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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難聞】 

【學佛廿難】 

《四十二章經》有二十難:「佛言：人有二十難：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棄

命必死難，得睹佛經難，生值佛世難，忍色忍欲難，見好不求難，被辱不瞋

難，有勢不臨難，觸事無心難，廣學博究難，除滅我慢難，不輕未學難，心行

平等難，不說是非難，會善知識難，見性學道難，隨化度人難，睹境不動難，

善解方便難。」 

 

《大明三藏法數(第 1 卷-第 13 卷)》卷 11：「四難(出法華經文句) 

【一值佛難】謂眾生因無始惑業輪迴六道之中四趣不得見佛聞法，固不在言。

設得人身，若生在東、西、北三洲者，佛不出現於彼，皆不見佛，得生南(南瞻

部)洲，而或居邊地，或著邪見，佛雖出世，如是等人，亦不得見佛，而况佛不

常出，值遇良難，故經云:諸佛興出世懸遠值遇難。此舉人之值佛難也。1今雖

居南洲，而值「五濁惡世」2 

                                                 
1 華嚴經所載，三塗八難共入毘盧性海，意謂在三塗與八難果報眾生，無緣聽聞佛法，受此果

報，如生長邊地，因佛陀之大悲願力教化，隨而共證法身。毘盧性海，指毘盧遮那佛之體性

廣大無限，猶如大海。又作毘盧藏海。毘盧為法身如來，故毘盧性海亦通法性界、佛性界。 

毘盧遮那，為佛之報身或法身。意譯遍一切處、遍照、光明遍照、大日遍照、淨滿之義。 

【三塗】（又作三途）：即火塗、刀塗、血塗，意同三惡道之地獄、餓鬼、畜生，乃因身口意

諸惡業所引生之處。（「「塗」義有二：一為殘害，如塗炭；二為所趣，意指惡趣、惡道。）  

一、火塗：即地獄道，眾生因惡業所感，常為鑊湯爐炭之熱所苦，長夜冥冥而受苦無間，不

得見佛聞法。故稱火塗。 

二、刀塗：即餓鬼道，「（一）、業最重之餓鬼，長劫不聞漿水之名。「（二）、業次重之餓鬼，唯

在人間伺求膿血糞穢。「（三）、業輕之餓鬼，時或一飽，加以刀杖驅逼，受苦無量。彼處眾

生常受刀杖驅逼等之苦，故稱刀塗。   

三、血塗：即畜生道，強凌弱，互相吞噉，飲血食肉，受苦無窮。故稱血塗。 

-----以上三塗難，不得見佛聞法。   

【八難】：除三塗外，另有：  

四、長壽天難：即色界第四禪中之無想天，壽五百劫。以其心想不行，如冰魚蟄蟲，外道

修行多生其處，而障於見佛聞法。 

五、北俱盧洲：（四大部洲之北地）生此處者，其人壽千歲，命無中夭，貪著享樂而不受

教化，是以聖人不出其中，故不得見佛聞法。 

六、盲聾瘖難：此等人雖生中國(指古印度中部摩竭陀國一帶)，而業障深重，盲聾瘖，諸

根不具，雖值佛出世，而不能見佛聞法。   

七、世智辯聰難：雖俱聰利，唯以耽習外道經書，不信有出世正法。 

八、生在佛前佛後難：謂由業重緣薄，生在佛前佛後，不得見佛聞法。 

-------「得人身如爪上泥，失人身如大地土。」《涅槃經》有「盲龜浮木」說。「人身難

得，佛法難聞，中國（有佛法之國度）難生。」故當有正知見，免墮三塗八難之苦；應勤

習戒定慧，斷惑證真，究竟明心見性，洞徹法身，同證涅槃，方為正途。 
2 一、【五濁】： 

1.劫濁：減劫中，人壽減至三十歲時饑饉災起，減至二十歲時疾疫災起，減至十歲時刀兵災

起，世界眾生無不被害。 

2.見濁：正法已滅，像法漸起，邪法轉生，邪見增盛，使人不修善道。 

3.煩惱濁：眾生多諸愛欲，慳貪鬥諍，諂曲虛誑，攝受邪法而惱亂心神。眾生追逐五欲六

塵，引生貪、嗔、癡、慢、疑等煩惱而惱亂身心，是為煩惱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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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法難】謂如來出世，本欲便說大乘之法。蓋緣機器不純，不得已而權說

三乘之法，委曲調停，方堪入實。所以歷四十餘年，更三百餘會，最後至於法

華會上，方顯真實，故經云：正使出於世，說是法復難；此舉大法之難說也。 

【三聞法難】謂一乘圓頓之法，微妙甚深，難解難入，非利根上智之士，聞則

惑耳驚心，生疑起謗。如法華會上五千人等，雖梵音盈耳，猶乃退席而去；故

經云:無量無數劫，聞是法亦難，此舉聞法難也。 

【四信受難】謂一乘圓頓之法，唯談中道實相之理乃是果佛所證；非彼三乘所

知。然如來出世，直欲人人信受此法，以致四十餘年，漸次調停，後至法華會

上，佛初為上根之人作法說，唯身子(舍利弗)得悟。次為中根之人，作譬喻

說，唯四大弟子(須菩提、迦旃延、迦葉、目犍連也)得悟。又次為下根之人作

宿世因緣說，千二百聲聞，方始得悟。故經云：｢能聽是法者，斯人亦復難。此

舉信受難也。｣3 

【三種退屈】［成唯識論卷九］ 

菩薩五位中，於初位「資糧位」（另有加行位、見道位、修道位）有三種「退屈

心」： 

（一）、菩提廣大屈：無上菩提廣大深遠，菩薩聞而生退屈之心；須借前人已證

得無上菩提，而自我激勵，「《孟子.滕文公章句》：「「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

舜。…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以策勵磨練自心。 

（二）、萬行難修屈：菩薩聞布施等十波羅蜜，豈一生一世可證。修之甚難，而

生退屈悲觀之心；須省己，不失初心，以磨練自心。 

（三）、轉依難證屈：轉煩惱依菩提、轉生死依涅槃，需時三大阿僧祗劫，極其

難證，菩薩聞而生望洋興嘆而退屈之心；須思眾生悉具佛性，過去一切諸

佛，亦從凡夫身份，終克成佛。即便劣善者，因不自棄，亦得成妙果，以

磨練自心。 

【四種勝因緣力】 

（一）、因力：大乘二種性（定性與不定菩薩種性之「本性住種」（如來藏則爲

本具覺性）與「習所成種」從無始來，在本識中具無漏種子，乃歷劫聽

聞正法，及修行善法所熏習形成的種子，透過修行逐漸增長和成熟：「「習

所成種」。只需因緣成熟，便能引發相應的果報。 

 

 

                                                 
4.眾生濁：眾生多諸弊惡，不尊五倫，不畏惡業果報，不作善行等。眾生因為知見不正，煩

惱覆心，不畏惡業果報，以致福報漸衰，苦報漸增，是為眾生濁。 

5.命濁：人壽八萬歲，惡業增加，人壽轉減，故壽命短促，百歲者稀。 

---五濁之中，以劫濁為總，以其餘四濁為別。四濁中又以見濁、煩惱濁二者為濁之自體，

而成眾生濁與命濁二者。 

據《法華文句》，劫濁無別體，劫是長時，剎那是短時，總約四濁而立此假名。眾生濁亦

無別體，攬見慢果報上而立此假名。煩惱濁以五鈍使為體，見濁以五利使為體，命濁以連

持色心為體。其中見濁、煩惱濁是因濁，命濁是果報濁，眾生濁則是行因得果之人濁。/ 
3 (CBETA, P181, no. 1615, p. 807, a9-p. 808,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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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善友力：諸佛菩薩以及善知識增上因緣力，慈悲攝受眾生，給予指引和

護持，使修行者能於在菩提道上不斷精進、生生世世增長。善友力對修

行中的迷途者尤為重要，能引導其走向正道。。俾菩提能生生世世，與

日俱長也。 

（三）、作意力：以堅定的勝解力，不受惡友或逆境的干擾，從而保持修行方向

的穩定性。 

（四）、「資糧力」：「「積功累行」者也：累積諸善根福德智慧資糧，如：福德來

自布施、持戒等善業；智慧則來自聞思修正法。作爲修行提供堅實的基

礎，助行者克服障礙，步步邁向佛果。 

 

《佛遺教經》：「「實智慧者，則是度老病死海堅牢船也，亦是無明黑暗大明燈

也，一切病者之良藥也，伐煩惱樹之利斧也。是故汝等，當以聞、思、修慧而

自增益。若人有智慧之照，雖無天眼，而是明見人也。是名智慧。」 

《八大人覺經》︰「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滅變異，

虛偽無主；心是惡源，形為罪藪。如是觀察，漸離生死。」 

《近代往生隨聞錄》4：「「人生如夢，百年剎那；富貴榮華，烟雲過眼；﹙爭名逐

利，黃梁一夢，一笑無何有。﹚石崇未享千年富，韓信空成十面謀5。且

人生終是苦多樂少，即使盡是快樂，而草草光陰，不過數十寒暑。」 

                                                 
4  胡復省條：「廿歲時父母及弟相繼喪亡，感人生空幻，接受其表兄勸，信耶穌教，受洗禮。…

與﹙京滬鐵路﹚吳淞站站長牛石僧朝夕過從。石僧勸復省信佛，輒被拒絕，且時相爭執。石

僧耐心相勸，雖言之諄諄，而復省聽之藐藐。如是六載，一曰復，復省偶清理書桌，無意翻

閱石僧所贈，平時所認爲不屑過目之佛書。見其中有云…」「如聞午夜鐘聲，憬然有悟，遂

棄耶皈佛，皈依諦閑法師。…每日堅持禮佛四百八十拜，跪誦行願品一卷，持念彌陀聖

號。」。 
5 丘處機仙道《莫愁詩》：「莫愁詩衣食無虧便好休，人生世上一蜉蝣。石崇未享千年富，韓信

空成十面謀。花落三春鶯帶恨，菊開九月雁含愁。山林多少幽閒趣，何必榮封萬戶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