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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法以慈悲為本

1．經文的強調

「大悲為上首」(般若經)

「三世諸世尊大悲為根本」 (涅槃經)

「菩薩以大悲為體」 (大乘莊嚴經論)

「諸佛心者大慈悲是」 (觀無量壽佛
經)



2 世尊的現生行跡

修道動機

觀耕：眾生的苦痛

遊觀：無常的苦痛

菩薩 vs 聲聞

菩薩與聲聞同為佛子

菩薩為佛嫡子

聲聞： 聲聞是佛法，有深智的一分，但不能
代表圓正的佛法，因為他沒有大慈悲，



二、慈悲的根源

依佛法說，慈悲的根源是：

契當事理所流露的，

從共同意識而泛起的同情。

這可從兩方面說：

1. 從緣起相的相關性說

2. 從緣起性的相關性說



1、緣起相的相關性
1) 世間的一切──物質、心識、生命，都不是獨

立的，是(時空上)相依相成的緣起法。

2) 現生：共同意識： 人與人間 (眾生間) 相依相
存而關系密切，彼間覺得有共同，自然會生
起或多或少的同情。經激化進而生起慈悲行。

3) 三世：

A. 從生死的三世流轉來說，一切眾生，從無
始以來，都與自己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B. 自他三世的展轉關係，而達到一切眾生的
共同意識，



2，緣起性的平等性

法性：緣起無自性(空)          平等法性

平等： 從這法性一如去了達緣起法時，不
再單是相依相成的關切 ，而是進一步的無
二無別的平等。

眾生平等：從這法性平等的現觀中，眾生平
等(佛)，一切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同體大悲： 在平等一如的心境中，有眾生
在苦迫中，有眾生迷妄而還沒有成佛，這等
於自己的苦迫 ，自身的功德不圓滿。



三、慈悲心與慈悲行

1、慈悲心：

1) 慈： 以利益安樂、世出世間的利益，給予眾
生。

2) 悲：拔濟眾生的苦難，解除眾生的生死根本。

3) 喜：見眾生的離苦得樂而歡喜，眾生的歡悅，
如自己的一樣。

4) 捨：是怨親平等，不憶念眾生對於自己的恩
怨而分別愛惡。



2、慈悲行(四攝法)

布施：拔苦與樂的最真接方法，有財施、法
施、無畏施。

愛語：發自慈悲心的語言，真心的語言流露。

利行： 即是福利事業。從公共的、大眾的福
利著想，去施設慈濟的事業。

同事： 是與大眾同甘苦。在工作方面，享受
方面，都應一般化，與大家一樣，這是最能
感動人的。



四、慈悲的長養
長養：從一般情心擴充為「慈悲心」

1. 自他互易觀：淺顯些說，這是設身處地為人著
想。假使自己是對方，而對方是自己，那應該
怎樣

2. 親怨平等觀

親分三品、中唯一品 、怨敵分三品

於上品親起勝解觀起慈悲心，因為最易起

如是次此到上品敵，觀與上品親等樂

❖ 隨緣發起。



五、慈悲的体驗

三類慈悲的體驗

1. 眾生緣慈：

1) 這是一般凡情的慈愛。

2) 見眾生的有苦無樂，而生起慈悲
的同情。

3) 不與空相應，以為實有眾生，這
樣的慈愛，無論是大仁 ，博愛，
總究是生死中事。



2、法緣慈
1) 這是聲聞、緣覺的二乘聖者的心境

2)見到生死的惑 、業、苦──因果鉤鎖，
眾生老是在流轉中不能解脫，從此而引起
慈悲

3) 緣眾生相時，能通達無我而緣依法和
合的眾生。

4) 這雖是悟解得眾生的無我性，但根性
下劣 ，不能徹底的了達一切法空，而
取法為實有。



3、無所緣慈
1) 佛菩薩是徹證一切法空的。

2) 無所緣‧空：於徹證一切法空時 ，當下顯了假
名的眾生。緣起的假名眾生即畢竟空，畢竟
空中不礙眾生假名有。

3) 慈悲：智慧即慈悲（「般若是一法，隨機立異
稱」）的現證中，流露真切而憫苦的悲心。

4) 金剛經： 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我
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
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