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三三 弟子問：修行要怎樣修？請師父開示。

老和尚：我不會修行，我只會苦行，只知用苦功，古時祖師只教我們用苦功。佛

不是用學的，也不是用修的，是要捨身苦行，從苦行中得來。

六三四 某法師向老和尚說他輾轉聽來的─

虛雲老和尚說：苦功用不夠，就是不會開悟。如拜佛覺得腰酸，不適苦……而
挫，就是沒辦法。要多拜佛，就是要拜佛！

老和尚：對！愈苦就愈……，就是這個苦，苦要吃下去！要有願！沒願力就馬虎。

六三五 師父的開示要多看，把正念的種子種下去。現在還不曉得，以後如果碰到事情， 
這正念自然會出來，自己就有主，就不會走錯路。

六三六 下心，修這個業，吃苦才能消業，病苦、種種身心之苦……。

六三七 以後師父不在，不用煩惱，只要照師父的話，念佛修苦行，對於六塵的好與壞， 
不用執著，要隨緣。

六三八 你們拜我為師，我給你們的是佛法。以後我不在，你們仍依著去行，道心才會堅
固，出家路才走得圓滿。

六三九 修苦行即是在洗頭腦、換種子。

六四○ 要知道穿這件衣服是要做什麼的？出家了，要知道生死的意思。

六四一 如果有道心，慢慢修到四、五十歲來，無所掛礙，「老尼姑」這才有了一點自
在， 但還不是很自在。如果不悟道，雖到四、五十歲，煩惱仍在，且易成顛倒。

六四二 任運而行，隨緣度日，任何事皆不操我心。所有衣食住行、是非榮辱，都冷冰冰
放下，這樣外緣清淨，心中智慧自然開。

六四三 出家第一要放下，否則被生死綁住。我們的苦，是西方的寄託，苦到最後轉為
樂，心有主就有寄託，極樂就在心頭。

六四四 修行做苦事要有願，慢慢做，到了有一天，願滿了，就沒有我相，就會開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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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欽老和尚的法藥（五） ─有這個「苦」字出頭，就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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