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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活於沒有希望的世界

　　「這個世界正在死去。」

　　環顧這個世界，全球暖化、能源枯竭、戰爭人禍、疾病肆虐，生

活中的一切一切似乎真的在應驗着這句話。人類如何在這個絕望的世

界裏擁抱希望經已逐漸成了現代人人生的一大探討。故本文將從《心

經》和《聖經》兩本經典出發，嘗試從佛教和基督教的角度去淺談這

條人生命題。

二、定義：希望為何物？

　　要論述希望，我們首先要瞭解甚麼是希望。魯迅先生曾經說過：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無實曰虛，反真曰妄。希望和絕

望兩者從來都是不真，不實的，我們很難直接地探討。為此，我們不妨

採用物理學觀測的方法來研究，首先透過參照物來看絕望，再借絕望來

看希望。如果我們能夠找到脫離絕望的方法，那我們就能夠有希望地活

着。奧地利心理學家Viktor Frankl就曾給絕望設立了這麼一條等式：

絕望（Despair）= 痛苦（Suffering）- 意義（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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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絕望就是受着一些無意義的痛苦。人可以受苦，但必須承載在

着某意義，才能夠支撐下去。絕望有諸多的定義，為何特別提起這

個呢？這是因為佛教與基督教正是嘗試去使這個等式不成立而摒棄絕

望，繼而擁抱希望。

三、《心經》：度一切苦厄

　　佛教去除絕望的方式在於消滅痛苦，當痛苦去除時，那絕望就不

成立了。人不絕望自然能夠感受到希望的存在，而敢於追求美好生

活。所以對於佛教而言，希望的基礎是在於「離苦」。為甚麼是選擇

消除痛苦，而非加上意義呢？因為佛教認為苦是能夠被消滅的，四聖

諦 1中的滅諦就指出了苦是能夠滅淨的，而人是能夠脫苦的，更主張在

現世便要滅苦，而不是等至來世 2。

　　如果我們有一雙互即互入（一行禪師 142）的眼睛，將不難發現

絕望是由希望組成的，人會感到絕望是因為對希望的執着。人對於某事

物抱有希望，是因他對該事該物存有定相。例如，人希望年輕貌美，正

是執着於青春和美貌的定相。當希望未能如願（即年華老去），便會產

生煩惱，糾結於如何令希望成真（保持青春美貌）。有漏 3皆苦，這些

煩惱便成了痛苦的源泉，而痛苦亦將成為絕望的基礎。有人可能會說

變得年輕就是意義，有意義的痛苦便不是絕望，但卻不知諸行是無常

的，諸法是無我的（148），人能掌控的只是助緣，是有限的，主因還

是一切因緣和合的造化。當花盡心思來成就希望而不得願時，失望將

徹底破碎之前賦予的意義，人將不知道為何而付出努力，絕望正是這

樣而來的。我們對於希望的「無明」—惱怒癡迷與我執，造就着我

1	 佛教裏的四種神聖的真理，分別為苦諦，集諦，滅諦和道諦。
2	 《箭喻經》中就借故事說到人應該在意當刻的生活。
3	 佛教術語，漏即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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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絕望。而《心經》就是在教導我們如何通過如實觀去解除對希望

的執念，從而消除痛苦。

　　難道說我們的希望正是建立於拋棄希望嗎？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會這樣問，那是因為還沒參透事物的空性。萬物都是互即互入的，希

望也不例外。難道希望不是與絕望互即互入嗎？如果我們對每一件事

都不抱有希望，不也就每一件事都不會有絕望嗎？而更深層次的想法

是，如果對每一件事物都沒有定相的固執，不就代表對其所有可產生

（發展）的相（方向）都抱有希望？諸行無常，不就代表着一切都充

滿可能性，充滿希望嗎？其任何相都得滿足的話，希望不就存在於每

一處地方嗎？

　　《心經》說：放下執着，人將看到遍地如夏花般絢爛的希望。

四、《聖經》：信者得永生

　　有別於佛教，基督教並非透過減去痛苦，而是給痛苦加上一個意

義，使人不會感到絕望，從而擁抱希望和美好人生。與佛教相同，基

督教也認為人生來就是痛苦的，這是因為亞當和夏娃犯下的「原罪」，

上帝為了處罰人類而作的預許（〈創世紀〉3:14–19），苦難自此世世

代代相隨。但基督教認為罪是不得擺脫的，也不同於佛教，着重現世

修為，基督教主張死後的應許，即所賦予的意義。所以，對於基督教 

來說，希望的基礎在於明白和接受苦難的意義。

　　《聖經》賦予苦難的意義為贖罪。為了讓人類重獲失去的樂園和 

永生，耶穌降生人間，以人類的肉軀接受贖罪的苦杯 4和死亡（〈馬可

福音〉）。人只要能坦然地面對和勇敢地接受苦難，跟隨及參與基督

的救世工程，就能夠和他一樣在死後復活，再次進入伊甸園享受無盡

4	 「苦杯」在《聖經》的用法指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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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樂。因為耶穌曾這樣說：「如果有人要跟從我，就應當捨己，背

起他的十字架 5來跟從我。」（〈馬可福音〉16:21–28）十字架是基督的

痛苦，也象徵着只要人們能夠承受基督的痛苦，便能夠進入天堂。因

此，人們只要把希望建築於死後永生的幸福上，明白到自己所受的苦

並不是沒有意義的，而是為進入天鄉作準備，便不會感到絕望。

　　可是死後的世界沒有人知道，我們如何確認這希望的基礎是堅定

的呢？聖經說人會這樣想是源自人的心硬 6。人必須對神有信心，信、

望、愛三德是基督精神的支柱（奧古斯丁）。耶穌在每一次驅鬼、醫

治和復活死人的時候，都會不厭其煩地說着：「你的信心救了你」 

（〈馬可福音〉5:34、10:52）；「對於信的人，一切都能。」（17:23）

基督所賜下希望的基石，不單是天家的應許，更在於對基督的信心。

　　《聖經》說：明白苦難的意義，人將體會到如秋葉般靜美的 

希望。

五、兩者誰更幫助我們獲得希望和美好人生？

　　眼見現世希望的愈加缺失和絕望的日漸膨脹，很多人心裏必定有

一個疑問：兩條迥然不同的道路，哪一條才是更為舒坦的人生路呢？

畢竟人生苦短，早日上路為佳。對此，我認為兩者並沒有誰比誰好，

只是在乎於個人的特點。不同特點的人選擇不同的經典作為希望的支

柱，皆有神妙的作用。以下片見望供參考。

　　先說樂觀和悲觀的人。悲觀的人適合《心經》，而樂觀的人更適

合《聖經》。生性樂觀的人會很容易忽略大部分的苦難，自然他們面

對絕望的情況也比較少，不會被過分的絕望所困擾。為此，他們有更

多時間去消化《聖經》所帶給他們苦難的意義，棄絕絕望而擁抱希

望。相反悲觀的人心態消極，容易感受到苦難的存在，也就很容易一

5	 十字架在此象徵苦難，因為耶穌人生的最後苦路是背着十字架走完的。
6	 耶穌數次表達門徒的信心不堅定時，便會說他們心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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蹶不振，陷入消沉，較難明白和接受《聖經》給予苦難的意義，因而

變得絕望，所以他們更適合《心經》，直接改變對於希望的執念，減

少對苦難的敏感度。

　　再說內心剛毅和內心軟弱的人。軟弱的人更適合《聖經》，而剛

毅的人則適合《心經》。《聖經》和《心經》的一大分野在於透過「自

力」和「他力」獲得希望。《心經》主張人的「自我覺醒」，獲得般

若，成為菩提蕯埵（一行禪師 143），而斷絕痛苦，獲得希望。《聖經》

則是着重於對神應許的信心。心經要求人的參悟之心來放下執着，

而在滾滾塵世，要拋下執念是一件何其困難的事，內心脆弱，不堅定

的人很容易放不下希望，而被絕望吞噬，所以堅強的人更為適合。聖

經則讓人把希望寄託在神的身上，只要對神有信心，他們便可獲得永

生，人不必獨自面對絕望，神會與他們同行，所以軟弱的人較為適

合。

　　最後是現世和非現世主義者。兩本經典對於希望的着重在時間點

上有所不同，《心經》明言人的修行是為了使我們的生命中每一刻都

成為真正的生活（一行禪師 165），希望是寄予現世的生命，而《聖

經》則把希望投放在死後進入伊甸園的美好裏。所以非現世主義者可

以參考兩本經典的洞見，而現世主義者則應較能接受心經的希望觀。

　　儘管兩本經典對希望有着不同的立足點，但皆是為人類在絕望的

時代裏點燃希望的星火，照亮世界的金石良言。

六、結語

　　本文選擇了從絕望的角度去觀望兩個宗教對於希望的立足點，看

似悲觀，不過不是更符合在生活上的應用嗎？人們在滿懷希望的時候會

想如何獲得希望嗎？不會，人只會在絕望的時候才想擁抱希望，所以只

有瞭解甚麼是絕望和如何消滅它才是尋找希望的不二法門。祝願各位在

閱讀了兩本經典後能夠在黑夜過後迎來晨曦，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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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短評

　　本篇文以「蕯望」為切入點，剖析《心經》和《聖經》對「蕯望」、 

「希望」兩組概念的解說，反思人該如何脫離蕯望，尋找希望。文章情理

兼備，具理論框架，段落鋪排清晰、流暢。信源同學能蕯整理、比對、解

說兩篇經典文本，並加入自己的反思，實屬不錯的嘗試。（呂永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