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千大千世界	sān	qiān	dàqiān	shìjiè	
　　佛教名詞。以須彌山為中心，七山八海繞之，更以鐵圍山為外郭，是謂小世界。合一千個小世界為小千世界；合一千個小千世界
為中千世界；合一千個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總稱為三千大千世界。世，時間；界，空間。世界，猶言「宇宙」。	
　　這原是古印度傳說中的廣大範圍的世界，佛教沿用，作為釋迦牟尼所教化的範圍。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記》：「昔賢劫初成，與
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下極金輪，上侵地際。」	
　　也作「三千大千」。清代李漁《玉搔頭•得像》：「下管地，上管天，中華外國，三千大千，都是我的版圖封域。」	
　　省作「三千世界」。南朝陳徐陵《孝義壽碑》：「方便三千世界，百億須彌，同望飛輪，共稟玄德。」《醒世恒言•呂洞賓飛劍
斬黃龍》：「長老曰：『老僧今年膽大，黃龍山下紮寨，袖中揚起金錘，打破三千世界。』」	
　　省作「大千世界」。清代黃遵憲《庚午中秋夜始識羅少珊》：「大千世界共此月，今夕只照人兩三。」	
　　省作「三千界」。唐代李遠《贈潼關不下山僧》：「窗中遙指三千界，枕上斜看百二關。」	
　　更省作「大千」。宋代蘇軾《端午遍遊諸寺得禪字》：「忽登最高塔，眼界窮大千。」	
　　（王成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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