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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國
運
、
教
運
注
定
我
的
命
運
，
生
來
孤
苦
，
與
佛
有
緣
。
十
二
歲
出
家
，
就
讀
哈

爾
濱
極
樂
寺
佛
學
養
成
所
，
民
國
二
十
年
，
時
年
十
五
歲
，
於
營
口
楞
嚴
寺
，
禪
定
老

和
尚
座
下
受
具
足
戒
。
遂
至
寧
波
觀
宗
講
寺
親
近
寶
靜
法
師
，
於
觀
宗
寺
弘
法
研
究
社

畢
業
後
，
擔
任
輔
講
、
主
講
。
並
於
香
港
弘
法
精
舍
輔
講
任
內
，
蒙
寶
公
傳
授
天
臺
宗

正
法
，
爲
傳
持
天
臺
教
觀
第
四
十
五
代
。
余
受
觀
宗
法
乳
，
得
佛
隴
眞
傳
，
生
平
以
教

觀
總
持
，
說
默
蓄
於
二
六
時
中
。
至
於
稍
盡
棉
力
，
護
國
衛
教
等
事
，
樂
觀
長
老
著

『
中
國
佛
教
近
代
史
論
集
』
｜
｜
法
侶
評
傳
，
稱
『
白
山
黑
水
一
奇
僧
』
，
曁
廣
嚴
法

師
撰
，
中
國
佛
教
會
出
版
『
高
山
仰
止
』
，
予
以
披
露
，
當
之
有
愧
。 

來
到
臺
灣
，
先
後
於
汐
止
慈
航
佛
學
院
、
中
壢
佛
學
院
、
南
光
女
眾
佛
學
院
、
三

藏
佛
學
院
、
東
山
佛
學
書
院
、
法
光
寺
佛
學
研
習
會
、
中
華
佛
學
院
、
菩
提
佛
學
院
等

教
授
佛
學
。
現
仍
任
臺
北
華
嚴
專
宗
學
院
、
中
國
內
學
院
、
能
仁
佛
學
院
、
福
嚴
佛
學

院
教
席
，
曁
妙
清
佛
學
院
導
師
、
主
講
。
其
間
所
講
課
業
及
在
各
大
專
院
校
佛
學
社
部

分
講
錄
及
開
示
等
，
由
學
員
筆
記
，
彙
編
十
一
種
，
計
教
觀
綱
宗
講
記
、
天
臺
四
教
儀

要
釋
、
始
終
心
要
略
釋
、
楞
伽
經
要
解
、
勝
鬘
經
要
解
、
四
十
二
章
經
要
解
，
心
經
、

彌
陀
經
、
盂
蘭
盆
經
等
講
記
，
大
乘
起
信
論
義
疏
、
八
識
規
矩
頌
講
記
等
，
商
予
付
印

流
通
，
藉
報
四
恩
。
非
屬
著
作
，
豈
圖
傳
聞
，
願
求
不
違
心
、
不
違
生
、
不
違
佛
耳
。 

 

四
明
觀
宗
講
寺
臺
北
別
院
顯
明
念
法
識 

 

民
國
六
十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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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若
波
羅
蜜
多
心
經
講
記 

｜
｜
民
國
六
十
三
年
於
臺
北
法
光
寺 

 

甲
、
經
題 

心
經
者
，
佛
說
大
般
若
經
『
學
觀
品
』
摘
錄
出
來
單
行
流
通
，
並
非
觀
自
在
所
說
，

雖
僅
有
二
百
六
十
字
，
但
爲
萬
法
之
根
源
，
大
部
般
若
之
精
要
。 

『
經
』
是
通
題
，
曰
契
經
｜
｜
上
契
佛
理
，
下
契
眾
機
，
『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心
』

爲
別
題
。
若
以
整
部
大
般
若
經
而
言
，
『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
爲
通
題
，
『
心
』
字
爲
別

題
。
因
菩
薩
大
智
，
深
觀
自
在
，
故
說
此
經
，
今
遵
天
臺
以
五
重
玄
義
釋
經
題
。 

一
、
釋
名 

七
種
立
名
中
以
單
法
爲
名
。
『
般
若
』
，
華
言
『
智
慧
』
，
但
智
慧
有
善
有
惡

（
行
善
作
惡
皆
須
有
智
慧
）
，
故
以
無
分
別
智
來
表
般
若
，
凡
夫
無
般
若
，
小
乘
初
果
，

大
乘
初
地
方
現
般
若
。
意
有
三
：
⒈
實
相
般
若
。
般
若
的
眞
理
，
於
實
相
如
實
通
達
，

謂
無
生
死
湼
槃
及
諸
法
等
相
，
無
相
亦
無
，
是
眞
實
般
若
體
相
。
諸
法
之
相
有
千
差
萬

別
，
但
諸
法
之
實
體
則
一
，
如
將
宇
宙
萬
有
世
間
出
世
間
法
之
相
研
究
透
徹
，
尋
名
得

體
卽
諸
法
實
（
性
）
相
，
蓋
能
研
究
世
間
法
究
竟
處
卽
是
佛
法
，
出
世
法
極
至
處
亦
卽

世
間
法
，
其
眞
理
一
也
。
⒉
觀
照
般
若
。
卽
般
若
之
智
慧
，
觀
緣
起
無
性
，
智
明
理
顯
，

破
惑
證
德
，
乃
佛
陀
說
法
度
生
意
趣
。
佛
卽
覺
者
之
代
名
詞
，
如
專
意
斷
惑
求
證
者
，

通
稱
羅
漢
，
悲
智
雙
運
度
生
者
，
通
稱
菩
薩
，
斷
德
滿
，
智
德
圓
，
徹
底
覺
悟
者
曰
佛
。

佛
雖
有
十
號
，
但
均
以
覺
圓
德
備
立
名
，
如
天
臺
之
六
卽
佛
（
六
階
位
）
，
稱
佛
，
稱

菩
薩
，
稱
羅
漢
，
可
說
是
種
學
位
，
德
位
，
如
釋
迦
是
姓
，
牟
尼
是
名
，
『
佛
陀
』
是

德
智
圓
滿
的
德
號
。
以
佛
之
覺
悟
，
來
觀
察
萬
法
是
從
因
緣
而
生
，
無
自
性
可
得
，
卽

假
說
之
名
相
亦
不
可
得
，
能
觀
所
觀
皆
空
，
卽
觀
照
般
若
也
。
⒊
文
字
般
若
。
卽
以
文

字
而
詮
眞
理
，
文
字
般
若
一
名
方
便
般
若
（
初
學
）
，
依
文
解
義
，
由
義
顯
理
，
浸
假

義
解
俱
忘
，
文
字
性
空
，
是
由
文
字
而
會
歸
實
相
，
蓋
初
學
者
不
以
文
字
誠
難
入
門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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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相
、
法
身
德
，
觀
照
、
般
若
德
，
文
字
、
解
脫
德
，
合
曰
三
德
秘
藏
，
不
出
介

爾
一
念
。
『
般
若
爲
諸
佛
母
』
，
諸
佛
由
般
若
而
生
，
又
爲
凡
聖
之
分
水
嶺
。
與
般
若

若
相
應
爲
出
世
法
（
無
漏
）
（
聖
）
，
不
與
之
相
應
卽
成
世
間
法
（
有
漏
）
（
凡
夫
）
，

故
佛
經
對
於
十
法
界
之
分
類
，
唯
凡
聖
二
趣
。
儒
亦
言
：
唯
聖
賢
與
禽
獸
。
大
而
化
之

謂
之
聖
，
德
性
未
顯
謂
之
凡
夫
，
大
學
所
謂
明
德
、
親
民
、
止
於
至
善
。
明
德
卽
使
本

有
的
德
性
明
淨
，
不
被
私
慾
蒙
蔽
，
自
立
也
。
親
民
卽
推
己
及
人
，
利
益
羣
萌
，
覺
他

也
。
旣
已
擇
定
超
凡
入
聖
目
標
，
則
當
『
擇
善
固
執
』
。
欲
明
此
德
性
，
必
須
格
物

（
研
究
宇
宙
萬
有
窮
理
盡
性
）
，
乃
能
致
知
（
覺
知
）
。
般
若
爲
大
乘
佛
法
之
心
要

（
領
導
）
，
心
經
又
爲
般
若
之
心
要
，
猶
如
畫
龍
點
睛
，
代
表
整
個
般
若
思
想
。
『
波

羅
蜜
』
翻
『
到
彼
岸
』
，
又
云
『
一
切
事
究
竟
』
。
印
人
之
俗
語
以
『
波
羅
蜜
』
代
表

達
於
所
希
求
的
最
後
目
的
，
卽
一
切
事
竟
成
。
如
學
生
畢
業
曰
波
羅
蜜
多
，
法
會
圓
滿

曰
波
羅
蜜
多
，
證
到
果
位
曰
波
羅
蜜
多
。
到
達
目
的
地
之
方
法
叫
『
般
若
』
，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
卽
以
『
般
若
』
的
方
法
可
到
彼
岸
，
由
生
死
之
此
岸
越
煩
惱
中
流
到
湼
槃
之

彼
岸
，
須
乘
般
若
之
船
筏
。
經
云
：
行
深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時
，
照
見
五
蘊
皆
空
。
五
蘊
、

是
生
死
，
照
見
、
是
船
筏
，
皆
空
、
是
到
彼
岸
，
行
旣
深
、
卽
證
入
波
羅
蜜
之
眞
空
。

心
爲
凡
聖
之
主
，
萬
惡
之
源
，
有
：
一
、
肉
團
心
（
草
木
心
）
。
只
有
生
長
不
能
緣
慮
，

似
乎
是
心
而
實
非
心
。
二
、
緣
慮
心
。
一
念
具
足
九
法
界
緣
慮
，
是
人
心
、
菩
薩
心
、

畜
生
心
、
地
獄
心
等
總
不
出
善
惡
二
緣
慮
心
，
故
曰
一
心
具
足
十
法
界
。
三
、
眞
如
心
，

佛
心
。
華
嚴
經
云
：
『
應
觀
法
界
性
，
一
切
唯
心
造
。
』
又
云
『
心
如
工
畫
師
，
造
種

種
五
陰
。
』
楞
嚴
：
『
萬
法
所
生
，
唯
心
所
現
。
』
念
動
有
九
界
，
念
覺
則
體
自
非
有
，

念
念
追
覺
，
至
山
窮
水
盡
，
處
處
皆
爲
諸
法
空
相
矣
。
四
、
聚
集
精
要
心
。
心
經
乃
爲

六
百
卷
大
般
若
經
之
精
要
，
若
依
般
若
能
轉
九
界
妄
心
，
卽
是
佛
界
眞
如
，
所
謂
『
心

經
一
卷
成
佛
有
餘
』
。
『
經
』
，
梵
言
修
多
羅
，
華
言
契
經
，
上
契
諸
佛
之
理
，
下
契

眾
生
之
機
；
契
機
又
契
理
乃
可
曰
經
。
又
經
者
、
法
也
，
十
界
同
遵
；
經
者
、
常
也
，

三
世
不
易
。
釋
名
竟
。 

二
、
顯
體 

此
經
以
實
相
般
若
爲
體
，
經
中
之
『
空
』
字
、
『
不
』
字
、
『
無
』
字
皆
經
之
體
，

唯
佛
與
佛
乃
能
究
竟
諸
法
實
相
，
掃
相
絕
宗
，
一
空
一
切
空
，
無
假
無
中
而
不
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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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明
宗 

此
經
以
觀
照
般
若
爲
宗
，
卽
經
中
之
觀
與
照
見
。
觀
照
是
智
，
實
相
是
理
。
能
所

絕
待
、
智
理
一
如
，
爲
此
經
之
眞
宗
也
。 

四
、
論
用 

以
文
字
（
權
智
方
便
）
般
若
爲
用
。
經
中
『
度
一
切
苦
厄
』
，
苦
是
權
有
，
以
權

巧
之
智
，
方
便
度
一
切
苦
。
又
文
字
是
體
之
用
，
依
文
起
觀
循
用
歸
體
也
。 

五
、
判
教
相 

此
經
以
大
乘
熟
酥
爲
教
相
，
居
第
四
時
，
有
共
不
共
般
若
，
三
乘
共
修
曰
共
般
若
，

本
經
乃
大
乘
極
妙
，
是
不
共
般
若
，
略
述
五
重
玄
義
竟
。 

乙
、
譯
題 

唐
三
藏
法
師
玄
奘
譯 

站
在
中
國
佛
教
立
場
來
講
，
於
六
成
就
之
外
，
應
加
上
一
『
譯
者
成
就
』
，
以
無

翻
譯
之
功
，
國
人
不
能
通
曉
梵
文
、
巴
利
文
經
典
也
。 

般
若
心
經
之
翻
譯
，
計
有
下
述
諸
種
： 

一
、
姚
秦
鳩
摩
羅
什
大
師
譯
，
（
重
在
性
空
教
典
）
摩
訶
般
若
波
羅
蜜
大
明
咒
經
。 

二
、
唐
玄
奘
大
師
譯
（
法
相
系
）
，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心
經
。 

三
、
唐
末
罽
賓
國
般
若
共
利
言
譯
，
曰
今
名
。 

四
、
唐
摩
竭
提
國
法
月
大
師
譯
，
普
遍
智
藏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心
經
。 

五
、
宋
初
西
天
施
護
大
師
譯
，
佛
說
聖
母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心
經
。 

六
、
唐
智
慧
輪
大
師
譯
，
今
名
。 

七
、
法
成
大
師
譯
，
今
名
。 

唐
，
李
淵
所
建
朝
代
名
。
三
藏
法
師
，
精
通
經
、
律
、
論
三
大
部
藏
而
爲
萬
法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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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
玄
奘
大
師
，
俗
姓
陳
名
褘
，
父
爲
江
陵
縣
令
，
河
南
偃
師
縣
人
。
爲
漢
太
丘
陳
仲

弓
之
後
，
師
自
幼
非
雅
正
典
籍
不
閱
（
不
是
文
雅
之
書
，
對
我
們
身
心
有
益
的
，
如
小

說
一
類
絕
不
過
目
）
，
師
排
行
第
四
，
八
歲
聞
父
說
孝
經
『
曾
子
避
席
』
從
座
而
起
，

父
異
之
，
師
曰
：
兒
豈
不
如
乎
？
十
歲
棄
養
，
隨
長
兄
長
捷
法
師
出
家
淨
土
寺
，
十
三

歲
時
適
隋
煬
帝
度
僧
十
七
名
，
鄭
善
果
爲
主
考
官
，
問
何
以
出
家
？
師
曰
：
『
意
欲
遠

紹
如
來
，
近
光
遺
法
。
』
乃
特
允
，
爲
僧
，
住
長
安
莊
嚴
寺
。
時
有
法
常
法
師
講
攝
論
，

僧
辨
法
師
講
俱
舍
，
讚
爲
釋
門
千
里
駒
，
但
各
師
所
說
不
一
，
譯
筆
有
異
，
因
有
西
求

聖
典
之
志
。
廿
九
歲
遂
上
書
不
允
，
乃
於
貞
觀
三
年
偷
渡
出
境
，
經
罽
賓
（
今
克
什
米

爾
）
，
遇
怪
獸
侵
襲
，
逢
一
老
僧
，
遍
體
膿
瘡
，
師
禮
之
，
老
僧
授
以
二
百
六
十
字
的

般
若
心
經
一
卷
，
因
此
得
以
安
抵
天
竺
，
於
王
舍
城
那
爛
陀
寺
親
近
戒
賢
論
師
，
師
學

成
時
於
曲
女
城
立
『
眞
唯
識
量
』
，
專
稱
揚
大
乘
之
論
意
。
牌
示
十
八
天
，
無
一
人
能

致
言
難
者
，
印
人
尊
曰
大
乘
天
、
解
脫
天
，
留
印
一
十
七
載
，
於
貞
觀
十
九
年
正
月
還

京
，
將
所
獲
梵
本
六
百
五
十
七
部
獻
於
朝
，
先
後
居
弘
福
寺
五
年
，
慈
恩
寺
八
年
，
玉

華
宮
四
年
，
西
明
寺
二
年
及
洛
陽
積
翠
宮
一
年
，
從
事
梵
典
翻
譯
工
作
。
師
於
譯
事
頗

爲
認
眞
，
一
義
未
妥
，
巡
視
寒
暑
，
一
言
互
異
，
斟
酌
再
三
，
故
所
譯
之
經
於
我
國
翻

譯
史
上
佔
極
重
大
之
地
位
。
十
九
年
中
計
譯
成
七
十
五
部
，
一
千
三
百
三
十
五
卷
，
於

高
宗
麟
德
元
年
二
月
五
日
，
卒
於
長
安
，
世
壽
六
十
五
，
葬
陝
西
長
安
東
之
白
鹿
原
。

師
是
我
國
留
學
史
上
之
第
一
人
。
因
此
吾
輩
學
佛
者
應
見
賢
思
齊
，
千
萬
不
要
自
暴
自

棄
，
雖
『
不
求
聞
達
於
諸
侯
』
，
總
應
該
下
功
夫
，
眞
正
作
點
人
上
人
之
事
才
行
！ 

因
玄
奘
於
異
僧
得
般
若
心
要
安
抵
印
境
，
聯
想
三
昧
水
懺
緣
起
互
爲
佐
證
。 

唐
‧
悟
達
國
師
，
原
名
知
玄
，
未
發
迹
前
爲
遊
方
僧
，
時
另
有
遊
方
僧
者
遍
體
膿

瘡
，
狼
狽
之
至
，
師
不
辭
穢
臭
，
天
天
爲
之
洗
滌
拭
藥
。
當
病
愈
離
去
時
，
曰
：
他
日

有
難
可
至
四
川
九
隴
山
，
山
上
有
老
松
兩
株
處
相
尋
。
懿
宗
時
禮
知
玄
爲
國
師
，
住
安

國
寺
，
懿
宗
親
臨
聽
法
，
並
賜
以
栴
檀
香
木
寶
座
，
一
念
貪
心
起
，
膝
生
人
面
瘡
，
遂

至
西
蜀
彭
州
尋
之
。
至
時
，
果
然
不
爽
，
次
晨
至
池
掬
水
洗
之
，
瘡
忽
開
口
曰
：
『
我

鼂
錯
也
，
汝
袁
盎
也
，
漢
時
斬
腰
之
仇
，
以
師
十
世
爲
高
僧
故
報
不
得
，
今
以
名
利
在

心
，
給
我
得
乘
之
隙
，
承
迦
諾
迦
尊
者
以
三
昧
水
解
冤
，
今
可
洗
矣
。
』
後
於
該
處
，

搭
舍
建
寺
紀
念
，
宋
至
道
年
間
賜
名
至
德
禪
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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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
正
釋
經
文 

觀
自
在
菩
薩
， 

本
經
擷
自
六
百
卷
大
般
若
經
之
『
學
觀
品
』
內
的
一
段
文
字
。 

心
經
翻
譯
有
法
月
、
般
若
、
智
慧
輪
、
法
成
、
施
護
、
玄
奘
、
羅
什
等
七
大
師
所

譯
，
除
玄
奘
與
羅
什
所
譯
外
，
餘
皆
分
序
、
正
、
流
通
三
分
，
今
本
二
百
六
十
字
經
文

乃
唐
玄
奘
大
師
所
譯
，
且
爲
學
觀
品
摘
錄
出
一
段
單
行
流
通
，
無
序
分
、
流
通
分
乃
理

所
當
然
。 

『
觀
自
在
菩
薩
』
起
，
迄
『
度
一
切
苦
厄
』
止
廿
五
個
字
爲
本
經
之
精
要
，
舍
利

子
以
下
之
文
乃
進
一
步
詮
示
。
言
自
在
有
五
：
⒈
壽
命
自
在
｜
｜
古
人
言
，
『
今
晚
脫

下
鞋
和
襪
，
不
知
明
朝
穿
不
穿
』
。
所
謂
延
萬
劫
而
不
長
，
促
一
念
而
不
短
。
人
命
在

呼
吸
之
間
，
貪
戀
之
人
，
五
蘊
熾
盛
，
包
袱
太
重
，
自
在
不
得
，
唯
登
地
聖
者
，
乃
能

得
大
自
在
。
⒉
受
生
自
在
｜
｜
凡
夫
隨
業
受
生
，
故
不
自
在
。
菩
薩
隨
願
受
生
，
地
藏

於
地
獄
，
觀
音
化
面
然
，
均
能
自
在
度
生
。
⒊
色
自
在
｜
｜
色
，
指
物
質
，
凡
有
色
形

者
，
均
難
以
互
容
不
得
自
在
，
若
不
執
外
物
實
有
可
曰
自
在
。
⒋
心
自
在
｜
｜
意
如
猿
、

心
如
馬
，
不
能
控
制
就
不
自
在
，
如
能
『
降
伏
其
心
』
，
無
住
生
心
，
生
心
無
住
，
則

曰
心
自
在
。
⒌
智
自
在
｜
｜
不
能
觀
一
切
法
緣
起
，
如
與
佛
有
因
、
與
佛
有
緣
，
見
佛

像
及
見
替
佛
宣
揚
的
僧
眾
就
喜
歡
禮
拜
，
且
能
深
入
經
藏
與
佛
覺
打
成
一
片
。
反
之
若

有
因
無
緣
，
亦
不
能
成
就
所
辦
。
假
名
（
萬
物
均
係
假
名
安
立
）
性
空
（
物
性
本
空
）
。 

觀
、
非
以
肉
眼
觀
，
此
指
『
法
眼
能
觀
俗
』
之
『
法
眼
』
（
心
眼
）
言
。
自
在
，

淺
之
卽
解
脫
、
自
由
之
意
。
於
壽
、
生
、
色
、
心
、
智
五
者
不
受
其
縛
，
這
是
初
地
至

八
地
的
菩
薩
，
內
心
擺
脫
了
繫
縛
的
煩
惱
。
法
華
云
：
『
盡
諸
有
結
，
心
得
自
在
。
』

觀
自
在
菩
薩
等
廿
五
個
字
包
括
了
人
、
法
、
因
、
果
四
： 

⒈
人 

觀
自
在
菩
薩
。 

⒉
法 

五
蘊
。 

⒊
因 

行
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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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
果 

度
一
切
苦
厄
（
於
一
切
法
得
自
在
）
。 

因
地
修
般
若
行
，
果
地
必
得
自
在
解
脫
。 

菩
薩
具
云
菩
提
薩
埵
，
華
言
覺
有
情
，
降
佛
以
還
悉
有
情
界
，
端
視
覺
悟
之
淺
深
，

以
定
修
證
之
位
次
，
情
非
外
入
，
所
謂
『
自
作
多
情
』
『
作
繭
自
縛
』
，
有
此
情
絲
繫

縛
故
不
得
自
在
，
行
者
必
須
將
煩
惱
情
絲
以
慧
劍
斬
之
，
使
其
無
情
，
曰
『
覺
有
情
』
，

進
而
使
有
情
界
，
悉
皆
覺
悟
，
自
他
二
利
，
上
求
佛
道
，
下
化
眾
生
，
方
曰
『
菩
薩
』
，

凡
能
捨
己
助
人
、
樂
善
好
施
、
不
求
名
利
、
能
實
踐
大
慈
大
悲
怨
親
平
等
者
，
卽
是
活

菩
薩
。
佛
殿
所
供
諸
菩
薩
像
，
供
我
們
瞻
仰
、
學
習
、
借
鏡
耳
！ 

故
知
，
觀
自
在
菩
薩
並
非
專
指
觀
世
音
菩
薩
，
此
經
亦
非
觀
音
大
士
所
說
，
大
凡

一
切
菩
薩
，
包
括
觀
音
大
士
，
於
一
切
法
皆
得
自
在
故
。 

行
深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時
， 

行
，
力
行
、
實
踐
也
，
力
行
得
徹
底
，
深
入
情
況
卽
是
行
深
。
了
解
理
論
而
又
實

踐
，
依
教
奉
行
，
用
功
腳
踏
實
地
，
步
步
踏
實
卽
是
行
深
。 

菩
薩
所
修
學
處
，
不
離
般
若
，
般
若
者
由
此
岸
登
彼
岸
的
工
具
，
沒
有
般
若
智
慧
，

不
能
排
除
萬
難
，
超
越
洪
流
！
故
學
佛
學
般
若
，
修
行
卽
是
修
般
若
。
文
中
『
自
在
』

與
『
空
』
是
實
相
般
若
。
『
觀
』
及
『
照
見
』
，
是
觀
照
般
若
。
『
行
深
』
、
『
度
苦
』

等
，
是
方
便
般
若
。
又
『
行
』
是
實
踐
，
『
般
若
』
『
深
』
是
理
論
，
性
空
。
又
空
觀

智
行
深
，
斷
見
思
惑
，
顯
一
切
智
，
見
眞
諦
彼
岸
；
假
觀
智
行
深
，
斷
塵
沙
惑
，
顯
道

種
智
，
見
俗
諦
彼
岸
；
中
觀
智
行
深
，
斷
無
明
惑
，
顯
一
切
種
智
，
見
中
諦
圓
妙
彼
岸
。 

如
能
觀
諸
法
自
在
，
因
行
深
理
的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功
夫
，
到
了
二
覺
相
照
、
二
智

皎
然
時
，
自
能
轉
生
死
爲
湼
槃
，
轉
煩
惱
爲
菩
提
，
得
大
自
在
。 

照
見
五
蘊
皆
空
， 

以
心
中
智
慧
之
眼
，
照
見
了
五
蘊
之
色
心
二
法
悉
屬
不
實
。
五
蘊
者
，
舊
翻
曰
五

陰
，
謂
蘊
積
五
眾
、
陰
覆
眞
空
實
相
（
佛
教
之
五
眾
別
指
比
丘
、
比
丘
尼
、
沙
彌
、
沙

彌
尼
、
式
叉
摩
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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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色
蘊
。
此
就
物
質
界
依
報
言
，
以
變
礙
爲
義
。
色
法
者
，
可
見
可
摸
，
故
在

生
、
住
、
異
、
滅
，
成
、
住
、
壞
、
空
，
無
常
遷
流
中
，
兩
物
不
互
融
，
相
碰
必
壞
。 

二
、
受
蘊
。
領
納
爲
義
，
領
納
外
境
，
有
三
種
受
：
⒈
苦
受
，
情
緒
接
觸
了
客
觀

的
環
境
所
起
的
反
應
作
用
，
不
好
的
就
生
苦
受
。
⒉
樂
受
，
於
順
境
之
感
受
，
卽
喜
樂

也
。
⒊
不
苦
不
樂
受
，
亦
卽
捨
受
。 

三
、
想
蘊
。
取
像
爲
義
，
由
想
像
安
立
名
稱
。 

四
、
行
蘊
。
造
作
爲
義
，
人
之
一
切
言
行
皆
由
意
志
驅
使
，
故
色
法
乃
受
制
於
心

法
。 

五
、
識
蘊
。
了
別
爲
義
，
受
、
想
、
行
是
附
屬
心
理
活
動
的
原
動
力
，
五
蘊
之
眞

正
主
體
也
就
是
前
四
蘊
爲
所
認
識
，
後
之
識
蘊
爲
能
認
識
。
『
不
應
住
色
、
聲
、
香
、

味
、
觸
法
而
行
布
施
』
，
卽
是
無
了
別
，
四
識
住
而
說
五
蘊
，
不
貪
著
怨
親
平
等
之
布

施
。 

照
見
五
蘊
皆
空
的
『
空
』
義
有
我
法
二
空
，
通
大
小
乘
，
大
乘
在
中
國
有
八
大
宗
。

佛
教
在
印
度
分
二
大
派
：
西
北
印
度
學
者
主
張
『
我
空
法
有
』
｜
｜
說
一
切
有
部
。
假

合
之
我
可
以
觀
空
，
但
構
成
我
的
五
蘊
四
大
之
法
是
有
的
，
以
俱
舍
論
典
爲
代
表
，
與

唯
識
思
想
接
近
。
它
不
承
認
小
乘
可
通
達
法
空
，
是
『
依
實
立
假
』
路
線
。
一
爲
東
南

印
度
的
分
別
說
系
，
主
張
『
我
法
皆
空
』
。
五
蘊
組
合
生
命
體
是
空
（
我
空
）
，
五
蘊

法
的
元
素
也
是
空
的
，
以
訶
梨
跋
摩
所
著
之
成
實
論
爲
代
表
，
與
中
觀
思
想
相
涉
。
它

們
以
爲
旣
通
達
我
空
，
則
必
通
達
法
空
，
是
『
依
假
立
假
』
路
線
。
致
云
『
依
幻
立

幻
』
，
契
佛
本
懷
。
雖
知
空
花
水
月
，
不
妨
作
水
月
道
場
、
空
花
佛
事
。 

空
宗
主
要
思
想
，
以
般
若
系
爲
代
表
，
而
般
若
又
以
心
經
爲
精
要
，
心
經
之
主
體

又
基
於
文
前
廿
五
字
。
無
實
自
性
曰
『
空
』
，
不
但
不
是
什
麼
都
沒
有
，
反
顯
其
有
；

『
空
』
是
空
其
自
性
，
不
是
空
其
假
相
，
故
佛
法
建
立
物
心
和
合
緣
起
論
，
若
言
什
麼

都
沒
有
是
『
空
』
，
則
破
壞
因
果
，
破
壞
佛
法
，
破
壞
世
間
，
因
此
必
須
於
佛
法
、
世

間
、
因
果
律
上
照
見
諸
法
空
諦
（
卽
通
達
法
空
）
。
故
云
『
不
壞
假
名
，
緣
起
性
空
』

眾
生
在
法
上
執
爲
實
有
，
故
諍
論
不
息
，
金
剛
經
云
：
『
一
切
有
爲
法
，
如
夢
幻
泡
影
，

如
露
亦
如
電
，
應
作
如
是
觀
。
』
假
有
爲
萬
法
之
眞
像
，
與
實
有
不
同
，
由
因
緣
假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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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假
名
安
立
。
如
曰
『
和
尚
』
、
『
法
師
』
乃
就
其
功
能
說
，
言
和
尚
，
六
和
高
尚
之

士
，
一
寺
之
主
，
曰
大
和
尚
、
老
和
尚
；
精
通
佛
法
，
以
法
化
他
之
出
家
人
曰
法
師
，

而
法
師
、
和
尚
皆
出
家
人
之
別
稱
，
三
者
原
本
一
也
。
有
自
由
、
主
宰
、
永
恆
方
曰
我
，

反
之
則
無
我
可
言
。
我
法
二
者
相
關
不
離
，
故
不
通
法
空
，
不
能
除
法
執
，
不
通
我
空
，

不
能
除
我
執
。
如
金
剛
經
說
：
『
若
取
法
相
，
卽
著
我
、
人
、
眾
生
、
壽
者
。
』
意
謂

因
有
法
執
，
故
有
我
人
壽
者
相
。 

有
情
的
生
命
由
業
力
、
煩
惱
而
生
，
故
俱
舍
論
『
取
能
生
蘊
』
，
指
無
明
、
愛
、

取
三
煩
惱
能
生
色
、
心
二
法
，
證
明
五
蘊
是
由
煩
惱
而
來
。
以
羅
漢
言
，
無
潤
生
煩
惱
，

故
不
受
新
的
生
命
，
『
吾
之
有
苦
，
爲
吾
有
身
（
五
蘊
之
身
體
）
。
』
若
能
拋
棄
五
蘊

實
有
妄
執
，
則
能
『
度
一
切
苦
厄
』
而
得
自
在
之
果
。 

度
一
切
苦
厄
。 

諸
苦
導
源
於
色
（
物
質
）
心
（
精
神
）
個
體
的
活
動
，
且
三
苦
、
八
苦
，
三
界
、

九
界
，
分
段
、
變
易
，
幻
有
諸
苦
，
唯
心
所
現
，
唯
識
所
變
。
所
謂
『
三
界
無
別
法
，

唯
是
一
心
作
』
旣
屬
三
界
唯
心
，
萬
法
唯
識
，
首
須
認
識
心
識
生
起
與
還
滅
（
例
如
大

乘
起
信
論
所
說
：
眾
生
依
心
、
意
、
意
識
轉
）
及
染
心
還
滅
等
義
。
總
之
，
『
若
人
識

得
心
，
大
地
無
寸
土
』
，
仍
以
緣
起
、
性
空
、
不
壞
假
名
爲
下
手
功
夫
，
蓋
上
求
下
化

的
行
者
，
以
般
若
爲
導
，
始
覺
內
熏
，
離
念
遣
言
，
滅
諸
異
相
，
歸
源
一
法
界
大
總
相

法
門
體
，
隨
順
眞
如
如
實
空
義
，
自
無
苦
樂
可
言
，
『
度
一
切
苦
厄
』
矣
。 

舍
利
子
！ 

上
文
是
標
宗
要
，
今
文
以
下
是
解
釋
上
文
而
顯
義
。 

舍
利
弗
，
從
母
名
，
一
曰
鷲
子
，
本
爲
外
道
。
因
遇
威
儀
莊
嚴
的
馬
勝
比
丘
爲
說

緣
起
法
：
『
諸
法
因
緣
生
，
諸
法
因
緣
滅
，
我
佛
大
沙
門
，
常
作
如
是
說
。
』
言
下
頓

悟
，
毅
然
從
佛
出
家
，
爲
十
大
弟
子
中
智
慧
第
一
之
大
阿
羅
漢
，
與
目
犍
連
同
師
外
道
，

告
之
故
，
則
二
人
皆
爲
佛
子
。
沙
門
，
華
言
勤
息
，
勤
修
三
學
戒
定
慧
，
息
滅
三
毒
貪

瞋
癡
，
爲
印
度
出
家
修
道
者
之
通
稱
。 

色
不
異
空
，
空
不
異
色
；
色
卽
是
空
，
空
卽
是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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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起
之
法
（
色
）
，
無
實
自
體
（
空
）
，
就
諸
法
之
性
說
空
，
而
假
相
宛
然
，
曰

色
。
因
、
種
子
，
緣
、
助
緣
。
如
發
心
建
一
道
場
，
此
一
念
曰
因
，
設
計
、
繪
圖
、
籌

款
、
鳩
工
庀
材
、
按
圖
建
築
等
曰
緣
，
『
因
緣
和
合
，
虛
妄
有
生
』
（
現
莊
嚴
佛
剎
）
。

經
數
十
百
千
年
後
，
逐
漸
式
微
，
乃
至
變
滅
不
存
，
『
因
緣
別
離
，
虛
妄
名
滅
』
，
假

有
之
法
，
本
無
實
體
故
有
生
滅
。
龍
樹
大
師
中
觀
論
曰
：
『
未
嘗
有
一
法
，
不
從
因
緣

生
，
是
故
一
切
法
，
無
不
是
空
者
。
』
『
緣
起
』
兩
字
，
爲
空
之
內
容
，
空
之
背
景
，

空
之
根
本
。
依
據
諸
法
緣
起
而
說
空
，
故
佛
以
緣
起
性
空
來
破
斥
外
道
。
『
了
知
緣
起
，

就
是
了
知
佛
』
，
因
爲
緣
起
是
佛
教
的
特
質
。 

此
四
句
文
，
係
明
｜
｜
卽
緣
起
卽
性
空
，
卽
性
空
卽
緣
起
，
說
明
敵
體
的
空
有
相

融
，
性
相
不
二
。
經
云
：
『
佛
說
世
界
（
緣
起
色
法
）
卽
非
世
界
，
（
以
析
空
體
空
將

四
大
觀
空
）
，
是
名
世
界
（
假
名
安
立
，
涵
容
空
有
）
。
』
色
、
包
括
了
九
法
界
之
根

身
（
正
報
）
器
界
（
依
報
）
，
一
切
有
情
、
無
情
。 

空
、
謂
眞
空
妙
性
。
色
法
唯
心
現
，
離
心
無
體
，
言
『
色
不
異
空
』
乃
破
凡
夫
執

色
爲
實
有
，
言
『
空
不
異
色
』
對
破
二
乘
離
色
滯
空
，
言
色
卽
是
空
、
空
卽
是
色
，
化

權
乘
耽
着
二
邊
、
住
但
中
之
過
。
不
異
者
，
指
緣
起
之
色
法
與
緣
起
之
空
性
沒
有
差
異
，

色
與
空
相
輔
相
成
而
不
違
背
，
正
如
父
嚴
母
慈
，
是
教
育
兒
女
之
手
段
，
以
慈
攝
、
以

嚴
伏
爲
一
事
之
兩
面
，
佛
陀
說
法
，
說
色
說
空
，
亦
不
外
對
治
九
界
眾
生
執
有
執
空
之

善
巧
方
便
也
。
故
曰
『
色
』
是
空
家
之
色
，
『
空
』
是
有
家
之
空
。
言
『
空
卽
是
色
』

破
斷
見
，
言
『
色
卽
是
空
』
破
常
見
，
故
曰
卽
是
。 

色
卽
是
空
是
大
智
慧
，
上
求
也
，
空
卽
是
色
是
大
慈
悲
，
下
化
也
。
乃
悲
智
雙
運

的
觀
行
。
簡
言
之
，
依
緣
起
而
說
空
。
佛
陀
成
等
正
覺
，
是
悟
緣
起
正
法
，
爲
眾
生
說
，

是
說
緣
起
正
法
，
是
故
緣
起
爲
佛
教
立
教
之
大
本
。 

受
想
行
識
，
亦
復
如
是
。 

五
蘊
之
法
以
欲
爲
本
，
故
阿
含
經
云
『
民
民
共
諍
，
國
國
共
諍
』
。
行
者
天
天
在

戰
鬥
，
所
謂
善
念
與
惡
念
鬪
，
淨
心
與
染
心
爭
，
無
暫
停
止
，
根
據
眾
生
組
合
的
元
素
，

卽
知
佛
法
是
心
物
和
合
緣
起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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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色
（
物
質
）
空
相
卽
，
今
受
想
行
識
四
蘊
，
乃
偏
心
法
上
言
，
受
者
，
五
根

對
五
塵
生
有
漏
五
識
，
而
領
納
一
切
苦
樂
境
界
，
簡
言
之
，
卽
根
塵
相
對
生
識
。
內
有

所
依
之
根
，
外
有
所
緣
之
境
，
內
外
根
塵
相
合
，
乃
生
識
（
二
合
生
識
）
，
遂
有
妄
想

分
別
。
想
者
，
攝
取
所
認
識
的
外
境
予
以
整
理
，
由
記
憶
或
想
像
而
緣
之
，
如
心
想
佳

饌
美
味
，
口
涎
垂
生
，
『
談
虎
色
變
』
、
『
望
梅
止
渴
』
等
可
爲
註
腳
。
行
者
，
泛
指

第
七
識
恆
執
第
八
識
的
『
見
』
分
爲
『
我
』
，
我
見
念
念
不
停
，
爲
生
死
之
根
、
煩
惱

之
本
，
故
不
能
轉
識
成
智
。
換
言
之
，
行
者
，
卽
是
意
志
驅
使
，
趣
於
善
或
趣
於
惡
，

屬
思
心
所
作
用
。
受
想
行
三
蘊
，
雖
係
心
理
作
用
，
但
眞
正
心
理
活
動
的
主
體
是
識
蘊
。

就
是
眼
見
色
，
耳
聞
聲
等
明
了
識
別
的
知
識
，
也
就
是
六
識
。
觀
此
四
蘊
，
亦
如
色
蘊

與
性
空
無
礙
，
曰
『
亦
如
是
』
。
例
如
受
不
異
空
，
空
不
異
受
；
受
卽
是
空
，
空
卽
是

受
等
。 

舍
利
子
！
是
諸
法
空
相
，
不
生
不
滅
，
不
垢
不
淨
，
不
增
不
減
。 

前
言
空
有
無
礙
觀
，
此
下
是
『
泯
相
證
性
』
觀
。
眞
實
證
悟
時
，
只
有
唯
證
方
知
，

『
如
人
飲
水
，
冷
暖
自
知
』
，
此
證
之
一
字
，
非
親
歷
不
爲
功
。
說
悟
說
證
、
不
過
如

烘
雲
托
月
，
彷
彿
說
之
，
不
能
直
接
和
盤
托
出
。
言
語
文
字
之
相
，
僅
是
依
教
奉
行
的

媒
介
，
不
能
代
表
自
性
的
本
體
。
如
說
火
說
冰
，
旣
不
能
燒
、
又
不
能
凍
，
『
說
食
不

能
充
飢
，
數
寶
焉
能
致
富
』
，
在
無
所
得
的
理
論
下
，
『
但
復
本
時
性
，
更
無
一
法
新
』

耳
。 

佛
又
告
舍
利
弗
曰
：
如
上
所
述
，
諸
法
之
空
相
（
此
之
相
、
通
性
字
用
）
，
是
翻

譯
不
同
，
如
云
『
三
自
性
』
亦
可
作
『
三
自
相
』
解
。
若
性
相
二
字
連
一
起
時
，
則
性

相
各
異
矣
。
諸
法
空
性
，
就
是
緣
起
之
法
本
性
空
寂
，
是
普
遍
而
又
永
恆
的
，
故
不
生

不
滅
；
本
來
清
淨
的
，
故
不
垢
不
淨
。
此
緣
起
之
法
，
就
是
眞
理
，
本
來
一
如
，
毫
無

損
益
，
故
不
增
減
。
諸
法
就
是
蘊
、
入
、
處
界
三
科
等
法
，
是
佛
陀
說
法
的
分
類
。
言

不
生
不
滅
，
有
無
一
對
；
不
垢
不
淨
，
好
壞
一
對
；
不
增
不
減
，
多
少
一
對
。
此
六

『
不
』
字
，
卽
以
顯
示
空
性
也
，
亦
爲
諸
佛
悟
證
諸
法
空
性
的
方
法
。
故
中
論
云
：

『
諸
佛
說
空
法
，
遠
離
諸
見
故
，
若
復
見
有
空
，
諸
佛
所
不
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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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故
空
中
無
色
，
無
受
想
行
識
，
無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
無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

無
眼
界
乃
至
無
意
識
界
。 

如
上
所
說
，
一
、
數
量
多
少
，
二
、
質
量
好
壞
，
三
、
體
性
有
無
之
體
質
量
三
者
，

爲
一
切
法
之
共
同
面
目
，
而
以
六
個
不
字
，
將
此
三
對
泯
會
於
無
形
，
顯
諸
法
空
性
絕

對
待
心
體
。
所
以
空
性
之
中
，
沒
有
色
、
受
、
想
、
行
、
識
。
旣
已
契
入
諸
法
實
相
，

則
色
、
心
二
法
不
立
，
此
乃
於
空
性
之
中
，
否
定
了
五
蘊
之
法
，
也
是
契
證
中
道
的
總

結
。
陰
、
入
、
界
三
科
是
佛
說
法
分
類
方
式
。
五
蘊
是
爲
迷
色
輕
、
迷
心
重
者
，
合
色

開
心
。
楞
嚴
云
，
色
陰
以
堅
固
妄
想
爲
本
，
受
陰
以
虛
明
妄
想
爲
本
，
想
陰
以
融
通
妄

想
爲
本
，
行
陰
以
幽
陰
妄
想
爲
本
，
識
陰
以
虛
無
微
細
精
想
爲
本
。
五
陰
旣
以
妄
想
爲

本
，
而
妄
念
無
從
，
依
眞
起
妄
，
眞
如
空
性
中
，
無
此
差
別
相
故
泯
之
。
色
蘊
包
括
五

根
之
內
色
與
六
根
之
外
色
。
受
蘊
於
根
塵
相
合
生
識
，
領
受
前
境
，
想
蘊
卽
於
境
界
上

取
像
，
行
蘊
緣
取
不
停
無
盡
，
識
蘊
了
別
十
界
依
正
色
心
諸
法
。
無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意
，
無
色
、
聲
、
香
、
味
、
觸
、
法
，
指
十
二
處
空
。 

十
二
處
，
一
曰
十
二
入
，
六
根
六
塵
互
相
涉
入
。
處
者
，
生
長
爲
義
，
六
根
六
塵

相
合
，
中
間
生
六
識
。
雖
曰
六
根
，
合
之
不
外
色
心
二
根
。
就
物
質
言
，
曰
色
根
，
有
：

⒈
內
色
根
。
神
經
系
統
，
又
名
淨
色
根
、
勝
義
根
。
⒉
外
色
根
。
六
根
等
器
官
，
又
名

浮
（
扶
）
塵
根
。
心
根
屬
精
神
，
淨
色
根
由
四
大
（
地
、
水
、
火
、
風
）
四
微
（
色
、

香
、
味
、
觸
）
及
本
根
九
法
組
成
。
六
根
爲
有
機
體
，
六
塵
爲
見
聞
覺
知
的
對
象
，
屬

眾
緣
幻
有
無
實
體
，
故
於
空
性
中
亦
加
以
否
定
。 

六
根
爲
功
之
首
，
如
由
六
知
根
證
入
圓
通
；
罪
之
魁
，
喻
如
六
賊
，
可
劫
殺
法
身

慧
命
，
古
德
云
『
守
護
六
根
』
，
意
卽
在
此
。
不
若
眉
毛
守
份
不
動
，
不
增
減
，
不
生

滅
，
無
是
非
，
故
地
位
崇
高
，
居
六
根
之
上
。
初
果
羅
漢
斷
見
惑
，
雖
有
根
對
塵
，
但

『
不
入
色
、
聲
、
香
、
味
、
觸
、
法
』
，
這
是
金
剛
經
說
名
須
陀
洹
。
根
有
入
塵
之
習
，

塵
有
入
根
之
染
，
故
曰
入
。
意
根
入
法
塵
，
『
無
間
滅
爲
意
』
，
這
是
俱
舍
論
的
說
法
，

小
乘
人
以
爲
意
根
、
意
識
相
同
，
前
念
後
念
而
已
。
以
大
乘
說
，
意
根
之
外
別
有
意
識
，

各
有
其
界
，
各
有
所
依
，
否
則
不
足
十
八
界
之
數
。 

五
蘊
的
色
陰
包
括
了
一
切
色
法
，
而
六
塵
的
色
法
，
僅
就
眼
根
所
對
之
色
而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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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塵
指
依
正
二
報
、
有
情
無
情
等
種
種
之
聲
。
香
塵
卽
好
、
壞
之
香
氣
，
味
塵
屬
眾
味

調
和
，
觸
塵
由
根
塵
識
，
和
合
而
生
。
法
塵
、
曰
別
法
處
，
爲
意
根
所
對
，
一
曰
無
表

色
，
此
十
二
入
爲
迷
色
重
、
迷
心
輕
者
合
心
開
色
，
各
無
自
體
，
假
緣
方
生
，
故
空
性

中
亦
否
定
有
此
差
別
相
。 

無
眼
界
乃
至
無
意
識
界
文
，
說
明
十
八
界
空
也
。
十
八
界
乃
色
心
俱
開
，
『
界
』
、

『
因
』
也
，
因
根
對
塵
中
間
發
識
再
分
別
六
塵
，
根
爲
能
發
，
識
爲
所
發
，
塵
爲
助
發
。

一
曰
界
限
，
卽
十
八
種
界
限
作
用
不
同
。
『
塵
旣
不
緣
，
根
無
所
偶
，
反
流
全
一
，
六

用
不
行
。
』
（
楞
嚴
經
）
故
云
根
塵
識
，
乃
生
死
根
，
亦
爲
湼
槃
因
。 

無
無
明
，
亦
無
無
明
盡
； 

此
謂
空
性
之
中
，
沒
有
緣
覺
從
之
悟
道
的
十
二
因
緣
。
然
十
二
因
緣
建
在
緣
起
鈎

鎖
上
，
無
自
體
的
，
由
惑
、
業
、
苦
的
銷
散
，
十
二
有
支
自
斷
（
無
明
、
愛
、
取
三
煩

惱
，
行
有
二
支
屬
業
道
，
從
識
至
受
並
生
死
，
七
支
同
名
一
苦
道
）
。
投
胎
之
識
，
與

父
母
遺
棄
之
精
血
，
混
爲
一
體
，
遂
將
根
本
識
分
成
八
個
功
能
。
人
將
死
，
而
前
七
識

萎
縮
，
入
於
第
八
根
本
識
，
故
吾
身
之
元
素
，
是
精
神
與
物
質
組
合
爲
個
體
之
身
，
由

識
的
執
持
，
故
身
命
得
以
延
續
，
爲
有
此
身
故
有
苦
，
而
身
由
業
感
，
業
由
惑
致
，
惑

又
由
一
念
不
覺
。
知
上
出
了
毛
病
曰
無
明
，
所
以
知
識
越
多
，
苦
惱
越
大
，
『
飲
三
昧

酒
，
墮
無
爲
坑
』
，
此
無
明
之
寫
照
也
。
當
受
苦
時
，
誓
不
更
爲
，
一
旦
苦
盡
樂
來
，

又
照
作
不
誤
，
實
因
無
始
劫
來
惑
業
苦
之
積
習
使
然
，
倘
能
減
到
最
低
程
度
，
漸
漸
淡

薄
、
銷
散
後
，
乃
可
除
矣
。 

修
行
人
之
大
忌
，
千
萬
不
可
找
客
觀
的
理
由
寬
恕
自
己
。
人
之
煩
惱
，
乃
由
情
感

濃
過
理
智
而
致
也
。 

乃
至
無
老
死
，
亦
無
老
死
盡
。 

老
死
，
生
滅
門
；
無
老
死
盡
，
還
滅
門
。 

人
生
自
古
誰
無
死
，
吃
五
穀
雜
糧
，
更
易
生
病
，
器
官
循
環
凋
謝
則
老
。
人
之
生

也
，
精
神
與
物
質
混
合
，
若
僅
有
物
質
的
享
受
，
不
能
算
做
最
高
的
享
受
，
必
兼
得
精

神
上
的
安
慰
始
稱
如
意
。
如
羊
喂
以
美
食
，
旁
立
一
狼
（
羊
本
怕
狼
）
則
必
吃
不
下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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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者
若
只
以
物
質
享
受
爲
滿
足
，
則
又
與
常
人
何
異
？
『
生
死
』
二
字
，
常
掛
眉
間
，

則
一
切
欲
念
自
銷
。 

軀
殼
雖
謝
，
精
神
不
死
，
如
釋
尊
雖
滅
度
，
而
其
悲
天
愍
人
之
精
神
仍
永
留
一
切

信
仰
者
之
心
中
，
老
死
者
，
因
緣
生
滅
之
法
，
空
性
之
中
，
旣
無
老
又
何
有
死
？
故
曰

無
老
死
盡
，
煩
惱
卽
菩
提
（
冰
卽
是
水
）
，
凡
此
皆
觀
念
問
題
，
有
爲
法
的
生
滅
門
，

無
爲
法
的
還
滅
門
均
屬
緣
起
相
待
法
，
在
諸
法
空
性
中
，
故
說
無
。 

無
苦
集
滅
道
， 

四
諦
爲
聲
聞
所
修
，
四
諦
亦
是
緣
起
法
建
立
故
空
，
（
無
）
也
是
十
二
因
緣
的
歸

納
（
知
苦
斷
集
、
慕
滅
修
道
）
，
苦
集
是
流
轉
門
，
滅
道
是
還
滅
門
。
苦
集
是
世
間
的

因
果
，
滅
道
是
出
世
間
的
因
果
。
道
，
泛
言
三
十
七
道
品
，
簡
言
之
卽
戒
、
定
、
慧
行
，

若
悟
性
空
，
陰
入
皆
如
，
無
苦
可
離
；
煩
惱
卽
菩
提
，
無
集
可
斷
；
邊
邪
皆
中
正
，
無

道
可
修
；
生
死
卽
湼
槃
，
無
滅
可
證
。 

無
智
亦
無
得
， 

智
、
能
證
之
慧
，
得
、
所
證
之
理
，
以
智
慧
破
無
明
，
而
得
所
證
之
理
，
在
般
若

空
性
中
，
智
慧
火
燃
燒
，
無
一
法
可
得
，
到
岸
不
用
舟
，
曰
無
智
；
本
來
無
一
物
，
曰

無
得
。
佛
陀
夜
睹
明
星
，
澈
見
一
切
眾
生
有
佛
性
，
皆
得
成
佛
，
六
祖
謂
『
何
期
自
性

本
自
清
淨
』
，
皆
顯
能
所
雙
亡
，
本
性
空
寂
。 

以
無
所
得
故
， 

如
上
所
說
諸
『
無
』
字
，
皆
因
爲
無
所
得
故
。
因
無
所
得
，
故
空
無
自
性
，
『
無

所
得
』
三
字
，
卽
掃
相
、
掃
執
。
若
能
透
過
無
所
得
才
能
眞
正
有
所
得
！
如
布
施
，

『
有
相
布
施
人
天
福
，
猶
如
仰
箭
射
虛
空
，
勢
力
盡
，
箭
還
墮
，
招
得
來
生
不
如
意

（
福
盡
禍
臨
）
』
。
施
人
助
人
，
乃
爲
人
之
本
性
，
有
相
無
相
又
爲
功
德
大
小
之
關
鍵
，

故
座
右
銘
曰
：
『
施
人
愼
勿
念
，
受
施
愼
勿
忘
。
』
『
無
所
得
』
三
字
，
卽
菩
薩
所
修

般
若
之
功
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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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
提
薩
埵
，
依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故
，
心
無
罣
礙
；
無
罣
礙
故
，
無
有
恐
怖
，

遠
離
顚
倒
夢
想
，
究
竟
湼
槃
。 

菩
薩
，
具
足
應
云
菩
提
薩
埵
，
自
覺
、
覺
他
捨
己
爲
人
之
大
心
眾
生
（
覺
有
情
）
。

依
卽
觀
照
，
以
其
能
依
般
若
智
而
照
，
卽
到
菩
提
彼
岸
矣
。
（
般
若
的
修
習
依
禪
定

起
）
，
而
禪
定
復
由
清
淨
之
戒
得
。
戒
、
定
、
慧
三
者
有
關
連
性
，
如
不
守
戒
，
心
如

何
能
定
？
心
不
定
，
慧
光
如
何
顯
。
且
三
乘
皆
得
登
湼
槃
彼
岸
，
菩
薩
所
修
，
完
全
爲

般
若
是
依
，
聲
聞
之
人
，
定
多
慧
少
，
故
只
能
斷
微
少
之
惑
，
不
能
得
究
竟
湼
槃
。

『
心
無
罣
礙
，
無
罣
礙
故
』
因
爲
菩
薩
行
人
依
般
若
觀
慧
而
修
，
智
得
俱
亡
，
掃
相
滌

執
，
通
達
空
無
自
性
，
不
取
不
着
無
所
得
，
故
能
心
無
罣
礙
。
凡
小
執
爲
實
有
生
死
湼

槃
，
故
心
有
罣
礙
，
菩
薩
觀
諸
法
之
性
悉
皆
空
無
假
有
，
皆
心
中
幻
現
的
生
滅
相
，
不

被
其
牽
動
，
自
然
就
沒
有
恐
怖
了
。
且
行
人
生
活
，
乃
是
在
平
淡
中
見
其
偉
大
！
古
云

『
無
欲
則
剛
，
能
容
乃
大
』
。
況
有
無
功
夫
，
不
能
視
其
臨
終
時
安
詳
與
否
而
定
，
蓋

種
種
業
障
牽
纒
，
立
亡
坐
化
不
同
，
若
佛
世
之
目
犍
連
爲
執
杖
梵
志
所
殺
，
迦
留
陀
夷

死
於
糞
中
可
爲
證
。
『
無
有
恐
怖
，
遠
離
顚
倒
夢
想
，
究
竟
湼
槃
』
。
心
無
罣
礙
，
拿

得
起
，
放
得
下
，
則
無
恐
怖
，
所
謂
心
安
理
得
，
自
離
顚
倒
妄
想
，
菩
薩
有
慈
悲
，
故

不
住
湼
槃
｜
｜
有
智
慧
能
斷
煩
惱
，
縱
有
業
因
，
無
惑
滋
潤
，
其
業
行
自
枯
，
不
住
生

死
，
故
曰
究
竟
湼
槃
，
異
於
小
乘
之
偏
眞
有
餘
湼
槃
。 

三
世
諸
佛
，
依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故
，
得
阿
耨
多
羅
三
藐
三
菩
提
。 

不
僅
菩
薩
依
般
若
空
慧
（
智
慧
如
火
，
『
般
若
如
大
火
聚
，
四
面
觸
者
皆
燃
』
）
，

而
到
究
竟
湼
槃
彼
岸
，
卽
三
世
諸
佛
亦
依
此
而
證
無
上
正
等
正
覺
。 

簡
言
之
，
成
佛
之
道
須
修
般
若
｜
｜
觀
空
之
慧
，
乃
能
達
於
如
來
地
。
故
云
：
般

若
爲
三
世
諸
佛
母
。
金
剛
經
：
『
一
切
諸
佛
及
諸
佛
阿
耨
多
羅
三
藐
三
菩
提
，
皆
從
此

經
出
。
』
觀
一
切
法
性
空
｜
｜
般
若
觀
慧
，
乃
是
安
心
之
要
徑
，
『
應
無
所
住
，
而
生

其
心
』
，
此
般
若
不
着
有
無
之
妙
行
也
。
阿
耨
多
羅
三
藐
三
菩
提
，
華
言
『
無
上
正
等

正
覺
』
。
無
上
、
無
能
超
其
上
，
正
等
、
普
遍
而
又
平
等
，
正
覺
、
異
於
凡
外
之
錯
覺

邪
覺
，
二
乘
能
覺
悟
諸
行
無
常
、
諸
法
無
我
、
湼
槃
寂
靜
，
均
爲
正
覺
，
但
證
偏
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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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無
菩
提
境
界
普
遍
的
正
等
，
佛
境
界
的
無
上
正
覺
，
嚴
格
說
起
來
，
只
有
菩
薩
以
上

行
人
，
才
能
依
般
若
而
修
，
始
能
透
過
宇
宙
實
有
諸
法
，
體
會
到
互
爲
依
存
緣
起
，
其

本
性
乃
空
寂
的
，
而
又
承
認
其
假
名
安
立
，
故
菩
薩
行
六
度
皆
以
般
若
爲
先
導
。 

故
知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
是
大
神
咒
，
是
大
明
咒
，
是
無
上
咒
，
是
無
等
等

咒
。 駕

以
般
若
寶
筏
到
達
彼
岸
，
此
般
若
心
經
之
妙
用
，
如
大
梵
天
神
、
那
羅
延
神
之

威
力
最
大
，
亦
如
大
光
明
能
破
黑
暗
，
乃
是
無
過
其
上
之
咒
，
能
爲
諸
佛
之
母
。
所
證

湼
槃
無
與
等
者
，
曰
無
等
；
無
等
之
等
，
是
般
若
因
、
湼
槃
果
；
因
果
相
等
，
無
差
別

相
，
故
曰
『
無
等
等
咒
』
。
綜
言
之
，
滅
惡
生
善
以
般
若
之
力
最
強
，
般
若
之
功
德
與

咒
無
二
，
所
謂
顯
密
圓
通
。
咒
在
印
度
有
善
有
惡
，
故
能
詛
惡
成
善
。
又
名
陀
羅
尼
，

此
翻
總
持
，
總
攝
大
藏
顯
密
。
又
名
眞
正
言
語
。 

能
除
一
切
苦
，
眞
實
不
虛
。 

此
經
字
字
從
眞
空
妙
心
流
出
故
不
虛
，
觀
境
不
實
，
本
性
空
寂
，
其
苦
自
除
。 

故
說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咒
，
卽
說
咒
曰
：
揭
諦
！
揭
諦
！
波
羅
揭
諦
！
波
羅

僧
揭
諦
！
菩
提
薩
婆
訶
。 

密
咒
本
不
宜
以
顯
教
解
釋
，
爲
順
古
今
誦
者
習
尚
，
稍
爲
順
釋
。
揭
諦
是
去
義
，

波
羅
是
彼
岸
義
，
僧
是
大
眾
義
，
菩
提
翻
正
覺
，
薩
婆
訶
是
速
義
。
『
走
啊
！
走
啊
！

到
那
裏
去
呢
？
到
彼
岸
去
。
都
是
些
什
麼
人
去
？
我
們
大
家
一
齊
去
。
到
彼
岸
去
作
什

麼
？
成
正
覺
佛
陀
去
！
不
要
觀
望
，
不
要
猶
豫
，
加
速
腳
跟
向
前
去
！
』
以
上
釋
心
經

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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