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德燒身供養例舉 

◎宋廬山釋僧瑜：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十五年，與

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常以為結累三塗，情形故也。

情將盡矣，形亦宜損。藥王之軼，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以宋孝建二年

六月三日，集薪為龕，并請僧設齋，告眾辭別。是日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迺誓曰：

「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無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也。」言已

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焰交至，猶合掌不散。

道俗知者，奔赴彌山，並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乃歇。時年四十四。

其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梧桐，根枝豐茂，巨細相如，貫壤直聳，遂成連樹理，識者

以為娑羅寶樹（佛在娑羅雙樹間涅槃），剋炳泥洹，瑜之庶幾，故現斯證，因號為雙桐

沙門。 

◎宋竹林寺釋慧益：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中出都憩竹林寺，精

勤苦行，誓欲燒身，眾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麥，到六年

又絕麥等，但食蘇油，有頃又斷蘇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孝武深加敬

異，致問慇懃，遣太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益，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

焚燒，迺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憑

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啟聞：「慧益道人今捨身詣門奉辭，

深以佛法仰累」，帝聞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既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

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乃入鑊，據一小床，

以衣具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太宰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

何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迺答曰：「微軀賤命，何

足上留天心聖慈。罔已者，願度二十人出家。」降勅即許。益迺手自執燭以然帽，帽然

迺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振幽谷，莫

不彈指稱佛，惆悵淚下。火至明旦迺盡，帝於時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苾。帝盡日方還宮，

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日帝為設會度人，令齋主唱白具序徵祥，燒身之處

謂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唐襄州釋曇猶：……猷以蠟布自手頂雙爇，願得久燒久供養，不願早終。火及兩腕，

色貌無改。火至眉額，說法如初，怡然一心，目矚瑞像，以光明供養，願見日月淨明德

佛。人問苦不？答曰：「心如金剛，無有退轉。甚大涼樂，無有苦也。」俄而猛焰騰赫，

上下洞然。又於火中，告言念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