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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彥
仁
主
講

編
輯
組
整
理

天
啟
與
末
劫
可
說
是
西
方
文
明
的
一
個
「
母
題

E一
。

所
謂
「
母
題
」
是
指
蘊
涵
在
文
化
中
的
重
要
思
想
或
觀
念

p

成
為
文
化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部
分

9

並
且
在
不
同
的
歷
史
情
境
，
時
常
以
不
同
的
面
貌
重
複
呈
現
。

西
方
的
「
天
融
」
與
「
末
劫
」
思
想
相
當
於
佛
教
所
說
的
「
末
、
法
」
?
「
天
做
」
(
晶
。
2

日
在Z
Z
B
)
是

直
接
從
西
洋
經
興
翻
譯
過
來
的
名
詞
，
這
個
主
題
對
西
方
社
會
影
響
很
大
，
尤
其
是
在
每
個
世
紀
快
結
束
時
，

這
種
思
想
總
是
不
斷
強
化
，
在
西
方
的
宗
教
界
及
社
會
各
層
面
都
能
發
現
這
樣
的
思
想
，
宮
不
僅
是
學
理
?

也
是
宗
教
上
的
知
識
，
更
滲
草
了
西
方
人
生
活
。
從
宗
教
學
來
看

9

對
猶
太
、
基
督
教
而
言
，
它
是
很
重
要

的

，
而
從
廣
義
的
世
界
宗
教
來
看

9

不
論
是
大
的
宗
教
傳
統
或
部
落
宗
教
，
也
都
有
這
種
思
想
存
在
。



許
多
人
試
圖
討
論
為
什
麼
在
不
同
傳
統
、
社
群
中
，
普
遍
存
在
天
毆
興
未
劫
思
想
。
由
於
我
個
人
在
猶

太
、

?
因
此
就
從
這
個
脈
絡
來
談
。

一
重
要
的
內
在
一
咽
義
|
|
追
求
公
平
、
公
義

9

公
囂
的
現
象
，
想
要
在
心
理
上
得
到
補
償
。
在
西
方
神
學
中
，
尤
其
是
基
督
教
就
常
談
「
神
的
公
義
」
雪
白
二

次
大
戰
後
的
存
在
主
義
到
今
天
，
長
久
以
來
一
直
都
在
談
論
這
個
問
題
，
也
連
買
了
我
們
要
談
的
天
毆
興
未

不

劫
的
思
想
。

艾
瑟
人
(
開
明
古
自
己
在
猶
太
傳
統
裡
被
認
為
是
極
端
的
宗
教
族
群
，
存
在
於
公
元
前
三
世
紀
中
﹒
半
葉
到

西
一
兀
七
十
年
，

二
百
年
的
時
間
。
他
們
所
組
成
的
昆
蘭
公
社

(
β
Z
E
H
E
Q
B
B
E
S〉

一
、
通
著
公
社
式
(
共
產
式
)
的
生
活
;
正
式
的
會
員
要
把
自
己
的
財
產
交
給
社
群
的
管
事
者
，
個
人

的
所
有
需
要
都
能
在
其
中
得
到
暇
顧
，
禁
止
會
員
問
彼
此
買
賣
，
也
不
推
與
外
界
進
行
交
易
。

二
、
禁
止
結
婚
，
除
了
住
在
市
集
城
鎮
的
人
可
以
結
婚
外
，
大
部
分
的
人
過
著
單
身
禁
欲
的
生
活
。

嘻學

三
、
組
用
牲
體
進
行
宗
教
儀
式
，
對
於
耶
路
撒
冷
的
主
流
信
仰
，
懷
著
敵
意
及
批
判
。

、
潔
淨
體
〉
外
，
吃
飯
時
神
情
要
肅
醋
，
只
有
正
式
成
為

四
、
一
律
穿
白
衣
。
除
了
宗
教
儀
式
(

制
酬
蚓
閻
閻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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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

晶

可

會
罔
聞
一
後
，
才
能
公
開
在
飯
堂
內
吃
飯
。
他
們
的
飲
食
都

艾
盤
人
就
在
臨
近
死
悔
的
沙
漠
地
區
，
形

(繪圖釋兒墨)

很
閱
單
，
飯
前
、
飯
後
都
要
禱
告
，
將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吃
飯
一
事
視
為
嚴
肅
的
儀
式
。

成
這
種
共
產
式
、
公
社
式
的
宗
教
祉
群
，
訂
立

非
常
嚴
格
的
規
範
?
過
著
艱
苦
有
如
修
道
院
式

的
生
活
。
溯
源
西
方
修
道
院
的
興
起

9

正
是
從

埃
及
、
巴
勒
斯
坦
，
降
至
歐
洲
這
一
系
列
的
脈
絡

承
傳
下
來
的
。

為
什
麼
這
群
人
要
過
著
這
種
特
殊
的
公
社
生
活
?

。
基
於
對
當
時
代
的
認
識
及
自
我
身
分

的
了
解
，
他
們
認
為
末
世
就
要
來
到

9

、
必
須
以
這
種
特
殊
的
生
活
作
單
備

9

一
譯
自
己
有
別
於
一

般
猶
太
人
，
成
為
「
選
民
中
的
選
民
于
生
活
要
和
天
上
的
天
使
一
樣
|
|
不
結
婚
、
穿
白
衣
，
依
照
他
們
粗
心

像
中
非
常
純
潔
的
世
界
陌
生
活
，
如
此
當
彌
賽
亞
(
即
投
世
主
)

，
他
們
就
成
為
被
揀
選
的
少
數
人
。

這
是
在
西
洋
(
特
別
是
猶
太
教
中
)
第
一
個
措
寫
得
最
具
體
的
末
世
團
體
，
從
宗
教
史
來
看
，
如
艾
瑟

人
的
宗
教
社
群
不
勝
枚
舉
，
這
此
一
攝
和
天
歐
、
末
劫
的
思
想
風
潮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拿一
天
做
興
未
劫
思
想
是
西
方
文
化
的
重
要
「
母
題
」

從
艾
瑟
人
以
後
，
直
至
今
天
，
這
類
富
有
天
歐
與
末
世
思
想
的
現
象
不
斷
在
西
洋
歷
史
浮
現
出
來
，
我

們
可
以
從
文
學
、
哲
學
、
宗
教
、
科
技
、
心
理
學
方
面
舉
出
很
多
例
子
，
天
歐
與
末
劫
可
說
是
西
方
文
明
的

一
個
「
母
題
」
(
目
。
冉
冉
)
。
所
謂
「
母
題
」
是
指
蘊
涵
在
一
個
文
化
中
的
重
要
思
想
或
觀
念
，
成
為
該
文
化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部
分
，
並
且
在
不
同
的
歷
史
情
境
，
時
常
以
不
同
的
面
貌
重
複
呈
現
。

從
文
學
上
而
昔
日
，
如
中
古
時
期
但
丁
(
巳
自
B
K
G
E
3
)
的
《
神
曲

γ

其
概
念
、
架
構
、
筆
法
都
是

模
仿
天
歐
文
學
作
品
的
體
例
;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湯
馬
斯
﹒
摩
爾
(
斗

E
B
S
Z
Z
0
)

所
寫
的
《
烏
托
邦
》

(
5
。
在0
)，
仍
然
以
天
歐
思
想
中
的
「
新
天
新
地
」
為
藍
本
，
建
構
出
他
的
理
想
政
治
體
制
。
馬
克
斯
的
共
產

思
想
，
其
實
就
是
影
射
天
歐
與
末
劫
的
重
要
內
容
，
而
共
產
主
義
下
的
政
治
、
社
會
體
制
，
所
反
映
的
正
是

一
種
世
俗
化
的
天
做
思
想
。

從
前
的
人
民
廟
堂
事
件
以
及
最
近
美
國
天
門
教
派
、
大
衛
教
派
、
太
陽
教
等
極
端
教
派
的
行
為
，
總
讓

人
感
到
不
可
思
議
，
其
實
每
次
這
種
宗
教
案
例
發
生
時
，
西
方
宗
教
學
者
都
知
道
這
是
兩
干
年
來
天
歐
、
末

劫
思
想
的
爆
發
。
他
們
覺
得
有
些
尷
尬
，
因
為
天
做
思
想
好
像
隱
性
的
文
化
基
因
，
在
特
殊
的
歷
史
階
段
浮

顯
出
來
，
卻
又
不
願
正
視
這
種
思
想
正
是
他
們
文
化
的
一
部
分
。
如
果
沒
有
這
種
思
想
，
西
洋
文
明
可
能
就

不
是
這
個
模
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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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敢
、 除
了
艾
瑟
人
外
，
另
一
早
期
明
顯
的
例
子
是
基
督
教
，
二
者
是
兩
千
年
前
在
西
方
出
現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
談
到
基
督
教
，
就
要
談
到
天
歐
、
末
劫
，
如
果
不
了
解
這
思
想
，
就
可
能
不
知

道
為
什
麼
今
天
的
基
管
教
會
是
這
樣
的
回
貌
。

雖
然
基
督
教
在
不
同
時
代
呈
現
不
同
的
面
貌
，
但
天
散
、
未
劫
思
想
創
始
稱
是
其
教
義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

它
可
能
引
發
偏
激
的
現
象
，

，
但
告
也
有
正
面
的
作
用
，
例
如
積
極
入
世

9

故
禮
社
會

各
類
弊
端
，
如
果
不
是
這
樣
，
西
洋
文
明
可
能
會
停
頓
下
來
。
這
是
件
弔
詭
的
事
，
它
具
有
毀
滅
性
，
卻
又

有
正
面
的
精
神
。

、

現
代
西
方
國
家
國
通
守
政
教
分
離
的
原
則
，

，
但
在
政
治
界
所
使
用
的
專
有

名
詞
、

、
末
劫
的
想
法
。

例
如
八
0
年
代
雷
根
總
統
發
展
核
子
武
器
，
其
實
背
後
支
持
的
理
論
就
是
天
酸
、

他
把

未
解
體
前
的
蘇
聯
視
為
不
可
妥
協
的
敵
對
體
，
所
用
的
「
自
取
後
的
決
戰
行
「
邪
惡
的
帝
國
」

舉重
克鐘
書的
7c 
的最
預一
算益
來〉

奮中

空間

體且
玉很
)1:\ 多忌

器柔

之三 國
Ä且保
使自

是直
監霸
主程
盟非
霜申

蓋章

程盟
的蔬

面要
。國
合

議
員

通



拿一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春
發
生
的
天
鬥
教
派
事
件
中
，
有
三
十
九
人
集
體
自
殺
，
我
們
覺
得
不
可
思
議
，
但
美

國
的
思
想
家
、
宗
教
家
們
卻
對
此
事
件
少
有
責
備
，
而
只
是
在
分
析
其
發
生
的
原
因
，
因
為
這
種
思
想
是
西

方
的
一
部
分
，
只
是
天
門
教
將
它
推
向
極
端
。
主
流
的
基
督
教
雖
然
不
會
這
麼
做
，
但
也
不
敢
批
評
這
偏
激

的
思
想
，
因
為
他
們
很
多
思
想
也
和
天
鬥
教
一
樣
，
只
是
天
門
教
徒
表
現
得
比
較
極
端
而
已
。

在
台
灣
，
也
有
許
多
例
子
值
得
思
考
，
如
錫
安
山
事
件
、
土
城
的
萬
佛
教
事
件
、
基
督
教
的
耕
耘
會
(
在

台
北
陸
橋
寫
著
標
語
.. 

「
耶
穌
要
來
!
大
家
要
悔
改
!
」
'
穿
白
衣
背
心
的
固
體
)
，
這
些
基
督
教
、
佛
教
、

民
間
宗
教
圓
體
到
處
宣
揚
天
歐
與
末
劫
思
想
，
例
子
不
勝
枚
舉
。

在
二
十
世
紀
末
的
今
天
，
有
關
天
歐
、
末
劫
的
活
動
已
不
斷
出
現
。
所
以
，
了
解
西
方
的
天
歐
與
未
劫

思
想
，
不
僅
對
於
探
討
基
督
教
及
整
個
西
方
傳
統
文
化
，
或
作
比
較
宗
教
研
究
時
，
有
正
面
的
意
義
，
而
且

有

助
於
解

讀
現
代
極
端

的

刀之
教
或

政
治

活

動

蔡
彥
仁
簡
介

1

美
國
哈
佛
大
學
神
學
博
士
。

2

曾
任
教
於
輔
仁
大
學
、
文
化
大
學
，
現
任
教
於
政
治
大
學
。

3

發
表
有
〈
晚
近
歐
美
宗
教
研
究
方
法
評
介
〉
、
〈
古
代
希
伯
來
的
智
慧
與
智
慧
傳
統
〉
、
〈
中
國
宗
教
研
究
|
|
定
義
、
範

疇
與
方
法
學
為
議
〉
、
〈
西
方
天
敢
思
想
之
興
起
〉
等
多
篇
論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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