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僧伽醫護基金會正式運作已有三年餘，服務的僧伽遍及全台各地，而促使基金會順利運作

的推手之一，即是基金會的現任執行董事施文儀醫師。  

        「我只是在醫療方面提供想法，其餘困難的事項，都是由慧明法師出面解決處理。」儘

管為催生基金會的過程參與甚多，施文儀卻不居功，只是謙沖地歸諸於是職務之便，讓他

順勢成就了這段美事。  

        施文儀接觸佛法的時間很早。由於國小時的住所，是向一位篤信佛教的太太租借。當時

常常跟隨房東太太到附近的三藏講堂聽課。之後，因房東太太出家並將住所捐出，施文儀

全家大小只好到三藏講堂附近另外租屋。於是就著地利之便，他放學後經常到三藏講堂做

功課，耳濡目染下，便對佛教產生了興趣。  

        然而年幼的施文儀，雖然跟著大人禮佛拜佛，卻未深入了解佛法。直到高中時期，由於

姐姐受教於中興大學教授李炳南座下，受到李教授的影響，才開始研讀佛書，逐步進入學

佛的世界。而在此同時，台中寶覺寺是他課餘最喜留連之處，尤其佛寺內的彌勒佛所揭示

的「笑口常開，笑盡天下可笑之人；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令他深深動容，也深

自期許能成為大度之人。  

        如同所有青少年走過的青澀歲月，施文儀也有一段令父母頭痛的時期。由於性格早熟，

喜歡觀察時事、針砭時局，加上當時的環境不若現在開放，隨便一句不當的言論即可能被

羅織罪名入獄，因此他激進的言論，常嚇得父母心驚膽顫。  

        進入大學後，施文儀加入佛學社，並經常至三峽西蓮淨苑修習佛法，藉此機緣而與當時

尚未出家的慧明法師結識。這段時間，他發現到師父們因山區醫療資源缺乏而須舟車勞頓

地遠赴平地就醫，十分不便，而且一人生病常要兩人協同出門，徒然浪費修行時間，所以

當他有能力開設牙醫診所後，假日時，有時會攜帶醫療設備來到西蓮淨苑，為師父們免費

看診。山上的師父們遇到口腔問題也會主動找他醫治。有時師父還會自動要求支付材料

費，施文儀雖知師父們手頭並不寬裕，但深知師父們「隨緣、不強求」的態度，所以總是

歡喜地接受。  

        在開設牙醫診所的同時，施文儀也在研究所進修公共衛生課程。研究所畢業後，他放棄

日進斗金人人稱羨的牙醫工作，他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希望能以有限的生命服務更

多的人。」因此進入省衛生處，藉由輔導工廠重視職場的公共衛生及職業病的重要，來幫

助更多需要幫助的弱勢族群；接下來幾年又陸續擔任台北市衛生局檢驗室主任、台北市士

林區衛生所所長、以及現在的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主任秘書等要職。而就在公職任內，他意

識到全民健保的實施將造成師父們日後就醫的困難，與慧明法師共商對策，四處拜訪長

老，集僧俗大眾之力，共襄盛舉，才促成僧伽醫護基金會的成立。  

        「從牙醫師、職業病防治、公共衛生檢驗、到疾病管制等等，無論角色如何變換，佛教

徒的身分永遠不變。」施文儀說學習佛法以來，最大的改變是培養了慈悲心，以佛教徒的

慈悲心，來面對他的工作和生活。也因此，儘管年少時喜歡嘲諷時局的性格至今不改，但

是多年來在佛法的潛移默化下，在面對所有荒謬、不合情理的人事時，他雖然仍慣常以嘲

諷的態度回應，但在嘲諷之餘，已能用更寬厚、慈悲的心去包容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