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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佛教文化的慈善精神
———纪念赵朴初诞辰１０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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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佛教是一种深沉而富有智慧的文化，它告诉 人 们，一 切 具 体 事 物 都 是 缘 起 的，都 是 有 条 件 有 原 因 的，因 此，
一切具体事物都是可以改变的，一切境 况 都 不 可 能 常 在。只 有 自 利 利 他 的 道 路 才 能 给 人 生 带 来 长 久 的 幸 福 和 安

宁。自利就是摄律仪，摄善法；利他就是以三种布 施 广 利 有 情。在 这 些 方 面，赵 朴 初 以 其 一 生 的 行 持，给 我 们 做 了

一个优秀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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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佛教文化内核———四圣谛

佛教认为，佛陀之所以出现世间，创立 佛 教，弘

传佛法，是因为这个世间充满了苦难，芸芸众生为种

种艰难困苦所煎熬而难以解脱。所以，佛陀要宣扬

自己领悟的道理，给世人指引一条摆脱困境、解除苦

难的道路。这个原理路就是“四圣谛”———“苦、集、
灭、道”。苦，指人生必定面临的困境和苦难；集，指

形成困境和苦难的原因；灭，指人生的困境和苦难可

以解脱；道，指解脱困境和苦难的方法和道路。
根据《阿含经》记载，佛陀成道后，初次说法，就

是在鹿野苑为五比丘及诸天神宣讲四圣谛，佛教称

之为“初转法轮”。“法轮”就是指四圣谛。为什么称

四圣谛为法轮呢？因为在印度古老的文化传承中有

一个说法，那就是，能够统一世界的伟大的王称为转

轮王，他 拥 有 轮 宝，能 摧 伏 一 切 怨 敌，无 往 而 不 胜。
今天我们从象征角度去解读转轮圣王的轮宝，它的

含义可以理解为公平正义的社会治理原则，可以遏

制社会不公，防 止 贫 富 两 极 分 化，保 证 社 会 稳 定 发

展。佛教宣扬佛陀是三界法王，用轮宝来象征四圣

谛，象征着解 脱 人 生 苦 难，促 进 社 会 和 谐 发 展 的 含

义。因此，根据佛教的说法，四圣谛这个轮宝不是有

形的，而是由“法”———真理所组成的。

据记载，佛陀初次说法时，“三转”四谛法轮———
从三个角度详细阐述了四谛；最后灭度之前，又三次

跟弟子们确认了四谛（《遗教经》）；然后再一次谆谆

告诉弟子们，能使自己解脱困境和苦难的方法，能使

他人解脱困境和苦难的方法，都包含在这四圣谛里

了，即“自利利人，法皆具足”，并且明确指出，四谛是

人类甚至于一切生灵的公器，应该代代相传，并与世

人共享，共同增进幸福和智慧，就等于是如来的法身

常住世间。
因此，在佛教看来，四圣谛就是如来的“法身”，

是佛法的核心，是佛教文化的灵魂，整个佛法和佛教

文化，都是 围 绕 着 这 个 核 心 和 灵 魂 而 建 立 起 来 的。
而这个作为公器的四圣谛，从一开始就涵盖了慈善

的精神。
二、佛教与慈善

什么是慈善？据字面的意思，慈，指人的恻隐仁

爱之心。善，指慈惠他人。所以，慈善，就是 指 以 恻

隐仁爱之心关怀他人，惠施他人。慈善是现代人的

说法，中国古代称为“乐善好施”，在这个词里，善和

施的意思是相当的。
根据“慈善”这个词的内涵，结合上面对佛法的

介绍，我们就可以知道，慈善是以解脱世间苦难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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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佛教的本质属性之一，只是，在习惯上，佛教一

向有自己传统的用语，不太使用“慈善”这个词。但

在当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佛教也与时俱进地开始使

用慈善这个词了。
所谓 佛 教 传 统 的 用 语，就 是 大 家 所 熟 知 的“慈

悲”和“布施”这两个词。
慈，已如上述，就是仁爱，它在佛教里的深意，是

要给他人带来安乐。
悲，《说文》训 为“痛”（“悲 痛”一 词 是 二 字 的 连

用），但在佛教里，它还有更深刻的含义，那就是“同

体悲”的意思。所谓同体悲，就是，别人的痛，众生的

痛，都如同我自己的痛一样，就好像大家是同一个身

体，痛在你身上、他身上，痛在你心里、他心里，就如

同痛在我自己身上、我自己心里一样，所以叫做同体

悲。在佛教菩萨道的精神里，菩萨道的修行者是有

同体悲心的，所以，对于菩萨来说，解救他人的痛苦，
解救众生的 痛 苦，就 如 同 解 救 他 自 己 的 痛 苦 一 样，
“如救头燃”。这就是同体悲的深意。

以上两重意思，概括起来说，就是人们熟知的那

一句“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大智度论》）。在这里，
慈相当于仁爱，悲相当于恻隐。所以，今人对慈的解

释，实际上可以说大体上已经包含了佛教所说的慈

悲的含义。因为有慈悲心，所以当它流露出来的时

候，就自然会体现为去帮助他人，去布施。
布施利他，在佛教里，有三种境界：一为财施，二

为法施，三为无畏施。
财施，顾名思义，就是把财物布施给需 要 的 人。

今天中国的很多佛教团体都成立了“慈善功德会”，
募集财 物，扶 贫 助 困，助 学 救 灾，施 医 送 药，救 死 扶

伤，恤孤养老，这些都是在广行财施。当然其中也蕴

涵了法施和无畏施的深意。
佛教所说 的 法 施，用 现 在 的 话 讲，就 是 传 播 真

理，弘扬真理，在佛教里主要就是指把佛法的四圣谛

真理传播到人间去，使更多的人能够自觉地远离苦

难，解脱困苦。现在有一种扶贫的方法，就是不单纯

资助财物，而是教授劳动的技巧，谋生的手段，旨在

使贫困地区的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努力，自力更

生地脱贫致富。这是一种更长期、更有效、更根本的

帮助贫困 地 区 脱 贫 致 富 的 方 法。这 是 一 种 文 化 脱

贫、制度脱贫的方法，佛教的法施也是这个道理，要

让人通过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而从根本上解决人

生的困苦。
佛教所说的无畏施，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当人们

通过对“四圣谛”的认识，提升了应对烦恼的智慧，建
立了对未来的信心，具备了从根源上化解和战胜一

切苦难的身心力量之后，他们就不再畏惧一切人生

的艰难困苦，他就能达到无所畏惧的精神境界。当

他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就是实现了法布施的终极目

标，这是佛教文化提倡的布施的最高 境 界———内 心

极大解放，获得了彻底的无所畏惧。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说：“菩提萨多依般若波

罗蜜多故，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远离一切

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讲的就是菩萨通过智慧波罗

蜜的修习而达到了无所畏惧的境界———他从佛法那

里获得了真正的无畏之施。佛教文化里人们喜闻乐

见的菩萨———观世音菩萨，他在此娑婆世界 就 被 称

为是“施无畏者”（《法华经》）。他是佛教文化慈善精

神的人格化。佛教以为，不管人因何种原因限于物

质的匮乏或者精神的紧张之中，都应尽一切可能去

解脱他的悲苦，增进他的智慧，把人从恐惧或绝望解

救出来。
三、赵朴初的慈善事业

今年是赵朴初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作为著名的

爱国宗教领袖、民主人士、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书法

家、诗人，他 一 生 的 成 就 和 贡 献 是 巨 大 的 和 多 方 面

的。为了表达对他的怀念，我们想略谈一谈赵朴初

的慈善事业这个话题。
回顾赵朴老一生的慈善事业，可以看到，他在三

种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方面，都留 下 了

不朽的业绩，而且总是能巧妙地把这三者结合在一

起。
赵朴初出身于四世翰林的书香世家，家中素有

乐善好施的传统，少年时代便萌发了佛教信仰。后

来在上海，在关炯之居士的引导下，开始从事佛教事

业，进而又从事慈善事业。
他曾在七七事变后，作为“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

救灾会”常务委员而从事救助难民工作，不惧艰险，
救助了大批难民。又集中青壮年进行抗日救亡教育

和军事训练，让 有 劳 动 能 力 的 妇 女 组 织 生 产 支 前。
后又冒生命 危 险，克 服 重 重 困 难，与 新 四 军 取 得 联

系，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青壮年难民分批送到新四

军总部。

１９４０年关炯之 在 上 海 成 立 净 业 流 浪 儿 童 教 养

院，请赵朴初任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那些流浪儿

多因战乱而流浪街头，沾染了许多社会上的恶习，以
至于犯罪，因此，赵朴初在教育这些孩子、纠正社会

给他们带来的缺点、教他们怎样做人方面倾注了大

量心血。《赵朴初文集》第一卷所收长文《流浪儿童

教养问题》就是这些心血的写照和结晶。他还常常

邀请从事少年犯罪研究的严景耀到孤儿院来，一起

想方设法，把这些孤儿培养成材。他也因此与严景

耀、雷洁琼夫妇成为终生不渝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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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年，儿 童 教 养 院 改 组 为 上 海 少 年 村，朴 老

任村长，后改为常务理事。许多孩子在少年村入了

党，参加了解放军。他们在离开少年村后，朴老还经

常给他们写信，告诫他们：“千万不要忘本，要永远为

广大的劳苦大众谋利益。”
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前夕，上海各界人士成立

了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赵朴初任总干事，供给

贫民饮食，维护治安，收容难民和国民党扔下的伤兵

游勇。
上海解放后，朴老担任华东区民政部领导，负责

华东生产救灾委员会的工作，为上海和华东地区的

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上海有游民

６０万，包括乞丐、吸毒者、娼妓等。朴老在解放军的

帮助下觅地建棚安置，给予衣食，医治疾病，教授技

艺，使这些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０年，华 东 地 区 的 皖 北、皖 南、苏

北等地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上海、南京等大城

市还经常受到空袭，使灾情进一步加重。市民政局

与上海慈善团体组成了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生产救

济委员会，朴老任副主任委员。这年冬，在上海还成

立了冬令救济委员会，朴老也是主要成员之一，从事

劝募、施 济、工 赈、收 容 工 作。疏 委 会 和 冬 救 会 到

１９５０年３月正式结束，资助疏散了２万多人。
１９５０年３月上海市成立了生产救灾委员会，朴

老任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赈

灾活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又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

上海分会，陈毅任主席，朴老任副主席。在救济工作

中，经朴老手的钱物不计其数，但他始终两袖清风。
周恩来总理曾感叹：“赵朴初长期在慈善团体工作，
做到一尘不染，真是难得。”
１９５２年 以 后，朴 老 开 始 专 门 从 事 佛 教 工 作。

１９５３年５月，中 国 佛 协 成 立，他 当 选 为 副 会 长 兼 秘

书长。以后，终其一生，为探索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相适应的道路，以极大的耐心、智慧和热情，做了大

量工作。特别是在“文革”之后，经过深思熟虑，他在

１９８３年中国佛协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

《中国佛教 协 会 三 十 年》的 工 作 报 告，就“当 今 的 时

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的问题，指出：“我认为在我

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我们提倡

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
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要自觉地以实现人间

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
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这个主张

为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指引了一个光明的方向，直

到今天，依然引领着中国佛教前行。
朴老并非豪富，但他总是竭力从他自己有限的

财物中挤出 可 观 的 一 份，援 助 给 迫 切 需 要 的 地 方。
１９８１年，他 获 日 本“传 道 功 劳 奖”，奖 金 连 贺 礼２０８
万日元；１９８５年他又获“庭野和平奖”，奖金２０００万

日元，并其他各种捐赠，他都分文不动，交给中国佛

教协会，用于救济、弘法等事业。有人统计，在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朴 老 个 人 共 为 社 会 捐 助 人 民 币２４０
万元。
１９９０年，他回到阔别６４年的故乡，看到故乡许

多人生活贫困，当即拿出２万元，１万元设立拜石奖

学金，１万元用于扶贫事业。此后，几乎每年都要寄

回一笔钱，用于奖学和扶贫。
１９９１年，安徽发生洪灾，他筹措了４０万元的款

物捐给灾区，又个人给老家寺前镇捐款１．５万元。
１９９１年，他为太湖县望天乡文楷小学捐款１万

元，资助建校。
１９９２年，寺 前 镇 发 生 一 起 特 大 沉 船 事 故，他 从

报上获悉后，捐款２万元，并致信家乡父老：“遥祝迅

速克服困难，多难兴邦。”
１９９６年夏，太湖再遭洪灾，朴老捐出５万元。
１９９８年 夏，长 江、嫩 江 流 域 发 生 百 年 不 遇 的 大

洪水。身居病室的朴老寝食不安，多次批示中国佛

协有关领导，要积极开展赈灾活动。中佛协在北京

举办赈灾书画义卖活动，９２岁高龄的朴老不顾病体

参加了在广济寺举行的开幕式，带头捐出６幅作品，
卖得１８万元。据 不 完 全 统 计，１９９８年 中 国 佛 教 界

共为 慈 善 事 业 捐 款４０００多 万 元，中 国 佛 协 被 评 为

“全国抗洪救灾先进单位”。
１９９９年 岁 末，天 寒 地 冻，朴 老 再 次 为 家 乡 捐 款

１０万元。为了让贫苦群众过个好年，他将这笔钱委

托中国红十字会换成大米，发放到乡民手中。
这些都是他竭尽所能的财施①。
结语

佛教是一种深沉而富有智慧的文化，它告诉人

们，一切具体 事 物 都 是 缘 起 的，都 是 有 条 件 有 原 因

的，因此，一切具体事物都是可以改变的，一切境况

都不可能常在。只有自利利他的道路才能给人生带

来长久的幸福和安宁。自利就是摄律仪，摄善法；利
他就是以三种布施广利有情。在这些方面，朴老以

其一生的行持，给我们做了一个优秀的榜样。我们

在怀念他、纪念他的同时，应该秉承他的慈善精神和

事业，把三种布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社会的和谐

和人类的福祉多作贡献！

　　①本节参考朱洪：《赵朴初传》，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佚名：《但愿众生得离苦———赵朴初与慈善事业》，凤凰网，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１日；阎明
复：《赵朴老，我做慈善工作的楷模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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