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斌
、
卡
二
部
經
典
以
文
字
語
言
何
一
心

裁
佛
陀
的
一
代
教
化
，
佛
教
藝
街
圳

經
由
其
善
美
的

ν
感
覺
傳
遮
著
佛
陀
的

悲
智
，
包
們
是
佛
教
文
化
中
的
兩
大

文
流

~
J

從
印
度
到
中
國
句

P
臼
象
做
佈

陀
的
足
印
、
法
輪
乃
至
立
體
叫
壯
成
的

條
雕
像
，
佛
教
藝
術
速
通
國
像
、
雕

塑
、
彩
繪
、
建
立
哲
等
視
覺
的
達
到
和

空
間
的
景
觀
，
具
像
而
生
動
地
表
達

出
深
遠
的
佛
注
意
境
?
引
導
人
們
經

白
色
塵
的
接
觸
，
進
而
淨
化
身
心
?

進
入
佛
菩
薩
的
世
界
一
J

這
是
在
佛
教

傳
播
中
。
一
種
無
十
一
口
的
教
化
，
佛
共

中
重
要
的
義
理
品
正
在
人
間
流
傳
。

此
次
由
於
、
高
的
伴
紫
竹
林
村
合
第
二

、
去
一
期
室
內
裝
璜
設
計
工
程
進
行
的

因
緣
9

本
刊
特
地
邀
請
留
法
設
計
師

黃
河
先
生
撰
文
介
紹
「
佛
教
藝
街
」

'
清
主
能
引
導
讀
者
縱
究
佛
教
藝
術

約
廣
表
與
蛛
絲
，
進
一
步
了
解
其
宗

教
原
始
精
神
與
象
做
意
義
(

|
編
輯
缸

1 
佛
陀
附
剛
入
滅
，
囑
咐
阿
難•• 

「
汝

刊
叫
佛
滅
皮
後
?
如
復
覆
護
，
失
所
恃

耶
:
切
迪
斯
觀
，
找
成
佛
來

9

所
說

從
戚
，
即
是
護
川
仗
，
是
汝
所
特
o

」

將
均
在
卅
?
以
一
一
一
川
教
、
身
教
?
不
服

各
前
方
便
挨
門
巧
雪
問
亦
快
主
明
叭
m
A

切
真
相
。
你
滅
皮
後

9

後
人
無
法
仟

貌
特
釋
品
等
說
法
，
為
遵
循
遺
教
、
精

進
修
防

4

乃
依
佛
陀
所
說
經
教
戒
律

整
理
關
揚
，
以
之
恭
敬
奉
行
。
其
中

?
訴
諸
文
字
者
?
即
是
經
律
論
三
藏

的
的
架
時
，
顯
以
形
判
者
，
則
是
佛
教

劉
志
例
。
由
此
叮
知
，
佛
教
藝
術
的
表

駝
，
賞
梅
山
有
其
特
定
的
意
義
與
規
範

υ

然
而
你
溯
佛
教
歷
史
的
發
展
?
州
州

川
市
巾
於
時
代
、
卅
一
理
環
境
等
不
同
背

民
肉
來
的
影
響
。
導
致
山
玩
各
特
宗

派
的
興
衰
近
近
偵
繪
了
佛
教
藝
術
也

叫
你
於
這
些
歷
史
的
勢
遷
而
表
現
了
繁

梭
的
問
貌
。
故
欲
求
正
道
?
必
須
先

明
了
芯
仰
本
懷
、
探
究
佛
法
的
真
實

義
，
以
免
因
為
將
吏
的
狂
濤
而
{
穿
鑿

附
會
。
淹
沒
水
義
的
打
致
迷
失
方
向
。

本
寸
、
著
重
在
從
原
始
佛
教
到
一
術
的

開
展
，
概
括
性
地
介
紹
佛
教
藝
術
普

遍
性
的
表
現
?
不
涉
及
主
觀
審
美
價

值
的
判
斷
?
也
避
免
佛
教
藝
術
在
歷

史
脈
絡
中
所
受
到
地
域
性
風
格
的
回

限
?
冀
望
能
提
供
請
者
認
識
佛
教
藝

術
在
宗
教
與
形
而
上
的
原
始
精
神
與

象
徵
意
義
。

談
以
段
，
佛
教
藹
術
的
範
疇
?
實
應
泊

參
仟
元
整
:

寇
偉

貳
仟
元
整
:

賴
志
賢
吳
有
容

林
麗
珠

士
中
且
仟
伍
佰
元
整
•• 

會
和
宮
何
清
旗

主
雕
刻
、
繪
畫
與
工
太
建
築
三

-
K八
部

分
，
而
此
三
名
其
有
機
的
關
係
殊
對

分
離
、
無
必
軒
鞋
。
儀
管
如
此
，
若

能
透
過
各
種
造
型
表
現
，
予
以
知
性

的
嚴
省
解
析
，
進
而
觀
的
…
輕
體
完
美

和
諧
的
秩
序
展
現
，
更
可
領
略
、
感

悟
佛
教
塾
街
的
奧
妙
與
深
義
1
.

。
ι

土
木
建
築

• 
f井
士苦

兜
平
塔
婆
，
簡
稱
塔
婆
或
塔
，
是
供

奉
佛
陀
舍
利
的
圓
球
型
建
築
物
。
這

些
古
印
度
的
仰
塔
，
是
在
方
形
的
基

踩
上
，
以
土
、
石
或
磚
瓦
的
時
砌
的
，

招
回
伙
奉
金
利
?
廿
拉
住
四
周
再
以
石

問
一
固
糕
，
這
只
印
度
風
俗
l
!
i火
葬

後
遺
骨
的
努
法
有
關
。
很
據
這
宜
說

「
甘
心
依
梵
←
卒
，
煙
佛
骨
所
，
名
曰
塔

婆
。
-•••. 

-
攸
如
居
二
一
一
月
;
方
墳
塚
也
」

塔
，
狀
奉
〈
卅
日
利
的
塔
婆
，
對
佛
教
徒

而
一
一
一
-
H乃
是
最
神
聖
的
聖
地
。
因
此
每

個
時
代
、
地
區
，
佛
教
徒
對
於
惜
們
的

某
構
7

皆
極
盡
比
(
莊
蝦
、
千
美
觀7
以

供
瞻
仰
稍
卉
。
仰
教
針
引
術
之
、
拉
腦
學

於
焉
形
成
。

現
統
在
此
建
築
物
四
闊
的
石
坦
，

其
表
面
裝
的
以
浮
雕
，
阿
時
沿
著
半

球
刑
們
研
注
浩
石
削
欄
及
們
，
於
附

及
u浩
劫
?
以
宣
口
阿
佛
法
的
。
被
女
也

佛
教
伽
藍
鬥
前
或
塔
旁
則
作
了
們
U
U以

標
立
之
。

-
h
屈
院

出
個
院
的
掀
起
?
除
持
綺
原
始
穴
闊

的
古
風
之
外
，
月
十
期
僧
侶
於
兩
季
不

便
也
外
遊
化
時
，
即
居
於
，
不
/
混
夏
涼

的
是
聽
右
室
中
靜
修
禪
定
。
在
古
代

﹒
石
窟
的
做
鑿
，
確
實
較
以
碎
石
建

造
寺
院
來
得
經
濟
，
因
此
由
單
純
的

修
仟
小
方
窟
發
展
出
較
具
規
模
的
窟

院
形
態
?
也
是
極
自
然
之
趨
勢
。
此

外
伽
藍
、
僧
院
，
也
都
各
有
其
特
定

h
加
或
失
聆
訊

E
J

」
H
d
'

阿
文
革

H
d
川y
t


-
v
-
r
v
/
(
4

志
一
i
T
L
O
A爪
U
h
4
υ

妥
仗
孟
苦
訓
們
的

H
i
i
i
J
J

現
形
志
，
比
白
足
以
象
徵
物
或
符
號
來

表
現
釋
母
或
釋
憊
生
慌
。
依
考
譚
立

場
，
塑
造
佛
像
的
緣
起
，
而
除
了
深

受
挫
陀
綠
地
力
的
雕
刻
藝
術
、
及
希

臘
技
術
表
現
的
影
響
之
外
，
實
與
大

乘
叫
札
垠
的
閱
(
此
有
何
密
切
的
關
係
。

早
期
佛
教
的
造
像
是
來
自
信
殼
的

飯
把
崇
拜
、
一
修
咱
們
H
禪
定
及
弘
化
功
能

的
需
求
。
今
日
所
能
見
到
遺
留
有
較

多
的
佛
像
的
地
區
，
係
中
印
度
北
郡

的
位
陀
結
(
但
陀
經
令
屬
巴
基
斯
盯
叫
一

臼
一
是
瓦
地
區
)
.
其
年
代
最
早
可
推

平
一
間
一
兀
仗
紀
中
菜
，
此
一
地
區
的

壹
仟
壹
佰
元
整
:

張
中
堅

壹
仟
元
整
;

釋
天
鈞
林
高
目
如

顏
瓊
在
柳
盡
如

李
秋
油
柯
淑
珍

主
蓮
殊
褚
艾
石

游
啟
民

顧
翊
民

蔡
謀
士
口

許
王
英

李
蕭
月
娥

捌
佑
元
整

劉
淑
珍

的
型
制
，
在
此
從
峙
。

3

離
制
約

，
情
與
主
口
最
像

上
述
介
紹
佛
培
時
，
曾
提
及
原
始

佛
教
時
代
原
是
無
佛
像
的
。
然
而
增

一
阿
合
經
卷
二
十
八
，
卻
載
有
價
填

至
造
像
的
事
竄
，
似
謂
佛
陀
在
世
已

有
造
像
之
事
實
。
但
十
詞
律
一
一
去
了
「

佛
身
像
不
應
作
L

，
們
母
一
小
主
張
、
對

他
作
形
式
上
的
偶
像
崇
拜
，
小
乘
佛

教
則
拳
之
為
金
科
玉
律
。
人
7

且
證
諸

張
靜
鑒

傅
金
圳

陳
良
存

陸
佰
元
整

•. 

蕭
世
芳

伍
佰
元
整
•. 

陳
地
利
謝
昆
益

季
炳
輝
鎧
趙
習

占
間
草
美
主
莘
珠

王
碧
玉
朱
春
柳

黃
河

佛
像
雕
刻
技
贅
，
是
採
和
印
度
和
希

臘
的
色
彩
而
獨
樹
一
幟
的
健
陀
雄
風

格
。
這
些
佛
像
，
於
造
像
上
尚
未
受

到
回
像
學
的
制
約
，
個
形
像
上
已
出

現
了
肉
腎
、
且
是
以
及
手
足
鰻
網
相

。
佛
像
的
形
態
、
式
樣
隨
時
代
、
地

域
在
演
變
一
者
?
也
有
部
分
特
微
不
因

待
、
山
山
地
問
變
?
此
即
如
目
度
論
、
涅

槃
經
、
無
量
義
經
等
經
典
所
明
一
示
佛

的
三
十
三
六
人
相
|
l
l

超
凡
的
具
體

表
徵
。
這
些
相
不
僅
如
來
所
具
備
，

共
後
一
菩
薩
也
被
認
為
具
有
此
瑞
相
?

因
此
於
造
各
菩
薩
像
時
，
也
成
為
佛

菩
薩
身
體
應
有
的
特
徵
。

張
朝
泉

林
淑
惠

謝
宗
哲

鼓
鳳
如

長
明
森

吳
鳳
緩

陳
月
梅

邱
美
玉

魏
廷
芳

許
金
桐

何
彥
治

張
炳
輝

謝
素
芬

無
名
氏

謝
春
滿
吳
士
日
陽

方
明
理
方
乃
寬

林
秀
蓬
頭
金
占

葉
美
伶
吳
佩
蓉

李
泰
仰
呂
章

李
吳
碧
雲
廖
桃

肆
佰
元
整
﹒
.

e
C

一
相
是
一
目
瞭
然
的
相
﹒
平

品
市
如
苦
的
有
肉
者
相
、
白
一
-
一
定
相
光

、
于
足
糢
桐
柏
等
，
另
外
還
有
更
為

詳
細
的
八
十
極
好
，
或
稱
八
十
種
妙

奸
。
叫
好
端
一
止
，
約
能
形
成
圓
滿
的

佛
像
尊
容
。
因
此
，
無
論
釋
迦
佛
、

阿
彌
陀
佛
或
者
藥
師
佛
皆
具
備
三
十

二
相
、
八
!
種
好
的
共
通
特
徵
，
所

以
至
門
口
巾
只
親
臨
佛
像
尊
容
，
就
難
以

辨
別
是
那
一
尊
佛
。
欲
識
別
佛
的
尊

號
，
U
八
有
以
佛
雙
手
的
手
勢
去
區
別

'
印
相
與
持
如

每
一
台
7

佛
的
手
勢
都
有
嚴
格
的
規

定
。
白
手
的
位
置
、
手
指
的
居
節
可

以
辨
別
是
那
一
尊
佛
，
此
種
白
手
、

指
所
表
現
的
手
勢
叫
「
結
印
」

0

印

又
叫
「
印
相
」
、
「
印
契
」

o

觀
賞

佛
像
首
先
即
要
問
暸
如
來
的
印
相
，

否
則
便
無
法
識
別
佛
的
尊
號
。
至
於

印
怕
，
則
是
起
因
於
佛
陀
在
世
時
特

定
的
一
行
為
姿
態
，
此
後
便
不
限
於
釋

峙m
r佛
像
，
也
被
應
用
到
其
他
佛
像
，

到
了
育
救
閱
(
起
後
，
發
展
更
加
夜
難

ο

倆
一
遇
有
的
印
相
有
縛
法
輪
印
斗
胞

的
烈
反
印
與
願
印
，
其
中
釋
迦
牟
尼
佛

的
降
脫
印
(
觸
地
印
)
，
阿
彌
陀
佛

以
雙
-
J
展
開
的
九
種
印
相
(
上
品
上

生
印
以
至
下
口
附
下
生
印
)
，
大
臼
如

來
的
科
拳
印
郎
(
一
位
界
定
印
-
z
e
-
-等
係

收
只
代
表
性
的
印
徊
。
從
各
種
印
相

的
名
稱
﹒
即
可
明
白
其
特
定
的
意
義

。
然
而
以
印
相
識
別
佛
的
尊
號
，
也

有
難
以
分
別
的
時
候
，
如
釋
迦
佛
但
(

藥
師
佛
?
不
僅
三
十
二
相
八
十
種
好

，
連
印
相
也
完
全
相
同
，
因
此
古
時

進
佛
師
運
用
造
型
的
智
慧
，
以
藥
師

如
來
是
救
一
切
眾
生
病
苦
的
佛
，
而

讓
樂
師
佛
手
持
藥
壺
，
則
可
一
白
了

然
。
除
藥
師
佛
手
執
藥
壺
外
，
其
他

的
佛
像
一
般
手
中
並
無
持
物
。
至
於

菩
薩
像
、
明
王
像
、
諸
天
神
像
等
所

持
之
物
，
均
依
其
本
顧
之
不
同
而
大

有
差
別
。
多
數
持
物
屬
於
花
果
類
的

有
蓮
華
、
蒲
桃
;
武
器
類
的
有
金
制

杆
、
劍
、
三
的
科
叉
;
扭
曲
具
類
則
有
錫

杖
、
如
苦
心
、
寶
瓶
裝
寸
。
觀
賞
佛
教
璽

術
時
，
為
求
正
確
的
了
解
，
必
先
理

解
其
造
型
上
特
別
的
約
束
，
與
特
殊

的
表
現
方
法
，
此
種
約
束
與
規
定
即

依
佛
教
中
的
儀
軌
而
來
，
而
有
關
這

些
問
題
的
學
問
則
稱
之
為
圖
像
學
。

前
述
及
的
佛
像
時
旱
情
合
只
及
於
如
來

佛
像
所
共
有
的
特
徵

7

然
就
廣
義
佛

像
而

-
t一口
，
則
包
括
菩
薩
、
羅
漢
、
明

謝
蝸
明

一
林
世
原

蘇
育
德

參
佰
一
兀
整1

「
莊
宏
志
{
陳
俊
銘

A莊
宏
進

ι陳
俊
郎

在
宏
仁
顱
俊
維 林

麗
香

邱
依
恩

具
稿
榮

率
沈
達

(
尹
琪

(
尹
文

黃
春
泰

貳
佰
元
整
:

場
振
惠
黃
鈺
婷

玉
、
諾
夫
等
一
切
佛
教
造
像
。
釋
迦

佛
像
一
般
為
出
家
男
相
，
身
著
製
沖
氓

，
剃
除
鬚
髮
，
不
戴
寶
冠
環
路
，
也

有
右
手
指
天
、
左
手
指
地
裸
身
的
誕

生
佛
像
c

菩
薩
像
則
不
羈
於
男
女
相

，
一
般
頭
戴
寶
冠
、
矮
的
咕
，
比
照
皇

宮
太
子
的
形
相
。
羅
漢
像
是
出
家
沙

門
桐
，
明
王
像
則
呈

A
Y心怒
相
。
話
天

像
或
身
一
老
武
裝
、
或
失
形
、
或
神
形

、
或
鬼
形
、
或
童
子
形
.. 

-
;
等
。
至

於
佛
像
的
印
契
、
持
物
、
身
色
等
也

頗
不
相
同
o

佛
像
姿
態

•. 

如
來
多
為

結
珈
跌
坐
，
菩
薩
多
為
立
像
，
明
主

、
天
都
多
為
斜
立
像
，
但
並
非
一
定

門
叫
L
U

〉

有
U
F
f仲
伊
仁

-
K
A
口
與
1月
之

庄
台
與
背
光
和
佛
像
具
有
不
可
八
刀

敵
的
關
係

O

座
台
種
類
頗
多
，
任
何

佛
像
都
各
有
一
個
座
台
，
最
普
遍
的

是
蓮
花
座
，
實
乃
因
為
蓮
花
在
佛
注

巾
有
特
別
演
義
的
緣
故
。
萃
嚴
經
探

玄
記
卷
一
迷
蓮
花
有
十
義
，
又
攝
六

乘
論
研
仰
第
十
立.. 

「
蓮
花
有
田
德
，

一
香
、
二
淨
、
三
柔
軟
、
四
可
愛
，

總
法
界
真
如
四
德
，
譬
謂
常
、
樂
、

我
、
淨
。
」
蓮
花
因
其
八
甚
深
的
涵
義

，
於
佛
教
藝
術
由
常
常
用
來
象
徵
佛

法
。
蓮
花
座
的
表
現
形
式
繁
雜
不
-

9

可
謂
多
彩
多
套
。
此
外
尚
有
須
彌

座
、
天
衣
座
、
盤
石
座
、
荷
葉
座
、

鳥
獸
座
等
。
其
中
金
剛
陸
與
獅
予
座

，
則
為
釋
會
所
專
有
。

背
光
本
為
象
徵
佛
之
三
十
二
相
立

一
的
自
一
一
是
光
與
佛
身
的
靈
光
外
射
，

原
可
謂
佛
本
體
的
一
部
份
，
造
像
上

予
以
樣
式
化
。
大
智
度
論
第
八
;
「

佛
身
之
四
邊
、
各
有
一
丈
之
光
明
、

菩
薩
便
有
，
是
三
十
二
相
之
一

。
」
又
觀
無
量
壽
經
:
「
頂
有
自
光

，
面
各
百
千
由
旬
。
共
圓
光
中
，
有

五
百
化
佛
，
如
釋
迦
牟
尼
佛
。
一
一

化
佛
，
有
五
百
化
菩
薩
••.••. 

學
身
光

中
，
立
道
眾
生
，
一
切
色
相
，
皆
於

中
現
。
」
古
來
繪
造
佛
像
皆
有
後
背

光
。
單
於
頭
部
發
如
國
輪
的
光
，
稱

為
頭
光
(
頂
圓
光
)
，
由
全
身
發
光

者
，
是
為
身
光
(
學
身
光
)
，
後
期

更
在
光
圈
上
雕
刻
各
種
圖
案
。

• 
憐
又
右

除
上
述
佛
像
、
手
印
、
持
物
、
座

台
、
背
光
的
雕
刻
外
，
在
原
始
佛
教

事
術
更
有
獨
立
表
現
之
一
相
!
!
佛

足
石
。
佛
足
的
干
輻
輪
相
，
乃
三
十

二
賴
之
一
o

佛
滅
後
，
佛
弟
子
不
敢

主
正
義

棄
一
烏
海

棄
于
惠

葉
秋
容

徐
維
謙

許
哲
甘
紅

黃
敬
懿

陳
世
音

于
麗
燕

陳
石
秋

許
峰
瑜

李
淑
惠

王
連
士
口

孫
靜
鋒

馬
裕
豐

陳
志
圈

謝
春
英

洪
清
財

以
雕
刻
或
閱
形
來
顯
示
釋
尊
白
舟
，

使
雕
啄
其
足
形
而
穗
拜
。
佛
足
內
並

刻
有
在
紋
計
有
;
而
字
、
魚
、
金
剛

杆
、
螺
、
花
瓶
、
干
輻
輸
、
科
凡
王
冠

坐
守
。

，

A
q
A繪
畫• 

本
主
說

繪
畫
是
在
佛
世
時
即
已
被
應
用
的

一
種
表
現
方
式
，
最
早
見
於
根
本
說

一
切
昆
主
示
耶
雜
事
卷
十
七
記
載
，
佛

應
許
須
達
多
長
著
在
寺
中
作
畫
。

繪
畫
用
途
很
多
大
略
有
單
為
莊
嚴

而
彩
飾
者
，
如
堂
舍
內
諸
種
彩
繪
;

具
教
化
功
用
者
，
如
死
屍
、
…
倘
髏
像

、
生
死
輪
迴
相
、
十
二
因
緣
生
滅
相

等
，
以
及
供
養
敬
奉
的
佛
相
、
人
天

相•..• 

z

。
而
在
佛
教
蔓
術
中
，
以
彩

繪
表
現
最
為
廣
泛
的
題
材
，
當
推
本

生
譚
、
佛
傳
固
，
以
及
各
種
經
變
國

本
生
諱
，
是
描
述
釋
迦
世
尊
在
未

成
佛
道
以
前
過
去
世
修
行
的
故
事
，

亦
即
佛
在
菩
薩
位
時
寫
成
就
種
種
福

業
，
利
樂
有
惰
，
示
現
國
玉
、
僧
侶

、
一
一
間
頁
、
女
人
或
動
物
等
身
，
為
積

行
善
業
植
諸
功
德
而
修
布
施
、
持
戒

、
忍
辱
、
精
進
、
神
定
、
智
慧
六
波

羅
蜜
，
欲
渡
生
死
大
海
達
於
涅
槃
彼

岸
的
諸
多
行
狀
。憐

惜
自
圓

• 
佛
傳
閱
則
是
在
闡
發
釋
尊
的
一
生

生
涯
及
德
行
。
佛
陀
這
一
世
應
化
有

無
窮
事
蹟
'
而
後
世
作
佛
傳
者
，
大

抵
簡
化
成
四
相
、
八
相
、
十
二
相
或

十
四
相
。
以
誕
生
、
成
道
、
說
法
、

涅
槃
為
四
惘
。
再
加
以
從
兜
率
天
而

碎
、
托
怡
、
出
家
、
降
魔
則
為
八
相

，
是
名
八
相
成
道
，
乃
最
常
見
的
佛

傅
表
現
。
在
早
期
這
類
題
材
，
或
以

雕
刻
或
用
彩
繪
，
兼
具
有
之
o

經
變
圖

此
外
，
描
繪
佛
經
故
事
以
宣
傳
教

義
的
，
更
是
多
彩
多
姿
。
共
中
據
某

部
或
某
段
佛
經
於
吊
上
或
壁
上
繪
製

成
的
國
畫
，
稱
之
為
經
變
相
或
經
變

。
依
所
繪
內
容
而
有
不
同
的
名
稱
，

例
如
依
據
「
法
草
經
」
所
繪
稱
法
華

經
變
;
依
「
法
草
經
觀
音
普
門
口
m
L

繪
觀
音
菩
門
一
示
現
之
一
二
十
二
應
身
相

，
叫
觀
音
經
變
;
若
根
據
阿
彌
陀
佛

經
繪
西
方
淨
土
極
樂
世
界
情
況
的
叫

(
下
轉
第
三
版
)

• 

會
麗
嬋
張

董
張
新
蜜

壹
佰
伍
拾
元
整
;

清
糧
盛
潘
依
伶

童
佰
一
兀
雙•• 

林
森
茂
主
素
華

林
成
蔭
主
乃
玉

陳
金
蘭
王
吳
伸

洪
山
泉
閱
林
水
和

顏
仁
德
徐
維
誠

許
良
男
蔣
瓊
姬

林
淑
慧
林
瑞
珠

伍
拾
元
整

•• 

黃
秋
銘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