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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代
中
國
佛
教
史
上
的
﹁
人
間
佛
教
﹂
理
念
自
太
虛
大
師
提
出
以
來
已
近
百
年
，
而
其
後
由
趙

樸
初
居
士
、
星
雲
大
師
引
領
的
人
間
佛
教
在
大
陸
、
台
灣
的
實
踐
也
達
半
個
多
世
紀
。
人
間
佛
教
至
今

已
經
成
為
兩
岸
三
地
乃
至
世
界
性
的
佛
教
主
流
思
潮
，
但
在
此
過
程
中
人
間
佛
教
依
然
面
臨
著
教
內
外

的
一
些
質
疑
、
誤
解
甚
至
有
目
的
的
攻
擊
。
儘
管
這
些
質
疑
、
責
難
的
聲
音
與
攻
擊
的
力
量
尚
屬
不
大

的
﹁
少
數
派
﹂
，
但
今
日
之
人
間
佛
教
卻
有
必
要
正
視
這
些
質
疑
、
責
難
與
攻
擊
，
從
而
實
現
自
身
的

﹁
再
出
發
﹂
與
﹁
再
造
輝
煌
﹂
。

事
實
上
，
﹁
人
間
佛
教
﹂
受
到
質
疑
、
懷
疑
與
誤
解
這
並
不
出
乎
意
料
，
因
為
近
代
﹁
人
間
佛

教
﹂
本
來
就
是
以
﹁
佛
教
改
革
者
﹂
形
象
出
現
的
，
太
虛
大
師
正
是
針
對
當
時
佛
教
衰
敗
的
現
狀
與
嚴

重
的
﹁
鬼
神
化
﹂
傾
向
，
而
提
出
佛
教
必
須
要
進
行
全
面
﹁
三
大
革
命
﹂—

即
﹁
教
理
革
命
、
教
產

革
命
、
教
制
革
命
﹂
；
與
此
同
時
，
﹁
人
間
佛
教
﹂
則
被
看
做
是
基
於
這
三
大
革
命
﹁
破
舊
﹂
之
後
的

﹁
立
新
﹂
，
是
佛
教
自
我
革
新
而
建
構
出
來
的
理
想
模
型
。
人
間
佛
教
在
其
後
多
達
半
個
多
世
紀
中
，

因
其
順
應
社
會
發
展
等
多
重
因
素
而
在
教
內
外
達
成
基
本
共
識
。

及
至
今
日
，
大
半
個
世
紀
之
後
的
人
間
佛
教
也
許
開
始
淡
忘
了
自
己
曾
經
的
﹁
改
革
者
﹂
身
分
，

但
是
就
另
一
層
面
而
言
，
那
些
在
人
間
佛
教
理
念
提
出
之
初
，
就
與
之
往
復
交
鋒
的
保
守
思
想
觀
念
、

保
守
制
度
觀
念
，
以
及
積
習
極
深
的
習
俗
文
化
觀
念
，
乃
至
隱
匿
其
後
的
現
實
利
益
衝
突
機
制
並
沒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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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正
徹
底
消
除
，
而
只
是
隨
著
社
會
的
變
遷
而
變
遷
，
或
者
在
某
種
此
消
彼
長
的
態
勢
中
變
化
著
。
就

此
意
義
而
言
，
人
間
佛
教
面
臨
的
挑
戰
在
當
今
與
今
後
也
許
並
不
會
消
失
，
因
此
這
需
要
人
間
佛
教
自

身
具
有
不
斷
自
我
建
設
、
不
斷
自
我
反
省
、
不
斷
自
我
完
善
的
能
力
。

一
、
當
前
人
間
佛
教
遭
受
質
疑
與
批
判
的
背
景
淵
源
分
析

首
先
，
由
於
兩
岸
政
治
與
社
會
文
化
背
景
的
差
異
，
兩
地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論
與
實
踐
形
態
方
面
存

在
一
定
的
地
方
性
差
異
。
相
對
於
大
陸
，
台
灣
的
人
間
佛
教
從
內
容
到
形
式
相
對
要
發
展
得
成
熟
些
、

連
貫
些
、
系
統
些
，
特
別
是
星
雲
大
師
引
領
的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模
式
，
已
經
形
成
了
接
續
太
虛
大
師

人
間
佛
教
理
念
而
自
成
一
派
的
較
為
系
統
的
理
論
模
式
、
制
度
模
式
與
實
踐
模
式
；
與
此
同
時
，
大
陸

人
間
佛
教
則
主
要
是
在
佛
教
服
務
社
會
、
佛
教
與
社
會
主
義
制
度
相
一
致
的
層
面
達
成
共
識
，
而
其
在

自
身
的
理
論
詮
釋
方
面
則
沒
有
什
麼
實
質
的
推
進
與
建
構
，
其
實
踐
形
式
也
主
要
表
現
為
以
寺
廟
為
單

位
展
開
的
諸
如
慈
善
、
教
育
、
社
會
服
務
等
多
元
化
形
式
。
在
此
背
景
下
，
人
間
佛
教
在
大
陸
與
台
灣

的
實
踐
過
程
遇
到
的
質
疑
與
挑
戰
的
具
體
情
況
不
盡
相
同
，
但
在
深
層
原
因
方
面
則
有
共
識
的
部
分
。

總
體
看
來
，
當
前
對
人
間
佛
教
提
出
質
疑
、
批
評
，
乃
至
攻
擊
的
主
要
深
層
淵
源
集
中
在
以
下
幾
個
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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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一
，
來
自
根
深
柢
固
的
佛
教
傳
統
極
端
保
守
主
義
勢
力
，
以
及
固
守
宗
法
社
會
模
式
並

因
此
而
獲
得
既
得
利
益
的
佛
教
勢
力
。
這
一
排
斥
人
間
佛
教
理
念
與
實
踐
的
勢
力
可
以
說
伴
隨
著

﹁
人
間
佛
教
﹂
的
緣
起
之
始
，
只
是
在
不
同
階
段
表
現
出
的
強
度
不
同
而
已
。
正
如
有
學
者
指
出
：

﹁
在
大
陸
，
佛
教
傳
統
主
義
思
潮
︵
與
部
分
肯
定
傳
統
的
文
化
保
守
主
義
思
潮
不
同
︶
是
根
深
蒂
固

的
，
因
為
至
少
至
明
清
，
它
已
與
中
國
宗
法
社
會
融
為
一
體
近
千
年
，
趨
於
僵
化
，
並
使
社
會
上
的
人

們
誤
以
為
這
一
﹃
看
破
紅
塵
﹄
，
逃
避
社
會
的
所
謂
佛
教
，
就
是
唯
一
的
佛
教
形
態
。
雖
然
其
社
會
基

礎
即
宗
法
社
會
已
經
或
正
在
解
體
，
但
在
人
們
頭
腦
中
千
年
來
形
成
的
固
定
模
式
是
不
易
被
一
次
或
多

次
衝
擊
打
破
的
，
何
況
在
偏
僻
地
區
，
市
場
經
濟
不
發
達
地
區
，
這
一
模
式
依
然
有
生
存
空
間
。
﹂

誠
如
所
言
，
中
國
社
會
即
使
發
展
到
今
天
，
這
些
根
深
蒂
固
的
傳
統
勢
力
以
及
與
其
相
應
的
負
面

心
理
影
響
仍
在
現
代
僧
團
與
叢
林
制
度
中
具
有
較
強
的
影
響
力
，
這
種
勢
力
具
有
極
強
的
隱
蔽
性
，
不

公
開
主
張
，
但
卻
按
照
潛
規
則
行
事
，
並
與
個
人
的
利
益
得
失
相
連
繫
；
而
﹁
人
間
佛
教
﹂
的
思
想
理

念
、
制
度
理
念
、
實
踐
理
念
一
旦
對
其
潛
在
利
益
構
成
威
脅
，
就
會
招
致
其
責
難
與
攻
擊
。

相
對
於
大
陸
，
台
灣
的
佛
教
傳
統
保
守
主
義
也
許
要
弱
些
，
但
並
非
不
存
在
。
有
時
候
，
這
些

保
守
主
義
也
打
著
堅
守
﹁
傳
統
叢
林
佛
教
的
優
點
﹂
，
來
排
斥
﹁
人
間
佛
教
﹂
的
各
種
適
應
社
會
發
展

的
變
革—

儘
管
﹁
人
間
佛
教
﹂
歷
來
主
張
要
繼
承
﹁
傳
統
叢
林
佛
教
中
的
優
良
部
分
﹂
。
正
如
有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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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所
言
：
﹁
傳
統
主
義
體
現
的
只
是
歷
史
的
遺
存
，
其
偏
愛
者
對
人
間
佛
教
的
非
議
與
拒
絕
，
也
只
是

體
現
了
歷
史
的
惰
性
。
明
清
佛
教
模
式
的
恢
復
只
是
填
補
了
信
仰
領
域
中
的
空
白
。
而
只
要
社
會
在
改

變
，
有
踐
行
性
的
宗
教
必
會
隨
之
發
生
變
化
。
﹂
總
之
，
傳
統
保
守
主
義
勢
力
基
於
歷
史
與
思
想
的
惰

性
以
及
﹁
以
古
為
尚
﹂
的
立
場
，
看
不
慣
﹁
人
間
佛
教
﹂
的
與
時
俱
進
，
並
情
緒
化
地
將
一
些
相
關
責

難
加
之
人
間
佛
教
的
頭
上
。

其
二
，
基
於
反
﹁
理
性
﹂
而
趨
向
神
祕
主
義
或
﹁
返
魅
﹂
的
立
場
者
，
其
對
﹁
人
間
佛

教
﹂
人
本
理
性
立
場
的
批
判
。
毫
無
疑
問
，
整
個
近
現
代
社
會
變
遷
的
過
程
，
在
觀
念
層
面
可
以
看

作
是
圍
繞
﹁
理
性
﹂
而
展
開
的
，
這
也
是
所
謂
﹁
現
代
性
﹂
的
核
心
思
想
。
﹁
現
代
性
﹂
在
哲
學
上
可

以
追
溯
到
笛
卡
爾
的
﹁
認
識
論
轉
型
﹂
，
在
社
會
思
想
史
上
可
以
追
溯
到
近
代
的
﹁
啟
蒙
運
動
﹂
，
而

在
編
年
史
上
則
可
以
追
溯
到
文
藝
復
興
、
宗
教
改
革
和
地
理
大
發
現
。
儘
管
歷
史
學
、
哲
學
、
社
會
學

對
﹁
現
代
性
﹂
的
理
解
不
盡
相
同
，
但
其
中
人
道
主
義
的
歷
史
進
步
意
識
和
理
性
主
義
的
批
判
精
神
，

以
及
立
足
﹁
理
性
﹂
之
上
的
科
學
、
自
由
、
平
等
、
民
主
、
人
權
等
現
代
觀
念
是
相
同
的
，
而
這
些
觀

念
中
作
為
近
代
歷
史
區
間
內
的
現
代
性
特
質
與
核
心
觀
念
則
是
﹁
現
代
理
性
﹂
。

對
於
宗
教
而
言
，
﹁
理
性
﹂
改
變
了
現
代
人
對
世
界
、
自
然
乃
至
自
身
的
理
解
方
式
，
當
然
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改
變
了
人
們
對
宗
教
的
理
解
方
式
。
近
代
太
虛
大
師
倡
導
的
﹁
人
間
佛
教
﹂
無
疑
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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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一
﹁
現
代
性
﹂
的
背
景
下
展
開
的
，
﹁
人
間
佛
教
﹂
也
因
此
具
有
因
應
﹁
理
性
﹂
、
﹁
科
學
﹂
、

﹁
民
主
﹂
、
﹁
平
等
﹂
等
現
代
性
觀
念
的
品
質
。
從
當
前
對
﹁
人
間
佛
教
﹂
批
評
的
相
關
觀
念
層
面
來

看
，
一
些
學
者
明
確
提
出
對
﹁
理
性
﹂
、
﹁
理
智
﹂
、
﹁
人
本
﹂
立
場
的
批
判
，
以
及
對
﹁
科
學
思

惟
﹂
的
批
判
。
誠
然
，
﹁
現
代
理
性
﹂
雖
然
是
現
代
性
的
核
心
觀
點
，
但
它
並
非
是
包
治
百
病
的
良

藥
，
因
此
也
存
在
複
雜
的
自
身
困
境—

這
直
接
導
致
了
對
其
反
動
的
﹁
後
現
代
思
潮
﹂
。

事
實
上
，
不
難
看
出
，
這
些
基
於
反
﹁
理
性
﹂
立
場
而
對
﹁
人
間
佛
教
﹂
展
開
批
判
者
，
往
往
附

和
著
西
方
舶
來
的
所
謂
後
現
代
主
義
思
潮
、
反
科
學
主
義
思
潮
，
公
開
地
提
出
反
理
性
、
反
理
智
、
反

人
本
的
立
場
。
比
如
，
前
不
久
大
陸
少
數
學
者
展
開
針
對
印
順
人
間
佛
教
思
想
的
批
判
而
延
伸
的
﹁
人

間
佛
教
﹂
批
判
中
，
其
觀
念
本
質
就
是
對
人
間
佛
教
中
理
性
、
理
智
、
人
本
觀
念
的
批
判
，
並
以
此
作

為
其
應
對
現
代
性
批
判
的
一
種
佛
教
觀
。
總
之
，
一
些
後
現
代
思
潮
夾
雜
著
原
教
復
古
情
緒
對
知
識
分

子
有
一
定
影
響
，
並
由
此
轉
為
對
現
代
思
潮
的
不
滿
與
批
評
，
並
由
此
間
接
影
響
到
他
們
表
達
了
對
人

間
佛
教
的
不
滿
。

其
三
，
由
於
面
對
漢
傳
佛
教
信
仰
力
量
的
減
弱
與
競
爭
力
的
降
低
態
勢
，
而
導
致
將
矛
頭

指
向
﹁
人
間
佛
教
﹂
的
批
判
，
這
一
批
判
主
要
認
為
人
間
佛
教
趨
向
﹁
世
俗
化
﹂
而
缺
乏
宗
教

﹁
超
越
性
﹂
與
﹁
神
聖
性
﹂
。
這
一
批
判
之
聲
集
中
地
表
現
在
大
陸
的
佛
教
教
內
外
之
中
，
其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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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漢
傳
佛
教
影
響
力
﹂
的
減
弱
與
吸
引
力
降
低
而
導
致
的
。
一
方
面
，
大
陸
近
年
來
佛
教
寺
院
與
佛

教
類
景
區
規
模
不
斷
膨
脹
，
廟
宇
建
得
越
來
越
多
、
越
來
越
大
；
另
一
方
面
，
一
般
信
眾
、
社
會
大
眾

對
漢
傳
佛
教
的
信
仰
卻
有
弱
化
傾
向
。
從
各
大
宗
教
的
競
爭
來
看
，
基
督
教
的
發
展
勢
頭
蓋
過
了
佛

教
；
而
從
佛
教
的
三
大
語
系
來
看
，
藏
傳
佛
教
、
南
傳
佛
教
的
發
展
態
勢
也
超
過
漢
傳
佛
教
，
甚
至
由

漢
傳
佛
教
改
信
藏
傳
或
其
他
宗
教
的
現
象
也
時
有
發
生
。

在
此
背
景
下
，
﹁
人
間
佛
教
﹂
有
時
莫
名
其
妙
地
被
當
成
﹁
替
罪
羊
﹂
。
這
些
批
判
包
括
：
﹁
人

間
佛
教
﹂
是
一
種
人
文
主
義
化
的
佛
教
，
有
以
慈
善
替
代
超
度
的
傾
向
；
﹁
人
間
佛
教
﹂
在
宣
傳
中
常

有
淡
化
三
世
因
果
、
六
道
輪
迴
的
特
點
，
過
分
強
調
現
世
化
，
似
乎
要
努
力
洗
清
佛
教
﹁
迷
信
﹂
的
嫌

疑
；
﹁
人
間
佛
教
﹂
是
一
種
標
榜
理
性
的
佛
教
，
忽
視
修
證
與
宗
教
體
驗
，
在
實
踐
中
有
學
術
化
、
商

業
化
、
祛
神
聖
化
的
傾
向
；
人
間
佛
教
混
淆
人
乘
與
菩
薩
乘
、
佛
乘
的
關
係
，
容
易
淺
俗
化
，
淡
化
出

離
心
，
導
致
﹁
超
越
性
﹂
思
想
資
源
的
流
失
等
等
。
與
此
同
時
，
在
佛
學
取
向
上
，
持
這
種
批
判
立
場

者
往
往
會
導
向
﹁
原
教
旨
主
義
﹂
？
中
國
化
佛
教
傳
統
持
虛
無
主
義
，
甚
至
否
定
中
國
佛
教
的
合
法

性
。

以
上
針
對
﹁
人
間
佛
教
﹂
批
判
的
不
同
立
場
有
時
彼
此
交
互
影
響
，
形
態
複
雜
，
其
批
判
有
些
是

出
於
對
人
間
佛
教
的
無
知
與
誤
解
，
有
的
則
缺
乏
理
論
根
據
、
隔
斷
歷
史
、
邏
輯
不
清
晰
、
有
臆
斷
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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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
但
其
對
於
﹁
人
間
佛
教
﹂
的
負
面
影
響
實
則
較
大
，
因
此
需
要
認
真
回
應
，
並
在
此
基
礎
上
實
現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論
與
實
踐
的
不
斷
完
善
與
﹁
再
出
發
﹂
。

二
、
對
「
人
間
佛
教
」
遭
受
種
種
責
難
的
回
應

近
現
代
人
間
佛
教
事
實
上
是
一
個
歷
史
的
選
擇
、
社
會
發
展
的
選
擇
，
同
時
它
也
是
近
代
佛
教

大
德
們
的
一
種
集
體
智
慧
選
擇
的
結
果
。
同
時
，
人
間
佛
教
不
僅
僅
是
理
論
的
論
證
，
也
是
實
踐
的
證

成
。
從
佛
教
﹁
契
理
﹂
的
角
度
來
看
，
人
間
佛
教
在
教
理
上
直
承
﹁
佛
陀
本
懷
﹂
，
因
為
佛
教
的
﹁
人

間
向
度
﹂
與
﹁
現
實
主
義
品
格
﹂
不
僅
早
已
在
大
乘
佛
教
思
想
充
分
體
現
，
且
在
釋
迦
牟
尼
佛
在
世
的

教
法
中
就
已
經
產
生
，
是
佛
陀
教
化
的
本
懷
。
從
佛
教
的
﹁
契
機
﹂
的
角
度
來
看
，
人
間
佛
教
因
應
了

近
代
社
會
的
現
代
性
變
遷
，
找
到
了
符
合
現
代
社
會
價
值
與
現
代
人
的
佛
教
需
求
方
式
、
佛
教
理
解
方

式
與
佛
教
實
踐
方
式
，
同
時
也
找
到
了
佛
教
自
身
存
在
與
發
展
的
可
能
性
。
從
實
踐
證
成
的
角
度
來

看
，
兩
岸
人
間
佛
教
已
經
開
創
了
當
代
佛
教
的
新
氣
象
，
特
別
是
佛
光
山
的
人
間
佛
教
已
經
在
世
界
性

的
範
圍
內
，
開
創
了
當
代
佛
教
的
繁
榮
與
當
代
佛
教
的
信
仰
自
信
。
因
此
，
這
種
契
理
契
機
的
人
間
佛

教
理
念
，
之
所
以
成
為
一
種
主
流
思
潮
並
非
偶
然
，
而
是
一
種
﹁
大
事
因
緣
﹂
。
對
於
前
文
所
述
人
間

佛
教
遭
受
的
種
種
責
難
之
聲
，
筆
者
針
對
性
地
作
出
以
下
的
回
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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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一
，
佛
教
傳
統
極
端
保
守
主
義
勢
力
對
人
間
佛
教
的
批
判
，
是
一
種
隔
斷
歷
史
、
無
視

社
會
發
展
的
自
說
自
話
的
封
閉
性
立
場
。
近
代
人
間
佛
教
理
論
與
實
踐
的
展
開
，
就
其
發
端
的
社
會

背
景
而
言
，
乃
在
因
應
近
代
中
國
社
會
現
代
性
變
遷
之
大
局
，
它
是
佛
教
內
部
在
此
社
會
大
變
局
背
景

下
謀
求
自
身
現
代
調
適
而
發
起
的
革
新
運
動
。
之
所
以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念
與
實
踐
在
今
天
乃
至
今
後
成

為
引
領
中
國
佛
教
發
展
的
主
流
思
潮
，
這
是
歷
史
選
擇
的
結
果
。
如
果
按
照
傳
統
保
守
主
義
勢
力
的
立

場
，
若
中
國
佛
教
一
直
無
視
歷
史
的
變
遷
，
因
循
守
舊
毫
無
變
化
，
那
佛
教
能
不
能
生
存
至
今
都
是
個

問
題
。
即
使
是
人
間
佛
教
本
身
，
它
也
有
個
歷
史
階
段
性
問
題
，
是
一
個
動
態
發
展
的
過
程
。

如
法
舫
法
師
就
把
人
間
佛
教
的
歷
史
分
期
為
四
個
階
段
，
即
所
謂
：
﹁
釋
尊
時
代
與
小
乘
時
代
之

人
間
佛
教
，
可
曰
古
代
之
人
間
佛
教
。
自
馬
鳴
至
中
國
隋
唐
之
大
乘
佛
教
時
期
之
人
間
佛
教
，
可
曰
中

古
時
代
之
人
間
佛
教
。
自
佛
教
入
西
藏
而
遍
于
亞
洲
，
可
曰
近
世
之
人
間
佛
教
。
現
在
二
十
世
紀
之
世

界
佛
教
運
動
，
可
曰
現
在
之
人
間
佛
教
。
﹂

其
次
，
傳
統
極
端
保
守
主
義
勢
力
是
以
一
種
﹁
封
閉
性
﹂
的
態
度
看
佛
教
，
認
為
佛
教
可
以
不

顧
外
部
社
會
的
存
在
而
按
照
自
身
邏
輯
發
展
，
這
顯
然
只
是
一
種
主
觀
的
想
像
而
已
。
事
實
上
，
任
何

宗
教
的
發
展
都
是
置
身
於
社
會
大
系
統
之
中
，
受
社
會
大
系
統
的
影
響
，
受
制
於
不
同
時
代
社
會
的
法

律
制
度
、
政
治
制
度
與
經
濟
制
度
。
尤
其
是
今
日
，
我
們
討
論
佛
教
的
問
題
一
定
會
進
入
到
﹁
公
共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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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領
域
﹂
，
在
今
天
這
個
時
代
，
要
建
設
﹁
人
間
佛
教
﹂
雖
然
佛
教
界
是
主
體
，
但
這
也
不
僅
是
佛
教

自
身
的
問
題
，
同
時
也
是
整
個
社
會
的
問
題
，
應
當
有
社
會
怎
麼
看
佛
教
、
學
術
界
怎
麼
看
佛
教
、
佛

教
界
自
身
怎
麼
看
佛
教
的
多
重
視
角
。
因
此
，
當
代
﹁
人
間
佛
教
﹂
應
該
是
一
個
共
建
的
局
面
，
建
設

﹁
人
間
佛
教
﹂
不
僅
是
佛
教
自
身
的
事
情
，
也
是
整
個
社
會
的
事
情
，
極
端
保
守
主
義
立
場
的
這
種
無

視
歷
史
發
展
、
無
視
外
部
社
會
系
統
關
係
的
態
度
，
顯
然
是
站
不
住
腳
的
。

其
二
，
關
於
人
間
佛
教
﹁
理
性
﹂
、
﹁
人
文
﹂
立
場
的
問
題
。
人
間
佛
教
就
其
誕
生
的
社

會
背
景
來
看
，
它
面
臨
著
一
個
佛
教
如
何
﹁
現
代
化
﹂
生
存
的
問
題
，
太
虛
開
啟
的
人
間
佛
教
在
堅

守
﹁
佛
陀
本
懷
﹂
與
﹁
佛
教
理
性
﹂
傳
統
的
基
礎
上
，
其
隨
順
現
代
﹁
理
性
﹂
、
﹁
人
文
﹂
、
﹁
科

學
﹂
，
謀
求
佛
教
發
展
與
社
會
發
展
及
現
代
核
心
觀
念
︵
如
科
學
、
平
等
、
民
主
、
人
文
等
觀
念
︶
相

契
的
思
路
確
實
是
明
顯
的
，
這
正
是
近
代
人
間
佛
教
的
基
本
特
徵
之
一
。
即
以
當
代
的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而
言
，
其
隨
順
﹁
理
性
﹂
﹁
人
文
﹂
的
態
度
也
是
明
顯
的
，
佛
光
山
的
佛
教
發
展
理
念
、
叢
林
管

理
制
度
、
社
會
服
務
觀
念
、
生
命
共
同
體
意
識
、
平
等
包
容
態
度
，
以
及
日
常
修
持
中
倡
導
的
﹁
三

好
﹂
、
﹁
四
給
﹂
等
等
，
皆
是
人
間
佛
教
順
應
當
代
社
會
、
隨
順
﹁
理
性
﹂
﹁
人
文
﹂
的
立
場
。

所
以
我
以
為
，
對
於
人
間
佛
教
隨
順
﹁
理
性
﹂
、
﹁
人
文
﹂
、
﹁
科
學
﹂
的
基
本
立
場
，
要
敢

於
理
直
氣
壯
地
承
認
、
堅
持
，
這
沒
有
任
何
回
避
的
必
要
。
而
且
另
外
一
方
面
，
人
間
佛
教
隨
順
﹁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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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
﹁
人
文
﹂
、
﹁
科
學
﹂
並
不
意
味
著
人
間
佛
教
對
自
身
佛
教
精
神
傳
統—

﹁
佛
陀
本
懷
﹂
的

背
離
，
恰
恰
相
反
，
人
間
佛
教
一
直
都
是
基
於
﹁
佛
陀
本
懷
﹂
而
做
出
隨
順
﹁
理
性
﹂
的
態
度
，
這
種

﹁
隨
順
﹂
是
基
於
佛
教
自
身
的
﹁
佛
教
理
性
﹂
傳
統
與
現
代
理
性
之
間
的
﹁
共
契
﹂
部
分
。
這
正
如
星

雲
大
師
對
人
間
佛
教
︵H

um
anistic B

uddhism

︶
的
經
典
解
釋—

﹁
佛
說
的
、
人
要
的
、
淨
化
的
、

善
美
的
，
凡
有
助
於
增
進
幸
福
人
生
的
教
法
，
都
是
人
間
佛
教
﹂
。
其
中
，
﹁
佛
說
的
﹂
就
是
要
符
合

﹁
佛
陀
本
懷
﹂
，
﹁
人
要
的
﹂
就
是
要
符
合
﹁
人
文
﹂
﹁
人
本
﹂
關
懷
，
﹁
淨
化
的
、
善
美
的
，
凡
有

助
於
增
進
幸
福
人
生
的
﹂
，
講
的
就
是
與
現
代
社
會
核
心
價
值
觀
的
相
契
合
。
事
實
上
，
﹁
理
性
﹂
是

現
代
人
類
文
明
的
基
礎
，
否
認
理
性
，
不
講
理
性
，
人
們
就
無
法
進
入
到
﹁
公
共
性
領
域
﹂
，
就
不
可

能
進
行
有
效
溝
通
，
不
講
理
性
就
一
定
會
走
向
神
祕
主
義
與
蒙
昧
主
義
的
迷
信
老
路
。
當
然
，
現
代
理

性
也
不
是
包
治
百
病
的
萬
能
之
藥
，
特
別
是
現
代
理
性
之
中
出
現
的
﹁
工
具
理
性
﹂
傾
向
，
讓
人
類
的

精
神
世
界
、
價
值
觀
、
審
美
取
向
乃
至
倫
理
道
德
都
受
到
或
多
或
少
的
消
極
影
響
；
但
是
，
對
﹁
工
具

理
性
﹂
的
批
判
與
反
思
，
絕
非
意
味
著
要
否
定
理
性
，
而
以
此
為
藉
口
，
對
人
間
佛
教
進
行
的
批
判
與

攻
擊
也
是
毫
無
道
理
的
。
此
外
，
就
哲
學
層
面
而
言
，
理
性
與
感
性
本
來
就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關
係
，
沒

有
毫
無
感
性
的
理
性
，
也
不
存
在
毫
無
理
性
的
感
性
。
理
性
的
品
質
在
於
可
以
提
問
，
可
以
疑
問
，
可

以
通
過
﹁
信
解
﹂
的
方
式
進
入
到
﹁
信
仰
﹂—

這
與
佛
教
一
直
提
倡
的
﹁
信
解
行
證
﹂
修
學
理
路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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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一
致
的
。
個
人
信
仰
中
有
神
祕
的
體
驗
這
是
正
常
的
、
不
可
否
認
的
，
但
作
為
進
入
公
共
領
域
、
公

眾
知
識
領
域
的
佛
教
宣
導
，
則
必
須
堅
守
理
性
的
立
場
。

此
外
，
何
謂
﹁
理
性
﹂
？
這
本
身
也
是
一
個
非
常
複
雜
的
問
題
，
不
同
文
化
都
有
其
自
身
的
﹁
理

性
傳
統
﹂
，
盲
目
地
以
反
理
性
的
立
場
對
人
間
佛
教
進
行
批
判
是
非
常
膚
淺
的
，
事
實
上
，
我
們
也
看

到
人
間
佛
教
的
另
一
面—

即
以
﹁
佛
陀
本
懷
﹂
與
﹁
自
身
理
性
﹂
傳
統
對
現
代
性
導
致
的
各
種
困
境

進
行
診
療
的
努
力
。

其
三
，
關
於
對
人
間
佛
教
﹁
世
俗
化
﹂
的
質
疑
，
以
及
人
間
佛
教
缺
乏
﹁
神
聖
性
﹂
與

﹁
超
越
性
﹂
的
責
難
。
當
下
對
於
人
間
佛
教
的
責
難
與
批
判
之
聲
中
，
有
關
人
間
佛
教
﹁
世
俗

化
﹂
、
人
間
佛
教
缺
乏
﹁
神
聖
性
﹂
與
﹁
超
越
性
﹂
的
責
難
最
為
顯
著
，
那
麼
究
竟
如
何
看
待
人
間
佛

教
的
﹁
世
俗
化
﹂
、
﹁
神
聖
性
﹂
與
﹁
超
越
性
﹂
，
這
是
一
個
非
常
值
得
注
意
的
問
題
！
有
關
﹁
人
間

佛
教
發
展
過
程
中
的
世
俗
化
問
題
﹂
我
曾
作
專
文
討
論
過 

，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在
此
再
作
概
要
澄
清
，
世

俗
化
一
詞
在
使
用
中
有
兩
種
情
況
：
 1.
﹁
世
俗
化
﹂
︵Secularization

︶
一
詞
有
著
極
為
複
雜
的
演
化

過
程
，
後
逐
漸
發
展
為
具
有
社
會
學
、
歷
史
學
、
語
言
學
、
宗
教
學
等
多
重
意
義
，
馬
克
斯
．
韋
伯
將

﹁
世
俗
化
﹂
一
詞
引
入
西
方
宗
教
社
會
學
，
意
在
指
基
督
教
背
景
下
，
現
代
性
社
會
變
遷
過
程
中
，
宗

教
與
政
治
、
社
會
、
文
化
之
間
的
關
係
，
世
俗
化
對
應
的
是
神
聖
化
。
 2.
國
內
學
人
或
教
內
外
使
用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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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詞
語
批
判
當
代
佛
教
︵
包
括
批
評
人
間
佛
教
︶
時
，
往
往
並
非
使
用
其
作
為
宗
教
社
會
學
專
有
名
詞

的
含
義
，
而
是
使
用
﹁
世
俗
化
﹂
一
詞
的
中
國
語
境
中
的
含
義—

意
指
﹁
庸
俗
化
﹂
︵
不
高
雅
︶
，

以
及
與
之
相
聯
繫
的
﹁
市
場
化
﹂
、
﹁
商
業
化
﹂
及
﹁
流
俗
化
﹂
等
。

批
判
者
往
往
使
用
﹁
世
俗
化
﹂
一
詞
的
中
國
語
境
的
含
義
，
將
當
前
漢
傳
佛
教
中
的
過
度
商
業
化
、

庸
俗
化
、
流
俗
化
傾
向
統
統
歸
罪
到
人
間
佛
教
頭
上
，
認
為
人
間
佛
教
的
俗
化
導
致
了
漢
傳
佛
教
信
仰

的
弱
化
，
進
而
否
定
人
間
佛
教
的
取
向
。
問
題
是
，
這
些
批
判
者
對
中
國
佛
教
史
並
沒
有
清
晰
的
認

知
，
並
將
傳
統
佛
教
﹁
想
像
﹂
成
高
雅
的
、
脫
俗
的
形
態
，
事
實
上
，
稍
具
佛
教
史
知
識
的
人
就
知
道
，

這
一
意
義
上
的
﹁
世
俗
化
﹂
早
在
佛
教
傳
入
中
土
就
已
經
開
始
了
，
並
在
宋
以
後
表
現
得
更
加
明
顯
。

其
次
，
關
於
﹁
神
聖
性
﹂
與
﹁
超
越
性
﹂
的
問
題
。
批
判
者
所
言
的
﹁
神
聖
性
﹂
與
﹁
超
越

性
﹂
，
往
往
使
用
的
是
西
方
基
督
教
背
景
下
的
﹁
神
聖
﹂
與
﹁
世
俗
﹂
二
元
對
立
的
概
念
，
但
事

實
上
，
佛
教
並
沒
有
這
樣
二
元
對
立
的
﹁
神
聖
性
﹂
以
及
外
追
實
體
化
的
﹁
超
越
性
﹂
觀
念
。
在
佛

教
中
，
﹁
神
聖
性
﹂
、
﹁
超
越
性
﹂
，
主
要
表
現
在
﹁
心
﹂
的
覺
悟
與
否
，
表
現
在
﹁
眾
生
﹂—

﹁
佛
﹂
之
間
的
關
係
上
。
一
切
有
關
覺
悟
的
體
驗
，
有
關
對
緣
起
與
空
性
的
證
悟
，
以
及
眾
生
心
與
佛

心
的
﹁
遙
契
﹂
與
﹁
印
證
﹂
，
以
及
自
心
清
淨
的
人
間
淨
土
體
驗
，
皆
是
佛
教
意
義
上
的
﹁
神
聖
﹂
與

﹁
超
越
﹂
。
因
此
佛
教
的
神
聖
性
與
超
越
性
，
是
體
現
在
當
下
的
日
常
生
活
之
中
，
體
現
在
心
的
覺
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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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中
，
體
現
在
砍
柴
擔
水
的
平
常
日
用
之
中
，
體
現
在
當
下
的
呈
現
之
中
。
正
如
星
雲
大
師
在
其
新
著

︽
人
間
佛
教
佛
陀
本
懷
︾
一
書
中
所
說
：

你
依
止
佛
陀
三
法
印
、
四
聖
諦
、
十
二
因
緣
、
六
度
萬
行
等
修
行
，
發
菩
提
心
，
行
菩
提

道
，
這
不
是
神
聖
性
嗎
？

每
一
個
人
都
能
信
仰
人
間
佛
教
，
都
能
人
我
和
諧
、
家
庭
幸
福
、
積
極
增
上
、
解
脫
自

在
…
…
這
不
是
神
聖
性
嗎
？

人
間
佛
教
是
以
人
為
本
，
不
假
神
權
，
真
正
的
佛
法
是
創
造
人
生
的
究
竟
幸
福
，
﹁
自
依

止
，
法
依
止
﹂
，
這
不
是
神
聖
性
嗎
？

人
間
佛
教
走
入
社
會
、
服
務
社
會
大
眾
，
所
謂
弘
法
利
生
，
上
求
佛
道
，
下
化
眾
生
，
這
樣

的
胸
懷
和
理
想
，
不
都
是
神
聖
性
嗎
？ 

因
此
，
當
有
人
批
判
人
間
佛
教
缺
乏
﹁
神
聖
性
﹂
與
﹁
超
越
性
﹂
時
，
我
們
倒
是
要
問
問
他
的

﹁
佛
陀
觀
﹂
與
﹁
佛
教
觀
﹂
為
何
？
佛
陀
是
大
徹
大
悟
的
﹁
人
﹂
，
佛
陀
不
是
﹁
天
神
﹂
，
佛
教
也
不

是
﹁
天
啟
的
神
創
宗
教
﹂
，
佛
教
的
﹁
神
聖
性
﹂
與
﹁
超
越
性
﹂
就
表
達
在
由
﹁
人
﹂
而
成
﹁
佛
﹂

的
過
程
中
，
佛
教
認
為
﹁
一
切
眾
生
皆
有
佛
性
﹂
、
﹁
一
切
眾
生
皆
能
成
佛
︵
理
論
上
︶
﹂
，
﹁
人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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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
之
間
的
關
係
也
絕
不
是
基
督
教
的
﹁
人—

神
﹂
二
元
關
係
。

三
、
秉
持
佛
陀
本
懷
的
人
間
佛
教
「
再
出
發
」

面
對
種
種
批
評
與
質
疑
，
筆
者
以
為
，
人
間
佛
教
更
應
該
秉
持
星
雲
大
師
所
言
的
﹁
人
間
佛
教
佛

陀
本
懷
﹂
精
神
，
坦
然
面
對
不
同
的
聲
音
，
以
開
放
包
容
的
心
態
去
聽
、
去
辨
，
不
斷
增
強
自
身
的
自

我
反
思
能
力
、
自
我
反
省
能
力
以
及
自
我
更
新
能
力
。
只
有
秉
持
這
種
不
斷
自
我
反
省
、
自
我
更
新
的

能
力
，
人
間
佛
教
才
能
不
斷
地
完
善
自
身
的
理
論
與
實
踐
，
不
斷
地
﹁
再
出
發
﹂
，
不
斷
地
﹁
創
造
輝

煌
﹂
。
為
此
，
筆
者
在
學
習
星
雲
大
師
著
作
的
基
礎
上
，
提
出
以
下
幾
點
看
法
：

︵
一
︶
做
到
變
與
不
變
的
統
一
。
人
間
佛
教
應
該
始
終
保
持
﹁
變
﹂
與
﹁
不
變
﹂
統
一
，
變
化

的
是
時
間
空
間
、
社
會
存
在
，
不
變
的
是
佛
陀
的
本
懷
。
﹁
變
﹂
就
是
要
與
時
俱
進
，
關
注
現
實
社
會

與
眾
生
的
切
實
需
要
，
不
斷
調
整
弘
傳
的
手
段
與
方
法
；
﹁
不
變
﹂
就
是
堅
守
佛
陀
本
懷
、
堅
守
佛
教

的
根
本
教
義
精
神
不
變
化
，
堅
守
佛
教
的
優
良
傳
統
不
能
變
。
這
樣
的
﹁
變
﹂
與
﹁
不
變
﹂
就
是
人
間

佛
教
契
理
應
機
，
隨
緣
不
變
、
不
變
隨
緣
的
智
慧
。

︵
二
︶
做
到
人
間
善
行
與
菩
薩
行
的
統
一
。
人
間
佛
教
關
注
現
實
人
生
、
關
注
社
會
大
眾
的
疾

苦
與
需
求
，
應
當
把
佛
法
作
為
一
種
人
生
的
智
慧
，
對
當
前
社
會
、
人
生
存
在
的
各
種
問
題
，
從
佛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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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智
慧
提
出
解
釋
和
解
決
的
方
法
；
針
對
當
今
社
會
，
包
括
哲
學
、
科
學
、
社
會
共
同
關
心
的
問
題
，

從
佛
法
的
智
慧
中
給
予
一
種
究
竟
的
、
了
義
的
解
釋
和
會
通
；
在
此
基
礎
上
，
針
對
當
前
社
會
上
存
在

的
現
實
問
題
，
從
佛
法
的
角
度
提
出
思
考
和
解
決
的
方
法
，
幫
助
現
代
人
在
心
靈
建
設
、
觀
念
建
設
、

價
值
建
設
上
找
到
一
條
究
竟
根
本
的
出
路
。
在
此
基
礎
上
，
人
間
佛
教
菩
薩
也
要
立
足
於
現
實
當
下
，

每
個
人
通
過
發
菩
提
心
、
行
菩
薩
行
趨
向
人
間
菩
薩
行
。
人
間
的
菩
薩
行
一
定
要
建
立
在
菩
提
心
的
基

礎
上
，
讓
每
一
個
人
都
能
夠
認
識
到
菩
提
心
是
生
命
中
唯
一
的
出
路
，
菩
提
心
是
從
迷
惑
走
向
覺
醒
的

引
領
，
這
樣
的
人
間
善
行
於
菩
薩
行
的
統
一
，
方
可
落
實
人
間
佛
教
的
﹁
神
聖
性
﹂
與
﹁
超
越
性
﹂
。

︵
三
︶
做
到
理
性
信
解
與
神
聖
超
越
的
統
一
。
理
性
信
解
是
現
代
人
理
解
佛
法
、
進
入
佛
法

的
重
要
契
機
與
入
口
，
因
此
人
間
佛
教
在
弘
傳
的
過
程
中
，
應
該
秉
持
﹁
理
性
信
解
﹂
的
基
本
前
提
，

向
廣
大
眾
生
宣
導
可
以
基
於
理
性
、
人
文
立
場
理
解
、
接
受
的
人
間
佛
教
；
但
同
時
，
人
間
佛
教
的
建

設
，
也
離
不
開
人
間
解
脫
行
的
修
持
。
每
個
人
都
有
困
惑
，
每
個
人
都
有
煩
惱
，
所
以
每
個
人
需
要
解

脫
。
因
此
，
人
間
佛
教
在
堅
持
理
性
信
解
的
同
時
，
也
應
該
鼓
勵
各
種
有
助
於
覺
悟
的
修
證
，
使
得

﹁
人
間
佛
教
﹂
具
有
修
學
的
堅
實
階
梯
，
以
從
人
生
改
善
直
契
法
界
圓
明
的
覺
悟
，
乃
至
最
終
﹁
人
圓

而
佛
成
﹂
的
究
竟
，
這
樣
的
人
間
佛
教
，
一
定
是
包
含
了
全
部
佛
法
的
目
的
與
效
果
的
人
間
佛
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