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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伽醫護基金會（簡稱僧醫會）

對出家人所扮演的角色，簡單的形容

就是：僧伽的衛生署（現今已升格成

衛福部）！」一路支持已十八年的僧

醫會董事施文儀醫師如是說。

從無到有的構想

曾經有個念高中的小夥子，課餘常

騎著腳踏車到南普陀佛學院聽經，有

疑問就請教廣化老和尚，這是他與佛

教結緣初始，巧的是廣化老和尚就是

後來應邀擔任僧醫會發起人。之後，

小夥子因大學考到台北，就轉至三峽

西蓮淨苑繼續學佛，因為本科是牙醫，

畢業後利用假日，自己帶著醫療器材

上山給師父們看診，這個人就是施文

儀醫師。

「當時在西蓮淨苑，除了為師父們

診治牙齒，還有一位小姐也讓我幫她

治療，那位就是現今的慧明法師。」

施醫師說：「人生是非常奧妙的，當

時的照會讓我留下深刻印象，這位小

姐還沒成年就立志出家，真不得了！」

沒想到她出家後，竟跑來找我談僧伽

的醫療照護，也許是她當時看我不請

自來，主動為師父們義診，必然肯幫

忙提供專業意見，就這樣我們開始籌

畫起成立僧醫會的構想。

所謂出點子容易，要執行可一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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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2 年，僧醫會董事長果清長老主持第六屆

第一次董事會留影。圖／本會檔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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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簡單。施醫師說：「提出創建制度並

不難，但如何籌措到一千萬基金？如何

說服教界長老、大和尚支持？那才真是

談何容易！所以，我跟慧明法師說，你

若籌成，我就幫你。」當時施醫師並未

抱持太大希望，也曾陪同慧明法師去拜

訪幾位長老，諸山長老各有不同反應，

「還真是有時開心、有時灰心啊！」施

醫師憶當時，心頭波瀾不斷。

言出必行 實事求是

施醫師因為忙於工作，並未特別關

心後續發展，「反而慧明法師汲汲奔走

各大道場、醫院，找資源、找醫師，立

下的宏願無人能撼動。後來有人願意獨

資襄助，她卻不接受，因為她希望能由

眾人的小額捐款來成立基金會。」施醫

師一番話中，很讚賞慧明法師的遠見與

堅持。

籌備數年的僧醫會終於在 1998 年 6

月 21 日創立，慧明法師立即邀請施文

儀醫師擔任董事。施醫師跟太太說：「我

曾答應慧明法師僧醫會成立了就去護

持，以後我會花很多時間在會務上。」

言出必行的施醫師不僅擔任僧醫會董

事，還在慧明法師赴加拿大、日本留學

時，代理執行長一職。「按理說，執行

長應該是出家人，但可能法師們都信任

我，所以我一度當董事又兼執行長時，

一人保管三個重要印章。如果要動腦筋

挖錢，那時都可以把基金會掏空了。」

不改幽默說笑的性格，施醫師將當年受

託重任的往事一笑帶過。

人在關房 允諾承擔

僧醫會的創立還有一位重量級推手

──果清律師。

「記得和慧明法師第一次到中部山

裡拜望清和尚，當時我是無車階級，借

到一部除了喇叭不響其他都在響的老

爺車，內部電線裸露在外，底座鏽到可

僧醫會草創時借用板橋中正路廣化紀念堂辦公。

左起為創會董事陳榮基醫師、創會董事施文儀醫

師、創辦人慧明法師。圖／本會檔案照

果清和尚凡事皆從清淨入手，自律甚嚴。圖／本會檔

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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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見到地面，沿路還開在崎嶇不平的山

間小道上。好不容易到了寺裡，清和尚

正閉關，慧明法師就在關房外頂禮，說

明須成立僧醫會的緣由，力請清和尚出

任董事。沒想到清和尚很支持、看重，

讓我立即信心倍增，勇氣十足。」

施醫師表示：記得清和尚閉關的禪

房外有一株結實纍纍木瓜樹，我好奇問

他們為何不摘食？才知道戒律規定僧

侶不可摘果。基於珍惜食材，我便主動

請摘熟成的木瓜，也深深為他們是如此

持戒嚴明的僧團讚歎不已，這是清和尚

以身作則，才能領眾有方。

施醫師接著說：「摸黑下山返回市

區，已不記得車燈是否明亮，只記得這

趟經歷就是第一次隔牆拜見果清律師

的印象。即使在關房中，他也願意為僧

伽醫護事業允諾承擔，非常令人感動。

他知道僧醫會對僧伽的重要性，所以每

每應邀出任董事、副董事長到董事長，

都是盡心盡力，始終如一。每次開會他

必親自到場，從不請假；仔細聆聽各項

報告；需要裁決重要事項時，合情入理；

每遇糾葛難決之事，即以智慧明快化

解、仲裁，他似乎只要坐在那裡，整個

議事的進行就很順暢，會場氛圍寧靜莊

嚴，不假多言，就予人愉悅、清淨的感

覺。」

堅持核心價值與方向

「我從慧明法師找董事及遴選董事

長、副董事長的人選開始，就很欣慰地

知道僧醫會的未來是光明的，因為他竭

誠邀請的人都是持戒嚴明的典範，完全

沒半點政治考量，只著眼在能推動會

務，為僧伽醫護謀畫未來。過程中遇到

難處、艱辛在所難免，但因為主事者是

推舉廣公、海公及果清律師等德高望重

的長老們擔任，他們的風骨、行事風格

必能掌握好僧醫會的方向及核心價值，

堅持創會理念，讓會務能上軌道、順利

推動。」施醫師說，因為果清律師是以

戒嚴身，他的行誼風範讓人清淨，又注

重效率，僧醫會能請到這樣品德高潔的

長老坐鎮，不僅維持一貫的嚴謹，在參

與國家機構評比時，也獲得至高的榮

譽。

僧醫會的會務繁瑣，經費預算嚴格，

尤其在推動僧伽的長照工作上真是與

時間賽跑，在工作人員有限、經費有

施文儀醫師與創辦人慧明法師於民國 89 年在基隆醫

院義診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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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時間有限情況下，唯有執行的決心

與毅力無限，這也是施醫師很感佩執行

長慧明法師之處，「他那種勇往直前的

態度與無我的奉獻，感動、凝聚很多人

來護持僧醫會，很多醫師無條件地來襄

助義診，讓僧醫會逐漸廣為社會大眾所

知，更多專業人員願意主動來擔任志工

出錢出力。所以一個宏願的力量有多

大？只有天知道。」對於僧醫會來說，

每一個成員都是珍貴資產，每一位參與

的朋友有如一顆善良種子，落在土裡生

根發芽，終將長成大樹，連結成林，庇

蔭大地。

重視僧伽醫護教育

施醫師說：「站在醫師觀點是希望更

加重視僧伽醫護教育，因為有一些出家

人不太注重自己的身體，認為這身臭皮

囊與修行無關，所以不太會為老病做準

備，全心向佛，又不收徒，也沒想到老

年問題。慧明法師因為自己病倒過，立

志終其一生要力行僧伽醫護照顧，整體

構想包括解決很多連僧伽都沒想過卻會

遇到的問題。」

「我最佩服清和尚處理事情的明確與

中肯，兼顧情理讓人心服口服，尤其僧

醫會不做便宜行事的風格，讓我非常歡

喜與放心。清和尚凡事皆從清淨入手，

一切按規矩做事，並且一絲不苟，沒有

模糊地帶，不走小徑。樹立這樣的規

範，讓每個人遵奉執行，不僅是工作

上，就是個人修行上也能做到，是莫大

的福氣。」施文儀醫師對於果清律師非

常讚歎，無論是工作或個人行誼都因其

影響所及，很多參與其事的人在工作與

品格砥礪上多有所獲。

僧醫會這些年來維持修行與會務工作

合一，眾人在工作中修行，在修行中工

作。是佛菩薩保佑吧，每次到山窮水盡

疑無路時，卻又出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

景致，怎能不感謝佛菩薩的加被！

常行精進 力行利他

施文儀醫師表示，每次看到慧明法

師永遠精神奕奕的笑臉，眾人無不感

受到如沐春風的歡喜。其實他過度透

支的身體，常讓人捏把冷汗，希望他

能為僧醫會的將來著想，分一點精神

也照顧好自己的色身。

時序入冬，儘管今年冬天的氣候特別

混亂，連植物都像是不清楚時序般紊亂

開放，僧醫會的步調卻依舊快速堅定，

在此冬藏季節，僧醫會的作為仍是溫暖

人心並力行利他。有人問：僧醫會真的

這麼超然精進嗎？是的！為佛教僧伽打

理世事、照護好色身，使令安心辦道，

就這樣走過了十八年，開創出一條愈來

愈廣闊的大道。

施文儀醫師

17111P0220.028-044_人物專訪.indd   35 2017/1/16   1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