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利语汇解 

 

  假如您跟一位只受过传统寺院教育的南传上座

部比库谈论“阿含经”、“三法印”、“十大弟子”

等等，他们也许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许多想当然的北传佛教术语、概念，对于巴利

语系佛教来说竟然完全陌生！ 

 

 

缘起 

编者曾学习北传佛教十多年，之后又接触到南

传上座部佛教，有机会学习巴利语三藏及其注解。

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尝试做一些翻译，选取相关的圣

典及义注译成中文。在学习与翻译的过程中，不断

发现有许多巴利语的专有名词无论在读音上还是在

释义上，都跟以前所学的北传佛教术语有所不同。 

在此试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巴利语 sammā- 
sambuddha,北传佛教依梵语 samyak-sambuddha 音译为

“三藐三佛陀”，意译为“正等觉者”、“正遍知”。

如北传《大智度论》卷二中说:“云何名三藐三佛陀？

三藐名正，三名遍，佛名知，是名正遍知一切法。”其

意谓：相对于外道之邪觉，小乘罗汉为正觉；相对

于罗汉之偏觉，菩萨为等觉；相对于菩萨之分觉，

佛为正等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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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据巴利语，sammāsambuddha 则应译为“全

自觉者”或“完全自觉者”，诸经律的义注皆解释

为:“完全地自己觉悟了一切诸法，故为‘全自觉者’

1
。” 

又如巴利语 sa�ghādisesa，北传诸律依据梵语

sa�ghāvaśe�a 音译为“僧伽婆尸沙”，意译为“僧残”。

北传《毗尼母经》卷七中解释:“如人为他所斫，残有

咽喉，名之为残。”谓凡是犯此罪的比丘，不像犯波

罗夷般决定死罪，仍然残留有生命，若能获得清净

僧众为他如法说忏悔除罪之法，此罪方可除灭。 

但是根据巴利语，sa�ghādisesa 则应音译为“桑

喀地谢沙”，直译为“僧始终”,意谓犯此学处的比

库，对其罪的处理过程自始至终皆须由僧团来执行。 

 

基于南北传佛教在许多专有名词读音与义解方

面的差异，同时也为了教学与翻译上的方便，于是

把一些常用的巴利语专有名词汇集起来，再分门别

类进行译释。 

在译释词条时，基本上按照两种方法进行： 

第一、从巴利词源学的角度来分析。如果是古

人（特别是唐代的玄奘大师）已经作出精准翻译且

又符合巴利语源者则采纳之，不合者则重译之。 

第二、直接查阅或引述各种巴利语三藏、义注

及复注，按词条的巴利含义进行译释。 

                                                           
1
 英文将这个词翻译得很准确: the Perfectly Self-Enlightened; the 

Perfectly Enlightened One; the Fully- Enlightene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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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读者还将会发现，在本文中对一些人名、

地名等巴利语专有名词采用了新的音译。比如汉传

佛教的专有名词“比丘”(梵语 bhik�u 的古音译），今

依巴利语 bhikkhu 音译为“比库”；汉传佛教的“沙

弥”(为梵语śrāma"eraka 的讹略音译），今依巴利语

sāma"era 音译为“沙马内拉”；北传佛教的“阿罗汉”

(梵语 arhant的古音译)，今依巴利语 arahant音译为“阿

拉汉”等。 

众所周知，北传佛教的音译术语绝大部分是从

梵语(Sa�skrit)翻译过来的，而南传上座部佛教所使用

的经典语言则是巴利语(Pā%i)。由于这两种语言分属

不同的语支，故本文对这些巴利语专有名词将根据

巴利语的实际读音进行重新拼译。同时，南传上座

部佛教相信，巴利语是佛陀当年说法时所使用的马

嘎底语(Māgadhī,摩揭陀语)，这种语言在两千多年以

来一直都被南传上座部佛弟子们尊奉为佛陀的语言

(Buddhavacana)和圣典语(Pā%i-bhāsā)，受到广泛的学习

与使用。当今，华人圈中对上座部佛教以及巴利语

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编者在此也希望借着对部分

巴利语专有名词采用直接拼读（新音译）的方法，

来帮助诸善人们了解和学习巴利语。当然，由于汉

语读音的局限性，采用中文来拼写巴利语发音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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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权宜之计。编者更希望见到读者们能够直接用巴

利语来拼读这些专有名词。 

 

南传和北传佛教有许多名词术语是共通的，这

说明它们都有相同的源头。不过，两千多年的分流，

也造成了大量的名词、术语在读音和释义上都存在

着一定的差别。有相当北传佛学基础但又有心学习

上座部佛教和巴利语的华人佛弟子们，不能无视这

些差异性。如果还是继续一厢情愿地把许多北传佛

教（包括《阿含经》、说一切有部等部派）的术语、

概念硬套在南传上座部佛教上，只会变得不伦不类

且贻笑大方。就好像市面上有些介绍“原始佛教”

的书籍在大谈特谈“三法印”、“十大弟子2”等一

样。假如您跟一位只受过传统寺院教育的南传上座

部比库谈论“阿含经”、“三法印”、“我空法有”、

“见惑、思惑”、“戒体”、“十大弟子”等等，

他们也许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编写本文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给有心学习与

继承上座部佛教传统的华人弟子们一份更符合巴利

语原意的专有名词汇解，帮助大家能够更正确地、

更系统地学习和实践上座部所传承的佛陀的教法。 

                                                           
2
 十大弟子的说法出自北传《维摩诘经·弟子品》和《灌顶经》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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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有些学习原始佛教者或阿含学者大

致有两种倾向：一、南北杂糅，诸家圆融；二、批

评大乘，打倒北传。这是某些华人信徒的“特色”，

不能将之视同南传上座部佛教。 

本文无意涉及任何一种倾向，只想透过译释巴

利语词汇来介绍传统的上座部佛教。对于南北传在

某些名词的音义出现不同之处，则在尊重北传佛教

的前提下列出其差异，有时也略陈其差异之因。 

 

当然，如果把上座部佛教的专门术语汇集起来

的话，可以编写成一本厚厚的词典。然而，本文并

非辞书，编者也还不具备编写词典的能力，在这里

只是收集一些常见的巴利语词汇，以飨读者。至于

收词量，则将会随着不断的编写而逐渐增加。 

 

 

 玛欣德比库 

(Mahinda Bhikkhu) 

编于缅甸帕奥禅林庄严山寺 

2008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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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凡例凡例凡例】  
 

1、本文对词头的词源学分析以及对词条的释义，主

要参考以下各语言版本的巴利语词典： 

⑴ U Hote Sein Pàëi-Myanmar Abhidhan (伍候新巴缅

词典) 

⑵《《《《パーリパーリパーリパーリ语辞典语辞典语辞典语辞典》》》》(增补改订版)，水野弘元，日

本春秋社，2005 年 2 月 

⑶ Pàëi-English Dictionary, T.W.Rhys Davis & William 

Stede, Pā%i Text Society, London, Reprinted 1989 

⑷ Concise Pàëi-English Dictionary, A.P.Buddhadatta 

Mahāthera, The Colombo Apothecaries’Co.,LTD, Sri Lanka, 

1968 

⑸《《《《巴汉词典巴汉词典巴汉词典巴汉词典》》》》, A.P.Buddhadatta Mahāthera 著，

Mahāñā"o Bhikkhu 译，浮罗佛教修行林, 2006 

 

2、本文词条释义中所引用的巴利语原文，为缅甸第

六次结集的罗马字体 CD 版(Cha::ha Sa�gāyana CD (version 

3), 简称 CSCD)，必要时也参考巴利圣典协会(P.T.S.)出版

的罗马字体版。 

3、为了尊重巴利三藏的权威性和神圣性，本文对巴

利圣典(Pā%i)及其义注(a::hkathā)的中文翻译采用直译法，

并用“宋体”字标示。凡加上方括号[ ]者为补注，即编

译者在翻译巴利语时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而加入的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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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了方便读者对读巴利原典，在译文之后往往附

有巴利语原典的出处。对于律藏和论藏，列出的是第六

次结集的缅文版巴利三藏(CSCD)的章节序号；对于经藏，

这些序号则为经号（缅文版与 P.T.S.版相同。见下表）。 

5、有些词条的巴利译音或释义与北传佛教（以汉传

佛教为主）有所不同者，则在解释巴利音义之后，也简

要地列出与之相当的梵语古音译和北传释义。 

对于北传佛教术语的音义，参考了以下各词典： 

⑴《《《《佛学大词典佛学大词典佛学大词典佛学大词典》》》》,丁福保编 

⑵《《《《佛学大词典佛学大词典佛学大词典佛学大词典》》》》 

⑶《《《《中华佛教百科全书中华佛教百科全书中华佛教百科全书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必要时也参考“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出版的

电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经》。 

  6、凡南北传译音与释义差异较大，并不鼓励有心学

习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弟子继续使用者，则在其前加提示

符“☞”。 

6、本文所引的巴利原典出处，多数使用缩略语。其

缩略语所对应的原典兹举例如下： 

 

·Pr. = Pārājika 律藏第一册·巴拉基嘎 

·Pc. = Pācittiya 律藏第二册·巴吉帝亚 

·Mv. = Mahāvagga 律藏第三册·大品 

·Cv. = Cū%avagga 律藏第四册·小品 

·Pr.A. = Pārājika-a::hakathā 巴拉基嘎的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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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Dīgha-nikāya 长部 

·M = Majjhima-nikāya 中部 

·A = A�guttara-nikāya 增支部 

·Dp = Dhammapada 法句 

·Ps = Patisambhida-magga 无碍解道 

·Ds = Dhammasa�ga"ī 法集论 

·Vbh = Vibha�ga 分别论 

·Pp = Puggala-paññati 人施设论 

·Vm = Visuddhi-magga 清净道论 

·Pk.A. = Pañcapakara"a- 

a::hakathā 

五部论注 

·Mv.108 = Mahāvagga.108 律藏·大品 缅文版 第 108 节  

·D.16 长部 第 16 经 

·A.11.1.1 增支部 第 11 集 第 1 品 第 1 经 

·Vm.1.141 清净道论 第一册 第 141 节 
 

 

 

 

 

 

 

 

 



巴利语汇解 

 9 

一、佛教 

佛教佛教佛教佛教：巴利语 Buddha-sāsana。sāsana,意为教导，教说，

教法。Buddha-sāsana即佛陀的教导，佛陀的教法。 

佛陀的教法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 教理之教(pariyatti-sāsana) ——律、经、论三

藏等应当学习的教法义理。 

2. 行道之教(pa:ipatti-sāsana) ——戒、定、慧三

学等能导向证悟出世间法的禅修实践。 

3. 通达之教(pa:ivedha-sāsana) ——证悟四种圣

道、四种圣果以及涅槃九种出世间法。 

  唯有教理之教的住立，才有行道之教的存在；

因为修行不能偏离三藏，不能违背佛陀的教导。唯

有行道之教的住立，才有通达之教的存在；因为不

依照戒定慧禅修，脱离了行道实践，就不可能证悟

任何的出世间法。 

 

上座部佛教上座部佛教上座部佛教上座部佛教：巴利语 Theravāda。thera,意为长老，上

座；vāda,意为说, 论, 学说, 学派, 宗派, 部派。 

上座部佛教因其由印度本土向南传播到斯里兰

卡、缅甸等地，故称为南传佛教。又因所传诵的三

藏经典使用巴利语(pā%i-bhāsā)，故又称为巴利语系佛

教。 

南传上座部佛教坚持维护佛陀的原本教法，只

相信和崇敬佛、法、僧三宝，传诵与尊奉巴利语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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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论三藏，依照八圣道、戒定慧、四念处等方法

禅修，大多数人致力于断除烦恼、解脱生死、证悟

涅槃。 

传统上，南传上座部佛教流传于斯里兰卡、缅

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

区。 

 

大乘大乘大乘大乘：梵语 Mahāyāna3。mahā 意为大，含有伟大、高

贵等义；yāna 为车乘，运载之义。谓能将无量众生

从生死此岸运载至觉悟彼岸，故名“大乘”。 

大乘佛教为佛陀入灭五百多年(公元前一世纪)

之后在印度兴起的一种佛教形式，主张修行菩萨道，

普度众生，并以成就佛果为最终目标。大乘佛教崇

拜许多的诸佛、菩萨、诸天等，受持传诵大乘经典，

并把以前的佛教传统和当时与之并行的部派佛教贬

称为“小乘”。佛灭一千多年(公元七世纪)以后，大

乘佛教融合婆罗门教-印度教的鬼神崇拜、咒术信仰

等因素，形成“密乘佛教”或“金刚乘”。 

大乘佛教后来流传到中国汉地，与中华文化相

结合而形成了汉传佛教，之后又传到韩国、日本、

越南等地。 

                                                           
3 虽然南传上座部佛教普遍用 Mahāyāna (大乘，摩诃衍)来尊称北传佛教，但是，“大乘”(Mahāyāna)一词在整套巴利三藏及其义注、复注都不曾出现过，它属于梵语的专有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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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乘佛教后来流传到西藏，吸收了当地的苯教

信仰而形成藏传佛教，之后又传到蒙古、尼泊尔、

不丹等地。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因为是从印度往北传播而

形成，故合称为北传佛教。他们与南传上座部佛教

并称为当今世界的三大语系佛教。 

 

巴利语巴利语巴利语巴利语 (pā%i-bhāsā)：是由佛陀在世时中印度马嘎塔

国（Magadha,摩揭陀国）一带使用的方言变化而来，

它属于与古印度正统的雅语——梵语(Sanskrit)——

相对的民众方言——布拉格利语(Prākrit)的一种。南

传上座部佛教相信巴利语是佛陀当年讲经说法时所

使用的马嘎塔口语，故又称为“马嘎底语”(Māgadhika, 

Māgadhī,摩揭陀语)。 

“ 巴利” (pā%i)一词 的原意 是指佛语 (Buddha- 

bhāsā)、圣典、三藏，用以区分作为解释圣典的文献

——义注(a::hakathā)和复注(:īkā)。也因如此，记录圣

典、佛语的专用语“马嘎底语”到后来也就逐渐成

了“佛经语”“圣典语”的代名词，即“巴利语”。 

南传上座部佛教因为使用巴利语传诵的三藏经

典，故又被称为巴利语系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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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陀 

佛陀佛陀佛陀佛陀：巴利(梵)语 buddha 的古音译。意为觉者，觉悟

者。 

“佛陀”有两种含义： 

1.以解脱究竟智觉悟了一切应了知者，称为佛

陀。 

2.自己无需老师的指导而觉悟了四圣谛，也能教

导其他有情觉悟者，称为佛陀。 

义注中解释说:“凡有任何应了知者，皆以解脱究

竟智觉悟了那一切，故为佛陀。或因为自己觉悟了四圣

谛，也能令其他有情觉悟，以这些理由故为佛陀。” 

(Pr.A.1 / Vm.1.141) 

    

世尊世尊世尊世尊：巴利(梵)语 bhagavant 的意译。bhaga,意为祥瑞，

吉祥，幸运；vant,意为具有，拥有。bhagavant 直译

为“具祥瑞者”。 

诸经律的义注采用语源学的方法解释了 bhagavā

的六种含义： 

1.以具诸祥瑞(bhāgyavā’ti)故为 bhagavā； 

2.以已破坏(bhaggavā’ti)一切危险故为 bhagavā； 

3.以有诸福德(bhagā assa santī’ti)故为 bhagavā； 

4.以分别(vibhattavā’ti)一切法故为 bhagavā； 

5.以亲近(bhattavā’ti)诸上人法故为 bhagavā； 

6.以已除去诸有(bhavesu vantagamano’ti)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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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gavā。(Pr.A.1 / Vm.1.142-4) 

在巴利圣典中，通常用 Bhagavā 来尊称佛陀。 

 

阿拉阿拉阿拉阿拉汉汉汉汉：巴利语 arahant 的音译。意为应当的，值得

的，有资格者。 

“阿拉汉”有五种含义： 

1.以已远离(ārakattā)一切烦恼故为 arahaD； 

2.以已杀烦恼敌故(arīnaD hatattā)为 arahaD； 

3.以已破轮回之辐故(arānaD hatattā)为 arahaD； 

4.以有资格(arahattā)受资具等供养故为 arahaD； 

5.以对恶行已无隐秘故(pāpakara"e rahābhāvato)为

arahaD。(Pr.A.1 / Vm.1.125-130) 

“阿拉汉”是对佛陀的尊称，也可以指一切的

漏尽者 (khī"āsava,断尽烦恼者)，包括诸佛、独觉佛及

阿拉汉弟子。 

☞汉传佛教依梵语 arhant 音译为“阿罗汉”，谓

为小乘极果。其音、用法皆与上座部佛教有所不同。 

    

全自觉者全自觉者全自觉者全自觉者：对佛陀的尊称，为巴利语 sammāsambuddha

的直译。sammā,意为完全地、彻底地、圆满地、正确

地；sam,于此作 sāmaD 解，意为自己、亲自；buddha,

即佛陀，意为觉悟者。全自觉者即自己完全地觉悟

了一切法的人。 

诸义注中说:“完全地、自己觉悟了一切诸法，故

巴利语汇解 

 14 

为‘全自觉者’。”(Sammā sāmañca sabbadhammānaD 

buddhattā pana sammàsambuddho’ti.)(Pr.A.1 / M.A.1.12 / 

A.A.1.170 / Vm.1.132) 

☞汉传佛教依梵语 samyak-sambuddha 音译为三

藐三佛陀；意译作正等觉者，正等正觉者，正遍知。 

    

明行具足明行具足明行具足明行具足：佛陀德号之一，为巴利语 vijjācara"a- 

sampanna 的直译。vijjā (明，知识，智慧) + cara"a (行，

行为，德行) + sampanna (具足者，成就者)组成。 

“因具足明与行，故为明行具足。”(Vijjāhi pana 

cara"ena ca sampannattā vijjàcaraõasampanno.) 

(Vm.1.133 / Pr.A.1) 

在此，“明”是指“三明”：宿住明、死生明

和漏尽明；或“八明”：观智、意所成神变及六神

通。 

  “行”是指戒律仪、守护诸根、于食知节量、

实行警寤、七种正法（信、惭、愧、多闻、精进、

念、慧）及四种色界禅那。 

  在此，世尊以明具足圆满了一切知而住，以行

具足而为大悲者。世尊因具足诸明与诸行，故名“明

行具足”。  

 

善逝善逝善逝善逝：佛陀德号之一，为巴利语 sugata 的直译，由

su (善) + gata (已到，已去)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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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于善美故，已至美妙处故，正行故，正语故，

为善逝。”(Sobhanagamanattā, sundaraD :hānaD gatattā, 

sammā gatattā, sammā ca gadattā sugato.)(Vm.1.134 / 

Pr.A.1) 

    

世间解世间解世间解世间解：佛陀德号之一，为巴利语 lokavidū 的直译，

由 loka (世间) + vidū (为 vindati(知道)的完全式)组成。 

“完全了解世间故，为世间解。”(Sabbathāpi 

viditalokattā pana lokavidå.)(Vm.1.135 / Pr.A.1) 

世尊依自性、依集、依灭、依灭之方便而完全

知道、了知、通达世间，故名“世间解”；又完全

知道行世间(sa�khāraloka)、有情世间(sattaloka)和空间

世间(okāsaloka)三种世间，故名“世间解”。 

    

无上者无上者无上者无上者：佛陀德号之一，为巴利语 anuttara 的直译，

由 na (无) + uttara (上，超过)组成。 

“不存在有任何比自己的功德更殊胜者，没有超过

此者，为无上者。”(Attanā pana gu"ehi visi::hatarassa 

kassaci abhāvato natthi etassa uttaro’ti anuttaro.) 

(Vm.1.138 / Pr.A.1) 

    

调御丈夫调御丈夫调御丈夫调御丈夫：佛陀德号之一，为巴利语 purissadamma- 

sārathi 的意译，由 purissa (男人，丈夫) + damma (应调

御的，应受训的) + sārathi (调御者，驾驭者)组成。 

巴利语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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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调御应受调御的丈夫，为调御丈夫。”

(Purissadamme sāretī’ti purissadammasàrathi.)  

  或者也可将“无上者”与“调御丈夫”合为一

句，成为“无上调御丈夫。”(anuttaro purissadamma 

sārathi)(Vm.1.139 / Pr.A.1) 

 

天人导师天人导师天人导师天人导师：佛陀德号之一，为巴利语 satthādeva- 

manussānaD 的直译，由 satthā (导师) + devānaD (诸天) 

+ manussānaD (诸人)组成。即佛陀是能带领诸天与诸

人度脱生死诸险难的导师。(Vm.1.140 / Pr.A.1) 

    

苟答马苟答马苟答马苟答马：巴利语 Gotama 的音译。我们现在佛陀的家

姓，通常用来指称佛陀。我们现在的教法时期是苟

答马佛陀的教法时期。 

☞汉传佛教依梵语 Gautama 音译为乔答摩、瞿昙

等。也常依佛陀的族姓称为释迦牟尼(Śakyamuni)。 

 

七佛七佛七佛七佛：过去曾经出现于世的六位佛陀，以及现在的

苟答马佛(Gotama)并称为七佛。 

过去的六位佛陀分别是： 

1.九十一大劫以前的维巴西佛(Vipassī,毗婆尸

佛); 

2.三十一大劫以前的西奇佛(Sikhi,尸弃佛); 

3.三十一大劫以前的韦沙菩佛(Vessabhu,毗舍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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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4.现在贤劫的咖古三塔佛(Kakusandha,拘留孙佛); 

5.现在贤劫的果那嘎马那佛(Konāgamana,拘那含

牟尼佛); 

6.现在贤劫的咖沙巴佛(Kassapa,迦叶佛)。 

在《长部·大授经》中说： 

“诸比库，距今九十一劫以前，维巴西世尊、阿拉

汉、全自觉者出现于世。 

诸比库，距今三十一劫以前，西奇世尊、阿拉汉、

全自觉者出现于世。 

诸比库，又于彼三十一劫中，韦沙菩世尊、阿拉汉、

全自觉者出现于世。 

诸比库，于此贤劫中，咖古三塔世尊、阿拉汉、全

自觉者出现于世。 

诸比库，于此贤劫中，果那嘎马那世尊、阿拉汉、

全自觉者出现于世。 

诸比库，于此贤劫中，咖沙巴世尊、阿拉汉、全自

觉者出现于世。 

诸比库，于此贤劫中，今我阿拉汉、全自觉者出现

于世。”(D.14) 

 

美德亚美德亚美德亚美德亚：未来佛名，巴利语 Metteyya 的音译，意为

慈爱，为此贤劫中的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佛陀。 

  在《长部·转轮王经》中说:“诸比库，在人寿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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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岁时，有名为美德亚的世尊将出现于世，是阿拉汉、

全自觉者、明行具足、善逝、世间解、无上者、调御丈

夫、天人导师、佛陀、世尊。”(D.26) 

☞汉传佛教依梵语 Maitreya 音译为弥勒、弥帝

隶、梅怛丽耶等。 

 

独觉佛独觉佛独觉佛独觉佛：巴利语 paccekabuddha。在没有佛法的时期，

能无师而通达四圣谛，但却不能教导其他众生的圣

者。 

☞汉传佛教依梵语 pratyekabuddha 译作辟支佛、

贝支迦、缘觉等。 

 

 

三、戒律 

比库比库比库比库：巴利语 bhikkhu 的音译，有行乞者、持割截衣

者、见怖畏等义。即于世尊正法、律中出家、受具

足戒的男子。 

在《律藏·巴拉基咖》中解释:“乞讨者(bhikkhako’ti)

为比库，遵从于行乞者(bhikkhācariyaD ajjhupagato’ti)为

比库，持割截衣者(bhinnapa:adharo’ti)为比库。”(Pr.45) 

《清净道论》中说:“比库者，以应见到轮回的怖

畏(saDsāre bhayaD ikkha"atāya)，或应持割截衣等

(bhinnapa:adharāditāya)，获得这样名称的信心出家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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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子。”(Vm.1.14) 

☞汉传佛教依梵语 bhik�u 音译为“比丘”、“苾

刍”等，含有破恶、怖魔、乞士等义。其音、义皆

与巴利语有所不同。 

现在使用“比库”指称巴利语传承的佛世比库

僧众及南传上座部比库僧众；而使用“比丘”、“比

丘尼”指称源自梵语系统的北传僧尼。 

 

沙马内拉沙马内拉沙马内拉沙马内拉：巴利语sāma"era的音译。是指于世尊正法、

律中出家、受持十戒之男子。 

☞汉传佛教依梵语śrāma"eraka 音译为“沙弥”、

“室罗摩拏洛迦”等。 

   附带提一下：汉传佛教把梵语śrāma"eraka讹略

为“沙弥”。如果把“沙弥”转写为巴利语则为 sāmī。

sāmī 意为“主人”、“物主”、“丈夫”。在佛世

时的古印度，奴隶、仆人称他们的主人为“沙弥”，

妇女称她们的丈夫也为“沙弥”。同时,“沙弥尼”(sāminī)

则是“女主人”、“妻子”的意思。因此，不宜把

巴利语 sāma"era讹略成“沙弥”。4 
 

皈依皈依皈依皈依 (sara"a)：或归依，依靠；庇护所，避难所。 
皈依的对象有三，称为“三皈依”(tisara"a)或“皈

                                                           
4
 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 3 云:“旧云沙弥者，言略而音讹。”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 47 云:“旧言沙弥者，讹略也。” 释光述《俱舍论记》卷 14 云:“旧云沙弥，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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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三宝”。三宝，即佛(buddha)、法(dhamma)、僧(sa�gha)。

皈依三宝是指以佛、法、僧作为皈依处或庇护所。 

    

戒戒戒戒 (sīla)：有行为、习惯、品质、本性、自然等义，

通常也指道德规范、好品质、良善的行为、佛教的行

为准则等。 
  《清净道论》中解释:“以什么意思为戒呢？以戒

行之义为戒。为何称为戒？正持(samādhānaD)——以身业

等好习惯的无杂乱性之义；或确持(upadhāra"aD)——以

住立于善法的持续性之义。这两种意思实是通晓语法者

所允许。但也有人以头义为戒，以清凉义为戒，用如是

等方式来解释其义。”(Vm.1.7) 

  “戒”有时也作为“学处”的别名，如在家学处

包括五戒(pañcasīla)、八戒(a::ha�gasīla)等，出家学处包

括十戒(dasasīla)、具足戒(upasampannasīla)等。 
 

学处学处学处学处 (sikkhāpada)：或译作学足。sikkhā 意为学，学习，

训练；pada 意为足，处所。学处亦即是学习规则，戒

条。 

《小诵注》中说:“应当学故为学；以此作为足故

为足。学之足为学足，即到达学的方法之义。又或者说

为根本、依止、立足处[为学处]。” 

 

十种学处十种学处十种学处十种学处 (dasa-sikkhāpadāni)：又作十戒，即沙马内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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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学习的十种行为规则。 

这十种学处依次是：离杀生，离不与取，离非梵

行，离妄语，离放逸之因的诸酒类，离非时食，离观

听跳舞、唱歌、音乐、表演，离妆饰、装扮之因的穿

戴花鬘、芳香、涂香，离高、大床座，离接受金银。 

 

律藏律藏律藏律藏 (Vinayapi:aka)：乃世尊为诸弟子制定的戒律教诫

和生活规则。 

《律藏》按照内容可分为《经分别》、《篇章》、

《附随》三大部分。缅文版编为《巴拉基咖》、《巴

吉帝亚》、《大品》、《小品》和《附随》五大册。 

《经分别》是对比库和比库尼两部戒经——《巴

帝摩卡》的解释，其中解释《比库巴帝摩卡》的部分

称为《大分别》(Mahāvibha�ga); 解释《比库尼巴帝摩

卡》的部分则称为《比库尼分别》(Bhikkhunī-vibha�ga)。 

《篇章》(Khandhaka)又分为《大品》(Mahā-vagga)

和《小品》(Culla-vagga)两大部分，《大品》有 10篇,

《小品》有 12篇，共 22篇。 

 

巴帝摩卡巴帝摩卡巴帝摩卡巴帝摩卡：巴利语 pātimokkha 的音译，有上首、极殊

胜、护解脱等义。 

《律藏·大品·诵戒篇》中解释:“巴帝摩卡者，

此是最初，此是头首，此是诸善法之上首，因此称为‘巴

帝摩卡’。”(Mv.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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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注《疑惑度脱》中说:“巴帝摩卡为极殊胜

(pa-atimokkha)、极上首(atipamokkha)、极尊、极上之义。” 

《清净道论》中说:“若他看护(pāti)、保护此者，

能使他解脱(mokkheti)、脱离恶趣等苦，所以称为‘护解

脱’。”(Vm.1.14) 

巴帝摩卡可分为戒和经籍两种： 

1.戒巴帝摩卡(sīla pātimokkha)——比库、比库尼

应持守的巴帝摩卡律仪戒。其中，比库巴帝摩卡共

有 227条，比库尼巴帝摩卡有 311条。 

2.经籍巴帝摩卡 (gantha pātimokkha)——僧团每

半月半月应念诵的戒经。有两部戒经，即《比库巴

帝摩卡》和《比库尼巴帝摩卡》。 

☞汉传佛教依梵语 prātimok�a 音译为“波罗提木

叉”等，意为别解脱、从解脱、随顺解脱等，其音、

义与巴利语有所不同。 

 

篇篇篇篇：巴利语 khandhaka, 源于 khandha (蕴，聚，积聚)，

意为“篇章”、“章节”。汉译古律依梵语 skandha

音译为犍度、揵度等。 

在《律藏》中，将有关授戒、诵戒、雨安居、

自恣等僧团的生活规则进行分门别类，编集成 22 个

部分，总称为《篇章》，其中的每个部分也称为“篇”。

如有关出家、授戒的部分称为“大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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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义义义注注注注 (a::hakathā)：a::ha,同 attha, 意为义，义理；kathā,

意为论，说。即解释巴利三藏的文献。 

在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承中，律、经、论三藏

圣典称为“巴利”(Pā%i), 对三藏的注解称为“义注” 

(a::hakathā),对义注的再解释称为“复注”(:īkā), 对复

注的再解释称为“再复注”(anu:īkā)。 

其中，《律藏》的义注有《普端严》、《疑惑

度脱》等。《经藏》的义注有《吉祥悦意》、《破

除疑障》、《显扬心义》、《满足希求》、《胜义

光明》等；论藏的义注有《殊胜义注》、《迷惑冰

消》、《五部论注》等。 

 

巴拉基咖巴拉基咖巴拉基咖巴拉基咖：比库学处之一，为巴利语 pārājika 的音译，

直译作“他胜”，意为已被打败或失败。 

汉传佛教音译为波罗夷、波罗市迦，也意译为

断头、退没等。 

 

桑喀地谢沙桑喀地谢沙桑喀地谢沙桑喀地谢沙：比库学处之一，为巴利语 sa�ghādisesa

的音译，直译作“僧始终”。其由 sa�gha (僧伽；僧

团) + ādi (最初；开始；首先) + sesa (残余；剩下；剩

余) 三词组合而成。意谓犯了此一类学处的比库，对

其罪的处理过程自始至终皆须由僧团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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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律藏》中解释说:“僧始终者，唯有僧团才能

对其罪给与别住，给与退回原本、马那答及出罪，非多

人，非一人[所能作]，以此而说为‘僧始终’。”(Pr.237) 

☞汉传佛教依梵语 sa�ghāvaśe�a 音译为“僧伽婆

尸沙”，意译为“僧残”。其音、义皆与巴利语有

别。 

 

马那答马那答马那答马那答：巴利语 mānatta 的音译。意即为了表达对比

库们的敬意，而使比库们对他感到满意。乃是僧团

对违犯了“僧始终学处”而想要恢复清净的比库所

作出的处理方式。履行马那答的时间通常为六夜。 

☞汉传佛教依梵语 mānatva 音译为“摩那埵”。 

 

不定不定不定不定 (aniyata)：比库学处之一，意为不确定，不能肯

定。是指尚未确定比库所违犯的是属于巴拉基咖、

僧始终或巴吉帝亚三者之中的哪一种罪行的学处。

这一类学处只有两条。 
 
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尼萨耆亚巴吉帝亚尼萨耆亚巴吉帝亚：比库学处之一， 为巴利 语

nissaggiya pācittiya 的音译。尼萨耆亚(nissaggiya)，意

为应舍弃的；巴吉帝亚(pācittiya)，意为令心堕落。故

可译作“应舍弃的心堕落”、“舍心堕”。 

此一类学处共有三十条，是关于衣、敷具、金

钱、钵、药品等物品方面的规定。凡是犯了此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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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处的比库，应先把违律的物品在僧团中、在两三

众中，或在一人面前舍弃。舍弃之后再忏悔其罪。 

☞汉传佛教依梵语 naiKsargika prāyaścittika音译为

“尼萨耆波逸提”等，意译为“舍堕”。 

 

巴吉帝亚巴吉帝亚巴吉帝亚巴吉帝亚：比库学处之一，为巴利语 pācittiya 的音译，

意为令心堕落。 

义注解释说:“令心堕落为巴吉帝亚(pāteti cittan’ti 

pācittiyaD)。” 

在《附随》中说:“所谓‘巴吉帝亚’者，请听如

实而说：令善法堕落，违犯圣道，心处于迷妄的状态，

因此如是说。” 

这一类学处共有九十二条。违犯的比库需向另

一位比库忏罪。 

☞汉传佛教依梵语 prāyaścittika 音译为波逸提、

波夜提，意译为“堕”，谓犯此戒而不忏悔者必堕

落地狱故。 

 

众学法众学法众学法众学法 (sekhiya)：比库学处之一，即应当学习之法。

这一类学处主要是关于出家众行止威仪的规定。假

如比库以不恭敬的态度违犯这一类学处，则犯恶作

罪。 
 

梵行梵行梵行梵行 (brahmacariya)：意为清净、尊贵、值得赞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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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或如清净、尊贵的诸佛、独觉佛、出家圣弟

子等清净者们的生活方式。 
 

上人法上人法上人法上人法 (uttarimanussadhamma)：又作过人法，即超越

常人的能力与证量，包括禅那、解脱、神通、证果

等。 

在《律藏》中解释:“上人法名为禅那、解脱、定、

等至、智见、修道、证果、断烦恼、心离盖、乐空闲处。” 

 

甘马甘马甘马甘马：巴利语 kamma 的音译，意为业，行为，造作。

以译音出现时，则专指僧团的表决会议。 

☞汉传佛教依梵语 karma 音译为“羯磨”。 

 

瓦萨瓦萨瓦萨瓦萨：巴利语 vassa 的音译，即戒龄、僧龄。比库每

度过一年一度的雨季安居，其戒龄则增加一岁。因

雨季安居的巴利语为 vassa，故比库度过了几个雨安

居，则计算为多少瓦萨。 

  ☞汉传佛教借世俗腊月除夕受岁为腊，故称僧

尼受具足戒后之年数为“戒腊”。今不用此说。 

 

戒师戒师戒师戒师 (upajjhāya, upajjhā)：直译为亲教师，意即亲近

教导的老师，乃出家弟子对其受戒师父的尊称。 

巴 利 语 upajjhāya 源 自动词“ 专 注， 注 意” 

(upanijjhāyati)。如律注中说:“能注意各种[大小]罪者

为戒师。(vajjāvajjaD upanijjhāyatī’ti upajjhā)”(Mv.A.126; 
5.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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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比库来说，只要不还俗，他终生只有一位

戒师。但对于沙马内拉来说，只要他从另外一位长

老比库处受皈戒并礼请其为戒师，则他与原先戒师

之间的师徒关系自动失效。 

☞汉传佛教依梵语 upādhyāya 音译为邬波驮耶，

讹略为和尚、和上、和阇等。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ācariya)：又可音译为阿吒利亚。即能传授弟子

法义知识及教导正确行为之师。 

律注中说:“能教导正行与行止者为老师。

(ācārasamācārasikkhāpanakaD ācariyaD)”(Mv.A.77) 

一位比库有四种老师： 

1.出家时的剃度授戒师； 

2.受具足戒时的教授师和读甘马师； 

3.教授戒律、佛法、禅修业处等的老师； 

4.依止师。 

汉传佛教依梵语 ācārya 音译为阿阇梨、阿遮利耶

等。 

 

长老长老长老长老 (thera)：又作上座。一般是指十个瓦萨或以上

的比库。有时相对于瓦萨较小的比库来说，大瓦萨

比库也可称为上座(thera)或较年长者(vuLLhatara)。 

 

下座下座下座下座 (navaka)：直译为新的。相对于瓦萨较大的比库

来说，瓦萨小的比库即是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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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具戒者未受具戒者未受具戒者未受具戒者 (anupasampanna)：除了比库、比库尼之

外的在家人和其他出家众皆称为“未受具戒者”。 

 

近事男近事男近事男近事男：巴利语 upāsaka 的直译，即亲近奉侍三宝的

男子。又作净信男，清信士，居士；为已归依佛、

法、僧的在家男子。 

☞古音译作优婆塞、邬波索迦、伊蒲塞等。女子

则称为近事女(upāsikā,优婆夷)。 

 

净人净人净人净人，巴利语 kappiyakāraka，简称 kappiya，意为使事

物成为比库或僧团允许接受和使用的未受具戒者。

也包括为比库或僧团提供无偿服务者。 

 

贼住者贼住者贼住者贼住者 (theyyasaDvāsako)：以邪恶之心自行剃发披

衣、示现出家形象或冒充比库者。 

有三种贼住者：形相之贼、共住之贼和俱盗之

贼。这三种贼住者皆不得出家及受具足戒。 

 

衣衣衣衣 (cīvara)：原意为衣、布，特指出家众所披之衣。 

比库有三衣(ticīvara)，即桑喀帝、上衣和下衣。

但沙马内拉只有上衣和下衣，无桑喀帝。 

 

袈裟袈裟袈裟袈裟：巴利语 kāsāya 或 kāsāva 的音译。即僧人所披之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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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袈裟”原指橘黄色、红黄色、褐色或棕色。因

为出家众所披之衣通常都染成橘黄色或黄褐色不等，

所以，染成这种颜色之衣即称为袈裟衣、染色衣，或

直接称为袈裟。 

 

桑喀帝桑喀帝桑喀帝桑喀帝：巴利语 sa�ghā:ī 的音译。意为重衣，复衣，

重复衣；因须缝制成两重而作，故名。有时把桑喀帝

和上衣重叠在一起披着也合称为“桑喀帝”。 

古音译为僧伽梨、僧伽胝等。 

 

上衣上衣上衣上衣 (uttarāsa�ga)：uttara 意为上面的；āsa�ga 意为衣

着。即上身披着之衣。 

古音译为郁多罗僧、嗢多罗僧等。 

 

下衣下衣下衣下衣 (antaravāsaka)：直译为内衣。antara 意为里面的，

中间的；vāsaka 意为穿着的。穿下衣时围腰下着如裙，

上掩脐轮，下盖双膝。 

古音译为安陀会、安怛婆沙等。 

 

齿木齿木齿木齿木 (dantaka::ha, dantapo"a)：又作牙枝。古印度人用

来刷牙洁齿的细木条。其长约一拃手不等，一头削

尖可剔牙，一头留有纤维可刷牙。 

☞汉传佛教将之讹作“杨枝”。然一切木料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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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齿木，并非独用杨柳枝。5 
 

钵钵钵钵：巴利语 patta 的古音译。为僧众行乞资身之器，

比库随身八物之一。其状扁圆形，用以盛食物。在

材质上，世尊允许比库使用铁钵(ayopatta)和陶钵

(mattikāpatta)两种。 

 

时限药时限药时限药时限药 (yāvakālika)：限于明相出现后至日正中时之间

的时段才可以食用的食物。时限药分为噉食和嚼食两

类。 

 

噉食噉食噉食噉食 (bhojaniya)：也作正食，软食，蒲膳尼食。律藏

中说:“五种食物名为噉食：饭、面食、炒粮、鱼和肉。” 

(Pc.239) 

a.饭(odano) ——由稻谷、麦等七谷的米粒所煮

成的饭和粥。 

b.面食(kummāso) ——以麦为原料制成的面制

品。 

c.炒粮(sattu) ——由七谷经烘炒而成；也包括将

稻谷炒后所捣成的粉。 

d.鱼(maccho) ——包括鱼鳖虾蟹、贝类等一切水

生动物。 

                                                           
5
 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 1 云:「岂容不识齿木，名作杨枝！西国柳树全稀，译者辄传斯号。佛齿木树，实非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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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肉(maDsaD) ——禽、兽类的肉、骨、血、皮、

蛋等。 
 

嚼食嚼食嚼食嚼食 (khādaniya)：也作硬食，不正食，珂但尼食。

khādana, 即咀嚼之义。嚼食是指须经咬嚼的食物，如：

水果、植物的块茎类等。 

律藏中说:“除了五种噉食、时分药、七日药和终生

药之外的其他食物名为嚼食。”(Pc.239) 
除了五类噉食以外，一般上用来当食物食用的

都可以归纳为嚼食。例如：蔬果瓜豆等等。除此之

外，麦片、美禄(Milo)、好力克(Horlic)、阿华田(Ovaltin)、

豆浆、番薯汤、可可、巧克力、奶酪及三合一咖啡也

不许在非时服用。根据斯里兰卡及泰国佛教的传承，

不加奶精的纯咖啡可以在非时服用。 

 

三种清净鱼三种清净鱼三种清净鱼三种清净鱼、、、、肉肉肉肉 (tiko:iparisuddha macchamaDsa)：没有

看见、没有听说以及不怀疑为了自己而宰杀的鱼虾、

动物之肉。这是佛陀允许比库食用的三种肉类。 

《律藏·大品》中说:“诸比库，不得明知而食用指

定杀的肉。若食用者，犯恶作。诸比库，我允许三种清

净的鱼和肉：不见，不闻，不疑。”(Mv.294) 

不见(adi::hiD) ——施主所拿来供养的肉，是比库

并没有看见这是专为比库们宰杀的动物、鱼虾。 

不闻(asutaD) ——所拿来供养的肉，是比库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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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听说这是专为比库们宰杀的动物、鱼虾。 

不疑(aparisa�kitaD) ——知道这是排除了见疑、闻

疑，以及两者俱非疑的鱼、肉。 

若比库见到人们手里拿着网笼等离开村子走进

山林，第二天进入该村托钵时得到有鱼、肉的食物，

他由于见到而怀疑“这是否是为了比库们而杀的？”

这称为“见疑”而不能接受。若无疑者则可接受。但

若问明这并非为了比库们而杀的之后则可食用。 

对于“闻疑”则是并没有看见却因听说而起疑。

对于“两者俱非疑”则是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说，但

却怀疑是为了比库们而杀的。 

对于这三种清净鱼、肉，在律注的“破僧学处”

中有详细解释。(Pr.A.410) 

 

时分药时分药时分药时分药 (yāmakālika)6：只限制比库于一天之内食用的

水果汁以及未煮过的蔬菜汁。例如芒果汁、苹果汁、

橙汁、香蕉汁、葡萄汁等。 
世尊在《律藏·药篇》中说： 
“诸比库，我允许一切果汁，除了谷果汁之外。诸比

库，允许一切叶汁，除了菜汁

7
之外。诸比库，允许一切

                                                           
6
 时分药时分药时分药时分药：有人将之讹译为非时浆。巴利语 yāma, 意为时分，即从一天的明相出现至第二天明相出现之间的时段 (一日一夜)，并非仅指非时。 

7 律注《普端严》解释说：这里的菜汁是指已煮熟了的菜汤。作为时限药的叶子在做成食物之前榨成的汁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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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汁，除了蜜花汁之外。诸比库，允许一切甘蔗

汁。”(Mv.300) 

根据律藏的注释，大型水果以及一切其他种类的

谷物皆被视为是随顺于谷类的，其汁不可用来作时分

药。例如椰子汁、西瓜汁、哈蜜瓜汁等。 
时分药的制作方法是：由沙马内拉或在家人等未

受具戒者把欲榨成汁的小果等以冷水压挤后，经过滤

而成。滤过了的汁可以加进冷开水、糖或盐饮用。 
任何经煮过了的蔬菜汁和水果汁皆不可在午后

饮用，因为该汁一旦煮过则成了时限药。不过，放在

太阳下面加温是允许的。 
 
七日药七日药七日药七日药 (sattāhakālika)：允许比库在七天之内存放并食

用的药。有五种七日药，即：生酥、熟酥、油、蜂蜜

和糖。 
 

终生终生终生终生药药药药 (yāvajivika)：又作尽寿药。即没有规定食用期

限的药品。此类药一般上是用来治病而不当食物吃

用。 
 
作净作净作净作净：巴利语 kappiyaD karoti 的直译, 意即“使…成

为许可的”。 

如果比库接到含有种子的水果或瓜豆蔬菜等的

供养时，应先作净后才可食用。有五种作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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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火损坏，2.用刀损坏，3.用指甲损坏，4.无种子，

5.种子已除去。 

 

明相出现明相出现明相出现明相出现 (aru"uggamana)：又作黎明，破晓；即天刚

亮的时候。时间约在日出前的 30-35 分钟之间不等。

同时，在一年之中不同日期的明相出现时刻也不同。

佛教以明相出现作为日期的更替，而非午夜 12点。 

有许多标志可以辨认明相出现，如四周的天空已

由暗黑色转为蓝白色，鸟儿开始唱歌，可以看清不远

处树叶、建筑物等的颜色，不用打手电筒也可看清道

路等。一年之中不同日期的明相出现时刻并不相同。 

 
日正中时日正中时日正中时日正中时 (majjhantika samaya)：又作正午，即太阳正

好垂直照射于所在地点的经线上的那一刹那，日影

一偏即为非时 (过午)。不同地区的日正中时并不相

同，所以不能以中午 12点来计算。同时，在一年之

中，不同日期的日正中时也不同。 

 

坐卧处坐卧处坐卧处坐卧处 (senāsana)：由巴利语 sena (=sayana卧具；床) 
+ āsana（坐具；座位）组合而成。 

根据经律的上下文，senāsana含有两种意思。如

果指的是住所、住处，则应翻译为“坐卧处”。如

果指的是生活起居的用具，如床、椅子、褥垫等，

则应翻译为“坐卧具”。 



巴利语汇解 

 35 

 

善逝张手善逝张手善逝张手善逝张手 (sugatavidatthi)：张手(vidatthi)，又作搩手，

拃手。即手掌张开后由拇指到小指（或中指）两端

之间的长度。义注中说：善逝张手等于中等身材之

人的三张手，建筑师肘尺的一个半肘长。但根据泰

国的算法，善逝的一张手是常人的 1.33倍。 

若在“张手”之前没有特别加上“善逝”，则

是指常人的张手。 

在律藏中较常用到的长度单位是： 

1寻(vyāma, byāma)= 4肘(ratana)； 

1伸手所及(hatthapāsa)= 2.5肘； 

1肘=2张手； 

1张手=12指宽(a�gula)； 

1指宽=7谷(dhaññamāsa)。 

 

林野林野林野林野 (arañña)：即远离村庄市镇的山林、荒郊、野外。

古音译为阿兰若、阿练若等。 

有住林野习惯的 比 库 则称为 “林野住者 ” 

(āraññika)。 

 

雨安居雨安居雨安居雨安居 (vassa)：在印度、缅甸、泰国等热带国家一

年可以分为热季、雨季和凉季三个季节。根据佛制

戒律，在雨季四个月当中的三个月期间应停止到处

云游参学，安住在一固定的住所度过雨安居，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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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修。 

雨安居可以分为“前安居”和“后安居”两种，

皆为期三个月。前安居的时间在每年阳历7月月圆日
的次日至10月的月圆日，约相当于中国农历的六月

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后安居则再推迟一个月。 

汉传佛教以农历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为安

居期 (比印度古历早两个月)，因时值汉地夏季，故

称“结夏”。其时间、做法皆与上座部佛教有异。 

 

咖提那咖提那咖提那咖提那：巴利语 ka:hina 的音译，原意为坚固的，坚

硬的。即为了加强五种功德而作坚固的意思。古音

译作迦絺那。 

佛陀允许僧团在雨安居结束后的那一个月内 

(约相当于中国农历的九月十六至十月十五日)，可安

排其中的一天来敷展咖提那衣，故在该天所敷展之

衣也称为咖提那。 

敷展咖提那衣的所有程序必须在一天之内完

成。这些程序包括接受布料、裁剪、缝制、染色、

晾干，以及在僧团当中进行分配与随喜。凡圆满了

三个月雨安居且参加随喜咖提那衣的比库，在雨安

居结束之后的五个月内可享有五种利益：无邀请而

行、无受持而行、结众食、随意衣、他能获得其处

所得之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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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理 

圣谛圣谛圣谛圣谛：巴利语 ariyasacca, 即圣者的真谛(ariyassa 

saccattā ariyasaccānī’ti attho.) 

圣(ariya)，意为神圣的，尊贵的，圣者。谛(sacca)，

意为真谛，真理，真实。 

这四圣谛之所以被称为“圣谛”，《清净道论》

中以五义解释说： 

1. 因为是佛陀等圣者所通达，所以称为“圣

谛”。 

2. 又因是圣者的真谛，故为“圣谛”。如《相

应部》中说:“诸比库，在有诸天、魔、梵的世间中，

有沙门、婆罗门、天与人的人界，如来是圣者，所以称

为‘圣谛’。”(S.56.3.8) 

该经义注说:“由于这些属于圣者所有的，已被圣

者、如来所通达、所宣说，因此以圣者的真谛故，为‘圣

谛’的意思。” 

3. 因正觉了这些而成就圣位，故称为“圣谛”。

如说:“诸比库，如实正觉了此四圣谛故，如来称为‘阿

拉汉、全自觉者’。”(S.56.3.3) 

4.又因诸圣者皆是真实故为“圣谛”；诸圣者即

是如实、不违如、不异如的意思。如说:“诸比库，此

四圣谛为如、不违如、不异如，所以称为‘圣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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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6.3.7) (Vm.2.531) 

  圣谛有四种，称为四圣谛(catāri ariyasaccāni)： 

  1.苦圣谛(dukkhaD ariyaccaD)； 

  2.苦集圣谛(dukkhasamudayaD ariyaccaD)； 

3.苦灭圣谛(dukkhanirodhaD ariyaccaD)； 

4.导至苦灭之道圣谛(dukkhanirodhagāminī 

pa:ipadā ariyasaccaD)。 

四圣谛是佛陀教法的根本，任何的善法皆为四

圣谛所包摄。 

 

苦圣谛苦圣谛苦圣谛苦圣谛 (dukkhaD ariyaccaD)：简称苦谛。即揭示生命

本质的真理。 

苦，巴利语dukkha，由du(下劣的)+kha(空无的)

构成。《清净道论》解释说:“此第一谛下劣，是许多

祸害的依处；空无，并没有愚人们所遍计的恒常、净、

乐、我之性。因为下劣故，空无故，称为‘苦’。” 

(Vm.2.530) 

在《大念处经》中说:“诸比库，何谓苦圣谛？生

是苦，老是苦，死是苦，愁、悲、苦、忧、恼是苦，怨

憎会是苦，爱别离是苦，所求不得是苦。简而言之：五

取蕴即苦。” 

  根据《分别论》，苦圣谛是除了渴爱(ta"ha,属于

贪心所)之外的烦恼、不善法、三善根有漏法、有漏

善法、有漏善不善法的果报、既非善不善和果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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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作法，及一切色法(81世间心，51心所，28色)。

(Vbh.206) 

 

苦集圣谛苦集圣谛苦集圣谛苦集圣谛 (dukkhasamudayaD ariyaccaD)：简称集谛。

即揭示苦生起的原因之圣谛。 

集，巴利语samudaya，由saD(集合)+u(生起)+aya 

(原因)构成。《清净道论》解释说:“此第二谛以有其

余诸缘的集合作为苦生起的原因，这样的集合作为生起

苦的原因，称为‘苦之集’”。(Vm.2.530) 

在经教中，苦集圣谛通常指渴爱(ta"ha)。如《大

念处经》中说:“诸比库，何谓苦集圣谛？此爱是再有，

与喜、贪俱，于处处而喜乐，这就是：欲爱、有爱、无

有爱。” 

根据《分别论》，苦之因除了渴爱之外，还可

以指一切烦恼、一切不善法、三善根有漏法和一切

有漏善法。(Vbh.206-210) 

 

苦灭圣谛苦灭圣谛苦灭圣谛苦灭圣谛 (dukkhanirodhaD ariyaccaD)：简称灭谛。即

关于苦的灭尽、渴爱止息的圣谛。 

灭，巴利语nirodha，由ni(没有)+rodha(流浪，旅

行)构成。《清净道论》解释说:“因为在此并没有被称

为轮回流浪的苦的征途，一切之趣已空故；或已证得[灭]

时，那里便没有被称为轮回流浪的苦的征途；也因与之

相反故，称为苦之灭。或作为苦的不生、灭尽之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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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苦之灭。”(Vm.2.530) 

在《大念处经》中说:“诸比库，何谓苦灭圣谛？

即是那种爱的无余离贪、灭、舍弃、舍离、解脱、无执

着。” 

 

导至苦灭之道圣谛导至苦灭之道圣谛导至苦灭之道圣谛导至苦灭之道圣谛 (dukkhanirodhagāminī pa:ipadā 

ariyasaccaD)：简称道谛。即能够达到灭苦的途径、

方法的圣谛。《清净道论》解释说:“第四谛因为以彼

苦之灭为目标、朝向它而前进故；是到达苦之灭的行道

故，所以称为‘导至苦灭之道’。”(Vm.2.530) 

在《大念处经》中说:“诸比库，何谓导至苦灭之

道圣谛？此即八支圣道，这就是：正见、正思惟、正语、

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念处念处念处念处：巴利语 satipa::hāna。念的住立(pati::hāti)或现起

处(upa::hāna::hena)为念处(satiyā pa::hānaD 

satipa::hānaD)。 

有四种念处：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和法念

处。 

 

觉支觉支觉支觉支：巴利语 sambojjha�ga, 又作正觉支。正觉的因

素或导向正觉的要素，称为正觉支。(tassa sambodhissa, 

tassā vā sambodhiyā a�gan’ti sambojjha�gaD.) 

有七种正觉支：念觉支、择法觉支、精进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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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觉支、轻安觉支、定觉支和舍觉支。 

 

八支圣道八支圣道八支圣道八支圣道：巴利语 a::ha�gika ariyamagga，又作八圣道

分，即圣道的八个要素。道(magga)，即道路；导向

正觉与涅槃的道路为圣道。 

  八支圣道即：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

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 

  ☞北传佛教多作“八正道”。 

 

正见正见正见正见 (sammādi::hi)：见，巴利语 di::hi，即见解，意

见，观点。若加上前缀即为正见，单独使用则专指

邪见。 

  正见与智(ñā"a)、慧(paññā)、明(vijjā)、无痴(amoha)

等同义，为慧根(paññindriya)心所的异名。 

正见包括观正见(vipassanā-sammādi::hi)与道正见

(magga-sammādi::hi)两种，但多数是指道正见，即对

四圣谛的智慧。 

如《大念处经》说:“诸比库，什么是正见呢？诸

比库，苦之智、苦集之智、苦灭之智、导至苦灭之道之

智。诸比库，这称为正见。” 

 

正思惟正思惟正思惟正思惟 (sammāsa�kappa)：思惟，即思索，思维，专

注，为寻(vitakka)心所的异名。 

有三种正思惟：出离思惟(nekkhammasa�kap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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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恚思惟(abyāpādasa�kappa)、无害思惟

(avihiDsāsa�kappa)。 

《大念处经》中说:“诸比库，什么是正思惟呢？

出离思惟、无恚思惟、无害思惟。诸比库，这称为正思

惟。” 

 

正语正语正语正语 (sammāvācā)：正确的言语，即远离四种不正当

的语言：妄语(musāvāda)、两舌(pisu"ā vācā)、恶口

(pharusā vācā)、绮语(samphappalāpa)。 

《大念处经》中说:“诸比库，什么是正语呢？离

妄语、离两舌、离恶口、离绮语。诸比库，这称为正语。” 

 

正业正业正业正业 (sammākammanta)：正确的行为，即远离三种不

正当的行为：杀生(pā"ātipāta)、不与取(adinnādāna,偷

盗)、欲邪行(kāmesu micchācāra,邪淫)。 

《大念处经》中说:“诸比库，什么是正业呢？离

杀生、离不与取、离欲邪行。诸比库，这称为正业。” 

 

正正正正命命命命 (sammā-ājīva)：正当的谋生方式。 

《大念处经》说:“诸比库，什么是正命呢？诸比

库，于此，圣弟子舍离邪命，以正命而营生。诸比库，

这称为正命。” 

 

正精进正精进正精进正精进 (sammāvāyāma)：正确的努力、奋斗。正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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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指四正勤(cattāro sammappadhānā)。 

《大念处经》说:“诸比库，什么是正精进呢？诸

比库，于此，比库为了未生之恶、不善法的不生起，生

起意欲、努力、激发精进、策励心、精勤；为了已生之

恶、不善法的断除，生起意欲、努力、激发精进、策励

心、精勤；为了未生之善法的生起，生起意欲、努力、

激发精进、策励心、精勤；为了已生之善法的住立、不

忘、增长、广大、修习、圆满，生起意欲、努力、激发

精进、策励心、精勤。诸比库，这称为正精进。” 

 

正正正正念念念念 (sammā sati)：念，即心清楚地了知对象；保持

心对所缘念念分明、不忘失。正念的所缘通常有四

种，即四念处：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和法念处。 

《大念处经》说:“诸比库，什么是正念呢？诸比

库，于此，比库于身随观身而住，热诚，正知，具念，

调伏世间的贪、忧；于受随观受而住，热诚，正知，具

念，调伏世间的贪、忧；于心随观心而住，热诚，正知，

具念，调伏世间的贪、忧；于法随观法而住，热诚，正

知，具念，调伏世间的贪、忧。诸比库，这称为正念。” 

 

正正正正定定定定 (sammā samādhi)：定，即心一境性(ekaggatā)心

所，为心只专注于所缘的状态。经典中通常将正定

解释为四种禅那。 

《大念处经》说:“诸比库，什么是正定呢？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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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于此，比库已离诸欲，离诸不善法，有寻、有伺，

离生喜、乐，成就并住于初禅；寻伺寂止，内洁净，心

专一性，无寻、无伺，定生喜、乐，成就并住于第二禅；

离喜，住于舍，念与正知，以身受乐，正如圣者们所说

的:‘舍、具念、乐住。’成就并住于第三禅；舍断乐与

舍断苦，先前的喜、忧已灭没，不苦不乐，舍念清净，

成就并住于第四禅。诸比库，这称为正定。” 

 

 

五、禅修 

业处业处业处业处：巴利语kamma::hāna的直译，字义为“工作的处

所”，即修行的法门，或修行时专注的对象。 

有两大类业处： 

1.止业处(samatha kamma::hāna)为培育定力的修行

方法，属于增上心学。 

2. 观业处(vipassanā kamma::hāna)，为培育智慧的

修行方法，属于增上慧学。 

 

止止止止 (samatha)：意为平静。为心处于平静、专一、无烦

恼、安宁的状态，亦即禅定的修行法门。古音译作奢

摩他。 

诸经论注说:“令诸敌对法止息为止。”(paccanīka- 

dhamme sametī’ti samatho.)(Ds.A.132; Ps.A.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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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净道论》中，把佛陀所教导的修习止的种

种方法归纳为四十种业处：十遍、十不净、十随念、

四无量、四无色、一想、一差别。 

 

观观观观 (vipassanā)：又音译为维巴沙那。为直观觉照一切

名色法（身心现象）的无常、苦、无我本质，亦即培

育智慧的修行法门。古音译作毗婆舍那、毗钵舍那。 

诸经论注说:“以无常等不同的行相观照为观。” 

(aniccādivasena vividhena ākārena passatī’ti vipassanā.) 

(Ds.A.132; Ps.A.83) 

在修行观业处时，依据修习世间智直至出世间

智而次第成就的观智可分为十六种，即：名色识别

智、缘摄受智、思惟智、生灭随观智、坏灭随观智、

怖畏现起智、过患随观智、厌离随观智、欲解脱智、

审察随观智、行舍智、随顺智、种姓智、道智、果

智和省察智。 

 

入出息念入出息念入出息念入出息念：巴利语 ānāpānassati 的直译，又音译作阿

那般那念，或被讹略为安般念。ānāpāna 由 assasati(入

息)和 passasati(出息)组成，即入出息、呼吸。sati 意

为念，即保持心对所缘念念分明、不忘失。入出息

念即保持正念专注于呼吸的修行方法。 

  修习入出息念可以证得四种色界禅那。 

  ☞北传佛教有时将之称为“数息观”。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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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座部佛教的教学实践，“数息”只是修习入

出息念的最初阶段，不能代表整个修习过程。而且，

入出息念包括了由止到观的完整修法，不能笼统地

称为“观”。 

 

禅相禅相禅相禅相：巴利语 nimitta。nimitta 意为标志，标记，征兆。

禅修时由于专注禅修所缘生起的影像为禅相。禅相

由心想而生，属于概念法。 

  有三种禅相：遍作相(parikammanimitta)、取相

(uggahanimitta)和似相(pa:ibhāganimitta)。 

  在三种禅相中，四十种业处都可通过适当的方

法获得遍作相与取相，但只有十遍、十不净、身至

念与入出息念 22种业处才能获得似相，并且必须通

过专注似相证得近行定与安止定。 

 

不净修习不净修习不净修习不净修习：巴利语 asubha-bhāvanā 的直译。sabha 意为

清净的，美的；加上表示反义的前缀 a，意为不清净

的。bhāvanā 意为修习，禅修，培育。不净修习即取

身体的厌恶不净作为禅修所缘的修行方法。 

  有两种修习不净的方法：１.有意识的不净业处

(saviññā"aka-asubhakamma::hāna)，又作身至念、三十

二身分，即思惟有生命的身体三十二个部分厌恶与

不净的禅修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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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无意识的不净业处(aviññā"aka-asubha- 

kamma::hāna),又分为十种，即思惟无生命的身体（死

尸）肿胀腐烂的十种不净相（十不净）。 

修习不净业处能镇伏贪欲，也可以证得初禅。 

  ☞北传佛教依说一切有部等所传的“五停心

观”将“不净修习”称为“不净观”。“五停心观”

意谓五种停止心之惑障的观法，即不净观、慈悲观、

缘起观、界分别观、数息观。然而，根据上座部佛

教，修习不净业处属于修止而非修观。因此不能把

巴利语 asubha-bhāvanā讹作“不净观”。 

 

四无量四无量四无量四无量：巴利语 catasso-appamaññāyo，即修习慈、悲、

喜、舍四种无量心。由于修习慈等是对无量的对象

而转起，无量的有情是它们的对象，以所缘无量故

为“无量”。(Vm.1.269) 

四无量又作四梵住(cattāro-brahmavihārā)。《清净

道论》中说:“当知以最胜处及以无过失性而称为梵住。

以对诸有情正确地行道故住于最胜。又如梵天以无过失

之心而住，如此与这些相应的禅修者相当于梵天而住。

故以最胜处及以无过失性而称为梵住。”(Vm.1.268) 

  祝愿有情幸福快乐为慈(mettā)； 

  希望拔除有情之苦为悲(karu"ā)； 

  随喜有情的成就为喜(muditā)； 

  对有情保持中舍平等的态度为舍(upekkh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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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心慈心慈心慈心修习修习修习修习：巴利语 mettā-bhāvanā 的直译，又作修慈，

培育慈爱。mettā 意为慈，慈爱；bhāvanā 意为修习，

培育。慈心修习即希望一切有情快乐的修行方法。 

  修习慈心属于四无量之一，又是四种保护业处

之一。修习慈心能证得色界第三禅。 

  ☞北传佛教依“五停心观”将“慈心修习”称

为“慈心观”。然而，根据上座部佛教，修习慈心

属于修止而非修观。因此不能把巴利语 Mettā-bhāvanā

讹作“慈心观”。 

 

佛随念佛随念佛随念佛随念：巴利语 Buddhānussati 的直译。禅修者思惟

佛陀的九种功德:“彼世尊亦即是阿拉汉、全自觉者、

明行具足、善逝、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导师、

佛陀、世尊。”也可以只忆念佛陀九德中的其中一项

功德，如“阿拉汉，阿拉汉……”。 

此业处因为以佛陀的功德为所缘，只能达到近

行定，不能证得安止。 

 

三相三相三相三相 (tī"i lakkha"āni)：一切行法（有为法，世间法）

皆具有的三种本质：无常、苦、无我。 

  以诸行生灭变易故为无常(anicca)； 

  以诸行数数受到生灭的逼迫故为苦(dukk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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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一切法（包括世间、出世间法）并不存在可

称为“我”的实体故为无我(anatta)。 

  ☞北传佛教有“法印”(梵语 dharma-mudrā)之说，

谓小乘经有“三法印”，即以“诸行无常，诸法无

我，涅槃寂静”三项义理印证各种说法之正邪，或

再加“一切行苦”成“四法印”；又谓大乘经有“一

实相印”云云。南传上座部佛教并无“法印”之说。 

 

 

六、道果 

弟子弟子弟子弟子：巴利语 sāvaka，直译作声闻，意谓通过听闻佛

陀音声言教而修行、证果的弟子。 

如果依胜义谛，只有证悟道果的圣弟子(四双八

辈)才能称为“声闻”；但若依世俗谛，则包括只要

受了三皈五戒的所有僧俗佛教信徒皆可称为弟子。 

    

入流入流入流入流：又作至流，四种圣果中的初果，为巴利语

sotāpanna 的直译。sota, 意为流，河流；āpanna, 意为

已进入，已到达。入流即已進入聖道之流，必定流

向般涅槃。 

《增支部·第十集》注中说:“入流者，为已进入

圣道之流。”(sotāpannā’ti ariyamaggasotaD āpannā.) 

(A.A.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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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就圣果位而言的。若就圣道位而言，巴

利语则为 sotāpatti。sota (流) + āpatti (进入，到达)，中

文也译作入流。在圣典中也常作 sotāpattiphala- 

sacchikiriyāya pa:ipanna, 直译作“为现证入流果的已

行道者”或“正进入证悟入流果者”。 

入流圣道能断除最粗的三种结： 

①、执着实有我、我所、灵魂、大我、至上我存

在的“有身见”(sakkāya di::hi,又作身见，我见，邪见，

萨迦耶见)； 

②、执着相信修持苦行、祭祀、仪式等能够导向

解脱的“戒禁取”(sīlabbattaparāmāsa)； 

③、对佛法僧、戒定慧、三世因果及缘起的“疑” 

(vichikicchā)。 

同时，入流道智也能断除一切强得足以导致投生

至四种恶趣（地狱、畜生、饿鬼、阿苏罗）的贪瞋痴，

以及所有尚未产生四种恶趣果报的恶业。因此，初果

入流圣者不可能再堕入四恶趣。对于漫长的生死旅途

来说，入流圣者已经走近了轮回的终点，他们的未来

世将只投生于人界与天界两种善趣当中，而且次数最

多不会超过七次。也即是说：入流圣者将于不超过七

次的生命期间，必定能得究竟苦边，趣无余依般涅槃，

绝不会再有第八次受生。 

在圣典中常如此描述入流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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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D saDyojanānaD parikkhayā sotāpanno hoti 

avinipātadhammo niyato sambodhiparāya"o’ti.” 

“灭尽三结，成为入流者，不退堕法，必定趣向正

觉。” 

☞汉传佛教依梵语 srota-āpanna 音译作须陀洹、

窣路多阿半那、窣路陀阿钵囊等。 

 

一来一来一来一来：四种圣道果的第二种，为巴利语 sakadāgāmin

的直译。为 sakid (一次) + āgama (来，前来) + in 
(者, …的人)的组合。意为再回来此世间结生一次。 

《中部·若希望经》注中说:“一来者，为回来一

次。”(sakadāgāmī’ti sakiD āgamanadhammo.) (M.A.1.67)

《人施设论》注中说:“再回来结生一次者，为一来。” 

(pa:isandhivasena sakiD āgacchatī’ti sakadāgāmī.) 

(Pp.A.34) 

在《人施设论》中说： 

“Katamo ca puggalo sakadāgāmī? Idhekacco puggalo ti""aD 

saDyojanānaD parikkhayā, rāgadosamohānaD tanuttā sakadāgāmī 

hoti, sakideva imaD lokaD āgantvā dukkhassantaD karoti – ayaD 

vuccati puggalo ‘sakadāgāmī’.” 

“哪一种人为一来者？于此，有一种人灭尽三结，

贪瞋痴减弱，成为一来者，只来此世间一次即作苦之终

结。这种人称为‘一来’。”(P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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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圣者在初道时已断了有身见、戒禁取、疑

三结，于今又减弱了较粗的欲贪、瞋恚与愚痴，最

多只会再回来此欲界世间受生一次，即尽苦边。一

来圣者偶然还会生起一些较轻的烦恼，但并不会时

常发生，同时它们的困扰力已经很弱。 

☞汉传佛教依梵语 sakTd-āgāmin 音译作斯陀含、

沙羯利陀伽弥等。 

 

不来不来不来不来：四种圣道果的第三种，为巴利语anāgāmin的直

译。为na (不) + āgāma (来，前来) + in (具有)的组合。

意为不再返回欲界受生。 

在《五部论注》中说:“不来者，名为对欲贪、瞋

恚于心不动摇，以及决定性不会再从其世间退回来者。” 

(anāgāmī’ti kāmarāga-byāpādehi akampanīyacittāya ca 

tamhā loka anāvattidhammatāya ca :hitasabhāvo nāma.) 

(Pk.A.188) 

圣典中常如此描述不来圣者： 

“pañcannaD orambhāgiyānaD saDyojanānaD parikkhayā 

opapātiko hoti, tattha parinibbāyī anāvattidhammo tasmā 

lokā.” 

“灭尽五下分结

8
，成为化生者，在那里般涅槃

9
，不

再从那世间回来。” 

                                                           
8
 五下分结 (pañcannaD orambhāgiyānaD saDyojanānaD)：下分，意即连接到下界的；为投生到欲界之缘的意思。五下分结即前面所说的三种结，再加上欲贪结和瞋结。不来圣者已断除了这五种下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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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来圣者因为已断尽了能把有情系缚于欲界的

欲贪与瞋恨两结，所以不会受到欲界的烦恼力牵引

而再投生到欲界。不来圣者若在今生不能够证悟阿

拉汉果，死后只会投生于色界或无色界梵天，并于

其处证趣般涅槃。 

汉传佛教古音译作阿那含、阿那伽弥等，也意

译为不还。 

 

学人学人学人学人 (sekha, sekkha)：又作有学。通常指已经证得入

流等三种道果的圣者，因他们还必须继续修学戒定

慧三学、八支圣道，故为学人。 

  《增支部》中说：“比库，应学故，称为学人。

学什么呢？学增上戒学，学增上心学，学增上慧学。比

库，应学故，称为学人。”(A.3.9.5) 

《相应部》中说：“比库，于此，具足有学正见……

具足有学正定。比库，这样才是学人。”(S.45.13) 

有七种学人(satta sekhā)：为作证入流果之行道

者，入流圣者；为作证一来果之行道者，一来圣者；

为作证不来果之行道者，不来圣者；为阿拉汉之行

道者。 

                                                                                                                              9 成为化生者，在那里般涅槃 (opapātiko assaD tattha parinibbāyī)：不来圣者已排除了胎生等三种生，只会化生为梵天人，并在梵天界那里般涅槃。 

巴利语汇解 

 54 

有时把善行凡夫也称为学人。如《律注》中说：

“凡夫之善者以及七种圣者，以应学三学故为学人。” 

(Pr.A.45) 

 

无学者无学者无学者无学者 (asekha, asekkha)：即阿拉汉圣者。因为阿拉

汉圣者对所应修、所应学之法，皆已圆满，更无所

应学，故称为无学者。 

  《律注》中说：“已超越诸学法，住立于至上果，

从此再也没有更应当学的漏尽者，称为无学者。”

(Pr.A.45) 

 

漏尽者漏尽者漏尽者漏尽者 (khī"āsava)：即阿拉汉圣者。漏(āsava)，烦恼

的异名。有四种漏：欲漏、有漏、见漏和无明漏。

因为透过阿拉汉道完全地断除了一切漏，故称为漏

尽者。 

在《中部·根本法门经》注中说：“有四种漏：

欲漏……无明漏。这四种漏已被阿拉汉灭尽、舍断、正

断、止息、不可能再生，已被智火烧尽，因此称为漏尽

者。”(M.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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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非人 

非人非人非人非人：巴利语 amanussa，指人类以外的其他有情。通

常指诸天、龙、亚卡、阿苏罗、鬼、地狱众生等，

有时也专指祸害人类的鬼怪。 

 

诸天诸天诸天诸天：巴利语 devatā，为轮回流转中的善趣之一。其

果报比人类要殊胜，他们寿命长久，身体清净光明，

能飞行虚空，变化自在，常享胜妙快乐。 

  在经典中，诸天通常指“六欲天”，即六种欲

界的诸天众。他们由下向上依次为： 

1.四大王天(Cātummahārājika,为守护四方的四大

王天及其眷属所居)； 

2.三十三天(TāvatiDsa,古音译忉利天。此天之主

称沙咖天帝)； 

3.亚马天(Yāma,古音译夜摩天、焰摩天)； 

4.都西答天(Tusita,古音译兜率天、睹史多天)； 

5.化乐天(Nimmānarati,又称乐变化天)； 

6.他化自在天(Paranimmitavasavatti,即魔天)。 

  有时，诸天也包括比六欲天更高级的色界梵天、

无色界梵天，以及一些较低级的地居天、空居天等。 

  通过积累布施、持戒等福德善业，命终之后可

投生到天界。成就禅那者死后则可投生到梵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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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王天四大王天四大王天四大王天：巴利语 Cātummahārājika, 六欲天中最低的

天界。此天界为四大天王及其眷属所居，故名。 

  四天王分别守护着四方。他们分别是： 

1.守护东方的为持国天王(Dhatara::ha)，统领甘塔

拔； 

2.守护南方的为增长天王(Virū%haka)，统领瓮睾

鬼； 

3.守护西方的为广目天王(Virūpakkha)，统领诸

龙； 

4.守护北方的为韦沙瓦纳天王(Vessava"a)，统领

亚卡。 

此四大天王既守护四方，也保护佛陀及佛弟子

们。 

 

沙咖天帝沙咖天帝沙咖天帝沙咖天帝：巴利语 Sakka devānaminda，直译作沙咖诸

天之主。沙咖，意为“能”，乃天帝之姓。为三十

三天之主，居住在须弥山顶善见城(Sudassana)中的最

胜殿 (Vejayanta)，亦是佛教的护法主神。 

☞汉传佛教将之讹略为帝释、天帝释、释提桓因。 

 

韦沙瓦韦沙瓦韦沙瓦韦沙瓦纳纳纳纳：巴利语 Vessava"a 的音译，四大天王中的

北方天王，统领亚卡众。据说他的前世是位婆罗门，

因乐善好施而投生为名叫古韦拉(Kuvera)的天子。后

因统辖维萨纳城(Visā"ā)而被称为“韦沙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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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传佛教称之为多闻天王(Vaiśrama"a,毗沙

门)，并尊奉为财宝神和佛教保护神。 

 

甘塔拔甘塔拔甘塔拔甘塔拔：巴利语 gandhabba 的音译, 意为食香、香阴、

香行等。天界的音乐神，为东方持国天王之部属。 

古音译作干闼婆、犍闼婆、干沓婆等。 

 

瓮睾鬼瓮睾鬼瓮睾鬼瓮睾鬼：巴利语 kumbha"La 的直译。鬼类名，为南方

增长天王所领之鬼众。由于此类鬼众的阴囊(a"La)状

如瓮形(kumbha)，故得此名。 

古音译作鸠槃荼、恭畔荼等，意为瓮形鬼，冬

瓜鬼。 

 

龙龙龙龙：巴利语 nāga。为身长无足、类似蛇的有情类，

多居住在江河湖海中，有呼云唤雨之神力。有些也

守护佛教。 

 

亚卡亚卡亚卡亚卡：巴利语 yakkha 的音译。非人的一种，是地位

比诸天低但又具有诸天威力的一类鬼神，为北方韦

沙瓦纳天王所统领。 

亚卡的种类极其繁多，有些是凶残暴戾、能伤

害人类的恶鬼，有些是依止山川树木而居的树神、

地居天，还有些则是如有大福德、大威势的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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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部·小爱行尽经》中，甚至把沙咖天帝也称

为亚卡。 

汉传佛教依梵语 yak�a 音译为夜叉、药叉等。 

 

阿苏罗阿苏罗阿苏罗阿苏罗：巴利语 asura 的音译，为一种低等的天神。

古印度传说阿苏罗经常与诸天发生战争，被金刚手

天王(vajirahattha)打败后退居到大海。 

阿苏罗的首领称为阿苏罗王(asurinda)，经典中较

常见的有韦巴吉帝(Vepacitti)、拉胡(Rāhu)、巴哈拉达

(Pahārāda)等。 

  还有一种称为随苦处的阿苏罗(vinipātikāsura)，

他们属于四恶趣之一，住在村落或树林，常受痛苦

煎迫，依赖村民丢弃的食物等维生。 

古音译作阿修罗、阿素洛、阿须伦等，意为非

天、非同类、不端正、不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