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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概念
• 时间：意思大致为针对物体或事情的存在、
运动、或变动，用以描述、度量、或说明
其持续的历程或发生的顺序所衍生的、抽
离的、具备向度的概念。

• 空间：意思大致为针对物体或事情的存在、
运动、或变动，用以描述、度量、或说明
其方向、位置、领域、距离、或形状所衍
生的、抽离的、具备向度的概念。

• 时空哲学： 以时间与空间为关切的重心，
展开哲学的探问与思辨，从而形成的整套
学问的钻研。



佛教的世界观与时空观
• 一者，世界与时空，其格局并非褊狭的，
而是广大、长远、甚至无限的。

• 二者，世界与时空，其对象既非片面地仅
限于人类、天神、或物质的事情，亦非以
人类、天神、或物质为中心的事情，而是
多样的生命形态与多样的聚合项目共构的
事情。

• 三者，世界与时空，其内容既非预先即已
存在的事物，亦非抽离而另外存在的事物，
而是活生生地就在于各式各样的生命形态
与聚合项目之相关联的和合运转。



佛教通用的视角与时空观

• 在佛法的教学，既不把时空当成抽离
而另外存在的事物，且不赋予时空任
何自成一格的优越地位。

• 佛教通用于看待世界暨关联项目（或
法）的视角，一贯地也适用于看待时
空。出之于如此的视角，所谓的世界、
关联项目、与时空，都被看成无常的、
缘起的、空的、非我的、不二的、虚
幻的、化现的。



佛教施设的修行道路与时空观
• 佛教并非仅止于消极地观看世界之构造与
运转，更在于积极地施设以高超目标为实
践导向的修行道路，包括解脱道与菩提道。

• 解 脱 道 展 望 的 最 高 目 标 ， 般 涅 盘
（parinirvāṇa/ 完全的寂灭），藉由止息世
界与时空之运转，而超越世界与时空。

• 至于菩提道，透过在修行道路的诸多向度
与面向的相续不断的开通与转化，时间、
空间、与世界即开显为真如（ththatā）、
法界（dharma-dhātu）、与净土（buddha-
kṣetra-pariśuddhi; pariśuddha-kṣetra）。



时间与空间之不可截然分别-1
• 一般世人如果以时间概念与空间概念为前导在思
考，即倾向于认为，在某个程度，时间与空间是
可分别的，而其形态，或者只考虑到时间，却排
除了空间；或者只考虑到空间，却排除了时间；
或者将时间项目与空间项目并排，却彼此无交集。

• 牛顿（Sir Isaac Newton）的绝对的时间与空间
（absolute time and space）之说。

• 绝对时间，意指独立于任何观察者而存在的时间，
而且在整个宇宙，都以一致的步伐在进展的时间。

• 绝对空间，意指符合三个向度的欧几里得几何
（three-dimensional Euclidean geometry），不受到
任何外在事物的影响，而本身经常维持着一样的、
不动的空间。



时间与空间之不可截然分别-2
• 佛教经典在原则上并不针对任何的二个法目或概念
做成存有学上截然的二分。

• 这样的认知，同样适用于有关时间与空间的论述。
• 假如不是由于所作所为，很难想象那些用以标示时
间与空间的用词如何可能被设置出来。

• 正好随着所作所为相续不断地实践开来，而用以叙
述或度量所作所为的时间与空间之用词，即一一可
派上用场。

• 由于所作所为之轴线以几乎永无止尽的方式在施行，
时间与空间之轴线，即关联地得以开通与拓展。

• 因此，所作所为、时间、与空间，不仅不具有相互
之间的隔阂，而且正好以相互关联的形态，共构为
一直在畅通遂行的系统。



时间与空间是空的-1
• 「空的」（śūnya），做为论断词，在于论断主词。
• 通常的论断词，在于就主词所关联的存在、特征、
状态、作用等，做成限定的论断。

• 然而，「空的」，并非通常用法下的限定论断，而
在于解开所考察项目的运转条理，进而以运转条理
之意义，论断所考察的项目。

• 换言之，「空的」，不在于存在之限定论断词，而
在于意义之非限定论断词。

• 若就数目字而论，śūnya就是〇。
• śūnya一词，通常被翻译成「空的」，在佛法的教
学，呈现多样的用法与多样的涵义，可意涵事项之
空洞的、虚有其表的、开放的、因缘生的、或可解
散的情形。



时间与空间是空的-2
• 关于时间与空间，可以整理出如下的四个论点。
• 其一，举凡涉及众生、世界、与修行，都不以
众生、世界、与修行之分隔的现象为依归，而
是随顺这所有的现象之关联项目的因缘生灭之
网络，全盘通达为法界（dharma-dhātu）。

• 其二，众生、世界、修行、关联项目、乃至法
界，在时间的向度，以无自性故，皆「非过去，
非未来，非现在」。亦即，所谓的过去，并非
本身存在为过去；所谓的未来，并非本身存在
为未来；所谓的现在，并非本身存在为现在。
而时间的向度，也不是存在着过去、未来、与
现在这三个段落彼此的区隔。



时间与空间是空的-3
• 其三，众生、世界、修行、关联项目、乃至法界，
在空间的向度，以无自性故，皆「无方、无处」。
亦即，宏观的诸多方位（deśa），并非本身存在
为所设置的方位；微观的诸多区域（pradeśa），
并非本身存在为所设置的区域。而空间的向度，
也不是存在着诸多方位与区域彼此的区隔。

• 其四，众生、世界、修行、关联项目、乃至法界，
以无自性故，皆「无名」、「无三世名」。亦即，
皆离于名称，不可说，既不是以所给的名称而存
在，也不是原本或固定就存在着名称。因此，
「过去」之名称、「未来」之名称、与「现在」
之名称，都不是原本或固定就以那样的名称而存
在。



时间与空间是虚幻的-1
• 所谓的虚幻（illusion），做为论断词，在于凸显
二个要点。

• 其一，事项或项目之表象（appearance），或者透
过诸如视觉、听觉等分别式知觉的呈现，或者透
过诸如信念、激情、习惯、个性、意识形态等先
入为主的念想的雕塑，或者透过言说的媒介、过
滤、催化、扭曲、添油加醋等误导作用，而成为
幻象（phantom; illusory appearance），不仅不切
合于事项或项目之确实的情形，甚至与事项或项
目之确实的情形大相径庭。

• 其二，透过知觉、念想、或言说所经验的事项或
项目，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外观或观感，而事项或
项目其实并不具备等同于外观或观感的实质内容。



时间与空间是虚幻的-2

• 观察的主轴在于探究世象之缘起而虚幻。
• 由于世象一贯地都是虚幻的，因此世象摊开
在时间与空间向度的指称概念、段落、领域、
与分别，一贯地也都是虚幻的。

• 透过如此一贯的虚幻观，安忍所有的世象，
包括安忍在时间与空间向度所有的现象与施
设，则可助成菩提道的修行者于所有的世象
皆毫无障碍。



时间与空间是不具有边界或端点的-1
• 阿含经典屡次触及「世界边界」（ lokassa anta;
lokanta）之课题。

• 其一，「到达世界之边界」且「超越世界之边界」，
是与佛教解脱道之「做成困苦之边界」（dukkhassa
anta; dukkhanta）息息相关的事情。

• 其二，所谓的世界，并不是现成的、外在的、固定
的对象存在体，而是众生之六根、六境、六识共构
与交织的活动流程与活动领域。

• 其三，世界之边界，既不是用通常行走的方式所可
以到达的，也不是用六根、六境、六识的和合造作
所可以超越的。

• 其四，如果知觉活动及其衍生的各方面活动由于熄
灭而可以结束后续的漫延与漂荡，则世界之边界，
也就跟着可以到达与超越。



时间与空间是不具有边界或端点的-2
• 般若经典以般若波罗蜜多（prajñā-pāramitā/ 智慧之
贯彻实践）为菩提道或大乘的先锋与骨干，在观念
与视野的条理上，打造出广大且高超的修行道路。

• 就视野的广大而论，般若经典指出，般若波罗蜜多
是广大波罗蜜多（mahā-pāramitā），是无量波罗蜜
多（a-pramāṇa-pāramitā），是无数波罗蜜多（a-
parimāṇa-pāramitā），是无边波罗蜜多（an-anta-
pāramitā）。

• 至于之所以为广大的乃至无边的，既非存在为广大
的存在体，亦非存在为无量的乃至无边的领域，而
是任何一个项目，在存在体上，都是空的，以及在
时间向度上的「开始、当中、与终结，皆不可被获
得 」 （ nânto na madhyaṃ na paryavasānam
upalabhyate）。



时间与空间是不具有边界或端点的-3
• 《大方广佛华严经》使用的修行版图，在时间与空
间的向度，可以总括为二个论旨：其一，时空之不
具有边界或端点；其二，时空之全幅敞现。

• 「法界」（dharma-dhātu）概念，很适合用以启发这
二个论旨。

• 菩提道的修行者透过修行，开发「知过去际劫宿住
智神通」与「知尽未来际劫智神通」，而以此为凭
借，即可体认时间向度之过去的与未来的方向皆无
限而不具有任何的端点。

• 随着时间向度之无限开通，空间向度所架设的世界
与众生，同样不具有任何的边界。

• 菩提道的修行者不仅能有如此的体认，而且凭借着
修行所成就的智慧与所引发的神通，驰骋于既不具
有端点且不具有边界的时空。



时间与空间是全然畅通的-1
• 如果世界、众生、与心态都不具有时空向度或运转
向度的端点或边界，却在时空向度或运转向度不是
全然畅通的，那在道理上就是自相矛盾的。

• 理由在于，如果不是全然畅通的，那就意味着，至
少某一点或某一个范围具有障碍性或阻断性。而存
在为具有障碍性的某一点，即存在为端点，再怎么
也贯通不过；存在为具有障碍性的某一个范围，即
存在为边界，再怎么也跨越不过。

• 因此，只要不具有端点或边界，时空向度或运转向
度必然是全然畅通的，亦即，任何一个向度所设置
的任何的点之间是可贯通的，而且诸多向度所构成
的任何的领域之间是可跨越的。



时间与空间是全然畅通的-2
• 如此的全然畅通，可借用四个步骤，呈现其论理的
程序。

• 步骤一，由于世界、众生、与心态都是诸多关联项
目（或诸法）的运转与组合的表现，在教学与修行，
即可运用诸多关联项目予以表示。

• 步骤二，诸多关联项目就是缘起，也就是透过因缘
的作用才得以生起；而只要是缘起，其存在的情形
就是空性。

• 步骤三，诸多关联项目彼此之间，并非置基各自本
身的存在体，而彼此对垒、互为障碍，而是置基各
自皆为空性，而彼此出入、交互畅通。

• 步骤四，诸多关联项目彼此之间，不仅置基各自空
性而出入畅通，而且由于各自皆为缘起，在因缘衍
生的相续流与网络流，亦出入畅通。



结论
• 佛教经典的时空观，通于佛教经典的世界观。其格
局，从三界六道之小世界，乃至十方无量、无数的
世界海。其长久，从一个生命波段，乃至无始无终
的生命历程。

• 学理上，时空是空的、虚幻的，不具有特定方向、
端点、或边界，而且是全然畅通的。

• 实践上，透过菩提道的修行，即可成办「时空上的
普遍趣入」，也就是普遍趣入无限时空之一切菩萨
行海、一切广大愿海、一切诸众生海、一切众生心
海、一切众生根海、一切同异剎海、一切无尽佛海、
一切正觉法海、一切佛功德海、一切诸言辞海。

• 如此地时空之全幅敞现的普遍趣入，亦可理解为
「入法界」。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