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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哲
學
即
在
作
苦
遍
性
研
究
，
她
須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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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別
性
達
到
普
遍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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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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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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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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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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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證
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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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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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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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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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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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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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是
不
受
人
經
驗
影
響
就
能
存
在
?
宗
教
有
沒
有
本
質
、
本
體
?
這
牽
涉
到
本
體
論
。
同
時
也
和
認
識
論
有

關
|
|
人
如
何
知
道
宗
教
?
對
宗
教
本
體
的
知
識
如
何
產
生
?
對
宗
教
的
起
源
，
人
的
認
識
是
受
到
何
種
影

響
?
本
體
和
認
識
互
相
影
響
，
這
點
在
宗
教
研
究
嶺
域
中
非
常
重
要
。

[
宗
教
與
理
性
]

很
多
人
則
探
討
宗
教
與
理
性
的
關
係
，
有
人
說
宗
教
是
「
非
理
性
」

(
E
E
F
巴
巴
)
的
，
有
人
則
認

為
」
宗
教
與
理
性
無
關
，
應
是
「
不
屬
於
理
性
」

(
5
口
a
g

泣
。
回
巴
)
。
人
有
「
理
性
」
與
「
不
是
理
性
」
二

部
分
，
例
如
喜
歡
詩
，
不
能
說
它
是
非
理
性
，
只
能
說
人
有
某
個
部
分
和
理
性
無
關
。
但
「
非
理
性
」
和
「
不

是
理
性
」
二
者
如
何
界
定
?
這
是
在
宗
教
哲
學
中
時
常
討
論
的
問
題
。

[
申
訴
教
與
道
德
寶
路
]

康
德
(
門
閃
呂
片
)
認
為
人
是
理
性
的
，
人
的
理
性
表
現
就
是
道
德
表
現
，
道
德
的
實
踐
才
是
宗
教
的
核

心
，
不
道
德
的
事
根
本
不
是
宗
教
，
宗
教
哲
學
家
常
探
討
宗
教
與
道
德
二
者
的
關
係
。

[
宗
教
與
語
言
]

語
言
學
家
強
調
語
音
可
界
定
人
的
各
種
思
惟
'
塑
造
思
考
模
式
，
不
同
的
語
言
體
系
產
生
不
同
的
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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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
宗
背
景
下
的
宗
教
觀
]

。
西
爸
毆
泊
、
阿
部
正
雄
|
|
空
、
無
是
宗
教
的

核
ID 

現
今
宗
教
研
究
以
西
方
較
興
盛
，
東
方
雖
有
自
己

的
宗
教
哲
學
，
但
進
入
到
世
界
宗
教
嶺
域
，
應
以
日
本

為
代
表
。日

本
京
都
學
派
是
很
重
要
的
代
表
，
重
要
人
物
有

西
谷
毆
治
、
阿
部
正
雄
等
人
，
他
們
有
一
脈
相
承
的
師

徒
關
係
o

京
都
學
派
以
禪
宗
重
要
概
念
來
闡
述
宗
教
的

本
質

傳
統
西

方
肯

定

刀可

教
有

實
體

存
在

但
西

谷

毆

站
、
阿
部
正
雄
強
調
「
空
」
、
「
無
」
才
是
宗
教
的
本

也

。京都學派強調東方宗教是向內追求的. r空 J 、「無」才是宗教的本

體。(本刊資料照片)

體
、
核
心
。
「
空
」
是
人
的
內
住
，
超
越
內
在
性
(

5
5

呂

8
8
)

，
許
多
西
方
宗
教
是
向
外
追
求
，
東
方
宗
教
是
向
內
追
求

9

真
正
的
實
體
是
內
在
的
，
這
和

西
方
向
外
追
求
的
面
向
是
對
立
的
。

現
今
許
多
基
督
教
神
學
家
喜
歡
用
比
較
教
義
的
方
式
和
京
都
學
派
對
話
，
他
們
是
很
重
要
的
流
派
，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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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語
，
父
母
先
用
語
言
教
導
我
們
，
宗
教
也
是
如
此
，
透
過
語
言
的
學
習
，
講
出
另
一
種
特
殊
經
驗
的
話
，

宗
教
語
言
與
日
常
生
活
語
言
全
然
不
同
，
世
俗
語
言
表
達
日
常
生
活
，
宗
教
特
殊
語
言
則
表
示
另
一
層
次
的

概
念
。
因
此
，
研
究
宗
教
必
須
注
重
語
言
，
用
語
言
來
解
釋
、
分
析
宗
教
特
別
不
同
的
體
驗
。
很
多
宗
教
奠

基
於
奇
蹟
神
話
，
稱
為
「
基
礎
神
話
?
如
「
出
埃
及
記
」
是
猶
太
教
經
驗
的
基
礎
，
是
超
歷
史
的
，
對
宗
教

的
形
成
有
奠
基
與
正
面
的
作
用
，
它
無
關
於
邏
輯
，
以
宗
教
語
言
來
說
，
若
沒
有
神
話
，
這
個
宗
教
就
不
存

在
。
這
是
用
語
言
來
研
究
宗
教
重
要
的
例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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