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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解釋

【分衛】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Piṇḍapata，或翻乞食，或翻團墮。乞食者為比丘行而乞食也，團墮者就乞得之

食而釋之，以西竺之法，多摶食作團墮疊缽中故也。

善見論曰：「分衛者，乞食也。」

玄應音義五曰：「分衛，此言訛也。正言儐荼波多，儐荼此云團，波多此云墮，言食墮在缽

中也。團者食團，謂乞食。」

行事鈔資持記下三之一曰：「梵云分衛，此翻摶墮，以西竺多摶食墮疊盆中故。」

或為漢語，謂以乞得之食物分與僧尼而衛護之令修道也。是為乞食之義。

又為佛分身保護眾生之義，是非乞食之事。

僧祇律曰：「乞食分施僧尼，衛護令修道業，故云分衛。」

嘉祥大經疏曰：「能分身護物機，故言分衛。」

【一大三千世界】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一世界之中央，有須彌山，此四方之大海中有四大洲，此大海之外，以鐵圍山圍

繞之，如是謂之一小世界。合一千一小世界，謂之小千世界，合一千小千世界，謂之中千世

界，合一千中千世界，謂之大千世界。

夫以一小世界為單位數，則一大千世界之數為 1,000,000,000 也。其成立及破壞，無不相同。

又為一佛所領之土。

俱舍論十一曰：「千四大洲，乃至梵世，如是總說，為一小千；千倍小千，名一中千界；千

中千界，總名一大千；如是大千，同成同壞。」

一大千世界中含有小千中千大千三種之千，故一大三千世界，謂之三千大千世界。

【無上正真道】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梵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Anuttara　samyaksaṁbodhi之古譯。

無量壽經上曰：「時國王聞佛說法，心懷悅豫，尋發無上正真道意。」

又曰：「開化恒沙無量眾生，使立無上正真之道。」

【不退地】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阿毘跋致，即不退之位地也。不退有三種四種之別，又雖依諸宗而位次不同，然

常謂菩薩初地之位，即三不退中之行不退，四不退中之證不退也。

法華經分別功德品曰：「或住不退地，或得陀羅尼。」

【阿鞞跋致】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Avaivart，又作阿毘跋致，或作阿惟越致，譯曰不退轉。不退轉成佛進路之義。

是菩薩階位之名。經一大阿僧祇劫之修行，則至此位。

阿彌陀經曰：「極樂國土，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

同慈恩疏曰：「阿鞞跋致者，阿之言無，鞞跋致之言退轉。故大品經云：不退轉故，名阿鞞

跋致。（中略）是人不為諸魔所動，更無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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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退】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一位不退，既修得之位次不退失也。二行不退，於所修之行法不退失也。三念不退，於正念

不退轉也。此三不退配於菩薩之行位，依諸宗而異。

據法相大乘，則依萬劫修因，入十住之位，雖識觀成就，無復退墮惡業流轉生死之位，謂之

位不退。

既入初地成就真唯識觀於利他之行不退失，謂之行不退。

八地已去，得無功用智念念入真如海，謂之念不退（西方要決之十住毘婆沙論）。

又天台一家，自別教之初住至第七住為位不退，此間斷見思之惑，而永超三界之生死也。

自第八住至十迴向之終為行不退，此間破塵沙之惑，而不退失利他也。

初地以上為念不退，斷無明之惑，而不失中道之正念也。

如配之於圓教，則自初信至第七信為位不退，自第八信至第十信之終為行不退，

初住已上為念不退。

觀經妙宗鈔下曰：「若破見、思，名位不退，則永不失超凡假。伏斷塵沙，名行不退，則永

不失菩薩之行。若破無明，名念不退，則不失中道正念。」

【四不退】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名數）淨土門立四不退。於以上三不退加處不退也。即生西方淨土者，不更退墮穢土也。

見西方要決

註1

，迦才淨土論

註2

上。

【又】法相宗立四不退：

一、信不退，為十信位之第六信，以自後退不生邪見故也。

二、位不退，為十住位之第七住，以自後退不入二乘故也。

三、證不退，為初地以上，以證得之法不退失故也。

四、行不退，為八地以上，以有為與無為之行皆能修故也。見法華玄贊二。

註 1: 【西方要決】具名「西方要決釋疑通規」，一卷（或作二卷），唐大慈恩寺沙門基撰。明往生西方極樂之要決。

註 2: 【淨土論】為釋迦才法師所撰。法師為唐代人。住長安寺弘法寺，勤修淨業。著《淨土論》三卷。

【總持】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梵語陀羅尼 Dharaṇi，譯言總持。持善不失，持惡不使起之義，以念與定慧為體。

菩薩所修之念定慧具此功德也。

註維摩經一曰：「肇曰：總持，謂持善不失，持惡不生。無所漏忌謂之持。」

嘉祥法華疏二曰：「問：以何為持體？答：智度論云：或說念，或說定，或說慧。今明一正

觀隨義異名。」

【四種總持】 (陳義孝《佛學常見辭匯》)

　法總持、義總持、咒總持、忍總持。

法總持又名聞總持，即對佛的教法聞持不忘；義總持是對諸法的義理總持不失；

咒總持是菩薩依定起咒，持咒神驗，袪除眾生的災患；忍總持是菩薩憑著實智，忍持法的實

相而不忘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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