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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汉源■本期特约 

  

在二 十一世纪伊始，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崭新的世间，有人对

其抱持满怀的期许，也有人则优心忡忡地提出种种警讯，人类在上一

个世纪中对科学、技 术、政经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努力，使得我们

在物质生活层面已达到极为高度之享受，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人类心灵

生活品质之匮乏及自然资源遭受到严重过度之破坏 ; 这些享受与问

题对身处世纪交替的我们是熟悉且切身的。  

  

 

以佛法的观点来看,世间的一切是缘起的，世间的演化

方向与进展结果端赖人类共同的思想与行为而定。因

此崭新的世间，可以是危机，可以是转机，更可以是

生气勃然、充满光明希望的契机! 

回顾上一世纪末人类社会的发展现实，有几项趋势是值得我们注意参

考的: 

• 首先，受到十七世纪工业革命冲击所形成的社会形态，二十世

纪中因电脑科技的发明应用而产生所谓的资讯革命，并在世纪

结束前透过通讯科技与网际网络路之结合运用掀起了另一波所

谓知识革命之序幕。 

• 第二，由于生物科技的发展与突破，使得人类对于生命的形成

有了另一层次之思维与讨论，如复制羊、复制牛、甚至是复制

人所引发之种种议题。 

• 第三， 自然科学领域之探索与发现，使得人类对宇宙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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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与运行法则产生根本性之变革，如量子物理的研究贡献

改变人类长久以来认为 " 世界是由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元素所

组成 " 的原子论，而成为 " 世界不是由任何独立的有形体所

组成 ; 整个宇宙充满了互动重叠的各种能量，互相交错且干

扰 " 的整体论。 

• 第四，由于国际间自由开放的潮流冲击，使得原本坚持着僵 

固封塞的意识形态以操控其人民生活和思想的政经社会体制一

一崩解，进而形成更多互动交流的进行及更趋民主自由的环

境。 

综 观上述的发展趋势，存在着一项共同的讯息： 人类用以认识宇宙

人生的观点起著根本革命性之转变，亦即一般所谓 " 典范 " 或 " 

心智模型 " 的转变。从强调个别、静止的分析控制，转变为着重系

统、动态的整合协调。从片面重视物质与生理，转变成强调生理、精

神与心灵的统合。从直线式、片段的思维 方式，转变成为网络式、

连续的思维方式。从对自然资源的宰治观念，转换成与自然永续共存

的关怀，从可独立存在的个体观念，转换成必须相互依存的共同体：

凡 此种种转变正从各个领域不同方向汇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

力量，冲击着新世纪未来发展的走向。 

反观佛陀所证觉宇宙人生真相的佛法又如何回应这新世纪的巨大转变

呢 ？其实答案是值得我们充满信心的，因为伴随新世纪而来的典范

转变正是更加呈现出 " 缘起甚深 " 之高度复杂性。 

世 间一切乃在无限错综复杂的因缘中推移，但在和合相

续、展转相依的缘起正观中，发现一切惟是种种相互依

存的关系条件之组合，一切只是无自性空的世俗假名。

佛 法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本就是以有情五蕴身心为基础，

向外涵摄自他社会关系与物我自然关系的整体系统观，

而说明其间种种关系的缘起论更充分展现流动的、组织

的 特性。 
 

  

新世纪的思维转变乃从社会与自然层面向身心层面而汇聚，这样的汇

聚似乎更加勾绘出佛法的全貌，同时也更为呈显佛法可以回应当代思

维的时代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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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世间问题

之产生与解决乃视

是否对甚深缘起具

有深澈的解行而

定。 
 

如何以佛法缘起性空的智慧来作为

新世纪思维转变的指引，并进而提

供复杂动态系统中问题处理解决的

方法，这正是佛法面对新世纪可以

发皇 而贡献的。 

值得欣慰的是 ：我们看到了东方古老的佛教思想正逐渐的传入西方

社会，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将有另一系有别於传统南传、北传、藏

传的" 西传佛教 "出现。佛陀的正觉法看，我们深信有助於人类因族

群差异、信仰不同而来的冲突，获得改善或解决。 

然 而我们也必须认清其中存在的一些现实与挑战。首先，是教内的

挑战。虽说佛法的基本特色为教内各派所共同认持，但毕竟佛法在世

间流布过程中因为不同时空因 素，针对不同文化与众生根机之适

应，在法义的理解诠释上及修行的方式上彼此间确实存有不同之差

异。关于这样的现实，个人向来呼吁" 异中求同、同中存异 " 的原

则，在尊重彼此的包容下，透过彼此坦诚的交流与互动，掘发并凝聚

出符合佛陀说法之本怀深义。 

 

另一方面的挑战则是如何将佛法的本怀深义和现代的思潮进

行对话与互动，以便将佛法在现代社会中能更高层次高品质

的推展开来，让世间中更多的人类能分享到佛法真知灼见的

光辉，共创更和谐安乐的生存环境。 

这 项任务之完成除了要对佛法深义的切实闻思践行为前提，更要尽

可能对世间一切学问加以掌握，并对其好的部份，以佛法去贯摄

它，不好的部份也要以佛法的真理加 以拣除。藉由对内的合作与共

识的凝聚，对外的开放与对话互动，将可超越佛法弘传的现实障

碍，圆成佛法" 自觉觉人，自利利他 " 的济世大业。 

青年本就具有真诚、柔和、热情、生命力充沛的特质，而对佛法有正

确深刻胜解的佛教青年一直就是扮演着佛法在人间弘传的主要角色。

在面对新世纪人类思维典范 巨大转变的洪涛前，青年已是引领这相

互依存的世间航向未来的航舰，而佛教青年如何充分发扬应用佛法精

义更将成为在这航舰上掌握方向的舵手。 

钟汉源 

马佛总资讯网 10-1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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