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愧而自谴 、自责是需要有解剖自己 、否定自己的勇气的。

《中庸》说“知耻近乎勇” , 反过来也可以说 ,有勇方能真正

知耻。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耻感意识让我们知道

了人的应然状态, 同时也把自己与自然 、与动物区分开

来,把自己从蒙昧和野蛮状态提升出来, 成为真正意义上

的“人” 。传统文化在伦理方面的禁忌使其成为传统道德

的底线, 它作为“绝对的道德标准”通过人们内心深处唤

起强烈的耻感意识来维系。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的建

构,就是要在人们内心深处唤起这样的警戒意识:为人之

举而不为兽之举,有知耻之心而无无耻之做。 只有这样,

人们才有自觉的价值意识。法是惩前毖后的, 它只能叫

人知罪,而不能让人不犯罪。 人也许因为害怕而不越轨,

但那只是被迫和无奈, 关键应该强调对人的心灵的构建

与关照。只有当人有了耻感意识, 道德的约束力才会持

久和坚定。从这个角度来看, 耻感意识是儒家圣贤论及

仁 、义 、礼 、智 、信等思想的平台和基础, 也是留给后人做

人 、处世 、治国的一条文化底线。　

作者简介:朱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

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南京, 210013

佛教慈善的“三德”
 

余日昌

　　人的心灵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 佛家慈善直

指心性而旨在净化心灵以获得轻安, 为构建和谐社会的

时代要求提供了重要的道德资源。也就是说, 在佛家“行

善积德 、普度众生”的菩萨行中, 慈善并非仅仅表示一种

社会救济事业, 其深刻内涵还体现出了它那深刻的道德

意义。对此笔者略作梳理如下:

佛家慈善具有不同于儒道的德行

儒家慈善坚持一种“人性本善” 的伦理基点, 从良心

发端延循“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种由己推外 、内圣外王

的修为路径 ,最终达到“仁者爱人”的最高境界。实际上,

儒家慈善是对“忠恕”这个根本理念的深度扩展。就其本

怀来看, “修身 、齐家”并非目的, “治国 、平天下”这个政治

理想才是它的旨趣。也就是说, 围绕其政治抱负, 儒家慈

善往往表现为一种有分别 、有层次 、有选择的慈善, 因而

也不可能是一种十分彻底 、无私的慈善。所以儒家慈善

的可实践性至今依然是个未解难题。

再看道家。自然无为 、顺应物化———即尊重万物的

天然本性,不去刻意扭曲, 不因人类需要与欲望而伤及,

这就是道家慈善的本怀。然而, 道家这种慈善本怀虽然

主张应顺人性,但同时更强调逍遥自得,实际上无法真正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践行, 最多只能停留在一种“贵

生”与“全生”的生命价值层面而“修己” 。

与儒道相比, 佛家慈善因为有“大慈大悲” 这种菩萨

行的支撑, 其实践路径显得相对清晰。 在佛教中, 除了

“佛”的名词含义是指“觉悟了的有情众生” 外, 其动词含

义则是“普度众生脱离生死轮回” 。经过两千年的激荡,

大乘佛教的慈善本怀实际上已经与“佛陀与众生同宗 、入

世与出世同理 、善行与戒行并举 、修心与修为并行 、自我

解脱与普度众生同旨” 这种菩萨观念深深地交融在了一

起。因此,佛教中的“五戒十善”和“四摄六度”等各种戒行

教义,实际上深含着一种将佛家慈善最终落实在心性修

炼层面的旨趣。从这个角度上看,佛家慈善显然要比儒 、

道两家慈善更具可实践性。

佛家慈善具有“无私大爱”的德心

行慈善之举, 必依慈善之德心。而佛家的慈善心有

别于儒家的慈善心。我们发现, 儒家基于政治抱负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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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慈善,实际上为了体现个人对家庭 、社会与国家甚至

君王的责任。因此不论在理念或效果上, 儒家慈善无法

认同“人人平等”这种观念。《词源》援引儒家的“慈”义而

表述为“父母之爱 、子女之孝和直接指母亲” , 也无非表达

一种“由上对下 、由强对弱或由多对少” 这一类特殊的爱。

这就是儒家慈善的心理基础。在基础上, 面对一个弱于

自己的对象,人们自然无法产生“恨” 的念头。于是, 儒家

慈善实际上始终存在着一个令人遗憾的“爱的局限” 。与

之相比,佛家慈善心所体现的“大爱”却是宽广无拘的。

台湾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创办人 、当代著名慈

善家证严法师说过一句名言:“普天之下没有我并不爱的

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 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

的人。”这三句话真实地表达了佛家“大爱”的基本内涵与

基本结构———第一句是佛家之爱 、第二句是佛家之善 、第

三句是佛家之忍。其中, 佛家之爱就是佛家之慈, 而佛家

之慈就是“无缘大慈” 。

按照证严法师的说法,所谓“无缘大慈”就是“人人都

需要爱, ……和我无缘的人我也爱他们, 也想使他们快

乐;这种不带任何自私色彩的大爱, 必定需要发挥智慧,

才能让被爱的人感到快乐, 爱人的人也不觉得烦恼, 这就

是慈。”(证严法师著《自在的心灵》)可见, 佛家的“无缘大

慈”是一种没有私心的 、清净而没有污染的爱, 表现在佛

家慈善动机与行为上, 则是一无所求 、不盼回报的给予。

这就是佛家慈善的本怀与胸襟。

佛家的“无缘大慈”区别于那种出于被人类欲望所支

使的小爱或私爱, 舍弃了那些哪怕只含一毫私意的凡夫

之爱, 这正是佛家慈善的德心所在。佛家认为, 充满着人

世间的欲望之爱, 实际上都是“贪” 而不是爱。不少助人

为乐的行为背后往往都存在某些特殊目的———比如为了

获得自我心里的宽释 、恕罪 、快乐等情感需要而对别人的

各种施助, 这些“善意的欲”就隐含着一种特殊的贪而令

人心灵不安 。佛家则将含有私欲和私心的爱看作世间纷

争的起因和导致人生“无明” 而不能超脱生死轮回的业

障。因此, 在承传与弘扬佛家慈善美德时 ,努力培养一种

发自个人心底的平等观以及不含丝毫私念的“大爱”就尤

为重要了。

佛家还认为, 给予别人的爱必须在“无缘大慈”前提

下才是彻底纯粹的,同样, 对别人的善解 、忍让 、包容也必

须在“无缘大慈”的支撑下得以持久 。世间并没有独立的

“爱 、善 、忍” ,只有以“无缘大慈”为前提的“慈爱” 、“慈善”

和“慈忍” 。而在佛教修行中,“ 慈爱” 往往被作为一种佛

教价值观即“德心”的基本内涵, “慈善”被作为一种出世

哲学的尺度,“慈忍”则被作为一种支撑戒行的基本理念。

可见,“无缘大慈”就是佛家理论与实践的筑基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理解佛家的慈善, 必须首先体会佛家

的“慈悲” 。佛理认为,慈乃“予乐”, 悲乃“拔苦” , 正如《大

乘义章》所说“爱怜曰慈, 怆恻曰悲” 。 也就是说, 只有先

“拔苦”才能打通“予乐”的途径, 只有除去痛苦或苦难 ,人

们才能够趋向表现为“心灵和谐”的大乐。于是,“拔苦”成

为了“予乐”的一个逻辑前提。也就是说, 佛家的“予乐”并

非衣食住行满足之后的愉乐, 在人们没有通过“觉悟”真

正从精神压力或痛苦中解脱出来之前, 那些旨在通过外

力施加的“予乐”不会激发无忧无虑 、发自内心的“大乐” 。

所以,佛家慈善的德心, 虽然表现在“予乐之慈”, 却立足

于“拔苦之悲” 。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助人为乐的慈善行为能够通过

让别人快乐而使自己快乐, 然而处理不当, 将获得这种快

乐作为一种目的,那么即使这种欲望本质上十分善良 ,也

会被激旺如干柴越烧越烈而令人心焦。就佛理而言, 佛

教“普度众生脱离生死轮回” 这个菩萨行的根本旨趣, 只

能通过“拔苦”而实现。也就是说, 你通过“予乐”的方式去

减轻另一个人的痛苦, 你就是种下了一份福田,净化了一

次心灵,但是不能让那个接受你所给予快乐的人积德。

所以,佛家慈善的德心悄然地被分为了这样两个层面:一

个就是为自己积德而“予乐”的“无缘大慈”, 另一个就是

为普度众生而“ 拔苦” 、以“ 普天下的人虽然与我非亲非

故,但是人伤我痛 、任病我苦”为心量的“同体大悲” 。通常

人们所说的菩萨心肠, 指的就是佛家慈善的这种德心。

佛家慈善具有“不二法门”的德性

佛家慈善不仅是一种菩萨救度行为, 更是一种道德

规范。在教人众善奉行的“五大戒律”之中,“不偷盗 、不淫

邪 、不妄语 、不饮酒”偏于表现佛家之善, 而首推的“不杀

生”以及佛家“放生”等善举则体现佛家的“无缘大慈” 。实

际上,这些善举基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即一切生命都

具有成佛的基因 )”的佛家心性理论 ,这种佛性理论则是

对佛教最高境界———“不二法门” 的贯彻。就德性而言,

佛家慈善与儒 、道慈善观之间的最大区别也就是它的“不

二法门” 。

所谓“不二法门”是佛家最基本的世界观, 它包括了

认知方式 、修学要领和证入(修行)方法三个方面。在认

知方面,佛家认为自己与他人 、色(实有)与空 (不实 ) 、死

(出世)与生(入世)之间平等无差。在修学方面, 佛家认为

理解与力行 、理性与事物 、苦与乐之间平等无差。在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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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方面, 佛家认为能力与目标 、静思与辨析 、本质与

表现 、心灵与物质之间平等无差。 这也是佛家处理世间

一切事物的根本大法。这种“世间万物平等无差”的世界

观源于“你我的佛性或实相 (人或物的真实性)平等无差

别”这种大乘佛性理论, 因此, 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生活遭

遇在本质上也是无所差别的。

因此, 就佛家“不杀生”戒行与“放生”善举为例, 《梵

网戒经》称:“若佛子以慈悲心行放生业, 一切男子是我

父,一切女子是我母, 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 故六道众生

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之,即是杀我父母。”佛家如此解读

人生人事, 推而广之, 如果一个人对别人产生了忿恨 (不

爱) 、不信任(不善) 、不原谅 (不忍)等情感 ,那他首先就是

对自己产生了忿恨 、不信任和不原谅。反之, 对别人慈善

也就是对自己慈善。因此, 人们有什么理由对别人不慈 、

不善呢?

佛家慈善所具有的“大慈大悲”德心与“不二法门”德

性,并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心性论命题 ,佛家慈善正是

通过佛家之善这个“有形尺度” 来惠及社会。何谓“善”

字? “美口”也。所以, 将出于佛家的大爱用嘴说出去传

开来,让“无缘大慈”和“同体大悲”遍及人间, 这是佛家最

大的善举。为此,佛家将自己所施行的布施分为了财施 、

法施和无畏施三种并推崇法施。 这也是佛家慈善与儒

家 、道家慈善主要差别所在。

所谓“法施” , 就是佛家向凡夫讲解人情与事理之真

谛的行为。佛家将此视为“大善” 。就佛家世界观而言,

大乘佛教立足于“不二法门”去“无常 、苦 、无我(可以理解

为没有主体 、本体 ) 、不净”等人生烦恼 ,认为世间事物所

表现出来那些恒常 、快乐 、有我 、清净, 都应当随着因缘而

随聚随散, 如果刻意追求则会带来更大的烦恼。于是, 建

立于佛家这种世界观之上, 旨在体现佛家价值观的佛家

慈善必然也以“不二法门”的平等观去善解世间的一切不

平等(包括自己所遭遇的不平等) 。佛家的慈善观具有相

对的彻底性和本体性, 而佛家慈善行为也因此不再存在

任何“私我”的羁绊了。 因此可以说, 世间再没有比佛家

“不二法门”更能提供清澈 、彻底 、轻松的宽容 、包涵 、体谅

和信任了。显然, 佛家慈善远不止一种对社会公益的付

出,而更是一种对于崇高境界的追求。

今日中国净土宗流行, 其行善图报思想依然支持着

众多信徒去承传并弘扬佛家慈善精神, 以至于“财施”依

然成为佛家最主要的慈善内容。然而, 在“乐善好施”的

同时, 人们不应忘记佛家的一个基本观点, 这就是:“财

施”于社会虽然是广种福田, 但若无人真正通过“受施”而

“拔苦” 、或者受施者并非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施主(檀越)

们就依然不能积累任何功德, 更谈不上将功德积累到一

定程度而成为正报之因。反过来看, 因为别人“受施”你

才能够真正获得了功德, 这难道不是自己受惠吗? 所以,

佛家慈善的德性告诉人们:即使你曾经给予了别人钱财

或者其他帮助却被以怨报德, 也应当无怨无悔让自己的

心灵轻安。 这也是佛家慈善观所提出的另一项重要修

炼。

由上述梳理可见:佛家慈善本怀无疑构成了中华传

统美德的一个重要内容, 具有促进人类心灵和谐 、家庭和

谐乃至社会和谐的基本要素和积极作用。弘扬这种传统

美德,不仅有益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幸福, 更能净

化自我心灵,轻安解脱。然而, 问题在于我们能否真正地

慧解深义 、相机而用 、随缘而施。如果可能的话, 尽沐佛

泽 、修成正果就并非只是一种奢望了。 　

作者简介:余日昌, 哲学博士, 江苏省社会科

学院哲学与文化所副研究员。南京, 21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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