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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心集

感恩上人四十年來「為佛教、為眾

生」，投入四大志業、八大腳印，如今

終於因緣具足，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

濟宗門。二○○六年底舉辦的第一梯次

「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精進

研習活動，報到時間是十二月十五日的

晚上六點三十分。其實在所有學員完成

報到前，大部分的工作人員與隊輔們已

經至少連續三個晚上反覆演練這次精進

活動的細部流程。

能夠承擔第二十二組隊輔以及聯絡各

位醫師隊輔的工作，深感因緣殊勝，要

感恩各位組員與隊輔們的合心、和氣、

互愛、協力，使所有的程序皆能順利完

成。

記得在隔日，也就是十二月十六日上

午，全體學員在精舍師父的帶領下，隨

著「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守之不動，

億百千劫，無量法門，悉現在前，得大

智慧，通達諸法」的經文唱誦，整齊劃

一的繞佛。之後十分鐘的止靜，講經堂

中雖然千人共聚，但完全安靜無聲，十

文／孫宗伯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守護一念初發心

精進活動的分享時刻，學員們踴躍上台發言。圖左至右為花蓮慈院護理部章淑娟主任、林欣榮院長、

品管中心李毅主任、孫宗伯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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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攝心，渾沌的心也隨

之寂靜而清明起來。

果然接下來上人的開

示，使我感受到前所未有

的法喜充滿，隨著上人

四十多年前的出家因緣，

到今天的慈濟世界，其中

的轉折與因果關係，頓時

使心中「我從哪裡來？我

為甚麼在這裡？我往哪裡

去？」的疑問豁然得到領

悟。

每一位醫療工作者，一

定有搶救生命、守護健康

的初發心，也就是助人離

苦得樂的善念，但在日常

生活的紛擾中，這一念本

心有時偏離了，有時退轉

了，只要能夠感恩眾生示

現病苦死傷之相，知苦惜

福，守護一念初發心，則

無量法門，悉現在前。實

際的做法就是跟隨著慈濟

的腳步，信人有愛，信己

無私，隨道而行，在大四

合一架構下，從「醫療」

入門，參加義診、賑災等「慈善」活

動，隨時說慈濟「教育」人群，並培養

自己品德，深化「人文」；於小四合一

的內容中則是以初發心為本，落實臨床

服務、研究、教學、行政的工作。

誠心的恭賀所有的學員成為第一梯

次的慈濟宗傳人，在這一個全球持續暖

化，天災人禍不斷的當下，希望每一位

同修能夠把那一份悲心相契、法喜充滿

的感受，分享給有緣人，感恩有他、有

你、有我，已度關懷當度，當度接引未

度，把握時間，珍惜空間，在人與人之

間散播大愛，減少私慾，祈求人心淨

化、社會祥和、天下無災難。

自願參與「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精進活動的志業體同

仁，在精舍師父的帶領下，虔誠唱頌無量法門，整齊劃一的繞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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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慈濟六年多，深深慶

幸自己不僅有專業的成長，

也有心靈的淨化與提升。回

想自己的專業養成過程，從

住院醫師開始，醫療志業體

在我身上投注了多少心力、

多少資源，這些都是上人、

林碧玉副總的愛與期許，慈

濟人、志工菩薩們的支持與

付出，營造這個愛的園地，

用心培養我們成為「大醫

王」，守護著民眾的身心健

康。

想起歷年來參加國際學術

會議及進修，在醫療團隊的

學術表現外，最珍貴的是慈濟師兄師姊

對我們的扶持和栽培。

有時候會自豪於以高難度的手術與不

眠不休的照顧來幫助病人，以身為神經

外科醫師為榮。但一想到上人這四十年

來的堅持與不間斷，上人的大愛無限寬

廣、無限包容，自己真的太渺小，自己

承擔的只有眾生的一小部份，甚至自己

能承擔也是因上人幫著我們一起承擔。

如同外科醫師在修補病人身上、體內

的損傷，慈濟的慈善、醫療、教育、人

文這四大志業，，也是在修補著世界、

地球的損傷。《無量義經》中所說「守

之不動，億百千劫」，要能歷經劫難仍

不改初衷，是需要何等的智慧與勇氣，

自己何其有幸能成為慈濟人。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閱讀完《釋迦

牟尼傳》，那時對佛法很嚮往，能參透

宇宙中的真理法則是人生的一大樂事，

但自己仗著小聰明，心念飄浮不定。感

恩自己有機會參與了合心共識營，以及

慈誠培訓課程，能以上人為師，進入慈

濟宗門，學習與實踐靜思法脈。

前一陣子閱讀《慈濟》月刊，看到陳

文／周育誠　台中慈濟醫院神經外科主治醫師

盡本分 育人文

回想自己的專業養成過程，周育誠感謝慈濟大家庭的支持與付

出。圖為二○○六年林碧玉副總為周醫師別上胸花，準備上台接

受上人受證為慈誠。



人醫心傳
二千零七年  二月

13

十年茹素的結果，居然是全家的身心健康都

受惠，也讓黃銘傑主任在臨床牙科執業上能

更專注，免去了腰酸背痛職業病的侵擾。

英和院長、張耀仁副院長、顏惠美師姊

等人年輕時的身影，他們在上人、副總

的感召下，放棄好的工作、進修機會，

為慈濟醫療志業的發展打下基礎，才有

今天北中南東六個醫療院區的發展。身

為上人弟子，我衷心期盼能以他們為標

竿，盡己所能的承擔。

剛升任主治醫師，第一年的規劃是

趁著我還年輕有體力，剛脫離住院醫師

階段仍保有住院醫師技能，專心協助資

深主治醫師工作，也從中向前輩學習智

慧與經驗；未來出國進修，將最頂尖的

醫療帶回國內，能擴大服務的範圍與層

次。

上人在此次的精進營中說，我們不

是淨土宗，也不是禪宗。個人的體會

是，上人將深奧的佛經解出其中義理，

但不要我們拘泥其中，而是要將其中義

理實踐於日常生活中，這是「佛法人間

化」、「佛法生活化」的體現……。

醫療有責任用心的經營讓社會大眾感

受到慈濟的醫院是溫暖而不冰冷，帶動

社會的改變，如同台中慈濟醫院從一月

八日健康諮詢開診以來這一段時間的努

力，讓大台中地區民眾歡歡喜喜來台中

慈院看健康。

做，就對了！我此生能師承上人，生

生世世定能循序漸進地提升。我會努力

做好一位慈誠及大醫王的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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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從小跟著

虔誠的阿嬤在寺廟中

度過童年大半時光的

我來說，禮佛、誦經

是再也熟悉不過的聲

音及場景。但佛經所

記述的深奧道理，卻

又豈是我們能輕易理

解的。

進入慈院工作已三

年了，雖也完成慈誠

培訓及皈依　上人，

但說來慚愧，對佛教禮儀及慈濟的使

命，似乎沒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及體會，

誠如精進活動時，主持人所說的，有種

入寶山空手而回的感覺。上人的書籍及

靜思語雖曾翻閱，但其中蘊含的理念卻

是似懂非懂，感恩這次基金會主辦了共

修會，讓我有幸對於佛法、佛教禮儀、

慈濟理念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及體會。

二 天 二 夜 的 課

程中，從清晨的法

華經序早課，常住

師父們的陪伴及教

導，以及德宣師父

的佛教禮儀及禮佛

過程的指導，無不

令在場每一位共修

文／陳德誠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神經外科主治醫師

職志合一精進行

二天二夜的共修活動，讓

醫療志業同仁有機會更深

一層的體會慈濟理念，將

慈濟人文力行在醫療執業

行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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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感動，甚而落下莫名的眼淚。第一

天活動最後，許多同仁的分享，更讓我

感受到慈濟體系中職志合一的悸動。

記得去年十月份到上海開醫學會時，

有兩位美國醫師看到我名片上的慈濟標

誌時，輕問我是不是在卡崔娜颶風時協

助家園重建、穿藍衣白褲的團體？當下

心中的與有榮焉，真是難以形容。

第二日早上德凡師父的《衲履足跡》

導讀，更讓我收穫滿滿，原來在上人的

書籍中竟是蘊藏著這麼多的寶藏等著我

們去挖掘及體現，這對我之後的個人修

行，有很大的助益。

二天二夜的共修，對於個人將來職志

合一、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信

心滿滿。更感恩無數不知名菩薩們的共

同協助，才能圓滿舉辦這次的共修會。

多了慈誠、委員的志工身分，醫療志業同仁更深入了解慈濟世界，也有機會在慈善、教育、人文方面

多所付出。圖為今年受證的醫療志業同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