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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因陀羅網隱喻對教育之啟示 
張瀕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林逢祺、洪仁進等（2013）於《教育哲學：隱喻篇》書中序言曾提出：「希

望藉著淺白的文字，能吸引讀者大眾從事教育的哲學思維，並啟發其教育研究熱

情、厚植教育實踐的行動智慧。」筆者受其撰文立意與論述方式啟發，嘗試於此

引介一則在哲學與佛學界頗為知名的隱喻（metaphor）──因陀羅網，並闡釋其

對教育的啟示。 

二、因陀羅網隱喻 

「因陀羅網」一詞出自佛學經典，佛學典籍中又以《華嚴經》及此經的相關

注疏中出現該詞的頻率最多（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19）。「因陀羅網」是梵語

“indra-jāla”經漢譯後的名稱。“Indra ”音譯為「因陀羅」，意譯為「帝釋天」、「天

帝」；“jāla”意譯為「網」。故漢語中將“indra-jāla”稱為「因陀羅網」，或稱「帝網」、

「天帝網」（丁福保，無日期；香港大學，無日期；慈怡法師，無日期）。 

因陀羅網即為嚴飾帝釋天宮之網，網上每節皆懸有寶珠，寶珠數量無以窮

盡，均綻放著顯耀的光芒。每一寶珠就如同明鏡 1一般，由無限的角度映現出所

有其他寶珠的影像，而每一影像中又映現出所有寶珠的影像，故此，所有寶珠無

止的交互輝映，反映出重重無盡的影像（陳琪瑛，2013；慈怡法師，無日期）。

若去除網中任一寶珠，便無法形成此網之景；若任一寶珠上沾染一墨點，則網中

所有其他的寶珠上隨即映現出此墨點。2由此可見「一不離一切，一切不離一」

之理。 

此喻提醒我們，所有「現象」（phenomena）之間皆具有密切的關聯性。萬

事萬物所呈現出的現象並非獨立存在的，而是彼此之間相互影響、關連的。而且

彼此之間的影響錯綜複雜，可能不只一層的作用，而是重重無盡的交涉。因此，

當我們要瞭解或改變一個現象時，不能將其單獨抽離，而應置身於該現象的整體

脈絡之中，顧及到它與其他現象之間重重無盡的關連性，方能有解決之道。由此

看來，此喻還具有倫理的意涵。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倫理不只關乎道德律則或道

德義務，還涉及慈悲的想像。這種倫理的想像（ethical imagination）並不是一種

幻想而是一種能力，它使個人能超越現實而朝向理想的狀態（Park, 2019）。  

                                                

1 以鏡為喻，可參見：〔唐〕澄觀，《華嚴法界玄鏡》。CBETA 2019.Q1, T45, no. 1883。 
2 參見：〔唐〕杜順，《華嚴五教止觀》。CBETA 2019.Q2, T45, no. 1867, p. 513b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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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教育的啟示 

依因陀羅網隱喻之意涵，以下對教育的若干層面提出淺見。 

(一) 教育目的 

過去臺灣社會普遍接觸的傳統文化，其教育目的在於「安身立命」，放眼的

不僅是「個人」與「現在」，而是用更宏觀的角度去看待教育的歷程與目標。近

年來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臺灣教育瀰漫著一股競爭的氛圍，鼓動著學子們透過競

爭而出人頭地，使個人與他者疏離（林安梧，2016）。 

競爭必有勝敗之分，然而眼前的勝敗不一定是永久的、絕對的。以因陀羅網

的隱喻來思索，失敗者一時的失利（沾了墨點）對勝利的一方也會有所影響，例

如：可能敗者因此未能獲得更好的發展而不能更好的造福社會（包含造福勝者）、

或者勝者未來須背負較多的社會責任和壓力、也許勝者贏得了名利而失去了敗者

之友誼等等潛在問題。所以，我們應追尋的是整體地球村民和諧的共榮，而非某

方單獨而短暫的勝利。 

(二) 教育內容 

由於各領域息息相關，牽一髮則動全身。為了整體社會的共榮，理想上，教

育內容應兼具廣度與深度，使學習者盡可能的習得各領域所應具備的認知、情

意、技能，成為一個全人。無知是很可怕的，各式各樣的問題便是由此而生，不

只影響自己亦影響他人。當一個學習者具備越完整的素養時，他就越有能力對社

會產生更多正面的影響，並減少產生對社會的負面影響。 

以「環保」出發為例。若一個人沒有「垃圾分類回收再利用」、「不隨地亂丟

垃圾」、「用餐後隨即妥善清潔烹煮和盛裝食物的器具」等等與環保相關的認知、

情意、技能，其所到之處就會產生環境問題。衛生環境不佳，連帶的可能會造成

自己、共同居住者或鄰居的健康問題，甚或產生社交問題。健康不佳就難以具有

良好的工作效率，社交不佳就難以有廣闊的人脈關係，這兩者都可能會連帶影響

到個人、公司乃至國家的經濟。此處點到為止，相信各位能聯想出更多連帶的、

錯綜複雜的負面影響。反之，倘如具備與環保相關的認知、情意、技能，就能避

免上述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甚至能影響他人也成為一位環保人士，對社會環境

產生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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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方法 

葛凌蘭（Susan Kaiser Greenland）在《孩子的簡單正念》一書中曾提出，可

透過「感謝練習」讓較年幼的學童學習洞察周遭所擁有的一切，察覺到個人與他

人是互相依存的，並培養學童形成富含智慧與慈悲心的世界觀 3。另外，對於年

紀較大、已經能體會書中所介紹的各種正念觀點的學生，教師可鼓勵他們藉由書

末所附的正念表提醒自己時時記起正念（廖建容譯，2018），而正念表中不少主

題恰好與因陀羅網隱喻之意涵相契，茲列舉如下： 

表 1 與因陀羅網隱喻相契之正念主題整理 

正念主題 正念意涵 

因果關係 
我提醒自己，我的言行會影響其他人與地球，其他人的言行也會影

響地球和我。（p.281） 

慈悲心 
我提醒自己，我有能力從他人觀點了解事物的樣貌與他帶給人的感

受，並帶著智慧與善意回應他人。（p.282） 

明辨力 

對複雜的情況做出反應或判斷之前，我提醒自己要先反思，發生的

事與我可能做出的反應，對其他人、地球或我自己是否有益。

（p.282） 

同理心 
我提醒自己，不論身處什麼情況，都能後退一步，從他人觀點看事

情，並想像別人有什麼感覺。（p.282） 

互相依賴 

我提醒自己當下發生的事是無數互相依賴的因素導致的結果。有些

因素是可知的，有些是不可知的，有些則完全不在我的掌控中。

（p.283） 

動機 
我提醒自己，在說話或行動之前先三思，確定我是以智慧與慈悲為

出發點。（p.283） 

開放的心 
我提醒自己，即使看似不同的事物也有共同點，每件事都有多個面

向。（p.283） 
資料來源：出自廖建容（譯）（2018）。 

上述的正念練習，強調個人與他人乃至與整個地球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

聯，藉此提醒學生不以自我為中心，而是從他者的角度乃至全球的視野審慎地衡

量自身的言行舉止，進而能作出各種明智的決定。由此也培養學生兼備寬厚的胸

襟與洞察事理的智慧。 

 

                                                

3 唐朝的澄觀在《華嚴法界玄鏡》中亦曾提出：「觀事兼悲，觀理是智」。參見：CBETA 2019.Q1, 
T45, no. 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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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育行政 

謝文全（2010：16）在《教育行政學》中曾說明教育行政學研究發展歷程中

的四大典範，在此歷程中最終產生的典範為「整合典範」，其內涵如下： 

整合典範的基礎是系統理論，強調以綜觀途徑來瞭解事實的真相。本典範

認為系統中的任何子系統都需相輔相成，系統才能生存發展。任何子系統

或層面都須兼顧與研究，且研究並無唯一最佳途徑，因此各種典範都有其

價值，可以兼容並蓄，研究結果也可以相輔相成。 

因系統內部是彼此相依相存而成的，在研究與實施教育行政時，須以綜觀的

視野進行多方面細緻的考量。舉近年臺灣在實驗教育上的行政措施為例，雖在法

律層面上訂定了實驗教育三法，看似其賦予了彈性且多元的教育型態合法地位，

排除過去法令及體制的限制，亦回應了社會的需求，但在其他行政層面上，似乎

仍令人有不少疑慮。例如：參與實驗教育的學生和一般的教育體制內的學生之間

如何流動或交流？實驗教育的師資應如何控管？辦理實驗教育的個人、團體或機

構，課程的設計與實施是否完善？如何考評實驗教育之辦學績效？經費如何籌措

與分配才合宜？是否具備足夠的教育資源支持實驗教育？倘若實驗教育單位倒

閉、失敗，師生該何去何從？仔細深究後可見，一個教育政策涉及的不僅是法律

層面的問題，其牽連的範圍甚廣，各問題間亦有所關連。依據因陀羅網隱喻，組

成份子會反映與影響整體的其他部分，所以即使只是制定一個教育政策，也應觀

照整個教育體系乃至於整個社會體系的狀況，對其進行全盤縝密的考慮，使各方

面趨近於完善，如此方能成就一個教育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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