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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開始討論佛教裡其中一個對促進全球

和平可能做出偉大貢獻的概念 ──“一合相”。 

 

我們已經看到貪瞋癡三毒是如何令“自性”被

障 礙 ， 又 了 解 可 如 何 通 過 遠 離 它 們 而 回 復 “ 自

性”。貪瞋癡三毒更是導致衝突的重要原因。在解

決衝突的問題上，佛教理論如何能發揮作用。  

 

這個理論原則就是“宇宙萬物是一體”的觀

點。現在已經有科學證明說宇宙是由“大爆炸”產

生的。大爆炸開始於所謂的“一”。通過測量和計

算過去行星之間的距離和現在行星之間的距離，科

學家確信宇宙從來都在擴張，而且正在擴張。以科

學的資料為基礎，他們能夠給出一個合理的關於宇

宙起始的假設：宇宙萬物始於一。  
                                                
1 見《金剛經》第 30 分。陳義孝居士編撰之《佛學常見詞彙》解釋“一合相”：一個由眾多極

微分子合成的有形物質，如世界是由無數的微塵集合而成，世界稱為“一合相”，人體是由

四大五蘊合成，人身也是“一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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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經》中指出，“自性”能生萬法，自然也

包括了大爆炸。我的推論是：“自性”演變了一個

圓滿系統，通過這個圓滿系統，包括緣起法的應

用，產生了大爆炸。因此，當大爆炸從始於一的爆

炸時，必須具備因和緣。如果宇宙是從“一”開始

的，那麼至少整個宇宙曾經有一個時期是“一”。

(我們已看過有真諦和俗諦之別，在研究宇宙萬物

時，覺悟者看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凡夫以為宇宙

萬物是實有，且散佈在許多不同地方。雖然如此，

凡夫也要同意起碼在大爆炸這一刻，宇宙萬物只有

一。) 

 

當我們考慮到事物由單元組合而成，一個單元

看到另外一個單元受傷時如何反應呢？假設下面的

例子：如果我的一隻腳踩到了針上，看到出了問

題，我身體的其他部分馬上過來援助。在這種情況

下，手會幫助把針拔出來。這就是“一體”的表

現。幫助是自發的，不需要理由。如果由於某種原

因，我的牙齒不小心咬到了舌頭，我的舌頭當然不

會想到要去報復或者想法懲罰牙齒。佛教的原理教

導我們，當我們受到傷害時，我們不尋求報復，就

像舌頭不向咬到它的牙齒報復一樣。這是另外一個

解釋“一體”效果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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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真正能把我們的對手和自己視為一體的

時候，我們就會傾向於原諒而不是施加懲罰。以牙

還牙的策略是違背佛教的原則的。如果不同地區，

不同種族的人能接受了這個“一體”的態度，世界

無疑會成為更加安全的居住地。這裡反映了佛教在

推動世界和平方面的價值。 

 

 “一合相”同時也可用來解釋為甚麼我們要孝敬

父母、追思先祖，因為“一合相”的意思包含了我

們不僅將同一天空下生存著的人視為我，同時亦要

將從前及未來的眾生與我視為一體。 

 

在哪部經書中我們可以找到關於“一合相”的

論述呢？《金剛經》的第 30 分就直接談到這個觀

點。假如宇宙是真實的，那麼就是“一合相”。佛

教告訴我們宇宙萬法都是虛幻不實的。 

 

 “一合相”是為了方便那些還沒有覺悟的人才

提到的。根據《金剛經》第 30 分，那些覺悟者不會

討論這種感知。那些沒有覺悟的人 (凡夫) 會認為他

們所遇到的一切都是真實的。 

 

今天，我們知道了竭盡所能保護環境的重要

性。然而在兩千五百年前，佛教已經為我們提供了

熱愛環境的充分理由。在基督教和佛教中都要求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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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命。摩西十誡的第五條說道：“毋殺人。”我

們被教導不應當殺人。摩西十誡從來沒有要求我們

不要殺害其他種類的生命。我們不確定從基督教的

觀點看，把其他的動物作為人類食物的來源是否恰

當。 

 

在第 6 章，我們看到“三福”中的第一條 (人天

福) 要求我們要有慈悲心，禁止殺害任何眾生。把慈

心不殺和“一體”的理論一起考慮，我們就知道，

不殺生是因為它們是我們的一部分。 

 

既然我們理解了第 6 章講到不同層次的福 (第三

福)，以及一合相的概念，我們就應當能夠理解佛教

裡一句著名的話的邏輯性：“無緣大慈，同體大

悲”。 

 

 “無緣大慈”是說菩薩向人布施時的心境。他布

施的原因無非是希望接受者能夠從中受益。這裡傳

遞的資訊是：菩提心看起來不需要我們有一個原因

去表示慈悲。這一點需要特別強調，因為這看起來

好像是第 10 章所解釋的緣起法的一個例外，因為緣

起法講任何事都有其原因。事實上慈悲心本身就是

原因。(菩薩表現慈悲也需要有因，眾生有感，菩薩

才有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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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體大悲”告訴我們，因為萬物是一體的，

我們所認為的敵人與我們也是一體的，就像身體的

不同部分。我們從中學到的教訓是：我們不應做任

何傷害自己身體的事。我們甚至不應當把他們視為

自己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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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佛教思想的方向 

 

本書的第一和第二部分介紹了佛教的基本輪廓。需知

道佛教理論是需要經過一番研習，方能理解。 

 

1. 通過學佛，我們理解人生以及周圍的環境，包括宇

宙的真相。我們必須知道佛教的主旨和最終目的就

是教導我們如何達到覺悟。通過覺悟，我們獲得快

樂。 

(有些佛教學者喜歡說佛教就是關於苦和苦的解

除。為了讓初學者明白，必須要弄清楚佛教的主

旨。佛教是關於覺悟的。通過覺悟，我們知道如何

解除痛苦。佛不能亦不會將眾生的痛苦直接解除，

佛法不是止痛藥，更不是麻醉劑。) 

 

2. 倘要理解佛教的輪廓，我們必須認識它的核心原則

和概念。這方面在第2章已作較詳盡介紹。佛教還

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面而富有邏輯性的步驟讓我們

可在日常生活中採納。第6章已介紹這方面的指

南。 

 

3. 在學習佛教理論的過程，我們將來肯定會遇上某些

本書沒有介紹的觀點，在理解這些觀點的同時，我

們應該知道如何將這些新接觸的觀點與原有已認識

的舊觀點融會貫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