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采酬金f'J 
到
仇
之

i輔
佐山!

• 

... 

逆
花
立
大
士
(
。
可
嘉)
之

恭
敬
佛
像
功
德
•• 

凡
見
佛
像
，
必
須
存
心
恭
敬
，
不
可
稍
有
褻
潰
，
要
勿
加
以
損
壞
。
即
使
置
在
抹
上
、

或
地
下
，
甚
至
跨
越
，
其
罪
甚
犬
。
薩
迦
巴
根
寮
澤
程
佛
爺
闕
示
廣
大
心
耍
一
去•• 

「
一
人
於
雨
中
見
小
泥

塔
，
急
拾
革
履
蓋
之
。
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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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
=

一貫
之
名
，
或
見
佛
像
、
佛
塔
，
皆
可
為
成
佛
種
子
。

第18 期日二月二年三十七國民羊中

日 一初月正卒于甲曆農



現觀蛀嚴論頌盼 法尋法師誇

是有炳迂持否有可守信汽根研究咱梢頭

會如此三大 o 臼覺所為事。

~字紙對句，媽吋睜開Y晃嗯嗯柄令

、由放等別別。背揖施等失。

格達萃呵呵特有多!閉話題可有想;桶和呵呵

故拔甲修行。六失去口經說。

可啦!可手們研慰fWl載有帶汽~l喃7月失明桐柏柄哼!

靜是、無色定 O 施等道是等 o

A 持吶喊究取嗯哨兵，11哨科研夫在了嘿嘿可午1
成就無所得 oi輪善清淨。

主只玻利梅奇舔了新開電貝爾金平均吋
所為及夫通。於一切相智。

吋VQRE:如前主呵呵!貝貝呵呵V真有Tq吋棚，或

能趣入正行。當知并大來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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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舉
一
丌
大
黑
未
及

一
一
一
護
法
進
項
剪
影

對

主丸
之

止一
台市

方合

A
口
中
金
剛
采
學
會

是

西
藏
無
上
密
乘
育
嗎
巴

史
略
講
座
預
告
本

社

西
藏
無
上
街
乘
之
即
身
成
佛
法
，
係
始
於
報
身

佛
蓮
華
生
大
士
，
以
阿
彌
陀
佛
之
化
身
，
降
臨
於
世

，
先
後
在
印
度
、
西
藏
弘
揚
，
從
學
侃
得
大
成
就
者

，
本
可
勝
數
目
其
教
派
名
響
瑪
巴
，
義
部
舊
派
，
漢

人
稱
之
為
缸
敬
。

自
藏
玉
歸
還
瑪
毀
誠
佛
教
，
三
皮
式
徽
，
其
後

代
有
傳
入
一
!
…
延
綿
不
絕
。

敦
珠
響
波
車
授
記
轉
世
，
已
十
八
世
，
其
第
二

十
世
J
t成
佛
名
無
邊
光
，
~
聽
勝
成
就
，
己
早
有
授
記

口
立
學
術
高
深
，
教
理
精
湛
，
著
述
宏
富
，
凡
二
十

五
函
;
更
編
印
「
響
瑪
十
萬
續
」
'
弘
傳
於
世
，
使

蓮
師
巖
織
秘
典
，
一
本
現
人
問

j
J
其
利
益
有
情
為
何
如

耶
。
故
歷
年
西
藏
年
膺
，
均
以
其
法
祖
列
前
，
深
表

崇
敬
之
一
意
口

香
港
台
灣
金
剛
乘
學
會
導
師
摺
銳
之
居
士
，
持

於
七
十
五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
及
十
九
日
，
每
晚
七
時

半
至
九
時
半
假
座
台
商
市
中
正
圖
鑫
館
(
中
山
公
園

北
邊
，
鄰
近
公
園
北
路
〉
一
音
樂
室
，
演
講
「
西
藏
無

上
密
乘
響
瑪
巴
史
略
」
'
一
歡
迎
聽
藉
口
聯
絡
處

•• 

台

南
市
文
賢
路
一

O

去
。
巷

-
Z弄
咽
十
八
讀
讀
葡
話
•• 

A
O
六
三
〉
二

J

七
一
一
二
三
五
、
及
一
一
九
。
一
叫
二
八i

九
魏
鈴
木
。

一 5一



本
期
要
自

:fU創日十二月…十年八十六閻民華中

春
節
就
辭••••• 

ji---ji--

•• JJ.-

....... 

ji--

•••• 

劉
銳
之

3

蠹
…
西
藏
錦
寺
頂
之
在
嚴

.. ji---ji--

•••••••••• 

朱
雨
田
攝
4

:
…
劉
銳
之
上
師
於
臺
中
金
剛
乘
學
會
舉
行
大

E

…
聽
天
及
一
一
一
護
法
權
頂
剪
影
••• 
ji--

••• 
J1 

..... 

鐘
祿
湘
攝
5

西
識
無
上
密
乘
會
瑪
巴
史
略
講
座
預
告
....... 

ji--

••••• 

h本
社

5

一
一
一
體
文
字
真
實
名
經
跋
與
祝
詞
簡
介

•••••• 

ji--

••.••••••• 

鍾
祿
湘

7

旋
轉
嘛
呢
輸
介
紹••.••••.•.••••• 

ji--

••••.•...••••••••••••• 

劉
銳
之
間

四
皈
依•••••••• 

ji--

••••••••• 

ji--

.•• 
ji---ji--

.••• 

本
社
"

本
會
法
訊•......•......•.......•......•................•....••• 

鍾
樣
湘
泊

菩
薩
斌
聽
講
記••• 
ji--

••••.••••••••• 

ji--

•••••• 

j
i
-
-
-黃
教
英
缸

甚
深
跨
義
精
華
法
要
親
聞
記.................•..... 

j
i
-
-
:
黎
目
光
認

天
與
天
道
之
蓋
別••••••••••• 

ji--

•.••••• 

ji--

••••••••••• 

林
祟
安
川
的

民
國
六
十
三
年
歲
暮
感
懷.. ji--

••...•• 

ji--

••••••••••• 

劉
銳
之
圳
的

一
、
蛋
北
郵
政
信
箱
五
十
一
一
一
之
八
四
八
號

(
關
內
劫
印
論
和
用
鄧
設
立
志
。
九
八
九
號
)

'
之
、
一
脊
港
北
角
英
由
取
這
七

0
0
號
北
角
大
庇
七
慎
A
w
m

'!. 
帥
卅
豆
、
是
加
坡•• 
〉
M
U
H
J
M
W
V
阿
缸
"
。
中
皂
白
O
W
M
〉
H
E
切
叫
，
﹒

法
閃
閃
〉
肉
"
ω
H
Z
O〉}
u
o
m
M
W
W
B
H
m

﹒

a
M可
四
、
馬
來
茁
迎

•• 

∞
白"
ω開
Z
H
Z。
。
〉
H
N
H
)
開
泊
、
吋
〉H
I

R
U
M
M
H
Z
O
W
M
M
M
W
M
N
〉
M
F
玄
〉
州
、
〉J門
認
〉
﹒

'
五
、
加
拿
大
•• 

M
∞
N
O
I
&
ω吋
閃
開
開
吋J
H
N
U
Y
肉0
月4、
叫
，
o
v
h

A苟
延
〉
們
切
閃
閃
、
間
，
〉
"
吋

m
尸
1
N
ω斗
。
〉
Z
〉
U
〉
﹒

几
向
你
地
索
閉
，
站
附
M
鄧
役
，
掛
外
助
印

，
論
以
外
幣
縫
菜
或
現
金
掛
號
直
接Mm交
蜜
北
郵

政
信
給
五
十
一
一
一
之
八
蚓
八
蹤
，
任
何
幼
印
，
必
在

下
湖
海
↑
州
公
的
徵
仿
。

自
覺
荼
寢
室
吟
草
••••• 

ji--

•••• 
ji--zi--

.••••• 

ji--

•• 
陳
毓
煦
站

密
海
藏
發
目
錄
自
序•.••• 

ji---ji--

•••••••• 

ji--

•••• 

劉
銳
之
站

印
度
佛
教
史
之
神
通
仰••..•. 

ji--

••••• 

ji--

•....•.••• 

劉
銳
之
泊

詩
文
接
選•.• 
ji--

•••• 
ji--

••• 
ji--

••••••••••.••••••••• 

劉
銳
之
訂

咕
嚕
咕
功
能
明
佛
母
曇
鈴
鱷
華
踅
修
習
法
自
序

.•.......... 

劉
錢
之
初

西
藏
密
宗
靜
坐
法
詳
釋
j
i
-
-
j
i
-
-••••••.••••••• 

j
i
-
-
-劉
鏡
之
詔

造
像
暈
度
經
序
﹒
•••••••••••••••••••••••••••••••••••••• 

清
章
佳
胡
圈
克
突
泊

八
大
喜
慶
讀
﹒
......................•..•..............................•..... 

認

捐
助
本
刊
芳
名.................. 

ji---ji--

...• 

j
i
-
-
-本
社
扭

封
面
•• 

逆
花
生
大
士
(
湯
品
)
之
三
一

封
面
裘
•• 

現
觀
其
最
論
頌
紳
(
議
淇
對
照
〉

封
底
•• 

嘉
德
滿
都
宵
瑪
巴
小
廟
內
之
喇
嘛
在
轉
摩
甘
心

輪

封
底
裘
•• 

宵
瑪
巴
師
佛
傅
可
祟
祟
統
口
瀰
勒
菩
薩

-6一

F
出
絞
者

•• 

金
剛
乘
學
會

戶
發
行
所

•• 

金
剛
乘
隸
誌
社

凹
發
行
人
隸
社
長•• 

萱
淑
一
息

呵
創
刊
戚
長

•• 

林
崇
安

呻
執
行
編
輯

•• 

鐘
樣
湘

申
社
統

•• 

鑫
北
縣
永
和
市
秀
朗
路
一
段
九
十
一
號

叫
通
訊
處

•• 

憂
北
郵
政
信
箱
五
十
一
一
一
之
八
閏
八
號

月
郵
政
劉
援

•• 

一
五O
九
八
九

向
印
刷
品
咽

•• 

、
永
裕
彩
色
印
刷
公
可

呵
地
址
:
菱
北
市
雙
圈
街
四
十
九
巷
十
六
號

申
行
政
臨
新
認
為
烏
版
憂
諒
字
第
一
一
一
九
八
號

戶
中
華
郵
政
牽
字
第
四
四
。
一
一
號
執
照
登
記
為
第
一
類
新
閱
鼠
類

向
中
攀
民
國
雜
誌
事
業
協
會
會
口
氣

、包。

會學乘剛金

香
港
方
面

香
港
北
角
英
這
道
七O
O
號
北
角
大
廈
七
棲A
座

電
話•• 

H
六
一
九
八
二

學
灣
方
面

蓋
一
北
市
忠
串
串
東
路
六
段
昆
陽
街
一
五
五
號
間
接

臺
中
市
仁
和
路
之O
五
卷
七
莽
間
﹒
之
間
號

電
話
:
(
O四
二
)
八
七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0
.
八
七
。
一
一
一
五
一

高
雄
市
民
族
二
路
一
。
一
一
之
五
號

電
話
:
(
O七
)
之
八
一
個
八
三
一
了
七
七
一-
I
M
-
-

一
七
五

一
口
二
一O
E
-
-一九

密
乘
出
版
社

社
址
:
華
北
市
數
化
南
路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O
卷
十
七
號
一
一
一
發

電
話

:
(
O
一
一
〉
七
五
一
一
七
一
一
一

O
七

-
通
訊
處
•• 

華
北
郵
政
信
箱
一
本
十
一
一
一
之
八
四
八
號

郵
政
割
援•• 

五
…
一
一
山
之
二
.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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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丈字真實名經跋與祝詞簡介 鐘隸湘

敦珠霄汰車對生妙吉祥真實名經五體丈宇合壁的印行，

非常重坑，已咯丸前千IJ 0 現在於格式及一部份細飾，仍待

鑑定示筱 D 但於亞克與祝詞，早已領下，敘述印行捧起，且作

加持 o 已由 劉銳之土師，譯成?其丈照製辜核 D 目前 t 師抵

台卒，當地弟子，請求作此講妥，皆大歡喜 D 囡念各地師兄

弟，當亦希望先視為怯，一沾 師和法息;故特梨版公布。

1喃喃柄制裁你的悶熱萬余付你小齡相呵呵納特想哈利哥哥

車妙吉祥真實名經一體艾字合璧故與祝詞 天

ER糊糊 科會! q憫之汽吋『竟如孟加梅河 !高a;~哦啊?賴喇村一

鼓 1 自 鳴 願吉祥 贊劫剎土導師釋迦等 希有大智會在生妙

「那可 研制制呵吶稍稍制制!漁村村喇叭和呵呵 !那司屯司司令咐…

J肉L 無J]IJ輪迫為主依祐丸 祈詩賜降吉祥之花兩廿 一切勝者智

令、

市玄
妙
去口. 

浮于

實名真
經

-.1\ 

九」

一



真
真1
嗤

Sf ll 

柏村哼l 1有利桐柏引糊糊!何呵呵熱帶;神吶 1õ.Wir;~:q剎俐的呵呵呵!
慧薩雄等 妙智名稱宣揚世聞手\1 義不可詮一切設之基 是請搞室主夕吉祥智去臼

一
夜
妙
吉
祥
展
勢
名
經

九d

O 
L-，..個句自

∞ 

可 !桐詞輸科夫閃電啊 !而喻耘新稿和兩制?! !你司 q和相吋呵呵們只軾的

明智金向IJþ:求勝鋒銳劍 切斷輪涅室有大武器 於此不依雖以他方使

!這如竟如何啊!還蚓 、 1月吭吭宵節水啊] 1吋呵呵呵汽咱們利。該兩月1
但不能斷世間之j妾，會問臼 由是清淨幻化歌舞者 的足勝等會劫所調主

「一一}﹒

色
l
_tlJ 
(pt 
.ß 

a且11.?

、海! 阿達百奇特柯椅也可 !冉冉噁憐憫之~~\'\l:q:l\~~~\ ~ ，喃喃
引導解脫寂靜景家故 話說;名號哥t~]}:.嗽。:最音臨 吉祥童子

一
定
妙
吉
祥
其
實
名
經

九s

i上 i一一一

L 

毛贊這ERes納 悶閑逛司司總有如穹嗨! 閃失孰不弱可叫那時司 1蝴呵呵呵呵…

赤松徒真正 雪J.l.黑背1'1 開示生教法 開始引發瑋:/，t;寶放光 諸來精莘哈比

建汽吶咒!等~你喇叭有i多~~~汽~呵!
符完完曲 本宗第二佛吃i芝華主

l"1r鍋內~，研制，呵!
于其智是?頂嚴卑嗎那

總
結

正、



V戶

布，

-，.，..四----，

a
b
A
玄
學
d

輛呵?村剩fl{啊1 '1持和呵呵呵成啊I \, 1可外兩月哥哥i稿請你嘿，1 11柯
善說訣妥與室主釋 偉大詩師名嘉莘巴iJ.色的 得與社J豆豆移喜蒜、叔f具 jM+ 

啊啊!司和制~1 , \喃喃?桐柏洞開得翱翔喘病 d 兩輛“
梵體譯西威語丈 無有錯誤可供作扶擇 誠地諸戶們扎得比勝、棒的 大中華

啼啼輛呵!桶和縛屯村部呵呵呵1 1桐柯柄呵呵哈!鬧市叫到楠、
囡土與此相應 ?適當元朝具揖善時代 弘揚兵車勝佛教大寶氣 譯述抄吉祥

一
哇
抄
吉
祥
其
實
名
絃
先a

L--.J 
L-扭曲一

一
一

但

三星

」

海1 '何尚可章可司 令 閃電研哈爾叫你司令1 1可稍有~~~柏村村呵!
法帶立姆的 往昔發，心善願已成熱 其名字為釋智夫比丘
?τ 只Æ::r ~，~V 'l 

梧桐們汽向你可?如啊!你羽絨翱啪啪高11 (" 晰可州到糊糊糊

從事逆譯成i真地語文 筱代勝解這f得開怠眼神 積累白索抵得很細呆

!科研制嗎喃喃t l~輛可均有只可!司令!吶!有糊想到只有喇叭 10

佛說如此則功不店搞一 無有其主妾諦話得琨證 留於筱世亦可以瞭然科

。

I ;r~ I 
I -"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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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旋
轉
瞬
呢

介
紹劉

銳

之

督
年
求
法
於
印
度
之
噶
林
邦
時
，
會
朝
拜
當
地
之
喇
嘛
鸝

字
，
崩
長
方
形
，
外
為
走
廊
環
繞
。
朝
拜
者
當
中
頂
禮
己
，
循

廊
而
是
，
右
繞
一
一
一
距
。
廟
堂
外
壁
，
有
嘛
呢
輪
排
列
，
繞
者
以

手
旋
轉
之
，
謂
可
邀
功
德
云
。
且
見
有
喇
嘛
手
持
嘛
呢
輪
，
沿

途
旋
轉
者
。

年
前
兩
至
尼
泊
爾
之
嘉
德
滿
都
，
當
地
有
歷
史
悠
久
之
自

J

塔
，
塔
之
四
菌
種
艙
，
均
按
有
嘛
呢
輸
，
朝
體
亦
輒
加
以
旋
轉

，
會
攝
有
圖
片
，
今
附
錄
之
。

金
剛
乘
學
會
，
在
台
中
新
建
會
址
，
如
果
因
緣
和
合
，
將

在
前
門
牆
上
，
增
設
旋
轉
輸
，
輪
名
嘛
呢
，
以
念
誦
觀
世
音
六

宇
大
明
，
能
得
無
量
吉
祥
也
。

孫
景
風
居
士
前
釋
有
嘛
呢
輪
旋
轉
功
德
篇
，
具
道
詳
盡
，

謹
以
介
紹
，
以
供
問
道
參
考
。
居
士
為
吾
廳
門
，
始
習
臘
文
譯
述
行

世
者
，
本
篇
附
錄
藏
文
，
並
經
用
紅
筆
親
自
改
正
，
彌
足
珍
貴

b

余
生
也
晚
，
無
緣
識
荊
'
亦
一
憾
事
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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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樹
雅
和
當
丹
金
臨
麻
藥
喇
嘛
嗨
呢
上
師
傅

h

授

嗨
呢
上
師
護
關
會
請
求
搭
乘
學
人
教
幢
居
士
孫
且
厲
風
敏
譯

阿
爾
鶴
洛
給
修
喇
鴉

學
觀
泄
一
音
菩
薩

學
者
觀
自
在
菩
種
說
嘛
呢
輪
雄
轉
法

上
下
不
倒
連
環
鑽
任
用
金
銀
R
A碌
鐘

其
外
國
以
胸
倘
喝
水
首
尾
勿
倒
布
品
總

所
有
業
除
煩
惱
習
一
剎
那
閱
背
盡
誠

以
轉
輸
故
業
行
淨
悉
能
成
滿
身
德
聚

一
二
舟
嚮
咒
諸
湖
習
隨
研
修
証
定
無
疑

親
傳
上
師
予
加
持
本
尊
佛
會
蜴
怒
地

-
m
w護
法
專
業
城

法
翰
常
轉
不
斷
韻-
E

咒
輪
雄
?
轉
表
彼
蝕
數
量

如
意
，
寶
續
云

於
此
大
法
輪
一
轉
而
增
長

白
還
擊
繞
一
再

於
此
大
法
翰
勝
過
他
教
授

可

旋
轉
功
餾
篇

1:-. 

地
水
來
風
四
種
輪

不
待
增
過
外
錯
寫

接
轉
一
次
之
功
德

密
咒
明
咒
總
持
咒

諸
緝
部
中
悲
那
揚

州
站
似
彼
，
嚇
呢
輸

一
切
蕃
逝
憶
修
習

一
…
踐
自
于
高
乃
至
億
兆
數

不
知
輪
功
德

進
心
他
教
誠

以
手
接
轉
其
輸
等

輸
水
要
以
鐵
為
善

從
總
始
來
一
跡
築
嶽

蟋
不
以
念
誦
為
主

喜
怒
金
剛
戚
適
宜

若
右
旋
轉
此
輸
者

明
王
明
妃
皆
消
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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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理
何
能
時

還
帶
冠
續
云

轉
給
所
綠
替

自
值
此
教
授

為
斷
輸
迴
本

還
擊
棧
網
續
云

道
短
一
二
昧
輸
一
輯
之
功
德

馨
捨
間
總
量
自
身
之
所
午

五
道
十
地
滿
一
一
一
身
五
智
果

連
連
﹒
生
大
師
說
咒
輸
論
云

咒
輪
路
轉
盤
及
飲
浴
咒
水

連
聲
一
﹒
豎
一
再

為
需
此
輸
者
精
動
不
相
總

念
誦
縣
一
輪
吞
聲
十
地
無
阻
恍

若
寫
入
內
轉
除
混
成
功
德

佛
就
得
解
脫
捧
聚
退
盟
等

諸
續
所
筒
別
併
此
強
u
A
U築

備
過
一
二
中
心
仿
願
証
一
一
一
抓
叫
我

大
海
流
雄
轉
經
云

嗤
口
拉
木
為
本
自
從
強
口
接
心

囑
外
調
馮
捲
增
長
一
職
祿
財

其
輪
旋
轉
中
表
大
悲
蛾
身

槃
良
知
轉
石
表
展
詢
服
事

劣
鑄
多
朋
作

放
光
諸
有
情

白
他
諸
來
給
.
.

以
大
動
修
持

盤
問
如
臨
陷
混

煩
惱
業
及
普

騎
過
困
線
呆

成
就
定
無
疑

其
咒
放
光
芒

六
皮
怒
圓
滿

任
道
很
篩
位

非
國
水
力
除

住
就
樂
中
人

雖
有
很
暈
採

於
磁
題
飛
往

不
勵
而
自
掙

妙
輪
足
韻
文

抽
水
陸
鐵
製

於
頂
端
一
轉

表
二
論
雙
融

讀
中
傘
黃
鶴

故
說
此
輪
教

六
這
習
氣
礎

煩
惱
業
障
苦

普
照
諸
飛
往

從
初
歡
喜
地

輸
教
最
珍
璽

即
剎
那
間
謹

風
輸
一
齊
料

見
悶
郎
解
脫

一
切
諾
布
情

表其法磁
道裕身伽
地-旋光寄
!副!f!刺眼永
滿者;泣，悶

., 

一
切
怒
滯
除

無
餘
令
解
脫

大
路
與
大
悲

乃
至
能
蜜
地

的
內
精
進
士
夫

躁
於
己
船
來

風
觸
於
悲
越

別
教
諾
功
德

一
一
一
身
怒
潮
那
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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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深
總
輪
過
經
-
Z

於
此
寶
輪
旋
轉
者

佛
繞
蕊
築
一
再

以
江
河
水
轉
密
m
A

為
此
錦
故
搞
動
轉

水
縛
咒
輸
故
水
巾
諸
有
惜
與
彼
飲
水
有

姻
觸
諸
有
情
國
掙
龍
菩
提
風
觸
咒
輸
故

提
轉
輪
朋
織
者
證
表
觀
世
音
輸
之
所
成
就

告
中
咒
輸
如
帥
一
呵
呵
布
中
顯
火
器
如
閃
電
加
持
於
地
知
溺
雨

為
是
拉
容
或
來
夢
中
一
那
g
m

城
呢
輸
製
法
教
授
第
八
零
五
。
五
方
佛
及
佛
母
踐
做
到
獅
面
空
行
母
。
獅
國
當
思
為
啦
啦

堪
能
發
此
咒
輸
法
器
者
而
傳
授
之
。
郎
一
遍
座
天
統
一

7
.
文
那
會
尼
泊
爾
會
于
崗
會
為
爾

占
會
波
如
及
商
揖
摘
等
處
。
關
做
古
髒
恬
主
學
者
龍
樹
。
親
為
法
添
一
即
為
傳
撈
。
於
是

龍
樹
車
誠
專
法
修
習
。
的
於
崑
咐
叫
起
若
干
風
輸
。
乃
見
本
尊
觀
世
音
菩
薩
搔
答
如
質

現
前
。
蠅
一
廳
等
空
中
之
星
宿
。
胎
是
發
生
不
可
思
議
之
功
德
。
爾
時
龍
樹
施
主
法
主

Q

乃
以
將
一
論
二
藏
聽
此
法
輸
而
雄
轉
之
。
其
後
諮
師
嘛
爾
陸
發
願
仿
造
仍
求
雄
轉
線
附

-JAo 
尼
給
各
自
各
獅
商
菩
提
諦
。
叫
輸
一
次
之
功
德
造
等
念
誦
一
次
之
論
蔽
。
二
轉
等
閃
閃

念
誦
仰
說
經
戲
。
三
轉
能
使
身
口
一
晶
晶
三
業
清
淨
。
十
轉
淨
諜
。
為
如
鐵
彌
山
。
百
轉

則
闢
魔
王
猶
如
台
作
。
于
轉
利
他
了
迪
伏
身
義0萬
縣
利
，
梁
自
他
有
一
悄
而
得
成
就

0

億
轉
往
於
觀
世
音
替
歸
。
兆
叫
別
六
道
打
情
悲
很
安
樂
大
誨
。
于
高
將
則
從
金
闊
地

獄
能
間
解
挖
潛
輸
油
。
路
路
料
等
凶
器
觀
社
音
菩
薩
云
。
知
是
別
說
少
分
念
諦
。
其

顯
密
敘
巾
份
有
多
種
軌
錯
。

可

，今

若
心
伯
土
夫
於
其
性見
陶
念
觸
諸
有
情

念
論
位
施
飾
一
此
說
旋
轉
念
誦
歎
湖
等

國
淨
證
並
閻
健

風
觸
諸
有
情

圓
的
封
淨
隙
設
著
聽

雄
氣
接
轉
猶
諦
咒

居
處
既
作
難

聞
掙
龍
菩
援

一
加
詢
服
者
如
穀
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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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潛
流
經
一
泣
。
釋
迦
牟
尼
告
除
按
時
菩
睡
一
再

0

位
咨
詢
騙
。

心
要
義
中
勝
蠟
伽
較
諸
修
行
七
年
者
法
輸
一
轉
勝
功
德
較
諸
說
悶
修
一
報

法
輪
一
一
轉
勝
功
德
又
於
一
六
法
羅
密
多
乃
至
一
線
耐
勵
力
法
輸
一
轉
勝
均
德

雄
於
三
誠
M
A間
跟
乃
至
一
赫
勒
說
間
法
輸
一
(
總
勝
收
德
學
持
六
字
腳
注
輸

於
時
峙
中
心
的
就
持
與
于
你
站
賢
相
等
山
以
衣
服
供
訟
愉
五
百
世
巾
衣
行
圳
股

位
常
不
缺
府
能
出
的
供
能
做
一
鵬
總
故
玻
誦
街
凡
于
此
佑
你
就
拉
拉
大
福
聚

由
供
金
頂
之
功
德
一
就
哎
用
常
悶
沁
山
供
誰
頂
之
一
的
俗
共
妙
知
解
諱
明
智

杭
州
人
挂
牌
法
輪
有
切
成
?
你
的
心
王
子
將
成
梁
先
之
如
五
天
入
供
養
最
殊
勝

無
M卅
一
二
、
食
自
然
努
現
輔
相
法
輸
之
功
德
龍
去
一
切
疫
腐
疾
皮
話
凶
煞
河
路
障

過
鐵
凶
方
削
除
方
不
掙
忿
怒
議
能
接
接
諸
一
切
魔
障
血
地
四
大
天
王
十
護
方

方
所
并
及
護
方
者
自
彼
功
德
不
忍
該
究
竟
旋
轉
輸
劫
億
五
線
間
攤
位
以
十
恐

諸
M峨
山
趣
業
由
此
掙
由
一
佛
剎
住
掙
剎
於
彼
盤
樂
剎
土
續
往
還
鑫
﹒
嶽
毒
蕊
中

於
不
久
時
也
使
後
廣
傳
專
業
於
十
方

此
乃
告
除
藻
障
菩
薩
之
教
理
也
。

其
上
立
捏
風
中
風
所
觸
者
。
單
心
趣
怒
拔
。
其
下
立
來
風
中
姻
冊
觸
意
思
趣
罷
拔
。
若

在
水
中
站
轉
則
若
飲
若
觸
在
水
中
之
水
族
怒
能
導
入
磁
樂
壯
勢
。
水
氣
上
騰
為
一
智
商
為

爾
諾
觸
之
能
導
一
切
感
趣
右
情
一
本
o

嘛
呢
輪
以
手
旋
轉
成
佛
無
疑
。
又
入
當
臨
命
終

時
誼
輸
於
頭
。
若
置
之
則
不
須
頌
哇
(
昇
轉
)
。
蛛
呢
輸
若
於
居
處
旋
轉
。
則
色
入

清
潔
。
嘛
呢
翰
若
一
入
旋
轉
時
他
入
擾
動
則
生
為
磁
狂
。
蛛
呢
輸
若
斜
轉
則
為
駝
背

。
倒
置
其
嘎
划
生
為
跛
聲
。
手
指
明
輸
若
有
入
遇
之
刺
激
父
母
蠶
揮
之
入
亦
脫
懇
趣
。

若
於
緒
激
上
轉
輪
則
見
者
解
除
路
榮
。
若
置
嘛
尼
輪
於
窟
頭
則
成
都
你
最
宮
殿
。
嘛
呢

輪
清
兒
若
問
若
念
若
觸
怒
脫
葾
趟
。
決
定
在
於
極
樂
剎
土
無
疑
云
。

六
字
大
，
現
應
化
身
掙
六
逆
障
斷
輸
迫
害
提
道
引
一
己
身
，
証
顧
個
何
六
字
識
吉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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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體

皈

缺

本

社

四
皈
依
，
有
有
相
皈
依
與
無
相
皈
依
，
今
日
所
介
紹
，
是
無
相
皈
依
。

僻
錯
，
一
份
額
密
之
分
，
學
顯
者
，
是
皈
依
佛
法
僧
一
一
一
寶
，
學
營
者
，
於
一
一
…
寶
之

外
加
一
皈
依
師
，
因
密
法
無
上
，
靈
上
師
故
，
然
此
皆
有
相
皈
依
，
現
在
露

無
相
皈
依
。

皈
依
儕
'
是
皈
依
那
一
艙
，
皈
依
釋
迦
佛
，
釋
迦
儕
巳
誠
度
。
皈
依
阿

彌
陀
佛
，
阿
彌
陀
仰
在
西
方
。
皈
依
十
方
諸
褲
，
十
方
諸
佛
無
盤
。
皈
依
木

雕
泥
盤
繡
繪
之
鴿
，
雕
塑
繡
槍
之
佛
，
是
表
法
而
無
知
覺
，
然
則
究
竟
皈
依

那
一
鶴
?
當
知
佛
者
，
覺
也
，
儕
與
眾
生
本
無
差
別
，
只
覺
與
末
，
覺
之
分
，

學
佛
人
，
是
以
始
覺
覺
本
覺
，
然
始
覺
本
覺
，
不
離
自
心
，
所
以
皈
依
佛
，

即
是
皈
依
自
心
覺
，
並
非
皈
依
心
外
的
佛
，
然
則
心
外
有
佛
否
?
臼
•• 

確
有

。
釋
迦
佛
雖
誡
度
，
前
質
未
誠
度
，
阿
彌
陀
儕
雖
在
西
方
，
與
十
方
諸
僻
的

法
身
，
皆
無
暈
遍
滿
，
但
是
諸
儕
雖
無
量
遍
滿
，
我
插
一
甘
若
自
心
不
覺
，
諾
佛

與
我
等
何
干
，
必
讀
自
心
常
覺
，
方
與
十
方
諸
儕
感
應
道
交
，
所
以
皈
依
佛

，
即
是
皈
依
自
心
覺
。

皈
依
法
，
佛
法
法
門
無
壘
，
法
法
平
等
，
我
等
竟
皈
依
那
一
法
?
當
知

法
者
正
也
，
皈
依
法
，
部
是
皈
依
正
;
學
棋
人
要
真
正
知
正
兒
，
立
正
霄
正

行
，
一
去
何
為
正
?
請
掙
慈
悲
為
正
，
心
地
無
非
為
正
，
和
他
無
我
為
正
，
無

f 

念
無
相
為
正
，
然
清
掙
慈
悲
乃
至
無
招
，
以
及
儕
說
八
正
道
唔
，
皆
不
出
自

心
;
心
正
一
切
正
，
即
謂
立
即
一
切
故
，
所
以
皈
依
法
，
部
是
皈
依
自
心
正

皈
依
僧
，
僧
之
本
義
，
郎
眾
多
比
丘
，
一
處
和
舍
，
但
過
去
僧
不
可
見

，
現
在
僧
很
多
，
高
僧
亦
不
少
，
究
竟
皈
依
何
僧
?
當
知
僧
者
，
掙
也
，
皈

依
僧
，
師
是
皈
依
掙
，
我
等
自
心
，
原
本
清
掙
，
只
間
多
劫
以
來
，
污
染
智

諜
，
以
致
鑫
胡
晦
昧
，
造
業
受
苦
，
從
今
，
以
後
，
要
掃
去
一
切
煩
惱
習
氣
種

子
，
織
塵
不
染
，
問
復
本
來
清
掙
宙
間
，
所
以
皈
依
僧
，
師
是
皈
依
自
心
掙

皈
依
師
，
學
佛
人
迷
時
師
度
，
情
才
自
度
，
一
切
眾
生
有
五
性
差
別
，

若
不
定
性
之
凡
夫
，
遇
大
乘
學
大
乘
，
、
過
小
乘
學
小
乘
，
、
通
外
道
學
外
道
，

帥
的
關
係
'
最
為
蠶
簣
，
但
蛇
雷
有
相
之
前
，
非
無
相
之
師
，
無
相
之
師
，

即
是
自
心
，
何
以
故
?
自
心
本
來
共
足
恆
抄
功
德
，
與
諸
掰
一
體
故
，
若
捨

自
心
，
專
向
外
求
有
相
之
師
，
縱
遇
興
師
，
不
在
自
心
上
持
時
搶
點
，
覺
祟
，

又
何
能
與
師
心
相
應
，
大
家
從
我
學
法
，
若
依
我
色
身
為
師
，
我
之
色
身
，

與
大
家
何
異
，
於
經
論
上
，
朗
朗
說
以
心
傳
心
為
玄
，
既
一
首
玄
，
當
非
肉
心

，
因
肉
心
妄
執
，
障
蔽
蠶
知
故
，
說-
E心
蟬
，
當
非
譜
一
百
文
字
可
說
，
聞
此

玄
心
，
就
是
大
欽
本
心
，
卸
去
世
諸
佛
之
果
體
，
一
切
眾
生
成
佛
之
正
間
，

亦
即
吾
人
唯
一
無
二
之
真
師
，
所
以
皈
依
蹄
，
即
是
皈
依
自
心
師
。

總
掰
一
古
之
，
四
皈
依
，
仰
是
覺
，
法
是
正
，
僧
是
掙
，
師
是
心
，
大
家

把
此
四
字
，
連
貫
起
來
，
反
正
三
君
，
就
是
覺
、
一
止
、
淨
、
心
。
心
、
掙
、

正
、
覺
，
即
此
可
以
悟
到
覺
正
，
才
能
掙
心
，
心
掙
使
得
正
覺
，
皈
依
覺
，

正
、
淨
、
心
，
皆
是
皈
依
自
心
，
大
家
日
日
念
著
四
皈
依
，
不
知
阻
皈
依
的

道
理
，
就
是
如
此
!
悶
迷
人
總
在
相
上
去
求
，
不
在
自
心
上
體
暉
，
當
知
離

心
外
求
，
論
顯
教
，
有
一
二
藏
之
多
，
論
密
法
，
有
五
部
之
繁
，
試
問
從
那
真

去
修
?
去
學
?
我
辦
出
世
，
就
為
的
是
恥
部
是
棋
一
段
大
事
困
殼
，
吾
人
學

佛
，
即
應
在
自
心
上
致
力
，
方
會
鶴
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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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皈
依
，
也
是
方
便
說
的
，
正
如
一
把
鑰
匙
，
一
交
給
大
家
拿
去
開
鎖
，

鎖
閉
了
自
然
會
見
自
心
發
贅
。
但
不
能
悟
到
無
相
四
皈
依
者
，
總
在
相
上
打

轉
，
若
初
發
心
峙
，
或
修
持
時
，
或
驢
儕
懺
悔
時
便
覺
;
一
轉
念
閉
，
便
又

不
覺
，
這
種
覺
是
有
相
妄
覺
，
非
真
覺
啦
，
希
華
大
家
把
這
種
妄
想
差
別
的

著
相
念
頭
如
快
刀
斬
亂
嘛
，
一
齊
割
斷
，
專
從
自
心
上
用
功
，
從
覺
上
做
起

，
去
有
相
覺
，
悟
無
相
覺
，
便
是
真
正
自
覺
。

復
次
說
正•• 

大
家
有
了
覺
，
才
能
正
，
若
是
不
覺
，
便
是
不
正
，
不
正

便
是
邪
叭
部
財
戒
定
慧
都
說
不
上
，
信
願
行
也
談
不
上
，
還
說
什
腰
間
皈
依

。
革
於
世
法
上
，
以
合
法
律
與
道
德
的
行
為
為
正
，
否
則
不
正
，
擇
善
而
從

則
正
，
不
誓
師
不
正
，
凡
行
不
正
者
，
不
惟
無
益
，
而
且
有
驗
。

復
次
說
掙•• 

覺
佛
就
是
由
染
求
掙
，
譬
如
白
布
一
疋
'
持
樂
太
甚
，
必

待
洗
梅
，
然
後
能
掙
，
吾
人
自
村
，
能
否
無
染
，
不
但
名
利
恭
敬
，
成
種
種

食
愛
之
染
，
而
且
無
明
煩
惱
，
成
念
念
盛
勞
之
染
，
當
知
了
染
，
已
足
為
身

心
之
害
，
何
況
，
多
染
乎
?
所
以
修
行
人
必
讀
六
根
無
染
，
一
工
業
漸
消
，
庶
可

內
障
不
生
，
外
塵
不
槳
，
如
拉
始
能
清
掙
。

復
次
說
心
-
•• 

釋
難
辦
五
年
講
師
，
所
遇
皆
非
，
零
山
成
道
r

究
依
何
師

?
豈
非
依
自
心
寂
照
為
師
乎
?
六
租
一
去
•• 

「
述
時
師
度
，
悟
持
自
度
。
」
可

見
白
皮
者
，
方
算
悟
人
，
不
依
自
心
，
一
試
何
自
度
?
學
佛
人
如
果
不
依
自
心

真
空
無
相
之
帥
，
專
向
心
外
馳
求
，
今
天
說
這
個
法
師
本
領
高
，
闊
天
說
那

個
法
部
神
通
大
，
試
問
法
帥
的
高
大
，
與
吾
人
本
分
有
何
相
干
?
馳
求
愈
甚

，
離
心
愈
遠
，
如
此
學
艙
，
何
其
南
鞍
北
轍
，
終
難
見
性
，
如
上
所
述
，
可

見
佛
法
僧
師
，
皆
不
離
自
心
，
若
離
自
心
，
則
學
顯
學
密
，
談
性
談
相
，
皆

屬
客
巖
影
﹒
事
，
若
與
自
心
，
則
無
量
法
門
，
如
自
藏
家
夢
，
取
用
不
蝠
，
一
小

組
顯
密
關
融
，
性
相
不
一
寸
，
即
佛
法
僧
師
，
亦
不
可
得
，
故
曰
:
「
無
相
皈

依
即
成
無
相
菩
提
。
」

于

本

位~
曰

法

許L

鍾
樣
湘

金
剛
乘
學
會
集
中
台
灣
之
台
中
、
台
北
、
高
雄
各
分
會

，
及
香
港
會
，
與
台
灣
之
台
南
、
星
嘉
坡
、
馬
來
西
亞
之
太

平
、
檳
城
各
地
(
按
上
列
四
處
未
成
立
分
會
〉
諮
弟
子
之
弘

揚
無
上
密
乘
誨
瑪
巴
法
要
之
菩
提
心
，
出
錢
、
出
力
、
的
心

，
群
榮
群
力
，
於
台
中
市
西
屯
值
中
仁
段
，
建
築
新
會
會
址

，
歷
經
本
會
導
蹄
劉
銳
之
居
士
，
請
其
根
本
上
師
西
藏
線
上

密
乘
響
瑪
巴
法
玉
敦
珠
響
波
車
之
指
導
，
詳
細
掃
一
本

j
依
照

西
藏
古
派
響
瑪
巴
之
規
格
，
加
以
莊
攘
，
對
藏
密
色
彩
，
可

謂
具
體
而
微
。
劉
居
士
於
廿
餘
年
前
，
躬
赴
印
度
噶
林
邦
，

承
事
響
波
蔥
，
得
授
大
幻
化
網
全
部
教
誠
，
益
得
教
傳
、

最
傅
、
及
極
近
一
刊
一
種
傳
眾
，
賜
名
為
漠
地
演
密
教
者
祖
德
法

權
，
此
是
小
小
之
法
蟑
乎
?
雖
在
香
港
、
台
北
、
台
中
、
高

雄
各
地
，
會
先
後
成
立
學
會
會
址
，
但
比
此
地
更
小
，
誠
可

說
最
小
之
法
幢
屁
巴
。

新
會
會
址
，
現
在
加
緊
修
建
裝
窮
，
將
於
六
月
左
右
，

可
以
閱
光
入
駐
。
響
波
車
於
六
十
二
年
蒞
臨
香
港
，
本
擬

駕
臨
寶
島
，
惜
以
因
錄
未
具
，
未
有
成
行
。
及
後
以
種
種
關

係
'
更
未
設
想
。

現
在
台
灣
方
面
，
曾
受
權
頂
之
再
傳
弟
子
，
凡
六
百
人

，
呆
望
顯
顱
，
均
欲
瞻
仰
師
組
之
在
嚴
相
好
。
劉
居
士
吏

至
一
二
至
間
，
祈
禱
、
申
請
、
堅
乞
法
禱
蒞
臨
，
主
持
勝
住

(
俗
稱
閱
光
〉
典
禮
，
閱
已
舉
准
。
香
港
學
會
將
組
團
參
加

，
星
、
為
向
人
，
亦
將
前
來
，
此
將
不
祇
是
本
會
之
盛
事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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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講露
露司

聽

冒血

個
個
團

或
律
為
一
一
一
無
漏
學
〈
戒
、
定
、
)
之
基
礎
，
從
故
方
能
得
定
，
帶
進

而
能
得
慧
。
在
世
間
法
亦
然
;
一
個
學
生
不
能
安
定
專
心
，
便
不
能
得
到
知

識
，
倒
如
收
聽
電
憂
廣
播
，
亦
不
能
不
斷
將
各
旋
紐
轉
動
。
這
便
可
見
斌
的

重
要
性
。
去
年
敦
球
宵
波
車
蒞
港
，
在
傳
菩
薩
放
時
，
亦
鼓
當
廣
作
揖
示

，
今
次
上
師
返
禱
，
因
緣
和
合
，
乃
將
菩
薩
戒
一
連
數
會
而
作
闡
釋
。

自
玄
提
法
都
將
佛
經
帶
用
漢
土
後
，
所
譯
之
菩
薩
或
是
無
著
菩
麗
在
都

史
陀
〈
賽
譯
兜
寧
)
天
聽
彌
勒
菩
薩
閱
示
，
而
成
瑜
伽
輒
地
論
中
所
說
的
。

但
盤
古
以
來
，
我
漠
地
僧
伽
亦
有
根
攘
鳩
摩
羅
什
法
師
譯
的
梵
網
經
著
體
心

.
地
晶
光
明
金
鷗
寶
麓
，
以
為
遵
守
。
西
藏
格
魯
巴
祖
輛
裝
喀
巴
大
，
話
不
獨
京

舉
瑜
伽
師
地
論
，
更
將
寂
天
菩
薩
所
造
之
學
集
諦
，
攝
集
成
菩
擺
正
道
菩
薩

或
論
，
上
師
編
造
金
剛
乘
戒
本
時
，
以
梵
網
經
之
菩
薩
心
站
品
，
未
依
攝
律

儀
斌
、
攝
善
法
斌
、
饒
鑫
有
情
戒
一
一
一
聚
，
和
布
施
、
持
斌
、
忍
障
、
精
進
、

驛
娃
、
智
慧
六
度
，
故
與
瑜
伽
師
地
論
的
大
乘
制
敬
，
有
所
不
悶
，
且
多
為
僧

輯
上
車
，
與
金
制
乘
學
會
向
人
不
大
適
合
。
故
故
本
依
宗
喀
巴
大
士
的
論
而

成
!
並
將
此
論
列
入
金
剛
乘
全
集
第
一
輯
，
且
為
此
次
開
示
之
課
本
。

在
菩
薩
戒
之
攝
律
儀
斌
，
是
攝
比
丘
斌
、
比
丘
尼
斌
、
正
學
女
戒
、
勤

策
男
斌
、
動
策
女
斌
等
五
種
出
家
戒
和
近
﹒
事
男
戒
與
近
﹒
寧
女
戒
兩
種
在
家
麓

，
雖
比
丘
戒
稱
為
其
足
斌
，
但
仍
不
比
菩
薩
斌
殊
勝
;
以
比
丘
戒
審
議
間
捨

'
菩
薩
斌
的
裁
體
為
「
無
表
色
」
'
命
終
時
亦
不
會
失
去
，
妹
路
可
知
。

再
者
，
比
丘
斌
必
讀
由
且
(
或
一
一
一
位
高
僧
，
王
持
或
墟
，
一
間
菩
薩
戒
則
沒
有

道
個
限
制
。
故
菩
薩
或
中
說
「
吳
放
上
師
而
妥
之
」
，
戒
論
七
一
一
旦
中
亦
說

•• 

「
唯
顧
英
感
、
按
我
菩
薩
掙
或
律
儀
。
於
彼
上
帥
，
若
是
在
竅
，
稱
善
男

子
0
年
輕
有
德
1
師
稱
大
德
，
年
宙
間
，
有
禱
，
部
稱
長
老
。
」
下
真
聽
光
轉
者

亦
說•• 

「
既
說
有
盤
問
男
子
等
一
一
一
種
，
則
不
必
定
從
出
家
者
求
愛
掙
戚
，
亦
非

r 

黃

毅

英

唯
從
年
高
長
者
求
安
掙
戒
。
」
可
清
楚
知
道
菩
薩
放
是
不
一
控
從
出
家
者
受

的
。
比
丘
放
與
菩
薩
潰
的
另
一
分
別
是

•• 

除
自
覺
戒
，
否
則
是
絕
不
能
翻
閱

比
丘
戒
的
，
更
遑
論
合
開
討
論
，
但
菩
薩
或
既
可
閱
讀
，
亦
可
作
研
討
，
道

便
是
今
次
上
師
允
許
未
贊
成
的
同
學
聽
聽
的
原
閣
。

上
師
聞
…
加
•• 

菩
薩
斌
的
精
要
在
於
他
勝
罪
和
連
犯
罪
。
而
他
勝
揮
瑜
伽

論
說
有
四
種
，
而
學
集
論
則
說
有
十
四
種
，
戒
﹒
本
依
四
種
.
。
他
勝
罪
主
要
是

對
付
煩
惱
，
即
如
戒
本
研
說
:
「
謂
若
猛
利
煩
惱
生
，
即
能
毀
讓
一
切
斌
，

當
知
其
擇
有
四
種
，
佛
密
意
說
等
他
勝
」
。
研
謂
「
等
他
跨
」
，
都
是
「
等

於
故
煩
惱
之
他
勝
了
自
己
」
'
故
藏
文
稱
「
敗
了
」
o

至
於
違
犯
罪
財
包
括
攝
普
法
戒
與
饒
益
有
情
潰
，
其
中
違
犯
罪
是
根
攘

六
度
排
列
，
其
申
分
染
違
犯
、
非
染
違
犯
和
無
違
犯
三
種
。
染
違
犯
是
蓄
意

和
由
煩
惱
驅
使
而
犯
的
，
非
染
違
犯
是
大
抵
屬
於
叮
法
無
可
恕
，
情
有
可
原

心
一
類
，
而
無
違
犯
就
根
本
有
其
他
理
由
不
算
犯
斌
。
以
「
於
他
廷
諾
不
贊

許
」
一
則
為
例
，
若
以
懦
慢
嫌
恨
心
，
不
受
施
主
的
菇
請
便
是
染
違
犯
，
若

因
懈
怠
等
不
赴
則
為
非
柴
達
犯
，
著
問
有
病
或
有
約
在
先
等
便
屬
無
違
犯
的

情
況
了
。
餘
可
類
推
令
。

由
於
菩
薩
舔
了
要
本
身
覺
悟
外
，
還
要
令
一
切
眾
生
覺
悟
，
以
自
覺
覺

飽
，
故
每
一
行
為
都
是
為
了
一
切
眾
生
。
既
以
菩
薩
斌
的
總
原
則
應
如
或
中

既
說
「
於
自
或
於
他
有
情
、
有
樂
有
利
正
應
作
，
苦
而
有
利
亦
應
作
，
樂
而

無
利
非
應
作
」
o

研
以
，
有
些
是
經
暫
痛
苦
而
長
遠
有
利
的
也
是
聽
該
要
傲

。
現
前
快
樂
但
事
後
得
不
償
失
的
就
應
斌
除
。
道
道
理
真
是
苦
口
良
藥
。

再
者
，
由
於
菩
薩
的
行
為
是
要
和
樂
一
切
有
惰
，
故
有
閱
七
支
性
罪
，

師
「
自
具
聽
賊
心
非
為
惡
心
及
「
共
足
隸
心
與
慈
心
，
及
盤
問
心
者
無
違
犯
」
'

由
於
菩
薩
要
利
益
有
惰
，
可
能
要
用
種
種
行
為
令
眾
生
謂
伏
，
若
以
菩
提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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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出
發
點
可
開
許
、
殺
、
盔
、
淫
、
妄
語
、
鞏
音
、
惡
口
、
綺
語
等
有
關
身

宙
間
業
七
支
。
韓
國
如
菩
薩
克
眾
生
與
惡
友
交
往
，
為
勸
離
之
，
以
免
墮
落
，
可

閱
惡
口
斌
，
心
念
為
眾
生
，
故
自
顧
為
眾
生
承
擔
惡
口
之
苦
果
!
卻
反
為
不

致
嚷
落
。
但
露
一
一
一
支
之
食
、
旗
、
癡
是
作
不
善
業
之
根
本
動
機
，
故
沒
有
開

許
。

菩
薩
歲
之
另
一
要
點
，
是
有
選
掙
之
方
便
。
若
菩
薩
犯
斌
，
懺
悔
發
露

部
可
還
淨
，
所
以
斌
頸
亦
云
「
上
蘊
犯
斌
應
更
覺
，
中
蟬
應
向
一
工
人
悔
，
餘

染
非
染
悔
於
一
，
或
自
心
梅
亦
如
彼
。
」
間
誦
斌
時
，
犯
或
者
應
合
掌
禮
拜

向
大
眾
表
白
，
並
誓
永
不
再
犯
，
部
可
悔
除
。
詳
可
參
閱
上
師
所
一
加
之
「
布

薩
鎮
知
」菩薩

我
為
密
宗
裁
之
基
麓
，
故
本
會
弟
子
在
受
「
十
四
根
本
墮
」
之
前

亦
必
讀
先
安
菩
薩
戒
，
可
見
著
體
戒
勝
利
之
處
，
故
我
們
都
十
分
發
靈
之
。

(
上
文
接
第
叫
“
頁
)

丘
，
用
兵
雖
多
，
無
樹
餘
者
，
部
有
少
許
，
而
常
住
及
僧
眾
，
均
有
所


需
也
。
彼
處
乃
月
官
所
居
，
可
肉
之
索
取
。
」
如
此
說
曰
，
老
婦
遂
向

月
官
行
乞
，
見
其
身
祇
一
襲
皮
服
，
聖
般
若
七
千
頓
一
一
闕
，
餘
無
有
矣

。
壁
會
牽
度
母
畫
像
，
以
老
婦
窮
苦
，
生
起
非
常
悲
憫
心
，
為
之
祈
禱

，
而
單
單
淚
。
度
母
現
身
，
以
其
身
之
嚴
飾
，
為
種
種
寶
物
研
成
，
此

乃
無
價
之
寶
，
還
摘
下
以
交
阿
闊
黎
，
彼
部
轉
賜
者
婦
，
大
喜
過
掌
而

去
。
書
島
上
之
像
，
莊
嚴
缺
如
，
有
「
無
在
嚴
度
母
」
之
稱
。

後
月
官
往
普
陀
山
去
，
當
其
從
中
原
之
往
連
那
斯
列
晶
時
，
龍
舍

差
執
著
以
前
貶
斥
之
恨
，
大
灣
海
浪
，
以
聽
其
船
。
海
中
生
起
「
數
月

宮
」
之
聲
，
祈
禱
皮
母
後
，
辜
者
之
主
要
五
眷
屬
，
驕

-
4〈鵬
為
，
飛
剖

面
前
，
翱
翔
翔
空
際
，
諸
龍
震
驚
，
狼
誤
而
遇
，
船
遂
安
然
抵
步
。

-, 

〈
上
文
接
第
認
頁
)

。
從
此
出
生
空
性
，
風
之
權
城
牆
色
，
水
之
瞳
誠
白
色
，

地
輪
黃
色
，
四
種
大
寶
之
自
住
四
種
寶
色
，
此
輪
缸
位
，

大
寶
宮
散
，
蓮
花
日
月
墊
，
自
成
自
性
世
學
金
剛
薩
墟
奪

身
。

(
寅
)
權
頂
加
持
l
i

勸
語
五
方
佛
父
母
，
為
我
灌
頂
。
加
持
身

、
語
、
意
一
一
一
金
剛
堅
圈
。

(
卯
〉
智
慧
壇
城
及
無
二
專
業ll

預
諦
及
迎
諦
智
慧
掌
降
臨
。

向
智
慧
意
散
花
。
勸
請
成
就
而
融
入
。

(
康
〉
念
諦
事
業
l
l

誦
百
字
踢
，
並
可
加
誦
掙
-
z惡
趣
忱
。

(
已
)
察
收
起
定
!
|
一
切
情
器
世
潤
，
融
入
一
一
一
盤
內
地
隨
謹
，
復

再
融
入
種
宇
之
那
打
，
無
分
別
任
連
成
就
;
如
虛
空
盤
中

平
等
住
。
起
定
一
剎
那
間
，
變
成
自
性
成
德
金
剛
薩
鞋
，

顯
空
如
幻
。

附
悶
肉
備
及
﹒
吉
祥
頌

閉
關
關
課

甚
深
勝
義
精
華
麗
每
日
修
四
盤
。
每
天
早
上
天
未
克
之
前
起
跡
，

先
修
四
天
王
法
及
放
多
瑪
。
上
午
第
一
鹿
先
修
上
師
瑜
伽
，
再
修
本
意

法
。
第
二
座
先
修
本
意
法
，
一
冉
修
靜
恁
生
起
路
軌
。
中
午
休
息
及
午
聽

。
下
午
第
一
座
先
修
本
掌
法
;
再
修
盛
行
法
。
第
一
一
座
修
本
牢
後
，
可

修
平
日
常
修
之
法
。
挽
上
則
要
施
食
及
供
護
法
，
一
天
功
課
才
告
圓
滿

。
關
課
甚
為
繁
重
及
嚴
謹
，
其
成
就
當
為
最
殊
膀
。

共
證
蓓
提

參
加
是
次
開
示
法
會
之
間
學
共
廿
五
人
，
各
人
均
發
顧
在
紐
期
內

閉
鶴
，
關
期
起
碼
為
七
天
。
部
份
同
學
未
受
闊
天
主
權
頂
者
，
上
師
亦

答
應
傳
授
。
顧
精
進
修
持
，
以
消
除
罪
障
。
在
宋
法
時
代
，
將
功
德
悶

向
，
使
眾
生
利
益
，
得
共
證
菩
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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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 

甚
深
勝
義
糖
華
法
要
親
鷗
誼

求
法
因
緣

劉
上
師
於
五
月
間
港
期
間
，
港
會
向
學
發
起
請
求
掰
一
部
甚
深
膳
議
精
華

法
耍
，
聞
法
條
件
為
曾
受
金
剛
薩
瞳
第
二
級
灌
頂
，
並
發
頓
聞
法
後
，
實
踐

閉
閥
，
故
余
亦
得
參
與
。
上
師
簡
示
在
廿
五
年
前
(
一
九
五
九
年
)
，
往
印

度
求
法
，
得
敦
珠
宵
被
車
傳
授
大
幻
化
網
導
引
法
，
此
法
為
當
瑪
目
無
上
一
小

共
搏
一
鼠
，
而
甚
深
勝
義
精
華
則
為
大
幻
化
牆
之
最
精
髓
處
，
其
殊
勝
可
見
。

且
受
法
後
，
郎
行
閉
關
虔
髒
此
法
，
並
得
常
設
車
親
臨
支
持
對
關
及
閉
關
儀

式
，
故
此
法
至
為
重
視
。

本
法
緣
起

甚
深
跨
義
精
華
為
儀
軌
名
，
亦
名
摧
誠
金
剛
地
獄
唯
一
法
印
成
就
法
。

為
，
本
雅
在
趣
啤
拿
者
所
造
，
所
修
之
本
尊
為
金
剛
薩
埠
。
係
在
劫
初
時
，
有

婆
羅
門
，
名
海
螺
蹺
，
盤
問
巧
五
閉
，
均
極
超
署
。
有
王
子
向
之
求
學
五
明
，

成
就
第
一
，
與
師
無
二
。
途
起
妒
心
，
以
為
唯
師
為
能
愈
己
，
接
加
害
之
。

其
師
知
之
，
大
生
膜
恨
，
亦
發
惡
願
。
師
被
害
死
，
弟
子
隨
墮
地
獄
，
師
亦

以
發
聽
聽
，
…
及
生
大
瞋
恨
故
，
亦
墮
A
R闊
地
獄
，
悶
在
地
獄
受
苦
。
後
普
賢

玉
如
來
，
化
為
金
剛
薩
墟
，
到
地
獄
中
，
為
說
此
法
，
使
般
地
獄
之
苦
。
是

故
修
持
此
法
，
能
摧
誡
金
割
地
獄
，
並
能
得
一
一
一
身
成
就
。

秘
密
口
訣

此
法
著
軍
觀
修
一
一
一
種
一

-
Z陣
地
，
為
當
瑪
派
之
特
聽
教
授
。

一
一
一
種
主
摩
地
，
各
有
修
證
二
者
口
訣
。
修
時
雷
之
，
稱
捏
一
一
一
摩
地
、
悲

一
一
一
摩
地
、
及
間
一
一
一
摩
地
。
證
時
言
之
，
死
，
有
成
就
清
掙
法
身
，
中
有
成
就
清

掙
報
身
，
及
生
有
成
說
清
掙
化
身
。

空
三
膺
地
之
修
時
觀
空
，
肉
身
外
器
，
一
切
都
空
。
證
則
以
死
時
四
大

卦
離
，
第
八
議
出
，
見
基
本
光
明
，
如
無
雲
晴
空
之
光
明
，
若
能
母
子
光
明

黎

光

日

會
，
可
罷
法
身
。
故
有
死
有
清
淨
法
身
之
口
訣
。
悲
三
摩
地
之
修
時
，
觀
從

自
性
空
中
，
起
如
幻
之
憑
空
大
悲
。
證
則
如
上
所
述
之
無
雲
晴
空
之
光
明
已

誨
，
此
時
身
體
及
五
蘊
日
成
中
有
，
如
生
前
修
持
，
有
力
，
可
提
起
精
神
，
觀

想
上
師
本
意
，
精
進
修
之
，
便
可
成
就
，
故
有
中
有
清
淨
報
身
之
口
訣
。
閻

王
摩
地
之
修
時
，
詳
見
甚
深
勝
義
精
華
中
。
龍
之
口
訣
，
為
生
有
清
掙
化
身

也
。
以
其
在
觀
本
意
之
前
，
新
派
有
提
為
倒
駕
諮
航
者
。
然
先
事
預
修
，
本

不
能
謂
為
過
失
。

修
持
儀
軌

上
師
讚
誦

加
行
分
一
一
•• 

此
總
瑜
伽
'
為
圓
滿
誓
顱
，
懺
悔
業
障
，
根
本
消
誠
地
獄
蕾
惜

，
成
就
金
剛
薩
嘩
之
唯
一
手
印
，
而
修
持
之
。

(
一
〉
掙
業
l
i

觀
想
上
師
本
意
持
現
佛
巴
，
作
七
支
依
養
。

(
二
〉
護
輸
i
i

恁
怒
學
眾
變
成
自
性
金
剛
件
作
成
之
大
金
剛
帳
幕
。
外

聞
對
鎖
，
並
有
火
、
風
姻
、
大
海
波
浪
盟
繞
一
一
一
暉
，
如
蛇
結
界
。

正
行
分
二•• 

(
一
〉
發
菩
提
心
分
二

〈
申
)
世
俗
菩
挽
心
!
l
i

自
覺
覺
飽
。

(
乙
〉
勝
義
菩
提
心
|
i

置
無
生
、
無
誠
、
無
住
、
無
緣
、
無
來
去
等

義
。

(
二
〉
一
一
一
摩
地
分
之
:
(
申
〉
正
(
乙
〉
蹄
(
從
略
)

〈
甲
〉
正
分
六

(
子
〉
修
一
一
一
種
三
摩
地

I
i

捏
一
一
一
摩
捕
、
悲
一
一
一
摩
地
、
因
一
一
一
摩
站
。

(
丑
)
生
起
能
依
昕
依
之
壇
城
i
l

修
白
色
阿
字
之
心
性
，
無
垢
明
顯

(
下
文
轉
第
叫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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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天

道

之

差

與

…
、
顯
教
經
論
之
「
夫
」
與
「
天
道
」

儕
盤
中
，
常
提
及
「
天
」
及
「
天
道
」
'
亦
提
及
「
天
眼
通
」
、
「
念

天
」
等
語
，
此
中
之
「
天
」
'
是
否
皆
是
屬
於
六
道
輪
趣
中
之
「
天
道
」
'

則
有
必
要
做
一
番
鹿
別
。
先
引
小
乘
之
論
典
來
讀•• 

分
別
功
德
論
第
一
一
一
去

•• 

「
有
三
種
天
也
，
有
舉
天
、
有
生
夫
、
有
清
淨

天
。

一
首
何
舉
天
?
謂
轉
輸
單
玉
，
為
眾
人
研
舉
。
研
以
名
為
天
者
，
以
聖
王

有
十
善
教
世
，
使
人
皆
生
夭
。
在
人
之
上
，
故
稱
為
夭
。

-
E何
生
天
?
從
四
天
主
至
二
十
八
天
，
諸
受
一
帽
者
，
盡
是
生
夭
。
所
以

書
生
天
，
就
轉
不
息
，
一
小
離
生
死
，
故
日
生
天
也
。

一
試
何
清
淨
天
?
謂
僻
、
緣
覺
、
聲
聞
三
人
，
皆
盡
結
使
，
出
於
一
一
一
界
，

清
掙
無
欲
，
故
日
清
掙
天
也
。
」

次
引
大
隸
之
論
典
來
讀
﹒
.

大
智
皮
論
第
五
-
z
.. 

「
有
一
工
種
天
•• 

一
假
號
天
，
二
生
天
，
一
一
一
清
掙
天

。
轉
一
輪
翠
玉
諸
餘
大
正
等
。
是
名
假
號
夭
。
從
四
天
王
天
乃
至
窩
頭
生
處
，

是
名
生
夭
。
諾
僻
、
法
身
菩
薩
、
辟
艾
僻
、
阿
羅
瘓
，
是
名
清
掙
夭
。
是
清

掙
天
修
得
天
眼
，
是
謂
天
眼
遍
。
L

大
智
度
論
第
七
-
E
.. 

「
復
次
天
有
一
一
一
種

•• 

名
天
1
生
天
、
掙
夭
。
名
天

•• 

天
五
天
于
是
也
。
生
天•• 

釋
梵
諸
天
是
也
。
掙
天
•• 

佛
、
辟
支
佛
、
悶
罐

漢
是
也
。
掙
天
中
，
學
者
是
鶴
。
」

大
智
度
論
第
二
十
二
云
:
「
復
次
有
四
種
天•• 

名
天
、
生
天
、
掙
天
、

生
掙
夭
。
名
天
者
，
如
今
'
，
閻
王
名
天
子
。
生
天
者
，
從
四
天
主
乃
至
非
有
想

非
無
想
夭
。
掙
天
者
，
人
中
生
諸
單
人
。
生
掙
天
者
，
一
一
一
界
天
中
生
諸
辜
人

.•.••• 

念
是
二
種
天•• 

生
天
、
生
掙
天
，
如
是
等
天
，
是
名
念
夭
。
」

慰自

林

，出
況可

安

由
上
引
述
中
，
可
明
顯
君
出
，
天
，
有
三
或
四
種
之
分
，
此
中
之
舉
天
、

骰
號
天
、
名
天
，
實
部
「
人
道
」
中
之
轉
輪
車
正
等
。
此
中
之
生
天
，
即
是

六
道
中
之
「
天
道
」
。
清
掙
天
或
掙
天
，
則
是
車
者
，
如
佛
、
緣
覺
、
阿
羅

漢
等
，
已
不
屬
六
道
輸
姐
之
內
。

一
一
、
密
泉
之
「
本
專
天
」

密
宗
經
典
儀
軌
中
，
既
提
及
之
「
本
韓
天
」
，
便
是
上
述
中
之
「
清
掙

天
」
或
「
掙
天
」
，
而
以
「
佛
」
為
主
。
不
可
曲
解
為
「
舉
天
」
、
「
假
號

天
」
或
「
名
天
」
之
天
道
。

一
一
一
、
舉
例
明
之

印
度
習
俗
，
對
所
祟
幸
之
對
象
，
便
以
「
天
」
稱
呼
之
，
此
不
可
直
指

為
是
指
「
天
道
」
。
例
如
，
唐
玄
英
法
師
赴
印
求
法
時
，
依
大
廣
西
域
記
贊

(
唐
抄
門
辯
機
製
)
去•• 

「
印
度
學
人
，
成
仰
盛
德
，
既
日
經
筍
，
亦
稱
法

將
，
小
乘
學
徒
號
木
叉
提
婆
，
唐
言
解
脫
天
。
大
乘
法
眾
號
驛
割
耶
那
提
婆

，
唐
一
百
大
乘
天
。
斯
乃
高
其
德
而
傳
徽
號
，
敬
其
λ
市
議
嘉
名
。
」
此
中
部

可
讀
出
，
印
度
之
小
乘
行
者
尋
玄
提
為
解
脫
天
，
大
乘
行
者
意
玄
樂
為
大
乘

天
，
並
非
是
指
其
為
「
夾
道
」
，
而
是
推
崇
尊
重
之
意
。
由
此
例
，
師
可
知

「
天
心
與
「
天
道
」
不
應
混
而
為
一
。

一 24 一

氏
國
六
十

三
年
歲
暮
成
喙
要t

鈍

之

忽
忽
周
甲
憶
年
華
一
事
無
成
亦
可
哇
技
學
昔
曾
驅
日

寇
執
教
惟
自
滯
，
天
涯
細
觀
游
長
依
古
佛
皈
宵
瑪
盼
道

名
師
導
妳
邊
翻
鱷
蟬
詩
文
自
尖
兒
時
求
學
似
從
頭
字
母
認

加
f
M戶
戶
調
儡
特
掰
一
彷
欽
冰
玄
體

"、



可

受
荼
羅
室
吟
萃

﹒
球
毓a

llGJ' 

L
九
旬
生
朝
戚
、
懷

無
往
生
心
本
史
何
四
相
歧

之
旬
猶
瞬
白
為
劫
一
揚
眉

不
作
春
婆
夢
應
無
秋
去
芯

此
身
常
寂
歇
息
息
攝
空
時

當

作

其
二之

十
、
方
開
始

寧
求
今
從
是

浩
氣
橫
瘡
本

為
行
菩
薩
道

香
港
吟

比
﹒
永
香
港
為
九
龍
新
界
一
九
九
七
和
期
滿
屆
問
題

，
中
英
談
判
尚
求
解
法
，
人
心
投
徨
，
大
、
一
街
示
可

終
日
之
稅
1
.前
面
混
亂
，
經
濟
表
退
，
當
布
才
多

作
發
氏
海
外
恕
，
現
尚
﹒
竿
雙
方
竭
誠
談
判
，
已
有

特
穢
，
一
位
吟
誌
成1
.

向
台
太
平
港
台
香
何
須
期
限
費
忍
受

當
維
現
贊
成
和
局
依
舊
繁
學
歲
月
長

我悶不何
佛情記須

平逃往說
皈萃時古
依微特稀

r 

密
海
款

1珍
司
紛
轉
告
、
序

佛
根
幸
得
人
身
，
復
聞
佛
法
，
且
飯
密
乘
，
更
得
無
上
密
大
圓
滿
之
搏

一
潭
，
此
種
殊
勝
閏
緣
，
當
非
百
千
萬
劫
所
能
遭
題
，
其
欣
幸
為
何
如
耶
。
倘

不
精
遊
修
持
，
不
獨
有
負
師
息
，
抑
且
有
辜
瑕
捕
，
無
常
一
到
，
遺
憾
俯

如
。
語
-
E
•• 

工
欲
善
其
事
，
必
先
利
其
器
，
此
法
本
搜
集
，
所
由
尚
乎
。
然

而
部
心
卸
佛
，
故
一
個
民
法
界
，
不
落
雷
詮
。
如
其
稍
事
態
攏
，
使
非
真
實
，

誼
之
窮
年
花
花
胡
為
者
?
抑
知
眾
生
愚
昧
，
不
解
菩
提
，
故
辦
不
捨
慈
悲
，

說
四
十
九
年
之
法
，
無
他
偎
以
方
便
，
一
加
以
真
諦
，
況
余
鈍
根
，
非
大
棒
大

喝
所
能
了
悟
，
為
援
撕
之
再
四
，
不
能
不
筆
之
於
番
。
細
密
者
為
眾
生
之
自

密
，
而
無
上
響
，
更
重
傳
京
，
故
丈
佛
前
生
，
折
骨
為
筆
，
撕
皮
為
紙
，
瀝

血
為
壘
，
以
記
六
字
大
明
，
我
輩
視
之
，
其
得
法
之
難
品
，
槃
膏
臀
壤
，
而

求
法
之
誠
苔
，
亦
從
可
知
矣
。
據
是
以
所
得
各
法
，
鄭
重
抄
之
，
什
讓
識
之

，
積
久
成
帳
，
為
便
於
貓
闊
，
覽
有
須
歸
自
錄
之
必
要
;
既
可
魚
鑫
碟
丐
食

，
權
寶
而
不
自
知
，
又
可
免
廳
監
架
跡
，
妄
滋
靈
擾
。
妥
立
目
錄
，
以
資
整

理
，
曾
為
總
目
，
次
則
子
眉
，
以
其
為
總
目
所
支
分
，
低
一
格
以
衷
一
泊
之
，

而
於
其
下
，
列
總
眉
之
簡
稱
，
以
導
引
之
。
且
以
「
虹
，
身
成
就
」
四
芋
，
於

無
分
別
兩
分
別
立
，
蓋
以
其
法
本
名
稱
首
字
之
筆
畫
，
如
先
為
甚
者
，
即
列

於
「
虹
」
字
項
內
，
先
為
撒
為
橫
，
為
點
者
，
財
分
列
於
身
成
就
字
讀
內
，

以
一
那
鹿
別
，
而
使
按
蓋
一
，
庶
能
一
目
瞭
然
，
隨
手
而
得
，
此
密
海
藏
發
目
錄

，
騎
自
助
乎
。
所
聽
從
此
華
文
生
義
，
聲
入
心
遍
，
不
離
文
字
，
亦
不
著
於

文
字
，
於
此
悟
道
，
不
至
說
食
數
寶
，
浪
費
光
陰
，
否
則
數
蠱
哥
哥
行
，
又
何

益
哉
!
棋
曆
三
千
五
百
年
，
歲
次
乙
未
'
佛
成
遭
日
，
多
傑
聞
球
銳
之
劉
佛

根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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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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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p

c• 

度

之

佛
教

頭
時
王
者
蘇
巴
麗
那
將
女
兒
連
列
給
阿
闊
黎
月
官
為
萎
，
並
給
與
軍
到

之
楠
，
一
時
阿
闊
黎
閱
有
呼
名
建
列
者
，
因
念
此
與
本
零
度
母
罔
名
，
查
研

4

軍
第
一
寮
室
一
?
乃
閱
始
走
他
方
。
主
者
知
之
，
曰
:
「
接
與
我
女
，
竟
不
共
住

，
應
關
閉
箱
內
，
投
之
恆
河
。
」
如
是
下
令
執
行
，
阿
閣
黎
向
至
尊
救
度
母

祈
禱
，
到
達
恆
河
與
海
涯
洗
一
島
，
據
說
此
島
為
草
皮
母
所
化
瑰
，
名
珍
薩

雕
思
，
以
珍
攪
果
彌
(
月
宮
〉
入
住
於
此
，
故
得
是
名
。
此
島
今
亦
存
在
，

間
可
容
七
千
人
居
住
。
阿
闊
黎
之
住
此
，
以
石
雕
刻
觀
世
音
及
度
母
學
像
，

關
始
時
祇
聞
報
人
故
事
而
已
。
爾
後
依
次
其
他
民
眾
紛
集
，
成
為
鐵
市
。
單

觀
世
音
命
之
為
果
彌
居
士
，
名
為
發
撞
，
此
後
始
有
學
渣
果
彌
之
稱
。

那
爛
陀
所
與
外
道
作
辯
論
之
對
抗
者
，
詩
班
智
達
於
廟
院
牆
外
說
法
，

其
不
能
忍
耐
者
，
則
於
內
院
。
蘭
時
月
稱
為
堪
布
，
在
外
說
法
，
月
官
查
，

站
車
站
上
，
有
如
諾
欲
辯
論
者
之
所
為
。
月
稱
念
，
其
為
辯
論
之
對
手
乎
?

乃
問•• 

「
你
從
何
處
來
?
」
曰
:
「
從
南
方
來
。
」
問•• 

「
所
知
何
法
?
」

臼•• 

「
聲
明
、
百
五
十
頸
、
文
殊
真
實
名
經
;
所
知
一
一
一
種
而
已
，
一
一
一
春
市
外

，
是
所
不
知
。
」
旬
雖
甚
謙
遜
，
但
其
意
財
於
聲
明
、
經
議
，
及
一
切
密
法

，
肯
定
知
之
;
其
為
月
宮
乎
?
想
日
乃
如
是
悶
。
曰
:
「
世
情
作
如
是
稱
者

。
」
曰
:
「
大
智
者
不
期
而
一
葦
，
失
混
為
歉
，
將
使
僧
柴
油
娃
，
請
暫
住
城

內
。
」
月
官
曰
:
「
我
乃
居
士
，
致
勞
僧
眾
邊
是
，
無
乃
不
可
乎
?
﹒
」
月
稱

曰
:
「
有
一
，
方
便
，
為
迎
詩
華
文
殊
像
，
們
你
旁
侍
〉
搖
動
農
拂
商
來
，
，
僧

眾
乃
成
為
過
道
文
殊
之
像
也
。
于
說
巴
遂
安
排
馬
車
一
一
一
翰
，
單
文
殊
坐
其
中

，
右
為
搖
庫
拂
之
月
稱
'
，
在
為
搖
塵
拂
之
月
官
，
前
為
僧
眾
，
無
且
島
民
眾
見

乘車

。。
Ed 

銳

之

之
，
隨
後
而
至
。
文
殊
之
像
，
於
阿
閻
黎
月
官
前
真
實
顯
現
，
千
萬
十
方
如

來
，
皆
所
讀
旗
。
當
讀
頓
時
，
丈
誅
像
面
向
外
現
，
諸
民
眾
見
前
驚
呼
，
眾

聲
喧
鬧
，
稱
為
「
鑒
頸
功
德
像
」
'
並
於
丹
官
大
篤
信
仰
。

當
辯
論
將
立
時
，
月
官
於
單
觀
世
一
早
日
駒
，
對
月
稱
長
期
辯
題
之
作
答
，

今
'
，
F
先
向
車
觀
世
一
音
請
間
，
明
白
是
以
答
之
;
月
稱
於
此
途
無
能
答
辯
，
如

是
多
月
0

月
稱
心
想
，
如
是
答
辯
，
當
必
有
教
之
春
，
作
是
念
己
，
隨
月
官

後
出
廟
，
於
門
外
開
車
觀
世
音
之
石
像
，
向
月
官
說
法
，
如
何
闊
黎
之
閉
一
本

弟
子
，
明
以
教
之
0

月
稱
以
單
者
應
無
有
遠
近
之
分
1
門
啟
，
部
彼
成
為
石

像
，
而
食
指
從
身
上
豎
起
，
如
說
法
然
ι
邊
有
「
聖
食
指
豎
起
」
之
名
，
臨

時
辯
論
，
遂
自
然
停
丘
。

月
稱
復
向
軍
觀
世
音
虔
誠
祈
禱
，
夢
中
間
說•• 

「
你
為
妙
音
斯
加
持
，

不
需
我
加
持
矣
。
我
之
加
持
月
官
者
，
祇
少
許
耳
。
」
-

復
次
月
官
入
住
那
攔
陀
寺
，
闖
京
法
要
基
多
。
見
月
稱
所
作
之
聲
研
論

普
賢
釋
，
偈
聽
尤
妒
，
而
自
日
所
作
聲
明
髓
諦
，
自
知
不
好
，
不
足
以
和
鑫

眾
生
，
想
己
，
將
書
投
入
井
中
。
至
寧
墓
度
母
謂
之
日
•• 

「
你
此
著
作
，
飽

和
之
心
萬
一
薯
，
於
未
來
，
有
情
，
將
成
極
大
儷
鑫

0

月
稱
之
作
，
蒙
上
學
者
之

我
懂
，
為
他
和
少
許
之
障
，
以
是
之
故
，
速
將
書
從
井
瑕
悶
。
」
乃
依
授
記

瑕
之
，
從
純
井
水
，
飲
者
皆
生
起
大
智
慧
。

有
一
窮
苦
者
嘯
，
其
女
貌
槳
，
追
悼
版
時
以
未
備
妝
優
故
，
老
婦
到
處
乞

討
，
車
那
爛
陀
寺
，
閏
月
稱
作
大
集
會
，
亦
往
求
乞
，
月
稱
日•• 

「
我
為
比

(
下
文
轉
第
紹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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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文
漫

-..; 

聽

鏡
之
意
年
，
親
一
瓶
底
訓
，
於
詩
古
文
，
有
所
學
習
，
吉
近
體
詩

，
聯
散
體
文
，
均
學
寫
作
。
弱
短
時
值
日
寇
侵
略
，
每
間
抗
戰
歌

曲
，
輒
自
下
淚
，
乃
自
香
港
返
閣
從
我
，
廁
身
軍
用
文
官
，
累
至

簡
任
三
階
，
年
韓
三
十
。
如
是
應
酬
文
字
，
紛
至
遠
來
，
暮
歲
遴

難
香
江
，
為
翩
胸
口
而
執
教
鞭
，
文
字
因
緣
文
結
，
'
及
冷
，
現
之
，

都
成
綺
語
。
歷
年
心
血
，
不
顧
全
付
燒
薪
，
乃
選
詩
文
中
稍
有
辦

敬
意
味
錄
之
，
以
誌
鴻
爪
，
不
敢
以
比
聽
山
拾
得
之
詩
，
龍
舒
掙

土
之
文
也
。

將
發
印
度
朝
佛
奉
懷

追
憶
八
年
前

是
顏
J
T旦
隔

養
育
忠
須
報

雪
山
言
返
日

堂
土
雙
親

技
克
海
外
天

孺
慕
寸
心
聽

慈
悲
佛
亦
憐

淨
級
反
應
先

4• 

附

錄

家
君
踢
，
和
並
附
手
諭
代
序

爾
印
度
之
行
，
敢
旋
在
即
，
我
向
不
以
膝
下
定
省
，
株
前

擁
路
為
主
張
;
「
父
母
在
，
不
遠
游
」
'
是
陳
舊
思
想
9

方
b
f
l
飛
輪
鐵
路
，
縮
地
有
方
，
弧
矢
壯
游
F

無
所
謂
遠
也

。
葡
詩
命
意
，
造
詣
均
好
，
押
韻
亦
稽
，
，
一
人
可
以
拔
戰
詞

揚
，
我
以
法
帶
庭
介
廉
諸
公
立
傲
之
，
強
疊
前
韻
演
得
}

律
寄
裔
。

玄弧幼瑋
焚矢龍井
均兒..:t:.憶
去應才真抹
馬志詠前

元
宵
越
，
在
天

佛
與
有
問
緣

門
關
母
臼
憐

渴
廿
一
戒
途
光

一 27一

印
度
火
車
中
所
見

長
途
簇
簇
肅
宵
征

狹
小
車
廂
人
似
錦

旅
膝
堆
積
摩
肩
慣

煩
惱
欲
除
當
下
是

娑如嘔榜
婆廁唔k 擁
到艱變?宣
處難語嚎

苦倚氣寐

環背如不

生行 R星成
靠在惡擲印

背人。，人
上坐 口喜
行椅 氣食
。之甚橫



手p 、
一
般
貧
富
太
相
慈

家
色
鴿
形
隨
處
是

茅
僅
為
萃
壁
風
偽
烈

誰
采
國
鈞
今
尚
耿

天
天
妝
品
古
佛
國

改
谷
幾
變
遷

氏
族
手
臼
決

重
會
握
政
權

惜
其
對
內
政

棲
持
不
勝
言

道
街
為
凹
鑫

咯
蹲
小
使
淚

流
覽
火
車
站

高
聲
呼
貴
頻

率
廂
兌
至
對 度

行

越
將
秦
巴
意
淇
狀
…

球
光
寶
氣
可
人
憐

玉
崩
離
關
月
A罔
聞

只
知
~
壞
站
事
周
旋

MMA 

歌
佛
法
久
無
存

太
平
洋
戰
役

呼
聲
高
入
雲

為
謀
聲
譽
高

整
經
乏
精
神

憶
我
初
入
-
境

五
步
十
步
問

鎮
日
露
宿
者

僱
臥
軒
相
聞

車
就
已
游
行

高
臥
不
知
天

曾
為
美
所
併

局
尚
得
轉
國

於
是
印
度
人

壞
地
接
周
旋

凌
亂
與
汙
垢

市
升
惡
囂
塵

道
主
車
停
處

索
如
陳
元
人

手
車
，
售
零
食

土
落
仍
紛
紛
、

復
至
無
座
位

人實舉烈好..:i:..婚玉茅一一貧侍悠門茗若席必久
休亦同.日逸視要宇詹刺刺客役後前品言地，常主
己怠本常而黃女金與疲曳球;捧常有及及僱如兩
不於膏高忌金明離萃骨誰不物手盤和:各偉人廁足
休農 R愛聽勞元主糊壁，曉綺均永光區盤室辦者竣

@ 

此..:L竟精性以名遨甚一球同沾揉月巴，不高高椅蔚

義作使力本此揚遊至別寶為潑臂皂須賞喝背道
誰八成消乎相美及巖廢光妙汙以洗設本 i這娃行
拳小 A 花天比利巴大漓磷齡衣競游匕超:花步愛
拳時前多真擬堅槃鑽肉磷婦種奪乾安葬落前積

'. 

藩
濁
門
為
填

衣
衫
半
種
發

起
來
哀
乞
援

嘉
賓
笠
八
級
坐

只
用
四
指
持

逐
隊
買
茶
人

打
來
聲
聞
哼
一

次
及
氏
財
賦

一
衣
不
放
身

同
為
少
壯
男

不
頁
腹
使
使

或
別
處
莘
廈
.

一
食
費
為
錢

揮
霍
無
所
各

委
會
天
與
淵

斜
地
處
熱
帶

懶
情
與
倦
勤

玉
說
怠
於
肆

與
歐
美
比
為

以
此
閣
富
強

。
。

9
臼



黨普將實月北

業及來欲社報
iE 於兩獻日與
主萃稱野斯南
軍倫雄芹邁轅

慨
路J
兩
古
國

交
勉
意
殷
勤

願
納
此
很
言

、
文
化
帝
才
沒

天
廿
一
求
學
寫
懷

天才奄永黨
笠鬧事修
夠行傷繡
翔者一聞佛
去志寂前

噶謂

活

佛貢

朝
、:&1
才豆

有

' 

史誰非丸

此采賞丈難
大國享用
采之詩弟

法鈞謗難

合
同
警
題
日
本
收
回
諦
完
博
士
代
揖
跌
生
小
燕

學
-
4件
枷
跌
坐

無
常
驚
迅
速

恭

豆豆
..a. 

題
雙
燭
國

家
君
原
頓

獨
學
H
J口
年
年

逢
進
盡
結
緣
儡
服
臨
睡
陳

付
法
土
師
憐

應
朝
盈
地
先

萃
閻
都
能
破

業
風
吹
毒
地

知
報
展
趨
句

孺
菌
尚
﹒
本
混

何
處
賦
招
魂

耶
穌
誕
咕
口
占

英
美
兩
喝
光

轉
瞬
使
無
常

-29一

修
持
鴿
譯
日
相
於

峙
吟
。
證
菩
提
畫
報
軀

女
秩
辛
勤
有
此
雇

如
斯
福
報
應
知
足

本
期
稿
擠
，
以
下
各
專
欄
暫
停

「
西
藏
古
代
佛
教
史
」
提
喪
。

閏
月
初
慧
明
法
師
閱
示
鋒
的

這
花
生
大
去

閉
關
跋
涉
遠
登
臨

本
解
法
身
隨
處
是

白
務
為
說
無
言
法

我
誓
修
行
真
供
養

廢
寢
忘
餐
意
臼
掰

故
從
色
，
相
異
、
方
尋

紅
燭
能
償
印
證
心

隨
尊
成
就
報
恩
深



L
略
場
峙
-
噱
鱗
縛

當
于
峙

憶
於
洒
一
兀
一
九
三
二
年
間
，
初
聞
佛
法
，
即
皈
依
真
言
京
曾
受
台
胎
南

部
權
頂
。
越
數
年
，
西
藏
喇
喇
嘛
榮
增
堪
布
，
南
來
香
港
，
因
與
蔡
兄
淵
若

，
躬
迎
供
養
。
堪
布
旋
有
宏
法
廣
州
立
意
，
文
與
其
制
秘
書
羅
桑
鑫
西
兄
前
行

布
薯
，
且
聯
絡
當
站
佛
教
諸
子
，
龐
大
歡
迎
，
堪
布
大
害
，
乃
普
傳
咕
嚕
咕

的
佛
母
法
，
廣
為
攝
愛
，
對
余
尤
愛
護
備
盔
，
且
以
叫
秘
密
觀
修
法
耳
傳
焉
。

是
時
胸
鋼
證
章
，
手
珊
瑚
珠
5

昕
夕
不
離
，
諦
咒
以
百
萬
計
。
雖
其
前
諾

那
呼
間
克
闊
蒞
港
，
在
傳
授
各
法
中
有
那
傳
咕
嚕
咕
功
儕
母
修
法
，
諒
自
無

上
密
部
，
且
偷
口
訣
，
但
傳
隔
不
習
，
恭
敬
寶
存
而
已
，
故
與
本
意
困
諱
，

賞
自
堪
布
始
啦
。
慨
而
以
業
深
障
靈
，
奔
走
衣
食
，
棄
筆
從
哉
，
復
值
強
鄰

侵
擾
，
轉
徙
數
省
，
顛
沛
流
離
，
對
於
修
持
，
質
已
建
諸
勝
後
，
祇
略
誦
本

意
真
一
宙
間
而
已
。
比
及
紅
羊
浩
劫
，
訣
別
雙
親
，
棄
子
拋
賽
，
隻
身
遠
難
，
重

作
站
游
，
雖
苦
朝
不
謀
夕
，
質
本
轉
之
道
隸
加
持
。
喘
息
甫
寧
，
郎
研
辦
法

，
覺
昔
所
學
，
身
鱗
隻
爪
，
略
而
不
詳
，
縱
有
國
滿
次
第
之
氣
眼
點
修
持
'

，
與
無
上
密
大
手
印
之
口
授
，
但
於
生
起
次
第
之
對
生
觀
想
，
及
下
一
一
一
部
之
嚴

肅
威
儀
，
均
付
缺
如
，
似
此
無
基
厚
墉
'
殊
不
究
寬
，
然
基
本
研
究
，
欲
從

末
曲
，
負
負
孺
日
。
一
九
五
一
一
一
年
間
，
關
吐
登
利
喇
喇
嘛
，
傳
授
本
意
修
讀

法
，
每
休
休
日
，
集
眾
講
習1
數
月
於
強
，
麗
欲
參
與
法
鐘
，
苦
無
紹
介
，

陸
兄
無
為
對
修
持
時
切
關
注
，
引
導
多
方
，
質
生
平
不
可
多
得
之
盤
問
知
識
，

乃
丐
代
為
陳
諦
，
顯
得
講
義
市
讀
焉
。
輾
轉
陳
求
，
喇
嘛
竟
感
愚
誠
，
大
發

慈
悲
，
從
頭
加
以
閱
示
，
每
晚
飯
後
直
至
夜
深
，
一
燈
相
對
，
漢
藏
緝
譯
，

、管

/ 

智
拉
伯
存

不
厭
求
詐
，
如
是
者
數
月
。
旋
以
正
行
儀
軌
，
為
求
詳
章
，
宜
以
加
修
之
供

護
法
法
，
及
給
壇
儀
軌
篇
散
，
鋒
是
遂
有
所
待
，
人
事
翰
擾
，
事
與
願
違
，

擱
置
者
文
三
年
矣
。
今
年
寧
秩
移
搗
聲
舍
，
稍
息
世
觸
，
芸
嚮
餘
喂
，
因
促

成
，
之
，
且
了
陸
年
之
聽-E醋
。
然
而
生
命
呼
吸
，
諸
法
無
常
，
初
審
皈
僻
之

淵
若
兄
，
麗
推
進
修
之
無
為
兒
，
均
已
先
後
一
那
寂
。
時
丁
末
法
，
佛
底
深
靈

，
因
亦
感
責
任
之
深
且
盡
啦
。
無
常
迅
謹
，
今
生
不
度
，
後
顧
茫
茫
，
余
滋

感
矣
。
此
編
之
作
，
實
欲
自
莉
，
以
資
參
考
，
非
敢
作
利
餾
想
，
倘
有
功
德

，
聽
以
之
間
向
蔡
陸
三
兄
藉
。

佛
磨
一
一
五0
0
年
西
元
一
九
五
六
年
歲
次
丙
申
九
月
會
供
空
行
母
日
東

堯
銳
之
劉
佛
根
謹
序

附
錄
凡
例
吭

一
、
本
耨
係
方
便
自
修
，
以
資
參
考
，
既
不
作
和
他
想
，
更
不
單
備
作

儀
軌
用
，
偏
有
閱
荷
發
騏
修
習
本
尊
法
者
，
應
運
請
上
師
傅
授
，
纜
合
密

乘
規
短
。

二
、
本
鸝
題
目
，
所
低
空
格
之
多
少
，
係
根
接
于
自
(
如
甲
乙
等
)
而

分
別
其
空
間
低
。

一-
7
.本
編
以
和
誦
觀
想
與
修
習
一
一
一
種
，
均
頂
格
寫
，
餘
如
說
明
解
釋
，

均
低
于
樁
，
以
清
眉
目
。

四
、
本
編
藏
字
多
用
橫
列
，
從
其
倒
也
。
且
以
識
字
為
主
，
其
上
一
行

為
漢
譯
一
膏
，
下
一
行
為
漢
譯
議
，
間
有
空
白
者
，
則
以
一
音
或
義
未
盡
翔
實
， -3。一



--< 

不
敢
臨
測
轄
旗
。
拍
寧
闕
無
濫
之
旨
，
以
待
因
緣
成
熟
，
得
圓
滿
焉
。

五
、
本
編
雖
由
吐
登
喇
嘛
傳
授
，
但
各
現
音
，
有
向
師
直
接
詣
取
，

亦
有
經
師
許
可
，
向
別
本
抄
入
者
，
故
所
註
譯
視
字
漢
一
膏
，
聽
不
劃
一
，
如

金
剛
一
一
字
有
作
「
己
誼
」
'
亦
有
作
「
拔
雜
爾
」
者
，
前
在
多
有
啦
。

六
、
一
觀
中
所
稱
「
見A
A

頁
」
者
，
部
可
翻
出
前
頁
，
依
樣
幸
行
，
如

稱
「
詳
釋
見
A
A

一
民
」
者
，
則
念
鵲
觀
想
，
照
現
在
之
頁
行
之
，
而
詳
釋
則

見
前
真
也
。
如
稱
「
參
閱A
A

其
」
者
，
祇
助
參
考
之
用
，
不
閱
亦
可
。

七
、
本
鋪
編
訂
經
時
凡
閱
四
年
，
而
擱
置
日
久
，
故
格
式
規
則
，
未
盡

懿
一
，
音
義
解
釋
，
未
聽
符
合
，
甚
至
前
後
矛
盾
，
在
所
難
免
。

八
、
強
舉
之
例
，
不
過
略
示
一
一
丁
要
一
漏
萬
，
亦
復
難
免
，
倘
能
圓

滿
劃
一
，
而
莊
嚴
之
，
惟
乞
本
意
之
加
故
而
已
.
，
此
眾
生
之
一
隅
，
亦
騙
者
所

焚
香
禱
施
者
，
也
。

(
上
接
第
訕
。
其
〉

黃
敏
源
呂
明
華
各
捐
六

0
0

元
陳
冠
璇
莊
蜜

成
濁
，
一
平
男
林
坤
距
謝
勇
丈
何
美
關
鄒
慶

宗
張
了
黃
麗
明
各
捐
五

0
0

元
蔡
武
志
捐
四

五
0
元
王
自
由
齡
捐
一
→
一
五
五
一
兀
王
世
良
捐
二
五
0

元
林
文
生
洪
士
良
郭
力
山
謝
易
芳
張
世

田
間
接
姿
慧
各
捐
一
一
0
0

元
唐
宇
人
搞
一

-
1
0元

賴
重
信
主
振
一
的
趙
晶
尊
趟
晶
森
縫
春
來

揀
嘉
平
林
，
失
木
各
捐

-
0
0
元
俞
正
齊
捐
五
十

八
元
楊
煮
暉
林
立
人
各
捐
五

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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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剛
來
學
會
叢
書
之
十

西
藏
密

靜
坐
法
詳
釋

~.!!:AÞ 
布這

序

自
「
西
藏
醫
東
靜
章
法
觀
說
」
問
世
祖
後
，
轉
瞬
間
已
有
七
年
O
A
六
千

樹
立
刊
物
，
早
已
銷
馨
。
瞄
蓋
北
、
華
中
訪
問
，
且
有
街
印
本
出
現
。
從
遊

諸
于
均
以
再
版
為
詣
。
但
於
七
年
悶
，
會
博
覽
靈
書
，
廣
徵
資
料
，
所
有
古

德
論
著
、
時
賢
文
章
亦
多
搜
集
，
以
供
參
考
。
而
於
每
日
修
持
常
課
，
稍
有

所
得
，
郁
不
斷
改
進
;
近
年
來
傳
授
靜
鈕
，
輒
印
發
講
義
，
日
新
月
異
，
增

制
頗
多
。
為
應
需
求
，
故
將
歷
私
閱
讀
覺
受
，
一
爐
共
洽
，
作
此
「
詳
釋
」

此
書
之
作
，
專
為
香
港
、
臺
灣
前
後
各
屆
靜
挫
班
諸
聞
學
校
復
記
憶
、

溫
故
知
新
、
加
強
密
宗
教
理
認
識
之
舟
。
若
未
經
聽
講
實
習
者
，
不
軍
謬
然

依
盤
問
修
習
，
倘
姿
勢
不
正
、
呼
吸
乖
方
，
則
非
徒
無
盞
，
而
又
害
之
，
不
能

不
再
三
致
意
啦
。

且
向
歡
印
度
佛
教
史
略
有-
7
5
.. 

「
(
佛
陀
說
教
〉
所
使
用
之
一
百
語
，
非
雅

語
、
諾
諾
，
乃
印
度
東
部
地
方
之
俗
話
也
。
此
徵
之
近
時
發
見
之
古
代
碑
銘

及
古
代
之
中
觀
音
譯
字
可
知
。
」
(
民
十
四
年
商
務
版
十
五
頁
)
此
書
鼓
為

皈
依
及
隨
學
靜
坐
諸
同
學
提
示
，
祇
求
通
俗
、
辭
遠
而
日
，
本
非
文
藝
作
品

'
，
難
登
大
雅
之
堂
所
不
計
也
。

以
提
起
記
憶
之
故
，
於
所
當
留
意
者
，
每
多
黨
贅
，
文
中
鼓
述
或
略
或

農，}

銳

之

苦

詳
，
如
各
呼
吸
是
也
。
甚
至
於
題
目
中
，
亦
有
重
見
，
如
嚴
姿
勢
、
放
鬆
等

是
也
。
其
所
以
譯
詩
贅
遍
，
語
重
心
長
，
議
者
諒
之
。

所
參
考
之
書
籍
，
凡
四
十
種
，
新
知
舊
學
，
徵
引
頗
聾
，
均
瑕
其
長
，

應
有
盡
有
。
可
作
擾
羅
萬
有
觀
。
然
丘
於
擇
其
所
需
，
割
愛
連
珠
，
在
所
不

免
。
如
第
一
輩
簡
述
顯
教
各
種
驛
觀
，
便
讓
者
知
佛
學
之
於
主
觀
，
多
采
多

姿
，
非
一
般
所
可
比
，
然
所
舉
亦
祇
略
引
而
已
。

靜
舉
法
名
可
昆
盧
七
女
學
」
'
此
書
亦
祇
七
九
章
。
其
亦
七
之
秘
密
耶
?

一
笑
。

中
華
民
關
六
十
七
年
藏
曆
九
五
二
年
戊
午
七
月
初
一
日
舒
蠹
卓
之
贊
背
佛
根

東
亮
劉
銳
之
序
於
憂
灣
知
報
鷹
。

文
剛
說
稿
，
即
飾
鍾
樣
湘
鈔
錄
，
附
以
小
註
'
頓
仲
奎
擒
葷
揮
間
，
準

備
付
印
。
雖
以
前
往
日
本
東
京
參
加
第
十
二
屆
世
界
佛
敢
徒
友
誼
大
會
，
又

前
聽
眾
澤
將
本
文
第
一
、
第
二
兩
孽
，
譯
成
英
文
，
帶
至
會
場
激
贈
。
及
遲

香
港
，
為
金
剛
乘
學
會
普
傳
靜
必
了
假
座m
m度學
會
舉
行
，
街
由
黃
銘
錫
現

場
攝
影
。
當
講
按
時
，
復
多
所
增
盒
，
乃
齣
柯
萬
成
為
之
加
入
。
萬
成
瞌
勉

從
事
，
每
於
授
課
之
餘
，
故
故
不
倦
，
旬
日
於
茲
，
且
嚴
加
註
釋
，
使
更
完

備
。
因
復
由
陳
承
澤
、
擴
建
強
、
吳
天
估
共
同
釋
成
英
文
，
另
本
發
行
!
以

享
盟
外
讀
者
。
被
一
一
一
人
者
，
其
才
可
嘉
，
其
努
力
尤
前
，
念
。
此
書
之
成
，
有

得
力
於
諸
弟
子
之
效
勞
電
亦
可
記
也-
o

六
十
七
年
除
夕
銳
之
再
記
於
香
港
之

龍
坑
鞠
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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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c

造
像
量
度
經
序

清
章
佳
胡
圈
丸
突

一
切
諾
經
所
謂
僻
之
身
瓏
，
其
說
，
有
二
•• 

一
日
法
身
，
二
日
色
身
〈
色

，
猶
相
色
，
其
約
在
有
相
、
無
相
。
法
身
無
租
。
報
身
住
掙
土
，
體
問
虹
蛻

;
化
身
住
穢
士
，
躬
典
人
向
，
俱
有
相
〉
o

法
身
者
，
慧
德
之
報
，
修
習
自

覺
自
利
之
功
德
，
圓
滿
之
極
地
。
色
身
者
，
福
德
之
果
，
能
為
覺
飽
和
他
之

方
便
，
大
權
成
就
之
至
處
。

佛
為
數
度
眾
生
，
發
菩
提
心
，
屢
親
勤
行
精
進
，
並
修
慧
餾
二
德
，
無

毫
停
息
，
以
當
得
甘
露
〈
獲
佛
果
，
謂
之
得
甘
露
〉
時
奎
，
果
報
併
結
，
究

竟
正
覺
焉
。
法
身
一
兀
髓
，
如
何
虛
空
，
無
有
著
碟
，
編
一
切
處
，
不
可
分
別

，
請
掙
智
慧
。
色
身
融
招
，
雖
類
人
天
，
相
好
莊
嚴
，
奇
特
輯
紹
，
般
無
可

比
，
因
其
一
切
諾
著
一
瞄
德
共
足
故
台
一
百
五
部
圈
滿
報
身
及
百
京
最
上
化
身
﹒
租

;
其
隨
類
變
化
身
，
則
無
有
定
矣
。
雖
分
布
雷
之
謂
二
，
合
之
可
以
為
不
二

〉
眾
身
譯
得
見
其
躬
，
或
閱
其
一
苦
，
觸
其
光
，
至
於
心
所
憶
念
者
，
其
得
無

量
饒
盤
。
其
著
遠
被
惡
感
，
未
得
親
觀
者
，
乃
有
造
像
之
術
遺
於
世
間
，
作

為
方
便
第
一
福
田
;
凡
得
見
聞
想
觸
，
但
有
接
緣
者
，
悉
能
消
除
身
心
之
災

蟬
，
問
令
發
一
一
覺
之
心
，
引
入
無
漏
之
墳
，
利
益
不
亞
於
原
身
啦
。
其
術
世

稱
為
量
度
經
縛
，
疏
通
車
方
，
及
諸
番
地
;
自
漢
明
帝
初
入
於
中
華
，
迄
今

于
有
六
百
餘
年
，
雖
信
心
臆
禮
，
鎮
一
部
形
容
，
而
工
業
做
故
，
實
未
盡
真
跡

之
妙
矣
。今

有
番
學
大
人
工
某
者
，
生
平
樂
學
習
之
棠
，
懷
弘
濟
之
念
，
寒
暑
不

滯
，
鑫
久
彌
蔥
，
國
兒
佛
像
傳
塑
，
規
儀
未
壺
，
乃
特
譯
出
舍
利
弗
證
像
經

，
親
加
註
述
，
弘
誠
具
備
，
而
屬
于
考
訂
;
于
細
閱
數
次
，
喜
自
不
勝
，
因

競
投
一
切
，
詳
加
釐
定
，
題
諸
經
首
，
以
記
于
隨
害
之
志
一
首
耳
。

乾
陸
七
年
佛
初
轉
法
輸
日
，
敕
封
權
頂
普
普
廣
慈
大
圈
師
鞏
佳
胡
爾
克

師
大
，
書
於
敕
建
嵩
扭
轉
林
。

' 

附
記•• 

印
度
後
期
及
西
識
儕
敬
，
對
佛
像
之
規
格
，
手
印
、
色
影
等
，

葉
一
小
嚴
依
儕
跎
所
說
之
「
造
像
章
度
經
」
而
緒
之
。
按
韋
佳
胡
觀
克
爽
，
亦

作
掌
嘉
一
呼
圖
克
圖
，
義
間
可
音
異
也
。
本
刊
前
數
期
對
茁
之
本
意
〈
佛
菩
盤

〉
繪
像
，
部
依
此
而
制
服
者
。
原
圈
係
由
劉
銳
之
上
師
所
提
供
。

人
大
菩
薩
讚

盟
寂
宮
城
門
，
能
摧
一
戶
扇
者
，
諸
佛
法
受
用
，
救
世
我
頂
躍
。

由
手
流
清
水
，
能
除
餓
鬼
瀉
，
一
一
一
界
如
意
樹
，
頭
體
蓮
花
宇
@

大
慈
水
為
心
，
能
息
嗔
器
火
，
頂
體
態
氏
尊
，
能
斷
敏
句
弦
@

虛
空
聽
妙
慧
，
虛
空
寂
靜
馨
，
生
死
流
解
脫
，
頭
體
佛
心
子
@

無
邊
有
情
蔥
，
能
患
無
蠢
心
，
普
賢
我
讀
髓
，
聽
逝
上
當
于
@

塵
贊
盡
儘
慎
，
超
勝
摩
將
章
，
頂
體
金
剛
芋
，
能
說
一
切
明
@

預
禮
妙
吉
祥
，
持
妙
輩
子
形
，
舒
編
智
慧
燈
，
攘
譚
一
一
一
興
興
@

一
切
除
蓋
擇
，
是
故
我
頂
髓
，
無
盡
智
聽
草
，
能
生
無
端
辯
@

如
地
諸
有
情
，
所
依
一
不
餌
，
堅
聽
聽
聽
薇
，
地
聽
我
頂
聽
@

此
真
善
逝
子
，
輯
錯
所
獲
禱
，
以
此
諸
有
惰
，
如
被
成
讀
器
。

i
i

見
「
八
大
喜
瞳
曼
護
體
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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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讀
讀
揚
觀
音
菩
薩
(
或
譯
為
觀
自
在
菩
薩
，
華
花
手
為
其
別
號
〉

@
此
頌
讀
揚
彌
勒
(
慈
民
〉
菩
薩
。

@
蛇
頭
讚
揚
虛
空
藏
菩
薩
。

@
此
頌
讚
揚
普
賢
菩
醒
。

@
此
頌
讚
揚
金
剛
手
菩
薩
。

@
蛇
頌
讚
揚
丈
殊
〈
妙
吉
祥
〉
菩
薩
且
(
或
譯
為
壘
殊
盤
和
菩
藍
〉0

@
此
頌
讚
揚
餘
蓋
障
菩
腫
。

@
此
讀
讀
揚
地
藏
菩
薩
。



輔
助
本
科
丹
芳
名
(
出
刑
前
臨
期

香
港
方
面
(
港
幣
)

余
冠
華
余
俊
穎
余
謝
淑
合
捐
三

0
0

元
黃
永

生
李
瓊
英
李
世
泰
楊
殷
漢
合
捐
三

0
0

元

香
灼
磯
捐
一
一0
0

元
周
偉
沛
搞
一

O
-
3
元
葉
鳳

捐
四
0
元
黃
協
自
由
捐
二

0
元

台
灣
方
面
(
台
幣
〉

高
雄
金
剛
乘
學
會
捐

-
o
o
o
0

元
台
南
金
剛
乘

弟
子
捐
八
二
四

0
元
楊
鴻
基
捐
一
二

0
0

元
陳

庚
宗
搞
一

0
0
0

元
器
銳
之
魏
鎮
西
黃
耀
儀

唐
字
入
各
捐
五

0
0

元
陳
立
一
一
百
捐
四
五

0
元
林

志
隆
韋
鑫
隱
陳
光
炳
何
零
霞
蔡
影
輝
李

月
華
林
銘
銘
各
捐

-
z
o
0
元
陳
淑
娟
在
金
沛

各
指
二
五
0
元
彭
融
明
楊
啟
祥
築
文
藩
張

益
源
陳
錦
源
侖
青
山
玉
清
英
陳
國
經
黃

文
淵
林
天
增
李
徹
林
坤
旺
各
捐
一
一

0
0

元

張
俊
伯
捐
一
五
八
一
兀
張
關
權
搞
一
一
立
0
元
李
杰

楞
心
道
韓
宏
李
素
娥
郭
力
山
葉
勤
童
一
間

楊
基
富
陳
美
香
李
秀
鳳
蔡
榮
婷
林
文
生

陳
勝
義
王
世
良
黃
敏
源
陳
祈
奸
魏
秀
英

郭
秀
琴
賴
仲
奎
邱
秀
珍
彭
晃
替
鍾
棟
湘

間
志
虎
高
錦
陳
祥
熄
鐘
慶
城
陳
景
是
各
搞

一
。
一0
元
具
滿
華
葉
中
決
龐
萬
血
管
林
斯
文

林
立
人
麗
金
源
結
文
生
羅
春
來
自
明
華

" 

洪
敦
仁
洪
士
良
張
一
冉
福
會
清
海
各
措
五

0
元

種
新
生
捐
一
二0
元
利
息
十
九
元

聞
機
生
周
楊
育
芳
捐
助
印
工

均
即
將
是
學

-
4
.
1
舍
刮
來
管
命
券
，
后

〈
出
向
前
路
期
捐
助
者
聲
下
期
〉

香
港
方
面
(
港
幣
〉

邵
黃
志
儒
捐
五

O
O
0

元
李
百
良
黃
同
孫

綺
雲
余
適
永
譚
秉
華
各
捐

-
0
0
元

郭

馬
來
西
亞
方
面
(
馬
幣
〉

陳
志
仁
捐
二

O
O
0

元
鄭
俊
英
捐

-
0
0
0

元

陳
樹
禱
捐
五

0
0

元
廖
訊
讓
葉
首
溪
葉
文
意

各
捐
一
二
0
0

元
縈
袖
琴
張
金
應
各
搞
一
一

0
0

元

陳
植
議
林
添
龍
劉
寶
鈞
玉
願
偉
蔡
琴
蓮
各

捐

-
0
0

元
林
靖
淵
捐
五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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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方
面
(
台
幣
)

林
哲
用
捐
五

O
O
O
0

元
鍾
文
煌
捐
九
五

0
0
元

賴
仲
奎
捐
八
三
五
0
元
其
佈
六
八

0
0

元
洪
敦

仁
揭
六
0
0
0

元
林
一
兀
有
捐
五

0
0
0

元
何
榮

輝
謝
崇
織
各
搞
一
一
五

0
0

元
陳
勝
義
張
國
權

蔡
義
與
各
措
二
0
0
.
0
元
黃
文
淵
搞
一
八

0
0

元

施
源
錯
.
林
景
煌
陳
國
經
趟
崇
溪
魏
鈴
木
各

捐

-
0
0
0

元
鍾
展
文
捐
九
四

0
元
林
天
增

(
下
轉
第
剖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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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her"). It is 世lesoi1rce of energy of human life andvitality~The app1ication 
of 也e. power óf , gTum-mo to hea1 illness. produces. , excellent effect.' One should 

. coricentrate on the four aspects for the appearanceof the gTum:-mo. 
Nonna1旬， the gTum-mo should not be visu~ed to be higher' than two 

fmgers. However, when one attains a stage o.f meditation at which the gTum-mo 
vibtates s1igh世仇 orie may apply 也e following' visualization method: 
á. frrst visullze a grey-black cobweb at theàfflicted p訂t;

b. then visualizethe. gTum-mo as 位 thread of frre wi也 a hook , at the end; 
c. the hook is then vi叫“垃ed to reach the cobweb… and pull it down to the 

Choo-Chung Dru-zoom and destroy it by burning. 

One should visualize vividly once in each meditation session. . In this way, 
effe.cts . will be noticeablein seven days' t iri1e. 

(7) Imagina誼on

There. are n1anY everydayexamples of using the autonomotis functions by 
the applicàtion. of imagination. 

Therewas a story about .a famous Chinesegen~ra1 of the Wei Dynωty. 
Genera1 Cho-Chô once led an 缸my progressiònin hot weather. Thesoldiers 
suffered severe thirst since no water could be found 扭曲e vicinity. There was 
the danger ofa ml且也可﹒ Genera1 Cho-Cho gathered the soldiers and told them 
that.there was aplum garden about one mile away. Iri hearingthis, the soldiers 
were able to have their thirst quenched for sometime. 

There was. .another story about a snake in a wine glass. In Jing Dynasty, 
Le-K wong invited a friend to 街扭k in his house. His friend glimpsed an 誼lage
of a snake in his wine glass; nevertheless, he drank upthe whole of his glass and 

. no snake remained 扭曲e glass. After he returned home, he was so worried about 
the snakein his stomach that he became sick. Le-Kwong kriewof t1由 matter
and decided to 蚵Vite his friend to drink 詛 his house again. His friend strived 
to come in sickness. When he nti.sed his wine glass, he saw a snake 詛 it again and 
screamed. Then Le-K wong dis-illusioned his friend and demonstrated to him 
that the snake in the wine glass was just the image of a bow on the wá1l. Thus 
his friend's sickness was cured immediately. 

These two stòriesillustrate the point 也at the power of ima斟nation can help 
us in doing alot of 位由19S，一 including the curing of illnesses. Thus the Lord 
Buddha. had mentioned that “everything is the creation of the mind". 

(8) Voidn聞s:..visua1iza誼on

Buddhisni emphasizes on the attainment of voidness.Both exoteric and 
esoteric Buddhismhave taught various methods to visualize voidness. It is 
funportant to rea1泣e 血at 叫timately the nature of everything is voidness. Hence, 
when we ask' ourselves the questions: “Where does sickness from come? What 
is its nature? Who is being troubled by it? Who is being cured from it? Does it 
have any rea1. substance of its own?", wewill then come to re前ize 甘lat sickness 
itself is voidriess~and 也at by dissolving our attachments to it, our illusions of 
sickness will disappear.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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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Sometimes 1 felt a stream of prana rushing from the viscera .to the 
head; my forehead andhands sweated, slight1y at sometimes and heavily 
at others; sometimes my body vibrated to andfro, left and right or round 

. movement. After thre.e days, my chronic diseases were a1l .gone." 

“One day, when 1 was méditating, 1 felt a heat ba11 sizedas a cup's mouth 
詛side my belly. It moved to my right waist and stopped there. 1 fe1t 
severe pain in the. whole body for quite a long time. After meditation, 
surprisingly 也e chronic waist pain that had haunted me for over ten years 
sudden1y disappèared. It never returned since then." 

(3) The Use of Breaths 

After practising meditation for somtime, the circulation. of the ordinary 
breaths through 甘1e na帥，詛 terms of up and down , front and back, will be 
more thorough and easy. After two months, the breaths can travel in the 
Cent叫 Nadi by going. up a1l the way to the top of the head and down to. the 
navel. Hence, during inl1a1a位on， the breaths move up f!.om the navel to the top 
o.f世1e head; while during exha1ation, the breaths move down from the top of 
the head to. the navel. In this way, the breaths. circulàte endlessly and the body 
feels very smooth and happy. 

In using ordinary breaths to cure illnesses, one should remember the prin
ciple of “gentleness"~ to apply the breaths to. the root of the illness, such as the 
using of the blow,‘'fu",“hi",“hor",“ha",“Shi", . etc. for different purposes. 

(4) 首1e Use of Prana 

Prana is much more 可efmed ， slow and long" than ordin訂y brea血仇 thus
its use to .cure illnesses is even more beneficia1 than .the using of breaths. 
Different methods of using prana are illustrated in the “Great Meditation" by. 
Rev. Chi . Hai. 

(5) Concentrating at the Afflicted Parts 

During meditation, the autonomous functions of the body are vitalized; 
slightvibration of the whole body is a prelude to the state of peace and tr侃"
qu逝ty. 一 At this stage, the meditator may 訂Y to hea1 externa1 infèction and 
interna1 weakness. by mental concentration. 

The method is to concentrate and emit light, through visua1ization, from 
the heart to 也e afflicted parts of the body. Within three days, the illness w迦
be cured. Thus one can apply concentrated visua1ization for 山1ess associated 
with the element water; apply. relaxed .visua1ization for illnessassociated with 
the element frre; or one can concentrate at the head for illness associated with 
theelement earth, or concentrate at 也e feet for illness associated wi血 the
element air. 

After meditation, rub your hands with visua1ization as previously explained 
and concen訂ate at the afflicted p缸ts of the body, and inassage with both warm 
pa1ms. 

(6) Healing by the Power of gTum-Mo 

In Tibetan Tantric Buddhism, kunda1ini is known as gTum-mo (the “Ang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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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n the coursé of obtaining peace and tranquility, one may be terrified by 
the illusions, or one may adhere to unscientific and superstitious views. 

Section7 Healing by Meditation 

The theoretica1 exposition of the beneficiàl effects of meditation on 
genera1 health aild longevity hasa1ready been treated in Chapter Two. The theories 
about healing by meditation are treated 也oroughly in “Introductory guide to 
meditation" by Rev.. Chi-Hai，個din “Yin Shi-zi Meditation" by Mr. Chiang Wai K剖，
and in many other writings; their theoretica1拙pect will not be repèated here. My 
ownexperience .óf healing latentrheumatism and ora1- reports of hea1ing experiences 
from students of my previous meditation classes may serve as evidences. Theories and 
evidence infer that healing by medita討on is not just mere fantasy. Various hea1ing 
methods will be described below for students' practice purpose. 、 However， instruc
tions and 1imitations must be strictly adhered. to. Hea1ing effects will not be obvious 
unless one has at least one year of meditationa1 .experience. 

(1) Protection against externa1 infection - The origin of human diseases can be 
classifie4, according to Chinese tradition; as externa1 infection and interna1 
weakness. Interna1 weakness includes irregularities or injury of "visce路， emc伊
拉ona1 depression or st卸1Ul~tion. Externa1 infection is caused by change öf 
climate. - extreme heat or cold - thereby affecting the norma1 function of 
blood circulation and gaseous exchange of interna1. and externa1 respiration, 
thus rendering the body to become vulnerable to diseases. People in old days 
lay -.down calmly to cool down in hot weather; they might a1so sit quiet1y and 
stretch the limbs to dissipate heat. In 
opening up'~入. In the point of view of modern science, the principle is to dissi
pate heat by ‘in臼easing the surface area'. In cold weathers, in order to resist 
coldness and retain warmth, the ancient method was to contract the four limbs 
and 血e body like . a ball, concehtrate p抑r削a a前t the 
(f，扣o叮 f跆in璿ger昀s belowthe navel) and pronounce “唸Sih" 扭 quiet medi技ta吋位on. In 
“Chi-Kung" this is known as “the method of concentrating the true prana" or 
“the method of closing", In scientific viewpoint, contraction of the limbs 
intens泊的 the muscles, the practice of pronouncing “Shih --" enlarges the 
capacity of the lungs and increases the rate of blood circulation which in turn 
generate body heat to resist coldness. Ancient people call this the “bègger's 
me也od". Preventive resistance to externa1 infection can be achieved if these 
breathing principles are applied to breathing in meditation. 

(2) Healing interna1 weakness - Meditation may serve 部 a cure for interna1 we血"
ness as well 品 a preventive measure against external infection.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s of proficient. meditators, when one has enough practice such 
thatone's body posture is up to standard, that one can sit for long hours without 
numbness 扭過e legs，出at one's 'breathing becomes smooth, and that the mind 
is tranquilizeιIn such a way，扭side 0帥's body, the nadi, prana and bindu w逝
naturally vitalize theirautonomousfunctions, naturally generate the power of 
gTum叫o and c缸ry out regulatory and replenish functions at the weak parts of 
the body. 

The following two cases extracted from Mr. Chiang Wai K啦's book serve 部
reference of the healing effects of m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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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hilly - The body fee1s chilly as attacked by malaria; 甘llS is caused by 
roughness of the water element. 

6. Warm - The whole body feels hot as if on frre; this is ca凶ed by the rough
ness of frre element. 

7. Rough 一甘le body feels 1ike merging 泊toa sin~其em部s; thls is caused by 
the minuteness of the earth element. 

8. SlipperY - The body is so slippery that 也e legs slip on each other and 
proper posture. cannot be maintained; thls is caused by minuteness of 
water element. 

The Eight Feelings are causedby the 加b叫個白 of the. four elements. .Do not 
be frightened by these feelings as they will disappear after two to three weeks' 
time. 

(2) Deviations - Most deviations are caused by psychologica1 tensions and attach
ments. Some of them are describedωfollowings. 

1. Adhering to a particular method, while not discriminating the conditions, 
not knowing 世le pösitive and negative , the active and passive. However, 
a particu1ar method may 訊rit one person but not another; thls will cause 
de世ation.

2. . If one b1i:h.dly pursue various movements and phenomena 'and indulge in 
the various sensations, one will unconciously. intensify. the movemènts and 
eventually lead to violent agitations which may' cause undersirable effects. 

3. Lacking 也e ab血ty of dis臼imination， .one may accept the incorrect notion 
of “movement feelings are good. signs" and thus unconèiously falls 扭to
the abyss. 

4. Some people take movements and phenomena as items for praise and 
encouragement, th凶 causing 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deviation. 

5. Some people consèiously guide 也e movement exercises of the nadis and 
pran晶 Deviation thus o.ccurs if such exercise is up. to a point whlch is 
agaÏIlst natural law. 

6. The body is not relaxed, the mind and various part of the body is over1y 
tense. 

7. Being ~oomechanical and unref1ectir嗨， which is against the prinèiple of 
being relaxed and autónomous. 

8. Transgressing the prohlbitionsand not satisfying the various important 
preparatory ìnatters for meditatiòn. 

9. A1though one has followed all the instructions, one may be curious 3;bout 
other meditation methods and confusedly còmbine and try 血e v缸ious
methods, thus causing contradictions and dev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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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6 Transgressions 

Many transgressions during the course of meditation were known. In the 
Tripitika, they were classified as 可neditation-illnesses". In this section, on1y the 
“eight feelings" caused by physiologica1 particularities and deviations owin8 to psy
chologiéa1. tensions are briefly discussed. 

(1) 豁出t feélings 一一 Pescriptions of the “eight feelings" were found in the Su訂as.
They were described in detai1扭‘The Great Meditation' by Rev. Chi-Hai of 
Tien-Tai schoo1. 

Buddhism believes that a11 physica1 things, inc1uding the body of human beings, 
are composed of the four elements: earth, water, frreand air. Earth signifies 
the property of ri斟dity; water, wetness; fIte, warmth; 剖r， mobi1ity. 
In 前le human body, hair, nai1, bone, flesh , skin, tendon , nervous tissue etc. 
belong to the earth element; spittle, snot, blood, sa1iva, te缸， mucus , urine and 
semina1 fluids all belong to the water element; bodily warmth belongs. to the 
frre element; mobi1ity belongs to the air element. Medica1 anatomists a11 hold 
that every individua1 ar也n祉，品 f訂 as intema1 anatomy is concemed, is unique. 
It can thus be appreciated that, on gross , the extema1 feature and intema1 
anatomy of every human being is unique. 前le elements are the minute com
ponents of body 位ssues. The various composition of the elements in differerit 
tissues is a1.s0 unique. At ordinary times, it is difficult to be aware of this. 
However, in the practice of meditation, through the. constant, lasting refmed 
exercises of the nadis, prana and bindu, the body and mind may settle such that 
one is not aware neither of one's body nor extema1 phenomena for days or 
even months. In this state of Sainadhi, one may feel that the body and mind 
vibrate and move in a very subt1e and minute way.τhis may develop into the 
eight feelings: sore, itchy, 1ight , heavy , chilly, warm, rough and slippéry. 

Rev. Chi品ai regarded the cause of the “EightFee尬19s" to be: “Counting the 
brea也 can re那1ate the mind; the mind regulates frre; frre regulates 甜;前r
regulates water, water regulates earth. As the four elements become refmed, the 
eight feelings occur. . . . the eight feelings 缸e 也e four elements: sore and 1i的t
缸e 甜; itchy and warm 缸e frre; chilly and slippery 缸e water; heavy and rough 
areearth. The substance and the function being superimposed, thus càuse the 
eight feelings.When the agitation feeling arises, it may start from the head, 
back, waist, foot or other places. Gradua1旬， it spreads over the whole body. 
A斟tation is felt a11 over the body a1though extema11y there is no movement of 
the body. 油1e agitation is like breezes, moving slowly and subtly." The follow
ings are. the brief descriptions of the features of Eight Fee1ings. 

. 1. Sore - The severestdegree of pain is felt; 前也 is caused by the roughness 
öf the air element. 

2. Itchy 一明le body feels like being bit by snàkes and insects.(At 出s
moment, do not touch or scratch the itchy p缸t， otherwise it may develop 
泊to skin disease). 

3. Light.- Th.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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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roughness, natura1 flow and the consummation of peace and happiness of 
body and mind. 

It ~ iseven more difficu1t and s10w for dis仕active thoughts to settle~ Most 
óf us 訂e sobusy with mundarteaffairs everyday that we do not know what distrac位.ve
thou位ts 訂e. Be斟nners öf meditation, on the contrary, start to become aware of the 
flux of distractive thoughts. It is indeed difficu1t to con缸。1. Lord Buddha Sakyamuni 
most compassionately disc10sed voluminously on this topic. To settle distrac討ve
thoughts to any considerable extent wou1d probably take at least six ye缸s. If one 
practises “chih-kuan" according to exoteric sects of Buddhism, or follows the. pr缸"
tices of esoteric Buddhism, one may progress more rapidly. 

Section 5 Meritoriouseffects 

The meritorious effects and their theories have a1ready been explained 扭
the foregoing pages. They are briefly mentioned here to catch the atten世on of the 
readers. 

(1) Regulation of Nadis - When the nadis are regu1ated, one wi11 be ableto sit for 
longtime. withoutnUInbness. Hence, pranas an:d bindus wi11 flow SffiQOth1y and 
one wi11 gradl,la11y approach , the .state of “lightness and peace" 百1e body w血
become hea1thy' and the kundali跤í can be activated. 

(2) Regulation of. prana :.:... When thepr甜甜 are regu1ated, one's breaths wi11 natura11y 
be refmed, slowand lpng, which brings longevity. Taoists have similar opinion 
that 'brea出ing like a turtoise brings longevity. 

(3) Regulation of the bindus - When the bindus are regu1ated, one's mind wi11 be 
regUJ.ated. Further progress to Samatha, vipasyana, and then the interplay of 
both samatha and vipasya間， and fma11y to ultimate enlightenment. .As for 
cle訂 though郎， good hea1th" relaxation of nervous system, dissolution of tension, 
improved functioning of bodily organs, peacefu1ness and ca1mness, etc., these 
are only the less important benefits. 
“S紅natha" is ail advanced state of meditation which beginners wi11 not be able 
to attain 扭 a short 組me. There are eight stages proceeding to “Sam祕1a" 部

汽 explained 'in the “Sastra of the Stages Attained by Yogis" ，倒 follows:

(a) Relinquished from words and concepts, the mind is adhered to the object 
of èontemplation. 

(b) Relinquished from words and concepts，也e mind is adhered to the meaning 
of the object of contemplation. 

(c) 討1e mind is relinquished from words, speeches and signs; this is the function 
of the facu1ty of thought. 

(d) The mind is relinq喝shed from turb1.Ùence; this is the function of the fac1.Ùty 
于心 ()f thought. 

(e) The mind comprehends clearly the object of contemplation. 

(0 The mind intrinsica11y rests in the state of Samadhi. 

(g) The mind imperturbably rests in the state of Samadhi. 

(的 The mind neutra11y abides 泊 the state of Sama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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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te common for be.斟nners. After these unfavourable reactions have gone, the 
favourable reactions will còme. Destruction preceeds construction, hence, itis 
impo巾nt to have patience and fortitude. 

(2) Favourable reactions - Many people who have prac位sed according to t1:ie 
instructions over. one ye缸 reported that they have high spirit and good strength 
after practising meditation. If .one skip meditationowing to laziness, one wqu1d . 
feel lost and uneasy. Many. reported tha:t their small chronic troubles gradua1ly 
di臨ppe缸; that they are able to resist epidemic diseases; that serious 益lne路 lessens
個dsmall illness dissoh泌的. Furthermore, the latent root of chronic or previous 
illness exposes. After exposition, the illness is.cured quicklyand the root of 
illness 函 expurgated. Since this aspect was not fully mentioned in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writings, the author wou1d liketo describetwo 臼ses here 品
evidence. First1y, theau血or servedthe Army 扭 his early ages, fought in open 
areas in Hunan and suffered from serious rheumatism. Once:in .Kwei1in, the 
illness become so serious 也at the author cou1d not wa1k. Afterward，位1e disease 
retumed about every two years each time impeding much the walking fàculty. 
After practising meditation for one year, the root of illrtesswas exposed: the 吋
w的t and legs. stiffened and it was extremely painful. This continued for seven 
days and theillness suddenly disappeared. Since. then the authorhas been com-
抖的ely free fr<?m the rheumatic illness. In the 8econd case, a lady who has 
practised meditation for.several years with ardent effort found .that her illness 
gradually disappeared and. her weak body retumed to good hea1th. . She reported 
甘lÎS to me of the surprise of her. medica1 consu1tant for her rapid 仇 recovery.
After one mon曲，也e spitted some. blood . with .sUght. cougl自19aIid 80 she queried 
mein great wo叮y. As she sat 扭 correct posturè and according to ins甘uctions，
1 mentioned that medita位on could not cause illness and beUeved. that the spit-
ting of blood might be 位1e exposure of the Iatent root of pre討ous illness. Both 
of us was not certain and regretted about the matter. A few days-later, the lady 
came to tell me a post happening 甘lat she had recalled: “1 t was severa1 years 
after her inarria齡， her gr剖1dmother-in-law and sister-in-law blamed her for not 
bringing a son. to the family. They even suggested taking .a. concubine f，οr her 
husband. She felt so painfi凶 and melancholy that the situation developed 卸to
illness; 也e spitted blood for 

Sω位on 4 Progr腦 plan

Patience is most precious for spiritua1 training. Ancient sages exclaimed 
that 凶 our age, which is ebb of the Buddha Dharma, many believe 詛 Buddha.Dh缸ma
but few get fully enlightened. This is a1s0 true . for meditation. 

Thereare only seven essences for the meditation postures. However，加
order . to . attain natura1 and impeccable bodily postures, one has to sit every day for 
one ye訂 with constant chec姐ng and improvèment. 

As for the regulation of the breathing, it wou1d take àt least. three yea.rs to 
attain 位1e state é:>f 叮efmed - s10w - long" brea也s; i:e叭 distinct awareness, cohtin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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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BETAN ESOTERIC MEDITATION -- A PRACTlCAL ANALYSIS ()() 

BY 
LAUYUI-CHI 

Chapter 6' GENERAL DISCUSSION 

Tlús chapter is a general discussion of the principles, essence and some 
important pointsabout meditatioÌl. 

Section 1 Knowledgeable persons 

“If onewants to kß.ow the roads ùnder the mountain, one shou1d consult 
甘leexperienced traveller", this is why Buddlústs emphasize on leariùng fromknowledge 
ablepersons. Students of Tibetan tantric meditation should especially pay attention 
to this point, as tantra is not wellknown to the occident. Regarding the 也ree也l-one
principle of nad函， pranas and bindus, utilization of automation functions , rectificationj 
improvement ofpos切re and the abiding of rules, if one has:位le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experienced and knowledgeable persóns, one may avoid .deviation and aclúeve 
better progress more quick1y. 

Section 2 ~ciples of' theExercise~ 

Contradictions may seem to exist in the foregoing discussionson subjects 
like . three-iri-one principle of nad函， pranas and bindus; the tranquillity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and .the activation of na函， prana and bindu; automation and passivity, re
laxation and strict posture. Actually, they are opposite but not exclusi嗨， and they 
have complementary functions. . One who is serious about meditation shöu1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points: 

(1) Before and after medìtation, one should defmitely applymuchforce in the bodily 
exercises and shout loudly in order to. exercise the rough nadis, pranas and bindus. 
In particúl缸， one shou1d exhale through the mouth for three times producíng 
the sound “Ha"，也ake 也e. body convu1sively thrice, blow impure 甜 out through 
the mouth thrice, 8Íld perform the ‘'NineBuddhist Winds." All these exercises 
and 甘le massage . after meditation shou1d be performed vigorously. 

(2) During meditation, however, one Should always keep thoroughly relaxed in order 
令 to exercise 也erefmed nadis, pranas and bindus. Oi1e shou1d take heed not to 

bieathe throughthe mouth, and 血at breathing through the nose shou1d be kept 
refmed, s10w and long in a natural manner. 

Section 3 Reactions 

Tlús section may be divided 恆to unfavourable reactions for the bè斟nners
and favourable reactions for the experienced. 

(1) Unfavourable reactions - It is not uncommon for the be斟nners who sit in 
crossed-leg posture with untamed nadis to experience numbness in the legs. 
Some may have this reaction within five minutes of sitting. More practice will 
improve this situation. To maintain the posture and to regulate the breaths at 
the . same time may be difficult for be蟬nners and may cause nervous tension. 
Again, more practice will enable one to relax easier. Most. people are not aware 
of 出eir distractive thoughts because they are too busy with mundane affairs. 
When one be斟n to meditate and ]earn to tranquilise the mind, one st缸ts to 
realize 也e abundance of one's distractivè thou值的 Ag翻， the distractive 
thoughts will settle as one practise more. The three mentioned reaction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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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1 J們喃喃柳月葫邪氣! 你有認四咕哼
只字角色啊! FhR:3汽們呵?aTh哥啊訴我們

到‘~ë呵，到

2. rNAM.hDREN.MA.PHAM.-MAJTREYA-THE IMMANENT BUDDHA OF 
LOVE. ln the Galden Heaven , the Buddha Sacr吋 White Crest bound the Diadem to his 
h~d. to confer the highest empowerment As the Immanent Buddha-Homage tothe invin
cíbJe leader Namdren Maph社m l 。

講嗎巳師佛傳承象說
~搞勒接接
(當求下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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