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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归宿 

 

  

 

 
开舍法师■本期作者 

 

  

 

 

 

当你开始思索自己是谁， 

要往何处去， 

什么是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及今生要学习的功课为何， 

你就已经踏上觉醒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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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

沮曰：「夫执舆者为谁？」   子路曰：「为孔

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

谁？」曰：「为仲由。」  曰：「是鲁孔丘之徒

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

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

从辟世之士哉？」 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

徒与而谁与？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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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 定自己无关所谓的个人主义。相反的，个人生命的开展，宛如

一张巨网般，其辐射范围由近及远，牵引关连的其它个人与群体是

不能相离的。处在今日人际互动频 繁、信息媒体泛滥的时代，要

想维持自我认同、辨别自己特有的方向，并且一步步走在自我实现

的旅途上，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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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亿年前，胺基酸的原始形态和其它的简单分

子怎么样转变成第一个有生命的细胞？分子不可

能只是随机的碰在一起；创世主义者最喜欢指出

的一点就是，发生这种巧合的机率微乎其微。那

么，生命的创造真是奇 吗？还是，在最初的胺

基酸中，发生了其它我们不了解的状况？ 

为 什么个别的细胞会在六亿年前开始结盟，而产生像海藻、水

母、昆虫、及后来的人类等各种多细胞有机体？为什么人类费了那

么大的功夫组织家庭、部落、小区、国 家及各种形态的社会？如

果演化（或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只是意味着适者生存，那为什么

在人与人之间，除了无情的竞争之外，还会产生其它的，像是爱

情、友情 等等关系？在一个好人总是吃亏的世界里，为什么还是

有信赖或合作这样的事情？还有，为什么信赖和合作的精神不只存

在，还发扬光大？ 

寻 求相互适应及自我调和的物体以某种方式

超越了自我，获得群体特性，例如生命、思

想及意向，这是他们个别可能永远无法拥有

的。这些复杂、自我组织的系统具有 适应能

力，并不是只像地震中滚动的石头一样，被

动的对事件作出反应。它们会主动的把发生

的情况转变为自己的优势。因此，人类头脑不断组合及重组数十亿

的神 经联机，以便能从经验中学习。物种在变动的环境中不断演

化，以便能活得更好；产业和企业亦是如此。而市场更是不断响应

改变的品味及生活方式、技术发展、原 料价格的起伏及其它许许

多多可能影响市场的因素。 

人格的形成涉及多种因素的组合，当佛陀开宗明义说

道："众生皆有佛性"时，即意味着人类成佛的因素原就

是人类本来具备的某种能力或潜能的发挥。 

人 格指的是行为、思想和情绪的型态特征，决定的个

体对环境的调适。它包含了可被他人观察的公众人格，

以及甚少表现的思想和经验的私我人格。有些人格特质（如 情绪

和能力）受生物遗传因素影响。由文化及次文化团体得到的共同经

验，和人的独特经验与天生的气质，共同塑造了人格。研究人格的

几个重要理论是特质论、社 会学习论、心理分析论和人本论。 

特质论假设，人格可以从其在某连续性的向度及尺度上的位置来描

述。我们可以用因素分析的方法，来找其基本的特质。从因素分析

的研究，得到两个相当稳定的向度，即内向 -- 外向与稳定 -- 不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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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学习论认，人格的差异乃因学习经验的不同而来。个人的反

应，可透过没有增强作用的观察而学得；但个人是否表现出他所学

得的反应，则颇受增强作用的影响。 本论特别强调特有情境下的

行为，而不强调在各种情境下，都会有的广泛的人格特性。个人只

有在某种情境之下，才表现出一致的行为；或者人期待扮演的角

色，颇 为稳定，个人才会有一致的行为。 

心理分析论假设人类的许多动机，都是潜意识的，只能由行为来作

间接的臆断。人格包括三个系 统，即原我、自我及超我。这三个

系统会产生互交作用，有时会发生冲突。原我是非理情的、冲动

的，透过原始的思维过程，如愿望的满足，来寻求立刻的满足。自 

我是现实及合乎逻辑的，会延缓需求的满足，直到找到社会接纳的

方式后；超我（意识及理想中的自我）是道德的化身。 

社会学习论者衡鉴人格的方式，是找出发生某特有行为的情境类别

（利用观察法或自我报告），并注意和行为表现有关系的刺激条

件。透过刺激条件的改变，可以改变行为。 

人 本论者对人格的看法，特别注意个人的世界观、个人的自我概

念，以及个人推动自己，朝向成长及自我实现的力量。依照罗杰士

的观点，人格最重要的部分，是自我 与理想自我间的一致性，罗

杰士所谓的基本动机力量（即个人迈向自我实现的天生趋向），通

常会和学来的正性关怀需求及自我关怀需求产生冲突。 

互动解决了情与个人的纷争。行为造成个人特质和情境变项的相互

影响作用。情境提供了个体解释讯息的依据，而以个体过去的经验

及能力作反应。 

人 类心灵世界表征了人格结构的素描，心灵世界的变

化是难以预测的，徘徊于神圣与野兽之间；在理性与感

性之间挣扎与摸索。人的心灵时常游离于现实与理想之

间。 二百五十万年前，人类的意识发轫时，人类这一

生命个体开始意识到自己时，即开始按照自己的目的来

改造自然的世界。旧约"创世记"记述了"神照着自己的

形像 造人"，不如说是人造着自己的形像造神。心灵世界的素描以

符号的手法表征了人类的智性与需求。 

谁去造就这一切呢？是人类的" 自我意识"，每一个人都藉由"意识

"或"自我"为媒介来经历生命。这股力量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如此的

强大有力，以致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在缺乏主观感受或所谓 的"自省

意识"的情况下，要如何生活下去。所以我们才说："失去生存意志

的人等于失去了生命。"；现代人的心灵也已经失落在这一充满变

量与混沌的世界之 中。心灵的归宿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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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不是物质性，尤如「精神」之不可捉摸般。但是心灵一词是具

有一种神圣的内涵，蕴含着某种形式的宗教信念。广义而言，它指

称了我们日常生活所依据的终极意义和价值，不管这些价值是神圣

的或是世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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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学院的毕业生问一位禅师说：「大学里，教授教导我们要把握

自我，建立我们的主观，独立思考，独立行动；但是，佛说：我们

必须放弃我们自己，忘记我们自己，而且有时候还牺牲自己。佛说

的，跟我们在学校所学到的完全不同。我们该怎么办呢？」 

禅师答道： 

「你们所谓的自我可能是欧洲人或现代型式的

自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自我，就和另

外一个人的自我互相对立，因此，在自我和世

界之间有一道无法连络的壕沟。这个自我是随

时变化，而且总有一天要毁灭。 

我 所谓的自我，就像一个婴儿，不知道在他自身和另外一个自我

之间有界限存在，而且他的自我和这个世界尚未破裂。超自然的自

我；宇宙之性。像这样纯净的自我能 够无条件地爱他的邻居，就

如同他爱自己一样。禅宗在表达它的主观观念时说：『如果你能随

时自持，你的行为就是真实的』。当然，这并不表示，不管你到那

儿， 你一定要管制你的生活；而是说，你把任何人的世界当作着

你自己的世界一样接受；把每一个人的存在当着你自己的存在，并

对它维持一种没有限制的感性和责 任！」 

 
开舍  讲於某年某日的北大佛学班生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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