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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書筆記 

《乘願藥師如來 --廖泉生回憶錄》讀後感 

企四 A  高志強 

書    名：《乘願藥師如來~-廖泉生回憶錄》 

作    者：方玉珍、郭紫筠 

口    述：廖泉生 

出版發行：財團法人仁愛綜合醫院 

地    址：台中院區 台中市柳川東路三段 36 號 

出版日期：2000 年 11 月 10 日出版一刷 

記得是高一下剛考完期中考的星期天，早上肚子突然痛了起來，原本

以為是胃腸在鬧彆扭，休息一下就沒事。到了下午，肚子反而變本加厲脹

痛了起來，爸爸一看狀況不對，立刻送我到離家最近的「仁愛醫院」掛急

診，被診斷為巨大結腸症後，緊急動手術，也開啓我未來一年斷斷續續的

住院生涯。第一次住院，家裡手忙腳亂，媽媽留在醫院照顧我，但由於沒

有照顧病人的經驗，所以泰半還是需要護士小姐的協助與指導。醫院中的

護士，親切的微笑是他們對病人最基本的表現，或許是因為我們年紀差不

多的原因，使得我們的相處能如同朋友一般，讓我在冷冽的病房中，感受

到一絲的暖意，也讓這段悲慘的過去，有一點值得回憶的地方。後來康復

出院，有一段時間，媽媽就留在醫院當志工，我則利用假日偶爾回去看看

她們。 

仁愛醫院本來在台中市的柳川東路設有台中院區，有鑒於大里、霧

峰地區沒有一個規模較大的醫療院所，故在因緣際會的安排下，創立了大

里院區。太平、台中市東區、南區以及烏日很多嚴重的傷、病患，都是直

接送到大里院區，可以想見仁愛醫院對這地區居民的重要性，也看出大眾

對它醫療技術的肯定。再者，裡面的醫師泰半有國防醫學院、台大、長庚、

榮總的經歷背景，有相當豐富的臨床經驗，而仁愛以高薪且優渥的福利加

以延攬，就是要讓這地區的居民也享有高水準的醫療技術，使醫療不再有

「城鄉差距」，傷病患能在最短的時間內醫治康復，將痛苦降到最低。 

這一次在期刊組施姐的因緣安排下，見到了仁愛綜合醫院創辦人廖

泉生醫師的《回憶錄》。才知道廖醫師成長的甘苦以及創辦醫院的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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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了現在仁愛醫院的圓滿功德。看完整本《回憶錄》，發覺廖醫師真的

是一個寬大胸襟的人，令人忍不住豎起大拇指讚嘆。雖然貴為醫生，他卻

自奉節儉，不要求吃山珍海味，不要求開高級的轎車，早年遇到繳不出醫

藥費的患者，就不收費；加上醫術高明，看診的病患是與日俱增，現在遇

到貧苦的病人，其創立的基金會也會主動伸出援手。更令人驚訝的，為了

仁愛醫院的永續經營，他更創下醫界先例，無私地將自己一手打造的醫院

捐給社會，成為社會的公共財產。然而，廖醫師不祇無私地奉獻出一生美

好的歲月和專業的醫療服務，數十年來，更捐錢蓋教堂、設立獎學金培育

優秀人才，並參與扶輪社、紅十字會等公益團體，照顧惠明盲啞學校的師

生，默默地行善而不欲人知。許多人說時代在變，價值觀也隨之改變，但

學醫救人的那顆心是萬萬不能變啊！一旦抱著賺錢的心態而行醫，醫生與

病患是否還能互相信任？或許，近年來的醫療糾紛事件頻傳，已經能夠說

明一切。 

近來看了一本書，書名是《106 歲，有愛不老》1，發覺書中的主角

許哲與廖老院長有相同的信念 --熱心助人，不求回報。許哲 27 歲唸小學；

47 歲學護理；67 歲在姐姐資金的贊助下，創辦養老病院；69 歲學瑜珈；

90 歲學中文；100 歲以後，更用心地在學佛。她只是一個平凡的女人，卻

窮其畢生的精力去做不平凡的事，默默地在行善的路上走了一個世紀。 

目前住在新加坡的許哲，已經 106 歲了，仍然過著每日一餐的儉樸生

活，竭盡一切照顧孤老貧病的人，難怪被稱為「東方的德蕾莎」。善行是

不分大小的，廖老院長創設醫院，治癒無數痛苦的傷、病患(我妹妹的腳

疾也是他治癒的 )；他設立基金會，幫助貧苦人家。廖醫師和許哲兩人，行

善的方向不同，卻有著相同的目標：盡自己最大的力量，讓更多無助的人

受惠。他倆給了我相當大的感動，在這功利主義掛帥的世界裡，仍然有人

不為名、不為利的奉獻。依佛教的定義，這種人就叫作菩薩。我奢侈地希

望，每個人不但要當自己的菩薩，好好善待自己之外，也能當別人的菩薩，

無私地幫助他人，讓這個社會充滿愛，不再有痛苦與仇恨了。 

                                                 
1 許哲口述，宋芳綺執筆，周大觀文教基會企劃，台北立緒文化事業公司，民 93

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