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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注音註解. 國字表部首筆畫.❻數字

表字筆畫. 參考康熙字典 ,辭彙

2畫 二部 ❹1.亘  求宣.揚布.同桓.與

亙.      異 (宣本字.亙俗字 )

❻1.亟   敏.疾   頻數.詐欺.通棘.通革.通極

   部 ⓳1.亹   亹亹不倦意.強勉.   鳧

鷖在亹.  註 水流峽中,兩岸對出若門也

人部 ❻1.佹   重累.一曰依;又戾.   幾似貌

❽1.     輕.一曰交  ,與互市之易溷

2.  查無

❾1.     述              ❿1.  查無

⓬1.僥   偽.   僬僥-短人,西南夷別名.   

僥倖-求利不止貌   2.  即貳字,副益
⓮1.    同你               ⓯1.儩   盡 

2.     正.同懫,疑即懫之譌

八部 ⓮1.冀   北方.欲.姓  

刀部 ❹1.刖    絕.斷足.  斷足

   部 ❸1.     同丐.乞.求.取.與

   部 ⓬1.匲   同匳

厂   部 ❻1.    山邊或作崖.水邊.或

作涯   目際.一曰怒視

3畫 口部 ❸1.         唸 ,呻.亦作屎

❺1.呰  苛.口毀.此.   瑕

2.  同惄     饑餓.宿不食之飢.一曰

憂也.恚而不得之思也

⓫1.慺     悅.慺慺-恭謹貌.勤懇.   姓

⓬1.憒   昏亂不明

2.憩    休息.本作愒 - .蹉跎歲月.貪.急

⓰1.     悷.很(狠.不聽從.違.甚.惡)
�1.戇     同贛,憃.愚也

戈部 ❽1.戟   古時槍頭有枝狀之利

刃.單枝為戈.雙為戟.與棘同

❾1.戢   藏兵也.斂也.止也.姓

戶部 ❻1.扆   戶牖閒畫斧屏風.扆狀

如屏風,以絳為質,高8尺,東西當戶牖

之閒,繡為斧文,亦曰斧扆.天子見諸侯,

則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通依

手部 ❸1.扞    以手扞之.衞.抵.通銲.

   或作捍

❹1.     擇.通芼   (擇.菜)
❺1.    撝(    裂).  搦(   按).   擔也 

❼1.捃   拾取   ❾1.    抉目.取字之譌

❿1.搨   手打.     冒.摹.今用紙墨磨摸

古碑帖曰搨;有宋搨舊搨

⓫1.摴   摴蒱.古時博戲,今稱賭博.

  舒.摴蒱戲也

廛.市邸也. 古一夫居共二畝半叫一

廛.商人住的房子

弓部 ❺1.弧   木弓.張旗弓. 古男子

出生時,在門左邊掛弓,故稱男子生日

為懸弧之辰,懸弧令旦.   曲也

⓭1.彊   弓有力.堅.健.勝.力有餘.勢盛.

暴.神名.  勉.假合.   屈強. 同強字

  通疆.辟彊-天子之號

彡  部 ⓫1.     同虎

彳部 ❽1.   同俾

4畫 心部 ❹1.忮      很.通伎. 妒忌.   彊

❻1.恬   安.靜    2.恂   信心.嚴謹貌.

溫恭貌.信實貌.樂.慄.通洵.恂恂善誘

❼1.    鄙.慳.同吝

2.  向來字書罕載,惟一見於篇海,字

彙,正字通都本篇海,別無考據,其引釋

典結愛相戀. 亦牢字之譌

❽1.    俗和字

❾1.惸    憂.獨.同  .惸訓憂,     惸  

煢等經傳錯引;互見大抵皆通

2.     心然也.或作惹  

❿1.慊   恨.切齒恨也.意不滿.通謙-快,

足.通嗛.   足.   意不足.   疑.通嫌

小部 ❻1.    古文麼字

❽1.        或作 ;亦作    

❾1.  查無.然   -      或作

尢  部 ❹1.    跛曲脛.本作  .今作 .

同  .疾病人.贏弱.廢疾之人.或作匡.    

2.     俗字.  同 . 同尢   尩尣

山部 ❺1.岨   石戴土也.石山戴土曰砠;

岨作砠義通.   岨峿,山形

❾1.嵎   嵎夷,日出處.山曲曰嵎.通隅

❿1.  同峻  2.  同崚  ⓫1.  同峻 

⓭1.嶮    阻難.高峻貌.  嶮-山貌
⓮1.嶷   德高.高尚.   小兒有智.識也.

山勢高峻深茂

⓴1.巖  岸.險.山洞.高山.高而險石窟

曰巖.深通曰洞  

2.巘   山形如甑   (炊器),一曰山峰

巾部 ❼1.     下裳.一名帔;一名襬.連

接裾幅;緣 - 施緣也.中 ,親身衣.

師古曰:中 ,若今中衣也

⓫1.    幟  (旌旗之屬).頭上幟也

广部 ❿1.廅     山旁穴.藏

⓫1.廓    空而大.張小使大.開

⓬1.廛  一畝半一家之居.一夫之居曰

2.墀  塗地.階上地.以丹漆地,故曰丹

墀.砌以玉石曰玉墀.同   . 於12畫
⓬1.墠    野土;一曰除地祭處,築土為

壇,除地為墠.王立七廟,一壇一墠;又遠

廟為祧,有二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

墠為鬼.   寬.通壇

夕部 ⓫1.夤  恭,敬惕.進.遠.腰絡.   敬,遠

大部 ❾1.     明.一曰六合清明.元始
上皇丈人法諱

⓫1.奩   藏香之器.一曰鏡匣.今俗以

嫁女之具曰妝匳.作  .通作匳.別作匲

女部 ❻1.    十兆曰經,十經曰 .同

垓  .兆載永劫-億.兆.京. .壤.秭  .溝.

澗.正.載                   2.  同姦

❿1.媲   妃.配.   女子   2.    同媲

⓫1.嫪   婟   (   好)繆-戀惜.士罵淫曰

嫪毒;一曰嫪姓.   嫪嫭  (美好)-妒
 部 ❻1.宥    寬.寬之而已未全放.宥

過無大.謂不識而誤犯.雖大必赦宥.宏.

深.助.姓.通又           ❽1.  古宰字
❿1.    求;入家搜也.盡.散.寂寞.作索

2.   寣   之譌.寣臥驚也.覺-惺悟

⓭1.  查無    ⓱1.      音昵.出釋典

❽1.唼   同啑.  鳥食之聲.通喋.   譖言

2.啑    啑喋.鴨食.   多言.同唼

❾1.      口中斷 ;同齶.本作齶

2.  音敬.見釋典

❿1.      號.同啼  .通    -(語相誘.   

諒)孤子  號.通啼  2.      啗字之譌

⓬1.噏    同吸.通靸(    .   小兒履)同 -
斂也.通歙   .   .   懼貌

⓰1.    咒語見金剛經.雨寶陀羅尼

  VA 孔雀明王經-見如法師版本

□部 ❹1.  古文淵字.物萌於  .又瀇

滉 泫-深廣之貌

土部 ❹1.圻  界.王畿千里為圻.通垠

❼1.垽   滓.澱謂之垽      2.  同

❽1.埤   附.增.厚.高曰垣,低曰埤.皆牆.

  下濕.松柏不生埤.其埤濕則生藏莨

蒹葭.   田百畝謂埤.   埤堄-女牆.同陴

2.堄      埤堄-女牆.亦作僻倪;或聛聣

3.  查無

❾1.堞     城上女牆      2.     音藥

❿1.    埏   (地際.墓道.   水和土)土象

物.捏土肖鬼神像曰  .通素.亦作塑

⓫1.塹   坑.遶城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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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1.稱  知輕重.揚.謂.言.舉.名號之稱.   權

衡.度.量.適物之宜.愜意.稱好.相等.副.舉.

  適合,配得上;相稱       2.  查無

❿1.稷   即穄;楚人謂稷;關中謂    ;其

米為黃米.稷苗穗似蘆,而米可食.秋種

夏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疾也

2.稼   種曰稼.斂曰穡.穀物之秀實

⓭1.穡   穀可收曰穡.惜.愛吝也.儉也

穴部 ❹1.穽   .   陷也.穿地陷獸.同阱

❺1.窈   深遠.靜.至道之精窈窈冥冥.

  舒窈糾兮.窈糾-舒之姿
❻1.   俗 (俗窗字)字
❽1.窣      穴中卒出.窣堵波-塔也

⓫1.窶    無禮居也.貧陋.  高地狹小區

2.     鳥穴中也

立部 ❺1.竝   也.比.偕.連.近.同並

2.       竮行不正.亦作伶俜

❾1.竮     竮,行不正

6畫 竹部  ❺1.笞  古時板打犯人的

刑罰.捶擊
❻1. 筌   取魚竹器.今之斗回

❾1.篋   狹而長.小箱子

2.          盛穀圓囤.竹名.囤.盛穀器具

2.    足疾

白部  ❷1.     容.人貌.頌儀. 同貌

⓭1.皦   玉石之白.明.潔白.皎.光明

皮部 ❼1.皴   皮膚因寒裂開.山石之繪法

目部 ❹1.眇  一目小也.偏盲.微.遠.盡.

細視.遠視貌.   成也.精微.要眇-好貌

❻1.眴  閃眼.目動.動目私視.鮮明.冥

視.視不諦也.昏亂貌.柔順貌.目自動

❽1.    左 右睨. 睨-邪視.通辟.城

上垣曰 睨,言於其孔 睨非常

2.睟   視正貌.目清明.陽氣純.天名九

天.五天名睟天.面光潤 .   目際

3.睥   同    .詳上

❾1.    半盲也.深目也

⓫1.   眼疾.目障.羅勒.一名 子草 
⓭1.瞽   眼睛看不見.無目曰瞽.古樂官

矛部 ❺1.  查無    

石部 ❾1.碪   碪    -山形 .   同砧

⓫1.磧   水陼   有石者.磧歷淺水中沙

石地.沙漠亦曰磧    2.磣   物中雜砂          

⓭1.  查無

⓰1.    同靂.霹靂.的  -明也

禾部 ❹1.秔  稻之不黏者.俗作粳

⓭1.    火貌.  熇熱也

⓮1.     火色.本作赫    ⓰1.  查無

牛部 ❽1.犇   牛驚.奔古作犇

❿1.犗    騬牛.凡畜健強者曰犗.騰

犬部 ❺1.狖   黑長尾猿.黑猿.獸似猿.

本作貁或作    .   .貁  (鼠屬善旋.

一作黑猿或作貍)      ⓭1.     鷙獸

5畫 玉部 ❻1.    同

❼1.      瑤,美玉

❾1.    環屬.戎夷貫耳.本作璩.通磲   .

   -硨磲同車渠.石次玉.出天竺國

❿1.     美玉,一曰玉飾

⓫1.瑿  美石黑玉.琥珀千年者為瑿黑

如純漆.大如車輪.永昌有黑玉鏡即瑿

⓬1.    通              2.    同瑰

⓯1.     玻 .玉名.本作頗黎.西國寶
⓰1.  同瑰 

瓦部 ⓫1.甍    屋棟. 屋脊.     棟也
⓬1.    甕破聲

田部 ⓬1.      輩也;一曰部.    更次   

疒部 ❾1.     俗作瘦,臞也

⓫1.   心病      ⓬1.     同    病

⓯1.    治.   病.一說病消曰

   水深曰洿.穢.漫.染.抒水  ❼1.  查無
❾1.湑      莤酒.同醑.露貌.盛貌.

一曰浚也. 酒去滓而清

❿1.溥   大.徧.通普.   同 ;布.    塗.   水

名.   溥漠-水貌       ⓫1.漉   滲.濾清

⓬1.澒     丹沙所化為水銀.濛澒-元
氣未分貌.澒溶-水深廣貌.   亦水銀

2.    俗潛                3.    同澀 

⓭1.澣    同浣.    濯衣垢.足曰澣.俗

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上旬,中旬,下旬.本

唐官制,十日一休沐,今襲用之.    同瀚

⓮1.濩   雨流霤下貌.煮.鳥名.  布濩-流散.

大濩-湯藥名.濩-即救護      2.  查無

火部  ❷1.  同灰

❼1.     炫.熱.熱甚.   火盛

❽1.無  亡.虛無之言閒也,虛無皆有閒

隙. 老子道德經 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

周子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猶不及.姓.

複姓;無庸,無鉤.通作毋,毛.或作武,橆.

語首助詞-無念爾祖.副詞-無乃:恐怕

❾1.煢    單.獨.同  .憂思.本作惸

❿1.熒   屋下燈燭之光.光.明.熒惑星名

 草名.通螢.火光.   火光貌.   暫明貌

榭者所藏樂器.有室曰寢,無室曰榭.講

武之屋曰榭.通序,序讀如榭

⓫1.樔   澤中守草數.亦作巢.   漢武帝悼

李夫人賦 命樔絕而不長   2.     同馨

⓬1.橈   曲木.枉.弱.散.摧折.   亂.   曲木.

楫-謂橈.露橈露楫在外,人在船中.   曲

⓮1.     同

欠部 ❼1.     俗款字.
❽1.欻  有所吹起.動.忽.通惚.狀聲字

⓬1.    欻本字.忽也.疾也

歹部 ❺1.殄   盡.絕.病.同腆   -豐厚.善

⓬1.     死也.盡也.亦作澌

殳部 ⓭1.    鳥卵.已孚的卵.或作  

毛部 �1.    細毛布.織成衣亦曰

气部 ❾1.    俗氛字;氛亦作

❿1.氳   氤氳氣也;氣盛也. 天地間

和合而盈盛的氣

水部 ❹1.汦      著止也.通坁

2.  同沿;俗省

❻1.洫    田閒水道.十里為成,成閒廣8

尺,深8尺謂之洫.渠.猶今之水門.虛也.

滿者洫之.濫也.   深貌

2.洿   濁水不流;一曰窊下. 水停聚之處.

⓬1.    擊.   同拹.   同拉.   同搨;打

2.    同撐  .撥

⓮1.擢   引.拔.抽.出.聳.去.徹

⓳1.攞    裂.捋.  亦作攎

⓴1攫   撲取搏腳取之曰攫翼擊曰搏

支部 ⓬1.  查無.然    也.觸

攴  部 ⓬1.    也.觸

斗部 ⓭1.    挹.抒.酌.同仇 

日部 ❺1.       亮.明  2.昺    亦作昺

❼1.晡  午後申時近黃昏.午後3-5時
❽1.晷  日景.柱景.規.以表度日

⓬1.曀  陰而風也.翳.掩日光使不明

木部 ❸1.杌  樹無枝.不安貌

❹1.  查無   ❺1.枲  大麻.草名-枲耳

❻1.    同筏小曰桴大曰

❽1.棽   木枝條棽儷貌.     木枝扶疎貌

❾1.楔    門兩旁木柣.柱.木名,今櫻桃

  亦門兩旁木. 門兩旁長木柱

2.     栟櫚;可作萆.木高一二丈,旁無

枝葉,下有皮,重疊裏之,每皮一匝為一

節,花黃白,結實作房,如魚子狀. 櫚,

一名蒲葵. 竹,有皮無枝,實中而榦

❿1.榭   臺有屋.土高曰臺,有木曰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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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行之    2.     ,或作 .詳 字

車部 ❸1.     音訖

❺1.軷   將出祭名.祭行道之神

❽1.輟     停止.歇.已.車小缺復合者
❿1.轂  車輪中心穿軸處.埆-體堅埆也

辵   部 ❺1.迥   遠 .   光.輝.寥遠.通

泂.俗作

❻1.    同迥.光.輝也.寥遠也

邑部 ⓯1.      廛.市人.市 之人

酉部 ⓲1.釁  血祭.牲血塗器祭.罪.瑕隙.

兆.塗.以香塗身.熏.動.姓.通舋  .或作興

8畫 金部 ❸1.釧   臂環.釵釧.手鐲 .

姓.   車釧 

❹1.鈐    車轄.  (  同鎖).    釱(     

鐵鉗.以鎖加足.在頸曰鉗,在足曰釱)

❺1.鈿    金華.以金片做成花形飾物

❻1.銛   鍤屬.利.   臿屬.  錍謂之銛.斷

也.取也.刀口鋒利

❼1.鋋      小矛.延.達.去此至彼之言.師

古:鋋,鐵把短矛.苗山之鋋.苗山利金所出

2.    足鈴.鎖足.鋤

❾1.鍪  鍑.兜鍪首鎧.胄兜鍪也. 兜鍪:

頭盔,古時打仗用的帽子.   釜.兜鍪形

❿1.    語相誘.   數諫.諒.同啼.古啼

字.同諦                    2.     疑也
⓫1.    是也.發聲也.南楚凡言然者

曰款;或曰

⓬1.譖   讒.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   

通僭;不信也

2.    同嘲;謔也.同啁.啁同

3.  查無.如 ,為俗讚字.可參考譖

⓭1.譣        問也.詖也.譣詖-姦言.證也 

⓰1.    同讎仇 

貝部 ❽1.賝   賮   也.寶色;亦作琛

❾1.賮   會禮也.財貨.作贐;亦作進. 外

國朝貢的財物 

走部 ❻1.趍   趍趙.久也.俗趨字

足部 ❺1.    同    .亦作彾;徐行不正貌

❻1.跱   行不進.止也.具也.同峙

❼1.跽   長跪.忌也-見所敬忌不敢自安

2.     跡也.或作 

3.     疎之譌.疎.疏的俗字.通疏-通.

疏忽.遠.分.治.畫.徹.布.粗.條陳.注疏

❿1.  查無        ⓫1.       跳 走也         

⓬1.    齧 .通蹋.如令軍行前有斥候

伏.令人遠在軍前斥度候望慮有伏兵

於肝,則為驚衄.挫也.敗北曰衄.俗作  

2.       俗衄字.衄亦作 .从 ;    -傷
行部 ⓬1.  衝本字

衣部 ❺1.袤    東西曰廣.南北曰袤.長.

  長衣

2.袨    好衣.袨服-大盛玄黃服也.黑衣

❼1.       衣裾.衣前後幅下垂部位

❽1.  查無.然褁   囊也

❾1.褊   衣小.急. 褊急-性情燥急

❿1.褰        -褲.搴.縮. 用手提起衣服

7畫 見部 ❾1.覦         覬覦-欲得.通窬

言部❺1.詎   豈.止.至.格. 那曉得

2.詖      不平正.辯論.佞諂.譣詖.通陂.

讒人罔極,險陂傾側.陂與詖同

3.詈   正斥曰罵.旁及曰詈.亦離也

❻1.誄  諡   也.累也,累列事而稱之.壘,

壘述前人之功德.禱祀用誄

2.詶     譸.以言答之.   詛也.通祝,呪

❼1.     嘉善也.吟也.同哦
❽1.    同詘; 詭,非常詭異.同屈;

寸而伸尺,聖人為之.   同倔;倔強,梗戾

❾1.諦   審也.或作諟(   理.   ).   號;同

謕.通作啼.啼,諦通用

2.  查無

⓫1.蔦   寄生.蔦與女蘿施於松柏. 虎耳

草科,落葉小灌木.蔓性,攀緣古木.葉微圓,

夏葉間開淡綠微紅小花果實為漿果,橢

圓形,多毛有酸味        ⓬1.     菜名

2.     草名              3.   俗 字

⓭1.薜      薜山麻.麻生山中者名薜.   破裂.

同僻.    薜荔:常綠灌木,蔓生葉卵形,花

小,果實像蓮蓬,又稱木饅頭,可作涼粉.

佛經餓鬼叫薜荔            2.  查無

⓰1.藿    豆葉.香草.草木花敷貌.通

2.蘂  草木華蘂.華外曰萼.華內曰蘂.

蕊本字

3.    草名.古與積字同

⓲1.     同蘂,聚也

⓳1.     瞢.目暗.   新睡起貌

�1.     藿本字.詳藿字16畫

虫部 ❷1.虯    龍子有角者

❹1.蚖  同螈.毒蛇.與蝮同類即虺也
❿1.螘   同蟻

⓫1.蟁   古蚊字

⓰1.     同蠹.木中虫.蛀虫

血部 ❹1.衄      鼻出血.鼻衄;脾移熱

2.胝   腄(  瘢胝.   臀).皮厚.繭.牲體之

本.   鳥胃.一曰胵.五臟總名

3.胥    助.相.皆.等待.古官名.姓.

世傳伍子胥為潮神,因稱潮為胥濤

❻1.        肛-脹大.腫.或作

2.脃       小耎易斷.不堅.脃欲.輕.俗作脆

❾1.    腓腸俗稱腳肚.同    -足踵

⓫1.    腫        2.      同傭.均.直

⓮1.臏  膝蓋骨.膝蓋.一曰刖   也(古

時割雙腳的一種刑罰)

舛  部  舛   違背.錯誤.剝也.   雜也

舟部 ⓭1.    舟櫂(  在旁撥水,使船

前進的漿 ).或作檝,楫

屾(廾)部 ❼1.莅   臨.位.林木鼓動之聲

2.    種概移蒔.別;大書中央,中破別之;

即今市井合同.佛家作詩曰偈,作文曰
❽1.萃  草貌.聚也.通倅  -副的

2.萌  草芽.菜始生.不動貌.同氓.蕄  

3.萏  菡萏,芙蓉.葩華貌   4.  同

5.  查無.然    草生貌

❾1.葺   修補.覆也.苫也.   茨也.累也

2.     草生貌.小;凡草生而初達謂

❿1.蒱   摴蒱-戲.摴蒱者,牧豬奴戲.通蒲

糸部  ❶1.   查無.或為  ;或幻之誤

❻1.     緩也.與絚音義各別

2.絛   扁緒.纓飾.編絲繩.通條. 絲編

繩帶;彩絛.絛虫-蠕形寄生動物,分裂

頭,有鉤,無鉤,雌雄同體,寄生人體腸內

❿1.縈   旋繞也

2.縒   參縒-謂絲亂貌.     鮮絜貌. 

縒綜-亂也.縒亦作錯

⓫1.縶  縷.相縶也.連也.繫也.縶絆
⓬1.繒  帛也.姓.同矰

2.繢     織餘.繢亦絛組之屬;似纂而色赤.

一曰畫.畫文.繡也;繪五釆而為之.同繪.

  釆色鮮也.             ⓮1.     織餘也

网部 ❼1.罥  挂.取.或作  .   綰   -繫
⓭1.      取.縊也.同罥.絹.置食於絹中

⓱1.羇   旅寓.寄也.羇旅.過行寄止者

羽部 ❺1.翊    飛貌.敬也.輔也

❾1.翥   飛舉也.飛.舉

❿1.翮    羽莖也.鳥羽根.   三翮六翼,

亦謂九鼎;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

耒部 ❽1.    同耘

肉部 ❹1.肱   臂上.臂幹. 從肘到腕

的部位            ❺1.胄  裔.嗣.長.後



  忍(名)221.助道287.我所290.住持307.劫(名)320.那羅延

  322.見356.初禪479.作意516.那由他.521.杜多539.沒

  特伽良演那,沒特伽羅子853.

8.剎海7.法性12.法界20.法門23.金剛41.金剛輪45.阿闍梨66.法

  塵73.波羅蜜75.性空81.空見.空心(名)103.法空104.法王子109.

  阿僧祇112.阿伽陀129.法眼153.法藏154.念念156.法海167.法身

  168.法界藏201.法印207.法輪209.夜叉.阿修羅210.使219.法221

  陀羅尼231.彼岸282.法行294.法明門380.明脫772.舍迦囉866

9.毘盧遮那32.香海39.毘鉢捨那65.苦行100.染淨206.迦樓

  羅210.洛叉225.客塵290.信行294.律儀335.帝網386.

10.真如22.修多羅53.能緣63.真性77.真法78.根性87.涅槃

   96.神通(名)149.根157.俱胝521.

11.習氣24.梵王53.梵音70.深法忍71.處88.旋陀羅尼101.第一

  義102.乾闥婆210.欲天244.假名248.宿命320.眾生371.第三

  禪513.異熟527.逝多林626.部多690.婆囉訶摩866.頂法979

12.普賢(名)1.無等36.無相61.無明62.無性63,224.奢摩他

  65.無生智.無餘66.等心103.虛空.虛空無為(名)115.普門

  122.無諍126.善知識130.無礙智131.普眼136.善本141.

  菩薩.菩提薩埵160.菩提分181.無記(名)192.無始194.善

  慧地197.無生忍259.無為264.童子325.善見藥328.無表

  色,無作335.善惡(名)339.菩提362.嵐毘尼381.惡業389.

  須彌626.無常631.等持,等至765.

13.業體,業性10.業37.鄔波尼殺曇83.道種智91.義利130.滅定,滅

經文註解筆畫索引.前數字表名詞筆畫.後數字表名詞頁碼 
1.一切智智217.一切智234.一坐食768.

2.二行55.十二部經(佛學名詞,簡稱名)107.九十六種外道(名)

  134.十力138.十地(名)170.十地199.入268.十八不共法(名)

  273.八法(名)292.十眼342,679.九十六眾343.二禪479.十

  善巧736.十住834.了義878.

3.三昧30.三世79,115.三有88.三智91.大種95.大士119.大乘132.

  三科143.三十七菩提分法273.三聚(名)460.三禪479.小食768

4.文殊(名)1.五蓋1.方便17.五欲74.五蘊77.分別81.六和敬(名)

  92.五淨居天(名)110.五怖畏(名)172.六處176,352.六境176.

  內法179.918.毛道(名)196.五藏201.心海242.止觀(名)250.

  五樂254.六衰264.分齊270.六波羅蜜273.方便波羅蜜338.

  水塵360.五趣395.支提408.五分法身780.天使964.

5.四忍1.出要36.本願49.四聖諦57.四魔68.四瀑流71.平等

  87.正念.正法.正位98.句身100.四食(名)128.外道134,346.

  四流177.四無色182.四取(名)184.四無礙解,四無礙智,四

  無礙辯197.四攝法198.正位228.加持270.四無所畏273.四

  聖290.本事312.出要339.外道346.生死海357.四倒477.四

  禪定(名).四禪479.加行508.四梵堂983.

6.自性8.因陀羅網101.有記法105.多聞藏106.如121.安立

  153.行願167.如幻224.有為264.有頂319.地獄329,868.

  次第349.如如391.牟呼栗多640.列宿682.

7.劫海16.含識41.那由他84.見性(名)103佛智171.束蘆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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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1.     大人曰髡    .小兒曰  .盡及

身毛曰  .今俗別作剃,非是

2.     接髮. 之譌 ❾1.     接髮.譌作

⓯1.鬣   髦也.長須也.馬領毛.豕也.帚

端.凡魚龍頷旁小鬐,皆謂鬣

鬲部 ⓬1.鬻   今俗作粥.糜.   賣.養.   稚.養

11畫 鳥部 ❷1.鳧  水鳥名.俗稱野鴨

❽1.    鳥名  2.   同   3.  同   

❾1.     鳥         2.鶧  繼鶧,鳥名

⓫1.      雉屬.戇鳥也

2.     . 也.作商羊.舞者天大雨

麥部 ⓬1.     大麥.麥麩.   麴塵 2.  查無

13畫 黽部 ❹1.黿  大    

⓫1.     俗稱甲魚.水居陸生
⓬1.鼉    似蜥蜴長丈餘甲如鎧.皮堅厚

爬虫類似鱷魚.又叫鼉龍.俗稱豬婆龍 

14畫 齊部 ❹1.     臍本字.肶 ;本作齊

15畫 齒部 ❷1.齔     毀齒曰齔;男8月

生齒,8歲而齔;女7月生齒,7歲而齔

❹1.齗    齒根肉.辯諍貌.忿疾意.   犬爭

貌.   爭訟.   笑.   齒見貌 

❻1.齩   同咬.齧也

❾1. 齶    齒齗   .同  .齒內上下肉也

雨部 ❹1.雰   雰雰,雪貌.   本作氛;祥氣

❽1.霑   濕.濡.漬.通沾. 受恩

2.     本作澍.時雨澍生萬物

❿1.      同雙.     大雨

9畫 革部 ❹1.     履也.鞮屬.絲履也

❺1.鞅   牛羈也.嬰-喉下稱嬰.強也.懟.

  馬頸革.無賴.  馬駕之具. 通怏

❼1.   堅也.堅牢

❽1.    古文羇字.絡頭.馬絆.又作羈

⓯1.韈   屩    (草鞋)韈.足衣.同襪.本作    

韋部 ❿1.    可吹火令熾或作    .   

頁部 ❼1.     頰骨      2.  俗穎字

⓮1.     頂

風部 ❺1.       疾風

食部 ❷1.  尩 吞.啖.水沃飯.同餐.飧

2.     糧也.食也.同飼.以食食人

10畫 馬部 ❼1.騃     同獃.痴.獸行貌
❾1.騖   奔.疾.直騁曰馳.亂馳曰騖

2.騞          行不止.解牛聲.音義 呼獲

反;又音麥;崔云:音近獲;聲大于砉也

❿1.騫     馬腹病.虧.輕儇躁進貌.   駑

髟 部 ❺1.髫   小兒垂結.小兒髮.俗作齠
❻1.髻   挽髮束頂上曰髻

似釜而反唇,非炊具

❿1.    車 .車軸頭鐵. 能制車. 同轄

2.  查無

門部 ❺1.    鬧俗字.擾也.不靜.喧

囂猥也.从(從本字)鬥.俗作 从門誤
❻1.    眾在門中.眾.動.阿  ,此云無動

❼1.閫   門限.門中橛-小木樁.本作梱

❽1.閾      門榍.論語曰:行不履閾.門限.

門下橫木為內外之限    2.     同闕

❾1.闈   宮中之門.宮中小門.   或作帷
⓭1.闥   門.門內.門屏.闈也.拒門木

⓱1.    門龠.或從金 

阜部 ❹1.阬   埳.池.阬虛也.陷.姓.   地

名.大阜也;一曰東阬,東海也.   門.坑

❼1.   高;險也;亦作峻

❾1.隅    角.廉-砥厲廉隅. 不與眾人

同享利益叫向隅

2.陼   小洲曰陼;小陼曰沚.   水中高者.

同堵;垣        ⓬1.    仰.險阪.梯 

⓮1.    同陬  .阪  隅   .阪(坡.陂.險).

隅(角.陬)愧恧貌.聚居.隅也

隶部 ❽1.    同隸.附屬.僕也.罪人.

官名.字體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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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定,滅受想定,滅盡三昧187.補特伽羅204.遍計所執性225.業

  障246.解脫門272.359.業種321.業海328.微塵(名)353.稠林515

14.實相(名)54.種性(名)102.實際(名)123.摶食(名)128.歌

  羅邏209.緊那羅.摩 羅伽210.塵239.福德身284.福田

  (名)339.蓋396.漚和拘舍羅(名)429.僧伽511.

15.輪圍山48.摩尼94.憍慢97.調伏99.廣長舌108.廣果天(名).

  摩醯首羅110.摩訶衍145.摩訶薩,摩訶薩埵140,160.摩納婆

  204.鄰虛(名)353.慧眼358.摩訶那伽410.摩 ,摩 摩807.

  憍答摩847

16.餘習5.諸有10.諸行13.隨眠24.學戒66.頻伽75.隨煩惱

  85.導師117.閻羅王350.頭陀539.

17.應器66.優波尼沙陀83.戲論123.應供142.禪163.應化238.

  優曇缽華284.總持360.

18.雜染72.186.轉輪王106.薩婆若113.薩埵160.薰習192.雞

  薩羅759

19.顛倒118.邊際130.識178.離垢地476.臘縛640.

20.蘊界143.覺觀778.蘇補底853.

21.鐵輪圍山48.灌頂69.魔怨127.

22.歡喜地.473.                 23.體性54.91.

104頁 明信藏
、
戒藏

、
慚藏

、
愧藏

、
聞藏

、
施藏

、
慧藏

、
念藏

、
持藏

、
辯藏

172頁 明述五怖畏
183頁 下29行起極詳闡明十二因緣  
266頁 普慧菩薩之二百問法

乃屬於護法之學派.換言之,種性究屬先天或後天,在唯識十大論師

中已有異說.據成唯識論卷2載,由於對種子之見解有所差異,護月主

張本有性種性(先天),難陀主張新熏習種性(後天),護法則對以上兩

者皆表認同.唯識宗大抵採用護法之說,天台宗
、
華嚴宗等則主張一

切眾生本具佛性.唯識宗復承認三乘有種性,可分為2種性,即至得三

乘果之有種性(有性)與完全無法脫離迷界之無種性(無性),並從中再

細分5姓之區別,允許無性有情之存在  

103.見性 ,禪家常語,徹見自心之佛性.達磨之悟性論: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教外別傳,不立文字.黃檗傳心法要:即心是佛,上至諸佛,下

至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同一心體.所以達摩從西天來,唯傳一法.直

指一切眾生本來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識取自心,見自本性,更莫別

求.血脈論:若欲見佛,須是見性,性即是佛.若不見性,念佛誦經,持齋

持戒,亦無益處.(見性非一蹴可及,若不依法行持,持齋持戒,如何見

性?如楞嚴十卷: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如是次第,

即非可頓成.任何事均須有智善解,此智即是漸次修成,若無智思考,

但與心相應,即照單全收,然眾生心性又易與惡緣相應,是非無智判

別,如是自誤誤他,真乃宿惡業所致,亦不應責他,再結惡緣,但須自責,

自惡業所感.如是不於果中續種惡因.眾生惡習:好事但是自己,壞事

盡是他人,若犯錯,習性自易推卸責任.不知因此惡習,而廣造無量惡

業,與所推者結重惡緣)日本永平道元法語:見性者,佛性也,萬法之實

想,眾生之心性是也.此性渡於有情非情,普於凡夫賢聖,都無所住.故

無住之性,雖在於有情,而不住於有情;雖在於惡,而不住於惡;雖在於

色,而不住於色;雖在於形,而不住於形;不住於一切,故云無住之性.又

此性非色
、
非有

、
非無

、
非住

、
非明

、
非無明

、
非煩惱

、
非菩提,全無實性,覺之名

為見性.眾生迷此性故,輪迴於6道.諸佛覺此性故,不受六道之苦  

頁碼   佛學名詞

1.普賢.主一切諸佛之理德,定德,行德,與文殊之智德,證德相對.即理

智一雙,行證一雙,三昧般若一雙.故以為釋迦如來之2脅士.文殊駕師子

侍佛之左方,普賢乘白象,侍佛之右方(今反智右理左之說者,示理智融

通之義,又胎藏界之次第右蓮左金),此理智相即,行證相應,三昧與般若

全者,即毘盧舍那法身佛.華嚴一經之所明,歸於此一佛二菩薩之法門,

故稱為華嚴三聖.為一切行德之本體,故於華嚴之席說十大願,又為諸法

實相之理體,故於法華之席,誓於法華三昧之道場自現其身.註經解云:化

無不周曰普,鄰極亞聖稱賢.探玄記二:德周法界曰普,至順調善曰賢.楞

嚴經:普賢菩薩言:我已曾與恒沙如來為法王子,十方如來教其弟子菩薩

根者修普賢行,從義立名.探玄記18:名中先標上首二人,以其是助化主

故.釋有3義:1.普賢當法界門是所入,文殊當般若門是能入門.2.普賢三

昧自在,文殊般若自在.3.普賢明廣大之義,文殊甚深之義,深廣一對

文殊 ,文殊師利之略,舊稱文殊師利.大日經曰妙吉祥,文殊或曼殊,是妙

之義;師利或室利,是頭之義,德之義,吉祥之義.此菩薩與普賢為一對,常

侍釋迦如來之左,而司智慧(普賢在右司理,但當以右智左理,今違之,一

依勝劣之次第,二示理智融通之義.心地觀經8:三世覺母妙吉祥.放鉢經

:今我得佛,皆是文殊師利之恩.過去無央數諸佛,皆是文殊師利弟子.當

來者亦是其威神力所致.譬如世間小兒有父母,文殊者佛道中父母也.

此菩薩頂結五髻,以表大日之五智,手持劍,以表智慧之利劍,駕師子以

表智慧之威猛.此文殊有種種之差別,如一字文殊,五字文殊,六字文殊,

八字文殊,一髻文殊,五髻文殊,八髻文殊,兒文殊等.此中以五字五髻文

殊為本體.法華嘉祥疏2:以了了見佛性,故德無不圓,累無不盡,稱妙德

54.實相.實者,非虛妄之義,相者無相也.指稱萬有本體之語.曰法

性,曰真如,曰實相,其體同一.就其為萬法體性之義言,則為法性;就

其體真實常住之義言,則為真如;就此真實常住為萬法實相之義言,

則為實相.所謂一實
、
一如

、
一相

、
無相

、
法身

、
法證

、
法位

、
涅槃

、
無為

、
真諦

、
真

性
、
真空

、
實性

、
實諦

、
實際,皆實相異名.又依名隨德用之三諦言,則空諦

為真如,假諦為實相,中諦為法界.法華說實相,華嚴說法界,解深密說真

如或無為,般若說般若佛母,楞伽說如來藏,涅槃說佛性,阿含說涅槃.在

華嚴之始教天台之通教已下者,不變之空真如為實相,在華嚴之終教

已上,天台之別教已上者,不變隨緣之二相為實相.華嚴以隨緣之萬法

為實相,天台真言以性具之諸法為實相,小乘以我空之涅槃,大乘以我

法二空之涅槃為實相.涅槃經40:無相之相,名為實相.妙玄2上:實相之

境,非佛天人所作,本自有之,非徧今也.法華文句記4中:言實相者,非

虛故實.非相為相,故名實相.頓悟入道要門論上:法性空者,即一切處

無心是.若得一切處無心時,即無有一相可得.何以故?為自性空故無

一相可得,無一相可得者,即是實相,實相者,即是如來妙色身相

92.六和敬 .僧以和合為義,和合有2義:1理和,同證滅理,是在見道以

上之聖者.2事和,此有6種,即6種敬具.屬於見道以前之凡僧.1身和

敬,同禮拜等之身業.2口和敬,同讚詠等之口業.3意和敬,同信心等

之意業.4戒和敬,同戒法.5見和敬,同空等之見解.6利和敬,同衣食等

之利.或名行和敬,同修行.或名學和敬,與行和敬言別意同.或名施和

敬,同布施之行法.舊譯仁王經下:住在佛家修六和敬,所謂三業
、
同戒

、

同見
、
同學.法界次第下之下:外同他善,謂為和.內自謙卑,名為敬

102.種性又作種姓.即佛及聲聞
、
緣覺

、
菩薩等三乘人各具有可能證

得菩提之本性.此有先天具足不變者,與後天修行而得者2種,前者稱

為本性住種性,略稱性種性,後者稱為習所成種性,略稱習種性.說一

切有部等部派不認為眾生具有先天之性得佛性,故僅說後者;大乘

唯識宗則承認5姓有先天上之區別,故說性種性,此外亦說習種性,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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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見 ,撥無因果之理之邪見.諸見中空見之過最重.又著於空法之見.無

上依經上:若有人執我見,如須彌山大,我不驚怖,亦不毀呰.增上慢人,執

著空見,如一毛髮作16分,我不許可.楞伽經3:我說寧取人見如須彌山,

不起無所有增上慢空見.止觀十下:諸見之中,空能壞一切,一切不能壞

空.止觀四上:當知邪僻空心,甚可怖畏.若墮此見,永淪長沒.尚不能得人

天涅槃,何況大般涅槃耶.止觀十下:空心無畏,不存規矩,恣情縱欲.破正

見威儀淨命,死皆當墮三惡道中.空心 ,觀空理之心.否定因果理之心

107.十二部經 .經分12種類.智度論33說.1.修多羅此云契經 .經

典中直說法義之長行文.契經者.猶言契於理契於機之經典.2.祇夜
譯應頌 .又作重頌.於前長行之文重宣其義者.即頌.凡定字句之文體.

謂為頌.3.伽陀譯諷頌又作孤起頌.不依長行.直作偈頌之句.如法句經.

4.尼陀那此譯因緣 .經中說見佛聞法因緣.及佛說法教化因緣之處.

如諸經之序品.即因緣經.5.伊帝目多譯本事 .佛說弟子過去世因緣

之經.如法華經中藥王菩薩本事品.六.闍多伽譯本生 .佛說自身宿

世因緣之經.7.阿浮達摩新云阿毘達磨 .此譯未曾有.記佛現種種

神力不思議事之經.8.阿波陀那譯譬喻 .經中說譬喻之處.9.優婆提

舍譯論義 .以法理論義問答之經.10.優陀那譯自說 .無問者.佛自說

之經.如阿彌陀經.11.毗佛略譯方廣 .說方正廣大之真理之經.12.

和伽羅譯授記 .於菩薩授成佛之記之經.此12部中修多羅與祇夜及

伽陀三者.為經文上之體裁.餘九部從其經文所載之別事而立名

110.五淨居天 ,色界第四禪,證不還果之聖者所生之處有5地:1無

煩天 ,無一切煩雜之處.2無熱天 ,無一切熱惱之處.3善現天 ,能現勝

法之處.4善見天 ,能見勝法之處.5色究竟天 ,色天最勝之處.俱舍頌

疏世品1:此五名淨居天,唯聖人居,無異生雜,故名淨居  廣果 ,又作

果實天
、
密果天

、
大果天

、
廣天

、
極妙天.為色界18天之1,位於第四禪天之

為細食.又泛指一切欲界食物.(俱舍論卷十,成實論卷2) 四食(1)雜

阿含經卷15.北本涅槃經卷38.瑜伽師地論卷66等載述四食之觀法:

1.觀段食猶如曠野中饑餓之父母.不得已食己子之肉.2.觀觸食猶如

生剝牛皮.任由諸蟲齧食.草木針刺.3.觀思食猶如城邑之大火.4.觀

識食猶如盜賊身受3百矛鑽刺.依此次第觀身.受.心.法等四念住.為

入道之方便法.(2)指出家人應遠離之4種謀生方式.又作四邪命食.

四邪食.四邪.四口食.四不淨食.1.下口食.又作下邪.以和合湯藥.種穀.

植樹等不淨方式活命者.2.仰口食.又作仰邪.由觀視星宿.日月.風雨.雷

電.霹靂等作為生計者.3.方口食.又作方邪.由曲媚豪勢.通使四方.巧言

多求而得以活命者.4.維口食.又作四維口食.維邪.以學習種種咒術.卜

算吉凶等不淨方式活命者.反之.唯以清淨乞食自活者.稱為正命食

134.九十六種佛世前後出現於印度而異於佛教之流派.又作96術
、

96徑
、
96道

、
96種異道 .有關外道之數,雖有多種異說,然以96種

、
95種

外道2說為最多.96及95此2數之算定,依諸經論有數說:(1)六師外道

即富蘭那迦葉
、
末伽梨拘賒梨子

、
刪闍夜毘羅胝子

、
阿耆多翅舍欽婆羅

、

迦羅鳩馱迦旃延
、
尼犍陀若提子,六師各有15弟子,總計為96人.亦即

外道之六師各有16種之所學法,一法自學,餘之15種各教15弟子,師

徒合論為96種.(2)五大外道即數論
、
勝論

、
離繫

、
獸出

、
遍出,各有18部之

末派,本末總計為95種.另就95種
、
96種之關係,舉出數說:(1)96種皆

為外道.(2)96種中,有一種入於佛教為犢子部故除之,餘為95種外道.

(3)96種外道中,尼犍子外道之教義近於佛教故除之,餘為95種.(4)

96種中有一為小乘教,實非外道,因大乘貶之,故除之而為95種.(5)

96種中有一種通佛教,故95種為外道,一為內教.[薩婆多論卷五
、
華

嚴經疏卷28
、
義林章纂註(普寂 )

、
百論疏(吉藏 )

、
真言教誡義卷中]

149.神通 ,依修禪定而得的無礙自在
、
超人間的

、
不可思議之作用.共

第3,即福生天之上,無煩天之下.據長阿含經卷21所載,風災劫之時,

世間人修第四禪道,身壞命終後得生廣果天;地獄以至遍淨天之眾生,

亦來生人間,皆修第四禪道,至身壞命終時,即生廣果天,而後起風災,世

界於是壞盡.此天為凡聖雜居之處,據長阿含經卷20謂,壽量有4劫;另

據立世阿毘曇論卷7則謂,壽量有5百大劫.其身長,依法苑珠林卷3所

載,長達5百由延.此天之中有一高處,名為無想天,上座部視之為另一

天;然說一切有部及經量部將之併於廣果天中,因同在廣果天之故

115.虛空 ,虛與空者,無之別稱.虛無形質,空無障礙,故名虛空.此虛

空有體有相,體者平等周徧,相者隨於他之物質而彼此別異.依有部之

宗義分之為虛空與空界之色,以其體為虛空,以其相為空界之色.以此

虛空為一無為法,數於三無為之一而攝於法處之中,空界之色者,為

眼所見之色法而攝於色處之中,即有為法.世人以此空界之色為虛空,

故世人所謂虛空者為妄法,而不免生滅.楞嚴經6:空生大覺中,如海一

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同九: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

太清裏,況諸世界在虛空耶?同十:乃至虛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起信

論:虛空相是其妄法,體無不實,以對色故有,是可見相,令心生滅.以一

切色法,本來是心,實無外色.若無色則無虛空之相.大乘義章2:虛空

有體有相,體則周徧,相則隨色,彼此別異.此體之虛空無為,有部立為

有法,大乘立為無法. 虛空無為 ,三無為之1.有部宗所立有2虛空,1有

為虛空,2無為虛空也.凡現於無色像所者,是有為虛空,本來常空者無

為虛空也.有為虛空者有分限,有生滅,屬於眼識之所見.因是稱此為

空界之色,為五蘊中色蘊之所攝,六大中空大之所攝.是有為無常.無

為虛空者,無限無際,真空寂滅,離一切之障礙,一切有礙之物體得自

在行動於其中者.是屬於意識之所緣,為三無為中之虛空無為.世所謂

為虛空者,即空界之色.有為虛空.空界之色,其體性雖不障礙他法,然

為他法障礙,現障礙於他有形物體而其體即滅,因此而名為有為.若

實之虛空,離於能礙所礙,亦周徧於有形之物體中,常恒不變,是為無

為法,以無障礙解虛空之義.唯識論立6種無為,以彼有部所立虛空無

為,非實有之法,于佛證得之法性上為6無為相中之1相.法性之體,離

諸之障礙,故名之為虛空無為,非別有容受萬物之無為虛空.因而依

有部則虛空之語,直指大虛空,依唯識則1者喻語,法性之無為,似大虛

空,故名虛空.1者法性,即為虛為空,故名虛空.見唯識論2,同述記2末

南本涅槃5卷608下:涅槃名解脫.虛空名非善亦名無礙.涅槃23卷725

上:以光明故,故名虛空實無虛空.猶如世諦實無其性,為眾生故說有

世諦. 長阿含卷20 :一切人民所居舍宅,皆有鬼神,無有空者.一切街

巷四衢道中,屠兒市肆及丘塚間,皆有鬼神,無有空者.凡諸鬼神皆隨

所依,即以為名. 如是鬼神無有空者,以其身細色,人眼所不能見,非

無色身.因其有不同境界,而有不同之生存空間.

123.實際 ,真如法性為諸際極,故曰實際.又極真如之實理,至於其窮極,

謂實際.最勝王經1:實際之性,無有戲論.智度論32:實際者以法性為實

證,故為際…善入法性,是為實際.大乘義章1:實際者,理體不虛,目之為

實.實之畔齊,故稱為際.唯識述記9末:無倒究竟,無倒所緣,名為實際

128.四食 .長養支持身命者名食.有4種.俱舍論十謂1.段食舊云搏

食,以鼻舌分分段段而食者.以香味觸之3塵為體.2.觸食舊云樂食.觸

喜樂之事.而長養身者.如觀戲劇終日不食.亦不感飢.是以觸之心所

為體.3思食舊云念食.於第6意識思所欲之境.生希望之念.以資助諸

根.如人雖飢渴.思至飲食處.當得飲食而身死.是以第六意識之思為

體.4.識食.小乘為六識.大乘為八識.八識中以第八阿賴耶識為體.此

等心識能支持有情身命.故名食  摶食又作揣食
、
段食.四食之1,

九食之1.段食有粗細兩種,如飯
、
麵等為粗食,酥油

、
香氣及諸飲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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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限)?6無邊(空間之無限)?7亦有邊亦無邊?8非有邊非無邊?9

如來(此際意指眾生)死後有?10無?11亦有亦無?12非有非無?13

命與身為同一?14異?以上若除去3478,亦稱作4類十問

196.毛道 ,又曰毛頭.凡夫之異名.謂凡夫行心不定,猶如輕毛之隨

風而東西.然依梵本則有婆羅Bāla,縛羅Vāla,之2音.婆羅為愚之義,縛

羅為毛之義.古譯人誤婆羅為縛羅.譯為毛.不知婆羅宜譯為愚夫.唯識

樞要上本:金剛經云毛道生,今云愚夫生,梵云婆羅(去聲),此云愚夫,本

錯云縛羅乃言毛道.玄應音義四:毛道,此名誤也.舊譯云婆羅必利他伽

闍那,此云小兒別生,以痴如小兒不同聖生,論中作小兒凡夫是也.正言

婆羅必栗託仡娜,婆羅此云愚,必栗託此云異,仡那此云生,應言愚異生.

以愚痴闇冥無有智慧,但起我見不生無漏故,經言生與不生,亦名嬰愚

凡夫.凡夫者義譯,案梵語,毛言 羅,愚名婆羅,但毛與愚梵言相濫,此

譯人之失,致有斯謬.法集等經言毛道頭凡夫,或言毛頭凡夫者誤也

221.忍 ,忍耐也.忍耐違逆之境而不起瞋心;又安忍也,安住於道理

而不動心.瑜伽論:云何名忍,自無憤勃,不報他怨,故名忍.大乘義章

9:慧心安法名之為忍.同11:於法實相安住為忍

250.止觀 ,梵名奢摩他,毘鉢舍那,譯止觀,定慧,寂照,明靜.止者停止

之義,停止於諦理不動.此就能止而得名.又止息之義,止息妄念.此就

所觀得名.觀者觀達之義,觀智通達,契會真如.此就能觀得名.又貫穿

之義,智慧之利用,穿鑿煩惱而殄滅之.若就所修之方便而言.則止屬于

空門,真如門,緣無為之真如而遠離諸相.觀者屬有門,生滅門,緣有為

之事相而發達智解.若就所修之次第而言,則止在前,先伏煩惱,觀在後,

斷煩惱,正證真如.蓋止伏妄念,譬磨鏡.磨已,則鏡體離諸垢(是斷惑),能

現萬像(是證理),是即觀.若真止真觀必為不二,以法性寂然是止,法

性常照是觀.然則真觀必寂然,故觀即止,真止必明淨,故止即觀.

,身我之語.上界之煩惱,不取於外境,緣身我就身我之語而起煩惱.此4

者總名為取者.以此煩惱能取執內外之法故.俱舍論20:能取所有,故立

取名.又曰:能為依執,故名取.又勝鬘經以四住地之惑為4取.百論疏4

末:勝鬘經以四住地為四取,故云有漏業為因,四取為緣,生三界內

192.無記 ,三性之一.一切法可分為善
、
不善

、
無記等三性,無記即非善

非不善者,因其不能記為善或惡,故稱無記.或謂無記者因不能招感

異熟果(善惡之果報),不能記異熟果,是故稱為無記;但此種解釋僅

適用於有漏法,並非一般通說.成為無記之法,稱無記法;對此,成為善

或不善之法,稱有記法.無記分為有覆無記與無覆無記2種.1有覆無

記,以其無記,故不引生異熟果,但能覆聖道
、
蔽心性,故為不淨者,例如

上2界之煩惱,及欲界之煩惱如身見
、
邊見俱屬此.2無覆無記,又作淨

無記,即純粹之無記,絕不覆聖道,蔽心性,故不屬不淨.欲界之無覆無

記心分為4:1異熟無記,即指異熟生心
、
報生心.依前世業因招感果報

之心.2威儀無記,又作威儀路無記.即威儀心
、
威儀路心.引起行住坐

臥之威儀動作或緣此動作之心.3工巧無記,又作工巧處無記.即指

工巧心
、
工巧處心.為身語工巧(工作

、
繪畫

、
詩歌等)或緣此之心.(4)通

果無記,又作變化無記.即指能變化心
、
變化心

、
通果心.起入定得神通

自在作用之心.以上四無記更加自性無記(如山河大地之色香味觸)

與勝義無記(虛空及非擇滅之二無為法),並有覆無記,合謂七無記.

同時,唯識宗將所有之無記法分為如下四無記:能變無記(心
、
心所 )

、

所變無記(色法與種子 )
、
分位無記(不相應行法)與勝義無記等.成實

論卷八稱隱沒無記性煩惱為無記.此外,對於外道之14難(即問難),

釋尊認為無回答之意義,故不答以是或非,此謂14無記
、
14不可記;相

當於四記答中之捨置記.14問難如下:1世界(及我)有常(時間之無

限)?2無常(時間之有限)?3亦常亦無常?4非常非無常?5有邊(空間

恐怖
、
五怖

、
五畏.即:1不活畏,又稱不活恐怖.謂初學者雖行布施,但因

恐懼自己不能過活故,常積聚資財,未能盡施所有.2惡名畏,又稱惡

名恐怖.謂初學者為度化眾生而同入酒肆等處,然未能安行自若,猶

懼他人譏謗.3死畏,又稱死恐怖
、
命終畏.謂雖起廣大心而施與財物等,

但仍怖死,故未能捨身.4惡道畏,又稱惡趣恐怖
、
惡趣畏

、
墮惡道畏.謂

恐懼造作不善業而墮於惡道,故恆處於怖畏中.5大眾威德畏,又稱眾

中恐怖
、
大眾畏

、
處眾怯畏.謂於王廷執理之處或善解法義之威德大眾

前,恐懼自己言行有失,而不能於其前為獅子吼.此五種怖畏,於入初

地時即遠離之.[2]當來世所起之五種怖畏.又稱五恐怖.即:1不修身

戒心慧,亦不能度他人修之.2復蓄沙彌,而未能令彼修身戒心慧.3為

他人所依止,而未能令彼修身戒心慧.4與淨人沙彌同住而不知三相,

掘地斷草,用水灌溉.5念誦三藏而前後雜亂.[3]得一切智菩提心時所

遠離之五種怖畏.即:1不為一切三毒之火所燒,2不為五欲之毒所中,

3不為惑之刀所傷,4不為有之流所漂,5不為諸覺觀之煙所熏害

184.四取 ,1欲取,於色聲香味等五塵之境,貪欲取著.2見取,於5蘊之

法妄計取著我見邊見等.3戒取,如外道之狗戒牛戒,取著修行非理之戒

禁.4我語取,我語者發自我見我慢等我見之所說法,取著於此我見我慢

謂之我語取.見佛性論.俱舍論攝百八之煩惱為四取:一欲取,欲界之鈍

使,四諦修道5部各有貪瞋痴慢無明之5者,合為20.四諦各有一疑,合前

為24.再加十纏,為34物.是名欲取.2見取,三界各有12見,苦諦下有身等

5見,集滅2諦下各有邪見見取2者,合前為9,道諦下有邪見,見取,戒禁

取3者,即為12見.三界合為36見.此中除三界2戒禁取見(即苦諦下與

道諦下之2者)之6見,其餘30見,名為見取.3戒禁取,即前之6見,又名惑

取.4我語取,上二界之鈍使.色界5部下各有貪慢無明3者,三五為15.四

諦下各有1疑,與前成為19,無色界亦同之,合為36.是名我語取.我語者

有神足
、
天眼

、
天耳

、
他心

、
宿命等五神通(五通

、
五旬

、
般遮旬),加漏盡通,共為

六神通(六通).此外,又特指神足通為神通.分別而言:1神足通,又稱神

境智證通
、
神境通等.2天眼通,又稱天眼智證通

、
天眼智通.即看透世間

所有遠近
、
苦樂

、
粗細等之作用.3天耳通,又稱天耳智證通

、
天耳智通.即

悉聞世間一切音聲之作用.4他心通,又稱他心智證通
、
知他心通.即悉

知他人心中所想各種善惡等事之作用力(他心徹鑒力).5宿命通,又稱

宿住隨念智證通
、
宿住智通

、
識宿命通.即悉知自他過去世等各種生存

狀態之作用力.6漏盡通,又稱漏盡智證通.即斷盡煩惱,永不再生於迷

界之悟力.其中,以佛
、
阿羅漢所具有之3通(宿命通

、
天眼通

、
漏盡通)最為

殊勝,故稱為3明.天眼是徹見未來世眾生的死生之時與各種情況之

通力,稱為死生智證明.據俱舍論卷27,六神通皆以慧為本質(自性),其

中五神通係依修四禪而得,不唯聖者獨有,凡夫亦可得;但漏盡通唯聖

者可得.據大智度論卷28謂,菩薩有五通,佛有6通.成實論卷16指出,

佛教以外之外道亦可得五通.得五通之仙人,即稱為五通仙人

170.十地.十住.亦名十地.入理般若名為住.住生功德名為地.謂既

得信後進而住於佛地之位.1發心住,以真方便發起十住心,涉入十

信之用,圓成一心之位.2治地住,心之明淨,如琉璃內現精金,以前之

妙心履治為地也.3修行住,涉知前地俱已明了,故遊履十方而無留

礙.4生貴住,與佛同受佛之氣分,彼此冥通,入於如來種.5方便具足

住,自利利他,方便具足,相貌無所缺.6正心住,非僅相貌,而心相亦與

佛同.7不退住,身心合成,日日長增.8童真住,佛之十身靈相一時具

足.9法王子住,由初發心至第四生貴,皆名入聖胎,由第五至第八,名

為長養聖胎.而於此第九,則相形具足而出胎.10灌頂住,菩薩既為

佛子,堪行佛事,則佛以智水灌頂,如剎利王子之受職灌頂

172.五怖畏五種之怖畏.[1]見道以前之人所起之五種怖畏又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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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手所執者皆成利刃,各逞兇狂,互相殘害,經7日7夜方止;疾疫災者,

繼刀兵災之後,非人吐毒,疾病流行,遇輒命終,難可救療,都不聞有醫

藥之名,時經7月7日7夜方止;疾疫災後起饑饉災,天龍忿責,不降甘雨,

由此饑饉,人多命終,經7年7月7日7夜乃止. 上舉小3災,又稱3種中劫.

若依大毘婆沙論所說,1劫中3災並起,則住劫20中劫中,各具小3災.若

依立世阿毘曇論所說,於別劫中次第起1災,則第1劫為疾疫劫,第2劫

為刀兵劫,第3劫為饑饉劫,以至第19劫為疾疫劫.住劫中有如上20中

劫,壞劫
、
空劫

、
成劫亦各有20中劫,合為80中劫.壞

、
空
、
成3劫中雖無減增

之別,但由於其時量等同住劫,故準彼而各有20中劫.80中劫為1大劫,

1大劫即總括成
、
住
、
壞
、
空等四劫,是1期世界之始末. 壞劫時,器世間壞,

有火
、
水
、
風等3災,稱為大3災,以別於前說之小3災.其中,火災由7日輪出

現而起,風吹猛焰,初禪以下悉被焚燒.水災由雨霖而起,第2禪以下悉

被浸沒.風災由風之相擊而起,第3禪以下悉被飄散.其次第初以火災

壞滅7回,再以水災壞滅1回;水災之後復有7火.如此水災滿7次,更起

7火,之後起1風災,第3禪以下器世界均被飄散.總計有8次7火災,1次7

水災,1次風災,即所謂64轉大劫.以故,初禪以下之器世界,每經1大劫

即遭1次破壞,第2禪則每經8大劫遭1次破壞,第3禪則每64大劫遭一

度破壞.色界中,唯第4禪不為3災所壞.故初禪大梵天之壽量為60中劫,

即1大劫(除空劫20劫),第2禪天壽量8大劫,第3禪天壽量64大劫.此中

1大劫稱火災劫,7火災劫稱水災劫,7水災劫稱風災劫.積大劫之數為

十百千,乃至積數至阿僧祇,則稱1阿僧祇劫,累積至3,稱為3阿僧祇劫.

但其時量之計算復有多種異說,大毘婆沙論卷177列舉4說,1說如前,

1說積中劫至阿僧企耶為1阿僧祇劫,1說積成劫,1說積壞劫.菩薩地持

經卷9謂劫有2種,1者日月
、
晝夜

、
時節

、
歲數無量,故稱阿僧祇;2者大劫無

量,故稱阿僧祇.後者與婆沙之正義相同,前者乃就歲數劫而言

為四時相較,時間上愈形短少,人類道德亦日趨低落,若爭鬥時結束

即為劫末,世界即將毀滅.瑜伽師地論略纂卷1下載有9種劫,即:

(1).日月歲數.(2).增減劫,即是饑
、
病
、
刀小3災劫,稱為中劫.(3).20劫為1

劫,即梵眾天劫.(4).40劫為1劫,即梵前益天劫.(5).60劫為1劫,即大梵

天劫.(6).80劫為1劫,即火災劫.(7).7火為1劫,即水災劫.(8).7水為1劫,

即風災劫.(9).3大阿僧祇劫. 諸經論中又有小劫
、
中劫

、
大劫之名目,小劫

、

中劫同為梵語antara-kalpa之譯,大劫則為梵語mahā-kalpa之譯.鳩摩

羅什譯之法華經中,皆稱小劫,而法意所譯之提婆達多品中則稱中劫;

二者皆同為antara-kalpa之譯.又大樓炭經卷5以刀兵等3災為3小劫,而

起世經卷9稱之為3種中劫.立世阿毘曇論卷9以80小劫為1大劫,大毘

婆沙論卷135則以80中劫為1大劫;此等差異,均可視為antara-kalpa
之異譯.依大毘婆沙論卷135,中間劫亦有減劫

、
增劫

、
增減劫等3種:減

劫者,從人壽無量歲減至十歲之間;增劫者,人壽十歲增至8萬歲之間;

增減劫者,人壽十歲增至8萬歲,又從8萬歲減至十歲之間.此3種劫

在說明住劫20中劫之差別,即住劫20中劫之中,第1劫為減,第20劫

為增,中間18劫為增減劫,各中劫之時量皆相等.此即最初減劫中有

情福勝,故下減較緩,最後增劫中有情福劣,故上增亦緩,中間18劫中,

上下交替間有緩有疾,故此3劫時量相等.以上為小乘之說.又依瑜伽

師地論卷2
、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6

、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1等,大乘立

20中劫之各劫皆有增減,故不必如大毘婆沙論所說之3種劫,即以各中

劫為唯一之增減劫.另如優婆塞戒經卷7所說,從十歲增至8萬歲,從8

萬歲減還至十歲,如是增減滿18反,稱為中劫.是為異說. 中劫中定有

刀兵災
、
疾疫災

、
饑饉災等3災出現,稱為小3災.關於3災出現之時限,有

不同之說法.依大毘婆沙論卷134載,於各中劫中之減劫,人壽每減至

十歲,3災即出現.刀兵災者,是時人心瞋毒增上,相見即興強猛傷害之

若非眾生法,悉能徧知無礙,是名智慧知現在世無礙.出智度論26

292.八法.(1)地
、
水
、
火
、
風等四大,與色

、
香
、
味
、
觸等四微,總稱為八法.1

地大,地以堅礙為性,謂眼耳鼻舌身等,稱為地大.如髮毛爪齒皮肉筋

骨者,皆歸於地.2水大,水以潤濕為性,如唾涕膿血
、
津液涎沫

、
痰淚精

氣
、
大小便利,皆歸於水.3火大,火以燥熱為性,謂身中暖氣稱為火大.

4風大,風以轉動為性,謂出入息及身動轉稱為風大.5色微,謂眼所見

種種諸色,以其微細,故稱色微.6香微,謂鼻所齅種種諸香,以其微細,

故稱香微.7味微,謂舌所嘗種種諸味,以其微細,故稱味微.8觸微,謂

身體所覺種種諸觸,以其微細,故稱觸微.(圓覺經)(2)乃指世間八法.

即:利
、
無利

、
名聞

、
不名聞

、
論議

、
無論議

、
苦
、
樂.(增一阿含經卷39

、
陰持入經)

(3)指八正道之略稱,即:正見
、
正思惟

、
正語

、
正業

、
正命

、
正精進

、
正念

、
正定

320.劫 ,譯言分別時節.通常年月日時不能算之遠大時節.故又譯

大時.智度論38:劫簸,秦言分別時節.又曰:時中最小者60念中之一

念,大時名劫.釋迦氏譜:劫波,此土譯之名長時也.劫有2種:1名器世

間,就世界成壞而立之數量.如成劫壞劫增劫減劫等名.祖庭事苑:

日月歲數謂之時,成住壞空謂之劫.2名歲數劫,算晝夜日月之數量

者.法華論:示現5種劫:一者夜,二者晝,三者月,四者時,五者年

 劫.音譯劫波
、
劫跛等.意譯分別時分

、
分別時節

、
長時

、
大時

、
時.原為古

代印度婆羅門教極大時限之時間單位.佛教沿之,而視之為不可計算

之長大年月,故經論中多以譬喻故事喻顯之.婆羅門教認為世界應經歷

無數劫,一說1劫相當於大梵天之1白晝,或1千時,即人間之43億2千萬

年,劫末有劫火出現,燒燬一切,復重創世界;另一說則以為1劫有4時:

1.圓滿時,相當於1百72萬8千年.2.三分時,相當於1百29萬6千年.3二

分時,相當於86萬4千年.4爭鬥時,相當於43萬2千年.四者凡4百32

萬年.據稱現正處於爭鬥時.根據上記1劫四時之說法,婆羅門教並認

273.十八不共法 ,是限於佛之18種功德法.限於佛而不共同於其

他二乘菩薩,故云不共法:1身無失,佛自無量劫以來,常用戒定慧智

慧慈悲,以修其身,此功德滿足之故,一切煩惱皆盡,是名身無失.2口

無失,佛具無量智慧辯才,所說法隨眾之機宜而使皆得證悟,是名口

無失.3念無失,佛修諸甚深之禪定,心不散亂,於諸法之中心無所著,

得第一義之安穩,故名念無失.4無異想,佛於一切眾生平等普度,心

無簡擇,是名無異想.5無不定心,佛之行住坐臥常不離甚深之勝定,

是名無不定心.6無不知己捨,佛於一切諸法皆悉照知而方捨.無有了

知一法而不捨者,是名無不知機己捨.7欲無滅,佛具眾善常欲度諸眾

生,心無厭足,是名欲無滅,8精進無滅,佛之身心,精進滿足,常度一切

眾生,無有休息,是名精進無滅.9念無滅,佛三世諸佛之法,一切智慧,

相應滿足,無有退轉,是名念無滅.10慧無滅,佛具一切智慧,無量無

際不可盡,故名慧無滅.11解脫無滅,佛遠離一切執著,具二種解脫,

一者有為解脫,謂無漏智慧相應之解脫也,二者無為解脫,謂一切煩

惱淨盡而無餘.是名解脫無滅.12解脫知見無滅,佛於一切解脫中,知

見明了,分別無礙,是名解脫知見無滅.13一切身業隨智慧行,佛現諸

勝相調伏眾生,稱於智而演說一切諸法,各使解脫證入,是名一切身業

隨智慧行.14一切口業隨智慧行,佛以微妙清淨之語隨智而轉,化導

利益一切眾生,是名一切口業隨智慧行.15一切意業隨智慧行,佛以

清淨之意業隨智而轉入於眾生心,為說法而除滅其無明痴惑之膜,

是名一切意業隨智慧行.16智慧知過去世無礙,佛以智慧照知過去世

所有一切,若者眾生法,若者非眾生法,悉能徧知而無礙,是名智慧知

過去世無礙.17智慧知未來世無礙,佛以智慧照知未來世所有一切,

若者眾生法,若者非眾生法,悉能徧知而無礙,是名智慧知未來世無

礙,18智慧知現在世無礙,佛以智慧照知現在世所有一切,若眾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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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指善與惡 .若再加上無記 ,則合稱為三性 .一般言,善指順理,惡

指違理.然於經論中有多種不同說法,依成唯識論卷5之意,能順益此世
、

他世之有漏與無漏行法為善;反之,於此世
、
他世有違損之有漏行法為惡.

其善惡之分際,在順益與違損之差別.且善惡皆須貫串此世與他世,否則

即為無記.如人
、
天之樂果,於此世雖為順益,於他世則不為順益,故非為

善,而為無記性.又如惡趣之苦果,於此世雖為違損,於他世則不為違損,

故亦非惡,而為無記性.  淨影寺慧遠於大乘義章卷12中,就人
、
天
、
二乘

、

菩薩
、
佛等五乘,以闡釋善惡之名.即:1順益為善,違損為惡.即以五乘所

修之善法為善;能招感三途果報之因,及人
、
天中苦果之別報業等,稱為

惡.2順理為善,違理為惡.理,指無相空性.佛
、
菩薩及二乘所修之善法為

善;人
、
天所修之善法是為有相行,故為惡.3體順為善,體違為惡.體,為己

之自體,即指法界之真性.依此義,五乘所緣修之一切善行皆為惡. 天台

宗所立之善惡有6種,即:1人
、
天之善.指五戒

、
十善等事善.但因於人

、
天之

果報盡時,仍將墮於三途(地獄
、
餓鬼

、
畜生)等惡道中,故亦為惡.2二乘之

善.二乘人能遠離三界(欲界
、
色界

、
無色界)之苦,故為善;但二乘人雖能自

度,而不能度他,故亦為惡.3小乘菩薩之善.小乘菩薩慈悲兼濟,故為善;

但因於自身之中,未斷任何煩惱,故亦為惡.4通教三乘之善.三乘同斷見

忍之煩惱,故為善;但因未見別教中道之理,未斷一分之無明,故亦為惡.

5別教菩薩之善.別教菩薩能見中道之理,故為善;但因所見之中道為隔

歷之中道(隔離而不融通之中道),而非圓教之圓融中道,故其所行帶有

方便,不合於理,是亦為惡.6圓教菩薩之善.圓教菩薩所見之圓妙之理,

本為至極之善,但由順
、
背及達

、
著等2義而言,則亦為惡.順

、
背,謂順實相之

圓理為善,背之則為惡;達
、
著,謂達此圓理為善,而於圓理生起執著,則為

惡.其中第2義,係以達
、
著2者判別善惡,為天台宗獨特之說  福田.可

生福德之田;凡敬侍佛
、
僧
、
父母

、
悲苦者,即可得福德

、
功德,猶如農人耕田,

(成實立欲界定,俱舍不立之,攝於未到定中).從是心後泯然一轉,不見欲

界定中之身首
、
衣服

、
床鋪,猶如虛空,是名未到定(成實不立之,俱舍立之,

名未至定).此時性障猶在,未入初禪.在此未到定,身心豁虛空寂,內不見

身,外不見物,如此或經1日乃至1月1歲,定心不壞,則於此定中即覺自心

之微微動搖,或感微痒,即發動痒
、
輕
、
重
、
冷
、
煖
、、

滑,是名八觸.此為色界

之四大極微與欲界之四大極微轉換,而發此觸相.此乃正入初禪之相,

此時有十功德,又謂之十眷屬,如空
、
明
、
定
、
智
、
善心

、
柔軟

、
喜
、
樂
、
解脫

、
境界,相

應如是(是就八觸中之動觸而論,餘七觸功德準之).此八觸十功德,唯在

初禪,二禪以上則無,是為初禪之特相.18支者,初禪五支
、
二禪四支

、
三禪

五支
、
四禪四支.以此等之功德法支持禪,故名為支.初禪五支者,覺支(新

曰尋支)
、
觀支(新曰伺支)

、
喜支(新同支)

、
樂支(新同名)(經部為眼

、
耳
、
身三

識之樂受,有部不許定中三識,僅有意識,故為輕安樂非樂支)
、
一心支(新

定支).(2)二禪,呵棄初禪之覺觀而得此禪,於初禪已了色界四大轉換,

故二禪已上無八觸十功德.二禪之四支者,內淨支(俱舍以為五根中之

信根,深信受勝實之功德,淨為信相故曰淨,屬心故云內)
、
喜支

、
樂支(輕

安樂,非樂受)
、
一心支(新定支).(3)三禪,呵棄第二禪之喜受而得三禪.

此禪具五支,捨支(是行捨,非捨受)
、
念支(三禪之樂極勝,為不染著,故

要正念)
、
慧支(同上)

、
樂支(意識之樂)

、
一心支(新曰定支,寂然在定是).

(4)四禪,呵棄三禪之樂受.四支者,不苦不樂支(新曰中受支,五受中

之捨受)
、
捨支(捨第三禪之樂受,非憂悔)

、
念支(念下地之過,自己之功

德長養之)
、
一心支(猶如鐘

、
猶如清水).初禪之五支乃至四禪之四支為

何?即行體是.依俱舍之意,初禪之付五支者,以此時22心數發於一時

(大地十與大善地法十及覺與觀),於中取強者為五支,五支皆定體.成

論明五支前後相次而起,取四支為方便,一心支為實體.智度論17:若能

呵五欲
、
五蓋,行五法:欲

、
精進

、
念
、
功慧

、
一心,行此五,得五支,成就初禪

能有收穫,故以田為喻,則佛
、
僧
、
父母

、
悲苦者,即稱為福田.據正法念處經

卷15
、
大方便佛報恩經卷3等載,佛為大福田

、
最勝福田,而父母為3界內

之最勝福田.據優婆塞戒經卷3供養三寶品
、
像法決疑經

、
大智度論卷12

、

華嚴經探玄記卷8等載,受恭敬之佛法僧等,稱為敬田(恭敬福田
、
功德福

田);受報答之父母及師長,稱為恩田(報恩福田);受憐憫之貧者及病者,

稱為悲田(憐愍福田
、
貧窮福田).以上3者,合稱3福田. 依成實論卷1福田

品之說,27賢聖斷盡貪
、
恚等諸煩惱,其心空而不起煩惱惡業,所得禪定

皆清淨而永離諸煩惱,棄捨憂樂,又能斷除5種心縛,成就8種功德田,並

以7定護持善心,滅盡7種漏,具足戒等7淨法,成就少欲知足等8功德,復

以能度彼岸
、
精勤求度等,稱為福田.又據首楞嚴三昧經卷下載,具足十法

行者稱為真實福田,即:1住於空
、
無相

、
無願之解脫門而不入法位,2見知四

諦而不證道果,3行8解脫而不捨菩薩行,4能起宿住
、
死生

、
漏盡等3種智證

明而行於3界,5能現聲聞形色威儀而不隨音教從他求法,6現辟支佛形

色威儀而以無礙辯才說法,7常在禪定而能現行一切諸行,8不離正道而

現入邪道,9深貪染愛而離諸欲一切煩惱,10入於涅槃而生死不壞不捨  

353.微塵 .即眼根所取最微細之色量.極微,為俱舍論卷十
、
卷12所

說色法存在之最小單位.以一極微為中心,四方上下聚集同一極微

而成一團者,即稱微塵.合7極微為一微塵,合7微塵為一金塵,合7金

塵為一水塵.此外,諸經論亦每以微塵比喻量極小
、
以微塵數比喻數

極多  鄰虛 ,又曰鄰虛塵.新譯極微.色法之最極少分,鄰似虛空

者,此為色法之根本.勝論外道謂此鄰虛於3災劫末時亦不壞,分散於

虛空而常住.佛教之小乘有部宗,雖立極微為實有.然以為因緣所作,

業力盡,極微亦壞,故明為無常生滅.是內外道之區別.楞嚴經3:汝觀

地性,麤為大地,細為微塵至鄰虛塵.百論序疏:外道計,鄰虛無十方

分,圓而是常…毘曇明亦有鄰虛塵,無十方分,具2緣生,故是無常.1因

緣,2增上緣.止觀3:如釋論解檀波羅蜜,破外道鄰虛云.此塵為有為

無,若有極微色,則有十方分.若無極微色,則無十方分

429.漚和拘舍羅 ,又作漚和俱舍羅,傴和拘舍羅.譯方便勝智,善巧方

便.法華義疏4上:外國稱傴和拘舍羅,漚和稱為方便,拘舍羅稱為勝智

460.三聚 ,以三聚該收一切眾生.1.正定聚,必定證悟者.2.邪定聚,畢

竟不證悟者.3.不定聚,在二者中間有緣證悟,無緣不證悟.此三聚之

義通於大小乘,小乘之俱舍論十:正邪不定聚聖造無間餘.預流向已

上之聖者為正定聚,造五無間業者為邪定聚,在此二者中間修七方

便之行者為不定聚.大乘之三聚有多義,智度論84:能破顛倒者名正

定,必不能破顛倒者是邪定,得因緣能破不得則不能破是名不定.是

通相說三聚,未判其位.依起信論之所說,則十信已前之凡夫不信因

果,為邪定,十住已上為正定,十信之人為不定性.此為實大乘之義.權

大乘之相宗,則依智度論之說意,不因位而制之,依彼宗所立之五性

而立之.即無種性之人為邪定,不定種性之人為不定性,菩薩定性之

人為正定.又依釋摩訶衍論之1說,則十聖為正定聚,三賢為不定聚,自

餘之凡夫為邪定聚.是亦權大乘之意.圭峰之起信筆削記3:權教以無

種性人為邪,以菩薩為正,以不定性人為不定.終教以一切異性為邪,

三賢為正,十信為不定.探玄記3:若依地論,見道已上,方名正道

479.四禪定 ,略云四禪,新云四靜慮.修此四禪定生於色界四禪天.此

四禪內道外道共修之,在因者超欲界之惑網,在果者生於色界,且為生

諸功德之依地根本,故曰本禪.(1)初禪,初禪之前行,有粗住
、
細住

、
欲界定

、

未到定.其正禪具八觸十功德.其先行者安坐端身攝心,故氣息調和,覺

此心路泯泯澄淨,怗怗安穩,其心在緣,居然不馳散,是名曰麤住.由此心

後怗怗勝前,名為細住.其後一兩日或兩月,豁爾心地作一分開明,我身

如雲如影爽爽空淨,雖空淨猶見身心之相,未有定內之功德,是名欲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