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大悲願心－聖嚴法師 

 

慈悲可分三等：1.有親疏之分的，2.有主客對象的，3.平等普濟而三輪體空

的。 

真慈悲一定要從真智慧產生。沒有無我的智慧為指導，慈悲便是不清淨的。

清淨無私的愛，也可算是慈悲，凡是有我的、自私的、帶有情緒情感的慈悲，便

是所謂「有情眾生」的愛。有情，所以有煩惱；自己有煩惱，也會帶給別人煩惱，

豈能名為真正的慈悲。在凡夫的階段，當從初等學起，然後登二望三。 

真正的慈悲是沒有親疏遠近等條件的，《法華經》的一雨普潤，便是平等的

慈悲。只要有條件，便是以自我為中心，便都會有煩惱。若不斷除煩惱，慈悲便

不真切。是故若知眾生苦厄，而起慈悲願心，必當以大勇猛心，修精進行，斷惑

證真。至於如何修行？不外以正知正見的觀念作方向的指導，以安全可靠的方法

為實踐的鍛鍊。這也就是我們在禪七之中，必須要練習的功課。 

禪法即是最上乘的佛法。佛法的基礎，不離因果。當以大菩提心為因，大

悲願心為根，禪修始能有方向及重心。否則便是盲修瞎煉，或被譏為「腳不點地」

的無主幽魂，豈能真的明心見性。 

沒有出離心者是凡夫，未發菩提心者是外道，不發大悲願者是小乘；唯有

具足三心，方是大修行人。世上有很多人修道，以為道的最高層次是萬物同歸，

故也認為任何修行，皆與佛道同源。究其實際，若不知有出離心、菩提心、大悲

心者，當然不是禪道及佛道，乃是佛法以外的外道。 

若發大悲願心，便得對心繫苦惱的眾生，隨時給予協助、關懷、救濟。眾

生在哪裡？就在我們家裡，以及每天接觸到的每一個人。古來禪門祖師教誡禪修

者，當在平常待人接物中攝心安心，若能經常練習著以慈悲心待人，必能以智慧

心待己，那就是最上乘的禪者工夫了。 

如果你對眾生，常懷佔有心、征服心、控制心，而沒有包容心及關愛心，

便是不慈悲，便不是在修行。 

慈悲不能有條件，例如你對人好是指望人家也對你好，或是擔心你不對他

好可能會惹麻煩；這好似農夫養豬、飼牛、餵馬、畜羊，為的是吃牠的肉、要牠

的毛，或是要牠工作；都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真正的慈悲。 

發大悲願，是願眾生都得究竟安樂，那就必得用佛法的開導才能完成。現

在社會上大家知道要做福利事業，確實很好。但只做福利事業，並不是最好，那



只是治標；要以佛法來淨化人心、淨化社會，方是標本兼治，使人得真安樂，這

才是根本之道。 

諸位來打禪七，便是來修學佛法的精義良方，以備用之於日常生活中。處

處示現慈悲，時時運用智慧，方算沒有白來一趟。 

隨時隨地，舉心動念是為眾生得安樂，不為自己求利益。若能如此，自我

中心的煩惱執著，才會越來越少，明心見性的時日，才會越來越近。 

大多數人都知道愛心是美德、慈悲是善行。不過，當親生的孩子病了會難

過，希望他快點好；至於鄰居的孩子病了，便沒有那麼迫切；陌生人的孩子病了

就沒什麼痛癢；異類眾生遭到屠殺，那就更因事不關己，可以隔岸觀火了。禪修

的人，豈能如此？不僅要關懷夫妻兒女等家人親人，也當隨時隨地以慈悲心關懷

所有的人，乃至一個微小的生命。 

有些人說：「等我成佛之後，再來廣度眾生。」這是顛倒本末。釋迦世尊出

世時代，是因為世間尚沒有佛法，所以必須自己先去發現佛法，然後來度眾生，

我們現在已有佛法，故在自己受用佛法的同時，也就要把佛法傳揚給人，這才是

有慈悲心。 

但我們的情緒經常在波動，我們的信心不夠堅定，所以要來打禪七，要來

聽聞佛法，由聽聞佛法而信受奉行。打禪七能使我們增長信心，堅固正見，確立

正確的信行。 

希望各位發出離心、發菩提心、發大悲願心。這樣才能心中無私，這樣才

能把方法用得著力；不為自己利益，才能得大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