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1、家庭背景──女中丈夫的誕生

02、學佛因緣──為尋真相捨萬緣

03、赴台求法──開啟出家的因緣

04、廣化律師──戒德普薰蓮華園

～以下，待續。

01、出家的法脈淵源



如慧法師帶林老師去拜見正覺精

舍開山住持「了一長老」，長老得知

林老師的發心之後，感嘆到：「真是

個奇才，還沒有出家就想要辦僧伽教

育，還好樂持戒，要慎重的選擇師父

求出家啊，不然恐怕要夭折了！」一

位學佛未久的居士，卻有著興辦僧伽

教育的鴻鵠之志，長老是第一次碰到

這麼特別的人。

於是對他們說：「我認識佛瑩長

老尼，他寫了一本《四分律比丘尼戒

本註解》，但是他已圓寂，你們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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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去找他的弟子宏恩法師出家，他對

戒法通達，人也很慈悲。現住美國檀

香山。」這樣在戒律上有依止學習的

對象，將來薪火相傳，護僧護教。

這裡簡單的介紹一下法脈淵源：

佛瑩長老尼：廣東惠陽人，俗姓

梁。家族顯貴，書香門第，獲醫科大

學藥物細菌檢驗學士位。初服務醫界

數載，常為慈善機構義診。因讀《華

嚴》、《大寶積經》等而決心披剃，

依止虛雲老和尚學習，天賦穎悟，舉

止灑脫，嚴持戒律，威儀寂靜，得到

虛雲老和尚器重，授以禪宗臨濟、曹



洞、雲門法脈的傳承。

1949年至香港，初於荃灣東普陀

寺掛褡，後蒙淨慧苑淨法法師贈與一

棟二層樓房安住。佛瑩長老尼為紀念

虛雲老和尚的自稱「幻遊比丘」，而

將樓房命名曰「幻迹山林佛堂」，於

此繼續廣究法藏，涉覽古今。樓房雖

小而視為叢林，日用簡寡而心高志遠

。於《普賢行願品》、《法華經》、

《楞嚴經》、《阿彌陀經》、《八識

規矩頌》皆曾研究與講述；於戒律方

面，則著有《毗尼日用切要解》，次

編《四分比丘尼戒本註解》，均是學

毗尼之儀則，習戒律之軌範。白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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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曾形容他：「世法與佛法皆通，俗

諦與真諦圓融，誠今時尼界中稀有之

闍黎也。」

宏恩長老尼：從小（五歲）在新

竹縣獅頭山海會庵帶髮修行，隨眾作

息，好樂佛法，言行謹慎，舉止合度

。虔禮佛瑩長老尼出家，而後進入白

聖長老興辦的「三藏學院」就讀，以

優異成績畢業。畢業後，至香港親近

佛瑩長老尼修學，終日足不出戶，白

天則勤修三學，夜晚則念佛坐禪。後

半生是在檀香山弘揚佛法，每週的講

經說法、帶領居士共修，終於將當地

佛道不分的燒香拜拜，轉化為純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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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信仰生活。在熱鬧斑斕的異國他

鄉、觀光勝地，宏恩長老尼一絲不苟

地堅持著傳統僧人的形象，以弘揚佛

法為己任，嫺靜絕華，不慕榮利！著

實不易，堪為一代大德尼的風範。

宏恩長老尼曾敘述林老師出家因

緣，寫到：「師佛瑩上人，承受 白

公上人（註：白聖長老）之慈意，根

據三藏教典及世間學科（南林編譯組

統計參考書目共一百七十餘冊，足見

先師之博覽群籍，而於律制用心最甚

，教誡最篤。）所編成之《四分比丘

尼戒本註解》一書，內容豐富詳細，

實為尼眾學戒必讀之寶典。數十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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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受教內大德之推崇，幾見翻版於

台灣，廣為流通，掀起尼界學戒之向

心力。茲有仁文（林老師之法名）仁

者，宿植德本，慧根深厚，與佛緣深

，素仰 先師之戒德莊嚴，發心出家

，投歸門下，願為弟子，如法修持，

奉行佛陀遺教，以戒為師，精研戒法

，嚴持戒行；並能秉承先祖之遺志，

豎立戒幢，闡揚毘尼，遵行此書為學

律之入門，於南林寺安僧守道，建立

六和共住、如律生活之風範，引導佛

子同登涅槃路，共入解脫門。」

如慧法師向宏恩長老尼介紹了林

老師，宏恩長老尼知道後非常非常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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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就答應做剃度師父。既已選擇師

門，廣公亦至為歡喜，親自為林老師

挑選出家的日期、乃至受沙彌尼戒、

式叉摩那戒、比丘尼戒的日期，全部

都是廣公選好的。正可以趕上白聖長

老八十大壽時，將舉辦的台灣第一屆

史無前例的二部僧授比丘尼戒。

那時，如慧法師的俗眷在南投國

姓鄉山林間有一塊地，便贈與他們做

修行之用。廣公寄望此處在未來能如

中國南朝建康之「南林寺」，恢復二

部僧如法傳戒（註），延續尼僧伽命

脈，因而為此茅棚命名為「南林精

舍」，賦予師父未來要承擔「接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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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尼戒律命脈」的重責大任，並叮囑

一定要依佛所教建立戒壇，並在此如

法的傳戒，繼續造就僧才、續佛慧命

。由此可見廣公其豎立戒幢，宏興毘

尼，以此重興佛教光輝，清淨僧伽命

脈的深切悲願。

於是林老師便在此寂靜處，在眾

人的期盼與祝福之下，於1981年十二

月初十，圓滿

進行了出家受

沙彌尼戒的儀

式，法名惟俊

知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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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俊知融法師 (左二 )出家照片



註：授比丘尼戒的戒師人數，必

須是清淨僧尼戒師各十人，共二十眾

，若缺少一人，即不能得比丘尼戒。

但是中土傳入佛法之初期，都只是單

部比丘僧十人傳授比丘尼戒。

劉宋文帝元嘉七年（西元 430

年），有罽賓沙門求那跋摩在揚州譯

出《菩薩善戒》等經，後來師子國

（今之斯里蘭卡）八位比丘尼來此地

（師子國維持二部僧傳授比丘尼戒）

，當時影福寺的尼眾慧果、淨音等人

，因為只在比丘僧中得受比丘尼戒，

受戒不圓滿，就共同向求那跋摩要求

重新在二部僧中受戒。求那跋摩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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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哉！夫戒定慧品，從微至著；

若欲增明，甚相隨喜。」即安排當時

由師子國來到中土的八位比丘尼學習

漢文，又向印度方面邀請比丘尼，希

望讓傳戒的尼師湊足十人。可惜求那

跋摩在元嘉十年（西元433年）九月

便圓寂，欲再次受戒的尼師們悲泣望

斷，不能自制。幸好在同年有印度僧

伽跋摩來到揚州，第二年（西元434

年），師子國鐵索尼等三位比丘尼來

到揚州，比丘尼戒師人數達到十人，

二眾受戒因緣具足。中土尼眾就禮請

僧伽跋摩為師，在「南林寺」前園中

，搭建戒壇，於二部僧中受比丘尼戒

。這是中土建立戒壇的開始，也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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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二部僧如法傳授比丘尼戒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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