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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存在的就會變化，凡不變的就不存在。

正視著生活，我們將注意到一切存在如

何在兩種極端和比對間不斷地流動、變遷。

我們注意到世間上的一切浮沉、起落、成

敗、得失；我們遇到尊敬和侮辱，讚美和責

備；同時我們感覺到我們的心反應了所有的

幸福和憂愁，愉快和沮喪，滿意和失望，希

望和恐懼。這些情感上的浪潮，激昇我們又

摔下我們，不久我們休息一會，然後我們又

沖擊在新的浪潮力量之下。我們期望如何站

穩於水波浪頭。但我們將在何處建立起我們

生命的大廈，於此永無休止的人海之間？

這個世界的任何一些快樂，都是來自很

多失望，失敗和挫敗之後。這個世界的快樂

在病患，拼命和死亡之間成長。這個世界是

不久前剛和我們一齊悲憫，但在不久後，又

需要我們同情了。這樣的世界需要寧靜。在

這樣的世界裡，我們的親密朋友在第二天內

變成損害我們的敵人了。

佛陀形容世間如同無休止的變化消長。

一切都是無常的，不斷地轉變，無休止的變

化，浮沉、盛衰如流動的流水。萬物沒有片

刻不在聚散無常中反覆地生滅中反覆旋迴。

生命是繼續不斷運行而變遷到死亡。物質或

其形式在生命中無論有沒有表現出來，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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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斷地運行而變化走向於朽壞。這種萬法無常的本質教義是彿

教的軸心點之一。絕對的真實體不屬於世間，有絕對就不可能有

生死。不管任何東西有起源就有毀滅。變化正是真實體的要素。

承認了無常律或變化律，佛陀否定存在的永恒實質。物質和

精神只是虛妄的抽象，實質上，只是些變化的因緣和合，它互相

依存而生起作用。

今天科學家們正在接受佛陀所發現的變遷律。科學家主張世

界上沒有實質的，穩固的實體東西。每一件事是能的渦旋，兩個

連續的剎那，沒有一件東西間是相同的，整個大世界都絞在這

迅速運行的變遷旋渦中。科學所提出的理論之一是當太陽毀壞

或死亡後，世間將成一片冷卻，佛教徒不以此說而恐慌。佛陀說

過，宇宙或世界循環是無休止的生滅，正如個人的生命一樣。我

們的世界非常可能會結束，這在先前的世界已經發生過，它將會

再發生。

「世界是一個過渡的現象，我們屬於時間的世界。每一寫下

來的字，每一件石刻，每一幅圖畫，文明的結構，每一代人，終

將如同那被遺忘的夏日裏的落花落葉消失。有存在的就有變化；

沒有變化，就不存在」。

如此，所有的神靈、人類、動物們和物質形式─宇宙的一

切─無不是無常定律所支配。

佛陀在相應部經中說：「身如泡沫，受如水泡，想如霧氣，

行如芭蕉，識如戲法」。

本文轉載自《佛教徒信仰的是什麼》，慧炬出版社出版

萬物無常

4∣ 雜誌 57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