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下
)
〕

「
偽
經
」
是
將
佛
教
變
成
中
國
佛
教
的

工
自
一(
9
它
們
雖
以
正
統
經
典
為
基
準
，
但

同
時
也
有
創
新
性
?
一
般
說
來
主
偽
經
」

都
比
較
簡
短
旦
易
懂
易
行
。
以
全
口
同
王
觀

世
音
經
》
為
例
二
匕
提
出
一
個
更
簡
易
的

得
救
公
式

9

相
對
地
9

〈
普
門
品
〉
就
繁
瑣

得
多
了
。
「
偽
經
」
知
道
自
己
的
優
點
?
因

此
往
往
對
正
統
經
典
採
敢
批
判
的
態
度
?

「
偽
經
」
的
創
新
性
。

「
偽
經
」
在
教
理
及
修
持
方
法
上
完
全

根
據
真
經
，
但
為
了
建
立
自
己
的
合
法
性

及
爭
取
民
眾
的
信
心
，
往
往
不
惜
攻
擊
正

統
的
真
經
。
如
後
來
為
全
局
王
世
音
經

》
寫
序
的
人

9

故
意
把
它
與
〈
普
門
口
問
〉
比

較
，
而
宣
傳
前
者
更
為
有
效
。
因
為
孫
敬

德
本
來
念
〈
普
門
口
問
〉9
但
夢
中
沙
門
告
訴

他
也
也
「
汝
持
此
經
不
能
免
死
」
9

然
後
口
授

孫
另
一
部
名
為
《
觀
音
經
》
的
新
經

9

孫
才

因
而
得
救
。

王
玄
說
是
男
一
位
晦
之
高
玉
觀
音
世

經
》
起
源
有
關
的
人
物
之
一

9

他
於
宋
文

帝
(
四
五
0
)
時
被
任
命
為
北
伐
將
軍
?
但

因
戰
事
失
敗
而
判
斬
首
罪

9

夢
中
有
人
教

他
誦
《
觀
世
音
經
》
一
千
一
起
可
免
死
。
《
太

平
御
覽
》
把
王
玄
讓
所
誦
的
《
觀
音
經
》
指

為
《
十
句
觀
音
經

γ
。
「
夢
人
謂
之
日
?
汝

誦
《
觀
音
經
》
千
遍
9

則
可
得
免
禍
。
護
自

命
懸
旦
夕

9

千
遍
何
由
可
得

o

乃
授
云
也
@

于

『
「
觀
世

世
音
9

_jL 
日

, 

hUM 

佛
不
心
。
』
既
覺
而
語
滿
千
遍

9

將
就

戮
9

將
軍
沈
慶
之
課
?
達
免
。
」

內
晶
王

人

經
》
-
9

他
的
直
是
把
此
經

當
作
〈
普
門
口
問
〉
0
(
〈
普
門
口
問
〉
在
西
晉
時

就
被
簡
稱
為
《
觀
音
經
》
)
，
所
以
玉
對
夢

中
人
說
巳
命
懸
旦
夕

9

怎
麼
來
得
及
念
一

千
遍
?
因
為
王
的
疑
問
，
夢
中
人
才
教
給

他
念
誦
這
簡
短
的
十
句
。

簡
短
易
持
是
「
偽
經
」
的
特
色
步
而
且

強
調
必
須
唸
滿
三
千
遍
」
才
有
功
效
。
以

觀
世
音
經
》
為
例

9

人
們
相
信
觀



音
親
自
把
這
部
經
教
給
玉
、
孫
敬
德

或
龍
學
梅
妻
子
念
誦

9

一
旦
入
中
心
到
一
千
次

9

他
們
最
害
怕
的
苦
難
就
迎
刃
而
解
了
。

在
《
佛
頂
心
觀
世
音
菩
薩
療
病
救
產

方
大
陀
羅
尼
經
》
中
有
段
話
除
了
強
調
它

本
身
的
靈
驗
外

9

更
向
正
統
佛
經
挑
戰
，
@

→一

又

入

故

三設
在J

經
9

上
中
下
三
一

經
中
?
且
几
述

陀

經

。
」
在
另
一
「
偏
經
」
《
佛
說
觀
世
音
三
眛

經
》
裡
釋
迦
牟
尼
佛
宣
布
@
e
「
此

成

力

日

七

此
經
，
如

J'!r 

。
」
佛
更
強
調
自
己
是
受

此
經
而
悟
道
來
說
明
它
的

觀
世

典
?
均
有
不
可

平
凡

曰

J主

四
川

E
ι
 

如
來
9
:
:
:

披
佛
下

弟
子
9

J'!r 
見
十

百

件
刊

早
于

立
，

且Z

與
經情

之一
間空;

但若
說干
得尼
值

得
注
意「。偶

「
偽
經
」
往
往
強
調
此
奇
蹟
發
生
在
某

真
實
人
物
的
身
上

9

且
註
明
故
事
的
來
源

9

而
其
中
大
部
分
又
都
發
生
在
中
國
。
如

。「偽經J所強調的不是在

{弗跎遠 ~i時所講的主;理

, lílÎ是觀苛刻1M救助巾

(日Ij1 帥的心4日 ~I 話院救難而申防火

陀提出結》朮有iJt中側，去凶IW也 'i;、

那波斯博物館喘口 1;:， 1 片提供 干計

方)

關人的靈驗事蹟。

經

《
佛
頂
心
觀
世
音
菩
薩
救
難
神
驗
大
陀
羅

尼
經
》
中
的
第
四
個
故
事
就
是
如
此
。
以

前
有
個
官
人
要
到
懷
州
上
任
(
今
河
南
沁

陽
縣

)
9
但
因
沒
錢
置
辦
行
裝
?
於
是
向

個
州
(
安
徽
祖
縣
)
並
目
光
寺
常
住
借
錢
一
百

貫
主
寸
主
派
一
沙
彌
同
行
?
以
便
到
懷
州

把
錢
敢
回

o

船
行
封
一
處
?
官
人
忽
起
劣

心
9

不
想
還
錢
人
叩
下
人
把
沙
彌
裝
入
布

袋
投
水
殺
之
。
想
不
到
沙
彌
從
七
歲
開
始

9

便
一
直
信
奉
此
經
，
並
隨
身
攜
帶
經
卷

。
所
以
雖
被
投
入
水
中

9

但
並
未
受
任
何

傷
害
，
彷
彿
有
人
扶
他
在
空
中
走
過
一
暗

室
9

就
來
到
了
懷
州
。
等
縣
宮
一
看
見
那
被

他
拋
入
水
中
的
沙
彌
出
現
時
嚇
了
一
跳

9

問
他
有
什
麼
法
術
能
入
水
不
死
，
沙
彌
告

訴
了
他
o

縣
官
頂
禮
懺
悔
?
向
沙
彌
請
來

經
本
9

花
錢
請
人
抄
寫
一
千
遍

9

「
置
道

場
內
日
以
香
花
供
養
散
施
」

9

後
來
升
任

懷
州
刺
史
。

故
事
中
特
別
指
出
沙
彌
來
自
洒
州
普

光
寺
是
很
有
意
義
的

9

因
普
光
寺
是
唐
僧

伽
(
死
於
七
一

0
)
創
立
的

9

僧
伽
在
當
時

被
看
作
是
觀
音
的
化
身

9

如
此
多
這
部
「

偽
經
」
也
同
樣
是
以
真
名
真
事
把
觀
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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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悲
救
世
具
體
化
、
中
國
化
。

「
偽
經
」
的
作
者
們
將
最
多
的
精
力
放

在
把
該
經
與
中
國
人
的
親
身
經
歷
連
接
在

一
起
，
使
它
不
再
是
佛
陀
在
遠
古
所
講
的

玄
理
9

而
是
觀
音
在
特
定
的
時
地
救
某
個

「
偽
經
」
另
有
一
個
特
性
?
那
就
是
經

文
不
但
沒
有
定
型

9

且
其
合
法
性
往
往
是

依
靠
在
真
人
真
事
的
靈
驗
故
事
上
，
而
隨

歷
史
的
演
變
?
靈
驗
故
事
的
具
體
內
容
自

然
有
所
改
變
。

如
《
高
王
觀
世
音
經
》
9

後
來
的
故
事

中
除
保
留
孫
的
名
字
外
，
其
他
情
節
作
了

不
少
修
改
。
如
「
高
玉
」
變
成
「
高
歡
國
主
」

9

又
在
孫
行
刑
時
刀
折
三
段
後

9

為
了
測

驗
該
經
的
靈
效
?
國
主
命
令
典
獄
者
寫
下

該
經
，
讓
所
有
死
刑
犯
各
持
千
遍

9

結
果

也
得
到
相
同
的
靈
驗

9

國
王
於
是
下
令
全

民
普
誦
。現

存
的
《
高
王
觀
世
音
經
》
有
五
個
版

本
，
桐
谷
征
一
曾
對
它
們
作
了
很
詳
細
的

比
較
。
大
體
說
來

9

經
文
的
發
展
愈
往
後

愈
繁
雜
9

後
來
增
加
禮
懺
文
、
願
文
、
佛

名
等
9

敦
煌
出
土
本
及
大
正
藏
本
還
附
有

有
名
有
姓
的
國
人
時
揭
露
的
救
世
福
音
?

如
果
圈
人
照
辦
?
一
定
能
得
到
同
樣
的
效

果
。
且
「
偽
經
」
解
決
的
都
是
很
現
實
具
體

的
人
生
困
難
，
它
們
提
出
的
解
決
辦
法
不

是
參
禪
或
精
通
義
理

9

而
是
念
誦
，
念
經

陀
羅
尼

4
)一
旭
是
早
期
三
種
版
本
所
沒
有
的
。

此
外
，
我
曾
在
北
京
法
源
寺
發
現
了

近
百
冊
《
佛
頂
心
觀
世
音
菩
薩
大
陀
羅
尼

》
等
三
卷
經
咒
的
刻
本

9

卷
土
為
《
佛
頂
心

觀
世
音
菩
薩
大
陀
羅
尼
經
丫
卷
中
為
《
佛

頂
心
觀
世
音
療
病
救
產
方
大
陀
羅
尼
經
》

9

卷
下
則
是
《
佛
頂
心
觀
世
音
菩
薩
救
難

神
驗
大
陀
羅
尼
經
》

o

它
們
絕
大
多
數
是

在
萬
曆
年
代
(
一
六

0
0

年
)
刻
印
的
。
冊

子
後
都
附
有
靈
驗
故
事
，
它
們
發
生
在
過

去
(
因
取
早
不
超
過
唐
代
)
或
在
當
代
9

如
果

是
晚
近
的
奇
體
?
則
往
往
是
刻
印
者
親
間

或
目
睹
的
事
實
?
因
而
使
讀
者
更
有
真
切

感
。
除
此
之
外

9

日
一
祖
此
一
一
小
冊
子
都
有
一
定

的
規
格
9

卷
首
都
是
白
衣
觀
音
坐
在
竹
林

中
的
岩
石
上
，
于
裡
抱
著
一
個
男
孩

9

善

財
和
龍
女
站
左
右
?
右
上
方
空
中
飛
有
一

隻
白
鸚
鵡

9

左
于
邊
則
往
往
放
著
插
有
柳

枝
的
淨
瓶
。
經
文
最
後
有
個
牌
記
，
記
錄

(
或
持
咒
)
是
每
個
人
都
能
實
行
的

9

這
可

以
說
是
一
種
最
平
等
、
最
民
主
實
踐
佛
教

的
修
持
方
法

9

怪
不
得
牧
田
諦
亮
稱
「
偽

經
」
為
「
庶
民
信
仰
的
經
典
」
o

何
人
在
何
時
為
了
何
因
而
刻
印
這
部
經
散

發
布
施
。
如
一
部
在
正
統
十
二
年
(
一
四

四
七
)
刻
印
的
《
佛
頂
心
觀
世
音
菩
薩
大
陀

羅
尼
經
》
的
牌
記
上
刻
著
@
。
「
京
都
江
米
巷

北
面
南
居
住
奉
佛
弟
子
陳
宗
華
為
求
于
中
刪

9

告
許
陀
羅
尼
經
一
藏
(
註
@
@
五

O
四
八

冊
)
，
果
蒙
佛
力

9

添
得
一
子
，
印
散
流

傳
9

吉
祥
如
意
」
o

卷
上
《
佛
頂
心
觀
世
音
菩
薩
大
陀
羅

尼
經
》
載
有
陀
羅
尼
?
其
中
近
半
數
咒
語

與
「
大
悲
咒
」
相
同
9

這
應
是
撰
造
者
故
意

抄
錄
的
，
其
他
與
「
大
悲
咒
」
不
同
的
句
子

也
許
能
在
《
陀
羅
尼
雜
集
》
或
《
陀
羅
尼
經

集
》
(
《
大
正
藏
γ
丸
。
一
號
)
中
找
到
。
我

認
為
「
偽
經
」
的
陀
羅
尼
不
會
是
杜
撰
的
，

它
們
可
能
抄
自
一
經
或
抄
白
多
經
?
但
陀

羅
尼
被
放
在
新
的
上
下
文
中
間
?
這
個
新

的
安
排
多
半
比
較
生
動
。

「
白
衣
大
士
神
咒
」
則
是
國
人
熟
知
的



另
一
個
咒
語
?
在
靈
驗
記
中
曾
記
載
宋
朝

時
全
州
(
屬
廣
西
桂
林
道
)
有
一
貧
苦
婦
人

9

日
誦
十
句
觀
音
心
咒
。
四
十
九
歲
時
病

危
9

恍
然
一
青
衣
人
對
她
說
@
B
「
你
平
生

咒
多
少
了
十
九
個
字
@
@
天

在
討
論
「
偽
經
」
時
?
我
們
必
須
注
意

其
時
代
背
景
?
尤
其
它
與
中
國
的
宗
教
和

民
俗
文
化
有
很
密
切
的
關
係

9

隨
著
明
末

教
派
的
繁
衍
及
寶
卷
的
流
行

9

「
偽
經
L的

形
式
及
內
容
也
隨
著
改
變
。

明
朝
萬
曆
的
母
親
李
太
后
曾
於
夢
中

被
觀
音
親
授
《
佛
說
大
慈
至
聖
九
蓮
菩
薩

化
身
度
世
尊
經
》

9

她
同
時
也
寫
(
或
由
他

9

人
離

。
」
她
如
法
持
誦
後

9

病
就

痊
癒
了
9

後
來
活
到
七
十
九
歲
。
可
見
這

十
九
字
在
宋
朝
才
出
現

9

至
於
現
行
的
「

白
衣
大
士
神
咒
」

9

與
《
法
珠
林
》
中
登

災
殃

人
寫
)
了
一
本
《
太
上
老
君
說
自
在
天
仙
九

蓮
至
聖
應
化
度
世
真
經
》

9

這
兩
部
經
的

經
名
都
有
「
九
蓮
」
兩
個
字
9

這
點
值
得
注

意
。
因
為
李
太
后
和
萬
曆
曾
推
動
「
九
蓮

菩
薩
」
的
信
仰

9

祂
據
說
是
觀
音
的
化
身

?
而
李
太
后
不
論
在
生
前
和
死
後
都
被
稱

為
「
九
蓮
菩
薩
」
0

「
九
蓮
」
有
何
意
義
9

該

經
並
沒
有
解
釋
，
只
是
「
九
」
字
時
常
出
現

。說驗者刻印觀這兇以

流傳，助長了觀音「偽

經j的推廣。

叭叭山衣大悲 ]iCP'L'陀謀尼搓、牌

言己'，II:~， "左傾寺咐。圖片揖供 卡

甘于于)

載
的
「
觀
世
音
菩
薩
說
隨
願
陀
羅
尼
咒
」
中

的
咒
語
相
似

9

這
又
是
「
偽
經
」
裡
面
幾
乎

總
保
有
一
些
「
真
經
」
成
分
的
另
一
例
誼
。

?
在
形
容
該
菩
薩
時
甚
至
用
連
串
的
九
個

句
子
。
﹒
「
心
蓮
華

9

9

口
垃
蓮

華」
。
我
想
從
該
經
反
映
的
淨
土
思
想
看
來

?
很
可
能
與
九
品
往
生
有
關

9

不
過
于
九

蓮
」
這
兩
個
字
並
不
見
於
淨
土
經
典
。
雖

然
在
《
早
晚
課
誦
》
內
〈
往
生
位
前
上
〉



式
有
如
下
包
括
「
九
口
問
蓮
華
」
的
偈

由
1

願

西

華
開
花
佛

不
過
如
果
我
們
考
察
明
代
中
葉
開
始

流
傳
的
「
寶
卷
」
?
就
可
發
現
「
九
蓮
」
是
個

生

不

「
偽
經
」
與
靈
驗
記
有
很
相
似
的
作
用

9

它
們
都
是
強
而
有
力
的
佛
教
中
國
化
的

工
具
。
它
們
把
佛
教
所
宣
示
的
真
理
牢
固

地
種
植
在
中
國
的
土
地
上
多
這
些
真
理
不

再
是
佛
陀
在
陌
生
的
異
國
向
與
中
國
人
無

。簡短幼時的咒語 9 讓每個人都能奉行，使「偽經」成為「庶民
信仰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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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常
見
的
名
詞
。
一
般
寶
卷
是
白
蓮
教
用

來
傳
教
的
通
俗
經
典
，
羅
清
(
一
回
四
六

i
|
|

→
五
二
七
)
的
「
五
部
六
冊
」
是
寶
卷

的
典
型
。
學
者
們
認
為
最
早
的
白
蓮
教
系

統
的
寶
卷
是
《
皇
糧
金
冊
九
蓮
正
信
皈
真

還
鄉
寶
卷
》
9

「
九
蓮
」
一
詞
已
出
現
在
書

名
之
內
。
此
經
最
早
刻
印
於
一
五
二
三
年

9

共
兩
卷
二
十
凹
品
，
無
生
老
母
是
該
經

最
高
的
神
祇

9

人
類
歷
史
分
成
三
劫
，
由

燃
燈
佛
、
釋
迦
佛
和
彌
勒
佛
掌
教

9

得
救

的
人
能
參
與
龍
華
會
?
回
到
「
家
鄉
」
與
無

聚
。
其
中
我
們
可
看
到
「
九
蓮
」

就

菩
薩
@
口
「
天
佛
祖
主
口
挂
9

‘
主
忍9

五
品
、
宮

開

9

不

O 

L一一

此
外
?
李
太
后
也
很
欣
賞
保
明
寺
的

創
始
人
呂
祖
及
其
弟
子
歸
圓

9

闊
的
聽
眾
們
說
的
法

9

而
是
某
一
省
的
某

人
在
某
年
從
觀
音
親
自
聽
到
的
經
9
而
這

部
經
真
的
發
生
了
靈
驗
。
所
以
當
研
究
觀

音
信
仰
在
中
國
建
立
及
發
展
的
過
程
時
，

我
們
不
可
忽
視
「
偽
經
」
所
作
的
貢
獻
?
因

祖
被
稱
為
「
呂
菩
薩
」
?
被
視
為
觀
音
的
化

身
9

而
歸
圓
也
曾
於
十
二
歲
時
模
做
羅
清

寫
下
了
她
的
「
五
部
六
冊
」
(
五
種
寶
卷
?

一
種
有
上
下
卷

9

故
名
)
。
李
太
后
與
保

明
寺
這
前
後
二
位
住
持
的
交
往

9

也
影
響

了
她
所
寫
下
的
「
偽
經
」
0

李
太
后
的
夢
授
經
可
能
受
到
兩
方
面

的
影
響
9

其
一

的
《
第
一
希
有
大
功
德
經
》
9

明
寺
歸
圓
代
表
的
白
蓮
教
系
統
的
寶
卷
。

前
者
提
供
了
陀
羅
尼
為
主
的
修
持
方
式
多

後
者
提
供
了
「
九
蓮
」
的
詞
彙
及
觀
音
化
身

為
凡
人
的
先
例
，
既
然
保
明
寺
的
創
始
人

可
以
是
老
母
及
觀
音
的
化
身
，
為
什
麼
李

太
后
不
能
是
九
蓮
菩
薩
?
而
九
蓮
菩
薩
就

是
觀
音
的
化
身
呢
?
晚
明
的
宗
教
氣
氛
有

助
於
神
人
合
一
的
思
想
，
而
李
太
后
的
「

偽
經
」
也
受
到
該
時
代
的
影
響
。

為
它
們
和
觀
音
的
進
香
傳
統
、
圖
像
、
靈

及
寶
卷
一
樣
9

都
是
把
這
位
原
本
為

印
度
男
性
的
大
菩
薩
，
轉
變
成
國
人
最
熟

知
、
最
愛
戴
的
觀
音
大
士
不
可
或
缺
的
媒

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