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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金
剛
杵
︵
音
楚
，
古
代
棒
形
兵
器
︶
︼
︵
科
註
第
四
九
七
頁
倒
數
第

四
行
︶ ︽

佛
學
大
辭
典
︾
：
︵
物
名
︶
原
為
印
度
之
兵
器
。
密
宗
假
之
，

以
標
堅
利
之
智
，
斷
煩
惱
，
伏
惡
魔
。
其
兩
頭
單
獨
者
，
謂
之
獨
股
，

分
三
枝
者
，
謂
之
三
股
，
分
五
枝
者
，
謂
之
五
股
，
分
九
枝
者
，
謂
之

九
股
。
以
金
石
或
木
材
作
之
，
有
大
中
小
之
三
品
。 

大
日
經
疏
一
曰
：
﹁
伐
折
羅
即
是
金
剛
杵
。
﹂
又
曰
：
﹁
伐
折
羅

如
來
金
剛
智
印
。
﹂
又
曰
：
﹁
譬
如
帝
釋
手
持
金
剛
破
修
羅
軍
，
今
此

諸
執
金
剛
亦
復
如
是
。
各
從
一
門
持
大
空
之
戰
具
，
能
破
眾
生
無
相
之

煩
惱
。
故
以
相
況
也
。
﹂
︵
下
略
︶ 

 T

︵
擔
︶

 

︻
佉
︵
音
屈
︶
陀
羅
︼
︵
科
註
第
四
九
七
頁
倒
數
第
一
行
︶ 

︽
佛
光
大
辭
典
︾
︵
節
錄
︶
：
為
木
名
。
在
密
教
修
法
中
，
作
為

護
摩
木
、
金
剛
橛
︵
音
覺
︶
之
用
，
材
質
堅
硬
。
意
譯
為
紫
橿
、
檐

木
、
堅
硬
木
、
鐇
︵
音
凡
︶
樹
、
空
破
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