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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古稱「天竺」
考查「天竺」這名稱有很多不同的說法，舊時名為「身毒」或「賢豆」，現在

依正確發音應該是「印度」（indu）。

「印度」就是月亮的意思。眾生生死輪迴不息，就如白日落下後的長夜，此時

就算點燃蠟燭，甚至星光照明，都不如月亮的光明。因此，以「印度」名之，象徵

著這塊土地上聖賢人才輩出，引導眾生如月照路。又因為印度諸多種姓中，以婆羅

門最為清高華貴，同時也雅稱為「婆羅門國」。

極微是多大？
印度的計量單位稱為「踰繕那」（Yojana），又稱為「由旬」。一踰繕那相當

於古代聖王一天行軍的里程，依據舊說，一踰繕那相當於中國的四十里，印度約以

三十里計，佛教記載的則是十六里。再繼續細分，一踰繕那可分為八個「拘盧舍」

（Krośa），一拘盧舍是指一頭大牛叫聲所能聽聞到的最遠距離。

一拘盧舍可分為五百弓，一弓分為四肘，一肘分為二十四指，一指節分為七宿

麥，乃至蝨、蟣、隙塵、牛毛、羊毛、兔毫、銅、水，再分為七等分，就是細塵，

細塵分七等分，就是極細塵。

到了極細塵，就無法再分，再分就空無所有，所以又稱為「極微」。

認識印度曆法
按照印度的曆法，一年分為六個季節，分別是：漸熱（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

日）、盛熱（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雨時（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茂時（七月

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漸寒（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嚴寒（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

日）。

佛陀將之分為三時：熱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雨時（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

日）、寒時（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僧人依佛制，在雨時前三月或後三月不適宜

外出而應安居，這稱為「雨安居」。有說雨安居為「坐夏」或「坐臘」，這些都是

依據當地的風俗而稱，並非印度當地的標準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