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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人間與世間都是佛教高度重視的概念。般
若經典雖然記載著佛教有關人間與世間非
常寶貴的教導，歷來卻相當被忽略。本文
以般若經典為主要的依據，運用哲學的方
法，著眼於空間視域，不僅反思人間與世
間這二個概念的建構，而且鋪陳經典就人
間與世間之實相所闡明的義理。透過本文
的研究，將有助於佛學與哲學的跨領域看
待，進而可提供當代佛學界在人間與世間
論述的一項不容忽視的準據。



• 所謂的「人間」（human realm），意思為人類的
領域（realm）或人類的範圍（sphere）。

• 所謂的「世間」（world; the world as a realm or
sphere），可以和「世界」（world）交換使用，
也可以特指做為領域或範圍的世界。至於「世
界」，意思大致為事情在構成、運轉、活動、和
經驗上相關聯的一大套和合系統。如果事情特指
眾生經營生存活動所和合的系統，則可稱為「生
活世界」；如果事情特指眾生表現生命歷程所和
合的系統，則可稱為「生命世界」。

• 所謂的「視域」（horizon），意思大致為在視野
範圍內的區域，而視野的範圍，外表上，捕捉在
視線所及的地表與天際的交界， 內容上，卻受限
於所使用的知覺裝備與知覺角度、所在位置的知
覺對象之阻擋、以及個體與群體過去的認知經驗
的影響。

• 所謂的「空間視域」（space horizon; horizon of
space），意思大致為在視野範圍內的空間。



般若經典之開拓空間視域與闡發
正確的空間知見

• （一）開拓空間視域
• 善現！是菩薩摩訶薩．若晝、若夜，常不
遠離念佛作意，常不遠離聞法作意。由此
因緣，隨諸國土有佛世尊現說正法，即乘
願力，往彼受生，或乘神通，往彼聽法。
由是因緣，此諸菩薩生生之處，常不離佛，
恒聞正法，無間、無斷。

• （二）闡發世間與空間之正知正見



人間觀念之反思與檢視
• 《雜阿含經．第101經》，T. 99, vol. 2, p. 28a-b.

• 以豆磨（Doṇa）為氏族姓氏（kula）的一位婆羅門
（brāhmaṇa），請問佛陀是否為天神（deva）。佛
陀回答，自己並不是天神。接著，又回答，自己並
不是龍（ nāga）、夜叉（ yakṣa）、乾闥婆
（ gandharva ） 、 阿 修 羅 （ asura ） 、 迦 樓 羅
（ garuḍa）、緊那羅（ kinnara）、摩睺羅伽
（ mahoraga ） 、 人 （ manuṣya ） 、 非 人 （ a-
manuṣya）。最後，對照於一般的眾生皆由各式各樣
的煩惱（kleśa）而出生於世間且經歷生死輪迴，而
自己則透過修行，徹底捨離煩惱，結束生死輪迴，
並且正好根據如此的修行成果，才稱為「佛陀」
（或覺悟者buddha）。



人間觀念之開展

• 第一，人間觀念開展在人道（manuṣya-gati）
與天道（deva-gati）。

• 第二，人間觀念開展在解脫道的聲聞乘
（śrāvaka-yāna）所施設的果位次第。

• 第三，人間觀念開展在菩提道之生生世世
相續不斷的推動。

• 第四，人間觀念開展在菩提道之淬煉大悲。
• 第五，人間觀念開展在菩提道的隨類救度
之多重脈絡。



結論

•如何看待人間與世間，既不應該孤立處理，也不
應該區隔處理，而應該出之以足夠廣大、完整、
且通達的世界觀。透過如此的世界觀所落實的視
域，舉凡涉及的關鍵概念，皆予以界說與釐清；
涉及的有關觀念，皆予以反思與檢視；流行的有
關見解，也不輕易附和。至於值得努力從事的，
基本功就在於開拓視域，形成正確的知見，以及
就正知正見通達理解為智慧。隨著智慧之初步形
成，精益求精，遂行智慧之貫徹實踐。如此一來，
人間與世間，皆可用以開展在菩提道之次第昇進、
眾生之救隨類救度、以及世界之淨化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