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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
是
人
類
生
活
中
重
要
的
一
環

。
翻
閱
歷
史
?
從
最
早
的
穴
居
，
到
今
日

的
大
廈
公
寓

9

居
住
條
件
與
環
境
一
變
再

戀
了
不
但
空
間
分
配
與
運
用
大
不
相
同
，

日
常
起
居
更
隨
之
而
異
，
不
再
像
古
代
只

是
單
純
為
了
避
風
雨
寒
暑
及
野
獸
侵
擾
。

同
樣
的
9

佛
教
經
過
二
千
五
百
年
的
時
間

變
異
和
萬
千
公
盟
跨
山
渡
海
的
空
間
轉
換

9

僧
人
居
住
的
品
質
?
不
管
是
居
住
條
件

、
空
間
分
配
乃
至
起
居
習
慣
部
發
生
了
相

當
大
的
變
革
。

佛
陀
成
道
之
後

9

聞
始
說
法
濟
生
的

工
作
9

席
不
暇
暖
地
在
恆
河
兩
岸
教
化
。

隨
佛
山
山
家
的
弟
子
們
跟
著
佛
陀
過
著
遊
化

的
生
活
多
白
日
遊
行
乞
食
於
村
落
?
暮
時

禪
修
止
於
「
阿
蘭
若
」
(
遠
離
人
群
喧
鬧

的
寂
靜
林
野
了
或
息
於
塚
問
(
適
合
修
不

淨
觀
了
或
住
於
樹
下
(
見
樹
葉
顏
色
轉
變

，
易
生
無
常
之
想
)
，
或
露
地
坐

9

不
管

那
一
種
?
皆
為
捨
離
對
自
身
的
愛
著

9

思

惟
正
道
，
過
著
少
欲
知
足
的
生
活
。
其
中

以
住
於
樹
下
最
為
普
遍
?
是
比
丘
「
四
依

法
」
之
一
。
而
所
謂
的
「
住
，
」

9

日
疋
「
但

9

為
的
是
讓
比
丘
破
除
對
色

坐
不
臥
」

。於樹下或露地禪坐，

萬物無常 9 思?佐1E道。

(本-FIJ資料照斤)

身
的
執
著
9

時
，
時
堡
付
警
覺
9

專
注
修
行
。

然
而
印
度
五
月
至
八
月
是
暴
雨
急
驟

的
雨
季
9

在
這
段
時
節
裡
9

遊
行
與
樹
下

住
皆
諸
多
不
便
9

不
僅
所
著
的
衣
物
常
淋

得
既
濕
且
重
了
攜
帶
吃
力
?
行
走
疲
勞
，

甚
至
人
也
有
被
大
水
吞
噬
的
危
險
。
更
何

況
這
是
草
木
生
長
的
時
期
?
路
上
處
處
都

有
蟲
蟻
，
此
時
出
遊
難
免
踐
踏
生
草
傷
害



蟲
命
9

所
以
佛
陀
將
每
年
雨
季
定
為
「
安

居
期
L
9

比
丘
可
以
在
有
覆
蓋
的
固
定
處

所
夏
安
居
?
平
時
才
住
在
樹
下
。

5 千寄光莊嚴[第3日期]民關83年6月

隨
著
出
家
僧
人
增
多

9

集
會
需
要
一

定
的
場
所
9

每
年
雨
安
居
時
更
需
要
有
專

門
的
住
處

9

加
上
信
血
來
要
求
供
僧
，
因
此

便
有
伽
藍
的
產
生
，
伽
藍
即
是
僧
院
費
指

的
是
僧
眾
居
住
辦
道
的
宅
舍
。

第
一
位
供
養
房
舍
給
僧
眾
的
居
士
是

頻
婆
娑
羅
玉
，
他
在
王
舍
城
的
迦
蘭
陀
竹

林
內
建
造
了
「
竹
林
精
舍
」

9

佛
陀
的
行

間
才
有
了
駐
錫
之
所
。
後
來
又
有
給
孤
獨

長
者
、
祇
陀
太
子
在
舍
衛
城
花
園
中

9

修

建
了
可
容
三
百
人
的
大
室
、
禪
房
靜
處
六

十
三
所
9

以
及
冬
室
夏
堂
、
廚
房
、
浴
室

、
洗
腳
處
及
大
小
園
廁
等
各
種
設
備
，
這

就
是
有
名
的
「
祇
樹
給
孤
獨
園
」

9

與
竹

林
精
舍
9

並
稱
為
佛
世
最
初
的
兩
大
伽
藍

，
佛
陀
駐
足
其
中
說
法
多
年
。

佛
陀
並
制
定
了
營
造
伽
藍
的
基
本
法

則
9

佛
弟
子
如
大
迦
葉
尊
者
等
多
都
會
親

自
帶
領
建
造
僧
舍
。
當
時
的
伽
藍
只
是
血
來

僧
集
體
居
止
修
行
的
處
所

9

佛
陀
曾
對
諸

比
丘
說
@
@
「
若
用
居
止
房
舍
、
床
梅
、
臥

目
一(
9
非
為
利
故
?
非
以
貢
高
故

9

非
為
嚴

飾
故
個
，
但
為
疲
倦
故
，
得
靜
坐
故
也

o

」

從
早
期
的
樹
下
住
到
住
僧
院
多
比
丘
住
的

方
面
仍
以
維
持
色
身
所
需

9

以
便
修
道
為

原
則
。除

大
伽
藍
外
，
尚
有
小
型
的
小
屋

9

稱
為
「
蘭
若
」

9

須
建
於
離
村
落
三
里
的

僻
靜
地
方
?
為
少
數
或
個
別
僧
尼
的
修
行

所
。
另
有
在
山
林
中
開
鑿
的
石
窟

9

亦
為

僧
人
的
住
處

9

一
般
是
開
鑿
岩
窟
成
一
長

方
形
9

入
口
處
閱
有
門
宮
會
窟
內
中
間
大

廳
為
僧
人
集
會
、
經
行
之
處
?
兩
邊
排
列

著
僧
房
。

。住在「阿爾辛刊 ，身寂

靜 9 心隨之寂靜。

(才ζTIJ資料照片)



佛
入
減
後

9

佛
弟
子
為
紀
念
佛
陀

9

開
始
建
塔

9

早
期
的
伽
藍

9

那
怕
是
一
所

用
樹
葉
建
造
的
茅
蓬

9

只
要
那
裡
有
座
塔

9

有
人
經
常
說
法

9

四
方
僧
眾
即
可
入
內

洗
足
安
床

9

自
由
來
去
。
而
一
所
完
備
的

伽
藍
則
另
有
一
些
特
點

9

譬
如
門
前
有
一

座
建
築
名
叫
「
門
前
水
閣
」

9

是
一
個
以

泥
壺
藏
水
的
地
方
?
主
要
是
供
信
眾
在
入

寺
之
前
掙
面
及
洗
手
足
之
用
，
這
個
特
點

，
在
傳
入
中
國
之
後
9

演
變
為
寺
院
前
的
蓄

水
池
、
蓄
水
缸
等
。

石
窟
則
始
自
於
阿
育
王
時
期

9

有
兩

種
基
本
額
型
@
@
一
為
禮
拜
窟
，
造
有
塔
及

佛
像
等
供
人
瞻
禮

9

是
眾
人
聚
集
體
拜
的

場
所
@
，
一
為
禪
窟
9

為
僧
血
來
禪
修
和
居
住

的
地
方
。
禮
拜
窟
的
構
成
是
一
一
長
方
形
前

室
和
一
圓
形
內
室

9

前
室
為
講
堂
?
左
右

東
漢
明
一
帝
年
間
9

印
度
高
僧
攝
摩
騰

開
鑿
許
多
小
型
石
室

9

僅
可
容
納
一
人

9

以
便
僧
人
住
在
裡
面
坐
禪
苦
修
e
?
內
室
為

圓
頂
建
築
9

日
疋
全
窟
的
中
心
9

空
中
刻
有

一
陸
象
徵
佛
陀
涅
槃
的
塔
。
印
度
早
期
的

禮
拜
窟
沒
有
佛
或
菩
薩
的
像

9

而
晚
期
的

石
窟
則
除
了
塔
之
外
?
佛
像
隨
處
可
見
。

這
些
石
窟
在
佛
教
傳
入
中
士
以
後

9

、
時
一
法
蘭
應
邀
來
到
洛
陽
，
住
於
鴻
鹽
寺

(
朝
廷
接
待
外
賓
的
機
構
)
。
朝
廷
在
洛
陽

雍
門
外
另
建
一
鹿
精
舍
供
他
們
居
住
和
安

置
佛
像
經
典

9

稱
白
馬
寺
?
是
佛
教
傳
到

中
國
後
的
第
一
座
僧
伽
藍

o

後
世
沿
襲
，

。在殿前水池中淨面洗足

之後，才能入骰 o

(本刊資料照片)

對
敦
煌
、
雲
岡
等
石
窟
產
生
了
深
厚
的
影

響
9

只
是
中
國
僧
人
絕
大
多
數
住
於
僧
院

，
並
無
住
在
石
窟
中
的
傳
統
。
因
此
中
國

石
窟
一
般
很
小
?
沒
有
集
會
講
經
的
講
堂

9

大
抵
都
是
雕
像
畫
佛

9

作
為
觀
像
之
用

9

而
在
洞
窟
的
前
面
或
旁
邊
另
建
寺
院

9

作
為
僧
眾
居
住
和
集
會
的
地
方
。

院便
」將

僧

人的
居

所
稱
為

寺

9

又
稱
「

。佛
教
傳
入
中
國

9

早
期
建
築
以
塔
為



主
?
塔
建
立
在
寺
院
的
中
心
。
院
庭
有
廊

圍
繞
9
正
中
院
庭
的
前
面
有
殿
堂
?
房
院

為
僧
房
。
北
朝
時
王
公
大
臣
施
捨
部
第
為

佛
寺
成
為
一
時
的
風
尚
9
這
些
寺
院
因
原

係
私
人
住
宅
9
很
少
重
新
造
塔
，
而
以
正

廳
供
奉
佛
像
代
替
佛
塔
。
大
約
在
魏
晉
南

北
朝
時
期
9
漢
式
佛
寺
佈
局
已
基
本
定
型

，
採
用
中
國
傳
統
世
俗
建
築
的
院
落
式
格

局
?
院
落
一
一
串
串
重
，
常
有
數
十
院
之
多
9
屆

層
深
入
9
迴
廊
周
臣
9
廊
內
壁
畫
鮮
一
麗
-
9

琳
琨
滿
目
?
引
人
入
勝
。

情
唐
時
代
，
佛
寺
建
築
就
逐
漸
改
變

過
去
以
佛
塔
為
主
體
的
佈
局
9
而
以
佛
殿

為
中
心
了
。
許
多
寺
院
無
塔
9
即
使
建
塔

?
也
口
封
關
塔
院
會
置
於
寺
前
、
寺
後
或
兩

側
。
按
照
中
國
的
營
造
法
則
9
在
南
北
中

軸
線
上
為
主
要
建
築
物
9
在
東
西
兩
側
為

附
屬
設
施
?
佈
局
對
稱
。

但
也
有
一
些
例
外
情
況
9
如
唐
百
丈

懷
海
禪
師
創
立
禪
寺
的
僧
居
，
稱
為
「
叢

林
」
9

均
主
張
不
立
佛
骰

9

《
景
德
傳
燈
錄

》
〈
禪
門
規
式
〉
說

e
a

「
不
立
佛
殿
9

唯
樹
法
堂
?
表
佛
祖
親
囑
一
禹
王
品
代
為
尊
也

0

」
故
深
山
的
一
些
寺
院
9
最
初
只
有
方

丈
、
法
堂
、
僧
堂
、
寮
舍
等
建
築
9
並
不

設
佛
殿
?
與
佛
世
伽
藍
的
風
格
最
為
相
近

。
法
堂
是
代
表
住
持
說
法
的
地
方
，
是
當

時
寺
院
中
最
重
要
的
地
方
。

北
宋
以
後
，
所
有
寺
院
都
建
立
了
佛

?
因
禪
林
規
模
臼
趨
龐
大
9
僧
眾
與
信

眾
漸
增
多
，
為
接
引
信
血
來
及
應
檀
信
要
求

作
佛
事
，
只
有
住
持
說
法
的
法
堂
是
不
夠

的
，
建
立
佛
殿
是
必
然
的
趨
勢
。
叢
林
寺

院
遂
逐
漸
形
成
諸
宗
大
體
一
致
的
規
制
格

局
@
自
寺
院
主
體
建
築
一
般
按
「
川
」
字
形

布
列

9
包
括
供
佛
、
菩
薩
、
護
法
神
像
的

三
門
殿
、
天
王
殿
、
大
雄
寶
殿
、
觀
音
殿

、
地
藏
殿
、
伽
藍
殿
旬
，
安
置
法
寶
藏
經
的

藏
經
樓
B
9
供
祖
師
的
祖
師
殿
@
9
供
講
經
說

法
、
集
會
、
坐
禪
、
傳
戒
用
的
法
堂
、
禪

堂
、
念
佛
堂
、
學
戒
堂
-
9
供
僧
眾
起
居
、

接
待
用
的
方
丈
、
茶
堂
(
方
丈
接
待
室
)
、

客
堂
、
僧
寮
、
客
寮
、
廷
壽
堂
(
養
老
之

處
)
@
'
容
四
海
雲
遊
僧
的
措
-
Z
E旦
﹒
斗
鹹
舍

利
、
骨
灰
的
佛
塔
、
塔
院
、
海
會
塔
9

且
可
阻

鐘
鼓
的
鐘
樓
、
鼓
樓
9
及
放
生
池
、
蓮
池

、
亭
台
園
林
等
。

明
代
以
來
9
最
常
見
的
「
伽
藍
七
堂

。「方丈」原是一丈問方

的房室 9 印度僧房多以

方一丈為制，後專指{主

持的居室或客骰 9 現在

則轉為對住持的尊稱。

(本刊資料Hß斤)



」
的
建
築
格
局
，
一
直
沿
襲
至
今
，
七
堂

為
佛
殿
、
法
堂
、
僧
堂
、
庫
房
、
山
門
、

西
淨
、
浴
室
。
另
設
轉
輪
藏
殿
或
藏
經
樓

，
便
於
僧
血
來
習
讀
之
用
。
「
西
淨
」
又
作

東
司
淨
房
，
即
是
廁
所
。
此
外
在
佛
殿
、

法
堂
兩
側
分
建
祖
師
堂
(
西
側
)
、
伽
藍
殷

(
東
側
)
。
而
整
個
寺
院
由
多
層
院
落
組
成

9

形
成
僧
眾
獨
特
的
宗
教
生
活
臣
，
也
形

成
信
眾
禮
拜
遊
觀
場
所
、
僧
俗
學
修
道
場

及
園
林
、
佛
塔
等
集
於
一
體

9

具
中
國
特

色
的
綜
合
性
佛
教
設
施
。
今
日
我
們
走
入

佛
教
寺
院
，
多
能
見
到
這
般
具
有
豐
富
空

間
語
言
的
建
築
特
色
。

台
灣
由
於
土
地
面
積
限
制

9

寺
院
建

築
規
模
均
較
狹
小

9

配
置
則
承
襲
傳
統
。

而
式
樣
方
面

9

多
模
仿
早
期
中
國
傳
統
建

築
及
唐
式
建
築
格
局
。
國
應
現
代
的
弘
化

9

也
有
教
學
大
樓
、
講
堂
、
教
室
、
圖
書

館
等
現
代
建
築

9

其
中
以
台
南
開
元
寺
最

為
完
備
。一

輛
一
窩
棚
席
盧
古
剩
多
〕

中
國
寺
院
絕
大
多
數
建
於
山
中

9

或

依
山
而
建

o

東
晉
慧
遠
大
師
居
盧
山
東
林

寺
9

與
隱
士
二
百
餘
人
結
白
蓮
社

9

同
修

禪
淨
9

從
此
開
啟
山
林
佛
教

9

佛
寺
多
建

於
山
水
之
間
，
名
山
、
古
剎
相
得
益
彰

9

歷
代
詩
人
作
了
無
數
佳
句
吟
詠

o

如
唐
僧

靈
一
的
「
僧
院
」
有
這
樣
的
描
述

a
e

「
虎

溪
閏
月
引
相
遇
，
帶
雪
松
枝
桂
薛
蘿

a

生
川

限
青
山
行
欲
盡
，
白
雲
深
處
老
僧
多
。
」

僧
院
築
於
山
水
之
間

9

一
來
在
遠
離
塵
世

的
紛
擾
，
僧
人
較
能
專
心
修
行
?
與
佛
世

。「法堂j 是寺裡的講學

中心， I藏經閣」則安

置法寶藏經， 1共僧眾研

習。

(本刊資料照片)

。「庫房」是寺院的財務

部 9 負責購置應用品等

，使寺務能進行。

(本刊資料照片)

比
丘
選
擇
寂
靜
阿
蘭
若
處
?
是
相
同
的
道

理
-
9

二
來
山
區
面
積
廣
大

9

可
建
造
完
整

、
寬
廣
的
寺
院
，
僧
人
也
在
大
自
然
的
黨

陶
中
，
體
悟
真
理
、
蘊
育
造
業
。

9

闢
轉
身
、
自

中
國
叢
林
有
嚴
格
的
共
住
規
約
，
如

@
@
不
得
竄
寮
閒
談
、
不
得
閒
遊
各
處

9

無

故
不
得
三
人
聚
論
及
大
聲
喧
嘩
，
有
事
外



出
或
自
寺
須
告
銷
假
多

如
沐
浴
、

活
強
調
的
是

9

須
隨
眾
作
息

9而
言

。

抵
福
?
陶
鑄
身
心
。
金
山
江
天
寺
共
住
規

「e
e
已
包
。

心
?
不
得
放
逸
?
而
後
能
究
明
己
躬
下
事

9

至
悟
心
法
源
底
。
」
對
團
體
來
說

9

則

是
道
風
的
維
繫
與
建
立
多
故
祖
師
大
德
莫

、
守
清
規
為
耍
。
又
凡
衣
抖
抖

空
間
會
影
響
人
的
行
為
及
生
活
形
態

9

僧
人

搧
參
與
僧
人
的
修
學
息
息
相
關
。
從
住
樹

戒
蝶
俱
全
的
遊
方
僧
到
寺

9

。
過

一
段
時
日
9

?
亦
可
留
下
?

。

提
醒
自
己

9

心
，
如
「

身
心
無
垢

9

內
外
光
潔
」

。

僧
人
所
面
臨
的
挑
戰
或
許
不
盡
相
同
?
在

荒
目
前

J
E
F勿

「
寸/
9

品
M
A
f
f
q
i
J
A
i
d

件
》1

欲
上
淡
泊
?
又
配
合
現
代
的
居
住
設
施
9

應
是
現
代
僧
人
所
要
努
力
的
方
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