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
戰
勝
利
後
青
年
星
雲
佛
教
改
革
的
萌
芽
（
一
九
四
五

～

一
九
四
八
）   

史學博士，現任教於佛光大學佛教

學系，曾於玄奘大學、法鼓佛教

學院擔任兼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於台灣

佛教史、近代東亞佛教交涉史、佛教與民

間宗教交涉，著有《台灣佛教一百年》、

《重讀台灣佛教—戰後台灣佛教（正、

續篇）》、《台灣佛寺的信仰與文化》、

《台灣佛教史論》、《中國佛教會在台灣

漢傳佛教的延續與開展》、《台灣日治時

期佛教發展與皇民化運動—「皇國佛

教」的歷史進程》等專書，以及相關佛教

論文集數十篇。

歷

闞正宗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助理教授



二○

一
六
．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464

一
、
前
言

一
九
四
九
年
春
，
星
雲
大
師
來
台
，
輾
轉
於
各
地
，
當
時
遠
在
東
台
灣
的
宜
蘭
雷
音
寺
，
雖
然
早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成
立
﹁
週
六
念
佛
會
﹂
，
但
是
，
乏
人
領
導
，
前
來
弘
法
的
緇
素
總
是
來

來
去
去
。
雷
音
寺
渴
求
常
住
弘
法
僧
眾
不
可
得
，
最
終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春
後
，
寺
方
護
法
李
決
和
與
林

松
年
二
人
到
中
佛
會
求
助
，
獲
青
年
星
雲
的
首
肯
。

青
年
星
雲
從
一
九
五
三
常
駐
宜
蘭
雷
音
寺
，
至
一
九
六
二
年
南
下
高
雄
開
創
壽
山
寺
，
以
整
整

十
年
的
時
間
，
奠
定
了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事
業
的
藍
圖
。
然
而
，
青
年
星
雲
佛
教
改
革
的
思
想
萌
芽
甚

早
，
非
自
來
台
而
始
。

本
文
以
抗
戰
勝
利
初
期
，
青
年
星
雲
一
篇
罕
為
人
知
的
文
章
︿
回
憶
比
現
實
美
麗—

略
談
勝
利

後
京
滬
一
帶
的
佛
教
﹀
，
來
探
討
其
佛
教
改
革
思
想
。
此
文
青
年
星
雲
以
﹁
星
子
﹂
1

1

為
筆
名
，
談
論

抗
戰
勝
利
後
京
滬
佛
教
的
改
革
情
況
，
而
這
也
正
是
他
日
後
改
革
佛
教
的
萌
生
之
濫
觴
。

註
解
：

1
二○

一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
農
曆
元
宵
︶
承
妙
凡
法
師
之
邀
上
山
賞
牡
丹
，
獲
證
實
﹁
星
子
﹂
為
青
年
時
期
星
雲
大
師
筆

名
之
一
。



抗
戰
勝
利
後
青
年
星
雲
佛
教
改
革
的
萌
芽
（
一
九
四
五

～

一
九
四
八
）   

465

二
、
佛
學
院
教
育
的
啟
發

童
年
星
雲
因
家
貧
而
輟
學
，
其
求
學
歷
程
十
分
坎
坷
，
出
家
後
他
表
示
：
﹁
經
歷
十
年
刻
板
的
寺

院
生
活
，
每
天
只
有
排
班
、
禮
拜
、
長
跪
、
砍
柴
、
挑
水
等
。
監
學
老
師
不
准
我
們
看
報
，
不
准
我
們

用
鋼
筆
寫
字
，
不
准
看
佛
學
以
外
的
書
籍
；
對
於
佛
經
、
佛
書
又
看
不
懂
…
…
直
到
十
七
、
八
歲
的
時

候
，
我
進
入
棲
霞
律
學
院
就
讀
，
很
幸
運
的
，
老
師
派
我
到
圖
書
館
，
負
責
照
顧
圖
書
。
﹂
2

2

靠
著
寺
中
所
收
藏
師
範
學
院
圖
書
館
的
藏
書
，
青
年
星
雲
閱
讀
不
少
書
籍
，
﹁
這
時
候
我
忽
然

感
覺
自
己
好
像
如
夢
初
醒
一
般
，
發
現
人
間
還
有
這
樣
的
寶
藏
。
﹂
3

3

並
以
﹁
新
佛
教
﹂
的
領
袖
太
虛

大
師
馬
首
是
瞻
，
青
年
星
雲
﹁
知
道
自
己
需
要
有
新
思
惟
、
新
觀
念
，
要
重
新
估
定
世
間
的
價
值
﹂
，

﹁
想
到
要
生
存
，
就
必
須
適
應
這
個
新
時
代
。
﹂
4

4

雖
然
不
知
道
什
麼
是
﹁
新
佛
教
﹂
，
但
是
他
認
為

﹁
這
個
時
代
需
要
改
革
、
需
要
創
新
，
佛
教
不
能
像
過
去
只
是
契
理
，
重
要
的
是
契
機
。
﹂
5

5

註
解
：

2
星
雲
大
師
：
︽
百
年
佛
緣
4
︾
，
台
北
：
國
史
館
，
二○
一
二
年
，
頁406

。

3
同
註
2
，
頁406

。

4
同
註
2
，
頁406

。

5
同
註
2
，
頁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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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戰
勝
利
後
，
一
九
四
六
年
冬
天
，
青
年
星
雲
離
開
焦
山
回
到
祖
庭
白
塔
山
大
覺
寺
，
6

6

從
他
進

入
焦
山
佛
學
院
曾
任
一
年
半
的
﹁
菜
頭
﹂
看
來
，
7

7

青
年
星
雲
約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春
後
入
學
焦
山
佛
學

院
。
無
論
如
何
，
新
時
代
的
來
臨
，
所
謂
﹁
時
代
考
驗
青
年
，
青
年
創
造
時
代
﹂
，
是
最
好
的
註
腳
。

佛
教
在
鉅
變
時
代
的
適
應
，
以
及
叢
林
學
院
的
興
革
，
已
然
形
成
青
年
星
雲
的
人
間
佛
教
觀
的
一
部

分
。
眼
見
僧
侶
的
素
質
低
落
、
佛
教
的
衰
微
，
青
年
星
雲
說
：

在
雍
正
廢
除
官
牒
及
考
試
制
度
以
還
，
宗
風
丕
變
，
亂
收
徒
，
亂
傳
戒
，
流
品
斯
雜
，
知
識

水
準
愈
趨
愈
下
，
遂
使
佛
教
制
度
，
從
斯
一
蹶
不
振
。
究
其
病
根
，
泰
半
是
佛
教
徒
無
遠
大

眼
光
，
僅
知
在
消
極
的
一
方
參
禪
念
佛
，
獨
善
其
身
，
演
教
談
經
，
死
守
窠
臼
，
而
在
積
極

的
一
方
，
灌
輸
知
識
，
團
結
群
力
，
則
懵
然
不
知
。
故
結
果
淪
為
晚
近
腐
惡
消
沉
遭
人
藐
視

之
現
象
，
寧
不
痛
心
！
8

8

註
解
：

6
星
雲
大
師
：
︽
百
年
佛
緣
1
︾
，
台
北
：
國
史
館
，
二○

一
二
年
，
頁56
。

7
同
註
6
，
頁179

。

8
今
覺
：
︿
為
僧
伽
問
政
而
不
干
治
進
一
解
﹀
，
︽
覺
群
周
報
︾
第
一
卷
第
十
期
，
一
九
四
六
年
九
月
，
頁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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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年
星
雲
慨
嘆
民
初
僧
侶
素
質
：
﹁
佛
教
到
今
天
，
所
以
這
麼
不
興
，
就
是
由
於
僧
類
的
品
類
不

齊
，
求
戒
和
得
到
戒
牒
太
容
易
了
…
…
﹂
9

9

民
國
佛
刊
反
映
了
此
一
事
實
：
﹁
嗟
嗟
熟
知
龍
象
潛
蹤
，

英
哲
罕
見
，
出
家
者
多
，
向
道
者
少
，
口
談
者
遍
，
實
行
者
寡
，
或
以
登
戒
品
，
三
年
未
修
，
乍
入
叢

林
，
一
經
不
識
。
似
此
不
啻
俗
眼
，
有
類
啞
羊
。
﹂
10

10

因
此
，
青
年
星
雲
南
下
創
建
壽
山
寺
乃
至
成
就

佛
光
山
，
都
是
從
僧
教
育
開
始
，
這
絕
對
不
是
巧
合
，
而
是
他
深
知
佛
教
教
育
對
佛
教
改
革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

三
、
抗
戰
勝
利
後
佛
教
辦
的
各
種
教
育

（
一
）
佛
教
辦
各
種
中
小
學

抗
戰
勝
利
後
，
江
蘇
及
京
滬
一
帶
的
佛
教
情
況
，
青
年
星
雲
觀
察
到
：
﹁
住
持
老
和
尚
忙
辦
佛

教
學
院
，
青
年
僧
們
忙
著
讀
書
，
當
法
師
的
忙
教
書
忙
出
版
佛
教
雜
誌
，
鄉
村
小
廟
裡
的
僧
徒
忙
著
增

註
解
：

9 

星
雲
大
師
：
︽
無
聲
息
的
歌
唱
．
戒
牒
︾
，
台
北
：
香
海
文
化
，
二○

一○

年
，
頁125

。

10 

︿
昭
覺
寺
設
立
學
校
﹀
，
︽
佛
學
旬
刊
︾
第
二
十
七
期
，
一
九
二
三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
頁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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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
居
士
們
熱
心
地
忙
著
為
佛
教
護
法
奔
跑
，
新
來
皈
投
佛
教
的
人
也
漸
漸
多
起
來
了
。
﹂
11

11

不
知
道
當
時
全
中
國
大
陸
佛
教
是
否
都
是
如
此
，
但
至
少
京
滬
一
帶
作
為
日
本
占
領
的
中
心
，
勝

利
後
佛
教
似
乎
漸
有
起
色
，
就
雜
誌
的
創
辦
來
說
，
青
年
星
雲
就
曾
經
主
持
︽
怒
濤
︾
月
刊
，
來
台
後

還
曾
編
輯
過
︽
人
生
︾
。

眾
所
周
知
，
太
虛
大
師
隨
政
府
從
重
慶
還
都
南
京
，
組
織
﹁
中
國
佛
教
整
理
委
員
會
﹂
，
同
時
預

定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六
月
召
開
包
括
台
灣
在
內
的
全
國
佛
教
代
表
大
會
，
但
大
會
未
成
，
太
虛
大
師
已
於

同
年
三
月
圓
寂
。
而
從
一
九
四
五
至
一
九
四
八
年
秋
，
佛
教
界
隨
著
戰
後
復
員
，
努
力
於
各
種
佛
教
改

革
事
業
，
如
當
時
在
京
滬
一
帶
的
社
會
教
育
情
況
是
：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秋
到
三
十
七
年
的
秋
天
，
這
僅
僅
四
年
的
時
間
，
江
蘇
和
京
滬
的
佛
教
徒
不

知
做
了
多
少
可
歌
可
頌
的
事
業
…
…
虛
大
師
在
重
慶
本
來
創
辦
一
所
大
雄
中
學
，
這
時
候
也

由
重
慶
遷
到
臥
佛
寺
開
學
了
。
…
…
此
外
，
棲
霞
山
志
開
和
尚
辦
了
宗
仰
中
學
，
只
收
男

生
，
董
事
長
是
于
右
任
先
生
，
董
事
有
孫
立
人
將
軍
等
，
湯
禮
志
先
生
當
校
長
，
陣
容
非
常

註
解
：

11
星
子
：
︿
回
憶
比
現
實
美
麗—

略
談
勝
利
後
京
滬
一
帶
的
佛
教
﹀
，
︽
覺
生
︾
第
七
、
八
期
合
刊
，
一
九
五
一
年
一
月
，

頁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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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壯
。
雨
花
台
普
德
寺
的
覺
民
和
尚
辦
有
普
德
中
學
，
教
員
有
北
京
大
學
畢
業
的
聖
緣
法

師
，
國
立
安
徽
大
學
畢
業
的
治
愚
法
師
，
清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畢
業
的
爾
明
法
師
。
和
尚
辦
中

學
，
和
尚
當
教
員
，
這
真
是
僧
徒
一
時
高
尚
的
風
氣
。
三
岔
河
雲
寺
辦
有
資
生
農
業
學
校
，

優
曇
和
尚
任
董
事
長
。
國
立
音
樂
院
旁
邊
的
金
陵
寺
正
籌
辦
著
金
陵
中
學
。
上
海
有
興
慈
中

學
，
是
興
慈
老
法
師
創
辦
的
，
裡
面
特
別
設
一
教
室
教
導
出
家
學
僧
的
佛
學
，
出
家
學
僧
除

繳
膳
費
外
不
要
學
費
…
…

除
了
忙
辦
中
學
外
，
一
般
僧
徒
創
辦
小
學
的
也
真
如
雨
後
春
筍
。
單
是
江
蘇
一
省
就
辦
了

二
十
餘
所
小
學
：
鎮
江
有
超
岸
寺
小
學
，
鸛
林
寺
小
學
，
福
善
堂
小
學
，
焦
山
定
慧
寺
單
獨

辦
了
三
所
義
務
小
學
，
宜
興
大
覺
寺
辦
有
白
塔
小
學
，
漂
陽
縣
佛
教
會
辦
有
下
橋
小
學
，
上

海
縣
有
南
翔
小
學
，
東
台
有
泰
山
小
學
，
泰
州
有
淨
因
小
學
，
東
石
羊
小
學
，
南
京
法
雲
寺

辦
有
三
百
多
名
的
孤
兒
院
，
大
雄
中
學
有
附
屬
小
學
，
淮
安
辦
了
三
所
佛
教
小
學
，
這
都
是

勝
利
後
才
創
辦
的
。
12

12

註
解
：

12
星
子
：
︿
回
憶
比
現
實
美
麗—

略
談
勝
利
後
京
滬
一
帶
的
佛
教
﹀
，
︽
覺
生
︾
第
七
、
八
期
合
刊
，
一
九
五
一
年
一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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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戰
勝
利
後
除
了
僧
教
育
外
，
佛
教
界
創
辦
中
小
學
亦
不
少
，
清
末
民
初
深
受
﹁
廟
產
興
學
﹂
打

擊
的
影
響
，
似
乎
在
戰
後
開
花
結
果
。
如
上
述
的
宜
興
白
塔
小
學
，
星
雲
大
師
就
曾
任
校
長
，
那
是
他

離
開
焦
山
佛
學
院
之
後
的
事
，
星
雲
大
師
回
憶
道
：

離
開
焦
山
之
後
，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底
，
我
回
到
白
塔
山
祖
庭
大
覺
寺
一
段
時
間
。
那
一
年
我

二
十
一
歲
，
年
紀
輕
輕
就
獲
得
擔
任
小
學
校
長
的
機
會
，
因
為
這
是
政
府
任
命
的
職
務
，
我

也
極
願
意
承
擔
，
感
到
為
公
家
服
務
是
自
己
的
榮
幸
。
這
個
時
候
的
我
也
懂
得
如
何
讀
書

了
，
於
是
就
在
祖
庭
一
面
精
進
自
修
，
一
面
就
做
起
校
長
來
，
實
在
很
感
謝
宜
興
教
育
局
任

志
盤
局
長
給
我
這
個
機
會
。
13

13

青
年
星
雲
在
抗
戰
勝
利
後
，
觀
察
到
佛
教
創
辦
一
般
中
小
學
如
雨
後
春
筍
，
時
間
正
好
是
在
他
離

開
南
京
前
往
鎮
江
焦
山
佛
學
院
，
最
後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底
主
持
宜
興
白
塔
小
學
之
間
。

註
解
：

13
星
雲
大
師
：
︽
百
年
佛
緣
2
︾
，
台
北
：
國
史
館
，
二○

一
二
年
，
頁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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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僧
教
育
的
進
展

抗
戰
勝
利
後
，
佛
教
界
除
創
辦
中
小
學
教
育
外
，
僧
教
育
亦
是
大
有
進
展
，
青
年
星
雲
看
到
的
情

況
是
：上

海
有
靜
安
寺
佛
學
院
，
天
竺
寺
有
佛
學
研
究
部
，
玉
佛
寺
有
上
海
佛
學
院
，
法
藏
寺
有
法

藏
佛
學
院
，
圓
瑛
法
師
辦
有
圓
明
講
堂
，
在
南
京
有
棲
霞
山
寺
的
律
學
院
，
毘
廬
寺
有
毘
廬

佛
學
院
，
古
林
寺
有
古
林
佛
學
院
，
普
德
寺
有
普
德
佛
學
院
，
金
陵
寺
有
金
陵
佛
學
院
，
龍

潭
寶
華
山
有
學
戒
堂
，
鎮
江
還
有
竹
林
寺
的
竹
林
佛
學
院
，
常
州
有
天
寧
寺
佛
學
院
，
無
錫

開
元
寺
有
漢
藏
佛
學
院
，
蘇
州
靈
巖
山
有
研
究
院
，
泰
州
光
孝
寺
佛
學
院
，
北
山
寺
有
北
山

佛
學
院
；
尼
眾
界
在
上
海
有
上
海
尼
眾
佛
學
院
，
江
陰
有
江
陰
尼
眾
佛
學
院
，
泰
州
有
準
提

庵
波
闍
尼
眾
佛
學
院
，
這
些
都
是
有
名
有
實
的
佛
學
院
，
決
不
是
只
有
招
牌
而
無
內
容
。
14

14

清
末
民
初
深
受
﹁
廟
產
興
學
﹂
打
擊
的
影
響
，
佛
教
在
世
俗
教
育
與
僧
教
育
上
，
似
乎
在
戰
後
開

花
結
果
。
抗
戰
勝
利
後
，
青
年
星
雲
往
來
於
南
京
、
鎮
江
、
上
海
、
宜
興
等
地
，
一
方
面
移
動
觀
察
，

註
解
：

14
︽
甲
子
慶
：
星
雲
大
師
宜
蘭
弘
法
六○

周
年
︾
，
台
北
：
福
報
文
化
，
二○

一
四
年
，
頁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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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
面
從
佛
刊
了
解
到
佛
教
界
辦
學
的
熱
潮
，
這
都
成
為
他
來
台
後
建
設
人
間
佛
教
教
育
的
藍
圖
。

從
一
九
一
二
至
一
九
五○

年
，
全
中
國
大
陸
佛
學
院
所
培
養
畢
業
的
學
僧
大
約
七
千
五
百
名
左

右
，
還
不
到
僧
侶
總
數
的
百
分
之
二
，
15

15

幾
乎
是
萬
中
取
一
之
選
。
然
而
，
民
國
以
降
，
佛
教
辦
學
失

敗
的
多
，
成
功
的
少
，
據
諦
聞
法
師
的
觀
察
：

民
國
以
來
的
僧
教
育
辦
的
無
慮
數
十
處
。
結
果
却
都
曇
花
一
現
，
旋
起
旋
滅
的
居
多
，
察
其

癥
結
之
所
在
，
一
因
經
濟
的
不
充
足
，
想
辦
而
不
能
辦
，
勉
強
停
辦
的
也
有
。
一
因
學
院
多

半
附
設
在
叢
林
內
，
往
往
學
僧
與
常
住
職
事
，
意
見
衝
突
，
不
得
已
而
停
辦
的
也
有
。
一
因

學
風
不
良
，
學
僧
時
常
鬧
事
，
提
不
起
辦
學
的
精
神
，
處
處
令
人
痛
心
，
氣
憤
而
停
辦
的
也

有
，
因
此
國
內
的
僧
教
育
就
這
樣
的
衰
微
下
來
了
。
16

16

從
失
敗
中
吸
取
教
訓
，
青
年
星
雲
曾
參
學
於
棲
霞
律
學
院
、
鎮
江
焦
山
佛
學
院
、
寶
華
山
學
戒

註
解
：

15
美
．
霍
姆
斯
．
維
慈
︵H

olm
es W

elch

︶
，
王
雷
泉
等
譯
：
︽
中
國
佛
教
的
復
興
︾
，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二○

○

六
年
，
頁96

。

16
諦
聞
：
︿
閩
院
學
潮
後
之
感
想
﹀
，
︽
諦
聞
影
塵
集
︾
，
寧
波
，
一
九
三
七
年
，
頁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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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
常
州
天
寧
寺
禪
堂
等
，
深
知
完
整
的
佛
學
教
育
對
於
佛
門
人
才
培
育
的
重
要
性
。
抗
戰
勝
利
後
，

青
年
星
雲
觀
察
到
京
滬
一
帶
的
佛
教
逐
漸
復
甦
，
他
表
示
：

勝
利
後
的
江
蘇
和
京
滬
的
佛
教
，
適
從
自
利
的
佛
教
走
上
人
利
的
佛
教
，
從
保
守
的
佛
教
已

經
走
上
進
取
的
佛
教
，
從
一
盤
散
沙
的
佛
教
走
上
精
誠
團
結
的
佛
教
，
從
山
林
的
佛
教
走
上

社
會
的
佛
教
，
從
經
懺
的
佛
教
走
上
進
入
工
廠
的
佛
教
，
從
黑
暗
和
衰
敗
的
佛
教
步
上
光
明

和
興
盛
的
佛
教
。
17

17

來
台
後
，
青
年
星
雲
為
了
興
辦
佛
教
教
育
，
以
培
養
佛
教
人
才
，
達
到
教
化
社
會
、
弘
法
濟
世
的

目
的
，
立
下
辦
學
宗
旨
：
﹁
為
造
就
佛
教
專
門
人
才
，
以
從
事
佛
教
教
育
、
文
化
、
慈
善
等
事
業
，
住

持
佛
教
，
宣
揚
佛
法
，
達
到
人
心
之
淨
化
，
社
會
之
安
和
樂
利
。
﹂
18

18

這
和
他
早
年
就
讀
於
多
所
佛
學

院
的
經
驗
，
及
觀
察
到
抗
戰
勝
利
後
佛
教
僧
教
育
的
改
革
有
關
。

註
解
：

17
星
子
：
︿
回
憶
比
現
實
美
麗—

略
談
勝
利
後
京
滬
一
帶
的
佛
教
﹀
，
︽
覺
生
︾
第
七
、
八
期
合
刊
，
一
九
五
一
年
一
月
，

頁12

。

18
滿
遵
：
︿
佛
光
山
叢
林
學
院
﹀
，
︽
普
門
學
報
︾
第
四
期
，
二○

○
一
年
七
月
，
頁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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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改
革
基
地
華
藏
寺

宜
興
大
覺
寺
創
辦
白
塔
小
學
，
但
校
長
由
公
部
門
聘
任
，
然
白
塔
山
﹁
也
是
無
隔
宿
之
糧
的
窮

寺
﹂
，
沒
人
要
住
，
志
開
上
人
於
是
收
留
外
寺
來
僧
滿
成
法
師
為
徒
，
前
來
擔
任
當
家
。
白
塔
山
米
糧

不
夠
吃
，
青
年
星
雲
從
小
學
上
完
課
﹁
下
課
回
來
不
得
中
飯
吃
，
也
不
能
喊
人
弄
飯
，
因
為
我
既
不
是

當
家
，
也
不
是
住
持
﹂
，
過
著
有
一
餐
沒
一
餐
的
生
活
。
一
九
四
八
年
國
共
內
戰
開
始
後
，
﹁
白
天
學

校
有
國
民
黨
的
軍
隊
進
出
，
晚
上
又
換
成
共
產
黨
的
游
擊
隊
巡
邏
﹂
，
期
間
還
遭
共
產
黨
逮
捕
，
青
年

星
雲
又
跑
回
南
京
討
生
活
，
首
先
想
到
的
就
是
回
到
棲
霞
山
當
知
客
，
但
因
志
開
上
人
是
住
持
，
受
其

他
幾
位
當
家
排
擠
，
只
好
轉
到
南
京
華
藏
寺
去
。
19

19

欲
將
華
藏
寺
作
為
改
革
基
地
的
青
年
星
雲
，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與
弘
度
法
師
邀
請
當
時
在
雙
泉
庵
任

教
職
的
煮
雲
法
師
︵
一
九
一
九
｜
一
九
八
六
︶
同
住
，
但
因
時
局
不
靖
，
煮
雲
僅
小
住
月
餘
即
回
雙
泉

庵
。
20

20

由
於
國
共
內
戰
起
，
青
年
星
雲
萌
芽
的
佛
教
改
革
亦
無
機
會
落
實
，
一
九
四
九
年
春
後
隨
軍
來

註
解
：

19
星
雲
大
師
：
︽
百
年
佛
緣
2
︾
，
台
北
：
國
史
館
，
二○

一
二
年
，
頁153-157

。

20

煮
雲
老
和
尚
文
教
基
金
會
，
︽
煮
雲
和
尚
紀
念
專
輯
．
煮
雲
法
師
年
表
︾
，
高
雄
：
鳳
山
佛
教
蓮
社
，
一
九
八
九
年
，
頁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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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
輾
轉
各
地
，
最
終
落
腳
於
宜
蘭
。

五
、
結
語

一
九
五
一
年
中
佛
會
遷
台
後
，
以
公
函
附
錄
的
方
式
反
應
了
一
九
四
九
年
中
國
佛
教
之
情
形
，

文
中
指
出
，
大
叢
林
之
廣
大
寺
產
﹁
僅
個
人
受
用
﹂
或
﹁
非
法
行
為
者
，
亦
不
在
少
數
﹂
；
傳
承
制
度

﹁
良
莠
不
齊
﹂
，
﹁
寺
廟
有
宗
派
之
名
，
無
系
統
之
實
﹂
；
佛
教
教
育
因
﹁
私
心
之
表
現
﹂
而
曇
花
一

現
；
傳
戒
授
徒
﹁
末
流
所
趨
，
則
以
經
懺
為
職
業
，
化
緣
為
資
源
，
不
復
知
佛
法
為
何
事
﹂
；
教
會
組

織
﹁
仰
地
方
機
關
之
鼻
息
﹂
甚
至
會
費
亦
無
法
收
齊
，
故
﹁
雖
有
教
會
而
無
成
就
﹂
。
21

21

抗
戰
勝
利
至
一
九
四
八
年
間
，
青
年
星
雲
往
來
各
地
，
除
南
京
棲
霞
山
，
鎮
江
焦
山
佛
學
院
、

寶
華
山
學
戒
堂
、
常
州
天
寧
寺
禪
堂
等
，
並
大
量
閱
讀
佛
教
期
刊
，
萌
發
了
他
佛
教
的
改
革
思
想
，
從

︿
回
憶
比
現
實
美
麗—

略
談
勝
利
後
京
滬
一
帶
的
佛
教
﹀
一
文
，
得
知
青
年
星
雲
對
於
京
滬
一
帶
佛

教
辦
學
知
之
甚
詳
，
同
時
也
啟
發
了
他
來
台
後
辦
學
的
理
念
。

註
解
：

21
︿
大
陸
淪
陷
前
佛
教
之
概
況
﹀
，
︽
人
生
︾
第
三
卷
第
五
期
，
一
九
五
一
年
六
月
，
頁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