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
社
會
?
啟
迪
、
隔
導
人
、
中

9

還
見
到
他

們
秉
著
為
法
忘
軀
的
堅
定
信
念
，
腳
踏
實

地
的
修
學
歷
程

a
e

他
們
以
「
難
忍
能
忍
，

難
行
能
行
」
的
堅
毅
精
神

9

陶
鑄
山
欽
崎
磊

落
的
僧
格
9

以
深
刻
的
義
解
和
行
持
，
養

成
出
世
、
悲
憫
的
宗
教
情
懷

9

入
一
世
力
行

六
度
萬
行
，
不
但
續
佛
燈
明

9

也
為
千
古

來
的
人
心
皈
投
仰
止
。
雖
由
於
時
代
背
景

、
個
性
、
根
器
等
等
不
同
步
每
位
高
僧
的

修
學
歷
程
不
盡
相
同
?
卻
可
提
供
關
心
僧

忌
器
輯
〕

?有

官
向鳥

搬
了
臺
灣
目
前
較
具
體
制
的
僧
教

育
辦
學
概
況
後
，
我
們
不
免
還
要
問

a
a

「

現
代
僧
伽
教
育
要
培
養
怎
樣
的
僧
人
呢
?

」
面
對
這
個
重
要

9

卻
又
一
時
不
易
回
答

的
課
題
9

我
們
找
到
了
全
局
僧
傳
》

9

希

望
經
由
閱
讀
高
僧
行
止

9

找
到
借
鏡
。

《
高
僧
傳
》
記
載
的
是
從
漢
魏
到
明

清
?
一
千
一
百
餘
位
傑
出
僧
人
的
事
跡

9

完
整
的
有
初
、
二
、
三
集

|
i

分
別
是
梁

慧
校
法
師
、
唐
道
宣
律
師
)
宋
贊
寧
法
師

所
撰
集
的
《
高
僧
傳
》
、
《
續
高
僧
傳
》

和
《
宋
高
僧
傳
》

0

翻
閱
《
高
僧
傳
》

9

我
們
見
到
歷
代

僧
人
的
德
一
一
一
一
口
懿
行
?
他
們
積
極
關
懷
、
參

9 

教
育
者
分
析
、
歸
納
，
作
為
目
標
擬
定
九

課
程
規
劃
9

及
輔
導
各
階
段
學
僧
修
學
的

參
考
-
9

亦
可
讓
我
們
共
同
以
更
寬
廣
、
具

彈
性
的
胸
襟

9

來
護
持
現
代
僧
伽
的
養
成

過
程
。唯

因
篇
幅
限
制

9

本
文
僅
能
就
傳
中

十
類
高
僧
1
|
!

譯
經
、
解
義
、
習
禪
、
明

律
、
護
法
、
神
通
、
遣
身
、
讀
誦
、
興
一
禍

及
雜
科
中

9

刪
去
修
學
資
料
記
載
較
不
充

足
的
遺
身
類

9

其
餘
各
舉
其

-
9
擇
要
白

話
語
譯
刊
出
。
我
們
衷
心
祈
願

e

斗
甭
管
一
灣
佛

教
在
興
晶
晶
之
餘
，
能
因
僧
教
育
的
受
重
視

，
造
就
出
更
和
合
的
現
代
僧
伽
!
門
編
者

按
〕



曹
先
廳
中
即
l
l

堂
聽
講
師
(

1L 

玄
畏
法
師
9

生
於
臨
惘
，
又
帶
開
皇
十
六

年
，
是
我
國
歷
史
上
最
早
揚
名
國
際
的
留

學
生
@
會
由
於
精
通
三
藏
，
譯
經
弘
法
不
鹹
轍

，
人
們
常
稱
他
為
「
一
一
一
藏
法
師
」
9

又
因

常
住
在
慈
恩
寺

9

因
此
也
稱
他
為
「
慈
恩

大
師
」他

生
長
於
書
香
門
第

9

自
幼
即
知
晨

昏
定
省
、
孝
養
父
母
。
十
三
歲
與
哥
哥
(

即
長
捷
法
師
)
在
東
部
洛
陽
淨
土
寺
出
家

，
精
動
習
學
《
維
摩
詰
經
》
、
《
法
華
經

》
、
《
涅
槃
經
》
等
大
乘
經
論
。
復
講
時

常
學
以
致
用
?
將
從
慧
日
法
師
(
見
雜
科

聲
德
)
那
兒
?
學
到
的
經
典
宗
旨
，
闡
發

得
淋
漓
盡
致
。

階
宋
天
下
擾
攘
，
洛
陽
鼎
拂

9

他
雖

還
年
幼
9

卻
立
志
隨
一
長
捷
法
師
到
蜀
地
，

進
一
步
學
習
佛
教
內
、
外
各
種
學
間
，
也

常
講
經
分
享
所
得
，
座
下
聽
講
者
常
有
數

百
人
之
多
。

二
十
歲
時
，
在
成
都
受
其
足
戒
後
費

開
始
學
戒
9

由
於
博
學
慎
思
?
因
此
遍
一
訪

名
師
9

見
到
當
時
佛
教
各
宗
見
解
故
異
，

靜
論
不
止
9

令
人
無
所
適
從

9

於
是
發
願

西
行
求
法
。

貞
觀
一
兀
年
，
他
三
十
二
歲
時
開
始
西

行
散
經
，
孤
征
萬
里
，
雖
歷
盡
魔
…
難
9

意

志
更
加
堅
定
。
貞
觀
五
年

9

先
劉
北
印
權

陀
羅
國
參
學
，
隨
後
到
當
時
印
度
佛
教
的

高
等
單
府
|
|
1

那
爛
陀
畫
:
在
「
正
法
藏

」
戒
賢
(
法
師
座
下
，
聽
講
各
部
經
論

9

兼

學
梵
書
、
婆
羅
門
經
論
歷
經
五
年
，
再
遊

悶
悶
予
各
國9
膽
禮
聖
跡
。
其
間
也
曾
參
與
辮

席
費
以
四
十
條
義
理
批
駁
婆
羅
門
、
折
服

外
道
9

並
且
度
化
小
乘
﹒

9
當
時
西
域
入
們

多
感
佩
於
他
講
沖
自
牧
、
兼
容
並
蓄
的
德

。
他
遊
印
十
四
年

9

「
以
佛
法

廣
利
中
國
眾
生
」
的
心
顧
，
最
後
一
終
於
腕

辭
戒
賢
法
師
及
諾
大
德
的
懇
窗
，
在
貞
觀

十
九
年
返
抵
國
門

9

請
回
梵
文
經
典
六
百

七
十
五
部
。
此
後
他
應
唐
太
宗
之
避
請
，

續
著
大
眾
共
同
推
舉
的
十
二
位
高
僧
大
德

9

於
弘
一
帽
寺
全
力
傳
譯
經
典
?
達
十
九
年

，
其
間
瑞
應
不
斷

9

直
至
高
宗
麟
德
一
兀
年

二
月
五
日
圈
竅
。

將
近
三
十
年
的
精
勤
不
懈
，
共
譯
成

佛
典
七
十
五
部
，
連
一
千
三
百
三
十
八
卷

之
多
9

其
中
有
•. 

《
瑜
伽
師
地
且
粵
、
《

俱
舍
且
粵
、
《
大
般
若
鱷
》
等

9

成
為
中

國
佛
教
史
上
譯
經
最
多
、
譯
文
最
精
的
一

位
。
，
而
中
國
佛
教
各
宗
派
的
制
立
?
得
自

他
所
譯
經
典
啟
發
者
不
少
。
除
譯
經

9

他

也
講
經
習
，
因
此
門
下
人
才
濟

濟
。

綜
其
-
生
?
不
但
集
翻
譯
家
、

家
、
辯
論
家
、
宗
教
家
、
教
育
家
、
旅
行

家
於
一
身
9

其
「
大
唐
西
域
記
」
更
是
探

究
印
度
、
西
域
地
理
、
風
俗
、
語
一
菁
、
政

治
之
指
南

9

亦
為
中
印
思
想
文
化
交
流
的

大
力
推
動
者
。

/
譯
自
《
續
高
僧
傳
》
卷
四

法
師
生
等
眾
說
紛
紹
，
此
年
代
是
依
讓
任

公
所
考
據
。

10 



會
蠱
且
輛
醉
如
果
甚
深
燼
轟li

曙
禮
堂
連
一
輛
〈

里
一
一
…(
J
Z一

是事

道
安
法
師
，
山
西
常
山
人
。
七
歲
閑

書
9

聰
明
好
記
憶

9

常
背
誦
如
流
。

十
二
歲
出
家
?
因
相
貌
其
醜

9

不
被
其
師

看
重
之
叩
他
到
回
聞
工
作
。
他
毫
無
怨
一
胃
口

9

齋
戒
清
淨
培
一
禍
三
年
9

直
到
展
現
背
誦

資
稟
9

才
被
另
眼
看
待

9

他
也
從
此
發
奮

勤
習
經
論
9

識
志
超
年
。

受
具
足
戒
後

9

師
笑
就
讓
他
遊
方
參

學
。
到
了
河
南
輔
料
縣
中
寺
9

他
首
先
遇
見

佛
圖
澄
9

欣
喜
不
巴
，
就
禮
佛
圈
澄
為
帥

，
修
習
各
種
經
論
。
後
來
北
方
五
胡
十
六

國
大
亂
9

他
隨
佛
圖
澄
輾
轉
遲
一
難
9

到
襄

陽
演
說
教
化
十
五
年
。
9

隨
後
又
一
跟
隨
竺
法

濟
、
文
曇
修
學
會
懂
得
造
業
更
上
一
層
樓

。
後
來
9

前
秦
持
堅
率
兵
攻
陷
襄
陽
時
，

因
久
聞
聲
望
，
便
將
他
迎
到
長
安
?
居
於

智
頡
法
師
，
由
于
德
一
安9

「
臥

便
合
掌
，
坐
、
必
茵
茵
」
9

「
見
佛
像
則
禮

五
重
寺
?
一
以
師
禮
事
之
。

四
十
五
歲
時
會
他
任
受
都
寺
住
持

9

座
下
常
隨
修
學
者
有
數
百
人
之
多
變
但
始

終
覺
得
從
漢
魏
到
晉
，
譯
出
的
經
典
雖
漸

增
多
?
但
常
是
文
理
欠
通
、
、
探
義
隱
沒
?

因
此
發
心
、
逐
一
研
讀
《
般
若
經
》
、
《
道

行
經
》
、
《
啦
，
山
跡
安
般
經
》
等9
不
但
排

比
文
句
、
研
尋
文
義
，
又
詳
加
註
僻
、
解

析
疑
難
之
相
經
中
要
冒
一
目
了
然
，
經
義

也
清
晰
、
有
系
統
起
來
。
而
對
於
經
興
譯

者
姓
名
失
候
，
增
添
後
…
世
考
證
不
易
?
他

更
總
集
一
切
經
典
名
目
?
接
翻
譯
時
間

9

劃
表
條
列
譯
者
姓
名

9

並
依
新
有
舊
譯
、

口
間
級
等
加
以
詮
釋
?
寫
成
《
綜
理
東
經
目

鑼
》
一
書
。

除
研
解
經
義
、

拜
會
見
僧
人
何
必
恭
敬
」
'
9

七
歲
時
9

親
近
清
淨
的
佛
教
道
場
會
有
僧
人
見
他
聰

僧
人
制
定
修
學
生
活
的
律
儀

9

如
@
@
行
香

、
講
座
、
行
道
飲
食
、
差
使
布
薩
、
懺
悔

等
軌
則
?
普
遍
通
行
於
當
時
各
寺
院
。
而

對
於
魏
晉
以
前

9

僧
人
皆
冠
師
姓
的
作
法

，
他
認
為
e
@
「
僧
人
應
以
釋
迦
牟
尼
佛

9

為
根
本
的
老
師
。
」
於
是
統
一
僧
人
以
「

釋
」
為
姓
?
之
後

9

果
然
在
《
增
一
間
含

經
》
中
，
發
現
印
度
統
一
稱
佛
教
僧
伽
為
「

釋
」
種
，
因
此
這
項
習
慣
也
就
二
直
被
延

A
A寸步
其
影
響
不
可
謂
不
深
邊
。

東
晉
太
一
兀
十
年
(
西
一
兀
三
八
五
」

日

9

他
於
早
齋
投
無
疾
圓
寂
。

/
/
譯
自

11 



9
直
至
十
八
歲
?
文
母
雙
亡
?

才
得
以
依
湘
州
果
願
寺
法
緒
法
師
出
家
。

陳
天
嘉
一
兀
年
(
四
一
死
五
六
0
年
)
9
他

在
慧
恩
禪
師
鹿
下
惘
，
自
禪
9
聽
講
法
華
四
安

樂
行
和
三
三
昧
三
觀
智
，
又
得
見
普
賢
道

場
的
莊
嚴
氣
象
，
由
此
更
加
精
進
修
習
經

教
?
行
持
無
間
斷
。
學
成
後
習
他
與
法
喜

等
三
十
餘
位
同
修
到
瓦
官
寺
弘
揚
禪
法
9

時
常
判
釋
經
歌
?
深
入
經
中
奧
旨
不
疲
，
獻

?
又
禪
智
並
重
9
終
於
開
展
出
新
宗
義
會

其
中
兼
含
定
慧
修
持
法
門
9
是
使
得
佛
學

中
關
化
的
先
驅
。
同
時
也
感
化
當
時
名
師

9

如
a
@
慧
辯
、
大
忍
等
到
他
門
下
修
學
。

由
於
太
建
七
年
(
西
一
兀
五
七
五
年
)
以
後
?

他
常
居
於
會
稽
天
台
山
(
即
今
斯
江
紹
興
〉

，
因
此
後
人
稱
此
宗
為
「
天
台
宗
」

陳
至
德
二
年
(
西
一
兀
五
八
四
年
)
9

有
陳
後
主
率
后
、
妃
、
太
子
等
，
從
他
受

學
菩
薩
戒
a
高
立
年
，
他
開
講
《
大
智
度
諭

》
9
感
得
陳
後
土
捨
身
入
寺
為
奴
。
陪
開

皇
十
一
年
(
西
一
兀
五
九
一
年
)
晉
王
楊
廣
(

惰
惕
一
帝
)
亦
奉
他
為
戒
師
9
頒
敕
「
智
者

」
名
號
，
並
被
視
為
國
寶
9
備
受
尊
崇
。

階
間
，
星
十
三
年
〈
西
一
兀
五
九
三
年
)
9

他
回
荊
州
建
造
玉
泉
寺
9
開
講
《
法
華
玄

義
》
、
《
摩
訶
止
觀
》

o

十
五
年
，
他
前

往
金
陵
撰
寫
《
掙
名
經
疏
》
'
，
十
七
年
(

西
元
五
九
七
年
)
冬
天
9
應
背
王
避
請
下

山
時
9
他
就
已
預
知
時
至
9
講
授
《
觀
心

論
》
後
，
便
把
衣
林
分
為
二
份
9
分
別
供

蓋
彌
勒
菩
薩
和
僧
圓

e

，
又
遺
書
晉
玉
，

人
芯
佛
菩
薩
名
號
?
問
誦
《
法
華
經
》
、
《

無
旦
旦
壽
經
》
9
最
後
在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末
時
9
坐
化
於
佛
像
前
。

他
生
前
造
寺
三
十
六
座
?
攝
化
甚
血
來

9
也
致
力
於
培
育
僧
伽
9
世
稱
「
智
者
大

師
」
或
「
天
台
大
師
」
。
此
外
，
他
也
深

切
體
認
弘
法
佈
教
須
賴
政
治
穩
定
和
寺
院

經
濟
?
因
此
不
但
致
力
於
此
9
且
為
天
台

宗
留
下
百
四
十
餘
卷
著
述
9
又
創
立
一
念

即
三
立
甜
、
一
一
一
觀
、
三
止
等
止
觀
法
耍
，
闖

一
一
小
修
行
的
方
便
法
門
，
令
行
者
修
學
易
於

止
觀
並
靈
、
定
慧
等
持
。

/
/
譯
自
《
續
高
僧
傳
》
卷
二
十
一

4 間

道
宣
法
師
9

9
九
歲
巴
能
作
詩
@
9
十

五
歲
發
願
出
家
9
依
日
嚴
寺
智
韻
律
師
修

學
?
廣
習
佛
教
諸
經
，
十
六
歲
正
式
蘿
染

。

(
園
一
冗

1; 

，
便
重
重
…
呵
斥
他
@
﹒
「
修
習
法
門
、
必

須
專
心
?
才
能
有
所
成
就
缸
，
你
發
願
修
學

戒
律
9

功
課
尚
未
圓
滿

9

怎
麼
可
以
臨
意

捨
棄
?
」
於
是
令
他
聽
戒
習
律
二
十
遍
。

12 

山
山
{
永ο備

大
業
年
中
，
他
從
大
禪
定
寺
智
首

法
師
受
具
足
戒
9
並
開
始
習
律
。
才
聽
講

一
遍
，
就
打
算
改
修
禪
門
9
智
擷
律
師
知



厚
的
戒
學
革
礎

9

助
益
於
…
日
後
修
習
定
慧

時
的
讀
醋
。

?
他
隱
居
在
終
南
傲
掌
的
山
谷

闊
步
專
致
修
持
所
學
?
戒
香
遠
播

9

感
得

山
間
猛
獸
馴
服
皈
依

9

居
住
處
所
也
奇
草

蔓
延
、
百
花
芬
芳
，
里
顯
出
一
片
地
靈
人

傑
的
氣
象
。
他
曾
營
建
自
泉
寺

9

用
來
研

究
弘
宵
百
分
律

9

並
到
各
地
講
解
律
學
-
9

顯
慶
三
年
(
西
一
兀
六
五
八
年
)
西
明
寺
初
建

成
，
他
被
任
為
上
座
職
事
，
撰
寫
《
釋
門

《
羯
磨
疏
》
三
、
《
戒

、
《
拾
耽
尼
義
動
》
六
替
、

《
比
丘
尼
義
鈔
》
六
卷
，
後
世
稱
為
「
律

學
五
大
部
」
@
，
也
將
藏
經
目
錄
整
理
成
《

大
唐
內
典
錄
》
十
卷

-
9

又
一
針
對
道
教
學
說

9

編
集
《
古
今
佛
道
論
衡
》
四
替
、
《
廣

弘
明
集
》
二
十
卷

9

以
宣
揚
佛
教
義
理
.
，

何
《
續
高
僧
傳
》
十
卷
、
《
釋

《
釋
迦
方
t
s

、
《
三

通
錄
》

。

師
一
人
而
已
!
」

高
宗
乾
封
一
一

月
?
他
在
淨
業
寺
啟
建
戒
壞
，

求
戒
的
有
二
十
餘
人

9

戒
壇
儀
則
成
為
後

世
軌
範
o

問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
他
無
疾
坐

化
步
世
蓋
骨
七
十
一
了
法
臘
五
十
一
了
其
間

受
法
的
弟
子
有
千
百
人
之
多
。
他
弘
律
、

持
戒
嚴
謹
，
被
尊
為
律
宗
關
山
祖
師

9

又

因
久
居
終
南
山

9

後
人
也
稱
律
宗
為
「
南

山
由
一
小
」0
/

譯
自
《
宋
高
僧
傳
》
卷
十
四

5 國

慧
乘
法
師
，
生
於
南
北
朝
時
代
?
徐

城
之
7
江
蘇
銅
山
)
人
。
其
叔
祖
智
強

法
師
?
少
年
山
山
家
?
曾
任
廣
陵
大
僧
正
，

'" 
又
專
精
《
成
實
論
》
及
《
大
捏
槃
經
》

因
此
他
十
二
歲
出
家
時
)
便
依
智
強
法
師

修
學
費
其
間
好
樂
論
席
9

用
以
研
習
經
論

。
十
六
歲
時
，
便
請
求
智
強
法
師
國
.

可
我
雖
出
家
、
離
家
千
里
，
卻
仍
是
個
固

守
一
處
的
沙
門
會
麒
能
避
方
參
學

9

閑
適

13 



戒:嚼耳
。誰目

前 c
聽」

講於
《是
成爾
賈下
論攝
》都

?是鞋
，嚴
寺

從
智

陳
武
帝
時
?
他
參
與
仁
王
齋
席
論
義

J
甜
辯
紐
倫
@
，
不
久
，
又
在
莊
嚴
寺
論
席

上
9

力
主
一
「
佛
果
出
自
一
一
語
之
外J」
'
與

當
時
一
位
聞
名
、
江
西
的
僧
人
，
展
開
精
采

論
擇
多
眾
人
盛
歎
他
•• 

「
辯
才
無
礙
，
其

鋒
難
擋
!
」
武
帝
也
因
此
頒
賜
天
柱
輛
抽
調

裳
。
一
時
間
多
他
的
智
慧
辯
才
響
震
國
內

外
。

陪
時
晉
王
楊
廣
在
江
都
建
慧
日
道
場

，
遍
訪
各
寺
大
德
之
後
，
堅
持
聘
請
他
住

昀
，
他
於
是
隨
楊
廣
入
朝

9

成
為
請
益
的

對
象
。
期
間

9

每
遇
偏
邪
見
解

9

他
總
是

義
正
詞
嚴
說
法
不
懈
?
聲
勢
犀
利
，
攝
入

門
龍
象
?
!
廣
闊
論
義
之
門
。

關
閉
…
大
業
六
年
(
西
一
空
立0
年
〉
時
會

他
擔
任
東
方
一
館
大
講
室
，
弘
法
講
學
不
疲

不
厭
。
唐
朝
高
盟
、
太
宗
時
，
會
廣
集
江

南
、
關
東
僧
人
上
體
論
義
，
他
被
皇
帝
譽

為
首
座
9

就
以
佛
教
興
衰
為
題
會
與
眾
僧

往
退
論
說
。
他
鑑
於
當
時
佛
教
狀
況
，
廣

執
嚀
。
僧
人
應
自
我
策
勵
?
敬
慎
行
持
戒
律

?
佛
法
才
能
常
住
不
衰
減
。
詞
鋒
懇
切
費

感
人
至
深
，
皇
帝
聽
了
也
受
到
感
動
，
大

為
稱
揚
。

唐
武
德
八
年
(
西
一
兀
六
二
五
年
)
9
高

祖
到
國
學
部
舉
行
釋
奠
之
禮
，
後
於
大
殿

設
置
儒
釋
道
三
座

9

齊
集
三
教
學
人
?
濟

且
博
學
軍
閥
啊
，
哄
一
瞬
算
方
艷
麗
化
世
間i
l

備
國
是
讓
師
(
團

身
長
尺
，
除
精
習
佛
教
經
義

9

也
臨
行

菩
薩
於
五
明
(
內
明
、
聲
明
、
國
明
、
工

巧
明
、
醫
方
明
等
)
中
的
學
的
道
理
9

勤
習

醫
術
、
天
文
、
算
數
等
世
間
學
問
?
作
為

孔
教
是
中
國

，
釋
教
則
是
東
傅
志
後
才
興
盛
於

中
國
，
應
以
客
禮
待
之
，
因
此
他
們
的
順

序
應
是
先
老
、
次
孔
、
末
後
釋
宗
。
」
一

時
間
大
眾
莫
不
沉
默
對
視
會
惟
有
他
大
無

畏
攝
力
申
辯
會
使
佛
教
得
以
受
到
應
有
的

尊
重
9

令
舉
朝
擱
欄
目
。

鷗
聞
自
觀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
他
一
本
竄

9

世
壽
七
十
六
。
縱
觀
他
一
生
調
轉
無
礙

，
文
義
俱
揚
，
歷
經
一
一
一
朝
六
位
一
一
帝
王
9

都

能
備
受
禮
重

9

於
膜
上
論
，
議
無
礙
，
其
間

也
講
說
《
涅
槃
經
》
、
《
般
若
經
》
、
《

金
鼓
經
》
、
《
維
摩
一
一
日
叫
經
》
、
《
地
持
經

》
及
《
成
實
論
》
等
十
數
次
習
貫
徹
其
以

、
護
法
衛
教
的
購
神
。

/
譯
自
《
纜
宙
間
僧
傳
》
卷
一
二
十
一

14 

佛
圖
禮
法
師
，
是
西
城
來
華
的
高
僧

多
他
從
小
出
家
?
真
摯
好
學

9

背
誦
經
書

常
達
數
百
萬
一
胃
口
?
又
能
善
解
文
義
?
因
此

屢
次
參
輿
論
辯
，
無
人
能
使
他
屈
服
。
他

9

利
益
無
數
眾
生
。

晉
懷
一
清
水
喘
息
捕
四
年
(
西
一
兀
三
二

0
年
)

，
他
從
西
城
到
洛
陽
9

剛
好
遇
上
匈
奴
入

優
勢
就
暫
時
潛
身
革
野

9

觀
察
世
闊
步
希



望
能
度
化
動
輒
殺
人
數
以
百
計
的
石
輸
。

不
久
9

得
知
石
勒
有
一
大
將
郭
黑
略

虔
信
奉
佛

9

他
便
前
去
為
他
授
五
戒

9

並

常
提
供
他
征
戰
的
勝
負
預
言
9

久
而
久
之

石
勒
感
到
怪
異
?
就
請
見
他

9

聞
說
.. 

「

佛
法
有
些
什
麼
靈
驗
?
」
他
知
道
石
勒
仍

無
法
理
解
甘
甜
裸
的
佛
法
9

只
能
先
用
一
神
異

的
善
巧
方
便
來
度
化
他
9

於
是
對
著
一
僻

、
清
水
持
咒
9

令
長
出
青
蓮
一
朵

9

石
勒
見

了
終
於
欣
悅
信
服
。
這
時
他
體
緊
進
聽
@
國

「
天
象
吉
凶
9

常
隨
執
政
者
的
德
行
消
長

展
現
﹒
9
王
者
的
德
化
若
能
普
及
全
民
?
國

中
自
會
里
顯
祥
端
的
徵
兆
。
」
石
勒
聽
了

更
加
歡
喜
9

馬
上
一
下
令
免
除
緝
令
會
並
將

獄
中
無
辜
者
釋
放
不
犯
罪
者
從
輕
量
刑
9

一
時
民
心
歡
喜
9

佛
法
國
雌
倡
行
於
中
州

一
帶
的
胡
漢
民
膜
。
~

石
勒
之
後
石
虎
繼
位
，
…
更
常
虐
害
百

姓
多
他
於
中
常
運
用
智
慧
潛
移
默
運

9
)再

以
佛
法
感
動
石
虎
?
石
虎
受
其
教
化
，
好

聽
之
性
還
漸
收
銷
會

。

他
任
運
智
慧
、
悲
心
，
教
化
無
邊
弗

屆
?
也
感
得
天
笠
、
康
居
名
僧
，
如
佛
調

-
M
蝸
蕭
蕭
、

法
誠
法
師
?
唐
朝
雍
州
萬
年
人
?
幼

年
在
藍
田
王
效
寺
髓
宏
和
法
輛
出
家

9

以

持
誦
《
語
華
經
》
為
課
?
勤
奮
不
倦
，
又

前
禪
林
寺
相
禪
師
9

習
學
禪
修
法
門
。

唐
貞
觀
初
年
以
來

9

他
恆
居
於
終
南

山
藍
谷
(
藍
田
東
約
九
公
里
處
〕
0
戶
初
時
由

於
茅
棚
狹
小
侷
促

9

僅
能
容
納
一
，
他

常
在
經
一
行
轉
身
之
間
9

即
有
跌
入
斷
崖
深

谷
的
危
險
9

於
是
他
開
發
鄰
近
林
地
戮
力

不
懈
?
一
一
搏
一
瓦
興
建
起
悟
真
寺
。
隨
後

又
在
寺
繭
的
橫
嶺
闢
山
填
谷

9

建
造
華
嚴

堂
9

並
在
山
路
巖
崖
上
?
刻
經
造
偈
、
雕

童
闖
一
千
佛
像
J

由
於
廷
途
緊
臨
深
谷

9

雪
霧

吐
納
費
常
令
造
訪
者
如
置
身
佛
國

9

、
須
菩
提
等
嘗
不
遠
千
里
前
來
親
承
教
誨

缸
，
而
中
國
的
道
安
、
法
雅
浩
師
也
都
會
攀

山
蘊
嶺
，
前
往
聞
法
。

他
一
生
精
進
踐
行
菩
薩
道
，
教
化
王

者
會
度
人
無
數
?
到
了
晉
抽
掰
一
帝
、
水
和
四
年

何
由
一
兀
三
四
八
年
)
，
預
知
時
吏
，
告
訴
石

虎
之
援
學
終
於
在
十
三
丹
八
日
無
疾
而
終

之
間
早
4年
一
百
一
十
七
歲

9

頓
時
全
國
首
當

士
庶
無
不
悲
慟
哀
號
，
傾
國
奔
喪
。

/
譯
自
《
高
僧
傳
》
卷
十

。每
年
夏
季
習
他
必
以
謂
持
《
法
華
經

》
五
百
部
為
定
課

9

其
他
時
節
還
是
以
讀

輯
、
鞏
固
寫
和
行
一
持
《
挂
華
經
》
為
主
。
每

15 



次
有
客
來
訪
，
他
鮮
少
散
心
雜
話
或
作
世

俗
無
謂
的
酬
對
，
必
定
為
來
者
講
說
《
法

華
經
》
的
深
義

9

或
與
他
分
卒
讀
誦
心
得

9

互
勵
互
魁
?
法
宜
同
融
融
。
如
此
恆
持
不

懈
9

十
年
間
體
誦
受
持
的
《
法
華
經
》

計
有
一
吋
禹
餘
部
。
其
間
也
曾
重
金
禮
聘
當

時
間
名
的
書
法
家
i
l
!

張
靜
，
到
山
舍
寫

經
共
修
?
不
但
勸
令
他
一
同
齋
戒
清
淨

9

並
口
含
香
汁
、
身
著
新
衣

9

以
清
淨
的
身

口
意
一
一
一
業
學
供
養
、
書
寫
法
華
大
法
。

由
於
精
誠
翹
心
奉
行
法
華
三
眛
雪
早

晚
恭
誦
、
書
寫
不
輾

9

一
工
人
?
他
於
夢
中

見
到
普
賢
菩
薩

9

勸
獻
他
對
一
間
寫
大
教9
後

經
思
惟
了
悟
-
e

「
大
教
即
指
大
乘
，
而
諸

佛
的
甚
深
智
慧
?
即
是
般
若
!
」
於
是
他

，
還
以
重
金
延
聘
霄
法
家
，

敬
抄
寫
《
般
若
經
》

軸
香
臺
供
養
、
禮
帽

唐
貞
觀
十
九
年
夏
末

9

他
忽
染
疾
雪

白
知
世
緣
將
盡

9

於
是
發
願
求
生
兜
率
天

雪
要
弟
子
們
護
記
無
常
、
守
戒
勿
瞳
犯
?

也
交
待
後
事
不
許
榮
厚
實
之
後
就
端
坐
圓

寂
了
二
早
年
七
十
八
歲
。

/
譯
自
《
續
高
僧
傳
》
卷
一
二
十
八

9

以
莊
嚴
的
寶

。

間
嘴
一
闢
矗
轟
可
轉
廳
關
科
倫

(
1

館
臨
一
嘲
督
法
師
〈
園
一
咒

慧
雲
法
師

9

唐
湖
湘
入
9

十
歲
就
立

志
出
家
，
雖
為
雙
親
百
般
阻
撓

9

他
的
志

願
更
加
堅
定

9

終
於
感
動
雙
親
允
許
他
出

家
9

他
艾
親
甚
至
親
自
帶
他
前
往
慧
思
禪

師
傅
業
弟
子
的
道
場
(
註
)
9
稟
承
教
法
。

他
聰
敏
好
學
會
過
目
即
能
成
誦

9

但

五

仍
潛
心
治
學
，
謙
沖
寡
言
，
二
十
歲
受
具

足
戒
後
9

善
學
戒
律
，
精
通
律
儀
?
後
深

覺
培
一
瞞
自
疋
增
長
悲
願
、
度
化
世
人
的
重
要

法
門
?
因
此
專
心
興
繭

9

服
務
大
眾
，
不

遺
餘
力
9

因
而
受
到
人
們
欽
敬
?
只
要
他

提
出
植
福
事
務
，
熱
心
者
即
群
起
響
應

9

紛
紛
參
與
墮
醋
、
供
養

9

廣
結
血
航
線
9

移

風
易
俗
習
蔚
為
風
氣
。

由
於
他
致
力
興
福
?
為
社
會
人
心
注

入
清
流
，
而
當
民
風
漸
趨
淳
厚
樸
實
?
他

則
開
始
行
鯽
遊
方

9

隨
緣
勸
化
社
會
大
眾

布
施
濟
質
，
以
身
教
帶
動
建
寺
盟
(
一
禍
。

他
的
足
跡
遍
及
江
晰
、
華
修
寺
宇
二
十
餘

座
9

功
成
即
退
。

中
宗
一
腳
寵
二
年
(
西
元
七
O
六
年
了

他
到
濃
州
報
成
寺
冒
發
願
化
緣
鑄
造
一
尊

丈
八
尺
高
的
彌
勒
金
像

9

供
人
們
聽
拜
9

感
得
施
者
進
巡
不
絕

9

很
快
便
鑄
成
相
好

奇
特
的
大
彌
勒
像

9

投
於
睿
宗
景
雲
二
年

(
西
元
七
一
一
年
了
輾
轉
迎
往
建
國
寺
安

座
。

不
料
，
睿
宗
延
和
一
冗
年
(
西
一
兀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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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完
就
候
忽
不
見
了
。

發
願
弘

揚
淨
土
法
門
，
胎
是
遍
遊
西
域
七
十
餘
圈

，
經
過
十
八
年
，
才
在
開
元
七
年
(
國
元

七
一
九
年
)
返
揖
長
安
?
謂
見
玄
宗
皇
帝

，
以
佛
像
、
經
典
，
閑
情
臂
、
心
9

使
國
中

蒼
生
受
益
@
9
由
於
他
學
實
三
藏
實
玄
宗
邊

尊
敕
他
是
「
慈
體
三
藏
」

天
寶
七
年
(
西
元
七
四
八
年
)
?
他
在

洛
陽
岡
極
寺
入
寂
，
世
壽
六
十
九
，
葬
於

白
鹿
原
成
小
塔
。
由
於
他
勤
修
愈
佛
法
門

9

又
弘
揚
淨
土
教
義
，
《
往
生
淨
土

、
《
帆
眠
舟
三
眛
讚
》
等
流
通
倍

。
投
入
便
將
他
的
淨
土
學
說
與
淨
土
宗

的
聲
蓮
、
善
一
導
大
師
並
列
9

稱
為

流
」

集

。

/
譯
自
《
宋
高
僧
傳
》
卷
二
十
九

一
、
，
《
高
僧
傳
》

g

大
正
藏
第
五
十
冊

二
、
釋
道
宣
，
《
續
高
僧
傳
》
，
大
正
藏
第
五
十

冊

一-
7
釋
贊
寧
，
《
東
高
僧
傳
》
會
大
正
藏
第
五
十

冊

四
、
熊
現

g

《
製
娑
裡
的
故
事
》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公
司
，
七
十
年
六
月
五
十
日
初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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