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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佛法的三多 

 

    今天和各位谈佛法，从世俗的三多谈起，因佛法不离世间法，即在世间法上谈佛法，离了世间法也别

无佛法可谈了。不过佛法与世间法不同的一点，是在佛法好谈空（舍），以已空为及第；而世法则爱说有

（贪），以多有为吉祥。如世俗人所希求的「九如」、「三多」之类，都是望自己长命多富贵，多福多男

多子孙。诗经说?「天保定尔，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

寿、如松柏之茂」。这里面有九个如字，都是祝颂人的福寿如山川浩荡，日月永恒，松柏长茂。 

    世俗的三多，也是祝颂之词，祝人多福、多寿、多子孙，看起来好似向人「拍马屁」、「戴高帽」。

但亦有人不喜戴高帽子的，如庄子天地篇说：「古人登华封祝尧曰；使圣人多富、多寿、多男子。尧辞

曰：多富多事、多寿多辱、多男多累」。现在把尧帝这三句话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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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多富多事：为什 多富会多事呢？财富多的人，必有福报，因为有 福多财，许多人站在背後

眼红或妒忌，要觊觎他的财富、想谋害他，岂不 是因富有而招来多事吗？「贫穷闹市无人问，富贵深山

有远亲」。贫穷的 人住在热闹的都市，都无人睬他，富贵的人纵使躲到深山里去，也有不辞 千里远而来

的亲人和他打交道，想躲避也躲避不了。这不是因富而多事， 更添麻烦吗？  

    晋朝的石崇，累官荆州剌吏，航海得宝，富堪敌国，建金谷园，享尽 荣华，结果为家人所乘，谮於

赵王，终遭弃市。最得宠的美女绿珠，亦从 金谷园中跳楼而死。但他在临刑时说：「奴婢利吾财也」。

创子手提醒他 说：「既知财之为害，何不及早散之」？'可是为时已晚了。倒不如五代的 庞蕴居士，看

破世情的虚幻，把自己所有的家产，沉入长江（汉阳），然 後夫妇子女四人，男耕女织，清苦修行，结

果都悟道，明心见性，禅悦为 食，法喜充满。  

    （二）多寿多辱：长寿是人所求之不得的，为何又多辱呢？老态龙钟，人 所讨厌；言语长舌，人不

喜听；老了只会消耗，不会生产，故有「老而不 死谓之贼」之称，因此如尧帝贤德而多智，则辞其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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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多男多累：多男则子孙满堂，人所喜悦，为何又多累呢？累是拖累 ，人多子孙，必多妻妾，

争风吃醋，家无宁日，岂非拖累自己？又子孙绕 膝，终日牵缠，寸步难移，亦是拖累。尤其是在战争多

难的时代，经济破 产，百物腾贵，多一子女，多负担一份教育费，也更感到累赘。现在提倡 节育，便是

多男多累的反映。 

    现在讲到佛法，学佛亦有三多，即多闻佛法、多近知识、多修善行。 这样的三多，是有百利而无一

弊的： 

    （一）多闻佛法：佛法须要多听，才能理解，由深认识而固信仰。所谓「 多闻能知恶，多闻能增

善，多闻知无义，多闻得涅盘」。又有四个原因， 要多听佛法：一、佛经中专门名词很多，每个名词各

有不同的定义，如不多 闻，势必颟顸佛性，拢侗真如。二、佛法是果後施化，尚在因地之人，非从 闻思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20/zhumo-b20-24.htm?rr=1470&db=zhumo�


而修，加以体验悟证，难以理会与接受。三、佛理深广，超越时空，竖 穷三际，横遍十方，不可限量；

诸法性空，而因果不失，做诸善事，而不 著於相；这种独特理论，世法所无，若不多闻，势难入门，遑

论登堂？四、 多闻佛法，融会义理。如大乘八宗，性相台贤则重理，禅律净密则重行?， 事有差别，理

无二致。比如京城八门，入各有别，若登其堂，金殿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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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道理，如非多闻广识，必难穷其底蕴。 

    （二）多近知识：明师善友，都是学佛的善知识，亦为学佛的增上缘。华 严经说：十方诸佛皆因亲

近善知识故，得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在孛经说 ，友有四品：有友如花，花开则爱，花萎则弃，谓之花

友；有友如称，物 重则低，物轻则昂，谓之称友；有友如山，日光灿烂，照耀众物，谓之山 友；有友如

地，能载万物，造福众生，谓之地友。花友称友，是势利之友 ，犹如小人，择交则捐；山友地友，乃仁

义之友，比如君子，交之有益。 以佛法视之，後二种友，是善知识，宜多亲近，增长自己的福慧。华严

又 说：「於善知识，深心爱乐，因善知识令我见闻佛法，为我师导，为我眼 目，千我律净」。所以学佛

要多亲近善友。 

    在华严经六十五卷入法界品说：「善财童子观察善知识教，有如巨海 受大云雨，无有厌足。善知识

教，犹如春日，生长一切善法根苗；善知识 教有如满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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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开一切善心莲花；善知识教如大宝洲，种种法 宝充满其心；善

知识教如阎浮提树，积集一切福智华果」。这里所指的善 知识，通於三宝圣贤。如佛为善知识，乃四生

慈父，三界导师；法为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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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因一切诸佛，皆从经法中出生；僧为善知识，四果贤圣僧是人天福田 ；人间凡夫僧，如泥龙祈雨，

借假识真。玄奘大师所谓：「凡僧虽不能种 福，求福须藉凡僧，泥龙虽不能赐雨，祈雨犹仗泥龙」。如

此，学佛对於 善友知识之需要，可以想知。 

    （三）多行善事：人生在世，为善最乐，多做善事，才能培植自己的福报 ；但世间一切善事，若执

著而为，都是人天有漏之因，须要汇归般若智海 ，才成无上菩提功德。如布施修福，须要做到「三轮体

空」，才是无为功 德，不然执相图报，则轮回升沉，尘不可出。故学佛之人，在消极的自利 说，要研修

佛法，诸恶莫做；在积极的利他说，要众善奉行，普济众生， 知法性空施不望报。今世战乱频仍，众生

多苦，学佛行者宜广修六度法门 ，尤重布施戒杀，多办医院护生，增进人类之和乐；多办学校教育，启

发 佛智，佛化青年，奠定和爱之基础。此实为扩展未来世界和平之治本方法 ，可不勉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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