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床在足使gp 。 被損以加勿史 . ;貴褻有稍可不 ， 敬恭心存須必，像佛見凡 :德功像佛敬恭

雨於人一-，云要心大展示閥爺佛程澤桑根巳~援 。 大甚罪兵 ， 越玲豆甚 ， 下地或、 土

共 ， 德功此以 ，人二比如 ; 4h淨他易 ， 垢拉以，主人一又 。 之蓋處草拾怠，塔泥小見中

成為可皆 ， 塔佛 、 像11~見3比， 名之寶三聞說故 。 」 王輪祥之純金為持者三，人塔進與後

。 子種佛

日 一月四年三十八國民華中

期 59 第
日一廿月 二年戌甲曆農

，主、
fkt 
ιι~ 

宗
山
大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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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
結
構
外
觀



現觀莊嚴論頌 (54) 法尊法師譯

!想，新的叭叭計部!~r~~r ， ，詢問可研嗎桐闕，吶!

蘊等諸留難。資糧及根等。

、 \re:!!'t.."~~Ir.'t'4'b.I'f" E're."'r-"，..~tI\~'.[:;們
!可ORS汽~~~們喃喃呵!寄予取魚肉，想久，啊!

戰事陸吝等。加行及隨行。

!可有喇喇天:呵呵呵，吋啊!忌、只想，晶晶可品惘，輛

破彼所依處。不得堅許法。

!咐，吋咐r呵，恥， ，悶頭峙喲，啊!

安住三地中。於白地決定。

1輛.~雨，志通向可利l 1有哺喂!咱們蓬頭是!

為法捨身命。此十六剎那。

!棋高司耘，馬曉糊可柄.~， ，學;品部闕，穹喇喇尚可

是住見道位。智者不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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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加
持

容
或
今
日
使
降
臨

速
修
妙
法
求
加
持

死
墮
惡
趣
不
自
由

思
苦
難
忍
求
加
持

真
實
不
虛
無
他
、
方

總
別
遵
行
求
加
持

各
別
應
受
勤
止
作

四
力
對
治
求
加
持

一
得
人
天
賢
善
身

願
出
輪
迴
求
加
持

聲
﹒
有
海
飄
流
不
自
由

業
投
依
於
煩
惱
起

營
業
惑
增
上
成
流
轉

離
此
當
得
無
漏
樂

特
為
脫
有
苦
依
立
一
學

生
生
願
持
解
脫
戒

特
但
求
解
脫
雖
可
得

願
修
能
滿
二
利
行

榜
恩
怨
中
庸
今
雖
混

不
應
虛
妄
分
愛
惜

特
生
死
流
轉
無
其
始

故
知
有
情
皆
是
母

秘
今
生
愛
我
母
為
最

忠
此
厚
息
未
能
報

秘
措
如
有
恩
猶
捨
棄

是
故
國
報
當
拔
苦

努
有
恩
母
等
乏
安
樂

願
諸
有
情
皆
得
樂

線
國
政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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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母
等
平
生
苦
所
進

縱
有
餘
殃
我
代
受

一
切
世
間
諸
有
情

我
應
決
定
如
是
作

發
任
運
成
辦
白
他
利

以
此
為
利
有
情
事

特
自
他
於
苦
皆
不
欲

他
之
求
樂
亦
如
我

借
愛
自
即
成
平
苦
困

生
佛
差
別
從
此
出

特
以
我
善
樂
諸
因
果

如
風
去
來
行
取
捨

著
為
令
發
心
長
不
退

斷
四
黑
法
依
白
法

著
成
就
利
他
發
弘
巷
口

進
受
大
戒
起
大
行

發
身
命
資
兵
三
世
善

從
心
變
現
以
布
施

特
別
解
脫
等
諸
律
儀

若
遮
若
性
微
細
菲

特
人
及
非
人
四
大
種

斷
除
瞋
急
不
與
較

著
既
為
刻
他
求
菩
提

苦
困
苦
果
顧
盡
離

勤
修
悲
心
求
加
持

獲
無
漏
樂
斷
苦
根

願
迷
堪
能
求
加
持

世
草
，
而
外
更
有
誰

願
速
成
佛
求
加
持

願
得
安
樂
此
心
同

白
他
等
視
求
加
持

愛
他
則
是
萬
善
根

白
他
相
換
求
加
持

他
苦
因
果
盡
無
餘

由
此
發
心
求
加
持

念
其
勝
利
日
六
修

如
理
勤
行
求
加
持

為
述
國
滿
此
舉

-
w願

勤
勇
修
學
求
加
持

各
隨
所
願
施
有
情

捨
心
增
廣
求
加
持

捨
命
不
犯
罪
惡
行

羞
恥
防
護
求
加
持

所
作
損
惱
多
相
通

觀
業
忍
受
求
加
持

無
聲
艱
辛
經
劫
海

於
諸
難
行
無
怯
倦

眷
念
知
堅
由
除
況
掉

身
心
於
善
有
堪
能

勢
以
分
別
智
觀
法
性

徒
從
輕
安
發
深
觀

特
由
施
攝
草
成
眷
屬

以
身
作
則
混
同
事

發
已
修
共
道
成
法
器

為
入
秘
密
勝
上
乘

著
所
受
真
言
諸
密
戒

不
守
決
當
墮
地
獄

著
密
部
肝
心
叫
一
次
第

一
日
四
座
無
間
斷

發
示
茲
妙
道
善
知
識

願
持
正
法
久
住
世

秘
願
我
生
生
過
明
師

十
地
五
道
功
德
滿

祈
求
加
持•• 

無
可
思
大
悲
藏
眼
觀
視

無
垢
智
、
正
師
利
微
妙
音

無
餘
群
隊
魔
滅
唯
密
主

會
嶺
勝
賢
頂
嚴
宗
﹒
喀
巴

善
慧
稱
揚
蓮
足
下
祈
禱

著
精
進
鎧
求
加
持

心
緣
一
境
生
輕
安

隨
意
得
止
求
加
持

即
由
觀
力
引
輕
安

願
生
此
慧
求
加
持

說
如
法
語
示
利
行

四
攝
利
他
求
加
持

當
求
兵
德
阿
關
黎

受
四
灌
頂
求
加
持

若
善
守
護
易
成
就

捨
命
珍
護
求
加
持

達
精
要
巳
起
勇
進

依
師
教
修
求
加
持

如
煜
薰
修
同
行
人

內
外
災
息
求
加
持

飽
餐
妙
法
甘
露
味

速
疾
證
得
金
剛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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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時
，
郁
金
庸
問
波
車
時

…
岡
波
巴
大
師
四
法
艾
歷
啤
嗎
恭
桑
英
立

特
黃
毅
英
譯
自
「
稜
述
佛
陀
、
之
語
」
材

令兮
兮
兮
A
V
A
v
e
A
V
@
品
V
A
V
令
兮
兮
兮
兮
晶
V
A
V
A
T
A
V
兮
兮
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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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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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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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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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兮
兮
兮
兮
兮

願
心
隨
佛
法
祈
加
持
以
成
，
其
中
第
一
為
獲
離
八
無
暇
，
得
十
圓
滿
之
寶
貴
人
身
難

願
以
法
為
道
祈
加
持
得
，
皆
因
我
等
已
獲
人
身
，
常
以
為
得
人
身
者
甚
易
;
實
者
非

也
o

得
獲
寶
貴
人
身
須
於
溫
往
生
中
，
積
集
耳
曼
之
自
業
。
人

願
道
清
障
礙
祈
加
持

身
之
間
萃
，
稀
如
夜
間
星
辰
。
而
於
人
中
，
得
人
身
又
傾
慕
修
持

願
轉
迷
成
智
祈
加
持
佛
法
者
極
鮮
，
猶
如
自
閑
之
差
。
而
慕
道
者
又
能
誠
信
精
進
者

以
余
不
具
修
學
成
就
之
任
何
功
德
故
，
只
能
複
述
佛
陀
無
則
更
少
矣
。
真
正
修
佛
法
者
能
出
離
世
間
之
追
逐
，
而
求
此
生

謬
之
語
，
以
利
對
佛
法
虔
倍
之
有
惰
。
圓
滿
證
悟
者
。

無
比
與
舉
世
筒
名
之
悶
波
巴
大
師
，
將
賢
劫
千
佛
以
授
當
縱
得
人
身
，
卻
為
無
常
所
操
縱
o
無
常
者
，
情
器
皆
無
有

授
之
教
法
，
濃
縮
為
四
句
，
名
為
向
波
已
大
師
的
法
。
此
甚
深
恆
久
者
也
，
其
中
人
壽
為
極
短
者
，
不
可
測
與
虛
幻
，
如
電
閃

句
語
為
顯
密
之
集
，
並
為
龍
清
巴
大
師
所
翻
述
。
行
人
得
此
教
及
泡
沫
。
於
此
世
上
，
無
有
永
存
者
;
各
人
接
瞳
遊
去
。
死
後

授
已
並
能
精
進
，
則
能
以
一
期
關
滿
證
悟
，
諸
佛
所
具
成
就
者
，
若
入
下
一
一
一
道
者
，
將
受
不
可
忍
、
不
可
雷
喻
之
苦
惱
。
現
我

之
教
法
，
何
其
殊
勝
也
。
等
爭
求
好
景
、
安
樂
與
財
富
，
然
不
論
得
何
等
極
度
之
世
間
奢

諸
佛
已
具
足
斷
證
之
一
切
功
德
，
斷
諸
障
日
，
證
智
盤
一
心
功
華
與
快
樂
，
無
法
帶
去
者
i
i

摯
友
、
眷
屬
與
財
產
i
i

均
不

德
。
以
對
眾
生
大
悲
及
慈
心
故
，
猶
如
母
對
子
之
關
懷
，
覺
者
能
帶
離
此
生
。

授
以
諸
法
，
其
法
以
諸
地
菩
薩
之
傳
承
流
傳
o

故
此
等
教
授
乃
我
等
縱
對
眷
屬
親
友
鐘
愛
，
於
死
之
時
，
將
獨
步
往
未
知

依
其
成
就
行
者
之
不
壞
傳
承
雨
下
，
車
站
工
余
之
根
本
上
飾
。
之
境
。
過
往
生
中
亦
會
如
此
，
軍
相
知
於
後
，
亦
棄
諸
所
有
，

間
波
巴
大
前
四
法
之
曾
為
「
趣
入
佛
道
」

o

此
由
四
思
維
無
論
此
生
所
獲
何
等
歡
樂
與
聾
碩
，
皆
如
昨
夜
夢
之
不
實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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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恆
常
，
知
一
切
如
夢
消
道
，
即
知
無
常
與
死
。

若
死
後
一
切
皆
無
，
如
水
之
乾
諦
，
或
火
之
熄
滅
，
則
甚

簡
單
矣
。
若
然
則
無
須
擔
心
，
惜
實
況
非
如
此
者
，
以
神
識
無

死
故
。
死
後
我
等
必
須
受
各
種
業
果
，
以
無
明
故
，
流
於
一
一
一
界

無
有
出
期
，
無
法
解
脫
，
遂
處
輪
迴
於
下
一
一
一
界
與
上
一
一
一
界
，
若

欲
離
六
道
之
輪
迴
'
其
緣
時
當
修
聖
法
。

一
日
為
煩
惱
障
與
所
知
障
所
葦
，
那
續
流
輪
迫
中
，
此
一
一

陣
即
為
礙
人
證
蘊
知
佛
位
者
。
欲
除
此
障
，
當
修
習
加
行
，
此

即
持
波
巴
大
師
之
第
二
法
「
以
法
為
道
」

o

首
先
作
皈
依
或
禮

拜
，
以
之
清
除
過
往
無
數
生
中
身
之
黑
業
與
障
礙
。
為
除
自
無

始
來
語
之
黑
業
與
彈
障
，
當
修
金
剛
聽
墟
。
為
徐
患
無
始
來
意

之
黑
業
與
罪
障
，
獻
外
、
內
、
密
曼
遠
。
最
後
，
為
除
白
無
始

來
身
、
語
、
意
結
合
所
積
之
黑
業
與
罪
障
，
當
修
外
、
內
、
密

上
師
瑜
伽
。
如
-
E.. 

「
諸
障
盡
除
，
覺
悟
隨
生
。
」
上
師
瑜
伽

為
極
深
之
修
一
法
，
除
障
與
開
悟
均
為
最
勝
者
，
雖
其
置
於
加
行

中
，
然
較
正
行
更
深
啦
。

偶
波
巴
大
師
之
第
三
法
為
「
清
除
道
障
」
。
其
中
﹒
「
道
」

為
融
合
顯
密
「
根
、
道
、
果
」
體
系
之
一
環
。
根
者
為
佛
性
、

如
來
藏
、
諸
佛
法
身
而
一
切
眾
生
本
具
者
。
此
比
以
純
不
滲
雜

之
金
，
具
勝
功
德
並
無
任
何
瑕
疵
者
。
佛
性
何
以
有
於
各
眾
生

中
耶
?
﹒
一
般
比
以
芥
子
之
泊
，
榨
取
後
，
芥
子
必
能
生
泊
。
如

是
，
一
切
眾
生
皆
具
佛
之
本
性
，
即
佛
性
，
無
有
缺
者
。
一
切

諸
佛
菩
薩
兵
之
，
一
切
眾
生
乃
至
最
細
之
蟲
皆
其
之
，
其
質
與

量
均
無
別
者
啦
。

此
佛
性
、
如
來
藏
，
遍
滿
輪
涅

o

虛
空
離
中
邊
，
虛
空
所

及
之
處
即
有
竅
生
，
有
眾
生
之
處
即
有
佛
性
，
此
為
佛
性
遁
滿

輪
涅
情
器
之
謂
啦
。

縱
佛
性
於
各
各
中
，
然
不
瞭
悟
者
，
此
無
明
為
流
轉
輪
迴

之
主
因
，
以
不
知
自
性
之
無
明
故
，
如
純
金
之
墮
於
泥
泊
，
而

暫
被
染
持
。
諸
佛
無
流
於
迷
亂
搞
安
住
於
「
自
然
位
」
'
諸
佛

與
眾
生
之
肘
，
乃
在
於
知
與
不
知
自
之
本
性
也
。

縱
金
仍
是
金
，
問
一
覽
泥
沼
，
即
被
垢
葦
，
而
人
不
知
也

。
金
暫
為
游
沼
'
乃
比
以
眾
生
無
能
自
覺
本
性
。
一
切
眾
生
皆

為
佛
，
然
因
暫
障
而
不
覺
，
故
根
乃
比
以
純
金
，
道
乃
比
以
金

墮
於
泥
沼
間
被
染
河
。
於
此
，
道
乃
指
迷
亂
之
境
者
。

佛
位
，
一
切
眾
生
之
覺
境

•• 

乃
為
不
流
於
迷
亂
之
道
，
而

覺
其
根
，
乃
純
金
之
境
;
以
迷
亂
力
故
，
令
已
流
於
道
上

i
i

純
金
暫
為
泥
所
蓋
。
我
等
亦
暫
所
縱
於
迷
亂
之
力
，
以
無
明
之

睡
眠
故
，
入
一
一
一
界
之
夢
，
於
六
道
眾
生
中
，
軍
覆
受
生
，
無
有

止
境
。於

佛
性
之
內
有
功
德
名
為
一
一
一
身
，
或
本
然
之
身
、
語
、
意

，
又
名
三
金
剛
o

身
金
剛
為
佛
惶
不
變
之
功
德
;
語
金
剛
為
其

不
可
雷
表
，
與
不
斷
之
功
德
;
而
意
金
剛
為
無
謬
之
功
德
。
以

此
故
，
身
金
剛
、
語
金
剛
及
意
金
剛
為
本
具
於
我
等
佛
性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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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不
變
金
剛
身
困
於
短
暫
、
變
壞
與
物
質
之
身
。
不
斷
綿

談
之
金
剛
詣
，
此
平
等
性
之
音
暫
閣
於
日
常
說
話
之
重
覆
語
。

如
此
，
無
謬
金
剛
意
，
乃
為
染
污
思
想
所
障
蔽
。
縱
勝
利
者
之

身
語
意
，
確
存
於
苦
佛
性
，
然
乃
困
於
日
常
之
身
、
語
、
意
中

以
受
制
於
迷
亂
力
故
，
處
於
道
中
，
依
教
法
得
於
道
清
除

此
等
諸
亂
而
淨
除
身
、
語
、
意
之
障
。
故
有
諸
等
教
授
:
生
起

次
第
觀
自
身
為
佛
身
;
念
誦
次
第
，
以
語
誦
咒
;
圓
滿
次
第
，

心
住
三
摩
捕
。

生
起
次
第
之
觀
想
，
非
為
幻
想
不
存
在
之
物
，
一
切
勝
利

者
之
金
剛
身
本
來
具
足
，
於
自
佛
性
中
，
以
修
生
起
次
第
離
除

蓋
自
性
之
暉
，
日
暸
惜
之

o

諸
佛
不
斷
之
金
剛
詣
，
「
具
韻
表

示
之
玉
」
本
來
具
之
o

謂
一
一
一
種
咒
l
i

明
、
陀
羅
尼
與
密
l
i

能
除
日
常
語
之
障
。
諾
佛
之
意
，
無
分
別
覺
醒
，
亦
本
然
具
於

我
等
自
性
中
，
然
為
零
星
自
知
之
思
想
所
蓋
也
，
即
使
於
一
一
一
摩

地
之
平
等
性
中
，
能
聞
發
本
有
之
金
剛
意
。

勿
以
為
生
起
次
第
'
乃
幻
想
不
賞
之
物
，
如
以
木
佯
為
純

金
，
生
起
次
第
非
如
此
者
也
。
其
實
為
認
出
已
有
巴
存
者
，
生

起
次
第
者
乃
生
起
諸
佛
之
相
，
縱
於
此
階
段
，
觀
想
仍
為
人
工

化
、
意
之
做
作
，
然
亦
為
模
仿
一
日
本
存
之
者
。
至
能
修
勝
義

之
生
起
次
第
，
得
先
觀
想
或
做
作
出
諸
相
以
接
近
絕
對
之
境
界

勝
義
之
生
組
次
第
，
乃
安
住
於
諸
佛
之
心
中
，
而
二
色
身

-
l

虹
光
報
身
與
物
質
化
身
i
|

隨
之
顯
現
。
質
佛
性
為
生
起

次
第
之
始
，
而
此
自
性
乃
於
修
當
體
之
一
一
一
摩
地
時
顯
現
。
函
、
法

身
闡
現
報
身
，
此
為
光
明
之
三
摩
地
，
又
由
報
身
以
種
子
字
一
一
一

摩
端
間
現
化
身
。
此
乃
生
起
次
第
當
如
是
者
。

當
體
之
三
摩
地
為
覺
知
佛
性
，
法
身
之
無
謬
與
本
來
清
淨

。
若
不
能
覺
此
自
性
之
境
界
者
，
則
以
觀
一
切
所
顯
，
若
情
若

器
，
溶
入
虛
空
以
跡
近
，
如
咒
「
嗡
、
嗎
哈
、
申
也
他
、
海
那

、
班
渣
、
疏
巴
哇
、
雅
瑪
、
歌
、
坑
」
等
咒
。
於
此
大
空
中
，

所
覺
之
名
如
日
升
於
空
，
其
光
普
照
。
此
名
為
光
明
一
一
一
摩
地
，

為
報
身
之
耍
。
於
空
中
有
日
，
有
自
即
有
虹
光
。
此
比
以
化
身

，
於
種
子
字
一
一
一
摩
地
中
生
起
本
尊
身
，
化
身
可
闊
無
質
礙
;
縱

其
顯
現
而
無
法
以
手
觸
之
者
。
當
觀
本
尊
明
顯
而
無
白
性
，
猶

如
空
中
之
虹
，
為
無
居
民
者
，
本
尊
非
血
肉
所
成
也
。

靈
通
之
，
生
組
次
第
乃
存
於
三
身
之
體
系
中
者
。
於
此
「

空
」
中
，
報
身
如
日
光
，
明
明
顯
現
o

化
身
如
虹
光
，
現
以
利

有
惰
。
如
臼
無
虛
空
之
廣
博
，
則
不
能
出
而
照
耀
，
不
滅
報
身

，
、
沒
無
生
法
身
不
能
顯
現
。
無
虛
空
太
陽
不
耀
;
無
陽
光
則
無

有
彩
虹
。
以
此
故
，
一
一
一
身
乃
無
分
者
。

故
此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摩
地
乃
觀
本
會
之
體
系
。
隨
而
自
色
究
竟
天

喜
請
本
尊
，
溶
入
自
身
成
為
無
一
了
繼
而
讚
頌
與
獻
供
等
。
此

等
慣
常
之
生
起
次
第
程
序
實
與
人
之
日
常
行
為
何
，
如
延
請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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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
，
向
之
讚
頌
，
並
皇
以
美
食
與
禮
品
。
生
起
次
第
乃
為
清
淨

人
之
習
氣
者
，
此
與
供
獻
世
聞
辦
祇
討
好
之
不
同
。
本
尊
非
為

禮
拜
而
喜
，
不
得
禮
拜
而
不
樂
;
我
等
以
清
除
障
礙
與
積
集
資

纜
，
自
得
其
益
也
。

修
生
起
次
第
者
當
具
廣
闊
、
博
大
與
時
放
態
度
。
莫
於
自

小
屋
、
小
世
界
中
觀
本
尊
o

一
切
全
溶
入
於
大
空
、
入
於
大
虛

空
中
。
於
虛
空
之
廣
大
中
，
生
起
五
大
壇
城
。
於
其
頂
觀
大
須

彌
山
。
於
須
彌
山
頂
為
越
且
是
品
，
其
內
為
自
丹
輪
寶
座
。
於
此

寶
座
上
現
成
本
奪
之
相
，
無
論
本
尊
為
何

o

此
為
生
起
次
第
之

修
法
，
南
非
想
我
等
之
坐
於
小
空
中
。

生
起
次
第
之
主
要
目
的
乃
毀
滅
質
執

o

以
此
實
執
我
等
流

於
輪
迎
，
生
起
次
第
拆
除
此
者
，
如
何
行
之
?
觀
世
界
為
佛
土

、
住
處
為
越
量
宮
、
眾
生
為
本
，
尊
聖
相
，
可
見
而
不
可
觸
，
如

空
中
之
天
虹
。

問
理
，
謂
咒
破
日
常
不
斷
、
停
後
又
起
、
語
之
執
著

o

密

咒
稱
為
「
口
語
表
示
之
玉
」
。
其
為
不
滅
語
金
制
。
最
末
，
無

謬
意
金
剛
乃
破
日
常
思
維
者
。

念
謂
之
後
，
即
為
圓
滿
次
第
，
其
中
越
量
宮
溶
入
市
本
尊

入
於
空
性
，
又
由
空
性
中
再
生
起
本
尊
之
相

o

溶
入
者
乃
清
除

對
諸
相
認
為
實
有
不
變
之
執
著
，
亦
即
對
常
見
之
傾
向
。
再
生

起
如
幻
本
尊
身
乃
破
斷
見
之
根
本
，
以
為
一
切
皆
無

o

以
消
除

一
一
邪
見
之
練
習
，
以
實
為
消
除
迷
亂
之
遲
。

要
之
，
此
為
如
何
以
道
消
除
迷
亂
，
今
為
錯
亂
力
之
所
控

。
此
等
修
法
能
將
迷
亂
從
根
拔
，
並
覺
諸
佛
之
金
剛
身
、
語
、

意
。
此
迷
亂
猶
如
服
曼
陀
羅
花
(
澳
譯
者
注

•• 

非
指
壇
城
)
幻

藥
所
生
之
幻
覺
。
平
常
見
白
他
均
為
一
面
二
臂
一
一
足
者
。
然
服

受
陀
羅
所
毒
後
，
突
見
他
人
非
原
來
模
樣
而
為
十
頭
、
二
十
手

、
五
十
肺
等
者
。
現
即
為
無
明
所
器
而
繽
於
六
道
輪
迫
中
受
染

河
。
當
受
陀
雞
之
影
響
減
退
時
，
即
可
見
各
人
本
來
之
面
白
。

為
清
除
道
上
之
障
故
，
當
修
生
起
、
念
諦
與
圓
滿
諸
次
第

o

問
波
已
大
師
第
四
法
為
「
轉
迷
成
智
」
'
此
乃
指
鷗
滿
次

第
o

上
述
觀
滿
次
第
，
乃
以
觀
想
行
之
，
指
溶
入
虛
空
，
指
從

虛
空
中
再
次
生
起
，
此
為
「
具
嚴
飾
之
當
游
次
第
」

o

真
正
之

圓
滿
次
第
、
洞
被
巴
大
師
第
四
法
之
課
題
，
涉
及
瞭
悟
我
等
佛

性
。
當
今
為
污
垢
所
蓋
峙
，
難
顯
其
為
金
，
縱
此
垢
為
暫
時
者

。
然
當
垢
清
除
後
，
那
覺
金
即
是
金
。
如
是
，
當
迷
亂
清
除
後

，
我
等
基
本
覺
性
之
智
慧
即
顯
。

今
者
普
通
人
即
如
純
金
蓋
以
污
垢
。
我
等
佛
性
暫
為
障
所

蓋
。
所
須
清
除
之
一
大
障
外
為
邊
兒
與
實
有
之
執
著
，
我
奪
之

心
一
是
迷
亂
、
困
惑
、
染
、
污
與
錯
謬
，
佛
性
郎
續
流
轉
輪
迴
，

然
當
心
除
迷
亂
，
無
謬
，
不
染
，
即
為
本
來
佛
性
。
佛
性
為
一

，
苦
心
又
為
一
乃
非
也
，
此
為
二
法
，
無
染
之
心
為
純
金
、
佛

性
，
眾
生
非
謂
有
二
心
也
，
當
心
被
染
、
污
即
冠
以
「
眾
生
」
之

名
，
當
心
無
污
、
無
謬
，
那
名
「
佛
陀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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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外
無
佛
」
，
我
等
非
謂
有
二
心
。
無
論
染
或

無
染
只
有
一
心
，
佛
性
即
為
我
等
之
心
，
一
兀
始
無
謬
之
功
德
，

亦
名
法
身
普
賢
玉
如
來
。

按
某
體
系
，
此
元
始
無
謬
功
德
之
法
身
為
普
賢
玉
如
來
。

其
報
身
為
金
剛
芋
，
化
身
則
為
金
剛
驢
墟
。
猶
如
虛
空
，
陽
光

與
天
虹
之
顯
現
實
無
法
分
者
，
如
是
，
普
賢
玉
如
來
、
金
剛
手

、
金
剛
聽
捶
此
三
尊
非
謂
三
不
問
之
覺
者
。
其
為
無
分
、
無
二

，
如
我
等
自
性
中
本
來
不
分
之
三
身
也
o

此
郎
為
染
與
無
染
，
知
與
不
知
自
性
之
別
。
元
始
無
謬
之

功
德
，
名
覺
悟
，
佛
果
及
法
身
覺
性
。
元
始
染
、
污
則
名
為
無
明

，
而
染
河
之
經
歷
為
眾
生
，
縱
我
等
皆
有
佛
性
，
卻
暫
為
蓋
障

者
。

佛
陀
教
法
之
要
義
即
轉
迷
成
智
之
法
，
其
關
節
為
入
與
覺

佛
性
，
各
人
本
其
佛
身
之
內
在
智
慧
。
間
法
巴
大
師
之
第
四
法

即
教
如
何
暸
悟
，
練
習
與
保
住
此
佛
性
之
覺
悟
。
了
知
為
見
、

修
之
為
三
摩
地
，
保
任
為
佛
果
。
佛
果
非
外
在
者
，
亦
有
某
物

突
然
收
入
身
而
將
之
幻
化
成
佛
者
。

我
等
只
有
一
心
然
須
分
清
真
兩
眉
之
體
與
格
。
可
以
下
倒

瞭
解
二
者
之
關
係
o

體
如
虛
空
中
照
耀
之
日
;
相
如
水
宙
之
倒

影
。
空
中
之
日
乃
實
有
者
;
水
面
倒
影
之
日
，
形
同
天
日
然
非

質
有
者
。
空
白
之
日
為
佛
性
、
無
謬
、
無
染
之
體
，
水
面
日
光

倒
影
乃
為
日
常
染
污
之
思
維
，
其
相
。
無
有
空
中
之
日
即
無
能

有
日
光
之
倒
影
。
縱
質
財
只
有
一
日
，
但
似
有
二
者
。
其
體
、

佛
性
，
如
白
照
耀
空
中

o

相
為
我
等
思
維
，
如
日
之
倒
影
。

成
佛
之
境
界
為
不
迷
與
無
染
，
如
空
中
照
耀
之
日
。
眾
生

之
境
乃
如
自
於
水
中
之
影
。
猶
如
影
乃
依
於
水
者
，
思
念
亦
依

境
陌
生
。
所
為
所
緣
境
，
能
為
思
想
之
心
，
能
所
之
執
著
為
流

轉
染
河
輪
迴
之
函
，
輩
復
夜
，
生
生
世
世
，
能
所
之
執
，
能
見

與
所
見
之
物
，
剎
那
鞏
間
，
一
一
冉
建
立
輪
鈕
，
現
即
有
色
、
聲

、
香
、
味
、
觸
五
境
，
此
中
，
五
根
為
門
，
再
有
各
識
不
斷
感

覺
不
問
之
境
也
。

水
中
日
影
，
能
否
普
照
世
界
?
其
又
何
能
照
耀
全
湖
或
令

萬
物
生
長
?
否
，
以
其
無
真
實
之
日
功
德
故
。
同
理
，
心
之
相

，
我
等
之
思
維
，
無
有
真
實
佛
境
之
功
德
。
然
空
中
之
日
卻
可

照
耀
與
媛
整
世
界
，
驅
除
黑
暗
者
，
簡
雷
之
，
諸
佛
之
心
乃
無

葦
障
者
，
眾
生
之
心
乃
被
障
蔽
。
此
障
為
何
?
乃
我
等
不
斷
對

能
所
之
執
著
。

佛
性
不
斷
存
於
我
等
及
他
入
中
，
無
有
例
外
，
總
無
障
者

，
其
為
不
增
不
滅
。
非
蓋
非
非
蓋
，
超
乎
思
議
，
其
間
一
且
不
變
，

非
有
人
具
大
佛
性
，
有
人
其
小
佛
性
。
功
德
亦
無
別
，
不
斷
向

於
各
人
中
o

覺
知
自
具
佛
性
稱
為
見
;
不
斷
正
確
保
任
此
為
修
或
習
;

溶
入
且
常
行
為
而
按
佛
法
即
為
名
四
行
;
而
覺
此
完
全
無
礙
，

如
虛
空
之
日
不
變
暉
耀
日
果
。
我
等
均
須
得
見
，
須
覺
我
等
佛

。
，
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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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縱
其
為
我
等
本
具
，
然
須
知
本
有

o

前
行
，
生
起
次
等
等

均
為
覺
此
佛
性
而
設
。
此
等
均
如
助
伴
。

請
「
自
覺
本
性
，
佛
性
」
非
謂
造
出
本
不
存
在
者
，
如
木

中
榨
金
，
乃
無
可
能
，
當
悟
其
本
具
，
人
為
萬
物
之
靈
，
然
卻

常
自
棄
此
最
可
貴
如
意
贊
珠
。
凡
大
平
常
時
，
即
如
日
尋
如
意

珠
而
棄
之
，
並
以
為
假
寶
石
比
之
更
可
愛
。
無
有
比
此
更
可
悲

憫
者
。細

問
心
之
，
當
瞭
知
現
況
，
即
為
手
中
巴
持
如
意
寶
珠
。
再

得
人
身
不
易
，
得
寶
貴
人
身
，
再
問
佛
法
更
難
。
此
殊
勝
難
得

之
境
，
猶
如
百
年
方
有
之
佳
宴
。
若
過
一
世
紀
方
有
美
食
，
當

有
時
必
真
享
用
大
喜
，
並
調
「
最
終
得
此
美
食
矣
!
」
必
為
大

喜
者
。
然
此
較
之
更
難
得
。
然
美
食
終
無
法
救
助
，
死
時
身
為

屍
體
，
有
無
好
食
亦
如
楚
，
寶
貴
人
身
為
極
希
有
者
，
若
不
善

用
此
機
會
，
下
世
再
得
人
身
將
毫
無
保
證
也
。
反
之
，
以
黑
業

習
氣
甚
蠶
故
，
非
獲
人
身
乃
肯
定
者
，
當
下
縫
隙
將
於
數
劫
內

關
上
直
至
下
次
再
得
人
身
，
當
至
誠
思
維
?
已
得
贊
珠
孺
扔
之

，
又
有
何
比
之
更
浪
費
者
欺
?

若
本
無
如
喘
息
寶
珠
，
尋
一
即
為
甘
當
難
。
然
實
則
白
無
、
始
來

，
世
世
從
未
失
之
者
。
若
問

•• 

「
汝
當
尋
得
如
意
珠
!
」
則
甚

閥
惑
，
自
不
知
如
何
從
無
中
生
有
，
然
佛
性
之
如
意
珠
為
己
其

者
，
皆
因
無
明
與
污
染
至
令
不
瞭
惜
而
已
，
問
世
世
流
轉
六
道

眾
生
中
o

人
棄
此
極
貴
重
者
，
而
迫
慈
食
物
、
財
富
、
恭
敬
、

讚
頌
為
甚
可
嘆
也
。
然
若
不
能
即
生
掌
握
此
極
寶
貴
者
，
則
鑽

無
止
境
流
於
輪
迎
，
苦
非
謂
請
諸
位
暸
解
此
點
，
因
諸
位
均
已

知
者
;
只
再
欲
申
明
矣
。

此
佛
性
，
如
來
藏
，
己
其
於
我
等
心
性
中
，
如
空
中
之
日

本
變
照
耀
。
然
盟
於
日
常
之
邊
兒
，
不
知
佛
性
之
日
，
不
瞭
悟

也
o

內
有
佛
陀
功
德
之
絲
毫
亦
無
顯
於
一
般
人
心
境
之
中
，
醬
一

夜
之
思
維
障
此
佛
性
，
如
空
中
之
日
，
暫
為
寶
華
市
以
為
被
蔽

者
，
無
明
之
雲
掩
而
不
見
佛
性
也
。

常
具
之
佛
性
如
空
中
無
礙
之
日
，
然
不
能
照
北
向
之
洞
內

此
洞
乃
論
曲
解
，
邪
見
與
偏
見
等
。

佛
性
乃
元
始
遍
滿
者
，
具
於
各
人
自
普
賢
玉
如
來
至
最
細

之
蟲
o

此
覺
性
有
多
名

•• 

法
身
、
普
賢
玉
如
來
、
本
且
只
覺
性
、

無
上
覺
性
等
，
眾
生
無
明
之
境
亦
有
多
名

l
i

思
想
、
思
維
、

邊
見
或
世
智
。

此
生
之
前
，
我
等
生
於
別
處
，
再
此
之
前
又
別
等
，
有
無

數
前
生
。
我
等
之
心
不
由
無
有
中
突
然
而
生
。
其
為
無
始
，
自

無
始
來
，
此
心
不
斷
受
生
，
我
等
有
無
數
生
i
l

而
今
至
此
一

生
，
此
猶
如
路
之
里
程
碑
，
而
今
可
向
上
或
向
下
者
也

o

我
等
之
心
造
出
甜
苦
與
惡
，
語
與
身
受
心
之
操
縱
o

於
此
，

何
謂
惡
?
要
之
為
食
、
棋
、
癡

o

上
巴
述
正
覺
心
;
今
略
談
染

污
、
心
。

以
色
鹿
為
例
，
當
兒
一
美
錦
'
一
見
即
思

•• 

「
美
哉
!
」

令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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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名
為
食
著
;
見
一
用
後
之
帖
則
不
喜
之
，
此
名
為
嫌
惡
或
瞋

心
;
若
見
淨
手
帕
則
二
者
(
譯
者
按

•• 

指
前
一
一
之
樂
受
與
苦
受

)
皆
樂
，
此
名
為
漠
不
關
心
或
捨
受
。
我
等
均
為
如
是
，
見
美

即
辜
，
醜
則
不
喜
，
中
性
者
則
不
甚
顧
盼
。
直
口
音
韻
，
不
喜
惡

與
不
悅
耳
之
聲
。
喜
為
執
，
不
喜
為
嫌
，
捨
為
不
關
心
，
此
與

食
、
嗅
、
觸
等
皆
悶
。
此
一
一
一
種
煩
惱
遇
五
感
官
與
外
塵
而
增
上

，
其
能
者
，
我
等
之
心
，
則
喜
樂
意
者
，
不
喜
痛
苦
及
能
無
動

於
衷
。
此
六
種
經
驗
l
i

色
、
聲
、
香
、
味
、
觸
、
法
l
i

名

為
六
題
。

自
無
始
至
令
，
一
切
所
作
均
為
此
一
一
一
毒1i

貧
、
嗔
、
癡

。
我
等
不
斷
於
喜
、
惡
與
捨
中
，
非
謂

-
m
(一
一
一
吐
，
而
乃
於
無

數
世
中
，
此
為
染
河
心
之
講
解
。

「
離
意
會
之
心
」
則
為
遠
離
一
一
一
直
母
之
境
，
凡
夫
一
生
為
一
一
一

毒
所
佔
有
，
欲
解
脫
輪
迴
當
棄
一
一
一
莓
，
如
何
離
之
?
我
等
不
能

埋
諸
地
下
、
神
走
之
、
燒
飯
、
炸
殿
，
甚
或
擲
以
核
彈
以
期
趕

去
一
一
一
毒
，
我
等
續
投
入
之
如
向
邪
惡
之
纖
器
，
圓
滿
佛
陀
形
容

輪
迴
為
無
盡
苦
海
，
或
如
不
斷
迴
轉
之
邪
惡
機
器
，
惡
性
之
循

環
，
佛
一
五•• 

當
以
道
自
渡
，
並
渡
飽
離
此
輪
迴
之
大
海
。

如
上
所
述
輪
迴
之
基
因
，
為
染
、
污
、
心
。
或
曰
:
「
五
口
未
嘗

作
惡
!
苦
不
殺
、
不
偷
、
不
安
o

故
苦
不
有
惑
業
!
」
縱
我
等

未
必
作
此
粗
之
惡
業
，
心
中
卻
常
生
微
細
之
黑
業
。
一
臼
喜
、

惡
與
捨
未
淨
，
此
等
均
障
解
脫
與
證
悟
之
遣
。
又
何
者
可
清
除

根
絕
此
心
中
之
三
毒
?
唯
本
有
之
覺
悟
、
佛
性
。

此
本
具
之
覺
為
三
時
諸
佛
之
道
。
過
往
諸
佛
步
此
本
其
覺

性
!
「
雲
中
移
喜
」
之
道
而
得
證
惰
。
現
在
世
諸
佛
步
此
本
其

覺
鐘
，
未
來
任
一
證
悟
者
亦
依
覺
悟
此
本
具
之
智
。
除
此
別
無

絲
一
龍
真
正
瞭
悟
之
法
。

再
舉
一
例•• 

思
維
一
房
完
全
密
封
萬
年
來
均
為
紹
對
漆
黑

者
，
凡
夫
無
明
之
境
，
不
惜
佛
性
，
心
之
本
性
者
，
猶
如
房
中

之
漆
黑
。
撩
悟
本
覺
智
悲
猶
如
於
此
萬
年
黑
房
中
拉
著
燈
擊
，

剎
那
問
漆
黑
即
去
，
縱
萬
年
之
黑
於
頓
時
即
消
失
矣
。
如
此
，

覺
自
本
性
之
智
慧
，
消
滅
歷
劫
之
無
明
與
黑
業
。
即
如
於
萬
年

漆
黑
之
房
亮
燈
，
黑
暗
亦
即
時
消
失
，
當
瞭
悟
此
例
。

當
房
之
窗
戶
均
悶
，
無
能
見
物
，
然
若
有
光
，
則
一
切
皆

甚
清
晰
，
除
無
數
劫
黑
業
而
一
期
得
完
全
證
悟
為
可
能
，
此
囡

本
具
智
，
乃
如
此
有
力
與
效
應
者
。

今
將
佛
性
冠
以
一
名
，
其
名
為
空
覺
本
具
之
覺
性
。
其
體

為
空
，
如
虛
空
之
遍
滿
，
然
與
此
空
性
無
分
者
為
明
明
了
了
之

本
能
，
為
根
本
覺
性
。
佛
性
名
為
本
其
者
，
因
非
為
做
作
，
或

人
為
而
生
。
本
具
為
於
始
非
為
諸
因
而
生
，
亦
不
於
後
由
緣
而

滅
，
本
具
覺
性
具
於
一
切
眾
生
中
無
有
例
外
，
我
等
思
維
，
與

本
具
覺
性
從
未
分
者
，
思
維
乃
其
相
，
根
本
覺
性
為
體
，
以
此

故
，
一
一
者
為
心
之
一
一
名
，
於
無
明
凡
夫
中
，
其
心
為
空
覺
然
無

明
為
核
心
，
諸
佛
心
則
空
覺
而
以
明
體
為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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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佛功之， 謬千施 ，離次或暸 淨名 其之
之之總境勿 乃紅水 至思，雷望 ，為 此教
.新功等關以當種乃，另後維月:盧大乃修首佛授以
德德，滿為見移如待例，覺之「空手名;當性 O 令
性可佛證覺花可得其為月性暈月無印為最悟 O 只我
思境情心時得穩生花園之日出有與得後此 為等

佛議亦具本，美守芽之為法增矣所大穩，本 此覺
性，其名性覺花，、種得身見圓守遼性 一白
無而轉大如其之花枝籽穩由至 L 滿，膏、 自本
二此剎功何甚者之及，守。十乃丹均而無本 的性
!等那德奇為 o 種瓣知圓甚五望乃乃此思體 O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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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德數如，爛 貌名為證此圓見也此即殘次 其導
謂皆劫四然， 不為種情丹而月 O 程佛留以 直師

諸於，無當然 如修籽 0 名咬乃初序果之大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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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性劫，覺感 之至如 覺於月即表圈，進 非闖
一中為十穩種 盛花覺 ，空，現表滿而不 本上
佛，剎力守籽 闖關自 與，此新者 O 當斷 無師

性此那，保奇 ，燦{弗 B 此名月。 思、保 者
，等之十任特 然聽性 明猶為，初 維佳 ，授
眾非力/丸 o 此 顯如覺此一 完此 我以
生為者不如如 籽萬種 為本 O 持自 全覺 等直
有後，共佛此 無紫而 修具漸入時 清， 皆指

:本之乃滿 ，者並年。作 啦!空里早 些
3 會龐向廟 可，云十」風 巧了?3 短蠱吾人者
3 月大提不回請唯:月尤，香耳f1 !時各不身 O

7 -1 : 又生用如
:人，及斷台坦 -，其「港牛?棄修著夜
去特白，在灣誠 frJ 吾曾對不旭，fLi 之佛汝星

3 此願旭建後相上未於 摘自問:，性等，
自」 當之實得

!鳴樂日造，告師嘗尼劉外集立$盡覺此暇
3 謝捐集中以，而兌泊銳界閱 JI均 3 生，教滿

:!警圈，台自己有爾之資人廚 i 空軍宇 Z
f F帝人而南當，密聚土財士/‘ $O 和並輩
5 壹士工縣鑫他宗餐師，戶已ζz 生指星

佰深程南力日上，敬不久是 j 直是在
1 萬感資化為如師當佩募仰弓子: 修重等
5 元建金鄉助需不面有善本 z 法要巴

: 以廟短之。要受讚加信會斗! 是干自
3 助工缺大」幫供歎，供弘來 3 誦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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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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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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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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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兮
兮
兮

密
乘
教
、
王
蓮
華
生

加
持
甘
露
妙
成
就

也
打
零
巴
大
尊
者

授
記
轉
世
巳
十
八

大
幻
化
網
導
引
法

法
乳
既
飲
稟
辭
時

恩
海
浩
瀚
願
同
信

名
成
就
長
壽
密
集

為
長
壽
佛
應
化
，
身

如
是
殊
勝
修
習
法

配
合
授
記
取
諸
巖

為
宵
瑪
巴
之
法
王

一
貫
傳
授
漢
土
稀

非
請
遙
賜
此
妙
法

福
壽
‘
反
宵
壽
宇
登

以
此
功
德
普
回
向

昔
曾
虔
修
延
壽
法

蓮
師
珍
重
付
巖
庫

我
師
無
畏
金
剛
智

憶
昔
承
事
得
教
誡

復
賜
餘
法
百
三
十

我
知
﹒
密
法
貴
吉
祥

世
出
世
法
皆
成
就

祈
禱
師
壽
長
住
世

佛
父
母
親
賜
降
臨

藏
之
名
山
傳
其
人

教
巖
兩
派
得
傳
承

… 1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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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精
髓
悉
賜
與

許
紹
法
統
代
攝
受

師
恩
深
厚
賜
長
壽

今
將
法
兩
溉
眾
信

一
切
有
情
皆
﹒
吉
祥



顯
』且幽會h

~珍
品J-f

可回國~

---酬也

乘
簡
介

佛
教
分
為
兩
乘

•• 

一
般
若
乘
、
一
金
剛
乘
o

般
若
乘
又
名

「
顯
教
」
，
以
顯
白
閱
一
本
佛
陀
之
知
兒
，
教
導
補
特
迦
羅
之
愕

入
;
其
要
旨
為
「
、
深
信
因
果
」
、
「
離
苦
得
樂
」
、
「
轉
迷
成

悟
」
。
其
經
典
為
佛
所
親
說
之
『
經
』
、
佛
所
制
定
之
『
律
』

(
戒
律
)
、
菩
館
所
造
之

Z
E
(

以
解
釋
經
)
，
合
稱
為
一
一
一

藏
。
傳
入
我
盟
以
來
，
數
千
年
來
，
各
以
一
『
經
』
成
一
祟
，

如
「
華
嚴
，
…
京
、
「
法
草
」
宗
等
。
亦
有
以
一
『
論
』
為
一
祟

，
如
成
堆
識
論
成
「
法
相
」
宗
(
亦
名
唯
識
申
訴
)
、
俱
舍
論
成

之
「
俱
舍
」
宗
等
，
凡
十
祟
。
若
禪
京
者
，
則
不
立
文
字
，
(

不
依
經
論
)
，
且
直
指
人
心
，
為
我
劉
所
獨
有

o

猜
欺
盛
哉
。

金
剛
乘
又
名
密
教
。
其
教
授
也
，
所
謂
隱
密
傳
承
，
口
耳

傳
承
，
其
秘
密
可
想
。
密
教
有
三
口
密
」
、
「
東
密
」
、
「
藏

密
」
一
一
一
部
份
。
台
密
為
我
國
「
夭
台
京
」
之
密
修
，
以
所
得
資

料
不
多
，
無
從
申
癌
。

東
密
為
從
印
度
傳
入
日
本
之
密
祟
，
以
地
域
之
不
間
，
令

修
持
之
各
別
。
其
授
法
之
灌
頂
也

•• 

分
為
持
坊
、
傳
法
、
傅
燈

;
復
分
胎
藏
界
與
金
剛
界
一
一
種
，
以
修
持
伶
未
究
竟
，
故
有
「

劉
銳
之

三
世
成
就
」
之
境
界
。

藏
密
為
從
印
度
傳
入
西
藏
之
密
教
，
初
以
道
華
生
上
師
，

雖
非
密
教
之
始
祖

o
(
根
據
多
羅
那
他
尊
者
所
著
之
《
印
度
佛

教
史
》
'
及
法
王
賜
給
之
九
幅
「
湯
嘉
」
見
劉
銳
之
編
《

敦
珠
筒
波
車
訪
問
香
港
》

0
)
恆
為
筒
瑪
巴
(
藏
音
為
古
舊
派

)
之
創
始
人
。
當
其
盛
時
，
為
十
五
派
，
傳
到
現
在
，
祇
存
筒

瑪
(
澳
俗
稱
為
紅
教
)
、
格
魯
(
漢
俗
稱
為
黃
教
)
、
噶
舉
(

漢
俗
稱
為
自
教
)
、
薩
迦
(
漢
俗
稱
為
花
教
)
的
派
而
已
。

茲
聞
中
央
民
族
學
院
出
版
社
所
印
行
丹
珠
閏
月
奔
著
之
《
佛

教
與
西
藏
文
學
》
宮
方
文
字
，
所
述
當
有
證
據
可
稽
。
特
將
所

述
教
派
產
生
之
大
概
，
照
錄
如
在

•• 

復
興
的
佛
教
相
繼
形
成
許
多
派
別
:

付
西
元
十
一
世
紀
中
葉
，
賽
保
立
(
西
元
一

O
O
-
-一!
l


O
六
一
一
年
)
建
俄
巴
隆
寺
，
立
筒
瑪
派
。

∞
西
元
一
O
五
六
年
，
仲
敦
巴
嘉
吾
竊
乃
(
西
元
一
O
O

五
!
一
O
六
四
年
)
修
熱
振
寺
，
產
生
噶
當
派
。

已
西
元
一
O
九
三
年
，
昆
﹒
冀
郤
杰
布
(
面
元
一
O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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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
一
一
年
)
修
建
薩
迦
寺
，
產
生
薩
迦
派
。

細
菌
元
一
一
一
三
年
，
瓊
保
南
交
巴
(
西
元
九
七
六
!
?

年
)
建
香
雄
寺
，
產
生
香
巴
嗎
舉
;
同
年
，
塔
布
拉
杰
修
趨
連

拉
崗
保
寺
，
產
生
塔
布
曙
舉
。
香
巴
噶
舉
未
久
傅
，
塔
布
噶
舉

又
分
為
四
派
.. 

百
元
一
一
四
七
年
，
松
都
欽
巴
(
誼
元
一
一
一
O
|
一

一
九
三
年
)
在
康
區
類
為
齊
修
建
噶
瑪
丹
薩
寺
，
產
生
噶
瑪

噶
舉
;百

元
一
一
五
八
年
，
帕
木
竹
巴
多
吉
嘉
保
(
西
元
一
一

-
0
1
一
一
七
0
年
)
修
帕
木
竹
寺
，
產
生
帕
竹
噶
舉
;

商
元
一
一
六
0
年
，
拔
絨
達
瑪
昂
秀
在
那
曲
地
方
修
拔

繞
日
訣
旦
寺
，
產
生
拔
絨
噶
舉
;

茁
元
一
一
七
五
年
，
向
尊
迫
札
(
回
元
一
一
二

-
z
e
i


-
九
四
年
)
建
蔡
巴
寺
，
產
生
蔡
巴
噶
舉
。

其
中
的
帕
竹
噶
舉
又
分
止
貢
巴
、
達
龍
巴
、
哲
思
、
雅

桑
巴
、
綽
鴻
巴
、
修
賽
巴
、
葉
巴
、
瑪
命
巴
等
八
小
派
。

ω
除
了
上
述
大
的
教
派
外
，
由
形
成
一
些
小
的
教
漲
，
如

印
度
僧
人
帕
﹒
當
巴
桑
杰
(
西
元
?
i
一
一
一
七
年
)

所
傳
的
希
解
派
和
覺
宇
派
;

夜
莫
﹒
木
古
多
古
所
傳
的
覽
囊
派
;

郭
札
巴
﹒
索
南
堅
參
(
西
元
一
一
八
一
一
!
一
二
六
一
年

)
所
傳
的
郭
札
派
;

布
敦
﹒
仁
欽
珠
所
傳
的
夏
勒
派
等
。

這
些
形
形
色
色
的
教
派
的
形
成
，
前
後
經
過
了
三
百
多
年

的
歷
史
。
其
中
一
些
教
派
隨
著
歷
史
的
發
展
被
淹
沒
，
有
些
教

派
一
直
流
傳
到
現
在

o

前
間
有
些
文
字
，
說
現
在
印
度
及
尼
泊
爾
，
已
無
有
修
習

筒
瑪
巴
派
法
，
並
其
名
字
亦
無
聞
;
心
竊
惑
之

O
A
A
7
閱
前
文
所

云.. 

「
產
生
較
早
的
需
瑪
巴
，
筆
者
八
五
年
秋
到
青
海
翁
黃
南

州
搞
調
查
時
發
現
，
筒
瑪
派
在
黃
南
地
區
的
勢
力
要
比
格
魯
派

大
。
這
就
不
難
想
像
它
在
興
盛
時
期
的
規
模
和
狀
況
。
」
則
又

釋
然
矣
。

藏
密
復
分
的
繽

•• 

日
事
續
(
又
名
作
密
)
、
行
續
、
瑜
伽

續
、
無
上
瑜
伽
績
。
現
在
所
修
者
為
無
上
瑜
伽
績
，
內
復
分
四

級
灌
頂
.. 

初
級
寶
瓶
灌
頂
.. 

的
以
寶
瓶
置
弟
子
首
，
為
主
監
瓶

身
寶
」
之
加
持
。
二
級
秘
密
灌
頂
:
為
傳
授
脈
、
氣
、
胡
點
之

修
持
。
一
一
一
級
智
慧
灌
頂
.. 

為
雙
運
之
修
習
，
宗
喀
巴
大
師
於
《

顯
密
修
行
次
第
科
頌
》
對
之
亦
隱
而
不
宜
，
茲
故
從
略
。
四
級

名
詞
灌
頂
.. 

名
謂
猶
-
E授
記
，
於
此
灌
頂
後
，
上
師
可
賜
以
法

名
也
o

n
。

可
a
i



《
廟
里
妙
吉
祥
真
實

(
四
二
)
正
覺
遍
照
大
事
業
，
大
寂
默
尊
具
大
寂
，

大
密
咒
中
令
出
現
，
有
大
密
咒
自
性
斑
。

「
正
覺
灑
照
大
事
業
」
者
，
標
出
五
種
性
之
中
圈
也o

「
正
覺
」.. 

斷
德
圓
滿
及
智
德
圓
滿
，
謂
法
身
也
o

「
遍
照
」•• 

以
相
好
莊
嚴
，
謂
報
身
也
。

「
大
事
業
」.. 

以
十
二
佛
業
作
敢
趣
之
事
，
謂
化
身
也
o

「
大
寂
默
尊
」.. 

指
釋
迦
牟
尼
也
o

「
具
大
寂
」
•. 

意
指
智
慧
勇
識
也
具
有
釋
迦
牟
尼
之
功
德

也

「
大
密
咒
中
」
•• 

指
生
一
起
次
第
及
圓
滿
次
第
也
。
此
中
，

生
起
次
第
有
外
生
起
次
第
、
內
生
起
次
第
及
甚
深
生
起
次
第
也

。
外
生
起
次
第
者
，
本
奪
天
或
多
或
少
皆
可
，
謂
修
單
身
本
尊

夭
。
內
生
起
次
第
者
，
修
雙
身
之
本
尊
夭
。
甚
深
生
起
次
第
者

，
修
脈
氣
也
。
此
等
一
切
知
為
無
自
性
者
，
為
圓
滿
次
第
啦
。

之
初
出
現
」•. 

指
(
出
現
)
本
尊
身
也
。

「
有
大
揖
咒
自
性
理
」•• 

指
智
慧
勇
識
其
有
生
起
、
圓
滿

共
同
之
本
性
也
。

廣
釋
》

月
官
菩
薩
造

林
崇
安
由
藏
譯
漢

。9

(
四
五
)
十
彼
岸
到
證
得
者
，
往
於
十
種
彼
岸
中
，

十
彼
岸
到
是
清
淨
，
即
是
十
種
彼
岸
斑
。

(
四
四
)
尊
者
十
地
自
在
者
，
住
在
於
彼
十
地
中
，

十
智
清
淨
具
自
性
，
持
於
十
智
清
淨
者
。

(
四
五
以
十
種
義
相
義
中
義
，
自
在
寂
默
十
力
、
玉
，

作
諸
利
益
無
有
遠
，
具
有
十
種
大
自
在
。

今
閱
示
從
波
羅
蜜
多
、
十
站
及
功
德
不
可
思
議
門
來
讚
頌

一 19 …

「
十
彼
岸
到
」.• 

前
已
解
說
過
了
。

「
證
得
者
」
.. 

指
智
慧
勇
識
已
證
得
o

「
住
於
十
種
彼
岸
中
」
.. 

指
住
於
十
波
釋
蜜
多
作
效
趣
之

事
也
。

「
是
清
淨
」
•• 

謂
溫
達
一
切
波
羅
蜜
多
不
可
分
開
也
。

「
理
」•• 

對
眾
趣
闖
一
本
十
波
羅
蜜
多
也o

「
尊
者
」•• 

指
智
慧
勇
識
也
o

「
十
她
自
在
者
」
.. 

謂
於
十
地
得
到
自
在
也
o



「
住
在
(
於
彼
十
地
中
)
」

•• 

謂
住
於
第
十
地
後
作
眾
趣

之
事
啦
。「

十
智
」•• 

抖
法
智
'
的
W
類
智
'
的
他
心
智
，
倒
世
俗
智

，
的
叫
苦
智
，
村
集
智
，
的
滅
智
，ω
道
智
，
叫W盡
智
，
川
的
無
生

如g
o

「
清
淨
」•• 

指
知
道
聲
問
十
智
為
無
自
性
也
。

「
具
自
性
」•• 

指
智
黨
勇
識
也
。

「
十
種
義
相
」
•• 

八
們
執
於
一
，ω
執
於
間
，
已
執
於
食
者

，
制
執
於
能
作
者
'
的
執
於
其
自
在
者
，
的
執
於
常
'
的
執
於

雜
染
，
ω
執
於
清
淨
，
∞
執
於
其
瑜
伽
者
，
仿
宋
解
脫
執
為
解

脫
。

「
籠
中
醫
」
•• 

指
智
慧
勇
識
亦
契
知
外
道
之
十
種
義
。

「
自
在
肢
默
」
•• 

能
仁
自
在
，
謂
能
伏
四
魔
也
o

「
十
力
L
•• 

八
們
處
非
處
智
力
，
∞
種
種
勝
義
解
智
力
，
∞

靜
慮
等
持
智
力
，

M
W解
脫
等
至
智
力
，
的
山
染
淨
智
力
'
的
業
及

業
異
熟
智
力
，
的
遍
趣
行
智
力
，

ω
宿
住
隨
念
智
力
，
的
死
生

智
力
，
的
漏
鑫
智
力
。

「
主
」
及
「
作
站
利
益
無
有
遺
」•• 

謂
以
如
是
十
力
作
眾

趣
之
事
也
。

間•• 

作
眾
趣
之
事
時
，
以
過
失
不
樂
嗎
?

答
:
「
具
有
十
種
大
自
在
」

•• 

十
種
自
在
者
，
村
壽
命
自
在
'

。
業
宿
在
，
的
資
財
自
在
，
制
勝
解
自
在
，

M
W願
串
在
'
的
神

變
自
在
'
的
生
自
在
，
川
W
法
自
在
，
∞
心
自
在
，
的
智
自
在
。

以
其
足
十
種
自
在
不
為
過
失
所
染
也
o

(
四
六
)
無
始
離
彼
戲
論
主
，
真
如
自
性
清
淨
主
，

言
說
真
實
不
諱
句
，
如
其
所
說
而
依
行
。

(
四
七
)
於
無
二
中
說
無
二
，
住
於
真
實
邊
際
中
，

無
我
師
子
兵
音
聲
，
外
道
惡
獸
皆
怖
畏
。

(
四
八
〉
遊
行
一
切
有
義
力
，
速
疾
猶
若
如
來
心
，

勝
及
最
勝
勝
怨
中
，
於
轉
輪
者
施
大
力
。

今
從
一
一
一
身
門
讚
頌
，
先
從
法
身
門
讚
頌

•• 

「
無
始
」•• 

指
以
因
空
。

「
離
彼
戲
論
主
」•• 

指
脫
離
過
失
啦
。

「
真
如
自
性
清
淨
主
」

•• 

指
以
自
性
空
。

「
…
苔
說
真
實
」•• 

指
報
身
，
謂
雷
說
真
實
者
，
大
乘
也
。

「
不
諱
旬
」
•• 

指
真
賞
諦
。

「
如
其
所
說
而
依
行
」

•• 

指
眷
屬
自
滿
，
謂
諸
十
地
之
菩

薩
(
皆
如
佛
所
說
而
依
行
也
)
。

「
於
無
二
中
」
•• 

指
勝
義
諦
與
世
俗
諦
不
可
分
割
也
。

「
說
無
一
…
」
•• 

契
惰
彼
(
無
二
)
後
也
對
眾
趣
聞
示
無
一
一

nu 
?
何

。

「
住
於
真
實
邊
際
中
」

•• 

是
開
一
本
此
密
續
見
捕
之
詞
句
，



「
真
實
邊
際
」
者
，
指
義
不
顛
倒
也
o

彼
之
明
覺
不
住
於
境
，

不
住
於
一
切
密
續
及
論
典
之
境
，
並
超
越
心
思
也
o

「
無
我
師
子
具
音
聲
」

•• 

指
化
身
，
謂
無
有
人
我
及
法
我

之
音
聲
，
如
同
師
子
(
吼
聲
)
。
譬
如
彼
獸
玉
獅
子
僅
以
吭
聲

即
能
聽
伏
並
怖
畏
一
切
野
獸
無
餘
o

「
外
道
惡
獸
皆
怖
詛
咒
」•. 

同
樣
，
彼
智
慧
勇
識
無
我
之
音

聲
，
能
使
如
同
惡
獸
之
外
道
皆
怖
畏
也
。

「
遊
行
一
切
」
•• 

行
走
於
一
切
方
向
及
時
間
也

o

「
有
義
」•• 

行
走
於
眾
趣
之
事
義
啦
。

「
力
」
.
.
.
以
十
力
作
(
眾
趣
)
事
也
。

「
速
疾
猶
若
如
來
、
心
」.• 

速
疾
於
眾
趣
之
事
啦
。

「
勝
」
=•. 

指
聲
問
也
o

「
及
最
勝
」•• 

指
菩
薩
也
。

「
勝
怨
中
」•• 

指
斷
盡
一
切
痺
，
謂
佛
陀
也
。

「
於
轉
輸
者
」•• 

如
是
彼
化
身
作
眾
趣
之
方
式
，
猶
如
轉

輪
玉
之
作
事
。

「
施
大
力
」•• 

指
從
種
種
方
式
之
門
作
眾
趣
之
事
。

(
四
九
)
集
中
之
師
集
中
勝
，
集
正
集
主
共
自
在
，

大
力
愛
護
尚
執
持
，
大
理
不
受
他
恩
念
。

「
集
」•• 

指
聲
問
也
o

「
師
」•• 

指
化
身
，
謂
釋
迦
牟
尼
也
。

「
集
中
」.. 

指
獨
覺
也
。

「
勝
」•• 

指
獨
覺
之
前
，
例
如
一
一
一
種
性
姑
主
也
。

「
集
」•• 

指
菩
薩
僧
也
o

「
主
」•• 

指
報
身
，
例
如
耽
盧
遮
那
佛
也
。

「
集
主
」•• 

指
離
邊
之
智
，
謂
法
身
也

o

「
具
自
在
」.• 

指
彼
等
一
切
，
於
智
慧
勇
識
，
當
具
有
也

。

「
大
力
」
'•• 

指
智
慧
勇
識
也
。

「
愛
護
」.. 

指
(
愛
護
)
所
度
化
者
。

「
而
執
持
」.. 

以
悲
心
不
放
棄
也
。

「
大
理
」.. 

指
大
乘
o

「
不
受
他
思
念
」
.. 

行
(
助
)
於
他
人
一
悶
不
圖
回
報
啦
。 '-

9
，
』

(
五
0
)
句
正
句
主
能
、

-
F諮詢
，
句
中
自
在
句
無
邊
，

以
真
實
句
說
真
實
，
於
彼
四
諦
會
…
說
者
。

「
旬
」.. 

指
不
了
義
之
句
。

「
主
」•• 

指
化
身
也
o

「
旬
」•• 

指
大
乘
之
句
。

「
主
」•• 

指
翻
滿
報
身
也
o

「
能
言
詞
」•• 

指
於
詞
句
得
權
勢
也
o

「
旬
中
自
在
句
無
邊
，
以
真
賞
旬
說
真
實
」

•• 

謂
於
自
事

契
悟
後
，
對
他
人
以
真
實
句
說
真
實
也
。



「
於
彼
自
諦
」

•• 

將
解
脫
聲
潤
之
道
.. 

四
諦
者
，
苦
諦
、

集
諦
、
滅
諦
及
道
諦
也
o

「
嘗
一
說
者
」•• 

指
智
慧
勇
識
也
o

(
五
二
不
遠
之
中
復
不
遠
，
引
導
獨
覺
麟
喻
妞
，

種
種
出
離
中
出
生
，
廣
大
出
生
喝
一
因
。

「
不
還
之
中
種
不
還
」
.• 

指
間
對
士
夫
及
八
種
補
特
伽
羅

(
謂
四
向
四
果
)
，
此
為
聲
問
之
果
也
。

「
引
導
」•• 

指
引
導
一
切
眾
趣
，
謂
智
慧
勇
識
也
。

「
獨
覺
」•• 

以
十
一
一
因
緣
起
還
滅
之
方
式
修
行
之
梅
特
伽

羅
;
智
慧
商
、
此
如
何
嚮
黎
歡
我
，
而
不
樂
於
作
眾
趣
事
之
補
特

伽
羅
也
。
又
特
別
具
有
我
慢
之
種
性
，
以
自
己
智
慧
考
察
己
，

修
習
止
觀
者
也
o

「
麟
喻
」•• 

指
(
獨
覺
)
果
，
如
何
麟
只
具
一
角
也
o

「
種
種
出
離
」

•• 

謂
三
十
七
菩
提
分
法
也
。

「
中
出
生
」
•• 

謂
如
同
鳥
籠
群
中
翱
翔
也
。

「
廣
大
出
生
」

•• 

謂
於
眾
趣
之
事
無
論
如
何
也
不
出
生
、

不
勝
解
者
，
使
廣
大
出
生
也
o

「
獨
一
因
」•• 

指
核
心
之
菩
提
心
也
。

(
五
二
)
蕊
努
羅
漢
即
漏
裳
，
脫
離
食
欲
調
諸
根
，

獲
得
安
樂
無
怖
畏
，
成
滿
清
涼
亦
無
濁
。

「
萃
個
個
羅
漢
即
漏
鑫
」•• 

謂
化
出
迦
葉
等
不
可
思
議
阿
羅

r-白

E 

漢
己
，
作
眾
趣
之
事
也
o

「
脫
離
貧
欲
」.. 

謂
止
息
內
之
執
著
o

「
調
諸
根
」
•. 

謂
謂
伏
外
之
執
著
o

「
獲
得
安
樂
」
:
指
涅
槃
o

「
無
怖
由
民
」•• 

指
摧
毀
凹
魔
也
o

「
成
滿
清
涼
」
•• 

指
脫
離
食
執
之
熱
惱
也
o

「
亦
無
渴
」•• 

謂
離
障
啦
。

(
待
續
)

-22 一



集總寶勝最滿國大示開師上

qu q/
>



-24一

伊
會
剎
時U
P略
中
心
甘
恥
本U
O向
母
帶
園
林
?
吼
聲
字
者
峙
，



白



部

可介也符, 件
制， 愚忠~ 1m 
已懈 2午
卅 國
再7

到1

且

au 
η
/』



簡
述
密
教
對
上
師
與
弟
子
之
關
係

孔
子
先
師
，
生
當
局
季
，
於
時
諸
子
爭
鳴
，
百
家
齊
放
;

於
其
生
詣
，
及
其
殼
後
，
人
皆
以
諸
子
列
之
，
未
嘗
加
以
重
靚

。
及
漢
武
帝
罷
點
百
家
，
表
彰
六
經
而
後
，
歷
代
帝
王
，
均
有

「
大
成
至
聖
孔
子
先
師
」
之
封
號
，
直
至
清
代
不
衰
。
先
君

子
少
粥
先
生
之
詩
有
句

-
E
.. 

「
利
用
儒
辦
保
私
有
，
答
儒
兩
鹿

牛
豬
羊
o

」
葦
紀
實
也
。
然
亦
可
謂
尊
師
也
。

一
般
士
夫
以
一
切
修
業
、
解
惑
，
均
得
益
於
老
師
，
故
儒

家
有
「
尊
師
車
道
」
之
舉
。
而
所
有
漢
人
之
神
樓
上
，
無
不
高

舉
「
天
地
君
親
師
」
之
牌
位
，
以
師
配
天
地
君
親
，
其
尊
重
可

相
心
。佛

法
之
顯
教
，
皈
依
佛
、
法
、
僧
一
一
一
寶
，
而
特
別
誦
「
南

無
本
的
釋
激
牟
尼
佛
」
;
所
謂
「
本
師
」
表
示
「
其
來
有
自
」

也
o

芷
〈
尊
師
可
想
矣
。

密
教
則
於
皈
依
佛
法
僧
之
上
，
加
上
皈
依
金
剛
上
師
，
為

「
四
皈
依
」
。
所
謂
階
無
咕
汝
啤
(
皈
依
上
師
)
、
南
無
勃
打

啦
(
皈
依
佛
)
、
南
無
連
那
嗎
也
(
皈
依
法
)
、
南
無
生
加
也

(
皈
依
僧
)
合
之
為
四
皈
依
o

間
皈
依
為
四
加
行
之
首
，
與
發
菩
提
心
、
百
字
明
、
獻
曼

遠
，
均
為
初
學
密
教
之
修
行
人
各
須
諷
誦
十
萬
譚
，
以
為
基
礎

劉
銳
、
之

。

加
行
中
更
有
須
修
「
上
師
相
應
法
」
者

0

時
輪
金
剛
降
臨

較
遲
，
蜂
本
世
界
繞
數
百
年

o

六
支
瑜
伽
之
外
，
其
金
剛
誦
、

與
實
瓶
氣
，
比
別
法
更
詳
盡
。
而
上
的
相
應
法
，
尤
為
單
視
。

且
引
偉
大
的
薩
組
班
智
達
把
佛
陀
的
加
持
比
喻
成
太
蹋
的
光
力

;
如
果
以
火
柴
為
例
，
不
管
太
喝
多
強
，
火
柴
不
會
自
己
燃
燒

，
你
需
要
一
個
放
大
鏡
聚
光
來
引
燃
火
柴
。
同
樣
，
即
使
佛
挖

力
量
非
常
大
，
能
賜
予
大
加
持
，
但
不
可
能
沒
有
上
師
而
能
得

到
加
持
。
上
師
及
弟
子
與
上
的
的
鷗
係
(
這
兩
種
)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我

要
進
一
步
說
明
上
師
弟
子
的
關
係

•• 

當
大
譯
師
馬
爾
巴

與
他
的
上
師
那
洛
巴
住
在
一
起
詩
，
有
一
天
那
洛
巴
變
現
出
全

部
喜
金
剛
壇
城
及
本
尊
，
他
對
弟
子
馬
爾
巴
說
:
「
我
的
孩
子

邱
莫
羅
卓
(
且
其
三
百
且
可0
)
(還
是
馬
爾
巴
的
名
字
)
醒
來
，

站
起
來
，
這
兒
有
喜
金
剛
壇
城
的
觀
境
!
」
他
站
起
來
且
凜
然

敬
畏
。
然
後
那
洛
巴
問
馬
爾
巴
說
:
「
你
要
對
誰
禮
拜
?
你
要

對
喜
金
剛
禮
拜
或
對
我
i
i

你
的
上
師
暐
拜
?
-
L馬
爾
巴
想.. 

3
旭
是
一
件
非
常
殊
勝
的
事
件
，
這
兒
是
本
尊
，
我
所
修
的
本

尊
，
顯
現
在
道
，
還
是
一
件
非
常
不
平
常
的
事
件
.
.
.
.
，
我
可

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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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常
常
禮
拜
我
的
上
前
，
他
常
常
會
在
這
兒
，
我
要
對
本
尊
禮

拜
。
」
他
就
向
本
尊
禮
拜
。

那
洛
巴
然
後
用
一
句
偈
回
答
，
偈
子
中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說

本
尊
是
上
師
所
變
現
出
來
的
，
在
誦
完
這
偈
子
後
，
他
一
彈
指

八
關
齋
戒

佛
教
傳
入
我
國
漢
端
，
始
於
東
漢
明
帶
，
凡
千
餘
年
o

於

是
有
些
三
芒
，
已
成
漠
化
，
如
禪
宗
祇
漠
地
獨
有
，
而
印
度

西
識
兩
地
，
均
付
缺
如
，
其
一
例
也
。

漠
地
以
蔥
、
蒜
、
盜
、
芸
台
、
胡
器
、
雄
為
五
葦
，
持
齋

者
不
能
食
也
o

依
漠
地
習
慣
，
則
在
初
一
、
十
五
、
初
八
、
二

十
一
一
了
若
加
十
四
、
廿
九
是
謂
六
齋
。
再
加
初
一
(
重
)
十
三
一

、
二
十
八
、
十
六
，
是
謂
十
齋
自
o

南
閻
浮
提
每
年
中
正
丹
、

五
月
、
九
月
為
神
通
月
，
、
自
切
利
天
主
與
四
大
天
王
等
於
此
一
一
一

月
中
，
以
神
通
力
觀
察
閱
浮
眾
生
，
為
善
為
恕
，
而
一
水
賞
罰
;

功
德
倍
之
。
所
謂
受
持
「
八
關
齋
戒
」

•• 

一
、
不
殺
，
﹒
二
、
不

盜
，
一
二
、
不
淫
，
四
、
不
妄
語
，
五
、
不
飲
酒
，
六
、
不
坐
一
口
向

廣
大
床
，
七
、
不
觀
戲
跳
舞
，
八
、
不
以
香
花
塗
身
，
加
上
不

過
午
食
為
齋
。
此
八
支
戒
，
為
在
家
者
暫
待
所
受
之
出
家
戒
也

O 

漠
地
以
不
食
五
葷
為
「
食
齋
」
，
以
口
無
穢
氣
潰
神
明
當

，
本
尊
和
全
部
車
間
金
剛
壇
城
就
融
化
進
入
那
洛
巴
心
中o
然
後

，
那
洛
巴
對
馬
爾
巴
說
:
「
你
這
樣
做
不
正
確
;
你
犯
了
一
個

錯
誤
!
」

劉
銳
之

;
俗
稱
「
食
齋
」
指
此
o

佛
教
傳
入
後
，
南
亞
洲
有
等
傳
小
乘

(
亦
稱
元
始
乘
)
的
關
家

•• 

如
細
甸
、
遲
邏
、
斯
里
蘭
卡
等
國

，
雖
均
戒
殺
，
但
不
斷
食
肉
。
從
大
藏
經
之
「
昆
奈
耶
雜
事
」

等
，
釋
尊
在
臣
，
亦
祇
以
「
不
食
牛
犬
等
肉
」

0

故
漠
地
佛
教
，
雖
始
於
漠
明
一
帝
之
感
夢
，
自
馬
歇
經
。
而

其
發
皇
光
大
，
則
在
於
靖
、
唐
。
稽
之
史
乘
，
督
之
道
安
，
庸

之
玄
槳
，
窺
基
諸
大
帥
，
莫
不
崇
信
彌
勒
淨
土
，
亦
即
兜
率
淨

土
也
。
惜
自
組
宋
以
降
，
輝
、
淨
大
興
，
佛
教
徒
幾
不
知
有
彌

勒
淨
土
，
及
土
生
兜
率
之
說

o

甚
至
依
彌
勒
示
化
之
布
袋
和
尚

，
創
為
種
種
邪
說
，
所
謂
「
釋
尊
退
位
，
彌
勒
掌
盤
。
」
'
令

人
齒
冷
。
所
幸
近
代
佛
教
偉
人
太
虛
大
師
，
及
慈
航
老
法
師
等

，
均
發
顧
土
生
兜
率
內
院
，
以
俟
龍
華
一
一
一
會
，
隨
侍
慈
尊
，

下
生
崗
浮
，
此
與
印
度
早
期
佛
子
如
無
著
、
世
親
等
大
論
師
之

信
仰
，
如
出
一
轍
，
以
彌
勒
在
釋
尊
教
法
中
，
為
發
起
妙
有
之

上
首
，
與
文
殊
菩
薩
相
應
;
且
以
著
麗
而
現
比
丘
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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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性
見
之
開
示
，
能
令
悉
地
如
雨
降
下
。

第
七
世
達
賴
喇
嘛
原
著

第
十
四
世
達
賴
喇
嘛
講
解

傑
佛
里
哈
伯
金
譯
英

陳
文
仁
譯
漢

四
種
憶
念
之
歌
及
註
釋
φ

一
、
憶
念
上
師
@

不
變
雙
運
方
便
智
慈
墊

安
住
皈
處
過
集
自
性
師

斷
證
究
竟
圓
滿
悲
憫
佛

分
別
諸
垢
清
淨
誠
啟
請

請
嘆
隨
順
往
之
根
不
散

心
無
暫
捨
讚
嘆
與
隨
順
。

二
、
憶
念
成
究
竟
菩
提
之
利
他
心
@

立
一
界
無
際
輪
迴
痛
苦
獄

六
遂
有
情
流
轉
無
安
樂

鞠
我
育
我
父
母
在
其
中

食
填
諸
垢
清
淨
觀
慈
悲

平
等
關
愛
往
之
根
不
散

心
無
暫
搶
手
等
與
關
愛
。

毛
憶
念
自
身
為
本
尊
之
身
@

大
寶
大
樂
宮
殿
顯
意
樂

蘊
界
清
淨
自
身
成
本
尊

三
身
體
性
無
別
在
其
中

所
觀
殊
勝
逼
真
起
佛
慢

深
空
明
顯
往
之
扭
恨
不
散

心
無
暫
捨
深
堂
與
明
顯
。

四
、
懷
念
空
性
兒
@
@

一
切
所
顯
了
別
中
圍
內

實
相
勝
義
光
明
同
處
空

無
喻
體
性
諸
法
在
其
中

作
意
諸
垢
無
染
觀
空
性

真
如
本
曲
往
之
根
不
散

心
無
暫
捨
真
如
與
本
面
。

種
種
顯
有
與
六
識
岔
道

所
現
皆
能
所
錯
亂
了
別

幻
師
遊
戲
所
作
在
其
中

變
化
無
實
欺
誰
觀
空
性

n白內
/
】



顯
有
空
性
往
之
叔
不
散

心
無
暫
捨
顯
有
與
空
性
。

以
上
特
殊
教
法
，
為
聖
文
殊
直
接
授
與
法
宗
喀
巴
者
。

此
四
種
憶
念
之
歌
，
具
觀
修
空
性
見
之
間
示
，
為
比
丘
噶
桑
嘉

措
(
「0
的
告
也
否
峙
的ω
3叩
D
E
Z
0
)所
作
，
思
植
正
見
之
因
於
自

飽
。

主
釋

•• 

@
娘
說
叩•• 

此
文
「
四
種
慢
走
之
故
」
'
為
第
令
對
達
賴
喇
嘛
(

-
s
T
O八
|
一
卅
五
帝
)
所
作
。
嘴
=
一
種
其
諱
，
並
有
一
篇

第
十
四
世
達
賴
喇
嘛
，
於
一
九
令
九
平
在
瑞
世
之
演
說
格
。

今
持
之
節
課
A
此
文
之
註
釋
@
、
@
、
@
、
@
，
一
仰
註
釋
@

則
宙
語
自
持
百
噶
扯
，
真
嘉
措
之
「
入
彿
子
…
丌
論
」
統
一
會
。

@
「
上
師
瑜
伽
有
一
本
月
修
法•• 

一
版
(
刀
叫
玲
、
內
與
取
一
一
一
種

o

外

則
觀
上
師
往
高
指
虛
宜
。
為
表
吳
方
復
興
智
是
之
一
本
變
焚
遲

，
故
觀
其
往
日
月
輪
盤
上
，
那

A
純
依
處
，
餅
與
設
智
圖
講

t
m拂
陀
o
h引
見
過
夫
，
勃
生
雄
性
。
於
上
師
讚
嗔
興
隨
順
，

諸
板
來
歡
一
卯
憶A沌
。
」

「
此
修
法
規
品
率
緒
，
並
瘤
研
無
上
瑜
枷
緝-
m持
有
o

抽
均
比

容
箱
，
具
混
上
師
一
項
真
的
進
之
覺
史
，
間
此
與
彿
陀
無
別
。

L一
@
「
若
宋
先
設
菩
提
咚
，
即
來
正
覺
之
咚
，
無
法
設
海
究
竟
崩

悔
之
境
地
o

何
謂
菩
提
也
呢
?
其
為
末
斷
推
遲
之
化
，
一
本
主

痕
棚
，
只
為
一
切
有
惜
之
利

-
n且
，
欲
說
圓
滿
菩
提
。
有
兩
種

報
錄
方
是
，
其
中
每
一
種
，
皆
可
令
菩
提
也
增
諦
。

八
們
觀
修
令
因
果
訣
(
以
憶
起
每
一
竟
為
基
礎
)
，
存
在
街
站
呆

及
法
因
，
相
知
J
如
環
，
設
加
拜
設
，
非
一
就
即
豆
。

。
認
知
一
切
有
精
品
已
峰
。
(
親
說
平
等
)

@
憶
起
一
切
如
母
者
惜
之
廟
袋
。
(
如
今
世
母
)

@
是
看
一
卅
日
熬
。
(
起
b
m鬼
也
)

@
以
定
也
投
放
。
(
主
起
親
情
)

@
川
恥
大
是
視
汰
。
(
難
及
其
苦
)

@
大
轍
。
(
捨
我
其
誰
)

@
求
正
覺
之
化
，
即
菩
提
吟
。
(
欲
說
菩
提
)

(
參
周
菩
提
道
次
第
訣
嬰
)

叫
自
他
相
換
。
(
見
大

b
化
網
導
引
述
第
六
一
一
寶
康
一
一
)

「
靠
一
種
方
是
，
本
來
釋
迦
彿
一
所
投
，
遮
傳
一
本
斷
，
至

超
氏
、
撫
著
，
以
及
金
判
與
阿
底
峽
。
第
一
一
種
方
法i

白
他
相
拱
|
|
島
上
叔
那
吟
，
亦
釋
迦
彿

-
m技
，
禪
大

妹
師
利
，
諸
印
度
上
師
，
一
本
斷
加
至
寂
夭
。
一
一
種
傳
忌

，
至
今
仍
為
古
萊
大
呆
彿
款
，
凹
種
傳
統
一
所
修
習o
」

@
「
此
頌
處
無
上
瑜
伽
緒
。
可
依
生
起
攻
間
滿
次
第
解
說
，
以

下
奴
主
起
次
第
解
說
o

首
的
…
丌
說
會
殿
及
諸
革
嚴
自
汁
，
是
世

清
涉
，
並
白
受
用
。
此
處
其
兩
種
清
手
。
一
所
往
大
寶
管
賊
，

究
竟
無
垢
。
於
身
之
呻
-
A涉
，
觀
起
自
由
只
成
本
尊
身
，
蘊
界
先

nU QJ 



先
清
手
。
進
一
切
，
觀
想
自
咒
語
定
無
別
，
即
身
為
化
身
，
語
為

扣
你
自
咒
，
加
走A
法
身
o

通
常
出
只
語
走
A
一
本
月
體
性
，
但
此
處

觀
波
與
拂
陀
攏
糙
，
無
一
一
無
別
。
若
說
到
霆
，
即
指
彿
性
或

悲
且
只o
亦
可
泣
持
做
細
化
誰
敢
細
鈍
。
」

「
此
時
此
刻
，
眾
主
應
具
堪
泣
，
成
就
如
此
轉
變
，
成
設

為
成
就
彿
位

o
A
斷
凡
惜
一
所
足
，
故
炎
培
巾
土
起
彿
惜
，
觀
自

由
只
告
研
究
竟
彿
陀
，
並
令
一
刑
觀
一
逼
真

l
m其
實
。
」

「
為
何
如
此
觀
修
呢
?
真
實
就
究
竟
鹹
依
，
稱
為
呆
住
械

依
。
此
即
彿
陀
，
非
自
外
謊
有
別
於
自
由
咒
，
那
即
是
自
身
之

呆
住
，
在
身
語
走
諸
垢
淨
盡
法
。
故
此
觀
修
，
為
令
成
堪
紅

之
方
役
。
」

@
「
捧
回
稜
健
赴
←
胡
平
一
頓
，
第
一
一
胡
說
虛
笠
，
如
史
中
-
m修
，

第
一
一
頓
說
變
化
，
如
攻
海
一
所
修
o

」

「
一
切
-
m顯
了
別
，
持
森
羅
萬
象
，
種
種
諸
法
，
一
本
管
好

與
壞
，
末
營
體
性
為
輪
與
退
。
諸
法
無
來
自
甘
史
性
，
即
史
性

過
一
丌
一
切
諸
禱
。
走
持
一
切
諸
法
，
只
A
名
言
是
處

-
m純
訣

安
立
，
無
獨
立
自
糕
，
故
說
鼎
的
且
o

曲
之
，
故
說
立
性
通
…
丌

一
切
諸
濤
，
為
諸
濤
之
勝
吳
諦
。
無
喻
體
性
諸
法
在
其
中
|

為
何
體
性
為
無
喻
呢
?
﹒
白
話
是
非
由
一
所
孰
球
一
所
見
加
者o
」

「
欲
也
是
海
說
，
-
m修
庭
離
吽
定
數
諦
，
令
化
性
非
自
怯

嘴
，
即
往
立
性
。
此
全
社
說
為
無
注
冊
史
性
。
如
是
諸
板
一
本
做

一
卯
佳
，
說
為-
m修
如
鹿
的
且
，
即
，
妙
處
史
性
中
平
等
值
。
拜
存

諸
法
之
立
性
，
亦
有
所
作
，
或

-
m浮
於
彿
陀
尤
如
持
，
那
是

在
諸
法
顯
時
'
脅
下
即
有

o

詩
是
之
勝
抵
抗
諦
，
本
來
即
者
，

無
任
何
自
性
占
有
之
痕
跡
。
」

@
「
首
先
觀
趕
於
岔
進
中
，

b
師
正
興
b
悴
，
錄
象
鳥
都
咐
峙
，

卻
顯
有
於
路
人
，
顯
現
於
其
眼
識
。
象
鳥
會
燕
，
一
呻
恥
熱
血
稍
有

。
由
此
學
喻
，
那
觀
眾
生
，
由
其
六
識
，
無
明
摔
一
汀
，
故
諸

是
顯
於
茁
諦
，
以
自
性
拓
者
。
其
背
自
始
即
非
如
是
一
仰
者
，

口
h
A
尾
處
所
施
訣
，
卻
顯

A
皂
，
刀
一
仰
視
。
為
何
?
因
諸
誠
為

無
明
一
卅
捧
一
汀
之
故
o

」

「
立
性
關
為
世
俗
訴
諸
浩
特
，
則
有
好
壞
、
一
增
減
等
方
別

，
心
卅
一
加
諸
濤
之
勝
呆
一
諦
，
則
只
為
一
味
史
性
。
由
封
面
之
正
tgA q.M 

式
散
修
，
巳
克
海

-
m施
設
之
狗
，
僅
以
有
覓
，
非
真
正
埠
。

且
說
埠
，
因
此
進
一
加
認
知

M
W之
自
牲
嘴
，
已
兌
埠
，
但
未

其
無
自
性
，
我
非
自
力
有

o

海
l
m是
設
智
，
於
法
海
諸
法
顯

現
時
，
臨
其
照
看
，
加
以
息
庫
只
有
，
反
自
力
右
。
然
自
指
定

中
設
智
力
，
故
設
如
顯
之
用
時
，
非
l
m是
即
有
o

」

(
中
譯
功
德
迴
向
)

福
德
法
幢
上
師
長
住
世

所
有
具
德
土
師
長
位
世

無
土
接
深
密
績
廣
流
傳

有
情
得
灌
成
熟
證
悉
地



銳
之
求
法
印
度
，
親
近
承
事
敦
珠
筒
波
車
前
，
得
傳
大

幻
化
精
本
續
傅
笨
，
復
得
餘
法
灌
頂
者
亦
一
百
三
十
餘
尊
，
歸

香
港
後
，
將
大
幻
化
網
導
引
法
，
向
諸
同
修
講
述
;
並
整
編
付

梓
'
於
王
寅
年
正
月
印
行
。
至
其
修
持
鐵
軌
，
亦
經
轉
授
修
習

，
以
當
時
有
請
前
遙
灌
者
，
若
干
人
也

o

數
年
後
以
師
諭

敦
迫
，
弟
子
請
求
，
於
是
設
檀
灌
頂
，
並
將
前
此
親
間
，
而
加

以
紀
錄
之
儀
軌
，
整
理
傳
付
，
久
之
成
帳
。
去
年
師
駕
蒞
臨

，
以
末
代
傳
四
灌
為
悶
，
常
自
儼
然
。
由
念
當
年
師
一
本
儀
軌

，
常
有
註
解
口
訣
，
附
於
其
中
，
及
儀
軌
印
行
，
未
使
全
部
附

入
，
慮
使
修
習
之
初
機
，
目
為
之
絃

o

缺
要
早
經
什
襲
珍
藏
，

然
自
久
恐
或
散
失
，
、
深
負
師
慰
。
乃
收
拾
群
冊
，
其
與
修
持

有
關
者
，
即
片
鱗
隻
爪
，
亦
彙
成
編
;
雖
未
得
傅
人
，
又
無
蓮

師
父
母
巖
藏
之
付
，
惟
頓
存
而
勿
失
，
以
待
來
茲
而
已
。

因
憶
四
十
年
前
，
西
藏
密
乘
大
德
多
傑
覺
拔
格
西
蘊
浴

，
與
一
祭
淵
若
大
海
兄
登
輪
迎
逝
，
挽
留
駐
錫
，
請
求
傳
授
古
祥

天
母
靈
卦
經
，
代
淵
若
譯
之
。
其
後
皈
依
諾
那
、
冀
噶
諸

上
師
，
儀
軌
現
成
，
無
須
譯
述
者
無
論
矣
。
追
依
吐
登
利
嘛

喇
嘛
，
請
求
傳
授
咕
嚕
咕
功
能
明
佛
母

及
玻
璃
鏡
安
臟
法
等
，
譯
而
出
之

o

距
今
前
十
餘
年
，
羅
桑
盆
古
代
表
來
閣
，
以
格
賴
遠
古
活

佛
，
得
政
府
邀
請
，
從
印
度
前
往
鑫
灣
，
路
經
香
港
，
旅
費
所

需
，
希
為
籌
俱
養
，
乃
商
李
世
華
兄
，
而
足
成
之

o

並
為
集
法

緣
，
躬
為
譯
述
，
所
譯
為
一
一
一
自
在
金
織
法
等
。
不
數
年
，
又
奉

筒
汲
車
諭

•• 

飾
將
所
撰
間
聽
古
代
佛
教
史
，
譯
成
漢
文

0

世
華

巴
發
願
擅
施
，
登
報
徵
求
譯
人
，
迄
無
所
得
o

盆
西
又
以
格
賴

之
弟
明
珠
活
佛
為
介
，
愛
聘
來
港
合
誨
。
譯
事
之
暇
，
又
為
集

法
緣
，
並
為
譯
述
;
譯
出
如
意
輪
白
皮
母
長
壽
灌
頂
等
。
茲
於

搜
集
儀
軌
之
便
，
得
錄
存
之

o

如
是
經
年
，
整
編
完
妥
，
親
自
手
鈔
，
或
存
原
稿
。
分
為

五
類•• (

申
)
為
師
所
抉
擇
古
總
所
造
，
或
上
師
自
造
;
全
部

親
聞
簡
示
者
，
凡
十
七
種
。

(
乙
)
為
前
人
所
造
及
譯
，
而
親
承
閱
示
，
於
訓
釋
口
訣
，

不
厭
求
詳
者
祇
一
種
。

轉
耀
華
蠶
修
習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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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
以
師
前
代
攝
授
弟
子
，
為
應
群
機
，
傳
法
通
百

o

緣
其
軌
範
'
均
小
異
而
大
同
，
遂
於
前
行
、
正
行
、

後
行
諸
耍
，
列
成
公
式
;
復
將
各
尊
之
身
儀
、
標
幟

、
手
印
、
真
霄
，
扼
要
提
示
;
倘
有
特
要
、
或
口
訣

，
均
特
為
傳
付
，
筋
自
編
造
而
成
。
返
游
傳
法
以
來

，
實
欲
學
者
專
修
一
尊
，
易
於
成
就
。
而
一
般
心
理

，
難
免
多
所
要
求
;
故
所
編
儀
軌
，
多
係
應
機
編
錄

而
成
者
，
凡
十
八
種
;
待
編
者
未
預
焉
。

以
上
一
一
一
種
，
均
為
窗
波
車
所
傳
法
耍
，
曠
世
奇
珍
o

茲

復
加
入
.• 

(
了
)
為
多
傑
吐
登
雨
師
所
傅
，
多
係
律
法
，
開
示
詳

自
闖
闖
闖
闖
闖
闖
闖
闖
闖
闖
鬧
鬧
鬧
鬧
鬧
鬧
鬧

Z
Z
國E
S
S
圓
圓
圓
圓
闢
闖
闖
闖
圓
圓
翩
翩
闖
闖
闖
闖
圓
圓
圓
認

m
m
m
m
圓
圓
圓
圓
圓
翩
翩

m
g
E
g
g
s
-
-
••••• 

m闖
闖
闖
闖
圓
圓
圓
圓
圓

g
g
翩
翩
翩
闖
闖
闖
回
國
翩
翩

m
E
翩
翩
翩
翩
翩
翩
翩
翩
翩
翩
圓
圓
圓
圓
闖
闖
闖
闖
闖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話
輛
輛
輛

m
Z
E團
結
回
國
棚mm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Z
S
盟
國
闖
闖
闖
闖
岫
圓
圓
圓
闖
闖

m
m
w
m

圓
圓
圓
圓
闖
闖
闖
翩
翩
翩
翩
翩
翩
翩
闖
闖
闖
闖
闖
闖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翩
翩
翩
留
當
當
酬

明
，
可
供
參
考
者
，
共
五
禮
，
並
將

關
要
冒
擇
錄
冠
其
上
。

(
戊
)
為
格
賴
、
明
珠
兩
活
佛
，
代
集
法
緣
時
所
諱
，
心
血

所
在
，
因
併
存
之
者
，
共
五
種
。

當
從
印
歸
來
，
自
維
得
闊
無
上
妙
法
，
為
百
千
萬
劫
所
難

逢
，
深
自
慶
幸
;
以
得
知
報
身
功
德
，
及
了
知
報
身
修
持
方
便

，
若
在
世
嚮
覺
言
之
，
尤
應
知
恩
報
德
，
以
答
四
恩
;
於
是
顏

其
盾
日
知
報
廈
，
一
即
所
編
譯
之
法
本
，
名
為
知
報
爐
儀
軌
焉
。

藏
曆
九
四
入
年
西
元
一
九
七
四
年
甲
寅
歲
清
明
日

舒
裳
亭
、
之
贊
青
束
究
佛
根
劉
銳
之
萃
浮

貢
噶
土
師
閱

qJv qd 

密
宗
山
大
事
記

貝
七
七
、
六
、
十
五
蔡
清
源
會
長
簽
約
買
下
鑫
南
縣
南
化

鄉
菁
埔
黨
十
甲
山
坡
地
。

佛
母
親
臨
山
上
視
察
並
以
加
持
，
並

允
諾
代
尋
一
位
完
全
懂
得
修
建
塔
廟

之
喇
嘛
來
憂
指
導
興
建
。

上
師
關
房
完
成
。

民
七
八
、

四
、
中
旬

閏
月
七
八
、

七
、
十

民
七
八
、

七
、
十

民
七
八
、
十
、
二
十

貝
七
九
、
九
二
一

民
七
九
、
十
一
、
十
一

民
八
0
、

一
、
廿
六

上
前
偕
鍾
棟
湘
師
兄
掩
關
閉
百
日
以

為
加
持
。

上
師
出
闊
，
接
關
弟
子
百
餘
人
。

上
前
主
持
那
由
東
初
超
度
法
會
。

舉
行
懷
愛
火
供
法
會
，
上
師
主
持

O 上
師
率
弟
子
一
行
二
十
人
，
前
往
尼



民
八
0
、

民
八
0
、

民
八
0
、

民
八
0
、

民
八
0
、

民
八
0
、

如二九
、
十
四

九
、
十
五

十十

至
廿
九

泊
爾
祖
師
廟
並
晉
見
佛
母

o

奉
上

建
塔
、
建
廟
地
闊
，
佛
母
隨
喜
讚
歎

'
並
獲
贈
加
持
佛
塔
之
珍
貴
法
物
多

種
。

小
型
關
房
廿
四
間
完
成
。

色
拉
度
總
喇
嘛
答
允
來
台
主
持
修
塔

色
拉
喇
嘛
揖
台
，
上
的
率
弟
子
往

高
雄
親
迎
，
下
搧
台
南
佛
堂
，
當
晚

即
與
上
師
需
輩
種
種
準
備
事
宜
。

色
拉
喇
嘛
上
山
修
法
祈
禱
地
神
幫
忙

四四

小
型
關
房
廿
凹
問
完
成
o

色
拉
喇
嘛
主
壇
修
法
加
持
供
物
及
安

臟
法
寶
，
上
師
從
旁
加
持
，
各
會

弟
子
凡
四
、
五
十
人
參
與
，
每
臼
修

兩
座
，
上
午
由
八
時
至
十
一
時
卅
分

，
下
午
由
一
時
卅
分
至
的
時
卅
分
，

皆
茹
素
。
在
此
之
前
，
塗
製
了
數
十

種
近
萬
張
的
壇
城
，
與
咒
宇
闊
，
如

是
共
費
時
一
一
鬧
，
動
員
一
一
一
四
十
人
。

修
法
之
餘
，
大
家
合
力
捲
咒
字
區
成

民
八
0
、

民
八
0
、

民
八
0
、

十十十
、
下
，
旬

九

咒
輪
，
內
單
香
條
閩
中
，
順
次
捲
牢

，
並
塗
以
膠
水
令
扇
，
外
包
黃
布
，

書
以
咒
字
，
如
是
凡
二
月
餘

o

修
法
一
連
七
天
，
九
日
下
午
上
師

主
持
金
剛
驢
捶
四
灌
結
緣
灌
頂
，
參

加
者
眾
，
法
喜
充
灘
。

山
上
塔
拉
加
持
。
喇
嘛
主
持
修
法
，

上
師
從
旁
加
持
，
覓
得
台
中
會
之

陳
正
輝
師
兄
以
作
獻
供
與
祈
禱
，
以

其
年
卅
六
歲
，
精
壯
，
父
母
健
在
，

財
富
自
在
之
故
，
以
為
吉
祥
。

塔
之
基
礎
開
始
興
建
，
務
令
穩
閉
，

內
外
各
立
四
柱
，
紮
以
鋼
筋
，
舖
以

大
卵
石
。
喇
嘛
主
持
修
法
安
泰
五
方

佛
寶
瓶
後
，
再
以
灌
漿
紮
質
整
個
地

坪
，
然
後
一
層
層
安
上
寶
物
，
灌
漿

。
五
方
佛
寶
瓶
上
緣
，
即
置
放
刀
劍

鑰
妞
，
再
上
則
為
各
式
珍
賢
、
藥
材

、
精
錦
、
糧
穀
'
三
十
七
棋
壇
城
，

長
薄
一
一
一
佛
之
壇
城
圈
，
再
上
則
是
各

咒
字
及
塔
形
小
澄
澄
，
各
層
有
各
層

的
表
義
與
加
持
。

Aa qJV 

十

干



色
拉
喇
嘛
返
錫
金
歡
度
皺
曆
新
歲
，

處
理
寺
務
。

想
拉
喇
嘛
再
抵
台
灣
，
並
帶
來
幫
瑪

巴
十
萬
續
數
十
卷
與
七
寶
藏
一
一
一
卷
。

另
造
一
萬
個
蓮
師
灌
注
和
塔
形
渣
澄

六
、
上
，
旬
菩
提
塔
已
建
至
「
覆
鯨
」
位
。

六
、
廿
七
上
都
率
學
會
各
弟
子
會
向
色
拉
喇
嘛

舉
行
中
脈
安
臟

•• 

八
們
於
中
脈
東
正
菌
頂
輪
下
緣
處
鑽
挖
一
小
孔
，
安
置
各
式

法
簣
，
計
有

•• 

釋
謝
牟
尼
佛
舍
利
，
蓮
師
所
戴
藩
龍

之
布
舍
利
，
龍
清
白
尊
者
之
靴
舍
利
，
以
甘
露
丸
做

成
之
移
喜
佛
母
渣
渣
，
以
甘
露
丸
進
成
之
曼
德
華
佛

母
澄
清
，
敦
珠
法
玉
所
做
之
母
甘
露
丸
。
其
外
綠

期
寫
上
咒
字
經
文
。

∞
於
中
央
心
輪
上
緣
處
，
其
四
綠
捲
以
九
十
九
張
咒
字
經

文
，
底
部
於
十
字
金
剛
杆
擠
處
裝
入
九
十
九
張
咒
字

捲
成
之
咒
輪
。

∞
於
中
緣
南
右
側
綁
以
吉
祥
萃
，
代
表
右
脈
，
北
左
側
綁

以
蘆
茅
根
，
代
表
左
脈
，
然
後
於
東
正
面
最
下
緣
綁

以
兩
種
咒
輪
，
於
擠
輪
回
緣
覆
以
廿
一
個
咒
翰
，
於

喉
輪
下
緣
四
茁
纏
以
四
十
多
個
咒
輪
凡
兩
膺
，
於
頂

民
八
一

元
、
下
旬

民
八
一
、

四

民
八
一

民
八
0
、

民
八
一

輪
安
臟
法
寶
處
下
緣
繞
以
五
、
六
十
個
咒
輪
，
各
有

其
意
義
。

六
、
廿
八

奉
安
中
脈
大
典
，
在
西
藏
被
視
為
大

喜
事
。

在
此
之
前
一
一
日
，
有
兩
個
中
度
颱
風
和
強
度
颱
風
來
襲
，

天
龍
陰
暗
，
時
夾
一
蒙
雨
，
在
上
師
與
喇
嘛
的
加
持

下
，
天
氣
迅
凜
轉
睛
了
。

上
午
九
時
正
，
上
飾
戴
著
運
短
，
被
著
法
衣
，
以
蓮
前

代
表
，
法
玉
心
子
身
份
，
加
持
中
脈
，
并
升
紹
中
脈

。
港
台
七
位
同
摺
黎
師
兄
接
承
中
脈
，
其
他
師
兄
則

搬
抬
法
寶
，
以
林
祟
安
都
兒
為
首
，
端
著
八
供
，
引

領
著
中
脈
、
法
寶
，
魚
貫
地
連
入
會
場
，
眾
人
起
立

榮
迎
。
法
會
開
始
，
上
師
與
喇
嘛
主
持
修
法
，
眾

弟
子
跟
隨
著
次
序
，
對
著
中
脈
修
法
祈
禱
，
一
時
間

鈴
鼓
大
作
，
咒
音
傳
揚
。

中
午
十
一
時
，
上
師
向
中
脈
供
獻
哈
達
，
並
纏
於
中
脈

上
，
與
會
人
士
齊
謂
新
禱
文
。

中
脈
選
上
塔
頂
時
，
喇
嘛
帶
領
楊
東
賢
師
兄
入
塔
內
安
臟

'
是
時
，
陽
光
照
進
塔
內
，
照
著
中
脈
，
非
常
古
畔

。
經
過
六
個
小
時
一
層
層
的
安
臟
，
覆
土
黃
布
，
放

上
壇
城
，
蓋
以
檀
香
粉
末
、
細
砂
'
方
告
圓
滿
。

八
、
佛
塔
塔
頂
舉
安
持
天
際
環
繞
虹
光
，

FO 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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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八
一
、

十

宙
祥
殊
勝
。

上
師
與
喇
嘛
共
同
主
持
菩
提
塔
閃
光

典
禮
，
港
台
五
會
弟
子
雲
集
祈
禱
許

顧
。

菩
提
塔
下

四

民
八
一
、

十

五

上
師
主
持
會
供
修
法
祈

O 

民
八
一
、
十
、
六

民
八
一
、
十
二
、
廿
五

功
德
園
滿
，
色
拉
喇
嘛
閻
錫
金
。

菩
提
塔
勝
住
典
禮
，
一
連
一
一
一
天
修
法

上
師
主
持
，
五
會
弟
子
繞
塔
祈

禱
，
並
攝
影
留
翁
。
此
塔
乃
全
中
國

最
胎
色
者
，
蓋
因
他
者
為
自
塔
，
此

則
為
彩
塔
，
而
塔
之
間
案
花
紋
乃
選

用
玻
璃
馬
賽
克
，
可
耐
風
雨
美
期
侵

蝕
。
其
他
之
八
獅
子
，
蓮
花
及
法
幢

'
臼
丹
皆
為
銅
製
'
並
薄
飾
以
舍
，

故
極
為
燦
爛
奪
目
。

山
門
入
口
路
拓
寬
並
舖
以
水
泥
。

蔡
洞
源
會
長
率
諸
會
同
學
於
大
年
初

一
至
初
五
，
每
日
早
上
六
時
卅
分
，

繞
塔
祈
禱
祈
願
上
師
速
復
健
康
長

住
世
。

蔡
會
長
又
召
集
中
南
部
同
學
專
誠
修
法
一
一
一
夫
，
修
持
大
幻

民
八
一
、
十
二
、
廿
八

民
八
二
、
元
、
廿
一
一
一

至
廿
七

民
八
二
、

晨
八
二
、

民
八
二
、

民
八
二
、

民
八
二
、

民
八
二
、

民
八
二
、

網
除
障
法
，
頂
禮
千
佛
名
號
，
每
日
兩
座
，
凌
晨
一
一
一

時
及
五
持
卅
分
舉
行
，
參
加
者
計
廿
多
人
。

-
7

密
宗
山
護
坡
，
整
路
工
程
完
工
。
菩

提
塔
四
周
植
有
柏
樹
一
百
五
十
棵
'

塔
前
更
訪
榕
樹
爾
株
，
更
添
悠
和
寧

靜
。

上
鋪
上
密
宗
山
調
養
身
體
，
作
閉
關

生
活
，
不
忘
弘
法
，
每
日
最
早
率
領

弟
子
繞
塔
一
一
一
眩
，
每
週
選
自
於
塔
前

講
「
菩
提
正
道
菩
薩
戒
論
」
0

在
塔
前
舉
行
運
師
灌
頂
，
台
港
受
法

弟
子
甚
眾
。

在
塔
前
舉
行
金
剛
薩
捶
灌
頂
，
台
海

受
法
弟
子
甚
眾
。

晚
於
塔
下
舉
行
大
幻
化
網
那
也
東
初

超
度
法
會
'
的
濤
先
鑫
近
千
人
。

佛
母
勸
詩
靈
、
千
媚
佛
女
來
台
晉
藹

上
師
，
並
攝
下
菩
提
塔
及
關
房
相

片
，
以
為
呈
報
，
並
訂
六
月
上
旬
來

海
相
會
。

塔
下
舉
行
亥
母
一
一
級
灌
琪
，
港
台
五

會
受
法
弟
子
凡
五
十
餘
人
。

一
一
、

立
了
十
四

一
一
一
、
廿
八

四四四
、
十
八

抖
。

令
叫

問九



劉
銳
之
上
師
承
事

敦
珠
法
王
演
講
時
之
法
相
(
舊
稿
)

(
法
玉
示
現
輕
微
吟
鳴
疾
中
)

河
J
r

敦
珠
法
玉
於
報
章
雜
誌
上
所
出
現
之
法
相
，
一
般
為
莊
嚴

佛
照
，
上
閻
錫
法
玉
第
的
次
蒞
臨
香
港
，
在
香
港
藝
衡
中
心

壽
臣
劇
場
所
攝
，
時
正
在
開
示
法
耍
，
劉
上
師
承
罩
在
右
。

法
王
一
本
寂
至
今
，
轉
眼
巴
七
年
，
憶
民
國
七
0
年
法
玉

第
四
次
訪
港
，
下
攝
草
都
潛
店
，
劉
上
師

E

夜
承
事
左
右
，

余
何
其
有
宰
，
亦
得
迫
髓
，
每
日
早
上
準
時
頂
體
請
安
，
時

法
玉
所
傅
授
計
有
菩
薩
戒
、
千
佛
灌
頂
、
普
巴
金
剛
、
藥
鋪
佛

及
移
喜
佛
母
灌
頂
，
開
一
本
法
要
計
有
覺
悟
之
道i
i

生
與
死
之

禪
法
、
意
與
治
療
、
千
佛
灌
頂
等
閑
示
。

民
盟
七
十
五
年
十
月
十
日
，
台
中
寧
夏
路
金
剛
乘
學
會
新

建
落
成
，
師
與
眾
弟
子
敦
請
法
王
智
一
眷
屬
蒞
臨
主
持
勝
住

典
禮
，
時
法
王
巖
取
那
金
藥
的
及
無
死
蓮
師
法
，
並
受
移
喜

磋
嘉
佛
母
託
夢
，
必
須
把
此
爾
法
傳
與
劉
上
師
，
囑
其
廣
為

弘
揚
，
代
攝
弟
子
，
因
為
法
玉
授
記
，
不
久
將
有
怪
病
流
傳

，
深
感
濁
世
轟
短
而
病
多
，
果
然
不
到
數
年
，
即
有
愛
茲
痛
聲

之
出
現
，
而
且
祇
要
經
過
血
液
接
觸
，
即
得
感
染
，
無
藥
可
洽

，
非
常
可
怕
，
深
感
佛
法
之
不
可
思
議
。
此
外
更
有
文
殊
師
利

菩
薩
、
為
頭
金
剛
、
蓮
草
生
大
士
及
金
剛
薩
墟
等
灌
頂
，
開
一
本

法
要
則
有
菩
薩
戒
，
並
賜
與
弟
子
法
名
、
大
圓
滿
講
解
及
超
度

蓮
座
亡
者
。
法
主
離
簡
台
灣
時
，
緊
握
劉
上
師
雙
手
，
並

-
E尚
有
一
一
一
個
傳
承
賜
與
，
待
他
返
回
尼
泊
爾
，
再
通
知
師
前

往
領
受
，
可
惜
一
肘
，
那
顯
示
寂
，
徒
歎
奈
何
!

寸I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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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諺輯匯的

起悶，悶，悶，可R足，針，前門，有!

青蛙若無把握

惡，倒話，8究，筍，悶，退，函，每肉!

不在大海中浮游 O

蜀'S'iil 究，究，司馬苟同!
是公雞就啼鳴!

旬，負有，有，前已﹒寬闊!

是母雞就下蛋!

筍，惘，可惡呵，罰，道，苦悶，悶悶!

三個凡人一起商量，

哥!只呂立，可§司'~'當悶，月3哉!呵呵汽!

勝過一個聖人的智慧 O

(三倍皮匠跨過諮葛亮)

話，夫呵，究制氓，門門，益，叫~"I

烏鴉雖愛吃葷，

5呵，話間，門閃失，筒，鼠，司!

但不.吃有聾的葷萊 O

涓﹒悶悶，哥們尺，有剖'~I

烏鴉永遠不長白髮 O

莊晶輯

詞，啊，穹守，惘，只自氓，向﹒月柄，汽守，認!

沒有烏鴉被風颺走的議理

足足，肉，仔細，RSr呵，同柄，有~'6l %:)f

沒有野鴨被水、沖走的道理

O 

5呵，只弱肉，戶氓，副司，筍 '~%:)I

要頂禪時沒了腦袋 O

S呵，為司，詞，同志間，可足，肉也呵，后|

十個手指，割哪個也疼 O

g-arq策，拉夫，見可苔呵'~丘， 1 

屋外雨水巴停，

有足，竟可啊，勾爽，對可桶，寫呵?函，葛汽!

室內滴水不斷 O

~.'悶，司啊，頁'~口﹒閃失!

要去外面跳舞，

有足，問'啊，霄，音問!

內部先要閣結。

g﹒阱，筍，同汽，究，同究，筍，負有!

身體康健不算樂，

no qd 



究足，為惘，柄，司計究，向究，呵，負有!

心靈安寧才是樂。

~'罵，前，5足，書剖，們

外面是絲絨口裘，

卒，究，也悶，剖，苦剖，月 1

裡臣是糖皮糖粗。

(錦繡其外，敗紫其中)

這呵，向民﹒穹'天，穹啊，前司，開足ï

闊佬的斧子是鐵的，

認口，詣'Fq'~丘，穹可剖，前有!

乞丐的針也是鐵的 O

~'~悶，呵呵足，悶，叫刻，有峙，罵，

穹闕，門足ï

吃糧看糧袋的高矮，

問剖，只眉立，連，俏，月穹桶，有悶，只賢，穹民到!

行路查隘口和洞流的情況

O 

哲明，司悶'as 月，苔呵，萬呵，究院 '1

細處隨時會斷，

對呵，桐，司研究悶，柄，向

薄處隨待會穿 O

閃過氓，悶，司司副!

飛在天上，

閃閃閃，刻，叫!

落在地下 O

í-\~:t.. ~'%:)~Z:::'酬，可有詞，街司，有!

雖然高飛雲 上，

內呵呵，剖，汽呵，認爽，啊，悶，天荒!

到頭來降落窄地上 O

筍，違反，~呵，悶'~司，高司令啊!

只要眼睛沒毛病，

穹究，詞'ãS呵，呵，呵，向氓，同穹啊，同穹悶，前司!

各地的熱鬧隨便瞧 O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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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誦，特氓，司司，叮叮啊，可謂!

夏天要擠奶，

冬天就需餵養 O

旬，盞'~~抑制，天呵，為逸，還足，只是啊!

並非牛老才熟，

牛續時就相熟 O

呵，閃桶，壘，問頁"

牧童多過牛 O

旬，誦，司啊，呵，悶悶，向哲明，肉，們只!

與其殺死母牛，

不如留著擠奶。

(切勿殺雞取卵)

呵，哥可爽，戶闕，想，啊啊'~足"

土鹼雖屬單類，

司峙'~'道，呵，悶，錢，啊!

不宜飲食調味 o

忍，呵呵悶，筍，海呵，§悶.~.啊，究，呵呵!

爛皮袍內裹英雄，

割肉，有﹒詞，于3啊'~'ë啊，詞句

牛皮翰內藏利劍

※牛皮鞘，質量最不好的

刀套。

9'詞.~剖，有民'悶，街口，只有呵.~.5t~，

兒子沒生，

別起名 O

a逸，可汽足，間，同予可刻，有!

牛樓挂在樁上，

詞，柄，可足，8!

看哪個脖子勁大

夫悶，罰，可有剖，悶，內已氓，汽!

刀子朝天舉起，

翅，呵，可且，又止"

看誰的刀柄更長 O

白色，悶，到丘，筍，S爽，戶悶，呵呵悶，究，函，葛可

不可讓牛纜歇上大象的重

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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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
法
訊

鍾
祿
湘

一
月
一
一
日
上
師
應
弟
子
之
諦
，
於
台
灣
台
中
學
會
舉
行

首
次
傳
授
大
圍
滿
最
勝
寶
總
集
灌
頂
，
參
加
者
數
百
人
，
情
況

熱
烈
，
本
法
非
常
圓
灘
，
為
爾
瑪
派
專
法
，
所
修
本
尊
為
蓮
師

貢
噶
上
師
以
噶
舉
派
系
統
，
而
得
此
傳
承
o

數
十
年
前
曾

得
寅
師
傅
授
。
師
知
金
剛
乘
學
會
弟
子
甚
多
，
特
許
代
為

傳
授
，
但
從
未
有
代
傳
0

年
來
農
曆
元
旦
，
會
中
間
學
，
輒
集

中
修
此
法
，
於
是
乃
以
普
傅
，
以
此
願
力
，
使
大
眾
一
驕
雄
心
增
長

。

大
自
滿
且
卻
妥
噶
及
戒
定
慧
之
抉
擇
分
別
於
週
一
一
一
及
週
六

、
週
臼
聽
示
，
現
巴
接
近
尾
聲
，
將
快
完
諜
。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至
二
月
十
八
日
，
上
師
閉
關
二
十
一
臣

，
每
日
定
時
勤
修
關
課
、
靜
盤
及
念
咒
，
雖
身
體
帶
病
，
亦
堅

持
圓
滿
鵲
期
，
正
月
初
十
出
鶴
，
晚
上
於
學
會
舉
行
觀
拜
並
乘

新
歲
之
際
，
派
紅
包
與
眾
弟
子
結
緣
，
用
敦
珠
法
王
之
立
體

像
及
上
師
所
修
之
時
輪
金
剛
課
本
加
持
眾
弟
子
，
使
其
願
力

，
日
後
必
能
問
登
香
拔
設
剎
土
。

上
師
身
體
經
檢
寄
一
後
，
一
切
尚
稱
健
康
，
找
不
出
現
顯
之

疾
病
，
惟
部
年
紀
巴
老
，
容
易
感
到
疲
倦
，
需
要
多
學
休
息
及

照
顱
，
多
謝
諸
佛
菩
薩
及
護
法
之
加
持
。

新
春
過
後
，
大
圓
滿
且
郤
妥
噶
及
戒
定
慧
之
抉
擇
分
別
於

一
一
一
月
九
日
(
週
一
一
一
)
及
一
二
月
十
三
日
(
遐
思
)
繼
續
間
一
涼
，
一
二

丹
之
十
日
閱
一
本
無
死
運
師
儀
軌
。

澳
門
弟
子
，
經
過
十
年
來
之
追
求
密
法
，
決
定
成
立
澳
門

金
剛
乘
學
會
，
地
址
於
提
督
為
路
五
十
七
至
六
十
五
號
吉
利
大

廈
五
棲
G
座
，
賞
用
茁
積
為
五
二
五
平
方
尺
，
內
供
諸
佛
菩
蠶

之
樟
城
、
長
街
心
祿
位
、
蓮
座
及
地
神
，
並
決
定
於
春
假
，
恭
迎

上
師
前
往
主
持
勝
住
，
傳
授
西
藏
密
裝
靜
坐
法
及
舉
行
密
法
灌

頂
，
廣
結
法
緣
，
使
藏
密
甘
霖
遍
灑
濛
鏡
。

香
港
金
剛
乘
學
會
因
會
員
日
增
，
每
逢
月
尾
布
麓
，
均
感

地
方
不
敷
應
用
，
只
好
分
批
舉
行
。
經
董
事
局
開
會
後
，
決
定

把
上
師
房
問
及
關
房
部
份
拆
除
，
重
新
裝
劉
禮
城
，
再
次
裝

璜
，
面
目
一
新
o

整
個
工
程
也
香
灼
磯
師
兄
設
計
，
於
二
月
二

十
一
門
口
至
四
月
十
七
日
完
工
，
此
外
尚
須
布
攪
暐
城
，
預
算
在

五
月
初
請
上
師
四
海
主
持
勝
住
典
禮
。

台
中
金
剛
乘
學
會
會
所
琨
已
從
新
鱷
好
，
使
用
執
照
巴
拿

到
，
正
在
內
部
裝
璜
，
預
算
在
六
月
初
全
部
完
工
，
到
時
請

敦
珠
佛
母
前
來
主
持
勝
住
大
典
，
場
面
熱
烈
。

台
南
南
化
鄉
密
宗
山
大
閣
滿
廟
工
程
已
進
展
到
二
之
一
一
樓

，
月
來
廟
前
大
馬
路
已
擴
寬
，
交
通
方
罰
，
氣
派
非
常
，
因
工

程
不
斷
在
進
展
中
，
須
要
龐
大
之
經
簣
，
各
問
學
亦
分
別
發
菩

提
心
，
陸
續
捐
助
，
以
完
成
此
一
貫
一
大
之
任
弱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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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Showing up of the whole self-nature 法爾鑫顯現
b Following of oral instruction 後依口訣

The three unmoved 五種不動
11 The sustaining of the three states 三種坐持量
1 Dream state 夢得量
11 The appearance of the three actions 三業現相量
A Appearing of dharmata 法性現量顯現
B Increase in the state of enlightenment 證境增長
C lncrease in the state of understanding 了別量增長
D Showin~ Up of the whole self-nature 法爾金顯現

iii The three inwards 三入量
iv States of enlightenment 解脫受

c The method of fruit liberation 果解脫法
Common method of liberation 共解脫法

1 Relics in smal1 pieces 碎舍利
1 1 Wh 0 1 e re 1 i c s 完整舍利

11 Extraordinary method of liberation 不共解脫法
1 Body transformed into rainbow 身化虹光
11 Flying away in rainbow 虹身飛去

d Oral instruction of the guru 上師口訣
i Differences in location 道場地勢差別
11 Differences in body 身體差別
111 differenc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mind 心之了別差別

C + Oral instruction for practice 附修持口訣
1 Clear seal in the day 白天明顯印契
2 Wisdom essence at night 晚上智慧扼要
a Understand how to sustain during sleep 睡際了知內持
b Absorbing like vase during midnight 中夜如瓶收揖
C 芷nowing how to appear when' awakened 黎明明瞭自顯

11 胃 ith medium diligence 中等精進
1 The nature of bardo 中有性相
主 Differences 差別

1 From the present to the time of death 從現有到死前
2 At the moment of death 臨死際
3 Taking bardo 取中有際
4 Taking birth 取生有條

B Practice 修持
1 Like a swallow returning to nest 如燕入巢
2 Like a maiden looking at the mirror 如美女照鏡
3 Like a child sitting at its mother's arms 如予金母懷
4 Like water flowing into the river 如水接流

111 With lowest diligence 下等精進
1 Exercise 練習
11 Powa 頗哇
111 Method of liberation 解脫法

一 d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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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ractice 修
1 Emptiness as space practice 空性如虛空修法
2 Clear emptiness as mirror practice 明空如鏡修法
3 Phenomenal emptiness as wave practice 顯空如浪修法

C Action 行
11 Todgal 妥噶
A Extraordinary differences 殊勝差別

1 Difference in the five lights 顯現五種光差別
2 Difference in purifying karma prana 淨除業氣差別
3 Difference in direct seeing of dharma出現克法性差別
4 Difference in transcending all the stages 地道頓超差別
5 Difference in the sight of wisdom eye 慧眼兌兌差別
6 Difference in the emptiness material of vajra 

chains 空色金剛練續差別
7 Difference in rainbow light body 虹身差別

B Practice 修法
1 Pre 1 iminaries 前行
a Body 身

i Good action 善行
11 Bad action 不善行
111 1ndifferent action- 無記行

b Speech 口
i Good action 善行
11 Bad action 不善行
111 1ndifferent action 無記行

C 草ind 意
Good action 善行

11 Bad action 不善行
111 1ndifferent action 無記行

2 Main practice 正行
a The three actions essence 三業扼要

i Body essence 身晏
1 The dharmakaya posture 法身金勢
11 The Sambhogakaya posture 報身生勢
111 The Nirmanakaya posture 化身生勢

11 Speech essence 口要
1 11 旺 ind essence 心要

b Mutual introduction 白相介紹
i D~termination of the three essence 抉擇三要
1 Door 門要
11 Environment 境要
111 Clarity 明要

11 Spontaneousmutual introduction 現量自相介紹
3 colophon 復行

a Knowing the stages of path 認識道次面目
Spontaneous appearance of dharmata 法性現量顯現

11 Increase of stages of enlighte剖nent 證境增長
111 1ncrease of understanding 了別量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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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rop prospering 明點增長法
3 Generation of bliss 生樂法

往 Word initiation 名詞灌了頁
a Preliminaries 加行

Spontaneous understanding of samsara and nirvana 琨了輪涅
1 Exercise of outer meditation on the six realms 外觀六趣練習
11 Inner meditation on the syllables of the six realms 內觀六趣種字

11 Preliminaries concerning the three actions 三業加行
1 Exercise of body vajra 身金剛練習
11 Exercise of speech hung 語吽字練習
A Mudra 印契

1 Outer mudra 外印
2 Inner mudra 內t:p

B Practice 修習
1 Outer practice 外修
2 Inner practice 內修

C Softening 柔和
1 Emitting outward 外放
2 Absorbing inward 內收

D Going into path 入於道
1 Going outward 外出
2 ReturniRg inward 內退

111 Speech samadhi exercise 心三摩地練習
此班editation on the ar1s1ng place 生處觀察
B Meditation on the stationary place 住處觀察
C Meditation on the going place 去處觀察

111 Staying in the self-unchanging state 自性不變安住
1 Staying in solitude 靜住
A Body staying in solitude 身靜住
B Speech staying in solitude 口靜住
C Mind staying in solitude 心靜住

11 Returning to the self nature 還我本來
A Sravakah posture 聲聞姿勢
B Bodhisattva posture 菩藍姿勢
C Wrathful posture 忿怒姿勢

b Main practice 正行
i With the highest diligence 上等精進
1 Tregqod 且
A View 見
1 草editation 止
2 Contemplation 觀
a Determination of outer environment 外境拔擇
b Determination of inner state 內心抉擇

3 Unification of meditation and contemplation 止觀雙運
a Knowing the self face from phenomena 本來面目在自相上認識
b Determined in the oneness 在一法上抉斷
c Determined completely in liberation 究竟在解脫上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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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Magic Net Tantra (7) 

C Rebirth 轉胎
11 Walking on water 水上行法
111 1dentifying treasury 觀庫法
1V Fast going method 快行法
V Magnetizing others 攝人法

111 Obstacle removal 伶障法
1 Removing body obstacles 除身脈障

Wong Ngai Ying 

A Healing dry and broken body channels 除身脈乾斷
B Healing twisted channels 除身藤扭擎
C Healing trembling channels 除脈顫
D Healing numb channels 除脈強木
E Healing curl channels 除腺筋略曲

11 Removing prana obstacles 除語氣障
A Life prana 持命氣

1 Exhaling prana immovable 氣出不能動
2 Prana disorder 氣混亂
3 Prana flowing with difficulty 氣喘

B Downward flowing prana 下除氣
1 Exhaling prana immovable 氣出不能動
2 Prana disorder 氣混亂
3 Prana flowing with difficulty 氣喘

C Upward flowing prana 上行氣
1 Exhaling prana immovable 氣出不能動
2 Prana disorder 氣混亂
3 Prana flowing with difficulty 氣喘

D Balancing prana 平住氣
1 Exhaling prana immovable 氣出不能動
2 Prana disorder 氣混亂
3 Prana flowing with difficulty 氣喘

E All-pervading prana 遍行氣
1 Exhaling prana immovable 氣出不能動
2 Prana disorder 氣混亂
3 Prana flowing with difficulty 氣喘

11 Removing drop obstacl“除意點障
A Curing of illness 除搞法
1 Drop dried up 明點乾
2 Drop turned bad 明點壤
3 Drop turned into yellow water 明點變費水
4 Drop being weak 明點衰弱
5 Drop leaking 明點遺漏

B Removing obstacles hindering longevity 除毒障法
1 Root unfading 根不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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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何Twm罰之前明朝 rT氓喇叭司主嘲令

兮!興趣桶和永等1梵高建暇的內問刮起叩呵如如何!

43. gSANG.bDAG.sGRO.PHUG.PA. Born in Tingri. proclaimed by Dampa as an 
emanation of Guhyapati. CompJeting his study and practice of Maha, Anu, and Atiyoga, 
His prodigious activity a仔ected the ends of the earth-Hornage to Sangdak Drophukpa! 

筒瑪巴師佛傳承系統 (43) 密主左蒲巴



可吋啊!京忍!
dvv1 

NO. 59. APR. , 1994. QUARTERLY , VAJRAYANA 

「
右
上
」
鹿
鼎
青
卻
巴
爭
錯
「
右
下
」
仁
親
冷
遮

教
傳
傳
承
祖
師
法
相
(
八
)

「
中」
宿
奇
充
美
巴

「
左
上」
烏
金
笛
打
零
巴

「
左
下
」
卑
嗎
登
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