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論
建
設
我
主
張
從
兩
個
方
面
著
手
。
第
一
個
方

面
是
內
學
之
部
，
這
是
一
套
純
粹
的
佛
法
理
論
系
統
，
是
關
於

戒
、
定
、
慧
三
學
或
教
、
理
、
行
、
證
的
完
整
理
論
闡
述
，
其

基
礎
是
對
於
世
間
萬
法
和
人
間
諸
種
因
緣
現
象
的
揭
示
，
核

心
是
人
之
生
死
解
脫
的
理
論
和
方
法
。
第
二
個
方
面
是
外
學
之

部
，
這
是
基
於
佛
教
立
場
的
對
於
人
間
各
種
問
題
的
研
究
與
探

討
，
包
括
人
間
佛
教
的
政
治
學
、
經
濟
學
、
倫
理
學
、
歷
史

學
、
藝
術
學
、
環
境
學
、
生
死
學
、
養
生
學
等
等
。

李廣良
（雲南師範大學哲學與政法學院教授）

人
間
佛
教
的
思
想
建
構

　
　
與
全
方
位
的
實
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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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佛
光
山
出
席
人
間
佛
教
座
談
會
，
這
是
我
人
生
中
極
為
殊
勝
的
機
緣
，
我
此
刻
心
中
滿
懷
感
恩

之
情
。
下
面
我
談
談
對
人
間
佛
教
的
一
些
看
法
。

一
、
人
間
佛
教
思
想
是
由
太
虛
大
師
提
出
，
由
印
順
大
師
等
深
化
，
由
星
雲
大
師
等
闡
發
並
大
力

實
踐
的
現
代
性
佛
教
思
想
。
人
間
佛
教
是
深
入
人
間
，
度
化
眾
生
的
佛
教
；
人
間
佛
教
是
深
契
佛
陀
本

懷
的
佛
教
；
人
間
佛
教
是
圓
融
的
佛
教
；
人
間
佛
教
是
實
踐
的
佛
教
，
是
現
代
化
的
佛
教
；
人
間
佛
教

是
民
主
自
由
平
等
的
佛
教
；
人
間
佛
教
是
人
間
淨
土
佛
教
。
人
間
佛
教
是
傳
統
的
，
人
間
佛
教
也
是
現

代
的
，
人
間
佛
教
是
傳
統
性
和
現
代
性
結
合
的
佛
教
。

二
、
二
十
世
紀
以
來
的
人
間
佛
教
運
動
取
得
了
巨
大
的
成
就
，
人
間
佛
教
已
經
成
為
今
日
海
峽
兩

岸
佛
教
界
的
共
識
。
人
間
佛
教
有
多
種
模
式
，
星
雲
大
師
開
創
的
佛
光
山
模
式
是
其
中
最
為
成
功
，
影

響
力
最
為
深
遠
的
。
﹁
星
雲
模
式
的
人
間
佛
教
﹂
不
但
開
創
了
人
間
佛
教
的
新
紀
元
，
而
且
開
創
了
中

國
佛
教
的
新
紀
元
，
書
寫
了
中
國
現
代
佛
教
史
的
不
朽
傳
奇
。
對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的
方
方
面
面
進
行

深
入
研
究
，
對
未
來
人
間
佛
教
的
發
展
具
有
極
其
重
要
的
價
值
和
意
義
。
隨
著
佛
光
山
的
影
響
日
益
深

入
，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也
越
來
越
引
起
學
者
們
的
研
究
興
趣
，
近
年
來
的
相
關
研
究
成
果
頗
為
豐
碩
。

當
此
之
時
，
構
建
以
佛
光
山
為
研
究
物
件
的
專
門
學
術
的
時
機
已
經
成
熟
。
這
門
學
術
或
許
可
以
命
名

為
佛
光
山
學
。
但
因
為
﹁
佛
光
山
學
﹂
一
詞
可
能
被
理
解
為
佛
光
山
本
身
之
學
說
思
想
，
所
以
有
關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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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山
的
學
術
研
究
我
們
也
可
以
質
樸
地
稱
之
為
佛
光
山
研
究
。

三
、
佛
光
山
研
究
是
更
為
廣
大
的
人
間
佛
教
研
究
的
一
部
分
。
人
間
佛
教
研
究
的
範
圍
非
常
廣

大
，
但
主
要
內
容
無
非
是
人
間
佛
教
歷
史
研
究
、
人
間
佛
教
思
想
研
究
和
人
間
佛
教
實
踐
研
究
。
有
關

中
國
近
代
佛
教
歷
史
的
成
果
已
經
有
不
少
，
但
專
題
的
人
間
佛
教
史
尚
未
見
到
，
我
覺
得
我
們
完
全
可

以
進
行
人
間
佛
教
的
歷
史
書
寫
。
這
種
書
寫
既
是
必
要
的
，
也
是
可
能
的
。
當
然
這
裡
有
一
個
學
術
立

場
的
問
題
，
我
說
的
不
是
星
雲
大
師
或
法
舫
法
師
的
人
間
佛
教
史
敘
述
，
而
是
一
種
純
粹
學
術
立
場
上

的
專
門
史
。
有
關
人
間
佛
教
思
想
研
究
的
成
果
很
多
，
大
覺
寺
的
兩
次
會
議
就
是
明
證
，
未
來
也
必
將

有
更
多
的
研
究
成
果
。
人
間
佛
教
思
想
研
究
涉
及
的
問
題
非
常
複
雜
，
我
們
現
在
的
研
究
更
多
的
還
是

在
對
大
師
們
的
思
想
進
行
敘
述
和
評
論
，
這
遠
遠
不
夠
，
深
度
和
廣
度
兩
方
面
都
需
要
深
化
。
人
間
佛

教
的
實
踐
形
式
和
內
容
都
極
其
豐
富
，
充
分
地
體
現
了
人
間
佛
教
的
﹁
人
間
性
﹂
和
﹁
現
代
性
﹂
，
我

這
次
來
台
對
此
有
一
些
前
所
未
有
的
認
知
，
比
如
佛
光
山
的
都
市
道
場
，
既
能
保
持
佛
教
的
自
性
，
又

能
充
分
地
適
應
現
代
都
市
人
的
精
神
需
求
，
與
傳
統
的
山
林
佛
教
形
成
了
鮮
明
的
對
照
。

四
、
人
間
佛
教
要
有
更
大
的
發
展
，
必
須
加
強
理
論
建
設
。
這
個
理
論
建
設
是
站
在
人
間
佛
教
立

場
上
說
的
，
是
主
張
人
間
佛
教
的
人
要
做
的
事
情
。
不
信
仰
佛
教
的
人
不
能
參
與
此
項
工
作
，
不
贊
同

人
間
佛
教
的
佛
教
徒
也
不
能
參
與
此
項
工
作
。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論
建
設
我
主
張
從
兩
個
方
面
著
手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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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方
面
是
內
學
之
部
，
這
是
一
套
純
粹
的
佛
法
理
論
系
統
，
是
關
於
戒
、
定
、
慧
三
學
或
教
、
理
、

行
、
證
的
完
整
理
論
闡
述
，
其
基
礎
是
對
於
世
間
萬
法
和
人
間
諸
種
因
緣
現
象
的
揭
示
，
核
心
是
人
之

生
死
解
脫
的
理
論
和
方
法
。
構
建
這
一
理
論
系
統
的
前
提
是
對
佛
教
經
論
和
義
理
進
行
﹁
融
貫
﹂
的
研

究
，
以
化
解
歷
史
上
不
同
佛
法
義
理
系
統
的
矛
盾
，
重
新
構
建
新
時
代
的
人
間
佛
教
佛
學
理
論
。
這
裡

不
能
排
除
對
歷
史
上
的
各
種
﹁
不
了
義
﹂
佛
學
思
想
的
批
判
。
事
實
上
，
人
間
佛
教
思
想
是
有
很
強
的

批
判
性
的
，
這
種
批
判
性
既
是
針
對
世
俗
社
會
的
，
也
是
針
對
佛
教
內
部
的
。

第
二
個
方
面
是
外
學
之
部
，
這
是
基
於
佛
教
立
場
的
對
於
人
間
各
種
問
題
的
研
究
與
探
討
，
包
括

人
間
佛
教
的
政
治
學
、
經
濟
學
、
倫
理
學
、
歷
史
學
、
藝
術
學
、
環
境
學
、
生
死
學
、
養
生
學
等
等
。

人
間
佛
教
絕
非
只
為
個
人
的
解
脫
提
供
學
理
基
礎
和
修
行
法
門
，
而
是
要
面
向
廣
大
的
人
間
，
用
佛
法

智
慧
去
盡
可
能
解
決
人
世
間
的
各
種
實
際
問
題
。
人
間
佛
教
對
於
當
今
人
類
所
面
臨
的
一
切
問
題
都
應

有
自
己
的
思
考
和
應
對
措
施
，
並
應
於
今
日
世
界
各
種
宗
教
和
世
俗
學
派
就
人
類
的
普
遍
命
運
問
題
展

開
對
話
。
我
以
前
主
張
構
建
人
間
佛
教
的
政
治
佛
學
，
即
是
出
於
這
種
考
慮
。
佛
教
要
關
注
現
實
政
治

問
題
，
佛
教
不
能
遠
離
當
代
中
國
人
普
遍
關
心
的
政
治
問
題
，
不
能
把
政
治
設
定
為
佛
教
的
禁
區
。
現

代
人
間
佛
教
對
政
治
的
態
度
較
中
國
傳
統
佛
教
較
為
積
極
，
但
相
對
於
基
督
宗
教
就
相
對
弱
勢
，
應
該

有
更
積
極
地
參
與
社
會
政
治
實
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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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
人
間
佛
教
﹂
之
﹁
人
間
﹂
並
不
只
是
﹁
善
美
的
﹂
，
人
間
有
深
重
的
無
明
，
有
假
惡
醜
。

人
間
佛
教
要
降
魔
衛
道
，
就
必
須
正
視
人
間
的
無
明
與
邪
惡
，
要
依
據
佛
法
理
論
對
人
間
之
惡
進
行
批

判
，
與
人
間
的
邪
惡
勢
力
進
行
果
敢
的
有
智
慧
的
鬥
爭
。
人
間
佛
教
須
體
現
佛
教
的
超
越
性
，
因
而
要

﹁
化
導
﹂
人
間
，
而
不
是
僅
僅
適
應
人
間
，
乃
至
迎
合
人
世
間
的
貪
欲
。
一
些
人
提
倡
的
人
間
佛
教
只

想
把
佛
教
作
為
﹁
發
展
經
濟
﹂
或
﹁
建
設
和
諧
社
會
﹂
的
工
具
，
這
絕
對
不
是
真
正
的
人
間
佛
教
。

六
、
佛
教
修
學
體
系
的
建
設
問
題
是
當
今
大
陸
佛
教
界
普
遍
關
注
的
問
題
。
現
在
各
種
修
行
法
門

盛
行
，
大
眾
在
修
學
時
不
知
如
何
揀
擇
，
結
果
是
耽
誤
許
多
時
光
，
最
終
卻
一
事
無
成
。
人
間
佛
教
需

要
對
各
個
修
行
法
門
進
行
探
討
，
建
立
起
契
合
現
代
社
會
環
境
與
大
眾
根
機
的
修
學
體
系
。
佛
光
山
有

一
套
完
備
的
行
之
有
效
的
修
學
體
系
，
須
設
法
在
大
陸
及
世
界
其
他
地
方
推
廣
。
我
看
勝
鬘
書
院
的
模

式
就
極
富
妙
味
，
其
中
﹁
修
學
佛
法
，
參
學
世
間
，
樂
學
人
間
﹂
的
修
學
特
色
和
﹁
佛
門
行
儀
、
經
典

選
要
，
梵
唄
課
誦
，
福
慧
修
持
，
叢
林
生
活
美
學
﹂
的
課
程
設
計
都
有
大
智
慧
在
，
非
常
契
合
人
間
佛

教
修
行
在
人
間
的
精
神
特
質
。

七
、
以
﹁
菩
薩
行
﹂
的
精
神
，
加
強
人
間
佛
教
的
社
會
實
踐
，
拓
展
人
間
佛
教
的
社
會
實
踐
領

域
，
創
新
人
間
佛
教
的
社
會
活
動
形
式
，
豐
富
佛
教
實
踐
活
動
的
內
容
。
比
如
：
成
立
各
種
新
型
的
人

間
佛
教
組
織
，
如
人
間
佛
教
講
師
團
、
扶
貧
會
、
信
女
會
等
，
建
設
人
間
佛
教
社
區
；
積
極
發
揮
佛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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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眾
弟
子
的
政
治
作
用
，
以
適
宜
的
形
式
參
加
政
治
活
動
同
時
保
持
佛
教
的
精
神
特
質
，
成
立
佛
教
政

黨
，
參
選
民
意
代
表
；
提
倡
綠
色
佛
教
，
保
護
生
態
環
境
，
維
護
生
權
；
發
展
教
育
事
業
，
參
與
國
民

教
育
，
教
化
眾
生
，
成
立
各
種
層
次
和
不
同
形
式
的
教
育
和
培
訓
機
構
；
深
入
偏
遠
貧
困
落
後
地
區
，

實
施
佛
教
教
化
；
敢
於
﹁
入
魔
﹂
，
用
佛
法
度
化
失
足
者
、
犯
罪
者
、
吸
毒
者
、
同
性
戀
者
等
；
開
展

佛
法
心
理
諮
詢
，
用
佛
法
療
治
各
種
心
理
疾
病
；
普
及
佛
教
藝
術
，
通
過
詩
歌
、
小
說
、
音
樂
、
戲

劇
、
影
視
等
藝
術
形
式
表
達
佛
教
的
思
想
智
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