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的世界生滅觀                                                                 王家軒                                                         

                                                         刊載於「美佛慧訊」133 期 2011 年 7 月 

前言 

佛法的教導 : 我們所了知的一切法，都是依種種關係，因緣和合而成

立，凡從緣生起，必依緣而滅；所以，一切因緣所生法都不是固定不變

的。我們的生命，因父母的緣才可生起，而後由於各種的助緣才能長成，

乃至於我們生存所依的地球、太陽系或三千大千世界，都是因緣所生法。

人類的生、老、病、死，與這個物質世界經歷的成、住、壞、空，緣生緣

滅，生也非實生，滅也非實滅，沒有不同。 

我們的一生，是無始以來的生命流，在此時此刻因緣所顯的一段；從

生到死，是此段生命流的一種變化假相，雖是幻相，但是對於活生生的我

們，生命確是有其發光發亮的價值。萬事萬物也都在分分秒秒的生滅變

化，由生成而壞空，由壞空而又生成，相續不斷。明白佛法教導我們的這

個道理，再來看人生價值的積極面，比較能夠了解追求個人食衣住行等等

欲求的滿足，都是維持這一段生命所需，但也是暫時的；在這有限的一

生，除了維持個人生命所需之外，還有更高價值的作為。 

近來有關世界末日的傳聞，甚囂塵上，使得這個世界更加擾亂。從

佛法來看，這都是因為不明白因緣所生法，而產生的莫名恐慌。如果從因

的方面做種種改善，由個人做起，進而社會、國家、全人類，點點滴滴的

累積，由心的轉變配合行為的改變，看待生存的環境為生命的一部份，逐

步淨化內心與外境；真能如此，人間淨土就是指日可待，又何必擔心能不

能躲過一時的災難。 

本文將以佛法對於空間、時間與眾生業力的三個層面，來說明佛教的

世界生滅觀，同時，也希望在眾說紛紜的混亂中，提供一個正面的、積極

的角度，讓我們這一段難得的人身不至於空過，能如法的精進，將生命聚

焦於離執著、了生死、度眾生，發願法界所有眾生同證菩提。 

 

一、世界觀  



首先以佛教的世界觀，說明佛法對於空間的觀點。 

依天台宗說十法界為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人、天、聲聞、緣

覺、菩薩、佛，所謂六凡、四聖。十法界是依其功德來區分，六道則是依

其業報所感而成 1。華嚴宗依化處、化機、化主分世間為 : 器世間、眾生世

間、正覺世間；從正報的身心與依報的器界，整理如圖說明 ( 圖一 )。 

 

圖一、十法界與三世間 

 

 

 

 

 

 

 

 

 

 

 

 

 

 

我們生存所依住的空間，所謂器世間，是由能造的四大 : 物質堅性的

地、濕性的水、暖性的火、動性的風，與無礙的虛空等五大而成。四大的

存在，即有空的存在；由於空的無礙性，一切物質才能佔有而離合其間。

物質通遍的特性是不斷的堅定、凝聚、分化、變動的過程，從凝聚而成堅

定、從堅定而又分化、分化而成變動、變動而又凝聚 2。 

這個器世間，包含了我們熟悉的地球，以及類似而或更大更小的星

球。這無限廣大的空間，《阿含經》稱為三千大千世界 3。由一個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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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以須彌山為中心，環繞著東毘提訶、南閻浮提、西瞿陀尼、北拘羅

四大洲，日月在須彌山腰旋轉，我們居住的地球在南閻浮提洲；經上說 :

「如一日月周行四天下，光明所照」是一小世界，印順導師認為須彌山即

是現在的喜馬拉雅山，南閻浮提洲是分布於喜馬拉雅山南面的區域 4。也

有一說 : 須彌山即是北極，南閻浮提洲位於亞洲，地球是此小世界。太虛

大師認為一地球一日月輪等組成一小世界，須彌山系即一太陽系，南閻浮

提洲的位置指的是整個地球 5。佛說有無數無量的世界，我們所在的小世

界，是地球或太陽系，依現代已知的世界觀來看，都是相對圓滿的說法。 

現在就以一太陽系是一小世界的概念，其範圍也就是太陽風的速度趨

於零，太陽風吹出的「大氣泡」的極限；根據 NASA 2011 年 3 月 7 日偵測

到的資料是距離太陽約 174 億公里 6；也就是到色界初禪梵天的範圍。這樣

積一千個太陽系，名為「小千世界」，每一小千世界的範圍到二禪天。積

一千個小千世界，名「中千世界」，範圍到三禪天。積一千個中千世界，

名「大千世界」，範圍到四禪天 7。累積小千、中千、大千三種千世界，

總名為三千。如龍樹菩薩說 :「初千小，二千中，第三名大千；千千重

數，故名大千；二過復千，故言三千；… 是名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

世界，其實只是一個大千世界，這本是形容空間的廣大，如以數量表示其

範圍，是相當於 1,000,000,000 個太陽系的空間。三千大千世界，是佛教公

認的我們這個世界的結構，也就是釋迦牟尼佛應化的娑婆世界。  

佛陀在《法華經》「化城喻品」8   裏告訴我們，有古佛名大通智勝

佛，其弟子十六菩薩沙彌，都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現在十方國土說法，他

們世界的方位與佛號分別是 : 東方二佛 : 阿閦佛、須彌頂佛；東南方二佛 : 

師子音佛、師子相佛；南方二佛 : 虛空住佛、常滅佛；西南方二佛 : 帝相

佛、梵相佛；西方二佛 : 阿彌陀佛、度一切世間苦惱佛；西北方二佛 : 多

摩羅跋栴檀香神通佛、須彌相佛；北方二佛 : 雲自在佛、雲自在王佛；東

北方二佛 : 壞一切世間怖畏佛、第十六是釋迦牟尼佛，於娑婆世界證成無

上正等正覺。以橫面的十六方位說明了一小部分和娑婆世界有關的其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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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再以縱面的全方位來看這個無數無量的世界，這是超過了現有科學能

證實的範圍。 

《華嚴經》「華藏世界品」9  說華藏莊嚴世界海，這是相對於釋迦牟尼

化身佛所居的娑婆世界，更深入的開示報身佛所居的世界。華藏莊嚴世界

海，是徧滿一切處的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 Vairocana )，很久以前於世

界海微塵數劫，非常長遠的時間裏修菩薩行時，親近無數佛，修行無數的

大願所莊嚴成就的。 

華藏莊嚴世界海，由像微塵數的須彌山這麼多的風輪或磁場引力支撐

著，位在最上的這個風輪，名「殊勝威光藏」，能攝持著「普光摩尼莊嚴

香水海」，在這香水海之中，有大蓮花，名「種種光明蕊香幢」，華藏莊

嚴世界海，住在其中，四方均平，清淨堅固，很多的金剛輪山，在四邊圍

繞著。華藏莊嚴世界海中，有微塵數那麼多的香水海，好像天網似的，分

布在四方。在最中央的這個香水海，名「無邊妙華光」，香水海裏以常現

出一切菩薩形的摩尼寶的王幢為底，上面又出大蓮華，名「一切香摩尼王

莊嚴」，這裏有一個世界種住在蓮華上，名「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有

佛剎猶如微塵那麼多的世界布列其中。共安立了二十重莊嚴世界，我們現

在這個娑婆世界在這個大蓮華幢的第十三重。 

娑婆世界周圍都以金剛來莊嚴，作為邊際，依有種種色的風輪所攝持

的蓮華網而住，狀如虛空。以普圓滿像天宮殿似的莊嚴虛空寶雲，覆蓋在

我們這個世界上邊。娑婆世界也有像佛剎那麼多的微塵數世界作它的眷

屬，在四周圍繞著。在這個世界，這一位佛叫「毘盧遮那如來世尊」，也

就是娑婆世界的教主「釋迦牟尼佛」。 

再以「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世界種為中心，遍十方都有一世界種，

每一個世界種，也安立了二十重莊嚴世界，也有佛剎微塵數世界圍繞四

周。遍十方的十個世界種，每一個又各有十個世界種，如以數字表示，就

是「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一個世界種 1 + 10 + 100 = 111 個世界種，好像

天帝珠網分布，總稱為華藏莊嚴世界海。《華嚴經》「如來現相品」10  更

擴大世界的範圍，說此華藏莊嚴世界海的東、南、西、北、東北、東南、



西南、西北、上、下等十方又各有世界海、世界種，像這樣有十億佛剎微

塵數世界海，所有世界的數量，無邊無際。印順導師曾以二圖表示娑婆世

界與華藏世界 11，現在以一總圖表示 ( 圖二 )。 

 

圖二  華藏莊嚴世界海 

 

 

 

 

 

 

 

 

 

 

 

 

 

 

 

 

 

 

這個世界，如同滿天星斗，我們所依住的地球，在華藏世界裏，已如

滄海之一粟，更何況這樣的華藏世界有無數無量，《大智度論》中說五眼
12，唯有佛眼無不見知，其他法眼、慧眼、天眼、肉眼所見知範圍有限，

凡夫、天人、二乘聖者、菩薩、佛能看到的世界，非常不同。凡夫看見的

是日月山川草木，天眼所見可能是七寶莊嚴的三千大千世界；我們身在其



中，卻無法覺知，如同生活在水裏的魚看不見水一樣。如果把心量放大，

發願究竟成佛，普度眾生，從關心生態環境開始，提高地球的生命品質，

就以娑婆世界來說，至少有十億個類似地球的地方可供我們居住，又何必

為世界循環不止的成、住、壞、空，緣生緣滅的現象恐慌呢 ? 

 

二、時間觀  

 

其次以佛教計算時間的單位，說明佛法對於時間的觀點。 

劫，梵語劫波（Kalpa）是古印度用來計算時間的單位，佛教引用來說

明我們這個娑婆世界的非常長的時間。《佛祖統紀》13   中所說的劫，分為

小劫、中劫、大劫三種長時間，其計算的基準點是人類壽命介於最短十歲

與最長八萬四千歲之間。依時間流動的方向，分成逐漸減少的減劫與逐漸

增加的增劫。世界循環而重新成立時，因為正行十善、正法治國，人壽極

長，後來不行正法，其壽漸減，從八萬四千歲開始，每一百年減短一歲，

減到人壽只有十歲，稱為減劫；再從十歲開始，每一百年增加一歲，增加

到人壽八萬四千歲，稱為增劫 14。一小劫就是這樣先減後增的時間過程，

如以數字表示 : ( 84,000 –10 ) x 100 x 2 = 16,798,000 年，一中劫的時間等於

二十個先減後增的小劫，約等於 3 億 3 千 6 百萬年。佛教的時間觀是如此

的透過眾生壽量的減增，和世界成、住、壞、空的循環變遷來顯示。 

我們所依住的世界，會經歷「成、住、壞、空」四個中劫，每一中劫

的時間，都為二十個小劫。初「成劫」經過二十小劫，地球逐漸形成，適

合人類居住，經「住劫」二十小劫，而後到「壞劫」的階段，經二十小劫

火災、水災、風災的劇烈破壞之後，地球便在空無一物中，再經過二十小

劫的「空劫」。四個中劫循環一次是一大劫，這一大劫約 13 億 4 千 3 百多

萬年結束，又是另一大劫的開始，一個新的世界又逐漸形成，重新「成、

住、壞、空」的循環，經典上說 : 十方無量世界，或有將壞，或有將成，

或有正壞或壞已住，或有正成或成已住 15。器世間就是這樣的依眾生業報

所感而成而住，住而續壞，壞而復空，空而又成，循環無盡。 



我們現在所處的大劫時間點位於「賢劫」，過去已有無數劫，未來也

將有無數劫。經典上說「賢劫」之前是「莊嚴劫」，有千佛次第出世，第

998 尊是毘婆尸佛，第 999 尊是尸棄佛，第 1000 是毘舍浮佛，接著是「賢

劫」千佛出世。此大劫與其他世界諸佛，都是由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釋迦

佛所說，從佛陀大覺心中所說出來的一切佛都是真實不虛；而佛佛同道，

都和釋迦佛一樣，證成無上正等正覺。以下根據《佛祖統紀》整理「賢

劫」千佛如圖示 ( 圖三 ) 16。 

 

圖三、「賢劫」千佛出世的時間表 

 

 

 

 

 

 

 

 

 

 

 

 

 

 

由圖三「住劫」的 20 小劫來看，釋迦牟尼佛在第九劫人壽 100 歲的

時候出世，依據「世界佛教友誼會」於西元 1950 年，在斯里蘭卡哥倫坡會

議的討論，換算成現代的日期，大約是距離現在 2,635 年前。從現在到壞

劫終了，如以上述數據為參考，可以約略的作以下推論 : 這一個世界，從

此刻到壞空 ( 或所謂的世界末日 ) 還有非常長的時間。 



根據《佛祖統紀》整理「賢劫」年數如下 : 

第 9 劫的減劫 : 釋迦牟尼佛在第九劫人壽 100 歲的時候出世，到人壽

10 歲 : 

 ( 100 – 10 ) x 100  =  9,000 年，減去已過的 2,635，還有 6,365 年； 

第 9 劫的增劫 : 有 ( 84,000 – 10 ) x 100 = 8,399,000 年； 

第 10 ~20 劫的一減一增劫 :  ( 84,000 – 10 ) x 100 x 2 x 11 = 184,778,000 

年； 

壞劫的 20 小劫有 335,960,000 年；合計約 5 億 3 千萬年。 

根據上述經典估算的這個天文數字，比較過去與現在傳聞中的某一

天、某一月或某一年，將有某某毀滅性的災難的預言，無論是有心或無

心，以訛傳訛的情況，顯而易見。何不將時間安住片刻，沉靜的觀照內

心，想想這些傳聞造成的煩動擾亂來自何處。《阿含經》曾以長寬高都是

14 公里長的超大鐵城內裝滿極小的芥子為例，有人每百年取出一個芥子，

盡其芥子，劫猶不竟，來形容劫的長久，而「眾生於無始生死長夜輪轉，

不知苦之本際」17，也是這麼久。 

以上所說空間與時間的安立，仍是屬於物理世界的分別作用，對於入

聖位的菩薩，以佛法的般若智慧來觀照因緣所生法，這種時、空相對的觀

念，就無從施設。如同華藏莊嚴世界海的正覺世間，不是凡夫所能實證

的。佛陀開示說 : 菩薩成就首楞嚴三昧，可以「遍遊一切諸佛國土，而於

國土無所分別，悉能得值一切諸佛。」「遍行一切三界之中，而於法相無

所動轉；示現遍生諸趣道中，而不分別有諸道相。」能將三千大千世界納

入微小的芥子中，而且在其中顯現山河日月星宿，也不會覺得擠迫 18。 

俗語說：「比大地寬闊的是海洋，比海洋寬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寬

闊的是人心。」《華嚴經》也說「菩薩摩訶薩知三界唯心、三世唯心，而

了知其心無量無邊。」19  我們的心，小至影響一己的行為，大能牽動無量

的時空，娑婆世界是由眾生的業力所感，各個世界的災難，也是由依住該

世界的眾生因心所造的共業所感。以下接著從眾生的業力，綜合佛法對於

空間與時間的觀點，來審思我們與這個世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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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眾生的業力 

 

《華嚴經》說「三千大千世界，非以一緣，非以一事，而得成就，以

無量緣、無量事，方乃得成。」20  是由眾生的共業與諸菩薩善根所起的無

量因緣而得成就，如《莊椿錄》說世界不停成壞，有二個因緣 21 : 

一、是由眾生共業所感，所謂「同迷一心，三毒惑業，感現依報，惑

業未盡，依報何窮」，所以世界成壞連續。 

二、是由諸佛願力所感，所謂「佛有弘誓，盡度眾生，眾生既無窮，

佛願亦無盡」，所以所感依報世界連續。 

眾生無盡，所以世界無盡，像車輪一樣無始無終、也像虛空一樣無內

外區別，隨眾生的心所顯現，如化如幻，本來沒有範圍可說。《摩訶止

觀》說佛陀應機而不定說法，有隨自意、隨他意、隨自他意語；上述空間

與時間的安立，實是佛陀隨所自證，再隨順當時世俗所說的世間悉檀，是

曲順世俗的隨他意語。經典上或有不同的時間、空間解說，也都是因時因

地的方便適應。印順導師認為，佛法中世界的安立，佛陀曾部分的引用當

時世俗的傳說，來闡明覺世濟群的佛法，而由後人補充推演，形成組織完

備的世界觀 22。 

佛法說業力，通於三世因果，有業這世就受報，有業來世或幾世以後

才成熟。眾生行為造作所集成的業果，依佛法說又分成共同 ( 共業果 ) 與

各別 ( 別業果 ) 兩種。 

共業、就是由多數人思想行為所共同造作，因而感召共同的業果。例

如，一家人就有一家人的共業，一國就有一國的共業；一家庭、一社區、

一國家、一世界，其間的成員有其共同的關係行為，就有共業。 

別業、是個人自心所造，或雖是共同造作，而有輕重、深淺的區別，

因此感召的業報也有輕重之別。例如，同樣經歷大的災難，有人只受到輕

微的損失。前述器世間 ( 或三千大千世界 ) 業就是共業，眾生世間 ( 或有

情世間 ) 業就是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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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印順導師指出，佛教的業感說，除了自作自受，還有一種頗強

的展轉增上力，他人的業力，也可以影響、引發自己的業報，例如父母信

奉三寶，常行布施，愛物護生，小孩的心地純白，摹仿性強，易於受熏，

如此積年累月，耳濡目染，將來自然也能善良和愛 23。所以，各個別業之

間，有著密切的依存關係，眾生一切禍福利害，也就不無相關，如同「生

命共同體」的概念。 

我們累世相續的生命流，一直在不停的變化；這一段生命，身心的樂

苦，智愚，強弱，或為人或為畜，都是累世未盡的業力與現世的業因所影

響。佛教的世界觀認為，世界是由眾生起心動念的業力所造成，凡夫創造

的世界，是三界六道的娑婆世界，佛菩薩以福慧圓滿的無邊清淨功德，能

造莊嚴清淨的國土。不僅是大的世界如此，即是一棟建築、一條道路、一

個城市、一項太空計劃，都是依人類的心力來決定；世間所有一切活動，

都依於心力的推動。 

了解我們行為的善惡，在於起心動念，如有強有力的智慧和願力，業

是可能轉化、質變或不會成熟。這業力雖是我們身口意行為的餘勢，但是

從業的發動處去深究根源，佛法告訴我們，業的原動力是「無明」。如

《楞嚴經》裏，佛陀告訴阿難「一切眾生輪迴世間，由二顛倒分別見妄，

當處發生，當業輪轉。云何二見 ?  一者、眾生別業妄見，二者、眾生同分

妄見。24」「無明」也是眾生生死輪迴的根源，如能將「無明心」轉成

「明心」，以智慧的心，來照知一切事理的真性，發揮真性中所具足的功

德妙用，將由妄見煩惱結成的五濁惡世，一轉而為清淨莊嚴的國土，如

《維摩詰經》所說的「隨佛土淨，…，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佛土

淨」，也就是以智慧做到身心清淨，以福德感得世界清淨，眾生身心清

淨、世界清淨相依相待 25。 

我們的行為價值成就一切，由於過去惡業的成熟，造成現前依報世界

的惡劣環境，但是這些業報並不是眾生或世界的結局，而是人類自我淨化

的過程。印順導師說「一切有情在同趨於究竟圓滿的旅程中，無論是落於

地獄、餓鬼、畜生，輪迴而不知出路，但終究要在自己身心的改善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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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解脫。26」所以，淨化各人的別業，擴充為人間的共業，如實的了解佛

教所謂業力，是過去業可轉，現生的努力更能扭轉這個世界的未來，才不

會盲從於世界末日的宿命論。 

 

結語 

 

本文以佛法對於空間、時間與眾生的業力三個層面的關係，來說明佛

教的世界生滅觀，綜合幾個重點如下 : 

一、世界無數無量、無邊無際，凡夫、天人、二乘聖者、菩薩、佛能

看到的世界，非常不同。就凡夫來說，透過所謂宗教的直覺體驗 ( 例如修

定的成就 ) 能開拓不可思議的視野。 

二、就我們所處的娑婆世界來說，至少有十億個類似地球的地方可供

我們居住；眾生生命的輪迴與器世界循環不止的成、住、壞、空，為我們

的心所造作，淨化自己、淨化依報的世間同步，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三、根據經典估算，約 5 億 3 千萬年的天文數字，是這個器世間「可

能」由壞而空的時間。比較現今各種預言傳聞，或將某時某地發生的不幸

災難，聯結成世界末日說，顯而易見的是以訛傳訛。 

四、災難由別業與共業交互影響所成，佛法的三世因果觀，和宿命論

最大的不同，在於佛教所謂的業力，是過去業可轉，現生的努力更能扭轉

現生與來生的果報，世界都可能轉變了，何況是隨世界成壞並起的災難。 

五、「眾生於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隨無明妄見而生

死輪轉，其劫是這麼的長久。淨化自己，離執著、了生死、度眾生，同證

菩提，才是我們真正應當專心一意的究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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