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
金
川
主
講

編
輯
組
整
理

言
語
與
真
實
這
二
者
之
間
是
兩
個
不
同
的
世
界
，

但
我
們
總
把
語
言
的
世
界
認
為
固
定
其
實
世
界
的
忠
實
倒
影

若
能
悟
得
「
一
切
法
空
于
則
視
業
與
煩
惱
為
實
有
自
性

而
產
生
諸

種
戲
諭

的

種

1i 

r"; 

、-1

多
與
其
實
不
相
干
的
戲
論
。

便
會
止
息
。



第
五
頌
;
「
業
煩
惱
滅
故
，
名
之
為
解
脫
;
業
煩
惱
非
實
，
入
空
戲
論
滅
。
」
業
與
煩
惱
完
全
消
失
職

9

業
是
指
身
、
口
、

、
頓
、
痴
等
三9

生
命
使
得
以
拔
出
生
死
之
海

而
獲
致
解
脫
。
「
業
煩
惱
非
實
，
入
空
戲
論
滅
于

一
義
的
真
實
存
在
，
它
們
是
依
因
待
籐

而
有
，
因
緯
變
化
時
，
它
們
便
跟
著
變
化
，
若
不
給
它
們
國
恤
嗨
，
這
些
東
西
便
不
會
再
生
，
如
果
業
與
煩
惱

是
第
一
義
的
真
實
存
在

9

它
們
便
是
實
有
自
性
而
不
得
加
以
改
變
或
社
隙
，

「
一
切
怯
空
」

。
在
漢
譯
的
傳
統
組

9

大
體
上
便
順
著
以
上
這

種
理
解
來
看
待
第
五
詩
頓
的
義
理
結
構
。

然
而
，

9

則
可
以
發
現
第
五
詩
頌
其
實
有
著
更
為
嚴
密
的
義
理

。
首
先
是
句
法
上

9

本
領
裡
四
個
句
子
之
中
的
前
三
個
句
子
具
有
相
同
的
結
構
，
都
是
以
主
格
配
以
表

理
由
之
義
的
從
格
，
這
三
個
句
子
分
別
是
:

9

業
與
煩
惱
是
從
思
維
分
別
而

來
，
思
維
分
別
是
由
戲
論
而
起
。

'
龍
樹
透
過
此
一
詩
頌
的
前
三
個
句
子
，
旨
在
抽
血
索
謹
成
輪
迴

與
解
脫
的
路
煙
，

而

9

間
時
也
指
出
了
解
脫
的

可
能
在
於
戲
論
的
械
隊
。
因
此

9

第
五
詩
頌
真
正
的
重
點
是
落
在
領
丈
裡
的
第
四
個
句
子
上
。

飽
問
做
即
隙
際
間
也

m
m忱
做
研

M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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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第
四
個
句
子
即
是
.. 

在
空
性
的
境
地
下
，
戲
論
得
以
遣
除
。
如
果
我
們
以
流
轉
蜂
起
與
還
滅
蜂
起
的

觀
點
來
看
第
五
詩
頌
，
便
可
以
見
出
此
，
中
對
於
輪
迴
與
解
脫
的
路
徑
追
索
，
其
實
是
有
著
一
個
頗
為
嚴
密
的

結
構
，
而
其
中
的
關
鍵
，
可
以
說
便
廳
於
第
四
個
句
子
裡
的
「
空
性
」
與
「
戲
論
」
這
二
個
概
念
。

青
目
在
第
四
詩
頌
的
註
解
裡
認
為
其
表
達
了
無
餘
涅
槃
的
意
思
，
而
清
辨
則
認
為
「
受
滅
則
身
滅
」
式

的
解
脫
，
乃
是
「
人
無
我
」
式
的
聲
聞
輿
緣
覺
等
二
乘
人
的
解
脫
，
吉
藏
也
以
為
由
初
頌
而
至
第
四
詩
頌
所

描
述
的
，
乃
是
聲
聞
的
解
脫
。
至
於
第
五
詩
頌
所
謂
「
入
空
戲
論
滅
」
式
的
解
脫
，
背
自
以
為
這
表
達
了
有

餘
涅
槃
的
意
思
，
而
清
辨
則
認
為
這
是
大
乘
「
法
無
我
」
式
的
特
有
的
解
脫
之
道
，
吉
藏
也
認
為
本
頌
而
至

第
十
一
詩
頌
表
達
了
菩
薩
的
解
脫
，
而
第
十
二
詩
頌
則
被
他
認
為
是
描
寫
了
緯
覺
的
解
脫
。
月
稱
則
強
烈
地

批
判
清
辨
，
而
認
為
「
入
空
戲
論
滅
」
式
的
解
脫
是
通
於
三
乘
的
。

此
外
，
更
有
趣
的
是
，
《
青
目
釋
》
與
《
無
畏
論
》
在
文
句
的
內
容
上
可
以
說
是
相
當
近
似
的
，
但
是

在
《
無
畏
論
》
裡
對
第
四
與
第
五
詩
頌
的
判
釋
，
卻
剛
好
與
《
青
目
釋
》
所
言
相
反
|
|
第
四
詩
頌
描
述
有

餘
涅
槃
'
而
第
五
詩
頌
描
述
無
餘
涅
槃
。
到
底
是
鳩
摩
羅
什
譯
錯
，
還
是
當
年
《
無
畏
論
》
的
藏
譯
者
的
無

心
之
失
，
抑
或
是
《
青
目
釋
》
與
《
無
畏
論
》
對
有
餘
涅
槃
與
無
餘
涅
槃
的
分
類
標
準
不
同
?
這
是
相
當
值

得
我
們
去
探
究
的
。

總
之
，
在
《
中
論
》
的
註
釋
傳
統
裡
，
有
關
第
五
詩
頌
的
詮
釋
自
古
以
來
便
有
著
諸
多
不
同
的
意
見
，

而
在
這
一
首
詩
頌
上
也
最
能
讓
我
們
見
出
，
不
同
的
詮
釋
處
境
便
會
有
不
同
的
頌
意
理
解
。
因
此
，
在
頌
意



的
理
解
上
，
但
只
固
守
一
家
之
言
，
有
時
也
往
往
會
讓
我
們
錯
失
了
深
入
中
觀
義
理
大
海
的
其
他
門
徑
。

鳩
摩
罐
什
「
入
空
戲
論
滅
」
一
旬
的
譯
文

9

在
藏
文
本
裡
則
譯
為
「

」
9

此

?
乃
在
於
漢
譯
本
是
以
直
譯
的
方
式
來
傳
譯
原
文
裡
的
「

」
(
自om
v
m出
泣
〈O
R
M但
明
白
)
，

以
「
且
〈
格
」
(
冒
血EB
B

豆
豆
明
白
)
的
方
式
來
譯
解
原
文
的
處
格
。

「
空
性
」
一
詞
的
處

格
形
式
，
這
種
判
讀
的
方
式
在
清
辨
《
般
若
燈
諭
》
的
長
行
詮
釋
裡
可
以
得
到
充
分
的
支
持

9

清
辨
把
此
一

詩
頌
裡
龍
樹
所
謂
的
「
空
性
」
理
解
為
「
空
性
之
智
?
而
認
為
頭
文
第
四
甸
的
意
思
是
說
:
「
在
空
性
之
智

朗
現
之
隙
，
戲
論
使
得
以
還
除
」
。
清
辨
的
這
種
誰
釋
是
相
當
具
有
特
色
的
，
他
雖
然
沒
有
像
月
桶
一

有
論
的
側
面
入
手
，

」
概
愈
9

但
卻
突
顯
出
了
此
一

」
斌
、
定
、

→
一
學
的
修
習
傳
統
裡
9

慧
觀
是
由
禪
定
的
修
習
所
生
發
出
來
的
?
而
清
辨
所
謂
「
空
柱
之
智
」
便

是
由
禪
修
空
觀
所
培
養
出
來
的
智
慧
。

〔
一
一
一
瞬
瞬
間
1
|

宜
解
脫
門
、
盤
山
岫
倆
相
糊
臨
門
與
盤
山
間
糊
解
脫
門
〕

這
種
空
觀
的
修
習
在
般
若
經
裡
是
經
常
被
提
到
的
，
它
就
是
「
三
三
味
」

三
味
」
或
「
空
解
脫
門
?
而
其
他
兩
種
三
眛
分
別
是
無
相
三
瞬
與
無
願
一
一
一
眛
。

「
三
解
脫
門
」
裡
的
「

「
空
三
眛
」
是
觀
想
「
一
切
法
空
」
或
「
一
切
法
都
無
自
性
」
的
意
思
，
此
中
阱
謂
「
空
」
或
「
無
自
性
」

唱每

「
事
物
的
存
在
乃
是
依
國
待
轉
而
無
真
實
體
性
」
的
意
思
，
這
種
三
一
昧
的
修
習
，
可
以
說
是
專
注
於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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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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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空
性
」
概
念
在
存
有
論
方
面
的
意
義
。

「
無
相
三
昧
」
是
觀
想
「
一
切
法
的
自
相
都
不
可
得
」
'
此
中
的
「
自
相
」
是
指
「
事
物
的
存
在
特
徵
或

特
質
」
的
意
思
，
而
「
不
可
得
」
是
指
「
認
識
不
到
」
的
意
思
。
這
種
三
昧
的
修
習
，
可
以
說
是
用
心
於
悟

入
「
空
性
」
概
念
在
認
識
論
方
面
的
意
義
，
也
就
是
觀
想
「
實
相
一
相
，
所
謂
無
相
，
即
是
空
相
、
寂
滅
相
」

的
意
思
。
至
於
「
無
願
三
昧
」
'
則
是
觀
想
「
一
切
法
都
是
不
得
期
盼
或
不
可
欲
求
的
對
象
」
'
這
種
三
昧
的

修
習
，
可
以
說
是
凝
神
於
省
思
「
空
性
」
概
念
在
心
理
學
方
面
的
意
義
。

在
般
若
經
裡
'
這
三
種
三
昧
的
修
習
，
旨
在
培
養
大
乘
菩
薩
道
在
實
踐
上
，
不
可
或
缺
的
無
執
著
的
精

神
，
也
就
是
所
謂
「
無
我
的
般
若
行
」
或
「
空
行
」
。

龍
樹
在
本
品
裡
從
第
一
詩
頌
而
至
第
四
詩
頌
，
由
對
「
我
」
與
「
我
所
」
的
存
有
論
與
認
識
論
的
考
察
，

以
進
於
在
意
識
哲
學
上
反
省
「
我
執
」
與
「
我
所
執
」
的
來
源
問
題
，
最
後
歸
結
出

.• 

隨
著
心
理
層
面
上
「
意

識
之
或
內
或
外
的
意
，
向
性
」
(
也
就
是
心
理
層
面
上
的
一
切
執
取
活
動
)
的
止
息
，
而
使
生
命
從
執
著
中
解
放

出
來
，
在
這
點
上
，
可
說
是
相
當
具
體
而
貼
切
地
描
述
了
「
無
願
解
脫
門
」
或
「
無
願
三
眛
」
的
修
習
過
程
。

至
於
第
五
詩
頌
，
龍
樹
透
過
「
業
與
煩
惱
的
瀰
盡
即
是
解
脫
，
而
業
與
煩
惱
是
由
思
維
分
別
而
來
，
而

思
維
分
別
是
假
借
複
雜
的
言
語
而
行
，
但
是
複
雜
的
言
語
在
空
性
之
智
朗
現
之
際
，
便
告
中
止
」
的
敘
述
，

似
乎
有
意
在
描
寫
「
空
解
脫
門
」
或
「
空
三
眛
」
的
風
光
。
修
習
空
觀
的
結
果
，
讓
我
們
發
現
到
，
原
來
我

們
對
於
「
諸
法
實
相
」
的
理
解
與
說
明
，
其
實
與
「
實
相
」
本
身
毫
不
相
干
，
而
這
些
理
解
與
說
明
不
過
只



拿一
是
思
維
分
別
與
複
雜
的
言
語
而
已
。

「
愛
上
不
該
愛
的
人
」
這
種
錯
誤
的
行
為
，
以
及
愛
憎
等
等
心
理
層
面
上
的
煩
惱
，
其
實
是
源
於
喜
歡
與

不
喜
歡
的
念
頭
而
來
，
而
喜
歡
與
不
喜
歡
的
念
頭
，
基
本
上
是
因
於
我
們
的
計
度
分
別
而
來
，
而
這
些
計
度

分
別
往
往
是
依
靠
了
內
心
世
界
裡
複
雜
的
名
言
或
意
言
的
積
澱
，
而
得
以
著
手
進
行
。
總
而
言
之
，
「
戲
論
」

指
的
就
是
複
雜
的
言
語
。
我
們
用
言
語
去
記
取
個
人
當
下
鮮
活
的
經
驗
，
用
言
語
去
追
想
已
然
逝
去
的
種
種
，

用
言
語
去
臆
測
尚
未
來
到
的
風
光
，
這
些
記
取
、
追
想
與
臆
測
之
類
的
思
維
活
動
，
都
是
假
借
著
複
雜
的
名

言
概
念
才
得
以
進
行
的
。

第
七
頌
|
|
諸
法
實
相
者

無
生
亦
無
減

、
心
行
言
語
斷

寂
滅
如
涅
槃

〔
「
言
語
斷
」
是
以
「
、
心
行
斷
」
為
其
先
決
條
件
〕

第
七
頌.• 

「
諸
法
實
相
者
，
心
行
言
語
斷
、
無
生
亦
無
滅
，
寂
滅
如
涅
槃

o

」
此
中
，
「
諸
法
實
相
」
一

語
的
梵
文
原
語
是
「
法
性
」
(
每
月

B
m

劃
)
，
它
的
意
思
是
指
事
物
存
在
的
真
實
樣
相
，
因
此
不
論
是
說
「
法

性
」
或
「
諸
法
實
相
」
在
意
思
上
並
沒
有
差
別
，
而
鳩
摩
羅
什
所
以
探
用
「
諸
法
實
相
」
一
語
來
傳
譯
「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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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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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一
方
間
可

能
是
基
恥
叫
他
個
人
對

於
「
實
相
」
一
謂
的

特
殊
備
好
(
在
本
品

?
什
公
大
量

地
使
用
了
「
實
相
」
一
詞

9

而
事

在

原
文

，
真
正
使
用
此
一
語
詞

的
地
方
只
有
第
九
詩
頌
而

巴
，
這
種
翻
譯
上
的
偏
好
，

否
直
接
影
響
了
日
後
天
台
宗
的
實

相
哲
學
，
很
值
得
進
一
步
研
究
)
，

(繪圖陳秋松)

另
一
方
面
或
有
可
能
是
基
於
五
字
成
甸
的
譯
例

才
如
此
翻
譯
的
。
此
外
，
譯
文
裡
「
寂
滅
如
涅
槃
」
的
「
寂
械
」
一
詞
也
是
原
詩
頌
中
所
沒
有
的
，

」
一
詞
的
意
思
指
心
靈
的
安
輯
、
或
平
租
)
，
則
什

公
之
增

λ
此
封
閉
或
有
可
能
是
為
了
表
示
:
「
空
三
眛
」
的
修
習
者
所
觀
見
的
諸
法
實
相
或
法
性
，
乃
是
如
涅

們
依
照
鳩
摩
羅
什
在
第
九
詩
頌
的
譯
開
來
看
(
此
中
「



「
諸
法
實
相
」

，
而
「
心
行
言
語
斷
」
以
下

(
〉σ
間
。
古Z
F
C

約
旦
首
的
丫

「
心
行
言
語
斷
?
這
不
但

諸

法
實
相
」

9

這
一
首
詩
頓
的
意
思
是
說

-, 

L一

以
「
心
行
斷
」

「
心
行
」

「
哥
一
口
詛
間
」

「
心
行
言
語
斷
」

r-、

、~

嘻會

」
而
「

一---，

由
「

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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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
此

9

觀
見
法
性
。
說
「
法

有
械
、
常
、
斷
」
一
類
的
名
一
一
一
一
口
概
念
，

，
而
「
心
行
言
語
斷
」
一
句
則
指
出
了
在
實
相
面
前
，
思
維
血
廿
一
一
一
日
語
的
活
動
根
本
無
其

用
武
之
地
，

，
好
像
那
句
話
可
以
馬
上
載
死

，
其
實
那
只
不
過
是
一
川
唯
獨
意
組
合
的
聲
音
而
已
，

，
而
與
真
實
世

「
你
長
得
好
壯
碩
!
」

「
你
看
你
9

長
得
那
麼

瞬
臨
!
」
什
麼
日
軍
「

別
」
而
已
。
人
額
的
語
言
說
是
這
種
夾
雜
了
知
、

」
?
而
「
壯
頓
」

「
分

?
問
它
在
本
質
上
便
極
易

產
生
業
與
煩
惱
。

，
就
好
比
我
們
詳
盡
地
體
讀
風
景
區
的
旅
鐘
指
南
，

而
認
為
自
己
已
然
身
歷
其
境
地
瀏
覽
過
了
真
實
的
山
水

，
我
們
看
了
之
後
也
不
會

因
此
而
飽
眼
，

二
者
之
間
是
兩
個
不
同
的
世
界

9

問
題
是
我
們
卻
經
常
把
語
言
的
世
界
認
為

，
從
前
產
生
了
諸
多
與
真
實
不
相
干
的
戲
論
。

龍
樹
在
第
七
詩
頓
透
過
「

」
而
「

」
9

由
是
而
表
出
觀
行
者
耽
際
「
寂
滅
」
的
意
講
狀

態
，
並
由
此
一

9

並
朗
現
非
生
非
滅
如
涅
槃
一
艇
的
法
性
，
這
種
方
式

其
實
與
第
五
詩
頌
的
作
法

「
空
三
眛
」

。
至
於
以
下



一「

一
相
，

L一

「
盤
山

相
三
味
」
的
記
述
。

r-、

、_J

第
九
頓
:
「
自
知
不
隨
他
，
寂
滅
無
戲
論
，
無
異
無
分
別
，
是
則
名
實
相

o

」
批
中
「
自
知
不
隨
他
」
一

旬
表
示
了
觀
見
「
實
相
」
的
唯
一
邊
徑
是
透
過
我
們
親
身
的
體
證
'
這
也
就
是
說
有
闢
實
相
的
知
識
具
有
不

可
傳
遞
的
性
質
。

一
般
說
來
，
世
間
所
謂
「
知
識
于

一
便
是
感
須
真
有
可
傳
盟
性
，

，
但
是

「
牙
疼
不
是
捕
，
痛
起
來
真
要
命
?
也
許
有
過
牙
疼
經
驗
的
人
，

電醫

會
我
想
你
大
概
也
不
會
因

晚
間
感
同
身
受
地
起
了
牙
疼
的
感
覺
吧
!
然
而
有
一
天
當
自
己
牙
疼
的
時
候
，
我
想
這
個
時
候
別
人
不
用
說

陸
關
臨
僑
辦
翩
翩wm單
晶
晶
單
聽
聽
隙
隱
臨
陣
瞬
臨

香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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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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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字
，
你
也
知
道
什
麼
是
牙
疼
了
。
對
實
相
的
掌
握
其
實
也
是
如
此
，
它
是
要
靠
個
人
親
證
的
，
而
不
是

藉
著
某
些
袖
中
秘
笈
便
能
使
人
當
下
知
悉
個
中
風
光
。

以
上
是
我
們
根

讀
摩
羅
什
的
判
讀
而

來
的
解

說

若

是
依
昭

梵

文
本
來
看

員。
在

自
知

不

隨
他

句
的
梵
文
對
應
語
裡
，
其
實
在
字
面
上
只
有
「
不
隨
他
」
的
意
思
而
沒
有
「
自
知
」
的
意
思
，
不
過
從
鳩
摩

羅
什
增
入
「
自
知
」
一
語
來
解
明
「
不
隨
他
」
的
意
思
，
我
們
可
以
看
出
他
的
用
心
乃
在
於
把
「
不
隨
他
」
的

意
思
放
在
認
識
論
的
層
面
上
來
加
以
理
解
(
藏
文
譯
本
以
「
不
從
他
者
而
知
」
來
傳
譯
這
個
語
詞
，
在
思
路

上
與
什
公
之
譯
是
相
同
的
)
，
但
是
「
不
隨
他
」
一
詞
的
梵
文
原
語
也
可
以
有
「
不
依
靠
其
他
條
件
」
(
唐
譯

本
作
「
無
他
緣
」
)
的
意
思
，
因
此
在
概
念
上
，
這
個
語
詞
也
可
以
有
其
存
有
論
上
的
意
涵
，
而
用
來
指
絕
待

便而

在獨
存立
有的
論實

巨型
格在

上這

有點

別上
恥多，

那砂
些話

依點
因顛
待似

緯於
的康
嚀德
佇所
喜空
在物

費 2
哥哥 L一

逼的

聖城
111 .b 

fÞ1 ~ 
叭。

康順
德此
所而
日 r

現此
象一
」實

與相

「
物
，
目
身
」
的
存
有
論
區
分
，
便
形
成
了
曾
經
盛
極
一
時
的
所
謂
「
絕
對
主
義
式
的
中
觀
詮
釋
?
依
照
此
一

路
數
的
詮
釋
觀
點
，
龍
樹
的
「
空
性
」
概
念
便
被
他
們
認
為
是
絕
待
而
獨
立
的
實
相
。
此
處
且
先
不
論
這
種

「
絕
對
主
義
式
的
中
觀
詮
釋
」
是
否
恰
當
，
但
是
至
少
在
有
關
這
首
詩
頌
的
譯
解
傳
統
裡
'
「
不
隨
他
」
的
意

思
顯
然
不
是
落
在
存
有
論
的
層
面
上
，
而
是
置
於
認
識
論
的
層
面
。

〔
「
無
相
三
昧
」
|
|
修
誼
一
如
的
實
相
世
界
〕



一「

」
一
詞
在
前
面
解
釋
第
七
詩
頓
時
已
經
提
過
了
，
這
個
語
繭
的
意
思
在
主
觀
方
面
是
指
心
靈
的
安

，
而
在
客
觀
方
面
是
用
來
描
述
實
相
的
寂
靜
狀
態
。

「
無
戲
論
」

戲

不
能
說
?
就
這
兩
種
譯
文
來
說

9

後
者
比
較
貼
近
梵
文
本
字
面
上
的
意
思
，
順
著
前
面
剛
提
到
的
「
無
他

緣
」
盟
(
「
自
知
不
隨

」
在
譯
讀
上
的
對
比
(
此
中
前
者
倒
重
齡
描
寫
所
觀
的
實
相
面
，
而
後
者
則
偏
向
於

描
寫
能
觀
的
心
靈
狀
態
)
，
我
們
可
以
見
出
什
公
在
這
首
詩
煩
的
解
讀
上

9

是
比
較
著
重
在
修
觀
行
者
心
聾
狀

態
的
描
雄
。
因
此
什
公
「

戲
論
」
一
甸
的
意
思
，
應
該
是
指
修
觀
行
者
在
心
靈
上
是
處
於
安
穩
平
租

的
狀
態
，
而
他
的
一
一
一
一
口
語
活
動
也
跟
著
止
息
了
，
而
這
樣
的
意
思
與
第
七
詩
頌
裡
所
謂
「
在
心
的
活
動
停
止
的

情
況
之
下
9

可
言
詮
的
對
象
使
止
息
了
下
來
」

9

基
本
上
是
相
同
的
，
都
在
表
達
修
觀
行
者
的
心
靈
是
處
於
空

」
血
(
「
戲
論
不
能
說
」
的
判
讀
，
那
就
比
較
著
重
於
所
觀
境
的
描
述
。

寂
的
狀
態
。
若
順
著
唐
譯
本
「
無

至
於
「
無
異
無
分
別
」
一
旬
，
也
可
以
有
醋
、
所
關
方
面
的
意
思
。
此
中
「

說
，
是
指
心
靈
上
沒
有
雜
然
輯
擾
的
意
向
;
而
從
所
觀
境
方
面
來
說
，
這
個
概
念
是
指
寶
梧
的
一
相
性

9

就
是
說
實
相
在
體
性
上
乃
是
純
一
一
間
，
它
並
沒
有
雜
多
的
性
質
。
「
無
分
別
」
在
能
觀
者
方
面
?

離
開
了
思
維
計
度
;
從
所
觀
境
方
面
來
看
，
是
指
實
相
並
非
思
維
分
別
的
對
象

p

」
'
就
能
觀
者
方
面
來

所
見
一
駛
而
里
顯
出
種
種
的
特
徵
(

?
這
些
特
擷
乃
是
虛
誼
妄
取
之
相
)
。
在
鹼
若
輕
的
傳
統

裡
9

「
實
相
三
眛
」
是
觀
想
「

一
粗
，
所
謂
無
粗
，
即
是
空
梅
、
寂
欄
相
」

9

從
這
個
立
場
來
看
，

嘻靜

在
第
九
詩
頌
裡
所
作
的
描
述

9

可
以
說
相
當
著
意
加
描
繪
「
無
相
三
眛
」
的
風
光
。

晶
體
翩
翩
鵲
輯
簡
單
晶
單
晶
晶
聽
器
醋
罷
喻
: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一
期
〕
民
圈
八
十
六
年
九
月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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