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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出世間 

 

天下有五難 
 

林崇安 

（法光雜誌，357 期，p.1，2019.06） 

 

「天下有五難」的說法，最早出現於古本的《四十二章經》中，

現今收於《大正藏》No.784，傳說此經是後漢永平十年（67 年）迦葉

摩騰和竺法蘭到洛陽後譯出的第一部佛經。此經將佛所說的四十二段

開示，編集成四十二章。此處第十章的經文是「天下有五難：貧窮布

施難、豪貴學道難、制命不死難、得覩佛經難、生值佛世難。」 

唐智炬將《四十二章經》編入《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中，其中

的五難已經增成二十難：「天下有二十難：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

判命不死難，得覩佛經難，生值佛世難；忍色忍欲難，見好不求難，

被辱不嗔難，有勢不臨難，觸事無心難；廣學博究難，除人滅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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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覩境不動難，善解方便難，隨化度人難。」 

此處除了增為二十難外，並將第三難「制命不死難」改為：「判

命不死難」。其後歷代的註釋本都列有二十難，以下先針對第三難進

行探討。 

1.《大正藏》No. 1794 的《註四十二章經》是宋真宗註，註云：「判

命不死難：不字當為必字，蓋傳之訛也。若世人明達因果，決志判命，

或捨命身，飼其猛鷙、濟彼魚鼈，乃至忠臣烈士，以死殉義，斯皆難

也。何知當為必字？緣佛言二十難並說凡夫境界，非論不生不滅之理，

其義明矣。又據西戎南蠻語音，呼『必』為『不』。」此處將第三難

理解為「判命必死難」，意指凡夫能夠為仁、為義而犧牲生命，這是

很難。 

2.《卍續藏》No. 669 的《四十二章經註》是宋守遂註。此處的第

三難改成「棄命必死難」，註云：「順己情為易，逆己意為難。若順理

而逆情，縱棄命而可作。」意指一般人貪生怕死，能夠順理而犧牲生

命，這是很難。 

3.《卍續藏》No. 670 的《四十二章經解》，是明智旭的註解。此

處的第三難也是「棄命必死難」，註解云：「人所最重者身命。誠能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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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則何事不可為者！然未聞保命畏死之人，果能長生不死，則亦何

事貪惜耶！」 

4.《卍續藏》No. 671 的《四十二章經疏鈔》，是清續法述。此處

的第三難同上，疏鈔云：「色心連持為『命』。物物貪生，人人怕死，

故棄命為難。…又順情而背理，雖臨終而謀活，如大舜出於浚井，西

伯釋於羑里。若順理而逆情，縱殺身而不顧，如孔聖甘於夕死，初果

願於刀亡，薩埵投身餓虎，達王割肉饑鷹。」意指眾生都貪生怕死，

所以棄命很難；但要看情況來決定，例如，大舜被埋在井底時就要設

法逃生，而菩薩為了救餓虎則要犧牲生命。 

接著我們回到古本第三難「制命不死難」，制命是何意義？可由

後漢安世高（150 年頃）譯的《佛說罵意經》（大正 No. 732）找線索，

此經說：「有五事，十方佛無能制者：一者宿命當忘；二者命應當上

生；三者命當盡壞；四者命當老；五者命當死，是事無能制者。」可

知「制」就是控制，所以「制命」就是控制生命。 

最後，總結「天下有五難」的意義：1.貧窮而能布施是很難，2.

豪貴而能學道是很難，3.控制生命而能不死是很難，4.生在人間而能

覩佛經是很難，5.生在人間而值佛出世是很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