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末四大高僧（9） 

蕅益大師生平—出家前 

近康法師講於2016年8月11日／金佛聖寺 

 

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蓮友：阿彌陀佛！ 

 

這裡是近康繼續跟大家介紹明末四大師的其中之一「蕅益大師」。 

 

 
 

蕅益大師也是出生在明末的時期，他是明末四大師中最晚出生的，所以年

紀也是最年輕的。他所處的時代也是最混亂的，兵荒馬亂，而且瘟疫、饑

饉不斷，他還經歷了改朝換代的一個大時代的轉變，所以他一生之中經歷

了明朝跟清朝初期。我們可以想像他所處的年代是什麼樣的情況，一定是

戰亂不斷，因為時代的更替通常都是戰爭很多的。 

 

蕅益大師是江蘇人，他俗姓鐘，名際明，字振之。他的父母親在30歲的時

候，膝下都沒有一兒半女的，所以他的父親就在佛前發願持〈大悲咒〉，

希望能夠得一個兒子。這樣〈大悲咒〉一直持續不斷，持了10年以後，有

一天他夢見觀世音菩薩送子，以後蕅益大師就出生到這個世間來了，這個

時候他父母已經40歲了，算是老年得子。 

 

因為有這樣的因緣，蕅益大師以後出家修行常常受持〈大悲咒〉。他在持



〈大悲咒〉的發願文裡面，他說：「我本仰承咒力生」。說他是因為〈大悲

咒〉的功德而來到這個世間。所以當他弘揚淨土法門的時候，除了信願持

名念佛，同時也鼓勵眾生持〈大悲咒〉來做加行。他這一生裡面做誦咒的

加行有十幾次之多，所以就跟觀世音菩薩非常有緣。 

 

24歲，他隨著憨山大師的門人雪嶺法師出家，雪嶺法師給他的法名就叫「

智旭」。中國古代每個人的名字都會有名、有字、有號。古代人取名字都

有他很深的含義，通常都是父母對子女的期望，希望能夠名副其實。所以

這位法師給蕅益大師這個「智旭」，當然也有他的含義，希望他將來智慧

就像太陽一樣充滿光明；希望這個光明能夠照破三界的黑暗，引領眾生走

向一條光明的大道。這是他剃度師對他的期望。這個名字是師父給的，是

不能夠隨便更改的。 

 

古代父母給的名字，其實是不能隨便更改，如果更改名字是一種不孝順的

行為，跟我們現在人隨意按照自己意思來更換名字是差別很大的。但是別

號可以按照自己意願，可以安立很多的別號。所以蕅益大師一生裡面，他

自己安立了很多種別號，每一個別號其實都代表他當時的心情、當時的願

望。 

 

我們看他別號有「西有」、「八不道人」，往後「蕅益老人」，一般我們所通

用最熟悉的就是「蕅益智旭」。 

 

他取這個「西有」，有什麼含義呢？他要告訴我們眾生「西方有一個阿彌

陀佛，有一個極樂世界，而且是真實的存在的。」西方極樂世界在哪呢？

在哪裡？在心裡！有一個人說在心裡。對！那還有呢？在哪裡？對！還有

在十萬億國土外。還有沒有，在哪裡？在事相裡面，西方極樂世界和阿彌

陀佛在十萬億佛土外，但是也不離開我們這一念心性。還有在哪裡？誰知

道？阿彌陀佛在哪裡？就在這句阿彌陀佛的名號裡面。所以他為了要增加

眾生的信心，取了「西有」這個別號，希望眾生能夠相信真的有一個西方

極樂世界，有一個阿彌陀佛，然後我們願意到他的國土去。 

 

在蕅益大師一生裡面，從出家的時期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

24歲到31歲，7年的時間，他這段時間是沒有什麼著作的，完全是放在自

己的修持上。7年的時間他全心全意都在參禪打坐，主要就是修習參禪的

止觀跟天臺宗的圓頓止觀。31歲到54歲，在23年期間，他注重在戒律上面

跟教理的研究，甚至他希望能夠真實的有五位如法的比丘住世。他有個理

想，有個願望，希望能夠如法的傳戒，能夠有如法的受持比丘戒，希望清

淨的僧團能夠長遠住世。他這個願望堅持了23年，可以說是非常的渴求。 

 



但是到55歲那一年，他怎樣呢？他覺得一個凡夫的眾生，在這種塵世的境

界裡面想要弘揚正法、續佛慧命，其實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就放棄了這

個理想，轉成希望這一生能夠求生淨土，一心念佛求生淨土。所以他在55

歲以後，將所有的加行或者教理的研究，都回向到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55歲以後，就上了靈峰山，就沒有再下山，而是萬緣放下一心念佛。當時

他還寫了一句偈頌：「臥北天目，萬念俱灰，一心念佛，求生淨土。」臥

北天目就是指靈峰山，為什麼萬念俱灰呢？因為他23年裡面都追求希望能

夠有如法的五比丘住世，連這個願望都沒有辦法達成。 

 

所以蕅益大師在出家修行，其實他有很多個階段都很有關鍵性，他有很多

次思想的轉折，當然因為這思想的轉折就重新調整他修行的方向。其實他

是從儒學開始的，但是出家首先開始他是用參禪的法門來修行，之後注重

戒律的修持以及教理的研究，最後來求生淨土。所以蕅益大師一生的修行

，幾乎涵蓋了所有的法門在裡面，為什麼他會修習到這麼多法門呢？ 

 

我們看一下，他曾經自號「八不道人」，因為他一開始熏習接觸儒家的學

說，後來因為覺得儒家不夠究竟，接觸了佛法以後呢，一心參禪希望能夠

了生脫死；但是當時他又看到禪宗有很多不如法的地方，他覺得會造成這

樣的現象就是戒律大家都很廢弛，不重視戒律。所以他就有這個心願，要

「扶桑」這個戒律，把這個戒律發揚起來。之後他又覺得很多人不是在著

相那個戒律，而是不尊重戒律。所以他就覺得教理很重要，大家因為不知

道教理，所以就不懂得去尊重這個戒律的行持。 

 

我們看蕅益大師的一生從習儒、參禪、持戒，然後研教，我們可以看到他

在那個時代其實他是有一種使命感的。所以他就說:「自古以來有很多的

大儒家、參禪證悟者、還有嚴持戒律者、教理通達者，我再怎麼樣努力也

沒辦法比得上古代的聖人。但是時下一般儒學者、參禪者、持律者、研教

者，教理都還沒有通達，就妄言稱自己是大徹大悟的人。」他對這些人也

很不苟同，也很不屑，所以他就自號叫「八不道人」。 

 

蕅益大師因為父母都是佛教徒，所以從小受父母的影響，他7歲就跟母親

說他要吃素。他怎麼樣吃素呢？大師吃得很嚴謹。「我幼持齋甚嚴肅，夢

感大士曾相召」，因為這樣慈悲吃素的功德，常常夢裡看到觀世音菩薩來

跟他感應道交。 

 

12歲的時候，他就到外地求學；外地讀書，讀什麼？就是讀儒家的學說，

讀了以後就很有心得，就立志要發揚儒家，要叫它發揚光大，他有這樣的

志向。 



 

所以12歲的時候，他對儒家「格物致知」的理論跟「居敬慎獨」的基本修

持功夫就非常的深入研究跟實行。所以他常常夢到孔子、孟子。在夢裡感

應到跟孔子、孟子見面交流談話。也因為他當時所接觸的是程朱理學，所

以受了程朱理學的影響還做了十幾篇誹謗佛法的文章，甚至還開葷酒，而

且誓滅釋老，發誓要消滅佛教跟道教。所以我們從這裡看到，如果我們所

得到的是不正確的知識，所受的影響是很大的。 

 

他17歲的時候，看到《自知錄》，蓮池大師的《自知錄》跟《竹窗隨筆》，

才發現自己的想法是不對的，所以把他的十幾篇誹謗佛法的文章全部都燒

掉。 

 

我們會覺得很奇怪，他誓滅釋老，怎麼17歲只看到《自知錄》跟《竹窗隨

筆》就馬上轉變成佛教徒？因為我們時間很短，我再往下介紹，有時間我

再回頭把他怎麼樣從學儒接觸到佛教的整個因緣跟大家介紹。 

 

其實當他17歲的時候看到這個《自知錄》跟《竹窗隨筆》，覺得自己的思

想原來是錯誤的，然後接觸到了佛法其實也開始學習佛法。但是他還是儒

學跟佛法一起都在研究。 

 

他在20歲的時候開始註解《論語》。註解到《論語》「顏淵問仁」這章的時

候，看到「天下歸仁」，怎樣呢？他不了解，所以沒辦法下筆。所以他就

決定要把它弄個清楚，他研究到什麼程度呢？他三天三夜廢寢忘食，也就

是24小時他都在想「天下歸仁」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三天以後突然有

一個大悟，頓時明白了「孔學心地」的法門。這個心地法門是什麼呢？就

是這個「仁德」。 

 

儒家最高修行境界，最高就是「仁」；就像我們佛法，我們最高境界就是

覺悟。所以他證悟到這個孔顏心學，對他往後的影響很大。對他以後出家

擇友，還有著經典的時候都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看一下《論語》這一卷是講「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意思就是說，我們一旦能做到「克己復禮」，一切日常

生活裡面都按照禮法的規則，慢慢的我們就會具備有這個「仁德」的修持

。這個「仁德」的修持要怎麼樣來呢？要從自己做起。蕅益大師就看到這

個仁德是由自己做起，忽然就有很大的感悟。 

 

蕅益大師經過這次的證悟，他豁然開通了兩個疑點，一個是聖人所證的其

實都無外乎這個心，就是開發我們這個心地法門；第二個就是道統的傳承



，為證所傳，並非代代相授。 

 

我們剛剛看到12歲他開始學儒學，17歲接觸到了《竹窗隨筆》。 

 

我們接著講蕅益大師在求學的過程當中，他接觸到的思想。蕅益大師跟當

時的一般人一樣，就像《三字經》一樣，這個求學的過程都是《論語》、《

孟子》、《大學》、《中庸》，都是按照這個次第而學的。所以12歲的時候他

開始學習《大學》。明代的儒學是以理學為主流，宋明理學的開端是韓愈

。當時為了要鞏固孔子的思想在社會跟國家的領導地位，所以就極力的排

斥佛教跟道教。就是當時盛行的佛教跟道教，所以他要排斥它。以至於以

後的理學家，無不以闢佛為他們職志，都以這個批評佛法，誹謗佛法作為

職志。 

 

蕅益大師在那時期，是以「程朱理學（程顥、程頤、朱熹等人發展出來的

儒家流派）」為主流。到明朝的中期，有另一派的王陽明的心學跟思想。

這兩派其實都有吸收到佛法的精髓。但是程朱理學為了要避免別人譏譭他

們相似佛法，所以就反過來批評佛教。王陽明的心學，同樣也是吸收到佛

法的要義，但是他主張佛教、道教跟儒家是一致的。所以蕅益大師一開始

是接觸到程朱的理學，所以受了這個思想的影響，才會寫文章批評佛法。

往後的幾年，他又接觸到王陽明的心學，所以慢慢的他對佛教就不會有那

麼偏激的想法。一直到十七歲他看到蓮池大師的《自知錄》跟《竹窗隨筆

》，才開始完全接觸佛法。 

 

蕅益大師在他的《靈峰宗論》裡面曾經提到王陽明的「心學」，他說：「接

觸到王陽明的「心學」以後，我們能夠按照王陽明修行的方法去做，不自

覺的就會從儒家然後走向學佛。」所以這就是他從12歲一個儒學立誓要發

揚儒學、誹謗佛法，一直到17歲開始接受了佛法的因緣，這個就是他求學

的一段歷程。 

 

我們再講一點蕅益大師出家的因緣。他在20歲的時候有了這個體悟，就是

孔顏（孔子、顏回）的心地法門。但是在20歲的冬天，還有件大事情發生

，他的父親突然間死亡，讓他感覺到這個無常的迅速。剛好他那個時候已

經接觸佛法了，也學習佛法。所以他就誦《地藏菩薩本願經》來超薦他的

父親。 

 

當他看到地藏菩薩本願，說：「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

提。」他看到這個願力，他非常的感動，他認為地藏菩薩是從孝引發對眾

生的悲憫。他開始有這種出家的念頭了，要報父母師長恩。這個時候20歲

這一年是有出家的念頭，但是還沒有出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8%8B%E9%A2%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8%8B%E9%A2%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7%86%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4%92%E5%AE%B6


 

他真正決定要出家是在23歲那一年，他聽到《楞嚴經》裡邊的「世界在空

，空生大覺」，這句話產生了懷疑。我們知道，我們這個有情的世界是安

住在虛空中的；但是這麼大虛空，竟然是在我們這一念的佛性當中。蕅益

大師就覺得我們這一念的佛性有這麼大嗎？有了這樣的疑惑，他就決定出

家來體究這件大事。所以23歲他決定要出家，但是都沒有因緣。 

 

在24歲的那一年，他就跟他的母親溝通好了，他的母親也同意他出家。他

為了想有這個出家的因緣，他在佛前發了四十八願，希望能夠圓滿這個出

家願望。很奇怪的，自從發了這四十八願，在一個月當中他竟然三次夢到

憨山大師，憨山大師是他非常景仰的一位大師，可以說蕅益大師是憨山大

師的粉絲。 

 

他在夢裡是什麼樣情況呢？在夢中看到憨山大師，他馬上就跪地禮拜，求

憨山大師收他為弟子。他跟憨山大師講說：「我尋尋覓覓那麼久，真是千

辛萬苦才見到你。」 

 

為什麼這樣子說呢？其實在之前呢，他就常常仰慕憨山大師的德行，要去

親近他。當他打聽到憨山大師，比如說如果說他人在西方，他就趕快走路

趕到西邊去。但是當他到了西邊以後，剛好憨山大師才剛剛離開那個地方

，所以他又繼續追隨憨山大師的腳步。等到他到那個目的地以後呢，憨山

大師又剛好離開。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在夢裡他說他尋尋覓覓千辛

萬苦。他就這樣子說：「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對不對？」憨山大師就跟他

講說：「這是苦果，應知苦因。」夢裡，蕅益大師就跟憨山大師講說：「我

決定要用畢生的生命來學習大乘佛法，不再走旁門左道了。」憨山大師跟

他講說：「很好！你有這樣子的上進心很好，你以後會很有成就。」等到

蕅益大師還要再問一些問題的時候，他已經醒來了。 

 

這就是從出生到出家，蕅益大師的這段歷程。 

 

明天，我們會再跟大家繼續講蕅益大師的下半生，從出家然後怎麼修行的

過程。我們今天到這裡。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