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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四種涅槃 (From: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名數）法相宗所立：

一
本來自性清淨涅槃。雖有客塵煩惱，而自性清淨，湛如虛空，離一切分別之相，言語道斷，

心行處滅，唯真聖者自內所證，其性原為寂靜，故名涅槃。

二有餘依涅槃。斷盡煩惱障所顯之真如也。有餘依者，有漏之依身，對於所斷之煩惱而謂為

餘。雖餘此有漏之依身，而煩惱之障，永為寂滅，故名涅槃。

三無餘依涅槃。出生死之苦之真如也。是亦與有餘依涅槃共斷煩惱障所得之真理，而顯於生

死苦果斷謝之時 即後時也。故卻無苦果之依身，謂為無障依，眾苦永為寂滅，謂為涅槃。

四無住處涅槃。是斷所知障所顯之真如也。所知障為智之障。二乘之人為有所知障，不了生

死、涅槃無差別之理，固執生死為可厭，涅盤為可欣。佛斷所知障得菩提之真智時，於生死、

涅槃離厭欣之情；但有大智，故不住於生死；為有大悲，故不住於涅槃，以利樂盡未來際有

情，故謂之為無住處。利樂之用雖常起，而亦常寂，故謂為涅槃。

此中一切之有情，有前之一，二乘之極聖，有前自證有餘無餘之三，菩薩在初地已上有第一

與第四之二，惟世尊具四也。

問：依大乘所說，則如來色身，總為無漏清淨，非生死之苦果，何有有餘涅槃？既無有餘涅

槃，無餘亦宜無之？

答曰：就佛身論有餘無餘，有二義：

     一如來之身，雖無實之苦果，然就示現似於苦果之依身而論有餘無餘也。如八相成道是。

     二就無漏色身之隱顯而論有餘無餘也。

見唯識論十，百法問答鈔八。

名相解釋

【七辯】 (三藏法數(明·一如等 撰))

　　﹝出華嚴經疏﹞

〔一、捷辯〕，謂菩薩智慧，通達諸法，名字分別無滯，捷如影響，故名捷辯。

〔二、迅辯〕，謂菩薩明於事理，心無疑暗，善赴機緣，隨問即答，語言迅疾，猶若懸河，

故名迅辯。

〔三、應辯〕，謂菩薩以一切文字名義，莊嚴種種法語，應時應機，無有差異，隨其所問，

應答無窮，故名應辯。

〔四、無踈謬辯〕，謂菩薩隨一切眾生根性，所樂聞法而為說之。皆契真理，無有差失，故

名無踈謬辯。(踈，同「疏」，此作「疏失」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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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無斷盡辯〕，謂菩薩於一字中能說一切字，一語中能說一切語，一法中能說一切法，

相續連環不斷，故名無斷盡辯。

〔六、多豐義味辯〕，謂菩薩能知名數事理，其義無礙，其味無窮，答問辯說，皆無有量，

故名多豐義味辯。

〔七、最上妙辯〕，謂菩薩所說諸法，分別明了，清徹遠聞，聲如頻伽，眾生樂聽，

最勝無比，故名最上妙辯。（頻伽，梵語具云迦陵頻伽，華言妙聲鳥。）

【湧泉義】 (三藏法數(明·一如等 撰))

湧泉義者，謂如來正教，義無窮盡，猶如湧泉，注而無竭也。

【牛頭栴檀】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梵 Gośīrṣaka-candana。（植物）又稱赤栴檀。栴檀為香樹名，出自牛頭山，故曰牛頭栴檀。

名義集三曰：「正法會經云：此洲有山名曰高山，高山之峯(山頂曰峯)多有牛頭栴檀，以此

山峯狀如牛頭，於此峯中生栴檀樹，故名牛頭。華嚴云：摩羅耶山出栴檀香名曰牛頭，若以

塗身，設入火坑火不能燒。大論云：除摩梨山無出栴檀香。」

智度論十八曰：「除摩黎山一切無出栴檀木。」

西域記十曰：「國南海濱有秣刺耶山，崇崖峻嶺洞谷深澗，其中則有白檀樹。栴檀儞婆樹

註

1

，樹類白檀，不可以別。唯於盛夏登高遠瞻，其有大蛇縈者，於是知之。猶其木性涼冷，

故蛇盤也。既見已射箭為記，冬蟄之後，方乃採伐。」

觀佛三昧海經一謂：「牛頭栴檀，生伊蘭

註2

叢中，牙莖枝葉，如閻浮提竹筍。仲秋月滿，卒

從地生，成栴檀樹。眾人皆聞牛頭栴檀上妙之香。」

註1:【栴檀儞婆樹】儞，音ㄋㄧˇ。栴檀儞婆樹，則應為「牛頭栴檀樹」。

註2:【伊蘭】樹名。花可愛，氣味甚惡，其惡臭及四十里。

【荼毘(耶旬)】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Jhāpita，又曰闍毘，闍維闍鼻多，耶維，耶旬。譯為焚燒，猶言火葬，僧死而

焚其屍也。

玄應音義四曰：「耶維，或言闍鼻，或言闍維，或言闍鼻多，義是焚燒也。」

同五曰：「耶旬，或云闍毘闍維同一義，正言闍鼻多，義是梵燒也。」

慧琳音義二十五曰：「闍毘或言闍維，或荼毘。古云耶旬。此云焚燒也。」

同四十三曰：「耶維，或言闍維，皆訛也。正言闍鼻多，義是焚燒。」

西域記六曰：「涅疊般那（Nirdhāpana），唐言焚燒。舊雲闍維，訛也。」

【法身】 (三藏法數(明·一如等 撰))

法身者，謂所證無漏法界之體，而為法身也。

【五分法身】 (三藏法數(明·一如等 撰))

　　﹝出法華玄義釋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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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法身者，分即分齊；法者，戒定慧諸法也。身者聚也，聚集諸法，以成其身也。

（聚集諸法者，謂聚集色受想行識之法也。）

〔一、戒身〕，謂二乘因持無作之戒，戒法成就，證得此身，故名戒身。

（二乘者，聲聞乘、緣覺乘也。無作戒者，不作意持，任運無犯，名無作戒也。）

〔二、定身〕，謂二乘因修無漏淨禪，得證此身，故名定身。

（無漏者，不漏落生死也。淨禪者，謂因修禪定，能斷諸漏，漏即三界煩惱，

既無煩惱，心則清淨，故名無漏淨禪也。）

〔三、慧身〕，謂二乘因修無漏智慧，得證此身，故名慧身。

（無漏智慧者，即是觀十二因緣，及觀四諦之智慧也。修此智慧者，即能斷三界煩惱，

出離有漏生死也。）

〔四、解脫身〕，解縛得脫，故名解脫。有二種：一者，有為解脫，謂以無漏智慧，斷有漏

煩惱。二者，無為解脫，謂一切煩惱，滅盡無餘，煩惱既盡，理本無為。由二種解脫，

得證此身，故名解脫身。

〔五、解脫知見身〕，知以智知，見以眼見，謂二乘因此智眼於一切法知覺照了，當體即空，

悉皆如幻，得證此身，故名解脫知見身。

【五分法身】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以五種功德法成佛身，故曰五分法身：

一、戒，謂如來身口意三業，離一切過非之戒法身也。

二、定，如來之真心寂靜，離一切妄念，謂之定法身。

三、慧，如來之真智圓明，觀達法性，謂之慧法身。即根本智也。

四、解脫，如來之心身，解脫一切繫縛，謂之解脫法身。即涅槃之德也。

五、解脫知見，知已實解脫，謂之解脫知見法身。即後得智也。

此五者有次第，由戒而生定。由定而生慧。由慧而得解脫。由解脫而有解脫知見。

前三者。就因而受名。後二者。就果而付名。而總是佛之功德也。

以此五法成佛身，則謂之五分法身。

大乘義章二十本曰：「此五種分別為分，法是其軌則之義，此之五種成身之軌，故名為法。

身者是體，此五佛體，故名為身。」

行宗記一上曰：「五分法身者，戒定慧從因受名，解脫解脫知見從果受號。由慧斷惑，斷惑

惑無之處名解脫。出纏破障，反照觀心名解脫知見。」

濟緣記三下曰：「五法成身，故名為分。」

【行樹】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雜名）成列之樹林也。

阿彌陀經曰：「七重行樹。」

同經通贊疏卷中曰：「七重行樹，七重寶樹，國中行列，常開異華，更無凋變。靈禽上棲，

眾遊從故，云七重行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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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樹】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雜名）珍寶之樹林也。謂淨土之草木。

法華經壽量品曰：「寶樹多華樹，眾生所遊樂。」觀經詳說寶樹觀。

【寶樹觀】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觀經所說十六觀中之第四，觀淨土寶樹之相也。

經曰：「地想成已，次觀寶樹。（中略）觀見樹莖枝葉華果，皆令分明，是為樹想，名第四

觀。」

案：《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原文為：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地想成已，次觀寶樹。觀寶樹者，一一觀之，作七重行樹想。一一樹

高八千由旬，其諸寶樹，七寶花葉無不具足。一一華葉，作異寶色。琉璃色中出金色光；頗

梨色中出紅色光；碼碯色中出硨磲光；硨磲色中出綠真珠光；珊瑚琥珀一切眾寶以為映飾。

妙真珠網彌覆樹上，一一樹上有七重網，一一網間有五百億妙華宮殿，如梵王宮。諸天童子

自然在中，一一童子五百億釋迦毘楞伽摩尼

註3

以為瓔珞；其摩尼光照百由旬，猶如和合百億

日月，不可具名，眾寶間錯色中上者。此諸寶樹，行行相當，葉葉相次，於眾葉間生諸妙花，

花上自然有七寶果。一一樹葉，縱廣正等二十五由旬；其葉千色有百種畫，如天瓔珞；有眾

妙華，作閻浮檀金

註4

色；如旋火輪，宛轉葉間，踊生諸果，如帝釋瓶

註5

；有大光明，化成幢

幡無量寶蓋。是寶蓋中，映現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十方佛國亦於中現。見此樹已，亦當

次第一一觀之，觀見樹莖、枝葉、華果，皆令分明。是為樹想，名第四觀。」

註 3：【釋迦毘楞伽摩尼】（物名）梵音Sakrābhilagna Maṇi，寶珠名。

釋迦毘楞伽，譯曰能勝。以此寶能勝一切世間之寶故也。摩尼，寶珠之總名，此譯離

垢。觀經妙宗鈔二曰：「釋迦毘楞伽此云能勝。」「摩尼正云末尼，此翻離垢。」

註 4：【閻浮檀金】（雜名）Jambunadasuvarṇa，又作炎浮檀金，閻浮那提金，閻浮那陀

金，剡浮那他金。金名。其色赤黃，帶紫焰氣。閻浮為樹名。檀或那提，譯曰河。閻

浮樹下有河，曰閻浮檀。此河中出金曰閻浮檀金。即閻浮河金也。

註 5：【帝釋瓶】（物名）帝釋天之寶瓶也，所須之萬物，自然湧出。又云德瓶，賢瓶，

吉祥瓶等。

【豺】

犬科動物，狀如狗而身瘦，口大耳小，毛色淺黃，性兇殘。為群居動物， 常結群捕食各種

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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