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都是相互依存的地球細胞 －聖嚴法師 

 

「地球村」的觀念，大約是在上一世紀末被提出來。那是由於交通工具發達

與網路資訊便捷，使得空間感縮小了、時間感縮短了，處身千萬里外，也能隨時

互相交談。人們可以在極短時間內，知道世界各地剛才發生的事，感覺上不論居

住在地球的哪一個地方，就好像是住在同一個村莊的隔壁鄰居。 

過去人類的生活範圍，局限在家族鄰里之間，能夠雞犬相聞。而現在，我們

雖然把世界比喻為一個村落，但在這個「村」裡的六十多億人口，一輩子雞犬不

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人，可說太多太多了。 

不僅如此，我們也常看到同一棟大樓的住戶們，有些人或許還會在鄰里集會

或電梯裡偶爾碰面，有些人則因為生活作息及職業的不同，加上人口流動率高，

根本難得一見。疏離的人們很容易產生封閉自鎖的習慣，形成強烈的自我保護，

很少能夠培養起守望相助的感情。 

於是，在大樓公寓裡，住戶將樓梯間占為己有，成為舊衣、舊報紙、舊雜誌、鞋

櫃，以及各類廢棄物的堆置場，早已不是新鮮事了；為了爭占樓梯間所引起的住

戶糾紛，也偶有所聞。我們很難期望每個住戶放棄私人的便利，來為整個社區的

公共利益設想；更遑論要求座落在地球村的世界各國，建立起全球性的共識，放

棄領海、領土、領空的設限與優勝劣敗的堅持。所以在國與國之間，由於各種主

權的爭執，所導致的對立與衝突，更不知凡幾。 

假設住在同一棟大樓的住戶，都無視於公共空間的維護，而成為垃圾堆置場

和有害細菌的傳播站，受害的肯定是大樓裡的全體住戶；擴大情況來看，世界上

大小國家、不同族群間的互相征伐，其影響的層面，也一定是全球整體的。如果

像一座大樓這樣小的環境，我們都無法共同愛護、彼此照顧，又如何能奢望出現

一個和樂的地球村呢？ 

如果我們無法體現地球村的襟懷，那麼，人類的災難恐怕將會愈來愈多。因

此，我要呼籲大家，應該尊重各種多元民族的文化差異，為共同的利益互助合作，

為他人、他國、他種異文化的立場著想，同時也應該尊重彼此不同的宇宙觀及人

生觀，在不妨礙他人利益的原則下，大家是可以自由自在、各是其是的。 

我們不妨體驗一下，生存在大地上的每一個眾生，都是生於斯、死於斯，食衣住

行無一不是共同仰賴大地的供給，包括每一個眾生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是地球

給我們的。生存在地球上的每一個眾生，不僅都是兄弟姐妹、骨肉同胞，根本就

像是血肉相連、聲氣相通的連體嬰。地球不僅是我們地球眾生共同的母體，根本

就是每一個眾生自己的身體，住在地球村中的每一個住戶，根本就是地球本身許



多相互依存的細胞。我們必須相互包容、相互支援、相互信賴、相互尊重、相互

適應、相互忍讓，才能營造一個和樂幸福的人間淨土。 

如果依據佛教徒的信仰，盡虛空界，無一微塵不是佛的法身；盡虛空界，無

一眾生不是未來的諸佛，我們豈忍相互傷害，彼此糟蹋呢！ 

－本文摘錄自法鼓文化出版《人間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