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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
代
叢
林
的
生

戒
律
思
想
從
小
乘
戒
演
變
到
大
乘
菩

薩
戒
?
在
中
國
出
現
了
中
國
式
的
戒
律

i

禪
門
清
規
o

清
規
的
精
神
淵
源
於
戒
律

?
可
以
說
戒
律
是
透
過
清
規
的
具
體
方
式

9

流
傳
而
至
今
天
。
在
中
國
佛
教
界
傳
承

的
有
戒
律
及
僧
制
兩
大
體
系
?
從
戒
律
演

變
到
僧
制
，
然
後
才
變
成
清
規

o

據
我
的

研
究
，
清
規
中
的
一
切
事
項
其
實
不
只
涵

括
了
戒
律
及
僧
制
的
具
體
精
神

9

還
更
超

越
了
它
們
。
不
論
是
作
參
禪
或
念
佛
的
功

夫
9

一
定
有
其
規
範
要
遵
循
?
那
就
是
清

。

清
規
可
以
說
是
流
傳
在
中
國
叢
林
中

的
僧
制
?
在
規
範
僧
伽
生
活
的
意
義
上
多

清
規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非
常
重
要
。
提
到
清

規
，
我
們
不
要
把
它
當
作
是
禪
宗
叢
林
中

一
種
特
有
的
規
範

9

而
是
要
從
佛
教
整
體

的
層
面
上
去
看
清
規
的
存
在

9

這
才
是
一

種
正
確
的
看
法
。
所
以
作
為
僧
侶

9

對
清

規
應
投
注
很
大
的
心
力
去
研
究
，
在
未
來

的
佛
教
界
裡

9

清
規
應
是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研
究
主
題
。

禪
宗
史
上
，
最
先
制
定
清
規
的
是
百

丈
懷
海
(
七
四
九
|
|
八
一
回
了
他
以
清

規
將
中
國
僧
人
聚
集
起
來
?
大
眾
一
起
和

合
共
住
。
可
是
後
來
百
丈
制
定
的
所
謂
《

百
丈
清
規
》
已
經
散
快
，
北
宋
時
宗
隕
千

辛
萬
苦
到
各
大
叢
林
搜
集
《
百
丈
清
規
》
的

。宗頤遍訪十方叢林，網

羅種種規範 9

苑清規卜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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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9

編
寫
了
《
禪
苑
清
規
丫
這
本
清
規
的

主
要
目
的
就
是
要
恢
復
《
百
丈
清
規
》
的
本

來
面
目
，
可
是
畢
竟
不
是
原
來
的
《
百
丈

清
規
》
。
而
現
在
傳
世
的
《
百
丈
清
規
》
是

為
了
考
察
《
古
清
規
》
的
原
形

9

學
者

們
一
致
認
為
要
從
《
景
德
傳
燈
錄
》
中
楊
憶

的
〈
禪
門
規
式
〉
(
與
《
敕
規
》
後
部
的
〈
古
清

規
序
〉
以
及
《
禪
苑
清
規
》
所
收
的
〈
百
丈
規

繩
頌
〉
同
樣
內
容
)
著
手
。
在
此
9

要
注
意

的
是
?
當
時
的
禪
僧
都
居
住
於
律
寺

9

卻

各
自
起
居
於
各
自
的
禪
院
參
禪
修
行
。

依
據
「
嵩
岳
寺
碑

L
(《
全
唐
文
》
卷
二

六
三
〉
記
載
代
宗
(
七
六
二
|
|
|
七
七
九
)

時
代
的
大
寺
院

9

有
關
禪
院
的
例
子
甚
多

。
如
果
是
住
在
律
寺
中

9

想
要
作
禪
坐
功

夫
的
話
斗
吼
一
定
要
有
很
嚴
格
的
清
規
作

為
生
活
規
範

9

也
有
對
大
小
乘
戒
的
弘
揚

作
理
論
上
的
研
究

9

當
時
可
能
是
依
據
《

地
持
經
》
作
為
持
戒
的
系
統
。
在
〈
禪
門
規

式
〉
中
有
記
載

s
。

以

已
持來

L〔
至9

多
居

一
兀
代
所
撰
成
的
《
敕
修
百
丈
清
規
丫
這
與

唐
代
《
百
丈
清
規
》
的
內
容
已
完
全
不
同
。

「
清
規
」
就
是
清
淨
的
規
則
9

僧
人
想

得
到
清
淨
就
要
透
過
這
個
規
則
?
凡
是
在

未
A
A口
規
度

從
達
摩
到
慧
能
都
同
居
於
律
寺
，
禪

僧
的
日
常
威
儀
，
未
免
有
不
符
規
度
的
情

況
9

因
此
不
得
不
另
外
設
立
禪
院
。

因
為
律
宗
要
求
僧
眾
在
生
活
威
儀
上

要
有
如
法
的
表
現
，
可
是
禪
宗
就
沒
有
這

類
的
要
求
?
所
以
從
律
宗
的
立
場
看
來
，

修
禪
者
的
生
活
威
儀
並
未
達
到
律
宗
的
標

佛
門
中
身
、
口
、
一
起
自
心
所
作
的
一
切
都
必
須

在
清
規
中
o

如
日
本
曹
洞
，
宗
的
大
本
山
、
水

平
寺
就
非
常
注
重

9

並
將
它
作
為
專

題
在
研
究
。

。禪宗與律宗二者在修行

9 都

不相同，因此修禪者不

得不別立禪院而屑。

(本刊資料照片)

。
但
就
禪
宗
而
且
一
一
口
，
在
日
常
作
息
則
有

一
定
的
規
範
9

修
禪
者
與
持
律
者
在
生
活

上
就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
所
以
在
〈
禪
門
規

式
〉
中
才
有
「
末
合
規
度
」
這
句
話
。
在
這

點
上
?
就
中
國
宗
派
的
意
義
來
說

9

可
以

看
出
律
宗
就
是
律
宗

9

禪
宗
就
是
禪
宗
9

二
者
在
修
行
的
方
式
及
生
活
規
範
上
都
不

相
同
9

自
然
產
生
不
同
的
見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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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許
為
了
實
踐
這
些
規
定

9

口
方
設
禪

院
9

但
在
贊
寧
的
《
大
宋
僧
史
略
》
卷
上
〈

別
立
禪
居
〉
項
9

記
載
有
包
也

道
既

達
磨所

之

院
而
居
且

異
制
。
道

住

丈
山

有更

別
立

當
時
的
禪
僧
居
住
於
具
有
律
寺
形
式

的
大
寺
院
，
嚴
守
律
制
?
並
以
此
為
基
礎

9

漸
次
拓
展
禪
風
。
所
以

9

〈
懷
海
傳
〉
(
《

宋
高
僧
傳
》
卷
十
)
記
載
。
@
「
其制

與

昆

。

L一

由
此
看
來
，
《
古
清
規
》
的
內
容
可
能

並
未
完
全
依
照
律
藏
所
訂
，
所
以
律
寺
不

那
麼
9

《
古
清
規
》
中
所
規
定
的
團
體

生
活
是
怎
樣
的
呢
?
應
該
是
由
具
有
道
眼

的
長
者
來
指
導

9

而
營
運
萬
事
。
百
丈
對

於
寺
院
結
構
的
新
構
想
是
e
@
「
不
立
佛
殿

?
唯
樹
法
堂
」
o

法
堂
就
是
一
山
的
住
持

堂
說
法
的
地
方
?
也
是
代
表
佛
陀
閱
示

喝

適
合
居
住
的
最
大
理
由

9

是
來
自
禪
門
的

戒
律
觀
。
就
因
為
生
活
方
式
相
異
，
從
律

寺
遷
移
到
禪
院
?
這
表
示
在
當
時
的
禪
宗

教
團
?
已
以
另
一
宗
的
姿
態
出
現

9

並
且

在
戒
律
上
提
出
獨
白
的
見
解
。
百
丈
便
會

說

三屆」

'" 

大

的

v一。

主L

這
就
是
明
示
了
禪
門
的
戒
律
觀
。
依

據
百
丈
的
見
解
?
他
認
為
律
宗
所
施
行
的

生
活
規
範
大
體
是
根
據
《
四
分
律
》
小
乘
戒

的
基
本
精
神
而
來
，
他
便
以
此
作
為
基
礎

9

並
採
用
《
環
路
經
Y
《
梵
網
經
》
的
大
乘
戒

，
折
衷
制
定
適
合
於
禪
修
行
的
新
規
範

o

法
要
的
地
方

9

住
持
就
是
現
在
活
在
人
間

的
佛
陀

9

他
代
表
佛
陀
閱

-
F法
要
步
透
過

住
持
的
說
法

9

我
們
瞭
解
到
佛
陀
當
時
講

經
的
情
形

9

百
丈
認
為
只
有
這
樣
才
能
將

大
乘
的
精
神
與
佛
制
的
戒
律
融
合
在
一
起

。
這
是
他
對
於
傳
持
正
法
的
自
信
?
並
將

。「非局大小乘 9 非異大

小乘J '折衷制定適合

於禪修行的新規範 9 是

禪門的戒律觀。

(本刊資料照片)



它
具
體
地
表
達
在
寺
院
的
建
築
中
。

依
據
〈
禪
門
規
式
〉
9

《
古
清
規
》
所
述

的
叢
林
建
物
，
只
舉
法
堂
、
僧
堂

9

方
丈

與
寮
舍
並
不
見
其
名
?
而
集
體
生
活
不
可

缺
少
的
庫
堂
、
東
司
與
浴
室
應
該
也
存
在

。
僧
堂
是
禪
僧
們
起
居
的
地
方
，
以
夏
次
法

臘
來
定
其
序
列
。
〈
禪
門
規
式
〉
中
便
說
。
@

品
均
下
，
盡
入

b y 
步

長
達
床
?

械
架
?

具

禪
僧
們
在
長
達
床
上
坐
禪
辦
道

9

生

活
必
需
品
放
置
於
描
架

9

就
寢
時
嚴
格
遵

守
右
騙
吉
祥
臥
。
另
外
也
規
定
從
入
室
、

請
益
到
朝
參
夕
聚
，
聽
閻
長
老
住
持
上
堂

說
法
時
的
作
法
?
以
及
用
餐
只
是
朝
畫
兩

餐
粥
飯
，
而
不
用
藥
石
(
註
)
等
，
一
切
生

活
都
有
很
詳
細
的
規
定
9

以
維
護
威
儀
9
可

看
出
在
樸
素
中
展
開
嚴
格
的
禪
修
生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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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清
規
》
最
特
別
的
一
點
?
是
將
「

普
請
」
制
度
化
。
「
普
請
」
(
在
中
國
又
稱
為

「
山
山
坡
」
)
規
定
「
上
下
均
力
」
9

也
就
是
全

山
大
眾
齊
力
勞
役
，
也
是
大
眾
運
動
的
機

會
9

甚
至
從
事
生
產
行
為

9

叫
做
「
作
務
」

。
此
舉
為
禪
門
的
修
行
觀

9

甚
至
於
宗
要

9

帶
來
新
的
詮
釋
，
意
義
甚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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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
旱
煙
的
規
定
，
也
是
到
百
丈
才
成

文
化
9

但
是
在
四
祖
道
倍
(
五
八

O
i
-


六
五
一
)
時
就
已
實
行
。
在
〈
釋
道
信
傳
〉
(

《
續
高
僧
傳
》
卷
二
十
)
就
有
記
載
道
信
自

7 

入
山
雙
峰
山
住
了
三
?
可
能
是
因

那
地
方
適
合
於
修
禪

9

其
間
各
州
的
學
道

者
雲
集
9

當
他
入
寂
時
，
據
說
山
中
有
五

百
多
位
道
俗
。
他
很
重
視
從
作
務
中
辦
道

?
他
以
下
的
弘
忍
及
慧
能

9

也
很
強
調
除

坐
禪
外
，
還
有
作
務
的
生
活
。
《
歷
代
法

寶
記
》
〈
弘
忍
傳
〉
記
載
@
e

用

人
。
童
真
出

家
?
七
處
事
信
大
，
師
9

年
十
三
一
入
道

。
其
性
本

厚
?
同
學
輕
戲
?
默

9

以
禮
下
人
。

混

攝
至
蹺
，

不
離
信
大
師
左

。「不立佛撮，唯樹法堂」

9 百丈將傳持正法的自

{言，表達在寺院建築中。

(本刊資料照片)

其
中
則
混
跡
驅
給

9

夜
便
坐
攝

至
曉
」
一
句
說
明
道
信
當
沙
彌
時
的
生
活

內
容
。
在
中
國
的
僧
圈
中
，
做
弟
子
的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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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
就
有
義
務
侍
奉
師
艾
。
對
於
這
樣
從
事

肉
體
勞
動
的
弘
忍

9

道
信
重
視
他
為
才
器

?
由
此
也
可
以
知
悉
作
務
、
坐
禪
時
的
修

行
型
態
。
《
楞
伽
人
法
志

Y
記
載
有
弘
忍
在

指
導
弟
子
的
模
樣

e
。

自
由

9

住
度

憨
?
懷

之

色

、、''ý 

、
空

足

焉
。
調
心

四

道

這
是
述
說
弘
忍
會
下
的
僧
俗

9

共
同

以
勞
動
作
務
當
作
「
佛
事
」
奉
行
。
弘
忍
的

會
下
也
有
神
秀
。
〈
神
秀
傳
〉
(
《
宋
高
僧
傳

》
卷
八
)
記
載
e
e

車f
1'1'1 

山
金
可
五
、
祖

J兩
1
9

FPP 

以

曰
:
此
臨
其

在
敦而心
煌閱

本草
/\ 台已

祖宗
壇芒
~í<< 二三

苦干
記 i

載七
弘一
刃三

以

而

自

八
筒
月

o

」
當
時
的

禪
宗
教
圈
，
將
勞
動
生
產
的
行
為
視
為
當

然
?
可
說
已
完
全
放
棄
了
小
乘
戒
的
規
定

9

而
接
受
純
中
國
式
的
生

。將勞動作務當作「佛事j

'為禪門的修行觀帶來

(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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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遵
《
古
清
規
》
將
作
務
的
規
定
成
文
化
。

有
關
由
誰
來
負
責
叢
林
營
運
的
問
題

，
在
《
古
清
規
》
中
並
沒
有
出
現
「
十
務
」
的

敘
述
9

〈
禪
門
規
式
〉
只
記
載
飯
頭
、
菜
頭

、
侍
者
、
維
那
等
四
種
而
已
。
但
在
《
禪

苑
清
規
》
規
定
一
山
的
營
運
?
由
四
知
事

、
五
頭
首
或
六
頭
首
的
合
議
制
，
很
可
能

就
是
承
受
《
古
清
規
》
的
「
十
務
」0
所
謂
四

知
事
是
指
監
院
、
維
那
、
典
座
、
直
歲
@
9

五
頭
首
是
指
首
座
、
書
狀
、
藏
主
、
知
客

、
浴
土
，
加
上
庫
頭
就
成
為
六
頭
首
。
宇

井
博
士
也
說
十
務
當
中
?
沒
有
記
載
的
可

能
就
在
四
知
事
、
六
頭
首
之
內

9

十
務
之

下
9

可
能
設
有
小
頭
首

9

所
以
可
想
像
也

存
在
多
數
的
寮
舍
。

「
十
務
」
的
存
在
表
示
叢
林
的
規
模
膨

脹
9

同
時
也
表
示
責
任
由
團
體
每
一
份
子

分
層
負
責
?
每
個
人
必
須
很
忠
誠
地
擔
負

起
執
事
的
責
任

9

但
如
果
只
專
心
地
照
顧

好
自
己
的
執
事
?
就
很
容
易
產
生
封
閉
自

己
的
情
況
，
所
以
要
與
別
人
協
調
、
溝
通

9

僧
園
才
能
和
合
融
洽
。

而
解
除
傾
向
於
閉
鎖
情
況
的
方
法
步

就
是
「
普
請
法
」
的
規
定
。
在
〈
禪
門
規
式

〉
中
說
也
@
「
行
普
語
法
9

上
下
均
力
也

o

」

如
果
將
「
普
通
世
單
純
地
解
釋
為
令
全
山
大

眾
作
務
勞
動
，
並
為
確
立
叢
林
自
給
體
制

的
經
濟
理
由
?
那
就
不
能
領
會
百
丈
的
心

意
了
。

人
9

由
負
責
監
督
的
維
那
來
檢
舉
?
有
過

失
時
以
拉
杖
罰
打
多
並
燒
掉
衣
褲
這
且
一
(
9

從
偏
門
放
逐
等
規
定
，
但
小
乘
戒
中
並
無

這
種
嚴
格
制
裁
的
規
定
。

《
古
清
規
》
記
載
的
種
種
規
則
?
只
是

提
示
了
當
時
成
立
時
的
清
規
大
綱

9

至
於

生
活
中
行
、
住
、
坐
、
臥
的
細
微
規
定
?

是
屬
於
律
藏
的
「
小
小
戒
」
?
並
不
特
別
地

留
在
記
錄
中
多
而
以
「
十
務
」
的
合
議
來
解

決
，
這
些
沒
有
成
文
化
的
規
則
?
或
許
存

在
於
《
革
開
本
》0

《
古
清
規
》
並
規
定
了
朝
參
夕
聚
恭
聽

住
持
上
堂
說
法
時
的
禮
法

9

以
及
大
眾
進

退
的
儀
軌
、
提
槌
的
用
法
等

9

並
為
維
持

禪
門
的
情
淨
，
將
擾
亂
僧
團
和
合
生
活
的

。叢林的營運由各個專職

人員負責。

(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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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題為
，的

作將是北
為百重宋
學丈視時
道時造的

的禪些宗
指者沒蹟
針的有撰
。足文述
跡字為
全化!拉
部的已是
記各唱

錄種。
下問

要
推
知
散
供
的
《
百
丈
吉
清
規
》
的
概
醋
，
有

下
列
數
種
現
存
的
資
料

(
一
)
《
宋
高
僧
傳
》
卷
十
所
收
的
〈
懷
海
傳
〉
(
《

大
正
藏
》
五
O
@
七
七
O
下
l
j
i
七
七
一
上
)

六
的
〈
百
丈
懷
海
傳

(
一
一
)
《
景
德
傳
燈

〉
附
錄
〈
禪
門
規
式
〉
(
《
大
正
藏
》
王
一
e

三
五
O
下
)

(
一
一
-
X
驛
苑
清
規
》
卷
十
所
收
的
〈
百
丈
規
欄

頌
〉
(
《
記
礦
藏
經
》
一
一
一
冊z
八
五
七
|
|
l
九
三

七
)

(
四
)
《
敕
修
莒
丈
清
規
》
卷
八
所
收
的
楊
憊
的

〈
古
清
規
序
〉
(
《
大
正
藏
》
四
八
@
一
一
五
七
下
|

l

二
玉
入
中
)

(
五
)
陳
詞
的
〈
唐
洪
州
首
丈
山
故
懷
海
禪

師
塔
銘
〉
(
《
大
正
藏
》
四
八
@
一
一
五
六
中
|
|
|

一
五
七
下
)

其
中
陳
詞
的
〈
塔
銘
〉
是
一
自
丈
減
俊
簫
四
年
，

唐
意
宗
一
兀
和
十
三
年
(
八
一
八
〉
十
月
三
日
所
建
立

的
碑
銘
，
從
中
我
們
可
以
追
尋
到
百
丈
的
面
貌
，

所
以
被
評
估
為
首
丈
時
代
較
真
實
的
記
誨
。
但
是

(
註
)
藥
石
的
名
稱
是
出
現
在
《
禪
苑
清
規
》
卷
土
護

戒
〉
裡
B

在
此
之
前
藥
石
固
定
禁
立
食
用
的
。
南
宋
無

量
誨
的
《
日
用
清
規
》
(
一
二
O
九
)
及
以
後
的
清
規

，
大
都
准
許
食
用
。

都
沒
有
言
及
清
規
的
存
在
智
能
指
出
的
是
下
列
玉

其真

(
一
〉
「
行
間
於
眾
，
故
門
人
力
枝
、
必
等
其
難

勞

o
b
-
-
垣
句
話
相
當
於
〈
古
清
規
序
〉
所
述
的
早
日
程
研

法
」
。(

二
)
禪
院
的
建
立
，
普
覺
伊
蒲
塞
游
暢
甘
貞

的
經
濟
援
助
。

(
一
三
百
艾
的
葬
法
，
並
非
禪
院
獨
自
的
規
矩

9

而
是
遵
照
佛
眾
的
淨
行
婆
羅
門
葬
法
。

(
四
)
門

神
行
梵
雲
將
微
一
一
=
目
結
集
編
笛
聲
成
《

語
本
》
會
連
同
此
《
語
本
》
9

百
丈
的
佛
性
說
也
相

傳
於
使
學
。

(
五
)
碎
的
旁
邊
，
大
眾
決
議
下
列
主
項
作
為

鑽
戒

l

譯
自
院
常
請
-
4人
僧
及
令
一
沙
彌
灑
掃

o

之
地
界
內
不
得
管
一
尼
台
、
尼
墳
塔
及
容
俗
人

家
居
止
。

3
.
應
有
依
立
及
靈
行
出
家

9

悉
令
依
院
主

人
9

僧
眾
並
不
得
各
受
。

4
a
台
外
及
諸
處
不
得
置
莊
圓
圈
地
。

(
編
者
按
:
本
專
輯
為
佐
藤
護
主
教
授
於
香
光
尼
眾

佛
學
院
作
「
中
國
佛
教
與
社
會
|
l
l
以
戒
律
為
中
心

」
專
題
講
座
中
的
部
分
講
稿
。
佐
藤
達
玄
教
授
曾
任

日
本
駒
澤
大
學
大
學
院
人
文
科
學
研
究
所
所
長
，

現
任
駒
大
名
譽
教
授
。
文
內
標
題
為
編
者
所
加
。
)

E

住
山
徒
眾
不
得
內
外
私
置
錢
穀
o

們
于
并
博
士
認
為
《
宋
高
僧
傳
》
卷
十
所
收
的
〈

懷
海
傳
〉
盟
(
《
景
德
傳
燈
錯
》
卷
六
所
收
的
〈
百
丈
懷

海
傳
〉
所
附
〈
蟬
門
規
式
〉
相
同
，
可
判
定
兩
文
是

採
自
百
丈
本
身
所
制
定
的
清
規

o

至
於
百
丈
所
制

定
的
清
規
，
是
否
確
實
存
在
呢
?
近
藤
晨
一
認
為

《
百
丈
清
規
》
當
初
並
沒
有
成
文
。
而
是
在
十
二

世
紀
佳
字
，
禪
宗
宣
布
成
立
，
編
鑫
燈
史
類

3

為

使
自
己
的
法
規
權
威
化
才
出
現
，
在
此
之
前
，
那

些
一
不
成
文
的
規
矩
，
都
是
以
口
攪
方
式
流
傳
下
來

。
我
認
為
這
樣
的
設
法
有
些
疑
問
。

我
們
都
知
道
，
中
國
出
家
教
圍
很
早
就
存
在

某
種
形
式
的
「
僧
制
」
o

眾
多
修
行
者
共
間
生
活
或

為
讓
新
出
載
者
知
悉
教
圓
的
規
矩
時
，
必
須
提
示

們
成
文
化
的
規
矩
，
才
能
保
持
叢
林
的
權
威
。
在
解

釋
規
則
疇
，
若
僅
以
口
傳
，
便
容
易
發
生
異
議
，

清
規
存
在
價
值
就
會
消
失
。
為
了
叢
林
家
風
的
權

威
，
絕
對
需
要
成
文
化
的
規
則
，
百
丈
本
身
所
擬

的
清
規
，
當
相
應
該
說
已
成
文
化
。
所
以
我
贊
同

們
于
井
博
士
的
設
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