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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真正為人類心靈定位的書
人類數千年來最大的失誤，就是人對自己的心靈、自己的靈性認識不清。

那個被許多哲學家認定為最終的、不可說、不可形容、不可思議的能知，其實就是整體；與個別物質
相對的整體，與有限相對的無限；而且是不能獨立存在的整體，也就是在現象界沒有最終的認識主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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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宇宙三界
光的境界
形而中境界
序
本書是我二十多年前（1987）所寫的心物能一元論的簡明修正本，也可以把本書看作為是心物能一元
論的續集。
我之所以採用如下所述的方式寫作本書，是因為我覺得心物能一元論原書收集了許多相關題材，以旁
證我所撰述的心物能一元之義理；這些旁證材料占了很大的篇幅，但對我所要敘說的旨趣，並沒有很
大的助益；因為心物能一元的概念與體系是新穎且獨一無二的。
即使事隔二十多年，仍然沒有別個可以對此理論，有所增益或批駁；篇幅增多，反累讀者無法一氣呵
成，快速且直接地對我的理論洞見全貌。
因為這個緣故，這次寫此簡明修正本，仍然沿用心物能一元論原來的基本結構及全書章節不作更改，
只是把內容作了調整；刪去非心物能一元論本文的各段文字，加入這二十多年時間對心物能一元之新
的瞭解與認知（用斜體字）；因此篇幅大為縮減，然內容反有大量增加，成為真正的簡明扼要的修正
本。

在心物能一元論出版之後，摯友蕭民元兄看了書名後即對我說：「這個書名有些不合適，用論為書名
，有著就此定論之義。
你的說法是一項新的東西，在未經科學證實之前，就下定結論，似乎言之過早。
」我認為蕭兄言之有理，這次書名改為《心物能一元的假說》。
在科學上，凡是一個未經科學實驗證明，或者一時無法證明的新理論，都暫名為假說。
有朝一日，得到實驗的完全證實，假說就此更名為理論，沿用這一成規，故本書取名為《心物能一元
的假說》。

本書所討論的內容，包含宇宙內外一切可見與不可見的現象；並力求以簡潔扼要的文字，將宇宙所有
現象背後的基本原理、演進變化的過程；以及何以會有這些原理？
這些現像是如何產生的？
它們代表著什麼意義？
依據現有科學之所知，而以哲學研討及探索方法，加以說明。
這樣的討論範圍，除了在哲學上涵蓋了所謂的本體論、宇宙論及認識論，也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宗教
所關心的領域。
而本書所討論是以相對論及量子力學的一些基本原理及實驗結果為根據，並確切地將近代物理學所明
確表述的，超乎以往一切哲學探討範疇的各種新物理基礎觀念，應用於此一新哲學（心物能一元）理
論及體系的建立。
可以這樣說，心物能一元的哲學理論與體系，其實是結合了科學、哲學、宗教於一堂。

本書所闡述的具體現象及現象背後的理論，都是以本次宇宙誕生（大爆炸）為限，所有的說明也只以
這次宇宙的演進變化為根據；讀者可能會認為本書中所說的理論似乎只限於此一宇宙，而且只有我們
所生存的宇宙。
事實上，我的理論並不是僅僅局限於這個宇宙，我認為只要其他的宇宙（如果有別個宇宙存在的話）
，假如它的結構原理是與本宇宙類似的話，則本書所言的種種演進過程和事相，以及建構宇宙的基本
原理都應該是相通的；也就是別個宇宙也是運用與本宇宙相同的原理所建構。

天文物理學家經常在懷疑這世間可能不止一個宇宙，可能在同一時刻還有著無數的宇宙在多處運行；
而大爆炸也不是只發生了這一次，在過去的歲月裡曾經有過無數次的大爆炸；而在未來，在我們所存
活的宇宙毀壞之後，仍然會有新的宇宙再次誕生。
宇宙這種生生滅滅的現象會一直持續，從過去到未來，永遠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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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只是科學家的臆測，但從心物能一元的觀點來看，這種生生不息，永遠不會停止的生成壞滅的
變化，本來就是如此，本宇宙並無任何特殊之處；而宇宙不止一個，同時有著千千萬萬個宇宙在運行
的假想，也是理之所當然。
憑什麼宇宙就只有一個？
可以生出我們所存在的宇宙，又為什麼不能生出更多的宇宙？
然而，宇宙如此生生不息的機制是什麼？
宇宙為什麼會創生？
這些問題在本書裡都有詳盡的說明與交代。

看完了本書至少可以對宇宙的生成變化、宇宙的的結構原理，為什麼會有此一宇宙誕生，乃至為什麼
會有我、有你、有人類、有眾多生命的存在，都會有一個簡潔扼要的瞭解。
本書之所言，是以近代物理學為基礎，在整個立論的根基上是有依據的，不是純以臆想、玄想而憑空
架構，這與過往的所有哲學理論，在立足點上就完全不同。
讀完了本書，再回過頭來看西洋哲學，不管是康德、黑格爾、笛卡兒乃至近代的胡賽爾，你都會很容
易找到他們學說的長短處、優劣價值及他們立論的局限性，並對他們理論與宇宙人生真實面相互脫節
的所在，你都可以看清，並了然於胸。
通過了本書所建構的觀點，再去學西洋哲學就不會那麼困難、艱澀及無法理解，因為你已站在比他們
更高的制高點上來觀察他們了。

各大宗教，不論是佛教、基督教、回教、道教乃至儒家思想，無不都是勸人為善，希望提升人類心靈
層次；期許幫助人類能夠從生存競爭、弱肉強食、物競天擇的純獸性演化過程裡，往上提升；由獸性
而人性，由人性而神性、聖性。
各個宗教也許立論有差異，觀點有不同，乃至因為種種原因及外界的環境壓力，而在表像上有些偏頗
之處；但是，這絕不是創始者的初心；更何況在這二千多年的傳播中，很有可能其原始教言精意已經
遭到後人的誤解與篡改，已經不是當年創教者所說的原貌了。
很高興，在近數十年裡，不論是西方還是東方，不管是基督徒還是佛教，都有人在做還原真象，重現
原貌的工作，而這些工作已經有了一定的成績。
另一方面，宗教界自己本身也在作各種改進工作，讓宗教更貼近生活，更能與眾多信徒的內心企盼相
結合，這未嘗不是讓人能夠削弱殘存的獸性，發揮人性光輝的一種良好方法。
總之，各個宗教都在努力地為提升人性步向神性與聖性而投入心血，每個從事宗教傳播工作者，也都
是儘量秉持著無私無我的慈悲大愛在戳力不懈。
在宣揚的過程，如果發生些偏差也在所難免，而我之所以要寫這一段，則是因為通過本書以及我另二
本書中所言，讀者可以從中對各個宗教的理解及對各教的修行方式，有更多的瞭解和體驗，不論您是
信仰哪一個宗教。

胡塞爾現象學引用了數學研究的方法，但他只運用了數學裡的實數概念及一些數學研究模式。
但在量子力學裡，在每一個量子的基礎運算裡，都充滿了虛數及半虛半實的複數。
虛數與複數所代表的是什麼呢？
沒有人能夠說明。
量子力學家在運算中，會設法將虛數與複數消解，最後只剩下實數；而我們所存在的宇宙，在具體現
象裡也只能用實數來表示。
那麼，虛數與複數為什麼會在量子境界出現，他們到底代表著什麼意義？
這些極為基本的概念與事實，至今尚未有人加以說明，而我在心物能一元論一書中，已經約略說了些
，在本書則對之作了更多、更為明確的說明。
簡言之，只知實數，不知虛數，就只能在整體宇宙的一部份裡觀察與運作，實數加上虛數才是宇宙的
全貌，是可見與不可見宇宙的全體；而複數則是表示著，我們在可見與不可見宇宙之間，所可運用的
介面，也是我們能夠由虛轉實或由實轉虛的必經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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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概念及想法，都是前人所未曾道，但是這卻正是揭開宇宙真象的鑰匙。

心物能一元論可以解決數千年來，從柏拉圖就一直憧憬著，希望得以解答的現象界與觀念界間的鴻溝
；也可以輕而易舉的將心與物合一，而這正是數百年來所有哲學家所夢寐以求卻難以圓成的美夢。
心物能一元論，不單是心物合一，而且把能、能量觀念與心物合在一體；並不是勉強湊合，而是心物
能三者自然地合而為一；而且非合一不可，因為這就是宇宙真相。
心物能沒有不合一、不成為心物能一元的道理；心物能是在合於近代物理、相對論及量子力學的原理
之下合一，是合乎科學原理的合一；且在心物能一元的觀念之下，找到了心，找到了生命，也找到了
意識主體。
心物能一元論可以非常清楚地說明意識是如何產生的，而意識為何會有主體？
這些都是當代哲學界難以解決的大難題，是現代哲學大師們百思不解，無從自圓其說的根本問題；然
而這些難題在心物能一元的觀點下，似乎並不是難以說明，無可理解的大惑。

心物能一元解決上述諸般難題的方法，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從相對論光速是一項絕對值這一點突破。
這個宇宙一切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空間，空間是可改變的；沒有絕對時間，時間的長短是不一定的
；質量與能量都是可變的；可就是有一樣是不變的，是絕對的，那就是光速。
光速是絕不依任何外在的環境、狀態、條件而有所改變，光速是一項定值，是一絕對值；相對論這一
光速是絕對的結論，天翻地覆地為物理學掀起了一場革命，但其實它也為哲學埋下了徹底翻新的種子
，只是一時還未引起人們的注意而已；直到我心物能一元理論的建立，才將這一奧秘揭露。

廣義的說量子力學是從普朗克發現能量最小單位，所謂的能量量子開始；而能量量子化，能量量子也
為哲學步入新階段打下了新的基石。
宇宙中一切存在、一切現象、所有的物質、能量都是由最小單位的粒子（能量量子及物質基本粒子）
所構成；而這一最根本的現象，也為心物能一元提供了最直接而又不可否定的根基；心物能一元論是
在光速絕對值、及能量和物質皆量子化的基礎上建立來的新哲學理論。

光速是絕對的，表明了宇宙間有著絕對；而絕對的存在不再是哲學家的虛妄想像，或是憑空造作出來
的；而是真實的，不可否定的實相。
在這個實相的基礎上，又看到了一切存在是動態及粒子，所有的物質與能量都是在這二個基本要件及
基礎現象上存在。
所有的科學家及哲學家們都看到了粒子與波動的共存現象，但是竟然全都忽視了在粒子與波動共存的
現象裡，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現象存在著；從大爆炸開始就存在著，但是卻一直被世人所輕忽、所迷
失的現象；那就是與粒子相對的全體，與有限的粒子相對存在的無限整體。
而我的心物能一元理論，就是建立在相對論的絕對光速及量子力學的波粒共存現象，這二個基本觀念
之上。
光速所顯現的絕對與波粒現象背後的整體，都是真實而具體的存在於宇宙萬象裡；心物能一元的觀念
不是憑空虛構的，是真實存在的宇宙實相。

講到「實相」（Reality）這個名詞，少不得要略加說明，科學界及歐美人士習慣把真實存在，被正確
認知的事物及現象，皆以實相名之；以與誤認或虛假不實的存在相區分。
是故，實相在一般的概念裡就是真實存在，而又被正確認知的一切事象。
然而實相這個名詞在佛學、在佛家思想裡，是指無形無色、不可見聞、不可想像思議、永恆不變、不
生不滅的真如絕對；而世間一般可聞可見的事象，佛教認作是假相，是生起變滅、時時刻刻更迭不休
的假存在、假相；在佛陀看來只有永恆不易，永遠長存的東西才是真的，才是實相。
是故，佛家認為在這世間一切存在都是假相，虛假的存在，只有永恆不變的真如絕對，才是真的存在
，才是實相。
在此要說明一下，我書中如果簡單的說是「實相」，那都是指一般定義下，真實認知的事象；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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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真如絕對實相，則一定會加上絕對、真如等字眼，以作區分。

談談絕對，絕對是超乎人的認知能力之上的存在，是不可思議、不可想像的存在，古人有云：「心行
處滅，言語道斷」；真如絕對是完全不能用語言文字去形容與思量的，所謂開口便錯。
那我又憑什麼以「絕對」作為立論的基礎。
關於這一看起來似乎不可解的矛盾現象，其實並無絲毫難解之處，這又要感謝相對論及量子力學了。
近代物理已經將這完全不可解的矛盾轉化為可解可證、可思可量，只是這一切思量解證都要有其條件
而已。
讀者有心欲知其詳，就請耐心的細看本書。

上個世紀初，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相繼問世，為二十世紀的科學發展注入新血，為物理科學打開了一個
廣大的新天地；物理學也從此由牛頓力學為主的經典物理學邁入以相對論、量子力學為主體的近代物
理學。
經過數十年的蓬勃發展，近代物理學已經進展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及深度；真可以說是上探宇宙下
察極微，已經無所不包；宇宙內的一切事象都已涵蓋籠罩在內。
到了二十世紀末，許多科學界漸漸有了一種想法，現在物理科學所欠缺的，就是還沒有一個大統一理
論，能夠把相對論及量子力綜合貫通於一個理論、一條公式之下。
如果有一天大統一理論能夠完成，物理科學也許已經是大事齊備，發展到了極至。
但是，有誰想過，物質與能量難道真的可以單獨成為一個完備的系統，這個宇宙應該是一個心物能三
者共存的宇宙。

另一方面，生物科學、心理學、腦神經科學、醫學乃至社會學、經濟學等等林林總總的一大堆學科，
也搭上近代物理學快速發展的順風車。
雖然這些學問是以人類及生物為研究對象，都是以有生命、有心靈與意識的主體為研究標的；在還沒
有完全弄清楚什麼是生命、心靈、意識、精神的真正意義，與探查明白靈性的真相之前；也只有暫時
把這個惱人的難題擺在一旁，姑且採用達爾文的說法：「心靈是由物質演化而來」。
達爾文的結論雖然還有很多混沌不明，未曾理清的窒礙之處，難以令人信服；但是達爾文學說也是有
著不少科學證據。
科學家們在別無更好的選擇之下，也就自己說服自己，相信達爾文的說法是正確的。
經過多年實踐證明，各個學科似乎也都找到了許多證據，可以證實意識、心靈與物質、能量是完全不
可分割的，這對達爾文的理論而言，是一大喜訊。

極其微弱的電流、一丁點的生化物質，就可以讓人及動物發出喜怒哀樂的感受，看來是物質左右並控
制著人心的種種反應；那麼達爾文的說法可能是正確的，心、意識是由物質演化出來應當是真理。
許多科學研究者由原本疑信參半、姑且一試心態下，逐漸被許多具體的事證所說服，而堅信達爾文的
主張，乃至有所謂的達爾文主義出現於生物學界。
其實，不用深思，只要有一般的知識見解，就不會相信，純粹的物質能夠演化出心靈來；根本就不用
提出什麼事證，來爭論孰是孰非。
單獨靠物質就有演化出心靈的可能性？
這種說法好比是說剛出生的嬰兒，就能駕駛汽車、飛機一樣地無稽。

心物能原本就是一體，心物能一元，三者是分不開的。
有了心理、生理上的種種感受，反應變化；在物質上、在人的生理上，一定可以找到相應的變化，這
道理也是淺顯易明的。
心物能雖是一元，然而，心有心的來源、體系與演化過程，物質有物質的來源、體系與演化過程，能
量也是一樣；心物能三者雖是各有體系及來源，但最終卻是匯歸為心物能一元、一體。
物質與能量的來源、體系及演化過程，因為有具體事象比較容易認知；今天的科學對物質與能量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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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可以說是極盡精微之能事，對物質與能量的來源、體系及演化過程都非常清楚；但是對心靈而言，
則就是完全兩回事。
直到今天，人類仍然對於心靈的來源、體系及演進變化的過程，一無所知；無所知還不要緊，還錯把
心靈演化的最終產品，當作是心靈的初始狀態。
人類之所以會對心靈如此無知，全在於心靈是無形無相，完全抽象難以琢磨；比起有形有相，可以實
際觀察、實驗的物質而言，是兩個極端；可知可見與不可知不可見，無怪乎，心靈一直不曾被人類正
確認知與瞭解。
誤解心靈，不知心靈的來源、體系及演化過程，所以才會以為心靈是物質演化出來的。
誤解心靈，也令物理科學找不到最終的大統一理論，在真正完備的大統一理論裡，絕不會讓心靈缺席
。
本書對於心靈的來源、體系以及演化過程都有詳細的說明，讀畢本書，也就對心靈可以有個全新的認
知。

有一群科學家，散處於世界各地，他們不認同達爾文學派，他們認為人的心靈應該是另有來源，自成
一個系統；他們的主張不被大多數科學家所接受，他們居於少數，故被稱為非主流學派。
他們之所以一直處於劣勢，無法爭取到大多數人的認可，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雖認為心靈應當是有
其獨立的來源，但他們無法明確的說出心靈來自何方；他們沒有能力建立完整的心靈系統，講出心物
之間的關係。
我的理論正是非主流科學家們所欠缺的，如果有一天，我的書、我的理論能夠被他們閱讀到，相信他
們一定會有喜獲知音的感受。

非主流科學家有一個強烈的預感，也可以說是他們的期望，那就是他們堅決相信二十一世紀應當是心
靈科學開花結果的世紀。
如果我們假設二十一世紀的後半期，也就是2050年間是心靈科學開始嶄露頭角、蓬勃發展的時候；那
現在，二十一世紀初，就應該是心靈科學的奠基期；有了基礎，紮下了深厚的根基，我們才能預期未
來的豐收。
在這裡，要補充一句，當心靈科學興盛茁壯的時候，物質科學也一定有更多更大的發展，心靈科學會
將物質科學帶向更精微、更細緻乃至更優雅的境界。
心物能一元，心物能本是一體，三者是不可分割的。
心靈的充分發展會帶動物質與能量往更上層樓邁進。

2007年初有機會得以接觸及閱讀了些討論佛家唯識學的書籍，欣然發現，原來心物能一元的觀點是與
唯識學可以完全互通的，這對我而言可以說是一項莫大的鼓舞與肯定，使我對自己所創立的理論更為
有信心。
本書之能寫成，是得到很多位師友的支持與鼓勵，在此我要特別感謝周梅緣女士、蕭民元先生、黃品
珍先生、劉培慧小姐及王育盛、胡英音夫婦，而我的妻子劉千英女士當然是最值得感謝的一位。

總之，本書之能出版有著諸多因緣及各方的關懷與愛心鼓勵，其中還包含我其他兩本書（第五種力場
、我在與我思）的讀者，他們在看到我於書中寫道：「關於某某問題、某某過程將以另文說明」時，
就忍不住會問：何時可以看到你承諾的文章，你在書中答允要詳加說明的問題，何時才會給我們答案
？
本書之出版算是對我書中曾經提到的各個問題作一簡要說明，也是對關心及愛護我的讀者有個初步交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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