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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佛法來看，眾生所面臨的生命困境是長遠

共通的，並不是到二十一世紀才忽然而有，或僅

適用於二十一世紀。然而，可以藉由目前人們切

身感受到的項目，提供線索，切入更核心的問題。

在外表上，也許看到五花八門的問題，但骨子裡，

核心的問題可以說主要有一個，就是著重於物質

方面，而精神方面幾近荒蕪，衍生出過分重視現

世而欠缺積極的生命出路。 

近代以降，物質科學掛帥，由於實驗方法重

在數據檢測。因此，主要著重在容易以數據檢測

的物質方面。然而精神方面無法用數據檢測，物

質科學即傾向於存而不論，甚至否認或者化約成

為物質運作所附帶的現象。伴隨著這樣的觀念，

在此生死後，也就是物質的身體毀壞之後，就什

麼都沒有了。這樣的斷滅見，也就跟著很流行。

在這樣的氛圍下，講精神方面，容易被認為不科

學或迷信。由此愈來愈少人強調或教導世人往精

神方面認知，以至於物質漸漸成為世人認為唯一

可以寄託的依歸。然而，不論是眾生的五蘊和合

之身，或者所擁有的財產、地位，皆表現成有為

法；而有為法終將朽壞、不可永保。結果眾生認

為唯一可以依託的物質，也無法成為恆常的歸

依。在這樣的情形下，由於不知道還有什麼是可

以依靠的，很容易演變成以下的三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較極端，成為即時享樂者。認為

反正什麼都會朽壞而消失、不可久保，不如即時

行樂。而眾生通常所謂的快樂，主要來自於感官

活動，由六根對六境所產生的聲光味刺激，而非

佛教經由反觀寂靜而安住的喜樂。以向外追求的

型態，對於所謂眾生當事者，由於欠缺因緣業報

的觀念，不顧後果而只是即時享樂，往往造下許

多不善的業，成為未來世的障礙。就向外追求的

型態而論，難免以消耗的方式在進行，偏重身體

方面的消耗，長期如此，則疾病產生，又衍生出

醫療需索等更多的社會問題，層層相關。由於對

外大量消耗世界的資源，以及伴隨大吃大喝的殺

生，加上由聲色行業壟斷龐大利益衍生的壓榨剝

削，諸如此類，追求眼前的樂受，其實要付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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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源、業報方面巨大的代價。 

然而，由於感受是很短暫的，過後即散，所

以必須一直追求，而且往往胃口只會愈來愈大。

於是愈來愈難滿足，而需要卻愈追求愈多。如此

欠缺內涵的追求，使內心的空虛又更為巨大，此

一惡性循環，捲在追求貪欲、樂受的巨大漩渦當

中而無法自拔，如同在滾輪上無止盡奔跑的老鼠。 

第二種情形較為普遍，雖然不至於以什麼後

果都不管的極端方式成為即時行樂者，但由於認

為物質是唯一可被抓取的，即使知道物質不可長

久依靠，仍選擇不去看會毀壞的一面，而極盡可

能地追逐、累積財富，以此為生命的主要目標。

一方面，為了追求財富而無所不用其極。世間互

相壓榨、障礙、侵害，經常由此而來。嚴重的甚

至可以出賣親朋好友，也在所不惜；至於黑心、

欺詐等不正當的求財方式，早已屢見不鮮。這些

影響，不僅由於黑心食品或物品帶給人們健康方

面的威脅，更嚴重的是腐蝕了人與人之間的信

任。當人與人之間愈來愈不能互相信任，大家只

能愈來愈疏遠，成為孤島，延伸又產生許多心理

疾病、孤獨老人，或者家暴的孩子、受虐的動物，

卻欠缺支援，結果長大以後，又成為更進一層的

社會問題。 

另一方面，毀壞、死亡成為隱諱與陰暗的部

分，被世人極力地掩蓋。在世人普遍害怕與忌諱

的心態下，就更加欠缺對於活在世間生老病死歷

程的如實覺察與認知。伴隨著對此不知所措，只

能讓悲傷、恐懼、無奈的情緒占據，以及讓社會

習俗、儀式或各種宗教團體擺布。 

問題就這樣不斷地蔓延，從外表貌似不同領

域或不相關的問題，骨子裡卻是互相交織的。從

佛法來看，由於眾因緣生法，事情都不是點狀單

獨地存在，每件事情、每個心態，都會交織而不

斷地延宕，產生更多變種的、始料未及的問題。 

第三種情形，當代的自殺現象，很大部分也是

源於物質主義的問題。如果認為只有物質是真實

的，認為心態只是大腦的運作表現，那麼很自然會

得到的結論是，死亡是一切的終結。在如此的觀念

下，如果遇到難解的生命問題，就不會觀察因緣，

以解開問題癥結的方式解決問題，而是用自殺的方

式，以為死亡等於一切問題的一筆勾銷。 

以自殺來掩蓋活著的困境，可以說是物質主

義會產生的問題的一個代表。這意味著，僅僅著

重在物質方面，並無法提供對生命長遠、廣大、

全面、究竟的理解。一方面，由於社會所能提供

的現象或管道，並不能給予世人對於生命困擾的

貼切解答，以至於被迫走上自殺一途。另一方面，

僅僅從物質方面搭配著刻板認識世界的方式，並

無法解開生命問題的來龍去脈。由於看不到問題

的根本癥結，因此無從著手改變與解決，最後似

乎只能用自殺這種粗糙的方式來掩蓋問題。然

而，從佛法的教學來看，完全不必閉鎖在一輩子

當中，在沒什麼好選擇的現狀當中勉強抓取。佛

法的教學提供生命問題的解開方式，由解開因

緣，了解問題的產生來源，而能根本地解決問題。 

以上粗略地說明，現代唯物觀念可能延伸而

產生的生命問題。總括來說，如果片面強調物質，

很容易看在事物的刻板外表，而無從全盤理解生

命的運作。如果無從進一步認知生命的運作，就

消極面來說，將無從得知什麼是可以解決生命問

題的適切方法；就積極面來說，則不知道生命還

有什麼值得追求的目標。如同不了解一輛車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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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原理，不僅無法修理它的問題，而且無法加

強它的效能。同理，如果欠缺對於生命通盤的了

解，如何能夠把握核心要點、解決問題、或努力

在適當的事務呢？結果，似乎只能被迫在現世浮

現的、以為能抓取的，盡力去抓取，或者以粗糙

的消滅方式，去掩蓋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指出偏重物質會產生的

問題，並不意味佛法將以反對物質主義的姿態提

倡心靈主義。在認識佛法的過程，最好將這些二

分概念的包袱擱置或排除，切勿拿片面的意識形

態胡亂套上佛法。佛法講究的，在於透過切要的

與甚深的觀察，解開生命世界運作的方式，以及

透過全面廣大的了解，進而提出可行的解決辦法。 

■看法建言 

佛教界如何回應這些困境？或如何從教育

著手？ 

1. 由觀察生命世界與心態變化為入手功課，以動

態流程的方式加強觀察，扭轉通常的刻板見

解，並且以解開因緣的方式，深入考察變化之

來龍去脈。 

2. 佛教並不是消極或遁世，而是應該認清生命歷

程的主軸。因此，於值得努力的項目，精進用

功；於不可得或不可執取的事物，隨緣不強求。 

所謂的不可得或不可執取的事物，意思是

說，由於活在世間，眾生依賴而藉以存活的身體

或社會環圈，無一不是由眾多因緣所交織而產生

與流變；這些錯綜複雜的因緣，若干來自於過去

業力的推動，若干則為共業所感。如果希望世間

層次的事情都事事如意，不但很困難，而且可以

說是不能強求的。因為太多因緣，不是我們些許

的福報或努力就能擺平的。再者，也由於認識這

些外表事物只是此生短暫的依託，並不能長遠地

延續到未來世。因此，如果在盡力之後，初步的

結果仍然差強人意，也就不必萬念俱灰或過分執

著。由此說為於不可得或不可執取的事物，隨緣

不強求。 

那麼，什麼是值得努力的項目呢？就是我們

的心態活動。 

但此處並不是如同街坊鄰居所講的，以為心

態上只要放下或不執著，或者另外換個角度看世

界。那樣的說法，沒頭沒尾，容易遭受退縮之詬

病；以為不能改變環境就降低自己的標準，好讓

自己更容易快樂與滿足。 

首先，應該了解生命歷程的骨幹是心路歷

程。在臨終時，五蘊將解散，而延續生死流的，

正好是心意識的環環相扣。眾生會做什麼事情、

說什麼話、做什麼樣的選擇，以至於讓生命路徑

前往什麼方向，莫不由於心態內涵與心態趨向。

因此，從心態調整下功夫，是改變生命去向的關

鍵之一。雖然如此，就凡夫而言，大部分時間所

營造的心態活動，多少都會受到習氣的薰染。在

不覺察的情況下，眾生通常受到心態習慣的驅

使，或者朝向喜愛的事物而追逐，或者對討厭的

事物衝突或迴避。如此的心態運作，用一輩子寶

貴的時間在追逐感受，但是感受通常是短暫且很

虛幻的，難以累積成良善的生命資糧或正向的心

態能力，以至於在臨終的時候，也只能讓這些心

態的翻攪繼續驅使，追逐習慣追逐的世界層面，

繼續生死輪迴。就此而論，佛法教導正念與止觀，

透過覺察念頭的起伏，安住於心態的調適，導向

於生命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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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表面上世間五花八門的來去流轉，但莫

不是在骨幹上由心態帶頭在推動。所謂的對症下

藥，擒賊先擒王，雖然世間的因緣眾多，而心態

活動正好是特別值得努力去觀照與鍛鍊的。 

透過這樣的觀照與鍛鍊，即可切要地解開生

命歷程與心路歷程，進而理解其運作的機制。當

眾生能漸漸了知目前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與未

來生命流轉的關聯時，規範、規則、或理論，將

成為只是輔助的工具，而不必墨守成規或死守教

條。以確實觀照與貫徹鍛鍊為職志的修行者，逐

漸就會清楚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那是由於清

楚地了解未來將會是現在造作的逐步兌現，沒有

無緣無故掉下來的收穫。因此，教育應當從最基

礎的覺察心路歷程與認知生命歷程做起，從短暫

組合的表相切入確實在運作的因緣流轉，進而形

成廣大且長遠的世界觀。如此的歷練，將可以提

供世人在遇到抉擇時刻的思惟依據，一生受用，

乃至生生世世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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