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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比較觀點看佛教(一)

佛
教
為
何
能
走
出
印
度
?

成
為
一
個
廣
為
世
界
各
國
所
接
受
的
「
普
遍
性
的
宗
教
」
?

它
與
基
督
教
一
樣
，
皆
探
討
人
普
遍
性
的
問
題
，
並
提
出
解
答
。

的

一
, 

超
越
發
蹄
地
印
度
，
普
遍
受
到
許
多

國
家
、

上
，

、
中
國
、

園
、
日
本
等
國
的
佛
教
徒
數
量
，

超
過
印
度
。

9

是
位
小
國
的
王

。
他
最
初
的
弟
子
與

(
憎
伽
)
最
早
的
成
員
都
是
印

9

在
印
度
日 L一

八



是
人
盡
皆
知
的
真
理
。
對
於
當
時
論

、
質
疑
或
拒
絕

度
一
些
普
遍
性
的
習
俗
，
特
別
是
種

。
不
過
，
另
一
方
面
，

許
多
印
度
基
礎
思
想
的
見
解
，
如
輪

盟
與
業
(
道
德
性
的
因
果
律
)
的
信
仰

9

則
給
予
肯
定
並
加
以
探
用
。

始
就
並
回
疆
地
被
接
受
，
紀
一
兀
前
三
世

紀
偉
大
的
阿
育
玉
，

其
行
為
與
政
策
使
受

四
世
紀
以
後
，

衰
退
，
今
日

。
不
過
9

最
近
稍
可
見
到
有
部
分

9

應
該
就
是
且
有
濃
厚
弘
揚
色

於
斯
里
蘭
卡
、

佛
世
時
己
曾
有
過
這
樣
的
傳
布
，
而

開

在
西
一
兀
前
後
9

由

出
家
、
在
家
的
遊
方
傳
教
者
所
倡

導
，
名
為
「
大
乘
」

，
表
現
出

9

同
時
間
輯
推
廣
新
的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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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9

其
次
是
中
亞
，

9

然
後
由
中
國
傳
往

的
文
化
中
心
擴
展
。

9

並
具
有
廣

大
信
仰
與
體
持
的
傳
統
。
在
此
意
義

告，

上
，
佛
教
可
說
是
「
普
遍
性
的
宗
教
」

(
E
E〈
自
由
巴

另
外
，

載
的
主
張
，

'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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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
不

9

俞
平
車
回
(

《
從
比
較
觀
點
看
佛
教
》
一

)
要
處

9

主
要
是
說
佛
教
普
遍
性
的
性

會
亦
即
探
討
的
重
點
並
排
在
佛
教

主
張
為
何
9

而
是
其
如
何
為
一
般
人

所
接
受
。

令
人
深
感
興
味
的
是
，
由
佛
教

廣
受
信
奉
的
事
實
，
可
知
日
本
當
時

。
就
日
本
而
且
一
日
，
此

新
宗
教
在
西
一
兀
五
三
八
年
(
或
西
元

五
五
二
年
)
時

9

由
百
濟
的
聖
明
王

為
表
敬
意
與
友
好
，
而
振
聾
使
節
?

將
之
帶
到
大
和
輯
程
(
四
元
四
至
七

世
紀
)
。
使
師
團
裡
也
有
佛
教
僧
侶

9

同
時
獻
上
釋
組
佛
金
銅
像
一

t~ 

、
帽
蓋
、
經
諭
若
干
卷
，
並
附
有

如
下
當
一
回
簡
﹒
@

是
法
乃
諸

中
最
為
殊
勝
，

難
解
難
入
，
用
公
、
孔
子
尚

不
能
知
。
此
法
能
生
無
量
無

邊
福
德
果
報
，
乃
至
成
就
無

上
菩
提
。
譬
如
有
人

9

懷
如

意
寶
，
道
所
須
用
，
盡
如
依

情
，
此
妙
法
寶
、
那
復
然
。

祈
願
之
情
而

所
乏
少
，
且

夫
遠
白
天
岔
了
是
追
泊

韓

教
奉
持
，
無
不
尊

敬
。
(
《
日
本
書
紀
》
)

這
份
伴
隨
莊
嚴
佛
像
與
精
湛
藝

術
口
間
所
呈
現
的
體
頌
文
，
對
那
些
除

了
向
並
未
特
優
於
人
穎
的
諸
神
祈

願
9

巳
別
無
他
法
的
人
們
而
言
，
直
(

是
莫
大
的
做
一
郁
。
書
中
還
記
載.. 

欽
明
天
皇
諮
問
群
臣

•• 

「
西

蕃
獻
佛
，
相
貌
端
嚴
，
全
未

曾
有
，
應
可
禮
否
?
」

大
臣
答
曰
:
「
西
蕃
諸
國
，

一
皆
以
禮
，
豐
秋
日
本
，
豈

獨
背
耶
?
」
(
向
上
)

我
在
拙
著
《
東
方
民
族
的
思
維

方
法
》
(
咱
可
是
h
c
\
叫
司
語
言E
H
H肉
失

皆
是
可
遐
思
晶
宮
)
中
，
指
出
印
度

人
與
中
國
人
、
中
國
人
與
日
本
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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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的
思
維
方
法
完
全
不
悶
，
所
以
，

單
以
「
東
方
」
與
「
西
方
」
這
樣
的

區
分
，
是
相
當
籠
統
的
。

關
於
這
項
理
論
的
根
據
，
在
我

談
到
跨
越
印
度
而
向
外
擴
展
的
佛
教

歷
史
時
，
曾
指
出
，
此
普
遍
性
宗
教

在
透
過
不
同
國
家
與
文
化
的
移
轉
過

程
中
，
如
何
轉
化
其
形
貌
。
我
談
到

的
種
種
見
解
，
譬
如
:
中
國
佛
教
如

何
轉
化
印
度
佛
教
徒
偏
好
採
取
抽
象

的
概
念
，
而
形
成
強
調
特
殊
的
具
體

性
事
例
;
印
度
著
重
普
遍
共
通
性
，

中
國
則
闢
心
具
體
型

態
所
表
現
的
複
雜
多

樣
性
。
再
者
，
印
度

思
想
中
一
般
所
見
的
形
而
上
學
性

格
，
在
中
國
則
被
實
踐
傾
向
所
取
代

等
。
男
外
，
在
日
本
方
面
，
我
注
意

到
其
傾
向
於
轉
化
原
本
的
印
度
佛

教
，
而
將
現
象
世
界
視
為
絕
對
，
我

也
談
及
這
入
世
的
傾
向
在
日
本
佛
教

徒
間
是
如
何
顯
著
。

我
們
應
注
意
到
日
本
人
較
不
強

調
普
遍
性
原
則
，
他
們
更
重
視
可
感

覺
的
、
具
體
性
的
事
物
，
因
此
，
容

易
將
現
象
世
界
當
作
絕
對
性
的
事
物

來
接
受
。
佛
教
哲
學
就
是
基
於
這
種

思
維
方
法
而
被
日
本
所
接
受
、
融

合
，
日
本
人
認
為
，
佛
陀
的
證
悟
能

在
經
驗
上
達
到
。
所
謂
「
真
實
的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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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于
中
國
禪
師
認
為
是
靜
態
的
，

但
日
本
禪
師
則
以
為
是
動
態
的
。

日
本
淨
土
教
推
崇
現
世
中
積
極

性
活
動
的
重
大
意
義
，
並
賦
予
其
理

論
基
礎
。
在
這
點
上
，
日
本
淨
土
教

與
印
度
、
中
國
完
全
不
同
。
一
般
說

來
，
日
本
佛
教
傾
向
接
受
人
類
本
性

的
欲
望
與
感
情
，
並
不
試
圖
壓
抑
或

抗
拒
。
甚
至
認
為
佛
教
的
種
種
思
想

容
易
與
宜
說
愛
的
主
題
密
切
關
聯
，

因
為
他
們
不
像
中
國
那
樣
，
認
為
性

愛
與
宗
教
是
矛
盾
的
。
此
外
，
也
經

常
強
調
慈
悲
的
德
行
。

日
本
人
有
重
視
狹
隘
人
際
關
係

的
傾
向
，
它
的
極
端
型
態
就
形
成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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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民

主

」
(
民
間
門
門
自
1

。
過
去
日
本
的
佛
教

徒
，
捨
棄
印
度
佛
教
中
認
為
國
家
是

」
山
(
回
o
n
F
曲
目

地
揀
擇
出
對
其
民
族
主
義
有
利
、
不

相
互
矛
盾
的
教
義
。
日
本
人
很
明
顯

'
是
對
特
定
的
人
物
有
絕
對

'
這
樣
的
態
度
，

，
使
各

宗
眠
的
信
徒
，

強
烈
邊
從
的
意
念
，

師
為
缸
中
心
的
宗
教
性
儀
式
，
甚
至
有

9

祖
師
似
乎
比
創
教
者

釋
組
牟
尼
(
雷
達
摩
@
佛
跎
)

差
異
非
常
大
，

'
克
盡
倫
嗤
之
賞
。
大
乘
佛

教
強
調
在
世
俗
生
活
中
，

的
真
理
，

格活
動
，

9

認
許
僧
侶

結
婚
，
不
論
僧
侶
或
在
家
居
士
?
也

多
尊
崇
和
他
的
行
為
。

本
書
的
意
圖
，

事
情
的
另
一
相
反
面
向
。
亦
即
佛
教

9

接
受
各
種
變
化
，

順
應
不
同
的
文
化
:
同
時

9

所
有
國
家
廣
泛
地
接
受
、

在
這
事
實
中
，

日
疋
:
我
們
要
如
何
說
明
，

間
的

是
，
在
佛
教
的
教
義
中

9

訴
求
是
什
麼
?
要
解
關
這
問
題
的
方

浩
之
一

而



題
時
，
佛
教
所
給
予
的
答
案
。
這
裡

所
說
的
「
普
遍
性
問
題
?
就
是
無

關
國
籍
、
人
種
、
傳
統
、
時
代
，
只

探
討
人
在
一
生
當
中
，
追
求
真
理
、

生
命
價
值
，
以
及
渴
望
知
道
如
何
過

活
時
，
所
經
常
發
生
的
問
題
，
即
與

人
生
命
存
在
直
接
關
聯
的
問
題
。

佛
陀
以
種
種
的
表
達
方
式
，
來

說
明
這
些
問
題
，
而
稱
其
根
本
為

「
苦
」
，
也
可
說
是
人
頓
對
欲
求
不
滿

足
時
，
所
產
生
的
共
同
意
識
。
佛
陀

同
時
提
出
探
求
克
服
苦
的
解
答
與
方

法
。
不
過
，
並
非
只

有
佛
教
提
倡
普
遍
性

關
團意義
的
見
解
，
基
督

教
間
也
有
相
同
的
主
張
，
以
及
受

到
廣
泛
接
受
、
容
納
的
歷
史
。
在
此

意
義
上
，
它
也
是
普
遍
性
宗
教
。

佛
教
與
基
督
教
在
許
多
方
面
有

明
顯
的
不
同
，
兩
者
源
自
於
不
同
的

時
代
、
地
域
、
情
境
，
以
及
不
同
的

孕
育
土
壤
。
喬
達
摩
﹒
佛
陀
比
耶
穌

基
督
早
出
生
五
百
年
，
並
在
印
度
說

法
，
他
不
認
同
婆
羅
門
教
的
思
想
與

修
持
，
也
拒
絕
自
由
思
想
家
的
思

辯
，
但
另
一
方
面
，
卻
又
繼
承
了
數

項
印
度
基
本
的
人
生
觀
。

相
對
地
，
基
督
雖
在
巴
勒
斯
坦

傳
教
，
而
在
那
裡
並
無
值
得
爭
論
的

哲
學
思
想
，
與
他
對
立
的
只
是
猶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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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
的
法
利
賽
派
間
與
律
法
學
者
問

。
基
督
雖
然
批
判
他
們
的
行
為
，
卻

與
猶
太
人
一
樣
，
接
受
具
人
格
性
創

造
神
的
信
仰
，
而
認
同
由
神
所
做
一
本

的
摩
西
與
先
知
凹
的
敦
法
。
然
而
，

他
卻
以
冒
潰
神
的
罪
名
被
釘
上
十
字

架
。
基
督
的
傳
教
使
命
，
雖
在
人
生

中
途
斷
絕
了
，
但
後
來
仰
慕
他
的
人

們
，
將
他
的
死
賦
予
極
大
的
意
義
。

而
男
一
方
面
，
佛
陀
在
人
生
途

中
獲
得
證
悟
後
，
經
四
十
年
不
斷
說

法
而
入
瀨
'
佛
教
徒
並
未
對
他
的
死

賦
予
特
別
的
意
義
。

因
此
，
從
成
立
的
起
源
來
說
，

這
兩
種
宗
教
完
全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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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兩
者
都
傳
浩
到
世
界
各

並

、
修
改
，
我
們
應

9

產
生
不
同
的
教
義
與
修
持
。

首
先
9

兩
者
歷
史
發
展
相
似
，

就
如
佛
教
在
印
度
衰
退
而
擴
展
於
東

方
?
基
督
教
則
擴
展
於
西
方
，

臨
坦
，

仰
，

其
次
，
兩
者
都
是
弘
揚
色
彩
濃

厚
的
宗
教
。
佛
教
在
一
長
達
二
千
五
百

年
的
發
展
中
，
每
個
宗
派
都
視
擴
展。

根
據

文
獻
記
載
9

受
讚
頌
的
人
(
佛
陀
)
震
動
了

大
地
，
他
所
轉
的
法
輪

9

即

使
是
神
、
人
或
宇
宙
的
任

有
情
，
都

推
翻
。
真
理

的
王
國
將
在

上

傳

展
，
正
義
、
善
意
與
平
安
將

會
屬
於
人

1
.
(《
增
支
部
》
)

教
法
廳
一
輾
千
萬
人
聽
間
，
而
不

應
體
藏
起
來

9

所
以
說
:

擴

佛
陀
所
說
之

與
律
9

當
顯

現
時
光

照
耀
9

當
隱
覆
時

貝11

黯

光

(
《
增
支

部
》
;
《
漢
譯
闢
傳
》
冊
茗
，
頁

扒
F
C卒
，
扒
拉
O
M
)

法

將
你
們
的
光
照
在
人
的
面

前
，
讓
他
們
看
見
你
們
的
行

9

榮
耀
你
們
在
天
上
的

門
汰
。
(
《
聖
經
國
馬
太
福
音
》

MHHa) 

佛
陀
對
所
有
用
那

神
腳
，

矗鑫蠶蠱



著
手

A
Y、
建
設
正
義
的
王
國
，

將

明
給
予
被
黑
暗
所
覆
的

人
們
?
為
人
們
開
敢
不
死
之

門
。
之
間
比
起
訴
耶
且
大
口
問
》

《
漢
譯
商
傳
》
冊
?
頁
品
)

國
此
，
在
教
團
成
立
時
，
佛
陀

為
弘
揚
教
法
，
立
即
眼
遺
十
二
名
弟

子
展
開
傳
遍
之
旗

9

那
時
作
了
如
下

弟
子
們
1
.

即
峙
。
段
程
吧
!

了
大
多
數
人
的
利
益
和
幸

福
，
抱
著
對
世
界
的
憐
憨

9

為
了
諸
夫
和
人
們
的

利
益
、
幸
福
和
安
樂

去
做
吧
!
但
是
單
獨
地
走
，

不
可
兩
人
同
行

1
.
(
《
長

部
》
;
《
漢
譚
甫
傳
》
間
小
，
頁

U
H
趴
。
參
照
《
間
比
去
示
耶

E

大

口
問
》
;
《
漢
譚
甫
傳
》
冊
?
頁

U
N∞
)
 

《
聖
經
》
中
也
有
類
似
的
表
述

|
|
基
督
是
一
位
:

光
照
於
生
活
在
黑
暗
和
死
亡
陰

影
下
的
人
，
引
導
我
們
走
上
平

安
的
道
路
。
(
《
聖
經
回
路
加
一
闢

立
自
》
同-
J
H。
)

他
(
基
督
)
召
集
了
十
二
位
門

徒
，
賜
給
他
們
制
伏
邪
靈
和
醫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三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嘯
V
O
-
-
U
五

治
疾
病
的
能
力
與
權
柄
，
又
差

遣
他
們
去
宣
揚
神
的
閥
，
醫
治

病
弱
的
。
說
固
，
「
行
路
的
時

候
，
什
麼
東
西
都
不
要
帶
，
不

帶
手
杖
和
旅
行
袋

9

不
要
帶
食

物
和
金

?
也
不
要
帶
兩
件
椅

子
。
無
論
進
那
三
系
，
就
住
在

R
尸

p
h

n
丹
、
合t
，

從
那
裡
起
行
。
凡
不

接
待
你
們
的
，
在
離
開
那
城
鎮

的
時
候
，
把
腳
上
的
塵
土
抖

掉
，
見
證
他
們
的
不
是
。
」
門

徒
就
出
門
，
走
遍
各
鄉
村
，
宣

傳

音
，
到
處
治
病
。
(
《
聖

經
自
路
加
福
音
》

U
L
f趴
)

過
此

4聶
w

候
，
主
另
外
還
立
七
十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三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w
v
O
七
六

個
人
，
差
遣
他
們
兩
個
兩
個

的
，
往
自
己
所
要
到
的
村
落
或

城
鎮
去
。
「
去
吧
!
我
差
遣
你

們
出
去
，
如
同
放
羔
羊
進
入

群
中
。
」
(
《
聖
經
閉
路
加
福
音
》

E
U
H
E
U
o
參
照
《
聖
經
國
時
加
一
闡

音
》
E
L
E
E

《
聖
經
個
馬
可
一
喝

直
回
》A山
川
、1)

《
新
約
聖
經
》
中
，
大
部
分

內
容
，

9

原
始
佛
教
的
僧
侶
是
在

，
從
信
徒
處
獲
得

生
活
賣
糧
?
而
信
徒
則
由
僧
侶
處
擴

得
精
神
的
指
引
。
所
以
，
佛
陀
對
口
問

行
不
端
的
僧
伽
弟
子
會
加
以
斥
責
?

比
丘
們
啊
!
連
那
些
為
俗
世

生
活
而
精
勤
於
手
工
藝
的

人
，
都
尊
敬
、
尊
重
、
恭
敬

其
師
長
，
何
況
你
們
捨
棄
世

俗
，
而
奉
獻
一
切
於
教

與

戒
律
，
所
以
應
該
比
他
們
更

聽
露
你
們
的
光

可

得
證
聖
果
的
戒
律
句
，
尊
敬
、

尊
重
、
恭

你
們
的
師
父
，

及
長
老
乃
至
同
等
的
人
。
比

丘
們
啊
!

們
的
舉
止
(
照

現
在
的
話
)
?
是
無
法
幫
助
未

改
信
仰
者

變
信
仰
，

光
大
僧
圓
的
，
無

們
的
反
彈
?
反
而
更
加
疏

遠
吧
!
(
《
間
比
奈
前
國
大
口
問
》
;

《
漢
譚
甫
傳
》
用
于
賈

N
M
H
)

間
基
督
也
告
訴
弟
子
說
。
。

要
愛
你
們
的
仇
敵
，
並
且

迫
害
你
們
的
人
禱
告
。
若
愛

愛
你
們
的
人
，
有
甚
麼

呢
?
就
是
稅
吏
悶
不

是
這
樣
做
麼
?
若
單
向
朋
友

問
安
，
有
甚
麼
過
人
的
長
處

呢
?
就
連
外
邦
人
間
不
也
是

這
樣
行
麼
?
所
以
，
你
們
要

法起



完
美

3

像
你
們
的
天
父
一
樣

完
美

o

〈
《
聖
經
a

馬
太
福
音
》

出
主
-
品
)

9

佛
陀
不
只
自
己
理
解
:

可
以
說
是
面
向
知
見
，
同
時

將
所
知
的
使
別
人
知
道
。

世
尊
就
形
式
和
內

兩
方

面
，
來
闡
述
「

」
的
真

理

純
粹
性
和
完
整
性

上
，
令
世
人
知
道

到
什
合
同

層
次
的
事
情
。
(
《
長
部

明
經
》
;
《
漢
譚
甫
傳
》
冊
?

頁
ω
2
)

的

禮

最
尊
貴
的
臨
口
間
，
所
以
，

----, 

'-' 

、
睛
一
一
視
。

、
神
在
肉

，
由
主

可
咐
，

?
但
不
表
示
就
應

不
可

滿
真
理
的
殊
勝
之

一「

」
交
給
輕
視
教

非

難

理
、
譏
諷
、
專

找
缺

的
魯
莽
者
手
上
，

不
可
以
交
給
無
所
不
用
其
極

地
殘
害
「

」
的
邪
惡
人
們

土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三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V
O
七
七

原
始
的
基
督
教

9

也
曾
以
簡
潔

不

要

神
聖
的
東
西
丟

狗
9

也
不
要

在

前

們
會
用
腳
踐
踏

珍
珠
?
會

過

撕

aJ 
和
“
。

(
《
聖
經
國
馬
太
福
音
》

、

7
月
山
)

並
且
，
佛
教
的
教
法
貝
克
普
遍
性

的

。
像
如
此
包

容
、
無
分
別
的
態
度
，
可
譬
喻
為

正
如
大
海
只
一
鹽

9

此
教

法
與
戒
律
、
亦
僅
一
味
，
即
解

脫
之
味
。

9
付
小

PEAl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三
期
〕
民
國
九
T
二
年
三
月

V
O
七
八

而
基
督
也
說
-
e

從
東
、
從
西
、
從
北
、
從

南
，
各
地
都
有
人
來
參
加
神

國
裡
的
宴
席
。
(
《
聖
經

a
臨

加
一
輔
音
》
旦
旦
。
《
聖
經
國
馬
太

福
音
》
∞
U
H
H
I
H
N
)

聲

玉是

~、

皆

向

展

bJ 

從
上
述
弘
傳
主
國
所
形
成
的
佛

、
基
督
教
歷
史
，
可
看
出
有
幾
個

明
顯
相
似
點
-
e

一
、
兩
者
的
發
展
歷
史
都
展
現

了
擴
展
與
接
受
，
前
者
往
東
方
，
後

者
則
往
西
方
。
且
就
如
抽
著
《
東
方

民
族
的
思
維
方
法
》

，
兩
者
都

被
不
同
的
文
化
所
接
受
，
並
血
(
不
同

的
文
化
融
合
而
改
變
了
樣
貌
。

我
們
可
看
到
中
國
人
與
日
本

人
，
嘗
試
將
各
自
的
文
化
型
態
，
{
女

置
在
佛
教
的
信
仰
興
修
持
上
，
，
也
可

觀
察
到
，
在
小
亞
細
亞
與
歐
洲
人
之

1ß 

間
，
對
基
督
教
方
血
有
著
幾
乎
相
間

的
情
況
。
譬
如
根
據
司
祭
長
英
奇

(
O
m
B
E
啥
，
串
串
串

2
)

間
所
說
，

基
督
教
中
有
些
差
異
，
似
乎
是
略
目

拉
丁
人
與
條
頓
人
(
相
傳
為
日
耳
目
曳

人
的
一
斐
，
公
一
兀
前
四
世
紀
居
住
在
現

今
梅
園
易
北
河
口
附
近
北
海
措
岸
)
性

格
差
異
的
緯
故
。
另
外
，
我
們
又
可

額
比
於
東
方
文
化
的
儒
家
與
道
家
對

大
乘
佛
教
的
影
響
;
同
樣
地
，

思
想
在
基
督
教
的
傳
統
上
，
也
頗
具

二
、
關
者
都
經
歷
在
危
亂
的
政

治
、
社
會
狀
況
下
發
展
的
時
期
，
且

，
中
央
政
權
都
崩
潰
了
。

就
西
方
而
言
，
由
於
匈
奴
人
與
証
連

爾
人
(
〈
串
門
出
自
由
)
的
侵
略
，
使
得
羅

馬
帝
國
崩
潰
(
克
思
，
之
後
基
督
教

會
在
歐
洲
開
始
鞏
固
其
基
礎
。

大
約
同
時
，



國
關
始
急
連
擴
展
，
其
中
一
個
因

素
，
即
是
漢
帝
國
的
式
傲
。

但
到
了
後
漢
時
代
，
皇
帝
卻
常
淪
為

派
系
回
事
的
傀
儡

9

成
為
貪
求
無
厭

的
權
力
鬥
爭
中
可
悲
的
工
具
而
已
。

擁
有
廣
大
土
地
的
貴
族
，
在
經
濟
上

自
給
自
足
，

而
這
些
體
從
為
了
主
人
，
即
使
武
裝

戰
鬥
亦
在
所
不
惜
。

消
失
不
再
峙
，
中
國
人
民
的
溫
亂
與

/\ 

人
悲
嘆
的
例
子
中

9

充
分
表
現
出
來
。

還
擅
自
軍

到
中
國
首
都
，

健
之
前
、
天
子
敗
走
之
後
，
寫
給
在

,-\ 

朋
友
信

中
的
一
節
，
其
中
述
及

於
是
末
代
皇
帝
!
|
大
家
都

這
麼
稱
呼
?
因
為
饑
荒
而
從

陽
逃
出
，
宮
殿
與
城
市
陷

入
火
海
:

陽
已
不
存

在
，
披
城
(
洛
陽
史
北
的
大
城
)

亦
已
消
失
。
(
萊
特
《
中
國
歷

史
中
的
佛
教
》

(
E
E
E
咱
軍
事
告

l

商

E
J
刊
也)
a因
h
n丸
丸
』f
z
喜
旦
門
川
全
、
N
E
R
N

同
ζ
l

古
奇
)
)

見

這
是
因
元
三
二
年
的
事
，
那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三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V
O
七
九

似
西
一
兀
四
-
0
年
的
西
方
，
哥
德
族

(
色
。
再
向
阿
)

。
就
如
蘇
克
圖

商
人
的
慨
嘆
，
聖
耶
梅
尼

(
白
自
叩
門
。
是
宮
里
即
切
問-
h叩
門
口
B
m
w
豈

M
I

品
。
)
也
有
相
間
的
悲
情
，
他
說
:

想
起
我
們
這
時
代
所
發
生
的

慘
劇
，
我
渾
身
一
震
。

二
十
年
以
上

9

從
君
士
坦
丁

堡
至
朱
利
安
阿

吽
叫
、
呼
叫

品
F
e
y
-
-
品
t
d
y

基
地
亞
、
土
爾
其
、
馬
其

頓
、
連
基
亞
:

日

J元

著
羅
馬
人
的
血
，
這
些
所
有

的
都
市
都
被
哥
德
族
、
撒
馬

其
亞
族
e
.
e
.
;

匈
奴
族
、
汪
達

[9] 



香
光
莊
嚴
【
第
七
十
三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三
丹

V
O
八
O

爾
族
等
劫
掠
、
搶
奪
。
(
羅
棄

《
西
方
哲
學
史
》
(
因
﹒E
E
O

口
(
H
S
M
E

S
J
可0
)
.』
h
E
H
。
這
。
\
司Y
E
E
E
h
u
E
E
B

昌
、
』
川
、
)
)

以
上
是
羅
馬
被
掠
奪
前
的
狀

況
，
下
面
則
是
其
後
的
慘
狀

世
界
確
實
走
向
毀
滅
了
，
然

而
可
恥
的
是
，
我
們
的
罪
仍

然
殘
存
繁
衍
，
迄
今
尚
未
拭

除
，
羅
馬
帝
國
盛
名
的
首

都
，
已
經
被
猛
烈
的
火
燄
所

吞
噬
了
。
(
同
上
)

這
兩
個
宗
教
，
便
是
如
此
同
樣

地
歷
經
混
亂
與
危
難
的
時
代
。

〔
兩
者
皆
具
廣
泛
訴
求
，
並
受
到

認
同
〕而

從
如
此
類
似
的
發
展
歷
史
與

對
人
類
心
聾
的
洞
察
，
我
們
可
推

論
，
兩
者
能
受
到
廣
泛
地
接
納
，
其

中
之
一
'
是
因
他
們
都
訴
求
於
人
類

的
根
本
問
題
。

然
而
，
兩
者
對
這
根
本
問
題
的

解
決
辦
法
，
仍
有
所
異
同
。
無
論
如

何
，
能
擁
有
相
當
影
響
力
的
教
義
與

實
修
方
法
，
應
可
認
定
與
所
謂
「
普

遍
性
問
題
」
有
很
深
的
關
連
，
那
是

超
越
國
籍
、
人
種
、
文
化
，
經
常
被

提
出
來
，
而
且
又
渴
望
能
解
決
的
問

題
;
也
是
關
於
人
穎
所
處
的
情
況
、

環
境
與
命
運
等
共
同
人
生
經
驗
所
產

生
的
問
題
。

應
該
注
意
的
是
，
佛
教
所
提
示

的
實
修
方
法
，
是
從
包
含
四
個
神
聖

真
理
(
四
聖
諦
)
的
現
狀
分
析
開

始
;
而
基
督
教
的
教
法
，
大
致
與
佛

教
同
出
一
轍
，
也
從
認
識
人
頸
罪
性

深
重
的
現
狀
開
始
。
佛
陀
與
基
督
都

常
被
比
擬
為
醫
師
，
基
督
說

•• 

「
強

健
的
人
用
不
著
醫
生
」
，
在
該
章
節

中
，
基
督
在
曉
諭
罪
人
悔
改
的
文
旬

裡
，
就
如
此
暗
示
:
他
正
呼
喚
著
需

要
醫
生
的
人
們
。
男
外
，
基
督
教
與

佛
教
在
其
他
教
法
中
，
闡
述
人
頭
意

識
的
其
他
層
面
，
也
都
引
起
人
們
的



來
看
，
並
未
切
入於

基
督
教
徒
而
言
，

9

各
自

AV l i 

這
兩
者
皆
有
其
廣
泛
的
訴

(
譯
按
:
本
書
為
作
者
一
九

。
也

六
三
年
於
美
圖
哈
佛
大
學
擔
任
客
座
教

按
時
的
演
講
文
稿
，
後
結
集
出
版
)
，

所

香
光
莊
且
敲
門
第
七
十
三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嗽
。
八

'-' 

的
基
督
徒
，

同
時
，

「
普
遍
性
宗
教
」

至
於
選
擇
基
督
教
的
原
因
，
在



香
光
莊
嚴
【
第
七
十
三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V
O
八
二

於
它
是
另
一
種
普
遍
性
宗
教
，
具
有

與
佛
教
類
似
的
主
張
與
受
到
廣
泛
接

納
的
歷
史
。

所
以
，
下
文
的
比
較
中
，
雖
然

想
儲
量
避
免
任
何
價
值
判
斷
，
諸
如

相
較
於
基
督
教
，
個
人
較
偏
好
於
佛

教
，
或
是
與
之
相
反
的
結
論
等
。
但

實
際
上
，
因
自
己
受
傳
統
佛
教
所
培

育
，
基
於
最
初
的
關
懷
，
無
可
避
免

地
會
從
既
有
的
觀
點
來
看
基
督
教
。

(
下
期
待
續
)

編
者
按
.. 

本
文
譯
自
中
村
元
所
著
《
從

比
較
觀
點
看
佛
教
》

(
2

斗
)
一
書
，
文

內
部
分
標
題
為
編
者
所
加
，
中
譯
本
將

由
香
光
書
攤
出
版
社
出
版
。

【
譯
註

叫
「
社
會
契
約
說
」
固
定
針
對
「
君
權
神

慢
說
」
所
提
出
來
的
理
論
，
指
社
會
或

國
家
組
成
的
一
種
原
始
協
議
或
契
約
，

應
該
從
理
性
和
經
驗
引
申
出
國
家
的
自

然
規
律
，
非
來
自
於
神
學
。

問
按
慣
例
，
凡
春
耶
穌
基
督
為
救
世
主

的
各
教
派
統
稱
為
「
基
督
教
」

(
(
U
F
Z
Z
E
E
H
可
)
，
包
括
天
主
教

(
C
H
Z
E
C
E自
，
亦
稱
「
公
教
」
、
「
羅
馬
公

教
」
、
「
舊
教
」
)
、
東
正
教

(
E
m
H
O門
口

。
丘
吉
已
。
去
，
亦
稱
「
正
教
」
)
、
新
教

(
M
M
E
E
E
E
Z目
，
亦
稱
「
耶
穌
教
」
、
「
更
正

教
」
)
與
其
他
一
些
較
小
教
派
。
在
中

圖
，
常
以
基
督
教
單
指
新
教
，
但
本
書

所
指
的
是
統
稱
。

問
「
法
利
賽
派
」
固
定
猶
太
教
的
一
酒
，

他
們
嚴
格
遵
守
《
摩
西
五
經
》
(
即
《
舊

約
聖
經
》
的
前
五
卷
)
和
為
解
釋
「
律
法
」

所
附
加
的
傳
統
。
《
新
約
聖
經
》
中
提

到
的
「
經
學
教
師
」
大
部
分
都
屬
於
遣

一
派
。
《
聖
經
》
中
稱
他
們
是
言
行
不

一
的
偏
善
者
。

問
「
律
法
學
者
」
、
「
律
法
教
師
」
或
譯

為
「
經
學
教
師
于
大
部
分
是
法
利
賽

人
，
他
們
的
職
務
固
定
教
導
與
解
釋
猶
太

人
稱
為
「
律
法
」
的
《
舊
約
聖
經

γ
特

別
是
《
摩
西
五
經
》
。

間
先
知
是
以
色
列
宗
教
家
之
一
，
他
們

向
人
民
傳
達
上
帝
的
信
息
，
而
其
最
重

要
的
職
責
是
以
上
靜
的
旨
意
教
導
當
代

的
人
，
使
他
們
歸
向
上
帝
。



問
耶
穌
的
時
代
，
猶
太
人
被
羅
馬
帝
國

統
治
，
有
些
任
稅
草
，
專
替
羅
馬
班
府

向
人
民
做
收
稅
獸
，
普
遍
覺
到
猶
太
人

的
憎
恨
。
在
《
聖
經
》
中
，
「
輯
吏
」

"
為
壞
人
或
罪
人
的
代
名
詞
。

們
外
邦
人
指
非
猶
太
人
或
異
教
徒
。

問
英
奇
(
口
。
自
問
世
間
p
z
g
s
s
u
ι
)
，
英
國

門
教
訊
果
蹄
〕

「
拂
輯
與
身
、
船

神
學
家
9

是
基
督
教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九

一
年
被
指
派
"
為
聖
保
羅
大
教

家
曾
是
早
期
拉

T
教
立
中
最
博
學
的

人
，
精
通
古
典
文
學
習
聖
經
語
文
與
基

督
教
傳
統
。

間
「
宗
教
章
識
」
固
定
宗
教
產
生
與
存
在

的
普
遍
意
識
基
體
會
指
以
宗
教
經
驗
為

基
礎
而
對
輯
對
者
的
意
鵲
'
是
宗
教
哲

學
的
重
要
概
念
之
一

黨
竹
林
精
舍
於
三
月
十
三
日
起
舉
辦
「
佛
法
與
身
心
對
話
」
系
列
課
程
?
"
為
期
六
週
之
母
遇
上
課
二
小
時

B

由
甫
健
美
國
道
學

豐
司
祭
長
，
著
作
多
本
神
學
方
圓
的
經

典
之
作
，
其
中
臥
演
講
集
《
普
羅
提
諾

斯
的
哲
學
》
最
為
重
要
。

開
聖
耶
洛
尼
姆
斯
(
的
片
F
R
O
D
M自
自
即
胡
同

育
。

B
F
U
S
b
c
)
，
古
代
基
督
教
聖
經
學

L一詞

課
程
國
滿

歸
國
的
見
參
法
師
主
講
《
瑜
伽
師
地
論
》
?
參
加
課
程
的
學
自
具
有
二
百
人
。
法
師
闖
一
本
佛
法
中
一
切
功
樁
，
都
由
間
法
而
來
，
從

聽
聞
正
法
中
，
內
正
思
惟
、
建
立
知
見
，
修
行
才
能
如
法
、
不
斷
增
上
。
其
幽
默
的
談
吐
，
生
動
的
潰
講

9

輔
故
意
識
會
談
的
方

式
帶
動
，
場
面
相
當
熱
烈
、
踴
躍
，
參
與
學
員
皆
法
喜
充
滿
。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三
期
〕
民
闊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w
v
O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