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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人
間
佛
教
的
歷
史
淵
源
與
現
實
展
開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論
和
實
踐
，
淵
源
於
佛
陀
創
教
的
根
本
情
懷
，
形
成
於
唐
宋
以
來
中
國
佛
教
發
展
的

人
生
化
、
人
間
化
過
程
之
中
，
是
大
乘
佛
教
精
神
在
中
華
大
地
上
生
根
、
開
花
而
結
出
的
豐
碩
成
果
。

產
生
於
古
代
印
度
的
佛
教
，
傳
入
中
土
後
，
經
過
長
期
演
化
，
同
中
華
儒
家
文
化
和
道
家
文
化
融

合
發
展
，
最
終
形
成
了
具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佛
教
文
化
。
中
國
人
根
據
中
華
文
化
發
展
了
佛
教
思
想
，
形

成
了
獨
特
的
佛
教
理
論
，
﹁
人
間
佛
教
﹂
就
是
最
具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
獨
特
的
佛
教
理
論
﹂
之
一
。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論
和
實
踐
，
是
中
國
佛
教
對
世
界
佛
教
的
重
要
貢
獻
。

歷
史
地
看
，
中
國
佛
教
的
入
世
化
、
人
生
化
傾
向
由
來
已
久
，
它
構
成
了
印
度
佛
教
中
國
化
的
重

要
內
容
。
中
國
佛
教
既
繼
承
了
佛
陀
創
教
的
根
本
精
神
，
又
在
同
中
國
儒
、
道
文
化
的
融
合
發
展
中
，

日
益
走
向
了
現
實
的
社
會
人
生
，
把
印
度
佛
教
所
蘊
含
的
對
人
和
人
世
間
的
關
懷
作
了
充
分
的
拓
展
和

發
揮
，
形
成
特
有
的
重
視
現
實
社
會
和
人
生
的
特
點
。
隋
唐
佛
教
宗
派
的
創
立
，
特
別
是
禪
宗
和
︽
六

祖
壇
經
︾
的
出
現
，
是
佛
教
完
成
中
國
化
的
重
要
標
誌
，
也
是
人
間
佛
教
理
論
和
實
踐
的
最
早
重
要

成
果
。
︽
六
祖
壇
經
︾
中
說
：
﹁
佛
法
在
世
間
，
不
離
世
間
覺
。
離
世
覓
菩
提
，
恰
如
求
兔
角
。
﹂
1

註
解
：

1 

洪
修
平
、
白
光
註
評
：
︽
六
祖
壇
經‧

般
若
品
︾
，
江
蘇
：
鳳
凰
出
版
社
，
二○
一○

年
，
頁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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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祖
壇
經
︾
的
人
間
佛
教
思
想
，
既
﹁
奠
基
了
中
國
禪
宗
人
間
佛
教
的
基
本
特
色
，
也
為
近
現
代
以

來
的
人
間
佛
教
運
動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理
論
資
源
和
思
想
基
礎 

﹂
。
2

宋
明
以
後
，
中
國
佛
教
的
入
世
化
、
人
生
化
傾
向
表
現
得
更
加
充
分
，
大
慧
禪
師
的
﹁
世
間
法
則

佛
法
，
佛
法
則
世
間
法
﹂
3

成
為
佛
教
界
的
普
遍
共
識
。
近
現
代
復
興
的
中
國
佛
教
，
更
是
一
步
步
走

上
了
人
間
佛
教
的
道
路
。
﹁
出
世
不
離
入
世
﹂
、
﹁
入
世
以
求
出
世
﹂
不
僅
在
中
國
佛
教
理
論
上
得
到

了
充
分
的
論
證
和
肯
定
，
而
且
成
為
一
種
實
實
在
在
的
具
體
實
踐
。

人
間
佛
教
在
近
現
代
的
展
開
，
與
近
代
中
國
佛
教
的
復
興
和
佛
教
的
革
新
運
動
密
切
相
關
，
與

近
現
代
中
國
佛
教
的
發
展
及
其
特
點
緊
密
相
連
。
它
是
中
國
佛
教
秉
承
佛
陀
之
本
懷
，
以
現
實
的
人
生

為
本
位
，
以
增
進
人
間
福
祉
為
指
向
的
佛
教
現
代
化
運
動
，
是
佛
教
界
有
識
之
士
有
感
於
自
晚
明
以
來

整
個
中
國
佛
教
的
衰
敗
，
為
順
應
現
代
社
會
與
文
化
的
急
遽
變
化
而
作
出
的
積
極
回
應
與
自
覺
調
整
，

同
時
也
是
唐
宋
以
來
中
國
佛
教
人
生
化
、
入
世
化
傾
向
的
進
一
步
發
展
。
它
始
倡
於
太
虛
大
師
，
發
展

於
印
順
法
師
、
趙
樸
初
居
士
等
，
而
由
星
雲
大
師
和
佛
光
山
真
正
付
之
於
實
踐
。

註
解
：

2 

洪
修
平
：
︿
︽
壇
經
︾
的
人
間
佛
教
思
想
及
其
理
論
特
色
﹀
，
︽
河
北
學
刊
︾
，
二○

一
一
年
第
六
期
。

3 

︽
大
慧
普
覺
禪
師
語
錄
︾
卷
二
十
七
，
︽
大
正
藏
︾
第
四
十
七
冊
，
頁929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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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虛
大
師
立
志
以
﹁
佛
化
救
國
救
天
下
﹂
為
己
任
，
面
對
當
時
佛
教
的
種
種
衰
敗
景
象
發
起
了
近

代
佛
教
的
復
興
運
動
，
並
積
極
提
倡
建
設
﹁
人
間
佛
教
﹂
。
所
謂
﹁
人
間
佛
教
﹂
，
就
是
在
人
間
發
揚

大
乘
佛
教
救
世
度
人
的
精
神
，
多
關
注
現
生
問
題
，
多
研
究
宇
宙
人
生
的
真
相
，
致
力
於
推
動
人
類
的

進
步
和
世
界
的
改
善
，
建
設
人
間
淨
土
。
他
強
調
，
可
以
﹁
發
達
人
生
﹂
，
而
不
是
遠
離
人
生
或
脫
離

人
生
的
才
是
佛
教
的
真
精
神
。
從
太
虛
大
師
的
大
量
論
述
中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
他
積
極
倡
導
建
設
人
間

佛
教
、
人
間
淨
土
，
就
實
質
而
言
，
就
是
要
把
佛
教
的
出
世
法
與
世
間
法
更
加
緊
密
地
結
合
起
來
，

而
這
其
實
也
是
在
新
的
歷
史
條
件
下
，
對
大
乘
佛
教
入
世
精
神
以
及
唐
宋
以
後
中
國
佛
教
入
世
化
、

人
生
化
傾
向
的
繼
承
和
進
一
步
發
展
。
太
虛
倡
導
的
佛
教
革
新
運
動
雖
然
沒
有
取
得
完
全
的
成
功
，

但
此
運
動
所
提
倡
的
﹁
人
間
佛
教
﹂
基
本
精
神
，
卻
對
近
現
代
佛
教
發
展
的
走
向
產
生
了
深
遠
的
影

響
。
4星

雲
大
師
及
其
開
創
的
佛
光
山
，
從
上
個
世
紀
六
、
七○

年
代
以
來
，
以
面
向
現
代
社
會
和
人
生

為
要
務
，
大
大
推
進
了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論
和
實
踐
，
在
大
力
提
倡
、
推
動
並
實
踐
人
間
佛
教
方
面
作
出

註
解
：

4 

洪
修
平
：
︿
太
虛
近
代
佛
教
的
革
新
運
動
及
人
間
佛
教
的
提
倡
﹀
，
載
︽
佛
學
研
究
︾
第
三
期
，
北
京
：
中
國
佛
教
文
化
研

究
所
，
一
九
九
四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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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卓
越
的
成
就
。
星
雲
大
師
明
確
指
出
：
﹁
追
本
溯
源
，
人
間
佛
教
就
是
佛
陀
之
教
，
是
佛
陀
專
為
人

而
說
法
的
宗
教
。
﹂
5

這
對
於
推
動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論
和
實
踐
、
引
領
並
推
動
具
有
兩
千
多
年
歷
史
的

佛
教
革
新
與
理
論
轉
型
，
具
有
重
要
的
指
導
意
義
。
太
虛
大
師
當
年
在
反
省
其
佛
教
革
命
失
敗
的
原
因

時
，
曾
認
為
自
己
雖
長
於
理
論
而
實
行
能
力
不
足
；
而
星
雲
大
師
與
佛
光
山
則
將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念
落

實
為
具
體
的
實
踐
，
半
個
世
紀
以
來
，
對
佛
教
人
間
化
、
生
活
化
、
通
俗
化
、
現
代
化
積
極
推
進
，
成

為
在
當
代
社
會
情
境
下
振
興
佛
教
並
發
揮
對
社
會
人
生
積
極
作
用
的
成
功
典
範
。
如
果
說
人
間
佛
教
已

成
為
當
前
世
界
佛
教
發
展
的
基
本
趨
向
，
成
為
古
老
的
佛
教
勃
發
生
機
的
重
要
源
頭
活
水
，
並
已
日
益

成
為
教
內
外
各
界
人
士
的
共
識
，
那
麼
這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就
是
得
益
於
星
雲
大
師
及
其
所
領
導
的
佛
光

山
的
切
實
推
動
。

二
、
人
間
佛
教
未
來
發
展
的
兩
個
向
度

佛
教
既
是
一
種
宗
教
，
又
是
一
種
文
化
。
宗
教
對
信
眾
有
絕
對
的
意
義
，
文
化
則
對
所
有
大
眾
，

註
解
：

5 

星
雲
大
師
：
︿
人
間
佛
教
的
藍
圖
︵
一
︶
﹀
，
︽
普
門
學
報
︾
第
五
期
，
二○

○

一
年
九
月
，
頁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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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
非
佛
教
徒
，
都
有
普
遍
價
值
。
基
於
此
，
人
間
佛
教
在
當
代
社
會
及
未
來
的
發
展
，
就
有
兩
個
基

本
向
度
：
一
是
作
為
宗
教
，
承
擔
起
延
續
佛
陀
慧
命
的
責
任
和
使
命
；
二
是
作
為
文
化
，
為
全
體
社
會

大
眾
提
供
精
神
文
化
資
糧
。

（
一
）
問
題
的
提
出

印
度
佛
教
經
過
中
國
化
而
最
終
形
成
了
具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佛
教
文
化
，
這
是
文
明
交
流
互
鑑
的
歷

史
佳
話
。
具
中
國
特
色
的
佛
教
文
化
，
是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三
大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之
一
，
在
傳
承
與
發
展

中
華
優
秀
傳
統
文
化
的
過
程
中
，
如
何
使
中
國
佛
教
文
化
與
儒
家
文
化
和
道
家
文
化
並
肩
齊
步
，
繼
續

成
為
中
華
民
族
生
生
不
息
、
發
展
壯
大
的
豐
厚
滋
養
和
精
神
動
力
，
是
擺
在
我
們
面
前
的
一
項
重
要
任

務
。

人
間
佛
教
是
中
國
佛
教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中
國
佛
教
是
中
華
文
化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傳
承
發

展
中
華
優
秀
傳
統
文
化
，
當
然
包
括
其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的
佛
教
。
但
佛
教
作
為
一
種
宗
教
文
化
，
對
於

廣
大
的
非
佛
教
徒
而
言
，
亦
即
從
全
體
社
會
大
眾
的
角
度
，
如
何
體
現
其
意
義
和
價
值
？
如
何
來
繼
承

中
國
優
秀
的
佛
教
文
化
？
也
就
是
說
，
優
秀
的
中
國
佛
教
文
化
如
何
轉
化
為
對
社
會
全
體
大
眾
都
有
益

的
文
化
資
源
？
這
是
一
個
需
要
思
考
的
重
要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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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作
為
宗
教
的
佛
教
，
要
堅
守
它
的
宗
教
性
、
神
聖
性
、
超
越
性
，
這
是
延
續
佛
陀
慧
命

的
根
本

在
人
間
佛
教
的
推
展
中
，
我
們
不
能
因
強
調
佛
教
的
中
國
化
或
人
間
佛
教
的
入
世
性
，
而
忽
視

了
佛
教
出
世
解
脫
的
根
本
宗
旨
，
以
及
中
國
佛
教
契
合
佛
陀
本
懷
的
普
世
性
意
義
和
價
值
。
應
該
強
調

的
是
：
人
間
佛
教
依
然
是
佛
法
而
不
是
世
間
學
，
如
果
遮
蔽
了
其
向
上
的
維
度
，
則
將
與
一
般
的
世
間

學
如
儒
學
、
道
學
等
無
異
，
那
麼
佛
教
的
獨
特
價
值
也
就
難
以
得
到
彰
顯
和
發
揮
。
6

太
虛
大
師
當
年

曾
擔
心
：
若
﹁
孤
取
人
間
為
本
之
趨
向
，
則
落
人
本
之
狹
隘
；
但
求
現
實
人
間
樂
者
，
將
謂
佛
法
不

如
儒
道
之
切
要
…
…
而
佛
法
恰
須
被
棄
於
人
間
矣
﹂
。
7

為
避
免
太
虛
大
師
所
說
的
佛
法
﹁
被
棄
於
人

間
﹂
，
今
天
推
展
人
間
佛
教
就
應
特
別
注
意
，
不
能
只
有
﹁
人
間
﹂
而
沒
有
﹁
佛
教
﹂
，
人
間
佛
教
只

是
強
調
﹁
佛
法
在
世
間
，
不
離
世
間
覺
﹂
。
它
一
方
面
必
須
擔
當
﹁
人
間
﹂
使
命
，
另
一
方
面
也
必
須

有
﹁
出
世
間
﹂
的
宗
教
性
和
神
聖
性
，
才
能
更
好
地
實
現
﹁
自
覺
覺
他
﹂
、
﹁
自
度
度
人
﹂
的
人
間

註
解
：

6 

洪
修
平
：
︿
對
當
前
人
間
佛
教
發
展
的
若
干
問
題
之
反
思
﹀
，
載
︽
宗
教
學
研
究
︾
二○

一
一
年
第
一
期
，
成
都
：
四
川
大

學
道
教
與
宗
教
文
化
研
究
所
。

7 

太
虛
：
︿
再
議
︽
印
度
之
佛
教
︾
﹀
，
︽
海
潮
音
︾
第
二
十
六
卷
，
第
十
期
。



二○

一
七
．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22

﹁
使
命
﹂
。
佛
教
入
世
擔
當
﹁
人
間
使
命
﹂
，
但
人
間
性
不
應
遮
蔽
其
﹁
出
世
間
﹂
的
宗
教
性
和
神
聖

性
。
8太

虛
大
師
在
首
倡
﹁
人
間
佛
教
﹂
時
，
提
出
了
﹁
契
理
﹂
和
﹁
契
機
﹂
兩
大
重
要
原
則
，
並
特

別
強
調
佛
教
徒
要
在
﹁
培
本
報
恩
﹂
、
﹁
服
務
社
會
﹂
和
﹁
建
設
國
家
﹂
的
人
生
道
路
上
進
一
步
﹁
進

德
修
道
，
依
佛
而
學
﹂
，
即
依
佛
陀
的
教
法
去
信
、
解
、
行
、
證
，
以
超
越
生
死
苦
海
的
厄
難
；
只
有

﹁
依
佛
的
法
而
行
住
坐
臥
不
離
，
才
有
出
離
生
死
苦
海
之
一
日
﹂
。
9

這
對
於
中
國
佛
教
在
當
前
和
未

來
的
發
展
仍
然
具
有
指
導
意
義
：
如
何
在
理
論
上
和
實
踐
上
真
正
貫
徹
契
理
契
機
的
原
則
，
是
人
間
佛

教
進
一
步
健
康
發
展
的
必
由
之
路
。

從
契
理
和
契
機
的
角
度
來
看
，
如
果
說
﹁
人
間
﹂
表
達
的
是
契
機
，
那
麼
﹁
佛
教
﹂
更
多
地
就

是
要
契
理
。
﹁
人
間
佛
教
﹂
在
面
向
現
實
的
同
時
，
應
該
不
忘
初
心
，
始
終
承
擔
起
敞
明
佛
陀
本
懷
、

延
續
佛
陀
慧
命
的
使
命
。
正
如
星
雲
大
師
所
說
：
﹁
佛
教
雖
然
重
視
世
間
法
，
但
是
更
重
視
出
世
間

註
解
：

8 

洪
修
平
：
︿
趙
樸
初
的
人
間
佛
教
思
想
及
其
現
實
意
義
﹀
，
載
︽
世
界
宗
教
文
化
︾
二○

一
五
年
第
二
期
，
北
京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世
界
宗
教
研
究
所
。

9 

黃
夏
年
主
編
：
︿
學
佛
先
從
做
人
起
﹀
，
︽
太
虛
集
︾
，
北
京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五
年
，
頁234-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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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
10

要
把
佛
教
出
世
的
思
想
、
無
邊
深
廣
的
悲
智
，
運
用
在
救
度
眾
生
的
事
業
上
，
使
每
一
個
人

能
發
出
離
心
、
了
生
死
，
使
世
界
到
處
充
滿
著
佛
法
的
真
理
與
和
平
。
11

這
是
人
間
佛
教
在
當
代
和
未

來
發
展
必
須
堅
守
的
方
向
，
否
則
，
佛
教
的
人
間
事
業
就
與
一
般
的
社
會
公
益
事
業
無
異
，
佛
教
比
其

他
宗
教
或
理
論
學
說
的
殊
勝
之
處
也
就
無
從
顯
現
。

（
三
）
作
為
文
化
的
佛
教
，
要
通
過
創
造
性
轉
化
和
創
新
性
發
展
，
使
之
成
為
全
民
族
、
全
人

類
共
享
的
文
化
資
源 

從
人
間
佛
教
在
社
會
中
傳
播
發
展
和
發
揮
積
極
作
用
的
現
實
性
來
看
，
我
們
會
注
意
到
，
佛
教

信
眾
，
無
論
是
出
家
的
還
是
在
家
的
，
都
對
佛
教
歡
喜
信
受
，
但
這
類
人
群
在
全
社
會
畢
竟
只
占
一
小

部
分
。
佛
光
山
號
稱
有
百
萬
信
徒
，
不
僅
與
全
球
人
口
相
比
千
分
之
一
都
不
到
，
即
使
與
華
人
總
數

相
比
，
也
只
占
很
小
的
比
例
。
目
前
在
大
陸
正
掀
起
傳
承
發
展
中
華
優
秀
傳
統
文
化
的
熱
潮
，
在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中
，
儒
佛
道
是
三
大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或
曰
三
大
主
幹
，
但
公
共
主
流
媒
體
如
報
紙
、
電

註
解
：

10 

星
雲
大
師
：
︿
人
間
佛
教
的
建
立
﹀
，
︽
佛
教
叢
書
1‧

教
理
︾
，
高
雄
：
佛
光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五
年
。

11 

星
雲
大
師
：
︿
從
入
世
的
生
活
說
到
佛
教
出
世
的
生
活
﹀
，
︽
人
間
佛
教
語
錄
︾
，
台
北
：
香
海
文
化
，
二○

○

八
年
。



二○

一
七
．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24

台
等
，
在
講
中
華
優
秀
傳
統
文
化
時
，
講
儒
學
的
比
較
多
，
講
道
家
智
慧
的
也
有
，
但
講
佛
教
的
就
極

少
。
大
陸
現
在
提
倡
﹁
國
學
﹂
進
課
堂
，
編
寫
的
中
學
教
材
中
已
有
儒
家
的
︽
論
語
︾
、
︽
孟
子
︾
、

︽
大
學
︾
、
︽
中
庸
︾
和
道
家
的
︽
道
德
經
︾
等
，
但
沒
有
同
樣
作
為
﹁
國
學
﹂
的
中
國
佛
教
經
典
，

例
如
︽
六
祖
壇
經
︾
。
12

這
說
明
，
如
何
讓
佛
教
，
特
別
是
中
國
佛
教
的
優
秀
精
華
為
社
會
大
眾
所

知
，
為
大
眾
接
受
，
為
大
眾
所
用
，
還
有
很
長
的
路
要
走
。
這
也
是
人
間
佛
教
發
展
的
一
個
向
度
。

這
裡
指
的
﹁
大
眾
﹂
，
不
僅
僅
是
就
佛
教
信
徒
或
者
部
分
對
佛
教
文
化
有
興
趣
者
而
言
，
而
是

指
所
有
的
社
會
大
眾
，
全
體
社
會
大
眾
。
佛
教
既
是
宗
教
，
也
是
文
化
。
作
為
一
種
宗
教
文
化
，
作
為

人
類
文
明
的
重
要
成
果
，
佛
教
是
一
種
重
要
而
寶
貴
的
精
神
性
文
化
資
源
，
它
能
夠
為
人
類
的
精
神
世

界
提
供
資
糧
，
在
人
類
的
精
神
世
界
發
揮
更
大
的
作
用
。
13

例
如
，
在
自
然
環
境
惡
化
、
社
會
道
德
失

序
、
人
的
精
神
空
虛
等
各
種
社
會
和
人
生
問
題
層
出
不
窮
的
現
實
面
前
，
佛
教
所
提
倡
的
不
執
著
、
去

註
解
：

12 

筆
者
在
︿
從
國
學
和
儒
學
內
涵
的
演
變
談
︽
儒
藏
︾
的
編
纂
﹀
一
文
中
曾
提
出
：
﹁
﹃
國
學
﹄
是
一
個
動
態
的
概
念
，
其
內

涵
是
不
斷
豐
富
和
發
展
的
，
中
國
佛
學
也
是
﹃
國
學
﹄
的
有
機
組
成
部
分
。
﹂
載
︽
北
京
大
學
學
報
︾
二○

○

九
年
第
四

期
，
頁117-125

。

13 

洪
修
平
：
︿
發
揮
中
國
佛
教
精
神
性
資
源
的
積
極
作
用
﹀
，
︽
中
國
宗
教
︾
二○

一
五
年
第
八
期
，
北
京
：
國
家
宗
教
局
，

頁42-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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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
欲
和
自
淨
其
心
、
智
慧
解
脫
等
，
能
在
人
們
的
日
常
生
活
發
揮
更
大
的
積
極
作
用
。
而
有
些
宗
教
教

義
，
例
如
，
萬
法
無
常
和
業
報
輪
迴
說
，
如
果
經
過
﹁
創
造
性
轉
化
﹂
和
﹁
創
新
性
發
展
﹂
，
其
中
所

蘊
含
的
發
展
變
化
觀
念
和
每
個
人
都
必
須
對
自
己
的
行
為
負
責
，
要
承
擔
道
德
責
任
和
法
律
後
果
，
也

能
對
每
個
人
產
生
積
極
的
意
義
。
但
佛
教
的
文
化
資
源
要
轉
化
成
社
會
普
通
大
眾
喜
聞
樂
見
、
對
社
會

和
人
生
真
正
產
生
正
能
量
的
作
用
，
這
還
有
待
於
學
界
和
教
界
、
研
佛
者
和
修
佛
者
共
同
努
力
。

三
、
人
間
佛
教
在
當
代
社
會
發
展
的
新
前
景

以
上
講
的
作
為
宗
教
的
佛
教
和
作
為
文
化
的
佛
教
，
其
實
是
一
體
兩
面
，
不
可
分
割
的
，
但
兩
者

各
有
所
側
重
，
在
當
代
中
國
社
會
的
現
實
情
境
中
，
它
們
可
以
相
輔
相
成
，
互
相
促
進
，
這
更
有
利
於

人
間
佛
教
的
發
展
及
發
揮
積
極
作
用
。

因
此
，
筆
者
認
為
，
教
界
、
學
界
和
政
界
攜
手
合
作
，
共
同
推
進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論
和
實
踐
，
更

好
地
傳
承
發
展
中
華
優
秀
佛
教
文
化
，
這
是
人
間
佛
教
在
當
代
和
未
來
發
展
的
重
要
路
徑
和
方
向
。

值
得
欣
慰
的
是
，
隨
著
對
佛
教
文
化
這
一
人
類
文
明
成
果
的
認
識
不
斷
加
深
，
人
們
對
它
的
價
值

也
越
來
越
重
視
。
在
此
，
很
高
興
地
與
大
家
分
享
幾
件
事
，
從
中
可
以
看
到
中
國
佛
教
文
化
走
進
社
會

大
眾
的
新
態
勢
，
反
映
出
人
間
佛
教
在
政
、
教
、
學
攜
手
合
作
傳
承
優
秀
傳
統
文
化
趨
勢
中
發
展
的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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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來
。一

是
中
國
國
學
研
究
與
交
流
中
心
︵
原
屬
於
國
務
院
參
事
室
，
現
劃
歸
文
化
部
︶
建
設
了
一
個
國

學
館
，
在
安
排
國
學
陳
列
館
時
專
門
設
有
﹁
佛
學
館
﹂
。
國
學
中
心
和
國
學
館
的
建
設
，
是
國
家
為
了

國
學
知
識
的
普
及
和
傳
播
，
引
導
國
學
的
健
康
發
展
，
增
強
民
族
文
化
的
凝
聚
力
、
吸
引
力
和
影
響
力

而
專
設
的
項
目
。
本
人
受
國
學
中
心
委
託
，
以
南
京
大
學
東
方
哲
學
與
宗
教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為
平
台
，

整
合
國
內
相
關
領
域
的
一
流
專
家
，
負
責
其
中
﹁
佛
學
館
﹂
的
主
題
內
容
研
究
並
撰
寫
文
字
稿
。
我
們

致
力
於
向
全
社
會
廣
大
民
眾
普
及
作
為
國
學
的
中
國
佛
教
文
化
，
致
力
於
使
中
國
佛
教
文
化
的
優
秀
精

華
能
在
現
代
人
的
精
神
文
明
建
設
中
發
揮
積
極
作
用
。

二
是
中
國
佛
教
文
化
的
經
典
代
表
作
︽
六
祖
壇
經
︾
入
選
﹁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百
部
經
典
﹂
。
﹁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百
部
經
典
﹂
是
由
大
陸
中
宣
部
等
部
門
支
持
和
指
導
、
文
化
部
委
託
國
家
圖
書
館
組
織

實
施
、
並
列
入
國
家
社
會
科
學
基
金
重
大
委
託
項
目
。
首
批
圖
書
十
種
︵
︽
周
易
︾
、
︽
尚
書
︾
、

︽
詩
經
︾
、
︽
論
語
︾
、
︽
孟
子
︾
、
︽
老
子
︾
、
︽
莊
子
︾
、
︽
管
子
︾
、
︽
孫
子
兵
法
︾
、
︽
史

記
︾
︶
已
於
日
前
正
式
公
開
出
版
發
行
。
這
套
叢
書
旨
在
搭
建
傳
統
經
典
與
大
眾
之
間
的
橋
梁
，
活
化

中
華
優
秀
傳
統
文
化
的
價
值
，
用
優
秀
傳
統
文
化
滋
養
當
代
中
國
人
的
精
神
，
力
求
編
出
一
套
兼
具
思

想
性
、
學
術
性
、
大
眾
性
的
讀
本
，
使
之
成
為
廣
泛
認
同
、
傳
之
久
遠
的
範
本
。
著
名
學
者
饒
宗
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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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嘉
瑩
、
樓
宇
烈
、
杜
維
明
等
擔
任
學
術
顧
問
，
錢
遜
、
陳
鼓
應
等
擔
任
撰
稿
人
。
這
是
一
項
先
後
由

五
百
多
位
專
家
學
者
參
與
撰
稿
、
審
稿
、
編
稿
的
重
大
文
化
工
程
。
中
華
典
籍
浩
如
煙
海
，
要
從
中
選

出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一
百
部
經
典
，
儘
量
全
方
位
地
呈
現
五
千
年
中
華
文
明
的
燦
爛
多
姿
，
這
是
很
不
易

的
。
到
目
前
為
止
，
已
選
定
了
四
批
書
目
，
共
五
十
四
種
，
內
容
含
括
文
、
史
、
哲
、
科
技
、
藝
術
等

廣
泛
領
域
。
本
人
是
此
套
叢
書
的
編
委
，
參
與
了
選
書
目
、
定
體
例
、
推
薦
作
者
等
工
作
。
目
前
還
作

為
撰
稿
人
，
正
在
承
擔
其
中
︽
六
祖
壇
經
︾
一
書
的
註
釋
和
解
讀
工
作
。

三
是
就
在
對
本
文
修
改
定
稿
的
時
候
，
作
者
接
到
一
個
徵
求
意
見
的
電
話
，
上
海
市
教
委
想
把
本

人
前
些
時
候
在
上
海
一
所
大
學
為
大
學
生
和
研
究
生
所
作
的
兩
個
佛
教
講
座
的
錄
影
製
作
成
視
頻
，
以

供
中
小
學
老
師
進
修
國
學
時
觀
看
，
希
望
得
到
我
的
授
權
。
我
當
然
樂
見
其
成
。

以
上
幾
個
事
例
，
我
想
既
體
現
了
國
家
和
社
會
對
中
國
佛
教
文
化
的
重
視
，
也
從
一
個
側
面
展
示

了
人
間
佛
教
未
來
發
展
的
新
前
景
。 



人
間
佛
教
重
視
的
是
現
世
生
活
，

所
以
一
切
的
行
善
、
修
持
、
修
福
，

在
現
生
就
可
以
得
到
回
報
，

幸
福
與
安
樂
在
當
生
便
可
以
成
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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