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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程
哪

子
君
方
著

徐
雅
慧
目
王
慧
蓮
譯

所
有
南
亞
、
東
南
亞
、
東
亞
的
佛
教
國
家
，
都
熟
知
並
禮
敬
觀
音
菩
薩
，

在
中
國
、
日
本
、
韓
國
與
越
南
，
觀
音
固
定
特
別
照
顧
婦
女
的
慈
悲
女
神
;

但
在
斯
里
蘭
卡
、
東
南
亞
和
西
藏

p

觀
音
都
以
統
治
者
或
宇
宙
主
宰
的
模
樣
出
現
。

欄

一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發
表
了
一
篇
探
討
觀
音
的
長
文
，
並
以
「
半
個
亞
洲
的
信
仰
」
為
副
標
題
，
由

於
研
究
的
妻
考
資
料
是
以
中
國
與
觀
音
有
關
的
經
典
、
文
學
、
歷
史
文
獻
為
主
，

中
使
用
「
半
個
亞
洲
」
這
個
措
辭
的
原
因
。
觀
音
(

)
或
是
觀
世
音
(
察
覺
世
間
聲
音
的
人
)
，
是
從



爭一
菩
薩
的
梵
文
名
字
「
阿
縛
盧
棋
低
濕
伐
躍
」
(
〉

S
Z
E
g

雪
白
自
)
義
譯
而
來
的
仰
。
中
國
俗
諺
|
|
「
家
家
觀

世
音
，
戶
戶
阿
彌
陀
」
恰
如
其
份
地
說
明
了
這
位
救
苦
菩
薩
的
普
受
愛
戴
，
在
中
國
的
影
響
下
，
日
本
、
韓

國
、
越
南
都
沿
用
了
相
同
的
菩
薩
稱
號
。
當
然
，
觀
音
信
仰
不
只
局
限
於
東
亞
，
它
已
遍
及
了
整
個
亞
洲
。

本
世
紀
後
半
葉
，
觀
音
同
樣
聞
名
於
美
國
與
歐
洲
，
這
歸
功
於
移
民
入
境
的
佛
教
大
師
們
與
女
權
主
義

者
。
最
早
抵
達
美
國
的
佛
教
大
師
是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的
日
本
禪
師
，
一
九
凹
九
年
中
國
大
陸
赤
化
，
許
多

中
國
僧
侶
被
迫
流
亡
香
港
、
台
灣
、
新
加
坡
與
美
國
等
地
。
同
樣
地
，
當
一
九
五
九
年
中
共
佔
領
西
藏
時
，

大
多
數
的
西
藏
喇
嘛
遍
亡
至
印
度
，
有
一
些
喇
嘛
也
遷
徙
到
美
國
。

隨
著
一
九
七
五
年
越
戰
接
近
尾
聲
，
以
及
八

0
年
代
來
，
目
越
南
與
其
他
東
南
亞
國
家
的
新
移
民
，
美
國

人
開
始
接
觸
到
有
別
以
往
的
佛
教
派
別
與
菩
薩
的
不
同
名
號
與
身
分
，
這
是
因
為
觀
音
出
現
在
所
有
佛
教
傳

統
中
的
緯
故
。
同
時
，
深
受
婦
女
解
放
運
動
鼓
舞
並
有
所
回
應
的
美
國
女
性
主
義
學
者
，
不
是
致
力
於
揭
開

西
方
男
權
基
督
教
興
起
前
原
有
的
女
神
信
仰
悶
，
就
是
發
現
在
非
西
方
宗
教
傳
統
中
的
女
神
信
仰
。
如
觀
音
、

度
母
(
吋
R
E
)、
時
母
(
閃
品
)
與
度
爾
加
(
巴
巴
晶
。
)
，
同
為
最
受
歡
迎
的
女
神
候
選
人
。
因
此
從
這
些
發
展

看
來
，
鄭
僧
一
於
二
十
多
年
前
的
論
點
，
就
顯
得
過
於
謙
遜
了
。

當
代
人
將
觀
音
視
為
一
位
偉
大
的
女
神
，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因
為
大
多
數
的
東
亞
人
都
是
如
此
看
待
抽
。

然
而
，
在
印
度
、
西
藏
、
斯
里
蘭
卡
或
東
南
亞
，
觀
音
卻
未
曾
以
女
神
之
姿
為
人
所
崇
拜
，
甚
至
在
中
國
，

一
開
始
也
不
認
為
觀
音
是
女
性
，
因
為
十
世
紀
的
敦
煌
壁
畫
清
楚
顯
示
觀
音
蓄
有
短
監
阱
。
觀
音
在
中
國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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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成
女
的
獨
特
現
舉
，
理
所
當
然
地
吸
引
了
學
者
的
注
意
。
儘
管
我
個
人
最
初
對
這
個
謎
題
也
有
興
趣
，
但

是
我
還
漸
覺
得
這
並
不
是
唯
一
值
得
關
注
的
問
題
，
觀
音
的
其
他
特
點
也
一
樣
具
有
魅
力
。
舉
例
來
說

9

為

何
觀
音
在
佛
教
界
如
此
受
到
青
睞

9

不
論
是
在
小
乘
、
大
乘
或
是
金
剛
乘
佛
教
傳
統
影
響
的
國
家
，
都
可
以

發
現
觀
音
信
仰
的
蹤
跡
?

菩
薩
是
發
願
數
度
眾
生
，
為
了
完
成
這
個
神
聖
使
命
而
無
限
期
延
長
自
己
進
入
涅
槃
的
聖
者

9

因
而
成

為
大
乘
興
金
剛
一
一
來
佛
教
徒
新
的
信
仰
對
象
，
但
是
早
期
的
小
乘
信
徒
只
崇
敬
歷
史
上
的
佛
駝
，
且
當
談
到
「

」
時
，
是
只
插
在
最
後
覺
悟
前
過
去
生
中
的
佛
。
的
暉
，
小
乘
只
信
仰
一
位
菩
薩
!
|
過
去
生
的
釋
過
牟
尼

佛
;
而
大
乘
則
信
仰
很
多
位
菩
薩
，
並
勸
請
大
眾
發
起
菩
提
心
，
這
正
是
大
、
小
三
乘
的
首
要
區
別
。
假
如

所
有
佛
教
國
家
都
禮
敬
觀
音
，
那
麼
璋
對
傳
統
的
看
法
起
了
什
麼
作
用
呢
?

門
觀
音
信
仰
海
植
噩
爛
的
原
因
〕

至
少
我
想
到
兩
個
理
由
，
可
以
解
釋
觀
音
信
仰
在
諸
多
亞
洲
國
家
根
深
替
國
的
原
因
。

。
觀
音
持
續
受
到
糊
申
訴
轉

第
一
，
從
印
度
佛
教
早
期
開
始
至
接
期

9

觀
音
是
佛
陀
以
外
持
續
受
到
信
仰
的
大
菩
薩
之
一
。
從
公
元

開
始
的
最
初
幾
個
世
紀
，
一
直
到
十
二
世
紀
佛
教
在
印
度
銷
聲
匿
跡
，
觀
音
始
終
擁
有
虛
誠
的
信
徒
。
雖
然



會一
的
觀
音

自
狀

也
被
其
他
國
家
歡
迎
血

接
納

新
的
經
典
與
新
的
藝
術
形
式
隨
著
時
間
不
斷
地
發
展
，
而
印
度
既
然
是
佛
教
的
發
源
地
，
在
印
度
名
聲
顯
赫

。
佛
教
並
未
取
代
當
地
原
有
的
信
仰

第
二
個
解
釋
觀
音
信
仰
為
何
能
順
利
在
印
度
本
土
以
外
生
根
萌
芽
的
理
由
，
則
牽
涉
到
佛
教
本
身
的
特

有
的
信
仰
。

性
。
正
如
佛
教
在
印
度
可
以
與
婆
羅
門
教
、
印
度
教
並
存
不
悴
，
當
它
傳
入
異
邦
時
，
也
沒
有
取
代
當
地
原

〔
觀
音
在
不
同
文
化
中
的
象
衛
意
義
〕

在
東
埔
賽
、
越
南
、
與
爪
哇
，
觀

音
被
稱
作
「
世
自
在
」
(
戶
。
冒
雪
白
自
)
，

意
味
宇
宙
主
宰
，
在
緬
甸
號
為
「
世
主
」

(
戶
。w
m
D
B時
F
m
D
)，
意
味
守
護
世
間
，
在

斯
里
蘭
卡
稱
為
「
神
主
」

(ZEFHH 

U
T
f
。
)
，
而
西
藏
人
則
喚
柚
「
善
視
」

(
門U
E
R
a
-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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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于君方)



雖
然
觀
音
的
名
號
不
的
日
統
一
，
但
是
所
有
南
亞
、
東
南
亞
、
東
亞
的
佛
教
國
家
，

這
位
菩
薩
。

，
但
相
真
的
文
化
則
賦
予
他
/
她
不
同
的
舉
觀
意
義
，

文
化
背
景
與
她
相
闊
的
國
家
，
如
日
本
、
韓
國
與
越
南

9

皆
視
觀
音
為
禪
修
者
的
智
慧
典
範

9

同
時
也
是
特

別
照
顧
婦
女
的
慈
悲
女
神
。
但
是
在
斯
里
蘭
卡
、
東
南
亞
與
西
藏
，
觀
音
跟
王

(
聞
自
由
的
m
E
叩
門
戶
。
戶

E
Z
E
D
E
E
E
a
s

門U
F
E
E
D
出
憫
的
目
。
F
E

宣
告
串
戶

E
D
Z
H
邁
阿
)
。
因
此
，
國
玉
被
神
格

化
，
且
被
塑
造
成
具
怯
哪
能
力
的
神
像
，
而
這
些
神
像
能
保
護
王
室
，

大
陸
與
群
島
。

。
東
闢
噩@

指
一
比
亞
(

M
E
J
E盟
軍
但
同
阿
)

~ 

、
越
南
的
占
婆
國
(

內
F
E
E
)
及
印
尼
的
各
王
國
中
，
有
闢
印
度
教
、

。
例
如
東
捕
棄
其
臘
時
期
的
波

婆
跋
摩
三
世
(
岡
山E
E
E
B
m

戶
口
同
a
s
a
i
a
s

9

並
且
為
融
造
像
，
加

以
崇
拜
。

的
∞
a
l
S
C
)
也
是
觀
音
的
忠
誠
信

徒
。
因
陀
羅
跋
摩
王
二
世
(

}
門
口
們
也
同
臼

J
H血
口
出
自
口

9

並
以

混
合
著
他
與
觀
音
名
字
的

E
E
E
E
E
E
H
O

佇
立
〈
商
品
為
這
棟
建
築
物
命
名
。
(
Z
C
E
H
P
H包
車

-
M
M
M
)

除
了
緬
甸
以
外
的
所
有
東
南
亞
國
家
都
擁
有
信
仰
「
神
王
」
的
概
念

9



佛
教
的
一
啊
。

君
主

l
l

世
上
規
模
最
宏
偉
的
石
構
寺
廟
之
一
，
於

，-、、

十
二
至
十
三
世
紀
建
於
東
埔
靡
。
安
哥
寺
敵
視
為
是
包
含
「
神
王
」
的
諸
神
居
處
，
這
座
萬
一
神
鸝
裡
合
組
有

?
以
及
被
奉
為
神
的
國
玉
。
世
自
在
信
仰
在
間
耶
跋
摩
七
世
(

〈
F
Z

∞
阿

H
N
E
)的
統
治
下
達
到
鼎
盛
，
他
在
安
哥
城
(

的
中
央
建
造
巴
戒
寺
(

9

且
訂
定

。
巴
挽
寺
中
，
聳
立
著
刻
有
「
神
王
」
巨
大
雕
像
的
高
塔
，
是
仿
世
自
在
的
模
樣
雕
成
的
。
不

僅
國
王
本
身
被
關
為
菩
薩
的
化
身
，
他
的
第
一
位
夫
人
囑
耶
跋
闢
德
岡
比

2
晶
宮
拉
且
2
3

王
后
，
死
後
也
被

鑄
成
菩
薩
的
脅
恃
|
|
度
母
的
雕
像

(
M
S
E可
自
已
N
m
可
哥
哥
。
叫
一
凶
c
h
ι切
E
E
E
遺
言
。

H
U
N
E
自
己
這
豆
豆
)
。
同
樣

地
，
十
五
世
紀
後
的
觀
蘭
國
王
與
十
三
至
十
五
世
紀
的
前
伊
斯
蘭
爪
哇
國
王
，

而申

紙
。
菌
藏
、
璽
南
自
脹

9

觀
音
在
西
藏
也
被
尊
為
雪
圓
的
守
護
神
，
兩
位
享
譽
盛
名
的
藏
土
統
治
者
|
|
掛
贊
干
布

(
死
於
全
心
)
與
達
賴
喇
嘛
，
相
傳
同
是
觀
音
的
化
身
。
靈
南
白
族
在
南
韶
與
大
理
國
時
期
，
相
當
於
中
國
的
唐

(
2
∞
-
3
2
、
宋
(
草
c
I
E

斗
。
〉
兩
代
，
也
持
有
相
同
的
信
仰
，
被
稱
為
阿
睡
耶
(

9

她
是
一
該
國

的
創
立
者
及
皇
室
的
守
謹
神

(
5
3

戶
哥
哥

E
H

通
訊
)
，
自
脹
和
與
其
密
切
往
來
的
鄰
國

9

因
而
同
樣
將
觀

嘻靜

音
作
為
皇
室
的
象
徵

o

鏘
的
闖
闖
關
惚
臨
惚
鬧
鬧
卸
的
闖
關
闖
闖
闖
關
刷
刷
闊
閻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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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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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確
，
如
後
來
的
大
乘
及
密
敦
經
典
所
呈
現
的
，
觀
音
是
宇
宙
的
主
宰
，
也
是
所
有
眾
生
與
世
界
的
創

造
者
及
拯
裁
者
，
在
一
個
之
前
並
不
存
在
或
可
以
與
之
爭
衡
的
環
境
裡
'
這
種
皇
室
象
徵
出
現
是
很
自
然
的
，

因
此

很
明
顯

地

觀
音

並
不
需

要

變
成
女
神

但
是

為
何
菩

薩

在
中

國
會

與
皇
室

無
關

這

是
不

是
由

於

在
佛
教
傳
入
之
前
，
中
國
皇
權
的
思
想
與
象
徵
就
已
經
完
全
建
立
完
成
了
，
以
致
於
容
不
下
佛
教
在
中
國
有

類
似
的
發
展
?

。
中
國
l
l

觀
音
與
皇
權
無
關

中
國
皇
帝
經
由
周
代
(
西
元
前
口

N
M
E
N
u
a
)
時
成
立
的
天
命
思
想
得
到
合
法
化
，
他
是
天
子
，
與
天
、
地

鼎
足
而
立
，
這
些
概
念
在
漢
代
時
(
西
元
前
侶
。
至
西
元

M
N
S
更
進
一
步
演
進
。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
儒
家
思
想

一
直
主
宰
著
中
國
人
對
於
皇
權
的
理
解
，
雖
然
有
時
某
些
統
治
者
可
能
會
運
用
佛
法
的
概
念
，
來
使
他
們
的

統
治
合
法
化
，
但
他
們
的
努
力
仍
然
很
有
限
，
也
無
法
維
持
長
久
。

例
如
北
魏
的
韓
文
帝
立
自
主
白
在
位
)
在
雲
岡
開
鑿
著
名
的
曇
曜
五
窟
(
雲
岡
第
十
六
窟
至
第
二
十
窟
)
，

每
一
窟
中
都
有
一
尊
大
佛
，
五
尊
佛
是
仿
照
在
他
之
前
的
五
位
皇
帝
(
道
武
帝
、
明
元
帝
、
太
武
帝
、
景
穆
帝
、

文
成
帝
)
的
相
貌
、
身
形
雕
刻
而
成
，
象
徵
他
希
望
創
造
神
權
統
治
。
女
皇
帝
武
則
天

(
2
卡
通
私
在
位
)
，
目
稱

是
彌
勒
菩
薩
，
而
乾
隆
皇
帝
(
=
注
:
司
法
在
位
)
則
自
稱
是
文
殊
菩
薩
，
但
除
了
十
九
世
紀
末
清
代
的
慈
禧
太

后
為
了
好
玩
與
戲
劇
化
的
效
果
而
扮
演
過
觀
音
外
，
我
不
知
道
還
有
任
何
皇
帝
曾
宣
稱
自
己
是
觀
音
的
化
身
。



觀
音
驗
中
國
的

「
轉
變
」

〔
鞠
輔
音
踴
躍
中
國
的
新
神
職
〕

另
一
方
面

9

觀
音
慈
悲
普
度
眾
生
，

尋
聲
救
苦
，
在
對
象
上
並
無
階
級
、
性
別
或
是
否

具
有
插
一
德
的
分
別
，
對
中
國
人
來
說
，
這
是
一
種

全
新
而
陌
生
的
概
急
。
這
位
新
的
一
啊
祇
不
僅
能
帶

來
精
神
的
開
悟

也
自巨
將

人從
世
間
的
痛

苦
中
拯

敷
出
來

不

面冊

是
施
予
入物
質
的

事
F盟.
主ι

益

最
或

死
後
的
拯
救
。
在
觀
音
尚
未
出
現
以
前
，
中
國
本

土
並
沒
有
任
何
神
祇
有
這
些
本
蝠
，
而
且
，

體轉讓蠶鸝|

中
國
在
觀
主主
間

出
現
之

也
有

女
神

卻

似

乎~f:J 
t又
有

任
何
一
位
享
有
如
觀
音
一
般
持
久
不
斷
的
崇
拜
，

因
了起
這

臨

原

因

觀
三主旦
日

便

很
)頤
利

地
填
補

了
中

國

@ 

宗
教
上
如
此
的
真
空
狀
態
。

鬧
翻
倒
糊
糊
糊
糊
翱

吞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九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w
v
O一

。觀音慈悲普度眾生，草草聲救苦，對象沒有階級、性別或道德品格之分，對中國人來說，

是一種全新而陌生的概念。(圓其宋朝張勝溫所繪《大理國梵像卷》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竅。圖片

提供 于草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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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O
一
四

檢
視
佛
教
於
漢
代
之
所
以
能
被
中
國
人
接
受
的
原
因
，
艾
瑞
克
﹒
左
卻
(
開
門
戶
口

N
哥
們
骨
肉
)
如
此
解
釋.• 

儘
管
漢
代
佛
教
偶
爾
(
其
實
走
出
奇
的
少
)
會
借
用
一
些
儒
家
與
道
家
的
術
語
，
但
它
最
顯
著
的
地
方
是

它
的
新
奇
，
我
們
必
須
推
翻
佛
教
被
接
受
是
因
為
在
某
些
方
式
上
與
固
有
傳
統
一
致
的
觀
點
，
因
為
佛

教
引
人
入
勝
的
地
方
並
非
因
為
它
聽
起
來
很
熟
悉
，
而
是
由
於
它
基
本
土
是
新
鮮
的
緣
故
。

(
3
。
5
2
)

左
卻
提
到
有
關
漢
代
佛
教
固
定
「
新
奇
的
選
擇
」
在
這
裡
是
很
恰
當
的
。
觀
音
之
所
以
吸
引
中
國
人
並
非

因
為
他
/
她
與
任
何
本
土
神
祇
有
相
似
之
處
，
而
是
因
為
沒
有
任
何
中
國
神
祇
像
他
/
她
。
然
而
，
就
如
同

佛
教
一
樣
，
觀
音
在
撞
得
中
國
人
認
同
以
後
，
中
國
文
化
便
會
為
抽
塑
造
出
另
一
種
認
知
與
理
解
的
方
式
。

觀
音
的
中
國
化
因
此
可
以
被
當
作
是
佛
教
中
國
化
的
一
個
個
案
，
一
個
文
化
可
能
會
被
一
個
外
來
文
化

所
吸
引
，
但
外
來
文
化
也
無
法
抵
拒
由
陌
生
而
至
熟
悉
的
轉
變
。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
塞
德
(
切
也
已
)
提
到
有
關

一
個
文
化
對
另
一
文
化
的
處
理
與
此
有
關

•• 

就
人
類
的
心
理
而
言
，
抵
拒
一
種
無
法
處
理
的
陌
生
事
物
是
很
自
然
的
，
因
此
所
有
文
化
總
是
傾
向
於

強
迫
其
他
文
化
作
轉
變
，
不
是
接
受
其
他
文
化
原
有
的
一
切
，
而
是
為
了
自
己
的
利
益
，
把
外
來
文
化

變
成
自
己
覺
得
應
該
是
的
樣
子
。

(
3
斗
"
。
3

因
此
，
佛
教
提
供
了
許
多
國
家
所
需
要
的
象
徵
與
理
想
，
為
使
自
身
能
適
應
不
同
亞
洲
國
家
的
不
同
宗



?
佛
教
潰
變
出
新
且
不
同
的
形
式
。
就
漢
目
佛
教
師
一
苔
，
天
台
、

、
淨
土
、
禪
宗
等
宗

9

雖
然
奠
定
它
們
主
要
整
義
與
儀
式
基
礎
的
一
些
經
典
，
都
是
從
梵
文
翻
譯
而
來
，

但
各
宗
派
所
強
調
的
特
殊
重
點
與
形
式
，
仍
都
反
映
出
本
國
思
想
與
模
式
的
文
化
價
值
，

學
者
們
以
「
中
國
化
」
(

(4) 

〔
觀
音
國
「

'-J 

L回

「
熟
悉
化
」
(

象
。
我
認
為
這
二
個
語
調
特
別
蘊
含
來
說
明
觀
音
在
各
國
發
展
的
狀
況
，
因
為
這
位
菩
薩
以
各
種
不
岡
身
分

然
而
，

-一可

L_ 

/自\

的
呈
現
而
經
歷
許
多
轉
變
，
在
藝
術
造
像
中
也
有
不
同
的
面
貌
，
且
導
致
與
中
國
鄰
近
的
許
多
亞
洲
國
家
也

發
展
且
不
同
的
宗
教
儀
式
與
體
拜
方
式
。
在
此
過
程
中
，

一--，

L一一

的
許
多
國
家
，
因
此
別
的
學
者
研
究
有
闢
佛
教
在
中
國
以
外
的
文
化
地
區
如
何
適
應
的
過
程
中
，
也
採
用
這

個
語
詞
。

開
創
搭
檔
@

佛
教
的
觀
音
(

(
1門
。
已
們
自FO
司
后
)

r、、

肉
串
門
口
位
叫
自
叫
田
間

|
「
慈
悲
幻
人
」

)
信
仰
研
究
中
，
運
用
了
這
個
觀
念
，
他
把
「

L_ 

這
是
一
種
辯
證
的
過
程
，
藉
此
宗
教
傳
統
得
以
適
應
一
個

區
成
民
族
的
社
會
經

文
化
生
活
。
雖

嘩吾

然
大
傳
統

(
G
E
a
j『
昌
盛
泣
。
口
)
為
那
些
追
隨
著
有
非
凡
魅
力
的
宗
教
創
建
者
的
信
眾
們
，
提
供
一
個
包

J\ 
μ 

千九
月

7 
0 

五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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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括
有
關
正
統
改
造
與

傳
道
基
準
的
清
楚
方

向
，
但
該
宗
教
傳
統

的
歷
史
存
亡
，
卻
弔

詭
地
決
定
於
它
的

「
多
元
性
」
'
以
致
於

後
來
的
皈
依
者
可
以

有
一
大
套
衍
生
的
教

義
、
應
變
指
示
及
作

。魚籃觀音來自中國的傳說，在寺院中不會被

當成禮拜的對象。(圖為趙孟類所繪的魚籃觀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片提供于君方)

為
模
範
的
民
間
故
事
，
可
作
為
他
們
的
依
據
。
宗
教
「
熟
悉
化
」
的
研
究
是
從
全
體
在
特
殊
的
時
空
裡
'

從
傳
統
展
開
到
「
地
域
性
的
邏
輯
」
的
這
一
過
程
中
，
去
尋
求
證
明
選
擇
的
基
本
理
由
。

(
3
凶
U
U
H
U
0
)

觀
音
是
一
位
有
普
遍
吸
引
力
的
偉
大
菩
薩
，
但
祂
卻
如
同
前
述
擁
有
地
方
性
的
特
徵
。
同
樣
地
，
當
觀

音
在
中
國
受
到
廣
泛
的
崇
敬
時
，
本
土
文
化
傳
統
的
「
抉
擇
」
過
程
造
成
菩
薩
在
中
國
的
「
熟
悉
化
于
使
他

/
她
與
某
些
特
別
的
地
方
建
立
了
特
殊
的
關
係
'
進
而
發
展
出
地
方
性
的
信
仰
。

我
應
該
解
釋
止
為
什
麼
當
提
到
觀
音
時
，
我
同
時
使
用
陽
性
與
陰
性
兩
種
代
名
詞
|
|
他
/
她
，
因
為
觀
音



在
唐
代
時
被
認
為
是
男
性
，
且
在
造
像
上
也
是
以
男
性
的
形
象
呈
現
。
然
而

9

一
世
紀
左
右
或
宋
代

初
年
，
有
些
信
徒
的
國
親
眼
目
睹
觀
音
以
女
神
的
形
象
出
現
，
中
國
藝
術
家
因
此
便
開
始
創
作
女
性
觀
音
的
形

囂
，
而
菩
薩
轉
變
成
女
身
可
能
在
一
兀
代
已
成
為
定
型
。
從
十
五
世
紀
的
明
代
開
始
，
大
家
普
遍
把
觀
音
看
成

是
女
性
，
然
而
，
即
使
在
文
學
與
藝
術
中
，
觀
音
是
如
此
呈
現
，
但
正
統
的
佛
教
僧
徒
仍
把
細
承
認
觀
音
是

女
性
，
在
佛
教
寺
院
，
中
奉
肥
的
觀
音
形
象
，
直
到
今
天
依
然
是
根
據
唐
代
建
立
的
雕
像
傳
統
來
塑
造
。
例
如
，

在
寺
院
中
，
人
們
不
會
看
到
，
日
衣
觀
音
或
魚
籃
觀
音
被
當
成
禮
拜
的
對
象
，
因
此
寺
院
中
的
觀
音
雕
像
，

N
扭
頭
延
續
男
性
或
至
多
是
中
性
的
攬
子
。
清
代
末
年
有
些
獨
特
的
藝
術
家
有
時
也
會
為
觀
音
畫
上
短
艷
，

像
敦
煌
的
觀
音
形
象
一
轍
。
由
於
這
些
原
因
，
總
括
兩
個
性
別
的
「
他
/
她
」
似
乎
是
捉
到
觀
音
的
最
好
方

式
?
因
為
即
使
後
來
觀
音
變
得
女
性
化
，
有
些
人
仍
認
為
柚
應
是
男
身
。

(
本
期
專
輯
內
容
節
譯
自
于
君
方
教
授
所
葦
的
《
中
國
的
觀
音
信
仰
》

(
P
E
-
5
R
E

。

D
E
E
m

可

E
R
E
E
E
E
O
H

k品
產
早
晨
奇
心
)
一
書
，
文
中
標
題
為
編
者
所
加

0
)

鸝豔蠢驢鸝

{
詮
釋

仰
這
些
固
定
根
據
伯
頡

E

華
森
(
因
室
。
口
者
自
古O
D
)《
法
華
經
》
(
叫
出
咱
們G
E
N
E
S
-
z
g
J

門
已
佇
門
U
C
E呂
立
自
己
已

S
E
q

可
『B
F
H
甸
甸
凶
)
的
翻
譯
。
晃
一
方
團
主
古
印
固
赫
雄
菇

(
H
k
m
O
D
E
3
Z
N
)
在
他
的
《
妙
法
蓮
華
經
》
〈

v咱
們
每H
E
B
R
S
的

@ 

戶
口
E
E
E
E
S
R
S

而
且
自
己
』
盲
目
缸

-
Z
由
司

J門
R
r
u
門
口
自
己
居
住
駐
巴
旦
耳
目
也
可
思
闊
的
心
目
。
品
)
中
，
以
「
觀
察
聲
音
害
于

劉
剛
圓
圓
翩
翩
闖
關
的
觀
勵
辦
闖
關
翩
翩
翩
嘲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九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幣
。
一
七



「
察
覺
世
聞
聲
音
的
人
」
來
說
明
之
一
連
三
者
都
是
以
五
世
紀
鳩
摩
羅
什
所
譯
的
中
文
本
刊
為
根
撐
。

m
w雷
達
固
樂
納
(
白
叩
門
告
Z
B

叩
門
)
的
《
父
攏
的
割
始
》
(
單
q
P
E

民
自
己
昌
。
同
E

門
立
起
旦
河-
3
∞
趴
)
，
及
瑪
利
加
固
金
伯
塔

(
Z
E
Z
G
E
E
E
)

的
《
女
神
的
語
言
》
(
目
而
卜
昌

h
E
h
m

屯
的
是
停
車
間
。
∞
油
)
就
是
兩
個
冊
子
。
上
述
兩
本
書
的
問

題
與
隱
藏
其
鍾
的
議
題
，
在
凱
瑟
嚇
國
楊
(
閃
缸
片
向
居
民
日
只
-
E
E

明
)
的
《
女
神
、
女
權
主
義
者
與
學
者
》

(
G
G且
每
忠
臣
、

F
S
H
b
h
h
F品
出
屯
，
問
品
乳
白
‘
三
一
書
中
有
很
詳
盡
的
擇
討
。

m
w觀
音
清
蘊
蓄
有
短
麗
的
壹
百
一
作
可
且
在
松
本
榮

《
出
敦
煌
鞏
固
一
的
研
究
》
發
現
。
例
如
編
號
出
小
(
西
元
∞
全
)
、
編
號
。
∞σ

(
西
一
兀
軍
凶
)
、
編
號NN
U
N
(
函
一
冗
法
∞
)
。

內
彼
德
國
葛
瑞
高
利
(
可
叩
門
叩
門
口
自
惘
。
品
)
在
他
研
究
宗
雷
雨
蕾
的
《
京
密
輿
佛
教
中
國
化
》

(
3
E
h
E
E
h缸
之
間

b
m

旦
旦
出
的
站
立
旬
出
G
H
a切
自
屯
a
b
a
s
-
可
門
戶
口
口2
c
p
2
.出
，
自
叫
門
戶
口
口
叩
門
。
口
白
白
宮
由
門
問

E
M
N可
片
白
閻
明
曲
同
甸
甸
戶
，
〉

一
書
中
9

用
「
中
國
化
」
(

旦
旦
出
們
自
泣
。
自
)
一
詞
作
為
標
題
。
羅
伯
國
車
夫
在
他
的
博
士
論
文

1
)

《
寶
聽
論
與
第
八
世
紀
的
佛
教
中
國
化
》
(
叫
封
閉

可
E
E
B
M

叫
芯
片
白
白
a
E

丘
克
當
缸
片

E
m
M
r
b血
而
且
自
己
同
阿

W
E
E

諒
自
宙
間
-
凡
在
?
向
2

月
已
是
門U
R
E
a
E
E
口
，
門
口
由
叩
門
時
間
E
C
F
3
2
心

C
E
S
E
S
C
E
h
E
E
岫
昌
，
)
中
也
使
用
相
同
的
說
法
。

士
參
考
書
目
〕

切
g
g
m
Z
白
門
戶
皂
白

-
z句
話
m
E
C
D
間
的
E
A
E
己
迫
自
己
當
品
開
間
間F
B
叩
門
開
叩
門
出
『
〉
〈
自

H
C
E布
會
皆
曰

=
b
H
O
H蚓
、
品
出
品
同
志
自

m
F
M
H
W
H
U
J
a
∞
。

間
。
中
間
閻
明
白
叩
門
戶
巴J
Y
C﹒d
o
z
g
P
Z
G
M
N

且
自
己
也
自σ
C
E
B
m
缸
片
們
F
E
R
E
B

缸
，
Z
S
阿
甲
血
口
叩
門
聞
自
口
F
B間M
C門
時
間
口
口
叮
叮

C
E

己
E
B
E
Z

試

戶
口

m
r
c口明
白
白
白

-
z入
串
門
門
h
A

品
也
缸
奇
勾
起
而

M
F×
M叭
門
。
r
H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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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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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1
氏
圈
子
↑
七
年
生
，
河
北
人

0

美
國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哲
學
博
士
，
現
任
教
於
新
澤
西

(
2
個
逼
出
叩
片
的
品
)
州
立
羅
格
斯

(
岡
山
思
個
叩
門
間
)
大
學
宗
教
系
，
教
授
佛
教
與
亞
洲
宗
教
等
課
程
。
一
九
九
九
年
被
選
為
美
國
中
國
宗
教
學
會
副
會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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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期
興
趣
偏
重
宋
、
明
佛
教
史
，
寫
過
蓮
池
大
師
的
生
平
及
著
作
?
另
有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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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禪
宗
清
純
與
公
案
方
面
的
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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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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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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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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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天
在
夢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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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見
您
平
靜
地
躺
著

9

我
告
訴
您
:

我
們
一
起
來
合
『
阿
彌
陀
佛
』
!
」
於
合
佛
中
我
醒
了
。

「
奶
奶
，
捨
離
受
，
就
不
再
痛
苦
了

9

幾
天
後
我
得
知
您
往
生
的
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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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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