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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星
雲
大
師
︵
以
下
簡
稱
大
師
︶
曾
說
：
佛
教
如
果
不
能
服
務
社
會
，
佛
教
就
會
被
社
會
淘
汰
，
失

去
佛
教
存
在
的
價
值
。
而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社
會
快
速
的
生
活
步
調
，
科
技
的
高
度
發
展
，
造
成
人
際
關

係
的
疏
離
與
生
活
的
壓
力
；
現
在
人
工
智
慧
AI
的
來
臨
，
更
引
起
人
類
面
臨
社
會
秩
序
、
生
存
威
脅
、

倫
理
底
線
、
生
命
意
義
等
一
系
列
整
體
人
類
命
運
問
題
的
恐
慌
，
激
發
人
們
反
思
時
代
所
面
臨
的
經

濟
、
社
會
問
題
，
與
價
值
觀
的
重
新
建
立
與
解
決
的
途
徑
。
人
間
佛
教
關
注
﹁
生
命
、
生
活
、
生
死
﹂

的
人
文
關
懷
，
如
何
應
用
佛
教
的
力
量
來
淨
化
身
心
？
這
是
弘
化
工
作
不
容
遲
緩
的
課
題
。

大
師
一
生
推
動
、
實
踐
人
間
佛
教
，
在
歷
史
的
長
河
中
，
不
斷
將
其
思
想
付
諸
文
字
中
。
二○

一
七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出
版
的
︽
星
雲
大
師
全
集
︾
︵
以
下
簡
稱
︽
全
集
︾
︶
，
共
三
百
六
十
五
冊
，

三
千
餘
萬
文
字
，
是
大
師
用
生
命
累
積
的
成
果
，
也
是
他
一
生
智
慧
的
結
集
，
目
前
算
是
收
錄
大
師
一

生
著
作
最
完
整
的
寶
典
。
︽
全
集
︾
的
出
版
，
對
當
代
佛
教
是
否
有
其
代
表
的
意
涵
？
尤
其
在
弘
揚
人

間
佛
教
的
此
時
此
刻
，
其
價
值
何
在
？
此
乃
本
文
要
探
討
的
問
題
。

一
、
佛
教
未
來
發
展
的
指
標

現
在
的
人
間
佛
教
，
已
經
在
兩
岸
、
世
界
各
地
漸
漸
發
展
開
來
。
而
人
間
佛
教
本
來
就
是
佛
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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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說
的
宗
教
，
站
在
人
的
立
場
，
希
望
讓
人
類
獲
得
身
心
安
樂
。
論
本
清
源
，
近
代
產
生
的
人
間
佛
教

是
從
何
時
興
起
的
？
許
多
學
者
、
教
界
人
士
，
皆
以
太
虛
大
師
、
印
順
法
師
來
追
本
溯
源
，
認
為
人

間
佛
教
是
針
對
清
末
佛
教
衰
微
的
現
象
，
所
提
出
的
復
興
佛
教
的
新
政
策
。
太
虛
大
師
於
民
國
元
年
提

出
佛
教
的
改
革
運
動
，
倡
導
﹁
人
生
佛
教
﹂
理
念
，
希
望
佛
教
能
走
出
山
林
為
社
會
服
務
。
乃
至
印

順
法
師
明
確
地
討
論
人
間
佛
教
，
在
民
國
四
十
年
︵
一
九
五
一
︶
的
時
候
，
曾
經
發
表
︿
人
間
佛
教
緒

言
﹀
︵
一
九
八
八
︶
、
︿
從
依
機
設
教
來
說
明
人
間
佛
教
﹀
︵
一
九
八
八
︶
和
︿
人
間
佛
教
要
略
﹀

︵
一
九
八
八
︶
等
相
關
論
題
。
但
不
論
是
太
虛
大
師
或
印
順
法
師
，
都
只
是
思
想
理
念
的
論
述
；
至
於

如
何
將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論
落
實
在
大
眾
的
生
活
中
，
人
間
佛
教
的
實
踐
，
就
顯
得
格
外
重
要
了
。

近
代
能
透
過
教
育
、
文
化
、
慈
善
、
共
修
等
活
動
確
切
實
踐
人
間
佛
教
，
影
響
兩
岸
、
全
球
五

大
洲
的
人
，
首
推
大
師
。
大
師
在
一
九
四
六
年
︵
二
十
歲
︶
時
，
很
欣
賞
太
虛
大
師
在
其
創
辦
的
︽
覺

群
︾
週
報
暢
述
改
革
佛
教
的
理
想
，
並
提
出
佛
教
未
來
發
展
的
藍
圖
。
1

大
師
從
︽
覺
群
︾
週
報
中
感
覺

太
虛
大
師
思
想
很
進
步
、
很
革
新
，
很
有
佛
教
的
道
風
，
因
此
參
加
太
虛
大
師
主
辦
並
親
任
教
席
的
﹁
中

註
解
：

1 

滿
義
法
師
：
︽
星
雲
大
師
年
譜
︾
，
︽
星
雲
大
師
全
集
︾
二
百
二
十
七
冊
，
高
雄
：
佛
光
文
化
，
二○

一
七
年
，
頁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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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佛
教
會
務
人
員
訓
練
班
﹂
，
也
讓
大
師
深
感
佛
教
要
革
新
，
應
該
從
整
頓
佛
教
會
開
始
做
起
。
2

我

想
這
是
大
師
心
中
人
間
佛
教
思
想
的
啟
蒙
吧
！
後
來
大
師
到
台
灣
宜
蘭
弘
法
，
到
高
雄
創
辦
壽
山
佛
學

院
。
一
九
六
六
年
，
大
師
對
學
生
開
示
：
﹁
入
世
重
於
出
世
、
生
活
重
於
生
死
、
度
生
重
於
度
死
、
事

業
重
於
寺
院
、
大
眾
重
於
個
人
、
為
教
重
於
為
己
、
法
樂
重
於
欲
樂
、
教
情
重
於
親
情
。
﹂
3

很
明
顯

的
，
大
師
在
那
時
已
開
始
進
行
人
間
佛
教
理
論
的
建
構
了
。

大
師
說
：
人
間
佛
教
是
佛
教
回
歸
佛
陀
本
懷
，
走
出
山
林
遁
世
，
邁
向
現
代
化
、
國
際
化
的
必
然

方
向
。
大
師
一
生
弘
法
近
七
十
年
，
將
佛
法
傳
揚
至
五
大
洲
，
所
成
立
的
僧
信
二
眾
教
團
，
秉
持
人
間

佛
陀
示
教
利
喜
的
本
懷
，
注
重
利
生
的
事
業
，
關
懷
社
會
大
眾
，
福
利
群
生
，
希
望
傳
統
的
佛
教
能
繼

續
發
展
下
去
。

在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今
天
，
大
師
三
百
六
十
五
冊
︽
全
集
︾
的
出
版
，
內
容
有
理
論
、
有
實
踐
；
有

教
育
、
有
文
化
、
有
制
度
；
有
現
代
、
有
傳
統
…
…
不
但
是
大
師
一
生
實
踐
人
間
佛
教
行
佛
的
寫
照
，

更
是
樹
立
人
間
佛
教
在
當
代
佛
教
的
價
值
與
弘
傳
成
果
。
從
中
可
以
了
解
人
間
佛
教
的
開
展
史
，
作
為

註
解
：

2 

滿
義
法
師
：
︽
星
雲
大
師
年
譜
︾
，
︽
星
雲
大
師
全
集
︾
二
百
二
十
七
冊
，
頁98

。

3 

同
註
2
，
頁2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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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教
在
當
前
現
代
化
的
圭
臬
，
更
可
以
作
為
未
來
人
間
佛
教
發
展
的
指
標
。

二
、
人
間
佛
教
的
聖
典—

現
代
版
大
藏
經

大
師
三
百
六
十
五
冊
的
︽
全
集
︾
，
從
內
容
、
類
別
而
言
，
可
以
說
是
﹁
現
代
版
的
大
藏
經
﹂
。

佛
陀
說
法
傳
下
來
的
教
義
內
容
，
結
集
為
三
藏
或
五
藏
︵
除
三
藏
之
外
，
加
上
菩
薩
藏
、
咒
藏
，

或
般
若
藏
、
陀
羅
尼
藏
︶
；
而
說
法
的
體
裁
、
教
化
眾
生
的
方
式
，
有
十
二
部
之
說
。
其
中
，
漢
譯
經

典
流
傳
到
中
國
，
因
歷
來
編
修
及
收
錄
內
容
不
同
，
產
生
各
種
不
同
版
本
的
藏
經
︵
蔡
運
辰
編
有
︽
中

華
大
藏
經
三
十
一
種
藏
經
目
錄
對
照
表
解
︾
、
︽
二
十
五
種
藏
經
目
錄
對
照
考
釋
︾
︶
。
因
時
代
的
進

步
，
語
言
應
用
的
改
變
，
傳
統
的
藏
經
，
佛
教
徒
除
了
當
作
法
寶
來
供
奉
，
及
平
日
修
持
數
部
較
為
流

通
的
經
典
外
，
就
是
學
者
研
究
的
專
屬
了
。
如
何
能
讓
佛
陀
的
教
義
回
歸
佛
陀
度
化
眾
生
的
本
懷
，
利

益
現
代
的
人
？
佛
教
經
文
、
教
義
的
現
代
詮
釋
，
就
顯
得
非
常
必
要
了
。

︽
全
集
︾
分
成
十
二
大
類
，
有
系
統
地
闡
述
人
間
佛
教
的
思
想
、
學
說
、
理
論
以
及
實
踐
結

果
；
不
但
具
有
傳
統
三
藏
的
性
質
，
其
多
元
、
多
樣
文
體
的
闡
述
，
也
可
以
與
傳
統
經
教
之
﹁
十
二

部
﹂
體
裁
相
提
並
論
。
如
經
義
類
：
十
五
本
經
典
解
說
、
十
七
本
經
典
表
解
。
論
叢
類
：
十
七
冊
、

一
百
三
十
三
篇
，
針
對
教
理
，
以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念
來
論
述
佛
教
的
﹁
聖
言
量
﹂
。
戒
律
軌
範
：
︽
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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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百
講
︾
詳
述
佛
門
制
度
、
叢
林
規
矩
、
禪
門
行
事
、
歷
史
掌
故
等
，
融
攝
了
大
師
出
家
八
十
年
來
生

涯
的
見
聞
與
修
證
。
4

乃
至
大
師
在
開
山
之
初
，
就
已
建
立
僧
團
制
度
，
結
集
成
︽
佛
光
山
清
規
︾
，

作
為
現
代
教
團
依
循
的
戒
律
；
也
是
佛
光
山
教
團
僧
信
四
眾
，
安
心
辦
道
、
弘
揚
正
法
之
所
依
。
5

︽
全
集
︾
不
但
全
面
論
述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論
內
涵
，
更
是
近
代
人
間
佛
教
實
踐
的
發
展
史
。
從

內
容
、
性
質
而
言
，
可
說
是
人
間
佛
教
的
聖
典
，
堪
稱
﹁
現
代
版
的
大
藏
經
﹂
。
佛
教
東
傳
中
國
本
就

深
具
人
間
性
，
經
過
歷
代
祖
師
如
唐
代
的
六
祖
惠
能
大
師
、
近
代
的
太
虛
大
師
等
人
倡
導
，
到
現
今
星

雲
大
師
的
實
踐
發
揚
，
︽
星
雲
大
師
全
集
︾
可
說
是
完
成
﹁
理
論
實
現
﹂
與
﹁
實
踐
方
法
﹂
的
一
套
寶

典
。

三
、
佛
法
教
義
的
新
詮
釋

大
師
將
人
間
佛
教
定
義
為
：
﹁
佛
說
的
，
人
要
的
，
淨
化
的
，
善
美
的
。
﹂
在
︽
全
集
︾
中
，
大

註
解
：

4 

︽
僧
事
百
講
︾
，
︽
星
雲
大
師
全
集
︾
，
第
八
十
二—

八
十
七
冊
。

5 

︽
佛
光
山
清
規
︾
，
︽
星
雲
大
師
全
集
︾
，
第
二
百
九
十
五—

二
百
九
十
六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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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把
佛
陀
的
教
法
示
教
利
喜
、
積
極
進
取
的
基
本
精
神
、
理
念
，
用
現
代
化
的
方
式
呈
現
出
來
，
以
契

合
現
代
人
對
佛
法
的
需
求
。
以
下
舉
出
四
點
說
明
：

 
（
一
）
經
典
的
解
釋
法

大
師
主
張
傳
統
佛
教
與
人
間
佛
教
要
融
合
，
闡
述
佛
法
要
與
時
俱
進
，
給
人
懂
、
給
人
受
用
。
因

此
在
﹁
經
義
類
﹂
中
，
以
﹁
傳
統
為
本
，
現
代
為
用
﹂
為
原
則
，
把
︽
六
祖
壇
經
︾
、
︽
金
剛
經
︾
、

︽
心
經
︾
、
︽
阿
含
經
︾
、
︽
法
華
經
︾
等
，
作
了
語
體
文
的
詮
釋
，
還
包
含
天
台
、
華
嚴
、
淨
土
思

想
的
論
述
，
甚
至
中
觀
、
唯
識
的
性
宗
、
相
宗
的
闡
釋
，
也
針
對
現
代
佛
教
種
種
人
間
需
要
的
問
題
，

提
出
很
多
的
意
見
貢
獻
，
這
就
是
傳
統
和
現
代
的
融
合
，
最
適
合
現
代
人
閱
讀
的
一
套
書
。

（
二
）
教
理
的
闡
釋

第
二
類
︽
人
間
佛
教
論
叢
︾
共
有
十
七
冊
、
一
百
三
十
三
篇
、
一
百
九
十
餘
萬
字
，
為
應
用
論

文
、
座
談
會
、
語
錄
之
文
體
，
對
人
間
佛
教
的
思
想
內
涵
、
精
神
特
質
、
發
展
脈
絡
及
弘
法
方
式
，
加

以
詮
釋
、
說
明
、
解
讀
。
其
中
論
述
，
都
是
大
師
從
人
間
佛
教
的
立
場
，
對
傳
統
的
教
義
作
了
新
的
詮

釋
。
如
：
將
傳
統
﹁
戒
定
慧
﹂
三
學
，
從
現
代
人
文
的
角
度
，
重
新
釐
定
三
學
的
修
學
價
值
與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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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新
的
詮
釋
，
讓
大
眾
更
能
理
解
佛
教
的
理
論
與
實
踐
宗
旨
。
6

而
對
於
當
代
社
會
的
問
題
，
大
師

從
社
會
議
題
、
族
群
倫
理
、
生
死
關
懷
等
問
題
作
探
討
，
文
中
處
處
可
見
其
獨
特
的
見
解
。

（
三
）
佛
法
真
義

佛
陀
的
教
法
是
慈
悲
、
智
慧
、
平
等
的
，
要
讓
所
有
眾
生
都
能
得
到
究
竟
解
脫
、
安
樂
。
但
在

佛
教
弘
傳
過
程
中
，
教
義
逐
漸
偏
向
消
極
、
出
世
的
思
想
，
違
背
佛
陀
教
化
眾
生
的
本
意
，
使
一
般
人

望
之
卻
步
。
在
︽
佛
法
真
義
︾
裡
，
大
師
啟
發
我
們
作
另
類
思
考
，
如
大
師
說
：
﹁
苦
，
是
激
勵
我
們

要
能
吃
苦
，
有
刻
苦
的
精
神
，
所
以
要
用
苦
行
來
砥
礪
自
己
…
…
苦
能
增
上
、
能
堅
強
…
…
苦
，
對
我

們
人
生
是
有
意
義
的
。
﹂
又
說
：
﹁
無
常
，
可
以
改
變
自
己
，
可
以
再
進
步
，
可
以
再
上
升
，
可
以
更

善
、
更
美
、
更
好
…
…
無
常
，
是
給
予
佛
教
徒
學
習
中
道
的
希
望
。
﹂
7

︽
佛
法
真
義
︾
收
羅
三
百
多
個
主
題
，
引
領
我
們
從
積
極
樂
觀
中
，
看
見
佛
陀
﹁
示
教
利
喜
﹂
的

本
懷
，
期
許
我
們
能
契
入
佛
心
，
重
新
估
定
義
理
的
價
值
，
獲
得
佛
法
的
真
義
。

註
解
：

6 

︽
人
間
佛
教
戒
定
慧
︾
，
︽
星
雲
大
師
全
集
︾
，
第
二
十
六
冊
。

7 

︽
佛
法
真
義
1
︾
，
︽
星
雲
大
師
全
集
︾
，
第
十
六
冊
，
頁27-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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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佛
教
的
管
理
學

﹁
管
理
學
﹂
是
因
應
時
代
進
步
而
產
生
的
一
門
學
問
，
顧
名
思
義
，
指
的
就
是
有
組
織
、
有
系
統

的
運
作
方
式
。
在
宗
教
上
，
則
以
自
我
內
心
的
管
理
為
主
，
以
外
在
人
事
的
管
理
為
輔
。

佛
教
組
織
的
管
理
學
，
自
僧
團
成
立
，
即
已
有
健
全
的
系
統
︵
四
方
僧
伽
、
現
前
僧
伽
︶
。
例

如
：
佛
教
僧
團
的
管
理
方
法
﹁
六
和
敬
﹂
之
中
，
即
已
揭
櫫
思
想
統
一
︵
見
和
同
解
︶
、
法
制
平
等

︵
戒
和
同
修
︶
、
經
濟
均
衡
︵
利
和
同
均
︶
等
為
管
理
要
點
。
大
師
在
︽
全
集
︾
中
，
舉
出
︽
阿
彌
陀

經
︾
和
︽
普
門
品
︾
等
多
部
經
典
所
示
現
的
管
理
方
法
，
以
及
中
國
佛
教
叢
林
和
佛
陀
的
制
戒
作
為
管

理
的
範
例
。
另
外
，
也
舉
出
佛
陀
在
成
道
過
程
中
便
已
做
了
最
好
的
管
理
示
範
，
來
說
明
淨
化
身
心
的

管
理
。
8

尤
其
，
大
師
特
別
提
出
﹁
佛
光
山
的
管
理
法
﹂
，
以
﹁
我
在
眾
中
，
眾
中
有
我
﹂
的
性
格
，
以

﹁
不
捨
棄
別
人
﹂
的
胸
懷
，
制
定
二
十
四
條
有
人
性
、
令
人
歡
喜
，
又
不
失
戒
法
、
行
儀
的
管
理
。
這

五
冊
的
管
理
學
，
是
大
師
最
新
的
著
作
，
是
值
得
一
讀
的
智
慧
之
書
。
9

註
解
：

8 

︽
佛
教
管
理
學
︾
，
︽
星
雲
大
師
全
集
︾
，
第
十
九—

二
十
三
冊
。

9 

︽
佛
教
管
理
學
3
︾
，
︽
星
雲
大
師
全
集
︾
，
第
二
十
一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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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佛
教
應
用
的
百
科
全
書

佛
教
的
經
典
、
教
義
，
內
容
廣
泛
、
種
類
繁
多
，
如
何
才
能
掌
握
佛
教
的
根
本
大
意
？
大
師
︽
全

集
︾
依
序
為
：
經
義
、
論
叢
、
教
科
書
、
講
演
集
、
文
叢
、
傳
記
、
書
信
、
日
記
、
佛
光
山
系
列
、
佛

光
山
行
事
圖
影
、
書
法
、
附
錄
等
十
二
大
類
，
內
容
包
括
經
典
、
教
義
、
宗
派
、
歷
史
、
藝
文
、
詩

偈
、
書
法
、
人
物
、
圖
影
等
，
可
謂
是
佛
教
應
用
的
百
科
全
書
。

︵
一
︶
讀
誦
類
經
典

從
經
典
來
說
，
第
一
類
﹁
經
義
類
﹂
的
典
籍
，
如
︽
阿
含
經
︾
、
︽
六
祖
壇
經
︾
、
︽
金
剛

經
︾
、
︽
心
經
︾
、
︽
普
門
品
︾
、
︽
維
摩
經
︾
、
︽
八
識
講
話
︾
、
︽
普
賢
十
大
願
︾
、
︽
八
大
人

覺
經
︾
等
十
七
部
經
典
，
都
是
佛
教
徒
平
常
熟
悉
、
誦
讀
的
經
典
，
大
師
為
了
讓
人
懂
、
讓
人
受
用
，

以
語
體
文
來
闡
釋
經
義
，
裨
益
讀
者
容
易
閱
讀
。
其
中
，
以
表
解
呈
現
經
典
組
織
大
意
的
︽
讀
藏
指

導
︾
，
更
是
教
授
經
典
者
不
可
多
得
的
良
師
助
手
。

︵
二
︶
義
理
、
教
義

若
有
心
研
究
佛
教
歷
史
、
義
理
學
說
者
，
可
參
考
第
三
類
﹁
教
科
書
﹂
，
這
是
佛
法
全
面
系
統

大
綱
的
彙
編
，
內
容
詳
細
介
紹
佛
教
義
理
、
歷
史
、
宗
派
、
儀
制
、
叢
林
規
矩
、
道
場
行
事
、
組
織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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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佛
教
推
展
、
人
間
佛
教
等
，
是
認
識
佛
教
的
完
整
教
材
，
也
是
近
現
代
中
國
佛
教
發
展
的
重
要
史

料
。
從
中
，
可
看
到
大
師
如
何
詮
釋
、
解
讀
、
論
述
佛
教
真
理
，
而
且
提
出
人
間
佛
教
的
思
想
依
據
，

不
離
佛
陀
本
懷
的
實
踐
宗
旨
。

︵
三
︶
歷
史
、
傳
記

從
歷
史
的
角
度
來
說
，
︽
全
集
︾
的
出
版
，
就
是
現
代
人
間
佛
教
創
歷
史
紀
錄
的
寫
照
。
要
研
究

大
師
的
人
間
佛
教
思
想
，
可
從
︽
星
雲
大
師
年
譜
︾
、
︽
星
雲
日
記
︾
、
︽
論
叢
︾
…
…
中
，
了
解
大

師
近
七
十
年
具
體
詳
實
的
弘
化
事
蹟
與
推
動
人
間
佛
教
的
過
程
。
內
容
包
含
佛
教
在
這
個
時
代
發
展
，

與
社
會
互
動
往
來
的
人
事
因
緣
、
時
空
背
景
等
歷
史
資
料
，
除
能
幫
助
社
會
大
眾
全
面
認
識
人
間
佛
教

之
外
，
也
提
供
學
者
研
究
人
間
佛
教
的
過
去
、
現
在
、
未
來
的
相
關
史
料
。

在
﹁
傳
記
類
﹂
中
，
︽
百
年
佛
緣
︾
、
10

︽
貧
僧
有
話
要
說
︾
、
11

︽
參
學
瑣
憶
︾
12

等
，
是
敘

述
大
師
弘
法
過
程
中
所
經
歷
的
人
事
事
蹟
，
從
中
可
以
了
解
大
師
所
經
歷
的
生
命
起
伏
，
思
想
的
形
成

註
解
：

10 

︽
百
年
佛
緣
︾
，
︽
星
雲
大
師
全
集
︾
，
第
二
百
一
十
一—
二
百
二
十
二
冊
。

11 

︽
貧
僧
有
話
要
說
︾
，
︽
星
雲
大
師
全
集
︾
，
第
二
百
二
十
三—
二
百
二
十
四
冊
。

12 

︽
百
年
佛
緣
︾
，
︽
星
雲
大
師
全
集
︾
，
第
二
百
一
十
五—

二
百
二
十
六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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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轉
變
；
可
以
了
解
其
所
處
的
時
代
，
進
而
傳
承
理
念
、
思
想
及
精
神
。
故
︽
全
集
︾
是
研
究
現
代
人

間
佛
教
歷
史
、
星
雲
大
師
思
想
的
最
佳
文
獻
史
料
套
書
。

（
四
）
生
活
應
用

從
實
踐
應
用
角
度
而
言
，
大
師
擅
長
應
機
說
法
、
隨
緣
開
示
，
他
一
生
度
眾
，
始
終
以
﹁
給
人

懂
﹂
為
目
標
。
面
對
多
元
的
社
會
，
現
代
人
要
承
受
多
重
的
生
活
壓
力
，
精
神
食
糧
就
顯
得
格
外
重
要

了
。
讀
者
可
以
從
﹁
講
演
集
﹂
、
﹁
傳
記
類
﹂
、
﹁
書
信
類
﹂
、
﹁
文
藝
類
﹂
，
看
到
大
師
以
種
種
權

巧
方
便
，
將
艱
深
的
佛
法
深
入
淺
出
，
化
為
易
懂
、
能
行
的
人
生
指
南
，
讓
人
間
佛
教
﹁
佛
說
的
，
人

要
的
，
善
美
的
，
淨
化
的
﹂
理
念
，
成
為
現
代
人
信
仰
、
家
居
、
生
活
、
做
人
、
處
事
、
入
世
、
就

業
、
修
行
等
精
神
依
止
與
解
脫
的
方
法
。

（
五
）
藝
文
賞
析

若
從
藝
文
性
質
的
﹁
書
法
類
﹂
而
言
，
大
師
以
﹁
一
筆
字
﹂
之
翰
墨
行
無
言
之
教
，
萬
幅
﹁
一
筆

字
﹂
書
法
，
字
字
句
句
都
是
發
人
深
省
的
醒
世
法
語
、
修
行
箴
言
，
充
滿
對
人
間
的
祝
福
與
期
許
。
此

外
，
大
師
也
寫
了
自
己
所
欣
賞
的
歷
代
名
篇
詩
文
，
如
：
陶
淵
明
的
︿
歸
去
來
辭
﹀
、
劉
禹
錫
的
︿
陋

室
銘
﹀
，
以
及
蘇
東
坡
、
白
居
易
、
王
安
石
、
唐
寅
等
名
家
詩
詞
歌
賦
。
這
些
傳
世
的
名
文
，
含
義
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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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
更
添
藝
文
之
美
，
可
謂
燦
爛
人
間
。
13

概
括
言
之
，
︽
全
集
︾
可
以
自
行
與
化
他
，
多
元
閱
讀
、
研
究
、
實
踐
、
應
用
，
提
供
大
眾
深
入

歷
史
、
文
化
、
文
學
、
理
論
的
管
道
，
是
難
得
少
有
的
佛
教
百
科
全
書
。

五
、
結
語

目
前
，
台
灣
佛
教
的
興
盛
，
乃
在
﹁
人
間
佛
教
﹂
的
推
動
下
，
各
教
團
積
極
投
入
社
會
參
與
、

關
懷
的
效
應
。
而
︽
全
集
︾
的
出
版
，
等
同
為
人
間
佛
教
定
位
，
構
成
﹁
人
間
佛
教
學
﹂
，
成
為
一
宗

法
門
，
統
攝
了
古
今
一
如
、
事
理
融
和
、
空
有
不
二
、
教
觀
雙
美
，
讓
佛
法
的
真
義
回
歸
到
佛
陀
本

懷
。
14

尤
其
︽
附
錄
︾
見
證
人
間
佛
教
對
當
代
的
影
響
力
，
為
當
代
佛
教
留
下
歷
史
紀
錄
。
這
套
書
的

發
行
，
不
僅
是
佛
教
界
之
盛
事
，
也
是
佛
教
未
來
的
出
路
，
為
佛
教
未
來
發
展
奠
定
理
論
與
實
踐
的
依

據
。

註
解
：

13 

︽
星
雲
大
師
全
集
簡
介
︾
，
頁138

。

14 

同
註
13
，
頁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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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集
︾
是
大
師
一
生
內
修
實
證
的
現
身
說
法
，
是
他
的
行
佛
實
踐
，
體
現
了
在
全
球
創
建
二
百

多
間
寺
廟
道
場
、
弘
法
中
心
、
文
教
中
心
，
實
現
﹁
佛
光
普
照
三
千
界
，
法
水
長
流
五
大
洲
﹂
的
弘

願
。
他
的
弘
化
事
蹟
，
影
響
了
兩
岸
的
佛
教
、
全
球
五
大
洲
的
佛
教
徒
，
讓
佛
教
走
入
現
代
化
、
國
際

化
、
大
眾
化
、
人
間
化
，
實
踐
人
間
淨
土
的
理
想
。
︽
全
集
︾
內
容
，
即
是
﹁
佛
教
人
間
化
﹂
、
﹁
人

間
佛
教
化
﹂
的
最
佳
寫
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