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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在家位所對治法

《瑜伽師地論》卷二十

云何修習對治。 ...(略)... 謂在家位中，於諸妻室有婬欲相應貪，於餘親屬及諸財寶有受用相

應愛，如是名為處在家位所對治法。由此障礙於一切種不能出離。設得出家，由此尋思之所

擾動、為障礙故，不生喜樂。

如是二種所對治法，隨其次第，修不淨想，修無常想。當知是彼修習對治。

名相解釋

【琉璃王】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人名）Virūḍhaka，又作流璃王，婁勒王，樓黎王，維樓黎王，毘流離王。新稱毘盧釋

迦王。亡迦毘羅衛國釋種之惡王名。(毘琉璃)

【琉璃王經】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經名）一卷，西晉竺法護譯。說舍衛國波斯匿之子，嗣王位，滅迦毘羅國釋種，墮於地

獄之始末。

【法藥】 (佛學常見辭彙(陳義孝))

（喻）佛法如藥，能醫治一切眾生的痛苦。法藥有三種：

一、世間法藥，如三皈、五戒、十善等是；

二、出世間法藥，如四念處、七菩提分、八正道等是；

三、出世間上上法藥，如止觀便是，因止觀能使一切之出世間法，全部變成了上上之法藥。

案：以上之「出世間法藥」及「出世間上上法藥」之解釋，似乎不太圓滿，丁福保《佛學大

辭典》中之解釋也差不多。因此，筆者於下，茲引用「三智」來對比解釋「三種法

藥」，以供參考。

【三智】 (三藏法數(明·一如等 撰))

　　﹝出楞伽經﹞

〔一、世間智〕，謂凡夫外道之智也。凡夫、外道等於一切法，種種分別，執著有無，而不

能出離世間，是名世間智。

〔二、出世間智〕，謂聲聞、緣覺之智也。聲聞、緣覺以一切智，修四諦行，而能出離世間，

是名出世間智。（一切智者，謂一切諸法皆能了達也。四諦者，苦諦、集諦、滅諦、道諦

也。）

〔三、出世間上上智〕，謂佛、菩薩之智也。由佛、菩薩觀察一切諸法寂靜之相，不生不滅，

得如來地，超出聲聞、緣覺之智，是名出世間上上智。

【開悟】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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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語）開智悟理也。

法華經序品曰：「照明佛法，開悟眾生。」

八十華嚴經四曰：「開悟一切愚闇眾生。」

出曜經二曰：「欲化彼人令得開悟。」

付法藏傳五曰：「爾時馬鳴，著白氎衣 (氎，ㄉㄧㄝˊ，細毛布)，入眾伎中 (伎，ㄐㄧˋ

，古代稱以歌舞娛樂賓客為業的女子。) ，自擊鐘鼓，調和琴瑟，音節哀雅 (謂聲音哀切雅

正)，曲調成就，演宣諸法苦空無我。時此城中五百王子，同時開悟，厭惡五欲，出家為

道。」

【自在】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進退無礙，謂之自在。又心離煩惱之繫縛，通達無礙。謂之自在。

法華經序品曰：「盡諸有結，心得自在。」(有者，生死之果報。其可招果報之煩惱謂之結。

貪瞋癡之煩惱，東縛人而使住在生死之中，故名結。)

【罪業】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罪惡之所作。為感未來苦果之因者。

法華經化城喻品曰：「罪業因緣故。失樂及樂想。」

【蓋】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煩惱之異名。覆蓋之義。覆行者之心，使善心不開發者。法界次第上之上曰：

「蓋以覆蓋為義。能覆蓋行者，清淨信心，不得開發。」無量壽經下曰：「離蓋清淨，無厭

怠心。」

【三達】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名數）在羅漢謂之三明。在佛謂之三達。即天眼，宿命，漏盡也。

天眼知未來之生死因果，宿命知過去之生死因果，漏盡知現在之煩惱而斷盡之。

知之而明，謂之明，知之而窮盡，謂之達。

大乘義章二十本曰：「知之究盡說三達，明共二乘，達唯如來。」

大部補註八曰：「三明居極，故云三達。」

【憍曇彌】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人名）Gautamī，巴Gotamī，新稱喬答彌。舊稱憍曇彌，俱曇彌。瞿曇姓之女聲。佛

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之稱。

嘉祥法華疏九曰：「憍曇是姓，翻為泥土，彌者女也。」

慧琳音義二十五曰：「彌者是女聲，為是佛姨母，故以女聲呼之也。」

法華玄贊九曰：「梵云喬答摩，此云日炙種，亦云甘蔗種。男聲中呼佛，是釋迦姓之本望也，

今云喬答彌。於女聲中，呼日炙甘蔗種，是佛母故以彌聲呼，訛云憍曇彌。」

文句二上曰：「波闍波提，此翻大愛道，亦云憍曇彌，此翻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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