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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佛學相關名詞釋義 

（相關本論文提及之佛學名詞釋義，按筆劃順序分述。） 

資料來源：佛光大辭典光碟版(第二版) 

l 七寶；即七種珍寶，指世間七種珍貴之寶玉。或總稱轉輪聖王所擁有

之七種寶，即：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又稱主藏

寶）與主兵臣寶（將軍）。 

l 人間佛教：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共有五個思想來源：《三論》與唯

識法門、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阿含經》和廣《律》、日本佛教學

者，以及梁漱溟等新儒家學者。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特別重視從

「人」為出發點，先由「凡夫菩薩」做起，即內心存有「具煩惱身」

的自知之明，且「以利他為重」，漸漸進入「賢聖菩薩」「佛菩薩」的

境地。印順法師認為佛陀色身和凡夫色身完全相同，佛陀的偉大，是

在心靈或精神上具有比凡人更廣大的智慧和悲心。「佛涅槃以後，佛弟

子對佛的永恆懷念」乃是原始佛法一再隨時空變質的根本原因，這使

「人間佛教」之精神淪喪，佛陀天神化日趨嚴重。印順法師讚歎重視

因位、重視人間、莊嚴國土的淨土思想。認為「人」必須試著和佛、

菩薩共同在人間創造新的淨土，這才是符合「人間佛教」的淨土觀。

（楊惠南(1991)，「佛在人間：印順導師之人間佛教的分析」〔提要〕） 

l 十方：為四方、四維、上下之總稱。即指東、西、南、北、東南、西

南、東北、西北、上、下。佛教主張十方有無數世界及淨土，稱為十

方世界、十方法界、十方淨土、十方剎等。又其中之諸佛及眾生，則

稱為十方諸佛、十方眾生。 

l 三千大千世界：係為古代印度人之宇宙觀。謂以須彌山為中心，周圍

環繞四大洲及九山八海，稱為一小世界。此一小世界以一千為集，而

形成一個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集成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

集成大千世界，此大千世界因由小、中、大三種千世界所集成，故稱

三千大千世界。然據正確推定，所謂三千世界實則為十億個小世界，

而三千大千世界實為千百億個世界，與一般泛稱無限世界、宇宙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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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模糊概念實有差距。又於佛典之宇宙觀中，三千世界乃一佛所教化

之領域，故又稱一佛國。 

l 大乘佛教：大乘，意指大的交通工具。不以個人之覺悟（如小乘行者）

為滿足，而以救度眾生為目的，一如巨大之交通工具可載乘眾人，故

稱為大乘。以此為宗旨之佛教，即是大乘佛教。 

l 文字般若：般若，梵語 prajba，意為智慧。文字般若，指般若之章句。

語言文字能詮般若之理，其性空寂，故稱文字般若。 

l 方便：又作善權、變謀。指巧妙地接近、施設、安排等。乃一種向上

進展之方法。 

l 功德：意指功能福德。亦謂行善所獲之果報。 

l 四弘誓願：一切菩薩於因位時所應發起的四種廣大之願，故又稱總願。

有關四弘願之內容與解釋，散見於諸經論，然各經所舉頗有出入；而

國內一般採用六祖壇經之說，即：(1)眾生無邊誓願度，謂菩薩誓願救

度一切眾生。(2)煩惱無盡誓願斷，謂菩薩誓願斷除一切煩惱。(3)法門

無量誓願學，謂菩薩誓願學知一切佛法。(4)佛道無上誓願成，謂菩薩

誓願證得最高菩提。此四弘誓願可配於苦、集、滅、道四諦，前一誓

願為利他，後三誓願為自利。 

l 四句偈：指由四句所成之偈頌。佛書所載偈頌，由四句組成者，字數

多寡不拘。四句偈往往能涵蓋經論佛法之要義，故經中云，以四句偈

教人，或持受某四句偈，皆有甚大功德。 

l 四依：指四種依止之項目。依，依止、依憑之義。於經論中約分五類，

即法四依、行四依、人四依、說四依、身土四依。其中法四依謂修道

者所依止之四種正法，包含四依與四不依，即：(一)依法不依人。謂

修道者當以教法為依，不可以人為依。(二)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

謂三藏中有了義經、不了義經，修道者當以明示中道實相義之決定了

義經為依，不可以不了義經為依。(三)依義不依語。謂修道者當以中

道第一義為依，不可以文字、語言之表現為依。(四)依智不依識。謂

修道者當以真智慧為依，不可以人間情識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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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布施：即以慈悲心而施福利與人之義。 

l 正信：謂正直之信念。係相對於邪信而言，即指虔信佛所說正法之心，

此信心不因遭逢諸異道而稍生疑念。 

l 甘露：意譯作不死、不死液、天酒。即不死之神藥，天上之靈酒。 

l 因緣：為因與緣之並稱。因，指引生結果之直接內在原因；緣，指由

外來相助之間接原因。依此，因緣又有內因外緣、親因疏緣之稱。廣

義而言，因即意謂因與緣，包含內因與外緣。 

l 佛光：佛之光明。 

l 佛事：凡發揚佛德之事，稱為佛事。又作立地。 

l 佛法：佛所說之教法，包括各種教義及教義所表達之佛教真理。 

l 佛陀：意為覺者、知者。佛陀本指釋迦牟尼，後演為覺悟真理者之總

稱。（註 1） 

l 佛書：指與佛教有關之典籍。 

l 佛教：創始於釋迦牟尼，以合乎理智之教說，示導人類轉迷開悟；其

目的在於實現淨化社會之理想，以超越階級、種族為特色。（註 2） 

l 佛經：佛教經典，以釋迦牟尼所述及經其印可（同意）的教法為主稱

為「法印」，後世輯為經、律、論三藏。經說“定”，律說“戒”，論

說“慧” （21世紀世界彩色百科全書，p.996）。 

l 佛道：佛道即指佛果之無上菩提。 

l 佛學：即「佛法之學」。指一般研究佛教經典的哲學，約在西元前 6~5

世紀的時候產生於古印度，以後流行於印度的南北各地，發展成南傳

巴利語系的小乘佛學，與北傳梵語系的大乘佛學（21世紀世界彩色百

科全書，p.997）。而現在之佛學，是為將佛法流行人間，化度新學根

器眾生，或為因應時代學術潮流，而強調以新方法加以整理，並作有

條理、有系統之說明，而使之學術化者。 

l 法門：即佛法、教法。佛所說，而為世之準則者，稱為法；此法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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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聖入道之通處，復為如來聖者遊履之處，故稱為門。 

l 法施：指宣說教法，利益眾生。為二施之一，三施之一。又作說教、

說法、說經、談義、勸化。（二施，財施與法施；財、法、無畏三種

施為三施） 

l 法會：佛教儀式之一。又作法事、佛事、齋會、法要。乃為講說佛法

及供佛施僧等所舉行之集會。 

l 法輪：為對於佛法之喻稱。 

l 法寶：指佛、法、僧三寶中之法寶。即佛說之三藏十二部等一切教法。 

l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全一卷。後秦鳩摩羅什譯。略稱金剛般若經、金

剛經。收於大正藏第八冊。內容闡釋一切法無我之理。 

l 陀羅尼：陀羅尼分為法、義、咒術、忍等四種，稱為四陀羅尼。又作

四種總持、四總持、四持。 

l 無常：為「常住」之對稱。即謂一切有為法生滅遷流而不常住。一切

有為法皆由因緣而生，依生、住、異、滅四相，於剎那間生滅，而為

本無今有、今有後無，故總稱無常。 

l 結緣：謂今生之修行雖無法獲得解脫，然亦可作為他日得果之機緣。 

l 菩提：意譯覺、智、知、道。廣義而言，乃斷絕世間煩惱而成就涅槃

之智慧。 

l 菩提心：全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求無上菩提之心。菩提心為

一切諸佛之種子，淨法長養之良田，若發起此心勤行精進，當得速成

無上菩提。故知菩提心乃一切正願之始、菩提之根本、大悲及菩薩學

之所依；大乘菩薩最初必須發起大心，稱為發菩提心、發心、發意；

而最初之發心，稱初發心、新發意。求往生淨土者，亦須發菩提心。 

l 菩薩道：菩薩之修行。即修六度萬行，圓滿自利利他，成就佛果之道。

故菩薩道乃成佛之正因，成佛乃菩薩道之結果；欲成佛，必先行菩薩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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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獅子身上蟲，還食獅子身上肉：出自佛說法滅盡經，此典是在說明佛

法將滅之時的景象。蓋佛法因緣至而出現於人間，亦由於因緣盡而消

失；此滅亡因緣便是佛教中人壞了自己的法，此正所謂「獅子身上蟲，

還食獅子身上肉」。首段是說釋迦牟尼佛將圓寂之前，阿難見其光明不

現，知必有事，故而一再追問，而佛方說出了這最沉重的‘法滅⋯。 

l 經典：即佛陀所宣說教法，經阿難等結集之，初以口傳，後以文字記

載，舉凡文句、書籍，均稱為經典。 

l 摩訶迦葉：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付法藏第一祖。生於王舍城近郊之

婆羅門家。於佛成道後第三年為佛弟子，八日後即證入阿羅漢境地，

為佛陀弟子中最無執著之念者。人格清廉，深受佛陀信賴；於佛弟子

中曾受佛陀分予半座。佛陀入滅後，成為教團之統率者，於王舍城召

集第一次經典結集。直至阿難（梵 Ananda）為法之繼承者，始入雞足

山入定，以待彌勒出世，方行涅槃。禪宗以其為佛弟子中修無執著行

之第一人，特尊為頭陀第一；又以「拈花微笑」之故事，至今傳誦不

絕。 

註1：佛陀的生平 

【誕生】 

約在西元前 6~5世紀，世界四大文化古國之一的印度，誕生了一位日

後影響全世界的聖者— — 「佛陀」，佛教的始祖。他的一生，印證了一個

凡人走向真理的艱辛歷程；他的智慧與慈悲，恆久地散發生命力。 

佛陀，姓喬答摩，名悉達多。父親名叫淨飯，是迦毗羅衛國的國王，

非常英明仁慈，母親摩耶夫人，是拘利國的公主，為人十分賢慧。 

【出家】 

青年的太子，雖在皇宮裡享受著隨心所欲的豪奢生活。然而，他因目

睹社會的不平等，眾生的痛苦，對人生的真相和人類的痛苦的愁思，始終  

不能釋去。 

因而憂心的淨飯王在太子十六、七歲的時候，就替他選了美麗的耶輸

陀羅為妃，並日日歌舞昇平，窮極富貴，欲使他轉憂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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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生死、起滅、無常轉變的道理，像海潮一樣的在太子的心中起

伏。於是，他下定決心要找出一個方法，來解決這遍及世間的苦惱與人生

的真理，便毅然離開王城，成為一個苦行者，以尋求他的答案。 

【學道】 

苦行者喬達摩在恆河流域行腳五、六年之久的歲月，參訪了許多宗教

界的名師，研習他們的理論與方法，修練最嚴厲的苦行。各方尋師訪道的

結果，都不能使他滿意，於是他放棄了所有傳統的宗教和它們修練的方

法，獨自另闢蹊徑。 

【成佛】 

有一天晚上，喬達摩坐在尼連禪河邊伽耶山的一座小山旁菩提樹下，

證了正覺，時年約三十五歲。不久便因第一次說道成功，而人們就都叫他

做佛陀─ 覺悟的人。即了悟緣起，斷除無明，慧光煥發，佛性顯現，內

心清淨，然起了真理光芒，照耀人間。 

【說法】 

證了正覺之後，佛陀往鹿野苑趣說他第一次的佛法，為他的一群老同

修──五個苦行者，揭示根本教理（初轉法輪）。 

佛陀住世說法四十餘年，教導了各種階層的男女，一視同仁，不存絲

毫分別之心。告訴人們求得解脫的方法，指示人們應行的大道。他所留在

這人間的佛法，無一不是從他大智覺海中流露出來，無一不是我們離苦得

樂的方法。 

【示寂】 

佛陀在八十歲時，逝於拘尸城（在今烏塔卜拉達希邦內），並以自身 

的死啟示弟子，不必對死有所迷惘。 

他的一生，體證了人與生俱來的無限潛力，也教導了我們邁向成功的

關鍵就在於決不可尚失信心。 

佛陀的真理言教流傳至今，依法修行而得救的人，其數之多，使今日

世界佛教徒的人數早已億計；而受佛陀之光庇護的人更遍及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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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佛教概述 

佛教源於印度，其後向外傳播。傳入我國大部地區與日本、韓國、越

南者，以大乘佛教為主，稱為北傳佛教，其經典屬漢文系統；而傳入我國

西藏、蒙古與西伯利亞等地區者，為北傳佛教中之西藏佛教，俗稱喇嘛教，

其經典屬藏文系統；傳入錫蘭（今斯里蘭卡）、緬甸、泰國、寮國等地區

者，以上座部佛教為主，稱為南傳佛教，其經典屬巴利文系統。 

就整體而言，南方佛教保存較濃厚之印度原始佛教色彩，然並非僅有

小乘；北方佛教則多與傳承地之固有文化融合，以大乘為主，但亦非只限

於大乘。南傳佛教之三藏經典以律藏為主，用巴利文書寫，蓋南傳佛教徒

重實踐，故強調戒律至上，藏經汎稱聲聞藏；北傳佛教之三藏經典以經藏

為先，用梵文書寫，藏經汎稱菩薩藏。 

佛陀創立佛教，揭示的根本教理（初轉法輪），宣示苦、集、滅、道，

四聖諦。針對的重點就是要如何尋求人生覺悟解脫。大意如下所示1： 

1. 煩惱是普遍存在的，是人類從出生到死亡都免不了的。 

2. 煩惱的原因，在於自我的執著與慾望，而慾望會輪迴轉生，帶來

新的苦惱和慾望。（生老病死苦、恩愛別離苦、怨憎聚會苦、所求

不得苦、五蘊熾盛苦） 

3. 怎樣才能從煩惱中獲得解脫呢?只有斷絕一切慾望，才能免除煩

惱。 

4. 唯有遵行八正道（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

念、正定），才可以達到解脫之境。要有正確合理的見解、思想、

語言、生活、志向、努力、行為與冥想，修到人生最幸福的境界。

也就是要靠去除自我的執著、慈悲與佈施，才能達到精神上圓滿

的境界。 

法輪精要，正像阿說示2說的：「諸法從緣起，是法說緣生，諸法緣及

盡，吾佛大師說」。 

                                                 
1 尋幽訪勝話佛蹤：佛教史蹟巡禮(一)，VCD，台北：采風音象。 
2 五比丘之一。敬稱「尊者正願」。其威容端正，行步穩重，為時人所稱歎；一日，舍利弗邂逅
之，因感其威儀殊勝，乃問其所從師法為誰，阿說示乃告以佛陀開示之因緣生滅道理，舍利弗遂
歸依佛門，後證得法眼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