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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菩薩道精神探究專業助人者的自我修為 

 

摘要 

 

本研究採建構實在論為研究典範，藉佛教菩薩道精神，試圖探討佛家如何看

待專業助人工作者的自我修為，以開展含攝佛家文化的助人專業倫理。 

實踐菩薩道精神的專業助人者，以「自覺覺人、自利利人、清淨空性」為目

標，發揮「慈悲」與「智慧」的影響力，以「十善業」為基礎，融會「佈施、同

事、愛語、利行」四攝法，於助人歷程中修習「慈、悲、喜、捨」四無量心，自

然而然於助人過程中，「盡己」且能「推己」，同時為專業助人者自身及當事人解

除煩惱，獲得安樂，保障當事人自主權、受益權、免受傷害權、公平待遇權、要

求忠誠權。 

 

關鍵詞：菩薩道、含攝文化心理學、助人專業倫理、助人倫理雙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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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構含攝文化的助人專業倫理知識 

 

本研究採建構實在論為研究典範，藉佛教菩薩道精神，試圖探討佛家如何

看待專業助人工作者的自我修為，以開展含攝佛家文化的助人專業倫理。 

建構實在論主張，知識建構為科學家針對「實在」建構出無數的「微世界」，

知識為無數「微世界」的總合，總合為「建構的實在」。運用一個微世界的語言，

運用到其他微世界的理解過程稱為「外推」，若可進一步運用，代表能普遍化，

與別的微世界共享普遍化的真理。沈清松提出「文化外推」的概念，理論應於不

同文化運用時，特別注意是否具有實踐或文化的外推性。外推需透過實在本身的

接觸與討論，比較可能了解另一微世界，外推既是知識的接觸，亦是理解知識建

構的途徑（黃光國，2013）。 

西方主流心理學論述生產自歐美文化地區，在未適當處理文化連結議題的

情況下，直接輸出至非西方國家，非西方國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發現西方主流心

理學產生的知識，用於理解同胞顯得不相容，亦難以解決日常生活問題（黃光國，

2011）。在助人專業學術及實務領域中，助人專業倫理亦有相同困境，助人工作

者習慣於翻譯以美國為中心的助人專業倫理，雖能為學術與實務工作帶來一些啟

發，但終究缺乏符合華人文化的觀點，運用時感到生疏而難以貼近文化經驗。 

 

 

 

 

 

 

 

 

 

 

 

 

圖 1：助人倫理知識建構文化外推示意圖 

 

在助人專業倫理知識世界中，主流心理學論述產生的助人專業倫理知識為

特定西方學術工作者建構，尤以北美、西歐、英文語系國家為主，其內容含攝以

西方為主的文化。王智弘（2013b）提出「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以整合含攝

西方文化與含攝華人文化的專業倫理觀，該模型中有「當事人權利」、「助人者責

任」兩大核心概念。西方文化倫理觀以外在客觀理性規範出發，重視當事人權利，

包含自主權、受益權、免受傷害權、公平待遇權、要求忠誠權等；華人文化倫理

觀重視專業人士自我修為，認為倫理先於專業，重視助人者責任包含專業責任、

生活世界（倫理知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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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責任及法律責任，先「盡己」方得以「推己」。 

西方國家學者建構的主流心理學論述，屬西方文化助人倫理微世界，以西

方語言及文化，其核心概念為保護當事人權益；華人觀點的助人倫理知識微世界，

則以助人者的自我修為為核心。兩種觀點相輔相成，而不可偏廢。含納保護當事

人權益，並且重視助人者自我修為的助人倫理知識，更能貼近倫理知識世界的豐

富內涵，並有利於發展含攝華人文化的倫理教育。 

佛家思想於華人文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佛家思想自西元前５世紀由印度

悉達多（釋迦牟尼）所發展，後因戒律上的分歧於西元 3 世紀分裂為上座部與大

眾部，大眾部往北方傳教，又稱為北傳佛教，北傳佛教於漢朝時（約西元 1 世紀）

傳入中國（林朝成及郭朝順，2003），於魏晉南北朝後（約西元 3 世紀）佛教中

國化，逐步於漢地各家思想融合對話，進一步發展為漢傳佛教，同時具有華人及

佛家思想的特色。 

菩薩道為北傳佛教重要特色，菩薩為佛家中的聖人境界。依丁福保（1922）

解釋菩薩道為「圓滿自利利他二利而成佛」。菩薩道為自己發願成為無上的覺悟

者為目標，成就自己也成就眾生，菩薩道是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的方法。助人專

業工作正是自利利人的工作，菩薩道精神正適合作為助人專業倫理的參考。 

本文藉主流助人專業倫理與佛家菩薩道精神交互辯證與對話，以詮釋學方

法進一步分析，以發展更具文化在地性、特殊性的助人專業倫理觀點，同時尋找

較具共識的助人專業倫理科學知識。 

 

二、慈悲與智慧：華人佛家文化助人倫理 

 

文化富含於日常人際互動之中，人際互動的規範即為「倫理」。在日常生活

文化中本即有助人倫理的觀點，比如佛教文化鼓勵助人的行為，但是助人行為也

是有法則、有規矩、有方法的（王智弘，2013a）。尤其是漢傳佛教重視「菩薩行」，

只要有發願要生生世世幫助他人的人，就可以稱為「初發心菩薩」，菩薩作為是

在家人「自利利人」的學習典範，無論做什麼事都是要為人好，做善事同時也有

利於自己品德養成及社會關係。 

菩薩的身份，自最初的初發心開始，以無上正等正覺菩提為目標，菩薩戒既

非形式的條文，而在於能以清淨的身心，增長慈悲與智慧的功德（釋聖嚴，1999）。

意即助人者在佛家文化中，凡能立定自利利人的遠大目標，皆稱為菩薩，菩薩戒

為菩薩待人處理的自我規範，在促使助人者能以清淨的、平穩自在的身心狀態，

提昇慈悲與智慧的影響力。 

無論「慈悲觀」、「智慧觀」、「自利利人」的倫理觀，含攝佛家文化的華人文

化倫理無不環繞「行善助人」、「大慈大悲」的核心概念。大慈是廣大的關懷，大

悲是廣大的同理。因此，華人佛家文化的倫理觀，是成就他人，同時也能成就自

己的倫理觀，就是助人的倫理觀。 

釋聖嚴指出：「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具足慈悲與智慧，自然處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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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融。佛教以「緣起」為基本要理，具有「因果律」及「護生觀」倫理根源理論

（釋昭慧，2003）。具有智慧的人通達因果律的是智慧，具有慈悲的人則有護生

觀，菩薩精神的實踐能同時具有智慧及慈悲。漢傳佛教的「吃素」文化始於「不

殺生」的戒律，佛家並無要求吃素，但鼓勵減少對生命的殺害，展現積極愛護生

命、對待一切生命平等的「護生觀」、「慈悲觀」。但狹義的「不殺生」指的是不

殺人，「避免傷害」是普世倫理，就算倫理不如此規範，法律也不允許我們無緣

無故殺害任何人的生命。在臺灣日常生活中，常透過為家中長輩的健康祈福而吃

素，藉由對生命的慈悲，展現長輩行孝、關愛的倫理觀。 

佛家重視「出家」，指的便是「出煩惱家」，而不是形式上離開自己的原生家

庭。對佛家而言，承諾對自己與他人產生幫助，減少煩惱，減少傷害，能有智慧

地生活，是能持守戒律的生活，就是過著懂得倫理的生活。舉凡能遠離煩惱的方

法與觀點，正是佛家「智慧觀」。 

佛教的信徒分為在家與出家兩類，出家人的工作是修行與傳道，在家人的角

色是佛教的維護者，在家人在佛教中通常稱為「居士」，在家居士特別能接觸到

人群，利益眾生最為方便，經典中的菩薩也都以在家居士的形相出現，而不是出

家人的形象，因此菩薩道的修持最適合在家人（釋聖嚴，1997）。在家居士學習

如何助人，就是在修習菩薩道，菩薩戒律最適合作為助人倫理的參考。 

菩薩戒不屬於聲聞1戒律，而是在家居士受持的戒律，菩薩戒以發無上菩提

心為基礎（釋聖嚴，1993）。無上菩提心結合「慈悲觀」與「智慧觀」，指的是一

個人有為眾生解除痛苦，遠離自我執著的心。助人專業工作者正以助人為志業，

志在為眾人解除痛苦，同時也在幫助自身遠離煩惱，因此，願意成為如此「自利

利人」，成為真正專業的助人工作者，同時願意從助人的過程中幫助自己遠離煩

惱的人，都可以稱為菩薩。大眾部、北傳佛教所涉及的概念，無不是助人倫理的

內容，含攝佛家文化的助人專業倫理應參考佛教菩薩戒的精神與內容。 

 

三、四無量心：專業助人者的自我修為 

助人專業工作者更應依《大智度論》（龍樹，？）修習「慈、悲、喜、捨」

四無量心。慈、悲、喜、捨四種意念，代表四種不同層次的助人境界。學習菩薩

行為者常誦念四無量心偈語：「願一切眾生具於樂及樂因（慈），願一切眾生遠離

苦及苦因（悲），願一切眾生不離無苦之樂（喜），願一切眾生遠離愛憎安住安平

捨（捨）」。 

「慈」為「使人快樂」，「悲」為「減少痛苦」，「喜」為「獲法益而喜樂」，「捨」

為「安住平等」。專業助人者若能修習慈無量心，使受服務的當事人能獲得真正、

符合基本需求的安樂；修習悲無量心，使當事人遠離各種煩惱遭致的痛苦；修習

喜無量心，需要相當的禪定修養，見當事人及其他助人者獲得安樂時，能發自內

心的喜悅，而不產生嫉妒之心，使當事人能獲得充份「自覺」、「自主」，便是偌

                                                      
1
 聲聞：為佛教四種聖人境界之一，指聽聞佛法，進而持戒修行證果的修行人。緣覺、聲聞、菩

薩、佛合稱四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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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喜樂；修習捨無量心，不因為當事人的各種身心、文化背景、親疏遠近，也

不因為自身的各種偏好及厭惡，不因為個人價值觀及信仰，能公平地提供助人專

業服務。 

四無量心正與 Kitchener（1984）提出「自主權、受益權、免受傷害權、公

平待遇權、要求忠誠權」的五項倫理原則具有相似性。Kitchener於王智弘（2013b）

倫理雙元互動模型中，較偏重「當事人權益」，佛家四無量心較關注「助人者責

任」，重視助人者的自我修為。 

 

表 1 四無量心與倫理原則倫理雙元性對照表 

助人者責任：四無量心 當事人權益：倫理原則 

慈 受益權 

悲 免於傷害權、要求忠誠權 

喜 自主權 

捨 公平待遇權 

 

助人者修習慈無量心，有利於保障當事人受益權，關注當事人如何充份獲得

較無副作用的安樂，符合受益權的倫理原則；助人者修習悲無量心，具有同理心，

便能避免傷害當事人，能體會保密的重要性，協助當事人從痛苦的處境中離開，，

符合免於傷害權、要求忠誠權的倫理原則；助人者修習喜無量心，敏感於助人關

係中彼此的控制感，能節制自己的權力，不因當事人能自主決定而生嫉妒，不因

當事人成長而心有不滿，樂見當事人因助人歷程獲得成長，積極面能能鼓勵當事

人知情後充份自主決定，消極面能減少自我膨脹、嫉妒及操弄，符合自主權的倫

理原則；助人者修捨無量心，能平等無私，符合公平正義地服務當事人，不因當

事人生理、心理、社會階級、文化因素等而有任何差別待遇，能一視同仁，符合

公平待遇權的倫理原則。 

惟倫理原則是較具有限制性的原則列舉，四無量心則有利於助人者「盡己」，

重視自身專業責任，無限地關注自身每一個行為、語言、思考，較能使「推己」

的倫理判斷更為圓滿。重視當事人權益，提供助人專業倫理原則的具體指導，亦

有助於四無量心的學習。助人專業倫理應重視的倫理修為，而非倫理的形式化，

倫理體制化固然重要，但倫理的自我實踐、實證更為重要。 

 

四、解脫煩惱：比較菩薩道精神與倫理原則 

 

助人專業人員倫理規範助人專業人員在執行專業角色時，表現合乎專業團體

與社會大眾期待的行為；專業能力及專業倫理有如助人專業人員兩邊的翅膀，兼

具才能展翼飛翔，專業的實務判斷必須兼具專業能力與專業倫理的考慮才能周延，

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王智弘，2013a）。菩薩道精神的實踐，有利於專業助人者

表現出合乎社會期待的倫理行為，提昇助人者的自我修為。菩薩道的助人主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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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包括「六度2、四攝」，持守「十善業戒」為基礎、「三聚淨戒」為準則的倫理

規範。以下就菩薩道精神、十善業、四攝法與 Kitchener（1984）「自主權、受益

權、免受傷害權、公平待遇權、要求忠誠權」等倫理原則對照比較。 

菩薩道的根本精神即助人專業倫理的基本精神，即「自利利他、自覺覺他、

自觀空性」。在助人歷程中，正確的倫理判斷、實踐不但有利於當事人，同時也

利於助人者，能促進助人者的覺察，同時也能促進當事人自覺，並且符合佛家《金

鋼經》（？）「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的空性精神，符合空性精

神時，便能維護當事人的自主權。助人工作為菩薩六度「佈施3」中，身佈施、

法佈施、無畏佈施的具體實踐，佛家思想追求助人者能「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能在無助人者、無受助者、無協助之事的空性精神下，自然而然地生起助人的心，

如此一來，減少助人歷程中的得失心，不致於自惱惱人，才能真正有益於當事人。

落實菩薩道精神方能使當事人充份自主而獲益。 

助人者能行四攝法「佈施、愛語、利行」，運用柔軟的話語，提供有益的知

識、媒合必要的財物、幫助當事人的實踐目標，在助人過程不生起傷害、貪心的

慾望，便能使當事人受益。 

助人者能行十善業中的「不殺、不貪、不偷盜、不邪淫、不惡口」，即在行

動與語言上不傷害當事人，行動與語言上不貪圖當事人的財物、利益，不去竊取

當事人的財物資源，避免和當事人有性行為，造成不當的雙重關係，不出口傷害

當事人與相關人等，便是維護當事人的免於傷害權。 

助人者能行四攝法之「同事」，十善業之「不瞋恚」，便能對於當事人處境將

心比心，不會看不起當事人，有同理心，便不易產生生氣、憤怒、不理解的煩惱，

積極提供公平待遇。 

最後，助人者能實踐十善業的「不綺語、不兩舌、不妄語、不邪見」，不說

華而不實的話，不撥弄當事人與相關人的是否，不說不真實、未經查證、缺乏實

證的話語及知識，也不對當事人作不適切的懷疑，積極地信任當事人，建立良好

的信任關係，方能保障當事人的要求忠誠權。 

關於十善業及六度四攝的菩薩精神，如同四無量心，都在強調助人者自身的

責任，節制自身的不當行為，在善行上積極作為，作有利於當事人的事，同時也

能在倫理上維護了當事人權益。 

 

表 2 菩薩精神、四攝、十善業與倫理原則倫理雙元性對照表 

當事人權益：倫理原則 助人者責任：菩薩精神、四攝、十善業 

自主權 自利利他、自覺覺他、自觀空性 

受益權 佈施、愛語、利行、意不殺、意不貪 

                                                      
2
 六度為六種菩薩度人超越生死煩惱的修行方法，包含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3
 佈施可分為身佈施、財佈施、法佈施及無畏佈施。身佈施指的是藉身體、體力助人，例如體力

服務、捐血、捐器官；財佈施是物質資源上的分享，例如捐錢、造橋、提供空間設備；法佈施

為利用道理、知識幫助人獲得快樂；無畏佈施則指使人遠離恐懼的助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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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於傷害權 身口不殺、身口不貪、不偷盜、不邪淫、不惡口 

公平待遇權 同事、不瞋恚 

要求忠誠權 不綺語、不兩舌、不妄語、不邪見 

 

之所以以西方文化為中心的倫理較偏重當事人權益，而華人佛家文化為中心

的倫理較偏重助人者盡己修為的責任，可能源自於佛家重視「解脫煩惱」的出世

間「空性」觀點，在佛家思想與文化中，道德與倫理的終極目標在幫助個人處世

自在，不受自身與他人的互動而煩惱，因此藉助人行為的歷程提昇個人修為，化

火焰為紅蓮，化煩惱為菩提。以菩薩道精神實踐專業助人工作，既助人，又自助，

提昇自我修為，同時能照顧當事人權益。 

 

五、小結：專業助人者菩薩道精神的自我修為 

 

綜觀華人佛家文化菩薩道精神的助人專業倫理，於王智弘（2013b）「助人專

業倫理雙元模型」中，側重於專業助人者的自我修為，同時能保護當事人權益。

實踐菩薩道精神的專業助人者，以「自覺覺人、自利利人、清淨空性」為目標，

發揮「慈悲」與「智慧」的影響力，以「十善業」為基礎，融會「佈施、同事、

愛語、利行」四攝法，於助人歷程中修習「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同時為

專業助人者自身及當事人解除煩惱，獲得安樂。 

專業助人者藉自我助人專業責任的重視，提昇自我修為，關注自身每一個行

為、語言、思考，「盡己」而能「推己」，減少自身在助人中的困擾，自然而然在

助人過程中保障當事人自主權、受益權、免受傷害權、公平待遇權、要求忠誠權

等，實踐助人專業倫理。 

華人文化佛家思想以菩薩道精神，與專業助人工作最為貼近，佛教戒律學、

倫理學，尤其是菩薩戒法，仍待進一步與助人專業倫理探討，可應用作為助人倫

理教育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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