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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  菩萨的四摄法 

 

    菩萨梵语「觉有情」，即是觉悟的众生，因他能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是自利，须

修习上面说的五德；下化众生属利他，须修习四摄的法门。 

 

    一、布施摄：有财施、法施、无畏施。即在经济上，学识上，精神上帮助他人，叫做布施。你要摄化

他人，心须自有方法。你将财力、学力、体力帮助他人，对方受了你的恩惠，对你自然发生好感，信仰你

所说的话，听从你的指挥。就是不大合情理的话，他都会迁就，何况你说的是合情理的正法。人是感情的

动物，帮助他人是最能联络感情的。有了感情，做事就顺利，举办义务教育，以及福利社会的慈善事业，

都是属於布施摄众生的法子。发菩萨心学佛的人，於此不可不注意及之。 

 

    二、爱语摄：就是用极和爱的话与人谈论，使人听之入神，引之入胜。和爱的话，可以包括三种： 

 

(A)慰喻语，要是有人生病或受到灾难，受到恐怖，不好幸灾乐祸，须要用慈爱和悦的颜色和话语去劝勉

他，使他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虽然没有多大的力量帮助 他，但这温柔的言语，同情的态度，也可以使他感

激你，和你发生好的感情。 

 

(B)庆悦语，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就是坏人也有好的地方。凡有好地方，我们都应该赞叹他，鼓励他，激

发他，使之欢喜，即是助成他向好的地方发展。就是坏 的人，也会因此走上好的途径。 

 

(C)胜益语，是使听了你的话，可以辗转增胜增益。如 得少为足的人，你可以勉励他，使他再进一步地求

胜。能布施的引之再持戒；学小乘的开导他再学大乘。这些话，都属於胜而益善的。有时不但以柔语劝

勉，也可以 硬语呵责，使之感悟，励精图治，只要态度诚恳，都可以摄化他，使他能接受你的好意的教

导。 

 

    三、利行摄：是自己做的事情，使人得到好处，便是有利於行。父母教养子女，注意子女的身心利

益，自能获得子女的孝顺；老师教导学生， 如处处为学生的利益著想，也必能得到学生的信仰；长官能顾

到部下的利益，也会得到部下的拥戴；菩萨能随顺众生，为众生的利益做诸善事，自然也会得到众生的 感

荷，而来服从他的化导。 

 

    从前欧洲有个特长於养野兽的人，整天与狮虎为伍，野兽也不伤害他。有 人问他的缘故，为何不被狮

虎所伤？他说：「这有甚么奇怪，你待它好， 没有伤害它的意思，它自然也会服从你的指导，不会伤害你

了」。野蛮的兽群，亦可以感化服从，何况说是人类？所以菩萨要摄化众生，就不可不注意利行的工作。 

 

    四、同事摄：和社会各阶层的人去共同做事，共同担任工作，共同生活，共同甘苦。譬如说：你没有

过商人生活，你说的话商人未必都懂，都接受，你没有过农夫生 活，你说的语，农夫也未必都懂，都信

受。所以菩萨为了方便度人，示与各阶层的人物共同生活，共同任事，潜移默化，得到成功。观音大士三

十二应身，地藏大士 和弥勒大士的化身千百亿，都是 菩萨示现和众生同事的模样。  



 

    这四个法子，实是摄受人，领导人的最根本最好的方法；就是世间人事，也不能违反这种原则。我们

能以此来宏扬佛法，摄化众生，一定很容易见效。自己虽然修行 佛法，或教化人，而说的话不能感动别

人，不能使更多的人信受，原因何在呢？一定是自己没有学到这四种方法，或虽学而没有做得好。这是自

己可以考验得出来 的。  

  

    问题练习：  

    1.下化众生应该修习甚么方法？  

    2.布施怎么会摄化人？  

    3.爱语怎么会摄化人？  

    4.利行怎么会摄化人？  

    5.同事怎么会摄化人？  

    6.自己的说话不能感化他人，原因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