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融
和
發
展
及
其
所
面
臨
的
幾
個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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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所
周
知
，
人
間
佛
教
是
近
現
代
以
來
中
國
漢
傳
佛
教
領
域
出
現
的
一
種
新
的
佛
教
理
念
與
實
踐
運

動
，
並
在
當
代
大
陸
和
台
灣
均
獲
得
廣
泛
的
共
識
和
迅
速
的
發
展
，
尤
其
是
星
雲
大
師
的
人
間
佛
教
思
想

與
實
踐
，
在
台
灣
取
得
了
巨
大
的
成
功
，
並
在
五
大
洲
的
漢
傳
佛
教
流
行
區
產
生
了
深
遠
的
影
響
，
體
現

了
佛
教
的
一
種
全
新
氣
象
，
標
誌
著
一
個
新
的
佛
教
發
展
時
代
的
到
來
。

這
種
新
的
佛
教
形
態
在
全
面
適
應
現
代
社
會
基
本
特
性
與
發
展
趨
勢
的
歷
史
轉
型
中
呈
現
出
強
烈
的

現
代
色
彩
，
從
而
與
傳
統
的
中
國
漢
傳
佛
教
形
態
有
了
明
顯
的
區
別
。
準
確
把
握
並
主
動
調
整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關
係
，
既
是
人
間
佛
教
發
展
的
必
須
，
也
是
整
個
中
國
佛
教
所
面
臨
的
一
個
重
大
理
論
與

實
踐
問
題
。

一
、
傳
統
佛
教
的
定
義

就
像
人
間
佛
教
這
個
概
念
一
樣
，
傳
統
佛
教
在
不
同
人
那
裡
也
有
不
同
的
涵
義
。
我
這
裡
所
說
的
傳

統
佛
教
是
指
宋
以
後
漸
露
端
倪
，
明
清
時
期
全
方
位
塑
成
，
並
在
民
國
以
來
依
然
大
面
積
延
續
、
至
今
仍

舊
恪
守
明
清
時
期
主
流
佛
教
模
式
的
佛
教
。
與
傳
統
佛
教
相
比
，
人
間
佛
教
在
思
想
、
教
規
、
體
驗
、
組

織
、
道
場
、
活
動
等
方
面
能
夠
與
當
代
社
會
生
活
與
文
化
潮
流
主
動
接
軌
，
從
而
促
成
佛
教
的
全
方
位
轉

型
，
呈
現
出
處
世
積
極
、
思
想
活
潑
、
文
化
繁
榮
、
禮
儀
清
朗
、
法
義
通
俗
、
組
織
有
機
、
活
力
充
沛
、

人
性
張
揚
等
諸
多
現
代
氣
息
。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是
漢
傳
佛
教
領
域
內
現
代
與
傳
統
這
一
對
範
疇
的

集
中
體
現
，
蘊
含
著
中
國
佛
教
一
百
年
來
並
將
延
續
到
未
來
很
長
一
段
時
期
內
諸
多
重
大
問
題
，
主
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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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時
代
中
國
漢
傳
佛
教
發
展
的
基
本
趨
向
。

傳
統
佛
教
在
思
想
方
面
，
與
主
流
社
會
保
持
一
定
的
距
離
，
與
人
們
的
現
實
生
活
也
存
在
很
大
的
隔

閡
，
具
有
一
定
的
封
閉
性
，
清
淨
自
守
，
自
得
其
樂
；
在
教
規
與
禮
儀
方
面
，
堅
守
傳
統
清
規
戒
律
與
修

行
方
法
，
古
法
相
承
，
自
成
一
體
。
與
主
流
的
知
識
體
系
形
成
脫
節
，
對
外
人
來
說
神
秘
莫
測
；
在
信
仰

情
趣
與
宗
教
體
驗
方
面
，
出
世
心
理
和
神
聖
感
俱
強
，
神
靈
信
仰
和
彼
岸
追
求
以
及
與
此
相
關
的
宗
教
體

驗
比
較
盛
行
；
在
道
場
方
面
，
以
供
奉
佛
菩
薩
以
及
供
僧
人
早
晚
功
課
以
及
超
薦
等
功
能
的
提
供
為
主
，

忽
視
一
般
信
眾
從
事
體
驗
與
學
習
交
流
的
需
求
；
在
修
持
活
動
方
面
，
以
禪
坐
修
道
與
念
佛
往
生
為
主
，

注
重
宗
教
性
修
行
，
淡
化
文
化
性
與
社
會
性
活
動
；
在
組
織
體
系
方
面
僧
俗
二
元
，
四
眾
弟
子
之
間
缺
乏

平
等
合
作
，
以
叢
林
清
規
建
構
寺
院
管
理
和
信
眾
關
係
的
基
本
架
構
，
遠
離
社
會
。
與
此
相
應
，
人
間
佛

教
在
以
上
這
些
方
面
都
體
現
出
新
的
氣
象
，
呈
現
出
明
顯
的
現
代
性
特
色
。
但
是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都
屬
於
佛
教
，
二
者
在
教
義
與
信
仰
方
面
並
無
根
本
的
不
同
，
所
以
，
自
從
人
間
佛
教
誕
生
以
來
，
始
終

與
傳
統
佛
教
處
於
融
和
發
展
的
關
係
之
中
。

二
、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融
和
發
展

關
於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融
和
發
展
，
可
以
從
以
下
幾
個
方
面
來
觀
察
：

第
一
，
從
根
本
教
義
與
核
心
信
仰
的
角
度
來
看
，
人
間
佛
教
並
非
新
創
立
的
一
種
哲
學
思
想
與
宗
教

信
仰
，
而
是
傳
統
佛
教
的
繼
承
，
二
者
具
有
相
依
相
承
、
內
在
一
體
、
法
乳
一
如
的
關
係
。
正
是
因
為
存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融
和
發
展
及
其
所
面
臨
的
幾
個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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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種
相
通
相
承
的
關
係
，
所
以
，
人
間
佛
教
是
傳
統
佛
教
在
新
時
代
的
新
調
整
，
是
一
種
正
在
實
現
轉

型
的
傳
統
佛
教
，
其
目
的
是
更
加
充
分
地
發
揮
佛
教
的
積
極
作
用
。

第
二
，
從
宗
教
與
社
會
之
關
係
的
角
度
看
，
人
間
佛
教
與
當
代
社
會
保
持
積
極
對
接
、
主
動
適
應
、

熱
情
融
入
的
姿
態
，
體
現
了
佛
教
的
現
代
性
，
而
傳
統
佛
教
的
清
淨
自
守
一
方
面
具
有
明
顯
的
封
閉
性
、

沉
悶
性
和
保
守
性
，
嚴
重
消
解
了
佛
教
的
活
力
，
制
約
了
佛
教
社
會
作
用
的
發
揮
，
但
對
於
人
間
佛
教
來

說
，
其
所
具
有
的
沉
穩
、
冷
靜
、
超
然
、
獨
立
等
出
世
性
特
徵
也
可
以
成
為
佛
教
現
代
化
發
展
進
程
中
的

某
種
提
醒
，
人
間
佛
教
在
積
極
、
靈
活
、
外
向
、
張
揚
的
同
時
，
也
保
持
佛
教
固
有
的
超
然
性
與
獨
立
品

格
，
在
這
一
方
面
，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也
具
有
融
和
發
展
的
關
係
。

第
三
，
從
聖
俗
關
係
來
看
，
傳
統
佛
教
具
有
很
強
的
神
聖
性
，
注
重
彼
岸
的
追
求
，
注
重
超
人
間
力

量
的
運
用
，
注
重
來
世
的
果
報
，
注
重
禮
儀
與
法
事
活
動
，
這
都
體
現
了
超
越
理
性
的
特
點
，
保
持
了
濃

厚
的
宗
教
神
聖
性
。
人
間
佛
教
並
非
超
越
宗
教
的
範
疇
之
外
的
一
種
世
俗
的
學
說
與
實
踐
運
動
，
而
依
然

是
具
有
神
聖
性
的
一
種
宗
教
文
化
現
象
或
宗
教
社
會
運
動
，
與
其
他
的
黨
派
與
社
會
組
織
相
比
，
神
聖
性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組
成
元
素
。
在
這
一
點
上
，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也
應
該
是
融
和
發
展
的
關
係
。

第
四
，
從
生
死
關
係
來
看
，
傳
統
佛
教
重
視
死
亡
，
人
間
佛
教
重
視
活
著
。
面
對
死
亡
和
面
對
生
活

的
確
是
有
重
大
區
別
的
，
但
生
死
一
如
，
本
不
可
分
，
重
死
也
是
對
生
的
應
對
手
段
之
一
，
重
生
也
必
然

要
求
重
死
，
只
有
在
重
生
的
同
時
繼
續
重
死
，
才
能
實
現
完
整
的
生
命
關
懷
。
當
然
，
人
間
佛
教
重
生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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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
上
的
重
死
，
以
更
加
陽
光
積
極
的
態
度
面
對
死
亡
，
體
現
了
突
破
傳
統
佛
教
局
限
之
後
的
現
代
氣
象
，

使
佛
教
的
生
死
觀
念
與
生
死
實
踐
實
現
了
重
大
飛
躍
，
所
以
，
人
間
佛
教
在
這
方
面
與
傳
統
佛
教
也
具
有

融
和
發
展
的
關
係
。

第
五
，
從
組
織
制
度
的
角
度
來
看
，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也
存
在
很
多
融
和
發
展
的
關
係
。
如
從

佛
寺
體
制
來
看
，
傳
統
佛
教
注
重
給
佛
菩
薩
蓋
廟
，
供
奉
各
類
造
像
，
給
人
留
下
的
空
間
很
小
，
給
寺
院

之
外
的
信
眾
或
佛
教
文
化
愛
好
者
留
下
的
空
間
更
小
，
提
供
的
服
務
更
少
，
而
人
間
佛
教
的
道
場
在
拓
展

寺
院
功
能
的
同
時
，
依
然
堅
持
佛
菩
薩
供
奉
這
一
基
本
職
能
，
從
而
延
續
了
傳
統
寺
院
的
神
聖
性
；
從
佛

子
體
制
來
看
，
傳
統
佛
教
僧
主
俗
從
，
四
眾
弟
子
的
關
係
具
有
強
烈
的
二
元
分
立
性
，
居
士
基
本
被
排
斥

在
佛
教
組
織
體
系
之
外
，
人
間
佛
教
在
注
重
居
士
作
用
發
揮
的
同
時
，
依
然
會
堅
持
三
寶
體
系
並
注
重
僧

眾
的
核
心
作
用
；
從
佛
事
體
制
來
看
，
傳
統
佛
教
的
佛
事
在
空
間
上
主
要
在
寺
院
內
進
行
，
在
禮
儀
上
有

嚴
格
的
、
繁
瑣
的
、
神
秘
的
、
乃
至
古
板
的
規
定
，
在
執
行
者
方
面
主
要
由
僧
人
進
行
，
在
內
容
上
，
以

禮
拜
、
誦
經
、
供
養
、
超
度
等
為
主
，
較
少
關
注
現
實
，
更
少
世
俗
化
的
活
動
。
而
人
間
佛
教
儘
管
在
佛

事
體
制
方
面
都
有
所
革
新
，
但
傳
統
佛
事
的
基
調
依
然
會
得
到
保
持
，
所
以
，
在
組
織
制
度
層
面
的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融
和
發
展
儘
管
與
前
面
的
幾
點
相
比
可
能
顯
得
並
不
十
分
緊
密
，
但
在
更
大
革
新
力

度
的
背
後
依
然
不
可
能
割
斷
一
些
基
本
的
原
則
，
而
只
是
讓
這
些
原
則
具
有
更
加
廣
泛
的
適
應
性
，
並
發

揮
其
更
加
積
極
的
作
用
。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融
和
發
展
及
其
所
面
臨
的
幾
個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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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
從
宗
教
資
源
的
角
度
看
，
傳
統
佛
教
目
前
在
大
陸
依
然
處
於
主
流
，
堅
持
傳
統
佛
教
的
寺
院
、

信
眾
、
僧
人
以
及
社
會
大
眾
依
然
是
大
陸
佛
教
文
化
資
源
、
信
仰
市
場
和
社
會
實
力
的
主
要
彰
顯
，
人
間

佛
教
儘
管
具
有
引
領
佛
教
新
潮
流
的
使
命
，
但
依
然
不
能
脫
離
佛
教
的
總
體
格
局
與
基
本
氛
圍
，
更
不
可

丟
失
這
一
重
要
的
佛
教
資
源
，
應
該
在
尊
重
、
繼
承
傳
統
佛
教
優
勢
資
源
的
同
時
，
發
揮
領
導
佛
教
新
潮

流
的
作
用
。

三
、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融
和
發
展
所
面
臨
的
幾
個
問
題

在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融
和
發
展
方
面
，
目
前
依
然
面
臨
一
些
問
題
。
主
要
體
現
在
以
下
幾
個

方
面
：第

一
，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區
別
與
聯
繫
依
然
不
十
分
明
晰
。
人
間
佛
教
從
近
代
到
現
在
，
出

現
很
多
不
同
的
觀
念
和
不
同
的
實
踐
形
態
，
加
之
近
代
與
當
今
歷
史
背
景
的
巨
大
差
異
以
及
學
者
們
的
不

同
理
解
，
導
致
人
間
佛
教
這
一
概
念
至
今
依
然
無
法
在
學
術
界
和
佛
教
界
以
及
政
界
形
成
一
致
看
法
，
不

但
其
內
涵
和
外
延
依
然
不
清
，
甚
至
也
出
現
了
一
些
其
他
的
概
念
試
圖
取
而
代
之
，
如
人
本
佛
教
、
參
與

佛
教
、
新
型
漢
傳
佛
教
等
。
所
以
，
首
先
必
須
繼
續
推
動
對
人
間
佛
教
這
一
概
念
的
探
討
，
在
審
視
歷
史
、

尊
重
現
實
的
基
礎
上
，
凝
聚
共
識
，
形
成
比
較
公
認
的
內
涵
與
外
延
界
定
，
盡
可
能
實
現
更
加
準
確
、
更

加
統
一
的
定
性
，
從
而
既
更
加
清
晰
地
把
握
佛
教
的
最
新
發
展
趨
勢
，
也
在
更
加
廣
泛
的
社
會
層
面
形
成

明
確
的
佛
教
發
展
思
路
，
並
在
這
一
基
礎
上
，
與
傳
統
佛
教
形
成
互
動
，
並
在
互
動
的
過
程
中
，
引
領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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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現
代
化
轉
型
的
最
終
實
現
。
星
雲
大
師
的
人
間
佛
教
四
宗
要
以
及
佛
說
的
、
人
要
的
、
淨
化
的
、
善
美

的
四
大
標
準
為
人
間
佛
教
這
一
概
念
的
內
涵
的
外
延
提
供
了
最
基
本
的
界
定
，
在
深
入
理
解
星
雲
大
師
人

間
佛
教
思
想
與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實
踐
的
基
礎
上
，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區
別
與
聯
繫
就
會
更
加
的

明
晰
。第

二
，
關
於
人
間
佛
教
的
優
勢
與
不
足
，
乃
至
積
極
與
消
極
，
目
前
並
未
取
得
一
致
的
認
識
，
截
然

不
同
的
判
斷
與
彼
此
之
間
的
爭
論
依
然
在
持
續
之
中
。
這
一
方
面
是
因
為
人
們
對
人
間
佛
教
的
實
踐
缺
乏

深
入
瞭
解
，
對
人
間
佛
教
的
概
念
有
不
同
的
認
識
，
從
而
導
致
對
人
間
佛
教
的
存
在
範
圍
與
實
踐
進
程
有

不
同
的
觀
察
，
另
一
方
面
是
因
為
人
間
佛
教
總
體
上
出
現
的
淡
化
神
聖
性
、
消
減
神
秘
性
、
不
斷
地
趨
向

現
代
理
性
的
發
展
風
格
已
經
引
起
一
些
人
的
質
疑
，
尤
其
是
在
中
國
大
陸
，
因
為
缺
乏
頭
腦
清
晰
、
威
德

超
群
的
領
袖
引
領
，
這
種
風
格
很
容
易
帶
來
俗
化
的
危
險
，
從
而
造
成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之
間
的
斷

割
與
衝
突
，
喪
失
二
者
之
間
融
和
發
展
的
重
要
紐
帶
。

第
三
，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論
與
實
踐
之
間
，
尤
其
是
在
中
國
大
陸
，
人
間
佛
教
的
宣
導
與
人
間
佛
教
的

推
廣
之
間
依
然
存
在
著
巨
大
的
鴻
溝
。
從
大
陸
的
情
況
來
看
，
更
多
的
寺
院
，
更
多
的
信
眾
，
更
多
的
法

事
，
其
實
依
然
屬
於
傳
統
佛
教
的
範
疇
，
宗
教
上
層
和
政
府
有
關
部
門
的
宣
導
在
層
層
升
級
，
而
真
實
佛

教
的
現
狀
依
然
在
傳
統
之
中
徘
徊
，
這
種
不
相
應
在
大
陸
已
經
成
為
一
種
怪
相
。
如
何
將
口
號
變
成
實
際

的
行
動
，
將
官
方
主
導
變
成
佛
教
界
的
自
主
選
擇
，
將
菁
英
的
期
待
變
成
信
眾
的
自
覺
，
這
中
間
的
路
還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融
和
發
展
及
其
所
面
臨
的
幾
個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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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四‧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很
長
！
這
個
問
題
不
解
決
，
傳
統
佛
教
的
轉
型
自
覺
就
不
可
能
真
正
形
成
，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融

和
發
展
也
就
難
以
有
效
地
實
現
。

第
四
，
人
間
佛
教
的
過
去
和
現
在
之
間
也
應
該
進
行
對
比
觀
察
，
從
而
準
確
把
握
和
理
解
二
者
的
不

同
歷
史
背
景
和
不
同
使
命
，
進
而
理
解
當
今
人
間
佛
教
的
新
使
命
和
新
氣
象
。
人
間
佛
教
是
在
近
代
中
國

社
會
特
殊
的
歷
史
背
景
下
出
現
的
一
種
順
應
歷
史
潮
流
的
佛
教
改
革
運
動
。
當
時
的
中
國
積
貧
積
弱
，
外

受
列
強
欺
凌
，
內
受
腐
敗
落
後
的
政
治
牽
絆
，
國
家
經
濟
凋
蔽
，
民
不
聊
生
，
而
大
部
分
國
人
依
然
處
在

愚
昧
自
私
的
自
我
沉
迷
之
中
。
國
家
的
振
興
與
民
眾
的
覺
醒
成
為
當
時
全
民
族
最
重
要
的
使
命
，
所
有
的

資
源
都
應
該
集
中
到
這
個
方
面
來
。
正
是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太
虛
等
佛
教
改
革
先
驅
提
出
人
間
佛
教
的
口

號
，
力
圖
將
佛
教
從
自
我
解
脫
與
沉
醉
神
力
的
封
閉
與
保
守
狀
態
中
解
救
出
來
，
使
佛
教
在
社
會
進
步
與

民
族
振
興
中
發
揮
其
應
有
的
作
用
。
今
天
的
中
國
，
無
論
是
大
陸
還
是
台
灣
，
經
濟
高
度
發
達
，
物
質
生

活
極
其
豐
富
，
社
會
也
比
較
穩
定
，
政
治
也
處
於
不
斷
清
明
的
進
步
過
程
中
，
和
近
代
中
國
有
了
重
大
的

不
同
，
如
果
說
近
代
人
間
佛
教
的
一
個
重
要
旨
趣
是
關
注
民
族
振
興
和
國
家
富
強
，
那
麼
今
天
的
人
間
佛

教
可
能
更
多
關
注
經
濟
騰
飛
之
後
的
心
靈
安
頓
、
生
命
提
升
與
民
主
進
步
過
程
中
的
道
德
建
設
。
人
間
佛

教
的
過
去
與
現
在
之
間
的
比
較
有
利
於
對
人
間
佛
教
歷
史
發
展
進
程
的
理
解
，
也
有
助
於
把
握
當
代
人
間

佛
教
的
使
命
與
未
來
發
展
趨
向
。

第
五
，
兩
岸
人
間
佛
教
的
交
流
互
動
無
論
在
深
度
還
是
在
廣
度
方
面
，
依
然
極
為
有
限
，
台
灣
的
經



177

驗
尤
其
是
佛
光
山
的
經
驗
並
沒
有
在
大
陸
得
到
廣
泛
深
入
的
傳
播
與
借
鑑
。
台
灣
社
會
因
為
各
種
原
因
在

佛
教
的
文
化
建
設
與
生
活
化
推
廣
方
面
取
得
了
巨
大
的
成
就
，
加
之
與
大
陸
相
比
，
台
灣
的
社
會
轉
型
在

時
間
方
面
更
早
，
在
程
度
方
面
更
加
徹
底
，
所
以
，
台
灣
人
間
佛
教
的
現
代
化
更
加
明
顯
，
更
加
成
熟
，

更
加
穩
定
，
更
加
具
有
發
展
的
潛
力
。
兩
岸
佛
教
的
交
流
儘
管
在
近
三
十
年
取
得
重
大
突
破
，
但
因
為
受

兩
岸
局
勢
的
影
響
以
及
兩
岸
宗
教
政
策
以
及
其
他
制
度
的
限
制
，
至
今
並
沒
有
取
得
應
有
的
效
果
。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講
，
大
陸
佛
教
更
傳
統
，
而
台
灣
佛
教
更
現
代
，
二
者
缺
乏
廣
泛
深
入
的
互
動
，
也
就
直
接
影

響
到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融
和
發
展
。

第
六
，
在
全
球
化
的
時
代
，
三
大
語
系
佛
教
的
互
動
雖
有
巨
大
的
改
觀
，
但
依
然
遠
遠
不
夠
。
三
大

語
系
的
佛
教
均
面
臨
現
代
化
轉
型
問
題
，
但
因
為
各
自
之
間
在
社
會
基
礎
、
文
化
背
景
、
佛
法
傳
承
等
方

面
的
不
同
，
所
以
在
如
何
適
應
當
代
社
會
方
面
也
出
現
不
同
的
發
展
特
徵
。
在
東
南
亞
國
家
盛
行
的
入
世

佛
教
︵Engaged B

uddhism

︶
與
人
間
佛
教
有
所
不
同
，
藏
傳
佛
教
在
繼
續
保
持
強
烈
神
聖
性
的
同
時
照

樣
快
速
走
進
內
地
的
千
家
萬
戶
。
三
種
佛
教
發
展
動
向
之
間
的
對
話
並
沒
有
真
正
地
進
行
，
這
在
全
球
佛

教
一
體
化
的
時
代
，
是
制
約
人
間
佛
教
在
漢
傳
佛
教
文
化
圈
內
進
一
步
推
廣
的
重
要
制
約
性
因
素
。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融
和
發
展
及
其
所
面
臨
的
幾
個
問
題



每
一
個
人
都
希
望
求
得
健
康
，

但
是
健
康
有
健
康
的
條
件
，

健
康
有
健
康
的
因
果
。

如
何
才
是
健
康
的
生
活
？

飲
食
要
節
制
，
作
息
要
正
常
，

情
緒
要
平
和
，
物
用
要
淡
泊
。

 

｜
《
星
雲
法
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