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มนุษยเรา「มีชีวิตอยูเพื่ออะไร?」ทุกคนอาจจะมีคําตอบ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ไป แตสําหรับผูเขียนแลวสาม
ปคร่ึง ท่ีไดศึกษาตอคณะมนษุยศาสาตร สาขาชีวิตและความตาย ณ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นันหวา 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 
ทําใหผูเขียนไดรูวาเรามีชีวติอยูสวนหนึ่งเพื่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สัจธรรมของชีวิต เพื่อใหระมัดระวังในการกาวตอไป
ขางหนาของชีวิต ท้ังนี้ท้ังนั้นผูเขียนเรียนรูและต้ังใจจริงท่ีจะทํา จึง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เมตตากรุณา และการ
ชวยเหลือจากหลายฝายเปนอยางดี และท่ีสําคัญคือไมลืมท่ีจะขอบคุณ เหมือนกับขณะนี้ท่ีวิทยานพินธ เลมนี้
ของผูเขียนสําเร็จลุลวงไปไดดวยดี จึงขอระบุไวเพื่อขอบพระคุณท่ีทุกทานไดใหความอนุเคราะหตอผูเขียน 
ท้ัง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และไตหวนั  

๑.มหา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ราชวิทยาลัย: ศ.ดร.พระธรรมโกศาจารย (ประยูร ธมมจิตโต) อธิการบดี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มหา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ราชวิทยาลัย พระเถระท่ีสําคัญซ่ึงไดช้ีแนะแนวทาง สงเสริม 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ของผูเขียน 
และเปนแบบอยางท่ีดีของผูเขียนตลอดมา รวมท้ังใหผูเขียนไดมีโอกาสได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ศึกษาตอ ตามโครงการ
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นกัศึกษาของท้ังสองสถาบัน ทานพระครูปลัดสุวัฒนวชิรคุณ(ไสว โชติโก) ผอ.สถาบันวิจยัพุทธ
ศาสตร เมตตาใหความชวยเหลือและ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ให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ศึกษาตอ ขอขอบคุณอาจารยสิริวฒัน ศรี
เครือดง ผูใหคําแนะนําวิธีในการทําวจิัย รวมท้ังคณาจารย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มหา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ราชวิทยาลัย ท่ีใสใจ
และเปนกําลังใจแกผูเขียนทุกทาน ตลอดจนขอขอบคุณพระมหาอานนท อานนโท ท่ีชวยเหลือเอาใจใสและ
ใหคําแนะนําแกผูเขียนเปนอยางด ี

๒.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นนัหวา(ไตหวัน): ศ.เฉินเหม่ียวเซ่ิง อธิการบดี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นันหวา ท่ีใหการดแูล
เอาใจใสนกัศึกษา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ปนอยางด ี รวมท้ังคณาจารยประจําภาควิชาสาขาชีวติและความตาย นําโดย
อาจารยฮวยไค อาจารยใชหมิงชัง อาจารยใชชังฉง อาจารยเฮอฉางจู อาจารยหล่ีเหยีย่นฮวย  อาจารยเวยซูเออ
ท่ีทําใหผูเขียนไดเรียนรู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ไป ตลอดจนอาจารยจี้เจีย้ฟง อาจารยหลูไคเหวนิ อาจารย
ผูคุมสอบ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ท้ังสองทานท่ีใหการช้ีแนะแนวทางการแกไข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เปนอยางดี 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อยาง
ยิ่งผศ.ดร.หยงโหยว อาจารยท่ีปรึกษาท่ีไดใหคําช้ีแนะและตรวจแกวทิยานิพนธ ตลอดจนใหกาํลังใจแก
ผูเขียนมาโดยตลอด ขอบคุณเหลาเลา(จังโชวหลัน) อ่ีหรู และเพื่อนๆสาขาชีวิตและความตายป๙๕ ทุกคนท่ี
ใหความชวยเหลือ และใหกาํลังใจมาโดยตลอด 

๓.วัดพระบาทน้ําพ:ุความเมตตากรุณาของทาน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อลงกต ติกขปญโญ เจาอาวาสวัดพระบาท
น้ําพุ ท่ีใหความอนุเคราะหผูเขียนไดมีโอกาสสัมภาษณใหขอมูลท่ี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ในการทําวิจยั ขอบพระคุณ
พระวิชาญ และขอบคุณธัญญาภรณ(พี่ริน)  และเจาหนาท่ีพยาบาลท้ังสามทาน และขอขอบผูปวยท้ังสามทาน 
ท่ีใหขอมูลที่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 นองจีท่ีคอยเปนธุระติดตอ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กบัวัดพระบาทน้ําพุ  ตลอดท้ังเจาหนาท่ี
วัดพระบาทน้าํพุท่ีมีสวนชวยเหลือผูเขียนทุกทาน   

 
นอกจากน้ี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สมบูรณไดถาไมได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 และชวยเหลือของพวกเขาท้ังหลาย

เหลานี้ เม่ือผูเขียนทอขอบคุณหนอมที่คอยเปนกําลังใจท่ีดี และคอยใหคําแนะนําท่ี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เสมอมา
ขอบคุณจริงๆ ขอบคุณพี่พรท่ีคอยเปนกําลัง และดูแลชวยเหลือมาโดยตลอด ขอบคุณแหมมเปนเพราะพวก



เราชวยเหลือกนัจึงทําให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ของเราสําเร็จลุลวงไปไดดวยดี ขอบคุณนักบวชหล่ัวโหวหล่ัว ในสวน
แปลภาษาอังกฤษ เฉินจิ้นหมิง จิ้งช้ิว หงสเชวียน ชวยตรวจสอบภาษาจนี ซันซัน เส่ียวอ่ิงท่ีท้ังคอยชวยแกไข
ภาษาจนีและชวยเหลือในดานตางๆมาโดยตลอด และท่ีขาดไมไดคือขอบคุณหวางเปยเชวียนท่ีชวยเหลือ
ทางดานภาษาจีนใหผูเขียนต้ังแตเร่ิมแรกทําวิทยานิพนธ และชวยเหลือทุกคร้ังท่ีผูเขียนตองการความ
ชวยเหลือในดานตางๆ   

 
สุดทายบุคคลสําคัญท่ีมีสวนทําใหผูเขียนไดรูวาทุกอยางกาวความสําเร็จของเราคนท่ีคอยอยูเคียงขางเรา

มาตลอดก็คือครอบครัวของเรา ขอบพระคุณหลวงลุง ขอบคุณยาท่ีคอยช้ีแนะและเปนกําลังใจอยูหางๆ 
ขอบคุณพอท่ีคอยเปนแรงสนับสนุนท่ีสําคัญและไปกับลูกในท่ีลูกตองการความชวยเหลือโดยไมเคยบน โดย
พอจะพูดวา  “ทุกคนลมได พอลมไมได” เปนแบบอยางท่ีดีใหกับลูกตลอดมา ขอบคุณแมท่ีคอยเปนกําลังใจ
และดูแลเอาใจใสผูเขียนมาโดยตลอด ขอบคุณนองกลวย นองแซมท่ีคอยชวยเหลือและใหกําลังใจเสมอม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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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ทุกคนท่ีชวยเหลือถึงไดมีผูเขียนในวนั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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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是從宗教的角度，關注於對愛滋病患的幫助，藉以探討泰國僧

伽如何應用佛教方法，進行對愛滋病患的照顧，進而探討愛滋病患對於僧伽的照顧及宗

教感化所產生的感受。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選取以泰國的佛印寺院為研究場域，選取了八位深度訪

談的研究對象，包括二位僧伽，三位病患，三位護士。透過深度訪談來瞭解泰國照顧愛

滋病患的起源、照顧的資源、以及照顧愛滋病患的其他因素等，進而探討泰國佛印寺的

僧伽是如何應用佛教方法，進行愛滋病患的生理、心理、靈性的照顧，以及僧伽對死亡

的態度之看法。此外，探討愛滋病患對於僧伽照顧的感受(包括：生理、心理及靈性照

顧情況之感受)、以及在生命的最後階段當中對於死亡的態度與看法。 

 

本研究結果發現，僧伽對待愛滋病患就誠如像家人一般的照顧，提供一些病患日常

生活所需要用到的物品，因而和泰國當地的醫院合作並給予病患生理方面的治療，並且

在照顧病患的當中，運用佛教的方法，透過交談對話、環境佈置、及宗教活動等。因此

泰國的佛印寺，在照顧愛滋病患的過程中是「結合了身、心、靈的照顧」，為了讓病患

在最後的生命中找出生命的意義、能安頓身心，以及最後能安詳的辭世。此外，愛滋病

患在僧伽的照顧當中，從原初不了解生命的真相、害怕死亡，轉由從宗教的力量而改變

了自身的想法，讓愛滋病患活出了有意義的人生。 

 

關鍵詞 泰國僧伽 愛滋病  臨終關懷 佛印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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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paper is to help AIDS patients through religious perspective and 

discuss the method used by Thai Buddhist Sangha to help them.  Further, this paper also 

discuss the Buddhist Sangha take care of AIDS patients and what is the feeling of AIDS 

patients towards religion and Thai Buddhist Sangha.  

 

The methodology used on this paper begins from the Thai Buddhist Phrabahtnumphu 

Temple in Thailand, through the interview of eight people which includes two monastic, 

three AIDS patients and three nurses. Through the profound interview with them this research 

tries to understand what are the reasons of AIDS patients , the resources provided to take care 

them and how the Thai Buddhist Phrabahtnumphu Temple of Thailand use Buddhist method 

take care mentally , psychologically and spiritually. Also, the Sangha’s perspective on life 

and death. Beside, also discuss the patient’s reflection on Buddhist Sangha’s methods of 

healing and Buddhist view on the last stage of death.  

 

The dayly consumption, 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ing provided by the Thai 

Hospitals and Buddhist methodology, healing through conversation and talk, environmental 

care, and religious activities while taking care of patients. Therefore the Phrabahtnumphu 

temple of Thailand  take care of AIDS patients including body mind, and spirit, for the sake 

of patient’s peaceful state in final stage，Buddhist Sangha provide the true meaning of their 

life. Beside, Buddhist Sangha also help them to understand the reality of life and eradicate 

fears of death through religious power, and let the patient provoke the meaning of life. 

 

Key words: Thai Buddhist Sangha, AIDS, Last stage of life and care, Thai Buddhist 

Phrabahtnumphu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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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泰國以佛教為國教，因此大部分的泰國人，都是以佛教為自己主要的信仰，而寺廟

是泰國人進行宗教活動的重要據點，同時僧侶亦是泰國人落實對佛教表示敬意的對象。

此外，僧侶的責任，不僅要處裡寺院的一般運作與儀式的進行外，還包括藉由心靈淨化

的方式，引領人群脫離災難。因此，在泰國人的心目中，僧侶是大眾倫理與道德的榜樣，

因此，大部分的泰國人都很尊敬僧侶。同樣的，寺院除了是舉辦宗教活動的場所，還有

社會救濟的功能，如：開辦教育，讓家境窮困的學子能夠有機會讀書。若是這些人有出

家的念頭，寺院也會幫他們接引剃度，讓這些人能夠出家，一邊讀書一邊學佛法。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方面的協助，比如：藝術、醫療、算命、符咒教學等等。以及，

為人公正地調解衝突，而大部分的人都願意接收僧人的裁判，因為僧人是持戒的，是有

德行的，所以寺院是社會精神救濟的道場  

  。

由於泰國社會中，僧人是道德的榜樣，所以能夠帶給人民光明，有領導大眾的氣質，

指示佛教的教誨，為弘揚佛教的重要角色。此外，還有負責社會福利，協助社會提升文

化水平與心靈水準，如果從心理學的角度來看，僧人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角色，是因為所

有的佛教宗派與修行規則，都有分兩成份：僧團的內部關係、僧團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從 世紀以後，泰國社會進展到新的時代，在國家計劃推動經濟發展下，從 年代

開始，因為經濟發展的緣故，雖然使得國家的建設有了長足的發展，但是另一方面，也

帶來整個社會價值系統的變異，特別是在佛教學院。以前佛教是國教，具有無上的權威

性，且與泰國人的生活、文化、思想意識等緊密的結合。但是經濟發展以後，很多原先

包含在寺院的社會角色，開始被切割，如：學校、醫學、休閒、或者是藝術等，都被其

他的組織或機構所取代，所以寺院所負責的活動，僅剩下儀式舉行而已，同樣地僧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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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也在此時慢慢失去了心靈指引的崇高地位，與社會福利及人群調解的道德角色。

 

此外在僧人的部份，也試圖找出協助社會改善的方法，增加僧人的社會活動，關心

改善社會的問題，協助社會的發展，比如：領導村民的經濟發展、或者是改善公共衛生。

關於僧人關心公共衛生的例子，例如：塔克博 僧院幫助犯煙癮的人，或者

是幫助愛滋病患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僧人的社會角色，不應該超越經典所教示

的角色責任與戒律規範，因此，要重新考慮出世與入世的區別與規範，關於入世活動，

僧人應該如何進退才不至於違反出世的修行精神

  。

 有關愛滋病的事件，統計上，現在發現傳染的情況造成愛滋病患數目不斷地增加

年底之前，確定亞洲全部有愛滋病感染人數估計 萬人，包括新

的感染 萬人，當時已經有 萬人死亡。東南亞地區是愛滋病感染人最多的，印尼

是感染人增加最高的國家，全世界現在有愛滋病感染人 萬人以上

年 月 日） 

 最新泰國的愛滋病患的年齡分佈情況 年 月 日 ，疾病管制局報告：

現在泰國有感染者以及發病者數總共 位，已經死亡 位（行政院衛生署

疾病管制局網站），愛滋病患與死亡的趨勢減少，由於使用抵抗病毒藥，會讓病患的生

活品質變好，所以愛滋病患的死亡和以前相比較為減少（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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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月 年 - 月 年 的泰國愛滋病患與已死亡愛滋病患趨勢 

(資料來源：泰國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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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如何，發現得愛滋病患大多數是年齡大約 歲（ ） ；年齡

歲 ；年齡 歲，發現病患女性比男性高 ；年齡 歲以上 ；

以及年齡 歲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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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月 年- 月 年 泰國愛滋病患年齡 / 性別分類 
(資料來源：泰國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網站) 

 
 

感染愛滋病的風險原因：第一為性交（ ）；第二為與受感染的人共同注射

針頭或注射筒式 ；第三受感染的母親則可能會流產或生出帶原的嬰兒

；第四抽血 ；第五不知道原因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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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月 年 月 年 感染愛滋病的風險原因 

(資料來源：泰國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網站)          

風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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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與僧人是社會的重要資產，對人群以及泰國社會有許多方面的助益，僧人能夠幫助

撫養、提供住處、鼓舞家屬與社會不接受的愛滋病感染人，使他們安心與身體舒適；並

傳授知識以及智慧給家屬與人群。人口密集的地區，了解並承認愛滋病患者的處境，為

了讓他們能夠適應進入家屬、人群、人煙稠密的地區以及社會。 

無論如何，僧人是否該當愛滋病患的依靠者，以僧人為轉移，如果僧人有知識、對

愛滋病患者有好的協助，僧人就會是愛滋病患者真正所依靠者。 

針對這項對當地愛滋病患者之調查研究報告，首先知道，政府當局、社會大眾有

責任及義務，必須確實降低以及防範國人感染愛滋病的機率以及可能性。近年來當地之

宗教界，僧伽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領導地位，他們除了弘揚佛法服務社會，對於愛滋病

患者更是給予實質上的幫助以及關懷，他們的角色是以濟世濟人為出發點。僧伽們實施

了許多治療措施與抑制疾病發生的方案，更成立了相關治療硬體機構，來一同協助愛滋

病患者脫離疾病所帶來的痛苦與折磨，經由宗教的力量也確實改善以及降低當地人們得

到愛滋病之機率與可能性。僧伽們應用了人性道德勸說的觀念，撫平以及治療患者其焦

慮不安的情緒，進而讓病患能真實的體驗平穩與安定的生活環境，而由外在的力量來克

服與戰勝內在病魔的摧殘與侵害。在相關研究報告調查中指出，為了幫助以及協助愛滋

病患者，當地已有將近 個寺廟，成立了愛滋病司、宗教事務廳，以及成立塔嘛 

 基金會，來一同正視此項嚴重而具國際性的疾病議題。 

宗教給予愛滋病患者最大的幫助，莫過於心靈上的慰藉以及乞求得到上天的救贖。

如同佛使比丘所言：「從事社會服務工作，是為了幫助以及關懷需要得到幫助的世人，

使需要幫助的人得到我們的倚靠以及信任，而協助愛滋病患者並不違抗佛教之宗教教

義，由道德觀念為出發點得知，服務世人更是身為宗教信徒展現德行最好的證明。」 佛

使比丘，

    另一方面，僧伽法令 （修訂本） 條款  行，這項條規規定僧伽在照護愛

滋病患必須履行的職責，即實行當權控制的責任以及促進僧伽的公共衛生，使得更多的

僧伽幫助愛滋病患度過痛苦的醫療過程。 

 自從佛印寺開始收留照顧愛滋病患者的第一天起，在佛印寺住宿的愛滋病患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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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然而佛印寺的面積只有 平方，無法容納太多病患，因此，帕阿龍袞博士比丘

 佛印寺住持，策劃與籌備新的地場容納足夠的病患。

新的場地有 平方的 面積 期刊 ，  佛印寺，

此意旨表達僧人對愛滋病患的照顧的佛教方法，對學習與公共衛生的發展有益的，以及

包括僧人如何福利社會，以及大眾如何了解僧人的角色活動。研究者企圖為了解釋僧伽

如何對愛滋病患的照顧以及佛教途徑，使僧人成唯一個可以帶給人民光明與愛滋病患真

正依靠的人。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論文的主旨在透過資料的分析、觀察與訪談，瞭解泰國僧伽如何對待愛滋病

患，包含如何落實佛法來照顧病患，以及病患對於僧伽以佛法照顧的接受程度，具體的

目的條列如下： 

一、探討泰國佛印寺對愛滋病患照顧。 

二、探討泰國佛印寺僧伽如何應用佛法教導愛滋病患。 

三、探討愛滋病患接受僧伽的照顧之情況。 

 

第三節 名詞定義 

 

一、泰國僧伽 

 泰國僧伽是即指信受如來之教法，奉行其道，而入聖得果者。亦即出家剃髮，從佛

陀學道，具足戒、定、慧、解脫、解脫知見，住於四向四果之聖弟子。或指信受佛法，

修行佛道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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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愛滋病患 

 本研究中所探討的愛滋病，是指後天免疫力缺乏症侯群

簡稱 ，是一種由人類免疫系統受到破壞，無法抵抗病毒的

侵害，以至於感染許多的疾病，統稱為症候群，它非並是一種單純的疾病，目前沒有完

全根治的醫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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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從佛印寺對愛滋病患的治療方針與理念來探討佛印寺的發展理念與歷史，並

以此了解泰國佛教社會福利運作的內涵。 

 

第一節 泰國對愛滋病患的醫療 

 

愛滋病自從被發現以來，至今已超過 年，它對全人類的危害非常嚴重，醫學科

技發展至今，仍然無法找出有效根治愛滋病的醫療方法，本節將介紹醫界發現與治療愛

滋病的歷史。 

在愛滋病的歷史回顧中首先提到，在美國，愛滋病

最早於 年 月被發現，患者是一名同性戀者，在他患病以前，健康情況良好，免

疫系統正常，病發以後，相關研究發現這名患者的免疫能力逐漸喪失，而且無法治療痊

癒，根據回顧研究，這種疾病早在 年就開始傳染，其傳染範圍遍及 海島、美

國、歐盟和亞洲，其中也包括泰國。 

在泰國，愛滋病最早被發現的個案，是在 年，去美國留學的 歲男子，有同

性戀傾向，他在做健康檢查的時候被發現罹患愛滋病，病發以後，他回到泰國進行進一

步的治療。 

 

一、泰國對於愛滋病傳染的情況 

 

等  總結了愛滋病疾病在泰國傳染的 個途

徑如下：- 

 

（一）同性戀者的傳染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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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年開始，愛滋病開始在同性戀者間傳染，患者可能是經由與外國人發生性

關係而感染愛滋病，並通過交互的性行為，使愛滋病的感染範圍迅速擴大。 

 

（二）毒品注射之傳染 

從 年開始，愛滋病被發現可透過毒品注射的方式傳染，在以感染愛滋病者為

母群的調查，毒品注射的感染者，從 年底不到 ，到 年提昇為 ，專家推

測，愛滋病經由毒品注射的方式，其途徑可能是監獄的罪犯出獄後，因針頭使用，再經

由性行為與妓女交互傳染，另一方面，妓女也可能因為毒品注射感染愛滋病，再經由性

行為傳染他人。 

 

（三）在倡妓中的傳染 

從 年到現在，愛滋病在在倡妓中的傳染情形十分嚴重，特別是在清邁省，清

邁省得愛滋病的倡妓，其百分比佔全國得愛滋病倡妓的 ，遠高於其他旅遊省份。研

究指出，在倡妓的族群中，愛滋病的傳染是先由倡妓的同性戀者開始，而且每個省份感

染愛滋病的倡妓人數都有增加的趨勢。 

 

（四）因嫖妓之傳染 

於  年，發現愛滋病傳染慢慢地和逐漸增加了， 年 月，在從泰國 個

省份中作抽樣調查，研究估計成年男子約 萬，其中 的人曾經有嫖妓

行為，研究相信這些嫖妓者其中有許多潛在得愛滋病的人，且成為愛滋病的傳播者。 

 

（五）在一般女性和嬰兒中之傳染 

男性去嫖妓感染愛滋病以後，又傳染給他們的妻子或女朋友，研究發現，當他們的

妻子或女朋友懷孕後，又有可能傳染給嬰兒，如此交互傳染，讓愛滋病在泰國的危害日

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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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上述所論，愛滋病從 被發現以後，其傳染途徑從一開始的同性戀者交互

傳染，隨後又發現了毒品注射的傳染方式，再經由妓女與嫖妓者的交互傳染，隨之讓婦

女與嬰兒成為被感染的受害者，也讓愛滋病的傳染範圍不斷擴大，且危害日漸增加。 

 

二、愛滋病的傳染途徑 

愛滋病的傳染方式主要是經由血液、在精液和體液，以下研究者將詳述這三者的接

觸管道 (愛滋病單位， ： 

（一）與患愛滋病之人進行性行為而無採取戴避孕套的保護措施，流行病學的研究發

現， 的愛滋病患是因此而感染愛滋病。 

（二）透過血液傳輸的傳染方式，主要有二種： 

與愛滋病患使用同一個注射器而被感染。 

因捐血或輸血而感染愛滋病，現今的捐血必須通過層層檢查已確保安全。 

（三）婦女從他們的丈夫或性伴侶感染了愛滋病毒，懷孕的婦女感染愛滋病約佔總體懷

孕婦女的 年 月) ，並且，這些得到愛滋病的懷孕婦女，有 的

機會將愛滋病傳染給他們的下一代： 

與愛滋病患共用像是指甲剪刀，剃鬚刀等器具。 

得愛滋病的母親哺乳，孩子有 的機率會因此得到愛滋病。 

使用與愛滋病患相同的穿耳洞的針頭。 

使用與愛滋病患相同的刺青器具，愛滋病毒通過血液接觸的方式使人感染愛滋

病。 

 

三、防止病毒愛滋病傳染 

 指出防止愛滋病傳染的方法如下 ： 

（一）單一性伴侶。 

（二）發生性行為時，全程使用避孕套。 

（三）避免與傳染愛滋病機率高的群體或來路不明的人發生性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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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需刺青、剪指甲或穿耳洞，使用消毒乾淨或新的器具。 

（五）避免共用牙刷或剃刀，應準備自己的生活用品。 

（六）在懷孕前，應先做健康檢查，確定父母雙方都沒有感染愛滋病毒，已確保愛滋病

毒不會傳染給嬰兒。 

（七）避免共用針頭，以防止愛滋病毒透過血液傳輸的方式傳染給他人。 

（八）小心使用銳利的工具，並注意受傷的瘡口，銳利的工具應使用 濃度的酒精浸

泡五分鐘予以消毒殺菌。 

 

四、愛滋病患共住之探討 

隨著愛滋病疫情的擴張，人們有可能會跟愛滋病患共住，有其被感染的危險性，因

此，有關部門便提出預防的指導方針，讓人們能夠安全地與愛滋病患生活，並避免自己

被感染的危險性  

（一）乾淨的手：使用肥皂與水來洗手是一般性的常識，如果有和愛滋病患進行接觸，

更應該注意此一自我保護的措施，特別需要留意的是，自己是否有開放性的傷

口，若有，則應密切地關注加以照顧。 

（二）手套的使用是避免與愛滋病患進行直接的肉體接觸，降低被感染的可能性，若是

手套髒污了，則應小心地加以消毒或銷毀，避免病毒因此傳播出去。 

（三）病患平常用的衣服、被單、床單可以和其他人的衣服一起洗，但是如果衣服、被

子、床單有病患的痰、鼻涕時，則要分開洗。清洗的方式，先放入漂白水約

分鐘，然後依照一般的方式清洗。 

（四）處理衛生病患時要戴手套，若有髒污的地方，可以用衛生紙擦拭然後銷毀，再用

消毒劑處理乾淨。 

（五）浴室、化妝室可以和病人共用，但是要注意衛生，在清潔環境時，要戴手套，用

清潔劑，若有使用拖把，要先把它晾乾才能在其他的地方使用，另外，某些物品

如毛巾、手帕、牙刷與刮鬍刀，必須要分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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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盤、碗而其他物品，不一定要和病患分開用，可以一起共用，但是每時洗完後要

烘乾，為了保險起見，每次用餐要用公用湯匙，以避免傳染病。 

（七）和病患相處可以和病患握手沒有禁忌，可以依照一般的方式互動。 

 

五、愛滋病影響 

（一）經濟方面：通常罹患愛滋病病患年齡層在 歲，這個年齡層是社會上的中

堅份子，有負擔扶養家庭的責任，因為罹患愛滋病，不僅造成個人的收入損失，

治療費用的問題也造成家庭與政府的負擔與壓力，此外也間接造成旅遊產業的

損失。 

（二）社會方面：因為父母親的離異，或一方先死，小孩無法忍受，不能面對社會的眼

光，因而感到壓力，從而產生的社會問題，也增加失業率的上昇。 

（三）心靈領域：人民的表現，因為面對病症所產生對自己的厭惡與擔憂，造成大部份

的病患不敢面對自己，有些人還沒有出現症狀就先自殺，離開人生，大部分的病

患會有悲哀、焦慮、擔心等狀態，這些狀況都是社會與論造成不是從病症導致的。 

（四）國家的穩固：如果發現當軍人得愛滋時病，就會被送回家，這些男人就傳染給女

生，孩子又可能被媽媽傳染，這些因素會讓社會的運作不穩定，造成國家發展的

隱憂。 

 

六、當前愛滋病的治療 

泰國政府愛滋病研究部門 研究至今，還沒有任何藥物能根治愛滋病，

只能抑制病狀的嚴重性，以及延長病患的生命，現今使用的藥物是 和

蛋 白 酶 抗 化 劑

，這些藥物的功能是阻止病毒的擴散，但是無法完全地消滅它，並且有貧血

症與噁心欲嘔吐等副作用，所以使用這些藥物必須在醫生的診療下才能服用。 

    由於現代的醫療還是不能根治愛滋病，造成讓愛滋病患有焦慮感、絕望感等，所以

有些愛滋病患沒有到醫院進行治療，反而追求其他治療方法，如草藥，它的好處是便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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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沒有副作用，而且可以治療某些疾病如下： 

（一）治療病的草藥 例如：苦藤、瑪麗安梅花、肥皂榛子等 

（二）治療荨麻疹的草藥 例如： 女性 等。 

（三）治療腹瀉的草藥 例如：芭蕉、芭樂、石榴等。  

（四）治療腹脹、腹部發脹的草藥 例如：丁香樹、黑胡椒、甜羅勒等 

（五）治療菌類草藥 例如：大蒜、布什癬、莎草屬植物等。  

（六）幫助好睡的草藥 例如：大蒜、泰國銅吊艙。 

基於每個病患的病情不同，有些病患會因食物特別過敏，所以他們必須住院已得到

更正確的照料，然而有些的病情與身體情況良好，無需住院，可過著正常人的生活，而

且以後可能會找到可以根治愛滋病的藥物。 

研究者從關於愛滋病的文獻，以了解愛滋病的病狀、愛滋病的來源、愛滋病的傳染、

愛滋病的副作用，從而分析僧伽對愛滋病患的照顧模式。 

這地方要不要另外解釋愛滋病的階段 

 

第二節 僧伽的角色與照顧愛滋病患的相關研究 

 

本節探討僧伽對愛滋病患照顧的理論和實踐，以及相關研究，為了要解釋關於照顧

愛滋病患的佛印寺為例，相關理論內容說明如下： 

一、角色定位  

二、泰國社會中的僧伽定位  

三、僧伽如何協助愛滋病患的理論 

 

一、角色定位 

 說：角色是權力和職責的總結，要表達他的

地位在權力和職責角色，以及表示角色有三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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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際角色 ，個體在社會的期望角色所表現的行為模式。  

（二）期望角色 ，是其他人期望本人的角色該有的行為模式。  

（三）知覺角色 ，是本人的角色知道自己該有的行為模式。 

由上述可知，不同的人有不同的角色期待與扮演，為了讓每個人知道如何表達自己

的角色，因此角色的學習需要透過行為典範，經由模仿以及考察，使自己達到社會期待

的角色扮演。角色扮演可能符合社會的期待，也有可能與社會的期待互相衝突。在地位

或行為上如何表現，有一些理論能讓大家容易了解人的社會角色如何扮演與互動，現簡

介如下：  說：人會接受別人的觀念，因為與自己

在社會生活的順利與否息息相關 說：為了看別

人如何期望自己，人會用別人當鏡子，來作為自己行為的檢視，因此關連到社會互動過

程，不同地位的人產生互動時一定要學習知道自己的角色，以及該角色應有的行為舉止

與規範。 

 為了解釋出有關每個人行為，特別是僧伽，本研究以角色理論來當本研究概論，此

研究會包含個人因素與社會因素的結合。 

 

二、泰國社會中的僧伽定位 

（一）早期泰國社會的僧伽角色 

 僧伽的直接職責是依照佛教的戒律來修行與弘揚佛法，解釋、指示佛教的為人處世

的修善原則，或幫助社會讓社會如意吉祥，所以佛陀時代的阿羅漢弟子，為了眾生的和

平，為了幫助眾生，為了救渡眾生，開始積極地弘揚佛教。

。因此佛陀修行真正用意是為了眾生的好榜樣，如此悉達多太子成佛後沒有進入涅

槃，繼續留在世間教導眾生佛法，沒有分階級，為了眾生脫離苦難。後來佛陀雖然涅槃

了，但是阿羅漢弟子繼承佛法，根據佛陀所教導的教法建立僧團與制度，佛教發展到現

在，法與戒律有指出僧伽生活會和在家社會有互相幫助與提升，僧伽與眾生關係不斷地

堅定，僧伽基礎會執行跟隨法律，從前到現在都是為了社會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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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僧伽對社會的責任 

佛教教導法與戒律的基礎，是指僧伽的生活關聯與福利社會，僧伽社會裡面的互動

基礎大致上可分為兩種，一是僧伽和僧伽之間，二是僧伽和眾生之間。 

僧伽和僧伽之間：戒律的概念，認為僧伽和僧伽之間是要一起生活在寺院或僧院，如

有戒場範圍、布薩日 、有迦絺那衣  ฺ 、有僧伽羯磨

有出家（剃度）等等，僧伽關係尊敬戒臘較高的出家眾（泰國社會， ）。 

僧伽和眾生之間：戒律指定僧伽的生活所需由在家眾供養，這是因為僧伽是認真奉獻

自己全心全意投入學佛，放下在家所有的東西與幸福，所以在泰國，僧伽是比一般人還

要尊貴的人，因此在家眾會供養食物、生活要用的東西等等給僧眾，幫助僧伽專心的學

佛法，僧伽也要教導與弘揚佛法報答在家眾，這算是僧伽依靠在家眾的財布施，在家眾

依靠僧伽的佛法，為了雙方互相的福利，兩者互相幫助對方

。 

由於僧伽與社會的關聯十分密切，因此佛僧規定僧伽對社會的應有責任，這些責任

大致上有兩個方面，分別是對自己的責任與對其他人的責任。 

自己的責任：是要學佛以自己的能力為基礎，自己要完全明瞭與實踐以後才可以教導

其他人佛法，僧伽的弘法就是跟隨佛陀的腳步，為了僧伽學院的純淨與傳承佛教（泰國

社會， ）。 

對其他人的責任：僧伽應該為社會做三個領域的責任，就是教育、弘揚佛法、福利社

會。這些責任也說明佛教從前就對社會十分重要，由此可以看到僧伽學院幫助社會的發

展與創造，例如出現在佛教的鐫刻教導及本生經  

說：寺院是社會、精神、信仰、合作、儀式或服務的中心，而

且最重要的是人們對僧伽的認知是為比一般人還要有智慧、能教導人，一直到現今，這

些僧伽還是令人尊敬。 

 說：佛教是精神發展，僧伽有責任要去改善人們的精神，讓他

們學佛、多做善事、促進善行、精神發展，可以籍由佛法改善每個人每天的生活行為，

而佛法真正讓人改善情緒。因為如果有學佛就會知道人的價值、我是誰、為了什麼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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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什麼而活、要做的善事是什麼。僧伽是要讓人有智慧多看自己，有好的戒條，不要

聞風而緊張，相信業，也相信如果有修法，”法”就會保護自己。 

 

三、現代社會中的僧伽定位 

我們可以看到早期泰國社會中，僧伽在社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人們對僧伽十分尊

敬，因為僧伽是修行人、很純淨，為了社會捨已為人，最重要的是僧伽智慧很廣，能教

導人，給人們好方法去改善自己的行為、思想與生活。也因為這些相互關係，讓僧伽與

人們的關係不斷地密切，變成僧伽是人們生活與精神的信仰依靠，而寺院變成社會活動

的信仰中心。後來社會的結構有重疊，政府的權力變大，僧伽的角色扮演相對的重要性

減少，甚至只是做佛教的儀式而已。因為有新的社會學院來取代以前寺院與僧伽的角

色，例如：學校、醫院等等。讓人們逐漸脫離僧伽，人們對僧伽的感覺與印象也有改變，

特別是住在城市的人，無論如何，這些問題促使僧伽學院增加思考與反省，盡力恢復僧

伽福利社會的角色。因此如過想要回到早期社會中的僧伽角色，重要的事要進入可以提

供出世與入世的好處給人們，這正是關於國家問題的責任，關懷人們的苦，用佛法的理

念與方法讓他們醒悟，大致說來，僧伽的角色可以概括說明如下； 

（一）僧伽的角色與培養道德方面 

在社會上有各式各樣的人，如果缺少道德，那麼大家都不能平安快樂，道德是使人

安全有保障相處在一起的保護傘，如果社會少了道德一定會混亂、破裂。僧伽教導的道

德是讓社會和平的六波羅蜜和四梵住，其中的有一些部分早就存在了，而僧伽的教導是

一種更為完整而有系統的理念。 

 

（二）僧伽弘揚佛法的角色 

以前，僧伽的弘揚佛法的範圍只在寺院裡，弘揚的對象也僅有村民而已，並且只

在佛日時、或是重要的佛教節慶才為村民說法。現今佛教的組織廣大，並且因為科技發

達，有舉辦佛教機構，有系統常規，總合傳輸、通訊的機構發展，及交通方便，因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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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不同的方式傳遞消息給很多人，更快又有功效，現在的佛法弘揚範圍越來越廣大，

且增加進入到不同階層的人，現今僧伽的佛法弘揚有分三個領域： 

森林弘法比丘僧伽且自願去不同的地方弘揚佛法，讓他們信仰佛法，而且送很多孩子

來出家，讓這些小孩有機會學佛與讀書，然後回去自己鄉村弘揚佛法。 

海外弘法僧人是僧伽、沙彌修行與弘法都有一定的修養水平，可以負責弘揚佛法，他

們去不同地區渡化眾生，為了讓這些人培養高尚的道德與信仰佛法。 

一般性的弘揚佛法 

說法或有一些機會是講授佛法就是聞法日子（佛日）、葬禮、或其他的重要日子

特別邀請僧人。 

應用不同通訊弘揚佛法如：電台、電視、報紙、網路等 

其他是指伴隨弘法而發展的其他建設，如展覽館、教育單位等。  

   

 有研究指出，僧伽傳授佛法是透過五個僧伽發展人員

以及參加計劃的人的計劃發展，清邁府的相關研究發現僧伽傳授佛法理念，是從僧伽對

社區的密切互動而了解社區的問題，以及信守佛陀的指導，就是僧伽為了幫助人民，不

只是精神和佛教儀式方面而己，而是要大家集合一起幫助，由三學（戒、定、慧）強調

人的發展，以及應用佛法以及佛教經濟學的方法，強調以人為主的發展中心。僧伽的發

展考慮為基本需要和基本問題，強調佛法智慧的落實、以及以最低的社區資源發揮最大

的實際效用，透過人與環境的共同幫助，帶來社區在物質、精神與文化方面的發展。 

另外是佛法的傳授方法，經由訓話、說法、討論，以及辦活動，佛法的教育經過通

訊、故事、遊戲的方式進行，再經過佛教儀式的洗禮，僧伽的不斷地學佛、嚴格的保持

出家人的莊嚴，可以使人產生信仰，而樂意皈依佛教，對佛教的戒律老實的奉行。因此

僧伽要考慮到每個人根性的差異，以及社會的情形。為了符合生活，強調喚醒人民認識

生命與社會目標的意識，了解與明白對自己以及社會有執行責任，避免與免除歪門邪

道，以及為行在道德中，這其中包括說明解釋現在的情況，讓病患能夠寬心地接受事實，

這些佛法的傳授內容稱之為三學：就是增戒學、增定學、增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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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僧伽對愛滋病患的照顧角色 

 帕阿龍袞博士比丘 Dhammarakniwet基金會的主任，佛印寺）

 年 月 日），說明僧伽對愛滋病患的角色，是因為當社會有問題，僧伽不能置

身事外。僧伽因應愛滋病患的角色扮演，由於佛教是泰國社會的基礎，當一般的人民有

問題的時候，僧伽要當顧問引導人民如何行事與生活，總歸來說，當社會有問題時僧伽

所要扮演的角色是： 

僧伽要引導人如何正信的在社會生活 

僧伽要照顧人的精神生活、教導這些人維持保有好道德而獲得安樂  

社會產生的種種問題、眾生的痛苦由僧伽負責因應 

 

（四）僧伽對鄉村的發展 

在泰國北部的弘法比丘，發展鄉村原則有二方面，即就是物質和精神一起發展的計

畫，另外特定是精神發展的計畫，內容說明如下： 

物質和精神一起發展 

弘法比丘認為發展鄉村想要真正的獲得成效，不應該只有物質發展或精神發展的計

畫而已，必要一起發展。當物質進步的發展，但是鄉村的人缺乏文化與宗教意識；而精

神發展時，鄉村的人仍吃苦欠缺生活重要的物資，鄉村的人就不能平穩的生活，沒有平

穩的生活，自然談不上精神的需求，所以要物質和精神方面一起加強發展。 

 

 精神發展 

弘法比丘認為釋迦牟尼佛的佛法是有道理的，佛法有滅苦的原則，但是人們沒有真

正的學習與修行，佛教信徒不了解此點而依靠西方的物質，如果可以改變概念到精神發

展，就可以培養人的正知正見讓他們了解問題，平安的生活，不管是什麼發展都可以成

功。 

 說：僧伽學院算是我們國家非常重要的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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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且對泰國人的生活很重要，從佛教傳入泰國大約佛曆 年， 多年來，直

到現在，僧伽與人民的關係還是十分密切。 

 關於僧伽對鄉村發展的角色有兩

個觀點： 

主要角色：是領導人們的心靈，加強正確的智慧、道德，這算是重要的角色，

是社會發展真正的基礎。 

間接角色：有一些情況僧伽會有其他的角色加入，可能性有三：一是指示與福

利人民，讓他們看見合適物質與精神發展的道路，二是人民發展合作的工作聯繫，三寺

院可以變成人們團體集合的場所。 

僧伽是寺院的代理人，領導人們的精神，是人類的信仰、合作、儀式而福利中心。 

 

 僧伽對社區發展的角色－教育人民區、清邁府的

計劃，研究發現，僧伽學院的思想與政策對社區發展，包括僧伽和在家眾，全部都有類

似的想法，亦即僧伽學院必要進入到社區進行精神方面發展和物質方面發展。長老推行

政策促進與支持僧伽真正發展的角色，有規定各式各樣的計劃發展，讓僧團執行；而政

府支持預算和協助相關人員進行計畫的執行。另外計畫的活動與政策之間尚有一段落

差，因為執行的活動大部份是說法教育的，教育是為了工作的實踐，進而發現收入的預

算不夠，而且收到款項的時間與理想值差距過大，此外大部分的在家眾委員會還不了解

相關計畫的內容。 

 

（五）僧伽對社會福利的實踐 

 僧伽的另外重要的角色，就是對社會的福利，由於僧伽的生活方式和人們有關聯的

綠故，所以有人研究僧伽的福利這方面如下： 說：僧伽對

社會的福利責任從三部份開起 

僧伽的生活方式關聯在家眾的四事（飲食、衣服、臥具、醫藥） 

 社會的狀況和情況號召要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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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僧伽的美德、慈心、悲心幫助眾生滅苦 

而且僧伽做的最好的福利角色，是教育的角色、公共衛生的角色、精神發展的角色、

精神服務的角色、鄉村發展的角色，內容如下； 

   教育的角色：讓寺院當學校，有僧人當老師培養年輕人，讓他們有道德且有社

會責任，援助設立兒童學校，邀請人民來支持獎學金。 

  公共衛生的角色：以前和現在的僧伽，會治療不同階段的疾病，有一些精神疾

病是對僧伽有強烈的信仰就會治癒。 

   精神發展的角色：僧伽給人佛法，有智慧而了解佛法的人，會懂得“法肯定會

保護修行人”這一觀念，此外教導觀「業處」也可以讓精神更安靜。 

   精神服務的角色：這方面僧伽的角色是幫助教濟的問題，且有增加促進人民的

心靈健康，僧伽最直接的社會服務就是在精神方面。 

 鄉村發展的角色：在鄉村僧伽的責任很重大，一方面是領導人民對鄉村的建設

與發展提出意見，另一方面也動員人民進行社會的發展。 

 

 研究僧伽福利鄉村方面的角色，以清邁府的愛滋

病問題為例，研究結果發現福利鄉村的樣式，有精神福利方面、經濟以及社會的結合，

大致歸納有兩種，一、免費福利：就是提供獎學金、生活所需、葬禮協助等，後來村民

對這些免費福利的措施覺得理所當然，不願自己努力去改善鄉村的情況，只等待外界的

援助。經由僧團動員，在社區裡建造愛滋病患的通報廣播網 ，發現這些方

法能夠看到具體的成效，可以改善一些愛滋病患的經濟問題；另一方面，也發現被傳染

者對生活開始充滿信心。僧團也推動愛滋病社區（領導人、董事會、鄰居、以及僧伽）

大家一起思考與討論，共同解決社區的愛滋病問題、以及因為愛滋病所衍生的家庭問

題、社區問題與社會問題。他們所提供的解決方案如：觀心學習、慈心、決心、奮力發

展以及自我管理，因此人們與機構在學術以及人員資源方面都支援預算。 

 

（六）僧伽對心靈發展方面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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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佛法來看就可以看得清楚，良好的心靈與態度是成功的基本要素，因此一定要發

展心靈，因為良好的心靈會讓外表也隨之改善，心靈發展佛教叫修習，觀法有兩種，止

觀是讓心安靜，和內觀是明知。 

 

（七）僧伽對促進保護藝術文化的角色 

 文化是人創造的生活方式，為了實踐生活的好處，才從祖先傳授及後代  

 

（八）僧伽對促進與維保環境的角色  

佛法裡說到自然、法的自然、自然的紀律，以及跟隨法的自然執行的效果，人只是

自然的一部份，所以在很多經典有提到我們必須要維護自然，特別是人在生活方面的實

踐。 

 歸納僧伽的角色，在自己角色方面就是要學佛與修行，為了了解佛法以及了解社會

的問題而幫助；在福利社會的方面，為了社會福祉，所以寺院以及僧伽提供諸多方面的

社會協助。另一方面來看，他們也是社會重要且很有價值的資源，因此僧伽具備社會核

心運作角色的條件與能力，也能夠幫助社會各個方面的改善，其中也包含幫助愛滋病患

的生活與治療。 

 

三、僧伽協助照顧愛滋病患的相關論述 

佛教學院參與幫助愛滋病患，除了因為佛教學院對人們有精神上的道德權威。一直

以來，佛教學院是人們的信仰中心，人們藉著佛教學院培養價值觀念、德行以及道德。

現在的社會方面、經濟方面、以及政治方面狀況變化十分的劇烈，僧伽在社會上所扮演 

的協助角色相較於以前變得比較少，但是佛教學院因應時代的變化而自我改進，使得僧

伽角色能夠有助於現代的社會。另外，在鄉下僧伽是社區活動的領導人，除了應用佛法

的知識指導村民正確的理念與方法，也是村民思想與信仰的道德中心。

 現在僧伽在社會所扮演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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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十分的多元化，例如：為了幫助挽回國家的經濟的角色，以及弘揚佛法、做福利、分

配工作給有苦難的人，領導人動員資金募集，以及為社會指導有效的道德法則，協助並

促進社會的安詳與和平等等。 

幫助愛滋病患的角色是先從協助酒癮患者以及犯煙癮開始，後來這些人又得愛滋

病，基於慈悲的立場，所以僧伽也要找方法治療愛滋病患，也因為需要僧伽協助的求助

者增加，所以僧伽也幫助愛滋病患 ，採訪) 而再協助有災難的人。

就社會層面來看，僧伽讓那些人可以靠自己而不變成社會的責任，所以也可以算是社會

福利之一，另外佛使比丘 a 提到僧伽對社會的責任有如下數點

（ ）： 

（一）福利精神方面，應有智慧處理自己的問題 

（二）福利道德方面 

（三）福利人們，讓他們有心靈的光明 

（四）福利生活方面，使其生活不虞匱乏，能夠安穩過日子。 

（五）福利給佛法方面比物質方面多 

（六）福利使他們變堅強 

 

 是研

究福利人員的角色以及社會福利的行政對愛滋病患的方案，簡要說明如下： 

一、給建議：解釋並讓愛滋病患、以及他們家庭了解自己的問題，以提供解決問題

的方法，協助被傳染者及其生活團體，讓他們改善而能面對問題，和其他人有良好穩定

的關係，因此提供建議的人必須讓接受服務的人能面對問題。 

二、給病患和被傳染者教育：讓他們知道一般的愛滋病教育，自己的執行方法，為

了保護自己，不要再增加被感染的人數。 

    三、再幫助與服務：注重是給予信心的支持，為了使愛滋病患能夠在工作崗位上順

利的進行工作，協助人員必要進入到愛滋病患的工作地方，找出合適的幫助方法，讓愛

滋病患與和他們一起工作的同事均能建立正確的工作態度與相處方式，一方面保護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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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於感染愛滋病的風險，另一方面讓愛滋病患免於遭受別人因為不了解而產生的誤會與

歧視。 

 

 有研究僧伽幫助愛滋病患的角色，研究發現，大部

分幫助愛滋病患的僧伽最多是在泰國的東北方，年齡層在 歲 、出家的戒臘在 

 年，教育成度以初等教育為最多，大部份對於病患的照顧都只是短期的協助。從

年間平均幫助的人數計有 位，大部份僧伽是沒有外界協助的，因

為其他的人認為這是僧伽個人的道德實踐，而且接受服務的人大部份有精神問題。 

僧伽大部份對疾病的來源、內容、和愛滋病患一起的生活的學問有完整的認知；僧

伽對疾病的傳染、狀況以及疾病的傳播方式的知識認知有中等的水平；僧伽對於有關愛

滋病的認知最低的水平是關於愛滋病的預防方面。另外與愛滋病患一起活動和溝通，以

及幫助愛滋病患的水平是非常好的。僧伽最顯著的角色是幫助病人在精神方面以及德行

方面的增長與改善，傳授佛法的知識讓病人應用佛法，提升自己內在的心靈品質，能夠

樂觀積極的面對愛滋病與生活，而且學習入定，促進愛滋病患為自己、家庭以其朋友行

善，教導而讓他們了解自己的情況，而且能夠學會為他人著想，不會有想要將愛滋病傳

染給他人的念頭與行為，降低社會處理愛滋病患者的風險。 

幫助身體這方面，大部分的僧伽是靠建議來幫助愛滋病患的，建議愛滋病患照顧好

自己、大家一起運動、提供生活所需的物資，以及用草藥治療。 

幫助病患的家庭，發現大部分的僧伽給病患的家人建議，當聯絡人，讓大家互相了

解與聯繫，以及幫助各種方面。 

幫助社區這方面，大部分的僧伽很少有這方面的角色能力，另外職業與收入這方

面，因為僧伽不太了解所以所能夠提供的幫助很少，幫助減緩擔心與焦慮這方面，是死

後會做葬禮服務與功德迴向，另外幫助傳染者和愛滋病患的孩子，僧伽為了照顧病人的

孩子，有準備照顧的地方以及安排相關的工作人員。 

幫助傳染者和愛滋病患，最重要是平常的幫助，接下來是對傳染者和愛滋病患的感

覺，以及愛滋病的知識，最後是協助照顧愛滋病患者的僧伽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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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愛滋病問題和泰國僧伽學院 －以僧伽及學術人

員對想要加入出家的人的檢查 病毒的看法，研究結果發現；僧伽加入幫助愛滋病患

的角色這部份，有很多寺院願意提供這方面的協助，大約百分之  同意僧伽加入幫

助愛滋病患。因為覺得僧伽可以幫助愛滋病患的心靈方面，因此應用預防愛滋病的佛法

來說法給人民聽，而且為了幫助處於生命最後階段的愛滋病患，有佛法教育，包括家庭

以及病患的親戚，讓他們肯定生命事實的真相，以及改善僧伽的角色以因應現在不斷增

加的社會問題。同時，有計劃幫助愛滋病患的僧伽，亦是個人的道德意識以及為了分擔

政府的壓力，因為政府有許多其他重要的事情需要處理；除此之外，僧伽對愛滋病患提

供照顧，也可以讓人民看到僧伽對泰國社會的價值。不過仍有百分之  的僧伽還不

確定，以及有百分比  的僧伽不同意僧伽加入幫助愛滋病患，因為有一些僧伽並沒

有對愛滋病進行了解與認識，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國立和私立的醫院也都有負責這問題，

而且每年會得到政府的一部分預算的支持。 

 

透過以上資料，研究者發現愛滋病患有很多問題，身體問題、精神問題、家庭問題、

社會問題、愛滋病的道德問題、職業與收入問題、死後的葬禮問題、以及愛滋病患孩子

的教養問題等等。所以幫助愛滋病患必須是照顧到所有面向，其中最主要的照顧方式，

就是要說法給病人聽，讓病人有信心，並且能接受自己現在的狀況，還能為別人著想，

不會把愛滋病傳染給別人。 

 

當初，在這方面很少有僧伽在此方面進行協助，但是因為觀念的宣導與認同者的增

加，現在不斷地增加分散到不同的地區 例如： 項目中在春蓬府； 

寺院 (公共衛生的集團 在紅統府：名為 ) 寺院，在

莫拉限府 寺院，在莫肯府 寺院的在色軍府

寺 院 在 華 富 裡 府 ， 由 令 人 尊 敬 的 修 士

寺院在夜豐頌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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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邁府，由  等

 本研究，應用僧伽的角色理論是為了解釋泰國僧伽如何照顧愛滋病患，幫助與福利

社會各個方面，增進社會的幸福。  

 

第三節 佛印寺 社會福利簡介 

 

一、以佛印寺為研究對象的理由 

泰國愛滋病照護的概念 

美國心理學界的 ，在籌備臨終希望工程時，聯絡泰國宗教界，

期盼應用泰國的佛教方法，來照護與協助很多被遺棄，以及一些被醫生與護士忽略與漠

視的愛滋病患，希望會有寺院與僧伽來承辦這種工程。 希望僧伽

與富有慈悲心的醫生與護士合作，相互協助，因此使用寺院作為照顧病患的場所，這些

想法雖然得到社會的支持，但是剛開始要建在 寺院的時候，卻為當地群眾所反

對（泰國國民教育委員會， ）。 

 

與佛印寺合作的相關機構 

Dhammarakniwet 工程得到到國內外廣泛地支持，包含個人與團體機構，這項理念最

先是由佛印寺所發起， 為了得到世界佛教徒聯誼會

的 由

教授、及 支持，

調動資源讓寺院的任務成功進行，因此可以得到國王的支持。國王聖訓：「福利愛滋病

患，不是一個人的工作，而是每個人的工作。」國王慈悲資助 學

院，以及皇太后王者之慈悲，捐贈 萬，使用福利在 Dhammarak 基金會的愛滋病患，

目的是，發展行動工程，建立社區護理，成為對愛滋病患福利的慈悲與道德，而能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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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的其他地區的榜樣。除此之外，還有每個月給於醫藥以及醫務用品的僧王，因為福

利愛滋病患、愛滋病患的家屬，和國王、王族、長老、以及泰國的機構擁有同樣的理念，

所以 進行這項計畫，也可以說是減少國王的負擔（泰國國民教育

委員會， ）。 

 

年帕阿龍袞博士比丘 在一次關心醫院治療愛滋

病患的活動行程中，他發現家屬缺乏對病患的同情心，以及醫院的工作人員缺乏對愛滋

病患正確的知識與了解。有感於此，帕阿龍袞博士比丘便萌生協助愛滋病患的念頭，並

將協助愛滋病患的理念和寺院內的其他僧伽討論，進而衡量自己寺院的條件，以及寺院

社區周圍居民的反應， 年才確定決心進行 Dhammarakniwet 工程，進行臨終關懷福

利，由 Dhammarak 基金會負責備相關資源，而寺院準備照護場所、住處與社區相關護

理設施 。 

 由於寺院應用佛法的理念與原則，進行臨終關懷 得到一定的成效，

而得到國內外的承認。寺院一般性的常規就是管理僧侶、宗教教育、弘法、社會福利、

教育福利、公共事業，但其中最出色的方面是社會福利與教育。寺院會教導社區附近的

居民對愛滋病疾病的正確常識，建立治療愛滋病患、家屬、以及孤兒的完善場域，以至

於不會有抗議份子來反對寺院的計畫。此外，佛印寺也會協助病患到其死亡為止，不過，

帕阿龍袞博士比丘還是不斷地弘揚佛法並持續給社會大眾有關愛滋病知識的指導。 

 

二、佛印寺的簡介 

（一）寺院歷史 

 佛印寺，建立在 山腳，在華富裡府，面積有 平方，南方接近村民的田地，

西方接近山，而東接近軍營。佛印寺四周環山，地形呈現半圓形，寺院屋頂是以四方形

的造型為主。 

                                                 
1 ；是指「照護工作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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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年 月 日政府批准此地建寺院，帕阿龍袞博士比丘長老，從 年就

任住持，直到現在 Dhammarakniwet 工程的影印資料： 。  

（二）住持的生平簡介 

帕阿龍袞博士比丘 年 月 日出生，在  （縣） 

（叻丕府） Dhammarakniwet 工程的影印資料 ）： 

表 2-1 帕阿龍袞博士比丘的學歷 

年 泰國農業大學的工程師業學（大學） 

年 歐洲國家大學的機器工程學研究（研究所） 

年 二級佛法限定佛印寺學院華富裡府 

年 的社會學（博士） 

年 的護理學（榮譽博士） 

年 的哲學（榮譽博士） 

年 的社會學與人文學（榮譽博士） 

的教育管理學（榮譽博士） 

年 （華富裡府）（榮譽博士） 

的佛學（榮譽博士） 

 

表 帕阿龍袞博士比丘的地位與僧侶的職稱 

年 佛印寺的住持 

年 被封為 （關心大眾的僧人）』 

年 被封為 『 （對大眾充滿關心的僧人）』的封爵 

 

三、佛印寺的社會福利範圍 

（一）慈悲救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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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富里府（ ）僧團的負責人員，有感於愛滋病不斷的傳播，而政

府對於病情的控制不能有效達到規範的功能，人民對愛滋病的疫情始終少了一份危機意

識，讓愛滋病的傳染情況一直十分嚴重。為了有效的控制愛滋病疫情在泰國的傳染，從

年開始到現在，寺方以推動道德理念的宣揚作為控制愛滋病疫情的方法，從道德

本位的立場讓人民瞭解愛滋病的嚴重性（佛印寺網站， 年 月 日）。 

 

（二）Dhammarakniwet 工程 （ ） 

泰國第一個照護愛滋病患的寺院，就是在佛印寺（華富里府）由帕阿龍袞博士比丘

住持著手規劃，從 年開始進行。 

 

（三）Dhammarak 幼兒園學院 

帕阿龍袞博士比丘是 Dhammarak 幼兒園學院的建造人，從 年開始，幼稚園教

導一年級到三年級父母因愛滋病而死亡的孤兒，讓他們和一般的小朋友一樣有機會讀

書。寺方也盡照顧的責任，且讓他們不用負擔經濟的壓力，為了給於在社會中，沒有求

學機會的小朋友能夠唸書，於是寺方也在華富里府建立 Dhammarak 幼兒園學院。 

 

（四）  學院

帕阿龍袞博士比丘在華富里府也有建立學院的規劃，在國王的贊助之下，照顧收養

因為爸媽而得愛滋病而死亡的小孩，國王取名是 學院 ”

是住宿生，此為福利教育，也不用繳學費。 

 

佛印寺照顧的愛滋病患從 1997-2007 年，男性 63.15%；女性 36.85%，發現男性比女

性比例高 1.70：1，從資料來說來佛印寺接受治療每年不斷的增加（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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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年佛印寺的愛滋病患紀錄 

 

       佛印寺 年佛印寺的愛滋病患紀錄；資料來源（佛印寺網站， 月 日         

 

基金會的發展 

帕阿龍袞博士比丘，從 年 月 日建立 基金會，由於 年建

立 工程（愛滋病患最後的家），在佛印寺總共 平方，經過一段時間

的發展，由於愛滋病患不斷的增加，在 年擴大範圍， 在華富里府，

擴充為 平方（佛印寺網站， 年 月 日）。 

－ 年，建立與資助  學院 ：因父母關係而得到愛

滋病的小朋友，從幼兒到高中，現在計有學生共 位。 

性別 原因年 總數

男 女 性 毒品 其他

回家 死亡 留住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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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年，建立與資助 幼兒園學院：為了照顧受愛滋病影響的孤兒，

現在寺方的照顧是從一年級到三年級，總共 位。 

 － 年，建立與資助 學院：為了培養照護愛滋病患的照護人員，

目前總共有 位學生。 

 － 年，建立與資助 醫療學院，為了培養照護的醫療人員，來照顧

小孩、愛滋病患以及第一批僧伽（佛印寺）總共 位。 

（一） 基金會 

 詩納卡琳泰皇太后，善心捐款 萬， 基金會的愛滋病患，目的是發展

行動工程，建立愛滋病患臨終關懷的地區，而能成為泰國的榜樣（ 工

程的影印資料， ），而為了動員，很多人都願意付出，因此帕阿龍袞博士比丘

也不斷地行腳托缽，其行程如下表： 

  

表 月 年 的托缽時間表 

托缽時間 托缽地點 

一月十三日（星期二） 市場， 市場， 市場，

巷 

一月十四日（星期三） 北標府市場， 市場，火車市場 

一月十五日（星期四） 巷市場， 市場， 

一月二十日（星期二） 市場，  

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尖竹汶府市場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市場 

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市場， 市場，  

一月二三十日（星期五） 市場， 市場，春武里府 

佛印寺的托缽時間表：資料來源 （佛印寺網站，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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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金會的目的 

 1.應用泰國的佛法理念，來治療在 Dhammarakniwet 的最後階段的愛滋病患 

 2.應用佛法理念來發展照護的體系 

 3.政府的工作單位與私立機構組識種種關於照護愛滋病患的福利促進行動 

 4.支持治療愛滋病的相關研究 

 5.促進教育行動，為了因愛滋病而沒機會讀書的小朋友，使其能夠有機會讀書 

 6.幫助社會上其他弱勢團體，包含孤苦無依的老人，或者是遭受虐待的婦女與小孩

。 

  

四、佛印寺對愛滋病患照顧模式 

寺院內活動 

 佛印寺一般性的活動和泰國其他寺院一樣，在佛日、或其他佛教重要的日子行善、

為了動員資金，僧人托缽等，僧人也會誦經回向給死亡病患，寺方每天也有為死亡的愛

滋病患舉行火葬儀式。 

 每天晚上七點的時候，身體尚能自主活動的愛滋病患、家屬、以及工作人員會一起

誦經打坐，一般由 當主席、或者由住持委托的人代表當主席。 

 工程一的活動，此工程成立的目的，是為了作為泰國的愛滋病患

教育中心，以及愛滋病患最後的慈善之家，提供培訓、開放參觀、而宣傳公共工程的理

念與弘揚佛法。 

 工程二 在董登區農芒縣華富裡府，面積有 平方，是治療的

社區中心、有住宅服務，以及給病患及其家庭的工作輔導與協助，在中部被染病的孤兒，

工程則有相關的教育方案，協助其學習與成長。 

 

目前 工程有 名醫師、 個護士、 名義工，其中有 名是來

自各地的外國人，所以義工都只是暫時性，而沒有固定的，當義工工作時會有護理代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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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印寺的照顧進行有分兩部份 

照顧與治療一般愛滋病患 

.收養孤兒（因父母親得愛滋病而被感染） 

 

愛滋病患，家屬與得愛滋病的孤兒，有兩種福利如下： 

 日間護理（ ），會得到健康方面的指導與教育，如果病情允許，可以領

藥回家和家人一起生活。 

進入接受社區治療福利，在 會有準備住宅，以及能由自己的

身分進行工作，愛滋病的孤兒能夠得到教育 。 

 

對愛滋病患的臨終關懷的照顧，其內涵如下： 

 給予照顧與恢復健康的住宅，規劃不同的照護區域，避免發生傳染病，並以現代

的醫學來進行照護，配合使用相關的泰式治療方法，如：按摩與草藥的使用，病患與家

屬必需要和 工程簽訂合約，最重要的是病患必要有家屬來照顧，家屬

不得任意遺棄病人，另外更重要就是病患千萬不能沾染毒品。 

 照顧與心靈療癒，像是打坐、聽聞佛法、或是讓愛滋病患以自己能力可行的範圍

之內來幫助寺院的活動。 

 以佛教的儀式來處理病患的遺體 。 

 

佛印寺支持與照顧愛滋病患的概念 

 體檢服務，分為兩種 

 （1）為了住在佛印寺的愛滋病患，每個月會有一次的診所服務，治療或者是其他

服務，由華富裡醫院服務，佛印寺則是負責接送病患。 

（2）當有很多其他的人到華富裡醫院接受服務的情況，因而不能給愛滋病患完善

的照顧，便由華富裡府的公共衛生和 醫院，或者是塔翁醫院合作來醫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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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人員，由華富裡醫院負責，這種服務情況 通常也是一個月一

次。 

有專業人員跟隨病患，並檢視醫療成果。 

如果病患恢復健康就可以回到社會，可以在自己故鄉或工作的地方拿藥。 

 

寺院的進行方案 

 1.寺院的進行活動， 工程以及 基金會均有建立董

事會管理，僧人方面由帕阿龍袞博士比丘當主席顧問，而有 當董

事長，經由董事會的制度提升在社會上的公信力，讓社會大眾能夠放心地支持寺院的計

畫。 

 2.寺院的計畫收入部份，由人民或機構的布施，以及住持的行腳托缽，偶爾透過施

放黄布的方式來動員資金。 

 3.發展寺院的地區，有分為僧人地區，以及 工程地區，僧人地區

會建在 山頂，而 工程如下 ： 

 

 10 棟的護理地區，以及女性工作人員的住處 

 單人，給男性病患一人一棟，總共 棟 

 ：愛滋病患女性住的房子總共 房 

 ：愛滋病患家庭 房 

 ：當護理建築物目前有 床，為兩層樓，二樓給女性病患，一樓是給男性

病患住 

 ：僧人地區 

 

 有設計圖為標準的部分，為了管理與安全控制、加上法律規定，以及避免發生傳染

的事情，工作人員以及愛滋病患分別在不同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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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設計圖為標準之外，還有教育中心 （討論室）、教育中心 （講經堂，打坐）、

教育中心 （最大能接待 人），工程方面會用寺院的儲備金，以及助理護理，因此

開放接受泰國人和外國人來當義工。 

 

工程的進行分成 方面 

總務部門：和其他部門聯絡工作、以及外面機構、文件、書籍、其他資料、金融、

財會、採辦，和一般總務等。 

特別活動部門：舉辦社區外-內的演講知識，以及和社區共同舉辦公共利益。 

護理部門：給於照顧，以及治療病患內-外 小時。 

環境發展部門：看護工程的環境、修理、以及和其他部門合作。 

  公共關係部門：宣傳公共關係工程的工作。 

 接受捐款部門：負責金融、寺院賬目、以及處理人們布施的東西。 

 教育部門：負責規劃與執行教育方案（內-外地區）。 

 的期刊部門：生產雜誌、打印、以及宣傳等。 

 

現在 住宅的小朋友 

表  小朋友日常時間表 

起床、收棉被，進行個人日常性的工作 

洗澡而準備去上課 

吃飯，有病情的小朋友則需要服藥 

吃飯完之後要洗自己的盤子，收椅子以及環境整潔，保母會檢查指甲，檢查牙齒 

國小－國中的小朋友用走路去學校，幼兒園的小朋友母奶送到學院 

回來吃飯，洗自己的盤子，刷牙 

回學校 

回住宅，做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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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晚飯，洗衣服，打掃住宅 

學音樂，而沒有學的人可以去玩 

要吃藥的人來跟褓母拿 

誦經，打坐，刷牙 

服藥，睡覺 

 

日間上課的時間星期一到星期五，而星期六日則以較為輕鬆的方式上課（佛印寺網站，

年 月 日  

 

第四節 佛法對病的相關理論 

 

（法）是所有精神努力和所有生命（即使是最平常、最世俗的也算在內）的

核心，它可是說是「事物」、「教義」和「至上絕對的真理」。為了修行的開始，我們

要強調的是 （法）的四個生命意義：一、「自然」是所有事物，包括人類本身

和我們的所作所為，以及那些事的本質。二、「法則」是歸類和統理所有的自然法則。

三、「責任」是每個人及所有眾生，在每一呼吸間和每一機綠裏，依據自然法則所展現

的生活方式。四、「結果」依據自然法則，正確履行責任後所產生的結果（佛史比丘，

）。傅偉勳教授指出：「佛法是生命的學問，佛學是學問的生命」；佛學是超

科學的、超時空的；佛學是一種「自力醫療」，強調「自我覺醒」；佛學是啟發「生命

智慧」及「覺」的教理，是一種超世俗的高度精神終極關懷，讓人正本清源，看見生命

的真理（林玉燕， ）。 

佛教認為一切事物「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在緣起緣滅的世間，生老病死是

不可避免的現象。眾生的病苦，除了來自身體器官的疾病之外，還包括心理的疾病，也

就是貪瞋癡等無明。因此，佛陀為了醫治眾生身心病痛，以一生四十五年的時光演說三

藏十二部經典，指出一帖帖療治身心的藥方，讓色身得以藉假修真，進而觀照內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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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苦腦，邁向健康之道；因此，經典裡比喻「佛為醫師，法為藥方，僧為看謢，眾生如

病人」，依於此義，佛教可以說是廣義的醫學，佛法是治療人生疾苦的良方，佛陀是世

間第一良醫（林玉燕（ ）；《佛光教科書第八冊－－佛教與世尊》， ）。 

 

一、關於『病』的教導 

（一）病的種類 

佛陀開示，關於治療人的疾病有三種： 有一些疾病不管有治療或沒有治療都不會

痊癒； 有一些病不管有治療或沒有治療都會痊癒； 有一些疾病要治療才會好，沒有

治療不會好。 

 

（二）疾病分類 

在佛教原則上，佛陀説到疾病的分類有兩種 就是： 身體疾病， 心疾病 

身病 

根據經集部類的《佛說五王經》之記述，佛陀在世之時，曾經有位普安王，帶領了

另外四位國王，恭詣祇桓精舍，請求佛陀為他們開示苦諦的法要，佛陀就為他們宣說「八

苦」的義理，以下摘錄其中有關病苦的內容：「何謂病苦？人有四大，和合而成其身。

何謂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風大。一大不調，百一病生，四大不調，四百四病，同

時俱作⋯⋯。」此段經文以「四大不調」來定義疾病，並且還進一歩解說，「四大」中的

「一大」若是不調，則有一百零一種病生起，若四大皆不調，則有四百零四種病生起，

參照林玉燕（ ，P36）。 

心病 

《大智度論》中也有特別提到「心病」的部分：「般若波羅密亦能除去八萬四千病、

根本四病、貪瞋癡等分。婬欲病分二萬一千，瞋恚病分二萬一千，愚癡病分二萬一千，

等分病分二萬一千。以不淨觀除貪欲，以慈悲心除瞋恚，以觀因緣除愚癡。總上三藥，

或不淨，或慈悲，或因緣觀，除等分病。」《大智度論》中所述的「身病」僅有四百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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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心病」卻有八萬四千種，可見眾生的心病比身病嚴重得多，也難治的多，參照

林玉燕（ ，P36）。  

 

（三）生病的原因 

.身體疾病的原因 

有關身體疾病的原因，在佛教的教導中，有提到很多生病的原因，如天氣的變化不

定、運動不正常、過度勞累、因果報應（業果）、受到傷害或年紀大等等。從佛教所提

到身體生病的原因，可以看到，生病的原因大部分是和醫學相關，但是只有一個原因是

在佛教有提到的，那就是業障病（ ） 

 

心疾病的原因 

心疾病的原因，在佛教裡說是從各種煩惱（染）與愛慾，進入控制心靈，煩惱的根

源，有三種，分別是貪、嗔、癡。除了這三種原則，還有其他煩惱，細究其中原因，例

如：傷心、顧慮重重、害怕、緊張等等，這些是困擾心靈的煩惱。傷害心靈，因此這些

造成種種的苦，除了造成精神病，還造成增加健康狀況。所以佛教裡有說 「人生即是

苦」 。 

 

二、佛教看顧與治療疾病的方法 

（一）佛陀看顧與醫療自己的方法 

根據佛陀的歷史與各種其他經典的資料顯示，佛陀照顧自己身體健康的方式有許多

種，例如：佛陀大概一整天作度眾的修行，下午時候說法，晚上時給弟子的教誡，春農

時觀察與度眾生，佛陀八十歲的時候有齊備智慧正心，平常平凡的人當到這年紀就會忘

東忘西，佛陀所證實說過是自己是老人，還可以弘揚佛法到涅槃為止，認識佛陀的人的

就會讚美佛陀，他們說佛陀是身體健康的人，在此說明佛陀照顧自己身體的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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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 

佛陀吃飯的原則如下： ： 

吃一餐的飯：佛陀開始修梵行，每天早上出門托缽，這種飲食習慣一直持續

到佛陀涅槃為止，因為他認為每天吃一餐對身體有好處，例如；會讓身體輕快，有力氣

而減少疾病，除了自己做到時，還指示弟子順佛陀的方法去做。 

在用餐前先自我省思：佛陀在用餐前的自我省思有幾種方法，例如：不會為

了享樂而吃、為了物欲而吃，但是佛陀為了要活下來而吃，活下來是為了能做好事幫助

自己以以及其他人。 

有正念的吃飯：佛陀使用佛法的正知，來引導生活所使用與吃飯時，因為自

己開悟是對身體有好處，可以減緩老化。 

要吃的剛剛好：佛陀懂得估計用餐的份量，如果吃太多，就會太飽，而且也

會變胖，對身體的健康也不好；如果吃太少，也會對身體不好。所以佛陀指示說，要懂

得吃就是吃剛剛好，一般來說，我們一餐只要吃七分飽就行了，然後再喝一杯水，這樣

的份量對身體是最為適宜的。 

運動 

佛陀有很多適合出家人的運動方法，透過行、住、坐、臥之間的訓練，讓身體與心

靈 能 夠 獲 得 活 動 與 調 和 ， 特 別 是 行 ， 因 為 這 是 佛 陀 每 天 的 運 動 。

 

當每天大早佛陀與弟子，就會走施食（托缽）。 

經行（走的時候有正念），佛陀與弟子會常做的修行，除了佛陀與弟子的修

正念與定，還算是運動幫助身心健康，而且適合每個人，特別是出家眾。 

弘揚佛法，佛陀只用走路去各處地方弘揚佛法，因此雖然那時代有運輸工具，

但是佛陀不讓弟子用運輸工具去弘揚佛法的，除了生病的出家人，這算是另外一個佛陀

與弟子那時代所使用的運動方法。 

修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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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陀 根 據 修 觀 念 的 執 行 在 皮 羅 提 本 意 教 誡 的 大 原 則 有 三 種 如 下

不做惡欲：是離遠種種的其他惡欲，例如殺身、偷盜、說壞話等等 

做善事：是修善事到為止，例如；不殺身、不偷盜、不說壞話等等 

修心圓滿：佛陀教導是要我們保持單純與在現實的心靈，此外佛陀教導我們保

持單純讓心空，要不斷的勤奮去做，方法如下： 

（ ）經行 

（ ）打坐 

（ ）睡的時後有正念，觀念自己的呼吸 

（ ）每個動做有正念知（站、走、做、吃、喝）等等 

   （ ）休息時要在安靜的地方（自然） 

      （ ）對世間萬物持有「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心態 

 （ ）放下不懷好意 

（ ）輔助 

 （ ）沒有五蓋（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掉悔蓋、疑法蓋） 

住在自然 

從佛陀的梵行生活方式，到涅槃為止，大部分都是住在自然，例如：森林裡、山裡、

山洞等。  
跟隨佛陀生活方式在自然裡，能看到生活在自然的好處，有好結果，得很多的好處，

例如新鮮的空氣能幫助與促進身體健康，最重要是自然最適合修行。

衛生狀況（保健） 

佛陀給於自己與弟子的衛生狀況的重要執行，在佛陀的規章可以看到的，弟子執行

規章，分為身體衛生狀態以及環境的衛生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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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法讓生命有價值長久的方法 

執行的要點，為了加強生命長久，跟隨佛陀所指示“（養生之方）”如下：

。 

佛法的第一點有五種 

 做有益的事 

 懂得估計飲食的份量  

 吃容易消化的東西 

 該玩的時間適合 

 梵行 

佛法的第二點有五種 

 做有益的事 

 懂得估計飲食的份量 

 吃容易消化的東西 

 修戒（修行） 

 做善友 

佛法的第三點是 “四神足” 
欲 

進 

念 

會 

 從佛法的大三點來說，執行是為了讓生命長久，執行的原則可以分成二點：身體（色

身）的執行原則，以及心（色心）的執行原則。每個執行原則，其作用在於促進生命長

久，依照佛教解釋如下：  

身體的執行原則，佛法的第一點（從第一到第四），是要懂得改善身體狀態的行為，

根據佛陀教示的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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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是重要的，對身體保持長久，所以佛教方面有指示吃食物的原則為何，

例如，吃對身體有好處的食物、自然食物，沒有太多加工、容易消化食物、沒有什麼額

外的添加物。 

運動：可以避免疾病的發生，雖然只是短暫的時間，所以要安排適合自己身

體的運動。年紀如果太老，就不要做強烈的運動，因為這樣會得到相反的效果，讓自己

的身體沒有因為運動而更健康，反而加速折壽，因此要正常，這是另外一個方法能讓身

體健康，而且可以减速老化以及避免疾病的方法。 

休息：對生命十分重要，就好像我們工作的時候，每個月都需要有固定的時

間休假，因為如果每天只是工作，一直在賺錢而沒有機會好好花錢，我們就會不想工作，

會很累。身體的運作也是一樣，有足夠的休息，可以讓我們的身體更健康，也可以讓我

們在生病的時候比較快康復。 

環境好：生命的重要之一，因為活在舒服的環境可以幫助我們身心清爽，十

分愉快，而像佛陀一樣身心健康。 

 

這些就可以看到身體執行原則的每一個點，這些都是促進長命的方法 

心的執行原則，可以在第一點的第五節的佛法，以及再第二點的第二節看見，是改善

心理方面的行為的原則，其原則如下： 

梵行是保持美好的生命的方法，訓練自己能夠很慈悲的看待世界與眾生，懂

得佈施、分配、對別人慈善、慈心等等。 

修戒（修行）是生活基本跟著五戒走，就是不殺生、不偷盜、不邪淫、不飲

酒、不妄語，如果免除殺生會讓我們的生命比較長久。 

在佛法第二點的第五節，是做善友會讓生命長久的，因為有善友他會依照佛

陀的教示指示他人一些好的原則，利益自己的生命。 

在佛法第三點是四神足（欲、進、念、會）佛陀說佛法的這點可以讓生命長

久，如果他們想要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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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告阿難曰： 

       

 

所以，如果人想要活一百歲以上，自己的生活上一定要跟隨佛教方法所指示去做，

而最重要的是對自己與別人有好處，不然生命長久就沒價值了。 

 

二、佛教對疾病的基本義理與應用佛法治療疾病方法 

 了解佛陀看顧與醫療自己的方法後，接者我們再從佛教常見的基本義理出發，探討

佛教對疾病的觀點，以及應用佛法治療疾病方法。 

 

（一）三法印說 

釋迦牟尼佛根據現實事象來觀察人生的真相，了悟緣起的道理，而緣起的總論就是

「諸行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雜阿含經》卷一Ο‧二六一經，「三法

印」是整個佛學了論核心和根本。（林玉燕 ，劉貴傑 ），

「三法印」簡要內容如下： 

諸行無常 

「諸行」是指所有由因緣和合而成的事物，或世間的精神、物質現象的生起和變化

活動。「無常」是指天地萬物都處於生、住、異、滅的過程中，遷流不息，絕對沒有常

住性。所有事物、一切現象，包括內在心念，也沒有一樣是常住不變的，亦是不曾有瞬

間的停止，這就是「諸行無常」。例如：花開花謝、滄海桑田、春夏秋冬、近親的死亡

等等，更能體會世事的變化無常，宇宙人生的真相。 

諸法無我 

「諸法」是指各種存在的萬物，包括無形和有形的一切事物。「無我」是指沒有無

須依賴眾緣而獨立存在、永恆不變的實體，它否定了物質性的實在自體（我）的存在。

「無我」又有兩種之分：（ ）人無我：指人身不外是色、受、想、行、識五蘊和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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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身是沒有恆常自在的實體。（ ）法無我：指一切精神、物質現象都由因緣聚合

以成，沒有恆常堅實的自體。一切事物沒有恆常自在、固定不變的實在自體，此稱為「諸

法無我」。 

涅槃寂靜 

「涅槃」是梵音，意譯為「滅度」、「寂滅」、「圓寂」、「無為」、「不生」，

就是指熄滅一切煩惱，了脫生死輪迴的精神境界。「涅槃」就是指對生死諸苦及其根本

煩惱的徹底斷滅。「寂靜」是涅槃的狀態，捨離煩惱、了脫生死、斷除患累、清涼安樂，

就稱為「涅槃寂靜」，也就是不再爲生死所束縛，為輪迴所牽纏。 

「三法印」是佛陀用來協助將近死亡的病患，佛陀著重於病患心理方面的治療，這

算是佛教中最重要的教法。我們可以看到佛陀應用各種的法，特別是提到人生無常、人

生無我而涅槃寂靜，又如，五蘊、六根、六塵、六受身、六識，說法給將要死亡的病患

聽，讓他們思考到自己的身體，為了讓他們看到生命的真理，了解生命是無常、無我與

涅槃，而且能放下 。 

佛陀對病人說法有好多方法，例如，佛陀是用五蘊說法，給當時生病嚴重的跋迦梨

考慮，然而跋迦梨跟者體悟三法印而開悟，簡要如下： 

  

世尊告壽跋迦梨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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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佛陀用三法印的內容對將近死亡的病人說法，讓他們思考到真理，不要被六根「眼

耳鼻舌身意」所迷惑，我們身體是會有變化，不需要執著，痛苦不是我們自己，跟著這

樣的思考，就能看到真理，心靈就會不執著自己的身體，變成能自由的進入涅槃。 

（二）四聖諦 

所謂四聖諦，就是苦、集、滅、道四種真理。《中論疏》言：「四諦是迷悟之本，

迷之則六道紛然，悟之則有三乘賢聖。」林玉燕（ ），劉貴傑 ，

「四聖諦」之深層義理詮釋，如下： 

苦聖諦：「苦」是指精神和肉體得不到滿足的心理狀態。現實世界是無常、無我

的，與人們的心理需求難相一致，所以說世間是苦。根據經典的說法，苦有二苦、三苦、

八苦、一百零八苦，乃至無量無邊諸苦，佛典把眾苦歸納為「八苦」：生苦、老苦、病

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離苦、求不得苦、五陰熾盛苦《增一阿含經》卷一七（四諦

品）。 

.集聖諦：集是聚合、招感的意思，集就是引生「苦」的根由。《中阿含經》（卷

七）說：「眼、耳、鼻、舌、身、意「若有愛有膩有染有著者，是名為集」。即指愛染

是眾多痛苦的原因，能招感眾多生死的苦果，所以稱為「集」。眾生由於自心的「無明」、

本有的「渴愛」、盲目的「執取」，從而產生錯誤的行為，各種煩惱隨之而來，構成無

窮的生死、無盡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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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聖諦：就佛學來說，「滅」就是「涅槃」或「解脫」的意思。《增一阿含經》

（卷一七）言：「欲愛永盡無餘，不復更造，是謂苦盡諦。」滅盡貪欲，斷絕渴愛，不

再造作惡業，不再產生痛苦，就是「滅聖諦」。 

.道聖諦：是指達到究竟涅槃的方法，即是佛陀開示眾生如何達到解脫境界的具體

實踐功夫，有如根治疾病的藥方與療程，諸如：「戒、定、慧」三學、「聞、思、修」

三慧、六度、八正道、三十七道品等等修持法門，同時也是大乘佛教所倡導，生生世世

奉行實踐菩薩道的終極承諾。 

 

應用四聖諦原則來瞭解與協助愛滋病患 

四聖諦是針對生命整體的存在處境而發言的，當然也包括了身心病苦的範圍（林玉

燕， ；川田洋， ）。因此，四聖諦的內容，也可以被看成是瞭解與協助愛滋病

患的方法（ 泰國項目經理的僧伽慈心項目； ）。 

 苦聖諦：從愛滋病產生的問題，不僅只是身體的病，對心靈也有影響，因此不只

是愛滋病患感到痛苦而已，還有家人、社會、以及國家也隱隨著這些愛滋病患一起受苦。 

 集聖諦：了解苦的原因，苦的原因不是從病毒發生的，但是從無明或不了解種種，

所以造成發生傳染病。然而當得病的時候，不懂怎麼照顧自己，所以更加重自己的疾病，

因此有時雇主不了解，就取消得愛滋病患的工作，讓他們失業，然後會造成經濟問題跟

者來，這樣也造成家庭與國家的負擔。 

 滅聖諦：改善問題方法，當知道身心以及經濟有問題，必須尋找方法來改善，愛

滋病不只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每個人的、每個單位、每個社區要改善的問題，無論如

何，僧伽、寺院、衛生所、社會的每個單位，要集中種種的資源一起來合作。 

 .道聖諦：改善愛滋病方法，就是要有每個社區的支持，治療從愛滋病而發生的苦，

即使不能完全清除 病毒，可以用五蘊（色、受、想、行、識），看到五蘊裡面只有

五分之一有關於身，就是【色】，剩餘四方面都是和心靈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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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說，治療愛滋病患重點是在身與心，如果強調只用藥，能幫助所治療的程度頂

多只是百分之二十而已，但是如果從心靈方面去治療，幫助的程度會到百分之八十，在

佛教方面，如果愛滋病患有機會學佛，就能幫助延長病患的生命。 

 因此，從三法印、四聖諦，再到有身即病的論說，讓我們對佛教基本義理中的疾病

觀點，有了初步的認識。這個基本認識，再更進一步的佛教應用佛法治療疾病的方法，

而佛陀與弟子所應用法藥，是不可或缺的。 

 

（三）定 

 「定」原為梵語 samādhi 「令心專注於一對象」原則上是，為了將心穩定下來，

不紊亂。釋迦牟尼佛教示的教理就是七覺支、八聖道，認為定是修智慧重要基礎為了帶 

到成佛的路，這在佛法是很重要的。此外，釋迦牟尼佛將「定」的好處來醫治眾生的病，

從前釋迦牟尼佛圣體欠安的很嚴重，大德應用（Adhivasana）忍受種種苦，而且應用

「定」心三摩地（Cetosamādhi）注視為了使用此痛、滅受（Vedana），這時的聖

體欠安很嚴重病情制此而滅（Utaiwan Laoprasurtsuk，2003：54）。 
 「定」 除了可以直接地帶來醫治眾生的病的好處，釋迦牟尼佛自己適應而有效，

「定」還有好處可以帶來除理照顧與其他保健方面，雖然經典沒有值接地提到「定」的

好處，但是「定」的效果可以應用在其他方面，特別是照顧與保健。除了上面所說，還

有例如；佛使比丘所說是「定」（安那般那）所做的好處（仔細地觀照自己的呼吸）可

以應用好處在不同的保健方面如； 

1.幫助休息有好結果，就是只不過「定」一個小時就會幫助我們的休息比五小時的

睡眠好。 

2.幫助因為天氣而產生肝火。 

3.幫助控制傷勢，如果出血很嚴重，定可以幫助緩和出血的情況（Utaiwan 

Laoprasurtsuk，2003：54）。 

 

（四）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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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寶（梵 buddha）乃指覺悟人生之真象，而能教導他人之佛教教主，或泛指

一切諸佛。 

2.法寶（梵 dharma）為根據佛陀所悟而向人宣說之教法。 

3.僧寶（梵 sajgha）指修學教法之佛弟子集團。 

使用「三寶」當所依靠者，這佛法是可以應用來解決生病問題，因為有信仰以及信

守的戒律不驚慌，可以使用佛法來治療疾病，在此解釋如下： 

（1）當人有遵守佛寶、法寶、僧寶的善心，人一定要跟隨佛陀的教導就是使用八

正道來圓滿的執行，到可以進入佛法的某個程度，或者是最高到開悟涅槃，會讓心理輕

快、安定。因此涅槃的意思是心理疾病完全消除，當心理幸福時就會解少心裡的病症，

或者是疾病沒有滅，但是當心理狀態完全自由，種種痛苦或者是疾病就不能控制心理。  

    （2）除了應用三寶來解決生病問題，還可以在人生病就不會有焦慮與害怕生病以

及死亡的事，因為了解自己當時在做什麼，有遵守三寶的教誨一定能往向善去，順從佛

陀所說是遵守三寶的功德，才不會投胎到地獄、禽獸、惡鬼的地方，以後會進一步的開

悟，成就菩提，所以依靠者三寶才可以真正的治療身心

。

 

佛陀與應用法藥 

佛陀與 “心三摩地” 

那時代，當佛陀在雨季守夏在竹林村，佛陀聖體欠安嚴重的苦受，將近往生，那時

候發現佛陀有使用好多法，就是念正知、忍以及勤勉，沒有畏懼，而用修行進入到心三

摩地攆走這次的病痛，一直到病相慢慢的消失 。 

 

佛弟子與應用法藥 

叵求那比丘將近死亡時而聽法 

佛陀時代，叵求那比丘病患嚴重，有一次，佛陀來看病，諭示問病情之後，佛陀說

法給他，叵求那比丘聽的很清楚，為了讓他有信心實行，在聽法時，叵求那比丘有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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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究。然後佛陀回去之後，不久，叵求那比丘就往生了，往生時五官清朗，阿難把這件

事奏聞佛法，佛陀諭示說，會有這樣的事情，因為在將近死亡時而聽法，以及跟著查究，

因而會產生功德，所以會讓人心解脫。因為心解脫的關係，進而影響到我們身體的變化，

讓我們臉部的表情緩和，所以叵求那圓寂的樣子就會很莊嚴。 

從這節的經典注意到，佛陀有諭示表示到當將近往生時而聽法這件事，會發現這對

泰國佛教信徒產生信心，從而變成一種習俗，在社會的各個階層流行。當親友往生時，

家屬會請僧伽來唸經，或說法給將要往生的病者，這些作法是為了讓病人憶念到自己做

過的善事，當死亡時心裡善良的念頭，這些念頭就會形成一種正向的力量，引導往生者

的中陰身往向善去 。 

 

三、泰國僧伽對於生病的教導 

 根據三位泰國長老，由佛使比丘、

的教導如下： 

（一）佛使比丘：佛陀所教示的法門十分多元，這次提到一些對病人有所幫助的，

而一般人也可以執行如下：  

面對疾病的方法 

要不斷地思考到「生病」真相，因為人的身體機能隨著時間而運作，如同機

器一般，不能長久維持在很好的狀態，會有機能衰退或者是故障出現的時候。 

（2）利用生病的機會來思考佛法，用來超越痛苦、懼怕、焦急的情緒，這些情緒

是浪費時間而沒有好處的，除了痛苦以外就是更痛苦。佛說：「 Khano vo ma upattcaga

（把握當下）」，當我們瞭解，在一般的情況下，生病不是輕易發生的事，因此我們反

而可以利用這時候的生病，應用佛法來提醒、教導自己不要疏忽；而利用這次的機會來

學習佛法，關於諸行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因為疼痛是三法印最好而最明顯的印

證。由於這是發生在自己身上，而疼痛可以讓自己清楚地感受到自己正在痛苦。第二是

佛法表示關於諸行無常，所能看到是從安逸到痛苦有明顯的變化，第三是痛苦表示出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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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寂靜，因為我們可以透過痛苦的感受來進行自我的覺照，累積精進的福德資糧，有進

一步的基礎可以往向涅槃境界。佛使比丘 

利用痛苦的機會來學習與思考佛法，思考四念處的觀感或者是利用痛苦的當

下來練習自我的定力，這樣的方法如果使用得當，佛使比丘說這樣可以有機會開悟而成

就解脫的基礎。 

生病不能走動的那時刻，應該要打坐（安般念）觀察自己的呼吸不要胡思亂

想，一直這樣的坐下去，會明顯地感覺到自己有好的變化，這是要靠自己去研究才明白

的。 

到靈魂要離開身體的那時刻，要準備好面對自己死亡的方式，佛使比丘有提

到一些指示的執行方法，概括敘述如下： 

第一階段：回憶到世俗的責任方面，例如：工作、養小孩、照顧父母親…這些我們

有做到十分完整了。 

第二階段：要想起自己有做過善事的那些，例如：布施、持、對一切眾生有慈悲心

或有做過哪一些好事，這些我們都作得十分圓滿了。 

第三階段：要對自己的人生憶念「我的人生已經夠了！」，對人間的一切感到不再

貪戀與不捨，如此憶念法是解放自己的執著，讓自己有機會能夠進一步的往向更高的境

界，這是佛教中的勝義法，一般來說，這需要很長時間的練習才能做到的。 

最後即將死亡的那一刻，佛使比丘指示一句簡短有用的佛法應用秘訣，就是

「勇於破空」，意思是身體一定會毀滅而不能逃避時，最好是死亡快到時，自己先在心

態上對於人間的事情先放下，如果不想經歷輪迴的痛苦就一定要先行觀想，好像跳樓一

樣。他指示：在最後快毀滅的那時刻完全解放自己的心靈，如果來得急這方法可以讓你

還沒死亡前進入涅槃，這算是最好的死亡方式，而且那是佛教的最高目的。  

 

面對心裡疾病的方法 

佛使比丘：指示應用佛法方法來當治療心疾病的醫藥，有許多方法 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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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知」，這意思是有一些事情要懂得裝作自己不知道，不要太在意每一

件事，例如：小事弄成大事，這樣會造成新疾病。 

「隨順自然」 意思是如果有不幸之事或災難，是我們沒有想過而發生，例如：

生病、死亡等等要懂得關照真相，這些事情全部是自然會發生的。 

「不管它」意思是人生中的事情不可能每一件都順自己的意思，一定要有或

會這樣，不能每一件事會是我們所想要的，所以不要對小事情太認真，因為你太認真只

會讓自己陷入痛苦的情境之中，有些事情要 「不管它」， 除非有一些事對別人有好處，

那就另當別論。 

「沒有真正的自我」 意思是我們有不一定以人的形體投生，可能在某些時候，

我們是以畜生的樣貌出生於世，在世間第一義的相真只有四大，分別是地、水、風、火

和合而成之人身，而活不超過一百年，人的軀體就會開始衰弱。 

「不要貪戀」意思是某些事物是因為我們執著以為是我們的，當失去它的時

候，就會產生痛苦，然而當看清楚存在的真相時，才會放下執著不把對像視為自己的東

西，心裡自然就會產生「不要貪戀」的念頭。 

「先行憶念死亡」意思是當我們活著的時候，就要先想到死亡的情景，佛法

是要我們學習對人生不執著。 

「滅盡」意思是當還活者時滅所有因痛苦而造成的煩惱，這方法也可以治療

心理疾病。 

從七法藥，我們可以看到全部都是要懂得解放的佛法或滅少執著，如果能秉持一部

份可以滅少疾病，而能夠所有都能秉持到的話，能根治治療心理疾病。佛使比丘所說的

七法藥的功效可以醫療各種各樣的病（ ）。 

 

（二） ：佛陀所教導的教示有好多種，為了生病時

的思考，因此摘錄佛陀所說的一部份的教示，對病患有好處如下； 

教導我們要思考身體的衰弱，一段告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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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的衰落，猶如冰塊，而且塊狀物是水，他們做成塊，但是不幾天它就融化，把

大冰塊曬太陽，而看冰塊的融化，身體的機能就像冰塊會慢慢地退化，冰塊曬了太陽，

瞬間冰塊就會變成水，這就是滅、或身體的退化。這是從很久以前就有，從有地球，從

有生命我們就帶來沒有丟掉，我們出生的時候，老、病、死也會一起跟著來（

徒弟集團： ）。 

 

教導我們要思考三法印「無常、無我、涅槃」一切是苦，有一段告誡如下： 

世間所以的一切存在，包括自身的存在都只是虛無，結果是無常，即時識破真相，

仔細的知道自己。得到東西就不要太開心，東西不見就不要太傷心，因為知道那些東西

不是我們的，佛陀要我們憶念死亡，但是我們因為怕死，所以都不敢憶念死亡。佛陀說，

身體不是我們的，但是我們認為是我們的，例如：頭髮、牙齒、皮膚，如果我們好好的

思考真相，這些不是我們的，因為這些器官的運作和生長我們都不能隨心所欲的控制。

身體也是一樣，它想要痛就痛，想要老就老，想死就死，它沒有聽我們的話，當頭痛或

肚子痛就先跟我們說，所以要懂得安靜（ 徒弟集團 ）。 

 

3.教我們要思考五蘊與生病要放下，一段告誡如下： 

 當熱就會熱，當冷就會冷，當痛就會痛，苦受樂受發生而已，是不在我們的身體，

這叫放下，好像一匹馬很難養，牠跑時我們抓住不放，如果牠盡力跑，我們的手會斷掉，

為了不讓我們的手斷掉，我們就不能一直抓著馬，要放牠走。我們身體就好像一隻馬，

如果讓他生病到極限，我們就治療，如果真的沒辦法治療的話，就要放他走。 

 我們希望親人的生命長久，但是就常理來看，這是不可能的，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

機運與壽命，如果時間到就讓他走，不要讓他痛苦。有智慧的人，懂得我們身體不是本

有的，是地、水、火、風混在一起的，要有這樣的了解。我們在醫院的時候，如果身體

痛苦就讓它痛，如果我們能夠正確的觀想，面對身體的痛苦就能夠用比較開闊的態度與

認知來面對，不會執著在痛苦之中，也不會因為自己的痛苦，帶給周圍的人不安與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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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發現痛苦所賦予給我們的教示，就能夠在痛苦的軀殼中，看到心裡寧靜而安詳的天

堂（ 徒弟集團： ）。 

（三） ：把佛陀的教導來指導病患的親人和醫生，因此提到佛陀

所說的一些部份，希望能對病患和其他人有好處。 

.病患的執行原則 

要懂得從佛教的角度看生病的發生，有兩個方法就是看真相與看好處，因此

看生病是好處他有指示如下： 

  - 我們有機會可以體驗特別的生命經驗，還有很多人沒有機會體會的 

  - 我們可以試驗自己的堅強，當我們的心碰到這些危險的障礙可以抵抗嗎 

  - 如果碰到這些而沒有驚慌，還堅強抵抗，我們會產生自豪，因為自己可以耐

苦到這樣 

- 有疾病時，我們可以應用這時候做好處的事，例如，修練心靈或發展的心靈。 

  - 疾病與受苦是事實，是直接的生命經驗，如果有學佛的人可以拿來思考或直

接看當它在發生當中，讓我們看到生命的真理直到開悟出世法，心靈開解（ ）。 

 根據佛陀所說的是「當身體生病時，但是心沒有生病」就是說當身體生病大

部分的人的心也會暴躁或有變化，所以要控制自己的心「當身體生病時，但是心不會一

起生病」如果能做到佛陀所教導的就會讓我們有智慧，而心也不會跟著生病（ 。

使用心理平衡的原則，若身體平衡毀壞，就應用心來幫助，治療心理產生平

衡，可以幫助加強身體的健康狀態，或醫學治療方法的另一種不通順（ ）。 

生命是在自然規律的控制中，平常是開始有生，當有開始就會有結束，死就

是生命的結束，生命就會有生、老、病，死，是平常的，如果這樣想就不會怕，而且不

會產生痛苦，如果有痛苦就會快的滅少或消除（ ）。 

 

病患親屬的執行原則 

 ：指示而告訴病患的親屬好多種的執行方式，重點歸納如下： 

 親屬要等待幫助、促進方便給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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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親密的鼓勵，這是為了表示我們沒有拋棄他 

 要找方法，讓病者產生堅強而心理舒服 

 先讓自己的心變堅強，而且舒暢愉快，才能幫助病者提升他們的精神品質與

心理狀態  

一定要懂得思考，要改善各種的形勢，而處理關於關心而給病者的治療行動

 

醫生和護士的執行原則 

 ：指示而告訴醫生和護士好多種的執行方式，重點歸納如下： 

 醫生必定要幫助病者產生身體平衡，由醫療隨平衡治療 

 有仁慈關心、慈悲與耐心 

 要有道德與對病者有高度的責任 

增加德行在四梵住（慈、悲、喜、捨） 

  用智慧與能力盡力治療病者 

 對病者懷抱善意與單純，專心治療，對病者出於善意，有慈心的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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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 

    為了瞭解泰國僧伽對愛滋病患的照護情形，更進一步觀察照護的方法和技術，以及

佛法是如何的運用在愛滋病患上。因此，本研究場域針對 基金會的佛印

寺，研究對象包括照顧病患的寺院僧侶、護士、愛滋病患等： 

  

研究方法與選擇原因 

本研究主要採用的是質性研究方法 中的深度訪談法來進

行蒐集資料。質化方法本質上屬於歸納的，它們企圖要發現，而非驗證，解釋性的理論。

企圖以完整的方式，運用「深度的描述」，傳達受訪者錯綜複雜世界。質化研究具有一

種開放而不可預測的本質，因而不太需要回答任何帶有確定與最終明確結果是「多少」

之類的問題（王金永等譯， ）。 

 對於本研究，研究者之所以採用質性研究法 來進行，有三

理由如下： 

 （一）研究提問，研究者提問跟隨研究的目的，關於照顧愛滋病患以泰國佛印寺為

例，因此僧伽如何應用佛法對待愛滋病患，以及僧伽與愛滋病患的互動如何，因此當在

這裡時，有得到什麼想法，是需要解釋對愛滋病患的照顧發生現象過程的提問，因此提

問的話題，質性研究可以詳盡地解釋，跟隨發生真相的情況，因此質性研究有開放問答

的性質，讓研究者隨時能增加細節的資料，因為質性研究最重要的工具就是研究者，所

以之方向提問的話題，只限定在僧伽如何照護愛滋病患，以及愛滋病患對於僧伽照顧的

接受度與滿意度，至於有關僧伽的個人情況或愛滋病患的患病歷史，則非本研究探討的

主題。 

 

（二）關於照顧愛滋病患以泰國佛印寺為例，是精細的現象，以及關於感覺的事情

部份，而是愛滋病患所期許與需要的，以追求心理的依靠。由於愛滋病患是社會的厭惡，



 54

而且沒辦法根治的疾病，會影響病患的身心情況，所以僧伽是病患最重要的心理依靠，

針對研究性質現象，質性研究可以明顯的解釋僧伽與愛滋病患的關係。 

 

 （三）本研究是關於人的行為，每個人因為個性與環境原因的不同，所以表現出來

的行為與言詞都不盡相同，每個人的表現，會跟隨自己想像是社會需要的表現，比如

有進行過比較，人的表現好像家有二個部

分，是客廳以及私人房，為了讓客人友好的印象，所以客廳佈置的很漂亮，但是私人房，

如：臥室、廚房、化妝室，因為不想讓客人對自己產生不好的印象，這些平常是不想讓

客人看到，而同量化研究喜歡用問卷，只會問到客廳的地方，沒有辦法得到私人房有關

的資訊，但是質性研究強調有得到私人房資訊的方法，所以研究者與對象之間要能培養

親切感，所以這點是跟量化研究有差別，量化研究無法和對象有親密感，因為要用對象

很多，沒辦法一一進行接觸。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在「研究地區」上，僅以泰國佛印寺一寺院為限。 

 在「研究對象」針對在泰國佛印寺的護士及照護病患的僧伽，還有愛滋病患。 

   

二、研究限制 

 由於本研究關於僧伽與愛滋病患，發現有很多患者在佛印寺院治療的精神情況良

好，並且願意讓社會瞭解自己的過去與患愛滋病的事實，但是無論如何為了尊重個人隱

私權，研究者訪談病患時會以假名替換，另外非愛滋病患的受訪談者則是使用真名。 

.由於帕阿龍袞博士比丘在泰國與國際上相當受到推崇與歡迎，所以公務非常繁

忙，因此提供研究者訪談時間有限，所以研究者必要預先思考要訪談的內容，採用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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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訪談方式，此一方式可能可以獲致某些關鍵性的資訊，但是也因為個人思考能力有

限與時間限制的緣故，可能使得訪談內容不盡完整。 

由於有一些病患不願意接受訪談，或者是身體狀況無法接受訪談，因此要找出願

意且能夠被訪談的病患是一項問題，因為有一些訪談問題可能影響病患的精神狀態，因

為每個病患的背景不一樣，所以研究者訪談的時候必須要小心翼翼，必須讓病人覺得親

切而願意接受訪談。 

 研究者學養不足與語言限制之故，因此對於問題的探討可能無法周延與深入， 

此外，由於本研究的對象是以佛印寺為主，因為各地風俗民情不盡相同，所以此研究 

樣本也只能推估出愛滋病照護的一部分區域。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目標，是為了解泰國僧伽對愛滋病患的照顧，其使用的方法與原則，研究

者限定挑選對象，以最具代表性意義的寺院住持為主，除了寺院住持以外，研究者另外

還有訪談寺院的照顧義工以及愛滋病患，以上的研究對象共有八位。 

 

選樣方法 

深度訪談的部份，仍是採立意取樣的方式，將訪談對象部份分為三類，第一部份是

僧伽；一位是佛印寺的住持帕阿龍袞博士比丘，對照顧病患整個過程會有更深入的了

解，另外一位法師他經常關心病患以及在寺院幫忙，在這些條件之下選取二位僧伽當研

究對象。第二部份護士；一位是從佛印寺建立以來，就開始幫助佛印寺照顧愛滋病患，

另外，二位護士是大學的時期得到佛印寺住持的獎學金，因此畢業後協助佛印寺，在這

些條件之下選取三位護士當研究對象。最後，第三部分愛滋病患；有些病患當時身體狀

況不適合做深度訪談，包括大部分的女性病患者，這也是研究者感到較為可惜的地方，

但是男性的身體狀況，比較能夠配合研究者的時間限定，在這些條件之下選取三位男性

愛滋病患當研究對象。研究者在徵得訪談對象同意之下，才開始進行訪談。因此，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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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至各類訪談提問和為基本原則，總共八位受訪談，僧伽、護士，這部分是開放用真名

代表，另外三位愛滋病患是有代號  代表。 

 

一、僧伽 

以帕阿龍袞博士比丘為主，目前是佛印寺的住持，生於 年， 畢業於國立農業

大學工程學系， 年畢業自歐洲國際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 年在

剃度出家， 就任佛印寺的住持。另外一位僧伽是為輔，共有兩位僧伽接

受訪談。 

二、護士 

為女性。主要是在佛印寺幫忙照顧愛滋病患，共有三位接受訪談。 

三、愛滋病患 

本研究立意取樣。都是在佛印寺的 接受治療， 主要是接

愛滋病患的最後層面（臨床表徵）的地方，共有三位接受訪談。 

 

表 受訪者的基本資料（1） 

個案身分 個案代號 性別 年齡 教育程度 婚姻狀況 宗教信仰 

僧人（住持） 男 博士 未婚 佛教 

僧人 男 高中畢業 未婚 佛教 

護士 女 大學 結婚 佛教 

護士 女 大學 未婚 佛教 

護士 女 大學 未婚 佛教 

愛滋病患 男 高中畢業 離婚 佛教 

愛滋病患 男 高中畢業 離婚 佛教 

愛滋病患 男 國中畢業 離婚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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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受訪者的基本資料（2） 

 
個案身分 個案代號 性別 醫學訓練 照顧時間年資 

      接受治療年資 

僧人（住持） 男 有 十五年 

僧人 男 有 六個月 

護士 女 有 十五年 

護士 女 有 九年 

護士 女 有 四個月 

愛滋病患 男 － 一個月十九天 

愛滋病患 男 － 一年四個月 

愛滋病患 男 － 七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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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的流程以「研究程序圖」來表示，而依照時間順序，將研究的過程與步驟列

出，使整個研究的過程清楚的呈現，說明如下： 

 

                                                                     

 

 

 

 

 

 

 

 

 

 

 

 

 

 

 

 

 

 

 

圖 研究步驟圖 

界定研究題目 

選定研究地點與研究對象泰國佛印寺（WAT PHRA BAHT NUM PHU） 

蒐集相關文獻及文獻探討與分析整理 

選擇合適的研究方法 

進行深度訪談

選取參與者

正式訪談

結論與分析

訪談資料整理分析

進行資料撰寫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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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工具 

  

為了提昇研究的嚴謹度，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含研究者、訪談同意書、開放

式的訪談、紙與筆、照相機、錄音機。 

 

一、研究者：是最重要的工具，質性研究除了運用錄音機、錄影機來協助收集資料

與分析資料外，研究者本身就是最好的研究工具（朱秀琴， ；陳向明， ），因

為這種研究注重是人與人之間的交流，研究者要與受訪者建立友好關係，為了得到正確

的資料，因此收集資料時研究者須使用訪談方法，觀察環境而參與者隨時的反應，為了

得到正確的資料，研究者蒐集參與者當時的心情，以解釋與其他資料來搭配與印證。 

 

二、訪談同意書：訪談是本研究資料收集的主要管道，為了能順利進行訪談，並且

減輕研究對象的疑慮，研究者擬定訪談同意書，說明訪談過程需要錄音，必須接受  

次的會談，每次時間是依個案所願談的內容多寡而定，訪談內容僅供學術研究用，並充

分專重個人隱私權，研究或訪談中若個案不想繼續接受訪談，研究者必須立即終止訪談。 

 

三、開放式的訪談：首先研究者限定研究題目，然後以開放性的型態，採深度訪談

來得到更完整而豐富的資料，因此訪問主題的研究規劃分為四類： 

1. 僧伽對愛滋病患的照顧，他們為何要照顧愛滋病患，以及他們照顧愛滋病患所

使用的何種方法、技術，以及對不同愛滋病患所使用的照顧方式。 

2. 由佛印寺所使用的佛法，以及他們如何使用佛法來治療愛滋病患。 

3. 關於佛印寺照顧愛滋病患的原因與他們所具備照顧愛滋病患的條件。 

4. 僧伽應用佛法改善愛滋病患的生活方式，並且顯示其效果與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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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紙與筆（田野記錄）：這是質性研究場域中最常使用的工具，紙是參與紀錄的

表格，是由研究者所設計，其主要是用來做觀察與訪談後之記錄。 

 

五、照相機、錄音機：為了細節記錄照片以及聲音，可幫助研究者更加了解與解析

資料案件。 

 

第六節 研究倫理 

  

質性研究是以人為研究的對象，一般來說，質性研究需要更嚴密及周延的研究倫理

來防範研究者的一言一行及可能對被研究者造成不利影響。主觀、武斷、扭曲或別有企

圖的研究結果，不僅會傷害到當事人，對社會亦會負面的影響。因此，研究倫理在研究

過程中是必要審慎注意的一環（黃郁雯， ）。 

 本研究從下列各方面來考量研究倫理議題： 

一、 在協商（商量）受訪者（研究對象）的同意時，研究者會清楚的解釋整個研

究目的與整個進行方式，說明受訪者的權益，並向受訪者（研究對象）保證

研究資料絕對的保密。 

二、 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有權利決定訪談內容，可以隨時退出或提出終此錄音

的要求，並且受訪者還有權利拒絕敏感性的提問。以尊重受訪者的意願，讓

受訪者不受到身心傷害為最高原則。 

三、 在受訪地點的選擇上，完全尊重受訪者的決定地點，訪談時間亦由受訪者決

定日期與時間。在訪談過程中，時時考慮到訪談是否對研究對象造成困擾，

特別是訪談愛滋病患部分，提醒自己要注意道德。 

四、 研究者對於受訪者（愛滋病患部分）的身分資料將嚴格保密，遵守不欺騙、

不傷害原則。以及訪談錄音帶在研究過程由研究生保管，直到研究完成後全

部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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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料報告上，除非獲得研究參與者的同意，以保護研究參與者不會因為本研究造

成困擾。 

 

第七節 資料蒐集方法及過程 

一、蒐集資料方法  

經獲得受訪者的同意書後，進行正式訪談。必須選擇可讓受訪者感到輕鬆舒適的地

方，並約定時間。在訪談時，先告知受訪者本研究的動機及目的、及進行方式。經由研

究對象的認可訪談過程的錄音，成為初步或預試訪談之內容。深度訪談是藉著研究者與

受訪者面對面的談話，以及訪談過程中研究者除了傾聽，或澄清所說的，並不做任何介

入，但是研究者也要注意現場的氣氛與病患者的反應與情緒變化，儘可能讓病人感覺到

親密而自然放鬆，因此應預先記錄。訪談的內容，以開放、輕鬆的表達作為設計研究的

方式，因此深度訪談前需要準備一研究主題為基礎的訪談準則，研究者依研究目的將訪

談所能涵括的主題，從僧伽的角色如何照顧愛滋病患、未來的期望、以及愛滋病患接受

僧伽之情況、感受、而佛法有什麼幫助，設計正式訪談大綱(附錄二)和(附錄三)確定訪

談的內容重點，作為實施訪談時使用之工具。 

二、資料蒐集過程 

文獻部份： 

運用網路以及電子資料庫蒐集與研究題目有關之國內外文獻資料，並蒐集泰國相關

僧伽文獻探討的資料，加以整理分析。 

訪談步驟： 

確定訪談對象與聯絡方式。 

親自洽請受訪者，當面告知本研究的目的及訪談內容。 

訪談僧伽部份，先以電話和助理約定時間和地點，義工與愛滋病患當面約定 

 訪談和地點，並徵求其同意全程錄音。 

 訪談時針對訪談同意書內容加以揭示。 

 訪談之後將錄音帶逐字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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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訪談次數與地點 

 

研究參與者 訪談總次數 訪談總時數 訪談地點 

僧人（住持） 1 2 小時 佛印寺（住持辦公室） 

僧人 2 1 小時 佛印寺（秘書室） 

護士 1 2 小時 舞導班客廳 

護士 2 1.5 小時 佛印寺（Waluiluk 建築物） 

護士 2 1 小時 佛印寺（Waluiluk 建築物） 

愛滋病患 1 1 小時 佛印寺（Waluiluk 建築物） 

愛滋病患 1 2.5 小時 佛印寺（Waluiluk 建築物） 

愛滋病患 1 2.5 小時 佛印寺（Waluiluk 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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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並透過相關資料蒐集方法及過程，推導出本研究資料

蒐集方法及過程簡圖。 

 

 

 

 

 

 

 

 

 
 
 
 
 
 
 
 
 
 

圖 資料蒐集方法及過程 

 

* 是研究者訪談一位愛滋病患， 是研究者於同一時間內訪問兩位愛滋病患。 

 

 

 

研究資料蒐集方法及過程 

文獻資料 深度訪談 檢查與分析 

寺院責任 寺院策劃 

觀察與記錄 

加入 Wat 的活動 

僧伽 護士 愛滋病患 

深度訪談 

進行資料分析 

佛印寺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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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訪談法蒐集泰國僧伽以佛印寺為例，如何照顧愛滋病患過程、啟發

和思想的資料、關於照顧愛滋病患的因素，以及愛滋病患的接受情緒。所有訪談是有錄

音以及觀察與記錄，逐字謄錄以開放性譯碼的方式逐句或逐段編碼，依研究題目找出相

同的主題予以分類，加以歸納組織，將抽離出的重要概念與範疇呈現出來，並佐以受訪

者的語言表達來說明。 

 

資料處理分析過程如下： 

一、謄錄逐字稿，並加以校對，紀錄訪談時研究者所觀察到的。 

二、逐句逐段譯碼，進行開放性編碼，以資料的意義完整唯一單位，形成重要的語句，

將所有的資料都經過同樣的歷程，形成多個意義單元。列： 

表 重要句意形成表 

逐字稿原文 重要語句                        

我也努力去增加了解這工程，有看到問題，那時候還不相信這問題會變嚴重…如果很多病

患被家屬拋棄，而醫院也沒有辦法合適的照顧病患，這些病患的情緒是如何，泰國社會產

生道德的多少衰變，先從這問題開始去思考， 

應該是我自己，以我存在的個性所以產生這起源，小時候喜歡服務別人、同情別人，所以

這件事變成讓我有這起源來，有機會看見遇見很辛苦的人，或者是生病的人就會幫助，但

愛滋病是奇怪的問題，沒有人敢以及沒有人關心，…剛開始到現在還是一樣就是這些人應

該給他們機會、給他們信心、照顧，隨我們的能力， 

從前到現在的目標有差很多，剛開始有目標…也相信他會很好的，協助他們離遠痛苦而福

利讓他們脫離痛苦，但現在目標不是那樣，我才明白所有這些只是生命的考驗而已，因為

每個人最後一樣也要死去，沒有留者什麼、沒有，所以要利用這些好機會訓練自己的心讓

心更加強，以前是了解另外一種而自己的想像目標也不對，即使自己的工作有價值、有意

義，好像是對的，卻從宗教方面來說我的目的還是不對， 

 

愛滋病是社會的復雜問題，所以長老全

身的增加了解與進行幫助愛滋病患。

 

長老幫助愛滋病患這起源，就是從喜歡

幫助他人的存在個性。 

 

 

剛開始長老的目標協助只希望病患解

脫離遠痛苦，現在長老明白，最後人人

都會死，都沒留什麼，從宗教的方面來

說這些只是訓練自己的心讓心更加強。

 

 

三、將研究結果對照逐字稿來探討詮釋，討論僧伽照顧愛滋病患的過程，以及愛滋病患

的接受之情況，達到初探性研究的目的，並提出研究結果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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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析與討論 

 

愛滋病患不僅要承受肉體上的摧殘痛苦，在精神、心靈上更是需承受被放棄、被歧

視、被拒絕的痛苦，我們也看到許多被家人遺棄無家可歸的末期病患，臨終時的孤單與

痛苦。我們深信死亡不是最後的悲劇，真正的悲劇是病患臨終前被冷落，失去精神支柱

與愛的援助；因此愛滋病患和任何疾病的患者一樣，需要被關心與照顧，就如同和末期

癌症患者一樣，需要接受安寧四全理念的照顧。 

本章探討泰國最初成立愛滋病患安寧照顧工作的佛印寺，以一位佛教法師與愛滋病

患的照顧過程為核心主題，陳述訪談資料綜合分析與討論，主要針對法師如何進行照顧

病人，而所發生的種種經驗。本章節分為三小節進行分析及討論，首先，第一節、探討

僧伽對愛滋病患的照顧；第二節、僧伽如何應用佛法照顧愛滋病患；第三節、愛滋病患

對僧伽照顧之身心感受。 

 

第一節、探討僧伽對愛滋病患的照顧 

首先提到應用佛教方法進行安寧照顧的一位泰國僧伽，從他的起源介紹起，以及有

關於安寧照顧的資源現況，為了進行愛滋病患的安寧照顧，如何推助愛滋病患走向生命

的另一個旅程。 

 

壹、泰國僧伽對愛滋病患照顧的起源 

 在 年，泰國的愛滋病患比例不斷地增加。 年，阿龍袞博士比丘所打造安

寧照顧的 照顧工作，得到國內外廣泛地支持，他應用佛教方法來照顧愛

滋病患的身、心、靈，從疾病的診斷得知開始照顧、陪伴、溝通、了解、協助，一直到

病患往生得善終為目標的全程照顧： 

 



 66

 

 長老對愛滋病患照顧的起源很重要，雖然愛滋病是社會的複雜問題，但長老不把對

愛滋病患的照顧工作與自己的修行切割，反而把照顧的工作當作是入世方面的修行，並

全心全力的投身於愛滋病患的照顧工作。所以，當僧伽協助社會進行愛滋病患的照護工

作，也算是一種圓滿的佈施，長老提到他開始進行照顧工作的決心： 

 

 

 同時，長老決定進行建立 照顧工作計劃，亦來自於當時社會尚缺乏

協助愛滋病患的良善道德，但人的想法和進行會變成相反，因為如果我們心理沒有真正

的立意以及慈悲關懷。另外，長老提到讓他真正進行 工程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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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龍袞博士比丘是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僧伽，因此，不管是出世或入世，皆有能力給

予教導，在泰國僧伽之中，是一位備受尊祟的導師。他擁有各種新穎、發達的傳播媒體

來弘揚佛法的概念，同時也試著提供社會有關於愛滋病各個面向的正確知識，譬如，以

電視轉播來宣導民眾如何避免愛滋病的傳染，並宣揚慈善以維持公平的世界，倡導的內

容包括有 項目、五分鐘項目、以及愛人類項目，這些項目的內涵皆是有

關於愛滋病的知識以及伴隨著佛法，在此還沒進行工程的想法： 

 

 

 泰國僧伽與泰國社會的關聯十分密切，當社會發生了某些事情，譬如，衝突的事、

關乎社會發展的事，泰國社會同意僧伽可以當個非正式的領導人的角色，可以解決社會

各個層面的問題。正因社會認同僧伽所擔任的角色，現今的社會期望僧伽進行並且能提

供更多的協助，尤其是在愛滋病患的照護工作方面。然而，泰國僧伽的能力也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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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愛滋病患受到社會的排斥，因為愛滋病不能根治，造成周圍的人感到害怕，

社會就不敢也不願伸出援手幫忙，只有阿龍袞博士比丘，他從相反的角度來看待愛滋病： 

 

 

認真修行的阿龍袞博士比丘，並沒有忘記關心入世的事情，特別是從前到現在所做

過的事，他不斷的投入自己的身心做很多事，他提到他所做過的事情，其目的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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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了讓病患有最後的依靠，他希望可繼續進行協助愛滋病患，但是他也必須

得到其他人來合作進行關於愛滋病的工作，必須要找到真正關心疾病的人，並且準備進

入接受以及學習疾病的情況，有接觸疾病問題的事實。大部分的人現在有更多了解愛滋

病的知識，協助愛滋病患的人也變廣大，但會有幾個人真正準備進入接受照顧愛滋病患

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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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阿龍袞博士比丘的論述及其起源，進行 安寧照顧的計劃這種現

象和僧伽角色協助被傳染者以及愛滋病患的研究結果有符合

研究發現僧伽的明顯特質就是靈性的領導者，能給人信心，教導愛滋病患

脫離痛苦，藉由說法、讓病患能夠了解生命的無常，以及建立病人的堅強，以面對事實

或者準備死亡。 

 

貳、關於照顧愛滋病患的資源 

 研究者發現，進行 計劃不僅只照顧愛滋病患，還須照料無家可歸或

無症狀期、全家得愛滋病的、被傳染的小朋友、父母親為愛滋病死亡的孤兒、以及子孫

得愛滋病死亡、沒有人照顧的老人。為了達到佛印寺的工程目標，得到精神上的支持以

及資源的支持，即是進行協助愛滋病患會成功之一。  

 

一、資金 

 在泰國，社會福利是泰王的重要負擔之一，國王聖訓：「福利愛滋病患，不是一個

人的工作，而是每個人的工作。」國王慈悲資助  學院，以及皇太

后王者之慈悲，捐贈三十萬泰銖，使用福利在 基金會的愛滋病患，之外

，

私人機構以及國內外的人民都會提供資金的支持。 

 

 由於在佛印寺的病患不斷的增加，然而寺院的服務是全免的福利，因此造成收入與

支出的方面不平均，資金的收入不夠，使得十五年以來阿龍袞博士比丘必須不斷的外出

行腳托缽，人人都知道托缽的目的，就是集中食物及資金來照顧愛滋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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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希望眾生脫離痛苦，長老奮不顧一切地幫助眾生，而且愛滋病患痛苦越來越

多，所以長老的工作完全不能停下來： 

 

 

 現在的佛印寺有一部分的收入是贊助資金，因此寺院還希望人人協助與輔助愛滋病

患，或者是捐獻： 

 

 

 食物無法長時期的儲備，因此要完成工程的目的，除了食品以外還要有預備金： 

 

 

 因此，協助愛滋病患的工作是不能停止，包括人民的捐獻越來越多時，為了給人民

信心，因此對於寺院的系統考察，所以阿龍袞博士比丘以及董事會必須要有管理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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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從照顧愛滋病患、照顧工作人員、資金與物品的捐獻以及其他方面，因為有縝密的

做出寺院的捐獻系統，以及工程所收入的資金，所以得到各個方面的支持。 

 

二、人力資源 

 對於佛印寺的資源，是讓工程不斷的進行繼續的主力，然而資源算是重要的部分之

一，為了讓大家安心合作，所以要加入照顧病患的工作人員，寺院會教導他們為準備每

個月有關於照顧病患的知識，因而對愛滋病患的適當照顧方法，皆是由公共衛生或者相

關領域的專家學家來進行教導的： 

 

 

 每個人都是自願接受這份工作，而每個工作人員皆由阿龍袞博士比丘來分配工作，

為了工作功效，當分配工作時，要能適合個人的能力為主，因此寺院的工程進行方式分

成為部門，由工程的董事長照顧者，以及工作人員的大部分是寺院的鄉村周圍以及住在

寺院的病患： 

 

 

 因為寺院的工作繁忙，所以大家都有機會分配到而不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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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當在幫助眾生時，關於僧人儀式的部份也是照樣做： 

 

 

 由於長老和病患的陪伴，以及學習觀察了一段時間，因此讓長老看出愛滋病患的情

況是如何，而在工作上方面，病患與一般人有機會一起合作，算是讓他們互相包容對方，

以及長老認為工作能讓身體與心理方面不斷的練習恢復，並且有身體健康的病患有權利

工作而有相當的機會： 

 

 

 因此，工作上方面會發薪水，但是要當寺院的工程人員，首先要知道一件事，在工

程工作會得到薪水，但是會比其他單位工作少。因為大家都全心全力的工作追隨阿龍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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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比丘的信仰，為了協助病患有住宅以及長老的慈悲，因為這些，工作人員會感覺的

到，以及有人道的工作人員，即使薪水很少，但是每個人也願意工作： 

 

 

 當員工超時上班時，寺院就會另外給錢： 

 

 

 因此，佛印寺進行二十四小時的臨終照顧，所以護士與護理助理是相當重要的負責

照顧者，護士與護士助理的部份，為了讓寺院區有心想往護理方面去學習的人，所以長

老給予獎學金讓他們有機會去學習，得到阿龍袞博士比丘的獎學金，讀完以後要回來佛

印寺幫忙，規定是四年的時間服務，因而寺院會發薪水，吃與住的地方都是免費，四年

完了以後想留下，或者是想去找別的工作都沒有附加條件： 

 

 

 雖然，佛印寺想幫助每個愛滋病患，但是到現在佛印寺還是缺乏護士，所以造成收

容愛滋病患人數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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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因此，照顧愛滋病患不像一般疾病，因為愛滋病患不能根治，所以每個工作人員要

經過照顧愛滋病患的正確教育，以及要靠決心與忍耐，這些是最基本最重要的。 

 

三、義工 

 佛印寺在照顧愛滋病患的情形之下，尤其因為護士與護士助理的人數不夠，因此，

開放給一般人有更多機會了解這方面的工作，進而多了解病患的生活，所以義工也算是

很重要的一部份： 

 

  

 在訪談當中，才了解到在佛印寺裡當義工有兩種部分，以及義工的一般責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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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事情是義工平常會做的事，因為多多少少能分擔護理人員的工作，以及對義工

來說是容易的一件事。 

 

 

 有些義工在工作上沒有收薪水，以及願意生命冒險，很多義工用人道的心照顧病

患。因此寺院收入義工會有條件的，原因是剛開始有一些義工沒有先了解寺院照顧病患

的原則上，以及真正的目的不是照顧病患，所以對兩方面都沒有好處： 

 

 

 現在要加入佛印寺的義工原則上會開始清楚與嚴格，因此，行政部門會先讓義工先

瞭解工作範圍，為了試驗義工的心理與生理方面如何，所以，義工會有一段試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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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義工能有機會加入照顧病患的時間，他們會和病患生活接近，及有機會真正的去

了解病患的生活。因此每個人都有同一的目的，就是有機會照顧以及多了解病患，但是

每個人都來自不同，為了培養讓義工了解人道的道德，所以寺院的教育方面是重要的。 

 

第二節 僧伽應用佛法照顧愛滋病患 

 佛教認為，人生的本質就是苦。在人生道路上，不僅要遭受生、老、病、死等生理

上的痛苦，而且還要歷盡社會的苦難。苦不僅是皮肉身體之苦，更指精神逼迫之苦。在

佛教中，人類內在生命力本身與宇宙的生命力是同為一體的。這種宇宙的生命力就是佛

教中所說的「法」。它是萬物眾生所不可少的積極力量，這種力量創造一切事物，所有

的精神活動。這種宇宙生命力在一定條件下就把生命的進化過程關係到人的存在形式。

這就表明：每個人都與那構成宇宙生命本質的，無限永恆的源力有者深深的熱切流（魏

承思， ）。 

 

  傅偉勳教授指出：「佛法是生命的學問，佛學是學問的生命」；佛學是超科學

的、超時空的；佛學是一種「自力醫療」，強調「自我覺醒」；佛學是啟發「生命智慧」

及「覺」的教理，是一種超世俗的高度精神終極關懷，讓人正本清源，看見生命的真理

（林玉燕 ）。本文研究僧伽如何應用佛法進行照顧愛滋病患，由泰國的佛印寺照

顧之下為主。 

壹、生理照顧 

 

雖然人人無法改變自然環境的變化，形成春夏秋冬，人類身體對應這些變化產生生

老病死。但是人人可以勸人珍惜生命、愛護身體，不過分冒險，而使生命受到傷害。以

及佛印寺的慈悲為了愛滋病患給於幫助所作之如下： 

一、住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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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印寺的進行照顧從以前到現在就是照福愛滋病患，以及現在泰國社會還有很多人

是得愛滋病，因此，社會對愛滋病的知識還不太瞭解，安滋病患必須面對社會的歧視、

拋棄而痛苦的死去，所以為了人生的道德，佛印寺應用慈悲與關懷協助愛滋病患，讓病

患有依靠的地方，而不用付錢： 

 

 

 剛開始佛印寺的情況充滿了冷漠的情境，因為寺院的社區周圍民眾對寺院照顧愛滋

病患覺得不滿而抗議，以及阿龍袞博士比丘還沒有照顧愛滋病患經驗，而還要負責照顧

病患的背後工作，因此剛進行工作的時候無法提供病患住宿時，要用寺院的大堂的樓下

圍著當房間， 阿龍袞博士比丘的辦公室就是僧舍，有時自己的寮房就分給病患住宿，

阿龍袞博士比丘就搬到大堂宿睡。這就是佛教提倡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只有把

他人的痛苦的呻吟，作為自己內心的痛苦去接受，在這樣共同感受的基礎上來根除痛

苦，才能幫助他人撥出潛伏於生命之中苦的根源。否則，就不能產生對他人的關懷，也

不可能有根除掉痛苦的實踐。當得到公共衛生部的第一次的補助款，就先建病人的房間

及化妝室，後來有善良的人造房屋給愛滋病患，寺院會安排不同格局的房屋給病患依個

合適的環境劇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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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同情是慈悲最基本的前提，也是構成完善人格最基本的要素。但是為了讓男性

與女性的病患得到安全性，寺院有規劃限定範圍，因而這些會造成控制安全性，而能控

制發生傳染病，以及控制寺院範圍規定。 

 

二、食用品 

食物對人類的生活方面算是重要的基本因素之一，寺院除了給病患有住宅安心的依

靠，還給病患都有三餐的食物費用。以及為了病患身心健康，寺院還注意到幫病患飲食

衛生，對病患的生活實用品方面佛印寺進行的很好，有一位護士說： 

 

臨終病患，以及其他愛滋病患和一般工作人員的吃飯時間有差別： 

 

  

因為要照著醫院的時間以及其他考量因素，所以臨終病患的吃飯時間會比其他病人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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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些病患吸收營養快慢的問題，原因是吃不夠，因此無法均勻地吸收食物，而

為了不讓免疫力減弱，在食物選擇上，那些對健康無益的東西絕對不能食用。所以必要

準備病患適合吃的食物，以及不允許病患吃的一些戒忌食物，病患絕對要避免，除了當

病患吃進去時除了對身體沒有好處之外，還讓身體逐漸哀弱甚至可能導致愛滋病患的免

疫力下降： 

 

 

三、環境 

 （一）氣氛 

在佛印寺的環境情況下，寺院裡的建築物範圍有很清晰的區分，而且須尊重紀律，

為了讓愛滋病患及信徒覺得身心舒服，因此寺院內有規劃好的環境，以及寺院內的氣氛

安樂有維護得很好，而且特別注重寺院衛生，絕不引起任何不安： 

 

 

（二）照顧人員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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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慈悲是一種無限的，絕對的，無條件的愛的。為了能給病患舒適方便，而在

建築物的臨終照顧之下，因為有些病患不能靠自己，以及要準備當病患發生意外就能馬

上協助，所以照顧方面會有護士 小時的照顧： 

 

 而且護士人員需要和病患有好的關係，而讓病患覺得不見外，以及能說出自己的問

題，或者病患所需要的，為了照顧人員能真正了解病人問題，以及能協助達到病患所需

要的目的： 

 

 

 當病患不能協助自己的情況，會有照顧者或者義工為病患服務，例如：當要換床單、

洗澡、準備水給病患喝，這些事情都是養成好的環境氣氛，讓病患得到好的照顧，以及

照顧者也能知道病患真正需要的。 

 

四、檢查與治療 

 佛印寺的照顧當中，由 醫院一起合作，醫院會給佛印寺關於愛滋病知識的建議，

並且醫院及其他政府單位會給病患的公平權利，而愛滋病患的治療方面，每位病患會有

健保卡公平權利，才不會讓家人負擔很重，現在佛印寺的病能有權利在 醫院治療，

是最附近佛印寺的醫院，以及醫生與護士會先和病人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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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病患每天情況不一樣，所以每天都會有病患進出醫院： 

 

 

 除了治療之外，醫院還有為了幫病患做一些輔導方面： 

 

 

 雖然寺院的 工程沒有專職的醫生，但是會有一位 的臨時醫生，

由有約四年的時間就結束，每天都有給病患一般的檢查，並且每個星期一次會有國立醫

生會來做一般的檢查，以及 xx 醫院都會派牙科醫生，一個月一次來檢查病患的口腔，

另外和公共衛生部份，寺院和公共衛生會有合作，為病患的照顧下定計畫，給於照顧，

以及每兩個月會給公共衛生府報告 工程的工作結果，並且會有專業佛

法導師來教病患如何定心，以及如何打坐等： 

 

  

 除了寺院的關心以外，還有醫院給予病患服務： 



 83

 

 因此，阿龍袞博士比丘觀察到照顧病患的另一個重要性，那就是病患每天服用的西

藥，有些藥如果每天不斷的吃就會對病患產生副作用，所以法師覺得有一些藥草對病患

有好處，以及經過聯合國食品和藥物管理局交待，但是無論如何在照顧病患方面還照樣

用西藥為主： 

 

 

 現在的 工程，在管理照顧方面有增加系統，由醫生來治療，有護

士人員照顧者病患，在其他方面有工作人員等的服務，以及有慈悲心的義工也是照顧病

患的參與者跟隨時間與機會，除了提供藥物以外，寺院還提供一些符合愛滋病患服用的

中藥，寺院還有其他藥物給病患服用，並且當病患情況嚴重，寺院會準備 小時的車

為病患服務。 

 

五、運動 

除了用藥治療愛滋病患以外，寺院還協助進行運動，因為對病患來說是很重要，病

患能對自己的身體增加免疫力，最簡單方法能讓身體健康就是運動。在佛教的「調五

事」。所謂，調身是使身體於行、立、坐、臥都合乎標準。身體運動時，動作要協調得

體（魏承思 ）。因此也要適合身體情況，所以運動方法由病患來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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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患身體情況不同，所以現在寺院沒有規定運動的時間，而換方法鼓勵病患，就是

當有時間就盡力多做運動： 

 

 

 

 運動亦是另外治療方法，因為能讓病患身心放鬆，所以寺院會不斷的鼓勵病患要自

己多運動。 

 

六、宗教活動 

 當寺院有舉辦宗教的重要日子活動，譬如，守夏節、解夏節等等，會有信徒從各個

地方來參加寺院善事，以及在寺院的每位病患都有機會參加： 

 

 

 

 因此，每天早上八點會做早課，佛印寺的做早課時間會比其他寺院晚，原因是因為

會有病患及信徒來參加，而每次誦經會一邊誦一邊翻譯經典的內涵，以及晚上七點大家

做晚課，而會有信徒、工作人員、義工及病患一起做晚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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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有佛教日子時，進行活動的工作人員大部份是愛滋病患協助進行的，因而準備場

合這些也是病患自願，以及寺院的每個單位都會一起合作，另外宗教活動除了讓病人有

最後機會做善行，也讓一般人與病患有機會互相了解與對病患增加同情心。 

 

貳、心理照顧 

「人」是一種不僅自身保持其心理上的寧靜，而且與外界也和諧相處境界。佛教特

別強調人的心理作用。以為一切事物的差別都是起於心理感受的不同。就是說，要把心

理活動控制到不為外界一切事物所左右的程度，這才算是達到的「調心」的目標。佛教

各種不同的修持理論，其實都是在一個「定」字上的功夫（魏承思， ）。百

病之中，最難治療的，就是自私、執著、妄想。因為我們的心中有結，心結難以打開；

因為我們的心中有恨，恨意難以消除；因為我們的心中有貪，貪慾無法制止；因為我們

的心中有門，心門不易開啟。所以心中的毛病千奇百怪，置身可以請醫生治療；有了心

病，就只得靠自己來醫治，否則只有靠佛法了（星雲大師， ）。 

 

一、隱私權 

 在整個過程中，照顧者尊重愛滋病患是很重要的，應該讓臨終病人有權利與自我的

方式，表達對生與死亡的感受與情緒。在佛印寺治療之下的愛滋病患，每個人都有權利

不公開自己的身份，寺院也尊重病患的權利為主，公開病患身份要先經過病患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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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佛印寺的病員還有權利出去，因為醫生覺得病患有能力照顧自己，特別是回家

看家人，或者是出去工作： 

 

另外，雖然寺院給了病患的權利，但是寺院也有一件事必須要對病患嚴格，因為如

果病患在夜晚出去玩而不小心，會害自己與其他人，所以當晚上不准義工或者工作人員

帶病患出去，寺院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因此，為了讓病人有能力依靠自己的心理狀態，在佛印寺治療的病患，有機會與權

利在佛印寺之下工作，由病患狀況與能力為主，以及由 工程經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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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印寺治療的病患都來自不同地方，各有各樣的想法，以及宗教信仰不同，這些

事情寺院沒有去排斥，但病患的行為要在人道範圍之下： 

 

太

 

在佛印寺照顧之下，愛滋病患也有權利保護生命，以衛護自己的隱私權，而不會超

過其他人的範圍，因此寺院也會護衛病患的權利為主，先瞭解臨終病人的權利，有助於

照顧者的溝通能力，可使照顧者更容易了解他人，以及被他人瞭解。達賴喇嘛說：「死

不足畏，平常就要把他看得親切，了解到死的必然性，最大的作用便是珍惜現在而去做

些臨終不會後悔的事，懂得一息尚存的可貴（陳貞吟， ）」。 

 

二、傾聽 

 

不要用說教的方式，多用些其他溝通的方法紓解病人情緒，法師從閒聊中和病人家

屬互動，去傾聽病人，因為傾聽安寧病人的心聲，可以帶給他們尊嚴和人性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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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覺得和病人關係有如朋友，與病人建立人性化關係，從關懷病人病痛開始引出

他的心理問題以建立信任關係： 

 

 

三、提供佛教方法 

 

提供安定，應用佛法給臨終病人減輕病痛，給病人及家屬安心、信心及希望的力量。

當病人心裡不舒服時，最好的心理依靠，滅低死亡的恐懼感，就是拜佛、誦經： 

 

 

四、依照不同情況給予不同的引導方法 

另外，同樣的疾病發生在不同人的身上的症狀程度都會有所不同反應。所以要辨症

施治，不能照搬照套同樣的治療方法，雖然有些病患身體有時不方便打坐，最好方法就

是教病人如何觀察呼吸，讓心平靜下來： 

 

 



 89

五、學習生命無常 

人的體能旺盛時間很短，能力有限要好好運用及珍惜。正因四大無常，更應警惕：

人的生命隨時會結束，不是只有老病而死，什麼時候死、怎麼死什麼都不知道，沒有定

數（聖嚴法師， ）。因而佛印寺希望在病患治療當中，如果病患意識依然清晰，

這時應該將生者的種種事務完全放下，不要再為他們牽腸掛肚，平增添彼此的煩惱： 

 

（一）生命紀念館 

有一位護理人員談到，在佛印寺裡每個地方，大家隨時可以看到人生無常： 

 

 

 

尤其是愛滋病患每天都是在寺院裡，每天所看到都是生命的真相： 

 

 

（二）佛法牌 

除了參觀生命博物館之外，在寺院裡的樹下以及建築都有掛佛法牌，其他人還是病

患者都可以從佛法牌學到生命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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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所做是能讓病人以及人人瞭解生命真相，沒有事物是恆久不變的，宇宙、地球、

生物、人類、身心皆是如此。萬物有成、住、壞、空四相，以及人類身心也離不開這生、

老、病、死的過程。 

 

六、家屬 

 除了護士在照顧之外，另外重要就是要接受病患進入寺院前，寺院的工作人員會先

和家屬有協定（有家屬的情況下），因而家屬要遵守寺院的規定，最重要是家屬要不斷

的來關心病患，因為，阿龍袞博士比丘覺得這件事對病患情緒很重要，以及為了聯繫家

庭的關係，寺院還對這件事重視： 

 

 

家屬對愛滋病患疾病會有新的知識，了解如何和愛滋病患的共同生活，以及如何給

病患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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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家屬是最佳的治療人選。病人能在熟悉及親愛家人的環繞下，而得到所

需的治療，「家人」由於多了回憶，還有親人的隨侍在側，成為一個能撫慰臨終病人的

環境，所以佛印寺有規定時間讓家屬和病患能有機會相處。 

 

佛教的道德標準，不但體現在對自我修持的需求方面，而且還貫穿在處理人與人之

間關係的標準之中，以及用不同的接觸技巧和病人互動取得病人信任後，接下來要能評

估病人的靈性需求。 

 

參、靈性的照顧 

 佛教徒認為人生存與世間，有很多普遍而不滅的規範一「法」 在運作。

「法」在語源上意指「任持」，是人生與世間的指導，通常被認為與佛陀的教法意義相

同，但「法」並非實際的教條，反而不如說是「道路」，可是為人類普遍性的規範。無

論在天上人間，佛陀極為肯定「法」或是真理才是達到幸福的唯一道路（中村元， ）。

而佛教對修行的理解與觀點，一切目標的至高點，就是為了幫助廣大眾生成佛…，希望

一切眾生都能從痛苦和造成痛苦的原因中解脫出來（達賴喇嘛， ）。 

僧伽代表正法，在察覺病人靈性需求和病人各種情況後，在以安心與善終為目標的

引導下，讓病人能瞭解生命的真相，為來生做準備；在僧伽的協助面對死亡， 和病患

建立關係，給病患增加信心，以及對病患的心中信仰不同沒分別，更安慰與鼓勵，因而

病患所得到的念頭轉化： 

 

一、建立關係 

從僧伽照顧愛滋病患，生理方面、心理方面以及靈性方面主要是協助病人有安心住

的地方，讓愛滋病患身心不會被傷害，各個病患都有兩樣苦，就是身苦與心苦，身苦可

以用藥與食物治療以及從適合方式去照顧，但心理苦方面更多，在安寧療護護理照顧理

念下，臨終病人的身體、心理和靈性，被認為是息息相關不可分割的，而靈性則被視為

是個人做為統合內在資源的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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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僧伽與病人建立信任關係，察覺病人的靈性需求以及焦慮不安恐懼，這種關係的

建立與醫生照顧病人有所不同，而且病人本身就會向醫生尋求解決不舒服的需求，病人

與醫生之間存在著必然的互動關係。另外僧伽認為有時候和病人建立關係也是一種因

緣，有因緣的病人可能對僧伽的接受度比較高，也容易感應病患靈性： 

 

二、增加信心 

 平常人有明天，可是病人可能就沒了，病人比較在乎當下的「意義時間」而想要如

何活在當下的安心過程上，但是事實上當要面對死亡時，病人可能感到疼痛、害怕、無

法掌控自我命運、而有那種捨不得、執著，在這種因素影響之下，是需要不斷的去談去

處理才能讓病人平靜： 

 

 

 

尤其法師心裡願望是想讓眾生解脫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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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照顧的經驗發現，簡單的照顧，要不多也不少，而付出用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事情： 

 

三、病患的信仰沒分別 

因此，信仰就是力量，如果心中沒有信仰，心靈沒有皈依處，她的內心是空虛的，

隨波逐流，而有了信心內心才有充實，生命才能圓滿，（星雲大師， ）僧伽

在與病人建立關係的初期會先評估病人對他們的接受情形，因為不是每個臨終病人都是

佛教徒，而且僧伽自認在病房也不是為了傳教；所以他們通常會先瞭解病人對僧伽的接

受度。佛印寺的病患也是來自不同各個地方，所以各人的信仰都不同，但是信仰不同對

照顧者來說不是問題，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教導： 

 

 

因為把病人當是一個人，只要用慈心希望他人得到快樂，慈行幫助他人得到快樂，

悲心希望他人解除痛苦，悲行幫助他人解除痛苦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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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慰與鼓勵 

在臨終階段，病人可能會失去口語溝通的寶貴能力，由於疾病之上的他們失去意

識，因為病人無法回應我們的話，所以當僧伽和愛滋病患交談，僧伽不會只以聆聽為主，

反而主動給愛滋病患安慰與鼓勵，只是提醒病人在當下如何用功，因為在這個時候，病

人的心理大多已經很難透過語言瞭解，只好用身體的觸碰接觸安慰與鼓勵，而可以從他

們臉部的表情或肢體動作看出他們想法： 

  

 

 因為和病患相處時間太久，可能會拉近照顧者與病患彼此的關係，所以有時不用多

說，簡單的交談、打招呼是最好的方法： 

 

 

五、念頭轉化 

在病患臨終往生前，法師和病人談常，法師變成臨終者最近的人，這是一種力量，

提供病人新的温暖家庭， 而法師這一切的努力，期望病人在面對臨終時，能有正念相

續，在引導之下，能得到善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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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些病人心理單純能接受身體的敗壞，面對死亡，而臨終之前沒什麼很大問題： 

 

 

費爾巴哈認為：「只有依賴感才是表明和解釋宗教的心理根源和主關根源的唯一正

確而普遍的名稱和概念。」當然人們依賴的對象有所不同，生活在不同社會關系，不同

文化背景中的人，具有很不相同的思想、感情或態度（魏承思， ）。但人的

身心對痛苦的忍耐是有限度的，超過了限量，就不能承受。因此宗教指出這條路，協助

臨終病患提供一個人生事實的思維模式，就是「無常」讓病患了解生命真相，接受死亡

是生命過程的一部份，這是一種照顧者希望病患追求心靈提升的過程。 

 

肆、死亡態度看法 

死亡是人生大事之一，而是生命中自然的一部分，每個生命階段，死亡的陰影隨

時隨地都在我們現身，個人可以選擇面對死亡，可以決定逃避它，但最後怎樣也無法逃

避「面對自己的死亡」。事實上，每個新生命在孕育、出生的過程中，都時時面臨病與

死的桃戰，更貼近地說，人一出世，即與死亡連在一起（釋聖嚴， ）。 

 

一、最好的依靠 

很多人都知道生命就在呼吸間；但是，大部分少有機會一直處在與死亡相處的狀

態。「恐懼」是與生俱來的，但是我們個人對生命以及死亡是否瞭解： 

 



 96

二、心理沒有信心的臨終者 

 病患臨終者所做過的事，那些都會累積在病患的心，所以會影響到瀕死亡的

行為： 

 

以及現代社會，很多人不相信罪行、善行的存在，不相信生命有輪迴，但是因為僧

伽在這方面幫助了很久的時間，心裡會覺得對臨死患者的心理要有依靠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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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靈溝通 

當愛滋病患人死亡之前，他們身體會出現一些變化，譬如：食物變少、呼吸困難

（大聲因為喉嚨有痰）、聽與看的能力有問題，明顯的是，愛滋病患會對人時地的混

淆，無法辨認陪伴他的親人或照顧他的醫護人員等狀況。他們的對話之間會越來越少，

因為在這個時候，病人的心理大多已很難透過語言溝通，只可能從他們的臉部表情或

肢體動作看出他們的想法： 

 

 

四、對待瀕死患者的最好方法 

 在病患臨終前，家屬以及親友會有一種捨不得感覺，所以家屬及親友的行為會造成

臨終前的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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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死亡瞭解真理 

從以前到現在，僧伽每個禮拜都會幫往生者辦火葬禮，辦完還幫忙收骨灰，因為這

樣工作，所以容易看到生命的真理： 

 

死亡即將發生的壓迫感、無可掌握的空虛感，正是病人最根本的焦慮。在寺院裡，

愛滋病患碰到邊界經驗，很自然地尋求僧伽或者照顧者的支持。此時，僧伽以及照顧者

透過交談、摸病人身體為期待來信仰及宗教力量的鼓舞，在這其間的交談，並不是因為

僧伽與病人的談話內容是講些是佛教法義，或是教門法語之類，而是他們交談觸及靈性

的議題，而被稱為宗教交談，期望臨終最後階段安詳的去世。 

 

第三節 愛滋病患對僧伽照顧之身心反應  

愛滋末期病患一旦在治療當中，他（她）們所需要的，不再是醫藥處置的積極性治

療而已，甚至有些已進入彌留階段或昏迷不醒的患者，他（她）們需要的是身、心、靈

的全人照護。 

透過訪談與觀察愛滋病患當中的相關經驗透過分析後，三位愛滋病者在佛印寺照顧

後所產生的感想分為「生理反應」、「心理反應」、「靈性反應」及「死亡態度看法」

四部份，詳述分述與陳述文字列舉如下。 

 

 
壹、生理反應  

一、調適 
（一）和各式各樣的病患相處 

雖然佛印寺表面上只是一個寺院，醫療的機器也不能像醫院的多，所以當病患有緊

急事要馬上把病患送到醫院去，有一位護士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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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們按時服藥並遵從醫生的指示好好保養身體健康，生活仍舊是這麼進行下

去。雖然得愛滋病是個事實，但是除了寺院內以外，其他地方愛滋病患會給自己和一般

人的相處留一點空間。 

 

【參與者 A】：不同疾病等於不同世界 

 

【參與者 B】：隱瞞身份讓自己心裡好過 

參與者 A、B 每次時間到，要回去醫院複診、抽血、領藥時，對病患來說不是心裡

所期待的事情，以及對愛滋病後生活世界而言，為了避免身份曝光，他會觀察當下所處

的社會情境之後，不斷的調整自己的行為模式及語言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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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與者 C】：慢慢接受事實 

參與者 C 表示自己的想法有改變，現在的自己能接受現實，而總覺得醫院和自己

的生活很接近，無法避免。 

 

（二）改變生活習慣 

另外一方面，由於愛滋病患的生理態度所造成的慢性疾病特質，有時並不需要接受

任何藥物治療，因此他們日常生活中會造成他們日後發病的危險因子，所以要著重生活

習慣的調整。 

 

【參與者 A】：減少對生命危機的因素 

參與者 A 病患以為患得愛滋病前後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變化，若持續以往一貫

下正常的生活作息，將會變得愛滋病的免疫力下降，或對身體造成無可預期的傷害，。 

 

【參與者 B】：慈悲點燃人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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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 C】：行動力改變，愛護身體 

參與者 B、C 病患也清楚自己在日常生活行為，哪些行為習慣未來會對身體造成麻

煩，因而哪些行為會帶來給病患身體健康，所以從今開始愛護自己的身體，改變壞習慣

的行為。 

 

（三）照顧者的關心 

或許，因為常常被照顧者不斷的提醒，所以非做不可，這樣的調整會慢慢養成病患

的好習慣。 

 

【參與者 A】：靠照顧著的關心以及逼自己 

參與者 A 表示雖然他本身是懶惰的人，但是因為長老以及護士關心他的身體狀況，

所以自己也愛護自己的身體，讓自己開始運動。 

【參與者 B】：當身體無法控制 

參與者 B 提到當他的身體狀況不好的時候，還好有照顧者的關心，在病苦中能得

到安慰及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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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 C】：好多種運動方法 

參與者 C 表示說他的恢復健康的運動不只有一個方法，而和其他病患不同方法，

以及有時要由身體狀況來決定，而不要讓照顧著所希望白費，所以要找適合自己的動作

來當是一種運動。 

 

在經過一段時間，照顧者病患也終將發現，外界、照顧者與其他朋友所提供罹病後

相關經驗與病患生活適應的方法，這些對病患多多少少也有幫助

然而，在病

患生活中可以從另外角度來看，發現，愛滋病患的想法是要投入社會生活並從中學習尋

找到適合自己當病患後的生活模式，而非因為其他原因。 

 

 
二、權利  
 
（一）人生平等 

愛滋病目前是無藥可救，不能根治，但是如果病患早發現以及適當照顧自己，就可

以有生命長久，愛滋病患在現實生活中，身體會一天比一天虛弱，身體的變化都會出現

無法估計的狀況，但是如此應該對愛滋病患的生活狀態持平等和寬容的態度，讓他們享

受和我們一樣平等的受治療、教育、就業等權利。 

 

【參與者 A】：生活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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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 A 表示自己在佛印寺所得到是像在家裡一樣，因為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另外

對病患生活最重要的一件事，當病患身體狀況不好得時候有人在旁邊照顧著。 

 

【參與者 B】：得到幫助，以及幫助他人 

參與者 B 提到當病患身體恢復健康，每個人都可以回家，但是如果有原因病患不

能回家，佛印寺會提供一些病患能做的工作而發薪水，但是因為自己的身體狀況的關

係，而不能回家或真正的去工作，以及佛印寺還提供讓被傳染的小朋友和一般的小朋友

一樣有機會讀書。 

 

【參與者 C】：等待看家人一眼  

 

參與者 C 表示如果自己的身體趕快恢復健康了之後，想要回去看家人一趟，雖然

佛印寺給他有人生的選擇，因為對他的疾病的治療很方便，所以他還是選擇留在佛印寺

治療。 

（二）得到照顧 

尤其是當照顧者（護士）長期照顧病患，特別是身上長期被拖累、折磨，而休息時

間很少，原因可能是目前的照顧者和病患比起，照顧者人數算是太少

，

因此無論如何照顧病患是護士的責任而也沒有退縮，反而更用心的照顧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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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 A】：身體一出狀況 

參與者 A 表示自己當身體無法控制而讓自己難受時，他所得到的是被照顧以及受

到緊急的治療，挽救了他的生命，而能讓他安心的入睡。 

 

【參與者 B】：得到自己生命有價值 

 

【參與者 C】：人數不是問題 

參與者 相當總覺得對照顧者的人手多還是少，不是治療上的重要性，以及除

了護士以外還有義工以及身體健康的病患，大家互相關心及幫忙，對人生及他們的生命

更有價值 

 

（三）保護自己健康的重要權利 

因此，當愛滋病患感受到人生低潮或是生活上面有所壓力時，他們同樣也有權利讓

自己感受到平靜，而每個人都有不同辦法，但是在寺院治療的病患，權利也有限和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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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滋病患有所不同，譬如，外面的愛滋病患晚上可出來吃宵夜，和朋友喝酒、聊天等，

因而這些對佛印寺的病患來說不是大問題，最重要的是，在愛滋病患的權利範圍就是要

維護自己的健康。 

 

【參與者 A】：開始懂得讓自己過好的生活 

參與者 A 表示自己了解佛印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用慈悲幫助眾生，以及覺得自

己也有增加智慧。 

 

【參與者 B】：不談權利 

參與者 B 提到說當到某種程度，權利需求對他的生命中來說不是最重要了。 

 

 【參與者 C】：享受現在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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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 C 表示自己開始懂得珍惜現在的生命，而做些未來自己不會後悔的事，所

以權利何必要談。 

 

 研究者在一段時間的訪談發現，當病患身體狀況無法表達時，這時候病患更需要照

顧者多關心，及照顧者對病患表達出同情心，但是表面上照顧者與病患數目不一致，因

此病患也了解這一點，所以當還有能力的病患有時要照顧自己及幫忙照顧他人。這時候

病患的「權利」也是非談不可。但是當病患在佛印寺的治療的一段時間時，病患開始了

解自己真正的需要是什麼，對自己的修持與累積善行、善念，升起自己的善心而歡喜心，

當病患得到心理所渴望的某一件事而滿足之後，權利對病患來說沒重要性去談，或許因

為由照顧所『導致』及關心，能讓病患瞭解而感受到要珍惜生命才是更重要。 

 

三、配合  

（一）生活培養 

死，是人生無法逃脫的宿命。對它，我們無從預防；而死別之苦也同樣無從避免，

但至少病患在治療過程中，更珍惜生命，慢慢培養生活所學習得來的衛生相關知識，以

改善良好生活習慣。 

【參與者 A】：人生是自己 

 參與者 A 表示自己不是像一般人有身體健康，這樣的狀況讓他變得更了解生命，

所以要按照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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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與者 B】：同情他人 

 

參與者 B 表示因為生病而讓他人麻煩，但是可以透過大家互相尊重和協助，有人

願意帶領，有人願意支持，這情況下會帶來好的結果。 

 

 【參與者 C】：「藥」讓愛滋病患生命延長 

 

 參與者 C 表示自己現在的狀況有藥吃是好事，以及世界越來越開發好的藥物讓愛

滋病患的生活正常。 

 

（二）大家的安全 

因此，為了道德、為了寺院的莊嚴、以及病人的身體健康狀態，在寺院範圍裡面，

不准每個人做壞事，這個要求也是包括病患之內。 

  

 【參與者 A】：尊重寺院規矩 

 

 參與者 A 對他來說寺院是莊嚴的地方，當有人犯規矩也要被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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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與者 B】：懲罰犯規的人 

 

 參與者 B 提到這些規定不只是為了道德而讓病患有身體健康，還可以保護每個人

的平安狀態。 

  

 【參與者 C】：對自己與他人好是對的 

 

參與者 C 提到另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寺院裡避免男女的花心行為狀態，為

了避免傳染性的道理之一。 

 

 如上所述，病患的身體狀況是無法改變的事實，而經過治療的一段時間，病患也是

自己最了解自己的狀況，以及病患所配合寺院的所照顧，但是寺院的規定可以是開放

性，主要是以照顧者的角度而自己著想，大家互相尊重與協助，這些也是病患的生命最

後一課所能做的。 

 

貳、心理反應 

一、轉念 

（一）無法改變的事實 

佛教則教人捨棄外在自由，轉而選擇內在自由為價值目標，認為內在自由高出於外

在自由之上，乃是真正的自由（魏承思，1994：128）。當愛滋病患面對外界的排斥行

為與其他傳染者的經驗所產生的困境時，日常生活經驗中他們也會慢慢知道外在社會環

境是自己無法改變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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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 A】：接受生命的事實，以及更加信心 

參與者 A 表示他的生命是免不了事實，早晚都要接受，他相信醫生的藥以及醫生

所給的信心讓他早恢復健康。 

 

 【參與者 B】：生命轉變 

參與者 B 當他在不同地方有不一樣的情況，有兩面，當他生命轉到了另外一個地

方時，而找到是屬於自己的地方，讓自己現在的生活能夠維持下去即可。 

 

【參與者 C】：調整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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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 C 慢慢調適自己的心，把這些令他煩惱的生活事件減少，觀察無常，提醒

自己不要把那些看得太嚴重，總有一天人人都要死。 

 

帶領這些病患漸漸面對疾病的殘酷的事實，經過長期的團體生活之後已慢慢適應愛

滋病患的生活與身份，而面對生活調適重點接受病患事實，轉為面對生活事務所有的各

種問題，因為心理充滿了信心

，

當病人能將信心變成生命中的力量，轉而情緒改善開創自己在患病後的另一個人生。 

 

二、情緒改善 

（一）學習接受 

 當愛滋病患懂得開放自己的心，接納自己是愛滋病患身份，及淡化外界所帶來歧視

眼神，而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讓自己走出人生的重點，而有勇氣面對事實。 

 

【參與者 A】：找到屬於自己的地方 

參與者 A 提到「屬於自己」，是和外面有所不同的地方，自己的心開始想通了，

而不想繼續欺騙自己，以及留在能讓他安心的過生活。 

 

【參與者 B】：換角度來想，了解別人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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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與者 B 表示剛開始他的心還不能開放，而無法接受他人的眼神，當接受寺院的

治療的一段時間，他心理能理解而替別人著想。 

 

 【參與者 C】：超越極限 

 

 參與者 C 談到了對生命很感動的時刻，表示自己沒想過還會有機會和一般人一樣

玩這些活動，由於照顧者的關心，慢慢讓自己的情緒改善。 

 

然而，研究者在訪談當中發現到，許多病人的情緒改善不只靠自己的力量而已，針

對被外界歧視的愛滋病患，並不容易忽視這個事實，還要靠照顧者的團隊，由他們全心

全力的付出，而病人的身、心已適度的照顧處理之後，才能開發病人的心。 

 

（二）互相體諒 

許多的愛滋病患是因社會的冷漠與隔絕的痛苦，而使得病情加速減低壽命，在生命

末期之時，愛滋病患不僅要承受肉體上的摧殘痛苦，在精神上、心靈上更是需承受被放

棄、被歧視、被拒絕的痛苦，另外，因為家屬不太瞭解愛滋病的知識，造成有時會不小

心做出讓病人傷心難過的事，但因現在病人經過了很多生命的考驗，也體會到當初家屬

對他們的心情。 

 

【參與者 A】：得到母親的關懷，但心理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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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 A 表示自己重逢得到母親的關懷，了解母親在照顧自己的感受是如何，心

理懺悔。 

 

【參與者 B】：因緣和合 

參與者 B 承認自己過去曾想自殺，而現在的自己相信人的生活是由因緣造成的，

以及自己的心與環境會讓自己的想法改善。 

 

【參與者 C】：改正缺點 

參與者 C 表示現在的自己所學到與得到的東西，改變自己情緒對待別人，對自己

的過去生活覺得後悔。 

 

當病患進入愛滋病的社區有了生活經驗，也有了許多豐富經驗，在重新調適生活狀

態這個過程中，相信照顧者所包容與自己的經驗能突破困境，並且能克服自己疾病的恐

懼，而不斷的觀察病患的生活不過是如此進行下去，這些也是佛印寺所希望的目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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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除恐懼性 

（一）不必擔心只要安心 

恐懼和依賴感也是人們宗教信仰的重要心理因素。疾病、瘟疫、天災、戰亂和死亡，

經常給人們帶來恐懼。在愛滋病的患病後的生活中，因為疾病所帶來的生活不便性，而

因為病情的不穩定性以及無法根治，使得病患慢慢累積形成心理的壓力與不安，經常恐

懼害怕死亡，於事無補。聖嚴法師認為：小心是有用的，擔心則沒有必要。佛印寺的照

顧過程當中，目的之一就是讓病患能活得安心以及要對自己有希望。 

 

 【參與者 A】：難過、傷心對生活沒有用 

 

 參與者 A 表示自己慢慢觀察自己的心，從長老的教導方法去做，自己體驗到與感

受到，便開發自己的智慧，做讓自己安心的事情。 

 

 【參與者 B】：靠工作 

 

 參與者 B 提到護理是最接近病患的生活當中，了解自己的情況或情緒而會對自己

的恐懼造成迷亂，護理會幫自己找方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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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 C】：慈悲的照亮 

 

了。」（C-01-038） 

參與者 C 表示自己的紓解壓力恐懼的辦法有一點無法想像的事，但是一眼看到慈

悲的長老，心理的煩惱就會減退。 

 

 在訪深度訪談當中，研究者發現，其實從觀察之後才發覺，人生世界是「說是一回

事 做又是另一回事」。 但是事實上，病患能夠對宗教經文與宗教儀式有所認同與了解，

往往能因為日常的宗教修持習慣，以及病患若能夠及早認清有生就有死的必然因果關

係，而使自己的身心情緒就比較容易克服死亡的恐懼，更穩定坦然地接受死亡。 

 

四、感謝 

（一）最好的禮物 

在訪談過程中，其實背後默默守護著病患，在他們患病後生活中因缺之親人與朋友

的關心，而沒有在他們生活所需要時，所以阿龍袞博士比丘給他們有了新生活，提供了

很多為病患安心的住，像自己的家一樣，

然後靠團體的

力量去改善達到目標 

 

【參與者 A】：像親人一樣 

（A-01-015） 

參與者 A 提到一個陌生人，把他當像親人一樣的關心對待，他心裡感覺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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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 B】：不能沒有的東西 

參與者 B 表示因為環境有慈悲的存在，心理慢慢調整，讓自己能活下去。 

 

【參與者 C】：得到心理的享受 

參與者 C 提到自己從前到現在，因為了解到人生的道理，所以讓現在的自己去享

受善事的事情。 

 

（二）有話要說 

 進入佛印寺之前，每個病患都有不同的經驗，從人與人之間、病情、治療，在這段

路途中，充滿了無法形容的焦慮與掙扎，直到進入佛印寺，這些渴望讓病人找到能真正

願意和他分享，這一切的一切，在研究者訪談中能讓病患內心真正想要說的話說出來。 

 

 【參與者 A】：得到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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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 A 提到如何回報的事，因為當自己孤單時，而朋友的建議，找出出口的路

給自己，讓自己最後的生命能找到寬容，自己變有自信。 

 

【參與者 B】：家、佛、法、是生命治療最好的藥物，關心寺院的照顧進行 

參與者 B 表示當自己覺得一無所有，得到家人的勇氣，自己反而對家人覺得懺悔，

長老的關心給於生活能用得到的法治療自己的心理，因為照顧者的關心，讓仍然活者的

病人充滿希望，迎接死亡的一刻，所以開始關心寺院的照顧方面能快找到人人的支持協

助。 

【參與者 C】：心理得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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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 C 談到最後生命所感動，自己得到家人的關心，得到寺院的慈悲用心照顧，

自己有機會學佛，自己希望照顧愛滋病患的每個地方能加一點用心。 

 

參與者 A、B、C 相當認同當生命無依無靠的時候，得到寺院的用心幫助，讓最後

的生命得到安心，以前心理常常受到傷害無法處裡，現在學習會用佛法處理自己的心。 

 

（三）跟自己說一聲謝謝 

另外，這些是非常難受的過程，對生活方面也變得很複雜，莫名就會累、難呼吸、

很亂的感受，或是身體的變化，經常會讓病人想要快離開這世界，但是回想的時候，那

些是個人生活的動力。 

 

【參與者 A】：讓自己了解生命 

參與者 A 表示對過去的自己不滿意，自己的生活被外在的東西顉住，看不到生命

的真相，活著到現在自己比以前更了解生命。 

 

【參與者 B】：生活的有意義 

參與者 B 表示因為自己的勇敢，得愛滋病之後沒有傷害自己，讓現在的自己能有

機會學到對生命有意義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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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 A、B 相當最後的生命能找到生命的意義，對自己的現在更了解生命，活出

意義來。 

 

【參與者 C】：在屬於自己的世界得到光明 

參與者 C 表示最後生命的自己能有機會做有意義的事情，心裡十分感謝所有照顧

自己的人以及無法忘記自己的勇敢。 

參與者 B、C 相當因為自己的勇敢，當自己想不開的時候沒有傷害自己，讓自己有

生命未來的機會。  

 

研究發現，病患在照顧者的照顧當中感受到慈悲與關懷，因為照顧者的慈悲與關

懷，能讓自己慢慢接納自己的狀況，對現在的生命有意義。病患所表達出這些，研究者

能感受到病患帶來的希望感，透過僧伽的角色和有慈悲心的醫生、護士、以及義工們，

進行利用道德（人道）福利愛滋病患，讓病患得到幸福快樂的最後一課。 

 

參、靈性感受 

一、與愛相連  

當人必須面對生命的有限時，會透過方法、意識、想像力等，對生命做出宗教性的

反應（釋見蔚， ）。剛開始，照顧者和病患彼此雖然是陌生的，但是一旦接觸，就

有如家人一樣親近熟悉，也無需太多的語言，就能互通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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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與者 A】：靈性活起來 

 

 參與者 A 表示當自己得到長老一句話的關心時，自己不知不覺就忘記那時刻的疼

痛。 

 

二、找到生命力量 

 在關心當中，僧伽就是引導病人能使內在力量的提昇，讓病患開放自己的心接受，

也是一種生命的力量。 

 【參與者 B】：大家需要我的幫忙 

參與者 B 表示當有人懂得自己的心理狀態，而不斷的鼓勵讚嘆是大家需要自己的

幫忙，讓自己更有勇氣幫助他人。 

 

三、心理放下 

 由於佛印寺所用佛教方法，為了讓病患覺知「無常」，了解生命的真相，接受死亡

是生命過程的一部分，慢慢接受死亡這件事。 

  

【參與者 B】：看清人生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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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與者 B 因為要幫忙其他愛滋病患的葬禮，不知不覺就慢慢看清楚人生是無常，

無法逃避。 

 

四、自己是最好的依靠 

 另外，在照顧當中，病患突然醒悟，身體就是自己，除了等著照顧者的關心之外，

由自己來關心是最好的。 

  

【參與者 C】：自己沒想過的事情 

 

參與者 C 提到每次照顧者的關心自己的生活，讓自己有一種生命的力量，沒有關

心過自己變得更要關心而多注意。 

開示，當照顧者發現到病人的害怕疼痛、恐懼孤獨、害怕無意義感，恐懼死後會發

生什麼事情，因而照顧者透過病患身體有變化時交談方式，引導病患在心念上的轉化，

覺知生命的有限性、無常性，覺知到只要轉化當下的心念功夫，快樂與痛苦就是自己本

身創造的。 

 

肆、死亡態度看法 

 死亡是人人免不了的事一件事，但是提到死亡，卻是人人避之唯恐不及的大忌諱。

如果能夠安享餘年壽終正寢，不為疾病所苦、所累、相信是一種人人所樂求的死亡方式

（郭敏俊， ）。以「生前後死」為討論平台，其中最令人困惑的，莫過於「生從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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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死歸何處?」，堪稱人生最大的疑問。對這個「大哉問」的解答，如果一直不能肯

認、確定，則有情自身對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終究會感到虛無飄渺（黃瑞凱， ）。 

  

一、做好準備面對死亡 

 人人都知道生命是無常，但能有幾個人能真正接受生老病死，而深刻的瞭解，而因

為法師的說法，能夠讓病患換個角度來看待死亡，而當死亡還沒來臨時，因而把自己做

好功課面對死亡。 

  

 【參與者 B】：善有善報、惡有惡報不是不報，時辰未到，活在當下 

 

 參與者 B 表示自己了解生命是無常，也難接受的一件事，但也相信【善有善報、

惡有惡報】，聽完了長老的教導之後，讓自己活在當下，做好自己準備面對死亡。 

 

 病患不了解死亡的真理，以為自己的存在沒有任何的價值和意義，並且希望親人接

受他死亡的事實。 

  

 【參與者 B】：懂得生命無常，不值得悲傷  

 

 參與者 B 表示自己無法了解死後的事，生死是事實人人都要接受，因為得這種病

覺得自己不夠資格，家人不要為了自己的死痛苦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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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祥的死去 

 對愛滋病患的生活來說，有時會得不到生命真正的快樂，而不斷的找方法讓自己快

樂，因而想過死後世界能不能找到快樂，在面對事實之下，也希望死亡能解脫痛苦，而

能安詳的走。 

 

 【參與者 A】：希望安詳的死，反而還不想死 

 

 參與者 A 表示自己無法知道在死亡的路上是如何，自己認為死亡路上是安詳的，

走的時候會快樂，但目前還不想死。 

三、死後世界 

當病患以為是自己將近死亡時，相信會有死後的世界，而期待自己的眼前會有什麼

的畫面。因此，好奇自己患上愛滋病，死後世界會在哪裡，能不能去極樂世界，但病患

也相信，當自己有好的念頭，死後時就會帶自己到好地方。 

 

 【參與者 C】：好的念頭帶去好地方 

 

參與者 C 相信死後的世界，但無法知道死後世界是如何，死亡那一刻的念頭很重

要，去好或是不好的地方都是在自己的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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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與者 是因為相當了解自己的死是事實，相信有死後世界，當自己有好的

念頭死後就會往好的地方走而安詳的走，參與者 表示自己無法知道在死亡的路上是如

何，自己認為死亡路上是安詳的，走的時候會快樂，但目前還不想死，參與者 表示自

己了解生命是無常，也難接受的一件事，但也相信【善有善報、惡有惡報】，聽完了長

老的教導之後，讓自己活在當下，做好自己準備面對死亡，因而表示自己無法了解死後

的事，自己認為生死是事實人人都要接受，因為得這種疾病覺得自己不夠資格，家人不

要為了自己的死痛苦悲傷，而參與者 相信死後的世界，但無法知道死後世界是如何，

死亡那一刻的念頭很重要，去好或是不好的地方都是在自己的念頭之間。 

 

 在訪談當中研究者發現，因為每個受訪者的病患本身都有佛教信仰，因而相信死後

世界，從很難接受死亡的事實，能讓病患對死亡看法有改善。在佛印寺的照顧治療當中，

病患對死亡的態度慢慢減低其恐懼性，因為，相信當人有好的念頭，死後就會帶到好的

地方。 

 

 

 

 

 

 

 

 

 



 124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本研究的目的是以泰國佛印寺的僧伽對愛滋病患的臨終關懷與照顧過程，以及病患

的反應，以瞭解泰國僧伽如何對待愛滋病患，如何落實佛法來照顧病患，以及病患對於

僧伽以佛法照顧的接受程度。研究的訪談對象主要是為泰國佛印寺的僧伽，寺院當中的

其他參與者，為輔助的訪談對象與資料。經過質性研究方法進行資料的收集與開放編

碼，抽取重要內容意義來整理分析，分析後，簡述如下： 

 

一、佛印寺對愛滋病患照顧與治療方法 

 佛印寺的 Dhammarkniwet 工程是宗教方面的私立機構，目的是特地協助愛滋病患，

由阿龍袞博士比丘佛印寺住持是當工程的顧問。用現代的醫學與泰醫以及佛法給愛滋病

患的治療服務，由「身心結合一起照顧」 方法如下： 

 

 1.生理照顧： 

（1）住宅：很多愛滋病患無家可歸，為了讓病患能有依靠的地方，所以阿龍袞博

士比丘在佛印寺裡建不同類型的房屋給病患。為了人人的衛生，所以病患地區分為肺病

者和非肺病者地區，以及能照顧自己的病患與完全不能照顧自己的病患之區域。 

 

 （2）食用品 ：為了病患身心健康飲食衛生，佛印寺會準備免費的三餐給病患，根

據醫院的時間表再加上服務人員的人手不夠，所以造成病患吃飯時間有差別，早上六點

半到七點，是給住在 Waluiluk 建築物的嚴重病患，然後早上七點到八點是給住在佛印寺

裡的其他愛滋病患的時間。 

 

 （3）環境：為了讓住在寺院裡的每個人以及信徒覺得身心舒服，所以寺院內很注

重衛生，氣氛也維護的很好。同時為了讓病患舒適，寺院中有有護士 24 小時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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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檢查與治療： 

4.1 現代醫療 

佛印寺有醫學方面的工作人員及義工一起合作照顧愛滋病患的策劃，視愛滋病患的

情況用西藥給於基本治療，例如，感冒、疼痛及小傷等，以及照著醫生依據病患情況發

藥單。當愛滋病患有緊急狀況嚴重時，寺院馬上會送病患到最附近的醫院，由義工負責

送病患到醫院，然後和家屬聯絡告知病患的情況，等病患身體健康後接回來寺院。 

 

4.2 泰國醫療 

 佛印寺使用草藥治療愛滋病患，使用過的藥草國內外都有，不會對病患有生命危

險，所以已經經過聯合國食品和藥物管理局審核，在寺院還使用泰式按摩的方法幫助愛

滋病患。 

 

（5）運動：能使病患對自己的身體增加免疫力，讓身體健康的最簡單方法就是運

動，平常病患會趁吃完飯時間散步，因為病患的各自身體情況不同，所以運動時間是由

病患個人決定。  

 

 （6）宗教活動：寺院讓病患有機會做功德、做善行修自己的身心，另一方面寺院

也希望一般人對病患有進一步的了解。 

 

2.心理照顧： 

 為了不讓病患心裡受到傷害，所以在照顧方面，病患有隱私權選擇不公開自己的身

分，表達自己對生與死的感受情緒。在佛印寺裡病患都來自不同地方，有著各式各樣的

想法，因而也有不同宗教的病患，但是寺院以強烈的宗教意思的照顧病患，因此病患也

對自己的宗教沒有太執著。寺院傾聽病人的心聲，與和病人建立人性化關係。另外家屬

是最佳的治療人選，所以寺院會有規定時間讓家屬和病患能有機會相處。重要是治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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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方面，使用佛教法門給病患學習，讓病患有生活習慣，例如，拜佛、誦經、供僧、打

坐、聽法，參加佛教重要日子，以及給於病患如何準備面對死亡方法的知識。 

 

3.靈性照顧：僧伽，在察覺病人靈性需求和病人各種情況後，以安心與善終為目標

的引導下，讓病人能瞭解生命的真相，對未來生命做準備；在僧伽的協助下面對死亡，

僧伽和病患建立關係、察覺病人的靈性需求以及焦慮不安恐懼，這種關係的建立與醫生

照顧病人有所不同。僧伽認為有時候和病人建立關係也是一種因緣，有因緣的病人可能

對僧伽的接受度比較高，同時僧伽也容易感應病患靈性。因此給病患增加信心，需要不

斷的去瞭解去處理才能讓病人平靜，以及對病患心中信仰不同沒有分別心。僧伽在與病

人建立關係的初期會先評估病人對他們的接受情形，所以他們通常會先瞭解病人對僧伽

的接受度，因此僧伽不會只以聆聽為主，反而主動給愛滋病患安慰與鼓勵，藉由用身體

的觸碰接觸安慰與鼓勵，進而從他們臉部的表情或肢體動作看出他們想法，希望病人念

頭轉化，能有正念相讀，在僧伽引導之下能得到善終。 

 

4.死亡態度看法：現代社會，很多人不相信罪行、善行的存在，不相信生命有輪迴，

但是因為僧伽在這方面努力耕耘，對臨死患者死亡前的心理要有依靠的東西，因此臨終

病患所做過的事，家屬親友捨不得的行為，那些都會累積在病患的心裡，影響到臨死患

者的行為。當愛滋病患瀕臨死亡之時，他們身體會出現一些變化，彼此之間的對話會越

來越少，只能從他們的臉部表情或肢體動作看出他們的想法。另外，在寺院裡，愛滋病

患碰到邊界經驗，很自然地尋求僧伽或者照顧者的支持。此時，僧伽以及照顧者透過交

談、按扶病人的身體以信仰及宗教的力量鼓舞他們，在這其間的交談，並不是因為僧伽

與病人的談話內容是講些是佛教法義，或是教門法語之類，而是他們交談觸及靈性的議

題，而被稱為宗教交談，期望臨終最後階段安詳的去世。 

 

二、如何應用佛法照顧愛滋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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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印寺主要是強調使用佛法方面照顧愛滋病患，照顧愛滋病患要「身心結合一起照

顧」 ，因此每個愛滋病患的身心極需要幫助，才不會造成社會問

題。使用佛法照顧愛滋病患，由於病患有生理與心理的疼痛，造成讓病患對於自己的生

病而產生焦慮感，以及害怕社會的排斥和家屬不關心，為了滅少自己焦慮，身心有安全

感，所以大部分的病患把寺院當自己心理依靠。佛印寺的治療方式是由工作人員負責照

顧病患，大部分是受過愛滋病患教育的義工。使用基本佛法的原則，為每個人可以做，

以及平常在生活方面也有用過，只是使用在生理與心理情況有痛苦的愛滋病患，所以和

一般人的作法會有差別。慈悲，是為了病患身心健康狀況而用心的協助，並提供病患一

些日常用品，讓他們沒有生活負擔與顧慮。 

 

 因此，佛印寺有舉辦宗教活動，對病患來說是簡單而容易做到，例如，聽法、拜佛、

誦經。當誦經、拜佛、打坐完之後，佛印寺每天還舉辦聽法活動給病患，由阿龍袞博士

比丘或其他負責的僧伽給病患開示。 

 

 由於愛滋病臨終者已經不能幫助自己，所以佛印寺特別照顧，為了讓病患找到最後

生命的安詳，佛印寺工程目的與佛教原則一致，大部分是給予信心，建議讓病患的心定

下來，練習自己的心準備面對死亡。佛印寺使用佛法的原則上是給病患準備面對死亡，

譬如：控制自己的心，心裡想像死亡的意義；例如，生命無常，死亡是一定的，死亡是

自然的，人的生命必須要死，但是靈性可以超課死亡，讓心定下，心裡就有入定，當心

定時心理情況就會往極樂世界走，這些是佛印寺給病患練習懂得死亡，或者死亡還沒到

之前先學習怎麼死。  

 佛印寺的「身心結合一起照顧」對病患是有很大的幫助，經過研究分析之後發現如

下： 

 

 一、照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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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寺院的資金：到現今愛滋病還是社會複雜的問題，原因是這種疾病從發現到現今

都不能根治，讓人人會害怕而不敢伸手幫忙。此外佛印寺的病患不斷的增加，但是收入

與支出的方面不平均，所以照顧愛滋病患部分寺院還是不斷的需要社會的支持。  

 

 2.寺院的人力資源：護士人員有義務與責任擔負起照顧愛滋病患的責任，但是由於

在佛印寺裡的病患人數不斷上升，護士照顧者的人力卻不足，目前是 （一位護士

要照顧三十個病患）。照顧愛滋病患是艱難的工作，除了帶給照顧者的工作負擔，有些

照顧者還要面對薪水壓力等等，但是寺院也期望能提供病患更佳的照護品質。 

 

 二、愛滋病患方面 

 身、心、靈性感受：經過深度訪談來分析之後發現，佛印寺照顧愛滋病患最主要的

治療就是靈性照顧，愛滋病患的生活當中充斥著社會排斥、不了解生命真相、不接受事

實、害怕死亡等。但是在佛印寺的照顧之下病患的生活得到尊重包容、與愛相連。剛開

始，照顧者和病患彼此雖然是陌生的，但是一旦接觸，就有如家人一樣親近熟悉，也無

需太多的語言，就能互通心意。而找到生命力量，在關心當中，僧伽就是引導病人能使

內在力量的提昇，讓病患開放自己的心接受，也是一種生命的力量。以及讓病患心裡放

下，佛印寺所用佛教方法，為了讓病患覺知「無常」，讓生命有信心、安全感，慢慢學

習佛法（拜佛、誦經、打坐）來克服自己疾病的恐懼而慢慢接受生命的真相，知道該如

何面對（生命問題）、處理這些曲折的人生處境。在照顧當中，病患突然醒悟自己是最

好的依靠，除了等著照顧者的關心之外，要自己關心自己是最好的，以及病患也清楚自

己在日常生活行為，哪些行為習慣未來會對身體造成麻煩，哪些行為會帶來給病患身體

健康，所以從今開始愛護自己的身體，改變壞習慣的行為。同時保持心境的平和，愛護

自己的身體。但是有些病患的身體狀況不樂觀也是因為自己造成的，譬如，偷吸毒、吃

醃漬食物及不運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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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態度看法：在佛印寺的照顧之下，一段時間以後，發現病患做好準備面對死亡，

表示自己了解生命是無常，而且他們也相信【善有善報、惡有惡報】。因此對愛滋病患

的生活來說，有時會得不到生命真正的快樂，而不斷的找方法讓自己快樂，因而想過死

後世界能不能找到快樂，在面對事實之下，也希望死亡能解脫痛苦，能安詳的走。病患

也相信死後的世界，但無法知道死後世界是如何，死亡那一刻的念頭很重要，去好或是

不好的地方都是在自己的念頭。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發現實施照顧愛滋病患的佛印寺，因為阿龍袞博士比丘，寺院裡的僧團及其

他照顧者，成功的照顧愛滋病患，因此得到國王、僧王、政府、私立機構以及人民的支

持，進而病患也能接受僧伽的照顧方法，為了讓愛滋病患能有最後依靠的地方，研究者

針對相關的研究，提出下列建議： 

 

壹、實務方面 

 一、如果希望僧伽必須要進行照顧愛滋病患方面，則要先瞭解寺院的社會機構關

係、僧伽本身的社會狀態、以及佛法原則。都取決於成為僧伽條件（社會地位、知識等），

以及在什麼範圍之下能支持進行照顧愛滋病患過程。 

 

 二、愛滋病這方面的相關單位能給於預算的支持，推動及支持進行關於恢復心理健

康，以及關於愛滋病的知識，而且最重要是僧伽的能力。 

 

 三、必要推助及加強宗教的資源、工作人員、義工的能力，要能符合照顧愛滋病患

這份工作。譬如，關於弘揚佛法的知識，能夠了解以及可以明確表達跟隨佛法的意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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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照顧愛滋病的單位（政府、私人機構、僧團），同時也可以給社會有關於愛滋

病各個面向的正確知識，譬如，以電視轉播來宣導民眾如何避免愛滋病的傳染，並宣揚

慈善以維持公平的世界。 

 

貳、學術方面 

一、研究者對這方面是個門外漢，所以有些部分只用在家眾的角度來思考，而不能

完全了解並探討僧伽應用佛法照顧愛滋病患，無法深入去了解僧伽與愛滋病患之間的密

切關係是如何，這可能為忽略的重點。這些未來本研究建議心理學家、佛教學家進入研

究僧伽對愛滋病患照顧，會對學術使用行動部分有最高的好處。 

 

 二、本研究發現，在佛印寺裡面有一些僧伽是愛滋病患。因此建議未來的研究，可

以從僧伽得愛滋病後的感受進而如何應用佛法治療自己這點上繼續探討。 

 

 三、由於本研究提出愛滋病患在佛印寺的治療之下的感受，並沒有去探討現代的醫

學和佛法方法在照顧病患如何一起使用，及深入研究使用這方面照顧治療愛滋病患、病

患的生命時期如何，因此建議未來的研究，可以對這部分行深化研究。 

 

第三節 研究貢獻 

一、讓人民對僧伽如何進行照顧愛滋病患有更多的了解，以及更了解僧伽如何應用佛教

方法幫助愛滋病患解除痛苦。 

二、在病患部份，可以讓人民了解更多生命的真相，以及更了解病患的身心感受。 

三、讓政府社會福利以及相關協助愛滋病患的機構，能更了解寺院現在狀況。 

四、本研究希望這一篇研究可以讓每個人愛護而珍惜自己的生命，而用自己的慈悲包容

對待他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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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嘉義縣。 

林玉燕（ ）。佛教信仰者生病經驗之研究－以樂生療養院痲瘋病個案為例。南華大

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嘉義縣。 

佛使比丘（ ā ）（ ）。法的社會主義。嘉義縣：香光書鄉， 。 

佛使比丘（ ā ）（ ）。一間一智慧。嘉義縣：香光書鄉， 。 

星雲大師（ ）。無常的真理。台北市﹕香海文化。 

黃郁雯，（ ）。臨終處境的信仰與希望－以一貫道道親臨終陪伴經驗為例。南華大

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嘉義縣。 

黃瑞凱（ ）。初期佛教生死觀之哲理試探－以緣起理論為核心之探索。南華大學生

死學研究所，未出版，嘉義縣。 

魏承思（ ）。佛教與人生。台南：大孚， 。 

釋見蔚（ ）。安寧病房癌末病患與佛教臨床宗教師的交談經驗研究。南華大學生死

學研究所，未出版，嘉義縣。 

釋聖嚴（ ）。歡喜看生死。台北﹕天下生活， 。 

 

二、泰文部份 

คณะศิษยานุศิษย.อุปลมณี 徒弟集團,（ ）。กรุงเทพฯ:โรงพิมพ 

 คุรุสภา，หน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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จํานงค （ ） ทองประเสริฐ（ ）。พระสงฆกับสังคม（僧伽與社會）. กรุงเทพฯ : 

สํานักพิมพ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หนา 。 

ดุสิต  นํ้าฝน .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ขัดเกลาเขาสูวิชาชีพทหาร 進入軍的職業教育

課雕琢的過程: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สังคมวิทยามนุษยวิทยา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ธรรมศาสตร：หนา 。 

นงลักษณ เอมประดิษฐ  และนัทธี จิตสวาง 。福利人員的角

色以及社會福利的行政對愛滋病患的方案。.กรุงเทพฯ:สถาบันไทยคดีศึกษา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ธรรมศาสาตร，หนา 。 

พระมหาประยทุธ  ปยุตฺโต（ ）（ ）。พุทธศาสนากับสังคมไทยในปจจุบัน

（佛教與現代社會）.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สํานักพิมพเคล็ดไทย。 

พระธรรมปฏก（  ）。 ดุลยภาพ;สาระแหงสุขภาพและความสมบูรณ（健

康的意義）.ใน คติธรรมแแหงชีวิต,รวบรวมและจัดพมิพโดยโรงพมิพ บริษัท สหธรรมิก จํา

กัด,กรุงเทพฯ:หนา 103,114。 

พระธรรมปฏก（ ）。รักษาใจยามปวยไข（當生病時治療心靈）.

ในคติธรรมแหงชีวิต，หนา 74

พระธรรมปฏก（ ）（ ）。ทําใจใหสบายทุกอยาง（讓心靈愉快）.ใน รักษา

ใจยามปวยไข ,กรุงเทพฯ : บริษัทสหธรรมิก จํากดั : หนา26 

พระธรรมปฏก 。ธรรมกถาสําหรับญาติผูปวย（為了家屬的佛

法）.ใน รักษาใจยามปวยไข,กรุงเทพฯ:บริษัทสหธรรมิก จํากดั :หนา 。 



 133

พระธรรมปฏก 。อายุรแพทยกับปญหาจริยธรรม（內科醫生與

道德問題）.ใน การแพทยยุคใหมในพุทธทัศน,กรุงเทพฯ:ธีระอรุณการพิมพ: หนา234 306。 

พระธรรมปฏก รักษาใจ ยามรักษาคนไข（治療心，當治療病患）

.ใน การแพทยยุคใหมในพุทธทัศน, หนา30-31。

พระราชญานมุนี 。 การศึกษาของสงฆ（僧伽的教育）. กรุงเทพฯ : มหา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ราช

วิทยาลัย หนา 。 

พุทธทาสภิกขุ 佛使比丘 （ ）。 ยาระงับสรรพโรค（萬用靈藥）,（สุราษฏรธานี ธรรมทาน

มูลนิธิ）；หนา 。 

พุทธทาสภิกขุ（佛使比丘）（ ）。 ความเจ็บไขมาเตือนใหฉลาด（因病而慧）ในความเจ็บรวม

พระธรรมเทศนาของพระธรรมาจารย ,รวบรวมโดยธรรมสภา（กรุงเทพฯ ธรรมสภา）：หนา  

พระราชบัญญัติคณะสงฆ 僧團法令(ฉบับท่ี )（第二版本）。 (新版本)  .กรุงเทพฯ : 

หจก.รุงเรืองสาสนการพิมพ。 

พระราชวรมุน ี .。สถาบันสงฆกับสังคมไทย（僧伽學院與泰國

社會）. กรุงเทพฯ : มูลนิธิโกมลคีมทอง。 

พระราชวรมุน ี  พุทธธรรม（佛法）. กรุงเทพฯ : โรงพิมพมหาจฬุา

ลงกรณวิทยาลัย。 

โรคเอดส,กอง （泰國政府愛滋病研究部門）（ ）. รูทันเอดส（知道愛滋病之意向）  

กรุงเทพฯ : ม.ป.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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วินัย เกงสุวรรณ . ศึกษาบทบาทพระสงฆกับงานสังคมสงเคราะหทางการศึกษาในโรงเรียน

พระปริยัติธรรม แผนกสามัญศึกษา 研究僧伽角色與佛教學院教育的社會福利方面: ศึกษา

เฉพาะกรณีกลุมโรงเรียนกลุมท่ี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มหาบัณฑิต คณะสังคมสงเคราะห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ธรรมศาสตร：หนา 。 

สงวน  สุทธิเลิศอรุณ（ ）。 ทฤษฎีทางสังคม（社會理論）.กรุงเทพฯ : สํานักพิมพไทยวัฒนาพานิช。 

สยามสมาคม（ ）。บทบาทพระสงฆ（僧伽角色）.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กรมการศาสนากระทรวงศึกษาธิการ，

หนา 。 

เสริม พัชรานุ . 愛滋病問題和泰國僧伽學院 －以僧伽及學術人員對想要

加入出家的人的檢查 病毒的看法。.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มหาบัณฑิต คณะสังคมสงเคราะหและมนุษย

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มหิดล：หนา 。 

สํานักงาน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การศึกษาแหงชาติ（泰國國民教育委員會）（ ）。รายงานการวิจัย 

ความสําเร็จในการปฏิบติภาระกิจของวัด：ศึกษาเฉพาะกรณวีัดพระบาทนํ้าพุ จังหวัดลพบุรี，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หนา 。 

 

三、泰文期刊 

โครงการธรรมรักษนิเวศนวดัพระบาทน้ําพ（ุ佛印寺的 ） 。มูลนิธิ . เอกสาร

ประชาสัมพันธโครงการธรรมรักษนิเวศน ชุมชนบําบัดผูปวยโรคเอดส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กรุงเทพฯ : บริษัท เอ็น.

เจ.โปรโมช่ันจํากัด（影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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โครงการธรรมรักษนิเวศน 工程 。 เอกสารเผยแพรโครงการธรรมรักษนิเวศน วัดพระบาท

นํ้าพุ  มปท : มปป.(影印資料)：หนา 。 

นิภา ส.ตุมรสุนทร  และคณะ. การศึกษาปจจัยเก้ือหนุนทางสังคมตอผูปวยโรคเอดส 研究社

會對愛滋病患的幫助.รายงานผลการวิจัยของ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การศึกษาวิจัยปญหาสังคม สภาสังคม

สงเคราะหแห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ในพระบรมราชูประภัมภ：หนา 。 

พุทธพร นิรุติธรรมธรา . การจัดบริการทางสังคมสงเคราะหแกหญิงต้ังครรภที่ติดเช้ือเอดส

ใน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 รายงานวิชา สค. 社會福利對愛滋病患懷孕女性在醫院的服務：หนา 。 

ระเบียบโครงการธรรมรักษนิเวศนวาดวยการปฏิบัติตัวของผูปวยและญาติผูปวย. 工程 

จ. ลพบุรี, (影印資料)。 

วัดพระบาทน้าํพุ（佛印寺）（ ）。 期刊 ฉบับปฐมฤกษ. ปที่  ประจํา เดือนพฤษภาคม – 

มิถุนายน 。 

วัดพระบาทน้าํพ（ุ佛印寺）（ ）。 期刊 ฉบับปฐมฤกษ. ปที่  ประจํา เดือนกรกฎาคม –

สิงหาคม  หนา 。 

สมคิด  โชติกวณิชย .แนวทางการอนุรักษมรดกวัฒนธรรมไทย 維護泰國文化的方

法.เอกสารในการอบรมสัมมนาทางวิชาการเรื่อง บทบาทพระสงฆ : ผูนําสังคมในการอนุรักษมรดกศิลปวัฒนธรรม

ไทย.ที่มหาลัยธรรมศาสตร   月 日 หน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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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月 日

年 月 日

 

四、網路部份 。วัดพระบาทนํ้าพุกับเครือขายตาง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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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參與研究同意書 

您好 

 我是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的學生，目前正著手論文研究；本訪談是為了瞭解泰國

僧伽如何照顧愛滋病患之角色，並瞭解泰國僧伽如何應用佛法對待愛滋病患。 

 您若願意參與此研究，將要接受  次的會談，每次時間是依您所願談的內容多寡

而定，訪談的內容是依法師、病患者而有不同。訪談內容僅供學術研究用，並充分尊重

個人隱私權。 

為了完整而真實的紀錄訪談內容，訪談過程中將會採取錄音的方式輔助，研究或

訪談中若您不想繼續，可以隨時終止或退出本研究，絕不勉強，亦不會有任何的影響。

非常謝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為尊重您的意願，若願意協助研究，請先填具同意書。謝謝！並祝平安 

 

                     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研究生    吳寶鈴謹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書 

茲同意接受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學生吳寶鈴的訪談，我已瞭解整個研究目的及過

程，知道此資料僅供學術研究用，且可隨時終止，對本人絕無任何影響。 

 

同意人： 

中華民國 ___年 ___ 月___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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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僧伽訪談大綱 

 

僧伽帕阿龍袞博士比丘 訪談大綱 

 

1. 您為什麼會做這份工作？到現有多久？ 

2. 剛開始進入這份工作，您覺得害怕嗎？ 

3. 您曾經有說過 “法不只是法，當世界有災難也會幫助”， 您如何用方法，來實踐這

句話？ 

4. 每個病人都會有苦，您有什麼方法教導他們？應用什麼佛法來幫助他們的心靈狀   

態？常用的是什麼？ 

5. 這裡的病患，有沒有其他的宗教信仰？而有些病人沒有宗教信仰嗎？您如何照顧他

們？ 

6. 這裡對愛滋病患照顧的方法和其他地方有差別嗎？哪些地方要特別注意？ 

7. 從以前到現在，您自認您的重要責任是什麼？ 

8. 當要去探望病人，您如何分配自己的時間？ 

9. 佛印寺 的員工對病患的照顧，您覺得在人力上及照顧品質上夠嗎？ 

10. 對於曾經照顧很長的時間了，到現在，您對這份工作有什麼目標？與希望？ 

11. 現在的社會對這方面的幫助，您有什麼看法？ 

12. 您有什麼方法讓瀕死患者安心的走？ 

13. 您想對現在的社會有什麼指示（教導）嗎？ 

14. 目前的佛印寺，有哪些問題需要社會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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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愛滋病患的訪談 

 

愛滋病患的訪談 

1、當您聽到得愛滋病後，您的心情感受是如何？ 

2、感染後您覺得生活有什麼改變嗎？ 

3、您的家人感受如何？您的心情感受如何？ 

4、您為什麼選擇佛印寺治療？治療後您覺得佛印寺給您什麼？ 

在這裡治療可以回家嗎？那要回家的時候有藥吃嗎？  

5、在這裡精神愉快嗎？您的感受是如何？當寺院有活動，您有沒有去參加？ 

6、您覺得佛印寺的照顧方式如何？這樣的照顧方式是想要的嗎？印象最深刻的是什

麼？  

7、您覺得信心重要？覺得自己的信心是從哪裡來，才能面對自己的狀況？ 

8、您有宗教信仰嗎？佛法對您有幫助嗎？到現在心靈上有何改變？對生死看法是如

何？ 

9、 長老或者其他法師有沒有用佛法教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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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個案 訪談文本編碼分析表 
參與者：A 
日期： （第一次訪談，編號 ） 
時間： 
訪談地點：佛印寺 

編碼 訪談逐字稿 意義單元 研究者反思 
問：您為什麼選擇佛印寺治療？ 

答：「去醫院…嗯!我會覺得我們這種病和

他們的病真不同世界，就是不同世界，在這

裡的感覺和去醫院的感覺真不同，會有不舒

服的感覺（醫院）當和他們相處的時候，所

以護士（寺院裡的）跟我說什麼我都造者他

做，讓自己身體趕快好起來，才不用常去醫

院。」 

 
疾病的分別

（差別） 

 

 

多關心自己

 
 

在醫院裡很多病患而不同疾

病，但病患這種疾病無法根

治治療，所以讓病患覺得和

其他病患生活在同世界，回

到寺院都聽護士的話，能讓

病患的身體趕快恢復健康 

問：治療後您覺得佛印寺給您什麼？ 

答：「生活習慣方面，我這個人有很多朋

友（還沒生病前），平常有控就去喝酒，

不抽煙，現在在這裡……嗯！改了！生活

有改了，在這裡不能喝酒，對身體不好就

不能碰，就滅少危險的因子。」 

 

 

自己感覺得

到 

 

病患能感覺到以前的自己

和現在的自己有往好的方

面便的，原因是讓生命滅少

危機 

 
問：在佛印寺治療感受是如何? 

答：「那天，長老過來看看我們，然後長老

就說…嗯！說要多運動，護士也常常跟我們

講的，但我本身平常不太喜歡運動就是懶的

動的人，後來就算了…動動也好。」 

 

長老表示關

心 

病患承認自

己的性格 

承認運動的

好處 

病患最了解而承認自己的

性格是懶惰，但是因為長老

不斷的關心，而讓病患覺得

其實運動也是好事 

問：您覺得佛印寺的照顧方式如何？ 

答：什麼都有住啦…吃啦，長老都準備給我

們，還有病患生活所要用的東西都有，最重

要是我們生病的時候 24 小時都會有人陪者

我們，不會被丟掉。」 

「我的身體真的難說，不知道什麼時候會

痛，有時…晚上很晚…很晚我很難呼吸，

覺得真的不舒服不知道怎麼說，很好的是

再我旁邊有護士，她一只跟我說沒關係…

沒關係…放心…放心不會怎樣啦，然後我

就睡覺了，那時不知道她做了什麼，最後

 

 

生活還有人

陪者 

 

無法控制的

身體 

 

 

 

 

在佛印寺治療就像家一樣

什麼都有，重要的事在病患

生活當中還有人陪者 

 

病患知道當得這疾病身體

就很難無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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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覺得……嗯！她這樣跟我說，而幫我按

摩，我只知道這些真好笑（笑），我真的

覺得。」 

 

 

問：這樣的照顧方式是想要的嗎？ 

答：「其實每天都過得...嗯就是跟以前差很

多，我是夜人，我跟你說過了我喜歡喝酒，

還沒有來這裡我常和朋友去吃酒，在這裡

不能喝酒了，這裡有規定不准喝，也是好

哦！，如果認識的人看到了我們的現在，

他們會不相信就是早上去做早課…嗯晚上

呀！做晚課，但是要看我身體狀況怎麼

樣，還有還有…那個…佛日的時候也可以

和大家供僧，這些佛教活動呀！他們都歡

迎我們來參加，他們沒有逼我們啦，坦白

說（笑）…有時也有一點懶惰，但是我知

道他們的用心，而這些不會傷害自己不是

嗎。」 

 

自己體驗到

 

 

 

 

 

 

照顧者的用

心及支持 

 

 

 

 
為了身體健康病患不得不

改變自己 

 
 
 
 
當佛印寺有舉辦活動都支

持病患來參加，但是也要看

病患個人的情況 

 
 
 

問：感染後您覺得生活有什麼改變嗎？ 

答：現在生活…嘿！每天要吃藥，不一樣

真的不一樣，因為我們不像一般人，每天

大概要吃幾次…我算算看，一天吃不只三

次，不只，有時候四次，就是身體虛弱的

時候，早中晚睡前，不能會怎樣反正習慣

嗎！他們要我們吃就吃，時間到嗎！身體

就是我們的，好壞就是我們能選，那就選

好吧！。」 

 

 

 

 

 

 

自己能選擇

 

 

 

病患現在生活報者這樣的

習慣生活 

 

身體狀況恢復還是降落都

是在自己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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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佛印寺圖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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