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采酬金列
到
仇
之

rnru~ 
壘起1

十
一
面
滅
課
稅
告

恭
成
佛
像
功
德
•• 

凡
見
佛
像
，
必
須
存
心
恭
敬
，
不
可
稍
有
變
潰
，
更
勿
加
以
損
頭
。
即
使
豎
在
林
上
、

或
地
下
，
甚
至
跨
越
，
其
罪
甚
大
。
薩
迦
巴
很
秦
澤
程
佛
爺
闖

一部
廣
大
心
要
云•• 

「
一
人
於
雨
中
兒
小
泥

塔
，
急
拾
革
履
蓋
之
。
又
一
人
歪
，
以
屐
垢
，
易
他
淨
物
;
如
此
二
人
，
以
此
功
德
，
其
後
與
造
塔
人
，

三
者
皆
為
金
輪
之
轉
輪
王
」
。
故
說
開

三
質
之
名
，
或
見
佛
像
、
佛
塔
，
皆
可
寫
成
佛
種
子
。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晨曆丑丸年四月初一日出版其R11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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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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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壇
及
部
份
之
聽
，
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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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瞬時

乘

爭

創
刊
號

發
刊
詞..............................................•................ 

劉
銳
之

歡
宴
格
賴
、
明
珠
錦
爺
積
記
j
i
-
-
-
j
i
-
-

.....••.. 

ji--

.. 
柯
萬
成

學
密
因
緣
簡
述
俱
成
問
韻
為
銳
公
上
帥
創
刊
金
悶
頭
季
刊
連
賀
陳
毓
煦

密
法
淺
說
緒
一-
E
F
-
-

.................................................. 

﹒
劉
銳
之

間
識
密
法
接
說
綱
要
﹒............................................... 

錯
操
辦

閉
關
法
﹒.............................................................. 

主
仁
祿

一
個
初
學
靜
坐
者
的
觀
感j
i
-
-••• 
ji--

..........•.. 

j
i
-
-
:

自
榮
光

學
佛
小
感
﹒........................................................... 

葉
娟
美

早
起
偶
成
八
當
﹒..................................................... 

梁
隱
盒

嚴
文
典
序
﹒.................... 

~ ..•................................... 

劉
說
之

敦
珠
宵
波
東
法
駕
行
蹤
j
i
-
-•..••••...••••••.•••••..• 

ji--

•••• 

本
社

第
二
期

凡
單
略
述........................................•..................• 

劉
銳
之

三
輪
世
佛
法
相
佛
學
班
同
學
會
新
址
落
成
志
慶
﹒.............. 

• 
•• 

劉
銳
之

宵
設
車
行
蹤..•...... 

ji---

•••••• 

ji--

•.••••.. 

ji--

.•••...... 

本
社

六
十
九
歲
﹒........................................................... 

梁
隱
鑫

商
嚴
密
法
龍
說
l

鶴
教
與
他
敬
之
比
較
﹒.......................... 

劉
說
之

普
賢
七
支
行
願... 
ji--

••.. 
ji--

.•••..••• 

ji--

.• ji--

•••• 

慈
京

鏡
花
水
月
十
餘
年
﹒
.................................................. 

鶴
說
之

靜
學
釋
義............................................................ 

贊
宵

史
道
口
授
純
密
三
十
頌
及
性
轉
用
論
合
訂
抽
珍
本............... 

劉
銳
之

于d
自

轉

(
第
一
期
五
第
十
期
)

第
三
期

l 

由
顯
密
法
淺
說
|
佛
盒
之
佈
置
﹒................................... 

劉
銳
之

.
密
京
祖
師
蓮
華
生
大
士
在
印
史
略..... 

. 

聞
聽
密
宗
「
修
持
最
軌
」
略
說
...... 

. 

密
宗
問
答
抖
•........ 

ji--

••• 
ji--

.. 
ji--

....•......•••....• 

掙
光

密
宗
求
法
權
頂
讀
知
專
項

.. ji---

從
密
京
靜
坐
說
妳
搏
的
調
節
運
動...... 

ji--

...•......••......• 

贊
青

藏
文
對
僻
典
之
價
值
﹒....................................•.......... 

鍾
樣
湘

魔
外
神
通............................................................ 

梵
寺

釋
鄧
時
代
之
慈
民
奪
者
及
無
能
勝
牢
者
j
i
-
-
••••......•.......• 

連
如

大
白
傘
蓋
佛
母
權
頂
記
﹒............................................ 

葉
娟
龔

香
港
金
剛
乘
學
會
新
邊
經
過................. 

ji---ji--

.•.• 

慧
泉

搬
遷
花
絮................•.......................•..•................ 

慧
泉

新
址
閱
光
權
頂
花
絮
﹒............................................... 

邱
紹
廉

西
藏
密
京
當
瑪
提
金
剛
乘
學
會
篇
介.. ji--

.. 
ji--

..•••••..• 

本
社

商
嚴
密
京
之
法
會
﹒
﹒
會
供
............................•............. 

劉
銳
之

金
剛
乘
學
會
密
宗
靜
坐
法
講
習
簡
介
﹒............................. 

王
仁
祿

金
剛
乘
學
會
法
訊.•............. 

ji--

.•••••..• 

ji--

••• 
j
i
-
-

本
社

西
議
密
宗
幫
瑪
派
請
法
慷
件
﹒..... 

第
四
期

2 3 4 5 6 8 8 11 10 9 1 2 3 3 4 5 8- 6 

金
剛
乘
學
會
西
藏
密
宗
靜
坐
法
提
要
﹒........•..............•...•. 

劉
銳
之

密
宗
宵
瑪
派
印
度
祖
師
史
時
i

閻
王
澄
(
中
因
撞
菩
提
〉.. ji---

7 

1 3 4 5 5 6 6 7 

一 3 一

7 8 9 9 19 19 18 12 10 9 1 6 



響
宗
問
答
∞.•............. 

ji--

... 
ji---ji--

........•..... 

掙
光

密
乘
法
語
摘
錄
村........ 

ji--JJ.-ji--

........•. 

張
心
若

位
少
凡

連
頭
喇
嘛
訪
問
「
智
慧
心
要
精
舍
」... 

金
剛
乘
學
人
修
持
原
則
〈
上
)
•..............•.......••........... 

法
慈

律
學
時
記
|
西
藏
律
學
之
傳
入
•............. 

Jji--

........... 

律
樂

四
事
業..••... 

ji--

••......... 

ji--

...••......... 

ji--

..••... 

梵
寺

「
釋
迦
成
神
明
」
之
顯
密
一
一
一
街
法

........ 

ji--

.•••• 

ji--

••••..•••• 

法
樂

壘
荼
羅
室
吟
草
﹒
...•.......•................................•........ 

揀
毓
煦

己
未
七
月
台
灣
十
日
行
﹒.............•.........................•.... 

梁
隱
鑫

一
個
相
應
的
事....... 

ji--

...•.......... 

ji--

•••...•.•.•..•.•• 

柯
萬
成

新
會
址
閉
幕
與
儕
增
設
計
零
記
﹒...•.....•...................•...•. 

邱
紹
簾

第
五
期

金
剛
策
全
集
出
版
啟
事
﹒......•. 

1 
............••....••••••.......... 

﹒
劉
銳
之

密
宗
宵
瑪
派
印
度
祖
師
史
略
-
i

釋
迦
布
提
(
小
國
渣
菩
提
)... 

密
竄
出
間
瑪
派
印
度
祖
師
史
略
!
紀
百
多
傑
及
生
遮
生
在
﹒

.... 

密
乘
法
語
摘
錄
付
﹒........•.....•.....•.....•.................•.••.• 

張
心
驚

說
少
凡

西
藏
閻
明
之
傳
入
與
成
長
.. 
ji---ji--

........... 

ji--

.••• 

法
樂

密
宗
問
答
的.....•.•..•..•..................•................•...•..• 

掙
光

阿
闊
黎
灌
頂
法
會
﹒..........•....•••.....•..•.........•............. 

主
仁
綠

西
藏
密
宗
靜
坐
法
詳
釋
(
自
錶
)...... 

. 

北
京
版
西
藏
大
職
經
中
巴
摸
譯
之
密
宗
經
典
村
.•.•.....•........ 

梵
寺

金
剛
乘
學
人
修
持
原
財
〈
下
).......•.....•......... 

ji--

...•. 

法
慈

第
六
期

西
藏
密
宗
紅
教
領
抽
敦
珠
宵
授
專
簡
介
及
其
近
況
﹒•............. 

陳
建
強

8 

釋
也
儕
對
密
宗
陀
羅
尼
總
持
門
之
閉
一
爪
﹒
..... 

. 

諾
乘
法
語
摘
餘
的
l

加
行
的
，
多
習
與
大
留
駕
見
﹒
.
.
.
.
.
.
.
.
.
.
.
.
.
.
一
可
能
卓
才

i
i

繹
啟
安

的
藏
密
宗
，
日
教
領
抽
大
寶
法
王
留
港
臼
程
﹒
...............•. 

本
會
資
料
盤

西
藏
大
寶
法
正
嘉
瑪
巴
歷
代
傳
承................................ 

﹒
鍾
揀
湘

第
十
六
世
大
寶
法
，
王
嘉
瑪
巴
傳
記
﹒

•............................... 

鍾
棟
湖

大
寶
法
王
駕
臨
金
剛
乘
學
會
權
頂
記.•....... 

ji--

.•.......... 

慧
泉

一
聶
華
大
寶
法
草
傅
譯
瑣
記
﹒
........•........................•...... 

﹒
陳
承
禪

節
鋒
印
度
儕
教
史
之
神
通
付
﹒
...................................... 

劉
銳
之

讀
者
來
函
i

金
剛
乘
學
會
會
務
近
視
﹒.. . 

密
宗
問
答
關
..... 

ji--

...•.............•• 

ji--

..... 

ji--

..•• 

掙
光

畫
中
我
剛
乘
學
會
簡
介
﹒
•.....•..................................... 

王
仁
祿

18 17 15 13 11 10 8 2 

9 

3 

19 19 18 18 17 16 15 13 12 

p 
d 6 

第
七
期

- 4 一

1 7 

朝
師
自
記...•.•..........•..•..................•..•••..•••........... 

劉
銳
之

致
各
中
心
的
介
紹
信
﹒...................••..•...•............ 

﹒
敦
珠
宵
故
事

由
職
密
法
洩
說
|
四
加
行
-
j
i
-
-........•..• 

ji--ji--

..... 

贊
膏

敦
珠
官
沒
車
為
金
剛
乘
全
集
賜
序
﹒......•....................•. 

陳
建
強
譯

節
錄
印
度
鶴
教
史
之
神
通
口
﹒...•.................•...•.....••....• 

劉
銳
之

違
適
異
國
不
忘
修
持
﹒.......•.............•....................•.... 

懿
銳
之

香
港
第
三
十
六
屆
密
宗
靜
坐
班
記
盛...... 

ji--

•••... 

j
i
-
-
:

黃
毅
英

9

成
就
山
法
精
華
付
••. 
ji--

.... 
ji--

.....•••...........•.. 

宵
波
車
開
示
-
m

成
就
山
法
精
華
緣
租
略
述..........•.... 

ji--

...•....•• 

j
i
-
-
-
劉
銳
之

M

密
宗
宵
瑪
派
印
度
融
師
史
時
i

詩
刑
是
哈
(
宋
蔥
壽
〉
j
i
-
-..••••...• 

臼

密
宗
問
答
盼.....................•..... 

ji--jji--

........... 

掙
光
站

接
茶
寢
室
吟
草..•.....•...... 

ji--

••.. 
ji--ji--

...•••....• 

陳
毓
煦
泊

北
京
版
問
藏
大
肅
經
中
巴
漢
譯
之
密
宗
經
典
口.••.....•••....... 

梵
寺
泊

1 是

8 

5 

9 

6 

19 18 16 15 14 13 

7 8 

l 



' ‘ 老

.，、

第
八
期

成
就
山
法
精
華
臼..... 
ji--

........ 

J 

..... 

i.v.-

.........•. 

寧
混
車

1

閱
-
F
I
I

隨
喜
金
剛
乘
全
集
出
版
j
i
-
-... 
:ji---ir--

•...... 

j
i
-
-
:

釋
甘
慧
4

台
北
儕
堂
l
.
t
.
-.. Vii--Li--

... 
-ji---ji--

..........•.. 

黨
執
一
半
廈
、

\
5

布
薩
頸
知.•• 

心
﹒j
i
-
-
j
i
-
-

.. 
L 
••• 

jif--

....•. 

卜.... 

1 ....• 

γ
:劉
銳
之
」
一
J
6

密
現
道
次
第
.
.
.
.
.
.
.
.
一

..•.... 

ji--

......... 

ji--1 

•.... 

ili--

...•... 

也
已

8

阿
闊
黎
灌
頂
獻
辭
-
1....................... 

:
:
.
:
一
:

............... 

陳
毓
煦
托
9

蓮
師
密
咒
道
次
第
頌
丈
j
i
-
-
:......... 

Ill--

.. ul--

............ 

劉
銳
之
一
m

隨
侍
雜
記
j
i
-
-
i
•.• 
fr-uu 

.. 
卜...... 

1 •......•..•.. 

ff--

•..... 

j
i
-
-

心
﹒
躍
啟
安U
U

丈
殊
菩
薩
嬰
蹟
朝
禮
記
..•.... 

I: 
........ 

ji--

••. 

L
i
-
-
j
i
-
-黎
目
光
一
暫
時

宵
瑪
巴
十
萬
讀
蜂
起
略
蘊..•... 

ji--

.. 
ji---Fiji--

..•.• 

劉
銳
之
p
u

舉
法
次
第
說.•..........• 

: 
..•....•.•.•.......•................• 

t
i

顧
神
鞏
站

讀
者
來
函
i

蹄
聲
圓•••.• 

i
j
i
f
-
-
-
j
i
-
-
一
.......•...... 

i
r
-
-
劉
銳
之
+
刊
閱

本
社
法
訊
j
i
-
-.. 
-ri--

........ 

ji--...v.i.-

........•... 

L 
••• 

鍾
祿
湘
的

4
第
九
期

眾
譽
為
「
金
剛
乘
學
會
之
女
」
梁
公
範
歸
去
﹒

γ
j
i
-
-
r
L
-
-
7

.. 

(
劉
銳
之1

密
乘
法
語
摘
錄
川
、-Z〉
-
f
i
-
-•. 

J
J
.
-
V
L
.
(

人... 

j
i
-
-

卜... 

比
丘
起
一
譯
5

單
妙
古
祥
真
實
名
經
j
i
-
-
-
J
i
-
-
-
i
l
i
-
-

.. 
il--

..•........ 

劉
銳
之

6

)
請
者
來
國l
本
會
復
函..... 

ili--

....... 

仁•••••• 

ir--

......•. 

王
仁
祿
-
月7

從
密
宗
之
表
義
單
調
性
格
之
發
展
..... 

jif--ji--

..... 

移
審
泰
賢
"
譯
錢
8

壘
荼
蘿
蜜
吟
草.. 1 ... 
ji---ji--ji--

.....•.....•. 

L 
•• 

i
f
-
-

陳
毓
煦
叮

三
乘
教
法............ 

ji--

............• 

:jif--

..... 

司
徒
卓
才
華
譯
-
U
J

旅
糞
遊
記.................................... 

1 
..................... 

吳
天
佑
叫
叫
一
…

會
務
近
況
!
上
師
勉
弟
子
勤
修
間
加
行
ι.... 

1 
.. 
ji--

..•....... 

王
仁
帳
時

、、

一‘\ 

歡
迎
的
腳
金
寧
波
車
蒞
港
簡
記
﹒
.............•............•........•.. 

黎
日
光

諸
家
大
手
印
比
較
研
究
(
目
錄
〉..•.. 

1 
......... 

. 

第
十
期

17 16 

敦
珠
曾
被
車
再
訪
香
港
專
輯
l

恩
海
難
暈
〈
一
)
.
.
.
.
.
.
一

•..•.•... 

劉
銳
之
。
3

敦
珠
寧
波
車
於
「
?
還
師
權
頂
」
一
法
會
中
的
闖
一
本
斤
段

............ 

黃
教
英

3

一
覺
悟
之
道
!
生
與
死
的
禪
法
(
上)
;
j
i
-
-
.... 

j
i
-
-
-

談
錫
、
旅
恭
錄
4

樂
師
僻
權
頂
略
記•.. 
ji--ji---ji--

..... 

ji--

.. 
羅
啟
安
恭
錄

5

求
法
記.•.. 
1 
.. M-ji--1 

.. 
ji---3

…jil--

...•...........• 

7 

.•. 

法
印

~
6

隨
侍
師
僻
背
誦
需
授
車
追
憶
... 
ji--

.• 
3 
••••••• 

j
i
-
-
ν
 

...... 

買
丈
淵

8

意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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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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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li--

•.....•.•..•. 

彭
官
勝
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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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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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於
「
干
儕
權
頂
」
法
會
中
的
閱
示
•.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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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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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英
恭
錄
一
站

于
儕
權
現•. 
扑-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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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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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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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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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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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傳
授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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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

銳
之
自
維
笨
拙
，
於
佛
法
中
不
論
顯
教
嚮
乘
，
所
知
均
盤
有
限
，
多
年

乞
師
指
示
，
使
自
修
害
。
雖
舉
頒
賜
藏
文
大
職
經
德
格
版
甘
珠
全
套
?
車

蠱
鉅
鈕
，
凡
一
首
大
閣
。
岳
印
度
掛
號
寄
至
香
港
，
于
農
混
進
，
議
者
器
為

此
極
版
本
甚
佳
，
所
存
無
麓
，
其
價
值
為
何
如
耶
?

藏
文
經
典
攪
得
，
乃
思
，
一
份
以
讀
之
!
文
請
介
紹
教
師
，
以
便
從
之
學
習

師
以
藏
λ
兼
適
漢
文
者
不
多
，
無
以
為
介
，
因
謂
有
漠
譯
文
殊
真
實
名

耀
，
閱
之
可
得
借
鏡
。
因
念
早
已
將
此
經
原
文
及
譯
文
，
全
部
鈔
出
，
研
習

再
一
一
了
未
得
頭
緒
，
乃
唯
唯
以
對
。
去
年
法
駕
在
法
國
巴
黎
，
竟
於
書
坊

，
找
得
藏
文
及
漢
譯
本
，
間
關
寄
至
，
捧
議
惶
然
，
因
知
師
對
余
既
請
求

，
無
時
不
系
其
護
念
，
此
恩
堂
去
淺
哉
!

及
既
找
得
教
授
藏
文
之
名
帥
，
不
辭
路
邊
，
從
香
港
至
台
灣
以
隨
之
。

不
揣
老
朽
，
六
十
三
歲
開
始
學
拼
音
，
可
攤
亦
可
笑
啦
。
追
知
甘
珠
全
部
!
一

多
，
有
摸
譯
，
不
必
再
費
周
孽
。
﹒
文
以
對
於
密
乘
，
尤
其
自
京
宵
瑪
巴
派
，
所
川

知
不
多
1
正
深
指
憾
，
師
艾
知
其
然
也
，
復
將
所
編
訂
印
行
之
會
瑪
十
萬
~

績
全
盤
問
見
賜
。

J

宵
瑪
十
萬
讀
者
，
參
見
敦
珠
上
師
造
、
明
珠
活
佛
度
語
、
，
劉
銳
之
譯
主

述
之
西
藏
古
代
鶴
教
史
第
N
S
頁
)
笛
清
耶
那
幫
巴
略
傳-
z
.. 

「
甘
珠
自
錄
名

了
嘉
騙
者
，
有
說
:
『
一
切
密
宗
內
績
，
非
常
嚴
肅
，
故
未
加
以
騰
、
錢
;
即
心

以
古
教
宵
瑪
巴
績
，
為
甘
球
所
無
，
其
經
典
、
、
傳
教
，
流
傳
甚
﹒
心
，
戶
。
但
耶
那
一

從
胡
思
龍
有
十
萬
績
，
並
向
各
方
搜
求
經
卷
之
流
傳
，
加
以
集
中
，
，
而
編
輯
之

J

o

且
念
完
備
傳
敬
之
保
存
者
，
全
西
藏
中
，
祇
後
藏
教
主
麥
甘
森
登
替
設
有
i

之
，
為
顧
慮
傳
教
之
中
擻
，
以
是
時
麥
甘
之
年
事
甚
高
，
於
是
師
(
麥
甘
〉

徒
(
~
耶
那
〉
三
人
，
用
極
大
之
蜻
神
?
以
講
貫
聞
覺
。
其
後
又
從
珠
.
舒
倫
朱
，

宮
內
，
將
十
萬
續

1，
加
以
整
理
;
以
前
是
用
單
水
緝
寫
，
後
用
金
水
靈
寫
'
，h

如
是
多
次
，
作
傳
教
之
流
傳
與
弘
揚
。
于
今
如
露
輸
密
績
，
我
輩
能
現
前
愛
心

舟
，
皆
是
嚴
傳
大
導
師
都
那
慈
悲
之
愚
擇
也
。
h
由
此
可
知
，
於
吉
代
共
同

佛
法
，
耶
那
之
恩
惠
極
大
，
而
其
弘
利
之
事
業
，
已
得
究
竟
。
」
如
上
所
述

回

間
吧
~
自
/曲\

\..,/ 

劉

銳

之

'
古
教
宵
瑪
巴
績
，
既
為
甘
珠
所
無
，
耶
那
導
師
為
西
一
兀
十
五
世
紀
人
，
整

理
需
瑪
十
萬
績
而
後
，
亦
未
有
入
甘
珠
之
紀
錢
;
又
何
怪
法
寧
、
自
歡
等
諸

大
德
，
無
法
得
見
，
無
從
聞
述
乎
1
.

師
既
將
需
瑪
十
萬
績
，
整
理
印
行
，
且
以
見
踢
，
則
以
之
譯
瘓
，
以
之

謊
傅
，
雖
不
敢
謂
有
此
能
力
，
實
不
能
不
存
此
心
，
囡
此
文
覺
任
璽
道
遠
，

組
經
汲
諜
，
栗
栗
皇
蠱
，
常
自
警
惕
。
數
年
前
第
一
次
至
尼
泊
爾
之
嘉
德
滿

都
朝
飾
，
深
感
心
餘
力
最

1
壽
命
不
籬
，
由
師
未
捷
，
一
事
無
成
，
徒
負
一

臨
恩
，
致
呼
負
負
。
乃
請
為
我
觀
察
，
俾
便
於
取
舍
從
達
，
乃
讓
觀
察
多

日
，
告
以
不
虞
壽
鈕
，
可
安
心
學
之
，
得
一
語
之
加
持
，
寸
心
為
之
大
慰
。

悶
憶
多
年
前
第
一
次
到
嘉
德
滿
都
朝
調
時
，
得
到
指
示•• 

自
塔
係
蓮
華
一

生
大
土
上
一
世
所
屑
，
前
往
祈
願
，
多
能
如
顧
。
乃
前
往
祈
禱
吾
師
健
康

i

長
住
世
。
去
年
再
到
嘉
德
滿
都
，
文
學
閉-
m
•• 

貼
地
之
瑪
哈
生
遞
廟
三
十
年
八

有
一
盛
會
，
今
正
其
時
，
藏
地
喇
喇
嘛
及
鶴
教
徒
，
多
來
參
加
，
並
作
祈
禱
。
一
一

間
又
往
祈
師
長
露
，
每
次
聽
後
均
以
真
告
，
輒
春
論
云
;
我
當
與
汝
γ

均

長
住
世
1
…
否
則
自
感
黯
然
，
聞
之
異
常
感
動
。
詣
靈
蒞
香
港
，
抵
達
不
久
，

清
晨
召
余
掰
一
盲
目
•• 

今
日
乃
古
日
，
我
經
觀
察
，
尚
住
世
許
多
年
，
將
來
與

汝
離
此
他
住
，
大
可
放
心
也
。
師
知
余
有
願
未
償
，
常
賜
加
棍
，
今
日
得

此
授
記
，
夫
復
何
求
;
他
日
香
拔
拉
國
〈
時
輸
金
剛
剩
士
)
中
，
亦
將
有
我

蒲
園
一
席
乎
1
.

去
年
十
月
初
十
日
清
晨
，
召
余
夫
婦
歪
，
見
師
精
神
飽
滿
，
愉
快
歡
，

砍
?
昨
晚
正
以
蹲
喘
不
適
，
極
感
疲
倦
，
今
若
此
，
頗
覺
驚
奇
。
眾
一
那
是
日

為
運
師
誕
辰
、
科
且
為
非
常
佳
日
，
當
將
無
上
瑜
伽
密
噶
瑪
巴
最
殊
勝
妙
法
，
~

傳
與
發
菩
提
心
，
大
作
峙
鬧
鐘
眾
生
暮
之
弟
子-1
月
官
其
增
進
健
康
，
延
長
壽
命

，
多
辦
眾
生
之
事
。
汝
受
法
後
悶
港
，
廿
餘
年
來
，
前
作
弘
利
，
我
所
深
知

，
亦
悍
的
嘉
慰
。
今
以
此
法
傳
汝
之
人
，
飾
自
開
始
修
習
，
此
法
曾
傳
不
丹
一

個
七
十
)
歲
之
老
弱
喇
嘛
，
今
已
九
十
九
歲
仍
然
健
在
，
妹
勝
可
知
，
如
是

師
恩
亦
有
想
矣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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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第
一
串
串

目
錄

第
一
軍
緒
詣

第
一
一
單
佛
教
初
樂
之
影
咱

第
一
一
一
韋
備
教
全
盛
時
之
影
咱

第
一
節
理
學

第
一
一
節
文
學

閉
會
鵲

乙
詢
彙

丙
文
體

〈
戶
〉
先
時
A

4
(
4一
)
詩
祥

(
4
4
-
v
史
文

(
一
回
〉
小
說

一
第
一
一
一
筍
聶
衛

甲
一
牆
畫

乙
印
刷

商
雕
塑

了
建
築
…

第
四
節
、
其
他

擺
個
意
結
論

緒
論

中
國
自
伏
輯
、
神
蠱
、
黃
帝
、

唐
…
呵
呵
、
農
舜

3

為
古
代
管
玉
之
傳
統

F

以
番
缺
有
間
?
於
古
無
徵-P故
伏

龍
之
萱
八
卦
製
網
皆
以
敬
個
漁
神
地
誼

之
瞥
盲
率
3

及
教
民
鵲
橋
〈
挂
一
〉

嘻
莓
竄
y

渺
茫
而
無
法
以
致
誼
。
漢

司
馬
運
之
史
記
F

雖
以
資
嗨
，
為
古
代

第
一
位
君
主
3

跟
其
於
五
宿
本
紀
內

3

爾
頓
抱
懷
癡
之
態
度
。
著
竟
與
舜

F

則
在
儒
眾
傳
統
之
記
載
3

由
巴
探

7

信
一
不
擬
安
。

漠
接
為
中
華
民
按
最
初
A
M佈
於

一
寰
訶
流
域3
組
成
統
一
國
家
之
民
族
;

3

亦
即
由
諸
夏
系
就
與
各
民
挨
混
合

而
成
裝
偎
間
發
展
按
揚
子
江
及
珠
江

心
也
帶
流
域
各
地
。
其
語
言
文
g
d
y
d
自
成
J

一
系
3

繁
初
至
今
。
然
盤
古
以
來
Y
E

漠
龍
之
組
合
3

均
藉
結
合
外
圍
諸
換
!
一

干
問
混
成-P如
堯
之
岔
路
兜
3

舜
，
之
泄
的

d

…
一
一
苗
3

萬
之
於
共
工
唔
，
〈
話
一
一
〉

3

九

三
反
革
時
之
惡
混
3

乃
至
閑
時
之
棋
就

到
化
毛

(一〉

犬
我.• 

卜...... 

晉
時
之
五
胡
3

指
不
勝
屈
。
恆
以
漢
接
關
化
特
早p
故
南
北
朝
之
北
說3

束
時
之
證
‘
夏
‘
金
)
無
不
安
漠
土
文
化
之
影
喃
而
積
極
投
漠
化3
其
復
旦
開
化
設
漠

土
。

誰
民
間
盛
過
3

為
摸
‘
諧
、
家
、
四
m

藏
五
族
共
和
-
P
於
以
知
現
代
中
國
p

是
由

漢
滿
每
五
按
合
組
間
成
y

於
令
五
十
六
年
3

一
小
諂
再
若
以
前
所
說
之
中
國
F

臨
指
漠
接

分
布
之
土
地
之
棋
盤
3

期
裳
。
宇
生
也
晚p
m
m在
民
間
共
和
之
後
3

若
以
佛
教
對
中
間

文
化
之
影
喃
而
論
F

則
西
藏
一
站
y

早
在
唐
代
文
成
公
主
建
娘
問
後
3

撞
紹
耳
目
漠
之
佛

教
3

近
抱
印
度
之
流
傳3
為
一
政
教
合
一
-
Z佛
教
國
家
3

因
無
論
矣
。
蒙
古
則
自
西
藏

格
魯
派
(
黃
教
〉
傅
入3
間
就
目
蠶
華
持
3
若
滿
淵
闖
世
有
清
一
代
3

玉
盤
均
崇
華
蝴
嘛

教
F

其
帝
王
‘
太
后
F

均
以
稱
佛
爺
為
榮
。
即
佛
教
除
對
間
接
文
化
之
影
哨3
一
時
無

法
改
議
之
外
y

而
於
藏
、
蒙
、
滿
一
一
一
輛
一
之
文
化

3

影
咱
頡
探
P

啦
非
本
文
所
指
之
範
園

p

不
子
具
論
。
可
本
文
所
述3
係
專
指
漠
挨
本
主
而
當
y

雖
文
中
徵
叭
叭
之
載
籍
謂
多
稱
之

為
中
國
3

然
時
移
勢
自
如
p

鵑
士
大
增
3

中
間
版
閩
3

包
含
五
按
3

事
關
正
名
F

一
小
繹
不

改
稱
之
為
漢
土
。
但
徵
引
原
文
所
用
中
潤
之
名F
未
使
更
改
F

以
保
其
真
也
。

漢
土
不
獨
融
和
鄰
近
之
民
挨
F

而
成
為
漢
接
y

混
合
鄰
近
之
土
地
F

府
成
為
劉
士

。
蓋
自
漢
聽
以
來
F

韓
文
治
武
功
之
盛
F

故
異
族
歸
化
3

日
接
槃
多
3

商
聯
絡
懷
柔
不

遺
餘
力
F

由
來
倫
央
3

且
以
交
通
護
展
F

便
進
文
化
之
交
流
3

可
就
物
質
丈
明
3

及
裝

備
技
藝
之
東
盤
3

以
分
鐘
之•• 

一
為
西
土
物
質
文
明
之
東
邊•• 

自
漢
軍
廣
j

西
域
諸
國
3

器
及
難
馮
3

近
至
今
日

之
馬
來
牟
島
等
組
之
學
脊
器
物
p

掛
至
蠱
來
3

如
珊
瑚
、
珍
珠
、
琉
珀
‘
琨
野
﹒
琉
璃

、
象
牙
插
一
可
物
3

初
為
盒
帶
獻
中
國
箱
王
之
貢
物
3

復
制
為
還
盤
問
之
商
品y
按
是
士
大
夫3

以
之
為
玩
飾
駕7
不
特
鼠
也
3

漢
土
工
業
3
-
亦
因
之
而
受
影
咱•• 

如
歐
陽
修
等
新
居
盤
問

榔
澤
傅
所
謂
閱
冗
中
3

嶺
南
市
船
使
右
痛
中
郎
對
崗
農
立
雕
製
說
物3
過
作
脊
器
j

用

浮
巧
為
珍
玩
3

以
詭
譎
為
其
賽
者
。
其
顯
倒
也
。
此
類
脊
器
F

雖
史
書
采
記
為
周
民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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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審
酷
或
鶴
的
審
器
而
成
3

然
因
榔
禪
會
南
市
抽

R
J則
其
器
之
會
受
西
土
工
業
醬
術
之

影
咱
F

可
無
撓
矣
。
文
瓷
器
雖
為
中
國
間
有
之
工
藝

3
聽
其
雖
說
亦
頓
受
西
↓
卜
一
影
鴨

F

謹
居
大
業
間
3

以
關
人
愛
好
回
來
謊
稱P瞥
招
致
大
月
民
就
璃
工
人
於
廣
州
3
欲
試
仿

議
?
成
積
不
如
前
期

3
權
獻
是
生
一
良
好
結
果F即
採
其
備
以
加
精
於
陶
器
P易
陶
為

瓷
P

選
為
中
間
一
精
髓
名
器
是
也
。
〈
註
一
一
一
〉

一
一
篇
回
士
中
畏
縮
興
技
藝
之
東
進

•• 

自
租
一
冗
前
阻
社
純
希
趟
車
力
山
大
東
征

F
於
印

鹿
回
北F
建
立
若
干
臣
屬
於
希
臨
之
小
關

3
將
希
臨
丈
化
移
植
印
土3、
草
耙
元
錢
第
一

、
二
位
組
間
3

印
度
佛
教
轟
衛
且
還
龍
生
了
盒
帶
希
臘
作
風
立
體
陀
鱷
派
雕
刻
興
建
築

p

農
轉
車
魏
晉
之
址
。
亦
傅
奎
漠
士
;
至
今
新
疆
一
帶
即
發
現
，
一
，

ι佛
像3
爾
多
數
帶
盤

陀
雖
說
蠶
味
。
而
希
臘
式
之
控
頭

F
更
盛
行
於
六
朝
F
叉
回
土
戲
法
與
游
戲F
亦
先
後

俾
入
漢
土3
如
萬
武
帝
時
安
息
所
歡
聲
軒
眩
，
人

y
及
說
漢
時
均
闊
前
獻
海
商
幻
人P擋

一
變
化
吐
火
3

自
女
解
易
牛
馬
頭3
叉
替
跳
，
丸
3
數
乃
單
干
3
是
其
倒
也
。
而
唐
代
筒
說

新
傅
入
漢
土
之
搜
羅
體
鏡

F

更
為
有
唐
詩
帶
及
識
臣
浮
韓
少
年
前
嗜
好
!
商
投
術
搭
精

。
話
階
層
噶
揖3
更
受
西
土
影
哨3
謹
陪
承
北
周
北
濟
以
來
之
奮
3
有
九
都
樂
F
李
唐

檔
之
3

至
太
宗
F

平
高
田
間F
得
其
講
都
3
途
益
之
為
十
甜
。
十
部
讀
者
•• 

燕
難
、
請
聽

i
商
品
、
天
笠
、
高
麗
、
龜
起
‘
安
闊
‘
疏
勒
、
商
品
、
康
國
是
也

3
除
清
場
燕
嘴
一
…

.
一
部
外
3

餘
皆
為
外
來
之
摺-
3
'
?
部
中
文
復
分
坐
立
三
部3
皆
以
胡
績
器
官
為
主
要
為
器

3

當
時
朝
娃
御
第
2

大
嚀
皆
以
外
來
聲
樂
為
主3則
回
土
盤
樂
文
化
東
避
之
遠F可
知

長

1嘴
府
中
之
鈴
頭F
諒
惜
西
域
3

時
唐
人
撥
胡
記
鑒
定
戲
F
蹄
用
歌
詞
日
蘇
真
聽3

)
則
諒
自
哥
說
廣
闊
)
聾
之
情
唐
增
舞

3
多
數
皆
受
外
來
影
咱F
此
別
無
可
疑
義
者
也

。
門
話
問
〉

瞥
論
漢
土
之
受
外
來
文
物
東
進
之
影
鴨
F

約
分
五
期
3
混
合
別
辱
述
之
。

\
一
第
一
期
為
兩
漢
時
期
3

按
東
聳
立
物
品p
皆
冠
以
胡
由
于
為
名
•• 

如
胡
椒
﹒
拐
麻3

胡
林
、
胡
鋪
、
胡
說
蛇
神
。

第
二
期
為
階
層
五
代
時
期

F

於
東
進-
Z物
品
F
抽
回
冠
以
審
半
為
名
•• 

如
饗
船
﹒
審

器
、
審
韓
嚀
。
(
按
著
學
俗
方
當
F

呼
馨
為
香
3
如
香
視
‘
發
茄
‘
發
審
、
搭
車
時
外

接
人
一
篇
番
風3
且
有
呼
洋
鐵
為
應
鎖p
呼
洋
槍
為
鬼
槍
者
。
〉

第
一
早
期
為
明
單
品
的
中
葉
時
期

p
e按
東
遷
之
物
品
3
皆
冠
以
洋
字
為
名•• 

如
洋
泊
﹒

洋
燭
、
洋
傘
﹒
‘
洋
紗
‘
洋
紙
嚀
。

第
姐
期
為
情
之
宋
葉P
E
民
國
韌
完
時
期y
於
東
進
﹒
之
物
品F皆
冠
以
自
陸
所
在

立
國
名
或
站
名•• 

呼
汽
水
為
荷
蘭
水
3

馬
鈴
聲
為
帶
蘭
薯p
大
銀
咒
為
蟲
盟
哥
銀
F
昌

采
仕
果
。
甚
至
一
粵
語
以
英
吉
利
人
之
聲
色
紅

F
呼
為
被
毛
p
如
紅
唔
鏡
、
缸
唱
混
(
士

敏
土
V
-
P簣
利
堅
是
旗
甚
花
呼
鑄
在
旗3
如
花
旗
參
P

花
旗
格
等
。

第
五
期
為
民
間
初
一
兀
至
現
在
時
期

3

接
東
鐘
之
物
品
依
外
來
語
之
音
呼
之
口
此
期

又
身
為
一7
.初
為
依
照
外
音
於
漢
字
加
口
旁
以
別
之
3

如
飲
料
中
之
咖
啡
及
略
咕

F
與

汽
車
零
件
之
呻
吟
等
。
次
為
依
照
叫
什
音
連
聲
漢
字

•• 

如
內
心
再
呼
為
恤
、
球
類
呼
為
敢
、

香
樹
略
為
雪
茄
、
去
共
草
坪
為
巴
士
‘
計
程
車
呼
為
的
士
等
)
。

(
如
此
說
來
3

佛
教
轉
入
漢
土
前
後
時
期
。
東
邊
文
物
，
呵
，
且
影
吶
。
不
為
不
大

3
出
斯

河
知3
漠
土
著
齡
肢
取
外
來
文
物
混
和
而
光
大
之

3
非
棧
鮮
也
。

令
…
(
註
一
〉
磨
著
徐
克
之
中
國
史
前
史
詣
。
(
註
二
〉
套
著
問
策
。
〈
註
一
一

-
V
(註

四
〉
參
看
羅
香
林
中
國
通
史
。

第
二
章
佛
教
初
眾
之
影
喃

佛
教
之
悔
入
漢
土p
始
於
東
漢
明
智
永
平
十
﹒
年
3
川
西
一
冗
六
十
七
年
〉
雖
去
，
在
此

之
前
F

巴
有
傳
入
3

則
成
有
傅
說
)
然
載
籍
無
稽
?
末
一
時
據
為
定
論
。
自
東
漢
研
單
魏

晉
3

佛
教
以
初
來
故3
對
漢
土
之
影
蝸F
備
采
搖
大
。
謹
以
初
期
多
係
口
傳

y
國
人
爾

難
解
其
真
義
?
不
大
流
行
3

及
接
互
接
管
借
器-
y
臣
儕
土
熙
始
還
鶴
立
。
如
西
坡
俾
去

，f
:
「
植
帝
並
把
佛
老3
百
姓
稍
有
舉
者
p
後
還
轉
盛
。
」
結
是
甜
禪
經
事
業3隨
問
興

盛
焉
。
漢
代
末
年3
有
女
議
，
安
帝
、
笠
佛
棚
、
廣
孟
祥
、
前
一
一
大

A
M諸
人
3
種
漢
明
脅

時
帥
一
一
法
闊
前
釋
四
十
立
掌
經

3
茄
醬
由
安
般
守
意
‘
四
諦
‘
十
二
閣
蟻
‘
八
正
議
等
經

〈
註
…
)
齡
是
佛
教
本
身
之
意
義
顯
明
。

然
以
韌
期
佛
教
之
流
佈y
極
少
與
漢
土
上
就
學
術
界
相
接
觸y
放
其
影
喃
棍
少
。

魏
晉
時
則
以
政
泊
紊
亂F
M付
息
不
巳
J
社
會
為
之
不
安
3
思
想
卸
極
自
由
F
儒
家
思
想

獨
告
蜜
落
3

佛
教
則
以
消
棍
與
競
家
思
想
相
接
近

2
積
極
亦
可
與
儒
家
思
想
相
會
遇
3

而
當
時
佛
法
之
所
以
盛
行
y
偷
有
一
積
棍
的
正
因3
期
出
其
時
覽
有
不
少
第
一
流
人
物

3

具
有
一
種
誡
心
求
法p
宏
濟
時
艱
之
熱
忱3
其
品
德
學
讀
尤
著
者3
知
道
安
‘
如
僧

間
增
‘
如
誰
叫
遠
志
如
竺
道
生
是
啦
。
〈
盟
一

-
u授
是
音
室
來
渡
間
麓
，
佛
教
還
影
哨
於
上

層
學
術
界
3

僧
人
興
，
各
土
耳
以
清
談
玄
言
相
償
儷

3
女
道
林
鞏
開
始
以
佛
學
解
體
活
莊

F

…
時
傅
諧
y

彈
綽
之
天
台
山
緝3
古
人
稱
為
有
仙
心
佛
意
之
作3
後
來
侈
霄
生
天
成

佛
之
甜
蜜
運
F

其
山
水
文
學
3

亦
滑
此
系
統
以
發
揚
〈
註
一
一
一
)
荷
孫
綜
且
以
名
僧
七
人

，
臨
一
竹
林
七
賢
。
〈
設
四
)
此
其
影
駒
之
良
者
。

但
當
時
之
士
大
夫F
額
皆
尋
求
逸
難
!
反
對
傳
說F排
斥
聖
哲y非
議
體
法
之
浪

頭
主
義
者
3

亦
往
在
附
鑄
佛
教
以
為
高3易
啟
後
人
之
誤
會
3
此
則
影
喃
之
不
良
者
，
白

(
下
轉
第
口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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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仇
、
婦
戴
鴻
吟
吟
1
關
示
服
你

馮
可
忽
融v
a官
府
川
、
1

心
A
F小

叫
叫
同
學
禪
糾
劃
剝
削
劃
劃
劃
對
劃
劑
和
劃
劃
劃
恥
眾
生
之
一
、
心
制
授
、
咒
牢
夫
齡
是
以
這
哀
思
索

叫
樹
針
和
對
圳
斜
對
劉
喇
喇
劃
劃
劃
創
制
劃
蚓
釘
到
別
朝
瀏
銅
川
都
謝
瀏
喇
嚼
做
傳
陰
晴
沒

劃
和
持
和
創
亂
和
點
判
斷
斷
刺
刺
斜
斜
划
划
動
劇
和
觀
點
到
劃
多
於
喜
怒
哀
樂
、
之
呻
自
身
心
獨
噶
咕
咕
逗
悔
嗎
陳
明
輝
以
爛
輝
伯

拉
劃

U
E劃
制
動
點
劃
劃
點
劃
劃
劃
劃
劃
制
主
義
踏

λ
濃
厚
倍
左
讓
陳
曉
陽
還
合
特
膺
品

賞
和
掙
回
創
刷
刷
划
和
劃
勵
和
監
山
劃
諷
刺
如
斷
斷
劃
勵
和
各
修
成
慨
陳
鴻
嚀
。
你
呀
呀
義
陣
清
海
灣
情
…
陣
陣

蒼
穹
劃
劃
制
和
劃
荊
州
…
劃
劃
斷
斷
劃
劃
劃
糾
〕
憑
他
一
法
陳
隱
晦
陣
陣
陣
清
輝
隱
隱
隱
滿
演
唱

創
划
宿
制
劃
配
動
輒
l
i
-
-
l
l
i
l
i
-
-

般
若
以
自
力
他
力
歸
入
主
屁
〕
障
法
噱
陳
曉
陽
還
愴
峽
兩

餘
，
配
劃
劃
動
劃
劃
相
對
勵
和
制
划
和
判
斷
附
和
劃
勸
過
哥
叭
處
主
製
辦
怯
星
星
程
啟
土
〕
選
擇
早
晨
星
有
﹒

忍
劃
劃
「
劑
和
配
和
蜘
劃
刷
刷
勵
和
剝
劃
劃
劃
劇
烈
劃
和
防
爆
河
惋
惜
滑
油
嫌
修
取
擇
;
心
是
會
相
無
神
慨
激
隨
著
兩

斬
斷
斷
智
和
劃
劃
劃
和
制
和
對
圳
和
劃
劃
劇
和
訓
創
造
豆
豆
渣
哥
哥
憐
惜
句
:
連
陳
隨
他
在
以
濟
禪
宗

配
劃
制
划
和
和
斷
叫
你
圳
劃
划
刷
刷
刷
叫
到
划
船
蜘
勵
川
劇
到

|
i
l

我
悟
障
而
神
神
神
晴
河
海
自
古
之
神
幟
河
神
輝
陳
隅
亦
隔
兩
陣
隨
深
順
閥
門
一

刷
刷
爛
爛
悶
喇
喇
叫
喇
嘛
圈
圈
爛
爛
閻
明

w
w爛
爛
科
旦
進
義
是
灌
滿
嚷
灣
海
灣
嘻
憑
一
去
世
禪
宗
心

心
自
化
本
來
一
九
心
皆
表
明
國
要
對
建
設
事
要
是
劃
必
鄙
是
佛
穿
軍
修
一
茁
知
道
密
鼓
佛
力
加
被
故
心
外
有
玄
學
著
扑

到
劃
喇
劃
劃
劃
劃
川
甜
甜
劃
劃
勵
和
封
封
-
劃
嘉
軒
到
劃
艾
略
勵
海
淺
嗎
嘻
神
州
詞

j
j
J
l
i一

對
才
叫
圳
和
點
說
緝
私
勵
和

F
U劇
斷
和
劃
刷
刷
劇
刷
刷
刷
和
圳
和
斷
和
倒
劃
劃
勵
一
點
點
點
點
痴
如
此
和
制
配
動
勵
和
和
制
研
制
恥
勵
一
恥
針
和
劃
制
對
刷
刷

-
圓
心
事
蒂
別
說
禪
岱
令
特
點
斗

l
i
l
-
-
i
-
i
l
i
-
-
l
l

人
千
劃
戰
和
科
點
几
|
刷
刷
川
劃
劇
和
斷
劇
烈
劃
和
劇
點
點
劃
和
川
勵
劇
和

義
哲
含
著
互
摩
租
房
傅
申
志
豆
聲
如
射
及
玄
武
劃
劑
和
劇
農
副
劃
劃
劃
劃
圳
和
動
可
劃
劃
劃
劃

心
。
故
忍
氣-
J
J
動
峙
恥
星
島
劃
圳
彰
剖
劃
劑
和
叫
制
裁
勵i

你
如
叫
聲
劃
聽
到
斷
制
劃
勤
點
斷
斷
刻
勵
智
劇
劇
和
劃
劃

主
數
學
.
靶
嗽
，
日
割
斷
刷
刷
劃
划
和
刷
刷
刷
勵
和
紙
和
南
圈
圈
糊
糊
糊
糊
團
團
閉
會
習
和
制

說
勿
令
斷
純
是
J
對
劃
識
斷
扣
動
劃
一
對
忍
制
制
制
利;
i
l
p

來
一
月
闊
甜
苦
去
皈
依
玄
學
到
何
穿
是
變
竟
須
知
劃
劉
剛

和
釋
概
也
一
圳
的
制
化
目
結

f
f
h
云
何
事
提
制
州
劃
俐
恥
糾
斷
斷
川
劇
烈
劃
和
亦
深
入
信
神
滑
油
演
陳
口
順
任
悔
嗎
隨
明
月
陳
明
陳
比
陳
規

i
i
-
-
I

刷
刷
即
訓
和
制
川
口
.
腳
刷
刷
的
勵
和
划
和
斗
叫
劃
划
和
劑
和
劃
劃
和
糾
制
制
劇
組

W說
-
i
M拉門
究
拉
那
神
山
川
圍
陳
性
唷
爛
輝
順
滿
清
汶
陳
明
陳
兩
叫
陳
川

奧
難
丸
甜
甜
刷
別
亦
如
叫
位
于
心
到
恥
朝
對
此
和
圳
劃
劃

f
J氧K
W
i半川
和
傳
辭
苦
細
湘
川
以
﹒
顆
心
的
既
說
少
備
陳
陳
酒
順
以
陳
陳
鴻
嘻
嘻
被
吵
本
陣
之

明
點
點
研
刷
刷
點
路
所
規
定
動
趴
在
劃
酷
和
劇
剝
削
刷
劃
你

U
U抄
卜
叫
亦
師
用
如
心
深
加
油
嗎
誨
，
叫
咱
態
方
便
顯
示
人
心
曳
補
品
燕
生
是
顯
神
哦
隨
團
非
紙
巾
\

(
下
轉
口
支
〉

V戶可



金
剛
乘
學
會
講
義

西
藏
密
法
大
要

劉
銀
之
講
於
鑫
灣
高
雄

甲
…
密
的
意
義

乙
一
京
師
十
密
@
引
用
其
間

丙
一
尊
貴
密

丙
二
徵
細
密

閻
王
-
蓋
藏
臨
街

悶
悶
慎
蠶
密

乙
二
眾
生
白
宮

甲
二
密
法
來
聽

乙
一
於
晶
世
界

商
一
百
元
前
仰
年
蓮
師
生
於
印
度
烏
仗
那

月
二
商
完
叮
年
噪
仁
「
時
輪
金
剛
續
」
降
臨

的
永
年

乙
二
於
翼
地

冉
一

r

商
先
問
年1〈
閱
一
河
〉
金
剛
智
善
無
畏
入
唐

丙
二
西
一
河
湖
年
忽
必
烈
憊
的
巴
為
盟
師
對
大
寶
法

E

L
…
…
一
於
商
議
~
一
方
…

丙
一
商
一
河
那
年
赤
松
德
真
迎
鐘
師
入
議
創
禱
瑪
巴

廢
武
京
會

丙
二
百
克
制
竿
昌
先
年
朗
連
瑪
毀
法

丙
五
百
元
呵
，
年
阿
底
峽
聽
過
入
藏

丙
間

F西
元
帥
年
攝
巴
皈
依
那
洛
巴
創
噶
朱
自

荷
玉
，
西
施
間
，
字
庫
恭
初
說
對
薩
迦
巴

丙
六
商
一
河
?
想
宗
喀
巴
幫
會

乙
四
於
日
本

問
…
百
元
旭
年
僧
空
海
入
廢

丙
二
百
一
河
兩
年
頗
空
海
創
晶
宮
宗

旬
，
…
一
一
現
存
變
法
各
旅

乙
一
會
鴻
自
i

按
珠
管
放
軍

乙
二
格
魯
巴
i

謹
賴
喇
嘛
格
賴
活
佛

Z
丘
，
噶
朱
自
1
大
賽
法
圭
亞
那
寂

乙
閻
麗
迦
巴
!
欽
海
請
被
孽
，
胡
珠
話
鈴

甲
阻
密
宗
之
分
乘
@

乙
一
內
一
一
一
乘
I

下
去
部

甫
一
作
密

j

從
主
起
惑
地

丙
一
一
行
密
|
從
伴
乞
怒
地

再
一
一
一
瑜
伽
容
(
東
街
〉
i

迪
、
送
本
箏
，

乙
二
密
一
一
一
乘l
線
上
密
l

自
成
本
尊

閃
一
嗎
哈
磁
伽
1

府
會
挂
起
次
第

商
一
一
阿
努
漁
伽
1

修
盟
滿
次
第

悶
:
一
間
的
瑜
伽
l

修
大
圓
滿
〈
大
手
印
〉

甲
主
密
法
簡
介

乙
一
-
變
京
之
或

商
一
共

i

菩
薩
戒
一
…

丙
二
不
共
i

密
宗
戒
甲

乙
之
密
京
之
定

丙
…
外
修

1

昆
盧
七
支
坐

了
一
一
一
螂
跌
駱
一

了
三
手
等
持
體
聽
下

丁
三
脊
竄
一
扇
張

T
目
領
壓
喉
結

了
五
舌
抵
上
頭
論
宜
鸝
暈

了
六
調
患

了
七
調
心

丙
二
)
內
修
!
服
氣
點

了
一
眼
F

調
柔
ι

裝

了
一
一
氣
1
海
順
|
捏

了
三
點
!
淨
化
[
現

乙
:
一
密
京
之
慧1
修
持

閃
一
輩
傳
承
上
師

丙
二
連
頂

了
一
爵
的

戊
…
猴
瞞
你
結
結

戊
二
依
份
分
誼

民
主
許
顧
歸
屬

寸
一
一
次
第

一 11 一

戊
一
瓶
灌
!
唯
心
見

虎
之
一
時
挖
潛
!
中
觀
見

e
民
主
智
慧
讓
!
容
明
兒

戊
阻
名
謂
灌

i

太
簡
滿
兒

閃
一
一
一
修
學
原
則

了
一
發
菩
提
心

了
一
一
正
昆
在
知

了
三
嚴
守
戒
律
一

了
自
精
進
修
持

﹒
悶
悶
加
行

γ
一
大
禮
拜

了
二
攝
制
問
皈
依

丁
一
二
百
字
朗
除
障

丁
囡
獻
壘
鐘



甲
十

附
錄
與
顯
教
差
異
@
略
表

了
五
上
師
相
應
法

再
主
供
養

了
一
八
供

了
一
一
五
供i
務
妙
玉
欲

了
一
一
一
內
供
i

身
語
意
供
美

寸
回
響
供

了
王
法
供
養
l

依
法
修
持

丙
六
常
修

了
一
身
結
印

丁
二
話
語
晚

丁
一
之
意
觀
想

丁
四
身
語
意
成
=
一
金
剛

了
五
睡
瑋
伽
等
@

了
六
施
食

一
了
七
供
護
法

丙
七
、
反
修
@

丁
一
食
!
修
貧
欽
定

丁
二
瞋

i

修
念
怒
母

丁
一
一
一
一
聽
!
修
睡
眠
定

丙
八
布
藍

問
九
會
供

間
十
館
臨

頡

當閱 ii h 
意識

教

嚮

毒 自主 ii 貧
量光土轉 別 耶

、
智

份成 慧

、

摩

尊地 vntkt p 

附
詮
@
r
格
魯
巴
祖
師
宗
喀
巴
大
土
一
去

•• 

密
京
之
密
為
尊
貴
密
Y

徵
翻
密
、
普
遍
智
、
聽
聽
密
、

總
持
樂
、
費
心
蠻
、
次
第
密
、
無
知
德
、
蓋
議
密
、
嗔
蠶
密
等
，
恐
繁
不
贅
，
只
引
用

其
間
。

@
無
上
密
乘
融
為
普
賢
王
如
來
〈
指
竄
始
佛
〉
之
九
乘•• 

峙
的
為M佇
立
一
乘
，
調
聲
閩
、
設
覺

、
菩
薩
，
順
次
為
內
一
…
一
乘
、
婆
去
乘
。

@
瑜
伽
梵
話
，
義
為
相
暉
，
詢
部
在
睡
中
，
亦
與
本
等
相
應
。
復
，
一
份
起
瑜
伽
、
球
浴
、
飲

食
、
行
道
、
時
藥
、
隨
食
等
瑜
伽
，
以
收
打
成
一
片
之
款
。

@
間
聽
經
請
海
慧
意
•• 

「
詣
戒
定
慧
，
及
淫
怒
癡
'
俱
是
梵
行
，•••••• 

一
切
煩
惱
，
畢
竟

解
脫
」
此
乃
煩
惱
即
菩
提
之
義
，
無
上
密
有
反
修
。

@
世
聞
事
物
，
難
聽
從
一
方
面
前
一
苔
，
苟
角
度
不
伺
'
觀
點
自
然
睡
一
年
矣
。
正
不
必
是
朱
非

4
索
，
各
執
一
詞
。
且
密
宗
戒
條•• 

有
「
從
善
逝
〈
指
聽
教
一
首
〉
語
連
錯
者
，
說
為
狼
，
本

第
二
察
」
可
想
而
知
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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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本

猛 i
西

藏
古

代
佛
教
史

智
索
宵
嗎
派
印
度
﹒
禪
師
丈
略

蔣
巳
舍
寧

、

全

、
持
巴
合
寧
傳
下
嗎
哈
約
噶
修
部
之
「
身
」
教

傳
及
農
傅
，
且
是
河
的
約
喝
之
傳
承
者

教
主
蔣
巴
會
寧
，
傳
下
「
身
雕
麗
聽
那
佛
接
」
妙
吉
祥
忿
怒
密
續
等
大

成
德
之
教
傳
。
出
生
於
四
印
度
「
迎
巴
寧
巴
」
誠
內
，
女
名
都
抄
笛
，
母
名

萬
華
意
美
，
少
時
於
間
吠
陀
典
，
日
甚
適
諱
。
得
大
教
主
「
駱
蘭
他
多
」
'

傳
授
內
外
密
乘
灌
頂
，
及
共
不
共
一
切
口
訣
。
並
從
教
主
「
釋
比
多
傑
」
處

，
學
散
、
面
(
按
部
獅
茵
母
)
成
(
按
部
大
成
德
)
一
一
一
績
，
因
得
領
悟
共
間

成
就
，
將
證
雙
運
之
儕
位
。

當
教
主
行
瑜
伽
時
，
有
外
道
閻
王
驕
象
，
從
對
茁
來
，
遇
之
於
橋
，
很

此
不
讓
;
教
主
以
期
魁
印
指
示
，
王
及
象
竟
分
為
兩
半
，
掉
在
橋
之
左
右
。

閻
王
眷
屬
向
之
道
教
懺
悔
祈
禱
，
教
主
乃
將
閻
王
及
象
，
合
而
為
一
，
王
從

化
皈
依
佛
教
。
教
主
說
:
‘

「
聽
不
皈
依
世
間
神
，
騎
象
前
來
不
讓
路
，
從
口
所
念
密
玉
咒
，
王
象
分
離

盤
問
邊
」一

日
，
與
「
文
殊
師
和
菩
薩
」
無
一
了
孺
到
雙
連
佛
位
之
「
妙
吉
祥
闊

曼
德
迦
」
(
即
大
威
德
)
為
敬
主
權
頂
，
以
續
與
口
訣
悉
皆
傳
授
，
時
有
許

多
化
身
專
業
之
間
揮
間
繞
，
將
命
根
及
心
獻
舉
;
且
從
馬
拉
雅
山
取
出
四
專

業
全
金
字
寫
在
吠
琉
璃
上
之
經
卷
，
閱
之
由
得
頓
悟
。
由
是
調
伏
外
道
，
用

咒
將
外
遊
閻
王
，
皆
子
消
娥
，
乃
將
金
字
經
卷
葦
印
，
放
置
印
度
金
剛
座
北

、

空
遮
伽
雅

旁
隱
蔽
地
方
。
他
叉
名
「
婆
羅
門
咐
閥
混
竹
巴
」
。

教
主
蔣
巴
巴
得
「
妙
吉
祥
之
根
本
朋
丘
，
有
一
閻
王
名
諱
瑪
巴
那
，
奪

之
為
上
飾
;
並
詩
篇
其
王
子
傳
抄
﹒
吉
祥
法
，
其
後
王
子
亦
得
成
就
o

數
主
，
一
，
ι

弟
子
，
在
時
輪
會
剛
外
績
有
授
記
者
，
其
名
為
「
婆
羅
門
移
喜
多
傑
」
與
「

蔣
操
多
傑
」
二
人
，
所
說
續
部
甚
多
。
復
有
「
大
敦
字
多
傑
」
從
教
主
聞
「

闊
曼
德
迦
法
」
之
一
切
，
即
以
之
傳
付
於
小
敦
字
多
傑
等
，
故
在
西
聽
有
名

「
歸
真
總
迦
法
」
之
來
頓
，
質
肇
始
於
此
也
。

教
主
蔣
巴
會
也
亭
，
另
外
得
到
「
金
聞
法
蓓
一
睦
」
巖
傳
之
「
崗
摩
」
之
鐵

箱
，
並
通
達
其
意
義

-
m得
密
咒
成
就
，
一
其
後
此
箱
傳
給
蓮
花
生
大
士
。

教
-
I
A
蔣
巴
會
瞥
了
會
得
妙
吉
祥
授
記
說•• 

「
豔
善
于
，
如
欲
即
生
得
儕

果
者
，
須
到
尸
陀
林
去
。
」
蔣
乃
遵
命
前
往
。
教
主
「
嘉
饒
步
健
」
'
乃
給

予
傳
法
，
教
誨
與
隨
行
教
誨
，
其
後
乃
赴
「
骰
笛
」
河
邊
涅
槃
'
蔣
巴
大
吽

2
民
哉
」
一
一
一
次
哭
聲
時
，
空
中
光
蘊
一
裊
，
教
主
身
體
其
實
顯
現
出
來
，
將
一

金
製
寶
盤
，
降
付
給
其
手
中
，
傳
下
捏
槃
後
黨
要
之
口
訣
。

蔣
巴
教
主
遂
將
大
圓
滿
六
百
零
四
萬
頭
，
分
為
三
部
，
兵
種
姓
之
眾
生

，
可
修
心
部
;
修
定
者
(
即
瑜
伽
成
就
者
〉
可
修
中
心
部
;
而
在
密
法
修
禪

者
〈
即
最
高
者
〉
則
修
口
訣
部
。
而
最
黨
要
者
，
是
修
明
點
降
下
法
，
此
有

耳
傅
、
教
傳
一
一
種•• 

一
切
耳
縛
，
都
錯
成
解
釋
;
但
教
傳
心
耍
，
一
時
未
得

傳
λ
'
於
是
乃
到
全
剛
座
東
北
方
有
一
大
石
之
金
剛
件
下
蓋
印
捏
廢
。
自
己

卻
往
金
剛
座
西
方
大
叢
林
宴
，
該
處
有
「
不
美
空
行
母
」
'
與
許
多
眾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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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此
修
行
，
教
主
向
之
傳
法
，
並
入
血
紅
九
宙
年
。
其
弟
子
有
大
中
間
金
剛
教

主
「
生
路
野
比
一
一
」
，
其
上
部
有
教
虫
叮
渣
倫
打
拿
」
'
及
郎
金
敬
主
「
紀
巴

多
傑
」
、
瑜
伽
母
「
姑
列
當
商
」
等
許
多
上
師
，
於
密
宗
經
續
教
誨
，
從
諸
上

師
處
間
受
甚
多
。
一
次
依
「
恭
伽
都
」
之
教
主
「
巴
列
打
巴
巴
連
」
九
年
，

聽
集
續
者
十
八
遍
，
仍
不
了
連
空
位
;
還
栗
告
上
師
說•• 

我
仍
不
了
解
空
性

。
上
的
說
:
我
亦
不
了
解
。
生
遮
乃
到
金
剛
直
後
之
「
盟
蔥
車
」
嬉
由
加
行

者
十
三
個
月
，
修
勇
猛
者
六
個
月
，
共
十
八
個
月
。
忽
聞
授
記
話
去•• 

「
如

欲
了
解
空
盤
，
可
間
吉
祥
」
。
因
念
妙
吉
祥
住
在
五
臺
山
，
決
意
前
往
。
如

是
者
登
程
已
半
日
，
清
見
白
鹿
之
旁
，
蔣
巴
舍
寧
教
主
，
像
一
個
老
居
士
，

以
法
衣
在
頭
上
卷
起
來
，
與
一
鄙
惡
婦
人
共
同
憩
凹
，
心
中
有
盤
不
敬
信
，

其
旁
復
，
有
自
母
狗
，
狀
甚
掙
彈
，
在
此
睡
著
。
到
食
飯
時
，
生
遮
前
往
乞
食

，
老
膺
，
卅
一
在
水
溝
中
，
爭
執
一
魚
，
以
飼
狗
，
狗
吐
出
日
，
乃
以
給
之
。
他

心
組
分
別
，
不
願
一
囂
眩
，
老
殷
士
乃
說

•• 

擔
部
洲
人
，
皆
是
，
有
分
別
心
，
可

以
好
物
晶
給
之
，
讓
他
到
那
處
去
。
那
婦
人
乃
給
以
飯
與
酪
'
吃
巴
欲
走
。

老
居
士
及
婦
人
說
:
天
色
已
晚
，
組
悶
不
上
宿
處
，
明
日
才
走
何
如
?
生
遮
從

之
，
及
薯
，
生
遮
自
念
「
宿
集
金
剛
讀
」
，
心
有
所
疑
，
不
能
自
訣
。
婦
人

知
之
，
現
出
不
善
狀
態
，
他
想
此
婦
能
知
被
心
，
乃
將
提
惰
，
請
為
解
釋
。

婦
辭
以
不
知
，
並
調
者
居
士
對
於
密
集
，
甚
為
通
鐘
，
稍
間
彼
來
，
可
語
訣

疑
。
其
後
居
士
飲
福
奎
醉
，
東
瓷
西
倒
而
盔
，
生
護
知
是
修
密
行
者
，
閉
上

前
觀
禮
其
足
，
求
將
提
心
切
斷
。
居
士
說
:
如
此
我
額
為
爾
灌
旗
。
生
遞
以

會
從
其
他
土
師
，
早
得
灌
頭
答
之
。
居
士
以
如
諒
我
傳
法
，
必
讀
我
灌
頂
。

說
畢
'
，
郎
自
往
別
房
去
。
直
至
晚
上
，
召
之
入
內
，
則
妙A
R剛
十
九
佛
中
圈

，
均
化
身
顯
現
，
老
居
士
、
婦
人
、
母
梅
等
，
皆
在
中
簡
面
前
。
老
居
土
問

•• 

「
從
誰
請
求
灌
頂
」
?
答
以
「
中
間
」
。
居
士
說

•• 

「
如
此
讀
起
來
」

於
是
居
士
、
婦
人
及
母
狗
，
均
到
別
房
去
，
而
中
間
也
候
忽
不
見
。
生
遮
後

悔
不
退
，
向
他
講
求
，
且
說•• 

「
愈
是
一
切
眾
生
矢
，••.•••••• 

」
唔
，
呼
聲

懇
切
，
於
時
中
聞
靈
復
顯
現
，
乃
給
與
灌
頂
。
並
以
大
圓
滿
之
心
都
傳
之
，

. ,.. 

他
還
非
常
通
麓
，
廣
如
虛
空
。

「
妙
﹒
吉
祥
口
訣
論
」
肉
，
詳
述
嗎
哈
、
阿
努
二
約
噶
空
姓
之
修
法
，
此

是
教
幸
生
遮
野
起
了
結
集
間
成
，
可
見
他
之
成
就
，
已
得
法
之
究
竟
。
但
第

一
次
對
從
狗
吐
出
之
魚
不
願
眩
，
及
清
見
老
居
士
摯
田
，
使
起
一
小
大
信
心
，

故
令
其
身
體
實
不
能
得
到
不
共
成
就
，
以
證
虹
身
;
誠
於
中
有
時
，
成
就
金

剛
聽
墟
。
如
是
傳
說
。

二
、
生
龍
混
停
下
嗎
哈
約
噶
修
部
之

「
語
」
教
傳

大
教
主
蔥
籠
猛
論
師
，
傳
下
「
無
量
光
諾
放
」
之
勝
馬
游
戲
等
蔥
花
語

等
績
之
教
傅
。
有
說
「
巳
渣
獎
詩
那
」
施
食
之
教
生
，
是
「
思
凌
阿
薩
雄
」

，
而
不
是
「
單
龍
猛
」
。
但
自
凌
阿
渣
雄
主
意
為
「
龍
猛
心
要
」
而
不
名
「

舉
」
，
因
蛇
教
主
聽
龍
猛
所
鐘
一
切
論
中
，
其
名
字
均
寫
「
墨
龍
猛
精
華
」

，
故
勿
將
「
龍
猛
」
與
「
車
龍
猛
」
'
混
而
為
一
也
。
聖
龍
猛
敬
，
罩
之
名
譽

，
無
人
不
知
。
他
所
請
來
「
八
個
嗎
哈
嘉
那
之
績
」
'
「
天
女
黑
母
之
續
」

'
與
「
咕
嚕
咕
助
之
大
慧
」
等
，
及
其
他
績
之
種
穎
甚
多
。
教
主
以
得
「
智

慧
空
行
母
」
之
口
訣
，
與
多
種
修
法
，
凡
六
十
盤
。
在
八
大
共
向
成
就
中
，

每
個
不
同
之
成
就
亦
不
少
。
教
主
住
「
詩
列
巴
建
」
二
百
年
，
許
多
夜
艾
母

之
眷
屬
前
來
，
住
於
瑜
伽
行
，
最
後
誰
得
金
剛
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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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安
遮
伽
雅
傳
下
嗎
吟
的
噶
修
部
之

傳
及
巖
傳

「
意
」
教

教
主
空
遮
伽
雅
，
傳
下
「
意
不
勤
佛
族
」
之
買
渡
魯
迦
縛
，
清
掙
意
之

教
傳
。教

輩
出
生
於
尼
泊
爾
之
路
羅
門
誤
，
對
於
外
道
教
軌
，
均
甚
通
誨
，
且

具
最
大
能
力
。
後
皈
依
僻
敬
，
發
蘇
勝
館
心
。
到
印
度
中
部
之
那
蘭
陀
，
使

教
主
「
生
遮
野
此
一
亡
，
與
班
知
遠
「
羅
眼
羅
賢
」
出
竅
。
開
「
般
若
說
罷
密

多
乘
」
及
外
內
密
乘
法
，
於
灌
頂
及
口
訣
，
一
切
已
受
;
特
別
在
本
尋
「
巴

〈
下
轉
第
加
頁
)



國間

節

錄

~p 

度
佛

教

史

之
神

通

的

劉

說

之

一

閻
王
(
阿
宵
王
)
派
遣
滿
五
百
一
一
時
人
，
從
寶
洲
取
寶
，
敏
等
製
造
良
好

船
船
，
得
寶
物
滿
載
而
歸
。
及
連
湖
之
此
岸
，
稍
靜
休
息
，
諸
龍
吹
起
浪
浪

，
一
卸
貨
物
捲
入
海
中
，
於
是
彼
等
依
靠
別
人
救
濟
，
逐
漸
闖
關
。
是
時
有

七
日
之
內
，
諸
商
人
混
抵
華
民
城
之
傳
說
。
此
等
何
故
成
為
如
此
之
新
聞
?

未
曾
觀
者
之
婆
羅
門
，
修
行
者
及
民
眾
無
數
皆
來
集
會
。
對
諸
寶
物
之
色
潭

，
及
其
希
奇
功
用
如
何
?
均
欲
一
君
。
及
第
七
日
白
聾
，
閻
王
諸
民
眾
俱
，

到
花
園
去
。
商
人
等
上
身
祇
穿
半
臂
，
且
帶
苦
惱
以
來
，
見
之
者
以
為
非
常

不
合
理
，
相
與
大
笑
，
民
眾
且
表
高
興
。
閻
王
詢
其
原
因
，
一
商
人
等
乃
說
經

過
;
閻
王
對
此
要
降
伏
鑫
龍
，
將
之
壓
下
，
否
則
以
後
誰
復
有
取
寶
之
興
趣

。
應
請
其
超
勝
方
便
者
，
安
排
設
法
，
於
此
閻
王
放
在
心
上
，
對
諸
盤
問
巧
者

，
詢
其
方
便
，
婆
羅
門
、
外
道
修
行
者
等
眾
皆
不
知
。
阿
羅
漢
共
六
神
遍
，

因
想
此
等
方
便
，
為
閻
王
知
而
頒
布
，
如
由
自
己
說
出
，
將
請
我
偏
祖
比
丘

，
盟
主
將
起
懷
蹺
，
而
諸
外
道
必
加
以
毀
謗o於
是
說
:
大
王
於
此
雖
有
方
便

，
今
晚
家
神
當
作
指
示
啦
。
於
黎
明
時
，
家
之
虛
空
，
出
現
所
住
之
神
，
說

•• 

玉
春
對
儕
陀
廣
大
供
養
，
以
調
伏
龍
。
復
次
在
地
所
住
之
神
，
說
:
王
者

要
供
養
阿
羅
漢
僧
眾
，
由
彼
調
伏
之
。
說
已
。
盈
自
一
切
民
眾
集
聚
，
從
神

之
啟
示
所
說
，
應
如
何
辦
?
諾
大
臣
說
:
前
詞
作
授
記
之
羅
漢
本
身
睛
說
，

應
遵
請
前
來
，
信
任
所
作
之
方
便
。
(
悶
悶
維
護
說
〉
阿
宵
正
﹒
之
命
令
，
諸
龍

聽
之•• 

諸
商
人
已
取
得
任
何
寶
物
，
應
蠶
新
還
諸
商
人
。
如
是
研
說
之
話
、

寫
牢
刻
諸
錦
版
，
投
之
沈
諸
恆
河
。
城
市
之
十
字
路
口
，
堅
車
甚
高
之
石
桂

，
其
頂
有
八
角
形
容
器
，
王
者
及
龍
之
金
像
，
各
各
安
赦
。
護
自
諸
龍
見
之

，
氣
價
極
，
暴
風
大
福
與
俱
，
將
鍋
飯
摔
於
門
口
;
觀
王
之
像
變
成
向
龍
像
頂

禮
。
玉
以
悶
悶
罐
漢
曰
:
現
在
可
見
此
籠
一
瞄
德
之
大
，
為
王
者
鞏
新
增
提
龐

德
故
，
對
佛
陀
及
結
丘
，
應
作
供
養
，
如
是
囑
咐
。
於
以
前
供
養
佛
像
及
塔

之
事
業
，
增
加
-
J
M
倍
。
阿
羅
漢
一
剎
那
一
頃
，
往
蛇
神
及
龍
等
等
諸
處
?
難
請

一
切
問
羅
漢
降
臨
，
王
者
亦
修
建
宴
會
之
晨
，
阿
羅
漢
以
聽
攏
敲
嚷
，
選
集

讀
彌
山
及
鏡
厲
以
內
之
一
切
阿
羅
漢
聚
會
。
於
六
十
干
問
擺
漠
槳
，
一
一
一
個
月

一
切
資
生
舟
共
，
以
為
供
聾
，
每
天
如
是
。
頭
時
王
者
金
像
，
逐
漸
升
起
，
經

四
十
五
日
，
王
者
之
像
與
龍
像
一
一
者
，
平
等
排
列
。
又
過
四
十
五
日
，
龍
像

變
成
向
王
者
之
像
，
頂
禮
其
足
。
一
切
民
眾
，
以
供
養
依
桔
之
騙
德
，
有
如

此
者
，
大
生
驚
﹒
奇
。
於
是
將
以
前
之
鍋
飯
，
再
投
恆
呵
。
整
日
龍
鐘
便
者
化

成
人
形
前
來
說
:
諸
寶
日
海
達
河
邊
，
可
遣
諸
商
人
到
取
;
說
日
。
王
者
依

其
計
劃
以
執
行
。
悶
罐
漢
說•• 

王
者
不
要
以
為
了
一
小
起
，
乃
囑
咐
龍
等
於
第

七
日
，
將
實
物
挂
在
一
肩
上
，
華
獻
前
來
，
如
此
所
作
，
乃
可
驚
奇
。
所
囑
如

是
，
果
依
照
而
行
，
軍
第
七
臼
白
聾
，
主
者
於
無
數
民
眾
聚
集
圈
繞
之
中
，

諸
龍
作
一
商
人
形
狀
，
奉
獻
諾
寶
而
來
，
堆
霞
王
者
足
下
，
民
眾
皆
及
見
之
，

此
時
復
舉
行
慶
就
大
會
。
王
者
且
成
就
夜
叉
車
現
種
族
，
如
大
象
之
馬
，
及

以
多
難
樹
幹
，
造
成
民
眾
，
以
為
夜
叉
四
種
之
兵
，
〈
按
如
撒
一
旦
成
兵
。
〉

甚
多
生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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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灣
鑫
剛
聽

簡

五
、
教
證
並
行

自
民
閩
台
十
一
年
起
，
金
剛
乘
學
會
之
內
部
教
學
，
在
劉
上
師
之
指
韓

下
，
分
成
「
教
理
講
授
班
」
及
「
修
持
研
習
班
」
一
一
大
部
份
。
此
中
「
教
理

講
授
班
」
'
專
靈
顯
密
之
教
理
，
依
次
研
習
菩
薩
戒
律
、
菩
提
道
次
第
〈
特

別
是
，
止
觀
一
一
門
〉
、
大
手
印
及
大
關
滿
0

分
列
課
程
，
依
照
金
剛
乘
全
集
第

一
期
進
度
講
授
，
使
會
員
們
熟
習
戒
、
定
、
慧
一
一
一
舉
。
並
提
供
有
「
轟
瑪
巴

獎
學
金
」
，
以
獎
勵
會
內
會
外
人
士
對
密
乘
教
理
之
積
極
研
究
。

「
修
持
研
習
班
」
'
專
靈
密
京
之
寶
路
工
夫
，
以
紅
教
巖
傳
之
一
小
共
大

法
馮
主
。
此
類
巖
傅
法
，
誼
承
自
紅
教
祖
師
蓮
華
生
大
士
及
移
喜
佛
母
，
故

寶
路
起
來
，
甚
為
直
接
，
且
易
得
加
持
。
目
前
有
「
普
臼
金
剛
法
」
、
「
藥

師
儕
法
」
、
「
頗
哇
法
」
、
「
干
儕
權
頂
」
、
「
蓮
華
生
大
士
法
」
及
「
移

喜
佛
母
法
」
'
此
中
每
種
皆
有
不
共
之
修
持
口
訣
，
比
一
般
教
傳
法
更
為
蘇

勝
。
例
如
蓮
華
生
大
士
法
，
部
分
有
外
修
、
內
修
、
密
修
、
密
密
修
等
本
罔

之
次
第
及
修
法
。
凡
參
加
修
持
研
習
班
者
，
績
奪
行
前
述
之
金
剛
乘
學
人
修

行
的
原
則
，
並
特
別
要
尊
重
傳
承
上
飾
。

六
、
法
寶
法
器

敦
球
宵
抽
臥
車
歷
年
所
路
與
劉
上
師
立
法
寶
、
法
器
，
洋
洋
可
觀
。
其
中

有••. 

古
版
西
識
大
藏
經
甘
珠
喝
一
蛋
一
百
零
一
閩
、
宵
瑪
十
萬
讀
一
套
六
十

間
函
，
會
放
車
著
作
一
套
二
十
一
一
一
函
，
其
他
零
星
聽
丈
經
續
多
種
，
此
皆
漠

地
難
得
一
見
之
法
寶
。
更
有
缸
敬
之
重
要
佛
像
掛
聞
(
聽
音
揚
嘉
〉
九
帽
、
蓮

冠
、
法
衣
、
長
毒
儕
像
、
寶
棍
、
鈴
祥
等
路
與
劉
上
帥
，
至
於
各
種
甘
露
丸
、

金
剛
結
等
，
其
數
難
計
。
上
述
之
藏
文
經
績
，
郎
為
今
日
金
剛
乘
學
會
於
漠

會

'-、4國閉，、... 蜀，、... ‘ 

(二〉

林
品

司主

... 唔，

弓ç

地
弘
揚
密
京
之
教
理
依
據
。
其
他
法
器
等
，
皆
具
歷
代
祖
師
之
加
持
力
，
用

於
權
頂
，
一
金
為
蘇
膀
。

七
、
入
會
情
形

金
剛
乘
學
會
歡
迎
各
界
有
緣
人
士
加
入
，
唯
鑽
進
守
修
行
回
原
則
。
入

會
之
初
，
請
先
至
本
會
佛
裳
，
皈
依
上
翻
一
一
一
簣
，
成
為
密
宗
弟
子
，
而
後
虔

鵲
閻
皈
依
〈
皈
依
上
師
、
僻
、
法
、
僧
)
，
滿
三
萬
遍
後
，
由
上
鋪
擇
期
傳

于
初
級
灌
頂
(
如
蓮
畢
生
大
土
權
頂
、
四
臂
觀
督
權
頂
〉
，
此
後
勤
修
四
加

行
(
大
禮
拜
或
四
皈
依
、
獻
壘
連
、
百
{
子
明
及
上
師
相
應
法
〉
各
十
萬
遍
，

且
每
日
修
本
章
儀
軌
，
步
入
密
宗
實
踐
之
路
。
另
外
，
抽
空
研
究
顯
密
教
理

，
了
解
佛
教
各
京
宗
義
，
由
淺
太
深
，
期
能
立
於
中
觀
正
見
。
每
月
於
儕
章

，
按
期
舉
行
數
次
法
會
，
凡
妥
初
級
權
頂
後
，
必
鎮
參
加
布
薩
法
禽
，
誦
十

菁
、
菩
體
斌
及
密
京
戒
以
被
勵
自
己
。
如
蛇
，
於
放
於
定
於
慧
，
循
序M
M遲

，
使
有
緣
者
，
能
證
菩
提
。

一 16 一

。
本
期
妥
用
。

@
恩
海
難
量
(
二
)
。
文
殊
真
實
名
經
簡
介

。
賢
親
千
棋
名
號
讚
序
。
金
剛
乘
全
集
第
一
期
發
行
「
平
裝
本
」
接
受
預
約

。
佛
教
對
漢
土
文
化
之
影
響
(
一
〉
@
民
初
慧
明
法
師
閱-m錄
村

。
西
竊
聽
法
大
耍
。
密
京
審
瑪
漲
印
度
祖
師
史
略

。
節
錄
印
度
儕
教
史
之
神
遁
的
。
台
灣
金
剛
乘
學
會
簡
介
口

。
「
籠
瑪
田
」
獎
學
金
預
告
。
本
會
法
訊

。
隨
侍
師
佛
潰
講
間
藏
密
法
大

E
r側
記



(
上
接
第
一9
頁
)

著
或
蔡
先
培
之
霄
曰
:
「
魏
晉
丈
人
之
臆
想

y
非
截
然
合
露
宿
舍
於
道
佛
也
P
彼
華
說

製
甜
雜
課
之
。
值
以
道
-
一
獄
之
無
為
主
義
為
本

3
問
於
佛
教
則
僅
取
其
厭
世
思
想

3
按
龍

泉
則
管
其
階
級
且
想
及
有
命
諦
。
有
措
般
思
想

3
間
道
佛
兩
眾
之
人
類
平
等
觀
3
儒
佛

兩
家
之
利
他
主
義3
皆
以
不
相
容
而
去
之
。
有
有
命
論
及
無
為
主
義

3
削
儒
家
之
積
著

P

佛
家
之
濟
度
3

以
及
不
相
容
而
去
之
。
於
是
其
所
餘
之
觀
念

F
自
尊
也
、
厭
世
也
、

有
命
師
無
可
為
位
3

邀
集
合
間
為
苟
控
之
惟
我
論
矣
。
」
〈
註
五
)
其
分
析
之
精
骨
間

F

可
謂
一
語
中
的
。
如
此
則
佛
教
初
來
時
且
對
護
士
丈
化

F
雖
有
影
哨
3
但
非
甚
大
也
。

(
一
)
參
著
賞
懺
叢
中
間
佛
教
史

(
二
)
參
賽
錢
穆
國
皮
大
調

〈
-
Z〉
參
看
中
華
書
同
中
國
文
學
薩
達
史

(
間
〉
參
賽
孫
綽
道
賢
論

(
五
)
參
清
蔡
元
培
中
國
偷
聽
學
史

(
上
接
第
凹
頁
)

遭
灰
珠
良
可
悲
憫
慧
明
現
宏
禪
密
兼
修
、
之
、
心
宗
是
以
禪
為
體
以
密
為
用
以

I
t
i
t
s
-
i
J
可
I
l
l
i
t
-
-
1
1
3
3
叫
i
i
t
1
1
1
l
t
i
i
i
z
i
s
-
-
J可I
l
l
i
-
-
1
1
1
1
d
l
s
i
l
e
s
i
-
-
-
1
4
s
i
i
l
l
-
-
s
t
t
d
g
g
i
I
l
l
i
-
-

禪
攝
密
以
密
護
禪
亦
郎
以
心
捕
、
心
以
心
護
、
心
大
家
須
知
禪
也
密
也
真
名
雖

斟
配
到
劃
見
到
劃
副
劃
軍
劃
劃
劇
劃

和
劇
制
你
點
符
圳
和
刷
刷
刷
刷
創
動
糾
劃
勵
和
刷
刷
劃
恥
例
如
圳
制
刷
刷

浪
主
黨
臭
豆
豆
習
藝
侈
才
能
清
喜
喜
在
科
劃
劃
料
到

金
但
萍
、
提
不
淘f
f燥
的
本
能
成
為
純
金
女
牢
夫
明
功
德
無
量
無
邊
只
要
至

一
草
紙
忘
不
計
刷
刷
別
刷
刷
刷
刻
划
劃
圳
和
劃
劃
劃
劃
就

若
本
能
一
門
深
入
差
別
心
副
針
對
罰
和
計
划
制
划
和
劃
糾
刷
刷
刷
飢

!
以
.
札
吼
一
和
皮

ι
玲
、
川
劇
圳
和
划
和
斷
划
刷
刷
勵
和
對
刷
刷
刷
刷
刷
如
此
剝
削

島
與
當
菩
薩
以
及
本
尊
心
心
相
應
補
心
愛
琴
一
點
認
劃
創
1

「
宵
瑪
巴
」
獎
學
金
預
告

本

社

香
梅
及
台
灣
之
金
剛
乘
學
會
，
以
弘
揚
密
乘
教
理
，
實
踐
密
法
修
持
為

宗
旨
，
發
行
本
刊
以
來
，
對
教
理
之
宣
揚
;
更
不
遺
餘
力
。
瞬
屆
五
年
，
成

績
尚
佳
，
向
人
不
敢
自
滿
，
繼
續
推
廣
。
茲
乘
金
剛
乘
全
集
，
第
一
期
改
訂
平

裝
之
便
，
凡
大
專
學
校
已
組
成
佛
學
會
者
，
正
式
來
函
，
部
奉
緯
平
裝
壺
套

。
並
提
供
籠
瑪
巴
獎
學
食
，
歡
海
在
學
同
學
參
加
。

義
瑪
巴
獎
學
金
申
請
辦
法

一
、
說
明•• 

為
加
強
顯
密
儕
學
之
研
究
與
實
踐
，
特
別
提
供
此
嘖
徵
文
獎
學

金
;
使
本
刊
及
金
剛
乘
全
集
之
讀
者
，
就
一
指
定
之
題
臣
，
作
專
題
研

究
，
發
揮
個
人
之
研
讀
心
得
。

二
、
此
期
徵
文
題
目•• 

論
西
藏
密
法
。

一
一
一
、
獎
金

•• 

是
一
名
五
千
元

第
二
名
三
千
元

可
t

第
一
一
一
名
三
千
元
因
額
滿
而
未
入
選
者
，
均
酌
贈
書
籍
為
酬
。
→

閩
、
應
徵
資
格•• 

ω
本
刊
及
金
剛
乘
全
集
之
讀
者
及
在
投
同
學
。

ω
自
傳
一
篇
(
約
五
百
字
〉
0

五
、
應
徵
期
限
及
注
意
事
嘖•• 

ω
應
徵
自
即
日
起
至
七
十
一
年
六
月
底
截
丘
。

ω
字
數
以
四
千
字
至
八
千
宇
之
語
體
文
為
宜
。
請
用
標
單
精
紙
緝
寫
，

字
跡
力
求
工
麓
，
以
標
點
符
號
分
鹿
，
並
兵
小
標
題
。
影
印
本
無
殼
。

例
有
揖
語
或
詮
解
時
講
附
錄
蔚
文
末
，
依
次
標
出
著
者
、
書
名
及
頁

次
等
。

ω
應
徵
者
之
姓
名
、
籍
貫
、
年
齡
、
職
業
或
學
控
系
劉
、
通
訊
地
址
，

請
寫
於
徵
文
最
宋
處
。

削W應
徵
文
件
請
寄
「
k
h
3
.
J
V
-
J
-

立
五
十
一
一
一
之
八
閏
八
號
信
箱
金
剛
乘
雜
誌

社
」
。

六
、
閱
卷
老
師•• 

歐
陽
無
畏
教
授
及
釋
自
慧
法
師

對海



一
圓
圓
圓
圓
鍾
祿
湘

劉
上
師
銳
之
本
著
弘
揚
宵
瑪
巴
之
精
神
，
多
年
來
奔
走
港
台
兩
地
，
不

斷
地
把
西
藏
宿
京
缸
教
密
法
弘
揚
出
來
，
使
眾
生
能
一
語
法
乳
.
，
同
時
更
接
受

眾
弟
子
之
請
求
，
於
一
一
月
七
日
在
台
中
金
剛
乘
學
會
舉
行
長
壽
僻
、
蓮
華
生

大
士
及
咕
嚕
咕
功
儕
母
權
頂
，
妥
灌
弟
子
約
一
百
二
十
多
人
，
眾
弟
子
接
受

儀
軌
顯
示
後
，
無
不
歡
喜
讚
歎
離
去
。

劉
上
師
為
了
勉
勵
弟
子
不
斷
修
行
上
遲
，
稍
後
師
傅
授
普
巴
金
剛
脫
給

二
級
權
弟
子
，
但
弟
子
必
讀
堅
守
發
菩
提
心
、
一
止
見
一
止
知
、
嚴
守
戒
律
、
精

進
修
持
之
間
原
則
，
同
時
更
需
發
願
念
滿
百
字
明
二
萬
遍
，
普
思
現
廿
萬
遍

，
始
考
慮
傳
普
巴
會
剛
法
權
頂
。

三
月
十
日
劉
上
師
於
訪
問
雄
佛
教
堂
公
開
演
講
「
西
藏
密
法
大
嬰μ'
詳

細
介
紹
密
的
意
義
、
密
法
來
源
、
現
存
密
法
各
派
、
密
京
之
分
乘
、
密
法
簡

介
、
顯
密
差
異
等
，
使
聽
眾
能
對
密
宗
有
一
個
概
要
之
認
識
。

一
二
月
十
四
日
是
觀
音
誕
辰
，
皈
依
弟
子
早
已
念
滿
四
皈
依
既
二
萬
遍
，

故
不
斷
請
求
傳
法
，
上
都
感
於
觀
世
音
之
慈
悲
，
故
決
定
傳
授
四
臂
觀
音
及

第
提
僻
母
法
;
同
時
皈
依
多
年
之
弟
子
亦
請
求
阿
闊
黎
權
頂
，
經
上
師
考
察

後
，
決
定
傳
給
以
下
六
人
•• 

彭
±
口
膀
，
法
號
車
之
嘉
斯
，
義
為
法
吉
祥
;

王
俊
雄
，
法
號
車
之
龍
楚
，
義
為
法
傑
;

韻
仲
盔
，
法
號
卓
之
佐
闊
，
義
為
法
精
湛
;

李
銘
國
，
法
號
卓
之
松
葦
，
義
為
法
護
;

王
晶
齡
，
法
號
卓
之
德
陣
，
義
為
法
盛
;

謝
昭
英
，
法
號
車
之
和
蟬
，
義
為
法
耀
。

眾
弟
于
妥
權
後
，
對
修
持
及
教
理
，
無
不
努
力
舉
行
。

自
從
「
西
藏
密
宗
靜
坐
法
詳
釋
」
一
番
推
描
後
，
讀
者
紛
紛
來
商
及
電

話
請
求
傳
習
靜
坐
，
本
會
拘
眾
蹄
諦
，
乃
定
於
一
工
月
十
八
、
二
十
三
、
二
十

五
、
卅
日
一
連
闊
天
，
每
次
皆
在
晚
上
七
時
至
八
時
舟
分
於
台
北
市
市
故
府

社
會
活
動
中
心
公
閱
講
習
，
到
會
者
計
有
五
百
多
人
。

捐
助
本
啊
努
名

的
列
前
臨
期
捐
助
者
竄
下
期

主
拔
儀
拍
伍
拾
元

葉
松
連
指
拾
元

林
鴻
志
指
指
貳

香
港
方
面
(
港
幣
〉
周
氏
捐
萱
佰
一
兀

一
兀
伍
角
寮
蔥
新
指
拾
元
是
加
坡
〈
星
幣
〉

台
灣
方
面

鍾
展
文
搞
試
仟
玖
假
貳
指
一
兀
正
楊
鴻
慕
捐
壹
仟
貳
柏
克
正
何
的
…
臨
大
論
除
名

氏
各
捐
牽
仟
一
兀
芷
鍊
皮
祟
捐
玖
伯
克
正
林
振
芋
捐
健
佰
一
兀
正
何
建
琦
府
清
陸

魏
秀
英
賀
鼎
淵
謝
璧
璟
賞
鑒
擋
風
資
按
晏
陳
勝
義
觀
先
擎
劉
秀
萍
王

俊
雄
提
碧
琴
各
捐
筷
佰
一
兀
正
許
京
擇
捐
肆
佰
元
尚
背
山
陳
景
持
周
明
鑑

陳
鼓
全
魏
鈴
木
陳
國
政
林
子
卿
陳
建
夫
陳
林
和
妹
玉
仁
綠
林
天
增

張
閣
線
各
捐
鑫
佰
一
兀
正
施
性
輝
唐
聞
則
鐘
陳
文
杉
吳
家
紅
陳
春
民
臨
索
玉

陳
重
山
王
莉
碗
張
麗
珍
林
明
德
陳
嘉
平
薛
樹
榮
蔣
鼓
全
學
豪
黃
煌

丈
鄭
長
林
資
業
坤
頓
正
師
李
銘
關
苓
報
林
沖
旺
張
山
間
質
文
淵

班
金
沛
黨
政
忠
林
明
一
瞄
各
捐
貳
括
一
兀
觀
光
智
李
夢
喃
張
益
源
張
出
次
會

洪
炯
踢
韻
仲
瓷
趙
崇
溪
各
捐
壹
佰
伍
抬
一
兀
林
克
夫
捐
壺
佰
零
捌
一
兀
林
鍋
鉗

楊
基
宮
古
鎮
銘
李
芳
裕
林
建
黨
賀
朗
讀
張
新
添
王
蔥
宗
郭
叫
也
嘉
明

e

黃

石
台
王
朝
正
管
轄
儀
林
玉
捐
娜
麗
宗
唐
金
源
李
一
兀
藤
正
闖
闖
齡
林
覺

煌
林
文
生
陳
國
經
李
敬
助
陳
昕
如
郭
安
男
~
張
一
冉
一
一
瞄
邱
水
河
頓
量
信

臨
淑
娟
一
頓
幸
男
尉
健
周
大
鹿
周
租
秀
玉
趙
品
森

v
趙
品
憊
周
玲
華
以
上

各
捐
寰
佰
一
兀
.
控
制
管
賠
…
體
新
生
張
秀
滿
楊
鯨
心
玉
梅
村
賣
漿
頌
。
特
捐
筷
拾
元

印
工•• 

周
樑
生
周
楊
有
芳
台
北
金
剛
乘
學
會
再
捐
一
一
五
八
0
元

資
黨
玉
捐
五
0
0
元
林
祟
安
眼
皮
宗
許
正
宜
廖
運
營
令
狷

-
z
o
o
-
兀
央
姚
銘

林
替
別
林
銘
銘
歐
京
疆
各
搞
一
一

0
0
元
林
永
一
職
捐
…
0
0
元
輯
宏
搞
一
五

0
元

龜
天
閉
只
捐
助
金
翩
彙
全
集
貳
仟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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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待
師
佛
擴
讓
西
藏
密
浩
大
要
側
記

緣
起

師
佛
於
閉
關
中
一
，
慈
悲
心
龍
為
令
南
部
弟
子
能
正
確
瞭
解
無
上
密
宗
，

決
定
於
高
雄
佛
教
堂
去
閱
讀
講
西
藏
密
法
大
耍
，
金
剛
弟
兄
慶
幸
有
此
廣
結

法
緣
機
會
，
無
不
同
心
協
力
，
助
師
弘
法
。
師
佛
法-m回廣
韻
，
說
法
自
在
，

深
入
淺
出
，
系
統
性
的
介
紹
，
使
每
位
聽
者
聆
受
法
盆
後
，
都
歡
喜
讚
歎
'

師
掰
開
一
那
雖
洋
洋
大
觀
，
然
自
付
資
質
態
劣
，
少
有
領
悟
，
乏
善
可
陳
，
貫

一
小
敢
狗
尾
續
貂
'
恐
胎
笑
大
方
'
，
有
損
師
德
，
然
眾
為
記
錄
，
叉
不
能
不
將

略
徵
所
知
，
向
大
家
報
告
。
進
退
兩
難
之
下
，
抵
好
一
小
揣
混
陋
將
師
掰
開
示

之
一
西
藏
密
法
大
娶
，
擇
自
研
知
予
以
按
露
，
藉
此
供
養
未
能
與
會
的
諸
位
先

覺
。

密
的
意
義

密
乘
黃
教
祖
師
宗
喀
巴
大
師
一
本
舉
十
密
，
師
僻
恐
繁
不
贅
，
只
引
用
其

四
，
一
、
學
貴
密•• 

諸
棋
菩
薩
的
密
咒
印
契
，
一
假
如
傳
潤
之
聾
，
實
非
凡
人
皆

可
執
持
，
故
見
為
密
一
，
今
使
學
者
能
漸
入
執
持
，
珍
貴
可
知
。
一
一
、
徵
細
密

一
:
一
法
界
綠
起
，
互
攝
相
依
，
關
係
細
擻
，
隱
密
難
知
，
密
京
詳
加
閉
一
那
種
種

修
持
法
門
?
使
人
謠
漸
知
曉
!
故
密
在
微
細
。
一
二
、
華
藏
密
•• 

有
如
漿
油
，

封
之
愈
間
，
則
味
道
愈
醉
，
語
法
亦
然
，
如
嚴
守
戒
律
，
則
覺
妥
逾
麓
，
成

就
會
大
，
故
笠
於
密
。
四
、
慎
蠶
密
•• 

密
法
靈
師
、
重
傳
一
斌
、
重
發
心
、
重

姐
兒
1

重
戒
律
，
不
依
-
止
傳
承
上
的
則
不
能
修
密
，
對
根
器
未
熟
有
情
亦
不

能
自
立
一
部
密
法
。
依
照
規
矩
密
法
當
經
請
求
，
俟
師
觀
察
根
器
已
熟
才
可
傳
授

，
故
為
眾
生
自
密
。

密
法
來
源

、
西
元
前
九
七
七
年
蘊
叢
生
大
士
降
生
於
印
度
烏
仗
那
、
西
一
兀
七
五
0
年

由
藏
主
赤
松
德
真
迎
蓮
師
入
藏
，
是
為
華
瑪
派
(
紅
教
〉
縛
京
之
由
來
。
間

陳

國

政

一
兀
九
四
一
年
唐
武
裝
會
昌
先
年
，
藏
王
朗
達
瑪
毀
法
，
西
元
一O
四
0
年
否

意
密
勒
白
白
之
上
師
麻
罵
自
意
者
皈
依
那
浩
巴
大
師
割
草
噶
朱
派
(
自
教
〉

，
西
元
一
O
七
三
年
崑
恭
初
波
大
師
創
立
薩
迦
臼
派
(
花
教
〉
，
西
完
一
O

七
五
年
宗
喀
巴
大
師
創
車
格
魯
巴
派
(
黃
教
〉
，
此
為
藏
密
教
派
源
流
一
。
“

密
泉
之
分
一
聽

密
京
下
一
一
一
部
密
叉
稱
內
一
一
一
乘
，
一
、
作
密

•• 

從
主
乞
怒
地
，
七
世
可
成

就
。
二
、
行
密
•• 

從
伴
乞
怒
地
，
五
世
可
成
就
。
一
一
一
、
瑜
伽
密
•• 

迎
譯
本
諱

，
一
一
一
世
可
成
蹺
，
自
弘
法
大
師
傅
奎
日
本
文
稱
東
倍
。
無
上
部
密
為
密
一
一
一
黨

•• 

嗎
哈
瑜
伽
'
修
生
起
次
第
;
阿
努
瑜
伽
'
修
盟
滿
次
第
;
阿
的
瑜
伽
'
修

大
闢
誦
，
由
於
自
成
本
諱
，
可
郎
身
成
就
。

修
學
原
則

首
靈
發
菩
提
心•• 

佛
說
願
力
不
可
思
議
，
置
一
杯
水
於
桌
上
，
還
早
都

會
乾
祠
，
但
滴
一
滴
水
於
大
海
中
，
郎
、
永
無
乾
竭
之
日
。
若
能
讓
自
刺
刺
飽

，
白
皮
度
飽
，
一
切
有
情
共
證
菩
提
之
願
心
，
融
入
諸
飾
菩
薩
之
願
海
中
，

自
易
獲
得
上
帥
、
本
轉
、
護
法
一
一
一
根
本
之
護
持
，
成
辦
白
他
一
切
義
和
，
獲

得
悉
地
，
鶴
教
大
小
乘
之
值
分
，
端
觀
是
否
接
菩
提
心
，
一
日
本
發
菩
提
心

，
則
一
日
退
墮
聲
聞
隸
覺
乘
中
。
其
次
共
足
正
知
正
見•• 

不
食
名
間
和
聲
、

一
小
算
命
悶IP
、
不
談
神
說
，
鬼
、
不
求
神
通
感
應
;
正
確
的
相
應
知
兒
，
是
自

心
與
慈
悲
心
、
菩
提
心
、
甚
深
空
性
、
正
見
的
相
應
及
增
長
，
否
則
易
為
魔

攝
o

一
一
一
、
嚴
守
戒
律
•• 

玻
律
為
引
發
芷
定
接
慧
的
基
礎
，
故
讀
謹
霄
慎
衍
，

肪
護
意
槳
，
鐘
聲
彈
棠
，
使
混
成
念
頭
、
武
伏
木
生
。
修
密
臉
嚴
守
顯
教
共
之

十
善
及
菩
薩
戒
外
，
尚
讀
守
不
共
顯
敬
之
密
宗
戒
。
四
、
精
進
修
持

•• 

顯
教

山
宗
教
理
，
主
修
心
。
密
京
軍
質
踐
，
兼
修
身
;
若
只
研
教
理
，
不
事
修
持
，

娣
阿
說
食
不
飽
;
如
偏
葷
修
持
，
教
理
不
明
，
首
修
瞎
蹺
，
亦
不
能
成
就
， 一 19 一



故
鑽
研
讀
經
論
，
從
師
由
開
荷
思
而
修
，
不
廢
一
法
，
不
涉
一
蟻
，
努
力
精

遲
。

修
持
次
第

一
、
壟
視
傳
承
上
師•• 

信
解
行
誰
是
學
僻
四
輪
陷
，
掙
信
上
師
是
金
剛

持
，
一
切
密
法
的
出
生
處
，
恭
敬
京
事
其
殊
勝
傳
眾
的
上
帥
，
仰
仗
上
帥
的

無
上
加
持
，
能
蘊
令
弟
子
瞭
解
密
法
，
證
得
佛
果
。
二
、
動
修
四
加
行•• 

修

學
密
怯
的
人
，
若
能
將
四
皈
依
咒
、
獻
壘
達
、
金
剛
曬
捶
百
字
研
除
障
法
、

上
臨
相
應
法
等
，
各
修
十
萬
遍
作
基
髓
，
懺
悔
罪
蟬
，
積
集
一
輛
器
質
糧
，
一
冉

修
學
本
奪
怯
，
則
更
速
能
相
應
。
一
一
一
、
請
求
權
頂
，
其
目
的
有
一
一
了
﹒
@
游
掙

行
垢•• 

將
某
一
僻
菩
薩
的
智
慧
由
受
權
人
頂
上
中
服
質
入
，
以
消
除
業
障
。

@
依
份
分
派•• 

授
權
使
其
修
持
權
頂
本
尊
密
怯
。
@
許
願
歸
屬•• 

精
進
修
持

本
意
法
，
授
記
成
就
本
意
功
德
。
故
妥
瓶
權
者
，
以
修
生
起
次
第
，
使
定
於

空
器
不
二
中
，
成
就
化
身
功
德
;
接
受
密
權
者
，
服
得
調
案
，
氣
得
導
服
，

以
修
圓
滿
次
第
，
使
定
於
空
間
不
二
的
悟
境
中
，
成
就
報
身
功
德
;
受
智
慧

灌
叉
名
為
名
詞
權
者
，
使
明
點
及
第
七
識
得
淨
化
，
以
修
大
國
滿
〈
大
手
印

〉
，
使
定
於
空
樂
不
二
之
質
相
中
，
結
成
智
慧
，
成
就
大
樂
智
慧
身
及
自
性

身
。

顯
密
是
真

-
v
顯
教
皈
依
一
一
一
寶
;
宿
乘
皈
依
上
師
及
一
二
寶
，
而
成
自
皈
依
。
一
一
、

顯
偏
重
理
論
亦
重
修
持
;
醫
靈
實
踐
，
故
引
用
表
義
。
一
…
…
、
顯
教
佛
像
相
好

聽
嚴
;
密
之
儕
像
亦
有
忿
怒
及
兇
猛
相
，
用
以
謹
誠
罪
障
。
四
、
顯
於
六
、

七
、
九
識
分
為
心
、
意
、
識
;
密
於
六
、
七
、
八
識
觀
為
一
一
一
昧
耶
、
智
慧
、

一
一
一
康
地
掌
。
五
、
顯
是
行
也
阿
彌
陀
褲
，
坐
也
阿
彌
陀
佛
等
;
密
則
自
己
觀

成
本
意
，
無
二
無
別
。
六
、
顯
親
身
體
為
臭
皮
囊
;
密
視
自
身
五
蘊
郎
五
方

御
體
。
七
、
顯
輕
女
重
男
，
女
人
入
飾
門
，
佛
法
早
衰
;
癌
則
樂
婦
女
為
智

慧
大
樂
自
性
。
八
、
在
顯
菩
握
有
隔
胎
之
迷
;
密
則
今
世
禱
壺
，
轉
世
為
活

佛
。
九
、
修
顯
讀
西
方
一
一
一
舉
接
引
始
往
，
生
，
花
開
兒
拂
，
密
則
修
頗
陸
法
，

死
時
自
行
選
議
至
無
量
光
剩
土
成
佛
。
十
、
顯
籤
歷
一
一
一
大
阿
僧
紙
劫
，
積
資

糧
始
能
成
佛
，
密
可
即
身
成
飾
。

最
後
，
我
願
京
此
諸
功
德
，
偏
空
有
情
皆
迴
向
，
願
一
切
如
母
有
惰
，

皆
能
連
證
菩
擺
果
。

(
上
接
第
M
頁
)

令
魯
迦
」
之
中
間
內
面
灑
預
時
，
花
拋
中
「
忿
怒
吽
」

禪
定
，
他
以
為
再
修
六
個
月
，
使
得
成
就
。

時
戌
陀
羅
按
有
女
兒
與
背
蓮
花
同
等
漂
亮
，
是
兜
全
之
金
剛
種
姓
。
教

主
乃
向
其
父
母
求
婚
，
其
父
母
以
為
他
是
婆
羅
門
接
之
教
主
，
布
自
巴
是
民

陀
鑼
誤
，
檻
有
分
別
，
未
使
高
攀
。
教
﹒
+
冉
冉
說
:
我
雖
異
族
，
但
是
與
下
踐
旗

，
無
所
分
別
。
其
父
母
於
是
需
索
金
銀
，
與
女
兒
身
體
問
章
，
以
為
聘
禮
。

教
主
乃
從
地
上
取
嚴
給
之
。
到
山
鴻
去
，
修
行
六
個
月
以
後
，
於
上
半
月
之

初
八
日
黎
明
時
，
在
空
中
發
大
吽
聾
，
「
金
鷗
兮
魯
迦
」
每
一
切
中
園
現
前

。
就
修
道
說
，
此
為
得
大
手
即
成
就
。
「
幻
化
次
第
」
-
R
.. 

「
如
是
六
個
三
十
天
十
二
十
四
與
十
六
自
在
接
得
成
勝
盤
問
」

如
前
所
說
，
教
主
於
生
組
次
第
、
簡
滿
次
第
、
大
屆
滿
，
及
其
組
緝
部

以
饒
益
眾
生
。
並
將
「
揚
諱
汝
嚕
胎
一
一
親
」
'
及
「
生
遮
欽
住
續
內
口
訣
」
區

分
為
四
，
使
其
內
容
甚
為
明
顯
。
所
造
論
，
有
「
兮
嚕
迦
之
儀
軌
、
第
一
一
次
序

論
」
嚀
。
最
後
便
如
大
鵬
烏
去
，
飛
到
「
不
動
佛
剩
土
」
去
矣
。

教
主
「
柯
華
社
達
自
」
與
教
主
「
生
聽
巴
詩
華
」
二
人
之
生
起
次
第
，

皆
是
從
空
遮
伽
誰
教
主
處
聞
者
。
二
人
以
之
傳
於
教
主
「
大

A
R剛
盛
疏
科
巴

」
'
疏
傅
付
之
於
敬
，
可
土
友
麥
宗
蘭
及
其
弟
子
。

教
主
空
遮
伽
雅
，
另
外
得
到
「
金
剛
法
菩
薩
」
巖
傳
之
清
淨
之
銀
箱
，

並
連
連
其
意
義
而
得
密
咒
成
就
。
其
後
此
箱
傳
給
蓮
花
生
大
士
。

。
其
後
成
最
殊
勝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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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t the present, there are so many examples of innumerable Gurus from each of .the 
Tníditions who have gainedenlightenment. If someone, then, is very strongly opinionated 
扭 his sectarÍan views, this indicates ve叩 clearly how little he teally knows about the 
Dh缸訂閱 and that he is not doing anything of benefit for either himself or others. Therefore 
these sectarian views should be totally ignored , not only for the sake of our own happmess, 
butespecià11y [ôr the sake of the happiness and peace of mind of others.) Sectarian disputes 
(d() not .contribùteanything to thepreservation of the Dharma; on the contniry, all they 
do. is) completely agitate and disturb people's minds, causing great confusionand mis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Dharma. Holding sectarian views, we ruin both this and all future 
lives by causing ourselves and others to have to suffer unfortunate consequences of the 
non-virtuous act of denying the Dharma. As there is 110 point whatsoever in holding 
sectarian views, we rhust all abandon such ideas completely and pieserve the teachings ofthe 
Buddha. 

The Buddha, who attained a state free from all fe缸s， dec1ared that his teachings could 
not be dismant1ed hy anyone outside its fold. For example, when a lion has died, he is only 
consunied fr9m the insideby worms and insects; no aminal will eat his f1esh from without. 
Similarly, the Buddha'steachings will be consumed and dismantled only by those within it. 
This has been prophesied in the Sutras. By remembering this, and always being aware of 泣，
we must ward off this interna1 consumption by abandoning what must be abandoned and 
doing what must be done. Lay people remaining at home should make offerings to the 
Three Jewels of Refuge and should only hold thoughts of benefiting others. Making efforts 
to do on1y virtuous actions is the way to be happy both 泊 this life and in all future ones. 

As for myself, 1 am. c10se now to my death and am experiencing the sufferings of old 
age. A1l 1 can do now is have good and pure wishes forthe preservatio !l of the Dharma. 
A1though 1 haveno powers or abilities to benefit directly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1 
am a1ways making efforts 'in praying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Dharma. 

May the feet of His Holiness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bsTan.hdzin rGya品0， the 
source of all happiness andbenefit for Tib仗， the Land of Snows, be firmly planted for a 
long fruitful life. May the life spans, deeds and virtuous actions of all the great Gurusand 
master 

Reproduction hereis permitted by Ven. Ðzongsar Jamyang Khyentse Rinpoche on his visit 
to 的時Ko增加 Janua吵， 19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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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ation of the Madhyamika teachings has become a trueone, undeluded with th01.~ghts of 
true' inhereri.texistence,devoid of any mental fabrications, and without any mental concept
ions. Therefore, as much as we can, we should place our Single-minded Concentration on 
such a true understanding as this. 

Inbrief, in our practice we should altemate Examination Meditation andFormal 
Meditation. Having gained the. discriminating Wisdom of Voidness, we should develop 
unfluctuating,“Menta1 Quiescence", focusing single-pointedly on it. Thu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Examination'Meditation to , develop the Wisdom 00 Vipasyana,“Penetrative Insight 
扭切 'Sunyata" ， with (the Formal Meditation of Samatha,“Mental Quiescence," focused on) 
this Wisdom is whát is called the correct, full understanding of Voidness. This is the signific
ance of meditation on Prajnaparamita, the Mother of All Buddhas. By doing this kind of 
Forma1 Meditation in the proper way with no mental wandering, focusing on the correct 
view of Voidness devoid of all mental fabrications and the Eight Extremes, we shall be 
doing pure practice on the excellent Path of the Bodhisattvas. By going on to complete the 
Five Paths and the Ten Bodhisattva Stages, we shall attain the highest en1ightenme肘， fixed
in neither the Extreme of Samsara nor of Nirvana. Then we shall be able to fulf1l naturally 
all the wishes of both ourselves and others. 

A1as, in such times as now, when we are 扭 the midst of the Age of the Five Deteri凹的“
ions, many of the great rea1ized beings have passed away, and this whole wor1d is filled with 
people likemyself who speak'nonsense. (At the time of the flourishing of~he Dharma, the 
godsare a1ways victorious and the anti一gods are always defeated.) But these days the anti-gods 
are laughing with j呵， and the gods favouring virtue have withdrawn far away.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are likl- mere paintings of butter lamps. 0 great' compassionate Gurus, take 
note of this! And those of us who care for the propag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Dharma 
teachings of theBuddha must make a concerted effort to abandqn all obstac1es and to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 both the textua1 and practical teachings so that we can both practise 
and teach them ourselves. Without ever being lax about acting 恆 accordance with the ten 
virtuous actions, we must make repeated requests and offerings to accumulate the 
Collection of Merit. 

The San的a Community of Buddhists should all be frien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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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obstac1es and unfortunate consequences of our previously committed non-virtue 
and of our breaches of vowed moral conduct. Also , we should make repeated Manqala offer輛
面gs which are the essence of all these preliminary practices. 

Performing . these . virtuous . actions with the good intention of benefiting all sentient 
beings constitutes the Collection of Merit. If we accumulate thiswhile at the same time 
viewing the subject, object and action of these meritorious deeds in the 1ight of the Wisdom 
of Voidness, seeing that each of these Three Circ1es lacks inherent, independent self
existence, then we accumulate the Collection of Insight as well.τ'he Collection of Merit 
resu1ts inobtaining the two Physical Bodies of a Budàha. The Collection of Insight resu1ts in 
obtaining the two Wisdom Bodies of a Buddha. Therefore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essentia1 to .practise the collecting of merit and insight and the c1eansing of obstac1es by 
means of the preliminary practice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generate the correct view of Voidness, we must first at扭扭 the
state of Sa:matha,“Mental Quiescence".We can do this by training our minds in the Nine 
Stagesof Mental Development,_ by abandoning the Five Deterrents to C<?ncentration and 
by relying on the Eight Composing Mental Facu1ties. By developing in this way Sing1e
poinfedness, both with. a visualized object (such as focusing on the form of a Buddha) and 
withouta visualized object (such as focusing directly on our mind), we will be able to 
deÝelop non-conceptual S位nad凶，“Sing1eωminded Concentration" with complete c1ari旬，
with both mental and physical ecstasy (free from all mental wandering, mental dullness and 
mental agitation). Developing our minds just t姐s far, however, will only help suppress our 
moral and mental demeIIlents.The state of Mental Qlliescerice is not sufficient for their
complete elimination. In order to do t也hi拯s， we must develop c∞omp抖le仗te conviction in the 
correct view of Vi旬pasya叩na丸，

The beg斟inn吋1吋ing1ess root of Samsara is Ignorance manifesting itself a站s Ego 六忽gras叩pi扭ng.
In order to root out this Ignorance completely, we most defmitely must meditate on Void幽
ness. In order to destroy the innate unconscious compulsion to grasp for an independent, 
individual “I弋 which， after all, is just a thòught of an independent, individual “1" imputed 
on our. Five Skandha,“Aggregate Physical and Menta1 Facu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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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purity. Relying on such a Guru , we should 0 ~ey his every word and practîse exactly as he 
instructs. By generating complete faith and respect for our Gurus, we can achieve all our 
go叫s. Therefore, we mu~tcherish the performanceof devotiònal practices to an excellent 
Guru who has all. the above qualificatioris.. 

The oral teachingsof 3: Guruare likethe nectar of immortality. The more we hear of 
them, the .more we should think about them, meditate upon them, and put them into 
practice .withöut ever ignoring them. Just hearing the. teachings of a Guru by itself, how幽
ever, is of no benefit. As is the case with water, if you do not drink, it cannot eliminate your 
thirst. Therefore, we must try to remain in secluded, quiet places, free of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disturbances and start our practice by taking refuge. 

Taking refuge is the stable and secure foundation of all the paths to en1ightenment and 
of allother vows. It is what differentiates Buddhists fromnon-Buddhists and what protects 
us from all harm from either humans or the sp廿its. By taking refuge, all our wishes for 
happiness bo血泊 this lifetime and in futtire ones will be fulf血ed. Therefore we must 
completely entr'ust ourselves to the ThreeJewels of Refuge: to the Buddha, the true teacher; 
to the Dharma, the true protection; and to the Sangha, the true guides. We must not take 
refuge just with. our words, but from our hearts, having developed the complete confidence 
that the Three Refuges will never disappointus. Then we must be very careful to hoIiour 
always our commitments. 

The actual foundation of the path of Mahayana is Bodhicit妞， the En1ightened Attitude 
to attain the. full enlightenment of Buddhahoöd 說 order to be able to liberate all other 
sentient beings from their sufferings. Bodhicitta is the cream of the churning of the milk of 
the true Dharma. Without the En1ightened Attitude, no matter what Sutra or Tantra 
practice we may be engaged 妞， it wi1l be devoid of any essence. Our practices will be like a 
p1antain tree (perhaps yielding irnmediate fruit, but never of any subsequent benefit after 
the initial 叮op).

In.order to. develop actual Bodhicitta, we must realize that through be斟nningless påst 
1ives as 扭扭nite as space, forinnumerable times we have been the father and niother of 
innumerable sentient beings. Likewise all sentient beings without an exception have been 
our parents. at some time. We should thereforemeditate on love and. compassion towards all 
sentient be泊g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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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w one, as rich or poor, powerful or meek , handsome or ugly, is all determined by his 
Karma wlúch is the mixture of both the virtuous and non-virtuousactions he has committed 
in the past. That is why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states of existence in Samsara. 

The virtuous and non-virtuous actions are each condensed into ten general categories. 
Their effects ate of four kinds: ripening effects, effects conditioned by their causes which 
manifest in experiences, effects conditioned by their causes which manifest in actions, and 
both persona1 and collectiveeffects. It is as a combination of these four kinds of effects that 
a11 virtuous and non句irtuous actions ripen intQ their respective results. (From virtuous 
actions we experience happiness. and from non-virtuous actions we experience on1y suffer
ing.) But, ifwe have not comnútted a certain karnúc action, we can be sure that we shall not 
meet with its consequences. Moreover, once we have comnútted a certain action, we must 
remember that its results must fully be experienced. Its fruits wil1 some day ripen and they 
wil1 ripen on who ever has comnútted the action and not on anyone else. We can experience 
the effects of our karmic actions during this lifetime, our very next lifetime or any lifetime 
after that; We should refer to the texts of the Kangyur and the Tangyur as well as their 
commentaries for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s of all the various aspects of cause and effect. 
One aspectis.the Karma about which there is certainty of experiencing its effe前 (because
it wascomllÚtted intentionally)and the Karma about which there is no certainty of exper“ 
iencing its effect (because it was comnútted unintentionally). 

The actua1. practice of cause and effect then, abando油19 non-virtuous actions and 
undertaking virtuous ones, is the heart of the Buddha's Dharma, and 世間 Four Noble Truths 
and the Law of Interdependent.Ori斟nation are the Dharma's profound abbreviated points. 
We wander 詛to . all six possible rebirth states, the three fortunate ones and the three 
unfortunate, thrown by the force of our own actions. There is not a single sentient being 
who has been born anywhere in the Three Realms of Desire, Form and Formless, who had 
not accumulated the previous causes for the conditions and circumstances of his rebirth 
there. 前lere is not a s扭gle sentient being who is not subject to some degree to the genera1 
sufferings of miséry, change and extensiveness. Moreover, the sentient 

一 15 一



This is because the great teacher Guru Rinpoche, Padma Sambhava of Urgyan, after coming 
to Tibet and teaching King KHri.srong.ldehu.btzan and his entourage many common as 
well as extraordinary teachings, buried them in the earth for the sake of the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Dharma against future degenerate times. There were actually two types 
of Treasure Texts: Sa.yi.gt~r， “Ground Treasure Texts" (of teachings buried by Guru Rin
poche himself), and dGongs.pahi gter, “A1lied Treasure. Texts" (of teachings buried by 
Lamas who followed after Guru Rinpoche and who received these teachings in drea'ms and 
in clear visions). Later, when the.times were right, subsequent Lamas and incarnations of 
Guru Rinpoche hþ:nself, unearthed these Treasure Texts, and they have provided much 
benefit and happiness for many sentient beings and for the B.uddha's Dharma. 

Traditions of Ðag.snang, “Clear Visions" , and sNγ'an. brgyud, “Whispered Oral 
Teachings" , exist in many forms in both the old and new trimslation traditions of the Tantra 
(and these are not disputed). A few scholars, however, have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validity 
of the tradition of Treasure Texts. These scholars would do well to consider frrst the 
pu中ose and reasons for this tradition. Moreover, the teachings of the tradition of Treasure 
Texts are established as valid b,y the three standard criteria (of direct perception, inference 
based on pure logic and inference based on scriptural authority). 訂lerefore， if anyone is 
disrespectful towards these texts, he is committing the serious mistake of disparaging the 
Dharma. As the consequences of such a non-virtuous action are extremely grave, we must be 
especially careful about this matter. 

(The tradition of Treasure Texts is not exclusive to only the rNYing.ma Tradition.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of Treasure Texts which existed 泊 lndia.) Nagarjuna unearthed 
thè last chapter of the Prajnaparamita Sutra in One Hundred Thousand Verses (from the 
bottom ofthe oCean, where it had been buried asa Treasure Text by Manjusri and entrusted 
to the care of the Nagas). Great lndian Mahasiddhis have unearthed Treasure Texts of 
Tantra teachings from the Stupa of Urgyan Dhu.ma.tha.la. Thus it is clear that the tradition 
of Treasure Texts existed in lndia as well.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other examples of 
Treasure Texts 1 couldcite here, 1 shallleave this_subject for now and continue (by outlining 
the basic teaching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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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n founded by NGor.pa Kun.dgah. bzang.po), and the TSar Tradition (founded by TSar. 
chen Blo .gsal.rgya.mtso). 訂lere are three additional traditions rooted in the Sa此ya
Tradition itself, the Bu.lugs Tradition (founded by BU.ston THams.cad.mkhyen.pa), the Jo. 
nang Traditiön (founded by Jo.nang.pa Ta.ra.na.tha) and the Bo.dong Tradition (founded 
by Bo.dong mCHog.las.rnam.rgyal). But among all these traditions, there are only a few 
minor differences whichappe訂 in their explanations and theories of Sutra and Tantra. 

The bKah.brgyud Tradition developed from the teachings of Naropa and Maitripa. 
Marpa, rJe.btzun Mi.la.ras.pa and sGam.po.pa are the three most outstanding masters 
among all th~ bKah.brgyud te紅chers. From sGam.po.pa is traced the four major and from 
his disciple PHag.mo gru.pa the eight minor bKah. brgyud Traditions. Even nowadays, 
these four major Traditions are still extant and undegenerated. They are the hBah.rom, 
PHag.gru, Kam.tsang or Kar.ma and TSal.pa bKah.brgyud Traditions founded by hBah.rom. 
pa D缸.ma dbang.ph}'l.咚， PHag.mo gru.pa rDo. rJe rgyal.po , the First rGyal.ba Kar.ma.pa 
rJè Dus.gsum mkhyen.pa and ZHang.g-yu brag.pa Dar.ma grags respectively. The lineages 
.of some of theeight minor Traditions, the hBri.gung, sTag.lung, Yel.阱， sMar.阱， SHugs.gs帥，
hBrug.pa, g-Yah.bzang and KHro-phu，訂e 泊 seriously weakened condition at present. 

(All the above. eight bKah .brgyud Traditions. trace 甜甜 lineages back through M缸pa;

how~ver， there is yet another bKah.brgyud Tradition.) The Tibetan Yogi mKHas.grub 
KHyong.po.rnal.hbyor studied in India with two Dakinis (Niguma1 a relative of Naropa 
and Sukhasidd蚣， a disciple of Virupa) 的 well as with Rahula, Maitripa and many others. 
A1together he studied with one hundred and fifty Pandit masters. Upon his return to Tib哎，
he propagated what came to be known.as the SHangs.pa bKahbrgyud Tradition. Nowadays, 
however, this is no longer held as a separate Tradition by anyone, but its lineagesof initi帥"
ions and oral transmÍl>.;ions are preserved mostly in the Sa此ya and the other bKahbrgyud 
Traditions. (Moreover. rJe TZong.kha.pa had.received the teachings ofthe SHangs.pa bKah. 
brgyud Tradition from hJag.chen.byams.pa.dpal, and rJe TZong.kha.阱's 的ciple mKHas. 
grub.rje received the initiation and teachings of Six-Handed Mahakala from the SHangs.pa 
bKahbrgyud master, Nam.mkhahi.rnal.hbyor.) 

In addition to these 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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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ying.ma, “Old bKah.gdamsTradition", had three lineages (the bKah.gdams Lam.rim.pa, 
“Lineage of the Graded Path" , coming through Ati間's disciple dGon.pa ba; the bKah 
gdams Man.ngag.pa, “ Lineage of Oral Teachings" , corning through dGe.bshessPyan.snga.ba; 
and the bKah.gdams gZHung.pa.ba, “Lineage of Textual Explanations", coming through 
dGe.bshes Po.to.ba). 

The (roots of the) Sa.skya, bKah.brgyud, and dGe .1ugs Traditions were all three inter
twined in this Old bKah.gdams Tradition from which they each subsequently emerged. 
(With respect to the Sa.skya Tradition, thè First Sa.skya Pandit, Kun.dgah.rgya1.mtsan, 
wa~a disciple of dGe.bshes sPyi.bo.lhas.pa, who was a disciple of dGe.bshes sNe~u.zur.pa， 
who.in turn was a disciple of Ati紹's disciple dGon.pa.恤， through whom the bKah.gdams 
Lineage óf the Graded Path is traced. With respect to the bKah.brgyud Tradition, the great 
translator Marpa during his third journey to India met and studied with Atisa, and sGam. 
pO.pa, a disciple of Marpa's disciple, rJe.btzun Mi.la.ras.pa, was also a disciple of rGya.yon. 
bdag who was another disciple of Atisa's disciple dGon.pa.ba. Fina11y , with respect to the 
dG~.1ugs Tradition, rJe. TZong.kha;pa，一 who is recognized as an incarnation of Guru Rin
poche, PadmaSambhava, was a disciple of both the bKah.brgyud Lama Grwa.bskor.mkhan. 
chen Chos.skyob.bzanb'po, through whomhereceived the bKah.gdams LineageofTextual 
Explanations, as well as of the rNying.ma Lama. Lho.brag Nam.mkhah .rgya1. mtsan, through 
whom he received both the bKah.gdams Lineage of the Graded Path and the bKah.gdams 
Lineage of the Oral Teachings. In addition, rJe TZong.kha.pa was a disciple of the great 
Sa;skya Lama Re.mdah.ba.) 

Manjusri rJe TZong.kha.pa, frrmly grounded thus in (all three lineages of) the Old 
bKah.gdams Tradition, elucidated the teachings of Vinaya, Sutra, Madhyamika, 
Prajnaparami妞， Tantra and so on. In this way, then, the dGe.lugs Tradition developed and 
came to pervade the entire (Tibetan Buddhist) world. There are many extraordinary and 
profound points of Sutra and Tantra teachings whichrJe TZong.kha.pa elucidated by virtue 
bothof hisown specia1 meditationa1 deity, Manjusri, and of the penetrating 1ight of his 
own analytic wisdom and these can all be seen c1early by reading his excellent commentarial 
texts explaining them. 

TheSa.skya Tradition wa.s established by the rJe.btz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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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836-842 A.D.) Although the majority .of the texts of the highest cIass of Tantra, 
Anuttarayoga, such as Heruka, Hevajra, Kalacakra and Yamantaka were later translations, 
there were, nèvertheless, many translations of various Anuttarayoga Tantra texts also 
prepared duri:ng the old ;tan~latio~period: It is pn~cisely some Qf these. earlier tanslations of 
AnuttaràyogaTañtra tèxts which were 臼iticÏied by several of the best scholars of the new 
translation pèriod as being invalid.. Those who have a true understanding of the Dhaima and 
who ~hold to the unbiased non-partisan position. of the centre praise these texts as .being 
indeed valid, and 1 agree fully with them. 1 truly believe (as these non-partisan scholars do) 
that these earlier translations are fault1ess.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se old translations 
convey precisely. the meaning of the profounq and vast teachings of the Kangyur and the 
Tarigyt汀， arid it is therefore entirely prQper for thein to be accorded full respect. 

. The rNYing.ma Tradition of the old . transIations of the Tantras accepts nine graded 
BuddhîsrVehicles. 'Wheri these nine are grouped together, theycan be c1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Causal Vehicles and Resultant Vehic1es. (In brief the Causal Vehic1es are stages of 
practicè for collecting merit and.insight, while the Resultant Vehicles are stages of practice 
during which om has the complete authOItty to visualize oneself, while still unenlightemd, 
as having the fOrn1s -and bodiès 叭tliiit will be attained once enlighteilll1ent is achieved.tThe 
Causal (Sutra. or. PerfeCtiòn) Vehic1es refer to . the Hinayana Vehicle of the Sravakas, the 
Hinayana Vehic1e of the Pratyeka-buddhas, and the Mahayana Vehicle of the Bodhisattvas 
(the three Cornmon Vehic1es). The Resultant Tantra Vehic1es (all of which belong to the 
Mahayana Vehic1e) are of two categories:一 the three Outer Tantra Vehic1es and the t~ee 
Inner Tantrá. Vehicles of Great Methods. (The three Outer Tantra Vehicles refer to the first 
three c1asses òfTantr..: the Kriya Tantra Vehicle, the Carya Tantra Vehic1e, and the Yoga 
T~tra Vèhic1e.. The three InnerTantra Vehicles aresubdivisions of the highest class of 
Tantra，句Ariuttarayoga Tantra. The Mahayoga Tantra Vehiclecorresponds to the M;lle 
Anuttarayogä Tantras and is 到med at the elimination of anger. The Anuyoga Tantra Vehicle 
corresponds to the FemaIe Anuttarayoga Tantras and is aimed at the elimination of desire. 
The Atiyoga Tantra Vehicle corresponds to the Non-duaI Anuttarayoga Tantras andis aimed 
at' the elimination of close-minded ignorance.) A1though there. is a vast number of different 
explanations which can be given concerning the theories, meditations, practices and resu1ts 
ofthese various Tantra Vehicles, 1 shall notbe able to deaI with them in such a short work 
oflimiLed scope as this. 

甘lere are three lineages which are followed in the rNYing.ma Tradition of the old 
transIations of the Tantras. The Ring. rgyud bkah.ma, “Distant Ora.1 Lineage" (derives from 
the direct teachings of the Buddha).…官le N'Ye.棺yud.gter.ma. “Intermediate Treasure 
Lineage" . (derives from the teachings of the uneartheq gTer.ma, “Treasure Texts", written 
and buried m Tibet by Guru Rinpoche, Padma Sambhava, with the prayers and hopes of 
benefiting futuregenerations). The Zab.mo.dag.snang, “Lineage of Profound Cle缸 Visions"
(derives from the teachings received by various Tibetan LaIha~ during visions ofmeditati
ionaI.deities).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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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on ofthe Sakya Clan, the A11-knowing Master, has turned the wheel of Dharma 
on three differentoccasions. With the frrst tuming, theBuddha eliminated the incorrect 
view of not believing 恆 cause and effect. With the next turning, the Buddha eliminated the 
incorrectview of the' inhereri.t existenceof an independentegö-identity, the basis for delud-' 
èd ego哲asping.With the last ttlrrting, the Buddha eliminated the basisof wrong views 
altogeìher, that is; the belief in the independent inhererit existence of any phenoinenon 
whatsoever (permanent or impermanent). 

ThecoritelJ.~s.: óf these .three sets of teachings are the Three Higher Trainings(in the 
Discipline of Moral 'Self-Control, in Single-Minded Concentration, and in Wisdom). The 
specific words of these teachings are the scriptural texts of the Buddha which are c1assified 
into the Twelve Scriptura1 Categories (together constituting the Tripitaka or the Three 
B前kets). (The firstfive"categories form the Basket of Sutra teachings and deal most1y with 
the 扭曲er Training 扭 Single扭扭曲d Concentration. The next four form the Basket of 
Vinaya teachings, còncerning mairily the Higher Training in the Discipline of Moral Self
Coritrol; Thé last three fOrm the Basket of Abhidl1arma teaclúngs, dea1ing primarily with the 
Higher令 Tr啞lJ.ing in Wisdom.) As for the Mahayana teachingsof the Secret Tantra, some 
people explain tilllt …these belöng to the inner teachings of the Abhidharma a1though it is 
more éorrect to consider the Basket of Tantra teachings as a category of scriþtures unto 
itself (separate from the Three Baskets).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which have been translated 卸to Tibetan are contained in 
over one hundred .volumes (which are known co11ectively as the Kangyur). Although such a 
large number of volumes has been compiled, the actua1 extent of the teachin的 of the 
Buddha cännot, in fact, be measured. Moreover, there are also a great many commentaries 
to thes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such as the Mahavibhωa Sastra belonging to the Hinayana 
Tradition and such Mahayana commentaries as those by the Six Ornaments of the Southern 
Continent (Nagarjuna, Asanga, Aryadeva, Vasuband划， Digna阱， and Dharmakirti). These 
缸e，泊 addition， numerous other works wirttenby the many eminent Gurus and erudite 
Pandits of India which inc1Ude, with respect to the Secret Tantra teachings, commentaries to 
a11 four classes "of Tantra, advañcedmeditations, and oral traditiop tea 

In India there wasnever any divisionof the Buddhist texts into old and "new. (More
over, in Tibet there was never ány such differentiation made" with respect to the scriptural 
texts.ofthe Sutra"Vehic1e;} However; às some of the scriptures (of the Tantra Vehic1e) 
were translated earlier and some later, t~ere is a difference made arnong them with the work 
of the translator Rin-chen bzang-po (958-1055 A.D.) being considered the dividing point. 
A1l those texts translated before his time (from the earli~st ones up to these done by Pandit 
Smrti), are referred to as rNγing-ma， “old texts". A1l those texts translated by Rin-chen 
bzang-po and those who fo11owed 缸'e ca1led gSar-ma, “newtexts" . 

Almost a1l of the texts of the Sutra, Vinaya and Abhidharma Baskets, as we11 as those 
of the Jirst three classes of Tantra, the Krlya，一 Carya， arid Y oga were translated into Tibetan 
during the earlier flowering of Buddhism (before the persecution by King Glang-d缸-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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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 叮est of the shining vajra essence. The victory baIiner that is completely victorious every
where rises very high. The Doctrines of the Ocean-born Jina must spread and f1ourish! 

τFrom now.on, we beings, as many as there are, must fully ga泊 the Doctrines and the 
essence of the Doctrines. By the spreading of the holders of the Buddha's Doctrines to 
pervade the sky, the Doctrines of the Ocean國born Jina must spread and flourish! 

lh brief, by the deeds of the scholars, vow keepers and accomplished practicers, there is 
the activity of the spreading of the Jina's Doctrines. The holy Doctrine holders whopervade 
the sky lJlust completely fill the space above ~he land, then the. Doctrines of the Ocean-born 
Jina must spread and f1ourish! 

W~th the glorious Gurus having long life, and the sponsors of the Doctrine becoming 
verygreat andpowerful, the influence of the. Dharma shall not decline and its jewelled 
victory banner will be hoisted high. The Doctrines of theOcean-born Jina must spread and 
flo凹ish!

The rea1 nature. of the Jinas，也e g1orious Buddha Padma Sambhava, the undying 
Ocean-born Jina …His Doctrines are known as the 01d Translation Nyingma. These Jina's 
Doctrines are the completely perfect mother (of the Dharma 姐 Tibet). They have the 
spec凶 quality of many very deep and important essential points, andhaving a very pure 
view and meditation they are the correct good way which pleases the Jinas. 

They shouldbe recognized, then, in the manner ofpolishing aprecious jewel and 
offering it as the crestjewel of thè victory banner; fortunate beings will read, debate and 
write about them. And by this great wave of activity they will take care to act to spread the 
Doctrines in all directions. 

With this hope, as a connecting aspiration for its beingaccomplished according1y, 
Mipham Jamyang Namgyal Gyamtso whois so extremely fond of the Nyingma Doctrines 
and wishes them well, quickly wrote down these words at mid-day at a time and placewith 
auspicious connections. 

These prayerswere translated by Ven. Chimed Rigdzin Rinpoche at Boudha, Kathmandu; 
Nepal inJanuary 1978. 

The Opening of the Dharma 
A Brief Exp1anation of the Essence of the Buddha's Many Vehicles 

… by Ven J1Pllyang lQ1yen齡 αlokyi Lodro 

1 make prostrations to my Lamas and to the Pro tector Manjusri. 
1 pay homage to you, o Protector Manjusri. You have tom apart the nets 01 ego

grasping. Theradiant light 01 your sword 01 wisdom 字pervades all three realms. Y ou are the 
grand szimmation 01 the vast wisdom 01 all the Buddhas. 

Th~ Buddhas's many vehicles,' his' paths of wisdom and insight (such as Mahayana and 
H詛ayana)， are. without any liI甜t， and the vario~s traditions of the different practices of 
Dharma are-profound beyoi1d all imagination. As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me to give an 
exhaustive des臼iption of them all, 1 shall present here, in but a few words, a p訂tia1 explana
tion of some of these traditions' in order to point out a few of their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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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ight great practices which span theinfmite peaceful and wrathful deitíes, the 
essences of the understanding:cof each òfthe authorized Vidyadhai'as, all flow together in 
one as the practice system of Padma Sambhava who eneompasses them all. Thè Doctrines of 
the Ocean-born Jina mustspread and flourish! 

Inthe great V再rayana which covers bo出 causè and resu1t, the reading and practice of 
thelineageof Vidyadharasis complete and ùnadu1terated, still possessing the warm moist 
breath of the Dakinis' mouths. The Doctrines of the Ocean-born Jina. must spread and 
flourish! 

The 、 amrita'sessence of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of V魚jradhara has been heard by 
the lfueage from the mouths ofnumberless scholars and siddhas without being mixed with 
the false constructions of debate時_ The Doctrines of the Ocean-bom Jina must spread and 
flourishl 

- Even with the price of 甘1e . golden foundation of the earth with all its jewels, the 
Dharma Treasure of the Sunyata Dakini's Mind is not gained. It is gained only by the 
fortunate ones who are. held by the Guru's compassion. The Doctrines of the Ocean-bom 
Jina must spread and flourishl 

With the wisdom of the primordially pure real nature, the radiance of the effortlessly 
appear如g self-expression risesout. Thus is the great union which passes beyond the under
standing of dull, contrived.meditatiori. .The Doctrines of the Ocean-bom Jina must spread 
and flourishl 

Releasing the objects of the attachment of the discrimination of having and not having, 
and totally uprooting the grasping system of holding to one position, the ground, way and 
result . are gainedwithc

甘1e ∞mplete ∞uplingof ideas/appearances and emptiness. The 
Doctrines ofthe Ocean-borriJina must spread and flourish! 

The u1timate meaning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Jinas of the .three times is deep, 
pea臼ful， free ofall relative positions, unconstructed with a shining .lucidi旬， awareness and 
emptiness, indestructible and very strong - this is the highest view. TheDoctrines of the 
O臼an-bom Jina must spread and flourish! 

The kilowledge of scholats gathering like clouds destrpys the non-Buddhist debaters as 
awareness' string of lightning shines when the.liberating elixir of~the essentia1 points of the 
deepin~tructiòns are abso拘ed into thèir minds. The Dóëtrines of the Ocean-bom Jin~ must 
spread 剖1d flourishl 

With the penetrating.pathof the wonderful Atiyoga, the Wisdom幽Body of all the Jinas 
without exception, the pervading Lord Manjushri Vajra must be practiced strongly. 甘1e
Doctrines of the Ocean句om Jina must spread and flourish! 

By the lion's Ioar ofthe three very pure logica1 methods, the deer-like hosts of those 
with lesser views become very afraid. The.lion's sound of thesupreme vehicle per:vades the 
entire universe. 前1eDoc訂訂1es of the Ocean-bom Jina must spread and flourish! 

At the peak of the good cloth of the completely perfect Jina's Doctrines is the beau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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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iilufation! The Sugatasand Bodhisilttvas of the ten directiòns, and inparticular the 
unequalled Sha.kyamu祉， aIid the. eightBodhisattvas, and the Staviras, the hosts of the hòly 
ones - most excellent ones, you whohave true knowledge an'd compassion~ please listen to 
me! 

The 'precious Doctrines, the source of .benefit and happiness-' by the Teacher and the 
r . Bodhisattvas, the holy excellent ones, theyare:follQwed with highaspirations despite many 

difficulties. The Doctrinesof the Ocean-born Jina must spread and flourish! 

s臼ant

pandi拋t認s， ~dthe liIieageVidyadharasof Kama and Terma, theWishing Gods; Ma-Mo, 
. Maha.kala, Rahula, Dorje :Lègplundthë' hosts of GytidsumDregþa- - yòu, thehosts öf Gods 
ofthe Three Roots ofthe Old Translation School, please listen to me! 

All' thè' systems of thê Buddhil's Doct由les， both Sutra and Tantra, wèrebrou的t to 
Tibet due to compassion and spreild most vastly with very strong resolve, thusthe Doc甘扭的
of the Ocean-born Jina must spread and flourish! 

抗

前le vajraBódy, Speëch andMind bfthë JiÌlasofålldirections andall'times; by the 
il1usorý cÍraniä of the 'sõündsof thë BodhisâftvaS of thê threeKuÌås there washappiness'and 

; ;'béÎlefit fòÌ' Tibet likelhe :clarifying effect of the sun. Th~ DC?ctrines of the Ocean~born; Jina 
must spread andflourish! 

前le J扭扭個dBodhisattVas'ahd the曳的fsofAryasacfacoording to their w函land s:\1ow 
the il1usory drama of their incarnation, thus raising aloft the jewel pea.k of the victory 
banner of the stainless Jinas' Doctrines. The Doctrines of the.Ocean-born Jina must spread 
三個d'floUrish!
叭;1，; .三至…‘，

治Y cthèir óWIÌ power, all 自己、'Doctrines，" both general and spec划， were fault1essly 
translated, êdited, and c6rreèted，' àndby 也is thegreat door of light was frr-st opened 旭

、 Tibèt. TheDoc信iïiêsöf thê Ocean句otn Jinamust spread and flourish! 
;u 

The fortunate ones were discipliIied in the methods of Sutra and Tantra, and not going 
after any other practice they completed åll the texts of the oral teachings and commentaries. 
The Doctrines fo the Ocean-born Jina must spread and flourish! 

Thè great oceaii of the Doctp.nes ()f the spea.ker öf trúth is made most beautiful by 也e
jewèlsóf thetrêåsuiê ofthe"pròfound Dharma whièh join together thegood pa誼通 of Sutra 
and Tantra. The Doctrines of the Ocean-born Jina must sp起ad and flourish! 

Thedeeds :of.the 'amazing Sahtáia.ksita，、and theview òf the unequålled，叫orious
'Nagarjuna 三 these. two jö姐èd togetherwere sealed by the ritual system of the liIieage'-The 
Doctrinès ofthéOcean屯om.Jina mu.st sprèad arid flourish! 

μBy the~ essence of thè understanding of the three c1asses. of th.e profound inner Ta:nttås, 
the excellent se位'et path' ófspedal deep instructions, there is the wonderful blazing of the 

'rajnbowbody enterirtgDh泊ria.kaya. 前le Döctrines of the Ocean-born Jma must spreådand 
flou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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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c prcCÍolls Gurus who arc thc glory of thc Doctrinc, may thcy sprcau cvcrywhcrc 
like the-sky..May they illuminate inßU p1act':s like the sun and mOO l1; May they always be 
firm and steady like Mt. Meru.- 叫

May the precious Sangha who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Doctrine have harmonious 
minds.all~ puremoralityand bc ricl.1 in thc thrcc stlldics. May those who practicc thc cssencc 
of the Doctrine, the Vajrayana, have-purevows and complete the developing and perfecting 
systems. 于 戶一

Also for thepatron of the Doctrine, the King who helps the Dharma, may his admini
strat.ion 'spread and be 1ike a medicine forthe Doctririe. For the King's family and ministers 

可 who .prott<ct the Doctrines, with their intellects greatly increasing may they become powerful. 

For those who are sponsors of thë Doctrine , the house-holders and rich people , may 
they have、 .wealth and be free of troubles. FOLall beings everywhere who have faith in the 
pharma, mäythey havehappinesswith alloþstr山tionsp~cified.

AIso for me , the yogi who is staying on the path, wHn my vows not being lost, all my 
八wishes ,must. be aç,çûmplished. All;bemgs wh9are con江ected with, me; whether by good or 
J?y t>adactiolls, must beheld~by th('! Jinas both at the present time and until the ultirnate 

'. atfáinmènt. A1l beings lfi\lS( enterthe .door of th~' unsurpassed vehic1e, then they. a1J. must 
gain the vast kÍÌIgdom ofKuntuzangpo. “-

(D出醉的lY ,practic,e J1ús寸prilyerof aspiratiÇ>IJ. during the six periods of thÿday and 
ri@lt. YoWs. S~.ã1.)' 

The inclzmation of King Trisong Deutsan 's son, Murub Tsanpo , the gre(l t.Ter{o i1;1)e 
Chen Lingpa, at the great holy place of Seng Chhen Nam Drag from the right side 01 the 
rockhill ,called RinChen .TsegsPái GongMoOgMafor thewelfare Qf beings (t90k;out this 
treàsure.J 心 There was some cloth from Vairocana Úhe translatorJ, some siljc paperupon 
which Yeshe Tsogyal had written 的 the ha1'Zdwritin:g script. He gave.it fmmediately 10 
Padma Garwong Lodro Thayae who made.a correct copy. May virtue spread. 

THR.PRAYERQF ASPIRATIONFORTHE..SPREAD OFTHE NY剖GMAFA
弋 B∞0仰CTRI別NE昀S.戶圳‘.WHIC個H

In the fma叫a叫1 f缸ïve hundred year period of the Dharma, to move the minds of the Gods of 
.th.e.-Jb.ree. .Roots (Gu闊， pc叫va丸，.Dak抽i) (encouràgÍ.Ilg tlwmto help us吋)， arid s叩prl昀eadth'e precious 
e閃哩s臼G叩nc臼e of Jhe Doctrine. (by. re平吋ding.thi世郎i拉sprayer.吋).片-;:t拘t切o haye the desire to .do thisj抖jus仗t. once is 
also IÌle侃as叫llrelessly VÍrttlOUS. Als9 ，_:fu~y ÿompleting this pray叮 of aspiràtion öf the Bodhis
at卸的電 in all our lives may we meet with the Jinas' Dharma of the profound path of the 
向sence.of the Dharma(Atiyoga). Then by holding 泣， practicingit and spreading ít tO.otht!凹，
may all t>~ings quickly gain the tw<? forms of Enlightened wisdom by the benetïcialguidance 

一 of tMsprayer-wheneveryou like, and espec凶y when manypeople, gather together，戶pray 扭
一 thisway: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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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one who is devoted to Me always observes the puja on the Tenth Day, 
By virtue of practising the sadhanaaccording to My instructions, 
He 'Will rêalizethè wellbeing ofthe kingdom." 

Heconfmnèdíhese adamantineverses, whichsurely spèak thè truth, many times and 
令 hot onè tiihe önly:Hè would never ‘ deceive 一 those disciples appèaring in later times who 

believê in'Hisprömise with a11 their… heart. With ever increasirig efforts may they' spread 
widely:t凶s festivalwhich isalw犯yS productive of benefits and happiness 加 one's present life 
ahd iri a.11 fùture lives. JMay this festival of benefit' and joy bealways observed' èverywhere, 
togetIier' with the ph缸ma， in the presen,ce åf those who dèsiré liberation. S扭曲缸ly， may 
thèse glád tidings'bèdisplayed 1ike a beautiful yóungmaiden, attractively bejeweled and 
gnlced withweU-=èxplainedexce11ent meanings forevery word. May the messengers ofPadma 

. wàrtdei everywheiè' in every direction. 
一。、言

也-

白白令.textwás composed by Jigdral Yèshe Do討e (H. H. Dudjom Rinpoche).'May happi
代 iless'àÍ1d'goöd~ foÎtÙne come, 

-Th iS ‘ precióus' text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οriginal Tibetan into the English langúizge 
.:'bY Vizjranàthâ (JölinReyno!ds). Done at'Sa.ntiniketl仰的is E.智力的 Tibetan LU1'#ar Montli in 
. th.è Yèàr":o{ih'e. Jfater~Mouse (September 1972). May allsentien(be,(ngs swiftlyat的知
. Enliglitênmeht. 。

;';.THEPRAYER OF ASPlRA'tION..'BY… GURUPADMA SAMBHA VA CALLED 
“THETEN川DIRECTIONS AND THEFOUR TIMES" 

Salutation to the Guru. On the tenth 臼y of the monkey month in the monkey ye缸，
說 the green floored middle storèy of Samye monastery when the Vajradhatu Mandala was 
meditåted.on and revealed by Padma Sambhava, he spoke tltis prayer of asprratión (for the 
benefit of be扭gs) and said that.aUthe 組ng and subjects'(K個gTtisong Deutsanand the rest 
of the twenty-Eve izmcr disciples)should really practicetit.Those who come 泊 future times 
must always p.rnctice it òhè-þöintedly; 

Jinas and Bodhisattvas of the teÌ1 directions and' thefour t加es， with the hosts of Gurus, 
Wishlng Gods, Dakin函， and Dharma Protectors, a11 without exceptiön, as nuinerous as the 
particles of dust in the universe - please comehere! 

Please sit in the sky before.me upon ，cu曲ions ofsun and moon; Withbody, speech and 
mindI devotedly make obeisance, and offer thè outer, m.nerand ， se叮èfoffeIfugs with 
sunyata meditation. Before the great ones, the Sugata~， I'feel shaine and , sórrpw: at the sins 
1 haveaccumu1ated 扭曲e past. With regret 1 truly‘ c~l!fess aIid' beg forgivèri~ss for my 
present non-virtues, and 1 promisethat in ftittire 1 will abàridonth,ese ways. 1 r吋oiè:e at a11 
the accuinulations of meritand'virtu~.二 Irequestthe. hosts oJ Jinás notto pass 扭tó nirvana 
but to teach the Tripitak;aånd the Mahayana doctrines. A11 virtues without exception' 1 
dedicate to' the minds of a11 beings - they a11 must gain the stageof unsurpassed liberation. 

Buddhas, Bodhisattvas, pleasè listen to me! With. this ve可 goodprayer of aspiration 
whichl have done , may a knowledge similar tothatqfJina，Samai泌的h甜甜， theBodhisattvas 
and Arya Manjughosa be fo11owed byme in study and'pm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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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ur wisdom wil1 radiate 卸toevery area. The dangers dueto unfavouråble planets and 
st前s， un1ucky days, enemies and thieves wil1 no loIiger threaten us; good fortune and well 
being w il1_ in位ease .everywhere at)lome.and abroad_.~The.mischiefdue to e缸th-spirits (sa
bda帥， Nagas， andfierce subterrane!ln b~ings (gnyan) ~illlikewise no longer threaten us; and 
the.:Dhar:rÌ1aProtectorsand Guardians. ,wil1 accomp~h those .deeds with which they 缸e
ch缸geci. Thedamage causedbyhindrances, enemies， ~nci evil spiritswil1 be ameliorated;:and 
wew扭扭曲，er under'ourpowet: whatever we.desire. Diseases which cause the bòdy to waste 

_ awaywil1 be c1ean阻止 bodily healthand happiness ofmind for ourselvesas well as our 
friends and relatives wil1 inCt:ease;. and we wil1 obtainr whatever objectwe. contemplate. 
Unlucky periods. among the days,. monthsand ye缸s， ~s ,well as il1 omeIls generally, wil1 be 
mitigated; and we wil1 fully recover whatever dominion and good fortune we may have lost. 
E世lspirits， who cause d訟eases， such as the Bhutas and the eight groups of spirits, as well as 
the.conditionsof uJltimely 心 death w il1 .likewise be pacified. We shall bti freed from the 迎
effects òf contageous magic (gtad), the di泌5a油bl幽i訂n唱g effects 0叫fma叩nt甘ra品S whicl1 ÏInpair th峙1吟爭?拉μèf晶Jun郎l叩c
tion of the int師el齡1誌ect (臼sel) and whi色φφh di泌s仇恥1r拘b ou叮rr peaceof mind (仰bya“d.耐1泌叫a吋)， as well aS 

.elementi11 spirits evoked to llarIp. llS by.causing disease o:r calamity (rbod-gtong). In<ieed, our 
#wn body WillbecoIIie as, s~i"ong as diamond. Hypocritîcal deeds 詛 violation of our仰cep峙，
such á.sariy'd~fe(;t' ór <iefáu1t pf the three. types of vows, as well as all transgressioris of the 
sarilaýa: vows, wiI1 be èlean間d; and our mind wjll become pure~ Untimely death and other 
accidental disastets wil1 not 訂ise， and immediately upon passing from this life' we shall be 
rebom in thep時間n自 of the Guru Himself 祖 the Realm of Lotus Light, Padmaprab恥"
kset間， (padma 'od zhing). A1so, from the practice of reciting the prayers in their proper 
o吋缸 particlll缸:ly.. ~t tlle t卸le..of.p叮formþ!g puja,, ;.we s1J.allbecome asone who possesses 
扭曲甘tebe的fits;。想faêcùìhulatëd~ìherifShall bèinexháilstible.' 

According to tllefamgßang:如(bla::mag臨時 'dus):
“On the Teri~h Dày Of them6nkey morith of the monkey ye當:
And on all the Tenth Days of the other months，必

. My manifestatiollswil1、eìnanate throughout Jambudvipa詛 p缸ticular;
.At;ld 1 ~hall bestowslddhisboth: ordinary and supreme. 
的 forthôse Who perform thè sadhana of the Guruthroughout 甜甜 entire 草色'.
If they persist in this, then at the time of passing from this present life, 
They wil1 be absorþed 詛tQ My O\yn)leart.Centre.~' 

Acèording to the Tre_~suìe tradition (gteÌ'-lung) of Ratna L加gpa:
“WheÌl eachTen世1 Day of the moiith arises，… ι 
Those who remel 
They anq 1 shall inde.ed be inseparable, '"τ 
:r 9 Mýsons, Mý disciples, theking and. ministers of Tib肘，
.On t，heJ~J)吐lDay of e&ch mOl)th, 
I MYFGEW血 appeztithhlprOMSG?

一 I ， .P<igmasamþ.hava， W01ilq néverdeceiveoth~rs~" 戶戶
; Accordmg to the Zhal~am Ser-treng (Zhal-gdáms g歸r-phreng):

-勻， Urgyan， p缸tic叫缸ly ontþeTerith Daywhich is tþ.e Great Festival，一
Will comé tô thesnowy land of Tibet, 
Riding upon the raysof sun and moon, the rainbow, the mists or 扭扭;
Andshall r~move;.aR()þstacles impeding My devoted disciples. 
Upon:eachI組組lbe~tow the FoUr Consecrations which they desire. 

'. Thisis rny proniise and pa:dma wo.tildnever deceive' an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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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i釘irt此thika部s…;\。f台台'rom Tamr缸ιdv叫ipa (Z己ang郎s弋它刮g斟1跆i虹n璿g) threw Him 扭t切o the river Ganges. But having 
performed a vajra dance in- the sky, by His magical powers He caused the waters of the river 
to rèversetheir flow. Having awakened faith in them, at the time of establishing the 
Doctrine in their kingdom, He became known as Kha-ding Tsal (mKha九.Jding rtsal) or 
Khagamana, He who soars in the sky like the Garuda. 

9. The Eighth Month: On ,the Tenth Day of the month of the Dog (khyi-zla), having 
been given apoisonous concoction , by the Tirthikas, He transformed it 泊to amrita which 
could 'do no harm. Thus, inthepresence 'of His own radiant and he刻thy countenance, by His 
greatly expanded magical powers, He caused faith to arise in them all. At the time of con
verting the Tirthikas together with their retinues to the Doctrine of the Buddha, He became 
known as Guru Nyima Odzer (Nyi-ma 'od-zer) or Suryaprabha, the Guru who is like the rays 
ofthe sun. 

10. TheNinth Month: On the Tenth Day of the.Pig (phag-zla), having assumed the 
divine form the Vajrakumara (rDo吋e gzhon-nu) at Yang-le-shod 扭 Nepal， He bound by 
fierce , oaths the gods and demons of the countries of Nepal and Tibet. Having performed the 
Sadhana of Sri Visuddha Heruka (dPal-chen Yang-dog)，的 the time of attaining the 
Vidyadhara stàge of the Supreme Mahamudra, He became known as Guru Do.rje Tod-treng 
Tsal (rDo-.rje thod-phreng rtsal) or Vajra Kapalamalin, the Adamantine Guru with the 
garlandof skulls. 

11. The Tenth Month: On the Tenth Day of the month of the Mouse (byi-zla), He 
缸吋ved inCentral Tibet. Having subdued the hostile gods and demons of Tib泣， He erected 
the great monastery of Cho-khor Pal-gyi Sam抖， and lit the lamp of the Holy Dharma of the 
Sutras and the Mantras. At the time of accomplishing the ripening and liberation of the 
fortunate king and twenty-five disciples, He became known as Guru Padmasambhava, the 
Lotus-born' Guru. 

12. The Eleventh Month: On the Tenth Day of the month of the Ox (glang也la) ，
having conjur~d up , His wrathfu1… form at P缸0， at Tak-tsa峙， and elsew1iere in Mònyu1 (the 
country of Bhutan), He put under òath all the local deities and treasure guardians (gzhi
bdag gter-srung). He then concealed in both central and remote places within the Himalayas 
those Hidden Treasures which are incomprehensible to the mind , consisting of doctrines, 
jewels, and other holy things. Then at the time of bestowing se臼et oralinstructions and 
making prophecies regarding the protection , of the Hidden Treasures by the Deities, He 
became known as Guru Do.rje Dro-lo (rDo吋e Gro-lod) or Vajr叫αodha， the Guru .of 
Adamantine Wrath. 

Sirnilarly, there are special benefits accruing to us from the observing of the monthly 
pujas on each of the Tenth Day great festivals in the ordFr given above. For example, those 
叫1 spirits which cause diseases will be pacified. Our length of li品， virtue, and wealth will 
扭叮ease; and ol:l! h，!-pJZ坦白笠 of m泊d， quick courage,' and brilliance of personallty will 
likewise in臼ease. Both human beings and non-human spirits will be gathered under our 
power; our dominion and prOsperitywill in叮ease; and the local deities and 那缸dian sp出ts
will heed us 的 if they are our servants.τ'he harm and injury 臼U間d by the Lord ofDeath and 
the ei8ht groups of spirits w迦 be mitigated. Our moral precepts will be completely pu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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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Sixth Mont:4: At sunrise on the Tenth Day of the month of the Monkey 
(sprel-zla), He wasbom miraculous1y inside a lotus bud in the middle of lake Dhanakosa. At 
the time of His tuming the wheel of the Dharma for .the Dakinis on the island in 甘úslake步，
He became known as Guru-Tso-kye DOIje (mTshö-skyes rdo吋e) or Saroruhavaj詣， the Guru 
who is the Lotus-bom Vajra. 

2. The Twelfth Month: On the Tenth Day of the month of the Tiger (stag-zla), 
having been irivited by king lndrabod隘， the king of the country of Uddiyana, He was 
installed as the crown prince, ìmd received 泊 marriage as His wife the princess Bhasadhara 
('Od 'chang-ma). At the time of His preserving this kingdo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harma, 
He became known as Guru Pema Gyalpo (Padma rgyal-po) or Padmaraja, the Guru who is 
the Lotus King. 

3. The First Month: On the Tenth Day of the month of the Hare (yos-ila), haviI;lg 
renounced His kingdom, He practised åusterities, yoga and liberation in the great cemetery 
of Sitavana (bSi1-ba'i tshal), the cool forest. At the time of gathering all the Matrikas and 
Dakinis under His power, He became known as Guru Santaraksita, the Guru who is the 
Guardian of Peace. 

4. -The Second Month: On the Tenth Day of the month of theDragori (‘brug-zla); He 
tookPravr吋ya ordination from the Bhiksu Ananda. At the time of demonstrating 1世s attain
ment of unsurpassed comprehension of all the knowledge and learning contained in the 
Sutra and Mantra systems as tau的t by various .scholars, He became known as Guru Sakya 
Senge or Sakyasimha, the Guru who is the lion of the Sakyas, and as Loden Chogse (bLo
ldan mChod-si"ed) or Mat卸1an Vararuci, the Guru possessing lntelligence and Supreme 
Desire. 

5. The Th封d Month: On the Tenth Day of the month of the Snake (sbrul-z1a), at 
the time when the;king of Zahor tried to bum Him a1ive, by his ma斟cal-powers He trans
formed the middle of the frre into a ~ake (called ~ewa1，sar - Tsopema). Sþlce :“1e people 
developed .faith in Him, He established the Dharma 旭 the kingdom. Then having taken up 
with His divine consort Mandarava, atthe time of displaying His. Adamantine Body, He 
became known as the immortal Pema Jungne (Padma 'byung哲1as) or Padmakàiå, He who 
is bom of the lotus. 

6. The 'Fourth Month:. On the Tertth Day of the month of the Horse (rta-zla), when 
certain evU m扭扭扭扭 of the land of Uddiyana tried to burn a1ive this Divine C~uple， by His 
powerHe transformed the frre 扭to a lake. 油len by his magical powers he caused the radiant 
and resplendent form of the Divine Couple to appe缸 on top of the stem of a lotus plant, 
and thus He 缸ranged for the arising of faith in the people. At the time of accomplishing 
their ripening a學d liberation~ since He was a~ ocean of Dhamia embodying the word of the 
Buddha, He became knownas Guru Padmav吋ra (padma V吋ra"rtsal)，世1e Guru with the 
lβtus and the Vajra. 

7. 明le Fifth Month: On the Tenth Day of the month of .the Sheep (1ug-zla), since 
certain Tirthikas_from South India were causing great harm to the Buddhist Doètrine, with 
His great ma斟ca1 powers He ground the Tirthikas gods together with their guardians into 
dust. At the time òf 甘1e waving triumphant1y in the skyof the victory banner of the 
Doctrine of the Buddh", He became known as Guru Senge Dra-drok (seng-ge sgra-sgrogs) or 
Simharavana, the Guru who roars like the 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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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ne1its 01 Qbs鉛er川vi趴ng the Great Fes泣甜t目iva剖I 01 the Tenth Day 

by H. H. Dudjom Rinpoche 

OM.SVASTI 
May we obtain refuge 扭 all our future rebirths 詛 the Uddiyana V吋radhara who 

removes all difficu1ties; .the mere.recollection of Him brings about the bestowing of many 
desir帥， siddhisand blessin郎， jùst as does a wish哲antinggem， a wish會anting tree, and a 
precious一 wish-granting vessel. 

According to the Pad-di:mg-Tsek-pa (Pad-sdongs七rtsegs-pa)， that root Tantra which 
emb.odiés the Mind of the G~ru， the Guru Himself proclaimed: 

“1 am He who is known as the Self-originated Lo恥，
And.who emanated from the heart centreofthe Buddha Amitabha. 
1 am AryaAvaJ.okitesvara whois the 1ight ray of Speech. 
1 am the brother of all the Dak.inis and the king of the Viras. 
1 am the sp組tUà.I activityof all the Buddhas of the three times. 
1 am He who, po.ssessing great strength of compassion, 
Appears as theNirmanakaya of the incomparable Saniantabhadra Mahavajradhara. 
1 am a great wave of spiritual activity which converts everyone, 
Filling the minds of all sentient beings with hope." 

With the voice. of the fearless 1ion which is itself Secret Adamantine Speech, He 
reveà1s His face.From His divine form which embodies all the Buddhas in their infmity, He 
emanates and then re-absorbs again into Himself all the Mandalas of the Gurus, Devas, and 
D成扭扭.P訂ticul缸ly to His disciples in the snowy land of Tib肘， He has shown even greater 
kindness than the actual Buddha.Himself by His coming personally to that country, where. 
He is universally known as Padmasambhava or Pema-jungne (padma byung-gnas), the .Vajra 
Guru. For anyone who beholds His deeds, the understanding of a disciple will grow within 
him. As for 'the several occasions on which He displayed the great deeds of His marvellous 
career (rnam-ther), they came precisely on the Tenth Day (tshes bcu) of the waxing moon 
during the twelve.months of the year. 



~ ，高吶吋A訥軍神智!伊瓦片制何為.~只怕吋呵呵叉的

想伊斯。-的喇喇叭!青產品桐柏刷新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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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ê~rt，lf刮酬，多尺，為尺，呵!有恥，如啊"õ有反﹒呵"~吶! 到.

na chos thams-cad stong-þa-nyid de , mtshan-nyid med-pa , ma skyes-pa , ma 

~"8\1"~可呵! 頁，到汽丘，到呵，呵，為汽呵! 實，呵，柄，呵! 可反﹒只呵呵悶，呵!

'gags-pa , dri-ma med-pa , dri-më主 dang bral-ba med-pa , bri-ba med-pa , g剖19-

峙，為只，呵呵， ，告"~~"~"~"~"司啊，等丘，呵，戮，呵呵納悶" 7 的丟失，

ba med-pa'o , sha-ri'i-bu de 工ta-bas na stong-pa-nyid 工a gzugs med , tshor- 閉

呵"~'\， ~5令悶"~'\， ~5弓啊刮刮到只!柄，均可司悶，肉，為汽!柄，

'du-七yed rnams med , rnam-par-shes-pa med , mig 

為汽! 美可為汽! 雪，為汽! 兮"~'\， 想桐，為汽! 肉TRR! 句是可峙，認!

'du-shes med , ba med , 

med , rna-ba med , sna med , lce med , lus med , yid med , gzugs med , 

!柄，為，悶悶，為"~啊!天可'5r~汽!失﹒剖汽!詞"ð:可皆為汽!

sgra med , dri med , ro med , reg-bya med , cos med do , mig gi k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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