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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的來臨，人類一方面離不開這多災多難的世間，一方面嚮往著和

平的出世間，我們如何在世出世間找出一條出路？ 

  首先，要先知道什麼是世間？佛法上把世間分成「器世間」和「有情世間」。

器世間就是我們所生存的大環境，可以涵蓋整個太陽系，而以地球為主，人類在

這兒生老病死著。有情世間就是眾生的身心世界。只有健全的身心，才能使周遭

的環境維持清潔，因此，佛陀將修行的重點擺在身心的淨化上，認為眾生的六內

入處（或稱內六處）就代表著世間，他說： 

   「云何為世間？謂六內入處。云何六？眼內入處、耳、鼻、舌、身、意內

入處。」（雜阿含 233 經） 

  由此可知，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等六處就是我們的世間。弄清楚

了世間的內涵後，就容易走入出世間了，佛陀說： 

    「我雖生世間，不為世間著。」（雜阿含 101 經） 

  敦煌本的《六祖壇經》也說： 

    「法元在世間，於世出世間，勿離世間上，外求出世間。」 

  因此，我們雖然生活在世間，只要好好管住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

對於所看到、所聽到的一切，不要生起執著的心理，就能如同蓮花，出於污泥而

不染。要在內六處與色聲等外六處接觸的當下，不要生起「我」、「我所有」的執

著，如此就是處在「出世間」了。 

  但是，要如何在內外六處接觸的當下能夠看清是「無我」呢？這就有待平時

培養出強而有力的覺性，在行住坐臥中能夠念念分明，使定慧貫穿到日常生活之

中。 

  當內六處與外六處接觸的當下，若不能保持正念正知，那麼，就會被世間八

風所吹動，也就是說，就會捲入利、衰、毀、譽、稱、譏、苦、樂的得失心態而

受苦。想要處在出世間，就要不為八風所動，要用覺性去面對世間的各種順境和

逆境，心平氣和的處理好它們。所以，從個人的摩擦到國際間的紛爭，根本的解

決之道在於人們要能夠培養出強而有力的覺性，看清這些衝突都是來自「我」和

「我所有」的執著。 

  所以，我們要將注意力先回歸到自己的身心上，培養出強而有力的覺性，看

清世出世間的答案，便在內外六處接觸的當下，從此，好好的落實在生活中，使

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能正念相續，安祥地面對這多災多難的世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