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深受中年危機困擾的四十歲資訊

界實業家廖威博，二○一四年回到臺灣

花蓮參加實業家靜思生活營，十一月三

日在講經堂圓緣時，證嚴上人說最後還

有一點時間，就請他上臺分享。依著這

殊勝因緣，他知道自己找到了人生的導

師，也找到了未來人生的方向。

廖威博參加靜思生活營之前，居住在

美國華盛頓，從二十七歲開始創業，事

業蒸蒸日上，算是達到了目標，但那時

的他卻開始歷經一場中年危機，徬徨了

五年，對於四十歲之後的自己很茫然。

人生的目標到底是什麼？他的公司已接

下許多美國聯邦政府的專案，事業算是

已經達到目標，自己也在大陸開拓事業

第二春，投入房地產投資與開發，可是

下一步該做什麼呢？達標的同時似乎也

代表著失去了目標。

直到遇見上人，在上人的指引下，廖

威博才找到了人生的目標。上人對他說，

醫療資訊也好，四大志業體的資訊也好，

希望都能做升級，讓資訊系統跟得上時代

的進步。當時他就在講臺上發了願：「如

果上人有需要，我就願意盡力來協助。」

「現在我站在這裡，就是因為那時在

臺上的這一句話，我做我所說，而今天

則是要來說我所做。」全場學員感佩於

廖威博的願力，現場響起如雷的掌聲。

現任慈濟醫療法人資訊顧問，廖威博

師兄從二○一六年開始參與慈濟醫療志

業的資訊系統提升專案。他發現，許多

疾病的症狀非常類似，但致病原因大不

相同，如果能將症狀彙整，透過大數據

平臺整合各種公開的線上資訊、醫院的

病歷資訊，加上醫療教科書與藥典內容

等，再運用疾病分類的編碼，透過人工

智慧推理引擎與搜尋引擎的分析，在醫

師做疾病診斷時提供可能病症的建議，

會讓疾病的判讀更加快速與正確。而這

正是慈濟四大院區目前正與華碩 AI人工
智慧研發中心合作的醫療人工智慧專案

重要項目。

大家常說科技進步會衝擊到醫療產業，

但他認為，科技與醫療是相輔相成，互

相引領，因為人工智慧能夠加速醫療資

料的分析與處理，精確的數據分析結果，

更能帶動醫療的研究與創新。

與人互動多，煩惱隨之而來。廖威博

答應要回慈濟幫忙的一年間，他將美國

的公司交給專業經理人，又關掉了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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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終於回到慈濟，一進醫療志業

幫忙，胃潰瘍就發作，痛到倒在地上，

不得不去急診，才發現胃裡千瘡百孔，

吃了半年的藥，好了，過了三個月，人

又進了急診。

廖威博笑著說，雖然第一位合作醫療

AI人工智慧運用的臺中慈院廖光福醫師
是腸胃科主任，可以幫他「治胃病」，

但因為自己投入慈濟醫療資訊專案之後，

「一天喜、一天憂」交替出現，一天很

高興一天歡喜，第二天一定會出事，百

試不爽，讓胃潰瘍一直無法痊癒。可是

當有一憂發生，經常就會有貴人出現，

將一憂轉變為一喜。他說，是靠著上人

的法才把胃病治好了。

他體悟到要學會把煩惱放下，從一喜

一憂，一喜一憂，最後練就不喜不憂，

不喜不憂，不是變成了冷血動物，而是

內化，轉念去化解所知障，問題自然會

有解決的方法。

醫師們常說，治療只能醫治「果」，

更重要的是能改變致病的「因」，例如

一定要改變飲食與生活習慣，減低壓力

等。廖威博很認同，「因為生理影響心

理，心理影響生理，產生各式各樣的症

狀，醫生都是在找出我們的病因，而上

人的法、佛陀的法教導我們，真正的病

因在我們的心裡，心理照顧好，我們的

病就會好了。」廖威博說，當煩惱不再

出現，胃疾自然慢慢痊癒。

廖威博感恩上人教導他，對的事情，

做就對了，秉持無私，去我執，有善解

才能包容，用慈悲去面對所有的衝突，

才是最大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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