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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處活動：

共修、讀書會、手語、志工訪視、志工培訓、兒童精進班、兒童夏令營等

靜思文化流通處：

圖書、書籍、影音(CD, DVD)、環保用品、禮品、食品等

佛教慈濟基金會 美國中西區 聖路易聯絡處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U.S.A.

Midwest Region, St. Louis Service Center

Website: www.tzuchi.org　　

人間菩薩大招生
您是否願意將您的愛心化為行動，和慈濟人一齊來推動人間美善？

長情大愛中有您，這個世界將更加美好！
人間黑暗角落有著無數苦難與不幸的人，他需要我們付出大愛與關懷。

慈濟四大志業、八大腳印，推動著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巨輪，
他需要您我護持和參與。

歡迎您加入慈濟大愛的行列成為會員或志工

8515 Olive Blvd., St. Louis, MO 63132
電話：314-994-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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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淨心書坊 7825 Olive Blvd., U. City, MO 63130
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 –淨心書坊

7825 Olive Blvd., 聖路易中國城            (91公車與 66公車站前)
網址: www.puremindcenter.org   Tel: (314) 277-5640 email: info.puremindcenter@gmail.com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人生』要在平淡中求進步 

    又在艱苦中見其光輝!      
 

『人生』要在沉默中求智慧 

    又在活耀中見其悲願!    
                 
                 ~聖嚴法師~ 

 

                 

法鼓八式動禪心法

身在哪裡、心在哪裡、清楚放鬆、全身放鬆

實體共修地點:淨心書坊
• 周日英文禪坐讀書會

每周日 9:30am - 11:30am

網路會議共修地點:您的所在處
• 周六中文讀書會

     每月第二、四周星期六 8pm - 9:30pm

• 周六中文禪坐共修

每月第二、四周星期六 7pm – 7:50pm

• 週五英文禪坐&讀書會
每月第一、三周星期五 7:00pm-8:30pm

~歡迎您加入我們的活動。~ 

詳細課程、報名請至我們的網頁查詢。 

地球誕生至今已經有 46億年的歷史了，在

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地球憑藉著它溫和的環境

，孕育了多種多樣的生命，如今地球是人類的

唯一家園，但是在人類的發展下，地球的生態

環境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使地球的溫室效應

越來越嚴重，目前地球危險重重，地球溫度持

續上升，導致冰川在加速融化，海平面在不斷

上升，世界多地面臨著被海洋吞沒的危機，另

外水資源越來越短缺，多國人民都面臨這一問

題，這已經影響到了人類的生存。

除此之外，地球的臭氧層也被破壞，臭氧

層對於人類來說至關重要，因為臭氧層是我們

的保護層，對我們有保護作用，它能夠吸收太

陽的紫外線，保護地球上的生物防止受到紫外

線的傷害，另外臭氧可以將吸收的紫外線轉換

為熱能加熱大氣。

但是如今臭氧層被破壞，出現了臭氧層空

洞，據科學家的研究發現，大氣中的臭氧每減

少1%，照射到地面的紫外線就增加2%，人的皮

膚癌就增加 3%，還受到白內障、免疫系統缺陷

和發育停滯等疾病的襲擊。

而導致臭氧層空洞的原因也比較多，除了

太陽活動對地球造成的影響等自然因素以外，

最主要的還是人為因素，據悉氯氟烴類化學物

質是臭氧層被破壞的最大元兇，這是一種人造

化學物質，有資料顯示，人類已經把 1500 萬噸

以上的氯氟烴排放到大氣中。

隨著人類的發展，氯氟烴被大量用作氣溶

膠、製冷劑、發泡劑、化工溶劑等，這些都會

破壞臭氧層，一旦我們失去了臭氧層對我們保

護，那麼人類的生命也將受到巨大威脅。不過

有研究小組在對臭氧層進行研究時發現，南極

洲上方臭氧層中的空洞正在癒合。

2016年美國科學家首次發現，並證實南極

臭氧層的破洞已經開始萎縮，有資料顯示從

2000年開始，南極臭氧層

破洞的面積減少了 400萬

平方公里，那麼這是不是

意味著我們的地球環境變

好了呢？

其實問題並沒有這麼

簡單，雖然從表面上看，

臭氧層正在不斷恢復，但

是臭氧層只會變得越來越

稀薄，對地球的保護能力

也會一點一點變弱，所以

這種現象並不意味著地球

環境出現好轉了，甚至會

變得更糟。

為了保護地球，1985

年不少國家簽署了《保護

臭氧層維也納公約》，相信在國際社會的努力

下，我們的地球環境一定會越來越好。

臭氧層正在癒合，意味著地球環境變好？

我們不知道第一個看見星星的人

是誰。但我們知道，32500年前，曾

有某個人在一小段猛獁象牙上刻下了

一個人形的花紋。那個花紋代表了星

空的一個角落，後世的希臘人將稱之

為獵戶座。

人類有仰望未知的衝動，這件事

情其實並不奇怪，甚至可以說理所應

當。畢竟，正是在這種探索欲望的引

領下，智人從非洲的一個角落出發，

僅用幾十萬年就擴張到了整個地球，

也沒用到多高深的科技——當人類佔

領地球上除南極外的所有大陸時，甚

至連農業都還沒誕生。

若以生物地理學的視角來看，人

類在過去的一萬年裡幾乎什麼都沒幹

。但這個階段也許快要結束了。

2017年騰訊科學WE大會上，物

理學家斯蒂芬· 霍金在他生前最後的

大型演講中講述了他的願景：人類應

當投身於宇宙探索之中，去尋求身為

多行星物種的未來。

確實，霍金一直都很警惕主動到

來的外星人，如果它們先發起溝通，

那幾乎肯定意味著它們的科技高出我

們很多世代。但人類的主動探索就是

另一回事了。實際上，它反倒可能成

為拯救人類面對眼下危機的關鍵。

很多人說，宇宙探索是太過遙遠

的事情，再過幾代甚至幾十代，人類

也不足以走出太陽系。對此通常的回

應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眼下沒用

的階段是必須經歷的。但其實，這個

階段本身就有不可取代的意義。

這是因為我們深知，今天所見的

一切並非必然如此，還有其他許多可

能性存在。而未來更不在掌握之中，

世界正向著無法預測的方向，發生不

可逆的加速改變。要應對未來的不確

定，唯一的辦法，是探索可能性。

接下來幾年，WE大會的科學家

演講者們對目前人類正在做出的探索

進行了深遠探討。

其他行星：環境與生命的無盡
形態

經常有人說太空探索是在尋找人

類的第二家園，但這其實並不是在尋

找另一個地球，因為地球只有一個。

我們真正尋找的，是地球的其他可能

。

和千篇一律的恒星不同，幾乎沒

有哪兩個行星是相似的。哪怕在我們

的太陽系裡，難以想像的行星環境也

比比皆是。2020年，行星科學家簡·

格雷夫斯和她的團隊在金星大氣層中

發現疑似磷化氫痕跡的新聞轟動一時

，她也成為了這一年的重量級嘉賓講

者。金星是個炎熱高壓的星球，沒有

已知的無機反應能在這個環境下產生

磷化氫。如果這個痕跡能得到進一步

確證，那意味著金星上可能會有生命

，而且還是整個新陳代謝方式都和地

球截然不同的生命。

木衛二是另一個有趣的例子。這

顆衛星遠離太陽，表面被寒冰覆蓋，

但探測器卻在路過它的時候檢測到了

噴向太空的水。後來的研究發現，它

有一個活躍的冰下海，依靠木星的潮

汐力維持液態。湧出表面的水在木星

磁場的作用下分解成氫和氧，氫氣逃

逸到太空中，氧氣留在表面形成了一

個稀薄的富氧大氣層。難怪機器人學

家李鐵風暢想了他的液態機器探索木

衛二海洋的場景——如此特殊的行星

化學實在是迷人。

眼下我們雖然已經發現了成千上

萬的系外行星，但對它們的瞭解還十

分有限，多

半僅限於它

是否位於宜

居帶。宜居

帶是個有欺

騙 性 的 詞

—— 它 只 考

慮了行星和

恒星距離的

遠近，而沒

有考慮大氣

層的特徵。

如金星其實

幾乎位於太

陽系的宜居

帶內，理論

上表面溫度

應該只能勉

強讓水沸騰

，實際上厚重的大氣層讓它變成了能

讓鉛融化的灼熱地獄。要想知道每個

行星有何獨特屬性，生命應當如何適

應它的條件，需要知道行星的光譜。

歐空局科學與探索高級顧問馬克· 麥

考林把觀測系外行星列為詹姆斯· 韋

伯空間望遠鏡的核心任務之一；在無

數次推遲之後，這架望遠鏡將終於預

定在今年年底升空。

對其他行星的探索越是深入，我

們就越會發現環境和生命的無盡形態

，並更加深刻地意識到，哪怕有一次

走上另一條路，地球就不會是今天的

面貌。實際上，決定性的瞬間甚至不

限於地球上。有無數的別種可能，遠

在太陽系之外，在遙遠時空的深處。

銀河系的命運，我們的命運
物理學家麗莎· 蘭道爾是粒子物

理和宇宙學領域的權威，她在演講中

講述了一個大膽假說：毀滅恐龍的真

正元兇可能是銀河系本身。

今天科學界基本同意，6500萬年

前曾有一顆小行星撞擊地球，不但在

當時造成大範圍破壞，更引發了遍佈

全球的劇烈氣候變化，導致所有非鳥

恐龍的滅亡。但恐龍只是運氣不好遇

到了小行星嗎？可能未必。可能是某

種來自外部的引力擾動，讓小行星改

變軌道，突破木星的防護，撞上了地

球。

這個擾動的來源就可能是銀河系

中的暗物質。按照計算，銀河系裡應

該有大量的暗物質，雖看不見摸不著

，但有引力效應。它在銀河系裡的分

佈幾乎肯定不會是完全均勻的。太陽

每 2億年繞銀河系一圈，如果在 6500

萬年前正好路過某個暗物質聚集區，

二者之間的引力就會無意中成為殺死

恐龍的兇手。

但暗物質又為何會有如此分佈呢

？作為銀河系演化的一部分，它的分

佈情況離不開銀河系中央的巨型黑洞

。諾貝爾物理學得主萊茵哈德· 根策

爾致力於尋找黑洞並推算黑洞對星系

演化的影響，他猜想，也許銀心黑洞

就曾經改變過銀河系的命運，進而改

變了我們的命運。

我們的銀河系誕生於宇宙誕生後

不久。沿著時間一路上行會發現，可

能性深植於宇宙誕生之初，甚至是之

前。

多元宇宙，抑或是迴圈宇宙？
今年夏天離世的物理學諾獎得主

斯蒂芬· 溫伯格在他最後的這次大型

公眾演講中，提到了我們宇宙物理模

型的幾個奇怪之處。當代物理學的標

準模型裡有很多參數，只能通過觀測

得到，無法用理論預測和計算。這也

許是因為它們背後還有未發現的更深

層的物理原理，但也有可能僅僅是沒

有理由的偶然。

溫伯格自己不喜歡在模型裡保留

偶然性，但另一位後輩理論物理學家

布萊恩· 格林不但認同這是偶然，而

且認為這是多元宇宙的證據。他相信

，我們的宇宙之外有不計其數的其他

宇宙，每一個宇宙都誕生自一個不同

的大爆炸，因此擁有不同的參數。

尋找這些變化甚至可能不需要前

往其他宇宙。霍金生前重要的合作夥

伴之一、202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羅傑· 彭羅斯近些年來都在堅定地普

及迴圈宇宙的猜想：大爆炸也許不是

宇宙的起點，只是更早宇宙的延續。

他認為，觀察宇宙誕生最初瞬間留下

的記錄，或許能找到上一個宇宙存在

的證據。也許我們會發現每次大爆炸

都會有不同的定律，我們自己就是宇

宙不斷嘗試反覆運算的產物。

而在這可能性的無限漩渦裡，誕

生了我們。

瞭解物理世界，瞭解機器，改
變人

2021年，騰訊WE大會的主題是

“洞天”。向天的探索不是為了遠離

人，而恰恰是為了接近人、改變人。

畢竟，可能性不但存在於這顆星球的

物理世界，也存在於我們的內心中。

如果我們理解世界、和世界互動的方

式發生了改變，也一樣會改變未來。

兩年前的大會上，人工智慧研究

者霍德· 李普森曾講到，AI正在學會

反思，但因為它們的思考起點和人類

不同，對世界的理解方式也可能並不

相同。在 AI 的大部分應用場景裡，

和人類不同的結果會被視為 bug，但

在某些場景裡，它們反而會帶來全新

的有價值的視角。

異種思維也許不是在遙遠星球被

發現，而是直接誕生在此刻的地球上

，這樣的前景既令人激動，也令人擔

心。正如科幻作家郝景芳在四年前的

演講中所述，許多科幻作品都討論過

AI把人拋在身後的情形。

如何避免這種危險？一種可能的

思路是依靠腦機介面，讓人類跟著AI

的腳步一同升級。神經科學家米格

爾· 尼科萊利斯暢想，腦機介面將會

誕生出脫離生物演化局限的生命存在

方式，而神經工程師克裡希納· 謝諾

伊則提出，腦機介面不應該僅僅是外

接輸入輸出設備，而應該介入人腦和

人體器官的溝通之中，成為日常神經

活動的整合一環。

在這個問題上，曾被《自然》雜

誌評選為2011年年度十大人物的生物

工程師約翰· 羅傑斯更進一步地認為

，我們追求的不僅僅是大腦和外界的

介面，還應該實現所有器官的電子介

面。他的團隊已經創造出既能滿足日

常活動的力學需要，又能傳遞各種信

號的電子皮膚，沿著這個願景繼續前

進的話，人類將可能實現全方位的人

機交融。

所有這一切都未必能實現，但也

不需要都一一實現。僅僅充分思考每

一個新發現的可能後果，就足以讓我

們意識到，世界的面貌遠非必然，它

可以變得更好。這就要求我們對自身

的可能性進行更多、更勇敢的發掘。

自2013年開始，秉持“為未來而

來”的願景，WE大會持續邀請世界

上最頂尖的一批科學家與研究人員，

將這些可能性一一鋪陳，讓普通如你

我的更多人，去關注“我們”作為整

體的選擇，瞭解選擇背後的思考與邏

輯。

將近一百年前，文學家兼歷史學

家赫伯特· 喬治· 威爾斯在他的小說裡

寫道：我們是渺小、脆弱和無力的動

物，但如果我們真的以動物自居，憑

著日常的快樂殘片活著和死去，留下

的痕跡就不會超過任何其他動物。否

則，就是前進，發現，跨越虛空，觸

及星辰。選擇一無所有，或者選擇全

部的宇宙。

會是哪一種呢？答案在我們目力

所及的一切可能性之中。

我們探索天，是為了接近人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