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個人都「知道」生命會消逝，然而很少人「相

信」自己的生命正在消逝。即便生命的消逝時時刻

刻都在發生，但畢竟沒有一次感覺「真的」發生在

自己身上。果真如此？拿起梳子檢查一番，梳齒林

間橫陳的「頂級上絲」是否仍存活於頭上？一般人

對生死，通常有兩種說法，一謂生命消逝即一切消

散、空無；一謂生命消逝僅是表象的覆滅，生命另

有一套超越表象的運行。前者直接為話題下了結

論，後者則掀起古今中外熱烈的探討。

壹、西方哲學家談生死與靈魂

    

畢達哥拉斯認為，靈魂可以附著於任何肉體或

物體上，肉身即便有壞死的一天，靈魂卻永不消亡，

它可以轉附到另一個體上。這位早期希臘哲學家繼

承了民間思想，進一步闡明靈魂可以獨立於動物軀

體之外的觀念。在此時期，哲學家們普遍認為靈魂

是由最精細的「物質」組成，這種物質與肉體的組

成元素並無二致。直到蘇格拉底提出新說，才讓精

神與物質間的分野漸趨明朗。

蘇格拉底對死亡以及死後狀況的意見，都被記

錄在學生柏拉圖的《對話錄》中。在〈辯護篇〉，蘇

格拉底對法官們說，他對死亡並不感到畏懼，因為死

亡不見得是一件壞事。他說，人死之後有兩種可能的

情形。第一，像長久的睡眠，果真如此則完全沒有痛

苦、煩惱，免去人世間的種種折磨，及違背正義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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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事件，何樂而不為？第二，如果靈魂不死，則可與古聖先賢交往

學習，這更是一大樂事，所以死亡並不足懼。他甚至說，如果自己的

推論無誤，「我是不惜死上許多回的！」

至於柏拉圖自己，在《理想國》中不但主張靈魂不死，而且提出

了輪迴之說。他認為人死之後，靈魂可以選擇再生，有的要做人，有

的要做天鵝、夜鷹、獅子、猿猴，甚至鳥類與獸類也可以彼此轉生。

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進一步注意到，生死與靈魂不滅的問

題，不過他不贊成輪迴的說法。在《靈魂論》中，他主張一切生物皆

有魂。植物有生魂，動物有覺魂，人有理智魂。而理智魂是單純的，

它不能夠再分解，因此是永恆、不死的。

中世紀的聖多瑪斯以《聖經》為基礎，再加上哲學思辨，主張人

生的目的是來世的「真福」。他的見解為：今生只是一個旅程，而靈

魂是不死的。每個人的靈魂，都要帶著他前世的一切功過去見上帝。

有的受賞，有的受罰。它不可能變為他人或動物的靈魂。

德國數學哲學家萊布尼茲由科學思維認定，人與其他一切動植

物，皆由「單子」組成。這些單子個個都是精神體，因而都是不死

的。靈魂是人的主要單子，負責指揮其他單子的活動。

同樣出生德國的康德，對生死的觀點近於基督教，然而他的想法

極為特殊。他主張，從「知識」的觀點出發，要「證明」靈魂不滅，是

不可能的。因為知識的對象屬於現象界─具體的，而靈魂屬於本體界

─抽象的，就此觀點而言，靈魂是不可知的。但是靈魂不滅的事實，

卻可以經由「設定」而得，人們接受此設定的行為就叫做「信仰」。

貳、中國思想家看生死

    

儒家肯定現世，對於死後的討論並不多。子路曾經向老師請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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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問題，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這句話並非無意

探討死亡，而是一次因材施教，鼓勵子路：若知死，即知生！我們同

樣在《論語》裡讀到，孔子宣稱：「朝聞道，夕死可矣！」早晨明白

了人生正途，即使晚上死去，也能心安。由於明白了生死的道理，一

旦面臨抉擇，也就不至於困擾了。

另外一則故事，記載在《荀子．大略》篇。話說子貢感到厭倦，

想要遠離事君、事親、養妻、耕種等責任。孔子不贊成，告訴他：人

只要有一口氣在，便不能逃避人生的責任。子貢因而嘆曰：「大哉乎

死！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對君子而言，一生為理想與責任奮鬥，

臨到死時終於可以安息了。

至於孔子對於人死亡之後的看法，則依循周朝人的信仰，相信

人死為鬼，應該虔誠祭祀，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

也。」陰陽兩界的區隔，在當下的誠意正心中打通。

相較於儒家對死後「存而不論」的態度，道家把死亡當作回家

一般自然。其代表人物莊子便做了最直接的示範。莊子之妻去世，好

朋友惠施前往弔喪，卻看到莊子正擊樂高歌。惠施覺得荒謬，出言責

斥莊子無情，莊子卻說出一番道理：「人在最初未生之時，只是荒野

中的一股氣。有氣、有形、有生之後，成為人。人活了一生，最後死

了，形體消解回歸大氣，好像舒舒服服地睡在一個巨大的房間裡。死

者如此快意，而生者卻為之哭嚎，豈非更為荒謬嗎？因此，我正為愛

妻高興而歌呀！」

人們或許認為過世的不是莊子自己，他當然可以把生死說得如

此瀟灑、淡然！其實，當莊子臨終之時，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弟子們

圍繞身邊，正商量著如何厚葬老師。莊子聽到他們的談話，立刻坐起

而說：「我以天地為棺槨，以萬物為送終者，這樣的喪禮還不夠隆重

嗎？」弟子們說：「但是，我們擔心您的身體被老鷹給吃了。」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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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你們怕我被老鷹吃掉，便將我埋進土裡，難道就不怕螞蟻吃

掉我嗎？這樣厚此薄彼，似乎太偏心了吧！」生命即將終結之際，莊

子依然輕輕鬆鬆，開人生最後一次玩笑。

面對生死提問，儒家以實現價值，為人生目標之主要信念，排除

死亡的陰影與威脅。道家「視死如歸」看透兩界，以生命本身即為存

在目的，隨遇而安，與萬物同化。然而，這是哲學的高度，是生命的

高層境界。相對於高層，在民間則流傳著一則則或奇異、或唯美、或

引人深思的生命輪轉故事。

參、生命輪轉的故事

七世夫妻

金童與玉女原本隨侍玉帝左右，某年七夕，玉帝設宴邀集群仙

聚於斗牛宮，並命金童玉女向群仙敬酒。不料，敬到南極仙翁時，金

童竟然一個不小心，失手打破琉璃盞。一時之間，金童失色、群仙啞

然，卻聽見玉女一旁噗嗤而笑，此舉觸怒玉帝，於是吩咐太白星君將

二人謫下凡塵，需歷七世劫難，徒具夫妻之名而無連理之好，以示懲

處。此七世夫妻之名則為：一世夫妻孟姜女、萬杞梁，二世夫妻梁山

伯、祝英台，三世夫妻郭華郎、王月英，四世夫妻王十朋、錢玉蓮，

五世夫妻商琳、秦雪梅，六世夫妻韋郎保（燕春）、賈玉珍，七世夫

妻李奎元、劉瑞蓮。

民間流傳著唱本，亦唱道：

你我不是凡間客，金童玉女下天堂，只因打破琉璃盞，怒了凌霄

張玉皇，罰下紅塵為夫婦，七世為人不成雙，難得今日閒無事，

慢慢談說老家鄉。

生死輪迴大家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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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士梅與高小槐

蒲松齡的《聊齋誌異》記錄著子不語的種種趣味。有一則輪迴故

事這麼說著：

邵士梅是位天賦過人的傳統書生，幼年即入私塾，對於諸子百家

之學皆能通曉，因此頗受師長疼愛。邵士梅童年時常常嚷著要前往高

家莊，母親問他：「高家莊位於何處？」他竟能回答：「就在浙江省

棲霞縣，那是我原來的家。」有時候，邵士梅還向友伴們透露：「我

是高小槐，不叫邵士梅。」友伴們都當他開玩笑，不當一回事。

長大後，滿腹狐疑的邵士梅私下拜會老師，傾訴長久隱藏心中的

秘密：「我的前世真是浙江棲霞高小槐，是位里長。由於年老病重，

進入彌留，終至不省人事。醒來時，卻發現換了新環境，不僅房中擺

設驟變，就連身體也不是我自己的，我急哭了，卻說不出話來。到了

三歲，才知道這裡是山東海寧邵家莊，然而我確實是高小槐呀！」老

師聽聞這段經歷之後，要他嚴守秘密，以免遭人誤解。

從此，邵士梅不再提此事，一心埋首讀書，直到多年之後中了進

士，被分派至南方任官，途中路過棲霞高家莊，他決定踏入一探究竟。

眼前的景物與當年一模一樣，彷彿未上任的新官便已衣錦還

「鄉」了。邵士梅向村人問起高小槐，得知這位老里長已過世幾十

年，他的忌日卻正是自己的生辰。邵士梅拜訪村中故老，認得一位

九十老翁是前世鄰居，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久。談畢，邵士梅題了

辭「兩出頓開生死路，一身曾作古今人。」之後便離去。

五馬喧嘩

繼《聊齋誌異》之後，紀曉嵐的《微閱草堂筆記》也有這麼一篇

記趣：有位書生赴外地考秀才，天色暗了便暫宿客棧。當晚，萬籟俱

寂，隱約之間聽見馬棚傳來吵雜聲，他附耳一聽：「哥兒們，我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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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極了！以前為了私留盤纏，貪瀆了不少公家準備給馬兒買糧草的經

費，那些錢現在不知道又在哪兒喲？」馬大哥頻頻嘆氣、悔不當初。

馬二哥道：「我們前世替官家養馬，現在遭了報應，才曉得做人時心

存僥倖、只顧眼前利是何其愚昧呀！」馬三接著說：「閻王老爺真不

公平，王五前世跟我們一樣黑心貪污，怎麼能有福氣投生為狗，被主

人供得吃穿不愁？」「聽牛頭馬面說，由於王五娶了個性喜邪狎的

老婆，兩個女兒也不守婦道，家中三女暗地裡偷了他大半家產，讓王

五在世時吃足苦頭，因此可抵銷一半罪業。」馬四解釋。「別發牢騷

了！」馬五也出聲了：「人間作奸犯科之徒，罪業本有輕重，你們看

看那位姓姜的同事，已經投生七世為豬，每次都被宰得嚎啕大哭，死

後還得挖心掏肺，刨骨析肉，比起咱們苦得多啦！」

前述幾則故事，或集他說而成，或寄諷喻之意。以下這一則〈人

面瘡〉的故事，則提出輪迴的積極意義。

人面瘡

唐朝悟達國師前世是袁盎。當時，他向漢獻帝獻策，將晁錯斬於

東市，因此晁錯累世都想報仇，無奈悟達國師歷十世皆為高僧，持戒

嚴謹，晁錯根本無法接近，更別說報仇了！怎料，到悟達國師時，唐

懿宗倍加禮遇，竟令國師生起一念驕慢。晁錯把握此一機會，化身為

人面瘡，生長於國師腿上，此瘡眉目口齒皆具，且可開口吞食，令國

師疼痛萬分。

國師想起過去所遇的一位奇僧，當時此僧身染惡疾，眾人紛紛

迴避，唯獨國師無微不至地照料。臨別時，僧人叮囑他，日後遇事可

至西蜀彭州茶隴山間，找兩棵高大松樹，便可相見。於是悟達國師帶

著人面瘡來見奇僧，僧教國師以泉水清洗傷口，泉水一經人面瘡，

便痛徹骨髓，人面瘡因而大喚，並告訴國師這段宿世因緣。悟達國師

生死輪迴大家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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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懺悔，瘡傷逐漸痊癒。國師蒙受救護，洗除多生的宿冤，因此編

寫懺本，早晚恭敬禮誦，來報答僧人的恩德，並命名為《慈悲三昧水

懺》，取尊者以三昧水洗人面瘡，解開兩家累世冤業的典故。

肆、佛教的輪迴觀

在中國，傳統儒、道二家對人過世之後的世界並未細談。這方

面的討論在西方則頗為盛行。其中，也有主張「輪迴」之說者。換言

之，談及輪迴，並非佛教獨有，在原始部落、西方宗教、印度傳統思

想，甚至現代心理治療學說，都有輪迴的論據。然而，佛教的輪迴觀

與他者不同的關鍵點，在於「是否有一個永恆不變的靈魂」。依照

以上諸說，要成立輪迴，必須先承認有一個進行輪迴的主體，稱之為

「永恆不變的靈魂」。

然而，佛教則打破了這個先入為主的觀念。佛教主張輪迴是一種

「現象」，而促成輪迴的，是眾生因緣的集合，或稱為「業力」。

此因緣分分秒秒變化不定，且緣生則必然會緣滅。好比木柴燃燒，

需具足木柴、氧氣、溫度等等因緣，而此等因緣時時刻刻都在變化

著，當因緣條件都到達，木柴始能燃燒，也必然會燒盡。而其中，

氧氣的濃度、木柴的質料、溫度的高低，也都時時刻刻影響著燃燒

的情況。

關於佛法中剖析「輪迴」的深入詳解，應從經典去探求，在此

只能指出佛教輪迴觀，相較於一般輪迴觀念的殊異與獨到之處。至於

「佛教輪迴觀」在現代科學的印證之下又呈現了如何面貌呢？

由化學角度檢視佛教的輪迴

各種物質生命的消滅，都可以看做化學變化。人死之後，身體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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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細胞失去了新陳代謝作用，也失去抵抗細菌的能力，因此肉身開始

腐爛、分解。一般而言，先從內臟、皮膚、肉體，而後骨骼、牙齒、

毛髮等。如果就生物觀點來看，此人已不存在；若從化學觀點而視，

此人身體內的元素諸如：二氧化碳、金、銀、銅、鐵、鈣、磷、矽、

硫……等等，全又再次回到泥土與大氣之中，經由動、植物吸收，而

重組成另一型態的生命，由此看待輪迴的現象自是合理。

由物理角度檢視佛教的輪迴

當電子被侷限在庫倫力的範圍內，因於溫度差異，有時處在低

能階，有時處在高能階。當電子所獲得的能量低於「游離能」，則此

電子將一直困於其內不斷徘徊；若高於「游離能」，則此電子便可逃

出，成為自由電子。

將此原理與輪迴對照著看，眾生因於業力而在不同的精神層面

升降，善業力大，則升往高層；惡業力強，則降於低層。如此不斷升

降，恰如電子在不同能階升降一般。經由修證，將精神層面提升，超

越業力束縛，便猶如自由電子而稱為「解脫」。

至於「受束縛的電子」變成「自由的電子」之後，二者是否相同

呢？物理學的說法為，此二者的質量相同，但是能量不同。同理，當

生命自輪迴解脫之後，其佛性與處於輪迴時無異，然而智慧與境界畢

竟超越以前了。如果於此認為前後完全一樣，則落入「常見」；若認

定前後完全無關，則偏於「斷見」了。

誠然，宗教的探討，有許多地方遠超過目前人類科學之所及。本

文所舉出科學與輪迴的相對類推，或許在修證角度，並不能直接等而

視之，但其要旨則指出了宗教觀點，一樣可以用科學的態度來面對。

而輪迴，在各式文化傳統之下，自有其不同的解說。然而，「提出輪

迴」的意義，又遠高出對於此一問題所設想的各種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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