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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建
贊
同
人
間
佛
教
理
念
的
　
　

　
教
團
與
寺
院
間
的
聯
絡
機
制

日
本
佛
教
的
宗
派
性
很
強
，
但
他
們
之
間
也
早
就
建
立
了
各
種

溝
通
管
道
，
在
需
要
的
時
候
合
作
共
事
。
基
督
新
教
各
教
會
、

派
會
間
的
衝
突
也
曾
經
很
激
烈
，
甚
至
互
指
對
方
為
異
端
，
釀

成
血
腥
事
件
。
但
十
九
世
紀
以
來
，
他
們
撇
開
分
歧
，
轉
向
合

作
協
進
成
為
宗
教
現
代
化
的
又
一
趨
勢
，
並
創
造
了
多
種
協
進

形
式
：
如
在
傳
教
活
動
中
合
作
，
在
開
展
青
年
工
作
和
基
督
教

教
育
中
的
合
作
。



二○

一
四
．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172

自
二○

○

八
年
全
球
金
融
危
機
以
來
，
以
往
被
經
濟
高
速
發
展
掩
蓋
的
民
族
矛
盾
、
族
群
矛
盾
、

宗
教
衝
突
、
社
會
衝
突
等
都
逐
漸
顯
化
，
並
有
越
來
越
激
烈
的
趨
勢
，
最
近
越
南
暴
民
排
華
事
件
，
烏

克
蘭
內
部
分
裂
衝
突
等
等
，
都
是
其
表
現
而
已
。
當
下
社
會
人
心
不
穩
，
戾
氣
上
升
、
大
學
生
面
臨
失

業
等
等
新
問
題
在
海
峽
兩
岸
都
明
顯
暴
露
，
作
為
個
體
的
教
團
、
寺
院
需
要
共
同
面
對
，
人
間
佛
教
更

不
能
回
避
。

台
灣
﹁
解
嚴
﹂
與
大
陸
改
革
開
放
以
來
，
早
已
擺
脫
或
開
始
減
少
對
官
方
依
附
的
佛
教
教
團
︵
俗

稱
山
頭
︶
、
寺
院
的
各
自
獨
立
，
各
具
特
色
的
發
展
當
然
還
應
堅
持
，
尤
其
是
各
大
山
頭
的
發
展
，
以

集
中
的
模
式
克
服
了
古
來
華
人
佛
教
寺
院
散
漫
習
氣
，
有
助
於
發
展
單
個
寺
院
難
以
承
擔
的
佛
教
教

育
、
文
化
、
社
會
慈
善
等
事
業
。
不
過
在
與
獨
立
發
展
的
同
時
，
應
該
開
始
考
慮
與
之
相
輔
相
成
的
另

一
面
，
即
在
有
共
識
前
提
下
的
彼
此
協
作
。
愈
是
獨
立
發
展
︵
不
依
附
於
政
府
部
門
或
大
出
資
人
︶
，

愈
要
加
強
與
其
他
佛
教
團
體
、
寺
院
的
聯
絡
；
愈
是
特
色
鮮
明
，
愈
需
互
助
互
補
。
因
為
單
個
教
團
、

寺
院
愈
已
發
展
到
相
當
大
規
模
，
可
能
再
前
進
時
遇
到
的
瓶
頸
更
難
越
過
；
個
體
再
大
的
力
量
，
在
面

臨
嚴
重
問
題
時
也
總
有
限
。
總
之
，
獨
立
的
注
重
特
色
的
發
展
與
彼
此
溝
通
協
調
，
兩
者
都
不
宜
偏

廢
。

為
此
，
在
台
灣
原
﹁
中
國
佛
教
會
﹂
的
聯
絡
協
調
功
能
有
所
解
體
，
大
陸
中
國
佛
協
的
這
些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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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很
大
程
度
上
被
削
弱
後
，
在
堅
持
教
團
與
寺
院
的
獨
立
的
各
有
特
色
的
發
展
前
提
的
同
時
，
重
建
獨

立
佛
教
團
體
、
寺
院
間
不
同
形
式
、
不
同
規
模
的
聯
絡
方
式
與
管
道
應
該
提
上
日
程
，
以
發
揮
佛
教
的

共
同
﹁
正
能
量
﹂
去
面
對
社
會
問
題
。
其
中
力
所
能
及
的
一
些
可
以
承
當
，
而
並
非
是
佛
教
所
能
解
決

的
問
題
，
佛
教
界
也
應
發
出
共
同
的
聲
音
，
或
者
獨
特
的
聲
音
。

日
本
佛
教
的
宗
派
性
很
強
，
但
他
們
之
間
也
早
就
建
立
了
各
種
溝
通
管
道
，
在
需
要
的
時
候
合
作

共
事
。
基
督
新
教
各
教
會
、
派
會
間
的
衝
突
也
曾
經
很
激
烈
，
甚
至
互
指
對
方
為
異
端
，
釀
成
血
腥
事

件
。
但
十
九
世
紀
以
來
，
他
們
撇
開
分
歧
，
轉
向
合
作
協
進
成
為
宗
教
現
代
化
的
又
一
趨
勢
，
並
創
造

了
多
種
協
進
形
式
：
如
在
傳
教
活
動
中
合
作
，
在
開
展
青
年
工
作
和
基
督
教
教
育
中
的
合
作
。
　

為
開
展
基
督
徒
服
務
和
共
同
倫
理
行
動
而
實
現
聯
合
，
並
重
建
了
在
教
義
方
面
的
某
些
共
識
。

一
九
二
七
年
，
在
瑞
士
洛
桑
召
開
了
第
一
屆
普
世
信
仰
與
教
制
會
議
，
﹁
會
上
充
分
商
討
了
各
教
派
間

分
歧
最
深
刻
的
一
些
問
題
，
發
現
意
見
相
同
之
處
，
範
圍
之
廣
出
乎
意
料
﹂
。
一
九
四
八
年
，
來
自

四
十
七
國
的
一
百
四
十
七
位
代
表
在
阿
姆
斯
特
丹
決
議
成
立
了
世
界
基
督
教
協
進
會
。
所
謂
協
會
，
其

本
義
就
是
協
進
的
鬆
散
組
織
形
式
。
在
重
建
共
識
的
基
礎
上
，
新
教
國
內
或
同
一
教
派
內
組
織
上
的

合
併
，
跨
教
派
、
超
信
仰
的
聯
合
，
同
一
教
派
的
各
國
組
織
間
建
立
世
界
性
的
聯
盟
等
都
一
直
在
進
行

中
。
太
虛
大
師
是
海
內
外
佛
教
聯
合
協
進
的
首
倡
者
，
當
代
人
間
佛
教
繼
承
了
這
一
傳
統
，
台
灣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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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
兩
岸
佛
教
、
以
至
全
球
以
漢
傳
佛
教
為
基
礎
的
華
人
佛
教
界
，
應
進
一
步
在
共
同
關
心
的
問
題
或

事
件
中
建
立
、
表
達
共
識
或
採
取
聯
合
行
動
。
因
此
建
議
：

首
先
，
贊
同
人
間
佛
教
理
念
的
教
團
與
寺
院
之
間
，
應
建
立
正
式
的
而
不
是
臨
時
的
，
實
質
性
的

而
非
徒
有
虛
名
的
聯
絡
、
協
調
機
制
。

其
次
，
贊
同
人
間
佛
教
理
念
的
教
團
與
寺
院
與
對
人
間
佛
教
提
倡
並
不
以
為
然
的
各
佛
教
團
體
、

寺
院
之
間
，
也
可
試
圖
重
建
。

其
三
，
原
有
的
聯
繫
應
重
新
加
強
。
但
形
式
可
多
樣
，
規
模
可
大
可
小
，
如
依
原
有
的
非
正
式
聯

繫
，
可
有
緊
密
型
、
鬆
散
型
的
不
同
；
老
死
不
相
往
來
的
可
試
圖
溝
通
。

在
尋
求
共
識
方
面
，
可
從
召
集
有
心
有
影
響
的
人
士
，
舉
行
類
似
﹁
座
談
會
﹂ 

的
形
式
著
手
。
進

而
，
可
發
起
各
教
團
寺
院
對
外
聯
絡
的
負
責
人
會
議
，
各
自
發
表
代
表
教
團
領
袖
的
人
間
佛
教
詮
釋
，

以
此
為
討
論
基
礎
，
尋
求
共
同
點
或
相
似
點
，
不
同
點
盡
可
各
自
保
留
。
最
後
，
在
合
適
的
時
機
舉
行

佛
教
界
領
袖
、
寺
院
住
持
的
高
峰
會
議
，
就
共
同
關
心
問
題
發
表
宣
言
。

在
採
取
聯
合
行
動
方
面
，
人
間
佛
教
各
團
體
間
也
有
過
協
作
，
如
由
佛
光
山
文
教
基
金
會
、
法
鼓

山
中
華
佛
學
研
究
所
、
慈
濟
大
學
宗
教
與
文
化
研
究
所
、
佛
教
弘
誓
學
院
於
二○

○

四
年
聯
合
舉
辦
的

第
五
屆
﹁
印
順
長
老
與
人
間
佛
教
：
海
峽
兩
岸
佛
教
學
術
研
討
會
﹂
。
關
於
兩
岸
佛
教
界
的
協
作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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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雲
大
師
牽
頭
的
佛
指
舍
利
到
台
灣
的
巡
展
也
很
成
功
。
但
這
些
都
是
臨
時
性
一
次
性
的
，
需
通
過
建

設
聯
絡
、
協
調
機
制
而
轉
為
多
次
性
，
在
某
些
領
域
如
弘
法
等
方
面
應
轉
為
常
態
化
，
有
些
方
面
則
需

更
多
相
互
支
持
。

星
雲
大
師
對
人
間
佛
教
的
詮
釋
，
比
如
﹁
老
二
哲
學
﹂
已
經
為
這
樣
做
鋪
墊
了
基
礎
，
佛
光
山
在

建
立
各
佛
學
院
聯
誼
會
等
多
方
面
也
做
過
了
嘗
試
，
可
以
總
結
其
經
驗
教
訓
，
以
此
為
面
臨
新
問
題
、

甚
至
需
共
同
應
對
的
嚴
重
問
題
時
重
新
開
展
作
好
準
備
。
﹁
危
﹂
也
是
﹁
機
﹂
，
只
有
有
準
備
的
人
才

能
抓
住
開
拓
新
格
局
的
機
遇
。

從
重
建
贊
同
人
間
佛
教
理
念
的
教
團
與
寺
院
之
間
的
聯
絡
機
制
開
始
，
克
服
障
礙
，
逐
步
擴
大
到

整
個
佛
教
界
。
只
有
這
樣
，
才
能
減
少
誤
解
，
增
進
共
識
，
實
現
更
廣
闊
的
資
源
調
濟
、
人
才
共
用
、

優
勢
互
補
，
充
分
發
揮
人
間
佛
教
理
念
的
引
導
作
用
，
充
分
發
揮
出
整
個
佛
教
界
協
同
的
力
量
，
共
同

面
對
或
解
決
大
家
關
心
的
一
些
問
題
，
或
表
明
基
於
佛
法
的
共
同
見
解
。



常
有
人
問
：

佛
教
徒
可
以
從
事
政
治
嗎
？
答
案
是
「
可
以
」
。

因
為
從
佛
陀
為
國
王
們
講
說
轉
輪
聖
王
的
理
想
政
治
，

以
及
歷
代
國
師
們
以
佛
法
的
智
慧
輔
佐
帝
王
治
理
國
家
，

在
在
都
證
明
佛
教
徒
可
以
參
政
，

但
不
必
直
接
干
治
的
中
道
思
想
。

佛
教
徒
如
果
能
本
著
大
慈
大
悲
、
救
苦
救
難
的
菩
薩
精
神
，

從
事
政
治
的
事
業
，

更
能
為
眾
服
務
，
福
國
利
民
。

 
｜
《
普
門
學
報
．
佛
教
對
「
政
治
人
權
」
的
看
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