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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耶對話

一一從基督宗教的角度看《大乘莊嚴經論》的菩薩悲心l

顧柔燕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博士研究生

一、導育

基督宗教因其至高的信仰表達「上帝是愛」被視為「愛

的宗教J 0 í愛J 首先表達在上帝對他的一切創造物的無

限的無條件的愛，然後表達在耶穌的兩個最大使命:愛你

上帝並且愛他人如己。佛教中與基督宗教相對應的至高信

仰表達可以「慈悲J 來理解。「慈悲J 在佛教傳統中分兩

個概念和內涵: í慈J (梵文 mai肘)和「悲 J (梵文 k訂閱ã) 。

無論是南傳佛教還是北傳佛教都強調「慈悲」之殊勝，尤

其表達在「四無量心 J (慈悲喜捨)中。「慈」的涵義在

上座部佛教的注釋乃「帶給(同朋)利益與安樂的願望;

「悲」乃 í (由向朋)除去不利益與苦的願望J ; 2在大乘

佛教中也如此被繼承，如龍樹的《大智度諭》諭到「慈」

和「悲 J : í慈名愛念眾生，常求安穩樂事以繞益之。悲

名懸念眾生，受五道中種種身苦心苦J ; 3 í大慈與一切眾

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大慈以喜樂因緣與眾生，大悲

1 由於篇幅研限，筆者在拙文《佛耶對話一-f悲心」與「悲憫」的相互光照:> (香港中

文大學神道學碩士論文， 2015) 中對本文某些論點和思想作了更進一步的討論和闡釋。

在此，亦誠摯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賴品超教授的指導和與筆者的討論。

2. 中村元著，江支地諱， <:慈悲:> (香港海嘯出版事業， 1997) ，頁的。

3. 龍樹， <:大智度論》卷二十，見《大正新倚大藏經》第二十五冊 No. 1509 

(ht中:1/1甘ipitaka.cbe個 orglT25n1509_020 ' 2016 年 6 月 7 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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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離苦因緣與眾生。 J 4由此可見， I慈J 和「悲」所指之

內涵是有所不同的。大乘佛教尤其強調「悲心」在其宗教

精神的動機和基礎的根本性，突顯的是對他人處於痛苦當

中的感知並要幫助和教渡別人脫離痛苦。

學者在比較佛教和基督教至高的宗教情感，一般以

k訂閱ã (悲心)和基督教的卸的η(愛)為平行的概念作對

話和比較。基督宗教中除了有「愛J 的觀念外，亦有「悲

憫J 的觀念，或者， I憐憫J (oTTMγX間， OLKTLρμol)的

概念(英譯一般為 compassion) ，並且同樣主要用於表達

讓別人脫離痛苦的內燭。在基督宗教中對「悲憫J 的探討

相對於卸的η來說較少，佛耶對話中也較少注意 k缸問a 和

στMγχ閥、 OLKTLPI-lOL的比較和對話。實際上，基督教中談

到的悲憫與佛教的悲心的基本內涵是共遁的，都表達了對

痛苦他者的同情共感，並通過行動幫助和教度他者脫離痛

苦。本文試圖通過分析大乘佛教傳統中的一部經典《大乘

莊嚴經諭》第十七晶 29-64 節所論的大乘菩薩的「悲心」

嘗試從基督宗教的角度進行反思，並將基督宗教對「悲憫」

的某些向度的理解，與大乘菩薩的「悲心J 作對話，為佛

耶兩宗教在關於「悲憫之愛J 上提供更豐富的視角。 5

二、《大乘莊嚴經論》對「悲心」的闡釋

菩薩大慈大悲精神可謂是大乘佛教精神的核心。《大

乘莊嚴經諭> (Mahãyãna-sutrãlamkãra) 更是解說修持菩

薩遁的瑜伽行派諭典，其內容詳盡地解說大乘菩薩由發

4. 龍樹， <:大智度諭》卷二十七 (http://tripitaka.cbeta.org!T25nI509_027 ' 2016 年 6 月 7
日瀏覽)

5 佛教對「慈悲」有具體的「慈心」和「悲心」的細分，因此，本文以「悲心」明確指代

kar四五;而基督教中的σ前áyxvα (Q1TλU")'XVL(Oμ恥)和OlKTlPμOL (01阱。s) ， 中文翻譯多

是「悲憫J ' I憐憫 J ' I同情J '本文將以「悲憫」作為漢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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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登遁入地，成就果位的修行。《大乘莊嚴經論》在藏

傳佛教中有看不斷的教修傳承，宗哈巴大士的《菩提道吹

第論》廣泛引用此《經論》作其補充印證。 6無論從文本的

內容及其在大乘佛教的傳承修習上， 1;大乘莊嚴經論》所

論的菩薩的悲心在理解大乘佛教的精髓是其有代表性和參

考性的;並且此經對於菩薩的悲心在理論上作了淋漓盡致

的論說。關於此經的作者學者多有爭論，一般認為經文乃

彌勒或無著所作，注釋部分則為世親所著。 7根據法國學者

萊維 (Sylvain Lévi) 於一九0七年在尼泊爾發現的梵文寫

本，其分為二十一品(唐波羅煩蜜多羅的漢譯本則分為二

十四品) 0 8本文將根據梵文及其英譯本，而相關詞彙的中

譯則依唐古譯。9梵文及英譯本中的第十七品的第 1-28 節分

別論述了「供養J ' í親近」和「四無量，心 J (四梵住)

其中的第 17-28 節論述了四無量心的慈、悲、喜、捨，第

29-64 節則是重點論述四無量心的「悲心」。因此，本文所

集中討論的文本是第十七品的 29-64 節的三十五節經文。

6. í {大乘莊嚴經諭》有唐代波羅顧蜜多羅漢諱，但在漠地佛教中鮮有問津，其在藏地頗
有闡揚，如阿底峽尊者的《菩提道燈論} ，宗哈巴大士的《菩提道iX第諭} ，剛波巴的

《解脫莊嚴寶論》乃關揚此《經綸} ;另外，藏傳薩迦派有《賣畫疏} J '參彌勒菩薩
造頌，實僧譯， {大乘經莊嚴論寶寶疏諭} (台北 盤逸， 2002) ，頁 1 0 

7. 釋善音在他的< {大乘莊嚴經論修行品》初探〉一文中歸納了歷來學者對其作者的不

同說法，參釋善音， < {大乘莊嚴經論修行品》初探> '載《中華佛學研究}03 (1999) , 

頁 19-41 (h扯:p:llwww.chibs.edu.tw/ch_html/chbs/03/chbs0302.htm#nfJ ' 2015 年 4 月 10 日
瀏覽)

自 〈大乘莊嚴經諭)，見《大正新情大藏經》第三十一冊 No.1604(ht中仇r.rww巳be祖 orglresultl

T3 1月31nI604.htm' 2016 年 6 月 7 日瀏覽)

9. 本文根據梵文寫本的英譯本有如下 Maitreyanãtha/ Ãryãsanga, The Universal Vehic/e 

Discourse Literature Mahayanasutralam如肘" together wi出 its commentary by Vasub祖dhu

Translated from 也e Sanskr泣， Tibetan，個d Chinese (ed. Robert A. F Thurman; New York: 

American Instìtute ofBuddhìst Studìes, 2004) ; Aryãsanga, Mahay伽囚utralamkara (Sans訂it

Text and Translated into Englìsh by Sure區Ia Vijay Linmye; Delhi: Indian Books Centre, 

1992) Gadjin M. Nagao,“The Bodhisattva's Compassion Describe in the 

Mahayanasutralamkara", in Jonathan A. Silk (ed.), Wisdom. Compassion, and the Searchfol 

Understanding: The Buddhist Studies Legacy of Gadjin M Nagao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Pr臼s， 2000), p. 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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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十五節經文並有世親為每一節經文的注釋，論述了「悲

心」多方面的內涵。

1. r悲樹」的比喻與苦樂闢傑

第 36-40 節經文用了「樹」的比喻來講述大悲心在菩

薩精神中的位置以及與其他美德的關保論到: ["大悲樹應

知以六事成就。一者悲心，三者忍辱，三者思維，四者勝

願，五者勝生，六者成熟，此即是根莖枝葉華果六位。此

樹以悲為根，以忍辱為莖，以利益眾生思維為杖，以勝生

愿為業，以所得勝生為華，以成熟眾生為果。 J 10此處以樹

的比喻說明了菩薩的悲心乃是一切之根本，亦是成就其他

功德和美德的根本。經文亦繼續論到沒有悲心，則無忍辱，

無忍辱，則不能起利益眾生之思維，如此類推。 11悲心之樹

的比喻形象地說明「悲」為菩薩道之根，亦即大乘菩薩精

神的宗教動機的基礎和根本乃是出於一種對眾生受苦的悲

憫以致救渡受苦者離苦得樂的利他精神。

何以大乘佛教以「悲心」為根?經文並沒有對此作說

明。不過我們嘗試分析悲心與苦樂的關僚，或許可更深理

解大乘佛教對苦 (duhkha) 的看法與「悲」的關係。首先，

如導吉所論的， ["悲心 J 作為一種宗教情感，其內涵正正

是對痛苦的感知而生的，此種由感知受苦者而產生的共感

同情引發一種救渡受苦者離苦得樂的利他動機和行為。由

此，如果「悲心J 為根，那麼，痛苦的存在和對痛苦的感

知便是生出此根之芽。由此便可理解為何佛教信仰體系的

10 唐譯《大乘莊嚴經論》偈日 「悲忍恩愿生，成熟iX第說，大根至大果，悲樹六事成。」

( <:大乘莊嚴經論》卷九 Chttp://tripitaka.cbeta.org/zh-cnlT31nI604_009 ' 2016 年 6 月 7
日瀏覽) 0) 

11 唐譯《大乘莊嚴經論》偈日 I無悲則無忍，如是六次第，勝生若不得，成熟眾生無。」

( <:大乘莊嚴經論》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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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一一四聖諦(苦諦、集諦、滅諦、道諦)的第一諦是

苦諦。對世間苦的存在的洞察和轉化便成為智慧和慈悲的

生起的「芽苗」。這一點，在此經經文第 63 節談到悲心的

生起是來自對三種感受的認知加以印證一一快感 (pleasure) , 

苦感 (pain) ，其兩者的中性 (neutral) 。世親在注釋中說

到，這三種感官本質上是苦。哪怕既不是快感也不是苦感

的狀態其實是兩者的連接，這種中性狀態也會導向快感或

者痛苦，亦即潛藏著快感和苦感。佛教對於這三種感受的

痛苦本質的理解認為快感由於是無常必然變化的，因此本

質上是痛苦;痛苦的感受自然是痛苦的;而不快不苦的感

覺內在於所有存在中，因為這種中性的感覺狀態並不是對

苦樂感官的捨棄和超越，而是擁有潛在感覺和意念的感官

狀態，並會導向兩邊。 12菩薩的悲心實際上是從對痛苦的深

刻感知中產生的，菩薩的悲心意昧著對快感享受的無貪著

和解脫，同時也是對痛苦感受的解脫。世親對菩薩悲心的

平等性注釋也說明因為菩薩體證了三種感覺本質上是痛苦

的，因此，菩薩對無論是在快樂的，痛苦的，還是中性感

受的狀態中都是無分別平等地悲憫。

這種對痛苦的直觀是對輪迴的徹底的洞察，第 33 節說

到: r擁有悲心的人，觀察到世界的本質是苦，並且他自

己也經歷著這痛苦，但是，他知道離苦得樂的方法，並且

因為他擁有悲心，所以他並不會被痛苦所耗盡。」菩薩不

僅不會為痛苦所耗盡，出於悲心，菩薩接受痛苦; r 因為

出於對眾生的憐憫，菩薩仍舊在輪迴中輪轉，還有甚麼痛

苦他不能接受呢? J (第 49 節)事實上 3 所有的痛苦就是

輪迴的痛苦，悲憫的菩薩連輪迴都接受，更不用說其他的

痛苦。菩薩的悲心乃是實現離苦得樂。對於悲心與「苦」

12. Nagao,“The Bodhisattva' s Compassion Describe in 血e Mahayanasutra1amkara",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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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樂J 的關係，第 46 節論到: r出於眾生和菩薩本身能

離苦得樂的願望，因菩薩的悲心而遭受的苦一開始使得他

恐懼 3 不過當他深入觀察這苦時，痛苦便轉化為快樂

( delight) 0 J 叉，擁有悲心的菩薩，因眾生的痛苦而痛

苦，因眾生的快樂而快樂(第 52 節)。菩薩的快樂是基於

出離的(renunciation) 悲心，這種快樂不同於凡夫自我滿

足而得之快樂，而是給予之樂，幫助眾生之樂，為覺悟而

積攪資糧之樂(第 61 節)。悲心能轉苦為樂，生出無量的

快樂(第 41 節) 。論到悲心而來的無量的快樂，第 47 節

表達了悲心的受苦 (compassionate suffering) 甚至超越了一

切世間之快樂: r因悲憫而來的受苦超過了一切世間的快

樂，連那些達到他們的目標(阿羅漢)所得到的快樂，也

無法比擬菩薩受苦而來的快樂，更不用說其他世間的快樂

了。」這襄區分了三種層吹的快樂，一乃世間之快樂，本

質上痛苦;二乃阿羅漢涅槃之樂;最高乃由悲心受苦而來

之樂，具有超越世間一切苦樂的無上之樂。

2. 意心之愛的超越性

佛教中關於「愛J 的梵文詞彙主要是: kãma 、 rãga'

指具有強烈慾望的愛，也指代性愛;類似地，俏。a 意指渴

求，渴望，貪求; sneha 指一般意義上的喜愛，喜歡; mai回

則是四無量心中的「慈J '慈愛 ;k訂閱5 則是悲，悲憫。 13

《大乘莊嚴經論》論到的最殊勝的愛乃是菩薩悲憫的愛

(karw;tã-sne恤， compassionate love) ，或者說，由悲心而發

出的愛是最殊勝的，是超越世間(臨的mundane) 而圓滿的。

從梵文 karun

13. 參 Fran國in Edgert咽， Buddhist Hybrid Sa即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Delhi: Mun油iram

M祖oharlal，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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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同於一般的愛 sne拙，而是悲心之愛。在世親對第 43

節的注釋中，他把愛區分為三種層吹:一是世間之愛，如

父母對于女之愛，世間之愛並不圓滿因為其中包含著渴求

和貪愛;二是，屬世間的悲憫之愛 ;14三則是菩薩圓滿的悲

心之愛。 15為何菩薩悲心之愛最為殊勝圓滿，第 44 節又說

到: I眾生在無明的苦海和黑暗中，菩薩出於悲憫之愛欲

度眾生離苦得樂，怎麼不是最為殊勝圓滿的呢? J 這襄經

文和注釋都特別強調菩薩悲心之愛是超越世間。

大乘佛教菩薩悲心的超越性更體現在對輪迴和對涅槃

的同時超越，前者體現無上的智慧(般若， praJ益ã) ，後者

則是對眾生的悲心。世親論到菩薩擁有至高的智慧，因此

他不會被世間的痛苦而折磨;對輪迴的實相有徹底的理

解，他也不會厭惡世間，因為他對眾生有無上的悲心。因

此，他不會執取涅槃寂靜，也不會執取世間輪迴。菩薩的

悲心使得他不離輪迴，不住涅槃( aprati~thita-nirvã咽，

aprati~tha 意指不居住，不執;菩薩的大悲心願力使他技生

於輪迴中，論到不離輪迴， <:成唯識論》說到「留煩惱障，

助願受生J ， 16煩惱成為了菩薩悲心的行動的因緣。兩個不

執取的概念在梵文中的表達就更清晰具體了: aprati早thita

sarp.sãra -nin旬a 0 長尾雅人把菩薩的兩不執取理解為上升

14. 對於第二層次的屬世間的悲愛，有學者認為指的是還在修行的過程上而未達至完滿，因而

乃屬世間，長尾雅人 (G叫jinM種 Nagao) 論到對此有學者認為指的是還在修行的過程上而

未達至完滿，因而乃屬世間，參 Nag帥，“The Bodhisattva's Compassion Describe in the 
Mahayan師耐心mkara" p. 17, n. 39 '筆者認為， {大乘莊嚴經諭》世親的注釋中多把菩薩

與聲閩、緣覺比較，後兩者劣於菩薩，認為聲問緣覺也沒有菩薩悲心之愛。由此，這第二

層次的悲愛可從此角度理解。

15. 參唐譯本 「貪愛非無障，世悲亦世間，菩薩悲愛起》障盡亦過世。釋白。悲愛最勝自

有二義。一者障盞，二者過世。愛親等貪則自體是障。行世間悲髏雖非障而是世間。菩

薩悲愛自體障盡而復過世，故為最勝。 J ({大乘莊嚴經論》卷九，第二十晶。)

16. Gadjin M. Nagao,“The Bodhisa社va Retnms to This Wor1d", in Mãdhyamika and Yogãcãra 

A Study of Mahãyãna Philosoph間﹒ Collected Papers of G.M Nagao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ofNewYorkPress, 1991), p. 31. 

351 



顧柔燕

(ascent) 和下降 (descent) 的兩個過程:上升的過程對世

間輪迴的否定和出離，是對空性體證'是智慧和涅槃境界

的覺悟和實現;下降的過程則是為了眾生的福祉和救度扁豆

生離苦得樂而回到世間輪迴中，是對世間眾生存在的肯定

和憐憫;在大乘佛教中，上升和下降的過程同是覺悟的兩

個不可或缺的組成，缺一不可。 17不住輪迴和不住捏槃體現

了對於覺悟者來說，世間輪迴與涅槃是不二的 (non-dual) , 

是同一的，如安慧對《佛地經》的注釋所盲: I當覺悟到

不住於涅槃，輪迴與涅槃就沒有區別，兩者被視為是同一

的。 J 18 

三、從基督宗教的角度看《大乘莊嚴經論》的菩薩悲心

我於上文論到「悲樹」的比喻說明「悲心」在大乘佛

教宗教動機中的基礎性和根本性。以此來看，與大乘佛教

相平行的一個反映基督宗教的宗教動機的基礎和根本的概

念應是「愛J (àγ加η) 。正如導言所論，在基督宗教傳統

的至高和根本的精神乃是「愛J ' I愛」亦是產生其他的

美德之根和基礎。"這就是為何一般人都將佛教的「悲心J

和基督教的「愛J 作平行對比的原因，因為從宗教精神的

根本性和基礎性來看，兩者是相對應的。但是，我們亦應

該注意到，佛教亦有「愛」的觀念，正如上文提到的幾個

表達「愛J 的詞彙，尤以四無量心中的「慈J 表達菩薩的

「愛」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前文亦論到「慈」和「悲」

的具體內涵是不同的。另外，基督宗教除了「愛」的觀念，

17. Ga句in M. Nagao,“Ascent and Descent: Two Dir.此tional Activity in Buddhist Thought", in 
且l.ãdhyαmika and Yogãcãr.α， p. 203 , 204. 

的向上，頁 29 。

19 實際上，與「悲樹J之比喻類似的，在天主教傳統中一位1[人錫耶納的加大利納 (Catherine
ofSiena) 在她的著作《對話錄} (Dialogne) 中亦有「愛樹J 的比喻。參 Dialogne 01 Saint 

Catherine 01 Siena (仕叩s. AIgar Thorold; Westmins尉， MD: The Newman Bookshop, 19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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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關於對「悲憫」的理解。如此，從基督宗教的角度來

看《大乘莊嚴經諭》所諭菩薩的悲心就可引發了兩個方面

有趣的思考:其一，大乘佛教和基督教都有「愛J (慈愛)

和「悲憫」的觀念，但兩者所理解的至高的宗教情感，宗

教動機和產生其他宗教美德的根本和基礎不同，大乘佛教

強調「悲憫J 之情，基督教則突顯「愛」的情感;這一點

上的不同引發我們思考兩個宗教在理解人性，美德的產

生，利他的動機和基礎，乃至兩宗教教理和教義等諸方面

的不同理解。例如，佛教對「悲心」為根的理解是基於第

一義諦昔諦，而在基督教教義系統中的基礎不是從對苦的

洞察出發(雖然基督教有關於「罪」的概念) ，而是從上

帝與被造物愛的關係為始。因此，因著由苦生悲的關係，

悲心在佛教之為根本;而基督教以上帝創世與被造物構成

愛的關係為始，以「上帝是愛J 和「愛永無止境J 為其宗

教精神的根本。這一點的不同便可看出兩個宗教教義的基

礎和立足點之不同。其二，基於佛耶以「悲」和「愛」為

其宗教動機和精神之根，因此，學界多以對兩者的比較和

對話為主。「悲憫」的宗教情感和美德在基督宗教的傳統

中甚少被注意，因為悲憫之情與愛之情相比乃吹一層面的

觀念，愛與悲憫的關係在基督教傳統中也少被闡發。我將

在下文探討基督教關於「悲憫」觀念的一些面向，並與《大

乘莊嚴經論》所論之菩薩悲心作一些對話。

1. 基督宗教中悲憫的親本基礎

如果一般認為基督宗教劃分了神聖與世俗的二元對

立，並認為神聖空間超越世俗空間，那麼從《大乘莊嚴經

論》所論菩薩的悲心來看，這種對慈愛和悲憫的神聖性和

超越性的論調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對神聖和超越的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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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基於佛教對世間的痛苦本質的認知上，並對貪愛和渴

求的否定，由之而生出離世間之心。因此，在佛教中，表

達愛的詞彙中的「慾愛J (kãma) , r渴求 J {恥胡)與

「慈愛J {mai回)和「悲J (karunã) 是對立相斥而互不

相容的，而基督宗教傳統中雖有視兩者對立相斥的立場，

也有諸多整合慾愛和聖愛的諸多神學嘗試。 20世親對《大乘

莊嚴經論》第 43 節的注釋說明了世間之愛乃至父母對于女

之愛都因為包含著渴求和貪愛，其層吹是低於超越世間情

愛的慈悲。佛教貶低親情之慈悲而歌頌超越世間情愛的慈

悲，在這一點上，與基督宗教肯定人間親情，甚至是整合

聖愛和慾愛的諸多神學傳統有看明顯不同的立場。

從基督宗教的源頭猶太宗教傳統來講， r悲憫」首先

被賦予為上帝對他的造物的人格化性格，並且作為人的慈

悲心的神聖基礎。在《希伯來聖經》中，描述耶和華的憐

憫乃 raham 0 21從詞源來看， raham 一詞本身就與 rehem (母

胎)同源，因此表達親緣上的關係 ;22這種以用於表達人間

的詞賦予為上帝的神聖屬性在《希伯來聖經》中是常見的

現象，諸如「愛J ' r恩慈 J ' r正義」等詞在用於描述

20. 在基督教傳統中，關於兩者對立相斥的立場一部代表作是Anders Nygren, Agape and 

Eros σ區ladelphia: Westminst缸， 1953) 。整合兩者的嘗試頗多，可追溯至託名狄奧尼修斯

(Pseudo-Dionysius) 的《神秘神學》中的《諭聖名:> '參託名狄奧尼修斯著，包利民

擇， <:神秘神學:> (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1996) ;另外，在拉丁教會的教修
道傳統中，慾愛和聖愛的融合用於與神聯合的神泌主義體驗的表達中，例如較著名的有

十架約翰，參 St. John of 也e Cro品，卻師師al Canticle (translated, edite址，祖dwi也 m

m甘"Oduction by E. Allison Pee凹;G肛'denα旬， NY: Garden Books, 1961) ;另參，王濤， <:聖
愛與慾愛 靈修傳統中的天主教愛觀:>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09) 。

近代神學家整合慾愛和聖愛的代表如蒂利希，參 Paul Til1ich, Love, Power, and Justice: 

Ontological Analys四 andEthical Applications (N研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晶， 1954) 。

21. <:出埃及記》是描寫上帝的慈悲的典側，上帝向摩商顯現，為要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研

受的苦，說到 「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言臣，要憐憫 (raham) 誰就憐憫誰J (出 33:19)

又如《詩篇》歌頌雅威的慈悲 r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 (raham) 為

你的冠冕......主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旦有豐盛的慈愛。 J (詩 103)

22. Oliver Davies, A Theology 01 Co呻耐'sion: Metaphysi臼 01DifJerence and the Ren的個101

Tradl的on (Londo且: SCM, 2001), p.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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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屬性時同樣用於人間的敘事中 oraham 作為憐憫的意

思，表達上帝對他的于民以色列人的慈愛時使用了父親和

母親對孩子的愛作為比喻: í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

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的人J (詩 103:13) ; í婦人焉能

忘記她吃奶的嬰孩，不憐恤他所生的見于，即或有忘記的，

我(耶和華)卻不忘記你。 J (賽 49:15) 同樣在《新約》

中，悲憫的涵義除了主要用於耶穌對眾人施行慈悲憐憫之

外，還用於耶穌所講的幾個比喻中，這幾個比喻是以人間

之悲憫表達神聖的寬恕和憐憫。在「不饒恕人的惡僕人」

的比喻中，耶穌描述上帝的寬恕和慈悲: í那僕人俯伏拜

他，說: r主啊，寬容我，將來我都要還清。』那僕人的

主人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並且免了他的債。 J (太

18:26, 27) 又如浪于的比喻，耶穌以父親的憐憫比喻神聖

的憐憫: í相離還遠，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跑去抱

著他的頸項，連連與他親嘴。 J (路的:20) 0 <(希伯來聖

經》乃至《新約聖經〉中用以表達上帝與世人的關係主要

是以父母與于女的關係作為比喻，這種比喻無法否定人間

親情之愛，並表明了神聖的憐恤和悲憫是通過父母對于女

的慈悲的經驗予以理解，也就是從人間親情之愛擴展昇華

至神聖之愛。人間親情之悲憫與上帝超越之悲憫並不是對

立，而是互相依存:有限的人間之悲閥成為經驗無限的上

帝之悲憫的紐帶;並以神聖的憐憫為基礎，有限性邁向並

實現無限性。由於上帝的神聖基礎，敬畏上帝的人因看上

帝的慈悲而慈悲。當然，不能否定基督宗教所賦予上帝的

屬性相對於世俗是超越無限的，但是，從以上對經典原文

的考究來看，對於基督宗教來說，世間與神聖並不是對立

和斷裂的，更沒有諸如《大乘莊嚴經論》對親情之慈愛的

渴愛成分的絕對貶低和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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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督宗教中悲憫的情感性和關係性

《新約聖經》中表達悲憫之愛的希臘詞彙有arrÀáγXVα

(σ叫的XVL(Oμαl) 和ol，KTlPμOL (OLKTOS) 。在福音書對耶

穌的敘事中， arrÀaγXVL(OμαL主要用於耶穌的悲憫: I耶穌

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的吼叫XVL(Oμ缸， sympathize) 

他們，恰好了他們的病J (太 14:14) 0 I耶穌動了慈心，

就伸手摸他，說: W我肯，你潔淨了吧! ~ J (可 1:41)。

「主看見那寡婦，就憐憫她，對她說: W不要哭! ~ J (路

7:13) 。在保羅的書信中出現的主要是與表達耶穌施行悲

憫的動詞 σ廿MγχVL(Oμαl 相對應的名詞加入dγxva 0 

arrÀáγX間的基本含義是「內臟j 、 「腸子J 、 「心腸」、

「感情」、「內心J '一般指代從內心而發的憐憫，如《路

加福音》一章 78 節， <使徒行傳》一章 18 節， <哥林多

後書》七章的節， <排立比書》二章 1 節， <歌羅西書》

三章 12 節， <約翰一書》三章 17 節。另外， <舊約聖經》

的希臘文譯本以OLKTlPμOL及其相關變形表達「悲憫J ' I憐

憫」的意思。例如，以oLKTlPTÍaw對譯 raham 表達上帝的憐

憫。在《新約聖經》中， OLKTlpμOL及其變形詞彙亦常有出

現，表達上帝的憐憫之意: <羅馬書》九章的節、十二章

1 節， <哥林多後書》一章 3 節， <希伯來書》十章 28 節。

σ甘λdγXVα和OLKTlpμOL亦有並且一起使用，在前者的情感意

義襯托下表達後者的悲憫之意。如《排立比書》二章 1 節

和《歌羅西書》三章 12 節中“σ叫的χvαKα.lOLKTlpμoim 指

代「從內心和感情而發的悲憫」

在《哥林多後書》中，保羅用到的MγXVα表達他對哥

林多教會的感情 (affection) ， 23並把.O"rrÀáγχvα與心 (καpδiα)

23. 在英譯《新約》中， o"rrÀ.á'γxva翻譯為 affi回tion 一詞，保羅在《哥林多後書》說﹒「哥
林多人哪，我們的口向你們張開了，我們的心也敞開了。你們在我們心肉並不狹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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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起來。保羅表達了向哥林多教會打開自己的心和感

情，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J '並且希望他們也能打開

心靈，予以同樣的報答。在此，悲憫UTTÀ.áγχνα與心和d情感

聯繫在一起，並且暗示著在一種共同心靈和感情的交通中

渴求在共同的關保中彼此相連，由此，保羅以καpδiα和

UTTÀ.áγXVα表達他對哥林多教會的愛。 24在《排利門書》中，

στMγχνα多次被作為表達「心」的意思，如，表示「聖徒

的心」、「我的心J 0 25在《胖立比書》中，保羅以耶穌的

慈悲表達對蜘立比教會的愛心 : r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

(Èvσ行MγXVOLS XpLσTOÛ IT)σOÛ) ，切切地想念你們眾人。」

(蜘 1 :8) 由此，一般人之間的感情和心靈的交通因著耶穌

基督之憐憫的緣故昇華為在基督里的教會性的親密的愛。26

如此看來， {'新約》中的UTTÀ.áγxva用於表達悲憫，隱

藏著心靈和情感的向度，這是從語吉本身內在意義所能看

到的。 σ甘地γXVα一詞所表達的「悲憫」便包涵了更豐富的

內涵。UTTÀ.áγχvα在古典希臘文中原初的涵義指代腸、內臟、

內在深處 ;27在《使徒行傳》一章 18 節使用了UTTÀ.áγχ閱本

來所具有的心腸和內臟的涵義。28由此便可以理解悲憫是從

人的內在深處發出的。慈悲憐憫是出白人的內臟、腸于，

也就是心歸的深處。悲憫(compassion) 的情感性表現於在

悲憫當中我們對別人的痛苦有情感和情緒上的感受，使得

是你們的心歸狹窄。為了以報畫畫報，如今我對你們猶如對自己的孩子說:你們也敞開你

們的心吧! J (林後 6:11-13)

24. Davies, A Theology ofComp副.sion， p. 247. 
25. <:勝利門書》一章 20 節。

26. Da討間， A Theology ofCompassi帥， p.48 0 保羅還在《勝利門書》中說到 「所以在基督

里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的 TL叩

開ÀáγxvaK1α:L OlKTLPf!OO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間，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
念，是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J (胖 2:1-2)

27. H. G. Liddell & R. Sω缸，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C1缸endon， 1996), p. 1628. 
28 參 Davies， A Theology ofCompassion, p. 247 0 I這人用他作惡的工價買了一塊田，以後
身子撲倒，肚腹崩裂，屬于 (στ入的XVα) 都流出來。 J (徒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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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因為別人的痛苦而自己感受到不樂和難受。在保羅使

用的σ甘Mγχvα所表達的心靈和情感的向度使體現悲憫之情

是人與人之間的共感 (empathy) ，這種共感是我們走向受

苦他者的處境和世界而以受苦他者為中心，而正是這種對

他者痛苦的共感帶了人與人之間真正的關係。 29

由此看來， {:大乘莊嚴經論〉所論到的悲心並沒有如

基督宗教所闡釋悲憫的情感性和關係性的方面。基督宗教

更強調為一種關係的和團契的宗教，其神學基礎首先是聖

父、聖子、聖靈三一的密契關係 9 並且，從上帝與人的關

係中的悲憫擴展到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中的悲憫。基督宗教

沒有佛教哲學思想中的「無我」的觀念，也沒有對人間關

係中因渴求而帶來痛苦的立場。基督宗教肯定「我J '內容 J

和「他」的存在及其所形成的關係和團契。基督宗教所闡

釋的「無我」是在對「我」存在的肯定上的在關懷中的「虛

己 J (kenosis) 0 30在悲憫中，虛己是對他者的自我倒空 (se缸，

emptying) 和自我給予 (self-giving) ，甚至是為了讓他者

離苦而自我犧牲。因此，基督宗教的悲憫是對於我與自己，

我與鄰舍，我與上帝的關係的深刻理解上，闡釋其宗教信

仰的至高倫理價值，是對人間關係中的慾堡、自私、開放、

捨己等向度的複雜性的肯定，並因著與上帝的關懷擴展和

昇華人問意義上彼此的關係。這個方面實可向佛教提供一

個較具基督宗教特色的神學理解和貢獻。

四、結語

佛教中菩薩的大慈大悲的殊勝和閻滿與基督宗教中上

29 正如保羅的所感 9 渴求在彼此的關係中的共感與彼此的開放(林後 6:11-13)

30. {新約》神學中的「虛己」的觀念在保羅對耶穌造成肉身的神學詮釋上 I你們當以基

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土帝的形象，不以自己與上帝何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

奴{寞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 J (髒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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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無限超越的慈愛和悲憫是有異曲同工之處的。菩薩因

對眾生的慈愛和悲憫不入涅槃而仍舊降生於六道為拯數眾

生，與之相似的是，耶穌道成肉身降生於大眾當中亦表達

了菩薩「下降J 的過程。本文選取了大乘佛教傳統中的一

部經典《大乘莊嚴經諭》窺探大乘佛教對悲心的基本理解，

並從基督宗教的角度反思《大乘莊嚴經諭》的所論;關於

「悲憫 j 的基督教神學實可以為大乘佛教提供其獨特的看

法。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到，在諸如慈愛，悲憫，捨已等

一些宗教價值和道德倫理的追求上，佛教與基督教是存在

共遍性的;不過基於兩個宗教在追求和實現那些至高的宗

教價值背後所闡釋的對世界和人性的不同理解和立場導致

兩者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和教義也有不同的理解。從基督教

的角度來看， {大乘莊嚴經諭》所論菩薩的悲心在義理上

強調「苦」的存在，並立足於對苦的洞察上建立悲憫之德

作為教贖的根本;對於世問與出世間對立的立場比基督教

更為突顯。基督教在關於悲憫的親本基礎，情感性和關係

性的理解上為佛教提供了更具基督宗教特色的理解和看

法。佛教和基督教對「悲憫」的不同闡釋恰恰幫助我們對

「悲憫」有更加深刻和豐富的思考和理解，亦為佛耶對話

提供更豐富的角度。

關鍵詢: {大乘莊嚴經論》 菩薩悲心 (k缸u平ã)

悲憫 (σ圳的χvα， OlKTLpμO[) 佛耶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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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顧柔燕

中文書目

中村元。《慈悲》。江支地譯。香港:海嘯出版事業， 1991 0 [N akamura, 

Hajime. Jihi. Translated by JIANG Z趾de. Hong Kong: Hai Shi 

Chu Ban Shi Ye, 1991.] 

無著。唐波羅顱密多羅譯《大乘莊嚴經論> 0 <.大正新修大藏經》

第三十一冊 No. 1604 0 [Wu Zhu. Dα cheng zhuang yan jing lun. 

In Taishã Tripitak，α， Vol. 31 , No. 1604] 

龍樹， <.大智度諭> 0 <.大正新情大藏經》第二十五冊 NO.1509 0

[Nãgãrjuna. Mαh再prajnãpãramitãsãstra. In TaishδT坤ita帥，

Vol. 25, No. 1059.] 

釋善音。< <.大乘莊嚴經綸，修行品》初探> 0 <.中華佛學研究》

的 (1999) 。頁 19-41 0 [Shi Shan Yin,“Da cheng zhuang yanjing 

1un xiu xing pin chu tan". Chung-Hwa Buddhist Studies, 03 

(1999). pp. 19-41.] 

外文書目

λryãsanga/Mai仕eyanãtha The Universal Vehicle Discourse Literature 

Mahayanasutralamkara. Edited by Robert A. F Thurman.. New 

Y ork : American Institute ofBuddhist Studies, 2004 

一一一• Mahayanasutralamkara. Sanskrit Text a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Sure凶a Vijay Limaye. Delhi: Indian Books Cen帥， 1992.

Berga帥， Dianne “ Compassion in the Bible". In Compassion Ministηy 

Edited by Gary L. Sapp. Birmingham: Religious Education Press, 

1993. pp. 9-34. 

Davies, Oliver. A Theology of Compαssion: Metaphysics of 

Difference and the Renewal ofTradition. London: SCM, 2001. 

Edgerton, Franklin. Buddhist l:砂brid S.α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1, 2004. 

F1oyd, Wayne Whitson. “ Compassion in Theo1ogy", in Compassion 

MinistηJ. pp. 35呵63.

Hellw唔， Monika. Jesus The Compassion of God: New Perspective on 

the Tradition ofChristianify. Wilmington, DE: M. G1缸ier， 1983. 

360 



佛耶對話

Liddell, H. G. & R. Scott. A Greek> English Lexicon. Oxford: 

Clarendon, 1996. 

Nagao, Gadjin M. "The Bodhisattva's Compassion Describe in the 

Mahayanasutralamkara". 1n Wisdom, Compassion, and the 

Search for Understanding: The Buddhist Studies Legacy of 

Gadjin M. Nagao. Edited by Jonathan A. Silk.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訓'i Press, 2000. pp. 1-38. 

Nagao, Gadjin M. “The Bodhisattva Returns to This World". 1n 

Mãdhyamika and Yogãcãra . A StudyofMαhãyãna Philosophies: 

Collected Papers ofG. M Nagao.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可

ofNew York Press, 199 1. pp. 23-34. 

.“Ascent and Descent: Two Directional Activity in Buddhist 

Thought". 1n Mãdhyamika αnd Yogãcãra. pp. 201-208. 

Nussbau血， Martha. “Compassion: The Basic Social Emotion".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13.1 (1996). pp. 27-58. 

Nygren, Anders. Agape αnd Ero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53. 

Tillich, Paul. Love, Power, and Justice: Ontological Analyses and 

Ethical Applic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361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mal ofTheology 阱。 45 Autumn 2016) 

Buddhist-Christian Dialogue: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on Bodhisattva's 

Compassion in Mahãyãna-sOtrã個mkãra

GU Rouya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Religioius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gives an evaluation on the Bodhisattva's 

Compassion in the Mahayana Buddhist literature Mahãyãna

sütrãlamkãra from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Regardless of the 

co虹rmonality， Buddhism and Chrisitanity present some 

different discourses and understandings on the concept of 

compassion (如rUlJã in Buddhism;σTTλáγXVα and OLKTlpμOl in 

Christianity). Comparing with the Christian sciptures, 

Mahãyãna-sütrãlamkãr，αgives more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n 

Bodhisattva' s 切ru闕， which brings inspiration to the Christian 

仕adition. Mahãyãna-sütrãlamkãra emphasizes the antagonism 

between wor1d1y love and transcendentally compassionate 

love, while Christian scriptures present the familial, relational 

and affectional connotations in sacred love and compassion. 

Christianity tends to give an integrated attempt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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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ly and the transcendental. Through the Buddhist

Christian dialogue on this issue, both religions con仕ibute and 

complement to the limited discourse within each respective 

tradition. And one gains a deeper and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compassion from the Christian and 

Mahayana Buddhist perspectives. 

Keywords: Mahãyãna-sütrãlamkãra; Bodhisattva's karU1:zã; 

Christian compassion (01Tλdγχvαand OLKTLPI-1OL); 

Buddhist-Christian Dialogue 

3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