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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題目:論唯識思想主客體觀念與電影「輪迴」

﹙一﹚ 寫作動機:
在閱讀上田益文的「大乘佛教思想」 的唯是思想的部分時，在一開始的部分
，上田義文首先引用了道元「正法眼藏」中的話﹕
舉身心見取色，舉身心聽取聲，親自會取，非如鏡現影，
亦非如水與月。而是證一方時， 一方則隱。學佛道即學
自己，學自己即忘自己，忘自己即證萬法，證萬法即脫落
自己身心及他幾身心。
意即說明主客體之關係。讀到這段隨即讓我想起一部電影－「輪迴」。無法破除主客體，無法破除我執，便是讓人始
終無法逃離輪迴。若單單描述所學、所讀，與所得也沒有甚麼不好，但我總覺得無法將期中前所學寫得好，不如應用
於可應用之處，因此想結合電影觀後感來述寫唯識思想的主客體關係。

﹙二﹚ 期中報告內容:
同樣以道元「正法眼藏」那些話做一引導並加以描述。於唯識思想中的主客體觀念中，我們應只以事實之真相，而除
去對於主體與客體的概念。例如﹕電影，或一部電影為事實之真相﹔但是，當我說了「我看了一部好電影」時，此時主
客體之出現，我為主題，而先前作為事實之真相的電影卻成了客體。而在唯識思想中作為主客體分別的角色中，為阿
賴耶識中的莫那識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此時又衍生出兩種思想，一是境為識變現，但這種解釋無法說明人與人，或
與其他有生命體的交互相處﹙若每個有生命體的境皆為自己的識所變現，那似乎變成每個生命體皆活在自己的世界當
中，這之間如何交往作用?﹚﹔而第二種解釋為境就是識本身，此時的境因無自體，而須依靠識作為體運作。
而在電影當中，一個與主客體概念關聯強大的問題－阿普﹙男主角的師父﹚於死亡前對著達世﹙男主角﹚所說的話，即「滿
足一千個慾望，還是克服一個慾望重要？」，若以主客體觀念來看，或許阿普臨終前知道自己又將陷入輪迴的原因在
此，因為不管滿足一千個慾望，或是克服一個慾望都已將真實之真相有了主客體的分別。這可能與達世在電影中一開
始對於佛教中真正自由的概念﹙脫離輪迴，即「涅槃」﹚之誤解可做比較。達世認為僧人於嚴守戒律後並未達到真正的
滿足與自由，反而問了阿普自己應得的滿足與自由在哪裡，其實從這段影像來想，或許唯識對於主客體的見解不只是
讓人忘記自己與周遭任何人事物之區別，也可能於更深入中可導出，其實唯識思想想讓人忘記的主客體於「我」和「
世俗」﹙即「識」與「境」之主客體﹚。達世苦行後並未放下自己對慾望的執著，這意味著達世也並未放下自己與世俗
間主客體的關係。而阿普臨終前的話雖從不同層面切入，但似乎仍有同樣的問題，即當真正放下主客體之分別，並不
再有分別時，怎麼還會想著要其他人或自己如何克服或滿足慾望呢?於電影當中，雖然盡是人們試圖消除主客體的分
別卻失敗的場景，但在電影最後，達世在聽完瑟瑪﹙女主角﹚的話後再次看見石頭上的文字－如何讓一滴水不乾枯？這
一次，達世看見了寫在背後的答案－讓那滴水流入大海。上述體現於唯識思想的主客體觀念在於，本作為一滴水的主
體在流入大海後，與大海的任何水再無分別，也不再有主客體之分別。達世從五歲便出家學道，但始終不明白學習忘
記自我的意義，從電影一開始，達世於苦行過後的得意，轉接於為了瑟瑪進入世俗，又為了師父阿普再次剃頭出家，
整個過程皆為自己的私慾，達世始終分別自己與世上的萬事萬物﹙識與境﹚。一切說是為了他人與涅槃，其實是以自己
為主體，而目的﹙不論是瑟瑪、阿普，還是為了得到苦行過後的讚賞﹚為客體，並加以實現的幌子，因而於現實中似乎
上演了一次又一次的輪迴。值得一提的是，電影中的女主角－瑟瑪，雖不像阿普或達世那樣修行過，但似乎於行為舉
止，以及思想上比前者兩位更懂得唯識思想的主客體觀念，她也讓我在釋迦牟尼於半夜突然出家這件事情有了新的見
解。從瑟瑪教導孩子的方式可看見瑟瑪於主客體的不分別，她說萬物一切最終皆流入大海，似乎正說著最後那顆石頭
給的答案－讓水滴流入海裡，或許這聽起來像是為了不讓水滴乾枯而帶有目的做的事情，但大海這一觀念的確很像唯
識思想中無分別的概念﹙將萬事萬物都看成是水滴﹚，因此在最後，瑟瑪似乎也因為明白此道理而將手中的水，也就是
她的丈夫－達世，回歸於海洋﹙瑟瑪最後不再執著，而讓達世再次回歸修行﹚。而瑟瑪在電影最後講述的釋迦牟尼的故
事，也讓我得到新的見解－或許釋迦牟尼在半夜出家時的確拋下了對世俗的客體分別，但在主體未曾改變的情況下﹙
釋迦牟尼﹚，似乎將客體轉為識間的萬法，這是否也在不知不覺間成了釋迦牟尼自己的慾望呢﹙就算是為了眾生或脫離
輪迴，但這似乎也讓修行帶有目的性﹚？

﹙三﹚ 結語:
最後於報告內容提出的問題，或許釋迦牟尼一開始也沒有想這麼多吧，但若照唯識思想中的觀念，且釋迦牟尼也已經
成佛，這或許也印證了釋迦牟尼或許已然明白此道理才得以成佛。不管釋迦牟尼如何，想依循唯識思想中部分別主客
體的觀念似乎不太可能，僅以事實真相描述，似乎讓佛教思想更不容易搞懂，消除主客體分別的觀念再放大，似乎就
能多少明白－真正除去主體與客體的區別在於除去自我意識的膨脹，明白你我之間並無分別或許才是唯識思想中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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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落實吧。

﹙四﹚ 參考資料 :
1. 「大乘佛教思想」，上田義文 著，陳一標 譯。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91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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