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
光
山
的
重
要
經
驗
之
一
，
就
是
大
師
對
於
青
年
的
高
度
重

視
。
佛
光
山
的
青
年
弘
化
工
作
，
更
是
一
直
開
展
得
如
火
如

荼
。
如
何
總
結
其
中
的
經
驗
教
訓
，
如
何
在
一
個
全
新
的
時
代

面
對
一
個
全
新
的
「
不
定
種
姓
」
的
新
生
代
，
這
將
是
人
間
佛

教
今
後
成
敗
的
一
個
關
鍵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也
可
以
說
將
會
決

定
佛
教
的
未
來
。

程恭讓
（人間佛教研究院主任）

人
間
佛
教
面
臨
哪
些
重
大
理
論

　
　
和
現
實
問
題
的
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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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本
次
研
究
會
的
邀
請
函
上
，
舉
辦
方
寫
有
如
下
的
申
明
：
﹁
人
間
佛
教
的
弘
揚
，
目
前
已
進
入

新
的
歷
史
高
點
，
面
臨
再
思
考
、
再
出
發
、
再
突
破
的
發
展
趨
勢
。
﹂
我
認
為
這
樣
的
申
明
作
為
對
於

人
間
佛
教
目
前
發
展
形
勢
的
總
體
概
括
，
應
該
說
是
非
常
合
理
的
。

正
如
星
雲
大
師
已
經
反
覆
強
調
的
：
人
間
佛
教
就
是
佛
陀
之
教
，
人
間
佛
教
並
不
是
在
二
十
世

紀
一
個
全
新
的
佛
教
發
展
模
式
，
相
反
，
人
間
佛
教
的
提
倡
和
發
揚
，
不
過
是
要
回
歸
到
﹁
佛
陀
的
本

懷
﹂
。
另
一
方
面
，
人
間
佛
教
又
是
十
九
至
二
十
世
紀
以
來
許
多
高
僧
大
德
、
社
會
人
士
全
力
呼
籲
、

推
動
的
新
型
佛
教
思
想
和
運
動
，
從
這
個
角
度
看
，
又
不
妨
說
，
人
間
佛
教
確
實
是
新
型
的
佛
教
。
所

以
我
們
對
於
當
前
還
在
發
展
中
的
人
間
佛
教
，
需
要
從
上
述
的
兩
個
角
度
去
觀
察
，
這
就
是
一
方
面
要

看
到
人
間
佛
教
與
佛
陀
之
教
及
歷
史
上
的
佛
教
傳
統
的
一
脈
相
承
之
處
，
看
到
它
的
傳
統
性
，
延
續

性
；
另
一
方
面
又
要
看
到
它
因
應
現
代
人
類
社
會
的
特
殊
的
教
化
的
特
質
，
看
到
它
的
現
代
性
，
創
新

性
。

正
是
基
於
以
上
的
人
間
佛
教
的
佛
教
史
視
角
，
我
們
認
為
人
間
佛
教
的
弘
揚
目
前
已
經
進
入
﹁
新

的
歷
史
高
點
﹂
；
也
同
樣
是
基
於
這
樣
一
種
佛
教
史
視
角
，
我
們
認
為
目
前
的
人
間
佛
教
面
臨
﹁
再
思

考
、
再
出
發
的
發
展
趨
勢
﹂
。
前
者
是
言
人
間
佛
教
迄
今
已
經
取
得
舉
世
矚
目
的
輝
煌
成
績
，
後
者
則

是
指
在
當
前
的
形
勢
下
，
我
們
審
視
人
間
佛
教
，
需
要
關
注
和
正
視
它
必
須
面
對
的
一
些
難
題
和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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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

關
於
前
者
，
已
經
不
需
要
多
說
了
。
思
考
和
討
論
後
者
，
才
是
我
們
研
討
會
討
論
的
重
點
所
在

吧
。

關
於
人
間
佛
教
目
前
所
面
臨
的
問
題
的
思
考
，
我
前
些
日
子
在
答
︽
人
間
福
報
︾
的
採
訪
中
，
已

經
比
較
系
統
的
談
過
我
的
一
些
看
法
。
現
在
利
用
這
個
研
討
會
的
機
會
，
想
進
一
步
對
此
問
題
加
以
一

些
思
考
和
整
理
。

一
、
推
動
人
間
佛
教
化
的
過
程
仍
然
任
重
道
遠
。
我
們
想
用
一
個
數
字
來
說
明
我
們
的
基
本
看

法
：
根
據
統
計
，
目
前
全
球
信
仰
佛
教
的
人
口
只
有
五
億
人
，
這
跟
其
他
幾
個
世
界
宗
教
相
比
，
信
仰

人
口
是
嚴
重
偏
少
的
。
而
且
這
些
佛
教
的
信
仰
人
口
，
從
分
布
的
地
理
區
域
來
講
，
仍
然
主
要
集
中
在

亞
洲
地
區
，
尤
其
是
東
亞
和
東
南
亞
，
即
其
分
布
與
歷
史
上
佛
教
信
仰
的
區
域
分
布
相
比
，
仍
然
有
高

度
的
重
合
之
處
。
當
然
一
些
現
代
佛
教
僧
團
的
弘
法
，
例
如
南
傳
佛
教
、
藏
傳
佛
教
的
弘
法
，
佛
光
山

漢
傳
佛
教
的
弘
法
，
以
及
一
行
禪
師
越
南
佛
教
的
弘
法
等
等
，
已
經
把
佛
教
的
種
子
傳
布
到
了
五
大

洲
，
其
中
佛
光
山
的
海
外
弘
法
的
實
踐
更
是
可
圈
可
點
。
不
過
這
些
種
子
要
落
地
生
根
，
要
在
地
化
，

要
從
深
度
和
廣
度
上
真
正
影
響
當
地
民
眾
的
文
化
和
信
仰
，
還
需
要
一
個
漫
長
的
發
展
的
過
程
。
從
這

個
角
度
看
，
可
知
佛
教
的
弘
揚
，
即
使
僅
從
全
球
信
仰
生
態
平
衡
的
角
度
而
言
，
也
可
謂
任
重
道
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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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其
是
人
間
佛
教
的
一
個
重
大
使
命
是
致
力
推
動
佛
教
的
全
球
化
和
人
間
的
佛
教
化
，
它
的
歷
史
使
命

名
副
其
實
可
以
說
是
﹁
任
重
道
遠
﹂
。

二
、
現
代
人
間
佛
教
理
論
與
實
踐
經
驗
的
深
入
的
學
術
反
省
、
總
結
的
工
作
，
需
要
積
極
地
和
認

真
地
開
展
。
十
九
至
二
十
世
紀
以
來
的
現
代
人
間
佛
教
既
有
很
多
重
要
的
理
論
探
索
的
工
作
，
更
有
大

量
的
實
踐
推
行
的
工
作
，
其
理
論
與
實
踐
的
經
驗
經
過
一
、
二
百
年
的
積
澱
，
已
經
成
為
佛
教
寶
貴
的

新
思
想
資
源
，
極
待
僧
團
及
學
者
認
真
的
清
理
，
系
統
的
研
究
，
理
性
地
證
成
。
我
們
在
這
裡
也
舉
星

雲
大
師
為
例
：
星
雲
大
師
人
間
佛
教
的
一
個
重
要
的
特
質
，
甚
至
可
以
說
是
一
個
根
本
的
特
質
，
表
現

在
對
他
而
言
，
佛
法
的
理
論
與
實
踐
是
完
全
內
在
統
一
的
。
我
們
知
道
：
理
論
與
實
踐
之
間
的
關
係
，

在
一
個
理
論
家
和
實
踐
家
那
裡
，
可
能
是
分
裂
的
，
可
能
是
統
一
的
，
也
可
能
是
部
分
統
一
或
部
分
分

裂
的
，
即
便
在
佛
教
達
人
那
裡
，
情
況
也
無
二
致
。
我
們
召
開
過
兩
屆
星
雲
大
師
人
間
佛
教
的
研
討

會
，
會
議
的
會
標
是
﹁
星
雲
大
師
人
間
佛
教
理
論
實
踐
學
術
研
討
會
﹂
，
意
思
是
：
從
學
術
證
成
的
角

度
，
研
究
星
雲
大
師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論
實
踐
。
有
些
人
建
議
為
什
麼
不
把
﹁
理
論
﹂
和
﹁
實
踐
﹂
兩
個

詞
之
間
加
個
頓
號
隔
開
，
或
者
加
個
連
詞
﹁
與
﹂
呢
？
我
的
回
答
是
：
這
裡
﹁
理
論
實
踐
﹂
是
一
個
複

合
詞
，
借
用
了
梵
文
複
合
詞
相
違
釋
及
持
業
釋
的
解
釋
規
則
，
我
們
在
此
想
要
表
達
的
是
：
一
方
面
，

這
個
複
合
詞
可
以
讀
成
：
理
論
與
實
踐
；
一
方
面
這
個
複
合
詞
也
可
以
讀
成
：
理
論
即
實
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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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以
這
樣
的
會
標
，
企
圖
想
要
傳
達
的
就
是
我
們
所
理
解
的
星
雲
大
師
人
間
佛
教
這
種
在
對
待

理
論
、
實
踐
問
題
上
的
特
別
的
智
慧
，
我
們
希
望
能
夠
對
於
他
的
這
種
非
常
特
別
的
經
驗
和
智
慧
予
以

學
術
形
式
的
合
適
的
和
配
當
的
總
結
和
提
煉
。
總
的
來
說
，
對
於
現
代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論
、
實
踐
經
驗

予
以
深
度
的
總
結
，
已
經
可
以
說
是
當
務
之
急
了
。

三
、
構
建
人
間
佛
教
史
觀
，
創
立
人
間
佛
教
的
解
釋
學
，
發
展
人
間
佛
教
的
相
關
研
究
。
人
間
佛

教
的
學
術
證
成
的
工
作
，
不
僅
包
括
對
於
現
代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論
、
實
踐
經
驗
的
反
省
、
提
升
，
也
包

括
基
於
人
間
佛
教
的
基
本
視
角
，
構
建
人
間
佛
教
的
歷
史
觀
，
創
建
人
間
佛
教
的
經
典
解
釋
體
系
，
發

展
以
人
間
佛
教
為
基
本
方
法
思
想
的
相
關
佛
學
研
究
工
作
。
我
個
人
的
感
覺
是
，
所
有
這
些
工
作
都
是

包
括
星
雲
大
師
在
內
的
諸
人
間
佛
教
導
師
們
所
極
力
提
倡
的
，
因
此
是
人
間
佛
教
研
究
的
題
中
應
有
之

義
。
目
前
學
界
在
這
些
方
面
的
研
究
，
已
經
有
人
在
從
事
，
不
過
已
經
取
得
的
成
果
並
不
多
見
，
尤
其

研
究
方
法
上
的
自
覺
性
並
不
充
分
足
夠
。
所
喜
的
是
，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研
究
院
和
佛
光
大
學
最
近
展

開
系
列
的
合
作
，
已
經
開
始
以
大
型
課
題
方
式
，
積
極
推
動
這
方
面
今
後
的
學
術
建
設
工
作
。
相
信
假

以
時
日
，
更
加
系
統
、
更
加
全
面
、
也
更
加
富
於
創
新
性
質
的
一
批
人
間
佛
教
學
術
研
究
前
沿
成
果
，

不
久
將
會
問
世
，
也
將
會
成
為
提
升
人
間
佛
教
品
位
、
推
動
人
間
佛
教
更
好
開
展
的
強
大
的
學
術
動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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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人
間
佛
教
在
組
織
上
的
困
境
。
諸
人
間
佛
教
團
體
如
何
由
鬆
散
的
山
頭
制
結
構
，
在
可
見
的

未
來
走
向
某
種
形
式
的
結
構
性
聯
盟
，
這
是
我
們
反
思
當
代
人
間
佛
教
組
織
結
構
問
題
的
一
個
感
想
，

也
是
我
們
反
思
漢
傳
佛
教
歷
史
上
長
期
以
來
組
織
模
式
的
一
個
結
論
。
我
們
知
道
：
與
天
主
教
、
新

教
、
伊
斯
蘭
教
等
世
界
性
宗
教
相
比
，
佛
教
的
一
個
重
要
的
特
徵
，
應
當
說
即
是
其
組
織
結
構
的
極
度

鬆
散
性
。
我
相
信
這
樣
的
組
織
結
構
的
特
徵
，
對
於
造
成
歷
史
上
佛
教
弘
法
模
式
的
某
些
不
足
，
是
重

要
的
原
因
之
一
。
尤
其
在
當
今
現
代
社
會
，
人
間
佛
教
團
體
這
種
結
構
上
的
鬆
散
性
質
，
不
僅
將
會
造

成
弘
法
資
源
的
重
疊
和
浪
費
，
也
將
會
為
佛
教
組
織
的
總
體
利
益
帶
來
相
當
負
面
的
影
響
。
誰
人
能
以

何
種
善
巧
方
便
改
變
目
前
這
種
組
織
體
制
的
內
在
不
足
，
這
可
能
一
直
是
佛
教
史
最
大
的
難
題
之
一
，

也
是
我
們
今
後
需
要
重
點
努
力
的
一
個
方
向
。

五
、
信
眾
團
隊
的
更
富
自
主
性
的
建
設
與
發
展
。
人
間
佛
教
的
一
個
根
本
要
義
，
是
要
大
力
推

動
信
眾
隊
伍
的
建
設
，
這
種
建
設
，
不
僅
表
現
在
信
眾
數
量
的
增
多
，
更
表
現
在
信
眾
信
仰
品
質
的
提

升
，
尤
其
表
現
在
根
底
上
關
注
僧
、
信
兩
翼
的
平
衡
建
設
，
特
別
是
強
調
信
眾
團
隊
的
自
主
性
，
自
覺

性
，
其
佛
學
智
慧
與
福
德
事
業
的
雙
成
。
從
宏
觀
大
歷
史
的
角
度
而
言
，
佛
教
團
隊
建
設
一
直
以
來
存

在
重
視
出
家
眾
、
輕
視
在
家
眾
的
傾
向
，
歷
史
上
大
乘
佛
教
初
興
時
，
曾
經
試
圖
要
改
變
這
種
傾
向
，

但
是
不
久
隨
著
大
乘
僧
團
的
建
制
完
成
，
輕
視
在
家
眾
的
傾
向
也
就
再
一
次
恢
復
故
態
。
我
們
覺
得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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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重
視
僧
、
信
二
眾
的
平
衡
建
設
，
不
僅
是
佛
陀
立
教
度
世
的
本
懷
，
更
是
人
間
佛
教
應
當
全
力
以
赴

的
事
業
。
佛
光
山
星
雲
大
師
在
這
一
方
面
所
作
的
工
作
，
同
樣
為
人
稱
道
。
大
師
不
僅
宣
導
成
立
了
國

際
佛
光
會
這
個
主
要
旨
在
動
員
信
眾
的
全
球
性
新
佛
教
組
織
，
而
且
在
佛
光
山
僧
團
建
制
中
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強
化
了
在
家
眾
的
地
位
。

推
動
人
間
的
佛
教
化
，
離
不
開
信
眾
團
體
的
建
設
，
尤
其
是
離
不
開
高
層
次
的
福
慧
雙
修
、
圓
成

的
在
家
團
體
的
建
設
。
我
們
知
道
，
一
個
宗
教
的
組
織
上
的
架
構
，
是
其
某
種
信
仰
理
念
的
體
現
，
而

結
構
化
的
實
體
性
的
組
織
架
構
，
反
過
來
更
會
對
其
思
想
、
信
仰
理
念
的
塑
形
造
成
重
大
的
影
響
，
由

此
我
們
可
以
理
解
：
僧
、
信
二
眾
之
結
構
性
分
割
，
必
然
導
致
世
間
倫
理
與
出
世
間
倫
理
截
然
對
立
的

分
別
意
識
，
而
這
種
世
間
出
時
間
截
然
對
立
的
分
別
意
識
的
強
化
，
一
旦
形
成
所
謂
佛
教
界
的
共
識
，

就
必
然
要
成
為
阻
礙
佛
教
發
展
出
僧
信
一
貫
、
覆
蓋
全
體
信
徒
乃
至
覆
蓋
全
人
類
的
倫
理
體
系
的
重
大

阻
力
。
所
以
我
在
這
裡
鄭
重
建
議
要
提
到
這
樣
一
個
理
論
高
度
和
層
面
，
思
考
星
雲
大
師
僧
信
平
衡
建

設
這
一
人
間
佛
教
理
論
的
高
度
思
想
價
值
。

六
、
積
極
應
對
新
生
代
的
挑
戰
。
目
前
，
人
間
佛
教
發
展
需
要
認
真
面
對
的
另
外
一
個
重
點
問

題
，
我
覺
得
乃
是
與
古
往
今
來
有
所
不
同
的
新
生
代
的
特
別
的
挑
戰
。
每
一
代
人
相
對
於
其
前
一
代
人

而
言
，
都
是
所
謂
的
﹁
新
生
代
﹂
。
之
所
以
強
調
目
前
的
年
輕
人
是
﹁
與
古
往
今
來
有
所
不
同
的
新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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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
，
這
是
因
為
：
這
一
代
人
的
生
存
處
境
與
他
們
的
父
母
相
比
，
與
他
們
的
祖
父
母
相
比
，
乃
至
與

其
數
百
年
前
的
祖
先
相
比
，
確
實
發
生
了
﹁
翻
天
覆
地
﹂
的
重
大
轉
換
。
全
球
性
的
資
訊
技
術
，
全
球

化
的
世
界
格
局
，
普
遍
的
大
學
教
育
乃
至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學
歷
與
知
識
結
構
，
等
等
，
這
一
切
對
於
這

一
代
年
輕
人
形
成
所
謂
﹁
世
界
視
野
﹂
，
對
於
他
們
形
成
名
副
其
實
的
所
謂
﹁
世
界
觀
﹂
，
都
具
有
不

同
於
歷
史
上
任
何
往
常
時
期
的
意
義
；
而
另
一
方
面
，
由
於
過
多
的
知
識
、
資
訊
而
導
致
的
思
想
迷

茫
，
信
仰
的
難
以
抉
擇
或
難
以
穩
定
，
由
於
相
對
而
言
越
來
越
富
足
的
物
質
文
明
及
與
之
相
形
見
拙
的

精
神
文
明
之
間
的
不
對
稱
，
導
致
對
於
物
質
的
嚴
重
依
賴
，
鄉
村
文
明
對
於
思
想
性
格
形
成
的
正
能
量

的
逐
步
喪
失
乃
至
徹
底
喪
失
，
家
庭
傳
承
的
影
響
力
的
減
弱
，
等
等
，
則
導
致
今
後
的
新
生
代
在
思
想

上
及
性
格
上
的
難
以
定
型
。
或
許
可
以
借
用
一
個
傳
統
的
佛
教
概
念
，
稱
這
樣
的
新
生
代
為
﹁
不
定
種

姓
﹂
。如

何
應
對
這
些
與
前
不
同
的
新
生
代
之
機
？
這
是
對
於
現
今
及
今
後
人
間
佛
教
發
展
的
重
大
現
實

挑
戰
。
我
們
知
道
：
佛
光
山
的
重
要
經
驗
之
一
，
就
是
大
師
對
於
青
年
的
高
度
重
視
。
佛
光
山
的
青
年

弘
化
工
作
，
更
是
一
直
開
展
得
如
火
如
荼
。
如
何
總
結
其
中
的
經
驗
教
訓
，
如
何
在
一
個
全
新
的
時
代

面
對
一
個
全
新
的
﹁
不
定
種
姓
﹂
的
新
生
代
，
這
將
是
人
間
佛
教
今
後
成
敗
的
一
個
關
鍵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也
可
以
說
將
會
決
定
佛
教
的
未
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