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郭若溪、李望賢 深

圳報道）「看 寺廟內
川流不息的前來弔唁
的人們，聽著法堂傳
來的陣陣佛號，它們
告訴我老和尚已經走
了。但在我內心，直

到這一刻，我都沒能接受這個現實。」陪伴本老十幾
年的印順低聲細語道。今年春節後印順曾六次攔下了
老和尚離去的步伐，「他是被我們這些捨不下的人拖

到今天。」本老圓寂前一周的某日10：20，他如往
常般端坐廳堂，向值班侍者問道：天亮了沒？拉開
窗簾吧，房間太熱。拿起侍者遞過的扇子，本老自
顧自的輕輕扇了起來。忽然間扇子掉到了地上，過
了好一會本老都未有動靜。待印順獲悉趕至本老身
邊時，發現他的身體已不能動彈，開始僵硬，體表
的溫度也越來越低。「當時，我嘗試了幾次想將自
己的手伸進他的手中，卻發現他的手也開始僵硬，
根本無法張開。」
深陷回憶中的印順說到此處，雙眼早已溢滿了的

淚水瞬間從雙頰滑落。「慢慢的，本老體內的寒氣

從我的手中一點點往外散發，他冰涼的手凍得我自
己的身體都開始在打 寒戰。情急之下只能不斷的
摩擦 他的雙手，焐熱他，最終還是這樣把他帶回
來了。」本老漸漸甦醒後，第一句話就對印順連講
了3次「你太囉嗦了」，「生死乃一念間的事，出家
人不能連這點都看不開。」印順認為，雖然曾處理
過很多別人的生老病死，也未有過動搖，但面對老
和尚卻是無論如何都做不到的。「本老是一個他想
走誰也攔不住，他不想走誰也沒辦法的這樣一個
人。他走的最後一刻就像睡 了一樣，充滿安詳和
平靜。」

逝去的步伐 六次被攔下

冤獄22年 護六祖真身 生活簡樸 天真似孩童 餐巾紙上寫點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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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高僧憶長老 歷盡曲折胸襟坦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清麗 深圳報道) 香港佛教
聯合會會長覺光長老高度評價本煥長老的生平，
尤其是其對重振佛教之貢獻，期望世界各地的佛
教僧眾繼承長老的精神，以振興佛教為己任。
本煥長老法嗣之一、西方寺住持釋寬運，昨

日憶及月前到弘法寺探望本煥長老，「恩師吊
鹽水，精神還算好，為我摩頂加持、鼓勵

我。他這種誨人不倦的精神，讓我深受感動」。
寬運法師指，本煥長老被稱譽為「佛門泰斗」，
此乃當之無愧，確是「禪宗第一人」。「師傅承
繼使命，對佛法傳播、佛寺修復、慈善事業、
僧伽教育，無不發揮身教典範，就像是一盞明
燈引領大家」。寬運法師唯願恩師於常寂光淨土

中，倒駕慈航，乘願再來。
本煥長老的徒弟楊釗，在師傅臨走前一天，還探望過

他。對於師傅的離去感到非常不捨，但深信師傅已經完成
今生歷史任務：「看到國家、看到社會、看到民族、看到
佛教已經走向繁榮、昌盛、復興，他可以放下了」。楊釗
認為，本煥長老一生都是「平常心示道」，示現踏踏實
實、腳踏實地的做人，是一位很實在、很優秀的出家人和
長輩。長老一直為弟子指引正確的方向，出家84年，始終
如一地持戒、守戒，做好本份。在他的一生中，建寺、安
僧、辦道等，都是以身作則，同時又示現「不為自己求安
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菩薩精神。
自本煥長老病重就一直陪伴在側的佛教護法大居士高佩

璇，現時仍身處弘法寺協助處理後事。她難掩心中的悲痛
說，「師傅說過，不可以哭，但可以唸佛送他」。「師傅
真的很偉大，他的一言一行皆在示現佛法、戒律，更以慈
悲感化眾生，所以他的弟子不計其數。」追隨本煥長老30
年的高佩璇，憶及師傅的教誨，喉嚨有些哽咽地說道，
「師傅的話很少，有時兩個字便是一個法門，他不會長篇
大論，也不會說漂亮話」。她相信，師傅渡盡眾生的願未
了，仍會再乘願而來。
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讚揚本煥長老對內地宗教事業發展

的貢獻，是一位值得紀念的人。

銅鑼灣周六設蓮位供追思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長老今日將出席本煥長老的大

殮儀式及追思法會。佛聯會將於本月7日在銅鑼灣佛聯會
文化中心為本煥長老設立蓮位，供本港信眾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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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新社3日電 3日，泰國總理英拉，尼泊爾文化部長吉
拉迪，原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天津
市委書記張高麗，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杜
青林，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傳印等向本煥長老敬獻花圈。
據悉，香港、澳門、台灣、泰國、尼泊爾等高僧吊唁團

陸續抵達深圳弘法寺，將出席4月5日本煥長老的追思會。

港澳台泰尼高僧赴深

弘法寺方丈、本煥長老的衣缽傳人印順大和尚昨
日接受眾媒體採訪時，對弘法寺的未來提出了

自己的期許，「 今年6月18日是弘法寺開光20周年，
從當年選址開始算起，弘法寺至今已63歲。如今家
長去了，但每一個人都要長大。這個家未來如何是
要靠每個人去用心和放心做好。」印順透露，將在
本老荼毗（火葬）的地方修建弘法寺二期—萬佛
塔，供世人享用。

73歲平反 誓餘生重修10寺院
1980年3月，本老終於在73歲古稀之齡時獲得徹底

平反，得以重返佛門。當年，在廣東省仁化縣人民
政府的邀請下，本老赴丹霞山別傳寺擔任住持，幫
助恢復重建「文革」時期被毀壞的寺院，以促進當
地旅遊事業的發展。本老到別傳寺後，面對斷壁殘

垣，不禁潸然淚下，他發下大願，在餘生之年，定
要重修10座寺院，使僧尼有固定的生活場所，以令
其能夠安心地修行，使佛教再現昔日的光芒，以利
於國家、社會、人民以及法界的一切眾生。
本老臨終前最放心不下的依舊是修繕廟宇的畢生

心願。印順告訴本報記者，本老生前曾囑托稱，世
人供養錢財是為了求福，自己未能有福但希望通過
修建寺廟達成世人所願。本老過完春節後曾召集眾
人，將手上尚有6千多萬元的剩餘進行交接，望能
繼續用於修繕湖北大洪山、湖北慈恩寺、萬佛寺和
湖北、深圳的萬佛塔。
而與自身有關的遺願，本老只提了一點，他希望

在保留肉身和選擇荼毗之間，能進行火葬。這不僅
是因為火葬源自佛家，也因為本老認為，人應「生
歸叢林死歸土」。此外，本老還對自己圓寂後的悼詞
提了幾點要求，他認為作為一個修行之人，自己的
悼詞不應該有很多的譽美之詞，只要實實在在地在
用功方面表述即可，不應有過多的讚揚的話。最
後，本老留給了信眾和每一個人一句話：做人做事
要老老實實，實實在在。

交代火葬 留下「老實做人」一句話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淨慧法師，與本老既是同鄉

又是同門，初識於1951年。和本老結緣一甲子，大
小事情風雨同舟，互相支持和關愛。淨慧法師在今
年本老身體健康漸差時，每月均到弘法寺探視，更
受本老委託，為其撰寫一生資料。
淨慧法師為本老經歷曲折人生仍存積極心態的坦

蕩胸襟深受感動。「文革前有寒風苦雨季節，改革
開放以後的30年也有春暖花開時節，本老均不曾耿
耿於懷，我也學習本老，將人生經歷堪稱學習的機
會和修行的磨練。」
本煥大師第一位比丘尼弟子，亦是年紀最長的印

空法師，年屆92高齡，4日前趕到弘法寺，陪伴本老
走完最後一程。回憶本老的一生，印空法師感歎本
老「慈悲為懷，冤親平等，人緣極好，天緣深厚」。
印空法師說，本煥對於牢獄之災未曾有過怨恨，淡
然視為「過去的業障」。勞改期間，本老被安排去放
鴨餵雞，他發大善心，為雞鴨打皈依三寶，度其來
生為人。當時每日糧食份量極少，本老堅持每日選
出7粒米，舉行「放焰口」儀式，施捨孤魂野鬼，做
足4、5個小時。
談及本老的離去，印空法師感歎，元旦時來探望

師父，他身體健康已經十分不好，幾天沒吃飯，也
沒精神講話，「但一聽說我想建一個老人安養院，
便高聲表示贊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李望賢 深圳報道）佛門泰

斗本煥長老，本月2日凌晨在深圳弘法寺安詳示寂。兩日

來，總計近18萬名國內外信眾陸續趕赴弘法寺弔唁，只求能

趕上瞻仰本老最後的法容。整個弘法寺四處輓聯，誦經不

止，莊嚴肅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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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新社2日電 本煥長老親傳弟子印徹大師介
紹：「本老曾在韶關落難，但卻為保護六祖真
身、重建古寺而歷經磨難、不辭辛勞。」
1948年7月，時年41歲的本煥受高僧虛雲所邀，

前往禪宗祖庭南華寺，半年後升任南華寺方丈。
當時已經111歲高齡的虛雲高僧，由乳源雲門寺
步行百里至曹溪，專程慶賀本煥成為中國佛教界
禪宗臨濟宗第44代傳人。
不料1958年，本煥不幸蒙冤入獄，一直到1980

年才得以平反。本老對自己的牢獄之災顯得很是
淡然：「坐牢雖然名聲不好聽，但也因禍得福。
當右派在外面就要被鬥爭，而把我關起來，不被
打罵，壞事就變成了好事。」
在其入獄期間，本煥與堅守南華寺中的親傳弟

子、僧眾們一道，成功讓歷經千年的「六祖真身」
躲過了紅衛兵的毀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李望賢 深圳報道）

在弘法寺內的禪房內，一幅「不為自己求安樂，但
願眾生得離苦」的字跡格外醒目，這是本老105歲時
所寫，也是本老一生堅持的普賢菩薩的悲願，心中
時刻有眾生，為眾生祈福。
據悉，生前本老雖然已年歲過百，但去年以前身

體一直都很硬朗，生活非常規律，也能完全自理，
每天早上4時18分準時起床，晚上9時準時休息。只
要身體健康，本老堅持坐在方丈室的椅子上，接受
信眾們朝拜，為他們祈福。常在弘法寺朝拜的王先
生指，近十年幾次到弘法寺看見本老，他都是神采
奕奕，精神飽滿。「那時他老人家每天還出來坐
堂，聽小和尚給他讀報紙，世界各地的新聞他都聽
得津津有味。」有弘法寺的僧人回憶，本老生活十
分簡樸，就連一張餐巾紙他也要撕成三半用，洗臉
水倒多了，他會對侍者說，下輩子讓他生到沒有水
的地方去。另一僧人說，本老十分隨和，遇到開心
的事便大笑，如孩童般天真，而且他還喜歡拍照，
時不時還做出可愛調皮的表情，逗樂周圍的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李望賢 深圳報

道）1980年，已是古稀
之齡的本煥大師剛剛出
獄不久，便前往世界地
質公園丹霞山重建別傳
寺，印空長老(見圖)是
當時的咨客。1987年，
她於本煥長老座下接法，成為南禪臨濟宗第四十
五代傳人，如今92歲高齡的印空長老，是江西省尼
眾佛學院院長、江西臨川大金山禪寺住持，20多年
裡，她與本老始終保持聯繫，在深受其慈悲大愛
感動之餘，亦為其通達的才情和智慧所折服。
2000年，印空到弘法寺探望本老，吃飯期間閒

聊，本老問印空「你還想要什麼？」印空說，
「我想要個法寶」，本老便即興在餐巾紙上揮筆寫
下「印極圓融光通達，空不空中見彌陀」的對
子，作為「法寶」點悟弟子。
憶本老對弟子的關懷種種，印空法師彷彿歷歷

在目。「我每次來，他都要關照我說年紀大了，
不要隨便到處走；還不到吃飯的時候，就隨和地
問起我們吃飯沒有，請我們到方丈室的小廚房吃
飯；我們想買東西給他，他總是不讓。平時有些
弟子有意見，甚至罵他，他也是當做沒聽見。」

■本煥長老為寬運法師摩頂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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