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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變
：
人
間
佛
教
是
中
國
佛
教
歷
史
發
展
的
必
然

從
公
元
前
二
年
大
月
氏
使
者
伊
存
在
長
安
向
中
國
人
景
盧
口
授
︽
浮
屠
經
︾
開
始 

，
佛
教
在
中
華

大
地
已
經
走
過
了
二
千
多
年
的
發
展
歷
程
。
縱
觀
這
二
千
多
年
的
歷
史
，
我
們
發
現
有
一
個
內
在
的
主

脈
一
直
支
撐
著
中
國
佛
教
基
本
框
架
，
引
領
著
中
國
佛
教
的
發
展
走
向
，
彰
顯
著
中
國
佛
教
歷
史
發
展

的
內
在
邏
輯
。

星
雲
大
師
曾
經
將
二
千
多
年
的
中
國
佛
教
史
劃
分
為
六
個
時
期
：
一
、
東
傳
譯
經
時
期
︵
秦
漢
魏

晉
時
期
︶
；
二
、
八
宗
成
立
時
期
︵
隋
陳
李
唐
時
期
︶
；
三
、
禪
淨
爭
主
時
期
︵
五
代
趙
宋
時
期
︶
；

四
、
宮
廷
密
教
時
期
︵
元
明
皇
朝
時
期
︶
；
五
、
經
懺
香
火
時
期
︵
滿
清
時
期
︶
；
六
、
人
間
佛
教
時

期
︵
二
十
世
紀
以
後
︶
。 

大
師
的
這
一
觀
察
非
常
準
確
。
如
果
再
進
行
更
加
宏
觀
的
觀
察
，
我
想
將
大

師
的
六
期
劃
分
再
概
括
為
三
期
，
即
前
兩
期
合
併
為
第
一
期
，
三
、
四
、
五
，
合
併
為
第
二
期
，
最
後

第
六
期
為
第
三
期
。
這
一
觀
點
我
已
經
在
第
三
屆
人
間
理
論
實
踐
學
術
研
討
會
場
發
言
中
做
過
闡
釋
。

總
體
上
看
，
中
國
佛
教
歷
史
進
程
的
基
本
脈
絡
呈
現
出
三
期
連
動
的
走
向
，
從
西
漢
到
隋
唐
，
在

長
達
一
千
年
的
過
程
中
，
歷
史
的
主
脈
是
引
進
、
消
化
、
吸
收
印
度
佛
教
，
不
但
播
下
佛
法
的
種
子
，

而
且
完
成
了
本
土
化
轉
型
，
實
現
了
理
論
扎
根
與
實
踐
的
拓
展
，
在
不
斷
學
習
、
不
斷
創
新
、
不
斷
弘

揚
的
歷
史
進
程
中
，
形
成
文
化
型
與
學
術
型
佛
教
的
高
度
繁
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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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成
這
一
歷
史
主
脈
形
成
的
核
心
因
素
是
域
外
僧
人
的
入
華
傳
教
、
中
國
僧
人
的
西
行
求
法
、

中
外
僧
人
的
合
作
譯
經
、
大
批
僧
俗
學
人
的
踴
躍
譯
經
講
經
，
以
及
信
眾
的
寫
經
、
抄
經
、
印
經
、
刻

經
、
唱
經
、
誦
經
、
供
經
等
，
以
及
在
此
基
礎
上
主
要
由
高
僧
大
德
完
成
的
理
論
辨
析
、
理
論
建
構
、

理
論
推
廣
。
也
正
因
為
如
此
，
這
一
主
脈
呈
現
出
學
術
化
、
理
論
化
、
精
深
化
、
菁
英
化
等
特
徵
，
而

從
歷
史
的
結
局
來
看
，
其
核
心
是
外
來
佛
教
的
中
國
化
，
基
本
解
決
了
佛
教
傳
播
與
發
展
過
程
中
的
中

印
關
係
問
題
，
但
佛
教
理
論
的
高
深
性
與
大
眾
需
求
的
簡
易
性
之
間
的
矛
盾
並
未
得
到
全
方
位
的
解

決
，
儘
管
這
一
脈
絡
在
本
期
的
後
端
已
經
啟
動
。

從
五
代
到
元
明
清
，
又
是
一
個
一
千
年
，
中
國
佛
教
歷
史
的
主
脈
是
會
通
各
派
、
簡
化
理
論
、

強
化
信
仰
、
深
入
底
層
，
不
但
使
前
一
個
一
千
年
已
經
基
本
實
現
的
中
國
化
獲
得
進
一
步
的
深
化
與
擴

展
，
而
且
在
廣
泛
流
傳
與
滲
透
過
程
中
，
形
成
宗
教
型
佛
教
的
繁
榮
，
主
要
形
態
是
禪
淨
雙
修
、
重
視

修
行
、
文
化
會
通
、
政
教
呼
應
、
民
間
普
及
等
，
佛
教
在
中
國
化
的
基
礎
上
進
一
步
簡
易
化
，
並
因
此

而
真
正
實
現
了
民
眾
化
。

只
有
實
現
民
眾
化
才
能
開
出
現
實
的
花
朵
，
天
台
、
華
嚴
即
使
實
現
了
中
國
化
，
但
因
為
沒
有
實

現
民
眾
化
，
而
與
實
現
了
民
眾
化
的
禪
宗
有
了
不
同
的
命
運
走
向
，
而
中
國
化
程
度
很
弱
的
淨
土
宗
，

因
為
實
現
了
民
眾
化
而
獲
得
廣
泛
的
傳
播
，
密
宗
即
使
也
實
現
了
中
國
化
，
但
只
有
其
中
實
現
了
民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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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的
部
分
才
獲
得
長
久
的
延
續
。
中
國
佛
教
民
眾
化
的
真
正
全
面
鋪
開
是
從
晚
唐
兩
宋
時
代
開
始
的
，

一
直
延
續
到
元
明
清
時
期
，
呈
現
出
圓
融
化
、
實
踐
化
、
民
眾
化
、
神
聖
化
、
信
仰
化
的
特
徵
。
這
個

一
千
年
的
佛
教
，
從
歷
史
主
脈
來
看
，
堪
稱
宗
教
型
的
佛
教
。

第
三
個
階
段
則
是
從
民
國
年
間
開
始
，
為
了
對
治
佛
教
脫
離
社
會
、
消
極
避
世
、
退
隱
山
林
、

神
性
彌
漫
的
狀
態
，
佛
教
又
開
始
了
新
的
轉
型
，
這
種
轉
型
的
基
本
趨
向
是
，
在
保
持
佛
教
本
質
的
前

提
下
，
與
國
際
潮
流
接
軌
，
與
現
代
生
活
接
軌
，
與
永
不
衰
減
的
精
神
超
越
的
訴
求
接
軌
，
在
文
化
繁

榮
、
科
學
昌
盛
、
經
濟
發
達
、
政
治
不
斷
清
明
的
時
代
，
勇
敢
地
迎
接
全
球
化
的
挑
戰
，
在
與
各
種
新

興
文
化
形
態
的
對
話
中
，
不
斷
調
整
自
己
，
從
而
繼
續
發
揮
其
啟
迪
智
慧
、
淨
化
人
生
、
超
越
現
實
的

價
值
。
這
種
轉
變
的
核
心
就
是
不
斷
生
活
化
、
現
實
化
、
實
效
化
、
世
俗
化
，
從
而
形
成
人
間
佛
教
的

潮
流
，
從
歷
史
主
脈
來
看
，
佛
教
開
始
從
傳
統
中
走
出
，
在
文
化
自
覺
的
過
程
中
，
開
始
了
現
代
化
的

轉
型
，
與
前
一
階
段
的
宗
教
化
佛
教
相
比
，
堪
稱
社
會
化
的
佛
教
。

第
三
期
佛
教
的
社
會
化
趨
勢
是
諸
多
背
景
下
的
產
物
。
生
產
方
式
的
革
命
，
社
會
結
構
的
重
組
，

多
元
文
化
尤
其
是
西
方
文
化
的
競
爭
，
發
展
需
求
的
空
前
高
漲
，
從
明
清
時
期
遺
留
下
來
的
佛
教
與
新

時
期
的
社
會
環
境
格
格
不
入
，
社
會
呼
喚
佛
教
的
革
新
，
佛
教
也
需
要
革
新
才
能
獲
得
生
存
，
佛
教
以

傳
統
文
化
中
三
家
共
同
載
體
和
第
一
代
表
的
姿
態
，
迎
接
蜂
擁
而
入
的
新
文
化
的
挑
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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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上
述
中
國
佛
教
歷
史
發
展
的
主
脈
來
看
，
第
一
個
階
段
所
呈
現
出
來
的
最
大
亮
點
是
文
化
與
學

術
性
佛
教
的
不
斷
高
漲
，
並
因
此
實
現
了
佛
教
的
中
國
化
扎
根
；
第
二
個
階
段
的
最
大
特
色
是
信
仰
性

佛
教
的
主
體
地
位
最
終
確
立
，
並
在
這
一
過
程
中
實
現
了
佛
教
的
民
眾
化
普
及
；
第
三
個
階
段
截
止
目

前
已
經
呈
現
出
來
的
主
要
特
徵
是
，
佛
教
逐
漸
向
文
化
與
學
術
靠
攏
，
向
主
流
社
會
靠
攏
，
向
現
代
理

性
靠
攏
，
並
在
現
代
化
轉
型
的
過
程
中
，
使
佛
教
走
出
封
閉
與
保
守
，
進
入
廣
闊
的
社
會
領
域
，
從
而

迎
來
了
一
個
真
正
人
間
化
的
過
程
，
這
既
是
現
代
社
會
對
佛
教
的
呼
喚
，
也
是
佛
陀
本
懷
的
回
歸
。
正

如
星
雲
大
師
所
說
：

當
今
的
社
會
，
人
人
都
歡
喜
有
積
極
的
人
生
，
有
幸
福
的
人
生
，
有
希
望
的
人
生
，
有
未
來

的
人
生
，
人
間
佛
教
還
不
值
得
我
們
大
家
一
致
來
宣
揚
、
發
揮
，
回
歸
佛
陀
的
本
懷
嗎
？
倡

導
人
間
佛
教
，
這
才
是
佛
教
未
來
的
前
途
，
這
才
是
人
間
世
界
的
一
道
光
明
。
不
要
沉
湎
於

過
去
傳
統
的
、
消
極
的
、
偏
差
的
、
曲
解
的
佛
教
，
今
天
我
們
倡
導
人
間
佛
教
，
就
是
要
把

佛
教
還
給
它
原
來
真
實
的
面
目
：
一
個
積
極
的
佛
教
、
超
越
的
佛
教
、
自
我
圓
滿
的
佛
教
。 

所
以
說
，
人
間
佛
教
是
中
國
佛
教
二
千
年
歷
史
發
展
的
必
然
產
物
，
是
順
應
歷
史
脈
動
而
迴
響
人

間
的
文
化
新
聲
。
而
在
人
間
佛
教
出
現
以
來
，
其
內
部
發
展
也
呈
現
出
各
種
不
同
的
形
態
，
從
太
虛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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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的
首
倡
，
到
中
國
大
陸
趙
樸
初
居
士
在
特
殊
背
景
下
的
契
機
宣
導
與
有
限
推
廣
，
期
間
還
有
台
灣
印

順
法
師
勇
敢
的
理
論
探
究
，
更
為
震
撼
的
則
是
星
雲
大
師
對
人
間
佛
教
理
論
體
系
與
實
踐
體
系
的
全
盤

建
構
與
成
功
的
推
廣
落
實
。
在
這
豐
富
多
彩
的
人
間
佛
教
運
動
當
中
，
也
有
一
個
內
在
的
脈
絡
，
使
人

間
佛
教
的
發
展
呈
現
出
特
有
的
有
機
性
和
邏
輯
性
。
其
中
最
明
顯
的
是
兩
個
階
段
，
即
近
代
的
太
虛
大

師
和
當
代
的
星
雲
大
師
。

近
代
太
虛
大
師
提
出
人
間
佛
教
的
時
候
，
救
世
是
人
間
佛
教
的
核
心
。
其
實
，
中
國
面
臨
列
強
的

欺
凌
，
社
會
問
題
叢
生
，
國
家
積
貧
積
弱
，
國
人
愚
昧
沉
悶
，
文
化
迷
離
不
振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救

世
的
任
務
是
整
個
中
華
民
族
的
第
一
任
務
，
而
中
華
民
族
所
遺
留
下
的
所
有
的
資
源
，
都
必
須
運
用
到

救
亡
圖
存
的
歷
史
潮
流
中
來
。
與
此
同
時
，
西
方
文
化
蜂
擁
而
至
，
社
會
震
盪
不
安
，
中
國
人
在
向
外

學
習
的
同
時
，
也
努
力
將
自
己
本
有
的
文
化
用
於
自
強
自
救
的
時
代
大
潮
中
去
。
佛
教
也
不
例
外
，
當

時
佛
教
內
的
有
識
之
士
都
試
圖
振
作
佛
教
，
不
要
自
甘
落
伍
，
自
暴
自
棄
於
社
會
主
陣
地
之
外
，
自
我

封
閉
於
山
林
與
寺
廟
圍
牆
之
內
，
自
我
沉
醉
於
坐
禪
清
淨
與
超
度
的
法
事
之
中
。
在
這
樣
情
況
下
，
佛

教
開
始
思
考
自
己
應
該
何
去
何
從
，
於
是
出
現
了
人
間
佛
教
的
思
想
與
實
踐
。
可
見
，
太
虛
大
師
人
間

佛
教
的
提
出
，
從
歷
史
背
景
來
看
，
具
有
很
強
的
被
動
性
，
救
教
與
救
世
相
互
結
合
。

而
在
今
天
，
人
間
佛
教
有
了
新
的
背
景
，
國
家
獨
立
，
經
濟
起
飛
，
民
族
正
在
迅
速
復
興
，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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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飛
速
發
展
帶
來
的
諸
多
問
題
集
中
在
人
心
的
疲
憊
與
道
德
的
低
迷
，
救
心
的
任
務
要
大
於
救
世
的
任

務
。
總
之
，
在
政
治
、
經
濟
等
各
個
方
面
都
取
得
重
大
發
展
的
今
天
，
佛
教
所
面
臨
的
時
代
使
命
已
經

與
近
代
有
了
天
壤
之
別
。
如
何
將
佛
教
資
源
運
用
到
現
代
社
會
中
，
在
淨
化
心
靈
、
優
化
社
會
當
中
發

揮
積
極
的
作
用
，
這
個
任
務
是
最
重
要
的
。

近
代
人
間
佛
教
與
當
代
人
間
佛
教
還
有
一
個
背
景
的
不
同
，
那
就
是
近
代
的
時
候
，
人
間
佛
教
的

救
教
任
務
要
大
於
興
教
的
任
務
。
近
代
的
時
候
，
佛
教
面
臨
被
排
斥
批
判
的
處
境
。
從
新
文
化
運
動
以

來
，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遭
到
猛
烈
的
批
判
，
儘
管
被
批
判
的
主
體
是
儒
家
文
化
，
但
佛
道
兩
家
也
同
時
受

到
質
疑
，
引
進
西
方
先
進
文
化
成
為
與
排
斥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相
伴
而
生
的
新
潮
。
佛
教
不
但
面
臨
文
化

層
面
的
被
排
斥
，
而
且
在
寺
院
財
產
等
方
面
，
也
同
樣
面
臨
被
侵
害
甚
至
大
規
模
被
剝
奪
的
處
境
。
最

明
顯
的
就
是
廟
產
興
學
運
動
，
大
量
的
寺
廟
被
用
來
興
辦
新
式
教
育
，
佛
教
的
資
產
任
人
侵
奪
。

而
在
今
天
，
人
們
對
傳
統
文
化
的
認
識
已
經
上
升
到
一
個
高
度
，
佛
教
文
化
也
獲
得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發
展
機
遇
，
佛
教
作
為
一
種
宗
教
也
得
到
國
家
的
保
護
和
支
持
，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政
策
以
及
社
會
大

眾
文
明
素
質
的
提
升
，
使
佛
教
獲
得
了
巨
大
的
生
存
空
間
，
佛
教
文
化
的
優
勢
在
現
代
化
潮
流
中
也
日

益
顯
現
出
來
。
但
是
，
從
宏
觀
的
角
度
看
，
在
文
化
的
多
元
結
構
當
中
，
佛
教
依
然
處
於
弱
勢
。
在
大

陸
，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文
化
、
西
方
的
文
化
與
中
國
傳
統
的
文
化
形
成
三
大
支
柱
，
而
佛
教
文
化
僅
僅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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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傳
統
文
化
中
的
一
支
。

在
台
灣
，
佛
教
文
化
的
處
境
比
大
陸
要
好
得
多
，
但
在
現
代
化
的
浪
潮
當
中
，
也
同
樣
面
臨
迅
速

振
興
的
急
迫
任
務
。
在
多
元
文
化
的
激
烈
競
爭
當
中
，
佛
教
如
何
才
能
夠
立
於
不
敗
之
地
並
發
揮
自
己

的
作
用
，
這
個
挑
戰
依
然
十
分
嚴
峻
。
這
種
背
景
完
全
不
同
於
太
虛
大
師
的
時
代
。
星
雲
大
師
的
智
慧

與
勇
氣
就
在
於
敏
銳
地
體
悟
到
這
個
時
代
的
變
化
，
從
而
胸
有
成
竹
地
迎
接
這
一
挑
戰
。
所
以
，
大
師

的
人
間
佛
教
理
論
與
實
踐
在
太
虛
大
師
的
基
礎
上
有
了
全
面
的
提
升
與
轉
型
。

二
、
不
變
：
在
回
歸
佛
陀
本
懷
中
尋
找
共
識

人
間
佛
教
是
中
國
佛
教
二
千
歷
史
發
展
中
的
第
三
個
時
期
，
由
此
將
迎
來
中
國
佛
教
乃
至
整
個

世
界
佛
教
的
全
面
復
興
與
轉
型
。
處
在
這
一
歷
史
潮
流
中
的
佛
教
，
在
人
間
性
方
面
的
彰
顯
也
形
成
多

姿
多
彩
的
景
象
，
這
都
是
不
斷
發
展
變
化
的
必
然
結
果
。
中
國
大
陸
在
︽
中
國
佛
教
協
會
章
程
︾
裡
面

明
確
規
定
，
中
國
佛
教
的
宗
旨
就
是
踐
行
人
間
佛
教
的
思
想
。
大
陸
從
趙
樸
初
居
士
提
倡
人
間
佛
教
開

始
，
佛
教
內
部
開
始
了
艱
難
的
啟
動
過
程
，
到
今
天
的
發
展
才
達
到
一
定
的
成
效
，
但
傳
統
佛
教
的
模

式
依
然
占
據
主
流
。
可
喜
的
是
，
今
天
兩
岸
都
在
提
倡
人
間
佛
教
，
海
外
還
興
起
入
世
佛
教
運
動
，
它

和
人
間
佛
教
也
有
相
通
的
地
方
，
從
而
形
成
彼
此
呼
應
的
態
勢
。



人
間
佛
教
的
變
與
不
變

263

可
是
在
人
間
佛
教
發
展
的
過
程
當
中
，
因
為
大
家
的
知
識
背
景
、
生
活
處
境
、
價
值
取
向
等
的
不

同
，
對
當
今
社
會
與
文
化
發
展
走
向
的
理
解
都
不
一
樣
，
所
以
對
人
間
佛
教
的
特
質
與
價
值
也
採
取
不

同
的
態
度
，
支
持
人
間
佛
教
的
組
織
或
個
人
，
在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解
方
面
也
可
能
存
在
一
定
的
區
別
，

形
成
山
頭
林
立
的
狀
態
。
這
是
近
代
以
來
，
中
國
佛
教
在
第
三
期
歷
史
轉
型
過
程
中
出
現
的
不
斷
發
展

變
化
的
景
象
。

當
然
，
從
歷
史
發
展
的
角
度
來
看
，
佛
教
自
古
以
來
就
是
有
學
派
的
，
有
宗
派
的
，
不
同
時
期
、

不
同
地
域
的
佛
教
都
是
有
其
個
性
彰
顯
的
。
所
以
，
一
方
面
我
們
要
承
認
個
性
的
存
在
有
其
個
中
的
原

因
和
優
勢
，
尤
其
是
南
北
朝
時
期
的
學
派
，
隋
唐
時
期
的
宗
派
，
在
當
時
來
講
，
就
是
一
個
積
極
探
索

新
的
經
典
、
理
解
並
實
踐
新
的
佛
法
的
過
程
，
面
對
蜂
擁
而
入
的
大
面
對
量
，
不
同
學
派
和
宗
派
其
實

就
是
分
工
式
配
合
，
共
同
完
成
了
對
印
度
佛
教
的
輸
入
和
中
國
化
轉
型
，
所
以
，
從
總
體
上
講
，
那
個

時
代
學
派
宗
派
的
出
現
是
有
進
步
意
義
的
。

中
國
佛
教
在
兩
宋
之
後
實
現
了
圓
融
一
體
化
，
在
這
之
後
尤
其
是
在
今
天
，
我
們
面
臨
相
同
的

挑
戰
，
共
同
的
命
運
，
同
樣
的
使
命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我
們
在
尊
重
佛
教
內
部
多
元
並
茂
態
勢
的
同

時
，
也
擔
心
佛
教
內
部
的
分
化
可
能
造
成
的
致
命
弊
端
。
就
像
星
雲
大
師
所
說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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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教
在
發
展
過
程
中
，
有
所
謂
的
﹁
佛
以
一
音
演
說
法
，
眾
生
隨
類
各
得
解
﹂
︵
︽
維
摩
詰

經
︾
︶
，
但
其
實
﹁
方
便
有
多
門
，
歸
元
無
二
路
﹂
︵
︽
楞
嚴
經
︾
︶
，
只
要
大
家
不
是
在

人
我
是
非
上
紛
爭
計
較
，
而
是
因
為
對
教
義
的
認
知
、
理
解
，
乃
至
對
修
持
的
方
法
、
體
驗

不
同
，
因
此
有
了
各
自
弘
化
的
法
門
與
方
向
，
其
實
這
也
不
是
什
麼
壞
事
。
就
如
同
中
國
的

大
乘
八
宗
，
不
也
是
各
有
自
宗
的
﹁
判
教
﹂
標
準
嗎
？
但
是
並
沒
有
因
此
分
裂
佛
教
，
反
而

讓
佛
教
如
同
百
花
開
放
，
更
顯
得
它
豐
富
而
多
元
，
更
能
順
應
各
種
不
同
根
機
的
眾
生
需

要
；
因
為
大
家
所
信
仰
的
，
都
是
同
一
個
佛
陀
，
大
家
所
弘
揚
的
，
也
都
是
佛
陀
根
據
﹁
三

法
印
﹂
對
人
間
說
的
一
代
時
教
。
然
而
，
晚
近
以
來
，
由
於
西
學
東
漸
，
許
多
學
者
不
以
信

仰
來
研
究
佛
教
，
以
偏
執
的
成
見
兀
自
評
判
，
徒
然
增
加
教
義
的
分
歧
與
佛
教
的
分
裂
；
有

鑑
於
此
，
近
百
年
以
來
，
有
識
之
士
對
於
佛
教
的
弘
傳
，
就
希
望
能
找
出
一
個
共
識
，
讓
大

家
一
起
來
發
展
佛
教
，
於
是
﹁
人
間
佛
教
﹂
就
這
樣
應
運
而
生
了
。

的
確
如
此
，
當
人
間
佛
教
引
領
佛
教
實
現
歷
史
轉
型
，
並
勇
敢
承
擔
教
化
人
心
與
優
化
社
會
的

歷
史
重
任
的
時
候
，
當
全
球
化
時
代
文
化
的
多
元
競
爭
異
常
激
烈
的
時
候
，
當
佛
教
依
然
是
一
個
弱
勢

文
化
急
需
振
興
的
時
候
，
我
們
更
能
清
楚
地
看
到
佛
教
內
部
多
頭
發
展
與
多
種
變
化
所
引
起
的
內
部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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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
以
及
由
此
產
生
的
各
種
弊
端
。
在
這
種
爭
執
中
，
不
但
無
法
助
力
自
身
的
發
展
進
步
，
而
且
無
法

形
成
一
種
凝
聚
的
力
量
和
團
隊
合
作
的
精
神
，
無
法
用
一
個
聲
音
在
整
個
世
界
多
元
文
化
舞
台
上
展
露

風
采
，
無
法
在
滾
滾
的
文
化
浪
潮
中
舉
起
鮮
明
的
旗
幟
。
所
以
，
今
天
的
人
間
佛
教
還
面
臨
一
個
如
何

實
現
內
部
溝
通
、
如
何
完
成
自
我
整
合
、
如
何
達
成
全
體
共
識
的
任
務
。
這
是
一
個
時
代
的
話
題
，
是

一
個
艱
巨
的
使
命
。

星
雲
大
師
在
二○

一
六
年
國
際
佛
光
會
的
年
會
中
，
以
﹁
共
識
與
開
放
﹂
為
主
題
演
講
，
呼
籲
所

有
佛
教
徒
應
對
人
間
佛
教
要
有
共
識
。
他
說
：
﹁
對
個
人
而
言
，
只
要
把
心
胸
打
開
，
宇
宙
寶
藏
就
會

進
入
心
中
；
對
佛
教
界
而
言
，
只
有
開
放
的
態
度
，
才
能
使
得
信
仰
佛
教
人
口
增
加
，
讓
佛
光
得
能
普

照
全
世
界
﹂
。
﹁
希
望
為
所
有
佛
教
徒
凝
聚
共
識
。
透
過
對
人
間
佛
教
共
識
，
所
有
僧
眾
更
能
結
合
力

量
弘
揚
佛
法
﹂
，
﹁
﹃
共
識
﹄
與
﹃
開
放
﹄
既
是
原
則
，
也
是
法
門
，
目
的
只
有
一
個
，
就
是
讓
佛
光

普
照
世
界
五
大
洲 

﹂
。  

什
麼
才
是
我
們
要
達
到
的
共
識
？
星
雲
大
師
在
他
的
演
講
中
有
詳
細
的
論
述
，
涉
及
佛
教
的
各
個

方
面
，
總
體
上
看
，
大
師
觀
察
深
刻
，
視
野
宏
闊
，
心
意
懇
切
，
具
有
超
凡
的
魄
力
與
勇
氣
。
這
些
細

化
的
共
識
，
我
們
將
在
未
來
的
理
論
思
考
與
實
踐
體
驗
中
逐
漸
理
解
，
或
許
在
佛
教
領
域
之
內
還
會
有

不
同
的
領
悟
與
運
用
。
如
果
從
更
加
宏
觀
的
角
度
給
共
識
尋
找
一
個
基
本
的
原
則
，
我
覺
得
是
否
可
以



二○

一
六
．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266

從
兩
個
角
度
進
行
把
握
。
一
是
佛
教
所
應
該
堅
持
的
基
本
原
則
，
二
是
佛
教
所
蘊
含
的
普
世
價
值
。
星

雲
大
師
在
︽
人
間
佛
教
佛
陀
本
懷
︾
一
書
中
說
：

人
間
佛
教
不
是
某
一
個
人
的
，
人
間
佛
教
是
佛
陀
的
。
正
因
為
人
間
佛
教
是
普
羅
大
眾
都
需

要
的
佛
教
，
人
間
佛
教
就
是
要
幫
助
眾
生
﹁
開
示
悟
入
佛
之
知
見
﹂
︵
︽
法
華
經
︾
︶
，
因

此
現
在
我
們
弘
揚
人
間
佛
教
，
應
該
著
重
在
宣
說
佛
陀
證
悟
的
真
理
，
如
緣
起
、
中
道
、
因

果
、
業
報
，
乃
至
無
常
苦
空
等
人
間
所
需
要
的
義
理
。
尤
其
要
能
把
握
佛
陀
化
世
的
精
神
與

特
質
，
如
人
間
性
、
生
活
性
、
利
他
性
、
喜
樂
性
、
普
濟
性
、
時
代
性
等
。
甚
至
我
常
說
，

人
間
佛
教
就
是
﹁
佛
說
的
、
人
要
的
、
淨
化
的
、
善
美
的
﹂
，
我
們
要
確
實
把
握
這
些
原
則

與
方
向
去
推
動
、
發
展
，
而
不
是
只
在
一
些
旁
枝
末
節
的
生
活
儀
軌
上
計
較
，
徒
然
造
成
佛

教
徒
之
間
的
互
相
批
評
、
指
責
，
甚
至
彼
此
排
斥
、
毀
謗
，
這
都
是
在
分
裂
佛
教
。

我
理
解
大
師
這
段
話
至
少
有
兩
個
重
點
，
一
是
佛
教
應
該
堅
持
的
四
項
基
本
原
則
，
即
佛
說
的
，

人
要
的
，
淨
化
的
，
善
美
的
；
二
是
佛
教
的
普
世
價
值
，
這
裡
大
師
至
少
提
出
緣
起
、
中
道
、
因
果
、

業
報
、
無
常
、
苦
、
空
等
。
在
中
國
佛
教
第
三
期
歷
史
轉
型
這
一
大
潮
之
中
，
面
對
互
不
統
一
的
佛

教
，
佛
教
首
先
堅
持
這
兩
個
共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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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四
項
基
本
原
則
，
儘
管
大
師
是
在
解
釋
人
間
佛
教
的
標
準
，
但
也
可
以
用
為
當
今
整
個
佛

教
的
標
準
。
其
中
﹁
佛
說
的
﹂
就
是
佛
陀
的
本
懷
，
人
間
佛
教
的
傳
承
性
、
正
統
性
、
神
聖
性
得
以
建

立
；
﹁
人
要
的
﹂
就
是
立
足
於
當
下
，
根
據
當
下
社
會
的
發
展
，
以
及
整
個
社
會
裡
的
人
的
需
求
，
確

定
佛
教
的
內
涵
和
發
展
趨
向
，
這
是
現
實
的
基
礎
，
彰
顯
了
佛
教
的
現
世
性
、
人
間
性
。
如
果
說
﹁
佛

說
的
﹂
是
與
歷
史
的
源
頭
貫
通
，
那
麼
﹁
人
要
的
﹂
就
是
與
現
實
的
生
活
結
合
，
就
此
既
完
成
了
理
論

的
合
法
性
，
也
完
成
了
實
踐
的
合
法
性
，
實
現
了
古
今
的
縱
向
貫
通
和
宗
教
理
論
與
世
俗
生
活
的
橫
向

接
軌
。第

三
原
則
是
﹁
淨
化
的
﹂
，
按
照
我
的
理
解
，
淨
化
是
全
部
佛
教
修
持
法
門
的
高
度
概
括
，
也

是
佛
教
實
現
離
苦
得
樂
的
關
鍵
。
淨
化
是
一
種
修
行
，
淨
化
也
是
一
種
境
界
。
用
佛
法
淨
化
心
靈
，
生

命
的
品
質
得
以
提
升
；
用
佛
法
淨
化
生
活
，
社
會
得
到
和
諧
；
用
佛
法
淨
化
人
群
，
國
土
得
到
莊
嚴
。

心
淨
國
土
淨
，
淨
心
是
方
法
，
心
淨
是
境
界
。
所
以
，
是
否
可
以
這
麼
理
解
，
淨
化
的
主
要
偏
重
於
從

方
法
上
規
範
佛
教
，
這
也
的
確
是
佛
教
的
本
質
特
色
，
是
佛
教
區
別
於
其
他
宗
教
的
一
個
重
要
方
面
。

第
四
原
則
是
﹁
善
美
的
﹂
，
這
是
從
目
標
方
面
進
行
的
規
範
，
表
明
佛
教
所
要
追
求
是
有
益
人
類
身
心

的
。
善
與
美
都
屬
價
值
判
斷
，
體
現
了
佛
教
的
價
值
追
求
，
不
但
框
範
了
佛
教
的
界
限
，
而
且
彰
顯
了

佛
教
所
期
望
的
目
標
，
將
佛
教
明
確
導
向
積
極
主
動
，
也
可
以
說
是
佛
教
的
價
值
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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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原
則
與
第
四
原
則
也
是
一
種
相
互
呼
應
的
關
係
，
﹁
淨
化
﹂
是
佛
教
的
根
本
方
法
，
﹁
善

美
﹂
是
佛
教
的
根
本
追
求
。
前
者
屬
方
法
論
，
後
者
屬
境
界
論
。
在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的
四
大
志
業

中
，
﹁
以
共
修
淨
化
人
心
﹂
和
﹁
以
慈
善
福
利
社
會
﹂
就
與
這
兩
個
原
則
相
互
呼
應
。
而
星
雲
大
師
所

倡
導
的
回
歸
佛
陀
本
懷
以
及
面
對
現
實
人
間
，
則
與
第
一
和
第
二
個
原
則
相
互
呼
應
。
四
項
原
則
從
四

個
方
面
給
佛
教
一
個
基
本
設
定
，
我
想
既
完
整
統
一
，
又
具
有
內
在
的
邏
輯
，
同
時
也
能
夠
為
所
有
佛

教
派
別
所
接
受
。

四
項
基
本
原
則
的
第
一
項
以
是
否
佛
說
為
界
限
，
表
明
佛
教
的
底
線
不
克
突
破
，
這
也
是
堅
持
佛

陀
本
懷
的
一
個
基
本
前
提
；
而
後
面
三
項
則
分
別
是
佛
陀
本
懷
的
基
本
體
現
。
所
以
，
堅
持
四
項
基
本

原
則
，
就
是
回
歸
佛
陀
本
懷
，
這
應
該
成
為
當
今
佛
教
的
基
本
共
識
。
在
這
個
基
本
共
識
之
下
，
所
有

的
佛
教
派
系
都
可
以
擁
有
足
夠
發
揮
自
己
特
長
的
空
間
，
從
而
通
過
不
同
的
方
法
，
在
不
同
的
領
域
為

佛
教
的
傳
播
與
發
展
做
出
共
同
的
努
力
。
正
如
星
雲
大
師
所
說
的
：
﹁
我
們
提
出
人
間
佛
教
回
歸
佛
陀

本
懷
，
主
要
是
希
望
佛
教
界
的
大
德
們
能
共
同
信
仰
，
共
同
昇
華
，
共
同
和
人
間
佛
陀
同
在
。
﹂

關
於
佛
教
的
普
世
價
值
，
這
個
問
題
值
得
大
家
來
討
論
。
我
們
知
道
，
所
謂
普
世
價
值
目
前
主
要

是
指
西
方
的
一
些
現
代
理
念
，
如
民
主
、
法
治
、
自
由
、
人
權
、
科
學
、
理
性
等
等
。
這
些
普
世
價
值

從
近
代
以
來
傳
向
世
界
各
地
，
幾
乎
所
有
的
國
家
都
難
以
避
免
這
些
觀
念
的
強
勁
衝
擊
。
這
些
普
世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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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不
但
引
領
西
方
強
勢
崛
起
，
而
且
帶
動
了
整
個
世
界
的
轉
型
，
使
整
個
人
類
社
會
迎
來
了
一
個
全
新

的
時
代
。
今
天
，
我
們
在
討
論
普
世
價
值
時
，
首
先
想
到
的
是
西
方
給
人
類
貢
獻
了
什
麼
，
而
忽
視
了

從
東
方
文
化
中
挖
掘
可
供
整
個
人
類
使
用
的
普
世
價
值
。

在
東
方
文
化
中
，
佛
教
是
極
為
重
要
的
文
化
資
源
。
佛
教
有
沒
有
能
為
整
個
人
類
所
應
用
的
普
世

價
值
呢
？
星
雲
大
師
說
，
﹁
我
們
弘
揚
人
間
佛
教
，
應
該
著
重
在
宣
說
佛
陀
證
悟
的
真
理
，
如
緣
起
、

中
道
、
因
果
、
業
報
，
乃
至
無
常
苦
空
等
人
間
所
需
要
的
義
理
﹂
。
大
師
在
其
他
著
作
中
也
多
次
提
到

佛
教
的
一
些
核
心
理
念
，
如
慈
悲
、
智
慧
、
清
淨
、
平
等
、
和
合
、
圓
融
等
，
這
些
都
是
佛
教
最
具
根

基
意
義
的
價
值
取
向
，
是
從
佛
陀
以
來
一
直
延
續
至
今
的
佛
教
文
化
的
主
脈
，
大
師
在
一
些
場
合
將
這

些
理
念
上
升
到
真
理
觀
的
高
度
。
這
些
理
念
不
但
是
古
代
的
精
神
財
富
，
也
是
今
天
乃
至
未
來
的
，
不

但
是
中
國
的
，
也
可
以
是
世
界
其
他
民
族
的
。

星
雲
大
師
倡
導
的
人
間
佛
教
是
要
為
整
個
人
類
的
利
益
考
慮
的
，
所
以
，
在
客
觀
上
也
一
定
是
在

普
世
價
值
這
個
層
面
上
來
挖
掘
佛
教
的
基
本
理
念
。
也
就
是
說
，
這
些
理
念
是
為
整
個
人
類
準
備
的
，

佛
教
的
所
有
派
系
都
應
該
堅
持
這
些
具
有
根
基
意
義
的
理
念
，
這
也
是
人
間
佛
教
在
當
代
努
力
建
構
共

識
的
一
個
重
要
舉
措
。



舉
凡
佛
說
的
四
攝
、
六
度
、
四
無
量
心
等
，

皆
有
助
於
提
升
人
性
之
淨
化
，

就
是
我
們
人
生
所
需
要
的
教
理
，

也
是
人
間
佛
教
所
要
弘
揚
的
佛
法
。

｜
人
間
佛
教
語
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