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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2日，毘亞難陀法師受邀於慧炬印光祖師紀念堂演講，會

後應本刊要求，針對「2012年世界末日說」給予開示。法師是斯里蘭

卡第一位到美國弘揚佛法的比丘；在美近四十年，以其慈悲智慧及善

巧方便，廣度西方人士，中譯著作有《南瓜法師西遊記》。

世界萬物「漸進」變化

做為一個佛教徒，不應該害怕任何事情，因為佛陀

已告訴我們：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具有無常、變化的本

質。佛陀教法的核心，說明了生命、世界的一切現象，

即無常、苦、無我；沒有任何事物恆常不變，因此，我

們不需要害怕。

佛陀以其深廣的智慧，深刻了知這個地球、宇宙所

發生的種種事情，並且了知滅苦之道。就時間上而言，

佛陀知道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諸事如何發生的因

緣；就空間上而言，佛眼能觀無盡無邊的世界、一切法

與一切眾生的心。佛陀不僅知道我們所居住的人間、地

球，更通曉十方無盡無邊的世界；佛經中記載世界浩繁

無窮，有千萬、億萬如同地球般的環境存在。過去，人

們覺得這個說法難以置信，但由於現代科學的進步，已

發現除了地球之外，還存在著無數的星球，證實了佛陀

所言為真。所以現代科學家所研究、發現的事實，實有

助於我們弘揚佛法。

從佛教觀點而言，一切都是無常變化的。好比小

孩子的成長，也是日日、年年漸次變化的過程。世界的

成、住、壞、空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要歷經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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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末日說」即席開示

非常久的時間，世界毀壞的現象才會發生。《增支部》的《七日經》中

提到，由於無常變化，「…即多歲、多百歲、多千歲、多百千歲之間，

天不雨。諸比丘！天不雨之時，凡各種之種子類、植物類、藥草森林，

乾燥而不存在…長時間經過，遲早有第二太陽出現之時。…」一直到天

空出現七個太陽的時候，「此之大地及須彌王燃燒而為一炎。」然而，

目前我們僅看到一個太陽。目前地球環境最明顯的變化，在於溫室效應

以及氣候的重大變遷，例如最近美國的颶風、斯里蘭卡的雨季過多等

等。

當今未見末日的徵兆

佛經曾指出世界毀滅之前將出現的幾個癥兆，然而，綜觀當今的社

會，這些癥兆並不顯著。

其中一個徵兆，顯現在人類整體的道德敗壞，譬如：父不父、子不

子，人類行為有如畜生一般。現今雖然有少數人的倫常關係紊亂，但多

數人依然重視家庭倫理，並透過宗教、信仰的引導，學習尊重他人、保

持身而為人的價值；因此，目前我們還看不到這項癥兆的出現。

第二個癥兆是：人心變得非常貪婪，為了滿足私欲而不斷執取。

然而，現代的社會大眾仍然樂於分享，尤其是成功的人。我來到台灣演

講，信眾樂意供養我，我就能夠以大眾供養的資源，進一步服務社會。

所以，人心貪婪的癥兆，目前尚未顯現。

另一個癥兆，則是人們互相殺戮、邪淫、說謊。但現今社會中，很

多人（包括我自己）是佛教徒，持守五戒：不殺、不偷、不邪淫、不妄

語、不飲酒，自律德行。這項癥兆所描述的行為並不氾濫。

在世界面臨毀滅之時，人類會完全喪失倫理道德，人與人之間有如

禽獸般彼此傷害。不過，到目前為止，多數人仍保持一定程度的倫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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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行為，例如台北的乘車旅客很遵守交通規則，不妨害他人，所以這

個癥兆也尚未顯現。

另一個癥兆是：人人十分易怒，不僅個人之間，社群之間也以憤怒

相恃，彼此攻擊。然而，現在我來到台灣看到的是人們都面帶微笑、顯

得快樂，沒有人對我不禮貌，人與人之間也彼此尊重，看不到這個世界

毀滅的癥兆。

世界末日的另一個癥兆是：人不懂得保養、不保存食物、肆無忌憚

地暴飲暴食。在美國比較有這個問題，若身處超級市場，很容易看到身

形過於龐大的人；但在台灣，過胖的人較少。

此外，另一個臨近毀滅的癥兆是：人類不再修身養性，不願意學

習任何宗教、信仰，也不願意修行。不過，現在普遍仍可見許多人上教

堂、佛寺，多數人還是維持著宗教、道德的修養。假若有一天，社會大

眾都不再從事宗教的修行或學習，這才可能傾向於世界末日的來臨。

近來由於地球生態變化、地震與颱風的次數日趨頻繁、全球暖化等

現象，可能使得人們擔心「世界末日說」是否有發生的可能；然而，現

在除了天候變化之外，什麼也沒發生。

辨別「可信」的法則

「世界末日說」的傳言並非今年才開始出現。更早之前，社會謠傳

所謂的「6666」，認為1966年6月6日是世界末日，接著出現「777」，

即1977年7月7日，而後出現「888」(1988年8月8日)、「999」(1999年

9月9日)…甚至出現「10、10、10」的傳言，即2010年10月10日，有些

憂心忡忡的居士建議我舉辦良善的活動化解災難，因此我舉辦上座部的

比丘尼受戒法會，協助大眾安心度過這天。既然由「6666」乃至於後來

興傳的「11、11、11」都沒有發生任何重大異象，則現在所謂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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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大概也不會發生重大的巨變。

這不僅是輕鬆說笑而已，而是根據佛陀的教法。佛陀教導我們：

「Dhammo have rakkhathi dhammachari」任何人如果依從法，如法

修行，法自然會保護他。例如遵行「正命」、不干擾自己也不干擾他

人，不傷害自己也不傷害他人等等，秉持如法的行為，天地自會提供

保護。

在《增支部》《葛拉瑪經》(K l ma Sutta)中，佛陀相當詳細地教

導人們該如何明辨什麼說法是真實、可相信的。佛陀舉出十種說法，教

人們不要遽爾相信，必須經過確實地檢證後才相信。十種說法為：(1)

眾人口耳相傳、(2)符合傳統、(3)廣為流傳的報導、(4)依據經典、(5)

合乎邏輯、(6)合於常識、(7)類推而來、(8)符合自己的觀點、(9)說者

具有威信、(10)說者是自己的導師。

此外，佛陀亦於《大般涅槃經》提出四種思維，教導人們應如何檢

證別人所說的言論：

(一)若親近於佛陀的出家眾，說他的言論來自佛陀的親口所述，教

人相信，我們必須自己檢證；倘若此人所說的言論，對我們自己、對教

法皆無利益，即不能夠接受此言論。

(二)有一群人親近佛陀，並且宣說：這是佛陀所述，教人相信。一

樣地，我們一定要再次探究其內容是否正確，如果其宣說的內容對於教

法、教團皆無利益，即不能接受此言論。

(三)在佛入滅後，若多聞的修行者、或具神通力的出家眾，向人宣

說其所修證的內容，教人相信，若他講的內容不能利益我們自己、不能

利益教法或教團，我們也不能接受。

(四)若有一群修行者教人相信他們，一樣地，我們必定要透過檢證

才能夠相信。

「世界末日說」即席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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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心觀：為眾生至心祈願

願我們自己安詳、快樂、平靜、一切順利，願困難、傷害不會干擾

我們。

願我們有耐心、勇氣、體諒的心與決心，面對並克服生命中不可避

免會遇到的困難、問題和失敗。

願父母…願師長…願朋友…願敵人…

願一切眾生安詳、快樂、平靜、一切順利，不受困難、傷害干擾。

願一切眾生具有耐心、勇氣、體諒的心與決心，面對並克服生命中

不可避免會遇到的困難、問題和失敗。

願大家安詳、平靜、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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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人生講座〕

102年2月24日（星期日）下午2時30分

主講人：高明道 教授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專任教授)

地　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國際廳地下一樓會議廳
（台南市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主辦單位：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中華慧炬佛學會南區分會      

聯絡電話：06-2881677 

〔免費講座‧歡迎各界人士自由入座〕

人類會思考。面對著自己的存在，心頭不免湧出「我從哪兒來」、「活

著的意義何在」等較思想性的問題。為尋獲答案，為化解內心的迷失、

孤獨、挫折與無奈，人往往朝宗教的真理去找，期望從信仰得到精神上

的寄托。本演講以生命的有限和無限為出發點，探索如何開展一個充

實、正向、既自利又利他的美滿人生。

有限無限談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