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俱舍》「劫初人」 

談達賴喇嘛的科學會通 

釋如石 

    佛教大抵承襲了古印度婆羅門的世界觀，主張

世間不斷地成、住、壞、空，週而復始。至於如何

「成」、「壞」，《俱舍論》說：「壞從獄不生，至外器

都盡；成劫從風起，至地獄初生。」這一頌的意義，

在世親自作的注釋裡大致是這麼說的：  

當世間最下一層的地獄，出現了有情不再新生、或

出生率為零的現象時，「壞劫」便開始了。從此以後，

在這層地獄中的有情，有死無生，數量遞減，終至

完全滅絕。當地獄有情由下而上都像這樣層層淨空

之後，接下來，畜生、餓鬼、人、六欲天等有情，

也將一一依序轉生於上界，直到初禪天為止，完全

淨空，不留任何一位有情。情世間如此滅絕之後，

器世間也同樣由下而上，順序被風、水、火三災所

毀，無一倖免，除了第四禪天以外。最後只剩下一

個廣大的虛空界，而形成所謂的「空劫」。 

如此經過二十中劫以後，有情在世間生存的業力因

緣漸趨成熟，虛空中開始有微風吹動，而進入所謂

的「成劫」；先形成器世間，再生成情世間，與「壞

劫」世間毀壞的順序恰好相反。這時，二禪天中最

高層的光音天，先有一個有情下生到初禪天中的大

梵天；接著，有情又陸續降生到梵眾天或梵輔天，

乃至依次降生到最下一層的無間地獄。值得注意的

是，第一代人類是「化生」的，而且仍具有「色界

天」的特徵：沒有性別，相貌莊嚴，身上有光，禪

悅為食，飛行自在等等；與現代生物學中由非洲南

猿演化而出的直立人或智人等原始人相較，真有「天

壤」之別。 

《俱舍》中有關世間成、壞的說法，比起《聖經》

的「創世紀」和「末世論」，其理性成分顯然高出許

多；但若拿它和現代的宇宙論、演化論和遺傳學相

較，就難免讓人有相形見拙之感了。達賴喇嘛曾說：

他從未認真看待過《俱舍》所主張的「人類起源說」，

即光音天降生為人的印度神話。他也認為，現代佛

學應該揚棄如地球是平面的、四大部洲以及日月繞

須彌等過時的宇宙論觀點。原則上，他認同在物質

面上，現代的宇宙論配上生物學，大致合理說明了

宇宙與人類是如何演化而來的；不過他也確信：在

宇宙與生物的生成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應該是

與精神面有關的業力或因緣。有情會投身於何種生

態環境，其實是生存於其中所有有情共業所召感的

結果。換言之，一個行星演化的方式，應該是配合

行星上無數有情的演化需要而緣生的。到目前為

止，科學界還沒有能力處理這方面的問題，所以在

面對生命的奧祕時，應該儘量保持謙虛。 

上述說法，相當於在不違「業感緣起」的原則上，

接受宇宙論與生物學的核心觀點，把佛法與科學作

了適當的會通，既不背離當代的主流俗諦，又善巧

維護了傳統的佛教教義；而類似的會通性論述，從

相對論、量子力學到腦科學等，在《相對世界的美

麗》中相當豐富，可謂俯拾皆是。達賴喇嘛能如此

與時俱進，與科學共舞，無論受尊為西藏佛教的「法

王」、或全球性之佛教領袖，都當之無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