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國93年1月15日《人間福報》

〈百年佛緣49〉，登載星雲大師所撰

〈周宣德居士熱心青年佛學營〉一

文，提到民國58年時「台灣青年學佛

的系統，一是周宣德的慧炬學社，二

是佛光山的大專佛學夏令營，三是李

炳南在台中蓮社設立的明倫社，四是

懺雲法師在蓮因寺的齋戒會。」

本人有幸與大師所提到的這四個

道場都有因緣，得以長年廣結善緣，

接受佛法薰陶。首先在民國49年4月8

日我就讀台大醫科三年級時，恭逢周

宣德老師在台大創立台灣第一個大專

佛學社晨曦佛學社，得以加入第一屆

晨曦會員，修習佛學。畢業後一直留

在台大醫院服務，又蒙周老師徵召，

加入周老師創辦的慧炬機構，服務至

今，受到教界眾多善知識的指導與護

持。

在台大醫院服務的同仁中，不

少是台北慧炬周宣德老師及台中蓮社

李炳南老師的學生，台北、台中之間

「遊走江湖」，勤修佛法。尤其，其

中洪石師師兄及戴慧洋醫師，更是我

在76年成立台大醫院慈光佛學社的重

要領頭羊。

台大醫院很多學佛同仁，於76年

4月8日成立了佛學社團，我因為當時

擔任神經科主任，被推為社長。為

了紀念廿七年前學生時代創晨曦社時

的原始名稱，乃訂名為台大醫院慈光

佛學社。慈光社經常在院內舉辦佛學

講座，並參訪道場。在一次水里蓮因

寺的參訪之旅，有幸皈依懺雲法師，

在周老師接引學佛二十幾年後，終

於正式踏入佛門。懺公勉勵慈光社同

仁「從事醫療工作的佛門弟子要具

備四個要件：（1）觀音菩薩的心腸

（慈悲）、（2）維摩居士的口舌（智慧與

辯才）、（3）彌勒菩薩的肚皮（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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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開啟台灣大專
佛學教育的兩位大德：
雪公李炳南老居士與
慎公周宣德老居士

雪公（前排右六）舉辦慈光佛學講座（即後來的明倫
講座），周宣德老師（前排右五）每期都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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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剛菩薩的面目（公正）。」成為我

終身奉行的座右銘。

而我的一位姪女、嫂嫂及同修都

先後皈依星雲大師，家母更受到心定

和尚代表星雲大師為她授五戒。

當李炳南老師籌辦台中菩提醫院

時，周宣德老師也大力宣導募款，慧

炬學子有幸紛紛解囊支持。只可惜，

以後一直沒有機會協助菩提醫院的醫

療。

在慈光社同仁的努力下，終於在

台大醫院創設病人往生助念室，而後

逐漸在國內大小醫院普及。透過台大

醫院慈光社與榮總、長庚、國泰等各

大醫院佛學社的聯繫，於79年1月14

日，假台北榮總開會成立「中華民國

佛教醫事人員聯合會」（佛醫會），本人

被推為第一任會長，以後由胡漢華（榮

總）、黃錫信（國泰）及周照芳（台大）等接

任會長，繼續推動醫界佛弟子的聯繫

工作。

佛醫會同仁經過四年的努力，在

淨耀法師領導下，於民國83年7月30日

在國泰醫院開會，成立「財團法人佛

教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後更名為佛教

蓮花基金會，簡稱蓮花基金會），本人奉推為

董事長。蓮花基金會戮力推動佛化的

安寧療護工作，於84年6月，促成台大

醫院緩和醫療病房的設立，是國內繼

馬偕醫院安寧病房（79年）及耕莘醫院聖

若瑟病房（83年）之後，第一個公家醫院

而且是大學醫院設立的安寧緩和醫療

病房。使台灣的臨終關懷設施，逐漸

普及。透過蓮花基金會及台大緩和醫

慎公周宣德老居士雪公李炳南老居士

緬懷開啟台灣大專佛學教育的兩位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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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病房的努力，也受到屏東一如淨舍

的贊助，惠敏法師及陳慶餘教授的主

持，終於87年開啟臨床佛教宗教師的

培訓制度，創下佛教史上法師正式進

入醫院弘法的開端。

89年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通過，

賦予我國國民臨終時為了善終有選擇

拒絕心肺復甦術（DNR）的權利，後來

預立DNR的意願可以註記在健保卡

內，則在任何一家醫院都可以讀出病

人的意願，可以協助臨終病人不必再

受到心肺復甦術（CPR）的折磨。多年

前，慈光佛學社同仁曾經到台中蓮社

參訪，承蒙雪公弟子黃泳師兄熱心接

待與指導。近幾年在推動DNR的理念

時，黃泳師兄告訴我台中蓮社信徒及

聯體機構住民很多佩戴DNR手環。如

果再加上提早註記DNR意願於健保

卡，並在卡上加個蓮花基金會推動

的DNR貼紙，手上戴個DNR手環，

更可保障善終，安詳地接受親友及

法師的助念引導，蒙佛接引往生極

樂世界！

唐代時，江西有馬祖道一，湖南

有石頭希遷，當年學佛人氏，「遊走

江湖」學法，使佛法興盛。近代，在

台中蓮杜李炳南老師及台北慧炬周宣

德老師南北聯合的教導下，契機地接

引了無數大專生學佛，甚至南北奔波

學法，媲美前人的「遊走江湖」，促

成了不少大專畢業生出家弘法，造就

今日台灣成為很多人認為是佛法東來

以後，最為興盛的時代。感恩雪公與

慎公多年的教導！

本文轉載自《生命》雙月刊第137期，
由佛教蓮花基金會出版，並同意授權刊載。

大陸時期的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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