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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受
百
丈
《
古
清
規
》
以
來
以
修
行
為

中
心
的
傳
統
，
北
宋
的
禪
僧
們
更
加
嚴
守

自
己
的
戒
律
?
過
自
己
的
修
行
生
活

9

他

們
實
踐
百
丈
以
來
「
一
日
不
作
，
一
日
不

食
」
的
宗
教
生
活
態
度
。
自
歷
史
的
角
度

來
看
?
可
以
說
從
唐
代
到
今
天

9

歷
代
的

禪
僧
們
都
是
在
這
種
心
態
下
謹
守
自
己
的

本
分
?
以
堅
定
自
己
修
行
的
信
念
。
在
這

樣
的
要
求
下
?
作
為
一
位
禪
僧
?
必
得
遵

守
戒
律
9

以
了
脫
生
死
，
達
到
修
行
的
最

終
目
的
。
宗
瞋
在
《
禪
苑
清
規
》
卷
一
的
〈

受
戒
〉
中
記
載
「
參
/
禪
問
道
?
戒
律
為
先
」

9

確
信
修
行
要
以
持
守
戒
律
為
先

o

宋
代
的
受
戒
制
度
?
通
常
是
以
成
立

於
唐
代
的
南
山
律
宗
所
依
《
四
分
律
》
受
目
一
(

足
戒
為
基
礎

9

再
加
以
受
持
大
乘
菩
薩
戒

。
真
宗
大
中
祥
符
三
年
(
一
。
一

O
〉
前
後

9

在
中
國
全
土
七
十
二
州
設
置
了
戒
壇
，

姆
說
全
都
是
依
據
道
宣
律
師
的
《
戒
壇
圖

經
》
0

宗
蹟
認
為
一
受
持
聲
問
戒
、
菩
薩
戒

是
入
佛
造
的
第
一
步

9

嚴
持
戒
律
才
能
「

戶
羅
清
淨

9

佛
法
現
前
」

0

因
此
多
必
須

通
曉
《
四
分
律
》
所
規
定
的
四
波
羅
夷
、
十

三
僧
伽
婆
尸
沙
、
二
不
定
、
三
十
尼
薩
菁

、
九
十
波
逸
捷
、
四
波
羅
提
提
舍
尼
、
一

百
眾
學
、
七
滅
譯

9

以
及
大
乘
《
梵
網
經

》
所
說
的
十
重
四
十
八
輕

9

並
且
要
深
入

瞭
解
開
遮
持
把
才
能
持
戒
清
淨
。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如
何
持
守
戒
律
?
宗

頤
因
非
常
重
視
戒
律
，
在
護
戒
的
立
場
上

?
他
強
調
飲
食
生
活
要
如
法
?
他
特
別
提

到
「
不
應
食
」
、
「
非
時
食
」
0

所
謂
「
不
應

食
」
是
指
不
食
用
蔥
、
圓
婪
、

酒
肉
、
魚
頁
、
乳
餅
、
酥
酪
、
擠
蜻
卵
、

豬
羊
脂
9

「
如

不
以
酒
肉

。
至
於
「
非
時
食

」
是
小
食
、
子
、
米
飯
、
荳
湯

、
菜
汁
之
叮
9

規
定
早
粥
午
飯
的
二
時
食

以
外
?
都
是
非
時
食
。

「
不
應
食
」
ζ
非
時
食
」
是
根
據
《
四

分
律
》
「
赴
粥
食
」
與
「
喂
食
」
的
作
法
規
定

而
來
。
而
尋
求
正
師
?
求
道
遍
歷
的
禪
僧

所
帶
的
物
品
是
三
衣
一
僻
、
山
笠
、
挂
杖

、
戒
刀
、
祠
部
筒
、
揖
囊
、
鞋
袋
、
枕
子

、
鈴
口
鞋
、
關
耕
、
被
單
、
襯
、
汗
、
浴
巾

、
浴
裙
、
塑
像
、
經
文
、
茶
器
等
，
其
他

衣
物
則
以
經
濟
狀
況
允
許
的
範
圈
內
被
認

可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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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時
的
僧
人
，
應
該
定
住
於
一
定
的

寺
院
，
如
果
要
旅
行
他
州
時

9

須
帶
度
蝶

、
六
念
、
戒
蝶
以
及
免
丁
由
，
作
為
身
分

證
明
?
而
且
旅
行
他
州
必
須
事
先
取
得
憑

驗
許
可
。
這
樣
一
來

9

尋
求
正
師
?
自
由

遍
歷
各
地
的
行
雲
流
水
生
活

9

只
能
可
望

不
可
得
o

《
扭
轉
苑
清
規
》
卷
一
的
〈
掛
搭
〉
中

9

記
述
「
公
憑
」
(
就
是
在
旅
行
時

9

向
州

官
提
示
自
己
身
分
的
憑
據
?
申
請
旅
券
簽

證
的
文
件

)
e
e

年蝶
、
六

?
全

τ， 

且已

逃
禮

頭

候
台
旨

月
(
用

日
?
且
h

針
對
此
一
申
請
文
件

9

會
有
如
下
的

許
可
證
@
m

還

時

才立

于1'1

首

或
本
師
保

明州

達
觀
者
檢

亡
失
度
蝶

敕
令
云
云
。
備
生

建

令
。
只
得
詣
某

ii 
圳
戶
。
品
丹

蝶
戒
躁

至

年
月
日

JIJ 

依

取
得
了
這
樣
的
旅
遊
許
可
書
才
能
踏

上
求
道
之
旅
?
但
地
域
、
目
的
地
、
時
間

均
有
限
制
。
在
旅
行
中

9

除
了
生
病
之
外

9

不
得
在
一
處
住
宿
一
兩
晚
以
上

9

參
方
時

間
以
九
十
日
為
限

9

超
過
千
里
者
，
以
半

年
為
限
。
如
果
途
中
發
生
事
故

9

而
超
過

三
十
日
或
要
變
更
目
的
地
時

9

必
須
向
所

在
地
官
司
申
請
變
更

9

並
取
得
許
可
。
這

種
申
請
書
的
形
式

9

就
是
清
規
所
傳
的
「

公
憑
」.. 具

同
前
。

?
昨
。
於
某
月

某
日
?

甘
才t

L K 

?
前
去

公

ßw 

候

也
同
。

狀
0

年
月
(
不
用

日
?
具

某

。僧人在受具足戒後，必須再受菩薩戒，是入佛道的第一步。

(本刊資料照片)

如
此
僧
人
的
遊
行
都
要
經
申
請
許
可

9

這
表
示
北
宋
政
府
的
行
政
法
規
相
當
整

然
?
對
於
方
外
的
佛
教
教
園
?
絕
不
許
可

自
由
行
動
9

就
以
這
種
徹
底
的
統
治
措
施

將
教
團
隸
屬
於
政
府
。
在
日
本
明
治
時
代

?
也
曾
下
令
僧
人
要
住
在
寺
院
中
修
行
，

不
准
出
寺
門
佈
教
、
遊
方
?
因
此
才
產
生

日
本
的
檀
家
制
度
(
寺
院
所
需
由
其
所
在

地
的
信
徒
供
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