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
年
九
月

V
O

草草

于
君
方
著

徐
雅
揖
惠
國
張
譯
、
心
讓

西
元
二
世
紀
時

p

觀
音
蓄
著
短
麓
，
左
手
持
蓮
華

p

穿
著
王
子
的
裝
束

9

流
露
出
皇
室
的
氣
質
。

五
世
紀
後
，
觀
音
的
造
像
變
得
更
出
世

9

地
位
也
逐
漸
提
昇
為
一
獨
立
的
神
祇
。

六
世
紀
末

9

觀
音
出
現
了
多
手
的
造
型
，
不
論
在
精
神
或
物
質
世
界
裡

P

都
具
有
崇
高
的
榮
耀
:
:

音
扭
悄
悄
關
起

雖
然
所
有
佛
教
徒
皆
皈
依
三

(
佛
、

)
以
尋
求
庇
護
，
但
他
們
對
三
實
卻
有
不
同
的
理
解
，

大
乘
佛
教
傳
統
最
顯
著
的
特
擻
是
要
求
每
個
人
都
要
發
菩
提
心
，
獲
得
開
悟
不
僅
是
為
了
值
人
，
同
時
也
是

為
了
報
生
。
這
個
新
的
願
望
比
早
期
的
阿
羅
漠
的
理
想
價
值
更
高
，



進
入
涅
槃
境
界
，
而
菩
薩
的
歷
程
則
是
長
久
而
艱
辛
的
，

，
便
以
持
戒
(

)
來
訓
練
自
己

走
上
菩
薩
道
?
精
於
禪
修

9

(
，
諸
法
無
我
)
。
因
為
菩
薩
誓
願
要
數
度
眾
生
，
他
們
便

留
在
世
間
且
讓
眾
生
親
近
。

然
而
，
不
是
所
有
的
菩
薩
皆
是
如
此
，
只
有
不
斷
地
在
道
上
前
進
的
菩
薩

9

與
信
仰
的
對
象
。

「
天
界
的
菩
薩
」
或
「

L_ 

(
的
口
丘
吉
門
口
〈
已
。
∞

a
u
間N
C宮
口
的
。
口
停

E
F
E
S
白
這
∞
拉
回

B
E
B

苦
思
)
阱
，
如
同
彌
勒
湖
(
文
殊
菩
薩
，
祂
已
達
到
十
地
菩
薩
的
體
位
，

完
美
的
慈
悲
化
身
，
因
此
在
印
度
成
為
最
受
歡
迎
的
菩
薩
之
一

9

與
何
時
發
展
及
興
盛
的
印
度
教
並
列
且
與

之
媲
美
。
在
大
乘
經
典
中
會
如
成
於
四
至
七
世
紀
間
的
《
興
說
大
乘
莊
嚴
寶
玉
經
》
(
宣
言

B
Z
N
V串
戶
已
。
。
-

J刊
)
，

r、

的
宇
宙
象
做
來
描
述
觀
音
，
而
將
觀
音
視
為

/"'、

最
高
神
眠
。

〔
觀
音
借
伸
出
現
於
三
世
組
或
五
世
個
恥
的
閉
會
議
〕

體轉輯讓轟轟

闢
於
觀
音
信
仰
在
印
度
出
現
的
確
切
日
期

9

藝
術
史
學
者
與
佛
教
學
者
的
看
法
並
不
一

。
例
如
，

瑞
亞
泰
喘
口
沙
@

(
罵
自E
m
J
且
相
同
由
的
咱
們
出
個
單
但
E
B
E
P
S

品
)

@
紹
本
(
G
B
惘
。
屯
的
們
冒
冒F
H
心
∞
叫
)

認
為
觀
音
信
仰
開
始
於
五
世
紀
，

@
楚
提
農
(
Z
悟
出
告
宮
門
川
冒
出
口
口
白
白
閻
明
叫
這
當
)

看醫

示
，
而
認
為
觀
音
在
公
元
第
二
世
紀
之
前
已
出
現
在
印
度
北
部
及
西
北
部
，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九
期
回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嘯V
O
-
-四

l
i
-
-

國

拜
(2) 印

度
觀
音
信
仰
起
瞬
時
間
的
不
確
定
，
正
好
反
映
有
關
大
乘
佛
教
的
起
源
與
早
期
歷
史
一
直
進
行
薯
的

辯
論
。
我
們
不
知
道
觀
音
最
早
出
現
的
文
獻
資
料
是
什
麼
峙
候
，
雖
然
一
艘
傳
統
的
看
法
是
成
於
國
元
三
世

紀
以
前
的
《
無
且
一
墨
畫
冊
經
γ

《
大
事
》
、
《
佛
說
成
具
光
明
定
義
經
Y

《
大
樹
緊
那
羅
玉
所
間
經

γ

《
法
華

經
》
與
《
心
經
》
中
首
次
提
到
觀
音
會
不
過
這
些
經
典
著
作
的
日
期
，
現
在
都
已
是
學
者
爭
論
的
焦
點
。
向

學
者
們
認
為
觀
音
信
仰
起
源
齡
五
世
紀
後
的
另
一
項
因
素

9

是
因
為
缺
乏
有
闢
早
期
信
仰
時
間
的
指
謹
。

如
同
霍
特
(
自

C
H
C指
出

若
跟
遍
佈
亞
洲
的
大
量
佛
教
圖
像

9

以
及
這
位
菩
薩
在
亞
洲
各
國
文
化
中
於
歷
史
上
所
賦
予
的
精
神
(
及

現
世
)
的
重
要
性
相
比

9

我
們
會
很
驚
訝
地
發
現
，
專
門
故
述
觀
音
的
宗
教
、
文
學
其
實
相
當
有
限
。
當

然
9

有
許
多
以
梵
語
一
寫
成
的
短
、
文
(
現
在
則
從
藏
文
重
建
)
，
它
們
包
含
的
主
要
內
、
容
是
陀
羅
尼
，
這
是
為
，

了
希
望
藉
由
菩
薩
的
成
神
力
來
斷
除
信
徒
的
罪
想
，
或
是
治
療
他
們
身
體
的
病
痛
而
寫
的
。

然
而
，
這
些
經
文
都
很
少
包
含
以
菩
薩
的
「
個
性
」
式
受
崇
拜
的
「
特
質
」
為
特
色
的
神
話
故
事
。
事

實
上

9

有
許
多
的
觀
音
形
象
被
創
造
出
來
，
但
若
跟
與
祂
的
性
格
、
歷
史
有
關
的
敘
述
文
學
比
較
，
使

相
形
不
足
，
也
許
這
顯
示
出
即
使
觀
音
對
許
多
大
乘
僧
人
具
吸
引
力
，
特
別
是
將
祂
當
成
禪
修
專
注
的

對
專

9

但
歷
史
上
觀
音
。
昔
受
百
姓
尊
崇
的
那
一
段
時
間
，
應
當
要
晚
於
許
多
大
乘
文
學
傳
統
成
立
的
時



期
。
(
右
。

5
0
)

紹
本
(
切
的F
C
胃
口
)
利
用
在
印
度
北
部
株
蒐
羅
佛
教
集
團
發
現
的
五
世
紀
雕
像
題
銘
的
資
料
，
證
明
觀
音

的
出
現
與
以
下
所
述
的
現
黨
有
闢

在
家
的
指
獻
者

9

特
別
是
婦
女
的
數
字
驟
滅
，
相
對
地
，
出
家
僧
人
指
獻
者
的
數
字
卻
往
然
投
昇
'
他

們
自
稱
「
釋
迦
比
丘
」
?
他
們
所
割
的
指
獻
銘
、
文

很
有
特
色
。

(
3
∞
Z
E
)

一
一
這
點
暗
示
觀
音
最
初
是
被
憎
團
一
部
分
特
別
的
僧
人
所
山
門
前
仰
，
後
來
才
受
到
一
般
僧
人
與
平
民
的
信
奉
。

〔
觀
音
的
形
鑫
酹
三
世
組
前
，
當
頭
創
造
齡
提
醒
羅
與
蘇
聶
朧
朧
〕

然
而
9

由
於
早
期
的
觀
音
像
沒
有
題
銘
文
字
，
且
缺
乏
與
菩
薩
崇
拜
有
關
且
描
述
宗
教
修
習
的
歷
史
記

錦
州9
我
們
似
乎
很
難
下
定
論
說
融
不
是
五
世
紀
前
非
韓
竟
羅
地
帶
的
信
仰
對
象
。
楚
提
農

(
2
E
Z
g
m
間
)
指

體麗轟轟輩輩

出
考
古
學
的
證
據
提
供
有
力
的
體
明
，
於
三
世
紀
前
，
大
乘
佛
教
興
起
不
久
且
開
始
製
作
佛
像
之
後
?

陀
羅
與
眛
寬
闊
組
就
已
經
首
次
創
造
出
觀
音
的
形
象
。

體

中
國
的
朝
聖
者
法
顯
約
在
西
一
兀
四

0
0
年
峙
脹
行
至
株
寬
羅
，
他
記
錄
了
大
乘
僧
人
禮
拜
觀
音
、
般
若

波
羅
實
多
與
文
殊
師
利
，
並
奉
靶
拋
們
的
雕
像
的
情
形
。
(
「
叩
啊
啊
叩

H
Z
M
L
S
當
玄
槃
於
西
一
兀
六
三
0
至
六
阻

電醫

五
年
脹
行
至
印
度
西
北
部
時
，
這
信
仰
巳
穩
國
建
立
?
而
他
提
供
更
多
親
眼
目
睹
的
資
料
，
見
證
觀
音
追
悔

組
網
關
制
翱
制
劇
創

1
4
1
1
1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九
期
出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九
月V
O
二
五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九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w
v
O二
六

z
e
d
-
叫
悶
制
自
昀

回
應
社
會
各
階
層
的
信
徒

9

從
國
玉
、
僧
人
到
平
民
對
馳
的
祈

J禱
以
及
其
他
的
奇
損
。
州
鬥

式
興
起
時
，
印
度
其
他
站
方
也
創
造
新
的
觀
音
形
象
，
直
到
佛
教
於
其
發
源
的
印
度
本
土
消
失
之
前
，

歡
盟
的
程
度
一
直
不
變
。

門
且
鼻
祖
王
朝1
1

持
轟
轟
的
觀
音
〕

'
與
在
各
主
要
階
段
的
發
展
。
向

象
的
產
生
一
開
始
是
在
貴
霜
王
朝
時
期
，
學
者
們
大
致
上
將
佛
教
的
興
盛
與
流
傳
歸
功
於
貴
霜
王
朝
的
第
三

位
統
治
者
組
膩
色
詛
王
(
閃
出
口

Z
Z
E
H
)。
貴
霜
人
即
為
中
國
所
稿
的
月
氏
人
，
他
們
居
住
於
現
在
中
國
西
北

方
的
甘
肅
省
。
漢
初
時
他
們
被
組
往
西
運
徒
，

一
三
五
年
到
達
大
墓
。

一
二
0
年
起
9

在

迦
膩
色
由
王
一
世
的
統
治
之
下
，
佛
教
藝
術
與
傳
教
活
動
受
到
很
多
支
持

9

他
是
一

因
此
，
佛
教
的
興
盛
不
只
限
於
印
度
西
北
部
，

9

而
佛
教
隨
著
絲
路
使
傳
入
了
中

國

年主尹
主主

9

最
早
一
扯
到
中
國
的
佛

翻

廳、

是
來
自
於
印
度

息
人

r-, 

、
塞
西
亞
人
(

、
黨
格
第
安
人
(
的
。1
5
口
的
)
與
其
他
中
國
稱
之
為
「

L一



的
人
。蘇

珊
@
枕
丁
頓
(
切
口
的
自
P
F
s
出
自
丹
戶
口
個
阱
。
自
〉

、
彌
勒
及
觀
音
菩
薩
的
形

象
最
為
流
行
，
她
說
觀
音
在
進
像
上
不
是
單
獨
出
現
?
便
是
以
三
尊
悔
之
一
的
情
形
出
現
。
植
常
被
描
述
為

「
持
蓮
華
者
」
g
|

蓮
華
手
觀
音
。
例
如
?
從
貴
霜
時
期
羅
理
恩
@
坦
加
(

J門
包
括
斟
酌
)
中
的

顯
示
，
抽
左
于
持
蓮
華
，
穿
著
王
子
的
服
飾
並
戴
著
頭
巾
，
顯
示
出
皇
家
的
氣
質
。
拋
蓄
著
短
罷
，

戲
坐
」
9

右
腳
上
戴
著
垂
飾
(
寄
自
川
同
志
)
。

H
M
M的
三
尊
佛
像
，
即
有

一
位
脅
侍
菩
薩
，

而
聶
華
于
菩
薩
則
身
著
如

怒
的
金
剛
手
菩
薩
?
右
側
則
是
慈
悲
的
聶
華
手
菩
薩
。
開
金
剛
于
菩
薩
身
穿
苦
行
者
的
短
裙
，
厲
批
獸
皮
，

印
度
王
子
的
裝
扮
，
頭
戴

皇
室
頭
巾
，
佩
戴
華
麗
的

珠
寶

(
3
∞
U
U
H
E
)。

露露蠢驢霸

以
此
二
位
菩
薩
作
為

9

透
露
出
佛
教

對
覺
悟
的
基
本
了
解
，
既

然
覺
者
佛
陀
同
時
具
有
智

嘻動

，
那
麼
伴
隨
她

關
詢
問
翩
翩
翩
間
關
翩
翩
閻
翩
翩
翩
閥
割
磁
閻
麗
障
體
闖
關
聞
顧
問
聞
聞
閣
制
闖
闖
關
融
體
制
齡

香
光
莊
嚴
鬥
第
五
十
九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孽
。
二
七

。實霜王朝時期，觀音常被描述為「持蓮辜

者」一一蓮華手觀音。(圖為五世紀時的蓮花手觀

音青銅雕像，當瑞爾 (Freer) 童基廊薇。國片提供 于君

方)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九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w
v
O二
八

的
二
位
菩
薩
也
感
代
表
了
這
三
種
美
好
且
同
等
重

要
的
特
質
。
觀
音
菩
薩
是
慈
悲
的
象
擻

9

金
剛
手

菩
薩
是
智
慧
的
象
擻
，
而
後
者
髓
後
被
文
殊
菩
薩

取
代
，
例
如
七
世
紀
耶
羅
拉
(
開
口
自
己
地
區
及
約

八
世
紀
的
拉
納
葛
立
(
閱
皂
白
晶
晶
且
)
、
奧
立

(
0旦
回
聞
自
)
地
區
都
有
這
樣
的
追
悔
。
(
3
∞
盟
章
)

'"' 

王
朝
l
|

多
事
觀
實
鱷
予
軸
心
圈
閱
〕

從
五
世
紀
以
後

9

觀
音
菩
薩
的
孵
象
開
始
有

的了
造轉

像變

譯首
這先

E Z 
彌而接站

非自
主特

的哥
華同
貴化

第抽

二
?
馳
的
地
位
也
漸
擺
昇
為
一
獨
立
的
神
祇
。

闢
而
昔
日
之
，
楚
提
農
(
2
5
3

口
頭
)

。觀音菩薩是過危難者的守護神，只要虔心地對觀音菩薩祈求，都能

得到馳的救助。(圖為敦煌出士的《觀音經》繪本，大英博物館藏。圖片提供:

于君方)

祂
是
耶
羅
拉
(
開
口
。
5
)
最
受
歡
連
的
菩
薩

9

在
那
裡
祂
的
造
像
共
有
一

-
0
個
，
是
所
有
其
他
菩
薩
的

三
倍
之
多
。
摩
訶
刺
陀
的
佛
教
藝
術
、
裡
'
回
來
受
人
喜
歡
的
主
題
之
一
是
《
觀
音
菩
薩
發
願
文
》
，
其
中
觀



音
被
描
述
為
危
難
中
的
救
助
者

9

無
數
相
同
主
題
的
例
子
，
可
在
笈
多
王
朝
晚
期
與
後
笈

h
y夕
玉
朝
時
期

位
於
甘
赫
瑞
(
閑
置

F
O民
)
、
阿0多
、
塔
(
主
自EE
)、
耶
羅
拉
(
閉
口
O
E
)
與
奧
蘭
迦
巴
(
〉

E
E
m
R
g色
的

石
窟
中
找
到
。
這
些
都
棚
桐
，
如
生
地
描
繪
出
祈
禱
者
在
將
踏
上
危
險
旅
程
之
前

9

或
正
在
旅
途
中
，
虔

心
祈
求
觀
音
菩
薩
的
景
象
。
觀
音
菩
薩
在
這
方
面
無
疑
是
旅
人
、
商
人
與
朝
聖
者
的
守
護
神
，
西
，
印
度

商
業
活
動
頻
繁
明
顯
地
與
這
個
主
題
有
關
。
(

同
樣
地
9

觀
音
在
《
法
華
經
》
中
也
被
稱
頌
為
「
救
脫
災
難
的
救
主
」
?
這
也
是
敦
煌
壁
畫
中
國
最
受
歡
迎

的
主
題
。

到
六
世
紀
笈
多
王
朝
末
年

9

觀
音
已
取
得
獨
立
的
地
位
，
並
成
為
主
要
的
神
祇
'
有
祂
自
己
的
脅
侍
?

信
徒
也
因
某
些
特
定
的
目
的
而
崇
拜
馳
。
當
柚
已
成
為
一
位
主
要
的
崇
拜
對
象
時
?
融
身
撞
出
現
了
一
如
佛

陀
身
邊
的
脅
侍
菩
薩
。
例
如
，
在
甘
赫
瑞
窟
第
九
十
號
窟
，
中

9

約
於
六
世
紀
中
葉
的
作
品
，
其
中
描
繪
觀
音

菩
薩
以
保
護
者
的
姿
態
與
十
種
惡
境
對
抗
，
包
括
:
象
、
獅
子
、
強
盔
，
而
馳
身
旁
正
有
兩
位
女
持
，
多
羅

體豔蠶蠱

在
抽
右
側
，
而
普
護

L一
、._/

則
在
繭
的
左
側
(
囡
囡
白
宮
口
呢
。
口

(
切
智
富
泣
，
意
思
是
「
充
分
悟
道
心
的

寄
自

N
E
)
。
組
們
三
位
代
表
聲
器
與
智
慧
，
相
當
於
佛
陀
身
邊
的
兩
位
脅
持
菩
薩
|
|
觀
音
菩
薩
與
金
剛
于
菩

薩
。
在
印
度
甘
麟
瑞
第
四
十
一
窟
發
現
了
最
早
的
十
一
面
觀
音
，
大
約
是
五
世
紀
末
、
六
世
紀
初
的
作
品

@ 

(
哥
哥
口
個
聞
自
吉
普
…
凰
山
)
。
密
教
典
盟
的
佛
教
藝
術
作
品
|
|
多
于
觀
音9
興
盛
於
北
印
度
後
笈
多
王
朝
時
期
，

樹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九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V
O
二
九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九
期
〕
民
因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w
v
O三
。

神
啊

m
w

觀
音
有
時
是
雙
手
，

但
大
多
數
的
造
像
都

擁
有
十
六
手
，
而
馳

所
具
有
的
象
徵
意

蝠
，
則
包
括
了
有
名

的
印
度
與
佛
教
神
祇

所
代
表
的
意
義

a
﹒

水
瓶
、
三
叉

載
、
珠
雯
與
經

卷
等
透
露
了
觀

0多手觀音是密教典型的佛教藝術作品，興盛於後笈

多王朝時期 g 她所具有的象徵意j函，包括了印度與佛

教神祇所代表的意義。(圖為范瓊所繪的千于觀音，國立故

宮博物院錢。圖片提供于君方)

音
巖
肅
、
出
世
的
一
面

9

復
函
二
者
同
時
強
調
祂
是
一
位
偉
大
的
老
師
與
一
切
知
識
的
主
宰
，
如
同
梵

天
，
祂
的
第
三
眼
、
三
又
軾
、
為
索
、
曲
鉤

9

令
人
把
祂
與
大
自
在
天
或
獸
主
(
可
串
串
且
)
聯
想
在
一

匙
。
這
看
不
見
的
為
索
將
每
一
個
靈
魂
(
獸
可
自
己
)
牢
牢
地
綁
在
其
主

苟
且
)
上
，
如
同
不
空
白
綺
索
觀

音
的
惡
悲

9

以
為
索
拉
住
每
個
等
待
拯
救
的
靈
魂
。
珠
寶
或
如
意
寶
珠
象
徵
祂
的
善
行
與
無
盡
的
給
予

9

以
及
有
求
必
應
?
而
寶
杖
或
策
杖
偶
爾
也
會
出
現
?
是
對
邪
靈
與
思
行
之
人
的
一
種
警
示
。
儘
管
於
貴



霜
王
朝
之
後
:
帝
王
之
姿
的
觀
音
造
像
已
然
式
微

9

但
在
北
印
、
度
的
中
古
藝
術
時
期
又
再
度
興
盛
。

許
多
觀
音
菩
薩
的
顯
聖
事
蹟
中
，
祂
採
取
王
者
的
坐
姿
，
即
遊
戲
坐

9

以
突
顯

至
高
無
上
?
不
只

在
精
神
世
界
如
此
?
在
物
質
的
世
俗
世
界
、
捏
，
也
一
樣
具
有
崇
高
的
榮
耀
與
名
聲
。
祂
的
會
侍
愈
來
愈

多
步
地
位
也
愈
來
愈
重
要
，
乃
至
被
推
為
中
心
最
崇
高
的
位
置
。

(
門UF白
宮
司
C
口
開
胡
同
。
∞
品
已
。
山

0
)

~、

王
朝
l
l

觀
音
是
宇
宙
教
主
〕

之
後
，
在
波
羅
王
朝
時
期
，
的
從
八
世
紀
至
十
二
世
紀

9

密
歡
的
圖
像
提
供
了
更
多
觀
音
菩
薩
被
視
為

宇
宙
救
主
的
證
據
。

以
十
一
世
紀
末
那
爛
陀
寺
的
石
碑
為
例
，
顯
示

觀
音
的
右
側
侍
者
多
羅
與
蘇
達
那
古
瑪
那
(
的

E
E
E
E
B

缸
片
間
，

「
多
寶
王
于
」
)
，
而
左
側
則
有
吭
俱

致
觀
音
與
馬
頭
觀
音
，
其
上
則
有
五
、
方
佛
。
在
石
碑
左
方
底
部
則
是
獸
首
骷
髏
身
的
餓
鬼

9

餓
鬼
是
注

囑聽蠶蠢驢

定
處
於
極
度
織
餓
的
處
境
，
而
觀
音
菩
薩
讓
他
們
吸
到
從
祂
手
中
滴
落
的
甘
露
。

(
E
S
E
嗯
白
白
這
忍
心
。N
I

怕
也
凶
)
們

觀
音
在
密
報
的
經
嘆
中
扮
演
著
中
心
的
角
色
，
柚
是
顯
示
能
解
歡
聽
生
的
陀
羅
尼
的
教
主
。

嘻醫

，
被
杭
丁
頓
(
的
口
扭
曲
口
，
「

認
定
是
世
自
在
佛
的
一

間
盼
鬧
鬧
撤
除
檢
閱
惚
惚
阪
愉
馳
騁

w
d惚
惚
間
關
問
縣
惚
關
餓
際
阱
闖
關
關
鵬
總
脫
險
關
胞
的
關
胸
悶
悶
尉
翩
翩
協
敏
鶴
惚
惚
附
啥
叫u
g
u
電
話
單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九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曹V
O
-
-一一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九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嘯
V
O
-
-
三

11 

(
回
寄
自
卒
，
是
約
十
一
世
紀
末
至
十
二
世
紀
左
右
的
作
品
。
這
指
出
了
六
字
大
明
咒
「
畸
騙
呢
叭
眛
吽
」
(
意
思

是
「
皈
依
珠
寶
聶
華
匕
已
被
擬
像
化
，
這
也
是
最
受
歡
迎
的
觀
音
神
咒
。
(
囡
囡
囡
呻
戶
口
個
古
巴
邁
出
口
岩
土

先
鸚
聽
聽
的
閃
現

學
者
們
長
久
以
來
一
直
對
觀
音
信
仰
的
起
頓
感
到
興
趣
，
研
究
此
信
仰
很
重
要
的
一
部
早
期
經
興
日
軍
《
無

且
一
旦
叢
珊
經

γ

其
中
觀
音
菩
薩
與
大
艷
至
菩
薩
為
阿
彌
陀
佛
的
兩
位
單
獨
脅
侍
菩
薩

9

阿
彌
陀
佛
被
形
容
為
「
無

量
一
光
」o

因
此
，
摩
爾
門
認
為
菩
薩
是
從
伊
朗
祇
教
中
衛
生
出
的
太
陽
神
。
亞
歷
山
大
@
權
波

(
K
F
H
O
H
g
a
叩
門
內U
e

的
。
可
叩
門
)
也
針
對
佛
館
與
彌
勒
而
提
出
「
光
」
的
象
徵
一
說
，
並
主
張
祇
教
中
的
觀
念
與
印
度
西
北
貴
霜
時
期

的
藝
術
有
著
密
切
的
關
連

(
H
E
E
C
)
。
他
相
信
體
陀
羅
佛
與
太
陽
神
(
單
音
皂
、
赫
利
俄
斯
(
串
戶
戶
。
明
)
問

有
相
似
之
處
。

根
據
摩
爾
門
的
說
法
，
觀
音
菩
薩
與
阿
波
羅
(
〉
可

O
E
0
)、
太
陽
神

(
Z
E
F
S
)、
赫
利
俄
斯
(
目
。
H
F
C間
)

及
赫
密
斯
(
閏
月
臣
。
的
)
有
其
基
本
的
相
似
處

9

仰
之
後
觀
音
菩
薩
則
轉
變
成
「
佛
法
的
護
持
者
，
並
擁
有
強

大
的
法
力
，
越
走
黑
暗
的
力
量
、
無
知
與
瓦
宗
教
的
勢
力
」
。
他
認
為
觀
音
信
仰
可
追
溯
到
國
一
兀
二
世
紀
印
度

西
北
部
的
偉
大
希
臘
佛
教
徒
蘊
膩
色
迦
玉
，
那
裡
也
曾
發
現
一
些
菩
薩
最
早
期
的
追
悔
。
積
伍
賽
培
@
杜
奇



'" 

目
的
的
陪
同
道
主
則
不
同
意
這
樣
的
看
法
，
他
不
強
調
菩
薩
的
「
光
」
的
象
擻
，
反
而
強
調
重
視
菩

薩
「
慈
悲
的
閃
現
」
。

z
c
E

間
。
自
己
對
此
事
辯
提
出
折
衷
的
解
釋
:
認
為
我
們
應
同
等
重
視

「
光
」
的
象
蝕
與
菩
薩
「

」
的
特
質
。

(
3
E
U
U
O
E
3
)

相
對
齡
在
佛
教
傳
統
之
外
找
尋
觀
音
菩
薩
的
起
源
，

(
白
戶
口
明
白
甘
苦
哥
們
的
戶
)
與
其
他
一
些
學
者
則
從

說
出
世
部
與
大
嚴
部
的
《
大
事
》
中
的
關
部
早
期
的
《
觀
經
》
著
手
。
輕
的
經
名
包
括
觀
音
的
名
字
的
一
部

分
，
同
時
也
證
實
「

L一
~ 

最
早
的
用
法
，
兩
部
經
都
是
讚
歎
釋
過
牟
尼
佛
海
菩
薩
時
的
行
誼
。

學
者
們
雖
然
對
這
些
經
興
的
成
書
時
間
持
不
同
的
看
法
，
但
他
們
都
用
意
這
些
經
典
於
觀
音
在
「

L一

與
「
光
」
的
意
義
上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做
一
亭
，
開
雖
然
「
觀
」
(

的
意
思
很
清
楚
，
但
菩
薩
的
全
名

意
義
卻
不
是
很
明
確
。

(
H
O
E
E
C
H
C所
指
出
的
，
佛
教
學
者
並
沒
有
對
此
名
字
有
個
統
一
的
解
釋
。

「
的
確
，
梵
文
電
且
薛
偉
切
身
缸
片
但
一
詞
其
學
術
上
的
爭
論
是
、
文
字
學
上
的
一
大
挫
敗
。
」
為
何
會
如
此
呢
?

將
梵
文
暫
且

O
E
S

與
安
缸
片
自
分
開
來
解
釋

9

較
為
清
楚

9

意
即
「
瞥
視
」
或
「
看
」
與
「
神
」
。
但
將

二
字
複
合
成
阿
克
郎
H
O付
出
門
白
雪
白
阻
時
，
、
毒
義
則
變
得
複
雜
了
9

可
被
釋
為
觀
自
在
、
觀
世
自
在
、
觀
世
音
、

現
骨
聲
。

(
自
己
霄
，
…
戶
)

喔軒

{
註
釋
〕

川
刊
保
羅
國
哈
里
森
(
可
自
己
也
開
自
自
己
在
一
篇
體
表
於
一
九
九
六
年
十
月
德
州
大
學
會
議
未
出
版
的
文
章
1
1
〈
文
殊
與
天

臨
體
間
梅
臨
簡
體
翩
翩
凶
盟
國
闊
鬧
鬧
臨
酷

香
光
莊
嚴
鬥
第
五
十
九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w
v
O
-
-
一
三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九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V
O
三
四

l
i

副

H
H
l
i
t
i
-
-
i

司
副
」
倒
劉
國
劍
劉
樹
到
糊
糊
劉
剝
削
陶
淵
創
制
筒
如
納
捌
喇
劉
樹
倒
翎
概
剝
削
割
機
總
關
概
輯

界
菩
薩
的
崇
拜
〉

(
5
至

E
B
E
E
E
E

內
門Z
E
E
m

盡
管
會
∞
皇
〈
自
)
中

9

對
「
天
界
菩
薩
」
(
門
以
戶
凹
的
押
在
閱
皇
宮
固
自
己
寄
自
的
)

一
詞
提
出
質
握
。
而
這
名
詞
是
斯
奈
爾
葛
羅
夫
(
的

g
f
H
O
Z
H
這
趴
)
跟
隨
哈
爾
國
代
亞
(
同
缸
片
巳
且
可
自
己
。
也
)
、
林
(

尸
戶
口
亡
。
吐
血
)
、
自
森
(
岡
山
甜
的
官
白
這
里
)
、
羅
寶
遜
與
強
森
(
肉
串
戶
口
的
。
出
自

H
H
a
H
C宮的
O
D
E
∞
N
)
的
慣
憫
所
提
出
來
的
。
他

反
對
的
主
要
理
由
是
這
個
說
遺
沒
有
歷
史
根
據
，
因
為
它
是
利
用
後
期
的
情
況
加
於
早
期
之
上
噩
噩
菩
薩
形
象
的
演
蠻

被
拿
來
當
作
最
初
的
推
動
力
。
他
也
認
為
「
摩
訶
薩
撞
」
(
自
各
品
的
良
苦
品
)
僅
僅
是
一
一
個
任
意
選
擇
的
名
詞

9

或
者
是

普
通
揖
注
菩
薩
特
性
的
名
稱
?
但
不
是
以
「
天
界
」
來
形
容
特
別
族
群
的
菩
薩
。
他
體
設
佛
教
徒
相
信
偉
大
菩
薩
的

存
在
9

與
相
信
精
神
成
就
的
連
續
性

h

既
不
闊
的
階
段
。

「
但
如
此
的
信
仰
純
粹
反
應
出
量
的
差
異

i
1

於
階
級
而

非
種
類
，
不
是
在
世
俗
與
神
聖
菩
薩
之
間
的
質
的
差
異

9

因
世
俗
與
神
聖
之
間
有
清
楚
的
界
限
。
」

(
3

m
w楚
提
農
(
《
U
E
E
寄
自
閻
明
)
韶
"
為
年
代
的
不
一
戰
固
定
在
某
些
事
例
中
9

菩
薩
的
圖
像
鑑
史
錯
誤
的
結
果
，
在
早
期
佛
教

圖
像
劇
作
中
，
佛
是
暈
暈
喜
愛
的
主
題
?
且
一
個
就
是
未
來
佛
|
|
彌
勒
。
不
過
莘
學
經
典
，
如
《
觀
無
量
蓄
而
經
》
措

連
觀
音
有
一
個
小
型
的
佛
在
馳
的
自
冕
上
，
摩
爾
門
(
宮
且

E
B

口
)
與
其
他
藝
一
前
史
學
者
器
為
這
是
觀
立
圓
明
顯
的
特

蝕
。
他
們
鑑
定
彌
勒
聽
一
酸
的
菩
薩
無
此
特
擻
，
所
且
他
們
斷
定
在
第
五
世
紀
前
，
觀
音
極
為
罕
見
。

(
Z
P
Z
E
E

這
∞
A
H
a
-
H
申

H
U
N
J
可
)

然
而
，
楚
提
農
(
旦
旦
司
白
白
憫
的
)
辯
稱
早
期
的
圖
像
創
作
仍
然
固
定
爪
的
式
化
的9
所
臥
沒
有
出
現
冠
冕
上
的
小
型
佛

像
。
在
實
霜
王
朝
時
期
三
世
紀
至
三
世
紀
)
，
沒
有
小
型
佛
的
菩
薩
像
也
可
能
固
定
觀
音
，
這
是
根
據
其
他
表
簡
而
定
的
。

另
一
方
面
，
雖
然
證
明
這
些
特
蝕
的
經
典
厲
害
較
晚
，
但
這
並
不
必
然
表
示
藝
術
型
態
的
表
現
也
較
晚
出
現
。
事
實

上
9

這
些
一
經
典
也
可
能
反
應
出
當
時
藝
一
衛
的
表
達
方
式
，
而
它
取
代
了
周
遭
的
其
他
方
式
。
她
質
疑
那
些
器
"
為
經
典



一
直
是
藝
術
觀
作
靈
感
來
源
的
陳
舊
知
識
，
她
扭
釁
地
暗
示
:
「
它
看
起
來
是
相
當
可
能
的
?
不
過
?
這
個
主
題

的
視
覺
表
現

9

事
實
上
給
予
了
關
於
菩
薩
的
文
字
描
述
的
靈
感
。
」

(
2
E
E
B
怕
已
明
∞E
Z
R
)

至
於
眼
間
觀
音
誤
認
為
彌
軸
的
一
原
因
是
，
釐
提
臨
嚴
認
為
那
是
因
為
、
永
恆
的
甘
露
瓶
常
被
誤
認
為
是
苦
行
者
的
飲
水
瓶

的
緣
故
。
在
早
期
，
當
觀
音
與
嘯
勒
的
圖
像
學
靡
一
示
崗
未
成
立
眼
前
，
觀
音
與
彌
勒
的
手
剪
與
神
態
看
起
來
仍
然
非

常
相
假
冒

「
可
被
確
認
的
林
蒐
羅
雕
像
，
如
彌
勒
與
觀
音
，
當
祂
們
左
手
拿
著
小
甘
露
瓶
時

9

右
手
則
是
施
無

畏
印
。
印
度
藝
術
的
風
格
中
，
這
二
位
菩
薩
只
能
從
遍
布
於
祂
們
體
態
的
內
在
特
質
加
以
區
別
。
編
勒
那
樸
實

無
華
、
苦
行
與
遠
離
的
個
性
，
可
從
佛
像
典
型
的
卷
髮
與
祂
經
常
穿
著
的
僧
袍
明
顯
看
出
;
而
觀
音
生
動
、
全

能
、
莊
嚴
的
個
人
特
質

9

則
呈
現
在
祂
玉
族
的
穿
著
與
華
貴
的
芽
、
飾
中
。
在
佛
陀
未
出
世
的
年
代
，
菩
薩
或
拯

救
者
舉
起
祂
們
的
右
手
庇
護
那
些
皈
依
者
多
左
手
中
則
拿
著
對
人
類
最
高
祝
福
的
甘
露
水
瓶
。
」
(
這

E
U
)

依
照
楚
提
曲
厲
的
說
法
9

很
明
顯
地
，
印
度
早
期
的
藝
衛
黨
喜
歡
賦
予
每
位
重
要
神
祇
不
朽
的
象
蝕
，
不
論
她
們
在

宗
教
上
有
何
根
據

4成
功
能
。
例
如
因
陀
羅

(
E
S
)
、
講
婆
(
的
E
Z
)
、
世
自
在

(
E
E
豆
閻
明
)
及
龍
王
1
1

生
命
之

泉
神
話
的
守
譯
者
，
其
中
並
沒
有
提
及
無
名
的
菩
薩
，
如
觀
音
與
彌
勒

o
(
3
室

-
M山
)
然
而
，
因
為
當
前
些
原
因
9

神
韻

之
臨
被
誤
認
為
是
苦
行
者
的
故
水
瓶
，
而
嘯
勒
同
時
又
被
認
為
是
苦
行
者
的
典
型
，
但
實
際
上
是
拿
著
水
瓶
的
觀
音

像
9

被
誤
認
為
彌
輸
。

因
此
9

楚
握
國
民
(
門UE
已
超
自
個
問
)
作
了
川
趴
下
的
結
論
:
「
一
方
面
是
誤
解
了
水
瓶
的
家
徵
意
義
9

另
一
方
面
則

是
因
為
先
入
為
主
的
錯
誤
成
見
，
認
為
冠
冕
上
沒
有
小
型
佛
像
就
是
觀
、
音
?
如
此
似
乎
隱
蔽
了
在
西
元
第
一
世

@ 

紀
聲
望
與
彌
勒
等
同
的
菩
薩
像
出
現
的
可
能
性
。
這
覆
著
頭
巾
並
在
這
時
代
的
佛
教
藝
術
佔
了
重
要
地
位
的
人

關
酬
勵
恥
酬
酬
闖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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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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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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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物
，
以
獨
立
的
神
祇
雕
像
在
林
蒐
羅
圓
的
貴
霜
王
朝
藝
術
中
，
並
非
罕
見
。
而
且
在
這
段
時
期
，
雕
像
創
作
的

形
式
很
快
地
被
模
仿
，

...... 

我
們
有
充
分
的
理
由
認
為
，
這
些
擾
著
頭
巾
的
菩
薩
像
就
是
觀
音
像
，
在
早
期
的

印
度
藝
術
風
格
中
，
祂
總
是
被
賦
予
高
貴
、
寬
容
的
外
貌
，
與
彌
勒
苦
行
的
性
格
顯
然
有
別
。
」

(
2
#
一
句
話
)

開
保
羅
﹒
睛
里
森

(
2
旦
出
目
前
。
口
)
質
提
支
軍
迦
鸝
(
大
約
西
元
5

年
抵
達
長
安
)
所
作
《
無
量
壽
經
》
譯
本
的
真
實

性
，
它
經
常
被
當
作
是
印
度
觀
音
信
仰
的
第
一
份
歷
史
誼
據
，
因
此
，
他
對
經
典
的
成
書
年
代
存
攏
。
雖
然
學
者
們

相
信
《
大
事
》
是
寫
於
西
一
兀
前
三
0
0
年
至
西
元

=
-
0
0
年
，
有
些
人
認
為
其
中
的
《
觀
經
》
可
能
是
後
來
添
加
撰

寫
而
成
的
。
因
為
觀
音
只
在
《
成
具
光
明
定
義
經
》
中
出
現
過
一
灰
，
她
也
出
現
在
《
大
樹
緊
那
羅
主
所
間
經
》
的

一
些
譯
本
中
，
哈
里
森

(
2
旦
出
目
前
呂
)
後
來
也
提
出
類
似
這
樣
的
擺
問
。
(
同
喝
酒
2
)

珍
，
奈
提
蘭

(
M
E
Z
E
H
E
O
H
)

提
出
《
、
心
經
》
是
於
五
世
紀
至
七
世
紀
間
譯
成
中
文
的
。
(
迢
迢

U
H
a
a
)最後
，
葛
瑞

高
利
﹒
紹
本
(
。
片
由
惘
。
司
∞nv。
習
口
)
提
出
在
觀
音
信
仰
的
傳
統
軌
跡
|
|
《
法
華
經
》
的
〈
普
鬥
晶
〉
，
也
是
後
來
當

觀
音
信
仰
的
普
及
被
確
立
時
，
以
吉
爾
吉
特
文

(
Q
M
m
M
H
)

寫
成
的
(
這
∞
)
。
肯
(
只
m
g
)也
相
信
原
始
的
《
法
華
經
》

只
有
二
十
一
品
，
包
括
〈
普
門
晶
〉
的
其
餘
各
品
是
後
來
添
加
的
。

(
3
凰
山
U
M
M
F
)

州
開
玄
裝
在
他
避
記
中
的
一
些
地
方
有
觀
音
信
仰
的
描
述
，
請
參
見
《
大
唐
西
域
記
》
(
切
旦
急
E
H
N
R
O
H

腎
。

h
s
m

思

M
H
m
B

詞
。
H
E
S
E
-
M
u
g
-
5
.
E
O
W
M
H
M
U
E
S
-
-
5
.可
M
E
S
)
。
觀
音
像
對
於
祈
求
者
來
說
，
是
神
聖
且
易
於

感
覺
的
，
菩
薩
會
「
從
像
中
顯
現
出
妙
色
身
，
來
安
慰
行
者
」

0
(
5
0
)
，
軸
可
以
滿
足
每
一
個
人
想
看
見
祂
的
願

望
「
有
人
誓
死
絕
食
，
期
能
見
到
菩
薩
，
像
中
就
出
現
妙
色
身
。
」

(
2
8
)

觀
音
像
也
有
預
言
與
提
供
指
引
的
能

力



份
我
討
論
的
內
容
主
要
是
以
抗
T
晦

(
E
E
E
嗯
O
D
)的
《
古
印
度
的
藝
一
術
》
(
叫
出
而
〉H
J
H
R〉
R
h
自
己
勾
起
品
)

暉
，
它
續
認
為
是
現
今
在
這
個
主
體
上
，
內
容
最
豐
富
的
頂
尖
作
晶
。

一
書
為
基

m
w蠶
提
農
(
門
U
E
H
Z
B

憫
的
)
作
了
一
個
有
趣
的
聯
想
，
且
蓮
華
手
菩
薩
形
象
呈
現
的
觀
音

9

「
能
在
從
陀
羅
以
一
個
獨

立
神
祇
的
身
分
|
|
一
個
受
人
崇
敬
的
人
:
為
佛
教
徒
展
開
祂
的
生
涯
。
因
與
生
俱
來
的
重
要
性
，
所
以
祂
被

納
入
佛
三
草
。
像
之
中
9

而
且
也
從
那
時
開
始

9

開
始
有
持
著
鮮
花
供
物
的
脅
侍
'
並
以
這
種
方
式
繼
續
發

展
。
在
從
陀
羅
有
觀
音
以
重
要
、
獨
立
神
祇
的
身
分
受
到
崇
敬
的
充
分
證
據
。
從
大
量
的
觀
音
像
來
判
斷
?
祂

的
信
仰
明
顯
地
與
鋪
勒
的
信
仰
一
樣
重
要
。
」

(
2
5
2

的
觀
音
的
獨
特
形
色
車
在
第
五
世
紀
已
出
現
，
稱
為
「
卡
莎
路
巴
納
(

觀
音
」
'
拉
丁
頤
(
同
居
口
時
戶
口
啦
。
口
)
對

沙
納
特
(
的
B
d
E
T

鹿
野
如
何
遺
蹟
)
山
山
士
的
一
尊
由
一
兀
四
七
五
年
雕
像
有
如
此
的
描
述
:
祂
被
裝
飾
著
，
有
一
張
微
笑
的

臉
孔
，
叫
乎
是
十
六
齒
，
左
手
持
著
蓮
辜
，
右
手
現
與
願
印

9

並
在
冠
軍
上
有
一
尊
小
型
佛
像
，
有
兩
個
餓
鬼
專
輯

屈
膝
聽
隨
在
軸
之
下
。

「
從
祂
的
乎
所
現
的
與
願
印
中
流
出
甘
露
水

9

以
滿
足
這
些
飢
渴
的
眾
生
，
即
可
證
明

觀
、
且
曰
對
一
切
眾
生
的
憐
憫
。
」
(
皂
白
屆
三

m
w糧
液
(
的
。
它
叩
門
)
在
他
的
一
篇
長
丈
中
討
論
聽
個
冊
子
，
憫
如
:
「
相
較
之
下9
樸
素
無
華
的
印
度
頭
巾
加
入
象
徵

日
月
的
裝
飾
，
轉
變
成
複
雜
且
獨
特
的
宗
教
性
頭
飾
，
這
象
徵
的
來
源
似
乎
是
取
自
薩
珊
王
朝
的
玉
冠
。
」
「
光

的
象
徵
概
念
在
接
陀
羅
的
雕
刻
作
品
中
」
(
告

M
~
F
E
b
h恥
的
〈
O
H
M
戶
2
0
.
U
L
E
P
可
M
E
)
步

「
迦
膩
色
迦
玉
的
貨
幣
上
有

一
站
立
的
佛
像
，
與
太
陽
神
一
樣
在
身
體
四
周
現
出
一
輸
光
環
。
在
印
度
本
土
，
甚
至
在
援
期
的
阿
姜
塔
壁
畫

@ 

中
，
光
環
是
罕
見
的
。
另
一
方
面
，
在
哈
答
(

，
無
數
尊
的
坐
佛
從
哈
答
時
期
開
始
，
使
呈
現
出
帶
有

御
風
刷
臨
時
間
何
以
關
阿
翩
翩
卿
勵
輪
船
隊
關
單
臨
時
她
儡
輯
眩
監
贈
閱
飽
問
附
關
勵
他
騁
翩
翩
御
風
啊
臨
街
剝
削
臨
臨
戰
前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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