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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八願　一部大經　一句佛號　往生極樂
　　百十二歲　專弘正法　專護正法　重返娑婆
　　來佛古寺位於河南省社旗縣饒良鎮西南，相傳在隋唐年間，有
羊冊鎮糧商王居士駕牛車去源潭鎮販糧，途遇三位老人搭車同行。
行至深夜，便在路邊停車休息，待次日黎明，卻見三老已化為三尊
石佛。眾信士因而便在此處興建道場，取名曰「來佛寺」，即佛陀
化身來此之意。
　　數經滄桑變遷，幾度江山易主。當年殿宇軒昂，如今盡還太虛
。然而，雖是空門零落，幸喜正法猶存！古語有云：「山不在高，
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就在這座毫不起眼的鄉野荒庵
中，卻成就了震驚寰宇的兩位神僧，肉身菩薩上海下慶法師和一百
一十二歲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賢老和尚。
　　肉身菩薩慶公略傳
　　師俗姓李，諱富貴。祖居豫東南泌陽縣，生於晚清宣統元年。
因出身寒微，未曾習書學文。然天性仁厚，生來賢孝知禮。十一歲
皈依三寶，禮宛東羅漢山清涼寺傳東法師乃為剃度，賜名海慶。
　　師四十二歲入來佛古寺常住，專修淨土，老實念佛。一九八九
年，敬往白馬寺增受具足戒。一九九一年臘月十一日，師談笑示寂
，自在生西，世壽八十二歲，僧臘七十一年。
　　師坐缸六年九個月後，其師兄上海下賢老和尚發心為之荼毗入
塔。壽缸開啟，眾皆驚歎！惟見慶公趺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
著衣物，亦纖毫無損。四眾知是金剛法體，全身舍利，遂將其供奉
寺內，朝暮禮拜。二ＯＯ五年，廣州大德李元添居士，欣聞慶公聖



跡，倍生敬仰，乃發心為其貼金供養。
　　初閱慶公生平，似覺平淡至極，除卻一聲阿彌陀佛聖號，竟無
他物可言。然細加玩味，一門深入，長時薰修，豈非師暗合道妙處
麼。心下會悟，始信大道至簡，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
如是而已。茲有淨業學人為師讚曰：
　　一句彌陀法中王，七十年來心中藏。
　　不參禪理不研教，不解經咒又何妨。
　　信深願切直念去，自然花開極樂邦。
　　留此金剛不壞體，證轉法輪度迷茫。
　　細觀佛首低垂處，恰似六祖駕慈航。
　　今虔祈禱蓮台下，求師引我出夢鄉。
　　公元二Ｏ一三年元月二十三日，古曆壬辰年臘月十二日上午，
在來佛寺這座極不起眼的鄉野小廟前，傘蓋林立，幢幡排空，南陽
及全國各地的三千多名淨宗學人不約而聚，皆是懷著無比恭敬之心
，前來參加上海下賢老和尚的入塔法會。一百一十二歲的上海下賢
老和尚於公元二Ｏ一三年元月十七日，古曆壬辰年臘月初六日凌晨
，無諸苦痛，安詳示寂，其瀟灑自在，令無數見聞者皆歎羨不已。
　　海賢老和尚的弟子印志、印涵、印空、印榮、印寶等法師，帶
領聞訊趕來的四眾弟子，為老和尚守靈七日，念佛不斷。
　　老和尚圓寂後的第三天，有趕到的弟子揭開往生被，瞻仰老和
尚的遺容，卻驚奇的發現，老人家面帶微笑，嘴唇泛紅，眉毛、鬍
子和頭髮，竟然由白變黑了。
　　印志法師：眉毛幾乎黑得沒有白的了，鬍子黑的有一部分，佔
有三分之一，在沒有往生之前，鬍子連一根黑的都沒有。
　　在場的數十位淨宗學人，又一次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彌陀願力
的不可思議。



　　印涵法師：師父預知時至自在往生，誰能比得了！不識字，一
句阿彌陀佛，就這成就了。師父給我們做了個好榜樣。
　　依照傳統的佛家葬禮，在四眾弟子莊嚴的佛號聲中，海賢老和
尚的法體趺坐於壽缸之內，葬於來佛寺塔院。
　　當代淨宗導師，德高望重的上淨下空老法師得知海賢老和尚自
在往生的消息後，大為讚歎。號召淨宗四眾弟子，向海賢老和尚學
習。
　　師父上人：一位老法師，一百一十二歲往生了，一生修行得很
好，正知正見，弘護正法，跟他學習的人很多。這在佛門裡面稱為
丈夫。
　　並為老和尚親書挽聯和碑銘，碑銘曰：
　　賢公和尚，佛門榜樣。不事經懺，遠離利養。
　　嚴持戒律，四眾欽仰。老實念佛，道在平常。
　　淨土大經，諸佛密藏。一句彌陀，甚深妙禪。
　　百一十二，老當益壯。唯僧讚僧，法門興旺。
　　弘普賢願，表法離障。續佛慧命，功德無量。
　　自在往生，倒駕慈航。
　　挽聯曰：
　　四十八願　一部大經　一句佛號　往生極樂
　　百十二歲　專弘正法　專護正法　重返娑婆
　　昌明法師：我謹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眾弟子，向賢公致以深切
的哀悼和無限的追思。賢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輩，是佛教界的大
壽星。賢公畢生獻身佛教，愛國愛教，嚴持戒律，尊師重道，慈悲
喜捨，利益眾生，深受佛教界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尊重與愛戴。賢老
秉承師父教誨，修持淨土法門，阿彌陀佛聖號朝暮不斷，老實念佛
，道心堅固，與世無爭，與人無求，淡泊名利，寬厚待人，以高齡



之歲、強健之身，思惟敏捷，身無病苦，自知時至，安樂自在，實
乃佛門僧寶，人間奇跡。賢公往生前預知時至，提前和弟子們告別
，瀟灑自在，安然生西。賢公現身說法，為世人做了一個修行人最
好的榜樣，證明了淨土持名念佛法門無比殊勝，證明了阿彌陀佛四
十八願的不可思議！
　　海賢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訴寺內幾位弟子說：「我過
不去這個年了。」大家都不以為然，因為眼見師父身體極其康健，
並無半點異常，哪能說走就走呢？幾日後，老和尚到桐柏縣平氏鎮
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鐵腳僧」上演下強法師。路
上，老和尚拉著陪他同去的老護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說：
　　春生居士：我問：「你咋不來了啊？師父。」他說：「就這近
來我就要走。我給你倆打個知字兒（招呼），你倆知道。」後來我
還解勸他，我說：「不會，你上次跟我說，老佛爺不讓你走，讓你
在這再住二年，現在你又說你走哩？」他說：「你不知道，老佛爺
這兩天就又交代我，叫我馬上就要得走。出不了一個月我就走了。
」
　　鄢居士：我說：「你啥時候往生走，跟我說一下，我去找人給
你助念。」海賢老和尚跟我說：「不用助念，叫人助念那是不相信
，他走不了。我這不用助念，我自己就走了。」很有百分之百把握
。
　　離開孤峰寺之後，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時的寺院和曾經常住
修行過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對弟子們都說：「以後我不再來了
。」眾弟子皆是看到師父身體尚好，並未多想。
　　在賢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社旗的李潤峰居士去來佛寺看望他
。在談話過程中，李居士用手機錄下了賢公的一段開示：「我想著
我也活不了恁大年紀，情願死。死了以後，你要是修得好，靈魂成



佛了，世界上都知道。」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的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
玉米杆一點點往塔院的院牆角挪。印志法師看到後，就說那不礙事
，勸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聽，印志法師只好喚大家一起去挪，
忙活了兩天才總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給打掃得乾乾淨淨的。
老和尚往生後，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老人家那是在為自己開路
呀！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個人默默的把塔院牆邊的一堆斷
磚都搬到自己的塔旁，並且整齊的擺放了起來。大家都不解其意，
待老和尚往生後，印志法師買磚頭給老和尚封塔，大家這時才明白
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來他老人家不願浪費，把這些斷磚搬到塔
旁，是準備給自己封塔用啊！
　　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還和弟子們一起在寺院門前翻整菜
地，一直幹到天黑。大夥勸他休息。
　　印拴法師：他弄完又說：「這活我就做完了，以後我就不做了
。」
　　盧水庫居士：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們幾位師兄在講
經堂聽老法師講《大經解演義》。正在聽著，就聽到老和尚在屋裡
敲引磬念佛的聲音，敲的時間特別長。我心裡在想，老和尚今天怎
麼敲引磬這麼長時間？因為平常他老人家也敲引磬念佛、拜佛，但
時間都特別短，唯獨今天時間特別長，比平常長了好幾倍，當時我
們也沒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課，印拴師父給老和尚端飯，在外面喊
師父，沒人應。推開門以後，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著，衣服疊得很
整齊擺在床上，仔細一看，老和尚已經安詳自在的往生了。
　　胸有菩提，何必臨時抱佛腳？身無俗念，自然極樂在心頭。大
家於事後細細回想，原來老和尚是早已預知時至，在向大家告別呀
！



　　在印志法師和印涵法師的帶領下，我輩不肖弟子數人，沿著老
和尚走過的足跡用心尋訪，暫將老和尚一生的年譜簡撮其要，以勵
學人。
　　賢公俗姓文，名川賢，字清選，祖居豫南唐河縣少拜寺鎮，生
於晚清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母皆為虔誠的佛弟子
，耕讀傳家，樂善好施，被鄉中讚為大善人。
　　賢公生逢亂世，未得深研詩禮，自幼只隨母親茹素念佛。師天
生純樸，宿根深厚，孩童時便以孝行聞名於鄉里。聖賢多逢坎坷，
英雄必受磨難，此事古今皆然。賢公十二歲時，父親在湖北隨州討
飯途中，遇到土匪縱火燒毀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殘忍的
殺害了。數日後，逃難的百姓返回村莊時，看到了驚人的一幕，只
見一具死屍直挺挺的緊抱一顆大樹站著，一群餓狗坐在地上團團將
它圍住，村民們原以為是餓狗想爭吃死人，便結夥上前驅趕餓狗，
卻不料這些餓狗被打得眼淚直流，卻死死不肯散開。大家這才明白
，原來群狗是在為善人守屍啊！獸猶如此，人何以堪？見者無不為
之痛哭淚流。
　　賢公：土匪把俺老父親打死了。
　　劉鳳芝居士：給你的老父親打死了？
　　賢公：啊。
　　劉鳳芝居士：那時候你幾歲？
　　賢公：我十來歲，我會要飯嘛！十二了。
　　俗語云：「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賢公雁行五人，慈母
於苦難中將幾個兒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稱說了。十八
歲時，賢公腿生癰瘡，大幅潰爛，母親為之四處訪求名醫，全然回
天乏術。師深知因果，歎曰「妙藥難醫冤業病」，遂捨棄醫藥，從
朝至暮，一心稱念觀世音菩薩聖號。數月後，頑疾不藥而愈。師由



此越發堅信，佛語至誠，確無誑語，菩薩所言「度一切苦厄」，果
不欺人。歷此生死大劫，也令賢公深刻領悟到輪迴路險，死生事大
，遂生起出離之心。
　　賢公十九歲這年，二十二歲的二哥因病早逝，這令剛剛經歷生
死大劫的賢公徹底堅定了出家修行的決心。
　　民國九年，師二十歲，決意拜別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頂雲台
寺上傳下戒老和尚座下，老和尚親自為之剃度，賜法名曰海賢，字
性誠。
　　劉鳳芝居士：你是幾歲出家的？
　　賢公：二十。
　　劉鳳芝居士：二十歲？你出家在哪裡？
　　賢公：我出家就在太白頂。
　　劉鳳芝居士：一出家就上太白頂了？
　　賢公：出家就在太白頂，傳戒老和尚是我師父。
　　賢公於二十三歲時，赴湖北榮寶寺受具足戒。傳戒公本是臨濟
宗白雲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卻不曾教授賢公參禪打坐，也沒有教授
講經說法，唯傳六字洪名，囑其一直念去。
　　劉鳳芝居士：你那出家剃度了，師父咋教你的？光教你念阿彌
陀佛是吧？
　　賢公：光教念佛。
　　劉鳳芝居士：光教念佛？
　　賢公：（你們是）沒有出家的人，不跟你們說。
　　賢公辭別母親上了桐柏山之後，母親黃氏夫人和小兒子相依為
命，艱難度日。賢公為報慈母之恩，在山上開荒種地，挖草藥換糧
食，然後步行一百多里將糧食背回老家奉養母親，如此九年不斷。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Ｏ年，賢公二十二歲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



母親無人照看，令賢公頗為掛心，於是便勸說母親隨他一起去桐柏
山桃花洞常住，這一住就是二十七個年頭。
　　民國二十五年，賢公三十六歲，離別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
久，因突發腦溢血而死在了賢公的懷裡。因當時條件太過艱苦，賢
公只能將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賢公往生的前一天，還和一位
居士說起，說夢到大哥前來找他求超度，希望遺骨能回歸故鄉安葬
。其兄弟情深，同胞義篤，不覺令人望空長喏。
　　一九五六年仲秋，賢公的母親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賢公苦
苦相勸終難挽留，只好陪同母親返鄉。一九五七年七月初四晚上，
黃氏夫人自己和麵包了頓餃子吃過，讓賢公給他的姐姐和一個堂妹
捎信，要她們第二天一定回來。第二天，黃太夫人與親人談笑話別
，自在往生了。
　　賢公：老媽媽說：「你能叫我死到這山頂上？」八月二十下來
，（生產隊）菜園裡有三間屋，我騰了騰，騰了三間屋俺住那兒，
她種菜呀。
　　劉鳳芝居士：她還能種菜？
　　賢公：那她好好的嘛！能做啊！俺種菜。
　　劉鳳芝居士：老母親也吃齋嗎？
　　賢公：老母親從小就吃齋。過了年七月初五，老媽媽老（往生
）哩。死的那一天，頭一天還在自己包扁食（餃子）。她在屋裡睡
，頭天就對我說：「娃兒呀！（讓我）出去睡吧。」我說：「妳睡
外頭幹啥？（外面）蚊子多。」她臉一邁（扭）她就說：「你明兒
能叫我死到這屋裡？」我說：「中！中！」軟床抬出來。
　　劉鳳芝居士：擱到客廳裡了？
　　賢公：擱到當門了。七月初五，俺妹子、俺老姐都在家裡，她
還做飯。（姐姐她們）拿的白糖、拿的罐頭，（母親說）「拿回來



，我不吃？」罐頭稠的剜剜，稀的喝喝，她說：「我喝了水，今兒
晌午就不吃飯了。」她說她出去解手，還出去解大手，（又出去）
解小手。轉來了往那兒一睡，（睡了一會兒）她說：「娃兒呀！我
起來坐會兒中吧？起來坐會兒。」我說：「你還不勝（不如）睡那
兒。」她說：「中啊！睡那兒一會兒，中啊。」睡那兒（以後），
臉一翻，側身（吉祥臥）睡那兒，長出一口氣……人家沒受罪呀！
　　賢公的姐姐親眼目睹了母親往生的不可思議，所以不久就帶著
兒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為當時條件極其困難，賢
公為母親念佛三日後，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將母親簡單埋葬了。這
讓賢公常掛在心，深感對不起母親的無邊深恩。八年後，賢公發心
為母親遷墳樹碑，豈料掘開墓穴，竟然空無一物，僅有幾顆釘棺材
用的大釘而已。
　　三世諸佛淨業正因，蓮池大師曰：「父母離塵垢，子道方成就
。」至於賢公之母是否乃菩薩應化，如達摩掛履般遊戲神通，我輩
凡夫自是不敢妄斷。然而賢公對慈母至純至真的一片孝心，卻足以
令我輩五體投地，使後人萬古仰瞻了。
　　賢公曾先後在桐柏山的桃花洞、雲台寺、塔院寺常住。開墾過
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過十一所道場，曾與宗門高僧海墨法師、海
圓法師、體光法師一起在塔院寺結廬共修。古德曰：「心至虛時能
受益，事非經過不知難。」賢公每每提及這段往事，無不極力讚歎
三位法師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廣闊胸襟，令人不知不覺便
從心底由衷的生起欽敬之意。
　　賢公：東剌溝（塔院寺）分了仨人地，體光的，海墨、海圓的
，他仨叫（地）荒那兒了，俺去給它挖起來。海圓在北京佛牙塔，
海墨死到西靈山寺，靈山寺土洞裡。他今年死有四十多年了。海墨
會說，那講經，啥經都會講。



　　劉鳳芝居士：誰呀？海墨呀？
　　賢公：啊。
　　劉鳳芝居士：啥都會講是吧？
　　賢公：啥都會講。
　　劉鳳芝居士：你講過經沒有？
　　賢公：我咋沒有？我沒講過，我因為啥？我沒學過任啥兒（任
何東西）。
　　劉鳳芝居士：光會念阿彌陀佛？
　　賢公：光念阿彌陀佛。在以前，放牛、做活、犁地……桐柏山
我開了十四個場，你當我享受啊？我沒有享受啊！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紅衛兵到寺院裡焚毀經書佛像
，逼迫僧人還俗。萬法因緣而生，還因緣而滅。眾生共業所感，歷
史潮流使然。縱是菩薩應世，也只有徒喚奈何！賢公被安排到山下
的村子裡做了生產隊長，當時不許念佛，他就在心裡默默的念。不
許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的拜。大鍋飯裡有葷腥的時候，他就吃鍋
邊菜。更難能可貴的是，賢公一直為大眾示現著僧寶的形象。
　　印志法師：他是下生產隊了嗎？
　　演強法師：下生產隊人家都沒還俗。
　　賢公：（紅衛兵說）「山上不要和尚了，誰（家）在哪兒，（
想）回家了（可以）回家。」我說：「俺沒有家，俺不回家。」在
吳家灣大隊，下大隊當隊長。咱這個齋公賴好，不去開齋破戒。我
老在鍋邊兒煨一點兒蘿蔔菜吃吃。咱忌咱的口，咱不吃。
　　劉鳳芝居士：一輩子都不喝酒是吧？
　　賢公：酒，那年輕時候咋不喝？在生產隊，（比如）你給人家
搬家哩，不喝酒？
　　劉鳳芝居士：不喝不中，多少喝點兒是吧？



　　賢公：喝斤把子還不夠我喝。
　　眾人哈哈笑：破戒了。
　　劉鳳芝居士：這不叫破戒，這叫開緣。
　　劉鳳芝居士：你當生產隊長那幾年，念佛不念？
　　賢公：那個時節，他叫你念佛？那人家不叫念哪！因為啥？都
是群眾，你敢念佛？
　　劉鳳芝居士：不叫念，在心裡念？
　　賢公：在心裡念，放牛時候在山頂，攆著些兒（看著牛），坐
在石頭上念。
　　因為賢公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團和氣，大家都願意親近他，
親切的稱呼他「文齋公」。多年之後，當弟子們向賢公問起當時為
什麼堅決不肯還俗時，這位並沒讀過書的老人，卻張口說出了幾句
蓋天蓋地的言語：「學道當知心是佛，修行應以戒為師。出家再返
家，不如不開花！」
　　文革期間，紅衛兵毀掉了傳戒公的舍利塔，然而卻沒有見到靈
骨，感到十分詫異。後來，賢公在塔下的一塊青石板下找到了傳戒
公的靈骨，心中暗暗讚歎老和尚果真不凡，確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
慧。於是將傳戒公靈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結束後，才偕同多位同
門學人，將師父的靈骨重新建塔安葬。
　　一九七六年，文革宣告結束，來佛寺的許多護法居士相約到塔
院寺，迎請賢公前來主持正法，恢復道場。因飽經戰亂，與十年浩
劫的種種磨難，賢公深悟蕅益大師讚歎蓮池大師時所講的，「只圖
腳底著實，何必門庭好看？」故而僅修起大殿三間和西廂房的羅漢
殿三間，所供奉的聖像均為泥塑。
　　一九九一年，海慶法師示寂，成就金剛不壞之軀。二ＯＯ五年
，已是一百零五歲高齡的賢公，為了給慶公裝飾金身而遠赴廣州，



與西藏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不期而遇。這位年輕的法王子將賢公奉
若活佛，至誠邀請與賢公共進午餐，並合影留念。
　　有位書法家見賢公年過百歲，依然身體康健、頭腦清醒，特意
向老人家請教養生的祕訣。老人家說這都是得益於持戒精嚴，老實
念佛。這位書法家至誠頂禮，讚歎賢公如趙州再世，當即揮毫，引
了一首楊萬里的「詠菊」詩，讚賢公曰：
　　物性從來各一家，誰貪寒瘦厭年華？
　　菊花自擇風霜國，不是春光外菊花。
　　賢公曾在來佛寺山門口種下一種名叫「七點半花」的奇異花卉
，此花只在晚間七點半到八點之間綻放。二Ｏ一Ｏ年秋，賢公帶領
幾位弟子坐待花開的可愛場面，被印志法師拍攝了下來。至今看起
猶似昨日，令人倍感溫馨。
　　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花乃無情草木，尚且
不肯失信於人，何況聖賢佛菩薩呢？故而我們應該益加堅信，釋迦
世尊梵音清淨，豈有誑語？阿彌陀佛大慈大悲，絕無空願！
　　賢公常教誡弟子們說：「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二Ｏ一
二年三月，圓明寺住持印榮法師接老和尚到圓明寺小住，孝敬老人
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試穿一下，感覺有點長，當即自己飛針走線敹
（音遼）起了袍邊。看到此處，不知大家除了驚歎之外，還作何感
想呢？佛門有聯語曰：「投起針來，果能羅什譯經，寸金易化；吃
了飯去，不學彌勒大肚，滴水難消。」能如賢公者，千年試問幾人
比？
　　二Ｏ一二年中秋節前夕，南陽有幾位居士到來佛寺看望賢公，
賢公忽然童心大發，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樹上給大家摘柿子吃
。大夥見此場面，無不歎為觀止！豈有此理，說也不信，真正絕妙
，到者方知。唐代禪門高僧趙州和尚因八十行腳而被傳為千古美談



，可是要和咱們這位只會稱念一句彌陀聖號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
連趙州禪師自己也該自歎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難思，於此處亦
可見一斑。
　　二Ｏ一二年中秋節後，南陽居士禮請賢公到南陽的念佛堂小住
，幾位居士錄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場面。
　　海賢老和尚：好好念佛好好修，都能成佛。你要是不修，咋會
好？你像我這幾十年了，早上起來就是三點起來，我起來燒燒香，
我坐那念佛，轉（繞）著佛念佛，轉得瞌睡了又歪（吉祥臥）到那
兒，歪到那兒還在念佛，那不是說一會兒就修好了。我成個妖精了
。
　　劉鳳芝居士：徒弟徒孫都死了，人家還活著。
　　賢公：到死的時候就該死，沒死，我還不敢說。
　　劉鳳芝居士：阿彌陀佛叫你表法的嘛，是不是？你修得好。
　　賢公：表得好，不叫我說呀，什麼都不能說。
　　居士：誰不叫說？
　　賢公：老佛爺不叫說，得好好念佛啊！好好念佛，因為啥？念
念佛，（然後）到佛堂去迴向迴向。不要說，我念個阿彌陀佛就中
了。不念到一心不亂不算念。人不學好不中。
　　當居士們問起賢公念佛有何境界時，老人家付之一笑，絕口不
提。
　　賢公：沒到時間。你要出家了，到戒壇裡，有人給你說。給你
說說？那說不得！不叫說！說話口滿了都不好，以後短你壽限。你
（就算）知道天機啥樣，見了不興（不能）說！
　　劉鳳芝居士：不說。
　　居士：那你見極樂世界了嗎？
　　賢公：這一黑了（晚上）見啥，老佛爺給你說啥，甭說！



　　居士：老佛爺不叫說？
　　賢公：你洩露天機，那犯雷打呀！這陰陽二氣跟那紙一樣，比
紙還薄！
　　賢公：喜歡出家的你出家，不喜歡出家的，你當一個老齋公，
光念阿彌陀佛。多晚（啥時候）念到一心不亂了，老佛爺給你較輕
兒（稍微）打個知字兒（招呼）。你嘴快的不給你說，不興（不能
）說！念到一心不亂，老佛爺就知道。
　　居士：那你要一心不亂，是什麼？
　　賢公：一心不亂咋給你說？沒啥說！不叫你指手劃腳，嘴說，
你手甭說。
　　曾文正公聯語曰：「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未可問
焉。」佛門歷來的規矩，宗門忌諱說境界，教下不許談功夫。當年
圓瑛法師也曾有嘉言警醒佛弟子說：「道不遠人，切忌認影迷頭向
外尋覓。心原是佛，但向迴光返照直下承當。」由此可見，賢公至
此已非彌陀門外客了。
　　古德有嘉言曰：「有錢者不說錢，有權者不說權，老將軍不談
兵，老和尚不談禪。」賢公不露智慧，是謂大智慧；不顯神通，堪
稱大神通。可憐我輩凡夫業重障深，有眼不識盧舍那，對面不見阿
彌陀。
　　印榮法師和印生法師曾為大眾講述過一些賢公老和尚的不思議
事。二ＯＯ八年夏天，有農民在寺院門前把收割機打碎的麥秸點燃
了，頃刻間整個寺院都彌漫著濃煙，嗆得人喘不過氣來。印榮法師
跑出寺院告訴正在幹活的老和尚，說院子裡煙氣太大，都嗆得誦不
成經了。老和尚聽後，順手在地上撿起一個廢舊的塑料袋，往南方
甩了幾下，嘴裡念叨著「往那邊去」，說也奇怪。
　　印榮法師：然後我再看這院子的煙沒有了，都往南刮走了，當



時我就給老和尚跪那裡磕了個頭。當初這一片地是我們種的菜，那
天天氣很熱，也有點旱，老和尚讓我挖排水溝。我當時很不理解，
天這麼熱，又旱，沒有雨，挖什麼水溝啊。但是他已經說了，我們
還是勉強把它做了，哪曉得第二天瓢潑大猛雨下起來，當時我們才
明白老和尚的用意。
　　印生法師：還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親自跟我說
，有一次在懸崖徒壁羊腸小道上走路，遇到一隻大狼。海賢師（父
）清知這個因果，也不躲避，也無處躲避，「要是欠命就該還命，
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隻狼走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褲腿
，把老和尚拉到山洞裡的狼窩旁，有一隻母狼難產在那裡躺著死了
。他就閉上眼睛，至心念誦南無阿彌陀佛聖號，十來分鐘後，母狼
醒過來產了五隻狼崽，公狼就對他點頭哈腰，磕頭感謝。他開示道
：「你要少做點惡，多行點善，以後別來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
。」第二天從解家河回來的時候，又走到那個地方，老狼在那裡等
著攔住老和尚，從草窩裡叼出一坨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
點頭哈腰。老和尚掂著這坨蜂蜜，到我種香菇的棚裡頭跟我講，他
就說：「印生啊！你看看這野生動物也知道報恩哪！」
　　鐘不敲不鳴，鼓不打不響。菩薩不顯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
此道出二位法師所陳諸事，只為喚起我們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仁者
珍惜、善用。
　　真知出實踐，妙理貴躬行。賢公雖然不識文字，然而說起話來
卻常常妙語聯珠，聽聞者往往大感意外，驚喜莫名。二Ｏ一二年仲
秋的一天，賢公正在劈柴，幾位外地來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
家慈悲開示。賢公一邊劈柴一邊說：「沒啥可開示的，好好念佛，
世上無難事，只怕心不專。」大家聽後忍不住為之鼓掌喝彩。老人
家加重語氣又強調了一遍：「真沒有難事啊！」然後問起大家從哪



里來的，大家回答之後，老人家笑著說：「俺這是小廟，吃的是苦
的，穿的是補的，你們來這兒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來
，我不怪，來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規矩。」先輩尋常
語，人間未見書。眾居士不約而同齊念彌陀聖號，深感震撼。
　　在《論語．學而篇》中，端木子讚歎孔老夫子有「溫良恭儉讓
」五種美德，而弟子們總結賢公能夠自在往生的原因時，細觀賢公
一生的行誼，發現此五種美德在賢公身上同樣是圓滿具足。
　　賢公性情溫和，沒有人見他老人家發過脾氣。真可謂「凡事付
之一笑，於人無所不容」，所以無論男女老幼、僧家俗家，親近賢
公未有不生歡喜心者。古賢曰：「滅卻心頭火，剔起佛前燈。」我
輩當知，此乃真正入佛門的大前提呀！
　　賢公一生慈心愛物，真誠善待一切眾生，隨緣隨分，從來不令
大眾起一絲煩惱。老人家曾多次教誨弟子們說：「寧可葷口念佛，
不可素口罵人。」周安士先生詩曰：「仁列五常首，慈居萬德先。
皇哉三教論，異口若同宣。」原來此處正是聖賢與凡夫的區別之處
啊！
　　印志法師：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樣，午後不休息，到寺院外
面的玉米地裡去轉悠。見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這位村
民見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這個村民不好意思，
老和尚就說：「你掰吧，你挑那大的掰，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
馬上就離開了。
　　當地村民：八九年夏季，這裡遭受了洪澇災害，老和尚還親自
把自己開墾的幾畝薄田，收入的一千二百斤小麥，親自送交到國庫
裡，並且連糧食款都沒有要。這反映出來他的思想境界很高，愛國
愛教，為國分憂，度化眾生，（心裡）時刻裝著眾生。
　　賢公一生為人恭謹，數十年禮佛不用拜墊，也從不曾有人見過



他毀謗、輕視過任何人。《易經》云：「敬慎不敗也。」印祖將「
誠敬」允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徑，我輩當深信不疑。
　　賢公一生之勤儉，留給大家的印象尤為深刻。賢公常說：「擇
菜不丟青，勝似念黃經。」師在之日，我輩凡夫從未察覺其中妙處
，此時細加玩味，忽然憶起釋迦世尊的臨終遺教，「以苦為師，以
戒為師」。由此明白了，老子為何曾自稱擁有三件法寶，「一曰慈
，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儉」之一字，豈敢輕看啊！賢
公的老朋友「鐵腳僧」上演下強法師如是說：「人家真是菩薩應世
，人家度眾生就是做這個榜樣，慢慢的教你後學都能求得佛果。就
是菩薩應世，咱還看不懂，看不懂真佛的奧妙。阿彌陀佛念幾十年
不拐彎。行住坐臥念彌陀，人家達到這個層次了。人家跟這萬民、
父母兄弟沒生隔閡啊！」
　　印涵法師：有一次，電工去收電費，我師父說：「這個月的電
費跟上個月相比高那麼多啊！」電工二話沒說，就打我師父兩個耳
光，我師父把電費掏出來就給電工了。電工走了以後，幾個居士說
：「那不行，我們要找他論理去，他這樣不講理。」我師父說：「
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給我撓癢了，吐到臉上等於給我洗臉了。我
們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夠寬容別人，永遠記住，忍者自安。」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機，「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
二ＯＯ八年秋，賢公在把來佛寺託付於印志法師之時，便再三叮囑
說：「不怕沒廟，就怕沒道。不聾不瞎，不配當家。」
　　賢公：咱不識字，咋去當家？我現在糊糊塗塗光念我的佛。
　　古德曰：「養成大拙方為巧，學到真愚始知賢。」用在賢公身
上正恰如其分。上淨下空老法師讚其為「海會聖賢」，的確名副其
實。
　　若不往昔修福慧，於此正法不能聞。佛說，若不是過去生中勤



修福慧，今生斷然聽聞不到正法，假如我們的福報不夠大，縱然聽
聞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賢公曾不斷向人說起，能念佛的人，都
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緣，老實念佛，當
生成就。
　　賢公：沒有善根，他就念不了佛。好好念佛，回西方極樂世界
。
　　佛言，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弘
一大師曾有偈曰：「阿彌陀佛，無上醫王。捨此不念，是謂痴狂。
」賢公的弟子們親見了老人家往生的殊勝莊嚴，對淨土的信心益加
堅定。千佛寺住持印涵法師和圓明寺住持印榮法師也都表示，道場
以後世世代代都要專修專弘念佛法門，絕不辜負恩師的諄諄教誨和
殷切期望。
　　印涵法師：尊敬的剃度師上海下賢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師上淨
下空老和尚，尊敬的得戒師上惟下賢老和尚。今生我遇到這三位高
僧大德，是我終生的榮幸，我既然穿上這身僧衣，絕不辜負三位老
人家對我的栽培和呵護。我一定要修好六和敬，以戒為師，以苦為
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時時處處給四眾弟子樹起一個好
榜樣，一定要做到學為人師，行為世範。特別是在我們中原這一塊
，千佛寺、來佛寺、圓明寺這三個淨宗道場，我們一定要把這一面
大旗樹起來，給四眾弟子做個模範榜樣。我們三個時時處處一定要
修好六和敬，絕不辜負淨老和尚對我們的期望。
　　印志法師：我們師兄弟三個，住持三個道場，我們一定不會辜
負恩師賢公老和尚的教誨，一定不會辜負師父上人上淨下空老法師
的教誨。我們一定會修六和敬，團結一致，在中原地區三個道場，
把淨宗的一桿大旗樹立起來。我們一定會把佛法承傳下去，把正法
承傳下去。



　　印榮法師：今後我們一定要實修實幹，聽上淨下空老法師的話
，一門深入，長時薰修，一心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把老和尚的優良
傳統繼續傳下去，達到圓滿的佛道。
　　印志法師代表諸位同門，恭讀了祭文：
　　維公元二Ｏ一三年元月廿三日，古曆壬辰年臘月十二日，恩師
上海下賢老和尚金身入缸法會，不肖弟子眾等，端身正意，恭奠於
恩師法體之前。上達恩師暨諸佛菩薩曰：
　　聖哉賢公，人中豪雄。三界師表，法門象龍。
　　少懷壯志，紹隆佛種。拜別慈親，出家為僧。
　　嚴持淨戒，勤修梵行。九十餘載，善始善終。
　　律己秋氣，待人春風。以身垂範，普利群萌。
　　春風化雨，潤物無聲。桃李不言，下自蹊成。
　　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來佛古寺，因師而名。
　　師今歸去，福慧圓通。花開見佛，徹悟無生。
　　不肖弟子，拜瞻聖容。祈師再來，莫捨頑冥。
　　今立誓願，我佛證盟。於師教誡，信受奉行。
　　同心同願，眾志成城。六和道場，百忍家風。
　　廣演正法，利樂有情。
　　古德教導我們，不可毀謗眾望所歸者，因為「人心所向，天命
可知」。賢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書，讓一位居士給留影。
　　劉鳳芝居士：二Ｏ一三年元月十三日，當他看到我們給來佛寺
送去《若要佛法興，唯有僧讚僧》的書本時，他高興備至，立馬起
身去拿他的袈裟，並說：「我穿上這袈裟，拿住著這書本，你們給
我照張相吧。」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動要求給他照相，老人家這一
舉動，把他內心期待佛門團結、佛法興旺的願望表現得淋漓盡致，
他拿上這書本歡喜的樣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寶貝似的。



　　那是結集當代眾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讚歎淨土法門、讚歎淨空老
法師的一本書，書名就叫《若要佛法興，唯有僧讚僧》。老人家讚
歎淨空法師是一位佛知佛見的大德高僧，老法師能住世弘法是眾生
的大福報，希望大眾能團結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廣利眾生。再三
警戒學人，一定要善護口業，千萬不可毀謗聖賢人！
　　僧寶不思議，身披三事雲衣。浮杯過海剎那時，赴感應群機。
堪作人天功德主，堅持戒行無違。我今稽首願遙知，振錫杖提攜。
阿彌陀佛。若要佛法興，唯有僧讚僧！
　　
　　註：
　　1.「軟床」：南陽鄉下山民自製的一種藤編床，如同擔架，而
有四腳。
　　2.「在生產隊…給人家搬家」：這裡賢公講的是文革前後，因
為解放前中國鄉下居住較分散，解放後二、三十年當，一般新建房
屋則會搬至統一規畫之地。所以當時村民搬家是很隆重也比較常見
的事情。
　　3.「你不來，我不怪，來了就要守我戒」：戒，當地鄉音讀作
蓋，戒、怪諧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