄
弟，各人領各人的職事，把自己工作做好，較有獨立性。

五三三 主要把心先安住在常住，才能辦道，無所求、無所執著，便無煩惱。

五三四 在家人整天忙碌地工作，就是追求名利、聲望，想在物質上得到享
受，吃好穿好住好。而出家人工作，是為了訓練頭腦，工作不求做
多，也不用急，更不是想得到別人的讚歎，也沒有在追求什麼。

五三五 早晚兩堂課誦若能專精，則身心漸定，智慧漸開，能成就祖師，不
可忽視。觀世音菩薩也是精熟課誦，再發心入廚房當飯頭，知道如
何將廚房的勞務化為功德之事，作為佛事的修持。否則，經咒不
習，一味貪著自私，不能將廚房事化為佛事功德來修持，雖煮一輩
子的飯，也難出頭。

五三六 在廚房才有行可修，修行就是要修苦行，不然要修什麼行？若一休
息就愛想、愛吃、愛睡、這個（指頭腦）就迷……。

五三七 在廚房是在行普賢行願的，以前，觀音、文殊等諸大菩薩，都是從
廚房中苦行出來的。廚房是最能夠培福，也是最容易損福報的地
方。在廚房要惜福，米泔菜葉不可輕損，不要說丟了可吃的食物沒
有因果，戒神、監齋菩薩可都把你記入帳裡，將來還得做雞、鴨、
豬、狗來吃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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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欽老和尚的法藥（五）
─有這個「苦」字出頭，就有福（做職事，把心安於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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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八 廚房的工作，是真屬於福慧雙修的工作，但在於是否能巧妙的運
用。若能把不好的東西，加予適當的烹調，做出來的菜比新鮮的菜
好吃，則是修福又修慧。

五三九 領職事必須受過戒，知道戒律因果，才不會亂來。沒受戒的，只能
幫忙雜務，免得造業。譬如大寮的事情，有監齋菩薩在那兒，可要
按部就班來，不可起動無明，與人爭吵或亂摔東西，這樣不但業障
會反絞，而且加重罪業，地獄還有你的一份。

五四○ 叫人家做事情是用「按耐」的，不是用管的。說：「這樣做比較好
適喔！」不是說：「我要這樣，你偏偏那樣做！」

五四一 處事要謹慎小心，凡事皆有因果。能吃的東西給扔掉或放壞了，都
逃不了因果，因果絲毫不爽，誰也替不了誰。各人生死各人了，各
人吃飯各人飽。

五四二 東西好的，不要把它變成不好的。這是指常住的東西、使用物，要
儘量保存、使用得宜，不要無心或故意把它放壞了。

五四三 信徒拿東西來供養，是來求福的，即使是供養一根草，我們也要以
歡喜心接受。如果拿好東西來，我們為了這些東西起貪念，則不能
悟道。如果拿壞的東西來，我們把壞的煮成好吃的，則福慧雙修。
如果沒有適當處理，反而批評人家拿這些壞東西來，則自己起煩
惱，並且又造口業。

五四四 盡守自己的職事，如果好吃懶做、不盡職，福報用完，業障一到，
自然而然待不住。

五四五 在廚房領職事的人，要拿出觀音菩薩鬥羅漢的精神，不管有多少人
來吃飯，總是要想辦法弄出來。修行便是在修每天的煩惱。

五四六 做事情要有計畫，不能隨隨便便草率了事，要把常住的東西，做適
當圓滿的處理。例如一棵樹，沒有給予適當的種植，誤把它糟蹋
了，那我們就有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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