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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雲
大
師
以
其
對
佛
法
的
高
度
自
信
、
自
覺
和
自
強
意
識
，
多
年
來
大
力
推
動
人
間
佛
教
在
國

際
上
的
廣
泛
傳
播
，
先
後
在
全
球
建
立
了
三
百
多
座
道
場
，
初
步
實
現
了
﹁
佛
光
普
照
三
千
界
、
法

水
長
流
五
大
洲
﹂
的
宏
願
。
其
中
在
澳
洲
的
道
場
開
闢
與
佛
法
弘
傳
，
也
富
有
傳
奇
色
彩
，
其
速
度

之
快
，
影
響
之
廣
，
令
人
不
禁
讚
歎
。
筆
者
於
二○

一
七
年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至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對
澳

大
利
亞
和
紐
西
蘭
各
佛
光
山
道
場
進
行
了
考
察
。
1

考
察
期
間
，
與
當
地
法
師
、
國
際
佛
光
會
幹
部

及
部
分
會
員
、
當
地
社
會
各
界
人
士
等
舉
行
了
八
場
座
談
會
，
採
訪
了
一
百
多
位
當
地
華
人
及
西
方

人
，
同
時
也
為
當
地
華
人
及
西
方
人
舉
行
講
座
十
七
場
。
本
文
僅
以
澳
大
利
亞
為
例
，
分
享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在
這
裡
所
取
得
的
輝
煌
成
就
。

註
解
：

1 

筆
者
應
邀
於
二○

一
七
年
二
月
十
五
日
下
午
於
南
天
寺
作
﹁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的
輝
煌
成
就
﹂
講
座
，
大
洋
洲
佛
光
山
總
住
持

滿
可
法
師
、
紐
西
蘭
佛
光
山
住
持
滿
信
法
師
、
中
天
寺
住
持
覺
善
法
師
、
南
天
講
堂
監
寺
覺
悟
法
師
、
南
雪
梨
佛
光
緣
監
寺

妙
堯
法
師
、
北
雪
梨
佛
光
緣
監
寺
如
儀
法
師
、
墨
爾
本
佛
光
山
監
寺
覺
旻
法
師
、
墨
爾
本
尔
有
寺
監
寺
滿
晴
法
師
、
墨
爾
本

佛
光
緣
妙
博
法
師
、
佛
光
山
西
澳
道
場
監
寺
妙
璽
法
師
、
南
天
寺
監
院
滿
望
法
師
、
南
天
寺
監
院
覺
寧
法
師
、
紐
西
蘭
北
島

佛
光
山
監
寺
如
廉
法
師
、
南
天
大
學
覺
瑋
法
師
、
覺
舫
法
師
、
妙
友
法
師
等
四
十
餘
位
法
師
及
佛
光
會
部
分
幹
部
參
加
。
本

文
根
據
本
次
講
座
錄
音
整
理
，
並
經
作
者
校
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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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根
基
已
穩
　
蓄
勢
待
發—

基
礎
建
設
的
成
就

從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基
礎
建
設
的
成
就
來
看
，
目
前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根
基
已
穩
，
處
於
蓄
勢
待
發
的

態
勢
。
而
其
基
礎
建
設
的
成
就
主
要
表
現
在
以
下
六
個
方
面
：
道
場
建
設
、
組
織
建
設
、
制
度
建
設
、

學
理
建
設
、
儀
軌
建
設
以
及
道
風
建
設
。

（
一
）
道
場
建
設

目
前
，
大
洋
洲
有
十
三
處
人
間
佛
教
的
道
場
，
其
中
澳
洲
有
十
一
處
，
散
布
於
各
個
大
城
市
之

中
，
環
列
於
東
西
南
沿
海
人
口
稠
密
之
地
。
這
種
布
局
極
具
眼
光
，
完
全
與
整
個
澳
洲
社
會
的
經
濟
、

政
治
、
人
口
等
的
發
展
相
互
呼
應
。
在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道
場
的
建
設
中
，
南
天
寺
有
氣
勢
宏
大
的
規

模
，
特
色
分
明
的
中
式
風
格
，
中
天
寺
的
規
模
也
不
小
。
其
他
的
道
場
也
各
具
特
色
，
有
的
道
場
深
居

鬧
市
之
中
，
有
的
道
場
以
文
化
藝
術
形
式
呈
現
。
諸
道
場
立
足
各
個
不
同
城
市
，
成
為
佛
法
弘
揚
的

據
點
，
信
眾
交
流
的
平
台
，
甚
至
是
一
個
文
化
交
流
與
傳
播
的
中
心
。
這
些
道
場
在
未
來
佛
法
的
發
展

中
，
將
成
為
最
重
要
的
基
地
。

（
二
） 

組
織
建
設

佛
光
山
是
一
個
龐
大
的
團
隊
，
內
有
法
師
隊
伍
、
佛
光
會
隊
伍
、
青
年
團
的
隊
伍
。
而
佛
光
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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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念
更
是
完
全
與
現
代
社
會
接
軌
，
其
下
設
有
各
分
會
，
甚
至
還
專
門
為
西
方
人
成
立
組
織
機
構
，
譬

如
中
天
分
會
等
。
組
織
建
設
主
要
是
針
對
人
，
其
中
的
核
心
是
僧
眾
隊
伍
，
其
次
是
會
員
隊
伍
，
隨
後

是
更
多
的
周
邊
隊
伍
。
在
澳
洲
，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的
組
織
建
設
已
具
有
基
本
的
布
局
與
框
架
，
形
成

了
一
個
有
核
心
凝
聚
力
、
初
步
定
型
的
社
會
組
織
體
系
。
這
一
社
會
組
織
體
系
能
夠
使
佛
教
與
社
會
相

連
結
，
形
成
一
股
凝
聚
的
力
量
。
據
此
，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的
組
織
建
設
成
就
是
非
同
一
般
的
，
且
具
有

澳
洲
自
身
的
特
色
。

（
三
）
制
度
建
設

經
過
考
察
發
現
，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在
制
度
建
設
方
面
做
出
了
很
多
努
力
，
為
人
員
的
凝
聚
、
組
織

的
發
展
和
佛
法
的
傳
播
提
供
了
制
度
的
保
障
。
這
些
制
度
涉
及
日
常
事
務
的
各
個
方
面
，
總
體
上
看
，

這
些
制
度
都
與
佛
光
山
的
整
體
制
度
相
互
呼
應
，
當
然
也
有
一
些
制
度
是
在
澳
洲
獨
創
的
。
即
使
是
和

佛
光
山
一
致
的
那
些
制
度
，
在
澳
洲
也
有
不
同
的
表
現
型
態
。
譬
如
檀
講
師
制
度
就
為
信
眾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平
台
，
引
發
了
信
眾
的
積
極
性
，
推
動
了
佛
法
的
傳
播
。

（
四
）
學
理
建
設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的
思
想
，
或
者
說
星
雲
大
師
人
間
佛
教
思
想
，
在
今
天
的
澳
洲
社
會
得
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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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泛
的
宣
傳
。
據
觀
察
，
信
眾
之
所
以
能
夠
凝
聚
於
十
一
處
道
場
內
，
團
結
在
各
類
佛
光
會
的
組
織
之

下
，
其
原
因
在
於
對
星
雲
大
師
人
間
佛
教
的
認
同
與
追
求
。
大
師
那
種
通
俗
的
、
生
活
的
、
親
切
的
，

同
時
充
滿
智
慧
的
佛
教
思
想
，
深
深
感
染
了
澳
洲
的
信
眾
。
這
說
明
，
佛
光
山
在
澳
洲
發
展
的
根
本
支

柱
就
是
人
間
佛
教
思
想
。
星
雲
大
師
的
人
間
佛
教
思
想
通
過
各
位
法
師
的
辛
勤
努
力
傳
遞
給
當
地
的
信

眾
，
成
為
佛
光
山
在
澳
洲
發
展
極
為
重
要
的
軟
體
建
設
。

（
五
）
儀
軌
建
設

儀
軌
指
的
是
各
種
法
會
、
活
動
的
軌
範
，
在
澳
洲
主
要
有
早
晚
課
誦
、
週
末
共
修
法
會
，
譬
如
中

天
寺
每
週
六
舉
行
華
人
中
文
共
修
法
會
，
每
週
日
舉
行
本
國
人
英
文
共
修
法
會
，
甚
至
在
道
場
之
外
開

展
的
具
有
佛
教
文
化
特
色
的
活
動
等
，
都
有
其
規
範
，
都
要
遵
守
一
套
禮
儀
規
定
，
形
成
了
大
家
基
本

上
共
同
認
可
的
操
作
規
範
，
消
除
了
操
作
過
程
中
可
能
出
現
的
相
互
爭
執
、
模
糊
不
清
等
情
況
。
總
體

上
看
，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各
式
各
樣
的
法
會
儀
軌
基
本
上
已
清
晰
明
朗
，
形
成
相
對
固
定
的
體
系
。
相
信

在
未
來
，
這
些
儀
軌
或
許
還
可
以
進
一
步
調
整
、
細
緻
化
、
完
善
，
以
適
應
新
的
形
勢
需
要
。

（
六
）
道
風
建
設

道
風
建
設
也
屬
於
﹁
軟
體
建
設
﹂
，
指
的
是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在
澳
洲
有
自
己
的
精
神
風
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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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精
神
風
貌
在
澳
洲
這
個
地
方
不
但
與
其
他
地
方
的
佛
教
不
一
樣
，
而
且
與
其
他
宗
教
的
更
不
一

樣
，
這
一
變
化
難
能
可
貴
。
與
別
處
相
比
，
這
裡
有
法
師
的
風
貌
，
儘
管
在
衣
著
上
無
法
區
分
，
但

佛
光
山
在
澳
洲
的
法
師
，
其
內
心
世
界
的
積
極
奮
進
、
努
力
作
為
、
心
懷
感
恩
、
與
現
代
社
會
全
方

位
接
軌
、
對
星
雲
大
師
的
敬
仰
、
對
四
眾
接
引
的
慈
悲
懇
切
等
，
都
呈
現
出
不
同
的
風
貌
。
從
佛
光

山
走
出
來
的
法
師
呈
現
出
一
種
新
氣
象
，
內
心
深
處
有
一
種
開
朗
、
積
極
、
陽
光
的
心
態
，
這
便
是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道
風
，
尤
其
是
精
神
風
貌
的
集
中
體
現
。
在
澳
洲
這
個
完
全
以
西
方
人
為
主
的
社
會

裡
，
作
為
一
個
小
眾
、
一
個
﹁
文
化
異
類
﹂
，
人
間
佛
教
能
夠
有
這
樣
一
種
自
信
的
精
神
風
範
，
勇

敢
地
站
出
來
，
並
在
這
個
社
會
中
堅
強
地
立
足
，
這
便
是
一
種
道
風
。

二
、
本
土
扎
根
　
澳
化
初
成—
本
土
化
的
成
就

何
為
澳
化
？
即
在
澳
洲
的
本
土
化
，
譬
如
中
國
化
意
謂
在
中
國
的
本
土
化
。
人
間
佛
教
在
澳
洲
的

本
土
化
成
就
主
要
表
現
在
以
下
六
個
方
面
：
思
想
的
變
化
、
制
度
的
變
化
、
精
神
的
變
化
、
道
場
的
變

化
、
信
眾
結
構
的
變
化
以
及
活
動
的
變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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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思
想
的
變
化

主
要
體
現
為
在
人
間
化
、
生
活
化
的
同
時
，
西
方
人
更
加
注
重
業
力
、
因
果
、
禪
定
、
智
慧
等
核

心
思
想
。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的
思
想
，
一
方
面
傳
承
了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的
核
心
思
想—

人
間
化
、
生

活
化
、
簡
易
化
、
陽
光
化
等
特
點
，
這
和
佛
光
山
體
系
保
持
了
一
致
性
。
但
要
讓
人
間
佛
教
在
澳
洲
扎

根
，
須
考
量
西
方
人
的
興
趣
愛
好
。
譬
如
通
過
考
察
，
我
們
發
現
當
地
的
一
些
西
方
人
並
不
完
全
滿
意

於
借
助
上
帝
、
原
罪
來
解
釋
人
的
命
運
及
其
發
展
變
化
與
未
來
的
歸
宿
，
認
為
用
業
力
、
因
果
來
解
釋

更
具
有
說
服
力
。
另
外
，
當
地
西
方
人
對
法
會
興
趣
不
濃
，
更
注
重
的
是
社
會
性
、
文
化
性
的
活
動
，

譬
如
對
禪
定
、
智
慧
等
思
想
感
興
趣
，
認
為
佛
教
可
以
給
人
寧
靜
、
安
詳
，
使
人
遠
離
狂
躁
，
守
護
住

自
己
的
本
性
。
基
於
此
種
現
象
，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為
適
應
當
地
西
方
人
的
興
趣
，
給
他
們
辦
禪
修
班
，

教
導
禪
定
，
傳
遞
智
慧
的
思
想
。
這
種
表
現
，
是
人
間
佛
教
思
想
在
澳
洲
呈
現
出
來
的
一
種
新
變
化
。

（
二
）
制
度
的
變
化

主
要
體
現
為
修
行
制
度
、
組
織
制
度
、
生
活
制
度
等
各
方
面
的
變
化
。
澳
洲
的
佛
教
活
動
，
譬
如

佛
誕
節
、
開
放
日
、
禪
修
班
、
寺
院
生
活
等
都
有
自
己
的
一
套
規
定
，
而
這
些
規
定
都
與
澳
洲
本
土
關

聯
在
一
起
。
至
於
寺
院
的
建
設
與
管
理
、
人
事
的
安
排
、
社
會
事
務
的
開
展
、
與
各
界
的
交
往
等
，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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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遵
照
佛
光
山
的
原
則
，
又
與
當
地
的
法
律
和
民
俗
接
軌
。

（
三
）
精
神
的
變
化

人
間
佛
教
進
入
澳
洲
社
會
後
必
然
要
適
應
西
方
文
化
，
在
語
言
、
思
惟
方
式
、
生
活
習
慣
等
方
面

引
起
很
多
變
化
。
在
澳
洲
的
佛
光
人
逐
漸
了
解
了
西
方
文
化
，
適
應
了
西
方
社
會
，
他
們
自
覺
地
遵
守

西
方
人
的
生
活
習
俗
和
倫
理
道
德
，
在
內
在
素
質
方
面
逐
漸
具
有
了
西
方
人
的
氣
質
。
我
們
初
到
一
個

陌
生
的
地
方
，
往
往
因
為
在
精
神
氣
質
以
及
文
化
上
的
陌
生
感
、
隔
閡
感
，
會
犯
一
些
錯
誤
；
而
佛
光

山
的
法
師
經
過
在
澳
洲
長
期
的
生
活
，
精
神
氣
質
與
當
地
人
所
差
無
幾
。
儘
管
著
裝
不
同
、
文
化
背
景

不
同
，
但
法
師
們
在
與
當
地
人
相
處
過
程
中
理
解
了
他
們
的
精
神
境
界
，
適
應
了
他
們
的
精
神
氣
質
，

同
時
也
具
備
了
他
們
所
擁
有
的
很
多
精
神
元
素
。

（
四
）
道
場
方
面
的
變
化

澳
洲
的
人
間
佛
教
道
場
和
台
灣
很
多
佛
光
山
道
場
一
樣
，
形
式
新
穎
，
功
能
齊
全
，
完
全
突
破
了

古
代
中
國
佛
教
寺
院
的
規
制
。
在
種
種
變
革
中
，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的
道
場
還
出
現
一
些
獨
有
的
創
新
。

如
澳
洲
道
場
的
﹁
五
方
佛
﹂
概
念
就
完
全
適
應
了
西
方
社
會
，
讓
當
地
人
感
到
很
歡
喜
。
因
為
這
五
方

佛
既
不
是
密
宗
的
五
方
佛
，
也
不
是
隨
意
組
合
的
五
方
佛
，
而
是
將
傳
統
的
理
念
與
自
己
的
創
新
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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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
起
，
形
成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道
場
的
一
個
特
色
。
人
間
佛
教
道
場
在
澳
洲
落
地
生
根
並
進
一
步
開

展
，
一
定
會
具
有
澳
洲
當
地
的
特
色
，
這
些
特
色
在
後
續
會
有
進
一
步
的
總
結
。
另
外
，
在
參
訪
了
澳

洲
的
十
個
道
場
之
後
，
我
們
發
現
十
個
道
場
各
具
特
色
，
它
們
有
的
在
都
市
裡
，
有
的
在
高
樓
裡
，
有

的
是
純
粹
的
中
式
風
格
，
而
這
些
形
式
不
一
的
道
場
十
分
有
利
於
不
同
形
式
的
接
引
。

（
五
）
信
眾
結
構
的
變
化

主
要
體
現
為
三
方
面
。
首
先
，
這
裡
是
以
西
方
人
為
主
。
其
次
，
不
同
於
中
國
大
陸
、
台
灣
地

區
，
這
裡
有
來
自
不
同
地
方
的
華
人
，
而
這
也
是
澳
洲
人
口
的
特
色
之
一
。
作
為
一
個
新
興
的
移
民
國

家
，
澳
洲
多
元
性
極
強
，
大
量
移
民
湧
入
，
而
目
前
在
澳
華
人
人
數
，
在
全
球
是
中
華
之
外
最
多
的
，

因
而
比
新
加
坡
、
馬
來
西
亞
、
越
南
等
國
家
更
容
易
出
現
來
自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
但
同
具
中
華
元
素
的

華
人
。
這
些
華
人
匯
集
在
澳
洲
，
並
受
到
人
間
佛
教
的
感
召
加
入
團
隊
，
這
就
是
信
眾
結
構
上
的
一
個

很
大
的
變
化
。
最
後
，
澳
洲
參
與
人
間
佛
教
的
菁
英
人
士
比
例
，
比
中
國
大
陸
、
台
灣
地
區
更
高
，
雖

然
其
中
老
年
人
所
占
比
例
不
低
，
但
菁
英
人
士
發
揮
著
更
大
的
作
用
。
對
此
，
我
們
尚
未
有
完
整
的
統

計
資
料
，
後
續
需
要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在
問
卷
中
將
會
涉
及
信
眾
的
年
齡
、
職
業
、
教
育
背
景
等
，
以

此
來
分
析
受
調
查
者
的
社
會
角
色
與
社
會
身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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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活
動
的
變
化

主
要
體
現
為
在
澳
洲
特
別
強
調
佛
誕
節
、
開
放
日
、
春
節
等
時
段
內
的
活
動
，
這
些
日
子
裡
的

活
動
也
都
具
有
澳
洲
本
地
的
特
色
。
人
間
佛
教
在
澳
洲
的
活
動
很
多
，
涉
及
佛
教
節
日
，
也
涉
及
世
俗

的
節
日
，
更
涉
及
信
眾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各
種
重
要
事
件
，
如
生
日
、
結
婚
、
生
子
，
乃
至
懷
孕
、
升
學

等
，
都
可
能
與
佛
教
文
化
連
結
在
一
起
。
每
一
個
道
場
都
在
積
極
開
展
各
種
生
活
化
的
活
動
，
而
這
些

活
動
不
但
與
佛
教
連
結
，
也
與
本
土
文
化
風
俗
連
結
。
有
些
是
純
粹
文
化
性
的
活
動
；
有
的
是
聯
誼
性

活
動
，
可
以
促
進
人
群
之
間
的
交
流
；
有
的
則
是
宗
教
法
會
類
的
活
動
。
總
體
而
言
，
這
些
活
動
的
類

型
在
世
界
各
佛
光
道
場
都
是
一
致
的
，
但
在
澳
洲
的
活
動
，
都
帶
有
當
地
本
土
化
的
特
色
。

三
、
法
音
迴
響
　
法
水
長
流—
弘
法
的
成
就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在
弘
法
方
面
的
成
就
主
要
表
現
在
以
下
六
個
方
面
：

第
一
，
中
英
文
的
法
寶
流
通
。
在
澳
洲
，
有
中
文
法
寶
來
適
應
澳
洲
的
華
人
，
也
有
英
文
法
寶
來

適
應
澳
洲
的
英
文
主
體
人
群
，
尤
其
是
西
方
人
。

第
二
，
法
會
的
全
面
推
展
。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有
各
式
各
樣
的
法
會
，
從
弘
法
的
角
度
來
講
，
這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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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會
的
舉
辦
都
是
一
個
弘
法
的
過
程
，
也
是
讓
人
親
近
佛
教
的
過
程
。

第
三
，
共
修
活
動
的
不
斷
完
善
。
在
參
訪
中
我
們
發
現
，
所
有
道
場
的
共
修
活
動
都
開
展
得
特
別

好
，
尤
其
是
某
些
共
修
活
動
給
人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
。

第
四
，
佛
法
宣
講
活
動
的
開
展
。
無
論
是
檀
講
師
制
度
或
佛
學
講
座
等
，
佛
法
宣
講
活
動
不
斷
地

開
展
。第

五
，
信
眾
不
斷
增
加
，
信
解
行
佛
之
人
日
益
增
多
，
正
法
日
益
興
盛
。
在
此
，
需
要
格
外
強
調

正
法
。
因
為
在
海
外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的
地
區
，
各
類
信
仰
活
躍
在
社
會
中
，
這
有
別
於
中
國
大
陸—

只
允
許
正
法
的
存
在
，
正
法
的
弘
揚
才
能
夠
得
到
保
障
。
而
在
澳
洲
，
各
類
信
仰
競
爭
，
好
壞
摻
雜
；

由
於
正
統
人
間
佛
教
的
流
行
，
使
得
正
法
在
此
處
得
以
興
盛
，
對
其
他
偏
離
正
法
的
思
想
起
到
了
抵

制
、
消
解
作
用
。

第
六
，
法
師
與
信
眾
的
宗
教
體
驗
不
斷
豐
富
、
不
斷
提
升
。
很
多
澳
洲
信
眾
都
反
映
，
他
們
的
宗

教
體
驗
是
不
斷
豐
富
、
不
斷
提
升
的
，
由
原
來
的
徘
徊
在
山
門
之
外
，
對
佛
教
充
滿
神
祕
觀
感
，
到
為

了
追
求
精
神
家
園
而
邁
進
山
門
，
信
眾
的
宗
教
體
驗
不
斷
豐
富
、
增
長
、
成
熟
，
同
時
也
更
深
入
地
親

近
佛
法
，
自
己
的
福
德
也
不
斷
增
長
。
以
上
是
諸
多
信
眾
的
普
遍
反
映
。
另
外
，
就
法
師
而
言
，
即
使

法
師
在
弘
法
中
遭
遇
艱
辛
與
委
屈
，
但
也
在
艱
辛
與
委
屈
中
不
斷
地
成
就
自
己
。
法
師
與
信
眾
的
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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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驗
持
續
豐
富
、
提
升
，
就
是
佛
法
弘
傳
不
斷
取
得
成
就
的
證
明
。

四
、
文
化
認
同
　
精
神
凝
聚—

推
動
華
人
社
會
力
量
增
長
的
貢
獻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作
為
中
華
文
化
的
一
種
重
要
體
現
，
在
華
人
社
會
扮
演
著
文
化
紐
帶
和
精
神
載
體

的
角
色
，
在
民
族
意
識
分
明
的
華
人
社
會
中
必
然
能
夠
發
揮
人
心
凝
聚
與
文
化
自
信
的
促
成
作
用
，
從

而
起
到
增
長
華
人
社
會
力
量
的
重
要
作
用
。

第
一
、
促
進
澳
洲
華
人
的
文
化
認
同
，
建
構
海
外
華
人
的
民
族
標
識
，
增
進
了
海
外
華
人
的
文
化

自
覺
、
文
化
自
信
、
文
化
自
尊
與
文
化
自
強
，
當
然
也
是
民
族
的
自
覺
、
自
信
、
自
強
。
作
為
一
個
中

國
人
，
深
受
中
國
文
化
滋
養
，
在
冷
戰
結
束
之
後
，
意
識
形
態
高
壓
瓦
解
了
，
所
有
的
人
都
在
民
族
原

有
的
文
化
中
尋
找
自
己
的
血
脈
，
建
構
自
己
的
精
神
家
園
，
這
是
一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變
化
。
海
外
的
華

人
也
很
自
然
會
趨
向
這
樣
一
個
國
際
的
潮
流
，
可
能
因
為
佛
教
文
化
的
博
大
精
深
而
覺
得
自
己
是
有
文

化
的
。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的
發
展
帶
動
了
整
個
中
華
文
化
的
發
展
，
有
利
於
澳
洲
華
人
尋
找
到
自
己
的
文

化
，
從
而
建
立
自
己
的
文
化
標
識
。
這
種
文
化
的
建
立
實
際
上
是
有
利
於
文
化
自
覺
、
文
化
自
信
、
文

化
自
尊
、
文
化
自
強
的
，
也
就
是
有
利
於
讓
華
人
把
民
族
的
腰
板
挺
起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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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
在
傳
播
佛
教
的
同
時
兼
具
中
華
文
化
的
其
他
內
涵
，
營
造
海
外
華
人
的
精
神
家
園
，
慰

藉
了
漂
泊
的
心
靈
。
很
多
海
外
華
人
在
剛
剛
開
始
打
拚
的
時
候
沒
有
朋
友
，
或
者
很
少
有
朋
友
，
在

陌
生
的
世
界
感
覺
很
孤
獨
，
甚
至
感
到
畏
懼
，
有
一
種
飄
零
感
。
有
些
人
因
此
又
回
到
了
故
土
；

有
些
人
為
了
找
到
華
人
朋
友
去
很
遠
的
地
方
和
朋
友
相
會
，
從
而
獲
得
與
華
人
相
處
的
群
體
歸
屬

感
。
而
這
種
漂
泊
異
鄉
的
心
靈
，
需
要
文
化
歸
宿
和
精
神
的
家
園
，
佛
教
在
這
裡
扎
根
有
利
於
慰
藉

他
們
，
一
個
具
有
中
華
文
化
因
素
並
具
有
神
聖
意
義
的
精
神
家
園
，
能
夠
提
供
他
們
一
個
共
同
的
歸

宿
。 

第
三
，
成
為
海
外
華
人
的
精
神
紐
帶
，
把
他
們
團
結
在
一
起
。
人
間
佛
教
道
場
使
他
們
團
結
、
彼

此
友
愛
、
彼
此
呼
應
、
彼
此
幫
助
，
共
同
進
步
，
得
以
不
斷
地
增
強
力
量
。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道
場
是
一

個
平
台
，
一
個
非
常
溫
馨
的
平
台
，
而
且
是
大
家
共
事
的
平
台
。
在
這
個
平
台
上
，
大
家
相
互
交
流
，

彼
此
溝
通
，
不
斷
凝
聚
向
心
力
，
在
資
訊
分
享
、
彼
此
提
攜
、
相
互
鼓
勵
中
促
進
了
華
人
社
會
力
量
不

斷
的
增
長
。
人
間
佛
教
給
了
他
們
力
量
，
給
了
他
們
不
斷
發
展
進
步
的
空
間
。 

第
四
，
不
斷
增
強
中
華
文
化
在
澳
洲
的
社
會
基
礎
，
華
人
越
來
越
多
，
社
會
基
礎
就
越
來
越
深

廣
，
甚
至
接
引
西
方
人
信
仰
人
間
佛
教
也
可
強
化
中
華
文
化
的
社
會
基
礎
。
這
個
社
會
基
礎
的
增
強
，

為
中
華
文
化
未
來
在
澳
洲
的
進
一
步
傳
播
發
展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支
撐
。
就
像
星
雲
大
師
早
期
在
這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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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開
展
，
那
時
這
裡
有
很
多
華
人
，
其
中
很
多
人
喜
歡
、
需
要
佛
法
，
盼
望
星
雲
大
師
到
這
裡
弘
揚
佛

法
，
大
師
就
來
了
，
佛
教
因
而
在
這
裡
得
到
進
一
步
發
展
。
大
師
開
始
在
這
裡
建
寺
，
並
派
人
過
來
主

持
弘
法
，
中
華
文
化
隨
著
人
間
佛
教
的
弘
揚
而
進
一
步
輸
入
這
裡
。
經
過
多
年
的
努
力
，
今
天
佛
光
山

在
這
裡
有
十
個
道
場
，
幾
十
位
僧
人
，
還
有
很
多
佛
光
會
的
成
員
。
人
間
佛
教
的
發
展
同
時
也
會
帶
動

其
他
類
型
的
中
華
文
化
，
如
道
家
的
、
儒
家
的
文
化
，
以
及
其
他
佛
教
團
體
的
發
展
，
從
而
促
進
整
個

中
國
文
化
向
澳
洲
的
進
一
步
深
入
，
不
斷
營
造
華
人
的
社
會
基
礎
。

第
五
，
推
動
中
華
文
化
向
澳
洲
輸
入
，
帶
動
世
界
各
地
華
人
對
澳
洲
的
認
可
，
提
高
了
華
人
移
民

澳
洲
的
意
願
。
隨
著
第
四
個
方
面
的
發
展
，
第
五
個
方
面
自
然
就
形
成
了
。
這
裡
的
華
人
基
礎
好
，
這

裡
有
這
麼
多
的
文
化
據
點
，
海
外
華
人
就
願
意
來
這
裡
移
民
。
如
果
這
裡
沒
有
中
華
文
化
的
存
在
，
缺

少
華
人
的
寺
院
，
那
麼
華
人
會
比
較
不
願
移
民
到
這
裡
。 

第
六
，
提
升
了
澳
洲
華
人
的
文
化
素
質
與
道
德
水
準
，
促
進
了
澳
洲
主
流
社
會
對
華
人
的
認
可
和

尊
重
。
在
人
間
佛
教
寺
院
裡
面
活
動
的
人
，
素
質
和
精
神
風
貌
都
不
一
樣
，
這
些
人
在
澳
洲
社
會
明
顯

得
到
更
多
的
認
可
和
尊
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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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增
進
多
元
　
和
諧
關
係—

對
澳
洲
社
會
的
貢
獻

人
間
佛
教
在
澳
洲
的
發
展
也
對
澳
洲
當
地
社
會
產
生
正
面
的
影
響
，
主
要
體
現
在
以
下
幾
個
方

面
：

第
一
，
推
動
中
華
文
化
向
澳
洲
輸
入
，
這
既
是
中
華
文
化
走
出
去
的
表
現
，
也
是
澳
洲
文
化
多
元

性
不
斷
增
強
的
體
現
。

第
二
，
在
自
我
完
善
與
不
斷
發
展
中
提
升
了
中
華
文
化
的
形
象
，
使
中
華
文
化
在
多
元
文
化
結
構

中
的
地
位
不
斷
提
升
。
澳
洲
是
文
化
多
元
的
社
會
，
儘
管
西
方
文
化
一
家
獨
大
，
但
是
中
華
文
化
地
位

在
不
斷
提
升
。

第
三
，
在
多
元
文
化
體
制
內
不
斷
彰
顯
自
身
的
力
量
，
並
積
極
參
與
多
元
文
化
對
話
交
流
，
進

一
步
激
發
和
促
進
了
澳
洲
多
元
文
化
的
內
在
活
力
。
如
果
是
一
家
獨
大
的
文
化
格
局
，
一
般
都
必
須
有

外
來
文
化
的
刺
激
才
可
以
走
向
真
正
的
文
化
多
元
。
就
像
中
國
文
化
在
歷
史
上
也
是
一
樣
，
佛
教
進
入

中
國
，
就
是
最
強
力
的
一
個
刺
激
，
遊
牧
民
族
不
斷
入
主
中
原
也
是
刺
激
，
一
波
又
一
波
的
刺
激
，
讓

中
華
文
化
的
多
元
結
構
日
益
形
成
完
整
的
體
系
，
文
化
的
活
力
也
日
益
強
勁
。
人
間
佛
教
現
在
進
入
澳

洲
，
就
是
在
增
強
澳
洲
文
化
的
內
在
活
力
。

第
四
，
透
過
敦
親
睦
鄰
、
政
教
溝
通
、
族
群
往
來
等
活
動
，
不
斷
促
進
多
重
社
會
關
係
的
和
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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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看
到
各
地
的
佛
光
山
法
師
和
議
員
、
市
長
關
係
都
非
常
友
好
，
和
政
界
的
溝
通
，
和
社
區
的
親
密

相
處
，
不
同
人
群
之
間
的
往
來
，
使
得
多
重
社
會
關
係
更
和
諧
。
既
為
佛
教
的
進
一
步
傳
播
打
下
了
良

好
的
社
會
基
礎
，
也
為
澳
洲
多
元
社
會
的
和
諧
作
出
了
貢
獻
。

第
五
，
積
極
開
展
慈
善
救
濟
，
利
益
眾
生
，
服
務
社
會
。

第
六
，
宣
導
三
好
、
四
給
、
五
和
，
不
斷
提
升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信
眾
以
及
受
到
這
種
文
化
感
染
的

其
他
人
的
文
明
素
質
，
從
而
也
為
澳
洲
社
會
的
文
明
進
步
貢
獻
智
慧
。

六
、
披
荊
斬
棘
　
全
面
歷
練—

人
才
培
養
的
成
就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的
發
展
，
是
靠
諸
多
具
有
多
種
才
幹
的
僧
人
和
高
素
質
的
居
士
推
動
起
來
的
。
人

才
始
終
是
佛
光
山
的
中
堅
力
量
，
星
雲
大
師
始
終
把
培
養
人
才
作
為
發
展
人
間
佛
教
的
頭
等
要
事
。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的
開
創
和
發
展
史
，
同
時
也
是
傑
出
人
才
施
展
才
華
的
精
采
歷
史
呈
現
，
所
以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始
終
在
人
才
培
養
方
面
堅
持
不
懈
。
目
前
已
經
取
得
的
成
績
主
要
體
現
在
以
下
幾
個
方
面
：

第
一
、
弘
法
異
域
，
開
創
基
業
，
造
就
拓
荒
型
弘
法
人
才
。
初
來
乍
到
在
陌
生
的
地
方
扎
根
，
靠

的
全
是
那
些
拓
荒
型
的
人
才
。
他
們
能
夠
忍
耐
孤
寂
，
死
裡
求
生
，
夾
縫
中
求
得
生
存
，
頑
強
面
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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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
定
立
足
，
勇
敢
開
拓
，
練
就
了
大
洋
洲
佛
光
人
的
無
畏
、
膽
識
、
頑
強
、
犧
牲
等
多
重
可
貴
的
品

質
。

第
二
、
轉
型
升
級
，
適
應
新
的
文
化
，
造
就
了
精
通
英
語
、
理
解
西
方
文
化
、
適
應
西
方
社
會

的
西
化
型
弘
法
人
才
。
人
間
佛
教
在
澳
洲
要
本
土
化
，
必
須
和
這
裡
的
社
會
接
軌
，
要
適
應
西
方
社
會

的
生
活
。
而
且
，
澳
洲
社
會
和
歐
美
是
不
一
樣
的
，
如
澳
洲
人
的
一
些
精
神
氣
質
和
歐
美
還
是
有
區
別

的
。
我
們
看
到
這
裡
的
佛
光
山
法
師
們
英
語
能
力
令
人
敬
仰
，
與
西
方
政
要
的
交
往
富
有
成
果
，
深
諳

西
方
社
會
的
特
徵
，
站
穩
了
立
足
澳
洲
社
會
的
腳
跟
，
形
成
難
以
替
代
的
澳
洲
社
會
適
應
能
力
。

第
三
、
熟
悉
海
外
華
人
的
身
心
處
境
與
特
徵
的
人
才
。
他
們
知
道
這
裡
的
華
人
需
要
什
麼
，
知
道

華
人
在
這
裡
的
處
境
，
與
澳
洲
華
人
建
立
起
廣
泛
而
密
切
的
關
係
，
形
成
深
厚
的
情
誼
，
架
構
起
牢
固

的
關
係
網
絡
。
華
人
社
會
和
人
間
佛
教
的
法
師
借
助
佛
光
山
澳
洲
各
個
道
場
，
凝
聚
成
一
股
可
靠
的
弘

法
力
量
，
造
就
了
華
人
認
同
的
僧
寶
形
象
。

第
四
、
立
足
澳
洲
、
遙
望
高
雄
。
高
雄
是
佛
光
山
總
本
山
所
在
地
，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各
個
道
場
要

聆
聽
本
山
的
聲
音
，
上
下
貫
通
，
協
調
一
致
。
在
南
半
球
的
基
業
發
展
過
程
中
，
造
就
了
傳
承
佛
光
法

脈
、
適
應
統
一
體
制
、
精
通
澳
洲
人
間
佛
教
體
系
的
澳
洲
型
管
理
人
才
。

第
五
，
透
過
吸
引
擁
有
西
方
教
育
背
景
的
僧
才
以
及
建
設
南
天
大
學
等
途
徑
，
進
一
步
培
養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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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
通
中
西
文
化
的
佛
學
研
究
人
才
。

第
六
，
深
入
西
方
社
會
，
服
務
各
個
領
域
，
造
就
可
以
為
大
洋
洲
社
會
提
供
獨
特
服
務
的
社
會
服

務
人
才
。
比
如
很
多
法
師
身
兼
證
婚
、
警
官
學
校
委
員
等
職
，
每
一
年
的
開
學
典
禮
都
要
榮
耀
登
場
。

這
就
是
人
間
佛
教
的
形
象
在
重
要
場
合
的
展
現
，
其
實
也
是
對
澳
洲
社
會
的
服
務
。
澳
洲
需
要
這
樣
的

服
務
人
才
，
服
務
的
領
域
可
以
擴
展
到
其
他
很
多
方
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