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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金
川
主
講

編
輯
組
整
理

龍
樹
不
但
熟
詰
印
度
非
佛
教
的
思
想
傳
統

p

且
受
般
若
經
新
思
潮
的
鼓
舞
，

他
所
著
的
《
中
論

γ

因
高
度
濃
縮
語
言
的
頌
文
形
式

9

種
下
日
後
詮
釋
上
的
爭
端

p

帶
動
中
觀
學
派
的
發
展
:
:
:

在
《
體
樹
菩
薩
傳
》

一
是
婆
羅
門
的
出
身
;
二
是
可

能
在
有
部
教
團
出
家
;
三
是
大
龍
菩
薩
帶
他
入
龍
宮
閱
讀
到
的
新
經
典
。
也
許
從
這
幾
個
線
索
中
我
們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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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樹
對
印
度
傳
統
的
主
流
思
想
有

。
這
一
點
在
他
所
薯
的
《
中
，
諭
》
裡
未
品
見
得
到
，

但
是
龍
樹
的
其
他
著
作

9

《
迴
一
諦
論
》
與
《
廣
破
論
》
裡
，
我
們
便
可
清
楚
地
看
到
他
對
當
時
非
佛

。
在
這
些
著
作
中
，
他
對
外
道
思
想
的
批
評
其
實
是
相
當
鮮

翻 j首
譯的
的，
fP f_主
度往
們是
籍在

主熟
要知
是對

佛方
興理

華當
日司 力口

非福
(持下
戰指

目的
轉官

被結

盟單
間提

高旦
有E 毒
|東

~西
勝傳
半信

旬國
義之
~ {是

玄
嘆
:單

)
。
漠
地
的
講
論
者
因
起
並
不
熟
知
印
度
的
外
追
思
想
，
當
然
也
無
法
了
解
這

些
印
度
傳
統
主
流
思
想
給
予
佛
教
的
刺
融
以
及
佛
教
的
回
應
。
這
種
外
道
與
佛
教
思
想
之
間
的
互
動
發
展
，

以
及
《
金
七
十
論
》
(

乃
至
相
激
相
盪
的
史
實
，
是
往
昔
漠
地
的
講
論
者
最
為
欠
缺
的
知
識
環
節
。
漠
地
的
中
觀
講
論
者
往
往
無
法

9

鮮
活
地
掌
握
其
論
敵
的
思
想
，
因
為
那
些
活
生
生
的
印
度
心
智
來
到
中
國
之
後
已
然

如
同
木
乃
伊
一
樣
地
任
人
擺
佈
?
而
再
無
選
手
的
餘
抽
了
，
這
一
點
從
中
國
對
非
佛
教
典
籍
的
翻
譯
是
如
此

如
其
印
度
同
情

食
之
，
多
少
可
以
看
得
出
來
。

龍
樹
和
提
婆
是
否
忠
實
地
里
顯
出
外
撞
思
想
的
原
貌
?
他
們
的
批
評
是
否
恰
當
?
對
中
國
佛
教
學
者
而

一
一
首
都
不
得
而
知
。
也
就
是
說
9

。
因
此
，
往
昔
一
般

曙醫

漠
地
學
者
在
理
解
龍
樹
哲
學
時
有
真
根
本
的
局
限
，
也
就
是
他
們
不
是
站
在
印
度
思
想
的
舞
台
上
去
了
解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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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漠
地
學
者
欠
缺
對
印
度
思
想
通
盤
性
的
認
識
，

L一

，
我
們
若
不
能
掌
握
數
論
擴

的
哲
學
，

明
口
惜
以
下
的
日
本
學
者
，

「
印
度
之
再
發
現
」
腫
民
主
義
學
術
風
潮
的
影
響
，
個
棋

9

舉
凡
是
印
度
哲
學
或
印
度
文
學
的
講
駒
，

'" 

kJ 

一
一
一
日
，
「
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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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經
群
，

一
部
般
若

g們
C
口
N
m

分
成
由
個
階
段
來
看

原
始
的
般
若
經
是
最

嘩醫

--, 
L一

劃
勵
留
翱
翔
糊
糊
如
何
翎
到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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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屆

隊
秋
松
)

早
的
型
態
，

。
印
度
人
以
「
鑽

《
小
口
問
般
若

」
作
為
記
量
書
籍
長
短
的
單
位
，
在
譚
一
方
面
中
國
人
則
以

?
而
所
謂
「
」
?
便
是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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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推
斷
《
八
千
頌
般
若
經
》
的
初
品
為
「
根
本
般
若
」
'
是
般
若
經
中
最
為
古
老
的
部
分
。

第
二
階
段
是
發
展
的
般
若
經
，
此
時
期
的
般
若
經
篇
幅
迅
速
擴
張
，
如
一
萬
八
千
頌
與
二
萬
五
千
頌
，

乃
至
最
後
的
十
萬
頌
，
篇
幅
漸
次
浩
瀚
而
思
想
也
逐
步
複
雜
，
因
此
要
把
握
其
中
的
思
想
便
不
很
容
易
。
由

是
而
有
第
三
階
段
結
集
的
出
現
。

第
三
階
段
則
有
濃
縮
的
般
若
經
出
現
。
濃
縮
的
形
式
基
本
上
有
二
種
，
一
種
是
把
經
文
的
要
義
用
詩
頌

的
形
式
來
表
現
，
以
方
便
持
誦
，
如
《
現
觀
莊
嚴
論
》
(
相
傳
為
彌
勒
所
作
)
，
以
幾
十
首
詩
頌
的
形
式
而
把

二
萬
五
千
頌
般
若
經
的
要
義
表
現
出
來

e

第
二
種
是
用
散
文
形
式
來
撮
其
要
義
，
其
中
最
為
著
名
的
當
是
《
心

經
》
與
《
金
剛
經
》
。

有
學
者
並
不
同
意
將
《
金
剛
經
》
視
為
第
三
期
的
般
若
經
。
《
金
剛
經
》
是
部
非
常
獨
特
的
般
若
經
，

在
所
有
的
般
若
經
﹒
中
，
幾
乎
都
可
看
到
「
空
」
字
，
但
《
金
剛
經
》
全
文
卻
一
個
「
空
」
字
都
不
用
，
這
顯

然
是
有
意
的
，
或
許
此
經
是
基
於
某
種
特
殊
的
目
的
，
以
面
對
某
些
特
殊
社
群
的
聽
聞
者
而
結
集
出
來
的
，

因
而
才
刻
意
地
不
使
用
「
空
」
字
。
另
一
方
面
，
由
於
《
金
剛
經
》
在
語
文
上
表
現
出
一
種
更
古
老
的
語
文

型
態
，
因
而
日
本
一
些
學
者
，
如
中
村
元
與
靜
谷
正
雄
等
人
便
認
為
《
金
剛
經
》
應
是
初
期
的
般
若
經
，
它

避
免
使
用
「
空
」
這
個
讓
許
多
人
看
了
不
太
高
興
的
字
眼
，
正
表
示
了
這
種
新
思
想
初
興
之
際
的
情
況
。
但

今
天
大
部
分
的
學
者
，
包
括
開

-
n
g
N
O
在
內
，
並
不
同
意
這
種
看
法
，
他
們
認
為
《
金
剛
經
》
所
表
現
的
思

想
是
相
當
圓
熟
的
，
這
和
初
期
般
若
經
所
要
表
現
的
並
不
一
致
。
因
此
，
我
們
此
處
仍
把
它
歸
屬
在
第
三
階



第
四
階
段
是
密
敦
的
般
若
經
。
隨
著
密
親
的
掘
起
，
也
有
新
的
般
若
經
應
運
而
生

9

此
中
如
《
理
趣
般

若
經
》
即
是
。

其
實
隨
著
新
思
潮
的
興
起
而
有
新
的
搬
若
經
出
現
，
在
第
二
期
裡
就
可
看
到
，

可
看
到
唯
識
學
脹
和
中
觀
學
蔽
的
般
若
經
，
在
頌
本
上
就
不
相
同
。

二
萬
五
千
頓

(
4中
國
俗
稱

《
大
口
問
般
若
經
》
)
，
若
對
照
西
曠
的
般
若
經
，
就
可
發
現
其
中
缺
少
〈
彌
軸
所
閉
口
開
〉
?
文
中
彌
軸
要
間
的
是

什
麼
呢
?
即
唯
識
學
派
的
三
性
。

9

還
要
有
正
理
。
在
《

乘
論
》
中
，
無
著
不
斷
地
敘
述
「
阿
賴
耶
」

念
並
非
他
所
獨
剖
，
而
是
佛
陀
在
阿
會
經
組

被
唯
識
學
派
提
出
時
，
雖
有
《
解
深
密
經
》
等
經
典
的
支
持
，
但
是
他
們
仍
然
覺
得
不
夠
充
分
，
因
此
有
〈

，
但
最
後
仍
、
必
須
聲
明
此
一

一「

L一

?
那
就
是
所
謂
的
「

L一
。

勒
所
閱
日
間
〉
的
出
現
，
以
作
為
唯
識
學
派
說

聽聽蠶轉轉

。有
一
點
要
注
意
的
是
，
在
《
中
論
》

不

時間

是
富起
行
文
風
格

回

維
方
式
或

俯
首吾

系
統

都
看
不
出
兩
者
之
間
有
何
直
接
關
師
。

嘻會

就
行
文
風
格
而
且
一
一
間
，

'
詞
藻
極
其
華

9

富
於
文
學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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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麗
一
;
而
《
中
論
》
則
是
偈
頌
體
的
論
書
，
昔
日
簡
而
意
賊
，
行
文
的
風
格
截
然
不
同
。

在
術
語
系
統
上
，
般
若
經
常
用
「
般
若
波
羅
蜜
」
、
「
菩
提
」
之
類
的
術
語
，
而
《
中
論
》
裡
提
到
「
菩

提
」
一
詞
的
但
只
一
次
，
而
「
般
若
波
羅
蜜
」
一
語
卻
從
未
在
龍
樹
此
書
中
出
現
過
。
般
若
經
充
滿
了
比
喻

或
隱
喻
;
而
《
中
論
》
則
是
強
烈
的
批
判
與
論
理
。
因
此
，
似
乎
很
難
於
兩
者
之
間
找
剖
它
們
的
共
通
性
。

。
《
中
論
》
以
阿
會
經
術
語
系
統
展
示
般
若
經
思
想

然
而
，
為
何
在
西
藏
傳
說
中
，
會
認
為
龍
樹
的
思
想
是
直
接
受
到
般
若
經
的
鼓
舞
呢
?
般
若
經
與
《
中

論
》
之
間
有
著
那
麼
大
的
不
同
，
在
龍
樹
著
作
中
看
不
到
所
謂
「
大
乘
」
的
用
語
，
特
別
是
般
若
經
裡
的
那

些
思
想
「
標
誌
」
'
龍
樹
所
使
用
的
語
彙
，
基
本
上
是
從
阿
合
經
以
來
就
有
的
，
其
著
作
中
唯
一
指
名
道
姓
所

引
用
的
經
典
是
《
迦
葫
延
經
》
。
因
此
，
當
代
有
些
學
者
懷
疑
龍
樹
是
大
乘
論
師
的
真
實
性
，
他
們
認
為
並
沒

有
充
分
的
理
由
來
證
明
龍
樹
是
一
位
受
般
若
經
思
想
鼓
舞
的
論
師
。

〉
﹒
咱
們-J宅
缸
片
母
叫
(
著
有
《
印
度
佛
教
史
》
)
和
巴-
E
E
它
各
自
。
(
現
任
夏
威
夷
大
學
哲
學
系
系
主
任
)
兩
位

研
究
南
傳
巴
利
聖
典
的
學
者
，
前
者
根
據
《
中
論
》
的
行
文
風
格
與
思
維
方
式
，
認
為
傳
統
說
法
不
可
信
受
;

而
後
者
則
認
為
龍
樹
的
哲
學
並
非
革
命
性
的
，
他
不
過
是
釋
迦
教
義
的
偉
大
註
釋
者
，
說
他
是
大
乘
論
師
的

理
由
並
不
充
分
。
另
外
印
順
法
師
也
認
為
《
中
論
》
是
阿
含
經
的
通
論
，
它
是
要
發
掘
阿
含
輝
的
深
義
。
在

這
點
上
，
三
位
學
者
的
看
法
有
一
點
相
同
，
那
就
是
龍
樹
與
阿
合
經
的
關
係
。
但
〉
﹒
的
超
常
已

O
H
和



《
中
論
》
是
要
講
給
誰
體
的
?
是
要
寫
給
那
些
人
來
看
的
?
龍
樹
的
聽
者
與
讀
者

《
中
論
》
應
是
針
對
教
內
那
些
尚
未
信
一
堂
大
乘
的

基
本
上
，

?
或
雙
方
熟
知
的
術
語
系
統
來
進
行
寫

，
所
以
龍
樹
藉
著
彼
此
都
可
轉
向
晶
的
何
會
經

並
不
多
見
?

9

這
些
都
可
作
為

。
但
在
《
中
論
》

掌
握
、

。
因
此
，
依
附
阿E
F
肉
串
戶
口
閣
。
口
的
說
法
，

9

它
純
粹
是
以
理
性
的
觀
點
來
攝
一
本
般
若
經
裡
所
要

捌
制
制

香
光
莊
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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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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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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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
六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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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日
用
般
若
經
》
(
八
干
頌
般
若
〉

。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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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娶
興
了
新
的
般
若
經
的
誦
出
租
結
集
。
如
果
此
了
說
法
可
信

9

那
龍
樹
所
占
參
與
粘
住
娟
的
般
若
經
?

《
大
口
問
般
若
經
》
。
在
中
國
，

《
大
知
日
度
論
》

的
作
者
，
而
《
大
智
度
論
》
是
《
大
口
問
般
若
經
》
(

)
的
註
解
。
龍
樹
思
想

新
思
潮
的
鼓
舞
，
三
方
面
因
他
在
有
部
出
家
的
背
最

9

而
對
阿
耽
達
磨
的
思
想
也
相
當
精
熟
，
一
一
遍
從
他
的
著

，
對
有
部
宗
義
多
所
敘
爐
，
乃
至
洞
察
到
有
部
理
論
架
構
上
的
缺
陷
，
都
可
以
讓
我
們
見
到
這
一
點
。

以
上
我
們
約
略
地
談
到
了
龍
樹
思
想
可
能
的
淵
嗨
，
它
們
有
源
自
阿
會
經
的

9

有
聾
，
目
阿
耽
達
磨
思
想

的
9

也
有
來
自
新
興
大
乘
經
典
與
非
佛
教
傳
統
的

9

這
些
思
想
都
被
龍
樹
智
慧
的
火
炬
治
為
一
爐
，
而
成
就

了
一
套
具
有
劃
峙
代
意
義
的
嶄
新
哲
學

中
觀
學
的
發
展
從
龍
樹
開
始
宜
刮
目
一
兀
八
世
紀
，
今
天
學
者
將
如
此
畏
的
發
展
過
程
分
為
初
、
中
、
晚

期
三
階
段
。

一
階
段
以
龍
樹
及
他
的
及
門
弟
子
提
婆
的
思
想
為
中
心
。

一
階
段
約
在
西
一
兀
五
世
紀
至
七

世
紀
中
葉
，

表
現
在
對
《
中
論
》
的
註
解
上
。
第
三
階
段
是
中
觀
與
瑜
伽
合
流
的
階
段
。

《
中
論
》

'
一
首
詩
分
為
四
句
?

一
個
音
節
，
傳
統
模



譯
將
這
種
三

?
仿
其
原
初
四
甸
的
形
式
而
譯
成
五
言
詩
的
形
式
，
一
首
詩
有
四
句
，
一

，
每
首
偈
共
計
二
十
字
。
這
樣
高
度
濃
縮
的
語
言
形
式
，

的
諸
多
爭
端
9

因
為
這
種
高
度
濃
縮
的
偈
頌
體
，

9

若
是
缺
乏
註
解
有
時
根

本
不
知
所
云
。

r-\ 

'-' 

一
般
而
言
，
這
類
詩
頌
體
的
論
書
，
其
註
解
有
時
是
由
作
者
本
人
親
自
撰
寫
，
有
時
則
由
其
及
門
弟
子

來
撰
寫
，
而
有
時
則
由
其
再
傳
弟
子
或
私
觀
來
著
手
從
事
。
如
世
親
的
《
唯
識
二
十
頌
》
?
他
本
人
親
自
作
了

，
但
真
晚
年
作
品
《

》
只
寫
了
頌
文
而
無
註
解
，
其
弟
子
與
再
傳
弟
子
如
護
法
、

火
辨
j
e
e
e

9

乃
紛
紛
提
出
自
己
的
理
解
而
著
手
註
騙
。
因
為
高
度
濃
縮
的
語
言
無
法
清
楚
表
達

思
想
，
使
得
註
解
家
有
更
多
的
思
維
空
間
，
來
表
達
他
們
對
頭
文
的
理
解
。

一
期
的
中
觀
哲
學
是
(
中
論
》

(
七
或
八
世
紀
〉
疏
解
《
般

若
燈
論
》
時

9

《
中
論
》

，
今
天
可
以
看
到
的
只
有
五
種
:
(
一
〉
龍
樹
的
《

講
嘲
》
;
(
二
)

《
轍
若
燈
諭
》
;
(
四
)

A之

9
(
一
一
一
)

釋
論
》
;
(
五
)
月
稱
的
《
中
論
註
》
。
其
他
如
德
慧
也
有
《
中
諭
》

，
但
已
失
快
。

嘻靜

首
先
《
無
畏
論
》
相
傳
為
龍
樹
所
誼
，
《
龍
樹
菩
薩
傳
》
裡
提
到
:
「
《
無
畏
論
》
十
萬
頌
，
《
中
論
》

鬧
翻
翻
翱
蚓
劉
細
細
刻
翻
糊
糊
糊
飽
翻
倒
翱
劃
翩
醬

4
4
1
1
1

甜
甜

l
l
u
E
H

香
光
莊
嚴
鬥
第
五
十
期
〕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六
月
7
0
五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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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其
中
」
。
《
無
畏
諭
》

'
是
個
較
麻
煩
的
問
題
，

《
無
畏
諭
》
不
是

，
也
不
看

《
盤
山
間
阿
拉
珊
》

9

9

此
書
只
是
把
偈
煩
的
形
式
加
拭
散
文
化
而
已
，

的

《
盤
山
回
背
斜
咽
》金
門
自
釋
》
的
確
很
簡
單
。

便
譯
出
全
閱
日
釋

γ

以
古
代
的
傳
播
速
度
來
看
，
《
中
諭
》

9

保
守
估
計
需
要
五

十
至
一
百
年
的
光
景
，
不
論
此
一
著
作
是
鳩
摩
羅
什
或
印
度
人
，
乃
至
於
是
中
亞
咄
區
的
人
士
所
體
寫
的
，

它
的
內
容
和

是
極
其
相
近
的
，

，
大
體
上
這
兩
部
詮
釋
都
屬
於
古
註

9

也
就

是
在
學
派
尚
未
分
裂
前
，

。
學
振
意
識
勃
興
或
真
正

「
由1

」
的
，

《
血
聞
自
釋
》

，
因
而
它

。
最
近
有
金
日
目
釋
》
的
英
文
譯
本
和
註
解

(
日
油
油
油

一
個
新
的
開
始
。

，
就
如
同
我
們
要
重
新
來
看
待

'
這
兩
部
詮
釋

《
盤
山
回
去
啊
》
與
《
背
自

釋

4良、

9

這
也
是
目
前
唯
一
保
存
梵
文
形
式
的
《
中
論
》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
更
進
一
步
來
說

9

9

所
以
要
回
到
《
無
畏
論
》
與
金
門
目
釋
》
。

但
存
漢
譯
的
註
釋
書
，

之
外
，
還
有
唯
識
學
蔽
的
安
聲
也
註
解
《
中
論
》
，
而
此

輝
的

《
中
論
》
。

""'" 

，
然
而
真
翻
譯
品
質
咽
，
對
9

9

特
別
是
想
要
探
究
唯
識
學
派
如
何
來
看
待
中
觀
思
想
峙
，

p

廢
書
而
嘆
，
這
時
若
無
其
他
的
輔
助
工
具
，
自
是
難
以
賽
功
。

情
況
下
9

往
往
是
要
選
過
對
其
他

》
註
解
書
的
理
解
，
而
這
又
必
須
在
掌
握
了
經
典
語
文
之
後
才
能

一
工
作
，

。
安
慧
註
解
了
許
多
唯
識
學
派
的
論
典
，
如
《
中

邊
分
別
論
》

""'" 

'
這
些
都
有
不
少
學
者
著
手
研
究
了
，
但
是
他
的
《
中
，
論
》
註
解
?

在
今
天
可
說
仍
是

9

因
為
基
中
有

費醫

r-'<、

'-' 

關
闖
闖
關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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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期
的
中
觀
哲
學
是
《
中
論
》

，
在
註
解
過
程
裡
，
中
觀
思
想
也
有
進
一
步
的
開
展
。

另
一
方
面
在
思
想
背
景
上

9

那
個
時
代
也
是
唯
識
學
掘
騙
起
蓬
勃
發
展
的
階
段
。

F皆
鞋

裡
是
處
於
相
互
對
抗
的
狀
態
，
這
也
構
成
了
此
一
時
期
中
觀
學
發
展
的
主
要
特
色
。

因
此
，

「
中
觀
學
服
」
，
其
實
是
在
中
期
才
形
成
的
，
龍
樹
沒
有
用
過
「
中
觀
學
擴
」
或

」
的
字
眼
來
描
連
自
己
的
理
論
，
這
是
中
期
中
觀
學
的
產
物
，
透
過
與
唯
識
學
派
的
對
抗
來
註
解
《
中

》
9

學
派
意
識
於
焉
形
成
。

中
珊
的
中
觀
哲
學
是
以
《
中
論
》
的
註
解
而
開
展
的
，
那
就
是
對
於
《
中
論

γ
中
的
根
本
思
想
|
|
一
切

法
空
|
|
龍
樹
究
竟
是
透
過
怎
樣
的
論
證
方
法
來
開
展
的
呢
?
佛
護
強
烈
意
識
到
這
個
悶
題
，
並
且
試
著
遠

。
佛
鐘
的
註
醉
"
裡
，
最
為
著
名
的
就
是
他
對
《
中
諭
》
第
一
日
開
第
一
首
詩

的
註
解
。

。
歸
謬
論
證
擺
|
|
佛
體
間
接
論
語
體
樹
的
哲
學

「
諸
法
不
自
生
，

，
不
共
不
無
因
，
是
故
知
無
生
。
」
在
梵
文
本
裡

9

事
實
上
並
無
「

生
之
義
而
增
入
的
。
佛
護
在
疏
解
此
一
詩
頓
時
說
，

…「

知
無
生
」
這
句
話
，

諸
法
可
以
不
依
因
待
緯
而
自
行
生
起
，
則
這
個
「
」
就
是
無
用
的
，
因
為
它
自
己
已
然
存
在
了
，
而
且
這

種
「
自
生
于
在
能
生
與
所
生
之
間
根
本
沒
有
分
別
，
如
何
可
以
稱
之
為
「
生
」
呢
?
所
以
已
然
存
在
的
又
再



「
生
」
是
沒
有
用
的
，
因
為
己
然
存
在
的

9

是
不
需
要
再
生
的
。
若
諸
法
龍
，
自
行
生
起
，

「
生
起
」
'
就
應
該
不
斷
地
「
生
」
下
去
，
不
能
說
這
一
刻
「
生
」
，
而
下
一
刻
就
不
「
生
」
了
。

，
就
像
幾
何
學
樓
的
「

L一-

在
同
一
一
千
圖
上
，
過
線
外

一
點
，
有
而
且
只
有
一

9

我
們
可
以
假
設
它
有
兩
條
，
結
果

。
如
果
想
要
證
明
這
一

導
致
矛
盾
;
由
於
假
設
兩
條
的
結
果
是
矛
盾
的
，
因
此
唯
一

一
條
。
所
以
，
有
人
把
佛
蠶
的

論
證
方
式
稱
之
為
「

L一
~ 

\自/

9 

一「

是
執
著
之
意
，
也
就
是
說
「

-, 

L一

一「

」
一
派
的
思
想
，

有
部
皆
是
，

「
果
」
原
先
是
器
而
未
顯
，
「
生
」

「
果
」

不
同
，
所
以
「
生
」
是
有
用
的
。

但
佛
護
認
為
若
是
諸
法
自
生
，
則
將
導
致
「

L一

9

因
為
它
已
經
存
在

9

根
本
就
不
需
要
再

。
這
樣
的
結
論
當
然
是
諸
法
，
自
生
論
者
所
無
法
接
受
的
。
再
則
，
若
諸
法
權
自
生
，
「
生
」

生
下
去
，
這

，
也
是
諸
法
自
生
論
者
所
無
法
接
受
的
。
由
於
諸
法
自
生
會
導
致
矛

盾
，
亦
即
它
會
導
致
「
生
」
的
無
用
以
及
「
生
」

盾
，
這
就
是
佛
護
對
主
張
諸
法
，
自
生
者
的
著
名
駁
論
。

電醫

佛
諱
的
這
種
論
證
方
式
是
劃
時
代
的
，
因
為
龍
樹
在
頌
文
中
往
往
以
宣
言
的
方
式
直
接
把
結
論
呈
現
出

劉
剛
劉
輯
胸
悶
罐
腳
醫
輯
發
騙
她
翻
翻
翻
翩
翩
崗
翱
翩
翩
飆
翩
翩
翩
蜀
聶
飄
翎
削
弱
祖
羽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期
〕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六
月

w
v
O五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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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
而
省
去
了
其
論
證
的
過
程
，
但
註
解
家
則
必
須
以
理
論
來
說
明
為
何
會
得
到
這
樣
的
結
論
。
佛
護
強
烈

意
識
到
必
須
把
龍
樹
的
推
證
過
程
展
開
來
，
而
他
所
探
取
的
是
一
種
間
接
論
證
的
方
式
(
歸
謬
論
證
其
實
就

是是
不一

可種
能間
的接
，論

也證
就 γ
是一
草義
言們
耐不

真能

居室

導蟲
致晶

孟空
而畫

畫龍
寄存
物 ffi
是搞

哥哥
能幸

存著
在去
的證

明
此

題

為
真

。
自
立
論
證
派
|
|
清
辨
直
接
論
證
龍
樹
的
哲
學

佛
護
這
種
論
證
方
式
受
到
清
辨
強
烈
的
質
疑
，
他
認
為
龍
樹
並
不
是
採
取
這
樣
的
方
式
來
展
開
論
證
'

因
為
自
生
的
反
面
是
他
生
，
當
我
們
否
定
諸
法
不
自
生
的
同
時
，
便
會
預
設
了
諸
法
是
從
他
生
。
清
辨
看
到

了
佛
護
的
論
證
在
邏
輯
上
的
缺
陷
，
認
為
採
取
這
種
間
接
論
讀
，
其
結
果
將
會
在
邏
輯
上
給
論
敵
一
個
攻
擊

自
己
的
機
會
。
誠
如
佛
護
假
設
諸
法
自
生
的
結
果
會
導
致
矛
盾
，
那
我
們
就
必
須
在
邏
輯
上
承
認
諸
法
自
生

的
反
面
是
真
的
;
但
是
，
如
果
不
是
自
生
，
那
麼
就
是
他
生
，
這
樣
的
理
解
顯
然
是
歪
曲
了
龍
樹
頌
文
的
意

思
，
因
為
龍
樹
也
說
諸
法
不
從
他
生
。

因
此
，
請
辨
認
為
不
可
以
採
取
間
接
論
證
的
方
式
，
因
為
在
否
定
一
個
命
題
的
同
時
，
也
肯
定
此
一
命

題
的
反
面
，
他
主
張
須
採
取
直
接
論
證
的
方
式
來
舖
陳
龍
樹
的
論
證
'
傳
統
術
語
稱
之
為
「
自
立
量
」
，
也
就

是
從
大
前
提
與
小
前
提
而
至
結
論
，
正
面
地
去
證
成
一
個
命
題
。
於
是
有
人
便
把
清
辨
一
系
的
中
觀
派
稱
之

為
「
自
續
派
」

(
7
出

g
E
E
)

或
「
自
立
論
證
派
」
，
而
把
佛
護
與
月
稱
這
一
派
稱
之
為
「
應
成
派
」



/'有\

L一
。

、-/

一「

~ 

?
而
外
境
乃
是
識
所
變

面
，
他
也
批
評
教
內
的
唯
識
學
瓣
。

'-' 
' 

無
所
知
。
此
外
，

二
性
的
思
想
提
出
批
判
。

筒
而
言
之
，

一
個
學
派
意
識
相
當
濃
厚
的
時
代
，
一

r呵.、

\_j 

如
果
說
中
觀
學
發
展
的
第
二

，
那
麼
第

一「

L一

、
俗
二
諦
的
觀
點
上
，

L一

---, 

頭
翩
翩
騙
餓
翩
翩
舖
數
翩
翱
掰
糊
糊
糊
糊
糊
糊
攝
制
翩
翩
翱
盟
則
翩
翩
翩
糊
糊
糊
翱
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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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胡
創
辦
過
錯
翻
翻
劉
觀
囂
翱
懿

這
就
是
第

9

因
為
龍
樹
當
時
並
未
意

識
到
唯
識
哲
學
所
嘗
試
處
理
的
那
些
問
題
。

第
三
階
段
是
中
觀
與
唯
識
合
流
的
時
期

9

「
瑜
伽
行
，
中
觀

學
派
」
，
其
主
要
代
表
人
物
是
寂
護
和
他
的
弟
子
蓮
華
戒
。
在
寂
護
的
哲
學
中
，

識
學
振
「
唯
識
無
境
」
的
看
法
，
而
在
勝
義
講
上
則
持
中
觀
學
服
「
一

」
的
立
場
，
寂
護
曾
在
他
的

著
作
裡
'

9

才
算
是
真

正
的
大
乘
行
者
，

9

也
比
白
死
於
西
藏
，
他
們
在
西
藏
峙
，
發
生
了
一
件

中
觀
思
想
史
上
相
當
重
要
的
事
件

l
i

則
發
展
到
了
禪
?

，
而
在
中
國

)
租
瑜
伽
行
中
觀
學
派
的
蓮
華
戒
在
桑
耶

寺
舉
行
了
一
次
大
論
辯
。

，
但
現
在
通
過
西
藏
史
書
與
敦
煌
文
獻
的
解

根
噱
西
藏
租
印
度
方
面
的
記
載
，
這
場
論
辯
的
結
果
是
中
國
的
禪
宗
敗
北
，

(
教
煌
文

獻

。
原
先
禪
宗
在
西
藏
的
勢
力
相
當
大
，
禪
宗
失
散
之
後
便
被
完
全
譯
出
西
藏
，
但

。
因
為
今
日
學
者
研
究
發
現
西
藏
某
些
修
行
法
，
如
大
國



禪
宗
認
為
在
成
佛

的
本
質
上

當
下
開
悟
，
也
就
是
生
死
即
涅

槃至
於
方
便
(
即
五
度
)

9

否
則
不
可
能
有
知
壘
心
的
養
成
9

國
真
智
慧
挂
在
慈
悲
與
五
度
裡
運
輸

所
以
，
蓮
華
戒
認
站
若
依
中
國
禪
宗
師
說
的
無
恩
、

、
唯
識
教
義
的

南島

(繪圖陳秋松)

，
那
麼
一
個
低
能
兒
也
早
已
闢
悟
了
，
因
為

他
可
以
無
恩
、

。
對
蓮
華
戒
而
言
，
要
修
習
慈
悲
與
方
便
，
乃
至
透
過
對
有
郁
、

研
制
翩
翩
翎

香
光
莊
司
敲
門
第
五
十
期
〕
民
團
八
十
六
年
六
月
W
V
O五
九



香
光
莊
嚴
【
第
五
十
期
】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六
月
V
O
六
。

理
解
與
批
判
，
我
們
才
有
可
能
真
正
體
悟
中
觀
的
智
慧
。
學
者
必
須
一
方
面
學
習
有
部
的
教
義
，
並
看
到
有

部
教
義
的
不
足
，
進
而
學
習
經
部
的
思
想
，
再
由
唯
識
而
走
向
中
觀
。
這
其
問
展
示
了
一
種
修
習
的
次
第
，

同
時
這
也
是
一
個
哲
學
的
階
梯
。

此
處
姑
且
不
論
桑
耶
寺
宗
義
論
辯
的
勝
負
究
竟
如
何
，
這
個
論
辯
在
本
質
上
多
少
展
示
了
受
龍
樹
思
想

影
響
的
中
國
禪
宗
，
和
在
印
度
以
龍
樹
思
想
為
主
軸
，
並
吸
收
唯
識
思
想
所
開
展
出
的
中
觀
哲
學
，
這
兩
支

同
源
而
異
流
的
思
想
在
西
藏
會
遇
之
際
，
不
宙
就
是
印
度
佛
教
思
想
和
中
國
佛
教
思
想
彼
此
的
一
場
論
諦
。

近
日
一
位
朋
友
突
然
不
戴
眼
鏡
，
我
不
禁
好
奇
地
問
他
:
「
你
不
是
近
視
嗎
?
為
什
麼
沒
戴

眼
鏡
?
」
朋
友
謙
虛
地
說
:
「
以
前
戴
眼
鏡
看
別
人
，
現
在
不
戴
眼
鏡
看
自
己
。
」
平
實
的
一
句

話
，
確
是
如
此
震
撼
著
我
，
多
麼
認
真
用
功
的
人
!

環
顧
周
遭
人
群
，
個
個
睜
著
雪
亮
的
眼
睛
，
甚
至
戴
上
放
大
鏡
，
盡
是
看
別
人
的
缺
點
，
當

事
件
發
生
時
，
常
常
指
責
對
方
，
錯
的
總
是
別
人
，
那
有
反
觀
自
己
、
反
省
自
己
的
空
間
?

這
不
禁
讓
我
想
到
一
個
故
事

.. 

以
前
日
本
有
二
大
劍
手
，
一
位
叫
宮
本
武
藏
，
一
位
叫
柳
生
壽
郎
，
當
初
，
柳
生
遇
見
盛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