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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生命倫理思考入門  

•  倫理：如果從英⽂文的對譯來看，倫理所對應的ethics, 源⾃自
希臘⽂文ethos, 意思⼤大致為⾵風俗、習慣。道德所對應的
morals, 源⾃自拉丁⽂文mores, 意思同樣為習俗、禮儀、品格
（character）。然⽽而，如此字源的意思，僅為聊備⼀一格；
學界通常若不是交換使⽤用，就是設法規定⾃自成⼀一套的界說。
其中，倫理，似乎較偏於社會或群體⽅方⾯面的規範、規則、
或原則，例如家庭倫理、專業倫理；道德，似乎較偏於個
體⽅方⾯面的品格養成、價值判斷、或對錯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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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與道德 

•  本專題演說雖然不在於概念之間截然的區隔，倫理與道德這⼆二個概念，
還是可稍加分辨的。倫理，隨著關係類別的差異⽽而調整的⾏行為舉⽌止或
應對進退，往如此應對進退之適當或不適當的⾯面向所做的⾏行為、考察、
或論述。因此，所謂的倫理的（ethical），或倫理上適當的
（ethically appropriate or justifiable），意思為就所置⾝身的關係類別，
發⽽而為適當的應對進退。所謂的不倫理的（unethical），或倫理上不
適當的（ethically inappropriate or unjustifiable），意思為就所置⾝身
的關係類別，發⽽而為不適當的應對進退。⾄至於道德，則著眼於⼼心境，
或者著眼於做為具備品格的⽣生命體，對於所造作的⾝身體⽅方⾯面、⾔言說⽅方
⾯面、與⼼心態⽅方⾯面的活動，往如此活動之對或錯、正當或不正當、應該
或不應該、⾼高尚或卑鄙的⾯面向所做的⾏行為、考察、或論述。因此，所
謂的道德的（moral），或道德上對的（morally right），意思為所造
作的⾏行為可樹⽴立或助⻑⾧長⽣生命體的品格。所謂的不道德的（immoral），
或道德上不對的（morally wrong），意思為所造作的⾏行為可污損或拆
毀⽣生命體的品格。雖然概念上可稍加分辨，為了遷就⽇日常說話的習慣
以及考量措辭簡要起⾒見，在若干的⾏行⽂文，例如倫理實踐，即以倫理⼀一
詞，籠統地概括倫理與道德這⼆二個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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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世界觀 

•  世界：所謂的「世界」（loka），意思⼤大致為在構成、運
轉、活動、和⽣生命經驗上相關的最廣⼤大的環境。世界如果
特指眾⽣生經營⽣生存活動的環境，則可稱為「⽣生活世界」；
世界如果特指眾⽣生表現⽣生命歷程的環境，則可稱為「⽣生命
世界」。根據佛教的世界觀，⼀一個系統的⽣生命世界（Skt. 
cakra-vāla; cakra-vāḍa/ Pāli, cakka-vāḷa/ a world-circle/ 
輪圍），並⾮非僅⽌止於⼈人類的部分，⽽而是⾄至少包括欲界
（Skt. kāma-dhātu/ Pāli, kāma-loka）、⾊色界（Skt. rūpa-
dhātu/ Pāli, rūpa-loka）、無⾊色界（Skt. ārūpa-dhātu; 
ārūpya-dhātu/ Pāli, arūpa-loka），由天神、阿修羅
（asura）、⼈人類、傍⽣生、餓⻤⿁鬼、地獄這六條⽣生命路徑共
構⽽而成的⽣生死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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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世：所謂的「⼊入世」，若當形容詞⽤用，（laukika/ 
worldly, mundane），意思⼤大致為連結於（associated 
with）或附屬於（belonging to）⽣生活世界或⽣生命世界，其
特⾊色為平庸（ordinary）以及受困在所連結或所附屬的系
統。若當動詞或動名詞⽤用，（Skt. avakrānti, utpāda, 
utpatti/ Pāli, okkanti, uppāda, uppatti），意思⼤大致為進⼊入、
投靠、或出現在⽣生命世界，或從事持續追逐⽣生活世界的活
動，其特⾊色為造世間的業、受世間的報，攤開就成為⽣生死
輪迴（saṃsāra）。根據佛教的世界觀，縱使連結於或附
屬於天神或天界，仍然受困在⼊入世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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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倫理 



•  出世：所謂的「出世」，若當形容詞⽤用，（Skt. lokôttara/ 
Pāli, lokuttara/ supramundane, transcendent），意思⼤大
致為脫離於（dissociated from）⽣生活世界或⽣生命世界，其
特⾊色為⾼高超（above the world, beyond the world）與解脫
（liberation）。若當動詞或動名詞⽤用，（tarati (√tṝ)），
意思⼤大致為從事以超脫世界為⺫⽬目標的修⾏行，其特⾊色為精進
於⾼高超導向的德⾏行、禪定、與智慧，攤開就成為修⾏行道路
（yā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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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倫理 



 
•  對⽐比之⼀一：以為世間重要的為⾃自保與榮華富貴權勢，視倫
理道德為無物。 

•  對⽐比之⼆二：以為倫理道德如同在學校記個⼩小功⼩小過，無關
痛癢。 

•  正向思考：倫理考量重視我們與世間的適當關係，消極⾯面，
減少或避免加諸世間的偏差、傷害或扭曲之對待，乃⾄至與
世間在短期與⻑⾧長期的糾結。積極⾯面，以倫理適當與道德正
當為基礎，開發⽣生命之正道與世界之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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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道德之輕重考量 



1.  對⽐比之⼀一：談到名利權勢，誤認⼈人⽣生乃為了名利權勢⽽而
活。 

2.  對⽐比之⼆二：談到倫理道德，誤認⼈人⽣生乃為了倫理道德⽽而
活。 

3.  正向思考：佛法教導，並⾮非為了名利權勢或倫理道德⽽而
活，⽽而是為了讓眾⽣生與⾃自⼰己認知困苦、了悟實相、超脫
困境、導向覺悟⽽而活著、⽽而修⾏行。⽽而為了這些⺫⽬目標，倫
理道德的考量與實踐，即為相當不可或缺的基本功。

倫理道德的考量如何納⼊入⼈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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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道路之戒、定、慧、解脫、解脫智見

•  修行道路之持戒波羅蜜多、莊嚴世界、成熟眾生、究竟
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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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道德不只是倫理道德  



•  一：經常關懷生命世界與生命出路，而非茫然或漠然地度過一
生。

•  二：新鮮地觀察與感受生命世界的現象、處境、來龍去脈。

•  三：將生命倫理的課題顯題化。

•  四：消極面，避免只在乎自我保存或自我權益，以及由此發出
的維護或抓取的動作。積極面，應該以共同構造生命世界的關
係為著眼，以善意為念，發而為放在生命世界適當的看待。

•  五：消極面，避免將生命倫理的課題等同為現實利益的計較，
或屈服於民俗、民意、權勢。積極面，應該培養生命倫理的勇
氣。理由在於，民俗、民意、權勢，傾向於以一時的吉凶禍福
或榮華富貴為誘餌，將大家扭曲地捆綁在一起；而生命倫理的
樹立，則傾向於營造適當的生命關係，與開通生命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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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生命倫理思考 



•  六：消極面，猶如死刑、反恐、戰爭，避免以複製錯誤
的方式卻自以為是地面對生命倫理的問題。積極面，努
力放下恐懼、仇恨、報復之心態，尋求從根本的解決之
道，並且努力讓大家都有生命的出路，而在生命的出路
上，逐步改善或化解生命的困境與癥結。

•  七：消極面，避免將本身的不便、不利、困擾、或問題，
以尋找替罪羔羊的方式，轉嫁或犧牲其它的生命體。積
極面，以無常觀、死隨念、業報觀看待與經歷本身的不
便、不利、困擾、或問題。

•  八：消極面，避免受困在任何單一的生命倫理課題做拼
死拼活的掙扎或執著。積極面，看重生命的出路與修行
的正道之長遠的耕耘。 。 

12

如何進行生命倫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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