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黃

早
期
佛
像
吋
帆
布
術
如
付
出
西
方
傳

入
中
凶

y
t
一
(
間
經
過
什
麼
樣
的
轉

化
與
吸
收
?
終
於
成
為
八

7

日
的
風

貌
?
本
刊
她
十
九
期
「
淺
談
佛
教

兌
築
藝
術
」
後
?
再
度
邀
請
黃
河

光
也
一
抉
述
「
佛
像
益
一
九
仰
的
演
變
」

為
您
解
說
佛
像
演
變
的
是
程

υ

l
i

編
者
投

佛
像
刊
也
術
的
創
作
?
把
非
是
「

站
站
一
片
術
叫
到
月
術
」
?
或
單
純
的
以

達
到
賞
心
悅
目
為
娟
的
。
早
期
佛

像
的
起
傲
，
是
柏
於
積
德
祈
福
朗
(

μ
閃
一
站
教
義
的
基
隨
而
產
生
。

佛
像
懿
術
依
於
經
典
的
教
示
?

訴
請
於
外
綠
的
視
覺
形
態
，
於
佛

教
川
口
一
惕
弘
化
的
觀
點
來
看
，
白
有

兵
訓
州
悶
揚
紹
一
義
的
功
能
。
然
而

?
十
訓
律
去

e

「
佛
身
像
不
應
作

」
?
原
始
佛
教
時
期
對
於
釋
尊
行

儀
教
誨
的
藝
俯
表
現
，
因
不
敢
以

人
形
相
貌
，
故
揭
示
於
象
徵
物
的

合
意
中
，
即
莊
嚴
一
罕
堉
婆
，
安
奉

舍
利
以
崇
拜
。
至
於
忱
吹
來
為
何
有

佛
像
產
生
?
其
實
這
其
中
蘊
藏
者

佛
教
思
想
沿
革
的
意
義
，
以
及
因

悠
著
不
叫
川
時
代
人
心
的
一
刷
廠
!
一
一
有

些
學
者
，
依
據
大
乘
經
與
中
頻
頻

提
到
「
念
佛
觀
像
」
、
「
造
像
供

養
L

、
「
造
像
功
德
」
的
啟
示
7

而
斷
了
一
]
推
動
佛
像
製
作
的
產
生
，

是
因
於
大
乘
佛
設
的
的
(
訟
。
若
依

此
立
論
，
引
述
佛
像
藝
術
發
展
的

根
概
悶
9

或
多
或
少
也
吋
以
窺
服

佛
像
研
制
一
街
的
發
展
與
佛
教
思
想
的

演
變
，
以
及
各
地
信
仰
心
的
祈
求

問
所
存
在
的
微
吵
鬧
係

o

? 磁
卡拉
腥
的

佛
像
藝
捕

很
據
日
前
出
土
的
史
料
，
所
能

站
附
墾
考
峙
峙
的
論
點
，
佛
像
製
作
的

風
俏
，
大
約
源
起
於
西
元
一
世
紀

在
布
p

大
丹
氏
接
責
霜
王
朝
三
己

的
印
5
2

平
口
且
〕
的
時
代
o

笛
時

迦
膩
包
池
王
(
訂
三
的
百
)
朵
信

佛
教
，
給
佳
木
經
典
、
注
疏
佛
經
不

遠
餘
-
力
，
並
且
派
遣
僧
人
遠
赴
各

地
弘
泣
，
佛
教
不
住
在
印
度
獲
得

廣
大
民
間
的
信
仰
，
遺
傳
播
至
西

亞
、
中
頂
各
地
。
釋
尊
像
白
象
徵

的
形
態
，
大
略
也
於
此
時
發
展
到

兵
足
三
十
二
相
、
八
斗
!
種
妙
好
完

備
的
形
安
特
徵

ο

當
時
的
佛
像
製
作
9

分
別
以
印

度
西
北
的
慌
陀
羅
(
口
2

丘
吉
亞
?

即
今
巴
基
斯
坦
的
白
夏
瓦
地
方
)

及
中
部
粽
兔
雄
主
丘
吉
昌
，
即

今
印
度
集
木
那
河
西
南

A

帶
)

地
區
為
小
心
發
展
著

o

健
陀
羅
地

恆
索
與
希
臘
、
羅
馬
有
深
厚
的
文

化
淵
源
，
因
此
揉
和
印
度
與
西
洋

美
學
的
觀
點
?
創
造
出
姿
態
生
動

、
立
一
日
輪
廓
分
明
，
級
條
簡
練
、

有
一
看
波
浪
式
髮
紋
，
強
調
衣
紋
質

成
心
的
造
像
風
格
;
林
兔
羅
地
區
則

純
粹
是
從
印
度
本
土
所
草
育
的
艾

經
方
便
D
m茅

古皆三是

已福己立
莊成藹可

惜扁豆佛形

道相道象

武
廿
一
几
整
﹒

鄭
伯
明
陳
林
盡

際
和
民
陳
寶
雲

壹
仟
咐
八
月
伍
拾
時
一
兀
整
:

你
各
一
扎
扎

宗
仟
一
兀
盤
:

|
i

抄
是

化
型
態
，
作
風
粗
鎮
雄
潭
，
所
造

佛
像
薄
衣
透
龍
、
衣
紋
細
密
而
勻

稱
?
配
上
雅
利
安
民
族
的
相
貌
，

十
足
的
印
度
風
味
，
這
是
緣
起
於

兩
地
習
俗
文
化
不
同
?
發
展
山
殊

異
的
佛
這
像
風
格
。
然
一
一
者
卻
有

其
共
適
的
圖
像
形
制
.• 

如
螺
髮
肉

晉
、
自
一
毫
相
以
及
手
足
鰻
網
相
。

另
外
由
於
釋
碎
碎
以
太
子
身
臨
城
出

家
，
脫
卻
衣
冠
縷
稿
、
刺
鬚
髮
、

著
憎
恨
。
因
此
悶
地
佛
造
像
，
甘

現
出
蒙
相
。
其
後
，
林
兔
羅
風
的
們

式
樣
，
在
印
度
及
佛
教
南
傅
的
地

區
展
間
，
而
提
陀
羅
的
這
一
型
風
格

，
則
經
由
西
城
傳
到
中
間
翩
。

Y 
J 

中
上
佛
像
藝
編

的
開
展

隨
著
夫
乘
佛
教
的
興
起
，
顯

h
p山

各
教
一
泌
的
弘
化
，
全
面
性
的
佛
像

藝
術
也
多
一
兀
並
行
地
發
展
著
。
但

白
一
般
造
像
來
看
:
顯
敦
的
佛
像

表
現
，
夫
都
是
追
求
著
心
靈
永
恆

的
寧
靜
，
尤
其
中
土
及
日
本
，
更

是
汲
吸
追
尋
深
途
的
佛
理
立
思
J境
，

透
過
關
個
甘
心
的
造
型
，
顯
露
山
稅
利

性
的
混
憫
，
傳
達
收
攝
心
念
、
清

淨
身
悴
的
這
佛
觀
;
密
宗
則
受
到

印
度
佛
教
藝
術
的
影
響
，
運
用
固

像
學
的
描
述
，
以
表
達
神
通
力
及

高
貴
、
莊
嚴
的
華
麗
情
狀
。
由
於

信
仰
面
的
擴
充
，
佛
像
的
類
別
由

釋
迦
牟
尼
佛
7

乃
至
過
去
七
佛
、

未
來
獨
勒
佛
、
阿
彌
陀
佛
、
藥
師

佛
及
屬
於
密
教
的
大
日
如
來
也
相

繼
出
現
。
佛
陀
尊
相
的
特
徵

i

三
十
二
相
、
八
十
隨
形
好
，
也
成

了
其
他
佛
像
的
形
制
依
據
。
共
後

主
鴻
基

吳
先
口
宜

歐
樹
蘭

陳
芳
吏

林
千
惠

林
照
坤

游
王
忍

汝
楊
亦
貞

林
鞠
容

林
央
育

吳
宗
漠

林
珠
英

陳
良
存

蔡
孟
行

a
j
吏
的
於
對
佛
不
叫
度
日
皇
神
叫
卅
一
力

的
出
仰
P
H
抖
起
企
家
無
限
的
敬
畏

情
感
，
遂
但
戚
築
搞
大
佛
像
的
發

展
。佛

像
對
七
術
臼
凶
域
地
區
輾
轉
流

傳
到
中
闕
，
經
過
長
期
的
融
合
變

化
，
代
的
臼
北
魏
以
後
，
即
完
備

成
巾
國
佛
像
造
像
的
樣
貌
了
。
這

其
中
的
一
戀
花
X
m
(中
原
文
化
的
礎

教
觀
念
息
息
相
關
，
有
中
士
艾
化

的
特
質
，
山
加
上
製
作
者
對
於
至

峙
陳
善
美
境
界
的
探
究
，
因
此
佛
像

的
容
貌
且
現
出
聖
賢
、
一
帝
王
、
智

者
、
仁
卓
圳
、
主-
H者
及
幅
員
積
極
集

合
的
許
嚴
法
相
。
北
朝
開
鑿
了
敦

煌
、
申
出
版
、
龍
門
二
一
大
佛
窟
，
輝

煌
了
佛
教
懿
術
'
而
發
展
至
陪
膺

，
可
說
已
登
峰
造
極
。
由
於
傳
入

中
闊
的
佛
教
係
大
乘
佛
教
?
基
於

犬
乘
恩
怨
所
附
發
在
智
雙
遁
的
行

持
實
以
及
佛
款
本
身
隨
機
應
化
的

容
叫
圳
特
性
，
佛
教
萄
俯
自
然
融
化

必
本
仁
，
並
以
創
新
的
手
法
，
表

現
山
叫
作
這
社
會
群
族
所
能
理
解

、
一
叩
叫
同
刊
的
似
州
州
於
悶
在
深
層
企
望

的
風
貌
。

佛
像
的
表
現
知
是
，
菩
薩
、
天

主
等
的
形
姿
更
是
多
彩
多
樣
。
同

時
順
應
各
地
信
徒
的
祈
願
，
加
上

佛
教
師
仕
典
論
著
的
發
展
，
製
作
的

各
種
佛
菩
薩
，
為
數
可
觀
，
令
人

目
不
暇
給
。
政
們
通
常
以
手
印
辨

識
佛
的
尊
蹺
，
而
菩
薩
則
少
付
給
手

印
，
且
形
姿
繁
復
，
有
男
身
相
、

女
身
相
、
天
身
相
、
聲
問
身
相
等

，
服
飾
上
更
有
印
皮
式
天
衣
及
巾

倒
貴
族
服
裝
的
不
同
裝
扮
，
並
無

一
定
的
身
相
。
正
如
法
華
經
普
門

口
叫
宣
一
一
小
的
種
種
方
便
法
門
，
菩
薩

陸
伯
一
冗
整
;

謝
春
英

但
佰
一
亢
整
-
-

李
宗
問
胡
平
邱
炳
坤

林
鴻
儒
陳
木
樹

侯
明
森
鐘
能
軍

一
奈
鴻
儒
謝
明
珠

陳
志
銘
陳
秋
月

黃
瑞
青

鄭
朝
元

主
彩
眉
毆

謝
玉
清

其
新
德

一
陳
寶
秀

在
立
人

張
麒
麟

濟
度
眾
生
的
方
便
行
跡
，
自
然
表
…

現
其
綠
於
願
行
的
外
貌
上
。
但
一

般
在
識
別
菩
薩
時
，
仍
有
道
例
:
山

斤
以
表
現
諸
種
願
行
的
手
中
持
物
…

及
其
坐
騎
來
作
識
別
。
如
騎
獅
于
山

者
是
文
殊
菩
薩
，
騎
大
象
者
是
菩
…

賢
菩
薩
，
「
地
獄
不
空
，
廿
一
一
口
不
成
山

佛
」
發
大
願
的
地
藏
菩
薩
則
現
聲
…

聞
僧
相
，
協
侍
於
阿
彌
陀
佛
兩
側
川

的
是
以
淨
瓶
柳
枝
為
持
物
的
觀
世
…

音
菩
薩
，
相
對
則
為
手
持
青
蓮
的
山

大
勢
至
菩
薩
。
菩
薩
通
常
有
蘭
花
…

指
怯
的
細
膩
手
勢
，
這
指
法
即
是
…

在
中
國
唐
代
的
造
像
中
發
展
完
成
川

的
o
z另
外
，
傳
於
中
國
民
間
的
妙
著
…

公
主
，
據
說
是
唐
代
於
印
度
得
道
…

9

日
是
觀
音
菩
薩
的
化
身
，
自
於
行
…
向
現

化
中
原
，
行
種
種
方
便
，
顯
現
三
句

十
三
次
情
況
殊
異
的
聖
跡
!
故
有
研

各
種
不
同
的
法
相
，
即
三
十
三
面
山

觀
音
的
殊
-
祠
，
如
較
常
見
的
;
水
…

月
觀
音
、
蓮
臥
觀
音
及
提
籃
子
的
…

馬
良
婦
觀
音.. 
-•.• 

即
是
到
中
土
後
…

J

有
的
觀
音
形
相
。

AH 
H
五
日

，
站
砂
主
口

大
體
而
言
，
中
國
古
代
的
佛
像
山

草
術
，
還
過
造
佛
師
的
智
慧
及
對
…

佛
教
教
義
精
神
的
體
現
，
並
具
內
叫

花
心
黨
活
動
的
玄
恕
，
大
抵
於
窟
…

代
已
發
展
至
一
口
同
皮
的
藝
術
典
範o

其
後
，
宋
、
遼
植
基
於
唐
人
的
基
…

礎
，
融
入
更
細
緻
的
寫
實
作
法
，

呈
顯
出
平
易
近
人
的
風
範
。
元
代
山

以
後
，
佛
造
像
的
素
質
，
顯
然
式

m

傲
，
已
傾
向
概
念
化
的
形
式
表
現
…

'
了
無
生
意
;
清
末
民
初
，
大
師
叫

輩
出
，
豐
潤
著
現
代
佛
學
的
研
究
…

領
域
。
然
而
，
不
可
諱
言
的
，
佛
…

教
藝
術
莊
嚴
的
圖
像
隨
著
世
俗
化
…

的
日
益
擴
展
，
早
已
泛
注
著
浮
誇
山

俗
麗
的
氣
息
，
離
唐
代
的
風
格
漸
…

漸
遠
了
!

用
州
開
門
仆
仆
仆
仆
U

…

1

佛
像
藝
術
'
賴
傳
鑑
編
著
，

贅
術
家
出
版
社
，

1
年
6

月
版
0

2

佛
教
贅
術
論
笑
，
現
代
佛
教
…

肉
干
術
叢
刊
加
冊
，
大
英
文
化
出
版
…

祉
，
m
w年
初
版
。

3

佛
教
固
像
解
說
畫
，
洪
立
躍
…

編
一
者
，
常
春
樹
書
坊
，
咒
年
6

月
叫

版
。

刊
穌
春
是

鄭
雅
分

無
名
氏

劉
門
臼
秀

陳
瑞
美

森
宣
銘

蘇
烏
合
宜

一
祭
練
出
口

陳
水
紹
陳
亭
印

蘇
清
一
梁
慧
吞

陳
江
嬌
容

肆
佰
元
整
﹒

蕭
菊
雲
謝
仁
旺

邱
依
恩

參
佰
元
整

•• 

沈
明
水
廖
述
洽

(
上
承
第
四
版
)

奇
，
他
是
一
位
現
實
的
老
師
，
只
教
導
為

人
類
帶
來
和
平
與
快
樂
的
學
問
。

付
不
以
祥
之
為
究
竟

解
脫

在
印
度
關
於
禪
定
有
「
四
禪
八
定
」
'

修
習
釋
定
可
以
達
到
世
間
最
高
的
境
界
，

如
無
所
有
處
定
、
非
想
非
非
想
處
定
。
外

道
以
為
達
到
這
些
世
間
最
高
的
定
就
是
解

脫
了
，
但
佛
陀
以
為
這
還
沒
有
證
入
實
相

、
涅
槃
、
真
理
。
佛
陀
在
未
證
悟
以
前
，

也
曾
在
許
多
不
同
的
外
道
師
門
下
修
學
過

各
種
禪
定
的
方
怯
，
達
到
最
高
的
禪
定
境

營佛學年青專大光香年九十七

示開父師11'吾

的 Prti弗
(下)反完全教聚

界
，
可
是
他
發
現
世
悶
的
群
定
仍
無
法
徹

底
解
脫
，
因
在
四
空
定
中
，
人
反
而
容
易

陶
醉
於
自
在
、
輕
女
的
喜
樂
，
會
障
礙
智

慧
的
讀
悟
。

在
戒
、
定
、
慧
三
學
中
，
釋
定
儘
管
重

要
，
但
只
是
居
於
輔
助
的
地
位
。
當
入
定

時
，
意
識
不
動
，
煩
惱
亦
不
會
生
起
，
就

知
石
頭
壓
著
野
草
，
草
暫
時
不
會
生
長
，

也
像
靜
坐
時
打
瞌
睡
，
感
覺
不
到
腿
痛
一

樣
，
只
能
得
到
暫
時
壓
抑
，
不
能
去
除
煩

惱
。
所
以
，
佛
陀
對
禪
定
的
看
法
是

•• 

輝

定
是
獲
得
智
慧
的
過
程
而
非
白
的
，
修
行

最
重
要
的
是
瑜
伽
禪
定
的
深
刻
化
，
只
有

般
若
空
慧
|
|
現
證
緣
起
正
見
，
才
能
進

趨
真
正
的
解
脫
。

解
脫
的
種
類
有
一
一
一
;
一
是
遠
離
無
明
的

慧
解
脫
，
一
是
遠
離
愛
欲
心
的
心
解
脫
，
如

黃
勝
日
自

侯
明
材

陳
綸
懋

李
淑
惠

陳
俊
銘

陳
俊
郎

何
王
淑
紅

貳
佰
元
整
;

林
昕
稿

王
美
華

一
發
林
鑒

李
欣
霖

陳
俊
雄

江
卓
穎

方
照
明

陳
高
華

于
麗
燕

吳
安
安

邱
清
山

呂
盈
慶

周
玲
如

楊
芳
玲

張
意
誡

馬
裕
豐

鍾
政
英

會
煥
捷

林
聰
蔭

周
柏
勳

鐘
佩
容

期
印
芳
名

何
遠
離
無
明
與
愛
慾
?
佛
陀
提
出

F

八
正

道
的
中
道
德
行
生
活
。

廿
八
正
遠
的
中
進

德
行
生
活

八
正
道
的
生
活
內
容
即
是
正
見
、
克
思

惟
、
正
語
、
正
業
、
正
命
、
正
精
進
、
正

念
與
正
定
，
是
一
一
種
合
乎
戒
、
定
、
慧
三

學
的
生
活
。

八
正
道
中
，
正
語
、
正
業
、
正
命
是
屬

於
倫
理
的
行
為
(
戒
學
)
，
正
話
是
不
妄

語
、
不
毀
謗
，
不
作
苛
刻
、
罵
晉
、
無
意

義
的
言
論
;
正
業
的
目
的
是
提
倡
合
乎
道

義
的
行
為
，
如
不
殺
生
、
不
偷
盜
、
不
邪

淫
:
正
命
是
不
從
事
對
他
人
有
害
的
職
業

，
如
販
賣
軍
火
、
武
器
、
毒
品
、
或
屠
宰

欺
詐
:•.•• 

等
。
這
些
道
德
的
行
為
不
僅
有

助
於
我
們
或
除
貪
染
惡
習
，
更
是
社
會
生

活
和
諧
不
可
或
缺
的
基
礎
。

其
次
是
正
精
進
、
正
念
與
正
定
，
這
三

者
是
屬
於
定
學
的
修
習
。
正
精
進
使
我
們

去
惡
就
善
，
令
善
的
心

A
a能
充
分
發
展
;

正
念
是
對
身
體
的
活
動
、
情
緒
的
感
受
以

及
觀
念
、
思
惟
、
見
解
等
心
智
活
動
都
能

有
正
確
的
觀
照
，
憶
念
不
懈
;
正
定
則
是

透
過
集
中
注
意
力
的
方
法
，
培
育
我
們
清

明
的
心
智
、
意
志
力
及
寧
靜
的
心
境
。

正
兒
與
正
思
惟
是
屬
於
慧
學
的
內
容
。

正
思
惟
是
能
愛
護
一
切
眾
生
，
捨
己
離
欲

的
正
確
恩
惟
;
正
見
是
對
事
物
的
如
實
知

見
，
我
們
常
說
「
有
正
確
的
觀
念
引
導
，

始
有
正
確
的
行
動
」
，
正
見
是
我
們
在
實

踐
八
正
道
生
活
碎
的
首
要
基
礎
，
有
正
見

的
引
導
，
我
們
就
可
以
遠
離
自
私
、
頓
圭
心

、
慾
念
、
暴
力.•..•. 

等
不
安
的
束
縛
，
達

到
不
偏
不
倚
的
中
道
德
行
生
活
。

結
語

由
戒
、
定
、
慧
三
學
與
八
正
道
的
生
活

內
容
，
我
們
可
以
了
解
佛
陀
致
力
於
改
善

的
是
「
人
」
的
知
見
與
生
活
，
解
決
的
是

「
人
」
的
問
題
。
佛
所
示
現
的
是
在
人
間

的
比
丘
，
在
群
體
中
過
著
平
常
的
、
和
合

的
生
活
，
這
些
都
說
明
著
佛
陀
不
是
脫
離

現
實
、
全
能
的
神
，
他
是
人
問
一
位
覺
悟

的
人
，
他
告
訴
我
們
「
人
」
是
可
以
依
白

他
相
互
的
尊
重
，
融
攝
人
生
道
德
，
創
造

緣
起
的
人
生
觀
。
我
們
可
以
說
，
以
「
人

」
為
中
心
思
考
的
態
度
，
即
是
佛
陀
的
宗

教
態
度
，
也
是
佛
教
不
共
其
他
宗
教
的
殊

勝
處
。

陳
盈
臻
王
靜
玲

黃
志
忠
隊
麗
鳳

林
成
蔭
王
懷
寬

王
清
水
王
懷
賢

黃
錦
滿
黃
錦
英

壹
佰
伍
拾
元
整

•. 

尹
艾
周
元
枝

尹
琪
周
洪
話

壹
佰
元
整
二

宋
盟
(
雄
潛
諒
珠

一
祭
志
宏
菜
淑
君

無
名
氏
李
宗
翰

李
{
旦
芳
劉
美
玲

郭
美
琴
筒
秀
桂

筒
獻
釗
筒
獻
哲

無
名
氏
鍾
信
全

空三干些話露頭哥哥去雪覆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