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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菩薩行 ─ 布施」



布施波羅蜜
‧《無量義經》、《法華經》都是
「教菩薩法 佛所護念經」

‧菩薩主修「四攝」、「六度」
四攝─攝化眾生之四法
六度─度過世間苦海

達到成佛彼岸的六法

故「六度」出現
在《法華經》的頻率極高



布施波羅蜜
‧布施、持戒、忍辱前三度
為「福德資糧」，多為在家居士說

精進、禪定、般若後三度
為「智慧資糧」，主要為出家眾說

布施中又以財施為在家居士之要行

‧福德資糧為佛「色身」之因
智慧資糧為佛「法身」之因



布施波羅蜜
‧六度可分為自利、利他兩類
自利─禪定、智慧
利他─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則通用於兩類

‧「因為利他，所以自利」
上人：「每做一件事情都有所求、每付出就期
待回報，這叫做凡夫。」
若只是為自己受益而付出，
不但不究竟，還可能伴隨習氣、煩惱…



布施波羅蜜
‧六度中「布施」為首，可見其在大乘法中的
重要性，”菩提心”、”慈悲心”能從行布施
上去培養，故做為契入般若之「前方便」。

‧20191020 上人手札：
「菩薩唯以大悲方便，入諸世間開發未悟。」

從「善護」中看到無量的大悲方便，
就是「慈濟宗」的法門



‧《妙法蓮華經 方便品第二》：
「若有眾生類，值諸過去佛，若聞法布施，或持戒忍辱、
精進禪智等，種種修福慧。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

「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

「於諸過去佛，在世或滅後，若有聞是法，皆已成佛道。」

‧「皆已成佛道」
是「一切眾生『皆已』經踏上『成佛』之『道
』」了

《方便品第二》



‧《法華經》是大權示現、
三根普被、人人有獎；
成佛的條件好像很低，
實踐起來卻很幸福…

‧「著眼在遠大的佛果；
著手在當下的利他。」

《方便品第二》



‧《妙法蓮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爾時佛告諸菩薩、及天人四眾：「吾於過去無量劫中，求法
華經，無有懈倦。於多劫中、常作國王，發願求於無上菩提
，心不退轉。為欲滿足六波羅蜜，勤行布施，心無吝惜」

‧《妙法蓮華經 分別功德品第十七》：
「若人求佛慧，於八十萬億、那由他劫數、行五波羅蜜。
於是諸劫中，布施供養佛、及緣覺弟子、並諸菩薩眾，
珍異之飲食、上服與臥具，栴檀立精舍，以園林莊嚴。
如是等布施，種種皆微妙，盡此諸劫數，以迴向佛道。」

布施波羅蜜



‧布施的真義─捨己利他，故能斷慳吝的因、對
治我執、法執；若沒有真切”利他”的心理，也
只是種了一個世間法的善根因緣而已。

人天乘的布施沒有
如此的深度，故還
是有漏的世間善法

‧慈濟月刊641期
P.38「一位醫務工作者的封城日記」

布施波羅蜜

法門 發心 目標 修學內涵

五乘共法
共
下士道

人天乘 增上心 生人天
三福業

(布施、持戒、定)

三乘共法
共
中士道

聲聞、
緣覺乘

出離心
解脫
生死

三學
(戒、定、慧)

大乘
不共法

上士道 菩薩乘 菩提心 成佛
六度

(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禪定、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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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月刊641期

P.38
「一位醫務工
作者的封城日
記」



‧下士 為己施─為自己求更好的歸處

‧中士 解脫施─為了解脫自己的煩惱

‧利他一切施，是則名大士─
利他施：不為自己的功德，專為拔苦予樂眾生而
付出。

一切施：為菩薩之淨施，內有身心、外有財物、
一切善法功德皆可布施；雖然還擁有、使用著東
西，但不再做自己的私有想。

布施波羅蜜



‧財施─“外財施”-身外財物
“內財施”-身體器官、生命

‧法施─所學的佛法或
世間有益的知識

‧無畏施─地痞流氓、豺狼虎豹、
妖魔鬼怪，使眾生沒
有擔心受怕的怖畏想。

布施波羅蜜



‧難施─自己很窮或是捨了最心愛的東西或是經
過大努力、犧牲換取來的都能施。

捐榮董的同仁、麵攤師姊

‧殷勤施─把握每次的因緣，以清
淨心來佈施。

「入我門不貧，出我門不富」
無量的苦難眾生，無量的福田化城

布施波羅蜜



‧三業布施─一句好話、一個笑臉、一個舉手之
勞，乃至一念隨喜都可以。

小乘行者修布施

「佛法不是陳列、擺設品，
是大眾化的、人人都能奉行的」

布施波羅蜜



‧不離「於他有利，於己道業增長」的原則

不應該的布施：
1.「頭目髓腦悉施人」是要忍力強、悲心深才可
需要慢慢修學，不能免強

2.邪魔外道來搗蛋、不正常
、不需要的求索

布施波羅蜜



‧不離「於他有利，於己道業增長」的原則

3.助成對方的殺盜淫業

‧慈濟人的訪視評估
「慈悲，但要伴隨著智慧」

布施波羅蜜



‧「三輪體空」─施者、受者、施物
以「無所求」作為般若的方便行

為兒子植福的母親

‧有求就有漏，有漏就有苦
不求福報，福報自得

布施波羅蜜



‧「盡心盡力的付出無所求，還要感恩」
“心外亦無眾生可度，唯有心內眾生需度”

‧「四無量心」是以眾生為所緣境而生起予樂拔
苦的心念。其實一切眾生是救不完的，所以布施
真正要成就的是「一切能捨的心念」，使能布施
的「意樂」增長！

「布施與無為、無相相應，即為解脫道；
布施與菩提心相應，即為菩薩道。」

布施波羅蜜



‧《八大人覺經 第六覺知》：
「菩薩布施，等念怨親，不念舊惡，不憎惡人。」

因無人我相之分別，故得解脫
「等念怨親」的慈航法師

‧《妙法蓮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蜜，慈悲喜捨，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十力、四無所畏、四
攝法、十八不共、神通道力，成等正覺，廣度眾生，皆
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

布施波羅蜜



‧《妙法蓮華經 分別功德品第十七》：
「如是等布施，種種皆微妙，
盡此諸劫數，以迴向佛道。」

‧《俱舍論》卷十八：
莊嚴心施─為得涅槃上(勝)義
而行布施。

布施波羅蜜



‧「普賢十大願 普皆迴向」
迴小向大、迴事向理、迴向真如、
迴向無上菩提、迴向自心了不可得。

「如何護念自己的菩提心？」
“菩提心”─發成佛之心

道場早晚課、自己定課時發願
自己的願、四弘誓願，
往往是為了處理「現生」的問題

布施波羅蜜



所以…
1.當你運用佛法解決了問題後
2.定課完，任何迴向的時候…
都要發出自己的菩提心！
或著隨喜讚嘆諸菩薩、
尊者們的菩提心。

否則「成佛」永遠是你的第二順位
目標，你的第一順位都是處理
「現生」的問題

布施波羅蜜



重點整理：
一、「六度」為菩薩主修；「布施」為居士要行

二、《法華經》處處在在強調「六度」

三、布施的真義：捨己利他
原則：於他有利，於己道業增長
要義：使「一切能捨的心念」增上

布施波羅蜜



重點整理：
四、「三輪體空」的無所求布施，

破除人我相的「怨親平等」

五、「迴向佛道」定課完後，
護念自己的”菩提心”

布施波羅蜜



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