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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正道之正見

者

如
同
駕
車
出
發
，
為
了
抵
達
目
的
地
，

正
見
是
修
道
的
先
驅
，
是
其
他
道
文
的
引
導
，

人
們
必
須
對
整
體
的
方
向
及
導
向
目
標
的
路
線
有
些
概
念
。

解脫道

八
正
遁
的
八
個
過
支
並
不
是
一

個
接
著
一
個
依
序
的
步
驟
，
(
八
項
)

組
成
成
份
比
(
八
個
)
多
驟
的
比
喻

更
為
貼
切
，
就
像
繩
索
，
需
要
各
股

體
線
頤
指
密
揉
合
才
能
產
生
最
大
的
力

。
修
行
在
進
展
到
某
個
進
度
時
，

所
有
道
支
是
可
以
同
時
出
現
，
彼
此

支
持
;
然
而
，
在
未
達
到
那
一
點

前
，
道
支
的
次
第
在
道
的
開
展
上
卻

是
不
可
灌
兔
的
。

，-、

正
道
〕

就
修
行
的
立
足
點
來
考
量
，
八

個
道

可
分

組

P
E
r
z
g
S
B
)
:

正
一
直
蚓
、
正
業
與
一
止

命
所
組
成
。
定
組
(
2
醫
學
白
雪

精
進
、
正

、
正
定
。
慧
組

(
冒
出
出
與
寄
自
急
切
)
@
團
由
正

組

聽聽噩噩噩



惟
組
成
。
這
三
組
顯
示
了
修
行
的
三

個
階
段
:
增
上
戒
學
、
增
上
心
學
、

增
上
慧
學
。
仙

這
個
修
行
的
次
第
是
位
噱
道
的

整
體
目
標
租
方
向
所
決
定
的
，
既
然

通
所
引
導
的
最
終
目
標
|
1
從
苦
中

解
脫
?
是
賴
於
無
明
的
連
根
拔
除
，

那
麼
若
欲
達
到
修
行
的
糕
點
就
何
必
須

是
直
接
對
治
無
明
的
訓
練
，
而
智
慧

的
訓
練
就
是
設
計
來
喚
醒
洞
察
了
知

|
|
「
以
事
物
的
如
實
面
貌
」
看
待

事
物
的
能
力
。
智
昔
日
疋
漸
漸
開
展

的
，
即
使
是
最
微
弱

的
洞
察
之
光
，

須
先
有
專
注
、
去
除

散
亂
的
心
為
基
礎
，
所
以
先
經
由
增

上
心
學
成
就
定
力
，
即
道
的
第
二
個

部
分
l
i

定
帶
來
發
展
智
慧
所
需
的

平
靜
與
泰
然
。

為
了
使
心
能
鞠
專
性
，
何
必
須
檢

視
(
內
心
)
不
善
的
性
格
傾
向
。
這

且
一
性
格
傾
向
通
常
會
支
配
心
的
運

作
?
驅
散
專
注
之
光
，
將
注
意
力
分

一
大
堆
閉
關
心
的
事
物
之
中
。

而
且
只
要
不
善
的
性
格
傾
向
被
允
許

經
由
身
、
語
的
途
徑
表
達
出
來
，
那

麼
這
些
性
格
傾
向
將
會
持
績
支
配
我

們
的
、
心
。
因
此
，
在
修
行
的
開
始
，

勢
品
需
要
節
制
(
產
生
)

龍
，
防
止
它
們
成
為
煩
惱
的
工
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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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這
個
任
務
可
由
道
的
第
一
部
分

|
|
增
上
戒
學
完
成
。
如
此
，
以
戒

為
定
的
基
礎
，
以
定
為
慧
的
基
礎

9

以
慧
L為
直
達
涅
槃
的
工
具
，
透
過

個
階
段
，
道
逐
步
開
展
。

〔
正
見
與
黨
學
〕

道
支
與
三
學
的
次
第
，
表
面
上

的
不
一
致
有
峙
會
引
起
困
惑
。
慧

學
，
包
括
正
見
及
正
思
惟

9

位
於
三
一

學
的
最
後
階
段
，
但
依
據
經
典
嚴
格

一
賢
，
準
則
，
慧
學
通
常
是
置
於
道

的
開
端
而
非
尾
端
。
然
間
三
一
學
的
順

序
並
不
是
粗
心
錯
宜
的
結
果
，
而
是

一
個
重
要
邏
輯
的
因
素
所
決
定
。

頭麗麗藩露露露露蠶露露盤盤盤盤盤麗麗麗盤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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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在
一
開
始
時
，
初
步
麵
型
(
世
間
)

的
正
見
和
正
思
惟
'
需
要
作
為
進
入

三
學
的
驅
策
力
|
|
正
見
提
供
了
修

行
的
觀
點
，
而
正
思
惟
提
供
方
向

感
。
但
正
見
與
正
因
心
惟
的
角
色
功
能

並
不
僅
止
於
此
，
經
過
戒
學
及
定
學

淨
化
之
後
的
心
，
將
會
達
到
更
高
層

次
(
出
世
間
)

見
及
正
思
惟

9

這
更
高
的
正
見
及
正
思
惟
亦
是
達
到

增
上
慧
學
的
制
練
。

正
見
的
重
要
性

正
見
是
修
道
的
先
驅
，
是
其
他

道
支
的
引
導
，
它
使
我
們
了
解
修
行

的
起
始
點
、
目
的
地
，
以
及
修
行
發

展
前
進
的
後
續
地
標
。
試
圖
在
沒
有

正
見
的
基
礎
下
修
行
，
是
冒
著
在
沒

有
引
導
、
盲
目
移
動
下
連
失
的
危

險
9

就
像
要
開
車
到
某
地
，
卻
沒
有

查
閱
地
圖
，
或
聽
從
有
經
驗
駕
駛
者

的
建
議
，
結
果
人
們
駕
車
出
鞋
，
可

能
沒
有
朝
向
目
的
地
，
反
倒
是
背
離

了
日
的
地
。
所
以
，
為
了
抵
達
目
的

地
，
人
們
品
須
對
整
體
的
方
向
及
導

向
目
標
的
路
線
有
些
概
念
。
這
樣
相

似
的
考
蠹
亦
可
應
用
於
修
道
，
修
行

只
在
清
楚
的
架
構
中
進
行
，
而
架
構

為
正
見
所
建
立
。

正
見
的
重
要
性
可
從
以
下
事
實

來
判
斷
:
我
們
對
真
實
及
價
值
這
些

重
要
論
趣
的
觀
點
，
超
驢
了
對
純
理

論
的
深
信
，
而
這
此
一
觀
點
操
控
我
們

的
態
度
、
行
為
以
及
我
們
存
在
的
整

體
方
向
。
我
們
在
心
中
架
構
的
見
解

可
能
不
是
很
清
晰
，
只
是
模
糊
、
慨

念
性
地
理
解
自
己
的
信
念

9

然
而
不

管
是
否
有
架
構
、
表
現
出
來
或
保
持

靜
默
，
這
些
見
解
都
有
著
操
湛
的
影

力
|
i

見
解
建
構

間
，
J

「
i 

知
，
安
排
我
們
價
值
認
定
的
順
序
，

並
具
體
化
為
概
念
的
結
構
，
藉
由
這

些
(
概
念
結
構
)
，
我
們
詮
釋
自
己
存

在
於
世
間
的
意
義
。

不
只
如
此
9

這
些
見
解
還
甜
的 認



選
擇
、
自

標
?
以
及
致
力
於
將
這
些
目
標
從
概

念
轉
成
現
實
的
背
後
原
因
。
行
為
本

身
可
能
決
定
結
果
，
但
伴
隨
結
果
的

行
為
卻
是
依
靠
著
引
發
行
為
的
見

解
，
因
為
見
解
隱
含
著
「
存
有
承
諾
」

(
G
R
O
H
O
抽
E
H
S
B
B

且
自
呂
門
)
|
|
一

種
對
何
謂
是
真
實
的
決
定
。
隨
之
而

來
的
見
解
可
分
為
兩
類
，
即
正
見
與

那

|
|
前
者
符
合
所
謂
的
真

實
;
後
者
偏
離
真
實
，
且
適
得
真
所

地
鞏
國
錯
誤
。
佛
陀
教
導
，
這
兩
種

不
同
的
見
解
導
向
完

全
不
同
的
行
為

總
9

並
導
致
相
反
的

結
果
。
如
果
我
們
執
持
那
見
，
縱
使

那
個
見
解
是
模
糊
的
，
它
也
將
會
引

導
我
們
朝
向
痛
苦
結
果
的
行
為
方

向
;
從
另
一
方
面
來
看
，
如
果
我
們

採
取
正
見
?
正
見
會
引
讀
著
我
們
轉

向
正
確
的
行
為
，
朝
往
苦
的
解
脫
。

儘
管
我
們
對
世
界
的
概
念
導
向

9

看

起
來
似
乎
毫
無
惡
意
且
微
不
足
道
，

但
當
仔
細
地
檢
視
，
這
個
概
念
導
向

在
未
來
發
展
的
整
體
方
向
上
卻
是
決

定
性
的
因
素
。
因
此
，
佛
陀
說
:

「
沒
有
什
麼
因
素
比
邪
見
引
生
不
善

心
更
須
負
起
責
任
;
也
沒
有
什
麼
因

素
比
正
見
更
有
助
於
善
心
的
生

起
。
」

9

佛
陀
又
說
:
「
沒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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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麼
因
素
比
邪
見
造
成
有
情
的
苦
難

更
須
負
起
責
任
。
，
也
沒
有
什
麼
因
素

如
正
見
般
地
有
助
於
有
情
利
益
的
促

進
o

」
(
《
增
支
部
》HU
H
a心
)

r-、

見
的
樹
立
〕

最
完
整
的
正
兒
包
括
對
整
體
的

法
或
佛
陀
教
誠
的
正
確
了
解

9

因

此
，
正
見
的
範
圖
等
同
於
法
本
身
的

範
疇
。
但
為
了
修
行
的
目
的
，
卻
樹

立
了
兩
種
主
要
的
正
見
，
一
是
世
間

正
見
，
在
這
個
世
界
範
圍
內
運
作
的

正
見
;
一
是
出
世
間
正
見
，
從
世
間

解
脫
導
向
出
世
間
的
正
見
。

見
是
有
關
於
生
命
輪
迴
內
的
統
治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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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及
心
靈
歷
程
的
法
則
，
這
些
原
如

導
向
較
高
或
較
恆
的
存
在
狀
態
，

向
世
間
的
快
樂
和
苦
迫

e

，
出
世
間
正

見
則
是
解
脫
的
必
要
原
則
，
它
不
只

是
將
目
標
放
在
從
此
生
到
被
生
的
心

靈
成
長
，
更
著
重
於
從
一
再
輸
迴
的

生
死
中
解
脫
。

世
間
正

(
富
口
口
們
抽
出
口
閃
閃

H
m
E〈
存
者
〉

〔
由
黨
正
見
〕

世
間
正
見
包
含
著
正
確
掌
握
業

的
法
則
|
|
行
為
的
道
德
力
，
字

義
是
「
自
業
正
見
」

(
E
B
B
但
閻
明
自
阿
巴

S
B
B

蓋
章
)
，
從
以
下
的
陳
連
中
，

我
們
可
以
找
到
世
間
正
見
的
理
則

a
.

「
有
情
是
他
們
自
己
行
為
的
擁
有

者
，
是
他
們
行
為
的
繼
承
者
;
他
們

從
他
們
的
行
為
出
生
，
為
他
們
的
行

為
所
縛
，
並
且
也
為
他
的
行
為
所
支

持
。
無
論
他
們
做
了
什
麼
行
為
，
三
口

或
惡
的

9

他
們
都
將
是
這
些
行
為
的

繼
承
人
。
」
仙
更
特
定
的
理
則
也
在

其
他
經
文
中
流
傳
下
來
，
例
如
肯
定

布
施
及
供
養
等
善
行
，
是
具
有
遍
體

的
意
義
.
，
善
和
惡
的
行
為
會
產
生
相

廳
的
果
報
.
，
人
有
責
任
照
顧
艾
母
國
'

輪
迴
確
實
存
在
?
在
這
可
見
的
世
界

一
個
世
界
;
存
在
且
有

高
度
成
就
的
宗
教
導
師
，
他
們
以
自

己
卓
越
的
領
悟
為
基
礎
，
解
說
世
界

(3) 

〔
對
黨
應
有
的
語
知
〕

要
了
解
世
間
正
見
的
意
涵
，

們
何
必
須
先
檢
棋
正
見
的
關
鍵
-
祠
|
|

業

(
E
E
自
己
。
業
是
行
為
?
就
佛
教

而
且
一
日
，
回
取
切
要
的
行
為
是
指
思
(
意

志
〉
!
|
!
表
示
道
德
決
定
的
思
(
意

志
)
，
因
為
有
思
(
意
志
)
而
賦
予
行

為
倫
理
上
的
意
義
，
因
此
，
佛
陀
明

確

地

為
行

與
思
(
意
士
心
)
有

關
。
在
一
篇
分
析
業
的
開
示
中
?
他



說
:
「
比
丘
們
!
我
把
思
主
幸
心
)
稱
為

業
(
官
且
也
M
H
)。
人
有
思
(
4苦
心
)
之
後
，

經
由
身
、
語
、
意
而
造
作
行
為

o

」
伸

以
思
(
意
志
)
來
鑑
別
業
，
使

業
在
本
質
上
成
為
心
理
的
事
件

|
|
源
於
心
會
尋
求
實
現
心
的
驅

動
、
意
向
及
目
的
的
因
素
。
思
(
意

志
)
蕭
由
身
、
語
、
意
中
任
何
一
種
而

現
起
，
稱
為
三
業
門

E
E
E
a
d
背
心
)
，

經
由
身
體
表
現
的
思
(
意
志
)
稱
為

身
業
;
經
由
語
言
表
現
的
思
(
意
志
)

稱
為
語
業
;
思
(
意
志
)
表
現
在
思

想
、
計
劃
、
概
念
及

其
他
心
理
狀
態
而
沒

有
表
現
於
外
的
，
稱

關
團

為
意
業
。
因
此
，
根
據
思
(
意
志
)

得
以
現
起
的
路
徑
可
區
分
為
三
種
業

的
形
式
。正

見
所
指
不
僅
是
對
業
的
一
般

了
解
，
它
還
必
須
了
解
.• 

(
I
)業
在

善
與
不
善
上
倫
理
的
區
別

;
(
E
)善

惡
業
的
重
要
實
例
.
，
以
及
(
E
)由
那

些
根
產
生
這
些
行
為
，
如
同
經
中
所

說
:
「
若
聖
弟
子
了
知
什
麼
是
不
善

業
和
不
善
業
的
根
，
什
麼
是
善
業
和

善
業
的
根
，
則
他
具
有
正
見
。
」
仰

(
I
)
依
序
考
慮
上
列
諸
點
，

我
們
發
現
業
首
先
被
區
分
為
不
善

(
自
古
星
3
)
與
善
(
古
聞
記
自
)
。
不
善
的

業
是
指
倫
理
上
應
受
譴
責
，
並
且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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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於
心
靈
的
發
展
，
以
及
增
長
自
己

與
他
人
苦
迫
的
行
為
。
另
一
方
面
，

甜
苦
業
是
指
倫
理
上
值
得
讚
許
，
有
助

於
心
靈
的
成
長
，
以
及
利
益
個
人
與

他
人
的
行
為
。

(
E
)
關
於
善
業
和
惡
業
，
有

無
數
的
實
例
可
以
被
引
用
，
但
是
佛

陀
各
選
了
十
個
主
要
的
善
、
不
善

業
。
這
些
實
例
，
佛
陀
稱
為
十
善
行

和
十
不
善
行
，
其
中
三
個
是
身
體

的
，
四
個
是
語
言
的
，
另
外
三
個
是

心
理
的
。
十
不
善
業
依
它
們
表
現
的

相
描
叫
，
浴
缸
府

•• 

@
壘
末

(
E
E
B
E
)
.. 
般
生
、
偷

盜
、
邪
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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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詛
盟
末
(
5
長

3
2
)
.. 
妄
語
、

吉
、
惡
口
、

。
意
業

(
5自
己
佇
但
同
聞
自
己
.. 

貪
欲
、
頤

、
邪
見
。

十
壘
口
業
就
是
十
不
善
業
的
反

面
:
戒
除
前
七
個
不
善
的
業
，

貪
欲
、
棋
盡
並
具
足
正
見
，
雖
然
前

七
條
完
全
由
心
運
作
，

一
門
疋
回
京
口
玉

顯
為
外
在
行
為
，

為
善
的
身
業
租
語
業
，
因
為
它
們
主

要
自
身
、
語
所
掌
控
。

(
血
)
根
據
行
為
的

在
動

機
，
也
就
是
所
謂
的
根

(
Z
E
)
，
將

行
為
區
分
為
善
與
不
善
。
根
(
行
為

動
機
)
會
將
它
們
的
道
德
性
格
傾
向

傳
給
相
應
出
現
的
思
(
意
志
)
。
因

此
，
善
業
或
不
善
業
是
依
據
它
們
的

(
動
機
)
善
或
不
善
而
決
定
的
。

每
一
粗
的
根
亦
分
為
三
方
面
，
不
善

就

提
過
的
三
種
煩
惱

-
I
A員
、
瞋
、
癡
9

任
何
源
自
這

者
的
行
為
都
是
不
善
業
。
一
二
善
根
則

→
一
不
善
根
的
相
反
，
在
古
印
度
傳

統
，
以
否
定
的
方
式
表
達
為
:
無
盒

(
皂
白
喜
阻
)
、
無
瞋
(
立
自
己
、
無
癡

(
2

早
已
。
雖
然
以
否
定
的
方
式
來

表
達
，
但
是
它
們
所
表
示
的
不
僅
是

煩
惱
的
消
失
，
還
有
相
應
的
美
德
。

無
貪
意
味
著
離
欲
、
不
執
著
、
以
及

慵
慨
;
無
頤
意
昧
著
慈
愛
、
同
情
、

興
和
善
;
無
癡
意
昧
著
智
慧
，
源
於

這
此
一
蔽
的
任
何
行
為
都
是
善
業
。

〔
黨
闊
無
相
應
法
則
〕

業
最
重
要
的
特
色
，
在
於
它
能

對
(
不
同
)
倫
理
素
質
的
行
為
產
生

相
應
的
(
不
同
)
結
果
。
一
個
普
遍

存
在
的
法
則
支
配
著
恩
(
意
志
)
的

行
為
，
使
得
行
為
產
生
了
報
償
的
結

|
|
輔
為
盟
(
熟
(
1
Z
E
)

J
E
E
)
。
這
個
法
則
結
合
行
為
與
其

結
果
，
而
以
一

-
i
|

不
善
的
行
為
成
熟
產
生
苦
果
，

甜
苦
的
行
為
成
熟
產
生
樂
果
。
盟
(
熟
果

報
不
一
定
立
刻
來
到
，
也
不
一
定
在



批
生
就
會
到
來
，
業
可
以
跨
揖
連
續

的
生
命
期
而
運
作
，
甚
至
可
以
蟄
伏

很
長
的
時
間
直
到
未
來
。
一
日
一
我
們

完
成
一
個
思
(
意
志
)
的
行
為
，

個
問
心
(
意
志
)
就
會
在
心
的
相
續
上

留
下
痕
跡
，
而
在
心
的
相
續
中

9

業

。
當
這
個
儲
藏

的
業
遇
到
利
於
它
成
熟
的
國
驢
，
就

會
從
蟄
伏
的
狀
態
中
甦
醒
過
來
，
引

?
這
此
一
效
應
為
原
始
的

行
為
帶
來
相
應
的
報
慎
，
這
類
盟
(
熟

可
能
發
生
在
此
生
、
來
生
或
來
生
之

後
的
某
一
生
。
業
可

過
產
生
來
世
的

輸
迴
而
成
熟

9

由
此

決

(
來
世
)
生
命
的
基
本

，
或
者
，
業
可
能
在
一
期
的
生
命

9

產
生
我
們
的
多
種
經

、
興
衰
。
但
是
，

不
論
業
於
何
峙
或
以

熟
，
相
同
的
原
則
始
終
維
持
不
變

l
l
|

善
的
行
為
產
生
令
人
喜
愛
的
結

果
，
不
善
的
行
為
產
生
令
人
不
喜
愛

認
知
了
業
果
法
則
就
掌
握
了
世

間
正
見
，
這
種
見
解
會
馬
上
排
除
多

種
與
正
見
不
相
容
的
哪
兒
，
如
同
正

見
能
使
我
們
更
加
肯
定
自
己
的
行
為

會
影
響
來
生
的
命
運
，
它
也
反
對
斷

械
的
觀
點

E
E
E

民
〈
H
2
)
|
i
l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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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只
有
此
生
，
主
張
意
識
於
死
亡
時

將
止
。
又
正
見
以
客
觀
普
遍
的
原
則

為
根
據
來
區
分
甜
苦
與
惡
、
對
與
錯
，

所
以
反
對
「

的
主
觀

(
叩
門F
E
E
E
E
S
)
|
|

堅
稱
善

與
惡
只
是
個
人
意
見
的
假
定
，
或
控

制
社
會
的
工
具
。
因
為
正
見
確
認
人

可
以
在
他
們
的
條
件
限
定
中
，
自
由

地
選
擇
自
己
的
行
為
。
所
以

9

他
反

對
嚴
格
的
宿
命
論

(
U
:

已

青

5

日
巴
∞
頁
)
，
認
為
我
們
的
選
擇

總
是
出
於
不
得
不
然

9

因
此
9

也
認

為
自
由
意
志
是
不
真
實
的

9

任
是
不
堪
一
擊
的
。

佛
陀
教
導
業
與
果
的
正
見
，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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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僻
的
中
某
些
意
楓
與
現
今
流
行
的
思

想
趨
勢
相
反
，
澄
清
這
些
不
同
的
觀

點
是
有
益
的
。
正
見
所
指
出
的
善

惡
、
對
錯
，
超
越
了
傳
統
認
定
的
善

、
對
錯
。
整
個
社
會
也
可
能
以

個
混
淆
的
標
準
道
德
價
值
為
依
據
，

但
即
使
社
會
中
的
每
一
個
人
，
都
贊

間
某
個
特
別
的
行
為
，
而
譴
責
其
他

是
錯
誤
的
，
也
不
能
使
這
些
行
為
成

為
確
實
的
對
或
錯
，
因
為
佛
陀
的
道

德
標
準
是
客
觀
且
不
能
改
變
的
，
儘

管
行
為
的
道
德
特
徵
何
必
然
取
決
於
該

行
為
表
現
峙
的
環
境

9

但
還
是
有
客

觀
的
道
德
標
準
，
我
們
可
以
依
據
它

來
評
估
任
何
行
為
或
任
何
可
理
解
的

道
穗
規
律
。

道
德
的
這
種
客
觀
標
單
是
「
法
」

-
i

具
理
與
公
正
的
宇
宙
法
則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分
。
「
法
」
所
具
有
超
越

個
人
基
礎
的
正
確
性
，
事
實
上
是
種

種
意
志
的
表
現
產
生
出
種
種
行
為
，

這
些
行
為
帶
給
行
為
的
作
者
幢
幢
結

果
，
並
且
行
為
與
他
們
的
結
果
間
的

相
互
關
係
是
意
志
本
身
本
來
固
有

的
。
在
宇
宙
的
運
行
上
?
沒
有
一
位

高
高
在
上
的
神
可
以
執
行
賞
善
罰
惡

的
判
決
，
行
為
本
身
經
由
其
道
體
或

不
道
德
的
本
質
，
產
生
了
過
切
的
結

果
。

就
絕
大
多
數
人
而
且
一
日
，
都
只
是

基
於
信
仰
卓
輯
的
心
靈
導
師
所
宣
稱

，
而
接
受
這
業
果

的
正
兒
，
但
即
使
並
非
親
見
業
的
法

則
，
它
仍
然
存
有
正
見
的
面
向
，
這

是
正
見
不
可
分
割
的
重
要
部
分

9

因

為
正
見
興
了
解
有
闢

|
l
l

了
解
我

們
在
整
個
事
物
體
系
上
的
位
置
?
一

且
個
人
接
受
了
思
(
意
志
)
的
行
為

具
有
道
德
潛
力
的
原
則
，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
就
已
經
掌
握
了
，
存
在
本
質
的

重
要
事
實
。

不
過
，

不
需
要

述
，
為
背
後
不
可
穿
透
的
障
礙
所
遮

轍
，
自
關
於
業
與
果
相
雁
的
)
正
見
是
可

聽聽聽蘊矗聽經鹽醬富麗噩噩瑟蘊靈童盟



以
成
為
直
接
看
見
的
，
藉
由
達
到
某

種
程
度
的
深
層
禪
定
，
可
以
發
展

種
特
別
的
能
力
，
稱
為
「
天
眼
」

(
正
寄
自g
r
r
z
z
)
|
|
一
種
超
越
感
官

的
洞
察
能
力

9

搗
開
隱
藏
於
肉
眼
之

後
的
事
實
。
當
開
發
天
眼
後

9

天
眼

可
以
導
向
這
個
世
界
的
有
情
眾
生

9

探
究
業
的
運
作
，
透
過
天
眼
所
賦
予

的
特
別
洞
察
力
，
人
才
能
獨
力
並
以

立
即
的
覺
察
力
見
到
:
阿
根
生
如
何
由

於
他
們
的
業
死
去
及
再
生
自
'
眾
生
如

何
經
由
他
們
菁
、
惡
行
為
的
成
熟
而

遭
受
快
樂
及
苦
迫
。

(6) 

臨
叫
世
糊
糊
正
見

(
的
口
可
叩
門
戶
。
同
拇
指
宮
〈
晶
石
)

業
與
果
的
正
見
，
提
供
了
從
事

善
行
，
將
在
輪
沮
中
獲
得
高
生
存
狀

態
的
理
論
基
礎
，
但
單
靠
這
樣
的
正

見
並
不
能
導
向
解
脫
。
可
能
某
些
人

儘
管
接
受
了
業
的
法
則

9

州
附
伯
然
將

目
標
個
限
在
世
間
的
成
就
上
，
如
某

個
人
實
踐
高
貴
行
為
的
動
機
，
是
為

了
累
積
有
功
德
的
業
，
以
導
向
此
時

此
地
的
財
富
和
成
功
，
也
就
是
再
生

為
有
福
報
的
人
，
或
是
為
了
在
天
界

享
受
天
人
的
一
闢
報
。
在
業
的
因
果
濯

輯
中
，
無
一
事
物
能
超
植
業
果
的
循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九
期
〕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九
月

w
v
O五
一

環
，
想
從
整
個
輪
組
中
解
脫
出
來
的

推
動
力
，
端
賴
不
同
而
且
深
珊
的
覺

'
這
覺
察
是
對
所
有
型
態
的
輪
過

|
l

即
使
是
最
崇
高
的
輪
迴
狀
態
，

龍
洞
察
到
其
間
有
的
缺
陷

〔
導
向
解
朧
的
固
堅
輔
〕

導
向
解
脫
的
出
世
間
正
見
就
是

了
知
四
聖
諦
，
出
世
間
的
正
見
在
八

一
支
，
從
正
確
的
意
義
上

可
說
是
聖
正
見
。
因
此
，
佛
陀
明
確

地
拭
目
個
真
理
定
義
正
見
.. 

「
什
麼

是
正
見
?
正
見
是
知
苦

(
E
E
E
)
，

知
苦
的
起
源
，
知
苦
滅
，
知
導
向
苦

滅
的
方
法
。
」
川
八
正
道
始
於
概
念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九
期
〕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九
月

W
V
O五
二

性
地
理
解
四
聖
諦
，
但
是
，
這
只
是

連
過
思
想
和
思
惟
媒
介
而
有
的
一
種

不
清
楚
的
理
解
，
當
直

四
聖
諦

時
，
正
見
達
到
了
頂
點
，
它
等
同
於

，
而
洞
察
徹
入
聖
諦
。

所
以
，
可
說
四
聖
請
的
正
見
，
同
時

構
成
了
滅
苦
之
道
的
起
點
與
終
點
。

〔
五
蘊
團
單
背
囊
為
苦
國
〕

第
一
聖
諦
是
苦
諦
(
已

C
E
E
)

|
|
生
存
內
在
的
不
滿
意
，
顯
露
在

無
常
、
痛
苦
、
及
所
有
生
命
孵
態
固

有
的
永
恆
不
足
。

「
這
是
苦
聖
諦
:
生
是
苦
蜀
，
老

回
走
#
品
?
'
、
一
炳
白
疋
止
?
'
一
化
曰
定
朴
古
@
'
晶
熱
心

悲
、
苦
、
憂
、
絕
望
是
苦
.
，
與
所
不

愛
者
相
遇
是
苦
﹒
'
與
所
愛
者
分
別
是

苦
。
，
所
求
不
得
是
#
芋
，
簡
而
言
之
，

五
取
蘊
是
苦
。
」
開

經
文
的
最
後
一
句
值
得
特
別
留

意
，
佛
陀
清
楚
地
宣

，
五
取
蘊

(
甘
皂
白
已
苟
且
叫
口
阻
臣
們
串
串
仙
)
是
了
解
有
情

本
質
的
分
類
大
綱
，
我
們
只
是
五
蘊

、
一
屆
又
、
、
行
、
識
的
組

A口
，
這
些
都
與
執
取
有
闕
，
我
們
是

五
蘊
，
五
蘊
是
我
們
。
不
管
我
們
認

同
的
是
什
麼
，
也
不
管
執
取
什
麼
當

作
自
我
9

全
部
在
五
蘊
當
中
。
五
蘊

A口
集
?
產
生
了
一
大
串
的
思
想
、

感
、
概
念
、
性
格
?
我
們
棲
身
於

「
我
們
的
世
界
」
中
。
國
此
，
佛
陀

宣
稱
，
五
蘊
是
苦
，
這
樣
的
宣
稱
實

際
上
將
所
有
的
經
驗
，

的
存
在
，
帶
入
苦
的
範
疇
。

但
是
9

為
什
麼
五
蘊
是
苦
?
佛

陀
說
五
蘊
是
苦
的
原
因
多

是
無
常
的
。
五
蘊
剎
那
到
那
地
變

化
，
生
起
又
消
失
，
在
撞
變
中

9

沒

有
任
何
實
體
的
事
物
在
它
們
背
後
持

績
。
由
於
我
們
存
在
的
組
成
因
素
總

是
在
變
化
，
完
全
沒
有
永
恆
的
核

心
，
也
沒
有
任
何
東
西
是
可
以
執
持

作
為
安
全
的
基
礎
，

分
解
的
流
動
。
當
喝
求
、
水
恆
而
執
取

這
不
斷
分
解
的
流
動
時
，
便
帶
著
我

們
墜
入
苦
迫
中
。



第
二
個
聖
諦
指
出
苦
的
原
因
。

從
導
致
苦
的
煩
惱
中
，
佛
陀
指
出
貪

愛
(
古
巴
間
)
為
最
主
要
及
最
具
影
響

性
的
原
因
|
|
「
苦
的
起
國
」
:

「
這
是
苦
的
起
因
之
聖
諦
。
是

此
貪
愛
產
生
不
斷
重
覆
的
存
在
(
生

存
)
，
必
然
與
欣
喜
和
貪
欲
結
合
，

隨
處
渴
求
愉
悅
，
也
就
是
欲
愛
(
渴

求
感
官
愉
悅
)
，
有
愛
(
渴
求
生
存
)
，

及
無
有
愛
(
渴
求
不
生
存
)
。

L
問

〔
息
止
草
一
璽
攔
阻
向
涅
盤
〕

第
三
個
聖
諦
只
不
過
把
這
個
起

國

關
係
倒
反
過

來
。
如
果
貪
愛
是
古

國
，
那
麼
，
為
了
免
於
苦
，
我
們
何
必

須
去
除
貪
愛
，
因
此
佛
陀
說
:

「
這
是
苦
滅
聖
諦
。
它
是
這
個

貪
愛
的
完
全
消
息
入
止
息
，
是
貪
愛
的

棄
除
與
捨
棄
，
是
從
貪
愛
解
脫
和
不

執
著
。
」
川

崎
回
貪
愛
消
除
後
，
隨
之
而
來
的

全
然
寂
靜
狀

是
涅
槃

(
口
同σσ
間
白
血
)
，
涅
槃
就
是
當
充
滿
貪
、

瞋
、
癱
的
火
燄
自
心
臟
峙
，
研
經
酷
的

無
為
狀
態
。
第
四
聖
諦
指
出
到
違
背

的
止
息
的
道
路
，
即
體
證
涅
槃
的
道

路
，
這
條
路
就
是
八
正
道
本
身
。

〔
出
世
正
見
的
投
霸
權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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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聖
誦
的
正
見
有
兩
個
階
段
的

發
展
。
第
一
個
階
段
稱
為
隨
頤
真
理

的
正
見
(
聞
自
2

間
E
E
E

寄
自

E
B
B

自

E
E
)
;

第
三
個
階
段
是
洞
察
真
理

的
正
見
了
自
們
們
自
苟
且
阿
〈
且
汀
自
由
但
自
目
中

Z
E
)

。
為
了
得
到
隨
順
真
理
的
正

兒
，
需
要
清
晰
地
理
解
隨
順
真
理
的

正
見
在
生
命
中
的
意
義
租
重
要
性

要
有
這
樣
的
理
解
，
先
要
藉
由
學
習

真
理
和
研
究
真
理
而
得
，
隨
後
，
從

經
驗
上
，
邊
過
思
惟
真
理
來
深
化
理

解
，
直
到
對
它
們
(
真
理
)
的
真
實

性
得
到
強
烈
堅
定
的
信
仰
為
止
。

即
使
在
此
時
，
真
理
的
尚
未
被

洞
察
9

因
此
，
所
達
到
的
理
解
是
有

盟鐘盟鹽盟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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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陷
的
，
是
一
種
概
念
而
非
覺
察
。

為
連
到
親
證
真
理
，
我
們
需
要
禪

修
，
先
是
加
強
維
持
專
性
的
能
力
，

然
後
發
展
內
觀
。
內
觀
起
於
思
惟
五

蘊
l
i

生
存
的
因
素
，
以
區
辨
五

蘊
的
真
正
特
性
。
達
到
這
般
思
惟
的

頂
點
峙
，
心
眼
不
再
將
注
意
力
放
在

由
五
蘊
構
成
的
有
為
現
象
，
而
將
焦

點
移
向
無
誨
的
狀
態
|
|
涅
槃

9

經
由
深
化
的
內
觀
能
力

9

涅
槃
是
可

以
達
到
的
。
隨
著
這
種
轉
勝

9

當
心

眼
見
到
涅
槃
時
，
同
時
產
生
所
有
對

四
聖
誦
的
、
洞
察
。
見
到
涅
槃
，
即
輯

越
苦
的
狀
態
，
人
們
得
到
了
一
種
洞

兒
，
從
這
個
洞
見
來
觀
察
五
蘊
，
並

看
到
五
蘊
會
是
苦
，
只
是
單
純
地
因

為
它
們
是
蜂
起
的
，
所
以
品
定
是
無

止
盡
的
變
化
。
也
在
體
證
涅
槃
的
同

一
個
制
那
，
貪
愛
止
息
了
，
然
接
初

次
了
解
到
貪
愛
是
苦
的
真
正
來
源
，

體
證
到
寂
靜
的
狀
態
?
將
從
存
在
的

混
亂
中
解
脫
出
來
。
由
於
這
個
體
驗

是
藉
由
修
習
八
正
道
而
得
到
的
，
人

們
才
親
自
了
解
到
八
正
道
是
真
正
的

滅
苦
之
道
。

洞
察
四
聖
請
的
正
見
，
出
現
在

道
的
終
點
而
非
起
點
，
我
們
何
必
須
從

傾
應
真
理
的
正
見
開
始
，
透
過
學
習

獲
得
，
並
經
由
思
惟
而
增
強
。
正
見

鼓
舞
我
們
從
事
修
行
，
著
手
於
戒
、

定
、
慧
三
學
的
訓
練
，
當
訓
練
成
熟

時

之
眼
將
會
打
開
洞
察
真

9

心
也
將
從
束
縛
中
解
脫
出
來
。

『
、
工l
占
盟
軍-
T

F
E
-
-
-
n布
萊
1

叫
〉
門
戶
宮
的
口EH
r
E

叫
回
國
增
上
戒
學
圖
書

且
已
}
戶
戶
口ES
H
E
Z
:

增
上
心
的
學
;

間
已
古
苟
且
由
僻
的
同
阿
耳
悶
:
增
上
慧
學
。

山
《
增
支
部
》
付
出
;
《
佛
酷
的
一
詰

γ

頁
忘
。

m
w《
中
部
》
H
H
斗
圖
，
《
佛
陀
的
話
》
'
頁

川
田
小0

仰
《
增
支
部
》
a
u
a
u
;
《
佛
酷
的
話
γ

宙
間
鬥
]
戶
也
。

切
《
中
部
》
。
;
《
佛
陀
的
話
》
9

頁
仙
。
。

州
請
見
《
長
部
》

N
;

《
中
部
》
均
等



等
。
詳
見

《
清
淨
道
論
》

口
用
旬
，
高
R
J
H
M
|
l
H
O
H
O

們
《
長
部
》
N
N
;

《
佛
陀
的
話
γ

賣
品
。

山
川
《
長
部
》
時
間
，
《
相
應
部
》
且U
H
H
;

《
佛
陀
的
話
γ

頁
凶
。

側
向
上
;
《
佛
陀
的
話
》
B

賈
志
。

第
十

(行門體驗〕

@fP儀: 10/23 (六)
。紫竹林精會: 州

同
上
;
《
佛
陀
的
話
γ

頁
倍
。

(
編
者
按
:
本
期
教
理
譯
自
菩
提
法
師

門
編
註

(
E
E
E
O
E
)

所
著
《
八
正
道
》
(

可
〈C
F
t
h
N
h
p
q又且
可

G
N
E

還
是
阱
。
妄
。
開
口
已
。
咱

川W
《
佛
腔
的
話
》

一
書
為
三
界
智
尊
者
所

的
口
咕
咕2

戶
口
抽
)一
書
第
二
及
第
三
章
。
本
書

啃
著o
本
文
作
者
參
考
的
版
本
刊
為
一
九
六

由
斯
里
蘭
卡
佛
教
出
版
社
出
版
。
內
文

八
年
第
十
四
版
，
由
斯
里
蘭
卡
佛
教
出

部
分
標
題
為
編
者
所
加
。
)

版
社
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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