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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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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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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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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六
月
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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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八

萬
金
川
、
王
一
講

編
輯
組
整
理

「
中
觀
佛
教
」
的
名
稱
是
怎
麼
來
的
?
其
思
想
特
色
是
什
麼
?

中
觀
哲
學
要
努
力
的
目
標
是
什
麼
?

為
何
說
中
觀
學
派
是
徹
底
的
緣
起
論
者
?

一「

L一

一「

」
一
類
的
名
目
， '
是
隨
順
一
般
學
界
的
使
用
而
來
。
大
體
而
言
?
日
本
學
者
喜
用
「

「
中
觀
哲
學
行
「
唯
識
哲
學
」
這
穎
的
名
稱
。

一
詞
是
用
來
指
龍
樹
及
其
埠
隨
者
所
代
表
的
思
想
流

」一

、

--, 



一「

L一

「
中
觀
」
。
然
而
，

，
就
其
字
面
意
恩
來
說
?

一-，

」
的
意
思
在
內
。
因
為
這
兩
個
語
詞
都
是
由
表
示
「
中
」

"" 

)
而
成
。
因
此
，

'
A
Y回回
疋
丹
呵
呵
。
同
阿
阱
。
已

B
E
E

冊
(

9

所
謂
寄
出
自
但
(
中
)

間
已
開
戶
可
自
中

「
中
觀
」
與
「

L一
。

中

。
但
事
實
上
，

有
其
成
立
的
可
能
。
所
以

9

'
、
必
然
須
旗
認
「

L_ 

中

在
，

--LIU ?
雌
譜
，ι
H
Y

始
介
紹
。

多
(
二
)
十
八
世
紀
，
西

. . 
"" 
一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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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
敝
翩
翩
爛
翱
翔
蝴
闕

n
t
H
1

刮
目

-
t
t
d
z
a
A
峙
的

貢
卻
睡
美
汪
波
;
(
三
)
印
順
法
帥
。

9

其
中
，

中

國

人

r-司、

'-J 

況
。

。

L一



。
俗
有
真
璽

一「

L一
。

;
然
而
，

一「

L一

什
麼
是
「

」
是
不
賞
，

L一

」
固
定
，
目
性
，一「

r--

'--' 

?
而
使
底
下
的
觀
眾
驚
愕
。
到
底
所
幻
化
出
來
的
東
西
是
真
、
是
假
?
是
有
、

是
否
能
夠
無
中
生
有
呢
?
當
然
不
是
，

盤驅

關
制
翩
翩
翻
翻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期
〕
民
因
八
十
六
年
六
月

V
O

一「

L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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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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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嚴
鬥
第
五
十
期
〕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六
月

7
0

'
這
正

，
不
可

的都
沒
有
了
。

，
它
人
川
於
似

9

而
無
法
用
「

「
無
」
來
加
以一.，

L一
。

(繪圖陳秋松)

，
若
說
世
間
法
是

「
盤
山
」
?

「
有
」
9

----, 

」
之
類

「
鱷
立
、

L_ 

、
、
不
實
在
，

一.，

L一

一.，

」
在



9

自
是
無
法
成
就
那
些
可
值
觀
眾
驚
愕
的
事
業
，
如
印
頤

法
師
說
:
「
中
觀
是
幻
有
論
行
也
、
必
姐
在
此
鵬
臨
下
來
加
以
理
解
，
也
就
是
說
一
切
法
的
存
在
，
有
如
魔
術

一
些
道
具
(

一
切
怯
的
生
滅
之
相
等
等
。

'-" 
' 

---. 

的
昌
σ
E
S
P

這
個
字
的
意
思
相

「
自
性
」
。
「

L_ 

L呵

, 

」
|
|
自
己
是
自
己
存
在
的
根
據
，
如
《

中
耶
和
華

一「

「
我
是
自
有
者
L
o
「

自
d性

的
東
西

根
本
不

存
在

也
就
Æ 

無
自
性

的

，
它
整
個
哲
學
努
力

目
標
就
是
要
否
定
「

在
原
因
條
件
的
緊
集
下
而
有
存
在
或
消
失
的
現
象
。
因
此
?
說
蜂
起
就
不
可
以
是
有
自
性
的
，
有
自
性
就
不

可
以
說
是
轉
起
的
，
二
者
是
矛
盾
而
互
斥
的
概
念
，
所
以
不
能
同
時
成
立
。
中
觀
的
學
派
致
力
於
建
除
自
性
，

。
所
以
，
若
從
另
一
個
角
度
來
看
，
中
輯
學
祝
你
可
以
說

歐
美
學
者
把
「
自
性
」
譯
解
站
在
早
已
口
駒
，

「
本
臂
之
。

地

有
堅
性
、

」
而
言
。
中
觀
學
振
否
定

」
9

批
中
的
「
性
」
即
固
定
指
「

矗善

一
切
法
具
有
本
質
，

'
採
取
怎
樣
的
態
度
呢
?
諸
如
此
額
的
自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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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觀
學
派
能
夠
否
認
嗎
?
龍
樹
便
告
訴
我
們
，
之
所
以
會
有
火
的
熱
性
，
乃
是
藉
由
薪
柴
、
透
鏡
之
類
的
東

西
，
在
陽
光
照
射
下
而
產
生
的
。
因
此
，
火
的
熱
性
並
非
自
有
，
它
還
是
需
要
依
因
待
緝
的
。
另
外
，
冷
水

置
放
在
火
上
，
它
由
冷
而
熱
，
這
個
熱
性
當
然
不
能
稱
為
是
水
的
特
性
，
因
為
它
仍
是
依
因
待
鋒
的
。

也
許
有
人
會
說
，
水
的
熱
性
並
非
水
的
本
質
，
因
為
它
是
依
因
待
韓
的
，
但
是
，
火
本
身
即
具
有
熱
性
，

那
麼
熱
應
是
火
的
本
質
吧
!
然
而
，
依
中
觀
學
派
的
看
法
，
就
勝
義
而
言
，
他
們
認
為
火
不
具
熱
性
，
因
為

它
的
熱
性
仍
是
依
因
待
緯
而
有
的
;
而
就
世
俗
的
觀
點
來
看
，
火
可
以
具
有
依
因
待
緯
而
有
的
熱
性
。
如
果

火
有
自
性
，
那
麼
當
我
們
說
「
火
」
這
個
字
時
，
它
就
會
燒
了
我
們
的
嘴
巴
，
因
為
它
不
必
依
因
待
緣
就
可

以
產
生
熱
性
。
龍
樹
的
後
繼
者
月
稱
就
曾
舉
出
這
樣
的
例
子
，
來
說
明
火
與
熱
性
之
間
的
關
係
。

義
淨
以
「
俗
有
真
空
，
體
虛
如
幻
」
一
語
來
描
述
中
觀
學
派
對
一
切
法
的
看
法
，
也
就
是
一
切
的
存
在
，

從
世
俗
觀
點
而
言
，
是
「
有
」
;
而
從
勝
義
(
即
第
一
義
諦
、
真
諦
)
的
觀
點
來
看
，
一
切
法
是
空
無
自
性

的
，
也
就
是
緣
起
而
無
常
的
，
所
謂
「
一
切
法
無
自
性
?
就
是
指
一
切
法
皆
不
是
以
自
己
成
為
其
存
在
的
基

礎

。
俗
有
真
空
與
外
無
內
有

義
淨
認
為
唯
識
之
學
是
「
外
無
內
有
'
事
皆
唯
識
」
，
而
中
觀
之
教
是
「
俗
有
真
空
，
體
虛
如
幻
」
'
這

些
陳
述
都
與
一
切
法
的
存
在
樣
態
有
關
。
這
個
世
界
的
存
在
是
我
們
難
以
否
認
的
一
項
經
驗
，
然
而
，
問
題



可「

一「

L一

、
人
闖
世
界
9

是
這
些
形
象
，

「
唯
識
無
境
」
之
說
，

也

一
個
間
體
|
|
一

，
中
觀
學
派
否
定
自
有
的
存
在
，
而-----, 

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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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
目

H
h
m

到
“

1
"
-
H
H
1

刺
制
蚓
關
總
部
副
悶
憾
輸
餾
防
衛
協
脆
喲
翩
翩
閑
心
叫

H

r-、

、開睛，

。
申
訴
蠶
蠱
一
一
圖
文
獻

《
宗
義
寶
靈
》
一
晶
宮
。
所
謂
「

L_ 

9

不
同
的
教
系
各
自
有
其
不
同
的
宗
義
書
，

「
宗
義
書
文
獻
」
。

9

特
別
是
佛
教
咄
咄
期
的
發
展
，
更

，
但
是
他

」
此
一
階
梯
，
來
敘
述
有
部
而
至
中
觀
的
基
本
教
義
。

9

若
不
給
予
一
個
大
騙
、

方
向
，

。
因
此
，
宗
義
書
往
往
是
進
入
高
等
佛
學
研
究
的

當
且
》9



等PEE
文
字
最
多
的
宗
義
書
，
中
譯
本
有
二
本
，
其
中
新
譯
本
由
陳
玉

在
《
宗
義
寶
量
》
裡
'

較
先
生
所
譯
，
而
英
譯
也
可
看
到
兩
個
譯
本
。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貢
卻
亟

美
汪
波
如
何
界
定
中
觀

學
派
，
同
時
也
可
以
見

到
他
對
中
觀
思
想
的
描

述
。
此
中
，
他
分
別
以

「
中
觀
派
的
定
義
」
與

「
中
觀
之
名
的
由
來
」
而

著
于
論
述
。

。
否
定
勝
義
有

(繪圖陳秋松)

@ 
@ 

此
中
，
他
對
中
觀
學
派
的
定
義
如
下

•• 

「
主
張
諦
成
之
法
，
雖

如
微
塵
許
亦
無
」
。
這
就
是
說
真
實
存
在
的
事
物
，
即
使
像
原
子
這
麼
小
的
東
西
，
也
不
是
真
實
的
存
在
。

「
諦
成
」
一
詞
是
西
藏
佛
教
特
有
的
術
語
，
是
指
「
真
實
存
在
」
;
「
微
塵
」
是
指
極
微
，
額
似
於
今
日
所
謂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期
】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六
月

V
O
二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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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原
子
于
是
空
間
的
最
小
單
位
。
貢
卻
麗
美
汪
波
認
為
，
中
觀
學
派
否
定
任
何
事
物
具
有
第
一
義
的
存
在

性
，
即
使
如
極
微
這
類
的
東
西
，
也
非
第
一
義
的
存
在
。
他
這
種
說
法
當
然
是
針
對
佛
教
中
的
說
一
切
有
部

的
立
場
而
發
的
。

依
有
部
的
立
場
來
說
，
諸
如
「
森
林
」
或
「
軍
隊
」
這
一
類
的
存
在
，
它
們
並
非
第
一
義
的
存
在
，
因

為
它
們
是
由
一
個
個
的
人
或
一
棵
棵
的
樹
所
組
成
，
它
們
只
是
「
假
名
有
」
，
而
非
「
勝
義
有
」
。
佛
教
早
期

的
無
我
論
，
是
透
過
五
蘊
說
來
消
解
「
自
我
」
'
五
蘊
所
組
合
而
成
的
「
補
特
伽
羅
我
」
'
乃
是
第
二
義
的
存

在
，
是
個
假
名
有
，
真
實
存
在
著
的
，
只
是
「
色
」
等
一
一
的
蘊
而
已
。
接
著
對
五
蘊
再
作
進
一
步
分
析
，

五
蘊
總
共
是
由
七
十
五
法
所
構
成
。
由
這
些
法
所
組
成
的
-
切
事
物
都
是
第
二
義
的
存
在
，
都
是
假
名
有
;

但
是
組
成
這
些
事
物
的
那
七
十
五
種
要
素
，
則
是
第
一
義
的
存
在
，
是
勝
義
有
，
是
諦
成
之
法
。
有
部
便
是

透
過
這
種
二
諦
觀
來
建
立
他
們
自
家
的
哲
學
，
或
許
我
們
可
以
方
便
地
說
他
們
所
主
張
的
是
「
俗
空
真
有
，

體
實
如
幻
」
。

對
有
部
而
昔
日
，
一
切
法
皆
由
七
十
五
法
組
合
而
成
，
這
些
被
組
合
的
事
物
都
在
無
常
之
中
，
且
一
皆
處
於

無
我
的
狀
態
之
下
，
而
組
合
這
些
事
物
的
七
十
五
法
本
身
，
則
是
恆
常
的
，
是
有
自
性
的
，
這
就
是
「
人
空

法
有
」
的
思
想
。
在
佛
教
的
其
他
學
派
中
，
多
少
都
承
認
勝
義
有
的
存
在
，
如
對
唯
識
學
派
來
說
，
他
們
便

認
為
「
圓
成
實
性
」
即
為
勝
義
之
有
。
但
在
中
觀
哲
學
底
下
，
並
無
勝
義
有
存
在
的
空
間
，
即
使
像
微
屢
或

七
十
五
法
，
都
不
是
勝
義
有
。
龍
樹
批
判
有
部
所
謂
的
第
一
義
的
存
在
，
而
認
為
這
類
的
存
在
仍
不
能
算
是



會自由
勝
義
之
有
，
它
們
並
不
具
任
何
自
性
，
所
以
仍
只
能
算
是
假
名
之
宿
。
在
佛
教
的
其
他
學
派
中
，
多
少
都
承

認
勝
義
有
的
存
在
，
如
對
唯
識
學
派
來
說
，
他
們
便
認
為
「
圍
成
實
性
」
即
為
勝
義
之
有
。
中
觀
學
派
雖
認

許
勝
義
諦
，
但
他
們
卻
不
認
許
任
何
的
勝
義
有
。
由
此
我
們
可
以
見
出
中
觀
學
派
的
根
本
立
場
|
|
不
承
認

有
任
何
事
物
具
有
第
一
義
的
存
在
性
。

。
離
二
邊
而
求
「
中
」

貢
卻
亞
美
汪
披
在
「
釋
名
」
一
節
裡
'
說
明
了
「
中
觀
」
一
名
的
由
來
。
為
何
這
樣
的
哲
學
主
張
會
被

稱
為
「
中
」
呢
?
因
為
他
們
主
張
離
「
斷
」
、
「
常
」
二
邊
;
離
「
有
」
、
「
無
」
二
邊
;
離
一
切
邊
見
而
去

追
求
中
道
，
所
以
這
個
學
派
可
以
稱
之
為
「
中
觀
」
。
在
西
藏
佛
教
裡
'
這
支
思
想
或
稱
之
為
「
中
觀
學
派
」
'

強
調
此
派
中
人
追
求
「
中
道
?
或
稱
之
為
「
無
自
性
宗
」
'
則
強
調
此
派
中
人
的
主
張

.. 

一
切
法
皆
無
真
實

存
在
的
體
性
|
|
一
切
法
皆
處
於
不
斷
流
動
的
狀
態
，
自
己
無
法
穩
定
自
己
。
以
上
即
是
貢
卻
亟
美
汪
波
對
中

觀
思
想
的
判
攝
。

〔
印
順
法
師
之
說
|
|
性
空
唯
名
〕

印
順
法
師
將
整
個
大
乘
佛
教
的
思
想
派
分
為
三
系
，
這
三
系
的
思
想
特
徵
分
別
是
:
性
空
唯
名
、
虛
妄

唯
識
、
真
常
唯
心
。
在
印
順
法
師
的
此
一
著
名
判
攝
裡
，
中
觀
一
系
的
教
理
，
其
哲
學
的
基
本
走
向
在
於
彰

香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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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L一一
。

一--，

」
?
即
是
指
「

L一

在
，

----, 

」
即
「
法
性
」
9

即
是
指
「

一「

基
本
上
多

」
的
概
念
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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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9

五
口
人
若
試
圖
「
循
名
而
實
實
」

E一可

L一

? 
~ 

L一

? 

在
以
上
三
種
對
中
觀
學
派
的
界
說
捏
，

----, 

L一

、

一「

自
性
」

「
自
主
」
。「
拘
工
」

?
所
以
龍
樹
一

----, 

L一

」
這
個
名
目
，?

他
們
所
使
用
的
「
自
己
往
往
是
指
「

一「

L一-



會自由
樹
一
系
的
佛
教
思
想
。

在
中
國
佛
教
的
傳
統
裡
'
使
用
「
空
宗
」

一
詞
，
往
往
是
相
對
於
唯
識
學
派
的
「
有
宗
」
而
言
。
然
而

事
實
上
，
這
一
對
語
詞
都
不
很
恰
當
，
因
為
它
們
容
易
使
人
誤
解
，
以
為
「
有
宗
」
說
「
有
」
不
說
「
空
」
'

而
「
空
宗
」
說
「
空
」
不
說
「
有
」
。
其
實
，
中
觀
思
想
當
然
也
要
解
釋
眼
前
的
一
切
存
在
是
怎
樣
的
存
在
，

它
並
非
只
說
「
空
」
而
不
說
「
有
」
的
，
就
如
同
唯
識
學
派
也
非
只
說
「
有
」
而
不
說
「
空
」
一
樣
。
因
此
，

「
空
宗
」
或
「
有
宗
」
這
類
名
目
，
並
無
法
表
現
這
兩
支
佛
教
思
想
的
精
神
與
特
色
。

【
書
訊
】

艾
雅
﹒
呵
瑪

《
眼
中
微
塵
》
出
版

法
耘
出
版
社
繼
阿
姜
查
一
系
列
書
後
，
於
六
月
出
版
商
傳
尼
師
艾
雅
﹒
時
瑪
(
ω一
個
丹
∞
『
〉
這
也
欠
了
∞
弓
阻
)
所
薯
的
禪
修

書
籍
|
|
《
眼
中
微
塵
》
。

此
書
是
作
者
基
於
個
人
的
修
行
經
驗
，
在
指
導
十
日
禪
修
時
所
作
的
開
示
書
籍
，
全
書
分
為
+
=
一
章
探
討
五
蘊
、
戒

行
、
五
葦
等
禪
修
問
題
，
循
序
漸
進
地
解
說
在
禪
修
時
可
能
會
面
臨
的
問
題
及
其
解
決
之
道
。
全
書
有
譬
喻
也
有
解
析
，

讀
來
簡
單
有
趣
且
深
具
廠
發
，
非
常
適
合
對
禪
修
有
經
驗
及
有
興
趣
者
閱
讀
。

本
書
歡
迎
助
印
、
索
取
，
來
函
請
寄
:
南
投
縣
國
姓
鄉
長
北
路
六
0
號
，
法
耘
出
版
社
。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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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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