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齋絮語]思想篇-悲與智

大乘的精神何在？一曰大悲，二曰大智

前者是情感攝，後者是理性攝。他文多已說「悲」，本文當應談「智」。歐陽竟無大師有

言：

「悲以功德而大，功德以智而成。」

----（見「支那內學院訓釋上篇」之「釋悲訓第二」）

何則？悲心的啟發，以發菩提心始 ──

願我決定當證無上正等菩提，能作有情一切義利，畢竟安處究竟涅槃及以如來廣

大智中。

----（「瑜伽師地論」語）

如是發心，必須多聞經教，多作思維；讀經思維，此是「智」之事，所謂「多聞熏習，如理

作意」，便是這個意思。

繼而修六度萬行，自利而利他，自覺而覺他，此亦非智莫辦。儒家所言「好仁不好學，其蔽

也愚」，也可說不謀而合。

是故佛家修行，當因不同階位，培養不同的智慧，發揮不同的功用，如所謂「聞所成慧」、

「思所成慧」、「修所成慧」，位位增勝（按：「慧」者亦是「智」義，不過在層次上有高

低之別而已）。

李潤生教授 4/11演揚妙法

javascript:void(0);


小乘以自度為主，悲心不大，但要破我執，除煩惱障，非智不行；

大乘不捨眾生，發大慈悲，兼破人我二執，除煩惱、所知二障，更顯般若智的大用。

所以將證本體，處加行位，起加行智，隨其所應，降伏諸障；

處見道位，起根本智，冥證本體無相之相；

根本智沒，後得智起，變相觀空，

一方面重視證體歷程，一方面施設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法利生，入修道

位。

如是乃至十地圓滿，轉八識而成四智，得成佛果，無邊功德，盡未來際──由轉賴耶而成「大

圓鏡智」，常處清淨涅槃；

如是乃至轉末那而成「平等性智」，轉意識而成「妙觀察智」，轉前五識而「成所作智」，

由此等智慧力故，然後利樂一切有情的本願功德，才能得以一一實現。

無有大悲，則利樂有情的功德無從發揮；徒尋大智，則自度自了，無補於世間，結果大智亦

無從生起。

大乘佛法，只有悲智相資，乃全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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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潤生居士，早年從事中國語言學及文學研究；自進新亞研究所後，師事新儒學家唐君毅先生

及佛學家羅時憲先生，轉向思想的探索，經三十餘年的鑽研，對佛家的因明學、中觀學及唯識學都

極有成績，所發表的專書著作，不下十種。但在學術研究之餘，作者對其宗教生活，亦極其重視；

此佛家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儒家所謂「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能與世間天地

相感通，發而為文，雖片文隻字，都是作者直抒胸臆，真性情、新思維的流露。由是作者就其十八

年來的所見、所聞、所思，以其敏銳的筆觸，感人的文辭，分成遊履、人物、懷舊、藝文、思想、

生活等六大範疇，撰著成佛學小品凡一百一十七篇，都能如實反映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在古今中

外文化沖激下所行大乘佛教菩薩行的真正精神面貌。讀者可以透過每一短篇的內容，窺見作者的內

心世界，分享作者的獨特感受，開啟個體生命所涵蘊著的無限悲情與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