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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識
佛
經
的
一一_.

條
新
途
徑

竺
家
寧

語
言
對
於
人
類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義
，
它
是
人
類
有
別
於
其
他
動
物
的
主
要
標
誌
。

所
謂
「
佛
經
語
言
學
」
'
就
是
弄
清
楚
古
代
佛
經
裡
面
所
說
的
話
，

這
樣
不
但
能
幫
助
讀
者
克
服
請
經
時
的
語
言
障
礙
，
更
可
以
作
為
探
索
古
代
漢
語
的
重
要
憑
藉
。

什
麼
是
「
佛
經
語
言
學
」
?

一
般
人
聽
到
「
佛
經
語
言
學
」
這
個
名
稱
一
定
會
感
到
陌
生
。
因
為
過
去
我
們
一
聽
到
佛
經
，
腦
子
裡

總
是
泛
起
一
股
莊
嚴
的
宗
教
意
識
。
似
乎
在
一
般
人
的
感
覺
裡
這
是
佛
教
徒
的
事
，
與
塵
世
之
人
無
關
。
要

不
然
就
是
搖
搖
頭
說
:
「
喔
啊
!
佛
經
哪
，
艱
深
難
讀
晴
!
」
這
就
是
一
般
人
心
目
中
的
佛
經
。
但
在
學
者

的
眼
中
，
佛
經
是
義
理
的
、
是
哲
學
的
，
而
把
佛
經
視
為
佛
學
。
因
此
，
拿
起
佛
經
，
覺
得
第
一
件
要
事
就



是
窮
究
探
討
其
中
的
思
想
與
微
言
大
義
。

民
國
初
年
，

一
部
《
佛
學
研
究
十
八
篇

γ

其
中
有
〈
翻
譯
文
學
與
佛
興
〉
一
章
，
特
別
強

可「

9

若
歌
曲
?
皆
與
佛
典
之
翻
譯
文
學
有
密
切
關
係
。
」
並
論
及
馬
鳴
所

，
然
而
讀
起
來
9

《
儒
林
外
史
》

湛
的
《
佛
本
行
讚
》
，
實
是
一
首
達
三
萬
餘
一
百
口
的
長
歌
9

《
孔
雀
東

南
飛
》
等
古
樂
府
相
結
彿

o

而
其
《
大
乘
莊
嚴
諭
》

《
擅
神
記
》
以
下
同
額
的
小
說

9

與
《
大
莊
嚴
經
論
》
一
類
的
佛
鞏
固
國
鋒
很
深
。
至

於
《
水
滸
傳

Y

《
紅
樓
夢
γ

其
結
體
運
筆
，
則
受
金
華
嚴
經

γ

《
涅
槃
經
》
的
影
響
也
極
躁
。
宋
、

「
肉
飛
神
動
」
。

明
以
來
，
雜
劇
、
傳
奇
、
彈
詞
等
長
篇
歌
曲
，

《
佛
本
行
讚
》
等
書
的
影
響
。
故
梁
民
認
為
近

蝴
蝶
民
是
第
一
個
注
意
到
佛
經
文
學
價
值
的
人
。
胡
適
在
《

》
中
，
更
用
了
兩
章
的
篇
幅
來

介
紹
「
佛
教
的
翻
譯
文
學
」
。

「
給
中
國
文
學
史
開
了
無
窮
新
意
境

9

創
了
不
少
新
文
體
，

無
數
新
材
料
」
o

像
《
法
句
鱷
》
中
的
偈
語
本
是
眾
輕
的
精
華
?
不
加
雕
飾
，
自
成
文
學
。
又
如
《
維
摩
詰
經
》

本
是
一
部
小
說

9

富
於
文
學
趣
味
;
《
砂
法
蓮
華
經
》
可
算
是
世
界
文
學
組
最
美
的
寓
一
一
一
一
口
。
胡
遍
又
認
為

9

印
度
文
學
裡
有
一
種
特
別
的
體
裁
，
散
文
記
敘
之
後
，
往
往
用
節
奏
文
體
重
說
一
遍
，
這
部
分
叫
做
「

L一
。

中
國
彈
詞
文
學
裡
的
說
自
與
唱
文
夾
雜
並
用

9

便
是
受
佛
經
的
影
響
。

嘻醫

中
國
的
傳
統
文
學
，
是
很
少
富
於
想
像
力
的
，
像
印
度
人
那
樣
上
天
下
地
毫
無
拘
束
的
幻
想
能
力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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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白
訓
喇
喇

中
國
神
仙
文
學
從
聞
單
胸
謹
的
《
列
仙
傳

γ

《
神
仙
傅
》
發
展
到
《
西
遊
記

γ

《
封
神
楞
γ

都
是
印
度
文

學
透
過
佛
經
所
帶
來
的
巨
大
影
響
。
此
抖
，
佛
教
的
傳
教
運
用
了
轉
讀
、
梵
頓
與
唱
導
，
這
是
佛
經
文
學
傳

到
民
間
去
的
進
徑
。
古
代
和
尚
念
經
，
講
究
聲
韻
技
巧
，
小
孩
唸
書

9

秀
才
譚
八
股
文
章
，
都
哼
出
騙
子
來
，

這
都
是
受
到
佛
經
的
影
響
。

自
研
單
融
超
、
胡
溫
以
後
9

人
們
除
了
宗
教
的
佛
經
、
哲
學
的
佛
經
之
外
，
開
始
注
意
佛
經
文
學
的
一
面
。

然
而
9

文
學
和
語
言
是
一
體
兩
國
的
。
既
然
注
意
到
文
學
的
層
面
，
自
然
也
會
運
漸
誼
意
到
語
言
的
屬
國
。

事
實
上
9

當
梁
敵
超
強
調
文
學
價
值
的
同
時
，
他
也
專
有
一
節
談
及
語
法
及
文
體
的
變
化
。
他
發
現
佛
經
一

概
不
用
「
之
乎
者
也
」
;
也
不
用
研
文
家
的
椅
詞
儷
句
;
倒
裝
句
以
及
句
中
夾
雜
解
釋
語
的
情
況
極
多
;
又

多
重
覆
前
文
語
。
還
有
許
多
帶
有
長
串
形
容
詞
的
名
詞
;
散
文
與
偈
交
錯
，
而
偈
又
無
韻
。
這
些
分
析
已
經

觸
及
了
語
言
研
究
的
問
題
。

然
而
9

在
語
言
研
究
風
氣
不
盛
，
語
言
知
識
不
普
及
的
我
國
，
這
方
面
的
進
一
步
開
展
就
顯
得
渾
緩
許

h ρF 

?
這
是
佛
經
研
究
的
重
要
一
環
。
下
面
我
們
來
談
談
「
佛
經
語
言
學
」
的
定
義
、
範
團
與
內
容
。

「
攤
一
體
語
言
學
」

、
輯
關
問
與
內
容

語
言
對
於
人
類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義
，
它
是
人
類
有
那
於
其
他
動
物
的
主
要
標
誌
。
人
類
利
用
語
言
傳



播
自
己
的
經
驗
，

。
所
以
，
無
論
是
中
西
方
的

》
、
《
↓
力
一
百
口
》
、

學
者
自
古
都
非
常
重
視
語
言
的
研
究
。
我
國
早
在
兩
千
多
年
前
就
有
了
《

》
、
《

《
釋
名
》
之
類
的
語
言
學
專
著
，
清
代
的
語
言
文
字
之
學
更
是
達
於
鼎
盛
。
只
是
近
百
年
來
，
西
方
的
研
究
成

果
超
臨
了
我
國
，

」
指
的
正
是
西
方
的
語
言
學
。

---, 

我
們
要
真
正
了
解
語
言
，
應
該
由
四
方
面
著
手
:
語
音
、
構
詞
、
詞
義
與
句
法

9

這
是
語
言
組
成
的
四

。
因
此
，
「
佛
經
語
言
學
」
的
研
究
可
以
劃
分
為
這
四
個
部
分
。
所
謂
「

」
9

也
就

是
弄
清
楚
古
代
佛
經
裡
面
所
說
的
話
，

9

也
包
括
唐
、
宋
、

lC 

「
佛
經
語
言
學
」
就
是
要
把
裡
間
的
語
言
現
象
弄
得
清
清
楚

楚
?
這
樣
不
但
能
幫
助
讀
者
克
服
讀
經
峙
的
語
言
障
礙
，
更
可
以
作
站
探
索
古
代
漢
語
的
重
要
憑
藉
。

「
佛
經
語
言
學
」
的
研
究
方
法
就
是
要
觀
察
我
們
的
語
言
是
如
何
產
生
變
化
，
變
化
的
規
律
又
如
何
?
因

為
佛
經
保
留
了
大
量
一
當
時
的
語
言
記
攏
。
古
代
的
譯
經
者
為
了
更
有
效
地
傳
播
佛
法
?
總
是
運
用
社
會
大
眾

灑聽聽聽譚鸝

的
口
語
來
進
行
佛
經
的
翻
譯
。
所
用
的
詞
彙
，
在
當
時
都
是
耳
熟
能
詳
的
群
眾
用
語
，
絕
不
是
象
牙
塔
裡
少

數
學
者
孤
芳
自
賞
的
語
言
。
唯
有
這
樣

9

佛
法
才
能
深
入
民
間
，
和
民
眾
沒
有
隔
閣
。

但
也
正
是
這
個
據
故
，
今
天
我
們
讀
佛
經
感
到
困
難
重
重
。
因
為
社
會
的
語
言
最
容
易
產
生
變
遷
，
不

斷
的
演
變
是
語
言
的
常
態
。
一
般
人
說
佛
經
難
讀
，
他
們
總
有
一
個
誤
解
，
以
為
是
其
中
的
道
理
過
於
艱
深

9

@ 

不
是
一
般
人
能
夠
了
解
的
。
其
實
，

9

佛
陀
是
最
平
易
近
人
的
，
他
最
鼓
勵
僧
人
們
入
世
傳
法
，

制
制
制
攝
制
蚓
糊
糊
糊
糊
糊
的
甜
甜
翩
翩
翩
翱
賠
禮
S
M

淵
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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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做
傲
的
關
闊
的
樹
贈
飽
鶴
的
可

a
m

閻
明

他
要
解
決
的
是
人
們
最
普
遍
、
最
基
本
的
情
態
與
離
苦
的
問
題
，
他
絕
不
會
拿
一
些
眾
人
不
能
接
受
的
高
深

哲
學
來
讓
眾
人
產
生
距
離
感
。
佛
經
正
是
佛
陀
想
要
傳
播
的
教
訓
，
它
內
心
須
是
平
易
近
人
的
，
譯
寫
成
中
文

的
佛
經
也
當
遵
守
這
個
原
則
。

果
敢
超
曾
指
出
，
佛
經
數
千
贅
，
革
中
的
道
理
可
以
用
兩
個
字
包
舍
，
那
就
是
「
無
我
」
。
那
麼
佛
經
難

懂
的
癥
粘
在
那
裡
呢
?
其
實
是
語
言
。
因
為
那
是
古
代
的
白
話
文
。
明
白
了
這
個
道
理
，
我
們
今
天
若
要
真

正
一
讀
懂
佛
經
，
首
先
就
盛
頓
克
服
語
言
的
障
礙
，

「
佛
經
語
言
學
」

為
什
麼
要
研
究
「
佛
經
語
言
學
」

? 

〔
了
解
佛
經
一
詔
書
的
圖
輯
)

由
以
上
的
介
紹
，
我
們
可
以
知
道
，
研
究
「
佛
經
語
言
學
」
的
知
識
至
少
有
兩
個
目
標
:

第
一
、
是
要
通
讀
佛
經
'
了
解
佛
經
語
言
的
面
貌
，
不
僅
知
其
然

9

還
要
知
其
所
以
然
。

第
二
、
在
於
了
解
自
己
語
言
的
變
運
歷
史
。
知
道
語
音
、
詞
彙
、
意
義
、
句
法
如
何
改
變
?
進
而
把
語

一
百
間
的
奧
秘
揖
發
出
來
。

古
代
的
出
家
人
，
把
「
佛
經
語
言
學
」
的
鑽
研
，
視
為
日
常
生
活
中
一
門
重
要
的
功
課
。
眾
代
鄭
樵
《
七



立
日
略
》
序
提
到.. 

，
可
以

「
通
音
」
'
就
是
語
言
、

說
一
部
中
國
聲
韻
學
幾
乎
與
佛
門
脫
不
了
關
係
?
同
時
也
說
明
了
古
代
僧
人
對
「
佛
經
語
言
學
」
的
重
視
。

」
的
生
疏
，
雖
然
與
大
環
境
有
闕
，
但
是
只
要
我
們
有
決
、
心
，
繼
承
過
去
的

優
良
傳
統
，
重
振
「
佛
經
語
言
學
」
的
研
究
，
應
是
出
家
人
以
及
語
言
學
者
責
無
旁
貸
的
工
作
。

可「

〔
中
文
佛
一
體
是
全
世
界
最
廳
大
的
佛
典
資
料
〕

談
到
「
佛
經
語
言
學
」

9

一
般
人
總
有
個
觀
念
，
以
為
就
是
指
梵
文
、
巴
利
文
的
研
究
。

正
確
。
其
實
，
全
世
界
最
盟
富
的
佛
經
文
獻
是
由
中
文
寫
成
的
。
其
中
有
極
多
的
語
言
現
象
至
今
尚
未
弄
明

白
，
如
果
連
我
們
自
己
語
言
寫
成
的
佛
經
都
還
弄
不
清
楚
，
卻
一
窩
蜂
地
去
弄
外
語
佛
經

9

不
是
有
一
點
捨

單鸝豔蠹聽聽

本
還
未
嗎
?
試
想
，
我
們
擁
有
一
部
又
一
部
的
大
藏
經
，
從
宋
代
的
《
闖
一
兀
寶
藏

γ

到
今
天
的
《
佛
光
大
藏

經
》
、
大
陸
新
編
的
《
中
華
大
藏
經

γ

前
後
的
問
騙
過
三
十
部
以
上
的
大
藏
經
。
這
是
多
麼
驚
人
的
大
事
業
啊
!

這
麼
豐
富
的
語
言
資
料
，
竟
然
把
它
放
在
一
邊
，
冷
落
而
不
加
過
間
，
又
多
麼
可
惜
啊
!

事
實
上
，
梵
文
、
巴
利
文
的
研
究
，
對
本
國
的
語
言
學
無
法
提
供
任
何
實
質
上
的
幫
助
，
其
目
的
只
是

在
於
原
始
佛
教
思
想
的
探
索
而
已
。
這
類
工
作
，
熟
悉
拼
音
文
字
的
西
方
學
者
已
經
做
了
很
多
，
我
們
實
在

不
需
要
捨
己
之
長
，
而
去
一
窩
蜂
地
和
他
們
爭
著
做
同
一
件
事
。
要
知
道
，
有
一
件
事
是
外
國
人
很
難
深
入

的
，
那
就
是
全
世
界
最
龐
大
的
佛
典
資
料

l
l

中
文
佛
經
。
全
世
界
只
有
我
們
有
能
力
、
有
義
務
做
好
這
份

嘻扭

認
瑚
仇
抑
制
閥
剛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五
期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九
月
w
v
o
-
-



。
不
是
嗎
?
那
麼

9

就
讓
我
們
一
起
來
好
好
關
心
一
下
中
文
的
佛
經
吧
!

如
何
著
手

一「

L一=

? 

前
面
談
到
語
言
的
研
究
分
為
幾
個
部
分

9

因
此
，

-, 

」
當
然
也
應
該
劃
分
為
這

四
個
部
分
，
至
於
要
選
擇
那
一
部
分
，
完
全
決
定
於
自
己
的
興
極
。
另
一
方
面
，

、
構
調
學
、
詞
義
學
、

。
以
個
人
的
經
驗
來
看
，
研
究
佛
經
語
言
應
顧
及
以
下
錢
點

第
一
、
要
有
精
密
的
歷
史
觀
念
。
佛
經
翻
譯
的
時
間
很
長
，
前
後
將
近
一
千
年
之
久
。
這
一

語
言
會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比
如
東
漠
的
用
語
和
六
朝
會
有
差
異
，
這
是
詞
彙
變
遷
的
轉
故
。
魏
晉
的
音
譯
詞

和
唐
代
也
會
有
差
真
，
這
是
語
音
不
同
的
緯
故
。
因
此
，
精
密
的
斷
代
十
分
重
要
。

一
、
要
有
清
晰
的
辨
備
過
程
。

，
包
括
東
摸
到
西
晉
峙
代
，
有
很
多
失
諱
的
經
興
，

是
不
知
譯
者
的
佛
經
。
到
了
帽
、
唐
時
代
，
卻
都
掛
上
了
譯
者
的
名
字
，

這

卅
用
卅
一
二
、

，
何
蚣
須
有
一
分
證
據
說
一
分
話
，

度
進
行
研
究
。
而
古
代
語
言
是
一
種
曾
經
存
在
的
事
實
，
我
們
要
重
新
發
現
這
些
事
實
的
互
相
?
便
要
用
求

真
的
態
度
，
大
量
地
羅
列
材
料
?

9

據
以
分
析
還
原
其
本
來
的
面
目
，



瀾
的
成
分
，
也
要
避
免
用
現
在
自
己
的
語
廳
去
下
結
論
。
這
和
文
學
的
賞
析
很
不
一
樣
。

第
四
、

9

才
有
可
能
做
出
正
確
的
研
究
。
例
如

閱
讀
有
闢
語
言
學
方
面
的
書
籍
，
選
修
有
關
語
言
學
方
面
的
課
程
等
，

更
需
精
熟
。
如
果
單
備
要
一
探
音
譯
祠
的
奧
路
，
就
、
必
須
具
有
語
音
學
的
充
分
知
識

9

懂
得
音
標
的
使
用
，

了
解
種
種
音
變
的
規
間
。
如
果
準
備
要
一
探
佛
經
句
法
的
奧
拙
，
就
阿
姆
須
具
有
句
法
學
的
充
分
知
識
，

句
型
的
基
本
構
造

9

、
對
古
代
漢
語
要
有
完
善
的
了
解
。
光
具
備
一
般
語
言
學
的
知
識
是
不
夠
的
，
還
需
要
對
中
國
語

一
一
目
的
歷
史
有
所
了
解
，
尤
其
是
佛
經
翻
譯
時
代
的
中
古
語
言
。
在
這
一
方
面
，
中
國
古
代
的
語
言
學
家
們
已

經
做
了
很
多
的
研
究
，
也
留
下
了
盟
頓
的
成
果
。
包
括
聲
韻
學
、
訓
詰
學
、
文
字
學
諸
方
面
，

古
代
字
典
、

、
各
類
工

。
這
些
知
識
都
可
以
連
過
閱
讀
相
關
書
籍
而
獲
得
。

廳廳蠶鑫鸝

峙
叫
一

1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生
，
國
家
文
學
博
士
。
曾
任
教
於
淡
江
大
學
，
並
於
法
國
高
等
社
會
科
學
院
，
進
行
敦
煌
佛
經
之
語
言

研
究
;
現
任
中
正
大
學
中
文
研
究
所
教
授
。

2

發
表
有
〈
早
期
佛
經
中
的
派
生
詞
研
究
了
〈
佛
教
傳
入
與
等
韻
圓
的
興
起
〉
等
論
文
，
並
著
有
《
聲
韻
學

γ

《
古
漢

、
語
複
聲
母
研
究γ

《
音
韻
探
索
》
等
書
。

3

目
前
正
從
事
西
晉
及
三
國
佛
經
詞
彙
之
研
究
。

唱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