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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坛经》

疑问品第三 注释

词/词组

1.大会斋 2.法身 3.三身 4.布施 5.供养 6.福德 7.阿弥陀佛 8.世尊 9.舍卫城 10.十恶 11.

八邪 12.弥陀 13.顶礼 14.慈悲 15.喜舍 16.势至 17.释迦 18.六欲诸天 19.持戒 20.六度

名词解释

1. 大会斋： 又作大斋会、无遮会、大施会。广设斋食以供养僧众及诸佛、菩萨、人、天、

神、鬼等的大法会。

2. 法身： 佛三身之一，又名自性身，或法性身，即诸佛所证的真如法性之身。

3. 三身： 法身、报身、应身。法身又名自性身，或法性身，即常住不灭，人人本具的真性，

不过我们众生迷而不显，佛是觉而证得了；报身是由佛的智慧功德所成的，有自受用报身和他

受用报身的分别，自受用报身是佛自己受用内证法乐之身，他受用报身是佛为十地菩萨说法而

变现的身；应身又名应化身，或变化身，即应众生之机缘而变现出来的佛身。

4. 布施： 以慈悲心而施福利与人之义。布施有三种，即一、财施，即以财物去救济疾病贫

苦的人；二、法施，即以正法去劝人修善断恶；三、无畏施，即不顾虑自己的安危去解除别人

的怖畏。

5. 供养： 指供食物、衣服等予佛法僧三宝、师长、父母、亡者等。供养初以身体行为为主，

后亦包含纯粹的精神供养，故有身分供养、心分供养之分。

6. 福德： 指过去世及现在世所行之一切善行，及由于一切善行所得之福利。福德与功德不

同，外修事功的有漏善是福德，内证佛性无漏智才是功德，福德功德俱修俱足，才是出离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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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海乃至成佛作祖之道。

7. 阿弥陀佛： 意译为无量光，或无量寿佛。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他以观世音、大势至

两大菩萨为胁侍，在极乐净土实践教化、接引众生的伟大悲愿。这是我国佛教界最熟稔的如来。

8. 世尊： 如来十号之一。即为世间所尊重者之意，亦指世界中之最尊者。

9. 舍卫城： 古代中印度一座城市之名，憍萨罗国的都城。传为释迦牟尼长年居留说法处。

10. 十恶： 恶即乖理之行。谓众生触境颠倒。纵
cǐ

佌惑情。于身口意。动与理乖。成此十恶也。

一、杀生，杀生者，谓自杀，亦教人杀，断害一切众生之物命也。二、偷盗，偷盗者，谓窃取

他人一切财物也。三、邪淫，邪淫者，谓非己妻妾，而行欲事也。四、妄语，妄语者，谓好造

虚言诳惑他人也。五、两舌，两舌者，谓向此说是，向彼说非；或向彼说此，向此说彼，而使

彼此乖诤也。六、恶口，恶口者，谓言语
cū

麤犷，毁辱他人，令其受恼也。七、
qǐ

绮语，绮语者，

谓乖背真实，巧饰言辞，令人好乐也。八、贪欲，贪欲者，谓于顺情之境，贪着乐欲，心无猒

足也。九、
chēn

瞋
huì

恚，瞋恚者，谓于违情之境，不顺己意，心生忿怒也。十、邪见，邪见者，谓

拨无因果，行邪见道心，无正信也。（拨者，绝也。）

11. 八邪： 与八正道相反的八种邪道，即邪见、邪思惟、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

邪定。

12. 弥陀： 阿弥陀佛的简称。

13. 顶礼： 即两膝、两肘及头着地，以头顶敬礼，承接所礼者双足。向佛像行礼，舒二掌过

额、承空，以示接佛足。又作头顶礼敬、头面礼足、头面礼。其义同于五体投地、接足礼。及

印度最上之敬礼，以我所高者为顶，彼所卑者为足；以我所尊，敬彼所卑者，即礼之极。

14. 慈悲： 慈爱众生并给与快乐（与乐），称为慈；同感其苦，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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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称为悲；二者合称为慈悲。

15. 喜舍： 又称净舍、净施。谓欢喜施舍财宝。主要指为供养三宝而施给金钱、物品等。

16. 势至： 大势至菩萨的简称，因此菩萨的大智至一切处，故名大势至。

17. 释迦： 释迦牟尼佛世尊。

18. 六欲诸天： 指欲界的六天。即：一、四天王天，有持国、增长、广目、多闻等四大天王

及其所部之天众。身量为四分之一俱卢舍，以人间五十岁为一昼夜，寿命五百岁。二、 三十

三天，又作忉利天。帝释天在中央，其四方各有八天，合为三十三天。身量为半俱卢舍，以人

间百岁为一昼夜，寿命一千岁。三、夜摩天，身量为四分之三俱卢舍，以人间二百岁为一昼夜，

寿命二千岁。四、兜率天，身量为一俱卢舍，以人间四百岁为一昼夜，寿命四千岁。五、化乐

天，身量为一又四分之一俱卢舍，以人间八百岁为一昼夜，寿命八千岁。六、他化自在天，身

量为一俱卢舍半，以人间一千六百岁为一昼夜，定寿一万六千岁。此中四王天在须弥山之半腹、

忉利天在须弥山之顶上，故称为地居天；夜摩天以上之四天及色界诸天，住于三十三天上方空

间，故称为空居天。

19. 持戒： 六度之一。受持戒律而不犯触也。

20. 六度： 六种行之可以从生死苦恼此岸得度到涅盘安乐彼岸的法门，即布施、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般若。布施能度悭贪，持戒能度毁犯，忍辱能度嗔恚，精进能度懈怠，禅定能度

散乱，般若能度愚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