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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八

勝
義
諦
與
世
俗
誦
的
論
爭

萬
金
川
主
講

編
輯
組
整
理

在
月
稱
的
二
諦
諭
裡
'
勝
義
與
世
俗
之
間
有
著
一
道
難
以
填
平
的
鴻
溝
，

而
安
慧
指
出
真
實
隱
藏
在
世
俗
裡
'
清
辨
則
認
為
二
諦
之
問
有
隨
順
勝
義
的
介
入
，

龍
樹
所
謂
的
世
俗
諦
、
勝
義
諦
其
主
要
內
容
到
底
是
什
麼
?

吉
藏
|
|
三
論
是
毅
，
不
二
是
理

要
了
解
龍
樹
的
二
諦
思
想
，
首
先
要
掌
握
它
在
《
中
論
》
章
節
裡
的
出
現
脈
絡
。
在
《
中
論
》
第
二
十

四
晶
裡
，
面
對
論
敵
質
疑
「
一
切
法
空
」
的
哲
學
，
會
導
致
佛
教
教
理
體
系
以
及
世
間
倫
理
信
念
的
崩
解
，

龍
樹
在
第
七
詩
頌
中
是
先
指
出
論
敵
的
問
難
，
乃
是
因
於
對
「
空
性
」
概
念
的
誤
解
，
接
著
便
在
第
八
至
第



于
在
龍
樹
所
有
的
著
作
裡

9

一「

之
大

'-' 
Q 

因
此
，

一
些
不
同
的

而

9

阿
底

峽
著
《
入
二
諦
論

γ

-, 

「
理
境
二

'
為
何
會
有
這
樣
的
論
爭
?
這
個
論
爭
是

L一

一「

L一

」
的
詞
義
衍
生
出
來
的
，
在
漢
語
捏
，
「

L一

」
'
這
就
說
明
了
它
是
和
「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就
比
較
不
會
產
生
誤
解

9

一
詞
的
梵
文
原
語

白白1

「
直
(

，
而
口
坤
一
方
面
又
可
以
用
來
指
「

)
。
一
般
而
言
，
「
真
理
」

語
言
的
層
次
，
而
「
實
在
」

9

若
是
一
百
語
描
撞
得
和
實
在，

而
「
空
性
」
一

9

它
並
非
實
在
界
體
的
一
個
東
西
，
若
把
空
性
當
成
是
實
在
界
裡
的
東
西

9

了
。

電醫

月
稱
是
從
「

」
(
尾
巴
奇
〉
的
意
恩
來
了
解
「

三
種
實
在
會

L一

闖
闖
翩
翩
仰
躺
倒
的
閥
割
目
叫
闖
關
組
關
悶
悶
峭
磁
鐵
斷
闖
闖
即
輯
關
關
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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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
義
的
實
在
，
就
是
所
謂
的
「
理
境
二
諦
」
。
在
漢
語
裡
'
「
理
」
是
指
玉
的
紋
路
，
而
紋
路
本
來
就
存
在
於

玉
石
上
，
所
以
「
理
」
問
時
是
語
言
的
層
次
，
也
可
以
是
客
觀
的
層
次
。
但
「
境
」
是
指
外
界
的
東
西
，
吉

藏
說
「
二
諦
是
敦
，
不
二
日
軍
理
」
'
…
方
面
可
以
看
出
他
是
從
語
言
的
層
次
來
了
解
二
諦
，
同
時
也
可
以
見
出

他
區
分
出
了
「
諦
」
與
，
「
理
」
的
不
同
。

不
知
二
諦
分
別
，
不
解
佛
陀
說
法
真
義

有

了
這

基

本
的
認

識
之
後

再

來
看
以

下的
頌

文

諸
佛
依
二
諦

為
眾
生
說
法

這
表
示
諸
佛
說
法
的
基
礎
在
二
諦
上
，

分
別
於
二
諦
則
於
深
佛
法

在
梵
文
原
詩
頌
裡
，
「
分
別
」
並
非
動
詞
而
是
個
名
詞
，
亦
即
如
果
你
不
知
道
二
諦
之
間
的
區
別
所
在
'
和

你
不
能
去
區
別
二
諦
是
不
同
的
。
在
漢
譯
裡
把
「
分
別
」
動
詞
化
了
，
梵
文
裡
「
分
別
二
諦
」
的
意
思
是
指

你
不
知
道
二
諦
之
間
的
分
別
，
而
其
中
的
動
詞
是
「
不
知
」
，
如
果
不
清
楚
二
諦
之
間
的
分
別
，
就
無
法
掌
握

佛
陀
說
法
的
深
奧
意
思
。
「
深
佛
法
」
是
指
佛
說
法
的
深
奧
真
義
。
在
第
八
頌
裡
談
到
諸
佛
依
據
二
諦
而
說

若
人
不
能
知

不
知
真
實
義

法
，
而
「
為
眾
生
說
法
」
這
句
話
是
鳩
摩
羅
什
為
使
意
思
更
清
楚
而
加
入
的
，
因
為
諸
佛
說
法
的
對
象
是
未



開
悟
的
眾
生
。

間
的
分
別
，
便
往
往
會
漏

失
佛
說
法
的
真
義
，

指
的
可

你
把
佛

的
勝
義
諦
當
成
世

法
掌
握
佛
說
法
的
真
正

意
圖
。
所
以
要
講
撞
地
了
解
一
一

之
間
的
差
別
，

一「

(繪閱陳秋松)

L一

唱暑

~ 
且且可

L且目

、=...J

關
酬
捌
關
問
凶
紛
跑
蛇
能
防
械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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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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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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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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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w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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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單
餾
饋
贈
機
為

t
i
t
i
l
-
-
d
l
i
l
i
-
-

」
副

-
u
f

若
不
依

諦

不
得
第
一
義

一
義

則
不
得
涅
槃

一
詩
頓
裡
我
們
要
注
意
涅
槃
、

。
這
裡
的
「

」
樹
(
第
八
詩
頌
裡
的
「

」
二
者
之
間
所
使
用
的
梵
文
並
不
相
間
，
而
「

。
在

第
八
甜
甜
頌
裡
談
到
的
是
「
第

L一

--, 

L一

」
。
如
果
不
能
體
會
「

一
義
」
(
亦
即
法
性
、

\、J

' 

--, 

L一

?
那
麼
這
三
者
之
間
是
否
相
同
呢
?

法
」
9

此
中
的
「

」
是
屬
於
語
言
的
範
圈
，
不
論
鵬
義
諦
或
世
俗
諦
，
都

屬
於
語
言
的
範
間
，

應
該
是
巴
和
文
的

S
E
S

的
訛
化
，
而

S
E
S

一
詞
則
有
「

L一

思
，
但

一
詞
作
為
正
規
梵
語
來
看

9

--, 

L一

「
一
百
口
誼
間
」

因
此
若
視

L一

J
H
C
F
M
M
門
也

來
看
9

而
且
這
是

?
由
是
而
形
成
了
所
謂
「

」

。

，
不
見
得
都
是
由
過
曉
這
兩
種
語
文
的
專
家
來
著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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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斗
酬
》

方
式
間
接
地
把
它
指
出
來
，

，
我
們
若
是
搶
去
了
語
言
?

一
義
諦
或
世
俗
諦
的
「

〈S
E
5
)

的
範
圈
，

電醫

麗
阱

E
B
S
E
h關蟬
的
餒
體
閣
制
翩
翩
臨
時
攝
監
聽
輯
翩
翩
魏V
到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二
期
〕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w
v
O三
三



香
光
莊
嚴
【
第
五
十
二
期
】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V
O
三
四

什
麼
樣
態
。

當
然
對
中
觀
學
派
來
說
，
他
們
認
為
直
接
描
述
諸
法
實
相
是
不
可
能
的
，
但
它
可
以
透
過
間
接
描
述
而

被
彰
顯
。
何
謂
「
間
接
描
述
」
?
例
如
事
物
的
存
在
樣
態
，
亦
即
蜂
起
性
，
便
很
難
加
以
描
述
，
但
我
們
可

以
透
過
「
八
不
」
之
類
的
否
定
方
式
把
它
給
間
接
地
描
述
出
來
，
中
觀
學
派
喜
歡
採
取
否
定
的
方
式
來
描
述

真
實
，
然
而
即
使
「
說
是
一
物
即
不
中
」
'
這
句
話
仍
然
是
拜
言
語
之
賜
，
而
仍
屬
於
語
言

(
5
5
5
)

的
範

圈
。
「
不
得
第
一
義
」
裡
的
「
得
」
，
在
梵
文
裡
是
指
「
使
某
物
顯
現
」
的
意
思
。
一
般
而
言
，
中
觀
論
者
很

少
使
用
正
面
的
方
式
來
說
明
諸
法
實
相
，
以
龍
樹
來
說
，
似
乎
只
有
在
《
中
論
》
第
十
八
品
裡
看
到
一
些
正

面
的
說
法
，
而
其
他
都
是
用
海
詮
的
方
式
表
達
，
或
是
如
吉
藏
所
說
的
破
邪
顯
正
。
如
果
你
不
使
用
言
語
，

則
「
正
」
也
是
完
全
無
法
把
捉
的
，
如
果
不
能
彰
顯
或
觀
照
第
一
義
，
亦
即
所
謂
「
諸
法
實
相
」
'
當
然
就
無

法
得
解
脫
而
證
得
涅
槃
。

在
第
八
到
第
十
詩
頌
的
二
諦
偈
裡
，
我
們
要
特
別
留
意
第
十
詩
頌
裡
的
「
俗
諦
」
'
這
個
「
俗
諦
」
其
實

包
括
了
第
八
詩
頌
裡
所
提
及
的
世
俗
諦
與
第
一
義
諦
，
而
這
兩
個
層
次
都
屬
於
可
說
的
範
圍
，
至
於
「
第
一

義
」
與
「
涅
槃
」
'
則
是
不
可
說
的
。
諸
佛
或
順
世
間
的
真
理
，
或
依
勝
義
的
真
理
來
說
法
，
其
目
的
是
要
讓

眾
生
開
悟
。
第
九
詩
頌
的
重
點
在
於
二
諦
之
間
的
區
別
，
而
我
們
若
不
能
洞
悉
其
間
的
差
別
，
則
無
法
掌
握

佛
陀
說
法
的
真
正
意
圖
。
什
麼
是
佛
陀
說
法
的
真
正
意
圖
?
唯
識
學
派
的
學
者
認
為
他
們
看
到
了
佛
陀
說
法

的
密
意
，
亦
即
所
謂
「
三
時
教
判
」
'
宣
說
空
性
的
般
若
經
乃
是
不
了
義
的
，
而
佛
陀
在
唯
識
經
典
裡
所
宣
說



?
這
就
是
所
謂
的
醫
意
。

龍
樹
所
謂
的
「

」
到
底
是
不
是
唯
識
學
眼
所
謂
「

L一

清
楚
，

、
界
三
科
他
白
質
」

一
切
有
部
。

---, 

、
』
廳
、
界
三
科
是
就
第
一
義
而
說

9

還
是
依
世
俗
而

，
而
說
三
科
皆
假
9

成
究
竟
說
，

。
從
第
八
詩
頓
到
第
十
詩
煩
，

於
世
俗
諦
，

?
而
視
權
說
為
實
說
，
因
為
如
此
一
來
就
會

'
這
種
詮
釋
方
式
和
清
辨
或
月
稿
的
理
解
不
同
，
但
卻

，
而
且
若
就
峙
代
來
看
，
我
個
人
猜
想
這
種
解
釋
也
比
較
接
近
龍
樹
的
原
意
。

要
從
龍
樹
頓
文
本
身
的
語
法
結
構
來
看
，
而
且
要
在
二
十
四
品
的
脈
絡
下
來
看
龍
醋
的
二
諦
偈

9

如
此
我
們

鸝鑫豔豔露自

?
是
有
其
道
理
的
，
雖
然
這
種
見
解
在
今
日
以
清
辨
興

二
是
理
」

---, 

月
稱
為
研
究
重
點
的
當
代
學
界
並
沒
有
給
予
它
應
有
的
重
視
。

喝醉

月
輔
|
|

自
劉
紅
前

m
w

歸
自
制
臘
的
路
劉
翱
翔
關
劉
關
劉
國
騙
自
鞠
翱
劉
紹
當
輯
嚴
格
總
麗
富
路
關
總
晶
體
協
翻
閱
髓
的
踏
國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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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期
〕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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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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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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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三
五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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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二
期
〕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V
O
三
六

月
刊
閻
明
的
問
她
開
翩
翩
翩
翩
驗
階
陶
總
路

9

二
諦
乃
是
關
種
真
實

9

但
如
此
一
來
，

月
稱
本
人
並
不
承
認
世
俗
有
其
諦
性
，
因
為
世
俗
諦
是
凡
夫
在
無
明
之
下
所
看
到
的
真
實
，
但
是
在
無
瞬
之

下
可
以
見
到
真
實
嗎
?

9
)這
種
凡
夫
所
見
到
的
真
實
根
本
就
不
存
在

9

「
唯
世
俗
」
而
己
，

這
個
無
其
諦
性
而
「

L一

，
世

搭
沒
有
諦
性
，
只
是
世
間
名

-
2月的
方
便
隨
設
閱
日
，

。
這
時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在
月

二
諦
諭
裡
9

勝
義
諦
興
世
俗
諦
之
間
有

雪
的
匕
就
不
可
能
在
世
俗
諦
，

「區、

自且可

L,_ 

、幽幽J

月
稱
從
詞
輯
學
的
觀
點
來
分
析

二
個
意
思
:
(
一
)

真
實
的
東
西
;
(
二
)

'
(
一
二
)
指
世
間
昔
日
說
的
意
思
。

此
中
，
第
一
個
意
思
是
來
自
於
把
這
個
請
看
成
是
由
司

9
J
N
門

一「

」
或



自「

」
(
B
J
H倚
門
)
的
意
思
，
S
B

是
「

，
而
世

L 

0

月
稱
個
民
鵬
此
一

一「

9

並
且
取
接
者
的
詞
根

由
而
囡
囡J
F

「
一
起
或
共
同
」

9

因
此
9

所
謂

-, 

」
之

而

L一

9

或
許
月
稱
所
謂
「

9

合
起
來
便
有
「
共
同
轉
起
」
的
意
思
。

「
共
間
轉
起
」

L一

因
此
9

一
方
面
視

-, 

一
般
所
謂
的
「

一「

L一

9

世
俗
所
指
的
便
是
具
有
相
互
依
存
性
的
事
物
。

第
三
個
意

層
意

〈

O
Y
叫
阿
訟
，

一
詞
而
來
的
靈
感
，

目
疋

即
是

並
沒
有
「
言
語
」
的
意
思
，

J
N
O
Y
m
伊
同
。
h
H

有
「
言
語
」
的
意
思
。

街
恥
的
盼
盼
拘
姆
翱
諷
刺
關

香
光
莊
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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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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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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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二
期
〕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孽
。
三
八

翱
問
路

但
我
們
今
天
還
不
能
完
全
明
白
月
稱
是
如
何
由

一
祠
的
形
構
裡

9

得
到
「
世
間
昔
日
說
」

思
。
世
間
的
存
在
是
透
過
我
們
的
言
說
而
存
在
，
也
就
是
透
過
「

的
東
西
在
一
定
安
排
之
下
所
構
成
的
東
西
，

」
而
存
在
，
例
如
椒
、

、
軸
之
觀

一
個
名
稱
叫
做
「
車
」
9

透
過
了
命
名
的
活
動
，

世
界
的
事
物
就
安
安
穩
穩
地
存
在
了
。

〔
在
樹
一
揪
個
中
輾
本
見
不
到
真
實
〕

月
稱
根
本
上
認
為
「
世
俗
」
就
是
被
無
明
遮
蔽
的
東
西
，
所
以
在
世
俗
中
我
們
根
本
見
不
到
真
實
。

此
一
來

9

宜
(
請
與
俗
諦
之
間
便
有
一
道
不
可
跨
越
的
鴻
溝
存
在
，
只
要
是
在
俗
諦
裡
的
東
西
，

真
諦
的
範
圖
，
反
之

9

只
要
是
在
真
諦
裡
的

9

它
就
不
會
落
入
俗
諦
中
去
。
這
和
他
以
障
其
實
性
來
界
定
世

俗
有
很
密
切
的
關
係
。

便
認
為
月
稿
、
心
目
中
的
世
佑
就
像
是
該
朧
的
外
麓
，

9

就
何
必
須
把
外
面
那
一
層
非
常
堅
硬
的
攬
子
給
打
破
。
對
月
稱
隔
三
日
，
要
掌
握
真
實

一
的
方
法
就
是
要
把
體
如
桃
麓
的
世
俗
諦
給
重
重
擊
碎
。
所
以
，
世
俗
和
髒
義
之
間
有
著
一

9

這
是
月
稱
非
常
特
殊
的
解
釋
。

自
利
文
的
「
世
俗
」
一
詞
是
明
白
宮
之
泣
，
原
指
「
共
同
的
理
解
」
或
「
常
識
」
扎
，
所
謂
「
世
間

說
有
，
我
亦
說
有
;
世
間
說
無
，
我
亦
說
無
。
世
間
與
我
諱
，
我
不
與
世
間
諱
。
」
指
的
正
是
這
一
幢
幢
順
世



闊
的
世
俗
義
，

。
因
此
，

月
稱
這
種
觀
世
俗
為
障
真
實
的
說
法
，

「
世
俗
」
一
詞
提
出
了
三

，
其
中
有
兩
個

解
釋
和
月
稿
的
相
同
，

，
但
其
中
有
一
個
解
釋
則
相
當
特
殊
，
安
彗
心
所
提
及
的
「

了
世
俗
」
和
月
稱
軒
說
的
「
障
真
實
義
」
的
世
僧
，
剛
好
形
成
了
強
烈
的
對
比
。
「
顯
了
世
俗
」
是
指
真
實

9

另
一
方
面
又
顯
現
，

-
9

個
對
月
稱

來
說

，
他
要
保
持
勝
義
的
純
粹
性
、
純
潔
性
。

義
淨
在
《
南
海
寄
歸
內
法
傳
》
所
解
釋
的
世
俗
之
義
也
與
月
稱

?
他
認
為
「
世
」
日
軍

---, 

」
的
意
思
，

「
顯
了
世
俗
」
的
說
誰
直
接
影
響
到
日
接
窺

「
世
俗
」
的
解
釋
，
窺
基
自
認
為
他
的
說
法
是
來
自
護
法
，
在
他
的
說
法
裡
?
我
們
可
以
說
他
無
形
之

中
綜
合
了
安
慧
與
月
稿
的
看
法
，
他
提
出
「

，
而
認
為
世
伯
是
即
隱
即
顯
的
，

L一

一
且
落
到
了
世
間
，
它
就
無
法
完
全
以
勝
義
的
面
貌
出
現
，
因
為
它
穿
上
世
俗
的
衣
服
。
但
即
使
如
此
，

喔學

也
無
法
完
全
遮
蓋
勝
蠢
的
姿
態
，
它
一

9

一
方
面
開
顯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勝
義
和
世
俗
的
鴻
溝

調
翩
翩
翩
翩
間
轉
掰
開
闖
闖
關
臨
開
翩
翩
翩
翩
翩
翩
閻
崑
偕
闊
蚓
臨
倒
翩
翩
翩
臨
瞬
間
翩
翩
翩
鷗
輯
贈
輯
關
附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二
期
〕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V
O
三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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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填
平
了
。

日
本
佛
教
學
者
長
尾
雅
人

便
認
為
窺
基
的
解
釋
才
是

佛
教

E
B
Z
Z

一
詞

趨
於
圓
滿
的
一
種

表
現
，
因
為
在
月

稱
的
說
法
裡
，
我
們
無

法
跳
越
過
世
俗
和
勝
義

的
鴻
溝
，
而
走
到
了
唯
識

學
派
的
安
慧
與
窺
基
，
才

使
得
「
世
俗
」
這
概
念
達

到
了
圓
滿
。

(繪圖:陳秋松)

相
對
於
月
稱
著
重
第
九

詩
頌
裡
的
二
諦
分
別
，
清
辨
比
較

強
調
第
十
詩
頌
裡
二
諦
之
間
的
階
梯
性
，
所
以
他
認
為
在
勝
義
和
世
俗
之
間
有
個
隨
順
勝
義
，
它
雖
然
不
是

真
正
的
勝
義
，
但
卻
可
以
引
領
我
們
到
勝
義
裡
去
，
如
有
漏
的
聞
、
思
、
修
慧
並
不
就
是
勝
義
般
若
，
可
是



它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達
到
般
若
。

J 

一

一
方
面
的

「
唯
世
俗
」
之
義
，

---, 

L一

的
眼
光
來
看
待
世
間
的
，
是
佛
與
菩
薩
而
非

那
麼
丹
稿
的
說
法
使
違
反
了
龍
樹
在
《
中
論
》
〈

費醫

在
月
稱
之
前
的
清
辨
或
許
意
識
到
了
這
個
問
題
?
而
沒
有
在
「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二
期
〕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V
O
田
二

Hi---

與
月
稱
不
同
的
，
他
把
二
諦
論
的
重
心
放
在
「
麟
義
諦
」
上
，
而
從
梵
文
複
合
詞
的
解
讀
模
式
(
所
謂
「
六

離
合
釋
」
)
上
，
提
出
了
「
勝
義
」
一

一
一
種
意
思
。

「
勝
義
」
一
詞
的
梵
文
原
語
為
鬧
出
自
昌
平
常
子
函
，
它
是
一
個
糧
本
口
詞
，
請
辨
依
這
個
複
合
詞
之
間
可
能

的
結
合
闢
係
而
提
出
了
三
種
詮
釋
﹒
@

(
一
)
既
是
「
勝
于
又
是
主
墅
，
這
是
「
修
性
一
如
」
之
下
的
「
勝
義
」
。
此
中
，
「
勝
」
是
指
「
空

性
之
知
日
」
，
而
「
義
」
是
「
對
境
」
的
意
思
，
也
就
是
「

L一
。

(
二
)
「
勝
義
」
是
指
「
最
殊
勝
的
無
分
別
智
所
觀
照
的
對
境
行
在
這
種
意
思
之
下
，
「

別
智
」
9

指
的
就
是
「
空
性
之
智
?
而
它
所
觀
照
的
對
境
自
然
便
是
所
謂
的
「
宜
(
如
」
。

(
三
)
把
這
個
複
合
詞
視
為
是
形
容
性
的
詞
語
，
由
是
而
衍
生
出
「

」
或
「

L一

-
q阻且
一
血
思
回
心
。

清
辨
認
為
他
在
?
自
立
比
量
」
裡
使
用
「
在
勝
義
的
立
場
上
」

(
E
E
B妙
丘
吉
宮
的
)
這
一
句
限
定
語
，

便
是
在
這
層
意
義
下
來
使
用
的
，
這
種
隨
順
勝
義
並
不
是
前
述
一
、
二
兩
層
的
勝
蠢
，
但
它
是
一

由
閩
、
回
心
、
修
的
工
夫
，
而
一
議
無
明
未
障
的
凡
夫
能
夠
養
成
的
世
間
正
智
。
以
請
辦
自
己
的
話
來
說
，
就
是

「
慣
習
般
若
」
'
這
個
概
念
多
少
麵
似
於
今
日
我
們
所
謂
的
「
理
智
」
，
由
此
也
可
以
見
出
清
辨
對
世
間
理
性
知

識
的
尊
重
。
而
月
稱
在
這
一
點
上
則
多
少
有
一
點
反
智
主
義
的
傾
向
，

辨
?
在
受
到
陳
那
新
圓
明
的
影
響
之
下
，

一
位
「
邏
輯
的
偏
執
狂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