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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平凡的人，想起過去只

有苦難與無常罷了，什麼也

留不下來的，一生只是隨緣盡分而

已！」這位謙稱自己平凡，世人尊稱

為「海公」的道海律師，是僧伽醫護

基金會創會董事長。直至圓寂，老人

家關注並投入僧醫會的僧伽義診、健

檢、安養等活動，十五年不遺餘力。

不平凡的一生

回溯海公生平，民國十三年出生於

山西省晉城縣；九歲時，父親因病過

世。據海公自述，他自幼體弱多病，

十三歲時，母親前往寺院許願：「只

要兒子痊癒，就讓他皈依佛門。」海

公的病果然好了，母親便送他去出

家。

海公於十三歲受戒，十八、九歲離

開剃度的寺院外出參學。後因戰亂逃

難到香港，又輾轉到了台灣定居。

來到台灣，海公曾駐錫圓通寺、淨

律學佛院、正覺精舍；其後因廣化老

和尚圓寂，受邀至台中南普陀寺擔任

方丈暨佛學院院長。終其一生，精研

律法、弘揚戒律。八十年代，台灣佛

教界譽為持戒三公（廣化老和尚、道

海律師、懺雲老和尚）之一。

佛教戒律的精神，並非一般人認為

的僅僅「消極止惡」，更融攝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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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行善」的廣義層面。除了持戒、傳

戒與教戒，海公更關心僧伽的健康問

題。海公於九十一年在僧醫會編印的

《台灣僧伽健康檢查報告書 ‧ 序》

述及：「我國僧伽的健康問題一直是

甚少被討論及通盤關心的……大多數

的僧伽所受的醫療照顧及衛教觀念，

其水準均不及於一般民眾……本基金

會自創會以來即積極投入僧伽健康檢

查及義診的服務工作……不僅讓病僧

能獲得醫護照顧、轉診及後續病情的

追蹤與控制。對不知自己是否生病的

僧伽也提供早期診斷及篩檢的機會，

並透過醫護診療的過程，提供僧伽個

人衛生教育的指導，因而提高了僧伽

預防保健的能力。」

 

緣起於健保成立

海公與僧醫

會因何結下甚

深因緣呢？僧

醫會創辦人、

現任僧醫會董

事長慧明法師

回憶：「民國

八十一年至八十二年期間，衛生署正

計畫成立全民健康保險。因緣際會之

下，我受淨心長老付囑，去瞭解出家

人要歸入哪一類，以及如何因應健保

制度。因為出家眾沒有收入，每月卻

必須繳交健保費，造成額外的財務負

擔。有些寺院根本無力承擔，得由個

人自行負擔健保費。所以，我撰寫企

畫書時，希望有一個跨寺院、跨組織

的基金會，為想要修行、卻在經濟上

有困難的出家眾繳納健保費。後來在

廣化老和尚的鼓勵之下，於八十七年

成立『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讓全

台灣繳不起健保費的出家眾都能享有

健保。」

慧明法師籌備僧醫會之際，雖然才

二十多歲，卻因奉師父智諭老和尚之

命，於七十八至八十五年在西蓮淨苑

 ▍淨律寺佛學院

首屆畢業師生，

海公當時為佛學

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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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南山律學辭典》之故，深覺戒

法對續佛慧命與佛教永續發展之重要

性，而希冀僧伽醫護能由精通戒律的

長老們擔任領眾、執行之職。於是，

他一一造訪並拜見廣化老和尚、海

公、懺公、果清律師、如悟長老、大

航法師等佛教界戒學先進，蒙廣化老

和尚慈悲應允擔任董事，海公任董事

長。惜廣化老和尚於僧醫會成立前兩

年（八十五年）圓寂。

當年成立基金會的門檻額度是一千

萬，有位長老告訴慧明法師：「董事

們都是持戒的比丘，他們沒錢，錢怎

麼來？」儘管如此，海公於正覺精舍

慈祥地鼓勵正為經費奔波募款的慧明

法師，「國父孫中山先

生革命十次，到第十一

次才成功。所以你遇到

困難要想到國父，不要

遇到挫折就放棄。」這

段話深深感動著慧明法

師，也成為他日後推動

會務、不斷向前的莫大

動力。

無量悲心，沒有自己

在南普陀寺為海公圓寂付印的紀念

專書《向下文長 付予來日》中，有

一段對話：「您老能否為自己如古德

留個自像贊？不能！為何？根本沒有

自己啊！贊個什麼？」海公向以持戒

嚴謹著稱，不舉行經懺佛事，亦從未

開口向任何寺院或僧眾募款；然而，

為了僧醫會能夠成立，海公竟主動詢

問某持戒精舍能否捐款給基金會，不

意第一次募款即遭拒絕。爾後，幾次

傳戒，海公均叮囑慧明法師前去，並

將戒會的供養金悉數交給法師，做為

基金會成立的經費。

 對於僧伽醫護的理念，海公特別

於《僧伽醫護》創刊號為文闡明──

僧伽的特性。特性指護其戒行，三

業戒行為出家人的特性。身業的行為

禁殺盜婬，口業的言語指妄言、綺

▍民國八十八年，僧醫會在埔里成立僧伽義診

中心，海公（後排左三）親自主持並與大眾合

影；右一為僧醫會創辦人慧明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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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兩舌、惡口，意業的思想戒貪瞋

癡等諸念。因此一般的出家人在醫療

上，難免有男女身相互觸、動心失念

等，戒行則有所染。台灣的一般診

所、醫院等，將出家人作一般病者看

待，很難維護其戒德清淨無染，就是

佛教醫院，亦無僧伽特性的照顧……

現由慧明尼師極力提倡，大航法師

等鼎力協助，諸大醫士及護理人員等

發心，集僧俗大眾之力，共襄盛舉成

立僧伽醫護基金會。又設培訓班，培

養訓練僧伽醫護人才，護持僧人醫療

事宜，維護其戒行潔白；此，希望培

養出來的人才，能在醫護上給予僧伽

諸多的方便。如泰國、錫蘭等南傳佛

教國家，皆有僧伽醫院的特別設立，

專為僧人的醫療場所，但我國佛教自

命大乘，不重律制，主張不要執著、

一切無礙，故無僧伽醫療等施設。

我希望基金會在醫療上能分性別做

診斷，男性醫師診斷比丘等，女性醫

師診斷比丘尼等，分科診治，彼此方

便，護理人員亦可以如是安排，如此

方心安理得，全無受譏之嫌……

海公極為重視僧醫會的各項活動，

除了主持每次的董事會，亦出席各項

活動，如：義診、僧伽健檢、僧伽特

約醫院簽約、歲末感恩法會、園遊會

等。凡與僧醫會有關的活動事宜，海

公皆不辭辛勞，親自參與。慧明法師

追憶：「基金會成立運作初期，由宗

道法師出借位於板橋中正路的道場。

海公親自帶著我去向對方道謝，他全

然展現『菩薩為眾生，沒有自己』的

風範。」

期使僧眾安心辦道

僧醫會董事黃聰敏醫師，自八十七

年追隨海公投入僧醫會的會務與從事

僧伽義診，經常陪海公自埔里北上僧

醫會開董事會。他說：「有一次開完

董事會搭飛機回去，卻遇上亂流，機

上的旅客都十分驚恐。我也很緊張，

拚命念佛。這時只見師父神態自若地

喝著水，沒有絲毫不安的神情。」黃

醫師說，「師父平常也沒有強迫我念

▍「我等著住進去，要趕快蓋，我才能住進去

。」海公笑著向前往真如精舍報告如意苑規畫

進度的會宗長老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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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他只要我做一件事情──敦倫盡

分。就像即便飛機要掉下去，該做的

事情還是要做，把心定下來。」

九十六年僧醫會買下苗栗後龍占地

十三點一公頃土地，由海公親自灑

淨，預定建設僧伽安養如意苑，海公

更率先捐出一百萬。「我在南普陀

時，很多人問我如意苑什麼時候蓋

好。希望這個宏願盡早做好，利益年

老有病的出家人，讓出家眾沒有老病

死的煩惱。我等著住進去，要趕快

蓋，我才能住進去。」彼時，海公笑

著向前往真如精舍報告如意苑規畫進

度的會宗長老如是說。

慧明法師進一步說明，海公對如意

苑的期許：「海公希望出家的僧眾，

年輕時不要花太多時間憂心老年生

活；年輕的僧眾在寺院領執事、弘法

利生，到了年老時佛教界應該負起照

顧的責任，讓年長僧眾可以安心修

行、念佛求生淨土。」如意苑今年已

有二十一間寮房，已能照顧幾十位老

病僧眾了。

乘願再來，扶律談常

 

海公圓寂前五年（九十七年）罹患

重病，他謝絕開刀與積極性的治療。

據當時在海公身旁的弟子轉述，他對

醫生、護士說：「醫生，謝謝啊！麻

煩你們這陣子常來看我，可是你們照

顧不了我……念佛，最後助念是唯一

有效的辦法。醫生、護士，對不起！

今天就佛教來講，你們是不能照顧我

的，對不起啊！謝謝你們的來臨。」

這是海公最後對外的開示。

海公圓寂前一週，已不見任何人。

但他卻要甫從國外返台，剛下飛機的

慧明法師，迅速前去面見。「那是我

第一次踏入海公的寮房。他叮嚀我不

要再待在大陸，要回來接管基金會，

承擔照顧年老病僧的責任。我應是海

公最後會見的比丘尼吧？連治喪委員

會的名單，也謬承本因法師厚愛，將

南林寺惟俊法師與我唯二比丘尼並列

其中。海公的頂骨舍利及舍利子，現

在安奉於僧醫會，待將來後龍僧伽如

意苑蓋好時，海公的舍利將永厝於開

山祖師堂。在我內心深處，海公早已

是我永遠的依止師父！」

海公往生數月後，慧明法師帶著海

公的《向下文長 付予來日》一書，

至普壽寺拜見夢參老和尚，聯合兩岸

醫護志工至山西五台山舉辦千僧義

診，而山西省正是海公的故鄉。

不畏病苦，置生死於度外，卻心心

念念記掛著僧醫會的發展。深觀廣行

的菩薩精神，於海公一生行誼中圓滿

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