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采酬金
1輛黑
岐山l

之F

北
京
廣
濟
寺
彌
勒
菩
薩
莊
嚴
佛
像

揖
俯
敬
佛
像
功
德
•• 

凡
見
佛
像
，
必
須
存
心
恭
敬
，
不
可
稍
有
褻
漪
，
史
勿
加
以
損
壞
。
即
使
置
在
淋

上
、
或
地
下
，
甚
至
跨
越
，
其
罪
甚
大
。
薩
迦
巴
根
朵
澤
程
佛
爺
開
示
廣
大
心
耍
，
宵
。
「
一
人
於
雨

中
見
小
泥
塔
，
急
拾
革
履
蓋
之
。
又
一
人
至
，
以
履
垢
，
易
他
淨
物
;
如
此
二
人
，
以
此
功
協
蝠
，
其

後
與
造
塔
人
，
三
一
者
皆
為
金
輪
之
特
輪
王
。
」
故
說
開
三
宙
萬
之
名
，
或
見
佛
像
、
佛
塔
，
皆
可
為
成

佛
教
子
。

期 68 第
日一月七年五十八國民肇中

日五十月五年子丙曆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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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觀莊嚴論頌 (63 )法尊法師譯

!是我i:..r汽咒罵冉冉，除， ，倆對照內部塔那吶

所取及所捨。作意與繫屬。

!哪柯林林長啊.ll呵呵呵V柯林只有柄呵呵!

所作意三界 o 安住與執著。

!話:8.將甸啊啊!蕊呵!再向市訥慚~r，

法義唯假立。貪欲及對洽。

!只γ帆常喻Y汽躬啊肉， 1只哥們中料相研部
失壞如欲行 D 當知初能取 o

!何會有命科研等，叫吋 !RW向南角柄，南啦!

不如所為生。執道為非道。

!呵呵啊啊糊糊，啊!報桶和品質和!
謂生俱有滅 o 具不其道性 o



聽
咒
道
，
寸
基
磁
及
體
深
口
設
乘
教
授
答
問.•.......... 

黃
毅
英
譯
漢
4

顯
密
彙
集
腳....•••••.....................•....... 

劉
銳
之
訂

戒
定
聽
之
抉
揮
帥••••••..•..•••••••••.••••...••.••• 

劉
銳
之
的
學
密
淺
談•.••.••....•••.••.......•••••••.....•• 

楊
束
賢
記
泊

觀
音
鱉
食
關
謀
教
授
......••.•.••••............. 

黃
毅
英
譯
漢
站
好
婆
的
往
生•••••••••............•....•••••......... 

忘
塵
品

各
學
會
成
立
經
過.............•.••................. 

劉
銳
之
訂
吏
正
啟
事......••.••...................•••....... 

本
社
劫

讀
師
佛
本
關
功
館
與
人
間
淨
土
ω.................... 

柯
萬
成
述
的
八
無
暇
淺
釋.....•............................ 

楊
束
賢
接
控
訂

卻
商
活
佛
與
中
關
穢
語
系
高
級
佛
學
說
•...••.•••........ 

鐘
祿
湘
紅
聽
諺
輯
罷
偷.••......•..•.•....•..•........••••..• 

莊
晶
輯
招

蓋
一
北
京
藏
語
系
高
級
佛
學
院
研
究
院
副
院
長
本
會
法
訊

......•••••....................•........ 

鍾
祿
湘
也

一
卻
商
活
佛
拜
會
上
師

..•••••• 

甄
聞
雄
攝
認
捐
助
本
刊
芳
名
(
台
幣
、
港
幣
)••....•.........•.•••• 

本
社
的
“

一
上
師
於
港
會
舉
行
灌
頂
暨
傳
授
儀
軌

••••••••..•••• 

周
洪
成
攝
圳
的
封
器
:
北
京
廣
濟
寺
彌
勒
菩
薩
莊
嚴
佛
像

一
上
師
於
港
會
舉
行
啤
嗎
寧
梯
、
準
提
佛
母
、
封
面
鑫
:
現
觀
莊
嚴
論
頌
〈

m
w〉

一
及
移
喜
佛
母
等
灌
頂

••••••.••• 

黃
毅
英
攝
筠
封
底.• 

密
泉
山
大
圓
滿
廟
莊
嚴
藻
井
壇
城
一
隅

賞
一
上
師
於
台
中
學
會
傳
授
運
畢
生
大
士
灌
頂

•..••...•. 

楊
泉
賢
攝
鉤
封
虛
謹•. 

宵
碼
巴
師
佛
傳
承
系
統
(
的
“
)
多
鴉
宵
巴
教
主

海
帶
品
T
*
*
融
會
帶
*
*
*
*
*
*
*
品
帶
*
*
品
帶
帶
嚇
品
帶
導
游
品
管
帶
令
品
帶
帶
帶
品
管
帶
令
品
管
帶
嚇
品
管
帶
晶
骨
品
管
教
帶
晶
背
帶
兮
兮
撥
撥
也
帶
導
帶
戀
戀
帶
也
管
帶
帶
品
帶
令
令
品
管
帶
嚇
品
管
帶
帶
品
帶
導
戀
戀
戀
令
品
帶
嚇
*
晶
T
*
*
晶
T
令
像
帶
嚇
*
晶
T

儡T

川
出
版
幸
去
則
采
學
會
圳
香
港
方
面

圳
發
行
所

•• 

合
則
采
雜
誌
社
州
香
港
灣
仔
克
街

-
a
i一
五
號
畏
鴻
大
廈
一
發A
康

州
發
行
人
旅
社
長•. 

華
淑
忠
枷
電
話

•• 

一
一
五
七
五O
八
O
八

叫
一
副
社
長

•. 

林
崇
安
圳
、
地
﹒
'
，

州
執
行
編
輯
:
錢
緣
由
刷
酬
，

ι

州
排
版

•• 

堂
賢
川
剛

州
社
址

.. 

金
北
縣
永
帶
可
秀
朗
玲
一
段
九
十
一
號
州

-
E
K

州
通
訊
處

•• 

受
中
常
渴
屯
最
寧
夏
來
一
街
叫
一
九
號
一
樓
之
一H
d
J
J

圳
郵
政
劃
撥

.. 

。
一
泣
。
九
入
九
i
m

稅
金
剛
采
品
質
詢
社
州
忠
于

刪
印
刷
者

••• 

永
裕
彩
色
印
，
劉
公
司
刪
勘

叫
地
址
吉
縣
辛
辛
嘉
明
一
段
z一
系
主
義
一
棲
鯽
，
宮

州
行
政
院
新
閱
扁
扁
版
憂
誌
字
第
一
工
九
八
號

棚
中
撿
一
﹒
郵
政
還
字
第
悶
悶
。
一
…
號
執
照
楚
記
為
第
一
縈
新
問
紙
類

州
中
華
民
團
雜
諒
事
業
協
會
會
員
酬

于u ~譯自十二月一十年八十六國民華中

本
期
目
錄

聞
內

一
學
革
命
茵
屯
區
學
夏
束
一
街
一
一
九
號
六
撥

〈
學
內
助
印
諸
利
用
鄧
撥
。
一
五O
九
八
九
l

四
號
)

金
剛
猿
隸
誌
社

國
外

一
、
香
港•• 

灣
仔
免
街
一
l

一
五
錢
縷
清
大
廈
一
縷A
鹿

二
、
新
加
坡•• 

金
剛
樂
學
會
新
加
坡
肉
修
會

這
-
謂
的
法
早
已
出
口u
m叫
的3
耳
聞
口
可
言
→-g
s
z
→
B

自
1
白
白
o
z
m
g臨
的
的
叫
，
詔
開
叫
'
"

P
F
b
p
m
H
Z
D
h
g

自

-
2
8
.

吋
淑
一
一
一
、
馬
來
諾
亞
•• 

怨
"
的
胡
言
囂
的
命
為
g
F

M
A戶
口
口
。1門
』r
H
M
V
H

謂
的
﹒
旬
的
問
〉
問
﹒
揖
〉

F
P
J「的
目hp﹒

凡
向
當
地
索
閥
，
請
附
因
郵
簣
，
國
外
劫
印
，
請
以
外
幣
經

叩
悶
悶
或
現
金
接
號
直
接
權
交
姦

-
m市
西
屯
區
寧
夏
來
一
街
一
一
九

拔
一
撥
之
一
。
任
何
妨
印
，
必
在
下
期
季
刊
公
佈
徵
倍
。

贈閱

no 

台
灣
方
站

台
北
布
爾
基
東
路
三
一
段
二
七
八
號
四
種

電
話
:
{
O
二
)
七
五
二
七
三O
七

合
中
市
商
屯
區
寧
夏
東
一
街
一
一
九
號
六
撥

電
話•• 

〈O
凹
〉
言
之
一
一
八
二
丘
之

台
海
市
西
賢
一
街
一
六
六
號
一
一
一
樓

電
話
:
(
O
六
)
之
五
O
八
五
九
三

一
崗
雄
縣
鳳
山
山
市
新
富
路
三
九
一
時
說
十
一
一
摟

傳
話
:
(
O
七
〉
七
六
一
一
一
八
一
九

O

密
乘
出
版
社

通
訊
處•• 
A口
中
市
西
屯
區
寧
夏
聚
一
街
一
一
九
號
一
縷
之
一

電
話
:
(
O
沼
〉
立
一
一
二
六
八
四
七

郵
政
劉
撥•• 

。
五
三
四
之
一
一.. 
|
0
號

密
乘
出
級
社



密
咒
道
十
基
磕

及
甚
深
口
訣
乘
教
授
答
問

蓮
師
口
授
移
喜
磋
嘉
佛
母
戴
巖

楊
奴
宵
瑪
俄
比
品
及
生
嘰
宵
巳
取
巖

艾
歷
啤
喝
恭
桑
英
譯

黃
毅
英
漢
譯

敬
禮
土
師

大
師
蓮
華
生
於
蓮
花
中
生
，
不
受
凡
胎
所
染
。
彼
經
各
種

難
行
，
究
竟
連
生
命
自
在
之
持
明
位
，
趨
生
死
之
流
。

大
師
曾
一
加
八
萬
四
千
法
門
，
暸
知
六
道
眾
生
、
八
類
天
、

魔
等
之
語
言
。
其
梵
音
能
利
樂
一
切
有
惰
。

其
意
擁
有
通
知
之
蠶
蠱
，
其
臼
瞭
遠
超
乎
生
滅
之
自
性
，

而
對
本
性
不
會
割
裂
視
之
。

以
此
生
起
應
具
功
德
故
，
其
為
…
切
顯
著
車
物
之
源
。
旦

大
師
善
巧
於
調
伏
眾
生
之
方
便
。

其
大
行
乃
應
諸
善
逝
心
，
而
擁
有
八
類
夫
、
魔
之
心
命
。

蓮
師
於
部
金
園
地
界
海
中
小
島
上
生
。
並
修
於
八
屍
林
，

於
一
印
度
修
苦
行
巴
，
以
大
悲
故
入
藏
。
此
為
應
藏
玉
之
顱
，
並

令
印
藏
諸
國
和
平
故
。

此
大
悲
上
師
納
余
.. 

嘉
珍
置
公
主
種
嘉
媽
媽
明
妃
，
其
時

余
年
十
一
一
了
合
只
一
介
女
子
，
具
信
、
大
器
、
科
他
、
堅
定
與

敏
捷
而
已
。

~← 

無所五
甲甲申申甲甲甲甲甲甲甲申須有年
十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主之一過教)於

執授，大
七十十十除十十十十修之，余師

四錯種事相種十種表要過行)並承住
法謬敗 功過話百 態手。藏事辦
之壞 德大 基於之百
危 髓巖，一
般 庫令十

中其年
(歡中
英害(

譯。英

者其譯
按時者

，按
以余

下紀他
各錄文
節書中

之寫謂

數大玉
，師十

-4 間



甲
十
三

甲
十
四

申
十
五

申
十
六

甲
十
七

申
十
八

申
十
九

甲
之
十

甲
廿
一

甲
廿
二

申
廿
三

甲
廿
四

申
廿
五

甲
廿
六

甲
廿
七

甲
廿
八

甲
廿
九

甲
三
十

甲
卅
一

甲
卅
一
一

甲
卅
一
一
一 戒離

禪
天

身
語
態
之
…
…
一
昧
耶

十
五
過
境

十
五
願
儷

廿
一
種
徒
勞

四
種
不
還

的
不
能

器
問

五
無
謬

修
六
度

一
一
一
種
追
求

五
種
真
哀
悼

耕
耘
凹
法

八
種
寂
靜

聽
羅
之
誘
憑

自
基
本
功
德

五
毒
從
根
斬
斷

謂
心

五
種
見

五
所
得

申
卅
凹

甲
卅
五

甲
卅
六

申
卅
七

甲
卅
八

甲
卅
九

甲
四
十

申
四
一

申
四
一
一

甲
四
三

甲
白
白

甲
凹
五

申
四
六

甲
四
七

甲
四
八

甲
四
九

申
五
十

甲
五
一

甲
五
之

申
五
一
一
一

申
五
四

五
種
偉
大

五
掌
握

五
種
多
餘

五
必
須

五
妥
語

五
決
定
語

五
徒
勞
事

六
尊
貴

四
不
足

虛
榮
心

十
四
應
棄

盼
你
三
病

解
脫
輸
迪
之
道

至
誠
修
法

守
三
眛
那

恆
常
之
信

十
三
種
出
雛

十
五
要
事

法
之
道

堅
毅

修
法
之
難

F
門
U



甲
五
五
安
樂
之
海

甲
五
六
歡
喜
之
過

甲
五
七
偏
離

甲
五
八
無
可
避
免

甲
五
九
無
所
得

甲
六
十
自
大

一
甲
六
一
間
器
惡
之
交
錯

甲
一
修
行
十
基
礎

大
掰
一
京.. 

修
法
者
，
必
先
商
滿
十
基
礎
。

搓
嘉
媽
白
云

.. 

何
謂
修
行
十
基
礎
?

大
部
云
:
汝
應
於
見
決
定
，
瞭
悟
一
切
教
授
，
如
愈
翅
為

翱
翔
於
空
。

汝
應
於
行
堅
定
，
不
鑄
成
嚇
所
動
，
如
象
渡
河
。

汝
應
以
正
定
修
，
除
無
明
黑
暗
，
如
暗
室
中
燃
燈
。

汝
應
藉
教
授
圓
滿
自
標
，
於
汝
自
性
，
中
解
脫
諾
相
，
如
獲

如
意
之
寶
珠
。

汝
應
以
灌
頂
進
諸
次
第
，
離
墮
輸
迴
之
懼
，
如
王
子
升
於

寶
座
。汝

應
以
三
昧
耶
守
護
根
基
，
不
令
行
為
空
濁
，
如
肥
、
反
之

地

汝
應
以
學
習
自
作
解
脫
，
於
法
之
各
方
面
嫻
熟
，
如
良
馬

得
脫
羈
繩
。

11""一

汝
應
比
較
一
切
法
源
，
瞭
解
佛
法
…
切
學
理
，
如
蜂
覓
巢

。

汝
應
收
集
為
一
點
，
瞭
知
無
數
教
法
實
為
一
味
，
如
商
人

加
其
盈
利
。

汝
應
達
知
晃
顯
著
處
，
清
楚
撩
惜
一
切
敦
法
，
如
連
鎖
彌

山
峰
。藏

土
之
人
若
欲
不
以
上
諾
基
礎
而
得
學
養
，
質
不
能
得
入

要
義
，
而
僅
能
為
宗
見
之
徒
，
此
為
不
以
以
上
十
基
礎
而
作
婚

熱
之
攝
息
也
。

甲
二
十
過
患

蓮
師
去
.. 

若
不
能
共
足
土
列
之
十
基
礎
，
汝
刻
，
有
修
法
不

成
就
之
十
種
過
忌
。

磋
嘉
媽
白
云
:
此
等
過
恩
何
謂
也
?

大
師
去
.. 

若
不
能
以
兒
決
定
，
則
有
肯
定
之
海
息
。

若
不
以
品
行
得
堅
定
，
則
，
有
見
與
行
為
不
配
合
之
過
息
。

若
不
知
以
正
是
高
修
，
不
能
入
發
法
性
。

若
不
以
口
授
圓
滿
目
標
，
不
懂
修
行
之
法
。

若
不
以
灌
頂
漸
次
，
非
為
修
法
之
器
。

若
不
以
一
丘
，
味
耶
守
護
根
基
，
所
種
者
只
為
地
獄
驢
子
。

若
不
以
學
習
得
解
脫
，
則
不
能
嘗
法
味
。

若
不
能
比
較
諸
法
源
，
則
不
能
打
破
宗
派
之
界
限
。

若
不
能
敢
算
於
一
點
，
則
無
能
瞭
悟
諸
法
根
源
。

nnu 



若
不
能
達
知
見
之
顯
著
處
，
則
無
以
通
違
法
之
本
性
。

未
以
法
修
練
之
所
謂
尊
師
，
不
知
法
超
乎
京
見
。
其
人
以

偏
見
互
相
攻
擊
。
以
各
乘
皆
區
成
立
故
，
勿
涉
諸
爭
辯
，
任
選

放
下
。甲

三
十
要

蓮
師
一
水-
E.. 

修
法
時
應
共
十
耍
。

搓
嘉
媽
，
白
宮
:
何
謂
十
要
?

大
師
去
.. 

汝
應
具
不
動
之
信
為
要
點
，
如
河
。

汝
應
具
無
仇
之
悲
之
要
點
，
如
目
。

汝
應
具
無
私
之
捨
之
要
點
，
如
泉
。

汝
應
具
無
瑕
之
三
味
耶
之
要
點
，
如
水
晶
球
。

汝
聽
其
離
邊
之
見
之
要
點
，
如
虛
空
。

汝
應
具
離
沉
掉
之
定
之
要
點
，
如
黎
明
。

汝
應
其
離
取
捨
之
行
為
之
要
點
，
如
豬
狗
。

汝
慮
其
離
拼
除
之
果
之
要
點
，
如
到
純
金
之
島
。

汝
應
渴
求
法
如
饑
人
求
食
或
渴
人
求
水
。

總
之
，
令
人
逃
避
以
法
為
至
耍
，
只
以
控
財
為
目
的
。
汝

於
死
時
實
無
能
將
財
富
帶
走
者
，
故
無
令
墮
於
惡
趣
為
至
耍
。

甲
四
十
表
誼

運
師
-
E
.. 

甚
多
人
將
修
法
淪
為
表
面
。

確
嘉
媽
白
哥
哥.. 

何
謂
也
?

大
師
:
以
不
信
誦
經
為
表
醋
。

無
大
悲
而
去
和
他
為
表
面
。

吝
督
而
行
布
施
為
表
面
。

若
為
密
人
不
守
三
，
昧
耶
流
於
表
筒
。

為
僧
不
守
戒
為
表
面
。

居
士
不
勤
修
流
為
表
面
。

只
研
學
理
不
修
法
為
表
苗
。

修
法
而
不
知
法
要
流
為
表
面
。

若
不
按
法
而
行
反
而
教
人
乃
為
表
面
。

言
行
不
一
，
指
導
他
人
為
表
面
。

總
之
，
吾
以
獻
於
聽
「
有
學
」
之
人
，
不
以
法
降
其
心
者

，
徒
增
紛
擾
;
其
所
大
談
者
，
只
為
表
聞
之
說
而
已
。

甲
五
十
種
誇
大

蓮
師
去
.. 

修
法
時
，
有
十
種
誇
大
。

磋
嘉
媽
，
臼
冉
一
百

.. 

何
謂
也
?

大
帥
一
百.. 

佯
稱
認
識
法
耍
，
實
未
聞
法
為
誇
大
。

若
未
修
儀
軌
，
而
謂
具
力
(
譯
者
接

•• 

係
指
兵
神
通
力
〉

為
誇
大
。

無
借
閱
謂
得
加
持
為
誇
大
。

若
未
得
定
，
而
謂
得
達
佛
境
乃
為
諾
大
。

若
末
一
本
事
，
而
謂
得
師
為
詩
大
。

佯
稱
已
得
解
脫
，
實
未
得
有
傳
承
之
教
授
為
誇
大
。

若
無
口
訣
，
而
詣
證
悟
為
詩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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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未
修
法
，
宣
稱
解
脫
為
誇
大
。

若
不
精
進
，
自
謂
修
法
為
誇
大
。

不
守
-
2
.
昧
耶
，
荷
謂
得
殊
勝
境
遇
者
為
務
大
。

總
之
，
若
欲
輕
心
修
法
，
不
假
辛
勞
者
，
無
乃
自
誇
者
，

終
不
成
就
。

甲
六
除
十
過

蓮
師
-
x
.. 

修
法
時
，
勿
墮
十
過
為
至
耍
。

磋
嘉
媽
也
霄

.. 

何
者
為
十
過
?

大
師
曰
:
汝
縱
有
修
行
，
若
不
以
之
作
為
妄
愈
之
療
泊
，

則
有
不
善
用
口
授
之
過
。

汝
縱
己
瞭
悔
自
心
，
若
不
能
以
知
解
說
，
使
兒
離
二
邊
，

則
有
不
獲
不
共
教
授
之
遇
。

汝
縱
有
誠
信
心
，
若
不
獲
加
持
，
則
有
不
與
己
得
證
悟
上

師
連
繫
之
緝
。

汝
縱
勇
猛
精
進
，
若
修
法
無
進
境
，
則
有
心
未
完
全
清
淨

之
過
。汝

若
於
修
法
時
感
疲
累
，
則
有
未
惜
覺
性
自
然
之
遇
。

汝
縱
作
修
行
，
然
心
仍
散
亂
，
烏
有
修
法
未
決
定
之
遇
。

若
境
界
非
自
汝
心
直
接
生
出
，
則
有
只
於
奢
摩
他
中
迷
失

之
遍
。著

覺
性
之
力
舟
，
非
由
汝
生
，
則
有
不
知
以
諸
棺
作
助
道

之
遇
。

圈-一一一

若
覺
難
於
離
妄
念
之
執
，
則
有
不
知
以
五
器
為
迪
之
過
。

若
不
知
於
苦
困
中
自
處
，
則
有
不
知
如
何
將
心
轉
離
輪
迴

之
過
。總

之
，
若
自
稱
修
法
而
內
裡
充
滿
過
息
，
又
何
能
達
至
好

之
境
地
欺
?

甲
七
十
種
功
德

蓮
師
去.. 

汝
需
十
種
功
德
為
修
行
之
相
。

礎
嘉
媽
，
臼
蟄
居
.. 

何
者
為
此
功
德
?

大
部
去
.. 

若
能
調
伏
散
亂
，
為
瞭
悟
覺
性
自
然
之
相
。

若
心
性
之
智
慧
離
邊
展
現
，
為
口
訣
奏
效
之
相
。

若
見
上
師
為
佛
，
為
對
上
師
生
信
之
相
。

若
無
礙
得
加
持
，
為
成
就
之
傳
承
不
斷
之
相
。

若
以
覺
性
生
力
用
時
，
能
無
礙
改
變
自
心
，
為
覺
性
能
力

，
鍛
鍊
生
功
德
之
相
。

若
日
夜
修
法
仍
不
覺
疲
，
為
違
心
氣
精
要
之
功
德
。

若
修
法
與
否
，
明
覺
性
無
異
，
為
修
定
得
決
定
之
相
。

無
論
何
念
或
相
生
起
，
均
能
悟
知
法
相
，
則
為
能
以
諸
棺

為
助
道
之
梢
。

若
諾
妄
忿
不
起
，
或
組
後
即
可
平
復
，
為
即
能
認
伏
五
毒

之
相
。若

能
於
苦
聞
中
勝
，
為
暸
悟
輪
迴
無
常
之
功
德
。

總
之
，
譯
法
於
心
笠
，
功
德
自
汝
而
生
。
藏
人
中
若
無
館

。
。



、
不
勤
、
乏
智
難
生
任
何
功
德
也
。

甲
八
十
相

連
前
去.. 

若
以
法
往
於
心
，
當
有
十
相
。

罐
嘉
媽
白
當
.. 

何
者
為
十
?

大
師
霄.. 

若
執
著
漸
減
為
驅
執
質
相
魔
之
相
。

若
染
著
少
生
，
為
遠
離
馳
求
之
相
。

若
情
緒
漸
減
，
為
五
毒
於
內
寂
息
之
相
。

若
自
私
漸
滅
，
為
聽
我
執
魔
之
相
。

若
已
離
攝
尬
，
並
無
取
搶
，
為
染
污
概
念
崩
潰
之
相
。

若
已
無
修
法
者
、
與
修
法
對
象
之
概
念
，
又
不
離
自
性
，

為
見
法
性
母
之
相
。

若
晃
一
切
生
起
之
意
念
，
均
為
離
執
之
境
界
，
為
能
入
見

與
修
之
道
之
格
。

若
知
輪
漫
無
分
，
為
圓
滿
證
悟
，
由
內
生
起
之
相
。

總
之
，
若
於
何
物
，
乃
至
汝
身
，
均
不
執
著
，
乃
為
離
諸

染
著
之
相
。

若
不
為
苦
困
所
傷
，
為
知
一
切
相
，
皆
是
虛
幻
之
相
。

若
對
八
風
只
聽
微
關
注
，
為
知
心
性
之
相
。

無
論
如
何
，
若
內
相
外
顯
，
即
如
樹
發
嫩
棄
。
如
外
相
他

人
可
見
，
則
如
樹
結
果
，
可
供
享
用
。

甚
多
行
人
，
連
一
功
德
亦
無
，
得
悟
者
甚
少
，
故
當
勤
精

進
修
持
也
。

申
九
十
事

蓮
師
去.. 

對
修
法
者
言
，
須
知
十
事
。

蹉
嘉
媽
去
.• 

何
謂
也
?

大
師
言
.. 

既
得
人
身
又
聞
佛
法
，
為
過
往
生
中
積
集
也
。

有
趣
法
之
意
樂
，
亦
遇
具
口
訣
之
上
師
，
則
如
盲
者
覓
得

如
意
寶
珠
。

既
得
人
身
，
又
具
信
與
根
器
，
則
為
過
往
所
修
之
聲
業
已

醒

若
既
富
裕
，
文
同
時
遇
上
乞
丐
，
即
為
盟
滿
布
施
之
縛
。

若
苦
海
溢
滿
峙
，
欲
注
心
修
法
，
為
惡
業
與
障
礙
得
清
淨

也
。

若
心
轉
向
法
之
時
，
突
遇
仇
敵
，
為
引
導
往
安
忍
之
道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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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

清
瞭
解
一
切
諾
棺
無
常
，
並
對
所
得
甚
深
法
要
具
僧
，
則

表
示
已
到
出
離
世
間
法
之
時
。

若
兒
他
人
死
去
，
而
觸
及
對
死
之
懼
，
即
種
大
信
心
生
起

之
時
。總

之
，
若
欲
先
圓
滿
世
聞
法
，
再
修
佛
法
，
即
會
發
覺
此

乃
無
可
能
者
!
此
亦
能
於
輪
迫
中
解
脫
者
甚
少
之
故
也
。(

待
讓
)



藏
定
慧
之
抉
t

的
朋

戊
二
八
路
處

l

又
名
八
除
入

此
為
不
壞
法
禪
觀
之
中
行
，
能
使
八
背
捨
之
觀
、
心
，
能
觀

所
觀
，
兩
臻
勝
妙
，
不
惑
於
所
緣
;
如
健
人
乘
馬
能
破
娥
，
亦

能
自
制
其
馬
。

己己
一
一

初
路
處
|
初
禪
、
又
名
內

存
色
想
觀
外
色
少
勝
處
。

二
勝
處
!
亦
初
禪
\
又
名

內
有
色
想
觀
外
色
多
勝
處

o 

以
上
兩
種
勝
處
，
即
初
背
捨
。
只
以
初
時
觀
道
未
熟
，
觀

心
米
紹
，
不
易
攝
持
多
色
。
故
所
觀
外
色
少
。
如
行
有
觀
己
身

是
骨
人
，
亦
見
外
所
愛
男
女
之
身
是
骨
人
，
但
未
能
普
及
十
方

。
及
其
後
詩
，
觀
道
漸
熟
，
觀
心
漸
細
，
便
能
攝
持
多
色
，
故

所
觀
外
色
多
。
如
行
者
編
觀
十
方
，
皆
是
骨
人
，
於
此
二
時
，

若
能
觀
而
不
惑
，
不
令
此
心
蜂
散
，
還
攝
線
，
中
。
(
捨
餘
管
人

，
而
蜂
己
身
骨
人
，
又
從
足
至
頭
，
漸
次
捨
餘
處
，
而
緣
肩
間

。
)
是
為
勝
處
。

-戶自』一

己

三
勝
處
l

二
禪
\
又
名
內

劉
銳
之

己
四

無
色
想
觀
外
色
少
脂
肪
處
。

四
路
處
|
亦
二
禪
\
又
名

內
無
色
想
觀
外
色
多
勝
處

以
上
兩
種
勝
處
，
即
第
二
背
捨
。
只
以
初
時
觀
道
初
故
，

觀
心
初
轉
，
不
易
攝
持
多
色
，
故
所
觀
外
色
少
。
如
行
者
滅
"
內

骨
人
，
亦
能
外
觀
欲
界
四
大
不
淨
之
境
，
但
未
能
普
及
十
方
。

及
其
後
時
，
觀
道
久
故
，
觀
心
久
轉
，
便
能
攝
持
多
色
，
故
所

觀
外
色
多
。
如
行
者
編
輯

-
T方
欲
界
四
大
不
淨
之
境
，
於
此
二

時
，
若
能
觀
而
不
惑
，
不
令
此
心
馳
散
，
還
攝
據
中
，
是
為
勝

處
。

也 10 -

日
五

五
路
處
!
四
禪
\
又
名
內

無
色
想
觀
外
色
青
勝
處
。

六
勝
處
i

亦
四
禪
\
又
名

內
無
色
想
觀
外
色
黃
鶴
處

己
六

。

己
七

七
路
處
i

亦
四
禪
\
又
名

內
無
色
想
觀
外
色
赤
勝
處



己
八

o 八
勝
處
l

亦
四
禪
\
又
名

內
無
色
想
觀
外
色
白
勝
處

以
上
四
種
勝
處
，
那
第
三
背
捨
。
此
時
內
外
不
淨
四
大
，

均
已
不
見
，
權
見
淨
四
大
。
隨
心
所
緣
，
觀
十
方
皆
背
包
淨
光

。
如
是
歷
黃
赤
白
色
淨
光
，
個
未
能
編
於
一
切
處
，
不
及
十
循

處
之
普
遍
。
於
此
四
種
現
時
，
若
能
觀
而
不
惑
，
不
令
此
心
馳

散
，
還
攝
緣
，
中
，
是
為
勝
處
。十

循
處
i

又
名
十
一
切
處
\

十
禪
支
。

此
為
不
壞
法
禪
觀
之
後
行
。
觀
法
巴
造
其
極
，
能
使
一
一

，
舖
於
…
切
處
，
即
綜
合
萬
有
為
一
之
對
象
也
。

觀
地
循
處
l

四
禪

觀
水
循
處
i

四
禪

觀
火
循
處
i

四
禪

觀
聞
編
處
i

四
禪

觀
青
線
處
|
四
禪

觀
黃
循
處
1
8

禪

觀
赤
循
處
!
四
禪

?戊
己己己

四
己
五

己
六

己
七

己
八
觀
臼
循
處
|
四
禪

己
九
觀
控
縛
處
|
空
處
定

已
十
觀
戰
循
處

i

論
處
定

此
中
前
八
編
處
，
即
第
一
一
一
背
捨
。
依
第
四
蟬
，
緣
清
淨
位

蘊
。
後
一
一
編
處
，
即
第
四
第
五
背
捨
。
依
空
識
一
一
無
色
定
，
緣

受
想
行
識
四
蘊
。
過
此
即
入
無
為
，
無
循
相
可
得
矣
。

上
述
不
壞
法
觀
禪
三
法
，
鈍
根
人
因
當
先
修
八
背
捨
'

次
修
八
勝
處
，
後
修
十
舖
處
。
在
中
根
人
，
僅
修
三
背
捨
竟

，
即
修
勝
處
循
處
。
在
利
根
人
，
僅
修
初
背
捨
賞
，
即
修
勝

處
編
處
可
也
。

九
次
第
定
|
節
目
禪
\
凹
盟

，
加
滅
受
想
次
第
定

不
壞
法
道
於
觀
輝
主
法
之
後
，
尚
須
練
之
以
九
次
第
定
，

謂
之
練
禪
;
練
為
調
練
之
義
。
前
之
觀
禪
，
雖
亦
能
由
四
禪
四

空
，
而
入
滅
定
。
但
出
入
中
間
，
尚
雜
具
念
，
非
能
純
熟
。
復

加
調
練
，
順
次
出
入
，
其
念
自
涂
，
無
闊
無
雜
，
其
心
自
然
依

次
第
而
進
，
故
稱
為
九
次
第
定
。

戊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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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五
師
子
奮
、
過
一
一
一
眛

不
壞
法
道
，
於
觀
禪
練
彈
之
後
，
尚
須
讓
禪
。
但
能
順
次

出
入
，
未
能
逆
次
出
入
，
復
加
黨
熟
，
使
之
順
道
無
妨
，
進
退

自
如
，
插
如
師
子
奮
迅
.. 

一
則
奮
除
塵
土
，
二
能
前
走
卻
走
，



捷
疾
真
於
諸
獸
。
此
三
味
亦
如
是

.. 

一
則
奮
除
障
定
之
惑
，
一
一

能
出
入
諸
蟬
，
捷
疾
無
悶
，
其
於
餘
之
三
睬
。
故
稱
為
師
子
奮

迅
乏
味
也
。

己
一
入
禪
奮
、
迅

願
九
次
第
定
，
從
初
禪
至
滅
定
，
均
能
奮
短
而
入
。

己
二
出
禪
奮
、
迅

道
九
次
第
定
，
從
滅
定
至
初
蟬
，
均
能
當
迅
而
出
。

此
師
于
奮
迅
三
昧
，
能
於
的
禪
，
獲
五
神
道
。
以
神
通
力

，
上
供
下
施
，
但
必
至
佛
地
，
乃
能
滿
足
耳
。

戊
六
超
越
乏
味

不
壞
法
道
，
於
觀
練
蕪
禪
之
後
，
尚
須
修
之
，
謂
之
修
禪

。
修
為
修
治
之
義
。
前
之
蕪
禪
，
雖
顯
逆
均
可
無
礙
。
但
能
次

第
無
聞
出
入
，
未
能
超
越
自
在
出
入
，
復
加
修
治
，
乃
盎
精
妙

，
不
必
依
其
次
第
，
任
意
超
越
迫
近
諾
站
，
而
出
入
自
在
，
故

稱
為
超
越
正
昧
。

己
一
起
入
三
眛

謂
從
初
禪
起
，
超
入
非
非
想
定
。
非
非
想
超
入
滅
定
，
滅

定
超
入
:
一
禪
，
一
一
一
禪
超
入
滅
定
，
滅
定
起
入
四
蟬
，
四
禪
蚓
闖
入

滅
定
，
滅
定
紐
入
空
處
，
空
處
超
入
滅
定
，
滅
定
超
入
識
攏
，

識
處
定
超
入
非
非
想
，
非
非
想
超
入
滅
定
。
是
為
諸
佛
菩
鐘
，

超
入
三
昧
。
若
聲
問
人
，
但
能
超
入
一
定
，
而
不
能
如
闖
入
二
定

-戶…一

'
況
能
如
上
自
在
超
入
乎
?

此
超
入
三
昧
又
可
分

庚
一
順
起
入

炭
三
道
超
入

使
三
順
逆
超
入

己
二
超
出
一
一
一
眛

謂
從
滅
定
超
入
散
心
。
散
心
超
入
滅
定
，
滅
定
超
還
入
散

心
，
散
心
超
入
非
非
想
定
，
非
非
想
超
住
散
心
。
散
心
超
入
無

所
有
處
定
，
無
所
有
處
超
住
散
心
。
散
心
超
入
識
處
，
織
處
扭

住
散
心
。
散
心
超
入
空
處
，
空
處
超
住
散
心
。
散
心
超
入
四
禪

，
四
禪
超
住
散
心
。
散
心
超
入
三
禪
，
一
一
一
禪
超
住
散
心
。
散
心

妞
入
一
一
蟬
，
二
禪
超
住
散
心
。
散
心
超
入
初
蟬
，
初
禪
超
住
散

心
。
是
為
諾
佛
菩
薩
，
超
出
三
味
之
相
。
若
聲
問
之
人
，
但
能

超
出
一
定
，
而
不
能
超
出
二
定
，
況
能
如
上
自
在
超
出
乎
?

此
超
出
一
一
一
昧
，
又
可
分-
2.. 

自 12 一

庚
一
順
超
出

庚
二
逆
超
出

庚
三
順
道
超
出

修
禪
巴
後
，
不
壞
法
道
之
出
世
間
禪
，
斯
觀
止
矣
。

非
有
漏
非
無
漏
禪
|
出
世
間
上
上

間
學

丙

四



修
禪
定
者
，
凡
有
三
種
攝
心
:

一
日
出
法
攝
心
，
世
間
咪
禪
二
禪
是
。

二
日
滅
法
攝
心
，
出
世
間
壤
法
不
壞
法
一
一
禪
是
。

一
一-
B非
出
非
滅
法
攝
心
，
出
世
間
上
上
禪
是
。

出
法
攝
心
者
|
|
以
觀
息
為
門
，
故
世
間
蟬
，
鞏
在
息
道
。

滅
法
攝
心
者
i
i

以
觀
色
為
門
，
故
出
世
聞
禪
，
童
在
不
淨

觀
。

非
出
非
滅
法
攝
心
者

l
i

以
觀
心
為
門
，
故
出
世
間
上
上
禪

，
還
在
悲
智
雙
遲
。

然
此
一
一
一
者
，
體
問
相
遇
，
但
以
用
心
有
異
，
而
有
勝
劣
之

分
耳
。
此
出
世
閉
上
上
禪
，
並
非
捨
離
世
聞
出
世
聞
諸
禪
，
闊

別
有
體
。
不
過
彼
超
乎
世
聞
出
世
間
諸
禪
之
上
，
深
明
人
法
兩

空
。
又
從
空
間
見
其
不
空
，
故
能
於
其
空
上
，
運
用
之
以
智
，

即
不
住
生
死
，
而
有
以
自
利
。
又
能
於
其
不
空
上
，
運
用
之
以

悲
，
即
不
住
涅
槃
'
而
有
以
利
飽
。
凡
此
皆
大
乘
菩
薩
所
修
，

非
凡
夫
外
道
，
及
小
乘
之
所
共
也
。
略
辨
其
相
，
可
分
為
九
種

大
禪
.. 

了
…
自
性
禪

心
之
真
體
於
外
不
求
，
本
來
具
足
，
自
性
即
禪
，
是
謂
之

自
性
禪
。
心
之
妙
舟
，
能
生
萬
法
。
依
心
而
鋒
，
禪
由
自
性
，

是
謂
之
自
性
禪
。
此
有
橫
豎
二
說
:
若
依
橫
說
，
則
出
世
閉
上

上
禪
之
q

體
缸
，
空
而
不
空
，
出
於
自
性
，
莫
非
自
性
禪
也
。

若
依
豎
說
，
則
鐵
輪
十
住
之
位
，
觀
忠
等
慧
未
成
以
前
，
行
社

出
世
間
善
，
一
心
安
住
。
或
止
分
，
或
觀
分
，
或
二
同
類
，
或

俱
分
，
均
各
自
性
禪
。了

一
一
一
切
禪

世
間
法
之
一
切
體
相
舟
，
唯
心
所
現
，
莫
不
是
蟬
，
是
謂

之
一
切
禪
。
出
世
間
法
之
一
切
體
相
用
，
亦
唯
心
所
現
，
莫
不

是
禪
，
是
謂
之
一
切
蹄
。
如
是
復
分
:

戊
一
世
間
之
現
法
樂
住
禪
可
體
』

戊
二
世
間
之
出
生
一
一
一
眛
功
德
禪
吋

口
M
M

--wlh 

世
問
之
利
益
眾
生
禪
可
用
包

出
世
間
之
現
法
樂
住
禪
吋
體

戊戌
四三

no 
句
E
A

戊
五

出
世
間
之
出
生
三
味
功
德
禪

『
口
M
M

斗
A
刊
，
"
岫

出
世
間
之
利
益
眾
生
禪
司
用

戊
六

此
亦
有
橫
豎
二
說
:
若
依
橫
說
，
則
出
世
間
土
上
禪
之
髓

，
空
而
不
空
，
編
於
一
切
，
莫
非
一
切
禪
也
。
若
依
豎
說
，
則

銅
輪
十
住
之
位
，
聞
漸
成
，
亦
能
止
息
身
心
，
而
得
現
法
樂



住
。
修
習
三
味
，
高
出
生
功
德
。
勵
行
三
施
，
以
利
益
眾
生
。

則
一
切
悉
於
禪
，
故
名
一
切
禪
。

了
一
一
一
難
禪

依
禪
而
心
能
運
其
大
悲
，
為
人
所
難
。
至
以
大
悲
防
備
現

化
身
，
斯
尤
為
難
。
是
之
謂
難
蟬
，
依
禪
而
心
能
選
其
智
，
為

人
所
難
。
至
以
大
智
，
而
越
過
諾
乘
，
斯
尤
為
難
，
是
之
謂
難

禪
。
依
禪
悶
心
能
悲
智
雙
道
，
為
人
所
難
。
至
以
悲
智
雙
運
，

而
獨
鐘
菩
提
，
斯
尤
為
難
，
是
之
謂
難
禪
。

戊
一
第
一
難
禪

此
禪
求
和
他
之
廣
績
，
乃
至
編
現
二
十
五
有
種
種
諸
身
，

不
慕
滅
定
。

戊
二
第
一
一
難
禪

此
禪
求
自
利
之
殊
勝
，
乃
至
超
過
去
乘
所
證
一
切
法
門
，

不
味
淺
法
。

戊
=
一
第
一
二
難
關

此
禪
求
一
一
利
圓
滿
，
乃
至
念
念
所
有
功
德
，
悉
趣
菩
提
，

不
欣
小
果
。

此
亦
有
橫
豎
二
說
:
若
依
橫
說
，
則
出
世
間
土
上
禪
之
體

，
空
而
不
空
。
其
此
三
難
，
莫
非
難
禪
也
。
若
依
豎
說
，
則
亦

鍋
輪
十
住
之
位
，
鵲
讓
漸
成
。
亦
能
不
慕
滅
定
，
不
味
淺
法
，

不
欣
小
果
，
前
依
禪
以
運
其
悲
智
，
均
名
難
禪
。

-一

丁
的
一
切
門
禪

心
入
於
蟬
，
前
一
切
禪
，
莫
不
以
次
具
備
，
是
之
謂
一
切

門
禪
。
心
入
於
禪
，
而
一
切
禪
，
皆
從
此
門
出
，
是
之
謂
一
切

門
禪
。

與
覺
觀
俱
禪
|
即
欲
界
定
及

初
禪

戊
一
一
與
喜
俱
禪
i
即
第
二
禪

戊
主
與
樂
俱
禪
|
即
第
一
二
禪

戊
臼
與
捨
俱
禪
|
即
第
四
禪

此
亦
有
橫
豎
二
說
:
若
依
橫
說
，
則
出
世
閉
上
上
禪
之
相

，
無
相
間
有
相
，
其
足
四
禪
，
莫
非
一
切
門
禪
也
。
若
依
豎
說

，
則
銀
輪
十
行
之
位
，
思
慧
漸
成
，
亦
能
依
次
深
入
四
禪
，
均

名
一
切
門
釋
。

戊

自 14 呻

了
五
善
人
禪

，
心
入
於
禪
，
而
此
禪
具
足
成
善
人
，
是
之
謂
善
人
禪
。
心

入
於
彈
，
而
此
禪
為
大
善
根
眾
生
所
修
，
是
之
謂
善
人
禪
。
復

分
如
下.. 

戊
一

戊
二

戊
一
一
一

不
昧
著
禪

與
慈
心
俱
禪
!
即
慈
無
旦
旦
心

與
悲
心
俱
禪
l

即
悲
無
心



戊
由
與
心
俱
禪

i

即
無
蠶
心

戊
五
與
捨
心
俱
禪

i

部
捨
無
童
心

此
亦
有
橫
豎
二
說
.. 

若
依
橫
說
，
則
出
世
閉
上
上
禪
之
相

，
無
相
而
有
相
，
具
足
四
等
，
而
又
不
昧
著
，
莫
非
善
人
禪
也

。
著
依
豎
說
，
則
亦
銀
輪
十
行
之
位
，
思
慧
漸
成
，
亦
能
依
次

深
入
四
等
，
而
又
不
味
著
，
莫
非
善
人
禪
也
。

了
六
一
切
行
禪

心
入
於
禪
，
而
以
禪
行
於
一
切
行
，
是
之
謂
一
切
行
禪
。

心
入
於
蟬
，
荷
一
切
行
皆
為
釋
，
是
之
謂
一
切
行
禪
。

戊
一

戊
二

戊
三

戊
白

相
上
一
切
行
皆
禪
。

戊
五

戊
六

戊
七

用
上
一
切
行
皆
禪
。

戊戌
九八

誰
口
叫
陳

無
記
化
禪

止
分
禪

觀
分
禪

皂
他
利
禪

正
念
禪

出
生
一
神
通
力
功
德
禪

名
緣
禪

義
緣
禪

戊
十

戊
十
一

戊
十
二

戊
十
三

體
上
一
切
行
皆
禪
。

此
亦
有
橫
豎
二
說
:
若
依
橫
說
，
則
出
世
間
土
上
禪
之
相

，
無
相
而
有
相
，
敷
禪
於
一
切
行
，
即
一
切
行
皆
蟬
，
莫
非
一

切
行
禪
也
。
若
依
豎
說
，
則
金
輪
十
向
之
位
，
修
慧
漸
成
，
敷

禪
於
一
切
行
，
郎
一
切
行
皆
禪
。
均
名
一
切
行
騁
。

了
七
除
惱
禪

心
入
於
禪
，
而
態
心
深
霆
，
能
拔
眾
生
種
種
之
苦
，
是
之

謂
除
惱
禪
。

止
相
緣
禪

舉
相
緣
禪

捨
相
緣
禪

現
法
樂
住
第
一
義
禪

Hhu --

戊
一
咒
術
所
依
禪

菩
薩
入
定
，
除
諾
苦
蔥
、
毒
害
、
籍
審
寒
熱
鬼
病
。

戊
二
除
病
禪

菩
薩
入
定
，
能
除
四
大
所
起
眾
病
。

戊
三
璽
雨
禪

菩
薩
入
定
，
興
致
甘
霖
，
能
消
災
竿
，
救
諸
飢
鐘
。

戊
四
等
度
禪

菩
薩
入
定
，
濟
諾
悲
難
，
一
切
水
火
，
人
非
人
怖
。

(
待
續
)



觀
音
蠶
食
關
課
教
授

禁
食
之
法

謀
隙
仍
須
保
存
佛
慢
而
外
，
前
行
與
正
式
縈
食
之
上
均
須

修
法
:
一
座
。

當
鹿
如
上
修
法
。

次
鹿
先
修
淨
業
、
誦
「
嗡
啤
嗎
郎
巴
咕
耶
疏
啥
」
真
霄
，

給
界
印
並
皈
依
發
心
三
遍
等
。

如
前
修
法
，
至
資
糧
田
供
養
時
念
.. 

「
創
那
生
起
觀
世
音

菩
薩
身
，
嗡
啤
嗎
他
支
吽
眩
，
嗡
沙
啦
哇
舒
達

.... 

」
等
(
略

去
加
持
寶
瓶
等
〉
'
資
糧
田
供
養
，
自
身
對
身
生
起
，
直
至
最

末
之
淨
業
嚀
。

於
第
一
一
一
座
，
如
第
二
座
修
，
於
回
向
後
加
念.. 

「
頓
以
此

功
德.... 

」
等
，
修
廣
古
稀
頌
或
如
前
之
修
、
或
大
班
智
達
羅

桑
卓
之
贊
由
一
月
所
造
者
或
任
何
其
他
頌
艾
。
於
睡
前
盡
力
於
身
語

意
保
任
佛
樓
。

睡
瑜
伽睡

時
，
觀
想
觀
世
音
菩
薩
融
為
自
光
、
融
入
種
子
「
此
一
…
」

字
、
「
峰
一
」
宇
融
入
光
蘊
。
如
虹
光
於
空
中
之
消
散
，
於
臨
時

-一句

七
世
達
賴
喇
嘛
造

初
巳
宵
波
車
與
車
道
羅
夫
共
譯
英

黃
毅
英
譯
漢

，
意
住
於
空
性
界
中
、
明
空
而
本
性
空
。

並
不
能
住
於
空
中
，
住
於
任
何
德
相
中
入
睡
亦
可
，
如
對

本
尊
或
上
師
之
誠
信
、
著
提
心
等
，
則
睡
眠
即
可
具
功
侮
辱
之

殊
勝
意
義
。

禁
食
之
日
及
圓
滿
目

禁
食
之
日
，
晨
早
即
起
，
當
緊
見
五
指
即
修
淨
業
等
如
前

，
由
「
嗡
啤
嗎
部
巴
哇
耶
疏
啥
」
咒
、
手
印
起
，
至
皈
依
發
心

，
於
聖
物
前
還
淨
與
清
淨
諾
戒
，
直
至
四
向
之
最
後
一
頌
，
如

前
修
次
、
三
爾
座
。

於
第
一
一
一
日
晨
，
除
還
境
等
外
，
如
前
之
修
，
所
急
之
咒
必

須
少
於
前
天
而
頌
文
可
只
念
五
至
七
癌
。

吸
食
及
禁
語
之
瑜
伽

故
此
，
於
前
行
之
日
，
禁
食
肉
、
嚐
酒
、
蒜
、
蔥
、
蘿
蔔

、
芝
麻
、
碗
豆
及
一
切
污
染
物
等
。
於
一
座
中
，
受
用
乏
自
(

乳
艷
、
鮮
奶
、
牛
油
)
之
食
物
。

映
食
時
，
觀
飲
食
為
甘
露
，
受
用
時
觀
為
供
養
自
成
之
本

尊.. 

觀
世
音
菩
薩
，
又
或
觀
想
觀
音
住
於
心
醋
，
為
諾
尊
攝
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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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
食
時
供
之
。

勿
於
銅
器
、
葉
或
於
掌
，
中
取
食
，
除
密
糖
、
，
自
糖
、
蜂
蜜

外
，
海
午
勿
吃
經
中
所
述
之
「
非
時
食
」
，
如
乳
酪
、
全
奶
、

水
果
等
。

於
正
日
，
自
黎
明
即
絮
語
及
勿
吃
一
米
或
嚐
一
滴
水
。
國

余
至
今
未
睹
一
文
獻
，
如
天
竺
典
籍
縛
，
請
及
唾
沫
之
處
理
，

故
余
以
為
軍
禁
吞
嘸
囉
沫
以
保
嚴
謹
。成

立
經
過

各
學
A

憶
金
剛
乘
學
會
成
立
多
年
，
日
出
借
用
香
港
墨
道
李
世
華

會
長
之
關
居
聽
事
，
還
移
到
九
龍
旺
角
洗
衣
街
二
二
九
號
十
六

樓
C

座
自
盟
會
層
。
全
部
面
旗
，
不
過
五
百
餘
尺
，
遂
將
大
半

部
闢
為
佛
殿
。

成
立
既
久
，
來
學
者
漸
多
。
余
以
多
年
久
歷
我
行
，
常
於

李
漠
魂
伯
豪
將
軍
幕
中
，
為
其
處
理
案
艙
。
他
旋
拜
廣
東
省
政

府
主
席
之
命
，
兼
攝
廣
東
全
省
保
安
司
令
。
派
余
為
當
政
府
參

議
，
兼
保
安
肖
令
部
主
任
秘
書
，
階
向
上
校
，
處
理
案
續
為
常

。
越
數
年
，
伯
豪
主
席
交
代
。
提
車
英
主
席
接
任
，
余
隨
之
去

留
，
乃
返
香
港
，
重
操
舌
耕
故
樂
。
持
香
港
政
府
，
將
所
有
教

育
事
業
，
劃
分
「
上
午
」
、
「
下
午
」
兩
種
，
於
是
有
所
謂
「

上
午
班
學
校
」
、
「
下
午
斑
學
校
」
之
稱
。
當
時
因
生
活
影
響

最
佳
當
為
暗
誦
只
限
各
儀
軌
，
中
之
文
，
若
意
離
頌
文
，
亦

當
清
楚
觀
恕
，
免
得
散
亂
。
正
日
及
前
行
日
均
應
如
是
。

第
三
日
結
壇
黎
明
用
粥
〈
稀
飯
〉
。
若
連
續
數
日
禁
食
，

第
二
前
行
日
閱
戒
用
掰
亦
無
過
失
，
可
於
滑
淨
戒
之
前
或
後
用

之
。
然
若
按
自
身
上
師
之
傳
承
，
應
按
其
修
法
。
無
論
如
何
，

若
於
日
出
時
受
舟
，
則
過
午
食
有
過
失
，
故
當
於
黎
明
時
用
之

。

劉
銳
之

，
對
於
「
上
午
班
學
校
」
、
「
下
午
班
學
校
」
，
全
部
上
課
，

故
又
忙
不
過
來
也
。

若
以
佛
法
而
論
.. 

則
以
由
印
度
傳
來
之
密
宗
，
如
大
日
如

來
，
一
本
現
釋
迦
牟
尼
佛
。
又
以
無
量
壽
佛
，
一
本
現
阿
彌
陀
佛
。

倘
設
壇
請
求
加
被
，
無
不
其
應
如
嚮
，
如
胡
青
瑞
君
腕
枯
能
愈

，
譚
禮
延
君
側
室
，
自
瞥
復
明
。
佛
法
治
療
，
其
徵
奇
效
。
時

有
蔡
淵
若
，
余
淵
齊
仿
儷
，
為
堂
上
之
拜
門
學
生
，
為
之
祈

禱
，
其
效
雖
徽
，
然
其
心
可
嘉
也
。

其
後
以
離
開
香
港
，
乃
將
原
佛
殿
保
留
，
市
選
委
其
中
精

進
盡
責
之
間
學
，
為
正
副
會
長
，
使
能
脅
力
成
辦
。

現
在
先
後
成
立
正
副
會
畏
者

.. 

為
香
港
、
台
北
、
台
中
、

台
商
、
高
雄
等
，
尚
能
井
井
有
條
也
。

可
S

句
Z
A



藥
師
4
本
顧
功
德
與
人
間
淨
土
。

的
身
心
康
樂
願

《
藥
師
經
》
-
x
.. 

「
第
七
大
願•• 

願
我
來
世
得
菩
提
時
，

若
諸
有
情
，
眾
病
逼
切
，
無
救
無
歸
，
無
醫
誨
，
藥
，
無
親
無
家

，
貧
窮
多
苦
，
我
之
名
號
，
一
經
其
耳
，
眾
病
悉
除
，
身
心
安

樂
，
家
屬
資
足
，
悉
皆
豐
足
，
乃
至
證
得
無
上
菩
提
。
」

藥
師
如
來
的
第
七
大
願
說
:
將
來
我
成
佛
的
時
候
，
若
諾

有
惰
，
受
了
眾
病
的
煎
適
、
苦
切
可
同
時
又
無
人
救
治
，
無
所

歸
托
。
或
無
力
延
醫
，
無
錢
買
藥
;
或
無
親
戚
好
友
，
無
父
母

兄
弟
，
夫
妻
兒
女
等
家
屬
，
可
以
服
侍
照
應
。
如
此
貧
窮
如
洗

，
而
又
狐
獨
伶
汀
，
病
蘊
多
苦
，
人
生
世
間
，
真
沒
有
比
這
更

不
幸
了
!
可
是
我
藥
師
如
來
的
名
號
，
一
經
那
苦
難
眾
生
的
耳

鼓
，
即
得
眾
病
悉
除
，
身
心
安
樂
;
而
且
家
庭
親
屬
，
資
金
之

具
，
也
就
能
悉
皆
具
備
盟
足
起
來
。
不
做
如
此
，
以
闊
的
普
根

因
緣
，
能
通
修
描
德
智
慧
，
一
直
到
證
得
無
上
菩
提
。

川W

轉
女
成
男
願

《
藥
師
經
》
-
x
.. 

「
第
八
大
願•• 

願
我
來
世
符
菩
提
時
，

若
有
女
人
，
為
女
百
惡
之
所
逼
惱
，
接
生
厭
離
，
願
捨
女
身
;

開
我
名
己
，
一
切
皆
符
轉
女
成
男
，
共
丈
夫
相
，
乃
至
證
得
無

-恥←

柯
萬
成
述

上
菩
提
。
」

藥
師
如
來
的
第
八
大
麒
姥
說
:
若
有
女
人
，
為
女
首
惡
之

所
適
惱
，
而
極
其
苦
痛
，
生
厭
離
心
，
願
意
捨
棄
女
身
;
若
詞

我
藥
師
如
來
的
名
號
，
一
心
稱
念
，
聽
敬
供
養
，
一
切
皆
得
轉

女
成
男
，
其
足
大
丈
夫
相
。
由
此
修
行
，
證
得
無
上
菩
提
。

紛
回
邪
歸
正
願

《
藥
制
經
V
-
E
-﹒
「
第
九
大
願•• 

願
我
來
世
得
菩
提
時
，

令
諸
有
情
，
出
魔
冒
綱
，
解
脫
一
切
外
道
纏
縛
;
若
望
種
種
惡

見
樹
林
，
皆
會
引
攝
蓋
於
正
見
，
漸
令
修
習
諸
菩
薩
行
，
速
證

無
土
正
等
菩
提
。
」

第
九
大
願
是
說
:
來
世
證
得
大
菩
提
時
，
要
令
一
切
有
惰

，
都
能
出
離
惡
魔
的
胃
網
，
和
解
脫
一
切
外
道
的
蘊
縛
。
若
有

眾
生
受
邪
魔
的
、
外
道
的
種
種
惡
見
如
誤
入
禍
密
的
森
林
中
，

到
處
荊
樣
葛
藤
，
不
易
得
出
，
藥
師
如
來
要
用
種
種
善
巧
方
便

，
導
引
攝
受
，
使
出
離
魔
外
的
邪
覓
，
而
安
置
於
佛
法
正
見
之

中
，
漸
令
修
習
四
攝
六
度
等
諸
菩
薩
行
，
而
速
能
證
得
無
上
正

等
菩
提
。心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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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
師
經
》
…z.. 

「
第
十
大
願.• 

願
我
來
世
得
菩
提
時
，

若
諸
有
情
，
主
法
所
錄
，
繩
縛
鞭
糙
，
繫
間
牢
獄
，
或
當
刑
戮

，
及
餘
無
受
災
難
凌
辱
，
悲
愁
煎
逞
，
身
心
受
苦
;
若
問
我
名

，
以
我
福
德
成
神
力
故
，
皆
得
解
脫
一
切
憂
苦
。
」

藥
師
如
來
第
十
大
願
是
說
:
若
諸
有
惰
，
因
犯
罪
或
受
枉

而
為
王
法
所
錄
，
經
過
法
律
裁
判
，
或
用
繩
索
總
縛
，
加
以
鞭

援
;
或
受
徒
刑
，
繫
禁
於
牢
獄
中
;
罪
更
重
大
的
，
或
當
受
別

手
足
耳
目
等
刑
，
或
遭
戮
殺
。
及
其
餘
種
種
的
無
量
災
難
，
受

欺
凌
侮
辱
，
而
致
悲
傷
憂
愁
，
交
煎
逼
迫
，
身
心
感
受
無
邊
的

苦
楚
。
這
些
受
到
刑
罰
災
難
的
有
惰
，
若
聽
到
我
藥
師
如
來
的

名
號
，
由
於
我
的
關
滿
竊
德
力
，
與
廣
大
成
神
力
加
被
他
們
的

蜂
故
，
便
能
悉
得
解
脫
一
切
災
難
，
而
免
受
憂
愁
苦
惱
。

尚
得
妙
飲
食
願

《
藥
研
經
》
-
E.. 

「
第
十
一
大
願•• 

顧
我
來
世
得
菩
提
時

，
若
諸
有
情
，
饑
渴
所
惱
，
為
求
食
故
，
造
諸
惡
業
;
得
時
我

名
，
專
念
受
持
，
我
當
先
以
上
妙
飲
食
，
飽
足
其
身
;
後
以
法

味
，
忠
于
竟
安
樂
而
建
立
之
。
」

第
十
一
大
願
說
:
將
來
我
成
佛
時
，
若
諾
有
惰
，
生
活
困

難
，
而
受
饑
渴
所
追
惱
，
為
了
維
持
生
存
，
不
擇
手
段
去
追
求

飲
食
，
造
下
了
重
大
的
諸
惡
業
。
這
比
一
一
饑
寒
無
衣
無
食
的
眾
生

，
若
得
間
我
名
字
，
依
照
佛
的
開
示
，
專
心
億
念
，
倍
受
奉
持

，
那
麼
，
我
當
先
以
上
妙
的
飲
食
，
飽
足
其
身
;
然
後
進
一
步

，
以
無
上
的
佛
法
味
，
使
他
們
建
立
於
佛
的
正
法
中
，
得
畢
竟

安
樂
i
i

究
竟
解
脫
樂
。

的
開
得
妙
衣
共
願

《
藥
師
經
V
-
E
-﹒
「
第
十
二
大
願.• 

願
我
來
世
得
菩
提
時

，
若
諸
有
情
，
食
無
衣
服
，
蚊
蛇
央
、
熱
，
袁
夜
通
惱
;
若
問
我

名
，
專
念
受
持
，
如
其
所
好
心
，
即
符
種
種
上
妙
衣
服
，
亦
得
一

切
寶
莊
嚴
兵
，
華
髮
塗
香
，
鼓
樂
眾
仗
，
隨
心
所
玩
，
皆
令
滿

足
。
」藥

師
如
來
的
第
十
一
…
大
顯.. 

希
望
他
將
來
成
佛
詩
，
使
一

切
貧
苦
有
惰
，
都
能
得
種
種
英
妙
的
衣
服
、
裝
飾
品
及
娛
樂
用

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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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諸
有
惰
，
因
為
貧
窮
閻
難
，
無
衣
服
穿
，
也
沒
有
被
榜

根
子
，
為
蚊
蛇
所
苦
，
冷
天
無
衣
禦
寒
，
熱
天
無
衣
遺
體
。
造

樣
的
晝
夜
逼
惱
，
不
勝
其
苦
。
藥
師
如
來
悲
憨
眾
生
，
顧
使
這

一
切
苦
惱
有
惰
，
得
到
安
樂
，
所
以
說
:
若
聞
我
藥
研
如
來
名

號
，
專
心
稱
念
，
如
法
受
持
，
那
宋
'
承
藥
師
本
願
功
德
與
威

神
力
，
部
能
如
其
內
心
所
好
，
高
興
得
什
麼
，
即
得
什
麼
，
以

至
什
麼
種
種
高
質
的
上
妙
衣
服
。
同
時
，
亦
能
得
一
切
實
莊
嚴

具
，
如
首
飾
、
寶
石
、
古
董
、
花
瓶
等
類
;
還
有
花
質
、
塗
香

，
還
有
鼓
樂
和
眾
役
。
總
之
，
隨
貧
苦
眾
生
的
心
意
所
愛
好
玩



黨
的
，
藥
師
如
來
皆
能
令
他
得
到
滿
足
。

三
藥
師
法
行
與
人
問
淨
土

從
十
三
大
顧
的
內
容
蓉
，
第
…
大
願
為
生
佛
平
等
願
'
此

後
，
便
覺
思
想
的
正
確
，
行
為
的
合
理
，
生
活
的
盟
富
;
缺
陷

的
加
以
彌
補
，
病
患
的
予
以
救
站
，
苦
痛
的
予
以
安
樂
。
不
但

若
麓
衣
食
等
物
質
性
活
，
又
注
意
到
教
育
，
健
康
，
正
常
的
娛

樂
道
運
動
人
類
的
和
藥
生
存
。
可
見
，
學
佛
並
非
只
追
求
往
生

皮
亡
的
後
世
樂
的
，
也
可
追
求
現
世
樂
的
，
從
藥
師
如
來
的
十

二
大
願
'
啟
示
最
為
明
白
。
大
家
試
想
之
，
若
人
人
都
遵
照
藥

師
如
來
十
二
大
顧
的
閱
導
，
謊
吐
界
不
就
是
淨
土
，
不
就
是
理

想
的
社
會
了
嗎
?

以
上
所
說
的
還
只
是
藥
師
如
來
利
接
眾
生
的
現
世
消
災
延

壽
，
以
下
略
說
對
亡
者
的
利
益
。
茲
鈔
錄
以
下
幾
條
資
料
以
見

其
事.. 

世
尊
復
告
受
殊
室
利
童
子
言
.. 

「
有
諸
眾
生
，
不
截
善

惡
，
惟
懷
食
吝
，
不
知
布
施
及
施
果
報
，
患
癡
無
智
，
關
於
倌

根... 

'
彼
諸
有
情
，
從
此
命
終
，
生
餓
鬼
界
，
或
旁
生
趣
。

由
昔
人
間
，
曾
符
暫
聞
藥
師
琉
漓
光
如
來
名
故
，

A
?在
惡
趣
，

暫
得
憶
念
彼
如
來
名
，
即
於
昔
時
，
從
彼
處
沒
，
還
生
人
中
。

得
宿
命
念
，
畏
惡
趣
苦
，
不
樂
砍
樂
，
好
行
患
施
，
請
歎
施
者

，
一
切
所
有
悉
無
食
惜
。
」

-一

「
復
次
，
受
殊
窒
利
!
若
諸
﹒
有
情
，
雖
於
如
來
受
諸
學

處
，
而
被
戶
羅•••• 

破
軌
則•••. 

毀
正
見
，.•.• 

有
雖
多
聞
而

增
土
慢
，
由
增
土
慢
援
蔽
心
故
，
自
是
非
他
，
嫌
謗
正
法
，
為

鹿
伴
黨
，
如
是
惡
人
，
自
行
邪
丸
，
復
令
無
量
俱
版
有
情
，
墮

大
險
坑
。
此
諸
﹒
有
情
，
應
於
地
獄
、
旁
生
、
鬼
趣
，
流
轉
無
窮

。
若
得
聞
此
藥
師
琉
璃
光
如
來
名
號
，
使
捨
惡
行
，
修
諸
善
法

，
不
墮
惡
趣
。
」

「
設
有
不
能
捨
諸
惡
行
，
修
行
善
法
，
墮
惡
趣
者
，
以

彼
如
來
本
願
威
力
，
令
其
現
前
暫
聞
名
號
，
從
彼
命
終
還
生
人

趣
，
符
正
克
精
進
，
善
調
意
樂•..• 

漸
次
修
行
諸
菩
薩
行
，
迷

得
自
滿
。
」「

復
次
，
受
殊
窒
利
!
若
諸
有
四
眾
及
餘
淨
倌
善
男
子

、
善
女
人
等
，
有
能
受
持
八
分
齋
戒
，
或
經
一
年
，
或
復
三
月

，
受
持
學
處
，
以
此
善
根
，
願
生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無
憂
壽
佛
所

，
聽
聞
正
法
，
而
未
定
者
，
若
闖
世
尊
藥
師
琉
璃
光
如
來
名
號

，
臨
命
終
時
，
有
八
大
菩
薩
，
其
名
曰
:
文
殊
師
利
菩
薩
、
觀

世
音
菩
薩
、
得
太
勢
菩
薩
、
無
盡
意
菩
薩
、
寶
樟
華
菩
薩
、
藥

玉
菩
薩
、
藥
上
菩
薩
、
彌
勒
菩
薩
。
是
八
大
菩
薩
乘
空
而
來
，

示
其
道
路
，
即
於
彼
界
種
種
雜
色
車
寶
花
中
，
自
然
化
生
了
」

又
說
:
「
或
有
問
此
生
於
夭
上
，
雖
生
天
土
，
而
本
善
根
亦
未

窮
盡
，
不
復
更
生
諸
餘
惡
趣
。
天
上
毒
盒
，
還
生
人
悶
，
或
為

輪
五•••• 

或
生
剎
帝
利
、
婆
羅
門
、
居
士
大
家
，
多
饒
財
寶
，

由 2。一



倉
庫
鼓
溢
，
形
相
端
嚴
，
眷
屬
共
足
，
聰
明
智
慧
，
勇
猛
成
猛

，
如
大
力
士
。
」

由
上
所
述
，
可
知
那
怕
暫
問
藥
師
琉
漓
光
如
來
名
號
?
也

可
不
聽
聽
趣
，
或
已
聽
聽
趣
，
從
彼
命
終
也
可
還
生
人
趣
。
若

是
受
持
八
關
齋
戒
，
三
丹
以
上
，
願
掉
一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
而
心

未
定
者
，
臨
終
峙
，
八
大
菩
薩
，
也
將
乘
盤
前
來
，
一
本
其
道
路
，

將
你
安
穩
地
邊
去
，
在
雜
色
眾
寶
蔥
花
，
中
，
自
然
化
生
，
是
多

麼
殊
勝
的
啊
!

四
叫
你
叮
龍
時

由
此
可
見
，
藥
師
經
真
是
一
具
首
寶
箱
，
讓
我
們
取
之
無

麓
，
稱
之
為
.. 

「
其
陽
兩
利
'
，
彈
殼
均
權
」
的
寶
典
，
賞
不
為

遇
。
願
我
輩
學
佛
弟
子
好
好
珍
惜
，
不
容
錯
過
，
好
好
修
習
。

參
考
書
目

印
願
導
師
《
藥
師
經
講
記
》
'
台
北
正
聞
出
版
社
，
民
八
十
年

十
四
肢

竺
摩
法
師
《
藥
師
法
門
講
要
》
，
高
雄
慈
慧
印
經
處
，
民
七
十

九
年
版

卻
西
活
佛
與
中
國
藏
語
系
高
級
佛
學
院

鍾
祿
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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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
嗎
迦
珠
〈
香
港
)
佛
學
會
有
限
公
司
邀
請
北
京
藏
語
系

高
級
佛
學
院
研
究
院
副
院
長
卻
回
活
佛
與
三
位
仁
波
車
蘊
港
弘

法
，
卻
西
活
佛
與
其
隨
從
在
建
築
師
香
灼
磯
及
其
秘
書
陳
靜
儀

之
安
排
下
，
於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由
新
華
通
訊
社
香
梅
分
社
協
調

部
副
處
畏
容
穎
裳
女
士
陪
同
下
，
拜
訪
香
港
金
剛
乘
學
會
，

上
師
率
領
會
長
黃
毅
英
、
制
會
長
關
耀
明
及
陳
美
瑤
暨
問
學
陳

寶
芳
、
黎
日
光
、
棟
建
強
、
黃
雅
笠
、
張
變
雛
、
區
鑑
才
、
車

坤
、
周
洪
威
、
黎
錦
靜
、
馮
灼
炎
、
馬
懿
玲
、
超
英
敏
、
甄
闊

雄
、
陳
、
水
庚
、
施
大
地
及
余
，
眾
人
均
披
法
衣
，
次
第
就
坐
，

以
歡
迎
卻
西
之
。

卻
西
活
佛
恭
敬
呈
獻
「
哈
達
」
及
數
本
漢
文
典
籍
(
連
華

生
大
師
本
生
傳
、
大
間
滿
龍
欽
心
髓
內
加
行
講
義
、
格
一
一
百
寶
藏

論
、
大
國
滿
心
性
休
息
、
大
國
滿
心
性
休
息
一
一
一
處
一
一
一
盤
問
引
導
文

菩
提
善
道
〉
及
種
香
粉
，
並
稱
述
佛
殿
莊
嚴
證
潔
，
天
花
板
佈

滿
諸
壇
城
，
充
滿
西
藏
佛
殿
色
彩
，
欣
賞
久
之
。

卻
商
活
佛
名
號
萬
多
，
又
名
卻
自
洛
藏
華
丹
隆
柔
嘉
措
、

充
任
全
盟
政
協
委
員
、
中
盟
佛
協
副
會
長
、
中
囡
囡
際
交
流
協

會
理
事
、
塔
爾
寺
管
委
會
顧
問
、
青
海
省
佛
協
部
會
長
及
中
閣



穢
語
系
高
級
佛
學
說
副
院
長
，
此
佛
學
院
乃
專
業
訓
練
來
自
內

地
之
轉
世
活
佛
及
學
僧
，
使
其
受
到
相
當
程
度
之
馴
訓
練
，
受
業

圓
滿
，
蹲
到
世
界
各
聞
廣
大
弘
揭
佛
法
。

中
國
藏
語
系
高
級
佛
學
院
座
落
北
京
，
中
軸
路
中
段
黃
寺
大

街
西
黃
寺
內
，
為
十
世
班
禪
大
部
親
自
倡
導
和
創
辦
之
藏
傳
佛

教
最
高
學
府
，
眾
集
藏
傳
佛
教
各
派
之
高
僧
大
德
，
班
禪
任
院

長
，
組
樸
初
任
顧
問
;
學
院
以
佛
學
為
專
業
，
以
藏
傳
佛
教
為

主
要
誤
程
，
教
學
與
研
究
結
合
，
高
規
格
，
多
層
次
之
藏
傳
佛

教
綜
合
院
校
，
以
弘
搗
藏
傳
佛
教
為
中
心
，
培
養
藏
傳
佛
教
教

學
研
究
。
關
際
問
佛
學
交
流
和
寺
廟
之
管
理
。

學
院
之
主
要
課
程
為
佛
教
經
典
與
藏
傳
佛
教
各
派
理
論
，

包
括
「
入
菩
薩
行
注
疏
」
、
「
蒙
藏
佛
教
史
」
、
「
宗
教
儀
軌

」
、
「
現
觀
在
嚴
論
疏
」
、
「
蘭
色
手
冊
」
、
「
止
觀
修
持
」

「
喻
法
輪
、
聚
寶
」
;
寧
瑪
、
噶
舉
、
薩
迦
、
格
魯
各
派
源

流
，
以
及
「
藏
文
文
法
修
辭
」
、
「
寺
廟
管
理
」
、
「
漢
語
文

」
、
「
時
事
政
策
」
嚀
。

教
學
以
現
代
學
院
之
教
學
與
管
理
方
式
進
行
，
院
內
設
有

教
務
處
、
藏
傳
佛
教
研
究
室
、
辦
公
室
、
及
總
務
處
等
設
立
，

學
制
分
為
之
苦
心
三
年
制
，
以
學
員
之
程
度
而
定
，
更
設
有
本
科

生
與
研
究
生
，
乃
至
國
外
留
學
生
方
向
發
展
。

學
員
來
自
古
薪
、
青
海
、
四
川
、
甘
肅
、
雲
南
藏
族
酷
和
屑

區
及
內
蒙
古
、
新
疆
蒙
族
地
誼
之
藏
傳
佛
教
轉
世
活
佛
(
也
有

倒圖阻間關間帥一一←

少
數
學
僧
)
。
目
前
已
有
一
百
八
十
多
位
畢
業
生
，
相
信
不
久

，
將
有
更
多
欲
從
事
佛
教
之
人
材
入
院
受
剖
，
此
乃
目
前
較
為

理
想
訓
練
活
佛
之
一
種
方
法
。

聞史俯(寺黃曲)院學佛級高系語藏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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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上 會拜佛活西卻長院副院究研院學佛級高系語藏京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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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儀授傳暨頂灌行舉會港於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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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灌等母佛喜移及 \ 母佛提準 \ 梯寧嗎啤行舉會港於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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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灌士大生華蓮授傳會學中台於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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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盟且

制

經
典
結
集

乙
一
四
次
結
集

法
實
是
佛
法
的
根
據
，
上
文
會
談
及
的
舍
利
，
是
佛
盤
問
鐘

火
化
後
里
現
七
彩
顏
色
的
顆
粒
，
名
色
身
舍
利
，
法
寶
則
名
為

法
身
舍
利
，
可
見
佛
教
對
法
實
的
還
艘
。

佛
教
的
法
寶
約
可
分
為
經
、
律
、
論
一
一
一
藏
。
經
的
梵
名
為

修
多
躍
，
乃
佛
所
說
;
律
的
梵
名
為
她
奈
耶
，
乃
佛
所
制
;
論

則
為
菩
薩
所
造
，
梵
名
阿
耽
連
靡
。
一
一
一
藏
全
在
佛
圓
寂
後
由
佛

弟
子
結
集
而
成
。

印
度
是
…
餾
開
發
極
早
的
關
家
，
與
中
國
不
相
上
下
，
還

不
單
如
此
;
印
度
是
一
個
純
宗
教
國
家
，
宗
教
的
派
別
很
多
，

佛
在
世
時
，
就
有
九
十
六
種
外
道
。
今
日
，
我
們
告
印
度
，
當

地
有
一
位
比
拉
先
生
的
富
翁
，
他
在
任
何
城
市
均
設
有
一
間
款

待
宗
教
人
士
的
招
待
所
，
旅
客
可
入
住
一
星
期
，
臨
走
出
示
佛

珠
，
便
不
需
繳
付
任
何
贅
用
，
等
隔
一
星
期
後
，
又
可
再
次
入

住
。
這
是
當
地
人
的
說
法
，
我
雖
未
曾
入
住
;
組
到
達
印
度
海

關
時
，
卻
受
過
眾
教
式
的
對
待
。
事
緣
印
度
海
關
對
所
有
入
境

人
士
皆
要
嚴
格
檢
查
，
我
帶
的
行
李
很
多
，
他
們
逐
樣
搜
種
時

甲
=
一

劉
銳
之
金
剛
土
師
問
示

弟
子
余
迫
永
記
錄

，
發
覺
了
我
的
一
串
佛
珠
，
那
些
歸
員
立
即
合
十
，
停
止
檢
查

。
不
單
是
佛
珠
如
此
，
凡
任
何
宗
教
信
物
，
他
們
亦
同
樣
尊
重

。
因
為
印
度
人
對
宗
教
十
分
狂
熱
，
故
認
為
一
切
事
物
皆
不
必

執
著
;
以
至
時
間
、
數
字
、
方
向
等
世
間
法
要
求
絕
對
清
晰
的

觀
念
，
也
不
甚
了
了
。
印
度
最
麻
煩
的
地
方
是
沒
有
歷
史
，
什

麼
位
沒
有
紀
錄
;
同
樣
進
理
，
連
釋
迦
佛
所
說
的
路
論
亦
毫
無

紀
錄
。
釋
逝
佛
閣
寂
之
後
，
為
了
好
好
學
習
佛
法
，
自
然
要
大

家
…
起
將
佛
所
說
的
予
以
記
載
和
整
理
。
這
種
工
作
總
共
做
了

四
次
，
故
有
所
謂
四
次
結
集
。

為
什
麼
我
要
提
出
海
些
問
題
呢
?
我
現
在
講
的
年
份
，
是

距
今
一
一
千
二
百
多
年
的
史
事
，
間
為
現
在
談
的
是
小
乘
問
題
，

所
有
的
紀
錄
，
都
是
從
小
乘
處
傳
下
來
的
。

第
一
次
結
集
囡
有
五
一
白
人
參
與
，
故
又
稱
五
百
結
集
。

釋
迦
佛
說
法
四
十
九
年
，
一
向
是
以
身
作
則
，
講
經
時
所

用
也
是
當
時
的
格
語
巴
利
文
，
而
非
屬
雅
囂
的
梵
文
，
更
從
來

沒
有
文
宇
紀
錄
。
佛
圓
寂
後
，
為
一
位
聽
比
丘
所
觸
發
，
己
見

前
說
。
這
事
輾
轉
為
大
難
葉
尊
者
知
間
，
深
感
情
況
嚴
聾
，
更

怕
往
後
所
有
佛
的
教
化
都
會
消
失
;
於
是
集
合
四
百
九
十
九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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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德
〈
郎
佛
住
世
時
的
高
級
弟
子
)
，
獨
欠
肉
雞
尊
者
…
位
。

鮑
是
佛
的
堂
弟
，
佛
曾
讀
其
多
聞
第
一
的
。
但
他
雖
聰
明
而
不

甚
守
戒
，
故
什
麼
﹒
也
不
能
示
瑰
，
人
說
羅
漢
十
八
變
，
諸
如
上

湧
下
現
，
下
湯
上
現
等
，
他
一
概
不
行
，
更
時
常
被
迦
葉
尊
者

大
罵
其
過
失
，
以
至
不
獲
准
參
與
，
在
玉
會
城
附
近
名
畢
波
羅

窟
的
地
方
一
起
組
集
。

事
實
上
，
向
難
尋
者
不
僅
多
間
第
一
，
記
憶
力
又
好
，
且

長
侍
釋
迦
佛
左
右
，
結
集
不
可
能
沒
有
他
;
大
迦
葉
尊
者
之
所

以
處
處
與
阿
難
、
過
不
去
，
也
不
外
故
意
刺
激
俑
，
讓
他
認
真
做

工
夫
來
辦
好
還
次
結
集
。
阿
難
經
斥
責
後
立
即
潛
心
修
行
，
再

返
畢
波
羅
窟
表
現
如
身
上
出
水
，
身
下
出
火
掰
一
可
神
遇
，
績
獲
得

大
迦
葉
准
許
參
與
，
使
這
次
結
集
的
人
數
剛
好
是
五
百
羅
漠
。

當
時
的
摩
羯
陀
國
阿
閱
世
閻
王
發
心
供
養
五
百
尊
者
一
切
飲
食

衣
服
臥
其
簿
，
使
他
們
不
需
沿
門
托
齡
，
專
心
結
集
事
業
。

第
一
次
結
集
的
經
是
阿
含
經
，
律
是
八
十
誦
律
。
經
的
部

分
先
由
阿
難
陀
誦
出
經
文

.. 

「
如
是
我
聞
，
一
時
佛
在
某
某
處

等
。
」
諦
完
經
文
後
，
上
座
部
諸
長
老
如
大
迦
葉
尊
者
等
，
便

提
出
問
題
，
如
某
處
經
文
據
我
們
當
時
間
佛
所
說
，
並
非
如
此

等
等
。
阿
難
陀
尊
者
便
一
一
答
覆
所
有
問
題
，
直
至
清
楚
明
白

。
大
眾
又
再
三
重
覆
經
文
內
容
，
公
認
沒
有
錯
誤
，
總
定
為
恆

說
。
其
時
所
諦
，
名
四
陣
合
經
，
乃
小
乘
最
重
要
的
經
典
。
阿

含
二
芋
，
意
解
無
比
，
謂
無
可
比
擬
也
。
經
共
四
本
，
名
中
阿

削-間-一

2 

、~

舍
，
雜
阿
舍
，
增
…
阿
會
及
長
悶
舍
。

律
的
部
分
自
優
波
離
尊
者
在
舉
波
羅
窟
，
歷
時
九
十
日
，

每
次
先
聽
佛
在
世
時
的
戒
條
，
去
.. 

「
所
有
弟
子
應
如
此
如
此

，
不
能
如
此
如
此
」
等
等
，
隨
之
問
:
「
諸
位
還
記
得
否
?
」

大
眾
認
所
謂
皆
對
乃
成
。
前
後
共
誦
了
八
十
次
，
故
名
八
十
誦

律
。
後
來
的
四
分
律
、
五
分
律
等
諸
律
，
均
由
是
分
立
，
此
根

本
律
遂
世
無
存
者
。
今
日
所
見
之
高
山
律
等
皆
與
八
十
誦
律
不

同
。

論
藏
有
人
認
為
乃
大
迦
葉
尊
者
所
造
所
誦
，
有
人
說
五
百

結
策
時
未
有
論
纜
，
只
有
經
藏
和
律
嚴
南
部
間
已
。

第
二
次
結
集
又
名
七
百
結
集
。

釋
迦
佛
圓
寂
後
首
餘
年
，
耽
舍
離
城
以
北
的
拔
嘗
城
，
有

一
群
比
丘
鐸
月
初
八
，
十
四
及
十
五
日
集
合
該
處
，
以
鍋
僻
盛

清
水
，
勸
人
大
力
布
施
，
謂
能
於
辭
中
投
錢
，
可
接
一
瞄
報
。
很

多
人
因
此
慷
慨
布
施
，
也
有
人
根
據
佛
制
，
認
為
出
家
人
不
應

接
受
財
物
。
畏
者
耶
舍
於
是
勸
道
群
比
丘
勿
再
如
此
，
他
們
不

聽
，
並
大
罵
耶
舍
長
老
。

這
群
比
丘
還
有
十
種
行
為
是
不
淨
的
。
佛
法
說
的
淨
，
指

清
淨
，
犯
戒
則
謂
之
不
淨
。
他
們
做
了
十
種
釋
迦
佛
不
容
許
的

行
為
卻
自
以
為
是
，
引
起
耶
舍
長
老
招
眾
僧
眾
結
集
論
戒
。
十

事
乃.. 

第
一
件
名
角
鹽
共
淨
。
釋
訕
佛
規
矩
，
凡
出
家
人
皆
須
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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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
且
過
午
不
食
，
即
每
日
祇
准
日
中
一
食
，
食
餘
應
送
人
，

不
准
留
隔
宿
之
糧
。
但
飽
們
將
食
剩
之
物
和
以
聽
留
角
器
"
內
，

隔
夜
留
待
明
日
食
用
，
認
為
許
可
。

第
二
件
犯
之
指
食
淨
。
佛
制
過
午
不
食
。
但
他
們
若
事
忙

來
不
及
正
午
之
前
進
食
，
即
認
為
臼
影
如
祇
溜
了
闊
隻
手
指
的

位
覽
，
無
妨
進
食
。

第
三
件
受
坐
食
淨
。
佛
制
比
丘
接
受
供
餐
飲
食
，
要
就
坐

受
食
後
即
時
離
開
，
不
能
再
坐
。
但
他
們
認
為
坐
第
二
次
仍
不

算
犯
戒
。

第
四
件
敵
眾
落
食
淨
。
當
時
規
矩
，
紙
在
自
己
精
會
範
圍

之
村
落
內
乞
食
，
否
則
犯
戒
。
但
這
群
比
丘
認
為
錯
眾
落
乞
食

也
算
淨
。

第
五
件
酥
油
蜜
石
蠻
和
酪
淨
。
佛
過
午
不
食
劉
體
食
物
，

但
流
質
和
清
水
等
則
可
飲
。
他
們
認
為
上
述
蠻
酪
等
三
種
俱
厲

流
質
，
可
在
過
午
食
用
。

第
六
件
蘊
樓
迦
淨
。
遮
樓
迦
意
譯
為
潛
釀
，
乃
釀
酒
剩
餘

的
酒
渣
，
比
丘
們
亦
認
同
為
一
般
流
質
飲
料
，
可
以
革
冊
。

第
七
件
作
座
具
大
小
淨
。
佛
制
規
定
比
丘
座
具
的
大
小
有

嚴
格
規
定
。
這
群
比
丘
認
為
哥
大
小
隨
意
。

第
八
件
禮
先
所
習
淨
。
凡
比
丘
學
佛
法
以
後
，
要
放
棄
前

所
修
習
的
外
道
法
門
。
這
些
比
丘
認
為
兼
習
無
妨
，
故
犯
戒
。

第
九
件
求
聽
淨
。
比
丘
凡
所
作
事
，
必
先
自
大
眾
啟
詣
，

若
無
異
議
，
方
許
實
行
。
他
們
則
先
行
自
作
主
張
，
事
後
纜
啟

請
大
眾
追
認
，
故
犯
戒
。

第
十
件
蓄
財
舟
淨
。
佛
不
准
出
家
人
接
受
金
錢
財
物
或
蓄

積
金
銀
。
這
群
比
丘
卻
認
為
保
有
財
物
也
算
淨
。

耶
會
接
老
深
感
道
群
比
丘
如
此
犯
戒
，
對
佛
法
前
途
有
大

防
礙
，
於
是
約
請
上
座
部
及
大
眾
部
總
共
七
百
比
丘
作
第
二
次

給
集
;
由
上
座
部
畏
者
們
主
持
及
判
斷
，
耶
會
為
首
座
，
在
耽

舍
離
城
將
一
二
藏
重
讀
一
譚
，
並
主
張
特
別
注
還
戒
律
。
八
個
月

後
，
耶
會
長
老
造
律
圓
滿
。
佛
弟
子
們
亦
自
此
分
為
上
座
部
及

大
眾
部
，
不
過
大
眾
部
人
數
較
多
，
故
勢
力
也
較
大
。

第
三
次
給
集
在
佛
滅
後
二
百
多
年
，
阿
宵
玉
崇
舉
佛
教
，

派
大
自
往
各
地
弘
法
;
對
出
家
人
，
尤
其
發
心
供
簣
，
衣
食
鹽

足
。
因
此
外
道
衣
食
不
繼
，
唯
有
改
頭
換
面
，
或
化
裝
打
扮
成

佛
教
徒
，
混
入
真
正
的
佛
弟
子
行
列
，
欲
在
佛
教
徒
中
弘
揚
外

道
的
教
義
，
此
舉
引
致
真
正
的
佛
法
一
片
混
亂
。
若
平
年
後
，

在
印
度
摩
揭
陀
國
的
祇
閣
大
寺
，
眾
多
寺
僧
就
因
受
外
道
的
混

入
，
分
成
兩
派
時
起
紛
爭
。
佛
制
規
定
弟
子
每
月
十
五
日
及
五

十
日
語
戒
，
梵
音
布
薩
，
該
寺
卻
攘
攘
七
年
，
仍
無
法
舉
行
布

薩
，
阿
育
王
有
見
及
此
，
深
恐
自
己
弘
揚
佛
法
皮
變
成
破
壞
佛

法
，
故
立
即
發
起
第
一
一
一
次
給
集
。
根
據
善
見
律
所
載.. 

「
阿
宵

玉
對
各
大
德
說
:
『
你
們
現
在
必
須
每
月
誦
成
;
若
非
如
此
，

將
來
會
對
佛
法
產
生
很
攘
的
影
響
。
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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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大
德
尊
重
阿
宵
王
所
霄
，
於
是
召
喚
具
備
天
眼
道
，
宿

命
通
及
鴻
聽
過
等
三
連
智
的
比
丘
…
千
人
，
到
波
而
利
弗
城
參

加
結
集
。
從
道
時
間
始
，
比
丘
正
式
分
上
座
部
及
大
眾
部
兩
派

。
第
二
次
結
集
時
的
兩
部
分
別
，
乃
指
鹿
位
的
不
悶
，
仍
是
根

本
佛
教
，
而
這
次
的
分
部
則
指
執
持
教
理
的
不
同
。
其
中
一
位

名
大
天
的
比
丘
，
上
座
部
批
評
他
最
壤
，
但
大
眾
部
恭
維
他
是

聖
者
，
可
見
兩
派
各
持
己
見
，
進
入
部
派
佛
教
時
期
，
之
後
並

分
裂
為
二
十
部
。

大
天
比
丘
是
一
個
改
進
派
代
表
，
當
時
的
一
千
僧
敢
正
由

他
召
集
，
上
路
部
則
屬
保
守
派
。
大
夫
認
為
釋
湖
佛
圓
寂
己
一
一

百
多
年
，
按
佛
的
規
矩
，
他
老
人
家
是
最
民
主
的
，
僧
圈
中
更

不
應
互
起
忿
執
，
息
爭
的
最
佳
辦
法
莫
如
少
數
服
從
多
數
。
又

為
改
進
佛
法
，
大
天
題
提
出
比
丘
五
事
作
公
關
討
論
。
這
五
車

全
被
上
鹿
部
反
對
，
議
斥
罵
他
過
賊
大
天
。
由
於
少
壯
派
人
多

，
阿
育
玉
亦
支
持
大
天
的
見
解
，
於
是
兩
部
正
式
分
裂
。

第
四
次
結
集
在
佛
滅
後
凹
百
年
，
迦
膩
色
過
正
功
業
蓋
世

，
入
侵
印
度
，
創
立
健
陀
緯
國
。
他
對
佛
法
的
熱
心
程
度
與
時

育
玉
不
相
伯
仲
，
詞
時
苦
心
學
佛
，
延
請
法
師
入
宮
為
其
說
法

，
但
思
每
次
均
由
不
同
法
部
講
授
，
以
致
眾
說
紛
耘
。
迦
膩
色

迦
正
感
覺
很
奇
怪
，
便
請
教
脅
尊
者
(
上
座
部
比
丘

i

說
一
切

有
部
的
大
德
)
究
竟
那
一
位
法
師
的
說
法
績
是
對
的
。
脅
尊
者

告
訴
他
，
佛
滅
度
已
四
首
多
年
，
教
派
又
分
了
二
十
部
，
各
人

根
據
自
家
說
法
，
是
一
點
也
不
足
怪
的
，
你
覺
得
誰
對
就
信
誰

吧
。
同
時
你
身
為
閻
王
，
今
臼
佛
教
娘
說
紛
耘
，
你
正
好
自
任

施
主
，
舉
行
一
次
佛
經
結
集
。
閻
王
允
諾
，
但
齊
來
結
集
的
紙

有
四
百
九
十
九
人
，
尚
欠
一
位
比
丘
，
後
加
入
一
位
名
世
友
尊

者
(
梵
名
婆
須
密
)
的
其
德
比
丘
，
被
延
請
為
首
座
，
在
迦
什

彌
羅
處
建
一
寺
廟
，
舉
行
五
百
結
集
。

這
次
結
集
的
目
的
，
主
要
是
解
釋
一
一
一
藏
，
每
藏
造
十
萬
頌

，
共
九
百
六
十
萬
字
，
由
世
友
尊
者
主
述
。
主
令
造
一
銅
缸
，

將
此
巨
著
的
所
有
經
文
鑄
刻
其
上
，
故
又
名
銅
鏢
，
並
建
造
寶

塔
以
便
放
藏
。
此
頌
名
大
耽
婆
沙
論
，
義
解
廣
說
，
又
一
京
廣
彈

。
因
世
友
尊
者
乃
源
自
上
座
部
的
說
一
切
有
部
比
丘
，
故
所
論

皆
上
座
部
佛
法
。
平
心
靜
氣
來
說
，
當
時
上
座
部
人
材
較
盛
，

大
眾
部
則
人
數
佔
多
而
已
。
後
來
唐
玄
樂
法
師
翻
譯
大
批
婆
沙

論
，
上
有
阿
耽
達
廳
四
字
，
義
解
對
法
;
謂
將
所
有
佛
法
一
一
一
藏

來
一
個
總
介
紹
總
批
評
，
自
後
為
之
數
結
，
故
又
名
阿
批
達
磨

大
耽
婆
沙
論
。
漢
文
本
之
一
臼
卷
，
祇
涉
及
論
藏
的
十
萬
頌
，
經

藏
及
律
藏
的
各
十
萬
頌
皆
未
有
譯
出
。
第
四
次
結
集
的
功
德
具

在
是
番
，
…
般
人
遂
亦
稱
此
時
的
佛
教
為
婆
沙
時
期
。

乙
二
大
乘
經
典
結
集

釋
迦
佛
住
嘴
時
，
本
來
說
法
無
紀
錄
的
習
慣
，
佛
國
寂
後

績
也
弟
子
結
集
，
整
理
成
為
經
典
。
當
時
佛
所
說
的
經
律
，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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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要
以
身
作
則
與
弟
子
一
起
遵
行
，
足
見
佛
是
一
個
說
到
做
到

的
實
踐
主
義
者
，
教
義
也
無
所
謂
大
小
乘
的
分
別
。
佛
誠
後
苦
心

第
二
次
結
集
謂
之
根
本
佛
教
時
期
，
第
三
次
給
集
是
部
派
佛
教

時
期
，
和
第
間
次
結
集
的
婆
沙
佛
教
時
期
，
仍
未
有
大
乘
教
派

的
確
立
;
故
很
多
屬
甫
傳
佛
法
的
國
家
，
如
泰
國
、
緬
甸
、
斯

里
蘭
卡
等
小
乘
教
派
認
為
大
乘
非
佛
說
。

屬
北
傳
佛
法
的
大
娘
佛
教
國
家
，
如
中
醋
、
日
本
、
高
麗

、
越
南
等
，
以
中
國
處
於
領
導
地
位
;
閱
趙
南
、
高
麗
等
圈
，

其
文
化
深
受
中
關
影
響
，
甚
至
連
日
本
文
字
亦
由
中
文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我
們
研
究
佛
學
，
必
先
找
尋
證
據
;
何
況
我
圈
是
大

乘
佛
教
國
家
的
代
表
，
究
竟
大
乘
是
否
佛
說
?
大
乘
經
典
結
集

的
過
程
是
怎
樣
的
?
這
幾
儷
課
題
至
為
重
要
，
而
大
乘
由
何
時

關
始
?
大
小
乘
作
何
分
別
?
為
什
麼
有
大
小
乘
?
以
上
種
種
，

容
後
再
說
。

談
及
大
乘
經
典
的
結
集
，
首
先
要
講
西
藏
。
西
藏
現
存
佛

經
，
與
梵
文
及
巴
利
文
的
佛
經
一
艘
，
同
樣
是
原
始
佛
經
。
西

藏
文
宇
本
仿
效
梵
文
而
來
，
印
度
很
多
大
德
亦
曾
在
西
賊
翻
譯

佛
經
，
故
藏
文
佛
經
較
漠
地
的
還
多
還
好
。
羅
持
黨
教
授
也
談

及
法
相
宗
的
一
部
分
重
要
經
典
，
為
西
藏
所
獨
有
。
現
代
臼
本

人
研
究
佛
學
巴
兼
顧
藏
文
，
原
因
亦
在
此
。
西
藏
為
佛
教
閣
家

，
對
蟬
師
自
然
十
分
尊
蠢
，
其
譯
師
人
數
動
輒
過
萬
人
，
藏
語

羅
渣
華
即
禪
師
。

現
先
介
紹
回
藏
結
集
大
乘
經
典
情
況
。
據
分
別
論
去
.. 

大

乘
佛
法
的
結
集
，
乃
法
身
佛
普
賢
玉
如
來
，
與
金
敵
手
及
文
殊

師
利
菩
藤
，
彌
勒
菩
薩
等
共
同
結
集
而
成
。
地
點
在
印
度
王
舍

城
的
無
垢
空
性
山
，
由
彌
勒
菩
薩
結
集
律
藏
，
文
殊
菩
薩
結
集

經
藏
，
金
剛
手
菩
薩
結
集
論
藏
。
在
印
度
的
佛
教
分
空
察
和
有

祟
。
中
聽
稱
空
京
為
法
性
宗
或
般
若
祟
，
有
眾
則
名
法
相
宗
。

西
藏
稱
空
宗
為
甚
深
見
績
，
稱
有
宗
為
廣
大
行
績
，
藏
人
稱
經

為
續
;
廣
大
行
續
為
彌
勒
菩
薩
所
給
集
，
甚
深
見
績
則
為
文
殊

菩
薩
所
結
集
。

中
盟
佛
教
談
到
釋
事
，
無
論
如
何
皆
應
尊
重
古
代
譯
蹄
。

如
六
朝
時
由
印
度
來
中
國
的
鳩
靡
羅
什
法
師
，
在
中
國
十
多
年

，
適
逢
亂
世
，
仍
能
努
力
學
成
漢
文
，
他
的
詩
詞
較
很
多
中
路

人
還
要
好
，
當
時
跟
隨
他
從
事
翻
譯
的
有
八
百
人
。
玄
吳
法
師

以
唐
太
宗
之
力
，
共
有
千
人
為
其
助
手
。
裝
飾
能
以
梵
語
雄
辯

佛
理
及
撰
寫
經
論
;
漢
人
對
梵
文
有
如
此
高
深
造
詣
，
實
不
多

見
。
所
著
大
唐
西
域
記
有
三
十
六
盟
文
字
譯
本
，
我
們
應
向
此

等
前
輩
學
習
，
急
起
直
追
，
並
把
飽
們
譯
出
的
經
典
，
認
真
研

究
整
理
績
是
。

中
聽
大
乘
經
典
的
結
集
，
前
文
會
謂
佛
教
有
上
座
部
及
大

眾
部
之
分
，
上
座
部
代
表
保
守
派
，
大
眾
部
則
代
表
改
革
派
或

革
新
派
。
大
眾
部
因
有
進
取
精
神
，
漸
演
進
而
發
展
為
大
乘
。

我
們
根
據
…
本
名
菩
薩
處
跆
經
里
面
的
出
胎
品
，
談
到
釋
迦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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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皮
後
七
日
如
夜
，
大
觀
葉
尊
者
召
氣
了
五
百
阿
鑼
漠
及
所
有

佛
教
緒
，
並
請
阿
難
尊
者
升
七
質
高
座
(
小
樂
的
第
一
次
結
集

正
，
也
阿
難
尊
者
誦
出
，
鹿
為
他
多
問
第
一
，
為
人
聰
明
)
。
出

胎
品
有
幾
句
重
要
的
話
:
一
部
份
名
菩
薩
藏
，
一
部
份
名
聲
聞

藏
，
一
部
份
名
戒
律
藏
。
可
知
大
迦
葉
及
阿
雞
等
結
集
的
菩
薩

藏
便
是
大
棠
，
聲
聞
藏
是
小
乘
，
而
最
後
的
一
部
份
是
律
藏
。

第
二
個
證
坊
。
龍
蟬
菩
薩
的
大
智
疫
論
是
為
解
釋
大
般
若

經
而
作
的
。
大
般
若
經
全
名
摩
訶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經
。
摩
詢
意

解
大
，
般
若
謂
智
慧
，
波
羅
蜜
多
義
為
度
。
大
智
皮
論
較
大
般

若
經
更
為
普
及
，
鵲
起
不
多
人
所
共
知
。
在
大
智
度
論
二
日
卷
中

提
及.. 

「
佛
誠
皮
後
，
文
殊
師
科
普
麓
，
彌
勒
著
躍
諾
大
菩
薩

，
亦
將
阿
難
，
集
是
摩
謂
衍
。
」
摩
訶
乃
梵
文
，
摩
訶
解
大
，

衍
者
乘
也
。
大
智
皮
論
清
楚
指
陳
釋
迦
佛
時
代
已
有
大
乘
及
有

菩
薩
結
集
大
乘
，
可
作
明
證
o

z
=
一
密
乘
經
典
結
集

密
乘
一
般
分
成
藏
密
與
東
密
。
藏
密
沿
習
印
度
八
世
紀
以

後
的
佛
教
主
流
而
成
，
其
對
大
乘
經
典
結
集
的
說
法
己
如
前
述

。
命
略
說
密
宗
在
印
度
的
開
展
，
及
傳
入
西
藏
的
思
緣
。

那
彌
陀
寺

四
世
紀
初
，
笈
多
王
朝
興
起
於
中
印
摩
羯
陀
地
方
，
且
統

一
了
全
印
。
五
世
紀
初
就
在
摩
羯
陀
建
立
了
佛
教
的
大
僧
院

l

"帥"間“一一←

那
彌
陀
寺
，
自
此
那
爛
陀
即
成
為
佛
教
的
學
衛
中
心
，
舉
凡
大

乘
之
中
觀
、
瑜
伽
行
，
小
乘
之
說
一
切
有
及
經
壘
部
無
不
大
弘

於
此
，
隨
時
有
高
僧
蠶
集
，
講
學
不
斷
，
密
教
亦
大
行
於
此
。

五
世
紀
末
笈
多
王
朝
崩
潰
，
印
度
即
成
分
裂
狀
態
，
宗
教
亦
然

，
問
時
有
婆
羅
門
、
濕
婆
、
耽
懿
奴
、
印
度
教
、
佛
教
各
種
信

仰
，
但
那
墉
陀
寺
則
一
直
是
佛
教
的
根
據
地
。
五
、
六
世
紀
以

唯
誠
為
主
流
，
後
則
為
中
觀
，
此
兩
派
或
相
論
辯
或
相
融
合
，

而
密
教
則
兼
具
爾
派
理
論
而
不
相
悸
，
並
引
之
為
修
習
次
第
，

故
佛
教
於
七
世
紀
後
即
很
快
地
密
教
化
，
那
爛
陀
寺
也
當
然
地

成
了
密
敦
的
中
心
。
在
此
期
間
，
我
國
的
高
僧
玄
樂
、
法
顯
、

義
淨
皆
曾
遊
學
於
此
。

超
巖
寺八

世
紀
初
，
東
印
孟
加
控
增
方
，
掘
租
了
波
羅
王
朝
，
其

勢
力
漸
及
恆
河
上
游
，
後
定
都
華
氏
城
，
達
四
百
年
之
久
。
波

躍
王
朝
大
力
護
佛
，
其
開
聞
者
學
婆
躍
在
位
時
(
七
五

O
i

七

七
0
)
在
摩
羯
跎
建
立
了
歐
丹
多
富
梨
寺
，
蓮
師
及
寂
護
論
師

郎
會
仿
之
，
在
西
藏
建
立
了
桑
耶
寺
。
至
遠
離
波
羅
在
位
時
(
七

七
O
|
八
一
0
)
又
在
離
羯
陀
建
耽
鳩
摩
尸
羅
寺
，
那
超
巖
寺

，
此
寺
院
之
廣
，
僧
尼
之
眾
，
獨
步
全
印
。
呂
激
佛
學
常
講
及

超
巖
寺
。
古
一
派
密
宗
來
自
那
彌
陀
寺
，
高
新
一
派
密
宗
如
何

底
峽
尊
者
則
屬
超
巖
寺
一
派
。
組
巖
寺
可
說
是
佛
教
在
印
度
最

後
的
據
點
，
其
教
學
、
組
織
、
典
籍
後
來
全
雄
傳
到
西
藏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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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成
西
聽
佛
教
的
形
成
，
故
可
說
西
藏
密
教
質
傳
一
本
自
八
世
紀

以
後
的
印
度
佛
教
，
並
完
整
地
保
留
了
當
時
的
宗
風
，
此
乃
大

別
於
中
盟
的
佛
教
，
或
一
冉
傳
至
日
本
的
東
密
者
。

上
文
說
的
是
西
藏
密
宗
，
現
議
的
金
剛
手
等
，
是
日
本
密

宗
肉
佛
所
說
法
可
攝
為
五
份
，
負
責
結
集
的
大
德
是

.. 

第
…
份.. 

蘇
恆
羅
，
即
經
藏
，
也
悶
難
跎
尊
者
結
集
。

第
二
份
:
耽
奈
耶
，
即
律
藏
，
由
部
波
離
或
稱
優
波
離
結
集
。

第
一
…
…
份
.. 

阿
耽
達
瘤
，
即
論
藏
，
由
迦
茄
延
所
結
集
。

第
四
份
: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
即
前
說
的
甚
深
見
績
，
故
令
人
稱

顯
教
為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乘
，
出
文
殊
師
利
菩
隨
結
集
。

第
五
份
.. 

陀
羅
尼
門
，
即
密
咒
門
，
陀
羅
尼
漢
諾
總
持
或
其
中
一
筒

，
由
金
剛
手
結
集
。
金
織
手
即
金
剛
薩
墟
。

坊
問
流
通
的
大
藏
經
，
不
論
中
華
大
藏
經
或
大
正
新
修
大

學
密
淺
談

皈
依
上
師
修
持
密
法
十
數
年
，
自
覺
慚
愧
萬
分
，
不
儷

未
確
實
實
踐
師
所
教
誨
之
心
耍
，
更
懈
怠
推
委
，
對
無
上
密

法
印
證
缺
如
。
所
修
持
者
，
逐
漸
淪
為
應
付
功
課
之
自
我
欺
瞞

。
縱
即
如
此
，
上
街
之
大
怒
加
持
不
捨
須
典
，
令
苦
輩
弟
子

藏
經
等
，
一
裳
面
提
及
的
密
宗
全
是
東
密
。
今
日
，
西
藏
密
宗
已

有
被
納
入
中
華
大
藏
經
的
計
巔
，
主
編
者
第
一
位
是
屈
映
光
上

師
，
執
行
工
作
者
是
蔡
念
生
居
士
，
他
們
時
位
曾
向
我
提
及
，

將
我
誨
的
大
幻
化
純
導
引
法
及
西
藏
古
代
佛
教
史
收
入
中
華
大

藏
經
。
命
天
藏
經
自
錄
已
把
大
幻
化
網
導
引
法
編
入
，
至
於
何

時
出
版
，
我
則
不
清
楚
。

顯
便
一
…
斑
，
東
密
經
典
里
說
的
金
剛
薩
捶
是
一
位
大
菩
薩

，
印
度
人
習
慣
，
修
得
好
的
修
行
人
，
便
稱
之
為
菩
薩
，
如
無

著
菩
薩
、
世
親
苦
龍
等
。
金
剛
臨
攏
在
南
天
廿
一
處
，
向
一
封
存

密
宗
經
典
的
鐵
塔
繞
行
禮
拜
，
蓋
章
塔
闕
，
故
陀
羅
尼
門
由
他

結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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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束
賢
記

能
對
佛
法
之
認
識
漸
有
所
得

0

億
及
上
都
對
學
會
弟
子
譯
詩

教
誨
，
教
導
弟
子
修
持
首
要

.. 

三
密
配
合
、
一
一
一
密
相
應
、
乃
至

成
一
一
一
金
慨
。
弟
子
雖
知
其
重
要
，
卻
未
有
深
刻
體
驗
，
直
至
近

8

於
台
商
學
會
研
經
班
觀
關
上
師
於
民
盟
七
十
九
年
吉
日
關



開
示
之
《
大
幻
化
網
導
引
法
》
錄
影
帶
，
特
別
闡
述
瓶
灌
之
根

本
修
持
i
i

身
本
尊
、
韶
念
咒
、
意
修
正
摩
地
本
尊
。
略
有
所

感
，
故
撰
文
以
記
。

吾
人
終
其
一
生
，
所
作
所
為
不
離
身
語
意
三
業
(
三
一
種
行

為
〉
，
身
心
之
所
依
估
者
，
乃
吾
人
之
肉
身
與
意
念
，
而
造
業

者
，
為
行
動
、
語
言
、
乃
至
作
意
等
。
故
欲
求
即
身
成
佛
之
密

法
，
乃
將
此
身
心
應
對
之
一
切
，
悉
皆
納
入
修
行
之
工
夫
，
故

有
所
謂
身
詩
意
三
密
之
配
合
修
持
與
根
塵
相
對
之
修
持
|
l

「

都
攝
六
根
、
淨
念
相
繼
」

身
體
部
份

•• 

首
先
注
重
結
印
之
時
機
與
配
合
，
特
別
於
修

持
儀
軌
之
配
合
。

而
於
《
大
幻
化
網
導
引
法
〉
所
一
水•• 

需
瑪
巴

之
特
殊
教
授
，
乃
於
將
身
修
觀
本
尊
之
前
，
預

修
空
、
悲
、
因
一
一
一
摩
地
，
乃
以
修
證
死
有
清
淨

法
身
、
中
有
清
淨
報
身
、
與
生
有
清
淨
化
身
也

。
其
次
觀
自
身
為
本
尊

•• 

分
有
唯
一
手
印
者
、

身
內
五
輪
觀
有
寂
靜
忿
怒
等
各
尊
、
與
壇
城
區

各
尊
之
觀
想
也
。
並
以
此
修
觀
明
顯
堅
圓
滑
淨

，
特
尉
於
本
尊
之
身
色
、
標
織
、
手
印
、
莊
嚴

、
姿
勢
、
靜
怨
態
度
帶
等
均
須
一
一
明
顯
;
更

應
了
知
自
己
之
基
本
心
怪
，
從
本
以
來
，
本
自

清
淨
，
自
性
本
空
，
一
切
諾
佛
功
德
，
本
來
真

圈，腳帥的一-

足
，
應
知
本
來
是
佛
也
，
任
連
成
就
所
有
功
德

，
組
組
決
定
智
。

語
言
部
份
.. 

以
修
觀
咒
輸
，
念
諦
本
尊
其
曾
為
首
要
。

《
大
幻
化
網
導
引
法
〉
所
…
那•• 

觀
修
本
尊
三

昧
耶
薩
捶
心
中
，
有
一
智
慧
陸
墟
，
其
、
心
閏
月

輪
上
，
以
本
尊
種
子
字
，
為
智
慧
分
，
成
三
驛

站
薩
埠
，
種
子
字
外
有
咒
蠶
盟
繞
，
光
明
熾
盛

。
並
於
念
咒
時
，
配
合
觀
修
上
供
下
施
，
觀
想

咒
光
溫
滿
十
方
四
時
，
一
切
佛
及
佛
子
心
間
，

恭
敬
勸
請
，
以
我
及
虛
捏
一
切
如
來
，
親
口
所

念
咒
聲
，
充
滿
虛
空
。
由
此
悲
心
，
自
他
光
明

放
出
，
遍
滿
十
方
三
界
六
趣
一
切
有
惰
，
淨
除

彼
等
一
切
罪
釋
痛
苦
，
所
緣
皆
度
至
佛
劍
，
一

切
器
世
悶
，
盤
成
本
尊
壇
城
，
一
切
有
惰
，
盡

成
本
尊
，
一
切
苦
聲
，
悉
成
咒
聲
，
一
切
思
念

悉
能
證
得
光
明
智
。
並
依
此
化
光
融
入
自
身
，

本
尊
咒
聲
成
為
空
性
明
顯
之
輸
。

意
識
部
份
.. 

以
配
合
修
觀
緣
想
為
主
。

《
大
幻
化
網
導
引
法
》
所
一
部•• 

、
心
修
三
摩
地

本
尊
，
從
自
尊
心
間
種
子
字
放
光
如
霄
，
情
器

世
間
一
切
明
顯
。
復
觀
情
器
世
間
化
光
收
入
乏

味
耶
羅
爐
，
再
融
入
智
慧
薩
爐
，
融
入
口
一
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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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
鐘
之
種
子
字
，
而
收
入
那
打
，
無
分
別
任
運

成
就
，
如
虛
心
單
位
中
平
等
住
。
起
定
縛
，
一
剎

那
間
，
成
如
幻
本
尊
身
，
顯
空
如
幻
，
一
切
聲

音
如
咒
膏
，
一
切
行
動
如
光
線
明
顯
之
自
性
，

如
此
勝
解
修
持
。
並
觀
嗡
、
啊
、
吽
三
字
常
住

頂
喉
心
一
一
一
處
，
一
一
一
門
與
一
一
一
金
剛
無
分
別
。

瓶
灌
修
持
，
以
身
語
意
一
一
一
門
略
分
而
各
別
修
持
，
但
以
接

體
而
言
，
身
之
縮
印
仍
須
觀
修
本
轉
等
作
意
之
喇
叭
練
與
配
合
;

輯
之
念
謂
真
言
亦
然
，
須
配
合
身
之
結
持
珠
印
，
意
之
觀
修
依

止
咒
輸
、
放
放
光
等
;
至
於
意
之
修
觀
一
一
一
摩
地
本
尊
，
亦
須
手

結
等
持
郎
，
身
結
蝴
跌
坐
，
語
之
靜
默
。
故
乃
知
身
語
意
一
一
一
門

，
須
不
斷
配
合
，
方
能
得
功
，
否
則
無
法
相
應
，
放
所
謂
三
密

配
合
也
。
由
此
觀
修
的
配
合
得
力
，
乃
得
諾
佛
一
一
一
根
本
之
一
一
一
密

加
持
，
而
成
身
詩
意
一
一
一
金
剛
也
。

人
以
身
語
意
一
一
一
門
造
作
轉
業
、
惡
業
、
無
記
棠
，
故
此
密

外
婆
的
往
生

十
七
歲
皈
依
三
簣
，
家
，
中
並
無
富
麗
蠶
蠱
的
佛
裳
，
沒
有

鍍
金
敷
銀
的
佛
像
，
祇
有
乾
淨
整
潔
的
佛
堂
，
一
張
大
慈
大
悲

法
強
調
由
此
一
一
一
門
入
門
修
持
，
得
無
上
相
應
成
就
，
特
別
於
行

住
坐
臥
，
各
有
各
的
修
持
，
更
於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六
根
與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六
境
，
審
嗔
悶
修
，
此
所
謂
「
都
攝
六
根
」
之
要
.. 

跟
兢
本
尊
、
舌
誦
真
叫
一
田
、
耳
聽
聞
咒
音
、
身
結
大
印
、
鼻
嗅
妙

香
、
意
觀
想
自
成
本
尊
等
法
，
以
求
會
部
投
入
，
如
釋
尊
之
詣

「
繫
心
一
處
，
無
事
不
辦
」
'
成
佛
相
應
則
速
矣
。
而
於
下
麗

之
行
持
，
則
以
「
密
護
根
門
」
之
要
訣
，
力
求
普
業
增
畏
，
修

持
黨
習
清
淨
心
識
，
避
免
一
曝
十
寒
。

至
於
靜
坐
法
與
二
灌
法
要
圓
滿
次
第
之
修
持
，
由
更
微
細

之
脈
氣
點
契
合
掌
握
身
語
意
一
一
一
門
，
此
須
有
上
臨
之
傳
授
與
教

導
方
可
修
持
，
故
不
深
入
記
站
。
謹
以
此
強
鵑
身
語
意
一
一
一
門
之

修
持
，
以
達
相
應
，
而
成
就
無
上
善
樂
之
身
詩
意
一
一
一
金
閥
，
特

別
擇
要
記
載
，
以
溫
故
知
新
，
共
嚮
學
會
諸
同
學
，
更
願
彼
此

瓦
勉
，
同
證
菩
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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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塵

觀
世
音
著
薩
的
鑫
像
及
一
串
念
珠
。
每
天
三
柱
香
一
擋
，
即
可

聽
到
誦
經
念
佛
的
聲
音
。
一
聲
按
著
…
聲
，
從
佛
裳
傳
來
，
早



晚
誦
經
禮
佛
，
數
十
年
如
一
日
，
這
就
是
我
的
外
婆
。
土
問
身

體
還
好
，
自
去
年
七
月
份
，
即
臥
病
在
床
，
家
人
四
處
訪
醫
，

期
盼
早
日
康
復
，
可
是
外
婆
並
未
好
轉
，
還
日
漸
消
瘦
，
於
今

年
五
月
竟
與
世
長
辭
，
甘
于
年
八
十
六
歲
。

自
小
疼
我
、
愛
我
、
寵
我
的
外
婆
，
自
老
化
蓋
住
病
為
病

所
苦
的
情
景
，
讓
我
看
在
眼
襄
'
疼
在
心
裳
。
間
對
海
人
，
裝

傻
以
逗
開
心
，
背
著
時
，
壓
抑
不
住
的
眼
淚
亦
隨
時
流
出
，
悲

傷
之
惰
，
實
非
筆
墨
所
能
形
容
。
如
今
老
人
已
往
章
，
不
須
再

受
病
背
折
磨
，
了
給
一
切
塵
緣
，
乃
將
悲
傷
之
情
化
為
咒
音
，

隨
著
外
婆
而
去
，
並
以
感
恩
之
心
，
修
法
時
叩
謝
師
恩
。
因

為
在
恩
師
加
持
下
，
外
婆
在
最
後
的
日
子
宴
，
並
無
痛
苦
難

瓏
的
動
作
，
病
情
再
惡
化
，
也
未
見
難
過
呻
吟
聲
，
祇
見
靜
靜

的
躺
著
，
彷
彿
身
是
身
，
心
是
心
，
心
不
囡
肉
體
的
折
磨
而
有

…
絲
一
毫
的
難
過
，
痛
苦
的
表
情
，
臨
終
時
，
帶
著
安
靜
的
表

情
而
走
。

在
外
婆
生
病
車
往
生
時
，
我
也
打
開
多
年
來
的
一
個
心
結

。
以
前
口
中
常
諦
深
偉
國
果
，
、
深
僧
因
果
，
心
中
卻
不
是
完
全

接
受
的
泉
。
自
畏
惜
果
報
而
逃
避
一
切
因
緣
，
自
畏
懼
死
亡
而

否
定
死
亡
的
存
在
，
認
為
祇
要
好
好
修
行
，
死
亡
就
會
離
我
們

議
去
，
多
可
笑
的
想
法
，
殊
不
知
生
老
病
死
也
是
了
卻
聽
緣
的

一
種
方
式
，
你
或
許
可
以
用
修
行
的
力
量
來
改
變
未
來
所
要
承

受
的
某
報
，
但
不
能
否
定
累
世
既
已
播
種
的
閣
。
我
想
唯
有
面

V帥一一一一

對
一
切
因
緣
，
平
常
常
養
慈
悲
喜
捨
之
心
，
當
果
報
來
時
，
以

慈
悲
喜
捨
之
心
與
法
界
諸
佛
菩
薩
相
應
，
將
惡
果
轉
為
善
果
，

聽
緣
轉
為
善
緣
呢
?
若
能
以
其
黨
的
心
去
面
對
一
切
生
死
，
又

有
何
事
足
以
畏
懼
呢
?
亦
無
所
謂
的
會
與
樂
了
，
因
為
凡
事
無

執
自
解
脫
。

談
到
無
執
，
最
讓
我
慚
愧
的
就
是
我
的
「
執
著
心
」

o

反

觀
外
婆
數
十
年
如
一
日
誦
經
禮
佛
，
她
老
人
家
不
一
定
要
了
解

佛
經
每
句
含
義
，
總
認
為
佛
經
是
好
，
天
天
請
經
;
不
知
道
體

佛
有
何
功
德
，
天
天
禮
佛
，
也
不
知
而
臼
自
行
，
反
而
勝
過
略

知
一
二
間
不
行
的
我
。
尤
其
大
慈
大
悲
大
智
慧
如
佛
一
般
的

恩
制
將
那
麼
好
的
法
要
普
傅
，
祇
要
我
們
旦
旦
做
懺
悔
，
守
戒

精
進
修
行
，
發
大
菩
提
心
，
將
來
自
可
證
菩
提
，
而
自
己
祇
一

味
追
求
「
知
」
，
在
「
行
」
方
面
又
做
了
多
少
呢
?
老
是
在
那

兒
論
人
是
非
，
賣
弄
小
聰
明
，
空
談
佛
理
，
難
怪
常
常
「
心
情

紛
亂
，
煩
鬧
鬧
多
多
。
」
顧
在
此
發
露
懺
悔
，
新
消
業
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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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啟
事

第
六
十
六
期
季
刊
封
底
照
片
﹒
實
為
『
桑

耶
寺
』
，
以
手
氏
之
誤
，
誤
植
為
『
大
昭
寺
』

，
特
此
史
正
。



八
無
暇
淺
釋

經
論
常
龍
八
無
暇
，
總
以
無
能
聽
受
修
持
殊
勝
正
法
語
為

無
暇
，
反
之
則
謂
閱
瑕
。
故
以
地
獄
、
餓
鬼
、
傍
笠
、
蔑
利
車

、
長
壽
天
、
邪
兒
、
不
通
佛
世
、
瘖
啞
為
八
無
瑕
。
以
生
地
獄

恆
受
寒
熱
之
苦
，
餓
鬼
則
受
饑
渴
之
苦
，
傍
生
恆
受
驅
役
侵
嚀

之
苦
，
長
韓
天
則
於
無
怨
中
虛
度
，
生
處
邊
鄙
無
佛
教
法
，
於

外
道
邪
見
撥
著
心
識
，
生
於
暗
劫
，
縱
三
寶
名
亦
不
得
間
，
瘖

啞
者
識
不
調
順
，
皆
無
暇
修
法
。
倍
以
眾
生
雖
得
暇
滿
人
身
，

亦
不
精
議
修
持
者
，
亦
如
遍
智
法
玉
《
如
意
寶
藏
論
》
所
一
京
之

暫
生
緣
八
無
暇
與
公
平
心
八
無
暇
。
此
等
無
暇
雖
未
能
完
全
摧

伏
，
仍
當
勤
勇
自
省
以
求
自
相
績
之
暇
漏
。

暫
生
緣
之
八
無
暇
.. 

的
自
相
續
五
毒
力
大
，
多
為
所
制
。

已
愚
癡
少
慧
，
雖
入
法
門
，
於
法
句
義
略
不
解
，
於
閱
思
修
無

修
行
緣
。

的
兒
行
顛
倒
，
為
魔
知
識
所
攝
。

倒
雖
欲
學
法
無
精
選
，
憤
情
懈
怠
散
漫

O

M
W錐
勤
修
法
，
而
自
相
續
不
生
功
德
，
反
現
罪
障
惡
業
大
誨
。

的
自
相
續
無
能
自
在
，
為
他
方
所
轉
所
制
，
不
得
修
法
。

楊
束
賢
整
理

的
為
習
氣
所
薯
，
或
魔
怨
所
怖
，
於
正
法
無
有
定
解
，
行
於
非

法
。

ω
雖
趣
修
行
，
心
求
現
世
名
聞
和
養
，
還
離
解
脫
道
。

公
平
心
之
八
無
暇
.. 

甘
為
世
法
堅
閻
蘊
縛
，
未
能
聽
修
正
法
。

∞
串
心
下
劣
，
毫
無
人
性
，
不
知
為
人
之
道
。

已
徒
說
生
死
過
息
，
不
生
怖
畏
，
不
厭
生
死

O

M
W於
正
法
、
上
師
少
缺
信
心
。

∞
欣
樂
不
著
惡
行
，
身
語
意
三
門
不
淨
，
還
離
勝
妙
功
德
。

的
不
欣
求
法
，
不
生
功
德
。

他
違
犯
律
儀
，
不
知
懺
悔
。

ω
雖
入
密
乘
，
失
壞
三
味
郁
，
斷
悉
地
之
緣
。

若
於
以
上
之
十
六
無
暇
不
錯
口
加
觀
察
反
省
，
於
此
娑
婆
濁

世
縱
具
暇
滿
，
縱
有
修
法
之
形
，
且
行
之
有
年
，
亦
非
能
趣
入

正
道
也
，
僅
入
法
之
影
像
前
已
。
故
日
初
業
行
人
當
慰
勇
察
省

自
相
續
暇
滿
功
德
具
全
與
否
?
勵
力
修
習
，
切
勿
為
世
法
積
寧

、
利
敬
名
聞
所
掘
，
不
得
正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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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帥"“呵呵前-一←

藏諺輯匯開

氓，汽「氓，有，也呵，馬足，筍"~Sl

山羊再白也不像綿羊。

氓，馬呵尺，呵，吏，倚門足ï

山羊喜歡岩山，

也可呵呵悶，呵，自丘，哭!

綿羊喜歡草山。

氓，gRVS氓，頁，氓，銜，只是民'z:.t氓，只戶夫!

山羊毛織的"烏朵 11

裝石頭打在山羊頸上。

(類"做法自數 11 11 自做
自受 11 0 ) 

※"為朵 11 11 晶石器"的藏
語譯音。放牧時，用以

驅趕拉宮。是用羊毛編
成的

莊晶輯

氓，筍，連可悶，有只足，呵，呵.~~悶，函， 3月!

山羊再壯也鐘不倒柱子，

~r詞，告啊，有R足，駒，戶，月9惘，函，

5呵!

公雞再肥也靡不塌房頂。

氓，割叮叮叮問民可

向羊支使尾巴，

去，倒啊，走向，剖，到貝司

尾巴支使糞蛋兒。

氓，悶悶門，司，也呵，只l :t::. 1

殺山羊，綿羊發抖﹒

信，月5闕，究，呵呵，叫哉!

打狗，豬發抖。

咒，副司，悶'~I

角生在頭上，

司旦河，悶'~I

樹裝在地上。

可呵，均可啊，肉1

長角的能邁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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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貝'~呵，錢，筍，駒，汽，剖，劃副!

自身山般的過錯漣而不談

司司司，豹，兮悶，RS'酬，叫頁，可割肉，

前氓，到高足ï

~~r翅'~'5)'司 %;.1

無角的您會過不去?

桐'~司，駒，5.筍啊，有!

體瞞己過，

他人芝麻大的過失卻看得

明顯。

~'實詞'S呵，慧，汽可悶，呵!

難完再 5日

貝貝'~司，悶，剖，可t::'~'~咒，向策，哼，悶，
貝貝，戶，窩氓，訶悶，同§剖'~足"

巴掌雖能指住自己的嘴

導悶，戶刮到，寶貝，訶啊，函，同§到!

卻堵不住天下人的口。

桐，月，駒，悶，門前，月間，啊!

習科!

自己滿鍋的毛病，

埋在河谷上方

呵呵究，豹，呵，們民'罵，阱，向策，

設身處地

呵呵司，肉?可啊，呵，剖'~~，

桐，呵，識到啊，悶，柄，柄，有!

自己心樣沒病，

。勿傷別人河
越
下

沿
上
谷

多
往
河
。

們
越
;
密

人
，
少
稍

吋
點
方
，
住
稀
較

M
V缺
下
方
居
煌
煌

叩
門
約
谷
地
岸
人
人

m
r
一
河
族
兩
，
刑

制
人
遍
品
谷
冷
方

他
揚
※

苦悶，每間，悶，肉食啊，柄，函，呵呵割!

不用害怕閻王

貝貝，豹，司悶，認刻，呵呵呵!

已過用掌遮，

只足，副司策，戶，向﹒呵呵呵，吶!

函，穹究，倒言問'頭刻，穹司!

人非用指點

不管自己頭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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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幽翩翩戶一一一←

衛員，副司爽，呵，詞，呵呵呵!

專識他人頂上霜。

貝貝'R~悶，閃失，剖，瑟夫!

自己暈倒不知，

函，RS悶，悶'~~I

只知別人暈倒

暇，同柄'S呵，到門，再問刻，悶，啊，

亨究'~"
自吹自擂的人沒有學問

暇，同柄，研究，藹'S'隅，呵呵!

自詩的老太婆不如雞

咕，可有足，剖，補足，為足，向氓，呵，啊!

不見自家嘴臉，

桐，只阱';剖，月可鈍，告，可想到!

嘲笑獅子難看

《柄，5.gwg旦，母叫悶，函，同穹有!

貪婪、霸道、耍陰謀，

RRWg民'司，有氓'9f

函，悶，g口，有可明，貝司!

自己得了就是寶，

別人得了就是惡兆。

叭，也悶，叫苦悶，啊悶!

鎮愛己身，

咕，為惘，汽5月，呵呵吶!

須責自心。

失足，剎時鼠，呵呵呵，究頁， f 

把別人放在自己地位，

函，明矢，失足，司常可

把自己放在別人處境

城令悶，剖，悶，柄，柄，簣，誦，可丘， f 

山羊的糞，綿羊本來表功

。

魚，問，眠，還片，柄，信，失!

掌握了 úl 情再去打獵

叉'~向3究，恥，富足，倒策，可啊，們

蜜蜂翅擊須彌山

(~蜂撼樹)

(待續)
雖然一時得逞卻不會畏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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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會
法
訊

邊
，
家
相

j
A
M
'
，
啥
裙
，
、

V
L
V

上
師
身
體
好
轉
，
港
會
聞
學
常
常
苦
苦
哀
求
，
不
斷
向

上
一
帥
求
法
，
其
情
懇
切
，
師
乃
悲
憫
，
黃
毅
英
會
畏
途
安
排

弘
法
節
目
如
下

•• 

灌
頂
法
會

•• 

間
月
二
十
一
封
(
星
期
日
〉
早
上
十
時
，
舉
行
車

提
佛
母
灌
頂
，
參
加
者
二
百
多
人
，
情
況
熱
烈
，

灌
頂
屆
滿
後
，
各
同
學
迅
速
離
去
，
隨
即
舉
行
移

暮
磁
嘉
佛
母
灌
頂
，
求
法
者
必
須
具
有
二
級
灌
頂

或
以
上
資
格
之
同
學
，
參
加
者
亦
數
拾
人
。
五
月

十
九
臼
(
星
期
日
)
車
上
十
時
，
舉
行
啤
嗎
寧
梯

灌
頭
，
求
法
者
須
有
三
年
布
薩
紀
錄
，
或
會
受
過

寶
瓶
灌
頂
一
二
年
，
參
加
者
亦
一
百
八
十
多
人
。
五

月
二
十
六
臼
〈
星
期
日
)
早
上
十
時
，
舉
行
蓮
華

生
大
士
結
緣
灌
頂
，
港
會
各
同
學
暨
眷
屬
皆
間
來

參
加
，
共
襄
勝
舉
，
法
審
充
滿
。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
余
追
隨
土
研
乘
國
泰
航
空
公
司
飛
機
返
台
灣

，
下
楊
於
台
中
寓
所
，
六
月
五
日
前
往
台
北
榮
總

作
癌
症
追
蹤
檢
查
，
一
切
正
常
，

J是
晚
旋
即
返
回

台
中
。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
星
期
日
)
早
上
九
時
三

十
分
，
A口
中
金
剛
乘
學
會
舉
行
選
華
生
大
士
濯
頂

，
歡
迎
念
滿
二
萬
遍
四
皈
依
咒
之
間
學
參
加
。

儀
軌
閉
一
本•• 

上
師
留
港
期
間
，
問
示
儀
軌
兩
次
，
四
月
七
日

(
星
期
日
)
早
上
九
時
三
十
分
閱
示
準
提
佛
母
儀

軌
，
四
月
十
四
日
(
星
期
日
〉
早
上
九
時
三
十
分

開
示
移
喜
鍵
嘉
佛
母
儀
軌
，
此
儀
軌
乃
專
為
去
年

來
台
受
法
者
宜
說
，
參
加
者
計
有
二
十
多
人
，
本

法
以
修
脈
、
氣
、
明
點
馮
主
，
念
咒
時
，
觀
想
咒

輪
放
光
，
上
照
下
降
，
入
於
四
輪
，
生
自
喜
、
得

四
灌
、
淨
四
陣
、
成
四
智
，
最
後
運
畢
生
大
士
化

光
融
入
自
己
心
中
，
由
是
自
身
上
下
收
入
心
中

a

勾

字
，
乃
至
那
打
。
如
是
入
定
，
起
定
時
，
自
成
本

簿
，
三
字
安
住
。

此
外
，
土
師
常
踏
青
於
薄
扶
林
水
塘
，
兩
度
主
持
放
生

法
會
，
各
同
學
問
風
混
到
，
隨
喜
參
加
，
上
都
特
別
囑
咐
待

放
之
眾
生
，
勸
其
潛
伏
僻
處
，
自
討
善
終
，
即
使
遇
到
冤
家
債

主
蘊
殺
或
能
其
肉
，
千
萬
不
要
起
瞋
恨
心
，
安
忍
而
且
甘
心
接

受
果
報
，
不
單
再
墮
落
玉
器
趣
，
待
函
緣
成
熟
，
再
取
新
所
依

，
依
果
報
身
嚴
守
戒
律
，
精
進
修
行
，
不
斷
懺
悔
，
以
求
究
竟

一 41 一

。



捐
助
本
刊
芳
名

本
尋土

台
灣
方
面
(
台
幣
)

周
樑
生
周
楊
育
芳
捐
助
印
工
新
竹
同
修
會
捐

-
o
o
o
0
元
邱
永

定
黃
碧
置
各
捐
自

0
0
0
元
黃
文
政
華
苗
補
習
班
各
搞
一
一

O
O
0

元
凌
器
珍
顏
輝
、
演
各
捐
二
一

0
0
元
買
雅
圖
擱
一
一

0
0
元
許

德
發
吳
建
背
周
文
玲
王
紹
文
區
攜
懿

γ
先
助
各
捐
…
0
0
0

元
柯
智
錯
昆
明
華
謝
淑
蔥
黨
河
、
源
方
慶
肇
方
太
輝
各
捐
丸

。
0
元
李
梅
治
捐
八

0
0
元
吳
朝
露
林
立
人
洪
國
榮
各
捐
七

0

0
元
棟
正
輝
柯
玉
燕
棟
盟
巖
陳
淑
婉
各
摺
六
五

0
元
會
正
德

陳
國
政
鄧
淑
文
各
搗
六

0
0
元
躁
奎
良
黃
榮
滿
蕭
慶
秋
玉
給

耀
鍾
聯
禧
郭
丹
嬌
張
山
田
棟
寶
芳
羅
啟
安
李
振
碩
賀
玉

鞏
林
坤
旺
楊
金
勳
劉
明
松
劉
羅
美
蠶
李
先
煒
黃
康
美
鄭

淑
娟
謝
玉
採
蘇
新
來
學
銘
恭
賀
庚
申
劉
向
控
高
女
媛
許

瓊
文
各
捐
五
0
0
元
林
哲
用
蔡
岳
勳
李
正
一
劉
印
連
陳
露
單

紀
麗
紅
張
美
智
蕭
永
美
尹
聾
麟
李
虹
慧
楊
茂
宏
陳
勝
義

鄭
姚
章
鄭
恬
妮
劉
添
萬
林
玲
瑛
劉
賴
愛
鑒
劉
婷
玉
對
佳
蓉

劉
輿
漠
駱
玉
秀
林
昭
明
陳
碧
龍
施
金
錯
李
燿
州
王
蔥
姿

輯
部
水
睦
揚
麗
丹
各
摺
四
0
0
元
黃
秋
瓊
謝
志
偉
唐
久
龍
謝
顯

良
湯
曉
蔥
閱
耀
祖
閱
耀
中
白
輸
單
李
保
蒼
林
恆
宏
彭
晃

晉
棟
建
宏
劉
麗
枝
郭
人
支
郭
柏
的
蔣
志
湘
黃
棟
樑
張
素

香
廖
述
權
黃
明
珠
尤
倍
忠
尤
金
寶
郭
安
男
許
脊
勳
廖
瑞

茄
蔡
東
雄
蔡
俏
雷
林
月
女
王
宜
周
總
賠
弘
道
周
弘
英

廖
霉
馨
張
世
昌
黃
榮
賢
徐
玉
貞
謝
息
華
楊
東
賢
玉
慈
芳

何
明
安
高
舉
雄
方
明
井
王
金
霞
魏
淑
芳
黃
光
宏
蔡
孟
鼠

林
碧
鴻
田
月
惠
洪
秀
英
賴
鍾
雄
玉
昭
月
洪
錦
玉
李
芳
蘭
各

捐
立
一0
0
元
陳
傳
胡
劉
政
才
各
捐
三
五

0
克
林
銘
銘
郭
秀
琴

帥"闖關國間間闖闖-一一一

何
雪
霞
鄧
天
一
呂
吳
玉
翼
勤
書
柯
旭
武
邵
碧
瓏
，
割
德
欽

高
錦
吳
眾
修
林
永
…
輯
張
致
遠
許
德
鄰
閔
榮
華
聞
方
淑
貞

時
蓉
蓉
閩
蓓
蓓
間
柔
柔
玉
倍
許
隨
迪
宮
、
水
欽
尤
碧
玉
蔡

裕
銘
許
正
宜
李
志
智
韓
希
蜜
陳
淑
娟
在
樂
禪
控
金
沛
劉

文
鑫
宮
登
清
謝
陸
輝
傅
邦
武
盧
東
火
沈
玲
燕
賀
俊
擎
鄭

佳
漫
質
悲
是
簡
毓
麟
李
秀
鰻
玉
錦
明
強
能
英
王
按
說
王

昌
齡
邱
兆
蘭
林
斯
文
陳
玉
村
李
坤
浪
楊
華
業
楊
意
棋
、
楊

承
翰
楊
媛
婉
李
宜
芳
李
草
珈
各
摺
二

0
0
元
寅
郁
文
郭
鹽
明

劉
倍
宏
張
桂
芳
各
捐
一
五

0
元
閱
黃
逸
群
閱
瑞
喜
閱
仕
豪
李

樹
華
李
瑞
琪
李
先
遴
張
雅
琪
張
永
清
賞
梅
正
羅
靄
人
蕭

稚
穎
蕭
稚
燕
蕭
稚
難
龔
信
儒
談
國
芬
楊
琇
蔥
張
露
閏
闊
葉

文
宗
棟
如
愛
陳
圭
棟
平
棟
定
慧
陳
景
梅
黃
尊
治
陳
其
勛

王
志
決
鄒
慶
宗
李
儀
玲
傅
存
明
棟
念
李
宗
南
林
美
智
王

妙
觀
蔣
淑
竄
去
國
龍
張
廖
晶
晶
斌
黨
娟
美
葉
志
銘
躁
祈
折

陳
惠
華
僑
君
儒
楊
政
額
郭
棟
當
英
劉
新
謀
張
表
張
千
德

尤
謝
香
陳
添
壽
張
英
珠
施
大
地
許
玲
樺
許
世
弦
許
玉
玲

簡
國
修
簡
孝
名
簡
均
倪
簡
毓
彥
林
曉
燕
劉
靜
儀
劉
立
德

張
阿
款
廖
翠
梅
李
潔
明
方
麗
城
林
質
雄
陳
秋
美
林
清
德

洪
鍵
蜂
洪
健
傑
各
搞
一

0
0
元

香
港
方
面
(
港
幣
)

黃
寶
傑
捐
三
O
O
0
元
陳
建
強
韓
英
玲
陳
慧
明
合
捐
二

O
O
0
元

李
保
翱
皂
的
日
眉
目
前
這
林
倫
英
各
捐
-
o
o
0
元
會
瑞
蓮
陳
美
瑤

何
雲
瑞
閣
。
的
Z
Z

話
梁
盟
強
各
捐
五

0
0
元
說
傳
單
陳
克
彪

其
招
盛
葉
少
強
林
漠
雄
朱
淑
鳳
各
捐
一
一
一

0
0
元
歌
陽
良
會
杏

梅
鍾
桂
鳳
祂
蔥
康
各
捐
二

0
0
元
郭
媛
玲
施
治
總
合
摺
二

0
0

元
吳
碧
如
指
二
一

O
咒
賀
銘
錫
躍
玉
清
林
秀
花
何
諒
嬋
無

名
仕
鍾
棟
湘
劉
新
和
袁
群
娣
劉
國
欣
袁
燕
芳
鐘
展
胡
耀

志
文
許
健
芳
朱
啟
源
梁
翠
華
羅
禮
全
羅
玉
清
各
揖
一
。
。
一
兀

自
旬
諂
站
立
口
搞
一
一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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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named Zha with great prosperity. Vajrapani 

would give teachings to him." Samatabhadra , after 

transformed into Vajrasattva , transformed again 

into the five buddhas (Vairocanna , Aksohobhya , 

Ratnasambhava , Amitabha and Amoghasiddha) and 

became the origin of esoteric buddhism. Later , 

Vajrasattva transformed into Vajrapani and 

collected all the tantra taught by the five 

buddhas , wrote down with miraculous power in blue 

glaze on gold paper and stored in great volumes in 

(3 ) the Akanistha he Hence he is called the 

lord of tantra. 工n the year which Buddha 

sakaymuni prophesied , Vajrapani sent by miraculous 

power ,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cripture , put in 

eighteen volumes , onto this earth. Emperor Zha 

was very pleased and 1二hought that it must be very 

auspJ.c J.ous. Though he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text , he made offerings to the scripture in the 

palace with music , perfume and flower , and prayed 

to these texts continuously. On the seventh day , 

Vajrapani descended and granted him initiations 

and teachings , and so emperor Zha attained 

accomplishment with no difference with vajrapani. 

(3) the sixteenth of the form world 

( To Be Continu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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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master. Jealousy arouse in the prince 

and he thought that his master is the only one in 

the world who is superior than himself and decided 

to murder his master. Knowing the plot , the 

master generated great anger , making bad wishes 

towards the rebellion of his disciple. As a 

resul t , the master was killed and the disciple 

fell into the vajra hell subsequently. since the 

master also made bad wishes and generated great 

anger , he fell into the vajra hell also. Both of 

them suffered together in the hell. Knowing this , 

Buddha Samatabhadra generated great compassion and 

transformed himself into Vajrasattva and descended 

into the hell , to rescue them through the 

instruction of this tantra. This is the origin of 

the name of this tantra. Not only would one 

attain accomplishment of the three kayas 
(2) 

through practicing the tantra , just hearing would 

lead to not falling into hell. This is how 

extraordinary this tantra is. 

Buddha Sakyamuni had thus prophesied , "one 

hundred and twelve years after 工 take nirvana , in 

the Eastern part of 工ndia ， there would be a king 

(2) Nirmanakaya , Sambhogakaya and Dharmakaya. 

C 



「
translator's the beyond lS 工t59). to 53 (Volume 

into tantra whole the translate to capacity 

few first the translated has he however , English , 

that admit must translator The it. of chapters 

but translated brilliantly not are chapters these 

of readers with manuscripts his share to wishes he 

different into division The medium. English the 

text , original the ln included no1二were chapters 

convenlence for translator the by done were they 

health good the to dedicated be merits May sake. 

and Gayltsan Chokyi Sonam Ven. Guru , root his of 

forgiven. be translation the ln fault 

Mangalam. 

any 

Sarva 

may 

<<INSTRUCT工ONS>>

Dong Narag Tibetan , ln Tantra , Net Great Magic The 

of destruction root of qd n -l n a e m the has Trug , 

kalpa , the of beginning the 工nhell. a r ﹒
吋J

a v the 

was who Pearl , Conch named brahman , a was there 

(1) 
studies five the of mastery his for famous 

and 

difference 

disciple as 

with 

him 

accomplishments 

followed e c n -l r p 

great 

a 

attained 

Thus , 

and 

no 

medicine handicraf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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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甘uctions to 也e Great Magic Net Tantra (1)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first few chapters 

transmitted by H.H.Dudjom Rinpoche 

interpreted by Bikhu Wu Qian 

translated by Ven. Sonam Chokyi Gayltsan 

English translation: Pema Thabkhey 

Translator's note 

The Great Magic Net Tantra is an important canon in 

Nyingmapa of Tibetan Buddhism. 工t was transmitted 

by H.H. Dudjom Rinpoche to Ven. Sonam chokyi 

Gayltsan (Guru Lau) when His Holiness conferred to 

Guru Lau the kama and terma lineages in 1959. The 

tantra was subsequently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published by Guru Lau. 工t is probably the 

first systemat二ic translation of annuttara yoga 

tantra containing teachings from the first to the 

four七h ini tiation that ever existed in Chinese. 

The topical outline (Sa bcad) of the entire tantra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the Quarter.砂

一 a 一



河之-------------------一L-Í6"L斗一一一一一〈才三
忘了心情§學駝的民芒戶支行葛
湖、!的時想品掙帆埔呀r 1趴ah-1.惡毒有-4司~r
咱們可7:z:.:1:J~~'叭叭們.~.~~﹒們可1 l可可只字有閑呵呵喇叭，RS!

52. bDUD.hDULεLING.PA.-DEVIL TRAINING ISLAND YOGIN. The trans)ator 
Kheu Ch'ung Tein阻rnate at Derge in Dokan ‘ At Ts'awa Drotrak be revealed the Tulku 
Nying Thik, Master of one hundred places and Term品， Lord of the Tenth Stag令-Homage
to Dudul Lingpa! 

嚮瑪巴師佛傳承系統 ( 52) 多聽嚮巴教主

間個間倒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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