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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系是什麼？你悟了嗎？
記者 許家芸 文  

今年年初，療癒⼿機遊戲APP《旅⾏青蛙》上市後，掀起⼀股養蛙熱潮，遊戲簡
單，只能幫蛙兒⼦準備出⾨的食物，剩下的就是靜待蛙兒⼦回家或是捎來明信
片，玩家基本上是處於被動的狀態，⼀切順其⾃然，也因這個順其⾃然的態度，
讓⼤家開始使⽤「佛系」⼀詞。⽽之後甚⾄出現了⼀系列的佛系梗圖，「佛系」
⼆字更成了時下的流⾏⽤語。不過究竟「佛系」⼆字是如何爆紅的？⽽它爆紅的
原因是不是跟現代社會的結構有關？其中是否⼜隱含著什麼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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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無⼀蛙的家，青蛙不在，只能等牠⾃⼰回來。（圖片來源／《旅⾏青蛙》遊戲
截圖）

佛系真的跟佛有關嗎?
找出網路上瘋傳的佛系梗圖研究，不難發現，有⼀定的公式存在，各種⽣活⾯
向，都能套上佛系兩個字，例如：佛系段考、佛系過節、佛系賺錢……等，⽽其中
的精髓在於，事事無為，緣份到了，⾃然會有所收穫。如此曠達的⼼境，本是值
得嘉許的，可是仔細的探究佛系梗圖後，會察覺其實佛系跟宗教意義沒有太⼤的
關聯，〈禪天下〉⼀文指出，因為佛系男事事無爭、對戀愛婚姻興趣缺缺，這種
無欲無求的⽣活態度，像極了⼤家普遍認為佛⾨弟⼦的修⾏⽣活，故以佛系命
名，⽽其特質⼜跟部分90年代後的青年不謀⽽合，也因此造成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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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系精神——事事無為，靜待緣分。（圖片來源／許家芸重製）

不過由此命名⽅式，和廣為流傳的速度，反⽽凸顯出眾⼈對佛家思想⼀直以來的
誤解和刻板印象。雖然佛家思想⿎勵⼈們放下世間的功名利祿，甚⾄是⼤情⼩
愛，因為⼀切的外在都只是虛幻無實，過眼雲煙。可是縱然如此，佛家的態度向
來不是消極、毫無野⼼的，反倒是說佛家⼦弟早已根除執著，放下世俗外務，求
的是⼼靈的平靜清明。在達到這樣境界的同時，更是要有「悟」的修為，作為⼀
切精神的根基，要達到開悟的階段，需經歷的試煉，絕非如眾⼈想像般的簡單與
膚淺，也跟現在所說的佛系精神不盡相同。除此之外，佛家雖然⿎勵超世，但在
超世之前，沒學會入世的圓滿，何能真正的放下？不過⼤多數⼈對佛家的認知都
只注意到前者⽽忽略了後者。

⽇本佛系V.S中國佛系
既然都說了佛系跟佛家八竿⼦打不著，那究竟什麼是佛系精神？佛系⼀詞最早出
現的時間已不可考，但是主要的說法是來⾃2014年⽇本女性流⾏刊物
《NO·NO》中所提及的佛系男，指的是不婚、不戀愛、不關⼼⽣活周遭，只追求
⾃⼰興趣的男⼈，簡單來說，就是不食⼈間煙火，活在⾃⼰世界裡的⼈。不過當
佛系被傳入了中國後，便被賦予了新意義，因其多少夾雜了中國文化中的佛道思
想，它不再單單指的是個⼈的性格，⽽是衍⽣出更⾼⼀層的⽣活態度——淡泊名
利，有也好，沒有也罷，雲淡風輕，宛若⼀股清流般的注入凡俗紅塵之中。⽽且
佛系⼆字不再只限於形容男⽣，⽽是擴展⾄社會各個⽣活層⾯。雖然表⾯看似跟
⽇本⼀開始的不食⼈間煙火有些雷同，不過中國版的佛系多了⼀層文化底蘊，是
⼀種與世無爭的⼈⽣境界。

豁達背後的真實
可是中國版的佛系，真的比⽇本還有深度意涵和文化底蘊嗎？當我們仔細去探究
背後的意義，會發現好像不是這麼⼀回事。現在所謂的佛系就是什麼都不管，什
麼都不做，這樣的觀念值得我們反思，這真的是豁達嗎？真正的豁達是⼼胸的開
悟，是整個精神上的昇華，因為經歷了⼀切，參悟了⼈⽣，所以提得起放得下。
可是現在的青年，還沒經過什麼歷練就想放下，與其說豁達不如說是逃避，⽽文
化的說法不過就只是給了⼀⾯完美的擋箭牌，讓佛系兩字合理化逃避的⼼態。這
些想法和舉動在在的呈現出，現代⼈⼤都選擇與現狀妥協，年輕⼈也喪失了該有
的企圖⼼，以及對外在世界的熱情，⽽隱藏在底下的是這個世代的焦慮和不安。
以整個文化的脈動來說，這並不是⼀個正常的社會現象，倘若連年輕⼈都沒有向
前衝的拚勁，代表著社會沒有前進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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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化的焦慮世代
美國⼼理學會在最近的⼀份研究報導指出千禧世代（泛指1980～2000年出⽣的
⼈）的年輕⼈憂鬱、焦慮甚⾄是⾃殺的意念，跟過往比起來，有明顯的上升趨
勢，⽽這跟現代⼈致⼒追求完美的特質有關。但是這份對完美的追求，無形中成
為整個社會的壓⼒，尤其數位媒體、社群網站的普及，⼈跟⼈的比較⼼態⼜會更
為強烈。加上外在社會環境暗⽰著⼈⼈都該拿⾼學歷、設定崇⾼的⼈⽣⽬標，進
⽽導致年輕⼈缺乏安全感、備受壓迫的焦慮。照理來說，既然⼈⼈追求完美，整
個社會氛圍本該更加的欣欣向榮，⽽不會出現佛系⼼態。但就如同鐘擺效應，到
了⼀個極端，鐘擺⾃然會盪向另⼀端，當⼤眾都崇尚完美，⼀步步的加⼤社會壓
⼒，⼈們⼼中漸漸會對環境⼼⽣反感，既然有太多外在事情無法解決，乾脆不管
事、不去想、眼不⾒為淨的偏激⼼態便會出現。因此佛系的流⾏，同時也象徵著
⼈們的潛在壓⼒到達了某種程度的極端。

在佛系的背後，除了察覺社會隱藏極⼤的壓迫之外，也透漏著現代社會原⼦化的
出現。社會原⼦化指的是社會中的連結結構（例如：村落、家族、家庭……等）喪
失後，每個⼈都漸趨成為單⼀個體，進⽽產⽣孤獨、⼈際關係的疏離。佛系的流
⾏，顯⽰⼈⼈專注於⾃我，但社會相對變得孤立冷漠，同時昭⽰出社會原⼦化的
現象在加⼤，當原⼦化的⼒量越強，整體的離⼼⼒就越⼤，也代表未來的社會可
能變得更加分化，甚⾄衍⽣出更多的社會問題。

「佛系」⼀詞其實並沒有絕對的好壞，⼤多數⼈在使⽤這些梗圖或⽤詞時，都是
抱持好玩的⼼情，可是在無形中卻也反映出使⽤者的⼼態。能成為流⾏，意味著
多數⼈都有相同的感受或看法，值得我們正視。或許在其中發現隱藏的社會弊
病，但沒關係，發現它，解決它，明天會更好。

縮圖來源：千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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