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慈」與「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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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聽說過「大慈大悲大雄力」，又或者「大慈大悲的菩薩」，究竟什麼

是「慈」？什麼是「悲」？慈悲兩字一定要在一起？一定要有慈才有悲？ 

 

其實在佛教中，「慈」與「悲」的意義很相近。在《大智度論•釋初品中•

大慈大悲義》中記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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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中著名的論師龍樹菩薩也說

過：「慈為與樂，悲為拔苦。」即是說慈是給予世人溫暖和快樂，悲就是將世人

從一切苦難中拔救出來。因「慈」與「悲」意義相近，因此經常一起使用。佛與

菩薩便以慈悲之心度人，如航船之濟眾，使眾生脫離生死苦海。 

 

慈悲本性皆是無瞋，但是其作用不同，《大乘義章》中寫到「慈與悲雖同為

無瞋性，但以四義不同而二分，一以功能不同，故悲能拔苦，慈能與樂；二以治

患不同，故悲止害覺，又悲能除微細之瞋，慈能遣粗重之瞋；三以境界不同，故

悲心多緣苦眾生而起，慈緣無樂眾生而起；四以得報不同，故悲得空處，慈生遍

靜。」。 

 

慈是給予眾生快樂，就是令他人都能夠從我們的服務、工作和施予中得到快

樂。就算眾生和我們沒有任何關係，但我們仍然一視同仁，不論親疏地、同等地

令他們快樂。就像你在看到一個衣襟破爛，食不果腹的流浪漢或行乞者，都要懷

著慈心給予他衣食，幫助他，關懷他，愛護他。 

 

悲是拔眾生苦，也就是幫助眾生去除各種各樣的痛苦。我們要對一切眾生的

痛苦，感同身受，想方設法盡速去除。比如一個地方發生天災，我們看到眾生因

此受苦，家破人亡，都會同情和悲憫他們，通過捐款等方式伸出援手；或為死去

的眾生誦經，為他們積集功德，希望他們能通往西方極樂世界。 

 

正所謂「慈者行大愛，悲者行大仁」，如我們都心懷慈悲，世人便能和睦相

處，處事圓融，人人上恭下敬，處事長懷慈悲利己利人，令世界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