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末四大高僧（24） 

憨山大師的知識道友──母親 

恒鐘法師講於2016年8月27日／金佛聖寺 

 

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善知識：阿彌陀佛！ 

今天輪到恒鐘來介紹憨山大師。今天介紹的是「知識道友」裡「憨山大師

的母親」這部分。 

 

 

 

憨山大師他到了7歲那一年，母親就送他到學校讀書，第二年又轉到河對

岸邊的那所學校讀書。因為來回不方便，就住到親戚家中，母親只許他每

個月回家一次，其餘的時間不許回家。有一天他回家探望，因為愛戀母親

不肯過河去讀書。憨山大師的母親就非常生氣，就把他趕到河邊去，他又

不肯跟從坐船過河；母親一氣之下便提起他的髮髻，就把他丟到河的中央

，他母親頭也不回就自顧回家了。 

 



 

 

正在這個危急的時刻，他的祖母剛好打這裡經過，就看見他在河中掙扎，

就趕緊叫人把他救起來並送他回家。憨山大師的母親見到有人把他救起送

回來，仍然很生氣的對他們說：「這不成才的孩子，不把他淹死，留著有

什麼用！」之後又把他打出去，沒有絲毫的留戀。少年的憨山大師見母親

對他這樣的狠心，毫無愛戀之情，心裡雖然很痛苦，但是從此以後他就反

而認真學習，不再想家了。憨山大師回去之後，母親時常隔著河流流眼淚

，祖母就怪她太無情了。憨山大師的母親卻說：「必須斷絕他的愛戀之心

，才能夠使他認真讀書。」 

 

這一段可以看出，憨山大師的母親她是非常的偉大有智慧，為了成就孩子

將來做一個有出息的人，必須斷絕孩子對母親的依戀，才能好好的專心讀

書。想想看，現在的父母都是寵愛孩子，都是孝子——孝順孩子的父母，

這值得我們做父母的人深思。 

 

 

 

憨山大師到了10歲的時候，因為母親對他的課業監督的非常嚴格。他覺得



讀書即費神又艱苦，便產生了厭煩的情緒。有一天，憨山大師就問他母親

說：「讀書的目的是為了什麼？」他母親答：「做官。」憨山大師說：「做

什麼樣大的官？」母親說：「從小官開始做起，一直可能做到宰相。」 

 

 

憨山大師問：「做了宰相又如何呢？」憨山大師的母親回答說：「一生就這

樣罷了！」憨山大師這時候就歎氣說：「可惜一生辛苦，到頭來只是罷了

，那我讀它有何用？我想應該做個不罷的。」 

 

人辛苦一生到底為什麼？這個也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 

 

 

 

憨山大師的母親聽了他這樣講，就笑著說：「像你這樣不成材的孩子，只

能做個掛搭僧。」憨山大師聽到這個「掛搭僧」三個字，好奇的問：「什

麼叫做「掛搭僧」？做他又有什麼好處呢？」憨山大師的母親就向他解釋

說：「僧是佛的弟子，他們四處參方雲遊，自由自在，是人天的福田，所

以到處都有人供養他們。」憨山大師聽說掛搭僧有這番超脫自在，便對他

母親說：「做這個好。」 



 

 

 

憨山大師的母親說：「只怕你沒有這份福報。」憨山大師不能理解：「為什

麼要有福報呢？」憨山大師的母親解釋說：「世間做狀元的、做大官的經

常有，出家做佛祖的哪裡常有呢？」憨山大師說：「我有這份福報，只怕

母親不同意我出家。」憨山大師的母親說：「你若有這分福報，我就同意

你出家。」於是大師心裡就認定自己將來要做出家人。從這裡可以看出，

憨山大師的母親跟天下的母親都是一樣的，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所以希

望他讀書。可是她又跟天下的母親不一樣，不一樣的地方就在她沒有希望

自己的孩子留在身邊膝下承歡，甚至同意他出家。 

 

 

 

憨山大師50歲的時候遭遇法難，神宗信道教，皇太后信佛教，佛事耗費甚

多，引發宮廷的矛盾；再加上朝廷為立儲的事情鬥爭激烈，一派主張立泰

昌，一派主張立福王，皇太后與皇帝也意見不一。朝中有人就借此生事，

誣陷大師貪污錢糧。神宗大怒，就下旨逮捕至京師，憨山大師還遭拷打。

憨山大師以他的智慧說服了主審官，測他經手的糧食分毫不差，賬目清楚



，神宗這時候才釋然。但仍以私修寺廟的罪發遣雷州。憨山大師在獄中呆

了八個月，冬天十月開始上路南行。 

 

憨山大師想到他的母親，老母親聽聞自己入獄的消息，必定感到驚慌。路

上經過故鄉，跟老母親相約江邊見面。老母親見到憨山大師後歡喜談笑，

音聲清亮，胸中沒有絲毫的罣礙，於是憨山大師就問他母親說：「當你聽

到兒子生死交關，難道你不憂愁嗎？」 

 

 

 

憨山大師的母親說：「死生是由業力而定，我自己的死生尚不憂愁，何況

是你呢？但人言參差，我對此事又沒有決定的見解，所以覺得有些懷疑。

」他們母子倆就坐到天亮。即將訣別的時候，憨山大師的母親囑咐說：「

你喜歡修行，應該以修道為重，不要替我擔憂。今天我跟你長別了。」憨

山大師的母親說完了，頭也不回欣然上路了。 

 

 

 

憨山大師望著母親離去的背影，感慨的說：「天下的父母都能夠這樣，豈



不可以頓盡生死之情了嗎？於是寫下這首〈母子銘〉：母子之間的感情是

出自天性的，本來圓滿具足，就像磁鐵引針。我跟母親的相見就像從木出

火，木頭燒盡，而火也找不到一個真實的體性。為什麼呢？因為我是眾緣

和合而成的，在生的時候不互相依戀，死的時候彼此不相識，這個時候才

明白這個色身，就像石女兒根本不存在。 

 

這個石女兒在《維摩經‧觀眾生品》曰：如空中鳥跡，如石女兒。 

 

 

 

萬曆十七年（1589）年，憨山大師44歲的時候開始閱讀經藏，並為眾生講

解《法華經》和《大乘起信論》。憨山大師自從離開五臺山之後，時有拜

見父母之心，但恐落世俗知見，所以一直沒有去。 

 

 

 

憨山大師自己就回光返照，有一天打坐的時候，忽然睜開眼睛就有個偈誦

，偈誦前兩句「煙波日日浸寒空，魚鳥同遊一鏡中。」煙波和寒空是說他

修行的一種澄覺的境界；魚和鳥就好像各種不同的眾生，及各種不同的人



際關係；一鏡好比法界或者真心。 

 

如果是已經悟到的心境，心其實是不離眾生，與眾生渾然同體的。所以憨

山大師就講「昨夜忽沉天外月，孤明應自混驪龍。」孤明，就是他自己的

境界。意思就是說，他不該再獨守孤明，應該和所有的眾生和光同塵，混

俗同光。因為他有這樣覺悟的境界，他覺得人際情感是超然又相容，超然

就是不黏著，相容就是不離的境界。所以憨山大師說：「可以回家省親了

。」 

 

 

 

憨山大師為報恩寺請了一部《大藏經》，在十月份到京都，太后就命人贈

給他一部《大藏經》。十一月憨山大師就到了龍江本寺，這時報恩寺的寶

塔連日放光祥瑞。憨山大師到了金陵報恩寺，在迎經藏的那一天，寶塔的

光明好像一座橋，呈半圓形向北延伸，迎接藏經的僧人都從光明中走過。

直至安置藏經建立道場，光明仍連日不絕。這罕見的奇妙光明，吸引了千

千萬萬的人來瞻仰、觀禮，面對如此祥瑞之像，無不歎為稀有。 

 

 



憨山大師送藏經到報恩寺的消息就傳到他老母親的耳朵裡，老母親欣喜異

常，先派人去問大師何日到家。憨山大師說：「我這一次是為了朝廷的事

情而來，不是為了家庭來的。如果老母親在相見的時候，如同過去沒離開

時一樣的歡喜，那我最多可以回家過兩夜，否則我就不回去了。老母親見

憨山大師這樣說，就派人再去說：「現在能相見，已歡喜得不得了，哪裡

還會悲傷呢？見一面就可以了，何況是兩夜呢？」憨山大師在靜坐中以神

通力回到家裡。老母親一見兒子，因過於激動，竟高興得昏倒在地。 

 

 

 

晚上大家聚在房間裡敘談。一位族中的長者問：「你乘船來還是乘車來？

」老母親說：「何必問乘船來或者是乘車來！」長者又問：「那從何處來呢

？」老母親說：「從空中來！」憨山大師聽了驚訝的想：「怪不得老母親當

年能捨我出家！」於是憨山大師就問母親說：「我出家後，你想念我嗎？

」他的母親說：「哪能不想念呢！」 

 

 

 

憨山大師又問：「你怎麼排遣這想念之情呢？」老母親說：「我起初不知道



如何是好，後來知道你在五臺山，就去問師父五臺山在什麼地方？師父就

告訴她說，北斗之下就是你令郎的住處。我從此以後，每夜朝北斗星的方

向禮拜，稱念菩薩的名號，漸漸地就不再想念了。假說你死了，就不再拜

了，也不再想念了。今天見到你是神通變化而來的吧！」 

 

 

 

第二天，憨山大師陪母親先去祭祖墳，又選擇二親的葬穴。這時候老父親

已經80歲了，憨山大師開玩笑的說：「今日活埋老子，省的它日再來。」並

把鏟子在地上斫。老母親見了一把就把那個鏟子奪過來說：「老婆婆自埋

，又何必麻煩別人埋。」連刨數十下。第三天，憨山大師向二親告別。老

母親歡喜如故，從來沒有皺眉頭。憨山大師知道老母親並非尋常之人。 

 

今天憨山大師就介紹到這兒。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