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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天文學家的研究及判斷，地球的

壽命已經經歷了四十五億年，它的生命

已經逐漸接近終點。我們生存所依賴的

太陽，再經過二十億年會逐漸的膨脹，

它的溫度會超過兩千度，屆時連地球的

山脈都會被融化，地球上的生命也消失

無蹤難以生存。最後將地球整個融化成

一團火球，灰飛煙滅，地球正式滅亡。

而在這之前地球上的人類也早就滅

絕，我們所宣稱的文明，也無法在這灰

飛的塵埃中找到任何蹤跡。既然如此，

世間的種種努力及創造之意義又何在

呢？

佛陀說一切物理世界都必然經歷成、

住、壞、空。而按照佛陀的算法，現在

地球正經歷壞劫。溫室效應造成的地球

氣候之變遷只是地球毀壞的一部份現

象。一次花蓮靜思堂博覽會展出地球成

住壞空的不同模擬照片之風貌，一位慈

濟人陪同證嚴上人正在看展覽，這位居

士就問上人，地球如果最終毀壞成空，

那我們在這裡努力是為什麼？上人回答

他說，「也是要努力救救看，或許來得

及。」這是一種大智慧的領悟。

其實佛陀說壞和空，這個空並不是

無，而是一種至高的超越及不執著。不

只不執著，還要超越有，並且再創造。

就像一個杯子可以裝水，但也可以裝不

同之液體。一味執著水杯中的有，杯子

的功能就被限制了。能裝水的，並不是

那個杯子的玻璃，而是玻璃裡面的空。

能包裹我們身體的衣服，不是那個布料

材質，而是衣服裡面的那個空。

所以「有」「無」是相成相形的。因

此老子才說無之以為用，有之以為利，

老子說的無，就是佛教講的空性。因此

空是一種不執著、是超越、是給予、是

成全、是愛、是不執著、是無所求、是

一種超越、是一種能再創造的能量。就

像杯中的水倒掉了，它還能再裝。當玻

璃碎了，那能裝的空依然存在宇宙之

間。所以佛陀要我們放棄執著的心，要

超越這一切感官的色界及意念的無色

界。

能創造及超越的空性是常存的，但眾

生執著有，所以才產生困惑。眾生把一

切的色聲香味觸法、眼耳鼻舌身意都當

作真的長存的，所以生命才產生問題。

如果我們明暸，存在不應依附在六觸及

有形的色身，我們就能追求一個更高的

存在。這存在是一種不執著，能創造的

真如佛性。

唐朝的杜順大師及澄觀大師，他們

提出佛陀所闡述過的第九識──即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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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之本性，即是佛性，即是法性。這佛

性、法性是不妨礙緣起的，是不否定創

造的，是不妨礙一有情世界的真善美

的，所以他們說佛性緣起、法性緣起，

用真如之本性，灌注於一切創造物之

中，滿盈於一切世間之事物之內，點化

世間之一切有情界及無情界，如同陽光

佈滿虛空，照澈一切凡塵世界。

真如的本性是無我的、是成就的、是

圓融無礙的、是不執著的、是至愛的、

是不分別的，照見一切對立面的內在之

和諧，能含攝一切衝突世界現象背後之

同一性。它是創造的，是生成的，但同

時也是超越的，Within and beyond，是

不執著於「有」的一種創造，是在其中

的同時又超越它，以真如的法性創造一

切，才是圓融無礙的佛性的境界。

這種極高的智慧解決了生滅對立，聖

凡對立的問題，也解決了創造即是業的

迷思。將一切萬有都注入最清淨無染的

至愛及美，用一種純然的超越觀去擁抱

一切有情眾生。

如果我們能跟隨證嚴上人的理念，具

體的從無所求的付出中，去實踐空性，

並讓不染著之真如本性逐漸浮現，一步

一步的我們能成就個人及全體人類至一

種更高的存在，即依靠著真如本性的一

種更高級的生命。以具體言之，屆時我

們的科技及智慧都已發展到超越三度空

間之存在，人類在地球的物質性滅絕之

前，早就移居別處星河。就像科學家不

斷的預估，有一天人類會發展出蟲洞的

科學途徑；蟲洞，是宇宙的一條祕密捷

徑，這捷徑可以快速的帶著人類離開地

球到幾億光年之外的星球定居。

或許佛陀的智慧早就看見人類發展之

可能性，佛陀早就看見在浩瀚星球之中

有許多的生命是以真如之佛性存在著，

那些佛國之生命，不必仰賴眼耳鼻舌身

意這些會生滅的生理及物理性而存在。

而我們尚停留在較低生命層次之人類，

經過歷練及修行，或許能獲致那更高之

佛性。

而當壞劫來臨，其實不是失望或絕望

的時候，倒是成就佛性最好的開始。

這正如同維摩詰經裡所說，煩惱界

才能成佛。看到壞劫到臨時，大地自然

的崩解及毀壞，人類終能慢慢明瞭一切

的有形物都是不長存的，都是必然幻滅

的。看到了那必然的有形之物的終點，

人類才能真正理解無形之空，才是真正

應該把握的。那生生不息之常存慧命，

既不依賴有形之存在，也不會因為有形

之毀壞而消滅。

如果能如此，煩腦及壞劫正是成就

空性之最好契機。我們應該把握這份契

機，努力為人類之超越及最高智慧的締

造而竭盡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