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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解釋

【坐次、戒臘】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戒臘，受戒之年數也。比丘之坐次，依戒臘之多少而定。

禪苑掛搭章曰：「維那依戒臘次第掛搭。」(掛搭：禪僧止住，云掛搭。懸衣缽袋於僧堂之

鉤也。因之住持許行腳人依住，謂為許掛搭，與掛錫掛缽等亦同。)

參考：《梵網戒本疏》卷第二 第八尊卑次第戒

[原文] 若佛子，應如法次第坐。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在後坐，不問老少、比丘、比

丘尼、貴人、國王、王子，乃至黃門、奴婢，皆應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次第而坐。莫

如外道癡人，若老若少，無前無後，坐無次第，如兵奴之法。我佛法中，先者先坐，後者後

坐，而菩薩一一不如法次第坐者，犯輕垢罪。

[疏] 為離憍慢隨順教法故制。大小俱制。 ... 坐無次第兵奴之法者：兵奴強者為先，不以

長幼次第。佛法道尊不應如彼。

【雁行】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雜語）以雁行之不亂，喻行列之整齊也。

續高僧傳二十二曰：「應供列雁行之僧，戒聞敘重受之夏。」

又作雁立。

敕修清規二曰：「參頭領眾雁立，插香喝參，三拜，退分東西序後，雁立。」

【星宿失度難】 (三藏法數(明·一如等 撰))

謂二十八宿及金星、彗星、火星、水星、風星、刀星、南斗北斗等星，各各失其所纏之度，

是為星宿失度難。（二十八宿者，角、亢(ㄎㄤˋ)、底、房、心、尾、箕、斗、牛、女、

虛、危、室、壁、奎(ㄎㄨㄟˊ)、婁(ㄌㄡˊ)、胃、昴(ㄇㄠˇ)、畢、觜(ㄗㄨㄟˇ)、參、

井、鬼、柳、星、張、翼、軫(ㄓㄣˇ)也。詳見【二十八宿】有進一步解釋。）

【過度】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謂自出生死，又使人出生死也。

無量壽經上曰：「過度生死，靡不解脫。」異譯之大阿彌陀經曰：「過度人道經。」

【瞿師羅】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人名）梵名 Ghoṣira，又作具史羅，瞿私羅，劬史羅。巴利語曰瞿私多 Ghosita，譯言

美音或妙音聲。中印度憍賞彌國之長者名。歸依釋尊於瞿師羅園建精含而佈施之。見中本起

經下西域記五等。

【四神足】 (節錄自: 法相辭典(朱芾煌編))

集論六卷八頁云：四神足所緣者，謂已成滿定所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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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體者，謂三摩地。

助伴者，謂欲、勤、心、觀，及彼相應心、心所等。

云何欲三摩地？謂由殷重方便，觸心一境性。

云何勤三摩地？謂由無間方便，觸心一境性。

云何心三摩地？謂由先修三摩地力，觸心一境性。

云何觀三摩地？謂由聞他教法，內自簡擇，觸心一境性。

又欲三摩地者，謂由生欲，觸心一境性。

勤三摩地者，謂由策勵，發起正勤，觸心一境性。

心三摩地者，謂由持心，觸心一境性。

觀三摩地者，謂由策心，觸心一境性。

修習者，謂數修習八種斷行。(進一步閱讀，請參考「八斷行」或「斷行」。)

二解  瑜伽二十九卷八頁云：

如是此中，若先欲等四三摩地，若今所說八種斷行，於為永斷所有隨眠，圓滿成辨三摩地時，

一切總名：欲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勤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心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觀三

摩地斷行成就神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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