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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说：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
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住世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
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致使我们没有去
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
、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
　　一百一十二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一百一十二岁老僧
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一百一十二岁老僧上树摘柿子；一百一
十二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一百一十二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
一百一十二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一百一十二岁老僧，净空导
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一百一十二岁的老僧预知时至，自在往
生极乐邦。
　　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贤公和尚，佛门榜样。
　　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
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
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
、慧忠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
光法师、海墨法师……。
　　二０一三年一月十七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
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一百一十二
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预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
潇洒自在、安详示寂、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一百一十
二岁，僧腊九十二载，戒腊九十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
　　古历壬辰年腊月十二日上午（公元二０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伞盖林立、幢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圆寺的演
教法师、豫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装缸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
弟子印志、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
地的三千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送行。老和尚的弟子印志法
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象龙。严
持净戒，勤修梵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
」。
　　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
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
、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
　　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
黑。
　　印宝法师：印川师父说：「师父，你还干？」他说：「我干不
了多长时间了，马上就干完了。」
　　解说：师父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
，一语双关。
　　印宝法师：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还亮着，
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的（他平时不叠衣服），看
到可喜像，脸也是红红的。
　　印志法师：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
整个黑完。
　　解说：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
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演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
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我很快要走了，老佛爷喊
我去了。」



　　春生居士：（他说）「我来这一趟，我就永（远）不来了。」
我问他：「你怎不来了？师父。」他说：「就在近来我就要走了。
」我说：「你上次给我说，你说老佛爷不叫你走，叫你在这里再住
二年，现在又说你要走。」他说：「你不知道，老佛爷这两天交代
我，叫我马上就要走。」
　　鄢居士：我说：「你什么时候往生走，你给我说一声，我找人
去给你助念。」海贤老和尚说：「叫人助念那是不相信，走不了；
我这不用助念，我自己都走了。」他很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印涵法师：师父预知时至，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
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刘居士：临终他实现了预知时至，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
颠倒，如入禅定，往生极乐。
　　张万斌居士：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贤师之所
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解说：是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
，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
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父
的高足印志、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肖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
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选。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
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
耕读传家，乐善好施。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
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
　　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
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



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饿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
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尚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
眼含热泪，协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
　　师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触目惊心的几件事警醒了，对
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
八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
有一次她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
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八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
都先后夭折，最后八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
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至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后来
，八妈在三十二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的死去了。当时母亲对
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母亲的话深深的
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
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
的卧床不起。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
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
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人的念头
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
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
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八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
，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
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
而愈。师由此愈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诳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
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



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
　　民国九年，师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
寺上传下戒老和尚座下。
　　印涵法师：海贤师父当年年轻的时候，就是到这儿找传戒师父
剃的度。
　　印志法师：师爷在当时离开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广济寺，十
二年没有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割荒草，谁有病了，他就
随便抓一把，回家不管什么病都能治，捏草为药。
　　解说：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二十
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
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
字洪名，嘱其一直念去。
　　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
十四片荒山。
　　印涵法师：当年他们在这里开荒，这儿都是开荒种地。
　　解说：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墨法师、体光法师
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
，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墓塔，可是墓穴空空，只
好作罢。
　　印涵法师：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他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
这个劫难。
　　解说：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
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
卫兵如何逼问，他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一九九
一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



修塔安葬。
　　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
就在心里默默的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的拜；大锅饭里有
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
现着僧宝的形像。
　　演强法师：下生产队都没还俗。
　　解说：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演强法师：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点红薯，都吃那样的，谁
上去都舍给他们一点。
　　解说：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
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
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演强法师：晚上拜佛，白天劳动，拜得头晕眼花，还得挖药。
庙里还有个老母亲。
　　印志法师：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
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八十六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
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海贤老法师：八月二十日下来的，菜园里有三间屋，我腾了腾
，后来我回家拎了只锅。
　　刘居士：喔！拎着锅回去。
　　海贤老法师：怎能吃人家的饭？不去开斋破戒。咱哪有房子？
是生产队里的。老母亲从小就吃斋。
　　刘居士：从小就吃斋。
　　海贤老法师：临走会做饭，还包扁食。
　　刘居士：自己包的饺子。
　　解说：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要她的女儿



、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她头一歪，老母
亲就真的走了。她八十六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
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这让贤
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师发心为母
亲迁坟竖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
钉而已。
　　三世诸佛，净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
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
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
足以令我感动至极。
　　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
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
的清白。
　　海贤老法师：海贤不是谈了一林子，说得那个难听啊，我再也
不敢吭气了。
　　解说：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
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
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
　　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
，这个月怎这么多？」
　　印涵法师：电工二话没说，啪啪给我师父两耳光，师父把电费
掏出来就给他。在场的居士看不惯，要找电工论理，我师父说：「
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要
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印荣法师：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
忍了。



　　解说：一九七六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
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
。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蕅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
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
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
　　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良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
有羊册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源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
。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
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
陀化身来此之意。
　　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
。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
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
一百一十二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
海下庆法师。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
，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
生来贤孝知礼。十一岁时皈依三宝，礼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
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四十二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
实念佛。一九八一年敬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一九九一年腊月十一
日，师谈笑示寂，自在生西，世寿八十二岁，僧腊七十一年。
　　师坐缸六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荼毗入塔。寿
缸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结趺巍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
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
暮礼拜。二００六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欣闻庆师圣迹，倍生敬



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
　　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
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薰修」，岂非师暗合道
妙处么？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
果，如是而已。兹有净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
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研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深愿切直念去
，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证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首
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今虔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二００五年，已是一百零四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
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
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
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
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
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再世。
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
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择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
　　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
，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
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
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
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
，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
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
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
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
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利生。



　　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惟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
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社旗居士林、南
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
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印德法师：做活，慈悲。
　　居士：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
　　居士：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
佛法门，真实不空。
　　印荣法师：割油菜，下猛雨，人都往大门里跑，他拿着镰刀往
地里跑。刚到田里，太阳出来了，不下雨了，他在那里割。我说你
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说：「活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
」（他说）：「干活不耽误念佛！」在劳动中修的有禅定、有神通
，人家不显道。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人家还上树。
　　解说：当海贤师父看到圆明寺寺院观音殿前大梧桐树树枝下垂
过低，就拿着斧头、锯子，爬着梯子到树上修剪树枝。一百一十二
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怎办？高兴的是，师父都一百多岁了，
还能自个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师父像是看透了我们
的心思，笑着说：「没事，没事，我在念着佛！」
　　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
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一百一十二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
的心境。
　　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
言壮语，从来不做经忏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
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
上禅机。
　　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



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哩，穿补哩，想当和尚，会当婆娘。」
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是现在，他已经一百一十二岁了，若到哪
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
、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二０一二
年三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
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飞针引线，缭起了袍边
。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稀的镜
头。
　　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
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印志法师：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害怕，你别不好意思，
你掰吧，你拣那大的掰。」老和尚赶紧就离开了。
　　解说：二０一二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
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
。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李玉安居士：张军居士供养一枚戒指，海贤老和尚高兴得，当
着张军居士的面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把戒指又交给
我们。
　　张军居士：他说出家人哪有戴这个的？当时我就跟净空法师讲
的那句话联系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李玉安居士：他不贪任何名闻利养，
　　张军居士：他这一辈子就是用形象去表法。
　　海贤老法师：你看我这几十年了，早上都是三点起来，起来烧
香，我坐那念佛，转着佛念佛，转着瞌睡了就歪那儿，歪那儿还念
佛。回西方极乐世界，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了。



　　演强法师：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拐弯。
　　印涵法师：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过。
　　演强法师：行住坐卧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了。
　　印志法师：菩萨应世。
　　演强法师：人家这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教你后学都能
求点佛果。
　　刘居士：专门去给他买了根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
他拿了一根灰灰菜杆子做的拐杖。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我送给
你的那根拐杖你怎不用？」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那么大的福
报，咱用这就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演强法师：我才上桃花洞，他就给我四十斤芋头种，种上芋头
了以后我才安住心。
　　印志法师：才常住寺院。
　　演强法师：对。
　　村民：一九八九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
亩薄田收割的小麦，一千二百斤，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
要。这就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
　　刘居士：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给你说
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但他不答应，他说让
我在世间表法。」海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度的法，孝亲尊师的法。
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贤公和尚，佛门榜样」
，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
僧的法。二０一三年元月十三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佛寺送去《若
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
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
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



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
的样子，像得到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
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
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反常规，自己敲着引磬，在卧室里
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的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
了他的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的撒手西归。
　　李玉安居士：表的「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法。拿着《僧赞
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
所讲的法。
　　刘居士：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
讲的法做了证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
了最佳的了脱生死的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
长时薰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净空老法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佛。
　　刘居士：而上海下贤老和尚，是用自己一生的辛劳，默默无言
的身教，从行和证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二老虽互不相识，却
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主持普贤愿海工作
室的佛门大德宏琳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
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夏莲居老居
士《无量寿经》会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
经，一门深入，长时薰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
这个附册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二０一二
年农历八月二十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一百一十二岁生日，做
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
条。
　　某居士：真是表法表得圆满得很。



　　印荣法师：我们都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
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
去，发扬光大。
　　印涵法师：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说明佛陀教育是圆满的
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
　　海贤老法师：我心想我也活不了那么长的年纪，情愿死，灵魂
成佛，世界上都知道。
　　解说：得悉贤公安详示寂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
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明志，送师西行。在四众弟
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趺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
寺塔院。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
　　法会主持人：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
佛教协会会长上昌下明长老、桐柏山清泉寺住持上印下生法师、鹤
壁市佛教协会会长隆惠法师。
　　昌明老法师：我谨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
切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
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
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
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朝暮不断，老实念
佛，道心坚固，于世无争，于人无求，淡泊名利，宽厚待人。以高
龄之岁，强健之身，思惟敏捷，身无病苦，预知时至，安乐自在。
此乃佛门僧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
，潇洒自在，安然生西。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
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
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许振海居士：行住坐卧，威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
演正法，利乐人天。
　　印生法师：在末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海下贤
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直至明心见性。我只是讲他的两个公
案。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王德旺居士一场大灾。老和尚知道
他有牢狱之灾，那天他告假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住不让走
，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的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一个杀人案，这个
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居士没在家，就拐
到支书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走了杀人犯，支书做为窝藏犯被抓
起来，罚了八千块钱，坐了一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
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跟我说，
有一次在悬崖秃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海贤师深知
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
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
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
，至心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圣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产了五只
狼崽。公狼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他开示道：你要少做点恶
，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
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在那等着他，拦住老和尚，从草
窝里衔出一坨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
住这个蜂蜜，到我种香菇的棚里给我讲，他就说印生，你看看，这
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解说：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
为赞叹。
　　净空老法师：一位老法师，一百一十二岁往生了。一生修得很
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这在佛门里面称为



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给我们看，《无量寿经》上点
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转。这个老和尚所表
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
老和尚这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我劝
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是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
，这一年下来，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
　　解说：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
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
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励后人。
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事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
，四众钦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秘藏。一句弥
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唯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
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倒驾慈航」。
　　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
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志法师：「印志法师道鉴：感谢
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缘未成熟，力不从心，
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未克躬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
，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
师等善禀遗志，信受奉行，六和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
有情，天人赞叹。耑颂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
。祝法喜充满。」
　　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
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
，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
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
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



一天停歇；不做经忏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
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
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
，成佛是大事，其他啥都是假的！」
　　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
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
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事云衣。浮杯渡海刹那时，赴感应群机。
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违。我今稽首愿遥知，振锡杖提携。
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