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三年三月七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六時十分，財團法人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第二屆第五次董事會會議，

在台北縣樹林市大安路 534 號 6 樓會址舉行，由董事長上道下海長老主持，出席的董事有上廣下淨法師、

上慧下觀法師、上慧下明法師、陳榮基醫師、施文儀醫師、陳文秀醫師。授權代理出席董事：上如下悟長

老、上體下慧長老、上淨下耀長老、上慧下天長老。列席人員包括上會下宗執行長、上宗下興法師、上淨

下旭法師、上大下慧法師、上明下空法師、上達下觀法師（上慈下廣法師代）、上如下慧法師、李懋華醫

師、賴文源醫師、黃聰敏醫師、許瑞助庭長、鐘士鎮會計師、護僧委員陳怡樺、護僧委員林淑女。 

  

 會議在禮佛三問訊及唱三寶歌後正式展開，董事長上道下海長老慈悲致詞說：「今天是

第二屆第五次董事會，希望所有董事及列席者能提出寶貴觀念與意見，使佛教僧伽醫護基

金會的宗旨能更發揚光大。時間寶貴，大家請盡量把握，踴躍發言。」以下就是這次會議

的重點記錄：  

  

一、執行長報告 92 年度工作紀要：  

  

 阿彌陀佛！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德：  

  

 1.受限於場地，現在三昧水懺法會參與者較少，不過拜懺的用意是為捐款者消災、祈

福，為其歷代祖先超薦。所以雖然困難重重，還是要持續進行。今年四月起要開始誦菩薩

戒，讓曾經受戒的戒子共同增益戒德。  

  

 2.僧伽如意道場的地點正在評估中，我和本因法師、淨旭法師勘查過好幾個地點，有些

太遠太偏僻、有些又太貴，所以還沒有定案。如果有人捐土地當然最理想，即使沒有，我

們還是要積極努力地進行這件事。  

  

 3.素食的營養文宣已經印好，將在義診時發給法師。也希望在座的醫護專家能隨時提供

最新的素食營養資訊，讓我們製作更多更好的文宣及海報，並在月刊上刊登。  

  

 4.景氣雖不佳，我們仍然努力設法凝聚財力，因為沒有財力就不能行世間法。僧伽醫護

基金會雖然名為基金會，實際上是個以醫護為本、淨土為歸的修行道場，重戒律、惜因

果，每一分錢都花在供養僧眾，不敢花錢大作宣傳或在媒體刊登廣告募款。志工及會務人

員更是都很發心，各項人事開銷都盡量樽節。  

  

 5.去年十月傳授五戒、菩薩戒，參加者非常多，也因而有更多人認識並加入護持本會的

行列，這種自動自發地護持，功德非常殊勝。  

  

 6.有些出家眾生病後尋求正統醫療之外的第三類治療，費用高昂又沒有健保給付。但由

於不合法，本會無法供養，雖然難過及遺憾，也沒有辦法。今後將努力給予法師正確的醫

護常識，讓他們相信並接受正統的醫療。  



  

 7.歡迎各位董事多多提供寶貴意見，使本會能依止於悲智願行，供養十方僧眾，成就三

德圓滿的佛陀僧團，普化眾生同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二、健保會主委許瑞助報告健保醫療供養成果  

  

 92 年度健保、醫療供養總金額 951,795 元。共醫療供養 3 位法師，健保供養 105.25 位

（含 10 位外籍法師， 95.25 位本國籍法師）。健保中輟供養 54 位（含 9 位外籍法師， 45 位

本國籍法師）。  

  

 2.由於條件放寬，接受供養的法師愈來愈多，這是非常令人歡喜的事。醫療供養的金額

較前年減少許多，原因是本會執行「供養法師健保專案」成功，大部分法師都已參與健

保。  

  

 董事施文儀：據我所知，只要有法師提出「健保、醫療供養」的申請，基金會就一定依

其所需供養，所以這項工作的達成率可說是百分之百。書面資料中的年度執行率

95.18% ，應該更正為預算執行率 95.18﹪。  

許瑞助：如果有人認識需要接受供養的法師，歡迎向基金會提供。  

  

三、  林淑女居士報告假牙補助方案  

  

 目前已正式簽約配合假牙補助方案計畫的特約診所共有 8 家。  

  

 92 年度執行假牙補助計畫方案，共計供養 14 位法師，供養假牙顆數為 74 顆（瓷牙 37

顆、金屬牙 16 顆、活動假牙 21 顆），供養總金額為 344,000 元，其中由醫師發心供養

243,000 元  

  

 施文儀董事： 91 年起本會就預定推出「假牙補助方案」，目標是一年補助 100 萬元，500

顆假牙，由方隆琦主委規劃進行，但目前還沒有達到預定目標，仍有努力的空間。  

  

 今年度應多向法師宣導這個計畫，並且找更多牙醫師簽約，目標為 20 家，北中南東各區

都有，以方便師父就近看診。因為如果沒有好的牙齒，就會影響營養的吸收，健康自然走

下坡，從口腔衛教及供養假牙著手是很有幫助的。  

  

 上會下宗執行長：施醫師所言甚是，我本身就深為牙齒不好所苦。  

上慧下明法師：當初訂定此計畫時，曾經多方評估補助方法，徵詢過許多診所，並訂定完

整的補助計畫及標準，今後仍然應該不斷地依據現況修正計畫。其實免費為師父作假牙的



不止目前已經簽約的 8 家，台中的朱誠彥醫師、彰化賴宗欣醫師也在做，但他們都是全額

供養師父，沒有向本會請款。  

  

四、醫事會主委賴文源醫師報告巡迴義診成果  

  

 1. 92 年度舉辦六場義診，看診總人數 744 人，其中個案追蹤數 279 人，完成追蹤件數

111 人，本人無意追蹤件數 160 人，放棄追蹤件數  8 人。  

  

 2. 90 年 5 月 13 日曾在圓光佛學院為 47 人施打 B 肝疫苗， 92 年 4 月 13 日義診時追蹤了

24 人，其中 21 人已有抗體， 3 人仍無抗體。  

  

 3. 從 92 年度義診個案疾病分類看來，B 肝無抗體 195 人，B 肝帶原 60 人，胸部 X 光異

常 17 人，疑似肺結核 2 人，其中 1 人已排除， 1 人服藥中。  

  

 4. 今年起將舉辦「道場每月定期義診」。有需要的道場可向本會提出，由本會連絡醫師

前往。義診藥品由負責醫師提出申請，再由基金會供應，並放置於道場保管。  

  

 義診時間由醫師直接與道場配合。目前已實施的道場是南投南林精舍、嘉義義德寺。  

  

 5. 93 年度巡迴義診預定五場，目前已排定二場。偏遠地區若有人提供訊息，也可安排小

型義診。  

  

 6. 為了使僧伽醫療網的中醫師陣容更堅強，寄了 4292 封信給中醫師，目前收到 74 封回

函，表示願意加入，有些醫師並表示可以就近前往道場為醫師看診。   

  

 上慧下明法師：我補充賴醫師對追蹤人數的報告。  

  

 所謂追蹤是指在義診中發現有某種問題需進一步到醫院檢查或治療。可是很多法師都以

忙碌為由不願意接受追蹤。這方面做的最好的是埔里榮民醫院的黃聰敏主任，他曾經在該

院為師父開辦僧伽特別門診，為師父做衛教，師父有問題也能隨時打手機給他。另外，圓

光佛學院很多學生是外國籍，沒有健保，因此不願意接受追蹤。護理志工梁淑娥老師住在

中壢，離圓光佛學院較近，應該可以協助追蹤的工作。  

  

 梁淑娥老師：其實我已經在為圓光的師父做追蹤，B 肝注射和肝膽超音波都已經做過，

只是沒有向基金會回報，以後會記得回報給基金會。  

  

 黃聰敏醫師：  

  



 1. 因為曾經在義診 X 光檢查發現少數師父疑似罹患肺結核，我擔心在道場中造成傳染，

所以利用週六下午開辦僧伽特別門診給予衛生教育，對於疑似患者也給予治療。很感恩師

父的配合，讓一切圓滿。我的建議是，如果護理人員發現可疑個案，可以請佛教徒醫師支

援，因為他們會覺得為師父及道場服務是無上的榮幸，心甘情願地盡心盡力。  

  

 2. 現今健保時代，醫師看診往往很匆忙，很難花較多時間耐心地診斷，我覺得這樣為師

父看病不夠恭敬，解決的方法應該是開辦僧伽特別門診。  

  

施文儀醫師：  

  

 1. 從義診個案疾病分類看來，約有 600 個案。全年度義診總共為 744 位法師看診，因此

這個比例是偏高的。但是從這份資料看不出完全健康的師父有幾位？應該要做出這樣的統

計，並從有症狀的師父中找出需要追蹤的，因為並非有一點小毛病就要追蹤。目前看來，

追蹤率也偏低，約只有 9%。我建議將義診的分析做得更細些。  

  

 陳榮基院長：以我協助判讀病例的經驗看來，完全健康的不多。  

  

 執行長：根據我們去道場義診的經驗，法師多半以為義診就是看病，所以我們應該宣導

師父來接受健診，讓我們將防患疾病於未然的預防醫學觀念推廣至僧團。  

  

 施文儀醫師：這麼看來參加義診的師父可能多多少少有些病痛，所以有病的比例偏高。  

  

 還有剛剛黃醫師提的肺結核問題，是比較嚴重的大事，處理上必須慎重。不論有沒有參

加健保，肺結核的治療都免費，因為它是法定傳染病，如果是外籍法師，也絕對不會趕他

回國。肺結核病患一定要依照規定服藥，以免產生抗藥性，因此需要有人提醒關心，更要

有醫師特別照顧。（參見第 42、 43 頁）  

  

 上慧下明法師：這就是我們一直想建立的僧伽醫療網，使每個道場都有專屬醫師，等會

兒李懋華醫師會說明。埔里很幸運地有黃聰敏醫師，師父有問題可以立刻打手機找他，他

也會派人親自送藥給法師。  

  

五、放生會主委許瑞助報告放生會紀要  

  

 1. 本會以尊重生命及生態保育為原則進行放生活動。禽流感及 SARS 疫情都和眾生殺業

有關，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放生活動培養大家尊重生命及悲愍之心。  

  

 2. 原則上放生會每年舉辦 3 次活動， 92 年度受 SARS 影響只舉辦了 2 次，分別在東北角

龍洞和金山漁會附近海域，參與者愈來愈多，可見許多人對放生活動很有心。  



  

六、醫療顧問李懋華醫師醫療網報告  

  

 1. 目前已與本會簽約的特約醫院有 3 家，即：埔里榮民醫院，衛生署立台中醫院、衛生

署立台北醫院。  

  

 2. 參與僧伽醫療網的西醫有 112 位，牙醫 35 位，眼科醫師 13 位，中醫 109 位，合計

269 位。  

  

 3. 目前加入基金會僧伽醫療網的醫師人數還不夠多，特約醫院 3 所也太少，應該可以再

增加。我想先提一個「正名」問題。提到「醫療網」，一般人會想到衛生署從 75 年開始在

全國推動的「醫療網」，本會目前的規劃應該稱為「健康照護網」，才不至於混淆。我服

務過 6 家醫院，每家醫院都會對某些團體提供優惠。據我了解，有 2 種方式爭取優惠，一

是發公函申請，二是由會員主動聯繫醫院，例如由佛學社成員或佛弟子提出。  

  

 4. 很多道場地處偏遠，師父看診或追蹤治療很困難，我建議仿照家庭醫師的制度，或由

志工主動前往關懷。現在衛生署在推動「家庭醫師群」，我們也可鼓勵醫師認養道場。  

  

施文儀醫師：  

  

 1. 我很認同李院長的話。我建議提出臨時動議，以董事長及董事名義主動發函給區域級

以上醫院的院長，會務人員再以電話聯繫，並安排時間分頭拜訪各醫院院長，才能在最短

時間內建立李院長所說的「僧伽健康照護網」。  

  

 2. 社區醫療群或家庭醫師制度可以採取認養方式，由醫師認養道場，道場內的法師如有

健康問題可以先打電話諮詢，必要時再前往看病。醫政處正在推動「家庭醫師群制度」，

並且有補助。我會後可以再與李院長討論並初步擬出草案推動，等達到某種成果後，在下

次董事會提出報告。如果可能，最好先以某區為示範，再逐步推廣。  

  

 上慧下明法師：義診的異常追蹤如果能和「僧伽健康照護網」結合，達成率一定可以提

高。  

  

 李懋華院長：衛生署推動的「家庭醫師群制度」，每一組最少 62 位病人，可以有 500 萬

元補助。  

  

 陳榮基院長：可以將上述辦法查清楚後，將此訊息告訴道場及我們所知的開業醫師。道

場就近與附近開業醫師結合，醫師再與附近區域醫院結合。  

  



七、執行長報告電腦網站、雙月刊  

  

 1. 雙月刊愈來愈多人索取閱讀，很受歡迎。印製成本也盡量降低，主編陶蕃震小姐功不

可沒。負責月刊發行的會務人員及志工也非常辛苦和努力，值得表揚。  

  

 2. 網站定期更新，加入月刊內容及會務活動訊息，歡迎多加利用。  

 

八、會計顧問鐘士鎮會計師財務報告  

  

 施文儀醫師： 1.放生會和法師健保醫療捐贈收入的結餘是否專款專用？因為這和當初捐

款者的發願有關，必須特別注意。  

  

 上慧下明法師：健保捐款有專戶，不和其他捐款混淆，放生捐款也是如此。  

  

 執行長：上次開會曾提案通過，放生會的結餘款可轉為健保醫療用。  

 上慧下明法師：這樣的決議一定要讓捐放生款的人知道及同意才符合戒律。  

  

 陳榮基醫師：為長遠計，放生、健保醫療捐款如果有結餘時移做本會醫療費用運作，要

在月刊刊登公告，就能更圓滿、周延。  

  

 執行長：這件事我在放生活動開示時宣布過，但是沒法一一打電話或寫信通知捐款者，

月刊上也會明確地刊登，如果大家還有疑慮，我們恭請董事長裁示。  

  

 上道下海長老：在戒律上說，只要問過捐款者且獲得同意即可，像執行長當眾問過放生

的人就是可以的。  

  

 上本下通法師：放生不要只拘泥於將物件放生，那只是行為的部分，在思想上也要教育

及改變，如鼓勵吃素、行善。  

  

 護僧會陳怡樺居士報告勸募款：  

  

 92 年勸募總收入占總捐款的數目不大。我 5 年多來都是以隨喜、隨分、隨緣的心情勸

募，也鼓勵大家以郵撥捐款，所以這方面金額有增加的趨勢。  

  

九、執行長報告僧伽如意道場籌設情形  

  



 僧伽如意道場是醫療和道場的結合，一旦成立應屬全台首創。目前正在積極找地，並且

希望盡快落實。如果評估可行，希望申請動用基金來籌設。為了加快腳步，新聘副執行長

及委員如下：  

  

十、執行長上會下宗長老報告傳戒法會：  

  

 去年戒會於 10 月 10 日～ 12 日舉行，受菩薩戒的 731 人。很多戒子詢問基金會什麼時候

辦誦戒，目前正在找場地。也有很多人詢問什麼時候再辦，希望每年能辦。  

  

 各項報告結束後，進入「提案討論」，除了通過 93 年度計畫及預算案，並附帶決議授權

執行長視需要勻支 1 到 10 目各項預算，不受科目限制。而僧伽如意道場及會所地點評估通

過後，將向主管機關申請動用基金購置。   

  

 許庭熙居士發言表示，希望會所及如意道場能設在交通適中的地方。妙因寺曾提過願意

提供中壢工業區附近的土地，盼請評估小組前往評估。  

  

最後是臨時動議，有如下四點：  

  

 一 .  上慧下明法師：林淑女居士捐贈位於土城中央路 36 坪的不動產，供基金會作為推廣

會務之用。由董事長道海長老接受所有權狀。  

  

 二 .黃聰敏醫師：請基金會撥一筆經費，供養法師配眼鏡。  

  

 三 .淨旭法師：建議擬定辦法，供養長期臥病法師定額的營養費。  

  

 上會下宗法師：限於現行法令，非正式醫療的費用無法核銷，所以淨旭法師的意見還要

再研究初一個可行的變通方法，以便施行。  

  

 四 .上慧下明法師：建議比照假牙供養辦法，與眼科醫師和眼鏡行簽定特約，給予配眼鏡

的供養。  

  

 此時，時間已經不早，司儀許瑞助宣佈恭請董事長做總結，道海長老體恤大家，簡短說

道：「今天開會時間很長，大家都辛苦了，希望今天提出的提案能圓滿執行，今後有任何

問題也可以隨時提出。」  

  

 這場會議在經過近四小時報告及討論後落幕，留下的是許多精闢的建議予方針，有待全

體與會者發揮自己和大家的力量，努力再努力。  

（活動照片詳見第 30 期會刊 P.1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