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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承
第
五
版
)

叫
方
法
來
說
。
部
實
現
全
福
全

德
全
知
官
?
到
達
「
善
而
美
!
一
口
的
最
茗

、
圓
熟
的
境
界
?
或
完
成
「
全
體
大

用
」

9

實
咱
們
自
我i
i
i

真
正
的
。
一
本
來

的
我
o

『
起
信
議
』
的
之
口
局
長
開
應

」
的
二
一
身
說
?
則
謂
得
見
報
、
應
二

身
)
。
而
無
論
迷
成
凡
夫
或
浩
成
佛

陀
?
比
一
真
如
體
?
皆
不
增
不
減
學

畢
竟
平
等
~
。

『
起
信
論
』
中
的
「
一
心
三
門
三

大
」
?
便
是
對
吾
人
自
(
「
己
身
)
心

的
哲
學
的
、
理
論
的
說
明
;
「
四
信

五
行
六
字
名
號
」
9

則
是
倫
理
的
、

實
踐
的
提
一
汰
。
此
論
宗
一
心
法
義
，

趣
信
行
得
明
于
以
佛
教
思
想
獨
具
的

「
不
一
一
」
的
論
理
方
法
?
從
本
體
和

現
象
的
二
;
芳
茵
?
亦
即
從
未
顯
現
於

吾
人
的
意
識
表
面
以
前
的
?
所
謂
「

不
住
滅
的
」
、
根
源
的
本
性
l
!

「

心
翼
如
相
」
;
和
顯
現
於
苦
心
、
意
識

表
面
的
?
所
謂
「
生
滅
的
」
、
現
象

的
性
情
!
i
i

「
心
生
滅
相
」
二
方
面

?
來
剖
析
「
人
」
是
什
麼
，
並
解
明

?
〈
」
究
竟
會
轉
變
成
為
什
麼
的
道

理
，
對
「
人
」
的
體
認
和
說
明
，
可

謂
最
深
切
、
最
透
徹
。

過
去
任
何
哲
學
家
或
思
想
家
?
皆

無
人
能
以
一
萬
一
千
餘
言
，
總
持
少

文
-
m攝
多
義
。
毫
無
遺
憾
地
道
破
人

的
真
相
l
s
l

如
來
秘
誠
、
未
完
成
的

佛
。
由
此
論
之
詮
釋
?
吾
人
得
以
從

佛
教
思
想
，
來
窺
知
宇
宙
人
生
的
奧

秘
。
此
論
堪
稱
是
一
部
非
常
重
妾
，

又
非
常
傑
出
的
超
級
論
文
。
我
認
為

這
一
佛
盛
了
有
必
要
再
以
華
嚴
宗
三

組
間
只
占
百
大
師
的
註
疏
j
i
s

『
大
乘
起

信
論
拉
我
記
』i
l
!

為
依
據
s

用
現
代

還
俗
的
語
言
。
並
配
合
現
代
學
問
的

概
念
9

加
以
解
說
關
揚
。
但
是
必
須

注
意
不
可
把
它
說
成
哲
學
或
心
理
學

或
倫
理
學
。
而
隨
處
保
留
它
的
宗
教

本
系
商
臣
。
這
一
點
對
研
究
佛
典
的

人
是
很
雯
耍
的
。
雖
然
佛
教
「
亦
是

宗
教
9

亦
是
哲
學
」
(
湯
用
彤
及
方

東
美
二
位
先
生
之
語

)
7
叉
，
亦
是

心
理
學
(
日
本
的
佛
學
家
鈴
木
大
拙

先
生
之
語
)
，
這
話
都
不
錯
。
我
還

很
想
補
充
說
，
佛
教
「
即
是
宗
教
晶
，

亦
是
倫
理
」
。
但
是
吾
人
仍
應
善
分

別
?
佛
教
畢
竟
是
宗
教
。
佛
學
就
是

佛
學
，
宗
教
就
是
宗
教
，
而
倫
理
學

是
倫
連
學
。
哲
學
及
心
理
學
亦
然
。

故
上
面
諸
先
生
的
說
法
，
正
確
地
說

?
似
應
說
為
佛
教
「
即
是
宗
教
?
亦

是
哲
學
」
或
「
即
是
宗
教
，
亦
是
心

程
叩
門
言
。
以
「
即
是
」
「
亦
是
」
的

不
同
語
感
(
2立
即
去
的
)
，
來
稍
加
分
別

(
善
分
別
肘
，
)
，
以
免
有
直
即
劃
上
每

紋
的
誤
會
。
因
為
佛
教
畢
竟
是
宗
教

的
本
前
來
茵
茵
(
或
本
質
)
，
是
絕
對

不
可
改
變
、
不
可
破
壞
的
。

如
此
，
吾
人
若
依
佛
教
思
想
來
看

一
入
，
山
是
什
麼
?
或
許
可
以
這
樣
說

3

「
人
是
具
有
佛
性
(
如
來
秘
藏
、

未
完
成
的
佛
)
，
但
依
心
、
意
、
意

識
轉
的
有
情
竅
生
」
o

意
即
人
的
本

總
而
言
之
，
所
謂
「
人
」
，
本
來

就
是
一
個
道
麼
深
微
奧
妙
?
「
白
性

清
淨
而
有
妄
染
」
(
「
辭
靈
經
」
一
語

可
起
信
論
』
中
謂
「
自
位
清
淨
而

有
無
明
」
)
的
難
能
了
知
的
「
真
安

和
台
」
的
存
在
o

故
若
飲
說
他
是
「

理
性
」
，
有
時
卻
又
很
不
理
性
(
『

起
信
論
』
中
說
是
「
為
無
明
所
染
，

有
共
恍
然
心
」
?
亦
即
「
淨
而
常
染
」

)
，
若
欲
說
他
是
「
不
理
性
」
，
有

時
卻
又
很
理
性
(
『
起
信
論
』
中
說

是
「
雖
有
染
心
而
常
恆
不
顛
一
」
?
亦

佛
教
思
想與倫

理
學
個

/
際
進
髓

人
的
本
性
起
組

一
切
一
一
一
口
說

所
描
蠶
的
觀
念

質
，
(
位
)
是
真
如
﹒
自
體
其
是
無
壘

起
川
漏
恆
功
德
(
祖
大
智
慧
光
明
、
真

實
識
蚓
、
常
樂
哉
浮
等
)
，
能
究
竟

顯
實
(
即
畢
竟
能
證
現
佛
性
?
成
為

圓
滿
的
、
覺
悟
的
人
;
亦
即
實
現
自

我
?
完
成
生
命
或
存
在
的
意
義
〉
，

但
現
實
上
的
吾
人
，
由
於
為
根
本
無

間
哨
所
障
薇
，
是
「
未
完
踐
」
的
「
人

」
?
亦
即
是
未
完
賊
的
佛
。
若
依
「

大
乘
起
倡
議
』
中
，
對
般
生
的
一
心

二
門
三
六
義
的
詮
釋
，
吾
人
自
可
得

這
樣
的
一
個
定
義
或
說
明
。

即
「
染
而
常
淨
」
)
這
樣
不
可
捉
摸

，
慧
，
自
己
也
難
以
知
道
的
「
自
己
」

，
可
謂
「
唯
佛
能
知
」
的
「
人
」
，

從
無
始
以
來
，
即
被
投
入
自
然
界
中

，
被
活
在
這
個
世
界
上
，
形
成
白
、

他
、
世
人
共
存
的
「
世
聞
」
或
「
人

問
」
?
與
一
切
人
一
切
事
物
?
無
論

是
政
治
的
、
社
會
的
、
經
濟
的
、
法

律
的.•. 
-•. 

部
發
生
不
可
分
離
的
「
關

係
的
存
在
」
(
這
一
點
認
識
，
無
論

是
對
研
究
倫
理
學
、
教
育
學
、
心
理

學
、
社
會
學
、
政
治
學
、

u法
律
學
，
:

L 
-.. 

等
，
都
非
常
重
要
)
。

倫
理
是
活
的
事
實

在
人
類
的
歷
丈
、

社
會
中
，

「
倫
理
學
」
是

容
觀
存
在
中

活
生
生
的
「
事
實
」i

自
此
，
所
謂
「
人
倫
之
道
」
的
倫

理
，
其
〈
包
酒
也
就
非
常
廣
大
，
五
口
入

實
在
很
難
用
有
分
別
的
、
有
限
的
言

說
，
把
它
規
定
在
某
一
特
定
的
範
疇

上
面
。
不
過
，
站
在
欲
研
究
倫
理
學

的
立
場
，
吾
人
或
可
以
從
「
根
本
的

」
或
「
線
的
」
觀
點
，
將
其
界
限
為

.
「
所
謂
倫
理
即
人
倫
之
道
，
乃
人

問
H
共
同
體
亦
即
共
同
社
會
存
在
的
根

本
道
理
或
秩
序
」
。
而
「
所
謂
倫
理

學
是
欲
研
究
或
解
明
人
間
共
岡
體
亦

即
共
同
社
會
存
在
的
根
本
道
理
或
秩

序
之
學
問
L

。
這
樣
的
說
法
，
比
在

未
明
可
人
」
是
什
麼
樣
的
存
在
，
未

明
「
倫
理
L

是
什
麼
之
前
，
就
邊
下

「
倫
理
學
」
的
定
義
，
如
謂
「
倫
理

學
是
倫
理
的
判
斷
之
學
問
」
，
或
「

倫
理
學
是
人
的
行
為
的
倫
理
評
價
之

學
問
」
?
或
「
倫
理
學
是
關
於
道
德

的
規
範
之
學
問
」
等
設
法
，
要
來
得

妥
當
，
同
時
也
比
較
具
有
普
遍
性
，

而
能
演
蓋
倫
理
的
根
本
意
義
。

雖
然
說
「
倫
理
學
是
倫
理
的
判
斷

之
學
問
」
，
或
是
「
人
的
行
為
的
倫

理
評
價
之
學
問
」
9

或
是
「
關
於
這

德
規
範
之
學
問
」
等
，
這
種
種
說
法

都
沒
有
不
對
，
但
是
所
謂
「
倫
理
的

判
斷
」
「
人
的
行
為
」
「
倫
理
的
評

價
」
或
「
道
德
的
規
範
」
又
是
什
麼

呢
?
這
些
都
不
是
以
既
知
量
或
現
量

賦
予
倫
理
學
的
東
西
，
反
而
正
是
倫

理
學
在
根
求
上
所
欲
探
討
的
問
題
。

所
以
才
一
開
始
就
說
，
欲
知
道
何
謂

「
倫
理
海
亡
，
就
必
須
先
了
解
什
麼

是
「
倫
理
」
o

「
倫
理
」
這
東
西
，

本
來
也
不
是
為
7
要
研
究
倫
理
學
才

造
出
來
的
一
句
話
。
它
是
在
吾
人
欲

討
論
「
倫
理
學
」
以
前
，
早
已
經
是

人
類
的
歷
史
及
社
會
的
「
活
的
表
現

」
'
是
早
已
客
觀
存
在
的
活
生
生
的

「
事
實
」
0

所
以
在
前
面
我
比
喻
說

，
倫
理
幾
乎
是
與
陽
光
和
空
氣
一
樣

，
對
生
存
在
這
個
歷
史
世
界
，
營
社

會
生
活
的
人
額
來
說
，
不
但
是
不
可

須
與
敵
的
，
而
且
是
該
當
去
親
近
它

、
了
解
它
，
更
應
去
實
現
古
、
顯
揚

它
的
。
同
時
，
為
欲
了
解
這
個
可
說

是
自
古
以
來
，
即
與
人
類
招
伴
存
在

，
是
人
類
的
歷
史
及
社
會
的
「
活
的

表
現
」
「
活
的
事
實
」
的
倫
理
是
什

麼
，
我
也
才
藉
著
對
定
義
的
說
明
，

把
與
倫
理
l
i

人
倫
之
道
，
最
有
闖
關

係
的
根
本
概
念
，
亦
是
倫
涅
的
主
體

i
i

「
人
」
(
吾
人
「
自
己
」
〕

先
做
了
如
上
的
描
述
。

其
次
讓
我
們
從
字
義
方
面
，
再
來

看
看
「
倫
理
」
是
什
麼
?
我
盛
艾
字

中
的
「
倫
」
字
，
有
「
人
的
集
合
」

之
意
，
亦
即
具
有
「
類
集
」
或
「
類

聚
」
、
「
同
伴
」
、
「
伙
伴
」
的
意

思
。
但
是
這
個
「
類
集
」
或
『
類
聚

」
、
「
同
伴
」
、
「
伙
伴
」
'
、
決
不

僅
僅
是
謂
複
數
的
人
的
集
合
，
其
中

亦
必
含
有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行
為
關
連

之
限
定
或
規
定
。
換
句
話
說
，
一
倫

」
字
本
來
即
具
有
行
為
關
遠
的
，
有

組
織
的
「
人
間
共
同
體
」
亦
即
「
共

同
社
會
」
的
意
思
。
故
在
成
語
上
便

有
所
謂
「
優
秀
絕
倫
」
、
「
精
彩
絕

倫
」
、
「
精
力
絕
倫
」
等
形
容
出
類

拔
萃
、
無
與
倫
比
的
用
法
，
或
其
他

「
什
麼
什
麼
絕
倫
」
每
周
法
。
又
由

於
「
倫
」
{
子
具
有
這
樣
的
「
人
間
共

同
體
」
亦
即
「
共
同
社
會
」
的
含
義

，
所
以
自
然
也
就
更
具
有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行
為
關
連
或
組
織
所
不
可
或
缺

、
不
可
齡
越
的
「
規
定
」
「
規
矩
」

「
規
則
」
「
秩
序
」
或
「
道
理
」
的

意
思
。
西
此
，
在
一
般
用
語
上
，
便

有
形
容
違
反
或
偷
越
這
個
「
秩
序
」

或
「
道
理
」
的
所
謂
「
不
倫
」
或
「

不
倫
不
類
」
等
用
法
。

而
「
環
」
字
，
則
有
如
「
木
理
」

及
「
木
自
」
之
詣
，
指
樹
木
自
然
生

長
的
有
規
則
的
「
理
路
」
(
條
理
紋

路
)
，
或
自
然
形
成
的
樹
的
「
日
」

「
節
」
及
「
年
輪
」
「
紡
線
」
等
那

樣
，
其
有
「
秩
序
」
及
「
道
」
(
自

然
的
節
理
，
天
的
節
理
)
的
意
思
。

故
在
一
般
用
語
上
，
亦
就
衍
生
為
如

『
道
理
」
「
天
理
」
「
人
理
」
「
法

理
」
「
物
理
」
「
情
理
」
j
e
-
-

等
許

多
用
法
。

今
在
「
倫
」
字
下
面
，
再
加
上
「

理
」
字
，
成
為
「
倫
理
」
一
語
，
實

有
加
強
表
示
，
人
與
人
之
間
亦
即
「

人
問
」
或
「
世
間
」
的
存
在
工
自
然

當
有
的
根
梧
的
「
秩
序
」
或
「
道
理

」
的
意
思
。
所
以
我
在
前
面
說
過
，

人
的
存
在
即
含
有
「
當
為
」
在
裡
面

，
而
這
個
自
然
的
「
道
理
」
或
「
秩

序
」
，
也
就
是
人
當
爵
的
道
理
或
秩

序
。
因
此
，
『
禮
記
』
中
謂
「
倫
理

」
是
「
人
倫
之
道
」
'
亦
就
是
世
間

的
一
切
人
，
扎
共
同
存
在
的
根
本
道
理

或
秩
序
的
意
思
。
雨
欲
如
何
行
走
、

實
踐
人
倫
之
道
，
使
它
明
顯
、
活
潑

起
來
，
便
是
唯
一
能
自
覺
自
己
存
在

的
意
義
的
吾
人
當
為
的
努
力
，
亦
即

所
謂
「
倫
理
的
努
力
」
或
「
道
德
的

勇
氣
」
o

結
雲直

對
人
顯
社
會
的
倫
理
，

如
臥
它
是
丸
斌
，

一
卅
形
成
的
「
倫
理
觀
」

即
是

產
生
「
文
化
L
的
母
胎
!

因
此
，
吾
人
若
能
將
遺
漏
於
人
類

的
歷
史
及
社
會
的
活
生
生
的
事
實
，

一
切
森
羅
萬
象
，
時
時
加
以
反
省
、

思
察
，
在
個
人
言
，
便
成
為
個
人
的

倫
理
觀
，
或
人
生
觀
，
或
世
界
觀
;

在
社
會
霄
，
便
形
成
一
種
倫
理
思
想

，
這
樣
的
種
種
倫
理
觀
或
倫
理
思
想

，
便
與
文
學
、
藝
衛
、
宗
教
等
，
向

成
為
產
生
「
文
化
」
的
母
胎
。
但
是

有
一
點
，
吾
人
要
認
識
清
楚
的
是
;

「
倫
理
思
想
」
不
直
部
等
於
是
學
問

的
「
倫
理
學
」
。
「
倫
理
思
想
」
是

對
遍
滿
一
切
處
，
客
觀
存
在
的
倫
理

「
事
實
」
，
加
以
省
思
之
後
形
成
的

一
種
觀
念
，
亦
即
對
人
的
共
同
社
會

i
l

倫
理
的
世
界
，
加
以
觀
察
之
後

，
形
成
的
一
種
思
想
。
但
是
「
倫
理

學
」
則
是
需
要
再
更
進
一
步
，
將
「

倫
理
愿
相
心
」
再
加
以
省
息
，
並
以
一

賞
的
邏
輯
，
將
其
歸
納
整
理
，
使
成

為
一
完
結
的
體
系
(
任
何
一
種
思
想

，
欲
成
為
可
以
稱
為
學
闊
的
「
學
」

，
必
須
具
備
三
個
條
件
，
即
邏
輯
的

一
貫
性
，
和
完
整
歸
結
的
體
系
)
。

一
種
殊
勝
的
倫
理
思
想
，
必
定
是
超

越
其
時
代
和
社
會
，
而
具
有
永
恆
的

、
普
世
的
價
值
。
側
如
聖
經
、
佛
經

，
或
儒
家
的
四
書
五
經
等
，
皆
是
具

有
普
世
價
值
的
、
一
妹
勝
的
「
倫
理
愿

相
亡
。
但
是
聖
經
、
佛
經
、
四
書
五

經
等
，
只
可
以
說
是
「
倫
理
學
」
的

貴
重
的
資
料
，
並
不
直
則
是
等
於
「

倫
理
學
」
。
這
一
點
，
吾
人
也
要
有

所
分
別
才
好
。

至
於
倫
理
學
所
欲
探
討
的
範
圈
，

實
在
非
常
廣
泛
。
諸
如
「
人
」
的
本

性
、
善
惡
的
問
題
，
生
命
的
意
義
或

存
在
的
意
義
;
價
值
觀
念
，
尤
其
精

神
價
值
的
問
題
;
自
覺
或
自
我
實
現

的
問
題
;
個
人
的
入
格
及
道
德
(
包

括
道
德
的
起
源
、
發
展
、
規
範
、
判

斷
等
)
問
題
，
，
社
會
的
風
俗
、
習
慣

、
或
慣
例
的
詩
價
問
題
;
自
由
的
問

題
;
人
權
的
問
題
:
義
務
的
問
題
:

功
利
的
問
題
;
幸
福
的
問
題•.•. 

:
甚

至
最
近
才
被
吾
人
特
別
注
意
到
的
社

會
福
祉
、
醫
療
衛
生
、
資
源
、
公
害

、
、
污
染
、
環
保
等
等
問
題
，
以
及
在

法
律
制
度
、
文
學
作
品
、
宗
教
典
籍

中
提
起
的
種
種
問
題
，
只
要
是
與
「

關
係
存
在
」
的
吾
人
日
常
生
活
有
闋

的
一
切
問
題
(
特
重
在
根
本
秩
序
及

價
值
判
斷
的
方
面
)
，
無
一
不
與
倫

理
有
闕
，
無
一
不
是
倫
理
學
所
欲
研

究
的
。
『
巫
師
吉
它
中
說
，
道
近
矣
，

亦
即
此
意
也
。

作
者
簡
介

珠
進
福
先
生
，
師
大
教
育
系
畢

業
，
政
大
育
研
究
所
碩
去
。
曾
任

翰
九
講
師
，
講
授
?
社
會
心
理
學

」
謙
程
，
並
襄
助
梭
聶
研
μ行
政
玉
祥

。
一
九
六
七
年
以
日
本
政
府
文
部

省
公
費
留
日
，
一
九
七

0
年
，
慶

應
太
學
捕
時
去
課
程
學
業
。
後
僑
居

日
本
，
任
教
於
結
社
肥
大
學
等
枝
，

講
故
「
倫
理
學
」
、
「
白
文
」
等

課
程
。
其
同
亞
曾
周
圍
參
加
國
建

會
及
兩
次
代
表
中
華
民
商
參
加
叫
世

界
和
平
教
授
會
議
。
譯
著
有
;

1

世
界
的
教
育
改
革
(
與
劉
媲

輝
合
譯
)
。

2

歐
美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的
趨
勢

(
與
劉
混
輝
、
徐
南
號
、
法
、
祺
嚴

令
譯
)
。

-
3

日
本
就
行
教
育
制
度
。

-
4

世
界
教
育
改
革
動
向
(
與
林

一
清
其
等
十
一
人
共
同
執
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