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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為
最
古
老
的
人
類
文
明
之
一
的
佛
教
文
化
，
穿
越
了
兩
千
多
年
的
人
類
文
明
發
展
史
，
依
然

具
有
強
大
的
生
命
力
並
煥
發
出
勃
勃
生
機
，
這
本
身
就
是
一
大
奇
蹟
。
佛
教
文
化
從
印
度
進
入
中

國
，
不
僅
能
夠
在
中
華
民
族
中
生
根
發
芽
，
而
且
逐
漸
成
為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的
組
成
部
分
，
一
方

面
得
益
於
中
國
本
土
文
化
的
開
放
與
包
容
，
這
是
外
緣
，
另
一
方
面
則
是
因
為
佛
教
文
化
具
足
了
方

便
智
慧
的
特
性
，
這
是
內
因
。
在
佛
教
傳
播
的
過
程
中
，
如
何
通
過
變
通
適
應
不
同
地
域
和
不
同
時

代
，
又
能
保
持
純
正
的
佛
陀
智
慧
並
得
以
廣
泛
傳
播
，
是
佛
教
產
生
兩
千
多
年
來
始
終
必
須
面
對
的

問
題
。時

至
今
日
，
中
國
社
會
歷
經
了
百
年
巨
變
之
後
，
又
以
一
種
全
新
的
姿
態
獲
得
了
重
生
。
作
為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重
要
內
容
之
一
的
中
國
佛
教
，
再
次
面
臨
著
將
以
何
種
方
式
應
對
這
種
新
形
勢
的
命
題
。

一
、
佛
陀
制
定
了
戒
律
制
度
，
同
時
也
提
出
了
隨
方
毗
尼
原
則

自
佛
陀
悟
道
之
後
，
為
了
度
化
眾
生
，
開
始
講
說
佛
法
，
逐
漸
組
成
僧
團
。
早
期
追
隨
佛
陀
學
習

的
弟
子
多
是
善
根
純
厚
之
人
，
所
以
其
時
並
無
戒
律
產
生
。
佛
陀
只
是
勉
勵
僧
眾
﹁
善
護
於
口
言
，
自

淨
其
志
意
，
身
莫
作
諸
惡
﹂
。
但
隨
著
佛
教
影
響
日
遠
，
僧
團
人
數
增
多
，
魚
龍
混
雜
，
凡
聖
同
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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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有
一
心
向
道
求
取
解
脫
者
，
也
有
因
貪
圖
供
養
而
混
跡
僧
團
者
。
這
樣
，
僧
團
成
分
日
趨
複
雜
，

不
如
法
的
事
件
開
始
出
現
，
為
護
法
安
僧
，
避
免
世
人
之
譏
嫌
，
佛
陀
開
始
制
定
眾
多
戒
條
，
以
約
束

比
丘
眾
的
行
為
，
並
採
取
每
半
月
布
薩
懺
悔
誦
戒
的
方
式
，
維
持
僧
團
的
清
淨
與
團
結
。
這
就
是
佛
制

戒
律
之
緣
起
，
即
﹁
隨
犯
隨
制
﹂
。
每
條
戒
律
的
產
生
都
有
它
特
定
的
因
緣
，
所
以
說
：
毗
尼
︵
意
指

戒
律
︶
是
因
緣
所
顯
。

因
佛
教
戒
律
是
因
緣
所
顯
，
屬
於
佛
陀
護
念
咐
囑
弟
子
的
方
便
之
法
，
所
以
具
有
一
定
的
隨
機
對

應
性
，
即
隨
著
時
代
和
地
域
的
變
化
，
佛
教
戒
律
中
的
有
些
條
款
便
很
難
繼
續
適
用
。
佛
陀
針
對
這
一

問
題
，
也
提
出
了
﹁
隨
方
毗
尼
﹂
的
方
針
，
在
︽
五
分
律
︾
中
記
載
有
關
於
隨
時
毗
尼
與
隨
方
毗
尼
的

遺
訓
。
佛
陀
說
：
﹁
雖
是
我
所
制
，
而
於
餘
方
不
以
為
清
淨
者
，
皆
不
應
用
；
雖
非
我
所
制
，
而
於
餘

方
必
應
行
者
，
皆
不
得
不
行
。
﹂
佛
陀
住
世
之
時
，
就
為
住
在
邊
地
︵
中
印
度
以
外
的
地
方
︶
的
比
丘

對
戒
律
條
款
作
出
了
一
些
調
整
，
如
在
邊
地
允
許
持
律
五
人
僧
為
人
授
具
足
戒
，
在
邊
地
允
許
穿
多
層

底
的
鞋
子
，
在
邊
地
允
許
常
常
沐
浴
，
在
邊
地
允
許
用
獸
皮
來
做
敷
具
等
具
體
方
便
措
施
，
這
與
原
有

的
佛
教
戒
律
制
度
是
不
相
符
的
，
但
為
了
有
利
於
弘
揚
佛
法
和
度
化
眾
生
，
佛
陀
住
世
時
就
做
出
了
現

實
的
範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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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佛
陀
寂
滅
後
戒
律
的
固
化
與
教
團
的
分
裂

根
據
︽
長
阿
含
卷
四•

遊
行
經
︾
記
載
，
佛
陀
入
滅
後
，
弟
子
均
極
悲
傷
，
但
有
一
名
叫
跋
難

陀
的
比
丘
卻
興
奮
地
說
：
﹁
汝
等
勿
憂
，
世
尊
滅
度
，
我
得
自
在
。
彼
者
常
言
，
當
應
行
是
，
不
應
行

是
。
自
今
以
後
，
隨
我
所
為
。
﹂
1

佛
陀
的
大
弟
子
大
迦
葉
聽
到
後
十
分
痛
心
，
為
了
讓
後
面
的
弟
子

記
住
佛
陀
宣
說
的
戒
律
，
遵
守
佛
陀
教
導
，
於
是
發
起
結
集
律
藏
的
活
動
。
從
維
護
僧
團
的
健
康
發
展

的
角
度
來
看
，
佛
教
戒
律
制
度
的
結
集
是
必
要
而
且
及
時
的
。

在
這
次
結
集
的
過
程
中
，
有
一
件
事
情
對
後
世
影
響
很
大
，
那
就
是
在
結
集
會
上
，
阿
難
說
，
我

曾
經
聽
佛
在
臨
終
前
說
﹁
小
小
戒
可
捨
﹂
。
然
後
佛
陀
的
弟
子
們
就
針
對
哪
些
是
可
捨
的
﹁
小
小
戒
﹂

展
開
了
非
常
激
烈
的
爭
論
，
爭
論
的
結
果
是
誰
也
說
服
不
了
誰
。
大
家
就
批
評
阿
難
當
初
為
什
麼
不
向

佛
陀
問
清
楚
這
個
問
題
，
阿
難
為
了
僧
團
的
團
結
與
和
諧
，
就
承
認
是
自
己
當
時
不
問
明
白
的
過
失
，

以
此
來
終
結
爭
論
。
最
後
由
佛
陀
的
大
弟
子
大
迦
葉
裁
定
：
﹁
若
佛
所
不
制
，
不
應
妄
制
，
若
已
制
，

不
得
有
違
。
﹂
2

大
迦
葉
裁
定
的
這
條
原
則
從
兩
個
方
面
固
化
了
佛
教
戒
律
制
度
，
一
方
面
是
對
於
已

註
解
：

1 

︽
長
阿
含
卷
四‧

遊
行
經
︾
，
︽
大
正
藏
︾
第 

一
冊
，
頁28

下
。

2 

︽
五
分
律
︾
，
︽
大
正
藏
︾
第
二
十
二
冊
，
頁191

下
。



以
變
應
世
，
以
不
變
度
眾–

從
佛
教
戒
制
變
化
看
中
國
佛
教
的
現
代
化
與
國
際
化

125

有
的
佛
教
戒
律
不
能
有
任
何
更
改
與
變
通
，
另
一
方
面
不
能
採
用
任
何
非
佛
所
制
的
戒
律
制
度
。
這
條

原
則
，
雖
然
暫
時
平
息
﹁
小
小
戒
可
捨
﹂
的
爭
論
，
但
是
並
不
符
合
佛
陀
確
定
的
﹁
隨
方
毗
尼
﹂
原

則
，
將
佛
教
戒
律
固
化
為
沒
有
任
何
調
整
空
間
的
天
條
，
這
為
後
世
佛
教
戒
制
遇
到
新
情
況
不
能
變
通

留
下
了
巨
大
的
後
患
，
甚
至
由
此
導
致
了
僧
團
的
分
裂
。

最
典
型
的
歷
史
事
件
就
是
﹁
十
事
非
法
﹂
引
起
的
第
二
次
結
集
。
現
在
看
來
，
這
十
件
事
情
都
是

非
常
小
的
事
情
，
但
是
由
於
不
符
合
佛
在
世
時
的
規
定
，
被
上
座
部
長
老
們
規
定
為
非
法
，
而
且
在
戒

律
條
文
中
明
確
寫
出
禁
止
這
十
種
行
為
。
南
方
的
跋
耆
比
丘
們
受
此
慘
敗
，
心
中
憤
憤
不
平
，
不
認
可

西
方
上
座
部
長
老
們
的
規
定
，
就
自
己
又
結
集
了
屬
於
自
己
的
戒
律
，
為
兩
派
以
後
的
逐
漸
分
裂
埋
下

了
種
子
。
而
當
時
南
方
的
毗
舍
離
國
王
，
也
不
滿
意
西
方
來
的
上
座
比
丘
，
下
令
驅
逐
了
他
們
。
這
就

是
因
﹁
小
小
戒
﹂
不
能
捨
而
導
致
的
第
二
次
結
集
和
政
治
干
涉
。

三
、
南
山
律
宗
的
調
和
與
禪
宗
清
規
的
創
制

在
印
度
，
小
乘
佛
教
和
大
乘
佛
教
是
依
次
產
生
的
，
大
乘
佛
教
是
在
小
乘
佛
教
的
基
礎
上
發
展
和

昇
華
出
來
的
，
但
在
佛
教
傳
入
中
國
的
過
程
中
，
基
本
上
是
大
小
乘
佛
教
同
時
傳
入
。
這
一
方
面
引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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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中
國
佛
教
界
在
佛
教
理
論
認
識
方
面
的
暫
時
混
亂
，
同
時
也
促
使
一
批
綜
合
研
究
佛
教
理
論
，
形
成

各
種
判
教
理
論
的
佛
教
宗
派
形
成
，
最
終
形
成
了
不
同
於
印
度
佛
教
文
化
的
中
國
佛
教
文
化
。
就
中
國

較
大
的
幾
個
佛
教
宗
派
來
看
，
在
理
論
上
基
本
上
都
屬
於
大
乘
佛
教
。
對
於
佛
教
教
義
方
面
，
可
以
在

大
小
乘
之
間
進
行
取
捨
，
但
在
佛
教
戒
律
制
度
方
面
，
當
時
還
無
法
通
過
捨
此
取
彼
的
方
式
來
解
決
。

因
此
，
在
中
國
也
形
成
了
專
門
研
究
和
弘
傳
佛
教
戒
律
制
度
的
律
宗
。
當
時
中
國
佛
教
律
宗
面
臨
以
下

兩
個
方
面
的
問
題
：
第
一
是
大
小
乘
佛
教
戒
律
之
間
的
融
和
問
題
，
第
二
是
來
自
印
度
的
佛
教
戒
律
制

度
在
中
國
的
適
用
問
題
。

中
國
佛
教
律
學
的
發
展
也
是
經
過
了
一
個
漫
長
的
歷
史
過
程
，
自
從
各
部
律
典
翻
譯
成
漢
文
後
，

自
南
北
朝
到
唐
代
前
後
經
過
十
幾
代
律
學
僧
對
佛
教
戒
律
制
度
的
深
入
研
究
，
逐
漸
將
中
國
佛
教
律
學

的
重
點
集
中
到
了
︽
四
分
律
︾
上
，
最
終
形
成
了
中
國
佛
教
律
學
的
最
高
成
就—

四
分
律
學
，
並
在

此
基
礎
上
形
成
了
中
國
佛
教
的
律
宗
一
派
。
中
國
佛
教
律
學
最
終
集
中
在
︽
四
分
律
︾
上
，
主
要
原
因

是
中
國
律
學
界
通
過
對
照
比
較
發
現
，
在
各
部
廣
律
中
，
︽
四
分
律
︾
的
適
用
性
最
強
，
最
有
可
能
進

行
改
造
和
變
通
，
因
此
才
有
道
宣
律
師
提
出
的
﹁
四
分
通
大
乘
﹂
的
論
斷
，
並
以
此
為
依
據
對
︽
四
分

律
︾
進
行
了
﹁
刪
繁
補
缺
﹂
，
使
之
能
夠
適
應
中
國
佛
教
發
展
的
需
要
。
從
中
我
們
可
以
看
出
，
中
國

律
學
大
德
們
研
究
律
學
最
重
要
的
目
的
之
一
，
就
是
尋
求
合
理
合
法
地
變
通
佛
教
戒
律
制
度
，
使
其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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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適
應
中
國
佛
教
的
發
展
。
在
四
分
律
學
基
礎
上
，
同
時
形
成
了
弘
揚
︽
四
分
律
︾
的
宗
派
，
有
相
州

法
礪
的
相
部
宗
，
長
安
道
宣
開
創
的
南
山
宗
，
還
有
西
太
原
寺
懷
素
創
立
的
東
塔
宗
，
南
山
宗
、
相
部

宗
和
東
塔
宗
後
被
稱
為
律
宗
三
家
。
其
間
互
有
爭
論
，
尤
以
相
部
宗
和
東
塔
宗
爭
論
最
為
激
烈
。
嗣
後

相
部
、
東
塔
兩
系
逐
漸
衰
微
，
唯
南
山
一
系
傳
承
獨
盛
，
綿
延
不
絕
。

南
山
律
宗
創
始
人
道
宣
律
師
一
生
著
述
頗
豐
，
其
中
︽
四
分
律
含
注
戒
本
疏
︾
、
︽
四
分
律
比
丘

含
注
戒
本
︾
、
︽
四
分
律
刪
補
隨
機
羯
磨
︾
被
稱
為
南
山
三
大
部
，
奠
定
了
南
山
律
宗
的
理
論
基
礎
。

道
宣
認
為
，
在
諸
部
廣
律
中
︽
四
分
律
︾
是
包
容
大
小
乘
佛
教
思
想
的
戒
律
制
度
，
因
此
選
擇
弘
傳

︽
四
分
律
︾
更
適
合
中
國
佛
教
。
道
宣
用
他
的
佛
教
戒
律
思
想
理
論
，
將
︽
四
分
律
︾
作
為
大
乘
戒
律

予
以
解
讀
，
這
是
其
對
小
乘
佛
教
戒
律
成
功
地
進
行
了
一
次
﹁
融
小
入
大
﹂
改
造
，
這
種
改
造
是
以
大

乘
佛
教
戒
律
思
想
為
指
導
，
對
小
乘
佛
教
戒
律
制
度
進
行
的
重
新
詮
釋
，
基
本
上
解
決
了
大
小
乘
佛
教

戒
律
在
中
國
的
調
和
適
用
問
題
。
此
後
的
中
國
佛
教
，
基
本
上
都
是
以
南
山
律
宗
的
佛
教
戒
律
思
想
和

戒
律
制
度
作
為
宗
教
生
活
的
制
度
規
範
。

南
山
律
宗
在
戒
律
方
面
的
﹁
融
小
入
大
﹂
工
作
應
該
說
是
非
常
成
功
的
，
這
就
是
此
後
近
千
年

來
，
中
國
佛
教
在
戒
律
的
授
受
方
面
都
以
南
山
律
宗
為
律
學
正
統
的
根
本
原
因
。
但
是
，
佛
教
戒
律
制

度
中
有
關
寺
院
管
理
制
度
的
中
國
化
問
題
卻
始
終
未
得
到
妥
善
解
決
，
這
一
方
面
是
因
當
時
歷
史
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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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認
識
所
限
制
，
同
時
也
與
大
迦
葉
裁
定
的
唯
遵
佛
制
的
基
本
原
則
有
關
。
這
一
問
題
一
直
到
百
丈
懷

海
禪
師
創
制
了
︽
百
丈
清
規
︾
後
才
得
以
徹
底
解
決
。

唐
代
末
年
，
由
於
寺
院
管
理
制
度
的
不
完
善
，
致
使
中
國
佛
教
內
部
產
生
了
各
種
不
良
現
象
，
佛

教
面
臨
著
來
自
社
會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等
各
方
面
的
壓
力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百
丈
懷
海
禪
師
決
然

著
手
創
制
了
一
套
叢
林
寺
院
的
管
理
制
度
，
即
︽
百
丈
清
規
︾
。
百
丈
懷
海
總
結
了
禪
宗
叢
林
近
半
個

世
紀
的
管
理
經
驗
和
教
訓
，
結
合
中
國
當
時
的
社
會
實
際
情
況
，
折
衷
了
佛
教
大
小
乘
戒
律
的
精
神
，

並
融
和
了
中
國
宗
法
體
制
的
思
想
制
定
了
︽
百
丈
清
規
︾
。
由
於
︽
百
丈
清
規
︾
是
根
據
中
國
佛
教
的

實
際
情
況
制
定
，
在
中
國
佛
教
界
的
適
用
性
非
常
強
，
首
先
在
禪
宗
寺
院
中
得
到
了
自
發
性
的
適
用
，

到
宋
元
時
期
，
叢
林
清
規
基
本
上
成
為
中
國
佛
教
寺
院
管
理
的
主
體
性
制
度
。

在
︽
百
丈
清
規
︾
產
生
之
後
的
數
百
年
間
，
禪
宗
叢
林
根
據
不
同
時
代
的
社
會
變
化
，
不
斷
地
對

清
規
進
行
補
充
和
修
改
，
從
而
形
成
了
大
批
具
有
時
代
性
和
地
域
性
的
叢
林
清
規
，
目
前
遺
留
下
來
歷

代
的
佛
門
清
規
有
十
多
部
，
使
得
中
國
佛
教
史
上
出
現
了
﹁
清
規
戒
律
﹂
並
行
千
年
的
現
象
。
因
此
，

禪
宗
清
規
是
中
國
佛
教
戒
律
制
度
中
最
重
要
的
組
成
部
分
，
是
中
國
佛
教
為
了
適
應
中
國
的
國
情
，
對

印
度
佛
教
戒
律
制
度
進
行
中
國
化
改
造
的
結
果
。

當
然
，
︽
百
丈
清
規
︾
對
傳
統
佛
教
戒
律
制
度
中
部
分
內
容
予
以
繼
承
之
外
，
還
做
了
很
多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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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性
的
制
度
建
設
。
首
先
，
從
整
體
來
說
，
︽
百
丈
清
規
︾
從
結
構
到
內
容
都
屬
於
一
套
全
新
的
佛
教

組
織
管
理
制
度
。
其
次
，
清
規
中
除
了
部
分
內
容
繼
承
了
印
度
佛
教
僧
團
的
管
理
制
度
之
外
，
還
有
很

多
制
度
屬
於
創
制
，
如
住
持
兩
序
制
度
、
普
請
制
度
、
茶
湯
禮
儀
制
度
等
等
。
甚
至
其
中
的
﹁
普
請
制

度
﹂
與
印
度
佛
教
僧
團
管
理
制
度
的
內
容
相
衝
突
，
但
這
些
新
制
度
的
出
現
都
是
由
當
時
社
會
歷
史
決

定
的
。禪

宗
清
規
一
方
面
對
佛
教
戒
律
制
度
中
僧
團
管
理
制
度
部
分
進
行
了
大
膽
的
改
造
和
創
制
，
同
時

對
於
佛
教
戒
律
部
分
則
儘
量
的
予
以
保
留
並
嚴
格
遵
守
。
綜
上
而
言
，
南
山
律
宗
解
決
了
小
乘
佛
教
戒

律
的
大
乘
化
問
題
，
使
得
佛
教
戒
律
到
今
天
還
能
得
以
適
用
和
傳
承
，
而
禪
宗
清
規
則
解
決
了
僧
團
管

理
制
度
的
中
國
化
問
題
，
兩
者
互
相
補
充
，
相
得
益
彰
，
這
也
是
佛
教
戒
律
與
禪
宗
清
規
能
在
中
國
佛

教
中
並
行
不
悖
、
適
用
近
千
年
的
根
本
原
因
。
印
度
佛
教
完
成
中
國
化
的
過
程
，
其
實
就
是
完
成
了
佛

教
的
第
一
次
國
際
化
，
為
以
後
佛
教
進
一
步
走
向
東
亞
各
國
以
及
世
界
各
地
奠
定
了
基
礎
。

在
佛
教
發
展
史
上
，
開
創
新
局
面
的
高
僧
大
德
，
總
會
面
對
各
種
質
疑
和
批
判
，
但
歷
史
最
終
會

給
他
們
的
行
為
作
出
一
個
公
允
的
評
價
。
嚴
謹
如
開
創
了
南
山
律
宗
的
道
宣
律
師
，
也
曾
受
到
過
質
疑

和
批
判
。
開
創
東
塔
宗
的
懷
素
律
師
曾
批
評
道
宣
律
師
的
︽
四
分
鈔
︾
，
沒
有
嚴
格
按
照
戒
律
條
文
對

︽
四
分
律
︾
進
行
解
釋
，
而
是
加
入
了
很
多
自
己
的
理
解
隨
意
刪
補
，
還
批
評
他
宣
揚
神
祕
文
化
，
說



二○

一
七
．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130

自
己
獲
得
了
天
人
的
供
養
，
這
是
打
妄
語
等
等
。
如
果
從
純
粹
經
院
哲
學
的
理
論
來
看
，
懷
素
的
說
法

更
接
近
於
原
始
佛
教
，
但
是
從
使
佛
教
戒
律
更
加
適
合
於
普
遍
流
行
大
乘
佛
教
的
中
國
來
看
，
道
宣
律

師
的
努
力
則
更
加
符
合
歷
史
潮
流
，
因
為
這
直
接
關
係
到
中
國
佛
教
的
前
途
問
題
。
同
樣
，
百
丈
懷
海

禪
師
創
制
清
規
後
，
被
律
宗
僧
人
斥
為
破
戒
僧
，
但
從
歷
史
上
來
看
，
他
對
中
國
佛
教
的
發
展
可
以
說

厥
功
至
偉
。

四
、
人
間
佛
教
與
佛
教
的
現
代
化
、
國
際
化

從
佛
教
清
規
產
生
之
後
，
中
國
佛
教
徹
底
完
成
了
中
國
化
的
進
程
，
中
國
化
的
佛
教
戒
律
和
清
規

完
全
適
應
了
中
國
的
國
情
，
這
種
狀
態
持
續
穩
定
發
展
了
近
千
年
，
同
時
也
積
澱
了
大
量
的
流
弊
。
隨

著
西
方
工
業
革
命
的
發
生
和
發
展
，
世
界
由
農
業
文
明
主
導
逐
漸
進
入
了
工
業
文
明
時
代
，
世
界
格
局

也
隨
之
發
生
翻
天
覆
地
的
變
化
。
清
朝
末
年
，
輪
替
延
續
數
千
年
的
泱
泱
中
華
帝
國
，
被
完
成
工
業
革

命
的
現
代
化
西
方
國
家
打
得
一
敗
塗
地
，
最
終
導
致
了
清
帝
國
的
崩
潰
。
中
國
社
會
由
不
同
姓
氏
封
建

王
朝
輪
流
統
治
的
模
式
徹
底
結
束
了
，
隨
之
而
來
的
是
一
場
空
前
絕
後
的
社
會
大
革
命
。
伴
隨
了
中
國

封
建
王
朝
一
千
多
年
的
中
國
佛
教
也
面
臨
著
生
死
存
亡
的
境
地
。
在
此
之
際
，
按
照
固
定
模
式
運
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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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千
多
年
的
中
國
佛
教
，
其
積
澱
的
各
種
弊
端
也
積
累
到
了
一
個
歷
史
轉
捩
點
，
面
對
巨
大
的
社
會
變

革
，
已
經
毫
無
生
氣
的
佛
教
面
臨
被
社
會
淘
汰
的
尷
尬
局
面
。

面
對
這
種
情
況
，
民
國
時
期
的
佛
教
界
菁
英
為
了
佛
教
的
生
存
與
發
展
進
行
了
種
種
努
力
，
嘗
試

了
各
種
探
索
，
提
出
了
各
種
救
治
方
案
，
其
中
影
響
最
大
的
當
屬
太
虛
大
師
提
出
的
﹁
人
間
佛
教
﹂
理

論
。
當
太
虛
大
師
看
到
當
時
的
佛
教
非
常
衰
敗
落
後
，
寺
廟
僧
眾
因
為
貧
窮
經
常
靠
做
經
懺
生
存
，
主

要
依
靠
為
死
人
超
度
的
收
入
來
維
持
生
計
，
可
以
說
當
時
的
佛
教
主
要
是
為
﹁
鬼
﹂
和
﹁
死
人
﹂
服
務

的
。
因
此
太
虛
大
師
提
出
要
用
佛
教
來
解
決
人
生
問
題
，
佛
教
要
為
活
人
服
務
，
與
世
俗
社
會
緊
密
連

繫
。
就
是
成
佛
在
人
間
，
﹁
人
成
即
佛
成
，
是
名
真
現
實
﹂
。
時
至
今
日
，
太
虛
大
師
的
人
間
佛
教
理

念
已
然
成
為
主
導
海
峽
兩
岸
佛
教
發
展
的
主
體
性
理
論
，
尤
其
是
在
星
雲
大
師
的
帶
領
下
，
台
灣
佛
光

山
在
﹁
人
間
佛
教
﹂
實
踐
方
面
已
經
取
得
了
舉
世
矚
目
的
成
就
，
這
對
於
目
前
尚
處
於
發
展
狀
態
的
大

陸
佛
教
界
而
言
，
這
是
一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學
習
和
借
鑑
對
象
。

正
如
本
文
前
面
所
說
，
佛
教
能
在
中
國
生
根
發
芽
並
發
揚
光
大
，
最
重
要
的
是
佛
教
在
中
國
完
成

了
本
土
化
，
包
括
最
難
以
撼
動
的
佛
教
戒
律
制
度
也
最
終
完
成
了
中
國
化
，
才
有
了
佛
教
後
來
一
千
多

年
的
持
續
傳
播
和
發
展
。
自
清
朝
之
後
，
隨
著
世
界
發
生
巨
大
變
化
，
中
國
佛
教
再
次
面
臨
著
要
麼
順

應
時
代
潮
流
繼
續
發
展
，
要
麼
被
徹
底
淘
汰
的
局
面
。
從
目
前
來
看
，
人
間
佛
教
理
念
是
應
對
這
種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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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最
為
有
效
的
途
徑
。
對
於
中
國
佛
教
而
言
，
目
前
首
要
問
題
依
然
是
完
成
自
身
的
現
代
化
問
題
，
應

當
以
佛
教
的
核
心
教
義
為
依
據
，
從
教
義
的
重
新
詮
釋
、
佛
教
組
織
管
理
制
度
的
重
新
設
計
，
到
佛
法

弘
揚
傳
播
的
方
式
方
法
等
各
個
方
面
，
進
行
立
體
的
、
系
統
的
、
全
方
位
的
調
整
與
創
新
，
才
能
使
古

老
而
悠
久
的
佛
教
文
化
重
放
光
明
。

由
於
中
國
佛
教
分
布
區
域
面
積
很
大
，
區
域
之
間
的
發
展
有
非
常
不
均
衡
的
情
況
存
在
，
因
此
，

在
佛
教
現
代
化
方
面
也
出
現
了
參
差
不
齊
的
狀
態
，
有
些
地
方
已
經
發
展
得
非
常
快
，
而
有
些
地
方
依

然
處
於
維
持
狀
態
，
甚
至
於
還
有
些
地
方
出
現
復
古
與
退
化
現
象
。
在
這
方
面
，
佛
光
山
的
人
間
佛
教

已
經
做
出
了
諸
多
的
創
新
與
開
拓
，
在
持
戒
方
面
，
星
雲
大
師
提
出
的
﹁
做
好
事
、
說
好
話
、
存
好

心
﹂
，
是
從
根
本
上
抓
住
了
佛
教
戒
律
的
核
心
要
義
，
佛
弟
子
只
要
能
夠
做
到
以
上
三
個
方
面
，
便
是

做
到
了
佛
所
要
求
的
一
切
戒
律
。
在
弘
揚
佛
法
方
面
，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打
破
了
過
去
的
諸
種
固
定
模

式
，
借
用
書
法
繪
畫
、
音
樂
舞
蹈
等
各
種
方
便
，
使
佛
教
文
化
積
極
參
與
和
服
務
社
會
，
一
改
過
去
佛

教
界
消
極
避
世
的
固
有
形
象
，
使
更
多
的
社
會
大
眾
有
機
會
認
識
和
接
觸
佛
法
。
尤
其
在
佛
教
信
眾
共

同
參
與
佛
教
文
化
建
設
和
民
主
化
管
理
方
面
，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積
極
借
鑑
和
吸
收
了
當
前
國
際
上
各

種
先
進
的
管
理
經
驗
，
形
成
了
一
套
系
統
的
管
理
制
度
，
這
套
管
理
制
度
，
從
其
產
生
開
始
，
就
是
一

套
現
代
化
和
國
際
化
的
管
理
制
度
，
更
加
符
合
當
今
的
時
代
潮
流
，
必
將
帶
領
人
間
佛
教
走
向
國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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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因
此
，
佛
光
山
的
人
間
佛
教
是
走
在
中
國
佛
教
現
代
化
最
前
端
的
隊
伍
之
一
，
代
表
著
中
國
佛
教

文
化
未
來
的
發
展
趨
勢
。

近
幾
十
年
來
，
隨
著
國
際
全
球
化
的
大
趨
勢
發
展
，
世
界
文
明
交
往
與
文
化
交
流
已
經
成
為
主
題

方
向
，
作
為
三
大
世
界
宗
教
之
一
的
佛
教
文
化
必
然
參
與
其
中
。
近
些
年
來
，
隨
著
中
國
經
濟
的
快
速

發
展
，
其
在
國
際
社
會
中
影
響
越
來
越
大
，
作
為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的
中
國
佛
教
能
否
與

中
國
經
濟
一
樣
對
世
界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
這
是
中
國
佛
教
必
將
面
臨
又
一
次
國
際
化
的
機
遇
和
挑
戰
。

如
果
依
然
被
各
種
外
在
形
式
化
的
窠
臼
所
束
縛
，
自
身
的
存
在
和
發
展
都
面
臨
著
重
大
困
難
，
遑
論
帶

領
中
國
佛
教
走
向
世
界
。
佛
陀
的
教
法
中
具
足
各
種
智
慧
和
方
便
，
端
看
今
天
的
中
國
佛
教
界
能
否
合

理
正
確
地
判
斷
和
運
用
這
些
佛
法
的
智
慧
，
使
其
再
次
得
到
發
揚
光
大
，
普
照
大
地
。
佛
光
山
星
雲
大

師
﹁
佛
光
普
照
三
千
界
，
法
水
長
流
五
大
洲
﹂
的
理
念
與
實
踐
，
已
然
為
中
國
佛
教
的
國
際
化
開
展
了

非
常
有
益
的
探
索
與
實
踐
，
是
中
國
佛
教
國
際
化
的
先
行
者
，
當
世
中
國
佛
教
國
際
化
的
先
鋒
和
楷

模
。

回
顧
中
國
佛
教
一
千
多
年
來
的
發
展
軌
跡
，
在
特
定
的
歷
史
時
期
，
佛
教
只
有
依
著
﹁
以
變
應

世
，
以
不
變
度
眾
﹂
的
發
心
，
才
能
在
保
證
自
身
存
在
和
發
展
的
前
提
下
，
弘
揚
佛
法
，
度
化
更
多
眾

生
。
因
此
，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的
成
功
發
展
模
式
，
不
僅
僅
是
台
灣
佛
教
的
一
次
成
功
嘗
試
，
也
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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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佛
教
現
代
化
和
國
際
化
開
創
了
典
範
，
正
如
一
千
多
年
前
百
丈
懷
海
禪
師
創
制
的
禪
林
清
規
使
得
中

國
佛
教
煥
發
了
巨
大
生
機
一
樣
，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的
發
展
典
範
，
為
中
國
佛
教
的
現
代
化
與
國
際
化

展
示
了
一
個
美
好
的
未
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