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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於2009年3月29日發表於第二屆世界佛教論譠•無錫

「三界唯心」1與「霹靂說」2 分別是佛學與科學闡述宇宙生成的兩個假
說。對於宇宙開端的探索，這兩個不同的系統竟得出類似的結果──宇

宙是從「空無」3中生出來的，實在令人驚奇。然而，雙方所說的「空

無」，仍有差別：科學所指的「空無」，與「心」無關；佛學所說的「空

無」與「心」，是相關的。此外，這個結論，佛學可以透過修行而加以驗

證；至於科學，則無法以實驗的方式來加以證明。

關鍵字：三界唯心、霹靂說、宇宙生成、空無、覺知能力、真空妙

有、十二因緣。

46

壹、佛學的「三界唯心」

「三界」是指無色界、色界和欲

界，意思就是「宇宙」。而「三界唯

心」，意思即是：「宇宙，是從心所生

出來的」。然而，「心」是什麼呢？  
佛學中的「心」指的就是「覺知能

力」。對於「覺知能力」，佛學還有其

它不同的名稱：覺性、心性、自性、本

性、佛性⋯⋯等等。每個人對於自己是

否有覺知能力，都很清楚；有了覺知能

力，就意味著我們都有心。「宇宙是從

心所生出來的」，意思也是：「宇宙是

從覺知能力所生出來的。」

當有「覺知能力」的時候，必然

會有「被覺知的對象」。為了陳述上的

方便，以下以「能覺」代表「覺知能

力」，以「被覺」代表「被覺知的對

象」。

「能覺」和「被覺」二者之間，必

然存在一種依存關係：「能覺」與「被

覺」一定同時並存──當有「能覺」時，

一定會有「被覺」；當有「被覺」時，

也一定會有「能覺」。關於這點，佛

學有一專有名詞：「能所」。「能」與

「所」分別就是本文所指的「能覺」與

「被覺」 4。

我們知道「心」即「能覺」；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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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覺察的對象，都是「被覺」。將所

有一切被覺察的對象集合起來，就是所

謂的宇宙。宇宙，一定是「被覺」──

被我們所覺察；而且，它一定不是「能

覺」。

「被覺」的性質是：它一定是被

「能覺」所覺知的對象。而「能覺」最

重要的性質是：能覺知，但他不可被覺

知。如果一個「能覺」被覺知時，必然

有另一個更高的「能覺」來覺知他；此

時，原來的「能覺」已經變成了「被

覺」，而不是真正的「能覺」了。

既 然 ， 「 能 覺 」 是 不 可 被 覺 知

的，那麼，這個「能覺」就必然是「空

無」。至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佛學中的「心」即「能覺」，也是「空

無」。如此一來，「三界唯心」──「宇

宙是從心所生出來的」，也可以闡述

為：「宇宙是從空無中所生出來的。」

貳、科學的「霹靂說」

人類對於宇宙的探索有一段很長的

歷史，對宇宙的認識也隨著時代而有所

改變。

隨著天文觀察資料的累積，二十世

紀初人們已不再被「地球不動說」所困

惑，但仍然被「宇宙靜止」的觀念所拘

束，大家相信宇宙是穩定的。儘管愛因

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指出宇宙可能膨脹或

縮收，他卻引進一個所謂「宇宙常數」

來阻止宇宙的變化。其後經由許多科學

家的努力發展出「Fr iedmann  -Lemai t re  
- R o b e r t s o n -  Wa l k e r」宇宙膨脹模型 5。

其中比利時天主教神父勒梅特（Georges 
L e m a i t r e）更提出宇宙是從一個「初
級原子（ p r i m e v a l  a t o m）」爆炸而來
的——這就是後來所謂的「霹靂說（B i g 
B a n g）」。 6一般認為，愛因斯坦的廣

義相對論是用於描述宇宙演化的正確理

論。 7

實 驗 證 據 方 面 ， 一 開 始 是 哈 伯

（E d w i n  H u b b l e  1 8 8 9 - 1 9 5 3）經由紅
位移現象，推測「離我們越遠的星系，

正以越快的速度遠離我們」。再來就是

1 9 6 5年「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發現，
使人們接受「霹靂說」為宇宙起源和演

變的主流論述。

1 9 8 0以後，霍金（ S t e p h e n  W . 
Hawking，1942-）把量子力學應用於大
霹靂和宇宙的起源。他與哈特首先提出

了一種宇宙初始量子態──「無邊界的邊

界條件」（n o - b o u n d a r y  c o n d i t i o n）。
其特點是不存在奇異點，不必對應任何

更早的量子態，能使我們的宇宙從「空

無」中誕生。 8

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是物質與能量；

可是，由物質與能量所組成的宇宙，竟

是從「空無」中所生出來的，這真是一

個令人意想不到的結論。換句話說：宇

宙的誕生，是一個「無中生有」的事

件。

參、宇宙生成說──佛學與科學的

相同點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佛學的「三

界唯心」，意思是：「宇宙，是從空無

中生出來的」。──而這竟然也是科學的

「霹靂說」所做的主張。

「宇宙，是從空無中生出來的」，

更簡單地講，就是「無中生有」；而佛

學中有另一個說法，更微妙細膩地形容

了這個現象，那就是「真空妙有」 9。佛

學一直在闡述虛空、空性、真空，指的

其實就是心的性質。

佛學與科學這兩套不同的系統，對

於宇宙生成的認識，會有這麼驚人的相

似，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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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宇宙生成說──佛學與科學的

差異點

關於「宇宙生成」這個主題，佛

學與科學相同的部份，僅是宇宙生成的

「源頭」；至於生成的「過程」，他們

便迥然不同了。

佛 學 是 怎 麼 闡 述 「 宇 宙 生 成 的

過程」呢？佛學有一套完整的「十二

因緣」論述，整套系統十分地綿密而

複雜。「十二因緣」 1 0指的是：「無

明」、「行」、「識」、「名色」、

「六入」、「觸」、「受」、「愛」、

「取」、「有」、「生」、「老死」。

而十二因緣的概意即是：「覺性」生出

「無明」，「無明」生出「行」，此後

一環生出下一環，一直到生出「老死」

為止。

「十二因緣」，是宇宙生成過程

比較詳細一點的劃分；若再簡化一點，

則可分為四個層次：「覺性」生「識

心」；「識心」生「身體」；「身體」

生「世界」。

科學對於宇宙生成的過程，也有其

推演，但不在本文的介紹範圍之內。

雖然，佛學與科學都發現，宇宙

是生於「空無」，然而，二者所說的

「空無」，卻有著很重要的差別：「霹

靂說」所稱的「空無」，與「心」是沒

有關聯的；但佛學所說的「空無」與

「心」，則是同一個東西。

關於宇宙生成說，佛學與科學的

差異還有一點。「霹靂說」，是一種推

論，無法經由科學實驗證實，因為我們

不可能去製造一個宇宙。科學的假說若

用實驗證明為真，則由假說升格為理

論；而「霹靂說」是無法用實驗證明

的，故它仍為一種「假說」。

而佛學的宇宙生成說，人們是可以

體驗的。怎麼做？人們可以透過修行，

層層地深入探索自身的心靈；當回到最

高的覺性後，便可以從自己的「覺性」

開始，觀察自己怎麼沿著十二因緣一環

一環地生出「無明」、「行」⋯，一直

到「老死」。這個過程，就可以印證世

界是怎麼生出來的。佛學的修行者可以

做這樣的實踐，然而，他們不稱這是實

驗，而是修行。所以，我們也不擬將

「三界唯心」升格為「理論」。因為，

從佛學的觀點而言，「假說」與「理

論」並無差別。

伍、結論

關於宇宙生成的「源頭」，佛學與

科學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系統，卻有著

相同的主張：宇宙是由「空無」中生出

來的。從這點來看，我們可以說佛學與

科學，是沒有衝突的。

關於宇宙生成的「過程」，佛學與

科學則有著不同的認識。科學對於宇宙

發展的演變雖有許多的觀察與立論，卻

無法以實驗方式來加以證實；而佛學對

宇宙生滅的探索，則是可以透過個人的

修行來加以證實。以可以做驗證這一點

而論，佛學略勝科學一籌。

佛學是以探討「心性」為主、「物

性」為輔的學門；科學則是探討「物

性」為主的學門，甚少涉及「心性」。

因 此 ， 「 霹 靂 說 」 未 將 「 空 無 」 與

「心」關聯起來，應是必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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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le Realms Existing Only in Minds and Big-Bang Cos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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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 i p l e  r e a l m s  e x i s t i n g  o n l y  i n  m i n d s " 1 a n d  " B i g - B a n g  c o s m o l o g y " 2 a r e  
two  k inds  o f  hypothes i s  about  the  b i r th  o f  the  cosmos  respec t ive ly  p resen ted  by 
Buddhism and Science.   In  explorat ion of  the  universe 's  b i r th ,  these  two different  
sys tems  amazingly  share  the  s imi la r  induct ion  tha t  the  cosmos  i s  genera ted  f rom 
vani ty 3.   Never the less ,  there  remain  some d iscrepancies  in  the  so-ca l led  "vani ty"  
he ld  by  both  ends :  the  one  f rom sc ience  has  nothing to  do  wi th  "mind"  whi le  the 
o n e  f r o m  B u d d h i s m  i s  r e l a t e d  w i t h  " m i n d " .   A g a i n ,  t h e  c o n c l u s i o n  i n d u c e d  b y 
Buddhism could  be  fur ther  exper ienced through cul t ivat ion;  yet  sc ience  could  not  
ver i fy  i t  wi th  experimental  approach.

Keywords :   Tr i p l e  re a l m s  e x i s t i n g  o n l y  i n  m i n d s ,  B i g - B a n g  c o s m o l o g y,  T h e 
birth of  the Cosmos,  vanity,  the capabil i ty  of  knowing,  Al l  things 
are generated from true emptiness ,  Twelve Dependent Ori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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