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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太阳我的心 
     
   

心生万法 

  
  昨天下午，小坦特让她的老师吃惊不小。午饭后她拿了一把扫帚打扫教室，并没有人要求

她这样做。以往村里的孩子从来没有人这样做。后来，那天下午放学 后，坦特的老师跟着她登

上小山，来到我们的小木屋，告诉我这件事情。我告诉她，在我国所有的穷孩子都应该这样

做。他们不需要大人吩咐，自己料理家务。 

 

  今天是假日，坦特离开了学校。上午，她和我一起散步，我们一起拾松球。她告诉我，大

地生长出松球儿，这样我们冬天好用它们来生火取暖。但是，我却告诉 她，松球在那儿，是为

了长出小松树，而不是用来生火的。对我的解释她并不失望，相反，她的眼睛变得更加明亮。 

 

  你或许还会记得我们关于《华严经》和相对论中关于时空观念的对话吧？一旦我们抛弃了

绝对时空观念，许多相关观念 它们很久已来成了我们的思维模式 开始随之崩溃。靴襻理论家

（Bootstrap theorists）认为所有的原子微粒，如电子等，都不能够相互独立而存在。粒子与粒子

之间，它们确确实实是相互联系的，这些粒子依次都与其它粒子相互 联系。没有一个粒子具有

独立性。这非常接近于宇宙万物互依、互即、互入的圆融规律。 

 

  相对论对我们了解粒子具有重大影响。根据相对论，质量和能量是同一个东西，正如我们

所发现的"rain"（下雨）在一个句子中既是主语又是动词一样。 当我们认识到质量仅仅是能量的

一种形式时，我们就会逐渐领悟到，粒子之间的相互联系它们本身就是四维时空的动态存在。

对于当今的科学家而言，一个核粒子， 就好比《华严经》中所说的"一粒微尘"或"一毛端"，同

时包含了时间和空间。这些粒子可以被当作"时间粒子"，好比《华严经》中最短的时间刹那，

它不仅包 含着过去、现在、未来，而且它还包含着物质和空间。一个粒子再也不能够被视为像

一颗大理石或一粒微尘一样的占据一定空间的三维对象。对我们的认识而言，它 已经变得更加

抽象和难解了。例如，电子可以被称为"动态的四维时空体"(dynamic four-dimensionalbodi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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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time)，或者"概率波"(waves of probability)。我们必须记住，诸如"粒子"、"体"和"波"之类

的词，不再是一般语言学意义上的意思。当代物理学力争超越概念世界，其结果就 是，粒子现

在被看作是抽象的数学量（从平常的观点来看，它就是无分别的觉知）。 

 

  一些科学家宣称，核粒子的性质只不过是他们心灵的创造物，实际上，粒子并没有独立于

观察者的心灵之外的所谓性质。这就意味着，在粒子世界中，领悟真实的心灵实际上创造了粒

子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