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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
二
家
寧

「
佛
經
語
言
學
」
固
定
未
來
佛
學
研
究
及
中
國
語
言
學
研
究
的
新
趨
勢
，

實
具
有
相
當
可
觀
的
發
展
潛
力
及
開
闊
的
前
景

9

讓
我
們
共
同
來
關
心
這
方
面
的
新
訊
息
和
新
發
展
。

研
究
專
車
間

當
前
兩
岸
的
研
究
工
作

9

已
發
表
的
著
作
以
及
其
大
略
的
內
容
如
下
。
專
書
方
面

.. 

〔
《
佛
教
詞
語
的
構
進
與
漢
語
詞
囊
的
體
展
》

9

欒
曬
虹

9

杭
州
州
大
學
博
士
論
文
，
一
九
九
二

本
文
撰
寫
的
主
旨
，
是
以
漢
文
佛
興
中
出
現
的
佛
教
詞
語
為
專
門
的
研
究
對
象
，
對
它
作
較
全
面
的
分



斬
、
研
究
，
並
把
它
與
漢
語
詞
彙
發
展
的
歷
史
緊
密
相
結
合
，

、
發
展
的
眼
光
看
佛
教
|
|
中
問

文
化
重
要
的
組
成
部
分
，
對
漢
語
詞
彙
所
產
生
的
重
大
影
響
，
認
清
佛
教
詞
語
在
漢
語
調
彙
研
究
頡
域
內
所

，
明
確
它
在
漢
語
詞
彙
上
的
重
要
歷
史
地
位
。

為
此
，
本
文
的
結
構
分
上
、
下
兩
騙
，
內
容
也
就
圍
繞
此
兩
方
面
展
開
。
上
編
主
要
描
寫
、
分
析
佛
教

詞
語
的
構
成
，
分
音
譯
詞
、
合
璧
詞
仰
、
意
譯
詞
、
佛
化
漢
詞
悶
、
佛
教
成
語
五
個
部
分
。
通
過
對
佛
教
詞
訝

的
構
成
所
作
的
較
全
面
的
描
寫
、
分
析
、
歸
納
，
使
人
們
能
對
佛
教
甜
甜
間
有
一
種
立
體
的
、
全
方
位
的
了
解
。

下
編
共
分
五
個
部
分
:
佛
教
詞
語
的
構
龍
為
現
代
漢
語
、
外
來
語
的
吸
收
樹
立
了
樣
板
;
因
翻
譯
佛
經
、

著
述
佛
曲
(
而
產
生
的
佛
教
詞
語
，
充
實
了
漢
語
詞
彙
的
家
族
;
成
批
的
佛
教
詞
語
的
構
成

9

豐
戶
口
回
了
漢
語
詞

彙
的
構
單
方
式
;
佛
教
的
輸
入
及
發
展
，
加
速
了
漢
語
雙
音
化
發
展
的
過
程
;
佛
教
文
化
與
中
國
文
化
的
水

乳
交
融
，
促
進
了
佛
教
詞
語
與
漢
語
詞
彙
的
水
乳
交
融
，
佛
教
在
中
國
的
發
展
，
促
進
了
漢
語
口

展

鸝聽聽聽麗麗

整
個
下
編
意
在
把
佛
教
詞
語
的
研
究
與
漢
語
詞
彙
的
發
展
相
結
合
，
揭
示
佛
教
本
身
作
為
文
化
的
一
種

型
態
，
對
漢
語
詞
彙
|
!
漢
民
接
文
化
的
載
體
的
發
展
所
起
的
積
極
作
用
。

〔
《
佛
興
興
中
古
濃
語
詞
彙
研
究
》
'
集
矗
立

9

文
津
出
版
社
會
大
陸
地
區
博
士
論
文
叢
刊
〕

唾靜

本
文
是
在
過
讀
了
中
文
全
部
佛
典
的
基
礎
上
寫
成
的
，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從
漢
語
詞
彙
史
的
角
度
，
在
佛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五
期
〕
民



年
九
月

7
0
一
六

興
中
所
見
，
比
較
系
統
地
介
紹
出
來
，
同
時
也
儘
可
能
地
探
討
一
下
那
些
語
料
的
本
質
及
其
在
漢
語
詞
彙
發

展
上
的
價
醋
。

本
文
的
主
要
工

:
第
一
、
擱
一
本
漢
文
佛
典
對
中
古
漢
語
詞
彙
研
究
的
重
要
意
義
;
第
二
、
探
討

翻
譯
佛
典
對
中
古
漢
語
詞
彙
發
展
的
巨
大
影
響
。

本
文
的
討
論
完
全
依
據
漢
文
佛
典
材
料
，
只
是
在
個
別
地
方
涉
及
少
量
的
中
士
(
世
俗
〉

'
這
樣

做
一
方
面
輿
論
題
的
範
固
有
闕
，

一
方
面
與
作
者
對
佛
教
材
料
的
價
值
的
認
識
有
關
，
在
作
者
看
來

9

中

古
時
期
的
漢
文
佛
典
以
其
數
量
和
質
量
而
言
，
應
當
用
來
作
為
中
古
詞
彙
史
研
究
的
主
體
語
料
。

上
面
兩
篇
是
博
士
論
文
，
下
面
我
們
再
看
看
幾
篇
碩
士
論
文

〔
《
南
北
朝
佛
鱷
聽
音
調
研
究

γ

，
一
九
八
二

南
北
朝
大
量
梵
經
翻
譯
，
影
響
了
中
土
語
言
。
研
究
此
期
譯
經
複
音
詞

9

不
僅
有
一

義
，
且
有
考
察
語
言
與
社
會
產
生
「

行
對
詞
彙
影
響
的
特
殊
意
義
。

本
文
通
過
對
佛
經
複
音
詞
仲
間
結
構
模
式
、
'
及
外
來
詞
的
共
峙
靜
態
描
寫
，

擬
此
期
複
音
詞
的
概
貌
，
並
從
歷
時
的
角
度
分
析
這
些
詞
彙
的
發
展
因
素
，
描
繪
漢
語
詞
彙
從
先
秦
到
南
北
朝

的
複
音
化
過
程
，
從
而
對
其
在
漢
語
詞
彙
史
上
的
地
位
作
出
評
價
。
本
文
語
言
資
料
的
版
本
為
數
經
校
勘
的

《
頓
伽
藏
》
。



本
文
內
容
但
含
:
一
、
語
言
資
料
的
版
本
年
代
譯
者
說
明
;
二
、

一
一
、

?
五
、
佛
經
外
來
詞
;
六
、
佛
經
複
音

，
四
、

詞
語
區
組
成
;
七
、
佛
經
複
音
詞
岡
素
反
序
現
象
探
討
;
八
、

，
九
、

作
者
認
為
，
南
北
朝
佛
經
複
音
詞
在
漢
語
詞
彙
史
上
有
不
可
磨
滅
的
地
位

9

它
給
漢
語
詞
彙
庫
增
加
了

一
大
批
新
詞
;
開
始
打
破
正
統
文
一
一
一
一
口
對
詞
彙
的
禁
鋼
，
成
為
膚
、
宋
白
話
直
接
的
源
頭
;
它
加
速
了
漢
語
複

音
化
過
程
;
證
明
漢
語
詞
彙
系
統
是
與
外
界
進
行
能
量
交
換
的
開
放
系
統
。

"、

9

南
京
師
大
，
一
九
八
二
〕

本
文
在
前
一
百
中
肯
定
了
佛
教
在
中
國
文
化
史
上
的
地
位
，
以
及
佛
經
材
料
在
漢
語
史
上
的
地
位
。
指
出

，
而
這
項
工
作
是
很
有
意
義
的
。

(
一
)

，
也
就
是
用
漢
語
原
有
的
造
詣
材
料
，
根
據
漢
語
的

造
詞
方
法
，
與
梵
語
詞
所
概
括
的
內
容
，
另
構
成
一
個
內
容
與
形
式
完
全
統
一

(
二
〉
漢
語
舊
詞

意
義
經
過
有
規
律
的
轉
移
變
化
，
從
而
表
示
佛
教
概
念
，
成
為
佛
教
名
詞
。

在
本
書
的
正
文
部
分
討
論
了
:
第
一
、
佛
家
語
對
漢
語
調
彙
的
影
響
。
包
括
佛
家
語
的
大
量
產
生
，
豐

富
了
漢
語
詞
彙
。
雙
音
節
佛
家
語
的
猛
增
，
推
動
了
漢
語
詞
彙
的
發
展
。
佛
家
語
轉
入
常
用
一
甜
、

電F

狀
況
，
以
及
佛
家
語
被
廣
泛
吸
收
的
情
形
。

間
的
關
拉
關

香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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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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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
佛
家
語
如
何
創
造
的
過
程
。
一
方
面
根
據
翻
譯
需
要
，
創
語
新
詞
。
如
比
喻
壟
詢
問
、
佛
家
成
語

的
組
成
、
佛
家
語
中
詞
組
的
擬
煉
成
詞
。

一
方
面
是
「
舊
瓶
裝
新
酒
」

。
例
如
借
用
而
形

成
的
佛
家
語
、
詞
義
變
化
而
形
成
的
佛
家
語
、
意
義
引
申
而
形
成
的
佛
家
語
、
比
喻
的
選
用
而
形
成
的
佛
家

語
、
詞
義
分
隔
而
形
成
的
佛
家
語
。
本
文
的
寫
作
，
為
漢
語
調
彙
的
研
究
開
拓
了
更
廣
闢
的
領
地
。

〔
《
庸
東
禪
宗
輯
錯
的
疑
問
旬
研
究

γ

伍
華
9

中
山
大
學
，

一
一
〕

本
文
研
究
唐
、
宋
禪
宗
語
鋒
的
白
話
間
旬
，
材
料
主
要
取
自
《
祖
堂
集

γ

《

《
古
尊

宿
語
鑼
》
、
《
五
燈
會
一
兀
》
等
語
錯
，
以
及
頓
伽
精
會
校
勘
本
《
大
藏
經
》
和
日
本
大
正
新
修
《
大
藏
經
》
中

的
所
有
庸
、
宋
單
篇
語
線
，
並
儘
且
一
旦
旁
證
語
錄
外
的
中
古
自
話
材
料
。

全
文
共
分
四
章
，
約
六
萬
五
千
字
。
第
一
章
討
論
禪
宗
語
錄
疑
問
旬
的
句
型
。
分
三
節

.. 

第
一
節
概
述

特
指
間
旬
的
主
要
特
點
，
包
括
疑
問
代
謂
的
選
用
及
其
語
序
、
省
略
等
問
題
。
第
二
節
討
論
兩
種
選
譯
間
句

(
並
列
式
租
反
覆
式
〉
。
主
要
論
述
了
.. 

(
一
)
「

、
為
當
、
為
複
、
胡
耀
」
等
闢
聯
詞
及
其
相
闢
句
式
。
(
二
)

以

、
軍
口
、
無
、
麼
」
收
尾
的
問
句

9

均
分
化
為
反
種
問
句
制
是
非
問
句
兩
類
。

的
各
種
句
型
。

一
章
分
八
帥
，
討
論
:
(
一
)

. 
, 

，-、、

一
一
'-/ 

9

三
一
)
作
麼
;
(
四
)
爭
;
(
五
)
那
;
(

\巳/

幾
;
(
七
)
多
少
;
(
八
)
早
晚
等
幾
個
疑
問
代
詞
的
具
體
用
法

9

探
討
其
來
源
及
發
展
線
聽
。



拿一
第
三
章
討
論
反
詰
和
探
詢
，
分
為
兩
節
，
分
別
考
察
各
種
反
詰
句
和
探
詢
旬
的
作
用
。

第
四
章
分
三
節
，
考
察
.. 

(
一
)
你
、
尼
;
(
二
)
在
、
那
;
(
三
)
不
、
否
、
無
、
麼
等
三
組
句
尾

詞
的
性
質
和
功
能
。
認
為
間
句
末
的
「
不
、
否
、
輒
止
的
性
質
，
應
從
時
代
上
加
以
區
分
，
在
上
古
是
否
定

詞
，
到
了
唐
、
宋
已
虛
化
為
語
氣
詞
。

〔
《
漢
魏
六
朝
佛
經
代
詞
新
探
》
'
俞
理
明
，
四
川
大
學
〕

全
書
分
為
五
章
:
一
、
緒
論
;
二
、
佛
經
中
的
人
稱
代
詞
;
三
、
佛
經
中
的
指
示
代
詞
;
四
、
佛
經
中

的
疑
問
代
詞
;
五
、
餘
論
。
全
文
共
八
萬
字
。

書
中
以
佛
經
材
料
為
主
要
依
據
，
參
考
了
同
時
期
的
其
他
典
籍
，
著
重
討
論
佛
經
材
料
所
反
應
的
漢
魏

六
朝
時
期
代
詞
的
新
成
分
、
新
發
展
。
討
論
了
漢
魏
佛
經
曾
用
「
子
」
指
第
三
人
稱
;
東
晉
以
後
，
由
旁
指

發
展
為
旁
稱
的
「
他
于
可
以
指
稱
某
一
人
稱
，
特
別
是
第
三
人
稱
，
是
後
來
成
為
真
正
的
第
三
人
稱
代
詞
的

萌
芽
。
己
稱
代
詞
「
自
行
「
身
」
都
很
活
躍
，
「
身
」
可
指
第
一
人
稱
，
出
現
了
「
自
身
」
、
「
自
己
」
、

「
自
我
」
等
雙
音
節
己
稱
代
詞
。

「
爾
」
指
代
事
物
性
質
、
狀
態
以
及
時
間
、
數
量
，
佛
經
中
用
例
極
多
。
旁
指
代
詞
「
別
」
也
見
於
晉

代
。
括
指
代
詞
「
一
切
」
由
於
佛
經
的
翻
譯
，
在
當
時
得
到
了
廣
泛
的
運
用
。
疑
問
代
詞
「
誰
」
排
斥
了

「
孰
」
，
在
佛
經
中
作
賓
語
，
以
後
置
為
常
。
「
何
」
字
排
斥
了
「
昌
」
、
「
胡
」
、
「
英
」
等
字
。
間
方
式
和

香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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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所
，
則
由
新
產
生
的
「
那
」
取
代
了
「
惡
」
、
「
安
」
、
「
焉
」
等
字
。

有
些
一
雙
音
節
疑
問
詞
簡
化
為
單
音
節
，
如
「
奈
何
」
作
「
那
于
指
示
代
詞
中
「
爾
許
」
(
如
許
)
作

「
許
」
，
也
屬
同
額
變
化
。
書
中
認
為
漢
語
代
詞
內
部
存
在
著
一
個
嚴
密
的
系
統
，
這
個
系
統
支
配
著
漢
語
代

詞
在
運
用
中
，
因
修
辭
需
要
而
發
生
的
變
化
，
也
影
響
著
代
詞
成
分
的
發
展
。
「
奈
何
」
作
「
那
」
是
在
詞

義
不
變
的
情
況
下
，
語
言
形
式
的
「
詞
形
簡
化
」
。

碩
士
論
文

台
灣
方
面
相
關
的
碩
士
論
文
有
三
篇
﹒
.

〔
《
碧
巖
集
的
語
言
風
格
研
究
|
|
以
構
詞
法
為
中
心

γ

歐
陽
宜
璋
'
政
治
大
學
中
文
所
碩
士
論
文
〕

是
書
的
研
究
目
的
，
在
於
透
過
語
言
形
式
的
觀
察
，
探
索
《
碧
巖
集
》
的
風
格
特
質
。
研
究
方
法
自
結

構
語
言
學
的
橫
向
構
詞
分
析
著
手
，
再
擴
展
至
縱
向
的
聯
想
關
係
'
層
層
深
入
語
意
、
修
辭
、
文
體
、
宗
風

等
內
涵
的
研
究
。
而
內
涵
意
向
的
探
索
，
又
桶
基
於
構
詞
的
結
構
關
係
。

首
先
由
詞
彙
的
共
時
、
歷
時
研
究
中
，
觀
察
《
碧
巖
集
》
裡
近
古
漢
語
文
白
過
渡
階
段
的
風
格
特
質
。

其
次
，
經
由
同
義
、
近
義
組
及
反
義
、
對
比
組
織
詞
義
分
析
，
發
現
《
碧
巖
集
》
的
常
用
語
意
組
，
多
為
極



具
近
古
血
話
特
質
的
俗
語
或
僅
諺

9

在
修
辭
風
格
方
面
，

《
碧
巖
集
》
中
常
見
的
排
比
對
偶
、
隱
喻
象
徵
、
一
那
現
倒
反
;
而
文
體
風

格
方
圓
，
就
《
碧
巖
集
》
的
八
今
菜
、
示
眾
、

、
評
唱
文
體
，

，
不
何
一
詞
彙
、
語
法
風

格
的
探
壤
，

「值、

習
中
正
大
學
中
文
斯
碩
士
論
艾
〕

本
書
透
過
《
維
摩
詰
經
》

9

探
索
玄
獎
、
支
謙
、
羅
什
的
語
言
特
色
，
並
討
論
了
語

言
風
格
呈
現
於
文
體
與
語
法
兩
方
面
。

《
維
摩
一
一
站
所
說
經
》
表
現
了
標
準
的
佛
經
四
字
節
奏
，
以
及
韻
、

草
種
前
文
語
，
同
格
語
句
仰
的
鋪
排
序
列
，
也
鱷
福
特
殊
。
在
句
法
上
，

9

具
有
開
創

性
，
倒
裝
以
及
長
句
也
都
表
現
了
該
語
料
的
特
殊
風
格
。
複
雜
結
構
的
句
子
被
大
量
運
用
?
例
如
《
維
摩
詰

所
說
經
》
多
有
把
十
幾
個
字
乃
至
幾
十
個
字
，
連
綴
為
一
個
名
詞
的
複
雜
詞
組
，
層
層
疊
疊
地
疊
合
數
個
名

」
字
結
構
等
，
使
得
句
子
的
結
構
也
暉
於
複
雜
化
。
這
與
佛
經
精
確

詞
、
形
容
詞
、
「
所
」

、

一「

嚴
密
的
表
達
習
慣
密
切
相
闢
。

這
種
複
雜
化
的
句
法
結
構
主
要
表
現
在
兩
方
面
:
(
一
)

?
一
拉
的
定
語
們
、

嘻醫

開
、
口
搜
捕
語
問
及
其
他
接
合
成
分
(
如
輸
入
語
等
)
的
加
入
，
構
成
體
雜
單
句
。
亦
即
由
較
長
的
修
飾
詞
語
作

間

十
七
年
九
月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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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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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子
成
分
，
形
成
結
構
繁
複
、
傳
達
信
息
豐
富
的
長
句
。
(
二
)
多
用
複
句
。
或
以
聯
合
複
句
集
結
為
龐
大

的
表
述
群
，
或
以
偏
正
複
句
州
詳
為
申
說
，
或
以
多
重
複
句
川
進
行
闡
釋
。
複
句
結
構
較
單
旬
更
為
繁
複
。
長

句
與
複
句
結
構
之
繁
複
'
能
夠
包
含
更
多
的
內
容
，
具
有
集
中
緊
湊
的
特
點
，
能
嚴
密
地
表
達
思
想
，
有
較

強
的
邏
輯
力
量
。

此
外
，
還
有
正
在
撰
寫
中
的
《
東
漢
佛
經
介
詞
研
究

γ

作
者
林
昭
君
，
中
正
大
學
中
文
所
碩
士
論
文
。

其
他
專
書

《
中
國
佛
教
文
學
γ

加
地
哲
定
著
﹒
劉
衛
星
譯
，
今
日
中
國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0
。

《
佛
經
文
獻
語
言

γ

俞
理
明
，
巴
蜀
書
社
。

《
佛
學
常
見
詞
彙
γ

陳
義
孝
，
文
津
出
版
社
。

《
佛
經
釋
詞
γ

李
維
琦
'
岳
麓
書
社
。

單
篇
論
文

單
篇
論
文
方
面
，
筆
者
曾
撰
寫
的
佛
經
語
言
論
文
有
下
列
幾
篇



。
一
九
九
一
年
十
二
月
，
〈
佛
教
傳
入
與
等
觀
圓
的
興
起
〉

9

《
國
際
佛
學
研
究
年
刊

γ

創
刊
號
9

頁
三
五

一
二
六
三
，
國
際
佛
學
研
究
中
心
編
印
，
臺
北
。

。
一
九
九
六
年
十
二
月
，
〈
論
佛
經
語
言
學
的
重
要
性
〉

9

《
香
光
莊
嚴
》
雜
誌
第
四
十
八
期
，

。
一
九
九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
〈
佛
經
中
「
唐
」
字
的
意
義
和
用
法
〉

9

《
妙
林
》
九
卷
二
期

9

高
雄
。

。
一
九
九
四
年
五
月
，
〈
大
藏
字
母
九
經
等
韻
的
特
殊
音
讀
〉

9

第
十
二
屆
全
國
聲
韻
學
研
討
會
論
文
，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
新
竹
。

。
一
九
九
四
年
八
月
，
〈
大
藏
字
母
九
經
等
韻
之
韻
母
盟
(
讀
〉
，
中
國
音
韻
學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
天

。
一
九
九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六
至
二
十
九
日
，
〈
早
期
佛
經
中
的
恆
生
認
研
究
〉

9

第
一
屆
宗
教
文
化
國
際
學
術

會
議
，
高
雄
，
佛
光
山
。

。
一
九
九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至
二
十
九
日
，
〈
西
耳
目
佛
經
中
之
並
列
結
構
研
究
〉

9

第
五
屆
中
國
語
言
學
國
際

鸝體讓讀鑫體

學
術
研
討
會
(
同
們
阿

k
l
M
)
，
清
華
大
學
，
新
竹
。

。
一
九
九
七
年
六
月
十
九
至

一
日
9

〈
早
期
佛
經
語
言
之
動
補
結
構
研
究
〉

9

第
六
屆
漢
語
語
言
學
國
際

會
議
(
胃
門
戶
自
己
，
們
盟(
H
O
P
Z
O
岳
叩
門E
D
已
﹒

。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二
月

9

〈
西
晉
佛
經
並
列
詞
之
內
部
次
序
與
聲
調
的
關
係
〉
，
中
正
大
學
中
文
學
術
年
刊
創

體學

刊
號
，
頁
四
一
|
七

0

，
嘉
義
。

間
削
弱
關h
R
E

香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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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重
要
的
論
文
包
括

。
〈
「
于
」
在
漢
魏
六
朝
佛
經
中
的
特
殊
用
法
|
|
兼
評
賈
則
復
「
古
漢
語
中
有
『
于
』
字
的
兩
個
問
題
」
〉
'

顏
洽
茂
。

。
〈
從
魏
晉
佛
典
看
中
古
「
消
息
」
詞
義
的
演
變
〉
'
朱
慶
之
，
四
川
大
學
學
報
，
哲
社
版
(
成
都
)
，
一
九

八
九
年
二
月
，
頁
七
四
|
八

0
。

。
〈
佛
教
詞
語
小
議
〉
'
俞
敏
語
言
學
論
文
集
，
一
九
八
九
年
，
黑
龍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

。
〈
現
代
漢
語
中
源
於
佛
教
的
時
間
詞
〉
'
梁
曉
虹
，
語
文
建
設
通
訊
，
第
三
十
六
期
，
一
九
九
二
年
六
月
。

。
〈
漢
魏
六
朝
譯
經
對
漢
語
詞
彙
雙
音
化
的
影
響
〉
'
梁
曉
虹
，
南
京
師
大
學
報
，
社
科
版
，
一
九
九
一
年
六

月
，
頁
七
二
一
|
七
八
。

。
〈
佛
教
與
漢
語
〉
'
梁
曉
虹
，
語
文
天
地
，
第
十
九
期
，
一
九
九
二
年
三
月
，
頁
十
五
|
二
二
。

。
〈
論
佛
教
對
漢
語
詞
彙
的
影
響
〉
'
梁
曉
虹
，
語
文
建
設
通
訊
，
第
二
十
八
期
，
一
九
九

0
年
五
月
，
頁
十

九
l

二
六
。

。
〈
佛
經
譬
喻
造
詞
之
特
色
〉
'
梁
曉
虹
，
語
文
建
設
通
訊
，
第
三
十
三
期
，
一
九
九
一
年
七
月
，
頁
十
一

1

十
六
。

。
〈
佛
經
用
詞
特
色
雜
議
.. 

複
數
稱
代
詞
〉
'
梁
曉
虹
，
漸
江
師
大
學
報
，
社
科
版
(
金
華
)
，
一
九
九
一
年

四
月
，
頁
二
三
一
|
一
二
六
。



。
〈
從
早
期
佛
經
材
料
看
古
代
漢
語
中
的
兩
種
疑
問
詞
「
為
」
〉
?
俞
理
明

9

四
川
大
學
學
報
，
哲
社
版
?
第

四
冊
，
一
九
九
一
年
，
頁
七
五
!
八
一

。
〈
語
詞
札
記
〉
9

欒
曉
虹
、
梁
贊
宏
、
李
廷
安
、
當
華
強
、
曹
激
惘
，
中
國
語
文
，
一
九
八
九
年
第
二
期

F戶、

-
O九
期
)
，

一
五
七
!
一
五
八
。

。
〈
佛
經
對
漢
語
的
影
響
丫
蔡
德
明
，
香
港
佛
教
三
八
五
期
，
一
九
八
一
年
六
月
。

。
〈
擱
譯
文
學
與
佛
典
〉
'
梁
骰
超
?
收
入
《
佛
學
研
究
十
八
篇

γ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七
一

。
〈
佛
興
之
翻
譯
〉
9

，
收
入
《
佛
學
研
究
十
八
篇

γ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七
一

。
〈
佛
經
用
詞
特
色
雜
議
〉
'
梁
曉
虹
，
收
入
《
小
慧
叢
稿

γ

香
海
亞
太
教
育
書
局
，
一
九
九
二
。

。
〈
論
佛
教
對
漢
語
詞
彙
的
影
響
〉
'
、
栗
曉
虹
，
收
入
《
小
聲
叢
稿

γ

香
梅
盟
太
教
育
書
局
，
一
九
九
二
。

。
〈
佛
教
的
翻
譯
文
學
丫
胡
蟬
，
收
入
《
白
話
文
學
史

γ

樂
天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0
年
。

。
〈
佛
教
詞
語
小
議
〉

9

俞
敏
9

收
入
《
俞
敏
語
言
學
論
文
集

γ

黑
龍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九
年
。

體轟轟轟轟

。
〈
漢
魏
六
朝
譯
經
對
漢
語
詞
彙
雙
音
化
的
影
響
〉

9

梁
曉
虹
，
南
京
師
大
學
報
，
一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

。
〈
中
國
的
印
度
音
譯
學
〉

9

扭
本
文
三
郎

9

收
入
《
世
界
佛
學
名
著
譯
叢

γ

許
洋
主
譯
，
華
宇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四
年
。

。
〈
從
早
期
佛
經
材
料
看
古
代
漢
語
中
的
兩
種
疑
問
祖
「
為
」
〉

9

俞
理
明
9

四
川
大
學
學
報

9

一
九
九
一
年

囑醬

四
月
。

香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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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
朝
譯
經
語
法
語
彙
〉

9

森
野
繁
夫
，
東
洋
學
術
研
究
，
東
洋
哲
學
研
究
所
，
一
九
八
三
年
。

。
〈
晚
唐
幾
種
語
錄
中
的
白
話
〉
9

馬
伯
樂
著
﹒
攜
承
鈞
譯
，
西
洋
摸
學
家
佛
學
論
集
，
一

華
宇

出
版
社
。

。
〈
漢
魏
六
朝
佛
經
在
漢
語
研
究
中
的
價
值
〉

9

俞
理
啊
，
四
川
大
學
學
報
，
一
九
八
七
年
第
四
期
。

@
〈
從
佛
經
材
料
看
中
，
古
漢
語
人
己
代
詞
的
發
展
丫
俞
理
明

9

四
川
大
學
學
報
，
一
九
八
九
年
第
四
期
。

「
他
」
的
變
化
丫
俞
理
明
，
中
國
語
文
，
一
九
八
八
年
第
六
期
。

。。
〈
試
論
佛
典
翻
譯
對
中
古
漢
語
詞
彙
發
展
的
若
干
影
響
〉

9

9

中
國
語
文
，
一
九
九
三
年
第
四
期
。

。
〈
《
六
祖
壇
經
》
中
所
見
的
語
法
成
分
〉

9

高
增
良
，

一
九
九
0
年
第
四
期
。

。
〈
怎
樣
研
究
梵
漢
翻
譯
和
對
音
〉
，
用
達
甫
，
中
國
語
文
，
一
九
五
七
年
四
月
號
。

。
〈
鳩
摩
羅
什
同
支
謙
、
竺
法
護
譯
經
中
語
詞
的
比
較
〉

9

胡
湘
榮
，
中
古
漢
語
研
究
，
一
九
九
四
年
第
二

。
〈
惜
以
前
漢
譯
佛
經
虛
詞
謹
識
〉
'
蔣
冀
騁

9

古
漢
語
研
究
，
一
九
九
四
年
第
二

。
〈
「
大
乘
起
信
論
」

…「

」
、
「
以
」
、
「

」
的
用
法
〉
，
再
崎
直
道
著
，
釋
慧
曜
譯

9

諦
觀
，

二
年
第
二
期
。

。
〈
漢
魏
六
朝
佛
經
所
見
若
干
新
興
語
法
成
分
〉

9

董
現
9

研
究
生
論
文
選
集
，
語
言
文
字
分
冊
。

。
〈
《
祖
堂
集
》
詞
語
還
釋
〉
'

步
建
寧
大
學
學
報
9

一
九
九
三
年
第
二
期
。



。
〈
唐
代
禪
家
語
鑼
悶
兒
的
語
法
成
分
〉
，
高
名
凱
，
燕
京
學
報
，
第
三
十
四
期
。

。
〈
試
諭
佛
教
對
和
語
詞
彙
的
影
響
〉

9

尤
俊
成
?
內
蒙
古
輛
大
學
報
，
一
九
九
三
年
第
二
期
。

筆
者
近
年
所
從
事
的
國
科
會
專
題
研
究
計
劃
有
兩
項
﹒
.

第
一
、
題
目
:
早
期
佛
經
詞
彙
研
究
|
|
西
晉
佛
經
祠
彙
研
究
。
執
行
期
限

.. 

八
十
四
年
六
月
一
日
至
八

十
五
年
七
月
三

一
日
。

第
二
、
題
曰
:
早
期
佛
經
詞
彙
研
究

l
l

三
國
時
代
佛
經
詞
彙
研
究
。

.. 

八
十
五
年
八
月
一
日

至
八
十
七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

目
前
由
中
正
大
學
中
文
系
所
的

「
佛
經
語
言
研
究
小
組
」
進
行
中
。
自
以
上
的
介
紹
，

了
解
「
佛
經
語
言
學
」
是
未
來
佛
學
研
究
及
中
國
語
言
學
研
究
的
新
鱷
勢

9

實
具
有
相
當
可
觀
的
發
展
潛
力

及
開
闊
的
前
景

9

讓
我
們
共
同
來
關
心
這
方
面
的
新
訊
息
和
新
發
展
。

門
註

川W
合
璧
詞
:
由
一
個
詞
由
兩
部
分
組
成
，
一
半
音
譯
，
一
半
輩
譚
。
冊
如
「
冰
淇
淋
」
(
一
目
的
「
的
印

3
)
。
佛
經
中
如
「
佛

嗶砂

法
」
、
「
禪
堂
?
「
涅
槃
相
」
等
。

m
w佛
化
漢
詞
:
指
用
漢
語
固
有
詞
，
表
示
佛
教
意
義
，
還
是
舊
瓶
裝
新
酒
的
方
式
。
翩
例
如
「
功
德
于
本
來
表
示
功
業

與
續
行
，
在
佛
經
中
則
指
施
善
得
一
繭
報
。
倒
如
念
佛
、
誦
控
、
布
值
等
行
為

3

依
國
果
律
，
必
得
好
報
。

雷
帽
到
紛
問

國
八
T
七
年
九
月

V
O
二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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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二
八

m
w種
音
詞
.. 

通
常
指
兩
個
字
組
合
成
的
詞
。
咧
如
「
火
車
」
、
「
平
安
」
等
。
相
對
於
一
個
字
的
詞
(
單
音
詞
)
，
倒
如

「
人
」
、
「
車
」
等
。

的
歷
時
/
共
時.. 
語
言
經
歷
不
同
時
代
的
演
變
現
象
叫
做
「
歷
時
」
;
一
個
單
一
時
代
的
語
言
結
構
和
系
統
，
叫
做
「
共

時
」
。

m
w比
喻
造
詞
.. 

通
過
馨

-
E喻
的
運
用
而
造
新
詞
。
倒
如
佛
經
中
的
「
法
水
」
'
指
佛
法
能
洗
游
眾
生
、
心
中
的
煩
惱
塵
垢
，
猶

如
水
有
除
垢
之
功
。
其
他
如
「
、
心
回
」
、
「
智
憲
制
」
'
皆
是
比
喻
造
詞
。

m
w同
格
語
旬
.. 

指
兩
個
或
兩
個
以
上
結
構
整
齊
了
致
的
短
語
或
小
餌
，
連
用
組
成
的
句
子
。
佛
經
中
闡
釋
一
觀
念
時
，
常

鋪
排
眾
多
同
格
語
旬
，
反
覆
申
說
。
例
如

.. 

「
一
"
為
見
無
有
且
一
里
，
二
為
聞
無
有
量
，
三
贏
利
無
有
量
。
」

m
w長
定
語
.. 

用
一
長
串
的
語
詞
來
修
飾
一
個
名
詞
。
例
如

.. 

「
又
於
下
方
過
恆
河
沙
等
諸
佛
世
界
，
取
一
佛
土
。
」
其

中
「
下
方
過
恆
河
沙
等
諸
佛
」
就
是
長
定
語
，
修
飾
名
詞
「
世
界
」

0

間
長
狀
語

•. 

用
一
長
串
的
詞
語
來
修
飾
一
個
動
詞
。
例
如

•. 

「
今
我
此
病
，
皆
從
前
世
妄
想
顛
倒
諸
煩
惱
生
。
」
其
中

「
比
自
從
前
世
妄
想
顛
倒
諸
煩
惱
」
就
是
長
狀
語
，
修
飾
動
詞
「
生
」

o

間
長
補
語
:
用
一
長
串
的
詞
語
，
放
在
動
詞
後
面
，
補
克
這
個
動
詞
的
意
義
。
例
如
:
「
遊
於
無
量
千
萬
僑
間
僧
祇

圓
。
」
其
中
「
湛
」
是
動
詞
，
種
面
的
詞
語
就
是
長
補
語
，
用
來
補
克
說
明
「
到
那
裡
遊
?
」
。

叩
偏
正
複
旬
.• 

幾
個
旬
子
結
合
成
一
個
大
旬
，
其
中
各
句
子
的
意
義
關
係
有
主
從
之
別
，
通
常
以
後
旬
為
中
、
心
。
例
如
:

「
但
時
其
病
，
而
不
除
法
」
。

刊
多
重
複
句
:
聽
個
小
旬
組
合
成
一
個
裡
旬
，
一
般
裡
旬
只
有
一
個
層
攻
，
結
構
較
聞
單

0

多
重
複
旬
指
兩
個
或
兩
個



以
上
層
灰
且
結
構
較
為
複
雜
的
複
句
。
例
如
:
「
譬
如
長
者
，
唯
有
一
子
。
其
子
得
病
，
父
母
亦
病
因
斗
右
子
病
庸
，

文
母
亦
癌
。
」
其
中
「
其
子
得
病
，
父
母
亦
病
行
「
若
子
病
癌
，
父
母
亦
痛
」
彼
此
間
是
聯
合
並
刑
的
句
子
，
而
各

別
內
部
又
是
由
兩
個
假
設
闢
係
組
成
的
小
句
子
。

體轟轟轟邏輯

其
實
，
要
讓
生
活
過
得
愉
快
並
不
難
，
平
常
，
我
們
的
心
會
煩
，
日
子
會
充
滿
牢
騷

9

一
方

面
是
因
為
我
們
沒
有
保
持
一
顆
歡
喜
的
心

9

一
方
面
是
因
為
我
們
貪
求
無
厭
。
生
活
的
態
度
雖
然

要
積
極
奮
發

9

但
是
我
們
也
要
讓
自
己
放
輕
鬆

p

在
每
一
個
時
刻

p

用
認
真
的
心
、
歡
喜
的
心
來

品
味
生
活
。
快
樂
的
生
活
不
一
定
來
自
萬
事
如
意

p

快
樂
是
一
種
心
境
，
一
種
我
們
對
外
物
接
納

的
滿
足
感
受
。

在
我
們
的
一
生
當
中

9

無
論
我
們
在
那
里

9

日
子
不
可
能
永
遠
是
晴
天
;
生
活
也
不
可
能
永

遠
令
我
們
完
全
滿
意

9

這
個
時
候
，
也
許
我
們
可
以
學
習
用
智
慧
的
眼
光
去
觀
察
、
發
掘
可
愛
、

可
取
的
一
面
，
因
為
，
最
好
的
處
世
態
度

p

就
是
在
既
有
的
條
件
中
去
創
造
幸
福
。
生
活
雖
然
不

盡
如
人
意
p

但
是
只
要
我
們
願
意
轉
換
心
境

9

三
百
六
十
五
天

9

那
一
天
不
是
好
日
子
呢
?

嘻醫

f
A

制
閥
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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