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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為本、淨土為歸 

文/陶蕃震   攝影/黃泳清

──會宗長老

大慧法師攝於汐止廣修禪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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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子沿著汐萬路愈走愈清幽，經過柯

子林橋後的叉路再往北迤邐前行，

眼前出現寫著「入三摩地」、「以戒為

師，尊法成佛」的石碑，忽然覺得自己

彷彿走入叢林道場、世外桃源。在雲南

騰衝的和順古鎮，一個人沿著石板路尋

找中天寺時，映入眼簾的不也是這樣的

景致嘛。

念頭拉回如夢如幻的現實，再往上，

看到了汐止廣修禪寺的主體建築。通往

禪寺的柏油路邊，一位師父正拿著竹掃

帚掃地，庭院樹木修剪得有形有款，石

桌石凳在園林一隅默默等待有緣人，這

一切的一切，「何似在人間」？

下得車來，實實在在地踏上汐止廣

修禪寺的土地，廣進師兄領我拜見住持

和尚大慧法師，他是僧伽醫護基金會副

董事長暨執行長會宗長老的高徒，目前

擔任僧醫會健保委員會主委，今年五月

九日母親節，成功地舉辦一場感恩園遊

會，為僧伽安養如意苑募款。 

廣修一支香

大慧法師親切地帶我們到大殿禮佛，

極彩雕塑的西方三聖令人由衷地心生歡

喜。他介紹道：「這裡有所謂『廣修一

支香』，就是上午八點到晚上八點，信

徒隨時可以自己來佛堂自修一支香的時

間。」

廣修禪寺的信徒真是有福報。「一支

香」的美意應該是一種方便和提醒吧！

讓想精進用功者隨時有好環境做功課，

收效更大；讓忙碌的人能提醒自己每天

至少花一支香的時間親近三寶、沉澱心

靈，滌除塵慮，點亮心中明燈。星雲大

師的佛光菜根譚上說：「念佛一支香，

身心合一，渾然忘我；禪坐一炷香，人

格昇華，自在灑脫。」由此可見「一支

香」的殊勝。

說起廣修禪寺，不能不提到開山的

延定老和尚。民國五十五年，他從台南

開元寺雲水遊化到「日月洞」，為周遭

自然靈氣與美景所吸引，向原本在這裡

修行的人買下日月洞周邊土地，披荊斬

棘，歷經數十年才奠定今日的道場基

礎。

老和尚每天早課三炷香，誦金剛經、

結金剛手印、禪坐，非常感應，許多人

向他請益因果，所說非常靈驗，他都說

是佛祖的功勞，度了很多人。大慧法師

說：「俗家母親最初也是向老和尚請教

因果而結緣。母親雖然不識字，也不盡

了解佛法深義，但是對法師總是很虔誠

地供養，遇到化緣的法師，一定恭敬地

大殿的觀世音菩薩。可惜本刊為節省成本只能印黑白
的，看不出極彩的色調與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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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到家裡，並且叫我們拜師父。我們就

學著母親拜。」大慧法師稍長後才知

道，母親除了護持延定老和尚外，還護

持好幾位長老，如香光尼僧團的悟因長

老尼，新店屈尺的明定法師等等。

由於全家都以母親為中心，她走到

哪裡全家就跟到哪裡，大慧法師從小也

常跟著母親去道場。記憶中，大約四歲

的時候，到當時還在台北的悟因長老尼

道場，中午在法師的寮房午休，起床後

看到僧鞋喜歡得不得了，跟母親吵著要

穿。長老尼對他說：「不行。長大以後

出家才能穿。」當時不知為何看到僧鞋

就有很親切的感覺，油然地心生歡喜很

想拿來穿。很多年以後，他的師父會宗

長老說他「宿世善根」，使他又想起這

件童年往事。

上報四重恩

廣修禪寺地處偏遠，交通非常非常不

便，所有物資─米、菜、瓦斯⋯等都

要靠人扛上山，非常艱苦，也格外需要

人手。大慧法師的母親總是選擇到偏僻

而最需要人手的地方，常常到廣修禪寺

幫忙，孩子也自然成了她的跟班。大慧

法師十二歲時，二哥正值叛逆期，不聽

話，讓母親傷透腦筋，不知如何管教。

延定老和尚很慈悲，要母親把他帶上來

住。才住了沒幾天，山上發生大火，因

為都是木造平房，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老師父雖然倖免，但大慧師父的二哥卻

往生了，這件事發生後，這裡成了全家

人的傷心地，他的母親雖然還是護持老

和尚，但是為免觸景傷情，從此，每年

幾乎只在祭拜兒子時才來。

小時候看到僧鞋就很歡喜，又因為母

親的關係，大慧法師有機會親近很多法

師。但之所以生起出家念頭，是緣於聽

到如本法師的一句話。法師二十歲左右

時，電視弘法正時興，他很喜歡聽電視

上的講經說法。有一次他和大哥同時聽

到如本法師開示：「一子出家，九祖升

天。」兩人同時都有了出家報父母恩的

念頭。母親也非常贊同，叫他們不必擔

心父親和家裡。但是後來大哥很快認識

大嫂，結婚且有了小孩，只有大慧法師

一直堅定志願，順利圓了出家心願。

民國八十二年開山和尚圓寂，會宗長

老接受囑託管理廣修禪寺，但是大部分

時間還是雲遊四海度眾生，寺廟讓僧團

運作。大慧法師的母親在這段道場最缺

大慧法師四歲時看到僧鞋就喜歡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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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時候，天天上來煮飯。也剛好在這

個時候，大慧法師向母親提起想找道場

出家的意願。母親說：「我們跟老師父

因緣深厚，現在這裡沒什麼人，你就到

這裡來吧。」聽話的他就跟著母親來到

廣修禪寺，但是在會宗長老真正回來管

理以前，大慧法師一直依止這個道場，

而不是依止一位法師。他什麼也不懂，

誰當家帶領他就聽誰的，但是因為沒有

佛學基礎，想用功卻不知從何下手。道

場排的作息和功課非常嚴謹，早晚課和

出坡外大部分時間是打坐。大家都依著

時間表做功課，可是沒有法的指導。他

還記得，第一次打坐時東張西望，看別

人在做什麼，卻也看不出個所以然，只

覺得時間怎麼過得這麼慢？所以第一支

香結束後他就不願意再回到大殿。法師

派人找他，他不肯進去，一位師姐跟他

說：「你就數呼吸啊，從一數到十。」

他聽了這話，才又進大殿打坐，自己數

呼吸，這次他不再覺得時間漫長難捱，

還沒數到十，一支香的時間已經到了。

參學與晉山

這樣過了一年半後，他覺得自己應

該讀書，又因為想起兩年前的某一天，

他第一次見到會宗長老時，居士介紹他

是某某人的小孩，想要出家。長老馬上

說：「我幫開山師父度你出家，將來

這個道場就交給你管理。」當時他根

本沒有放在心上，覺得這簡直是天方

夜譚。如今，想讀書的他憶起第一次

與長老見面的往事，又聽說會宗長老

在南普陀佛學院當副院長，於是決定到

南普陀讀書，希望能跟會宗長老出家。

到台中南普陀後，他左等右等，等了一

個月才終於見到四處雲遊弘法利生的會

宗長老。記得那一天是民國八十四年農

曆九月十九日，也是廣化老和尚每年為

徒弟剃度的日子。他看到會宗長老從廣

化老和尚寮房走出來，趕緊跑過去跪在

他面前說自己想出家。長老起先說：

「很好啊！你等明年九月十九日跟廣老

出家。」他表明自己要跟長老出家的意

願後，長老當下就說：「好，但是必須

回廣修禪寺出家。」民國八十四年農曆

十二月初八，大慧法師在廣修禪寺圓

頂。

提到日後的參學，大慧法師說：「佛

法講『信解行證』。在還沒出家前，我

已經認定師父講什麼我就做什麼。雖然

當時不知道師父的用意，如今回過頭

看，很慶幸自己的絕對相信、絕不懷

疑，也深深體會到恩師栽培弟子完全沒

大慧法師在廣修禪寺客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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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私心，而是為了佛

教，為了弟子的法身慧

命。從師父的身教，我

體悟到自己的責任，因

此對於廣修禪寺的弟

子，也一定要教他們。

目前這裡有成佛之道、

基礎佛學等課程，也定

期拜懺、佛七、八關齋

戒，平日也會利用機會

講述佛法，他們才不會

只修福而不修慧。如果

那樣，我豈不是辜負了

他們學佛的心？」

從沙彌時大慧法師

就跟著會宗長老到馬來西亞，也曾護持

民國八十五年南普陀寺廣化老和尚主辦

的半年期的傳授三壇大戒。那時候會宗

長老是佛學院副院長，也是戒會開堂和

尚。戒會期間廣化老和尚往生，他見證

到一個修行者的真正實證，預知時至，

自在往生。大慧法師回憶道：「我記得

他老人家住院後，一天我開車載會宗長

老、仁清法師、淨旭法師、如圓法師等

人到醫院看他。他看到我們非常慈祥，

開心地說我願滿了要走了。如圓法師就

跪下來說，老和尚你要示現，讓我們有

信心啊。老和尚笑笑沒有說話。第二天

我們再去看他，他心跳又加快，我看到

他用一個念佛機的耳機放在耳邊，嘴裡

一直念阿彌陀佛。眼睛閉不起來所以用

毛巾蓋著，他只是一直念佛。看到他病

重時仍一心念佛，我真的既敬佩又感

動。不敢打擾他老人家太久，我們就

回寺了。晚上七點多，聽到鐘鼓齊鳴，

是老和尚回南普陀來準備捨報。他進到

方丈室，坐在每天聽經看經的小課堂座

位上，會宗長老、淨旭法師、侍者等人

在他身旁，其他包括戒會的一百多位比

丘及護持戒會的佛學院學生都在外圍。

我們一直在念佛，念了很久很久，我心

裡不禁想，老和尚怎麼還不走呢？後來

才知道他老人家其實在坐好之後已經走

了。他是坐著往生的，坐姿及神態看上

去和生前一模一樣。」

傳戒圓滿後南普陀寺選住持，很多人

推選副院長會宗長老接任，但是他婉拒

了，在解夏後帶著七八個護持戒會的弟

子回廣修禪寺。大慧法師在南普陀佛學

院的學業至此也告一段落。

會宗長老希望弟子都能讀佛學院，也

要求弟子必須背熟一部經才能受戒。民

國八十五年農曆十二月初十，大慧法師

大慧法師與護法居士在禪室用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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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國受比丘戒，親自體會了南傳原始

佛教的生活，後來又在會宗長老安排下

就讀福嚴佛學院，學習漢傳佛教教理，

持誦大乘經典。這樣的經歷，培養了他

的世界觀，他非常感恩師父會宗長老的

栽培。

民國九十一年，大慧法師從師父手

中接下廣修禪寺住持。為落實諸佛菩薩

護念眾生悲智的心，以會宗長老所倡：

菩提為本、淨土為歸為宗旨。他深深地

記得會宗長老曾開示：「真正的淨土法

門，不是只有一直念阿彌陀佛，而是以

佛的心為我們的心，以佛的悲願為我

們的悲願。這樣必能隨願往生十方淨

土。」大慧法師期許自己以這樣的心力

度化更多人，積極推動佛法護念的工

作，寺內定期有共修法會、八關齋戒、

三昧水懺、佛學講座、褔慧兒童營、朝

山等淨化身心的活動。而他自己修行用

功，則常常以「堅住正念，忍心不動」

惕勵，他說：面對各種境界，都是自心

所現，有正知、正念，修持忍辱很重

要。

僧伽安養如意苑

師父會宗長老接下僧伽醫護基金會

執行長後，大慧法師義不容辭地協助師

父的宏願。為了拋磚引玉，今年佛誕節

暨母親節那一天，舉辦了感恩園遊會，

為僧伽安養如意苑募款。提到僧伽安養

如意苑，大慧法師說：「僧醫會是一個

指標性的基金會。在醫療上出家人較弱

勢，僧醫會是打破各教派各山頭藩籬

的，這樣的悲願很了不起。⋯⋯長老給

我們很正確的方向，僧伽安養如意苑更

有指標性意義，後龍彷彿一塊璞玉，不

要造作太多東西，要跟大自然融合，讓

僧俗到此不想走，走了還想來。而為了

這樣的理想與祈願，佛法藝術化很重

要。  日後，如意苑若能做到有諸山長

老、大善知識，有內涵又有美學，就成

功了。」

採訪結束，我們在廣修禪寺新整修

的禪房午餐。禪房的大片窗戶正對著青

山，美景天成；回頭望，背面的岩石與

修竹又是另一番景致，夜晚打燈後一定

很吸睛。這間禪室是「食養文化」的林

老師設計的，可以多功能運用，打坐、

看書、品茗、用餐、開會⋯，無所不

可。歸途的路上，想起法師希望僧伽安

養如意苑能讓人「到此不想走，走了還

想來」，廣修禪寺不正也是朝這樣的目

標規畫，而且已經做到了嘛？至少，我

一定會再來的。

我們很正確的方向，僧伽安養如意苑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