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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街義診所黃博施醫師
回首與慈濟妙因緣

朱秀蓮  

選文觀點—

慈濟醫療志業的起點是「花蓮仁愛街義診所」，最早響應證

嚴上人而投入義診的黃博施醫師，在慈光寺一席講座中回首

來時路，談及與上人特殊又深遠的因緣。 

白雲悠悠，晴川歷歷。立春甫過，正是春暖花開好時節。位於臺

北市文山區、興隆山四面環抱的慈光寺，山腰處的阿彌陀佛，金

身放光，慈悲俯視蒼生。行過「慈悲喜捨當願眾生得離苦，光遍

十方從迷入悟生極樂」的山門，沿坡拾階，不一會兒就能來到供

奉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和藥師佛的主殿。 

這一日（2/7），除了住持法師，還有多位慈濟人醫會醫師和社

區志工，雲集在左側知客室，眾人靈山相會，共同的因緣是「慈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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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辛來時路 莫忘那一年  

正在分享慈濟證嚴上人來時路者，不是資深慈濟志工，而是屢見

於早期慈濟故事的文字與相片中、正在義診的黃博施醫師。而上

人的故事從第一批參與慈濟義診的黃博施醫師口中道來，格外清

晰分明，恍如實境再現。  

當年任職省立花蓮醫院外科醫師的黃博施醫師，在花醫醫院大廳

巧遇上人，一聲「阿彌陀佛」，開啟了五十多載慈濟緣。 

上人不捨「因病而貧、因貧而病」的民眾，從1968年10月開始策

劃，設立了花蓮仁愛街義診所，於1972年9月10日正式啟用。過

程中，黃醫師協助邀約不同宗教信仰的醫師加入義診工作，總能

善巧圓滿。 

他讚歎上人，為了解決東部醫療資源不足的困境，在缺人缺物資

的年代，上人發大願蓋醫院，一路走來，無比艱辛，甚至因「一

灘血事件」遭到訴訟，但為眾生拔苦予樂，始終不悔。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黃醫

師親身見證這段往事，在座者聚精會神聆聽，時而因他風趣言談

會心一笑，時而因溫故知新而深感因緣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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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號慈委 緣起性空 

「慈濟後來有見習培訓制度，有慈誠委員，那我是幾號？」拿起

書、有「慈濟四十週年慶 見證慈悲 深刻人文 慈濟月刊創刊號 復

刻 紀念版」的長紙筒，黃醫師說起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  

當時慈濟四十周年慶，正好帶著女兒參訪精舍的黃醫師，聽到因

紀念版有限，只能發給慈誠委員，不曾參與見習培訓的他，牽著

女兒的手就要往外走。上人看到，因而叫住他：「黃醫師，你是

零號。」賜給了他這份珍貴的紀念禮。 

笑談這一段往事，黃醫師再引「化城喻」提醒眾人，「緣起性

空，真空妙有；在聖不增，在凡不減。」 

早年陳慧劍居士所撰述的《證嚴法師的慈濟世界：花蓮慈濟功德

會的緣起與成長》，已經閱讀無數次的黃醫師知之甚詳。他引用

書中文字，「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  

黃醫師有備而來，事先影印其中數頁給志工留存，並帶著大家朗

誦內文，勉眾信願行。  

今日在座者有高齡一百零三歲的田中旨夫（陳奎村）醫師，黃醫

師與他一見如故。從二人皆曾中風、罹癌，黃醫師說起養身之

道，「真正罹癌而死的只有三成，百分之七十是『驚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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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嚇死）的。」 

面對之道就是與疾病和平共處，不驚不怖。黃醫師指出，每個人

因不同原因得病，其中葷食者體質偏酸，易得癌；若能多吃蔬

果，體質偏鹼，自然防癌又抗老。  

◎勉眾發願 精進不退 

不只黃醫師與上人因緣深遠，他的兒子更是「將此身心奉塵剎，

是則名為報佛恩」，正是是慈光寺的住持智峰法師。每年中正紀

念堂浴佛的諸山長老中總能見到身影的智峰法師，響應上人為消

弭疫情的「大哉教育」，自去年（2020年）迄今已供應十波素便

當，讓二、三千人次一起茹素護生。  

「只要有佛、有經書，一句一偈都會有龍天護法；一條戒，有五

位護法戰神護佑。不要太在意別人身口意的考驗，對得起良心，

做就對了。行菩薩道，沒有考驗，不會成功。」 

智峰法師進一步勉勵佛弟子：「學佛的過程就是要發大願，發大

願不只利益眾生，也在督促自己。不抱怨為誰辛苦為誰忙，無時

無刻都自在。有上人做精神支柱，珍惜每個當下的因緣，不輕言

退休，就像田中醫師一百零三歲仍跟眾生結善緣，行菩薩道永不

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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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午前談到午後，這場殊勝的分享讓大家聽得津津有味、欲罷不

能。在團隊致贈黃醫師和智峰法師由花蓮慈濟醫院所研發、可阻

斷新冠病毒與細胞結合的中醫藥複方「淨斯本草飲」後，預約下

一次相會。慈濟人今日見證眾志成城的寶貴歷史奇蹟，還要勇猛

精進、繼往開來，讓慈濟世界永不落。

TZU CHI FOUND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