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老師父坐在大石上唸佛時，數個小孩氣沖沖走來道：「這所佛寺又要擴建了，沙塵滾滾，真不

好受，一年前擴建已忍受不少，沒想到一年後又要吃這些苦。」

    「沒想到這條『失意村』竟那麼受歡迎。」老師父莞爾道：「真佩服方丈和尚的慈悲，他看到很

多人無家可歸，流浪飄泊，便發願在佛寺前擴建，做很多房子。『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

歡顏』，沒想到來的俱不是寒士。第一個住進來的是一個老婦，她厭倦了外面險詐的世界，一生吃盡

不少苦頭，年老立意住進佛寺，天天禮佛念經，安享晚年。第二個住進來的是一個流浪漢，他本是一

個孤兒，前半生流離失所，苦沒一技之長，不能在社會立足，不擅社交應酬，常常被人欺負排擠。第

三個住進來的是一個少女，她被貪錢的母親迫婚，要下嫁一個滿身銅臭的知天命翁，幸好在大婚當日

逃離魔掌。第四個住進來的是一個失婚婦人，沒有一點人世經驗，到來時身無分文，衣服也不多呢！

第五個住進來的是一個老翁，他兒孫滿堂。卻如人球般在兒孫間被驅趕，皆因他只許兒孫吃虧，不許

欺負他人。第六個住進來的是一個棄嬰，不懂抱怨，不懂選擇，聽天由命。尚有很多不同種種原因住

進來的人，有些很快離去，有些在此終其一生，有些鬱鬱而終，有些乾脆出家，普度眾生，有些要落

葉歸根，死在三寶麾下。」

    「佛寺不是很拘謹嚴肅？這些人能安得住嗎？」一個小女孩問。

    「這些房子有前後門，前門通向佛殿前的大廣場，可隨時禮佛，後門通向外面，各人自由自在，

可隨時拜佛誦經，或靜靜離開佛寺，毋須讓任何人知道。早晚課，佛事可隨意參加或不參加，大眾毋

須交談應酬賣賬。但方丈和尚嚴格規定各佛菩薩的誕期各人俱要出席半天的佛事，因此佛菩薩的聖誕

整所佛寺必定熱鬧非常。方丈和尚要每一個人與諸佛菩薩結下深厚因緣，固有此舉。

    我看佛寺將不敷應用，擴建到寺外去，方丈和尚有意多建佛寺，連接這些房子。他最敬佩的人是

大詩人－杜甫，每當念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時，總見他兩眼發紅泛光，悲

嘆杜甫小兒的餓斃，數說著受苦的眾生。」

    「這些佛寺能早點興建就好了，不要叫眾生再受苦啊！」一位小女孩哽咽道。

    「這些房子開始也沒有人願意住進去，也不知道是什麼障礙。」老師父感慨道：「慢慢大家才能

體會方丈和尚的無限慈悲。

    唉！安得廣廈千萬間。」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廣廈千萬間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