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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如來十二大願 序曲

東方藥師大醫王

聽見無助蒼生在呼喚

照見眾生受苦難

誓用毅力排除萬難

張起那慈悲大愛的風帆

誓用智慧權巧方便

啟動那苦海救生的慈航
作詞：王思熙 作曲：郭孟雍



無量義經偈頌

普令一切發菩提心
無量大悲救苦眾生

是諸眾生眞善知識 是諸眾生大良福田

是諸眾生不請之師 是諸眾生安隱樂處

救處護處大依止處 處處爲眾生大導師

能爲生盲作眼目 爲顛狂荒亂作正念



每一天都在靜思勤行道，在靜思：

要如何用這個道，行入人間的路？

志工菩薩走在志業的道路，入人群中；

修行者用心經營靜思道場，內外呼應，

不就是最勤行精進的道路嗎？

所以我們日日用愛為種子，用智慧來

耕耘。

靜思語：靜思 智慧 愛

感恩 尊重 愛



普令一切 發菩提心

自度度人，叫做「法度」，若能如

此，就可「普令一切，發菩提心」。

帶動人人發菩提心，就發揮這份

「無量大悲，救苦眾生」了。無量

大悲，要很多人，很開闊的範圍。



一生無量，無量從一生。
我們要有無量的大悲，必
定要讓一念慈悲，擴展為
無量無數的悲心。人人的
悲心合在一起，就能產生
無量的力量，這樣才能很
普遍「救苦眾生」。



人間菩薩大招生



是諸眾生大良福田

「是諸眾生真善知識，是諸眾生大良

福田」，人人的心都有一畦福田，自

己的心地也都有很豐富的種子，要有

農夫善知識去教，無明像雜草，要好

好去除，才能留下純良的種子。人人

啟發一念慈悲，以智慧引導他人，就

是眾生的善知識，也是眾生的大良福

田。



2008年納吉斯風災時，我們在緬甸發放

稻種給災民，也是用方便法去教育、啓

發他的智慧，以方便法去造就眾生的福
田。

慈濟人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土地，有

不同的個案；這叫做「無量」。無限量

的人發心，同一時間，就能普遍在無限

量的空間，發揮同樣的愛，去耕耘福田、

救拔苦難眾生；受救拔的人，量就多了。



救處護處大依止處

善薩所到的地方，就是「救處護處大

依止處，處處為眾生大導師」，要做

菩薩、要學佛，一定要安頓好自己的

身心，才能做眾生的依靠。常常聽到

身心有苦靠菩薩，觀世音菩薩、地藏

菩薩、文殊菩薩……無論是身或心受

了苦難，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菩薩您

來救我」。



2008年7月，卡玫基颱風造成臺灣中南部淹水，
在大愛新聞看到：「藍天白雲」所到之處，很多
人說：「慈濟人來了，我們安心了，我得救了！」



災民說：「看到你們就安心了。」
「看到慈濟人我們就有力量了。」

慈濟人就是人間菩薩
用清淨的大愛擁抱眾生

眾生心得救了
覺得安穩了

身心得到依靠，所以是「教處、護處」
菩薩在人間，就是人間「大依止處」



處處為眾生大導師

覺有情者就是菩薩，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將求來的法，引導迷茫的眾生。
學佛，要時時向宇宙大覺者求法，要發心
不斷以法度眾生，叫做「為眾生大導師」，
能為天下眾生指引迷津。「救處、護處、
大依止處」，不只安定他們的生活，還要
引導他們的心靈，向正確光明的道路，這
是菩薩行者的使命。



大導師就是要引導人向正法的道理，能

看得清楚，就能治心的病。菩薩能為這

些眾生作眼目，因為眾生分不清道理，

由人間菩薩來引導他、教他；貧困的，

讓他有依靠，能度過難關；心裡想不開

的，慢慢引導、牽引，讓他走過心靈坎

坷的道路。這都是大導師，都是菩薩在

為其作眼目，讓看不到道理的眾生，能

有一條路走。



慈濟人用心、用愛，用勤行的心，讓受災

的苦難眾生有一個希望，這不就是「救處

護處大依止處，處處為眾生大導師」嗎？

常說「靜思勤行道，慈濟人間路」，就是

菩薩走入人間，去為苦難眾生鋪路、搭橋；

牽引他們走向光明，並為他們建設安穩樂

處，這就是「人間菩薩覺有情」。慈悲喜

捨是我們的方向、是我們的目標、是我們

的道場，更是我們在人群中的使命！



能爲生盲作眼目
「生盲」的意思是有的人生下來就看不到，

叫做先天性的眼盲；有的人是因為後天發生

意外，或是因為病，造成他看不到。我們要

開導眾生，能為眾生的盲而作眼目。但有的

人是眼明心盲，眼睛看得到，人生的道理卻

看不到，像這種人就需要佛陀的妙法來療治。

有很多志工上求佛道，法聽入心，走進醫院

當志工；醫師治身病，志工就治心病。有的

人是氣到生病，有的人是鬱卒到生病的，志

工配合醫師，同時為他治療身心的病。



為顛狂荒亂作正念
是不是被送到醫院治療精神疾病的人，才是

顛狂荒亂呢？其實顛倒的眾生、凡夫很多。

我常說發脾氣是短暫的發瘋，常常愛發脾氣，

常常起無明亂心的人，都是顛狂荒亂的人。

人心要好好調正過來，不然，生活在貪瞋癡

慢疑中，就是顛狂荒亂的人。

菩薩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引導眾生走入正

確的道路，這是我們要學佛的地方。

《無量義經》是最好的教科書，只要向這本

教科書去用功，就沒有差錯了。



(一) 一九七二年貧民施醫義診所成立

1966年，慈濟功德會成立，開始在花蓮地區展開

慈善救助。東部地區交通不便，醫療資源不足，

更有「有錢買棺材，沒錢吃藥」，將小感冒拖成

大病的情形。上人因此決定成立義診所，不論經

濟貧困與否，皆能夠來看診、取藥。1972年9月10

日，「慈濟功德會附設貧民施醫義診所」成立，

地點位於花蓮市仁愛街28號，場地是德慈師父的

母親黃阿奶提供。醫護方面，有省立花蓮醫院院

長鄒永宏醫師……等、藥品方面則由開設藥房的

張溪池、第一百貨公司董事長徐正風無償提供。

而上人與委員們除了引導、關懷候診病患外，也

親自幫忙包藥。





1976年12月4日，上人率花蓮、臺北慈濟

委員展開為期十日的全臺訪貧複查，慰問

當地慈濟委員長期關懷的貧戶；張有傳醫

師隨行爲照顧戶義診，共複查了一百二十

戶，涵蓋了當時慈濟所救濟的半數。

1986年，花蓮慈濟醫院啓業。同年底，運

作十四年的義診所停辦，並發給貧戶

「義診券」，可至花蓮慈濟醫院免費就醫。





（二）  花蓮大理石企業家醫途中往生

花蓮是全臺幅員最大的縣，人口三十多萬，

但醫療不只沒有電腦斷層掃描，連切片等檢

驗也需送到臺北，往返耗時至少一週。

花蓮大理石企業家於送往台北就醫途中往生。

上人慨嘆：「如果花蓮的醫療資源足夠，就

不會枉送性命！」上人體悟解決之道：

「花蓮的醫療資源和品質必須提升！應該像

西部一樣，擁有科別與設備齊全的綜合醫

院。」因此決心蓋醫院。







（三）一九七九年籌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1979年5月13日，上人於全臺慈濟委員

聯誼會，提出籌建六百床規模的「佛教

慈濟綜合醫院」構想。以當時慈濟的能

力，與會的弟子們心懷憂慮，但面對師

父堅定的決心，眾人異口同聲的表示

「師父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做！」就這

樣，艱鉅且浩大的建院行動於此展開。



為籌建醫院，1980年功德會申請設立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建院

的第一步是尋覓合適的土地。







直到1982年，在中央與地方協助下，擇定花

蓮市國福里的一塊土地，做爲醫院建地。

面對建院需六至八億元的預算，受邀動土的

省主席李登輝，在聽到慈濟當時僅募得不到

三千萬時，便勉勵「萬里長城也是從一塊磚

開始」，期許眾人再接再厲，風雨生信心。



行經知路─信能增長諸善法─慈濟老友

林洋港先生告訴我，蔣總統經國先生非常關心建
院的事情，答應幫忙解決土地問題，要我準備動
土開工。隔天一早，報上就登出了斗大的新聞：
慈濟決定在花蓮國福里建院，土地已經有了著落，
準備動土開工，建院基金已募近八千萬元。

看到這則消息，我嚇了一跳，心想：這位記者是
誰啊？我根本還没募到八千萬元，怎麼可以這樣
寫呢？

我急忙去問花蓮的慈濟委員：「這位邱記者是誰？
他為什麼要這麼寫？」委員去詢問，邱記者便解
釋道：「你們蓋一座醫院需要八億元，現在還募
不到三千萬元，誰敢放心捐款啊？至少也要有十
分之一的經費，人家才會放心地捐款，所以我才
寫八千萬元。」



醫院動土兩個月後，軍方告知國福里土地

因有軍事用途，需停止建院工程。萬念俱

灰的上人為此不吃不喝，甚至交代同仁詳

列每筆捐款資料，若建院不成將一一退還。

爾後，經中央部會與地方的協調，及慈濟

人大力奔走，以「三方換地」的方式，於

一九八三年五月，省政府批准花蓮農校實

習用地移撥慈濟建院使用，至此醫院建地

定案。

靜思語：有心就有福，有願就有力。



1984年4月24日，位於現在花蓮市中央路

的醫院預定地動土，在印順導師與內政部

長林洋港聯袂揮鏟下，慈濟醫院終於啓建。

站在林部長身旁的上人，眼眶含淚的緊咬

下唇，面對種種的考驗，已難以言喻其中

的艱辛，但慈濟人始終難行能行。



奔走勸募 啓發愛心
尋找土地不易，建院經費更是一大考驗。

當上人呼籲建院，除佛教界響應，臺北菩提

講堂修觀法師捐出第一個一百萬元。後來更

有日本企業家願捐贈兩億美金，當時幣值，

約新臺幣八十億元，但上人婉拒了。上人期

盼讓人人皆有耕耘福田的機會，與其坐看醫

院建成，寧可十元、百元的勸募，啓發臺灣

每個人的愛心。也考量若接受大額捐款，未

來難保院務不會受到干預，辜負眾人支持建

院的美意。



全臺慈濟人積極勸募，有人捐款，也有人

捐贈珠寶、字畫，因此，分別於一九八三、

四年底，在臺北空軍活動中心舉辦兩次大

型義賣，實現「福田一方邀天下善士，心

蓮萬蕊造慈濟世界」的目標。

樂生療養院的痲瘋病友，上人於一九七八

年九月首次探訪，著手進行生活補助、整

建病房。一年後，院友金義楨在雜誌上看

到慈濟要建院的消息，帶動院友一同響應

捐款，共捐出六萬一千九百元建院基金。



接著宋金緣在院內發起一朵一萬元的
「心蓮」運動，有不少人如陳小蘭將積蓄多
年的「棺材本」捐給慈濟，到1986年2月，
所捐助的金額已超過百萬元。病友們從手心
向上，轉爲手心向下的付出者，上人認為它
是一個「超越天堂的地方」，而超越天堂的
地方就是淨土。



心血澆灌 醫院啓業

1984年7月29，在籌備建院期間，義務協助

的臺大醫隊副院最杜詩綿、曾文賓，正式

出任慈院首任正、副院長，在醫院興工同

時，致力院務規劃並廣邀醫療人才。原預

估需三年的醫院建築工程，在慈濟人、會

員大眾、建築委員及工程包商的努力下，

建築結構體提前在1986年1月完工。



1986年8月2日，院長杜詩綿於啓業前的記

者會上，宣布8月3日至15日，舉辦爲期兩

週的義診，另一個是不收保證金。

1986年8月17日，「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終於啟業，約兩萬多人參與飲業典禮，臺

鐵還為此加開臺北往返花蓮的列車並加掛

車廂。上人曾說：「如果心血有形，醫院

的每一塊磚，每一吋土地，都是用心血澆

灌而成的。」一間集合無數愛心而建成的

佛教醫院，正式在東部地區發揮守護生命

的良能。



尋覓人才 志同道合
1986年3月，臺大醫院外科部總醫師陳英

和來到慈濟醫院報到，他是第一位自願前

來慈濟任職的醫師。信仰基督教的陳英和

原擔心自身的宗教信仰，是否真的能在佛

教醫院工作？上人聽了毫不猶豫地回答：

「我不擔心你信基督，我只擔心你信得不

夠徹底」，上人表示最重要的是能爲病患

付出「愛」，有虔誠的信仰，就能愛得徹

底。親見上人對於不同宗教的胸襟後，陳

英和安住了心，全力投入骨科的籌備工作。



接著，在慈院外科主任張耀仁號召下，醫

院啓業第三年，原在臺大醫院服務的郭漢

崇、簡守信、李仁智等十幾位醫師同時辭

去職務，前來慈濟報到，才使醫師人力開

始趨於穩定，讓慈濟醫院能承擔起東部醫

療的重任。



藥師如來十二大願 終曲

歲月悠悠人生苦短
世上沒有長生不老的仙丹
生命旅程猶如一道拋物線
再美的彩虹也會消失在天邊
用慈悲與智慧鑄成的脊樑
撑起蒼生的傷痛與苦難

作詞：王思熙 作曲：郭孟雍



無量義經偈頌

大醫王 分別病相 曉了藥性 隨病授藥

大船師 運載群生 渡生死河 置涅槃岸

大醫王 分別病相 曉了藥性 隨病授藥

大船師 運載群生 渡生死河 置涅槃岸



無量義經偈頌講述

佛陀是大船師，苦口婆心、倒駕慈航，就

是希望在芸芸欲海中，運載群生。只有一

艘慈航夠嗎？不夠。所以佛陀來人間設教，

讓人人有一個教規方向，希望人人都能做

一位心靈欲海中的導航師。三藏十二部經，

佛陀五時設教，無不都是為眾生開啓心靈

的智慧，讓人人能法入心、心度人。



因此我們要「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心

中要有佛，行中要有法；將佛陀的教法入

心，以心法走入人群中去度人。人間必定

要有無數的導航師，否則芸芸欲海中，光

是一艘船再怎麼大，也沒辦法救全部的人。

哪怕是一艘小船，也不要輕視，它能不斷

不斷救人，長久累積下來，也能救很多人。



大船師 運載群生

在航海中救人的人，一定要學會判斷方向，

方向不能迷失。學佛，就是要學得在茫茫

欲海中，知道方向怎麼走，才能利用這艘

船度人。「法如筏者」，運用佛法，就像

運用竹筏；將佛陀的教法用在人間，就像

竹筏在水上也能救人。但是《無量義經》

所說「船師、大船師，運載群生，渡生死

河，置涅槃岸」，是指佛陀。



佛陀是一位大航海家，是欲海中的大船師，

是引導眾生方向的大覺者。他在人間教我

們如何度人，若所教的人能接受佛法，再

去救濟無量數的人，渡過欲海，則人人都

能到安全的地方。常常說人生苦，修行就

是要脱離生死。若有欲，一定會迷在生死

河裡無法脫離，生死要如何能脫離呢？佛

陀現相來人間，住世壽命八十歲，最後仍

是老、病、死，即使佛陀本身，年齡也有

限數。



度生死河 置涅槃岸

如何才能真正脫離生死呢？斷除生住異滅

的煩惱。心裡的煩惱，有起伏生滅，所以

會造很多苦。人只知道苦惱重重，不知道

過去造什麼因？這輩子怎麼會得這樣的果？

這就是迷，迷茫在芸芸苦海中。

學佛，就是要學得來清楚、去清楚。生命，

本來就無生無滅，若能回歸到原來的本性，

自己就能很清楚，明明歷歷，沒有生死煩

惱，就是「渡生死河」。



「置涅槃岸」，涅槳又叫做寂光土，就是

能到達靜寂清澄的心地，脫離由不得自己、

自己無法左右人生方向的境地，回歸到佛

性不滅的涅槃境界。

涅槃，唯有已經大徹大悟，離開世間，心

靈回歸到大寂光土的聖人，才能稱作涅槃。

無生無滅，靜寂清澄，這種境界，就是

「涅槃岸」。



學佛應該要好好瞭解生命的航向，把欲望

慢慢降低，直到心中無欲。人人都有一艘

法船，因為欲讓船迷失方向，又再遇到無

明風起波浪，就更危險。我們要感恩航海

中有大船師，指引我們心中行走的方向，

教我們如何航行的方法，使我們能夠度很

多人。



大醫王 分別病相

「醫王、大醫王，分別病相，曉了藥性，隨

病授藥，令眾樂服」，眾生人人有心病，心

病是什麼？無明煩惱。除了心病以外，還有

生理上的生老病死；眼睛看得到的身體病痛，
都是佛陀說的苦相。

凡夫從小時候一片純真，慢慢污染、污染。

世人說的話，怎麼教，他就怎麼聽；世人的

行動，他怎麼看就怎麼學，人間的享受、娛

樂等等，使他的欲心慢慢開展。



過去所造的因緣，在這一生當中，又開始
慢慢來誘引他。後天的薰染，無明的煩惱，
自然慢慢入心。
過去的緣再誘引一下，就會合起來，往他
的命運去，開始慢慢航向欲海。在欲海中
迷失方向，就不斷沉、浮，浮、沉，在那
期間，後天再去造業；造了業就再加重煩
惱，在造業、煩惱中不斷交纏。



曉了藥性 隨病授藥

「醫王、大醫王」就是來度眾生、療治眾

生身心的苦難。時間有限，無法讓我們隨

心如意，所以在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

要苦、要樂，都是自作。人生八大苦中，

病苦為第一，貧加上病痛，是不是苦中加

苦？



慈濟四大合一，八步跨國濟貧、義診，及

時拔除身心病根。身體一旦病了，最難堪！

所以病來時最苦。有錢的人，病痛有醫師

可看，有人可照顧，雖然苦，還是有所依

靠。但是病若再加上貧呢？貧又加上孤獨

呢？這種病痛、貧困、孤獨，是不是苦中

加苦？



全球哪一個國家沒有貧困、孤老無依、病

痛的人？好在有人間菩薩。這三種人只要

能遇到人間菩薩，就有依靠，能得到幫助。

慈濟志業，八大法印在全球共同推動；不

論哪一個地方有苦難、有災難、有貧窮，

慈善對貧、病、孤、苦馬上提供幫助；醫

療對人群普遍服務，只要有人有病痛，無

法就醫，慈濟人醫會就合起來去做義診。



我們大家愛感恩
上人常常在身邊
教育我們行佛道
身心清淨結佛緣

世界人人愛感恩
上人慈悲救眾生
但願眾生得離苦
大愛電視教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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