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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慈悲、自不量力

⚫建 院

⚫希望工程

⚫骨髓捐贈

⚫購買BNT疫苗

都是明知困難
重重而為之



慈濟醫療網
1.花蓮慈濟醫院-1986.8.17啟業

2.玉里慈濟醫院-1999.3

3.關山慈濟醫院-1999.7

4.大林慈濟醫院-2000年

5.台北慈濟醫院-2005年

6.台中慈濟醫院-2007年

7.斗六慈濟醫院-

8.三義慈濟中醫醫院

9.嘉義慈濟診所

國際人醫會

印尼慈濟醫院

大陸蘇州門診部



花蓮慈濟醫院



玉里慈濟醫院



關山慈濟醫院



大林慈濟醫院



台北慈濟醫院



台中慈濟醫院



斗六慈濟醫院



三義慈濟中醫院



嘉義佛教慈濟診所



蘇州慈濟門診部



印尼慈濟醫院





印尼慈濟醫院落成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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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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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蓮》 P67

上人的「理想」



後山的醫療困境
一.醫療設備落後-無電腦斷層掃描、切片檢查要

送到台北

二.交通困難：北迴鐵路通車前，走蘇花公路到台
北至少八小時，常有救護車半途折返-因為病
人已經斷氣了。

《心蓮》 P66



花蓮大理石企業家送醫途中往生

花蓮經營大理石業的企業家。

正值壯年，突然腦溢血，陷入昏迷。

花蓮的醫院束手無策。

租專機轉送台北，花蓮濃霧無法降落，只好折返。

改搭車，還沒到台北，就在蘇花公路上過世了。

上人：「如果花蓮的醫療資源足夠，就不會枉送性命！」

《心蓮》 P67 《無量義法髓頌》 P236



義診所不能解決「貧」與「病」的惡性循環

⚫為了解決「貧」與「病」的惡性循環，不讓小病拖

成大病，進而拖垮一家經濟，功德會成立第七年開

辦貧民義診所。

⚫然而，義診所僅能治療小病，遇有重大傷病個

案，…只能轉送台北。如此「台北能，花蓮不能」

的景況，彷彿是後山民眾難以翻轉的宿命。

《心蓮》 P53

1972-1986：15年、每周兩次



建醫院三個原因
一.資源不足：花東地區醫療資源不足。

二.根本解決：救貧從「根」救起，「『病』是
『貧』源，止病才能防貧。」

三.活水源頭：將救濟工作提升為佛教的慈善事
業。永續慈善工作的活水源頭。

《心蓮》 P72-75



一.不忍見「貧」之苦，29歲成立「佛教克難慈
濟功德會」。

二.不忍見「病」之苦，42歲決定蓋醫院，徹底
解決貧與病的惡性循環。

因為「救人必須從『根』救起。」

「止病防貧」的積極作為

《心蓮》 P69



一.1979年初夏某天，凌晨三點五十分靜思精舍打板聲響起。法
師起身時，一陣心絞痛猛烈來襲，來不及拿出常備藥，就不
省人事。

二.朦朧間，法師感覺自己飄離身體，在高處俯瞰一位白衣人正
在取自己的心臟，不但沒有痛覺，而且感到很輕安、很自在。

三.他還告訴白衣人：「這個肝、這個胃、這個腎，都可以拿去
給別人用…。」

四.彷彿做了一場夢。待意識恢復時，大殿早課已經結束。

《心蓮》 P68

「短暫死亡」42歲



「萬一我不在了」
•心絞痛彷彿一顆不定時炸彈，隨時可能奪命。

•師父問委員：「如果有一天，師父不在了，你們會
不會繼續做？」

•「師父做到甚麼時候，我們就做到什麼時候。」委
員們坦率表示：「如果失去師父領導，我們就要休
息了！」

•好不容易匯聚的善力，不能就此中止。

《心蓮》 P64-65



一.這個「短暫死亡」的經驗，促使法師做出重大
決定。「人命呼吸間。再不做，來不及！」

二.因此，在生命最虛弱的時刻，法師下了最堅定
的決心-為花蓮蓋一所設備齊全的綜合醫院。

《心蓮》 P68

再不做、來不及



宣布建院-不忍心，所以不自量力

⚫於1979年7月8日全省委員聯誼會宣布建院。

⚫1978年底，慈濟委員125位、會員一萬多人。

⚫「既然要做，就不要去想困難，相信只
要守住誠正信實，人多力大、福就大！」



精舍生活也拮据

一.1979年一月一日，臺美斷交，靜思精舍代工
貨源不穩定，生活幾乎難以為繼。

二.「上無片瓦、下無寸地」-風災漏水無錢修繕



堅持以「佛教」申請立案基金會

一.具備財團法人資格，才能申購公有地。

二.法師以「佛教慈濟」之名提出申請，但遭遇困難，
關鍵在於「佛教」二字。

三.法師堅持必須以「佛教慈濟」之名申請，「如果沒
有佛教精神做依歸，很難長久堅持下去。」

四.1980.1.16省政府頒發「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佛教慈
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立案證書。

《心蓮》 P93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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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醫院三大難題

一.找土地難-「七易其地」

二.募款難-需要6-8億元

三.找醫療人才更難



⚫吳水雲縣長/林洋港部長

⚫蔣經國總統/孫運璿院長

⚫李登輝省主席

⚫台大及醫界菁英前輩

⚫慈濟志工+愛心人士

慈濟的貴人



1980.10.16 省主席林洋港蒞臨精舍



1980.10.19 蔣經國總統蒞臨精舍

政府首長支持建院3'21''

新增資料夾/政府首長支持建院3'21''.mp4


孫運璿院長協助取得建院土地

• 1982.11.22孫運璿院長來到國福里建院預定地，允諾

將敦促財政部，加速辦理慈濟建院的國有地申請案。

• 1982.12.27孫院長批准，將一公頃多的土地售予慈濟

為花蓮建醫院。

《心蓮》 P232-233



面對挑戰「三不求」
⚫1983.1.2新年發願

一.不求事事如意，只求毅力勇氣

二.不求身體健康、只求精神敏睿

三.不求減輕負擔，只求增加力量

《心蓮》 P234-235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設計圖



整地前祈福法會



整地前念佛持咒祝福



證嚴法師親自參與整地





李登輝主席拜訪靜思精舍(1983.2.4)



動土在即 壓力沉重

⚫動土前一天(1983.2.4)，李登輝主席蒞臨精舍。

⚫李登輝主席問法師：「聽說醫院需要六到八億預算？」

⚫法師：「是啊！」

⚫「現在募到多少了？ 」

⚫法師停頓片刻後說：「不瞞您說，現在三千萬還不到。」

⚫「才這樣而已啊？三千萬不到，明天就要動土了？ 」

⚫「是啊！我現在的心，就像外面的的天氣一樣，

溼漉漉的。」

《心蓮》 P247



第一次動土：1983.2.5

•距離提出建院構想已三年七個月。

第一次動土諸山長老來參加3'26''

新增資料夾/第一次動土諸山長老來參加3'26''.mp4


真華法師、靈根法師、了中法師、今能法師、厚行法師、星雲大師、
煮雲法師、廣元法師、淨海法師、嚴慈法師、聖印法師、成一法師

參與第一次動土的12位長老法師



省主席李登輝：「雖然百分之八十的資金無著落，…

萬里長城也是從一塊磚開始。我對慈濟很有信心，
相信大家犧牲奉獻的精神，可以解決任何困難。」

慈濟醫院首次動土

《心蓮》 P250-251



「拚盡性命」也要完成建院

「動土後資金壓力沉重，每次想到龐大的工

程款，一顆心就像被電擊一樣。接下來會如

何堅難？功德會是否也將步入風雨中呢？」

《心蓮》 P251



晴天霹靂-國福里土地有軍事用途

•法師萬念俱灰回到精舍，跪在大殿佛像前，不吃、
不喝、不睡，終至心臟病發倒下。整個靜思精舍，
陷入悲傷的氣氛中。

•「我的內心非常痛苦，身體也支持不了…」

•「如何向四萬名會員以及熱心護持的大德交代？」

《心蓮》 P263



林洋港部長安慰法師
⚫ 「可能是菩薩不喜歡這塊地。沒關係，我們再找，

吳縣長會幫你，有困難就來找我。你是為地方做
事，政府一定會支持到底。」

⚫ 國福里用地屬軍方最高機密，連省府都不知道。

⚫ 林洋港部長聯繫國防部長，一起解決土地問題。

《心蓮》 P263



三方換地
⚫慈濟與國防部、省政府以交換土地方式，將
花蓮農校實習農場土地轉給慈濟。

⚫八月十一日省府都市計畫委員會通過，將花
農實習農場土地變更為慈濟綜合醫院專用區。

⚫1983年8月15日，慈濟正式取得該土地。

⚫建院土地終於塵埃落定。

《心蓮》 P273



法師勘查
花蓮農校土地



首次動土之後又一波三折

動土之後 一波三折-4’37’’

回眸來時路

動土之後一波三折4'36''.mp4


第二次動土(198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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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佛教 為眾生」而建醫院

願做穿「鼻圈」的牛

上人開示建院過程的困難3'36''

上人開示建院過程的困難3'36''.mp4


第二次動土，悲喜交集

動土之際，上人思及覓地歷經波折，又擔心動土之後，
工程款項不知從何而來，憂欣之情難以言喻。

《無量義法髓頌》 P241



⚫「記得動土那一剎那間，我的心很矛盾，又歡喜、

又擔心，所以咬著牙根、含著眼淚。當我看到這

樣的畫面，自己也嚇一跳。」

⚫「為了蓋醫院，二十幾年走過來真的很辛苦，但

也很感恩有這麼多人幫助師父，讓我在花蓮把醫

院蓋起來，救了很多人。」



第二次動土，經歷一場生死關 



第二次動土，經歷一場生死關 

⚫一切彷彿順利進行，外人實難看出，法師方才經歷
一場生死關。

⚫稍早的動土法會前，法師念完功德疏文，一陣心絞
痛猛烈襲來，他不支倒下！隨行弟子急欲扶起，法
師作勢莫驚動大眾，強自站起，悄悄入內服藥，很
快又回到會場。

⚫短暫離席期間，達宏法師代行上香，剛進場的貴賓
們無人發覺。

《心蓮》 P327



動土前法會，達宏法師代行上香

《心蓮》 P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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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到工地關心營建進度



慈濟醫院
建院模型



以照護孩子的心情來設計醫院



建醫院三大難題

一.找土地難-「七易其地」

二.募款難-需要6-8億元

三.找醫療人才更難



兩億美金捐款的抉擇

•1981.8.16：

•黃仲樺建築師為了設計慈濟醫院，去了一趟日本。

•日本一間會社的社長是佛教徒，曾住過花蓮，事

業經營很成功。

•願意提供兩億美金襄助，回饋「第二故鄉」花蓮。

《心蓮》 P175-176



為何婉拒兩億美金？

一.若接受這筆捐款，將來難保院務運作不會受到干

預。…不計一切「搶救生命」的目的，未必能達成。

二.政府支持建院，若收下日本人捐款，恐辜負政府美意。

三.「希望人人都有機會耕福田，所以寧可五十元、一百

元的辛苦勸募，啟發眾人的愛心。」

上人：日本兩億美金、林口七十甲土地，都沒有動了我的心！

《無量義法髓頌》 P242



福田一方 邀天下善士

心蓮萬蕊 造慈濟世界

奔走勸募，啟發愛心

《無量義法髓頌》 P242



用掘井人的精神建醫院  
永續慈善的活水 建院-用心血澆灌而成 2'58''

建院-用心血澆灌而成 2'58''.mp4


如果心血有形，醫院的每一塊磚，
每一寸土地，都是用心血澆灌而成。

如果心血有形，醫院的每一塊磚，每一寸土地，都是
用心血澆灌而成。

樂生療養院
賣心蓮

高愛師姊
掃華中橋

會眾大德
虔誠朝山

空軍活動中心
兩次義賣

宣講藥師經

慈濟列車



陳錦花師姊與丈夫陳燦暉教授，捐出15

兩黃金，成為建院的第一筆捐款。

《無量義法髓頌》 P243



樂生療養院宋金緣老菩薩在院內發起「募心蓮」

響應慈濟建院，很多人捐出「棺材本」，至

1986年2月樂生院友捐助金額已超過百萬元。

《無量義法髓頌》 P244-245



凌晨開始清掃華中橋，賺錢協助建院

高愛師姊

高愛師姊護持建院1'27''

華中橋

中和

萬華

高愛師姊護持建院1'27''.mp4


心血澆灌 醫院啟業

《無量義法髓頌》 P248

1986.8.17 
花蓮慈濟醫院
正式啟業

二萬多人參與啟業典禮

台鐵加開列車



1986.8.17花蓮慈濟醫院啟業



建醫院三大難題

一.找土地難-「七易其地」

二.募款難-需要6-8億元

三.找醫療人才更難



王欲明

慈濟醫院第一次董事會

1984.7.29



杜院長：「雖然我身上有一顆炸彈，但只
要師父對我有信心，我一定會承擔！」

上人敦聘杜詩綿院長為
慈濟醫院第一任院長

 

《無量義法髓頌》 P248



台灣醫界菁英護持建院

杜詩綿院長與醫界前輩2'05''

尋覓人才 志同道合

杜詩綿院長與醫界前輩2'05''.mp4


簡守信醫師：「三十年前，花蓮是醫療的後

山；三十年後，花蓮是台灣醫療的靠山。」

《無量義法髓頌》 P250



首位到慈濟醫院報到的陳英和醫師：

「只要我來了，我就永遠不會離開花蓮。」

《無量義法髓頌》 P249-250

上人：「我不擔心你信基
督，我只擔心你信得不夠
徹底。」



花蓮慈院個案-林傳欽 輪轉生命

汽車修理學徒林傳欽，1987.10月被大理石廢料壓傷，陳英和醫
師為其治療，後與朋友成立多媒體電腦工作室，從事「電腦繪
圖、動畫」等工作。曾獲得世紀盃、亞洲盃殘障健力比賽金牌
獎，後考取街頭藝人執照，製作寵物氣球。 《無量義法髓頌》 P267-273



生命勇者林傳欽的見證

生命勇者林傳欽3'35''

生命勇者林傳欽3'35''.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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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起蒼生的傷痛與苦難 

東方佛土 淨琉璃的光   藥師如來大醫王的願 

聞名憶念 善巧的方便   令諸有情遠離嫉妒與誹謗 

啊！藥師如來的願  清淨琉璃的光 

芬芳生命的春天   光照人間的希望 

普濟蒼生的良方   成就慧命的資糧
《無量義法髓頌》 P258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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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量義法髓頌》 P259



守護生命 守護健康  守護愛

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2'12''

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2'12''.mp4


大船師 運載群生 渡生死河 置涅槃岸

⚫佛陀是大船師，…倒駕慈航，就是希望在芸芸欲
海中，運載群生。

⚫救人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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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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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量義法髓頌》 P260-261



大船師 運載群生 渡生死河 置涅槃岸

⚫清楚生命不生不滅，沒有生死煩惱，就是「渡生死河 」。

⚫「置涅槃岸」，涅槃又叫做寂光土，就是能到達靜寂清

澄的心地。

⚫不是人死了就是涅槃，凡夫往生不能叫做涅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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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量義法髓頌》 P262-263



大醫王 分別病相  曉了藥性  隨病授藥

⚫眾生人人有心病，心病是甚麼？無明煩惱。

⚫除心病以外，還有生理上的生老病死。

⚫人生八苦中，病苦為第一。

⚫病苦若再加上貧，貧又加上孤獨，這種病痛、貧
困、孤獨，是不是苦中加苦？

好在有人間菩薩，讓這三種人有所依靠、能得到幫助。



回眸來時路

感恩說不盡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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