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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也會成佛嗎？ 
文：麥國豪  |  2018 -09-28 

 

 
 

 

前文以瑜伽行派的理論論證「人人皆可成佛」這一命題 [1]，其

中提到雖然人人皆有成佛的種子，保證了成佛的可能，但以種子熏

習的原理來作為成佛的依據，並未能保證一定可以成佛。「成佛」

即是指寄存在阿賴耶識內的無漏佛種起「現行」，展轉熏習而增盛

至究竟位，這時無漏種子徹底壓伏了有漏種子，最後轉識成智。但

眾生在輪迴之中，從無始以來，這些無漏種子從未起過現行。現行

（圖：慈航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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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起，又怎能熏回成為種子，展轉令其勢用增強？瑜伽行派認為唯

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依靠「正聞熏習」，聞佛所說的清淨言教。因為

這些法是佛的「最清淨法界等流」 [ 2]  ，修行者聞法，即親近無漏

清淨法，熏長熏生其內在的無漏種子，引發出修行的動力，使一直

處於潛藏狀態的無漏種子開始起現行，繼而如理作意，對清淨法出

作勝解抉擇，依教奉行，再熏習成內在的無漏種子，令其再一度增

長，如是經過漫長的修行，最後進入金剛喻定，徹底的壓伏雜染種

子，不再現起雜染的生命，只有清淨的無漏種子會現起無漏的生命，

便是「成佛」。  

 

這一套成佛的理論可清楚地說明人如何能成佛，亦能指出成佛

的步驟及過程 [ 3]。但若從哲學思考方面來看，這說法會陷入一些困

難。第一是「無窮追溯」，如唐君毅先生說：「無漏種不能自現，必

待聞以前之佛之言教為外緣方能自現之說。即使後待前，前更待前，

而無佛能成。」[4 ]即甲佛未成佛前，必須藉聽乙佛之言教而成佛，

乙佛也是如此，在未成佛前必須聽聞丙佛說法，再如理修行而成佛，

這樣推論下去，便要追問第一位佛如何能成佛？他是無聞自覺而成

佛嗎？這樣便與瑜伽行派的成佛理論相違。但若第一位佛亦需聽聞

另一位佛所開示的法而成佛，他便不是第一位佛，再追尋下去，便

會落入無窮追溯的困局。但瑜伽行派並無熱烈討論這兩個問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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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佛教認為在緣起的理論下，向前尋找時序上的「第一因」是

沒有意思的，這是一個並非必須解答的問題。 [5]同樣地，向前追尋

第一位佛陀的情況，也不是佛教所需要解說的 [ 6]。而且這個哲學上

困局不會影響經驗世界中「眾生能否成佛」的論證。現在十方有無

量諸佛正在說法，而且釋迦佛所開示的教法仍在這世間流布，這樣

修行者要聞法修行並非不可能，只是機會率的問題，即是眾生有機

會成佛，而非不可能成佛。  

 

承上文的討論，瑜伽行派的成佛理論要靠外在的如來「最清淨

法界等流」。但這仍有其理論上的困難。首先，雖然內在的無漏佛

種是決定存在的，可作為成佛的依據，這亦保證了成佛的可能性。

但外在的「正聞熏習」這部分則存在著偶然性。行者要遇到清淨佛

法，然後認同佛所說的法，接受佛陀的教導，再下定決心修行，期

間可能會受到種種逆緣所影響而有退墮的情況。其中每個步驟都是

偶然的，尤其是第一步——遇上佛法。雖然佛法仍在世間，但要遇

上才能進行熏習，而遇上是沒有必然性的，正如在茫茫人海中，要

遇上喜歡的人，也只能說是有機會，而沒有必然性的。就算遇到佛

法，要成佛也必須是遇到「一佛乘」 [ 7]的教法，才能開始踏上成佛

邊道；若遇上「小教」[8 ]，便會進入阿羅漢之流。若如是，依靠「正

聞熏習」來作為成佛的理論，便沒有了內在的保證，只能訴諸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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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成佛最關鍵的並非是努力修習，而是偶然地遇上「一乘佛法」。

但若成佛只是一味的偶然，這種成佛理論便沒有了意思，不能成為

成佛的依據。  

 

不過，佛教確信有輪迴，在這期生命之前有無盡的生命，之後若

未解脫也有無盡的生死，若把時間延至無限多期的生命，縱使每期

生命遇到「一乘佛法」的機會也是偶然，但若經過無限次的循環，

是否一定會遇上呢？現以簡單的概率數式去推演一下。假設某一世

（第 n 世）遇上的概率是 X n，而 Xn 是一個隨機數字，在 0 和 1 之

間，即 0 ≤  X n  ≤1  。當 X n＝ 0 時，即無可能遇上「一乘佛法」；當 Xn

＝ 1 時，即必定能遇上「一乘佛法」。首先考慮第一種情況  :  每一

世遇上「一乘佛法」這件事是「獨立事件」，即每一生遇到佛法的

機會，不會影響到下一生遇到佛法的機會，即 X 1、X2、X3、……  [ 9 ]

仍是一個隨機數。若如是，則縱有無量世的輪迴，每一世可以遇到

「一乘佛法」的概率也永遠都只是一個隨機數，無可能等於「 1」，

結果還是一個偶然，這樣「成佛」也就只是偶然。另一種情況，若

把每一期生命連成一起作考慮，同樣地假設某一世（第 n 世）遇上

的概率是 X n，這樣第 n 世便可遇到「一乘佛法」的總概率便是 X1 

+  （ 1  -  X 1） X 2  +  （ 1  -  X 1）（ 1  -  X 2）  X 3  +  （ 1  -  X 1）（ 1 -  X 2）（ 1  

-  X 3） X 4  +（ 1  -  X 1）（ 1  -  X 2）（ 1  -  X 3）（ 1  -  X 4）  X 5  +  ……  [ 1 0]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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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指第 1 世便遇到「一乘佛法」的概率；（ 1  -  X 1）  X 2  的

意思是第 1 世遇不到「一乘佛法」，但在第 2 世遇到，其餘的推比

可知。若 X n 仍是一個隨機數，而把某一世遇到「一乘佛法」的概

率限在千分之一以下，利用試算表 [ 11]計算，約 9 00 世便可達到 99%

機會遇到「一乘佛法」，約 2,0 00 世便可達到 99 .99 %的機會。若把

X n 限在一萬分一之下，約 20 ,00 0 世便可達到 99. 99%的機會。由此

推論，就算遇到「一乘佛法」只是偶然，而且機會率非常低，若 n  

趨向無限大，則遇到「一乘佛法」的機會便會趨向於 1，即近於一

定會遇上的。  

 

雖然在哲學上，遇到佛法的機會只能訴諸偶然，「正聞熏習」並

不能作為成佛的保證，但若把輪迴這一個因素注入，在無限的生命

中，必然會遇到一乘佛法，由此可知，阿賴耶識的無漏佛種必定有

機會由「正聞熏習」激發而起現行，進而展轉熏長而最終呈現清淨

圓滿的生命——成佛。不過這樣的推論仍有點困難。第一，若在此

之前遇到二乘的教法而熏長其二乘無漏種子，便會依此而成就二乘

果而非佛果。幸好《妙法蓮華經》已說明  :  已得二乘果的聖者，聽

聞「一乘佛法」後，仍有機會「迴小向大」 [ 12 ]，他們最終仍有機

會受到「一乘佛法」的清淨等流熏習而使成佛的種子生起效用。第

二，雖然早晚會遇上「一乘佛法」，而開始修行成佛。但這種「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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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必然」[1 3]仍是外在的，不是由內在的因素而引發出來的，

自身的努力要在成佛種子開始受到熏生或熏長後，才能顯示其成效，

即內在的因素在此之前只能靜待而沒有甚麼作為或影響力。當然，

此文章的結論是「眾生也會成佛」，這一困難沒有妨礙這觀點的成

立，人仍然可以通過「正聞熏習」、「如理思維」、「努力修行」而成

佛。但從哲學思辨上來說，寄存在阿賴耶識的無漏佛種是被動的，

要依外在的、偶然遇上的「最清淨法界等流」才能生起其作用，若

依此作為成佛的依據，則有點不圓滿。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的開出，

似乎能轉這種被動為主動，消解這個困難而作為成佛的依據及保證。

這個觀點，要留待以後才再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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