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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慧
第
母

' 
慈
悲
為
父

于
君
方
著

徐
雅
慧
﹒
張
譚
心
譯

觀
音
的
慈
悲
在
中
國
文
化
中
是
一
種
母
性
的
特
質
，
也
就
是
一
般
所
謂
的
「
父
嚴
母
慈
」

但
在
佛
教
傳
統
中
，
智
慧
卻
被
認
為
是
女
性
特
質
，
慈
悲
則
為
男
性
特
質
。

菩
薩
慈
愛
眾
生
，
與
佛
陀
一
樣
，
被
視
為
固
定
男
性
，
中
國
僧
侶
因
此
稱
觀
音
為
「
慈
父
」
。

美
國
人
類
學
家
康
乃
爾
大
學
教
授
史
提
芬
﹒
桑
格
蘭
(
可
﹒
切
片

2
8

切
自
咱
自
)
於
一
九
八
三
年
所
寫
的
一

篇
頗
具
敢
發
性
的
文
章
|
|
〈
中
國
宗
教
象
徵
中
的
女
性

.. 

觀
音
、
媽
祖
與
無
生
老
母
〉
中
，
指
出
雖
然
女
神

在
中
國
神
祇
與
宗
教
儀
式
中
佔
有
很
顯
要
的
地
位
，
大
部
分
研
究
中
國
民
間
信
仰
的
人
類
學
家
們
，
卻
集
中

注
意
力
針
對
男
性
神
祇
|
|
「
天
官
」
進
行
研
究
。
這
些
男
神
多
半
是
屬
於
區
域
性
的
信
仰
崇
拜
，
基
於
帝
制

的
模
式
，
他
們
的
地
位
也
有
尊
卑
的
不
同
。
相
反
地
，
女
神
如
觀
音
、
媽
祖
與
無
生
老
母
則
不
同
，
祂
們
並



不
屬
於
特
定
的
鎮
域
，
也
不
是
官
，
更
沒
有
階
層
之
分
，
他
認
為
中
國
的
女
神
與
女
性
在
中
國
文
化
中
的
意

更
詳
細
地
說
，
以
下
兩
點
闢
於
對
中
國
女
性
的
了
解
?
或
許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了
解
中
國
的
女
神
。

第

，
都
相
信
女
人
是
不
攘
的
。

第
二
是
女
人
在
中
國
家
爐
中
岡
時
具
有
離
間
與
團
結
的
力
量
。
女
性
在
中
團
同
時
旦
有
正
國
與
真
面
繭

種
特
質
，
但
女
神
卻
只
賦
有
正
面
的
特
質
。
女
人
因
性
交
與
生
產
的
原
因
而
不
潔
，
「
作
為
女
性
的
思
想
典

範
9

女
神
必
須
超
脫
閏
月
經
、
性
文
、
死
亡
與
生
產
而
帶
來
的
不
潔
的
汙
名
。
」

(
3
∞
u
u
自
己
象
徵
著
純
澀
的

女
神
「
必
須
否
定
身
為
妻
子
的
女
人
，
而
肯
定
，
身
為
母
親
的
女
人
。
」
(
主
)
因
為
，

「
當
作
母
親
或
姊
妹
，

婦
女
扮
演
了
兄
弟
闊
牆
時
的
援
和
者
，
或
作
為
權
威
的
父
親
與
有
時
叛
逆
的
兒
子
闊
的
仲
裁
者
。
但
身
為
媳

婦
與
妻
子
，
中
國
婦
女
則
常
加
劇
家
庭
間
的
街
、
一
笑
，
並
常
常
促
使
大
家
庭
提
平
分
家
。
」

(
5
)

女
神
就
如
岡
母
親
一
帆
概
是
團
結
與
和
諧
的
象
徵

9

她
們
與
持
奉
她
們
的
子
女
之
間
，
有
三
方
面
顯
著
的

個
圖
個
容
、
調
解
與
聯
合
。
「
包
容
」
解
釋
了
為
何
「
女
神
不
似
男
神
9

她
們
不
會
嫌
貧
愛
富
、
舉
內
親

電醫

避
外
人
、
童
男
輕
女
。
」

(
5
)
觀
音
正
因
著
馳
的
包
容
，
特
別
受
到
婦
女
們
的
崇
拜
，
尤
其
在
她
們
晚
年
時
?

叫
樹
蚓
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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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八

周
絢
爛
慨
鷗
財
閥
制
總
協
磁
眩
峙
蚓
絡
組
叫

t
i
l
-
-
u
t

歷
經
「
後
親
子
闢
係
」

(
3
∞
苟
且H
B

岳
。
。
已
)

觀
音

同

時

也
g 
主l.

Sêú 
妓
女

?是
社
會

撞
棄
的

人們
或

其
他
社
會
邊
韓
族
群
的
抑
崇
拜
(
這
∞
U
U
H
M
P
N
N
)
9

觀
音
愛
護
所
有
人
，
好
比
母
親
疼
愛
子
女
一
艙
，
一
視
同
仁
。

事
實
上
，
觀
音
是
宇
宙
的
慈
母
，
中
國
人
認
為
這
是
拋
在
中
國
轉
換
性
別
的
原
因
，
中
國
學
者
最
普
遍

的
解
釋
是
，
觀
音
冊
代
表
的
慈
悲
在
中
國
文
化
中
是
母
性
的
特
質
，
也
就
是
一
股
所
說
的
「

L一一

。

聽
聽
聽
男
性
特
質

「昌、

'-' 

但
在
佛
教
傳
統
中
卻
有
不
同
的
觀
點
，
卡
貝
松

(
2
-
Z
N
B
)在
〈
智
慧
為
母
，

:
大
乘
佛
教

思
想
中
的
性
別
意
舉
〉

(
E
c
s
q
H草
鞋
。

R
E
S
R
h
G
5

色
的
是
倚
門l
阿W
E
E

』H
J目

阿W
H阿
紅
包
』
定
的
問

叫
出
。
自h
b
F
)一

'
說
道
:

雖
然
佛
教
以
性
別
的
意
象
代
表
大
乘
菩
薩
的
兩
大
特
質

l
l

智
慧
與
是
誰
心
，
智
慧
為
女
性
特
質
;
悠
悲
為

男
性
特
質
。
我
們
發
現
在
大
乘
經
典
中
有
不
少
例
子

9

智
慧
被
視
為
女
性

9

尤
其
如
同
母
親
一

F仗
。
但

是
卻
把
構
成
「
方
法
」
的
愛
、
墓
志
、
利
他
等
較
感
性
的
特
質

9

視
為
男
性
或
父
親
。

(
3
。
立
自
)



爭自
人
固
了
解
一
切
諸
法
的
實
相
而
覺
悟
，
智
慧
也
因
此
成
為
覺
者
之
母
。
「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
被
稱
為
三

切
諸
佛
之
母
」
'
後
來
在
公
元
一
世
紀
時
成
為
女
神
。
《
小
品
般
若
波
羅
蜜
》
這
一
相
當
古
老
的
大
乘
經
典
中

如
此
稱
頌
祂
.. 

世
尊
1
.

般
若
波
羅
蜜
能
與
光
明
;
世
尊
!
般
若
波
羅
蜜
除
諸
聞
冥
;
世
尊

1
.

般
若
波
羅
蜜
無
所
染
污
;

世
尊
|
﹒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所
利
益
;
世
尊

1
.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所
安
隱
;
世
尊

1
.

般
若
波
羅
蜜
能
與
盲
者
眼
;

世
尊
1
.

般
若
波
羅
蜜
能
令
邪
行
者
入
正
道
;
世
尊

1
.

般
若
波
羅
蜜
即
是
薩
婆
若
;
世
尊

1
.

般
若
渡
羅
蜜

是
諸
菩
薩
母
。
(
《
大
芷
藏
》
八•• 
五
五
O
上
)

一
些
對
女
性
象
徵
在
宗
教
中
富
有
正
面
意
義
感
到
興
趣
的
女
性
學
者
，
自
然
為
此
非
常
興
奮

(
Z
R
可

。斗
斗

相
對
於
視
理
性
血Z

才
智

為
男
性
特

色

而
d情

感
興
感
受
為
女
，性
特

色
的
西

方

這

個
佛
教
概
d色
，也

無
疑

正
好
相
反
。
這
個
例
子
正
清
楚
顯
示
了
性
別
特
傲
的
建
構
，
是
多
麼
地
受
到
文
化
的
影
響
，
而
且
是
多
麼
地

武
斷
。除

此
之
外
，
單
獨
就
宗
教
上
來
說

大
乘
佛
教
中
使
用
女
性
象
徵
(
更
詳
細
地
說
應
是
「
母
性
」
)
作
為
正
面
的
精
神
特
質
，
是
印
度
宗
教
思
想

上
的
一
大
躍
進
。

(
Q
Z
N
O旦
這

M
U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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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如
卡
貝
松

(
門
川
咎
由
。
己
所
提
醒
的
，

我
們
感
須
從
歷
史
與
社
會

學
的
角
度
來
看
這
些
女
性

象
做
(
包
含
女
神
)
，
女
神

與
女
性
象
值
在
宗
教
上
的

出
現
，
並
不
能
解
釋
成
是

在
文
化
上
對
婦
女
們
的
尊

。
一
個
尊
崇
女
神
的
社

會
與
婦
女
在
該
社
會
中
的

地
位
，
兩
者
並
沒
有
一
定

的
呼
應

。
時
母

(
巴
巴
品
已
是
印
度
兩
位
偉
大
的
女
神
，

'
柚
們
一
直
以
來
卻
主
要
受
到
男
性
信
徒
的

/珀\

。一個尊崇女神的社會與婦女在該社會中的地位，兩者並沒

有一定的呼應關{系。如道教思想、雖吸收了女性特質，但在道

教中的中國女性卻鮮少屬於領導的地位。(圖為山東也士的東漢

西王母伏羲女禍鑫像石拍片)

@
明
頓
(

崇
拜
9

同
樣
地
，
道
教
思
想
雖
吸
收
了
女
性
特
質
，
但
在
道
教
中
的
中
國
女
性
卻
鮮
少
居
於
領
導
的
地
位
。

在
她
研
究
印
度
婦
女
的
著
作
中
，
質
疑
為
什
麼
在
一
個
擁
有
強
大
神
力

的
女
神
文
化
裡
'



女
神
並
沒
有
賦
予
婦
女
任
何
實
際
的
及
世
間
的
權
力
，
但
在
我
看
來
，
祂
們
卻
給
予
了
，
印
度
婦
女

格

中
拯
重
要
的
堅
忍
與
自
尊
。

(
3
3
.
H自
)

@
國
關
特
瑞
拉
(
開
〈
阻

以
古
希
臘
羅
馬
的
宗
教
誨
冊
，
也
提
出
相
同
的
結
論

(
3
∞
斗
)
，

我
認
為
基
督
教
中
聖
母
瑪
利
亞
是
如
此

9

中
國
佛
教
中
的
觀
音
也
是
如
此
。

〔
智
慧
轍
視
為
立
性
特
質
的
原
因
〕

回
到
智
慧
象
徵
「
母
親
」
這

?
我
完
全
贊
阿
卡
貝
松
(
內
咎
由
自
)

單
單
從
女
性
車
徵
的
出
現

9

就
以
為
是
衍
生
自
對
婦
女
地
位
的
肯
定
，
這
是
非
常
天
真
的
想
法
;
若
認

為
因
此
便
足
以
保
證
這
種
正
面
態
度
會
普
及
至
婦
女
或
整
個
社
會

9

這
一
也
是
相
當
天
真
的
想
法
。

(
n
q叫u
m
N
O口
目
。
而W
U
N
L∞
∞
)

這
點
也
是
桑
格
蘭
(
的
自
閥
門
呂
)
對
於
性
別
與
z艾
性
象
徵
所
提
出
的
看
法
。
因
為
從
以
下
的
分
析
可
知
，

對
佛
教
不
熟
悉
的
人
可
能
認
為
以
女
性
象
做
智
慧
是
對
女
性
的
讚
揚
，
但
這
樣
的
看
法
事
實
上
卻
是
低
估
了

智
慧
，
同
時
也
是
對
女
性
的
貶
抑
。

正
如
卡
目
(
輯
(
2
i
g自
己
解
釋
的
「
佛
教
的
智
意
為
母
、
慈
意
為
艾
」
乃
是
源
於
印
度
與
西
藏
對
於
艾

唱魯

系
的
觀
念
，

二
大
傳
統
|
|
小
乘
、
大
一
一
架
、
金
剛
」
來
，
其
信
仰
者
必
定
了
解
唯
有
智
慧
才
能
了
悟
一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九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V
O
六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九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V
O
六
二

切
諸
法
的
實
相
，
如
同
水
興
土
嚷
一
般
，
智
慧
是
開
悟
甘
心
備
的
因
素

9

因
此
被
喻
為
母
親
。
然
而
，
母
親
無

法
給
予
孩
子
身
分
，
這
部
分
得
完
全
承
自
艾
親
。
根
據
艾
系
，
這
個
孩
子
才
算
有
了
身
分
、
定
位
，
所
以
由

利
他
陌
生
起
的
態
悲
與
方
便
，
即
是
大
乘
菩
薩
獨
一
無
二
的
菩
提
道
睡
。
雖
然
小
乘
佛
教
也
有
同
樣
的
「
母

親
」
，
但
因
他
們
沒
有
如
「
艾
親
」
的
慈
悲

9

而
被
認
為
層
次
較
佑
。

因
此
，
女
性
之
所
以
能
代
表
「
智
慧
」

9

並
不
是
因
為
女
人
被
認
為
較
男
人
聰
明
或
有
能
力
。
事
實
上

9

許
多
傳
統
文
學
並
不
如
此
認
為
，

...... 

智
慧
被
視
為
女
性
特
質
的
原
因
是

.. 

(
一
)
在
大
乘
中
9

智
慧
較
不
具
決
定
性
;

(
二
)
，
由
於
大
乘
較
偏
重
於
情
感
9

並
以
其
為
獨
有
的
特
質
。
因
此

9

將
此
在
大
乘
傳
統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特
質
歸
屬
於
男
性
。

很
明
顯
地

9

這
兩
個
因
素
都
並
不
能
提
昇
智
慧
與
女
人
的
地
位
。
(
這
也
付
出
這
)

另
一
方
面
，
在
藏
傳
佛
教
中
，
菩
提
心
的
培
養
也
是
藉
著
以
自
己
母
親
為
出
發
點
，
從
對
她
的
愛
擴
及

至
朋
友
，
甚
至
敵
人

9

菩
薩
視
所
有
的
眾
生
為
自
己
的
母
親
。
二
世
達
賴
喇
嘛
根
敦
嘉
措

(
G
O
E
E
G
莒
冉
的
。

E

拭
目
品
)
是
第
一
位
被
認
定
轉
世
的
達
賴
喇
嘛
，
他
寫
了
有
關
「
施
受
法
」
的
練
習
，
這
是
以
阿
國
峽
尊

者
(
包
∞$
0
1
5
3
)
帶
到
西
繭
的
「
修
心
」
法
門
為
基
礎
而
寫
成
的

•. 

修
習
善
巧
直
接
而
正
確
無
誤
的
施
受
法

9

目
標
是
為
了
要
喚
起
真
正
的
慈
悲
。
它
須
經
歷
幾
個
不
同
的



階
段
9

每
一
個
階
段
或
許
只
持
續
幾
分
鐘

L

或
直
到
把
它
全
部
完
成
為
止
。
首
先
將
意
念
專
注
於
呼
吸

上
，
保
持
覺
知
。
按
著
?
依
循
著
《
且
是
經
》
的
描
述

9

以
母
親
為
對
象

9

觀
想
自
己
母
親
的
樣
子

9

然

復
決
定
為
她
的
利
廿
五
、
福
祉
承
擔
，
施
受
法
使
由
此
開
始
。
吸
氣
時
想
著
接
受
、
承
擔
;
呼
氣
時

9

想

像
自
己
正
在
給
予
，
在
一
呼
一
吸
之
間
?
修
習
者
盡
其
所
能
地
完
成
上
述
所
說
的
內
容
。

人
若
能
了
解
到
在
生
生
世
世
的
輪
迴
中

9

每
個
人
在
這
個
世
界
或
在
另
一
個
世
界
都
曾
是
我
們
的
父
母

、
現9
這
使
得
人
能
將
自
己
的
惡
悲
從
自
己
母
親
身
上
延
伸
至
其
他
人
。
然
復
這
個
施
受
法
便
能
成
功
地

推
至
一
其
他
人
，
如
你
不
喜
歡
的
人
、
朋
友
成
陌
生
人
。
按
著

9

從
這
個
階
段
擴
大
到
不
只
包
含
一
個
個

體
，
而
是
許
多
個
體
|
|
全
人
類

9

日
眾
復
是
對
許
多
敵
人
練
習
施
受
法
。

E
D
已
閃
C
F口

H
C。
凶

菩
薩
慈
愛
眾
生
，

一
般
。
融
們
與
其
善
巧
於
各
種
方
便
的
精
神

之
艾
|
|
佛
陀
一
樣
，
被
視
為
男
性
，
中
國
僧
侶
因
批
購
觀
音
為
「
蘊
艾
」
。
例
如
大
慧
京
某
(
阿
富
。

I
Z
S
)

與
楚
石
梵
琦
(
已
油
2
1
0
)

三
位
著
名
的
禪
師
，
在
他
們
獻
給
觀
音
的
個
文
中
便
如
此
稱
頌
抽
。

白
衣
觀

喔軒

身
為
一
位
菩
薩
，

「
勇
猛
丈
夫
」

「
大
士
」
o

蘊
悲
並
不
只
能
以
母
性
的
愛
來
表
達
兩

日
，
這
是
否
表
示
當
時
熟
悉
義
理
的
僧
侶
或
菁
英
教
徒
，
忠
實
地
保
存
佛
教
傳
統
中
觀
音
菩
薩
的
形
靠
?
而

間
關
叫
他
間
開
附
關
勵
倒
閉
凶
闖
關
間
間
翩
翩
翩
糊
叫
闕
吋

1
i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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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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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年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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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制

j
H
i
l
-
-

司
1
1
1
4
J

司
已

女
性
觀
音
的
演
變
是
由
於
訛
傳
或
受
當
時
民
間
信
仰
的
影
響
，

學
者
的
解
釋
，
甚
至
是
婦
女
們
的
建
構
?
試
圖
解
釋
觀
音
在
中
國
性
別
轉
換
的
學
者
傾
向
於
二
一
兀
式
的
分
析
，

或
是
主
張
菁
英
與
通
倍
相
對
，
或
是
男
人
與
女
人
相
對
。
我
們
也
許
可
以
探
陳
觀
鵬
的
說
活
解
釋
前
者

9

以

芭
宙
拉
@
雷
德
(
闊
缸
片
替
自
串
荊
州
白
色
)
的
作
為
後
者
的
說
明
。

陳
引
用
馬
斯
培
羅
(
固
﹒
富
郎
的
可
叩
門0
)
的
說
怯
，
來
解
釋
籠
子
觀
音
乃
瓣
，
白
白
衣
觀
音

9

而
接
者
來
自
西

9

然
後
中
國
的
民
間
宗
教
在
完
全
誤
解
馳
的
原
意
下
，
而
將
其
納
入
自
己
的
體
系
中
。
以
下
便
是
陳
對
此

複
雜
過
程
的
說
明

a
﹒

在
唐
、
宋
之
初
，
觀
音
的
造
像
仍
是
男
性
主
化
敦
煌
所
發
現
的
繪
畫
就
是
最
好
的
例
子
。
而
在
這
些
繪

畫
中
，
觀
音
多
半
蓄
有
短
琵

O
.
B
.
-•• 
唐
代
期
間
，
則
有
新
元
素
加
入
菩
薩
的
造
型
、
之
中

9

以
致
後
來
在

造
像
上
產
生
一
些
改
變
。

在
第
八
世
紀
密
教
經
典
裡
提
到
穿
著
白
、
衣
的
女
性
觀
音

9

而
從
十
世
紀
起
，
畫
家
們
便
已
開
始
描
繪
這

個
被
稱
為
「
白
、
衣
觀
音
」
的
形
象
。
法
國
漢
學
家
馬
斯
培
羅
(
同
盟
品
的
均
已
0
)
對
此
提
出
一
個
人
合
理
的

解
釋
，
大
乘
佛
教
一
直
認
為
覺
悟
是
惡
悲
與
智
慧
兩
者
的
連
結
?
而
在
密
教
佛
教
中
，
此
二
者
象
徵
父

與
母
9

所
有
佛
與
菩
薩
都
有
女
性
配
偶
。
而
在
藏
傳
佛
教
中
，
觀
音
菩
薩
的
女
性
配
偶
是
白
多
羅
女
神

(
可
阻
口
已
拉
門
內
出
〈
扭
扭
戶
口
同

)
9

就
是
「
白
衣
觀
音
」

9

中
國
的
白
、
衣
觀
音
便
是
直
接
取
其
意
而
命
名
。
白
衣
觀
音



從
西
藏
傳
至
中
國
投

9

便
很
快
融
入
了
當
時
的
中
國
民
間
宗
教
。

而
另
一
個
新
造
像
|
|
道
子
觀
音
，
也
是
由
此
發
展
而
來
的
。
但
這
個
新
形
象
拯
少
讓
人
聯
想
到
白
多
羅

女
神
，
於
是
兩
者
之
間
的
關
遠
也
就
不
易
被
察
覺

9

然
而
，
馬
斯
培
羅
認
為
其
中
有
著
述
結
性
。
在
藏

傳
佛
教
裡

9

白
多
羅
屬
於
、
胎
藏
界
曼
荼
羅
，
而
中
國
民
間
宗
教
將
「
胎
」
字
望
文
生
義

9

將
其
解
釋
為

「
送
子
」9
這
種
變
革
只
發
生
在
中
國
的
民
間
宗
教

9

並
沒
有
出
現
在
佛
教
本
身
。

(
的
閉
門
白
白
戶
。
用
山
真
﹒
川
出
扒

P
H
l凶&
N
)

臆
想
而
無
具
體
證
據
的
偏
見
。

從
歷
史
與
文
本
上
來
看
，
上
述
的
解
釋
不
僅
不
正
暉
，
也
聽
露
出
他
對
中
國
民
間
宗
教
的
看
法
是
基
於

最
近
，
羅
夫
@
史
坦
(
悶
。
但
問
〉
﹒

∞
博
巴
巴
對
以
上
的
敏
述
提
出
反

駿
9

並
極
力
表
示
:
白
衣
不
應

與
自
多
羅
棍
淆
，
仰
中
國
對
於

鸝鸝轟轟鸝

白
衣
觀
音
血
(
9日多
羅
之
間
一
直

劃
分
得
很
清
楚
。
另
一
方
面

9

正
如
羅
夫
所
指
出
的
，
觀
音
菩

嘻軒

薩
在
許
多
形
容
觀
想
儀
式
的
密鬧

鬧
糊
糊
翻
倒
糊
捌
翱
叫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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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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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H
H
H

叫
叫
你
臨
蚓
闖
蚓
翩
翩
惚
間
做
做
做
閔
躺
翩
瀏
蚓

-
l

敦
經
文
中
，
被
描
繪
為
穿
著
白

衣
的
形
象
，
這
些
經
文
都
與
陀

羅
且
有
闢
。
最
早
譯
出
的
是
於

西
一
兀
六
世
紀
中
的
十
醬
《
跎
罐

尼
雜
集
》
，
其
中
包
括
三
十
七

個
由
觀
音
菩
薩
一
本
現
的
陀
羅

尼
，
它
們
提
供
追
悔
上
的
依
據

盟
(
描
述
如
何
想
像
、
祈
求
觀
音

的
儀
式
，
在
唐
代
所
翻
譯
的
一

此
一
一
密
觀
經
典
組
也
指
出
這
位
菩
薩
身
穿
白
衣
。

。白衣觀音是關愴的象i數，在宋、元時期體僧所

稽的禪賽中，是最受青睞的主題。(間為自次觀

音，宋﹒牧溪繪?日本京都大德寺敵。圈片提供一于君方〕

{
子
中
也
都
有
「
白
」

在
胎
藏
界
回
國
文
荼
羅
，
中
，
位
於
觀
音
院
中
觀
音
身
旁
的
三
位
脅
持
(
白
處
、
自
身
、
大
明
白
身
)
，
帕
們
的
名

(
吐
吐
品
∞
凶
山
)

。
儀
式
與
藝
術
家
所
措
繪
的
這
兩
個
曼
荼
羅
曾
一
度
出
現
在
唐
代
，

從
中
國
取
得
原
作
之
後
帶
回
，
一
直
保
存
於
日
本
。
此
後
，
在
中
國
沒
有
其
他
曼
荼
羅
存
留
下
來
，
也
沒
有

證
據
顯
示
與
其
有
關
的
宗
教
儀
式
在
當
時
如
何
流
行
於
中
國
。
施
密
儀
式
只
公
開
給
那
些
已
被
傳
詣
的
菁
英

弟
于
?
因
此
，
關
於
這
方
面
的
知
識
，
自
然
只
限
於
少
部
分
的
人
才
知
道
。
那
麼
，
馬
斯
培
仲
維
如
何
能
證
明

胎
藏
界
間
向
正
荼
羅
流
傳
於
當
時
一
艘
中
國
人
之
中

9

並
致
使
他
們
這
樣
「
誤
解
」
它
的
意
義
呢
?



依
我
看
來
，
白
衣
觀
音
的
來
源
與
融
和
送
于
觀
音
的
關
謹
，
是
跟
這
個
說
法
全
然
不
同
的
，
我
相
信
柚

們
實
際
上
是
有
著
相
異
名
朧
的
同
一
位
神
祇
。
即
使
「
白
衣
」
的
名
號
是
從
密
教
經
典
而
來
，
但
女
性
化
的

轉
變
及
後
來
的
普
遍
流
傳
乃
是
本
土
典
籍
、
靈
驗
記
及
藝
術
所
促
成
，
僧
侶
與
信
單
、
菁
英
份
子
與
普
通
百

、
男
人
與
女
人
，
在
此
信
仰
的
創
造
過
程
與
傳
佈
中
都
盡
了
一
份
力
量
。
白
衣
觀
音
是
闢
惜
的
象
擻
，
在

、
一
兀
時
期
禪
憎
所
繪
的
禪
賞
中

9

是
最
受
青
睞
的
主
題
;
口
刀
一
方
面

9

明
代
的
文
人
也
會
像
他
們
的
妻
子

一
樣
p

將
柚
當
成
還
子
娘
娘
，
熱
切
地
向
抽
祈
求
于
惘
。

就
此
而
論
，
我
質
疑
芭
芭
拉
@
雷
德
(
闊
陪
同
E
E

間
的
旦
)
所
提
的
想
諾
，
她
說
:

女
性
觀
音
最
初
是
由
明
朝
的
女
性
藝
術
家
所
創
造
及
提
倡
的
，
且
她
們
刻
意
選
擇
「
女
性
化
」
的
象
徵

9

如
蓮
花
、
淨
瓶
、
楊
枝
、
水
與
月
來
圍
繞
祂
。
(
品
。

M
L
B
)

的
確
9

晚
清
以
來
的
婦
女
喜
歡
觀
音
?
且
以
她
們
風
雅
的
藝
術
作
品
來
表
達
蝦
依
的
信
、
心
?
她
們
之
中

體驗鑫蠢驢

有
些
人
以
繪
製
或
繡
飾
觀
音
形
象
兩
間
名
，
但
大
多
數
的
人
仍
默
默
無
間
。
蘇
珊
@

告
訴
我
們
，
十
八
世
紀
時
觀
音
的
圖
像
「
在
婦
女
心
目
中
是
非
常
生
動
的
，
滿
佈
在
夢
裡
、
南
像
及
刺
鱗
圓

(
的
區
間
阻
口

案
中

o

」
她
提
到
有
位
女
詩
人
錢
蔥
曾
經
有
次
不
用
細
絲

9

而
以
蠅
，
自
己
的
髮
絲
來
繡
製
菩
薩
的
形
象
，

「
f小

亞
於
宋
朝
畫
家
李
公
麟
的
白
描
風
格
」
。
(
嵩

E
F

串
通

U
H∞
仙
)

唾吾

當
然
，
在
觀
音
信
仰
的
建
構
中
?
男
性
也
由
參
與
許
多
。
事
實
上
，
觀
音
的
女
性
圖
像
在
明
朝
以
前
一

香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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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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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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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由
男
性
藝
術
家
所

創
誨
的
，
其
中
有
些

是
禪
憎
9

最
著
名
的

是
一
幅
牧
霞

(
H
N
H
C
i

H
N
叫
出
〉
所
繪
的
「
自

衣
觀
音
」
9

現
存
於

京
都
大
德
寺
。
至
於

環
繞
盟
骨
的
「
合
體
」

表
擻
，
連
花
與
淨
瓶

在
印
度
原
是
觀
音
的

。楊枝、水和月也是觀音的象i數，這是根據佛教經典

而來，旦和治療儀式、哲學有闢。(圈為水月觀音，十

世紀，富瑞爾 (Freer) 藝廊藏。醫片提供于君方)

典
型
象
體
;
但
楊
校
、
水
與
月
，
卻
是
根
據
佛
教
經
典
而
來

9

而
且
與
療
病
儀
式
、
哲
學
有
闢
。
在
本
質
上

它
們
並
無
任
何
「
女
性
」
的
成
份
，
我
們
可
以
且
應
該
說
中
國
婦
女
對
女
性
觀
音
的
建
構
貢
獻
良
多
，
但
若

認
為
完
全
是
由
於
她
們
的
貢
獻
價
太
過
分
了
。

事
實
上
，
我
認
為
我
們
不
應
該
把
觀
音
的
女
性
化
歸
功
於
某
一
團
體
、
階
層
革
中
國
社
會
的
一
部
分
，

觀
音
對
所
有
人
都
慈
悲

9

為
所
有
階
層
及
兩
性
所
尊
崇
。
相
對
地
，
柚
也
不
屬
於
任
何
人
，
這
正
是
拋
在
中

國
受
到
歡
盟
的
真
正
原
因
與
臨
密
。



雖
然
女
性
觀
音
的
普
受
歡
迎
，
並
不
是
由
民
間
宗
教
或
女
性
主
義
者
所
推
動
，
但
馳
的
確
為
現
實
中
的

中
國
女
性
提
供
了
選
擇
，
並
被
納
入
中
國
的
神
祇
之
中
。
從
宋
代
以
後

9

女
性
觀
音
首
次
明
顯
抽
出
現
，
而

民
間
流
行
的
女
神
也
是
在
宋
代
以
後
才
出
現
，
並
且
大
部
分
都
宣
稱
與
觀
音
有
關
。
新
女
神
如
螞
祖
、
碧
霞

一
兀
君
與
無
生
老
母
的
講
生
，
似
乎
都
與
女
性
觀
音
有
雷
切
闢
連
，
然
而
，
什
麼
才
是
女
性
觀
音
的
宗
教
基
礎

與
精
神
靈
感
呢
?

雖
然
有
些
學
者
已
如
此
辯
論

9

我
仍
無
法
找
出
明
顯
的
證
據
，
可
以
證
明
觀
音
與
更
早
的
蘊
悲
女
神
，

如
女
蝸
或
西
王
母
有
直
接
的
闢
係
?
雖
然
接
者
與
觀
音
有
部
分
相
慨
。
尋
找
女
性
觀
音
的
起
輛
也
許
是
徒
勞

無
功
的
事
，
然
而

9

我
們
卻
可
以
探
討
祂
發
展
的
過
程
、
媒
介
與
轉
變
的
結
果
。

而
且
我
認
為
一
個
更
好
的
方
式
是
，
在
廣
泛
的
「
觀
音
在
中
國
的
本
土
化
」
的
大
題
目
下
，
來
研
究
有

關
觀
音
的
女
性
化
轉
變
。
如
西
一
兀
二

0
0
年
，
出
現
了
砂
善
公
主
是
觀
音
化
身
的
傳
說
，
但
在
此
之
前
的

轟轟轟靈

幾
個
世
紀
，
早
有
三
位
會
製
造
奇
蹟
的
神
僧
，
已
被
公
認
為
是
菩
薩
的
化
身
。
為
什
麼
後
來
觀
音
卻
會
變
為

女
性
?
這
與
新
興
圖
像
、
靈
驗
記
、
宗
教
儀
式
在
社
會
及
制
度
上
的
變
化
有
什
麼
關
保
?
為
了
解
答
這
些
問

題
，
我
認
為
我
們
感
須
檢
視
觀
音
的
女
性
化
與
融
在
中
國
本
土
化
過
程
的
闢
係
。

嘻暨

門
註
釋
〕

叫
羅
夫
國
史
坦
(
閱

O
R
〉
B
切
在
回
)
有
兩
個
主
要
的
論
點
。
首
先
他
認
為
自

E衣
觀
音
首
灰
出
現
是
在
第
六
世
紀
譯
出
的
醫
教

間
倒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九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V
O
六
九



香
光
莊
嚴
【
第
五
十
九
期
】
民
圓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V
O
七
。

經
典
《
陀
羅
尼
集
》
中
，
而
非
馬
斯
培
羅
(
自
﹒

E
B

苟
同
。
)
所
說
的
八
世
紀
經
典
。
因
此
，
此
菩
薩
應
該
在
更
早
的

時
期
便
已
出
現
，
並
非
如
自
多
羅
女
神
是
來
自
於
西
睛
。
因
為
在
所
有
的
密
教
經
典
中
，
都
企
圖
將
儀
式
意
象
化
，

所
以
神
的
外
現
在
六
世
紀
的
經
典
中
都
有
清
鐘
的
記
載
。
她
沒
有
特
定
的
性
別
，
穿
著
白
衣
坐
在
蓮
華
上
，
一
手
持

蓮
華
，
一
手
持
瓶
，
頭
豎
往
上
梳
。
史
坦

(
m
o
R〉
-
2
2

口
)
第
二
個
比
較
重
要
的
論
點
是
，
在
唐
朝
譯
出
的
有
關

「
佛
母
」
或
佛
跎
女
性
化
身
的
密
教
經
典
中
，
同
時
提
到
「
白
衣
」
與
「
多
羅
」
，
然
而
兩
者
是
截
然
不
同
的
。
「
自

衣
」
是
以
觀
音
"
為
首
的
蓮
華
部
的
母
親
，
祂
又
被
稱
為
「
白
居
」
，
因
為
她
住
在
一
几
木
白
色
純
淨
的
蓮
華
裡
o

「
白
衣
」

也
與
「
自
身
」
不
同
，
「
自
身
」
與
「
多
羅
」
及
其
他
神
環
繞
在
坐
於
普
陀
洛
迦
山
上
的
不
空
罵
索
觀
音
的
四
閣
。

有
些
經
典
形
容
「
白
衣
」
坐
在
蓮
攀
上
，
垂
下
的
左
手
拿
著
套
索
，
舉
起
的
右
手
拿
著
《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經
》
'
這

與
早
先
「
白
衣
」
持
著
蓮
華
與
瓶
子
況
恩
的
形
象
大
不
相
同
。
使
這
個
問
題
更
加
複
雜
的
情
況
是
，
在
胎
聽
界
曼
荼

羅
中
，
位
於
觀
音
院
中
的
三
個
女
神

|
i

白
處
、
自
身
、
大
明
白
身
，
都
身
著
白
衣
，
所
以
都
可
稱
為
「
白
衣
」
。
自

色
代
表
開
悟
的
心
靈
，
諸
佛
菩
薩
皆
由
此
而
生
，
居
住
在
觀
音
院
中
的
蓮
華
部
女
神
之
所
以
都
著
自
衣
，
因
為
祂
們

是
諸
佛
菩
薩
的
「
母
親
」

0

【
參
考
書
目
】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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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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