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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在美國紐約的玫瑰廣場，聖嚴法師和達賴喇嘛

展開漢藏佛教的首度對談。



▲在對談會場的幕後，達賴喇嘛與法鼓山資深悅眾合影ｃ



▲1997年達賴喇嘛來台訪問，與聖嚴法師合影於下榻的福華

飯店ｃ



▲聖嚴法師經常透過不同媒體，闡述其建設人間淨土的理

念ｃ



▲達賴喇嘛作風親切，甚受西方人士歡迎ｃ





前
言一

九
九
八
年
五
月
一
日
至
三
日
，
一
場
由
達
賴
喇
嘛
和
聖
嚴
法

師
共
同
主
持
的
跨
世
紀
法
會
，
︽
文
殊
菩
薩
智
慧
法
門—

—

漢
藏
佛

教
世
紀
對
談
︾
，
於
美
國
紐
約
市
玫
瑰
廣
場
展
開
。
這
場
由
法
鼓
山

文
教
基
金
會
及
位
於
紐
約
的
西
藏
之
家
聯
合
舉
辦
的
活
動
，
吸
引
了

兩
千
五
百
位
來
賓
。
其
中
，
不
僅
有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不
同
宗
派
的
信

眾
，
更
有
來
自
比
較
宗
教
學
界
、
教
育
界
、
心
理
學
界
、
醫
學
界
等

各
方
面
的
學
者
和
專
家
。
而
舉
辦
此
一
盛
會
的
目
的
，
也
就
是
要
促

進
世
界
各
地
佛
教
徒
的
互
相
了
解
與
共
識
。

膃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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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的
前
兩
天
半
由
達
賴
喇
嘛
傳
授
藏
傳
的
智
慧
法
門
及
文
殊

菩
薩
灌
頂
儀
式
，
第
三
天
下
午
則
會
同
聖
嚴
法
師
共
同
主
持
漢
藏
佛

教
對
談
。
雖
然
此
次
盛
會
是
雙
方
第
一
次
正
式
的
公
開
對
話
，
但
是

他
們
在
此
之
前
已
會
面
多
次
，
彼
此
並
不
陌
生
。

這
次
對
談
的
主
題
主
要
是
探
討
，
如
何
淨
化
我
們
的
心
靈
；
而

對
於
煩
惱
、
禪
修
及
開
悟
之
間
的
關
聯
，
也
有
相
當
深
入
的
討
論
。

同
時
也
談
到
了
頓
、
漸
不
同
的
覺
悟
法
門
。
這
個
論
題
原
來
是
印
度

蓮
華
戒
大
師
與
中
國
大
乘
和
尚
於
西
元
七
九
二
年
在
西
藏
的
一
場
論

爭
，
時
至
今
日
，
達
賴
喇
嘛
和
聖
嚴
法
師
都
異
口
同
聲
地
強
調
，
這

兩
種
修
行
方
法
實
際
上
並
無
衝
突
，
端
看
各
人
根
性
不
同
，
各
有
所

心
的
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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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而
已
。

更
可
貴
的
是
，
兩
位
宗
教
領
袖
，
利
用
這
個
難
得
的
機
會
，
澄

清
一
些
長
久
存
在
於
中
國
及
西
藏
佛
教
徒
之
間
的
誤
解
；
傳
統
中
，

中
國
佛
教
徒
以
為
西
藏
佛
教
只
注
重
密
教
，
而
西
藏
佛
教
徒
則
以
為

唯
有
藏
教
才
是
﹁
最
圓
滿
﹂
的
佛
教
。

雖
然
說
，
藏
傳
佛
教
吸
收
了
一
些
非
佛
教
的
密
教
修
行
方
法
，

但
其
根
本
仍
深
植
於
四
聖
諦
，
尤
其
是
滅
聖
諦
及
空
性
等
佛
法
的
不

共
義
理
。
至
於
漢
傳
佛
教
，
雖
然
沒
有
涵
蓋
晚
期
傳
譯
的
印
度
佛

典
，
卻
是
以
活
潑
的
方
式
延
續
了
空
性
的
教
法
，
從
而
開
展
出
禪

宗
，
而
大
放
異
采
。
其
實
，
依
佛
教
史
的
考
證
，
禪
宗
對
藏
傳
的
修

膃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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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法
門
曾
造
成
相
當
的
影
響
。

透
過
這
次
兩
位
宗
教
領
袖
﹁
心
的
對
話
﹂
，
說
明
了
覺
悟
之
道

是
佛
教
所
有
不
同
宗
派
的
共
通
點
。
當
佛
教
徒
都
能
同
心
協
力
時
，

佛
法
慧
命
必
能
更
加
興
隆
，
世
界
也
必
能
日
益
和
平
，
而
﹁
人
間
淨

土
﹂
的
理
念
，
也
必
能
早
日
達
成
。

為
了
促
進
漢
藏
兩
大
傳
承
間
進
一
步
的
交
流
及
合
作
，
法
鼓
山

東
初
禪
寺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以
英
文
出
版
了
本
書
︵M

e
e

tin
g

o
f

M
in

d
s

︶
，
此
書
出
版
之
後
獲
得
極
大
的
迴
響
，
而
中
國
佛
教
徒
更
進

一
步
希
望
能
將
此
對
談
記
錄
翻
譯
成
中
文
，
於
是
促
成
了
︽
心
的
對

話—
—

聖
嚴
法
師
與
達
賴
喇
嘛
的
對
話
︾
的
出
版
。

心
的
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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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為
了
使
讀
者
進
一
步
瞭
解
漢
傳
、
藏
傳
兩
大
佛
教
傳
承

的
智
慧
菁
華
，
我
們
除
了
選
錄
聖
嚴
法
師
的
︿
佛
教
對
於
東
方
文
化

的
影
響
﹀
一
文
︵
收
錄
於
︽
漢
傳
佛
教
的
智
慧
生
活
︾
一
書
，
法
鼓

文
化
出
版
︶
，
還
要
特
別
感
謝
達
賴
喇
嘛
特
准
將
其
著
作
︽
佛
教
及

密
乘
禪
定
法
門
簡
介
︾
︵A

n
Introduction

to
B

uddhism
and

Tantric

M
editation

，

P
aljor

P
ublications

出
版
︶
摘
要
部
分
章
節
，
作
為

本
書
中
的
一
篇
。

另
一
方
面
，
多
年
來
法
鼓
山
以
易
於
隨
身
攜
帶
的
開
本
，
出
版

了
一
系
列
聖
嚴
法
師
的
弘
法
書
冊
，
接
引
了
廣
大
人
士
了
解
正
信
的

佛
教
，
進
入
修
行
與
護
持
佛
教
的
行
列
，
因
此
為
了
讓
更
多
人
能
親

膃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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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兩
位
精
神
導
師
，
本
書
收
錄
在
法
鼓
山
智
慧
隨
身
書
的
結
緣
系

列
。

承
蒙
羅
伯
•
索
曼
博
士
伉
儷
︵R

o
b

ert
an

d
N

en
a

T
h

u
rm

an

︶

及
他
們
主
持
的
西
藏
之
家
所
有
同
仁
，
大
力
協
辦
盛
會
；
以
及
法
鼓

山
義
工
菩
薩
，
由
於
他
們
的
鼎
力
幫
助
，
成
就
了
盛
會
及
本
書
與

M
eeting

of
M

inds
的
出
版
，
謹
此
衷
心
地
感
激
與
祝
福
。

法
鼓
山
智
慧
隨
身
書
推
廣
組

敬
啟

二
○
○
○
年
五
月

心
的
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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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教
對
於
東
方
文
化
的
影
響

聖
嚴
法
師
著

佛
教
發
源
於
印
度
，
創
始
者
是
釋
迦
悉
達
多
王
子
，
他
的
年

代
，
依
據
南
傳
善
見
律
的
眾
聖
點
記
之
說
，
是
於
西
元
前
四
八
五
年

為
入
滅
年
，
世
壽
八
十
歲
。
最
初
的
一
百
多
年
之
間
，
佛
教
文
化
大

概
是
在
印
度
境
內
傳
播
。
至
西
元
前
三
二
三
年
，
孔
雀
王
朝
的
第
三

代
阿
育
大
王
即
位
，
十
七
年
後
皈
依
佛
教
，
並
派
遣
大
批
僧
侶
，
赴

世
界
各
地
傳
揚
佛
法
，
便
將
佛
教
推
展
到
全
亞
洲
的
鄰
近
諸
國
，
其

中
包
括
南
方
的
金
地
︵
錫
蘭
、
緬
甸
︶
，
癮
方
的
中
國
，
其
時
正
好

是
秦
始
皇
時
代
。

佛
教
對
於
東
方
文
化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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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早
的
漢
譯
佛
經
，
始
為
後
漢
明
帝
永
平
十
年
︵
西
元
六
七
年
︶

迦
葉
摩
騰
及
竺
法
蘭
來
到
洛
陽
，
於
白
馬
寺
譯
出
︽
四
十
二
章

經
︾
。
傳
到
藏
地
則
再
晚
六
百
多
年
，
於
唐
太
宗
貞
觀
十
五
年
︵
西

元
六
四
一
年
︶
左
右
，
分
別
從
漢
地
及
尼
泊
爾
伴
隨
公
主
下
嫁
藏
王

而
傳
入
佛
教
。
直
到
西
元
第
八
世
紀
末
︵
七
八
一
年
︶
，
還
有
印
度

僧
與
漢
僧
的
一
場
頓
和
漸
的
公
開
大
辯
論
，
那
是
藏
王
赤
松
帶
贊
親

自
主
持
的
，
留
下
的
雙
方
記
錄
，
都
說
對
方
落
敗
。
來
自
印
度
的
是

寂
護
的
弟
子
蓮
華
戒
，
來
自
漢
地
的
是
禪
宗
的
大
乘
和
尚
，
不
論
那

場
辯
論
的
勝
負
屬
誰
，
當
時
的
藏
王
尚
對
居
住
敦
煌
的
曇
曠
馳
郝
問

法
，
翳
示
對
於
漢
傳
的
禪
宗
，
並
未
忽
略
。
但
在
西
元
第
八
世
紀
之

心
的
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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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印
度
的
密
教
便
源
源
不
絕
地
傳
到
西
藏
形
成
了
藏
傳
佛
教
的
特

色
。

因
此
，
佛
教
文
化
的
開
展
，
分
作
三
大
系
：
︵
１
︶
南
傳
巴
利

文
系
的
上
座
部
。
︵
２
︶
癮
傳
由
梵
文
漢
譯
的
大
乘
佛
教
。
︵
３
︶

藏
傳
由
梵
文
藏
譯
的
密
教
。
若
以
時
代
區
分
，
南
傳
巴
利
文
系
是
印

度
早
期
的
部
派
佛
教
，
即
所
謂
小
乘
；
漢
傳
梵
文
系
是
印
度
中
期
的

大
乘
佛
教
；
藏
傳
梵
文
系
是
印
度
晚
期
的
大
乘
密
教
。
其
實
此
三
系

的
內
容
，
都
曾
傳
入
到
了
漢
地
，
唯
中
國
的
漢
文
化
背
景
，
對
於
小

乘
佛
教
及
大
乘
密
教
，
似
乎
不
能
吸
收
消
化
，
所
以
部
派
佛
教
的
阿

毘
達
磨
繁
瑣
哲
學
，
在
漢
地
無
法
弘
揚
。
晚
期
大
乘
的
密
教
，
在
傳

佛
教
對
於
東
方
文
化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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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西
藏
的
同
時
，
漢
地
也
有
唐
玄
宗
時
代
的
所
謂
開
元
三
大
士
：
善

無
畏
、
金
剛
智
、
不
空
，
傳
入
大
量
的
密
教
聖
典
，
此
後
隨
著
蒙
古

人
統
治
中
國
而
第
二
度
將
藏
傳
密
教
由
蒙
古
民
族
帶
入
漢
地
，
可
是

迄
今
未
能
在
漢
文
化
中
生
根
立
足
。

漢
傳
佛
教
，
雖
經
過
約
一
千
年
的
翻
譯
，
才
由
於
印
度
佛
教
的

滅
亡
而
終
止
了
譯
經
事
業
，
但
是
漢
傳
佛
教
的
成
長
是
在
魏
晉
南
癮

朝
的
三
百
年
之
間
，
漢
傳
佛
教
的
成
熟
是
在
隋
代
及
至
中
唐
期
間
，

所
謂
中
國
佛
教
的
大
乘
八
宗
，
都
是
在
成
熟
期
中
形
成
的
。

︵
1
︶
隋
代
的
智
顗
︵
西
元
五
三
八—

—

五
九
七
年
︶
開
創
天
台

宗
。

心
的
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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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吉
藏
︵
西
元
五
四
九—

—

六
二
三
年
︶
開
創
三
論
宗
。

︵
3
︶
隋
唐
之
間
的
道
綽
︵
西
元
五
六
二—

—

六
四
五
年
︶
及
善

導
︵
西
元
六
一
七—

—

六
八
一
年
︶
開
創
了
淨
土
宗
。

︵
4
︶
唐
初
的
道
宣
︵
西
元
五
六
九—

—

六
六
七
年
︶
開
創
了
四

分
律
宗
。

︵
5
︶
法
相
宗
由
玄
奘
三
藏
︵
西
元
六
○
○—

—

六
六
四
年
︶
從

印
度
引
進
中
國
，
完
成
一
宗
之
說
的
是
他
的
弟
子
窺
基
︵
西
元
六
三

二—
—

六
八
二
年
︶
。

︵
6
︶
唐
初
的
杜
順
︵
西
元
五
五
七—

—

六
四
○
年
︶
、
譾
儼

︵
西
元
六
○
二—

—

六
六
八
年
︶
、
法
藏
︵
西
元
六
四
三—

—

七
一
二

佛
教
對
於
東
方
文
化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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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累
續
發
展
而
開
出
了
華
嚴
宗
。

︵
7
︶
禪
宗
雖
起
於
梁
武
帝
世
︵
西
元
五
○
二
年
即
位
，
五
九
四

年
歿
︶
菩
提
達
摩
來
華
，
為
第
一
代
祖
師
，
其
實
要
到
唐
高
宗
迄
唐

玄
宗
之
世
的
六
祖
惠
能
︵
西
元
六
三
八—

—

七
一
三
年
︶
及
其
門
下

的
荷
澤
神
會
︵
西
元
六
六
八—

—

七
六
○
年
︶
、
青
原
行
思
︵
西
元
麟

—
—

七
四
○
年
︶
、
南
嶽
懷
讓
︵
西
元
六
七
七—

—

七
四
四
年
︶
等

人
，
郙
正
式
完
成
。

︵
8
︶
密
宗
在
中
國
完
成
了
組
織
化
及
體
系
化
之
各
種
聖
典
的
傳

譯
者
，
是
有
開
元
三
大
士
之
稱
的
無
畏
︵
西
元
六
三
七—

—

七
三

五
︶
、
金
剛
譾
︵
西
元
六
七
一—

—

七
四
一
年
︶
、
不
空
︵
西
元
七
○

心
的
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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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七
七
四
年
︶
。
由
此
可
見
，
中
國
漢
傳
佛
教
大
乘
八
宗
的
完

成
，
是
在
隋
代
迄
中
唐
的
二
百
年
之
間
。
嗣
後
便
進
入
中
國
佛
教
的

爛
熟
期
，
大
乘
八
宗
之
中
，
也
只
剩
禪
宗
一
枝
獨
秀
了
。

漢
傳
佛
教
的
譯
經
事
業
，
雖
然
持
續
了
一
千
年
，
魏
晉
以
前
為

萌
芽
期
，
南
癮
朝
時
代
為
成
長
期
，
隋
唐
時
代
為
成
熟
期
。
其
中
主

要
的
偉
大
譯
師
，
有
五
位
，
也
都
是
出
現
在
西
元
第
三
世
紀
中
至
第

八
世
紀
初
的
四
百
四
十
年
之
間
，
那
就
是
：
︵
１
︶
鳩
摩
羅
什
︵
西

元
三
四
四—

—

四
一
三
年
︶
、
︵
２
︶
真
諦
︵
西
元
四
九
九—

—

五
六

九
年
︶
、
︵
３
︶
玄
奘
、
︵
４
︶
不
空
、
︵
５
︶
義
淨
︵
西
元
六
三

五—
—

七
一
三
年
︶
。
前
兩
位
出
現
於
南
癮
朝
時
代
，
後
三
位
出
現
於

佛
教
對
於
東
方
文
化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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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唐
迄
中
唐
期
間
。

鐐
鐐
鐐
鐐
鐐
鐐
鐐
鐐
鐐
鐐

佛
教
漢
化
的
完
成
，
也
是
經
過
魏
晉
南
癮
朝
的
醞
釀
，
迄
隋
唐

時
代
才
陸
續
地
形
成
。
其
實
，
漢
傳
佛
教
原
先
共
有
大
小
十
三
宗
。

除
了
以
上
所
舉
的
八
宗
之
外
，
尚
有
以
東
晉
時
代
的
道
生
為
主
的
涅

槃
宗
，
以
︽
涅
槃
經
︾
為
依
歸
。
鳩
摩
羅
什
門
下
的
僧
導
及
僧
嵩
等

人
，
依
︽
成
實
論
︾
創
立
成
實
宗
。
以
︽
十
地
論
︾
為
依
歸
，
出
現

南
癮
兩
派
地
論
宗
；
南
道
派
主
將
慧
光
，
癮
道
派
的
主
將
是
道
寵
。

以
︽
攝
大
乘
論
︾
為
依
歸
，
由
真
諦
三
藏
的
弟
子
群
建
立
了
攝
論

宗
。
玄
奘
編
譯
出
︽
成
唯
識
論
︾
，
由
其
門
下
的
窺
基
等
成
立
了
法

心
的
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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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宗
；
玄
奘
譯
出
︽
俱
舍
論
︾
，
由
其
門
下
的
普
光
、
法
寶
、
神
泰

等
，
加
以
注
疏
，
成
立
了
俱
舍
宗
。
如
此
的
五
宗
，
雖
各
有
若
干
部

論
疏
，
唯
其
傳
持
不
久
，
便
漸
衰
弱
，
有
的
被
淘
汰
，
有
的
成
了
同

性
質
的
大
乘
宗
派
一
個
階
梯
，
階
段
性
的
任
務
完
畢
，
便
衰
退
了
。

例
如
成
實
宗
流
入
三
論
宗
，
地
論
宗
為
華
嚴
學
派
所
攝
，
俱
舍
宗
終

被
唯
識
宗
的
光
芒
淹
沒
，
涅
槃
宗
則
由
於
天
台
宗
也
重
視
︽
涅
槃
經
︾

而
告
衰
退
。

天
台
宗
的
智
顗
，
依
︽
法
華
︾
、
︽
涅
槃
︾
、
︽
大
品
般
若
︾
諸

經
及
︽
中
論
︾
、
︽
大
智
度
論
︾
等
，
著
有
三
大
部
五
小
部
等
大
量

作
品
，
建
立
三
止
三
觀
的
實
踐
體
系
，
五
時
八
教
的
教
理
體
系
，
判

佛
教
對
於
東
方
文
化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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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釋
尊
的
一
代
時
教
，
氣
勢
壯
闊
，
對
於
教
法
的
統
合
整
理
，
所
作

的
貢
獻
，
在
中
國
佛
教
史
上
，
堪
稱
空
前
。
華
嚴
宗
是
承
受
北
道
派

的
地
論
宗
，
以
及
攝
論
宗
和
唯
識
學
派
的
影
響
而
產
生
，
到
賢
首
法

藏
︵
西
元
六
四
三—

—

七
一
二
年
︶
而
集
大
成
，
著
有
︽
華
嚴
探
玄

記
︾
、
︽
華
嚴
五
教
章
︾
等
許
多
部
郝
，
都
是
組
織
謹
嚴
，
思
惟
縝

密
而
廣
徵
博
引
。
天
台
宗
主
張
性
具
，
華
嚴
宗
主
張
性
起
，
兩
家
都

提
倡
觀
行
，
兩
家
又
都
主
張
淨
土
信
仰
。
到
了
宋
初
，
又
有
一
位
永

明
延
壽
禪
師
︵
西
元
九
○
四—

—
九
七
五
年
︶

出
現
，
他
以
︽
楞
伽

經
︾
﹁
佛
語
心
為
宗
﹂
的
禪
宗
立
場
，
又
以
︽
華
嚴
經
︾
的
角
度
，

融
合
大
小
諸
宗
，
所
謂
性
相
合
流
，
會
歸
於
由
﹁
頓
悟
成
佛
﹂
而
至

心
的
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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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念
成
佛
﹂
的
禪
淨
雙
修
，
完
成
一
百
卷
的
大
書
︽
宗
鏡
錄
︾
。
此

在
漢
傳
佛
教
史
上
，
應
該
也
都
是
一
次
又
一
次
的
結
集
。
到
了
明
末

的
蕅
益
智
旭
︵
西
元
一
五
九
九—
—

一
六
五
五
年
︶
，
繼
永
明
延
壽
的

餘
緒
，
也
主
張
性
相
融
會
，
整
合
包
括
天
台
性
具
、
唯
識
法
相
、
禪

宗
、
律
宗
，
而
歸
淨
土
；
又
整
合
全
體
三
藏
聖
典
，
撰
有
一
部
︽
閱

藏
知
津
︾
，
也
可
算
是
一
次
聖
教
的
結
集
。

佛
教
文
化
，
所
以
能
夠
不
借
武
力
和
經
濟
力
的
威
脅
利
誘
，
純

粹
憑
藉
它
的
教
義
內
涵
而
弘
遍
亞
洲
諸
國
，
如
今
也
受
到
西
半
球
歐

美
人
士
的
歡
迎
，
其
原
因
就
在
於
佛
教
的
適
應
力
強
，
彈
性
度
高
，

遇
到
任
何
狀
況
，
都
會
保
持
無
我
而
尊
重
對
方
的
立
場
，
講
空
，
也

佛
教
對
於
東
方
文
化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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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有
；
講
解
脫
，
也
講
入
世
；
講
出
俗
，
也
講
隨
俗
。
特
別
是
佛
法

不
違
世
法
而
淨
化
人
間
，
佛
教
徒
弘
法
不
為
自
己
求
名
聞
利
養
和
權

力
地
位
，
但
為
人
間
大
眾
離
煩
惱
之
苦
、
得
解
脫
之
樂
，
只
希
望
能

有
為
人
付
出
奉
獻
的
機
會
，
不
與
人
爭
長
論
短
，
比
高
比
低
。
所
以

到
了
中
國
，
對
於
儒
道
二
家
的
固
有
文
化
，
一
向
站
在
肯
定
的
立

場
，
稱
之
為
人
天
善
法
，
也
是
佛
法
的
共
同
基
礎
。

這
是
因
為
大
乘
佛
法
，
有
四
依
的
教
誡
，
所
以
不
強
調
對
於
佛

陀
的
人
格
的
崇
拜
，
也
不
強
調
對
於
佛
語
神
聖
的
待
遇
，
更
不
會
強

調
某
些
特
定
的
歷
史
人
物
要
被
當
作
神
格
來
信
仰
。
佛
在
︽
阿
含
經
︾

中
就
已
說
到
，
佛
以
法
為
尊
，
而
緣
起
思
想
是
法
的
重
點
，
緣
起
法

心
的
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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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使
人
悟
見
空
性
而
解
無
明
煩
惱
，
所
以
﹁
見
緣
起
即
見
法
，
見
法

即
見
佛
。
﹂
所
謂
四
依
，
見
於
︽
維
摩
經
•
法
供
養
品
︾
、
︽
大
般

涅
槃
經
︾
卷
六
、
︽
大
智
度
論
︾
卷
九
等
，
那
是
︵
１
︶
依
法
不
依

人
。
︵
２
︶
依
智
不
依
識
。
︵
３
︶
依
義
不
依
語
。
︵
４
︶
依
了
義

不
依
不
了
義
。
在
此
四
依
中
，
依
法
不
依
人
是
被
用
得
最
多
、
最
普

遍
的
。既

然
是
﹁
依
法
不
依
人
﹂
，
只
要
能
與
佛
法
的
立
場
及
原
則
相

應
，
不
論
是
佛
說
或
是
任
何
人
說
的
道
理
，
都
能
被
佛
教
徒
接
受
。

尤
其
從
大
乘
佛
法
的
觀
點
而
言
，
佛
法
可
以
有
五
個
層
次
，
即
是

︵
１
︶
人
。
︵
２
︶
天
。
︵
３
︶
聲
聞
。
︵
４
︶
緣
覺
。
︵
５
︶
菩

佛
教
對
於
東
方
文
化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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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
。
人
及
天
的
善
法
，
是
五
乘
的
共
法
，
聲
聞
、
緣
覺
雖
被
稱
為
小

乘
，
確
又
是
大
乘
菩
薩
的
基
礎
。
所
以
佛
教
傳
播
到
任
何
一
個
民
族

文
化
之
中
，
都
不
會
排
斥
當
地
的
原
有
文
化
，
倒
是
能
夠
提
昇
當
地

文
化
的
層
次
，
豐
富
當
地
文
化
的
內
涵
，
能
與
當
地
文
化
結
合
融

會
，
給
當
地
文
化
帶
來
新
的
生
機
。
這
一
點
，
可
以
從
佛
教
傳
入
中

國
的
漢
藏
兩
個
文
化
圈
中
，
所
產
生
的
力
量
得
到
充
分
的
證
明
。
更

可
以
從
中
國
的
大
乘
佛
法
，
延
伸
到
韓
日
等
國
，
而
成
為
該
等
國
家

的
新
文
化
，
得
到
證
明
。

中
國
是
大
乘
佛
教
的
第
二
母
國
，
它
在
中
國
立
足
生
根
，
滋
長

發
展
，
豐
富
了
中
國
文
化
的
內
涵
，
中
國
文
化
也
促
成
了
佛
教
的
轉

心
的
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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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
乃
是
互
為
因
果
而
共
同
成
長
的
。
經
由
佛
教
的
傳
播
，
印
度
、

西
域
的
文
化
漸
漸
地
被
中
國
民
族
吸
收
、
同
化
、
創
新
。
當
時
中
國

人
看
佛
教
文
化
東
來
，
猶
如
現
代
人
對
於
歐
美
科
技
文
明
的
態
度
，

可
謂
如
饑
如
渴
，
經
中
國
消
化
後
的
佛
教
，
便
被
傳
往
韓
國
及
日

本
，
也
充
實
了
這
兩
個
國
家
的
文
化
內
容
。

鐐
鐐
鐐
為
鐐
鐐
鐐
鐐
的
鐐
鐐
鐐

佛
教
在
中
國
，
到
了
宋
明
時
代
，
即
走
下
坡
，
固
由
於
儒
家
的

排
佛
運
動
，
也
由
於
佛
教
沒
有
出
現
人
才
，
直
到
明
末
清
初
，
始
有

若
干
位
僧
俗
龍
象
，
復
興
了
佛
教
，
但
也
未
能
創
新
佛
教
的
思
想
層

面
。
到
了
民
國
初
年
，
整
個
中
華
民
族
都
受
到
了
西
方
科
技
文
明
及

佛
教
對
於
東
方
文
化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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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思
潮
衝
擊
，
又
掀
起
了
時
代
的
革
新
運
動
，
便
有
幾
位
僧
俗
先

驅
起
來
響
應
，
例
如
太
虛
大
師
號
召
教
制
與
教
理
的
改
革
，
支
那
內

學
院
一
班
學
者
復
興
唯
識
學
，
印
順
法
師
把
佛
學
的
焦
點
回
歸
到
印

度
的
中
觀
學
，
若
干
學
者
引
介
日
本
的
現
代
佛
學
，
若
干
學
者
選
譯

南
傳
的
巴
利
文
藏
經
，
也
有
法
尊
法
師
等
人
譯
介
西
藏
佛
學
，
文
革

前
後
的
時
代
有
一
班
知
識
分
子
以
唯
物
史
觀
的
角
度
襁
伐
中
國
佛

學
，
尚
有
以
熊
十
力
先
生
為
首
的
學
者
，
站
在
新
儒
學
的
立
場
批
判

佛
學
。
不
過
，
不
論
從
正
面
闡
揚
佛
學
，
或
從
反
面
體
檢
佛
教
，
而

佛
教
受
到
現
代
人
的
研
究
，
則
是
事
實
。
也
由
於
有
人
能
從
多
種
不

同
的
角
度
來
研
究
佛
教
，
探
討
佛
學
，
便
使
佛
教
有
了
反
省
的
機

心
的
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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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也
有
了
新
生
的
機
會
。

到
目
前
為
止
，
佛
教
的
漢
傳
、
藏
傳
、
南
傳
的
三
個
傳
統
之

間
，
都
已
有
了
互
相
交
往
的
管
道
，
也
都
希
望
能
夠
學
到
彼
此
的
長

處
，
以
彌
補
各
自
的
短
處
。
多
半
已
不
會
光
強
調
自
家
的
優
點
而
否

定
他
宗
的
優
點
。
學
術
的
交
流
，
能
夠
減
少
固
步
自
封
、
夜
郎
自
大

的
心
態
，
並
能
隨
時
引
進
活
泉
活
水
，
灌
溉
各
自
的
苗
圃
，
否
則
便

會
日
漸
枯
萎
而
面
臨
滅
亡
的
危
機
。

今
天
的
佛
教
，
在
國
際
間
，
雖
尚
不
是
熱
門
的
顯
學
，
但
也
不

是
冷
門
落
日
之
學
，
除
了
佛
教
徒
的
教
育
環
境
及
教
育
修
養
，
普
遍

提
高
，
東
西
方
的
科
學
家
、
哲
學
家
、
文
學
家
、
宗
教
家
之
中
，
也

佛
教
對
於
東
方
文
化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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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的
對
話

32

有
不
少
人
涉
獵
佛
教
的
經
論
。
不
僅
佛
教
團
體
創
辦
研
究
所
及
大

學
，
就
是
一
般
著
名
的
大
學
，
也
已
開
設
佛
學
課
程
。
因
此
，
不
僅

在
漢
藏
及
南
傳
之
間
互
補
互
動
，
也
與
其
他
宗
教
之
間
互
補
互
動
，

我
本
人
也
常
出
席
類
似
的
對
談
會
，
甚
至
有
一
所
大
學
邀
請
我
演
講

﹁
中
國
佛
教
與
後
現
代
主
義
﹂
的
主
題
，
所
以
可
以
斷
言
，
即
將
來

臨
的
廿
一
世
紀
，
佛
學
也
將
會
成
為
受
世
人
注
目
的
一
大
新
領
域
。

︵
原
收
錄
於
︽
漢
傳
佛
教
的
智
慧
生
活
︾︶



佛
教
及
密
乘
禪
定
法
門
簡
介

第
十
四
世
達
賴
喇
嘛
著

本
篇
簡
介
乃
是
方
便
讀
者
對
藏
傳
佛
教
的
體
系
及
修
行
，
能
有

基
本
的
認
識
。
本
章
所
述
，
都
有
其
根
據
，
絕
非
我
憑
空
自
造
。
我

們
不
應
把
這
些
教
義
僅
僅
當
作
是
一
些
資
訊
而
已
，
而
應
將
其
視
為

淨
化
內
心
，
轉
迷
成
悟
的
要
訣
。
只
有
如
此
，
本
章
的
教
義
，
才
會

對
你
有
真
實
的
助
益
。

在
佛
教
尚
未
傳
到
西
藏
以
前
，
苯
教
︵B

o
n

︶
已
盛
行
於
西

藏
。
直
至
近
代
，
西
藏
仍
有
一
些
研
究
苯
教
的
中
心
。
苯
教
原
本
是

相
當
簡
陋
的
，
後
因
受
到
佛
教
的
影
響
才
有
了
豐
富
的
內
容
。
大
約

佛
教
及
密
乘
禪
定
法
門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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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西
元
八
世
紀
時
，
藏
王
拉
妥
妥
年
贊
︵K

ing
L

ha-T
ho-R

i
N

yen-

T
sen

︶
引
進
佛
教
入
藏
，
從
此
佛
教
穩
定
地
傳
佈
。
許
多
印
度
學
者

大
師
來
到
西
藏
，
翻
譯
佛
經
、
密
續
及
論
注
。

西
元
十
世
紀
，
不
信
佛
教
的
藏
王
朗
達
瑪
迫
害
佛
教
甚
巨
。
幸

而
此
災
難
為
時
不
久
，
事
後
佛
教
很
快
地
又
在
後
藏
及
前
藏
開
始
復

興
、
傳
佈
，
印
藏
學
者
也
再
度
忙
於
傳
譯
佛
典
。
後
來
，
西
藏
本
土

的
佛
教
學
者
愈
來
愈
多
，
來
自
印
度
的
學
者
也
就
慢
慢
地
減
少
了
。

如
此
，
藏
傳
佛
教
的
後
期
發
展
沒
有
受
到
印
度
晚
期
佛
教
宗
派

的
影
響
。
但
是
，
藏
傳
佛
教
仍
保
存
了
佛
陀
的
基
本
教
理
。
並
且
，

其
中
心
思
想
亦
未
在
西
藏
喇
嘛
的
手
中
變
質
或
增
加
，
他
們
的
著
作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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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清
楚
地
標
明
是
論
著
，
而
他
們
也
以
佛
陀
的
教
義
或
印
度
學
者
的

著
作
為
根
據
。
所
以
，
把
藏
傳
佛
教
指
為
全
然
有
別
於
原
本
的
印
度

佛
教
，
或
稱
之
為
喇
嘛
教
，
我
認
為
都
是
不
正
確
的
。

鐐
聖
鐐佛

陀
說
：
﹁
此
是
苦
諦
、
集
諦
、
滅
諦
、
道
諦
，
應
如
實
知
。
﹂

又
說
：
﹁
知
苦
，
斷
集
，
證
滅
，
修
道
。
﹂
又
說
﹕
﹁
知
苦
，
而
實

無
所
知
；
斷
集
，
而
實
無
所
斷
；
證
滅
，
而
實
無
所
滅
；
修
道
，
而

實
無
所
修
。
﹂
這
就
是
四
聖
諦
的
三
個
不
同
的
內
涵
：
本
質
、
功

行
、
道
果
。

西
元
三
世
紀
時
，
印
度
的
龍
樹
菩
薩
宣
說
了
中
觀
思
想
，
後
來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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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乘
各
宗
派
都
以
此
思
想
為
其
中
心
教
義
。
中
觀
思
想
教
導
我
們
：

﹁
苦
﹂
來
自
生
死
輪
迴
，
而
生
死
輪
迴
則
是
因
愚
迷
造
業
所
產
生
的

果
報
；
﹁
集
﹂
的
意
思
是
業
力
和
愚
癡
，
它
們
也
就
是
﹁
苦
﹂
的
真

正
原
因
；
所
謂
﹁
滅
﹂
就
是
前
面
所
說
的
苦
與
集
的
完
全
消
滅
；

﹁
道
﹂
就
是
達
成
﹁
滅
﹂
的
正
道
。

鐐
鐐

要
證
涅
槃
，
我
們
就
要
遵
循
四
聖
諦
這
個
正
道
，
而
大
小
乘
之

差
別
在
於
對
這
個
正
道
的
見
解
之
不
同
。
修
小
乘
佛
法
的
人
，
但
求

自
己
的
解
脫
。
依
小
乘
的
說
法
，
修
行
人
必
須
鍛
鍊
出
脫
離
生
死
苦

海
的
堅
固
出
離
心
。
小
乘
行
者
不
但
要
持
戒
，
同
時
也
要
修
習
禪
定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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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慧
觀
，
如
此
郙
能
把
愚
癡
及
其
種
子
完
全
根
除
，
永
不
再
生
，
而

達
涅
槃
。
其
修
行
的
次
第
分
為
五
位
：
資
糧
位
，
加
行
位
，
見
道

位
，
修
道
位
，
究
竟
位
。

大
乘

大
乘
行
者
的
目
標
是
要
達
到
涅
槃
的
最
高
層
次
，
也
就
是
成

佛
，
而
其
目
的
不
僅
是
為
了
自
己
，
也
為
了
所
有
的
眾
生
。
雖
然
大

小
乘
的
修
行
途
徑
大
致
相
同
，
但
是
，
大
乘
行
者
，
不
僅
要
志
蛩
菩

提
，
也
要
慈
悲
救
濟
眾
生
，
因
此
還
要
修
持
六
波
羅
蜜
等
其
他
方
便

法
門
。
這
些
方
便
法
門
是
用
來
去
無
明
、
消
業
障
，
從
而
成
佛
。
雖

然
大
小
二
乘
的
修
行
都
遵
循
同
樣
的
五
位—

—

資
糧
、
加
行
、
見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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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修
道
、
究
竟
，
但
有
一
實
質
上
的
不
同
，
那
就
是
大
乘
強
調
發

心
利
益
眾
生
。
據
說
，
當
一
個
小
乘
行
者
達
到
涅
槃
後
，
他
終
會
迴

心
修
行
大
乘
法
門
，
而
成
佛
道
。

鐐
鐐

一
位
初
發
心
者
必
須
依
循
上
述
大
小
二
乘
的
教
義
及
法
門
，
打

好
基
礎
，
才
能
進
一
步
修
密
。
所
謂
密
乘
，
就
是
瑜
伽
行
法
。
西
藏

教
派
在
引
進
任
何
密
續
教
理
之
前
，
都
非
常
謹
慎
。
阿
闍
黎
總
是
會

檢
驗
它
是
否
為
佛
說
；
具
格
的
班
智
達
則
透
過
因
明
的
辯
證
來
分
析

它
；
此
外
也
要
透
過
修
行
的
體
驗
，
確
認
它
的
可
靠
性
後
才
予
以
採

用
。
因
為
許
多
外
道
的
密
法
，
看
似
相
近
，
為
免
魚
目
混
珠
，
所
以

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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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須
要
通
過
這
種
驗
證
的
程
序
。

密
乘
分
四
部
，
其
典
籍
極
多
，
不
能
一
一
列
舉
，
在
此
只
做
簡

單
介
紹
。
如
前
所
述
，
惡
業
是
我
們
受
苦
的
原
因
，
而
惡
業
來
自
愚

癡
，
愚
癡
則
來
自
我
們
難
以
調
伏
的
心
。
因
此
，
我
們
必
須
從
事
於

鍛
鍊
調
伏
自
心
的
練
習
，
以
截
斷
邪
念
妄
想
之
流
。
藉
著
專
念
觀

心
，
便
可
制
止
此
妄
念
之
流
，
而
散
亂
緣
慮
之
心
也
可
止
息
了
。

另
外
一
個
減
少
妄
念
的
方
法
，
就
是
專
注
於
某
一
個
外
境
，
不

過
這
需
要
很
強
的
觀
想
力
。
因
為
佛
菩
薩
像
被
視
為
最
適
合
做
為
觀

想
的
對
象
，
所
以
密
乘
盛
行
各
種
佛
菩
薩
像
。
雖
然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修
行
可
以
靠
堅
強
的
信
仰
和
虔
敬
而
進
步
，
但
是
一
般
而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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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行
須
靠
正
知
見
的
力
量
郙
能
進
步
。
若
依
密
乘
的
出
世
法
門
來
修

行
，
正
知
見
本
身
也
會
激
起
堅
固
的
信
念
。

佛
教
修
行
法
門
概
說

修
行
的
成
就
不
能
光
靠
翳
面
上
的
改
變
，
例
如
出
家
、
誦
經
。

這
些
行
為
本
身
是
否
就
具
有
宗
教
精
神
，
並
沒
有
肯
定
的
答
案
，
因

為
宗
教
是
內
心
的
修
行
。
如
果
一
個
人
有
正
確
的
心
態
，
他
一
切
身

和
口
的
行
為
都
會
與
宗
教
相
應
。
反
言
之
，
如
果
一
個
人
沒
有
正
確

的
心
態
，
換
句
話
說
，
如
果
一
個
人
不
知
道
如
何
正
確
地
思
惟
，
就

算
他
出
家
、
誦
經
一
輩
子
，
也
將
一
事
無
成
。
因
此
，
學
佛
的
第
一

要
件
，
就
是
要
轉
化
自
己
的
心
念
；
所
以
，
我
們
要
皈
依
佛
、
法
、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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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
三
寶
，
深
信
因
果
，
培
養
利
他
的
心
胸
。

一
個
能
夠
真
切
捨
棄
現
世
利
益
的
修
行
者
，
一
定
會
充
滿
歡
喜

心
。
許
多
依
藏
傳
佛
教
修
行
的
人
，
就
是
因
為
如
此
捨
離
世
法
，
而

得
到
難
以
形
容
的
身
心
滿
足
。
不
過
，
如
此
捨
棄
世
俗
，
需
要
很
大

的
犧
牲
，
一
般
人
是
做
不
到
的
。
那
麼
，
一
般
人
又
如
何
修
行
呢
麟

﹁
諸
惡
莫
作
，
諸
善
奉
行
﹂
，
如
能
依
此
為
修
行
的
基
礎
，
一
個
在
家

居
士
也
必
能
得
到
解
脫
。
我
們
有
一
句
話
說
：
﹁
那
些
不
用
心
修
行

的
人
，
就
算
隱
居
在
深
山
廟
宇
，
也
不
過
是
在
造
地
獄
業
罷
了
。
﹂

有
一
個
古
老
的
故
事
，
話
說
有
一
位
高
僧
喇
嘛
名
叫
種
敦
巴
。

有
一
天
，
他
看
到
一
個
人
繞
著
佛
塔
經
行
，
他
就
對
那
人
說
：
﹁
繞

佛
教
及
密
乘
禪
定
法
門
簡
介

41



佛
經
行
是
好
事
，
不
過
，
修
學
佛
法
不
是
更
好
嗎
麟
﹂
這
個
人
聽
到

了
，
就
自
忖
﹕
﹁
我
最
好
趕
快
去
找
部
佛
經
來
念
。
﹂
於
是
他
開
始

賣
力
地
念
經
。
一
日
，
種
敦
巴
又
碰
到
他
。
﹁
念
佛
經
是
好
事
，
不

過
，
修
學
佛
法
不
是
更
好
嗎
麟
﹂
這
個
人
想
道
：
﹁
念
佛
經
好
像
還

不
夠
好
，
那
就
打
坐
好
了
。
﹂
不
久
，
種
敦
巴
看
到
他
在
打
坐
，
就

說
：
﹁
打
坐
是
好
事
，
不
過
，
修
學
佛
法
不
是
更
好
嗎
麟
﹂
這
個
人

糊
塗
了
，
﹁
到
底
要
怎
麼
做
郙
算
修
學
佛
法
麟
﹂
﹁
對
世
間
法
生
出

離
心
，
﹂
種
敦
巴
說
：
﹁
將
生
命
投
入
佛
法
。
﹂

下
面
我
用
三
增
上
學—

—
戒
、
定
、
慧—

—

來
作
本
章
的
總

結
。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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鐐
鐐
鐐
鐐

戒
雖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層
次
，
不
過
，
都
以
斷
十
惡
業
為
依
歸
。

十
惡
業
中
身
業
有
三
項
，
口
業
有
四
項
，
意
業
有
三
項
。

屬
於
身
方
面
的
三
惡
業
是
：

︵
一
︶
殺
生
：
從
殺
人
到
殺
最
小
的
蟲
蟻
，
不
論
是
直
接
的
或

間
接
的
殺
生
，
均
屬
之
。

︵
二
︶
偷
盜
：
凡
未
經
允
許
擅
拿
他
人
財
物
，
不
論
直
接
間
接

或
價
值
大
小
，
均
屬
之
。

︵
三
︶
邪
淫
：
凡
通
姦
或
不
正
當
性
行
為
，
均
屬
之
。

屬
於
口
方
面
的
四
惡
業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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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妄
言
：
給
予
他
人
錯
誤
的
建
議
、
訊
息
或
指
示
。

︵
二
︶
兩
舌
：
對
原
來
和
諧
的
團
體
挑
撥
離
間
，
或
加
深
原
已

分
裂
團
體
的
分
崩
離
析
。

︵
三
︶
惡
口
：
以
惡
語
傷
人
。

︵
四
︶
綺
語
：
做
猥
褻
之
冗
談
。

屬
於
意
方
面
的
三
惡
業
是
：

︵
一
︶
貪
欲
：
貪
求
屬
於
他
人
的
東
西
。

︵
二
︶
瞋
恚
：
想
要
加
害
他
人
。

︵
三
︶
惡
見
：
對
輪
迴
、
因
果
業
力
、
三
寶
諸
教
理
有
疑
惑
。

鐐
鐐
鐐
鐐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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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增
上
學
能
幫
助
修
行
者
把
心
專
注
於
一
境
上
，
從
而
達
成
奢

摩
他
︵
止
︶
。
定
的
方
法
包
括
將
心
慢
慢
地
捨
離
六
塵
及
念
慮
，
從

而
使
心
不
動
、
穩
定
、
安
靜
。
如
此
，
心
就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專
注
觀

想
任
一
功
德
善
法
了
。

要
達
成
如
此
的
層
次
，
須
具
備
許
多
先
決
條
件
。
依
照
彌
勒
菩

薩
的
說
法
，
簡
而
言
之
，
一
個
修
行
者
必
須
避
免
五
過
失
，
修
持
八

斷
行
。應

避
免
的
五
過
失
是
：

︵
一
︶
懈
怠
：
對
禪
修
抱
著
懶
散
的
態
度
。

︵
二
︶
忘
念
：
忘
記
禪
修
應
專
注
的
對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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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昏
沉
掉
舉
：
通
常
是
由
於
貪
欲
。

︵
四
︶
不
作
行
：
不
能
防
止
昏
沉
掉
舉
。

︵
五
︶
作
行
：
對
治
昏
沉
掉
舉
的
方
法
過
猛
，
反
令
人
散
亂
。

應
修
持
的
八
斷
行
是
：

︵
一
︶
信
心
：
堅
信
禪
定
的
功
德
，
及
本
身
覺
察
過
失
的
能
力
。

︵
二
︶
欲
蛩
：
有
強
烈
的
心
願
及
能
力
禪
修
。

︵
三
︶
精
勤
：
有
恆
心
及
歡
喜
心
來
修
行
。

︵
四
︶
輕
安
：
要
身
心
都
能
放
鬆
。

︵
五
︶
正
念
：
要
細
心
謹
慎
的
專
注
於
禪
修
所
緣
的
對
象
。

︵
六
︶
正
知
：
要
覺
察
任
何
懈
怠
或
浮
躁
的
趨
向
。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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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作
行
之
思
：
當
覺
察
到
有
分
心
雜
念
時
，
要
立
即
收
攝
。

︵
八
︶
行
捨
：
在
收
攝
心
念
的
目
的
達
成
之
後
，
要
能
再
放
鬆

身
心
。修

定
的
九
個
層
次
︵
九
住
心
︶
是
：

︵
一
︶
內
住
：
把
心
專
注
於
禪
修
所
緣
的
對
象
。

︵
二
︶
續
住
：
用
功
不
懈
以
求
專
注
能
更
深
更
久
。

︵
三
︶
安
住
：
心
起
任
何
雜
念
立
即
覺
察
，
並
攝
歸
於
對
象
上
。

︵
四
︶
近
住
：
對
於
專
注
對
象
的
每
一
個
細
節
都
能
明
察
秋
毫
。

︵
五
︶
調
伏
：
體
認
禪
修
的
功
德
而
更
加
精
進
。

︵
六
︶
寂
靜
：
去
除
對
禪
修
的
任
何
不
好
的
感
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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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最
極
寂
靜
：
摒
除
微
細
雜
念
而
達
心
定
。

︵
八
︶
專
注
一
境
：
將
禪
定
修
持
到
極
致
。

︵
九
︶
平
等
住
：
無
須
依
靠
憶
念
或
意
識
之
助
，
而
住
於
禪

定
。

鐐
鐐
鐐
鐐

慧
增
上
學
包
含
以
下
兩
種
智
慧
：

︵
一
︶
世
俗
智
：
即
了
知
諸
法
的
相
對
分
別
相
的
智
慧
。

︵
二
︶
勝
義
智
：
即
了
知
諸
法
的
絕
對
真
如
性
的
智
慧
。

還
有
一
種
智
慧
，
在
此
簡
要
說
明
：
此
智
慧
能
斷
道
德
上
或
心

理
上
的
煩
惱
，
以
及
由
分
別
思
惟
所
起
的
煩
惱
。
這
個
智
慧
就
是
能

心
的
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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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
了
知
空
性
的
智
慧
。

鐐
鐐

空
性
，
就
是
所
有
事
物
、
現
象
的
究
竟
實
相
。
空
性
，
不
是
佛

的
力
量
所
能
影
響
，
也
不
依
眾
生
的
業
果
而
起
。
空
性
，
法
爾
存

在
，
而
且
遍
於
一
切
事
物
。
因
此
，
一
切
法
本
性
皆
空
。
經
云
：

﹁
不
論
佛
出
世
或
不
出
世
，
空
性
是
一
切
事
物
的
本
性
，
絕
諸
對
待

而
常
住
不
變
。
﹂
空
性
否
定
了
恆
常
不
變
的
實
我
，
也
否
定
了
獨
立

的
存
在
。

佛
教
及
密
乘
禪
定
法
門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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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藏
佛
教
對
談

第
十
四
世
達
賴
喇
嘛

聖
嚴
法
師

聖
鐐
鐐
師
鐐
佛
教
傳
到
中
國
大
概
是
第
二
世
紀
，
傳
到
西
藏
大

概
是
第
七
世
紀
左
右
到
第
八
世
紀
，
中
間
相
差
大
概
四
百
到
五
百
年

的
時
間
，
但
這
個
過
程
之
中
，
從
印
度
透
過
漢
譯
傳
到
中
國
的
經

論
，
大
部
分
西
藏
都
有
，
也
有
一
部
分
西
藏
沒
有
；
至
於
在
西
藏
所

翻
譯
的
聖
典
之
中
，
則
有
不
少
是
漢
譯
部
分
所
沒
有
的
。

漢
傳
佛
教
的
譯
經
工
作
曾
有
一
千
多
年
輝
煌
的
歷
史
，
發
展
得

非
常
蓬
勃
而
完
整
，
幾
乎
早
期
、
中
期
印
度
佛
教
的
經
論
，
漢
傳
佛

心
的
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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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都
有
；
而
晚
期
印
度
佛
教
的
東
西
在
漢
地
不
是
沒
有
，
只
是
很

少
，
有
一
大
部
分
只
傳
到
西
藏
。

就
我
所
知
，
有
幾
部
論
典
漢
傳
有
，
藏
傳
則
沒
有
，
例
如
︽
大

毘
婆
沙
論
︾
、
︽
大
智
度
論
︾
、
︽
成
唯
識
論
︾
等
。
另
外
關
於
律
藏

︵
毘
奈
耶
︶
部
分
，
在
部
派
佛
教
時
代
一
共
有
二
十
個
部
派
，
二
十

個
部
派
中
應
該
每
一
個
都
有
自
己
的
律
藏
，
可
是
漢
傳
只
翻
譯
過
來

四
個
部
派
的
律
藏
，
我
推
想
藏
傳
的
律
藏
是
一
切
有
部
，
大
概
有
一

部
分
是
漢
傳
有
而
藏
傳
沒
有
翻
譯
的
。

兩
個
系
統
的
傳
承
中
，
因
為
漢
文
化
有
自
己
思
惟
的
方
法
及
文

化
背
景
，
如
儒
家
、
道
家
的
背
景
；
藏
文
化
也
有
它
本
有
的
背
景
，

顊
藏
佛
教
對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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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苯
教
，
就
因
為
兩
地
文
化
背
景
不
一
，
所
以
發
展
出
來
的
佛
教
，

漸
漸
就
各
具
特
色
。

長
久
下
來
，
因
為
交
流
、
來
往
較
少
，
造
成
彼
此
都
在
互
相
批

評
，
漢
傳
佛
教
說
藏
傳
佛
教
迷
信
，
說
藏
傳
佛
教
不
行
，
而
藏
傳
佛

教
也
認
為
漢
地
的
佛
教
大
概
也
不
行
。

其
實
漢
藏
兩
個
系
統
的
佛
教
，
本
來
像
是
同
一
個
母
親
的
兩
兄

弟
，
只
是
後
來
兄
弟
分
了
家
，
如
今
兄
弟
再
聚
，
彼
此
應
該
互
相
慰

勉
。
聽
了
這
兩
天
的
法
會
，
我
感
覺
藏
傳
佛
教
非
常
有
內
容
，
特
別

是
教
理
的
次
第
組
織
非
常
嚴
密
，
修
行
次
第
也
非
常
謹
嚴
。

達
賴
喇
嘛
的
開
示
讓
人
覺
得
藏
傳
佛
教
非
常
豐
富
，
但
也
好
像

心
的
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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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難
，
先
要
把
顯
教
次
第
理
解
得
非
常
清
楚
，
郙
能
夠
學
金
剛
乘
，

也
郙
能
夠
成
就
金
剛
乘
。

達
賴
喇
嘛
：
我
很
高
興
能
有
這
個
機
會
和
聖
嚴
法
師
來
作
這
次

的
會
談
，
我
是
一
九
九
七
年
在
台
灣
和
聖
嚴
法
師
第
一
次
會
面
，
之

後
，
我
們
還
會
面
了
幾
次
。
今
天
，
則
是
我
第
一
次
正
式
跟
一
位
中

國
禪
宗
的
阿
闍
黎
直
接
對
談
。
我
認
為
世
界
各
宗
教
之
間
，
進
行
類

似
的
對
談
，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如
此
大
家
郙
能
互
相
學
習
及
賞
識
各

宗
教
的
主
要
教
義
和
觀
點
。
這
點
對
於
佛
教
中
的
各
個
宗
派
尤
其
重

要
，
因
為
我
們
都
是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的
弟
子
。

聖
嚴
法
師
：
現
在
我
要
把
中
國
的
佛
教
簡
單
地
介
紹
一
下
，
所

漢
藏
佛
教
對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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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
中
國
的
佛
教
，
是
印
度
傳
到
漢
地
，
漢
傳
之
後
再
發
展
而
成
的
十

個
宗
派
，
其
中
八
個
宗
派
是
大
乘
，
兩
個
宗
派
是
小
乘
。

大
乘
佛
法
當
中
，
直
接
從
印
度
傳
來
的
，
在
中
國
形
成
了
三
個

宗
派
，
一
個
是
三
論
宗
，
一
個
是
唯
識
宗
，
另
外
一
個
是
律
宗
。

而
在
中
國
受
到
漢
文
化
的
影
響
，
把
印
度
佛
教
重
新
組
織
的
，

則
有
兩
個
大
宗
派
，
一
個
是
天
台
宗
，
一
個
是
華
嚴
宗
，
這
兩
個
宗

派
的
教
義
部
分
，
有
非
常
嚴
密
的
組
織
和
具
有
次
第
的
分
析
，
對
修

行
的
次
第
，
也
有
嚴
密
謹
嚴
的
發
揮
。

吸
收
天
台
與
華
嚴
菁
華
的
禪
宗

但
是
這
兩
個
宗
派
全
部
都
是
用
印
度
的
經
典
和
論
典
，
由
於
時

心
的
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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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有
限
，
我
無
法
詳
細
解
說
這
兩
個
宗
派
的
內
容
，
只
能
簡
單
地

說
。
天
台
宗
的
開
宗
祖
師
譾
顗
大
師
把
龍
樹
菩
薩
的
真
俗
二
諦
觀
，

發
展
成
天
台
的
空
假
中
三
諦
觀
，
並
且
把
止
觀
修
行
次
第
作
了
嚴

謹
、
有
系
統
的
組
織
。
天
台
宗
的
一
些
修
行
法
門
跟
藏
傳
的
道
次
第

︵L
am

R
im

︶
教
義
相
當
接
近
。

華
嚴
宗
認
為
，
一
切
事
物
都
是
平
等
、
互
融
、
互
攝
的
。
華
嚴

宗
主
要
的
教
義
是
四
法
界
：

︵
一
︶
由
小
乘
的
教
理
所
顯
的
事
法
界
。

︵
二
︶
由
唯
識
及
中
觀
的
教
理
所
顯
的
理
法
界
。

︵
三
︶
由
︽
維
摩
詰
經
︾
等
所
顯
的
理
事
無
礙
法
界
。

漢
藏
佛
教
對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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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由
︽
華
嚴
經
︾
所
顯
的
事
事
無
礙
法
界
。

因
此
，
華
嚴
宗
實
在
是
印
度
佛
教
各
宗
派
的
融
合
。

由
於
天
台
宗
的
禪
觀
和
教
義
，
加
上
華
嚴
宗
的
教
義
和
禪
觀
，

郙
成
熟
了
禪
宗
。
也
就
是
說
，
禪
宗
跟
華
嚴
宗
及
天
台
宗
有
鱷
，
把

兩
個
宗
派
的
菁
華
全
部
吸
收
就
成
為
禪
宗
的
內
容
。

不
過
禪
宗
並
不
是
從
開
始
形
成
以
後
就
沒
有
再
改
變
，
而
是
漸

漸
地
成
為
中
國
最
主
要
的
宗
派
。

禪
宗
的
主
要
經
典
是
︽
楞
伽
經
︾
，
它
的
內
容
有
唯
識
也
有
如

來
藏
，
天
台
宗
則
以
︽
法
華
經
︾
為
主
，
依
據
的
論
典
則
是
︽
中
觀

論
︾
。
華
嚴
宗
以
︽
華
嚴
經
︾
為
主
，
但
也
用
︽
大
譾
度
論
︾
、
︽
十

心
的
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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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論
︾
。
而
這
些
宗
派
一
定
都
不
離
︽
阿
含
經
︾
和
阿
毘
達
磨
。
此

外
，
禪
宗
最
主
要
經
典
有
三
部
，
一
部
是
︽
楞
伽
經
︾
，
一
部
是

︽
金
剛
經
︾
，
另
外
一
部
則
是
︽
維
摩
詰
經
︾
。

鐐
鐐
鐐
鐐
鐐
鐐
鐐
鐐
鐐
鐐
鐐
鐐
鐐
鐐

可
是
中
國
文
化
向
來
不
喜
歡
繁
雜
的
東
西
，
希
望
愈
簡
單
愈

好
，
於
是
反
應
在
禪
宗
最
重
要
的
一
部
聖
典—

—

六
祖
惠
能
的
︽
六

祖
壇
經
︾
，
這
部
經
整
合
了
所
有
的
佛
教
思
想
。

中
國
禪
宗
最
偉
大
的
祖
師
是
惠
能
，
而
惠
能
是
怎
麼
開
悟
的
？

就
是
聽
到
︽
金
剛
經
︾
裡
的
一
句
話
﹁
應
無
所
住
而
生
其
心
﹂
。

︽
金
剛
經
︾
主
要
是
講
發
菩
提
心
和
空
性
；
︽
楞
伽
經
︾
主
要
是
講

顊
藏
佛
教
對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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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來
藏
，
我
們
要
相
信
人
人
都
有
如
來
藏
，
也
就
是
每
個
人
要
相
信

你
可
以
成
佛
。
而
︽
維
摩
詰
經
︾
主
要
是
告
訴
我
們
，
如
果
真
正
要

開
悟
，
一
定
要
放
下
分
別
心
與
執
著
心
，
也
就
是
放
下
煩
惱
心
。
破

煩
惱
就
是
離
煩
惱
分
別
，
就
是
離
所
知
障
、
煩
惱
障
，
當
我
執
放
下

之
後
，
煩
惱
和
菩
提
平
等
，
生
死
和
涅
槃
平
等
，
善
與
惡
平
等
，
不

去
計
較
當
下
就
與
佛
相
應
。

早
在
禪
宗
的
初
祖
菩
提
達
摩
度
化
二
祖
慧
可
時
，
慧
可
就
希
望

菩
提
達
摩
給
他
安
心
的
方
法
，
因
為
心
中
有
很
多
煩
惱
，
無
法
安

住
。
菩
提
達
摩
並
沒
有
給
他
方
法
，
只
是
問
他
：
﹁
你
哪
一
個
心
不

能
安
，
你
找
找
看
，
找
出
來
以
後
，
我
替
你
安
。
﹂

心
的
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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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實
這
也
就
是
文
殊
師
利
菩
薩
的
智
慧
，
在
經
典
中
有
這
麼
一

個
故
事
，
有
人
問
文
殊
菩
薩
：
﹁
你
是
三
世
一
切
諸
佛
的
老
師
，
請

問
你
什
麼
時
候
成
佛
？
請
問
你
已
經
修
行
多
久
了
？
﹂
文
殊
菩
薩
的

回
答
很
奇
怪
，
也
很
好
玩
，
他
說
：
﹁
我
問
你
，
這
樣
的
問
題
你
要

問
多
久
？
﹂

其
實
禪
宗
教
人
家
開
悟
，
沒
有
一
定
的
方
法
。
主
要
是
要
你
找

自
己
的
煩
惱
心
究
竟
是
什
麼
？
印
度
早
期
的
修
行
方
法
實
在
很
難
，

要
先
從
五
停
心
的
數
息
觀
等
開
始
，
要
經
過
尋
、
伺
、
喜
、
樂
的
階

段
，
然
後
才
能
進
入
次
第
的
禪
定
，
依
四
念
住
修
行
，
經
過
暖
、

頂
、
忍
、
世
第
一
，
而
證
聲
聞
初
果
，
從
這
點
來
看
，
要
成
佛
實
在

顊
藏
佛
教
對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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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不
容
易
。
但
是
禪
宗
呢
？
只
叫
你
當
下
不
要
思
索
，
妄
心
生
起
的

當
下
，
找
找
看
它
是
什
麼
？
找
不
到
時
，
自
然
就
會
了
解
空
性
。

因
此
有
人
認
為
，
懶
人
修
禪
宗
最
好
，
其
實
不
然
。
禪
宗
也
講

戒
律
，
也
講
定
、
慧
。
如
果
心
不
清
淨
，
行
為
不
清
淨
，
就
必
須
先

持
別
解
脫
戒
，
從
持
戒
開
始
。
同
時
真
要
學
禪
宗
，
一
定
要
發
菩
提

心
，
所
以
也
必
須
受
持
菩
薩
的
三
聚
淨
戒
。

鐐
鐐
鐐
鐐
鐐
鐐
鐐
鐐
生

三
聚
淨
戒
就
是
﹁
止
一
切
惡
，
修
一
切
善
，
度
一
切
眾
生
﹂
；

或
是
﹁
持
一
切
淨
戒
，
修
一
切
善
法
，
願
度
一
切
眾
生
﹂
。
其
實
我

認
為
這
三
聚
淨
戒
，
就
跟
達
賴
喇
嘛
所
講
的
宗
喀
巴
聖
道
三
要
的
出

心
的
對
話

60



離
心
、
菩
提
心
以
及
空
性
見
一
樣
。

但
如
果
已
經
見
到
佛
性
，
已
經
解
脫
了
煩
惱
，
行
為
就
能
不
受

有
形
的
拘
束
。
以
禪
宗
的
百
丈
禪
師
為
例
，
他
就
說
他
不
違
背
大
小

乘
的
戒
律
，
也
不
需
要
被
大
小
乘
的
戒
律
所
拘
束
。

禪
宗
講
的
定
，
要
跟
空
性
的
智
慧
完
全
一
致
，
才
是
正
定
。
它

不
注
重
次
第
，
而
特
別
重
視
智
慧
，
空
性
的
智
慧
如
果
發
起
，
才
是

真
正
的
定
，
否
則
不
承
認
你
是
得
大
定
。
所
以
即
定
即
慧
，
定
慧
是

均
等
的
。

至
於
怎
麼
修
？
簡
單
地
說
，
信
心
很
重
要
，
要
相
信
佛
說
的
，

我
們
每
一
眾
生
都
有
佛
性
，
都
能
成
佛
。
如
果
當
下
就
能
無
分
別

顊
藏
佛
教
對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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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也
有
可
能
當
下
開
悟
。
例
如
釋
迦
牟
尼
佛
時
代
，
就
有
很
多
阿

羅
漢
只
聽
佛
說
的
一
句
話
，
馬
上
就
證
得
阿
羅
漢
果
。
在
︽
阿
含
經
︾

裡
，
就
有
這
種
例
子
，
有
人
去
見
佛
，
釋
迦
牟
尼
佛
只
跟
他
講
一
句

話
，
他
馬
上
就
證
阿
羅
漢
果
，
禪
宗
也
有
聽
到
一
句
經
文
馬
上
開
悟

的
六
祖
惠
能
。

不
過
一
般
人
做
不
到
的
話
，
還
是
可
以
從
基
礎
開
始
。
首
先
是

把
身
體
放
鬆
，
其
次
，
把
頭
腦
放
鬆
。
可
以
用
數
息
的
方
法
，
也
可

以
不
用
，
如
曹
洞
宗
默
照
禪
，
就
是
叫
我
們
只
管
打
坐
的
感
覺
，
然

後
注
意
你
的
心
在
做
什
麼
，
把
心
安
定
之
後
，
最
好
修
絕
觀
的
方

法
。
絕
觀
就
是
叫
我
們
離
開
四
大
，
離
開
五
蘊
，
離
開
心
、
意
、
意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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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
到
這
個
時
候
，
你
看
看
自
己
究
竟
是
什
麼
？

簡
單
的
說
，
就
是
你
面
對
外
境
或
內
境
時
，
不
管
是
心
裡
的
念

頭
或
心
外
的
事
物
，
都
不
要
給
它
名
字
，
不
要
形
容
、
不
要
比
較
、

不
要
思
索
。

很
多
人
好
談
開
悟
，
以
為
像
古
代
禪
師
，
拿
個
棒
子
在
你
頭
上

一
打
，
就
能
達
到
當
頭
棒
喝
的
悟
境
。
但
是
很
多
人
弄
不
清
楚
什
麼

是
當
頭
棒
喝
，
認
為
罵
一
句
或
打
一
下
，
讓
妄
念
、
煩
惱
暫
時
不
起

就
叫
做
開
悟
。
其
實
這
只
是
在
有
分
別
、
煩
惱
時
，
在
攀
緣
、
執
著

非
常
重
的
時
候
，
禪
宗
會
用
這
個
方
法
，
突
然
之
間
打
一
下
子
、
罵

一
下
子
，
是
有
用
的
，
但
不
是
開
悟
。

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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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這
個
方
法
不
得
力
，
不
容
易
用
，
曹
洞
宗
之
外
還
有
一
個

臨
濟
宗
的
方
法
。
那
就
是
問
：
﹁
是
誰
有
這
麼
多
的
煩
惱
？
﹂
﹁
是

誰
在
攀
緣
或
亂
想
？
﹂
﹁
是
誰
有
這
些
習
氣
、
無
明
？
﹂
﹁
是
誰
啊
？

究
竟
是
誰
？
﹂
不
斷
地
問
，
問
的
時
候
，
要
使
自
己
這
些
無
明
、
煩

惱
、
習
氣
漸
漸
不
生
起
，
一
段
時
間
不
生
起
以
後
，
假
如
有
人
給
他

打
一
棒
，
大
概
是
有
用
的
。

建
鐐
鐐
鐐
鐐
鐐

根
據
這
些
原
則
，
我
正
在
推
動
一
個
運
動
，
叫
做
﹁
建
設
人
間

淨
土
﹂
，
希
望
讓
佛
國
淨
土
在
我
們
人
間
出
現
。
這
要
從
心
的
清
淨

開
始
，
然
後
是
行
為
的
清
淨
；
當
自
己
的
身
心
清
淨
後
，
也
能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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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遭
的
人
清
淨
，
然
後
逐
漸
擴
大
影
響
力
，
讓
其
他
的
人
也
能
夠
一

個
一
個
心
清
淨
、
行
為
清
淨
，
那
麼
，
佛
國
的
淨
土
就
可
以
在
我
們

人
間
出
現
。

不
過
心
的
清
淨
確
實
不
容
易
，
真
正
的
清
淨
至
少
要
實
證
空
性

的
譾
慧
後
，
郙
能
沒
有
煩
惱
，
郙
能
清
淨
。
但
是
我
們
不
用
失
望
，

修
行
一
定
是
從
凡
夫
開
始
，
一
定
是
從
有
煩
惱
的
心
開
始
，
如
果
沒

有
煩
惱
的
心
，
我
們
根
本
無
從
修
行
起
。

天
台
宗
說
我
們
現
在
任
何
一
個
念
頭
的
心
，
其
實
跟
十
法
界
任

何
一
類
眾
生
的
心
，
完
全
相
通
。
雖
然
我
們
無
法
馬
上
跟
空
慧
相

應
，
但
是
只
要
和
煩
惱
不
相
應
，
或
是
煩
惱
不
現
行
，
也
比
總
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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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
惱
之
中
打
滾
好
得
多
。

對
治
煩
惱
分
為
三
個
步
驟
：
知
煩
惱
、
伏
煩
惱
、
斷
煩
惱
。
甚

至
只
是
知
道
有
煩
惱
也
不
錯
。
一
開
始
只
能
知
道
有
煩
惱
，
然
後
能

夠
伏
煩
惱
，
最
後
才
能
斷
煩
惱
。
能
夠
知
道
有
煩
惱
，
其
實
就
已
經

跟
清
淨
心
相
應
了
。

所
以
當
我
們
知
道
有
煩
惱
，
曉
得
這
是
煩
惱
心
，
要
馬
上
把
它

放
下
來
，
不
要
太
難
過
，
不
要
後
悔
，
但
是
要
改
進
、
修
正
，
可
以

用
參
話
頭
的
方
法
，
也
可
以
注
意
呼
吸
，
使
自
己
的
妄
念
、
煩
惱
心

不
那
麼
容
易
起
伏
，
這
時
候
你
的
心
跟
清
淨
佛
性
就
是
相
應
的
。

佛
法
認
為
，
如
果
一
念
心
清
淨
，
這
一
念
之
間
，
就
跟
佛
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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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
就
是
佛
。
這
就
如
同
︽
法
華
經
︾
中
所
說
的
，
若
有
人
進
入
寺

院
，
能
稱
念
一
句
南
無
佛
，
這
人
已
經
成
佛
了
。
不
過
這
是
因
地
的

佛
，
不
是
果
位
的
佛
。

當
每
一
個
人
都
能
承
認
這
個
事
實
時
，
至
少
我
們
的
行
為
會
改

善
很
多
，
我
們
這
個
世
界
就
會
成
為
佛
國
淨
土
！

鐐
鐐
鐐
鐐
鐐
今
天
稍
早
在
一
項
我
們
私
人
的
會
晤
中
，
聖
嚴
法

師
告
訴
我
，
他
曾
閉
關
六
年
，
這
使
我
非
常
敬
佩
。
現
在
聽
到
您
對

禪
宗
教
義
的
闡
述
，
我
馬
上
就
深
深
感
覺
到
，
我
是
在
聆
聽
一
位
經

驗
豐
富
的
大
修
行
者
的
智
慧
之
語
。
對
所
有
的
人
，
能
瞭
解
佛
法
的

知
識
固
然
重
要
，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將
佛
法
的
知
識
落
實
於
修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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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聆
聽
您
闡
述
禪
宗
教
義
時
，
我
隨
手
寫
下
幾
個
問
題
。
首
先

我
想
請
問
，
惠
能
大
師
是
第
幾
世
紀
的
人
麟

聖
嚴
法
師
：
第
八
世
紀
︵
西
元
六
三
八—

—

七
一
三
年
︶
。

達
賴
喇
嘛
：
我
問
這
個
問
題
，
是
因
為
在
歷
史
上
，
藏
傳
佛
教

的
起
源
與
發
展
，
跟
禪
宗
有
一
些
歷
史
的
淵
源
。
我
們
知
道
，
宗
喀

巴
大
師
對
傳
到
西
藏
的
禪
宗
頓
教
曾
有
激
烈
的
批
判
；
在
西
藏
，
也

曾
針
對
禪
宗
與
印
度
傳
來
的
佛
教
的
異
同
對
比
，
引
起
很
大
的
爭

辯
。

不
過
，
在
藏
傳
佛
教
初
期
，
赤
松
德
贊
王
在
位
時
，
桑
耶
寺
分

成
幾
個
僧
院
，
每
一
進
僧
院
專
供
一
個
宗
派
居
住
。
有
一
進
僧
院
專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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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密
宗
師
住
，
另
一
進
專
供
譯
經
師
及
印
度
學
者
住
，
還
有
一
進
則

叫
禪
院
，
據
說
是
專
供
一
位
中
國
來
的
被
稱
為
﹁
和
尚
﹂
的
法
師
居

住
。
桑
耶
寺
建
於
第
八
世
紀
，
此
時
，
正
值
寂
護
及
蓮
華
戒
兩
位
大

師
在
西
藏
弘
揚
佛
教
的
時
期
。

我
認
為
，
如
果
寂
護
大
師
在
桑
耶
寺
特
別
撥
出
空
間
為
中
國
來

的
禪
師
興
建
住
所
，
他
一
定
很
歡
迎
禪
宗
，
認
為
那
是
西
藏
佛
教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
但
是
好
像
到
了
寂
護
的
弟
子
蓮
華
戒
的
時
代
，

當
時
在
西
藏
的
一
些
禪
宗
行
者
所
弘
揚
的
，
跟
原
先
的
教
理
略
有
出

入
，
他
們
過
度
強
調
應
排
拒
任
何
形
式
的
心
念
，
不
僅
修
行
如
此
，

在
哲
學
立
場
上
也
是
如
此
，
這
是
蓮
華
戒
所
駁
斥
的
。
因
此
，
以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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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來
，
好
像
有
兩
種
不
同
派
別
的
禪
宗
傳
到
了
西
藏
。

聖
鐐
鐐
師
鐐
我
很
感
謝
達
賴
喇
嘛
提
到
這
位
中
國
和
尚
的
問

題
。
從
這
個
故
事
看
來
，
好
像
蓮
華
戒
時
期
的
大
乘
和
尚
沒
有
資
格

代
表
禪
宗
。
從
敦
煌
石
窟
發
掘
出
來
的
許
多
佛
教
相
關
文
獻
中
，
學

者
發
現
類
似
的
事
蹟
記
載
，
第
一
個
中
國
和
尚
對
西
藏
佛
教
，
尤
其

在
禪
修
方
面
，
有
重
大
的
影
響
。
所
以
，
第
一
個
到
西
藏
的
中
國
和

尚
好
像
並
不
差
！

鐐
鐐
鐐
鐐
鐐
在
我
們
西
藏
的
故
事
裡
，
第
一
個
中
國
和
尚
是
受

歡
迎
的
，
第
二
個
和
尚
好
像
在
辯
論
中
落
敗
了
。

聖
鐐
鐐
師
：
所
以
，
今
天
問
題
不
會
出
在
我
身
上
，
但
是
我
的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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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
代
，
會
不
會
又
要
吃
敗
仗
，
我
就
不
知
道
了
！

鐐
鐐
鐐
鐐
鐐
從
我
們
西
藏
人
的
觀
點
來
看
，
我
們
歡
迎
第
一
個

中
國
和
尚
，
但
對
第
二
個
中
國
和
尚
的
信
徒
，
我
們
只
好
說
﹁
再
見
﹂

了
。
將
來
我
們
碰
到
中
國
來
的
法
師
，
如
果
他
是
第
一
個
中
國
和
尚

的
信
徒
，
我
們
還
是
會
歡
迎
的
；
假
若
他
是
第
二
個
中
國
和
尚
的
信

徒
，
那
我
們
還
是
要
說
﹁
再
見
﹂
了
。

我
個
人
並
不
認
為
頓
悟
和
漸
修
這
兩
個
法
門
有
任
何
衝
突
或
矛

盾
，
不
過
，
這
並
不
表
示
頓
悟
法
門
適
合
於
任
何
人
。
也
許
在
某
些

特
殊
的
情
況
下
，
某
些
人
能
從
頓
悟
法
門
得
到
更
多
的
利
益
。
但

是
，
大
體
而
言
，
對
大
多
數
的
人
，
漸
修
法
門
或
許
是
比
較
合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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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聖
鐐
鐐
師
鐐
達
賴
喇
嘛
說
的
這
道
理
我
贊
成
，
可
是
請
大
家
不

要
誤
會
，
以
為
有
知
識
的
人
才
是
利
根
或
善
根
深
厚
的
人
，
沒
有
知

識
的
人
就
不
是
。
中
國
禪
宗
的
六
祖
惠
能
大
師
，
就
是
最
好
的
例

子
，
他
的
知
識
程
度
並
不
高
，
但
他
卻
是
成
就
最
高
的
禪
師
。

佛
在
世
時
有
一
位
佛
弟
子
周
利
槃
陀
伽
，
他
是
最
笨
的
人
，
但

還
是
證
了
阿
羅
漢
果
。
他
的
證
果
並
不
是
從
聽
聞
而
來
，
而
是
藉
著

掃
地
、
擦
鞋
的
方
法
，
結
果
也
能
開
悟
證
阿
羅
漢
果
。

鐐
鐐
鐐
鐐
鐐
在
此
我
要
澄
清
一
點
：
佛
教
是
很
注
重
智
慧
的
，

有
時
候
，
甚
至
給
人
一
種
印
象
，
好
像
我
們
是
在
講
聰
明
、
腦
筋
很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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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
敏
的
人
，
其
實
，
聰
明
並
不
等
於
佛
法
所
講
的
智
慧
。
在
佛
教
經

典
裡
，
有
很
多
例
子
講
到
聰
明
人
反
被
聰
明
誤
，
他
們
把
事
情
分
析

到
極
點
，
卻
無
法
洞
察
機
先
，
有
的
只
是
一
些
小
聰
明
而
已
。
智
慧

並
不
一
定
包
括
聰
明
，
智
慧
主
要
還
是
洞
察
觀
照
的
能
力
及
正
知

見
。

其
次
，
我
要
指
出
，
有
些
人
雖
然
不
算
聰
明
、
腦
筋
不
靈
光
，

但
是
他
們
有
必
要
的
專
注
與
心
力
。
就
好
像
聖
嚴
法
師
所
說
的
故

事
，
周
利
槃
陀
伽
雖
然
笨
，
但
藉
著
掃
地
和
擦
鞋
的
方
法
，
也
能
開

悟
。

聖
嚴
法
師
剛
才
談
到
禪
宗
的
要
義
，
其
實
，
在
藏
文
典
籍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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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我
們
也
可
以
找
到
論
及
禪
法
的
例
子
，
特
別
是
頓
悟
法
門
。
比

方
說
，
我
記
得
在
噶
舉
派
的
一
部
論
著
中
，
明
顯
地
說
﹁
大
手
印
﹂

修
法
就
是
頓
悟
法
門
，
並
稱
如
果
有
人
以
漸
修
的
觀
點
來
體
會
大
手

印
法
，
那
就
是
完
全
誤
解
！
頓
悟
的
確
是
證
悟
的
法
門
之
一
，
它
是

一
種
任
運
天
然
，
不
拘
於
漸
修
次
第
的
法
門
。

我
們
也
可
以
從
薩
迦
派
的
著
作
中
找
到
﹁
同
時
成
辦
空
智
與
解

脫
﹂
的
說
法
，
尤
其
是
寧
瑪
派
的
﹁
大
圓
滿
﹂
︵rdzogs-chen

︶
修
行

法
門
。
而
在
格
魯
派
中
，
連
宗
喀
巴
也
接
受
這
種
同
時
成
辦
乃
瞬
間

解
脫
的
觀
念
，
不
過
，
他
認
為
，
表
面
上
看
來
是
頓
悟
，
實
際
上
是

許
多
因
緣
聚
會
達
於
成
熟
，
突
然
發
生
作
用
，
而
引
致
那
瞬
間
的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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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
。

宗
喀
巴
以
佛
經
裡
的
一
個
故
事
為
例
，
這
個
故
事
說
在
中
印
度

有
一
位
國
王
，
收
到
一
份
很
貴
重
的
禮
物
，
是
一
個
遙
遠
國
家
的
國

王
送
的
。
這
位
國
王
很
為
難
，
不
知
道
應
回
送
什
麼
好
，
因
為
這
份

禮
物
太
貴
重
了
。
最
後
，
他
去
請
教
釋
迦
牟
尼
佛
。
佛
陀
建
議
他
回

送
一
幅
﹁
生
死
輪
迴
圖
﹂
的
畫
，
描
述
生
死
輪
迴
的
十
二
因
緣
，
並

附
一
首
偈
頌
說
明
此
畫
的
涵
義
。
當
這
位
國
王
派
人
送
這
件
禮
物
去

時
，
他
還
附
了
一
個
口
信
，
告
訴
對
方
應
以
非
常
歡
喜
的
心
情
和
隆

重
的
儀
式
來
迎
接
這
份
禮
物
。

當
那
位
國
王
收
到
這
個
口
信
時
，
他
覺
得
很
好
奇
。
不
過
，
他

顊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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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是
安
排
了
隆
重
的
儀
式
來
迎
接
這
份
禮
物
。
最
後
，
當
他
打
開
禮

物
時
，
他
很
驚
訝
那
不
過
是
小
小
的
一
幅
畫
而
已
。
不
過
他
還
是
仔

細
地
觀
賞
這
幅
畫
，
慢
慢
地
發
覺
它
很
具
深
意
，
然
後
他
讀
了
那
首

偈
頌
，
剎
那
間
，
他
了
悟
了
生
死
輪
迴
的
十
二
因
緣
之
真
義
。
這
個

經
驗
發
生
得
很
突
然
，
看
起
來
完
全
是
看
到
那
幅
畫
及
讀
到
那
首
詩

所
引
致
，
不
過
，
從
宗
喀
巴
的
觀
點
看
來
，
這
件
事
雖
然
看
來
突

然
，
事
實
上
是
許
多
因
緣
聚
會
的
結
果
，
最
後
那
一
片
刻
的
事
件
，

不
過
是
點
燃
頓
悟
經
驗
的
火
花
。

西
藏
的
上
師
雖
然
沒
有
像
禪
宗
棒
喝
的
方
法
，
但
在
大
圓
滿
法

門
裡
，
也
有
一
種
類
似
的
方
法
，
就
是
修
行
者
使
勁
地
大
喊
一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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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
﹂
。
據
說
當
這
個
﹁
呸
﹂
喊
出
來
時
，
妄
念
會
剎
那
間
被
切
斷
，

修
行
者
會
體
驗
到
頓
時
的
了
悟
。
這
種
體
驗
據
稱
是
奇
妙
，
而
無
思

慮
分
別
，
是
一
種
無
念
的
狀
態
。

聖
鐐
鐐
師
鐐
這
個
修
行
者
能
否
維
持
在
此
種
的
狀
態
中
？
這
種

經
驗
是
短
暫
的
？
還
是
延
續
不
斷
的
？

鐐
鐐
鐐
鐐
鐐
薩
迦
班
智
達
︵S

ak
y

a
P

an
d

ita

︶
有
一
首
偈
頌
可

以
用
來
回
答
這
個
問
題
，
這
首
偈
頌
說
，
在
念
與
念
之
間
的
空
隙

中
，
內
在
的
澄
澈
光
明
持
續
地
出
現
。
這
首
偈
頌
暗
示
，
當
你
喊

﹁
呸
﹂
而
頓
然
體
驗
到
任
運
生
起
的
奇
妙
及
無
分
別
心
時
，
你
所
體

驗
到
的
就
是
這
種
光
明
，
也
可
以
稱
之
為
空
性
。
不
過
，
這
種
體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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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短
暫
的
。
據
說
已
累
積
具
足
大
功
德
資
糧
的
人
，
當
因
緣
成
熟

時
，
也
可
證
悟
空
性
。
在
大
圓
滿
法
門
裡
，
如
果
你
的
奇
妙
體
驗
，

能
有
上
師
的
加
持
，
再
加
上
你
自
己
具
足
更
高
的
功
德
資
糧
時
，
你

就
能
夠
提
昇
這
種
體
驗
為
﹁
正
淨
覺
﹂
︵
藏
文rig

p
a

，
英
譯

tru
e

pristine
aw

areness
︶
。
當
你
體
驗
到
這
個
光
明
時
，
整
個
世
界
都
融

會
於
空
性
、
真
如
。

聖
鐐
鐐
師
鐐
我
想
請
教
，
大
圓
滿
當
下
所
出
現
的
光
明
能
夠
維

持
多
久
？
是
一
直
維
持
下
去
而
心
中
不
斷
有
光
明
呢
？
還
是
過
一
段

時
間
就
漸
漸
淡
掉
了
？
還
有
，
光
明
境
出
現
之
後
，
還
有
煩
惱
嗎
？

晚
上
睡
覺
的
時
候
，
夢
裡
的
情
況
怎
麼
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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鐐
鐐
鐐
鐐
鐐
容
我
繼
續
從
大
圓
滿
法
門
的
觀
點
來
講
，
當
我
們

談
到
心
的
光
明
本
性
，
其
實
，
我
們
就
是
在
講
心
識
的
本
質
，
這
個

本
性
是
連
綿
不
斷
的
。
比
方
說
，
水
的
本
性
是
清
澈
的
，
只
要
有
水

在
，
它
的
清
澈
本
性
也
就
會
在
。
當
水
渾
濁
時
，
我
們
就
看
不
到
水

的
清
澈
本
性
。
如
果
我
們
用
棍
子
去
攪
拌
它
，
那
水
就
更
加
渾
濁
。

如
果
要
見
水
的
清
澈
本
性
，
你
就
要
讓
它
靜
止
下
來
。
你
一
旦
停
止

攪
拌
水
，
而
讓
濁
水
靜
止
下
來
，
就
會
重
見
水
的
清
澈
本
性
。
這
個

清
澈
本
性
，
無
須
外
求
，
它
本
來
就
在
渾
濁
的
水
中
。

同
理
，
一
個
人
不
論
他
有
善
念
或
惡
念
，
他
的
心
性
都
一
直
在

那
無
所
不
遍
的
光
明
中
。
從
修
行
的
角
度
來
看
，
不
論
是
善
念
還
是

顊
藏
佛
教
對
談

79



惡
念
，
都
是
阻
礙
我
們
體
驗
光
明
的
絆
腳
石
。
因
此
，
我
們
非
常
強

調
如
何
使
心
識
安
定
下
來
，
如
何
止
息
善
念
與
惡
念
之
遷
流
。
從
這

裡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
禪
宗
的
頓
悟
法
門
和
上
面
所
講
的
有
頗
多
類
似

之
處
。一

個
人
心
中
一
旦
有
了
光
明
的
體
驗
，
他
的
夢
境
馬
上
會
受
到

影
響
，
會
變
得
明
晰
。
不
過
，
這
種
大
圓
滿
的
頓
悟
法
門
有
其
先
決

條
件
，
就
是
要
先
修
一
種
方
法
，
叫
做
﹁
尋
找
心
的
真
面
目
﹂
。
這

種
方
法
就
是
去
分
析
心
的
生
起
、
安
住
、
變
異
和
消
滅
，
其
分
析
的

方
式
相
當
類
似
中
觀
派
的
四
句
邏
輯
。

在
藏
傳
佛
教
中
，
也
有
討
論
同
時
成
辦
奢
摩
他
︵
止
︶
和
毘
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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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
那
︵
觀
︶
的
。
不
過
，
要
達
到
這
種
境
界
，
修
行
者
必
須
至
少
要

修
持
密
乘
的
禪
定
及
密
法
而
達
到
第
八
修
心
層
次
，
要
達
到
這
個
層

次
，
才
能
同
時
成
辦
奢
摩
他
和
毘
婆
奢
那
。

方
才
您
講
到
禪
宗
的
一
種
修
行
方
法
，
讓
修
行
者
去
找
那
個
感

受
到
煩
惱
的
我
，
這
方
法
就
是
要
修
行
者
自
問
﹁
我
是
誰
﹂
、
﹁
誰

在
生
煩
惱
﹂
等
等
。
這
種
方
法
很
接
近
於
中
觀
派
的
像
用
︿
金
剛
屑

因
﹀
的
分
析
方
法
，
這
種
分
析
是
從
因
果
的
角
度
來
看
事
物
。
從
經

典
裡
還
可
以
找
到
其
他
類
似
的
法
門
，
如
月
稱
菩
薩
︵C

handrakirti

，
西
元
六
○
○—

—

六
五
○
年
︶
的
對
﹁
我
﹂
的
七
點
分
析
；
還

有
，
噶
舉
派
的
密
勒
日
巴
尊
者
︵M

ilarep
a

，
西
元
一
○
四
○—

—

漢
藏
佛
教
對
談

81



一
一
二
三
年
︶
也
有
一
種
類
似
的
方
法
，
他
郫
逗
弟
子
不
斷
地
去

找
：
﹁
我
在
哪
裡
？
﹂

還
有
一
點
我
郫
指
出
，
中
觀
派
的
中
心
教
義
之
一
，
就
是
不
斷

地
問
：
﹁
趍
物
的
存
在
，
是
否
如
其
表
面
上
看
起
來
一
樣
的
存
在
？
﹂

在
這
裡
，
我
們
必
須
了
解
空
的
真
正
意
思
。
比
方
說
，
我
們
可
以

問
，
在
我
們
的
眼
前
，
是
否
真
有
小
蟲
。
我
們
仔
細
觀
察
之
後
，
我

們
的
結
論
或
許
是
相
反
的
，
實
在
沒
有
小
蟲
。
不
過
，
這
個
﹁
沒
有
﹂

並
不
等
於
空
無
所
有
。
所
以
，
有
時
候
，
沒
找
到
東
西
等
於
是
找
到

了
。
空
是
我
們
仔
細
觀
察
一
件
存
在
的
趍
物
，
去
找
它
真
正
的
輾
性

後
所
找
到
的
東
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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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嚴
迠
師
霎
有
些
人
以
為
，
當
他
們
自
問
﹁
我
是
誰
﹂
時
，
找

心
找
不
到
，
就
認
為
是
開
悟
了
，
這
會
有
問
題
。
有
很
多
人
是
暫
時

休
息
，
心
中
雖
沒
有
雜
念
，
但
不
是
開
悟
，
這
個
叫
做
頑
空
，
不
是

空
性
的
空
。
所
以
必
須
要
有
老
師
來
考
驗
，
並
且
，
學
生
也
要
自
省

及
自
我
觀
察
日
常
生
活
中
會
不
會
起
煩
惱
，
有
沒
有
執
著
。

所
以
我
剛
才
才
問
，
心
的
光
明
現
前
之
後
，
可
以
維
持
多
久
？

如
果
一
直
維
持
下
去
，
我
們
叫
做
徹
悟
；
沒
有
一
直
維
持
下
去
的

話
，
叫
做
見
性
。
不
過
，
如
果
一
個
人
的
體
驗
不
符
合
中
觀
的
空
性

的
話
，
我
們
也
不
承
認
那
是
真
正
的
徹
悟
。

要
能
真
正
體
驗
到
無
我
，
還
是
要
從
無
所
得
來
修
的
，
因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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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一
個
人
修
行
愈
加
精
進
，
他
會
停
止
追
求
自
己
的
開
悟
，
反
而

專
心
於
幫
助
他
人
。
當
你
不
再
關
心
自
己
的
覺
悟
，
轉
而
全
心
全
力

地
幫
助
他
人
解
脫
煩
惱
時
，
那
才
有
可
能
徹
悟
。

豎
賴
喇
嘛
霎
藏
傳
及
印
度
佛
教
都
有
四
禪
的
八
個
預
備
層
次
，

其
中
，
第
五
個
層
次
是
觀
察
分
析
，
它
的
目
的
是
檢
查
修
行
者
是
否

能
控
制
某
些
強
烈
的
情
緒
。
比
方
說
，
男
修
行
者
就
要
他
觀
想
一
個

綽
人
在
面
前
，
如
果
此
人
在
這
個
時
候
還
有
色
欲
，
這
個
人
就
必
須

再
作
訓
練
。
一
個
已
達
到
初
禪
境
界
的
人
，
應
已
擺
脫
許
多
的
執
著

和
色
欲
，
但
是
，
有
些
人
雖
然
體
驗
到
空
性
，
仍
不
能
去
除
他
們
的

習
氣
，
還
是
有
層
次
不
一
的
色
欲
、
貪
念
和
種
種
執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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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嚴
法
師
，
您
方
才
提
到
一
個
人
能
夠
持
續
不
斷
地
安
住
在
空

性
的
體
驗
中
，
這
樣
的
體
驗
只
有
在
修
行
到
更
高
的
次
第
才
能
成

辦
，
因
為
這
需
要
此
人
能
對
禪
定
及
禪
定
後
的
證
悟
得
到
自
在
。
一

個
修
行
者
在
徹
悟
之
前
，
於
很
多
層
次
中
，
禪
定
及
證
悟
都
是
依
次

生
起
，
並
且
兩
者
互
相
交
替
。
據
說
，
在
徹
悟
時
，
禪
定
和
證
悟
才

會
同
時
發
生
。
從
這
個
觀
點
看
來
，
如
果
能
將
現
證
空
性
的
體
驗
連

續
不
斷
的
維
持
於
禪
定
中
，
那
就
是
徹
悟
了
。

聖
嚴
迠
師
霎
徹
悟
並
不
是
證
阿
羅
漢
果
，
也
不
是
完
全
斷
欲
，

徹
悟
是
從
此
以
後
心
中
對
佛
法
沒
有
疑
惑
。
一
個
徹
悟
的
人
，
不
是

完
全
斷
了
煩
惱
，
還
是
知
道
有
煩
惱
，
但
不
會
讓
它
現
行
，
不
過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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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很
安
心
，
清
楚
自
己
的
狀
況
，
而
且
從
此
以
後
不
會
再
迷
惑
。

禪
宗
不
講
究
漸
修
次
第
，
我
本
人
也
修
持
過
禪
觀
；
不
過
，
見

性
和
體
驗
空
性
更
加
重
要
。
這
好
像
你
從
未
嚐
過
水
而
第
一
次
要
去

嚐
水
的
味
道
，
那
是
你
必
須
親
自
去
體
驗
的
。
體
驗
空
性
也
是
一
樣

的
道
理
，
你
必
須
親
自
去
體
驗
它
，
不
然
你
永
遠
無
法
知
道
，
也
許

你
聽
說
過
，
但
那
是
不
夠
的
。
徹
悟
跟
見
性
不
一
樣
，
見
性
是
開
始

體
驗
空
性
，
見
性
之
後
仍
有
煩
惱
，
有
時
候
還
會
現
行
；
但
是
徹
悟

以
後
，
只
要
心
中
有
煩
惱
，
都
很
清
楚
。

還
有
，
以
禪
宗
的
角
度
來
看
，
徹
悟
並
不
是
維
持
在
禪
定
裡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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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
我
們
第
一
次
對
談
，
這
個
機
會
非
常
難
得
，
但
是
我
們
沒

有
辦
法
深
入
詳
細
地
講
清
楚
，
這
些
問
題
至
少
要
兩
三
天
的
工
夫
才

能
講
清
楚
。

豎
賴
喇
嘛
霎
如
佛
經
所
說
，
對
一
個
現
證
空
性
的
修
行
者
而

言
，
空
性
的
真
諦
是
不
可
思
議
，
超
乎
語
言
文
字
的
。
沒
有
這
種
親

身
的
體
驗
，
空
性
不
過
是
理
鸙
的
和
概
念
的
了
解
而
已
。

我
想
談
談
聖
嚴
法
師
的
人
間
淨
土
運
動
，
這
個
運
動
是
以
每
個

人
心
的
清
淨
為
基
礎
來
建
設
清
淨
的
社
會
和
環
境
。
這
個
運
動
不
僅

相
當
接
近
於
我
個
人
的
方
法
，
也
證
實
了
我
的
方
法
，
這
使
我
感
到

非
常
鼓
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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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常
常
告
訴
人
，
解
脫
輪
迴
和
煩
惱
，
在
某
種
角
度
來
看
，
固

然
是
個
人
自
己
的
事
，
但
更
重
要
的
，
從
社
會
的
角
度
來
看
，
是
建

設
一
個
我
所
謂
的
﹁
社
會
的
涅
槃
境
界
﹂
︵th

e
n

irv
an

a
o

f

society

︶
。
在
這
樣
的
社
會
裡
，
瞋
恨
、
憤
怒
、
嫉
妒
等
負
面
情
緒
以

及
紛
亂
不
安
的
心
境
會
減
少
。
所
以
我
想
今
天
我
們
有
一
個
真
正
的

﹁
心
靈
交
會
﹂
。

我
非
常
感
謝
您
提
倡
的
人
間
淨
土
運
動
。

聖
嚴
迠
師
霎
和
達
賴
喇
嘛
交
談
，
一
點
都
不
像
是
兩
個
來
自
世

界
不
同
角
落
的
人
在
談
話
！
雖
然
我
們
的
語
言
不
同
，
但
是
我
們
基

本
的
想
法
和
觀
念
是
一
致
的
。
謝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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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
賴
喇
嘛
霎
希
望
將
來
我
們
能
夠
有
更
多
像
今
天
這
樣
的
交

談
，
尤
其
如
果
阽
題
是
空
性
的
話
，
我
們
到
中
國
的
五
台
山
再
會
。

聖
嚴
迠
師
霎
但
願
大
家
都
能
再
相
會
五
台
山
上
，
因
為
傳
說
文

殊
師
利
菩
薩
在
地
球
上
的
道
場
就
是
在
五
台
山
。

豎
賴
喇
嘛
霎
假
若
我
們
真
能
有
機
會
在
五
臺
山
上
再
次
見
面
來

談
空
性
，
而
文
殊
師
利
菩
薩
到
時
候
還
是
沒
有
給
我
們
加
持
的
話
，

我
們
也
許
只
好
認
定
文
殊
師
利
菩
薩
是
空
的
！

現
在
我
們
請
在
場
來
賓
提
出
問
題
。

聖
嚴
迠
師
霎
有
這
麼
多
的
問
題
？
難
的
統
統
給
他
，
不
要
給

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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鶆
霎
請
問
聖
嚴
法
師
，
是
禪
屬
於
密
，
還
是
密
屬
於
禪
？

聖
嚴
迠
師
霎
我
不
了
解
密
，
還
沒
學
過
密
，
這
問
題
可
能
由
法

王
回
答
比
較
好
。

不
過
如
果
說
禪
就
是
密
，
密
就
是
禪
，
那
我
們
兩
家
就
是
﹁
學

禪
等
於
學
密
，
學
密
等
於
學
禪
﹂
，
我
想
這
是
有
問
題
的
，
這
當
中

有
同
，
一
定
也
有
不
同
。

豎
賴
喇
嘛
霎
大
體
而
言
，
密
乘
的
殊
勝
之
處
來
自
其
禪
定
修
持

的
嚴
密
。
因
此
，
我
們
縪
密
乘
歸
屬
在
三
藏
中
的
經
藏
，
這
是
因
為

我
們
認
為
密
乘
是
從
禪
定
修
持
的
嚴
密
發
展
而
成
。

鶆
霎
修
持
佛
法
，
要
經
過
聞
、
思
、
修
的
次
第
。
但
若
修
持
空

心
的
對
話

90



性
法
門
，
好
像
有
時
候
只
要
誠
信
就
能
達
成
鸙
慧
的
體
驗
，
請
問
是

否
真
確
？

聖
嚴
迠
師
霎
悟
有
世
間
的
悟
，
有
出
世
間
的
悟
；
有
解
悟
，
有

證
悟
。
解
悟
的
過
程
是
聽
聞
佛
法
，
之
後
自
己
了
解
了
法
，
例
如
聽

到
緣
起
，
知
緣
起
就
是
知
法
，
知
法
就
是
見
佛
，
不
過
這
是
不
是
開

悟
呢
？
我
認
為
這
應
該
只
叫
解
悟
，
可
以
產
生
信
心
。
至
於
證
悟
，

就
要
看
是
不
是
跟
空
慧
相
應
，
是
不
是
體
驗
到
空
慧
了
？
是
不
是
真

正
見
到
了
佛
性
？
所
謂
的
佛
性
，
就
是
空
性
。

豎
賴
喇
嘛
霎
依
藏
傳
佛
教
，
我
們
大
致
上
用
覺
悟
這
個
名
詞
來

指
聖
者
的
證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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鶆
霎
見
性
開
悟
和
修
行
有
何
不
同
？

聖
嚴
迠
師
霎
開
悟
可
能
是
頓
悟
，
如
果
是
善
根
很
深
厚
的
人
，

開
悟
以
前
就
積
蓄
資
糧
，
是
可
能
突
然
間
開
悟
，
悟
後
還
是
要
修

行
，
但
是
一
般
人
的
資
糧
還
不
夠
，
還
是
要
修
行
，
好
好
地
修
行
，

修
身
口
意
三
業
，
然
後
才
可
能
開
悟
。

鶆
霎
徹
悟
後
證
佛
果
位
就
不
用
修
行
與
持
菩
薩
戒
嗎
？
如
此
是

否
與
﹁
世
世
常
行
菩
薩
道
﹂
這
句
盉
有
所
違
背
？

豎
賴
喇
嘛
霎
行
菩
薩
道
可
以
分
兩
方
面
來
講
，
一
方
面
是
行
菩

薩
道
以
自
度
，
就
是
要
成
正
覺
，
成
正
覺
之
後
，
就
不
必
行
菩
薩
道

了
。
另
一
方
面
，
既
已
發
願
利
益
眾
生
，
就
算
成
正
覺
之
後
，
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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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行
菩
薩
道
。

鶆
霎
請
問
聖
嚴
法
師
，
除
了
次
第
以
外
，
有
沒
有
其
他
求
解
脫

的
方
法
？

聖
嚴
迠
師
霎
頓
悟
法
門
就
是
不
講
次
第
的
，
所
以
學
禪
最
好
；

但
是
諸
位
不
要
認
為
可
以
佔
這
個
便
宜
，
因
為
如
果
你
已
經
是
在
那

種
頓
悟
的
狀
況
下
，
自
然
不
必
次
第
，
但
是
開
悟
以
後
，
還
是
要
修

行
。

其
實
有
的
人
在
果
位
上
修
，
有
的
人
在
因
位
上
修
。
所
謂
在
果

位
上
修
，
例
如
成
了
佛
以
後
的
釋
迦
牟
尼
，
照
樣
還
要
每
天
打
坐
。

我
也
問
過
達
賴
喇
嘛
，
他
每
天
鰶
麼
修
行
，
照
理
說
，
他
已
經
是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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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成
就
者
，
應
該
不
必
修
行
才
對
，
因
為
已
經
成
就
了
。
可
是
他
告

訴
我
，
他
每
天
大
概
用
三
到
四
個
小
時
打
坐
、
拜
佛
，
中
國
禪
宗
的

祖
師
也
是
一
樣
。

鶆
霎
請
問
聖
嚴
法
師
，
要
了
解
空
性
的
話
，
必
須
要
遮
除
什

麼
？
去
除
什
麼
？
真
如
又
是
什
麼
？

聖
嚴
迠
師
霎
空
性
的
意
思
是
要
斷
兩
個
極
端
，
一
個
是
實
有
，

另
一
個
是
虛
無
，
但
也
不
能
執
著
中
間
。
這
叫
做
中
道
，
是
中
觀
派

的
教
義
。

真
如
則
是
唯
識
和
如
來
藏
的
教
義
，
了
解
真
如
很
簡
單
：
你
知

道
有
煩
惱
，
煩
惱
就
是
真
如
。
不
過
，
愚
癡
的
人
，
經
常
情
緒
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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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根
本
不
知
道
自
己
有
煩
惱
，
這
個
人
是
不
知
道
有
真
如
的
；
如

果
對
自
己
的
煩
惱
、
情
緒
很
清
楚
，
就
是
跟
真
如
相
應
，
因
為
煩
惱

全
部
斷
盡
，
微
細
的
無
明
全
部
斷
盡
了
，
就
是
成
佛
了
。

所
以
我
說
煩
惱
就
是
真
如
，
如
果
沒
有
煩
惱
，
真
如
也
不
存

在
，
真
如
只
是
個
假
名
字
。

鶆
霎
請
問
聖
嚴
法
師
，
光
靠
方
便
，
就
能
成
佛
嗎
？
光
靠
鸙
慧

呢
？

聖
嚴
迠
師
霎
︹
對
現
場
翻
譯
說
︺
鰶
麼
老
是
問
我
？
再
找
找

看
，
有
沒
有
問
題
給
法
王
的
？
︹
台
下
觀
眾
笑
︺

鶆
霎
請
問
兩
位
大
師
對
神
通
的
看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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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
賴
喇
嘛
霎
我
舉
我
的
老
師
林
仁
波
切
為
例
，
我
常
常
問
林
仁

波
切
一
些
問
題
，
他
的
回
答
有
時
候
非
常
奇
怪
。
有
一
天
，
我
開
始

懷
疑
他
是
否
有
其
他
特
殊
能
力
。
所
以
我
問
他
：
﹁
您
有
沒
有
神
通

的
經
驗
？
﹂
他
說
：
﹁
我
不
知
道
，
不
過
有
時
候
我
心
裡
會
很
奇
怪

地
知
道
某
些
事
情
。
﹂
所
以
，
神
通
似
乎
是
可
能
的
。

當
然
，
我
也
遇
到
過
一
些
人
號
稱
有
神
通
，
但
我
很
懷
疑
。
我

從
小
就
跟
隨
林
仁
波
切
，
所
以
我
信
任
他
。
但
我
遇
到
一
些
人
自
稱

有
神
通
及
預
知
能
力
，
不
過
我
很
懷
疑
他
們
。
當
我
訪
問
台
灣
時
，

我
見
到
許
多
西
藏
的
喇
嘛
，
我
就
警
告
他
們
，
沒
有
高
深
的
領
悟
，

就
不
要
假
裝
，
尤
其
不
要
假
裝
有
神
通
及
預
知
能
力
，
因
為
會
被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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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拆
穿
的
。

至
於
預
知
或
神
通
，
我
們
可
以
說
，
理
論
上
心
識
本
來
就
有
了

知
的
能
力
，
就
是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
我
們
有
時
候
也
會
有
預
感
。
比

方
說
早
上
會
有
一
種
預
感
或
直
覺
，
今
天
會
發
生
什
麼
事
情
。
我
認

為
，
這
代
表
我
們
每
個
人
都
有
預
知
能
力
的
種
子
。
透
過
禪
修
的
訓

練
能
使
我
們
的
心
念
愈
來
愈
集
中
，
記
憶
力
及
覺
照
力
也
愈
來
愈

強
，
一
旦
記
憶
經
驗
的
能
力
變
得
非
常
敏
銳
，
預
知
的
潛
力
就
會
增

加
。

根
據
這
個
理
論
，
我
們
至
少
可
以
相
信
預
知
的
可
能
性
。
所

以
，
預
知
或
神
通
似
乎
以
不
同
的
形
態
發
生
在
不
同
的
人
身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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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第
七
世
達
賴
喇
嘛
的
時
期
，
有
位
名
僧
達
普
•
羅
桑
登
貝
堅

贊
︵D

ag-pu-L
obsang-D

enbe-G
yalsten

，
西
元
一
七
一
四—

—

一
七

六
二
年
︶
，
他
是
公
認
為
有
神
通
的
。
有
一
次
，
一
位
格
魯
派
大

師
，
章
嘉
乳
貝
多
傑
︵Jang-gya-R

olbay-D
orjay

，
西
元
一
七
一
七

—
—

一
七
八
六
年
︶
問
他
：
﹁
這
些
預
知
能
力
是
如
何
在
你
的
心
中

生
起
？
﹂
達
普
•
羅
桑
登
貝
堅
贊
回
答
說
，
每
次
他
必
須
認
真
的
思

考
一
個
問
題
時
，
他
就
縪
心
專
注
在
腦
中
第
一
個
出
現
的
形
像
上
，

通
常
是
一
個
鈴
的
形
像
。
在
這
個
鈴
上
方
，
就
會
出
現
一
些
形
像
或

圖
案
，
他
的
預
知
，
就
是
從
這
些
影
像
圖
案
中
生
起
。

誠
然
，
無
上
瑜
伽
密
確
有
修
行
的
方
法
教
人
如
何
能
得
到
這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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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通
，
佛
經
裡
面
也
提
到
神
通
，
不
過
通
常
限
於
眼
通
或
耳
通
，
而

非
嗅
覺
的
神
通
。
就
是
在
我
們
日
常
生
活
裡
面
，
我
們
有
時
候
也
可

以
用
視
覺
或
聽
覺
來
辨
識
一
個
遠
方
的
東
西
，
但
不
可
能
用
嗅
覺
。

因
此
，
神
通
的
能
力
也
是
有
限
的
。

聖
嚴
迠
師
霎
信
仰
佛
教
的
人
一
定
相
信
有
神
通
，
如
果
佛
教
徒

不
相
信
有
神
通
，
也
是
很
奇
怪
。
但
是
從
釋
迦
牟
尼
佛
開
始
，
就
告

誡
弟
子
們
不
要
隨
便
用
神
通
；
中
國
禪
宗
的
禪
師
，
也
特
別
禁
止
弟

子
們
表
現
神
通
或
說
神
通
。

愚
癡
的
人
希
望
求
神
通
來
幫
助
自
己
，
有
鸙
慧
的
人
則
是
用
鸙

慧
來
處
理
所
有
的
問
題
，
用
鸙
慧
處
理
問
題
是
一
勞
永
逸
，
絕
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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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縪
問
題
全
部
解
決
，
但
如
果
用
神
通
處
理
問
題
，
只
是
臨
時
的
、

暫
時
的
。
所
以
最
好
求
鸙
慧
吧
！
所
以
我
們
這
次
對
話
的
阽
題
是
鸙

慧
法
門
，
不
是
神
通
法
門
。

豎
賴
喇
嘛
霎
我
藉
這
個
機
會
特
別
感
謝
聖
嚴
法
師
。

聖
嚴
迠
師
霎
謝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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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賴
喇
嘛
簡
介

一
九
三
五
年
七
月
六
日
，
第
十
四
世
達
賴
喇
嘛
丹
增
嘉
措
，
誕

生
於
西
藏
東
部
安
多
地
區
塔
爾
寺
附
近
一
個
稱
為
﹁
達
采
﹂
的
小
鎮

農
家
中
。
二
歲
時
，
被
確
認
為
第
十
三
世
達
賴
喇
嘛
的
轉
世
靈
童
。

一
九
四
○
年
，
達
賴
喇
嘛
坐
床
典
禮
在
布
達
拉
宮
隆
重
舉
行
，

正
式
升
座
為
西
藏
人
緯
的
精
神
領
袖
。
並
在
大
昭
寺
舉
行
剃
度
儀

式
，
開
始
接
受
佛
法
教
育
。
而
在
二
十
四
歲
時
接
受
三
大
寺
的
初
級

測
驗
，
並
於
每
年
臘
月
舉
行
的
默
朗
木
慶
典
時
參
加
拉
薩
大
昭
寺
舉

行
的
最
後
大
考
。
最
後
，
達
賴
喇
嘛
以
優
異
的
成
績
通
過
這
場
考

達
賴
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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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
並
且
獲
得
格
西
拉
然
巴
學
位
︵
即
佛
學
博
皆
︶
。

一
九
五
九
年
，
達
賴
喇
嘛
離
開
西
藏
流
亡
印
度
，
駐
錫
於
印
度

北
部
的
達
蘭
莎
拉
至
今
。

達
賴
喇
嘛
認
為
世
界
上
各
種
不
同
宗
教
信
仰
的
人
，
應
該
更
深

切
地
互
相
了
解
與
尊
重
，
他
不
斷
宣
揚
相
互
信
任
與
包
容
的
重
要
，

並
強
調
愛
心
、
悲
心
及
慈
心
的
彰
顯
以
及
對
世
界
大
同
的
責
任
。

因
此
，
達
賴
喇
嘛
成
為
眾
所
周
知
的
學
者
、
和
平
使
者
、
人
類

代
言
人
，
面
對
世
界
不
同
宗
教
信
仰
，
達
賴
喇
嘛
扮
演
著
培
養
包
容

及
和
諧
關
係
的
重
要
角
色
，
同
時
也
因
為
肯
定
他
對
西
藏
人
緯
的
領

導
能
力
，
一
九
八
九
年
榮
獲
諾
貝
爾
和
平
獎
的
殊
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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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智慧隨身書》共分十一系列

陸續企畫出版中

一、學佛入門：

      （1）修行進程

      （2）教義教理

      （3）聖者故事

二、生活實用：

      （1）日常修行

      （2）佛化家庭

      （3）臨終關懷

三、心靈成長

四、智慧對話

五、精進禪修

六、智慧語錄

七、無盡身教

八、心的對談

九、英文流通

十、法鼓法音

十一、影音系列



「佛法這麼好，知道的人那麼少，誤解的人卻這

麼多！」這是聖嚴法師數十年來苦學苦修、矢志弘

揚正信佛法的悲願，而「法鼓山」的創建，正是為

了承擔起續佛慧命、為眾生得離苦的使命。

1989年，聖嚴法師於當時的臺北縣金山鄉覓得一

塊山林地，命名為「法鼓山」，以建設一個弘傳漢

傳佛教、推動教育的「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為願

景，歷經十六年的建設，在2005年10月落成開山。

以「心靈環保」為核心主軸的法鼓山，是一個推

動精神啟蒙運動的生活教育團體，提倡心靈、禮

儀、生活、自然等「四種環保」，將佛法的精神與

內涵轉化為具體可行的「心五四運動」，同時致力

以「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三大教育，具體落

實「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並透

過國際弘化與交流合作，以全人類為關懷對象，成

就世界淨化、心靈建設的工程。

法鼓山更因應時代需求，以漢傳禪佛教為基本立

場，融攝各系諸宗，開展出「中華禪法鼓宗」，以

帶動現代觀念與思想，活用佛法於現代人間需要，

祈能以佛法慈悲智慧的鼓聲，使人人都能夠得安

樂，讓人間社會成為清淨、祥和的樂土。

法鼓山簡介



法鼓山全球資訊網 http://www.ddm.org.tw

國內分院道場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Tel：（02）2498-7171  Fax：（02）2498-9029

  20842新北市金山區三界里7鄰法鼓路555號
●北投雲來寺（行政中心） 

  Tel：（02）2893-9966  Fax：（02）2893-9911

  11244臺北市北投區公館路186號
●北投農禪寺

  Tel：（02）2893-3161  Fax：（02）2895-8969

  11268臺北市北投區大業路65巷89號 
●法鼓德貴學苑

  Tel ：（02）8978-2081（青年院）

          （02）2381-2345（人基會）

          （02）8978-2110（法鼓大學籌備處）

  10044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77號
●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

  Tel ：（02）2892-6111  Fax：（02）2893-0043

  11246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76號
●臺北安和分院

  Tel ：（02）2778-5007~9  Fax：（02）2778-0807

  10688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9號10樓
●三峽天南寺

  Tel ：（02）8676-2556  Fax：（02）8676-1060

  23743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二段138巷168號

法鼓山全球通訊錄



●桃園齋明寺

  Tel ：（03）380-1426  Fax：（03）389-4262

  33561桃園縣大溪鎮齋明街153號 
●桃園齋明別苑

  Tel ：（03）315-1581

  30050桃園縣桃園市大業路一段361號
●臺中分院

  Tel：（04）2255-0665  Fax：（04）2255-0763

  40758臺中市西屯區府會園道169號1-2樓
●臺中寶雲別苑

  Tel：（04）2465-6899

  40764臺中市西屯區西平南巷6-6號
●南投德華寺

  Tel ：（049）242-3025  Fax：（049）242-3032

  54547南投縣埔里鎮清新里延年巷33號
●臺南雲集寺

  Tel ：（06）721-1295  Fax：（06）723-6208

  72242臺南市佳里區六安里六安街218號
●臺南分院

  Tel ：（06）220-6329  Fax：（06）226-4289

  70444臺南市北區西門路三段159號14樓
●高雄紫雲寺

  Tel ：（07）732-1380  Fax：（07）731-3402

  83341高雄市鳥松區鳥松里忠孝路52號
●臺東信行寺

  Tel ：（089）225-199  Fax：（089）239-477

  95059臺東縣臺東市更生北路132巷36號

法鼓山全球通訊錄



海外分院道場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

  Tel： (1-718) 592-6593  Fax： (1-718) 592-0717

  90-56 Corona Ave., Elmhurst, NY 11373, U.S.A.

  http://www.chancenter.org

●美國紐約象岡道場

  Tel： (1-845) 744-8114  Fax： (1-845) 744-8483

  184 Quannacut Rd., Pine Bush, NY 12566, U.S.A.  

  http://www.dharmadrumretreat.org

●美國洛杉磯道場

  Tel： (1-626) 350-4388

  4530 N. Peck Rd., EI Monte, CA 91732 

  http://www.ddmbala.org

●加拿大溫哥華道場

  Tel： (1-604) 277-1357  Fax： (1-604) 277-1352

  8240 No.5 Rd., Richmond, B.C. V6Y 2V4, Canada 

  http://www.ddmba.ca

●加拿大護法會安省多倫多分會

  Tel： (1-416) 855-0531

  1027 McNicoll Avenue Toronto, ON M1W 3W6, Canada

  http://www.ddmba-ontario.ca

●澳洲護法會雪梨分會

  Tel： (61-4)1318-5603  Fax： (61-2)9283-3168

  http://www.ddm.org.au

●澳洲護法會墨爾本分會

  Tel： (61-3)8822-3187

  1/38 McDowall Street, Mitcham, Victoria 3132, Australia

  http://www.ddmmelbourne.org.au

法鼓山全球通訊錄



●盧森堡聯絡處

  Tel： (352)400-080  Fax： (352)290-311

  15, Rue Jean Schaack L-2563 Luxembourg

  E-mail： ddm@chan.lu

●法鼓山馬來西亞道場

  Tel： (60-3) 7960-0841  Fax： (60-3) 7960-0842

  Block B-3-16, 8 Ave., Pusat Perdagangan Sek. 8, Jalan 

  Sg. Jernih,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http://www.ddm.org.my

●新加坡護法會

  Tel： (65) 6735-5900  Fax： (65) 6224-2655

  38 Carpmael Rd., Singapore 429781 

  http://www.ddsingapore.org

●香港護法會

  Tel： (852) 2865-3110  Fax： (852) 2591-4810

  香港九龍荔枝角永康街23-27號安泰工業大廈B座 2樓203室

   Room 203 2/F, Block B, Alexandra Industrial Building 

  23-27 Wing Hong St., Lai Chi Kok, Kowloon, Hong Kong   

  http://www.ddmhk.org.hk

●泰國護法會

  Tel： (66-2) 713-7815  Fax： (66-2) 713-7638

  1471. Soi 31/1 Pattnakarn Rd. 10250 Bangkok Thailand

  E-mail： ddmbkk2005@gmail.com

法鼓山全球通訊錄



財團法人聖嚴教育基金會簡介

財團法人聖嚴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於

2006年1月18日，由教育部核准成立。本會以推廣

聖嚴法師所倡「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之

思想理念來淨化人心、淨化社會的教育事業為宗

旨。聖嚴法師的思想理念，著眼於人間淨土的闡揚

實現，其一生均致力於將佛法融入現代人的生活，

以佛法來提昇現代人的生活與品質。希望宗教界、

學術界及有興趣、有願心的人士均能加入此方面的

探討、研究及實踐。

本會依此宗旨，推動下列相關工作：

一、主要是對聖嚴法師之平面書刊、影音資訊等

各種之著作文獻文物，蒐集、整理、研究、分層

次、分類別、翻譯、編印、製作、發行、推廣、弘

揚，贈送至全球各個社會層面，以期人類品質普遍

提昇，處處可見人間淨土之實現。

二、次要則為獎助與聖嚴法師思想理念相契相同

的佛教教育之推動、佛教學術之研究、佛教著作之

出版，以及與淨化人心、淨化社會等相關之教育項

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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