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蟬-甜甜益

、

。

們

一
向
是
出
家
比
丘
?

。
更
奇
特
的
是
會

一
任
達
賴
喇
嘛
尚
未

二
般
說

9

從
前
一
任

嘗
到
下
一
任
能
夠
順
利
成
年
、
即
位
，
之
間
至

少
有
廿
年
空
檔
是
由
攝
政
單
位
代
理
。
由
於
這
個
特
殊
體
制
的

。

地
理
位
置
上
?
西
藏
是
個
被
群
山
峰
續
環
繞
的
高
原

9

有
「
世
界
屋
脊
」
之
稱

9

雖
然
礦
產
蘊
藏
豐
富

9

可
是
並
悔

從
事
大
規
模
經
濟
性
的
開
發
。
西
藏
原
來
並
沒
有
文
字

9

現
有

的
文
字
是
在
第
七
世
紀
到
第
十
世
紀
間
?
由
於
佛
教
經
典
大
量

輸
入
9

為
翻
譯
佛
典
而
由
梵
文
發
展
出
來
的
、
。
因
為
佛
教
與
西

〈
上
〉

11 

一
。

一
九
五
九
年

9

仇
議
9

並
重
申
西
藏
獨
立
自
主
的
立
場
?

受
中
共
的
壓
迫
與
控
制
而
逃
出
西
藏

9

西
藏
的

情
形
下
移
到
外
國
避
難
。
西
藏
鄰
國
像
印
度
、
尼
泊
爾
、

、
錫
金
等
都
伸
手
給
予
人
道
上
的
支
援

9

可
是
他
們
畏
於
中
共

的
武
力
侵
犯
?
所
以
在
政
治
上
不
敢
承
認
西
藏
為
一
合
法
的
盟

家
。
當
然

9

中
共
依
然
堅
持
西
藏
為
中
國
的
一
部
分
。
，
在
國
際

政
治
上
到
目
前
為
止
?
也
微
妙
地
避
免
爭
論
這
個
問
題
。
所
以

今
天
地
理
上
的
西
藏

9

仍
屬
中
共
統
治

9

但
另
一
個
流
亡
的
西

藏
政
府
卻
在
印
度
運
作
。
這
個
流
亡
政
府
正
努
力
恢
復
西
藏
文

化
a

占
1
共
則
以
現
代
化
為
手
段
，
努
力
將
西
藏
同
化
以
便
與
中

國
統
一
。

因
不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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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
文
的
重
點
將
以

九
年
以
前
的
西
藏
僧
教
育

9

尤
其
是
噶
魯
派

)
為



中
心
0

分
析
其
制
度

?
本
文
將
從
七
個
項
度
來

、
國
民
教
育
、

、
《
一
、

多
並
不
是
一
向
就

會
而
且
機
構
化
地
出
現
在
出
家
眾
僧
團
裡
。
佛

一
個
重
視
民
主
、

並
觀
想
自
己
不
論
階
級
、

9

乃

不
論
性
別
地視

來

。

? 

←~ 

，
日
)

一
千
多
年
前
佛
教
傳
入

西
藏
時
會

學
9
9

若
同
時
從
事

僧
伽
教
育
的
就
稱
為
「
學
院
」

9

一
個
大
寺
院
可
能
有
好
幾
個

學
院
。
印
度
佛
教
教
育
形
式
?
後
來
被
西
藏
人
所
延
用
。

由
於
受
到
印
度
閻
王
的
影
響
?
西
藏
政
府
在
佛
教
初
傳
入

時
9

即
大
力
擁
護
佛
教
。
西
藏
國
王
可
說
是
佛
教
重
要
的
皇
家

護
法
。
許
多
印
度
海
中
國
、
中
草
地
區
的
佛
教
大
師

9

都
曾
被

延
請
到
西
藏
建
立
寺
廟
、
翻
譯
經
典
、
教
導
和
傳
授
戒
法
給
出

。

。

類
，
和
所
頒
發
的
學
位
、
入
學
的
條
件
和
課
程
、
校
內
管
理
和
結

、
學
校
與
政
府
或
民
間
的
關
係

9

以

。

第
九
世
紀
末
，
西
藏
佛
教
被
一
個
反
對
佛
教
的
圓
王
催
啦

爾
帕
欠
苟
且
同
丘
吉
各
自
)
所
毀
滅
9

佛
的
修
練
與

。

十
一
世
紀
9

的
法
師
努
力
弘
揚
佛
法
而
好
轉

。
為
區
別
傳
統
佛
教
徒
與
跟
隨
當
時
印
度
大
的
多

者
等
新
一
代
佛
教
徒
步
傳
統
的
一

他
的
則
稱
為
「
新
派
」

十
五
世
紀
末
9

26 

。

一
一
派
，
這
三
派
與
寧

四
大
派
。
每
一
派
又
各
發
展
出

不
同
的
支
派

9

上
溯
其
源
頭
於
印
度
。
這
四
派

從
成
立
的
次
第
來
說
是

a
E
7瑪
派
、
噶
舉
派
、
薩
迦
派
與
噶
魯

派
。
這
四
派
除
了
在
弘
法
與
修
持
上
針
對
不
同
的
學
生
採
用
不

同
的
方
法
外
賀
他
們
的
修
學
內
容
、
性
質
與
目
標
則
完
全
相
同

一
一
世
達
賴
啦
嘛
&
穆
林
?
5
∞
叩
)
。
一
般
說
，
得
近
四
派
都

正
確
知
解
佛
是
修
行
的
墓
。
就
像
卡
盧
仁
波
切
(

)
所
說
的
e
@

主←~ 

可

同

第

理

?J 

A i品

第



理:

以

'
，
卅
弟
三

3里

十
九
世
紀
時

9

動

。

←~ 爭
9

。

、、J

O 

《
一
一
、

0
年
代
末
期

9

。

。

9

或
追
求
自
給
自
足
的
固
有
生

。

9

日
八
收
象
徵
性

。

9

西
藏
因
被
英
圓
強
迫
門
戶
開
放
多

9

可
惜
這
個
創
舉
被
保
守
的
僧

了
使
於
了
几
二
六
年
宣
布
放

戶
費
固
德
曼
?
內
心
章
)
。

9

雖
然
沒
有
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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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

比
例

門為

十

。僧廿
眾

人口
中

一
個
男
孩
出
家
(
因

以
翻
身
的
途
一
徑
。

的
量
。

它
。
由

。
關
於
佛
教
的
教

一
我
們
的
制
度
?



及向高
全尚
'-'口

2 嘻
嘻和
叫一心

情是
江i 臨

其衛
祖水
晶告

弱說
點，
是算

!E 
還 7個

辛苦
到完

全于
民一
直立
自戶、

由
於
佛
法
是
僧
眾
的
主
修
課
程
，
在
達
到
這
個
目
的
前
，

。

教
育
階
段
，
也
仍
然
取
材
於
宗
教
。
學
生
跟
著
老
師
朗
誦
、

寫
，

。

一
特
點
是
，
對
所
謂
再
來
人
(
轉
世
)
的

白
地
3

三
山
m
u
{

相
信
許
多
新
生
兒
，
是
過
去
修
行
人
的
轉
世
。
他
們
發
展
一

。
達
賴
喇
嘛
解
釋
說

9

雖
然
轉
世
者
為
過

何
者
再
來
9

可
是
他
們
不
一
定
能
把
過

。
他
們
只
是
被
認
定
來
繼
續
前
人
的
使

9

由
該
廟
選

，
共
同
一
商
議
監

。

護
這
轉
世
者
的
教
育
與
成
長
雪
直
到
十
八

由
於
伸
法
深
刻
地
與
老
百
姓
日
常
生
活
結
合

9

。

9

成
為
每
一
個

。

9

每
日
不
可
或
缺
的
修
練
。

一
種
非
正
式
的
教
育

c

一
九
五
0
年
之
後

9

。同
其時
制也
度設

與立
中國

闊
的
統
一
@

大
的
改
變
是
佛
教
不
再
允
許
在
課
程
中
出
現
。
諾
布
指
出

.. 

在

一
九
七
七
年
以
前
西
藏
文
不
准
教
:
:
:
因
此
少
數
幾
個
識
字
的

《
一
一
一
、

若
不
把
大
小
茅
遵
計
算
在
內

9

西
藏
整
片
土
地
上
共
有
六

千
座
寺
院
。
遠
在
十
七
世
紀
時

9

西
藏
寺
院
即
採
一
種
階
層
系

統
9

連
結
小
寺
廟
與
大
寺
廟

9

所
以
嚴
格
來
說
，
沒
有
一
座
寺

廟
在
傳
承
上
是
獨
立
的
。
習
慣
上
住
在
偏
遠
的
僧
血
來
?
會
到
位

於
大
城
市
9

且
是
自
己
小
鎮
廟
的
上
院
去
參
拜
或
修
學
。
為
了

9

每
二
設
有
本
山
會
負
責
教
育
與
行

)
。

9

位
於
拉
薩
的
哲
蚱
寺
，
使

28 

9

前
者

是
後
者
的
基
礎
。
在
首
都
拉
薩
裡

9

經
敦
的
僧
院
中

L
h
三
座

特
別
出
名
@
e

哲
蚱
、
色
拉
與
甘
丹
。
這
三
座
向
有
「
西
藏
三
棟

之
稱
的
僧
院
，
二
十
萬
人
。

齡
可
能
小
至
不
滿
十
歲

9

高
到

、
六
十
歲
都
有
，
學
生
花
十

。

的
某
一
學
院
報
名
，
單
單
哲
蚱
這
鹿
僧
院
就
有

投
有
三
所
9

甘
丹
有
一
所
。
在
一
經
教
這
階
段
會

研
讀
經
血
(
9
並
且
大
部
份
朝
著
噶
魯
派
的
格
西
學
位
攻
讀
?

然
有
此
一
一
學
院
也
頒
發
低
於
格
西
的
其
他
學
位

9

例
如
9

院
頒
發
卡
主
〈
)



口
試
惱
，

。

的前
論會

點

一
指
定
專
題

、、扭/

、

措
朗
已
(

)
與
拉
伯
見
(

、、-/

、

、、~

、

。

)
戶
)
。

明
其
中
的
差
別

朗

已

(
囂
。
口E
S

) 

、

時

口


dMhr 

面

的

拉
朗
巴
格
西
學
位
對
學
生
的
吸
引
力
很
大
會
理
由
很
多

9

9

在
學
位
考
試
時
競
爭
最
激

9

將
來
的
出
路
最
好
?

基
本
要
求
之
一

會
則
等
待
院
長
提
名
以
赴
學
位
考

。
在
等
待
的
時
間
裡

9

學
生
加
深
他
們
對
所
學
的
認
識

9

並

磨
練
其
辯
論
技
巧
。
可
是
再
來
的
轉
世
者

9

立
刻
參
加
學
位
考
試
(
耶
聞
事
H

。

現
場
抽
出
。

9

依
次
坐
上
考
席
?
問
答
其

他
候
選
人
向
他
提
出
的
問
題
會
觀
眾
也
可
質
問

)
。
每
一
科
白
大
約
考
問
三
至
五

A

頂
之
外
?
根
本
無
從
準
備
〈
耶
西

L
這
吋
)
。

。
學
生
除

。

定
每
年
舉
行

、
通
過
學
位
預
考
及
學
位
考
?

一
星
期
的
背
誦
與
辯
論
。
預
考
與
學
位
考
並
不
一

9

戶
戶
)
。
密
院
院
長
推
荐
十
位
學
生

9

不
過

他
的
學
生
則
按
其
預
考
成
績
的
高
下
多

位
考
。
等
到
這
十
五
位
都
通
過
學
位
老

9

才
會
再
舉
辦
另

一
次
讀
考
。
換
句
話
說
，
學
生
修
學
的
時
間
長
短
決
定
於
預
考

的
舉
辦
與

-
A
口
。

正
如
密
院
一
樣
會
經
院
在
挑
選
學
位
候
選
人
時

9

也
是
非

常
慎
重
的
。
譬
如
說

9

噶
魯
派
每
年
只
有
十
六
位
拉
朗
巴
格
西

候
選
人
產
生

9

每
一
學
院
兩
位
。
比
起
二
十
萬
的
純
學
生
數

9

得
到
學
位
的
人
數
是
非
常
稀
少
的

9

大
多
數
的
學
生
或
是
沒
有

修
完
格
西
課
程
，
或
在
沒
有
通
過
學
位
考
試
之
前
，
便
致
力
於

道
場
各
執
事
工
作

9

或
到
別
處
朝
聖
行
腳
去
了
〈
間
德
曼
，

這
單
)
。
由
於
教
育
對
西
藏
僧
眾
來
說
，
雪
是
終
身
的
事
?
乃
至

是
生
生
世
世
的
事

9

因
此
學
生
半
途
休
學

9

或
半
途
復
學
略
並

不
是
奇
異
的
現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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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
完
待
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