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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苑是佛陀成道後初

i縛法輸的聖地，首次兩

印
度
的
夏
天
多
雨

9

在
豪
雨
衝
激
下

?
河
水
暴
漲
、
氾
濫
，
人
們
紛
紛
走
避

9

這
時
在
恆
河
流
域
一
帶
遊
化
的
沙
門
，
就

得
選
擇
一
處
適
宜
的
地
點
?
開
始
三
個
月

。

一藏又
記稱
載雨
雪安居

佛居(
制、 3

比結 83
丘夏戶
安、)

屑

的

因
緣
有

譯
為
雨。

e
9

一
一
、

e

士
一
、
胎
世
譏
嫌
?

眾
敬
信
。
問

9

除
不
去
人
間
遊
行

外
?
比
丘
們
的
生
活
與
平
日
並
無
不
同
?

。

關
於
安
盾
的
種
類
有
兩
種
說
法
。

e

一

說
分
為
前
安
居
、
後
安
居
?
前
安
居
始
於

五
月
十
六
日

9

後
安
居
則
始
於
六
月
十
六

日

e
9

一
說
分
為
前
安
居
、
中
安
居
、
後
安

居
。
前
安
居
白
四
月
十
六
日
起
步
中
安
居

從
四
月
十
七
日
至
五
月
十
五
日
?
這
段
期

間
中
任
何
一
天
開
始
?
後
安
居
是
五
月
十

六
日
起
。
所
以
分
成
三
種
安
居
，
是
方
悟

因
事
故
或
還
途
趕
不
上
前
安
居
的
比
丘

9

讓
他
們
也
有
中
安
居
或
後
安
居
的
機
會
?

但
不
管
那
一
二
個
月
。

對
安
居
的
處
所
佛
陀
也
有
制
定
?

明
了
論
》
指
出
有
五
處
不
宜
安
居
因
。
一

離
聚
落
太
遠

9

。
，
二
、
太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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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乙
二
、
蚊
蟻

會
並

9

四
、
附
近
沒
有
可
依
止
的
比
丘

9

9

五
、

可

供
給
飲
食
和
湯
藥
。

由
此
可
知

9

一
部
分
9

依
著

9

佛
陀
便
囑
弟
子
遊
化

9

從
此
佛
弟
子
便
過
著

?
而
其
他
季
節
遊
化
人
閏
的
生

。
《
僧
伽
羅
剎
所
集
經
》

安
居
的
一
地
點
多

、
摩
居
羅
山
、

h
v

匕
匕

下
去γ
4月
口
1

。

佛
陀
成
這
後
的
第
一

野
苑
開
始
的

9

還
是
佛
時

五
此
丘
9

成
立
佛
教
僧
團
後
的
首
次
雨
安

。

《
佛
本
行
集
經
一
》
@
@
「
爾
，
時

世
尊
成
道
之
後
，
在
波
羅
奈
鹿
野
苑
內

9

通
佛
及
身
合
八
人
?
六
月
十
六
日
安
居
至

九
月
十
五
日

9

。
:
曰
:
合
九
十
三
人
解
夏
」

9

除
五
比
丘
外

9

結
夏
期
間
還
有
其
他
城

監
聚
落
的
人
來
鹿
野
苑
乞
求
出
家

9

佛
陀

叉
度
了
富
樓
那
、
耶
輸
陀
、
娑
耽
耶
等

9

所
以
那
年
解
夏
時
已
有
九
十
一
二
人
參
加
。

佛
教
史
上
最
重
要
的
一

是
在
佛
陀
入
減
那
年
的
夏
本

在
《
遊
行
經
》
(
長
阿
含
經
卷
二
)
中

所
記
9

那
年
佛
陀
八
十
歲

9

遊
行
至
拘
利

村
，
因
當
地
飢
荒

9

居
士
們
並
無
多
餘
糧

食
可
護
持
比
丘
結
夏

o

佛
陀
便
囑
付
比
丘

分
別
往
耽
舍
離
及
越
祇
國
安
居

9

自
己
與

阿
難
則
留
在
拘
利
村
安
居
多

。

?
不
久
便
於
拘
尸

城
外
的
娑
羅
雙
樹
間
進
入

佛
陀
入
滅
給
弟
子
們
帶
來
了
無
比
的

哀
傷
9

為
使
佛
陀
的
教
導
不
隨
佛
陀
入
減

。

免
外
緣
干
擾
9

的
疑
難
9

可
以

葉
為
首
的
五

王
舍
城
郊
的
七

9

那
是
佛
教
史
上
第

「
五
百
結
集
」



中
國
的
結
夏
安
居
開
始
於
姚
秦
時
代

《
十
誦
律
》
、
《
廣
律
》

至
中
國
9

僧
人
乃
依
之
而
行
結
夏

o

《
荊
楚
歲
時
記

》
記
載
@
。
「
四
月
十
五
日

9

天
下
僧
尼
就

O 

L一一

據
《
百
丈
清
規
》
所
說
?

「
地
廣
闊
若
寒
霖
撩9
氣
候
之
弗
齊

9

故
結

一
一
月9
然
皆
始

四
月
、

問
丹
、

以
十
四
、
五
、

白
叫
?

曰

。
」
可
見
在
中
國
結
夏

行
前
安
居
9

即
以
四
月
十
六
日
為
安
居
首

為
終
日
?
原
則
以
三

口
μ
、

一
期
。中

國
寺
院
在
建
築
之
初

9

大
都
已
將

佛
陀
所
制
不
宜
安
居
的
因
素
列

因
而
僧
人

。

多
並

會
結
夏
期
間
所
需
的
一

、
食
物
找
人
供
養
，
即
可
在
原
處?

而
未

結切
夏

?
別
僧
人

合
適
的
寺
院
結
夏
。

但
安
居
期
問
就
將
平
日
供
行
卿
僧
休
息
的

「
日
一
過
寮
」
鎖
上
9

不
接
受
外
來
僧
血
來
參

學
。
喜
歡
雲
遊
參
學
的
僧
人
?
此
時
也
須

一
曬
起
草
鞋
9

放
下
錫
杖
9

收
攝
身
心

9

閥

門
修
道
。
有
三
星
討
a
e

「
今
朝
四
月
十
五

日
步
行
牌
師
僧
念
頭
息

9

風
9
a
a
e
j

平
生
肝
膽
向

人
傾
，
相
識
猶
如
不
相
識

o
L
正
說
明
安

居
期
間
僧
人
須
警
策
身
心
、
約
束
入
禪
。

為
了
幫
助
僧
人
安
心
修
道

9

這
時
的

規
矩
也
格
外
嚴
格
?
《
百
丈
清
規
》

e
o

「

凡
夏
中
嚴
禁
雜
話
，
並
山
山
入
等
事
9

犯
遮

逆
者
不
共
住
?
破
一
商
品
戒
者
依
律
制
，
;
曰
:
凡

不
隨
眾
者
依
規
罰
。
」
安
居
期
間
險
為
三

實
事
、
?
不
出
界
外
。

在
中
國
，
安
居
生
活
是
偏
重
於
加
功

用
行
的
。
《
四
分
律
行
事
鈔
資
持
記
》

。為明瞭參加安居的人

數，必先集僧行籌。

(本刊資料峭片)

日
，
安9

」
修
行
要
霏
細
水
長
流
日
工
夫

?
但
也
須
密
集
時
間
的
加

9

剋
期
策
進

心
行
。
僧
人
每
年
以
三
個
月
安
居
為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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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展
開
密
集
的
弘
化
活
動

|
i

以
僧
人
的

威
儀
細
行
等
推
及
於
現
代
的
社
會
人
群
?

對
結
夏
精
進
用
功
來
說

9

這
又
是
另
一

。

三
個
月
的
安
居
生
活
?
僧
人
度
過
夏

季
的
游
熱

9

當
秋
風
送
爽

9

正
是
結
夏
圓

滿
的
來
臨
。
圓
滿
目
稱
為
「
解
夏
」
?
又

稱
「
自
恣
日
」
、
「
佛
歡
喜
日
」
。

這
一
天

9

所
有
參
加
結
夏
的
僧
人
雲

集
法
堂

9

分
享
自
己
結
夏
期
闊
的
修
學
心

得
9

同
時
自
己
舉
出
須
檢
討
改
進
之
處
?

也
請
求
同
修
者
提
出
見
、
閥
、
疑
等
建
議

?
故
日
「
自
恣
日
」

o

經
過
真
誠
的
發
露

?
眾
僧
煩
惱
梅
除
、
身
心
清
淨

9

佛
陀
自

然
歡
喜
。
每
位
僧
人
的
戒
臘
又
稱
夏
臘

9

囡
結
夏
解
夏
而
增
長
了
一
歲

9

所
以
這
一

天
也
是
出
家
人
的
過
年
歡
喜
目
。

清
規
證
義
記
》
提
到
.. 

「A
7叢
林
結
夏
以

四
月
望
?
解
夏
以
七
月
望

9

又
結
冬
以
十

月
宮
一
步
解
冬
以
正
月
望
a
g
o
-
-
-成
規
久
立
?

化
在
隨
宜

9

千
餘
年
來
?
周
旋
規
矩
。
」

可
見
結
冬
在
中
國
之
普
遍
及
受
重
視
的
程

。

安
居
制
度
在
中
國
發
展
出
更
廣
闊
的

天
地
步
時
間
不
再
限
於
夏
季

9

《
阻
分
律

行
事
鈔
資
持
記
》
卷
十
二
說

e
e

「
春
冬
有

緣
則
聽
?
夏
月
有
無
俱
制
?
又
夏
有
結
法

?
春
冬
則
無
o

」
說
明
在
中
國
結
夏
日
疋
必

須
的
9

結
春
、
結
冬
則
視
情
況
而
定

9

不

過
普
遍
的
情
形
是
結
夏
、
結
冬
並
進
。

禪
宗
興
起
後

9

禪
堂
規
則
以
結
夏
、

解
夏
、
結
冬
、
解
冬
為
四
大
節

9

《
百
丈

冬
安
居
最
重
要
的
行
事
是
「
禪
七
」

9

即
以
七
天
甚
或
七
七
為
期
坐
禪
。
冬
安

居
有
的
廣
邀
遊
方
僧
前
來
修
禪

9

甚
至
居

士
們
也
被
允
許
參
加
。

清
代
甚
至
曾
有
結
冬
不
結
夏
的
情
況

，
但
一
般
寺
院
仍
是
維
持
結
夏
講
經
、
結

冬
坐
禪
的
慣
例

9

「
冬
參
夏
學
?
相
須
而

正
是
此
意
。

佛
陀
入
減
己
二
千
多
年
了

9

每
屆
雨

，
佛
教
不
管
南
傳
北
傳

9

大
抵
仍
奉
行

他
遺
教
結
夏

9

雨
安
居
成
為
僧
人
必
遵

循
的
規
則
。
這
其
中
蘊
涵
著
佛
陀
的
智
慧

與
悲
心
9

一
更
有
僧
人
步
佛
胸
跡
的
追
尋

9

這
份
源
於
對
自
他
生
命
的
關
懷

9

將
在
每

年
雨
季
中
不
斷
的
綿
廷
流
傳
。

詮
:
本
文
所
指
《
百
丈
清
規
》

B

乃
依
據
《
百
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