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采酬金列
到
仇
之

1輛黑
J自山!

> 

金
剛
乘
mf
村
長
而
佛
別
城

拉
拉
佛
像
功
德•• 
凡
見
佛
像
，

必
須
存
心
恭
敬
，

不
可
稍
有
褻
潰
，

更
勿
加
以
損
壞
。

即
使
置
在
抹
上
、

或
地
下
，
甚
至
跨
越
少
其
罪
甚
大

。

薩
迦
巴
被
接
澤
程
佛
爺
開

一本
廣
大
心
耍
一
去•• 

「
一
人
於
雨
中
見
小
泥

塔
，

急
拾
草
履
蓋
之
。

叉
一
人
歪
，

以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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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圳
特
輸
王
」

。
故
說
間
三
賞
之
名
，

或
見
佛
像
、

佛
塔
，

皆
可
為
成
佛
種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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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觀莊嚴論頌 (18) I 法等法師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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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創日十二月一十年八十六國民華中

呵
呵
品
甘
落
方
面

一
出
版
者

•. 

金
剛
乘
學
會
呻

可
~
}
帶
甘
港
北
角
笑
由
且
這
七

0
0
號
北
角
大
廈
七
模A
座

…
發
行
所

•. 

金
剛
乘
隸
誌
說
…
電
話

.• 

E
卅
一
九
八
三

…
發
行
人
隸
社
長

•. 

蓋
淑
蔥
一
妾
灣
、
方
面

…
副
社
長
:
林
山

p
m安
干
一
』
盒
鑫
北
市
設
化
南
路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O
巷
十
七
號
一
一
一
接

關
外
一
執
行
扭
頭
轉

•• 

餐
露
…
金
電
話

:
(
O
二
)
七
五
三
七
一
一
一

O
七

一
一
一
拉
攏

1
時
結
閃
閃
的
.
母
咕
咕
趴
哼
座
…
絃
址
姦
北
縣
永
和
市
努
朗
路
一
段
九
十
一
號
一
她
喜
們
甘
心
呵
呵
芒
叮
叮
帥
一
一
一
肚
量
一
一
一
發

z
m
E
m
y
」
一
通
訊
處
鑫
草
草
草
書

δ
o
喜
獄
二
主
改
善
市
文
章
一
。
一
一
一

O
卷
一
一
…
葬
四
十
八
號

忠
民
月

2
2

間

g
E

昌
一
一
學
電
話

-
6
六
〉
之
一
一
玄
，
九
三
五
五

ω哀
。
為
。
知
叫V
E
S
-

…
懿
故
對
接
﹒
。
一
五

O

九
八
九
!
四
號
金
剛
乘
隸
誌
設
一
…
的
一
高
雄
市
覺
，
民
路
五
一

0
號

于
是
西
亞
-
g
-
g語
言
。
為
自
2
.

一
印
刷
者
、
華
彩
色
印
刷
公
司
一
會
宮
門
。
盡
一
八
一
四
八
三
毛
主
七
一
一
一
七
一
一
一

吋
，
豈
可M
Z
P
M
M開
m
K
H
H
P玄K
H
F〉j
a
叫k
r
.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O

一
一
一
三
九
﹒
一
一
一
八
六
二
九
悶
七

九
向
當
地
繁
筒
，
詣
的
回
懿
贅
，
窗
外
助
印
一
地
址
:
愛
北
箭
雙
廚
街
四
十
九
巷
十
六
號
一
密
乘
出
版
社

2
姐
一
的
以
外
幣
灌
票
或
混
A
R跨
號
葦
接
經
交
豪
中
前
向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局
版
憂
…
認
字
第
一
一
…
九
八
號
一
‘
一
心

…
)
一
通
訊
處

.. 

套
中
市
茜
屯
區
寧
夏
路
一
一
O
O
卷
衍
號
…
一
摟

筒
屯
區
寧
夏
路
一
一O
O
套
三
十
七
號
二
樓
，
任
何
…
中
華
郵
政
臺
字
第
四
囚
。
一
一
號
執
照
發
認
為
第
一
類
新
聞
紙
獄
一
電
話

•. 

〈O
m出
〉
之
五
五
一
一
一
間
一

O

劫
印
，
必
在
一
「
期
季
刊
公
佈
徵
償
。
一
中
護
民
國
雜
誌
專
業
協
會
會
員
一
懿
政
調
撥

•. 

O
五
三
四
一
三
l
O
密
乘
出
版
吐

心

本
期
目
錄

露
且
高
雄
金
剛
乘
學
會
開
光
剪
影•.•.. 

ji--

••••.••• 

黃
敏
源
攝
4

頁
}
高
雄
金
剛
乘
學
會
舉
辦
靜
坐
盛
況
.• 
ji--

•••• 

陳
建
夫
攝
E

高
雄
金
剛
乘
學
會
嚮
介
..••.. 

ji--

••••. 

ji--

••••. 

王
俊
雄
&

本
會
法
訊•.. 
jil---ji--

..• 
ji---ji--

..•.. 

鍾
隸
湘

1

關
於
梵
漢
藏
文
合
盤
學
妙
吉
祥
真
實
名
經
之
答
問
••• 

劉
銳
之

a

西
嚴
前
弘
期
佛
教
之
翩
翩
立
經
過
•. 
ji---ji--

••••• 

林
崇
安
眠

措
助
本
刊
芳
名•.. 
ji--

•• 
ji--

•• 
ji--

•.•.•••• 

本
社
以

敦
珠
寧
波
車
專
程
蒞
正
金
剛
乘
學
會
概
況
•......•.•.• 

黃
文
淵
也

+
方
四
時
祈
願
文.•..•..•..••••.........•..•.•..••.••.. 

﹒
劉
銳
之
譯
茲

敦
珠
法
玉
徽
之
表
義.••••.• 

ji--

..••••. 

ji--

.•••• 

鍾
棟
湖
泊

金
剛
乘
學
會
瑜
伽
行
者
之
「
晃
修
行
集
」
及
一

「
修
行
四
原
則
」•. ji---ji---ji--

..•••••.••• 

本

社
26. 

間

內

臺
中
市
西
屯
霞
寧
夏
路
二O
O
卷
一
二
十
七
號
一
一
發

(
閣
內
助
印
請
科
舟
懿
援
。
「
五
O
九
八
九
i

四
號
)

A說
到
乘
雞
一
甜
的
社

贈閱處

k 

我
所
懷
念
的
郭
文
添
會
長•...• 

ji--

..•••• 

劉
銳
之
說

臺
中
金
剛
乘
學
會
會
議
記
錄
•..•. 

j
i
l
-
-
-

韓
希
聖
混

現
觀
莊
嚴
論
科
判
緣
起••.•. 

j
i
-
-
-
j
i
-
-

劉
銳
之
誠

加
入
金
剛
乘
學
會
求
法
吹
第
••..• 

ji--

..• 

本
社
孔

現
觀
莊
嚴
論
序•. 
ji--

••• 
ji--

••••••••• 

太
虛
犯

銳
之
啟
示.•.•... 

ji--

...•••. 

jil--

.••.•• 

劉
銳
之
認

西
藏
寧
瑪
派
教
義
及
其
在
歐
美
的
傳
播
.... 

鄭
金
德

M

封
面
•• 

金
剛
乘
學
會
長
壽
佛
壇
城

封
面
裘
•• 

現
觀
其
嚴
論
頌
閱
(
裁
漢
對
照
)

封
底•• 

金
剛
乘
學
會
耨
幟

封
底
裘

•• 

霄
瑪
巴
師
佛
傳
承
系
統
的
身
一
天
(
提
要
V
阿
關
禁

一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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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團
體
關
儡
敵

軍
屬
E
E
E
g

主
輔
轉

緣
起.• 

民
國
六
十
七
年
春
伏
仰
上
都
弘
怯
和
生
，
法
權
一
遍
豎
之
本
顱
，
特
與
台
北
林
山
悶
悶
安
師
兄
聯
合
迎
請
上
的
蒞
宙
間
雄
傳
授

西
藏
密
宗
靜
坐
法
，
參
加
者
一
五
0
名
，
於
圓
滿
之
日
舉
行
四
臂
觀
音
灌
頂
，
參
加
對
仔
七
人
，
高
雄
金
剛
乘
學
會
於
焉

成
立
。

沿
革
:
是
年
一
二
月
租
用
鳳
山
市
一
幅
誠
路
一
二
十
號
一
一
一
樓
以
為
會
所
，
後
由
於
經
費
拈
掘
(
幾
乎
由
蔣
讓
全
師
兄
等
少
數
人
支
撐
)
，

及
佛
堂
乏
人
管
理
，
乃
於
六
十
九
年
春
將
會
所
遷
至
高
雄
市
民
族
之
路
一
。
一
一
之
五
號
陳
建
夫
師
兄
寓
所
四
樓
，
由
此
經

費
略
有
著
落
，
會
務
亦
得
順
利
進
行
。
旋
以
會
員
日
增
，
灌
頂
法
會
時
，
每
感
會
場
不
敷
使
用
;
乃
有
問
學
提
議
購
置
佛

裳
，
於
是
在
七
十
二
年
底
購
置
今
之
會
所
〈
高
雄
市
一
一
一
民
區
覺
民
路
五
一
0
號
五
樓
之
一
〉
9

翠
年
年
底
交
晨
，
七
十
四

年
初
出
建
夫
兄
著
手
設
計
並
監
督
工
程
之
進
行
;
經
經
一
個
月
間
，
師
兄
弟
們
盡
心
盡
力
地
施
財
、
施
力
，
乃
有
今
日
如

此
寬
敞
、
莊
嚴
之
道
場
供
大
家
共
修
參
研
。

剪
彭
m閃
光.• 

七
十
四
年
二
月
十
日
為
佛
堂
落
成
閱
光
之
黃
道
吉
日
，
是
日
天
本
陰
雨
，
然
於
上
午
九
點
五
分
，
正
當
上
師
剪
彩
時

'
突
有
萬
道
光
茫
齊
射
佛
堂
，
見
者
莫
不
稱
奇
歡
悅
，
嘆
未
曾
有
。
按
著
是
開
光
、
布
薩
及
麓
的
與
無
死
還
師
的
灌
頂
法

會
;
法
會
進
行
中
，
有
一
五
彩
鳥
自
南
方
來
，
棲
正
佛
堂
前
，
久
久
不
去
，
追
小
孩
擬
捕
捉
之
始
行
飛
離
。

靜
坐
法
講
羽
田.. 

為
慶
祝
新
佛
堂
啟
用
及
做
實
質
的
弘
法
利
生
事
業
，
特
體
請
上
的
南
下
主
持
為
期
六
天
的
靜
坐
法
講
習
，
時
間

為
-
2月
十
六
日
軍
血
廿
一
日
，
每
晚
七
點
半
到
九
點
半
。
報
名
者
這
一
八

0
人
，
也
於
場
地
受
限
，
僅
收
一
二

0
名
;
會
場

為
之
盈
桶
。
殊
值
一
提
者
，
每
晚
人
數
紙
多
不
少
，
且
反
應
熱
烈
;
圓
滿
員
、
心
皈
依
者
有
五
十
六
人
。
為
使
參
加
講
習
者

能
不
斷
實
習
，
以
收
靜
坐
之
功
，
特
定
每
遇
二
晚
七
點
半
到
入
點
半
為
靜
坐
共
修
時
詞
;
兩
週
來
，
參
加
者
頗
為
踴
躍
。

例
行
法
會.. 

每
月
農
曆
十
日
為
會
供
法
會
，
加
修
長
壽
法
;
最
廢
最
後
一
個
週
六
為
布
薩
法
會
，
加
修
金
剛
薩
捶
法
。
時
問
皆
為

~耐蟲盔

五
俊
雄

一 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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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上
七
點
半
起
。

不
定
期
法
會
;
若
有
多
數
同
學
發
心
請
求
權
頂
或
閱
示
，
上
師
每
不
辭
辛
勞
，
蒞
高
舉
行
權
頂
或
作
專
題
講
演
。
至
今
在
高
權

頂
之
本
尊
有
血
臂
觀
一
捕
時
，
緣
度
一
母
，
蓮
蹄
，
準
提
佛
母
，
大
白
傘
蓋
一
佛
母
，
咕
嚕
咕
仿
佛
母
，
藥
的
佛
，
釋
迦
佛
，
長
壽

佛
，
無
死
蓮
師
，
金
剛
藤
鐘
)
初
灌
、
一
一
灌
，
一
亥
母
及
護
法
，
灌
頂
法
會
達
拾
數
次
;
並
於
六
十
七
年
二
月
，
六
十
八
年
五

月
舉
辦
兩
次
「
靜
坐
法
講
習
」
;
七
十
一
年
三
日
于
七
十
二
年
三
月
假
高
雄
佛
教
堂
開
示
「
盟
臟
密
法
大
要
」
及
「
即
身

成
佛
之
理
L
o
除
此
之
外
，
學
會
諮
同
學
每
於
特
殊
情
況
下
相
約
共
修
，
以
期
祈
福
消
災
O
F

經
-
露
出
流
通
:
凡
密
乘
出
版
社
發
行
之
經
盤
問
季
刊
一
函
，
本
會
均
者
流
通
，
此
外
尚
有
經
書
借
閱
與
贈
送
。
尚
祈
大
家
多
提
供
多
利
用
。

本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二
月
十
且
為
高
雄
金
剛
乘
學
會
落
成
閱
光
之
吉
日
，
是
日
細
雨
紛
飛
，
然
於
閱
光
剪
彩
之
際
，
太
陽
一
瑰
，

光
茫
齊
放
，
人
皆
稱
奇
，
讚
歎
不
巴
;
旋
即
舉
行
灌
頂
法
禽
，
參
加
者
約
一
百
五
十
人
。

-
2月
十
六
日
至
廿
一
日
，

A每
晚
七
時
一
一
「
十
分
至
九
時
三
十
分
，
舉
行
一
連
六
天
之
靜
坐
傳
習
班
，
由
劉
土
師
親
自
傳
授
。

參
加
者
一
二
0
人
，
發
心
皈
依
者
達
五
十
五
人
之
多
。

台
中
訊

•• 

丹
來
劉
上
師
，
甚
為
忙
礁
，
一
一
一
月
廿
四
日
應
弟
子
請
求
關
示
聖
寶
源
度
母
儀
軌
及
會
供
儀
軌
，
一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舉

行
選
師
初
灌
及
一
亥
母
二
灌
，
四
月
五
日
至
十
一
、
日
連
續
七
天
晚
上
，
七
時
三
十
分
修
大
幻
化
網
度
亡
法
加
持
陀
羅
尼
經
被
，
開
壇
及

結
讀
報
由L
上
師
親
自
主
棒
，
第
三
天
由
林
崇
安
主
唔
，
第
~
三
、
四
天
由
李
銘
關
主
墟
，
第
五
二
几
天
由
祿
湘
主
燼

•• 

接
土
師

去
，
陀
羅
尼
經
被
經
修
法
加
持
後
，
可
由
眾
人
請
回
家
，
以
留
待
自
後
亡
者
使
用
，
使
其
得
到
加
持
，
直
趨
本
尊
剎
土
。
或
往
生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
四
月
七
日
上
午
十
時
，
開
示
大
幻
化
網
金
剛
薩
捶
除
障
法
及
傳
授
百
字
朗
。

合

同

濤
:
、
說
…μ

一
…
一
豆
，
在
月

1
H
J
J
令
品
的

吋
t



緣

起

單
妙
古
口
祥
真
實
名
艇
，
自
西
獄
覺
襲
派
教
、

f
J
J
多
羅
那
他
奪
者
所
著
印
度

佛
教
史
〈
此
番
流
行
甚
廣
，
各
國
多
有
譯
文
。
)
，
內
述
月
稱
為
那
爛
陀
寺

?
~
堪
布
，
丹
官
居
士
軍
，
站
立
地
上
。
間
以
「
從
何
處
來
。
.
r
H
、
曰
:
「
從
甫

方
來
。
」
悶•• 

「
所
知
何
法
?
」
曰
:
-
「
聲
朗
、
百
五
十
頌
、
文
妹
真
實
名

經
一
一
一
種
而
外
，
是
所
不
知
。
」
丹
稱
念
.• 

「
話
雖
甚
謙
遜
，
但
其
意
則
於
聲

研
、
經
藏
、
及
一
切
密
法
，
肯
定
知
之

2

其
為
月
官
乎
?
」
(
詳
見
本
刊
第

十
八
期
第
廿
六
頁
)
由
是
一
可
知
:
請
此
真
實
名
經
理
即
可
了
知
一
切
密
法
，

此
語
非
髓
。
但
儷
如
何
研
讀
，
其
入
手
方
便
，
有
無
科
判
分
析
，
使
有
次
第

一
叫
循
;
此
為
問
題
之
一
。

教
珠
法
歪
，
以
〔
|
I
l
z
i
1
1
I
l
i
-
-
-
I
j
i
g
-
-
l
j

一
代
京
師
，
其
弘
法
一
-
p
i
~

•.•• 

心
l
l
'

，
1

科
生
專
業
，
要
三
關
股
難
漢
揖
臘
文
:
日
韓

國
歐
洲
，
弟
子
如
黨
一

l
!
f
f
J
t
t
z
y
J
j
l
a
E

肉

，
閣
篇
論
人
研
單
有
一

。
若
德
育
生
遮
會
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巖
取
之
移
喜
蹉
嘉
著
運
華
生
大
士
廣
傅
，
貴
洛
孫
蚊
啤
著
背
史J
及
耶
那
會

自
寶
存
之
宵
瑪
十
萬
髓
，
均
加
以
整
理
重
印
?
以
廣
流
傳
。
其
著
作
日
印
行
一

者
十
八
臣
冊
，
一
吏
巴
著
成
四
十
四
位
冊
，
是
不
僅
為
著
作
等
身
，
且
高
護
其

身
。
故
達
賴
喇
嘛
會
笑
著
以
悶
:
「
你
寫
得
如
此
多
的
文
章
，
怎
有
這
麼
多

的
資
料
?
」
大
寶
法
王
住
世
時
謂
之
曰
:
-
「
你
著
作
之
多
，
我
不
特
無
法
趕

得
及
，
看
亦
不
易
看
得
完
也
。
」
此
二
事
均
為
師
前
告
余
者
。
如
此
不
獨

為
渣
華
龍
宵
巴
奪
奢
談
唯
一
人
，
抑
旦
大
一
件
媲
美
之
者
。
以
此
於
槍
法
玄
學


向
、
修
養
γ
著
作
一
、
一
弘
利
等
功
德
霄
，
均
已
達
最
高
揖
界
，
而
對
真
實
名
經
‘

之
親
為
什
梵
職
漢
文
合
聲
卜
門
之
大
勿
倡
導

1
一
頒
賜
再
一
一
一
、
指
示
再
三
，
不
遺

餘
力
。
其
經
過
情
形
，
為
我
講
俊
學
之
人
，
所
宜
欽
仰
，
所
輩
學
習
;
此
為

正"f

問
題
之
一
了

志
上
列
三
莓
，
在
替
港
、
牽
潛
諸
弟
子
，
常
作
能
詢
問
;
高
日
移
民
於
歐

洲
、
美
關
等
各
地
之
弟
子
，
及
居
住
於
新
加
坡
、
馬
來
亞
之
弟
子
，
亦
均
先

後
來
商
詢
問
。
因
念
各
別
商
復
，
將
費
時
失
事
，
且
擺
棋
難
;
乃
寫
此
文
，

詩
為
指
示
，
以
公
諸
讀
者
之
前
?

一
一
、
本
經
科
判

當
本
經
者
，
係
依
現
在
緝
印
.• 

「
梵
漢
藏
文
合
壁
里
妙
吉
祥
真
實
名
經

」
而
一
苔
，
若
依
全
輝
，
則
為
於
前
、
中
、
後
一
一
一
設
，
取
其
中
段
;
此
照
前
賢

以
行
，
非
一
血
口
1人
所
創
作
啦
。
如
玄
英
法
師
之
譯
酵
詞
般
若
搜
羅
密
，
多
心
經
，

亦
略
節
省
前
女
，
從
可
知
矣
。
但
本
經
當
旬
，
以
「
援
次
」
始
，
故
特
將
「

三歪歪

聖
妙
三產主
口

重
劉寶

錢鐘
之之

答問

一 8 一

前
段
」
楠
銬
，
誼
之
者
能
賭
其
前
文
不
更
完
美
乎
?

站
將
原
經
誦
段
，
附
錄
於
左•. 

草
酸
吉
祥
真
實
名
經
韻
，
念
誦
成
就
智
慧
。

咱
肢
體
上
師
智
。
於
此
舉
妙
古
祥
真
實
名
經
，
說
四
種
訣
要

•• 

進
入
甚
深
瑜
伽
'
而
於
每
座
金
諦
意
願
倍
心
，
之
規
則
。

於
此
生
起
真
實
，
經
績
念
誦
智
藉
。

從
車
妒
吉
祥
真
實
名
經
，
甚
深
瑜
伽
，
不
致
下
廳
，
初
業
之
際
，
以
大
功

德
問
向
位

作
意
一
一
菩
提
心

對
上
師
佛
陀
法
會

向
菩
提
恭
敬
皈
依

關
滿
他
事
設
覺
故

Fjl" ,. 



‘& 

必
讀
誦
讀
一
甚
深
績
已
三
皈
依
發
心
之
一
一
一
遍

供
養
餐
海
嚮
布
中
、
剎
那
現
出
運
丹
盛

身
位
金
黃
須
彌
山
咄
咄
際
新
蠶
極
美
麗

希
有
相
好
熾
燃
蘊

y

立
自
由
手
第
二
一

下
持
方
智
之
弓
箭
，
背
梭
所
依
是
月
亮
、

種
種
調
鍛
之
下
次
不
同
寶
飾
以
莊
嚴

不
動
種
姓
之
我
供
。
有
如
鹿
空
白
在
可


有
如
現
量
之
明
顯
希
有
佛
跎
與
菩
薩

輸
混
姿
轉
盡
所
有
柔
和
香
祥
非
他
故

相
及
身
之
所
建
立
功
德
虛
空
典
等
至

清
掙
一
發
寶
抄
一
音
女
具
智
慧
身
妙
吉
祥

詮
說
-
1日調
過
去
諧
勵
進
智
悲
力
之
績

單
極
放
射
遍
一
一
一
地
我
及
一
切
其
意
者

二
障
黑
暗
皆
清
除

J

於
如
所
盡
所
所
知

如
是
誰
說
思
維
之

如
是
全
經
商
段
，
附
錄
完
畢
;
本
經
部
其
中
段
，
當
科
知
而
分
析
之
;

至
於
設
跤
，
以
太
長
不
再
附
錄
)
。

由
是
應
知
本
經
1
為
念
觀
修
持
之
偈
頌
-
P
炫
依
一
心
般
科
判
之
例
，
以
序
一

分
、
正
宗
八
紅
、
一
及
流
通
分
，
分
析
凶
手
。

甲
一
序
勞
分
之

由
「
J單
妙
吉
祥
真
實
，
各
經L
，
至
-
1敬
禮
儒
童
相
妙
中
一
口
祥
」
一
。
聽
吭
一
…
旬
，

(
第
一
一
一
頁
上
行
)

乙
一
祈
…
疇
，
、
十
六
耐
心

由
一
一
.
復
次
吉
祥
持
金
剛
心
一
至
「
以
身
恭
敬
坐
其
前
」
一
。
凡

ι.. 
t

六
頌
(
每
錯
、
四

旬
，
下
悶
。

)
1
(
第
十
一
:
其
末
)
文
中
讚
歎
社
等
相
奸
、
功
德
，
恭
請
宜

說
殊
勝
真
實
名
-
。

乙
二
問
答
六
划
。

觀
自
區
前
之
處
空

至
尊
單
抄
一
音
菩
薩

寂
靜
笑
媚
少
女
姿

執
持
慧
劍
及
經
卷

繭
足
金
剛
枷
跌
坐

髮
臀
部
波
羅
花
處

顯
空
雙
入
智
慧
身
令
一

聲
聞
獨
覺
梵
王
等

無
邊
所
知
後
至
者

無
分
隸
勝
恭
敬
、
心

金
剛
情
掙
相
與
事

無
量
大
悲
之
光
明

從
於
無
始
積
惡
釀
，

F勝
智
轉
成
大
建
華

\. y 

由
「
復
次
釋
迦
出
有
壤
」
至
「
唯
然
帶
伽
梵
醬
哉
」
'
。
凡
六
一
頌
。

頁
末
〉
串
通
釋
尊
舒
廣
長
舌
，
為
之
宜
說
。

一
甲
二
正
宗
八
刀
分
十

乙
一
觀
察
六
種
性
一
一
頓

由
「
復
次
釋
迦
出
有
壤
」
至
「
大
讀
大
聲
應
觀
察
」
o

凡
一
一
頭
。
(
第
十
六

頁
上
行
)
述
觀
察
報
咒
、
開
咒
等
六
種
種
性
。

乙
二
賞
一
說
密
咒
一
頌

由
「
首
謂
之
、
王
演
偈
頌
」
至
「
無
生
法
者
自
笠
-
說
」
。
一
一
鍋
。
(
第
十
六
頁

于
行
〉
賞
一
說
嚮
咒
王
等
。

嚮
咒
分
一
一
一
種
•• 

一

付
十
二
字
者
，
乃
六
種
密
咒
王
。

口
有
兩
個
一
一
一
句
。

臼
末
九
中
心J分
-
7
1土
五
字
咒
，
下
四
字
咒
。
已

從
「
宜
說
密
咒
」
一
頌
，
謹
向
密
咒
一
一
一
種
，
亦
稱
「
幻
網
現
證
菩
提
次

第
一
一
一
頌
」
?
(
第
十
七
頁
下
行
)
;

乙
-
2
t金
剛
界
大
中
圓
十
四
頌

由
「
如
是
正
覺
一
出
有
壤
」
至
「
大
乘
相
中
最
殊
勝
」
。
几
十
甜
頭
。
(
第
二

十
四
頁
上
行
)
說
大
供
養
與
諸
煩
惱
，
及
十
度
等
之
殊
勝
。
以
說
一
二
十
七
菩

提
中
園
一
，
菩
提
心
八
十
六
名
數
。

乙
四

h清
掙
法
與
智
二
十
五
頌

由
一
…
1
廣
大
正
覺
眾
開
們
一
主L
A至
一
「
怖
畏
金
剛
大
怖
田
芒
。
凡
二
十
五
頌
。
一
〈
第

一
一
一
十
六
頁
宋
)
，
說

L
l彼
岸
到
、
十
端
自
在
、
十
自
柱
、
十
力
主
一
、
正
覺
五
身

性
﹒γ
五
智
自
性
、
五
覺
性
、
五
種
眼
，
及
守
護
一
一
一
-
寶
、
宜
說
一
一
一
乘
法
等
。
以

申
述
出
現
東
興
點
中
一
間
，
請
掙
法
界
一
百
零
八
名
數
。
一

乙
玉
不
動
中
圈
十
頌

由
一
吋
金
剛
正
者
六
菌
怖
」
更
「
諸
有
聲
中
皆
殊
勝
」
。
九
十
頌
。
〈
第
四
十

一
頁
下
行
)
申
述
獄
主
、
魔
王
、
骨
租
、
露
牙
(
或
作
彈
牙
)
，
象
皮
為
衣

(
第
十
四

一 9 一



'
脖
吼
笑
聲
、
及
呼
聲
，
持
金
剛
箭
、
劍
等
，
種
種
忿
怒
奪
之
恐
怖
形
相
;

以
說
不
動
中
閩
、
大
圓
鏡
七
十
一
名
數
。

乙
六
←
妙
觀
察
智
四
十
二
頓
一
一

由

{
J真
實
無
我
真
實
性
」
至
「
智
失
熾
炎
光
顯
盛
」
。
凡
四
十
二
，
頌
c
(
第

六
十
二
頁
上
行
)
申
說
真
實
性
、
世
問
自
在
、
解
無
研
究
、
破
一
一
一
，
有
娟
、
被

諸
煩
惱
、
拔
一
一
一
毒
、
一
一
一
解
脫
、
具
功
德
、
最
吉
祥
、
殊
勝
大
囂
，
對
治
諸
病

大
怨
館
等
;
以
說
無
暈
壽
墟
，
妙
觀
察
一
一
百
七
十
五
名
數
6

乙
七
一
平
等
性
智
二
十
四
頌

出
「
隨
樂
成
就
徵
妙
義
」
至
一J大
寶
即
是
大
寶
首
」
o

凡
二
十
四
頌
。
(
第

七
十
四
頁
上
行
)
申
述
吉
祥
盲
芋
，
丈
寶
光
研
1
正
覺
化
身
之
莊
嚴
。
以
七

覺
友
為
花
巷
，
解
八
道
友
，
情
掙
五
蘊
，
棄
捨
煩
惱
習
氣
;
大
寶
即
是
大
寶

當
等
。
以
說
質
生
爐
、
平
等
姓
一
百
零
四
名
數
一
。

乙
八
成
所
作
智
十
五
頌

由
「
解
了
一
切
正
費
者
」
至
「
一
文
妹
師
制
勝
吉
祥
」
。
几
十
五
頌
。
(
第
八

十
一
一
一
頁
土
特
ν
申
述
增
長
諸
密
咒
義
，
受
用
身
之
妹
勝c
時
魔
、
除
畏
、
還

魔
掌
旅
、
究
寬
正
覺
救
社
間
，
具
足
吉
祥
皆
成
辦
。
以
說
不
控
壇
，
成
所
作

九
十
五
名
數
。

'
。
乙
九
讚
如
來
智
五
頸
、

自
「
勝
施
金
剛
我
敬
禮
」
至
「
依
智
身
者
我
敬
禮
」
。
九
五
鍋
。
(
第
八
十

一
一
工
具
末
)
讚
如
來
智
，
以
給
讀
五
智
。

(
按
)
金
剛
界
大
中
聞
一
，
似
應
為
總
說
金
剛
乘
之
需
法
?
以
下
分
說
五
方

仰
之
五
智
。

中
央
為
佛
部
，
昆
盧
述
那
餌
，
法
界
體
性
智
。

東
方
為
A
I剛
部
，
不
動
佛
，
大
圓
鏡
智
。

問
方
一
為
建
花
部
，
無
量
霹
佛
，
妙
觀
察
智
。

南
方
為
寶
部
，
費
生
佛
、
平
等
性
智
。

北
J方
為
專
業
部
，
不
空
成
就
佛
，
成
所
作
智
。

「

上
來
軍
頌
，
結
讀
如
來
五
智
，
應
與
I
L列
五
者
相
間
)
但
似
有
不
間
，

想
為
超
越
之
義
理
，
宜
組
組
釋
之
。

乙
十
長
咒

長
咒
(
第
八
一
十
五
頁
上
行
)
(
按
)
本
經
第
一
行
為
梵
文
，
第
二
行
為
聽
文

對
梵
文
之
音
譯
，
第
一
一
一
行
為
藏
文
對
究
文
立
義
諱
，
第
四
行
之
漢
文
，
財
為

一
兀
朝
釋
一
智
法
師
對
梵
文
之
義
誨
，
其
與
藏
文
之
義
諱
，
大
致
相
間
，
出
與
佳
作

也
c

至
於
前
後
兩
咒
，
前
一
一
一
行
與
一
般
相
悶
，
第
四
行
之
漢
文
，
仍
為
釋
智

法
師
對
梵
文
之
音
譯
一
?
其
與
藏
文
之
一
音
譯
，
不
同
者
萬
多
，
米
寶
璽
譯
;
於

藏
文
之
義
譯
3

亦
未
加
以
譯
山
山
，
免
胎
狗
尾
韻
鋁
之
韻
，
且
遵
古
制
也
。

一
甲
一
一
一
一
流
通
分
分
立
一

乙

-
r
敬
禮
如
來
一
.
如

由
「
復
次
古
祥
持
金
剛
L
f至
叮
敬
體
究
竟
正
覺
日
」
。
一
一
瓶
。
(
第
八
十
五

一
貝
下
行
)
表
歡
喜
合
掌
，
恭
敬
倍
受
。

乙
之
隨
喜
所
說
一
一
頌

由
「
復
次
奪
者
嚮
自
性

L
E
I
「
有
情
為
無
數
度
者
」
。
凡
二
頌
。
(
第
八
十

六
頁
下
行
〉
讚
歎
所
說
善
哉
，
作
者
情
之
故
度
。

乙
一
一
一
宜
微
妙
理
所
說
日
舉
一
一
頌

由
「
我
等
真
實
救
度
者
」
草
「
諸
正
覺
等
皆
曰
說
」
。
凡
二
頌
。
連
開
經
後

題
等
d
o
(第
尺
十
八
寬
闊
滿
〉
申
述
所
說
微
妙
甚
深
廣
大
之
現
已
畢
。

本
經
共
一
一
百
六
十
五
頌
，
〈
第
十
七
頁
之
「
幻
網
現
證
菩
提
次
第
一
一
一
頌

」
不
算
，
聽
列
入
「
笠
說
嚮
咒
一
頌
」
'
共
得
如
土
數
。
真
實
名
共
七
百
三

于
九
名
數
。

一 1。一

一
一
一
、
法
正
重
視
本
經
之
經
過

憶
自
皈
依
苦
都
敦
球
法
王
以
來
，
送
承
破
格
傳
授
大
幻
化
細
讀
導
引

法
，
全
續
得
以
譯
瘓
，
至
今
尚
未
有
第
二
本
。
賜
與
教
傳
、
巖
傳1
極
近
搏

一
一
一
傳
承
衰
，
近
京
:
面
講

•• 

「
尚
未
給
付
別
人
ι

。
誰
踢
號
，
「
漠
地
演
密
教

E 

~ 



主ι

者
。
」
稜
叉
勸
製
遊
缸
，
親
為
戴
上
，
踢
為
一

J蓮
師
代
表
」
;
此
均
為
最
特

深
恩
德
。
若
頒
賜
藏
文
大
職
經
全
部
，
華
師
名
贊
揚
嘉
九
輯
響
，
更
指
不
勝

屈
，
曾
寫
成
「
恩
海
難
量
」
一
-
文
，
連
讀
兒
於
本
刊
。
不
特
此
也
，
近
如
親

近
一
斌
寧
，
一
堂
陪
對
，
必
賜
之
坐
，
告
辭
叉
必
留
坐
，
常
感
相
對
無
霄
，

佛
母
見
之
，
臨
屈
指
而
笑
。
且
常
見
告
，
若
相
映
蹄
，
文
必
護
念
非
常
。
及
今

臂
之
，
固
不
特
對
本
經
重
麗
而
已
;
布
對
本
經
重
觀
之
股
，
亦
有
足
述
者

•• 

村
民
國
六
十
八
年
，
法
駕
誦
往
法
盟
巴
黎
，
免
有
本
經
之
職
漠
譯
本
，

部
購
得
從
連
道
寄
賜
;
誰
開
一
部
以
本
經
雖
為
文
殊
著
聽
之
經
，
雨
露
師
與
金

剛
薩
睡
，
均
有
不
少
開
一
叭
，
軍
觀
非
常
，
尤
聽
珍
章
。
(
參
閱
本
知
七
期
)

H
M七
十
年
朝
師
於
尼
泊
萬
之
嘉
德
滿
都
，
又
蒙
以
金
屬
紙
珍
本
，
名

貴
異
常
，
及
非
常
完
備
之
臘
文
本
旗
下
，
均
檻
難
得
之
本
也
。

目
七
十
年
秋
，
法
駕
准
港
，
一
部
以
本
經
於
巴
黎
所
得
之
本
，
有
欠
蛙
殿

，
以
版
本
不
雅
，
且
略
接
破
故
。
金
紙
珍
本
雖
名
貴
，
完
備
之
本
雖
內
容
學

寓
，
而
不
切
實
用
ι

且
兩
皆
缺
澳
諱
，
實
為
美
中
不
足
。
國
筋
設
法
將
梵
演

職
文
一
一
一
體
，
善
為
配
合
，
精
心
印
製
，
務
盡
莊
嚴
，
以
廣
結
揖
轍
。
〈
參
閱
本

刊
第
十
四
期
〉

制
﹒γ
師
於
完
備
臘
文
本
所
舉
之
佛
像
、
及
塔
，
加
以
增
哪
?
開
示
義
理

，
有
足
述
者
。
誰
先
將
完
備
本
於
經
頁
兩
旁
，
三
分
別
安
排
佛
像
及
塔
之
名
稱

，
服
列
於
在
•. 

佛
像
七
零

•• 

-
f、
一
臉
意
暗
妙
吉
祥
。

-
7
1
智
慧
藍
捶
妙
吉
祥
。

一
一
一
、
幻
化
網
抄
吉
祥
。

四
、
陰
心
暗
妙
吉
祥
。

五
、
阿
羅
渡
遮
妙
吉
祥
。

六
、
話
獅
子
妙
吉
祥
。

七
、
不
捏
成
就
妙
吉
祥
。

塔
十
九
座

一
、
攝
欲
事
自
在
大
塔
c

二
、
能
壓
惡
敵
聽
勝
塔
。

一
一
了
四
業
任
渾
成
就
塔
c

四
、
可
能
弘
一
止
教
增
長
塔
。

五
、
著
行
騙
過
之
大
塔
。

六
1

從
連
勝
利
之
大
塔
。
一

七
、
;
不
能
摺
報
勝
利
塔
。

八
一
、
…
增
長
壽
命
之
大
塔0
)

九
、
斷
魔
廳
魔
勝
利
塔
。
一

十
、
一
制
獸
伏
獸
之
大
塔
拉
…

十
一
、

e

壓
制
壤
邊
調
伏
塔
。

十
二
、
調
伏
惡
行
勝
利
塔
。

十
一
一
一
、
戰
勝
邊
業
之
善
塔
。

十
四
、
堅
鎮
膽
部
邊
大
塔
。

十
五
、
諸
年
常
供
之
大
塔
。

十
六
、
生
起
諸
緣
殊
勝
塔
。

十
七
、
等
分
生
起
之
善
塔
。

十
八
、
積
累
吉
祥
諜
勝
塔
。

十
九
、
根
本
大
力
之
善
塔
。

師
於
所
舉
佛
像
，
認
為
有
從
新
繪
製
之
必
要
;
還
尼
泊
爾
後
，
託
繪
完

妥
。
七
十
一
年
三
月
間
，
有
稱
將
由
尼
應
邀
赴
游
者
，
說
將
繪
像
轉
吏
。
久

而
無
情
恩
?
乃
查
詢
其
入
，
一
古
巴
誤
交
別
人
!
不
得
要
領
。
若
欲
軍
繪
，
但

靈
師
日
遲
，
印
度
，
他
人
難
得
水
準
'
惟
有
故
原
本
接
製
'
損
破
糢
糊
，
不
得

曰
啦
。
復
從
別
本
選
得
蜻
細
四
像
，
以
充
實
之
，
連
前
七
牢
，
佛
像
合
共
十

一
月
尊
去
。
所
增
奉
者
•• 

一
、
佛
教
義
理
深
且
廣
，
能
仁
法
日
之
足
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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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寸
金
剛
手
者
其
大
力
，
街
之
自
在
街
主
孽
。

一
一
一
、
大
智
慧
之
持
身
者
，
文
妹
前
利
語
之
主
。

由
、
備
主
智
慧
第
五
主
，
敬
禮
具
德
密
集
奪
。

師
於
所
春
一
之
塔
，
認
為
本
經
乃
正
行
之
續
部
，
不
必
如
是
多
塔
。
抵
氯

先
舉
寶
劍
，
所
謂
「
無
明
卵
究
已
分
離
，
金
剛
鋒
銳
大
寶
劍
。
」
再
以
菩
提

心
要
之
塔
殿
其
後
，
所
謂
「
國
滿
諸
地
之
法
身
，
供
菩
提
心
要
所
依
o

」
〈

按
)
藏
文
「
所
依
」
與
「
塔
」
'
是
向
一
字
。
(
參
閱
本
刊
第
十
六
期
)

的
乘
法
駕
駐
潛
之
便
，
因
簡
直
揖
灣
弟
子
程
漠
雄
、
蕭
慶
秋
、
王
島
齡
、

林
哲
舟
、
楊
顏
賓
等
，
分
別
調
配
、
影
印
、
剪
貼
，
寄
港
請
示
，
師
一
冉
一
一
一

核
閥
，
指
示
，
務
求
盡
美
盡
善
，
精
益
求
精
。
而
於
所
用
之
紙
，
所
壤
之
金

，
尺
寸
長
妞
，
膠
盒
裝
璜
'
均
經
嚴
響
訂
正
。
(
參
閱
本
刊
第
十
四
期
)

約
師
於
七
十
三
年
已
將
本
經
名
親
賜
題
外
，
並
賜
跋
與
祝
罰
凡
十
七

間
，
一
兢
將
各
首
誦
義
，
分
別
於
左

•• 

J
一
、
敬
禮
釋
過
奪
，
單
妙
吉
祥
，
新
賜
加
持
。
(
第
八
十
九
頁
下
行
)

一
一
、
敬
禮
儲
空
妙
吉
祥
智
士
。
(
第
九
十
一
民
上
行
末
)

一
一
一
、
讀
揚
鋒
銳
斜
，
為
斷
世
閻
麗
個
憫
之
標
轍
。
(
第
九
十
一
氛
下
行
)

四
、
詮
說
名
號
之
贊
頌
。
(
第
九
十
一
頁
上
行
)

五
、

1敬
聽
聽
王
赤
松
傳
真
。
〈
第
九
十
一
頁
下
行
)

六
、
〈
兒
左
〉

七
、
l
〈
兩
頌
合
詮
〉
敬
體
運
飾
、
卑
嗎
那
一
尊
者
著
說
訣
一
耍
。
嘉
華
巴
遞

、
與
也
提
移
喜
孫
蚊
兩
譯
蹄
，
合
將
就
到
譯
賊
，
饒
鑫
誡
人
。
(
第
、

九
十
二
其
中
行
)

讚
揚
漠
土
完
朝
弘
揚
佛
教
贊
議
。
(
第
九
十
三
頁
上
午
)

讚
釋
智
法
師
將
本
經
從
梵
譯
漠
。
(
第
九
十
三
頁
一
中
行
〉

譯
經
留
俊
世
，
果
大
劫
不
唐
捐
。
(
第
九
十
一
一
一
頁
末
)

恭
敬
前
代
譯
師
，
恩
德
不
忘
。
(
第
九
十
四
耳
中
行
)

民
世
發
、
心
力
，
單
一
瞄
德
法
盤
。
(
第
九
十
四
頁
末
〉

十十
二一十九八

~ 

十
一-
7

讚
梵
漢
鐵
丈
合
壁
之
殊
勝
，
為
前
一
所
無
。

十
四
、
讚
本
經
之
若
有
。
(
第
九
十
六
頁
上
行
〉

十
五
、
願
此
法
制
樂
擔
部
洲
偏
長
壽

ι
一
們
第
九
十
六
一
貝
中
行
)

十
六
、
一
解
脫
罪
惡
、
戰
勝
魔
敵
。
(
第
九
十
七
頁
上
行
〉
一

十
七
、
供
奉
此
經
之
功
德
。
(
第
九
十
七
其
中
行
)

的
去
年
(
七
十
一
3
年
)
十
月
十
日
，
法
駕
蒞
臨
蓋
灣
，
為
墓
中
本
會
新

建
佛
做
主
持
勝
往
具
體
之
蟹
，
權
將
遵
照
整
編
全
稿
，
一
面
講
錯
定
，
令
部
大

歡
喜
印
可
。
正
付
一
印
行
之
始
，
作
此
山
鹿
略
，
以
答
諸
悶
。

(
第
九
十
五
頁
中
行
〉

一
一
、

能
盤
盤
山
敵
殊
勝
塔
。

塔
十
九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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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攝
欲
也
學
自
在
大
塔c

一一
、

四
業
任
運
成
就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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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能
弘
正
教
增
長
塔
。

<;:. 

五
、

著
行
服
迪
之
火
塔
。

七
、
叫
一
不
能
屈
服
勝
利
塔
。

>

八

制
獸
伏
獸
之
大
塔
。

九

斷
魔
鹿
魔
勝
利
塔
。

一 13 一

十
一
、

壓
制
壤
邊
調
伏
塔
。



十

一
、

調
伏
惡
行
勝
利
塔
。

十
四

十
一
一
一
、

十
五
、

諸
年
常
供
之
大
塔
。

十

八

積
累
τ'= 
口

祥
妹
勝
搭

成為， 1 9 

y 
<

.七

等
分
生
起
之
著
塔
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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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起益也鹽醬幽

前

吋=包，= 1:1 

面
藏
佛
教
分
三
別
弘
期
」
與
「
後
弘
期
三
一
階
段
。
前
弘

期
，
始
告
第
三
十
一
一
一
代
藏
王
松
真
剛
布
(
西
一
兀
六
一
七
年
生
)

，
經
第
三
十
入
代
鸝
王
赤
松
德
真
1

至
第
四
十
一
一
九
代
識
王
赤
雅

巴
了
〈
西
克
入
由
一
年
卒

γ
立
即
後
約
二
百
年
，
佛
數
由
輸
入

，
建
立
至
推
廣
手
一
並
使
信
仰
、
深
值
民
間
一
，
皆
此
時
期
經
營
之
結

果
。
本
文
主
要
依
擴
敦
珠
法
玉
所
倡
印
之
一
叮
郎
金
鐘
華
生
上

師
本
生
廣
傅
」
i
o
u此
廣
傳
為
赤
松
德
真
時
期
之
移
菩
薩
嘉
研
記

載
3

成
醬
後
巖
聽
起
來
，
經
五
百
年
後
，
由
街
傑
寧
巴
(
西
充

卅
一
一
一
四
o
l

三
一
一
九
六
年
〕
由
巖
藏
中
取
出
，
並
流
傳
出
來
。
←

以
下
分
三
段
來
教
述
前
弘
期
一
西
藏
佛
教
之
創
立
情
形
:
-

一
、
松
真
剛
布
時
期
八
站
一
兀
六
一
七
l

六
九
八
年
)

第
一
一
十
入
代
藏
王
哈
鷗
妥
列
呢
學
時
期
〈
西
一
兀
一
一
一
七
四
|

四
九
三
年
)
，
一
傳
說
早
也
有
顯
密
佛
經
傳
至
西
藏
，
唯
將
之
供

幸
而
已
“0
至
第
三
汗
二
代
藏
王
松
真
剛
布
時
期J
始
正
式
建
立

佛
教
。
此
主
生
於
惰
恭
帶
義
寧
一
兀
年
(
西
元
六
一
七
年
了
丑
，
)

，
卒
於
唐
中
京
師
壁
十
五
年
〈
戊
戌
ν
，
毒
人
十
一
一
歲
，
在
位

期
捐
1
、
一
擴
張
版
圖
，
成
一
強
國

p

二
汁
五
歲
時
(
躇
太
宗
貞
觀

汁
五
年
)
娶
居
室
文
成
公
﹒
甘
心

J
-公
主
揚
釋
海
佛
像
等
赴
藏
後
，

蓋
建
小
招
寺
。
蛇
王
派
遣
純
密
森
波
盜
赴
印
求
學
，
回
藏
後
，

失

觀
土
輔
翅

仿
梵
文
造
藏
文
y
u並
著
文
法
書
籍
，
從
此
西
藏
始
有
文
字
。
松

真
剛
布
期
內
一
，
除
建
廟
、
迎
請
佛
像
經
典
外
，
並
開
始
翻
譯
佛

經
，
且
以
佛
教
之
十
養
等
教
化
民
眾
，
從
此
西
藏
文
化
大
闊
，

故
此
玉
被
稱
為
可
第
一
代
法
去
」
。

二
、
赤
松
德
真
時
期
(
一
百
元
七
一
八l
七
t
六
年
)

第
三
十
七
藏
王
為
棄
懿
縮
贊

3

居
室
金
鐵
公
主
於
唐
睿
宗

景
雲
一
兀
年
(
閉
一
兀
七
一0
年
庚
戌
)
下
嫁
此
玉
。
入
年
後
，
赤

松
德
真
誕
生
。
西
元
，
七
一
一
-
0年
?
棄
隸
縮
贊
卒
。
七
之
一
一
年
，

赤
松
德
真
十
五
歲
登
位
，
為
第
三
十
入
代
藏
玉
。
此
玉
在
位
期

內
，
圈
一
勢
鼎
盛
，
旦
大
興
佛
法
，
其
創
立
經
過
如
下•• 

H
蓋
建
桑
駕
寺
(
西
一
兀
七
一
一
一
八

i

七
囚
一
一
年
，
)

赤
松
德
員
為
聲
建
桑
駕
寺
，
乃
先
迎
詣
寂
護
著
瞳
入
藏
為

此
寺
破
土
，
一
時
為
瘖
玄
宗
閱
一
兀
一
一
十
五
年
(
間
完
七
三
七
年
了

丑
)
，
一
般
王
二
十
歲
。
其
後
蓋
建
一
時3障
磚
甚
多
，
乃
迪
請
蓮

華
生
大
，2
(
簡
稱
蓮
師
〉
入
藏
建
廟
，
時
為
開
一
兀
二
十
六
年
(

臨
一
兀
七
一
…
一

λ
年
戊
黨
)
。
前
後
葦
建
五
年
，
於
玄
京
天
寶
一
兀
年

(
西
一
元
七
四
二
年
去
午
)
蓋
成

J

此
身
為
{
顯
密
皆
鏽
之
大
道

場
，
仿
印
度
詔
巖
寺
建
立
，
可
容
納
大
最
僧
象
。

-
M
H訓
練
譯
經
人
才
(
西
先
七
四
二l
七
六
…
年
)
戶

為
使
佛
法
於
西
蔽
生
根
3

寂
護
及
蓮
挪
乃
勸
聽
王
訊
線
佛

教
人
才
，
先
習
藏
文
、
梵
文
，
再
習
教
理
。
由
百
元
七
個
二
年

、包圍

林
崇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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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七
五
五
年
，
十
三
年
悶
，
訊
線
出
甚
多
優
秀
人
才
。
於
間
完

七
五
五
年
(
乙
未
)
，
藏
人
昆
盧
渣
那
、
瑪
寧
青
楚
、
渣
華
蔣

曲
、
龍
華
車
揚
等
七
人
)
以
寂
護
菩
薩
為
親
教
師
，
出
家
安
哉

，
稱
為
「
七
覺
士
」
，
從
批
藏
人
中
，
始
有
僧
侶
。
第
一
一
批
出

家
的
，
有
五
人
，
其
中
有
南
卡
迎
浪
、
渣
華
羅
爵
等
。
而
後
皆

派
往
印
度
留
學
，
也
聽
完
七
五
五
年
至
七
六
一
年
間
，
前
後
造

就
有
名
的
譯
帥
一

O
八
位
一
。

的
貶
逐
黑
教
及
正
式
譯
經

(
百
元
七
六
一
i

七
七
四
年
)

一
、
西
藏
之
原
始
宗
教
干
為
近
乎
巫
街
之
黑
敬
，
臨
佛
教
之
輸

入
，
乃
時
起
衝
突
。
西
一
冗
七
大
一
年
，
藏
王
迎
請
卑
嗎
那
密
濫

尋
者
入
藏
，
此
年
舉
行
佛
教
與
黨
教
之
辯
論
大
會
，
黑
教
墮
負

，
乃
被
貶
遲
。
從
此
一
1
、
在
蓮
飾
、
一
寂
護
、
卑
嗎
那
密
渣
及
昆
盧

權
那
四
大
師
之
支
持
下
丸
，
大
量
翻
譯
顯
密
佛
經
，
自
西
完
七
六

一
年
〈
辛
丑
)
串
串
洒
一
兀
七
七
四
年
內
甲
寅
〉
，
歷
十
三
年
。
蛇

中
，
於
西
元
七
六
入
年
(
戊
甲
…

v
困
誠
地
之
禪
宗
一
小
童
戒
律
，

藏
王
國
問
禁
蟬
，
雖
然
七
七

0
年
(
庚
戌
)
解
禁
，
但
禪
宗
巴

大
不
流
行
D

←
一

西
一
兀
七
七
四
年
，
譯
經
完
畢
後
，
由
國
外
體
聘
之
大
帥
，

分
道
離
擻
，
〈
如
卑
嗎
那
密
渣
赴
五
台
、
漢
僧
磨
訶
衍
返
漠
)

蓮
師
及
寂
護
則
仍
在
藏
，
弘
揚
顯
密
佛
法
。

~
側
證
解
謎
行
一
(
首
先
七
七
四
年
起
)

L 
A 

西
…
兀
七
七
間
，
年
(
申
寅
)
起
，
赴
印
留
學
之
黯
譯
帥
，
於

茁
鐵
各
處
弘
揚
佛
法
，
或
入
深
山
修
證
。
劉
雨
西
蔽
之
成
就
者

甚
諜
，
其
中
著
名
的
，
有
昆
盧
渣
那
-
、
瑪
寧
背
楚
、
渣
華
蔣
曲

、
渣
華
車
揚
、
南
卡
迎
波
、
糧
華
羅
爵
、
努
島
內
在
心
遮
野
此
一
一
、
尼

渣
那
咕
嗎
那
、
移
善
罷
嘉
等
等
共
二
十
五
位
，
合
稱
「
運
帥
一
一

十
五
大
弟
子
」
。

百
元
七
七
六
年
(
唐
代
宗
大
曆
十
一
年
丙
辰
)
，
赤
松
德

真
卒
，
轉
五
十
九
歲
m
j其
後
運
師
攝
政
十
餘
年
，
並
於
此
期
內

，
將
甚
多
密
法
巖
藏
於
聞
聽
各
穩
密
處
，
以
備
後
世
佛
法
被
破

壞
時
得
以
保
存
。
蓮
師
在
嚴
五
十
五
年
。
西
一
兀
七
九
二
年
(
唐

德
京
貞
冗
入
年
主
申
〉
'
運
師
離
藏
，
而
佛
法
已
在
西
藏
生
根

發
芽
矣
。
可

、
由
於
赤
松
德
與
之
迎
請
印
度
大
師
入
藏
譯
經
弘
法
，
並
以

十
盤
問
道
抬
麗
，
使
一
佛
法
大
興
，
史
稱
「
第
二
代
法
去
」
。

一
一
一
、
赤
雅
巴
了
時
期
〈
西
一
兀
八
。
一
六

i

八
四
一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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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十
一
代
藏
王
一
赤
雅
巳
丁
(
加
府
一
兀
龜
作
可
黎
可
足
黨

)
，
生
於
西
一
兀
入O
六
年
，
亦
深
信
三
寶
，
以
十
盤
問
道
治
園
，

並
迎
請
印
度
大
師
入
議
，
配
合
藏
地
譯
師
，
依
閻
明
之
論
證
方

式
，
將
大
小
顯
密
之
佛
學
名
相
蠶
新
整
理
並
加
以
一
統
一
，
編
成

大
詢
彙
。
此
王
在
唐
韓
京
長
慶
一
兀
年
〈
西
一
兀
入
一
二
年
辛
丑
)

與
唐
朝
會
聽
?
平
息
歷
年
，
束
之
戰
爭
。
西
一
兀
入
間
一
年
〈
唐
武

宗
會
昌
一
兀
年
半
間
)
，
此
玉
為
其
一
弟
朗
遠
瑪
研
裳
，
中
間
弘
期
佛



也

論

法
至
一
此
告
?
段
落
。
由
於
赤
雅
巴
T
之
推
廣
佛
法
，
並
使
譯
事

先
備
'
，
史
稱
「
第
三
代
法
-
，

結
西
藏
前
弘
期
佛
教
之
一
一
一
百
年
制
立
中
，
由
經
典
之
輸
入
，

至
印
度
大
師
之
迎
詣
，
特
別
是
赤
松
德
真
時
期
，
先
五
年
建
廟

，
十
三
年
藏
內
訓
練
人
才
，
六
年
赴
印
訓
蝶
，
而
後
十
三
年
譯

經
，
最
後
教
證
並
行
，
因
而
使
佛
法
在
西
鐵
生
根
發
芽
，
遍
及

藏
地
人
，
因
果
宛
然
，
非
一
倖
致
也
。

5

力

k
l
q
ι
V
E

〈
刊
出
前
臨
期
捐
助
者
登
下
期
γ

才
路
，
有
干
妻
之
死

〉
接
一
灣
方
面
〈
憂
，
幣

)
1、
-

周
樑
注
:
周
一
楊
有
芳
捐
助
印
工
\
黃
耀
儀
心
靈
間
運
行
林
坤
旺

各
捐
一
戶r
o
o
m
0克
林
一
完
﹒
占
有
捐
七
八
二
。
一
兀
一
黨
組
德
游
鐵
樑

林
祟
安
各
措
，
六00
元
、
吳
佩
雄
、
陳
偉
志(
1避一
向
早
日
往
生

)
魏
開
全
彭
秀
佳
，
黃
榮
滿
柯
朗
聲
梁
清
香
各
捐
五

0
0

元
、
們
扁
淑
華
譚
賽
還
柏
白
鹿1
張
春
風
賢
明
中
古

林
祟
安
林
銘
銘
、
何
雪
護
各
指
三0
0
克
一
洪
英
俊
俏
青
山

張
容
叮
賴
靖
蓋
其
樂
頌
一
一
…
黃
女
賢

J
J廖
長
衷
心
一
顏
麒
鳳
洪

肇
陸
心
、
曾
設
柯
張
新
添
一
口
葉
茂
賞
、
…
J

郭
…
去
參
李
徹
黃
文

淵
張
山
的
韓
大
明
可
胡
勵
真

\
J

林
樹
。
發
莊
皆
民
莊
蘇

怨
揀
淑
娟
蛙
樂
禪
莊
金
沛
陳
立
骨
一
口
許
正
笠
謝
秋

玉
劉
印
連
庸
久
寵
…
宜
昌
齡
張
高
瑛
高
錦
陳
其
勛

各
捐
二
。
。
一
元
釋
慧
渡
陳
瑞
穎
徐
乃
商
林
瞬
忠
張

一
冉
一
幅
洪
各
輝
周
志
虎
陳
勝
義
張
了
唐
先
諒
洪
秋

金
玉
振
洗
李
銘
圈
也
一
一
頓
麗
學
張
榮
彰
黃
敏
源

d
李
秋

助
陳
國
經
彭
晃
一
屆
一
間
邱
秀
一
診
郭
秀
琴
陳
貴
枝
羅
秀

囑
，
玉
麗
娟
蕭
慶
秋
陳
輝
照
李
皇
武
林
永
一
鵬
鄒
錚

草
葉
勤
奮
葉
常
有
張
榮
富
一
李
樹
洋
徐
以
貞
謝
順

一
民
許
芳
蘭
廖
金
旺
各
捐
…

-
0
0
元
朱
抬
起
柯
人

A豪

主
智
弘
…
陳
惠
兒
:
龐
萬
。
春
揚
棄
賢
朱
登
陸
各
搗
五

0
元

一廿一

盟
外
方
插

香
港
方
面
〈
減
幣
〉

•• 

李
涼
英
捐
一
…
一
。
。
一
兀
自
問

-
E
F

屆
間
捐

…
九
四
元
入
魚
一
察
智
雲
麥
滑
霖

r
Z
M
戶
﹒
居
-
4
.
.
F

開
口
口
的

各
捐
…
…0
0
元
陳
建
強

:
1躍
美
玲
劉
海
淑
一
軍
李
志
聲
各

捐
五
0
元
…
羅
啟
安
U
屈
盟
雄
鍊
寓
勝
各
捐
三

0
元
葉
鳳

陳
軍
陳
萬
勝
各
捐
一
一
。
一
兀
-
…
川
，

馬
來
西
亞ω

太
平
弟
子
交
來
郵
費
台
幣
…
四
五
入
一
兀
一
龔
震
踢

指
美
元
-
4
0元
何
一
祖
成
捐
星
幣
五
一
兀
譚
健
祥
交
來
郵
費
美

一
兀
-
一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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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
珠
寧
波
車
專
程
蒞
止
金
剛

乘
學
會
概
況

再
一
傅
弟
子
黃
少
女淵

:
一
、
前
一
一
一
一
間

一
「
命
師
乘
學
會
」
由
北
南
邊
仁
闊

v
f
k
丹
，
在
靈
中
市
西
屯
監
寧
夏
臨
之

0
0
起
一
且
也
十
五
號
新
址
，
便
迅
速
建
成
?
此
為
全
體
會
員
對
師
佛
信
心
不
論

之
表
現
。
蔣
成
之
日
!
師
佛
特
恭
請
西
藏
宵
瑪
巴
法
主
敦
珠
宵
渡
草
樹

法
國
經
美
國
、
日
本
前
來
，
主
持
諸
佛
勝
住
〈
俗
稱
關
先
〉
具
體
。
前
此

制
一
淑
英
一
詮
寬
話
而
告
圍
起
聽
時

1
詩
句
宵
渡
車
餌
示
，
略

-
2
.. 

「
以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口
一
年
十
丹
十
日
上
午
十
峙
，
一
為
勝
住
之
古
時
。
其
吉
祥
之
加
敏
，
將

轉
鑫
~
金
剛
一
乘
學
會
諸
弟
子
暨
其
後
代

L
J訝
。
)
師
得
此
，
即
將
迎
駕
之
重
任

:;., 

交
由
籌
備
委
員
會
，
負
責
策
劃
及
推
動
。
法
駕
行
期
，
曾
經
一
一
度
順
暉
，
最

後
定
於
十
月
六
日
。
及
實
被
車
蒞
丘
之
夜
，
~
新
址
內
外
一
切
工
程
，
恰
好

於
其
時
完
成
。

初
金
剛
乘
學
會
在
華
北
市
南
港
成
立
，
其
後
，F

宜
章
中
、
華
北
一
、
叩
開
問
雄
、

聲
甫
一
各
處
金
剛
乘
學
會
先
後
設
立
，
均
由
師
佛
自
行
開
光
，
亦
未
嘗
驚
動

社
會
，
甚
至
宮
聽
?
一
或
以
一
時
問
為
可
貴
也
。
蓋
無
上
謂
之
法

t，
蠶
在
儒
仰
與

如
掛
修
持
'
，
若
不
修
持
，
或
不
能
如
法
，
甚
之
遵
循
仰
也
付
跟
如
，
到
處
應

酬
實
為
浪
費
。
是
以
此
次
恭
請
曾
被
車
主
持
盛
典
，
提
師
原
意
，
僅
蘊

少
數
對
無
上
密
之
有
若
干
心
得
者
參
加
為
巴
足
。
及
消
息
傳
出
，
有
以
醬
面

請
求
蟲
約
者
，
亦
宿
索
取
空
白
請
帕
者
j

宜
各
地
學
會
也
在
建
議
擴
大
盤
約

，
為
使
滿
聽
?
{
師
聽
得
簡
順
輿
惰
。

前
跡
研
歪
，
除
依
規
定
弘
法
外
，
一
向
不
過
向
政
治
，
其
態
度
與
宵

渡
車
無
三
無
別
;
在
加
持
力
方
面
，
經
以
「
漠
地
演
教
者
」
之
名
義
，
將
法

權
交
付
師
拂
，
而
視
師
佛
與
其
本
人
為
無
二
無
別
。
至
於
師
佛
自
受

命
以
來
，
敬
謹
將
事
，
辛
勤
以
赴
的
態
度
，
有
許
多
蹟
象
現
一
部
，
其
與
幫

波
車
感
應
至
潔
、
。
比
如
說
一
→
，
在

γ法
會
中
庫
一
次
之
安
排
，
一
此
次
在
豪
之
情
形
，

與
北
汁
年
蒞
港
時
即
有
不
同
處
于
此
寫
資
料
科
﹒
查
者
，
識
者
諒
日
注
意
不
贅

-
1再
者
?
宵
波
車
此
行
除
支
持
勝
往
J

及
隨
緣
加
持
外
，
其
灌
頂
傳
法
:
，

請
i此
兢
來
接
受
皈
依
及
傳
吠
，
事
後
，
除
師
佛
外
，
亦
未
交
付
儀
軌
，
甚

或
咒
語
。
至
於
口
訣
，
於
灑
頂
後
，
授
手
師
佛
。
此
等
所
傳
之
法
，
若
欲

梅
持
氏
、
當
有
讀
一
於
一
輛
髒
者
。
尚
有

-
v種
情
形
，
耐
閥
混
車
在
此
初
次
主
持

勝
住
具
體
-
r
及
宋
後
傳
授
那
金
勢
師
法
1

嘗
載
運
知
外
，
其
餘
各
次
灌
頂
戚

未
頂
戴
。
觀
其
別
前
對1
師
饋
，
以
保
持
純
潔
為
叮
嚀
作
推
樹
，
其
唯
法
敗

?
若
將
此
等
意
義
深
遠
-
之
一
部
蹺
，
誤
以
為
是
小
圈
間
，
誠
屬
眾
生
相
裳
。

-
u

一
一
…
吋
恭
迎
法
駕
籌
備
概
要

師
佛
於
獲
怒
。
敦
球
會
設
專
行-K後
，
即
將
組
駕
工
作
委
由
林
最
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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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摸
雄
、
王
仁
祿
J
1
7李銘
園
、
林
…
坤
旺k
魏
鈴
木
-
、
王
俊
雄
等
七
位
師
兄
，

組
成
籌
備
委
員
會
負
責
策
劃
及
推
動
。
此
問
實
務
多
由
宙
中
亭
、
林
一
一
師
兄

F負
責
。
後
來
莊
金
沛
師
兄
亦
在
繁
忙
中
自
動
參
與
，
通
力
合
作
。
至
林
山
悶
悶
安

週
師
息
，
任
教
於
中
央
大
學
)
在
教
務
繁
忙
中
與
程
漠
雄
師
兄iu兩
地
往
返
奔

法
，
除
實
務
外
，
旦
與
李
兄
等
一
襄
助
.
師
僻
策
定
各
種
計
韻
。
正
昌
齡
師
兄

由
北
南
下
，
專
寰
照
料
宵
按
車
一
等
一
行
一
等
之
飲
食
。
尚
有
各
師
兄
夫
婦


起
擔
兒
女
前
來
者
，
一
一
般
對
工
作
均
皆
熱
心
參
與
，
且
有
關
情
形
特
殊
而
不

得
分
工
，
致
感
向
網
之
搭
在
請
求
分
工
者
。
蓋
對
根
本
上
師
之
承
事
供
養
，

功
偉
更
大
!
轉
鑫
於
修
持
亦
大
干
能
趣
入
法
性
者
多
能
知
之
。
有
關
此
次
分

工
名
單
，
眼
於
篇
幅
故
從
略
，
然
亦
無
損
功
德
。
贊
為
一
提
者
1

功
德
，
之
締

造
以
-
Z門
請
掙
為
主
，
所
以
將
其
一
提
者
，
亦
藉
以
勸
勉
來
者
之
義
。
至
南

北
各
會
之
詳
組
情
形
一
，
為
蛇
憫
之
未
及
，
甚
願
各
會
能
依
實
茄
子
以
記
載
，

免
使
各
處
會
史
成
為
空
白
藉
。
。

一
一
一
、
教
珠
露
波
車
蒞
台
行
立
及
弘
利

一
民
問
七
L
i
z
-
-

年
十
月
六
日
-
一
-抵中
華
民
圈
。

、
一
農
一
曆
甲
子
歲
九
月
十
二
日

L
為
應
戶
一
九
師
佛
劉
銳
之
零
者
之
請
求
，
專
程
蒞
臨
「
金
剛
乘
學
會
」
主
持

佛
堂
新
址
勝
往
具
瓏
，
西
職
常
瑪
巴
法
王
數
珠
會
渡
車
偕
同
佛
母
、
公
子

仙
…
帶
宵
援
軍
一
、
女
公
子
二
1
)
孫
女
等
家
屬
及
堪
布
→
一
行
七
-
人
，
也
美
摺
搭
乘

泛
美
航
空
公
司
A
O
一
號
証
機
可
經
東
京
於
本
去
。
一
日
下
午
間
點
四
十
五

-
舍
，
安
抵
棋
閩
中
正
國
際
機
場z
O
J
(一
師
佛
於
屆
時
，
帶
領
弟
子
〈
北
站
、
中

的
、
南
口
、
商
品
)
一
一
代
表
宙
餘
太
在
機
場
恭
迎
;
除
外
)
各
界
慕
名
前
往
迎

迫
者
，
亦
復
不
少
?
共
約
二
百
餘
人
。
持
以
曾
被
車
已
八
十
高
齡
，
模
經

由
半
個
地
球
，
於
海
天
勞
形
之
餘
，
不
盡
於
旅
進
中
一
冉
行
就
憫
，
以
增
勞
累

，
乃
認
為
轉
車
?
直
違
牽
中
斗
，
准
丘
之
時
，
已
是
午
夜
，
猶
有
不
欲
辭
別
者
。

敦
蛛
宵
渡
車
蒞
正
後
，
部
以
金
剛
乘
學
會
之
新
址
權
作
行

4

錯
，
住
一
於
一

>

權
之
左
側
?
!
此
，
有
股
韋
加
持
之
義
。
在
一
一
模
之
左
右
一
一
側
，
各
為
單
門
獨
院

之
個
人
宅
第
各
一
戶
p
r
.
-塔布
、
管
家
及
侍
從
則
共
住
，
右
側
，
恰
可
作
一
適
當
安

排
位

三
民
國
七
令
三
年
十
月
七
日

聲
中
市
一
。

農
曆
甲
子
歲
九
月
十
三
日
、

敦
碟
宵
波
車
休
息
。
法
王
慈
悲
為
慎
，
所
到
之
處
，
皆
唯
弘
法
，
此

行
除
主
持
膀
住
具
體
外
，
弘
法
計
劃
尚
未
決
定
。
是
以
師
佛
將
此
間
之
情
形

，

h
h行
向
法
主
口
頭
簡
報
外
，
一
高
法
王
亦
復
交
辦
有
關
事
笠
。
事
實
上
，

所
謂
休
息
乃
忙
於
法
草
之
安
排
也
。
為
此
，
於
法
駕
初
到
時
，
部
叮
囑
代
為

婉
謝
酬
應
。
然
其
時
，
仍
有
慕
名
者
在
請
求
加
持
。
一
師
佛
在
侍
奉
之
餘
，

頗
感
驚
擾
之
咎
，
嘗
約
堪
布
及
翻
譯
等
舉
事
實
以
闢
之
!
以
期
誠
韓
國
擾
。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十
月
八
日
P

金
剛
乘
學
會
。

最
曆
甲
子
歲
丸
，
丹
十
四
鈞
、
少
一
一
~

敦
碟
宵
波
車
於
主
午
九
時
餘
，
在
行
館
內
聽
說F持
第
一
一
一
次
佛
像
安
藏
法

會
，
召
集
助
理
人
員
參
與
法
會
儀
式
，
子
各λ
加
持
後
復
加
關
示
，
接
由
仙

辯
會
波
車
鎮
擋
得
開
始
進
符
安
識
準
備
工
作
。
入
藏
器
以
制
甚
多
。
，
一
如
舍
利
、
法

物
、
咒
輪
及
金
銀
珠
寶
，
與
藥
物
等
數
十
種
，
均
讀
分
別
處
理
，
包
裝
纏
繞

予
以
自
吏
，
工
作
繁
細
v
u
其
中
如
舍
利
、
線
松
石
、
藏
紅
花
及
一
此
一
一
不
知
名

者
，
均
為
敦
聽
臂
，
波
車
親
撓
雨
來
，
稀
有
之
物
，
其
他
則
於
蛇
問
訪
求
。

助
理
工
作
，
至
中
夜
方
才
停
丘
。

民
國
七
十
一
二
年
十
月
九
日
金
剛
乘
學
會
。

最
接
甲
子
歲
九
月
十
五
日

佛
像
安
撥
單
備
工
作
進
行
至
下
午
，
約
主
持
訣
，
敦
獸
宵
波
車
修
安

鐵
法
3

將
入
職
諸
寶
物
悉
子
加
持
後
，
交
，
自
其
公
子
他
講
宵
渡
車
，
率
問
堪

布
及
助
理
者
正
式
安
賊
。
共
安
妥
金
剛
薩
韓
、
釋
迦
牟
尼
佛
聽
觀
世
昔
日
菩
薩

等
臣
型
佛
像
三
奪
，
供
金
剛
乘
學
會
會
員
作
修
持
芝
用
。
安
路
平
、
作
，
進
符

至
午
夜
俊
約
一
一
一
時
許
間
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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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時
于
午
，
隨
員
二
人
，
由
法
閻
揖
諱
眺
圈
，
由
翻
譯
代
表
前
往
接
引
來

會
f
o
o
-
-

入
為
管
家
'
?
法
會
供
品
郎
自
其
製
備
陳
設
;
另
一
為
侍
從
。

?
民
閣
七
十
一
一
一
年
十
月
十
日

1

、
~

金
剛
乘
學
會
。

最
躊
甲
子
歲
九
月
十
六
日

-
b了

，
本
日
為
中
華
民
國
閻
麗
，
宿
賽
上
加
害
之
義
;
歡
聽
會
放
車
早
上
十


時
為
本
會
佛
盤
主
持
勝
往
具
體
，
另
有
授
記
焉
。
自A
時
起
，
會
員
及
嘉
賓

等
均
陸
績
簽
到
，
參
加
典
禮
。
至
十
峙
，
教
珠
宵
渡
車
按
法
衣
，
戴
蓮
冠

，
法
榕
在
嚴
升
座
修
法
，
迎
請
諸
佛
住
像
。
以
佛
堂
擁
擠
故
，
…
權
來
賓
參
加

觀
禮
一
。
及
諸
佛
住
像
儀
畢
，
約
十
一
時
，
會
員
依
次
入
座7

宵
按
車
修
法

加
持
與
會
者
的
。
:
具
體
事
畢
來
寰
退
席
，

4諸
弟
子
列
獸
髓
侍
曾
設
車
等
聾

師
佛
合
關
心
留
念
。

此
次
宵
瑪
巴
法
正
親
自
主
持
金
剛
乘
學
會
勝
住
大
典
，
在
中
華
民
國

自
由
地
區
，
此
為
空
前
之
盛
會
。
即
在
東
方
亦
少
，
一
嗨
，
在
西
聽
法
法
後
。
參

加
盛
典
者
除
筆
灣
地
區
北
、
中
﹒λ
南
、
高
由
學
會
會
員
蚱
，
香
潛
金
剛
乘
學

會
組
團
參
加
，
代
表
二
十
七
人
，
蠱
、
馬
師
淵
明
弟
子
，
以
個
人
身
扮
代
表

參
加
，
一
共
先
人
;
與
乎
邀
請
，
及
聞
訊
而
來
者
，
以
坐
位
估
計
，
約
共
六
百

人
。
…

e

干
，
:
甘
心
合

一
勝
住
典
禮
設
之
當
天
下
午
!
有
薩
迦
巴
班
智
達
夫
人
，
一
行
數
人
來
會

，
朝
見
宵
波
車
，
並
向
諸
佛
頂
禮
』
』-
1

民
關
七
十
三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金
剛
乘
學
會
。

-
農
曆
甲
子
歲
九
月
十
七
日
，

一
敦
珠
常
波
車
休
息
，
休
息
中
有
一
那
疾
之
象d
J

師
佛
甚
為
焦
念
。
宵

改
革
對
中
原
醫
藥
蓋
具
興
趣
，
或
以
中
醫
之
診
服
用
藥
與
西
藏
有
相
同
處
賊

。
中
﹒
然
間
一
時
對
此
問
中
醫
生
少
有
熟
知
者
?
乃
約
其
在
檳
城
懸
牌
弟
子
陳
忠
仁

師
兄
為
'
，
爾
法
草
診
斷
。
的

一
工
、
在
可
午
六
時
半
令
，
筆
港
兄
弟
臨
時
決
定
j

於
畫
中
全
國
大
飯
店
金
龍
廳

，
歡
宴
敦
改
宵
波
革
與
其
家
屬
及
隨
口
具
等
。
'
宵
波
車
以
示
疾
之
身
川
，
亦

計，

蔥
然
應
允
，
且
席
中
歡
欣
異
常
，
談
笑
自
若
，
毫
無
病
色
。
此
次
歡
宴
，
原

計
劉
於
初
蒞
時
舉
行
，
為
洗
麗
之
宴
，
因
其
時
日
屆
午
夜
，
一
致
臨
時
擱
置
至

今
。
參
加
代
表
共
六
十
四
人
，
宴
閱
六
席
σ

席
中
雖
四
方
雜
處
，
頗
有
莊
諧

自
在
之
蟬
，
歷
一
一
一
個
多
小
時
方
蠢
，
令
人
難
忘
。

缸
片
國
七
十
一2年
十
月
十
二
日

金
剛
乘
學
會
。

農
曆
申
子
歲
九
月
十
一
八
日

敦
球
會
浪
車
休
息
。

民
關
七
十
三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金
剛
乘
學
會
。

農
曆
甲
子
歲
九
月
十
九
日

敦
-
球
宵
波
車
在
下
午
一
一
一
時
，
於
辜
會
佛
堂
主
持
在
蓋
灣
舉
行
的
第
一
一
次

灌
頂
法
會
，
傳
授
馬
頭
一
金
糊
法ι
據
師
佛
閱
示

u

眾
所
知
馬
頭
金
剛
為
觀

世
音
之
護
法
，
但
此
法
則
為
觀
世
音
菩
薩
之
位
怒
算
法
，
為
嚴
傳
法
，
詳
情

可
閩
西
藏
古
代
佛
教
史
。
此
為
較
高
法
耍
，
本
會
第
二
級
灌
頂
以
上
，
由
北

、
中
、
南
、
高
前
來
按
法
者
，
共
九
十
人
。
除
外
，
師
佛
慈
誅
，
對
會
外

之
請
法
者
1
)亦
斟
酌
情
形
請
常
放
軍
准
予
授
灌
。
外
面
情
形
較
為
接
雜
，

如
傳
京
、
一
一
一
昧
耶
、
次
第
、
以
至
冠
服
之
穿
戴
等
殊
不
一
致
，
是
以
宵
放

軍
商
後
歷
次
灌
頂
傳
法
均
未
頂
載
運
菇
，
然
亦
有
例
外
者
，
有
關
後
再
補
充

。
拉
等
不
著
言
語
之
教
誨
，
當
為
金
剛
乘
會
泉
之
所
樂
聞
者
。

權
頂
法
會
-
將
畢
時-4法
王
踢
授
佛
像
及
金
剛
結
以
為
加
持
。

民
關
七
十
三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金
剛
乘
學
會
。

農
躊
甲
子
歲
九
丹
二
十
日

本
日
土
午
十
時
，
敦
球
會
放
車
第
二
次
在
金
剛
乘
學
會
佛
堂
傳
金
剛

薩
種
法
暨
長
壽
灌
頂
。
此
次
，
將
長
壽
灌
頂
併
於
金
剛
聽
蠶
法
中
灌
頂
。
受

灑
者
北
二
七
、
中
一
一
七
、
甫
一
一
一
五
、
寓
言
丸
，
其
一
二
八
人
。
會
外
參
加

受
法
者
!
約
同
誦
。
此
為
生
圓
次
第
灌
頂
之
法FJ灌
頂
後
。
，
常
浪
車
以
佛

像
加
持
受
法
者
!
此
為
難
得
立
法
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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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一
關
七
十
三
年1
γ月
十
五
H

晨
一
躊
甲
子
歲
九
丹
廿
一
H

第
二
次
佛
像
安
職
準
備
工
作
末
日
開
始
，
此
次
安
賊
一
為
金
剛
聽
瓏
報

身
，
為
師
佛
慈
話
，
請
求
敦
球
會
波
車
監
裝
，
以
應
弟
子
之
請
供

e

一

為
鱗
度
母
等
牢
，
原
為
各
人
以
隨
審
故
，
請
街
坊
蟬
，
由
於
未
安
藏
一
-
，
不
能

供
養
，
請
求
併
同
安
賊
。
另
有
未
安
藏
之
金
剛
聽
嘩
佛
像
，
共
十
二
荐
，
則

託
運
送
香
港
安
聽
備
請
。
此
等
均
為
小
型
者
，
金
剛
薩
捶
法
像
則
與
本
會
佛

堂
所
供
者
!
間
一
型
式
c

敦
球
會
放
車
一
部
疾
以
來
，
師
佛
甚
感
焦
急
，
前
已
蘊
及
。
請
陳
士
的
仁

師
兄
診
斷
時
，
~
自
隨
團
體
行
動
無
法
逗
留
;
後
得
顏
輝
潰
之
介
紹
，
請
黃
輝

玉
為
♂
宵
渡
車
診
斷
。
黃
師
兄
以
此
因
緣
，
得
會
渡
車
傳
子
文
妹
菩
薩
咒

c

至
於
也
，
宵
渡
草
一
那
痕
因
緣
，
後
再
補
述

ι

也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十
月
卡
六
日

金
剛
乘
學
會
c

農
膳
甲
子
歲
九
月
廿
二

H

望
中
密
藏
院
基
金
蠶
一
事
及
其
眷
屬
等
，
一
行
五
十
餘
人
c

於
一
「
午
來
會

，
請
求

a

敦
珠
宵
渡
車
賜
予
加
持
c

民
國
七
十
一
一
一
年
十
月
十
七
日金
剛
乘
學
會
c
J

鹿
鼎
曆
甲
子
歲
九
月
廿
一
一
一
日

敦
珠
常
設
專
休
一
息
c
v

a

民
關
七
十
三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金
剛
乘
學
會
、
華
南
、
…
高
雄

，
最
嚴
甲
子
歲
九
月
廿
四
日

.
，
於
上
午
，
教
陳
情
故
車
偕
問
佛
母
暨
隨
口
與
響
，
由
『
.
師
佛
等
陪
同
南

迎
各
金
剛
乘
學
會
、
。
先
封
暨
南
，
在
華
南
大
飯
店
安
頓
後
?
赴
牽
南
金
剛
乘

學
會
佛
堂
。
一
休
息
時
在
一
一
聽
聽
取
師
佛
對
牽
南
弘
法
情
形
一
及
計
劃
等
報
告

外
，
另
由
仙
薄
宵
設
一
車
登
樓
，
代
表
加
持
佛
盤
及
會
泉
之
學
畢
，
巡
視
牽
商

學
會
未
來
建
築
用
地
c

還
悶
，
接
受
南
高
眾
弟
子
之
歡
宴
，
旋
由
蓋
南
南
赴

高
雄
J
V在
國
山
飯
店
住
禱
c

金
剛
乘
學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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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七
十
三
年
十
丹
十
九
H

一
間
問
雄
、
台
中
。

最
曆
甲
子
歲
九
月
廿
五
日
心

教
珠
宵
技
專
晨
起
，
憑
簡
眺
莓
，
於
高
雄
之
水
光
山
一
位
，
欣
賞
非
常
，

悠
然
自
在
。
午
前
往
高
雄
金
剛
乘
學
會
，
有
關
情
形
一
如
牽
南
、
高
雄
學
會

新
會
址
正
在
興
建
申
，
未
往
迎
親
-
D
加
持
事
畢
，
還
問
崗
山
。
仙
"
話
宵
渡
車

及
堪
布
等
，
則
赴
佛
光
山
及
澄
清
湖
觀
光
。
高
南
諸
弟
子
，
以
午
宴
供
養
。

宵
渡
車
南
巡
加
持
諸
弟
子
專
畢
，
隨
即
於
當
天
趕
返
畫
中
，
安
抵
時
，

日
近
一
榜
繞
。

民
國
七
十
一
2
年
十
丹
二
十
眉
吐
金
剛
乘
學
會
o
d

﹒

最
曆
引
申
子
歲
九
月
廿
六
日
一

在
下
午
五
時
，
敦
蛛
宵
波
車
主
持
文
殊
菩
薩
法
灌
頂
，
然
後
閉
一
那
菩

藤
斌
。
此
文
殊
法
事
後
經
師
佛
髓
緣
關
示
，
為
總
的
權
頂
，
無
分
黃
白
，

依
於
「
單
妙
官
祥
真
實
名
經
」

ι

故
常
說
車
灌
頂
時
，
師
佛
持
謹
妙
吉

祥
真
實
名
經
，
加
持
受
法
者
之
一
一
一
門
以
為
撩
起

ι
灌
旗
儀
式
完
畢
，
權
韻
閉

一
部
菩
薩
戒c
然
後
賜
予
受
法
及
聞
法
者
以
小
銀
鏡
、
甘
露
丸
、
金
剛
結
'
?
及

菩
薩
戒
法
名
嚀
。
此
等
法
物
及
法
名
等
均
甚
殊
勝
，
然
各
領
受
者
，
讀
依
「

金
剛
乘
學
會
攝
受
倍
眾
步
驟
」
寶
路
汗
乃
能
圓
滿
也ι受
法
共
一
一
一
一
人
。

)
民
盟
一
七
十
三
年
十
月
廿
一
屁
!
←


A
革
剛
乘
學
會
，
大

:
農
曆
申
于
歲
九
月
廿
七
日
心

敦
獸
宿
波
車
在
上
午
九
時
，
於
住
處
之
外
廳
關
一
部
大
圓
滿
法
，
聞
法
者

已
師
佛
師
母
而
外
，
阿
闊
黎
十
一
一
一
人
，
二
級
潛
之
發
心
弘
法
事
務
者
八
人
，

共
三
十
一
人
h
o
t開
示
峙
，
由
他
譜
曲
閥
混
車
翻
譯
英
語
，
林
崇
安
師
兄
翻
譯
國

語
3

主
振
況
助
諱
，
前
後
各
次
法
會
情
形
相
悶
。
開
一
本
盟
滿
後
!
復
賜
授
每

人
小
型
長
壽
佛
像
一
轉
以
為
授
記
!
非
常
聽
勝
。

法
會
完
畢
後
，

J第
一
一
次
佛
像
安
職
工
作
正
式
開
始
主
閏
伯
龍
曾
說
車
執

行
，
率
領
堪
布
及
一
助
理
人
員
進
行
。

於
-
r
午
，
敦
妹
宵
渡
車
為
僻
堂
支
持
第
一
一
一
次
佛
像
安
蔽
，
有
關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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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4

可
師
佛
襄
助
，
完
按
時
特
為
妞
向.. 

「
園
舉
民
安
，
中
華
愉
快
輿
」
。

民
國
七
十
一2
年
十
月
之
三
日

金
剛
乘
學
會
、
產
坊
。
:

-
t

農
曆
甲
子
歲
九
月
廿
八
詞

敦
妹
耐
閥
混
車
第
一
一
次
監
裝
之
小
型
佛
像
，
金
剛
薩
捶
報
身
像
共
三
十
一

奪
一
，
其
揖
型
與
學
會
所
供
者
?
同
其
形
式
;
糕
度
母
等
法
像
為
個
人
請
職
者

，
共
九
五
奪
。
一
此
等
佛
像
成
於
本
日
上
午
安
裝
完
後
，
為
宵
波
車
暨
-
師
佛

大
慈
大
悲
之
所
致
，
適
於
小
摺
佛
堂
之
供
養1‘
至
為
殊
膀
。
惟
以
人
數
比
例

，
仍
數
量
稀
少
，
是
以
規
定
以
發
心
弘
法
事
務
者
為
優
先
。
為
免
使
請
供
者

有
向
隅
之
憾
，
師
佛
復
抉
定
再
次
安
瑕
備
諦
。
安
藏
費
用
，
除
供
養
必
須

者
外
，
僅
收
材
料
贊
。
顯
人
請
安
織
者
，
材
料
自
備
。
此
等
佛
像
散
佈
海
內

外
，
與
金
剛
乘
學
會
所
供
之
、
王
奪
，
在
觀
想
境
界
中
所
成
之
廣
大
壇
娥
，
是

其
常
莊
嚴
的
。

這
是
敦
蛛
宵
波
車
專
程
在
此
金
剛
乘
學
會
!
在
畫
中
市
的
最
後
一
天

，
下
午
會
為
在
佛
盤
設
置
運
位
之
往
生
者
修
法
超
度
。
部
份
留
會
者
得
知
此

事
，
也
分
別
將
往
生
親
友
附
薦
錯
度
，
以
了
心
顧
。
至
華
一
北
食
剛
乘
佛
堂
蓮

位
之
所
供
者
?
亦
由
師
佛
於
後
報
度
，
此
是
談
話
，
在
此
一
提
以
慰
為
彼
等

設
供
之
盡
心
者
。

教
珠
宵
波
車
於
下
午
七
時
，
北
蒞
蓋
北
，
♂
師
佛
侍
衍
。
、

民
國
七
十
一
二
年
十
丹
一-
I
t
M
P
T
.
-
;

t
a
z惜這
H
H
H

。

早
\
農
曆
甲
子
歲
九
丹
廿
九
臼

3
:

華
北
金
剛
乘
辜
會
諸
師
兄
，
於
一
瞄
蠱
川
菜
儲
設
盛
宴
供
義
，
已
為
宵
被

車
等
于
一
行
說
襲
。
晚
住
華
北
市
一
一
一
普
飯
店
。
寧
渡
車
並
於
晚
餐
前
赴
台
北
金

剛
乘
學
會
加
持
。
:

民
闊
七
十
{
二
年
十
丹
之
四
日
華
北
市
ι

農
曆
甲
子
歲
，
中1月
初
一
、
日

於
此
日
應
外
界
之
請
，
外
出
結
緣
。

!~ 

民
國
七
十
一-
7年
十
月
二
五
日

奎
北
市
。

農
曆
甲
子
歲
十
月
初
一
一
日

此
臼
為
畫
灣
光
復
紀
念
日
，
或
以
蓋
北
市
為
背
著
之
值
故
，
敦
殊
曾

設
專
於
上
午
九
時
半
，
假
實
踐
堂
普
傳
蓮
師
法
，
廣
結
善
轍
，
藉
以
接
引
。

前
來
接
法
者
，
除
北
部
地
區
之
外
，
還
及
鳳
山
及
屏
東
鄉
干
。
其
中
，
有

皈
依
修
法
達
半
鋪
甲
子
以
上
者
亦
來
締
結
著
蹄
，
~
~
立
皈
依
?
師
佛
。
其
時
受

法
者
八
百
五
十
餘
人
。
、
~

在
此
次
灌
頂
法
會
中
，
壇
城
諂
隸
座
次
妥
為
一
提
。
敦
珠
宵
混
車
以

主
法
者
之
奪
，
商
品
(
於
中
央
。
師
佛
以
漠
地
演
教
者
之
授
權
身
份
，
肅
座

於
宵
波
車
之
右
側
。
他
譚
甫
渡
車
坐
於
常
設
車
之
左
側
，
負
責
翻
譯
英

語
;
林
祟
安
部
兄
於
其
餌
，
翻
譯
闊
話
，
王
振
況
任
助
譯
。
此
一
座
次
之
排

列
，
除
佛
堂
開
光
時
，
常
波
車
的
佛
母
在
座
!
依
次
願
延
外
，
其
袋
，
情
渡

車
接
次
在
華
弘
法
，
均
依
此
罷
次
，
惟
此
與
西
元
一
九
八
一
年
，
一
府
筒
說
車

在
潛
弘
法
情
形
不
悶
，
蛇
約
為
常
被
車
章
法
的
競
故
l

~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十
月
三
六
日

聲
北
市

農
曆
甲
于
一
歲
十
月
初
-
3日

於
不
午
五
時
，
他
辯
會
浪
車
在
蓋
北
市
敦
化
南
路
牽
北
金
剛
乘
學
會
佛

堂
開
示
上
師
相
膽
怯
。
據
說
，
此
法
之
閉
一
部
在
應
林
祟
安
師
兄
等
之
請
求
所

致
，
後
面
所
述
之
蓮
師
長
壽
法
，
及
著
巴
法
等
，
亦
均
同
此
。
足
見
仙
潛
宵

車
之
慈
悲
，
予
我
等
以
給
隸
之
機
。

民
國
七
I
r
-
-
一
年
十
月
二
七
日
牽
北
市

~
一
最
曆
甲
子
歲
十
月
初
一
回
臼

敦
珠
~
宵
浪
車
上
午
做
一
一
一
撤
回
飯
店
十
二
樓
之
一
室
?
灌
頂
傳
授
辭
金
藥
師

法
。
純
為
。
臨
時
性
之
決
定
，
然
華
北
、
甘
露
中
聽
到
受
法
者
亦
四
十
餘
人
。
且

亦
皆
師
佛
依
法
授
戒
付
恨
之
弟
子
。
師
佛
於
灌
頂
前
接
見
諸
弟
子
時
，
特

別
宣
示
血
雨
法
草
之
叮
嚀
﹒
啥
「
要
保
持
金
剛
乘
學
會
之
純
潔
，
才
能
使
會
瑪

巴
儕
法
之
加
持
垂
於
久
違

L
云
6
.

宵
波
車
此
次
在
旅
邱
中
灌
頂
傳
法
，
於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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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舟、，

法
會
中
，
除
法
衣
之
外
且
頭
戴
連
冠
。
此
種
情
形
，
為
蒞
蓋
以
來
歷
次
濃
頂

中
，
如
馬
頭
金
剛
法
，
金
剛
薩
種
及
長
壽
佛
?
文
珠
法
等
法
灌
頂
時
，
所
沒

有
者
。
蓋
上
述
諸
灌
頂
，
均
有
少
數
會
外
者
參
加
，
一
其
等
情
形
曰
為
此
間
所

熟
插
在
不
再
引
述
;
餘
外
如
普
傳
蓮
師
法
，
以
及
其
他
灌
頂
，
其
情
形
亦
相

悶
，
聽
惟
郡
金
藥
師
法
為
例
外
。
一
此
為
教
聽
筒
渡
車
對
於
此
間
信
眾
，
不

著
番
話
之
晶
勉
敗
?

民
閣
七
牛
i
l
-
-
一
年
十
月
一
一
八
日
華
北
市

農
曆
甲
子
歲
十
月
初
五
日

在
上
午
，
他
器
官
波
車
骰
一
一
一
普
飯
店
十
三
樓
之
一
吏
，
閉
一
本
建
師
長
譯

法
。
下
午
於
十
一
樓
，
問
示
普
巴
法
。

末
日
晚
間
，
南
北
弟
子
代
表
聯
合
舉
辦
盛
宴
供
養
敦
獄
宵
波
車
唔
，

在
一
一
一
普
飯
店
卡
一
一
一
樓

1

宴
開
五
席
。

←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十
月
一
一
九
曰
:
、

f

一

牽
北
市

、
…
」
農
曆
甲
子
歲
十
月
初
六
日

在
上
午
，
仙
辯
宵
波
車
代
表
敦
殊
渡
宵
車
開
一
亦
即
即
金
藥
師
法
，
於
一
一
一

昔
十
一
樓
。

e

w

民
國
七
十
一
-
7年
十
月
五
十
日

蓋
北
市

1
1

農
曆
甲
子
歲
十
月
初
七
日
、

一
敦
珠
曾
說
車
休
息
。
。

可
民
國
七
十
一
一
一
年
十
月
一
一
二
日
一
民
一
、

1

蓋
北
市
、
之
一
替
港

農
語
句
甲
子
歲
十
月
初
八
日

、
一
敦
珠
常
設
於
下
午
一
一
一
時
四
十
五
分
，
~
一
行
北
人
搭
乘
中
華
班
機
一
，
中
間
赴

替
港
金
剛
乘
學
會
。
師
佛
為
讀
接
宵
渡
革
故
，

3

乃
先
行
搭
機
赴
港
恭
候

法
駕
。
當

v

宵
故
車
法
駕
蒞
立
中
正
機
場
候
機
大
廳
時
，
不
少
慕
名
者
亦
前

東
送
行
γ

諧
的
請
求
加
持
y
'一
份
的
請
求
合
照
，
甚
為
熱
鬧
。\

d

r
函
、
錯
!
論

y 

敦
珠
常
設
車
應
舖
佛
之
請
'
，
由
法
，
經
美
蒞
正
中
華
民
國
，
、
主
要
在

為
金
剛
乘
學
會
之
佛
堂
主
持
勝
住
大
典
，
及
加
持
其
所
有
弟7了
與
順
韓
者
;

或
者
說
，
是
為
莊
嚴
及
加
持
會
嗎
但
在
東
方
的
弘
法
事
業
而
來
.
。
在
混
成
金

剛
乘
學
會
期
間
，
臺
中
十
六
天
，
華
南
、
高
雄
一
天
，
蓋
北
八
天
，
一
共
二

十
五
天
!
然
說
轉
赴
替
港
金
剛
乘
學
會
。
蛇
行
由
金
剛
乘
學
會
全
體
會
員
自

任
功
德
主
，
發
心
供
養
，
全
責
眾
事
，
及
安
排
弘
利
日
程
等
。
在
畫
中
時
，

以
學
會
新
址
作
行
館
，
離
開
前
特
聽
知
師
佛
，
稱
住
-
K墓
中
期
間
甚
感
自

在
一
試o
u到
高
雄
時
於
關
山
飯
店
休
息
，
華
北
別
往
於
一
一
一
普
，
此
為
宵
波
車

行
在
概
魂
。

常
設
車
在
住
會
期
間
的
弘
利1
其
可
)
見
者
，
如
主
持
佛
堂
勝
住
典
禮
，

加
持
與
會
弟
子
及
服
誰
者
，
接
受
啟
義
以
應
弟
子
在
瞄
田
之
請
求
;
餘
此
之

外
，
先
後
灌
頂
傳
法
五
次
，
如
馬
頭
金
剛
忿
怒
法
，
金
剛
薩
嗶
聾
長
壽
灌
頂

、
軍
妙
，
一
台
祥
真
實
名
經
法
、
普
傅
建
師
法
，
一
及
專
為
金
剛
乘
學
會
弟
子
灌
傳

即
金
藥
師
法
等
。
開
一
那
一
一
一
次
'
，
如
菩
薩
戒
開
示
，
設
授
聞
法
者
以
法
名
。
大

闢
滿
法
開
示
，
聞
法
者
為
何
閣
黎
及
發
心
會
務
且
能
與
師
佛
相
應
者
，
器
設

得
小
譚
長
壽
佛
之
授
記
。
再
者
為
那
金
欒
法
，
由
仙
離
宵
波
車
代
表
啟
示
，

除
外
仙
辯
會
波
車
亦
代
表
法
主
開
一
那
其
他
法
要
多
次
。
一
一
一
度
安
裝
佛
像
，
有

大
型
一
一
一
牢
，
小
型
二
十
一
一
奪

-
7個
人
請
裝
之
小
型
者
五
埠
，
復
布
特
大
型
一

奪
;
此
外
復
自
製
寸
許
小
學
畏
轟
佛
之
像
，
亦
二
十
一
一
奪
。
綜
上
四
述
，
共

成
佛
像
共
五
十
一
一
辱
，
上
述
癌
數
珠
宵
波
車
中
華
民
國
之
行h
j
p在
牽
裝
製

之
佛
像
數
、o
此
等
佛
像
在
修
持
時
!
、
於
一
一
一
輪
供
養
之
餘
之
境
界
是
異
常
莊
殿

的
。
常
被
車
在
叢
中
時
會
修
超
度
法
，
是
以
其
此
行
得
嬉
法
澤
者
，
不
僅

現
生
大
眾
也
。

宵
改
革
在
蓋
弘
利
?
或
灌
頂
，
或
加
持
，
或
閱
示
，
加
之
仙
離
宵
渡
車

應
請
求
所
作
關
示
一
，
其
得
法
揮
者
，
當
在
二
千
二
百
人
次
以
土
。
餘
本
會
部

份
會
員
外
，
會
外
人
數
亦
復
不
少
。
其
得
一
法
之
最
連
者
，
如
鳳
山
一
一
、
屏
東
之

鄉
下
者
，
亦
皆
如
顱
，
一
可
謂
法
澤
遠
播
。
唯
績
一
談
者
?
近
年
來
藏
密
風
氣 一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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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及
全
球
，
加
之
外
道
之
附
會
，
此
間
一
般
對
密
法
名
詞
，
如
灌
頂
、
加
持

、
念
咒
等
，
多
有
熟
知
者
。
然
究
其
實
，
真
能
觀
為
正
確
之
信
仰
而
加
以
研

究
者
，
為
數
不
多
。
比
如
說
以
聽
教
為
密
宗
，
文
如
知
道
加
持
與
灌
頂
之
重

要
一
船
到
處
跑
碼
頭
，
都
不
知
皈
依
、
發
心
、
求
斌
。
一
飯
得
裁
，
得
法
矣
，
摸

不
知
一
一
一
味
耶
為
可
貴
。
甚
至
將
莊
嚴
之
佛
冠
、
法
衣
，
豔
意
穿
戴
，
以
為
得

意
'
。
筆
者
後
來
發
現
，
常
波
車
在
蓋
弘
莉
，
聽
惟
主
持
開
光
，
及
最
後
一

次
在
蓋
北
，
為
本
會
會
員
行
那
我
藥
師
法
灌
頂
時
，
頂
戴
蓮
短
外
，
其
餘
灌

頂
均
未
頂
戴
。
此
非
小
事
，
甚
願
金
剛
兄
弟
之
發
心
者
，
能
留
心
此
事
，
。
唯

寄
寓
何
藹
，
尚
不
得
而
知
。
可
知
者
，
驗
都
金
藥
師
法
之
外
，
其
他
各
次
灌

頂
，
均
有
會
外
人
士
參
加
，
蛇
為
眾
所
週
知
者
。
前
會
談
及
，
師
佛
在
基

北
時
，
會
霎
那
幫
渡
車
之
叮
嚀

-
2
.. 

「
要
保
持
企
側
頭
學
會
之
純
潔
了
依

此
，
筆
者
嘗
付
推
，
常
渡
車
當
為
法
故
，
而
寄
以
不
落
雷
詮
之
晶
錯
賊
。

宿
法
重
次
第
，
如
傳
法
有
皈
依
、
灌
頂
、
交
付
儀
軌
及
導
引
闖
一
瓜
、
及

交
付
口
訣
等
之
別
。
中
如
灌
頂
，
在
灌
頭
前
先
頭
轉
戒
。
戒
有
菩
薩
戒
、
密

宗
戒
等
一
一
。
其
得
其
德
上
師
之
傳
法
者
，
自
能
了
知
。
其
唯
此
，
所
受
之
法
在

修
持
峙
，
乃
能
得
傳
承
及
一
一
一
根
本
之
加
持
。
宵
浪
車
在
華
所
傳
諸
法
，
抵

及
身
語
意
灌
頂
，
為
方
便
接
引
大
眾
故
。
以
就
灌
頂
聞
可
觀
悶
皈
依
，
但
戒

律
U

一
儷
軌
及
口
訣
等
均
未
及
傳
件
。
此
等
未
具
足
者
，
仍
頭
向
前
佛
處
請

求
授
典
，
一
方
能
如
法
修
持
。
此
聾
，
由
於
戶
宵
…
波
車
另
將
此
間
法
權
，
巴
以
「

漠
地
演
教
者
」
之
名
義
交
付
師
佛
故
!
民
宵
渡
車
復
觀
師
佛
與
其
本

人
為
有
問
等
之
加
持
力
者
，
故
以
「
選
師
代
表
」
之
法
號
莊
嚴
之
。
此
種
意

義
止
一
我
等
若
留
心
宵
浪
車
接
次
灌
頂
，
在
壇
城
前
之
座
次
安
排
，
也
可
察

一
知
也
。
為
此
一
!
、
且
舉
個
實
例
一
談
人
。
一
一
位
兄
弟
，
自
十
一
八
歲
始
部
學
密
法
，

迄
今
共
V
-
J
-

十
三
年
，
當
易
數
一
師
一
!
真
雖
知
密
法
殊
勝
，
唯
感
久
無
所
獲
為
榕

心
口
於
灑
知
~
宵
渡
車
拉
奎
消
息
哎
，
為
一
接
會
瑪
巴
傳
黨
故
，
特
發
心
於
丸
丹

抄
皈
依
f

師
佛
i

決
心
從
新
學
起
，
現
日
如
頓
以
役
，
蛇
可
作
借
鏡
者
。
至

師
佛
傳
法

1

來
者
不
拒
，
敢
要
遵
守
修
一
四
原
則
，
否
則
卸
去
也
不
留
，
任

f品

由
自
在
。
所
以
，
發
心
如
法
修
持
者
，
多
樂
於
隨
侍
，
華
傳
承
難
得
啦
。
淺

嚐
部
他
去
，
或
他
去
叉
葉
還
懺
悔
者
，
也
復
不
少
。
會
波
車
之
叮
嚀
→
要

保
持
純
潔
」
'
意
亦
與
蛇
有
關
敗
?

初
閱
敦
球
宵
一
法
草
訪
問
者
港
一
書
時
，
簡
宵
波
草
一
部
疾
不
甚
γ
了

。
蓋
如
敦
珠
宵
渡
車
，
以
賢
劫
千
佛
根
本
上
師
之
牢
，
於
轉
生
十
七
世
之

現
在
，
有
無
上
一
幅
德
、
智
慧
與
佛
法
，
人
奪
之
為
法
萃
，
何
以
仍
不
免
於
疾

厄
耶
。
及
後
，
~
知
嚮
勒
日
巴
藉
服
審
以
一
部
疾
，
調
伏
狂
妄
;
及
阿
提
川
沙
代
犬

受
提
致
傷
等
事
後
，
對
示
疾
之
意
義
?
乃
略
有
所
知
'
，
在
發
心
饒
益
眾
生
也

。
今
宵
渡
車
蒞
臨
此
問
緩
叉
示
疾
，

F
頗
不
尋
常
，
蓋
其
國
爺
則
為
控
然
1

其
擦
師
佛
或
知
筆
者
有
所
未
釋
，
讓
為
芳
便
開
示
云

•• 

常
被
車
在
廿
三

歲
之
年
組
何
時
，
即
發
心
「
以
眾
生
之
病
為
病
。
」
其
後
常
有
疾
患
，
市
其
身

心
本
無
誤
患
也
。
得
此
開
示
乃
恍
然
若
有
所
悟
，
-
會
搜
查
T之
示
疾
，
乃
長

期
以
來
，
在
發
心
役
之
自
我
實
接
缸
，
，
康
生
有
病
之
際
為
眾
生
前
生
病
﹒
也
。

由
此
聯
想
，
。
一
一
會
渡
車
在
初
成
就
芝
第
一
世
?
即
為
賢
劫
于
佛
之
根
本
飾
，

得
觀
世
音
化
身
之
弟
子
以
教
誨
之
，
一
亦
發
心
之
所
致u
是
以
，
凡
在
前
佛

混
得
宵
瑪
巴
傳
承
者
，
願
一
一
一
復
斯
拉
筒
，
共
悶
勉
勵
，
當
不
致
俾
宵
技
車
撞

師
佛
諧
，
「
純
潔
」
與
否
之
操
心
也D
t

在
J
敦
珠
宵
波
車
豎
師
佛
離
蓋
赴
港
時
，
此
閱
當
出
現
若
干
附
會
之

眾
生
相
，
其
粗
心
者
諒
已
知
之
。
惟
頭
一
說
者
，
西
職
無
上
密
佛
法
，
在
一
兀

代
時
間
已
傳
入
中
土
，
然
侷
於
王
軍
未
及
普
遍
，
及
民
圓
後
，
限
制
乃
除
一
。

、
師
佛
在
三
十
餘
年
前
國
破
家
論
之
際
，
寄
籬
聽
覺
地
時
，
以
漢
人
身
份
發

心
西
赴
印
度
求
取
藏
臂
，
於
萍
水
相
逢
中
，
問
立
即
生
與
敦
獸
常
設
車
間

撞
發
願
」
之
個
轍
，
將
宵
瑪
巴
無
上
密
大
幻
化
網
續
佛
法
，
整
黨
接
悶
替
港

，
後
轉
饋
此
間
，
普
遍
弘
化
，
來
者
不
拒
，
初
未
持
為
法
揮
人
之
念
，
雖
閱

風
氣
之
先
，
然
誠
者
有
限
，
故
主
以
學
術
態
度
弘
訣
。
斗i餘
年
來
?
在
艱
苦

慘
淡
中
經
營
一
，
現
在
縱
已
有
傳
承
可
接
，
有
法
可
求
，
有
書
刊
可
閉
，
亦
可

知
金
剛
乘
學
會
!
在
師
佛
灌
溉
下
!
巴
在
壘
成
中
。

- 2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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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進4
4
d
z
時
頓
恭I

J
進

啼
啼
啼
榜

毅
，
孫
宵
波
車
﹒
傳
授

蚓
釗
銳
之
恭
誇

敬
禮
上
師
於
攏
年
猴
月
初
卅
日
，
桑
耶
脅
中
，
其
轅
色
茁
金
剛
界
捏
城
閑
散

時
J
於
此
一
說
郎
金
研
願
文
，N
M一
切
所
屬
經
常
之
意
願
而
作
。
對
諸
議
代
應

專
心
意
想
而
修
持
。

十
方
四
、
時
佛
陀
與
菩
挂
上
師
本
等
空
行
護
法
等

鑫
剎
盤
來
無
餘
詩
降
臨
安
住
面
箭
虛
空
道
月
底

身
語
意
三
一
恭
敬
以
稜
拜
外
內
密
等
合
性
以
供
養

諸
善
逝
前
作
殊
藤
依
止
從
前
所
枝
罪
黨
我
問
詐

所
悔
現
在
示
接
糙
懺
除
今
後
於
此
退
轉
我
防
護

一
切
一
渦
德
品
來
盡
隨
志
請
諸
佛
會
勿
取
敏
淫
無

論
特
立
一
試
無
上
妙
法
輪
無
餘
善
會
由
向
有
情
繞

f 

諸
趣
到
這
無
上
解
脫
池
佛
及
菩
薩
祈
賜
憶
念
我

以
我
所
作
粒
且
口
祈
願
文
有
如
元
抬
著
賢
玉
如
來

及
妙
宮
祥
菩
薩
之
笠
智
此
等
許
我
追
隨
以
學
習

殊
勝
笠
教
諸
位
上
師
寶
﹒
有
如
虛
空
普
品
以
降
臨

亦
如
9

月
光
先
以
照
耀

M
V常
堅
問

L
W須
彌
山
玉

泉
僧
枷
智
、
乃
佛
教
之
基
心
詞
，
戒
淨
三
一
學
得
充
裕

寄
一
教
心
要
修
持
密
教
者
學
句
其
足
逢
生
國
究
竟

堂
教
花
、
王
玉
者
以
護
法
廣
行
政
孔
令
堂
敬
如
誰
來

1
五
族
大
臣
亦
文
持
自1
教
智
位
是
增
長
能
力
具
足
來

為
禱
監
教
家
長
具
蟄
裕
卒
-
受
其
足
無
很
為
客
來

信
會
一
教
者
為
及
各
一
商
境
其
足
快
樂
而
平
息
魔
難

我
前
伽
者
位
比
修
道
上
巷
句
不
進
心
顧
得
成
就

與
我
結
緣
者
弗
論
善
惡
暫
時
究
竟
為
佛
所
獲
念

一
切
有
情
入
無
上
采
門
-
學
賢
大
輪
玉
願
能
證
得

現
在
六
時
特
進
修
此
願
文

4

三
一
眛
哪
一
圓
滿

天
子
體
宵
林
余
〈
遞
浪
)
(
-
Z轉
世
〉
大
對
導
師
楚
柴
智
清
背
包
，

於
聽
勝
龐
大
獅
夫
對
之
右
角
，
宵
清
謝
巴
(
大
寶
聚
)
山
起
較
高
立

τ
芳
，
(
名
)
「
沖
」
窟
，
請
得
昆
盧
渣
那
譯
出
之
網
卷
，
認
由
從

單
嘉
佛
母
手
寫
議
文
，
交
付
啤
嗎
嘉
汪
羅
爵
泰
賢
臆
銬
，
顧
醫
妙
增
~

長
。

一鈞一



L
見
l

顯
教
方
面
-
'
研
習
…
「
婆
娑
部
、
經
量
部
-
唯
誠
宗

及
中
觀
帥
部
」
之
間
部
宗
見
;
密
宗
方
面
，
了
解
「

寧
瑪
派
一
、
薩
迦
派
、
迦
居
派
及
格
魯
派
」
之
基
本

知
兒
，
以
上
配
合
「
金
剛
乘
全
集
」
以
研
習
之
(

共
十
五
般
)

上
為
金
剛
杆
，
代
表
竭
誠
么
修
l

第
一
類
依
寧
瑪
派
教
傳
及
巖
傳
之
生
起
次
第
、
問
一

大
泉
。
一
滿
心
次
第
、
大
問
滿
之
次
第
以
修
行
一

o
l

1
行
|
第
二
類
依
寧
瑪
派
巖
傳
之
捷
道
頗
陸
法
以
修
行
。

中
為
這
花
，
旁
為
山
遂
以
黨
;
一
此
二
類
之
修
行
儀
軌

J
悉
依
撩
敦
珠
法
王
之
傳

授
(
共
有
數
十
珊
，

1會
主
種
種
修
法
)
及
閱
示
。

花
表
所
生
，
為
大
泉
之
母
ι
果
1
成
佛
(
證
符
法~1叫
做γ化
一
一
一
身
)
。

;
黨
表
餘
來
。
可
。

h
知
見
要
廣
博
、
修
行
要
專
~
亡
。

。
金
剛
乘
學
會
之
修
行
間
原
則
一

L

發
菩
提
心

么
正
見
正
知

f
?
心
嚴
守
戒
律

ι
精
進
修
持

;教

三聽

法
草

徽

Z 

，"襄

在重

棟

nnHH 
拾
你

表杆
智求

是方
o ， 01:吏

與
才主
義

i芝

4也

4 

金
剛
來
學
會
瑜
仰
行
者
之
「

見
修
行
果
」
及
「
修
行
回
原

則
」

一

d
T
i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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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p

是

/ 

我
所
懷
愈
梅

郭
文
添
會
長劉

銳
之

文
添
居
士
，
廣
東
省
南
海
縣
人
，
少
年
喪
父
，
韻
母
氏
女

紅
聽
育
長
成
叭
家
境
清
貧
，
而
能
敦
品
勵
行
，
若
悄
悄
儒
者
;

待
人
黨
一
物
!
和
諧
可
親
。
從
事
飲
食
業
γ

凡
數
十
年
，
豎
身
大

潛
樟
中
1

從
最
基
層
，P

升
至
最
高
主
管
，
無
不
和
顏
悅
色
，
笑

臉
迎
入
，
食
客

2

者
慌
，
大
有
賓
至
如
歸
之
樂
。
尤
其
栽
培
後
進

，
誘
扳
青
年
，
香
港
九
龍
食
肆
向
人
(
提
及
「
台
一
背
心
?
無
不

肅
然
起
敬
。
觀
於
執
彿
眾
中
，
有
百
數
十
人
法
然
欲
涕
者
。
概

t 

可
知
矣
。
L
Z

中
年
慕
道
，
擔
任
道
黨
主
壇
者
數
年
。
三
十
年
前
←
5

金
剛

乘
學
會
分
設
於
一
一
一
輪
佛
學
社1
首
次
舉
辦
西
藏
密
宗
靜
坐
法
，

即
來
就
學
一
;
繼
而
皈
依
求
法
，
灌
頂
，
於
出
錢
、
出
力
、
出
心

之
莓
，
從
不
後
人
，
於
是
眾
舉
之
以
為
會
長
，
人
緣
廣
結
，
助

我
一
良
多
。
諾
會
貝
多
以
「
誼
文
」
稱
之
，
他
亦
怡
然
以
受
。

平
時
雖
性
情
和
洽
，
無
限
髓
餘
，
但
於
重
要
關
頭
，
則
大

義
凜
然
!
不
稍
一
讓
步
。
寫
二
事
值
得
一
記
者•• 

一
為
廿
餘
年
前

，
學
會
經
費
支
細
，
一
前
路
茫
茫
一
，
有
欲
乘
按
分
裂
，
改
聘
導
師

，
自
彼
游
說
q

彼
以
當
今
香
港
於
密
乘
教
理
修
持
?
兩
者
精
遲

，
捨
劉
氏
外
無
其
入
，
嚴
詞
拒
絕
一
。
一
分
裂
也
是
不
成
。
二
為
數

年
前
，
有
以
余
在
台
灣
學
習
藏
文1
分
設
學
會
，
未
能
全
心
全

力
，
應
付
會
務
，
學
譜
一
體
賢
一
;
因
是
亦
萌
退
志
。
彼
則
以
為
廿

餘
年
之
經
營
慘
淡
m
略
兵
規
模
，
弘
法
利
生
，
稍
有
成
殼
，
若

毅
然
而
退
?
後
繼
非
人
，
我
輩
將
柯
依
賴
，
慷
慨
以
陳
，
詞
嚴

義
正
，
眾
議
遂
息
。
一
九
…

居
士
，
一
帽
子
四
人
，
女
入
人
，
多
巴
戚
家
立
室
，
孫
兒
二
十

有
一
了
濟
濟

-
T堂
，
掏
可
樂
也
。
近
年
廈
一
那
徵
莓
，
稍
入
醫
院

，
旋
即
復
元
。
去
年
丈
夫
艾
示
徵
疾
?
不
數
目
安
祥
間
逝
。
其
家

人
-
E
:攘
各
是
相
家
一
苔
，
年
均
不
過
六
十
五
歲
，
今
已
七
十
三

歲
，
當
為
靜
坐
禪
悅
昕
致
，
信
如
其
中
一
筒
，
當
可
安
住
極
樂
世
界

矣
。
一
然
余
尤
扮
其
乘
願
帶
來
，
-
佐
弘
金
剛
乘
密
法
。
故
於
祭
文

表
違
斯
露
，
此
調
不
一
彈
，
久
矣
，
且
為
急
就
章
，
未
及
潤
色
，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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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助
興
建
台
中
金
剛
乘
早
會
芳
名

黃
文
淵
捐
四
O
O
O
0

元
隱
名
氏
捐
一
一
一O
O
O
0

元
李
銘

盟
捐
一
五
O
O
0

元
無
名
氏
…
唐
金
源
張
山
自
顏
輝
潰

吳
澤
秋
蔡
義
男
各
捐

-
O
O
Q
0
元
一
鄭
木
森
林
樹
發
各

捐
五
O
O
0

元
尤
佰
忠
捐
四

0
0
0

元
蔡
世
中
捐
一
一
一
五O

O
一
兀
質
敏
源
捐
三
五
0
0

元
謝
陸
耀
搞
一
一
O
O
0

克
黃

輝
玉
楊
飛
暉
各
捐
一
五

0
0
元
昆
明
華
捐
一

-
z
o
o
-兀

張
關
權
捐
一
二

0
0

元
鄒
慶
宗
張
了
一
張
榮
彰
許
錦
華

各
捐
一
O
O
0
元
(
下
文
轉
第
三
十
七
頁
)

、井

金
剛
乘
學
會
會
議
記
錄

時
問•• 

七
十
四
年
四
月
1

下
四
日
上
午
十
時
一
二
十
分
一

地
點

•• 

本
會
台
中
佛
堂

出
席
會
員
;
九
十
四
人
，
如
附
件
簽
名
加

缺
席
會
員•• 

六
人
，
如
前
件
簽
名
加

列
席
會
員
一•• 

一
一
一
人
，
如
附
件
簽
名
珊
(
一
其
他
學
會
會
員
)
一

主
席•• 

劉
土
師

記
錄
1
.韓
希
單

一
、
會
議
內
容•• 

L
台
中
學
會
玉
仁
聽
會
長
，
已
有
年
餘
未
參
加
出
席
本
會
各
項

活
動
及
法
會
，
對
會
務
亦
不
聞
不
問
，
單
未
請
假
，
亦
未
提

出
任
何
原
因
o

z

本
會
台
中
佛
盤
新
建
以
來
，
皆
由
李
銘
國
副
會
長
、
林
坤
旺
一

、
莊
金
沛
以
及
各
向
仁
廢
寢
忘
食
，
不
辭
勞
苦
，
甚
致
放
開
悶
悶

正
常
工
作
，
全
家
動
員
一
心
為
佛
裳
作
事
，
各
間
仁
之
服
發

-
a

精
神
與
熱
誠
可
佩
。

1

王
仁
綠
會
長
，
雖
掛
會
長
之
名
而
未
來
會
服
務
，
品
，
擬
提
會

討
論
改
選
會
長
，
務
使
名
符
其
實
，
會
務
有
人
主
持
。

4

李
銘
閩
、
林
坤
旺
九
莊
金
沛
等
…
一
一
入
，
平
日
工
作
努
力
，
服

務
熱
心
，
擬
提
名
李
銘
國
為
會
長
，
林
坤
旺
、
莊
金
沛
為
副

會
長
，
請
討
論
。
命
于

一
一
、
討
論
提
案
•• 

一
。

1

原
主
仁
綠
會
畏
久
，
未
到
會
!
討
論
重
新
改
選
會
一
提
案
。

決
議•• 

全
體
通
過
。

心
立
提
名
李
銘
閻
任
會
一
張
、
林
坤
旺
、
蛙
金
捕
任
副
會
長
案
。


一
決
議
:
全
體
通
過
。

一
一
一
九
結
論

•• 

L

華
新
會
長
與
剖
會
長
更
加
努
力
，
使
會
務
發
揚
光
大
o

z

李
銘
國
會
長
于
一
林
坤
旺
及
莊
金
沛
副
會
長
輪
流
主
持
會
務
，

)
:
並
輪
流
主
持
法
會
。

四
、
散
會
。



' 
、

現
觀
莊
嚴
論
斜
判
時
峙
，
起

劉
說
之

嘗
謂
慈
氏
五
論
.. 

辨
中
邊
論
、
大
乘
莊
嚴
經
論
、
辨
法
性
論
、
續
上
師
論
等
問
論
，
均
弘
法
相
，
為
該
京
重

要
之
論
與
1
尚
矣
。
復
有
山
，
論
，
為
現
觀
莊
嚴
論
，
其
其
名
為
現
觀
莊
嚴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教
授
論
，
為
獨
弘
法
性

之
論
。
傳
龍
樹
般
若
學
之
解
脫
軍
?
從
世
親
聽
習
，
於
本
經
未
盡
攝
受
，
因
﹒
乞
其
義
於
僧
護
，
而
緩
腸
達
。
當
修

般
若
觀
行
!
於
經
本
文
，
與
現
觀
莊
嚴
釋
論
，
不
盡
合
符
，
~
頗
滋
疑
惑
(
1旋
得
夢
慈
民
囑
往
婆
羅
奈
斯
，
至
則
值

優
婆
塞
寂
鎧
齋
僧
，
遂
獲
見
其
從
南
方
請
來
之
般
若
一
二
一
萬
頌
而
分
人
品
，
全
與
現
觀
論
釋
相
應
“
。
於
是
雜
揉
經

論
7

陽
演
無
自
性
義
，
而
為
註
釋
八
，
蓋
自
現
觀
莊
嚴
流
傳
以
來
，
此
為
創
舉
，
故
後
世
學
者
，
無
不
以
為
遵
依
也

。
(
參
閱
多
羅
那
他
印
度
佛
教
史
第
二
十
一
一
一
輩
〉
乃
以
玄
提
法
的
未
灰
遂
譯
?
故
於
漠
士
?
未
有
一
流
傳
，
研
慈
氏

學
者
，
缺
憾
而
已
。
一
一

、
民
盟
一
三
十
六
年
，
太
虛
法
師
?
得
見
西
藏
一
所
傳
此
論
，
勸
法
尊
譯
的
出
其
頌
，
並
略
一
釋
之
;
因
為
之
序
!
所

謂
吋
運
瑜
一
伽
巧
分
別
招
，
彰
般
若
無
分
別
性
，
一
得
斯
論
而
般
若
之
眉
目
朗
，
瑜
伽
之
精
髓
充
矣
。
」
旨
哉
斯
、
中
嵩
…
，

可
謂
重
點
龍
點
睛
，
一
語
道
破
﹒
十
錄
詳
虛
師
序
中
)
1
月7
節
錄
之
，
亦
可
知
此
論
之
價
值
寫
一

及
四
十
一
一
年
，
羅
時
睹
一
個
心
教
授
於
友
人
處
，
得
說
斯
論
一
)
袖
歸
以
相
一
瓜
。
因
勸
謝
車
如
居
士
筆
錄
夜
印
，
以
廣

流
傳
。
卓
如
鄭
重
其
事
，
之
輩
不
坊
，
使
誼
之
者
，
手
不
忍
釋
也

o

段
劍
青
居
士
}
時
居
演
待
樁
，
一
且
宿
具
慧
根

，
而
修
持
精
進
，
故
於
顯
密
法
…
要
…
呵
，
多
所
領
悟
。
及
見
此
論
，
乃
大
贊
歎
'
不
數
年
赴
台
灣
出
家
為
慧
速
法
師
，

旋
以
此
論
與
般
若
經
一
一
一
一
分
對
韻
，
列
表
相
示
，
循
而
讀
之
?
欣
幸
無
已
。
一

近
十
餘
年
，
緣
執
教
鞭
，
昕

'
9歷
碌
，
每
值
新
舊
曆
歲
餘
，
銘
褻
稍
暇
，
輒
掩
關
潛
修
，
各
以
七
日
為
期
，

以
回
仙
過
補
關
于
時
方
掩
關
沙
田
，
關
課
之
餘
，
檢
大
般
若
經
與
本
論
對
讀
，
且
從
而
科
判
之

j

因
列
總
表
一
，
判

五
分
表
，
如
是
一
三
年
關
中
，
始
克
脫
稿
。

川
西
一
念
佛
說
諸
法
因
緣
、
生
，
而
此
論
與
科
判
緣
起
之
多
，
看
足
述
﹒
者

.• 

如
太
虛
師
克
西
藏
論
一
本
而
勸
譯
，
二
?
也

;
法
等
師
從
而
譯
及
略
釋
之
，
一
一
也
可
時
態
教
一
一
授
亮
而
撓
示
之
一
一
也
;
車
如
居
士
從
而
錄
印
之
，
間
也
;
慧
邊
師

以
對
讀
等
表
列
一
部
u
!
五
位

4
1
)銳
之
自
從
而
科
判
添
補
膀
一
錄
，
六
也
一
;
若
緣
是
而
付
替
人
，
則
殆
其
七
緣
起
者
矣
。

一的一



如
是
於
此
經
論
寸
詳
加
甲
乙
1
分
別
別
高
不
?
其
緣
起
亦
須
一
紋
。
誠
哉
虛
師
之
序
略
去
•• 

「
般
若
玄
旨
調
壺

，
直
飽
經
者
j
u…
易
以
繁
接
生
厭
;
大
智
度
論
亦
真
得
稅
緒1
自
非
論
處
深
智
3

安
能
若
稱
之
在
綱
，
有
條
而
不
紊

耶
。
」
問
矣
。
一
位
慈
民
造
頌
，
祇
標
其
名
?
即
法
尊
師
已
加
略
釋
?
然
亦
惟
有
提
紹
，
而
不
標
目
。
有
如
孔
子
之

春
一
秋
經i

「
鄭
伯
克
段
于
鄧
」
，
則
鄭
伯
何
人
?
克
段
何
事
?
蘇
為
何
地
?
若
非
左
氏
等
予
以
傳
述
，
後
人
何
得

而
知

J
O→
此
論
簡
耍
，
略
而
不
嗯
，
淺
慧
初
機
，
亦
復
望
洋
興
歎
;
故
對
讀
與
科
判
，
實
有
所
必
須
?
其
緣
起
蓋
如

是
也
。

戶
所
製
之
表
共
分
兩
類
，
斗
志
為
經
論
對
讀
表1
一
一
為
此
論
略
科
表
。
經
論
對
議
表
凡
十
一
一
頁
，
以
經
為
主
，
而

以
論
部
之

1
，
經
標
卷
數
品
名
?
而
論
則
祇
錄
其
科
次
!
若
其
不
釋
經
而
不
列
入
者
，
則
附
註
備
考
欄
中
。
至
此
論

科
判
，
則
以
論
科
為
主
，
而
以
經
之
卷
數
品
名
配
合
之
一
。
總
表
二
其
!
使
知
大
概
如
是
復
判
分
表
為
五
;
當
以
一
一
一

智
境
分
為
一
一
一
表
)
而
四
加
衍
，
與
法
身
果
各
分
一
一
表

0

分
表
-
-
7
、
凡
心i
l
-
-
頁
，
釋
可
一
切
相
智1…
由
論
本
卷
一
第
八u

頁
。1

至
卷
{
一
一
第
廿
七
其
故
而
配
般
若
經
囚
。
一
一
卷
至
四
一
九
一
個
卷
。
分
表
一
一
司
令
凡
五
頁
?
釋
方
便
道
相
智
，
由
論
本

卷
二
第
一
頁
至
第
十
頁
，
而
配
經
四
二
在
卷
至
四
一
一
一
六
卷
。
分
表
一
一
了
一
九
三
頁
，
心
釋
一
切
智
，
由
論
本
卷
一
一
第
十

一
頁
…
，
至
第
十
七
頁
，
而
配
經
四
五
六
卷
一
至
四
五
七
卷
♂
分
表
四
、
凡
廿
四
頁
，

ι釋
凹
加
行
?
由
論
本
卷
一
一
第
十

七
頁
，
至
卷
四
第
十
一
頁
，
而
配
經
四
五
七
卷
至
四
六
七
卷

0

分
表
五
，
凡
十
二
具
，
釋
、
法
身
果
，
也
論
本
卷
四

第
十
一
-
R
f至
第
廿
一
一
一
泉
、
而
配
經
四
六
入
一
卷
至
四
七
入
卷
。
…
文
中
所
述
論
本
，
係
依
車
如
居
士
一
附
錄
印
本
也
。

似
此
雖
未
敢
說
燦
然
大
備
…
?
然
亦
朗
若
到
眉
矣
。
戶
一

…
:
…
~
至
論
所
攝
何
品
，
、
對
讀
表
與
一
原
論
本
主
有
所
不
悶
:
此
殆
見
智
兒
亡
?
國
之
而
異

j
乃
並
存
之
，
無
足
為
諱

-
1
以
待
智
者
之
抉
擇
，
…
且
與
慧
違
師
所
見
…
!
亦
徵
有
出
入
也
。
若
於
此
表
有
讀
而
閱
悟
者
，
也
凡
一
所
功
德
，
應
歸
於

慧
師
，
銳
之
祇
狗
尾
續
貂
，
因
人
成
事
而
曰
紅
、

…
~
d
因
憶
苦
閱
交
光
法
師
之
榜
嚴
科
會
!
讀
而
悅
之
3

乃
問
其
意
，
學
為
繕
製
科
判
，
並
印
成
知
報
廬
科
夠
用
棧

備
用
。
多
年
來
之
印
製
分
贈
者
卜
，
有
大
幻
化
稍
一
導
引
法
科
判
三
十
八
頁
，
一
密
宗
道
次
第
略
論
科
判
，
廣
為
一
一
只

j

其
曰
繕
成
科
判
，
而
未
付
梓
人
者
，
計
於
顯
教
經
籍.. 

有
重
蒙
止
觀
凡
﹒
十
七
頁
，
金
剛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經
須
是
大

師
釋
，
凡
七
頁
‘
一
，
與
部
京
輪
論
凡
A
頁
。
而
密
乘
經
籍
，
則
有
大
圓
滿
心
中
心
要
凡
入
頁
，
仰
的
凡
九
頁
，
廣
大

心
要
及
本
覺
道
次
第
凡
九
頁
，
大
圓
滿
灌
頂
及
修
持
法
講
解
紀
錄
凡
四
頁
，
顯
明
大
密
妙
義
潔
、
道
六
法
引
導
廣
論 一 3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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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凡
一
一
一
頁
一
?
那
茹
六
法
心
要
九
一
一
頁
，
大
威
德
金
剛
深
道
第
二
級
證
分
凡
廿
一
一
頁
，
極
明
摩
尼
寶
缸
，
(
其
名

•• 

生

起
次
第
完
義
及
修
誦
閉
關
總
要
〉
凡
廿
七
頁
。
似
此
雕
蟲
小
技
，
惟
有
留
待
後
人
覆
醬
誠
可
也
。

佛
曆
一
一
五
一
四
年
即
藏
曆
九
四
四
年
我
國
一
一
本
十
九
年
庚
戌
亢
且
佛
根
東
免
劉
銳
之
於
龍
坑
關
房
。

一
附
錄
呂
激
高
職
佛
學
原
論.• 

「
傳
般
若
學
者
解
脫
草
」
附
註

•• 

解
脫
軍
釋
艘
若
經
取
無
自
性
之
說
，
故
中

觀
家
亦
以
其
為
僧
護
之
摘
傳
然
所
關
揚
之
現
觀
莊
嚴
論
，
則
瑜
伽
祖
師
怒
氏
之
一
作
也
。
漢
土
舊
傳
慈
氏
五
論
，

有
金
一
剛
般
若
論
頌
而
不
說
現
觀
控
嚴
，
一
藏
土
傳
說
與
此
相
反
。
蓋
在
嚴
論
研
釋
經
文
，
原
非
北
印
流
傳
之
本
，

或
即
與
經
本
先
存
諮
南
方
而
後
宏
傳
各
地
漠
土
傳
怒
氏
之
學
較
早
，
故
不
及
知
之
矣
。
晚
代
師
子
賢
蠶
宏
現
觀

莊
嚴
于
釵
其
傳
承
叭
，
以
為
無
著
親
從
慈
民
得
鬧
過
此
論
釋
，
妥
及
世
親
亦
申
註
解
，
解
脫
軍
宙
間
承
於
後
，
復
隨

意
疏
文
，
猶
病
未
備
去
云
。
是
則
以
解
脫
軍
傳
世
親
般
若
之
學
，
較
當
理
矣
。

加
入
金
剛
乘
學
會
求
法
次
第

1

凡
欲
修
習
一
西
藏
密
法
者
，
先
至
學
會
佛
堂
皈
依
土
師
一-
J寶
，
受
持
四
皈
依
及
十
善
。

立
自
皈
依
唸
滿
一
一
一
萬
遍
後
!
可
請
求
土
師
傅
授
…
般
之
初
級
灌
頂
〈
屬
生
起
吹
第
〉
9

妥
持
本
倍
骨
干
咒
並
迎
詩
本
尊

法
照
回
家
供
素
。

冉
心
的
本
尊
咒
唸
滿
五
萬
遍
後
，
可
請
求
土
師
傅
授
初
灌
儀
軌
口
回
家
後
每
日
依
照
儀
軌
修
持
本
尋
一
法
一
燼
或
二
禮
!

一J
並
續
持
本
尊
咒
及
唸
凹
皈
依
。

4

接
受
初
灌
後
)
每
月
(
農
曆
)
月
底
應
參
加
布
薩
〈
誦
戒
〉
法
會

1

其
他
法
會
亦
應
踴
躍
參
加
。
一

個
試
布
薩
法
會
滿
三
吹
後
?
可
迎
詰
~
「
寧
瑪
派
皈
依
境
」
及
上
師
法
照
至
家
供
幸
。

也
初
灌
儀
軌
修
滿
心
一
百
燼
後1
可
請
求
上
師
傅
授
初
灌
之
「
導
引
」
o

滿
一
一
一
百
壇
後
，
可
請
求
轉
授
初
權
之
「
口

訣
」
o

t

凡
羅
續
參
加
布
薩
十
吹
者
，
始
得
語
牽
戚
本
，
以
資
遵
守
，
而
使
考
勤

o

a

布
薩
滿
一
一
一
次
後
，
可
請
求
上
師
傅
授
四
加
行
簡
軌
。

自
1

參
加
其
他
灌
頂
之
資
格
，
~
見
到
張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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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觀
其
嚴
論
序

太

虛

閩
西
藏
所
傳
慈
氏
五
論
，
以
現
觀
莊
嚴
為
必
習
，
因
亟
勸
法
尊
譯
師
出
其
頌
並
略
釋
之
。
乍
觀
一
切
相
智
中

著
提
心
二
十
二
喻
，
二
十
大
乘
僧
，
}
四
加
行
各
分
上
中
下
，
染
掙
所
能
分
別
刑
三
十
六
，
十
一
一
一
修
行
法
性
!
八
出
生

正
行
。
道
智
中
大
乘
見
道
于
六
剎
那
。
一
偏
智
中
遠
近
道
能
所
治
挂
別
!
及
加
行
十
差
別
，
聞
自
性
。
一
切
相
加
行

中
一
一
一
智
差
別
相
，
與
加
行
德
失
相
，
一
一
一
智
相
、
及
勝
相
各
十
六
，
作
用
相
十
一
，
自
性
相
十
六
。
見
修
頂
各
能
所

取
分
別
一
二
十
六
，
無
間
頂
加
行
破
邪
執
十
六
種
。
漸
次
加
行
十
一
一
一
種
、
剎
那
加
行
四
種
。
四
身
差
別
，
及
智
身
二

十
一
聚
，
與
二
十
七
專
業
等
。
玄
旨
調
壘
，
驚
歎
縛
未
曾
有
。
己
而
取
大
般
若
第
一
會
、
第
二
會
、
第
四
會
對
照

之
，
則
燦
駕
秩
藹
，
皆
經
文
面
有
之
義
層
啦
。

然
直
閱
、
般
若
經
者
，
易
以
繁
接
生
厭
，
大
智
度
宗
質
相
以
推
辯
諸
法
無
不
盡
，
雖
汪
徉
恣
肆
訣
，
亦
會
莫
得

其
統
緒
，
由
非
補
一
處
深
智
，
安
能
以
一-
7智
境
、
四
加
行
行
、
一
法
身
果
，
次
第
綸
貴
經
義
，
若
網
之
在
綱
，
有
條

而
不
紊
耶
。
運
瑜
伽
分
別
招
，
彰
般
若
無
分
別
性
，
得
斯
論
而
般
若
之
眉
目
朗
，
瑜
伽
之
精
髓
充
矣
。

頌
本
八
品
，
離
前
後
文
增
序
攝
成
十
，
並
間
為
瑩
潤
文
旬
，
抉
妙
論
之
先
棍
，
輒
敏
其
所
感
於
簡
端
。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太
虛
時
住
漢
藏
教
理
院
那
伽
窟

憂
灣
方
臨
(
蠹
幣
〉

釋
雲
皺
捐
二
五

0
0
元

鑫
一
灣
方
面
已
-
可

釋
雲
駭
狷
二
五
0
0

元
，
胡
勵
真
捐
一-
o
o
0
元
會
嘉
玲
鄧
立
光
各
捐
五

0
0

元
鄒
錚
筆
捐
四

0
0

元

黃
麗
麗
個
憫
之O
O
一
兀
林
純
維
林
純
一
綺
各
捐

-
0
0
元
高
雄
方
面

•• 

王
俊
雄
捐
七
二
0
元
林
世
雄
林
振

宇
楊
寶
祥
陳
光
華
陳
正
輝
各
捐
一
立
一

0

元
陳
立
台
黃
金
水
廖
中
山
單
豪
各
捐
二

0
元

香
港
方
面
〈
港
幣
)

何
心
慧
搞
一
一
一
0
0
元
何
玉
涼
捐
二

G
O
-
-兀f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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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P硬
是
是
為

西
歲
寧
碼
派
教
義
及
其
在
歐
美
的
傳
播

、
概
說

西
藏
佛
教
寧
瑪
派
(
自

M
N
H
口
∞
8
8
ω

〉
是
西
藏
佛
教
中
形

成
最
早
的
一
個
教
派
，
寧
瑪
為
「
古
」
或

1
舊
」
的
意
思
。
該

派
以
傳
承
舊
派
-
密
典
為
主
，
故
稱
寧
瑪
派
。
寧
瑪
派
組
織
不
甚

嚴
密
，
不
章
或
律
，
持
舊
密
咒

3

以
「
無
上
瑜
伽
」
(
K
F什抖

可
O

∞
0
)

密
中
的
「
大
圓
滿
法
」
做
為
尋
求
解
脫
及
成
佛
的
一
修

行
手
段
。
在
傳
承
上
，
採
取
師
徒
或
父
子
單
傳
系
統
。
西
一
兀
十

一
一
一
世
紀
時
，
寧
瑪
派
與
中
國
元
朝
發
生
過
聯
繫
'
受
到
元
朝
一
帶

室
的
封
賜
。
百
元
第
十
七
世
紀
時
，
曾
經
受
到
西
蔽
佛
教
格
魯

派

(
G
O
H
C
M
V
m
w

〉
五
世
達
韻
喇
嘛
積
極
扶
持
下
延
讀
迄
今
吼
一
寧

瑪
派
主
要
的
傳
播
瘟
域
是
西
藏
、
青
海
、
西
康
等
地
臣
，
也
傳

播
到
不
丹
、
尼
泊
竊
、
拉
達
克
等
佛
教
文
化
鹿
。

一
一
、
寧
瑪
派
的
基
本
教
義

寧
瑪
派
傳
統
的
密
法
是
以
「
心
晶
」
為
主
。
該
派
的
「
大

圓
滿
法
」
是
說
人
的
心
體
〈
思
想
)
，
即
人
類
的
思
想
本
質
，

>

鄭
金
德

是
乾
淨
的
、
遠
離
塵
垢
的
，
如
何
把
握
混
個
「
心
體
」
，
使
其

在
「
空
嚴
明
淨
」
中
，
安
住
一
一
頃
，
從
而
達
成
「
捏
槃
寂
靜
」

、
「
郎
身
成
佛
」
為
目
標
。
寧
瑪
派
認
為
人
世
間
的
康
生
，
都

顧
自
己
的
純
潔
心
靈
處
於
寧
靜
極
樂
之
境
界
。
可
是
不
幸
的
很

，
有
情
眾
生
總
是
淪
於
悲
、
歡
、
離
、
合
的
苦
海
裡
，
社
會
更

是
充
斥
著
藍
落
、
暴
力
、
噪
音
、
污
染
、
混
亂
的
情
境
。
因
此

，
寧
…
瑪
派
提
出
只
有
向
我
們
的
心
聾
發
掘
，
才
能
找
到
寂
靜
與

極
樂
世
界
。
所
以
寧
瑪
派
的
教
義
是
這
樣
的

•• 

人
像
構
成
宇
宙

的
萬
物
一
樣
，
也
是
一
種
能
量
，
通
過
寧
瑪
派
特
別
的
實
踐
工

夫
(
瑜
伽
、
禪
定
及
祈
禱
)
!
而
把
這
種
能
量
加
以
建
用
，
將

它
轉
化
成
為
純
正
的
能
量
!
這
樣
我
們
便
能
超
越
善
惡
之
境
，

我
們
也
學
會
不
承
受
感
情
纏
身
的
苦
樂
之
果
，
我
們
更
龍
領
悟

真
如
(
佛
性
)
的
妙
樂
。
寧
瑪
派
靠
著
古
老
的
傳
統
密
法
教
人

修
行
實
踐
的
法
則
如
下
.• 

〈
1

〉
還
用
傳
心
術
，
或
心
靈
滲
透

法
使
修
習
者
進
入
禪
定
狀
態

f
o
(
2
)
使
用
圖
象
!
如
「
大
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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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山
和
「
曼
陀
羅
」
(
宇
宙
諸
種
表
象
)
修
法
。

(
3
)
密
一
音

教
授
弘
一
部
通
通
聲
音
(
密
音
)
對
修
習
者
自
傳
單
樂
和
密
咒
。

(
4
)
釋
法
教
授
γ

部
解
說
佛
法
。
除
此
而
外
，
還
傳
搜
「
東

方
按
磨
街
」
、
「
食
物
調
配
法
」
，
甚
至
到
僻
靜
的
間
藏
式
佛

堂
靜
修
一
。一

一-
J、
寧
瑪
派
傳
入
歐
洲

一
西
藏
寧
瑪
派
之
傳
λ
歐
洲
是
近
十
多
年
來
的
事
。

話
說
十
九
世
紀
宋
'
有
位
名
叫
甘
珠
商
活
佛
(
同

m
g
m司
已
吋

閃
古
咕
。o
g
)

，
他
是
生
於
西
康
省
的
西
藏
λ

，
在
喜
馬
拉
雅

山
南
麓
的
印
度
大
在
嶺
爪
也
白
了
。
戶
口
?
H
口
門
口m
w
)創
建
了

一
座
寧
瑪
寺
院
仁
壽
心
，
名
叫
「
烏
金
昆
桑
丘
林
」(
O
題
。
口

回
門
口
口Nω
口
∞

C
F
O戶
口
∞
)
。
寧
瑪
派
認
為
甘
珠
葡
活
佛
是
該
派

傳
統
教
法
一
「
無L
L瑜
伽
」
、
「
大
間
滿
法
」
的
繼
承
人
之
一
。

「
烏
金
」
λ
o
∞
司
。1)
是
指
商
元
一
第
八
世
紀
入
嚴
傳
法
的
密
宗

丈
師
蓮
花
生
〈

}
V
m
w
m
M
H

口
g
m
w
g

廿
甘
心
J
H
S的
家
鄉
為
仗
那
〈

d
m
M
m
H
V
M

可
胸
口m
w
〉t
r
卜
「
昆
桑
」
〈M
E
H
M
N
h
w
口
已
是
本
生
佛
(
k
p
門
口

出
口
m
w
n
H
F
h
F

。
吋
吋
吋
H
S
O
M叫(
M
H
h
H
H
回
己
也
已F
m
w
)部
指
普
賢
菩
薩

(
4臼ω
g
m
g
g

廿
宮
內
背
心
)
的
職
語
「
昆
丘
桑
波
」
(
同
口
口
付
C
N
S

S

∞
i

吋
0
)
的
縮
寫
;
「
丘
」

(
4
n
y
0
)
是
佛
法
(
白
宮
門E

R
S
O

吋
g
o
阿
拉
口
的O
M叫
出
口
了
n
M
E
)的
意
思
;
「
林
」
〈

但
目
的
)
指
叫
你
一
、
島
γ
…
或
有
圍
牆
的
園
林
(
2
m
w
O
O
O
M
叫
什
E

H
σ
。
"
H
H
付
可
〉
、
。

i 

甘
珠
聽
話
佛
於
一
九
七
五
年
逝
世
之
前
，
都
在
該
寺
院
收

徒
傳
播
密
法
1

信
徒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
其
中
有
一
位
比
利
時
人
川

，
拜
甘
珠
爾
為
師
，
受
業
學
法
，
取
名
為
昆
桑
多
吉
夫
口
口

M
W胸
口
∞

口
。
付
〕0
)
，
意
即
普
賢
金
悶
。
昆
桑
喇
嘛
學
成
一
之
後
，
在
甘
珠

聽
活
佛
的
授
權
下
，
開
始
在
西
歐
傳
播
寧
瑪
派
佛
法
。
昆
桑
喇

嘛
首
先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在
比
利
時
布
魯
塞
爾
市
創
立
「
寧
瑪
派

金
剛
學
院
」
;
一
九
七
五
年
文
在
同
一
地
點
創
立
歐
洲
第
一
座

寧
瑪
派
寺
院
l
J

為
金
昆
桑
丘
林
寺
;
後
來
又
在
希
臘
雅
典
創

立
一
座
寧
瑪
派
寺
院
b
d

四
、
寧
瑪
派
在
歐
洲
的
祟
教
活
動

釋
迦
牟
尼
對
對
當
時
的
印
度
社
會
文
化
情
侃
，
出
且
講
人
生

的
苦
、
集
、
減
、
道
而
吸
引
信
仰
者
;
寧
嗎
?
派
在
歐
洲
的
傳
播

，
則
以
古
老
傳
統
教
法
，
去
透
聽
西
方
社
會
文
化
的
弊
病

9

而

爭
取
倍
徒
。

近
幾
十
年
來
，
高
度
科
技
的
西
方
社
會
，
卸
產
生
了
很
多

弊
病
，
如
失
業
、
一
緊
張
、
暴
力
4
1

污
染
、
精
神
病
•••••. 

使
很
多

人
冀
望
尋
求
解
脫
煩
惱
之
道
，
而
掀
起
了
對
東
方
神
祕
宗
教
的

興
趣
。
寧
瑪
派
傳
統
的
瑜
伽
法
及
其
修
行
方
式
?
無
疑
地
受
到

某
些
歐
美
人
士
的
歡
迎
。

寧
瑪
派
在
歐
洲
的
主
要
宗
教
活
動
計
有
下
列
幾
個
方
面
:

內
1
v
當
代
寧
鳴
派
著
名
法
帥
的
訪
問

一
九
七
六
年
丹
，
欽
則
尊
者
(
河
。
口
。
吋
m
H
V
H
ω口U
F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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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仗
。
口
付
的O
M
N
H口
M
U
O
O
Y
O
)
到
布
魯
塞
藹
進
行
訪
問
，
並
為
該

寺
舉
行
間
光
典
禮
，
被
鸝
為
宗
教
大
事
。

(
2
}
收
徒
傳
法

公
開
或
秘
密
傳
授
西
藏
法
會
儀
式

E

以
集
體
或
個
入
的
方

式
傳
授
傳
統
瑜
伽
衛
、
按
摩
街
及
食
譜
學
。

月
3

〉
出
版
佛
法
刊
物

、
以
英
、
法
艾
爾
種
文
字
介
紹
西
藏
佛
教
寧
瑪
派
教
法
及
該

派
活
動
情
形
σ

五
久
寧
瑪
派
傳
入
美
國

1
寧
瑪
派
的
草
人
j

塔
侖

塔
倍
(
吋
m
w吋
什
甘
心
口
的
吋CH
H
n
d
)出生
於
西
藏
東
部
，
他

的
父
親
是
當
地
一
位
有
名
望
扭
的
蜘
嘛
，
精
通
醫
藥
、
醫
療
和
天

文
!
為
一
人
謙
虛
和
藤
悲
，
常
為
人
洽
病
與
解
決
疑
難
。
塔
尚
早

年
受
到
他
父
親
的
一
教
誨
，
熟
悉
佛
敬
儀
式
，
也
熟
悉
他
父
親
這

一
派
的
佛
教
傳
統
。
塔
俏
的
母
親
則
教
育
他
學
習
藏
文
〈
除
家

學
之
外
，
塔
尚
鴉
向
其
他
老
師
學
習
)
。
這
種
良
好
的
學
習
壤

蹺
，
以
及
塔
尚
早
年
所
下
的
努
力
，
使
塔
尚
後
來
成
就
非
凡
。

按
著
他
進
入
「
塔
尚
寺
院
」
，
而
成
為
一
館
璽
要
的
喇
嘛
。
塔

向
正
式
接
受
佛
學
說
練
始
於
七
歲
，
到
十
四
歲
時
便
一
把
基
礎
的

佛
學
〈
哲
寧

)
γ
西
藏
語
文
、
西
識
文
化
和
音
樂
奠
定
了
良
好

的
根
義
。
以
後
伯
文
花
去
十
五
年
的
歲
月
於
打
坐
實
踐
和
學
術

研
究
的
專
業
訓
練
。
在
這
一
十
五
年
的
嚴
格
訓
練
期
間
，
他
有
機

三是

會
從
二
十
五
個
素
質
優
輔
助
的
喇
嘛
中
獲
取
西
藏
各
派
佛
教
理
論

。
後
來
他
專
攻
寧
瑪
派
i

並
從
他
的
老
師
學
習
到
各
種
禪
定
和

自
己
研
究
難
以
數
計
的
經
典
文
獻
資
料
，
因
此
他
把
寧
瑪
這
一

派
的
傳
統
承
繼
過
來
。

一
九
五
九
年
他
離
開
西
藏
，
經
不
丹
(
出

F
C
什
m
5
)
，
印

度
到
達
印
度
北
部
邊
區
的
錫
金

(
m
H
H
n
H
n
H
H

訂
)
。
此
時
的
他
仍

然
日
夜
不
忘
研
習
佛
經
一
，
從
他
的
老
師
欽
則
尊
者
有
仗
。
口
什ω
。

如
﹒
古
M
U
O
O
E
)
學
到
不
少
金
剛
乘
即
密
乘
的
知
識
。
一
九
六
三

年
印
度
政
府
要
求
西
藏
各
派
派
違
一
名
喇
嘛
到
印
度
梵
文
大
學

(
m
h
w
口
ω
何
立
什
口
口
H
d
O
M川ω
H
G
)
任
教
。
寧
瑪
派
領
抽
敦
珠

奪
者
(
口
c
n
C
O慰問

H
口

M
U
0
0月6
)

選
定
塔
尚
前
往
。
於
是
塔

尚
便
在
梵
文
大
學
停
留
六
年
半
。
到
一
九
六
五
年
止
，
他
二
但

在
梵
文
大
學
講
授
密
教
哲
學
的
理
論
與
實
際
。

一
九
六
四
年
連
頭
喇
嘛
要
求
塔
尚
參
加
「
世
界
宗
教
會
議

一
」
…
(
詩
詞

O
H
H恥
"
的
…
同O
H
M
-
m
H
O

口
口
。
口
卅
。
吋
O
口
o
m
w
h
w什
器
可m
O
付
。

古
詩
三
並
發
表
佛
學
演
講
口

不
顧
一
切
國
難
，
塔
尚
早
在
一
九
六
五
年
在
印
度
成
立
了

「
西
藏
佛
教
中
心
」
(
g
o
s
o
z
旦

S
E
E
M
-
o
〉
。
他
當

時
已
寫
了
一
一
一
本
書
，
並
出
版
二
十
五
卷
西
藏
佛
教
經
典
，
這
些

都
是
他
從
西
藏
帶
出
來
的
學
貴
資
料
。
這
些
書
籍
的
出
版
和
流

通
，
對
西
藏
學
者
之
研
習
佛
法
，
實
在
具
有
非
常
童
大
的
貢
獻

，
他
並
將
出
版
的
書
籍
i
f
-
-贈送
給
歐
美
各
大
學
闡
書
館
保
存

，
散
佈
西
藏
僻
敬
的
種
子
到
歇
美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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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雖
然
他
對
西
方
世
界
很
陌
生
，
但
他
和
他
的
家
庭
卸
於
一

九
六
入
年
來
到
美
國
。
美
關
對
他
來
說
，
是
一
種
新
經
驗
，
每

一
種
情
況
，
對
他
來
說
，
都
是
一
項
新
換
戰
。
按
著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他
就
勇
敢
站
在
加
州
太
學
柏
克
萊
校
區
旁
邊
的
山
坡
上
設

立
「
西
藏
寧
瑪
派
坐
禪
中
心
」
〈
E
E
Z

口
屑
注
口μ

宮
。
3

惜
。
此
U戶
付m
w付
H
O口
口
ω

口
付
。
吋
〉
。
這
是
第
一
個
專
為
美
關
人
而
設

立
的
西
藏
佛
教
坐
禪
中
心
，
當
然
它
也
是
第
一
個
西
藏
寧
瑪
派

的
修
習
所
在
地

ι

塔
尚
在
此
丸
，
一
一
間
當
學
生
學
習
西
方
文
化
，

一
面
當
老
師
，
戶
彼
此
事
習
對
方
的
文
化
經
驗
和
學
習
對
方
的
語

文
。
塔
尚
從
摸
索
中
去
領
略
如
何
散
佈
佛
法
給
美
國
人
一
。
十
多

年
來
'
，
他
巴
擁
有
七
個
佛
教
機
構

•• 

除
「
西
藏
寧
瑪
坐
禪
中
心

心
之
外
，
尚
有
「
寧
瑪
佛
學
院
」
(
眉
山
江
口
∞H
E
H
C
m
江
g
g

)
，
「
佛
法
出
版
社
」

(
3
R
g
r
o
m
m
d
a
m
s
ω
付
信
心

吋
信
廿H
H
d
-
F
H
口
∞
)
、
「
茁
藏
教
濟
基
金
會
」
(
一
吋H
t
o
g
口

m
o
H
H
O卅
吋
O
C

口
會
丘
。
口
)
川
、
「
寧
瑪
鄉
下
中
心
」(
Z
M江口
，

∞
g
h
w
G
O口
口
什
吋
M
Y
口
。
口
汁
。
內
)
、
「
寧
瑪
中
心
心(
4屆
Y
H
D
m
g
h
w

n
u口
g
g
w
及
「
甘
珠
爾
與
丹
珠
爾
印
經
計
靈
」
嚀
。
這
幾
個

機
構
房
前
一
都
正
在
成
長
中
求
發
展
。

立
學
瑪
派
的
傳
法
機
構

茲
將
各
機
構
一
一
一
敘
述
如
下
:
、

ω
西
藏
寧
瑪
起
輯
中
心

它
創
立
於
了
九
六
九
年
…
。
此
棟
一
一
一
層
樓
房
原
是
屬
於
一
個

兄
弟
會
的
房
屋
，
一
真
茁
有
一
一
一
十
七
個
房
悶
，
座
落
於
加
大
柏
克

ι 

利
校
區
東
北
邊
區
的
山
坡
上
，
屋
頂
掛
有
紅
色
及
黃
色
旗
轎
，

隨
風
飄
搖
。
這
個
中
心
設
有
坐
蹲
課
程
、
蘊
佛
儀
式
、
西
藏
語

文
、
大
乘
佛
學
經
典
研
讀
、
西
藏
佛
教
藝
梅
、
出
版
與
印
刷
佛

學
書
籍
等
多
種
功
能
。

塔
尚
認
為
此
中
心
是
一
倍
宗
教
訓
練
和
宗
教
修
習
的
地
方

，
而
不
是
一
個
精
神
臨
床
醫
療
或
其
他
身
心
有
問
題
的
人
的
醫

療
中
心
，
但
他
認
為
坐
禪
對
醫
療
殼
果
具
有
潛
在
的
價
值
和
教

用
。

塔
尚
的
學
生
來
自
美
摺
各
地
，
各
行
各
業
均
有
，
其
中
有

學
者
(
教
授
)
、
高
尚
職
業
(
如
醫
生
、
心
理
學
家
、
律
師
)

及
五
分
之
一
的
大
學
生
0

年
齡
從
廿
歲
到
六
十
五
歲
，
但
平
均

年
齡
在
三
十
多
歲
左
右
)
。

ω
寧
鳴
佛
學
院

此
學
院
在
一
九
七
五
年
設
立
。
它
成
立
的
目
的
主
要
是
在

美
國
提
供
一
個
研
究
西
藏
佛
學
的
機
構
。
課
程
只
設
有
碩
土
班

。
研
習
科
目
計
有
一
哲
學
、
藝
衛
、
西
藏
語
文
、
坐
禪
理
論
與
實

際
、
心
理
學
及
佛
學
等
。
…

ω
佛
法
出
版
社

…
這
個
出
版
於
一
九
七
工
年
設
立

ρ
它
的
作
用
在
於
出
版
有

關
西
藏
佛
學
的
鞏
固
籍
，
如
佛
教
哲
學
、
佛
學
史
、
文
學
、
心
理

學
、
名
λ
傳
記
、
詩
集
及
藝
術
等
均
包
括
在
內
。
塔
向
本
人
的

著
一
作
都
在
道
個
出
版
社
出
版
。
他
的
主
要
著
作
如
下•• 

u「
時
閩

、
空
間
及
知
識
一
」
〈
…
吋H
B
o
u
m
M
V
m
w
o
o
h
W
M

門
口o
d
q
H
O
m
M

∞
O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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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思
想
的
幅
度
」
(
口
H
H口
。
口
什
抖
。
口ω
O

卅
吋

H
H
O
C
-
m
w
y
g
J
V
V

、
「
心
靈
的
反
映
」
(
悶
。
白
。
。
丘
。
口ωO

叫
出
H
口

m
M
)、
「
韓
同

巧
方
便
」

(
m
r
H
H
H
M

川C
H
Z
ω
m
w口

ω
)

、
「
平
衡
的
姿
態
」
〈

m
o
m
什
口
付
。

O
M川
E
Z

口
。
。
司

4
)、
「
閱
潤
的
心
靈
」
〈

0
3
5
8

出
U戶
口
弘
一
)
、
一
「
自
由
的
潛
在
心
靈
」
(
悶
μ
E
n
M
ω
口

R
H
H
M
m
M
O
卅

何
S
O
n
w
o臼

)
1
「
按
摩
寬
心
μ
(
叫
門
口
鼠
目
可
。
因

-
O
H
m
w
M
h
E
B

H
O
P
)等
番
。

出
版
社
遷
出
版
有
可
學
報
」
之
類
的
!
如
「
美
國
寧
瑪
派

傳
承
年
報
」

(
E
S
H
m
O
H川
自
可
古
腎E
F
H
B

品
中
古
巴

k
r
g
o丘
。
心
U
N
d
o
H
m
)、
「
大
圓
鏡
智
」
門
口
叫
司
的
一
付
丘
之

Z
H
吋
吋

O
M
U
a
J
H
O
E
-
)
，
也
出
版
以
收
集
鐘
篇
佛
學
小
晶
的
季

刊
叫
「
格
薩
爾
玉
」

(
m
g
m
w
M
川
)
等
，
都
受
到
讀
者
的
喜
愛
。

ω
商
聽
一
救
濟
基
金
會

心
此
會
成
立
於
一
九
七
四
年
。
目
的
在
於
提
供
資
金
援
助
西

藏
流
亡
在
印
度
的
難
胞
…
!
三
以
搗
錢
的
方
式
幫
助
難
跑
設
立
學
校

1
此
會
設
立
「
筆
友
」
〈M
U
g
-可
立

g
n
f
v
制
度
，
讓
美
圈

人
直
接
與
那
些
需
要
別
人
幫
助
的
一
誡
人
聯
絡
。
台
…

ω
軍
嗎
鄉
下
中
心
i

奧
地
安

(
o
a一
百
3
)
戶

。
除
了
在
一
悶
和
桑
那
卅
一
鳳
凰
城
發
展
另
一
坐
禪
中
心
及
一
科
羅

拉
多
坐
釋
中
心
之
外
!
塔
俏
的
終
極
目
標
一
是
計
童
在
加
州
北
部

索
諾
瑪
郡
(
的
。
口O
H
m
ω

口
。
忌
日
…
什
可
)
建
立
一
個
完
全
自
給
自
足

的
西
藏
佛
教
社
一
監
八
吋Mb
z
g

出
口
門
戶
(
包
巨
旦
口
。
目
g
d
H
M
H什
叫1

)
。
這
個
社
恆
的
正
式
名
稱
時
傲
「
奧
地
安
西
藏
寧
瑪
派
文
化

叫一'，~

中
心
」
〈
奧
地
安
原
是
寧
瑪
派
始
祖
運
華
生
的
出
生
地
)
。
塔

尚
早
已
在
一
九
七
五
年
購
地
九

O
O

英
敵
，
現
正
在
建
築
工
事

中
。
奧
地
安
的
建
築
形
式
採
取
回
廠
風
格
?
簡
簡
築
有
五
十
聞

禪
房
，
一
九
倡
佛
塔
(
∞
付
民
甘
心
/
)
，
四
一
個
寶
塔
式
的
久
口
，
中
心

建
築
為
職
式
大
雄
寶
殼
，
攝
一
轎
北
美
寧
瑪
派
的
重
鎮
所
在
，
將

來
這
個
社
區
的
發
展
藍
圖
是
這
樣
的
:

i
i

發
展
一
個
學
術
大
學
中
心
:
包
括
西
方
科
學
家
、
學

者
、
心
理
分
析
家
、
東
方
學
者
共
向
參
與
。

于
一
、
…
~
J
l
提
供
一
值
翻
譯
西
藏
佛
經
的
過
軍
環
境
。

i
f
-
-卜
訓
練
藝
術
家
的
養
成
所
，
以
便
保
存
西
藏
傳
統
藝
術

o

i
l

做
為
坐
禪
及
隱
遁
的
理
想
地
方
。

…
:
1
I

供
給
者
入
隱
居
場
地
，
教
育
青
年
進
修
之
地
及
醫
院

一

-
M給
一
甘
設
施
。

一
!
J

發
展
農
業
區
…
可
以
使
自
耕
自
足
。
但

!
1

延
轉
西
藏
喇
嘛
、
學
者
、
藝
術
家

1

翻
譯
家
及
陸
人

'
並
把
西
藏
佛
教
直
接
傳
給
美
國
。

一

!
i

提
供
一
倍
獨
立
的
環
境
做
為
高
深
宗
教
訓
練
的
搖
藍

于
並
有
計
蓋
地
栽
培
下
一
代
喇
嘛
心
。
一

ω
寧
碼
中
心

h

t

卜
九
一
此
中
心
於
一
九
七
七
年
成
立
。
它
用
來
管
理
各
地
「
寧
瑪

佛
學
院
及
坐
禪
中
心
」
的
發
展
，
包
括
加
州
、
阿
利
桑
那
州
(

鳳
凰
城
)
、
科
羅
拉
多
州
等
地
的
一
機
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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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黨
陶
下
長
大
，
所
以
必
須
由
簡
單
的
初
級
佛
法
教
起
。
他

啦
承
認
美
國
是
一
個
世
俗
化
的
社
會
，
每
個
世
俗
化
的
公
民
都

要
為
社
會
服
務
，
所
以
要
以
美
國
社
會
文
化
的
背
景
萊
加
以
考

察
，
而
不
能
以
「
寺
院
」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標
準
來
衝
壘
。
他
更

認
為
鼓
勵
學
生
研
究
佛
學
，
才
是
增
強
知
識
的
不
二
法
門
，
將

來
這
些
學
者
才
能
進
一
步
去
欣
賞
西
藏
文
學
、
宗
教
、
學
術
遺

產
的
深
刻
認
識
。

塔
尚
試
闊
以
類
似
西
撒
寺
院
的
風
格
(
作
風
〉
做
為
教
師

的
角
色
，
他
說
這
樣
才
能
對
學
生
加
以
潛
移
默
化
，
並
能
達
到

預
期
的
教
學
放
果
。

的
甘
蝶
爾
及
丹
蝶
蘭
(
何
必
口
〕
C
M
川

印
經
計
鑫
p

郎
「
寧
瑪
版
西
聽
大
藏
經
」

(
2可
U戶
口
m
H口h
w

出
門M
U
F什抖
。
口
u

吋
h
w口
〕
C
M

川
)

Ro 日F心
∞
凶
)

在
塔
俏
的
指
導
下
，
動
員
，
廿
五
名
美
籍
徒
弟
助
手
，
蠶
印

十
入
世
紀
德
格
版
(
口
。
叫
它
阿
拉
几
戶
口
。
口
)
的
甘
珠
爾
(
甘
珠

爾
是
指
佛
陀
所
說
的
教
義
)
及
丹
珠
蘭
(
丹
珠
爾
是
指
歷
代
佛

學
專
家
的
佛
學
論
著
〉
。
從
一
九
七
八
年
使
巴
拉
招
手
進
行
，
於

一
九
八
一
一
年
完
成
。

寧
瑪
版
西
藏
大
職
經
共
有
一
百
一
一
十
卷
，
六
萬
五
千
頁
，

所
有
紙
張
、
裝
訂
、
印
刷
皆
屬
上
乘
質
地
，
可
保
存
一
一
一
百
年
以

上
，
目
前
只
印
出
一

O

入
套
，
每
套
售
價
獎
金
一
萬
五
千
元
。

其
中
含
有
插
圖
、
佛
像
等
，
每
章
標
題
、
前
霄
及
附
帶
說
明
部

份
以
英
文
書
出
，
其
中
有
一
一
卷
中
文
，
其
餘
均
為
嚴
艾
。
寧
瑪

放
西
藏
大
藏
經
由
「
佛
法
出
版
社
」
出
版
，
該
出
版
社
並
同
時

出
版
「
寧
瑪
版
商
聽
大
藏
經
研
究
目
錄
及
書
目
」
(
二
百
五
十

套
〉
及
「
寧
瑪
版
西
藏
大
藏
經
指
南
」
(
五
百
套
〉
供
學
者
參

考
之
用
。
寧
瑪
版
西
藏
大
藏
經
之
出
版
是
美
國
佛
教
印
經
史
上

的
首
次
壯
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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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文
接
第
二
十
入
頁
)

廖
雲
蓉
陳
寶
芳
洪
名
輝
李
坤
渡
陳
文
仁
李
徹
李

秋
助
顏
麗
雲
各
捐
五

0
0

元
謝
易
芳
陳
勝
義
簡
毓
蒼

各
捐
四
0
0

元
陳
嘉
平
呂
嘉
峰
游
鐵
樑
蒞
文
生
張

榮
一
瞄
各
搞
一
一
一
0
0

元
劉
明
松
駱
玉
秀
各
捐
一
一

0
0
元
陳

松
齡
劉
添
萬
林
玲
英
唐
久
寵
會
情
海
京
聲
韻
張

金
訴
陳
群
煌
張
惠
玲
察
河
源
賴
申
海
陳
秀
芬
謝

忠
華
李
銘
添
陳
碧
龍
林
錦
地
施
金
錯
管
武
治
各
搞

一
。
一0
克
，
無
名
氏
捐
九
五
一
兀
林
素
貞
劉
錫
清
各
捐
五
。

一
兀

3
.塔
尚
的
宣
揚
佛
法
要
領

塔
尚
所
建
立
的
佛
學
院
及
企
禪
中
心
，
目
的
在
宣
揚
商
鐵

佛
教
。
他
認
為
美
國
人
習
債
於
科
學
的
思
維
，
他
們
不
在
亞
洲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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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mDo or the Sutras, D()rje Sempa's sGyu-‘Phrul-D扭扭a' or the treatises under the 
title V吋rasattva-mayajala-tantra， dPa1司ang-Dag texts under the title of dPa1-
Yang-Dag, Phur-Pa , tantric treatises under the title of Vajra扭扭 (Tib: Dorje 
Phurba), and various texts on Dzog-Pa Chen-PQ school in the following centra1 
halls of bSam國Yas Monastéry: Hall ofthe Three♂'innac1e-Temple (Tib: dBu-rTse 
Rig-gSum), sGra-bsGyur rGya-G訂-Gling， and dBu刁sha1 gSer去hang-Glir屯， and 
others; 

These , works are still gènerally found among the collection of mystica1 treatises 
of the Nyingmapa school known as the rNying-Ma rGyud-'Bum. Furthermore, 
many treatises on Buddhist Outer and Inner (Tib: gSangωsNgags Ph抖~Nang-Gi
rG叭ld) tantric doctrines '. were translated from Sanskrit into Tibetan 
by the Tibetan translators: Jnyanakumara of Nyag family , Ka-Ba dPal-brTse郎，
Cog-Ro K111'i rGya1-mTshan, gYu-sGra sNying-Po, Vairocana, mJ扭g-gSal- 'Bar, 
and Rin-Chen-mChog ofrMa family, and expoundedthem t6 the Tibetans. 

Moreover, at 血ehight hall，扭)也e centra1 hall of dBu(Wu)rTse輛Rig-gSum of 
bSam帽Yas Monastery, Vima1缸nitra instrilcted the fo1l6wing five dignitories: 
the Chogya1 Khri-Srong lDeu七Tsan ， tþ.e Prin凹， Bhande(Bhikshu) Ting-' Dzin 
bZang-Po of Nyang family , Lo叫ts閻awa剖s Ka-Ba d♂Pa位1-廿brTse句gsand Co呵g欄品Ro K姐lu昕叭，可i
r吋Gya1儡叫mTs曲han t切o concea1 all且1 the Pro呻ph加e吭t恥ica叫land pre郎ce句ptωor郎i沁ca1 treatises on the 
gSa缸ng-品Ba sNyi扭ng輛司Th趾ig (Sec叮re叫t..:七he閻ar吋t-drop) essence esoterical doctrine in secrecy. 

Accordingly, four Pods = Po-Tis (books) of deep esoterical doctrine were 
concealedin acave called Tag祉ar (Brag-dMar: red rock) 泊 the vicinity of the 
bSam-Yas Monastery, known as Chim-Phu (mChims♂hu). 

One of the three categories (three Inner-Tantras) of Dzog-Pa Chen-Potreatises 
(the profoundly deep instructions) are known as sNying~Gi Thig-Le (he缸t-drop).
This is again c1assified 卸的 two schools: the frrst spiritua1 instructions came in 
succession from the 缸eat Acarya Pad-Ma 官yung也Nas (Padma Jung-Ne) is cálled 
sLob-dPon Chen♂o Pad-Ma'i bKa'-Srol; the second spiritua1 discourses came in 

一 succession from the Mahapandita Vima1amitra called Vi-Ma'i bKa九Sro1. Out of 
these two , illustrious succession of esoteric teachings, the latter 一三 the undying 
current of still , unpolluteιteachings of Vima1amitra on “sMin" or consecration 
and “Döl" (Gìol) or religious solemn vovì ,-:- retained only throu恤 the power 
of grace of him. 

Death of Vimalamitra 

The venerated Acarya lived in Tibet for thirteen years. As long as the Religious 
Doctrine of Shakyamuni w世 prevai1， so long he willcontinue to stayin radiant 
body. 

Hepromised to be reincamated 旭 the region of Tib帥， after every century , for 
thereviva1 of the doctrine of sNying-Thig-Gi-bsTan-Pa (Hèart輛Drop-Precepts) . 

Later on , he went t6 Ri-Bo rTse-lNga (San: Panca-Shringa-Parva妞， Chi: Wu
Tai-Shån) mountain retreat in China where he passed away. 

It is proverbial jn Tibet 二that after pursuing the injunctions and thepathsof 
meditation as pi"escribed in the aforesaid works of Vima1amit間， various illustrious 
Lamas attaÏned the super“ excellent bodies thateventually vanish' in:.the iainbow! 

-END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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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ediate1y..aft~r Vima1amitra uttered the abovementioned hymn ..and .made 
obeisance to the deity, the c1ay image turned 旭to a heap of dust. By this 
occurrence , the Lotsawas were asto吋shed and reported the event to the 組呵， who
said:一

“Indeed, that this all happeneddue to the actionof eVi1 magic spell 
of perniçious necromancy CTib:.Phra叫en-Gyi. Ngam-sNgags = Tha
Men-Gyi、 Ngen部gag). A1as! A11 the images of gods that have been 
installed by me with great hardships were demolished! 1 have not 
invited the Pandita to destroy the images of gods!" 

Whereupon, the Lotsawas were at a 10ss to know the reasons as to why the king 
was ,behaving in such a manner, in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y went to India with 
greathardships and invited the best illustrious sch01ar to Tib仗， and so they were 
qespaired. 

VIII) Display o[ Miracles and His Formal Reception by the Tibetan King 

Then in the ear1y morning of the third day, Vima1amitra rose up from his seat 
..artd. said:一

“Oh! Vairoc.ana! (in physica1 form) the artificially fabricated god 
(Tib: gZugs-sku bCos-Ma'i-1Ha), to Thee, Vima1amitra the god of gods 
of wisdom, .consecrate, with symb01s of five divine wisdom." 

. Aftersaying this, he p1aced his hand on the c10d of the broken 加age of 
Váirocana, whereupon the same transformed into a very handsome image of 
Vairocar嗨，扭扭 that of the Indian sty1e; from which light emanated and pervaded 
the wh01e shrine, ofthebSam-Yas Monastery. 

Then the Lotsawas. reported the matter to the 組時， who a1so set high va1ue on 
干 it. 'The 站ngthen serit swift倆footer-messangers to summon all the feudatory 

kings and mii:!isters òÌl the tenth of the Tibetan month. The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courtyard of the “Three Pinnac1e Temp1e". (Tib: dBu-rTse Rig-gSum) 

• 

of bS伽Yas Monast帥， a t叫uÇ>ise-:-throne for the king and a high s叫凶aid J 
with go1d were arranged for Vima1aIÌlÍtra. 

IX) 

As the king bowed to Vima1amit間， all the audience saw the three 10rds of the 
three . c1asses .of being (Tib: Rigs-gSum mGon干0， the gods, the menand. the 
serpent-demi-gods, i.e. the three Bodhisattvas) of variegated c010urs manifested 
on the breast of theking. 

Then Vima1amitra uttered the Penta-syllabic charm “Om-Ah-Hung-Sva-Ha" with 
the snapping ρf his fmgers for five 一 times; and the audience cou1d see the 
manifestation of Ri站gs乎叫-u吋宮鬼ga于Sangs輛:-rGya品s-Su (Ri站g~蝴必.小Ngei Sang-Gye令幽δSu) the five 
Dhya叩niι沾"岳Buddha部s 0∞ri the jewe1-diádem of the 蚯n呵g. And the f:訂ne due to the 
astounding act spreàd f:缸 and wide. 

nunshdon works for TRirteen'YeGrig 的 Tibet

Mter the king and the ministers. requ0sted him for rendering the treatises par
exce11ence on the esoteric doctrine, frorh Sanskrit into Tibetan, he translated the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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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OGRAPHY OF MAHA PANDITA VIMALAMITRA (J1J) 

ByVen. DOdrup Chen 
Rinpoche 

VII) Vimαlamitra 's Arrival at Samye Monaste吵， where He was Welcomed by the Tibet，αn 
King and His Suqjects 

Vima1amitra proceeded to bSam-Yas (Samye) Monastery, where the king and his 
subjects received him with a great ovation.The Lotsawas (Tibetan Translátors) 
introduced Vimalamitra to the king with a great recommendatioh. Theking 
provided him with a night-lodging in a section cal1ed dBu司sha1 gSer-也lang-G1ing
ofthe bSam-Yas Monastery. 

In the meimtin1e, wicked :rÍliriÍsters of Tibet approached the king, and after 
showing him the notices, ~hat they had managed to pick up from the v al1eys and 
cròssroàds,-besOl.ight hin1 riot to keep the outsider who perfotm vario)is diabolica1 
sorcenes. 

Atdaw跤， when the Lotsawas cal1edupon the king, hesaid to them:一

“You people have invited a Pandita wh6 is not agenuine' one. He is 
a diaboliëal sorcerèi" of thé hereties. 1 will exámine the case叮 after' some
days~~' 

Having said thus, the king did not give audiehce for the t in1e being to tl1e Pandita, 
and so the Lostsawas were very much disappointed by this. 

Vima1amitra knew aböut the disappointment of the Lotsàwas. Then . on the 
morning of the third day,he got up from his seat 扭 dBu-Tsha1 gSer-也lang-G1ing.

-In thatsection of bSam-Yas, there was enshrined a clay 扭lage of rNam-Par 
sNang-mDzad (Vairocana, an epithet of the first of tlÌe Dhyáni Buddhas), to him 
he made obeisance in the fo l1owing words: 一巴"

“Oh! Vairocana! Who representsthe Physica1 Image (Tib:g主u伊拉yi
'rn:a, the gross image) of 血e deity, tO hin1 the gO吐 of divine . WÏsdom 
- (Tib: Ye-S'es-IHa, the absolute wisdom) does obeisance.': 

I,'Vimalamitra, the god of the gods of wisdom (Tib: .匠心S'es lHa于.IHa，
the god representing the transcendental truth), make salutatión to the 
illusive form of god (Vairocana - Tib: Kun-rDzob gZugs-Kyi-IHa; 
i.e. illûsory form of god = gross fo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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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PHAGS.PA.LHA.-ARYADEVA-SUBLIME GOD~ Spiritual SOD of tbe Lord 
Nagarjunasena, He wa~ miracuJously born from the pure beart of a Jotus, To elucidate the 
precious Scriptures, The most erudile Scholar…Homage to the Master Aryadeva 1 

宵瑪巴的佛傳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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