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說緣起、談共存 

事物的生起是因緣和合而令它生起，要有因和足夠的緣事物才可生起，非因緣

和合事物不可能獨自出現。如果事物是不變的，便不可能由無變有。事物的生

起和變異，是由一種因緣和合的狀態轉變成另一種因緣和合的狀態；不是從無

變有，或由有變無。“有”和“無”只是一種概念，“有”的生起是由於適當的因緣和

合而令此事物生起，“有”的生起是因為上一刻的事物變了“無”，所以“有”和“無”只

是不同因緣和合而生起的狀態而已。故“有”不是從什麼都無而突然出現，而“無”

也不是一件東西突然消失，什麼也沒有了，這個“無”只是從一個因緣和合的狀態

變了另一個狀態而已。看看天上的黑雲，黑雲變了“無”是因為因緣令它變了雨水，

下到地面，變了另一因緣組合雨水而已。 

我們一般人看事物，使用一種“實有”的角度去看和去理解事物，我們看到天上的

雲，以為是有一種“實有”的東西在天上，叫做“雲”，其他的東西就不是“雲”，是

“非雲”。我們用一種二元對立的邏輯看世界，“A”就是“A”，其他一切都不是“A” ，

是“非 A ”， “A”和“非 A”都是實有的存在。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覺得事物是實

有 ， 實 在 的 存 在 （ reification ） ， 覺 得 事 物 是 二 元 化 的 存 在 。 

如果我們能如實觀察事物，便會看到 A 不斷在變化當中，是隨着外縁的影響而

在變化中，事物永遠都和其他事物互相影響，互相依賴，互相依存，在互動着，

一齊變化（interdependent），這才是世界的真相（reality）。“A”和“非 A”不是

對立，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依存，整個世界都是連在一起，我們和世界任何

事物都好像是大海中的一個波浪，是不同的波浪，但說到底我們都是水，都是

大海的一部份，我們是“同一”的，我們是整體的不能分離的一部份。人和其他動

物、植物、非生物都是大自然、大宇宙的一部份，都不能獨立於大自然而獨自

生存。正因為我們都是大自然一部份，我們是無有高低的分別，人和其他動物、

植物、非生物都是平等，都無有高低分別，都是整個宇宙的一部份。我們不要

傷害其他和我們共存的整體的任何部份，要有愛心，有慈悲心，要幫助他們得

到應有的處境和狀態，這正是同體大悲的意義。 



既然知道事物在不停變化中，也知道事物生起，必會壞滅，我們也看到“A”中含

有“非 A”的元素。一朵花含有非花的元素。這些元素當中隱藏着一種滅去的力量，

也包括一些成長的力量，所以成長和滅亡同時進行，即生和死同時進行，亦即

是說事物在每一刻中既生又死，同步進行，可以說「又生又死」，也可說「不

生 不 死 」 。 這 些 深 奧 的 理 論 ， 需 要 多 思 考 才 能 明 白 。 

以上的說明，可以幫助我們明白“金剛經”說的“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

壽者相”，因為“我”、“人”、“眾生”和“壽者”（一切存在）都是互相依存，互相倚

賴，互相影響（interdependent）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inter-being）。其

實，“金剛經”叫我們放下我們的慣用觀念，從這些觀念，如“我”，“我相”、“人”、

“人相”、“眾生”、“眾生相”、“壽者相”中解脫出來，要破一切概念，要我們明白，

概念只是我們人類的概念心做出來的，不要被它們困着我們，要從他們綑綁中

釋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