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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魏书·崔光传》中的 “慈善”不是 “慈”、“善”二字合成使用的最早载录。传世文献和碑

刻中都有早于 《魏书》“慈善”的资料。大约在３世纪翻译的 《大方便佛报恩经》中的 “慈善”可能是最早

的合成词例。“慈善”虽然首见于佛教经典，但慈善思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先秦时期和 “慈善”意义相

当的词语还有 “仁”、“义”等。“仁爱”、“布施”、“义行”、“行义”等是早于 “慈善”一词出现且与 “慈善”
意义相近的合成词。汉 昭 帝 时，已 将 “行 义”作 为 察 举 选 人 的 科 目，可 见 汉 代 政 府 对 善 行 的 提 倡 和 重 视。
魏晋以后，由 “义”组成的慈善类词语日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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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政府对慈善事业日益重视，中国慈

善史研究成为热门课题，有关这个领域的研究成

果不断丰富，“慈善”一词也成为使用频率极高

的热门 词 语。作 为 合 成 词 的 “慈 善”源 出 何 处，
是研究慈善史必须要回答的问题，遗憾的是，由

于旧有辞书的误导，以及研究者对古代文献检索

的疏漏和对汉译佛教资料的忽视，致使这一问题

迄今尚未得到正确的解答。为避免以讹传讹，本

人不揣冒昧，献上一得之见。

一、传世文献和碑刻中早于 《魏书》的

“慈 善 ”用 例 　 　 　 　 　 　 　

　　 《辞 源》所 举 “慈 善”的 最 早 词 例 是 《北

史·崔光传》中的文字： “光宽和慈善，不忤于

物，进退沈浮，自得而已。”①２００６年出版的 《中

国慈善简史》即以此为据，得出结论说： “据现

有史料来看，这可能是 ‘慈善’二字合成使用的

最早载 录。”［１］（Ｐ３）此 后，有 人 不 断 重 复 此 说。例

如，２００８年，王 俊 秋 在 其 《中 国 慈 善 与 救 济》
一书中专门列出 了 “慈 善 的 含 义”讨 论 此 事 说：
“《辞源》对慈善的解析是：‘仁慈善良’”，接着

照录了 《北史·崔光传》的这段文字。［２］（Ｐ２１）余日

昌编著的 《中华美德丛书·慈善卷》说：
“慈善”二 字 使 用 是 后 来 的 事，它 往 往

被用来表示 “仁慈”、 “善 良”、 “富 于 同 情

心”的意思，正如 《北史·崔光传》中所说

的那种 “光宽和慈善”。［３］（Ｐ５）

莫文秀等在 《中华慈善事业思想、实践与演

进》一书中专辟一节讨论 “慈善”的含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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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一节 的 题 目 就 是 “古 文 化 中 ‘慈 善’的 含

义”。文中说：
到南北朝时 期， “慈”与 “善”则 常 常

并列使用。两字的字义逐渐合一，包含了博

爱为慈、乐举为善两层含义。唐代的李延寿

在 《北史》中称崔光 “光宽和慈善，不忤于

物，进退沈浮，自得而已”……据现有史料

来看，这可能是 “慈善”二字合成使用的最

早载录。［４］（Ｐ３）

《辞源》以 《北 史》中 的 “慈 善”作 为 最 早

的例证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段史料抄自 《魏书·
崔光传》，文字完全 相 同。１９９４年 出 版 的 《汉 语

大词典》已经做了纠正，所举 “慈善”最早的词

例为 《魏书·崔光传》。①

《魏书》成书 于 北 齐 天 保 五 年 （５５４），记 载

了北魏王 朝 的 历 史，作 者 是 北 齐 人 魏 收 （５０７—

５７２）。《北史》主要 在 魏、齐、周、隋 四 书 基 础

上删订改编而成，记述北朝从公元３８６年到６１８
年的历史，贞观十七年 （６４３）成书，比 《魏书》
晚了８９年。作 者 李 延 寿 是 唐 朝 初 年 人，生 卒 年

月失载。
如依 《魏书》所记，合成词 “慈善”出现在

公元５５４年之前。其实，这并不是 “慈善”二字

合成使用的最早载录，传世文献和碑刻中都有早

于 《魏书》的资料。
（１）南朝沈约 （４４１—５１３） 《南 齐 皇 太 子 礼

佛愿疏》：
天母之德，厚载不能加；任姒之盛，坤

仪宁足匹？未及诸王妃主，宫掖嫔房，未来

因缘，过去眷属，并同兹辰，预此慈善。［５］

（２）《夫人姓张讳玉怜墓志》（东魏天平四年

（５３７）二月丙寅）：
夫人姓张，讳玉怜，齐国西安人也。……

夫人慈抚训导，咸得成立。居家理治，严明著

称。推尚佛法，深解空相，大悲动心，惟慕慈

善。……魏天平三年正月乙□奄焉薨逝。［６］

（３）北 魏 杨 衔 之 的 《洛 阳 伽 蓝 记》，成 书 于

东魏孝 静 帝 （５３４—５５０年 在 位）时。卷 二 《城

东·璎珞寺》：
（建阳）里 内 有 璎 珞、慈 善、晖 和、通

觉、晖玄、宗圣、魏昌、熙平、崇真、因果

等十寺。［７］（Ｐ５４）

（４）梁简文帝 （５５０—５５１年在位） 《开元寺

浮海石像铭》：
况夫道由慈善，应起灵觉。是以无方之

迹，随机示现；无缘之力，因物成感。［８］

二、翻译佛经中早于 《魏书》的

“慈 善”用 例　　　　　　

　　一般认为，东汉时翻译的 《四十二章经》是

中国最早 的 佛 经 译 典。３～５世 纪，在 东 吴、后

秦、北凉、北魏等南、北方政权的翻译佛经中有

不少早于上述传 世 文 献 和 碑 刻 的 “慈 善”用 例。
翻译佛经是中古时期的重要语言材料，但是，在

相当一段时间内，翻译佛经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

视。这是因为前人在研究资料上以先秦两汉文言

典籍及后世仿古 写 成 的 典 籍 为 “正 宗”，而 将 翻

译佛经排斥在采摭征引之外。 “现行的若干大型

语文 类 辞 书，诸 如 《汉 语 大 词 典》、 《中 文 大 词

典》、《辞源》等，在追溯词语义项源流的编纂过

程中，应 该 说 尚 未 充 分 利 用 佛 经 这 项 宝 贵 资

源”。［９］（Ｐ５６２）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以 后，随 着 古 籍 数 字

化的发展，卷帙浩繁的翻译佛经语料开始受到广

泛的关 注。翻 译 佛 经 本 身 是 一 个 非 常 庞 杂 的 体

系，疑伪经卷杂出，经中多有俗字异体，一些语

词艰涩难懂，而且对于经文和译者的时代也多有

意见不一者，因此，有必要对与 “慈善”语料相

关的佛经和译者做些介绍和解释。
（１）《大方便佛报恩经》中所载可能是 “慈

善”最早的合成词例。卷五 《慈品第七》中说：
复次，如来方便慈善根力不可思议。如

来以慈善根力化作其儿。
复次，如来慈善根力不可思议。
过一七已，如来尔时以慈善根力，即化

其地变成浴池。
复次，如来方便慈善根力不可思议。
作是唱时，于虚空中，以如来慈善根力

故，起大悲云，雨大悲雨，雨诸女人身。［１０］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七：

—９２—
① 参见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第七册，６４９页，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４。慈善：仁慈，富有同情心。



三十二相庄严其身，无能胜者，以慈善

力，坏魔兵众。［１１］（Ｐ２５４）

《大方便佛报恩经》 （七卷）失译，附后汉录。
学术界对此经翻译年代的看法不一致。吕澄认为是

东汉失译经［１２］（Ｐ６８），荷兰汉学家许理和认为不是，

没有将其归入东汉译经的目录中［１３］（Ｐ２９－５９）。汪维辉

先生说：“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些经的实际翻译时

代可能要晚于东汉，估计为三国时期所译”。［１４］（Ｐ２９２）

史光辉认为，七卷本 《大方便佛报恩经》和东汉

其他译经在语言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其具体翻译

年代当不早于三国，其中不少用语与西晋时期佛

经的语言更为接近。［１５］综合几家的意见，将此经的

翻译时间确定在３世纪前中期应无问题。也就是

说，“慈善”一词的合成使用在３世纪已经出现，
比 《魏书·崔光传》中的 “慈善”约早３个世纪。

（２）约３世纪中叶翻译的 《菩萨本缘经》中

的 “慈善”。《菩萨本缘经·一切施品第二》说：
婆罗门言： “若欲闻者，我当为 汝 具 陈

说之。我本生处，去此悬远，薄佑所致，遇

王暴虐，犹如师子在鹿群中，终无一念慈善

之心。”
《菩萨本缘经》共三卷，《大正藏》收在第三

册本缘部，题作 “僧伽斯那撰，吴月支优婆塞支

谦字恭明 译”。支 谦 是 三 国 时 佛 经 翻 译 家，又 名

支越，字恭明，生卒年不详，本月氏人，其祖父

法度于汉灵帝时率月支人数百移居中国，支谦随

之俱来。东汉末年，支谦随族人避乱至东吴。相

传吴主孙权拜其为博士，辅导太子。隋法经等撰

《众经 目 录》卷 六，题 作 《菩 萨 本 缘 集》四 卷，
僧伽斯那撰，吴世支谦等译。汉语史研究者在利

用此经材料时，大多认可 《大正藏》的题署，将

支谦看做此经的译者。吕澄、俞理明二先生认为

《菩萨本缘经》是支谦所译，许理和以为不是。陈

祥明支持许理和的看法，认为该经的翻译年代不

早于西晋，很可能是东晋或东晋以降的译作。［１６］

（３）《长阿含经》卷六 《转轮圣王修行经》：
有智者远逃丛林，依倚坑坎。于七日中

怀怖 畏 心，发 慈 善 言：“汝 不 害 我，我 不

害汝。”［１７］（Ｐ４１）

《长阿 含 经》是 四 阿 含 经 之 一，二 十 二 卷，
后秦 弘 始 年 间 佛 陀 耶 舍 与 竺 佛 念 译。据 《高 僧

传》卷二 《晋长 安 佛 陀 耶 舍》，佛 陀 耶 舍 是 罽 宾

人 （今克 什 米 尔 一 带），曾 为 鸠 摩 罗 什 之 师，应

罗什之邀，到长安翻译佛经。弘始十五年 （４１３），
佛陀耶舍译完 《长阿含经》。“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为秦言”［１８］（Ｐ６７），由秦地僧人道含执笔记录。
（４）后秦凉州 沙 门 竺 佛 念 译 《十 住 断 结 经》

卷十三 《道智品第二十四》：
在世修道惟信为强，人之行慈善神卫护。［１９］

（５）马鸣菩萨造、后秦三藏鸠摩罗什 （３４４—

４１３）译 《大庄严论经》卷一：
云何同慈善？譬如师子吼。［２０］

（６）龙树菩萨造、梵志青目释、后秦三藏鸠

摩罗什译 《中论》卷三 《中论观业品第十七 （三

十三偈）》：
所谓业 者。人 能 降 伏 心，利 益 于 众 生，

是名为慈善，二世果报种。人有三毒，为恼

他故生行。善者先自灭恶。是故说降伏其心

利益他人。利益他者，行布施持戒忍辱等不

恼众生，是名利益他，亦名慈善福德。［２１］

（７）古印 度 马 鸣 著，北 凉 （３９７年 或４０１—

４３９年）昙无谶译 《佛本行经》卷四 《转法轮品

第十七》：
佛以慈善，教化一切；为人说法，不以

贡高。［２２］

（８）北凉天竺 三 藏 昙 无 谶 译 《大 般 涅 盘 经》
卷十五：

而愿与彼乐，是名为慈善。
卷十六 《梵行品第八之二》：

善男子，我 于 尔 时 手 五 指 头 实 无 师 子，
乃是修慈善根力故令彼调伏。

善男子。当知即是慈善根力。 （此 句 共

五见）［２３］

《后汉书·西域传》论曰：“感验明显，则事

出天外。”李贤注引 《涅盘经》：
阿阇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力，舒

其五 指，遂 为 五 师 子 见，尔 时 醉 象 惶 惧 而

退。又五百群 贼 劫 夺 人 庶，波 斯 匿 王 收 捉，
剜其两目，弃 入 坑 中。尔 时 群 贼 苦 痛 不 已，
同时发声 念 南 无 佛。陀 达 摩 佛 以 慈 善 根 力，
雪山吹药，令入贼眼，皆悉平复如本。
在 《乾隆大藏经》和 《大正藏经》所收 《涅

盘经》中没有查到上述文字。李贤注应该是有根

据的，只 是 我 们 已 经 看 不 到 李 贤 所 见 的 《涅 盘

—０３—



经》了。
（９）北凉失译人名出北凉录失译师名 《金刚

三昧经序品》第一卷上：
如来大慈善，分别无有余。［２４］

（１０）北魏 《杂 宝 藏 经·昔 王 子 兄 弟 二 人 被

驱出国缘》：
小近岸边，妇排其夫，堕著河中。以慈

善力，随水漂去，而不没死。［２５］

《杂宝藏 经》的 主 要 内 容 是 与 佛 陀 有 关 的 故

事，特别强调孝养、施舍、教化等诸种原始佛教

的道德观。汉译本最早由西域人吉迦夜与昙曜于

延兴 二 年 （４７２）译 出，全 经 八 卷 （亦 有 十 卷 或

十三卷者）。

三、“慈善”语义探源

慈善由 “慈”和 “善”组成，是一个既古老

又年轻的概念，虽然它作为合成词首见于佛教经

典，但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慈善思想在

中国源远 流 长、底 蕴 深 厚，佛 教 融 入 中 华 文 明，
必须与中国社会传统的慈善思想相结合。

据 《汉语大词典》， “慈 善”指 慈 爱、善 良、
仁慈、富有同情心。在英语中， “慈善”有两个

对 应 的 词，一 是 ｃｈａｒｉｔｙ，二 是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ｃｈａｒｉｔｙ强调针对穷人或困难群体的帮助和救济，
而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则不限于仅仅帮助穷人，有博爱

的意思。慈善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无偿性，不

求回报；二是双方没有利益关系。慈善不仅仅是

个体行为，更多的是一种公益事业，是社会公众

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对于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救助的

行为的总和。
“慈”和 “善”都 有 多 种 义 项，下 面 只 讨 论

与上述概念相关的释义。
《说文·心部》：“慈，爱也。” “慈”有以下

释义：（１）上爱下。《诗·大雅·皇矣》“克顺克

比”毛传： “慈 和 偏 服 曰 顺。”孔 颖 达 疏 引 服 虔

曰： “上 爱 下 曰 慈。” 《周 礼·地 官·大 司 徒》：
“一 曰 慈 幼。”郑 玄 注：“慈 幼，谓 爱 幼 少 也。”
《史记·周 本 纪》： “则 古 公、公 季 之 法，笃 仁，
敬老、慈少。”（２）笃爱，仁爱。《左传·庄公二

十七年》：“夫礼乐慈爱，战所畜也。”孔颖达疏：
“慈谓爱之深也。”《韩非子·解老》：“慈于子者

不敢絶衣食，慈于身者不敢离法度，慈于方圆者

不敢舍规矩。”《礼记·曲礼上》：“兄弟亲戚称其

慈也。”孔颖达疏：“慈者，笃爱之名。”《新书·道

术》：“恻隐怜爱人谓之慈，反慈为忍。” （３）佛

教用语。称 佛、菩 萨 爱 护 众 生，给 予 欢 乐 为 慈。

《智度论》卷二十七：“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

悲，拔一切众生苦。”

《说文·誩部》：“譱 （善），吉也。从誩，从

羊。” 是 “善”的本体，或体写作 。“善”有以

下释义：（１）吉祥；好；美好。徐中舒认为：“‘善’

即膳 食 之 膳 之 初 文，盖 殷 人 以 羊 为 美 味，故

‘善’有吉美之意。”［２６］（Ｐ２２５－２２６）做善事献爱心，就

能得到吉利获好报。《礼记·中庸》：“祸福将至，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２）善行；善事；善人。《易·坤》：“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左传·文公 六 年》： “置 善 则 固。”

《论语·为 政》： “举 善 而 教 不 能，则 劝。” 《史

记·吴王濞列传》：“盖闻为善者，天报之以福。”

先秦时期，与 “慈善”意义相当的词语还有

“仁”、“义”等。《周易·说卦》曰：“立人之道，

曰仁与义。”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仁义者，

与天下 共 其 所 有 而 同 其 利 者 也。”此 说 已 体 现 出

“慈善”的主要含义。 “仁”、和 “义”都 是 多 义

词，同样，这里只讨论与慈善相关的语义。 《说

文·人部》：“仁，亲也。从人，从二。” “仁”是

中国古代含义广泛的道德范畴，核心是爱人，指

人与人相互友爱、互助、同情等。 “义”，合乎正

义或公益的思想或举动。施舍、救济，为公益而

不取报酬。① 《诗·大雅·文王》：“宣昭义问，有

虞殷自天。”毛传：“义，善。”《老子》第十九章：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王弼注：“仁义，人之善

也。”《淮南子·齐俗训》：“为义者布施而德。”

仁爱学说是中国慈善思想的重要源头，已为

学术界 所 认 同。有 关 “仁 爱”的 论 说 极 为 丰 富，

略举一二。《礼记·王言》说：“仁者，莫大于爱

人。”孔子系 统 地 归 纳 了 三 代 以 来 的 “尚 仁 爱、

—１３—

① “与众共之曰义，义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之类是也。”参见洪迈：《容斋随笔》卷八 《人物以义为名》，１０５页，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重人本”思想，主张仁者 “爱人”，“泛爱众，而

亲仁”。［２７］（Ｐ４）他把 “仁 爱”看 做 是 做 人 的 责 任 和

义务，倡导将心比心、与人为善的利他风尚。孟

子非常重视仁爱的社会意义，他说：“仁者爱人，
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

敬之。”［２８］（Ｐ１９７）主张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２９］。“仁”与 “义”密切相关。
《礼记·礼运》曰：“仁者，义之本也。”

“布施”、“义行”、 “行义”等也是早于 “慈

善”一词出现且与 “慈善”含义相近的合成词。
“布施”，施予，施舍；施恩惠于 人；普 遍 施

予。《荀子·哀公》：“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

下而不病贫：如此则可谓贤人矣。”杨倞注： “谓
广施 德 泽，子 惠 困 穷，使 家 给 人 足 而 上 不 忧 贫

乏。”《管子·四时》：“四政，曰求有德赐布施于

民者而赏之。”《史记·宋微子世家》：“襄公夫人

欲通于公子鲍，不可，乃助之施于国。” 《正义》：
“襄夫人助公子鲍布施恩惠于国人也。”王充 《论

衡·定贤》：“使谷食如水火，虽贪恡之人，越境

而布施矣。”佛教传入中国后，以 “布施”为梵文

Ｄａｎａ（檀那）的意译词，特指向僧道施舍财物或

斋食。《魏书·景穆十二王上·京兆王子推传附子

太兴传》：“太兴遇患，请诸沙门行道，所有资财，
一时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斋。”

“义行”指忠义或节义的行迹。“行义”谓躬

行仁义。值 得 我 们 关 注 的 是，汉 昭 帝 时，已 将

“行义”作为察举 选 人 的 科 目，说 明 汉 代 政 府 对

“善行”的 提 倡 和 重 视。元 凤 元 年 （前８０）三

月，昭帝 “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

帛，人五十匹”［３０］（Ｐ２２５）。宣 帝 地 节 三 年 （前７１），
“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３１］（Ｐ２５０）。
东汉张奋少好学， “节俭行义，常分损租奉，赡

恤宗亲，虽至倾 匮，而 施 与 不 怠”［３２］（Ｐ１１９８）。汉 代

有称作 “义田”、“义谷”、“义米”、“义舍”等的

慈善事项。“义田”，汉袁康 《越绝书·外传记越

地传》： “富 中 大 塘 者，勾 践 治 以 为 义 田；为 肥

饶，谓之富 中。”此 当 为 义 田 之 始。后 来 泛 指 为

赡养族人或贫困者而置的田产。“义谷”，义捐赈

灾的谷米。《后汉书·文苑传上·黄香传》：“时

被水年饥，乃分俸禄及所得赏赐班赡贫者，于是

丰富之 家 各 出 义 谷，助 官 禀 贷，荒 民 获 全。”富

有之家 “各出义 谷”，反 映 出 义 捐 谷 米 赈 灾 在 当

时已经是一种普遍的慈善行为。东汉末天师道首

领张鲁于初平二 年 （１９１）率 徒 众 在 汉 中 各 地 设

义舍 （无 偿 供 给 行 旅 食 宿 的 邸 舍），置 义 米、义

肉，过路者量腹取足。① 汉代将出钱赞助刻碑的

人称作 “义士”。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阴沟水》：
“城东南有一碑，碑文悉破无验，惟碑背故吏姓名

尚存：熹平元年，义士门生沛国萧刘定兴立。”清

代翟灏 《通俗编·释道》： “汉 《曹全碑》阴：义

士某千，义士某五百。义士盖但出财之人。今人

出财布施皆曰信士。宋太宗朝避御名，凡义字皆

改为信。今之信士，即汉碑所称义士也。”上述这

些词语都是早期慈善思想和慈善行为的表现。南

北朝以降，由 “义”组成的慈善类词语日益丰富，
如义举、义事、义务、义捐、义赈、义诊、义演、
义卖、义 庄、义 社、义 井、义 塾、义 学、义 园、
义冢、见义勇为，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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