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籌建「如意苑」需要各方經驗與

意見，這次參訪有建築師、設計師、醫

師、護理師同行，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位

成員都能從各自不同的專業，從中汲取

優點，好做為未來籌建「如意苑」的

參考指標。

2019 大陸道場建築參學，從台北

出發，包括慧明法師、黃義宏建築師、

翁國超設計師、林建雄醫師、謝杏芬護

理師，鄭捷建築師從杭州、吳靜修居士

從南京前來會合。

9月22日從台北出發前往寧波市，

23日參訪位於浙江省舟山市的普陀山
佛學院、24日參訪江蘇省南京市江寧
區的牛首山佛頂寺、25日參訪江西省
九江市東林寺、26日參訪陝西省西安
市終南山淨業寺，行程頗為緊湊。一路

上交通順利平安，顯見佛陀庇佑。

推行善終  安心念佛直到往生

籌建「如意苑」是僧伽醫護基金

會的長遠目標，將宗教建築和長照中心

融合在一處，不僅在台灣沒有前例，在

其他國家也罕見。這次大陸參訪行，也

只有東林寺有附屬安養中心。

慧明法師表示，以這次參訪經驗來

看，終南山淨業寺的外在環境，與「如

意苑」最為接近，周邊都是原生態林

木，所在位置視野遼闊，寺院與大自然

相互融合與襯托成美景，可做為「如意

苑」的營建參考。

不論普陀山學院、佛頂寺、東林

寺、淨業寺，建築外觀仍保有唐代以來

的古風，這樣的建築形式，以日本被列

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平等院最為著

名，顯見宗教建築在信眾心中已有既定

的經典形象。對此，「如意苑」的建築

形式，也趨向經典宗教建築為主軸，內

部空間則因應現代生活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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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明法師強調，如意苑分為道場和

長照兩區，目的就是希望落實「念佛與

善終」的淨土宗精神，並且推行「病

主法」、「安寧緩和醫療」。然而，相

對於放棄急救或預立醫療的善終，健康

老化則是更完美的善終，就像古人在深

山裡安靜修行，最後「無疾而終」。這

樣的往生模式，也是現代醫學推崇的

「健康老化」，不必經歷無效醫療，得

以平靜地往生。

長照中心請來雙連安養中心前執行

長蔡芳文擔任總顧問，就是借重他輔導

幾十家長照中心的成功經驗，希望「如

意苑」從一開始就有更完善的準備。慧

明法師期望，不論僧俗，大家一心念

佛，一步一步慢慢做，相信佛陀是我們

的靠山，「如意苑」得以實踐「安心念

佛直到善終」的目標。

去除我慢 佛法從恭敬中學習

在這次參訪行程給予許多協助的吳

靜修居士，謙稱在中國經商多年，安排

行程也較為便利，對於這次參訪的心得，

最感動的仍是當地人尊敬僧寶的態度。

吳靜修居士表示，東林寺是佛教

道場，很多居士在道場擔任志工，見到

出家法師就會行九十度鞠躬，稱阿彌陀

佛。這些志工不論是出坡，或是大寮洗

菜準備齋食，一有空閒時間，就會找地

方坐下來念佛誦經做功課，整體環境呈

現祥和的氣氛，令人感到欣羨。

尤其來幫忙的志工，時數可以累

計，到了六十五歲就可以來道場居住直

到往生，使老有所終，而每一位來到

東林寺，不論僧俗，都要遵守寺方的

規矩，這些細節都值得做為「如意苑」

的參考。

吳靜修居士是虔誠佛教徒，與慧明

法師相識近三十年，在兩岸往返，參加

佛事法會的經驗豐富。談起台灣本地對

於佛教禮儀和規範的「不重視」，則頗

有感觸。吳靜修居士強調：佛法從恭敬

中學習，在末法時代，僧寶就是佛陀的

代表形象，更應該從日常舉止就奠定恭

敬心。

在東林寺，連小朋友見到法師，都

是九十度鞠躬稱阿彌陀佛，這也顯示平

時在家庭中就有學習。試想，如果對三

寶都沒有恭敬心，要如何跟其他人相

處？去除我慢心，要從佛法中去學習、

去提升。如果具有佛弟子的身分，但是

行為仍有傲慢心，就是有違佛法。接觸

師父講經，師父教誨，就要有禮貌，從

恭敬心學習佛法，去除我慢，這也是身

為佛弟子應有的態度。

往生極樂世界  乘願再來

中國佛教有四大名山，傳說是四大

菩薩的道場。浙江普陀山是觀音菩薩的

道場，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

四川峨嵋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安徽九

華山是地藏菩薩的道場。林建雄醫師表

示，東林寺是法界道場，是阿彌陀佛

的道場。來這邊的信眾，都要遵奉信、

願、行，發願往生極樂世界，乘願再來

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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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參訪的重點，是觀摩各地的

建築外觀、內部空間、庭園設計等等，

希望做為建造「如意苑」的參考。尤

其東林寺，不僅有修行的道場，還附設

出家人的安養、慢性病的照護空間，甚

至設置了一家三層樓的聯合診所「伽

陀院」，中、西門診都有。主要是居住

在東林寺內的人非常多，必須有醫師駐

診，隨時提供醫療需求。

東林寺內有很多寮房，連志工都

可以住在這裡。或許有人會好奇，既然

是在家居士，為何不在家中修行就好，

還要跑到寺院來？林建雄醫師指出，一

個人在家修行，很容易就怠惰了，但是

到了寺院，和出家眾一起修行，一起吃

齋念佛，換言之，也像是學生「住校」

學習的概念。

林建雄醫師表示，淨土宗的信仰，

是「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放下世

間的一切，在世間法又稱為善終。如何

善終，就是要心無罣礙，祥和地往生。

善終，聽起來很容易，執行起來並不簡

單，因為死亡的牽絆，並不是身體，而

是心裡有許多放不下的事情，倘若沒有

目標，就會隨著業力漂浮。而淨土宗的

目標，就是西方三聖會來接引，往生者

要做的，就是「一心不亂」。

想要做到「一心不亂」地念佛，

就必須建造那樣的環境。假使西方極樂

世界是終點，以旅行的概念來比喻，想

去的人可以跟團，也可以自助旅行。因

此在道場念佛，就像跟著阿彌陀佛這一

團，目標明確，而在家裡自己念，就像

是自助旅行。

所謂信、願、行，林建雄醫師形

容，一個人想去北極看海景、冰山，

首先要相信那裏有這個景，發願要賺

錢買機票去，最後賺了錢，也真的要

去，這就是信、願、行。想要往生極

樂世界，首先要相信，發願，執行

（一心不亂地念佛），這也是籌建「如

意苑」的宗旨，希望提供「安心念佛

直到善終」的場所。

註：請填妥本期第 64 頁僧伽安養院如意苑意見調查表，優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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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建築必須展現兩大主軸，其

一是宗教意義，其二是功能。然而宗

教、建築是兩大不同的專業，如何在事

前做好溝通，達到完善規劃，則是籌建

宗教建築非常重要的課題。

這次大陸行，參訪的四處道場，

不論地理位置、環境條件、建築形式、

營運性質都各自不同。例如普陀山佛學

院，集本科學歷教育、佛教院校師資培

養、僧眾繼續教育、居士培訓、國際佛

教文化交流於一體，屬於教育單位。 

牛首山文化園區，是中國官方「明

訂」的佛教文化觀光園區，總建築面

積高達十萬平方米，以「佛頂宮」最

為出名，主體建築有九層，其中六層是

利用廢棄礦坑建構而成，佛頂寺是標準

唐風建築。全區耗資約150億新台幣
興建。

東林寺是中國官方認定的佛教道

場，分為新、舊兩區。東林寺淨土苑最

著名的東林大佛，高達48米，是世界
上最高的阿彌陀佛銅像。東林寺也是佛

教淨土宗的祖庭，始建於東晉，至今已

有1600餘年。東林寺免費對外開放，
不進行商業化運作。

淨業寺位於終南山巔，始建於隋

朝，為南山律祖道宣律師修行處，也是

開創中國律宗的祖庭。由於年代久遠，

幾經修建，仍保持古樸典雅風格，內部

空間與外界環境，都非常適合修行。

定位與發展 空間規劃的依據

除了牛首山是現代建築之外，包

括普陀山佛學院、東林寺、淨業寺，建

築外觀都有日本平等院相近的語彙，換

言之，就是唐朝延續下來傳統宗教建築

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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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國超設計師表示，以東林寺為

例，分為新、舊兩區。舊東林寺是淨土

宗的祖庭，腹地很大，即使歷經漫長歲

月，仍然保有純正的修行風氣。東林寺

淨土苑設有老人安養區域，目標就是

「一心念佛，往生極樂世界」，來此地

修行的志工，一有空就念佛誦經，做功

課，非常虔敬。

終南山的淨業寺，位於陡峭山巔，

從山底到寺院，爬山就要一個多小時。

當初建築用料，是人力扛上去，後來做

了纜車，分為五段，透過纜車把材料運

上去，道場充滿古風。

本身具有多年道場設計經驗，翁國

超設計師指出，每一道場都有各自不同

的功能需求和道風，加上各種主、客觀

條件、經費、腹地、需求，也都各有不

同，很難用一個標準來檢視。共通點則

是，要在規劃之前，思考到未來的定位

與發展。不僅於此，如果先把硬體做好

之後再來做內部裝修，就很容易在實際

營運時出現問題。因此，最好一開始就

將室內設計和建築設計放在一起做交流。

如果把室內裝修視為硬體，使用

功能視為軟體，包括使用的次數、人

數，都和裝修密度有極大的關係。以東

林寺淨土苑附設安養中心為例，以套房

設計，附設獨立衛浴為主。考慮到出家

法師年老體衰，與他人共用衛浴並不方

便，套房設計更是因應現代生活的需

求，尊重個人的生活習慣與隱私，這些

都與傳統通鋪型寮房有極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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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堂是道場核心，是精神中心，

然而因應實際使用需求，必須配置許

多單位，包括齋堂、大寮、客堂、寮

房、行政辦公室，就整體空間來說，

這些單位應該如何分配與規劃？首先

要思考的是，使用的頻率。以使用頻

率來預留空間的大小，有助於整體空

間的維護與經營。 

事前縝密規劃  發揮空間效能最大化

道場不是營利單位，為何需要思考

「維護與經營」的問題？舉例來說，許

多宗教建築都有百年歷史，何以平等院

成為世界遺產？關鍵就在於維護與經營。

良好的維護與經營，也是道場邁向

永續的首要條件！

翁國超設計師指出，所謂的空間

配比，意思就是，常態性的使用，例如

舉行活動時，附屬空間（餐廳、廚房、

廁所）是否足夠？然而在規劃空間配

比時，則要先考慮後續如何「經營」，

意思就是說，如果一年只舉辦一、兩次

大型活動，那麼規劃大型的餐、廚、廁

空間，是否有其必要？ 

籌建硬體雖然是大型工程，但後

續的定位、經營，才是影響永續經營的

最重要關鍵。因為空間維護，需要大量

人力和金錢，這是宗教建築必須面對的

現實。正因為道場不是商業場所，為了

讓十方信眾的護持更有意義，在籌建之

前必須經過縝密的規劃，空間使用價值

和效益都要發揮最大值。

道場是十方信眾所成就，往往會

提供許多意見，有的意見有融通性，有

的意見可能產生衝突，這些都會影響到

最後決策。翁國超設計師說，這是以往

的經驗，也是現今仍存在的狀況。假使

決策者無法相信專業，而是去聽信眾的

建議，那麼就更難以統合。

翁國超設計師強調，好的建築，

是階段性接棒，最後落在經營者。「如

意苑」仍在籌備階段，希望藉由充分

的討論，縝密的規劃，預先描繪「一

座好道場」的藍圖。做為台灣首例結

合道場與長照中心的「如意苑」，匯集

十方信眾的護持，也期許成為落實「安

心念佛直到善終」的指標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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