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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慈悲」是人人本具的美德，是佛法的根本。1佛菩薩一切作為，都是為

了眾生的需要，而捨己利他，所以佛菩薩的一舉手、一投足無非是慈悲的流

露。要在這多苦多難的世間活得光明快樂，每一個人都必須有一顆關懷別人、

同情別人的心。這種溫馨的心，佛教稱它為「慈悲」。2 

「依佛法說，慈悲是契當事理所流露的，從共同意識而泛起的同情。」

3這種共同意識所泛起的同情，換句話說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意。

當今擾攘不安的世局裡，「不忍眾生苦」的菩薩行者，如何關心自己的身心，

同時也關心自他之間的關係，而由衷生起對眾生與樂拔苦的同情。印公導師

說：「『慈悲』是大乘佛教的心髓。作為大乘佛教的信徒們，對此應給予嚴密

的思惟，切實的把握！」4正由於此關懷，筆者依教奉行，仔細思惟平日閱讀

經教及聽聞法義後，撰寫本文，以表達對慈悲導師的嵩壽祝賀。 

二、慈悲的意義 

「慈悲」究竟是什麼？它是心理層面的問題，無法以具體形色來說明，

佛法把溫暖人間的心，稱為「慈悲」。《阿含經》敘述：佛對一般眾生總是

先「說施、說戒、說生天法」。5然後對能發出世善根的，才進說出世法門。

印公導師也指出：三福業（布施、持戒、修定）之意義，應不僅是求人天樂

果，而是為了保證不失人身，修人乘正行而進入佛道。6因此其中不論布施、

持戒、修定，皆當以「慈悲」為本，因為「菩薩但從大悲生，不從餘善生」。

是以導師在《成佛之道》〈五乘共法章〉中強調：為避免三福業當中的定福

                                                       
1 參見《大智度論》卷 27，大正 25，256c。 
2 參見中村元著，江支地譯《慈悲》「前言」，（臺北，東大，民國 86 年 9 月初版）。 
3 參見印順法師著《妙雲集》下篇《學佛三要》，p.120（臺北，正聞，民國 77 年 9 版）。 
4 參見印順法師著《學佛三要》，p.117。 
5 參見《中阿含經》卷 6，大正 1，460b，此三為三福業。 
6 參見印順法師著《妙雲集》下篇《佛在人間》，p.51（臺北，正聞，民國 77 年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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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得到上生長壽天的果報，變成學佛的大障礙，7除了應發求生人間，見佛

聞法的正願外，還應該修四無量心——慈、悲、喜、捨。「慈悲」是大乘的

特徵，然它畢竟不是大乘佛教時期突然冒出來，之所以被視為大乘心要，並

非空穴來風，其意涵應是有跡可尋的。因此以下就來探究其中透露的訊息，

以及發展到目前所謂「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真義為何？ 

首先來分析「慈悲」的意義是什麼？根據《南傳大藏經總索引》尋得，

與「慈」相對應的巴利語為 metta，「悲」為 karuna。《大正藏‧阿含部》

也將「慈悲」相關的語詞分為三類：一是日常生活可經驗到的，其次是與修

定有關的， 後是和佛陀的大悲相關的。關於慈悲一詞相關的語詞有「哀愍」、

「哀愍悲念」、「垂愍」、「憐愍」、「愍傷」。其意涵有因對方所處情狀

所起的一種「同情心」。再依據《說文》的解釋：「慈」是愛也，除了消極

面的「不害、不瞋」，還積極地饒益對方。此一慈愛的程度，猶如孝子之於

雙親；亦如慈父之於子女，並且表現在身、口、意，亦即一切心思、言行當

中，都要不害、不瞋且饒益自他。佛法特別強調意行，因此很多經文提到：

佛陀咐囑弟子於一切眾生起慈念，但這並非只是空想的慈念，事實上只是舉

其重要的項目來說，言下之意即綱舉而目張，所以強調意行慈，當然包括身、

口的行慈。 

至於「慈悲」究竟是什麼呢？若以心思而言，「慈」是一種主動的「不

害、不瞋、饒益自他」的情感。「悲」是被動的，見到他人有苦痛而生起同

情救濟之心。所以「慈」是給予眾生樂，而「悲」是拔濟一切眾生苦，眾生

苦多而樂少，故拔眾生苦乃成了學佛第一要務；要拔眾生苦，首先就是要懷

慈悲心。總之，慈悲有兩層義涵：一者、日常生活可經驗到的同情心、同理

心的發揮。如「不殺生」即是「以己度他情」，我不欲被殺，故我不去加害

眾生，這就是同情心、同理心的表現。二者、將此同情心、同理心加以深化、

廣化，即是四無量心——慈、悲、喜、捨。《大智度論》卷 27 說：「大慈—

—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大慈——以喜樂因緣與眾生；大

悲——以離苦因緣與眾生。」8菩薩不忍見眾生受生、老、病、死苦，身苦、

                                                       
7 生長壽天為學佛之八無暇其中之一。 
8 參見《大智度論》卷 27，大正 25，25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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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苦等諸多苦惱，生大慈悲，於無量劫中救度一切眾生而無疲厭。 

三、慈悲的根源 

憐愍別人是實踐利他德行的基本要素，而此利他行即慈悲的表現。「慈

悲」是人類所共有的，是我們的共同意識。這可從兩方面來說明： 

一、從緣起相的相關性來說： 

這是從事相的彼此互相關連，自然而產生彼此同體的感覺。若再細分又

可再以二項來說明： 

（一）從現代世間的彼此關連性來講，「人與人間、眾生間，是這樣的密切

相關，自然會生起或多或少的同情。同情，依於共同意識，即覺得彼

此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此而有親愛的關切，生起與樂或拔苦的慈

悲心行。」9 

（二）從生死的三世流轉來看，所謂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不只是講我們

與別人的關係，而是一切眾生無始以來，都有著一種父母、兄弟、姊

妹、夫婦、兒女的關係。因為這樣密切關係，自然而然生起慈悲心行。 

二、從緣起性的平等性來說： 

《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這就是指緣起法性，由這平

等一如的法性，也會激起我們對眾生慈悲的同理心，從這法性平等的現觀中，

自然生起「同體大悲」的心行。徹悟法性，現觀平等一如，唯佛境界，平凡

的有情或多或少，會有這樣的感覺。導師說：「每每是無意識地，直覺得對

於眾生，對於人類的苦樂共同感。」10這是同體大悲的少分流露。由上兩項

說明得知，慈悲是人心契當於事理真相而自然的流露，是實踐佛法宗本的先

決條件。 

                                                       
9 參見印順法師著《學佛三要》p.120～122。 
10 參見印順法師著《學佛三要》p.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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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慈悲的心行 

菩薩因慈悲，而不捨一切眾生。釋氏典籍更以慈、悲、喜、捨作為菩薩

度化眾生之無量心行的代表，如《大智度論》卷 20 表示：「四無量心者—

—慈、悲、喜、捨。『慈』名愛念眾生，常求安隱、樂事，以饒益之；『悲』

名愍念眾生受五道中種種身苦、心苦；『喜』名欲令眾生從樂得歡喜；『捨』

名捨三種心，但念眾生，不憎不愛。修慈心，為除眾生中瞋覺故；修悲心，

為除眾生中惱覺故；修喜心，為除眾生不悅樂故；修捨心，為除眾生愛憎故。」

11又言「慈是真無量。慈為如王，餘三隨從，如人民。所以者何？先以慈心，

欲令眾生得樂；見有不樂者，故生悲心；欲令眾生離苦，心得法樂，故生喜

心；於三事中，無憎無憂，無貪無憂，故生捨心。」12 

依上可知，諸佛菩薩之慈悲是無量的。然佛菩薩對於一切眾生何以有四

無量的心行呢？智者大師《觀音玄義》卷上云「慈悲者，良由觀音之人，觀

於實相普門之法，達於非人、非法實相之理。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故《華嚴

經》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此理圓足無有缺減，云何眾生理具

情迷，顛倒苦惱？既觀是已，即起慈悲，誓拔苦與樂，是故明慈悲也。」13

觀世音菩薩是大慈大悲的象徵，而其所以如此慈悲，乃基於如實觀察眾生，

知眾生具足成佛的可能性，實是與佛無二無別，即所謂「心佛及眾生，三無

差別」。眾生與佛的差別，只因眾生愚癡、無明，不能如實照見諸法實相的

道理，無明顛倒，故生煩惱，此即天台宗智者大師所說的「眾生理具情迷」。

依眾生具有成佛可能性，眾生皆有成佛可能而不自知，所以菩薩愍傷愛念不

已，興發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總之，「慈」是以利益安樂（世、出世

間的利樂）給予眾生；「悲」是拔濟眾生的苦難，解除眾生的生死根本。「與

樂、拔苦」是慈悲的主要內容。 

「慈悲」是佛法的宗本，佛菩薩的心髓。菩薩的一切作為，都以慈悲為

動力。不過，利濟眾生只有慈悲心是不夠的，非有慈悲行不可。慈悲行即是

                                                       
11 參見《大智度論》卷 20，大正 25，208c。 
12 參見《大智度論》卷 20，大正 25，211b。 
13 參見《觀音玄義》卷上，大正 34，87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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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行——四攝（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其中「布施」又分三類：財

施、法施、無畏施。以經濟或勞力，甚至生命的犧牲，讓眾生離苦得樂，稱

為「財施」；以正法來開示，從思想去啟導，使眾生從心地中離惡向善，即

稱為「法施」；如眾生心有憂惱或處於惡劣的環境而感到失望痛苦萬分，菩

薩以正法來開導他，以方便力來救護他，使眾生離去憂怖苦惱，這就是「無

畏施」。有此三大類的布施，即統攝一切利他行。假如離去了布施而談「慈

悲」，就沒有甚麼意義了！利他行除了布施要目外，還有愛語、利行、同事。

「愛語」是親愛的言語，或是和顏的善語，或是苦切的呵責語，這一切語行

從慈悲心流露出來，自然會使對方感覺到善意，能甘心悅意的接受。如對人、

對事的評論，心懷慈悲善意的，容易使人接受而改善。否則，即使說得千真

萬確，在對方的反感下，也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或糾紛。「利行」，以現代

話來說，就是推行福利事業，從公共的、大眾的福利著想，施設慈濟事業，

如古時的悲田、無盡藏，今之醫院、學校、安養中心的設立。「同事」是與

大眾同甘共苦，在工作方面、享受方面，都與大家一樣，即「有難共當，有

福同享」、「利和同均」，這是 能感動人的。菩薩要慈悲利他，不能不講

求方法，而愛語、利行、同事就是讓布施成為達到利益眾生 有效的方法。

14 
至於菩薩之慈悲心是如何具體而呈顯呢？《大般涅槃經》卷 15 明白指

出：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必依三緣而發。經云：「復次，善男子！復

有梵行，謂慈、悲、喜、捨。…『慈』有三緣：一、緣眾生；二、緣於法；

三則無緣。…眾生緣者，緣於五陰，願與其樂，是名『眾生緣』；法緣者，

緣諸眾生所需之物，而施與之，是名『法緣』；無緣者，緣於如來，是名『無

緣』。慈者，多緣貧窮眾生，如來大師永離貧窮，受第一樂。若緣眾生，則

不緣佛，法亦如是，以是義故，緣如來者，名曰『無緣』。…慈之所緣一切

眾生，如緣父母、妻子、親屬，以是義故，名曰『眾生緣』；法緣者，不見

父母、妻子親屬，見一切法，皆從緣生，是名『法緣』；無緣者，不住法相

及眾生相，是名『無緣』。」15換句話說，這就是將慈悲的體驗分為眾生緣

                                                       
14 參見印順法師著《學佛三要》p.131～132。 
15 參見《大般涅槃經》卷 15，大正 12，45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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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法緣慈（悲）、無所緣慈（悲）三類。筆者再依此三類義理，彙

整如下： 

一、眾生緣慈：眾生不明我、法二空，以為實有眾生。菩薩見眾生有苦無樂，

而生起慈悲的同情。這樣的慈愛，無論是大仁、博愛，終究是生死中事。

16龍樹菩薩亦言：「十方五道眾生中，以一慈心視之，如父、如母、如

兄弟、姊妹、子姪、知識，常求好事，欲令得利益安隱。」17 

二、法緣慈：這是聲聞、緣覺二乘聖者的心境。聖者見到生死的惑、業、苦

因果鉤鎖，眾生老是在此鉤鎖流轉，不得解脫，從而引起慈悲。18法緣

慈不是不緣眾生，而是通達眾生是緣起無我的。聖者不觀眾生具體的苦

難，而是觀眾生惑、業、苦的因果系列，看見眾生沉淪此中，不得解脫，

因而生起的慈悲。雖悟得眾生的無我性，但卻以為法是實有的，而去緣

依法和合的假名眾生。 

三、無所緣慈：這是指佛菩薩徹證一切法空，了悟緣起法畢竟性空，平等一

如，「畢竟空中，不礙眾生」，慈悲的佛陀，對於生死苦海中的眾生，

不分親疏、貴賤…，都想令眾生身心淨化，得到解脫！他不是不緣眾生，

而是已經了悟我、法乃緣起之假名，是畢竟空的，以勝解空性當下，體

會緣起的平等法性。換句話說，這無緣大慈（無所緣慈）是不認為所緣

的眾生為實有，知道所緣的眾生是不實、是空；能緣的我也是空的；我

的一切慈悲心行亦是空的。所以看見眾生苦，則不分親疏，不帶任何條

件而能表現與樂、拔苦的行為，令眾生離苦而得究竟安樂。 

前面談慈心的所緣有三項，悲心亦如是。若因證悟到無常、無我的心而

生起悲行，則稱為「法緣悲」；若基於眾生是無我、無自性的心而攝持的大

悲心，則稱為「無緣大悲」；若不是由於證悟到無常、無我的心，只是看到

眾生受苦就生起悲心，這就是「眾生緣悲」19。可見菩薩修慈悲心，乃是一

切善的根本。但要能如實修習慈悲，就必須以眾生與法為緣；雖緣於眾生與

                                                       
16 參見印順法師著《學佛三要》p.136。 
17 參見《大智度論》卷 20，大正 25，209b。 
18 參見印順法師著《學佛三要》p.136～137。 
19 參見《慈悲心‧菩薩行》p.93～94，達賴喇嘛首次來台弘法實錄，中國佛教會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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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修，然 終得依無上正等正覺如實觀照一切法及眾生， 終實無一法或

一眾生可住著，亦即「無緣」。此即《觀無量壽經》說「佛心者，大慈悲是，

以無緣慈，攝諸眾生」之義。緣一切眾生而有所施善，若其心無所繫縛而不

生住著的話，就能隨一切眾生之機感而自在應化；若能自在應化，實即是化

無化相，也不可謂定有眾生可度，亦不可謂定有菩薩施救度之事。如此才能

成就真正的大慈大悲，這也就是佛教常說「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真義。 

綜上所述，慈悲的所緣：淺者，是以己度他的同情；深者，是在緣起自

他依存中向外遍緣有情而沒有限量，但向內諦觀時了達有情是相依相緣，瞭

悟一切自性是不可得，是平等一味的法性，即前所說「無緣慈、同體悲」發

揮的深義。 

五、慈悲行的利益 

佛陀在《長阿含》中談到轉輪聖王七寶具足之後，告訴弟子說：「比丘

也可以財寶豐饒。」佛不是一再告誡弟子「錢財如毒蛇」，怎麼這時又特別

對辭親割愛，放捨世間一切名、利、權、勢的出家弟子說「可以財寶豐饒」

呢？佛陀進一步說：「何謂比丘財寶豐饒？於是比丘修慈心，遍滿一方，餘

方亦爾，周遍廣普，無二無量，除眾結恨，心無嫉惡，靜默慈柔，以自娛樂；

悲、喜、捨亦復如是。」20為什麼修習「慈、悲、喜、捨」的利益被譬喻成

「財寶豐饒」？因為對一個修行者而言，修習慈悲行，是可以修正人格上的

缺失而饒益身心，即如財寶之饒益於人。所以修慈悲行的利益是無窮無盡的。

若要具體說明修習慈悲行的利益，經論多從它的對治及功德而言，像習慈可

以對治瞋恚；習悲可以除盡害心；習喜可以除盡嫉心；習捨可以除盡憍慢。

21另外習慈亦可獲得許多功德，如死後生於梵天、不為非人所惱、得四安隱

住處，乃至「雖是短暫時刻慈愍眾生，其功德都勝過受五戒、布施。」到後

來更談到八種、十一種的功德。22龍樹菩薩依大乘經典中說先有慈悲心，然

                                                       
20 參見《長阿含》《轉輪聖王修行經》，大正 1，42b。 
21 參見《增一阿含經》，大正 2，581c。 
22 參見《增一阿含經》，大正 2，806a：「…若有眾生修行慈心解脫，廣布其義與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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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能得覺悟，如說：「菩薩處眾生中行三十二種悲，漸漸增廣轉成大悲，是

一切諸佛功德之根本，是般若波羅蜜之母。」23 

另值得一提的是修習慈悲所產生的力量，曾有高僧的傳奇中記載：高僧

由於修慈而馴服猛虎、教化野獸的事蹟，或攝受暴戾之人。因為世間萬物都

是緣起相依的，當我們改變自己心態時，周遭也會受到影響。一個慈祥柔和

的人，即使他不特別表現出任何慈身行、慈口行，但他的意念也會讓周遭的

人、物有所感應，終而滌去暴戾之氣。 

既然慈悲是這般殊勝，利益、力量是這般廣大，那佛弟子如何來修習長

養它呢？慈悲心，是人類所同有的，只是不能擴充、不能離開自私與狹隘的

立場而已。由於自私狹隘與雜染混淆，所以被稱為「情愛」。古人《詠虎詞》

說：「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慈愛，實為

有情所共有的，兇猛的老虎也還是如此。所以慈悲的修習，應著重在怎樣的

擴充它、淨化它，令它不被狹隘自我情見所歪曲，依個人淺見，慈悲心的修

習方法，約可略分二大法門： 

一、自他互易觀：明顯些說是設身處地想，假使自己是對方，而對方是自己

的立場，面對當前這事，應怎樣的處理？人是沒有不愛自己的，沒有不

為自己盡心的。若能以自己的私愛來推度他人，設身處地的為他人著想，

慈悲的心行就自然會生起來。 

二、親怨平等觀：一般人除了自愛以外， 親愛的、 關切的，莫過於自己

的父母、夫妻、兒女； 難以生起慈悲心的，莫非是怨恨、仇敵。為了

慈悲心的修習長養，不妨從親、而疏、而怨，漸次依序地擴展。先對自

己親愛的家屬、知遇的朋友，觀察他的苦痛而想解除它，見他沒有福樂，

想給予它，修習到親人的苦樂，如自己的苦樂一樣，深刻的印入自心，

而時刻想使他離苦得樂；再推廣到中層次（疏的），即與我無親無怨的，

其實仔細觀察，這實在是與我有恩的，特別是無始以來，誰不是我的父

                                                       
說，當獲此十一果報，云何為十一？臥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不毒、

不兵、水、火、盜賊終不侵柱、若身壞命終生梵天上，是謂比丘能行慈心，獲此十

一之福。」 
23 參見《大智度論》卷 20，大正 25，2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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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對這些人慈悲，就像對自己的恩人、親人一樣；再擴充到怨敵。慈

悲心如能及於怨敵，便能化怨敵為親友，達到怨親平等，慈心普被一切，

這就是真正的慈悲。 

六、結論 

綜上所述，慈悲有兩層意義：一是日常生活可經驗到的慈悲，另一則是

前者加以深化的四無量。前者本諸於人情特點的發揮，後者則是基於緣起觀

照而加以開展與深化的。並且這兩種特點不只是理論上的結論，在佛陀是兩

個特點的完美典範，在在都呈現著知、情、意的平衡發展。 

依根本佛教經論的教義，實已明白指出慈、悲、喜、捨四種心行之具體

修證方法，與所能達到的功效，這可說是就行者之自修自證，以彰顯慈悲成

就的功德。發展到大乘佛教，所謂的慈、悲、喜、捨，則是趣向於救度無量

眾生，成就無量福果的實踐，亦即強調不僅自利，更要利他之菩薩心行。因

此，慈、悲、喜、捨心行的修證遂由「自利」而轉趣「利他」，更特別彰顯

它的「無量」義。 

菩薩生起慈悲的所緣，是在於不忍見眾生承受輪轉生死的痛苦；因此不

忍而自然流露出的慈悲心行。由此可見，修慈悲行絕不可離開眾生，但在慈

悲眾生、度化眾生的歷程，必須如佛之不著一法，才能隨緣自在，真正利濟

眾生。慈悲思想是從人人本具的同情心出發，以完美人格為目標。在整個人

格完滿的過程中有佛陀的親身示範，告誡弟子的修習方法，不論在認知、情

感、意志方面，都有清楚的指導。佛弟子學佛須拳拳服膺，躬行實踐此佛法

宗本。 

  



印順導師之宗教觀與佛洛依德的宗教心理學  113 

參考書目 
 

一、原典 

1.《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大正藏第 1 冊。 

2.《中阿含經》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大正藏第 1 冊。 

3.《增一阿含經》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大正藏第 2 冊。 

4.《大般涅槃經》北涼．曇無讖譯，大正藏第 12 冊。 

5.《大智度論》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 25 冊。 

6.《觀音玄義》隋．智顗說，灌頂記，大正藏第 34 冊。 

 

二、近代著作 

1.印順法師著《妙雲集》之《佛在人間》、《學佛三要》、《成佛之

道》，臺北，正聞出版社，民國 77 年 9 月九版。 

2.達賴喇嘛首次來台弘法實錄《慈悲心‧菩薩行》，中國佛教會發行，民

國 86 年 9 月。 

3.中村元著，江支地譯《慈悲》，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6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