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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
經
批

判
包
括
佛
教
在
內
的
東
方
宗
教
缺
乏
入
世
的
政
治
智
慧
與
經
濟

倫
理
，
實
際
上
也
有
很
多
學
者
反
駁
了
韋
伯
的
看
法
。
有
不
少

研
究
表
明
，
佛
教
，
甚
至
是
印
度
佛
教
的
發
展
中
都
表
現
出
大

量
有
關
政
治
的
論
述
，
蘊
含
了
豐
富
的
政
治
智
慧
與
倫
理
。

龔　雋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山大學人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主任）

人
間
佛
教
之

　
　
跨
學
科
研
究
暨
應
世
之
論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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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主
要
談
談
兩
個
問
題
，
一
個
是
與
我
們
研
究
方
向
有
關
的
，
即
未
來
人
間
佛
教
在
研
究
方
面
的

拓
展
。
目
前
人
文
與
社
會
科
學
的
發
展
都
比
較
傾
向
於
在
學
科
間
進
行
交
叉
性
的
合
作
研
究
，
以
便
可

以
揚
長
避
短
。
佛
教
社
團
是
一
個
複
雜
而
多
面
向
的
社
會
存
在
組
織
，
我
們
過
去
對
於
佛
教
社
團
的
研

究
，
比
較
偏
向
在
單
一
的
佛
教
經
典
、
義
理
或
歷
史
的
層
面
來
作
議
論
，
而
對
於
佛
教
更
重
要
的
生
活

世
界
卻
關
注
很
少
。
如
佛
教
與
社
會
生
活
、
佛
教
與
經
濟
、
政
治
、
教
育
，
以
及
佛
教
與
族
群
和
民
族

主
義
等
，
這
些
都
是
一
個
存
在
於
具
體
社
會
情
境
當
中
的
佛
教
社
群
經
常
應
對
的
問
題
。
對
於
人
間
佛

教
研
究
來
說
，
其
在
社
會
生
活
及
政
治
教
育
等
諸
多
方
面
所
透
顯
出
的
智
慧
，
其
對
佛
法
之
用
，
對
於

當
今
社
會
來
講
，
都
是
一
項
非
常
重
要
財
富
。
佛
教
講
體
用
不
二
，
如
果
說
傳
統
關
於
人
間
佛
教
的
研

究
只
是
比
較
偏
重
於
對
人
間
佛
教
的
思
想
作
體
性
之
探
究
的
話
，
那
麼
未
來
對
於
人
間
佛
教
之
研
究
，

應
該
同
時
觸
及
其
社
會
生
活
，
即
用
之
方
面
的
討
論
。

其
實
，
近
代
人
間
佛
教
的
發
展
本
來
就
是
勇
於
面
對
生
活
世
界
的
各
種
現
實
問
題
，
而
給
出
圓
融

而
又
超
越
性
的
解
答
。
太
虛
大
師
就
對
諸
多
社
會
文
化
及
政
治
、
教
育
等
議
題
，
從
佛
教
的
立
場
發
表

過
有
價
值
的
見
解
。
雖
然
他
的
見
解
經
常
與
當
時
主
流
知
識
社
會
精
英
的
看
法
有
許
多
衝
突
，
但
是
現

在
看
起
來
，
這
種
對
置
，
如
果
從
包
容
的
眼
光
來
看
，
恰
恰
是
可
以
互
補
的
。
於
是
，
作
為
我
們
來
研

究
具
有
人
間
性
格
的
人
間
佛
教
，
不
能
不
去
注
意
與
討
論
其
對
當
前
社
會
生
活
及
政
治
等
諸
多
關
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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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見
與
貢
獻
。
人
間
佛
教
的
發
展
已
經
對
中
國
社
會
產
生
了
重
大
的
影
響
，
對
於
人
間
佛
教
之
探
究
，

除
了
討
論
其
思
想
，
有
關
其
社
會
效
應
方
面
的
討
論
，
卻
相
對
顯
得
落
後
。
或
者
說
討
論
的
專
業
化
程

度
不
夠
高
。
於
是
，
對
於
人
間
佛
教
的
研
究
就
不
能
夠
僅
拘
泥
于
傳
統
佛
教
學
術
的
局
限
，
而
應
該
把

社
會
學
、
政
治
學
、
教
育
學
等
學
科
容
納
進
來
，
進
行
跨
學
科
的
整
合
研
究
。
這
種
跨
學
科
的
研
究
，

對
於
習
慣
於
在
舊
有
模
式
裡
研
究
的
學
者
來
說
雖
然
有
些
冒
險
，
但
這
種
挑
戰
也
同
時
是
一
次
難
得
的

機
遇
。另

外
一
個
問
題
，
其
實
也
是
宗
教
史
研
究
中
非
常
關
鍵
，
而
對
於
人
間
佛
教
來
講
也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議
題
，
即
如
何
去
理
解
與
處
理
好
佛
教
與
政
治
的
關
係
。
一
直
以
來
在
佛
教
圈
內
，
甚
至
在
一
般
社

會
當
中
還
流
行
著
一
種
習
焉
不
察
的
定
見
，
即
認
為
佛
教
是
出
世
的
宗
教
，
所
以
應
該
以
解
脫
，
而
不

是
入
世
關
懷
作
為
其
重
要
的
面
向
。

如
果
我
們
了
解
佛
教
史
的
人
都
會
知
道
，
實
際
上
，
佛
教
從
產
生
以
來
就
一
直
與
當
時
社
會
生

活
與
政
治
之
間
存
在
著
非
常
複
雜
的
關
係
。
佛
法
是
以
解
脫
為
目
的
，
但
是
解
脫
的
方
法
並
非
一
定
通

過
脫
離
社
會
與
政
治
生
活
的
方
式
來
加
以
實
現
，
有
時
候
恰
恰
是
在
社
會
生
活
，
甚
至
與
政
治
活
動
的

正
當
性
的
交
織
中
去
完
成
。
大
乘
佛
教
的
觀
念
更
是
如
此
，
即
主
張
從
人
間
的
種
種
面
向
中
去
轉
向
提

升
，
這
需
要
更
大
的
勇
氣
與
魄
力
，
也
可
以
說
是
慈
悲
心
、
菩
提
心
具
體
而
現
實
的
開
展
形
式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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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佛
教
的
傳
統
，
過
去
有
學
者
認
為
，
就
是
政
治
化
了
的
佛
教
傳
統
。
這
種
說
法
不
能
夠
簡
單
理
解

為
對
於
中
國
佛
教
傳
統
的
批
評
。
中
國
佛
教
所
產
生
的
高
度
圓
融
的
智
慧
，
恰
恰
就
是
在
社
會
生
活
與

政
治
的
密
切
互
動
中
，
去
體
現
隨
緣
不
變
，
不
變
隨
緣
的
理
境
。
這
是
需
要
相
當
的
功
力
和
境
界
才
可

以
做
到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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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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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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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馬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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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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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
經
批
判
包
括
佛
教
在
內
的
東
方
宗
教

缺
乏
入
世
的
政
治
智
慧
與
經
濟
倫
理
，
實
際
上
也
有
很
多
學
者
反
駁
了
韋
伯
的
看
法
。
有
不
少
研
究
表

明
，
佛
教
，
甚
至
是
印
度
佛
教
的
發
展
中
都
表
現
出
大
量
有
關
政
治
的
論
述
，
蘊
含
了
豐
富
的
政
治
智

慧
與
倫
理
。

漢
傳
佛
教
關
於
政
治
方
面
的
智
慧
寶
藏
非
常
之
多
，
而
近
代
以
來
人
間
佛
教
傳
統
與
社
會
政
治
之

間
的
交
涉
也
非
常
廣
泛
，
但
是
這
方
面
的
有
深
度
的
討
論
卻
很
少
，
學
者
與
教
界
還
是
存
在
一
些
心
理

上
的
陰
影
沒
法
抹
去
，
好
像
討
論
佛
教
與
政
治
的
關
係
就
是
汙
名
化
佛
教
。
這
種
回
避
的
策
略
不
僅
無

益
於
我
們
對
人
間
佛
教
作
更
完
整
的
理
解
與
論
述
，
也
表
示
了
我
們
對
於
佛
教
史
認
識
的
偏
頗
。

近
現
代
中
國
佛
教
運
動
就
是
非
常
有
趣
的
一
個
例
證
。
在
中
國
佛
教
面
對
現
代
性
的
問
題
上
，
它

與
政
治
的
關
係
成
為
一
具
有
爭
論
性
的
議
題
。
人
間
佛
教
運
動
基
本
主
張
佛
教
應
該
涉
及
對
政
治
的
關

心
。
其
實
，
更
早
些
的
，
由
知
識
份
子
所
改
造
的
﹁
革
命
佛
教
﹂
論
，
就
以
有
利
於
行
動
性
宗
教
革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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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結
論
，
把
宗
教
性
的
解
脫
倫
理
與
俗
世
的
政
治
解
放
融
為
一
體
。
這
些
把
救
心
與
救
世
融
為
一
體
的

知
識
份
子
發
現
，
信
仰
比
知
識
更
具
有
革
命
性
的
精
神
價
值
。

太
虛
等
就
主
張
佛
教
的
入
世
性
包
含
了
對
於
政
治
的
關
懷
，
儘
管
它
的
內
涵
主
要
不
是
革
命
性
，

而
是
建
設
性
的
。
他
的
論
域
也
相
當
的
廣
泛
，
如
從
國
內
、
世
界
的
政
治
格
局
和
現
實
困
境
到
革
命
的

意
義
和
類
型
，
甚
至
政
治
制
度
的
形
而
上
學
基
礎
等
，
都
進
入
了
他
的
論
說
空
間
。
在
方
式
上
，
他
主

要
是
希
望
依
賴
佛
教
倫
理
原
則
來
為
現
實
的
政
治
秩
序
尋
找
更
深
入
的
基
礎
。
太
虛
大
師
把
他
對
於
社

會
政
治
的
關
切
聯
繫
到
當
時
所
盛
行
的
進
化
論
的
歷
史
語
境
中
加
以
論
述
，
並
試
圖
在
社
會
政
治
與
佛

教
的
共
同
進
化
中
，
為
現
代
性
的
社
會
政
治
尋
找
某
些
佛
教
的
資
源
，
而
同
時
也
想
以
此
來
扶
翼
佛
教

在
現
代
性
社
會
空
間
中
的
合
法
性
。
這
一
劍
雙
刃
的
良
苦
用
心
，
在
他
的
﹁
人
群
政
制
與
佛
教
僧
制
﹂

一
文
的
論
證
結
構
中
可
以
明
確
地
體
會
出
來
。

大
師
急
於
應
用
佛
教
的
立
場
去
詮
釋
、
評
論
當
時
社
會
政
治
，
甚
至
中
國
社
會
所
流
行
的
各
種
政

治
、
社
會
和
道
德
運
動
，
他
都
試
圖
納
入
佛
教
的
立
場
來
開
出
藥
方
。
誠
如
他
自
己
所
說
，
他
是
一
個

研
究
佛
學
的
人
，
對
於
世
界
的
政
治
和
經
濟
都
無
研
究
，
於
是
，
他
這
種
強
己
所
難
的
工
作
實
際
是
出

於
菩
薩
道
的
社
會
情
懷
。
更
要
注
意
的
一
點
，
是
表
面
上
是
在
闡
述
佛
教
的
入
世
性
或
現
代
性
，
其
工

作
的
背
後
動
力
卻
是
熱
烈
的
護
法
意
圖
。



二○

一
四
．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198

當
然
，
人
間
佛
教
如
何
在
這
種
與
社
會
政
治
應
對
中
去
保
持
佛
法
出
世
性
的
高
度
不
受
污
染
，

服
務
利
益
社
會
政
治
生
活
的
同
時
，
也
能
夠
意
識
到
僧
制
與
俗
事
是
﹁
不
共
之
行
﹂
，
從
而
保
持
住
佛

教
在
俗
而
不
染
，
堅
持
佛
教
超
越
現
實
的
不
共
法
的
一
面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這
在
實
踐
上
確
實
是
相
當

的
不
容
易
的
事
情
。
歐
陽
竟
無
當
年
曾
經
力
主
于
佛
教
的
根
源
性
，
維
持
佛
教
超
越
的
一
面
，
而
批
判

了
人
間
佛
教
的
政
治
論
述
與
實
踐
行
為
，
他
的
染
淨
二
元
論
，
具
有
西
方
啟
蒙
理
性
的
劃
界
意
義
，
但

在
佛
教
現
代
性
方
面
過
於
極
端
的
批
判
立
場
，
或
許
恰
如
印
順
法
師
所
批
評
的
，
﹁
得
之
專
而
失
之

通
﹂
。於

是
，
對
於
人
間
佛
教
與
社
會
政
治
議
題
的
研
究
，
不
僅
具
有
重
要
的
學
術
史
意
義
，
同
樣
對
於

佛
教
界
來
講
，
也
可
以
提
供
了
一
些
有
現
實
參
考
性
的
洞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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