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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

醫

因

緣

分悲願成就眾生持戒修法的

道業，一念悲心成就護法僧

伽終老的志業。

廣化老和尚一生弘揚律法，盡心僧

伽教育，勤修淨土，倡導「持戒念

佛」，佛教中人稱他為弘一律師後的

第一人。

由於目睹時代環境弊端叢生，曾發

願要「力挽既倒之狂瀾，願作中流之

砥柱，令正法重現於末世。」南普陀

學僧受此影響頗深，所以「對戒律的

瞭解及行持比別人深刻些」成為南普

陀學僧的特色。

作為僧俗弟子的典範，老和尚多年

病苦纏榻，動悲憫之念，發願成立醫

護僧伽老、病、死的團體或機構。適

逢年輕的慧明法師為編撰《南山律學

辭典》，就教於廣化老和尚，兩人結

下深刻因緣，促成了「僧伽醫護基金

會」的成立。

廣化老和尚，台灣律法高僧

　

南普陀寺第二任住持兼南普陀佛學

院院長的廣化老和尚，是台灣佛教界

少數專弘律學的大和尚。老和尚出生

於民國十三年，江西省南康縣人，出

家前為軍職，民國四十二年，因病住

院療養時受慈航老法師著作感動，而

通信皈依慈老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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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四十六年自軍中申請資遣後，

於觀世音菩薩出家日依律航老法師剃

度出家，隨侍在律航老和尚身畔，深

為老和尚倚重。在《律航法師年譜初

稿》中，記載了廣化老和尚出家的事

跡：「一九五七年，丁酉，七十一歲，

秋季觀音法會，為彭居士華元剃度，

法名振教，字廣化。」

廣化老和尚出家後，堅守「過午不

食戒」，某次因過度勞累病倒，大眾

請他開午戒，他寫下「寧持戒以死，

不破戒圖生」，幸好數天後自行痊

癒。民國四十八年台北十普寺傳戒，

廣化老和尚參加受戒並任沙彌首，於

佛前發願：「我弟子廣化，障深垢重，

叨蒙三寶垂慈攝受，允我出家，佑我

受戒；復作戒壇沙彌首，三寶愛我之

厚，無以復加。此恩此德，盡未來際，

誓當頂戴，誓願於受戒之後，嚴淨毗

尼，弘揚戒律，並願以三寶大慈大悲

攝我之心為己心，去慈悲攝化一切眾

生，以此仰報佛恩，惟願垂慈鑒核。」

往後廣化老和尚近四十年弘傳律

學，肇端於此大願。

老人家一生竭心盡力於整理和弘揚

佛教律法及僧伽教育，在南普陀佛學

院、中華佛教學院、南投碧山巖寺等

諸多道場主辦佛學院或擔任講師，特

別著重於戒律的講解，且出版《沙彌

律儀要略集注》、《戒學淺談》、注

疏《比丘戒本》等書，也曾揀擇可公

開的佛教律法發表於佛學雜誌，嘉惠

世人。他曾說，「蓋大廟，不如辦佛

學院培育僧才。」細數過去培育的學

僧，如常禪、慧律、如本、體慧、應

慧、傑行、淨藏、宗興等等，後來都

是弘化一方的法將。

僧醫因緣，淵源久遠

民國五十三年，廣化老和尚任護國

寺住持時，曾在中醫鐘衍蕃居士的護

持下創設護國堂藥行，請中醫師駐

診，標明「僧尼免費，貧民施藥」；

並在護國堂藥行樓上設立「藥王講

堂」講《阿彌陀經》，聽眾踴躍，既

醫身亦醫心，此為廣化老和尚行醫療

服務的初始。

▍廣化老和尚與剃度恩師律航老法師合影，其

後隨侍在律航老和尚身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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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老和尚出家以後，一直飽受

病魔考驗，如在南投蓮光寺閉關兩

年，不只因障緣深時常生病，又不幸

於關房中跌斷左腿，被迫出關治療；

也曾因腦水腫症於台中榮民總醫院開

刀，兩次大腦手術瀕於往生，甦醒後

行動不便又口齒不清……雖身老病

殘，仍以堅強意志力持續注解《比丘

戒講義》，自修定課也從不間斷，令

僧俗弟子感動。

「好幾年廣公飽受病痛折磨，可從

來沒有缺席過任何一次早晚課，看在

我們弟子眼裡，是既心疼又佩服。」

依止在廣化老和尚座下的如慧法師回

憶。慈悲的老和尚為讓比丘尼如法修

行，多次拖著病體為眾比丘尼上課、

弘律法與傳戒，使眾比丘尼能恪守戒

律，安心修行，這分恩德令如慧法師

恆久銘記在心。

正因廣化老和尚深入律藏又瞭解身

心安住對修行的重要性，早已深切體

悟成立專門照顧僧伽生、老、病、死

機構的必要性。

一段就教因緣，成就僧醫會肇端

當時年輕的慧明法師編撰《南山律

學辭典》期間，經常生病，幾次瀕臨

往生的嚴重程度，他曾向佛菩薩發

願：若得病除，願盡力護持僧伽健康。

後來，因編撰律法，到南普陀寺向廣

化老和尚就教，因而結緣。慧明法師

因病發願而得到病體康復的那分契

機，隨著願力，與一心要成立醫護基

金會的廣化老和尚契合，成為護持成

立僧醫會大願的力量。

慧明法師經常到黃金萬醫師的診所

看病，得知政府將於民國八十三年施

▍廣化老和尚曾任護國寺住持（右一），中為

道安長老，與居士合影，護國寺是其行醫療服

務的初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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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民健保，且是全面強制納保，

「我在診所當場打電話給時任中國佛

教會理事長的淨心長老，淨心長老全

責交付我瞭解政府施行細則，並做佛

教內部相應規畫。後來發現，中國佛

教會很難有財源長期免費為經濟困難

的僧伽繳納健保費。」慧明法師回

憶，當時已病臥在床的廣化老和尚明

白因緣成熟，親口告訴他，「我們自

己成立一個基金會。」當下立即起身

用顫巍巍的雙手簽下擔任基金會董事

的同意書，那天是八十三年二月三

日。

「當時廣公將基金會取名為『僧伽

健康基金會』。還為了親筆簽立同意

書，足足花了二個多小時，我和如慧

法師跪在廣公書桌旁，看著廣公汗如

雨下艱困執筆，我倆感動萬分，淚眼

潸然……」回憶這段創辦「僧伽醫護

基金會」的初始因緣，仍讓慧明法師

相當感恩和不捨廣化老和尚的大悲

心！

「廣公常讚歎慧明法師成立僧醫會

的付出和用心，鼎力支持，認為他一

路堅持相當不容易；慧明法師所有的

辛苦，老和尚最清楚了。」南林寺如

慧法師表示，廣公雖深居南普陀寺，

卻經常為慧明法師尋找資源，安排開

會討論地點；據侍者淨航法師表示，

廣化老和尚每日都幫慧明法師回向，

因為慧明法師為成就老和尚宿願，勤

跑各寺院，說明理念。

僧醫會一切，為護持僧伽而存在

廣化老和尚住世時，經常耳提面命

出家人要依僧靠僧，年老生病時要互

相照顧，不要靠俗家照顧，更不要去

住世俗的養護機構──與俗人混住，

葷素雜亂，更難有課誦修持，遑論依

▍一九九六年，廣化老和尚以戒法衰微，發願

舉辦如法的三壇大戒，乃排除困難，傾全寺人

力物力，於三月十二日開壇，只收男戒子

五十五人，戒期六個月（一般傳戒多為五十三

日或更短）自任得戒和尚，是數百年來中國佛

教傳戒史上最久的一次。自登二壇後，他以病

殘之軀，每日為戒子宣講比丘戒，並隨眾作早

晚二堂功課，親自開示，諄諄教誨。弟子勸他

珍重法體，老和尚只回答「鞠躬盡瘁」四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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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半月半月誦戒，有時連僧相都難以

保存。

「癥結在於僧伽受過戒，在看病或

診療上，有很多忌諱，和一般民眾不

同。」慧明法師解釋，而寺院的執事

繁重，有時有心無力，無意中造成老

或病的僧伽不能照顧周全，如果送回

原本俗家照顧，在醫療行為上不一定

能圓滿。

「我以前曾親眼見到瘦小的慧明法

師到公寓樓上，背一位老比丘尼下樓

去醫院治病，再送到某道場安頓，那

情景讓我很感動，也深深瞭解廣公為

何要積極協助他成立僧醫會。」如慧

法師補充說明。

為了這分悲心，廣化老和尚圓寂

（一九九六年六月七日）之前，極力

促成了中部醫療網。

「在民國六十、七十年間，很多大

學紛紛成立佛學社，台大有晨曦社，

北醫有慧海社，中國醫藥學院有醫王

社……等，這些曾經參加佛學社的醫

師，畢業後成為基金會的助緣。」慧

明法師表示。

後續，慧明法師整合從家師智諭老

和尚座下，於國防醫學院、台北醫學

院服務的醫師弟子們，並結合陳榮基

醫師成立的「中華民國佛教醫事人員

聯合會」，於是，僧伽醫療網形成規

模。

僧伽安養苑動土，實踐老和尚大願

廣化老和尚生前對理想的僧伽安養

苑也有清楚的藍圖，既符合老病照

護，也合乎僧伽戒律的需求。

一、僧尼分住，各結大界。最好有

牆相隔。僧部若白日需有女性護理人

員，最好日暮後離開，留男性照護

者。緊急時，才由兩位女性護理人員

同入。

二、注意戒律防護，不要異性照

顧。最好有年輕僧尼擔任照護者，僧

眾有病，道侶之間互相照顧是佛陀戒

律中規定的。除非需要專業醫療護

理。

「現代僧伽有時出門在外難免需要

用錢，無法完全持守『不捉持金銀

戒』，他叮嚀決不可學世俗人，不思

修行，只想攢錢養老。僧醫會的成

立，真真切切是為了護持僧伽一心向

道，所有老病死問題的護持，就交給

僧醫會。」慧明法師轉述廣化老和尚

為護持僧伽不因老病經費籌措而違犯

戒律的用心。

目前「僧伽如意安養苑第一期工

程」已於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動土，慧明法師說，安養苑的成立，

能讓僧伽沒有終老醫護的恐懼，安心

修行弘法到老，這是僧醫會的任務，

也是廣化老和尚大願的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