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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与慈悲 
 

《南洋佛教/6》30.10.1969 

新加坡是个幅员小，而又年青的国家，但体壮力强，生气蓬勃声音却来的

很洪亮，这大概是新加坡的人民懂得後天的调养，使自己成为一个强人。 

一 样的山河大地，懂得利用，蚕丛与沧海可以变为良田；不懂得利用，就

算是良田盈野，也会生毒草；同是一个国家，如领导得人，又得人民的自

爱与团结，上下一 体，别看它年青，後生可畏，谁都不应轻侮得。做一个

年青国家里的成员，谁都有责任为国家为人民分点应尽的义务，佛教自也

不例外。 

新加坡的佛教团体，在这几年来对社会与教内的教育，及慈善事业等方面

确也做得有声有色。现在又创办：「新加坡佛教施诊所」，为病者赠医施

药，这是贫苦人民的福音。 

病 苦是人类生存的一支暗箭。人类的祖先缩在寒岩里，除了找寻食物外，

第二个问题大概就轮到病苦了。当人类的卫生设备尚在零度下的时候，人

类的生命生存只有交 代皇天，酷暑严寒所引起的温病伤寒，都是使人类的

生死只好听天由命了。人们头痛时，用手在头上乱抓乱擦，肚痛时，也是

见草便拔，见叶便摘，搓作一团，送进 嘴里，用山泉送下，大家就这样听

天由命的乱抓乱吞，回数多了，有时真的也会抓到能治疾病的药物。由

是，从游牧的生活跃进农业时代的时候，便有针灸，药物等 治疗疾病的发

明。到了这时，虽说走了不知多少的冤枉曲径，和牺牲了几多因投错药物

了却的生命，但总算给後代的人们，架起一道通向健康的桥梁。 

现在医术与药物的进展，和各种卫生的设备，可以说都已透过蚕丛而达平

坦的道路。但愁柴又愁米的穷人，如遇上疾病，来个贫病交逼也是大成问

题了。 

贫 苦的人们，不怕担，不怕晒，就是怕疾病。平时寅吃卯粮，已是捉襟见

肘，如再药炉茶灶，那就落叶悲秋的凄凉了。因为，人在病榻呻吟，心在

油盐柴米上，最好病 一到身一针便能身康力健，不然，时间，诊金，药费

等都会增加贫乏人家的发烦。只有赠医施药一途，才是救病而又方便人们

减轻财力的负重。 

佛陀在救世度生中，以疗治人类的心理健康上，亦有用人们的切身病苦来

作启发的。如杂阿含经的：「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法成就，名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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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王，何等为四？一者善治病，二者善治病源，三者善知病对治，四者善

知病已，当来更不发动」。这是治心病而用身病寻源断根的办法。 

佛陀这种治心的原则，也即是治病的准绳，何况心病与身病本是同源共因

的，所谓：「病由口入」，食的嗜好，心不在焉，食不知其味，心境一受

刺激，万兰池一瓶可以倒入，心一兴奋，亦可一醉如泥，狂心一发，好色

贪玩，无一不是招色之忧：可见治心亦即治病。 

并且就是在病中亦可用佛法来帮助治疗的，如用专心持念「观世音菩萨」

的圣号亦可收意外的效果。 

过 去有位北洋的军阀，患眼痛，百医无效，当时有个佛教中人，以医术救

人，时人称为「大善」而不名。有人介绍这位大善为将军医眼疾，可是这

位将军一向官僚派头 十足，傲气凌人，一见面：「你会医病吗」？

「「啊，我不懂」！「丢你......不懂，进来干吗」？大善掉头便走。过後别

人对这位老粗说：大善医慈悲救人 医人，向不趋炎附势，你用这种态度，

他怎会为你医呢？这位将军已是痛得入第无门，只好再著人去请他来，这

回大善说：「你要听我说，三天包你好，不然无药可 救」，「好！只要会

好，怎样都可以」，「别的不要，只要你站在佛前，把你一生杀人，害人

的种种过失，向佛前发露忏悔，说了一遍再一遍，一连三天，自会好 的」

这位睥睨人间的粗人，本来是不向菩萨低头的，但痛得难受，只好照做

了。果然三天痛止红消，这时他大感奇怪，即问大善，不药而愈的原因，

大善说：「你是 个杀人不眨眼，且一向骄横气盛，致肝火上炎，侵入眼

部，无药可治，只有向佛前忏悔，使心平气和，而生肾水，俾肝火下降，

水火相济，自会勿药」。这是治心而 疗病医引证。 

回头来说，慈悲体贴的心情与态度，对于病者的治疗作用。一般贫苦的人

家，没有钱付医药费，固然感 到旁徨，但如遇上一个既无医术，又无医德

医务人员，甚至草率从事，面门常紧，毫无慈悲与体贴，这都会给病者未

曾服药，先增加几分的病意了。可见，医务的人 员需要有一种慈悲心，以

救人为职责。本来社会的卫生设备到了这个太空时代，没有钱可以求医，

也可以领药的部门，并非没有；所缺乏的就是真正的慈悲心肠，来 体贴病

人的并不多。病人需要医药，也需要慈悲，因为惟有慈悲才会体贴人，照

顾人，把人们的病源很细心地从根除掉。由是，除了赠医施药外，还需要

慈悲精神的 布施。 

新加坡的佛教长老，与在家大士慈悲心的很多，在这志壮力强的青年国家

里，一定会为国家为人民流露出人间需要而又缺乏的慈悲精神，对於赠医

施药的前途一定是很光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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