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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從
正
覺
同
修
會
開
始
弘
法
以
來
，
各
大
山
頭
私
底
下
的
抵
制
說
法
是
：

「
正
覺
同
修
會
弘
揚
的
法
義
很
奇
怪
，
他
們
與
各
大
道
場
弘
傳
的
都
不
一
樣
。
」

暗
示
說
：
正
覺
同
修
會
的
法
義
有
問
題
。
佛
陀
在
《
羅
云
忍
辱
經
》
中
說
：「
佛

之
明
法
，
與
俗
相
背
；
俗
之
所
珍
，
道
之
所
賤
。
清
濁
異
流
，
明
愚
異
趣
；
忠

佞
相
仇
，
邪
常
嫉
正
。
」
各
大
山
頭
弘
揚
的
法
義
都
是
世
俗
人
聽
了
就
懂
的
人

天
乘
佛
法
，
也
是
世
俗
人
聽
了
都
喜
歡
的
表
相
佛
法
。
正
覺
弘
揚
的
卻
是
一
般

學
佛
人
所
不
懂
的
如
來
藏
妙
義
，
也
是
各
大
法
師
都
無
法
實
證
的
第
八
識
如
來

藏
心
—
—
離
見
聞
覺
知
而
與
俗
相
背
；
而
各
大
山
頭
大
法
師
們
所
傳
的
離
念
靈

知
及
放
下
一
切
煩
惱
時
的
覺
知
心
境
界
，
都
是
能
在
六
塵
中
生
起
喜
厭
之
情
而

成
為
「
俗
之
所
珍
」
的
境
界
，
卻
是
正
覺
諸
實
證
者
所
超
越
而
離
棄
的
常
見
外

道
意
識
境
界
，
成
為
「
道
之
所
賤
」。
正
覺
的
法
道
與
實
證
境
界
與
各
大
山
頭

都
不
同
，
卻
完
全
符
合
佛
陀
在
經
教
中
的
聖
言
量
；
但
各
大
山
頭
弘
揚
的
法
義

完
全
不
符
聖
言
量
，
當
然
會
與
正
覺
完
全
不
同
。
由
此
緣
故
，
正
覺
永
遠
無
法

避
免
被
他
們
私
底
下
誹
謗
與
抵
制
，
因
為
正
覺
的
法
義
「
與
俗
相
背
」
而
非
「
俗

之
所
珍
」，
正
是
道
之
所
珍
而
難
免
「
忠
佞
相
仇
」，
在
「
邪
常
嫉
正
」
的
情
況

下
，
不
被
落
入
「
俗
之
所
珍
」
的
大
法
師
們
口
頭
誹
謗
為
外
道
，
才
真
是
怪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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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
宗
自
從
天
竺
流
傳
下
來
時
，
本
來
就
是
實
證
「
天
上
天
下
唯
我
獨

尊
」
的
第
八
識
如
來
藏
，
傳
入
中
國
以
後
仍
然
如
此
、
法
同
一
味
，
都
是

實
證
經
中
所
說
的
「
法
離
見
聞
覺
知
」
的
如
來
藏
，
即
是
經
中
所
說
「
無

覺
觀
者
名
為
心
性
」
的
第
八
識
如
來
藏
，
一
向
不
以
離
念
或
有
念
的
靈
知

心
作
為
修
證
之
標
的
。
正
覺
同
修
會
的
實
證
即
是
第
八
識
如
來
藏
，
正
是

中
國
禪
宗
古
今
實
證
者
之
所
證
；
千
年
前
提
倡
默
照
禪
的
有
名
祖
師
天
童

宏
智
正
覺
禪
師
，
同
代
弘
揚
看
話
禪
而
享
有
盛
譽
的
大
慧
宗
杲
禪
師
，
也

都
明
說
禪
宗
的
所
悟
即
是
第
八
識
如
來
藏
。
如
今
各
大
道
場
異
口
同
聲

說
：「
蕭
平
實
所
弘
揚
的
明
心
是
證
如
來
藏
，
與
我
們
各
大
道
場
所
證
的

『
離
念
靈
知
、
放
下
一
切
煩
惱
的
覺
知
心
』
都
不
一
樣
。
」
這
已
顯
示
各

大
山
頭
所
弘
揚
的
實
證
內
容
都
是
意
識
，
而
不
是
天
童
宏
智
正
覺
與
徑
山

大
慧
宗
杲
所
悟
的
如
來
藏
。
有
智
之
人
由
此
即
可
了
知
各
大
道
場
的
所
悟

同
樣
都
落
入
意
識
中
，
與
常
見
外
道
的
落
處
並
無
不
同
，
差
異
之
處
只
是

常
見
外
道
們
不
用
佛
法
名
相
來
弘
揚
，
而
各
大
道
場
都
用
佛
法
名
相
，
來

弘
揚
與
常
見
外
道
們
一
樣
的
意
識
心
境
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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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子
之
省
思

末
學
自
民
國
八
十
年
起
，
與
大
眾
共
修
以
來
已
經
七
年
，
從
未

預
期
今
日
之
局
面
。
先
前
只
因
證
實
佛
說
眼
見
佛
性
一
事
，
願
將
個

人
之
所
證
提
供
大
眾
參
考
，
同
得
眼
見
佛
性
。
大
眾
若
得
見
性
，
吾

願
已
達
，
便
擬
引
退
潛
修
。
不
料
佛
子
聞
風
而
來
，
漸
聚
漸
眾
，
使

我
無
法
罷
休
，
乃
至
今
日
有
十
處
道
場
共
修
無
相
念
佛
法
門
，
實
非

末
學
本
意
。

前
年
復
有
幾
位
同
修
，
因
信
受
月
溪
「
法
師
」
之
邪
法
，
以
知

見
不
足
及
喜
樂
追
求
定
中
境
界
入
出
之
有
所
得
法
，
定
慧
不
分
，
不

能
忍
於
如
來
藏
之
本
來
無
生
，
退
回
凡
夫
境
界
，
轉
而
執
取
能
見
聞

覺
知
之
心
為
真
，
棄
我
所
示
如
來
藏
猶
若
敝
屣
。
不
能
辨
別
佛
性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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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
與
七
轉
識
妄
覺
之
分
際
，
不
能
了
知
離
見
聞
覺
知
之
如
來
藏
與
不

離
見
聞
覺
知
之
佛
性
之
分
際
。
猶
如
凡
夫
不
解
心
與
心
所
有
法
之
分

際
，
便
於
同
修
之
間
以
月
溪
法
師
之
邪
法
否
定
如
來
藏
正
法
，
破
壞

大
乘
宗
門
正
法
，
幾
使
吾
人
所
傳
正
法
根
本
發
生
動
搖
。
末
學
因
情

勢
所
逼
，
乃
說
《
護
法
集
》
，
藉
摧
邪
說
，
而
顯
正
法
。

《
護
法
集
》
出
已
，
復
由
眾
同
修
齊
心
合
力
，
分
寄
諸
方
寺
院

精
舍
道
場
共
三
千
餘
冊
，
唯
有
十
餘
冊
因
拒
收
而
退
回
。
距
今
不
過

半
年
，
月
溪
之
邪
法
泰
半
弭
平
，
邀
約
論
辯
之
大
德
極
少
，
反
蒙
教

界
前
輩
諸
多
嘉
勉
。
如
今
唯
餘
極
少
數
無
智
之
人
仍
信
月
溪
，
不
信

佛
所
說
經
；
然
因
其
數
甚
少
，
亦
無
力
反
駁
我
所
引
述
佛
說
諸
經
，

已
不
能
危
害
大
乘
宗
門
正
法
之
弘
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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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顧
去
年
，
宋○

力
、○

天
、○

海
等
事
件
尚
未
爆
發
前
，
月

溪
邪
法
盛
極
一
時
，
台
灣
由
北
至
南
，
有
許
多
大
居
士
、
大
法
師
互

通
聲
息
，
互
相
串
連
，
共
同
弘
揚
月
溪
之
法
。
今
日
因
《
護
法
集
》

光
明
所
照
，
幾
已
銷
聲
匿
跡
，
少
有
敢
再
公
開
弘
揚
月
溪
之
邪
法

者
，
乃
至
避
之
唯
恐
不
及
。
則
大
乘
宗
門
正
法
之
永
續
流
傳
，
不
再

如
一
髮
危
秋
，
佛
日
增
輝
已
可
預
期
。
凡
此
皆
我
眾
同
修
善
根
圓

滿
、
信
根
具
足
，
乃
能
鼎
力
護
持
，
使
《
護
法
集
》
得
以
出
版
流
通

所
致
，
則
我
諸
同
修
護
持
大
乘
宗
門
正
法
功
德
無
量
無
邊
，
必
成
未

來
世
速
成
佛
道
之
正
因
也
。
末
學
謹
在
此
恭
賀
大
眾
，
並
虔
誠
一
心

隨
喜
諸
位
之
廣
大
功
德
。

返
觀
佛
教
界
近
幾
年
來
之
怪
象
：
譬
如
宋○

力
、○

天
、○

海
、

○

極
門
…
…
等
事
件
，
在
在
莫
不
顯
示
佛
法
之
被
誤
解
、
眾
生
之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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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
導
，
大
乘
宗
門
正
法
之
根
本
幾
至
動
搖
。
凡
此
皆
種
因
於
臨
濟
宗

門
正
法
之
懸
絕
，
只
餘
法
脈
形
式
之
傳
承
所
致
。
是
故
台
灣
蕞
爾
一

島
，
於
東
西
南
北
中
，
各
有
大
法
師
大
居
士
雄
據
一
方
，
自
以
為
悟

而
傳
授
心
地
法
門
，
乃
至
有
以
教
授
氣
功
為
生
者
亦
自
以
為
悟
，
亦

教
人
明
心
見
性
法
門
。
若
不
及
早
摧
邪
顯
正
，
將
來
台
灣
可
能
連
道

教
、
一
貫
道
、
勘
與
者
、
乃
至
相
命
卜
卦
者
都
會
自
以
為
悟
，
而
接

踵
效
法
傳
布
自
以
為
是
的
明
心
見
性
法
門
。 

台
灣
近
十
年
來
之
所
以
會
有
許
多
自
以
為
悟
之
大
居
士
大
法

師
，
各
據
一
方
而
傳
互
不
相
同
之
「
明
心
見
性
」
法
門
者
，
早
期
佛

教
界
老
前
輩
實
應
負
重
大
責
任
。
蓋
因
彼
等
或
以
見
聞
覺
知
心
為
真

實
心
、
或
以
無
妄
想
之
心
為
真
實
心
，
或
以
明
覺
心
為
真
實
心
、
或

以
坐
至
內
外
統
一
虛
空
粉
碎
為
開
悟
、
或
以
坐
入
未
到
地
定
中
無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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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
覺
知
之
境
界
入
出
法
說
為
能
所
雙
亡
之
悟
…
…
。
凡
此
皆
是
誤
導

眾
生
以
定
為
禪
，
皆
非
般
若
、
非
祖
師
禪
，
是
故○

天
等
附
佛
法
外

道
，
由
打
坐
修
定
至
無
妄
想
時
，
便
以
靈
明
寂
照
之
心
為
真
如
，
便

自
以
為
悟
。
又
因
被
月
溪
誤
導
，
及
誤
會
六
祖
壇
經
「
一
悟
即
至
佛

地
」
之
方
便
說
，
便
自
認
已
成
佛
，
竟
敢
鑄
造
銅
像
，
供
人
膜
拜
供

養
；
眾
生
愚
痴
，
奉
為
真
佛
，
令
人
悲
憫
。 

亦
有
大
法
師
大
居
士
以
聲
聞
法
，
教
人
觀
緣
起
性
空
，
若
得
現

觀
緣
起
空
，
便
以
為
證
得
大
乘
法
之
空
性
，
如
此
謂
為
祖
師
禪
、
大

乘
禪
。
不
知
猶
未
證
得
如
來
藏
空
性
，
設
或
得
悟
，
亦
不
過
如
朗
波

田
、
瑪
哈
西
之
聲
聞
禪
而
已
，
猶
未
明
大
乘
禪
、
祖
師
禪
也
。 

更
有
甚
者
，
竟
有
佛
學
泰
斗
之
法
師
，
附
和
外
國
一
神
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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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隨
同
批
判
如
來
藏
思
想
，
暗
示
「
如
來
藏
思
想
非
佛
說
」
遂
有

某
些
崇
尚
聲
聞
法
之
法
師
及
居
士
，
盲
從
附
和
廣
說
，
研
喪
佛
法
大

樹
之
根
本
，
自
壞
法
城
，
乃
愚
癡
中
最
。
以
此
可
知
：
我
諸
同
修
為

護
大
乘
宗
門
正
法
之
所
應
為
者
，
尚
有
許
多
可
供
著
力
之
處
。
乃
與

諸
同
修
發
起
成
立
「
社
團
法
人
台
北
市
佛
教
正
覺
同
修
會
」
，
凝
聚

力
量
，
共
同
護
持
弘
揚
大
乘
宗
門
正
法
，
期
能
久
遠
。 

末
學
亦
藉
此
成
立
大
會
機
緣
，
表
達
個
人
對
於
諸
位
同
修
熱
心

護
法
之
敬
意
。
憶
昔
籌
備
《
護
法
集
》
出
版
事
宜
時
，
面
對
月
溪
邪

法
弘
傳
者
之
龐
大
潮
流
，
部
份
同
修
顧
慮
：
欲
以
我
等
微
弱
之
力
量

獨
自
與
之
抗
衡
，
無
異
以
卵
擊
石
。
建
議
末
學
，
三
思
而
後
行
。
末

學
三
思
之
後
，
認
為
「
為
護
宗
門
正
法
，
不
論
可
不
可
行
，
皆
應
勉

力
而
為
。
」
乃
堅
持
予
以
出
版
流
通
。
所
幸
我
諸
同
修
皆
能
體
認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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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大
乘
宗
門
正
法
之
重
要
性
而
鼎
力
支
持
，
復
因
教
界
許
多
前
輩
之

聰
明
睿
智
及
廣
大
佛
子
們
之
理
智
探
討
，
以
及
佛
菩
薩
之
威
神
示
現

護
持
，
乃
使
正
法
得
以
顯
揚
，
邪
法
銷
聲
匿
跡
。
末
學
在
此
重
申
無

上
之
敬
意
，
再
次
感
謝
諸
位
同
修
出
錢
出
力
、
感
謝
教
界
諸
多
前
輩

支
持
、
感
謝
無
數
有
智
佛
子
之
拋
棄
成
見
、
理
智
探
討
。 

然
近
年
來
亦
有
良
好
跡
象
出
現
，
首
先
是
「
現
代
禪
」
李
元
松

老
師
宣
佈
今
年
將
繼
續
以
往
二
年
多
之
閉
關
潛
修
，
不
對
外
接
引
新

進
人
員
，
以
免
道
業
「
根
本
不
立
，
急
切
弘
法
」
之
弊
。
此
實
台
灣

佛
教
各
道
場
皆
應
斟
酌
參
考
效
法
者
。 

近
日
復
見
傳
播
媒
體
報
導
，
謂
佛
光
山
已
開
始
封
山
潛
修
，
暫

停
廣
泛
接
引
信
眾
，
足
見
星
雲
大
師
之
睿
智
，
令
人
敬
佩
。
目
前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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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一
切
自
認
悟
得
心
地
法
門
者
，
實
應
以
諸
了
義
經
自
求
印
證
。
若

未
能
與
拙
著
《
護
法
集
》
所
引
述
諸
了
義
經
完
全
相
符
印
證
，
即
非

真
悟
，
若
因
此
為
人
開
示
、
主
持
禪
七
及
印
證
者
，
則
徒
眾
越
多
，

罪
業
越
大
，
將
來
身
壞
命
終
，
必
難
逃
三
塗
果
報
。 

近
年
有
某
大
師
持
戒
精
嚴
、
有
大
神
通
而
名
聞
中
外
。
然
因
開

示
第
一
義
佛
法
諸
多
錯
誤
（
例
如
：
一
萬
隻
螞
蟻
的
真
如
合
起
來
才
能
成
為

一
個
人
的
真
如
…
…
等
）
，
雖
然
持
戒
精
嚴
，
有
大
神
通
，
亦
不
否
定
及

抵
制
大
乘
宗
門
正
法
，
然
身
壞
命
終
後
仍
不
免
落
入
鬼
神
道
，
何
況

否
定
及
抵
制
大
乘
宗
門
正
法
者
而
不
入
地
獄
？
諸
方
老
宿
新
秀
，
凡

為
大
眾
開
示
第
一
義
宗
門
正
法
及
為
人
主
持
禪
七
、
印
證
開
悟
者
，

皆
應
以
彼
大
師
捨
報
前
及
捨
報
後
之
現
象
為
鑑
，
敬
慎
戒
懼
，
庶
免

步
其
後
塵
，
淪
落
鬼
神
道
。
尤
其
不
可
抵
制
大
乘
宗
門
正
法
，
以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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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壞
命
終
後
下
墮
地
獄
。
再
得
人
身
，
已
是
百
劫
之
後
，
何
其
苦
痛
？ 

值
此
南
北
二
大
教
團
以
其
睿
智
而
封
山
潛
修
之
際
，
仍
有
許
多

未
悟
言
悟
之
師
落
入
大
妄
語
業
中
而
不
自
知
，
仍
繼
續
以
錯
誤
知
見

為
人
傳
授
及
印
證
，
復
陷
廣
大
徒
眾
於
大
妄
語
業
中
，
將
來
捨
報
時

如
何
免
得
地
獄
業
？
因
此
吾
人
為
眾
生
計
，
乃
提
三
點
建
議
： 

一
、
我
諸
同
修
應
以
同
修
會
為
中
心
，
聯
合
正
信
之
教
團
，
分
工
合

作
，
努
力
將
第
一
義
佛
法
之
正
確
知
見
廣
泛
傳
播
，
以
導
正
教

內
普
遍
存
在
、
似
是
而
非
之
錯
誤
知
見
。
則
須
仰
賴
諸
位
同
修

之
發
心
出
力
，
將
《
護
法
集
》
普
遍
流
通
於
全
台
灣
、
乃
至
全

世
界
有
佛
子
活
動
之
地
區
，
則
佛
子
們
之
第
一
義
知
見
便
可
漸

次
導
正
，
不
落
大
妄
語
業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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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弘
傳
推
廣
大
乘
宗
門
正
法
之
餘
，
大
眾
亦
應
歷
緣
對
境
之
中
努

力
消
除
性
障
，
除
斷
修
所
斷
惑
；
並
應
深
修
二
乘
共
道
之
禪

定
、
背
捨
，
邁
向
俱
解
脫
。
亦
應
於
破
初
參
頓
悟
後
求
重
關
眼

見
佛
性
。
眼
見
佛
性
後
，
切
勿
以
悟
得
如
來
藏
之
體
用
總
相
為

足
，
應
效
法
大
慧
菩
薩
而
入
漸
悟
菩
薩
位
，
深
入
證
驗
如
來
藏

之
體
用
別
相
，
藉
以
啟
發
增
益
一
切
種
智
，
則
能
破
牢
關
而
漸

斷
塵
沙
惑
，
未
來
世
中
方
能
速
成
佛
道
。
此
則
必
須
親
隨
宗
教

俱
通
之
善
知
識
學
習
一
切
種
智
—
—
成
唯
識
論
及
諸
如
來
藏

系
經
典
。
莫
因
破
參
頓
悟
如
來
藏
之
總
相
，
便
得
少
為
足
而
排

斥
悟
後
起
修
；
否
則
即
成
小
根
小
器
，
非
菩
薩
種
性
。 

三
、
正
覺
同
修
會
既
已
成
立
，
末
學
將
退
居
幕
後
，
不
任
理
事
長
。

嗣
後
本
會
會
務
及
財
務
運
作
，
皆
依
理
事
長
及
理
事
會
選
派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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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員
，
依
制
度
公
開
化
、
透
明
化
而
運
作
。
個
人
將
專
心
講
經

說
法
，
並
思
考
弘
法
之
內
容
與
次
第
。
理
事
長
一
職
應
另
推
舉

「
有
心
、
有
閑
、
有
德
、
有
能
」
之
同
修
輪
流
出
任
、
統
理
本

會
會
務
、
推
廣
弘
法
業
務
。
希
望
眾
同
修
鼎
力
護
持
本
會
，
大

眾
不
存
私
心
，
不
堅
持
己
見
，
凡
事
為
本
會
會
務
及
弘
法
業
務

之
順
利
推
展
與
大
乘
宗
門
正
法
久
住
而
設
想
，
期
能
藉
本
會
之

久
住
世
間
與
會
務
推
展
，
漸
使
佛
教
界
弊
絕
風
清
，
附
佛
法
外

道
銷
聲
匿
跡
、
大
乘
宗
門
正
法
綿
延
不
絕
。    

謹
此 

祝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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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覺
會
務
業
務
永
續
發
展
正
法
久
住 

正
見
佛
子
宿
業
性
障
皆
除
早
得
盡
智 菩

薩
戒
子  

蕭
平
實  

再
拜
重
託 

一
九
九
七
年
六
月
七
日
講
於
台
北
市
佛
教
正
覺
同
修
會
成
立
大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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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假
開
悟
之
簡
易
辨
正
法

一
、
請
回
答
下
列
四
個
問
題
：

（
一
）
您
所
悟
之
心
是
常
？
或
無
常
？
答
：

（
二
）
您
所
悟
之
心
是
有
變
易
？
或
無
變
易
？
答
：

（
三
）
您
所
悟
之
心
是
有
作
用
？
或
無
作
用
？
答
：

（
四
）
您
所
悟
之
心
是
下
列
諸
心
中
哪
一
心
？
１
、
一
念
不
生
寂

而
常
照
之
靈
知
心
。
２
、
無
思
惟
之
靈
知
心
。
３
、
清
清

楚
楚
明
明
白
白
能
作
主
之
心
。
４
、
無
分
別
之
明
覺
心
。

５
、
專
心
課
誦
、
專
心
做
事
的
心
。
６
、
遍
滿
虛
空
無
見

聞
覺
知
的
心
。
７
、
遍
滿
虛
空
而
能
覺
知
的
心
。
８
、
打

坐
進
入
定
中
能
知
能
見
之
心
。
９
、
打
坐
入
定
時
不
聞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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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
不
見
外
境
之
靈
知
心
。
１
０
、
打
坐
入
定
後
無
見
聞

覺
知
之
心
。
１
１
、
証
得
神
足
通
，
能
離
開
色
身
飛
來
飛

去
的
心
。
１
２
、
神
通
之
心
。
１
３
、
十
方
唯
一
虛
空
，

是
吾
人
共
有
之
真
心
，
是
常
，
祂
有
殊
勝
之
體
性
及
能

量
，
能
生
吾
人
之
知
覺
心
等
變
易
作
用
。
１
４
、
無
相
念

佛
之
心
。
１
５
、
能
看
見
話
的
前
頭
的
心
。
（
以
上
諸
心
皆

常
見
外
道
之
常
，
其
實
非
常
。
）

１
６
、
沒
有
如
來
藏
真
如
，

一
切
皆
空
，
一
切
法
緣
起
緣
滅
，
無
佛
無
法
無
僧
，
亦
無

解
脫
。
（
此
乃
斷
見
，
依
常
見
之
心
而
有
。
） 

二
、
辨
正
： 

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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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悟之心（例：無分別之明覺心） 

非
常
：
無
分
別
之
明
覺
心
或
無
思
惟
之
寂
照
心
等
，
乃
常
見
外
道

之
常
，
非
真
常
。
於
五
位
中
、
間
斷
故
非
常
（
昏
迷
時
、
睡

而
無
夢
時
、
入
無
想
定
時
、
滅
受
想
定
時
、
死
亡
時
皆
斷
滅
）
。
入
無

餘
依
涅
槃
時
亦
滅
。
心
若
明
覺
則
必
有
知
，
知
即
是
分
別
，

分
別
心
必
是
變
易
心
，
此
心
非
常
。
同
於
常
見
外
道
之
常
。 

常 

若
無
變
易 

應
無
作
用
：
此
心
無
變
易
故
無
作
用
。
若
無

作
用
，
應
如
頑
空
土
石
，
無
覺

無
知
，
即
非
有
情
之
真
心
。
真

心
應
有
作
用
，
方
是
有
情
之

心
。 

若
有
作
用
：
若
有
作
用
則
非
無
變
易
，
則
是

非
常
。
有
作
用
、
有
變
易
、
則

必
有
知
覺
，
知
與
覺
皆
是
有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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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有
變
易 

別
之
心
，
則
是
非
常
，
非
真
心

也
。 

應
有
作
用
：
無
分
別
之
明
覺
心
若
以
虛
空
之

能
量
勝
性
為
本
源
者
，
則
虛
空

應
有
變
易
，
有
變
易
則
是
非

常
，
非
真
心
也
。 

若
無
作
用
：
無
分
別
之
明
覺
心
若
無
作
用
，

則
非
有
變
易
，
是
常
。
若
常
無

變
易
，
則
一
切
有
情
應
如
肉
攤

上
之
段
肉
或
死
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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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二
： 

        

所悟之心（例：定中能知能見之心） 

常 非
常
：
如
例
一
所
示
，
不
重
述
。
第
四
問
所
說
諸
心
皆
常
見
外
道

之
常
，
實
非
常
。 

應
無
變
易
：
無
變
易
故
，
應
定
中
無
知
，
則

非
定
中
能
知
之
心
。
若
落
於
虛

空
，
應
如
頑
空
土
石
，
無
覺
無

知
，
非
有
情
真
心
，
悟
之
何

用
？ 

若
無
作
用 

若
有
變
易
：
則
非
無
作
用
，
是
故
能
知
。
知

即
分
別
，
分
別
心
應
是
無
常
，

乃
生
滅
之
法
，
以
此
為
真
心

者
，
悟
之
何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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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有
作
用 

應
有
變
易
︰
有
作
用
、
有
變
易
，
故
定
中
能

知
，
則
是
分
別
心
。
故
定
外
吾

人
能
知
吃
飯
說
法
。
既
有
知
，

即
落
變
易
，
則
是
非
常
，
是
生

滅
法
，
非
真
心
中
道
也
。 

若
無
變
易
︰
定
中
能
知
之
心
既
無
變
易
，
則

不
應
有
作
用
，
方
是
常
。
無
作

用
則
不
知
，
不
知
則
非
定
中
能

知
之
心
。
若
此
心
常
而
不
變

易
，
則
成
佛
前
後
相
同
，
不
必

學
佛
修
道
便
已
是
究
竟
佛
，
便

不
須
拜
師
學
禪
及
修
道
，
不
須

參
禪
開
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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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唯
如
來
藏
（
阿
賴
耶
、
菴
摩
羅
識
）

異
熟
性
故
，
其
體
永
不

壞
滅
而
內
容
有
變
易
、
有
作
用
，
故
成
佛
時
能
變
為
真
如
，
故

非
常
非
斷
。
如
來
藏
於
五
位
中
及
無
餘
依
涅
槃
中
皆
自
在
，
故

非
無
常
。
不
生
滅
之
主
體
識
中
、
有
諸
異
熟
及
等
流
種
子
流
注

變
易
，
故
非
是
常
，
故
有
作
用
。
唯
如
來
藏
非
有
變
易
（
主
體
自

在
、
不
生
滅
、
不
增
減
故
）
，
非
無
變
易
（
內
有
異
熟
果
種
及
修
道
清
淨

法
種
流
注
變
易
故
）
。
非
有
作
用
（
離
六
塵
見
聞
覺
知
而
於
五
位
中
寂
照

不
滅
任
運
隨
緣
而
不
動
故
，
醒
時
亦
同
故
）
，
非
無
作
用
（
若
無
作
用
，

一
切
有
情
頓
成
死
屍
）
。
故
唯
如
來
藏
非
常
非
無
常
，
非
有
變
易
非

無
變
易
，
非
有
作
用
非
無
作
用
，
名
為
中
道
實
相
，
餘
者
皆
非
。

若
以
一
念
不
生
、
無
思
惟
時
、
寂
照
之
靈
知
心
…
…
等
，
錯
認

為
如
來
藏
或
真
如
時
，
則
與
外
道
及
民
間
信
仰
之
常
見
論
者
無

異
，
非
佛
法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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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道
：
汝
之
如
來
藏
何
在
？ 

四
、
證
悟
者
非
以
打
坐
進
入
某
境
界
為
悟
，
非
以
見
某
形
相
、
見
某

定
境
定
相
為
悟
。
悟
如
來
藏
者
乃
無
境
界
法
、
無
入
出
法
，
乃

無
所
得
法
，
唯
是
一
念
相
應
而
證
知
如
來
藏
本
體
，
智
慧
因
之

現
起
耳
。
真
悟
者
以
一
念
相
應
慧
，
而
隨
時
隨
地
皆
能
體
驗
如

來
藏
之
運
作
，
極
為
具
體
，
絕
非
虛
無
縹
緲
之
想
像
。
證
如
來

藏
者
若
是
有
形
像
法
、
有
境
界
法
、
有
定
境
法
，
皆
是
因
緣
假

合
所
成
，
故
有
所
得
；
若
有
所
得
即
是
變
易
，
不
久
必
壞
，
於

五
位
中
不
能
持
續
不
斷
，
不
能
自
在
。
有
他
心
通
者
若
無
證
悟

之
一
念
相
應
慧
，
亦
不
知
悟
者
所
悟
之
內
涵
；
有
天
眼
通
者
若

無
重
關
之
一
念
相
應
慧
，
亦
不
能
以
其
天
眼
而
見
佛
性
。
佛
性

無
形
無
相
，
然
能
以
父
母
所
生
眼
而
親
見
，
非
無
定
力
者
以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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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參
之
智
慧
想
像
所
能
見
；
故
禪
非
禪
定
，
乃
般
若
耳
，
唯
一

念
相
應
耳
。 

《
須
摩
提
長
者
經
》：
佛
云
︰
「
…
…
我
爾
時
伸
手
按
地
，

魔
眾
眷
屬
即
便
破
散
，
我
以
所
知
所
得
所
覺
之
法
，
當
現
證

驗
，
應
得
成
道
。
爾
時
即
集
無
量
功
德
智
慧
，
以
一
念
相
應

慧
得
成
阿
褥
多
羅
三
藐
三
菩
提
而
轉
法
輪
，
自
得
成
就
，
亦

復
成
就
一
切
眾
生
。
」 

菩
薩
藏
經
：「
爾
時
佛
告
舍
利
弗
…
…

以
此
善
根
、
願
一
切
眾
生
得
阿
褥
多
羅
三
藐
三
菩
提
、
得
一

切
智
。
如
先
釋
迦
牟
尼
佛
坐
菩
提
樹
下
，
住
不
可
思
議
無
垢

定
，
降
伏
惡
魔
，
所
有
諸
法
可
知
可
見
可
覺
。
於
夜
後
分
、

明
星
出
時
，
以
一
念
相
應
慧
，
行
滅
苦
道
，
得
證
醍
醐
。
」

《
大
寶
積
經
》
卷
一
一
一
，
佛
云
︰
「
生
死
無
邊
際
，
常
住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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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際
，
一
念
慧
相
應
，
生
死
無
疲
倦
。
」 

故
知
禪
乃
般
若
，
一
念
相
應
而
得
悟
。
不
可
將
禪
定
有
境

界
法
、
有
入
出
法
、
有
所
得
法
，
說
之
為
禪
。
如
來
藏
無
形
無

相
，
然
真
實
可
證
，
悟
前
即
與
妄
心
同
在
，
非
因
悟
而
從
無
變

有
，
非
因
修
定
除
煩
惱
而
將
了
了
常
知
、
明
覺
寂
照
之
七
轉
識

妄
心
變
為
如
來
藏
。
如
來
藏
不
落
境
界
中
，
於
六
塵
中
隨
緣
而

應
，
然
不
會
六
塵
六
入
。
祂
與
七
轉
識
妄
心
和
合
似
一
，
行
相

極
細
故
難
悟
知
。 

且
道
：
汝
本
有
之
如
來
藏
何
在
？ 

五
、
應
明
五
時
三
教
：
佛
於
菩
提
樹
下
、
吉
祥
草
上
成
佛
後
，
七
日

中
不
動
不
語
時
，
其
莊
嚴
報
身
於
天
法
界
說
華
嚴
經
，
此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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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也
。
七
日
後
以
應
化
身
遊
行
人
間
，
覓
憍
陳
如
五
人
，
於
鹿

野
苑
說
聲
聞
法
，
建
立
僧
團
，
此
第
二
時
第
一
教
也
。
後
說
大

乘
般
若
空
，
以
如
來
藏
空
性
中
道
義
而
說
蘊
處
界
等
一
切
法

空
、
遣
聲
聞
教
之
執
著
「
我
空
法
有
」，
此
第
三
時
第
二
教
也
。

由
此
能
興
論
主
諍
，
故
說
唯
識
經
典
：
如
來
藏
經
、
楞
伽
經
、

無
上
依
經
、
同
性
經
、
不
增
不
減
經
、
顯
識
經
、
大
般
涅
槃

經
…
…
等
如
來
藏
系
經
典
。
則
聲
聞
緣
覺
法
與
大
乘
般
若
空
性

之
爭
執
化
為
烏
有
，
融
合
圓
滿
，
此
第
四
時
第
三
教
—
—
如
來

藏
唯
識
教
也
。
佛
滅
前
，
為
示
華
嚴
法
界
真
實
，
故
說
法
華
，

而
三
教
圓
滿
，
此
第
五
時
也
。
阿
含
中
之
二
乘
法
乃
第
二
時
第

一
教
，
然
已
隱
含
大
乘
法
教
於
其
中
，
今
人
不
明
，
妄
以
如
來

藏
非
真
，
妄
以
唯
識
為
假
想
觀
，
非
悟
者
也
。
唯
識
如
來
藏
經

典
既
是
最
後
說
，
應
是
最
究
竟
法
。
乃
竟
以
先
說
之
方
便
化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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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而
非
議
後
說
之
究
竟
法
，
寧
有
斯
理
？
譬
如
世
間
法
律
，
後

立
之
法
優
於
先
立
之
法
，
母
法
優
於
子
法
。
佛
法
亦
如
是
，
後

說
之
法
究
竟
於
先
說
之
法
，
唯
識
如
來
藏
系
經
典
諸
法
是
母
，

是
根
本
；
除
去
母
法
，
則
餘
般
若
法
空
及
二
乘
我
空
等
法
，
皆

無
所
附
麗
，
同
於
外
道
斷
滅
論
者
。
故
不
應
因
自
身
未
能
證
得

如
來
藏
，
便
學
一
神
教
學
者
之
思
想
，
否
定 

佛
晚
期
及
於
諸

天
所
說
諸
如
來
藏
系
唯
識
經
典
。
若
予
否
定
，
佛
教
正
法
不
久

即
滅
，
淪
為
哲
學
或
日
本
道
元
禪
學
流
類
。
則
月
光
菩
薩
尚
未

出
世
，
佛
法
已
先
滅
盡
矣
！
吾
人
因
此
獲
罪
，
為
大
為
小
？
未

來
無
量
生
中
果
報
慘
痛
無
量
無
邊
，
能
思
之
乎
？
敢
思
之
乎
？

而
如
來
藏
真
實
有
，
吾
不
引
述
如
來
藏
系
經
典
，
亦
能
以
三
十

種
理
由
，
不
洩
露
密
意
而
證
實
有
如
來
藏
，
未
證
及
錯
悟
之
人

所
不
能
知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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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
以
本
文
上
陳
諸
方
知
識
，
伏
請
鑒
察
，
莫
再
批
判
如
來
藏
思

想
，
停
止
否
定
大
乘
經
典
，
中
止
錯
誤
之
印
證
，
則
佛
教
幸
甚
！
佛

子
幸
甚
！ 

末
學
蕭
平
實
謹
製
（
一
九
九
七
年
三
月
四
日
增
補
） 

註
：
此
一
小
書
乃
預
定
於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出
版
之
《
真
實

如
來
藏
》
書
中
之
錄
，
為
護
大
乘
宗
門
正
法
故
，
先
予
印
行
流
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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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刷
起
增
列
《
佛
教
之
危
機
》
序

佛
教
之
最
大
危
機
，
亦
即
是
佛
教
之
永
遠
危
機
，
即
是
全
面
藏

密
化
；
全
面
藏
密
化
之
事
實
，
在
兩
方
面
顯
示
無
遺
：

一
者
：
印
順
、
昭
慧
、
傳
道
法
師
…
等
人
，
一
生
努
力
弘
揚
西

藏
密
宗
黃
教
之
應
成
派
中
觀
邪
見
，
令
佛
教
原
本
非
斷
非
常
、
不
生

不
滅
之
中
觀
境
界
，
墮
於
藏
密
應
成
派
中
觀
之
無
因
論
中
，
成
為
「
斷

滅
見
」
本
質
之
外
道
見
，
成
為
印
順
個
人
臆
想
所
得
之
「
八
不
中

道
」
；
而
佛
光
山
星
雲
法
師
，
與
慈
濟
功
德
會
之
證
嚴
法
師
，
一
生

追
隨
推
廣
之
；
昭
慧
及
傳
道
法
師
更
以
弘
誓
學
院
及
妙
心
寺
為
根

據
地
，
而
專
門
弘
傳
之
，
如
是
破
壞
佛
教
正
法
。

如
是
偏
差
之
行
為
，
必
定
導
致
佛
教
之
侷
限
化
與
世
俗
化
，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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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使
得
三
乘
菩
提
之
修
證
成
為
空
談
。
既
然
不
能
倡
言
自
己
於
三
乘

菩
提
實
有
修
證
，
亦
無
能
力
於
三
乘
菩
提
中
獲
得
見
道
之
功
德
，
印

順
與
昭
慧
、
傳
道
…
…
等
人
當
然
必
須
大
聲
疾
呼
：
「
禪
宗
追
求
證

悟
、
追
求
解
脫
，
即
是
小
乘
急
證
精
神
之
復
活
。
」
印
順
於
書
中

作
如
是
邪
說
，
阻
止
佛
弟
子
求
證
三
乘
菩
提
。
如
是
言
語
，
亦
使
人

不
由
自
主
地
產
生
一
種
邪
見
：「
若
是
勤
求
證
悟
三
乘
菩
提
者
，
即

是
小
乘
自
了
漢
。
」
如
是
開
示
之
結
果
，
便
是
削
除
佛
弟
子
求
證
三

乘
菩
提
之
心
志
。
然
而 
世
尊
之
開
示
，
卻
是
勸
諸
弟
子
：
人
人
皆

應
進
求
三
乘
菩
提
之
開
悟
，
而
後
始
能
以
法
度
人
；
人
人
皆
應
證
悟

三
乘
菩
提
，
然
後
不
急
於
斷
盡
思
惑
煩
惱
，
亦
不
急
求
成
佛
，
於
菩

薩
地
中
廣
度
有
緣
眾
生
；
如
是
名
為
「
自
未
得
度
而
度
眾
生
」
。 

印
順
卻
反 

佛
說
，
故
意
澆
滅
佛
弟
子
證
悟
三
乘
菩
提
之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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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
令
人
都
不
進
求
三
乘
菩
提
之
見
道
，
誣
蔑
求
證
三
乘
菩
提
之
人

為
「
小
乘
急
證
精
神
之
復
活
」
。
然
而
印
順
作
如
是
說
者
，
卻
是
教
人

永
處
常
見
外
道
見
中
，
教
人
永
作
凡
夫
，
而
不
能
以
三
乘
菩
提
之
證

悟
來
利
益
眾
生
。
佛
子
四
眾
之
求
證
三
乘
菩
提
心
志
，
由
於
印
順
之

制
止
而
消
失
以
後
，
則
佛
教
存
在
人
間
，
欲
令
大
眾
證
悟
三
乘
菩
提

之
目
的
，
便
隨
之
漸
漸
消
失
；
則 

世
尊
示
現
於
人
間
，
此
一
大
事

因
緣
之
目
的
，
便
亦
隨
之
滅
失
。
大
眾
若
皆
信
受
印
順
邪
說
之
後
，

則
無
人
相
信
末
法
之
時
可
以
修
證
三
乘
菩
提
，
無
人
敢
進
求
三
乘
菩

提
之
見
道
功
德
，
三
乘
菩
提
求
證
之
法
門
便
隨
之
漸
漸
消
失
於
人

間
，
佛
教
便
因
此
而
隨
之
淺
化
，
而
必
定
日
漸
同
化
於
藏
密
自
續
派

中
觀
之
常
見
外
道
見
，
佛
教
之
本
質
便
告
消
失
於
無
形
。 

到
此
地
步
以
後
，
佛
教
四
眾
弟
子
既
然
不
須
修
證
三
乘
菩
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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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無
真
正
之
佛
法
可
學
、
可
修
、
可
證
，
所
以
，
佛
教
若
欲
繼
續
存

在
人
間
，
就
必
須
提
倡
人
間
佛
教
；
人
間
佛
教
之
宗
旨
，
當
然
不
須

修
證
三
乘
菩
提
，
當
然
不
求
三
乘
菩
提
之
見
道
，
當
然
不
以
修
證
三

乘
菩
提
為
中
心
主
旨
，
因
此
緣
故
，
當
然
就
應
以
世
間
法
為
主
。
由

此
緣
故
，
人
間
佛
教
之
弘
傳
者
，
趨
向
「
學
術
化
、
教
育
化
、
世
俗

化
」
之
方
向
發
展
，
而
不
以
真
參
實
證
為
主
，
就
成
為
必
然
之
結
果
。

此
即
是
昭
慧
與
傳
道
二
人
「
外
於
如
來
藏
而
弘
傳
佛
法
」，
以
及
星
雲

與
證
嚴
二
人
專
向
世
俗
法
中
用
心
，
共
同
帶
領
佛
光
山
與
慈
濟
之
四

眾
弟
子
走
向
世
俗
化
方
向
之
原
因
。 

由
是
緣
故
，
昭
慧
、
傳
道
…
…
等
人
，
專
弘
印
順
之
斷
見
本
質

之
藏
密
應
成
派
中
觀
見
，
令
佛
教
走
向
斷
見
本
質
之
外
道
無
因
論
之

法
義
中
而
弘
傳
之
；
所
以
他
們
會
關
心
佛
教
弘
傳
之
歷
史
表
相
，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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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表
相
佛
教
之
歷
史
有
興
趣
，
而
不
關
心
實
義
佛
教
歷
史
，
乃
至
曲

解
實
義
佛
教
之
歷
史
，
將
表
相
佛
教
之
歷
史
當
作
實
義
佛
教
之
歷
史

而
廣
說
之
，
當
然
更
不
關
心
佛
教
法
義
之
親
證
與
否
；
所
以
他
們
會

宣
講
表
相
佛
教
之
弘
傳
歷
史
，
會
關
心
核
四
等
政
治
事
項
、
流
浪
狗

之
權
利
…
…
等
世
間
事
，
而
不
在
三
乘
菩
提
之
見
道
上
用
心
，
而
在

阻
止
佛
弟
子
見
道
之
上
用
心
，
誣
蔑
為
「
小
乘
急
證
精
神
之
復
活
」
。 

亦
因
如
是
緣
故
，
佛
光
山
專
門
推
廣
人
間
佛
教
，
專
在
教
育
以

及
種
種
世
俗
法
上
用
心
；
他
們
以
為
那
些
世
俗
法
上
之
不
起
貪

瞋
…
…
等
心
行
之
修
行
，
即
是
佛
菩
提
之
修
行
，
以
為
瞭
解
般
若
諸

經
等
文
字
表
相
即
是
佛
菩
提
之
正
修
行
，
所
以
他
們
講
禪
、
講
悟
、

講
般
若
、
講
菩
提
時
，
都
落
在
世
俗
法
上
，
都
不
曾
與
佛
菩
提
之
精

神
相
符
相
契
。
亦
因
同
一
緣
故
，
慈
濟
功
德
會
專
在
布
施
與
環
境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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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之
人
間
善
法
上
用
心
，
而
不
肯
教
導
弟
子
四
眾
求
證
三
乘
菩
提
之

見
道
功
德
；
證
嚴
法
師
也
與
佛
光
山
一
樣
，
將
世
俗
法
善
法
當
作
佛

菩
提
，
來
教
化
她
的
弟
子
們
；
她
所
說
的
佛
菩
提
，
完
全
是
世
俗
法
，

根
本
與
佛
菩
提
無
關
；
由
於
她
帶
頭
這
樣
作
，
致
令
佛
教
不
斷
的
往

世
俗
化
的
方
向
發
展
。
印
順
、
昭
慧
、
傳
道
…
…
等
人
，
以
及
星
雲
、

證
嚴
二
人
，
如
是
種
種
作
為
，
即
是
將
佛
教
藏
密
化
；
印
順
之
人
間

佛
教
之
思
想
，
乃
是
以
藏
密
黃
教
應
成
派
中
觀
之
無
因
論
為
其
基
本

思
想
、
為
其
中
心
思
想
故
；
而
藏
密
—
—
喇
嘛
教
之
修
行
內
涵
，
完

全
是
世
俗
法
故
，
只
是
用
佛
教
與
僧
寶
表
相
，
以
及
佛
法
名
相
、
果

位
名
相
包
裝
起
來
而
已
。 

二
者
：
法
鼓
山
，
由
聖
嚴
法
師
以
法
鼓
山
文
教
基
金
會
之
名

義
，
募
集
台
幣
百
二
十
億
元
創
建
之
；
近
年
又
成
立
人
文
教
育
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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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欲
再
吸
收
台
幣
五
十
億
元
，
專
門
從
事
世
間
法
之
人
文
教
育
事

項
。
聖
嚴
法
師
所
設
之
如
是
二
大
財
團
法
人
，
已
成
為
台
灣
最
巨
大

之
吸
金
機
。
此
二
基
金
會
之
目
的
，
皆
在
將
佛
教
加
以
藏
密
化
及
世

俗
化
。
所
以
者
何
？
謂
聖
嚴
法
師
十
餘
年
來
，
不
斷
與
藏
密
喇
嘛
往

來
，
將
努
力
募
集
所
得
之
金
錢
，
支
援
邪
淫
之
藏
密
宗
派
人
士
，
高

推
邪
淫
之
藏
密
外
道
為
大
修
行
人
，
並
以
付
出
鉅
金
為
條
件
，
獲
得

邪
淫
之
藏
密
黃
教
宗
喀
巴
之
繼
承
人
達
賴
喇
嘛
同
意
，
在
紐
約
作
世

紀
對
談
，
廣
為
宣
傳
，
並
印
製
成
書
而
廣
流
通
，
以
邀
信
眾
繼
續
大

力
支
持
。 

然
而
觀
察
聖
嚴
法
師
所
弘
傳
之
「
證
悟
」
境
界
，
其
實
是
藏
密

之
自
續
派
中
觀
所
說
之
「
佛
地
真
如
」
，
其
實
是
常
見
外
道
所
說
之

「
常
不
壞
心
」
意
識--

以
離
念
靈
知
心
為
如
來
藏
，
以
一
念
不
生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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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
知
心
為
禪
宗
開
悟
明
心
時
所
明
之
實
相
心
；
本
質
乃
是
常
見
外
道

法
，
墮
於
意
識
心
境
界
中
，
本
質
乃
是
藏
密
自
續
派
中
觀
所
說
之
「
佛

地
真
如
」
。 

聖
嚴
法
師
十
餘
年
來
，
如
是
夤
緣
藏
密
人
士
，
如
是
夤
緣
藏
密

邪
謬
法
義
，
是
故
法
鼓
山
之
走
向
，
十
餘
年
來
亦
是
向
藏
密
靠
攏
，

亦
是
走
向
藏
密
化
。
藏
密
化
之
結
果
，
則
是
墮
於
意
識
心
之
層
次

中
；
既
以
意
識
為
其
中
心
思
想
，
則
必
與
印
順
、
星
雲
、
證
嚴
等
人

合
流
，
而
走
向
世
俗
化
，
是
故
聖
嚴
法
師
意
欲
再
籌
五
十
億
元
，
而

作
人
文
教
育
等
世
間
有
為
法
之
事
與
業
，
乃
是
勢
所
必
然
者
。
如
是

趨
向
，
如
是
「
進
修
」
之
結
果
，
則
是
使
法
鼓
山
之
四
眾
弟
子
遠
離

三
乘
菩
提
之
修
證
，
永
遠
不
可
能
獲
得
見
道
功
德
，
而
自
以
為
已

修
、
已
證
三
乘
菩
提
。
聖
嚴
法
師
如
是
取
向
與
作
為
，
即
是
使
法
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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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四
眾
弟
子
，
墮
入
常
見
外
道
見
中
，
悉
皆
同
入
世
間
有
為
法
上
用

心
，
悉
墮
意
識
心
中
，
而
遠
離
三
乘
菩
提
之
真
修
實
證
。
如
是
作
為
，

即
是
藏
密
化
，
與
藏
密
同
墮
世
間
有
為
法
中
。 

中
台
山
惟
覺
法
師
，
雖
不
常
與
藏
密
人
士
往
來
，
亦
不
以
金
錢

支
援
藏
密
，
然
其
所
說
所
弘
之
「
證
悟
」
法
門
與
內
容
，
則
是
西
藏

密
教
之
自
續
派
中
觀
所
說
之
法
，
與
聖
嚴
法
師
所
墮
完
全
相
同
。
惟

覺
墮
於
藏
密
之
自
續
派
中
觀
見
中
，
每
對
大
眾
公
開
倡
言
：
「
師
父

說
法
的
一
念
心
即
是
真
如
佛
性
，
你
們
聽
法
的
一
念
心
即
是
真
如

佛
性
，
能
知
之
一
念
心
即
是
真
如
佛
性
，
只
要
一
念
不
生
，
即
是

真
如
佛
性
。
」「
如
果
我
們
一
個
人
在
不
起
心
、
不
動
念
的
時
候
，

不
但
是
惡
念
不
起
，
就
連
善
念
也
不
生
，
就
當
下
這
念
心
，
清
清

楚
楚
明
明
白
白
、
處
處
作
主
，
當
下
就
是
中
道
。
」
「
不
起
語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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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
念
的
知
覺
性
，
即
是
真
如
佛
性
。
」
如
是
所
墮
，
與
藏
密
自
續

派
中
觀
所
墮
者
，
完
全
相
同
。 

惟
覺
法
師
雖
不
與
藏
密
人
士
有
所
往
來
，
雖
不
以
金
錢
支
持
藏

密
，
然
而
其
法
完
全
同
於
藏
密
紅
白
花
教
之
常
見
惡
見
；
所
說
之
中

觀
，
與
藏
密
之
自
續
派
中
觀
完
全
相
同
，
故
亦
屬
於
藏
密
化
之
一

類
。
由
如
是
緣
故
，
惟
覺
所
行
、
所
修
者
，
必
與
意
識
心
相
應
；
與

意
識
相
應
故
，
則
必
熱
衷
於
拉
攏
政
治
人
物
，
熱
衷
於
參
與
選
舉
，

藉
以
拉
抬
聲
勢
；
也
必
熱
衷
於
蒐
集
古
董
，
熱
衷
於
建
構
世
界
最
高

大
寺
院
…
…
等
世
間
法
之
事
與
業
，
永
遠
無
法
脫
離
常
見
見
與
世
俗

化
之
取
向
；
這
都
是
因
為
他
以
意
識
心
為
實
相
心
的
緣
故
，
而
意
識

心
必
定
與
這
些
世
俗
法
相
應
的
緣
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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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是
法
鼓
山
及
中
台
山
所
墮
者
，
在
中
國
海
峽
兩
岸
極
為
普
遍

存
在
，
非
唯
台
灣
之
禪
宗
道
場
如
是
，
乃
至
大
陸
之
許
多
道
場
亦
復

如
是
，
同
墮
其
中
；
最
著
名
之
事
例
，
即
是
河
北
省
之
柏
林
禪
寺
淨

慧
法
師
，
同
以
常
見
外
道
見
所
言
一
念
不
生
之
意
識
心
，
作
為
禪
宗

證
悟
之
標
的
，
如
是
以
常
見
外
道
見
而
弘
傳
禪
宗
之
法
，
而
住
持
趙

州
禪
師
祖
庭
。 

上
文
二
者
所
舉
述
之
事
實
，
即
是
全
面
藏
密
化
之
狀
況
，
何
以

故
？
謂
印
順
一
生
倡
導
人
間
佛
教
，
將
三
乘
菩
提
之
根
本
所
依--

如

來
藏--

加
以
否
定
滅
除
，
使
三
乘
菩
提
永
遠
無
法
修
證
。
如
是
作
為
，

已
使
得
二
乘
菩
提
所
證
涅
槃
成
為
斷
滅
；
亦
使
得
第
三
轉
法
輪
所
說

之
大
乘
一
切
種
智
諸
經
，
成
為
唯
說
虛
妄
唯
識
法
之
戲
論
，
變
成
不

說
「
真
實
唯
識
門
」
妙
義
之
性
空
邪
法
，
成
為
非
究
竟
佛
法
；
亦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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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大
乘
菩
提
所
證
之
般
若
中
觀
，
成
為
「
性
空
唯
名
」
之
戲
論
，
成

為
「
一
切
法
空
」
之
斷
滅
見
，
而
與
藏
密
之
應
成
派
中
觀
邪
見
完
全

相
符
；
印
順
之
中
心
思
想
即
是
藏
密
之
應
成
派
中
觀
見
故
，
除
此
以

外
，
實
無
任
何
正
確
之
中
觀
見
故
。
而
法
鼓
山
、
中
台
山
所
墮
者
，

則
是
藏
密
之
自
續
派
中
觀
見
，
悉
皆
不
能
自
外
於
藏
密
法
道
，
是
故

中
國
地
區
海
峽
兩
邊
佛
教
之
密
藏
化
，
已
至
極
為
嚴
重
之
地
步
，
令

人
不
能
不
正
視
之
。
唯
除
無
智
而
無
遠
見
之
愚
人
，
唯
除
對
佛
教
前

途
漠
不
關
心
之
人
，
才
會
對
於
今
日
佛
教
全
面
藏
密
化
之
事
實
，
繼

續
視
而
不
見
。 

藏
密
「
佛
教
」
之
四
大
派
，
皆
是
以
外
道
法
而
全
面
取
代
佛
教

本
有
之
勝
妙
法
。
除
了
上
文
所
舉
諸
弊
以
外
，
藏
密
之
所
有
修
行
法

門
與
知
見
，
完
全
是
邪
淫
法
門
與
外
道
見
；
乃
是
雙
身
淫
樂
之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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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以
追
求
最
大
淫
樂
覺
受
之
第
四
喜
作
為
主
軸
，
而
貫
通
其
生
起

次
第
至
圓
滿
次
第
之
始
終
全
部
行
門
，
可
以
說
根
本
就
是
邪
淫
的
外

道
，
根
本
違
背 

世
尊
正
法
，
與
佛
教
之
正
法
完
全
相
反
，
根
本
是

顛
倒
見
、
顛
倒
修
。
這
樣
的
西
藏
密
宗
喇
嘛
教
，
只
是
身
披
佛
教
外

衣
，
住
於
佛
教
寺
院
中
，
假
藉
佛
教
及
僧
寶
名
義
，
以
出
家
身
而
貪

著
在
家
法
，
以
出
家
身
廣
受
供
養
而
行
在
家
世
俗
法
，
乃
至
比
在
家

人
更
為
貪
求
淫
樂
之
覺
受
，
根
本
不
是
佛
教
，
只
能
稱
之
為
喇
嘛
教
。 

彼
等
藏
密
上
師
法
王
，
以
外
道
之
法
，
全
面
取
代
佛
教
之
法
，

而
冠
以
佛
法
之
名
相
與
修
證
果
位
，
自
高
自
擂
，
矇
騙
全
球
佛
教
四

眾
弟
子
，
令
人
以
為
藏
密
真
是
佛
教
之
宗
派
。
余
作
如
是
之
言
，
皆

是
依
事
實
而
說
、
而
顯
示
，
絕
無
一
絲
一
毫
之
冤
枉
或
誣
賴
；
讀
者

欲
知
其
詳
，
請
閱
拙
著
《
狂
密
與
真
密
》
四
輯
之
舉
證
，
讀
已
便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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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密
所
有
法
義
之
底
細
，
從
此
可
以
免
受
其
騙
，
從
此
可
以
遠
離
藏

密
之
籠
罩
，
漸
漸
進
入
真
正
之
佛
教
正
法
。 

如
是
，
上
來
所
舉
，
已
經
證
實
台
灣
目
前
之
佛
教
，
已
經
幾
乎

完
全
藏
密
化
了
，
而
大
陸
地
區
亦
復
如
是
，
不
能
自
外
於
藏
密
化
；

歐
美
人
士
更
以
為
：「
西
藏
密
宗
就
是
佛
教
，
佛
教
就
是
西
藏
密
宗
。
」

可
以
說
全
球
佛
教
都
已
走
向
藏
密
化
，
只
剩
下
南
傳
佛
法
之
南
洋
地

區
尚
未
被
藏
密
化
。
佛
教
藏
密
化
之
結
果
，
必
定
會
導
致
排
擠
真
正

佛
教
正
法
之
存
在
與
弘
傳
，
必
定
會
誣
蔑
符
合 

佛
意
之
正
法
為
邪

法
，
大
力
加
以
誹
謗
及
打
壓
。
如
是
現
象
，
今
已
普
遍
存
在
於
台
灣

佛
教
界
中
。
已
經
藏
密
化
的
佛
教
團
體
道
場
，
必
定
會
因
所
說
證
道

之
法
異
於
正
法
之
緣
故
，
而
大
肆
否
定
正
法
，
以
求
彼
所
弘
傳
之
藏

密
外
道
法
繼
續
生
存
與
廣
弘
，
是
故
必
定
將
弘
傳
正
法
之
人
誣
指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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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
魔
外
道
。
如
是
，
本
質
即
是
邪
魔
外
道
之
藏
密
各
宗
各
派
，
當
然

不
肯
承
認
自
己
正
是
外
道
，
當
然
異
口
同
聲
而
誣
指
平
實
為
外
道
，

法
道
迥
異
則
必
定
導
致
如
是
作
為
故
。
唯
除
心
中
已
袪
除
情
執
，
實

事
求
是
之
藏
密
行
人
，
方
肯
依
於
法
義
之
真
相
，
而
確
實
辨
正
之
，

再
作
正
確
之
抉
擇
。 

由
是
緣
故
，
自
拙
著
《
狂
密
與
真
密
》
一
至
四
輯 

出
版
以
後
，

常
有
密
宗
上
師
對
其
徒
眾
狡
辯
，
對
於
拙
著
諸
書
中
辨
正
西
藏
密
宗

法
義
之
種
種
邪
謬
，
不
肯
依
正
理
而
探
討
之
，
妄
謂
余
所
說
為
不
正

確
之
說
法
。
率
多
不
肯
直
接
質
疑
於
余
，
不
肯
依
於
佛
教
之
真
正
法

義
，
而
作
如
理
作
意
之
言
論
；
往
往
自
以
為
是
，
曲
意
狡
辯
，
混
淆

視
聽
，
期
望
西
藏
密
宗
邪
謬
法
義
得
以
續
弘
，
希
望
徒
眾
繼
續
信
受

之
，
希
望
可
以
繼
續
誤
導
眾
生
，
心
中
希
望
「
以
外
道
法
全
面
取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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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法
」
之
圖
謀
得
以
實
現
。 

亦
有
顯
教
大
法
師
，
因
拙
著
揭
示
佛
教
三
乘
菩
提
之
真
正
法

義
，
揭
示
解
脫
道
正
修
與
親
證
之
內
涵
，
揭
示
般
若
真
正
證
悟
之
內

涵
，
是
故
拙
著
諸
書
出
版
之
後
，
造
成
彼
等
原
先
所
示
現
「
悟
者
身

分
」
之
表
相
不
能
繼
續
保
持
，
導
致
信
眾
對
其
悟
境
產
生
懷
疑
，
信

眾
人
數
與
錢
財
供
養
隨
之
減
少
，
亦
導
致
彼
等
在
政
治
上
、
社
會
上

之
影
響
勢
力
開
始
消
減
，
因
此
緣
故
而
大
瞋
於
平
實
，
故
意
在
網
站

上
以
化
名
而
無
根
誣
謗
平
實
，
或
在
私
下
作
種
種
無
根
誹
謗
平
實
、

誹
謗
正
法
之
言
說
。 

如
是
種
種
言
說
，
悉
是
彼
等
藏
密
上
師
及
大
法
師
，
對
於
真
正

佛
法
之
淺
學
與
無
知
，
以
及
為
求
保
住
信
眾
不
令
流
失
而
造
之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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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
是
故
彼
等
所
作
對
余
誹
謗
質
疑
之
言
語
，
本
皆
無
關
痛
癢
，
不

須
理
會
。
於
平
實
而
言
，
既
不
受
錢
財
供
養
，
亦
不
受
異
性
身
分
供

養
，
亦
不
求
名
聞
，
亦
不
曾
寄
望
於
眾
生
—
不
曾
一
念
欲
於
眾
生
身

上
獲
得
任
何
世
間
利
益
，
故
於
平
實
而
言
：
彼
等
之
誹
謗
與
誣
蔑
等

種
種
言
說
，
實
可
置
之
不
理
。 

然
而
，
為
佛
教
四
眾
弟
子
之
今
時
與
後
世
而
計
：
真
正
之
佛
法

義
理
，
早
已
湮
沒
不
存
，
今
時
佛
教
界
之
大
師
居
士
等
，
已
經
普
遍

誤
解
佛
法
，
普
墮
藏
密
邪
見
之
中
，
是
故
彼
等
諸
人
對
於
佛
法
所
作

之
言
說
，
每
每
似
是
而
非
，
大
多
誤
導
佛
子
。
譬
如
今
時
四
大
法
師

與
諸
密
宗
上
師
，
所
作
種
種
似
是
而
非
之
說
，
大
眾
多
未
能
辨
別
，

多
無
力
檢
擇
；
若
不
加
以
分
辨
，
則
真
實
法
義
往
往
被
誣
枉
為
邪
魔

外
道
之
法
，
因
此
便
遮
障
了
許
多
學
人
，
喪
失
修
習
了
義
正
法
之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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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乃
至
因
於
彼
等
諸
人
之
妄
說
及
誹
謗
，
而
令
眾
多
佛
子
隨
彼
等

諸
人
入
於
外
道
法
中
，
成
就
破
壞
佛
教
正
法
之
共
業
。 

由
是
緣
故
，
多
有
佛
子
強
烈
建
議
，
要
求
對
於
四
大
法
師
與
密

宗
喇
嘛
教
上
師
等
人
，
誹
謗
正
覺
同
修
會
所
弘
正
法
之
不
實
言
語
，

以
及
惡
意
中
傷
正
法
弘
傳
者--

誹
謗
大
乘
勝
義
僧
等
行
為
，
應
針
對

彼
等
在
如
是
事
相
上
之
扭
曲
事
實
等
事
，
加
以
辨
正
，
令
佛
教
界
所

有
大
眾
悉
能
了
知
正
邪
之
分
際
，
皆
能
了
知
事
實
之
真
相
，
以
救
被

誤
導
之
佛
法
行
人
。
乃
至
因
此
能
令
彼
等
原
被
誤
導
之
行
人
，
進
入

正
法
之
中
而
得
證
悟
三
乘
菩
提
之
一
，
乃
至
其
三
俱
證
。
如
是
即
可

漸
漸
解
除
佛
教
現
在
及
未
來
之
危
機
。 

由
是
緣
故
，
本
會
遂
有
《
學
佛
之
心
態
》
一
書
出
版
，
以
利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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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後
又
因
於
會
內
會
外
佛
子
之
建
議
，
欲
求
廣
益
佛
教
中
之
一
切

四
眾
學
人
，
令
大
眾
皆
得
了
知
藏
密
之
邪
謬
，
乃
隨
之
以
《
狂
密
與

真
密
—
序
文
…
等
》
小
冊
第
一
版
，
於
公
元
二○

○

二
年
三
月
出

版
。
後
因
藏
密
上
師
及
大
法
師
之
不
如
理
狡
辯
，
以
及
扭
曲
事
實
而

說
者
，
皆
日
漸
增
多
，
為
利
末
法
時
之
學
人
，
乃
加
以
事
相
上
及
義

理
上
之
辨
正
，
故
有
改
版
為
二
百
餘
頁
之
《
狂
密
與
真
密
—
序
文
…

等
》
小
冊
第
二
版
，
於
公
元
二○

○

二
年
七
月
印
行
流
通
。 

今
因
《
狂
密
與
真
密
》
一
至
四
輯
中
，
限
於
篇
幅
而
未
細
說
之

理
，
由
於
藏
密
諸
師
於
真
正
佛
教
法
理
之
少
學
寡
聞
故
，
以
及
唯
事

熏
習
藏
密
邪
法
、
不
曾
熏
習
顯
教
經
典
正
理
之
故
，
不
能
了
知
正
邪

之
分
際
，
心
中
不
服
而
提
出
不
如
理
之
質
疑
；
或
如
顯
教
中
之
部
分

大
法
師
，
曾
修
證
密
宗
之
雙
身
法
，
是
故
平
實
之
《
狂
密
與
真
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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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至
四
輯 

出
版
已
，
頓
令
彼
等
少
數
大
法
師
，
頓
失
與
異
性
徒
弟

合
修
雙
身
法
之
依
據
，
亦
令
彼
等
以
往
所
說
「
合
修
雙
身
法
不
犯
重

戒
」
之
言
，
頓
成
妄
語
，
頓
成
地
獄
種
性
（
其
實
非
因
平
實
之
舉
陳
而
使

他
們
成
為
地
獄
種
性
，
乃
是
彼
等
諸
人
在
與
異
性
弟
子
等
人
合
修
雙
身
法
時
，

已
經
自
己
成
就
地
獄
種
性
。
平
實
只
是
將
事
實
點
出
，
欲
使
彼
等
知
過
速
改
罷

了
，
但
他
們
卻
不
能
領
受
平
實
之
好
意
），
以
是
緣
故
，
大
生
惱
怒
於
平
實
，

乃
作
種
種
無
根
誹
謗
之
事
。 

如
斯
扭
曲
事
實
而
作
昧
於
良
心
之
說
等
事
，
近
來
益
發
嚴
重
，

為
諸
學
人
之
法
身
慧
命
計
，
為
解
除
佛
教
今
時
與
未
來
之
危
機
故
，

應
令
學
人
了
知
其
中
之
事
實
。
而
藏
密
繼
續
實
行
古
時
天
竺
密
宗

「
以
外
道
法
全
面
取
代
佛
教
正
法
」
之
手
段
，
欲
再
度
實
現
古
天
竺

密
宗
「
李
代
桃
僵
」
之
伎
倆
，
欲
和
平
轉
變
佛
教
之
本
質
為
外
道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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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經
快
要
全
面
成
功
了
，
佛
教
其
實
已
經
到
了
緊
急
存
亡
之
關
頭
，

如
果
再
不
痛
定
思
痛
、
採
取
正
本
清
源
之
作
為
，
那
麼
佛
教
再
過
二

十
年
以
後
，
便
將
全
面
改
易
內
涵
為
藏
密
之
法
道
了
，
到
那
時
，
全

球
佛
教
已
經
同
於
古
印
度
波
羅
王
朝
時
的
「
密
宗
佛
教
」
了
，
本
質

已
經
不
是
佛
教
了
，
那
時
再
要
使
佛
教
回
歸
真
正
之
三
乘
菩
提
法

義
，
恐
怕
為
時
已
晚
；
所
以
應
使
大
眾
皆
能
知
悉
：
佛
教
已
陷
於
危

急
存
亡
之
關
頭
。
亦
應
令
諸
學
人
了
知
佛
法
正
理
，
了
知
佛
法
與
藏

密
外
道
法
之
差
別
所
在
。 

由
此
緣
故
，
對
藏
密
上
師
與
顯
教
星
雲
…
等
大
法
師
違
背
事
實

之
狡
辯
，
必
須
略
作
答
覆
而
廣
流
通
，
健
全
佛
教
內
部
法
義
，
藉
以

利
益
廣
大
學
人
，
乃
將
第
二
版
小
冊
加
以
增
補
而
作
說
明
，
篇
幅
遂

致
增
達
三
百
餘
頁
。
以
小
冊
而
言
，
第
二
版
之
二
百
餘
頁
實
已
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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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
若
再
以
四
百
餘
頁
之
小
冊
印
行
第
三
版
而
流
通
之
，
實
為
無

義
；
是
故
復
又
改
版
為

21
×

15

公
分
之
一
般
書
籍
篇
幅
，
以
免
過

厚
之
弊
，
遂
有
第
三
版
之
改
版
印
行
。 

復
因
改
版
後
之
內
容
，
已
側
重
於
答
覆
大
法
師
及
藏
密
上
師
之

質
疑
，
是
故
將
答
覆
質
疑
等
文
前
移
，
將
《
狂
密
與
真
密
序
文
…
等
》

後
移
，
重
作
如
是
編
排
；
並
將
本
書
易
名
為
《
佛
教
之
危
機
》
，
藉

以
顯
示
今
時
與
未
來
佛
教
之
危
機
所
在
，
並
警
覺
佛
門
四
眾
弟
子
，

正
視
當
代
及
未
來
佛
教
之
危
機
，
如
是
以
流
通
之
，
如
是
而
利
佛
門

學
人
。
茲
以
第
三
版
出
版
在
即
，
應
敘
其
緣
由
，
以
令
大
眾
知
悉
，

即
以
為
序
。 

菩
薩
戒
佛
子 

平 

實 

謹
識 

公
元
二○

○

二
年
十
月 

序
於
喧
囂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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