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采剛金列
到
筑
、
毛

i聽哥
拉山|

密
宗
山
菩
提
塔
之
莊
嚴
勝
利

恭
敬
佛
像
功
咕
咕
凡
兌
佛
像
，
必
須
存
心
恭
敬
，
不
可
稍
有
奏
法
，
史
勿
加
以
扮
緣

。
即
伙
置
在
床

上
、
氣
地
下
，
甚
至
跨
越
，
共
釋
些
大
。

挂
迦
已
杖
A
f澤
程
佛
爺
關
示
廣
大
4
要
云
:
「

一
人
於
雨

中

n
L小
泥
咚
，
急

拾
萃
，
此
益
之
。

又
一
人
豆
，
以
此
垢

，
品
他
淨
料
，
如
此
二
人
，
以
此
功
德
，
其

改
如
何進
塔
人
'
，

-
一
者
特
烏
合
論
之
轉
給
王
」
。

故
說
開
三
宙
之
名
，
氣
凡
佛
像
、
佛
叫
扒
"
，
皆
可
食
呵
成

佛
教
子
。

4 第其ß5
日一月元年二十八國民主害中

日九抄J月二 1-年申王曆l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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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童Ij自十二月一十年八十六盟昆華中

本
期
目
錄

新
年
祝
辭
•••••.•••••••••••••••••••••••••..••••••• 

到
鈍
之
4

恭
賀
辭
.
.
.
.
.
.
.
.
一

••••••••••..•••••••••••••••••••••. 

本
社

5

西
藏
巖
傅
法
要
﹒
.••••••••••••••••••••••••.. 

仁••••.• 

黃
教
英
6

金
剛
乘
雜
誌
更
改
日
期
出
版
啟
事
........•••••••••••••• 

本
社

7

西
藏
語
文
﹒••••••...•••••••••••••••••••••••••• 

黃
毅
英
譯
漢
8

止
觀
精
義
(
下
)
.................................... 

劉
說
之
9

對
修
行
者
草
皮
之
進
言
•....• 

L 

••••••• 

( 

••••• 

黃
毅
其
﹒
卒
于
日
良
詩
U
H

元
明
兩
代
藏
惜
之
墮
落
，
及
京
喀
巴
大
士
整
頓
之
弘
規
•••... 

資
料
室
迫

中
觀
索
(
一
)
.................................. 

林
崇
安
捍
註
竭

密
荒
山
菩
提
塔
中
脈
奉
安
大
興
略
記
﹒•..•.•.•••• 

陳
龔
瑤
﹒
揚
東
賢
部

主
一
上
師
閱
一
部
亥
母
生
閻
次
第

••..•.•...•••••••..... 

何
沛
醬
攝
認

國
內

頁曾

蓋
中
市
南
罷
工
的
學
路
二
十
一
號
八
樓

(
圈
內
助
，
印
請
利
用
都
撥
。
一
五O
九
八
九
|
問
號
)

金
剛
梁
雜
甘
心
社

閱處

密
京
山
菩
提
塔
前
繞
塔
祈
禱
同
修
﹒•••••••••• 

﹒
何
沛
害
等
攝
詛
站

買
學
會
研
經
班
•••••••••••••••••••••••••••••• 

吳
素
修
等
攝
路

「
修
心
七
義
」
述
要••...••...•..••••..••••••••.•.•• 

球
國
政
訂

漫
談
闊
悟
.
一
••••• 

u 
••••••••••••••••••••••••••••••••• 

頓
正
之
岱

淺
談
師
兄
弟
相
處
之
道
:
﹒
•••••••.•...••••••••••••••• 

何
押
者
站

塔
之
嚴
僻
指
日
可
待

•••.....•••••••••••••••••••••• 

鐘
雄
湘
部

或
諺
輯
涯
的
﹒••.•...•••••••••••••••••••••..••.•..• 

註
品
輯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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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
雄
湘
咀

捐
助
本
刊
芳
名
...............•.••••••.•.•.•••.•••. 

本
社
也

封
面
:
密
宗
山
菩
提
塔
之
益
嚴
勝
利

封
面
裡

•• 

現
觀
泣
嚴
論
場
的

封
寵
.. 

教
傳
傳
系
祖
師
法
相
(
五
)

封
底
按
:
在
瑪
巴
師
佛
傳
冉
來
系
統
站
善
逝
誰
寫
字
教
、
王

香
蒞
方
面

一 3 一

棚
•. 

珈
山
版
本

4.• 

金
剛
采
學
令
州

圳
發
行
所

.• 

全
則
采
的
呼
叫
誌
社
州

圳
發
行
人
旅
社
長.• 
黃
鼠
忌

州
到
社
長

•• 

林
崇
安

州
敘
行
為
轉

•• 

錢
隸
湘

國
外
州
州

州
排
版
:
楊
求
賢
刪

-
一
、
香
港•• 

灣
仔
克
街
-
t
i一
五
號
展
鴻
大
廈
一
樓
A

座
圳
社
址

•• 

妥
北
縣
永
和
市
秀
朗
玲
一
段
九
十
一
帥
吼
叫

一
一
、
星
加
坡•• 
g
o
n
w
M
M抖
，
戶
，
皂
白-
E
m
H→
叫

州
述
說
處

•• 

金
中
常
南
區
工
學
終
二
十
一
說
八
按
喇

們U
C月
玄m
叫
用
。
﹒
圳

皂
白
吋
可E
了m
H
m
m豆
叫
開
叫
邦
政
制
撿

.• 

o
-
f
A
O九
入
九
i

四
號
金
剛
來
的
特
誌
社
圳

的
M
Z
E
E
涼
，
D
A
D
P

…
州
印
利
卓

4.• 

永
裕
彩
色
印
刷
位
司
州

立
了
降
為
交
誼
亞
.• 

由
少
的
m
詰
Z
D
g
召

2
.

酬
地
址

•• 

臺
北
縣
中
和
市
中
山
路
一
一
段
三
五
九
品
廿
三
我
心

皂
白
白
白
豈
可
泣
的
-
可
旦
失
，
至
r
b〈
的H
b﹒
州
棧

凡
向
社
闊
地
絮
惚
，
請
附
回
都
贅
，
國
外
助
印
，
請
以
外
幣
鹿
心
行
政
院
新
開
局
局
版
登
誌
字
第
二
一
九
八
號
川

祟
或
及
金
扮
號
玄
接
匯
交
委
中
前
南
區
工
的
學
路
二
十
一
辰1!
"

尸
/
酬
中
黎
鄧
政
叮
品
質
{
子
第
四
迎
。
二
號
執

m
…
登
記
為
第
一
類
新
聞
紋
類
枷

樣
。
任
何
助
印
，
必
在
下
期
季
刊
公
佈
徵
償
。
圳
市
T黎
民
國
雜
誌
事
業
協
會
會
員

香
港
灣
仔
克
街
一
-
i
.
e
.
-

五
號
展
瀉
大
廈
一
樣
A

皮

電
話

•• 

五
七
五
O
八
O
八

會學乘制企

台
灣
方
面

台
北
市
南
京
東
路
立
一
段
二
七
八
號
四
削
階

電
話

•• 

〈O
二
)
七
五
三
七
三
O
七

台
中
布
爾
區
工
學
路
二
十
一
號
八
梭

電
話
:
(
O
囚
了
一
六
一
二
七
九
0

台
南
市
安
平
路
一
一
一
一
的
巷
丸
。
號

電
話

•• 

(
O
六
)
二
二
三
三
五
九
三
二
七
二
。
一
卅
一O
乏

高
錢
財
制
成
山
市
新
當
路
一
一
一
九
一
號
十
二
梭

電
話
:
(
O
七
)
七
閥
七
八
了
丸
。

七
一
一
一
的
九
九

密
乘
出
版
社

通
訊
處•• 

台
中
縣
大
給
那
椅
山
村
永
和
路
一
一
一
一
一
|
四
號

電
話
:
(
O
四
)
五
六
八
二
八
七
五
二
六
一
二
七
九
一

鄧
政
釗
撥•. 

。
五
一
一
四
之
一
一l
O
密
祭
出
版
社



時

乳
白

C

A
抖
的
品
品
金
、
j
N
g

列
族
村
湖
慘
』
盡
可

鑽
祿
的
孟
晶
晶
持
農
銘
，

車
拉

-
Y

被
鎖
-
銘
、1
國

盟
國

- 4 一



4

，
丸
之

后
多
益
之

羅
時
定

靜
塌
糊

水
遠
董
事
馮
公
夏

香
港
會
陳
寶
芳

呂
榮
光

馮
灼
炎

伊
麗
(
會
長
話
就

副
會
長
叫
仔
細
就

→
弘
一
百
丸
4

會
長
語
拼

-
A
P
日
后J
企
岡
采
學
會
導
師
劉
銳
之
替
一
台
北
會
彭
吉
勝

但

B
X

副
會
長
蔡
影
輝謝順
良

f

入
社
閻
長
林
坤
旺

精
進
台
中
會
副
會
長
詩

e

串

λ
會
長
王
俊
雄

高
雄
﹒
會
采

-
t

討
會
長
的
州
搬
約

會
長
蔡
河
源

台
南
會
長
估
勻副
會
長
啊
斜
拉

金
剛
乘
雜
誌
社
社
長
董
淑
車
心

密
乘
出
版
社
華
亭
長
呵
呵
祿
枷

1

月
司
總
紹
躍
陳
正
輝

全
體
弟
子
恭
賀

… 5 一



眾
所
周
知
，
師
祖
敦
珠
、
法
玉
是
大
巖
取
者
敦
珠
商
凹
的

轉
世
，
而
法
王
本
身
，
亦
是
一
大
巖
取
者
。
據
上
師
「
恩

海
難
量
」
(
金
剛
乘
季
刊
第
十
、
十
一
期
)
中
記
述
.. 

自
上

前
叩
別
、
法
玉
之
後
，
法
主
管
再
過
移
喜
佛
母
，
大
家
談
及

往
昔
共
事
蓮
師
的
事
，
於
是
移
喜
佛
母
語
法
王
將
巖
傳
法
要

廣
為
傳
授
，
以
利
鑫
末
世
有
惰
。
這
其
實
便
是
巖
取
的
一
種
過

程
，
或
稱
作
「
意
巖
」
'
由
空
行
母
等
獻
出
。
所
以
，
上
的

所
傳
的
不
少
法
要
，
如
普
巴
金
剛
法
、
無
死
蓮
師
法
、
的
腳
金
藥

師
法
、
聖
寶
源
度
母
法
等
均
是
巖
傳
的
。
而
上
師
亦
一
早
獲

得
巖
傳
派
的
傳
承
，
這
種
殊
勝
與
難
得
，
是
我
們
所
應
珍
惜
的

O 

巖
傳
法
為
南
瑪
派
獨
有
的
法
耍
，
由
於
恐
怕
宋
世
教
法
之

式
微
，
蓮
華
生
大
士
及
移
喜
佛
母
特
將
法
藏
於
巖
內
，
並
命
其

弟
子
在
適
當
時
機
轉
世
成
巖
取
者
，
取
出
巖
庫
，
利
益
有
惰
。

比
如
法
主
便
是
蓮
師
廿
五
弟
子
之
一
的
佐
賓
車
聽
的
轉
世
，

以
開
發
巖
藏
，
廣
傳
法
耍
。
法
玉
在
「
敦
珠
新
寶
藏
」
的
開

一
一
小
中
赤
指
出
，
所
以
，
巖
傳
法
是
專
為
末
世
眾
生
而
設
的
，
故

此
是
萬
一
一
分
的
殊
勝
。

F 

, / 

/ 

黃
毅
英

於
第
三
世
多
笠
青
幫
波
車
的
「
殊
勝
海
」

口
刊m
D
由
泊
的
〈C
口
只
〈
H

月
2
〉
玄
∞
的
工
〉
口
Z
〈
C
Z
D
口
的
〉
「Z
D
O
3
→
的
工
〉
月

刀
口
〈
〉
主
→
的
工0
)
中
便
說
巖
傳
法
有
四
種
目
的

•. 

法
不
衰
握
、
教

授
不
致
參
雜
、
加
持
不
斷
及
傳
承
縮
短

o

密
法
之
共
傳
承
有
心

意
、
表
示
及
口
耳
三
種
，
巖
傳
不
共
傳
授
如
分
授
記
灌
頂
、
心

意
指
令
傳
授
及
付
託
空
行
母
之
傳
授
。

一
些
人
以
為
，
顧
名
思
義
，
巖
傳
法
一
定
是
墟
於
巖
泊
中

，
多
笠
青
寺
四
大
轉
世
之
一
的
湯
德
活
佛
，
在
其
「
西
藏
隱
蔽

教
授
」
(
→c
r否
→
工

O
Z口
口
可
月
2
℃
D
E
m
…
Z
M口
D
m
z
→
m
〉
們
工M
Z
D
m

R
d
R

己
中
便
指
出
，
巖
庫
可
誠
於
石
中
、
地
下
、
湖
泊
、

佛
像
、
寺
廟
、
輯
或
空
中
，
這
些
都
屬
於
「
土
巖
」
。
有
一
種

埋
於
修
行
人
的
心
意
裡
，
則
為
「
意
巖
」

0

因
為
藏
於
地
上
或
普
通
人
的
染
污
、
心
(
記
憶
)
，
雖
或
有

空
行
護
法
的
守
護
，
但
亦
受
不
少
不
穩
定
的
因
素
影
響
，
只
有

識
於
佛
性
的
自
然
覺
性
中
，
才
是
不
可
染
、
汙
的
。
所
以
，
主
巖

當
中
，
雖
亦
有
整
套
的
經
績
，
但
多
數
只
是
出
現
一
個
單
萃
，

或
記
載
一
件
與
佛
法
無
關
的
事
情
，
白
的
在
於
喚
起
藏
於
巖
取

者
心
意
自
性
的
教
授
，
巖
取
者
便
可
將
法
要
和
盤
托
出
。
申
於

(
「
〉
的
〉
、
℃
工
訕
。

- 6 一



\ 

巖
取
者
之
無
礙
成
就
，
這
些
法
要
可
在
一
彈
指
閉
一
品
還
寫
出
。

據
聞
敦
珠
，
法
王
的
不
少
著
作
，
亦
是
由
空
行
母
交
付
，
瞬
悶

寫
出
的
。
所
以
，
我
們
可
見
，
還
些
巖
庫
的
單
字
等
，
是
開
啟

心
意
巖
庫
的
鎖
匙
，
普
通
人
，
由
於
護
法
之
護
持
，
根
本
沒
法

取
得
，
間
就
算
輾
轉
流
傳
，
可
有
一
睹
的
機
會
，
亦
是
無
法
暸

解
其
內
容
的
，
這
就
好
像
一
種
密
碼
一
樣
。

土
巖
通
常
是
由
一
過
師
及
移
喜
佛
母
到
捏
藏
地
點
加
持
了
，

一
然
後
安
放
的
。
但
也
可
以
由
蓮
師
交
付
空
行
攜
同
其
加
持
力
以

安
放
。
所
以
巖
庫
地
點
相
當
之
廣
。
巖
庫
可
以
是
佛
像
、
塔
或

經
卷
。
伯
一
通
常
是
藏
於
賀
鐘
內
之
黃
色
卷
軸
o

這
些
寶
儘
大
多

數
是
沒
有
儘
蓋
也
沒
有
縫
隙
的
。
由
授
記
的
巖
取
者
向
護
法
啟

諦
，
方
如
破
軟
卵
般
自
然
裂
開
，
巖
取
者
將
巖
庫
取
出
後
，
應

把
吉
祥
物
(
如
佛
像
等
)
補
充
巖
洞
，
以
保
持
該
地
之
妳
勝
。

取
出
後
，
如
巖
取
者
認
為
有
必
要
!
可
將
巖
庫
從
新
埋
藏
，
埋

藏
地
可
以
不
詞
，
但
護
法
必
須
一
樣
。
亦
有
巖
庫
從
新
埋
藏
後

，
臨
另
一
位
巖
取
者
再
度
取
出
的
情
況
。

至
於
平
息
巖
」
則
由
大
成
就
者
於
定
中
出
琨
文
字
或
聲
音

，
由
這
種
「
鎖
匙
」
叉
開
啟
了
心
意
中
的
巖
庫
。
「
西
藏
隱
蔽

教
授
」
一
一
書
中
亦
指
出
有
一
些
巖
庫
是
偽
的
，
是
蓮
師
時
代
對

抗
佛
法
者
所
埋
藏
，
由
其
轉
世
於
今
代
取
出
，
以
控
惑
宋
世
眾

生
。
而
巖
取
者
亦
有
大
巖
取
者
與
小
巖
取
者
之
肘
。
凡
取
出
成

就
法
、
整
套
經
續
、
能
導
致
眾
生
成
就
的
，
是
大
巖
取
者
，
若

取
的
是
事
業
法
、
或
一
法
耍
，
則
為
小
巖
取
者
。
敦
珠
窩
巴

與
法
王
敦
珠
南
波
車
當
然
均
是
大
巖
取
者
。
所
以
，
我
們
能

在
一
位
縛
，
承
土
師
處
得
到
大
巖
取
者
之
巖
傳
法
要
是
十
分
殊
勝

難
得
的
。

憶
十
一
一
年
前
，
隨
師
往
尼
泊
爾
朝
兒
法
玉
，
法
王

命
侍
者
將
一
木
箱
提
出
，
內
盞
是
巖
傳
、
法
物
，
一
一
展
示
，
共

數
十
件
，
我
們
亦
得
一
始
這
種
殊
勝
加
持
，
甚
覺
希
有
難
得

o

間

圓
圓-圓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棚
個
個
圓
圓
圓

闖
闖
闖
圓
圓
圓
闢
個
闢
祖
國
闖
闖. -圓圓
回

國-闖闖
闖
圖

阻
闢
棚

" 闖
闖
闖
闖
闖
闖
闖
闖
圓
圓
圓
圓
圓
國
圓
圓
圓

圓
棚

" 闢
闢

圓

圓

圓

圓

圓
個

m 
m 
酬

且
岫

闖
闖

闖

闖

棚

" m 
m 
m -團" 圓
圓

圓

圓
瞞

幽

幽

闢
闖
闖
闖
闖
闖-祖回
翩

翩

闖

闖

酬

一

金
剛
乘
雜
誌
更
改
日
期
出
版
啟
事

本
刊
發
刊
以
來
，
按
照
農
曆
季
節
，
春
夏

秋
冬
四
季
之
首
日
，
如
春
季
之
首
日
，
正
月
初

一
、
夏
季
之
首
日
，
四
月
初
一
、
秋
季
之
首
日

，
七
月
初
一
及
冬
季
之
首
日
，
十
月
初
一
﹒
出
版

，
如
是
者
十
餘
年
矣
，
今
奉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通

知
，
出
版
日
期
應
以
國
曆
計
算
，
自
應
遵
辨
，

故
從
氏
圓
八
十
二
年
起
，
改
為
商
曆
一
月
一
日

、
四
月
一
日
、
七
月
一
日
及
十
月
一
日
出
版
，

特
此
通
知
，
敬
希
注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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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藏
語
文

一
般
學
者
認
為
於
正
法
玉
松
贊
剛
布
(
第
卅
一
一
一
世
藏
玉
，

西
元
六
一
一
九
l
如
一
0
)
前
，
並
無
藏
文
者
，
松
贊
剛
布
遣
大

臣
純
密
﹒
桑
巴
潘
帶
同
黃
金
供
奉
赴
印
度
，
改
創
藏
文
，
因
往

那
蘭
陀
寺
，
隨
針
些
歷
比
噶
喇
(
口
3
3
ω
O
C

甘
心
苔
2
)

與
拉

歷
啤
生
機

F
Z
立
旬
之
叭
的
名
的
)
還
遠
梵
文
，
以
梵
文
為
藍

本
，
剎
那
出
大
部
份
之
議
文
o

是
時
佛
法
雖
於
漠
地
弘
布
，
但
於
西
藏
仍
然
未
有

o

臟
文

之
作
，
使
佛
教
經
論
!
自
印
度
、
喀
什
米
爾
及
尼
治
爾
等
地
傳

入
，
譯
成
藏
文
，
饒
鑫
誡
人
，
實
桑
巴
渣
恩
德
也
。

於
赤
熱
巴
堅
玉
在
位
時
，
學
者
如
卡
錯
生
參
(
否t
g
a
z

m
g
3
G
m
c
g
)
受
敕
，
再
作
改
進
。

桑
巴
渣
於
十
六
梵
文
字
母
中
去
掉
其
十
一
團
長
短
元
音
為

軍
覆
也
。
如
薇
文
中
只
有
一
劑
，
梵
文
中
則
有
長
短
二
者
。

又
藏
文
中
喇
既
為
元
音
亦
為
輔
音
，
於
梵
文
則
只
作
元
音
，

故
藏
文
元
音
符
號
代
、
M
V
、
\
與
〉
和
附
於
測
研

成
函
、
塔
、
制
及
一
到
0
.. 

於
梵
文
卅
四
輔
音
中
則
去
掉
四
個
揮
「
哈
」
音
、
六
反
字

(
只
\
、
呂
、
戶
、F
F
八
丹
、
向W
)，
以
其
認
為

於
擴
文
不
合
用
故
。

黃
毅
英
謹
譯
自
哲
拌
寺
(
印
度
)

明
智
洲
雜
誌
一
九
八
0
年
第
五
期

，
桑
巴
渣
卻
引
入
梵
文
所
無
云
山

V、
岳
、
花
八
奇
斗
3

及
K
Y
E
口
人
必
須
此
等
以
讀
凸
阿
通
(
(
一)
A
q
a
(
法
)

E
(

茶
)
、
電
酸
奶
)
、
予
台
)
、
安
(
空
軍

於
此
有
一
趣
事
堪
記
者
。
由
於
賊
梵
文
之
不
間
，
桑
巴
澄
於

尋
找
一
路
一
藏
文
字
母
會
選
困
難
。
正
感
失
意
而
坐
下
瞌
睡
時
，
忽

見
一
白
人
戴
鐵
棺
穿
母
者
，
乃
問
.. 

「
汝
從
何
處
來
?
」
，
該
人

答
:
「
從
象
雄
」
o

又
問
:
「
往
何
處
去
?
」
'
答
一
一
一
曰
:
「
往
沙

呵
」
o

再
問
:
「
為
何
前
往
?
」
'
答
.. 

「
買
茶
」
o

最
後
桑
巴

澄
間.. 

「
何
時
到
達
?
斗
，
自
人
答.• 

「
截
叉
(
何
故
)
?
」
即

失
去
。i及

後
從
憶
念
對
精
測
得
各
字
母

•• 

從
象
雄(
S
n為
只
得

爪
蚓
、
考
呵
(
起
令
)
得

m
q、
從
茶
(
巨
)
得
A
U、
而
從

截
机
〈&
-
8
)得叭
心
和
品
。

以
此
，
桑
田
澄
郎
創
四
個
元
音
字
母
和
一
二
十
個
輔
音
字
母
。

譯
者
後
記

九
0
年
九
月
，
海
會
聽
得
誠
學
家
，
中
央
民
族
學
院
藏
學
研

究
所
王
堯
教
授
開
辦
藏
文
初
級
班
，
受
學
者
驢
五
十
人
。
以
此
因

緣
，
譯
者
將
是
文
譯
出
，
以
為
烘
托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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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觀
精
義

(
下
)

甲
一
一
行
督
之
部
(
分
五
)

上
來
於
止
觀
之
義
，
旁
徵
廣
引
，
豎
說
橫
說
，
既
查
組
且
詳

。
欲
入
其
中
，
視
力
行
何
如
日
?
行
也
不
在
多
一
苔
，
但
須
指
示

門
徑
，
當
略
尋
覓
，
均
未
有
發
現
弘
徐
夭
台
京
之
小
止
觀
，
及

密
京
之
大
乎
印
外
，
均
無
所
發
現
，
不
勝
遺
憾
。

乙
一
經
論

從
諸
經
論
所
示

.• 

紙
-
X「
心
續
安
住
，
及
正
觀
察
」
，
如

何
入
門
，
未
有
示
及
。

乙
二
大
乘

大
乘
各
宗
，
各
有
各
別
之
止
觀
。

乙
三
一
小
乘

小
乘
弘
揚
文
字
，
為
巴
利
文
，
其
所
屬
之
國
家
，
為
斯
里

蘭
卡
、
緬
甸
及
泰
國
，
與
大
乘
之
梵
文
、
藏
文
連
系
者
不
間
，

我
國
之
與
巴
利
文
紹
少
接
觸
。
抗
戰
期
間
太
虛
大
師
在
南
洋
訪

問
回
國
，
感
歎
而
說
:
「
南
方
的
教
理
是
小
乘
，
行
為
是
大
乘

。
中
國
的
教
理
是
大
乘
，
行
為
是
小
乘
」
o

印
順
法
師
也
同
此

論
。
太
盧
大
師
的
學
生
葉
均
在
留
學
斯
且
蘭
卡
回
國
後
，
將
覺

音
尊
者
(
束
故
陀
羅
宋
會
功
澆
腎
，
中
印
度
人
，
也
會
主
獅
子

留
於
其
國
著
名
荒
象
樣
改
底
吵
(
謠
言
大
先
)
可
煞
是
清
學
進

劉
銳
、
之

論
之
作
存
)
譯
以
簡
體
華
語
，
使
展
現
閣
人
前

o

清
淨
道
論
內
容
，
第
一
說
戒
品
，
第
二
說
頭
跎
艾
品
，
而

於
第
三
說
取
業
處
品

•• 

內
分
什
麼
是
定
，
定
的
語
義
，
定
的
相

味
(
作
用
)
現
組
(
現
狀
)
足
處
(
近
因
)
。
說
定
與
之
相
類

。
且
於
「
七
」
怎
樣
修
習

•• 

付
破
除
十
種
障
礙
i
l

住
所
、
家

、
利
養
、
眾
、
業
、
旅
行
、
親
戚
、
病
、
讀
書
、
神
變
。
所
說

等
障
礙
非
常
覺
富
，
前
仍
無
門
徑
可
循
。

去
年
及
今
年
，
曾
先
後
上
密
崇
山
，
掩
關
百
日
，
均
無
所

得
，
刻
惟
發
願
'
再
接
再
厲
，
務
底
於
成
。

乙
四
慈
氏
所
示
善
心
一
境
性
(
瑜
伽
師
也
論
卷

咐
)
(
分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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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一
奢
摩
他
品
(
分
四
)

謂
數
數
隨
念
，
(
於
正
浩
聽
賄
受
持
，
從
師
渡
海
敘
說
教

投
，
一
增
土
方
故
，
令
其
是
她
諦
相
圾
站
。
緣
吐
為
境
，
流
注
無

諜
，
通
悅
相
應
。
一
所
有
正A沌
，
隨
轉
安
佳

0
)
同
分
所
緣
，
(

諾
貝
地
-
m結
境
界
，
非
一
眾
多
種
種
口
叩
類
，
結
此
為
境
，
A
?也

正
一
丌
!
說
名
烏
克0
)
流
注
無
罪
，
溫
悅
相
應
。
(
用
方
各
?

是
一
所
知
芋
，
相
似
口m類
，
故
名
用
方

0
)
令
心
相
績
，
(
久
由

被
命
於
一
所
鯨
境
，
無
敵
紅
汗
，
無
缺
無
冊
，
殷
重
如
汗
，
違
抗



相
應
加
~
輯
，
故
名
。
又
由
一
卅
緣
境
，
無
事
捧
一
汀
，
招
安
陪
往
，

說
道
適
枕
相
庭
研
轉
，
故
。
巾
無
罪
。
)

丁
一
九
種
心
位
(
分
九
)

謂
有
志
銘
令
心
內
住
﹒..••. 

等
，
如
是
名
為
九
種
心
住
。

戊
一
內
住

謂
從
外
一
切
所
緣
境
界
，
攝
緣
其
心
，
繫
住
於
內
，
令
不

散
亂
。
此
即
最
初
繫
縛
其
心
，
令
住
於
內
，
不
外
散
亂
，
故
名

內
住
。

戊
二
等
住

謂
於
最
初
所
繫
縛
心
，
其
性
粗
動
，
未
能
令
其
等
住
，
還

住
故
。
即
於
此
所
緣
境
界
，
以
相
續
方
便
，
澄
淨
方
便
，
挫
令

微
細
，
遍
攝
令
住
，
故
名
等
.
住
。

戊
三
一
安
位

謂
若
此
心
，
雖
復
如
是
內
住
等
住
;
然
由
失
念
於
外
散
亂

，
復
還
攝
錄
，
安
置
內
境
，
故
名
安
住
。

戊
四
近
位

謂
彼
先
應
如
是
如
是
，
親
近
念
住
。
出
此
念
故
，
數
數
作

意
，
內
住
其
心
，
不
念
此
心
，
遠
住
於
外
，
故
名
近
住
。

戊
五
調
順

謂
種
種
相
，
令
心
散
亂
，
所
謂
能
聲
香
味
觸
相
，
及
貪
瞋

癡
男
女
等
相
ι
故
彼
先
應
取
彼
諸
相
V

為
過
思
想
。
由
如
是
想

，
增
上
力
故
，
於
彼
諸
相
，
折
挫
其
心
，
不
令
流
散
，
故
名
調

)11頁

戊
六
寂
靜

謂
有
種
種
欲
患
害
等
諸
惡
尋
思
。
貪
欲
志
等
，
諾
隨
煩
惱

，
令
心
擾
動
。
故
彼
先
應
取
彼
諸
法
，
為
過
思
想
。
由
如
是
想

，
增
上
力
故
，
於
諸
尋
思
，
及
隨
煩
惱
，
止
息
其
心
，
不
令
流

散
，
故
名
寂
靜
。

戊
七
最
極
寂
靜

謂
失
念
故
，
即
彼
一
一
種
暫
現
行
時
，
隨
所
生
起
諸
惡
思

，
及
體
煩
惱
，
能
不
忍
受
，
尋
即
斷
滅
，
除
遣
變
異
，
是
故
名

為
最
極
寂
靜
。

戊
八
專
注
一
-
趣

謂
有
加
行
，
有
功
用
，
無
缺
無
間
，
一
一
一
摩
地
相
績
而
住
。

是
故
名
為
專
注
一
趣
。

戊
九
等
持

謂
數
修
數
習
，
數
多
修
習
，
為
因
緣
故
，
得
無
加
行
，
無

功
用
任
運
轉
道
。
由
是
閣
緣
，
不
由
加
行
，
不
由
功
用
，
心
一
一
一

離
地
，
任
選
相
績
，
無
散
亂
轉
，
一
故
名
等
持
。

了
一
一
六
種
力
成
辨
(
以
下
或
附
其
他
經
論

)
(
分
六
)

由
六
力
成
辦
，
力
有
六
種
，
八
們
聽
聞
力
、
ω
思
惟
力
、
'
臼

峙
惦
念
力
、M
W正
知
力
、

m
w精
進
力
、
的
串
習
力
。
此
等
能
成
何

心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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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一
聽
聞
力

由
聽
聞
力
成
內
住
心
，
謂
唯
髓
順
從
他
所
閉
，
於
所
緣
境

住
心
教
授
，
最
初
令
心
安
住
內
境
，
非
自
數
思
數
修
習
故
。

戊
一
一
忠
惟
方

由
思
惟
力
成
績
住
心
，
謂
於
所
綠
先
所
住
心
，
由
數
圓
心
惟

將
護
修
習
，
初
得
少
分
相
續
住
故
。

戊
三
億
念
力

由
憶
念
力
成
辦
安
住
}
盯
住
二
心
，
謂
從
所
緣
向
外
散
時
，

憶
先
所
緣
於
內
攝
錄
，
又
從
最
初
生
憶
念
力
，
從
所
緣
境
不
令

散
故
。

戊
四
正
如
力

由
正
知
力
成
辦
謂
伏
寂
靜
二
心
，
謂
由
正
知
了
知
諸
相
諸

惡
尋
思
及
隨
煩
惱
流
散
過
患
，
令
於
彼
等
不
流
散
故
。

戊
五
精
進
力

由
精
進
力
成
辦
最
極
寂
靜
專
注
一
趣
，
雖
生
微
細
諸
惡
尋

思
及
臨
煩
惱
，
亦
詔
功
用
斷
減
不
忍
，
由
此
因
緣
，
其
沉
掉
穿

不
能
障
礙
妙
玉
摩
地
，
定
相
續
生
。

戊
六
串
習
力

由
串
習
力
成
等
住
心
，
謂
於
前
心
極
串
習
力
，
生
無
功
用

任
運
而
轉
一
一
一
摩
地
故
。
若
得
第
九
住
心
，
譬
如
讀
書
至
極
串
熟

，
最
初
發
起
欲
謂
之
心
，
雖
於
中
間
心
往
餘
散
，
然
所
鑽
諦
任

還
不
斷
，
如
是
初
念
於
所
緣
境
，
令
心
住
己
，
次
雖
未
能
一
類

相
續
依
念
正
知
，
然
三
摩
地
能
無
問
缺
長
時
流
轉
，
由
其
不
須

功
用
相
續
恆
依
念
知
，
故
名
無
加
行
或
名
無
功
用
。
能
生
此
者

，
先
須
一
類
功
用
依
念
正
知
，
令
沉
掉
等
諸
障
品
法
不
能
障
礙

，
生
三
摩
地
經
極
長
時
，
此
即
第
八
住
心
，
此
與
第
九
雖
沉
掉

等
一
一
一
摩
地
障
，
不
能
為
障
，
二
心
相
悶
。
然
於
此
心
必
須
無
間

依
念
正
知
，
故
名
有
行
或
有
功
用
，
能
生
此
者
，
須
於
微
細
沉

掉
等
法
，
體
生
隨
除
而
不
忍
受
，
故
須
第
七
心
。
生
第
七
心
，

須
先
了
知
諸
惡
尋
思
及
隨
煩
惱
散
亂
過
態
，
自
有
力
正
知
於
彼

盤
帶
上
觀
察
，
令
不
流
散
，
故
須
第
五
及
第
六
心
，
此
二
即
是
有

力
正
知
所
成
辦
故
，
能
生
此
者
，
須
於
散
失
所
緣
境
時
速
憶
斯

緣
及
須
最
初
從
所
緣
境
念
不
令
散
，
故
須
第
一
一
一
及
第
四
心
，
以

此
二
心
即
彼
一
一
念
所
成
辦
故
。
又
生
此
者
，
須
先
令
心
安
住
所

緣
及
令
住
己
相
績
不
散
，
故
應
先
生
初
二
種
心
。
如
是
總
謂
先

應
隨
逐
所
閱
教
授
。
華
口
令
心
住
，
次
如
所
住
數
數
思
惟
'
令
略

相
續
將
護
流
轉

0

次
若
失
念
心
散
亂
時
速
應
攝
錄
，
志
所
緣
境

還
應
慷
念
，
次
更
生
起
有
力
正
念
，
於
所
緣
境
初
不
令
散
。
若

已
成
辦
有
力
憶
舍
，
又
當
生
起
猛
利
正
知
，
觀
、
沉
掉
等
能
從
所

緣
散
亂
過
失
。
次
當
起
功
用
力
，
雖
由
微
細
失
A
勾
心
而
散
，
亦
能

無
閉
了
知
斷
截
。
就
斷
除
己
，
令
諸
障
品
不
能
為
障
，
定
瀨
延

長
。
若
生
此
心
策
勵
修
習
，
得
修
自
在
即
能
成
辦
第
九
住
心
，

無
諾
功
用
勝
一
一
一
摩
地
。
是
故
未
得
第
九
心
前
，
修
瑜
伽
師
須
施

功
用
於
一
一
一
摩
站
安
住
其
心
，
得
九
心
已
雖
不
特
於
住
心
功
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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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心
亦
能
任
選
入
定
。

丙
一
一
琵
緝
令
那
品
(
分
四
)

謂
有
本
勢
依
止
內
心
奢
摩
他
故
，
於
諸
法
中
，
能
正
思
擇

，
最
極
息
擇
，
周
還
尋
思
，
周
遍
伺
察
，
是
名
四
種
昆
僻
舍
那

慧
行
。

丁
一
能
正
忠
擇

謂
於
淨
行
所
緣
境
界
，
或
於
善
巧
所
綠
境
界
，
或
於
淨
惑

所
緣
境
界
，
能
正
思
擇
，
鑫
所
有
性
。

了
一
一
最
根
忠
擇

謂
於
彼
所
緣
境
界
，
最
極
思
擇
，
如
所
有
性
。

丁
立
一
周
追
尋
思

謂
即
於
彼
所
緣
境
界
，
由
慧
俱
行
，
有
分
別
作
意
，
取
彼

相
狀
，
周
還
尋
思
。

丁
四
閏
月
進
伺
察

謂
即
於
彼
所
緣
境
界
，
審
諦
推
求
，
周
蘊
伺
察
。

丙
三
三
一
門
兒
綜
合
那
(
分
三
)

丁
一
唯
隨
相
行
琵
綜
合
那

丁
一
一
隨
尋
思
行
昆
綜
合
那

T
立
一
隨
何
察
行
昆
緝
令
那

的
四
六
寧
差
別
所
緣
琵
綜
合
那
(
分
六
)

丁
一
尋
思
於
義

了
一
尋
思
於
事

丁
三
尋
思
於
相
(
分
二
)

戊
一
諸
法
自
相

戊
二
譜
法
共
相

丁
四
尋
思
於
品
(
分
二
)

戊
一
尋
思
諸
法
黑
品
進
失
迫
怠

戊
一
一
尋
思
諸
法
白
品
功
德
勝
利

丁
五
尋
思
於
時
(
分
玄
之

戊
一
曾
在
迫
去
世
尋
思
如
是
事

戊
且
當
在
﹒
禾
場
舉
世
尋
思
如
是
﹒
寧

戊
三
一
今
在
現
在
世
尋
思
如
是
事

丁
六
尋
思
於
授
(
分
四
)

戊
一
觀
待
迫
坦

白
觀
待
道
理
，
尋
思
世
俗
。
以
為
世
俗
，
尋
思
勝
義
。
以

為
勝
議
，
尋
思
因
緣
。
以
為
因
緣
。

戊
二
作

m
m進
程

由
作
用
道
理
，
尋
思
諸
法
，
所
有
作
用
。
謂
如
是
如
是
法

，
有
如
是
作
用
。

q
乙

-i 

戊
三
接
成
道
理
(
分
三
一
)

由
證
成
道
理
，
尋
思
主己

一
己
二

已
三
一

聖
教
昔

比
皮
膏

現
證
登



戊
由
法
爾
進
捏

一
於
如
實
諸
法
，
成
立
法
性
，
難
思
法
性
，
安
住
法
性
，
應

生
借
解
，
不
應
思
議
，
不
應
分
別
。

如
一
是
復
有
何
因
緣
故
，
建
立
如
是
六
事
差
別
昆
僻
舍
那
?

及
去
伺
勤
修
不
淨
觀
者
尋
思
六
事
差
別
所
緣
昆
僻
舍
那
等
甚
多

，
我
輩
具
縛
凡
夫
，
亦
步
亦
趨
，
己
感
隨
行
不
易
。
況
今
奔
軟

絕
麓
，
非
臨
乎
其
後
不
可
。
故
今
未
能
全
錄
，
祇
擇
數
事
，
並

附
略
釋
。
一
俟
他
時
趕
上
，
當
補
錄
之
，
以
為
信
。

乙
五
勝
泉
(
分
一
一
)

丙
一
共
泉
(
分
四
)

丁
一
身
輕
安

丁
一
一
心
輕
安

τ
立
一
身
堪
能

丁
四
心
堪
能

的
二
不
共
系
(
參
考
價
喀
巴
大
寸
朱
紅
全

錄
)
(
分
十
)

寒
暑
不
侵

飢
渴
會
在

使
利
告
在

駱
一
籠
一
如

壽
命
會
在

強
弱
台
在

疾
病
不
學

丁丁丁丁v丁丁丁七六五四三二

丁丁丁十九八

水
不
能
講

火
不
能
灼

風
不
能
諷

後
記

佛
以
正
遁
知
，
具
一
切
種
智
，
於
勝
義
中
之
諸
法
，
提
一
本

綱
要
，
演
說
群
經
o

而
由
具
道
種
智
之
大
菩
薩
等
，
分
別
造
諸

論
，
加
以
注
疏
，
以
為
詳
釋
。
例
如
釋
尊
所
說
摩
訶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經
，
龍
樹
菩
薩
造
大
智
度
論
是
也
。

奢
摩
他
、
昆
齡
舍
那
，
既
經
釋
尊
演
說
是
若
諸
聲
閩
、
綠

覺
、
菩
薩
、
如
來
，
所
有
世
間
及
出
世
間
一
切
善
法
，
應
知
皆

是
奢
摩
他
昆
僻
舍
那
所
得
之
果
。
如
是
提
示
而
後
，
如
何
種
因

?
(
即
入
門
之
法
)
而
於
經
中
分
別
瑜
伽
品
，
祇
說
二
者
之
自

性
。
及
應
止
觀
雙
修
之
理
。
乃
至
大
小
乘
均
無
所
導
引
，
以
至

欲
入
無
門
，
令
入
撫
然
與
歎
o

若
天
台
止
觀
及
大
乎
印
等
，
僅

略
一
本
門
徑
而
已
。

及
讀
慈
氏
菩
薩
之
瑜
伽
師
地
論
則
於
奢
摩
他
品
，
則
分
九

種
心
住
，
六
種
力
承
辦
。
而
於
昆
齡
舍
那
品
，
則
分
四
種
慧
行

，
一
一
一
門
，
六
事
差
別
.... 

等
指
示
用
詳
，
不
獨
氏
門
，
登
堂
旦

當
入
室
。
宗
喀
巴
大
士
於
菩
提
道
次
第
廣
論
，
亦
未
詳
引
。
可

知
非
「
一
生
補
處
」
'
莫
能
如
此
也
。
不
勝
百
拜
頂
禮
之
至
。

中
華
氏
國
入
十
一
年
爭
中
歲
月
囡
囡
節

未
免
福
德
法
憧
銳
之
劉
其
鈍
護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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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錄
自
南
佳
羅
布
八
五
年
十
二
月
於
意
大
利
之
講
話

在
修
習
大
鷗
滿
中
，
態
度
至
為
重
要
。
此
非
謂
有
何
應
為

不
應
為
之
規
則
。
學
習
大
闡
游
教
法
，
即
為
對
己
負
責
。
無
人

會
教
你
應
怎
樣
做
o

此
等
教
法
，
使
你
明
白
你
必
須
對
自
己
負

責
。
亦
即
謂
覺
之
方
面
與
覺
之
表
現
，
於
此
即
將
修
行
之
認
知

，
融
入
日
常
生
活
中
，
乃
因
態
度
重
要
之
故
也

o

若
說
將
修
持
融
於
態
度
，
首
應
瞭
知
﹒
何
謂
修
持
。
如
有
該

覺
受
，
應
常
保
任
，
此
即
吾
人
常
一
一
一
一
口
之
一
一
一
昧
耶
、
上
師
相
應
法

等
，
亦
應
於
此
中
以
行
。
此
非
一
一
一
一
月
否
定
他
法
之
價
值
。
於
大
手

印
中
名
為
不
修
不
擊
、
任
運
而
行
。
然
不
少
誤
解
者
，
不
安
住

於
此
中
，
-
m墮
蟬
息
。
竟
復
以
為
是
修
大
手
印
之
無
修
，
一
切

不
作
。
大
手
印
之
上
師
，
授
以
放
下
之
境
界
，
而
令
安
住
其
中

，
使
不
執
著
者
，
並
非
使
人
墮
於
散
亂
中
o

此
為
誤
解
教
法
之

危
險
。蓮

師
傅
名
詞
灌
頂
時
，
亦
稱
見
為
大
關
滿
，
而
不
稱
為
態

度
。
態
度
乃
元
始
乘
、
及
大
乘
之
共
道
一
，
蓮
師
非
謂
不
應
對
己

負
責
?
只
謂
不
應
將
事
理
混
淆
。
若
明
暸
教
法
之
目
的
，
應
常

存
之
。於

大
圈
滿
教
法
中
，
吾
人
常
一
一
一
日
根
器
。
大
圓
滿
為
對
土
上

對
修
行
者
態
度
之
進
一
一
一
一
口譯自
八
九
年
五
月
英
閣
大
圓
滿
通
訊

黃
毅
英
、
李
百
良
譯

根
者
，
上
根
之
人
，
非
謂
己
倍
或
其
全
能
者
，
蓋
以
根
器
乃
對

境
問
一
一
一
罰
。
吾
人
若
有
覺
性
，
而
不
能
於
修
持
中
起
用
，
則
須
盡

法
配
合
o

換
言
之
，
我
等
須
知
提
高
根
器
之
法
。
故
根
器
乃
對

於
境
一
一
一
一
口
。

覺
性
縱
為
重
要
，
雨
不
及
覺
之
存
在

v

有
時
「
覺
』
只
是

某
些
認
知
，
譬
如
知
某
些
後
果
，
此
間
抖
謂
對
後
果
之
覺
知
。
若

知
服
毒
乃
斃
，
此
謂
「
知
服
毒
後
果
志
覺
』

o
若
無
此
覽
，
則

只
為
一
項
認
知
而
已
。
不
少
人
明
知
而
死
於
服
莓
，
是
於
錯
亂

中
為
之
o

此
中
不
止
於
混
亂
時
生
，
亦
有
生
於
食
騏
等
一
一
一
聲
。

大
圖
滿
行
人
，
須
常
存
之
於
心
，
而
加
覺
察
。
當
知
實
相

而
不
著
假
像
。
例
如
人
際
關
係
，
甚
為
重
要
，
則
必
須
於
行
者

中
生
起
，
不
誤
解
悶
暸
知
真
像
。
人
際
關
係
'
即
為
行
者
須
知

實
際
情
況
之
一
例
。
或
問
:
「
此
與
修
行
何
干
?
此
非
修
法
。

」
事
實
此
極
重
要
，
若
一
一
人
合
作
與
暸
解
，
則
對
雙
方
均
為
助

力
。
若
無
此
合
作
與
瞭
解
，
間
題
也
之
而
生
，
若
其
涉
及
行
人

，
則
為
最
嚴
重
的
海
障
也
o

於
世
法
中
，
男
女
常
結
為
夫
婦
。
蓋
此
為
自
然
之
事
，
故

須
瞭
知
。
若
兩
行
人
結
合
，
則
不
應
基
於
盲
目
之
愛
欲
，
而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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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合
修
行
。
於
密
法
，
情
欲
轉
為
智
慧
。
於
大
圓
滿
亦
然
，
若

知
如
何
住
於
定
境
，
如
應
連
繫
於
一
切
經
驗
。
吾
人
無
須
貶
斥

愛
欲
，
非
謂
行
者
應
為
土
石
。
反
之
，
行
者
應
有
其
能
章
之
一

史
均
有
史
最

M肉
之
月
五
客

-
7
日
/
A
N
L
i
d
-
-
那

A
i
之
-
F
J
4
j

丈
夫
答
曰

J
k
b
h
t

員
之

F
A
見

及
‘
芳
、
哼
巴
夫

:
1品
至
今
之
苦
新
一
資
料
室

自
西
元
十
一
一
一
世
紀
中
葉
，
元
人
入
藏
，
繼
而
在
西
藏
分
封
立
了
藏
傳
佛
教
諸
教
派
中
最
後
一
個
教
派
格
魯
派
(
澳
譯
多
稱

十
三
萬
戶
，
扶
植
薩
迦
傀
儡
政
權
!
西
藏
又
由
分
而
合
，
歸
於
黃
教
)
，
一
凹

O
九
年
宗
喀
巴
仔
細
地
研
究
了
藏
土
佛
教
各
派

元
人
治
下
0

元
窒
崇
佛
，
藏
傳
佛
教
，
也
委
實
榮
耀
一
時
，
八
的
修
行
次
第
及
教
義
，
以
佛
徒
必
須
信
守
戒
律
入
手
，
作
《
菩

思
已
被
封
為
大
元
一
帝
師
，
統
領
天
下
釋
教
，
此
後
任
帝
師
者
就
提
道
次
第
廣
論
》
、
《
密
宗
道
次
第
廣
論
》
、
《
辨
了
不
了
義

有
十
五
人
之
多
0

元
失
其
閣
，
帖
竹
政
權
興
起
，
建
立
十
數
個
論
》
等
書
，
廓
清
了
佛
教
教
義
中
的
是
非
迷
霧
，
指
出
了
佛
徒

宗
，
立
『
十
五
法
』
'
統
理
衛
藏
o

填
報
皇
帝
演
一
元
人
故
技
，
信
守
戒
律
的
重
要
性
。
『
律
云
:
「
若
時
有
戒
律
在
世
，
即
有

重
用
西
藏
宗
教
勢
力
，
冊
封
法
玉
、
護
教
玉
、
閻
化
玉
、
大
國
佛
法
住
世
，
若
時
戒
律
隱
波
，
即
為
正
法
隱
沒

o

」
故
欲
雞
立

師
、
關
師
等
，
極
盡
籠
絡
。
受
到
朝
廷
童
視
的
教
派
，
如
薩
迦
經
教
住
持
經
教
者
，
唯
以
戒
律
為
主
，
大
師
(
指
宗
喀
巴
)
深

派
、
帕
竹
噶
舉
派
等
，
由
於
這
種
特
殊
可
身
份
』
'
集
教
權
、
見
戒
律
之
重
要
，
為
重
興
戒
律
因
緣
故
，
修
復
精
其
慈
尊
寺
。

政
權
於
一
身
。
』
他
主
張
僧
是
僧
，
俗
是
俗
，
僧
俗
分
家
。
僧
人
要
咯
守
清
規

如
此
浩
浩
蕩
蕩
的
僧
侶
隊
伍
，
給
老
百
姓
帶
來
了
苦
難
，
，
反
對
擾
害
百
姓
，
娶
妻
生
子
;
在
宗
教
思
想
上
，
大
師
持
中

人
民
間
始
厭
惡
佛
教
，
同
時
，
僧
徒
的
墮
落
，
也
直
接
威
脅
著
觀
正
見
，
並
以
此
為
武
器
，
破
他
人
的
真
見
邪
說
。

統
治
者
的
統
治
o

佛
教
大
師
宗
喀
巴
(
一
三
五
七
l

一
四
一
九
宗
喀
巴
的
宗
教
整
頓
，
順
應
了
時
代
發
展
的
潮
流
，
得
到

年
)
正
是
在
這
種
情
勢
下
，
進
行
了
他
整
頓
佛
教
的
壯
舉
，
建
了
人
民
的
擁
護
，
和
統
治
者
的
贊
賞
。

切
顯
現
，
而
察
覺
之
，
而
合
於
修
行
中
，
不
被
纏
縛
則
為
璽
婆

也
o

只
u

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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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
珠
法
王
智
者
移
喜
多
傑
尊
者
進

中
觀
宗
分
二•. 

甲
一
粒
品
外
之
「
說
線
，
體
性
中
觀
宗
」

申
二
細
品
內
之
「
了
義
大
中
觀
宗
」
付

甲
一
外
之
「
說
起
體
性
中
觀
宗
」
告
一
一

.. 

乙
一
中
觀
眾
自
繽
派

乙
二
中
觀
宗
應
成
派
∞

乙
一
中
觀
眾
自
績
派

由
於
婆
沙
宗
、
經
輩
都
及
唯
識
宗
三
派
的
宗
義
的
落
入
實

執
之
邊
的
緣
故
，
不
能
脫
離
執
著
能
取
戲
論
;
此
處
(
中
觀
宗

)
認
許
一
切
法
不
落
入
任
何
兩
邊
的
中
觀
故
，
所
以
是
「
中
觀

」
;
復
次
，
一
切
法
在
世
俗
錯
亂
的
心
上
為
有
，
而
在
勝
義
不

錯
亂
的
心
上
為
無
，
此
為
「
中
觀
宗
白
纜
派
」
的
想
法

o
t

將
一
切
法
或
三
諦
分
類
，
則
有
一
、
雖
顯
現
而
有
作
用
的

「
正
世
俗
」
'
與
一
一
、
雖
顯
現
而
無
作
用
的
「
倒
世
俗
」
三
種

;
以
及
在
勝
義
上
承
認
有
一
一
種

•• 

一
、
「
芽
非
自
生
等
」
斷
除

一
凡
單
方
面
戲
論
的
「
真
門
勝
義
」
及
二
、
「
芽
非
自
生
、
非
他
生

等
」
獻
除
四
邊
戲
論
的
「
非
其
門
勝
義
」
0

林
崇
﹒
安
譯
泣

(
二
諦
之
)
義
相•. 

凡
以
考
察
之
覺
知
能
夠
破
除
，
因
而

經
不
起
考
察
者
，
為
世
俗
諦
之
義
相

o

凡
以
考
察
之
覺
知
不
能

破
除
，
因
而
經
得
起
考
察
者
，
為
勝
義
諦
之
義
相
。

如
此
，
一
切
世
俗
法
的
顯
現
不
是
「
所
速
」
，
然
而
為
了

通
達
為
「
無
實
」
之
故
，
於
「
無
實
」
上
知
為
「
無
」
;
外
境

與
識
知
之
境
二
者
空
，
認
許
任
何
有
、
無
的
增
損
也
不
分
割
之

智
?
如
間
《
略
論
》
去

•. 

「
以
吞
吞
告
明
之
智
」
0

以
能
破
的
正
理
來
破
「
所
遮
」
(
指
實
有
之
世
俗
顯
現
)

，
於
「
因
」
上
考
察
，
用
「
金
剛
屑
」
的
正
因
肘
。
於
「
果
」

上
考
察
，
用
「
破
有
無
生
」
冊
。
於
「
因
果
二
者
」
上
考
察
，

用
「
破
四
句
生
」
的
。
「
以
非
來
遮
」
作
為
正
思
之
「
大
緣
起

」
的
及
「
以
無
來
遮
」
作
為
正
因
之
「
離
一
多
」
等
等

ω
'

以

正
因
及
正
理
來
成
立
。

所
立
「
如
幻
等
」
不
是
「
以
非
來
遮
」
的
「
範
限
納
入
」

，
而
是
僅
速
徐
「
實
有
」
，
用
「
以
無
來
遮
」
的
「
完
全
切
除

」
來
成
立
俏
。
推
理
覺
知
的
無
生
自
性
，
如
同
虛
空
，
此
為
離

門
。

可

i



戲
論
勝
義
諦
之
義
相
，
中
觀
宗
自
續
派
如
是
主
張
。

(
評
論
)
此
派
成
立
「
勝
義
無
而
世
俗
有
」
J

仍
處
於
斷

常
(
二
邊
)
的
過
失
，
以
心
考
察
覺
知
之
離
戲
論
，
僅
「
以
無

來
遮
」
通
達
，
仍
未
住
於
了
義
，
因
冊
遮
止
戲
論
的
覺
知
，
仍

未
脫
離
戲
論
之
分
支
也
o

乙
二
中
觀
宗
應
成
派

一
一
諾
是
以
錯
亂
與
不
錯
亂
二
種
心
的
分
類
來
分
。
菩
薩
聖

者
的
等
引
及
佛
的
一
切
相
智
之
墳
上
，
毫
無
顯
現
「
知
與
所
知

」
、
「
境
與
所
境
」
的
能
取
所
取
，
如
同
未
入
眠
則
見
不
到
夢

，
此
如
龍
樹
悶
悶
黎
所
說
:

「
﹒
喻
如
睡
眠
以
睡
力
，
于
與
女
兒
無
音
宮
，

住
處
等
等
皆
品
相
見
，
曜
後
不
見
猶
如
此
，

如
被
世
俗
能
識
知
，
張
開
智
慧
之
眼
睛
，
.

脫
離
無
知
之
睡
眠
，
清
醒
之
時
無
所
見
。
」

「
有
境
」
轉
入
智
慧
，
也
稱
作
「
近
寂
」
;
當
「
心
」
與

「
心
所
」
的
一
切
戲
論
截
斷
且
遮
止
後
，
住
於
離
一
切
思
議
之

大
寂
靜
法
界
滅
諦
，
此
稱
之
為
「
心
不
散
亂
之
法
性
」
，
如
月

稱
所
說

•• 
「
不
生
是
會
籠
離
生
，
比
緣
彼
相
接
實
義
，

如
心
有
相
知
彼
境
，
依
名
言
持
說
為
妒
。
」

又
說
:

「
鑫
焚
所
知
如
乾
峙
，
詩
佛
法
身
最
寂
滅
，

脅
時
不
生
亦
不
域
，
由
心
減
故
唯
身
贅
。
」
的

此
謂
「
海
達
勝
義
諦
」
，
就
二
通
達
)
的
對
境
是
本
性
住

理
、
、
法
性
自
性
清
淨
。
至
於
錯
亂
心
妄
見
者
，
由
於
凡
夫
為
無

明
之
習
氣
所
染
，
如
向
眼
疾
患
者
對
錯
障
及
毛
髮
亂
墜
執
以
為

賞
。
如
此
，
對
六
趣
住
處
、
受
舟
、
苦
樂
、
高
下
等
種
種
錯
亂

顯
現
的
一
一
取
相
，
以
及
諸
聖
者
於
後
得
時
，
與
他
人
共
同
情
器

等
顯
現
相
，
有
如
是
二
種
相

o

猶
如
在
「
有
患
根
」
及
「
無
患

根
」
∞
的
一
一
種
意
相
上
安
立
二
種
世
俗
，
《
入
中
論
》

-
x.. 

「
妄
見
亦
許
有
月
一
種
，
謂
明
利
板
有
患
杖
，

有
志
詩
根
所
捧
一
識
，
待
善
根
識
許
為
例
。
」
個

自
此
，
一
切
輪
迴
之
法
、
心
及
心
所
，
連
同
「
境
相
顯
現

」
都
是
世
俗
;
覺
地
菩
薩
心
、
心
所
未
遮
的
部
分

•• 

境
不
清
淨

的
色
等
笛
，
以
及
六
識
聚
之
顯
現
也
是
世
俗
。
總
之
，
所
有
要

斷
除
者
，
於
世
俗
方
間
有
過
失
，
皆
被
安
立
為
「
錯
亂
」

o

彼

世
俗
又
分
成
於
「
有
患
根
」
上
顯
現
的
「
倒
世
俗
」
以
及
於
無

息
之
境
上
顯
現
的
「
正
世
俗
」
二
種

o

前
者
於
世
間
心
識
上
顯

現
兩
共
許
為
不
真
，
例
如
一
一
個
月
亮
及
夢
等
;
後
者
於
世
間
心

識
上
顯
現
而
共
許
為
真
，
如
顯
為
一
個
月
亮
等
。

復
次
，
於
執
著
為
二
之
錯
亂
心
之
階
段
，
顯
現
似
真
，
搶

如
於
眼
患
者
顯
為
毛
髮
'
於
眼
淨
者
毫
不
顯
現
。
於
心
錯
亂
者

之
種
種
顯
現
，
於
車
者
之
等
引
及
斷
盡
錯
亂
的
佛
陀
上
不
是
所

緣
，
所
以
不
顯
現
「
錯
亂
的
顯
現
連
同
部
分
」
'
前
之
《
入
中

7' ,i 



論
》
又
-
x.. 

「
如
眩
竭
力
所
造
計
，
見
毛
妥
等
顛
倒
性
，

淨
球
所
見
彼
體
性
，
乃
是
實
體
此
亦
筒
。
」

龍
樹
的
《
中
觀
迷
亂
摧
破
論
》
也
說
:

「
如
此
真
正
之
智
者
，
以
如
日
智
去
推
破
，

無
餘
無
知
之
習
氣
，
心
與
心
所
境
不
見
。
」
叫
出

如
是
脫
離
一
切
二
取
戲
論
之
體
性
，
直
接
無
分
別
心
的
部

分
，
不
是
名
句
等
其
他
之
知
，
於
法
界
中
，
心
與
心
所
的
渾
濁

無
餘
寂
息
，
路
路
分
別
心
，
離
一
切
戲
論
，
為
宗
義
所
未
觸
及

的
法
性
之
住
理
，
此
即
是
勝
義
諦
的
義
相
，
如
問
《
中
論
》
所

-E 

.. 
「
非
從
他
知
而
寂
息
，
以
詩
戲
論
水
戲
論
，

無
分
圳
的
心
義
非
兵
，
被
者
彼
之
義
相
也
。
」

總
之
，
佛
結
盟
者
之
心
，
具
有
離
一
切
障
定
甚
深
及
寂
息

義
相
之
法
界
，
以
及
能
適
逢
彼
(
法
界
)
一
切
相
智
之
智
慧
，

菩
薩
一
盟
者
等
引
智
之
體
性
，
及
彼
「
後
得
」
之
顯
現
已
成
為
勝

觀
之
意
相
，
此
一
切
皆
是
勝
義
詩
也
。

復
次
，
雖
以
五
正
恆
的
回
來
衡
量
一
切
法
無
自
性
，
但
不
同

於
自
績
派
之
輪
流
安
立

•• 

從
遮
止
世
俗
諦
後
成
立
為
「
假
」
，

從
遮
止
勝
義
諦
後
成
立
「
無
戲
論
」
等
。
而
是
以
使
用
「
破
式

」
的
正
確
密
意
引
向
一
切
法
「
有
、
無
、
是
、
非
」
任
一
也
不

分
割
之
無
一
吉
、
不
可
思
議
的
住
瑰
，
以
此
破
除
一
切
有
所
主
張

的
宗
義
，
如
間
《
過
諮
論
》
云

•• 

「
若
我
有
少
宗
，
則
我
有
被
迫
，

由
我
全
無
宗
，
故
我
唯
無
失
。
」
關

在
《
四
百
論
》
上
亦
云
.. 

「
﹒
有
非
有
供
非
，
詩
宗
皆
寂
滅
，

於
彼
欲
與
難
，
畢
竟
不
能
，
中
o

」
泊

在
《
賀
炬
論
》
上
亦
云
.. 

「
有
所
許
之
實
事
者
，
雖
於
粗
細
亦
無
有
，

從
本
即
是
無
生
故
，
如
同
石
女
之
兒
子
。
」

如
是
說
。

問
:
然
而
，
二
諦
之
建
立
也
將
成
為
沒
有
了
?

答
:
於
住
理
上
，
雖
起
越
一
切
士
一
諦
」
等
二
、
法
，
於
世
問
顯

現
之
理
規
上
，
每
於
「
增
鑫
」
上
如
是
安
立
，
而
不
是
如

伺
宗
義
的
實
執
於
彼
，
此
如
《
入
中
論
》
所
說
:

「
如
是
汝
許
依
他
為
實
﹒
苟
，
雖
於
世
俗
我
亦
不
許
有
o

」

在
《
禪
定
玉
經
》
由
說
:

「
於
詩
無
有
文
字
法
，
凡
諾
聽
聞
及
開
示
，

於
無
變
上
增
益
候
，
作
詩
聽
聞
及
開
示
。
」

於
如
此
之
法
性
上
，
「
等
引
智
」
與
「
大
悲
方
便
」
雙
運

而
修
習
，
積
聚
智
慧
資
棍
，
以
及
知
道
於
「
後
得
」
時
一
切
法

如
幻
，
積
聚
一
瞄
德
資
糧
，
最
後
將
證
得
法
身
及
位
身
二
種
，
如

《
贊
鬢
論
》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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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詩
佛
陀
之
色
身
，
精
德
贊
種
中
產
生
，

抄
本
將
法
身
攝
要
說
，
閻
王
皆
知
從
慧
生
。
」

復
次
，
「
根
之
中
觀
」
指
一
一
諦
，
「
道
之
中
觀
」
指
二
資

糧
，
「
果
之
中
觀
」
指
二
身
攝
於
雙
譯
也
。

說
釋

八
們
此
處
中
觀
宗
的
分
類
，
是
站
在
南
瑪
派
的
根
本
立
場
來
分
。

在
格
魯
派
的
宗
義
上
，
並
無
「
了
義
大
中
觀
宗
」
的
說
法
。

ω
將
中
觀
宗
，
分
成
自
續
派
與
應
成
派
二
種
，
是
格
魯
派
的
一

般
看
法
，
並
以
應
成
派
為
最
究
竟
。
在
南
瑪
派
的
看
法
，
其

土
還
有
更
細
的
「
了
義
大
中
觀
眾
」
。

∞
格
魯
派
與
南
瑪
派
都
共
許
.. 

「
婆
沙
宗
」
、
「
經
目
革
派
」
及

「
唯
識
宗
」
的
見
解
是
落
入
常
邊
。

恤
金
剛
屑
的
正
因
，
即
成
立

.• 

「
諸
法
非
實
有
，
不
是
自
生
、

不
是
他
生
、
不
是
共
生
、
不
是
無
因
生
之
故
」
的
「
遮
破
四

生
」
0

的
「
破
有
無
生
」
'
指
於
果
上
，
若
為
「
實
有
」
'
則
不
須
「

西
」
來
產
生
。
若
為
「
賞
鈕
亡
，
則
再
多
的
「
因
」
，
也
不

能
產
生
果
。

心W
「
破
四
句
生
」
，
在
於
破
除
以
「
實
有
」

又
是
實
有
又
是
實
無
」
等
產
生
。

的
指
「
諸
法
非
覽
有
，
緣
起
故
」

、
「
賞
無
」
、

，
以
「
緣
紹
」
來
成
立
諸
法

也「

非
實
，
此
「
正
因
」
被
稱
作
「
正
理
之
玉
」

ω
指
「
諸
法
非
實
有
，
離
實
有
之
一
及
多
之
故
」

多
」
來
成
立
諾
法
非
實
。

ω

「
以
非
來
遮
」
'
指
用
「
不
是
」
來
否
定
。
「
以
無
來
遮
」

'
指
用
「
沒
有
」
來
否
定
。
「
範
限
納
入
」
指
「
所
立
法
」

限
於
同
品
之
內
，
「
完
全
切
除
」
指
「
所
立
法
」
中
，
要
將

其
品
完
全
排
除
o

任
何
法
，
若
不
屬
於
「
範
限
納
入
」
'
必

屬
於
「
完
全
切
除
」
o

例
如
「
聲
無
常
」
中
，
將
所
遮
的
「

常
」
完
全
切
除
。
此
二
者
為
因
明
術
語
。

的
見
《
入
中
論
善
顯
密
意
蔬
》
卷
十
四
，
法
尊
法
師
譯
文
o

∞
有
患
根
及
無
息
根
，
分
別
指
有
、
無
毛
病
的
器
官
。

的
見
《
入
中
論
善
顯
密
意
疏
》
卷
六
，
法
軍
法
師
譯
文
。

由
此
屬
前
七
站
菩
麓
的
了
悟
。

回
此
頌
見
西
藏
大
皺
經
中
德
格
版
第
一
二
八
五
0
號
，
但
提
為
提

婆
所
造
，
可
解
說
為
是
屬
龍
樹
菩
薩
所
下
傳
。

也
指
「
金
剛
屑
」
、
「
破
有
無
生
一
」
、
「
破
的
句
生
」
、
「
大

緣
起
」
及
「
離
一
多
」
五
個
正
因
。

盼
兒
《
入
中
論
盤
問
顯
密
意
疏
》
卷
十
二
，
法
尊
、
法
師
譯
文
。

的
問
註
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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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宗
山
菩
提
塔
中
脈
奉
安
大
典
咯
記

一
個
純
粹
的
藏
式
佛
塔
!
特
別
強
調
各
層
的
表
義
，
內
藏

各
部
的
安
臟
，
與
其
所
代
表
的
加
持
。
今
年
六
月
初
密
宗
山
菩

提
塔
巴
完
成
至
「
覆
僻
」
位
、
佛
眼
的
構
道
，
就
待
特
別
的
吉

祥
日
以
奉
安
中
脈
。
於
六
月
廿
八
日
因
素
俱
合
，
各
會
同
學
群

集
塔
下
，
共
一
修
祈
禱
，
由
色
拉
皮
德
喇
嘛
主
持
奉
安
中
脈
。
殊

勝
不
共
的
種
種
加
持
，
參
與
者
問
沾
法
益
。
今
將
所
有
準
備
、

佈
壇
、
修
法
、
祈
禱
、
舉
安
等
在
嚴
路
程
紀
錄
，
以
續
前
文
。

一
甲
中
脈
安
臟

中
脈
長
約
十
數
呎
'
土
下
四
方
頂
處
里
金
字
尖
，
底
部
各

邊
長
約
八
呎
'
頂
部
四
呎
，
全
身
漆
以
紅
色
底
漆
，
覆
黃
色
表

漆
，
上
書
紅
色
咒
字
.• 

東
正
醋
金
字
頂
上
盤
問
以
倒
「
坑
」
芋
，

代
表
人
身
的
梵
穴
1

底
緣
繪
以
十
宇
金
剛
杆
，
各
邊
依
序
書
上

「
嗡
、
阿
沛
吽i
梳
、
哈
」
代
表
頂
、
喉
、
心
、
擠
、
密
五
輪

，
五
輪
閑
書
寫
各
式
咒
{
乎
乎
經
文
。

六
月
廿
七
日
上
午
七
時
，
上
師
率
學
會
各
弟
子
會
向
色

拉
皮
德
喇
嘛
實
行
中
脈
安
臟

•. 

的
於
中
脈
東
正
面
頂
輪
下
綠
處

鑽
括
一
小
孔
，
安
寵
各
式
法
寶
，
計
有
。
釋
迦
牟
尼
佛
舍
利
?

@
蓮
師
一
所
戴
連
冠
之
布
舍
利
，
@
龍
清
巴
尊
者
之
靴
舍
利
，
@

陳
美
瑤
﹒
楊
束
賢

以
甘
露
丸
做
成
之
移
喜
佛
母
渣
透
，
@
甘
露
丸
做
成
之
曼
德
華

佛
母
清
澄
'
@
敦
珠
法
玉
所
做
之
母
甘
露
丸
。
外
寫
上
咒
字

經
文
。
∞
於
中
央
心
輪
上
緣
處
，
已
捲
以
九
十
九
張
咒
字
經
文
於

四
緣
，
底
部
於
十
字
金
剛
杆
儕
處
裝
入
九
十
九
張
咒
字
捲
成
之

咒
輪
。
臼
中
脈
南
右
側
綁
以
吉
祥
草
，
代
表
右
脈
，
北
在
側
綁

以
蘆
茅
根
，
代
表
在
脈
。
然
後
於
東
正
面
最
下
緣
上
綁
以
兩
種

咒
輪
，
於
擠
輪
回
緣
覆
以
廿
一
個
咒
輸
，
於
喉
輪
下
綠
的
面
鐘

以
四
十
多
個
咒
輪
兩
膺
，
於
頂
輸
安
臟
法
寶
處
下
緣
繞
以
五
、

六
十
個
咒
輸
，
各
有
各
的
加
持
意
義
。

乙
會
場
的
莊
嚴

在
各
學
會
通
力
合
作
下
，
將
會
場
佈
置
得
美
侖
美
矣
，
從

南
化
鄉
街
道
入
口
到
會
場
四
間
，
一
直
延
伸
到
關
房
，
誰
途
都

掃
士
學
會
標
誌
旗
，
與
五
色
指
示
牌
。
塔
的
東
西
向
，
拉
垂
著

五
色
的
彩
帶
，
正
前
方
掛
上
一
個
紅
布
)
書
著
「
密
宗
山
佛
塔

中
脈
奉
安
大
血
亡
，
以
一
一
一
色
的
方
圓
紙
，
加
襯
得
大
字
突
顛
出

立
體
的
美
感
，
爾
旁
貼
黏
著
戶
法
王
與
上
帥
的
標
誌
，
以
一
莊

嚴
整
個
會
場
。

上
師
與
喇
嘛
坐
於
塔
之
正
束
，
面
塔
以
修
，
前
面
供
舉
著

nu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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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式
生
柴
、
飲
料
、
餅
乾
、
壽
桃
、
壽
麵
等
，
旁
奉
有
供
獻
的

麥
殼
，
最
前
則
是
準
備
安
奉
中
脈
等
各
種
安
臟
菩
提
塔
的
法
寶

，
修
法
座
上
供
著
八
供
盤
、
多
瑪
及
黨
香
咕
咕
，
南
側
佈
撞
著

四
灌
及
阿
賠
黎
師
兄
修
法
座
，
再
側
依
序
排
著
港
會
、
憂
北
會

、
叢
中
會
、
高
雄
會
、
嘉
商
會
二
灌
師
兄
，
西
外
偽
則
坐
著
初

灌
師
兄
與
各
眷
屬
們
，
秩
序
井
然
，
肅
穆
而
莊
嚴
。

丙
同
修
祈
禱
加
持
法
會

六
月
廿
八
日
是
一
個
非
常
特
別
的
吉
祥
臼
，
前
兩
天
還
因

兩
個
中
度
颱
風
、
強
度
颱
風
侵
襲
，
顯
得
陰
一
竅
不
展
，
時
有
一
象

雨
。
在
上
師
加
持
、
師
兄
們
同
心
清
淨
願
力
下
，
使
得
天
氣

迅
速
轉
睛
，
突
顯
出
這
一
特
別
殊
勝
不
共
的
日
子
，
以
及
不
可

思
議
的
法
界
加
持
力
。

上
午
七
時
許
，
五
會
同
學
陸
續
揖
達
密
宗
山
，
報
到
處
一

時
擁
擠
數
百
人
，
排
隊
依
序
簽
到
，
由
負
責
引
導
人
員
，
引
導

分
區
入
座
持
誦
百
字
明
，
上
師
與
喇
嘛
則
指
導
各
負
責
人
員

注
意
事
項
，
安
全
人
員
謹
慎
地
在
四
周
照
顧
著
小
孩
，
會
場
工

作
人
員
將
會
場
作
更
國
誨
的
莊
嚴
佈
置
，
負
責
餐
飲
人
員
則
一

旁
供
著
準
備
盛
大
的
會
供
輪
，
一
切
行
動
井
然
有
序
，
就
等
古

時
的
到
來
。

八
時
卅
分
，
修
法
座
前
供
桌
擺
設
完
畢
，
供
品
豐
富
冊
莊

嚴
)
，
喇
嘛
也
指
導
著
張
世
昌
、
劉
錫
清
師
兄
將
菩
提
塔
內
安
臟

處
清
潔
，
首
先
黨
以
咕
咕
，
再
以
浸
泡
樟
腦
丸
之
紅
花
水
塗
抹

安
臟
四
壁
及
每
一
角
落
。

八
時
四
十
五
分
，
五
會
代
表
負
責
搬
運
安
臟
法
寶
的
同
學

，
共
四
十
多
人
齊
集
於
鷗
房
前
，
被
上
法
衣
，
依
序
排
隊
站
於

關
房
門
口
兩
側
，
上
的
問
阿
閻
黎
師
兄
於
內
等
待
九
時
正
起

中
脈
。九

時
正
，
上
師
戴
著
一
連
冠
，
被
著
法
衣
，
以
蓮
師
代
表

法
玉
心
子
身
份
，
加
持
中
脈
，
搬
起
中
脈
/
O

、
港
臺
學
會
七

位
阿
悶
黎
師
兄
，
立
即
接
承
中
脈
，
慢
慢
地
搬
移
關
房
，
房
外

師
兄
則
依
序
搬
抬
法
簣
，
如
是
以
臺
北
會
長
林
崇
安
師
兄
為
首

，
端
著
仄
供
，
引
領
中
脈
、
法
寶
一
路
前
往
菩
提
塔
會
場
。
在

眾
人
組
立
接
迎
下
，
將
所
有
奉
安
法
物
全
部
置
於
修
法
座
最
前

面
之
供
桌
上
。

緊
接
著
，
土
師
與
喇
嘛
便
開
始
引
導
眾
弟
子
，
對
著
中

脈
修
法
祈
禱
，
隨
著
百
字
明
、
釋
尊
咒
、
讚
頌
法
、
報
、
化
三

身
加
持
功
德
(
阿
彌
陀
佛
咒
、
六
字
大
坊
、
蓮
師
咒
)
的
咒
聲

，
伴
著
悅
耳
的
鈴
鼓
聲
，
整
個
山
間
迴
擺
著
悠
揚
的
加
持
，
天

險
也
開
展
著
浩
藍
的
清
朗
，
彼
此
間
的
心
意
，
共
伺
投
注
在
這

不
可
思
議
的
法
界
清
淨
覺
悟
願
力
中
。

在
奉
放
多
瑪
、
塔
內
安
臟
處
黨
咕
咕
後
，
喇
嘛
念
誦
祈
禱

頌
文
，
般
人
關
誦
百
字
明
聲
中
，
供
獻
八
供
之
後
t

齊
誦
百
字

明
圓
滿
修
法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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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時
正
'
之
師
向
前
對
著
中
脈
供
獻
哈
達
，
同
時
將

哈
達
繼
綁
於
中
脈
上
，
所
有
與
會
人
員
齊
誦
祈
禱
文

l

「
祝
願

福
德
法
幢
上
師
健
康
長
住
世
，
...... 

世
界
和
平
永
患
刀
兵
劫

.. 

」
問
時
也
各
自
祈
禱
，
自
謂
自
己
的
新
頓
。
接
著
在
齊

誦
六
字
大
明
的
咒
聲
中
，
將
中
脈
接
送
至
塔
頂
，
準
備
放
置
塔

內
。

了
奉
安
中
脈
勝
一
安
臟
法
寶

在
中
脈
送
上
塔
頂
時
，
喇
嘛
帶
領
東
賢
師
兄
入
塔
內
開
始

安
臟
法
寶
，
首
先
於
下
層
鋪
上
細
砂
'
覆
土
黃
布
，
蓋
以
膠
布

，
於
主
中
位
置
，
擺
一
六
十
公
分
的
方
之
增
一
城
，
再
覆
以
檀
香

粉
末
、
細
砂
、
黃
布
，
再
放
一
壇
城
(
大
小
相
悶
、
表
義
不
同

)
，
覆
以
撞
香
粉
末
，
於
是
中
間
擺
一
盆
麥
穀
以
奉
中
脈
，
中

脈
由
頂
頭
留
安
臟
孔
放
入
，
依
東
擺
正
後
，
四
周
擺
以
法
簣
，

前
擺
一
加
巴
拉
，
掃
上
替
自
絆
，
旁
置
能
次
修
法
動
土
挖
除
之

土
及
各
式
珍
寶
、
經
卷
、
咒
輪
，
後
方
舉
一
釋
尊
塑
像
，
面
向

東
方
，
上
佈
滿
蓮
師
澄
澄
後
，
種
檀
香
粉
末
，
鋪
以
總
秒
，
如

是
安
臟
，
中
有
舉
著
五
色
寶
瓶
(
西
後
方
)
、
金
銀
鋼
鐵
屑
、

各
國
錢
幣
、
藥
丸
、
長
短
經
卷
、
咒
輪
、
蓮
師
渣
滔
.... 

嚀
。

在
陽
光
曬
進
塔
肉
，
照
著
中
脈
，
被
在
喇
嘛
、
錫
靖
、
東
賢
師

兄
身
上
，
莊
嚴
肅
穆
，
喇
嘛
於
是
說
:
「
在
奉
安
中
脈
時
，
陽

光
能
照
入
塔
肉
，
是
最
吉
祥
的
事
，
每
個
人
於
奉
安
中
脈
峙
，

皆
可
如
悶
尼
泊
爾
自
塔
建
造
者
、
，
發
起
清
淨
宏
大
之
誓
顯
，
研

願
如
聖
者
出
世
憫
之
勝
利
。

大
塔
的
傳
寺
』
)
」

經
歷
六
餾
小
時
一
層
層
安
臟
、
掩
覆
，
逐
漸
遠
覆
齡
頂
，

喇
嘛
將
所
有
渣
渣
安
奉
麗
誨
，
其
上
舉
置
各
長
短
經
卷
、
咒
輪

，
最
上
層
則
將
所
有
經
績
，
丸
舉
甫
瑪
十
萬
續
、

-
r
u
寶
藏
論
、

大
屆
滿
經
績
，
與
上
前
論
著
、
翻
譯
等
經
績
。
如
此
再
掩
覆

膠
布
、
黃
布
、
檀
香
粉
末
、
細
砂
'
於
是
整
個
中
脈
掩
蓋
在
塔

中
，
奉
安
中
脈
法
會
方
告
圓
滿
，
所
有
與
會
師
兄
嚷
著
虔
誠
的

祈
願
'
拖
著
疲
憊
的
身
，
一
步
步
向
菩
提
塔
揮
別
，
聽
願
眾
生

皆
得
成
就
o

戊
感
想

我
們
何
其
有
幸
得
上
師
如
此
悲
憫
眷
護
，
一
切
一
切
福

德
、
智
慧
殊
餘
的
加
持
，
不
斷
湧
現
在
所
有
弟
子
心
中
，
只
是

為
了
弘
法
利
生
願
力
之
圓
滿
，
於
是
加
持
成
就
密
泉
山
如
此
勝

境
，
乃
至
諸
佛
法
身
所
住
加
持
的
菩
提
塔
。
正
如
呵
大
塔
的
傳

奇
』
中
，
蓮
師
所
說
:
「
過
去
、
現
在
、
未
來
諸
佛
、
菩
薩
，

如
如
不
斷
融
入
這
個
清
淨
心
的
容
器
後
，
這
大
塔
便
成
為
如
意

寶
珠
，
能
立
刻
毫
不
費
力
地
賜
予
一
切
祈
求
及
令
一
切
願
望
實

現
。
如
果
有
任
何
眾
生
，
以
清
淨
心
在
大
塔
前
頂
禮
、
繞
行

.. 

.

.
，
他
所
得
的
利
益
及
恩
惠
不
可
思
議
、
不
能
計
量.... 

」
0

我
們
期
待
菩
提
塔
早
日
圓
滿
、
閃
光
，
俾
令
所
有
眾
生
皆

得
滿
願
o

(
見
季
刊
第
十
九
期
、
一
一
十
期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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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一岫闢

A則
、
一
串
戶
口

阿
底
峽
尊
者
(
四
元
九
八
二

|
-
O
五
四
)
以
印
度
妞
巖

寺
首
崖
，
精
蘊
顯
密
，
德
重
當
時
，
應
智
光
及
菩
提
光
邀
請
入

藏
弘
法
，
於
是
振
興
一
西
藏
期
達
瑪
毀
佛
後
之
頹
風
，
樹
立
典
範

。
其
研
著
「
菩
提
道
炬
論
」
'
強
調
修
持
佛
法
要
依
一
一
一
士
道
之

次
第
，
循
序
漸
進
，
應
先
發
菩
提
心
，
勵
修
世
俗
勝
義
二
菩
提

心
，
嚴
守
戒
律
，
修
習
止
觀
，
一
騙
慧
雙
修
，
通
達
顯
教
後
才
可

修
習
密
宗
，
以
達
到
即
身
成
佛
o

後
宗
喀
巴
大
士
(
西
元
二
一
一

五
七
!
一
的
一
九
〕
奉
「
炬
論
」
為
主
巢
，
著
「
菩
提
道
次
第

廣
科
研
」
'
法
尊
法
師
譯
漠
後
，
太
虛
法
師
序
文
推
崇
備
至
，
「

若
能
詳
加
研
讀
，
則
於
佛
學
之
基
髓
能
得
其
精
要
」
云
。
而
阿

底
峽
帶
者
修
菩
提
之
眾
多
教
授
，
特
依
金
洲
大
師
所
縛
，
即
「

修
心
七
義
」
亦
然
，
此
四
傅
弟
子
怯
喀
巴
(
西
元
一

-
o
-
i
l

-
-
廿
五
〕
攝
為
七
義
。

修
持
菩
提
心
之
七
種
要
義

一
、
先
學
諸
加
行.. 

深
信
國
果
，
造
善
惡
業
必
感
樂
苦
果
，
故
應
斷
一
切
惡
，

盡
力
修
善
﹒o
並
思
惟
暇
滿
人
身
難
得
，
壽
無
定
章
，
死
緣
極
多

球
國
政

，
無
常
迅
速
，
故
從
今
起
當
勵
修
正
法
。

二
、
正
修
菩
提
心

•• 

(
分
-
二

甲
、
修
路
義
菩
提
心

•• 

觀
情
器
諸
法
悉
皆
如
夢
，
離
自
心
外
，
別
無
少
法
可
得

o

觀

心
性
無
生
住
滅
三
相
，
無
顯
形
表
色
，
不
住
身
內
身
外
，
性
全

非
實
，
故
俱
不
可
執
。
如
是
安
住
於
無
分
別
中
，
若
妄
念
簇
起

，
須
起
滅
隨
無
'
如
水
中
鑫
圈
，
隨
韋
爾
一
尋
滅
。

乙
、
修
世
俗
菩
提
心

•. 

應
修
「
自
他
交
換
」
'
若
不
能
真
以
自
樂
換
他
苦
，
非
但
不

能
成
佛
，
輪
迴
亦
不
能
脫
，
欲
滅
自
他
苦
，
應
捨
己
於
他
，
應

護
他
如
自
o

初
即
應
緣
白
母
，
作
意
猛
利
噫
念
母
恩
，
從
初
住

胎
直
至
成
人
，
含
辛
茹
苦
守
護
未
壤
，
乃
得
值
遇
佛
法
，
修
行

正
道
，
母
恩
尤
大
，
然
母
竟
函
數
數
利
我
故
，
致
令
於
生
死
中

受
種
種
苦
，
實
應
救
拔
。
我

A叮
當
思
報
母
恩
，
應
修
慈
心
與
樂

，
願
我
一
切
善
樂
，
全
無
反
顧
惠
施
於
母
，
想
母
現
前
其
足
安

樂
，
其
足
一
切
修
法
順
緣
，
現
前
即
能
成
佛
。
次
於
父
等
亦
如

是
修
!
後
當
遍
於
一
切
有
情
而
修
，
思
惟
一
切
有
惰
，
從
無
始

以
來
無
一
未
曾
為
我
父
母
，
為
父
母
時
作
無
量
饒
盆
，
其
恩
極

大
，
然
此
諸
有
情
悉
為
生
死
眾
苦
所
道
，
如
何
令
彼
等
離
諾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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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
猛
利
修
悲
、
心
以
拔
之
，
觀
入
息
時
，
一
切
有
情
之
所
有
罪

苦
皆
入
我
身
而
成
熟
;
也
息
時
我
之
所
有
安
樂
，
皆
入
一
切
有

情
而
成
熟
，
令
其
增
長
安
樂
善
妙
。

立
一
、
取
惡
緣
為
菩
提
道•• 

(
分
二
)

甲
、
意
樂
.. 

(
分
斗
)

村
、
世
俗
菩
提
心
轉
詩
惡
緣
為
菩
提
追
.. 

初
應
由
心
悅
凡
我
所
生
一
切
眾
苦
，
皆
由
往
昔
不
知
「
我
執

為
怨
敵
，
有
情
為
愚
人
」
所
感
，
從
無
始
至
今
所
生
一
切
眾
苦

皆
由
我
愛
執
所
生
，
令
我
不
能
解
脫
生
死
，
受
人
非
人
等
損
害

，
故
應
勵
力
調
伏
我
執
。
為
愛
他
故
，
於
一
切
如
母
有
惰
，
當

修
猛
利
慈
悲
自
取
其
苦
，
將
自
善
樂
皆
施
於
彼
o

特
若
有
人
非

人
作
損
惱
時
，
當
念
彼
損
我
者
，
從
無
始
來
曾
作
我
慈
母
，
彼

於
告
己
罪
苦
惡
譽
，
全
無
顧
思
為
我
作
利
益
，
備
受
生
死
眾
苦

，
自
迷
亂
力
於
昔
親
眷
全
不
相
識
及
由
我
自
惡
業
所
策
，
令
彼

現
遴
害
我
惡
棠
，
由
是
將
長
時
再
受
，
誠
可
悲
散
心
。
當
如
是
猛

修
學
，
又
思
我
昔
唯
作
損
害
，
今
應
為
彼
遺
除
敢
苦
，
辦
諮
饒

盤
，
勤
修
二
取
捨
o

又
現
見
若
人
或
動
物
應
即
琨
前
盡
力
饒
益

之
，
或
由
喘
息
樂
，
願
其
離
苦
得
樂
，
速
能
成
佛
，
至
心
思
惟
語

亦
持
諦
，
願
今
後
所
作
皆
當
利
彼
。
文
損
我
者
，
若
係
鬼
神
，

應
念
我
從
無
始
以
來
，
飲
轍
彼
之
血
肉
，
今
應
酬
報
，
凡
我
之

血
肉
等
隨
汝
吸
食
!
慨
然
捐
棄
。
語
亦
一
一
一
一
間
說
，
次
想
由
食
我
肉

等
息
其
飢
渴
等
苦
，
無
量
妙
樂
充
滿
彼
身
心
，
成
就
二
種
大
菩

提
心
。∞

、
勝
義
菩
提
心
，
轉
詩
惡
緣
為
菩
提
追

•• 

當
知
情
器
世
間
所
生
一
切
煩
惱
眾
苦
，
皆
由
自
心
迷
亂
所

瑰
，
無
少
真
賞
。
於
世
俗
，
中
如
是
現
者
，
譬
如
夢
中
火
焚
水
漂

而
生
眾
苦
，
由
於
無
實
執
實
故
成
遍
，
於
勝
義
中
一
切
諸
法
皆

無
所
有
，
若
觀
煩
憎
或
苦
之
自
性
，
初
全
無
生
，
是
無
生
法
身

;
也
無
生
故
，
亦
無
可
滅
，
是
無
滅
報
身
;
無
生
滅
者
，
中
亦

無
住
是
無
住
化
身
，
此
等
自
體
不
可
分
離
是
自
性
身
，
此
是
明

妄
境
為
四
身
之
教
授
，
復
次
若
患
癥
病
等
生
福
利
苦
時
，
當
思

此
苦
定
是
上
師
一
一
一
寶
慈
悲
所
化
瑰
，
我
若
無
此
苦
?
將
不
趨
入

正
法
，
市
墮
入
現
法
逸
樂
，
由
是
病
綠
等
損
害
，
能
令
念
修
正

法
，
勸
我
進
修
三
菩
提
心
，
其
恩
極
重
。

乙
、
巫
了

.. 

(
分
四
)

棚
，
'
、
，
呵
，

s
'
，h
，
仇
，A•• 

村
、
積
義
本
只
糧
加
行
，
轉
惡
緣
為
菩
提
道•. 

謂
我
生
苦
時
，
便
起
希
求
無
苦
之
心
，
欲
求
安
樂
，
爾
時

應
修
樂
因
。
以
身
語
意
王
業
，
供
養
承
事
上
師
三
寶
、
施
食
鬼

神
等
積
集
資
糧
。
次
皈
依
發
心
，
向
上
師
王
寶
獻
曼
遣
，
至
誠

祈
禱•• 

「
若
病
者
善
，
加
持
令
病
;
若
癒
者
善
，
加
持
令
癒
;

若
死
者
善
，
加
持
令
死
。
」
斷
除
希
求
怖
畏
二
心
。

ω
、
淨
障
加
行
轉
惡
緣
為
菩
提
迫

•. 

應
思
汝
不
樂
苦
，
是
表
示
當
斷
苦
思
罪
障
之
相

o

自
四
力

門
悔
除
A
Y盡
，
謂
懺
悔
先
所
造
罪
，
是
能
破
力
;
乃
至
失
命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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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不
犯
，
是
防
護
力
;
歸
依
上
師
三
寶
求
懺
'
是
依
止
力
;
發

菩
提
心
，
持
誦
百
字
明
，
深
觀
空
性
，
是
對
治
現
行
力
。

的
、
供
魔
加
行
轉
惡
緣
為
菩
提
迫

•. 

施
食
後
至
心
告
一
文•• 

「
汝
為
我
作
修
菩
提
心
之
助
伴
h

此

恩
最
大
，
今
後
頓
將
一
切
有
情
眾
苦
，
皆
令
成
熟
於
己
身
o

」

若
不
能
如
此
，
則
應
施
食
修
慈
悲
心
。
告
云
.• 

「
我
當
為
汝
作

現
前
究
竟
一
切
利
益
~
'
顛
莫
障
礙
我
修
行
。
」
如
筷
然
發
猛
利

病
等
苦
時
，
應
思
此
世
界
中
有
無
數
如
我
苦
者
!
彼
實
可
憋
'

願
彼
等
一
切
眾
苦
，
悉
入
我
身
，
又
回
心
此
能
損
害
者
，
為
我
作

修
菩
提
心
之
助
伴
，
猶
如
師
長
，
其
恩
甚
大
。
一
又
見
他
苦
時
，

當
無
聞
取
入
自
身
;
若
自
或
他
起
猛
利
煩
惱
，
至
心
思
惟
'
願

他
一
切
煩
惱
攝
入
自
身
，
如
是
一
切
轉
惡
緣
為
道
之
方
便
，
能

滅
希
求
怖
畏
二
心
。

帥
、
供
接
護
法
加
行
，
轉
惡
緣
為
菩
提
道
:

供
養
護
法
牌
，
祈
請
患
滅
修
法
違
緣
，
成
辦
順
緣
。

四
、
明
攝
為
一
世
之
修
持•• 

(
分
-
二

閉
、
總
攝
教
揍
，
應
修
習
五
力
:
(
分
五
)

H
I
牽
引
力

•. 

謂
從
今
起
乃
至
今
丹
、
今
年
、
今
生
、
直

不
離
二
菩
提
心
，
數
數
引
發
其
心
。

∞
、
修
習
力
.. 

成
佛
，
願
常

謂
於
輩
三
次
、
夜
一
一
一
次
數
數
修
習
一
一
菩
提
心
。

盼
、
善
種
子
力
•. 

譜
為
勵
一
令
增
長
菩
提
心
，
應
隨
力
修
善
以
積
集
二
資
糧O

M
W
I破
壞
力
:

謂
隨
起
我
愛
執
分
別
時
，
當
念
從
無
始
以
來
由
此
令
受
種

種
大
苦
，
即
於
現
世
造
業
受
苦
，
雖
欲
修
法
而
不
能
成
辦
，
皆

從
此
生
，
故
應
斷
除
我
愛
執
分
別
。

由
、
願
力
.. 

謂
一
切
善
行
之
後
，
皆
當
發
願

•• 

「
惟
願
從
今
誼
至
成
佛

，
不
離
修
習
二
菩
提
心
，
惟
顛
隨
過
一
切
惡
緣
，
皆
當
轉
為
修

心
之
助
伴
。
」

乙
、
命
終
教
授

•• 

(
分
…
二

的
、
謂
修
此
法
補
特
伽
羅
，
患
病
必
死
，
先
修
善
一
種
子
力

，
將
一
切
資
具
供
養
上
的
一
一
一
寶
，
令
於
彼
全
無
愛
執0
次
修
願

力
，
謂
於
上
師
一
一
一
寶
，
七
支
供
養
，
猛
利
發
願•. 

「
願
我
於
中

有
及
後
世
一
切
生
中
1
加
持
能
修
一
一
菩
提
心
，
加
持
值
遇
問
一
本

此
法
之
上
師
o

」
次
修
破
壞
力
，
當
念
由
此
我
愛
執
分
別
，
就
田

曾
令
苦
後
苦
不
離
，
若
審
觀
察
?
了
知
身
心
全
無
可
執
為
我
者

，
當
斷
除
我
執
而
住
，
次
修
牽
引
力
，
數
起
猛
利
欲
樂
，
願
我

於
中
有
位
，
亦
能
修
習
一
一
菩
提
心
。
次
修
修
習
力
，
當
憶
念
前

修
二
菩
提
心
之
理
。

Qu 
q
r日



的W
、
威
儀
謂
臨
終
時
，
右
脅
向
下
，
右
手
托
頰
，
以
小
指

端
塞
右
鼻
孔
，
息
從
在
出
。
次
以
慈
悲
心
乘
息
出
入
修
二
取
捨

'
後
想
輪
迺
涅
槃
一
切
法
，
皆
由
心
瑰
，
了
知
心
性
全
無
所
有

，
心
亦
不
執
，
如
是
雜
修
二
菩
提
心
而
命
終
o

此
法
實
為
臨
終

教
授
之
最
希
有
者
。

五
、
修
持
成
功
之
受

•. 

修
心
所
為
皆
在
調
伏
我
執
r

若
未
成
我
執
對
泊
，
則
所
修

法
，
悉
皆
無
義
。
若
所
修
法
，
皆
成
我
執
對
泊
，
則
是
身
中
己

生
修
菩
提
心
之
相
。
由
著
修
菩
提
心
之
力
，
後
隨
遇
任
何
損
害

等
惡
緣
，
亦
不
生
瞋
志
等
，
如
優
秀
騎
師
在
最
顛
鑼
情
況
，
也

不
會
從
馬
背
摔
下
般
，
能
將
惡
緣
轉
為
修
心
之
助
伴
，
此
是
修

菩
提
心
成
功
之
間
萃
，
雖
能
如
是
，
仍
應
勵
令
增
長
。
一

六
、
明
修
心
之
三
味
耶

.• 

(
分
三
)

甲
、
修
、
心
不
遠
戒.. 

謂
不
應
自
-
x.. 

「
我
是
大
乘
修
、
心
者o
」
便
輕
忽
小
乘
微

細
學
廳
，
應
具
足
修
心
意
樂
，
從
別
解
脫
戒
乃
至
金
剛
乘
律
錯

!
種
自
所
受
一
切
律
儀
守
護
不
犯
。

乙
、
不
現
怪
誕
.. 

為
食
利
養
恭
敬
故
，
詐
現
真
相
，
及
無
義
苦
行
，
悉
應
斷

除

丙
、
不
墮
黨
類

•• 

(
分
L
t
)

村
、
但
忍
人
惱
，
不
忍
鬼
神
侵
惱
;
或
尊
敬
畏
上
，
輕
視

卑
下
;
或
慈
憨
親
屬
，
嗔
怠
怨
敵
等
，
一
切
偏
頗
應
除
，
等
修

一
切
。
由
意
樂
將
前
自
愛
執
，
轉
為
較
自
愛
他

o

修
心
時
，
外

名
須
小
，
內
進
須
速
，
使
自
己
成
熟
，
他
猶
不
覺
。

ω
、
若
見
他
有
世
問
過
失
或
佛
法
過
失
，
如
犯
戒
等
，
當

不
應
說
人
過
失
，
應
作
是
念
.. 

「
由
於
自
心
的
不
淨
，
才
能
見

到
他
人
的
過
失
o

」
起
心
動
念
應
勵
力
常
察
已
過
，
莫
矯
飾
移

他
，
遮
止
尋
求
他
過
之
心
。
(
泣•• 

唯
識
-
m變
現
之
見
相
一
一
方

，
見
方
烏
拉
(
刀
別
，
且
取
相
，
假
名
為
我
叮
咚
"
出
;
相
方
為
一
刑

方
別
，
一
所
取
相
，
假
名
為
我
一
卅
一
『
境
n
h
o
故
見
境
中
彷
手
，
即
是

自
也
清
清
;
見
境
接
一
汀
，
即
是
自
也
接
丹
，
如
夫
人
見
水

A
甘

露
，
人
見
之
為
可
解
渴
練
身
之
水
，
餓
鬼
丸
之

A
股
血
，
地
獄

丸
之
為
尋
汁
，
一
仰
魚
在
水
中
則
一
不
覺
其
存
在
，
故
境
無
實
性
，

隨
自
心
誠
誰
手
差
別
，
一
所
見
。
令
其0
)

的
、
觀
自
身
五
護
煩
惱
何
者
最
重
，
即
全
力
市
為
對
治
，

先
予
謂
伏
0

次
近
觸
生
煩
惱
境
等
，
試
察
復
生
不
生
，
若
復
生

者
，
仍
應
勵
力
對
治
，
令
彼
煩
惱
不
生
。

M
W、
修
心
時
不
應
期
求
名
利
恭
故
，
現
後
世
人
天
安
樂
，

自
般
涅
槃
等
自
利
心
，
凡
雜
執
法
實
有
及
我
愛
執
分
別
之
一
切

善
行
，
猶
如
雜
譯
之
飲
食
，
皆
應
棄
捨
o

的
、
葉
為
報
飽
人
惡
一
一
一
日
，
而
口
出
聽
一
一
一
日
，
傷
害
他
心
;
如

記
他
違
害
，
含
恨
不
捨
，
待
能
報
時
，
前
為
報
復
，
皆
思
遠
離

nu qd 



O 

應
知
彼
如
幻
，
應
思
世
界
有
多
情
如
我
此
苦
痛

者
，
彼
誠
堪
憨
'
惟
願
彼
等
過
息
，
悉
歸
於
我

而
修
二
取
捨
o

7

、
寧
捨
命
亦
不
懿
守
諾
三
眛
耶
，
若
不
誰
持
三
眾

律
攏
，
現
世
未
來
安
樂
皆
不
得
住
。

戊
、
煩
惱
生
起
，
初
難
覺
絮
，
中
難
制
止
，
後
難
斷

除
。
故
初
生
時
，
應
即
了
知
，
中
起
對
治
高
善

斷
除
，
令
後
一
不
復
生
，
應
當
勵
力
。

己
、
若
自
具
足
修
法
之
三
主
要
的
，
謂
值
遇
真
德
上

師
、
自
心
堪
能
依
教
如
瑋
修
行
、
異
足
修
行
之

增
上
順
緒
如
衣
食
起
缺
、
身
體
健
康
、
無
入
非

人
之
所
損
惱
縛
，
應
修
歡
喜
，
亦
顯
他
人
真
足

彼
函
。
若
自
不
具
三
因
，
當
思
世
界
有
多
有
情

如
我
不
具
一
一
一
困
者
，
未
能
趨
入
主
法
，
彼
寶
塔

憨
'
願
修
慈
悲
令
彼
不
具
三
因
之
罪
蟬
，
悉
熟

於
我
，
令
彼
等
皆
獲
一
一
一
閃
一
圓
滿
。

庚
、
大
一
跟
一
切
功
德
，
比
自
由
敬
信
上
帥
而
生
。
上
師

乃
三
費
總
集
之
自
性
，
其
身
乃
弘
法
利
生
之
僧

寶
，
語
乃
開
示
心
要
之
法
寶
，
意
乃
本
淨
深
明

之
佛
贅
，
故
對
上
師
應
信
心
不
退
的
恭
敬
依
止

，
自
能
無
勞
自
成
1

任
運
成
就
o

菩
提
心
的

的
、
不
假
公
濟
私
，
私
自
受
用
公
有
物
。

的
、
修
心
須
能
調
伏
自
心
，
對
抬
我
愛
一
執
分
別
，
若
由
修

、
心
反
增
憶
慢
等
妄
執
，
此
是
於
修
心
未
達
扼
要
。
如
親
友
去
世

，
想
其
財
物
皆
歸
我
有
;
若
施
主
生
搞
或
去
世
，
我
將
可
獲
得

供
養
;
間
法
道
友
去
世
，
想
其
利
養
獨
歸
於
我
;
怨
敵
死
亡
，

從
此
無
萎
，
獲
得
安
樂
，
如
是
凡
為
自
身
安
樂
之
方
便
，
欲
令

他
苦
，
皆
應
斷
除
。

七
、
明
修
心
學
處

•• 

(
分
十
三
)

謂
學
修
心
不
退
倍
復
增
長
之
方
便
。

甲
、
衣
食
等
一
切
瑜
伽
'
皆
以
利
他
而
作
，
寓
修
行

於
生
活
中
o

乙
、
於
農
起
持
當
念
，
令
B

不
離
一
一
菩
提
心
。
帶
一
革
開

亦
以
正
念
正
知
攝
持
，
於
臨
臥
時
，
當
省
一
的

所
行
，
若
有
連
二
菩
提
心
者
，
應
自
慚
愧
而
求

悔
除
;
若
無
連
者
，
應
生
起
歡
喜
，
願
仍
勵
令

增
長
。

丙
、
處
順
境
時
若
眷
龐
貪
財
皆
潤
滿
，
應
知
如
幻
，

莫
生
僑
慢
，
應
盡
力
而
行
利
他
一
。
反
之
若
處
逆

境
-
!
遭
受
檻
大
痛
苦
或
不
幸
，
如
病
魔
纏
身
，

資
財
衰
澀
，
眷
屬
乖
遠
等
不
欲
再
修
心
時
，
亦

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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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持
是
大
乘
佛
法
之
精
髓
，
故
於
修
持
二
菩
提

，
應
勇
進
不
還
;
於
一
一
一
乘
律
儀
，
守
護
不
犯
。

辛
、
於
怨
敵
，
自
未
損
彼
而
來
損
害
者
，
或
由
黨
力

令
心
不
愧
，
如
損
友
矯
詐
，
亞
心
斗
一
一
口
譏
毀
，
以
怨

報
德
者
，
於
彼
等
境
尤
應
修
習
慈
悲
o

又
於
上

帥
、
父
母
等
殊
勝
境
，
更
應
斷
除
遴
惱
。

王
、
從
無
始
來
受
無
'
量
身
，
皆
錦
氣
義
，
令
應
於
此

瑕
游
人
身
修
主
要
義
。
謂
較
諾
現
事
，
正
法
為

要
;
間
一
修
二
法
，
修
為
主
要
，
較
諸
餘
行
，
修
菩
提
心
為
要
;

較
由
教
理
門
修
，
依
上
師
口
訣
修
持
為
要
;
較
餘
威
儀
，
墊
上

專
修
為
要
;
較
遠
離
外
境
，
勤
修
對
治
為
要
，
故
應
修
習
彼
諸

軍f
A
o

癸
、
離
六
種
顛
倒

•• 

(
分
六
)

的
、
不
忍
修
法
之
苦
，
而
忍
降
伏
怨
敵
、
守
護
親
眷
等
一

切
艱
苦
，
是
忍
顛
倒
。

ω
、
不
忍
修
習
清
淨
正
、
法
，
雨
欲
現
世
財
勢
，
是
欲
顛
倒

O 

門
口
、
不
由
嚮
思
修
門
領
受
法
味
，
而
受
世
問
樂
味
，
是
味

著
顛
倒
。

帥
、
於
作
惠
者
不
修
悲
憨
'
反
於
苦
行
修
治
者
而
修
悲
散
心

，
是
悲
憨
顛
倒
O

M
W、
於
依
托
自
己
之
人
不
令
修
法
，
而
教
作
增
長
現
世
財

勢
之
方
便
，
是
教
心
顛
倒
。

的
、
於
世
出
世
之
善
樂
不
修
歡
喜
，
見
怨
敵
有
苦
而
生
歡

喜
，
是
隨
喜
顛
倒
。

子
、
應
堅
決
修
.. 

於
修
心
處
，
斷
除
餘
戀
，
一
心
荷

修
。

丑
、
不
應
自
恃

•• 

自
覺
於
偏
有
恩
，
或
覺
自
是
長
時

精
進
，
或
覺
自
己
有
智
尊
貴
，
如
是
等
慢
，
皆

應
斷
除
，
以
修
愛
恤
俞
心
自
者
，
全
無
可
慢
處
故

賞
、
不
輕
喜
怒

•• 

不
應
於
小
事
，
使
一
本
喜
怒
格
，
侵

犯
朋
友
。
若
饒
盆
他
或
修
正
法
，
不
應
希
求
稱

謝
及
聲
譽
。

9
，
何

可
J

後
記

話
對
一
一
頭
薩
迦
派
無
著
賢
(
西
元
二
一
九
五i

一
三
六
九
)

造
，
慧
海
譯
之
藏
漢
「
大
乘
修
、
心
七
義
論
釋
」
'
對
論
釋
中
所

述
「
將
此
五
濁
世
，
轉
為
菩
提
道
，
教
授
甘
露
藏
，
從
金
洲
傳

來
，.... 

於
五
濁
充
滿
之
時
，
安
樂
緣
少
，
人
非
人
等
損
惱
受

苦
緣
多
，
聽
緣
交
雜
，
即
應
以
彼
為
修
、
心
助
伴
而
修
其
心
，
故

葾
緣
愈
多
，
善
行
愈
能
增
長
，
猶
如
轉
毒
為
藥
之
甘
露
，
此
是

金
洲
大
師
之
教
授
，
勝
餘
教
授
之
處
也

o

」
讚
歎
不
日
，
故
不

揣
淺
陋
，
加
以
述
耍
，
願
有
志
心
者
皆
能
策
發
廣
大
行
，
得
諾

菩
提
心
耍
。

\ 



品
又
心
次
叫
刑f
Z
口

障
，J
e
w
-
-
τ
F
I
t
h
d
i

一
、
緣
起

十
月
四
日
上
師
在
密
宗
山
佛
塔
前
開
一
本
「
勝
住
略
軌
」

之
祈
禱
丈
時
，
其
中
有
「
閉
關
者
早
日
筒
悟
」
之
旬
，
惟
「
聞

悟
」
一
詞
，
以
持
筒
倉
卒
，
未
詩
作
詳
細
的
解
釋
。
茲
就
平
日

閱
讀
所
及
的
一
知
半
解
，
略
作
漫
談
。

二
、
釋
迦
佛
的
問
悟

釋
觀
牟
吊
拋
棄
了
王
位
，
出
家
求
道
十
二
年
，
學
了
各
種

苦
行
，
用
了
各
種
不
同
的
方
法
修
習
，
不
得
究
竟
?
其
中
在
雪

山
上
修
了
六
年
苦
行
，
亦
未
悟
道
。
後
在
恆
河
邊
菩
提
樹
下
結

螂
跌
，
發
誓
非
成
無
上
正
等
正
覺
，
不
再
起
座
。
因
而
先
後
悟

得
苦
集
滅
道
，
及
至
明
星
顯
現
荷
得
開
悟
。

立
一
、
開
悟
的
標
準

修
行
者
開
悟
的
情
況
如
何
?
達
到
什
麼
樣
的
標
準
才
算
開

悟
呢
?
茄
就
可
依
照
宋
代
永
明
壽
禪
師
所
著
的
「
申
訴
鏡
錄
」
所

提
惜
的
十
個
問
題
，
以
作
判
斷
標
準

•• 

八
們
還
得
了
了
見
性
，
如
書
一
觀
色
，
似
文
蘇
等
否
?

叫W
還
逢
緣
對
境
，
見
色
聞
聲
，
舉
足
下
足
，
關
根
合
眼
，
悉
得

明
宗
，
與
道
相
應
否
?

胡
正
之

臼
還
覽
一
代
時
教
，
及
從
上
祖
師
一
一
一
一
口
句
，
間
深
不
悔
，
皆
得
諦

了
無
疑
否
?
-

M
W還
因
差
別
問
題
，
種
種
徵
詰
，
能
具
四
辯
，
盡
決
他
疑
否
?


m
w還
於
一
切
時
一
切
處
，
智
照
無
滯
，
念
念
圓
遇
，
不
見
一
法

能
為
障
礙
，
未
曾
一
剎
那
問
暫
令
間
斷
否
?

的
還
於
一
切
逆
頓
好
惡
，
境
界
現
龍
時
，
不
為
間
楠
，
盡
識
得

破
否
?

他
還
於
古
法
胡
門
心
境
之
內
，
一
一
得
見
微
細
體
性
根
源
起
處

，
不
為
生
死
根
庫
之
所
惑
亂
否
?
﹒

ω
還
向
閣
成
儀
中
行
住
坐
臥
，
欽
承
祇
對
，
著
衣
吃
飯
，
執
作

施
為
之
時
，
一
一
辨
得
真
實
否
?

ω
w還
聞
說
有
佛
無
佛
，
有
眾
生
無
眾
生
，
或
讚
或
毀
，
或
是
或

非
，
得
一
心
不
動
否
?

的
咱
遼
闊
差
別
之
智
，
皆
能
明
達
，
性
相
俱
遇
，
理
事
無
滯
，
無

有
一
法
不
鑒
其
原
，
乃
至
千
里
出
世
，
得
不
疑
否
?

以
上
十
個
問
題
，
都
能
做
到
了
，
才
算
是
開
惰
。
開
悟
之

後
，
若
走
小
乘
的
路
子
，
再
轉
修
個
神
八
定
，
得
證
果
位
。
若

走
大
乘
的
路
子
，
便
要
莊
嚴
淨
土
，
饒
盆
有
惰
。
若
走
金
剛
乘

的
路
子
，
而
一
一
一
密
加
持
，
而
三
密
相
應
，
證
得
那
身
成
就o

行
J

QJ 



四
、
如
何
問
悟

如
何
修
證
才
能
開
悟
呢
?
修
證
就
是
做
工
夫
，
不
分
宗
派

，
不
分
方
法
，
不
管
參
輝
、
修
淨
、
修
密
，
修
證
閱
悟
的
法
門

?
只
有
一
個
主
要
的
原
則
，
就
是
修
「
止
觀
」
而
已
o

在
因
位
上
叫
「
止
觀
」
，
在
果
位
上
叫
「
定
慧
」
'
止
就

是
定
，
觀
就
是
慧
，
換
言
之
，
止
是
功
夫
，
觀
是
見
地
，
所
以

非
修
止
觀
不
可
o

止
觀
就
是
我
們
上
師
多
次
的
問
示
「
奢
摩

他
」
\
「
昆
齡
舍
那
」
o

引
用
釋
尊
認
為
主
切
聲
潤
，
及
如

來
等
，
所
有
世
間
及
自
世
間
一
切
善
法
，
當
知
皆
是
此
奢
摩
他

昆
僻
舍
那
所
得
之
果
。
」
(
詳
見
解
深
密
經
分
別
瑜
伽
品
0
)

其
次
要
修
氣
脈
點
，
氣
脈
通
頗
才
能
健
康
，
身
心
健
康
，

才
能
修
譜
，
才
能
談
明
心
見
性
。
至
於
那
個
心
是
怎
樣
明
的
呢

?
性
是
怎
樣
兒
的
呢
?
教
理
與
功
夫
，
都
要
一
樣
樣
的
配
合
，

還
在
楞
嚴
經
中
巴
隱
約
的
有
一
些
說
明
了
。

談
到
健
康
身
體
，
修
持
重
點
在
調
整
四
大
為
第
一
要
務
，

四
大
沒
有
調
好
，
問
想
求
得
定
境
，
求
得
性
空
的
境
界
，
都
只

是
第
六
識
的
幻
想
而
已
。
四
大
調
好
了
，
才
能
夠
作
到
忘
身
，

轉
化
第
六
意
識
，
初
步
可
證
得
入
我
空
。
第
一
個
是
三
昧
耶
的

清
淨
，
不
過
密
宗
講
的
一
一
一
脈
四
輪
與
道
家
的
不
間
，
而
特
別
是

任
運
成
就
。
如
果
修
持
時
，
著
意
用
力
的
搞
氣
脈
，
那
就
差
之

毫
釐
'
謬
以
千
里
了
。

五
、
結
語

古
詩
大
德
閱
悟
情
形
，
據
經
典
記
載
，
真
是
多
彩
多
姿
，

例
如
禪
宗
六
祖
惠
能
大
師
，
只
聽
到
五
祖
弘
忍
為
之
講
金
剛
經

至
「
應
無
所
住
而
生
其
心
」
旬
，
即
大
澈
大
悟
。
其
他
如
「
指

月
錄
」
中
記
載
了
很
多
禪
師
聞
悟
的
故
事
，
例
如
兒
桃
花
布
開

悟
，
見
豎
一
指
而
開
悟
，
打
一
-
棒
喝
一
聲
問
開
悟
等
等
，
不
勝

枚
舉
。
看
起
來
似
乎
很
簡
單
，
其
實
他
們
都
是
修
持
了
多
少
年

的
功
夫
，
藉
一
個
偶
然
的
機
遇
沖
擊
而
聞
梧
的
。
蠶
蠶
鐵
牛
禪

師
的
開
悟
，
較
為
突
出
，
他
是
因
聞
其
師
閱
示
後
，
即
勵
精
奮

發
，
因
而
患
病
疾
，
藥
食
漿
飲
禁
紹
，
單
持
正
念
，
岳
不
交
隨

者
七
日
，
至
半
夜
忽
覺
山
洞
大
端
，
遍
界
如
雪
，
堂
堂
一
身
，

乾
坤
包
不
得
，
有
頃
，
聞
擊
木
聲
，
豁
然
開
悟
，
遍
體
汗
流
，

其
疾
亦
癒
o

在
此
五
濁
惡
世
之
末
法
時
代
，
學
佛
修
行
，
談
何
容
易
，

但
煩
惱
即
菩
提
，
如
無
煩
惱
，
何
須
菩
提

o

六
祖
曰
:
「
佛
法

在
世
間
，
不
離
世
路
覺
，
離
世
覓
菩
提
，
恰
如
求
兔
角

o

」
太

虛
大
師
曰
:
「
仰
止
唯
佛
挖
，
完
成
在
人
格
，
人
成
即
佛
成
，

是
為
真
實
現
。
」

純
一
大
的
曰
:
「
聞
鑫
丹
經
萬
萬
篇
，
宋
後
一
著
無
人
傳

O
L
南
泉
禪
師
語
長
生
臼

.• 

豈
不
問

.• 

「
向
上
一
路
，
千
聖
不

傳
o

」
雖
然
如
此
，
姑
且
指
個
去
路

•• 

最
初
的
即
是
最
末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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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何
體
驗
。
葦
以
佛
法
無
邊
，
道
海
無
灌
，
浩
瀚
經
典
，
令

人
興
嘆
，
因
而
蠢
測
如
九
牛
一
毛
，
以
作
野
人
之
獻
而
已
。

最
淺
的
就
是
最
高
深
的
，
諸
聽
莫
作
，
眾
善
奉
行
。

以
上
種
種
，
都
是
從
佛
家
的
經
典
及
時
賢
大
德
的
著
作
中

，
東
抄
一
點
，
西
抄
一
點
，
拼
湊
而
成
，
並
非
筆
者
有
何
證
悟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個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個

m
m
E
m
m
闖
闖
闖
個
棚
圓
圓
闖
闖
闖
一

m
H圓
圓
圓
回
國
圓
圓
圓
祖
祖

-
Z帽
圓
圓
圓
個
欄
個
酬
，

-
m圓圓
圓
圓-
Z
E
H
m
回
國
闖
闖
回
m
m
H帽
圓
圓
圓
闢
闢
闢
圓
圓
圓

"
-
Z國m
E闖
闖
闖
關
岫
闖
闖
闖
闖
闖
圓
圓

-
F闢闢
國H
m

邊
心
〈
口
市
可
巴
馬
巨
星
」
/
寄
自

主
J
Z
血
闖
闖
自
但
「
句
J
A
5
4
命
關

M
O自
M
n
u訓
尚

進
入
學
會
六
年
有
餘
，
歷
經
不
少
人
事
變
遲
，
深
覺
師
兄

弟
問
之
相
處
，
質
是
一
個
重
大
課
題
。
相
處
融
洽
，
不
僅
彼
此

鼓
勵
精
進
修
持
，
德
業
目
進
，
更
能
同
心
協
力
，
推
廣
法
務
，

一
路
被
群
倫o
反
之
，
非
只
佛
一
學
難
以
圓
滿
，
甚
至
令
失
卻
信
心

，
萌
生
還
意
，
斷
了
殊
勝
因
緣
，
十
分
可
惜
。
有
鑑
於
此
，
恆

常
恩
的
如
何
成
就
一
和
合
眾
師
兄
弟
不
起
紛
爭
，
不
致
犯
墮
。

現
鐘
就
此
淺
見
與
師
兄
們
切
磋
之
。

一
、
尊
重
會
長
，
配
合
佛
事
。
會
長
乃
上
師
慎
重
選
派
之
阿

闊
黎
，
恭
敬
上
師
，
自
當
肯
定
會
妾
，
不
可
輕
易
批
評

，
攻
擊
。
應
主
動
與
其
配
合
，
協
助
佛
事
進
行
。
(
勿
忘

:
金
剛
乘
學
人
修
持
之
原
則
|
佛
一
事
他
事
，
重
於
餾
人
私

事
。
)

二
、
命
閻
長
常
常
面
對
多
數
人
，
多
種
事
，
故
本
身
之
能
力
條
件

!
以
及
待
人
處
事
間
均
極
重
要
。
如
具
有
超
乎
一
般
人
之

聚
餐
，
自
然
令
人
信
服
。
或
過
一
器
"
沉
著
泠
靜
，
能
理
性
處

理
，
自
能
免
去
不
少
爭
端
。
又
如
謙
神
酒
容
，
能
知
集
思

何
沛
書

廣
議
，
令
各
師
兄
有
參
與
感
、
歸
屬
感
，
自
然
願
意
傾
心

，
故
會
長
平
素
當
精
進
修
持
，
解
行
並
囂
，
始
能
不
負

上
師
之
咐
囑
。

三
、
師
兄
弟
問
之
相
處
，
當
如
南
波
車
最
後
祈
禱
文
所
一
本

•• 

不

一
看
他
禮
，
但
見
己
失
。
吾
人
愚
昧
，
往
往
只
知
挑
剔
別
人

之
不
是
，
忽
略
了
自
身
之
過
患
。
如
此
不
僅
阻
礙
了
一
己

德
行
之
增
長
，
亦
正
壞
了
和
合
之
主
閣
。
又
如

付
﹒
自
以
為
是
，
固
執
己
見
。
否
則
郎
抱
不
平
，
不
知
修
行
是

要
破
叫
我
執
』
的
。

ω
心
生
嫉
妒
。
見
人
較
勝
，
即
生
妒
意
，
不
知
隨
喜
讚
嘆
，

致
使
功
德
米
生
，
已
惡
業
潛
伏
，
於
人
於
己
皆
成
妨
害
。

臼
遇
事
猜
疑
。
不
明
事
實
真
象
，
即
猜
測
懷
疑
。
造
成
種
種

誤
解
，
而
壞
了
彼
此
之
和
合
，
甚
至
憑
空
扭
曲
，
無
中
生

有
o

俗
所
謂
「
疑
心
生
暗
鬼
」
'
行
者
當
斷
除
之
。

制
叫
我
慢
過
重
。
自
恃
己
餘
，
而
不
尊
重
他
人
o

凡
事
好
獨
攬

專
司
，
不
能
與
人
平
等
共
處
。
此
舉
必
失
人
緣
，
因
你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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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中
無
他
人
，
他
人
心
目
中
又
如
何
有
你
?
語
去

.• 

「
愛

人
者
人
恆
愛
之
，
敬
人
者
人
恆
敬
之
」
。
可
以
深
思
。

的W
不
尊
重
戒
臘
，
爭
先
翰
越

o

於
上
師
跟
前
，
或
殊
勝
大

法
會
中
，
每
有
所
見
。
此
舉
除
破
壞
了
團
體
之
紀
律
，
亦

顯
露
了
個
人
的
「
求
表
現
」
之
習
氣
。
於
修
行
道
上
更
當

警
惕
。

的
冷
眼
旁
觀
意
見
多
。
不
參
與
，
不
做
事
，
然
卻
意
見
多
多

。
常
常
增
加
處
事
之
閣
擾
，
此
等
行
徑
，
閑
暇
笠
切
戒
。
修

行
者
應
是
多
做
事
，
少
說
話
。
(
一
來
積
聚
資
糧
，
二
來

可
免
「
口
業
」

0
)

的
一
味
歸
咎
不
知
體
諒
。
事
有
未
能
圓
滿
達
成
者
，
時
兒
批

評
之
聲
四
起
，
多
所
指
責
，
致
令
當
事
者
，
心
灰
意
泠
。

此
實
有
失
厚
道
，
一
哭
邊
論
慈
悲
o

ω
不
知
「
人
生
本
無
常
，
盛
衰
何
可
恃
」

o

由
盛
轉
裳
，
屆

不
免
感
傷
與
失
望
，
耍
了
知
順
應
。
正
好
亦
是
最
佳
修
行

時
，
有
較
多
時
間
可
深
入
經
藏
法
耍
，
更
能
得
智
慧
，
及

求
解
脫
，
一
切
外
相
之
呈
現
只
是
菌
綠
之
和
合
，
不
必
執

著
o

千
萬
勿
罰
此
無
常
之
變
化
，
失
卻
求
道
之
心
，
願
慎

思
之
。

以
上
種
種
拙
兒
，
提
供
彼
此
作
自
省
之
參
考
，
但
願
能
有

所
助
益
。
今
伺
修
，
豈
是
普
謂
之
緣
份
。
理
當
珍
惜
愛
護
，
相

互
提
撕
'
發
大
菩
提
心
!
精
進
修
持
，
期
許
早
日
共
證
佛
位
。

…
落
之
處
轉
…
…
…
…
…
指
有
一
…
可
…
…
持
…
…
…
法
…
棄
一
…

一

佛
學
組
源
於
印
度
，
於
漢
朝
日
傳
入
我
國
，
佛
塔
於
印

藏
流
行
，
何
以
故
?
據
經

-
E.. 

「
醬
一
夜
六
時
繞
塔
行
道
，
持
齋

禮
拜
，
種
種
功
德
皆
成
佛
道
。
」
但
至
目
前
，
除
五
登
山
外
，

中
國
祇
得
二
個
塔
，
一
是
北
平
之
白
塔
，
另
一
則
是
現
在
臺
南

密
宗
山
之
菩
提
塔
，
建
塔
之
功
德
非
常
殊
勝
，
因
為
祂
能
加
持

盟
泰
民
安
，
及
有
求
必
應
，
鑑
於
此
，
上
師
領
導
金
剛
乘
學

會
全
體
弟
子
，
共
同
來
完
成
這
個
心
頗
，
乃
函
請
示
佛
母
派

人
前
來
修
建
，
據
佛
母
云

•• 

「
當
今
能
正
式
懂
得
修
塔
之
人

，
祇
得
兩
位
喇
嘛
。
」
所
轉
來
之
色
拉
度
德
喇
嘛
是
其
中
之
一

位
，
其
工
作
態
度
認
真
，
很
負
責
任
，
經
過
一
年
多
的
時
間
，

塔
巴
由
動
土
、
整
理
地
基
、
建
模
板
、
灌
漿
、
上
樑
、
豎
中
脈

，
乃
至
關
光
全
部
完
成
，
為
了
加
強
塔
之
色
彩
，
頂
上
之
法
權

及
八
獅
子
等
，
特
別
用
原
裝
銅
條
鑄
成
，
尤
其
八
獅
子
，
生
動

靈
活
，
非
常
道
真
;
塔
之
關
案
用
金
磚
鋪
貼
，
特
別
使
人
向
意

大
利
定
做
，
人
工
剪
貼
花
紋
，
甚
是
精
緻
，
的
為
當
時
祇
訂
兩

箱
，
不
敷
應
用
，
尚
有
四
分
之
一
二
圖
案
未
完
工
，
故
璽
新
再
訂

。
由
於
上
師
急
於
早
觀
厥
成
，
將
抬
照
片
，
寄
呈
佛
母
，

說
將
全
巴
裝
璜
完
妥
，
早
日
攝
於
季
刊
，
以
公
於
眾
，
故
多
次

催
承
運
公
司
，
早
日
把
貨
遷
來
，
免
再
久
待
，
塔
之
莊
嚴
全
部

完
成
，
上
前
將
上
山
與
諸
弟
子
，
聚
集
一
堂
，
共
同
繞
塔
，

以
鑽
心
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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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諺輯匯的

莊晶輯

呵?剖，再呵'~t::'~ ，柄，用汽! 巷，于峙，戶，只設有!

話短易聽， 水要清澈。

閃閃，呵呵!足，可向駒，用汽! 一 可亨剖，門前，為呵，呵呵呵，呵呵Rf

鎧短易騎 O 話無諺難藹

可?剖，中啊，對可柄，筍，可 柄，也足，柄，巴氓，呵呵Rf

和利劍， 器無柄難持

言，有桶，函'I~as t::.~.~ ~'Ras~ 'f 呵?斜，罵，丈夫'~í'~ t:: ï

要抓把柄休抓尖 O 話雖無鋒刃

呵?剖，哥哥，呵，罵，啊，呵，可到瑟夫! 鼠，穹足，5 剖，g氓，月2月割!

有意義的話耳聽知 P奧妙， 能使人心碎

有剖，倒啊，呵，過足，司刻，同穹訓，有，問呵 呵?斜，呵，呵呵?呵，同啊!

漂亮的衣服遠看都美麗 O 爹說爹有理，

呵?剖，到柄，詞，吩咐，忘記，叭叭! 咱剖，忍，呵呵呵，惡，同柄!

話與箭，直的好; 兒說兒有理

閃閃，可色，誦，可~~'~叮叮司，呵呵RJ 可可剖，悶，割肉，品，柄.~反， J 

路與弓，臂的好 O 話理雖無刀槍

啃剖，叫司，戶，肉食叩 門丘，5剖，SK可只!

話要真實， 也能碎人心腸?

7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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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丘，悶，可啊，肉，柄，也泣， f 

風雖不長翅膀

有剖，到戶尺，已氓，對刻，戶悶!

夫充滿謊響 O

可可剖，向旬，司令，蜀，問旬，問旬，街司!

說話像流水滔滔，

恥，軒，有，函，何止，可憫，尺見，負有!

議事如明鏡清瑩 O

呵?剖，則'l:J悶，可亨足，告，間，到刻，同步足， f 

該爹說的話讓娘講了，

間，閏月呵，駒，呵呵呵，色，到駒，駒1'1''''.

向叫司

該主人擋的狗讓客擋了 O

(路賓奪主)

可2月割，酬，啊，向前，苦悶悶!

破布條，可以打補丁 O

可亨氓，剖，巷，悶，Rg柄，呵!

祭品扔進河，

呵，信，戶呵，司呵，抖，或足"

獵狗死了心

呵?足，司，到門內，汽丘ï

放如箭

均
可

耐
心
。
話

可
弓
臼

m
a
i
d

抖

,

HU 

向
1
，
而

H
F
匕
匕

EAB 
m
l
u
v仰
臥
，
心

qi 

亨，穹啊，叮叮剖，警吶!

奔馳時并靜而行，

也氓，可月'~ltl'骯!
搭 11長幕對門市厝 O

亨，可 8呵，可足，只見，街司，有!

為匹好壞如何，

呵呵'l:);ll:)，建立、有明'S~'呵呵割!

要在原野之上觀察 O

句，可柄，柄，喜啊，5俐，吋啊'f，.， y 't'

到啊'rl
E 罵單跑顯得很快，

函，咱可，向-即可'.5楠，向啊，研究呵'Ff

一人獨說似乎有理 O

兮，啊，剖守，有民、!

老馬沒咽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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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呵呵，柄，蚓、呵!

烏鴉就啄跟 O

可﹒冉、呵呵﹒向可丘，再丘，月啊，函，吶!

步行的不知騎馬的冷，

妒，妒，柄，呵'if月間，函，們!

騎馬的不知步行的累 O

句，高令這間可柄'~足ï

馬匹長相雖悶，

柄，啊，傘，還悶，函，叫阿

步態卻不一樣

亨，筍，通筍，悶，呵?可桶，司!

駿馬控到槽前

有足，喝足，函，街啊，哥呵!

人們自會議價 O

芳，恥，喜啊，柄，向'~r
駿馬善奔跑，

5泣，喝足，穹足，向，天有!

先塘也嫌小

※兌塘，裁北草原、 0

~'剖，筒，賤民，司，司峙，月爽，還肉!

罵下巴長顯老，

Qd qJ 

函，譜，宮，貝貝，司，司司峙，同策，這肉!

人脾氣好顯笨 O

亨，悶，詞，同駒，有民啊!

上馬之前

詞，間，呵呵，呵呵'S~'啊副!

嗯嗯、馬鞍。

亨，剖，駒，司啊，詞，悶，問呵，可想到，管!

騎馬前將鞍子察看三遍，

駒，瑟夫，呵，司，悶，呵呵呵，咽，試!

上了馬就別怪馬鞍 O

兮，有尺，司，柄，吭'~I

失馬可追，

8呵，恥，司令究，柄'~.r

失苦難收 O

句，叭，剖爽，酬，間，穹忌'~啊!

馬駒走在母為箭頭，

悶
。
用
i
-
l
、

"
明
建
一
路

1
，

用l

前
仰
，

m
詞
唱

f
l

叩
門
、
鳥
伊
'
，
神

恥
的
母
叫
天

r
l
在
峙
，
似

時
跑
何
?
雖

兩
鳥
那
識

，5
雛
軒
見



1司，穹呵，函，門足，悶:司，究有制!

行為應向常人 O

穹呵，遠，高呵'q~'是足，守門止.，

斷了水源的池一塘，

氓，到門悶，為門，向飛，同悶悶，認!

缺了後援的英雄 O

肘，貝司，肉?于1足.，

凶兆勿須多看，

~.貝司，悶，幫倒y~:t\ '8l' '1有研!

臭氣不要再闊 O

旁，自呵!

吃的是狗食

閥割﹒商民，叫咱!

幹的是驢活 O

琴，昂啊.~~.莉，司司副.有!

吃了酸食，

戶，悶，只到剖，遠，只戶氓，認足， , 

口中流誕 O

旁，有足，悶，司副!

在家裡吃飯，

詞，丘.~ ，悶，可足. , 

蛋下在外面 O

(吃裡扒外)

穹，天，頁，悶，可穹椅，司.~.事丘，研制'閃..

詞可

斧子砍石頭，

吃虧的是鐵 O

柄，見，魚，詞.~.悶，啊!

虎的斑紋在外

8l R'~'詞，司足，悶，商汽!

人的花紋在內 O

(葦虎難董舟，

知人難知心)

們，毫啊，是峙，悶，旬，詞，引鵡!

狐狸跟著老虎跑，

喜可悶，副司氓，喝，幟，柄，呵，也可

跑到頭來折斷腰 O

啊，柄，梢，們悶，司，函，呵，司!

猛虎餓了吃人，

fJC:'柄，剖，穹啊，可柄，司﹒謂!

惡狠餓了吃羊 O

啊，詞，呵，啊，們啊.~頁，睛，呵，函，謂!

猛虎雖餓不食己肉

街口，呵，們氓，訝，司足，問泣，可c: ~y '1頁. • 

銜，只哥叫!

獅雖冷不離雪山 O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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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
法
訊

遺
余
相

」

2
.
4
1
3
'

，

自
密
宗
山
菩
提
塔
閱
光
以
來
，
楊
東
賢
首
先
建
議
召
集
各

會
師
兄
逢
星
期
臼
早
上
於
菩
提
塔
前
修
上
師
相
應
法
及
金
剛
聽

捶
法
念
無
死
蓮
師
及
郎
金
藥
師
咒
，
臣
的
為
祈
禱
上
師
健
康

長
住
世
，
病
魔
早
退
，
使
繞
塔
者
祈
禱
成
就
，
問
鷗
者
平
白
開

悟
，
疾
病
者
速
復
鍵
跤
，
煩
惱
者
還
離
苦
店
，
凡
百
吉
祥
，
善

妙
增
長
。
修
法
完
畢
，
整
理
密
宗
山
花
草
樹
木
，
賀
行
環
保

0

、
法
會
開
始
，
由
閉
關
者
以
戒
臘
先
後
順
序
排
列
，
領
導
各
會
會

長
及
會
員
一
一
一
繞
菩
提
塔
，
虔
誦
祈
禱
文
，
閉
關
者
先
行
返
密
關

房
，
然
後
由
列
席
會
長
領
導
各
會
員
共
伺
修
法
，
北
中
南
高
四

會
輪
流
集
合
修
法
，
非
常
殊
勝
，
此
外
於
十
月
底
及
十
一
月
初

皆
有
師
兄
自
行
前
往
塔
前
修
法
，
精
進
可
嘉
。

目
前
上
師
於
鑫
北
學
會
休
養
，
身
體
日
見
康
復
，
亦
可

慰
也
!
其
稍
見
舒
適
，
即
為
弟
子
所
請
，
前
後
分
別
於
蠹
北
(

十
一
月
廿
一
臼
)
及
高
雄
(
十
一
日
廿
九
日
)
閉
一
本
金
剛
亥
母

生
圓
次
第
，
並
己
訣
定
待
菩
提
塔
整
體
修
飾
關
滿
後
，
親
自
能

往
密
宗
山
住
一
一
一
天
，
每
天
晨
早
繞
塔
祈
禱
，
及
拍
攝
照
片
，
寄

呈
佛
母
，
以
作
紀
念
。
隨
後
返
回
憂
北
，
實
行
閉
關
，
專
修

止
觀
，
鑫
週
日
開
示
法
要
0

日
來
鑫
灣
各
學
會
會
員
紛
紛
成
立
研
經
班
，
以
提
倡
學
習

風
氣
，
鼓
勵
讀
經
，
臺
北
逢
星
期
四
法
會
完
畢
後
，
由
蔡
影
輝

及
林
哲
用
指
導
閱
讀
菩
提
道
次
第
廣
論
，
星
期
五
法
會
前
由
林
祟

，
安
解
說
金
剛
乘
心
意
練
習
|
|
本
尊
莊
嚴
密
咒
教
授
之
最
勝
心
意

練
習
及
星
期
六
下
午
一
一
時
至
四
時
間
設
藏
文
班
!
i
研
讀
文
殊
真

實
名
經
，
四
時
至
五
時
講
菩
提
正
道
菩
薩
戒
論
，
星
期
日
由
高
錦

導
讀
諸
家
大
手
印
比
較
研
究
。
蠢
中
學
會
逢
星
期
四
由
陳
國
政
主

持
研
經
班
，
懿
講
俱
舍
論
、
菩
提
道
次
第
略
論
|
i
止
觀
篇
，
今

績
講
菩
提
道
次
第
廣
論
，
鑫
南
學
會
逢
週
自
由
楊
東
賢
主
持
諸
家

大
手
印
比
較
研
究
，
前
已
完
成
心
經
密
義
簡
述
。
高
雄
學
會
逢
星

期
三
由
王
俊
雄
主
持
菩
提
正
道
菩
薩
戒
論
，
前
日
講
畢
菩
提
道
次

第
廣
論
及
菩
提
道
次
第
訣
耍
，
參
加
研
經
班
人
數
無
多
，
但
領
導

人
努
力
不
嘿
，
其
長
遠
心
可
嘉
。

上
師
領
導
海
鑫
弟
子
努
力
發
展
密
宗
山
，
建
塔
起
廟
，
閥
割

一
一
個
殊
勝
、
莊
嚴i
永
久
之
窗
瑪
巴
蘊
場
，
目
的
是
莊
嚴
佛
土
，

饒
益
有
惰
，
於
五
濁
惡
世
中
，
能
提
供
一
塊
淨
土
，
來
接
引
宋
法

時
代
之
眾
生
，
祇
要
他
懷
著
一
顆
出
離
.
心
，
一
心
向
佛
，
一
擺
脫
輪

迴
'
堅
守
金
剛
乘
學
人
修
持
原
則
，
持
以
長
遠
心
，
上
師
是
非

常
樂
意
接
叭
叭
的
o

開
發
密
宗
山
，
既
辛
苦
，
且
艱
難
，
無
論
財
力

、
入
力
、
物
力
都
欠
缺
，
但
各
會
會
員
都
有
一
個
共
同
之
願
力
，

盡
力
支
持
。
山
上
已
開
了
一
條
頗
為
寬
闊
之
道
路
，
大
型
旅
遊
車

亦
能
甚
遠
山
上
繞
塔
，
下
一
個
計
割
則
整
體
規
劃
'
動
土
建
廟
，

但
願
能
快
建
順
利
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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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助
本
刊
芳
名

本
才士

台
灣
方
面
(
台
幣
)

周
棵
生
周
榜
首
旁
指
助
印
工
駱
五
美
捐
二

O
O
0
元
黃
文
政
牢

燿
卅
吞
搞
一
五
0
0
元
主
慈
芳
拐
了
戶
一
0
0
元
方
慶
華
劉
何
桂

許
德
發
林
扳
亨
各
搞
一

O
O
0

元
林
秀
梅
蔡
河
源
駱
玉
秀
英

晶
湖
辛
格
治
各
拓
，
七
0
0
元
林
當
品
的
則
始
諱
的
判
明
，
桔
球
碧
龍

吞
括
六
0
0
元
張
憲
昌
一
陣
鹿
燕
兵
音
帶
王
振
說
張
世
昌
特

東
贊
花
金
槍
何
明
安
費
瑞
郎
﹒
謝
且
採
牢
銘
恭
謝
碧
芬
各
捐

五
0
0
元
球
星
當
時
悴
立
散
球
迷
集
合
拍
丘
。

0
元
尹
史
麟
湯

曉
怠
張
山
田
林
恆
宏
莘
苗
教
育
中
心
蔡
東
雄
五
金
設
特
技

源
主
俊
雄
許
淑
球
張
永
和
各
拐
四

0
0
元
林
坤
旺
持
企
動
各

括
三
五
0
元
球
冠
諭
廖
金
旺
胡
勵
真
林
山
會
安
球
會
拳
鍾
聯

禧
郭
月
嬌
花
大
地
字
正
一
高
鑄
張
梅
華
﹒
球
國
政
鄧
淑
文

張
家
睿
張
家
源
陣
擎
巖
球
淑
鈍
林
再
一
牢
元
煒
李
貴
錦

牢
笑
道
林
部
且
柯
其
成
兵
鹿
琴

t

謝
淑
﹒
忠
陳
勝
義
鐘
隸
湘

寺
掃
毒
祺
閻
學
費
光
宏
劉
秀
萍
簡
文
添
張
黎
玲
一
張
錦
蜂

林
λ中
華
各
捐
立
一0
0
元
彭
宅
鐘
宅
吞
拍
戶

-
f
A
0元蕭
鹿
秩
柯
智

鐘
張
永
璁
盧
其
萌
設
國
芬
周
羅
坤
馬
故
芸
閑
雜
中
許
德

鄰
許
祖
迫
閑
雜
祖
問
蓓
蓓
郭
秀
琴
吳
敬
子
的
們
美
麟
紀
處
紅

﹒
隊
粥
訕
柯
旭
式
紫
文
宗
蕭
永
美
球
錦
捷
的
們
挖
欽
張
基
源

張
銘
仁
玉
昌
齡
林
月
鳳
周
宗
氏
牢
徹
廖
千
瑩
張
慶
華
林

美
巷
謝
哇
隸
，
一
吳
建
論
尤
佰
忠
羅
麗
玲
何
紹
彤
白
租
費
牢

銘
閣
賴
昆
峰
周
玲
華
趙
品
荐
趙
品
森
趙
崇
溪
-
郭
安
男
沈

玲
燕
劉
添
其
林
玲
祺
像
正
輝
柯
玉
燕
的
判
文
鑫
曾
添
旺
張

素
香
時
時
政
廷
彭
晃
脅
傅
邦
武
筒
毓
彥
劉
鹿
技
郭
人
文
字

揖
仰
著
馬
挖
周
弘
造
商
弘
其
廖
會
囂
張
千
德
方
太
輝
邱
永

定
鈍
淑
芳
高
考
一
雄
算
辦
車
帶
息
娛
黃
泉
坤
陳
光
華
接
建

一一

蒂
陣
春
氏
林
啟
明
洪
仙
文
何
侍
者
何
單
誘
床
實
枝
(
高
雄
)

黃
秀
如
黃
蜂
賢
費
彥
博
馬
丸
仁
馬
庫
邦
馬
庫
漢
黃
隆
芳

陣
清
﹒
吼
叫
王
仁
哲
兵
雅
雲
周
金
陵
郭
淑
慎
張
清
義
革
淑
芳

胡
正
之
胡
蔡
纏
球
鑄
蜂
張
永
明
諒
。
且
進
楊
堂
)
相
胡
鳳
英

施
服
于
羅
球
聯
張
致
遠
各
拍
斗

0
0
元
鄧
天
一
韓
秀
﹒
史
各
搞
一

五
0
元
劉
印
連
林
哲
用
徐
五
東
高
志
中
萬
守
其
張
拉
夫
智

王
志
決
‘
游
錦
文
何
位
笨
游
踴
怠
謝
擷
良
品
結
信
儒
唐
久
寵

黃
梅
正
草
一
，
如
蔡
作
豪
林
永
桔
玉
桔
張
雅
淇
閱
祟
祟
縈

勤
奮
詹
學
勝
林
銘
銘
許
芳
商
玉
森
玉
敏
宋
瑞
宗
球
琮
元

陣
凱
玲
趙
一
峰
時
峙
傳
胡
呂
沖
城
林
索
娥
的
判
政
才
許
淑
是

張
高
塔
、
李
志
智
黃
敏
源
的
博
秀
華
曾
正
德
筒
敏
麟
林
金
技

張
廖
音
域
縈
精
美
其
麗
鴻
黃
敏
玉
拉
皆
氏
拉
隊
也
時
時
報
彎

脅
床
時
明
珍
盧
呆
久
鄒
慶
索
字
儀
玲
郭
林
詩
玉
錦
明
黃
庫

羔
唐
企
源
張
志
韓
張
乃
文
趙
處
其
特
茂
宏
黃
祿
樑
牢
索

南
施
成
典
寸
天
替
劉
錫
清
用
必
典
張
門
款
林
斯
文
劉
婷

玉
的
判
佳
笨
劉
與
漢
陳
淑
娟
拉
攏
桿
拉
金
沖
柯
瑞
莘
柯
銘

浮
切
可
潔
芳
其
束
學
蔣
﹒
品
冉
湘
費
學

M
F民林
昭
明
-
牢
坤
改
裝
振

者
王
忠
要
方
明
井
謝
月
乃
王
福
文
玉
清
泉
球
建
夫
球
林

和
嫁
楊
寶
祥
廖
中
山
黃
蜂
德
林
美
秀
貴
正
雄
何
索
真
柯

息
芬
馬
慈
章
陸
新
回
陸
有
任
璿
忠
強
呂
建
興
許
月
勤
貴

詢
淨
林
慈
文
張
邱
靜
美
徐
淳
香
一
邱
淑
慧
蔡
淑
真
正
玉
芬

無
名
成
本
搞
一
0
0
元
字
會
卿
鄧
淳
元
鄧
安
婷
林
索
真
劉
靜

儀
劉
立
建
劉
桔
精
接
指
五

0
元

香
港
方
面
(
港
幣
)

z
m
只
M
C
O烈
的
C
Z

牢
百
行
各
拐
立
一
0
0
元

Z
O
Z
D
O
H
E
Z
D

何
于
銘

n
Z
H
Z
o
z
g
z
m
各
報
L
O
0
元
馮
灼
炎
搞
一
六

0
元
羅
啟
安
玉
隸

儀
吞
拐
了
A
0
元
洛
玫
諾
周
閱
平
安
銘
錫
吞
拍
一

0
0
元
黃
家

俊
各
拐
七
0
元
周
觀
偉
馬
日
雄
閏
月
嘉
莉
各
括
五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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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avour 意樂
c Action 加行
d Completion 究竟

2 Theft 不與取
a Robbery 脅取
b Stealing 盜取
c Cheating 騙取

3 Adultery 邪﹒淫
B Karma of the speech 語業

1 Lying 妄語
a Cheating 欺闊
b False speech 故說
c Great lies 大妄語

2 Backbiting 兩舌
a Explicit hackbiting 顯兩舌
b lmplicit backbiting 隱兩舌

3 Scõlding 惡口
4 Rambling speech 綺語

C Karma of the mind 意業
1 Greed 貪
2 Anger 嗔
3 Wrong view 邪兌

11 Result of black karma 黑業呆
A Fruit ripening at different times 異熟呆
B Fruit of the same order 等流呆
1 Of the subject 作者等流
2 Of the object 受者等混亂

C Addition fruit 增上呆
D Fruit enjoyed 士用呆

11 Fruit of practice 所修之呆
1 Whi te. karma 白業
11 Fruit of white karma 白業呆

2 Completing of the two assemblies 圓滿4聚
a Refuge 皈依

i Faith 生信
1 Pure faith 淨信
11 Faith longing for happiness 欲樂信
111 Faith cutting all doubts 決定斷提信

ii Motivation 發心
1 Low temperament 下根
11 Medium temperament 中根
111 High temperament 上根

iii Object of refuge 皈依境
1 Common refuge 共皈依
11 Extraordinary refuge 不共皈依

一 d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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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oundary Avicih 無間邊獄
A Near-boundary 近連獄
B Iron Stone Hills 鐵石山

111 The eight cold hells 八寒地獄
A Arbuda 頓部獄
B Nirarbuda 尼科部陀獄
C Atatah 頓折也獄
D Apapah 虎虎婆獄
E Hahadharah 霍霍婆獄
F Utpalah 嗤碎羅華獄
G Padmah 碎特摩華獄
H Mahapadmah 大碎特摩華獄

IV The lonely hel1 孤獨獄
11 Hungry ghost 餓鬼
1 Phantoms 穩住
A External obscuration 外障
B Internal obscuration 內障
C Particulars 特取
11 In the sky 才于空

iii Animal 畜生
1 In the sea 大海中住
11 Scattered 散居

iv Human 人道
1 The three sufferings 三苦
A Suffering due by change 壞苦
B Consequential suffering 苦苦
C Approaching to suffering 行苦

11 The eight sufferings 入苦
A Birth 生
B 01d age 老
C 111 ness 病
D Death 苑
E Meeting with the disliked 怨憎會苦
F Separation from the be10ved 愛別離苦
G Not getting ones' wishes 求不得苦
H Strong grasping to the five aggregates 五陰熾盛苦

v Asura 阿修羅
vi Heaven 天道

1 Fading of ha10 身光雙無
11 Uneasy in seat 不樂安座
111 Wi1ting of f10wering adornment 花越枯萎
IV Worn out of garment 天花壤垢
V Body 'swea t i ng 身出汗臭

d Knowing b1ack and white karma 知黑白業
i That shou1d be abandoned 所斷之業
1 Black karma 黑業
A Karma of the body 身業

1 Ki 11 i ng 殺
a Object 所緣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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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eachings leading to liberation 能解脫，之導引
A Pre1iminaries 加才于

1 Purifying actions (common preliminaries) 淨業
a The precious human birth 暇滿難得

i Meditation on the eight unfavourable conditions of 
rebirth 忠錐體相無暇

1 He 11 地獄
11 Hungry ghost 餓鬼
111 Anima1s 畜生
IV Outskirts 邊地
V Long-lived gods 長壽夫
VI No buddha appears 不逢佛世
VII Faculties impaired 瘖啞

VIII Wrong view 邪見
11 Meditation on the favourable conditions of rebirth 思維勝法國滿
1 Favourable condition on the self 自圓滿
A Reborn as human 入身圓滿
B Reborn in a prosperous world 報土國滿
C All the faculties in tact 諸根共足
D With a good temperament 意樂團滿
E With a true faith 生正信心

11 Favoqrab 1 e cond i t i ons on the ~others 他圓滿
A Buddha appearing in this world 佛出世
B Turned the dharma wheel 轉法輪
CThe restoration of the dharma 教法往世
D Approaching the dharma 趣法緣
E Guidance from good companions 善友攝受

1 1 1 草editating upon the difficulty inobtaining the 
favourable conditions 思維難得喻義

IV Meditation on the difference in Quantity 思維數量比差
b lmpermanence 觀無常

i lmpermanence of the material world 外器世界無常
11 Impermanence of being 內情世間無常
111 The impermanence of saints 聖賢大德無會
iv The impermanence of gods and kings 天帝人正無常
v Impermanence of meaning 一切喻義無常
vi Uncertain way of dying 死法無定
Vll Death will certainly come 死決定至

c Sufferings of samsara 怖輪迪苦
i Hell 地獄
1 The eight hot hel1s 八熱地獄
A Samjivah 等活獄
B Kalasutrah 黑繩獄
C Samghatah 眾令獄
D Rauravah 號叫獄
E Maharauravah 大號叫獄
F Tapanah 炎熱獄
G Pratapanah 捶熱獄
H Avicih 無聞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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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Magic Net Tanira (2) 

Wong Ngai Ying 

2 The Secret initiation for the accomplishmentof the 
Sambhogakaya 密灌項成就報身

3 The Wisdom initiation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Dharmakaya 智慧灌項成就法身

是 The word initiation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the body 
of primordial nature 名詞灌項成就法性身

B Vows ..:三昧耶戒
1 Vows to be protected 所護乏味耶我
a Root 根本

iThe practice of anuttarra tantra as taught 依法修無上密
11 Respect to gurus 恭敬上師
111 The non-cessation of mantra and mudra 咒印不斷
iv Love for vajra-brothers 愛護全~1 兄弟
1 Vajra-brothers in general 總金剛兄弟
11 Far vajra-brothers 遠金剛兄弟
111 Near vajra-brothers 近金剛兄弟
IV Peerless vajra-brothers 不共金剛兄弟
V Secrecy to those not ready 非棧不說
A 有ith a low temperament 下劣心
B Not a tantric vessel 非密器
C 草antra and yidam 本尊名咒
D Auspicious signs in practices 修持瑞相
E The place of practice 心修法處
F The time of practice 修峰時，
G The partners ofpractice 修法伴
H The offering in practices 修法供物

Harm9n i oussecrecy 和合密
J Concealment 保密

b Branch , :the 5 non~a vo idance … and the ~ acceptance 
二支分(不斷者真五毒和應取者五)
Ignorance 癡

11 Greed 貪
111 Anger 嗔
iv Pride 慢
v J eal ousy 嫉
vi Bodhhicitta 菩提

+ the five defiled poisons 應取者
Vl1 Great meat 大肉
viii Lotus blood 蓮花血
ix Smal1 perfume 小香
x .Grea t perfume 大香

2 Method of protection 保淨方便
3 Confession and repentance 還淨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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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有咕咕吶喊們吋lf這羊毛鴨仲裁中氣呵!

桐酹tT擎呵呵叫馬RJhM村哼洽呵呵晰可!

38. bDE.gSHEGS.ZUR.PO.CH'E.-THE SUGATA OF ZURCHEt、:. Arising out of 
the Pure Land as Being of Great SplendouL With inconceivabk. prescience and power of 
magicaJ transformation. He clarified the Ancient Doctrine of the Land of ihe Snows-Bomage 
10 Deshek Zurpoch'e! 

南瑪巴師佛傳承系統 (38) 善逝蘇窩車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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