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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雲
大
師
是
台
灣
佛
光
山
的
開
山
、
闡
教
、
創
宗
大
師
。
他
一
生
闡
揚
﹁
人
間
佛
教
﹂
，
踐
行
﹁
人

間
佛
教
﹂
，
推
展
﹁
人
間
佛
教
﹂
，
成
就
輝
煌
，
影
響
巨
大
，
舉
世
矚
目
。
大
師
曾
以
人
間
性
、
生
活
性
、

利
他
性
、
喜
樂
性
、
時
代
性
和
普
濟
性
來
闡
釋
台
灣
佛
光
山
倡
導
﹁
人
間
佛
教
﹂
的
教
化
品
格
，
這
同
樣

並
且
應
該
成
為
佛
光
山
的
內
在
性
格
。

一
、
星
雲
大
師
闡
揚
人
間
佛
教
，
自
始
以
來
即
專
注
於
﹁
重
估
佛
陀
教
法
的
當
代
價
值
﹂

重
估
是
人
類
文
明
延
續
及
發
展
過
程
中
與
生
俱
來
的
創
造
性
活
動
。
在
特
定
意
義
上
說
，
中
國
佛
教

宗
派
正
是
﹁
重
估
佛
教
﹂
這
一
創
造
性
活
動
的
歷
史
結
果
。
離
開
了
﹁
重
估
佛
教
﹂
，
就
沒
有
創
立
中
國

佛
教
宗
派
的
偉
大
成
果
。
更
具
有
意
味
的
是
，
重
估
同
時
也
體
現
為
中
國
佛
教
僧
人
更
是
對
佛
教
弘
化
人

間
之
使
命
的
自
覺
擔
當
。

擴
展
地
說
，
星
雲
大
師
及
其
所
開
創
的
佛
光
山
佛
教
，
不
僅
向
世
人
展
現
了
傳
統
佛
教
的
當
代
魅
力

及
弘
化
活
力
，
更
通
過
﹁
人
間
佛
教
﹂
的
宏
闊
視
野
，
融
佛
化
於
當
代
人
心
，
讓
生
活
與
佛
法
互
為
體
用
，

即
體
即
用
。
人
的
現
世
生
活
與
佛
法
的
統
一
，
同
樣
決
定
生
活
與
佛
法
弘
化
的
統
一
，
這
是
當
代
佛
法
弘

修
的
內
在
要
求
。
對
此
，
星
雲
大
師
曾
中
肯
地
指
出
說
：
﹁
佛
教
一
旦
離
開
了
生
活
，
便
不
是
我
們
所
需

要
的
佛
法
，
不
是
指
導
我
們
人
生
方
向
的
指
南
針
。
︙
︙
佛
陀
的
教
化
，
本
來
就
是
為
了
改
善
我
們
的
人

生
，
淨
化
我
們
的
心
靈
，
提
升
我
們
的
品
質
︙
︙
我
一
生
的
理
想
，
就
是
弘
揚
人
生
佛
教
、
生
活
佛
教
。
﹂

任
何
佛
陀
教
法
、
禪
法
、
行
法
如
果
脫
離
了
人
們
及
其
時
代
的
生
活
實
踐
，
如
果
不
能
成
為
人
們
生
活
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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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
的
指
導
，
也
就
成
為
古
紙
堆
中
的
古
董
佛
法
，
喪
失
其
鮮
活
的
生
命
活
力
。
因
此
，
如
何
達
到
生
活
與

佛
法
︵
禪
法
、
行
法
︶
的
相
結
合
或
相
統
一
，
就
必
然
要
求
佛
法
修
學
過
程
更
自
覺
地
融
入
佛
教
的
人
文

傳
統
，
注
入
更
多
的
現
世
生
活
所
關
注
的
時
代
性
內
容
。

二
、
從
中
國
佛
教
體
系
的
二
大
創
造
中
看
星
雲
大
師
與
台
灣
佛
光
山
佛
教

宗
派
佛
教
與
人
間
佛
教
是
中
國
佛
教
體
系
在
歷
史
上
及
當
代
中
的
兩
大
典
型
創
造
。
在
特
定
意
義
上

說
，
宗
派
佛
教
與
人
間
佛
教
儘
管
其
時
代
語
境
不
同
，
然
都
具
有
共
同
的
結
構
形
態
，
都
離
不
開
中
國
佛

教
有
識
之
識
︵
﹁
創
見
祖
師
﹂
︶
對
特
定
﹁
佛
教
傳
統
﹂
的
﹁
重
估
﹂
。
達
摩
有
言
，
﹁
解
行
相
應
曰
祖
﹂
。

中
國
佛
教
宗
派
之
創
立
，
離
不
開
﹁
創
見
祖
師
們
﹂
的
諸
多
創
見
。
人
們
談
論
中
國
佛
教
宗
派
，
較
多
地

是
在
談
論
佛
教
宗
派
祖
師
的
契
理
契
機
的
﹁
解
與
行
﹂
。
在
此
意
義
上
，
中
國
的
佛
教
宗
派
亦
可
稱
之
﹁
祖

師
佛
教
﹂
。
至
於
當
今
多
面
相
展
開
的
人
間
佛
教
，
成
為
當
今
華
語
地
區
佛
教
綜
合
運
動
的
主
流
運
動
。

其
中
，
尤
以
星
雲
大
師
及
台
灣
佛
光
山
佛
教
模
式
為
典
範
。
之
所
以
為
主
流
，
表
明
其
影
響
社
會
大
眾
、

時
代
人
心
之
廣
泛
。
之
所
以
為
綜
合
，
表
明
其
所
積
澱
的
人
文
思
想
底
蘊
之
深
厚
。
中
國
佛
教
體
系
作
為

結
合
中
國
社
會
結
構
及
其
文
化
傳
統
而
﹁
重
估
印
度
佛
教
傳
統
﹂
的
歷
史
產
物
，
這
正
是
佛
教
中
國
化
或

1 註
解
：

星
雲
大
師
：
︽
星
雲
大
師
演
講
集
二‧

我
的
宗
教
體
驗
︾
，
第6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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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化
佛
教
的
最
大
創
造
。
基
於
同
樣
的
理
由
，
星
雲
大
師
的
佛
教
理
念
及
其
所
創
立
的
台
灣
佛
光
山
佛

教
，
成
為
當
代
漢
傳
佛
教
最
能
夠
全
面
適
應
現
代
社
會
結
構
變
遷
的
創
造
性
實
踐
成
果
。

三
、
如
何
評
價
星
雲
大
師
與
台
灣
佛
光
山
佛
教
的
﹁
人
間
佛
教
性
格
﹂

星
雲
大
師
及
其
台
灣
佛
光
山
佛
教
經
過
六
十
多
年
的
發
展
，
不
僅
受
到
國
際
佛
教
界
的
普
遍
關
注
，

而
且
產
生
了
廣
泛
而
深
遠
的
社
會
影
響
及
文
化
影
響
。
與
此
同
時
，
台
灣
佛
光
山
的
佛
教
發
展
模
式
及
其

巨
大
成
就
，
亦
愈
加
受
到
社
會
各
界
的
矚
目
及
研
討
，
其
論
述
成
果
頗
為
豐
盛
。
對
於
佛
光
山
佛
教
的
諸

多
制
度
性
創
設
，
學
界
已
有
頗
多
論
述
，
茲
不
贅
述
，
僅
就
星
雲
大
師
與
台
灣
佛
光
山
佛
教
的
﹁
人
間
佛

教
性
格
﹂
略
存
管
見
。

在
所
有
關
於
台
灣
佛
光
山
的
人
間
佛
教
性
格
的
表
述
中
，
引
述
最
多
的
是
星
雲
大
師
對
於
人
間
佛

教
的
描
述
性
定
義
，
﹁
佛
說
的
、
人
要
的
、
淨
化
的
、
善
美
的
；
凡
是
契
理
契
機
的
佛
法
，
只
要
是
對
人

類
的
利
益
、
福
祉
有
所
增
進
，
只
有
是
能
饒
益
眾
生
、
對
社
會
國
家
有
所
貢
獻
，
都
是
人
間
佛
教
。
﹂
星

雲
大
師
從
未
想
過
﹁
人
間
佛
教
﹂
是
一
種
論
辯
的
佛
教
、
靜
態
的
佛
教
、
觀
光
的
佛
教
，
而
是
通
過
台
灣

佛
光
山
佛
教
的
持
續
努
力
，
把
人
間
佛
教
的
實
踐
成
就
全
面
呈
現
在
佛
教
界
及
世
人
面
前
。
更
進
一
步
地

說
，
星
雲
大
師
對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的
描
述
性
定
義
，
充
分
表
明
了
台
灣
佛
光
山
佛
教
的
佛
教
本
懷
、
人

文
關
切
、
社
會
品
格
及
心
靈
。
簡
言
之
，
台
灣
佛
光
山
佛
教
是
綜
合
的
人
間
佛
教
，
而
不
是
分
析
的
人
間

佛
教
，
是
繼
承
中
國
佛
教
傳
統
而
推
陳
出
新
、
具
有
鮮
明
當
代
形
態
的
佛
教
發
展
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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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
台
灣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品
格
，
雖
見
仁
見
智
，
評
述
不
一
，
但
其
廣
為
人
頌
的
﹁
四
化
﹂
模
式

︵
此
即
將
佛
教
國
際
化
、
制
度
化
、
現
代
化
、
人
間
化
︶
，
在
在
表
明
台
灣
佛
光
山
本
身
是
﹁
國
際
化
、

制
度
化
、
現
代
化
、
人
間
化
﹂
的
時
代
產
物
，
並
反
過
來
推
進
了
﹁
佛
教
國
際
化
、
制
度
化
、
現
代
化
、

人
間
化
﹂
。
台
灣
佛
光
山
不
僅
開
創
了
中
國
佛
教
發
展
的
一
個
新
時
代
，
並
必
將
把
傳
統
悠
久
的
中
國
佛

教
帶
入
一
個
新
的
發
展
時
代
。
這
個
新
的
中
國
佛
教
時
代
，
其
必
經
的
發
展
之
路
就
是
﹁
佛
教
國
際
化
、

制
度
化
、
現
代
化
、
人
間
化
﹂
。

四
、
從
﹁
佛
教
化
的
人
間
﹂
看
﹁
佛
教
的
人
間
化
﹂

在
此
有
必
要
簡
述
﹁
佛
教
的
人
間
化
﹂
或
﹁
佛
教
化
的
人
間
﹂
。
擴
展
地
說
，
作
為
﹁
佛
教
化
的
人

間
﹂
，
是
充
滿
包
容
與
寬
宏
的
人
間
。
當
今
世
界
上
，
有
不
同
的
國
家
、
文
化
、
種
族
。
佛
教
基
於
同
體

大
悲
的
入
世
情
懷
，
呼
喚
國
際
社
會
互
相
包
容
與
尊
重
。

作
為
﹁
佛
教
化
的
人
間
﹂
，
是
以
無
我
為
始
基
的
人
間
。
無
我
則
廣
，
無
我
乃
大
。
人
生
在
世
，
心

量
多
大
，
成
就
就
有
多
大
。
多
給
人
一
點
空
間
、
多
予
人
一
點
諒
解
、
多
給
人
一
點
包
容
，
世
界
才
能
真

正
的
融
和
與
和
平
。

作
為
﹁
佛
教
化
的
人
間
﹂
，
是
平
等
、
平
實
的
人
間
。
自
古
至
今
，
由
於
人
類
社
會
的
諸
多
不
平
等

而
導
致
衝
突
乃
至
戰
爭
；
人
們
因
為
想
法
不
同
而
引
起
鬥
爭
，
種
族
歧
視
，
男
女
不
平
等
的
觀
念
，
甚
至

造
成
人
世
間
的
糾
紛
。
世
界
和
平
最
主
要
條
件
是
要
平
等
，
作
為
地
球
人
，
人
們
要
同
等
對
待
，
才
能
創

星
雲
大
師
與
佛
光
山
佛
教
之
我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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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和
平
。

作
為
﹁
佛
教
化
的
人
間
﹂
，
是
慈
悲
為
懷
的
人
間
。
由
人
己
心
性
的
昇
華
與
淨
化
，
能
提
升
為
無
緣

大
慈
，
同
體
大
悲
，
同
生
共
榮
，
真
正
成
就
佛
教
理
想
的
無
相
慈
悲
。

作
為
﹁
佛
教
化
的
人
間
﹂
，
還
在
於
佛
法
弘
化
的
﹁
人
間
化
﹂
。
這
種
﹁
人
間
化
﹂
取
向
，
旨
在
推

動
以
人
為
本
的
佛
教
，
積
極
而
主
動
地
將
佛
法
由
寺
廟
帶
到
社
會
，
由
僧
眾
帶
到
信
眾
，
學
習
世
間
種
種

法
門
，
作
為
當
代
佛
教
佛
法
的
方
便
，
達
到
佛
法
的
人
間
化
，
從
而
實
現
由
信
佛
與
行
佛
的
統
一
。
這
是

事
與
理
的
智
慧
圓
融
，
是
信
與
行
的
人
間
圓
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