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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法會、講座很多，到處可取到印贈的經書，佛教徒有七、八十萬之眾(非正式統計)，開口閉

口皆佛法，一片興旺的現象，「佛法難聞」能否站得住腳呢?

    首先要明白凡事皆有因果，今天佛教興旺非如魔術般變出來，或幸運得來，眾多前賢苦心經營，

才有今天的成就。佛教興旺更惹來魔眾的覬覦，一不小心，很容易腐敗墮落，甚至滅亡。從佛教歷史

中，可查証這些現象。數十萬自稱教徒中，佛是何物，基本教理講什麼，弄不清楚，甚至神佛不分，

大不乏人，能不說「佛法難聞」嗎?

    此外，著述，演講雖多，但系統不清晰，架構不清楚，不免蕪雜，難以抉擇。很多更是人云

亦云，抄襲敷衍，不但沒有體証，且盡是談些個己私事，我執偏見，如何能利益眾生呢?更使大眾鑽

進牛角尖，與社會現實對立，格格不入。當泛濫時，將殊勝、重要的法教掩蓋、埋沒。能不說「佛法

難聞」嗎?

    縱使好的法教很多，但不一定適合這個時代，天時、地利、人和、潮流不一定能配合，也是

徒然。適合自己根性的佛法不容易碰得著，我們對自己並不太暸解，遑論適合自己根性的佛法，套用

佛教的講法，是否福緣具足最重要！

    最後，在修學過程中，必然遇到很多疑難、障礙，能否超越，得遇善知識指引，帶領，亦具關鍵

性。能不說「佛法難聞」嗎?

    君不見很多教徒仍然固執封閉，相處困難，終日流浪漂浮，對佛法的掌握似有還無，甚至學佛數

十年仍然固步自封，狂妄自大。此等皆可証佛法雖興旺，但對人生改變不多，發揮功效不大。皆是「

佛法難聞」的結果。

    佛法非常猛利，如能對理對機，可產生立竿見影功效。佛陀當年對弟子說法，三言兩語已可令他

們開悟，這才是真正的得聞佛法。因此，佛法非常珍貴，但不容易得聞。如何深入經藏，尋訪善

知識，建立正見，不要讓「佛法難聞」，正是每一個佛弟子終生不渝之舉。

    
佛法難聞  提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