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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六

佛
教
團
體
長
期
以
來
一
直
扮
演
成
人
教
育
提
供
者
的
角
色
，

什
麼
是
佛
教
成
人
教
育
?
如
何
界
定
?

其
基
本
內
涵
‘
理
念
及
施
設
原
則
為
何
?

前
…J
T
J
口

成
人
教
育
是
現
今
教
育
領
域
的
新
趨
勢
，
不
論
是
各
級
學
校
、

社
教
機
構
、
工
商
聞
體
、
非
營
利
組
織
等
，
都
在
積
極
整
合
運
用
其
教
育

資
源
，
企
圖
提
供
社
會
大
眾
更
多
元
學
習
的
機
會
。

佛
教
團
體
長
期
以
來
一
直
扮
演
成
人
教
育
「
提
供
者
」

(
H
U
B
-
告
己
的
角
色
，

以
非
營
利
、
志
願
性
的
組
織
辦
理
成
人
教
育
，
提
供
成
人
學
習
的
機
會
，
幾
乎
有
佛
教

團
體
的
地
方
，
即
有
各
類
的
學
習
活
動
出
現
，
形
成
社
區
的
學
習
組
織
，
發
揮
了
相
當
大
的

社
會
教
化
功
能
。

本
文
旨
在
探
討
佛
教
成
人
教
育
的
意
油
。
首
先
說
明
「
成
人
」
的
界
定
、
成
人
教
育
的
意
義
及
其

特
性
;
其
次
，
分
析
歸
納
佛
教
教
育
的
意
義
及
基
本
內
涵
;
最
後
，
提
出
佛
教
成
人
教
育
的
界
定
、
理



故一
{表一「成人」的界定]

觀點 i 成人的定義
~!f:tII亭 「白色沾一B~~$平糾正7

卜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l

i 個體已達ILJ.理和情緒上的成熟，能控制衝動，對挫折有忍受

心理學 i 力，不再依賴父母，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具自我導向的人

I ~.各。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社會學 j 能夠在社會上負起成人任務的人。

卜一一一…一一一卡一 一一于一一 …-, 
法律 !享有各種法律上的規定權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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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七

念
及
其
施
設
原
則
。

「
成
入
」
的
界
定

「
成
人
」
一
詞
的
定
義
，
一
般
常
從
生
物
、
心
理
、

社
會
和
法
律
的
觀
點
加
以
界
定
(
見
表
一
。
黃
富
順
，

4
ω
ω
ω
)
。

。資料來源:擎理自黃富liI頁， 1993 : 6-7 

我
國
民
法
規
定
年
滿
二
十
歲
為
「
成
年
」
，
但
是

「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
中
所
謂
少
年
是
指
巳
滿
十
二
歲
末

滿
十
八
歲
之
人
。
根
據
後
者
的
規
定
，
十
八
歲
以
上
者
，

如
有
犯
法
行
為
產
生
，
而
已
非
「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
的

處
理
對
象
，
而
應
算
是
「
成
人
」
'
須
受
刑
罰
處
分
。
所

以
，
十
八
歲
以
上
亦
應
屬
「
成
年
」

0
(
張
壽
山
等
，
這
句
)

美
國
成
人
教
育
國
家
顧
問
委
員
會

(
Z
E
E
S
H

〉
空
間
。
司
(
U。
呂
立
-
S
K
F
E
Z
E
R
a
-

。
P
Z
〉
門
U〉
開
)
採

綜
合
的
觀
點
，
除
了
兼
及
生
物
、
社
會
、
法
律
的
層
面



香
光
h
k嚴
門
第
五
十
穴
期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穿
了
一
八

，
提
出
對
「
成
人
」
的
界
定
為
:
「
在
青
春
期
之
後
，

外

9

且
能
負
起
成
人
生
活
角
色
或
已
違
法
律
或
社
會
之
所
認
定
的
年
齡
，
具
有
成
人
權
利
、

。
」
(
Z〉
的
〉
m
'

這
∞
C
a
g轉
引
自
黃
富
噸
，
這

8
)

以
上
的
界
定
說
明
了
「
成
人
」
一
詞
具
有
相
當
甫
的
異
質
性
。
從
生
物
學
及
心
理
學
的
角
度
來
看

9

，
但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

即
使
是
同

，
在
社
會
上
所
擔
貴
的
角
色
、

、
性
別
、
地
區
、

人賦
予
的
權
利
義
務
也
呈
顯
多
樣
的
差
異
。

以
臺
灣
地
區
而
且
一
一
日
，

年
滿
十
八
歲
以
上
者
，

9

難
有

(
〉
會
]
片E
Z

白
色
。
口
)
因
成
入
學
習
者
的
異
質
性
高
9

致
的
定
義
。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
白
宮
憫
的
內
0
)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召
開
成
人
教
育
會
議
，

而IlP 



故一
[表二成人教育的意義]

界定途徑 成人教育的意義

為擔負成人社會角色的人所進行的有系統、持續的學習活動，
字面意義

其目的在促進知識、態度、價值和技能上的改變。

早期是一種掃除文盲，教導民眾基本讀、寫、算技能的活動，
功能 其後逐漸擴展為因應按術變遷的需要，而以提昇個人的知識能

力為目的。

是一種有系統、有組織的成人學習活動，包括學校式的課堂教

性質 學、獨立的學習和參與某種訓練的課程;也包括在日常生活情

境中隨機的經驗學習;也是一種專業的研究領域。

香
光
莊
嚴
【
第
五
十
六
期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V
一
-
一
九

定
義
為

•• 

「
成
人
教
育
一
詞
代
表
全
部
有
組
織
歷
程
，

不
管
其
內
容
、
水
準
和
方
法
為
何
，
是
正
式
的
或
非
正

式
的

是
學
校
教
育

的
代
替

或

學
~ 
E父
教
育

的
延

長

目

的
在
提
供
社
會
中
的
成
人
，
發
展
潛
能
、
充
實
新
知
、

改
進
技
術
與
提
昇
專
業
資
格
、
導
引
其
新
的
發
展
或
使

其
在
態
度
上
和
行
為
上
產
生
改
變
。
」

(
C
Z
m
ω
0
0，

s
u
d
;

轉
引
自
楊
國
腸
，
這

8
)

。資料來源:整理自黃富噸， 1992 : 2-5 

黃
富
順
綜
合
各
項
研
究
，
提
出
三
種
界
定
成
人
教

育
的
途
徑
，
以
作
為
了
解
成
人
教
育
意
義
的
架
構
(
見

表
二
。
黃
富
順
，
這
也
)
。

上
述
的
定
義
指
出
，
成
人
在
其
身
心
邁
向
成
熟
、

擔
任
社
會
角
色
及
任
務
的
生
命
歷
程
中
，
需
要
持
績
地

學
習
以
面
對
全
面
的
生
活
，
而
獲
致
健
康
和
諧
的
發

展
。
成
人
教
育
的
意
義
在
提
供
擔
任
社
會
成
人
角
色
的

人
參
與
有
系
統
、
有
組
織
、
持
續
性
的
學
習
活
動
，
以

導
引
其
個
人
發
展
潛
能
、
提
昇
知
能
，
促
成
行
為
、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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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度
、
習
慣
及
價
值
觀
念
改
變
的
過
程
。

成
人
教
育
的
特
性

成
人
學
習
者
由
於
異
質
性
高
、
學
習
需
求
紛
雜
不
一
，
相
對
地
，
提
供
成
人
教
育
的
機
構
類
型
、

課
程
內
容
與
實
施
方
式
也
呈
現
豐
富
而
多
元
的
特
性
。

成
人
教
育
主
要
提
供
機
構
的
類
型
包
括
宗
教
團
體
、
志
願
組
織
、
營
利
機
構
、
公
私
立
學
校
、
專

業
或
職
業
協
會
、
闡
書
館
、
博
物
館
、
美
術
館
等
社
教
機
構
，
各
機
構
依
其
宗
冒
、
目
標
、
資
源
、
學

習
者
的
需
求
、
地
域
文
化
等
因
素
提
供
各
具
特
色
的
課
程
。

依
據
調
查
研
究
資
料
顯
示
(
林
美
和
等
，
這

8
;

黃
一
國
產
等
L
E
-
-
'

簡
茂
鞋
等

L
E
M
-

，
林
清
江

等
，
這
也
ω
;

黃
富
順
等
，
這
也
ω
;

劉
興
漢
等
，
這
也

ω
;

華
培
村
等
，

s
c
h
;

莊
璧
畫
同
，
這
也
叫
)
，
臺
灣
地
區
成

人
的
學
習
需
求
以
身
心
適
應
、
生
涯
發
展
、
家
庭
生
活
、
職
業
知
能
、
休
閒
安
排
、
人
際
關
係
等
生
活

性
、
實
用
性
趨
向
為
主
。

就
學
習
時
間
而
言
，
成
人
較
有
意
願
參
與
學
習
的
時
間
主
要
為
週
末
、
例
假
日
與
平
日
晚
上
(
蔡

培
村
等
，
這

2
)

，
年
紀
較
長
者
認
為
早
上
的
時
間
較
為
適
當
，
不
喜
愛
在
夜
間
學
習
(
黃
圖
章
等
，

-
m
w
ω
4
)

。



、
家
組
與
社
報
機
構
。
都
市
地
區
成
人

(
蔡
培
村
等
，
這
里
)
。

?
例
如.. 

、
自
我
導
向
學
習
、
研
習
會
、

F詛咒

'kJ 

。
釋
迦
牟
尼
出
生

9

一
般
說
的
「
釋
組
」
9

於
尼
伯
爾
的
釋
迦
族
中
心
地
組
雕
羅
衛
城

9

族
名
稱
，
因
此
他
被
稱
為
「

」
(
釋
見
蔥
、
陳
信
憲
譯
9
A
U
U印
)
。

陀
」
。
「
佛
陀
」

「
覺
悟
者
可
「

(
釋
遠
和
、
陳
淑

慧
囂
，
這
也
)
。

根
據
佛
教
原
始
經
典
的
記
載
，
佛
陀
在
年
少
時
，

9

與
人
鑽
回
生
、

、
病
、
死
帶
來
的
幢
幢
苦
惱
，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一
八
期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I
T
-
-
月

w
v了
一
二

一「



香
光
莊
嚴
【
第
五
十
六
期
】
民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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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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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V

出
家
修
行
的
生
活
方
式
，
以
探
求
生
命
的
真
相
，
而
後
在
菩
提
樹
下
發
見
「
緣
起
」
的
法
則
，
徹
悟
生

命
苦
惱
的
根
源
及
解
脫
之
道
，
並
由
深
觀
世
間
的
蜂
起
，
體
悟
人
類
的
究
竟
安
樂
來
自
整
體
社
會
的
和

諧
，
於
是
決
定
遊
化
。
佛
陀
的
教
化
，
綿
延
至
今
二
千
五
百
多
年
，
整
個
弘
傳
流
佈
的
過
程
，
即
是
一

段
源
遠
流
長
的
教
育
歷
程
。

源
遠
流
長
的
佛
教
教
化
過
程
，
經
由
歷
代
佛
教
徒
及
佛
教
學
者
的
結
集
、
論
著
，
累
積
了
浩
瀚
豐

沛
的
三
藏
典
籍
，
成
為
人
類
文
化
智
慧
的
資
產
，
其
中
，
有
關
將
佛
教
(
∞
且
已

F
Z
B
)
教
義
與
教
育

(
E
Z
S
E
口
)
學
理
作
一
聯
結
，
閻
明
佛
教
教
育
(
即
且
每

E
E
z
n
a

古
巴
意
涵
者
，
則
始
於
近
代
。

近
代
佛
教
學
者

之
佛
教
教
育

觀
點

近
代
佛
教
學
者
中
，
提
出
佛
教
教
育
觀
點
並
發
表
論
述
篇
章
者
，
有
太
虛
法
師
、
印
頓
法
師
、
日

本
學
者
水
野
弘
元
等
人
，
除
此
之
外
，
另
有
從
各
個
不
岡
立
場
角
度
所
提
出
的
佛
教
教
育
觀
點
者
，
分

述
如
下
.. 。

(
一
)
太
虛
法
師

(
4∞
∞
∞
|
|
這
有
)

太
虛
法
師
是
近
代
中
國
佛
教
革
新
運
動
的
主
要
倡
導
者
，
其
提
倡
的
「
人
生
佛
教
」
思
想
影
響
現

代
佛
教
甚
鉅
，
繼
宜
之
人
生
佛
教
」
思
想
而
開
展
者
，
如
「
人
間
佛
教
」
、
「
生
活
佛
教
」
、
「
建
立
人



故一
間
淨
土
」
等
，
成
為
現
代
佛
教
的
重
要
共
識
。

太
虛
法
師
對
於
佛
教
教
育
的
觀
點
主
要
發
表
於
〈
釋
迦
牟
尼
的
教
育
〉
一
文
，
此
外
，
《
太
虛
大

師
全
書
》
中
也
有
部
分
篇
章
附
帶
述
及
(
善
導
寺
佛
經
流
通
處
，
這
∞

0
)
。
太
虛
法
師
提
出
.. 

L

就
教
育
的
對
象
而
言

佛
教
教
育
的
對
象
，
含
括
出
家
與
在
家
兩
種
對
象
;
出
家
者
，
是
特
殊
，
是
少
數
;
在
家
者
，
是

普
遍
而
廣
攝
多
數
，
且
普
及
於
全
宇
宙
一
切
的
眾
生
。

么
就
教
育
的
內
容
而
言

出
家
者
的
學
習
，
有
一
定
的
律
制
，
修
持
戒
、
定
、
慧
三
學

|
1

戒
學
是
道
德
養
成
的
教
育
;
定

學
是
調
身
、
調
息
、
調
心
，
使
身
心
得
到
健
康
的
教
育
;
慧
學
是
經
由
聞
、
思
、
修
的
學
習
，
增
長
知

識
、
智
慧
的
教
育
，
成
為
有
紀
律
的
團
體
生
活
，
如
現
在
的
寺
院
形
式
。
在
家
者
的
學
習
，
修
學
基
本

的
三
皈
、
五
戒
，
並
將
所
受
於
佛
教
教
育
的
內
涵
，
踐
行
於
個
人
、
家
庭
、
職
業
、
社
會
等
層
面
，
隨

份
隨
力
促
成
整
體
社
會
的
向
上
、
向
善
。

1

就
教
育
的
施
設
原
理
而
言

佛
教
教
育
的
施
設
原
理
有
二
，
即
「
主
旨
的
貫
徹
」
與
「
現
實
的
適
應
」
。
所
謂
「
主
旨
的
貫
徹
」
'

意
為
任
何
人
接
受
佛
教
教
育
的
目
的
，
在
於
與
佛
陀
一
樣
獲
得
及
達
到
宇
宙
人
生
圓
滿
的
真
諦
。
「
現

實
的
適
應
」
'
係
指
因
應
各
個
人
的
情
況
，
合
宜
地
施
設
各
種
教
育
。

香
光
莊
嚴
【
第
五
十
六
期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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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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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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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年
十
二
月

V
了
二
四

4
.
就
教
育
的
方
法
而
言

教
育
的
方
法
是
所
謂
的
「
四
悉
檀
」
。
「
悉
檀
」
'
是
成
就
的
意
思
;
「
四
悉
檀
」
'
意
為
以
四
種
方

法
成
就
學
習
者
的
修
學
|
|
「
世
界
悉
檀
」
:
運
用
巧
辯
妙
慧
，
以
各
種
有
趣
的
、
極
淺
顯
的
譬
喻
，

為
學
習
者
傳
述
全
部
或
一
部
分
的
主
旨
;
「
各
各
為
人
悉
檀
」

.. 

依
個
人
天
賦
及
特
質
，
施
設
個
別
的

教
育
，
即
「
眾
生
有
種
種
病
，
如
來
施
種
種
藥
」
;
「
對
治
悉
檀
」

.. 

觀
察
學
習
者
的
根
襪
，
以
種
種

的
方
法
幫
助
其
調
改
缺
點
，
培
養
完
善
的
人
格
;
「
第
一
義
悉
檀
」

•• 

針
對
資
質
優
秀
的
學
習
者
，
直

接
教
導
傳
授
佛
教
最
高
覺
悟
的
真
諦
。

。
(
二
)
印
順
法
師

(
S
o
o
-
-
)

印
順
法
師

C
S
S

以
佛
法
的
立
場
說
明
佛
教
是
一
種
教
育
，
佛
教
不
只
是
信
仰
，
更
要
修
學
，

信
佛
也
稱
為
「
學
佛
」
'
並
提
出
﹒

L

佛
教
是
「
覺
」
的
教
育
.. 

就
佛
教
的
意
義
而
言
，
佛
的
教
育
，
不
外
本
著
自
己
圓
滿
的
覺
悟
內
容
，
適
應
用
眾
生
的
根
機
，
來

教
育
大
家
，
引
導
大
家
來
修
學
，
同
登
正
覺
成
佛
的
地
步
。
所
以
，
佛
教
是
先
覺
覺
後
覺
的
「
覺
」
的

教
育
。
學
佛
，
是
向
佛
學
習
，
成
佛
就
是
人
格
的
究
竟
完
成
，
佛
教
是
最
圓
滿
的
完
人
教
育
。

之
佛
教
教
育
的
內
容
是
三
學
、
五
明



@
「
戒
學
」
、
「
定
學
」
、
「

L_ 

L一

行
9

重
在
止
惡
防
非
;
「

一
境
9

使
內
心
安
定
純
淨
;
「

L_ 

廣
義
來
說
，
「
世
間
一

?
可
說
一
切
良
善
的
知
識
、

總
攝
於
佛
的
教
育
範
圍
內
。
所
以
「

」
o

「

」
就
是
大
乘
佛
弟
子
應
該

修
學
的
五
類
學
術
|
|
語
言
文
字
學
的
「
聲
明
」
、

「
國
間
」
、

「
醫
方
明
」

「
內
用
」
o

1

佛
與
眾
生
是
師
生
的
闢
係

「
夫
人
師
」
、
「
導
師
于

」
o

弟
子
中
，
有
小
學

的
「
聲
間
弟
子
」
、

「
菩
薩
弟
子
?

出
家

9

日
疋
老
師
與
弟
子
的
闢
係
。

佛
教
教
育
不
是
空
虛
的
知
識
傳
授
，

，
而
實
踐
何
必
以
知
為
先
要
。

?
去
求
得
世
、
出
世
間
的
智
慧
。

。
三
一
)
本
野
弘
一
兀
(
這

O
A
l
-

〉

香
光
莊
殿
門
第
五
十
六
期
〕
民
國
八
T
七
年
斗
二
月

w
v一
一
-
一
五

都

七



香
光
莊
嚴
【
第
五
十
六
期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V
一
三
六

日
本
學
者
水
野
弘
元
探
討
巴
利
藏
等
資
料
，
從
原
始
佛
教
的
教
義
中
抉
擇
出
佛
教
教
育
的
思
想
，

指
出
(
釋
達
和
、
陳
淑
慧
譯
，
這

C
N
;

吳
本
信
一
譯
，
這

8
).. 

L

﹒
佛
教
是
人
格
完
成
的
教
育

佛
教
，
是
去
除
人
們
的
苦
惱
、
不
安
，
而
獲
得
安
身
立
命
的
信
仰
。
它
並
不
是
斷
除
一
時
的
、
部

分
的
煩
惱
，
而
是
止
息
相
績
及
整
體
的
惑
苦
，
以
提
昇
人
格
。
人
格
的
提
昇
不
只
有
精
神
層
面
的
提
昇
'

也
要
求
色
身
的
調
和
與
健
康
。
就
佛
教
信
仰
而
昔
日
，
色
身
和
精
神
所
有
層
面
的
健
康
調
和
狀
態
，
是
人

格
完
成
的
必
要
條
件
。
教
育
的
目
的
是
朝
向
人
格
的
完
成
，
佛
教
是
為
了
完
成
人
格
而
說
的
教
育
。

之
教
育
的
內
容
是
四
諦
、
八
正
道

佛
陀
最
初
為
五
比
丘
說
四
諦
、
八
正
道
的
敦
法
，
以
引
導
他
們
證
得
阿
羅
漠
，
所
謂
四
諦
是

.. 

苦

諦
、
集
諦
、
械
諦
、
道
諦
.. 

叫
苦
諦.. 

是
正
確
地
認
識
苦
惱
以
及
眾
生
所
面
臨
的
苦
惱
。

叫
集
諦•• 

是
正
確
地
認
識
執
著
的
原
因
和
理
由
。

m
w械
諦
.. 

是
滅
去
苦
惱
之
後
的
正
常
狀
態
。

仙W
道
諦.. 

是
要
使
有
苦
惱
而
無
益
的
心
，
轉
向
無
苦
惱
而
有
益
的
理
想
境
界
的
方
法
，
即
八
正
道
。

佛
教
的
八
正
道
，
是
從
八
方
面
著
手
訓
練
，
以
造
就
健
全
人
格
，
並
非
只
是
除
去
一
時
的
苦
，
而

是
在
任
何
情
況
之
下
，
都
不
會
衍
生
煩
惱
。
八
正
道
是



) ] ( 

因
果
。

、
瞋
、

(2) 

痴
等
煩
惱
。

、
偷
盜
、

(4) 例
正
命

(6) (7) (8) 
正
定

?
戶
杆
刊J
人


FfIip 

一-，

'--

許
先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六
期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T
二
月
會
一
三
七

L一
一「



香
光
莊
暐
叭
門
第
五
十
六
期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7
一
三
八

第
說
怯
于
是
依
對
方
信
仰
或
智
慧
的
進
展
，

合
為
多
。
佛
陀
的
說
法
是
採
取
對
談
的
形
式

9

蘭
大
眾
講
演
的
說
法
，
是
大
乘
經
典
才
出
現
的
形
式

一「

L_ 

並
不
認
同
階
級
差
別
的
劃
定
，
對
於
任
何
階
級
、
?
對
於
最
下
階
級
的
奴
隸
或
賤
民
不
列
為
教
化
對
象
。
佛
陀

「
鵲
起
論
」
:

水
野
弘
一
兀
提
出
，
「

L一

。
佛
陀
所
說
的
「

9

日
疋
與
其
他

、
超
臨
國
界
，

界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蜂
起
的
道
理
，
不
論
如
來
出
世
與
不
出
世

9

9

闖
一
本
眾
生
而
已
。



水
野
弘
一
兀
也
指
出
9

一
切
理
論
批
判
的
合
理
性
，

真
理
而
且
一
一
口
真
理
，

。
因
此
，

鬥
川u
v

rHL'

, 
S
A
啊
，1〔

四
、

\_J 

曉
雲
法
師

(
3
∞
斗
)

一-，

L一

的「

L一一

「
四
諦
」
與
「

fP 

9

深
化
了

一
般
知
識
，

、
{
女
稽
。

安
京
植

(
3
。
]
)

「
從
教
育
的
目
的
這
方
面
來
看

9

重
視
人
內
心
的
覺
醒
及
自
我
解
脫
。
」
到
了
大
乘
佛
教
這
一
士
叉
，
不
但
在
於
白
悟
自
度
、
個
人
解
脫
，

進
而
在
於
自
覺
覺
他
、

佛
性
以
及
眾
生
根
機
有
所
差
別
。

9

後
者
是
決
定
教
化
方
法
的
因
素
。

9

乃
在
以
佛
法
孕
育
人
格
，

H
H
M
v
r
付
川l

f

口
刊
仙F
r口
h

「
成
佛
」
o

」
o

佛
陀
以
自
惜
之
理
一
亦
現
於
人
，
令

他
人
亦
能
獲
得
解
脫
，

、
道
德
以
及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T
六
期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w
v了
一
一
九



J存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六
期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7
一
四
。

車
目
由
甲
、

申
會r
L
f耐
用
白

…
切
阿
根
生
為
標
的
。

「
人
間
淨
土
」

-, 

9

層
次
而
上
?

(
吉
思
)
提
出
，

9

久
而
久
之
，
形
成
思
想
與
行
為
，

。
成
佛
也
是
如
此
，

、
因
禱
，
最
終
就
可
以
成
佛
。

阻
慧
法
師
(
自
治
迫
〉

有
其
人
格
陶
怡
、

，
都
與
佛
法
中
「

、

一，

行
「
蜂
起
|
|
因
果
律

L

一一「

9

一
史
是
不
謀
而
合
。

-, 

，
而
更
可
持
佛
法
之
根
本
精
神
，

9

此
即
「
人
間
佛
教
」

自
利
利

他

L_ 

9 

一，



自
由

。
(
一
)

J有
光
莊
殿

門
第
五
十
六
期
〕

月

可

四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六
期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V
一
四

佛
教
教
育
是
「
完
成
人
格
的
教
育
」
、
「
覺
之
教
育
于
是
以
人
為
出
發
點
的
自
覺
覺
他
的
教
育
，

是
覺
悟
生
命
苦
惱
的
根
源
、
止
息
惑
苦
、
朝
向
人
格
完
成
的
教
育
。
人
格
的
完
成
含
括
色
身
與
精
神
所

有
層
面
的
健
康
調
和
狀
態
，
人
格
的
究
竟
完
成
即
是
成
佛
。

。
(
二
)
佛
教
教
育
的
目
的

佛
教
教
育
的
目
的
是
「
我
等
與
眾
生
，
皆
共
成
佛
道
」
'
亦
即
身
心
煩
惱
、
惑
、
苦
的
止
息
，
以
及

圓
滿
人
格
的
實
現
與
人
間
淨
土
理
想
的
完
成
。

。
(
一
一
一
)
佛
教
教
育
的
原
理

佛
教
教
育
的
兩
大
原
理
是
契
理
、
契
機
。
契
理
，
是
與
「
緣
起
」
之
理
，
在
蜂
起
的
正
見
上
建
立

正
確
的
世
界
觀
與
人
生
觀
的
基
礎
;
契
機
，
是
指
因
應
眾
生
個
別
差
異
而
施
設
種
種
教
育
的
內
容
、
方

法
等
，
導
引
其
認
識
宇
宙
人
生
真
義
，
提
昇
生
命
層
次
，
乃
至
成
佛
|
|
人
格
的
完
成
。

。
(
四
)
佛
教
教
育
的
對
象

主
要
有
出
家
、
在
家
二
種
對
象
。
出
家
眾
，
即
指
僧
伽
(
宗
教
師
)
;
在
家
眾
，
指
居
家
學
佛
的

佛
弟
子
，
有
其
為
社
會
服
務
的
職
業
。
廣
義
地
說
，
含
括
一
切
的
眾
生
。

。
(
五
)
佛
教
教
育
的
內
容



鬱←
經
、
律
、
論
三
藏
是
佛
教
教
育
的
內
容
，
以
「
緯
起
論
」
為
核
心
，
修
學
實
踐
戒
、
定
、
慧
三
學

以
及
四
諦
、
八
正
道
、
三
法
印
等
根
本
教
理
。
而
除
了
佛
法
的
修
學
之
外
，
更
廣
義
地
來
說
，
世
間
一

切
良
善
的
知
識
、
德
性
、
技
能
等
，
也
都
是
佛
教
教
育
的
範
圈
。

。
(
六
)
佛
教
教
育
的
方
法

以
學
習
者
為
主
，
依
其
智
慧
、
根
機
、
性
格
等
，
施
設
種
種
的
方
法
及
學
習
次
第
，
幫
助
學
習
者

修
學
;
佛
教
中
所
謂
的
四
悉
檀
、
八
萬
四
干
方
便
法
門
，
即
指
間
應
眾
生
千
差
萬
別
的
根
性
，
而
觀
機

逗
教
的
教
育
方
法
。

。
(
七
)
佛
教
教
育
的
師
生
關
係

佛
教
教
育
中
，
師
生
的
關
係
是
以
先
覺
覺
後
覺
，
在
「
緣
起
論
」
的
基
礎
上
開
展
出
平
等
、
慈
悲
、

智
慧
的
修
學
與
實
踐
，
共
同
邁
向
人
格
完
成
與
人
間
淨
土
的
實
現
。

。
(
八
)
佛
教
教
育
的
形
式

在
原
始
佛
教
時
代
，
佛
陀
主
要
是
以
一
對
一
或
一
對
數
人
的
對
話
形
式
，
進
行
教
化
;
但
在
大
乘

經
典
中
，
則
出
現
向
數
千
或
數
萬
大
眾
說
法
的
講
演
形
式
。

。
(
九
)
佛
教
教
育
的
理
念

香
光
莊
嚴
【
第
五
十
六
期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
二
月

V
一
四



~、

、

卻
是
平
等
不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六
期
〕
口
出
國
八
十
七
午
十
月

可

四
四



故一

自覺覺他，

共成理想社會

眾生平等

香
光
莊
嚴
【
第
五
十
六
期
】
民
圓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V
一
四
五

契機施教，

幫助成人學習

結合科技，

發揮教育效能

〔
二
、
佛
教
成
人
教
育
的
理
念
〕

佛
教
成
人
教
育
基
於
「
眾
生
平
等
」
的
理
念
，
認

為
成
人
雖
具
有
相
當
高
的
異
質
性
，
在
性
別
、
年
齡
、

[圖一佛教成人教育的理念與施設原則]

天
賦
、
環
境
、
閱
歷
、
社
會
角
色
及
任
務
等
各
方
面
，

呈
顯
各
樣
的
差
異
，
但
都
需
要
持
續
地
學
習
以
面
對
全

面
的
生
活
，
獲
得
健
康
和
諧
的
發
展
，
而
每
一
位
成
人

也
都
可
能
透
過
適
當
的
教
育
，
開
發
個
人
潛
能
，
不
斷

地
向
上
、
向
善
，
達
成
自
我
實
現
、
完
成
圓
滿
人
格
的

理
想
。

〔
三
、
佛
教
成
人
教
育
的
施
設
原
則
〕

佛
教
的
「
眾
生
平
等
」
理
念
落
實
在
成
人
教
育
的

施
設
上
，
提
供
了
以
下
三
個
原
則
性
的
思
考
(
見
圖

、、J

。
(
一
)
自
覺
覺
他
，
共
成
理
想
社
會



香
i
兀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六
期
叫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w
v一
四
一
川

「
覺
之
教
育
」
、
「

-, 

也
為
共
成
社
會
的
正
向
進
步
而
努
力
。

。
(
二
)

、
師
生
關
係
而
且
→
一
口
?

。
由
應
成
人
的
異
質
性
，

、
總
性
、
技
能
等
方
面
的
學
習
?

，
以
及
世
閉
一

、
人
際
闢
係
等
各
方
面
的
成
長
。

。
(
一
一
一
)

L_ 

。
並
由
深
觀
蜂
起
7

9

教
師
以
協



且
以
面
對
全
國
的
生
活
，
尤
其
在
快
速
雙
邊
的
現
代
社
會

9

原
理
、
對
象
、

門
參
考
文
獻
〕

印
順
法
師

(
4可
前
)
。
佛
在
人
間
，
百
圖ω壁
，
召
開
N
ω
N
G
品
。
新
竹
:
一
幅
嚴
精
舍
。

古
一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一
川
期
〕
民
國
八十
七
年
十
二
月

V
一
四
七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六
期
〕
民
閏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7
一
四
八

印
隔
法
師
(
蓋
亞
)
。
妙
一

-
E
E
草
叢
書
。
新
竹
:
一
屆
嚴
精
舍
。

安
京
植

(
4
ω
2
)。
唐
代
淨
土
申
訴
草
生
教
化
之
教
育
意
義
。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教
育
研
究
所
博
士
論
文
。

向
天
本
信
一
譯

(
4自
己
9

水
野
弘
一
兀
著
。
原
始
佛
教
的
教
育
思
想
。

9

卷
玉
，
昌
、
二
期
。

林
葉
和

(
A
S
O
)。
謊
圖
成
人
學
習
需
求
研
究
。
教
育
部
委
託
研
究
。

。
教
育
部
委
証
。

叫
陣
主
月T
4

1

、

J
j

(
4也
的
ω
)。

南
後
男
(
這
里
)
。
佛
陀
報
化
軍
生
盟
意
在
現
代
教
育
上
的
意
義
。
臨
治
大
學
教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恆
清
法
師

(
這
8
)
。
禪
宗
與
杜
威

l
l

教
育
思
想
和
方
法
之
比
較
。
載
於
哲
學
論
餌
，
這
期
，
喜
立
自

的
。
。
臺
灣
大
學

J
哲
學
系
。

昭
慧
法
師
(
這
話
)
。
佛
法
與
成
人
教
育
。
載
於
宗
教
與
成
人
教
育
論
文
集

9

哥

E
M
E品
。
臺
北
圓
圓
般
若
文
教

基
金
會
。悟

囡
法
師

(
4心
思
)
。
人
人
都
有
被
教
育
的
可
能
。
載
於
書
先
尼
憎
團
十
一
一

9

三
月
。
嘉
義
盟
國

番
光
莊
嚴
雜
誌
社

o

張
吾
爾
山
等

(
4
ω可
)
。
高
雄
市
成
人
教
育
現
況
、
需
求
及
可
行
模
式
之
研
究

9

芯
∞
。
教
育
部
委
託
。

說
恥
研
單
干
晶
晶
鬥

(
4富
的
)
。
嘉
鑫
地
區
成
人
教
育
供
需
聲
距
及
其
解
決
達
一
徑
。
中
正
大
學
成
人
及
繼
續
教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善
導
寺
佛
經
流
通
矗
立
窮
。
)
。
太
盧
大
師
全
書
。
可
N
忌
，
喜
且
叫

I
N
N品
P
M
E
t
N
B
9

自
∞
E
M
h舟
，

日
扒
醉
品
頃
。



故一
黃
圖
章
等

(
4
2
4
)。
臺
灣
地
區
老
人
學
習
需
求
與
內
涵
之
研
究
。
嘉
義
師
範
學
院
。

黃
富
順

(
4
S
M
)。
成
人
教
育
，

3
.
N
E
U。
薑
北
•. 

薑
灣
書
店
。

黃
富
順

(
4
$
ω
)。
成
人
心
理
，

3
.
。
1
叫
芯
﹒
∞o
臺
北
.. 

國
立
空
中
大
學
。

黃
富
順
等

(
4自
己
。
台
北
市
成
人
教
育
現
況
、
需
求
及
可
行
途
徑
之
研
究
。
教
育
部
委
託

o

慈
怡
法
師

(
4
S
N
)。
佛
教
教
育
原
理
。
載
於
普
門
雄
話
，

3
.
S
E∞
凹
，
這

C
M
年
一
月
號
。

楊
國
賜
(
這

8
)
。
社
會
教
育
的
理
念
，

9
8

。
臺
北.. 

師
大
書
苑
o

劉
興
漢
等
(
這
也

ω
)。
畫
北
縣
成
人
教
育
現
況
、
需
求
及
可
行
模
專
題
研
究
。
教
育
部
委
証
。

蔡
培
村
等

(
4
c
c
h
)
。
畫
灣
省
城
鄉
地
區
成
人
學
習
意
願
之
比
較
研
究
。
薑
灣
省
教
育
廳
委
託

o

曉
雲
法
師
(
這
∞
叫
)
。
覺
之
教
育
，

3
.品
，
老
﹒
三
ω
E品
。
。
薑
北
.. 

原
泉
出
版
社
。

簡
茂
龍
等

(
S
C
M
)。
畫
中
市
成
人
教
育
現
況
需
求
及
可
行
模
式
之
研
究
。
教
育
部
委
託
。

釋
見
憨
、
陳
信
憲
譯

(
4
S
U
)，
中
村
一
兀
著
。
原
始
佛
教
•• 

其
思
想
與
生
活
，
芯
-
2

。
嘉
義
:
香
光
書
螂
出

版
社
。釋

達
和
、
陳
湖
慧
合
譯

(
4
C
C
N
)
。
佛
教
的
原
點
，
℃
ω
'
哥
-
S
E吧
，

E
S

。
馬
來
西
亞
.• 

立
成
印
務
。

即
『
。
這2
.
m國
(
4
C
C
U
W
)
國
河
旦
一
。
一
。

c
ω
m
a
c
o
m
z。
3

『O
『
》
=
﹒
「
。2
a
o
R
O
m
i
a
明H
Z
-
8
2可
C
立
一
個
了
。
『
的
﹒

。
了
。
2
9
→
-
Z
﹒

(
4
@
@
0
)
.
〈
0
3
0

『
ω
E
o

→
ω
T
ω
z
z
o
2
a
z
o
a
o
『
3
o
z
z
o
ω
O

室
。
2
ω
且
一
的
m
a
z
n皂
白
。2
.

ω
o
m
E
O
U
C
3
豆
豆
的
了
。
且
至B
S
F
S
E
m
-
C
E
S
『
的
一
宅
。
『
吉
凶
的

Z
S
S
2
.

言
。
『
『
』m
p
ω
-
m
-
h
v
o
c
2
3

古
巴
了ω
3
.
力
宣
﹒

(
4
ω∞ω
)
.
Z
ω
2
a
u
。
。
休
。
『
〉a
z
z
ω
3
已
。
。

3
Z
2
c
z
e
m
a
c
n
m
z

。
3
.

香
光
莊
嚴
【
第
五
十
六
期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V
一
四
九



書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一
八
期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哼
一
五
。

的
心
3

計
「
心2
的
一
帥
的OE

可
c
u
-
-
明
了
。
「
的
‘

〈
O
G
O
-
-
「
E
r
}
E
(
4
ω
ω

」
)
回

即
3
位
「
您
必
「
3

古
巴
言
的
。
『d
d
d
c
3
E
m帥
。
哺
可
叫
個E
Z
E
ω
ω
3
們
叫
「
叫
出

3
的
一
峙
的
。
…

L
O的
帥
的
〕VT間
也
帥
的
可
C
U
-
-
明
了
的
『
的E

(
編
者
按
圓
圓
本
文
作
者
畢
業
於
中
正
大
學
成
人
及
繼
續
教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班
，
現
任
安
慧
學
苑
佛
學
研
讀
班
班
主
任
。
)

初
夏
時
分

9

蛙
鳴
與
鳥
啼
喧
鬧
在
後
山
山
坡
間

9

大
雨
剛
歇
，
樹
叢
與
青
草
地
上
一
更
顯

得
有
翠
。
就
在
那
綠
意
深
處
，
藏
著
我
們
多
年
的
「
鄰
居
」
|
|
「
長
蟲
」
(
蛇

)
9每
當
這
個

時
候

9

牠
們
憋
不
住
地
下
的
悶
熱
，
就
出
來
活
動
結
骨
了

記
得
未
出
家
時
來
香
光
寺

9

總
看
到
沿
著
察
房
牆
腳

p

灑
了
一
道
白
色
的
粉
末

p

後
來

才
知
道
那
是
防
長
蟲
用
的

9

隨
著
牠
們
出
現
次
數
的
頻
繁
與
數
量
的
增
多
，
嗆
鼻
的
樟
腦
油

也
四
溢
於
每
個
商
落

9

好
使
牠
們
開
味
而
退
。
然
而
，
人
與
蛇
碰
面
時
又
會
是
什
麼
景
象
呢
?

一
直
P
E

呎
蟲
們
是
單
獨
行
動
的
。
或
白
天
、
或
傍
晚

B
h

或
深
夜

9

牠
就
悄
悄
地
潛
入
寺

、
祖
，
有
時
臥
於
窗
台
上
;
有
時
開
首
於
鐘
門
前
;
甚
至
赫
然
在
書
桌
上
就
盤
著
一
條
，
睜
著

大
眼
睛
瞪
著
我
!
老
實
說

9

對
於
蛇

F

我
一
直
是
害
怕
的
，
儘
管
從
小
生
長
於
鄉
下

p

不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