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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空」觀念及其在當代社會中的影響 

 

姚衛群 

北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佛教是思辯性較強的一個宗教。佛教哲學在世界哲學中佔有重要地位。佛教的理論或學

說博大精深，極為豐富。其中涉及對世界、對人生看法的一個重要理論，是其有關「空」的

觀念。本文擬對佛教的這方面觀念在歷史上的主要表現形態，及在當代社會中的影響等問題，

作一初步的探討。 

一、早期與小乘佛教中的「空」觀念 

  佛教在產生時提出的一些基本理論中就包含了「空」的觀念。包含不少早期佛教重要思

想的《雜阿含經》（卷十）中說：「一切行無常，一切法無我，涅槃寂滅。」這裏提到的「無

常」、「無我」和「寂滅」實際就是「空」的觀念。 

  所謂「無常」主要指世間事物是變化的，沒有一個永恒不變的東西；所謂「無我」主要

指在人生現象中沒有一個主宰體；所謂「寂滅」主要指人跳出輪迴後（包括死後）所達到的

一種狀態。「無常」、「無我」和「寂滅」這三個觀念是一致的或密不可分的。因為既然沒

有永恒不變的東西，那麼作為控制人生命現象（包括人的生理活動、心理活動等）的不變主

體的「我」當然也不能存在，而所謂「寂滅」，在早期佛教中就包含著人死後或解脫後，沒

有永恒不變的「我」一類東西的意思。 

  早期佛教提出的「無常」、「無我」、「寂滅」的觀念與該教同婆羅門教的對立有關。

佛教在產生之初主要反映了印度社會中部分屬吠舍和剎帝利種姓的人的思想意識。這些人對

婆羅門種姓在印度社會中的統治地位是不滿的，對婆羅門教的一些基本哲學理論也是反對

的。婆羅門種姓階層為了達到長久保持其統治地位的目的，在政治上提出婆羅門至上的主張，

在哲學上則提出存在著常恒不變的主體（大我或「梵」）的理論。佛教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

下提出了「無常」、「無我」、「寂滅」的觀念，其目的顯然是要證明世界上不存在一種永

恒不變的主宰之物，婆羅門種姓也不是永遠居於主導地位的社會階層（至少在客觀上起了這

種作用）。這應當說是佛教「空」觀念產生的基本歷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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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佛教中的其他一些理論也包含著「空」的觀念，如緣起觀、五蘊理論、空定思想等。 

  緣起觀認為，事物（特別是人生現象）是由各種因緣條件相互作用而產生的，「此有故

彼有，此起故彼起」（《雜阿含經》卷十二）、「若有此則有彼，若無此則無彼，若生此則

生彼，若滅此則滅彼。」（《中阿含經》卷二十一）這也就是說，事物或人生現象中不存在

一個主體或根本實體，具體事物或現象的存在都以他物的存在為條件，沒有完全絕對自立自

在的東西。 

  五蘊理論在早期佛教中基本也是用於論證無我觀念的。所謂「五蘊」即色、受、想、行、

識。色蘊指一切有形態、有質礙的事物，即地、水、火、風及其構成物，接近於我們現在說

的物質現象；受蘊指感受，即由感官接觸外物所生之情感等；想蘊指表象、觀念等；行蘊指

意志一類的心作用；識蘊指總的意識活動，如區別與認識事物等。早期佛教用五蘊理論來說

明世間（或外道）所謂的「我」實際是五蘊的和合，這種「我」並不存在。 

  在早期佛教中，除了上述佛教基本理論中包含的「空」的含義外，「空」一詞也有出現，

但該詞主要是在講「空定」理論時提出的。如《中阿含經》卷四十九中的《小空經》把「空」

觀作為一種包含一系列內容的禪定修習，要求「莫念村想」、「莫念人想」、「莫念無量識

處想」等等。因而，「空」觀在這裏實際是等同於對虛妄之「想」的排除。這種排除是逐步

的，「空定」是有階段層次的。 

  《小空經》中的「空定」觀念是早期佛教對禪定階段劃分的理論之一。在《中阿含經》

卷四十九中的《大空經》中，早期佛教又提出了「三空」說（內空、外空、內外空）。這「三

空」談的主要還是「空定」，即要人們「念不移動」與「心不移動」，在內、外、內外三方

面或三個階段內進行禪定。這實際上是要人們消除通常的觀念、意識或情感，也就是反對人

們進行虛妄的「分別」。當然，這「空定」在邏輯上與早期佛教的許多基本理論是相通的，

修煉「空定」自然要排除「我」的觀念和「我所」的觀念，只有這樣，「空定」才能真正實

現。然而這種關係早期佛教經典自身並沒有明確地說出來。將早期佛教的許多基本理論（如

「無常」、「無我」等）與「空」這一概念直接明確地等同起來，在佛教中要晚一些。 

  佛教發展到小乘部派時期，該教的「空」觀念呈現出一種較為複雜的狀態。部派佛教中

對所謂「我」和「法」的態度很不一致。有些部派認為「我」是「空」的，而「法」是「有」

的，如說一切有部。有些部派認為「我」和「法」都不「空」，如犢子部。有些部派則對「我」

和「法」進行具體地分析，不籠統地說「空」與「不空」，如大眾部等一些部派就認為三世

法中只有現在法實在，過去法和未來法則不實在。 

  部派佛教中有一較特殊的派別，不在傳統上說的十八部或二十部的範圍之內，這就是方

廣部。通常認為此派出自大眾系，由其分化而來，活動區域主要在斯里蘭卡，屬南傳佛教的

系統。此派的「空」觀後人稱之為「惡趣空」。這種「空」觀認為一切事物空無所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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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真正的虛無主義。如《大智度論》卷一中說「更有佛法中方廣道人言：一切法不生不

滅，空無所有。譬如兔角龜毛常無。」《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二十八中說：「方廣道人自

以聰明，讀佛十喻，自作義云：不生不滅，如幻如化，空幻為宗。」方廣部的「空」觀把「空」

說成是「空無所有」，比喻為「兔角龜毛」，是「常無」的。這就割裂了「空」觀念與傳統

佛教基本教理（如緣起等論）的聯繫，是一般佛教派別都不能接受的。 

  小乘佛教對「涅槃」和「世間」的看法與「空」觀念關係較大。早期佛教就不大注意涅

槃狀態和世間的關聯問題，有一種將涅槃與世間完全割裂的傾向。到小乘部派時期，涅槃仍

然被看作是一種與世間狀態完全分離的狀態。《俱舍論》卷九中在談到「涅槃」時說：「如

燈焰涅槃，唯燈謝無別有物，如是世尊得心解脫，唯諸蘊滅，更無所有。」總之，小乘佛教

一般把涅槃描述成「灰身滅智，捐形絕慮」的狀態，並經常把涅槃看作是一種徹底死亡的代

名詞。這種觀念實際上既表示出小乘佛教在涅槃問題上所具有的一種「空」的觀念，也表示

出他們對世間性質所持的一種觀念。 

  從總體上說，早期佛教和小乘部派佛教的「空」觀念雖然較複雜，但也有一些總的傾向，

或基本的特點。此處僅提及兩點，一是所謂「相空」的特點，二是所謂「分析空」的特點。 

  所謂「相空」中的「相」指現象、表象、相狀等，相對於「體」而言。早期佛教的「空」

觀明顯表現在其無我論上。而無我論是指「諸法無我」，指人生現象中無主宰體。因此，這

種「空」實質上是現象之「空」，是現象中無主宰體之「空」。這種「相空」無論是從與無

我論關係密切的緣起觀看，還是從五蘊說看都是如此。從緣起觀看，早期佛教只是表明事物

（人生現象）由緣而起，相互依存，變化無常，無常恒永在之物，從這些現象是變化的而非

常住的角度可說有「空」觀念的基礎，但早期佛教並未說這些「緣」或構成現象的基本要素

自性是「空」。從五蘊說看，早期佛教並未說五蘊本身是「空」，「空」的是五蘊聚合在一

起形成的人或人生現象，因而亦是「相空」。 

  在大多數部派佛教那裏，「空」觀亦可說是「相空」。這有兩個方面：一是「我」的方

面；另一個是「法」的方面。從「我」的方面看，部派佛教中許多派別都是在表面上講「無

我」，如根本上座部、經量部、初期大眾部等（甚至犢子部雖大力宣揚「補特伽羅」之說，

但也不直接反對早期佛教的無我論）。因而，這些部派在「我」的問題上的「空」觀是表面

上的，現象上的，可歸入「相空」之列。從「法」的方面看，部派佛教多把「法」分為現在

法、過去法和未來法。有些派別認為過去法和未來法「空」（不實）；有些派別則認為三世

法均「空」（都是「言說」）。其中認為過去法和未來法「空」的派別相對稍多一些。但無

論何種「空」觀，把「法」在時間上作三世的劃分，實質上就是把它們在現象上進行劃分，

說「空」（不實）實際是指現象的不實。部派佛教一般並不從事物的本性（自身）上來論述

「法」空。因而是主「相空」，而非「體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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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分析空」亦稱「析空觀」或「析空法」。主要指論證「空」的一種角度，或得出

「空」觀念的一種方法。這也是早期佛教及絕大多數部派佛教「空」觀的重要特徵之一。早

期佛教的一些基本教理中潛存著後來佛教「空」觀發展的思想要素。較顯露的「空」觀是所

謂「我空觀」，表現為無我論。這種「空」觀並不認為事物的本性或本身是「空」，而僅認

為由諸要素積聚出的東西或現象是「空」，即所謂「相空」。這「空」是「分析」出來的。

如早期佛教將人或人的作用的構成分析為五蘊，並未說五蘊（一個一個的要素）本身是不實

在或「空」的，但認為五蘊構成的整體（人或其作用）由於是無常的和無主體的，因而是「空」

（無我）。這種說「空」的角度或方法是強調事物的整體由部分構成（或果由因構成），整

體不可能永遠不變（無常），整體本身中無永恒的主宰體，而且有可能解體。從這個意義上

看，事物（整體或果）是「空」的。顯然，這種論證角度和方法對事物的「空」的處理是停

留在表面上的，對事物的本質是否為「空」有很大保留，因而是不徹底的。 

  部派佛教論「空」的角度和方法大多也是「分析空」。許多部派至少在形式上講「我空」

（無我），其依據仍是「五蘊」說。認為人由五蘊和合而成，這和合體不實（由部分組成，

無常恒主體），故「無我」。但又認為輪迴解脫理論需要一主體，因而抬出「補特伽羅」一

類起著「我」的作用的概念。犢子部認為，「補特伽羅」與蘊非一非異，但實有。因此，用

「分析」的方法並不能讓所有人都認為合成物或生成物不實。對「法空」的論證亦是如此，

也屬「分析空」。一般的部派都認為事物由因緣和合而成（這因緣可是「極微」，或是別的

什麼基本構成因），由於事物是「無常」的，因而總有變化，表現在時間上就有過去、現在

和未來法之分。在不少部派看來，現在法由於因緣正構成此物，因而應說實有；過去法由於

因緣離散了，轉變成別的東西了，因而不實在；未來法由於因緣還沒有聚合故也不實在。據

此認為三世法中僅現在法「有」，過、未則「無」。部派佛教（一部分）用這種「分析」的

方法得出的「空」觀是不徹底的。因為這種「分析」在說事物「空」的論證中，並沒有把「緣

起觀」貫徹到底，一般只是談及由「五蘊」的合成物或聚合體不實，無主體；或僅談及由部

分（因）而構成的整體（果）不實（不能長久），至於「五蘊」中的各個構成要素或構成整

體（果）的部分（因）是否「空」，這些東西本身是否也有緣起空的問題（即事物的本性是

否「空」的問題）則不談了。因而，早期與小乘部派佛教的「分析空」，總的來說達到的還

是「相空」，沒有達到「體空」。 

二、大乘佛教的「空」觀念 

  大乘佛教興起後，佛教的「空」觀念有了很大的變化和發展。早期大乘經中對「空」的

論述極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般若類經中的論述。如上所述，佛教「空」的概念（該詞）

最初是在修行理論中提出的，具體表現為「空定」。後來才逐步依據早期佛教的一些基本教

理，從中引出「空」的理論，成為佛教關於世間或人生現象的一種基本看法。在早期佛教與

小乘部派佛教時期，佛教「空」觀的重要特色是所謂「分析空」及「相空」。而當大乘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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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之後，佛教「空」觀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出現了所謂「體空」觀念，這具體（最初）就表

現在般若類經典之中。在般若類經的作者看來，「分析空」的「空」既是建立在離散而空的

基礎之上，那麼，若構成事物的要素不離散的話，事物就不「空」了。這是導致不少小乘部

派認為現在法有實體（不空）的原因之一，因為所謂現在法就是指構成該事物的要素在現時

仍聚合在一起，沒有離散，因而該事物實有不空。從這樣的角度（早期與小乘部派佛教的角

度）來論證「空」，這「空」觀自然要大打折扣，因為如果說現在法不「空」能夠成立，那

麼在邏輯上就等於承認過去法有不「空」之時，未來法亦將有不「空」之時。而這樣一來，

事物在本性上是否為「空」確實就成了問題，這種「空」觀是動搖的，缺乏說服力的。如果

佛教的「空」觀念靠不住，所謂事物之「空」僅是表面現象（相空），而非本質性的，或事

物的「空」僅局限於某些條件之下（如「分析空」中的事物構成因離散的場合），那麼佛教

的一切說教的可靠性就成問題了。 

  般若學說對佛教「空」觀的新貢獻，就在於說明「空」不僅僅表現在現象上（不僅僅是

「相空」），事物也並不是通過其構成要素的離散才「空」。它強調了事物在本質上即「空」；

強調了事物的構成要素不離散它們依然是「空」。這即是般若類經中所說的「色不異空，空

不異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行、識亦復如是。」（《般若波羅蜜多心經》）或

「幻不異色，色不異幻。幻即是色，色即是幻。幻不異受想行識。」（《小品般若波羅蜜經》

卷一）般若類經中的體空觀明確強調了事物並非僅現象空，並非僅由構成因離散才空。 

  中觀派「空」觀的主要學說是「緣起性空」。從緣起的理論出發，表明事物不實在，在

早期佛教中就有，只是在早期佛教中，講「緣起」時並不明確講「空」一詞（「空」一詞一

般用在「空定」上）。再有，在早期佛教中，講「緣起」時所隱含的「空」義，主要指「我

空」（無我）、「果空」（由構成因組成的聚合物不實），而通常不指「法空」（一切事物

均不實在），也不指「因空」（組成聚合物的構成因自身就不實）。到了小乘部派佛教時，

不少部派也從「緣起」的角度講「法空」，但不徹底。早期和小乘部派佛教講「空」時，對

事物及其構成物是否都是緣起的（構成整體的部分是否也是緣起的）問題，講得不是很明確。

方廣部主張「一切皆空」，但此派講的「空」與後來的大乘佛教及一般的小乘佛教的「空」

義明顯不同。 

  中觀派在論證「空」時，一方面吸收了早期般若類經以來的大乘「空」觀的許多思想，

肯定事物自身即「空」的觀念，肯定「性空」的觀念，但在事物自身為何「空」或為何「性

空」的問題上，論證手法與般若類經多少有差異，中觀派非常重視通過分析、推導來論證事

物是「空」。此派講「空」時重視分析主要表現在其「緣起」說上。中觀派的「緣起」說較

原始及小乘部派佛教徹底，較般若類經亦有內容上或側重點上的不同。它從「緣起」理論出

發論證的「空」觀較突出。《中論》卷四中說：「未曾有一法，不從因緣生，是故一切法，

無不是空者。」這段文字明確肯定一切事物毫無例外地都是由因緣而生的。 因此，一切事物

（包括由因構成的果及構成果的因）也就毫無例外地是「空」的。按中觀派的觀點，只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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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因組成之物，就不是實在的，就是「空」。這種「緣起性空」說所表明的「空」在實質

上也是一種「體空」。由於這種理論強調無論是一般的事物還是構成事物的「因」都是緣起

的，都無自性，因而它與早期和小乘部派佛教中顯示的「空」義或「分析空」是不同的（小

乘的「分析空」理論對構成事物的「因」是否也「空」態度不明確）。 

  中觀派有關「空」觀的論述有一層意義應特別強調，即：「空」與「緣起」是分不開的，

離開「緣起」講「空」就成了「惡趣空」，「空」即是「緣起」，即是「假名」。中觀派的

「緣起性空」說的主要目的是要否定事物有自性，但其否定的也僅此而已。通過緣起說，此

派實際既有否定也有肯定。否定的是事物有自性，肯定的是存在著假有。這裏面所貫穿的「中

道」精神是很明顯的。 

  中觀派中與「空」觀關係較密切的一個理論是「涅槃」與「世間」的關係理論。中觀派

反對那種把「涅槃」與「世間」絕對化地「分別」的作法，如龍樹在《中論》中說：「涅槃

與世間，無有少分別。世間與涅槃，亦無少分別。」中觀派所強調的涅槃是與世間有關聯的

一種精神或認識境界。在這種境界中，認識到諸法畢竟空，但又不執著於任何偏見（包括「偏

空」的觀念）。但這種境界不是一種脫離了世間而達到的另一個獨立的更高級的境界，而是

對世間或事物「實相」的認識。因此，在中觀派看來，世間的本來面目就是佛教所謂涅槃境

界的那個樣子，二者沒有什麼絕對化的區別。「凡夫」（或小乘等）之所以把二者作絕對化

的區分，就是因為有「執著」或有「分別」，不能認識世間的本來面目，即不能達到事物的

「實相」。而如果按《中論》等的觀點行事，認識了事物的本來面目或「實相」，那麼也就

進入了涅槃境界。因此，中觀派在這種意義上說「諸法實相即是涅槃」。 

從這一理論也可看出，中觀派所謂的「空」不是絕對的虛無，它並不認為世間事物是絕

對不存在的。    

  大乘佛教中另一影響較大的派別是瑜伽行派。此派的「空」觀與先前的小乘佛教及中觀

派都有不同，有著自己的特點。此派在「空」的觀念問題上，主要吸取了般若類經外的大乘

經（包括早期的和續出的大乘經）的思想。它反對先前的大乘佛教中多少存在的那種偏於講

一切空的傾向。雖談「空」但並不完全否定「有」。具體說，此派要「空」的是「境」，要

肯定的是「識」。也可以說，此派主張「體」有（心識為主體，此體實在）、「相」空（境

為外相，此相虛假不實）。主張「相」由心識（想）而起，「相」空而心識不空。這與般若

類經和中觀派是不同的，般若類經和中觀派認為心識（想）亦不實在，而瑜伽行派則（大多

數）認為心識（想）實在。這是二者在空有問題上的差別。在有關境空或相空的理論中，瑜

伽行派提出了「二無我」（人無我、法無我）的理論，亦提出了「三無性」（相無性、生無

性、勝義無性）的理論等。這些都是此派「空」觀的具體內容。當然，瑜伽行派是一個包括

許多思想家，有幾百年發展史的派別，此派中的不同思想家，甚至同一思想家的不同時期的

著作在「空」觀問題上的理論是完全有可能不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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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空」觀的基本理論在印度確立後，不久就傳入中國等亞洲許多國家，在印度國外

有重要影響和發展。在中國佛教史上，著名的「六家七宗」裏涉及的，主要就是「空」觀的

問題。僧肇的《不真空論》討論的主要也是「空」觀問題。但客觀地說，中國佛教中居於主

導地位的佛教「空」觀念仍是在印度就形成的基本思想。特別是大乘佛教的「空」觀在中國

影響較大。以禪宗（南宗系統）為例，此宗就反對世間是絕對的虛無的觀念，而是強調要在

現實生活中達到解脫（成佛）。這種思想傾向的形成，雖有中國原有傳統文化觀念影響的因

素，但受印度般若中觀思想直接的影響，應當說也是一個不可忽視的主要因素。 

三、「空」觀念在當代社會中的影響 

  佛教關於世界本質的看法、關於人的本質及人生現象本質的看法，在很大程度上表現在

其所謂「空」的觀念之中。因此，佛教「空」的觀念對於現代人如何認識與對待世界及人生

就自然是有意義的。而且，歷史上的佛教的這方面觀念在當代社會中仍發生著重要的影響或

作用。 

這裏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是，當代人如何理解佛教關於「空」的觀念。在佛教傳入中國

後，古代的中國人有一個如何理解佛教教義（如「空」的觀念）的問題。現代的人仍然有一

個如何理解佛教教義的問題。綜合來看，當代人對佛教「空」的觀念至少有三種理解： 

  第一種理解是把佛教的「空」理解為純粹的虛無主義。有不少人持這種觀念。在他們看

來，佛教就是把世界和人生都看成是虛無的，一無所有的。在歷史上，確實有把佛教的「空」

作虛無主義解釋的佛教派別，如上述印度佛教中的方廣部就是如此，該派認為一切事物都是

虛無的，沒有任何東西，事物都如龜毛兔角，是根本不存在的。方廣部這種觀念受到了佛教

內部的絕大多數派別或絕大多數思想家的批駁，很快就被壓了下去，未形成什麼氣侯。在佛

教歷史上占主導地位的「空」的理論顯然不是這種虛無主義的理論。因此，可以說這種理論

是不符合佛教根本教義的。 

  第二種理解是把佛教的「空」，或佛教有關世界或人生本質的理論說成是「唯心主義」，

即認為佛教主張精神或意識是唯一實在的或根本性的東西。過去有不少人在批判佛教時常這

樣指責它。這種理解或概括至少是不全面的。如上所述，佛教中主張事物是「心識」變現的

主要是瑜伽行派，並不是所有佛教派別都這樣認為。佛教中說的「空」顯然不是一個意識或

精神實體。因而，這種解釋也不合佛教「空」觀念的本義。 

  第三種理解把「空」解釋為事物的緣起，或解釋為事物本身就不實在（但又不是絕對的

虛無），或解釋為事物不是一成不變的（無永恒不變的實體）。這種解釋大致符合歷史上占

主導地位或影響較大的佛教派別的觀念。它主要是當代社會中一些對佛教理論較有素養的研

究者或佛教僧侶的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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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空」觀念在當代社會中的影響並不一定是佛教在歷史上占主導地位的「空」觀念

的影響。由於人們對佛教「空」觀念的理解不同，因而所受的影響也不同。 

  持第一種理解的人在當代社會中所占的比例相當大。不少人在社會中遇到挫折、重大打

擊或理想破滅時，就認為一切事物都是虛無的，並認為這就是佛教的真理，萌發了要「遁入

空門」的念頭。應當說，這種理解既不符合歷史上佛教的占主導地位的「空」的觀念，也不

利於社會的和諧發展，而且對當代佛教本身的發展也不利。試想，如果人們都確信世間事物

或人生是虛無的，實質上是一無所有的，那麼人們在社會中的努力與奮鬥又有什麼意義呢？

這種觀念對於人類的進步、社會的發展的阻礙作用是十分明顯的。而且，如果一切都是虛無

的，實質上是一無所有的，那麼佛教自身或與佛教有關的一切自然也應如此。若是這樣，出

家皈依佛門又有什麼意義呢？佛教的教義、佛教的修持、佛教的理想又有什麼意義呢？因此，

這種理解或觀念無論對於世俗的社會還是對於佛教來說，所起的作用都是負面的。 

  持第二種理解的人在過去不少，現在情況有很大變化，這樣理解的人不是很多了。這與

人們對宗教的總體觀念的變化有關。過去許多人把包括佛教在內的宗教看成完全是消極的，

看成完全是人們主觀意識臆造的產物。看不到佛教的合理要素，沒有也不願意對佛教進行客

觀的實事求是的考察。而持這種理解的人實際上恰恰是受較典型的唯心主義思維方式影響，

而對佛教進行不恰當評價的。 

  持第三種理解的人目前顯著地有所增加。這種理解既符合歷史上佛教的主要思想或占主

導地位的觀念，又適應當今人類社會發展的總的趨勢。既有利於對佛教感興趣的人在社會生

活和工作中積極進取，也有利於佛教的僧侶或僧團積極與世俗社會溝通，促進佛教本身的興

旺發達。 

  過去人們在討論佛教的「空」觀念時，往往強調其對當代社會的負面影響。實際上，負

面的影響主要來自上述對佛教中此觀念的第一種理解。而關於佛教「空」觀念（歷史上占主

導地位的「空」觀念）的正面影響，以前似乎沒有多少人討論過，筆者在此試歸納出幾點： 

  其一，在一定程度上引導人們看到事物的不斷變化的本質，有著辯證的思想要素。如上

所述，佛教的所謂「空」，在佛教史上占主導地位的派別，一般是立足於緣起理論而說的。

這種理論否定世間事物中有什麼不變永在的東西，無論是一般的物體，還是人自身，或與人

相關的事物，都是不斷變化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佛教中占主導地位的派別或思想主張「空」

的觀念，或者說，佛教的「空」的最主要意義就表現在這一點上。而這種觀點在我們現在看

來，是有其合理成份的，即反對那種事物是一成不變的形而上學觀念。從這一角度說，佛教

的「空」觀念在當今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中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其二，引導人們豁達地對待世間的得失。人們生活在社會中，不可能事事如意，總是一

帆風順。在當今社會中，人們間的競爭激烈，衝突難免，而有競爭和衝突就會有失敗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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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情況下，佛教的「空」觀念就有某種減輕人們精神痛苦的作用。因為這一觀念強調事

物是不斷變化的，沒有永恒不變的世間事物。這實際上能起到一種鼓勵人們豁達地對待失敗

的作用。給人們一種希望，即失敗是暫時的，不利的情況一定會變化。這對於促進社會的和

諧發展，促使人們在當代社會中保持良好的心態是有積極意義的。 

  其三，促進僧俗間的交流和彼此的瞭解。既然佛教等宗教的存在是長期的，我們就要努

力促使佛教多為人類的文化發展和進步起積極作用，而佛教的「空」觀念及與之相關的涅槃

與世間觀念在這方面能起到積極作用。在大乘佛教形成後，佛教就特別強調該教的最高理想

「涅槃」與世俗社會的關聯，否定有脫離世俗社會的「涅槃」。這實際也是反對把世俗社會

看成是虛無或毫無意義的觀念。這種思想對於佛教徒來說，可鼓勵他們在現實社會中積極利

樂有情，造福眾生。對於一般的關注佛教的人來說，也能促使他們與佛教積極接觸，瞭解佛

教，消除對佛教的種種誤解，促使和諧的僧俗關係推動，或有益於當代社會的和平與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