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共
存
、
互
鑑
、
融
和
與
發
展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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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四‧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近
代
以
來
的
人
間
佛
教
運
動
，
是
在
對
傳
統
佛
教
的
改
革
創
新
中
發
展
起
來
的
，
並
一
直
與
傳
統
佛

教
形
態
並
存
和
互
動
，
成
為
人
間
佛
教
運
動
不
斷
成
長
和
發
展
的
伴
生
資
源
和
對
照
。
在
未
來
相
當
長
的

時
期
內
，
都
可
能
是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並
存
的
局
面
，
兩
者
相
互
參
照
互
鑑
，
都
會
以
不
同
的
形
式

適
應
時
代
需
要
而
調
整
或
改
變
著
自
己
存
在
與
發
展
的
形
態
特
徵
。
人
間
佛
教
因
此
將
在
未
來
一
個
相
當

長
的
時
期
內
要
與
傳
統
佛
教
共
存
於
同
一
個
時
空
和
人
文
社
會
環
境
當
中
，
不
能
不
積
極
地
面
對
這
種
局

面
，
一
方
面
，
尊
重
傳
統
佛
教
，
借
鑑
傳
統
佛
教
，
護
持
傳
統
佛
教
，
甚
至
推
進
傳
統
佛
教
的
更
新
；
另

一
方
面
，
不
斷
超
越
傳
統
佛
教
，
更
新
人
間
佛
教
適
應
社
會
發
展
需
要
的
能
力
，
使
人
間
佛
教
更
好
地
服

務
於
現
實
社
會
人
生
。

一
、
傳
統
佛
教
存
在
的
合
理
性
及
其
特
徵

傳
統
佛
教
是
相
對
於
人
間
佛
教
而
言
的
。
人
間
佛
教
是
指
近
代
太
虛
大
師
宣
導
和
推
動
佛
教
革
新

運
動
之
後
逐
漸
形
成
的
適
應
現
代
憲
政
社
會
的
中
國
佛
教
新
形
態
。
而
與
此
相
對
照
且
適
應
現
代
多
元
社

會
︵
特
別
是
作
為
過
渡
社
會
︶
不
同
需
要
，
表
現
出
更
多
明
清
佛
教
歷
史
承
繼
性
特
點
，
與
人
間
佛
教
伴

行
並
存
的
傳
統
佛
教
，
也
呈
現
出
多
種
形
式
的
現
實
存
在
合
理
性
。
藍
吉
富
先
生
曾
將
其
稱
作
﹁
明
清
佛

教
﹂
，
以
與
現
代
人
間
佛
教
運
動
相
區
別
。

事
實
上
，
以
繼
承
明
清
佛
教
為
特
點
的
傳
統
佛
教
，
也
表
現
出
多
種
形
式
，
有
以
印
光
大
師
、
弘
一

大
師
為
代
表
，
重
視
對
佛
陀
原
始
佛
教
傳
統
和
中
國
佛
教
歷
史
上
重
戒
律
重
修
證
傳
統
的
繼
承
和
發
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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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有
以
虛
雲
大
師
為
代
表
的
著
重
於
唐
宋
以
後
中
國
佛
教
祖
師
傳
統
的
承
傳
和
重
新
，
還
有
一
些
仍
然
直

接
延
續
明
清
佛
教
的
神
佛
不
分
、
子
孫
相
繼
且
與
民
間
信
仰
相
混
合
的
民
間
佛
教
等
等
。

本
文
所
講
的
傳
統
佛
教
，
既
有
以
上
各
種
形
式
的
現
實
存
在
的
傳
統
佛
教
，
也
有
明
清
以
前
，
特
別

是
唐
宋
時
期
代
表
中
國
佛
教
特
色
的
各
種
宗
派
和
各
種
形
式
的
古
代
佛
教
主
流
傳
統
。
這
些
都
曾
是
人
間

佛
教
成
長
的
重
要
基
礎
，
也
將
是
人
間
佛
教
未
來
發
展
的
重
要
源
泉
。

大
陸
地
區
的
傳
統
佛
教
仍
然
主
要
延
續
著
一
九
四
九
年
前
，
民
國
時
期
的
傳
統
佛
教
特
點
，
同
時
也

一
定
程
度
上
適
應
著
當
代
中
國
政
治
經
濟
和
社
會
人
生
的
需
要
。
以
﹁
蘇
州
弘
化
社
﹂
每
年
大
量
翻
印
流

通
印
光
和
弘
一
兩
大
師
的
宣
教
作
品
及
其
社
會
影
響
來
看
，
以
守
戒
重
修
證
為
主
導
的
傳
統
佛
教
形
式
最

有
信
仰
感
染
力
和
社
會
認
同
度
，
許
多
知
識
分
子
和
企
業
家
都
認
同
這
樣
的
形
式
，
一
般
的
民
眾
往
往
以

此
為
標
準
來
評
判
信
仰
的
真
假
和
純
雜
程
度
。
但
是
神
佛
不
分
、
子
孫
相
繼
和
以
經
懺
、
門
票
、
功
德
箱

為
特
徵
的
民
間
佛
教
仍
然
占
據
多
數
。
這
是
一
種
直
接
延
續
﹁
明
清
佛
教
﹂
傳
統
而
又
適
應
了
現
實
社
會

功
利
性
需
要
的
佛
教
形
式
。
虛
雲
式
的
重
興
祖
庭
、
傳
承
祖
風
與
適
應
時
代
相
結
合
的
佛
教
形
式
，
也
以

區
別
於
以
上
兩
種
，
而
表
現
出
試
圖
穿
越
歷
史
，
又
面
向
現
實
社
會
人
生
理
想
和
文
化
復
興
夢
想
的
一
種

獨
特
形
式
。

二
、
近
代
以
來
人
間
佛
教
運
動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交
涉
與
互
動

近
代
以
太
虛
大
師
領
導
的
中
國
佛
學
會
為
代
表
的
人
間
佛
教
運
動
，
與
以
圓
瑛
法
師
領
導
的
中
國
佛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共
存
、
互
鑑
、
融
和
與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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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

人
間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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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峰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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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
為
代
表
傳
統
佛
教
運
動
之
間
，
長
期
存
在
著
不
同
形
式
的
交
涉
、
甚
至
明
顯
的
衝
突
，
同
時
兩
者
之

間
也
相
互
牽
制
、
相
互
借
鑑
。
明
清
以
來
的
傳
統
佛
教
形
態
常
常
受
到
佛
教
革
新
運
動
中
的
青
年
僧
俗
的

批
評
，
為
了
適
應
現
代
社
會
變
遷
的
需
要
，
回
應
傾
向
革
新
的
青
年
知
識
僧
眾
的
批
評
，
他
們
也
在
文
化
、

教
育
和
公
益
慈
善
等
人
間
佛
教
著
重
宣
導
，
和
推
行
的
方
面
做
出
了
一
些
積
極
的
努
力
和
成
績
，
但
其
佛

教
修
證
實
踐
和
教
團
組
織
與
傳
承
形
式
等
方
面
仍
然
主
要
保
留
明
清
以
來
的
傳
統
。
而
人
間
佛
教
運
動
積

極
適
應
科
學
化
、
民
主
化
的
現
代
社
會
潮
流
，
在
教
產
、
教
制
和
教
理
等
諸
多
方
面
都
做
出
了
有
別
於
明

清
佛
教
的
革
新
，
自
覺
面
向
新
時
代
以
新
知
識
階
層
為
主
流
的
各
種
社
會
新
階
層
的
佛
教
信
仰
的
需
要
，

並
積
極
參
與
國
際
間
各
種
宗
教
和
文
化
的
交
流
和
對
話
。

二
十
世
紀
三○

年
代
以
後
，
隨
著
越
來
越
多
的
青
年
僧
眾
追
隨
佛
教
革
新
運
動
，
江
浙
等
地
的
傳
統

佛
教
派
也
開
始
有
意
識
地
接
納
新
僧
青
年
掌
管
道
場
，
並
開
辦
佛
學
院
和
一
些
社
會
公
益
慈
善
事
業
，
其

中
一
部
分
傳
統
佛
教
︵
如
鎮
江
金
山
的
江
天
禪
寺
等
︶
逐
漸
過
渡
到
現
代
新
佛
教
的
道
路
上
來
，
人
間
佛

教
的
隊
伍
不
斷
擴
大
。
另
一
方
面
，
由
於
社
會
民
眾
的
多
重
不
同
需
要
，
使
得
傳
統
佛
教
在
中
國
社
會
仍

然
擁
有
相
當
的
信
眾
，
給
傳
統
佛
教
的
生
存
和
延
續
提
供
了
必
要
的
空
間
。

三
、
現
代
人
間
佛
教
高
速
發
展
給
傳
統
佛
教
帶
來
的
衝
擊

在
台
灣
，
以
佛
光
山
、
慈
濟
功
德
會
、
法
鼓
山
和
中
台
禪
寺
為
代
表
的
現
代
佛
教
團
體
，
在
上
個

世
紀
七
、
八
十
年
代
以
後
迅
速
發
展
起
來
的
。
佛
光
山
和
慈
濟
功
德
會
雖
然
早
在
上
個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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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著
眼
於
現
代
佛
教
的
建
設
，
但
是
，
它
們
的
高
速
發
展
仍
然
是
上
個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台
灣
社
會
轉
型
以

後
。
尤
其
是
佛
光
山
教
團
的
國
際
化
發
展
，
是
近
一
百
年
國
際
宗
教
文
化
復
興
運
動
最
耀
眼
的
明
珠
。
中

台
禪
寺
雖
然
並
不
聲
稱
自
己
是
在
探
索
人
間
佛
教
的
路
向
，
但
從
其
各
項
規
劃
及
其
思
想
文
化
宣
傳
和
宗

教
實
踐
方
式
來
看
，
仍
然
明
顯
地
表
現
出
較
多
區
別
於
傳
統
佛
教
的
現
代
佛
教
特
色
，
猶
如
上
個
世
紀

三
、
四
十
年
代
大
陸
江
浙
一
帶
的
一
些
傳
統
道
場
那
樣
，
由
於
越
來
越
多
的
現
代
僧
青
年
的
加
入
而
不
得

不
改
換
以
往
的
傳
統
形
式
而
趨
向
現
代
形
式
。
與
此
同
時
，
以
原
來
中
國
佛
教
會
系
統
為
代
表
台
灣
傳
統

佛
教
道
場
也
因
為
佛
光
山
等
四
大
道
場
的
文
化
、
教
育
和
公
益
慈
善
事
業
的
巨
大
影
響
而
不
得
不
對
原
有

的
傳
承
和
弘
法
形
式
做
出
必
要
的
改
變
，
有
些
道
場
︵
如
台
南
妙
心
寺
等
︶
甚
至
完
全
轉
向
人
間
佛
教
陣

營
。

但
是
，
即
使
如
此
，
以
明
清
時
期
四
大
法
脈
為
代
表
的
台
灣
傳
統
佛
教
仍
然
以
或
大
或
小
、
或
強
或

弱
的
形
式
存
在
於
台
灣
社
會
當
中
。
他
們
一
方
面
有
意
對
抗
快
速
發
展
的
人
間
佛
教
運
動
，
一
方
面
又
悄

悄
地
吸
取
人
間
佛
教
運
動
的
一
些
可
以
容
納
的
實
踐
方
式
，
以
免
被
完
全
邊
緣
化
。
但
是
由
於
台
灣
社
會

︵
特
別
南
部
地
區
︶
存
在
著
的
大
量
的
下
層
民
眾
及
其
現
實
生
活
中
的
一
些
特
殊
需
要
，
這
些
傳
統
佛
教

道
場
仍
然
擁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信
眾
基
礎
，
從
而
保
證
他
們
仍
然
可
能
持
續
地
存
在
下
去
。

以
台
灣
四
大
道
場
為
代
表
的
現
代
佛
教
運
動
不
僅
在
台
灣
地
區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
也
給
大
陸
地
區
改

革
開
放
時
的
佛
教
帶
來
強
大
的
衝
擊
。
由
於
大
陸
特
殊
的
政
治
處
境
和
中
國
佛
教
協
會
前
會
長
趙
樸
初
先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共
存
、
互
鑑
、
融
和
與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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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四‧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生
生
前
的
大
力
宣
導
，
人
間
佛
教
逐
漸
成
為
中
國
佛
教
協
會
大
力
推
展
的
大
陸
佛
教
發
展
的
方
向
，
以
淨

慧
長
老
為
代
表
的
柏
林
禪
寺
僧
團
和
四
祖
寺
僧
團
率
先
垂
範
，
北
京
龍
泉
寺
等
新
興
僧
團
的
相
繼
跟
進
，

大
陸
人
間
佛
教
運
動
呈
現
方
興
未
艾
之
勢
。
但
同
時
也
因
為
大
陸
政
治
生
態
的
特
殊
性
及
其
對
宗
教
界
自

身
主
體
性
自
覺
的
限
制
，
大
陸
地
區
很
難
產
生
類
似
於
台
灣
四
大
道
場
那
樣
的
現
代
佛
教
運
動
，
相
對
保

守
的
傳
統
佛
教
仍
然
以
各
種
不
同
的
形
式
極
大
地
影
響
著
大
陸
人
間
佛
教
的
發
展
方
向
，
特
別
是
以
蘇
州

靈
岩
山
寺
和
弘
化
社
為
代
表
，
每
年
大
量
流
通
近
代
傳
統
佛
教
的
主
要
代
表
印
光
大
師
的
佛
教
作
品
，
越

來
越
多
的
大
陸
佛
教
信
眾
趨
於
保
守
，
而
大
陸
官
方
和
一
些
佛
教
界
領
袖
對
於
台
灣
佛
教
四
大
道
場
的
發

展
更
傾
向
於
吸
取
其
外
在
形
式
，
而
不
是
其
內
在
動
力
。
大
陸
佛
教
與
台
灣
佛
教
的
現
代
發
展
之
間
的
距

離
似
乎
不
是
在
拉
近
，
而
是
越
來
越
遠
。
這
也
是
大
陸
佛
教
未
來
發
展
的
一
個
非
常
嚴
峻
的
挑
戰
。
這
不

僅
關
乎
大
陸
佛
教
的
未
來
發
展
，
也
關
乎
台
灣
人
間
佛
教
的
未
來
發
展
。

四
、
與
傳
統
佛
教
共
存
處
境
之
下
人
間
佛
教
未
來
發
展
面
臨
的
挑
戰

台
灣
社
會
的
後
現
代
化
態
勢
使
得
人
間
佛
教
在
台
灣
地
區
的
發
展
已
經
趨
於
至
高
點
，
繼
續
發
展
的

空
間
非
常
有
限
，
而
大
陸
佛
教
的
發
展
在
特
殊
的
政
治
環
境
之
下
人
間
佛
教
的
發
展
受
到
無
形
的
抑
制
，

傳
統
佛
教
反
而
獲
得
一
定
程
度
的
復
興
。
大
陸
的
人
間
佛
教
的
發
展
不
僅
是
改
革
開
放
初
期
趙
樸
初
等
佛

門
先
進
所
確
定
的
方
向
，
也
是
台
灣
人
間
佛
教
真
正
突
破
地
域
性
侷
限
，
帶
動
整
個
中
國
佛
教
的
現
代
復

興
，
特
別
是
人
間
佛
教
之
發
展
的
關
鍵
。
何
況
，
人
間
佛
教
本
來
就
是
一
個
中
國
的
佛
教
現
代
發
展
形
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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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陸
人
間
佛
教
不
能
健
康
持
續
地
發
展
，
勢
必
影
響
整
個
大
中
華
地
區
人
間
佛
教
的
發
展
態
勢
和
發
展
水

準
。
如
何
帶
動
大
陸
人
間
佛
教
的
發
展
，
是
當
前
和
未
來
大
中
華
地
區
人
間
佛
教
發
展
的
關
鍵
和
首
要
任

務
。

第
一
、
從
民
國
初
期
佛
教
革
新
運
動
以
來
，
佛
教
文
化
教
育
的
開
展
始
終
是
最
重
要
也
是
最
有
成
效

的
工
作
，
大
陸
佛
教
在
趙
樸
初
先
生
的
帶
領
下
為
中
國
佛
教
的
未
來
復
興
制
定
了
遠
大
的
人
才
文
化
教
育

戰
略
，
並
在
近
三
十
年
來
的
佛
教
實
踐
中
取
得
了
明
顯
的
成
效
。
大
陸
佛
教
雖
然
仍
處
於
相
對
保
守
的
態

勢
，
但
是
，
大
多
數
佛
教
界
青
年
僧
人
都
接
受
了
程
度
不
同
的
佛
學
教
育
，
有
少
量
的
甚
至
成
為
佛
學
研

究
的
高
級
人
才
，
如
湛
如
、
惟
善
、
聖
凱
三
法
師
分
別
擔
任
北
京
大
學
、
中
國
人
民
大
學
和
清
華
大
學
的

佛
學
教
授
。
這
是
大
陸
人
間
佛
教
未
來
發
展
的
重
要
基
礎
。

第
二
、
大
陸
佛
教
僧
青
年
雖
然
文
化
知
識
水
準
有
較
大
的
提
高
，
但
是
由
於
大
陸
特
殊
的
政
治
環
境

促
使
一
些
負
責
道
場
管
理
的
僧
青
年
過
於
依
賴
政
府
指
導
，
加
之
傳
統
佛
教
也
以
各
種
形
式
呈
現
出
明
顯

復
甦
之
勢
，
使
得
不
少
本
來
有
理
想
有
能
力
的
僧
青
年
轉
向
觀
望
和
保
守
，
一
些
人
經
不
起
越
來
越
發
達

的
市
場
經
濟
的
巨
大
誘
惑
而
頹
廢
、
甚
至
墮
落
。
這
也
是
當
代
大
陸
佛
教
面
臨
的
最
嚴
重
的
問
題
，
將
直

接
影
響
中
國
佛
教
的
未
來
發
展
。

第
三
、
人
間
佛
教
在
台
灣
的
六
十
多
年
的
探
索
與
實
踐
，
取
得
了
空
前
的
成
就
，
對
大
陸
佛
教
有
著

重
要
的
影
響
，
如
何
使
台
灣
人
間
佛
教
的
現
代
發
展
經
驗
，
特
別
是
其
教
團
建
設
及
其
開
展
文
化
、
教
育
、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共
存
、
互
鑑
、
融
和
與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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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四‧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慈
善
事
業
的
豐
富
經
驗
和
堅
實
基
礎
用
於
推
動
大
陸
佛
教
的
現
代
發
展
，
是
一
個
重
大
而
現
實
且
急
迫
的

課
題
，
也
是
台
灣
佛
教
界
、
特
別
是
以
佛
光
山
為
代
表
的
人
間
佛
教
道
場
義
不
容
辭
的
責
任
。
具
體
如
何

去
施
行
，
我
想
提
出
幾
點
看
法
：

一
、
鼓
動
、
支
援
和
推
動
大
陸
佛
教
的
文
化
道
場
建
設
。
早
在
上
個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後
期
，
慈
航
大

師
就
總
結
近
代
以
來
中
國
佛
教
復
興
運
動
的
經
驗
並
指
出
﹁
文
化
、
教
育
和
慈
善
，
是
中
國
佛
教
的
三
大

救
命
圈
﹂
，
其
中
最
核
心
的
是
文
化
建
設
。
這
一
觀
念
的
實
踐
形
式
在
當
今
台
灣
絕
大
多
數
道
場
都
可
以

明
顯
地
看
到
，
可
是
，
在
大
陸
地
區
，
除
了
少
數
道
場
，
絕
大
多
數
道
場
嚴
重
缺
乏
文
化
建
設
，
許
多
道

場
有
了
經
濟
收
入
不
是
用
於
文
化
和
教
育
，
而
是
不
斷
擴
大
道
場
規
模
和
翻
新
殿
堂
及
佛
菩
薩
像
。
能
夠

滿
足
道
場
廣
大
青
年
僧
人
和
有
文
化
的
社
會
各
界
人
士
︵
包
括
信
佛
的
知
識
分
子
︶
之
需
要
的
圖
書
館
或

圖
書
室
廖
廖
無
幾
，
即
便
有
些
寺
院
建
立
的
圖
書
館
或
圖
書
室
，
真
正
能
夠
滿
足
社
會
需
要
的
很
少
，
有

些
甚
至
只
是
裝
點
門
面
。
雖
然
佛
光
山
在
揚
州
建
立
了
鑑
真
圖
書
館
，
開
辦
講
堂
，
並
建
設
和
主
持
著
宜

興
大
覺
寺
，
對
大
陸
佛
教
界
具
有
示
範
意
義
，
但
對
大
陸
佛
教
界
的
實
際
影
響
並
不
大
。

二
、
佛
寺
道
觀
在
歷
史
上
從
來
就
是
一
方
的
文
化
中
心
和
教
育
中
心
，
這
也
是
傳
統
佛
教
在
古
代
的

最
有
益
的
經
驗
。
在
中
華
民
族
偉
大
復
興
的
當
代
實
踐
中
，
人
間
佛
教
的
未
來
發
展
需
要
更
多
著
力
於
文

化
建
設
和
教
育
事
業
的
開
展
，
這
也
可
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避
免
與
當
代
大
陸
政
治
環
境
的
直
接
衝
突
，
並

有
利
於
從
長
遠
來
推
動
中
國
佛
教
文
化
的
現
代
復
興
大
業
。
在
這
方
面
，
台
灣
人
間
佛
教
有
著
豐
富
的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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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
和
經
驗
，
有
必
要
為
大
陸
佛
教
的
文
化
教
育
建
設
做
出
自
己
應
有
的
貢
獻
。

三
、
鑑
於
傳
統
佛
教
與
自
身
長
期
並
存
的
態
勢
，
人
間
佛
教
既
要
看
到
自
身
新
型
發
展
的
優
勢
，

也
要
看
到
在
傳
統
佛
教
的
映
襯
之
下
人
間
佛
教
自
身
所
呈
現
出
來
的
不
足
，
在
尊
重
傳
統
佛
教
道
場
的
同

時
，
應
當
不
斷
積
極
地
吸
取
歷
史
經
驗
和
教
訓
，
重
視
傳
統
佛
教
史
的
研
究
和
經
驗
總
結
，
使
人
間
佛
教

在
不
斷
自
覺
繼
承
和
發
揚
佛
教
歷
史
上
的
優
良
傳
統
的
基
礎
上
，
更
能
夠
積
極
地
適
應
現
代
社
會
發
展
的

需
要
，
不
斷
探
索
人
間
佛
教
的
新
形
式
。

人
間
佛
教
與
傳
統
佛
教
的
共
存
、
互
鑑
、
融
和
與
發
展



人
，
應
該
擴
大
自
己
的
領
域
，
擴
大
自
己
的
世
界
，

全
人
類
應
該
把
地
球
看
作
是
一
個
「
地
球
村
」
。

大
家
要
做
一
個
「
地
球
人
」
，

在
地
球
村
裡
，
共
同
和
平
生
活
，

彼
此
攜
手
合
作
，
相
互
包
容
。

 

｜
《
星
雲
法
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