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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登山時，於下山途中聽到路人一則對話，一位青年說：「一個銅板不會

響，兩個銅板才會響。」一位婦人回答說：「誰說一個銅板不會響，銅板悼在地

上就會響。」青年反駁說：「把銅板丟在泥土上，你看它會不會響？」婦人：「………」

如此一則簡單的對話，乍聽似覺有趣，可是仔細推敲，其中卻隱含世俗的分別心

與執著。 

  其實這一則對話的問題重心在於「物質的個體是單數還是多數？」以及「物

質之間的撞擊會不會產生聲響？」在我們的認知裡，一個銅板是單數，它本身不

會響，兩個銅板是多數，彼此互擊就會響。前面婦人所說「一個銅板掉在地上仍

會響」，這句話所包含的物質個體並非單數，分別有銅板和地面，其互擊會產生

聲響的道理就如同兩個銅板互擊會產生聲響的道理是一樣的，因此婦人的話並沒

有反駁到青年所說「兩個銅板才會響」的意思。倒是青年所稱「把銅板丟在泥土

上看它會不會響」這句話很啟人疑竇，銅板是物質個體，泥土也是物質個體，兩

個物質個體互擊為什麼不會響？青年的話反映出世人對感官知覺的分別與執

著，人的見聞往往陷於自己感官所能知、所能見的窠臼，如以本例而言，銅板丟

置於泥土上，在人的耳聞聽覺固然沒有聲響，但是在細小動物（如螞蟻、昆蟲等）

聽來，恐怕已是巨響如雷了。同樣的事物，人類的觸受與細小動物的觸受，就有

如此大的差別。推而論之，世間上的萬事萬物在錯綜複雜的關係中所呈現的一切

有為法，在世人的分別心看待之下，難免也就認知有別，異說紛紜了。 

  上面那一則對話，如果從佛法的角度看，就是分別心在作崇。在生活中，物

質的響與不響只是相對性的一種現象，兩個物質個體豆擊會響（不要陷於只有兩

個銅板才會響的執著），銅板與泥土互擊也會響（不要陷於自己耳朵聽到才叫做

響的執著）。相對地，一個銅板不會響，這仍然陷於執著，你怎知風吹銅板不響

呢？又怎知銅板本身物質微細變化過程中不會產生微弱的聲響呢？這一切其實

都只不過是根、境、識和合所產生的觸受在讓我們產生分別心，而當分別心一生

起時，「瞎子摸象」的知見就浮現了，一切的執著、爭論、強奪也就由此產生。 

  進一步說，世間聲響原只不過是因緣和合的幻相，於中毫無實體可言。世尊

曾以兩手和合相對作聲為喻，認為掌聲只不過是「緣眼、色生眼識，三事和合觸，

觸俱生受想、思。」此等諸法，非我非常、如幻如炎，剎那時頃盡朽。因此，對

於感官所知覺的事物，不要執著絕對的定見，否則於幻執實，只不過徒然自尋煩

惱罷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