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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到基隆醫院服務時，

常會放幾千元在服務台，告訴

社工組長，若有法師來看病就幫他掛

號、帶他去看診並付醫藥費，此等理

念和 1998 年成立的僧醫會不謀而

合。之後也在醫院中庭舉辦僧伽義診

活動，那時與會宗長老還不熟，直到

2001 年至台北醫院服務，才與長老

結識，經過幾次互動，感受到他不平

凡的大悲心、平等心、直心。

爭取時效  救苦救難

我發現會宗長老的大悲心是跨越國

界的，有大災難時，他都很快速地跑

去救難，甚至比國家的救難隊還快。

通常長老在第一時間就跟我打招呼，

院內學貫中西醫的許中華主任要請假

去救災，我當然以救災第一的理由應

准，而且還請樂於助人的藥局劉主任

幫忙採購或募集救難隊的藥物，通常

半天內就能完成，送到桃園機場專櫃。

我

文／僧醫會僧伽醫療網副總召集人   前署立基隆、台北醫院院長 黃焜璋醫師

懷念長老大悲   平等   直心

署立台北醫院成為僧醫會特約醫院簽約儀式，由創會董事長道海長老（左二）、黃焜璋院長（右二）交換合約書，

左一為會宗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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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宗長老就像聞聲救苦的觀世音菩

薩，親自帶隊，爭取時效，一刻不停

的往前衝。我想，長老在災區應是難

得一見的比丘隊長！

能大能小  平等待人

何時感受到他的平等心呢？凡是醫

院大型普渡法會或灑淨，會宗長老不

僅樂意前來主法，即使是署北或署桃

醫院佛堂的小型法會，他也是歡喜親

臨，不論是院長還是志工邀請，長老

都樂於接受，其平等無分別之心，是

真正的佛子！

此外，會宗長老放棄當寺廟的大住

持，在僧醫會不分日夜為守護僧伽的

健康精進工作，勇往直前。

2010年初，我去印度佛教聖地巡禮

時，認識了同團的雲林佛教會理事長。

回國後有一天，他在電話中說想捐款

給僧醫會，看到《僧伽醫護》雜誌上

有我的名字，希望託我代轉。我抽空

南下古坑去找他，立即拿到一張百萬

台幣的即期支票，心想要快點交給長

老，當晚9點多抵達樹林僧醫會辦公

室時，發現長老委身斗室，挑燈在為

會務打拼著。他的精進勇猛心令我非

常感動，當下答應他對於後龍僧伽安

養如意苑之事一定襄助。

實地了解  傾囊獻策

之後因為工作關係，有一段時間沒跟

長老連絡，2014年夏季，突然接到長

老一通電話，告知如意苑工程發生問

題。想起以前的承諾，義不容辭跟長老、

慧明法師去了後龍數趟，也前往台中找

建築師、參觀李炳南居士所建的安養中

心，對長老心目中的如意苑更加清晰。

當時，我建議長老關於僧伽的安養

必須融入國家長照計畫，而國家的規

劃是以「在地安養」為原則。如意苑

的規模不妨先嘗試小而美，成功後再

擴大，甚至推廣經驗給佛教界其他團

體。另外，如意苑右翼可規劃成僧伽

安養中心、左翼作為在家眾的安養中

心，大眾一起共修。長老聽了，表示

贊同我的建議可行。

印象中會宗長老經常都在後龍山上

奔波，晚上掛單在如意苑旁小磚房，

雖免去了舟車勞頓，可惜因為會務的

勞累，讓他舊疾復發，演變成不治之

症而告圓寂。

今日緬懷長老，想起他的大悲心、

平等心及直心，希望長老的典範及精

神能長存，早日完成其遺願。

會宗長老常應邀至醫院祈福灑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