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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前
在
大
陸
叢
林

9

有
一
個
老
禪
和
于

9

他
一
工
人
難
得
說
上
半
句
話
?
但
只
要
早

晚
殿
的
時
間
一
到

9

每
個
人
都
可
看
到
他

已
站
在
自
己
的
清
體
前
?
等
待
課
誦

0

日

復
一
日

9

年
復
一
年
9

每
當
人
們
走
過
大

殿
9

都
習
慣
地
向
他
的
蒲
團
望
去
?
那
堅

殼
的
身
影
訴
說
著
一
位
修
行
者
不
退
轉
的

、

中
國
關
於
課
誦
最
早
的
記
載
是
《
吳
書

劉
謠
傳
》
@
@
「
坐
斷
三
群
委
輪
以
自
入

9

乃
大
起
浮
圖
柯
:
:
:
重
樓
閣
道

9

可
容
三

千
餘
人
，
悉
讀
佛
經

9

令
界
內
及
旁
郡
人

有
好
佛
者
聽
受
道
。
」
課
誦
在
早
期
是
由

西
域
等
地
來
華
的
佛
經
翻
譯
家
們
引
進
的

。
在
法
華
經
中
有
一
受
持
法
師
、
讀
經
法
師

、
誦
經
法
帥
的
記
載

9

可
視
為
佛
教
課
誦

的
最
初
起
源
。

東
背
道
安
法
師
制
定
僧
尼
軌
範
三
則

9

其
中
有
一
則
是
「
常
日
六
時
行
道
飲
食
唱

(攝影楊雅，提)道
心
。

在
中
國
叢
林
中
，
不
只
有
這
個
老
禪
和

子
?
無
數
的
僧
人
也
像
這
樣
日
日
月
月
在

清
晨
、
黃
昏
的
早
晚
課
中
修
行
道
業
。
對

於
所
有
的
中
國
僧
人
而
且
一
一
口
，
早
晚
課
誦
是

他
們
鮮
明
的
形
象
象
徵
、
具
體
的
生
活
內

容
，
更
是
貼
切
的
修
行
法
門
。

時
法
」

9

即
課
誦
齋
粥
儀
主
)
一
氾
直
接
影
響

了
後
代
各
種
法
事
儀
制
。

9

至
於
朝
暮
課
誦

的
形
成
，
據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的
記
載

9

南
朝
梁
代
即
有
捨
宅
為
寺
「
別
營
小
室

9

朝
夕
從
僧
徒
體
誦
。
」
及
《
大
宋
僧
史

略
》
卷
上
說
百
丈
禪
師
「
有
朝
參
暮
請
之



禮
9

隨
石
器
宿
魚
為
節
度
。
」
可
見
自
梁
開

始
，
寺
院
已
有
朝
暮
課
誦
的
雛
形

9

到
了

唐
代
9

課
誦
儀
式
漸
漸
完
備
。

目
前
所
見
朝
暮
課
誦
本
的
內
容
大
部
份

為
什
麼
課
誦
要
定
於
朝
暮
呢
?
出
家
生

活
是
一
種
醒
覺
的
生
活
?
從
早
晨
睜
開
眼

9

到
晚
上
養
，
一
惡
多
一
天
之
中
9

要
時
時
省

察
自
己
的
心
念
?
這
份
醒
覺
除
了
透
過
個

人
時
時
迺
光
皮
昭

γ

更
可
透
過
聞
體
的
共

修
來
達
成

9

早
晚
課
的
共
修
部
是
一
種
很

好
的
方
式
。
《
三
課
合
解
》
說
@
@
清
晨

9

「
於
萬
境
未
動
之
際
，
、
心
猶
恬
靜
9

整
衣

而
起
步
念
佛
頂
楞
嚴
、
心
咒
?
治
五
欲
於
未

萌
?
一
遠
期
心
精
通
泡
。
」
經
過
一
天
的
培

一
禍
修
馨
了
到
晚
上
時
?
「
應
歸
攝
血
來
善
9

歸
去
淨
土

o
L
從
一
天
之
始
的
攝
心
?
到

一
門
口
將
盡
時
的
迴
向
9

連
結
僧
人
一
日
行

持
生
活
的
二
個
關
鍵

9

可
說
由
早
晚
課
揭

開
序
幕
與
劃
上
終
點
。

早
晚
課
既
然
如
此
重
要

9

如
果
早
晚
課

不
上
軌
道
?
將
會
如
何
?
古
德
說

e
a

「
朝

是
宋
代
編
成
，
只
是
當
時
並
不
普
遍

9

明

清
以
後
各
宗
派
大
小
寺
院
才
普
遍
施
行
朝

暮
課
誦
，
到
今
天
?
朝
暮
課
誦
已
成
為
中

圓
叢
林
每
天
固
定
的
作
息
?
也
叫
二
時
功

暮
不
軌
，
猶
良
馬
無
糧

o
L
沒
有
置
的
馬

9

自
然
容
易
失
去
方
向
，
離
。
道
日
遠
。

早
晚
課
除
了
是
行
者
各
人
專
注
用
功
、

抒
發
宗
教
情
操
的
時
機

9

大
眾
音
聲
和
諧

、
威
儀
齊
整
?
也
是
團
體
道
風
的
呈
顯

9

同
時
更
是
對
眾
生
、
社
會
的
關
懷
與
祝
福

，
這
些
都
可
以
從
朝
暮
課
誦
文
中
看
見
全

貌

目
前
一
般
傳
統
寺
院
早
晚
課
的
誦
文
多

課
?
是
出
家
人
基
本
的
五
堂
功
課
中
的
兩

。

以
楞
嚴
咒
，
彌
陀
經
、
八
十
八
佛
為
主
?

其
餘
部
份
也
大
同
小
異
。
但
也
有
些
寺
院

並
不
是
這
樣
?
他
們
或
以
原
始
佛
教
修
持

法
9

或
每
日
念
誦
不
同
經
典
二
戰
念
佛
、

拜
佛
或
打
坐

:
:
:
9

因
應
各
寺
院
道
場
僧

人
的
行
持
法
門
而
有
不
同
的
共
修
方
式
。

下
面
僅
依
據
普
通
使
用
的
課
諦
本
?
介
紹

早
晚
課
誦
概
況
。

。 可1日結束前 9 香燈師會先

鳴鐘 9 並於廊前打l板告

知向{主大眾。

(攝影偈雅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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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朝
暮
情
境
不
同
9
行
者
的
心
境
也

不
同
步
早
晚
諜
的
內
容
自
然
有
所
差
異
，

「
早
以
心
精
通
泡
為
要
9
暮
則
直
敢
淨
土

為
宗
o

」
早
晚
的
內
容
可
分
為
以
下
三
部

分
。早

課
以
楞
嚴
咒
為
主
9

2
月
中
之
王
」
9
宋
元
以
降
即
盛
行
於
叢

林
9
是
日
課
之
首
9
唱
謂
之
前
要
先
唸
阿

難
讚
佛
發
願
偈
?
「
:
g
a
g
e
將
此
身
心
奉
塵

剎

9
是
則
名
為
報
佛
恩
9
伏
語
世
尊
為
證

明
?
五
濁
惡
世
誓
先
入
9
如
一
眾
生
未
成

佛
9
終
不
於
此
敢
扭
捏

:
:
:
0

」

楞
嚴
咒
畢
接
大
悲
咒
、
十
小
咒
、
心
經

及
「
摩
訶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
三
稱
。
接

著
唱
a
@
「
上
一
來
現
前
清
淨
眾
:
:
:
一
二
途
八

難
俱
離
苦
，
四
恩
三
有
盡
掃
描
因
心
?
國
界
安

寧
兵
革
銷

9
風
調
雨
順
民
安
樂
9
大
血
來
蓋
一
一
…

修
希
勝
進
:
:
:
9

檀
信
歸
依
增
幅
慧
:

」
祝
顧
國
泰
民
安
。
再
接
唱
「
南
無
消
災

二
菩
薩
名
號
?
早
課
正

此
完
畢
o

晚
課
則
單
臼
諦
彌
陀
經
9
雙
日
誦
大
懺

悔
文
9
囡
晚
課
以
「
歸
向
淨
土
」
為
耍
，

唱
誦
《
彌
陀
經
》
觀
想
極
樂
世
界
的
殊
勝

莊
嚴
@
，
大
懺
悔
文
是
宋
朝
不
動
法
師
依
《

三
十
五
佛
名
禮
懺
文
》
整
理
?
唱
誦
時
隨

文
反
省
自
己
一
天
的
身
口
意
三
業
9
平
一
誠

向
諸
佛
懺
悔
無
始
劫
來
罪
業
9
並
藉
著
誦

諸
佛
名
號
9
引
發
向
佛
學
習
之
心
。

接
著
「
蒙
山
施
食
」
牛
一
迪
是
不
動
法
師

於
四
川
蒙
山
甘
露
土
寸
步
依
據
密
教
經
典
所

集
成
。
依
諷
誦
經
咒
和
懺
悔
後
，
將
此
功

德
利
益
擴
及
幽
冥
眾
生
9
透
過
行
者
的
觀

想
加
持
多
將
米
粒
及
甘
露
水
9
施
食
與
惡

道
眾
生
9
並
為
他
們
說
法
。
然
後
回
向
祝

禱
「
四
生
登
於
寶
地
步
一
一
一
有
托
化
蓮
池
9

河
沙
餓
鬼
證
三
百
負
?
J
S
同
類
有
情
登
十
地
;

?
接
著
讚
佛
、
念
佛
9
並

L一一

。敲打法器領眾，養具僧

9 及慎

電恭敬的態度。

(攝影一廖正文)

大
願
地
藏
王
」
等
三
菩
薩
聖
號
。

回
向
發
願
是
大
乘
佛
教
念
誦
儀
制
的
特

色

9
課
誦
正
文
後
接
著
問
向
9
早
課
唱
普

腎
(
十
大
願
@
@
「
一
者
禮
敬
諸
佛
e
.
e
.
:
十
者

並
日
皆
因
向
」
9
後
接
「
四
生
九
有
9
向
登

華
藏
玄
鬥
@
9
八
難
三
途
?
共
入
耽
盧
性
海

」
9
普
為
一
切
眾
生
發
顧
趣
入
佛
道
。

晚
課
則
單
臼
唱
「
大
慈
菩
薩
發
願
偈
」

、
雙
日
唸
宋
朝
遵
式
法
師
所
作
的
「
一
心

皈
命
」
9
發
願
往
生
西
方
淨
土
。
因
一
日

將
盡
9
最
後
行
者
須
提
起
無
常
感
?
此
時

唱
「
豎
一
口
策
大
眾
偈
」
e
o
「
是
日
已
過
之
叩

亦
隨
減

P

如
少
水
魚

9

斯
有
何
樂

9

大
眾

當
勤
精
進
9
如
救
頭
然
9
但
念
無
常
會
慎

勿
放
逸
o

」
此
偈
前
半
部
出
自
《
山
山
躍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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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後
半
部
則
是
《
普
賢
警
眾
偈
》

偈
合
併
7

日
北
宋
金
牌
苑
清
規
》
收
錄
後

9

被
叢
林
廣
為
採
用
。

無
論
早
晚
課

9

接
下
來
均
接
唱
「
三
皈

依
」
e
a

「
自
皈
依
佛
9

當
願
眾
生
?
體
解

大
道
?
發
無
上
、
吵
，
自
皈
依
法

9

當
顧
眾

生
9

深
入
經
藏
多
智
慧
如
海

e

，
自
皈
依
僧

9

當
顧
眾
生
，
統
理
大
眾

9

一
切
無
礙
。

、J

誠
發
願
以
三
寶
為
生
命
究
極
依

歸
?
依
此
努
力
踐
行
。

L一-

關
羽
皈
依
佛
教
成
伽
藍
菩
薩
的
傳
說

9

此

中
國
叢
林
中
廣
為
流
傳

9

因
此
僧
人
早
課

末
了
唱

韋
陀
、
伽
藍
是
佛
教
兩
大
護
法
菩
薩
?

而
唐
道
宣
律
師
《
感
通
錄
》
中
有
南
天
王

部
下
韋
將
軍
周
行
東
、
南
、
西
一
二
州
保
護

佛
教
的
故
事

9

中
國
情
朝
以
後
佛
教
漸
有

「
伽
藍

9

行
者
進
而
期
勉
自
己
做
佛

?
並
看
好
自
己
的
道
心
。

非
不
顧
別
人
、
自
唱
白
的
雪
在

一
日
聲
，
時
要
互
相
搭
配9
這
種
學

?
也
是
僧
人
在
早
晚
課
時
的
另

早
晚
課
是
瑜
伽
四
種
念
一
誦
之
一
的
音
聲

念
諂
9

它
並
不
只
是
單
純
的
誦
讀

9

而
有

一
定
的
和
聲
。
這
種
和
聲
法
自
有
其
原
則

，
行
者
也
可
依
各
人
音
韻
及
當
下
抒
發
的

宗
教
情
操
9

而
有
自
己
的
唱
韻

9

雖
然
每

一
個
人
各
有
不
同
的
唱
韻
卻
可
被
融
合
，

成
和
諧
、
高
低
起
伏
、
遠
近
相
問

9

時
而

雄
渾
如
海
浪
拍
岸
，
時
而
綿
密
如
細
雨
奏

一
波
又
一
步
甚
是

壯
觀
。

早
晚
課
誦
除
了
以
音
聲
唱
誦
外

9

必
須

控
節
拍
、
領
眾
唱
誦
?

身
口
意
三
業
全
神
貫
注

9

身
要
端
肅
不
懈
，
口
要
念
誦
貫
徹

9

注
心
不
移

o

」
更
重
要
的
是
能
隨
寸

?
成
為
落
實
於
身
心
行
為
的
一
種
力
量
?

如
金
日
丈
清
規
》
(
註
)
，
中
所
說
甸
回
「
誦
芷

文
、
思
其
義
、
行
其
事
、
踐
其
寄
自
己
多
所

以
在
課
誦
時
「
必
使
身
與
日
合

9

口
與
心

合
會
不
昏
沉
、
不
散
亂
、
不
懈
怠
、
不
合
貝

利
、
知
因
果
、
知
慚
愧
、
兢
兢
業
業
:
;
:

」
9

如
果
有
口
無
心
的
話

9

「
必
招
現
前

一
個
重
點
。

O 

L一

個
人
在
課
誦
時
可
盡
情
的
唱
、
專
注
作

「
法
器
是
人
天
眼
目
」
9

早
晚
課
中
必
用

山
區
怯
器
是
大
馨
、
引
諱
:
木
魚
、
寶
鐘
鼓

9

這
些
法
器
各
有
其
象
徵
意
義
、
功
能
會

。結蝴跌庫，

上夫自然得力。

(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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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音
也
各
有
特
色
?
如
大
聲
是
控
制
段
落

的
起
、
收
9

體
鏘
的
聲
音
悠
揚
清
遠
，
代

表
聲
問
三
千
界

e
9

木
魚
帶
領
速
度

9

吟
吟

的
聲
音
篤
實
穩
定
?
還
刻
以
魚
紋

9

象
徵

魚
類
日
夜
不
閉
眼

9

警
惕
僧
人
修
道
須
精

進
。法

器
的
敲
擊
，
有
一
定
的
位
置
9

稱
為
「

板
眼
」
?
每
種
法
器
的
棺
接
、
呼
應
也
有

一
定
的
規
定

9

對
於
每
一
位
行
者
來
說

9

早
晚
課
中
法
器
的
敲
擊
與
唱
韻
的
學
習

9

都
是
必
修
的
?
打
法
器
時
必
謹
慎
恭
敬

9

音
量
、
節
拍
、
板
眼
均
須
注
意

9

力
求
正

確
。
打
法
器
不
僅
養
具
領
眾
的
氣
魄
與
進

退
舉
止
的
威
儀
，
更
是
學
習
專
注
攝
心
與

培
養
和
諧
共
成
的
入
門
方
便
。

在
叢
林
中
早
晚
兩
堂
課
誦
都
設
有
執
事

人
擔
任
領
眾
之
責
，
《
百
丈
清
規
》
中
即

記
載
有
「
維
那
」
、
「
悅
，
眾
」
二
執
@
E

一
、
維
那
。
﹒
是
叢
林
四
大
執
事
之
一

由
一
人
擔
任
，
負
責
維
繫
團
體
之
綱
紀

9

主
要
工
作
是
「
二
時
功
課
?
率
眾
領
班

9

上
堂
說
法
，
白
椎

-
F眾
9

又
如
一
切
舉

唱
回
向

9

以
音
聲
為
佛
事

9

其
任
頗
重
o

」

二
、
悅
血
來
也
@
此
執
事
設
有
數
人9
日
疋
輔

助
維
那
的
人

9

〈
百
丈
清
規
》
說
@
閉
「
若

維
那
不
在
堂
，
均
須
帶
管

9

堂
中
七
期
輪

流
料
理
，
並
二
時
課
誦
:
:
.. 
教
初
參
禮
法

，
一
切
佛
事
唱
念
分
明
、
禮
儀
請
熟
之
人

?
可
安
此
執

o

」

在
大
寺
院
、
大
叢
林
的
早
晚
課
裡

9

通

常
維
那
掌
大
薯
，
悅
血
來
持
引
囂
，
小
道
場

則
一
人
同
時
負
責
二
種
法
器

9

其
餘
法
器

則
輪
流
擔
任
。
但
《
百
丈
清
規
》
規
定
?

結
夏
期
間
「
凡
禪
堂
堂
師
喜
學
健
椎
法
器

步
並
在
寺
習
學
經
律
者
聽
」
、
「
丸
提
椎

法
器
，
依
次
輪
擊
。
」
現
今
憂
灣
寺
院
早

晚
課
誦
已
無
固
定
的
維
那
、
悅
眾
二
執
?

每
個
人
都
有
機
會
輪
流
擔
任
。

清
晨
9

當
板
聲
劃
破
寂
靜
的
長
夜

9

鐘

聲
敲
醒
了
漫
漫
沉
睡

9

僧
人
披
上
加
我
裝
9

魚
貫
地
行
入
大
殿

9

諷
誦
經
咒
?
開
始
一

天
的
行
持
生
活
。
，
當
夕
陽
西
落

9

集
眾
的

板
聲
再
度
響
起

9

僧
人
依
舊
搭
衣
上
殿
課

講
立
壯
嚴
的
梵
嗔
迴
盪
在
山
之
涯
、
水
之

謂
9

迴
盪
在
晨
光
、
暮
色
中

:
:
:
o
自
宋

明
以
來
，
一
樣
的
晨
昏
、
一
樣
的
早
晚
唱

誦
9

其
中
不
斷
增
長
的
是
僧
人
的
慧
命
與

道
心
。

註
:
本
文
所
舉
《
百
丈
清
規
》
乃
根
據
《
百
丈
清

規
證
義
記
》
所
對
之
原
文
。

一
、
靖
國
儀
潤
註
人
百
丈
清
規
證
義
記
了
《
間
績
藏
》

第
一
一
一
冊
，
新
文
幽

-
E
o

一
一
、
釋
興
惑λ
二
課
合
解
丫
民
間
七
十
六
年
三
月
，

妙
吉
祥
出
版
社
。

閥
、
黃
塵
瀾
註
解
，
《
朝
暮
課
誦
白
話
解
釋

γ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
瑞
成
書
局
印
行
。

五
、
釋
祥
雲
9

《
佛
教
常
用
「
瞋
器
、
器
物
、
服
裝
」
簡

述
》
P

竄
國
七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
普
門
文
庫
。

六
、
王
新
，
〈
佛
門
課
誦
考

V
9
獅
子
吼
雜
誌
二
十
七

卷
第
六
期
，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五
月
。

。晚課中隨文作觀， 11昌誦如i義會抒發宗教情操，

學習諸佛悲智。(攝影楊恰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