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五
月
中
旬
鬥
法
音
叢
書
出
第
五
集
|
|
《
法
的
社
會
主
義
》
出
版

後
9

一
些
關
心
佛
教
的
大
德
向
香
光
書
鄉
編
譯
組
反
應
，
有
部
分
參

加
過
五

0
年
代
社
會
主
義
運
動
的
非
佛
教
徒

9

對
於
此
書
用
「
社
會

主
義
?
「
獨
裁
的
」
等
措
詞
感
到
疑
惑

9

他
們
對
於
佛
教
中
有
這
些

思
想
也
感
到
失
望
，
因
此
我
們
覺
得
有
必
要
針
對
本
書
相
關
的
內
容

玉

徘
何
一
叫
肌
關
川
，
N
叭
叭
那
怔
注
明
將
叭
均
應
。

、苟，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四
十
七
期
〕
民
國
八
T
五
年
九
月
嚀
。
八



香
光
莊
旦
成
門
第
四
十
七
期
〕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九
月
V
O
八

，
因
此
「
矗
立
士
一
口
」

-----, 
一「

的

」
，
因
此
它
的
內
攝

-----, 

、

一「

」
目
疋

L一

強
我
」o很

多
人
都
聽
過
「
社
會
主
義
」

這
個
詞
，
但
都

為
它
是
政
治
制
度

p
血
口

、

4

的

人

民
主
政
治

人
一
提
到
社
會
主
義

就

主
義
。
但

?
現
在

我
們
所
談
的
社
會
主
義
卻
不
是
這
個

L一

意
思
，
我
將
根
據
宗
教
的
教
理
、

h
A城

f學

或

更

本
的
自
然
法
則
來
討

它
。
事
實
上

9

如
果
我
們
從
「
道
德
」

(
戒
)
的
角
度
去
理
解
社
會
主

便
會
明
白

背
心
量
裁
。

所
謂
的
「
道
德
」
?
是
使
一
切
事

物
正
常
成
達
到
自
然
平
衡
的
(

開
耳
其
ω
訂
)
原
則

9
.

曰
:
:
從
道
德
角

度
而
言
，
社
會
、
手
且
我
是
能
夠
使
社
會

平
衡
，
而

混

亂

(
即
第

種盤盤蠶蠱墓噩噩靈靈矗噩證蠻噎盤噩噩邀鹽噩噩噩盟



首
先
我
們
來
看
「

e足

P
A口
d
e

可
且
、
-
J
且
巾

。
但
「

台
」

卻
是
個
容
易
造
成
困
擾
的
名
詞
，
有

些
人
認

洞
、
騙
人

人
的
方
法
-
9

另
外
有
人
則
認

可
以
促
進
世
界
和
平
的

從

的
意
義

心
巾
切
友
「

人
有
闋
的
事
?

這
種
意
義
而

言
9

政
治
是

處
理
事
情
的
方

法
，
用
來
處
理
因
愈
來
愈
多
人
生
活

所
產
生
的
問
題
，
這
是
政
治

，
因
此
，

可
以

定
政
治

想
而
言
，
政
治
是
處
理
社
會
合
作
需

多
所
以
基
本
上
，
社

A
皆
因
、
王
噩
耗
比
其任
何
主
義
更
具
有
道

品
哉
?
去
絨
。
.

們
必
須
從
實
際

治
，
而

理
論
去
看
待
它
，
因

基
本
上
處
理
的
是
語
言

文
字
?
不

涉
及
人
類
真
實
的
生
活
層
面
。
今
天

社
會
上
所
流

4J. 

用
處
的
，
但
如
果
從
道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四
十
七
期
〕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九
月

7
0
八

理
解
政
治
，
那
就
可
以

幫
助
全
世
界
:
:
(
第
的

1
師
頁

主里

、
直
探
本尊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四
卡
七
期
〕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九
月

V
O
八
四

?
因
此
在
探
討
「

L一一

司
峙
，

，
而
是
直
接
切
入
政

二
、
真
正
的
社
會
主
義
以
「
法
」

〉
、
自
然
為
本
質
，

f戶、「
法
的
社
會
主
義
」

依
存
的
方
式
。

社
會
主
義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類

型
，
然
而
我
們
應
討
論
真
正
的
社
會

主
義
9

真
正

是
能
夠
造
福
整
個
世
界
，
它
以
佛
法

的
真
理
為
本
質
，

以
自
然

質
。
.... 

:
就
是
沒
有
東
西
可
以
單

，
任
何
東
西
都
互
相
依
存
。

(
第
科
頁

真
正
的
社
會
主

時「

立
的
，
而
且
應
把
它
看
作
是
自

然
的
本
質
，
除
了
「
法
」
以
外
，

包
括
人
類
在
內
，
沒
有
任
何
事
物
可

以
建
立
社
會
主
義
:
。

的
社
會

主
義
就
是
團
體
裡
最
根
本
互
相
依
存

的
方
式
，
所
以
團
體
才
能
存
在
。

(
第
咐
頁
)

上本

9

所

一「

L一

」一

一
、

的

此
刻
我
們
坐

裡
9

被
L

入

自
伏

寧
靜
?
從

的
境
界
?
升
起

四
j~ 

而以

盤盤

的



植
基
扎
伊
、
自
然
的
社
會
主
義
最
深
刻
的

內
涵
。
此
時
，
我
們
不
受
暴
力
和
世

俗
社
會
主
義
的
影
響
，
所
以
心
靈
能

保
持
寧
靜
不
受
侵
擾
，
可
以
去
體
解

並
感
受
遍
及
地
、
水
、
風
、
火
，
與

知
覺
，
身
心
內
外
世
界
的
一
切
事
物
，

這
才
是
真
正
的
社
會
主
義
純
淨
、
平

衡
的
自
然
的
化
身
，
沒
有
欺
瞞
，
也

沒
有
「
我
」
、
「
我
所
有
」
的
分

t 
p
刀
，

我
以
前
一
再
重
複
地
說
，
自
然

是
社
會
主
義
的
化
身
(
具
體
化
)
，

它
的
特
性
、
作
用
或
意

冒
本
質
上
就
是
社
會
主

義
的
。
自
然
裡
沒
有
任

何
東
西
可
以
單
獨
存
在
，
沒
有
生

物
、
元
素
或
分
子
能
獨
自
存
在
，

自
然
的
各
個
層
面
都
是
由
互
相
依
存

的
關
係
所
組
成
，

...... 

全
都
根
據

大
自
然
純
正
社
會
主
義
的
原
則
，
互

相
依
存
並
且
平
衡
發
展
。
」
(
第
協

頁

四
、
純
正
的
社
會
主
義
以
整
體

利
益
為
主
。

做
為
政
治
體
系
的
社
會
主
義
是

一
種
純
正
的
社
會
主
義
，
它
是
以
整

體
利
益
為
主
，
因
其
領
導
者
追
求
的

是
整
體
社
會
的
滿
足
與
融
洽
。
(
第

的
頁
)

香
光
莊
嚴
【
第
四
十
七
期
】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九
月

V
O
八
五

因
此
我
們
可
知
，
佛
使
尊
者
雖

然
借
用
了
一
般
政
治
學
上
所
謂
的

「
社
會
主
義
」
一
詞
，
卻
有
他
個
人

的
定
義
與
看
法
，
而
這
是
不
同
於

般
人
所
謂
的
社
會
主
義
的
。
佛
使
尊

者
所
主
張
的
「
社
會
主
義
」
全
名
應

為
「
法
的
社
會
主
義
」
，
又
可
稱
為

「
佛
教
的
社
會
主
義
」
。
它
是
以
佛
教

的
「
無
我
」
和
「
蜂
起
」
為
根
本
精

神
，
是
一
種
道
德
形
式
，
是
以
法

(
真
理
)
和
自
然
為
本
質
，
是
事
物

間
相
依
共
存
的
法
則
，
它
所
呈
現
的

是
純
淨
、
平
衡
與
無
我
、
無
我
所
的

狀
態
，
且
以
整
體
利
益
為
原
則
，
國

此
他
所
主
張
的
「
法
的
社
會
主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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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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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八
十
五
年
九
月

V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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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不
同
於
一
般
政
治
上
所
說
的
，
以
私

利
為
前
導
的
社
會
主
義
或
共
產
主

義
。

又
「
社
會
主
義
」
一
詞
有
多
種

意
思
，
雖
然
從
十
九
世
紀
馬
克
思
主

義
產
生
以
後
，
此
詞
幾
乎
成
了
「
共

產
主
義
」
的
代
名
詞
，
但
其
最
原
始

的
意
義
卻
是
「
聯
合
勞
動
所
得
的
收

穫
應
由
所
有
生
產
者
公
平
分
享
」
'

更
進
而
言
之
，
社
會
主
義
不
只
是
經

濟
的
公
式
，
甚
至
不
只
是
正
義
的
一

帖
處
方
，
它
相
信
人
類
大
眾
有
能
力

克
服
基
本
天
性
的
疏
離
與
異
化
，
社

會
主
義
者
認
為
自
然
的
人
性
遠
比
我

們
所
經
驗
過
的
更
有
創
造
力
，
更
崇

尚
和
平
、
更
樂
於
利
他
。
(
《
觀
念

史
大
辭
典
》
第
憫
頁
)
由
此
可
知

原
來
的
社
會
主
義
也
有
其
相
當
純

正
、
理
想
的
一
面
。

隨
著
時
代
更
替
，
社
會
文
化
的

蛻
變
，
思
想
改
變
了
，
人
類
所
用
的

語
言
文
字
也
因
各
時
期
思
想
家
的
詮

釋
而
有
所
不
同
，
雖
然
「
社
會
主
義
」

的
原
義
由
於
共
產
主
義
強
勢
的
影

響
，
而
出
現
較
負
面
的
意
思
，
但
我

們
卻
不
可
以
偏
概
全
，
以
此
遍
觀
一

切
，
因
此
閱
讀
佛
使
尊
者
的
《
法
的

社
會
主
義
》
一
書
時
，
我
們
應
該
回

到
原
作
者
的
思
想
脈
絡
下
，
仔
細
分

析
，
認
清
書
中
所
說
的
內
容
，
才
不

會
斷
章
取
義
或
望
文
生
義
，
甚
而
發

生
妄
下
定
義
的
情
況
，
也
才
能
了
解

佛
使
尊
者
所
說
的
「
法
的
社
會
主
義
」

之
真
正
意
義
所
在
。

佛
使
尊
者
所
主
張
的

「
獨
裁
的
」
之
真
義

「
獨
裁
的
」
一
詞
一
般
是
用
在

政
治
學
和
歷
史
社
會
學
中
，
它
是
指

一
種
政
府
的
統
治
形
式
，
而
這
種
統

治
方
式
與
個
人
的
自
由
相
違
背
，
但

佛
使
尊
者
對
「
獨
裁
的
」
所
下
的
定

義
又
是
什
麼
呢
?
我
們
先
看
看
在

《
法
的
社
會
主
義
》
一
書
中
，
佛
使



性
的
觀

治
」
。
由

們
，
來
討
論
一
個
非
常
有
爭

「
獨
裁
的
民

們
非
常

個
人
的

自
由
，
所
以
我
們
對
「

「
獨
裁
」
有

」
這
個

、
之

不
及
。

?
那
就
是
行
動
的
原
則
和

理
想
。
獨
裁
式
的
政
治
理
想
是

的
，
但
若
是
一
種

不

切
原
則
卻
很
有
用

9

因

地
處
理
事
情
。
如
果
需
要
長
時
間
，
才

的
問
題
?
發
生
在
一
個
完
全

民
主
的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時
?
這
些
問
題
會
被

「
獨
裁
式
地
」
加
以
解

決
，
也
就
是
它
們
會
被

解
決
，
而

國
就
是
一
個
迅

遠
的
民
主
政
治
。
在
這
種
意
義
土

9

說
是
「

如
法
的
社
會
主
義
的
民
主

政

治
可
以

L_ 

頁由
上

-, 

的

裁
的
」

的政
的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四
十
七
期
日
民
國
八
γ
五
年
九
月

W
V
O八
七 我

們
絕
對
不
可
把
世

的
「
獨

裡
所
謂
的
「
獨
裁

。
如
法

，
但
若

的
方
式

「
法
」
吻
合
，
它
們
將
會
用
道
德
的

方
法
更
快
速
地

社
會
問
題
，
:

第

第

-, 

L心也

σ
叩
冒
但J
H
F
C
C
門

C 
阿均

自
甘
間
。
戶
口
時
的閉
目0
萬
立

\自/

9 
該
處
理
的
事
，
這
在
尊
者
所
提
到
處

L一
~ 

阻

但
口
已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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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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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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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年
九
月
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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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出
來

如
果
我
們
利
用
「
獨
裁
的
」
的

方
法
來
處
理
內
心
的
問
題
，
那
麼

「
獨
裁
的
」
就
能

現

正

的

義
或
宗
教
意
義
。
如
果
我
們
更
「

L_ 

,-., 

)
面
對
心
中
的
煩

惱
9

這
些
煩
惱
很
快

底
消
滅
。
假
如
我
們
都
是
此
意
義
中

的
「
獨
裁
者
」
?
就
不

需
要
政
府

了
，
每
個
人

不
再
有
煩
惱
，
我
們

也
達
到
最
高
層
次

(
第

一「主
義
》

d損

4、這

(
香
光
書
鄉
出
版
社
出
版
)

一
個
字
可
視
情
況

而
有
多
種
意
義
，
主
要
可
分
為
兩

種
:
一
、
一
般
人
用
以
說
明
物
質
世

界
的
日
常
用

'
，
二
、
描
述
精
神
世

界
、
內
心
世

的

得
佛
法

的
語
言
。

(
第
油
頁

、""ι

(
明
2
2
)

和
其



(
門
的
楠
，
叩
門
但
出
門
)
一
一

《
法
的
社
會
主
義
》

的
用
詞
，
就
可
知
尊
者
是
比
較
偏
向

門
審
訊
〕

~ 

~ 

心「

《
法
的
社
會
主
義
》

-, 

L一

5司語
的
內
在
意

」
層
醋
。

自
香
光
鞏
固
鄉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
法
音
叢
書
」
第
六
集

i

《
精
神
食
糧
》
於
九
月
出
版
。

本
書
由
泰
國
高
僧
佛
使
尊
者
的
七
十
四
段
小
短
文
所
輯
成

7

中
英
對
頌
。
內
容
主
要
是
說
明
回
國
時
下
的
人
雖
然
生
活
在
物
質

幽
靈
厚
、
感
間
里
享
樂
充
斥
的
積
境
中
，
心
靈
卻
是
空
虛
、
苦
悶
的
目
佛
使
尊
者
提
醒
大
眾
:
那
是
因
為
我
們
混
混
於
營
取
世
俗
的
物

蠶
食
糧
，
卻
忘
了
滋
養
精
神
的
需
求

9

因
此
唯
有
重
視
「
法
」
的
精
神
食
糧
，
才
有
真
正
的
快
樂
?
而
且
唯
有
同
時
混
取
物
質
和

「
法
」
二
方
面
的
食
糧
，
我
們
的
生
命
才
是
完
整
的
，
也
才
能
活
得
快
樂
。

出
版
社
收
。
本
書
歡
迎
助
印
、
索
閥
，
來
函
請
附
固
郵

5

寄
:
嘉
義
縣
竹
崎
鄉
內
埔
村
還
州
四
十
丸
之
一
號
，
香
光
讓
自
鄉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四
十
七
期
〕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九
月

V
O
八
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