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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佛
經
中
，
「
遊
行
」
的
本
意
就
是
「
出
行
」
、
「
遊
逛
」
.
，

而
「
造
作
」
一
詞
即
是
「
製
造
」
、
「
作
」
、
「
為
」
之
義
，

兩
者
皆
與
今
日
用
法
相
距
甚
遠
，
若
以
今
律
古
，
勢
必
造
成
理
解
上
的
偏
差
。

上
下
還
流
，
往
古
來
今
，
我
們
就
是
生
活
在
這
樣
不
停
變
遷
的
時
空
中
。
而
我
們
賴

以
傳
達
心
意
、
實
現
交
際
的
語
言
，
同
樣
也
睡
著
世
界
的
運
轉
而
改
變
發
展
。
當
我
們
以

今
天
的
語
言
去
體
驗
紀
錄
古
代
語
言
的
各
種
文
獻
時
，
自
然
常
常
會
過
到
理
解
的
困
難
。

這
時
就
需
要
依
靠
語
言
學
的
研
究
，
駕
起
溝
通
古
今
的
橋
樑
。
本
文
即
是
嘗
試
用
語
言
學

的
考
證
方
法
，
探
討
干
年
前
成
書
的
佛
經
中
的
兩
個
與
今
天
「
同
形
異
義
」
詞
語
的
意

義

讓
我
們

起
來
體

會

其
中
古

A、
7 
-ñ: 
;x. 
會

的

神
奇

吧

遊
行「

遊
行
」
一
詞
在
現
代
漢
語
中
是
個
不
及
物
動
詞
，
常
常
與
示
威
、
抗
議
、
慶
典
等

詞
語
連
用
，
表
示
「
群
眾
為
表
達
心
意
或
達
成
特
定
目
的
，
成
群
結
隊
在
街
上
行
走
示
意



戶進一
的
行
為
」
的
。
此
詞
也
常
出
現
在
佛
經
中
。
如

]
「
]
{
一
時
尊
者
童
子
迦
葉
在
僑
薩
羅
圓
，
遊
行
次
第
至
於
尸
利
沙
大
城
之
北
尸
利
沙

林
鹿
野
園
中
止
住
。
(
《
大
正
句
王
經
》
卷
上
)

...... 
N 

尊
者
舍
梨
子
問
曰
:
「
賢
者
從
何
處
來
?
何
處
遊
行
?
」
比
丘
答
曰
:
「
尊
者

舍
梨
子
!
我
從
王
舍
城
來
，
遊
行
王
舍
域
。
」
(
東
晉
﹒
聞
賓
三
聶
璧
曇
僧
伽
提
婆

《
中
呵
合
經
》
卷
六
)

]
{
﹒
凶我
時
年
少
童
子
，
清
淨
青
髮
'
盛
年
二
十
九
。
爾
時
極
多
樂
戲
，
莊
飾
遊
行
。

(
間
上
，
卷
五
六
)

]
戶-
A
H
彼
時
有
水
牛
王
，
頓
止
其
中
，
遊
行
食
草
，
而
飲
泉
水
。
(
西
晉
﹒
=
一
聽
竺
法
護

《
生
經
》
卷
四
《
佛
說
水
牛
經
》
第
三
十
)

]{-u 

佛
時
遊
行
，
到
居
荷
羅
國
，
使
於
中
路
一
樹
下
堂
。
(
一
兀
魏
"
西
城
三
聽
吉
迦
夜
共

曇
曜
《
雜
寶
藏
經
》
卷
一
)

]
{
﹒
。鳩
槃
荼
鬼
，
蹲
蹄
土
墟
，
或
時
離
地

9

一
尺
二
尺
，
往
返
遊
行
，
縱
逸
嬉
戲
。

(
後
秦
﹒
龜
茲
國
攜
摩
羅
什
《
妙
法
蓮
華
經
》
卷
一
一
〈
響

-
E喻
晶
〉
第
一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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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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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光
莊
嚴
【
第
七
十
五
期
】
民
團
九
十
二
年
九
月V
一
四
。

...... 
、」

昔
有
回
夫
遊
行
城
皂
，
見
國
王
女
顏
貌
端
正
，
世
所
希
有
，
晝
夜
想
念
，
情
不

能
已
，
思
與
交
通
，
無
由
可
遂
，
顏
色
瘀
黃
，
即
成
重
病
。
(
蕭
齊
圖
天
竺
三
藏

求
那
崑
地
《
百
喻
經
》
卷
凹
)

]
{
﹒
∞
 或
有
一
比
丘
，
在
他
聚
落
遊
行
，
著
衣
持
棒
，
周
行
乞
食
，
一
稍
度
眾
生
。
(
東

晉
﹒
天
竺
三
藏
竺
屬

-
2
無
蘭
《
大
魚
事
經
》
卷
二

]
{
﹒
。爾
時
世
尊
，
秋
果
熟
時
，
將
諸
比
丘
，
遊
行
聚
落
。

(
吳
﹒
月
支
優
婆
塞
支
謙
《
撰

集
百
緣
經
》
卷
四
〈
出
生
喜
薩
晶
〉
第
四
)

]
于
]
戶
。爾
時
須
達
長
者
，
末
下
小
女
，
字
曰
蘇
曼
，
面
首
端
正
，
容
貌
最
妙
，
其
父
憐

愛
，
特
於
諸
子
，
若
遊
行
時
，
每
將
共
去
。

(
元
魏
﹒
涼
州
沙
門
慧
覺
等
《
賢
愚

經
》
卷
十
三
)

]{-HH 

譬
如
有
人
遊
行
曠
野
經
過
險
道
，
百
輸
繕
那
或
二
或
三
，
乃
至
五
百
。

庸

玄
裝
《
大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經
》
卷
五
五
九
)

H-HUN 

所
謂
以
不
可
說
世
界
入
一
微
塵
神
力
自
在
，
於
一
微
塵
中
顯
現
一
切
法
界
等
一

切
佛
剎
神
力
自
在
，
於
-
毛
孔
皆
悉
容
受
一
切
大
海
，
能
持
遊
行
一
切
世
界
。



戶是一
(
東
晉
﹒
天
竺
三
藏
佛
獻
服
陀
羅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
卷
三
九
〈
離
世
閉
口
問
〉
第
三
十

三
之
四
)

]
「
]
{
凶如
轉
輪
聖
王
，
凡
所
遊
行
，
七
寶
常
隨
。
(
宋
﹒
天
竺
三
聽
求
那
跋
陀
羅
《
大
法
鼓

經
》
卷
下
)

]{-HAH 

王
欲
遊
行
步
受
戲
樂
，
雖
復
遠
行
百
千
由
旬
，
不
覺
疲
極
。
(
一
兀
瓏
，
天
卅
一
三
藏

菩
提
留
支
《
大
薩
遮
尼
乾
乎
所
說
經
》
卷
一
一
一
〈
王
論
晶
〉
第
五
之
一
)

]{-HU 

頭
上
火
然
，
遊
行
嬉
怡
。
(
西
晉
一
﹒
月
民
國
三
藏
竺
法
護
《
正
法
華
經
》
卷
一
一
〈
應
時

晶
〉
第
三
)

]{-Ha 

菩
薩
能
修
普
賢
行
，
遊
行
法
界
微
塵
道
。
(
于
闇
國
三
藏
實
叉
難
陀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
卷
七
〈
普
賢
三
昧
晶
〉
第
一
二
)

限
於
篇
幅
，
以
上
只
能
列
舉
佛
經
用
例
中
的
一
小
部
分
。
而
從
其
中
以
及
大
量
其
他

佛
經
用
例
來
看
，
可
以
發
現
，
佛
經
中
的
「
遊
行
」
與
今
日
的
實
際
用
法
有
很
大
區
別
。

(
古
今
「
遊
行
」
之
真
〕

香
光
莊
嚴
【
第
七
十
五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九
月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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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五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字
一
四
二

。
詞
義
差
異

首
先
是
詞
義
方
面
的
差
異
。
現
代
漢
語
中
的
「

于
是
一
睡
大
規
模
的
集
體
活

動
，
而
且
往
往
為
了
特
定
目
標
，
因
此
帶
有
嚴
肅
、
正
式
的
意
味
。

可
是
，
佛
經
中
「
避
行
」
這
一
動
作
的
發
起
者
常
常
是
單
一

，
從
上
文
所
舉
用

惆
來
看
，
上
至
佛
陀
、

9

下
至
輩
子
、
田
夫
?
甚
至
水
牛
王
，
都
並
排
廣
大

民
眾
的
集
體
行
為
。

同
時
，
他
們
的
「

」
也
並
不
具
有
嚴
肅
正
式
的
目
的
性
，
故
而
可
以
與
樂
戲

(
例
已
)
、
食
草
(
例
戶
，
♀
)
、
嬉
戲
(
例5
)

、
乞
食
(
例
「
∞
)
等
詞
並
用
。

。
語
法
作
闊
的
蓋
星
(

其
次
，
佛
經
中
的
「
遊
行
」
與
今
日
「
躍
行
」
一
詞
的
語
措
作
用
也
不
呵
。
今
日
使

一，

」
一
詞
時

9

接
固
不
會
接
賓
語
，
絕
不
會
有
人
說
出
「

」
、
「
遊
行

廣
場
」
之
頓
的
詞
句
。

可
是
佛
經
中
的
「
避
行
」
用
作
及
物
動
詞
，
其
接
接
處
所
賓
語
的
頻
率
卻
非
常
高
，

如
「
避
行
王
舍
械
工
例
已
)
、
「
遊
行
城
呂
立
例
?
斗
)
、
「
遭
行
一
切
世
界
」
(
例

Z
S

等
。
由
於
以
上
兩
體
重
大
差
異
，

「
道
行
」
的
詞
義
去
理
解
佛
經
，
就
根
本



戶是一
無
法
理
清
文
義
。

。
輕
鬆
隨
意
的
「
遊
行
」

那
麼
，
究
竟
何
謂
「
遊
行
」
呢
?
其
實
，
要
正
確
理
解
佛
經
中
「
遊
行
」
一
詞
的
詞

義
也
並
非
難
事
，
關
鍵
在
於
擺
脫
現
代
語
感
的
束
縛
，
從
佛
經
原
文
出
發
，
通
過
大
批
經

文
的
對
比
參
照
，
來
推
查
它
的
「
廬
山
真
面
目
」
。

透
過
以
上
對
佛
經
與
現
代
漢
語
中
「
遊
行
」
的
比
較
可
以
看
出
，
佛
經
時
代
的
「
遊

行
」
最
大
特
點
在
於
它
的
「
輕
鬆
隨
意
性
」

•• 

無
須
組
織
大
的
規
模
，
無
須
專
一
的
目

標
，
還
可
以
選
擇
任
意
的
處
所
地
點
，
或
乞
食
、
傳
教
，
或
嬉
戲

•••••• 

如
此
的
行
為
不
是

很
接
近
今
日
的
「
漫
遊
」
、
「
遊
逛
」
之
類
嗎
?

「
遊
行
」
，
其
實
就
是
「
避
」
與
「
行
」
'
是
由
兩
個
意
義
相
近
的
單
音
節
詞
複
合
而

成
。
《
禮
記
﹒
曲
禮
上
》

•• 

「
遊
毋
悟
，
立
毋
跛
，
坐
毋
冀
，
寢
毋
伏
。
」
孔
穎
達

疏
:
「
遊
'
行
也
。
悟
，
慢
也
。
身
當
恭
謹
，
不
得
借
慢
也
。
」
《
古
今
韻
會
舉
要
﹒

青
韻
》
.. 

「
遊
'
行
也
。
」
由
單
而
複
是
漢
語
詞
彙
發
展
過
程
中
的
重
大
轉
變
，
新
形

成
的
複
合
詞
的
詞
義
，
往
往
與
原
有
的
單
音
詞
意
義
相
關
。

因
此
，
「
遊
行
」
的
本
意
，
就
是
「
出
行
」
、
「
遊
逛
」
'
可
以
為
了
正
式
的
目
的
如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五
期
】
民
圓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V
一
四
三



香
光
莊
嚴
鬥
第
七
十
五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w
v一
四
四

宜
揖
教
義
，
也
可
以
是
慢
無
目
的
的
遊
玩
。
漢
譯
佛
經
成
書
的
時
代
正
是
漢
語
觀
音
化
的

歷
史
階
段
，
「
遊
行
」
的
詞
義
體
現
了
它
當
時
的
真
實
用
法
，
而
今
日
習
以
為
常
的
「

」
的
詞
義
，
應
是
後
來
隨
著
社
會
生
活
的
發
展
而
新
近
產
生
的
。

翻
開
佛
經
之
外
的
中
土
文
獻
，
也
可
找
到
與
佛
經
用
法
相
同
的
大
批
材
料
，
如
:

}
于]
F
J
H三
年
秋
冬
間
?
便
好
出
道
行
，
大
妃
每
乘
青
蔑
卒
，
隨
相
檢
攝
。
(
《
宋
書
國
本

紀
》
卷
九
〈
本
紀
第
九
後
廢
帝
〉
)

H
a
H∞
 

因
此
出
家
，
名
慧
達
。
遊
行
禮
塔

9

次
至
丹
陽
。
(
《
梁
童
田
國
列
傳
》
卷
五
十
四

〈
列
傳
〉
第
四
十
八
〈
詰
夷
海
南
諸
國
按
南
國
〉
)

]
﹒
]
戶
。
以
此
六
人
輔
相

9

吾
與
汝
昔
日
遊
行
四
、
境
，
伐
叛
柔
服
，
可
得
士
心
於
天
下
矣
。

(
《
魏
書
國
列
傳
》
卷
三
十
五
〈
列
傳
〉
第
二
十
三
〈
叫
儘
浩
〉
)

「
仙
。

未
極
人
心
暢
，
如
何
帝
道
明
。
仍
嫌
瞞
宴
促
，
復
寵
樂
遊
行
。
(
唐
副
主
翰
奪
和

聖
製
問
三
相
巴
下
群
官
〈
樂
道
圈
宴
〉
詩
)

]{-UNH 

老
來
處
處
遊
行
遍
，
不
似
蘇
州
柳
最
多
。
(
唐
間
自
居
易
〈
鸝
州
柳
〉
詩
)

]
戶-
U
N
凶

桂
已
老
，
尚
時
時
與
諸
子
遜
件
、
遜
、
一
窄
、
衣
禿
帽
，
遊
行
市
中
?
柚
鍾
斧
傷
人
。



(
《
明
史
a

太
祖
諸
于
二
》
)

?
ω
品

軍
務
漸
平
，
他

ι 
且益
，、.、

d 立之

?
道
回
家
鄉
種
了
幾
放
回

9

聊
以
度
日
，
問
暇
無

事
，
在
這
齊
豫
兩
省
隨
便
造
行
。
(
清
圓
《
老
殘
遊
記
》
第
七
國
)

這
些
材
料
，

'
岡
時
也
、
顯

示
，
佛
經
中
「

，
而
非
特
例
。
從
中
土
文
獻
來

L一

9

直
至
清
朝
，
「
灌
行
」
的
用
法
仍
與
佛
經
相
同

r-、

「
造
作
出

--, 

」
是
我
們
日
常
生
活
中
常
常
使
用
的
一
個
不
及
物
動
詞
，

「
故
意
做
出

的
不
自
然
舉
動
。

。
」
向
佛
經
中
也
有
大
量
「

」
出
現
，
根
據
它
們
的

使
用
嚷
境
可
以
分
成
以
下
兩
類
﹒
.

「
輩
作
」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五
期
〕
民
因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字
一
四
五



香
光
莊
嚴
【
第
七
十
五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V
一
四
六

UN--

既
為
彼
王
造
作
宮
城
，
皆
悉
竟
已
，
與
王
辭
別
，
忽
然
不
現
，
還
歸
天
上
。
(
東

晉
﹒
平
揖
沙
門
釋
法
顯
《
大
般
涅
槃
經
》
卷
中
)

N-M 

人
為
志
所
覆
，
口
無
所
不
說
。
造
作
癡
罪
逆
，
而
自
夭
其
命
。
(
東
晉
﹒
聞
賓
三

藏
霍
曇
僧
伽
提
婆
《
中
間
合
經
》
卷

=
-
t
T〈
大
晶
行
欲
經
〉
第
十
)

N
﹒
凶

梵
夭
七
十
二
，
造
作
諸
福
樂
，
自
在
而
常
住
，
生
老
死
已
過
。
(
宋
﹒
天
竺
三
聽

求
那
臨
陀
羅
《
蘊
阿
會
經
》
卷
四
四
)

N-hp 

唯
佛
福
田
中
，
造
作
諸
功
德
，
隨
己
至
後
世
，
善
報
不
朽
滅
。
(
籠
秦
﹒
三
聽
鳩

摩
羅
什
《
大
莊
嚴
論
經
》
卷
二
)

N 
υu 

雖
生
上
族
，
中
，
造
作
極
惡
行
。
眾
人
皆
呵
貴
，
是
則
名
下
賤
。
(
後
秦
﹒
一
一
一
藏
鳩

摩
羅
什
《
大
莊
嚴
論
經
》
卷
三
)

N 

o、

為
欲
莊
嚴
故
，
造
作
此
吉
書
。
(
後
秦
﹒
三
藏
鳩
摩
羅
什
《
大
莊
嚴
論
經
》
卷
+
)

M
-
J可

爾
時
有
一
陶
師
造
作
瓦
器
，
觸
物
不
卻
，
隨
其
形
狀
，
亦
無
疑
難
。
(
姚
秦
﹒
涼

州
沙
門
笠
佛
念
《
出
曜
經
》
卷
一
〈
無
常
口
問
〉
第
一
之
一
)



戶是一
N
﹒
∞
 
若
諸
有
情
，
流
轉
生
死
，
貪
瞋
癡
等
纏
燒
其
心
，
造
作
眾
多
不
饒
益
事
。
(
三
藏

法
師
玄
裝
《
大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經
》
卷
五
。
一
第
三
分
〈
現
翠
堵
波
晶
〉
第
五
之
二
)

N 

、。

如
木
匠
人
心
善
巧
，
一
木
造
作
種
種
相
。
(
明
教
大
師
臣
法
賢
《
佛
說
佛
母
寶
德
藏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
卷
下
〈
法
王
品
〉
第
二
十
三
)

M-HO 

汝
等
出
來
，
吾
為
汝
等
，
造
作
此
車
。
(
後
棄
﹒
三
聶
鳩
摩
羅
什
《
御
製
大
乘
妙
法

蓮
華
經
》
卷
二
)

N-HH 

如
人
睡
夢
中
，
造
作
種
種
事
。
雖
經
億
千
歲
，
一
夜
未
終
盡
。
(
于
闇
國
三
藏
實

叉
難
陀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
卷
五
九
〈
離
世
間
口
問
〉
第
三
+
八
之
七
)

心
-
M
N

如
是
愚
癡
無
聞
凡
夫
，
眼
見
不
愛
之
色
，
心
不
喜
樂
，
於
不
喜
樂
，
而
生
執

著
.
，
生
執
著
已
，
使
生
瞋
志
，
生
瞋
志
已
，
其
心
濁
亂
，
造
作
瞋
業
。
(
北

齊
﹒
三
聽
那
連
提
耶
舍
《
大
寶
積
經
》
卷
七
三
〈
菩
薩
見
賣
會
〉
第
+
六
之
十
三
六
〈
界

差
別
晶
〉
第
二
十
五
之
一
)

N-HU 

言
語
善
順
心
乖
達
，
造
作
種
種
欺
詠
緣
。
(
大
唐
三
藏
法
師
菩
提
流
志
《
大
寶
積

經
》
卷
九
六
〈
勤
擅
長
者
會
〉
第
二
+
八
)

香
光
莊
嚴
【
第
七
十
五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V
一
四
七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五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零
一
四
八

N
﹒
]
戶
主
彼
等
造
作
善
惡
業
，
佛
能
遍
知
無
典
等
。
(
《
父
于
合
集
經
》
卷
六
〈
鳩
盤
茶
王
捏

記
口
阻
〉
第
九
)

以
上
旬
個
中
的
「
進
作
」
後
面
都
接
著
賓
語
，
並
且
所
接
賓
語
的
種
類
十
分
複
雜
，

從
具
體
事
物
i
|

「

」
(
例
2
)

、
「
瓦
器
」
(
例
也
)
，
到
抽
象
事
物
|
|
「
瞋
業
」

(
例
ω
-
5
)、
「
欺
誼
韓
」
(
例
M
-
3
)
;
從
不
好
的
事
物
|
|
「

」
(
例
M
N
)、
「

惡
行
」
(
例
5
)

，
到
好
的
事
物
|
|
「
諸
幅
樂
」
(
例
已
)
、
「

」
(
例
立
)
;
還

可
以
是
中
性
的
事
物
|
|
「
宮
械
工
例
立
)
、
「
此
車
」
(
例

2
0
)
，
使
用
前
十
分
廣
泛
。

差
別
的
是
，
今
日
「
造
作
」

從
意
義
上
來
看
?
上
述
諸
例
中
的
賓
語
，

「
造
作
L
的
受
事
對
象
|
|

-一可

」
這
一
動
作
施
加
影
響
的
對
象
，
而
與
今
日
「
造
作
」
發
生
間
棚
中
涅
的
，
只
有
句
子

的
施
車
主
語

一可

L一

MEHM 

如
來
無
想
?
亦
無
所
念
。
無
所
成
就
，
亦
不
懷
來
，
。
無
所
造
作
，
亦
無
不
作
。

彼
無
作
者
，
無
所
從
來
，
乃
為
興

。
是
為
八
事
。
(
閉
一
叫
宙
間
月
氏
三
鸝
竺
法
護

《
佛
說
如
東
興
顯
經
》
卷
二



N
﹒
]
戶
。
爾
時
大
樹
緊
那
羅
玉
，
以
己
所
彈
琉
璃
之
琴
，
間
，
海
檀
金
花
葉
莊
嚴
，
善
淨
業

報
之
所
造
作
。
(
姚
泰
國
龜
菇
三
聽
鳩
摩
囉
什
《
大
樹
緊
那
羅
玉
所
間
經
》
卷
一
)

在
佛
經
中
，
用
作
不
及
物
體
制
的
「
造
作
」
出
現
的
頻
率
，
遙
遠
不
及
用
作
及
物
動

詞
的
「
造
作
」
。
而
這
些
不
及
物
的
「
造
作
」
雖
與
今
日
的
語
法
功
能
相
似
，
但
詞
義
內

滷
並
不
相
同
。

'
來
理
解
上
述
兩
個
例
句
中
的
「
造
作
」
'
那

麼
整
個
文
句
根
本
無
從
理
順
。
例
如
丘
。
中
的
「
善
擇
業
報
之
間
造
作
于
此
中
「
這

作
」
若
解
釋
為
「
做
作
」
'
就
會
令
人
無
法
理
解
，
因
為
其
很
明
顯
是
表
示
讚
頌
之
義
。

以
上
列
舉
了
佛
經
中
「
造
作
」
一
詞
使
用
的
兩
種
情
況
。
佛
經
中
的
用
例
還
有
很

多
，
此
處
不
一
一
列
舉
。
從
這
此
)
天
量
的
佛
經
用
例
可
以
清
楚
看
到
，
「
這
作
」
一
祠
的

今
日
的
「
造
作
」
通
常
指
做
作
、
不
自
然
，
帶
有
明
顯
的
貶
意
，
而
且
之
後
不
能
接

賓
語
。
我
們
可
以
說
「
某
人
這
作
于
卻
不
會
說
「
進
作
某
人
」
。
但
佛
經
裡
的
「

L一

可
以
用
作
及
物
動
詞
，
其
對
象
可
以
是
不
好
的
事
物
，
或
好
的
、
中
性
的
事
物
，
用
途
也

顯
得
廣
泛
得
多
。
而
少
數
用
為
不
及
物
動
詞
的
「
告
作
」
，
以
今
日
「
品
作
」
的
意
義
來

?
文
意
根
本
不
過
。
也
就
是
說
，
佛
經
中
的
「

」
一
詞
，
語
義
與
語
法
屬
性
均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五
期
〕
民
間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V
一
四
九



香
光
莊
嚴
【
第
七
十
五
期
】
民
團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V
一
五
。

與
現
代
漢
語
有
別
。

要
真
正
理
解
佛
經
中
「
造
作
」
的
意
義
，
還
是
應
從
經
文
出
發
，
採
用
以
經
證
經
的

方
法
。
從
大
批
佛
經
原
文
來
看
，
「
造
作
」
常
用
作
及
物
動
詞
，
並
且
動
作
對
象
極
為
廣

泛
。
也
就
是
說
，
它
是
個
可
以
表
示
多
種
具
體
動
作
的
較
為
抽
象
的
動
詞
，
在
它
的
其
體

使
用
環
境
中
，
可
以
用
許
多
「
動
作
」
的
下
屬
概
念
來
具
體
闡
釋
。

如
「
造
作
宮
城
」
(
例
立
)
中
的
「
造
作
」
'
可
以
解
釋
成
「
建
築
」
;
「
造
作
此

吉
書
」
(
例
N
-
S
可
以
解
釋
成
「
寫
作
」
;
「
造
作
瓦
器
」
(
例

M
U
)
可
以
解
釋
成
「
磨

製
」
。
而
對
於
一
些
抽
象
對
象
，
如
一
瞄
禍
、
善
惡
，
則
無
相
應
具
體
動
詞
可
以
替
換
。

佛
經
中
「
造
作
」
的
這
些
特
性
，
不
是
很
近
似
於
今
日
「
作
惡
」
、
「
行
善
」
中
的

「
作
」
、
「
行
」
這
類
動
詞
嗎
?
而
在
「
造
作
」
用
為
不
及
物
的
例

N
-
G

中
，
對
比
上
文

「
如
來
無
想
，
亦
無
所
念
。
無
所
成
就
，
亦
不
懷
來
」
'
可
知
「
想
」
、
「
念
」
、
「
成

就
」
、
「
懷
來
」
、
「
造
作
」
、
「
不
作
」
這
些
詢
處
於
相
同
的
地
位
，
「
造
作
」
與
直
接

對
應
的
「
不
作
」
意
義
應
有
相
通
之
處
。

從
構
詞
來
看
，
「
造
作
」
與
前
述
的
「
遊
行
」
一
樣
，
也
是
由
兩
個
同
義
單
音
詞
複

合
而
成
。
《
爾
雅
﹒
釋
言
》
.. 

「
造
，
為
也
o

」
《
詩
﹒
鄭
風
﹒
腦
衣
》
.. 

「
絡
衣
之
好

兮
，
敝
予
又
改
造
兮
。
」
鄭
玄
護

.. 

「
造
，
為
也
。
」
《
禮
記
﹒
玉
藻
》
.. 

「
大
夫
不



戶是一
得
造
車
馬
。
」
鄭
玄
注

•• 

「
造
，
謂
作
新
也
。
」
《
爾
雅
﹒
釋
一
百
口
》.. 

「
作
、
造
，
為

也
。
」
《
廣
韻
﹒
暮
韻
》
.. 

「
作
，
造
也
。
」
「
造
」
與
「
作
」
的
複
合
是
漢
語
詞
彙
複

音
化
(
特
別
是
雙
音
化
)
的
產
物
，
從
佛
經
用
例
來
看
，
複
合
後
的
「
造
作
」
仍
表
示
與

各
自
單
用
時
相
同
的
意
義
，
即
「
作
」
、
「
為
」
、
「
製
作
」
、
「
製
造
」
。

〔
其
他
文
獻
中
的
「
造
作
」
〕

佛
經
之
外
，
我
們
也
可
以
找
到
大
量
的
相
同
用
例
。

。
及
物
的
「
造
作
」

N-HJH 

哀
帝
崩
，
有
司
奏
.. 

「
方
陽
侯
及
右
，
師
譚
，
皆
造
作
姦
諜
，
罪
及
王
者
骨
肉
，

雖
蒙
赦
令
，
不
宜
處
爵
位
，
在
中
土
。
」
(
新
校
本
《
漢
書
﹒
列
傳
》
卷
四
十
五
)

U
N
-
H
∞
 

角
等
走
保
廣
宗
，
植
築
圍
鑿
，
造
作
雲
梯
，
垂
當
拔
之
。
(
新
校
本
《
後
漢
書
﹒

列
傳
》
卷
六
十
四
)

N
﹒
]
戶
。
祖
父
陵
，
客
蜀
，
學
道
鴿
鳴
山
中
，
造
作
道
書
以
惑
百
姓
，
從
受
道
者
出
五
斗

米
，
故
世
號
米
賊
。
(
《
三
圓
志
》
卷
八
〈
鵲
書
張
魯
傳
〉
)

香
光
莊
嚴
【
第
七
十
五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V
一
五
一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五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字
一
五

UNEMO 

大
喚
誰
畏
忌
，
造
作
百
怪
非
無
頌
。
聚
鬼
徵
妖
自
朋
扇

9

擺
掉
拱
梢
頹
暨

塗

0
(
庸

a

韓
愈
〈
謝
訓
狐
〉
詰
)

。

一可

L白也

NUNH 

若
可
施
用
，
請
更
部
笛
工
竹
造
作
，
下
太
樂
樂
府
施
行
。
(
新
校
本
《
一
一
些
圖
書
》
)

M-UNUN 

山
公
白
是
林
園
、
玉
，
歎
惜
前
賢
造
作
時
。
最
洞
幽
深
門
盡
鎖
?
不
因
丞
相
幾
人

知
。
(
唐
固
韓
愈
〈
奉
和
李
相
告
題
蕭
家
林
亭
〉
詩
)

N
a
N川
出

我
空
痴

了
五
十
二
歲
，
並
不
知
螃
蟹
這
般
造
作
，
委
的
好
吃
。
(
明
國
《
金
瓶

梅
詞
語
》
第
六
一
回
)

N
B
M品

實
者
，
就
事
敷
陳
，
不
假
造
作
，
有
根
有
據
之
謂
也
。
(
適
于
李
海
〈
開
情
偶
寄
〉
)

9

例
M
M
品
中
的
「
這
作
」
9

與
今
日
「
造
作
」
似
乎
十
分
接
近
。
首

先
它
是
不
帶
賓
語
的
不
及
物
動
詞
，

、
不
自
然
的
意
義
。

此
處
的
「
造
作
」
與
例

N
Z

中
的
「
進
作
」

9

皆
表
示
「
佛
也
埠
」
之
意
9

而
「

也
祖
」

「
製
造
」
、
「

」
的
下
位
概
念
，
是
具
體
語
境
中
的
異
體
意
義

9

也
就
是

9

例
心
-
M品
中
的
「
浩
作
」
仍
應
歸
入
「

」
、
「
製
作
」

一
類
。



，
從
這
裡
似
乎
可
以
體
會
出
今
日
「

」
的
來
源
，
因
為
「
故
意
做
出
的
不

自
然
舉
動
」
(

「
造
作
L
之
義
)
，

?
因
此
它
極
有
可
能
從
例
仙
，
但

「
偽
造
」
的
「

」
演
化
而
來
。

不
論
如
何
，
至
少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
佛
經
中
的
「

L一

一
詢
意
義
單
純
，
即
「

也
站
」
、
作

「
為
」

-, 

L一一

一一可

L一

造 進
作 行

佛如42 l l l 
作 出
、 有

為 、

、 遊 的
製 逛 站，島b立訝三、

ZCtE k 義

的 意群 現
E，Et山弓z 、 的眾 代
(故 行為 漢
出 為農 量固單自

的 。 遠 中
不 I l; 的

自 2忠""、 意
舉會夫 :e:JG 義

達
動

成特Æ:二、

自
O 的

9 

成
群

結
隊
在
誰?

上
行
走

/J、

香
光
莊
嚴
門
前
七
十
五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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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五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w
v一
五
四

運
用
語
言
學
上
的
義
素
分
析
法
，
我
們
可
拭
更
清
楚
地
看
到
其
中
的
差
異
。

〔
「
遍
行
」
的
古
會
叢
里
一
〕

f】旭、~

佛
十+ + + 經
~ 且且圓 、咀r

外動

明大出詞
確規行進
白棋

性的 群
性眾

血，--，

現+ +十+
代;要三d

明大外動
確規模 出詞

音周五間

性的自 群眾 行進
? 

上
圖
顯
示
，
在
動
詞
屬
性
與
「
外
出
行
進
」
意
義
上
，
佛
經
中
的
「
避
行
」
與
現
代

用
法
一
致
(
〔
+
〕
動
詞
、
〔
十
〕
外
出
行
進
)
。
其
差
異
在
於
'
佛
經
中
的
「
避
行
」
可
以

是
「
大
規
模
群
眾
性
」
(
〔
+
〕
大
規
模
群
眾
性
)
，
也
可
狀
不
是
(
〔
+
一
〕
大
規
模
群
眾

性
)
，
現
代
遊
行
卻
必
須
是
「
大
規
模
群
眾
性
」
(
〔
+
〕
大
規
模
群
眾
性
)
。
同
時
，
佛
經
中

的
「
避
行
」

「
明
確
目
的
性
?
也
可
以
沒
有
三
十
一
〕
明
確
目
的
性
)
，
現
代

「
灌
行
」
卻
何
必
須
具
有
「
明
確
目
的
性
」
(
〔
+
〕
明
確
目
的
性
)
。



戶是一
〔
「
造
作
」
的
古
今
差
異
〕

瀨一
、'-'

! 
皇驛繫

以記

單晶晶為

〔
已
暫
且
圓
心
十
一

〔
+
〕
貶
意

上
闡
顯
示
，
佛
經
中
與
現
代
使
用
中
的
「
造
作
」
皆
為
動
詞
(
〔
+
〕
動
諦
)
，
但
佛

經
中
的
「
造
作
」
可
以
及
物
，
也
可
以
不
及
物
(
〔
+
一
〕
及
物
)
，
現
代
卻
不
能
及
物
(
〔
乙

及
物
)
。
而
現
代
漢
語
中
的
「
造
作
」
具
有
表
示
「
故
意
不
自
然
」
的
意
義
(
〔
+
〕
故
意
不

自
然
)
，
佛
經
用
例
卻
無
此
意
味
(
〔
一
〕
故
意
不
自
然
)
。
此
外
，
現
代
漢
語
中
的
「
造
作
」

具
有
「
貶
意
」
(
〔
+
〕
貶
意
)
，
佛
經
用
例
卻
無
(
〔
一
〕
貶
意
)
。

從
以
上
分
析
可
以
看
到
，
佛
經
時
代
的
「
遊
行
」
與
「
造
作
」
與
今
日
的
實
際
意
義

相
距
甚
遠
。
從
如
此
兩
個
小
小
的
例
子
也
可
以
看
出
，
如
果
國
圖
吞
藥
地
以
今
律
古
，
勢

必
造
成
理
解
上
的
偏
差
與
失
誤
。
隔
著
時
代
的
遷
移
，
天
地
萬
物
在
改
變
，
有
情
眾
生
在

香
光
莊
嚴
【
第
七
十
五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V
一
五
五



香
光
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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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第
七
十
五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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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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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變
?

。
而
語
言
的
改
變
是
可
拭
用
科
學
的
語
言
學
方
法
加
以
探

討
研
究
的
。
歷
經
數
朝
大
規
模
的
譯
經
事
業
，
推
動
了
中
國
歷
史
上
佛
教
的
發
展
，
也
於

無
形
中
留
給
我
們
後
人
一
座
語
言
研
究
的
寶
貴
文
庫
。
從
語
言
看
佛
艦
，
一
讓
佛
法
更
直

實
，
也
讓
語
言
研
究
更
充
實
。

(
本
文
作
者
為
武
漢
大
學
研
究
生
，
專
研
佛
經
語
言
，
目
前
應

邀
至
中
正
大
學
中
文
系
參
與
佛
經
語
言
研
究
計
劃
)

門
詮
釋

仙
詞
意
來
頭
:
教
育
部
修
訂
《
蠶
編
國
語
大
字
典
》

o

仙
詞
意
來
源
:
教
育
部
修
訂
《
童
攝
國
語
大
字
典
》

0

鬥
教
閥
門
圳
敵
囂
，
〕

九
十
三

一
、
體
制
:

分
初
、
中
、
高
三
級
決
第
升
學
，
每
艦
上
課
十
六
、
曲
，
每
、
遇
上
課
二
小
時
，
領
有
結

業
證
毒
者
方
可
升
級

9

三
年
修
學
圓
滿
者
，
領
蠶
畢
業
證
書
。

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