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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民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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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
四
四

翩
翩
翩
鷗
磁
磁
俄
關
絢
例
懿
認
聽
鞠
劉
胡
財
閥
附
關
制
閥
割
楓

讀

于
君
方
著

釋
目
前
譯

白
衣
觀
音
最
初
透
過
密
教
經
典
引
介
到
中
國
，
於
十
世
紀
開
始
流
行
。

但
祂
最
後
的
成
功

p

應
歸
自
於
一
些
本
土
經
典
推
崇
祂
固
定
能
賜
子
的
女
神
，

而
且
像
妙
主
口
一
樣

F

祂
最
後
也
擁
有
了
非
常
中
國
化
的
個
人
傳
記
|
|
《
妙
音
實
卷
》
。

自

音
的
來
源

藝
術
史
學
者
早
就
注
意
到
水
月
觀
音
與
白
衣
觀
音
之
間
的
相
似
處
(
松
本

H
B
a
)，
不
過
這
兩
者
仍
有
些

獨
特
的
差
異
性
。

首
先
，
如
同
更
傳
統
的
菩
薩
像
，
水
月
觀
音
有
時
也
蓄
著
短
賢
，
是
以
男
性
的
形
象
出
現
。
富
瑞
爾



穹PE
(
可-
3月
)
藝
廊
所
收
藏
的
畫
作
即
是
這
樣
的
例
子
。
孫
光
憲
在
《
北
夢
瑣
一
吉
》
中
所
說
的
故
事
，
為
水
丹
觀
音

的
男
性
形
象
提
供
了
一
個
戰
事
趣
聞
的
證
據
。
他
說
蔣
凝
是
唐
懿
宗
咸
通
年
間
(
∞

g
s
S
S

的
一
位
進
士
，
因

外
貌
俊
美
而
頗
負
盛
名
，
無
論
何
時
他
去
拜
訪
別
人
，
主
人
都
會
認
為
那
是
吉
利
的
，
因
此
贏
得
「
水
月
觀

音
」
的
別
號
。
(
王
這
雪
山

H
)

另
一
方
面
，
水
月
觀
音
又
明
顯
地
看
起
來
像
是
女
性
，
事
實
上
，
不
只
是
觀
音
，
自
唐
代
以
來
，
菩
薩

普
遍
看
起
來
便
頗
似
女
性
。
宋
代
僧
人
道
誠
在
《
釋
氏
要
覽
》
中
提
到
佛
教
造
像
的
出
現

.. 

造
像
梵
相
，
宋
齊
問
皆
唇
厚
鼻
隆
，
目
長
頤
豐
'
挺
然
丈
夫
之
相
。
自
唐
來
，
筆
工
皆
端
嚴
柔
弱
似
妓

女
之
貌
，
故
今
人
誇
宮
娃
如
菩
薩
也
。
(
《
大
正
聶
》
卷
五
十
間
，
頁
揖
書
)

由
藝
術
史
學
者
的
記
錄
看
來
，
在
唐
代
時
，
包
括
觀
音
在
內
的
菩
薩
，
臉
都
變
成
雙
下
巴
的
圓
臉
，
身

體
則
隨
著
自
然
擺
動
的
曲
線
而
變
得
柔
軟
，
這
樣
的
趨
勢
可
能
受
到
當
代
著
重
豐
滿
臉
部
與
身
體
的
審
美
觀

影
響
。
在
《
寺
塔
記
》
中
，
唐
代
的
段
成
式
(
∞
白
亡
)
描
述
韓
幹
(
活
躍
於
這

5
3
)
曾
在
道
政
坊
寶
應
寺
的

畫
壁
上
畫
了
一
幅
「
帝
釋
梵
天
女
」
'
這
幅
畫
是
根
據
齊
公
的
歌
妓
小
小
的
模
樣
繪
製
而
成
的
。

(
F
E
S
自

u
8
)

他
說
:
「
今
寺
中
釋
梵
天
女
，
悉
齊
公
妓
小
小
等
寫
真
也
。
」
亞
歷
山
大
﹒
梭
波
(
注
目
自
身
片
皆
可

O
H
〉
舉

了
一
個
生
於
八
世
紀
中
的
人
被
菩
薩
醫
好
病
的
故
事
，
其
中
將
觀
音
形
容
為
具
有
傾
城
的
容
貌
，
梭
波
認
為

觀
音
菩
薩
在
此
乃
以
女
性
形
象
出
現
，
並
且
他
也
認
為
這
是
觀
音
逐
漸
變
成
女
性
神
祇
的
一
個
階
段
。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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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嚴
門
第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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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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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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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語 7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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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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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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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
。a
c
u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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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J

白
衣
觀
音
第

郁
，
因
為
外
表
的
這
龔
自
衣
，

(
自
﹒
置
自
由
冒3)

(
2
口
已
聞
自
〈
白
白
臣
，

\J 

且
是
自
多
羅
(
哥
哥
白
、
3
5
)

的
女
神
，
唐
代
時
引
介
入
中
國
，

，
將
「
胎
」
一
字
望
文
生
義

9

已
達
于
觀
音
」
。

(
門U
F『
白
口
抖
。
用
叫
扒

p
u凶
♀
U
N〉

r姐、

~可

L-

'-' 

羅
夫
，
史
坦
(
悶
。
同
〉
﹒

首
先
，

《
陀
羅
尼
集
γ

9

應
在
更
早
的
時
期
即
已
出
現
，



多
口
力

史
坦
第

一，

都
同
峙
提
到
「

「
白
衣
」
是
以

」
(
潘
達
拉
蛙
西
尼
)

觀
音
為
首
的
蓮
花
郁
的
母
親
，
在
胎
藏
界
日
軍
荼
羅
中
，
另
外
三
個
女
神
(
自
虛
、
白
身
、
大
明
白
身
)

衣
，
所
以
都
可
以
稱
為
「
白
衣
」

o

(
的
阱
叩
戶
口
]
戶
。
閻
部

U
N
j
1
2

凶
J
H
)

一「

L一

y
v
i卜U
I
k
r

。
耐

Z
Y
，

(
木
頭
或
布
料
)

經
典
中
，

L-

的
描
述
，
就
可
以
發
現
帕
們
與
中
國
白
衣
觀
音
並
不
相
同

典
。
然
而
，

種善

而
創
造
出
來
的
中
國
產
物
，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V
O
凹
七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六
十
一
期
〕
民
間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孽
。
四
八

間
他
翱
翔
農
闖
關
時
丸
閉
目

]
d
H
H
d
-

叫
司
自

H
i
l
J

源
自
於
密

的

統圖
像
與
水
丹
觀
音
卻
幾

乎
沒
有
什
麼
不
同
。

漢
日
佛

「
二T
T二
一

里

斯

(
內C
自
己
戶
自

9

背
後
有
水

，
因
為
在
觀
音
的
三
一

9

例
如
「
持
經
觀
音
」
、

。
就
這
個
例
子
看
來
，

-----, 

一
個
稱
號
來
命
名
。

。白衣觀音與水月觀音之間有著相似之處，往

往令人難以分辨。(間為尼爾森﹒阿特金博物館所

蔽的7]<月觀音像， 1I!其穿著覆顫的白袍，又如白衣觀

音口圖片提供于君方)

(
同
甸
、
叫
阿

-
H
H

、

1
)

由
於
包
圍
著
菩
薩
的
似
滿
月
祥
光
，

一
在
很
久
以
前
，
曾
評
論
過
畫
家
們
以
畫
水
月
觀
音

9

應
歸
國
於
繪

J董
的
手
法
，
因
為
自
宋
代



以
來
，
畫
家
們
受
禪
宗
的
影
響
而
喜
愛
無
色
的
水
墨
畫
，

9

並
且
在
畫
面
上

盟
國
白U(
同
。M
趴
U
N
H
N
I
凶
)
9

創
造
出
如
此
具
有
特
色
服
裝
的
靈
感
來
源
有
兩
個

9

典
中
代
表
倍
思
而
非
憎
獻
，

「
白
衣
行
在
許
多
我
們
能
回
想
起
的

靈
驗
故
事
中
，

沒
有
記
載
這
個
人
的
性
別
，

一
幅
由
李
嵩
(
大
的
活
躍
於
=
這

z

已
全
左
右
)

活

(1 ) 

一
部
分
，
這
更
顯
示
觀
音
並
不
是
貴
族

(
同
心
間
凶HU
〉

自

體醫

、
繪
畫
與
其
他
十
世
紀
以
來



(HaH 

凶
H
a∞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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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那
山
上
，

、t
。

~、

'-J 

(
的
呂
主
f
z
c
a
左
右
)

(
們
自
度
口
阿
甲
∞
ω
∞

F
m
叩
]
一
切
∞0
的
品
，
)

(
3
月ψ
)。
問

?
入
口
兩
邊
立

片司

(
包
扒
拉
C
間
)
，

9

由
吳



(
E
N
)
所
造
的
一

尸，、

、一J

(
固
。
∞UE
H
H
)

州
上
天
肺
一

9

日
疋
來
自
於
供
奉
馳
的
寺
院
的
創
建
神
話
。
例
如
杭

一
位
白
衣
女
子
有
闕
，

另

他
的
子
孫
，
並
且
告
訴
他
二
十
年
後
可
以
在
杭
州
的
天
竺
山
找
到
馳
。

天
卅
一

一
寺
院
時
9

?
她
要
求
一
個
立
足
之
地
?
作
為
交
換
條
件
的
是
她
將
應
允
成
為
吳
越
的
守
護
神
。

岡「
上
天
竺
寺
」
的
前
名
，

觀
音
信
仰
中
最
重
要
的
朝
盟
中
心
之
一

類
似
的
故
事
可
以
從
其
他
蘊
場
的
創

建
故
事
中
發
現
，

於
十
世
紀
，
它
們
的
創
始
神
話
都
與
白
衣

。
例
如
杭
州
有
三
座
寺
院
，
自

於
所
供
奉
的
白
衣
觀
音
像
，
而
自
「
魔
」

童醫

「
院
」o

。白衣觀音的流行應開始於十世紀。(圖為

杭州煦霞洞入口的柏衣觀肖像，刻於 940 年前後，

安琪拉﹒郝混德攝。圖片提供 于才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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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路
線
翩
聞
糊
糊
獨
唱
拷
黯
蹦
蚓
翱
翔
翎
協
組
關
叫

l
j
l
l
l
i
-
-

」
訟
躊
躇
制
爛
爛
糊
糊
糊
凋
紡
磁
械
制
制
觀
蚓
翱
器
諾
諾
翩
翩
劉

觀
音
法
濟
院
最
初
創
建
於
後
巫
同
一
間
祖
天
一
帽
年
間
(
海u
a
l
E
凶
)
，
於
宋
高
京
建
炎
年
閱
(
Z
N斗
心
C
)
不
幸
焚

帥
揖9
不
過
，

一
名
僧
人
在
某
個
夜
裡
看
見
一
道
神
光
，
並
在
瓦
碟
堆
中
發
現
白
衣
觀
音
像
後

9

這
寺
院
便

被
修
復
了
起
來
。

宋
太
宗
乾
德
五
年
(
法
斗

)
9
一
位
居
民
提
供
他
的
房
子
建
立
了
寶
巖
院
，
宋
徽
宗
敢
相
年
閱
(
戶
戶
戶

l
叫
)
，

寶
巖
院
住
持
夢
到
一
位
穿
著
白
衣
的
夫
人
，
於
是
他
將
寺
院
改
成
信
仰
觀
音
的
道
場
，
且
直
覺
地
認
為
那
自

衣
人
就
是
白
衣
觀
音
。

在
南
宋
孝
宗
淳
熙
十
四
年

(
H
H∞
叫
)
所
建
立
的
瑞
像
院
，
是
由
於
僧
人
明
祖
夢
見
了
白
衣
觀
音
。
(
《
咸
淳

臨
安
志
》
賞
∞
同
)
寧
波
的
白
衣
廣
仁
院
(
以
「
白
衣
觀
音
院
」
之
稱
間
名
)
，
最
初
建
於
後
唐
明
宗
長
盟
(
一
兀
年

(
3
0
)，
由
於
觀
音
像
靈
驗
的
傳
說
不
斷
，
在
一
幢
帝
靖
泰
二
年

(
3
版
)
，
白
衣
廣
仁
院
獲
得
愈
多
信
徒
的
支
持
，

門
木
英
宗
治
平
元
年
(
目
。
全
)

9

更
獲
皇
帝
賜
區
。
慣
，
仁
院
的
觀
音
像
是
用
一
根
上
頭
濟
出
，
目
光
且
顯
現
出
觀

音
輪
廓
的
木
柱
所
刻
成
，
聽
億
目
睹
了
這
項
奇
蹟

9

乃
贊
助
這
尊
觀
音
像
的
雕
刻
。
(
《
証
帖
圓
明
志
》
卷
十

六
，
盲
目
申

σ
E
U
H
E
s
g

在
江
蘇
江
陰
，
一
塊
上
半
部
到
有
觀
音
像
，
與
記
載
壽
聖
院
如
何
供
奉
此
像
事
蹟
的
石
碑
?
被
保
存
了

下
來
。
畫
面
中
，
菩
薩
以
立
姿
右
手
持
著
楊
柳
校
?

'
柚
穿
著
飄
垂
的
長
袍
，
但

頭
上
卻
戴
著
精
蝕
的
頭
冠
，
而
不
是
用
連
著
長
繭
的
頭
版
來
覆
蓋
，
似
滿
月
的
祥
光
圍
繞
著
馳
的
頭
郁
。
這

尊
雕
像
很
明
顯
地
是
水
月
觀
音
，
但
碑
文
卻
記
載
著
是
白
衣
觀
音
。



在
宋
徽
宗
宣
租
五
年
(
己
也
)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9

一
官
吏
王
孝
增
壘
訪
了
壽
聖
院

9

住
持
祖
源
告
訴
他
這

?
他
便
雕
刻
了
這
塊
石
碑
。
這
是
發
生
在
一
百
多
年
前
宋
仁
宗
天
聖
一
兀
年
(
臣
也
)

王
孝
謂
應
住
持
的
請
求
而
將
它
寫
了
下
來
，
在
體
名
為
〈
江
陰
縣
壽
聖
院
泛
海
靈
感
觀
音
記
〉
中
提
到
:

菩
薩

A昨
天
聖
元
年
五
月
中

9

泛
大
海
至
於
江
陰
，
有
客
舟
邂
逅
菩
薩
於
中
流
，
隨
船
放
光
?
而
行
舟
師

以
萬
枝
退
，
如
是
者
三
。
放
光
不
已

9

相
次
至
江
岸
小
石
灣
，
住
彼
不
去
。

是
夜
現
白
衣
人
，
託
夢
於
色
人
吳
信
云
:
「
緣
化
右
臂
。
」
信
曰
:
「
臂
實
難
捨

9

餘
可
奉
從
。
」
白

有
觀
音
泛
海
而

衣
人
曰
:
「
此
口
已
雜
賣
李
氏
家
有
香
撞
，
可
以
做
臂
。
」
信
候
天
明
，
驚
異
尋
訪
，
有
市
人
相
傳
江
岸

來
，
其
長
及

丈信
往
視
之
，
果

見
菩
鐘
，
仍
無

右
臂
。
於
是
信

宣
言
於
眾
曰

-
n

普魯

「
芷
立
健
託
垃
伊
以

閣
制
闖
關
翩
翩
翩
叫
間
削
翩
翩
枷
翩
翩
翩
糊
糊
憫
翩
翩
倒
叫
她
糊
糊
糊
刺
刺
湖
糊
間
翩
翩
關
閉
闖
關
倒
閉
蚓
惆
蚓
糊
糊
糊
械
制
為
諮
詢
組
閥
凶
翩
翩
問
閱
細
閱
例
關
側
向
悶
糊
倒
叫
明
心
向
讀
叫
做
絢
爛
翩
翩
叫
樹
闖
關
酬
臘
餾
凶
險
臨
闖
關
鬧
鬧
叫
划
划
咧
開

H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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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v
O五
三

。〈江陰縣壽聖院j芝;每靈感觀音記〉石碑

( 1123) 上的觀音身著長袍，頭部圍繞著似滿月

的群光，顯示她是水月觀音，但碑文卻記載著

是白衣觀音。(圖片提供于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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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
羽
制
翩
翩
盼
卸
的
M
歐
闖
關
閉
蝴
捌
制
做
傲
的
醫
師
闢
闕
鬧
鬧
鬧
鬧
闊
的
仙
輯
關
閉
關
闖
關
關
閉

M
W叫

7
d
q

仿
釗
詢
單
明

求
此
臂
，
我
今
發
心
圓
滿
功
德
。
」

果
得
檀
木
於
李
氏
家
?
長
五
尺
許
，
乃
能
成
就
。
自
是
色
人
迎

請
歸
壽
聖
奉
安

9

廣
興
供
養
，

,.-,. 

'-' 

在
有
紀
年
的
靈
驗
故
事
中
，
最
明
顯
的
就
是
白
衣
觀
音
的
存
在
。

一
則
類
似
上
述
關
於
觀
音
的
故
事
，

洪
邁
(
旦
出

H
N
C
M
)將
之
蒐
集
在
《
夷
堅
志
》
中
。

一
位
湖
州
的
老
農
婦
罹
患
手
疾
，

問
她
:
「

L一

。
「
我
寄
住
在
崇
寧
寺
的
回
廊
」
。

?
隨
即
入
城
至
崇
寧
寺
，

-, 

一
{
疋

是
觀
音
菩
薩
，

。

L-

讀
老
農
婦
至
房
中
瞻
體
觀
音
，
果
然
見
到
這
尊
觀
音
像
有
一
手
臂
受
到
損
傷

9

老
農
婦
於
是
請
了
工
匠
來
修

(
《
真
堅
士
己
，
甲
士
心
卷
第
十
9

頁

∞
聞
)
這
是
潮
州
居
民
吳
份
向
洪
道
所
說
的
故
事
。9

愈
來
愈
多
的
信
徒
在
冥
想
中
看
到
的
觀
音
菩
薩
都
是
以
這
個

刑
晶
體
呈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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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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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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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L
(
3
U
H
)

(
或
咒
)
，
它
們
的
內
容
都
很
短
，
一

語
或
陀
羅
尼
。

9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

(
大
士
)
神

用
几
」p

?
信
徒
仍
廣
泛
地
印
制
揖
醋
議
。
另
外

9

《
觀
音

十
句
經
》

?
而
有
數
種
不
同
的
名
字
，

,A, 

、J
、、

《
觀
音
救
生
經
γ

這
經
文
也
可
埠
溯
到
十

(4) 

虔
誠
弟
子
。

，
但
經
文
並
不
特
別
與
生
育
有
闢

o

r胃、

"-' 

另

《
白
衣
大
悲
五
印
、
心
陀
羅
尼
經
》
中
，

(
特
別
是
男
孩
)
的
能
力
9

這
部
本
士
經
典
中
，

。
我
在
書
中
的
第
四
章
巳
討
論
過
這
部
經
典
深
受
明
末
文

人
喜
愛
而
大
流
行
，

者
，
附
錯
於
一
這
部
經
經
文
後
的
靈
驗
故
事
，

附
昂
一

二
世
紀
，
但
大
部
分
都
集
中
在
明
代
，
尤
其
是
在
明
末
。
所

以
，
將
自
衣
觀
音
當
作
是
注
子
觀
音
的
信
仰
，
在
中
國
堅
固
地
建
立
起
來
的
時
間
?
應
該
是
在
西
一
兀
一
四

O

0
年
至
一
六

0
0

年
之
間
。



第
二
、
作
為
經
本
卷
頭
插
畫
的
本
柳
川
觀
音
像
，
在
抽
的
臉
上
通
常
都
抱
著
一
名
男
朋
贅
，
這
也
是
十
六
世

紀
以
來
?
福
建
出
產
以
自
瓷
興
象
牙
製
作
的
蓮
子
觀
立
國
的
典
型
圖
像
，

名
陶
工
何
紹
宗
所
作
，
他
在
十
六
世
紀
末
至
十
七
世
紀
初
製
作
了
許
多
觀
音
像
。
(
寄
自
己
自
何
這

a
p

吧
。
串

串
頃
。
)
逞
于
觀
音
與
于
抱
聖
嬰
的
聖
母
嗎
利
亞
之
間
的
相
州
州
處
引
起
廣
泛
的
注
意
，

這
兩
世
紀
之
間
流
行
於
歐
洲
的
一
比
一
極
區
。
開

福
建
就
如
廣
東
?
是
個
早
在
十
三
世
紀
就
有
基
督
教
傳
教
士
拜
訪
的
措
海
省
分
，

叉
開
始
有
大
規
模
的
來
訪
。
十
六
至
十
八
世
紀
之
間
?
西
班
牙
商
人
與
傳
教
士
將
來
自
於
西
班
牙
及
北
歐
的

與
聖
嬰
。
這
些
工
匠
以
來
自
埠
州
、

雕
像
帶
到
中
國
與
菲
律
賓
，
他
們
也
委
話
中
國
的
工
匠
雕
刻
基
督
教
的
造
悔
，
其
中
大
部
分
是
聖
母
瑪
利
亞

福
州
與
泉
州
的
福
建
人
佔
最
多
數
，

而
這
些
也
是
塑
草
還
子
觀
音
的
地

方
，
因
為
都
是
相
同
的
工
匠
來
製
作

宗
教
雕
像
，
所
以
聖
母
長
得
像
中
國

人
，
觀
音
看
起
來
也
有
點
「
哥
德

式
」
'
這
一
點
也
不
令
人

耳
4

。

至
-
口

種醫

(
的
』3月3
而
是

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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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h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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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
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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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代開始，白衣觀音被視為是慈悲的

子鬧賜予者，手抱男嬰或將男嬰放在膝上

的造像於焉流行。(園主孟德化瓷白衣觀音送子

像，製作於十七世紀，阿姆斯特丹瑞克博物館薇。

圖片提供于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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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些
共
闊
的
主
題
。

(
2
今
還
趴
在
位
)



《
法
華
經
》
o

。
王

返
家
9

，
而
被
流
放

邊
疆
充
軍
，

日



白
鹿
觀
音
合
髒
觀

我
們
發
現
白
衣
觀
音
的
形
象
相
當
頸
似
水
月
觀
音
?
但
如
我
們
以
此
兩
者
有
紀
年
的
作
品
作
為
根
據
，

就
會
發
現
雖
然
有
關
水
月
觀
音
的
文
學
創
作
較
早
出
現
，
然
而
，
實
際
上
兩
者
可
能
出
現
在
同
一
個
峙
期
。

有
趣
的
是
，
不
論
日
本
求
法
憎
所
描
述
的
在
中
國
唐
代
水
月
觀
音
信
仰
如
何
流
行
，
但
只
有
極
少
的
證
據
可

以
顯
示
這
信
仰
在
唐
代
以
後
仍
持
續
流
行
，
因
為
在
靈
驗
故
事
、

、
朝
聖
地
或
一
般
宗
教
的
出
版
品
中
，

都
沒
有
描
述
水
丹
觀
音
。

而
另
一
方
面
，
白
衣
觀
音
則
是
無
所
不
在
的
。
抽
不
僅
合
併
觀
音
的
水
月
形
象
，
而
且
也
逐
漸
發
展
出

新
的
形
象
|
|
議
于
觀
音
。
當
普
陀
山
在
明
代
變
成
一
著
名
的
朝
聖
地
時
?
白
衣
觀
音
也
被
認
為
是
南
海
觀

。
在
巴
黎
國
家
圖
書
館
發
現
兩
首
闢
於
白
衣
觀
音
的
讚
頓

(
2
E
D
S
U
∞
自
)
，
顯
示
這
個
發
展
的
跡
象
。
這

兩
首
讚
頌
都
沒
有
紀
年
，
但
是
它
們
仙
俐
在
明
代
廣
泛
印
制
誠
的
《
高
王
觀
音
經
》
中
，
所
以
也
可
能
是
在
那
時

期
所
作
。
第
一
首
題
名
作
為
〈
觀
音
一
本
現
〉
.. 

士
心
心
皈
命
禮
，
海
岸
孤
絕
處
，
普
陀
落
伽
山
。
正
法
明
玉
，
聖
觀
自
在
，
法
凝
翠
黛
，
反
口
艷
朱
紅
?
臉

透
丹
霞
，
眉
彎
初
月
。
世
稱
多
利
，
時
號
吉
祥
，
咬
素
衣
而
目
煥
重
睦
，
坐
青
蓮
而
身
嚴
百
一
禍
。
咱
接

危
苦
，
聲
察
求
哀
，
似
月
現
於
九
霄
?
如
星
分
於
眾
水
，
除
三
災
於
災
劫
?
災
變
不
災

7

救
八
雞
於
難



鄉
9

難
翻
無
難
。
大
悲
大
願
大
聖
大
叫
悉
，
聖
白
、
衣
觀
自
在
菩
薩
摩
訶
薩
。

一
首
讚
頌
題
名
為
〈
白
衣
求
個
塔
記
〉
:

士
心
心
皈
人
叩
禮9
海
中
湧
出
普
陀
山

9

觀
音
菩
薩
在
其
間
?
三
根
紫
竹
為
伴
侶
，
一
枝
楊
柳
泊
塵
凡
。
鸚

鵡
含
花
來
供
養

9

龍
女
獻
寶
寶
千
般
，
腳
踏
蓮
花
千
朵
現

9

手
持
楊
柳
度
眾
生
。
大
是
大
願

L
入
聖
大
叫
起
9

禮
白
衣
重
包

9

感
應
觀
世
音
菩
薩
摩
訶
薩
。

願
以
此
功
德
:
普
及
於
一
切

9

我
等
。
與
眾
生
9

皆
共
成
佛
道
。

「
白
衣
重
包
」
一
詞
，
經
常
出
現
在
讚
頌
，
日
衣
觀
音
為
送
于
觀
音
的
本
土
經
典
所
附
錄
的
靈
驗
故
事
中
?

「
白
衣
重
包
」
指
的
是
嬰
兒
出
生
時
，
胎
衣
的
薄
膜
仍
然
裹
在
身
上

9

看
起
來
像
穿
著
一
件
白
衣
，
它
意
指
這

嬰
兒
是
白
衣
觀
音
)
起
來
的
禮
物
。
很
有
趣
的
是
?
在
這
首
讚
頌
中
，
將
「
白
衣
重
包
」
一
詞
變
成
實
體
，
並

且
當
作
是
一
腳
的
名
號
p

鹽鱷蠶體露露

『
斗
+
I
{盟章
也γ

F
-
-
z口
重
↑

川
叫
罵
一
迺
幅
畫
完
成
於
宋
寧
宗
嘉
定
四
年
(
E
H
)
9
現
聽
於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
《
中
國
美
術
全
集

E

繪
畫
篇
》
第
四
冊
(
北

京
，
文
物
二
九
八
八
)
的
第
五
十
九
號
圓
版
即
是
它
的
複
製
晶
。

喔醫

悶
在
北
山
第
一

一
八
窟
(
宋
徽
宗
政
和
六
年
，
三
5
)
與
第
一
一
二
六
窟
(
宋
高
宗
紹
興
十
二
年
至
十
六
年
T
H
E
M
-
-
ι

血
)
，
可
臥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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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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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白
衣
觀
音
的
其
他
實
例
。
(
《
大
足
石
刻
研
究
》
'
頁

-
2
.凶
法
-
3
P
S

∞
)
四
川
的
佛
教
雕
刻
提
供
了
關
於
矗
像
學
的
形
式

非
常
重
要
的
資
訊
，
因
為
許
多
碑
文
保
存
良
好
，
也
成
為
我
們
了
解
四
川
佛
教
崇
仰
、
禮
拜
的
觀
點
非
常
好
的
來
源
。

問
這
經
文
包
含
了
這
五
旬
像
咒
語
般
的
段
落
•• 

「
天
羅
神
，
地
羅
神
，
人
離
難
，
難
離
身
，
一
切
災
殃
化
為
塵
。
」

《
觀
世
音
菩
薩
靈
感
錄
》
的
編
者
說
:
「
宋
玉
鞏
(
約
豈
佇
立
2
)
《
聞
見
近
錄
》
云
:
全
州
有
一
貧
苦
老
母
，
日
誦

十
句
觀
音
心
咒
。
年
四
十
九
，
疾
篤
，
恍
然
見
青
衣
人
曰
:
爾
平
生
誦
觀
世
音
心
咒
少
十
九
字
。
曰
:
天
羅

神
，
地
羅
神
，
人
離
難
，
難
離
身
，
一
切
災
殃
化
為
塵
。
母
如
法
持
誦
，
其
疾
尋
愈
，
後
並
至
七
十
九
。
按
此

十
九
字
，
至
今
獨
有
持
誦
之
者
，
惟
十
句
心
咒
，
未
知
云
何
。

《
太
平
廣
記
》
載
太
原
王
元
誤
，
北
征
失
律
，

軍
法
當
死
。
夢
人
曰
:
誦
觀
音
經
千
遍
可
免
。
乃
授
云

.. 

觀
世
音
，
南
無
佛
，
與
佛
有
緣
，
佛
法
僧
緣
，
常
樂

我
淨
，
朝
念
觀
世
音
，
暮
念
觀
世
音
，
念
念
從
心
起
，
念
念
不
離
心
。
適
得
十
句
，
豈
即
比
耶
?
」
(
以
上
引
自

茶
香

室

叢
鈔
、單，

卷
十

觀
世
音

菩

薩

靈
感
錄
、，p

頁

N 

仙
鬥
軍
事
沮
份
文
本
的
來
源
要
追
溯
到
一
個
夢
，
還
是
它
之
所
以
被
稱
為
《
夢
授
經
》
的
據
故
。
根
據
《
佛
祖
統
紀
》
(
約

口

2
).. 

「
此
經
止
十
句
，
即
宋
朝
王
玄
談
夢
中
所
授
之
文
，
今
市
肆
刊
行
孫
敬
德
所
誦
者
是
，
後
人
妄
非
增

益
，
其
文
狠
雜
'
，
遂
使
誠
者
疑
其
非
真

o

本
朝
嘉
祐

(
5
訊
自
己
)
中
，
龍
學
梅
摯
妻
失
目
，
使
禱
於
上
笠
，
一
夕

夢
白
衣
人
，
教
誦
十
句
觀
音
經
，
進
誦
之
不
綴
，
雙
目
復
明
，
清
獻
趙
公
刊
行
其
事
，
大
士
以
該
至
簡
經
法
，

教
人
於
危
厄
之
中
，
古
今
可
紀
三
驗
矣
，
可
不
信
乎
?
」
(
《
大
正
磁
》
卷
四
十
丸
，
頁
注
2
)
如
上
所
示
，
《
茶
番
室

叢
鈔
》
卷
+
三
引
《
太
平
廣
記
》
(
卷
+
三
)
，
太
原
的
主
玄
頡
到
北
方
參
加
戰
役
時
違
反
軍
令
，
被
軍
法
判
處
死
刑
，

他
夢
見
一
人
告
訴
他
，
假
如
能
誦
《
觀
音
經
》

一
平
遍
，
就
能
獲
救
，
然
後
這
人
就
教
他
誦
這
十
句
話
。
當
王
玄
蠶



將
被
斬
首
時
，
刀
子
突
然
斷
成
一
三
節
。

開
「
伍
偉
樂
(
〈

O
〈
叩
門
自
己
夫
婦
將
法
國
的
普
羅
文
斯
(
可
呂
立
自
己
整
個
地
區
為
停
留
在
煉
獄
的
亡

析
一
稿
而
造

的
神
壇
做
了
記
錄
。
他
們
約
略
描
述
以
下
的
發
展
:
在
一
六
五

0
至
一
七
三

0
年
之
間
?
抱
著
聖
嬰
的
聖
母
瑪

利
亞
取
代
了
被
當
作
是
仲
裁
者
的
聖
母
瑪
利
亞
，
而
仲
裁
者
有
消
失
的
傾
向
。
一
七
三

0
年
以
後
，
當
基
督
與

天
父
的
圖
像
更
為
普
通
時
，
聖

亞
與
聖
嬰
就
逐
漸
隱
沒
了
。
我
從
十
八
世
紀
初
期
這
個
角
度
來
看
，
可

以
確
認
這
些
演
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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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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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M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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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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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斗
士
、
妙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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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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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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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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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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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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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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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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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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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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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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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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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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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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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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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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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明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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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軍
心
民
，
〈
敦
煌
水
月
觀
音
像
丫
《
載
體
研
究
》
第
一
卷
，
一
九
八
七
，
直
出

I
M∞
。

《
大
足
石
刻
研
究
》
9

劉
長
久
、
胡
文
租
、
李
、
一
永
盟
騙
，
成
都
:
四
川
社
會
科
學

d
院
9

一
九
八
五
。

《
咸
淳
臨
安
士
心
》9
潛
說
友
編

9

一
二
六
八
。

《
証
前
圓
明
士
心
》9
袁
摘
編
，
一
三
三

O
o

門
越
南
鍋
者
來
函
〕

見
晉
法
師
如
唔

a
﹒

很
高
興
認
識
妳
們

9

日
前
又
承
贈
《
香
光
莊
嚴
》
第
五
十
九
期
，
閱
後
有
如
下
感
想
:

一
、
編
輯
水
準
高
、
內
容
豐
富
，
美
編
也
很
好
，
個
人
閱
後
收
穫
甚
大
。

二
、
頁
川
崎
曾
引
塞
德
(
∞
且
已
)
、
之
意
見
，
對
其
看
法
我
沒
意
見
，
只
是
國
內
目
前
塞
德
多
譯
為
「
薩
依
德
」
'

著
有
《
東
方
主
義
》
等
書
，
最
近
引
其
說
法
者
頗
多
。

三
‘
頁
泊
倒

1
行
，
索
格
第
安
人
(
的
。
在
戶
自
由
)
，
按
該
字
巴
是
形
容
詞
，
直
譯
為
索
格
第
人
即
可
，
「
安
」

且
走
黎
只
申
T
O

四
、
專
有
名
詞

9

除
極
通
俗
者

P

似
應
隨
時
代
略
作
修
正
，
不
然
聞
者
辛
苦
且
收
穫
不
多

9

甚
至
會
索
然
無

味
。
基
督
教
的
經
典
也
隨
時
代
修
改
，
如
我
個
人
所
知

G
S

丸
之
內
E
H
d
m
h

』
出
口
語
言
中
自
主
而
即
以
現
代
用
語
翻

譯
，
效
果
頗
佳
。

他
日
有
機
會
將
到
貴
寺
朝
山
拜
訪
諸
法
師
。
最
後
祝

安
好

嘩語

成
大
文
學
院
涂
永
清
敬
啟

F
N
M

洲
飽
關
組
隱
晦
階
惱
的
關
值
協
財
路
間
感
協
腦
胸
悶
鷗
懶
盼
亂
戲
都
能
臨
際
惚
勝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六
十
一
期
〕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V
O
六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