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
國
在
我
的
理
念
中
9

人
出
家
之
後
的
僧
格
養
成
教
育
9
也
是
正

見
建
立
教
育
9
更
是
正
法
的
傳
承
教
育
。

就
整
體
來
說
9
目
標
是
在
養
成
學
生
認
知

僧
圓
生
活
常
規
9
鍛
鍊
自
我
自
覺
能
力
步

進
一
步
認
知
佛
教
、
深
入
佛
法
?
若
依
圓

光
佛
學
院
目
前
的
學
制
，
各
學
部
還
各
自

訂
有
具
體
的
教
學
目
標
。

圓
光
佛
學
院
現
分
有
研
究
、
大
學
、

專
修
二
口
向
中
、
部
-
9
研
究
部
較

9
圓
光
佛
學
院
在
招
生
時
9

的
程
度
會

修
、

11 

往

、
目
標

。

星星星
甘心

{丁
政另

師是
資普
〉遍

的

二宮
廷人
叮力

間(
、包

11 

? 

偏
重
於
佛
教
思
想
、
義
理
的
進
一
步
探
討

9
希
望
培
養
對
佛
法
有
深
刻
認
識
的
義
解

僧
9
他
們
以
從
事
教
學
為
主
9
研
究
為
輔

盼
，
大
學
部
偏
重
於
佛
教
義
學
的
全
面
了
解

會
同
時
也
希
望
學
僧
對
教
團
在
現
時
代
的

生
存
發
展
9
能
具
省
覺
、
反
省
力
9
主
要

是
培
養
佛
教
領
導
人
才
@
9
專
修
部
則
是
以

禪
宗
、
戒
律
、
淨
土
等
各
宗
專
修
、
內
修

為
主
@
雪
中
間
問
中
部
加
強
的
是
基
礎
佛
學
的
認

9
律
儀
部
則
以
教
授
沙
彌
為
主
。

中
困
難
有
三
.
。
一
是
學
生
程
度
不
齊
，
造

@
9
對
於
這
個
現
象

自
於
自
己
的
研
究
所
9

。



l
l
l

禪
定
、

各
部
的
課
程
，
基
本
上
都
是
朝
這
三

來
發
展
的
。

研
究
所
的
課
程
以
教
理
、
語
文
、
研

究
方
法
為
主
主
導
讀
所
用
的
教
材
是
佛
教

的
重
要
原
典
，
如
國
@
《
成
唯
識
弘
粵
、
《

俱
舍
論
》
、
《
阿
合
經
》
、
《
中
論
》

《
瑜
伽
師
第
論
》
等
9

希
望
讓
同
學
從
中

掌
握
有
系
統
的
觀
念
，
因
此
重
點
在
於
深

、

如

、
佛
教
未
來
學

、
社
會
福

。
?
納
入
現
在
的
大
學
部
、

9

那
麼
未
來
的
新

利
與
宗
教
傳
播
、
政
教
關
係
、

學
等
，
學
生
普
遍
的
反
應
很
好
，

展
了
他
們
的
思
考
層
面
。

高
中
部
方
面
課
程
有

a
e

唯
講

《
唯
識
三
十
頌
》
、
《
八
識
規
矩
頌
》

大
學
部
就
可
齊
備
內
修
、

省
和
教
理
等
一
一
一
個
系
統
的
課
程
。

至
於
學
生
的
出
路
方
面

9

回
學
院
和

學
生
之
間
並
無
進
一
步
的
契
約
關
係

9

因

此
目
前
多
是
一
語
學
生
自
行
發
展
。

4. ? 

B

通
常
是
由
教
務
長
提
出
教
學
、
行
政

上
的
擬
案
計
劃

L
E
請
院
長
抉
擇
、
確
認

後
9

教
務
及
相
關
部
門
再
據
以
執
行

e
9

亦

即
教
務
長
須
負
責
擬
案
、
推
動
執
行

9

院

長
則
負
責
學
院
教
學
大
方
向
的
決
策
。
教

務
助
理
由
教
務
長
親
自
指
導

9

在
人
力
缺

乏
下
9

要
培
育
教
務
相
關
人
才

9

一
需
更
用

心
?
這
在
個
人
身
心
體
力
有
限
的
情
況
下

9

並
不
是
件
容
易
的
事
。

現
在
圓
光
佛
學
院
的
師
資

9

依
教
學

科
目
大
致
分
有
。
@
佛
學
、
語
文
和
技
藝
等

三
大
類
。
我
較
常
與
教
師
們
溝
通
、

的
是
佛
學
思
想
方
面
，
也
因
為
師
資
大
都

是
由
本
學
院
學
生
畢
業
後
擔
任
的

9

他
們

對
學
院
本
就
十
分
瞭
解

9

所
以
在
學
生
修

學
概
況
、
生
活
輔
導
等
方
面

9

並
不
需
再

有
特
殊
理
念
的
傳
遞
。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