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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翻
譯
成
漢
文
的
佛
經

《
四
十
二
章
經
》
是
佛
教
傳
入
中
國
的
第
一
部
經
典
。
大
約
在
公
元
五
十
七
年
至
七
十
五
年
之

間
，
東
漢
明
帝
時
翻
譯
。
翻
譯
的
時
間
非
常
早
，
有
些
語
詞
跟
我
們
現
在
不
太
一
樣
。
語
言
、
文

字
是
有
機
體
，
每
個
語
詞
都
有
它
所
代
表
的
時
代
性
。

漢
明
帝
感
夢

《
四
十
二
章
經
》
進
來
中
國
，
源
於
漢
明
帝
夢
見
一
尊
神
，
那
尊
神
的
頭
上
有
一
環
光
圈
，

出
現
在
宮
殿
裡
。
第
二
天
，
他
就
跟
大
臣
描
述
這
個
夢
。
當
時
有
一
位
太
史
叫
傅
毅
︱
︱
太
史
是

在
朝
廷
裡
面
，
觀
察
天
文
地
理
或
預
卜
吉
凶
禍
福
的
官
吏
。
傅
毅
就
跟
漢
明
帝
說
，
印
度
有
一
位

得
道
的
人
，
叫
做
「
佛
」
，
他
有
神
通
，
可
以
飛
行
自
在
。
漢
明
帝
就
派
遣
秦
景
、
王
遵
等
十
二

人
到
西
方
尋
訪
佛
法
。
一
行
人
來
到
大
月
支
國
，
也
就
是
現
在
新
彊
、
中
亞
一
帶
。
他
們
在
那
裡

遇
到
了
兩
位
高
僧

｜
迦
葉
摩
騰
和
竺
法
蘭
，
他
們
邀
請
兩
位
高
僧
到
中
國
，
兩
位
高
僧
就
帶
著

《
四
十
二
章
經
》
來
到
中
國
。

漢
朝
分
成
西
漢
、
東
漢
，
漢
朝
的
開
國
是
漢
高
祖
，
東
漢
復
國
的
是
光
武
帝
。
漢
朝
國
威
強

盛
，
為
了
宣
揚
國
威
，
漢
武
帝
曾
派
遣
張
騫
出
使
西
域
；
歷
經
各
朝
經
營
，
因
而
通
往
西
域
的

「
絲
路
」
更
加
發
達
。
在
邊
疆
蠻
荒
之
處
，
誰
會
走
到
那
個
地
方
？
只
有
戍
邊
的
軍
旅
、
通
商
的

商
旅
、
或
是
傳
教
的
和
尚
會
走
到
那
裡
。
宗
教
是
跟
生
活
、
文
化
在
一
起
，
跟
商
旅
在
一
起
。
在

絲
路
這
一
條
東
西
文
化
的
交
通
要
道
上
，
商
旅
和
宗
教
人
士
來
來
去
去
，
同
時
也
把
宗
教
從
印
度

帶
到
中
國
來
。

當
時
新
疆
、
中
亞
一
帶
，
中
國
通
稱
為
「
西
域
」
，
現
在
搭
飛
機
很
快
就
能
到
達
，
在
古
代
，

這
裡
可
是
很
難
通
行
。
絲
路
開
通
後
，
東
西
往
來
逐
漸
頻
繁
，
佛
經
流
傳
到
漢
地
之
前
，
已
經
在

西
域
很
多
地
區
流
傳
，
使
用
很
多
地
方
語
言
，
不
是
梵
語
，
不
是
巴
利
語
，
而
是
中
亞
的
語
言
。

白
馬
馱
經

佛
教
傳
入
中
國
是
用
和
平
的
方
式
，
而
且
是
被
請
進
來
的
，
有
些
經
典
用
白
馬
馱
進
來
，
稱
為

釋
悟
因佛
說
四
十
二
章
經
的
啟
示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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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翻
譯
成
漢
文
的
佛
經

《
四
十
二
章
經
》
是
佛
教
傳
入
中
國
的
第
一
部
經
典
。
大
約
在
公
元
五
十
七
年
至
七
十
五
年
之

間
，
東
漢
明
帝
時
翻
譯
。
翻
譯
的
時
間
非
常
早
，
有
些
語
詞
跟
我
們
現
在
不
太
一
樣
。
語
言
、
文

字
是
有
機
體
，
每
個
語
詞
都
有
它
所
代
表
的
時
代
性
。

漢
明
帝
感
夢

《
四
十
二
章
經
》
進
來
中
國
，
源
於
漢
明
帝
夢
見
一
尊
神
，
那
尊
神
的
頭
上
有
一
環
光
圈
，

出
現
在
宮
殿
裡
。
第
二
天
，
他
就
跟
大
臣
描
述
這
個
夢
。
當
時
有
一
位
太
史
叫
傅
毅
︱
︱
太
史
是

在
朝
廷
裡
面
，
觀
察
天
文
地
理
或
預
卜
吉
凶
禍
福
的
官
吏
。
傅
毅
就
跟
漢
明
帝
說
，
印
度
有
一
位

得
道
的
人
，
叫
做
「
佛
」
，
他
有
神
通
，
可
以
飛
行
自
在
。
漢
明
帝
就
派
遣
秦
景
、
王
遵
等
十
二

人
到
西
方
尋
訪
佛
法
。
一
行
人
來
到
大
月
支
國
，
也
就
是
現
在
新
彊
、
中
亞
一
帶
。
他
們
在
那
裡

遇
到
了
兩
位
高
僧

｜
迦
葉
摩
騰
和
竺
法
蘭
，
他
們
邀
請
兩
位
高
僧
到
中
國
，
兩
位
高
僧
就
帶
著

《
四
十
二
章
經
》
來
到
中
國
。

漢
朝
分
成
西
漢
、
東
漢
，
漢
朝
的
開
國
是
漢
高
祖
，
東
漢
復
國
的
是
光
武
帝
。
漢
朝
國
威
強

盛
，
為
了
宣
揚
國
威
，
漢
武
帝
曾
派
遣
張
騫
出
使
西
域
；
歷
經
各
朝
經
營
，
因
而
通
往
西
域
的

「
絲
路
」
更
加
發
達
。
在
邊
疆
蠻
荒
之
處
，
誰
會
走
到
那
個
地
方
？
只
有
戍
邊
的
軍
旅
、
通
商
的

商
旅
、
或
是
傳
教
的
和
尚
會
走
到
那
裡
。
宗
教
是
跟
生
活
、
文
化
在
一
起
，
跟
商
旅
在
一
起
。
在

絲
路
這
一
條
東
西
文
化
的
交
通
要
道
上
，
商
旅
和
宗
教
人
士
來
來
去
去
，
同
時
也
把
宗
教
從
印
度

帶
到
中
國
來
。

當
時
新
疆
、
中
亞
一
帶
，
中
國
通
稱
為
「
西
域
」
，
現
在
搭
飛
機
很
快
就
能
到
達
，
在
古
代
，

這
裡
可
是
很
難
通
行
。
絲
路
開
通
後
，
東
西
往
來
逐
漸
頻
繁
，
佛
經
流
傳
到
漢
地
之
前
，
已
經
在

西
域
很
多
地
區
流
傳
，
使
用
很
多
地
方
語
言
，
不
是
梵
語
，
不
是
巴
利
語
，
而
是
中
亞
的
語
言
。

白
馬
馱
經

佛
教
傳
入
中
國
是
用
和
平
的
方
式
，
而
且
是
被
請
進
來
的
，
有
些
經
典
用
白
馬
馱
進
來
，
稱
為

【春風化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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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馬
馱
經
」
。
他
們
把
經
典
放
在
敦
煌
洞
窟
裡
面
保
藏
，
稱
為
第
十
四
石
函
，
同
時
也
建
立
塔

寺
。
「
塔
」
在
台
灣
用
來
放
骨
灰
，
在
印
度
是
供
奉
佛
陀
、
聖
人
以
及
神
明
的
地
方
。
佛
教
傳
入

是
印
度
與
中
國
的
文
化
交
流
、
相
互
撞
擊
；
近
代
西
方
文
化
進
入
中
國
，
也
是
一
種
文
化
的
相
互

撞
擊
，
但
那
是
八
國
聯
軍
用
大
炮
撞
進
來
的
。

宗
教
，
是
一
種
信
仰
，
一
方
面
是
一
種
生
活
型
態
；
宗
教
的
傳
播
，
是
生
活
與
文
化
型
態
的
相

互
融
通
及
撞
擊
。
漢
傳
佛
教
就
這
樣
從
印
度
傳
到
中
國
。
又
傳
到
韓
國
，
再
從
韓
國
輾
轉
傳
到
日

本
，
也
傳
到
越
南
等
處
。

中
國
很
重
視
經
卷
文
本
，
因
為
這
是
修
行
的
依
據
。
《
四
十
二
章
經
》
就
安
置
在
洛
陽
白
馬

寺
。
在
兩
位
高
僧
還
沒
進
入
中
國
以
前
，
中
國
的
「
寺
」
是
招
待
外
國
貴
賓
的
地
方
，
長
安
、
洛

陽
都
有
這
種
地
方
。
兩
位
高
僧
來
到
中
國
時
，
先
是
招
待
住
在
鴻
臚
寺
，
後
來
因
為
翻
譯
的
需

要
，
漢
明
帝
特
地
建
白
馬
寺
安
頓
他
們
，
也
讓
他
們
安
心
翻
譯
。

迦
葉
摩
騰
和
竺
法
蘭
初
到
中
國
，
要
使
用
漢
文
，
應
該
不
是
容
易
的
。
在
早
期
，
佛
典
翻
譯
常

是
動
用
國
家
的
力
量
，
聘
請
菁
英
來
主
事
，
稱
為
「
譯
場
」
。
翻
譯
時
，
主
譯
者
講
一
句
，
解
釋

這
句
經
文
的
意
思
，
讓
大
家
了
解
；
「
筆
授
」
才
用
漢
文
寫
下
來
。
所
以
，
翻
譯
的
工
作
真
的
很

不
容
易
。
這
兩
位
高
僧
是
把
佛
教
從
印
度
、
中
亞
傳
入
中
國
的
第
一
人
，
所
以
，
在
《
高
僧
傳
》

裡
排
在
最
前
面
。

翻
譯
的
版
本
、
體
裁
及
流
傳

《
四
十
二
章
經
》
的
版
本
有
三
種
：
第
一
種
是
高
麗
藏
本
，
就
是
高
麗
版
的
《
大
藏
經
》
；

另
一
種
是
宋
朝
的
真
宗
註
本
；
第
三
種
是
宋
朝
的
守
遂
註
本
。
我
們
現
在
使
用
的
是
宋
朝
守
遂
註

本
。
此
經
本
是
宋
朝
一
位
守
遂
沙
門
作
註
的
版
本
，
收
於
《
卍
續
藏
》
第
三
十
七
冊
。

宋
朝
開
始
使
用
活
字
版
印
刷
。
為
了
弘
法
，
佛
教
經
典
的
傳
播
，
是
最
早
應
用
自
動
化
、
工

業
技
術
的
。
早
期
用
毛
筆
、
竹
簡
，
書
寫
的
數
量
少
，
流
通
的
速
度
慢
。
使
用
鉛
字
排
版
，
就
能

大
量
印
刷
，
傳
播
較
廣
。
但
刻
字
的
人
是
一
般
技
術
工
，
不
是
研
讀
經
典
的
老
法
師
，
也
不
是
大

學
者
，
就
會
出
現
「
手
民
誤
植
」
，
也
就
是
刻
錯
字
的
情
況
。
字
刻
錯
了
怎
麼
辦
？
古
代
不
像

現
在
使
用
電
腦
，
打
錯
字
，
可
以
刪
除
重
來
；
字
版
刻
錯
了
，
不
能
刪
掉
，
就
原
樣
保
留
下
來
。

所
以
，
我
們
閱
讀
《
大
藏
經
》
時
，
會
發
現
有
些
錯
別
字
。
歷
代
重
刻
時
進
行
校
對
，
就
在
經
文

的
下
方
訂
正
；
有
的
字
，
在
各
個
朝
代
有
不
同
的
用
法
，
都
會
一
一
保
留
。
如
果
隨
心
所
欲
地
訂

正
，
最
後
經
典
會
失
去
原
貌
。
看
到
經
典
裡
有
不
同
的
經
典
文
字
時
，
要
學
習
校
勘
，
不
可
隨
意

塗
改
。
這
也
是
學
習
的
一
課
。

《
四
十
二
章
經
》
在
漢
朝
翻
譯
之
後
，
三
國
時
代
的
吳
國
支
謙
也
翻
譯
過
。
在
文
字
傳
播
不
是

大
量
流
通
的
時
代
，
譯
者
拿
到
的
，
有
時
候
不
是
全
文
，
只
有
部
分
；
再
譯
時
，
可
能
與
原
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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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馬
馱
經
」
。
他
們
把
經
典
放
在
敦
煌
洞
窟
裡
面
保
藏
，
稱
為
第
十
四
石
函
，
同
時
也
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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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
「
塔
」
在
台
灣
用
來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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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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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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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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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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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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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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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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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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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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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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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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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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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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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卷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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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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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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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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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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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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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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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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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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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有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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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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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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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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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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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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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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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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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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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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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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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
明
帝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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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
他
們
，
也
讓
他
們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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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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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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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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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文
，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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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易
的
。
在
早
期
，
佛
典
翻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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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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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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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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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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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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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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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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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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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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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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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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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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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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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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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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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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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容
易
。
這
兩
位
高
僧
是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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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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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高
麗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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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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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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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
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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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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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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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種
是
宋
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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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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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種
是
宋
朝
的
守
遂
註
本
。
我
們
現
在
使
用
的
是
宋
朝
守
遂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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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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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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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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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守
遂
沙
門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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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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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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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卍
續
藏
》
第
三
十
七
冊
。

宋
朝
開
始
使
用
活
字
版
印
刷
。
為
了
弘
法
，
佛
教
經
典
的
傳
播
，
是
最
早
應
用
自
動
化
、
工

業
技
術
的
。
早
期
用
毛
筆
、
竹
簡
，
書
寫
的
數
量
少
，
流
通
的
速
度
慢
。
使
用
鉛
字
排
版
，
就
能

大
量
印
刷
，
傳
播
較
廣
。
但
刻
字
的
人
是
一
般
技
術
工
，
不
是
研
讀
經
典
的
老
法
師
，
也
不
是
大

學
者
，
就
會
出
現
「
手
民
誤
植
」
，
也
就
是
刻
錯
字
的
情
況
。
字
刻
錯
了
怎
麼
辦
？
古
代
不
像

現
在
使
用
電
腦
，
打
錯
字
，
可
以
刪
除
重
來
；
字
版
刻
錯
了
，
不
能
刪
掉
，
就
原
樣
保
留
下
來
。

所
以
，
我
們
閱
讀
《
大
藏
經
》
時
，
會
發
現
有
些
錯
別
字
。
歷
代
重
刻
時
進
行
校
對
，
就
在
經
文

的
下
方
訂
正
；
有
的
字
，
在
各
個
朝
代
有
不
同
的
用
法
，
都
會
一
一
保
留
。
如
果
隨
心
所
欲
地
訂

正
，
最
後
經
典
會
失
去
原
貌
。
看
到
經
典
裡
有
不
同
的
經
典
文
字
時
，
要
學
習
校
勘
，
不
可
隨
意

塗
改
。
這
也
是
學
習
的
一
課
。

《
四
十
二
章
經
》
在
漢
朝
翻
譯
之
後
，
三
國
時
代
的
吳
國
支
謙
也
翻
譯
過
。
在
文
字
傳
播
不
是

大
量
流
通
的
時
代
，
譯
者
拿
到
的
，
有
時
候
不
是
全
文
，
只
有
部
分
；
再
譯
時
，
可
能
與
原
來
的

【春風化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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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譯
混
在
一
起
。
所
以
，
有
學
者
認
為
《
四
十
二
章
經
》
的
譯
本
不
絕
對
是
迦
葉
摩
騰
和
竺
法
蘭

兩
位
翻
譯
的
，
也
並
非
純
粹
是
支
謙
翻
譯
。
這
些
都
還
有
待
商
榷
。

此
外
，
《
四
十
二
章
經
》
在
藏
經
的
歸
類
也
不
同
。
單
行
本
有
的
歸
類
於
經
集
部
或
方
等
部
；

有
的
歸
類
在
涅
槃
部
。
這
些
不
同
的
分
類
，
是
有
其
時
代
背
景
。
例
如
，
歸
類
到
涅
槃
部
，
與

近
代
對
中
國
佛
教
貢
獻
很
大
的
「
金
陵
刻
經
處
」
有
關
。
中
國
佛
教
歷
經
宋
、
元
、
明
、
清
各

朝
，
以
至
民
國
初
年
，
國
家
社
會
戰
亂
頻
仍
，
佛
教
經
典
佚
失
很
多
，
於
是
有
大
德
在
金
陵
設
立

了
刻
經
處
︵
即
南
京
刻
經
處
︶
，
慢
慢
地
將
佛
教
經
典
從
國
外
找
回
來
刊
行
。
當
他
們
重
新
校

訂
《
四
十
二
章
經
》
時
，
便
與
《
八
大
人
覺
經
》
、
《
佛
遺
教
經
》
合
刊
發
行
，
稱
為
「
遺
教
三

經
」
。
遺
教
三
經
的
合
刊
很
受
歡
迎
，
成
為
民
國
初
年
以
來
學
佛
必
讀
的
入
門
書
。
因
為
合
刊
的

緣
故
，
於
是
有
人
就
把
《
四
十
二
章
經
》
歸
到
涅
槃
部
。

佛
教
從
漢
朝
傳
入
中
國
，
一
直
到
唐
朝
更
加
地
中
國
化
。
隋
唐
時
期
，
中
國
佛
教
的
八
宗
興

起
，
禪
宗
是
八
宗
之
一
。
梁
武
帝
時
，
達
摩
初
祖
來
到
中
國
，
傳
到
六
祖
慧
能
，
一
花
開
五
葉
，

使
得
禪
門
大
盛
。
禪
門
弟
子
除
了
傳
誦
六
祖
大
師
的
禪
修
方
法
，
也
研
讀
《
四
十
二
章
經
》
。
宋

朝
以
後
，
《
四
十
二
章
經
》
成
為
禪
宗
的
日
用
經
典
，
可
說
是
人
手
一
冊
，
禪
門
必
讀
。

關
於
《
四
十
二
章
經
》
的
體
裁
，
是
從
佛
經
裡
一
段
一
段
、
一
則
一
則
摘
錄
收
集
而
成
。
全
經

共
四
十
二
章
，
文
體
簡
潔
不
冗
長
。
內
容
包
括
原
始
佛
教
和
大
乘
佛
教
，
涵
蓋
佛
法
的
大
綱
。
特

色
是
強
調
實
踐
，
經
文
精
簡
扼
要
，
掌
握
了
佛
教
最
主
要
的
內
容
。

譯
者
：
高
僧
的
故
事

本
經
譯
者
迦
葉
摩
騰
和
竺
法
蘭
，
他
們
是
中
印
度
人
，
遊
行
到
中
亞
，
這
才
被
漢
明
帝
的
大
使

延
請
到
中
國
，
後
來
兩
位
都
卒
於
洛
陽
。
當
佛
教
傳
入
中
國
，
道
教
也
在
中
國
興
起
。
看
到
佛
教

被
皇
帝
朝
廷
重
視
，
道
教
的
道
士
就
指
稱
佛
教
是
外
來
邪
說
，
請
皇
帝
嚴
禁
佛
教
。
皇
帝
設
壇
讓

雙
方
鬥
法
。
道
士
使
用
奇
門
遁
甲
、
畫
符
令
；
而
兩
位
高
僧
只
是
打
坐
。
彼
此
的
經
典
就
擺
在
桌

子
上
，
端
看
雙
方
各
顯
神
通
。
結
果
道
教
的
科
儀
起
火
燒
掉
，
佛
經
則
安
然
地
在
桌
上
放
光
。

一
個
宗
教
傳
入
陌
生
的
地
方
，
有
時
不
是
先
宣
揚
教
理
，
而
是
先
展
現
特
殊
的
不
同
之
處
，
此

時
常
常
會
顯
現
神
蹟
、
神
通
。
但
是
佛
陀
不
讓
弟
子
顯
神
通
，
因
為
神
通
不
能
解
決
根
本
問
題
。

佛
教
能
夠
在
中
國
扎
根
、
普
及
，
是
很
多
大
德
的
努
力
，
他
們
前
仆
後
繼
，
不
斷
地
譯
經
，
不
斷

地
播
撒
種
子
。
他
們
一
方
面
掌
握
佛
教
的
根
本
關
懷
，
另
一
方
面
對
漢
地
不
同
的
文
化
、
不
同
的

語
言
文
字
、
不
同
的
生
活
習
慣
，
提
出
融
攝
的
、
貫
通
的
，
既
要
契
理
也
要
契
機
的
看
法
和
修

正
，
逐
漸
開
啟
這
一
方
人
們
的
信
心
之
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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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題
及
序
分

世
尊
成
道
已
。
作
是
思
惟
：
離
欲
寂
靜
，
是
最
為
勝
，
住
大
禪
定
，
降
諸
魔
道
。
於
鹿
野
苑

中
轉
四
諦
法
輪
，
度
憍
陳
如
等
五
人
而
證
道
果
。
復
有
比
丘
所
說
諸
疑
，
求
佛
進
止
；
世
尊
教
敕

一
一
開
悟
，
合
掌
敬
諾
而
順
尊
敕
。

上
文
是
《
四
十
二
章
》
序
言
，
稱
為
「
序
分
」
。
佛
經
內
文
都
有
序
分
、
正
宗
分
、
流
通
分
。

正
宗
分
是
經
文
最
核
心
的
教
示
；
流
通
分
是
流
通
狀
況
；
序
分
是
打
開
序
幕
，
說
明
這
部
經
的
教

法
流
出
、
發
起
的
緣
起
。

本
經
的
序
言
又
分
成
三
小
段
，
第
一
小
段
從
「
世
尊
成
道
已
」
，
到
「
住
大
禪
定
，
降
諸
魔

道
」
，
這
段
在
說
明
教
法
的
源
頭
。
本
經
的
教
法
從
哪
個
源
頭
流
出
？
從
教
主
釋
迦
牟
尼
佛
在
菩

提
樹
下
成
道
、
思
惟
而
來
。

「
離
欲
寂
靜
，
是
最
為
勝
」
，
就
是
教
主
體
證
涅
槃
、
證
悟
滅
諦
。
此
時
身
心
平
穩
、
自
在
、

解
脫
，
煩
惱
不
再
，
這
是
最
殊
勝
的
、
最
究
竟
的
離
欲
寂
靜
。
佛
陀
成
道
之
後
，
他
可
以
進
入
涅

槃
，
自
己
享
受
涅
槃
寂
靜
的
境
界
。
但
是
佛
陀
思
惟
：
修
行
辛
苦
，
成
道
不
易
，
住
大
禪
定
，
降

諸
魔
道
，
辛
苦
所
為
何
來
？
並
不
是
為
了
自
己
享
用
，
而
是
還
要
將
所
證
得
的
真
理
與
眾
生
分

享
，
讓
他
人
也
能
得
利
益
，
得
解
脫
。

「
住
大
禪
定
，
降
諸
魔
道
」
，
就
是
修
行
道
諦
。
禪
定
是
修
道
的
一
個
步
驟
，
不
管
是
禪
定
、

持
戒
、
念
佛
…
…
，
這
些
都
是
道
諦
。
整
個
歷
程
是
修
道
諦
、
證
滅
諦
。
要
降
伏
魔
王
、
魔
子
魔

孫
，
然
後
才
成
道
果
。
成
道
之
前
，
所
有
的
挫
折
、
考
驗
、
折
磨
等
所
有
的
苦
，
這
叫
魔
道
，
也

就
是
苦
諦
、
集
諦
。
所
有
的
修
道
，
是
為
了
要
把
苦
看
清
楚
，
知
道
苦
迫
的
原
因
。
那
些
糾
纏
我

們
、
侵
害
我
們
，
甚
至
讓
我
們
產
生
邪
惡
的
就
是
「
魔
」
；
魔
不
是
外
在
的
東
西
，
不
是
另
外
有

一
個
魔
，
自
己
的
「
心
魔
」
是
最
恐
怖
、
最
難
安
頓
的
。
真
正
的
苦
、
苦
迫
的
原
因
，
是
自
己
的

身
心
不
能
自
在
。
心
魔
藏
在
生
命
的
核
心
處
，
所
以
，
修
行
道
諦
不
是
對
付
外
面
的
敵
人
，
而
是

要
先
知
道
自
己
內
在
的
干
擾
，
並
學
習
怎
樣
安
頓
。

《
四
十
二
章
經
》
是
世
間
成
就
、
或
者
出
世
間
成
就
一
定
要
讀
的
一
本
經
。
每
一
個
人
都
很
想

成
就
一
番
事
業
，
這
是
世
間
的
成
就
。
我
們
修
出
世
間
道
的
人
，
更
希
望
成
就
。
但
是
，
成
就
道

果
是
有
方
法
的
。
如
果
光
是
對
付
外
面
的
敵
人
，
就
只
在
外
面
一
直
轉
，
會
走
很
多
迂
迴
的
路
。

要
到
達
目
的
地
，
是
有
方
法
的
。
就
像
從
台
北
到
高
雄
，
怎
樣
搭
車
比
較
快
？
有
直
捷
迅
速
的
交

通
工
具
，
目
前
是
高
鐵
最
快
。
《
四
十
二
章
經
》
，
儘
管
看
起
來
字
不
多
，
它
教
導
的
是
一
條
最

簡
捷
的
道
路
。
所
以
，
序
文
中
，
佛
陀
開
宗
明
義
說
明
：
他
如
何
到
達
那
離
欲
寂
靜
的
勝
地
，
他

是
「
住
大
禪
定
，
降
諸
魔
道
」
。
佛
陀
是
這
樣
一
路
走
過
來
的
！
我
們
現
在
所
聽
聞
的
佛
法
，
就

是
從
佛
陀
這
樣
的
修
道
、
證
悟
所
流
出
來
的
。
這
就
是
法
的
源
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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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題
及
序
分

世
尊
成
道
已
。
作
是
思
惟
：
離
欲
寂
靜
，
是
最
為
勝
，
住
大
禪
定
，
降
諸
魔
道
。
於
鹿
野
苑

中
轉
四
諦
法
輪
，
度
憍
陳
如
等
五
人
而
證
道
果
。
復
有
比
丘
所
說
諸
疑
，
求
佛
進
止
；
世
尊
教
敕

一
一
開
悟
，
合
掌
敬
諾
而
順
尊
敕
。

上
文
是
《
四
十
二
章
》
序
言
，
稱
為
「
序
分
」
。
佛
經
內
文
都
有
序
分
、
正
宗
分
、
流
通
分
。

正
宗
分
是
經
文
最
核
心
的
教
示
；
流
通
分
是
流
通
狀
況
；
序
分
是
打
開
序
幕
，
說
明
這
部
經
的
教

法
流
出
、
發
起
的
緣
起
。

本
經
的
序
言
又
分
成
三
小
段
，
第
一
小
段
從
「
世
尊
成
道
已
」
，
到
「
住
大
禪
定
，
降
諸
魔

道
」
，
這
段
在
說
明
教
法
的
源
頭
。
本
經
的
教
法
從
哪
個
源
頭
流
出
？
從
教
主
釋
迦
牟
尼
佛
在
菩

提
樹
下
成
道
、
思
惟
而
來
。

「
離
欲
寂
靜
，
是
最
為
勝
」
，
就
是
教
主
體
證
涅
槃
、
證
悟
滅
諦
。
此
時
身
心
平
穩
、
自
在
、

解
脫
，
煩
惱
不
再
，
這
是
最
殊
勝
的
、
最
究
竟
的
離
欲
寂
靜
。
佛
陀
成
道
之
後
，
他
可
以
進
入
涅

槃
，
自
己
享
受
涅
槃
寂
靜
的
境
界
。
但
是
佛
陀
思
惟
：
修
行
辛
苦
，
成
道
不
易
，
住
大
禪
定
，
降

諸
魔
道
，
辛
苦
所
為
何
來
？
並
不
是
為
了
自
己
享
用
，
而
是
還
要
將
所
證
得
的
真
理
與
眾
生
分

享
，
讓
他
人
也
能
得
利
益
，
得
解
脫
。

「
住
大
禪
定
，
降
諸
魔
道
」
，
就
是
修
行
道
諦
。
禪
定
是
修
道
的
一
個
步
驟
，
不
管
是
禪
定
、

持
戒
、
念
佛
…
…
，
這
些
都
是
道
諦
。
整
個
歷
程
是
修
道
諦
、
證
滅
諦
。
要
降
伏
魔
王
、
魔
子
魔

孫
，
然
後
才
成
道
果
。
成
道
之
前
，
所
有
的
挫
折
、
考
驗
、
折
磨
等
所
有
的
苦
，
這
叫
魔
道
，
也

就
是
苦
諦
、
集
諦
。
所
有
的
修
道
，
是
為
了
要
把
苦
看
清
楚
，
知
道
苦
迫
的
原
因
。
那
些
糾
纏
我

們
、
侵
害
我
們
，
甚
至
讓
我
們
產
生
邪
惡
的
就
是
「
魔
」
；
魔
不
是
外
在
的
東
西
，
不
是
另
外
有

一
個
魔
，
自
己
的
「
心
魔
」
是
最
恐
怖
、
最
難
安
頓
的
。
真
正
的
苦
、
苦
迫
的
原
因
，
是
自
己
的

身
心
不
能
自
在
。
心
魔
藏
在
生
命
的
核
心
處
，
所
以
，
修
行
道
諦
不
是
對
付
外
面
的
敵
人
，
而
是

要
先
知
道
自
己
內
在
的
干
擾
，
並
學
習
怎
樣
安
頓
。

《
四
十
二
章
經
》
是
世
間
成
就
、
或
者
出
世
間
成
就
一
定
要
讀
的
一
本
經
。
每
一
個
人
都
很
想

成
就
一
番
事
業
，
這
是
世
間
的
成
就
。
我
們
修
出
世
間
道
的
人
，
更
希
望
成
就
。
但
是
，
成
就
道

果
是
有
方
法
的
。
如
果
光
是
對
付
外
面
的
敵
人
，
就
只
在
外
面
一
直
轉
，
會
走
很
多
迂
迴
的
路
。

要
到
達
目
的
地
，
是
有
方
法
的
。
就
像
從
台
北
到
高
雄
，
怎
樣
搭
車
比
較
快
？
有
直
捷
迅
速
的
交

通
工
具
，
目
前
是
高
鐵
最
快
。
《
四
十
二
章
經
》
，
儘
管
看
起
來
字
不
多
，
它
教
導
的
是
一
條
最

簡
捷
的
道
路
。
所
以
，
序
文
中
，
佛
陀
開
宗
明
義
說
明
：
他
如
何
到
達
那
離
欲
寂
靜
的
勝
地
，
他

是
「
住
大
禪
定
，
降
諸
魔
道
」
。
佛
陀
是
這
樣
一
路
走
過
來
的
！
我
們
現
在
所
聽
聞
的
佛
法
，
就

是
從
佛
陀
這
樣
的
修
道
、
證
悟
所
流
出
來
的
。
這
就
是
法
的
源
頭
！

【春風化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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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鹿
野
苑
中
轉
四
諦
法
輪
，
度
憍
陳
如
等
五
人
而
證
道
果
。
」
佛
陀
在
人
間
說
法
的
第
一
個

地
方
，
就
在
鹿
野
苑
，
最
先
說
的
法
是
四
聖
諦
，
而
最
先
得
度
的
是
憍
陳
如
等
五
人
，
也
稱
為
五

比
丘
，
他
們
是
佛
陀
在
苦
行
林
修
道
時
的
同
參
道
友
。
五
比
丘
聞
四
聖
諦
法
之
後
就
證
得
道
果
。

佛
法
流
布
在
世
間
是
真
理
，
五
比
丘
的
聞
法
證
悟
是
最
好
的
證
明
，
它
就
像
科
學
實
驗
一
樣
，
可

以
複
製
、
驗
證
。
他
們
從
佛
陀
的
教
導
示
現
中
承
接
了
這
一
份
光
明
，
這
就
是
轉
法
輪
。
佛
陀
成

道
以
後
，
他
不
是
進
入
涅
槃
，
自
己
享
受
寂
靜
安
穩
，
而
是
走
向
人
間
轉
法
輪
。
「
轉
法
輪
」
，

佛
法
進
入
中
國
的
第
一
部
經
典
，
就
這
樣
展
示
在
人
們
面
前
。

「
復
有
比
丘
所
說
諸
疑
，
求
佛
進
止
；
世
尊
教
敕
一
一
開
悟
，
合
掌
敬
諾
而
順
尊
敕
。
」
接

著
有
比
丘
內
心
還
有
疑
惑
，
請
問
佛
陀
應
該
怎
麼
做
；
「
求
佛
進
止
」
，
請
求
佛
陀
定
奪
，
為
大

家
釋
疑
。
他
們
當
時
提
出
的
疑
問
以
及
佛
陀
的
指
導
，
成
為
世
世
代
代
問
題
的
解
答
。
經
文
提
到

「
有
比
丘
」
提
出
疑
問
，
好
像
只
有
比
丘
提
問
，
沒
有
比
丘
尼
、
居
士
的
份
。
其
實
佛
經
常
以
比

丘
概
括
一
切
比
丘
、
比
丘
尼
、
沙
彌
、
沙
彌
尼
、
式
叉
摩
那
、
優
婆
塞
、
優
婆
夷
等
七
眾
弟
子
。

因
為
在
佛
陀
所
有
的
弟
子
之
中
，
比
丘
是
最
早
度
化
的
，
比
丘
排
在
七
眾
弟
子
之
首
。
比
丘
應
該

知
道
的
，
其
他
人
更
應
該
要
知
道
。

以
上
三
小
段
合
起
來
就
是
序
文
。
這
些
序
文
，
與
一
般
經
典
序
文
的
鋪
陳
不
太
一
樣
。
例
如

《
阿
彌
陀
經
》
的
序
文
，
如
是
我
聞
，
一
時
佛
在
什
麼
地
方
，
與
會
有
誰
在
，
由
某
人
起
來
請

問
。
《
四
十
二
章
經
》
雖
然
沒
有
這
樣
鋪
陳
，
事
實
上
也
具
足
這
些
，
只
是
型
式
不
太
一
樣
。

以
下
進
入
正
宗
分
，
分
成
四
十
二
章
逐
一
說
明
。

第
一
章 

出
家
證
果

佛
言
：
辭
親
出
家
，
識
心
達
本
，
解
無
為
法
，
名
曰
沙
門
。
常
行
二
百
五
十
戒
，
進
止
清
淨
，

為
四
真
道
行
，
成
阿
羅
漢
。
阿
羅
漢
者
，
能
飛
行
變
化
，
曠
劫
壽
命
，
住
動
天
地
。
次
為
阿
那

含
，
阿
那
含
者
，
壽
終
靈
神
，
上
十
九
天
，
證
阿
羅
漢
。
次
為
斯
陀
含
，
斯
陀
含
者
，
一
上
一

還
，
即
得
阿
羅
漢
。
次
為
須
陀
洹
，
須
陀
洹
者
，
七
死
七
生
，
便
證
阿
羅
漢
。
愛
欲
斷
者
，
如
四

肢
斷
，
不
復
用
之
。

「
辭
親
出
家
，
識
心
達
本
，
解
無
為
法
，
名
曰
沙
門
。
」
沙
門
，
在
印
度
是
出
家
人
的
通
稱
。

出
家
人
不
是
只
有
佛
教
的
，
還
有
其
他
宗
教
的
出
家
修
行
者
。
佛
世
當
時
，
印
度
除
了
傳
統
的
主

流
婆
羅
門
教
，
有
所
謂
「
六
師
外
道
」
，
此
外
道
的
「
外
」
，
是
指
當
時
很
多
優
秀
的
宗
教
師
，

對
婆
羅
門
的
教
義
、
主
張
、
修
法
提
出
質
疑
、
挑
戰
。
這
些
反
對
婆
羅
門
的
各
宗
各
派
的
修
行

者
，
都
叫
做
沙
門
。
佛
教
也
是
當
時
的
沙
門
團
之
一
。

六
師
外
道
也
都
是
很
有
修
行
的
修
行
人
，
只
是
有
些
教
義
很
奇
特
。
例
如
苦
行
外
道
，
他
修
雞

戒
、
狗
戒
，
學
習
雞
、
狗
的
行
為
作
為
個
人
的
修
持
。
有
一
次
，
他
問
佛
陀
：
他
如
此
修
行
，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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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鹿
野
苑
中
轉
四
諦
法
輪
，
度
憍
陳
如
等
五
人
而
證
道
果
。
」
佛
陀
在
人
間
說
法
的
第
一
個

地
方
，
就
在
鹿
野
苑
，
最
先
說
的
法
是
四
聖
諦
，
而
最
先
得
度
的
是
憍
陳
如
等
五
人
，
也
稱
為
五

比
丘
，
他
們
是
佛
陀
在
苦
行
林
修
道
時
的
同
參
道
友
。
五
比
丘
聞
四
聖
諦
法
之
後
就
證
得
道
果
。

佛
法
流
布
在
世
間
是
真
理
，
五
比
丘
的
聞
法
證
悟
是
最
好
的
證
明
，
它
就
像
科
學
實
驗
一
樣
，
可

以
複
製
、
驗
證
。
他
們
從
佛
陀
的
教
導
示
現
中
承
接
了
這
一
份
光
明
，
這
就
是
轉
法
輪
。
佛
陀
成

道
以
後
，
他
不
是
進
入
涅
槃
，
自
己
享
受
寂
靜
安
穩
，
而
是
走
向
人
間
轉
法
輪
。
「
轉
法
輪
」
，

佛
法
進
入
中
國
的
第
一
部
經
典
，
就
這
樣
展
示
在
人
們
面
前
。

「
復
有
比
丘
所
說
諸
疑
，
求
佛
進
止
；
世
尊
教
敕
一
一
開
悟
，
合
掌
敬
諾
而
順
尊
敕
。
」
接

著
有
比
丘
內
心
還
有
疑
惑
，
請
問
佛
陀
應
該
怎
麼
做
；
「
求
佛
進
止
」
，
請
求
佛
陀
定
奪
，
為
大

家
釋
疑
。
他
們
當
時
提
出
的
疑
問
以
及
佛
陀
的
指
導
，
成
為
世
世
代
代
問
題
的
解
答
。
經
文
提
到

「
有
比
丘
」
提
出
疑
問
，
好
像
只
有
比
丘
提
問
，
沒
有
比
丘
尼
、
居
士
的
份
。
其
實
佛
經
常
以
比

丘
概
括
一
切
比
丘
、
比
丘
尼
、
沙
彌
、
沙
彌
尼
、
式
叉
摩
那
、
優
婆
塞
、
優
婆
夷
等
七
眾
弟
子
。

因
為
在
佛
陀
所
有
的
弟
子
之
中
，
比
丘
是
最
早
度
化
的
，
比
丘
排
在
七
眾
弟
子
之
首
。
比
丘
應
該

知
道
的
，
其
他
人
更
應
該
要
知
道
。

以
上
三
小
段
合
起
來
就
是
序
文
。
這
些
序
文
，
與
一
般
經
典
序
文
的
鋪
陳
不
太
一
樣
。
例
如

《
阿
彌
陀
經
》
的
序
文
，
如
是
我
聞
，
一
時
佛
在
什
麼
地
方
，
與
會
有
誰
在
，
由
某
人
起
來
請

問
。
《
四
十
二
章
經
》
雖
然
沒
有
這
樣
鋪
陳
，
事
實
上
也
具
足
這
些
，
只
是
型
式
不
太
一
樣
。

以
下
進
入
正
宗
分
，
分
成
四
十
二
章
逐
一
說
明
。

第
一
章 

出
家
證
果

佛
言
：
辭
親
出
家
，
識
心
達
本
，
解
無
為
法
，
名
曰
沙
門
。
常
行
二
百
五
十
戒
，
進
止
清
淨
，

為
四
真
道
行
，
成
阿
羅
漢
。
阿
羅
漢
者
，
能
飛
行
變
化
，
曠
劫
壽
命
，
住
動
天
地
。
次
為
阿
那

含
，
阿
那
含
者
，
壽
終
靈
神
，
上
十
九
天
，
證
阿
羅
漢
。
次
為
斯
陀
含
，
斯
陀
含
者
，
一
上
一

還
，
即
得
阿
羅
漢
。
次
為
須
陀
洹
，
須
陀
洹
者
，
七
死
七
生
，
便
證
阿
羅
漢
。
愛
欲
斷
者
，
如
四

肢
斷
，
不
復
用
之
。

「
辭
親
出
家
，
識
心
達
本
，
解
無
為
法
，
名
曰
沙
門
。
」
沙
門
，
在
印
度
是
出
家
人
的
通
稱
。

出
家
人
不
是
只
有
佛
教
的
，
還
有
其
他
宗
教
的
出
家
修
行
者
。
佛
世
當
時
，
印
度
除
了
傳
統
的
主

流
婆
羅
門
教
，
有
所
謂
「
六
師
外
道
」
，
此
外
道
的
「
外
」
，
是
指
當
時
很
多
優
秀
的
宗
教
師
，

對
婆
羅
門
的
教
義
、
主
張
、
修
法
提
出
質
疑
、
挑
戰
。
這
些
反
對
婆
羅
門
的
各
宗
各
派
的
修
行

者
，
都
叫
做
沙
門
。
佛
教
也
是
當
時
的
沙
門
團
之
一
。

六
師
外
道
也
都
是
很
有
修
行
的
修
行
人
，
只
是
有
些
教
義
很
奇
特
。
例
如
苦
行
外
道
，
他
修
雞

戒
、
狗
戒
，
學
習
雞
、
狗
的
行
為
作
為
個
人
的
修
持
。
有
一
次
，
他
問
佛
陀
：
他
如
此
修
行
，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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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會
到
哪
裡
去
？
佛
陀
說
：
「
你
現
在
模
仿
他
，
將
來
不
就
到
那
個
地
方
去
嗎
？
你
朝
思
暮
想
都

在
想
像
這
樣
的
生
活
模
式
，
整
個
身
心
進
入
那
種
狀
態
，
將
來
就
會
投
生
到
那
個
世
界
！
」
所

以
，
我
們
來
生
會
到
哪
裡
，
是
跟
我
們
的
思
想
、
行
為
有
關
。
印
度
是
一
個
既
優
秀
又
奇
怪
的
民

族
，
他
們
的
數
學
、
哲
學
非
常
強
，
但
是
印
度
文
化
裡
什
麼
都
可
能
發
生
。

佛
教
也
是
印
度
沙
門
團
之
一
，
使
用
的
語
詞
可
能
相
同
，
內
涵
則
未
必
相
同
。
佛
教
的
「
沙

門
」
，
中
譯
為
「
勤
息
」
，
即
是
勤
修
戒
定
慧
，
熄
滅
貪
瞋
痴
。
本
經
則
說
：
「
辭
親
出
家
，
識

心
達
本
，
解
無
為
法
，
名
曰
沙
門
。
」
信
佛
的
人
，
不
一
定
都
辭
親
出
家
，
但
是
辭
親
出
家
要
做

什
麼
？
「
識
心
達
本
，
解
無
為
法
。
」
認
識
、
了
解
自
己
的
心
，
通
達
本
源
，
禪
宗
叫
「
認
識
本

來
面
目
」
。
父
母
生
我
們
，
是
男
的
、
女
的
、
高
的
、
矮
的
、
黑
的
、
白
的
，
這
是
藉
父
母
之
緣

而
有
的
基
因
遺
傳
，
這
是
「
己
身
所
從
出
」
；
本
來
面
目
，
是
指
我
們
未
生
之
前
的
本
來
狀
況
，

也
就
是
我
們
的
佛
性
、
覺
性
，
或
叫
真
如
。
父
母
所
生
的
身
體
是
會
變
化
的
，
舉
例
來
說
，
小
女

生
長
大
了
成
為
大
小
姐
，
一
段
時
間
要
做
媽
媽
，
再
來
就
做
阿
嬤⋯

…
。
身
體
、
相
貌
、
角
色

隨
著
時
空
改
變
，
你
能
覺
知
這
些
變
化
，
然
而
你
的
覺
知
並
不
因
為
這
些
變
化
而
變
化
。
「
覺

性
」
，
沒
有
老
少
的
分
別
。

識
心
達
本
就
能
「
解
無
為
法
」
。
「
無
為
」
是
沒
有
造
作
。
例
如
：
心
，
有
很
多
的
善
心
、

不
善
心
；
生
起
善
心
、
不
善
心
，
都
叫
造
作
，
是
有
為
法
。
當
本
具
的
覺
性
發
揮
作
用
，
可
使
已

生
的
不
善
心
令
斷
，
未
生
的
不
善
心
令
不
生
。
「
覺
性
」
是
無
為
法
，
它
不
造
作
，
卻
如
金
剛
能

斷
世
間
煩
惱
。
有
時
候
我
們
從
外
在
認
識
自
己
，
但
是
，
佛
法
告
訴
我
們
：
要
認
識
你
的
「
本

來
」
，
你
本
來
具
足
的
家
珍
，
要
通
達
它
。

什
麼
是
出
家
？

辭
親
出
家
，
這
個
是
對
出
家
眾
來
說
。
出
家
有
四
種
：
一
、
身
出
家
，
心
出
家
。
二
、
身
出

家
，
心
沒
出
家
。
三
、
身
不
出
家
，
心
不
出
家
。
既
不
學
佛
，
也
不
修
行
。
四
、
心
出
家
，
身
沒

出
家
。
修
道
最
好
是
身
心
都
出
家
；
縱
使
身
不
能
出
家
，
心
也
要
學
習
修
道
，
學
習
出
離
、
遠

離
世
間
。
出
離
是
什
麼
意
思
？
用
英
語
比
較
容
易
了
解
，
這
個
「
家
」
是h

om
e

還
是h

ouse

？
是

hom
e

。
不
是
在
講
那
個house

︵
房
子
︶
。
我
們
以
為
個
人
就
是
一
個
單
位
，
其
實
，
世
間
沒
有
獨
存

的
人
，
包
括
出
家
後
仍
然
活
在
社
會
中
。
事
實
上
，
更
多
的
情
況
是
：
你
與
最
親
的
人
連
結
成
一

個
單
位
。
身
在
一
起
、
心
在
一
起
。
這
可
能
稱
為
「
家
」
，
或
公
司
、
學
校
、
部
隊
、
國
家
，
都

是
一
個
社
會
。
僧
團
也
是
社
會
。
出
家
要
離
開
的
是
纏
縛
，
所
謂
的
離
開
，
要
從
身
和
心
來
看
。

然
而
，
在
家
說
放
不
開
；
出
家
放
不
開
的
人
，
不
是
沒
有
！

接
下
來
是
「
常
行
二
百
五
十
戒
…⋯

不
復
用
之
。
」
這
是
講
沙
門
四
果
：
初
果
須
陀
洹
、
二
果

斯
陀
含
、
三
果
阿
那
含
、
四
果
阿
羅
漢
。
本
經
只
講
四
果
的
功
德
，
至
於
如
何
證
悟
沙
門
四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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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會
到
哪
裡
去
？
佛
陀
說
：
「
你
現
在
模
仿
他
，
將
來
不
就
到
那
個
地
方
去
嗎
？
你
朝
思
暮
想
都

在
想
像
這
樣
的
生
活
模
式
，
整
個
身
心
進
入
那
種
狀
態
，
將
來
就
會
投
生
到
那
個
世
界
！
」
所

以
，
我
們
來
生
會
到
哪
裡
，
是
跟
我
們
的
思
想
、
行
為
有
關
。
印
度
是
一
個
既
優
秀
又
奇
怪
的
民

族
，
他
們
的
數
學
、
哲
學
非
常
強
，
但
是
印
度
文
化
裡
什
麼
都
可
能
發
生
。

佛
教
也
是
印
度
沙
門
團
之
一
，
使
用
的
語
詞
可
能
相
同
，
內
涵
則
未
必
相
同
。
佛
教
的
「
沙

門
」
，
中
譯
為
「
勤
息
」
，
即
是
勤
修
戒
定
慧
，
熄
滅
貪
瞋
痴
。
本
經
則
說
：
「
辭
親
出
家
，
識

心
達
本
，
解
無
為
法
，
名
曰
沙
門
。
」
信
佛
的
人
，
不
一
定
都
辭
親
出
家
，
但
是
辭
親
出
家
要
做

什
麼
？
「
識
心
達
本
，
解
無
為
法
。
」
認
識
、
了
解
自
己
的
心
，
通
達
本
源
，
禪
宗
叫
「
認
識
本

來
面
目
」
。
父
母
生
我
們
，
是
男
的
、
女
的
、
高
的
、
矮
的
、
黑
的
、
白
的
，
這
是
藉
父
母
之
緣

而
有
的
基
因
遺
傳
，
這
是
「
己
身
所
從
出
」
；
本
來
面
目
，
是
指
我
們
未
生
之
前
的
本
來
狀
況
，

也
就
是
我
們
的
佛
性
、
覺
性
，
或
叫
真
如
。
父
母
所
生
的
身
體
是
會
變
化
的
，
舉
例
來
說
，
小
女

生
長
大
了
成
為
大
小
姐
，
一
段
時
間
要
做
媽
媽
，
再
來
就
做
阿
嬤⋯

…
。
身
體
、
相
貌
、
角
色

隨
著
時
空
改
變
，
你
能
覺
知
這
些
變
化
，
然
而
你
的
覺
知
並
不
因
為
這
些
變
化
而
變
化
。
「
覺

性
」
，
沒
有
老
少
的
分
別
。

識
心
達
本
就
能
「
解
無
為
法
」
。
「
無
為
」
是
沒
有
造
作
。
例
如
：
心
，
有
很
多
的
善
心
、

不
善
心
；
生
起
善
心
、
不
善
心
，
都
叫
造
作
，
是
有
為
法
。
當
本
具
的
覺
性
發
揮
作
用
，
可
使
已

生
的
不
善
心
令
斷
，
未
生
的
不
善
心
令
不
生
。
「
覺
性
」
是
無
為
法
，
它
不
造
作
，
卻
如
金
剛
能

斷
世
間
煩
惱
。
有
時
候
我
們
從
外
在
認
識
自
己
，
但
是
，
佛
法
告
訴
我
們
：
要
認
識
你
的
「
本

來
」
，
你
本
來
具
足
的
家
珍
，
要
通
達
它
。

什
麼
是
出
家
？

辭
親
出
家
，
這
個
是
對
出
家
眾
來
說
。
出
家
有
四
種
：
一
、
身
出
家
，
心
出
家
。
二
、
身
出

家
，
心
沒
出
家
。
三
、
身
不
出
家
，
心
不
出
家
。
既
不
學
佛
，
也
不
修
行
。
四
、
心
出
家
，
身
沒

出
家
。
修
道
最
好
是
身
心
都
出
家
；
縱
使
身
不
能
出
家
，
心
也
要
學
習
修
道
，
學
習
出
離
、
遠

離
世
間
。
出
離
是
什
麼
意
思
？
用
英
語
比
較
容
易
了
解
，
這
個
「
家
」
是h

om
e

還
是h

ouse

？
是

hom
e

。
不
是
在
講
那
個house
︵
房
子
︶
。
我
們
以
為
個
人
就
是
一
個
單
位
，
其
實
，
世
間
沒
有
獨
存

的
人
，
包
括
出
家
後
仍
然
活
在
社
會
中
。
事
實
上
，
更
多
的
情
況
是
：
你
與
最
親
的
人
連
結
成
一

個
單
位
。
身
在
一
起
、
心
在
一
起
。
這
可
能
稱
為
「
家
」
，
或
公
司
、
學
校
、
部
隊
、
國
家
，
都

是
一
個
社
會
。
僧
團
也
是
社
會
。
出
家
要
離
開
的
是
纏
縛
，
所
謂
的
離
開
，
要
從
身
和
心
來
看
。

然
而
，
在
家
說
放
不
開
；
出
家
放
不
開
的
人
，
不
是
沒
有
！

接
下
來
是
「
常
行
二
百
五
十
戒
…⋯

不
復
用
之
。
」
這
是
講
沙
門
四
果
：
初
果
須
陀
洹
、
二
果

斯
陀
含
、
三
果
阿
那
含
、
四
果
阿
羅
漢
。
本
經
只
講
四
果
的
功
德
，
至
於
如
何
證
悟
沙
門
四
果
，

【春風化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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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學
次
第
為
何
，
可
以
閱
讀
《
沙
門
果
經
》
。
《
沙
門
果
經
》
是
佛
陀
對
阿
闍
世
王
講
述
沙
門
從

凡
夫
到
聖
人
，
從
開
始
修
學
到
最
後
成
道
的
過
程
。
講
經
的
因
緣
，
來
自
阿
闍
世
王
害
死
父
親
頻

婆
娑
羅
王
，
心
裡
不
安
，
去
向
佛
陀
求
懺
悔
，
同
時
求
授
三
皈
五
戒
。
他
請
問
佛
陀
：
沙
門
修
行

能
證
果
嗎
？
佛
陀
說
：
可
以
。
就
為
他
講
沙
門
如
何
證
果
的
過
程
。

證
果
不
是
一
朝
一
夕
，
是
有
修
學
次
第
。
當
我
們
修
學
時
，
要
知
道
正
確
的
方
向
，
要
有
正
知

正
見
，
才
不
會
著
魔
。
首
先
要
「
常
行
二
百
五
十
戒
，
進
止
清
淨
，
為
四
真
道
行
。
」
這
是
對
比

丘
說
，
比
丘
是
二
百
五
十
戒
，
居
士
是
三
皈
五
戒
、
八
關
齋
戒
、
菩
薩
戒
。
「
進
止
清
淨
」
，
指

行
住
坐
臥
都
要
盡
可
能
少
欲
知
足
、
奉
持
戒
律
。
「
為
四
真
道
行
」
，
四
真
，
四
諦
真
理
，
也
就

是
修
持
四
聖
諦
。
如
果
這
樣
修
持
，
最
後
即
能
成
就
阿
羅
漢
。
所
謂
「
阿
羅
漢
」
，
已
從
比
丘
因

位
進
入
果
位
，
指
斷
除
煩
惱
，
了
脫
生
死
曰
無
生
。
在
三
界
中
，
阿
羅
漢
是
最
尊
貴
的
，
佛
陀
也

是
大
阿
羅
漢
，
應
該
接
受
人
天
的
供
養
。

所
謂
證
初
果
到
四
果
，
最
主
要
是
煩
惱
愈
來
愈
少
，
身
心
愈
來
愈
清
明
、
清
朗
。
所
以
修
行
最

主
要
就
是
煩
惱
慢
慢
減
少
、
縮
小
。
自
己
內
在
有
煩
惱
現
行
，
要
先
感
覺
到
，
要
使
煩
惱
向
外
擴

展
的
範
圍
縮
小
，
延
伸
的
時
間
縮
短
。
如
果
可
以
檢
查
出
自
己
的
煩
惱
，
你
的
道
行
已
經
在
增
加

當
中
。
例
如
：
生
氣
或
者
焦
慮
，
本
來
要
三
天
，
你
把
它
改
為
兩
天
。
對
善
法
的
渴
求
多
一
點
，

身
心
可
以
愈
來
愈
充
滿
喜
悅
及
穩
定
、
自
在
。
因
此
，
不
是
死
後
才
得
道
，
你
這
一
生
就
可
以
得

道
，
而
且
可
以
驗
證
。

最
後
，
還
有
一
個
關
鍵
字
「
欲
」
。
「
愛
欲
斷
者
」
，
我
們
生
活
在
欲
界
，
一
定
會
有
欲
。

男
女
的
欲
、
飲
食
的
欲
、
睡
覺
的
欲
、
成
就
的
欲
、
生
存
的
欲
，
還
有
安
全
感
的
欲
、
被
接
受
有

歸
屬
的
欲⋯

⋯

。
有
惡
的
欲
，
有
善
的
欲
。
所
謂
的
善
法
欲
，
是
希
望
自
己
勤
學
佛
法
，
更
有
智

慧
來
照
顧
大
家
。
很
多
居
士
非
常
疼
惜
自
己
的
兒
女
，
疼
子
疼
孫
、
疼
曾
孫
，
代
代
綿
延
，
把
基

因
傳
衍
下
去
。
可
是
常
常
一
面
做
又
一
面
罵
：
「
冤
親
債
主
！
」
「
欠
你
的
！
」
如
果
沒
有
生
小

孩
，
又
跟
佛
菩
薩
說
：
「
佛
祖
，
保
佑
喔
！
快
給
我
們
生
一
個
男
的
！
」
或
「
生
一
個
女
的
！
」

那
是
說
真
的
，
還
是
說
假
的
啊
？
這
叫
煩
惱
心
，
起
起
伏
伏
。
要
靜
下
心
來
，
學
習
用
另
一
個
角

度
來
看
待
眼
前
的
狀
況
。
眼
前
可
能
干
擾
了
我
，
卻
是
我
們
在
世
間
應
該
負
擔
的
責
任
，
我
們
接

受
世
間
的
疼
惜
，
也
為
世
間
付
出
義
務
和
責
任
，
應
如
實
看
待
！

付
出
的
時
候
，
難
道
就
不
可
以
修
行
嗎
？
可
以
的
，
要
修
煉
「
識
心
達
本
」

｜
轉
變
心
念
。

世
間
的
生
老
病
死
，
不
可
能
說
不
要
就
不
要
，
而
是
自
己
能
常
常
以
平
等
心
，
去
看
待
這
些
存
在

的
現
象
，
不
貪
求
也
不
排
拒
。
「
愛
欲
斷
者
，
如
四
肢
斷
，
不
復
用
之
」
，
這
才
叫
修
行
。
我
們

出
家
人
在
叢
林
，
也
是
要
以
「
有
事
莫
懼
，
無
事
莫
尋
」
，
如
實
看
待
！

︵
編
者
按
：
本
文
整
理
自
﹁
悟
師
父
談
人
生
：
《
佛
說
四
十
二
章
經
》
的
啟
示
﹂
系
列
講
座
的
第
一
集
講
演
。
文
中
標
題
為
編
者
所
加
。
︶

BN-001-032.indd   14 2012/12/25   下午10:05



15

修
學
次
第
為
何
，
可
以
閱
讀
《
沙
門
果
經
》
。
《
沙
門
果
經
》
是
佛
陀
對
阿
闍
世
王
講
述
沙
門
從

凡
夫
到
聖
人
，
從
開
始
修
學
到
最
後
成
道
的
過
程
。
講
經
的
因
緣
，
來
自
阿
闍
世
王
害
死
父
親
頻

婆
娑
羅
王
，
心
裡
不
安
，
去
向
佛
陀
求
懺
悔
，
同
時
求
授
三
皈
五
戒
。
他
請
問
佛
陀
：
沙
門
修
行

能
證
果
嗎
？
佛
陀
說
：
可
以
。
就
為
他
講
沙
門
如
何
證
果
的
過
程
。

證
果
不
是
一
朝
一
夕
，
是
有
修
學
次
第
。
當
我
們
修
學
時
，
要
知
道
正
確
的
方
向
，
要
有
正
知

正
見
，
才
不
會
著
魔
。
首
先
要
「
常
行
二
百
五
十
戒
，
進
止
清
淨
，
為
四
真
道
行
。
」
這
是
對
比

丘
說
，
比
丘
是
二
百
五
十
戒
，
居
士
是
三
皈
五
戒
、
八
關
齋
戒
、
菩
薩
戒
。
「
進
止
清
淨
」
，
指

行
住
坐
臥
都
要
盡
可
能
少
欲
知
足
、
奉
持
戒
律
。
「
為
四
真
道
行
」
，
四
真
，
四
諦
真
理
，
也
就

是
修
持
四
聖
諦
。
如
果
這
樣
修
持
，
最
後
即
能
成
就
阿
羅
漢
。
所
謂
「
阿
羅
漢
」
，
已
從
比
丘
因

位
進
入
果
位
，
指
斷
除
煩
惱
，
了
脫
生
死
曰
無
生
。
在
三
界
中
，
阿
羅
漢
是
最
尊
貴
的
，
佛
陀
也

是
大
阿
羅
漢
，
應
該
接
受
人
天
的
供
養
。

所
謂
證
初
果
到
四
果
，
最
主
要
是
煩
惱
愈
來
愈
少
，
身
心
愈
來
愈
清
明
、
清
朗
。
所
以
修
行
最

主
要
就
是
煩
惱
慢
慢
減
少
、
縮
小
。
自
己
內
在
有
煩
惱
現
行
，
要
先
感
覺
到
，
要
使
煩
惱
向
外
擴

展
的
範
圍
縮
小
，
延
伸
的
時
間
縮
短
。
如
果
可
以
檢
查
出
自
己
的
煩
惱
，
你
的
道
行
已
經
在
增
加

當
中
。
例
如
：
生
氣
或
者
焦
慮
，
本
來
要
三
天
，
你
把
它
改
為
兩
天
。
對
善
法
的
渴
求
多
一
點
，

身
心
可
以
愈
來
愈
充
滿
喜
悅
及
穩
定
、
自
在
。
因
此
，
不
是
死
後
才
得
道
，
你
這
一
生
就
可
以
得

道
，
而
且
可
以
驗
證
。

最
後
，
還
有
一
個
關
鍵
字
「
欲
」
。
「
愛
欲
斷
者
」
，
我
們
生
活
在
欲
界
，
一
定
會
有
欲
。

男
女
的
欲
、
飲
食
的
欲
、
睡
覺
的
欲
、
成
就
的
欲
、
生
存
的
欲
，
還
有
安
全
感
的
欲
、
被
接
受
有

歸
屬
的
欲⋯

⋯

。
有
惡
的
欲
，
有
善
的
欲
。
所
謂
的
善
法
欲
，
是
希
望
自
己
勤
學
佛
法
，
更
有
智

慧
來
照
顧
大
家
。
很
多
居
士
非
常
疼
惜
自
己
的
兒
女
，
疼
子
疼
孫
、
疼
曾
孫
，
代
代
綿
延
，
把
基

因
傳
衍
下
去
。
可
是
常
常
一
面
做
又
一
面
罵
：
「
冤
親
債
主
！
」
「
欠
你
的
！
」
如
果
沒
有
生
小

孩
，
又
跟
佛
菩
薩
說
：
「
佛
祖
，
保
佑
喔
！
快
給
我
們
生
一
個
男
的
！
」
或
「
生
一
個
女
的
！
」

那
是
說
真
的
，
還
是
說
假
的
啊
？
這
叫
煩
惱
心
，
起
起
伏
伏
。
要
靜
下
心
來
，
學
習
用
另
一
個
角

度
來
看
待
眼
前
的
狀
況
。
眼
前
可
能
干
擾
了
我
，
卻
是
我
們
在
世
間
應
該
負
擔
的
責
任
，
我
們
接

受
世
間
的
疼
惜
，
也
為
世
間
付
出
義
務
和
責
任
，
應
如
實
看
待
！

付
出
的
時
候
，
難
道
就
不
可
以
修
行
嗎
？
可
以
的
，
要
修
煉
「
識
心
達
本
」

｜
轉
變
心
念
。

世
間
的
生
老
病
死
，
不
可
能
說
不
要
就
不
要
，
而
是
自
己
能
常
常
以
平
等
心
，
去
看
待
這
些
存
在

的
現
象
，
不
貪
求
也
不
排
拒
。
「
愛
欲
斷
者
，
如
四
肢
斷
，
不
復
用
之
」
，
這
才
叫
修
行
。
我
們

出
家
人
在
叢
林
，
也
是
要
以
「
有
事
莫
懼
，
無
事
莫
尋
」
，
如
實
看
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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