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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解釋

【法華三昧】 (佛學常見辭彙(陳義孝))

三諦圓融

1

的妙理現前，障中道的無明止息，攝一切法使歸實相，名「法華三昧」。 

【六根清淨】 (佛學大辭典(丁福保))

　（術語）消除眼等六根，無始以來之罪垢，以無量之功德莊嚴之，使之清淨潔白也。由此清淨

之功德而六根各發無礙之妙用，且得六根互用之自在也。

法華經法師功德品曰：「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華經，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是人當

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百意功德。以是

功德莊嚴，六根皆令清淨。（中略）父母所生清淨肉眼，見於三千大千世界內外所有山林河海，

下至阿鼻地獄，上至有頂。亦見其中一切眾生及業因緣果報生處，悉見悉知。（中略）以是清淨

意根乃至聞一偈一句，通達無量無邊之義。」（經中具說六根，今舉初後之二根）。

普賢觀經曰：「樂得六根清淨者，當學是觀。」

圓覺經曰：「心清淨，眼根清淨，耳根清淨，鼻舌身意復如是。」

智度論十一曰：「佈施時，六根清淨善欲心生。」

【六根清淨位】 (佛學大辭典(丁福保))

　（術語）於天台所立別教五十二位之階位，十信之位也，於圓教六即(如下辭條)之階位，相似

即之位也。斷見修二惑得六根之清淨，與藏通二教之佛相齊。

四教儀曰：「六根清淨位，即是十信也。」

輔行四曰：「能修四安樂行(如下辭條)，一生得入六根淨。極大遲者不出三生，若為名聞利養，

累劫不得。」 

【六即】 (佛學大辭典(丁福保)) 

　（名數）凡大乘菩薩之行位，有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之五十二位，華

嚴經等所說也。天台以之為別教菩薩之行位，而別立圓教菩薩之行位六即位：

一、理即，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有佛無佛性相常住也。又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也，理性雖如是，

然以未聞之而不知之，是等凡夫，唯於理性與佛均，故云理即。

二、名字即，或從知識，或從經卷，聞上所說一實菩提之道，而於名字中，通達解了，知一切皆

為佛法，一切皆可成佛者。

三、觀行即，不惟解知名字，更進而依教修行，心觀明了，理慧相應，所行如所言，所言如所行

者。此位修隨喜讀誦等五品（法華之所說，如下辭條）觀行，稱為五品弟子位。

四、相似即，始入別教所立之十信位，發類似真無漏之觀行者。入此位，則得法華經所說六根清

淨之德，故稱為六根清淨位。

五、分真即，依相似之觀力，而發真智，始斷一分之無明，而見佛性，開寶藏，顯真如，名為發

心住。於自此以後九住乃至等覺之四十一位，分破四十一品之無明，而分見法性者。

1 【一境三諦】（術語）空假中三諦，融即於一境之意。又曰圓融三諦，不思議三諦。是天台圓

教之說。諸法無自性，故為空；因緣所成，故為假；即空即假，故為中。如是一一之境，三諦

之理，鎔融相即，三一一三，無礙圓融，為絕對不可思議也。法華玄義第一，謂此妙諦為天然

之性德。(FROM:佛學大辭典(丁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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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究竟即，破第四十二之元品無明，發究竟圓滿之覺智者，即妙覺也。

六者次第前後之淺深，即者是之義，理位即是名字位，乃至即是究竟位，顯前後為不二。雖由智

（悟）情（迷）之淺深，有六種之別，然其體性不二即是。以六治上慢。以即免自屈也。

止觀一之三曰：「此六即者，始凡終聖。始凡故除疑怯，終聖故除慢大。」

輔行一之三曰：「體不二義，故名為即。」又曰：「此六即義，起自一家深符旨，永無眾過，暗

禪者多增上慢，文字者推功上人，並由不曉六而復即。」

觀經妙宗鈔上曰：「即者是義。」

天台大師有六即義一卷。

　　　　（十種位階）　　　　　　　　　（六種即佛）　　　

　　1　凡夫位（對於佛法，聞信全無）────理　即

　　2　凡夫位（對於佛法，有聞有信）────名字即

　　3　五品弟子位───（外凡位）─────觀行即

　　4　十信位─────（內凡位）─────相似即

　　5　十住位────┐

　　6　十行位　　　　│

　　7　十迴向位　　　├（菩薩位）─────分證即

　　8　十地位　　　　│

　　9　等覺位────┘

　10　妙覺位─────（佛　位）─────究竟即 

【五品】 (佛學大辭典(丁福保)) 

　（名數）法華經分別功德品就如來滅後之弟子，說五品之功德。得此五品功德之位，圓教之八

位，為第一之五品弟子位。同圓教之六即位，為觀行即之位。天台大師，現登此位云：

一、隨喜品，聞實相之法而信解隨喜者。

經曰：「若聞是經而不毀訾，起隨喜心，當知已為深心解相。」

二、讀誦品，更讀誦法華而助觀解者。

經曰：「何況讀誦受持之者。」

三、說法品，自說內解而導利他人者。

經曰：「如來滅後若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

四、兼行六度品，兼修六度而助觀心者。

經曰：「況復有人，能持是經，兼行佈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

五、正行六度品，正行六度而自行化他，事理具足，觀行轉勝者。

經曰：「復能清淨持戒。（中略）利根智慧，能答問難。」

見四教儀註下，三藏法數二十。 

【四安樂行

2

】 (三藏法數(明·一如等 撰))

　　﹝出法華文句

3

﹞謂身無危險故安，心無憂惱故樂，身安心樂，乃能進行，故名安樂行。

2 明蕅益大師著之《法華經會義》卷五「安樂行品第十四」亦有詳細註解。

3 《妙法蓮華經文句》二十卷，隋智者說，其弟子灌頂(章安大師)記，釋法華之經文。所謂法華

三大部之一。略曰「法華文句」。 其註解有：《法華文句記》十卷，唐 湛然著，釋法華文

句。 (FROM:佛學大辭典(丁福保))

第 2 / 6 頁



《賢愚經》經文補充講義 052 2015-06-21 

〔⼀、⾝安樂⾏〕，謂身應當遠離十種之事：一、遠離豪勢，二、遠離邪人邪法，三、遠離凶險

嬉戲，四、遠離旃陀羅，五、遠離二乘眾，妨修大乘之行故，六、遠離欲想，七、遠離不男之人，

八、遠離危害之處，九、遠離譏嫌之事，十、遠離畜養。

既遠離已，常好坐禪，修攝其心，是名身安樂行。

〔二、口安樂行〕，謂口應遠離四種語：一、不樂說人及經典過，二、不輕慢，謂不倚大乘而輕

蔑小乘也，三、不讚他亦不毀他，四、不生怨嫌之心。善修如是安樂心故，是名口安樂行。

〔三、意安樂行〕，謂意應棄四種惡：一、不嫉諂，二、不輕罵，謂不應以大行而訶罵小行之人

也，三、不惱亂，四、不爭競，為一切眾生平等說法，是名意安樂行。

〔四、誓願安樂行〕，謂由眾生不聞、不知、不覺，於是起慈悲心，誓願為說。故經云：我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隨在何地，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住是法中，是名誓願安樂行。

【四種三昧】 (三藏法數(明·一如等 撰))

     ﹝出摩訶止觀﹞欲登妙位，非行不階。行法眾多，略言其四。梵語三昧，華言正定，又云調直

定。眾生心行，常不調(蹴暴)、不直(邪曲)、不定(散亂)，入此三昧，能調、能直、能定，故名三

昧。

〔一、常坐三昧〕，常坐三昧者，亦名一行三昧。文殊般若經以九十日為期，獨居靜室，跏趺正

坐，蠲除惡覺，捨諸亂想，不雜思惟，繫緣法界

4

，一念法界。（繫緣是止，一念是觀。法法融攝，

故曰法界。）信一切法皆是佛法。若坐疲極，或疾病所困，或睡蓋所覆，或宿障發動，不能遣卻，

當專稱一佛名號，以求加護。除經行飲食便利之外，時刻相續，無須臾廢；此之三昧，於一期中，

若能精勤不懈，念念無間，則能破除障業，顯發實相之理矣。

〔二、常行三昧〕，常行三昧者，亦名般舟三昧。梵語般舟，華言佛立。佛立有三義：一、佛威

力，二、三昧力，三、行者本功德力。能於定中，見十方佛在其前立，故名佛立。以九十日為期，

終竟三月，身常旋行，不得休息，口常唱阿彌陀佛，心常想阿彌陀佛，或先想後唱，或先唱後想，

想唱相繼，無令休息。此之三昧，極能斷除宿障，於諸功德最為第一。（梵語阿彌陀，華言無量

壽。）

〔三、半行半坐三昧〕，半行半坐三昧者，若依方等經，七日為期，唯誦袒持咒。旋百二十匝，

一旋一咒。不遲不疾，旋竟卻坐，思惟實相之理。若依法華經，三七日為期，但誦本經。故經云：

其人若行、若立，讀誦是經，若坐、思惟是經，我乘六牙白象，現其人前。此等三昧，俱是半行

半坐也。（梵語袒持，華言秘要。）

〔四、非行非坐三昧〕，非行非坐三昧者，前之三種，俱用行坐；今言非行非坐者，雖非行坐，

實通行坐，亦名隨自意三昧，謂但於一切時中，一切事上，隨意用觀，不拘限期，心存止觀，念

起即覺是也。 

4 【觀門十法界】天台正修止觀之法於所觀立十境為十法界：一、陰界入法界。二、煩惱法界。

三、病患法界。四、業相法界。五、魔事法界。六、禪定法界。七、諸見法界。八、增上慢法

界。九、二乘法界。十，菩薩法界。見止觀五。 (FROM:佛學大辭典(丁福保))

第 3 / 6 頁



《賢愚經》經文補充講義 052 2015-06-21 

【樓至如來成道】 (悲華經卷第六)

持力捷疾言：『世尊！彼賢劫中諸佛世尊般涅槃已，最後妙音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那羅

延勝葉。世尊！我願於爾所時修菩薩道，修諸苦行，持戒、布施、多聞、精進、忍辱、愛語、福

德、智慧，種種助道悉令具足。賢劫諸佛垂成佛時，願我在初奉施飲食，般涅槃後收取舍利，起

塔供養。護持正法，見毀戒者，勸化安止，令住持戒；遠離正見墮諸見者，勸化安止，令住正見；

散亂心者，勸化安止，令住定心；無威儀者，勸化安止，住聖威儀。若有眾生欲行善根，我當為

其開示善根。彼諸世尊般涅槃後，正法垂滅，我於爾時當護持之，令不斷絕，於世界中，然正法

燈。 ...(略)...』

「『世尊！若我所願不成不得己利，不能與諸眾生作大醫王，不能利益者，我今便為欺誑十方無

量世界在在處處現在諸佛如來，今者亦復不應與我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世尊所與無量無邊

億阿僧祇眾生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者，我亦不得見如是人，亦不聞是佛音聲、法僧之聲、行

善法聲，常墮阿鼻大地獄中。世尊！若我所願成就得己利者，如來今者當稱讚我。』

「時，(寶藏)佛即讚持力捷疾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於來世作大醫王，令諸眾生離諸苦

惱，是故字汝為火淨藥王。』

(寶藏)佛告火淨藥王：『汝於來世，過一恒河沙等阿僧祇劫，入第二恒河沙阿僧祇劫後分，賢劫

中一千四佛垂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當悉得奉施飲食，乃至如上汝之所願。那羅延勝葉般涅

槃後，正法滅已，汝當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樓至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壽命半劫，汝之所得聲聞弟子，如千四佛所有

弟子等無差別；所化眾生，般涅槃後，正法滅已，賢劫俱盡，齒骨舍利悉化作佛，乃至生天人中，

亦復如是。』

5

【四種沙門】 (法相辭典(朱芾煌編))

瑜伽二十九卷十七頁云：沙門復有四種。何等為四？

一、勝道沙門。二、說道沙門。三、活道沙門。四、壞道沙門。

當知諸善逝、名勝道沙門。諸說正法者、名說道沙門。

諸修善行者、名活道沙門。諸行邪行者、名壞道沙門。

諸善逝者：謂已證得貪瞋癡等、無餘永盡。

說正法者：謂為調伏貪瞋癡等、宣說正法。

修善行者：謂為調伏貪瞋癡等，勤修正行。

行邪行者：謂犯尸羅，行諸惡法。

又學無學，名勝道沙門，以無漏道摧滅一切見修所斷諸煩惱故。

若無如來及諸菩薩，為菩提故，勤修正行諸聲聞眾持三藏者，名說道沙門，任持世俗法毗奈耶；

轉正法眼，令不斷故。

若諸異生補特伽羅，其性調善，為自利益，勤修正行；有羞有悔；愛樂正學；為得未得，為觸未

5《大乘大悲分陀利經》卷第四：「如是汝齒及以舍利成諸化佛；如是乃至無佛國中雨栴檀香，除

彼結病、見困、身患，安置眾生著三福地皆得生天。」(【三福】一、世福，孝養父母，奉事師長，

持十善戒。二、戒福，持三歸五戒乃至具足戒。三、行福，發菩提心，而行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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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為證未證，勤修加行；有力有能，堪得未得，堪觸未觸，堪證未證；名活道沙門。由彼現有

諸善法暖，堪能生長聖慧命根；名活非死。是故名為活道沙門。

若諸犯戒補特伽羅，多行惡法，廣說乃至實非梵行，自稱梵行；名壞道沙門。由彼破壞最初所有

正道根本，無力無能，非生道器。雖現前有說正道教及現前有證正道者；而彼不得。是故名為壞

道沙門。

世尊依彼，作如是說：此初沙門、廣說乃至第四沙門，於外沙門婆羅門教，空無所有。若於是處、

八支聖道、安立可得；卽於是處、有初沙門、廣說乃至第四沙門。 

【二世間】 (佛學大辭典(丁福保))

　（名數）有為法之過現未遷流曰世，事事物物間隔曰間。大別有二種：

一、有情世間，五蘊假和合而有情識，以為鬼畜人天等之差別者。

二、器世間，四大積聚而為山河大地國土家屋等之別，以容受有情者。

蓋有情世間為有情之正報，而器世間為有情之依報也。見俱舍論世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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