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认识自己的哲学  

  

悲智愿行   

北马第三届佛青训练营营训 

    承诸位的好意，今天本营开课，要我先来讲营训。管训是一个重要的 课题，因它是开办本营的宗

旨，亦是立定一个训练的目标。我们要训练甚  ？要学习甚 ？「悲、智、愿、行」四件事，正是答覆了

这个问题。 

    佛法深广，浩如烟海，茫无涯 ，难穷底蕴；但由悲智愿行四件事， 亦可略窥其梗概。又若从

「大悲观音、大智文殊、大愿地藏、大行普贤」 ，四位菩萨的行动来说，这亦足以表达了佛法的深义，而

显出了佛教的精 华。  

 

一、悲 

 

    悲、是慈悲。所谓「慈能与乐，悲能拔苦」。从世法与佛法分析这个悲，约有五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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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偏狭悲：是虽有悲心，偏狭而不广阔，又同情自己亲人的苦难，加 以救援；对非亲人，就缺乏

同情；若是怨敌，更加漠视，或置如罔闻。  

    2.界限悲：这种慈悲心，已由同情亲人而扩展到同情救济同姓的苦难 ，同教的苦难，或同国的苦

难；非同姓、非同教、非同国的苦难，不加救 济，或救济的成份很少。这种悲心，一般人，及一般宗教者

都是有的。  

    3.生缘悲：是缘一切众生的苦难而生起的悲心，即是见到他人苦难， 心[?过，专为一般具有善心

的人所共有的。孟子所谓「侧隐之心，人皆 有之」，就是这种悲心。  

    4.法缘悲：法、指缘起之法。众生皆从十二因缘法而生起，流转生死 ，轮回六道，为怜其苦，起

悲愍心，同情救援，而说「无明灭则行灭，行 灭则识灭」乃至老死， 一切忧悲苦恼俱灭，则涅盘现前，

使之得大解脱。  

    5.同体悲：听闻佛法，了解佛与众生，同一佛性，其体平等，我即众 生，众生即我，度众生安乐

等於自己安乐，救他人苦难等於自己苦难，心 无分别，冤亲一如。此种慈悲，即佛菩萨所运用的「无缘大

慈，同体大悲 」，为我们今天所应训练，所应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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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   



    智是真智，其妄识对立。众生妄识用事，故事事虚妄；诸佛大觉，转 识成智，惑尽情空，得大自

在。  

    1.在三世时间上说，佛有「三达智」，能通达过现未来三世事物的智 慧。如本生本事经，佛说自

身及众弟子前世的事情，为通达过去智慧；牧 牛法经，对牧牛郎说现实的牧牛方法，为通达现在的智慧，

法华授记品等 为菩萨声闻弟子的授未来记，可通逢未来的智慧。  

    2.在修学过程上说，智有三类：A.一切智，是了悟诸法真空理性的智 慧，亦名真谛智，声闻得

之，耽空趣寂；普通哲学宗教揣测玄想的智慧近 似之。B.道种智，是了悟世俗一切差别诸法的智慧，亦名

俗谛智，菩萨得 之，化导众生；普通一般科学技艺的分析、推比的智慧近似之。C.一切种 智，是综合性

相的中道智慧；盖一切智悟真理，道种智了俗事，此智则知 总别，透视真俗，是宗教上直接体验的现量

智，菩萨分证、诸佛圆具。  

   3.在性质上说，有「如理智」和「如量智」的两大智慧。如理智在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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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真实义品说是「如所有性」，如诸法之所有，契入其理，穷其底蕴，亦 名根本智。如量智，该品谓是

「尽所有性」。尽其所有事物的边际，无所 不知，无所不晓，亦即後得智。  

    4.在染净上说，有「有漏智」与「无漏智」。前者是世间智，杂染的 ；後者走出世智，清净的。

现在我们学习佛法，洗链智慧，就是扬弃世间 染污的有漏智，争取出世清净的无漏智，断惑证真，趣大菩

提。  
                      

三、愿 

 

    愿是愿望，也是意欲中争取的目标。学佛须有目标，始能循序前进：否则漫无目的，难达成果。 

    愿有通愿和别愿：通愿、即「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

成」的四大宏愿，每个学佛行者，皆须具有此种宏愿，才能修大行，证大果，普度有情。 

    别愿，如弥陀四十八愿，药师十二大愿，观音的「寻声救苦」愿、地藏的「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

狱未空、誓不成佛」等皆是别愿。 

    在地藏经中说，地藏菩萨过去为长者子，看见狮子奋迅佛相好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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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知是由救度罪苦众生培福报而来，遂发誓愿「度尽罪苦众生，方成佛道 」。又他过去也为小国王时代，

曾与一邻国国王为友，同行十善，教化人 民；而人民多造恶业，无法调治，於是邻王即发愿自己先成佛

道，然後再 来度此恶众；而他则发愿先度罪苦，後自成佛。又在过去时代做婆罗门女 和光目女，皆为度

母成功，便发大愿要普度罪苦众生成佛，然後他自己才 成佛。  

    此种自己未度先度众生，自苦未除先除众生之苦，皆为独特的大愿， 我们现在学佛的人所应钦

仰、所应效法！  
  
四、行 

 

    行、是修持的行门。每一学佛的行者，皆有他的学佛的行门。现在普贤菩萨即为专修大行者，在华严

经行愿品中说有十大行愿：自第一愿礼敬诸佛至第四愿忏悔业障，偏重修自利行：第五愿随喜功德，至第

十愿普皆回向，则侧重修利他行。能修十大愿行，便可完成二利的功德。 



    在十愿中说得最精彩，我觉得有二点值得提出来：第一点是第三愿「广修供养」，在香、花、财、法

等诸供养中，强调以「法供养」的功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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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最上，因佛出现於世，无非为说法度生，绍隆佛种，故供养法，即顺 於佛意。百孝莫如一顺，故功德

最大最尊。 

    第二点是在第九愿「随顺众生」中，强调学佛者以随顺众生为最重要 ，以众生譬如树根，诸佛譬

如花果，无众生的树根，菩萨无从修行，则诸 佛的花果亦无著落了。如文云：「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

随顺供养诸佛 ；若於众生尊重承事，则为尊重承事如来；若令众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 来欢喜。何以

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於众生而起大悲，因於 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又说：

「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 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由此可 

知我们学佛，必须随顺众生，使众生欢喜，才能度脱众生；若与众生结怨 结仇，睚视必报，那还是俗汉，

不能算是佛教徒了！ 

    菩萨发菩提心，以大悲水灌溉众生的树根，始能成就诸佛的智慧花果 。所以今日的训练营，最重

要的课题，是要训练各人发菩提心的大愿，上 求佛道的大智，下化众生的大悲，以圆成普贤十愿的大行！

本营以「悲智 愿行」为训，其意在此，希各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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