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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解釋

【迦旃延】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人名）Kātyāyana，佛十大弟子中，論議第一之摩訶迦旃延子 Mahā-Kātyāyani-putra，

又云迦旃子，迦旃延子，迦多衍那，迦多衍尼子，迦底耶夜那，迦多演尼子，迦氎延，迦氎

延尼子等。譯曰剪剃種，扇繩，好肩等。婆羅門姓十姓之一。以姓為名。

慧琳音義二十七曰：「摩訶迦旃延，摩訶迦多衍那，此云大剪剔種男。剪剔，婆羅門姓

也。」

嘉祥維摩經疏二曰：「迦旃延即其姓，此云好肩。」

不思議境界經上曰：「迦底耶夜那（舊名迦旃延者）。」

法華文句一下曰：「摩訶迦旃延，此翻為文飾，亦肩乘。人云：字悮，應言扇繩，亦好肩，

亦名柯羅。柯羅，此翻思勝，皆從姓為名。」

同記曰：「言文飾者，善讚詠故。言扇繩者，若作肩乘。二字並悮。以其生時父已亡世，此

兒礙母不得再嫁，如扇繫繩。」

俱舍論神泰記一曰：「迦多衍尼子，舊云迦氎延，訛也。」

慧苑音義下曰：「迦旃，一宗之姓氏也。延，此云胤也。言此尊者是彼種族之後胤耳。」

俱舍論光記一曰：「迦多衍尼子者。迦多，名剪剃。衍，名為種。尼，是女聲。此人是剪剃

種女生，從母姓為名，故名迦多衍尼子，是婆羅門十姓中一姓也。此剪剃種，西方貴族，

（中略）若言迦多衍那。迦多衍，如前釋。那，是男聲，從父為名也。」

法華玄贊一曰：「梵云摩訶迦多衍那，云迦旃延，亦訛也。大般若云大迦多衍那，此云大剪

剃種男。剪剃種者，是婆羅門姓也。」

【阿梨提】 (CBETA 電子佛典 2014)

阿梨提國者，如《長阿含經》卷第五所云，為十六大國之一。(西土諸國甚多略列十六大國

也。)

《梵網經述記》卷第一：「十六大國者。如長阿含經第五云。一央伽國。二摩竭國。三迦尸

國四居薩羅國。五跋祇國。六末羅國。七支提國。八跋沙國。九居樓國。十解闍羅國。十一

阿濕波國。十二娑蹉國。十三薩羅娑國。十四乾陀羅國。十五劍浮沙國。十六阿梨提國。」

《四分律鈔簡正記》卷第十一：「迦旃延弟子億耳，在阿梨提國郡度大戒。邊方少僧，三秊

(同「年」)方守得十人受於大戒。後往禮覲如來。迦旃延令億耳，持五事白佛開聽：「一邊

方小僧(少年之法師曰小僧)請開五人持律者受大戒」。」

【受齋】 (改編自：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齋食，時食也。齋者謂不過中食，正午以前所作之食事也。戒律上，於「食」，分「時」、

「非時」，正午以前為正時，以後為非時。時者宜食，非時者不宜食。因而時中之食為齋食。

字典曰：「齋戒也敬也。」是通於一切。

梵名烏哺沙他，又曰布薩，Upavasatha，巴Uposatha，說式也。清淨之義。後轉曰齋曰時。

正指不過中食之法。守之曰持齋。是為齋之本義。然後又一轉而為不為肉食。此因大乘教之

第 1 / 3 頁



《賢愚經》經文補充講義 025 2014-08-24 

本意，置重禁肉食，遂曰持齋者，禁肉食也。精進云者，惟不肉食之事也。

寄歸傳三曰：「時、非時，且如時經所說，自應別是會機。然四部律文皆以午時為正，若影

過線許，即曰非時。」

起世經七曰：「烏晡沙他，隋言增上，謂受持齋法，增上善根。」

起世因本經七曰：「烏晡沙他，隋言受齋，亦云增長。」

多論一曰：「齋法以過中不食為體。」

【念佛】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念佛有總、別之分。

就總言之，有三種，一稱名念佛，口稱佛名也。二觀想念佛，靜坐而觀念佛之相好功德也。

三實相念佛，觀佛之法身非有非空中道實相之理也。

此於《往生要集》配對定散有相無相，而為四種：一定業念佛，即上之觀想念佛也。二散業

念佛，即上之稱名念佛也。三有相念佛，即上之定業念佛與散業念佛也。四無相念佛，即上

之實相念佛也。

以上所述。乃定、散、事（有相）、理（無相）之四者。此中有相念佛，即定、散之二者，

故言其體，則為定、散與實相之三種。

顧就總之念佛而論，念佛之言，雖通於定、散、事、理，然淨土門所勸者，乃屬於散業之稱

名，事之念佛也。

其次就別言之，乃對於觀佛而別立念佛之言也。此時於觀佛之中，攝觀想與實相之二種念佛，

因之稱名念佛，單名之曰念佛。如觀佛三昧，念佛三昧之對稱是也。念佛專取稱名者，乃淨

土門一家之洪範，於念聲是一之釋而知之。

今念佛之言，雖通於諸佛，而諸大乘之說，獨限於阿彌陀佛也。《往生要集》下末曰：「明

尋常念相者，此有多種，大分為四：一定業，謂坐禪入定觀佛。二散業，謂行住坐臥，散心

念佛。三有相業，謂或觀相好，或念名號，偏厭穢土，專求淨土。四無相業，謂雖稱念佛欣

求淨土，而觀身土即畢竟空，如幻如夢，即體而空。雖空而有非有非空，通達此無二，真入

第一義空，是名無相業。」

觀無量壽經曰：「若念佛者，當知此人是人中分陀利華。」

楞嚴經五曰：「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

起信論曰：「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他方佛土。」

往生要集中本曰：「往生之業，念佛為本。」

【施論戒論生天之論】

瑜伽十三卷二十一頁云：云何聖教？謂授以歸依 (為何要歸依三寶及其功德)，制立學處，施

設說聽 (為不同根性眾生施設不同言教)，建立師徒，施論、戒論、生天之論，訶欲愛味，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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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過失，顯說雜染、及清淨法，教導出離、及與遠離，稱贊功德，乃至廣說無量無邊清淨品

法。

[披尋記] 謂授以歸依等者：此中歸依，如決擇分釋(陵本六十四卷一頁)。制立學處，如聲

聞地釋(陵本二十八卷一頁)。施設說聽，如攝釋分釋(陵本八十一卷十七頁)。施論戒論生天

之論乃至稱讚功德，當知此為善說正法者初時所作無倒言論，於諸欲中，能廣開示過患出離

清淨品故。義如聲聞地說(陵本二十五卷四頁)。無量無邊清淨品法，當知此說諸出世道相應

言論。

《瑜伽論記》卷六：「於五欲中開示過患令離染著故說施論。於彼惡趣欲令出離故說戒論。

欲令離下生上淨天故說修定生天之論。」

【遠塵離垢】 (法相辭典(朱芾煌編))

瑜伽八十六卷一頁云：復次由二種相，當知聖者慧眼清淨。謂由遠塵，及離垢故。

由見所斷諸煩惱纏

註1

、得離繫故；名為遠塵。

由彼隨眠、得離繫故；說名離垢。

又現觀時，有粗我慢隨入作意，間無間轉。若遍了知所取能取所緣平等；彼卽斷滅。彼斷滅

故；說名遠塵。

一切見道所斷煩惱隨眠斷故；說名離垢。

註1: 瑜伽八十九卷十頁云：復次一切煩惱，皆有其纏。由現行者，悉名纏故。

然有八種諸隨煩惱，於四時中，數數現行；是故唯立八種為纏。

謂於修學增上戒時，無慚、無愧、數數現行，能為障礙。

若於修學增上心時，惛沈、睡眠、數數現行，能為障礙。

若於修學增上慧時，簡擇法故；掉舉、惡作、數數現行，能為障礙。

若同法者，展轉受用財及法時，嫉妬、慳悋、數數現行，能為障礙。

【法眼淨】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分明見真諦謂之法眼淨。通於大小乘言之。小乘為於初果見四真諦之理，大乘為

於初地得無生法忍。

增一阿含經一曰：「三萬天人得法眼淨。」

無量壽經下曰：「得清淨法眼。」

維摩經佛國品曰：「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大經慧遠疏曰：「見四真諦，名淨法眼。」

註維摩經一：「肇曰法眼道，須陀洹道也。始見道跡，故得法眼名。」

同嘉祥疏曰：「云法眼淨者，小乘亦法眼，大乘亦法眼。小乘法眼即初果見四諦法名法眼，

大乘法眼初地得真無生法故云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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