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认识自己的哲学  
  

   
读佛书的五难与三多   

                      在香港九龙佛教青年会讲 

    学佛难，青年学佛尤难。佛经说人生四难，人身难得，佛法难闻，知 识难遇，妄念难除。四十二章经说

「人生学佛二十难」，如「富贵学佛难」 等等。此皆言普通一般人学佛之困难。现在仅就学佛之青年，研

究佛经有 五种困惑。 
    （一）经典难读??文体老，印刷旧：佛经多从梵文翻译而来，自东汉 至盛唐七百年间，据唐开元释教录

说，译者共有一百七十六人，共译二千 七百七十八部，七千零四十六卷。(今日本新修大正藏经已收一万六

千多 卷，包括赵宋以後的译品)，其文体甚为古老，不用虚字，不用骈骊，倒装 句法，提 句法极多，如

无深湛国学根底，很难读通。尤其是唐代奘基两 公的译著，有关唯识学的，多用因明文法，更感难读。且

旧版印刷，没有 标点，读难断句，更觉辛苦。中国文字不用句点，往往可以两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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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亦可读为「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二）经文难懂??名词多，义理深：佛典名词极多，多缀华语而别赋 新义，如真如、无明、法界、因缘

等词。或存梵音而为术语的，如涅盘、 般若、由旬、浮屠等词。佛学大辞典所收三万五千余词，皆自汉至

唐八百 年间，加入中国名词中的新成份。增加三万五千余语，即加多三万五千余 个新观念，如不加明释，

殊难理解。更况佛经义理，另辟一格，非普通书 籍中所尽有，未曾听讲，往往错会。如名学者胡适博士，

戴著有色眼镜， 误看佛学，人所皆知。所以智论说：「佛法无人说，虽慧莫能了，譬如暗 中宝，无灯不能

见。」 
    （三）经典难得??大藏繁，新书少：佛经本来很多，不能说少，旧版 大藏经近八千卷，日本新修大正大

藏经已增至一万六千多卷，为何说经典 难得呢？原因是大藏卷帙浩繁，青年独力难购；而坊间书店，佛书

甚少， 欲购不易。如现在本港集古斋，亦收集许多线装佛书，但价格甚高，每部 至少要几十元，亦非青年

能力所能购置。 
    （四）辞典难查??字典不多，名词难查：中国古时有「一切经音义」 、「教乘法数」、「翻译名义」等

书，但名词辞义皆不完备；民国以来虽 有丁福保氏编著佛学大辞典，算是洋洋大观，但有许多名词，仍付

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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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每天上供念的「三德六味，供佛及僧」。什 是「三德」？什 是「 六味」？翻查「三」字与「六」

字条，皆无三德六味的名数。於是再翻德 字条下，见有三德，可是此三德乃是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的

三德，不 是供斋用的「三德六味」的三德。後来我看涅盘经，在序品见到三德是： 「一者轻软，二者清



净，三者如法」。六味是「一苦、二醋、三甘、四辛 、五咸、六淡」。一个久读佛书的人尚有如此困难，

初入佛海的青年，更 有茫无头绪的感觉。现在虽有一部「佛学实用辞典」版本小，篇幅不多， 便於翻阅，

可是这部辞典完全由丁著佛学大辞典简编而来，许多名词被删去 ，亦有意义不完具的。 
    （五）师友难遇??明师甚少，善友不多；中国佛教在盛唐时代，明师 辈出，教义发扬，慧业文士，归者

如云。自宋明以後，佛教不振，义学空 疏，想找明师，虽有不多，遇之亦难。就在今日，佛堂林立，明师

善友， 似乎处处皆有，但真能志同道合在学问上钻坚研微的，恐又不多了。  
    今日的佛教青年研究佛学，虽有上述五难的困惑，但这困惑也不是没 有办法可以解除的，只要自己有信

心，有毅力，是可以「三多」的办法来 克服这些困难的。三多，本为中国人喜用的吉语，好似「九如」之

类。庄 子天地篇说：「华封人登泰山祝尧曰：使圣人多福，使圣人多寿，使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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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男。尧辞曰：多福多事，多寿多辱，多男多累。」尧的答语明快，极富 人生哲理：因人有福富有，众所

觊觎，岂非多事？如石崇金谷，富堪敌国 ，而被家人出卖，终遭刑戮。临死时说：「奴婢利吾财也。」创

子手曰： 「既知财之为害，何不散之？」如果他能信佛学禅，学习庞公庞婆，把家 中的金钱珠宝沉之於长

江，放下一切，终於悟道，便不致死於非命了。多 寿多辱，所谓「老而不死谓之贼」，言其为人所贱也。

多男多累，是因三 妻五妾，多子多孙，大闹家庭纠纷，坐困愁城，寸步难移，不是多累吗？ 但这是世俗人

所希求的三多；可是尧帝毕竟是个圣人，与通常之人不同， 他已看破世情，不贪恋于三多。这与金刚经所

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 生相，无寿者相」的四相皆空。理趣已很接近。而现在要讲的不是世俗的 三
多，是佛教的三多，也是佛教青年应该学习的三多： 
    （一）多闻善法：此善法即指佛法，以佛法为正法，故名之善；但前面 说过「佛法无人说，虽慧莫能

了」。研究佛法，首重多闻薰习，如理作意 ，即是由闻而思，由思而修，开发内在的智慧，才能断惑证

真。因此多闻 佛法有几种好处：第一是多闻能了法，因佛法名词多，如能多听讲，对每 个名词的定义清楚

了彻，读起经来，就容易理解。其次佛法是果後施化的 作略，义境高深，凡夫见地，非多听讲，难以理

解，往往半途而废。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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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与世法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亦有许多全然异趣的地方，如世人好著有， 佛法偏谈空；世人主张有个创

造万物的主宰，佛法偏说诸法缘起性空，无 我可得；世人多喜贪爱耽乐，佛法偏说人生多苦无常等等。这

并非佛陀在 标奇立异，以自鸣高，实在是至理如是，不得不说，只要我们多听讲经论 ，多研究教义，自会

领会其中的意趣。 
    第二多闻能融理：佛法小乘二宗，大乘八宗，各有经论根据，各有立 宗特点，须要多闻博览，才能融会

各宗之教义，以求其「方便有多门，归 元无二路」的理旨；否则，孤陋寡闻，少见多怪，如闭门造车，出

不合辙 ，自非学者所以研究学问的本意了。 
    第三多闻固信念：大智度论说：「佛法如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 。」欲固信念，须由多闻，广增理

解，始生智慧，断惑证真；如果解而不 足，信而不切，佛海难入，遑论智度呢？  
    （二）多亲善友：多近良师益友，是成就道业的增上缘。华严经说 「十方诸佛，皆因善知识故，得阿褥

多罗三藐三菩提。」入法界品卷卅之 九五云：「於善知识深心爱乐！因善知识令我见佛闻法，为我师导，

是我 眼目，是我津济！」又卷三十九之六云：「善财童子观察思惟善知识教， 犹如巨海受大云雨无有厌

足。作是念言：善知识教犹如春日，生长一切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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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根苗；善知识教犹如满月，凡所照及皆使清凉；善知识教如夏雪山，能 除一切诸兽热恼；善知识教如芳

池日，能开一切善心莲华；善知识教如大 宝洲，种种法宝充满其心；善知识教如阎浮树，积集一切福智华



果……。」 此所亲近的善知识，实包括三宝：佛为善知识，三界导师故；法为善知识 ，一切诸佛，皆从此

经出故；僧为善知识，六和合群，标榜和乐故。 
    孛经说：「友有四品，不可不知！有友如花，有友如称，有友如山， 有友如地。何谓如花？好时插头，

萎时捐之；见富贵附，贫贱则弃，是华 友也。何谓如称？物重头低，物轻则昂；有与则敬，无与则慢，是

称友也 。何谓如山？譬如金山，鸟兽集之，毛羽蒙光；贵能荣人，富乐同欢，是 山友也。何谓如地，百壳

财宝，一切仰之，施给养护，恩厚不薄，是地友 也。」此花友称友，皆非善友；山友地友，才是善友。且

山友金光照物， 正如善友教我以智识慧光，照破心中的黑暗愚痴，所以自利增德也；地友 教我以布施给

养，济度他人，所以利他增德也。  
    （三）多做善事：人生第一要务，在止恶行善。故佛陀初说阿含经，即 先揭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的宗旨。止恶，是消极的自利，如受持三 皈五戒，奉行十善，都是偏重自己立身之道；行善，是积极的利

他，如研 究四圣谛，十二缘起，广为他说，弘扬正法，或奉行六度四摄，化度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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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重於利人济世之道。佛法觉人救世，就是以自他兼利，福慧双修为 宗旨，佛教青年，须三致其意！  
    我们青年学佛的人，如能多闻佛法，深入经藏，亲近善友，助长智慧 ，又能多做好事，培植福德，那 

智来理明，福至心灵，甚 困难，都可 克服，甚 困惑，都可解除。今附小诗二章，作结相勉：  
    学佛无难誓必坚，及时致力在青年；身心放下求真谛，自有光明照大 千！ 
    畏难两字佛经无，无畏方为佛教徒；无尽众生无尽事，一肩挑起莫畴 躇！   

文殊法师译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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