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字
如
山
的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哲

學博士，現任為台灣大學哲學

系教授、佛光山叢林學院授課

教師。曾任台灣大學學務處學務長、

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主任等職務，並

任教於淡江大學、華梵大學等校哲學

相關系所。

專長於中國哲學研究，著有《北

宋儒學》、《南宋儒學》、《哲學概

論》、《中國哲學方法論》、《莊周

夢蝶》、《反者道之動》、《功夫理

論與境界哲學》、《基本哲學問題》

等著作。

杜保瑞 台灣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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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四‧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一
、
我
對
星
雲
大
師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解

人
間
佛
教
是
當
前
佛
教
界
對
佛
教
新
氣
象
的
共
同
公
約
數
，
也
是
經
由
星
雲
大
師
率
領
的
佛
光
山
教

團
打
響
的
口
號
。
對
於
人
間
佛
教
的
概
念
由
誰
最
先
提
出
、
誰
做
得
最
好
、
誰
將
它
理
論
化
﹖
這
些
問
題
，

是
當
代
佛
教
史
的
問
題
，
可
以
研
究
，
但
不
必
爭
論
。

筆
者
對
星
雲
大
師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解
，
可
以
下
列
七
點
說
之
。
修
行
心
法
、
現
代
菩
薩
道
、
一
生
的

經
歷
、
全
球
化
的
事
業
、
文
字
如
山
、
宗
教
融
和
、
佛
教
新
教
團
。

︵
一
︶
修
行
心
法

星
雲
大
師
的
佛
光
山
事
業
，
是
由
他
自
己
獨
到
的
心
法
所
成
就
的
，
大
師
的
心
法
，
是
以
佛
行
佛
，

既
已
是
佛
，
則
承
擔
、
忍
耐
、
安
心
、
結
緣
等
等
心
力
工
夫
，
就
隨
時
展
現
了
。
這
一
部
分
的
材
料
，
展

現
在
︽
佛
光
菜
根
譚
︾
、
︽
往
事
百
語
︾
兩
部
大
作
中
是
最
為
集
中
的
。
這
些
智
慧
的
法
語
，
就
是
星
雲

大
師
有
所
貢
獻
於
佛
教
工
夫
論
的
創
作
，
是
以
最
接
近
口
語
的
表
現
形
式
，
將
佛
教
深
奧
的
工
夫
理
論
以

具
體
作
法
的
形
式
表
達
出
來
。
大
師
沒
有
改
變
大
乘
佛
教
的
任
何
理
論
，
就
形
上
學
問
題
、
中
觀
、
唯
識
、

如
來
藏
思
想
等
內
涵
，
大
師
沒
有
進
行
創
作
，
只
是
善
理
解
，
但
是
由
他
自
己
親
身
經
歷
、
確
實
實
踐
、

直
接
體
會
的
智
慧
心
法
，
就
是
他
的
創
作
，
所
以
，
在
佛
教
哲
學
思
想
上
，
星
雲
大
師
是
有
創
造
的
，
就

是
他
自
己
使
用
，
也
推
廣
大
家
使
用
的
工
夫
心
法
。
這
一
套
心
法
，
用
於
出
家
弟
子
的
心
靈
皈
依
可
也
，

作
為
信
徒
教
眾
自
我
成
長
的
鞭
策
可
也
，
作
為
學
術
研
究
的
命
題
可
也
，
它
就
是
星
雲
大
師
的
靈
魂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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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字
如
山
的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生
智
慧
的
結
晶
。

︵
二
︶
現
代
菩
薩
道

菩
薩
道
是
大
乘
佛
教
之
所
以
有
別
於
原
始
佛
教
的
根
本
要
點
，
過
去
禪
宗
滿
天
下
的
時
候
，
救
渡
眾

生
之
行
為
仍
是
僅
僅
發
生
在
禪
宗
叢
林
裡
，
被
救
渡
的
是
禪
師
，
救
渡
之
方
式
是
讓
禪
師
開
悟
，
開
悟
而

明
瞭
萬
法
不
生
不
滅
不
來
不
去
，
於
是
萬
緣
放
下
，
改
過
消
業
障
。
至
於
天
下
蒼
生
，
仍
然
受
到
政
治
經

濟
社
會
種
種
壓
迫
而
困
難
其
生
。
星
雲
大
師
所
體
現
的
大
乘
佛
教
，
卻
是
走
入
民
間
，
與
人
結
緣
，
興
辦

事
業
，
美
化
社
會
，
直
接
在
人
間
建
設
淨
土
。
在
與
人
結
緣
上
，
生
活
困
苦
的
，
有
老
人
院
、
育
幼
院
以

救
其
人
；
心
靈
空
乏
的
，
有
讀
書
會
、
演
講
會
以
開
其
明
；
理
想
四
溢
的
，
有
佛
光
會
、
檀
講
師
以
騁
其

才
；
在
社
會
建
設
上
，
建
各
地
道
場
、
設
大
學
、
創
研
究
院
、
蓋
圖
書
館
、
辦
雜
誌
、
出
報
紙
、
上
電
視
、

開
餐
廳
，
一
個
個
佛
光
事
業
體
，
不
僅
服
務
了
為
數
廣
大
的
社
會
群
眾
，
更
造
就
了
一
個
個
事
業
的
幹
才
，

圓
滿
了
無
數
的
家
庭
。
這
絕
對
是
一
個
佛
教
菩
薩
道
行
的
新
事
業
，
但
其
實
早
在
基
督
教
、
天
主
教
、
一

貫
道
的
宗
教
形
式
中
做
過
了
，
只
是
漢
傳
佛
教
囿
於
中
國
的
動
亂
，
雖
有
太
虛
大
師
倡
議
於
前
，
卻
只
能

在
多
年
後
於
台
灣
寶
島
有
實
現
的
機
緣
，
現
在
，
則
是
星
雲
大
師
帶
領
的
佛
光
山
教
團
，
實
踐
菩
薩
道
，

展
現
大
乘
佛
教
在
現
代
社
會
的
新
風
貌
。

︵
三
︶
一
生
的
經
歷

星
雲
大
師
的
人
間
佛
教
就
是
星
雲
大
師
的
一
生
，
他
的
這
一
生
，
各
個
階
段
都
是
在
艱
苦
淬
鍊
中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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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四‧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進
。
從
善
良
單
純
的
小
孩
，
到
受
盡
磨
練
的
青
年
，
再
到
渡
海
來
台
的
飄
泊
階
段
，
除
了
善
良
、
正
直
、

勇
敢
，
就
是
對
佛
教
的
忠
貞
不
二
之
心
。
在
宜
蘭
階
段
，
和
高
雄
佛
光
山
階
段
，
則
是
他
自
信
自
立
自
強
，

一
切
靠
自
己
的
打
拼
階
段
，
其
中
最
核
心
的
布
局
，
便
是
弟
子
的
培
養
。
大
師
的
弟
子
，
也
是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事
業
之
所
以
成
功
的
動
力
來
源
，
各
個
小
星
雲
，
人
人
發
佛
光
。
而
不
斷
創
新
的
做
法
，
自
我
開

創
的
觀
念
，
則
是
他
弘
法
利
生
的
人
間
菩
薩
道
作
風
，
獨
領
風
騷
也
備
受
爭
議
，
卻
以
佛
行
佛
而
功
德
不

可
思
議
。
佛
光
山
退
位
之
後
，
雲
遊
全
球
，
在
世
界
各
地
散
發
佛
光
，
藉
著
年
老
的
身
軀
，
做
一
天
和
尚

撞
一
天
鐘
，
無
一
刻
休
息
。
星
雲
大
師
弘
法
信
念
之
堅
貞
，
護
佛
心
力
之
強
盛
，
般
若
智
慧
之
高
明
，
菩

薩
道
心
之
廣
大
，
當
代
宗
教
師
之
中
，
如
其
艱
難
、
如
其
宏
大
、
如
其
變
化
、
如
其
奧
秘
者
，
實
為
數
甚

少
。
人
間
佛
教
在
大
師
的
心
中
，
最
早
只
是
一
個
信
念
，
一
些
想
法
，
尚
無
明
確
理
論
，
他
真
正
依
靠
的
，

是
信
佛
的
堅
心
，
而
他
自
己
具
備
的
，
則
是
善
良
的
本
性
以
及
正
義
的
勇
氣
，
只
是
一
句
承
諾
，
只
是
莫

忘
初
心
，
二
十
出
頭
的
青
年
隻
身
來
台
，
六
、
七
十
年
的
努
力
，
成
就
了
具
體
真
實
的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事
業
。
人
間
佛
教
是
甚
麼
﹖
就
是
星
雲
大
師
的
一
生
寫
照
。

︵
四
︶
全
球
化
的
事
業

星
雲
大
師
出
生
於
揚
州
，
培
訓
於
棲
霞
，
鍛
鍊
於
宜
蘭
，
成
長
於
高
雄
，
卻
又
茁
壯
於
全
球
，
現
在

又
回
饋
於
大
陸
。
佛
教
，
是
眾
生
的
，
也
就
是
全
球
的
。
目
前
，
佛
光
山
道
場
及
事
業
體
遍
布
全
球
，
星

雲
大
師
的
行
腳
走
遍
天
下
，
佛
光
山
的
弟
子
各
處
輪
調
任
職
，
國
際
佛
光
會
組
織
建
立
於
世
界
各
地
，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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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也
是
遍
滿
天
下
。
星
雲
大
師
時
常
走
訪
世
界
各
地
的
道
場
，
走
到
哪
裡
都
為
人
所
需
要
，
也
善
於
理
解

不
同
的
風
土
人
情
，
更
強
調
佛
光
人
或
是
華
人
要
做
世
界
人
，
在
那
裡
落
地
就
在
那
裡
生
根
，
那
裡
有
道

場
，
就
在
那
裡
培
養
僧
人
，
讓
當
地
的
僧
人
可
以
主
持
法
務
。
星
雲
大
師
自
詡
為
世
界
人
、
地
球
人
，
不

只
是
宜
蘭
人
、
高
雄
人
、
台
灣
人
，
不
只
是
揚
州
人
、
宜
興
人
、
大
陸
人
，
更
是
香
港
人
、
澳
門
人
、
日

本
人
、
韓
國
人
、
馬
來
西
亞
人
、
新
加
坡
人
、
澳
洲
人
、
非
洲
人
、
歐
洲
人
、
美
西
人
、
美
東
人
、
美
洲

人
。
就
如
天
主
教
教
廷
遍
布
全
球
，
天
主
教
就
是
世
界
宗
教
，
佛
教
亦
當
如
是
也
。
重
點
是
，
這
是
佛
光

山
在
短
短
三
、
四
十
年
的
期
間
激
發
出
來
的
，
基
於
普
濟
天
下
的
菩
提
心
，
不
自
我
設
限
於
華
人
世
界
，

面
向
國
際
，
向
陌
生
的
世
界
挑
戰
，
由
星
雲
大
師
及
其
弟
子
所
建
構
。

︵
五
︶
文
字
如
山

星
雲
大
師
年
輕
時
就
是
作
家
，
一
生
寫
作
不
輟
，
編
輯
雜
誌
，
自
己
供
稿
，
創
作
小
說
，
推
廣
佛

法
，
佛
光
山
的
文
化
事
業
也
開
始
得
很
早
，
印
行
刊
物
、
整
理
佛
典
、
語
譯
佛
經
，
進
而
更
開
辦
人
間
福

報
，
印
行
︽
佛
光
大
藏
經
︾
，
出
版
︽
人
間
佛
教
︾
系
列
套
書
。
而
且
，
弟
子
們
再
接
再
厲
，
為
了
讓
大

陸
地
區
的
讀
者
能
夠
系
統
性
地
接
受
大
師
的
思
想
，
還
將
大
師
著
作
依
不
同
主
題
做
了
各
種
不
同
套
裝
的

編
整
，
易
於
傳
播
及
閱
讀
。
同
時
，
星
雲
大
師
每
天
寫
日
記
，
︽
星
雲
日
記
︾
甚
至
成
為
世
人
學
習
佛
法

的
最
佳
讀
物
，
以
之
為
基
礎
，
又
編
輯
出
︽
百
年
佛
緣
︾
系
列
套
書
。
佛
光
山
出
版
社
還
辦
理
學
術
期
刊
，

從
︽
普
門
學
報
︾
，
到
現
在
的
各
種
論
文
集
，
積
極
有
效
地
將
學
術
討
論
的
成
果
，
向
全
球
發
送
。
星
雲

文
字
如
山
的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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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大
師
及
佛
光
山
教
團
，
可
以
說
是
當
代
佛
教
團
體
出
版
文
字
數
量
最
為
龐
大
的
單
位
，
文
字
如
山
，
法
理

如
海
。

︵
六
︶
宗
教
融
和

星
雲
大
師
對
佛
教
的
信
心
是
堅
定
如
鑽
，
但
是
對
於
其
他
宗
教
卻
是
愛
惜
如
己
。
早
期
台
灣
戒
嚴
時

期
，
他
為
一
貫
道
加
入
佛
教
會
，
為
馬
祖
信
仰
加
入
佛
教
會
，
表
示
贊
同
。
佛
光
山
弘
法
於
全
球
，
他
與

各
大
宗
教
領
袖
和
諧
相
處
，
與
不
同
信
仰
的
政
治
領
袖
合
作
辦
活
動
，
獲
得
了
大
家
的
好
感
與
信
賴
。
佛

光
山
在
台
灣
，
當
基
督
教
發
起
捐
款
救
助
災
民
，
星
雲
大
師
呼
籲
信
徒
參
加
支
持
，
當
颱
風
災
民
湧
進
佛

光
山
，
星
雲
大
師
為
其
設
立
祈
禱
室
，
邀
請
神
父
來
安
定
人
心
，
當
基
督
教
養
老
院
難
以
為
繼
，
星
雲
大

師
慨
然
接
管
，
在
過
年
除
夕
之
夜
，
星
雲
大
師
與
天
主
教
神
父
秉
燭
守
歲
，
當
佛
館
落
成
，
各
地
民
間
宗

教
神
明
組
團
拜
訪
，
各
顯
神
威
，
也
禮
敬
佛
祖
。
宗
教
，
都
是
救
助
世
人
的
，
各
宗
教
的
事
業
，
就
是
佛

教
的
事
業
，
不
設
心
防
，
不
起
分
別
，
廣
開
結
緣
之
門
。
於
佛
教
各
大
宗
派
，
星
雲
大
師
主
張
八
宗
兼
弘
，

於
儒
釋
道
三
教
，
星
雲
大
師
肯
定
儒
道
，
從
無
批
判
言
詞
。
對
於
中
西
思
想
的
學
者
，
星
雲
大
師
禮
請
聘

任
，
擔
任
佛
光
山
弟
子
的
教
席
。
這
樣
的
做
法
，
反
映
了
大
師
的
胸
襟
氣
度
，
但
更
根
本
的
心
理
基
礎
，

還
是
他
對
佛
法
是
最
終
普
世
真
理
的
絕
對
信
心
。
佛
光
山
自
是
佛
教
的
教
團
，
但
對
中
西
各
大
宗
教
都
保

持
良
好
的
友
誼
，
唯
有
這
樣
的
態
度
，
才
能
廣
交
朋
友
。
於
是
對
於
非
佛
信
徒
，
曾
在
大
雄
寶
殿
為
其
設

置
沙
發
座
位
，
禮
敬
客
人
。
弘
法
於
美
國
，
會
讓
洋
人
學
佛
者
於
禪
堂
坐
著
學
習
，
並
以
英
語
討
論
。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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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世
界
各
地
信
徒
，
會
告
知
一
個
人
可
以
有
兩
個
宗
教
，
納
其
入
門
。
根
本
原
因
就
是
，
佛
法
廣
大
，
般

若
無
相
，
攝
化
眾
生
，
要
在
開
其
智
慧
，
發
其
佛
性
，
不
在
統
治
教
眾
，
威
權
赫
赫
，
而
在
教
化
開
示
，

慈
悲
接
引
，
只
要
能
入
佛
門
，
就
給
予
信
心
、
給
予
歡
喜
、
給
予
方
便
，
佛
法
是
給
人
的
寶
藏
，
不
是
管

人
的
規
矩
。
於
是
融
和
宗
教
，
結
緣
大
眾
，
功
德
不
可
思
議
。

︵
七
︶
佛
教
新
教
團

承
繼
著
禪
宗
臨
濟
的
法
脈
，
星
雲
大
師
帶
領
的
佛
光
山
教
團
，
無
疑
地
已
經
在
今
天
的
世
界
上
成
為

了
佛
教
的
新
教
團
了
，
這
是
一
個
將
會
影
響
久
遠
的
教
團
，
目
前
已
經
遍
布
全
球
，
未
來
將
會
更
在
世
界

各
地
成
長
茁
壯
。
佛
光
山
教
團
的
新
典
範
，
也
將
刺
激
並
帶
動
中
國
大
陸
各
地
佛
寺
、
佛
教
團
體
、
佛
教

學
院
的
新
方
向
。
回
顧
歷
史
，
佛
教
有
原
始
佛
教
、
部
派
佛
教
、
大
乘
佛
教
在
印
度
的
發
展
，
近
代
以
前
，

又
有
佛
教
傳
播
至
南
印
、
北
印
、
東
南
半
島
、
西
藏
、
新
疆
、
蒙
古
、
中
原
、
日
本
、
韓
國
的
發
展
，
當

代
以
後
，
則
有
西
方
歐
美
，
非
洲
大
陸
，
澳
洲
大
地
的
傳
播
。
而
今
天
的
佛
光
山
教
團
，
則
是
以
其
特
有

的
文
化
、
慈
善
、
教
育
、
禪
修
的
形
式
，
追
求
現
代
菩
薩
道
精
神
，
要
將
佛
教
事
業
向
全
世
界
傳
播
，
回

溯
以
上
的
路
徑
，
布
滿
全
球
。
這
個
教
團
，
除
了
有
這
樣
的
雄
心
願
力
，
更
重
要
的
是
，
有
它
實
力
養
成

的
堅
實
模
式
，
佛
光
山
的
團
隊
，
從
佛
光
山
叢
林
學
院
的
教
育
培
養
做
起
，
且
不
分
出
家
眾
和
在
家
眾
，

理
論
、
實
務
、
知
識
、
能
力
樣
樣
都
是
學
習
的
課
題
，
短
短
三
年
，
稍
具
規
模
，
不
論
是
出
家
眾
還
是
在

家
眾
，
繼
續
分
流
到
全
球
各
地
道
場
服
務
學
習
，
佛
光
山
鍛
鍊
人
才
最
特
別
的
做
法
，
就
是
都
將
他
們
送

文
字
如
山
的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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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事
業
的
第
一
線
去
獨
當
一
面
，
人
人
有
角
色
，
時
時
有
任
務
，
不
成
長
都
不
行
。
可
以
說
佛
光
人
都
是

在
服
務
中
學
習
，
在
工
作
中
成
長
起
來
的
。
這
個
教
團
，
崛
起
於
台
灣
，
逐
漸
成
為
漢
傳
佛
教
現
代
形
象

的
代
表
，
它
將
刺
激
大
陸
佛
教
走
出
新
路
向
，
也
將
引
導
全
球
信
徒
接
受
佛
化
生
活
，
更
要
繼
承
大
乘
佛

教
救
渡
眾
生
的
理
念
，
全
力
以
赴
，
一
息
不
停
。

二
、
對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理
論
與
實
踐
的
建
議

佛
光
山
的
人
間
佛
教
事
業
，
有
其
空
前
的
成
就
，
以
下
就
出
家
僧
眾
教
團
的
發
展
、
學
術
研
究
的
推

動
、
文
化
事
業
的
舉
辦
、
民
間
推
廣
的
進
行
提
出
討
論
。

就
出
家
僧
眾
教
團
的
發
展
而
言
，
全
球
化
、
國
際
化
的
道
路
已
經
打
開
，
未
來
就
是
持
續
國
際
化
，

沒
有
停
止
的
一
天
。
既
已
全
球
廣
設
道
場
，
於
是
培
訓
弟
子
精
通
各
國
語
言
，
便
利
交
流
。
並
要
在
地
球

的
任
何
角
落
培
養
僧
眾
，
讓
佛
教
弘
法
事
業
能
有
各
民
族
國
家
的
成
員
。
佛
法
本
來
就
是
世
界
共
法
，
這

條
路
是
救
渡
精
神
責
無
旁
貸
的
使
命
，
也
是
佛
光
山
二
三
四
代
弟
子
必
須
有
的
認
識
，
不
只
在
台
灣
，
在

華
人
世
界
，
還
要
擴
及
各
國
各
族
的
攝
受
。

就
學
術
研
究
的
推
動
而
言
，
首
先
，
研
究
人
間
佛
教
誠
固
其
然
，
但
以
人
間
佛
教
的
精
神
，
針
對
各

期
各
派
各
宗
各
國
的
理
論
進
行
研
究
，
也
是
人
間
佛
教
的
使
命
，
因
此
，
未
來
舉
辦
學
術
研
討
會
，
主
題

可
擴
大
至
整
個
佛
教
領
域
，
讓
所
有
佛
學
學
者
可
以
在
佛
光
山
學
術
平
台
中
發
表
成
果
，
而
佛
光
山
則
是

以
人
間
佛
教
的
精
神
，
支
持
所
有
佛
學
的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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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
人
間
佛
教
就
是
走
入
社
會
進
行
弘
法
利
生
的
佛
教
，
理
論
研
究
上
應
涉
及
與
世
間
法
的
交

涉
，
以
佛
法
與
中
國
儒
道
兩
家
的
交
流
與
合
匯
的
討
論
主
題
應
該
展
開
，
以
佛
學
與
西
方
哲
學
的
交
流
亦

應
展
開
。
對
中
國
三
教
之
研
究
首
重
撤
銷
藩
籬
、
強
調
角
色
的
分
流
與
合
作
。
對
西
方
哲
學
的
交
流
，
首

重
方
法
的
辯
證
，
學
習
西
方
嚴
謹
的
論
證
思
維
，
透
過
知
識
論
的
反
思
，
重
建
佛
學
嚴
密
的
理
論
系
統
。

以
此
為
基
礎
，
對
於
儒
釋
道
耶
回
各
家
價
值
哲
學
體
系
，
進
行
釐
清
，
然
後
互
相
尊
重
。
至
於
佛
學
史
、

佛
教
文
化
、
佛
教
藝
術
建
築
，
亦
是
可
以
發
展
的
領
域
。

目
前
佛
光
山
學
術
活
動
的
舉
辦
，
重
視
與
教
團
事
業
的
結
合
，
未
來
的
學
術
會
議
，
宜
更
專
注
於
研

討
本
身
，
例
如
地
點
的
選
擇
，
交
通
便
利
應
是
重
點
，
會
後
活
動
再
結
合
認
識
教
團
的
項
目
即
可
，
如
在

大
陸
的
佛
學
會
議
，
若
能
將
會
議
地
點
選
在
揚
州
鑑
真
圖
書
館
，
會
後
再
帶
隊
前
往
宜
興
大
覺
寺
，
則
於

交
通
與
生
活
的
便
利
上
，
將
大
大
加
分
。

佛
光
山
文
化
事
業
的
舉
辦
，
已
是
當
代
佛
教
界
的
翹
楚
，
獨
領
風
騷
，
不
能
多
言
，
唯
對
於
介
紹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事
業
的
出
版
品
而
言
，
建
議
可
以
擴
及
星
雲
大
師
第
一
、
二
代
弟
子
開
疆
闢
土
、
披
荊
斬

棘
的
實
際
事
蹟
例
證
，
故
事
眾
多
，
感
人
肺
腑
，
見
證
了
星
雲
大
師
的
事
業
不
是
一
代
的
事
業
，
而
是
後

繼
一
代
又
一
代
永
無
止
息
的
事
業
。
佛
光
山
今
日
的
弘
法
成
就
，
既
是
星
雲
大
師
帶
動
的
結
果
，
也
是
弟

子
們
繼
承
的
功
德
，
表
示
這
是
條
可
大
可
久
可
說
可
用
的
正
確
做
法
，
應
針
對
其
他
傑
出
弟
子
的
弘
法
事

業
做
歷
史
記
載
，
積
極
保
存
並
廣
為
宣
傳
。
此
外
，
佛
光
山
編
輯
出
版
的
種
種
佛
教
經
典
論
集
的
功
德
，

文
字
如
山
的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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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人
讚
嘆
感
恩
，
唯
願
加
速
上
網
，
更
方
便
取
用
。

就
民
間
推
廣
的
進
行
而
言
，
佛
光
山
也
是
做
得
極
好
，
有
雲
水
圖
書
館
、
有
國
際
佛
光
會
、
有
檀
講

師
制
度
。
其
中
，
國
際
佛
光
會
組
織
龐
大
，
會
員
廣
眾
，
內
部
運
作
及
人
際
關
係
肯
定
會
有
種
種
難
題
困

境
，
最
需
要
的
是
人
師
，
若
出
家
眾
人
數
不
夠
，
不
能
有
效
擔
起
人
師
角
色
，
就
需
要
有
居
士
會
員
自
己

擔
起
重
任
。
參
加
佛
光
會
，
是
來
此
藉
機
緣
而
修
行
，
團
體
互
動
，
時
刻
警
覺
，
則
有
自
心
的
受
益
，
否

則
只
是
參
加
一
個
團
體
活
動
，
獲
得
了
正
當
的
休
閒
娛
樂
而
已
，
至
於
從
中
可
能
得
到
的
智
慧
寶
藏
，
就

無
緣
窺
見
了
。

三
、
對
人
間
佛
教
現
狀
的
觀
察
及
未
來
的
思
考

人
間
佛
教
是
佛
教
與
時
俱
進
的
出
路
、
生
路
，
適
應
現
代
化
社
會
的
佛
教
應
走
之
路
，
就
現
狀
而
言
，

走
入
社
會
，
建
立
佛
化
社
會
事
業
體
是
它
的
具
體
作
法
，
以
漢
傳
佛
教
言
，
受
太
虛
大
師
號
召
而
開
啟
事

業
者
，
主
要
成
就
在
台
灣
地
區
，
但
也
受
到
當
前
大
陸
佛
教
的
肯
定
，
只
是
受
到
體
制
差
異
的
影
響
，
做

法
必
有
不
同
，
雖
有
不
同
做
法
，
但
只
要
出
家
眾
領
導
得
宜
，
自
己
修
行
觀
念
正
確
，
適
應
任
何
社
會
體

制
而
走
入
社
會
群
眾
就
是
正
確
的
道
路
。
當
然
，
其
中
互
相
的
觀
摩
、
學
習
、
影
響
也
是
必
然
會
發
生
發

展
的
。
總
之
，
各
佛
寺
組
織
自
行
體
會
佛
教
般
若
智
與
菩
提
心
的
精
神
，
勇
敢
前
行
，
就
是
正
確
的
道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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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融
和
發
展

既
然
在
同
一
個
時
代
進
行
，
必
然
彼
此
影
響
，
人
間
佛
教
本
來
從
傳
統
佛
教
來
，
人
間
佛
教
走
出
新

路
，
就
只
是
繼
承
傳
統
佛
教
的
現
代
佛
教
而
已
，
並
不
是
新
的
佛
教
，
或
脫
離
傳
統
的
佛
教
。
若
就
不
同

教
團
而
言
，
互
相
尊
重
、
彼
此
合
作
就
好
。
今
日
之
佛
教
，
難
有
能
不
走
人
間
實
踐
之
路
而
維
繫
所
謂
傳

統
的
模
式
者
，
大
家
互
相
影
響
帶
動
，
這
個
問
題
將
逐
漸
不
是
個
問
題
了
。

文
字
如
山
的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華
藏
世
界
裡
的
眾
生
，
了
悟
生
佛
平
等
，

自
他
不
二
，
怨
親
一
如
，
物
我
和
諧
的
道
理
，

所
以
不
但
沒
有
人
我
是
非
的
紛
爭
，

而
且
大
家
都
能
以
無
量
的
悲
心
，
無
盡
的
願
力
，

互
相
包
容
，
彼
此
尊
重
，

因
此
形
成
光
光
相
攝
、
圓
融
無
礙
、
重
重
無
盡
的
華
藏
淨
土
。

 

｜
《
當
代
人
心
思
潮
•

尊
重
與
包
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