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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佛
陀
的
人
間
性

原
始
佛
教
如
實
體
現
人
間
佛
教
的
真
義
，
佛
陀
在
人
間
成
就
佛
道
，
發
揮
慈
悲
為
懷
的
本
色
，
實

踐
教
化
、
救
濟
眾
生
等
社
會
服
務
的
終
生
職
志
。
1

釋
迦
牟
尼
佛
非
神
話
之
超
人
，
而
是
存
在
過
人
世

間
的
歷
史
人
物
，
同
樣
面
臨
過
生
老
病
死
苦
的
生
命
經
驗
。
據
文
獻
所
記
，
佛
陀
約
生
於
西
元
前
五
六

○

年
，
位
於
今
日
尼
泊
爾
靠
近
北
印
度
的
迦
毗
羅
衛
城
藍
毗
尼
園
，
名
為
喬
達
摩G

autam
a

︵
氏
族
名

號
︶‧

悉
達
多
︵
名
字
：
夢
想
成
真
或
達
成
目
標
︶
。
釋
迦
牟
尼
︵Shakyam

uni

︶
，
是
指
釋
迦
族

的
聖
人
，
是
對
其
美
好
人
格
的
肯
定
與
讚
賞
。
然
而
隨
著
釋
迦
離
世
時
日
的
久
遠
，
種
種
的
美
化
與
神

話
因
應
而
生
，
人
間
佛
陀
也
逐
漸
增
添
眾
多
神
能
和
超
能
的
色
彩
，
而
西
元
一
世
紀
自
有
佛
像
形
塑
以

來
，
更
促
使
人
間
佛
陀
的
特
質
不
斷
蛻
變
成
殿
堂
上
為
人
膜
拜
祈
求
，
並
擁
有
無
比
超
凡
能
力
的
超
世

間
之
佛
。
在
此
前
提
下
，
對
眾
生
來
說
，
佛
與
眾
生
、
此
岸
與
彼
岸
等
自
然
形
成
對
立
而
有
別
的
認

知
，
佛
是
離
開
現
世
而
往
生
他
方
世
界
的
一
種
解
脫
、
一
種
證
悟
。

註
解
：

1

佛
陀
的
人
間
性
論
述
，
詳
細
可
參
閱
蓋
瑞
．
賈
許
︵G

ary G
ash

︶
，
︽
佛
教
一
本
通
︾
，
台
北
：
橡
樹
林
文
化
出
版
，
二

○
○

五
年
；
星
雲
大
師
的
︿
人
間
佛
教
的
基
本
思
想
﹀
一
文
，
提
到
人
間
佛
陀
具
備
﹁
人
間
性
、
生
活
性
、
利
他
性
、
喜
樂

性
、
時
代
性
、
普
濟
性
﹂
等
六
個
特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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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出
入
世
價
值
的
不
斷
論
爭

厭
離
現
世
之
苦
，
追
求
解
脫
生
死
之
道
的
出
世
修
行
生
活
，
不
可
否
認
，
是
佛
教
行
化
眾
生
的
要

義
之
一
，
但
厭
離
非
不
理
，
證
悟
生
死
非
無
視
生
死
。
只
是
當
佛
陀
涅
槃
︵486B

.C

︶
之
後
，
佛
教
歷

經
近
約
四
百
年
的
時
光
，
即
於
西
元
一
世
紀
左
右
傳
入
中
國
，
面
對
一
個
文
化
爛
熟
、
獨
尊
儒
術
，
極

具
現
世
價
值
觀
的
中
國
文
化
，
剃
髮
、
袒
服
的
沙
門
形
象
，
如
此
異
文
化
的
突
兀
外
貌
衝
擊
著
衣
冠
整

然
的
華
夏
文
明
，
而
出
家
不
婚
的
方
外
行
止
更
挑
動
著
以
孝
道
為
人
倫
至
高
點
的
傳
統
儒
家
精
神
。
雙

方
無
可
避
免
的
衝
突
、
批
駁
與
論
難
，
雖
經
歷
朝
而
不
衰
，
縱
因
磨
合
有
其
相
契
相
融
之
處
，
但
歧
異

不
因
長
時
間
的
流
轉
而
消
失
。

東
漢
，
︽
牟
子
理
惑
論
︾
對
於
儒
家
批
駁
佛
教
不
孝
、
背
反
服
飾
舉
出
反
駁
之
論
，
而
東
晉
慧

遠
︵
三
三
四
｜
四
一
六
︶
於
︿
沙
門
不
敬
王
者
論
﹀
強
調
出
家
：
﹁
如
令
一
夫
全
德
，
則
道
洽
六
親
，

澤
流
天
下
。
雖
不
處
王
侯
之
位
，
亦
已
協
契
皇
極
在
宥
生
民
矣
。
是
故
內
乖
天
屬
之
重
，
而
不
違
其

孝
。
﹂
2

然
北
周
武
帝
於
承
光
二
年
︵
五
七
八
︶
發
布
︿
沙
汰
沙
門
詔
﹀
令
，
本
欲
一
併
廢
除
儒
釋
道

註
解
：

2
元
．
念
常
：
︿
沙
門
不
敬
王
者
論‧

出
家
第
二
﹀
，
︽
佛
祖
歷
代
通
載
︾
卷
七
，CBETA 

，T49

， no. 2036

，
台
北
：
新

文
豐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三
年
，
頁531-1

。



二○

一
五
．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240

三
教
，
但
有
鑑
於
﹁
六
經
儒
教
文
弘
志
術
，
禮
義
忠
孝
於
世
有
宜
，
故
須
存
立
。
﹂
佛
教
則
﹁
愚
民
相

信
，
傾
竭
珍
財
廣
興
寺
塔
，
既
虛
引
費
不
足
以
留
。
﹂
因
此
下
令
：
﹁
凡
是
經
像
，
盡
皆
廢
滅
。
父
母

恩
重
沙
門
不
敬
，
悖
逆
之
甚
，
國
法
豈
容
！
並
退
還
家
，
用
崇
孝
始
。
﹂
3

悖
倫
不
孝
的
指
責
，
是
佛
教
經
常
背
負
的
社
會
壓
力
和
挑
戰
。
唐
代
法
琳
︵
五
七
二
｜
六
四○

︶

︿
破
邪
論
﹀
與
傅
奕
︵
五
五
五
｜
六
三
九
︶
的
佛
儒
對
辯
，
仍
延
續
著
長
久
以
來
雙
方
的
芥
蒂
之
見
。

武
德
五
年
︵
六
二
二
︶
正
月
十
二
日
，
傅
奕
嚴
厲
批
判
事
佛
之
不
忠
不
孝
，
指
斥
出
家
是
破
家
、
破
國

之
人
，
即
﹁
入
家
破
家
，
入
國
破
國
者
﹂
。
面
對
這
樣
的
責
難
，
釋
法
琳
也
只
能
再
次
詮
釋
出
家
的
真

諦
。
4

而
當
國
家
財
政
窘
困
、
時
局
動
盪
不
安
之
際
，
佛
教
更
被
視
為
消
極
避
世
、
社
會
之
蠹
，
無
益

於
家
國
，
因
此
其
有
無
存
在
之
必
要
的
議
題
便
屢
被
提
出
檢
討
、
撻
伐
，
進
而
作
為
取
締
佛
門
的
口

實
。
像
大
家
所
熟
知
的
﹁
三
武
一
宗
﹂
法
難
，
即
是
重
復
圍
繞
在
上
述
的
爭
議
中
，
屢
對
佛
教
展
開
整

肅
與
管
制
之
策
。
在
王
權
高
於
法
權
的
政
治
體
制
下
，
佛
教
法
難
的
威
脅
不
曾
歇
息
。
早
在
東
晉
時
，

釋
道
安
︵
三
一
二
｜
三
八
五
︶
即
有
深
刻
入
微
又
貼
切
的
觀
察
，
說
出
﹁
不
依
國
主
，
則
法
事
難
立
﹂

註
解
：

3
唐
．
道
宣
：
︿
釋
慧
遠
傳
﹀
，
︽
續
高
僧
傳
︾
卷
八
，CBETA

， T50
， no. 2060

，p.490-1

。

4
唐
．
道
宣
：
︿
解
惑
篇
﹀
，
︽
廣
弘
明
集
︾
卷
十
一
，CBETA

， T52

， no. 2103

，p.16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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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至
理
名
言
。
而
用
與
無
用
常
是
政
策
取
決
的
關
鍵
論
點
。
如
荒
木
見
悟
與
平
野
聰
均
指
出
，
在
中
國

只
有
符
合
及
有
利
於
國
家
政
治
統
治
方
針
，
不
管
是
儒
學
、
佛
教
或
其
他
任
何
的
宗
教
才
能
獲
得
保

護
。
5就

筆
者
較
為
熟
悉
的
明
代
佛
教
而
言
，
太
祖
朱
元
璋
欲
延
攬
儒
僧
還
俗
為
官
，
以
服
務
大
眾
時
，

同
樣
提
出
傳
統
以
來
相
續
的
現
實
觀
點
和
說
帖
。
他
說
釋
迦
成
佛
本
非
常
人
，
釋
迦
牟
尼
不
可
能
再

世
，
而
世
人
亦
無
幾
人
能
及
。
認
為
致
力
於
修
行
之
人
多
為
﹁
積
後
世
之
事
，
或
登
天
上
及
人
間
好

處
。
﹂
6

如
只
為
此
，
實
無
須
出
家
，
因
天
堂
地
獄
就
在
眼
前
，
不
必
等
到
來
世
。
7

批
判
僧
人
﹁
不

務
佛
之
本
行
，
污
市
俗
、
居
市
廛
﹂
，
不
認
同
僧
行
，
若
不
能
修
成
正
果
，
究
竟
出
家
有
何
意
義
？
更

何
況
棄
世
為
僧
，
既
﹁
生
不
能
養
父
母
於
家
，
死
之
後
嗣
立
姓
同
人
於
天
地
，
︙
︙
不
亦
悲
乎
？
﹂
8

明
太
祖
既
以
中
國
的
家
族
倫
理
觀
念
苛
責
僧
人
違
反
傳
統
人
倫
的
行
為
，
更
以
現
實
利
益
觀
點
否
定
出

註
解
：

5

荒
木
見
悟
：
︽
雲
棲
祩
宏
の
研
究
︾
，
東
京
：
大
藏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五
年
，
頁214

；
平
野
聰
：
︽
清
帝
國
と
チ
ベ
ッ
ト

問
題
︾
，
名
古
屋
：
名
古
屋
大
學
出
版
會
，
二○

○

四
，
頁214
。

6
明
．
朱
元
璋
：
︿
拔
儒
僧
入
仕
論
﹀
，
︽
明
太
祖
集
︾
卷
十
，
安
徽
：
黃
山
書
社
出
版
，
一
九
九
一
年
，
頁225

。

7
同
註
6
，
頁225-226

。

8
明
．
朱
元
璋
，
︿
宦
釋
論
﹀
，
︽
明
太
祖
集
︾
卷
十
，
頁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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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對
社
會
國
家
的
價
值
及
其
出
世
的
生
命
意
涵
。

因
此
，
為
統
整
佛
教
，
於
洪
武
十
五
年
︵
一
三
八
二
︶
將
全
國
佛
寺
按
其
性
質
分
成
禪
︵
山
林

修
行
︶
、
講
︵
講
經
說
法
︶
、
教
︵
瑜
伽
教
：
應
付
教
僧
，
當
今
所
稱
趕
經
懺
︶
三
等
。
尤
對
瑜
伽

﹁
教
﹂
僧
賦
予
莫
大
關
懷
，
法
定
化
瑜
伽
教
僧
即
經
懺
師
的
專
職
地
位
，
認
定
瑜
伽
教
有
輔
助
社
會
國

家
風
俗
之
效
，
可
以
﹁
足
孝
子
順
孫
報
祖
父
母
劬
勞
之
恩
﹂
，
符
合
世
俗
所
需
，
裨
益
政
權
統
治
，
故

言
：
﹁
佛
之
教
陰
翊
王
度
，
可
也
。
﹂
9

然
此
一
政
策
，
坐
大
瑜
伽
教
寺
和
教
僧
的
勢
力
，
遂
使
禪
講

寺
僧
日
趨
轉
向
教
寺
發
展
，
因
個
中
擁
有
廣
大
﹁
利
源
﹂
，
遂
使
經
懺
事
業
幾
乎
成
為
佛
寺
發
展
的
重

心
。
發
展
至
晚
近
，
亦
復
如
此
，
故
屢
被
撻
伐
，
如
清
錢
泳
︵
一
七
五
九
｜
一
八
四
四
︶
的
︿
三
教
同

源
﹀
，
即
直
指
﹁
惟
利
之
一
字
，
實
是
三
教
同
源
。
秀
才
以
時
文
而
騙
科
第
，
僧
道
以
經
懺
而
騙
衣

食
，
皆
利
也
。
﹂
10

甚
至
被
指
斥
為
死
人
佛
教
，
專
為
死
去
的
鬼
魂
服
務
，
因
此
學
界
有
人
究
責
於
明

太
祖
合
法
化
並
帶
有
鼓
勵
性
質
的
瑜
伽
教
政
策
。

註
解
：

9
明
．
葛
寅
亮
：
︿
朱
元
璋
：
欽
錄
集
﹀
，
︽
金
陵
梵
剎
志
︾
卷
二
，
台
北
：
新
文
豐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七
年
，
頁58

。

10

清
．
錢
泳
撰
，
張
偉
點
校
：
︿
履
園
叢
話
七
．
臆
論

｜
教
同
源
﹀
，
︽
清
代
史
料
筆
記
叢
刊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七
九
年
，
頁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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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經
世
佛
教
的
跌
宕
與
轉
折

走
筆
至
此
，
可
以
看
到
中
國
佛
教
長
期
以
來
經
常
面
臨
的
兩
大
課
題
。
首
先
，
即
如
前
述
，
歷

來
為
政
治
、
社
會
質
疑
其
超
世
俗
而
非
現
實
的
出
家
思
惟
及
生
活
形
態
的
佛
教
之
用
何
在
。
過
度
傾
斜

於
置
身
世
外
的
山
林
生
活
，
無
視
世
事
擾
攘
的
消
極
之
姿
，
及
其
社
會
參
與
的
冷
漠
態
勢
，
不
僅
是
社

會
長
此
以
往
賦
予
佛
門
的
一
種
刻
板
印
象
，
也
深
深
引
起
世
人
的
批
判
和
反
感
。
其
次
，
另
一
造
成
佛

教
發
展
失
衡
的
趕
經
作
懺
，
當
其
應
赴
世
俗
之
舉
過
於
膨
脹
氾
濫
時
，
其
弱
化
內
部
素
質
及
引
發
社
會

議
論
乃
勢
所
必
然
。
上
述
困
境
，
屢
次
喚
起
佛
門
自
身
的
反
省
，
像
﹁
實
用
佛
教
﹂
或
﹁
人
生
佛
教
﹂

等
，
便
是
在
現
實
壓
力
下
，
以
及
為
因
應
時
局
變
動
和
維
續
慧
命
傳
遞
所
提
出
的
革
新
理
念
。
除
熱
衷

於
法
事
之
宗
教
性
服
務
外
，
佛
教
應
擴
大
自
身
的
社
會
關
懷
與
參
與
，
跳
脫
僅
止
於
山
林
生
活
的
關

注
。
為
此
，
如
晚
明
佛
教
，
就
佛
門
長
期
欠
缺
良
好
而
務
實
的
義
學
與
修
持
教
育
進
行
檢
討
，
重
新
審

視
佛
學
教
義
，
轉
換
出
世
即
入
世
的
觀
念
。
故
晚
明
高
僧
多
循
此
相
繼
步
入
世
俗
，
踐
履
實
心
念
佛
、

實
心
修
禪
、
讀
經
學
教
等
平
穩
務
實
之
修
持
於
現
實
生
活
之
中
，
創
立
大
眾
學
佛
修
行
的
方
便
法
門
，

形
塑
佛
教
服
務
社
會
、
有
用
於
社
會
的
新
生
命
型
態
。

知
名
的
晚
明
四
大
師
，
在
此
大
環
境
下
，
隨
著
宗
風
之
別
，
各
自
採
取
不
同
的
化
俗
之
道
。
尤

其
是
紫
柏
達
觀
︵
一
五
四
三
｜
一
六○

三
︶
最
屬
積
極
冒
進
突
出
，
全
然
投
入
救
世
濟
俗
之
中
，
發
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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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入
虎
穴
，
焉
得
虎
子
﹂
、
﹁
捨
我
其
誰
﹂
的
大
無
畏
精
神
。
雖
被
指
責
出
家
人
﹁
不
隱
於
深
山
而

遊
於
朝
市
，
聞
其
恣
肆
不
自
檢
束
，
恐
不
在
繼
曉
下
也
。
﹂
11

但
不
畏
人
言
，
仍
秉
持
﹁
吾
諸
大
乘
沙

門
，
以
利
濟
為
事
﹂
的
心
懷
，
12

甚
至
可
以
為
世
情
、
道
業
捨
身
入
獄
，
最
終
成
為
政
治
糾
葛
下
的
代

罪
羔
羊
，
死
於
獄
中
。
即
使
身
處
險
境
，
達
觀
仍
不
減
其
服
務
世
俗
的
慈
悲
與
熱
情
，
徹
底
實
現
出
世

即
入
世
的
精
神
。
13

達
觀
的
積
極
入
世
至
最
後
的
離
世
，
引
起
僧
俗
二
界
的
警
惕
可
想
而
知
，
然
過
程

中
詬
病
僧
人
達
觀
﹁
不
隱
於
深
山
而
遊
於
朝
市
﹂
，
卻
是
僧
俗
二
界
共
同
的
指
責
，
甚
至
對
其
入
獄
抱

持
冷
眼
旁
觀
的
態
度
。
在
這
裡
，
為
僧
者
究
竟
該
隱
於
山
或
遊
於
世
的
爭
論
，
亦
即
對
於
僧
人
出
入
世

該
如
何
拿
捏
的
看
法
，
不
論
僧
俗
，
似
乎
表
露
出
一
種
猶
疑
、
反
覆
不
定
的
共
通
矛
盾
心
情
。   

達
觀
生
命
受
挫
，
無
庸
置
疑
，
又
將
導
致
部
分
積
極
入
世
濟
俗
僧
的
退
縮
，
或
改
取
溫
和
、
觀
望

等
隱
世
態
度
面
對
人
間
問
題
。
對
此
，
荒
木
見
悟
有
他
極
為
深
刻
的
觀
察
，
指
出
明
末
清
初
長
期
戰
亂

註
解
：

11
明
．
李
樂
：
︽
見
聞
雜
記
︾
卷
十
一
，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六
年
，
頁13b

。

12
明
．
釋
真
可
：
︿
紫
柏
老
人
集
．
紫
柏
老
人
圜
中
語
錄‧

被
逮
答
檀
越
﹀
，
︽
明
版
嘉
興
大
藏
經
︾
第
二
十
二
冊
，
台
北
：

新
文
豐
出
版
公
司
，
一
九
八
七
年
，
頁167a-b

。
。

13

達
觀
的
救
俗
濟
世
之
行
，
詳
細
可
參
見
拙
著
：
︿
第
三
章 

晚
明
佛
教
致
用
思
想
的
逐
步
落
實
﹀
，
︽
明
代
佛
門
內
外
僧
俗

交
涉
的
場
域
︾
，
台
北
：
稻
鄉
出
版
社
，
二○

一○

年
，
頁123-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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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成
社
會
的
極
大
傷
害
，
在
此
面
前
，
佛
教
禪
者
雖
經
歷
多
年
的
苦
心
修
鍊
與
思
索
所
領
悟
的
出
世
間

法
，
卻
無
有
因
應
世
間
動
盪
的
本
能
。
批
判
僧
永
覺
元
賢
︵
一
五
七
八
｜
一
六
五
七
︶
所
言
：
﹁
世
運

之
變
苦
在
一
時
，
法
運
之
變
苦
在
萬
劫
。
一
時
之
苦
禍
止
殺
身
，
萬
劫
之
苦
禍
極
三
途
﹂
的
觀
點
，
14

直
指
元
賢
於
國
家
顛
覆
、
民
生
極
為
艱
苦
之
際
，
其
經
世
意
識
大
為
倒
退
，
導
致
佛
門
之
人
充
滿
避
世

的
想
法
。
同
時
批
評
元
賢
以
﹁
生
而
未
嘗
生
，
死
而
未
嘗
死
﹂
的
佛
教
理
論
看
待
福
建
建
州
全
城
被
屠

戮
一
事
，
與
世
情
悖
離
，
難
以
撫
平
社
會
傷
痛
。
而
對
於
智
旭
︵
一
五
九
九
｜
一
六
五
五
︶
的
時
代
悲

劇
為
業
感
所
招
之
說
，
認
為
智
旭
未
能
就
人
為
策
略
與
無
責
任
政
治
體
制
的
缺
失
進
行
檢
討
，
以
致
無

法
提
出
有
效
的
因
應
策
略
。
15

而
達
觀
熱
切
的
人
間
關
懷
及
其
激
進
的
實
用
佛
教
精
神
，
雖
不
因
其
生
命
遭
受
政
治
波
瀾
的
極
大

註
解
：

14

明
．
釋
永
覺
元
賢
：
︿
律
學
發
軔
序
﹀
，
︽
永
覺
元
賢
禪
師
廣
錄
︾
卷
十
四
，C

B
ETA

，X
72

，no. 1437

，
台
北
：
白
馬

精
舍
印
經
會
，
出
版
年
不
詳
，
頁461c

。

15

有
關
明
末
清
初
僧
人
面
對
亂
世
的
思
想
、
態
度
析
論
，
可
參
照
荒
木
見
悟
：
︿
第
八
章 

甲
申
の
變
と
禪
者
﹀
，
︽
憂
國
烈

火
禪

｜
禪
僧
覺
浪
道
盛
の
た
た
か
い
︾
，
東
京
：
研
文
出
版
社
，
二○

○
○

年
，
頁132-138

；
陳
玉
女
：
︿
明
清
之
際

東
南
地
區
佛
教
掩
骨
埋
屍
的
社
會
救
濟
與
王
朝
思
想
﹀
，
﹁
明
清
鼎
革
變
動
與
文
化
詮
釋
﹂
論
壇
，
中
壢
：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明
清
研
究
中
心
主
辦
，
二○

一
二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



二○

一
五
．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246

打
擊
而
完
全
禁
錮
他
的
影
響
，
其
精
神
為
明
末
覺
浪
道
盛
︵
一
五
九
二
｜
一
六
五
九
︶
所
承
襲
。
然
道

盛
的
︽
原
道
七
論
︾
，
呈
現
對
現
世
治
世
之
道
的
關
懷
，
內
容
大
致
沿
襲
明
太
祖
文
教
與
政
治
政
策
的

見
解
，
並
奉
南
明
正
朔
，
而
觸
怒
了
清
政
府
被
逮
入
獄
。
追
隨
覺
浪
經
世
佛
教
精
神
，
投
入
反
清
復
明

的
起
義
僧
大
有
人
在
，
但
最
終
仍
抵
不
過
清
初
文
字
獄
的
施
行
及
專
權
的
統
治
，
使
得
經
世
佛
教
積
極

入
世
的
熱
情
因
此
受
到
阻
斷
，
只
能
退
回
靜
默
、
避
世
、
保
守
的
叢
林
生
活
這
一
面
，
以
內
斂
性
的
自

我
轉
化
或
壓
抑
性
的
思
惟
企
求
跳
脫
世
變
之
苦
，
避
免
牴
觸
政
權
，
但
個
中
佛
教
特
質
不
免
受
到
扭
曲

而
產
生
質
變
。

直
到
清
末
民
初
，
當
中
國
屢
遭
外
強
壓
境
入
侵
，
皇
權
體
制
窘
於
應
變
，
士
人
深
感
富
國
強
兵

之
自
強
革
新
的
迫
切
，
而
長
期
沉
潛
、
隱
晦
不
彰
的
中
國
佛
教
經
世
精
神
此
時
再
度
被
喚
起
。
﹁
部
分

僧
眾
也
開
始
覺
悟
到
佛
教
的
生
存
問
題
﹂
，
廟
產
興
學
運
動
和
寺
產
相
繼
被
剝
奪
，
﹁
刺
激
了
佛
教
面

對
現
實
世
界
、
自
我
改
造
的
信
念
。
﹂
於
是
，
佛
教
僧
團
﹁
出
現
一
批
投
身
社
會
和
政
治
運
動
的
革
命

僧
。
﹂
16

而
太
虛
大
師
︵
一
八
八
九
｜
一
九
四
七
︶
﹁
人
生
佛
教
﹂
的
改
革
思
惟
亦
因
應
而
生
，
﹁
呼

註
解
：

16

學
愚
：
︿
第
一
章 

革
命
中
的
現
代
中
國
佛
教
﹀
，
︽
佛
教
、
暴
力
與
民
族
主
義
：
抗
日
戰
爭
時
期
的
中
國
佛
教
︾
，
香

港
：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一
一
年
，
頁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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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
佛
教
徒
改
造
﹃
死
鬼
經
懺
﹄
佛
教
，
建
立
奉
獻
人
生
社
會
的
新
佛
教
。
﹂
17

主
張
於
國
家
危
難
之

秋
，
為
國
為
民
殺
敵
降
魔
是
佛
事
，
指
稱
﹁
韋
馱
菩
薩
是
佛
教
軍
人
的
典
範
﹂
，
與
傳
統
僧
兵
的
護
國

殺
敵
思
想
不
二
。
如
是
勇
猛
激
進
的
態
度
，
似
乎
又
讓
人
得
見
自
達
觀
以
來
經
世
佛
教
一
脈
相
續
的
核

心
價
值
。

四
、
結
語

如
一
般
所
悉
，
太
虛
大
師
於
民
國
十
四
、
十
五
年
︵
一
九
二
五
｜
一
九
二
六
︶
間
，
提
出
﹁
人
生

佛
教
﹂
的
概
念
， 

其
宗
旨
：
一
、
以
人
生
對
治
死
鬼
的
佛
教
；
二
、
重
視
現
實
的
人
生
，
即
人
而
成

佛
。
隨
著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
一
九
四
九
︶
國
民
政
府
播
遷
台
灣
，
大
陸
僧
人
紛
紛
來
台
，
人
間
佛
教
理

念
亦
隨
之
實
現
於
台
灣
，
像
釋
慈
航
︵
一
八
九
三
｜
一
九
五
四
︶
，
以
太
虛
大
師
為
尊
，
實
現
﹁
人
間

佛
教
﹂
為
理
念
。
又
印
順
︵
一
九○

六
｜
二○

○

五
︶
亦
承
太
虛
思
想
，
與
僧
俗
二
眾
共
同
倡
導
﹁
人

間
佛
教
﹂
。
18

誠
如
闞
正
宗
所
言
﹁
人
間
佛
教
﹂
的
展
開
，
是
大
陸
來
台
及
台
籍
緇
素
共
同
努
力
經

註
解
：

17
同
註
16
，
頁76

。

18
學
界
對
此
歷
史
發
展
脈
絡
多
所
探
究
，
容
不
贅
述
。 



營
，
非
任
何
團
體
或
個
人
所
獨
占
。
以
人
為
本
的
佛
教
弘
傳
，
即
是
﹁
人
間
佛
教
﹂
的
實
現
，
所
以
可

以
是
﹁
佛
光
山
式
﹂
、
﹁
法
鼓
山
式
﹂
、
﹁
慈
濟
功
德
會
式
﹂
的
佛
教
。
19

台
灣
人
間
佛
教
發
展
至
今
，
形
成
一
股
風
行
思
潮
，
具
有
﹁
濃
厚
主
智
傾
向
﹂
及
﹁
強
烈
文
化
意

涵
﹂
，
﹁
重
視
獨
立
思
考
﹂
、
﹁
現
世
生
活
﹂
、
﹁
自
力
修
行
面
對
苦
難
﹂
等
特
質
，
20

但
這
些
是
否

可
以
包
羅
台
灣
當
代
人
間
佛
教
的
所
有
內
涵
，
實
有
待
進
一
步
釐
清
。
筆
者
認
為
，
在
人
間
佛
教
總
體

認
知
底
下
，
有
弘
法
布
教
、
社
會
關
懷
、
教
育
、
慈
善
、
藝
文
等
事
業
之
推
動
，
但
因
團
體
各
自
所
思

而
有
別
，
是
主
智
、
是
庶
民
或
世
俗
，
乃
至
會
不
會
為
符
合
現
實
社
會
之
需
而
漸
趨
流
俗
或
商
業
化
，

尚
須
靜
觀
細
察
，
以
佐
省
思
佛
教
如
何
於
此
發
展
流
變
中
，
以
出
世
的
精
神
，
做
入
世
的
事
業
，
維
護

自
我
本
色
又
可
利
濟
眾
生
。 

註
解
：

19
闞
正
宗
：
︽
重
讀
台
灣
佛
教
︾
，
台
北
：
大
千
出
版
，
二○

○

四
年
，
頁16

。

20

黃
詩
茹
：
︽
戰
後
台
灣
佛
教
的
僧
俗
關
係
：
以
大
專
青
年
學
佛
運
動
為
背
景
︾
，
台
北
：
國
史
館
，
二○

一○

年
，
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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