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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台
宗
入
門 

中
卷 

辛
三
‧
鳩
摩
羅
什
（
三
四
四
至
四
一
三
，
四
○
一
年
十
二
月
，
以
五
十
八
歲
之
齡
入
長
安
）

分
三 

壬
一
‧
簡
介
：
鳩
摩
羅
什
（
南
）
齊
言
「
童
壽
」
，
袓
父
達
多
為
印
度
國
相
，
名
重
於
國
。
父
鳩
摩
羅
炎
因
國
破
乃
辭
相
位
出
家
，
遠
投 

      

龜
茲
，
後
為
王
逼
返
俗
娶
妻
。
母
為
龜
茲
國
王
妹
耆
婆
伽
，
才
悟
明
敏
，
過
目
必
解
，
一
聞
則
誦
，
體
有
赤
黶
，
法
生
智
子
，
諸

國
爭
娉
。
懷
羅
什
時
，
慧
解
倍
常
，
自
通
梵
語
，
後
出
家
習
禪
，
得
三
果
。
七
歲
隨
母
出
家
，
受
毘
曇
學
；
九
歲
隨
母
至
罽
賓
，

師
事
獨
步
當
時
之
名
德
盤
頭
達
多
三
藏
（
罽
賓
國
王
從
弟
）
，
學
中
、
長
二
《
阿
含
》
。
十
二
歲
至
沙
勒
國
（
在
此
曾
頂
載
佛
缽

）
，
一
年
之
間
，
盡
學
《
阿
毘
曇
》
、
《
發
智
論
》
、
《
六
足
論
》
等
，
小
乘
說
一
切
有
部
之
教
理
。
遇
罽
賓
僧
佛
陀
耶
舍
（
《

四
分
律
》
師
，
誦
大
小
乘
經
）
，
綜
學
五
明
諸
論
及
世
間
法
術
。
又
遇
莎
車
僧
須
利
耶
蘇
摩
（
國
王
子
，
才
技
絕
倫
，
專
以
大
乘

為
化
）
，
始
知
大
乘
法
之
究
竟
，
乃
受
《
中
》
、
《
百
》
及
《
十
二
門
論
》
等
，
學
風
丕
變
。 

          

約
十
五
歲
隨
母
回
至
龜
茲
（
之
前
得
《
放
光
經
》
並
於
雀
離
大
寺
讀
大
乘
經
，
二
次
皆
有
魔
撓
）
，
深
研
大
乘
，
而
名
聲
遠 

      

播
西
域
一
帶
。
二
十
歲
於
王
宮
從
卑
摩
羅
叉
受
戒
，
並
學
《
十
誦
律
》
。
後
化
其
師
盤
頭
達
多
，
使
令
信
仰
大
乘
（
說
了
一
個
月

！
）
，
由
是
法
師
「
道
流
西
域
，
名
被
東
國
」
，
乃
至
在
長
安
的
前
秦
符
堅
，
亦
因
道
安
大
師
的
介
紹
，
而
深
慕
其
名
。
遂
遣
呂

光
西
破
龜
茲
，
迎
大
師
西
入
中
國
（
時
年
四
十
一
）
。
光
於
途
中
得
知
前
秦
已
亡
，
遂
割
據
姑
臧
（
甘
肅
涼
州
）
建
後
涼
國
（
晉

太
元
十
年
，
三
八
五
）
，
大
師
留
此
約
十
七
年
。
至
後
（
姚
）
秦
二
任
主
姚
興
弘
始
三
年
（
晉
隆
安
五
年
，
四
○
一
）
遣
隴
西
公

碩
德
西
伐
呂
隆
（
呂
光
已
死
）
。
遂
於
是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
迎
大
師
入
長
安
（
年
五
十
八
矣
！
）
，
以
國
師
之
禮
敬
之
，
賜
住

西
明
閣
及
逍
遙
園
，
後
建
大
長
安
寺
，
供
大
師
作
為
譯
經
道
場
。
並
迎
其
舊
師
卑
摩
羅
叉
、
佛
陀
耶
舍
，
來
長
安
弘
化
；
又
有
知

交
佛
陀
跋
陀
羅
（
覺
賢
）
來
，
後
因
見
解
不
同
，
跋
陀
羅
乃
與
慧
觀
往
盧
山
，
在
慧
遠
大
師
的
支
持
下
，
譯
出
《
僧
祇
律
》
四
十

卷
，
《
華
嚴
經
》
六
十
卷
。
卻
後
十
二
年
當
中
，
在
長
安
重
譯
或
新
譯
之
經
典
共
達
七
十
四
部
，
三
百
八
十
四
卷
。 

          

其
門
下
號
稱
三
千
人
，
達
者
八
十
，
其
中
有
「
關
中
四
聖
」
之
稱
的
僧
肇
（
三
論
宗
之
袓
）
、
僧
叡
、
道
生
（
《
涅
槃
》
之 

      

聖
）
、
道
融
，
最
負
盛
名
；
另
加
道
恒
、
曇
影
、
慧
觀
、
慧
嚴
（
此
二
人
在
南
方
與
謝
靈
運
重
治
《
涅
槃
經
》
）
四
人
合
為
「
八

宿
」
。
其
得
意
弟
子
另
有
僧
契
（
僧
主
）
、
僧
導
、
僧
嵩
（
此
二
人
為
成
實
師
之
始
）
、
僧
遷
（
任
悅
眾
）
、
法
欽
、
慧
斌
（
此

二
人
在
政
府
中
任
僧
錄
）
等
共
約
三
十
餘
人
。
然
弟
子
雖
夥
，
而
深
識
大
乘
者
寡
（
解
多
於
行
而
致
此
耶
？
）
故
大
師
曾
有
西
回

之
念
。
弘
始
十
五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
圓
寂
於
大
寺
，
年
七
十
。
後
有
西
域
來
之
僧
人
，
觀
所
譯
之
經
典
，
而
謂
：
「
其
所
諳
者
，

十
不
出
一
」
深
為
可
惜
。 

﹝
註
﹞
大
師
當
時
之
弟
子
（
如
四
聖
之
類
）
，
本
已
學
成
一
家
，
因
當
時
般
若
與
玄
學
仍
屬
合
流
，
故
其
門
人
之
思
想
亦
未
全
脫
玄
學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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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
但
已
開
始
鬆
動
則
可
確
定
。
又
大
師
寂
後
，
僧
肇
、
僧
契
、
道
融
等
仍
留
北
方
，
而
道
生
、
道
溫
、
慧
嚴
、
慧
觀
、
僧
叡
、

僧
苞
、
曇
無
成
、
僧
導
等
，
則
將
大
師
之
佛
法
傳
往
南
方
，
為
南
方
的
佛
教
帶
來
很
大
的
影
響
。 

壬
二
‧
活
動
年
代
及
地
區

分
二 

癸
一
‧
年
代
：
後
秦
姚
興
弘
始
三
年
（
四
○
一
）
至
十
五
年
（
四
一
三
）
，
即
東
晉
安
帝
元
興
二
年
至
安
帝
義
熙
九
年
，
共
約
十
二
年
。 

癸
二
‧
地
區
：
長
安
一
帶
。 

壬
三
‧
主
要
影
響
│
大
師
對
中
國
佛
教
之
貢
獻
，
主
要
在
譯
經
方
面
，
因
譯
經
而
產
生
之
影
響
（
不
共
以
前
諸
譯
師
者
）
主
要
有
以
下
三

項
分
三 

癸
一
‧
修
正
了
向
來
所
譯
經
典
的
缺
失
（
失
信
、
雅
、
達
）
，
譯
語
正
確
貼
切
而
流
暢
，
易
於
閱
讀
。
使
中
國
人
得
以
建
立
一
套
專
用 

      
的
，
經
過
講
解
而
精
確
定
義
的
佛
教
術
語
及
佛
法
概
念
。
藉
此
以
從
事
正
確
的
佛
法
理
解
、
思
維
與
傳
述
，
從
而
脫
離
了
格
義

佛
教
的
道
家
玄
學
色
彩
，
為
中
國
佛
教
帶
來
了
新
的
生
機
與
刺
激
，
使
佛
法
與
佛
教
卓
然
獨
立
於
中
國
文
化
之
中
（
此
即
道
安

大
師
所
欲
達
成
者
）
！ 

﹝
註
﹞
信
│
信
實
，
義
理
內
涵
的
正
確
表
述
。 

雅
│
典
雅
，
用
字
遣
辭
的
善
巧
運
用
。 

達
│
通
達
，
通
過
文
化
內
涵
，
貼
切
的
表
達
其
神
髓
。
（
具
有
民
俗
與
文
化
的
因
素
） 

癸
二
‧
將
印
度
般
若
系
統
的
大
乘
經
典
及
龍
樹
中
觀
的
大
乘
論
典
（
首
次
）
大
量
地
引
入
中
土
，
促
成
了
之
後
（
南
北
朝
及
隋
、
唐
）

中
國
各
宗
派
的
發
皇
，
例
如

分
十 

子
一
‧
《
中
論
》
、
《
百
論
》
、
《
十
二
門
論
》
之
翻
譯
與
講
說
，
稍
後
形
成
中
國
之
三
論
「
宗
」
。
並
由
道
生
大
師
傳
入
南
方
（

舊
三
論
）
，
至
隋
吉
藏
大
師
而
集
大
成
（
新
三
論
）
。 

子
二
‧
《
大
智
度
論
》
，
與
前
項
合
而
成
「
四
論
學
派
」
。 

子
三
‧
《
大
、
小
品
般
若
經
》
、
《
法
華
經
》
、
《
維
摩
經
》
之
翻
譯
，
與
前
二
項
同
為
「
天
台
宗
」
之
開
創
，
提
供
了
充
分
的
思

想
論
據
。 

子
四
‧
《
彌
陀
經
》
、
（
又
名
《
無
量
壽
經
》
）
、
《
十
住
毘
婆
沙
論
》
，
做
為
彌
陀
「
淨
土
信
仰
」
所
依
的
重
要
經
論
。 

子
五
‧
《
坐
禪
三
昧
經
》
（
最
早
譯
）
，
促
成
了
菩
薩
禪
法
的
流
行
。 

子
六
‧
《
金
剛
經
》
，
為
唐
代
「
祖
師
禪
」
的
重
要
依
據
。 

子
七
‧
《
梵
網
經
》
，
導
致
大
乘
菩
薩
戒
的
傳
行
。 

子
八
‧
《
彌
勒
成
佛
經
》
、
《
彌
勒
下
生
經
》
，
促
進
了
彌
勒
信
仰
的
產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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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九
‧
《
十
誦
律
》
，
形
成
當
時
「
十
誦
律
」
的
弘
傳
。 

子
十
‧
《
成
實
論
》
，
稍
後
在
中
國
成
立
了
「
成
實
宗
」
（
先
於
梁
、
陳
時
代
，
真
諦
三
藏
所
傳
譯
之
《
俱
舍
論
》
）
。 

癸
三
‧
大
師
經
弘
《
法
華
》
、
律
遵
《
十
誦
》
、
修
依
《
菩
薩
禪
》
（
即
《
坐
禪
三
昧
經
》
）
、
學
歸
《
般
若
》
《
三
論
》
而
傍
涉
《

成
實
》
，
另
對
《
泥
洹
經
》
亦
有
所
推
崇
。
曾
云
：
「
《
三
藏
》
去
滯
，
《
般
若
》
除
妄
，
《
法
華
》
開
一
究
竟
，
《
泥
洹
》

闡
實
，
此
三
津
開
，
照
之
無
遺
」
等
語
。
尤
其
「
四
論
」
的
譯
出
，
更
使
畢
竟
空
之
大
乘
思
想
，
於
中
國
首
度
大
明
，
並
以
正

確
的
「
法
身
」
、
「
佛
性
」
等
正
見
，
破
除
晉
世
以
來
，
「
神
存
形
滅
」
之
謬
見
，
而
顯
現
出
身
、
心
皆
無
我
，
乃
至
「
一
切

法
不
可
得
」
的
大
乘
佛
法
本
意
。 

辛
四
‧
補
述
： 自

從
羅
什
大
師
於
四
一
三
年
入
寂
後
，
至
四
四
○
年
北
齊
統
一
而
進
入
北
朝
時
代
的
二
十
七
年
間
，
北
方
佛
法
與
佛
教
並
未
有

特
別
之
發
展
。
唯
在
以
上
三
位
大
師
所
籠
罩
之
外
（
主
要
是
般
若
玄
學
）
，
北
方
佛
教
尚
有
幾
項
重
要
的
譯
經
及
求
法
事
業
，
對
北

方
乃
至
後
來
的
中
國
佛
教
，
皆
有
重
大
的
影
響

分
三  

壬
一
‧
北
涼
沮
渠
蒙
遜
﹝
四
○
一
至
四
三
九
，
都
張
掖
（
姑
臧
）
，
為
北
方
最
後
的
王
國
，
被
北
魏
滅
亡
之
後
北
魏
即
統
一
了
北
方
。
而 

      

進
入
北
朝
時
代
﹞
的
譯
經
事
業

分
二  

癸
一
‧
支
持
曇
無
讖
的
譯
經
（
三
八
五
至
四
三
三
，
中
印
度
婆
羅
門
種
，
初
學
小
乘
後
修
大
乘
，
玄
始
云
年
至
四
一
三
到
姑
臧
，
先
被

蒙
遜
所
禮
遇
，
後
被
蒙
遜
所
殺
）

分
三 

子
一
‧
《
大
般
涅
槃
經
》
四
十
卷
（
北
本
，
玄
始
十
年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譯
出
，
缺
後
分
）
│
此
經
於
劉
宋
元
嘉
七
年
末
（
四
三
○
）

傳
至
建
康
，
並
由
慧
觀
、
慧
嚴
及
謝
靈
運
以
法
顯
所
譯
六
卷
本
之
《
泥
洹
經
》
相
校
對
，
而
重
治
為
三
十
六
卷
之
「
南
本
」

（
四
三
六
年
完
成
）
，
從
而
促
成
了
南
朝
（
主
要
是
齊
、
梁
二
朝
）
「
涅
槃
宗
」
的
興
起
。 

﹝
註
﹞
《
涅
槃
經
》
之
思
想
大
異
於
羅
什
大
師
所
譯
龍
樹
系
統
之
中
觀
思
想
，
與
稍
早
由
佛
陀
跋
陀
羅
（
覺
賢
）
所
譯
出
之
（
六
十

卷
）
《
華
嚴
經
》
對
中
國
佛
教
產
生
了
另
一
種
思
想
的
衝
激
。 

子
二
‧
《
金
光
明
經
》
四
卷
│
為
天
台
宗
之
重
要
經
典
，
主
要
闡
述
空
性
及
懺
罪
原
理
等
。 

子
三
‧
其
他
譯
經
如
：
《
方
等
大
集
經
》
（
又
云
《
大
集
經
》
）
二
十
九
卷
，
《
悲
華
經
》
十
卷
，
《
菩
薩
地
持
經
》
八
卷
及
《
優

婆
塞
戒
經
》
七
卷
等
，
皆
為
後
代
重
要
之
典
籍
。 

癸
二
‧
請
天
竺
沙
門
浮
陀
跋
摩
翻
譯
由
道
泰
所
帶
回
之
《
大
毘
婆
沙
經
（
論
）
》
六
十
卷
（
或
有
百
卷
本
）
。 

壬
二
‧
西
行
求
法
僧
的
活
躍
（
其
去
來
之
間
不
限
於
北
方
）

分
四 

癸
一
‧
法
顯
（
三
四
○
至
四
一
八
或
四
二
三
）
│
山
西
平
陽
武
陽
人
，
三
九
九
年
離
長
安
，
四
一
三
回
國
。
長
於
《
阿
含
》
、
律
藏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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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
槃
經
》
。 

癸
二
‧
智
嚴
（
三
五
○
至
四
二
七
）
│
西
涼
州
（
甘
肅
）
人
，
從
大
禪
師
佛
陀
先
學
禪
，
請
覺
賢
大
師
譯
出
佛
陀
仙
所
傳
之
《
不
淨
觀 

      

禪
經
》
。 

癸
三
‧
智
猛
│
京
兆
新
豐
（
陝
西
臨
潼
）
人
，
弘
始
六
年
（
四
○
四
）
自
長
安
西
行
。 

癸
四
‧
法
勇
│
幽
州
黃
龍
國
（
熱
河
朝
陽
縣
）
人
，
四
二
○
至
四
二
二
年
間
自
北
方
西
行
。 

壬
三
‧
毘
曇
與
律
的
譯
出
│
東
晉
時
代
，
在
北
方
從
事
譯
經
的
僧
伽
不
少
，
其
所
翻
譯
之
典
藉
，
以
毘
曇
及
律
典
對
中
國
佛
教
（
尤
其
是

北
方
）
產
生
較
大
的
影
響

分
二 

癸
一
‧
毘
曇
（
小
乘
論
藏
│
亦
云
「
阿
毘
曇
」
│
義
譯
為
「
對
法
」
、
「
大
法
」
，
主
要
是
說
一
切
有
部
之
論
典
）

分
三 

子
一
‧
僧
伽
跋
澄
（
譯
為
眾
現
，
罽
賓
人
）
│
前
秦
建
元
十
九
年
（
三
八
三
）
譯
出
《
鞞
婆
沙
論
》
。 

子
二
‧
僧
伽
提
婆
（
罽
賓
人
）
│
建
元
十
九
年
譯
出
《
阿
毘
曇
八
犍
度
論
》
，
翌
年
出
《
阿
毘
曇
心
論
》
。 

子
三
‧
竺
佛
念
（
涼
州
人
）
│
建
元
二
十
年
與
僧
伽
跋
澄
、
曇
摩
難
提
共
同
譯
出
《
增
一
阿
含
經
》
與
《
中
阿
含
經
》
。
復
又
自
行 

      

譯
出
《
菩
薩
瓔
珞
經
》
（
天
台
宗
之
重
要
經
典
）
、
《
菩
薩
處
胎
經
》
、
《
中
陰
經
》
等
，
《
梁
高
僧
傳
》
論
其
功
蹟
云
：

「
由
世
高
、
支
謙
以
後
無
踰
念
者
，
在
符
、
姚
二
代
，
為
譯
人
之
宗
」
。 

癸
二
‧
律
典

分
四 

子
一
‧
《
大
誦
比
丘
戒
本
》
│
建
元
七
年
（
三
七
一
）
竺
佛
念
與
曇
摩
難
提
（
法
喜
）
共
譯
。 

子
二
‧
《
比
丘
尼
大
戒
》
│
竺
佛
念
與
慧
常
同
譯
。 

子
三
‧
《
十
誦
律
》
│
姚
秦
弘
始
六
年
（
四
○
四
）
，
弗
若
多
羅
（
功
德
華
）
鳩
摩
羅
什
共
譯
三
分
之
二
，
曇
摩
流
支
（
法
樂
）
繼

成
。 

子
四
‧
《
四
分
律
》
、
《
四
分
戒
本
》
│
弘
始
十
二
年
（
四
一
○
）
至
十
五
年
，
佛
陀
耶
舍
（
覺
明
，
罽
賓
人
）
與
竺
佛
念
於
長
安

中
興
寺
譯
出
。 

庚
二
‧
南
方
東
晉
王
朝

分
三 

繼
西
晉
佛
法
與
玄
學
相
結
合
的
清
談
發
展
之
後
，
此
一
學
風
（
佛
法
玄
學
化
）
亦
隨
著
東
晉
政
權
的
南
遷
，
而
傳
入
江
南
（
主
要

以
建
康
、
江
陵
、
會
稽
等
地
為
中
心
）
。
自
三
一
七
年
元
帝
即
位
至
四
二
○
年
恭
帝
止
，
凡
十
一
帝
一
○
四
年
的
東
晉
偏
安
局
勢
，
使

得
東
晉
的
貴
族
式
清
談
佛
教
（
主
要
指
世
俗
層
面
，
非
專
指
出
家
人
）
發
展
到
鼎
盛
，
這
是
東
晉
佛
教
發
展
的
主
軸
，
此
中
有
幾
項
重

要
的
發
展
值
得
注
意
：

分
四 

辛
一
‧
高
僧
與
名
士
的
交
往
，
所
形
成
的
隱
逸
清
談
風
氣
。
主
要
以
竺
道
潛
（
二
八
六
至
三
七
四
，
華
北
名
族
│
琅
琊
王
氏
子
，
乃
東
晉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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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頗
具
勢
力
的
王
導
之
弟
，
十
八
歲
出
家
。
二
十
四
歲
即
講
《
法
華
》
、
《
大
品
》
，
聽
者
不
下
五
百
。
德
重
於
朝
廷
，
常
著
鞋
逕

入
內
殿
）
及
支
遁
（
三
一
四
至
三
六
六
，
本
姓
關
，
河
南
陳
留
人
│
一
說
林
縣
人
。
二
十
五
歲
出
家
，
精
於
老
、
莊
又
長
於
清
談
，

與
劉
恢
、
郗
超
、
王
羲
之
等
，
當
時
之
名
士
交
遊
，
為
當
時
│
羅
什
大
師
以
前
，
江
南
佛
教
之
主
要
人
物
│
北
方
則
為
道
安
大
師
，

重
於
禪
觀
及
戒
律
）
等
二
人
為
代
表
，
因
其
與
貴
族
及
名
士
交
往
，
並
獲
得
彼
等
之
敬
重
所
形
成
。 

此
類
貴
族
生
活
安
逸
，
或
享
福
宮
中
，
或
隱
遊
山
林
，
既
未
有
北
方
戰
火
之
危
害
，
大
多
不
能
生
起
精
勤
之
生
活
態
度
。
高
僧

為
弘
揚
佛
法
，
既
不
能
不
有
權
勢
者
及
名
士
之
協
助
，
必
須
適
當
地
與
之
交
往
，
相
與
從
遊
的
結
果
，
則
隱
逸
山
林
，
崇
尚
機
峰
巧

說
之
貴
族
式
清
談
佛
教
遂
大
為
興
起
。
除
此
二
大
師
之
外
，
其
他
如
于
法
蘭
、
康
僧
淵
、
支
敏
度
、
竺
法
汰
（
即
道
安
大
師
所
遣
南

下
者
）
及
曇
壹
等
人
，
皆
與
當
時
之
名
士
、
王
公
及
大
臣
等
交
遊
其
厚
。 

辛
二
‧
慧
遠
大
師
（
三
三
四
至
四
一
六
）
所
樹
立
的
僧
格
風
範

分
三 

        

（
南
方
東
晉
佛
教
的
主
要
建
構
者
） 

壬
一
‧
簡
介
： 俗

姓
價
，
晉
成
帝
咸
和
九
年
（
三
三
四
，
此
時
北
方
佛
教
，
正
是
佛
圖
澄
受
石
勒
等
人
敬
重
，
佛
法
大
興
的
年
）
生
於
山
西

省
雁
門
樓
煩
縣
（
崞
縣
東
，
五
台
山
麓
）
。
弱
而
好
學
，
珪
璋
秀
發
，
十
三
歲
時
，
隨
舅
令
狐
氏
遊
學
於
中
原
的
許
昌
、
洛
陽
等

地
（
時
石
虎
方
強
，
中
原
粗
安
）
，
學
儒
家
六
經
及
老
莊
，
性
度
弘
偉
，
宿
儒
英
達
，
亦
服
其
深
致
。 

二
十
一
歲
（
晉
穆
帝
永
和
十
年
，
三
五
四
）
時
因
石
虎
死
，
殷
浩
、
桓
溫
相
繼
北
伐
，
中
原
亂
而
南
路
不
通
，
故
入
於
太
行

恒
山
與
弟
慧
持
一
同
師
事
道
安
大
師
，
並
聽
講
《
般
若
經
》
，
從
而
共
同
依
道
安
大
師
出
家
。
大
師
出
家
後
「
厲
然
不
群
，
常
欲

總
攝
綱
維
，
以
大
法
為
己
任
，
精
思
諷
持
，
以
夜
續
晝
。
」
安
公
嚐
歎
曰
：
「
使
道
流
東
國
，
其
在
遠
乎
！
」
然
大
師
與
弟
皆
安

貧
樂
道
，
常
常
無
錢
購
置
棉
衣
、
燈
油
等
。
年
二
十
四
便
就
講
說
（
因
「
藉
解
於
前
因
，
發
勝
心
於
曠
劫
」
故
）
。 

年
三
十
二
（
晉
哀
帝
興
寧
三
年
，
三
六
五
）
因
前
燕
慕
容
俊
進
逼
陸
渾
（
河
南
嵩
縣
│
嵩
山
之
西
│
因
冉
閔
之
亂
，
之
前
即

與
道
安
大
師
一
同
避
難
至
此
）
，
乃
隨
安
大
師
一
行
五
百
餘
人
，
南
經
新
野
（
河
南
南
陽
府
）
投
於
襄
陽
（
湖
北
省
）
之
檀
溪
寺

。
此
後
十
三
年
間
，
一
直
師
事
道
安
大
師
，
學
習
般
若
及
禪
經
（
聲
聞
教
）
，
直
至
晉
孝
武
帝
太
元
三
年
（
三
七
八
）
秦
王
符
堅

派
符
丕
攻
襄
陽
時
（
四
十
五
歲
）
，
方
與
安
大
師
辭
別
東
下
（
此
後
師
徒
即
未
再
見
面
）
。
先
停
荊
州
上
明
寺
（
由
安
大
師
弟
子

僧
輔
、
曇
翼
所
住
）
，
後
為
赴
慧
永
先
前
之
約
，
而
欲
南
下
前
往
羅
浮
山
（
廣
東
博
羅
西
北
）
。
及
至
潯
陽
（
江
西
九
江
，
廬
山

之
北
）
，
見
廬
峰
清
淨
，
遂
止
住
龍
泉
精
舍
（
太
元
六
年
，
三
八
一
）
，
後
因
潯
陽
亢
旱
，
慧
公
於
池
邊
誦
《
海
龍
王
經
》
感
得

大
雨
（
見
蛟
騰
空
）
乃
改
稱
龍
泉
寺
。
此
時
慧
永
已
先
入
廬
山
住
西
林
寺
（
在
山
北
，
太
和
二
年
，
三
六
八
，
潯
陽
陶
範
二
人
為

永
所
建
）
，
乃
邀
入
山
（
三
八
四
）
，
並
得
刺
史
桓
伊
之
讚
助
為
建
東
林
寺
﹝
此
亦
由
永
之
推
介
而
成
就
，
寺
在
廬
山
之
東
，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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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
峰
的
下
方
故
名
，
成
於
太
元
十
一
年
（
三
八
六
）
。
環
境
清
幽
超
拔
，
洞
盡
山
美
，
瀑
布
松
石
，
清
泉
白
雲
，
森
樹
煙
凝
，
凡

所
瞻
履
，
皆
神
清
而
氣
肅
﹞
，
自
此
居
廬
山
三
十
餘
年
，
影
不
出
山
，
跡
不
入
俗
，
送
客
遊
履
，
常
以
虎
溪
為
界
。 

年
五
十
八
（
太
元
十
六
年
，
三
九
一
）
，
僧
伽
提
婆
（
罽
賓
人
，
建
元
十
九
年
│
三
八
三
│
來
長
安
，
乃
中
國
傳
有
部
毘
曇

學
之
始
）
入
住
廬
阜
之
南
山
精
舍
，
公
禮
請
之
於
般
若
台
譯
出
有
部
學
匠
法
勝
所
著
之
《
阿
毘
曇
心
論
》
及
世
賢
所
著
《
三
法
度

經
》
。
晉
安
帝
隆
安
五
年
（
四
○
一
）
，
師
六
十
八
歲
，
羅
什
大
師
至
長
安
，
公
遂
多
次
作
書
問
大
乘
義
。
六
十
九
歲
（
晉
安
帝

元
興
元
年
）
與
劉
遺
民
等
共
一
百
二
十
三
人
，
於
般
若
雲
臺
精
舍
（
廬
山
之
陰
）
阿
彌
陀
佛
像
前
，
共
誓
發
願
求
生
西
方
。 

年
七
十
（
四
○
三
）
，
作
書
與
恒
玄
（
楊
州
牧
，
後
篡
帝
位
）
論
辯
沙
門
不
禮
敬
王
者
及
沙
汰
沙
門
等
問
題
，
意
志
堅
定
，

竟
致
悲
憤
落
淚
（
論
辯
之
文
後
集
成
《
沙
門
不
敬
王
者
論
》
五
篇
）
。
是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
玄
乃
下
詔
撒
回
沙
門
必
須
禮
敬
王
者

的
命
令
（
當
天
亦
篡
晉
朝
王
位
，
自
立
天
子
，
後
被
殺
）
。 

晉
安
帝
義
熙
六
、
七
年
（
四
一
○
至
四
一
一
）
傾
，
年
七
十
七
，
佛
陀
跋
多
羅
（
三
五
五
至
四
二
九
年
，
由
罽
賓
經
海
路
，

達
長
安
）
因
與
羅
什
大
師
之
僧
團
不
合
被
擯
，
遂
與
慧
觀
等
四
十
餘
人
南
來
廬
山
，
師
乃
請
之
譯
出
《
修
行
方
便
禪
經
》
（
約
於

四
一
三
之
際
譯
出
，
一
名
《
不
淨
觀
經
》
、
《
達
摩
多
羅
禪
經
》
，
乃
達
摩
多
羅
傳
與
佛
大
仙
大
師
，
復
託
與
佛
陀
跋
多
羅
｜
覺

賢
）
，
從
而
使
宋
初
南
方
江
陵
、
建
業
一
帶
之
禪
法
大
興
。 

晉
安
帝
義
熙
十
二
年
（
四
一
六
，
或
說
為
十
三
年
）
八
月
初
病
重
，
至
六
日
病
篤
，
大
德
耆
年
皆
稽
首
請
飲
鼓
酒
，
不
許
，

又
請
飲
米
汁
，
復
不
許
，
更
請
以
蜜
和
水
為
（
非
時
）
漿
，
乃
命
律
師
令
披
卷
，
尋
文
得
飲
與
否
？
卷
未
半
坐
而
終
。
（
其
後
三

年
，
劉
裕
篡
晉
，
進
入
南
朝
時
代
） 

壬
二
‧
活
動
年
代
及
地
區

分
二 

癸
一
‧
年
代
︰
晉
孝
武
帝
太
元
三
年
（
三
七
八
）
至
晉
安
帝
義
熙
十
二
年
（
四
一
六
）
。 

癸
二
‧
地
區
︰
江
西
廬
山
。 

壬
三
‧
主
要
影
響

分
七 

癸
一
‧
促
使
戒
律
（
《
十
誦
律
》
）
、
禪
法
（
三
乘
共
禪
及
觀
想
念
佛
禪
）
及
般
若
思
想
，
得
以
在
江
南
弘
揚
，
為
南
朝
佛
教
的
來
臨

，
開
啟
了
新
的
天
地

分
三 

子
一
‧
戒
律
方
面
︰
修
書
（
由
弟
子
曇
巢
轉
交
）
禮
請
曇
摩
流
支
，
繼
續
《
十
誦
律
》
的
傳
譯
工
作
（
弗
若
多
羅
與
羅
什
大
師
共
譯

五
十
八
卷
而
未
完
）
，
從
而
使
《
十
誦
律
》
流
傳
於
南
方
。
自
己
則
提
倡
禪
、
律
並
行
缺
一
不
可
的
思
想
，
更
以
身
作
則
嚴

持
戒
律
精
勤
念
佛
，
為
後
世
作
表
。 

子
二
‧
禪
法
方
面
︰
繼
續
道
安
大
師
以
來
安
世
高
系
禪
法
的
實
踐
，
並
禮
請
佛
陀
跋
多
羅
傳
譯
出
《
方
便
禪
經
》
以
彌
補
禪
經
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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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
同
時
以
禪
觀
配
合
修
持
觀
想
念
佛
法
門
。  

子
三
‧
般
若
方
面
︰
以
道
安
大
師
所
弘
之
般
若
思
想
而
開
啟
對
佛
法
之
認
知
，
一
生
於
般
若
之
鑽
研
不
輟
（
如
與
羅
什
大
師
往
覆
請

益
等
）
，
雖
仍
不
免
引
老
、
莊
而
釋
般
若
，
然
已
不
再
受
限
於
格
義
巢
臼
。 

癸
二
‧
協
助
毘
曇
學
之
傳
譯
，
使
有
部
之
學
得
以
傳
入
中
國
。 

癸
三
‧
以
道
德
、
學
問
感
化
時
賢
與
人
主
，
大
大
地
提
昇
了
佛
教
的
地
位
與
道
德
形
象
（
平
等
護
念
、
僧
格
清
高
、
持
戒
精
嚴
、
不
懼

強
權
、
不
媚
權
貴
）

分
四 

子
一
‧
外
國
僧
眾
也
稱
道
︰
「
漢
土
有
大
乘
道
士
」
而
經
常
焚
香
向
東
方
禮
拜
，
如
羅
什
遙
禮
道
安
大
師
一
般
。 

子
二
‧
如
陶
範
（
位
至
光
祿
勳
）
、
雷
次
宗
、
宗
炳
、
周
續
之
（
上
三
人
皆
一
代
儒
士
）
、
謝
靈
運
（
大
文
豪
）
等
皆
執
弟
子
禮
。 

子
三
‧
恒
玄
威
震
人
主
，
拜
見
大
師
後
稱
大
師
為
「
生
平
所
見
最
偉
大
的
人
」
。 

子
四
‧
荊
州
刺
史
殷
仲
堪
曾
親
上
廬
山
請
益
；
揚
州
刺
史
王
謐
親
執
弟
子
禮
；
盧
循
（
政
府
叛
軍
首
領
）
亦
親
上
匡
山
訪
晤
大
師
；

劉
裕
（
南
宋
開
國
君
）
亦
致
書
並
附
錢
及
米
供
養
，
以
表
達
敬
意
。
然
師
皆
平
等
接
待
，
無
有
親
疏
。 

癸
四
‧
提
倡
往
生
彌
陀
淨
土
之
教
，
影
響
後
世
至
深
且
遠
。 

癸
五
‧
不
畏
威
權
、
不
懼
生
死
、
不
媚
權
勢
的
堅
毅
護
教
精
神
，
使
得
佛
教
不
為
世
俗
政
治
勢
力
所
侵
（
在
禮
敬
王
者
及
沙
汰
沙
門
的

問
題
上
，
與
恒
玄
力
辯
而
毫
不
曲
從
）
。 

癸
六
‧
繼
承
道
安
大
師
之
志
業
，
除
持
續
弘
揚
般
若
及
禪
法
外
，
並
致
力
於
僧
才
之
培
育
、
僧
團
之
建
立
，
並
促
進
傳
統
禮
教
與
佛
教

的
調
和
。
努
力
以
般
若
正
見
擺
脫
格
義
佛
教
的
影
響
，
同
時
亦
以
「
法
身
本
不
生
不
滅
，
不
可
思
議
」
的
大
乘
正
見
，
揚
棄
玄

學
佛
教
中
「
神
不
滅
論
」
的
迷
失
。 

癸
七
‧
以
實
踐
禪
修
、
嚴
持
戒
律
、
深
研
般
若
、
求
生
淨
土
的
自
我
實
踐
，
扭
轉
南
方
普
遍
言
說
多
於
實
行
的
風
氣
。 

辛
三
‧
補
述
： 南

方
東
晉
王
朝
之
佛
教
，
雖
充
滿
著
貴
族
式
格
義
佛
教
的
色
彩
，
然
以
慧
遠
大
師
為
主
體
的
廬
山
僧
團
卻
有
著
獨
樹
一
格
的
崇

高
形
象
，
從
而
形
成
了
東
晉
佛
教
的
主
流
及
主
要
代
表
。
此
外
南
方
佛
教
尚
有
以
下
幾
點
發
展
值
得
注
意

分
二

（
或
親
或
疏
，
皆
多
少

與
廬
山
僧
團
有
關
係
） 

壬
一
‧
道
生
大
師
的
影
響
︰ 

俗
姓
魏
（
三
五
五
至
四
三
四
）
，
鉅
鹿
（
河
北
）
人
，
從
竺
法
汰
（
道
安
大
師
之
同
學
兼
學
生
，
在
新
野
與
大
師
分
手
者
）
出
家

，
十
五
歲
登
講
座
而
屈
服
名
士
，
二
十
歲
講
演
而
聲
望
大
振
，
隆
安
年
中
（
三
九
七
至
四
○
一
）
入
廬
山
幽
棲
達
七
年
，
為
白
蓮

社
之
一
人
。
稍
後
與
慧
叡
、
慧
嚴
、
慧
觀
等
北
上
，
一
同
師
事
羅
什
大
師
。
四
○
九
年
歸
建
康
住
青
園
寺
，
創
「
善
不
受
報
」
、



 8

「
頓
悟
成
佛
」
之
說
，
於
當
時
造
成
佛
法
思
想
上
的
爭
議
。
又
因
研
究
當
時
所
傳
來
之
《
泥
洹
經
》
（
六
卷
十
八
品
，
東
晉
法
顯

大
師
共
佛
陀
跋
陀
羅
於
建
康
道
場
寺
所
譯
，
即
北
涼
曇
無
讖
所
譯
四
十
卷
《
大
般
涅
槃
經
》
之
前
十
卷
五
品
，
解
說
「
如
來
常
住

、
悉
有
法
性
」
等
義
。
劉
宋
求
那
跋
陀
羅
所
譯
之
《
泥
洹
經
》
與
《
長
阿
含
遊
行
經
》
皆
為
本
經
之
異
譯
。
又
南
本
《
涅
槃
經
》

亦
參
考
之
而
再
治
）
，
更
倡
「
一
闡
提
成
佛
義
」
，
而
為
時
人
所
斥
﹝
後
因
北
本
《
涅
槃
經
》
於
宋
元
嘉
七
年
（
四
三
○
）
傳
入

，
方
知
此
為
卓
見
﹞
。
四
二
三
年
於
龍
光
寺
應
佛
陀
什
（
罽
賓
人
）
、
智
勝
（
于
闐
人
）
之
請
，
與
東
安
寺
慧
嚴
一
同
任
「
執
筆

參
正
」
，
譯
出
《
五
分
律
》
。
宋
元
嘉
十
一
年
冬
十
一
月
，
示
寂
於
廬
山
精
舍
。 

    

大
師
所
倡
之
頓
悟
說
，
對
後
代
之
禪
宗
、
華
嚴
宗
皆
有
影
響
，
而
其
對
《
泥
洹
經
》
、
《
法
華
經
》
（
著
有
《
法
華
經
疏
》

）
的
研
究
，
對
於
宋
、
齊
以
後
「
法
華
學
」
與
「
涅
槃
學
」
的
發
展
，
亦
有
大
影
響
。 

壬
二
‧
佛
陀
跋
多
羅
的
譯
經
︰ 

北
天
竺
人
（
三
五
九
至
四
二
九
）
，
亦
稱
佛
賢
或
覺
賢
，
五
歲
即
失
怙
恃
，
十
七
歲
出
家
，
以
禪
律
知
名
，
守
靜
不
同
於
眾

，
應
求
法
僧
智
儼
之
請
，
取
海
路
入
中
國
，
以
弘
傳
禪
法
為
志
。
除
在
廬
山
譯
出
禪
經
（
即
《
不
淨
觀
經
》
）
外
，
另
在
建
康
道

場
寺
於
東
晉
義
熙
十
二
年
（
四
一
六
）
譯
出
《
摩
訶
僧
祇
律
》
，
翌
年
與
法
顯
共
譯
《
大
般
泥
洹
經
》
（
又
名
六
卷
《
泥
洹
經
》

）
，
自
四
一
八
年
至
四
二
○
年
間
譯
出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
（
此
為
支
法
領
在
于
闐
所
得
三
萬
六
千
偈
的
胡
本
，
乃
在
慧
嚴
、

慧
義
等
百
餘
人
的
協
助
下
完
成
翻
譯
工
作
，
是
為
六
十
卷
本
晉
譯
《
華
嚴
》
）
。
永
初
二
年
（
四
二
一
）
又
譯
出
《
新
無
量
壽
經

》
，
此
外
又
譯
出
《
觀
佛
三
昧
經
》
、
《
大
方
等
如
來
藏
經
》
、
及
《
文
殊
師
利
發
願
經
》
、
《
出
生
無
量
門
持
經
》
等
十
一
部

大
乘
經
典
。
其
中
尤
以
《
華
嚴
經
》
與
《
泥
洹
經
》
的
譯
出
，
乃
是
首
次
將
大
乘
「
有
宗
」
的
思
想
完
整
地
介
紹
入
中
國
，
不
但

在
中
國
佛
教
內
部
造
成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衝
擊
，
而
且
《
華
嚴
經
》
的
譯
出
，
更
直
接
促
成
了
唐
初
「
華
嚴
宗
」
的
成
立
，
其
影
響

亦
不
可
謂
不
遠
。 

師
住
建
康
（
江
蘇
江
寧
）
十
八
年
，
劉
宋
元
嘉
六
年
（
四
二
九
）
，
以
七
十
一
歲
而
卒
。
其
弟
子
有
玄
高
（
以
禪
知
名
）
、

慧
觀
等
四
十
餘
人
。 

己
三
‧
此
期
佛
教
發
展
（
特
色
）
綜
述
（
統
括
北
方
十
六
國
及
南
方
東
晉
而
說
，
略
分
同
異
）

分
三 

庚
一
‧
相
異
的
部
份

分
四 

辛
一
‧
北
方
五
胡
十
六
國
地
區
戰
亂
頻
仍
，
人
民
多
流
離
困
苦
，
因
此
佛
法
多
重
實
踐
，
苦
行
及
禪
法
等
興
盛
，
佛
法
的
生
活
色
彩
濃
厚
。

又
為
了
禪
思
的
需
要
及
國
家
統
治
上
的
目
的
（
以
佛
法
對
抗
漢
族
文
化
）
，
故
譯
經
事
業
亦
盛
。
南
方
則
因
政
治
相
對
穩
定
，
而
士

族
傾
向
茍
安
和
苦
悶
的
結
果
，
促
使
清
談
風
氣
更
盛
於
前
，
佛
法
遂
少
於
實
踐
（
遠
大
師
等
是
少
數
例
外
）
而
多
於
義
解
分
析
，
實

證
之
人
偏
少
。
至
於
教
義
之
啟
發
，
亦
多
受
北
方
譯
經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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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二
‧
北
方
屬
武
人
政
治
，
其
政
權
雖
短
，
然
中
央
集
權
的
色
彩
濃
厚
，
故
僧
官
制
度
較
完
備
，
對
僧
人
之
影
響
也
較
大
，
其
佛
教
相
對
於 

      

南
方
，
具
有
相
當
濃
厚
的
國
家
色
彩
。
南
方
基
本
上
為
文
人
政
府
，
且
中
央
力
量
較
為
薄
弱
，
僧
人
制
度
不
彰
，
甚
且
因
佛
教
的
奢

華
而
惹
來
恒
玄
等
人
的
沙
汰
佛
教
之
舉
（
不
過
仍
有
選
擇
性
）
，
乃
至
限
制
佛
教
之
建
築
、
鑄
像
等
事
。
同
時
亦
有
尼
僧
（
如
妙
音

尼
）
與
權
貴
勾
結
，
活
躍
於
腐
敗
政
治
中
，
以
及
僧
尼
斂
取
民
財
以
行
布
施
的
記
載
。
（
此
時
南
方
尼
僧
大
為
活
躍
） 

辛
三
‧
北
方
大
體
上
屬
於
普
及
化
、
平
民
化
與
生
活
化
的
佛
教
，
南
方
則
屬
於
貴
族
化
、
清
談
化
與
隱
逸
化
的
佛
教
。 

辛
四
‧
北
方
皆
為
胡
人
（
未
受
漢
化
之
胡
族
或
已
受
胡
化
之
漢
族
）
所
建
立
之
政
權
，
一
方
面
引
用
中
國
傳
統
政
治
思
想
、
制
度
以
治
國
（

軍
）
，
另
一
面
則
大
力
引
入
同
為
外
來
文
化
的
佛
教
思
想
以
為
平
衡
（
亦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抗
衡
意
味
）
，
同
時
在
接
受
上
亦
較
無
文

化
上
的
排
斥
性
（
因
胡
族
文
化
普
遍
較
低
落
｜
但
覺
性
卻
可
能
更
為
敏
銳
？
｜
不
足
以
與
佛
教
相
衡
故
）
。 

至
於
南
方
東
晉
之
政
權
，
則
完
全
以
漢
族
傳
統
之
儒
家
思
想
（
雖
已
有
老
、
莊
思
想
的
洗
禮
，
但
對
於
政
治
面
的
影
響
並
不
太

大
）
為
主
體
，
再
加
上
以
老
、
莊
思
潮
（
主
要
發
展
在
民
間
）
為
佐
助
，
因
此
對
於
佛
法
的
吸
納
就
顯
得
比
較
被
動
（
以
君
主
之
身

份
而
主
持
譯
經
事
業
者
，
皆
出
在
北
方
）
，
而
具
有
高
姿
態
（
中
國
君
王
向
來
如
此
）
及
選
擇
性
（
唯
取
所
需
、
所
接
受
者
）
。 

以
上
南
北
的
差
異
，
乃
是
中
國
文
化
重
新
整
合
與
發
皇
的
誘
因
與
契
機
！
直
至
漢
化
極
深
的
北
魏
統
一
北
方
後
，
此
一
差
異
才

在
南
北
朝
的
對
峙
時
代
（
一
百
五
十
年
左
右
）
中
，
透
過
南
北
兩
地
僧
伽
的
交
流
，
而
逐
漸
地
消
弭
。
為
隋
、
唐
大
一
統
而
燦
然
大

備
的
新
佛
教
文
化
發
展
之
到
來
，
提
供
了
絕
對
重
要
的
文
化
基
礎
。 

庚
二
‧
相
同
的
部
份
︰

分
四 

辛
一
‧
引
老
、
莊
思
想
以
解
釋
佛
教
的
格
義
色
彩
，
發
展
到
巔
峰
，
同
時
也
由
此
而
透
過
般
若
等
大
乘
經
典
的
大
量
譯
出
（
主
要
是
羅
什
大

師
法
系
的
啟
發
）
，
而
開
始
對
此
一
格
義
佛
法
進
行
反
省
與
檢
討
，
從
而
也
為
南
北
朝
時
代
佛
法
的
自
覺
與
自
主
性
提
供
基
礎
。 

辛
二
‧
北
方
透
過
大
量
中
國
化
的
譯
經
為
途
徑
，
南
方
則
經
由
貴
族
化
的
格
義
清
談
為
方
便
，
東
晉
時
代
（
含
南
北
兩
地
）
可
謂
是
中
國
人 

      

（
或
中
國
文
化
）
正
式
理
解
、
接
受
佛
（
教
）
法
（
或
佛
教
文
化
）
，
並
將
佛
法
適
度
中
國
化
的
關
鍵
性
時
代
。 

辛
三
‧
經
由
格
義
佛
教
與
般
若
空
見
的
對
比
，
以
及
沙
門
禮
不
禮
敬
王
者
的
辯
論
，
使
得
佛
教
文
化
與
中
國
文
化
在
形
而
上
的
哲
學
命
題
上

，
與
形
而
下
的
禮
教
倫
理
上
，
有
了
相
互
認
知
、
澄
清
乃
至
調
和
的
機
會
。
這
是
佛
教
文
化
之
所
以
能
被
中
國
文
化
所
認
識
乃
至
接

受
的
關
鍵
所
在
！
（
具
有
對
立
、
抉
擇
與
調
和
、
互
補
的
兩
大
面
向
） 

辛
四
‧
在
羅
什
大
師
以
前
（
含
）
的
中
國
佛
教
，
大
多
專
注
於
般
若
空
性
思
想
的
研
究
。
直
到
東
晉
義
熙
十
三
年
，
覺
賢
與
法
顯
在
南
方
譯

出
《
泥
洹
經
》
（
六
卷
）
，
元
熙
二
年
（
東
晉
末
年
）
與
慧
嚴
等
百
餘
人
，
譯
出
《
華
嚴
經
》
以
及
北
涼
（
四
二
二
年
，
劉
宋
武
帝

永
初
三
年
）
曇
無
讖
在
北
方
姑
臧
譯
出
《
大
般
涅
槃
經
》
（
四
十
卷
）
後
，
中
國
教
才
全
面
（
南
北
皆
有
）
開
始
接
觸
到
「
妙
有
」

思
想
。
然
而
這
已
屬
於
「
南
北
朝
佛
教
」
階
段
之
課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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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三
‧
結
論
︰ 東

晉
時
代
的
整
體
中
國
佛
教
性
格
，
一
言
以
蔽
之
，
即
是
透
過
翻
譯
、
理
解
、
實
踐
與
再
吸
收
、
再
檢
討
的
機
制
，
而
完
成
其
佛

教
「
中
國
化
」
的
過
渡
性
與
預
備
性
使
命
。 

戊
五
‧
南
北
朝
之
佛
教
（
起
自
四
二
○
年
劉
宋
立
國
，
終
訖
五
八
九
年
隋
滅
陳
朝
，
一
統
天
下
，
共
約
一
百
七
十
年
）

分
三 

己
一
‧
總
說
︰ 在

政
治
相
對
趨
穩
的
情
況
下
，
南
北
朝
佛
教
的
前
期
（
主
要
指
思
想
史
方
面
，
約
宋
、
齊
之
間
）
，
基
本
上
沿
著
東
晉
佛
教
的
「
過 

渡
性
」
性
格
而
繼
續
發
展
，
在
綜
合
性
研
究
及
教
團
急
速
發
展
的
趨
勢
下
，
朝
著
本
土
化
的
發
展
方
向
作
準
備
。
到
了
後
期
（
梁
、
陳
二

朝
）
，
則
透
過
佛
法
研
究
的
深
刻
化
、
專
宗
化
與
整
合
化
（
判
教
）
及
佛
教
弘
傳
的
平
民
化
與
普
遍
化
等
機
制
，
逐
漸
使
得
佛
法
的
正
確

理
解
、
正
確
修
持
與
中
國
化
轉
植
等
工
作
大
功
告
成
，
終
而
開
創
出
此
後
隋
、
唐
中
國
佛
教
的
盛
世
來
。
此
中
，
屬
於
南
北
朝
末
期
、
隋

正
是
一
個
最
早
且
最
重
要
的
指
標
與
代
表
！ 

己
二
‧
朝
代
更
替
綱
要
︰ 

             

己
三
‧
此
期
佛
教
發
展
鳥
瞰

分
三 

庚
一
‧
南
朝
佛
教

分
二

（
一
脈
相
承
的
信
仰
與
提
倡
立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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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一
‧
宋
、
齊
佛
教
（
四
二
○
至
五
○
二
）
大
要

分
三 

壬
一
‧
佛
教
特
質
︰ 

宋
、
齊
兩
代
的
佛
法
，
以
綜
合
性
、
通
盤
性
研
究
為
主
，
採
取
訓
詁
、
注
釋
的
方
式
，
以
歸
納
各
經
論
的
思
想
。
一
方
面
繼

承
東
晉
以
來
的
清
談
講
說
風
氣
，
另
一
方
面
由
於
政
治
已
趨
安
定
，
而
劉
宋
以
武
人
立
國
的
質
直
剛
健
之
風
，
已
使
得
東
晉
末
年

的
奢
侈
風
氣
有
所
改
變
。
再
者
，
經
由
道
安
、
慧
遠
、
羅
什
等
大
師
的
正
解
與
實
修
風
氣
之
提
倡
，
已
逐
漸
使
得
經
論
的
講
說
，

一
改
空
泛
的
玄
談
，
而
有
了
廣
泛
性
、
深
入
性
的
落
實
。 

此
外
，
由
於
南
朝
諸
帝
率
皆
奉
佛
、
興
佛
，
與
此
同
時
的
北
方
，
卻
有
北
魏
太
武
帝
的
滅
佛
（
四
四
六
年
）
運
動
，
因
此
不

少
義
解
僧
亦
集
於
南
方
，
從
而
更
促
成
了
南
方
佛
教
的
興
盛
。
再
者
，
由
於
人
民
活
的
相
對
安
定
，
與
經
濟
的
繁
榮
，
因
此
佛
法

的
弘
傳
，
乃
藉
由
人
民
的
「
行
有
餘
力
」
，
而
更
加
地
深
入
民
間
。
同
時
亦
透
過
佛
法
的
誘
發
，
產
生
了
諸
多
關
於
因
果
、
天
命

、
佛
身
、
佛
性
、
精
神
等
實
際
人
生
哲
學
命
題
的
探
討
。 

壬
二
‧
研
究
大
要
︰ 

以
東
晉
以
來
的
佛
法
研
究
為
基
礎
，
此
期
的
佛
法
研
習
，
主
要
以
發
揮
其
教
理
的
細
節
為
主
軸
。
其
研
究
的
主
要
對
象
為
《

法
華
》
、
《
大
、
小
品
般
若
》
、
《
涅
槃
》
、
《
十
地
》
（
含
《
華
嚴
》
）
、
《
勝
鬘
》
、
《
維
摩
》
、
《
三
論
》
、
《
成
實
》

、
《
毘
曇
》
、
《
十
誦
律
》
等
十
部
經
論
為
主
。
然
而
與
其
說
此
時
是
一
宗
、
一
派
，
專
經
專
論
的
研
究
與
弘
揚
，
倒
不
如
說
此

期
是
傾
向
於
通
盤
性
、
整
合
性
地
，
對
大
、
小
乘
經
、
律
、
論
三
藏
，
進
行
中
國
人
「
首
次
的
綜
合
性
理
解
」
來
得
恰
當
。
當
時

的
學
者
，
往
往
個
人
兼
通
數
種
經
論
，
他
們
雖
尚
未
能
建
立
學
派
，
然
而
卻
給
稍
後
梁
、
陳
兩
代
的
學
派
與
宗
派
之
建
立
，
提
供

了
不
可
缺
少
的
誘
因
與
基
礎
。 

例
如
︰
道
生
大
師
的
「
頓
悟
說
」
；
慧
觀
、
曇
無
成
的
「
漸
悟
說
」
；
僧
叡
所
闡
《
法
華
》
、
《
般
若
》
、
《
涅
槃
》
三
者

相
互
的
關
係
；
僧
導
提
倡
的
《
維
摩
》
思
想
；
僧
咸
、
僧
音
的
《
成
實
》
思
想
等
。
對
於
「
天
台
」
、
「
涅
槃
」
、
「
成
實
」
、

「
三
論
」
、
「
禪
」
等
宗
派
的
成
立
，
及
「
判
教
」
思
想
的
發
達
等
，
均
有
重
要
影
響
。 

壬
三
‧
傳
譯
事
業
｜
宋
、
齊
兩
代
來
華
僧
人
頗
多
，
其
主
要
傳
譯
工
作
如
下

分
九 

癸
一
‧
佛
陀
什
（
罽
賓
人
，
精
禪
要
與
律
學
）
︰
景
平
元
年
（
四
二
三
）
七
月
來
揚
州
，
譯
《
五
分
律
》
（
法
顯
攜
入
）
共
三
十
卷
。 

癸
二
‧
疆
良
耶
舍
（
西
域
人
，
精
毘
曇
律
及
禪
觀
）
︰
元
嘉
初
（
四
二
四
）
渡
沙
河
來
京
邑
，
譯
《
觀
無
量
壽
經
》
。
其
禪
法
亦
受
寶

誌
大
師
所
推
崇
。 

癸
三
‧
求
那
拔
摩
（
譯
為
功
德
鎧
，
三
七
四
至
四
三
一
，
罽
賓
人
，
精
律
學
及
大
乘
，
獲
「
三
藏
」
之
稱
號
）
︰
經
師
子
（
錫
蘭
）
、

闇
婆
（
爪
哇
）
二
國
，
於
元
嘉
八
年
（
四
三
一
）
來
建
康
。
譯
有
《
菩
薩
善
戒
經
》
、
《
四
分
羯
磨
》
、
《
優
婆
塞
五
戒
略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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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
同
時
在
南
林
寺
立
戒
壇
以
度
僧
尼
受
戒
，
為
中
國
佛
教
最
初
之
戒
壇
。 

癸
四
‧
求
那
跋
陀
羅
（
中
天
竺
人
，
三
九
四
至
四
六
八
，
因
學
大
乘
而
號
「
摩
訶
衍
」
）
︰
元
嘉
十
二
年
來
廣
州
，
受
宋
文
帝
崇
敬
，  

      

而
住
於
都
城
之
祇
洹
寺
。
譯
出
《
勝
鬘
經
》
、
《
楞
伽
經
》
（
四
卷
本
）
、
《
無
量
壽
經
》
、
《
相
續
解
脫
經
》
（
玄
奘
大
師

所
譯
《
解
深
密
經
》
八
品
中
之
後
二
品
）
及
《
雜
阿
含
經
》
（
僧
伽
提
婆
譯
《
增
一
阿
含
》
、
《
中
阿
含
》
、
佛
陀
耶
舍
譯
《

長
阿
含
》
，
至
此
中
國
之
四
阿
含
具
足
矣
！
） 

癸
五
‧
曇
摩
密
多
（
三
五
六
至
四
四
二
）
︰
於
元
嘉
元
年
（
四
二
四
）
來
蜀
，
經
荊
州
到
建
康
祇
園
寺
，
譯
出
《
禪
法
要
》
、
《
普
賢

觀
經
》
（
乃
「
法
華
三
經
」
之
末
）
、
《
虛
空
藏
觀
經
》
等
。 

癸
六
‧
沮
渠
京
聲
（
？
至
四
六
四
，
北
涼
王
沮
渠
蒙
遜
之
從
弟
，
匈
奴
人
，
強
識
博
覽
）
︰
往
于
闐
（
《
華
嚴
經
》
等
大
乘
流
傳
之
地 

      
）
譯
出
《
治
禪
病
秘
要
法
》
。 

癸
七
‧
僧
伽
跋
陀
羅
（
西
域
人
，
生
歿
不
詳
，
永
明
年
中
，
四
八
三
至
四
九
三
，
乘
船
至
廣
州
）
︰
齊
代
來
華
（
以
下
三
師
皆
如
是
）

，
譯
出
《
善
見
律
毘
婆
沙
》
。 

癸
八
‧
曇
摩
伽
陀
耶
舍
（
意
譯
為
法
生
稱
，
中
印
度
人
，
善
隸
書
，
生
卒
年
等
不
詳
）
︰
齊
朝
高
帝
建
元
三
年
，
四
八
一
於
廣
州
朝
亭 

寺
譯
出
《
無
量
壽
經
》
（
乃
「
法
華
三
經
」
之
初
）
。 

癸
九
‧
達
摩
摩
提
（
意
譯
為
法
意
，
天
竺
人
，
生
卒
不
詳
）
︰
齊
武
帝
永
明
年
中
，
與
僧
祐
律
師
之
師
法
獻
於
瓦
官
寺
共
同
譯
出
《
法

華
經
》
提
婆
達
多
品
（
羅
什
大
師
缺
譯
此
）
。 

辛
二
‧
梁
、
陳
佛
教
（
五
○
二
至
五
八
九
）
大
要

分
三 

壬
一
‧
佛
教
特
質
︰ 

由
於
梁
武
帝
奉
佛
的
虔
誠
與
投
入
，
超
出
所
有
歷
來
帝
王
之
上
，
以
及
在
位
四
十
八
年
間
的
整
內
政
、
興
文
治
，
其
政
治
上

的
長
期
安
定
，
使
得
南
朝
文
化
出
現
了
最
盛
期
。
南
朝
之
佛
教
亦
於
此
時
總
其
大
成
，
而
使
佛
法
之
研
習
與
發
明
，
達
到
巔
峰
狀

態
。
一
方
面
立
於
宋
、
齊
兩
代
以
「
綜
合
研
究
」
為
特
色
的
基
礎
上
，
另
一
方
面
沿
襲
著
向
來
南
方
以
研
究
、
講
說
為
主
的
佛
教

特
色
，
此
時
之
佛
法
研
究
，
已
逐
漸
由
綜
合
性
理
解
，
發
展
到
專
論
專
宗
的
研
究
。 

在
佛
教
思
想
方
面
，
此
期
佛
教
一
方
面
繼
承
了
東
晉
以
來
般
若
空
系
的
佛
教
學
風
，
另
一
方
面
則
由
於
對
《
涅
槃
經
》
、
《

華
嚴
經
》
的
研
究
已
興
，
以
及
梁
朝
真
諦
三
藏
所
譯
諸
有
宗
典
籍
的
傳
入
（
如
《
攝
大
乘
論
》
及
《
釋
》
、
《
大
乘
起
信
論
》
、

《
俱
舍
論
》
及
《
釋
》
等
）
，
使
得
中
國
佛
教
的
視
野
更
形
完
備
而
擴
大
。 

在
此
一
基
礎
上
，
為
了
能
總
攝
佛
法
教
理
的
一
貫
性
與
整
體
性
，
遂
逐
漸
有
了
「
總
攝
一
代
時
教
」
的
判
教
思
想
出
現
。
如

：
道
場
寺
慧
觀
（
東
晉
末
至
劉
宋
）
的
頓
、
漸
、
不
定
之
五
時
教
，
劉
虯
（
四
三
七
至
四
九
五
，
南
齊
時
人
）
的
五
時
七
階
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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笈
公
的
三
時
教
，
宗
愛
、
僧
旻
的
四
時
教
，
北
地
五
時
教
、
光
統
（
即
慧
光
律
師
四
六
八
至
五
三
七
北
魏
人
，
曾
為
北
朝
之
「
僧

統
」
故
名
）
的
四
宗
判
，
真
諦
（
四
九
九
至
五
六
九
）
之
二
教
、
三
輪
、
四
教
判
…
…
等
等
，
一
直
到
智
者
大
師
時
代
，
即
有
了

「
南
三
北
七
」
共
十
家
教
判
的
說
法
。
此
類
教
相
判
釋
乃
依
世
尊
一
代
說
法
之
形
式
、
方
法
、
順
序
、
內
容
、
意
義
等
加
以
分
門

別
類
，
建
立
其
完
整
一
貫
之
組
織
體
系
。
藉
此
能
將
時
、
地
因
緣
，
教
說
內
容
與
應
機
對
象
等
，
各
各
不
同
且
為
數
甚
多
的
佛
陀

教
說
，
整
理
、
歸
類
納
入
統
一
體
系
當
中
，
使
學
者
一
方
面
能
明
了
佛
法
教
理
的
完
整
組
織
性
，
一
方
面
也
能
對
每
一
部
經
論
的

意
旨
、
因
緣
以
及
其
在
整
體
教
法
當
中
的
位
置
、
價
值
及
教
法
深
淺
等
，
有
一
清
析
而
不
混
淆
、
籠
統
的
認
知
。 

此
外
，
由
於
中
國
佛
教
典
籍
之
翻
譯
，
到
了
此
期
已
呈
現
出
極
度
的
多
元
複
雜
性
︰
或
大
乘
或
小
乘
，
或
說
空
或
說
有
，
或

頓
教
或
漸
教
，
或
權
法
或
實
法
，
或
跡
門
或
本
門
，
或
先
出
或
後
出
，
其
至
亦
有
表
面
看
來
，
教
理
相
互
矛
盾
的
經
典
。
若
不
透

過
組
織
體
系
化
的
判
攝
，
則
眾
典
紛
然
雜
沓
，
學
者
將
無
法
理
解
各
經
典
的
微
言
大
義
，
亦
無
法
把
握
整
體
佛
法
的
體
系
與
精
神

。
因
此
將
各
種
經
典
進
行
組
織
化
的
體
系
分
類
，
在
此
期
的
中
國
佛
教
界
，
即
成
了
一
種
必
然
的
趨
勢
（
此
一
趨
勢
並
隨
著
各
類

經
典
的
陸
續
譯
出
，
而
繼
續
發
展
到
唐
、
宋
兩
代
）
，
同
時
也
透
過
此
一
整
體
判
釋
的
過
程
，
而
展
現
了
中
國
人
對
佛
法
的
理
解

方
式
。 隨

著
判
教
學
風
的
興
起
（
嚴
格
地
說
，
它
以
東
晉
末
年
僧
叡
的
學
說
｜
倡
《
法
華
》
、
《
般
若
》
、
《
泥
洹
》
三
經
平
等
而 

互
補
之
說
，
見
《
喻
疑
》
一
書
｜
為
原
型
，
而
濫
觴
於
劉
宋
，
大
盛
於
梁
、
陳
，
最
後
成
熟
於
隋
、
唐
）
，
透
過
對
佛
法
的
整
體

組
織
化
理
解
，
則
教
理
之
深
淺
，
廣
狹
、
權
實
、
高
低
與
先
後
等
分
判
於
焉
形
成
。
一
方
面
為
了
突
顯
教
法
的
高
超
性
與
總
攝
性

內
涵
，
另
一
面
則
依
於
由
博
返
約
的
治
學
原
則
，
此
期
佛
教
已
在
前
期
「
綜
合
性
研
究
」
及
本
期
「
判
教
思
想
」
大
盛
的
兩
項
因

素
推
動
下
，
開
始
發
展
出
以
專
經
專
論
之
研
修
與
弘
揚
為
主
的
「
學
派
佛
教
」
，
同
時
亦
開
啟
了
中
國
佛
教
宗
派
發
展
的
前
奏
（

下
節
分
述
之
）
，
此
是
本
期
佛
教
的
第
二
個
主
要
特
色
。 

此
期
佛
教
的
第
三
個
特
質
乃
是
佛
教
的
極
度
普
遍
與
興
盛
。
由
於
梁
武
帝
的
極
度
篤
信
佛
法
與
護
持
佛
教
，
不
但
與
當
時
高

僧
名
德
交
往
密
切
，
而
且
多
於
京
師
興
建
佛
寺
，
履
行
齋
會
及
捨
身
（
四
次
）
，
並
篤
行
茹
素
與
受
菩
薩
戒
等
。
此
外
藉
由
儒
學

及
文
學
方
面
的
才
能
，
武
帝
亦
憑
此
投
入
佛
法
教
理
的
研
究
，
著
有
《
涅
槃
》
、
《
大
品
》
、
《
淨
名
》
等
經
之
「
義
記
」
，
甚

至
亦
親
自
講
說
《
般
若
》
、
《
涅
槃
》
等
經
。
再
加
上
其
子
如
昭
明
太
子
（
長
子
，
早
逝
）
、
簡
文
帝
、
元
帝
等
，
亦
皆
信
仰
佛

教
之
學
者
。
影
響
所
及
，
梁
、
陳
二
朝
從
王
臣
到
平
民
百
姓
，
率
多
信
佛
虔
誠
。 

約
與
此
同
時
的
北
魏
，
亦
因
歷
代
多
位
君
主
的
崇
佛
與
推
行
漢
化
，
其
佛
法
亦
非
常
的
興
盛
，
以
寺
院
及
出
家
人
數
目
看
，

其
佛
教
發
展
的
程
度
亦
不
遜
於
南
方
。
茲
依
《
辨
正
論
》
（
唐
‧
法
琳
）
卷
三
及
《
魏
書
》
、
《
洛
陽
伽
藍
記
》
等
書
所
載
，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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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南
北
各
朝
時
代
之
寺
院
及
出
家
人
數
目
如
下
︰ 

             

﹝
註
﹞
學
派
與
宗
派
的
不
同
︰
學
派
為
宗
派
的
雛
形
階
段
，
宗
派
是
學
派
的
組
織
化
發
展
；
學
派
不
一
定
是
宗
派
，
宗
派
則
必
有

學
派
的
內
涵
。
學
派
為
研
究
方
法
與
研
究
思
想
的
傳
承
體
系
；
宗
派
則
除
了
研
究
方
法
與
思
想
的
傳
承
外
，
更
有
修
行
方
法
、
修

道
理
念
、
教
育
方
式
、
教
規
形
式
、
專
宗
袓
述
、
開
宗
教
主
、
傳
法
門
徒
、
本
末
道
場
等
方
面
的
具
體
傳
承
。 

壬
二
‧
學
派
的
興
起
︰ 

約
於
宋
、
齊
二
朝
即
隱
然
有
著
學
派
的
分
化
跡
象
，
迨
至
本
期
，
則
因
研
究
成
果
的
累
積
，
而
有
了
各
個
學
派
的
明
顯
體
系

出
現
，
就
當
時
研
究
的
風
氣
觀
之
，
大
體
有
以
下
九
個
學
派
的
興
起

分
九 

癸
一
‧
毘
曇
及
俱
舍
學
派
︰ 

自
東
漢
安
世
高
傳
入
毘
曇
系
（
主
要
是
說
一
切
有
部
的
論
述
）
典
藉
後
，
直
至
「
俱
舍
宗
」
的
成
立
之
前
，
毘
曇
學
的
研
究
即

一
直
隨
著
典
藉
的
陸
續
傳
入
而
研
究
不
輟
。
取
近
而
言
，
自
道
安
、
法
和
（
其
時
毘
曇
諸
論
大
體
完
備
）
以
降
，
有
慧
持
（
遠

公
之
胞
弟
）
、
僧
業
（
慧
觀
之
弟
子
）
、
道
猛
（
四
一
三
至
四
七
五
）
、
慧
通
（
四
一
五
至
四
七
七
）
、
慧
集
（
四
四
六
至
五

一
五
）
、
志
念
（
五
三
五
至
六
○
八
）
等
學
匠
一
脈
相
承
地
研
究
。
直
至
真
諦
三
藏
譯
出
《
俱
舍
論
》
（
小
乘
有
部
的
集
大
成

著
作
）
，
慧
愷
（
五
一
八
至
五
六
八
，
真
諦
弟
子
）
、
智
辯
（
五
四
一
至
六
○
六
，
道
猷
弟
子
）
、
道
岳
（
五
六
八
至
六
三
六

江
北
全
域 

北
魏
都
洛
陽 

江
北
全
域 

北
魏
都
平
城 

陳 梁 齊 宋 

東
晉 

朝
代
及
地
區 

三
○
○
○
○ 

一
三
六
七 

六
四
七
八 

一
○
○ 

一
二
三
二 

二
八
四
六 

二
○
一
五 

一
九
一
三 

一
七
六
八 

寺
數
（
座
） 

二
○
○
萬 

 

七
七
二
五
八 

二
○
○
○ 

三
二
○
○
○ 

八
二
七
○
○ 

三
二
五
○
○ 

三
六
○
○
○ 

二
四
○
○
○ 

僧
尼
數
（
人
） 

（
北
魏
末
年
） 

（
太
和
元
年
至
四

七
七
年
）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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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
念
弟
子
）
等
毘
曇
學
者
的
相
繼
投
入
研
究
後
，
遂
乃
轉
變
成
「
俱
舍
學
派
」
。 

癸
二
‧
涅
槃
學
派
︰ 

道
生
大
師
東
晉
義
熙
十
四
年
（
四
一
八
）
與
法
顯
大
師
等
人
共
同
譯
出
六
卷
《
泥
洹
經
》
，
並
進
行
研
究
而
著
《
泥
洹
義
疏
》 

，
更
於
劉
宋
元
嘉
七
年
（
四
三
○
）
末
，
講
解
傳
至
華
南
的
北
本
《
涅
槃
經
》
。
此
外
亦
有
慧
嚴
（
三
六
三
至
四
四
三
，
羅
什

門
下
四
哲
）
、
慧
觀
（
慧
遠
大
師
弟
子
，
持
漸
悟
義
而
與
道
生
之
頓
悟
義
相
對
）
、
僧
導
等
人
與
道
生
同
時
研
究
《
涅
槃
經
》

，
此
乃
「
涅
槃
學
派
」
最
早
興
起
之
時
。
到
了
本
期
則
有
梁
朝
時
代
光
寶
寺
法
雲
、
開
善
寺
智
藏
、
莊
嚴
寺
僧
旻
（
以
上
三
人

亦
專
精
《
成
實
》
，
號
為
梁
代
三
大
法
師
）
、
寶
亮
（
四
四
四
至
五
○
九
）
、
慧
皎
、
道
琳
等
人
的
研
究
。
至
於
陳
代
則
又
有

江
南
「
涅
槃
宗
正
系
」
（
寶
瓊
、
警
韶
、
寶
海
等
人
）
及
「
三
論
涅
槃
系
」
（
僧
朗
、
法
朗
、
智
辯
等
人
）
兩
系
。
在
北
方
則

有
「
正
宗
系
」
（
僧
妙
、
法
常
等
人
）
、
「
法
華
涅
槃
系
」
（
慧
思
大
師
）
及
「
華
嚴
涅
槃
系
」
（
曇
無
最
、
僧
範
、
道
慎
等

人
）
共
三
系
。
南
方
涅
槃
宗
以
「
涅
槃
常
住
教
」
為
判
教
根
本
；
北
方
則
以
「
華
嚴
圓
教
」
為
根
本
。 

由
於
北
周
武
帝
滅
佛
（
第
二
次
，
於
五
七
四
年
）
時
，
北
方
「
地
論
」
學
者
及
「
性
空
」
學
者
南
遷
，
使
得
早
期
的
涅
槃

學
派
受
到
了
思
想
上
的
挑
戰
。
再
加
上
隋
代
「
三
論
」
、
「
天
台
」
二
宗
的
興
起
，
遂
使
得
此
派
學
說
漸
漸
被
彼
等
所
攝
，
而

失
去
了
獨
立
形
成
學
派
的
空
間
。 

再
者
，
此
學
派
所
倡
導
的
佛
身
常
住
、
常
樂
我
淨
，
及
一
切
眾
生
皆
有
佛
性
、
皆
可
成
佛
的
觀
念
，
對
整
個
中
國
佛
教
，

有
著
既
深
且
遠
的
影
響
。 

癸
三
‧
成
實
學
派
︰ 

《
成
實
論
》
為
羅
什
大
師
晚
年
最
後
的
譯
書
（
四
一
一
至
四
一
二
）
，
起
初
盛
行
於
北
地
（
分
僧
導
及
僧
嵩
｜
皆
大
師
門

下
兩
大
系
）
乃
中
國
最
早
成
立
之
學
派
，
後
漸
盛
於
南
地
。
因
其
中
有
七
處
破
毘
曇
論
（
僧
叡
所
指
出
）
，
故
一
度
被
南
方
論

師
認
定
為
大
乘
論
（
般
若
系
）
，
而
在
梁
朝
時
代
，
與
「
涅
槃
學
」
同
被
廣
泛
地
研
究
，
形
成
此
二
學
派
的
全
盛
期
。
宋
、
齊

時
代
道
猛
（
四
一
三
至
四
七
五
）
、
法
寵
（
四
五
一
至
五
二
四
）
、
慧
開
（
四
六
九
至
五
○
七
）
等
僧
導
系
統
之
成
實
師
，
僧

淵
（
四
一
四
至
四
八
一
）
、
曇
度
（
？
至
四
八
八
）
、
法
度
（
四
三
七
至
五
○
○
）
等
僧
嵩
系
統
之
成
實
師
。
而
梁
朝
之
三
大

法
師
（
智
藏
、
僧
旻
、
法
雲
）
及
其
眾
多
弟
子
等
，
亦
皆
精
於
成
實
學
說
。
其
中
智
藏
之
再
傳
弟
子
，
警
韶
（
乃
智
者
大
師
之

師
，
亦
真
諦
三
藏
弟
子
）
，
更
講
《
成
實
論
》
五
十
餘
遍
。 

此
學
派
自
東
晉
末
年
至
唐
朝
初
的
二
百
餘
年
中
，
其
教
義
乃
風
靡
一
時
，
此
論
承
認
人
、
法
二
空
，
而
以
俗
諦
為
有
，
真

諦
為
空
，
又
破
斥
毘
曇
論
，
故
被
梁
代
以
前
的
論
師
們
認
定
為
大
乘
般
若
系
之
論
典
。
然
至
天
台
智
者
大
師
、
淨
影
寺
慧
遠
法

師
（
後
慧
遠
）
及
嘉
祥
寺
吉
藏
大
師
（
舉
出
十
條
論
證
）
時
代
，
皆
判
此
論
為
小
乘
，
因
而
漸
歸
沉
寂
，
最
後
乃
長
期
淪
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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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宗
之
附
庸
。 

癸
四
‧
地
論
學
派
︰ 

自
北
魏
永
平
元
年
至
四
年
（
五
○
八
至
五
一
一
）
，
菩
提
流
支
、
勒
那
摩
提
以
及
佛
陀
扇
多
（
皆
天
竺
人
）
同
在
太
極
殿

譯
出
《
十
地
經
論
》
始
（
世
親
菩
薩
造
，
乃
解
釋
《
十
地
經
》
之
論
著
，
於
六
識
之
外
另
立
「
阿
賴
耶
識
」
）
，
其
弘
揚
分
北

道
派
及
南
道
派
兩
支
（
由
相
州
入
洛
陽
有
南
、
北
二
道
）
。
北
道
派
以
道
寵
為
首
，
師
菩
提
流
支
之
說
，
以
阿
賴
耶
識
為
妄
識

，
另
立
第
九
識
為
淨
識
真
如
，
與
魏
譯
十
卷
《
楞
伽
經
》
及
梁
代
真
諦
所
譯
《
攝
大
乘
論
》
之
說
相
同
，
因
而
與
攝
論
學
派
合

流
而
隱
沒
。
南
道
派
以
慧
光
律
師
（
四
分
律
之
開
宗
者
，
為
北
齊
之
僧
統
）
為
首
，
受
勒
那
摩
提
之
教
，
以
第
八
阿
賴
耶
識
為

淨
識
，
不
另
立
第
九
識
，
與
宋
譯
四
卷
《
楞
伽
經
》
相
同
。
其
門
下
有
法
上
（
四
九
五
至
五
八
○
）
僧
範
（
四
七
六
至
五
五
五

）
、
道
憑
（
四
八
八
至
五
五
九
）
等
人
。
其
中
道
憑
門
下
著
名
的
有
靈
裕
（
五
一
八
至
六
○
五
）
，
裕
傳
彭
淵
（
五
四
四
至
六

一
一
）
，
淵
傳
智
正
（
五
五
九
至
六
三
九
）
，
正
傳
智
儼
，
此
即
華
嚴
宗
二
祖
。
此
學
派
最
後
乃
漸
歸
入
華
嚴
宗
而
消
失
。 

癸
五
‧
攝
論
學
派
︰ 

以
梁
朝
真
諦
三
藏
（
四
九
九
至
五
六
九
，
西
天
竺
優
禪
尼
國
人
，
大
同
十
二
年
，
五
四
六
，
抵
中
國
，
為
中
國
三
大
譯
師

之
一
）
所
譯
之
《
攝
大
乘
論
》
（
本
頌
為
無
著
造
）
及
《
釋
》
（
釋
論
為
世
親
造
）
為
依
據
，
而
成
立
之
學
派
「
（
佛
陀
扇
多

亦
曾
譯
此
論
，
然
未
譯
《
釋
》
，
文
句
亦
較
難
解
）
」
。
此
派
認
定
第
八
識
為
真
妄
和
合
識
，
而
另
立
第
九
清
淨
識
（
是
為
舊

唯
識
論
）
，
與
玄
奘
所
傳
之
新
唯
識
論
（
法
相
宗
）
唯
立
第
八
妄
識
（
亦
名
阿
賴
耶
）
有
所
不
同
。
又
本
論
有
「
心
淨
」
說
，

及
三
無
性
說
，
再
加
上
真
諦
三
藏
本
身
所
傾
向
的
如
來
藏
緣
起
思
想
，
使
得
本
學
派
的
思
想
，
在
陳
、
隋
之
間
興
盛
一
時
後
，

一
方
面
被
新
唯
識
家
所
取
代
，
一
方
面
則
溶
入
「
華
嚴
宗
」
思
想
中
而
漸
漸
地
消
失
其
獨
立
存
在
的
舞
台
（
如
「
地
論
學
派
」

之
被
「
華
嚴
宗
」
所
吸
收
，
「
涅
槃
學
派
」
之
被
「
天
台
宗
」
所
吸
收
一
般
）
。 

附
帶
一
提
，
真
諦
三
藏
譯
出
《
攝
論
》
之
時
，
「
成
實
」
、
「
三
（
四
）
論
」
二
學
派
已
大
興
於
南
方
，
故
「
攝
論
」
之

弘
傳
主
要
在
北
方
。 

癸
六
‧
三
論
學
派
︰ 

此
學
派
依
羅
什
三
藏
所
譯
之
《
中
論
》
、
《
百
論
》
、
《
十
二
門
論
》
為
主
要
研
究
對
象
故
名
。
（
再
加
《
大
智
度
論
》

則
成
「
四
論
學
派
」
）
教
義
以
般
若
為
主
，
彰
顯
大
乘
空
義
，
故
又
名
為
「
般
若
學
派
」
或
「
大
乘
空
宗
學
派
」
。
此
學
派
亦

與
「
成
實
學
派
」
一
樣
同
為
我
國
最
早
成
立
之
學
派
，
以
羅
什
大
師
門
下
十
哲
之
一
的
僧
肇
研
究
最
早
（
其
他
門
人
亦
各
有
敷

講
）
。
肇
傳
河
西
道
朗
，
朗
傳
攝
山
僧
詮
（
梁
代
）
，
詮
傳
興
皇
法
朗
（
五
○
七
至
五
八
一
）
，
僧
詮
與
法
朗
之
前
諸
學
者
皆

未
專
弘
，
至
詮
與
朗
始
專
弘
三
論
學
說
，
此
名
「
古
三
論
」
或
「
北
地
三
論
」
。
朗
又
傳
嘉
祥
吉
藏
，
至
此
三
論
學
說
揉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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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華
》
、
《
涅
槃
》
二
經
及
《
智
度
》
、
《
地
持
》
、
《
正
觀
》
等
論
，
而
立
三
論
、
二
藏
之
判
教
，
教
義
略
變
，
而
使
三
論

學
說
大
弘
於
南
方
。
故
嘉
祥
以
後
名
為
「
新
三
論
」
或
「
南
地
三
論
」
，
唐
朝
之
後
各
宗
競
起
，
此
學
派
乃
漸
漸
隱
沒
。 

﹝
註
﹞
以
上
六
學
派
主
要
以
義
解
之
研
究
為
主
而
成
立
，
後
之
三
者
，
則
依
修
行
重
點
而
分
類
。 

癸
七
‧
禪
法
流
行
︰ 

中
國
禪
法
之
流
傳
，
始
於
後
漢
安
世
高
之
譯
入
禪
經
（
如
《
安
般
守
意
經
》
）
，
之
後
迭
有
零
星
禪
法
之
傳
入
。
道
安
大 

師
時
亦
因
研
習
毘
曇
學
而
注
重
禪
數
之
學
，
唯
當
時
禪
法
仍
未
完
備
，
直
至
羅
什
大
師
譯
出
《
坐
禪
三
昧
經
》
等
大
乘
禪
經
，

及
南
方
佛
陀
跋
陀
羅
譯
出
《
達
摩
多
羅
禪
經
》
、
劉
宋
時
曇
摩
密
多
譯
《
五
門
禪
要
用
法
》
及
沮
渠
京
聲
譯
出
《
治
禪
病
秘
要

法
》
之
後
，
禪
法
始
得
大
盛
。
此
外
在
北
魏
譯
出
《
十
地
經
論
》
的
勒
那
摩
提
，
亦
在
北
方
傳
弘
禪
法
。
至
此
，
中
國
之
禪
法

大
都
屬
於
「
依
教
修
禪
（
觀
）
」
之
如
來
禪
一
類
，
此
中
分
安
世
高
、
佛
陀
跋
陀
羅
、
勒
那
摩
提
的
共
通
禪
（
聲
聞
禪
）
及
羅

什
大
師
的
大
乘
禪
兩
系
，
而
以
前
者
較
為
流
行
。 

另
有
一
類
與
此
如
來
禪
系
迴
異
之
禪
法
，
即
劉
宋
時
東
來
中
國
的
菩
提
達
摩
禪
，
倡
導
直
指
人
心
，
不
立
文
字
（
然
仍
以

文
字
｜
《
楞
伽
經
》
｜
印
心
）
之
祖
師
禪
法
，
而
成
為
中
國
「
禪
宗
」
之
初
祖
。
此
中
如
來
禪
由
智
者
大
師
所
整
理
吸
收
為
天

台
宗
之
禪
法
（
以
《
摩
訶
止
觀
》
為
代
表
）
，
而
達
摩
禪
則
一
路
數
變
，
始
成
為
今
日
之
中
國
禪
宗
（
祖
師
禪
）
。 

癸
八
‧
淨
土
教
法
︰ 

依
於
西
晉
時
竺
法
護
所
譯
《
彌
勒
本
願
經
》
、
《
彌
勒
下
生
經
》
及
曹
魏
時
康
僧
鎧
所
譯
《
無
量
壽
經
》
、
三
國
時
吳
國

支
謙
所
譯
《
阿
彌
陀
經
》
（
即
《
無
量
壽
經
》
之
異
譯
）
、
疆
良
耶
舍
所
譯
《
觀
無
量
壽
經
》
等
，
而
成
立
「
彌
勒
」
及
「
彌

陀
」
兩
系
之
淨
土
教
。
彌
勒
信
仰
以
北
魏
為
中
心
而
興
盛
一
時
，
然
最
後
仍
以
彌
陀
信
仰
為
中
國
淨
土
教
之
主
流
。
東
晉
有
廬

山
慧
遠
大
師
的
白
蓮
社
，
劉
宋
時
有
曇
弘
（
？
至
四
五
五
）
，
南
齊
有
法
琳
（
？
至
四
九
五
）
，
北
方
則
有
慧
光
律
師
（
四
六

八
至
五
三
七
）
，
道
憑
（
四
八
八
至
五
五
九
，
慧
光
弟
子
）
發
願
生
西
，
此
外
如
靈
裕
（
五
一
八
至
六
○
五
，
道
憑
之
弟
子
，

人
稱
裕
菩
薩
，
為
終
南
山
至
相
寺
之
開
祖
）
和
淨
影
慧
遠
等
皆
作
《
觀
無
量
壽
經
》
疏
。
但
北
方
弘
揚
彌
陀
淨
土
最
力
者
，
乃

是
北
魏
曇
鸞
大
師
（
四
七
六
至
五
四
二
？
）
，
師
先
學
《
三
論
》
，
後
因
病
求
仙
術
而
遇
得
菩
提
流
支
授
與
《
觀
無
量
壽
經
》

，
從
此
專
研
淨
土
教
，
並
躬
親
實
踐
。
日
本
淨
土
真
宗
尊
之
為
中
國
初
祖
，
著
有
《
往
生
論
註
》
及
《
讚
阿
彌
陀
佛
偈
》
等
，

為
淨
土
教
奠
下
了
重
要
的
思
想
基
礎
。 

癸
九
‧
戒
律
之
研
究
︰ 

由
最
早
的
《
十
誦
律
》
（
四
○
四
年
，
於
長
安
等
地
譯
出
）
到
較
後
的
《
五
分
律
》
（
四
二
三
年
，
於
揚
州
譯
出
）
，
此

期
譯
出
的
廣
律
已
有
四
大
部
（
《
根
說
律
》
乃
在
唐
武
后
時
方
譯
出
）
。
其
中
最
早
弘
傳
者
乃
為
《
十
誦
律
》
，
直
至
梁
朝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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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
但
因
《
四
分
》
內
容
完
整
易
解
，
故
北
魏
時
即
有
法
超
（
或
法
時
）
、
法
聰
、
道
覆
（
始
造
律
疏
）
等
人
開
始
弘
揚
，
而

其
中
弘
揚
最
力
，
影
響
最
深
者
，
則
為
慧
光
律
師
（
四
傳
至
道
宣
律
師
更
使
《
四
分
律
》
獨
尊
於
中
國
，
至
今
不
衰
）
。 

此
外
梁
朝
時
菩
薩
戒
亦
已
興
盛
，
《
菩
薩
瓔
珞
本
業
經
》
（
竺
佛
念
譯
）
、
《
梵
網
經
》
（
羅
什
譯
）
、
《
菩
薩
地
持
經 

》
（
與
前
同
本
，
曇
無
讖
譯
）
及
《
菩
薩
善
戒
經
》
（
求
那
跋
摩
譯
）
等
皆
已
流
行
，
受
菩
薩
戒
之
風
氣
亦
隨
著
王
臣
的
投
入

而
漸
盛
。 

﹝
附
識
﹞ 

一
‧
討
論
南
朝
之
學
派
時
，
有
時
兼
及
北
朝
人
物
，
乃
因
某
些
學
派
有
南
北
交
流
的
明
顯
事
實
所
至
。 

二
‧
判
教
雖
大
盛
於
梁
、
陳
之
世
，
然
於
東
晉
末
年
以
來
，
即
已
開
始
蘊
釀
。
如
羅
什
門
下
之
僧
叡
（
曾
先
後
親
近
過
道
安
、

慧
遠
、
羅
什
等
大
師
）
法
師
所
提
倡
《
般
若
》
、
《
法
華
》
、
《
涅
槃
》
三
者
互
補
且
互
不
可
缺
之
關
係
，
即
被
今
人
認

知
為
一
種
最
原
始
的
判
教
型
式
。 

三
‧
繼
《
般
若
》
系
統
的
經
論
被
長
期
的
研
究
之
後
，
在
齊
、
梁
之
間
，
《
法
華
》
、
《
成
實
》
及
《
涅
槃
》
等
經
論
的
講
說

，
亦
非
常
興
盛
。 

壬
三
‧
經
典
之
傳
譯
︰
相
對
於
東
晉
時
代
北
方
譯
經
事
業
的
發
達
，
南
朝
（
含
宋
、
齊
兩
代
）
的
譯
經
事
業
，
除
了
梁
代
之
真
諦
三
藏
有

著
輝
煌
的
成
積
外
（
與
羅
什
，
玄
奘
二
人
，
並
列
為
我
國
三
大
譯
師
之
一
）
，
整
體
而
言
已
趨
於
沉
寂
。
再
者
，
此
時
期
之
譯
經

，
因
學
派
及
判
教
已
大
為
興
起
，
許
多
重
要
的
經
典
亦
已
譯
出
，
因
而
此
類
新
出
之
佛
典
，
在
受
到
重
視
的
程
度
上
，
就
沒
有
像

東
晉
時
代
那
樣
顯
得
特
殊

分
五 

癸
一
‧
僧
伽
婆
羅
（
四
六
○
至
五
二
四
，
意
譯
為
僧
養
，
十
五
歲
出
家
）
︰
扶
南
國
人
，
為
求
那
跋
陀
羅
（
宋
元
嘉
十
二
年
來
廣
州
） 

之
弟
子
，
精
毘
曇
及
律
，
稱
譽
南
海
之
地
，
志
於
遊
方
，
住
正
觀
寺
（
建
康
）
，
譯
有
《
大
育
王
經
》
及
《
解
脫
道
經
》
。 

癸
二
‧
曼
陀
羅
︰
扶
南
國
人
，
與
僧
伽
婆
羅
共
譯
《
寶
雲
經
》
，
《
文
殊
般
若
經
》
等
。 

癸
三
‧
真
諦
︰
西
天
竺
優
禪
尼
國
人
，
梁
大
周
十
二
年
（
五
四
六
）
抵
南
海
，
越
二
年
（
太
清
二
年
）
至
建
康
見
梁
帝
。
因
值
候
景
之

亂
，
乃
往
富
春
（
浙
江
）
，
後
更
避
梁
末
之
戰
亂
而
輾
轉
於
豫
章
（
江
西
南
昌
）
等
地
，
最
後
於
陳
太
建
元
年
（
五
六
九
）
，

寂
於
廣
州
。
師
於
顛
沛
流
離
與
缺
乏
支
助
之
中
，
仍
翻
譯
經
典
達
四
十
九
部
一
百
四
十
二
卷
，
誠
為
難
得
，
乃
我
國
三
大
譯
師

之
一
。
譯
出
《
唯
識
論
》
、
《
三
無
性
論
》
、
《
俱
舍
論
偈
》
、
《
俱
舍
釋
論
》
（
最
為
致
力
者
）
、
《
中
邊
分
別
論
》
、
《

十
七
地
論
》
、
《
決
定
藏
論
》
等
，
瑜
伽
行
派
諸
論
書
。
另
譯
《
大
乘
起
信
論
》
、
《
攝
大
乘
論
》
、
《
攝
大
乘
論
釋
》
、
《

如
實
論
》
、
《
佛
性
論
》
等
如
來
藏
系
論
典
。
促
成
了
梁
代
「
攝
論
學
派
」
及
「
俱
舍
學
派
」
的
興
起
，
以
及
如
來
藏
的
研
究

。
此
外
更
譯
出
《
金
光
明
經
》
，
對
於
稍
後
智
者
大
師
建
立
天
台
懺
悔
思
想
，
亦
有
很
大
的
啟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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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
四
‧
月
婆
首
那
︰
西
天
竺
優
禪
尼
國
人
，
初
往
東
魏
，
後
於
梁
大
同
年
中
來
江
南
，
並
在
陳
文
帝
天
嘉
六
年
（
五
六
五
）
，
於
江
州

興
業
寺
譯
出
《
勝
天
王
般
若
經
》
（
之
前
已
由
于
填
僧
求
那
跋
陀
所
攜
入
）
。 

癸
五
‧
須
菩
提
︰
扶
南
國
人
，
陳
代
時
來
華
，
譯
出
《
大
乘
寶
雲
經
》
。 

庚
二
‧
北
朝
佛
教
發
展
之
條
述

分
十 

辛
一
‧
北
朝
各
代
之
帝
王
，
除
北
魏
太
武
帝
（
三
任
帝
‧
四
四
六
年
）
及
北
周
武
帝
（
三
任
帝
‧
五
七
四
年
三
月
）
因
國
家
財
政
，
僧
團
墮

落
及
君
主
認
知
上
的
問
題
，
而
行
滅
佛
運
動
外
，
其
餘
諸
帝
大
都
崇
佛
。
由
北
魏
道
武
帝
（
首
任
帝
）
開
始
，
即
迎
趙
郡
（
河
北
趙

縣
）
沙
門
法
果
為
「
沙
門
統
」
（
約
東
晉
末
羅
什
時
代
）
以
統
領
僧
伽
。
法
果
嘗
云
︰
「
太
祖
明
睿
而
好
道
，
即
為
當
今
如
來
。
」

從
而
確
立
北
方
「
國
家
化
佛
教
」
的
性
格
（
十
六
國
時
代
即
已
有
此
傾
向
）
，
從
而
透
過
北
周
而
將
此
性
格
傳
遞
到
隋
、
唐
。 

辛
二
‧
由
道
武
帝
至
太
武
帝
共
三
任
帝
（
皆
都
平
城
｜
山
西
大
同
）
，
由
於
君
主
交
遊
以
禪
僧
為
主
，
並
多
以
作
功
德
、
建
寺
院
、
造
佛
塔

、
修
福
報
為
務
，
影
響
所
及
北
方
民
間
投
入
佛
教
建
築
（
包
括
雲
崗
｜
山
西
大
同
｜
石
窟
的
開
掘
，
此
則
受
到
北
涼
｜
太
武
帝
於
太

延
五
年
，
四
三
九
年
滅
之
｜
佛
教
的
影
響
）
的
人
力
、
物
力
，
皆
大
過
一
般
常
情
，
如
此
反
而
種
下
日
後
滅
佛
之
遠
因
。
其
佛
教
之

整
體
性
格
，
則
呈
現
著
苦
行
禪
修
（
少
數
僧
人
）
與
修
福
、
建
寺
（
多
數
僧
、
俗
）
的
兩
極
化
現
象
，
此
則
不
同
南
朝
一
向
所
傳
承

的
義
解
風
俗
（
宋
文
帝
｜
有
元
嘉
之
治
｜
能
與
僧
俗
論
難
佛
法
，
北
方
諸
帝
於
佛
法
之
理
解
，
在
孝
文
帝
之
前
則
相
形
薄
弱
）
。
此

南
北
風
格
之
差
異
，
基
本
上
亦
一
直
傳
承
至
唐
朝
。 

辛
三
‧
第
一
次
滅
佛
︰ 

由
於
僧
人
的
增
加
（
沒
有
納
稅
、
服
役
等
義
務
）
及
財
力
的
大
量
投
入
建
佛
寺
等
，
使
得
太
武
帝
的
遠
征
行
動
因
此
受
到
財
力

與
人
力
的
限
制
。
再
加
上
太
武
帝
本
人
信
奉
道
教
，
並
誣
指
佛
教
為
漢
人
所
偽
造
（
此
說
乃
促
成
文
成
帝
時
之
曇
曜
，
譯
《
付
法
藏

傳
》
，
表
明
佛
教
之
來
歷
以
正
視
聽
）
，
乃
聽
從
道
士
寇
謙
之
及
司
徒
崔
浩
（
漢
人
，
崇
儒
、
道
而
斥
佛
）
之
言
，
開
始
排
斥
佛
教

。
太
平
真
君
七
年
（
四
四
六
）
二
月
，
帝
至
長
安
，
因
於
佛
寺
中
見
有
兵
器
，
乃
怒
誅
闔
寺
沙
門
，
從
而
採
納
崔
浩
之
言
，
悉
誅
天

下
沙
門
，
法
難
遂
起
。 

向
來
南
朝
佛
、
道
之
爭
，
純
用
筆
舌
以
義
理
而
較
高
低
，
北
朝
則
於
其
始
，
即
動
用
武
力
而
從
事
宗
教
與
文
化
之
爭
鬥
。 

辛
四
‧
滅
佛
後
之
復
佛
︰ 

滅
佛
後
四
年
（
四
五
○
）
，
崔
浩
因
編
史
觸
怒
太
武
帝
而
被
誅
滿
門
及
其
僚
屬
百
二
十
人
（
之
前
寇
謙
之
亦
因
與
崔
不
合
，
已

先
身
亡
）
，
又
二
年
（
四
五
二
）
太
武
帝
亦
為
宗
愛
等
人
所
殺
。
信
佛
教
的
太
武
帝
長
孫
高
宗
文
成
帝
即
位
，
以
曇
曜
為
沙
門
統
（

來
自
涼
州
，
亦
以
禪
業
見
稱
）
大
興
佛
教
，
設
立
「
僧
祇
戶
」
（
擔
負
年
繳
六
十
斛
粟
，
義
務
供
給
僧
官
，
以
統
籌
運
用
非
私
有
，

不
可
私
用
，
然
可
用
於
建
黨
、
護
僧
、
救
災
等
｜
的
特
定
戶
）
及
「
佛
圖
戶
」
（
以
犯
人
、
官
奴
或
寺
奴
的
身
份
，
入
於
寺
院
中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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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勞
役
者
）
，
從
而
保
障
了
佛
教
復
興
的
經
濟
及
人
力
基
礎
。
以
後
諸
帝
率
以
奉
佛
、
興
福
為
事
，
直
至
北
周
武
帝
的
二
次
滅
佛
為

止
皆
是
如
此
。
由
是
北
方
佛
教
之
盛
況
可
由
以
下
數
據
看
出
︰ 

               

辛
五
‧
漢
化
運
動
︰
北
魏
至
孝
文
帝
（
四
七
一
至
四
九
九
，
六
任
帝
）
時
，
推
行
漢
化
運
動
（
並
遷
都
洛
陽
）
，
且
因
其
父
獻
文
帝
及
祖
母

文
明
太
后
皆
崇
佛
法
故
，
帝
亦
於
佛
法
早
有
熏
習
，
乃
北
朝
諸
帝
中
首
先
於
佛
法
教
義
有
所
研
求
及
提
倡
之
君
主
。
由
此
北
朝
亦
開

始
出
現
不
少
義
解
僧
，
如
僧
意
、
道
辯
（
弁
）
、
僧
顯
（
繼
曇
曜
之
後
，
孝
文
帝
以
之
為
沙
門
統
）
、
道
登
、
慧
紀
、
曇
度
（
以
上

三
人
皆
羅
什
大
師
門
下
彭
城
僧
嵩
之
再
傳
弟
子
，
其
師
為
僧
淵
，
皆
通
於
《
成
實
》
而
兼
於
《
大
品
》
、
《
法
華
》
及
《
涅
槃
》
等

）
。
更
有
佛
陀
禪
師
（
帝
為
彼
於
嵩
山
建
少
林
寺
之
梵
僧
）
、
慧
光
（
四
六
八
至
五
三
七
亦
禪
師
之
弟
子
，
乃
魏
末
義
學
大
師
，
為

《
成
實
論
》
南
道
派
之
代
表
，
亦
為
沙
門
統
，
又
稱
「
光
統
律
師
」
）
及
惠
猛
等
法
師
，
活
躍
於
北
朝
（
當
於
齊
、
梁
之
世
）
。
使

得
北
魏
的
《
成
實
》
、
《
地
論
》
等
義
學
學
派
大
為
興
起
。
宣
武
帝
繼
孝
文
帝
之
後
，
亦
篤
好
佛
理
，
每
年
常
於
禁
中
親
講
經
論
（

曾
講
《
維
摩
經
》
）
，
並
於
洛
陽
龍
門
建
石
窟
。
此
外
宣
武
帝
及
孝
明
帝
時
亦
有
曇
摩
流
支
、
菩
提
流
支
、
勒
那
摩
提
、
佛
陀
扇
多

、
般
若
流
支
等
梵
僧
相
繼
來
華
，
皆
在
洛
陽
（
首
都
）
譯
經
，
從
而
造
成
北
魏
的
譯
經
盛
風
。
唯
朝
中
上
下
，
似
仍
以
造
像
、
建
寺

東
魏
北
齊
（
五
三
四
至
五
七
七
） 

魏
末
（
五
三
四
） 

宣
武
帝
延
昌
中
及
孝
明
帝
神
龜
元

年
（
五
一
二
至
五
一
八
） 

孝
文
帝
太
和
元
年
（
四
七
七
） 

朝 
 

代 

天 
 

下 

（
河
南
臨
彰
）
鄴
都 

天 
 

下 
洛 

 

陽 

天 
 

下 

洛
陽
京
內 

天 
 

下 

平
城
京
內 地 

 

區 

四
○
、
○
○
○
餘
所 

四
、
○
○
○
所 

三
○
、
○
○
○
餘
所 

一
、
三
六
七
所 

一
三
、
七
二
七
所 

五
百
所 

六
四
七
八
所 

約
百
所 寺 
 

數 

二
百
餘
萬
人 

近
八
○
、
○
○
○
人 

（
另
流
通
的
佛
經
有
四
○
一
五
部
，
一
九
一
九
卷
之
多
） 

二
百
萬
人 

   

七
七
、
二
五
八
人 

二
千
餘
人 僧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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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功
德
等
為
尚
，
建
築
、
石
刻
極
近
華
美
，
不
減
前
帝
，
自
諸
王
之
下
，
多
有
捨
宅
為
寺
者
。
此
種
信
仰
（
多
少
有
功
利
色
彩
）

多
於
理
智
（
為
了
生
死
）
的
奉
佛
方
式
，
雖
使
佛
教
盛
極
一
時
，
然
亦
是
教
團
衰
敗
之
開
始
，
終
而
導
致
北
周
滅
佛
的
不
可
避
免
。 

辛
六
‧
北
魏
（
部
份
兼
及
東
魏
）
時
代
之
梵
僧
與
高
僧

分
六

︰ 

壬
一
‧
玄
高
︰ 俗

姓
魏
，
馮
翊
萬
年
人
，
姚
秦
弘
始
四
年
（
四
○
二
）
二
月
八
日
生
，
年
十
二
入
中
常
（
南
）
山
出
家
，
年
十
五
已
為
山
僧

說
法
，
專
精
禪
、
律
，
往
親
近
佛
陀
跋
陀
（
覺
賢
？
）
禪
師
並
受
稱
許
。
禪
法
多
有
靈
異
（
亦
修
《
金
光
明
》
齋
法
）
，
為
北
魏

僧
人
最
早
之
領
袖
，
乃
北
方
重
實
修
之
代
表
。
太
武
帝
滅
佛
時
，
因
被
崔
浩
等
譖
，
乃
於
太
平
真
君
五
年
（
四
四
四
，
宋
元
嘉
二

十
一
年
）
九
月
十
五
日
被
害
，
年
四
十
三
。 

壬
二
‧
菩
提
流
（
留
）
支
︰ 

北
天
竺
僧
，
此
稱
道
希
，
北
魏
宣
武
帝
永
平
元
年
（
五
○
八
，
梁
武
帝
天
監
七
年
）
至
洛
陽
，
住
永
寧
寺
，
武
帝
四
事
供
養

，
七
百
梵
僧
以
之
為
首
。
譯
有
《
金
剛
般
若
經
》
、
《
入
楞
伽
經
》
、
《
十
地
經
論
》
（
與
勒
那
摩
提
、
佛
陀
扇
多
共
譯
）
、
《

深
密
解
脫
經
》
、
《
金
剛
般
若
經
論
》
、
《
無
量
壽
經
論
》
（
經
曇
鸞
的
《
往
生
論
註
》
而
大
振
淨
土
教
）
、
《
法
華
經
論
》
等

三
十
餘
部
，
其
傳
承
為
無
著
、
世
親
系
之
新
大
乘
佛
學
，
為
當
時
佛
教
界
帶
來
重
大
影
響
。 

壬
三
‧
勒
那
摩
提
（
寶
意
）
︰ 

中
天
竺
人
，
譯
出
《
究
竟
二
乘
寶
性
論
》
、
《
法
華
經
論
》
、
《
十
地
論
經
》
、
（
與
留
支
等
共
譯
）
《
寶
積
經
論
》
等
，  

並
講
解
《
華
嚴
經
》
。
亦
屬
無
著
系
統
之
學
者
，
然
觀
念
與
菩
提
留
支
不
同
，
從
而
使
「
地
論
學
派
」
產
生
了
「
南
道
派
」
與
「

北
道
派
」
的
差
別
。 

壬
四
‧
佛
陀
扇
多
（
覺
定
）
︰ 

北
天
竺
僧
，
魏
孝
明
帝
正
光
元
年
（
五
二
○
）
至
東
魏
孝
靜
帝
元
象
二
年
（
五
三
九
）
間
，
在
洛
陽
白
馬
寺
及
鄴
都
金
華
寺 

譯
出
《
攝
大
乘
論
》
（
只
有
「
本
論
」
而
無
「
釋
論
」
，
文
辭
較
不
易
理
解
。
故
真
諦
三
藏
於
南
方
另
譯
之
後
，
此
譯
即
不
流
通

）
等
約
十
部
。 

壬
五
‧
瞿
曇
般
若
流
支
（
智
希
）
︰ 

東
魏
孝
靜
帝
元
象
元
年
（
五
三
八
）
至
興
和
四
年
（
五
四
二
）
間
，
於
鄴
都
譯
出
《
正
法
念
處
經
》
、
《
迴
諍
論
》
及
《
順

中
論
》
等
。 

壬
六
‧
北
魏
時
之
高
僧
尚
有

分
四  

癸
一
‧
曇
鸞
（
四
七
六
至
五
四
二
）
｜
淨
土
教
之
重
要
開
創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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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
二
‧
菩
提
達
摩
（
？
至
？
）
｜
禪
宗
之
初
祖
。 

癸
三
‧
慧
光
（
四
六
八
至
五
三
七
）
｜
又
稱
光
統
律
師
，
《
四
分
律
》
最
早
之
釋
文
句
者
，
為
「
地
論
學
派
」
南
道
派
及
四
分
律
之
開

宗
者
。 

癸
四
‧
靈
辯
（
四
七
七
至
五
二
二
）
為
《
華
嚴
經
》
之
重
要
研
究
者
。 

辛
七
‧
東
魏
孝
靜
及
北
齊
文
宣
、
武
成
、
後
主
、
幼
帝
等
諸
帝
皆
奉
佛
敬
僧
，
尤
其
北
齊
時
代
之
造
像
刻
經
，
又
比
北
魏
更
為
有
名
。
歷
來

各
帝
雖
對
僧
人
出
家
及
建
寺
等
迭
有
規
定
，
然
至
此
時
轄
內
僧
尼
數
目
仍
膨
脹
到
四
百
餘
萬
之
譜
。
由
於
北
朝
崇
佛
，
向
以
營
建
修

福
為
主
，
因
此
國
家
財
力
之
花
費
不
少
，
再
加
以
出
家
人
數
比
例
過
於
龐
大
（
目
前
台
灣
人
口
二
千
一
百
多
萬
人
，
出
家
人
不
過
三

萬
之
譜
！
）
難
免
龍
蛇
混
雜
，
此
又
種
下
北
周
滅
法
之
遠
因
矣
。 

辛
八
‧
西
魏
佛
教
大
要
︰ 

西
魏
宇
文
泰
以
降
，
直
至
北
周
諸
帝
，
除
了
武
帝
（
三
任
帝
）
為
了
治
國
之
需
，
而
強
化
儒
教
，
削
弱
佛
、
道
（
當
時
佛
、
道 

之
爭
亦
甚
烈
，
武
帝
亦
每
於
殿
上
主
持
二
教
之
論
辯
）
，
甚
至
有
滅
法
運
動
外
（
下
明
）
，
率
與
東
魏
及
北
齊
一
般
，
奉
佛
敬
僧
，

迭
建
大
寺
，
設
立
僧
統
。
自
北
魏
孝
文
帝
提
倡
義
學
以
來
，
北
朝
除
了
原
有
的
禪
修
傳
統
外
，
義
解
之
風
亦
漸
盛
於
北
朝
，
《
涅
槃

》
、
《
毘
曇
》
、
《
地
論
》
、
《
華
嚴
》
、
《
成
實
》
等
義
理
之
研
究
大
興
。 

辛
九
‧
北
魏
以
後
之
高
僧
︰ 

在
東
魏
、
北
齊
與
西
魏
、
北
周
數
朝
期
間
所
活
躍
的
高
僧
中
，
大
略
有
以
下
十
位
值
得
注
意

分
十 

壬
一
‧
法
常
（
？
）
｜
文
宣
帝
（
高
洋
）
請
為
國
師
，
講
演
《
涅
槃
經
》
。 

壬
二
‧
曇
延
（
五
一
六
至
五
八
八
）
｜
文
宣
帝
時
為
「
昭
玄
統
」
。 

壬
三
‧
僧
稠
（
四
八
○
至
五
六
○
）
｜
帝
詔
於
鄴
都
建
雲
門
寺
。 

壬
四
‧
法
上
（
四
九
五
至
五
八
○
）
｜
為
僧
之
大
統
。 

壬
五
‧
慧
遠
（
五
二
三
至
五
九
二
）
｜
（
淨
影
寺
之
慧
遠
，
非
廬
山
之
慧
遠
）
與
法
上
同
以
《
涅
槃
》
而
聞
名
。 

壬
六
‧
慧
文
（
？
）
｜
於
《
中
論
》
悟
一
心
三
觀
、
三
智
於
一
心
中
得
之
旨
，
開
創
中
國
天
台
宗
最
早
之
觀
門
，
被
尊
為
天
台
二
祖
。
（

初
祖
則
遠
承
龍
樹
） 

壬
七
‧
那
連
提
耶
舍
（
尊
稱
）
｜
譯
出
《
月
燈
三
昧
經
》
和
《
大
悲
經
》
等
。 

※
以
上
為
東
魏
及
北
齊
者
；
下
三
人
為
西
魏
及
北
周
者
。 

壬
八
‧
道
臻
（
？
）
｜
西
魏
僧
統
。 

壬
九
‧
曇
顯
（
？
）
｜
撰
《
菩
薩
藏
眾
經
要
》
及
《
百
二
十
法
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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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
十
‧
道
安
（
？
）
｜
與
曇
延
（
見
前
）
齊
名
、
同
號
二
傑
。
武
帝
滅
法
時
，
進
呈
《
二
教
論
》
以
論
佛
、
道
優
劣
。
（
非
東
晉
之
道
安

大
師
） 

辛
十
‧
北
周
武
帝
之
第
二
次
法
難
︰ 

以
武
帝
（
三
任
帝
，
五
六
○
至
五
七
八
在
位
）
提
倡
儒
術
，
勵
精
圖
治
（
為
伐
北
齊
而
採
富
國
強
兵
，
強
化
財
政
之
政
策
）
及

僧
團
耗
損
過
多
財
力
（
僧
團
亦
有
墮
落
現
象
）
為
遠
因
︰
佛
、
道
長
久
相
爭
不
下
（
二
任
明
帝
時
已
烈
）
，
及
判
佛
僧
徒
（
後
改
為

道
士
）
衛
元
嵩
之
扇
惑
（
於
天
和
二
年
，
五
六
七
，
上
書
毀
佛
）
為
近
緣
。
帝
先
後
七
次
令
三
教
之
擁
護
者
，
爭
辯
三
教
先
後
，
最

後
乃
公
開
改
採
儒
教
優
先
之
政
策
（
帝
原
先
亦
隨
前
帝
奉
佛
）
，
從
而
於
建
德
三
年
（
五
七
四
）
五
月
十
七
日
斷
然
下
詔
絕
滅
佛
、

道
二
教
，
毀
壞
經
典
，
強
令
沙
門
返
俗
（
但
仍
成
立
「
通
道
觀
」
以
做
為
國
家
研
究
佛
、
道
二
教
之
機
構
，
彼
有
所
謂
「
大
道
玄
理

，
殊
途
同
歸
，
雖
廢
其
枝
葉
，
尤
宜
存
其
本
根
」
之
說
｜
見
《
廣
弘
明
集
》
）
建
德
六
年
（
五
七
七
）
伐
北
齊
攻
下
都
城
之
後
，
仍

對
彼
行
廢
佛
政
策
（
當
時
唯
有
淨
影
寺
之
慧
遠
等
人
敢
冒
死
表
示
反
對
）
。 

直
至
宣
政
元
年
（
五
七
八
）
六
月
一
日
，
武
帝
亡
，
九
月
十
三
日
宣
帝
即
位
，
接
納
任
道
林
（
僧
之
返
俗
者
）
復
佛
之
議
，
佛

教
乃
再
興
。
武
帝
之
廢
佛
，
思
慮
周
密
，
故
行
動
堅
決
，
（
自
認
非
五
胡
之
民
，
故
不
必
事
奉
西
域
之
佛
云
）
，
而
迫
害
尤
烈
於
前

次
。
又
廢
佛
期
間
，
北
周
僧
人
率
多
聚
居
於
終
南
、
太
白
二
山
修
行
。 

庚
三
‧
南
北
朝
佛
教
之
比
較
與
融
合

分
四 

辛
一
‧
佛
教
風
格
的
比
較
︰ 

南
朝
佛
教
以
東
晉
漢
族
之
領
導
政
權
為
背
景
，
承
聾
著
東
晉
以
來
「
以
執
麈
尾
能
清
言
者
為
高
」
的
傳
統
，
不
但
高
僧
與
名
流

以
佛
理
相
應
答
，
乃
至
王
臣
亦
以
體
究
佛
理
為
本
務
。
影
響
所
及
，
佛
法
義
解
大
興
，
判
教
與
學
派
競
起
，
在
開
創
中
國
式
理
解
佛

法
的
工
程
上
，
提
供
了
決
定
性
的
貢
獻
。
然
而
由
於
偏
重
講
、
研
、
實
修
不
免
偏
廢
，
因
此
不
免
有
「
在
乎
爭
名
，
而
缺
乏
信
仰
（

宗
教
實
踐
、
體
驗
與
情
操
等
）
」
之
流
弊
。 

北
朝
佛
教
在
以
胡
人
為
主
而
立
國
環
境
下
，
由
於
彼
等
之
宗
教
及
文
化
意
識
不
高
，
因
此
雖
有
道
武
帝
之
首
倡
奉
佛
及
孝
文
帝

之
遷
都
漢
化
，
然
對
於
佛
教
的
信
卬
，
現
實
之
目
的
總
大
於
義
理
認
知
之
需
求
。
其
對
佛
教
之
推
行
，
亦
「
以
造
塔
像
，
崇
福
田
」

者
為
多
，
在
投
入
大
量
金
錢
與
人
力
之
餘
，
雖
對
佛
教
建
築
、
藝
術
之
提
昇
，
佛
教
之
平
民
化
、
普
遍
化
等
頗
有
貢
獻
，
然
而
卻
也

造
成
了
「
在
乎
好
利
，
而
墮
於
私
慾
」
、
「
名
修
出
世
之
法
，
而
未
免
於
世
間
福
利
之
相
」
的
功
利
色
彩
，
從
而
喪
失
了
佛
法
的
出

世
利
益
。
再
者
，
由
於
過
度
重
視
物
質
之
供
養
，
亦
易
使
得
僧
人
浮
濫
，
而
陷
教
團
於
墮
落
之
境
。 

辛
二
‧
廢
佛
有
無
之
原
因
比
較
︰ 

南
朝
諸
帝
交
往
多
以
義
解
僧
為
主
，
因
此
對
佛
法
皆
有
依
於
理
性
基
礎
之
信
仰
，
固
雖
間
有
儒
、
道
對
佛
法
之
論
難
（
也
僅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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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文
筆
、
口
舌
之
辯
）
，
然
於
佛
教
之
護
持
則
前
後
一
貫
，
未
因
政
治
之
目
的
或
朝
代
之
變
更
而
稍
改
。 

北
朝
諸
帝
之
交
遊
多
為
禪
匠
，
雖
重
實
修
然
於
義
理
之
疏
導
恐
較
缺
乏
，
故
諸
帝
信
仰
之
熱
情
不
免
含
有
現
實
功
利
之
考
量
。

一
俟
教
團
發
展
不
利
國
家
政
策
，
則
廢
佛
之
舉
勃
然
而
興
矣
，
兩
次
滅
佛
即
是
明
證
。
（
因
政
策
需
要
而
武
力
相
向
，
非
關
義
理
之

爭
）
。 

辛
三
‧
與
儒
、
道
二
教
的
關
係
比
較
︰ 

南
朝
佛
學
含
有
與
玄
學
合
流
且
將
之
轉
化
、
區
隔
之
色
彩
（
老
、
莊
格
義
佛
教
之
遺
續
，
亦
曹
魏
正
始
之
風
南
來
的
延
伸
）
，

北
朝
則
有
儒
術
與
佛
學
並
彰
之
特
徵
。
蓋
正
始
年
中
，
儒
術
以
合
流
於
老
、
莊
為
時
尚
，
此
風
隨
著
永
嘉
之
變
，
漢
室
之
南
遷
而
續

存
於
南
朝
。
而
北
朝
乃
胡
人
之
政
權
，
治
國
以
儒
術
之
主
流
為
正
宗
，
故
原
存
於
河
西
及
山
東
一
帶
之
漢
儒
學
術
，
乃
得
於
北
魏
漢

化
時
大
舉
復
興
（
同
時
陰
陽
、
圖
讖
之
術
亦
隨
之
而
興
）
，
及
至
北
周
武
帝
時
，
甚
至
以
漢
人
皇
帝
自
居
，
而
不
敬
被
視
為
「
夷
教

」
的
佛
教
。 

此
外
，
原
存
於
北
方
之
玄
學
，
則
因
長
期
戰
亂
義
解
難
興
而
人
才
凋
零
，
及
至
羅
什
大
師
新
佛
學
之
傳
入
後
，
玄
學
即
漸
漸
失

去
發
展
空
間
而
消
失
。
至
於
南
方
則
因
為
清
談
風
氣
的
大
盛
，
因
此
原
由
北
方
所
傳
來
之
玄
學
，
只
受
到
新
佛
學
（
由
羅
什
大
師
所

傳
）
的
刺
激
而
自
行
轉
化
，
並
未
因
此
而
失
去
其
「
義
理
研
究
」
之
特
質
。 

辛
四
‧
南
北
佛
教
的
逐
漸
融
合
︰ 

由
於
南
北
二
朝
彼
此
的
關
係
長
期
趨
於
穩
定
，
故
南
北
之
交
流
亦
隨
之
熱
絡
（
此
則
不
同
前
期
之
視
同
水
火
）
。
再
加
上
佛
法 

綜
合
性
研
究
之
風
氣
已
然
大
開
，
因
此
南
北
朝
兩
地
之
佛
法
，
雖
因
歷
史
因
素
而
仍
存
有
基
本
的
差
異
，
然
已
在
極
大
的
部
份
，
具

有
彼
此
調
和
、
融
入
的
性
格
。
此
統
一
性
格
的
形
成
，
也
正
為
即
將
出
現
的
「
天
台
宗
」
，
提
供
了
最
佳
的
成
立
環
境
，
同
時
也
為

後
來
的
隋
、
唐
佛
教
黃
金
世
代
，
貯
備
了
足
夠
的
發
展
資
糧
！ 

丁
二
‧
大
師
時
代
之
教
理
背
景
。
（
見
丙
三
‧
年
譜
）
。 

丁
三
‧
教
史
背
景
之
總
結
︰ 

丙
三
‧
智
者
大
師
生
平
略
表
｜
年
譜
｜
藉
此
以
了
解
創
立
之
經
過
。 

（
見 

 
 

頁
之
後
年
譜
開
始
） 

丙
四
‧
天
台
宗
創
立
之
歷
史
意
義

分
六 

丁
一
‧
是
佛
教
自
西
漢
末
年
傳
入
中
國
，
垂
六
百
年
來
，
（
信
史
可
考
而
言
）
第
一
次
佛
法
思
想
的
大
總
結
｜
在
此
之
前
雖
亦
有
類
似
之
工
作
，
然
而

其
涵
蓋
性
與
完
整
性
皆
嫌
不
足
（
解
行
不
相
襯
，
或
不
夠
深
廣
）
，
而
且
佛
法
之
代
表
性
與
時
代
權
威
感
亦
不
夠
。
（
天
台
一
出
如
獅
子
吼
，

萬
獸
皆
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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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二
‧
是
第
一
個
以
中
國
人
理
解
的
方
式
而
總
攝
佛
法
大
意
的
完
成
（
在
此
之
前
雖
亦
有
做
，
但
皆
未
完
成
）
！ 

丁
三
‧
替
中
國
佛
教
畫
出
了
整
體
理
解
佛
法
的
完
整
藍
圖
。
（
其
《
法
華
》
融
合
性
色
彩
，
亙
古
而
彌
新
） 

丁
四
‧
建
立
了
第
一
個
由
中
國
人
自
創
的
完
整
宗
派
。 

丁
五
‧
開
啟
了
往
後
中
國
各
宗
大
德
理
解
整
體
佛
法
，
並
建
立
完
整
判
教
體
系
的
先
河
與
契
機
，
從
而
直
接
促
發
了
唐
代
佛
法
的
大
興
。 

丁
六
‧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影
響
了
往
後
中
國
各
宗
教
派
的
建
立
，
以
及
日
、
韓
、
越
等
鄰
近
國
家
，
對
佛
法
的
理
解
。 

乙
三
‧
天
台
之
思
想
淵
源
（
亦
即
智
者
大
師
之
思
想
傳
承
）

分
四 

丙
一
‧
遠
承
初
祖
｜
龍
樹
大
士

分
三 

丁
一
‧
時
代
與
生
平
︰
西
元
一
五
○
｜
二
五
○
頃
（
約
佛
滅
七
百
年
）
，
南
印
度
摩
揭
陀
國
人
，
父
龍
蓮
、
母
孟
達
，
世
代
信
奉
婆
羅
門
教
。
梵
名 

N
agarj-una

，
音
譯
為
那
伽
閼
刺
樹
那
等
，
此
翻
龍
樹
、
龍
猛
（
《
西
域
記
》
翻
此
）
，
天
資
聰
悟
，
在
乳
哺
中
閒
誦
四
吠
陀
經
典
四
萬
偈
（
約

八
十
萬
字
）
皆
能
理
解
。
弱
冠
馳
名
，
通
達
天
文
、
地
理
、
星
緯
、
圖
讖
等
道
術
而
獨
步
諸
國
。
後
學
隱
身
術
，
因
入
宮
中
戲
女
惹
殺
近
身
，

始
悟
慾
為
苦
本
，
乃
於
二
十
一
歲
入
山
隱
居
，
投
於
摩
羅
尊
者
座
下
出
家
，
並
於
九
旬
日
中
誦
通
三
藏
。
後
入
龍
宮
修
道
成
就
，
出
化
南
天
竺

國
王
及
諸
大
臣
、
婆
羅
門
等
，
並
著
諸
論
化
世
。
後
以
小
乘
師
啟
請
故
（
非
好
心
）
，
入
三
昧
而
坐
化
，
付
法
提
婆
。
《
入
楞
伽
經
》
預
記
云

︰
「
大
慧
汝
應
知
，
善
逝
涅
槃
後
未
來
世
，
當
有
持
於
我
法
者
，
南
天
竺
國
中
大
德
比
丘
，
厥
號
為
龍
樹
，
能
破
有
、
無
宗
，
世
間
中
顯
我
無

上
大
乘
法
，
得
初
歡
喜
地
，
往
生
安
樂
國
。
」
智
者
大
師
尊
為
初
祖
。 

丁
二
‧
思
想
與
著
作

分
二 

戊
一
‧
思
想
｜
以
「
否
定
的
否
定
」
之
論
證
方
式
，
破
斥
有
宗
之
謬
見
，
建
立
以
八
不
中
道
（
不
生
、
不
滅
、
不
常
、
不
斷
、
不
一
、
不
異
、
不
來 

、
不
去
）
為
基
礎
的
大
乘
「
畢
竟
空
見
」
。 

戊
二
‧
主
要
著
作

分
四 

己
一
‧
《
大
智
度
論
》
（
或
名
《
大
論
》
、
《
智
論
》
、
《
釋
論
》
等
）
︰
百
卷
，
羅
什
法
師
略
譯
（
大
正
二
五
｜
五
七
）
，
乃
《
大
般
若
經
》

之
綜
合
釋
論
，
並
與
《
法
華
經
》
思
想
相
合
。
原
名
《
大
無
畏
論
》
，
有
十
萬
偈
三
百
二
十
萬
言
，
今
之
漢
譯
為
其
略
一
。 

己
二
‧
《
中
觀
論
》
（
或
名
《
中
論
》
）
︰
四
卷
，
羅
什
法
師
譯
（
大
正
卅
｜
一
）
有
四
四
五
偈
，
乃
原
《
大
智
度
論
》
中
之
一
品
（
見
《
輔
行

》
）
，
特
顯
大
乘
空
見
以
破
有
部
之
說
。
今
之
長
行
（
漢
譯
本
）
乃
青
目
大
士
之
釋
述
。 

己
三
‧
《
十
二
門
論
》
︰
一
卷
，
羅
什
法
師
譯
（
大
正
卅
｜
一
五
九
）
，
乃
《
中
論
》
之
綱
要
或
入
門
書
，
以
觀
因
緣
門
乃
至
觀
生
門
等
十
二
門 

，
共
廿
六
偈
以
發
揮
大
乘
空
觀
思
想
。 

己
四
‧
《
大
住
毘
婆
沙
論
》
︰
十
七
卷
，
羅
什
法
師
譯
（
大
正
廿
六
｜
廿
）
，
略
云
《
十
住
論
》
，
現
所
流
通
為
十
五
卷
、
三
十
五
品
，
乃
《
華 

嚴
經
》
十
地
品
（
此
品
古
來
甚
受
重
視
）
中
，
初
、
二
地
的
經
文
註
釋
。
尤
其
第
九
易
行
品
，
更
闡
明
持
彌
陀
名
號
求
生
極
樂
，
以
易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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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道
，
疾
速
成
就
菩
薩
「
不
退
轉
」
之
方
法
，
影
響
後
世
淨
土
宗
之
發
揚
甚
鉅
。 

丁
三
‧
佛
法
之
影
響
︰
在
大
乘
佛
法
流
行
之
初
，
即
以
般
若
經
為
主
幹
，
綜
合
諸
大
乘
經
典
，
而
建
立
非
空
非
有
，
亦
空
亦
有
之
大
乘
中
觀
正
見
，
從

而
使
大
乘
佛
法
豎
立
起
崇
高
而
不
動
搖
之
地
位
。
同
時
亦
明
確
提
出
菩
薩
道
之
實
踐
法
門
，
乃
至
提
倡
易
行
道
之
念
佛
行
等
。
成
為
日
後
各
地

區
大
乘
佛
法
正
見
的
共
同
基
礎
，
在
中
國
則
被
尊
為
「
八
宗
共
祖
」
。
天
台
二
祖
慧
文
大
師
，
即
是
閱
讀
《
大
智
度
論
》
（
卅
卷
）
中
所
引
《

大
品
般
若
經
》
一
心
三
智
之
文
，
復
依
《
智
論
》
所
示
而
修
觀
，
遂
證
三
智
於
一
心
中
得
，
無
前
無
後
，
雙
照
雙
亡
，
入
「
初
住
無
生
忍
位
」 

。
復
又
讀
《
中
論
》
至
「
四
諦
品
」
偈
云
︰
「
因
緣
所
生
法
，
我
說
即
是
空
，
亦
名
為
假
名
，
亦
名
中
道
義
，
」
乃
恍
然
大
悟
，
頓
了
諸
法
無

非
因
緣
所
生
，
而
此
因
緣
有
不
定
有
，
空
亦
不
定
空
，
空
有
不
二
名
為
中
道
。
此
乃
天
台
教
法
遠
承
龍
樹
大
士
之
明
證
，
從
此
傳
於
南
岳
慧
思

大
師
，
復
傳
智
者
大
師
，
天
台
之
教
乃
燦
然
大
備
而
廣
弘
於
世
焉
。 

丙
二
‧
鳩
摩
羅
什
大
師
（
龍
大
士
之
承
傳
者
與
弘
揚
者
）
︰ 

見
前
已
示
，
今
略
。 

丙
三
‧
立
觀
二
祖
｜
北
齊
慧
文
大
師

分
三 

丁
一
‧
時
代
與
生
平
︰
師
俗
姓
高
，
北
朝
（
東
）
魏
、
（
高
）
齊
年
間
》
五
三
四
至
五
七
七
》
之
人
（
道
化
主
要
行
於
高
齊
之
世
）
，
夙
稟
圓
乘
，
幼 

歲
入
道
，
天
真
獨
悟
，
苦
學
深
思
。
乃
至
成
年
因
閱
《
大
智
度
論
》
卷
廿
七
︰
「
（
引
）
《
大
品
般
若
經
》
云
欲
以
道
﹝
種
﹞
智
（
假
觀
所
成

）
具
足
一
切
智
（
空
觀
所
成
）
，
…
…
欲
以
一
切
智
具
足
一
切
種
智
（
中
觀
所
成
）
，
…
…
欲
以
一
切
種
智
斷
煩
惱
﹝
及
﹞
習
，
當
習
行
（
學

）
般
若
波
羅
密
。
」
又
問
曰
︰
「
一
心
中
得
一
切
智
、
﹝
道
種
智
﹞
、
一
切
種
智
，
斷
一
切
煩
惱
（
及
）
習
；
今
云
何
言
以
一
切
智
具
足
（
得

）
一
切
種
智
，
一
切
種
智
斷
煩
惱
習
？
答
曰
：
實
一
切
智
（
三
智
）
一
時
得
。
此
中
為
令
人
信
般
若
波
羅
密
故
，
次
第
差
別
說
；
欲
令
眾
生
得

清
淨
心
，
是
故
如
是
說
。
復
次
雖
一
心
中
得
，
亦
有
初
、
中
、
後
次
第
，
如
一
心
有
三
相
，
「
生
」
因
緣
「
住
」
，
「
住
」
因
緣
「
滅
」
。
…

…
以
道
（
種
）
智
具
足
（
得
）
一
切
智
，
以
一
切
智
具
足
（
得
）
一
切
種
智
，
以
一
切
種
智
斷
煩
惱
（
及
）
習
亦
如
是
。
」
師
依
此
文
以
修
心

觀
，
遂
證
得
「
一
心
三
智
」
實
相
之
理
，
即
入
圓
教
初
住
無
生
忍
位
（
分
破
無
明
，
分
證
法
身
之
六
根
清
淨
位
）
。 

又
因
讀
《
中
論
》
（
原
《
大
智
度
論
》
中
「
中
觀
」
一
品
，
今
則
獨
立
）
四
諦
品
偈
︰
「
因
緣
所
生
法
，
我
說
即
是
空
，
亦
名
為
假
名
，

亦
名
中
道
義
。
」
恍
然
大
悟
，
頓
了
諸
法
無
非
因
緣
而
生
。
而
此
因
緣
有
不
定
有
，
空
亦
非
空
，
空
有
不
二
、
不
一
，
名
為
中
道
實
相
。
所
謂

「
實
相
」
者
，
《
智
論
》
卷
十
八
云
︰
「
眾
人
各
各
說
諸
法
實
相
，
自
以
為
是
。
此
中
實
相
者
，
不
可
破
壞
，
常
住
不
異
，
無
能
作
者
。
…
…

佛
語
須
菩
提
︰
若
菩
薩
觀
一
切
法
，
非
常
非
無
常
，
非
苦
非
樂
，
非
我
非
無
我
，
非
有
非
無
等
。
亦
不
做
是
觀
，
是
名
菩
薩
行
般
若
波
羅
密
。

是
義
捨
一
切
觀
，
滅
一
切
言
語
，
離
諸
心
行
，
從
本
已
來
，
不
生
不
滅
如
涅
槃
相
。
一
切
諸
法
，
相
亦
如
是
，
是
名
諸
法
實
相
。
」 

師
之
修
觀
既
全
依
《
智
論
》
，
故
其
所
證
遠
承
龍
大
士
可
知
。
遂
於
高
齊
之
世
，
聚
徒
千
百
，
專
業
大
乘
而
獨
步
河
北
淮
南
一
帶
，
時
無

人
能
與
競
化
。
師
所
入
之
法
門
，
非
世
人
所
能
知
，
從
學
之
人
崇
仰
師
德
，
以
為
履
地
載
天
，
莫
知
高
厚
。
從
而
發
揮
出
前
所
未
有
的
大
乘
禪



 27

風
，
不
但
為
中
國
佛
教
思
想
開
啟
了
斬
新
的
一
頁
，
同
時
由
於
將
大
乘
一
心
三
觀
的
禪
修
法
門
，
口
授
給
後
來
宏
法
於
南
方
的
南
岳
慧
思
大
師

，
因
此
更
是
為
天
台
宗
的
誕
生
，
建
立
了
理
論
與
實
證
的
核
心
基
礎
！ 

丁
二
‧
思
想
與
著
作
︰
主
要
是
一
心
三
觀
、
三
智
的
理
論
實
證
，
而
祖
述
龍
大
士
之
中
道
實
相
思
想
。
一
生
未
有
著
作
傳
世
。 

丁
三
‧
佛
法
之
影
響

分
三 

︰ 
戊
一
‧
為
龍
大
士
思
想
傳
入
中
國
以
來
（
從
鳩
摩
羅
什
大
師
入
中
國
後
算
起
，
約
隔
一
百
五
十
年
）
，
經
由
實
修
而
實
證
龍
大
士
中
道
理
論
之
第
一

人
。
（
非
是
文
字
表
現
或
僅
止
於
聞
、
思
二
慧
，
更
且
表
現
於
修
慧
上
之
成
就
） 

戊
二
‧
為
大
乘
中
觀
學
派
之
禪
修
樹
立
典
範
，
使
般
若
空
慧
在
中
國
佛
教
中
，
得
以
透
過
禪
修
的
實
踐
，
而
展
現
其
不
同
於
聲
聞
教
法
之
內
涵
（
不

再
只
是
「
理
論
」
上
的
差
異
而
已
）
。 

戊
三
‧
建
立
了
天
台
宗
理
論
與
實
修
的
根
本
基
礎
，
直
接
促
成
了
後
來
天
台
宗
的
創
立
。 

丙
四
‧
圓
證
三
祖
｜
南
岳
慧
思
大
師

分
三 

丁
一
‧
時
代
與
生
平
︰
師
俗
姓
李
，
北
魏
南
豫
州
武
津
（
河
南
汝
寧
府
上
蔡
縣
東
）
人
，
魏
宣
武
帝
延
昌
四
年
（
五
一
五
，
梁
武
帝
天
監
十
四
年
）
十

一
月
十
日
出
生
於
武
津
。
幼
時
常
夢
梵
僧
勸
令
學
道
，
或
夢
與
數
友
人
同
誦
《
法
華
》
，
因
性
好
佛
法
，
遂
借
經
本
于
空
墓
中
獨
誦
。
由
於
墓

地
不
宜
久
居
，
乃
移
託
古
城
鑿
穴
棲
身
，
晝
則
乞
食
夜
不
休
寢
。
又
無
人
教
授
不
得
經
旨
，
遂
乃
對
經
流
淚
頂
禮
不
休
，
更
因
久
雨
濕
蒸
，
全

身
感
病
而
浮
腫
。
強
心
忍
耐
禮
拜
不
懈
，
忽
然
病
況
消
失
，
並
夢
到
普
賢
菩
薩
乘
六
牙
白
象
王
來
摩
頂
，
頭
頂
遂
生
肉
髻
之
相
，
智
慧
大
開
而

無
師
自
悟
，
自
然
理
解
經
意
。 

十
五
歲
（
五
二
九
，
魏
莊
帝
求
安
二
年
）
出
家
受
具
，
謝
絕
人
事
日
僅
一
食
不
受
別
請
，
專
誦
《
法
華
》
。
又
夢
僧
曰
︰
「
汝
先
受
戒
，

作
法
非
勝
，
安
能
開
發
正
道
。
」
即
見
四
十
二
僧
為
師
加
作
羯
磨
法
，
以
圓
滿
戒
體
之
授
受
。
醒
後
倍
加
精
進
用
功
。
亦
曾
夢
到
阿
彌
陀
佛
、

彌
勒
菩
薩
為
他
說
法
，
更
隨
菩
薩
與
會
龍
華
，
感
歎
非
常
而
更
為
努
力
精
進
。 

【
中
卷
終
】 

附
錄
： 

一
、
眾
制
法
十
條
（
錄
自
《
國
清
百
錄
》
卷
一
，
大
正
四
六
冊
七
九
三
下
欄
）
。 

第
一  

夫
根
性
不
同
，
或
獨
行
得
道
，
或
依
眾
解
說
。
若
依
眾
者
當
修
三
行
。
一
依
堂
坐
禪
，
二
別
場
懺
悔
，
三
知
事
僧
。
此
三
行
人
，
三
衣
六
物
道
具

具
足
，
隨
有
一
行
則
可
容
受
。
若
衣
物
有
缺
，
都
無
一
行
，
則
不
同
止
。 

第
二  

隨
堂
之
僧
，
本
以
四
時
坐
禪
、
六
時
禮
佛
，
此
為
恆
務
，
禪
禮
十
時
一
不
可
缺
。
其
別
行
僧
行
法
竟
，
三
日
外
即
應
依
眾
十
時
。
若
禮
佛
不
及
一 

時
，
罰
三
禮
對
眾
懺
。
若
全
失
一
時
，
罰
十
禮
對
眾
懺
。
若
全
失
六
時
，
罰
一
次
維
那
。
四
時
坐
禪
亦
如
是
。
除
疾
礙
，
先
白
知
事
則
不
罰
。 

第
三  

六
時
禮
佛
，
大
僧
應
被
入
眾
衣
，
衣
無
鱗
隴
若
縵
衣
悉
不
得
。
三
下
鐘
早
集
敷
座
，
執
香
爐
互
跪
。
未
唱
誦
不
得
誦
，
未
隨
意
不
散
語
話
。
叩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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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
指
頓
曳
屣
履
起
伏
參
差
，
悉
罰
十
禮
對
眾
懺
。 

第
四  

別
行
之
意
，
以
在
眾
為
緩
故
，
精
進
勤
修
四
種
三
昧
。
而
假
託
道
場
不
稱
別
行
之
意
，
檢
校
得
實
罰
一
次
維
那
。 

第
五  

其
知
事
之
僧
，
本
為
安
立
利
益
。
反
作
損
耗
割
眾
潤
己
自
任
恩
情
。
若
非
理
侵
一
毫
，
雖
是
眾
用
而
不
開
白
，
檢
校
得
實
不
同
止
。 

第
六  
其
二
時
食
者
，
若
身
無
病
、
病
不
頓
臥
、
病
已
瘥
，
皆
須
出
堂
，
不
得
請
食
入
眾
。
食
器
聽
用
鐵
瓦
薰
油
二
器
，
甌
宛
匙
箸
悉
不
得
以
骨
角
竹
木

，
瓢
漆
皮
蚌
，
悉
不
得
上
堂
。
又
不
得
觸
己
缽
、
吸
啜
等
聲
、
含
食
語
話
、
自
為
求
索
、
私
將
醬
菜
眾
中
獨
噉
，
犯
者
罰
三
禮
對
眾
懺
。 

第
七  

其
大
僧
小
戒
，
近
行
、
遠
行
、
寺
內
、
寺
外
，
悉
不
得
盜
噉
魚
肉
辛
酒
、
非
食
而
食
，
查
得
實
不
同
止
。
除
病
危
篤
瞻
病
用
醫
語
。
出
寺
外
投
治

則
不
罰
。 

第
八  

僧
名
和
合
，
柔
忍
故
合
，
義
讓
故
合
。
不
得
諍
計
高
聲
，
醜
言
動
色
。
兩
競
者
各
罰
三
十
拜
對
眾
懺
。
不
應
對
者
不
罰
。
身
手
互
相
加
者
，
不
問

輕
眾
皆
不
同
止
。
不
動
手
者
不
罰
。 

第
九  

若
犯
重
者
依
律
治
。
若
橫
相
誣
，
被
誣
者
不
罰
，
作
誣
者
不
同
止
。
若
學
未
入
眾
時
過
眾
主
不
受
，
學
眾
未
攝
故
，
彼
自
言
比
丘
入
眾
來
，
犯
重

誣
他
者
，
治
罰
如
前
。 

第
十  

依
經
立
方
，
見
病
處
藥
，
非
於
方
吐
於
藥
有
何
義
乎
。
若
上
來
九
制
聽
懺
者
，
屢
懺
無
慚
愧
心
不
能
自
新
，
此
吐
藥
之
人
，
宜
令
出
眾
，
若
能
改

革
後
亦
聽
還
。
若
犯
諸
制
捍
不
肯
懺
，
此
是
非
方
之
人
，
不
從
眾
網
則
不
同
止
。 

二
、
大
師
身
後
靈
感
數
則
︰
（
錄
自
《
天
台
九
祖
傳
》
） 

（
一
）
天
鄉
寺
沙
門
慧
延
，
昔
遊
光
宅
，
曾
沾
法
潤
，
忽
聞
遷
化
，
感
咽
無
已
。
欲
知
智
者
生
處
，
因
寫
《
法
華
經
》
以
求
冥
示
，
潛
思
屢
旬
，
忽

夢
智
者
從
觀
音
西
來
，
顧
謂
之
曰
︰
疑
心
遣
否
。 

（
二
）
邑
人
馬
紹
宗
，
刈
稻
百
束
以
供
寺
眾
，
執
役
勞
疾
心
念
求
護
，
夜
夢
智
者
趺
坐
床
上
焚
香
如
霧
，
慰
紹
宗
曰
︰
家
貧
能
施
，
何
疑
無
福
。
時

兄
及
妻
母
，
同
夕
感
夢
，
香
氣
屢
日
。 

（
三
） 

張
造
者
，
年
邁
足
蹶
，
登
龕
拜
祝
曰
︰
早
蒙
香
火
，
願
來
世
得
度
脫
。
忽
聞
龕
中
應
聲
，
及
以
彈
指
。
造
再
請
曰
︰
願
重
示
應
。
即
聞
如
初
。 

（
四
）
老
婦
俞
氏
，
年
九
十
，
患
一
腳
短
，
凡
十
八
年
，
專
往
龕
所
殷
勤
設
齋
，
即
覺
短
腳
還
伸
，
步
履
平
正
。 

（
五
）
荊
州
玉
泉
弟
子
法
偃
，
於
江
都
造
智
者
像
，
還
至
江
津
，
像
身
流
汗
，
拭
已
更
出
。
識
者
謂
師
色
身
不
異
於
此
也
。 

三
、
塔
院
寺
（
即
佛
隴
）
沿
革
大
要
︰
（
部
份
錄
自
《
智
祖
年
譜
》
｜
慧
嶽
長
老
） 

宋  

建
隆
初
年
（
九
六
○
）
吳
忠
懿
王
與
義
寂
法
師
重
建
塔
寺
。 

祥
符
元
年
（
一
○
○
八
）
敕
賜
真
覺
寺
匾
，
宏
傳
戒
法
。 

明  

隆
慶
年
間
（
一
五
六
七
｜
一
五
七
二
）
真
稔
法
師
，
重
修
佛
殿
，
大
振
宗
風
！ 

清  

光
緒
六
年
（
一
八
八
○
）
杭
州
許
靈
虛
、
貴
州
李
明
府
、
湖
南
魏
槃
仲
、
天
台
縣
長
楊
昌
珠
，
恭
請
敏
曦
法
師
等
共
募
淨
緣
整
修
塔
院
。
於
光
緒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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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年
（
一
八
八
五
）
，
開
壇
傳
戒
、
講
經
，
中
共
文
革
期
間
受
到
破
壞
，
今
（
一
九
九
七
）
則
列
為
恢
復
寺
院
之
一
。
寺
有
水
電
，
僧
人
二
、
三
人

，
俗
人
若
干
，
屬
國
寺
管
轄
，
殿
宇
陋
舊
尚
未
修
建
。
寺
前
有
心
經
塔
，
四
旁
有
灌
頂
、
荊
溪
傳
燈
等
大
師
墓
。 

說
明
︰ 

一
、
年
譜
中
佛
教
之
紀
元
，
採
用
一
九
五
四
於
緬
甸
召
開
之
「
世
界
佛
教
徒
友
誼
會
第
三
屆
大
會
，
所
通
過
之
算
法
「
南
朝
紀
元
」
，
今
年
（
一
九
九
七
）
為

佛
曆
二
五
四
一
年
。 

二
、
大
師
紀
事
部
份
，
主
要
參
考
︰
《
智
者
大
師
別
傳
輯
註
》
（
章
安
大
師
著
，
興
慈
老
法
師
重
輯
，
中
華
文
獻
出
版
）
，
《
天
台
九
祖
傳
》
（
宋
志
槃
著
，

台
南
湛
然
寺
）
，
《
智
者
大
師
年
譜
》
（
慧
嶽
老
法
師
集
，
中
華
文
獻
會
）
，
《
天
台
教
學
史
》
（
同
上
）
，
《
國
清
百
錄
》
（
大
正
四
六
冊
）
，
《
續

高
僧
傳
》
卷
十
七
（
大
正
五
十
冊
）
，
《
智
者
大
師
傳
》
（
王
仲
堯
、
佛
光
）
，
《
智
者
大
師
》
（
宮
崎
忠
尚
、
恆
沙
）
，
《
國
清
寺
誌
》
（
丁
天
魁
、

大
陸
華
東
大
學
出
版
）
，
《
天
台
山
導
遊
》
（
澳
門
人
文
出
版
社
）
，
《
浙
江
省
天
台
縣
地
名
志
》
（
中
國
天
台
縣
地
名
委
員
會
辦
公
室
編
）
。 

三
、
中
外
佛
史
及
歷
史
部
份
，
主
要
參
考
︰
《
佛
教
史
年
表
》
（
佛
光
）
，
《
佛
光
大
辭
典
》
（
佛
光
）
，
《
中
國
通
史
》
上
冊
（
林
瑞
翰
）
，
（
傅
樂
成
、

三
民
）
，
（
軼
名
）
，
《
資
治
通
鑑
》
（
柏
楊
版
、
遠
流
）
，
《
活
用
歷
史
手
冊
》
（
遠
流
）
，
《
中
國
大
事
年
表
》
（
陳
慶
麒
、
商
務
）
，
《
中
國
文

明
史
｜
魏
晉
南
北
朝
》
（
大
陸
編
、
地
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