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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慧哲法師早年出家，學成之後即獻身於教育工作，為人師表，嘉惠國內莘莘學

子，退休後轉而投入臨終關懷的照護工作，前往臺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接受臨床佛教宗

教師的訓練。如今，慧哲法師為資深臨床佛教宗教師，長期服務於安寧療護領域，與專

業的醫療、志工團隊合作，共同照應病人與家屬在醫療、社會、心理等方面的需求。本

刊特別採訪慧哲法師，她娓娓道出在安寧病房中服務的因緣與經驗，且看她如何藉由生

命回顧的對話模式，以佛陀的慈悲本懷，引導

末期病人勇敢面對生命的最後一段旅程。

聆聽，也是陪伴

「老爺爺，你過去從事什麼職業

呢？」慧哲法師走入病房，和一旁的

家屬寒暄幾句後，即對著躺在病床上

的老爺爺問道。老爺爺鉅細靡遺地述

說過去「寄藥包」的工作過程，從彰

化縣線西鄉騎著腳踏車，照著名冊翻

山越嶺，挨家挨戶的遞送藥包，服務範圍甚至遍及新竹、苗栗地區。此

刻，慧哲法師臉上帶著微笑說：「老爺爺，你真的很偉大！服務這麼多

人，帶給人們健康的生活。」

每一次為安寧病房內的病人進行生命回顧，都是從聊天開始。慧

哲法師說道：「當年老爺爺接這份工作，也可能只是為了養家餬口，

可是在他生命的末期，藉由對話的歷程，我們可以給予他正面的回應

與肯定。」言語之間，聆聽病人講述的生命故事，也是一種陪伴，更

可從中肯定其生命的價值，重建得以把握當下的生命動力。

因緣匯聚，參與臨床佛教宗教師培訓

回想過去之所以投入安寧療護領域的因緣，慧哲法師回憶道：

「我在一九九○年從智光商工退休後，又陸續受聘於各佛學院任教。

慧哲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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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回顧，安詳善終的方便法門─專訪慧哲法師

一九九七年，於臺中縣新社鄉天冷地區開始興建東林學苑，欲以此做為靜修

道場。該地區依山傍水，風景怡人，原本是想要在道場裡息心辦道，隱居山

林，追隨先哲慧遠大師『足不出虎溪』的精神，安度退休頤年。」然而，

在道場落成後半年，臺灣卻發生近百年來傷亡損失最慘重的自然災害―

「九二一大地震」，這場災難讓她因此轉念。當看到這麼多的傷亡出現，慧

哲法師心中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她感覺可以再多為臺灣社會做一些事，正巧

當時臺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開始進行臨床佛教宗教師的培訓工作，也因此毅

然決然的加入其中，成為安寧療護團隊的一分子。

其實，支持她成為臨床佛教宗教師的原因不僅於此，幼年時二哥的離世

與成年後照護母親的經驗，讓她對生命產生不同的認識。慧哲法師內心也期許自

己在人生歷程當中，能夠勇於接觸許多不同的領域，所以無論是早期從事社會教育

工作，或是後來踏入安寧療護領域，她都能勇於接受挑戰，並和不同年齡層的服務

對象融洽相處，從中直接或間接的利益對方，自己也得以學習到寶貴的經驗。

慧哲法師最初從事學校教育、僧才教育，後來轉而投入安寧療護領域，她感

觸良多地說：「教育與安寧療護兩者，皆為生命的昇華，因為自己是具有宗教信

仰的佛弟子，所以在兩種場域裡頭，即使方向不同，基本原則卻是共通的。若說

其中有相異者，在學校，看著青年朋友們認真向學，充滿活力，生命彷若日正當

中，遂將自己的人生經驗傾囊相授；然而，在病房面對臨終者有如日薄西山，此

時此刻特別感念無常的道理，特別珍惜

病人一生的經歷，藉此反觀自身。對於

病人未來的去向，也會啟發自我修行的

力道。我對生命的態度一直是很篤定、

堅持的，因為來自家庭的庭訓與學校教

育的薰陶，讓我期望自己能夠成為一位

認真負責的人。若要說有所轉變，那就

是走過生命的長河，我的生命就如同長

河兩岸的風光。與病人之間的相處，讓

自己擁有更多省思自我的空間。」 一本本生命回顧的小冊子，是慧哲法師為病人準備的貼心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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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生命的結束，是另一段旅程的開始

陪伴病人的過程裡，臨床佛教宗教師所關注的其中一個面向，乃是病人的心

情是否安詳，是否能於生活中保持正念，藉此把握機會培善植福，種下未來投生

善道、往生佛國淨土的因，讓病人能一路好走，這是慧哲法師從服務過程中所獲

得的深刻體會。另外，當病人臨終時，臨床佛教宗教師會引導家屬向病人道謝、

道歉、道愛、道別，以感恩的心情面對離別的當下，並為病人進行臨終開示，安

排臨終助念，使病人在離開人世的最後一刻，能以安詳、平靜的心踏上另一段旅

程。宗教師在整個過程裡，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然而，每每面對盡心照護的病人離世，情緒又該如何調適？慧哲法師說：

「從事安寧療護領域的工作，會切身體會到『無常』的道理，若能對佛陀的教法

反覆思維，研讀經典，了解生命在六道中流轉的原理，從往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

的淨土法門中，也能清楚地知道：生命的結束並不代表什麼都烟消雲散。面對生

死，難免會有感觸，可是宗教師如果無法適時調整自身的心情，又該如何帶領病

人以正向的態度面對每個全新的一天？」

在慧哲法師所任職的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美德安寧病房，其臨終處理流程

為：當病人離世，醫師會宣告死亡時間並開立死亡證明書，再由護理人員進行大

體護理，接著是由宗教師與志工進行臨終開示、助念或禱告，社工為家屬做悲傷

輔導，最後團隊成員代表會在電梯前送行，將後續事宜轉由禮儀社接手，全程以

恭敬的態度面對每一次的離別。長期投入安寧療護工作的人生經驗，與深入法藏

所獲得的般若智慧，讓慧哲法師以開放、恭敬的心，坦然面對生死，向病人道別。

投入安寧療護工作所需具備的人格特質

臨床佛教宗教師的培訓資格，原本需要有出家十年以上的資歷，目的在於

確認參與培訓的法師是否具有擔任臨床佛教宗教師的僧格素養，藉此評估其對佛

法的學養與戒律的體驗。然而為因應安寧療護領域的人才需求日漸增加，此項標

準也逐漸放寬許多。慧哲法師也認為僧格素養的判斷標準，也不是一定要以時間一本本生命回顧的小冊子，是慧哲法師為病人準備的貼心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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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準則。然而臨床佛教宗教師應該具備的人格素養，依據慧哲法師的觀點，大

略可分為以下幾點：一、僧格的素養；二、人生哲學的素養；三、心理諮商的素

養；四、社會倫理的素養；五、宗教儀禮的素養；六、靈性境界的自我修為。

其中，「僧格的素養」與「靈性境界的自我修為」兩點，乃期望參與臨床佛教

宗教師培訓者需要具備菩薩性格，能將佛法裡的因緣觀、無常觀、平等觀內化為自

我生命哲學的涵養，使自己往後在病房內與病人及家屬互動時，能夠順暢無礙地將

佛法的觀念介紹給他們認識。另外，無論是成為臨床佛教宗教師，或是投入安寧療

護領域的志工人員，在人格特質上皆須具備服務他人的熱誠與悲心，服務過程中處

理各項事務，也需要以耐心加以面對。最後，尚需團隊合作的精神，病人在臨終的

狀況之下所要面對的種種，將會是全面性的問題，若能以尊重、合作的態度與團隊

成員互相溝通、配合、互補，才能在過程中帶給家屬與臨終病人最適宜的幫助。

轉化生命經驗，重新思考人生價值

慧哲法師認為「善終」最高的境

界，誠可謂「自知時至，身無病苦，

心無貪戀，意不顛倒，如入禪定，蒙

佛接引，於一念頃，生極樂國。」

但若以此為最高的標準，並不容易

達成，端看每個人行持佛法的機緣與

多生累劫培植的善根福報。換句話說，若平日能藉著佛陀所開演的法門努力

用功，於生活中反覆思維建立正見，或持名念佛，或修持禪定，藉此開發智

慧，累積福德資糧，這同時也是為自己的「善終」預做準備。

往生前能夠保持正念是相當重要的，最後一念若能保有正念，將能依此往生

善道或投生佛國淨土。臨床佛教宗教師所進行的靈性照顧，在這個部分始終給予

病人強而有力的支持作用。在靈性照顧模式下，慧哲法師則會建議病人及家屬進

行生命回顧，藉此重新體會生命中善、惡、好、壞的經驗，協助病人將負面的經

歷轉換為精進向善的助緣，並從中感受「無常」的道理，進一步藉由佛陀所開示

生命回顧，安詳善終的方便法門─專訪慧哲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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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聖諦」―苦、集、滅、道，重新思考人生的價值所在。

然而，病人在歷經病痛的折磨後，有時會失去求生的意志，心想：「我

已經病入膏肓，還需要做些什麼？」面對如此情景，慧哲法師說：「無論

照顧的過程中向病人說什麼，做什麼，目的就是要讓病人有事做。無論他的

生命期還剩多長，都期望他能活在當下。」病人在病床上，容易胡思亂想，

臨床佛教宗教師會利用許多時間和病人互動，以專業的諮商輔導技巧，引導

他們往正面的方向思考。如果病人能轉化生活經驗，重新獲得活在當下的動

力，進而昇華自我生命，利用持名念佛法門、觀想念佛法門，從痛苦、負面

的情緒中跳脫而出，甚至會願意為來生做準備。如果是其他宗教信仰的病

人，也可以利用禱告等其他方式，讓情緒保持平靜，這些都是相當難能可貴

的，也是臨床佛教宗教師致力的目標與方向。

以權巧方便，照護病人的心

生命回顧的對話模式，誠如以上所說，乃是從「聊天」開始。藉由聆聽

病人講述的生命故事，從故事背景中了解病人與家屬的想法，協助整理病人

一生的過程，再從中找尋生命的意義。除此之外，慧哲法師也會和病人家屬

溝通，請家屬提供病人的照片，眾人一同利用照片進行生命回顧，一邊看照

片，一邊說故事。

若是敘述的過程裡，病人提到與他人之間的恩怨與衝突，臨床佛教宗教

師則會嘗試扮演調解的角色，引導病人思考不同的觀點，安心放下。無論病

人的時日還剩多少，但在過程中，他會逐漸尋回生命的意義，也會依此找回

生命的尊嚴。生命回顧的成果不僅如此，慧哲法師還特別為病人及家屬製作

一本本生命回顧的小冊子，讓他們能夠將滿滿的回憶收藏起來。

慧哲法師回憶，曾有位皈依佛門二十多年的佛弟子罹患重症，把患病

的原因歸咎於平日不用功修持佛法，才會受到如此的果報。慧哲法師慈悲地

對他說道：「佛菩薩們大人不記小人過，過去已經無法再追回，我們可以重

新開始。」她以善巧方便，自然地將病人的負面心念，轉換為精進向善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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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後貼心地計算病人家族成員的數量，贈送病人十二串星月菩提念珠，

每一串念珠代表其中一位家人，並附上一句祝福法語，鼓勵病人每天撥出不

同時段利用各串念珠持名念佛，並將功德迴向祝福每一位家人。後來，不僅

病人努力修持念佛法門，家人來探望病情的時候，也會隨手拿起屬於自己的

那串念珠，一同精進念佛。直到病人即將往生的時刻，每一位家人也都拿起

念珠，一同在病人身旁定心念佛，場面既溫馨又安詳。

慧哲法師利用各種善巧方便，讓病人能夠在佛法的修持上找到精進的方

向，也因此順勢影響病人家族裡的其他成員，一同進行內心的修持，這讓病

人在內心中產生一股支持的力量。

面對生死議題，可提早思考，開放溝通

如果能把每天都當作全新的一天，也是生命的最後一天，用充滿熱情與珍惜

的心態面對生活周遭的一切，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也會因此而改變。若要向健康無

病的人討論生死議題，宣導「善終準備」的觀念，慧哲法師說道：「若就緣起法的

角度進行觀察，因為每個人的因緣不同，當下所需要的東西也會不同。藉由持續的

關心與對話，總會有機會覺察到適合的時機。」當她在美德病房內向醫學院的學

生分享生命經驗時，總會向學生勉勵：「每一天，我都期許自己能夠學習到新的知

識，一件做事情的新方法。晚上，我會利用時間閱讀書報，也從中讓生活經驗產生

新的啟發，處處留心皆學問，生命的價值與信念也會因此慢慢積累下來。」

因為無常，每個人生命隨時都會產生變化。死亡，是生命歷程裡的一件大

事，沒有人能避免經過生、老、病、死的過程。如果能夠仔細思考：「未來若生

病，我該如何去面對？」、「有那麼一天，我將和這個世界道別……」將來若生

命的路程突然產生轉折，也才不至於過於慌張、焦慮、不安，能以穩定平和的心

態面對即將到來的境界與挑戰。

慧哲法師提到，若要和長輩談論生死議題，平日就要和長輩培養輕鬆的聊天

氣氛，趁著長輩身體健康，心情愉悅平靜的時候，跟著生活周遭發生的事件，挑

選適當的時機開啟話題：諸如親友往生、新聞事件、連續劇裡的情節，順勢詢問

生命回顧，安詳善終的方便法門─專訪慧哲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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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輩對生死議題的看法。例如：「生命真的很無常，如果遇到這種情況，你會想

怎麼處理？」利用間接的話題引起討論的動機，引導長輩說出對死亡的想法，還

有想要晚輩如何安排，同時回憶過去，思考未來。另外，也可以向長輩說明：討

論生死議題，並不代表馬上就會發生，當討論結束，彼此更可以安心過生活，不

用擔心無常來臨時自己會驚慌失措，沒有解決問題的方向。

傅偉勳教授曾在《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一書中提及：「人世間最公平

的就是每個人都會死亡。」慧哲法師在與旁人討論生死議題時，會選擇以輕鬆、

愉快的方式進行溝通，畢竟這是每個人必經的過程，如果以開放的心態去面對，

主動把臨終前的安排交代得清清楚楚，就能夠避免造成親人的困擾，生死兩相

安。在安寧病房裡，病人是所有臨床佛教宗教師的老師，與病人互動，時時都是

反觀自心最好的因緣與時機，並從中獲得豐實的收穫，支持自己行於菩薩道上，

朝向成佛的究竟目標，邁步向前。

受訪者現任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美德安寧病房資深臨床佛教宗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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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015年1月25日（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

主講人：楊憲東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研究所特聘教授

地　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國際會議廳地下一樓會議廳
　　　　（台南市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主辦單位：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中華慧炬佛學會南區分會    

聯絡電話：06-2881677

〔公益講座‧歡迎各界人士自由入座〕 

閱讀《華嚴經》就像是乘坐星際航艦翱翔於本宇宙，

並穿梭遍歷各個不同宇宙，看盡海上生佛國的宇宙風

華。華藏世界所描述的心識宇宙，遠遠超乎我們目前

對於物質宇宙的了解。但根據已有的天文科學發現，

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證實心識宇宙與

物質宇宙之間的相似性，這或許有助於科學界釐清平

行宇宙的運作方式。

科
學
佛
法
講
座

看盡海上生佛國的宇宙風華
―華嚴平行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