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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如黑格爾所說的「在己兼為己」，並將隨著主觀精神從無明(不知識大是如來藏)到冥契

(識大與遍佈宇宙的如來藏合一的自由狀態)的修行過程中，餘生不斷地精進。連結科學的宇宙

觀(綜合判斷，後驗存在)、宗教的宇宙觀(先天判斷，先驗存在)與西方哲學的主知主義，知識份

子不需以懷疑為推辭遠離宗教，或是信仰無神論，而是要透過冥契(宇宙、佛與人透過如來藏合

一)或密契(默禱但與神有別)修行來圓滿識大的發展。叔本華的禁慾主義可說是抵抗身體的熵增

不讓見大有過度的需求，而自我否定可代之以佛學裡的了悟空性。於宇宙觀上(出世間法)以空

大為萬物的尺度，於物質觀上(世間法)以空性為萬物的尺度。叔本華建議默觀永遠不變的理型，

使慾望得到平息，這個想法符合本書提出的說法，識大是如來藏粒子的集合體，粒子是量子行

為，識大若往宇宙觀想，越趨於無限，心就越平靜，這就是測不準原理。宗教對於懷疑論者而

言是一種信仰與否的選擇，費爾巴哈認為這是人自我異化的表現，馬克思認為是人自己調製的

鴨片，羅素則認為這只是一種自我安慰，但對於以空大為萬物尺度的信仰者而言，宗教談論的

輪迴與涅槃卻是一種事實。人類還是得經歷集體意識的教育，先發展識大與見大學得謀生的技

能，在退休後，冥契或密契修行以發展識大，這是出世間法。每天依見大做自己願意做的事，

是行者、是農夫、是詩人、想樸素、想簡約、想光鮮、想亮麗，每天可變不執著，如此以保持

完整且自由的人格，這是世間法。如尼采筆下的超人，生命時時如同嬰兒般當下都是全新的開

始，或如玄奘的唯心唯識，活在當下，其他的存而不論，是能統合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的冥契修

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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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佛陀不回答宇宙起源的問題，而是以無始之始來替代那難以推論的遙遠的從前。佛陀認為拯救

自己脫離輪迴，在當生是有機會完成的，但了解宇宙輪迴再生的時機則是微乎其微，不如注意

身心的活動才是正途。在那時，心的觀想力可以在佛陀的指導下無限地展開，但是科學力就只

是能學得如何生活與戰爭的方式。在人類尚未完全了解整個宇宙的運行與輪迴再生之前，科學

只能觸及到在某種範圍與假設條件下有重複性的事實。本書將說明現代人類對於心的運作與最

後的歸宿似乎已有物理科學的論證法，而科學的絕對真理似乎已顯眉目，因為宇宙中的萬事萬

物，也就是萬法，包括宇宙的更新，似乎都是遵循宇宙運作的熵增規律。 

 

有情在演化成人類後，遇到了大冰河的退卻，隨著冰凍雪地的融解，有空間與時間去蘊育人類

的成長與拙壯。工具與船隻的創造與發明，使人類更能夠擴張生活的空間，而漸漸完成全球性

的遷徙。不同的聚落演化出不同的民族與文化，掠奪與戰爭成為人類史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時至今日，越演越烈，戰爭工具的發明越來越強大，地球各處，隨時都有戰爭與恐嚇在進行。

雖然戰爭與恐嚇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從來沒有消失過，但是一觸就可毀滅一大群人，卻已是

不時地在發生，且短時間內即可毀滅半個地球文明的殘酷情景，也已不是無法想像。眾生可以

帶著烙在識大上的印記去再生輪迴，理性思考能力則是無法跟隨而去，依賴文字的記載，而有

文化的傳統，這是動物與人類真正不同的地方，而如此演化後，相似性漸離漸遠，最後動物可

能被人類消滅。為了維持文化的傳統、民族的光榮、信仰的忠貞，集體潛意識或意識形態是透

過各種教育與威嚇來達成的。所幸，在不同的民族文化裡，都有理性光輝的展現，雖然他可能

在當時毫無建樹、受人嘲笑、甚至失去了生命，但卻成為人類文明史的模範，如雅士培曾介紹

的四大聖哲，蘇格拉底、佛陀、孔子與耶穌。此外，雖然影響沒有那麼的深遠廣大，歷史上仍

有很多理性的軌跡引導了人類文明的進步。本書以佛教觀點為基礎，認為我們生活的地球既然

是佛陀建立的佛剎土，佛學對於那些不同文化的理性軌跡就不應只是視為外道，而是要說明佛

學與他們的相容之處。本書以傅佩榮教授的西方哲學史為本，依著哲學家的理性光輝，在第二

章個人存在以佛學探索其相容之處。當談及某個哲學家時，有時會直接以佛學來論述，有時為

了方便讀者對照，會先簡化傅教授的字句再配以佛學說明四字與之相隔。 

 

人類的識大與見大展現出生活工具與觀測儀器的創造與發明。而人類對於宇宙的了解，始於識

大推理宇宙模型，再以見大所創造出來的觀測儀器去驗證。試想，宇宙是如此的浩大，銀河系

是多得不可思議，銀河系生死輪迴的各種過程在同一時間不同的銀河系裡，應該都有地方正在

上演著，有的正在生成，有的正在死亡，有的正在成長，有的正在老化，而且每個銀河系裡的

恆星與衛星也正在展現與演化著各種樣貌。當我們舉頭望看天空時，同時間到達我們眼睛的這

些宇宙資訊，是來自不同的光年距離，來自不可思議的多的銀河系，理論上也正帶來銀河系裡

所有演化的訊息。只要我們有可精確觀察這些訊息的儀器，人類是有可能在短時間內觀察與研

究宇宙的再生與銀河系的輪迴的。而韋伯與哈伯太空望眼鏡正在開啟人類的這個視野，不斷地

印證與發現宇宙再生與銀河系輪迴的奧妙。雖然一切的奧妙都是遵循熵增規律，但是如何的演



化還是吸引著人類的興趣。我們在第三章宇宙再生再進一步的探討。 

 

首楞嚴經告訴我們，宇宙由七大所構成，也就是空大、識大、見大、火大、地大(固態)、水大

(液態)、以及風大(氣態)。構成宇宙的基本粒子(空大)，經過熵增(火大)的規律而合成穩定的列

在週期表上的原子，因為這些原子平時是非常穩定的，因此被稱為構成物質的基本元素。由原

子所合成的分子與物質，在不同的壓力(風大)與熱能(火)下會顯示出不同的固液氣三態與顏色，

我們所看到的世界與宇宙的樣貌就是這樣展現出來的。有情可以改變世界的樣貌，有情的識大

(形成有情的識的如來藏粒子)與見大(發展出眼耳鼻舌身意)演化到了極致就形成了人類。人類

可以用機械設備與彈藥來改變地球的樣貌，而十方三世所有的佛陀可以建立佛剎土來改變宇宙

的樣貌，但這一切都還是得遵循宇宙運作的熵增規律。達爾文承認人類進化的斷層論，德日進

提出人類進化的不可知論。然而生物學家若從識大與見大去觀察，人類的出現就可以說，本是

水到渠成了。這在第四章生命開始裡會說明。 

 

有情生命的輪迴與銀河系的輪迴一樣，無時不動無處不在。當識大對空大好奇而占有，並學會

服從熵增的變化時，就形成了單細胞生命，此後開始不停的輪迴與演化，這不是僅屬於生命起

源的故事，而是無時無刻正在發生的事。已發展中的有情眾生，在不同的環境下，為了維持生

命與繁殖，其識大與見大的演化會有不同的發展，如此而成就了生物的多樣性。那麼當演化成

人類時，人應該怎麼生活，人生的方向在哪裡。不同的宗教信仰雖然是由不同的文化蘊育而成，

但是在輪迴的真理之中應該也有其相同的善的方向才對，這是第五章生命輪迴會提到的。 

 

信仰是選擇一個引導的聖者或佛，希望自己的識大往良善的方向去運行，使自己在現世裡有更

好的生活，離世時識大的粗重印記都是良善的，因而在來世有更好的輪迴。然而無神論者大都

是認同信仰是弱者的發明，其功能只是給失敗者自我安慰而已。為何在充滿神佛信仰的文化裡

會出現無神論者，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對自己天生的遭遇覺得不公平，為自己生而如此覺得不公

平，因為這不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也有可能是認為自己的一切權力與成功都是自己奮鬥出來的

或自己權謀的結果，不是什麼善惡因果的關係，有了善惡因果的想法，反而使自己示弱，那是

弱者的表現。一般的無神論者也都可以做到尊重有信仰者，但是有權力的無神論者常會認為這

是制約別人的好機會。事實上不管有沒有信仰，在世間法裡的良善道德都是一樣的， 例如不

要怨天尤人、不要嫉妒別人、不要以傷害別人的方式來成就自己、不要有權力了就要制約別人，

最後也要自己勇敢的面對離世與輪迴。一位真正合乎文化的有德的無神論者，仍然要有勇氣活

得像有虔誠信仰的人一樣，而不能有反正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不管報應的想法。有情隨著識

的粗重印記而輪迴這是事實，不只是信仰。佛、菩薩、觀音海菩薩們可以透過如來藏(佛性)的

相通(也就是神通)，而協助我們一些與心的運行相關的事情，但是世間生活的一切都還是得如

聖嚴法師說的，靠自己去「面對、處理、放下」，並符合宇宙的熵增規律。世間並不存在像電

影描述的那樣的魔法，但是的確存在如來藏(識大)可以相通的事實，例如一群人聚集的信仰活

動，另外也有不少人有過無法解釋的巧合或稱為神蹟的際遇，而這些巧合與神蹟的出現，大都

是多年的冥契或密契修行所嚮往而自己沒有能力達成的。筆者自己認為寫下這本書的要義後，

餘生繼續閱讀學習、推理思考，不斷地修正本書的內容，使自己的識大盡可能保持現觀空性、



消除印記、入觀音海、協助修行者，這會是一種最值得的人生。第六章介紹一些佛教徒的冥契

修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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