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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因緣是測不準的 

The Causes are Unpredictable 

 

台北時間 6 月 22 日淩晨，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 NASA 發布一則消息：

美國時間 8 月 21 日將出現跨越美國全境的日全蝕。這次的日全蝕是 99 年來首

次，也是自 1970 年以來，美國覆蓋範圍最廣、最容易觀測日全蝕的機會。 

像這樣預測何時會有日蝕、流星雨、慧星等天文盛景的消息，在現代社會是

很稀鬆平常的。為什麼人類可以作出這樣的預測？這得歸功於古典力學對於天體

運動和地上物體運動觀察實驗所獲得的定律。 

近代科學的發展，不僅是人類物質文明不斷超越顛峰的主力，也是擊垮神性

靈性世界的巨大武器。許多神祕的力量，在科學特定的觀察角度下，被摧滅成一

文不值的騙局。 

然而，我們的世界、我們的人生，在科學的領航之下，是否從此一帆風順所

向無敵了呢？ 

無論人們發現了多少宇宙、生命的奧祕，總是會有「未知」持續地出現，不

斷地影響人們「已知的」成就，不斷地干擾人們偉大的安排與計劃。於是，人們

始終無法終止揭開「未知」的渴望，以及對它的不安。 

如果能夠比別人先知道那「未知」的內容，該有多好呢？ 

「預測」，不論在什麼領域，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戰場上，若能制敵機先，

便能贏得勝利；股市上，若能預知漲跌，便能賺得滿盆滿缽；氣候上，若能預知

風雨，便能防患於未然；人生道路上，若能預知命運，便能趨吉避兇遇難呈祥。 

什麼是因緣？ 

長久以來，人們一直試著從不同的角度來認識、發掘宇宙、生命那「未知」

的部份，於是，我們有了許多領域的知識。然而，無論人類文明發展得如何宏偉

綿長，那「未知」的內容，似乎永遠橫亙在前，無法跨越。 

佛法是怎麼看待「未知」呢？本文即從「因緣」談起。 

「因」，字典上的意思是：原由、緣故。「緣」，字典上的意思是：原因、機

會、關係。 

佛法也有談「十二因緣」。十二因緣，簡言之，乃是人類心靈的認知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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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緣生「行」；「行」緣生「識」；「識」緣生「名色」；「名色」緣生「六

入」；「六入」緣生「觸」；「觸」緣生「受」；「受」緣生「愛」；「愛」緣生「取」；

「取」緣生「有」；「有」緣生「生」；「生」緣生「老死」，一共有十二層。在「無

明」之前，是「覺性」，要把「無明」破了以後才能到達，故不包含在十二因緣

中。 

深言之，其乃是佛法的宇宙觀──「世界」，是「覺性」緣生出來的。修行，

即是逆著十二因緣，回溯至生命的本源──「覺性」。 

「已知」、「未知」乃是相對的 

十二因緣的內容，解析到最基本的結構，就是「因」→「緣」→「果」。為

了本文的闡釋，我們將「果」定義為「已知」，「因」定義為「未知」。 

十二層因緣，隨著修行者回溯的定力深度不同，同一層的東西，對張三而言

是「未知」，對李四則會是「已知」，因此，「已知」與「未知」是因人而異的。

此外，同樣對張三而言，因為他的修行程度會改變，所以，此刻是「未知」，日

後亦可能變成「已知」。 

具體而言：張三的修行定力，可以定在「行」（亦即其覺知能力的界線，可

以劃在「行」與「識」之間。）此時，「行」以上是他的「因」（未知），「識」以

下，是他的「果」（已知）。而李四的修行定力，已經可以定在「覺性」了，「覺

性」是他的「未知」（也是第一因），「無明」以下全都是他的「已知」了。如此

說來，「行」是張三的「未知」，對李四而言，卻是「已知」了。 

因緣是測不準的 

修行，很重要的課題是：回溯因緣，以解決自我生命歷程中的因果業緣。 

而由「果」回溯「因」的路徑，則是不一定的。因為，修行的回溯，其實是

「已知」與「未知」不斷對話的過程。 

為什麼？這就要了解一件事情：修行，不是一個人的事。如同一個生命，要

在世間存活，不可能只靠自己；修行亦然，因為生命與生命之間乃有著千絲萬縷

的關係──因緣。 

舉例而言：張三目前有一個困難需要解決，他透過靜心的方式，祈求「未知」

（也許是佛菩薩、覺性、高靈、潛意識、高我、生命之源……，不同的修行派別，

會有不同的名稱。）能夠給與他協助。 

「未知」給與的回覆，其實並不會一問到底，它是有不同的可能性的。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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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之後，祂可能要求你做些什麼事情；而隨著你的意向以及回應程度的差別，你

可能會獲得不同的答案。回溯的階段，假設有十步，每一步，都會因為你的心、

此事件相關者的心，以及「未知」的心，共同形成一個階段性的答案。 

於是，這回溯因緣的路徑，乃是不確定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覺性」，

因為覺性是不可測知的。 

再觀輪迴。輪迴，即是相同的迴路不斷重覆地發生，它即是習性、業力。因

為有著已知的軌跡，因此，它可以被預測；可以被預測，就可以被控制。 

因緣是量子力學 

學過物理的人大概都知道，量子力學與古典力學最大的差異在於古典力學所

採用的觀點是機械論，它所描述的世界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實體，只要將初始條件

一一設定，那麼往後這個世界的演變就已經是確定的，任何人都無法改變其結果。

相反地，在量子力學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理——「測不準原理」，這個原理描

述了一個非客觀存在的世界，這代表了量子力學的世界觀。因此，即使將所有的

初始條件都經過充分而完整的設定，但是到後來也無法精準的預測這個世界的演

變，頂多只能夠以機率的方式來呈現其未來許多種可能發展的結果。 

量子力學之所以具有不確定的性質，其原因乃在於它將觀察者的心智包含進

來，換句話說量子力學的世界觀中含有覺性，而覺性是無法被知的，於是「測不

準原理」正好體現了覺性的這種特質。 

在現今的佛教存在著「業力」到底可不可以轉的爭議？其實這兩種觀點上的

爭議非常類似於量子力學與古典力學的爭議。主張業力不可轉的人傾向於主張輪

迴的觀點，一個人受了業力與習氣的牽引，使得他身不由己，於是一切只好接受

輪迴的安排結果，這符合了古典力學的原理。相反地，主張業力可轉的人則相信

每個人都具有覺性，而覺性是無法測知的，覺性使得因緣的發展變得無法預測，

這是非常符合量子力學中的「測不準原理」，因此因緣是符合量子力學的。 

修行為什麼可以改變命運？ 

修行為什麼可以改變命運、脫離輪迴？就是因為「未知」的力量。因為「覺

性」無法被測知，所以祂不會被掌控，因此，祂有能力可以跳脫固有軌道的限制。

許多創新，都不是從現有的、已知的知識裡面生出來，而是從未知的部份生出來，

也就是從覺性生出來的。只有覺性發揮力量，才能脫離困境，翻轉境況、扭轉乾

坤，使世界愈來愈好。 

人，如果否認、拒絕自己那未知的、神祕的部份，其實，就是放棄了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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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珍貴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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