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照顧僧伽的安養，僧伽醫護基金會特委託台北護理學院附設醫護之家，開設病患服務員

訓練課程，培訓安養服務人員；第一期病患服務員訓練，為期十三天，於去年（八十八年）

十二月三日結訓，共有四十二位學員取得內政部頒發的合格證書，擔負起照顧患者的使命，

為病患服務注入新的生力軍。學員當中有十九位法師，結訓之後帶著所學的醫護技能，回到

自己所屬道場，立即就可以確實投入照顧年長或是生病的法師們，真正符合基金會設立的宗

旨。  

  為期十三天緊密的課程訓練，醫護基本知識及技術學習之外，最讓學員們感觸良多的，

乃是實習時直接與病患接觸的體驗，且讓我們一起分享他們的學習心得。  

心心相送     撰文∕釋智泓  

        有首「不老歌」歌詞：「人生四十才開始，五十算什麼，六十沒希奇，七十滿滿是。」

我還年輕，無法體會「髮蒼蒼，視茫茫，齒牙動搖」是何滋味，只能任憑想像。小時候在農

村中，上了阿嬤級的婦人，後腦勺總會梳個髮髻，雖然年紀不過四、五十出頭，但是一眼望

過去，卻給人感覺已是年邁之人了；而今，隨著社會進步，生活品質提高，個人的品味也相

對的提升，且較注意個人的養生之道，因此想從外表論年齡，還不一定猜得著呢！在護理之

家就有位阿嬤已九十高齡，無論怎麼看，也看不出她的實際年歲。如今的老人，除非是病來

磨，否則銀髮族的生活是可以安排得多采多姿；清晨時分，放眼公園，多的是老人，在那兒

運動健身，輕歌曼舞的。  

  在病患服務員訓練五天的實習中，前四天我與五樓的阿公、阿嬤們相處，他們屬較輕的

病患。每天與他們閒話家常，無非希望他們能感染到我們的生氣與活力，在相處的過程中，

有的老人家開朗又活潑，有的只是張目卻不張嘴，也有忙著搬出點心請你分享，也有……每

個人都有他的個別情況。華宗法師帶我去看愛唱日語歌的阿嬤，聽她輕快愉悅的歌聲，彷彿

重回年輕的時光。「光陰誠易逝，一去不重來」希望老人家們每天都能活的這麼的快樂、年

輕。  

  有一天的午后，遙見前方有位阿嬤正努力划動她的輪椅，我趨前協助，一直送到目的地，

我倆才看清楚彼此的容顏；此事對我來說只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對阿嬤來說卻是無限的感激，

我們因而拉近了彼此的距離。閒扯一番後，約定翌日帶她四處逛逛，此後我每日定抽時間過

來看看她。實習結束當天阿嬤要我臨走前再過去一趟，我依約前往；阿嬤說：「沒什麼東西

可以送你作紀念，唯有一串念珠，希望你能收下。」我告訴阿嬤我們只要「以心相送」就好，

念珠您留下來。阿嬤流露出依依不捨的神情告訴我，不知何時才能再相見？我告訴阿嬤，有

空一定回來看她。阿嬤說，希望能趕快好起來，到時候換她來寺院看我。我帶著沈重的腳步

離開她的房間，再轉往另一阿嬤那邊告別。  

  這位阿嬤，每次都會很和藹慈祥的對我說：「孩子啊！謝謝你關心我老人家，我沒事的，

你去忙吧！」雖然短短幾句話，我卻深深感受到有朝一日我也會老去，然而我能否像阿嬤這

麼的慈祥、善解人意呢？人生是不斷的學習與成長，但最重要的是——「善知識」的際遇。

猶記十多年前隻身北上，由一個生活純樸、民風保守的環境轉變為繁華的夜都市生活，能不

被誘惑真是幸哉！幸哉！如今且能一步步朝向解脫道前進，若非善知識的引導，我不知又要

飄向何方去了。我感謝眼前的這位阿嬤，因為看到她的氣質也令我自許，希望當我老去之時，

也是年輕人心中願意學習且接近的對像。與阿嬤辭行時，阿嬤一直奮力的抬高受傷的手，說：



「有進步吧！」我猛點頭；阿嬤依然問我何時再回來看她？我內心自問：「我何時再來呢？」  

  連招阿嬤能說話卻默然不語。我不了解她的內心世界，每每希望藉由我的肢體語言告訴

她，我們很關心她，希望她能打開食慾，並且能夠開朗些，但她總是無言以對，沒想到與她

告別時，她終於開啟雙唇說話了。  

  四樓的病患，我找不到可以與他們對答的話題。也許他們聽懂我們在談什麼，也許他們

也很想與我們高論一番，或者他們也希望我們帶他們出去走走；但，這似乎離他們好遠好

遠……我看見床頭上方的生活照，知道他們在過去的歲月裡，曾經是多麼的年輕美妙，對社

會的貢獻也必然竭盡心力；然而不管過去如何，而今卻都必須面對「老病死苦誰替我，酸甜

苦辣自承受」的苦難，且任何人也無法替代一些些。我沒有觀音菩薩的妙智力，能救世間苦，

只能祈求菩薩澍甘露法雨，令他們的老病苦能夠以漸悉令滅。  

  《菩提道次第廣論》中云：「甘蔗之皮全無實，所喜之味處於內，若人嚼皮故非能，獲

得甘蔗精美味。」幾日來與阿公、阿嬤們相處，使我懂得珍惜一切，更深一層了解人生老與

病的苦，也更了解人是多麼的微脆。這一切的經驗誠非書本所能給予，也非金錢所能買到，

唯有親歷其境、目睹眼前實景方能曉悟。「生命誠可貴，只是近黃昏」老人也曾年輕過，只

是年輕是他們的過去式，而年老是我們的未來式；看看他們想想自己，怎能不好好把握光陰？

眼下月曆要更新衣了，不知不覺中一年即將過去，世界上每天都有新生者，也都有往生者，

生生死死輪迴不已，雖知無常逼人，應及早努力，但總是不甚積極，看看眼前的情景，怎能

不讓我心驚呢！再不努力精進，轉眼間就換我「垂手嘆空歸」了。  

  在護理之家工作的人員，他們真的具有愛心與耐心，可說是人間的活菩薩，也許他們並

不需要別人的讚嘆與掌聲，但卻需更多的支持與肯定。他們每天默默服務大家，給予病人最

舒適的照顧，每天要為病人清理大小便，有時還要忍受病人情緒的變化反應；他們的工作不

是一般人都能承擔，也不是人人都願意如此奉獻。我非常感謝這幾天中，這些白衣、粉衣天

使們不厭其煩的指導我們，一次又一次示範再示範，讓我們從笨手笨腳中走了出來，雖然還

不是很純熟，但也已充滿信心。  

  此中也要感謝基金會的法師及工作人員，全程用心安排、照料一切大小事情，令我們得

以專心的學習。每件事情的完成，並非個人力量之所能辦，所以也要感謝每位成就我這次因

緣的人，只因有您的成全才有我的收獲。  

慈悲喜捨何懼之有？     撰文 /張 (王黎 )方  

        護理老師告訴我，師父們與他人最大不同處是不畏病患的糞屎及尿液，甘願又快速的幫

病患更換污衣及清洗污物；並且，常常檢視是否又尿濕衣褲了。很難得，也很難理會出原

因？……我聽著，望向窗外的翦翦秋雲，陽光明亮而煦美照進了一室的恬靜，正想該如何回

答時，在穿過布簾的光影中，看到一位中年法師幫老年中風不能行動又不復言語的女病患更

衣沐身，翻身拍背後，握住她的手說：「記得喔！要常常念佛，念阿彌陀佛；心理難過 的時

候就稱念佛號，阿彌陀佛就在妳身邊，漸漸的就不覺得苦了。」師父說得懇切又慈悲，大聲

的領她念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滿室的阿彌陀佛。我們愣愣的竟也不知不覺的隨聲稱

誦。此時病患竟流露出殷殷企望的眼神，嘴角努力的牽動，說出無聲的阿彌陀佛，那雙乾扁

多縐紋的手緊緊握住充滿慈無量、悲無量的手；兩個人都笑了，笑容燦爛好似佛光注照一般，

金光粼粼。此刻，我看到了佛在十方道場，示現在這滿室病苦的老人安養中心。  



  這樣的感動，讓我想起《維摩詰經》上「心淨則國土淨」，如果那所謂的國土，就以一

個人的身體而言，也就是指人的眼睛、鼻子、嘴巴、四肢、軀幹……它們的淨與不淨，亦僅

取決於一個人的心念，依止於慈悲喜捨即是清淨，不依慈悲喜捨而作，即不清淨。那麼，糞

尿污垢在師父們的眼中就不會是不淨，為了淨土的乾淨、莊嚴，更會不辭辛勞的為病患擦身

更衣；如果，護理老師明瞭這一點，就能理會出，為什麼師父不畏惡臭之於常人了。  

  長年來，身為急救小組的一員，在急診室與重症病房間，為了不捨一生命的離去，常常

矛盾、痛苦於宣布死亡的剎那間。未接觸佛法前，不知道死亡也有另一個「往生」的名詞，

初聽「往生」一說極為感動，何謂死？何謂生？生死洪流中，何處是死？又何處 才是生？佛

陀未曾因眾生多而捨棄一眾生，也不曾因一眾生而棄捨多眾生，為了依止這樣悲憫的心，我

們設立了佛教僧伽聯合診所，也開啟了人間菩薩憫念眾生及利益十方僧伽的悲願。  

  您知道何謂「菩提薩埵」嗎？是「覺醒的有情人」是「有情的覺人」；我想唯其護念眾

生如是，不捨眾生如是，慈悲如是，才足以稱當為「悟覺的有情人」，您是「菩提薩埵」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