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門
專
輯
〕剃

除
鬚
髮
?
身
著
染
衣
是
佛
教
僧
侶

最
顯
著
的
標
誌

o

剃
除
鬚
髮
的
出
家
儀
式

9

自
佛
世
至

今
二
千
多
年
來
都
沒
有
改
變
?
但
是
僧
服

在
僧
團
成
立
的
初
期

9

佛
陀
和
他
的

弟
子
們
都
穿
糞
掃
衣

!
!
i

一
種
用
破
布
製

成
的
衣
服
。
這
些
破
布
或
來
自
墓
地
步
或

是
在
大
街
上
、
垃
圾
場
撿
來
的

o

後
來
佛

陀
也
允
許
信
徒
供
養
僧
伽
布
料

9

不
過
要

先
把
它
剪
成
幾
塊

9

然
後
縫
在
一
起

9

為

的
是
要
減
低
它
的
價
值

9

減
少
僧
人
的
貪

染
。
穿
這
樣
的
衣
服
除
了
表
示
僧
侶
過
的

是
一
種
簡
樸
的
宗
教
生
活
外
，
還
有
揀
別

卻
依
佛
教
傳
布
地
區
氣
候
的
不
同
，
而
有

很
大
的
變
化
。
尤
其
中
國
幅
員
廣
闊

9

南

熱
北
寒

9

佛
教
流
傳
時
間
最
久

9

以
致
中

國
僧
侶
的
服
裝
在
時
代
中
變
遷
很
大
多
與

外
道
的
用
意
。
因
為
當
時
其
他
教
派
的
苦

行
者
9

有
的
穿
著
樹
皮
或
草
製
成
的
衣
服

9

有
的
穿
用
毛
、
羽
絨
或
鹿
皮
製
成
的
衣

服
，
甚
至
有
的
人
一
絲
不
掛
(
在
印
度
至

今
仍
有
這
樣
裸
形
的
苦
行
者
)
。
佛
陀
不

僅
不
主
張
縱
欲
的
行
為

9

也
不
提
倡
上
述

極
端
的
苦
行
?
因
為
他
從
經
驗
裡
得
知
這

種
苦
行
對
解
脫
並
沒
有
任
何
助
益
多
而
糞

掃
衣
能
夠
去
除
比
丘
對
外
在
物
質
的
貪
欲

9

又
足
以
達
到
遮
蔽
身
軀
、
保
護
身
體
步

防
禦
冷
、
熱
、
蚊
、
蟲
、
風
等
的
功
能
。

編
輯
組

印
度
原
始
佛
教
僧
侶
的
服
制
比
較
起
來
?

不
論
在
形
式
、
顏
色
及
功
能
等
各
方
面
都

相
差
很
遠
。

它
毋
寧
是
當
時
一
種
最
好
的
、
最
簡
便
解

決
穿
衣
問
題
的
方
法
。

佛
陀
反
對
苦
行

9

也
反
對
奢
侈

9

所

以
規
定
僧
人
只
能
擁
有
三
衣

l
i

女
陀
會

、
鬱
多
羅
僧
和
僧
伽
黎
o

安
陀
會
是
五
條

布
縫
成
的
中
宿
衣
(
下
衣

)
9

鬱
多
羅
僧

是
七
條
布
縫
成
的
入
血
來
衣
(
上
衣
)
，
僧

伽
黎
是
九
條
乃
至
二
十
五
條
布
縫
成
的
大

衣
(
註
一
)
。
一
一
一
衣
之
外
加
上
僧
祇
支
(

覆
屑
衣
)
和
涅
槃
僧
(
裙
子
)
則
成
五
衣
。



鬥
川
制
「
點
津
」
「
協
常
薄
」
驢
壤
表
色
〕

這
些
衣
服
除
在
縫
製
、
數
量
上
有
所

規
定
外
，
在
顏
色
上
也
規
定
要
先
「
壞
色

」
不
許
用
上
色
註
二
)
或
純
色

9

如
黃

、
赤
、
青
、
黑
、
白
五
大
色
就
不
許
著
用

。
佛
陀
教
導
比
丘
們
從
樹
根
、
樹
皮
、
樹

汁
和
花
提
煉
染
料
，
以
破
壞
衣
色
的
整
齊

9

免
除
對
衣
服
的
貪
著

o

平
常
我
們
所
說
的
「
製
娑
」
就
是
「

染
色
」
、
「
不
正
色
」
的
意
思

9

在
佛
世

時
只
有
指
出
那
些
顏
色
是
不
適
當
的
，
到

佛
滅
後
，
由
於
各
部
派
所
持
的
律
有
所
不

同
9

對
如
何
是
「
壞
色
」
也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9

大
抵
分
為
二
種
1
i
1

「
點
淨
」
或
「

染
淨
」

9

「
點
淨
」
是
在
新
衣
上
有
一
處

點
上
另
一
種
顏
色

9

「
染
淨
」
則
是
將
新

衣
染
成
壞
色

9

不
論
是
「
點
淨
」
或
「
染

淨
」
9

法
定
有
三
種
壞
色
1
L

一
月
(
青
而

黑
的
色
)
、
黑
、
木
蘭
色
(
赤
而
黑
的
色

)
(
註
三
)

中
國
的
體
鵬
會
醋
、
當
曠
工

中
國
天
氣
較
印
度
寒
冷

9

僅
僅
三
衣

不
可
能
禦
寒
，
所
以
三
衣
之
外
需
有
其
他

鬥
祖
祖
裝
顏
色
隨
部
旗
規
定
有
所
不
向
]

西
元
二
、
三
世
紀
時
，
印
度
的
佛
教

在
戒
律
上
分
為
五
部

9

為
標
幟
自
己
的
宗

派
9

三
衣
便
有
不
同
的
規
定

9

如
後
漢
安

世
高
譯
《
大
比
丘
三
千
威
儀
》
中
便
舉
出

薩
婆
多
部
著
緯
製
娑

9

曇
無
德
部
著
皂
製

娑
9

迦
葉
維
部
著
木
蘭
加
我
娑
9

彌
沙
塞
部

著
青
加
我
娑
9

摩
訶
僧
祇
部
著
黃
製
娑

o

現

在
東
南
亞
各
國
的
僧
人
都
著
黃
色
製
娑

9

正
是
摩
訶
僧
祇
部
的
流
傳

9

雖
然
五
部
的

衣
服
。
因
此
中
國
僧
侶
的
服
裝
可
以
分
為

兩
類
-
a

一
類
是
常
服
?
就
原
有
的
服
裝
稍

微
改
變
式
樣
而
成

9

作
為
禦
寒
之
用
，
是

衣
色
不
同
步
但
原
來
的
赤
色
製
娑
卻
在
五

部
通
用
。

西
元
七
世
紀
時
，
義
淨
法
師
傳
來
的

說
一
切
有
部
的
律
制

9

談
到
僧
服
的
顏
色

是
赤
色
的
，
而
玄
獎
大
師
旅
印
時
所
見
那

揭
羅
屆
國
保
存
佛
陀
的
僧
祇
支
是
黃
赤
色

，
梵
衍
那
國
阿
難
弟
子
一
商
那
和
修
的
九
條

僧
祇
支
是
絆
赤
色
?
可
見
有
部
的
僧
衣
是

赤
色
的
。

僧
人
日
常
穿
著
的
圖
，
二
賴
是
法
服

9

就
是

只
在
法
會
佛
事
期
間
穿
著
的
三
衣
。



鬥
峙
來
盤
盤
、
朱
紅
組
眠
藥
鑄
聾
費
盡
〕

佛
教
傳
入
中
國
以
後
9
有
部
僧
侶
到

中
國
弘
法
的
人
最
多
，
漢
末
牟
融
的
《
理

惑
論
》
中
說
國
@
「
今
沙
門
被
赤
布
9
日
一

食

9
閉
六
情
?
自
畢
於
世
。
」
可
見
當
時

的
僧
服
是
赤
色
的
。
唐
武
后
時
，
沙
門
法

朗
等
九
人
翻
譯
大
雲
經
9
武
后
依
唐
代
三

品
以
上
服
紫
的
規
定
9
賜
給
他
們
紫
製
娑

(
見
《
唐
書
》
)
。
從
那
時
起
至
宋
代
僧

人
以
受
賜
紫
衣
為
榮
?
一
時
之
間
多
穿
著

紫
色
、
排
色
衣
蔚
為
風
尚
，
完
全
不
按
戒

律
的
約
束
。

製
裝
的
顏
色
隨
意
選
用
9
特
別
是
隨

著
常
服
的
顏
色
而
任
意
改
變
。
如
常
服
有

腦
、
黃
、
梅
等
色
9
製
娑
也
有
著
許
多
顏

色
。
在
《
茵
陽
雜
姐
續
集
》
中
就
曾
形
容

僧
人
的
法
衣
形
狀
如
稻
9
顏
色
如
蓮
@
9

又

說
如
赤
麻
白
一
旦
立
右
青
若
黑
。
雖
然
中
國

僧
衣
的
顏
色
如
此
多
樣
9
一
般
還
是
以
朱

紅
製
娑
為
最
尊
貴
。
但
是
古
代
所
謂
「
赤

衣
」
是
紅
而
兼
黑
或
紅
而
兼
黃
的
顏
色
9

並
不
是
純
赤
色
。

僧
服
顏
色
混
亂
的
情
況
?
一
屯
的
一
到
了

明
代
洪
武
初
年
制
定
僧
侶
的
服
色
才
得
以

統
一
。
那
時
規
定
的
服
色
是
|
|
禪
僧
(

註
用
茶
褐
色
常
服
、
青
色
腰
帶
、
玉
色

製
娑
閉
，
講
僧
玉
色
常
服
、
綠
色
腰
帶
、
淺

紅
色
製
娑
-
9
教
僧
黑
色
常
服
、
黑
色
腰
帶

、
淺
紅
製
娑
o

而
現
在
僧
侶
的
常
服
大
多

是
褐
、
黃
、
黑
、
灰
四
色
。

鬥
「
糊
糊
衣
」
廳
攝
僧
人
的
專
輯
〕

僧
侶
的
常
服
在
最
初
時
是
與
俗
人
相

同
的
9
只
是
在
顏
色
上
有
所
分
別
，
如
給

衣
之
類
，
它
究
竟
是
什
麼
形
式
9
什
麼
顏

色
呢
?給

色
是
黑
色
中
帶
點
紅
色
，
如
果
黑

色
再
多
一
些
，
就
會
近
於
黑
色
了
三
追
種

給
色
可
能
與
有
部
的
赤
衣
(
黃
赤
色
)
有

關
o

東
音
和
石
趙
時
9
僧
人
便
有
「
腦
衣

」
或
「
惱
流
」
的
稱
號
9
如
劉
宋
時
孔
凱

稱
慧
琳
為
黑
衣
宰
相
(
見
《
通
鑒
》
)

齊
初
荊
州
竹
林
寺
僧
慧
與
玄
暢
被
稱
為
黑

衣
二
傑
(
見
《
高
僧
傅
@
僧
慧
傳
》
)

可
見
「
腦
衣
」
久
已
成
為
僧
人
的
專
稱
了

。
一
直
到
清
代
9
僧
人
也
仍
著
腦
衣
。

「
腦
衣
」
和
「
白
衣
」
是
僧
俗
的
對

稱
，
如
果
說
到
在
家
與
出
家
9
通
常
會
提

到
「
腦
素
」
、
「
腦
白
」
這
些
名
詞
，
為

何
在
家
人
會
被
稱
為
「
白
衣
」
呢
?
那
是

因
為
當
時
一
般
人
多
穿
白
衣
的
緣
故
。
原

本
在
漢
朝
時
，
平
貝
多
穿
青
綠
色
衣
註

五

)
9
到
了
三
國
時
9
由
於
天
下
歷
年
荒

亂
?
人
民
更
加
困
苦
?
所
以
穿
白
衣
成
為

習
俏
。
正
在
這
時
期
僧
侶
增
多
9
衣
服
尚

緒
，
才
造
成
「
腦
素
」
的
說
法
(
註
六
)

。
直
到
唐
代
9
一
般
百
姓
仍
穿
著
白
衣
。

。

@明代士人的常服一一直

綴，衣式較寬而長。



但
是
僧
服
也
不
一
定
一
直
是
腦
色
的

，
北
周
武
帝
時
曾
因
「
亡
高
者
黑
衣
」
的

識
語
，
下
令
僧
侶
改
穿
著
黃
色
衣
(
見
《

僧
史
略
》
)
。
從
此
以
後
僧
人
常
服
的
顏

色
便
五
花
八
門
起
來
了

9

如
有
黑
色
、
赤

色
衣
，
也
有
青
黃
間
色
衣
、
褐
色
衣
。

鬥
僧
人
以
方
梅
攝
常
臨
〕

僧
侶
常
服
的
式
樣
在
最
初
與
俗
服
相

同
9

直
到
東
魏
法
上
法
師
時
僧
服
的
樣
式

才
有
規
定
註
七
)
。
經
過
陪
末
的
喪
亂

9

僧
侶
的
服
裝
又
與
俗
服
混
同
起
來
(
註

。
唐
朝
義
掙
法
師
在
《
南
海
寄
歸
傳

八

可P

@衣袖有垂楞，胡是牛領

下的垂肉。這種垂胡式

的衣袖 9 主要是可以使

肘腕行動方便 9 袖頭作

，是中國服式的特

點。(河南信陽長台關

戰國墓出士的木俑)

》
中
提
到
唐
時
僧
尼
著
用
禪
袍
、
懦
、
衫

、
揮
褲
(
有
擋
的
短
褲
)
等
類
衣
服
(
註

九
)
，
還
有
特
制
的
如
偏
衫
(
註
十
)
和
方

裙
二
種
衣
物
。

其
實
那
些
褻
衣
、
懦
、
杉
等
未
必
有

所
規
定
9

仍
是
隨
著
時
代
與
俗
人
的
衣
服

一
樣
。
漢
魏
的
俗
服
是
常
常
變
吏
的

9

有

時
廣
領
而
大
帶
?
或
作
垂
胡
袖
?
或
長
裙

曳
地
，
或
短
衣
蔽
牌
。
僧
人
的
外
衣
為
與

俗
服
有
區
別

9

所
以
才
有
「
方
袍
」
(
另

一
名
稱
為
「
海
青
」
)
的
出
現
。
「
袍
」
是

長
衣
(
長
至
足
上

9

有
表
有
裡
)
的
統
稱

9

一
般
人
都
穿
著
長
袍

9

僧
俗
袍
衣
的
差

別
是
在
裙
與
袖
作
法
不
同

9

「
方
」
是
對

「
曲
」
而
言
的
9

漢
朝
時
的
江
充
就
曾
穿

著
曲
裙
單
衣
去
見
漢
一
帝
「
註
十
一
)
9

可

見
俗
服
是
曲
裙
而
僧
服
是
方
裙
的
。
而
且

方
袍
的
衣
袖
也
是
採
取
方
的

9

不
像
俗
服

的
袖
管
作
窄
而
圓
的
垂
胡
式

9

這
應
當
是

「
方
袍
」
名
稱
的
由
來
。

在
宋
元
明
三
代

9

僧
人
也
穿
著
「
直

接
」

9

如
明
朝
蓮
池
大
師
就
會
在
《
沙
彌

律
儀
要
略
》
中
告
誡
新
學
的
沙
彌

9

在
入

廁
前
要
「
於
竹
竿
上
掛
直
接
，
摺
令
齊
整

@清{弋比丘(左)

比丘尼(右)常服。?
可
見
當
時
的
僧
人
常
服
即
是
直
接
。

直
接
是
一
種
比
較
寬
而
又
大
的
長
衣
，
背

的
中
縫
直
遇
到
下
擺

9

所
以
也
稱
為
「
直

身
」
?
是
宋
代
士
大
夫
階
層
平
時
所
穿
用

的
服
式
。僧

衣
的
另
一
名
稱
是
「
柚
衣
」

o

袖

是
補
綴
的
意
思

9

因
為
接
娑
是
由
多
數
碎

布
補
綴
而
成
，
所
以
譯
作
柚
衣
。
在
《
長

阿
含
經
》
中
曾
提
到
迦
葉
尊
者
著
袖
衣
去

見
佛
陀

o

《
大
智
度
論
》
中
也
有
說
五
比

丘
曾
問
佛
陀
a
e

「
當
穿
著
何
種
衣
?
」
佛

L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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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訴
他
們
@
自
「
應
披
柚
衣
。
」
這
都
是
指

製
娑
而
昔
日
9

但
是
後
來
僧
侶
的
常
服

9

也

輯
靄

中
國
佛
教
與
印
度
原
始
佛
教
的
僧
團

生
活
?
基
本
上
有
很
大
的
差
距
，
佛
制
三

衣
是
為
讓
比
丘
遮
身
和
禦
寒
之
用

9

所
以

一
二
衣
不
可
一
刻
或
離
，
例
如
若
不
穿
安
陀

會
就
會
成
為
裸
形
外
道
。
但
是
在
中
國
，

三
衣
只
有
課
誦
、
佛
事
、
法
會
時
才
會
穿

著
?
與
原
制
相
差
甚
遠
。
直
到
現
在
，
中

國
的
僧
服
仍
是
分
為
常
服
、
法
服
二
類

9

門
詮
釋
〕

註
一
:
「
僧
伽
黎
」
是
大
衣
，
專
供
外
出
如
進
入

王
宮
及
城
鎮
村
落
時
穿
用
;
「
鬱
多
羅
僧

」
是
上
衣
，
供
僧
人
體
誦
、
聽
講
、
布
薩

時
穿
用
;
「
安
陀
會
」
固
定
中
宿
衣
，
供
僧

人
日
常
作
業
和
睡
覺
時
穿
用
。

註
三
:
《
摩
詞
僧
祇
律
》
卷
二
十
八
;
「
比
丘
不

聽
著
上
色
衣
，
上
色
衣
者
，
丘
染
、
迦
彌

遮
染
、
俱
耽
羅
染
、
勒
叉
染
、
盧
陀
羅
染

、
真
排
、
郁
金
染
、
紅
藍
染
、
青
染
、
自
口

色
、
華
色
，
一
切
上
色
不
聽
。
應
用
根
染

、
葉
染
、
華
染
、
樹
皮
染
，
下
至
巨
磨
汁

染
。
」

註
一
三
回
國
參
閱
印
順
法
師
，
《
教
制
教
典
與
教
學
》

，
一
貝
六
七
。

常
是
破
舊
經
過
補
綴
的

9

袖
衣
於
是
成
為

僧
服
的
通
稱
。
由
於
穿
著
梢
衣
的
緣
故

9

只
是
連
方
袍
也
成
為
佛
事
法
會
時
的
服
裝

9

而
平
常
所
見
的
就
是
坦
掛
、
羅
漢
掛
、

長
衫
等
衣
服
了
。

中
國
僧
服
的
演
變

9

使
我
們
看
到
僧

人
受
到
各
種
社
會
風
尚
的
影
響
，
而
不
斷

改
變
僧
服
的
顏
色
與
樣
式
，
或
許
有
人
會

以
為
僧
人
如
此
就
是
同
於
流
俗

9

但
是
從

另
一
方
面
來
看

9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正
因
為

註
四
:
明
代
的
僧
人
分
成
禪
、
講
、
教
=
一
類
。
蟬

，
指
的
是
參
禪
;
講
，
指
的
是
禪
門
外
的

其
他
宗
派
;
敦
，
指
的
是
為
人
唸
經
拜
懺

的
「
經
懺
僧
」

註
五
.. 

《
漢
書
@
成
一
帝
紀
》
圖
，
「
承
始
四
年
詔
:
青

線
，
民
所
常
間
，
且
勿
止
。
」

註
六
:
參
閱
周
叔
迦
'
《
周
叔
迦
佛
學
論
著
集
》

下
冊
，
頁
七
一
八
。

註
七
:
《
續
高
僧
傳
》
券
十
《
法
上
傳
》
圓
圓
「
自

(
法
)
上
未
任
己
前
，
儀
服
通
混
。
一
知

綱
統
，
制
樣
別
行
，
使
夫
道
俗
兩
異
，
上

有
功
焉
。
」

註
八
.. 

《
續
高
僧
傳
》
卷
十
八
《
慧
休
傳
》
:
「

荒
亂
之
後
，
法
律
不
行
，
並
用
鋼
孟

9

身

所
以
比
丘
也
常
自
稱
老
袖
、
袖
僧
、
柚
子

9

僧
眾
就
稱
為
袖
眾
。

這
種
根
植
於
本
士
的
改
革
?
不
但
使
僧
人

生
活
的
基
本
所
需
得
到
安
頓

9

更
創
造
了

屬
於
中
國
的
穿
衣
風
格
，
才
使
僧
人
於
中

國
繼
續
生
存
下
來

9

而
不
受
限
於
印
度
的

原
制
9

這
種
漸
次
轉
變
的
過
程

9

或
許
可

以
做
為
中
國
佛
教
迎
向
時
代
的
一
面
借
鏡

(
本
文
插
圖
取
材
白
周
錫
保

9

《
中
國

古
代
服
飾
史
》
)

御
俗
服
，
同
諸
流
俗
。
」

註
九
:
《
南
海
寄
歸
傳
》
中
提
到
:
「
且
如
神
州

祇
支
偏
祖
，
覆
縛
方
衛
;
禪
褲
袍
桶
，
咸

乖
木
制
。
」
又
說
:
「
東
夏
諸
尼
衣
皆
涉

俗
，
所
有
著
用
並
皆
乖
儀
。
:
:
:
祇
艾
偏

袒
衫
褲
之
流
，
大
聖
親
遮
。
」

註
+
:
《
釋
民
要
覽
》
卷
上
引
竺
道
祖
《
魏
錄
》

「
魏
宮
人
見
僧
初
三
肘
，
不
以
為
妾
身

乃
作
偏
袒
縫
於
僧
紙
文
上
，
相
從
因
名
偏

衫
。
」

註
+
一
圓
圓
《
漢
章
一
日
@
江
充
傳
》
:
「
克
衣
紗
穀
聞
單
衣
曲

擂
。
」
《
何
并
傳
》
師
古
注
:
「
擔
瑜
，

曲
裙
單
衣
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