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題：論《大智度論》的慈悲觀

發表者：高豐英（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般若經典與《大智度論》」

學術研討暨講習會

1



2

摘 要

◆ 大乘佛學菩薩道的修行：菩提心、大悲心與般若的修持。

◆ 《大智度論》：「慈悲」被定位為是佛道的根本，龍樹以「愛念眾生」

定義「慈」，以「憐憫眾生」定義「悲」，「大慈」是給與一切眾生樂，

「大悲」是拔一切眾生苦。大慈大悲是願眾生捨離一切苦的因緣，能得

一切安穩樂事的自他不二的利他思想。

◆ 本文從龍樹菩薩所著的《大智度論》一書中，一窺「慈悲」思想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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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慈悲的六度萬行必須以般若智慧引導，菩薩必須修學般若波羅蜜，才能

成就無上佛道，《大智度論》說「慈悲」是「般若波羅蜜」之母，佛以

「般若波羅蜜」為母，「慈悲」亦可說是諸佛的祖母，是大乘菩薩發心

立願成佛的根基。

◆ 「慈悲」與「智慧」猶如一體之兩面，車之雙輪、鳥之雙翼，彼此互具。

悲智雙運的慈悲觀，彰顯了大乘菩薩度眾的菩薩道精神。



4

一、前言

◆ 「慈悲心」的行持既是大乘法門行者的特色，但是「慈悲」若欠缺了以
「般若空性智慧」為前導的基礎；「慈悲心」將是不清淨、不是純粹的，
不但是染污的，且是希望有所回饋的心。

◆ 有關「慈悲」的真實義，筆者也期盼在這個問題前提下，能從龍樹菩薩
所著的《大智度論》一書中，一窺「慈悲」思想的真諦。
以下分為六點加以論述：

1. 《大智度論》主要的思想概述。

2.  慈悲的意涵。

3.  四無量心（慈悲喜捨)。

4. 《大智度論》──三種慈悲 。

5. 「慈悲心」的六度萬行 。

6.  結論──《大智度論》「慈悲」思想的啟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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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智度論》主要的思想概述

◆ 據傳本論《大智度論》作者是印度的龍樹（約西元150年至250年），姚

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所譯，它亦是鳩摩羅什譯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俗稱《大品般若經》）的釋經論，《大品般若經》有二十七卷或三十

卷，分九十品，前六十六品是般若道，後二十四品是方便道。而《大智

度論》則是一百卷（附經文三十卷)釋經論，本文依據的《大智度論》，

即是以漢譯本為依據。

◆ 龍樹的著作中，《中論》重視修行理論的闡述，而《大智度論》乃重視

大乘修行實踐的方法，以一切法無自性「空」為基礎。 本篇論文對其

思想，僅就下列兩點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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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智度論》主要的思想概述

（一）立四悉檀說，融通所有一切佛法

◆ 龍樹依據古說，依「四阿含」的不同特性，立四種悉檀，以貫攝一切佛
法，悉檀是宗旨、理趣的意思。
1.  世界悉檀說：依世俗法說有，因果、業報，方便誘導眾生入佛道的

說法。
2.  各各為人悉檀說：為了適應眾生不同的根基，對執斷見說常、對執

常見說無常，依個別性有啟發人心向善的功能。
3.  對治悉檀說：針對有偏頗過失而說的法，如對瞋恚心重的人說慈悲觀。
4.  第一義悉檀說：三乘聖者自證，以聖者悟境為依歸的說法。前三者的

應機說教，雖是方便性設宜說，其相對性的說法，確有正面的意義：

◆ 前面三悉檀中世俗虛設的語言，是不通且可變易、可破的。
◆ 惟有第一義悉檀說法是通達，不落論議性的語言，所以不可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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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智度論》主要的思想概述

（二）龍樹在《大智度論》上會通聲聞與初期大乘法門

◆ 龍樹以無自性義，成立緣起即空，空即緣起：在《大智度論》上會通聲
聞與大乘法門，他認為大乘與聲聞不是不相容的法門，彼此不是對立，
由於無我而能通達法空，所以大乘學人應學習聲聞法門，納為修習大乘
的初階。

如《中論‧觀四諦品》卷四，說：

眾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無（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未曾有一法， 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

陳朝棟，《大智度論概要易讀》，頁257。
《中論》，《大正藏》第30冊，頁3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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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智度論》主要的思想概述

◆ 「眾因緣所生法」是「緣起法」的異議。第二句，依梵文本，「我等是

空性」，「亦為是假名」是指空性也是假名的，緣起也是假名說。

◆ 龍樹依中道的緣起說，緣起與空性不是對立的，緣起即空性，空性即緣

起。說緣起與說空性的經典，雖執不同偏重的論點，正如同龍樹提出四

悉檀說，應機的方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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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慈悲的意涵

◆ 達賴喇嘛曾說過：「慈悲是一種願他人脫離痛苦的渴望。」

◆ 「愛」與「慈悲」皆是人類基本的天性，佛教徒的觀點來說，「愛」是

一種希望幫助他人獲得快樂的態度，「慈悲」是一種願他人脫離痛苦的

渴望。

◆ 真正的慈悲心甚至擴充到包容敵人，因為慈悲來自看見其他生命的苦難，

其中包含你的敵人。

◆ 佛教「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慈」是巴利語Mettā，

梵語maitrī的譯語原表示「朋友」、「親密的」人，而 「悲」是巴利語

及梵語 Karuṇā的譯語，表示「哀憐」、「同情」、「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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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慈悲的意涵

據《大智度論》卷二十七，說：

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所以者何？菩薩見眾生老病死苦，身苦心苦、
今世後世苦等諸苦所惱，生大慈悲，救如是苦，然後發心求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以大慈悲力故，於無量阿僧祇世生死中，心
不厭沒；以大慈悲力故，久應得涅槃而不取證。以是故，一切諸
佛法中，慈悲為大；若無大慈大悲，便早入涅槃。

◆ 菩薩見到眾生遭受到生命當中所有老病死苦，身苦心苦、今世後世苦等

諸苦所惱，種種諸苦難，因而生出了大慈悲心，為救渡眾生出離諸苦。

故發心求無上正等正覺：（梵語：anuttarā-samyak-sambodhi），音譯為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譯爲「至高無上的平等的覺悟」。

《大智度論》，《大正藏》第25冊，頁256下。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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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慈悲的意涵

◆ 大慈悲心的力量，於無量阿僧祇劫中生生死死，心不厭倦，實踐其生生
世世慈悲救度眾生的心願，菩薩雖能證入涅槃，而不取証。因此，一切
諸佛法中，「慈悲」為大；若無大慈大悲，菩薩早就入涅槃了。

據《大智度論》卷二十，說：

慈名愛念眾生，常求安穩樂事以饒益之。悲名愍念眾生，受五道

中種種身苦心苦。

據《大智度論》卷二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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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智度論》，《大正藏》第25冊，頁208下。
《大智度論》，《大正藏》第25冊，頁256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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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慈悲的意涵

◆ 據性空法師說：「菩薩以救濟一切眾生，廣度一切眾生為弘願。此難行
深遠的大道，若無四無量心為基礎，很容易心生退怯。菩薩因修習四無
量心，故能將心胸開啟，時時欲令眾生離苦得樂，即能多所饒益眾生。
我們若要行菩薩道，就應深入體解慈、悲、喜、捨的意義，並在日常生
活中修習，耐心地培養，讓這四者完全充滿我們的身心，由「有量」的
慈、悲、喜、捨心，逐漸步入「無量」的慈、悲、喜、捨，成熟有情、
莊嚴國土，圓成菩薩道。」

◆ 分別來說，此「四無量心」的意義雖有不同的涵意；綜合來說，此四心
以「慈心」為首，悲、喜、捨心則是慈心不同的表法。菩薩慈悲心分別
為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歸納來說，以慈悲為代表)，大乘佛教
甚而認為菩薩須透過「慈悲」的實踐，才能達到証悟成佛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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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無量心（慈悲喜捨)

◆ 佛法以慈悲為本，慈悲在《大智度論》中被認為是佛道的根本，菩薩
普渡眾生須修習四無量心法門，龍樹在《大智度論》卷二十，解說
四無量心，以貫通聲聞解脫法門，說：

四無量心者，慈、悲、喜、捨。慈名愛念眾生，常求安穩樂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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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生中不悅樂故。修捨心，為除眾生中愛憎故。

◆ 初修四無量心時，雖緣眾生相，但若能與「般若」相應，了解眾生自性
本空，不取相不作分別想，則能契入諸法實相（空性) 智慧中。

《大智度論》，《大正藏》第25冊，頁208下。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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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無量心（慈悲喜捨)

◆ 龍樹撥反了有部系對四無量法門失去深義的看法，提倡四無量不共世間
的特色，進而融入大乘菩薩廣大無量的大悲利世精神。因此他在《大智
度論》卷二十，說：

如是四無量，但聖人所得，非凡夫。復次，佛知未來世諸弟子鈍
根故，分別著諸法，錯說四無量相：「是四無量心，眾生緣故，
但是有漏；但緣欲界故，無色界中無。何以故？無色界不緣欲界
故。」為斷如是人妄見故，說四無量心無色界中。佛以四無量心，
普緣十方眾生故，亦應緣無色界中。如《無盡意菩薩問》中說：
「慈有三種：眾生緣、法緣、無緣。」論者言：「眾生緣是有漏，
無緣是無漏，法緣或有漏、或無漏。」7

《大智度論》卷20《大正藏》第25冊，頁 211下。7



四、四無量心（慈悲喜捨)

◆ 龍樹認為如此的四無量心，只有聖人才能獲得，凡夫是不行的。佛知道

未來世的諸弟子鈍根，錯說四無量相：是四無量心，眾生緣故，只是有

漏法；只能欲界中修，無色界中不能修。因為無色界不包括欲界。

◆ 為斷除這些人妄見故，龍樹以佛說四無量心能緣無色界的眾生，佛說四

無量心是普緣十方眾生的緣故。譬如無盡意菩薩問佛的經文中說，慈有

三種：一者、眾生緣慈，二者、法緣慈，三者、無緣慈。論者說：「眾

生緣慈是有漏，無緣慈是無漏，法緣或有漏、或無漏。」四無量心是能

含攝世間與出世間二法。

15



五、《大智度論》──三種慈悲

◆ 「慈悲」可分成三種層次：1.眾生緣慈、2.法緣慈、3.無緣大慈。而龍
樹也在《大智度論》卷二十，提到三種慈悲：

1. 眾生緣慈：對十方五道眾生，將他們視同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

親人、朋友般，平等的慈悲對待。這是凡夫或尚未証得阿羅漢的學

人僧所修學，稱為眾生緣慈，雖有慈悲，但還有眾生相，親疏好惡

的分別心，尚未得證我空、眾生空。

2.  法緣慈：法緣慈是煩惱漏已盡的阿羅漢、辟支佛、諸佛等聖人，他

們以慈心對待因緣和合所形成的，假我的五蘊眾生。眾生因不知法

空，經常一心想求快樂；諸佛等聖人，因憐憫起慈悲心，隨順五蘊

眾生，隨意令他們得到快樂，此隨順世俗之法稱為法緣慈。

16



五、《大智度論》──三種慈悲

3.  無緣大慈：諸佛的慈心不住於有為法或無為法，也不依止於過去世、

未來世及現在世三世一切諸法，諸佛心無所緣，諸佛的悲憫心為使

眾生獲得諸法實相（空性、如來)的智慧，解除眾生無始劫來，因無

明煩惱生死流轉的痛苦，此等諸佛的慈心稱為無緣慈。

龍樹於《大智度論》卷五十，云：
悲有三種，眾生緣、法緣、無緣。此中說無緣大悲具足。
所謂：法性空乃至實相亦空，是名無緣大悲。

◆ 「無緣大慈」或「無緣大悲」是無生法忍七地以上的菩薩或者是佛的慈
悲。這裡的「緣」是「所緣」的意思，不是「緣分」的緣，「無緣大慈」
是證得我空和法空，沒有眾生、法的執著，這才是無緣。

17

《大智度論》，《大正藏》第25冊，頁417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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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慈悲心」的六度萬行

◆ 菩薩修「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引導眾生，生清淨戒，受無量心樂。菩

薩發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菩提心，還需修六度萬行，利他為主的菩薩行，

才能圓滿成就佛道。菩薩道的主要內容是行六度，所謂六度即是六波羅

蜜，六波羅蜜分為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智慧）等六

波羅蜜，而「波羅蜜」意指「到彼岸」。

◆ 發心求佛道菩薩行者，不但要具有大悲心，還需付諸實踐，六波羅蜜

（六度行）正是說明了大悲心的實踐。

18



六、「慈悲心」的六度萬行

（一）檀那波羅蜜

◆ 關於布施的定義：布施（梵語：Dāna），梵語音譯「檀那」的簡稱—

「檀」字，意譯布施、給與之意。檀那波羅蜜，意譯為布施度，是度慳
貪，消除貧窮。 據《大智度論》卷十一，說：

問曰：云何名檀？答曰：檀名布施心相應善思，是名為檀。
有人言：從善思起身口業亦名為檀。有人言：有信、有福田、
有財物，三事和合時，心生捨法，能破慳貪，是名為檀。譬如
慈法，觀眾生樂而心生慈。布施心數法亦復如是，三事和合心
生捨法能破慳貪。

19

《大智度論》，《大正藏》第25冊，頁140下。9

9



六、「慈悲心」的六度萬行

◆ 三事和合之時，心生「捨離」之心方能破慳貪，這才是布施。以上是指
財施。

《摩訶般若波羅蜜經》卷二十一，亦說：
是菩薩為眾生故捨內外物，捨時作是念：我無所捨。何以故？
是物必當壞敗。菩薩作如是思惟，能具足檀那波羅蜜。

《大智度論》卷十四，說：
布施有三，一為財施，二為法施，三為無畏施。

◆ 例如，行布施時，若以般若智慧引導，便能做到「三輪體空」的布施波
羅蜜；若不與般若智慧相應，布施就只能成為人天乘的福業。菩薩必須
修學般若波羅蜜，才能成就無上佛道。此外，菩薩行布施波羅蜜時，
能生六波羅蜜，這即是布施波羅蜜圓滿具足。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1，《大正藏》第8冊，頁 369中。
《大智度論》，《大正藏》第25冊，頁16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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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慈悲心」的六度萬行

（二）尸羅（持戒）波羅蜜

◆ 尸羅為本性善良之意，喜好做善事。尸羅波羅蜜意譯為持戒度，是度毀
犯，止惡生善。持戒的含義：就是遵守戒律。持是持守不犯，戒有三聚
淨戒。菩薩能受持十善等諸戒律，稱為持戒波羅蜜。

據《大智度論》卷十三，說：
持戒之人壽終之時刀風解身筋脈斷絕。自知持戒清淨心不怖畏。
如偈說。
大惡病中 戒為良藥 大恐怖中
戒為守護 死闇冥中 戒為明燈
於惡道中 戒為橋樑 死海水中
戒為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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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慈悲心」的六度萬行

（三）羼提（忍）波羅蜜

◆ 羼提為忍辱，羼提波羅蜜意譯為忍辱度，是度嗔恚的。

如《大智度論》卷十四，說：

菩薩思惟，我今行悲，欲令眾生得樂。瞋為吞減諸善毒害一切。
我當云何行此重罪，若有瞋恚自失樂利，云何能令眾生得樂。
復次諸佛菩薩以大悲為本，從悲而出，瞋為滅悲之毒，特不相宜。
若懷悲本，何名菩薩，菩薩從何而出，以是之故應修忍辱。若眾
生加諸瞋惱當念其功德，今此眾生雖有一罪，更自別有諸妙功德。
以其功德故不應瞋。復次此人若罵若打是為治我。若我有罪是從
先世因緣，今當償之不應瞋他，當修忍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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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慈悲心」的六度萬行

（四）毗離耶波羅蜜

◆ 毗離耶為精進、不懈怠。毗離耶波羅蜜意譯為精進度，是度懈怠的。菩
薩如何以精進力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呢？

如《大智度論》卷十五，說：

復次菩薩知一切諸法皆空無所有，而不証涅槃，憐愍眾生集諸善

法，是精進波羅蜜力。復次菩薩一人獨無等侶，以精進福德力故，

能破魔軍及結使賊得成佛道。既得佛道，於一切諸法一相無相其

實皆空，而為眾生說諸法種種名字，種種方便，度脫眾生生老病

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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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慈悲心」的六度萬行

（五）禪那波羅蜜

◆ 禪那為靜慮、思惟。禪那波羅蜜意譯為禪定度，是度散亂的。

如《大智度論》卷十七，說：
問曰：菩薩法以度一切眾生為事，何以故，閑坐林澤靜默山間，
獨善其身，棄捨眾生。答曰：菩薩身雖遠離眾生心常不捨，靜處
求定，得實智慧，以度一切。譬如服藥將身權息家務，氣力平健
則修業如故，菩薩宴寂亦復如是。以禪定力故服智慧藥，得神通
力還在眾生，或作父母妻子、或作師徒宗長、或天或人下至畜生，
種種語言方便開導。世世利益眾生令得快樂，此樂無常還復受苦。
菩薩因此發大悲心，欲以常樂涅槃利益眾生。此常樂涅槃，從實
智慧生，實智慧從一心禪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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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慈悲心」的六度萬行

如《大智度論》卷十七，說：
常當行慈悲，定心修諸善，不當懷惡意，侵害於一切。

（六）般若波羅蜜

◆ 般若為智慧，般若波羅蜜意譯為智慧度，是度愚痴的。「般若」是梵文
prajñā字的音譯，意譯作「智慧」與「慧」。「波羅蜜（多）」是
pāramitā字的音譯，意譯有「完成」「達於完成的實踐」、「度」以及
「到達彼岸」之意。

◆ 般若波羅蜜（prajñā-pāramitā）可說有二種解釋，一、是智慧的完成，
二、是用智慧到達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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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慈悲心」的六度萬行
如《大智度論》卷十八，說：
般若言慧，波羅蜜言到彼岸，以其能到智慧大海彼岸。
到諸一切智慧邊，窮盡其極故，名到彼岸。

◆ 禪那為靜慮、思惟。禪那波羅蜜意譯為禪定度，是度散亂的。

《大智度論》卷三十四云：
父母之中母功最重。是故佛以般若為母。般舟三昧為父。三昧唯
能攝持亂心令智慧得成。而不能觀諸法實相；般若波羅蜜，能遍
觀諸法分別實相，無事不達，無事不成，功德大故，名之為母。
以是故行者雖行六波羅蜜及種種功德和合能具眾願。而但說當學
般若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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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慈悲心」的六度萬行

復次如般若後品中說。若無般若波羅蜜餘五事不名波羅蜜。雖普
修眾行亦不能滿具諸願。如種種畫彩若無膠者亦不中用。眾生從
無始世界中來。雖修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受世間果報已
而復還盡。所以者何。離般若波羅蜜故。今以佛恩以般若波羅蜜
修行六事故得名波羅蜜。成就佛道使佛佛相續而無窮盡。復次菩
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普觀諸法皆空。空亦復空。滅諸觀得無礙般
若波羅蜜。以大悲方便力還起諸功德業。此清淨業因緣故無願不
得。餘功德離般若波羅蜜無有無礙智慧。云何言欲得諸願當學檀
波羅蜜等。復次又以五波羅蜜離般若不得波羅蜜名字。五波羅蜜
如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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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慈悲心」的六度萬行

◆ 佛以「般若」為母，因「般若」能觀諸法實相。由「法空」入門，大智、

大悲方便力廣度群迷。五波羅蜜若離「般若」波羅蜜，如同盲人，無人

可引。無「般若」引導的五度也只是人天福德的善法，有了般若「空」

的智慧後，才能超越生死大海，到達究竟成佛的彼岸。可見「般若波羅

蜜」是大乘成佛思想最重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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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大智度論》「慈悲」思想的啟示

◆ 「慈悲觀」在小乘原本只是五停心觀中對治嗔恚無明的修行法門之一，

龍樹菩薩將擴而充之禪定的慈、悲、喜、捨四無量心與般若相應，進而

依因緣而有三種慈悲：眾生緣慈悲、法缘慈悲、無緣慈悲。

◆ 最重要的是無緣慈悲，除了緣起於無我的思想外，它更是個自他不二、

怨親平等、三輪體空的慈悲。而「三輪體空」的慈悲思想觀，是立基於

中觀學「空性」（梵語：Śūnyatā）的思想，菩薩行布施時，是因緣和合

的假名空，無一實法可得。施者是空，受施者是空，所施物亦是空。

因此「三輪體空」的慈悲觀可說是大乘佛學無緣慈悲思想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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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大智度論》「慈悲」思想的啟示

◆ 筆者認為慈悲的實踐，存在於對己是「自利」，對他者是「利他」，

趨向自他不二的利他行中，惟有立基於「慈悲」美德的基礎上，方有

六度般若波羅蜜的完全圓滿之德的展現。

◆ 諸佛的無緣慈悲乃是希望眾生能得到諸法實相空性的智慧，破無明煩惱

痛苦的生死業海。最後透過以「般若波羅蜜」為重的慈悲心，六度相攝

相行圓滿慈悲，到達成佛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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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與「般若」的不二法門，

彰顯了人生每段因緣的不思議性。

佛教非「苦難」的呈顯，

而是當下智慧的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