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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讀
經
的
緣
起
，
追
溯
還
在
四
年
前
在
紐
約
大
覺
寺
聽

卜 

張
澄
基
先
生
講
佛
學
，
他
那
天
所
講
的
是
，
慈
、
悲

司
片 

‘- 讀


經


過

起

曾 

、 

2丈

主已 

第
 
-

i通

i迅

記


(
七
一
、
十
一

七
日
)

2
4


卜
，
有
先
生
講
沈
家
禎
學
長
筆
記
的
「
甚
麼
是
佛
哇
，
另

有
英
文
的
原
講
稿
(
大
部
份
可
與
中
文
對
照
)
。
一
為
顧
法
嚴

先
生
所
譯
的
「
佛
陀
的
啟
示
」
及
英
文
原
著 

什
品
。

z詞 
V
P

因
E
S
O

吋
p
z
m
E 

司
已
。
可 

S

O
E
M
S
E
F
.

、
拾
、
喜
四
無
量
心
。
當
時
我
聽
了
很
感
動
，
當
場
寫
了
一
麼
是
佛
法
原
是
演
詞
，
沒
有
分
章
，
我
感
到
最
有
啟
發
性
的

篇
筆
記
時
時
展
誦
，
很
有
心
願
想
讀
些
佛
經
，
作
自
己
的
修

是
第
一
部
份
的
「
佛
法
與
其
他
宗
敬
的
不
同
」
，
我
讀
了
就

養
，
曾
向
沈
家
禎
學
長
借
了
一
本
國
覺
經
來
讀
，
但
若
了
兩覺
得
佛
法
的
高
超
博
大
與
精
深
，
凌
駕
一
切
，
說
來
很
自
然

遍
，
只
領
略
得
十
之
二
、
三
。
同
時
想
起
小
時
說
的
祖
母
錢

也
很
有
力
，
使
任
何
人
對
於
佛
教
心
嚮
往
之
。
通
篇
除
了
「

太
夫
人
朝
夕
所
念
的
心
經
，
彷
彿
可
以
略
略
參
誼
，
但
是
不

能
寧
靜
的
研
究
，
直
至
今
年
在
我
退
休
之
前
決
定
再
研
讀
佛

經
，
並
經
與
家
禎
學
長
的
數
度
商
討
，
決
定
擇
要
將
中
、
英

文
的
佛
經
本
同
時
並
讀
或
能
有
所
得
益
。

我
的
讀
經
方
法
，
擬
定
每
一
週
要
研
讀
的
闡
述
佛
學
的

著
述
，
將
得
到
的
心
得
或
感
觸
記
下
，
於
週
未
做
一
個
散
記

，
以
利
此
後
的
查
考
，
鈍
根
如
說
，
即
或
有
一
知
半
解
，
不

初
步
學
佛
方
法
，
使
我
人
每
個
人
可
以
身
體
力
行
，
由
洩
而

論
領
略
的
深
淺
，
並
照
前
人
的
辦
法
，
一
條
一
條
筆
記
，
易

深
的
，
至
於
第
三
部
份
人
類
思
想
的
病
態
，
實
在
是
人
類
的

查
易
君
。
汲
深
價
值
，
可
供
進
修
的
一
助
，
如
有
兩
種
或
兩

不
移
精
進
與
知
識
的
限
制
。
一
般
人
類
思
想
的
不
精
進
是
因

'!iA


人
類
思
想
的
病
態
」
一
節
另
行
討
論
外
，
是
一
本
精
闢
的
佛

學
入
門
書
。

甚
麼
是
佛
法
共
分
五
部
份
，
第
一
部
份
已
如
上
述
，
第

二
部
份
為
「
怎
樣
才
是
佛
」
'
第
三
部
份
為
「
人
類
思
想
的

病
態
」
'
第
四
部
份
是
「
怎
樣
消
滅
病
態
」
與
第
五
部
份
「

隨
時
隨
地
持
修
的
方
法
」
。
其
貫
第
五
部
份
可
為
第
四
部
的

種
以
上
英
文
譯
本
亦
擬
同
時
並
讀
。

H
Z
O
Y
C
H
)

為
括
在
「
所
知
的
境
」
上
努
力
，
與
思
想
的
執
質
性
。
不
如

。 

可
是
學
佛
的
難
處
亦
可
以
覺
到
，
不
在
乎

佛
家
在
「
能
知
的
心
」
上
用
功
夫
，
打
破
眼
前
的
束
縛
。
至

於
智
識
上
的
限
制
，
由
於
上
述
緣
故
，
同
時
亦
由
於
生
理
所

限
，
肉
體
所
限
，
所
以
需
打
破
生
理
與
肉
體
的
控
制
。
這
都

由
於
我
們
人
類
思
想
的
弱
點
，
在
第
三
部
份
的
未
後
已
經
說

明
。
其
他
人
類
思
想
的
弱
點
似
可
概
括
，
不
必
再
睡
舉
人
類

思
想
的
顛
倒
性
與
虛
弱
性
等
。
隨
後
第
四
部
份
可
稱
為
『
怎

知
概
耍
，
在
乎
深
刻
及
探
討
基
本
的
原
理
的
定
義
或
涵
義
，

譬
如
五
蘊
中
的
「
想
」
蘊
與
「
識
」
蘊
，
各
自
包
含
的
範
圈

，
如
何
分
界
，
以
及
最
適
合
的
英
文
譯
名
。
、
接
讀
如
我
現
在

尚
不
能
作
任
何
批
判
，
以
後
擬
再
陸
續
討
論
。

(
七
一
、
十
一
、
八
至

十
三
日
)

樣
打
破
人
類
想
與
識
的
眼
制
』 
l
l
就
是
佛
法
。
對
於
此
書

再
版
之
時
，
我
擬
建
議
的
修
正
。H

N

主
已
讀
到
羅
服
羅
(
司
﹒ 

巴
巴
拉
)
的
英
文
本
主
者 

Z
E
E
F
P
F

晶
宮 

與
顧
法
嚴
先
生
的
中
文

寸
，
容
週
我
讀
了
演
培
法
師
所
講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心
經
在

H
H
P
H2

三
玄
提
三
藏
法
師
所
譯
)
掙
敏
筆
記
，
民
五
二
，
講
於

譯
本
「
佛
陀
的
啟
示
」
五
相
對
照
君
，
覺
中
文
譯
得
非
常
完

滿
。
本
書
作
者
原
是
一
個
錫
來
佛
學
院
的
比
丘
，
這
本
寫
作

負
有
盛
名
，
譯
成
好
多
國
文
字
，
他
的
陳
述
簡
約
但
精
耍
。

香
港
東
蓮
覺
苑
、
檳
榔
嶼
佛
學
書
局
出
版
，
同
時
叉
讀
了
張

澄
基
先
生
英
譯
=
可

'
陸
寬
昱
先
生
英
譯 

E
M
)

H
P

已
。
自
戶
戶
戶
出
門
已
戶
可
戶
的
E
E
.
-

〕a
A
H
H
O
O
O
H畔
的
E
S
=
丹
於
佛
學

同 

..•...

叢
書
中
英
對
照
經
典
之
部
〈
壹
)
第
一
三
四
頁
(
見
五
一
臺

他
說
明
了
佛
教
的
宗
教
態
度
。
他
也
說
明
:
「
人
，
而
且
只

北
佛
歡
文
化
服
務
處
出
版
)
及
最
近
我
友
蕭
慶
雲
兄
的
英
譯

他
教
導
、
鼓
勵
，
激
勸
每
一
個
人

有
人
，
才
能
成
佛
。 

叫
阿
圓
。
可
E
Y
m
v
可
郎
、
門
戶
口
巳
宮
，
以
作
英
語
的
比
較
。

要
發
展
自
己
，
努
力
自
求
解
脫
;
因
為
人
的
努
力
與
才
智
，

是
可
自
解
纏
縛
」
'
學
佛
要
緊
的
是
了
知
與
澈
見
真
理
。
在

日
心
經
的
中
女
譯
本
 

O

J

H
H
O Z
F
m
)

種

書
中
概
括
的
說
到
了
四
聖
諦
(
吋 

口
叫
出
旦
河
吋 

，

接
讀
培
法
師
所
講
述
，
心
經
之
中
文
譯
本
記
先
後
有
十

五
蘊
〈
出
2

〈
吋

〉
品
品
的
制
穹
的
)
及
無
我
論 

。
。
。
佇
立
口
。

-"""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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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
我
讀
的
抵
兩
本
有
關
佛
學
的
著
作一
為
張
澄
基

•.

，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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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4
l
乃
至
無
老
死
，
亦
無
老
死
噩
，
』
不
能
了
解
。
此
次 意

思
。
「
薩
婆
訶
」
是
迅
速
成
功
的
意
。
簡
譯
其
意
，
可
綜

合
為••M

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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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心
經
為
學
僻
者
最
推
重
全
部
譯
文
字
數
不
過
二
百
六
十
字

以
主
心
經
的
中
文
譯
本
，
當
以
唐
玄
虛
〈
所
譯
的
般
若
波
羅
蜜

一一

譯

zγ

者

時

益呈

J唔 4

名 

so 一

。
可
說
是
在
佛
經
中
，
被
稱
為
天
下
第
一
經
典
，
因
為
他
是

簡
而
耍
，
約
而
深
。

日
我
所
以
愛
誦
心
經
的
緣
故


心
經
可
稱
為
大
乘
佛
教
聖
典
的
核
心
，
所
以
有
人
把
「

般
若
心
經
」
譯
為
「
智
度
經
」
。
他
把
真
正
的
真
理
，
無
上

正
覺
的
智
慧
(
梵
文
:
般
若
)
教
給
我
們
，
以
求
從
此
岸
渡

達
彼
岸
(
梵
文
:
波
羅
密
多
)
。
所
以
在
心
經
中
闢
頭
就
闡

明
人
們
解
脫
「
執
著
」
'
開
門
見
山
的
總
說
一
旬
，
一
切
法

相
皆
空
，
然
後
能
解
脫
苦
厄
(
照
見
五
蘊
皆
空
，
度
一
切
苦

厄 
0
)
別
的
佛
經
就
沒
有
直
截
了
當
的
闢
頭
痛
快
的
說
出
。

繼
若
他
把
執
著
世
間
現
象
的
人
，
打
破
迷
惑
地
說
:
「
色
不

異
空
」
，
使
執
著
色
的
人
覺
悟
。
叉
對
於
執
著
虛
無
的
人
，

就
說
「
空
不
具
色
」
。
更
再
進
一
層
的
講
亮
話
!
「
色
即
是

空
，
空
白
是
色
。
」
非
常
的
巧
抄
靈
清
|
|
實
在
這
四
句
話

9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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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件

，
為
般
若
原
理
精
華
所
在
。
我
們
不
能
不
衷
心
個
服
到
佛
陀

」
是
大
眾
的
意
思
。
菩
提
就
是
無
上
菩
提
，
乃
無
上
正
覺
的

訝
得
如
此
澈
底
。
釋
尊
叉
證
悟
宇
宙
物
質
的
真
理
，
說
明
整

個
物
質
的
不
生
不
娥
，
不
增
不
滅
。
垢
與
掙
本
是
相
對
的
，

『
去
麼
!
去
麼
!
讓
我
們
到
證
悟
的
彼
岸
去
!
犬
眾

所
以
如
無
垢
，
自
然
無
所
謂
潔
掙
，
釋
尊
言
教
，
是
他
的
自

覺
，
希
以
覺
人
)
也
望
每
一
個
人
能
解
脫
成
佛
。
不
是
神
的

東
教
，
而
是
平
等
的
人
間
的
宗
教
。

你
比
前
我
在
心
經
中
有
兩
句
『
無
無
明
，
亦
無
無
明
盡
。

1
γ

英
女
譯
名
之
應
標
準

一
齊
到
彼
岸
去
，
願
正
覺
者
速
功
!
』 

b

J

E
o
t
o E
B

h
h
E
o
m
o

Z
=
書
中
及
在
中
英
佛
學
辭
具
(
〉

H
F
E
O
H

m

一位一

讀
7
，
都
明
白
了
，
原
來
既
經
打
破
了
迷
惑
，
一
些
東
西
都

英
文
譯
述
有
自
梵
文
、
巴
利
，
或
自
中
文
。
但
不
論
其
原
文

沒
有
，
那
一
要
會
來
無
閱
(
無
明
就
是
無
知
)
。
既
然
無
間
也

所
自
，
讀
知
原
文
每
字
及
每
旬
之
真
正
意
義
，
然
後
可
不
失

澈
底
消
除
了
，
那
里
還
有
完
盡
呢
?
軀
竟
是
虛
假
相
，
尚
且

具
。
同
時
關
於
專
門
佛
學
名
詞
必
須
熟
請
其
是
義
與
其
、
油
義

沒
有
，
還
有
什
麼
老
死
，
也
更
加
沒
有
什
麼
老
死
盡
了
!

原
來
咒
是
不
能
解
說
的
，
只
要
誠
意
的
念
法
，
是
有
領

按
就
本
人
截
至
目
前
所
見
到
的
關
於
五
蘊
(
白
話
〉

嗯
?

會
。
可
是
心
經
最
後
的
咒
語
，
賞
含
有
大
乘
的
崇
高
的
意
義

咒
曰
:
揭
諦
揭
諦
，
搜
羅
揭
諦
，
搜
羅
僧
揭
諦
，
菩
提
虛

岳
。
因 

戶
吋
戶
口
個

婆
訶 
在
梵
文
，
揭
諦
是
「
去
」
的
意
思
。
「
波
羅
」
就
是

口
且
可
。 

口 

出
口
已
門
仲
吋 
自
由
)
所
列

之
躊
範
，
然
後
能
適
當
的
應
用
，
表
達
真
正
佛
學
之
原
義
。

會
宮
的
)
在
英
譯
心
經
三
篇
中
所
見
，
及
在
羅
脹
羅
=
司
佇
立

投
羅
蜜
多
，
「
到
彼
岸
一
一
的
意
思
。
搜
羅
僧
揭
諦
申
的
「
僧

何
言
丘
之
譯
名
，
均
不
相
同
。

-




小
束
之
謬
丸
，
使
二
未
經
互
融
，

白
覺
覺
他
之
圓
滿
說
法
。

在
紅
是
時
以
往
至
帶
入
在
為
止
，

其
八
年
佛
在
空
鶯
山
說
，
有
道
義

之
最
高
賞
。
(
佛
于
國
在
曾
乳
淫

代
順
序
，
約
略
可
分
為
五
個
時
序.•

無
餒
，
但
不
出
「
法
羊
」
範
圍
故

不
另
立
)

W

(
七
一
、
+
一
、
+
四

位
小
立
一 

至
二
十
日
) 

i迅

戌
、
法
華
時

1
且
已
在
本
週
開
始
，
先
兢
劃
了
我
此
後
兩
三
週
內
擬
讀
的

ι
4
7佛
學
的
課
本
，
第
一
我
得
機
緣
與
樂
度
，
宗
才
，
及

達
成
三
位
紐
約
大
覺
寺
的
法
師
請
益
，
獲
知
佛
說
教
法
之
時

甲
、
華
嚴
時
仲
成
道
以
求
之
初
次
說
款
，
經
二

十
餘
日
，
捏
甚
深
典
，
一
起
聽
對

因
此
我
決
定
繼
續
此
後
幾
週
選
讀
大
般
若
經
中
五
七
七
卷
的

不
易 
τ

解
。

金
剛
般
若
搜
羅
密
經
(
俗
稱
金
剛
經
)
。
為
求
易
於
了
知
起

己
、
阿
舍
時

佛
得
道
往
十
三
年
間
，
在
屁
野
兌

'
說
阿
令
經 

見
，
選
定
印
順
法
師
的
講
此
經
的
記
述
，
此
後
當
再
詳
述
。

同
時
為
求
暸
解
的
鳥
轍
，
並
選
定
蔣
維
喬
先
生
的
佛
學
綱
要

及
我
在
交
大
讀
電
機
工
程
同
班
同
學
尤
佳
章
(
法
名
智
表
)

所
著
一
個
科
學
研
究
佛
經
的
報
告
，
作
我
參
考
讀
物
。

"
蔣
維
喬
先
生
的
佛
學
綱
要

蔣
先
生
所
著
的
這
本
書
共
一
百
六
十
三
頁
，
分
為
十
一

章
，
每
章
之
中
叉
復
分
節
，
章
末
附
有
，
全
篇
用
白
話
文
，

9
.如
「
四
諦
」
'
「

十
二
周
轉
」
等
小
束
之
根
本
，
因

機
說
款
，
初
步
成
功
。

丙
、
.
芳
皆
可
時在
阿
舍
時
之
徒
八
年
，
仲
說
雄
厚

經
，
企
尤
明
最
勝
玉
經
，
坊
伽
健

，
因
覺
經
等
大
未
經 

o

在
方
等
時
以
從
二
十
二
年
間
，
帶

武
諸
部
般
若
之
珠
勝
時
代
，
大
披編
輯
然
費
苦
心
。
我
最
愛
讀
他
的
第
四
章
，
「
佛
教
的
立
腳

挂
經
女
官
卷
即
成
於
此
際
，
放
大

點
和
他
的
妻
」
產
主
「
佛
教
的
研
究
方
法
」
。

、
般
若
時

J
L

全
書
讀
過
後
，
復
將
第
四
及
第
九
兩
章
重
攘
的
讀
了
兩
遍
。

並
參
君
顧
法
嚴
先
生
所
譯
羅
眼
羅
所
著
的
「
佛
陀
的
啟
示
」法
四
十
五
年
，
幾
乎
都
牽
涉
到
這
一
道
諦
。

命
守
先
生
在
第
九
章
中
說
他
自
己
研
究
佛
學
的
經
過
，
是

道
諦
就
是
導
致
苦
之
，
止
息
的
途
徑
|
l
道
，
佛
陀
說

。
原
來
佛
教
立
腳
點
在
乎
人
生
的
煩
惱
多
於
快
樂
。
佛
學
各

宗
的
教
理
，
均
從
「
苦
」
、
「
集
」
、
「
誠
」
、
「
道
」
四
3
叫
月
了
許
多
冤
枉
路
，
歷
十
多
年
方
纜
入
門
月
所
以
他
將

諦
推
演
出
來
。
諦
字
是
審
察
的
意
思
，
是
說
審
察
四
種
道
理自
己
的
經
驗
，
導
引
後
學
，
尤
其
像
我
在
退
休
方
開
始
即
探

•.

，
絲
毫
不
虛
。
因
為
四
聖
諦
為
佛
學
的
基
礎
，
同
時
從
梵
文

譯
成
中
文
及
英
文
的
不
易
，
我
特
在
下
面
分
別
說
明 

佛
教
教
理
的
人
，
真
可
作
為
參
考
，
他
建
義
讀
了
他
這
本
綱

苦
諦
(
梵
文
口
口
阿
}
各
戶
)
代
表
佛
對
人
生
宇
宙
的
看
時
「
大
乘
廣
五
蘊
論
」
'
一
部
是
「
大
乘
百
法
明
門
論
」
'

法
，
其
中
包
含
深
刻
的
哲
理
，
除
苦
難
等
意
義
之
外
，
擔

大
而
包
容
更
深
的
意
念
如
「
缺
陷
」
、
「
無
常
」
、
「
空
」論
。

、
「
無
實
」
等
。
因
此
，
要
找
一
個
英
文
字
而
具
有
梵
文

口
口
阿
]
岱
斜
全
部
概
念
確
是
困
難
的
事
。

集
諦
就
是
關
於
苦
之
起
源
的
真
諦
，
這
一
聖
諦
最
通
加
以
接
耍
的
解
釋
，
使
初
學
佛
經
者
有
一
個
底
子
，
正
合
我

俗
而
為
人
們
習
知
的
界
說
。
人
類
各
種
形
式
所
表
現
的
「
渴

求
」
'
欲
望
、
貧
、
愛
，
就
是
生
起
一
切
痛
苦
及
使
生
死
相

績
不
斷
的
根
源
。
但
這
種
種
都
由
緣
而
起
，
此
隸
當
視
為
最

初
因
。

經
典
，
而
不
研
究
名
詞
的
真
義
則
不
能
解
釋
佛
經
，
所
以
我

俾
對
於
佛
經
中
的
名
詞
，
可
懂
得
一
大
部
份
，
然
後
再
君
經

在
第
九
章
叉
說
各
宗
教
理
，
講
得
如
何
精
深
廣
大
，
均

從
四
諦
推
演
出
來
。
並
將
各
經
典
所
講
的
共
同
原
理
提
出
，

的
方
法
，
因
為
我
以
為
專
研
解
佛
經
名
詞
而
不
讀
經
，
似
乎

抵
知
佛
學
井
斷
的
意
義
而
不
知
整
個
佛
經
的
神
髓
，
如
專
讀

趨
向
於
兩
者
並
進
。
在
第
九
章
中
，
蔣
先
生
說
讀
佛
經
不
易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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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
諦
人
類
可
以
從
苦
難
中
得
解
脫
獲
解
放
，
享
自
由，
名
詞
而
外
，
句
章
也
甚
難
暸
解
，
因
為
經
典
從
印
度
文
翻

。
這
一
聖
諦
名
為
苦
戚
，
也
就
是
桂
除
苦
的
根
源
，
褐
(

譯
過
來
。
梵
文
成
巴
文
(
改
新
的
印
度
文
)
之
名
詞
動
詞
的

-

愛
)
。
進
而
達
成
捏
槃
或
斷
愛
。

位
置
與
華
文
適
有
顛
倒
。
何
況
譯
句
都
是
唐
、
宋
以
前
的
文 

T

一位一

M
i
A

..

要
後
，
可
拿
法
相
宗
的
兩
部
入
門
書
，
先
下
手
研
究 

一
部



體
，
白
是
難
解
。
此
層
困
難
或
能
局
部
克
服
，
但
經
義
深
奧

，
哲
理
玄
妙
，
何
能
一
讀
便
曉
。
所
以
他
在
本
章
說
這
樣
徘

是
積
聚
的
意
思
。
五
蘊
在
第
二
週
的
筆
記
中
己
提
過
，
為
色

徊
門
外
，
幾
乎
十
多
年
。
鬧
到
北
平
，
遇
見
了
善
知
識
，
執

蘊
、
受
蘊
、
細
心
蘊
、
行
蘊
、
及
識
蘊
五
種
。
這
五
種
中
，
色

經
問
攏
，
几
過
法
師
講
經
，
總
去
列
席
靜
聽
，
罔
來
自
己
用

蘊
就
是
「
物
」
'
受
、
想
、
行
、
識
四
蘊
就
是
「
心
」

功
研
究
，
方
才
時
得
門
徑
，
這
種
經
驗
質
可
做
初
研
佛
學
者

間
現
象
可
以
「
物
」
「
心
」
二
一
兀
包
括
無
遣
。
所
以
佛
教
的

的
參
考
賓
行
。
可
知
讀
佛
經
比
較
學
習
科
學
，
頗
有
相
同
，

五
蘊
，
也
就
包
括
宇
宙
萬
右
，
了
無
所
遣
。
色
蘊
對
於
外
邊

叫
需
明
瞭
名
詞
的
真
義
，
暸
解
章
旬
的
意
義
，
並
還
需
名
師

的
五
盛
起
感
受
作
用
，
即
眼
見
色
、
耳
聞
聲
、
鼻
曉
者
、
舌 

4
L
i

的
指
導
，
去
聽
講
及
執
經
問
難
。 

昧
、
身
覺
痛
、
罪
、
寒
、
暖
等
成
觸
。
這
色
、
韓
、
看
、

于
佛
教
的
四
諦
、
五
蘊
、
六
根
〈
限
、
耳
、
鼻
、
舌

昧
、
觸
五
塵
(
詞
。
己
已
咕
。
口
〈
可
是
我
們

糾
對
、
身
、
意
)
，
在
這
兩
三
週
來
，
說
得
到
了
些
初
步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五
根
的
對
象
。
假
使
我
們
、
沒
有
這
五

的
瞭
解
，
擬
有
機
結
借
到
五
蘊
論
再
作
較
深
刻
的
修
習
，
這

棍
的
感
受
作
用
，
那
麼
宇
宙
一
切
萬
有
，
一
件
都
沒
有
的
。

部
五
蘊
論
設
想
與
讀
經
時
，
分
-
部
份
時
間
並
誼
，
以
上
是

所
以
佛
家
總
稱
五
根
五
塵
為
色
蘊
。

E--BEE--E1Eas--!iiEI---331Efuzz--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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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讀
了
「
佛
學
綱
要
」
的
獲
益
。

受
、
想
、
行
三
蘊
是
講
心
理
發
生
的
次
序
和
作
用
。
心

的
發
生
次
序
，
第
一
步
為
感
受
，
所
謂
「
受
」
蘊
，
和
近
代

“
佛
學
中
的
「
物
」
「
心
」
二
元
及


;
「
色
」
蘊
與
「
識
」
蘊
的
分

心
理
第
一
步
先
講
感
覺
，
同
出
-
傲
。
感
受
而
後
想
像
事
物

的
作
用
，
就
吽
「
想
」
蘊

想
像
不
已
而
生
動
機
，
現
之
於

在
本
週
阿
拉
與
紐
約
大
覺
寺
的
樂
渡
法
師
作
一
個
詣
益

身
口
，
就
是
「
行
」
祖
。
在
佛
教
說
明
知
覺
組
合
及
翟
雜
選

的
討
論
，
便
是
對
于
「
五
蘊
」
中
的
「
識
蘊
」
，
作
進
一
層

用
的
本
體
吽
傲
「
識
」
蘊
。
這
識
蘊
分
析
起
，
有
八
個
識
聚

o

o

識
、
第
七
融
、
及
第
八
識
，
佛
教
所
說
服
根
，
不
是
眼
球
，

是
指
球
內
的
視
神
經
而
說
，
耳
根
也
是
指
聽
神
經
。
佛
經
上

對
于
「
心
」
'
特
別
說
得
精
切
。
譬
如
時
鐘
按
時
發
聲
，
有

時
我
們
因
為
「
心
」
不
在
焉
，
時
鐘
發
聲
我
們
聽
不
見
，
必

讀
聽
神
經
與
聲
音
相
對
，
方
能
發
生
耳
識
，
此
外
鼻
對
番
，

舌
對
味
，
身
對
觸
，
都
是
這
樣
。
至
於
第
六
「
意
」
識
，
作

用
廣
大
，
不
論
有
形
的
無
形
的
一
切
事
物
，
都
是
意
根
的
對

象
。
這
對
象
佛
煜
上
有
一
特
別
詞
，
吽
做
「
法
」
。
因
為
世

間
現
象
，
都
有
天
然
的
規
則
，
可
用
法
字
來
包
括
。
「
意
」

根
和
法
剛
剛
相
對
，
就
發
生
意
識
，
這
第
七
識
，
梵
音
吽
末

那
識
，
可
譯
為
執
我
，
執
我
念
頭
永
遠
不
斷
，
直
到
老
死
，

末
那
識
還
有
一
個
功
用
，
是
傳
達
作
用
。
第
八
識
，
梵
一
耳
目
吽

以
上
是
我
在
第
四
週
開
始
時
的
感
觸
。
我
以
為
習
工
程

阿
黎
耶
識
，
可
譯
為
合
藏
識
。
佛
教
中
認
這
第
八
識
不
戚
，

最
後
離
開
軀
殼
;
托
生
時
，
最
先
投
入
母
胎
。
同
時
行
善
的

第
八
識
發
生
善
果
;
做
惡
的
發
生
惡
果
。
此
點
我
尚
待
與
善

知
識
多
作
討
論
，
因
我
尚
未
完
全
了
解
。

討
。
習
料
學
與
工
程
的
人
有
戶
個
不
知
不
覺
中
的
習
慣
，
不

期
而
然
執
假
名
的
東
西
(
如
電
子
、
質
子
、
電
洞
等
)
為
實

有
。
所
以
工
程
科
學
者
研
究
佛
經
讀
常
自
行
鍛
鍊
，
才
能
去

除
這
種
執
著
的
障
磚
，
從
另
一
方
面
君
，
科
學
者
歡
喜
考
驗

，
在
佛
學
稱
之
為
「
體
證
」
。
在
科
學
方
面
的
考
驗
，
亦
注

重
平
心
靜
氣
，
然
後
能
所
見
者
間
，
與
佛
法
中
的
擊
破
我
相

亦
復
近
似
。
所
以
研
究
工
程
科
學
的
人
研
究
佛
學
當
另
有
心

得
，
法
能
發
前
人
所
未
發
。
所
以
我
決
定
研
究
佛
學
。
學
電

磁
學
的
人
(
電
機
或
電
子
工
程
學
者
)
似
乎
對
于
佛
學
的
研

究
或
更
近
情
，
因
為
在
電
磁
學
中
一
切
電
壓
、
電
流
、
磁
場

、
磁
流
沒
有
一
樣
不
在
瞬
變
之
中
，
在
佛
法
中
稱
為
「
無
常

」科
學
者
應
研
究
佛
學
，
因
為
他
對
精
神
食
糧
上
的
貧
乏
。
研

究
佛
學
正
可
補
故
這
種
貧
乏
。
在
佛
教
立
場
講
，
正
需
科
學

的
知
識
者
平
心
靜
氣
地
研
讀
佛
經
，
替
佛
教
理
論
作
科
學
上

一 55

的
說
明
，
使
這
種
善
知
識
愈
能
發
揚
光
大
，
造
福
人
章
。

叫
試
讀
金
剛
經

我
在
第
三
週
決
定
選
讀
金
剛
經
，
這
是
因
為
讀
了
心
經

後
自
然
的
趨
勢
，
要
探
討
般
若
的
精
義
。
金
剛
經
為
大
般
若

(
七
一
、
+
一
二
一
十

一
至
二
十
七
日
)

我
在
讀
經
第
三
週
週
末
，
對
我
自
己
有
比
較
精
密
的
檢

U
U

過 第

末 四

的 i迫

感

觸

，
各
種
現
象
，
無
非
可
物
」
與
「
心
」
所
造
成
。
世
間
一
切

就
是
可
歸
納
起
來
受
「
五
蘊
」
的
影
響
而
生
。
所
謂
「
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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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世

的
研
究
。
在
一
席
談
話
之
中
，
我
更
明
瞭
「
蘊
」
的
意
羲
及

合
而
成
的
，
就
是
眼
識
、
耳
識
、
鼻
識
、
舌
識
、
身
融
、
意

界
說
。
原
來
照
佛
學
的
君
法
，
外
在
的
世
界
，
內
在
的
身
心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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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路 ..

法
師
講
經
中
所
說
，
中
文
譯
本
共
有
六
種 

余
讀
此
經
時
，
兼
閱
件
印
順
法
師
金
剛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 

子
所
定
，
將
全
經
作
三
十
二
分
之
界
分
。

經
全
部
內
的
第
五
百
七
十
七
卷
，
抽
出
成
為
單
行
的
經
典
，金

剛
兩
字
解
釋
甚
移
，
但
最
適
應
，
以
法
喻
為
名
。
金

因
為
此
經
的
民
眾
化
，
僅
亞
於
心
經
。
在
中
國
佛
教
界
，
流

剛
者
譬
喻
其
堅
貞
若
金
剛
，
、
永
無
變
壤
之
義
;
其
鋒
銳
利
，

行
極
為
普
編
，
取
其
簡
狸
。
但
其
理
論
則
甚
為
高
深
艱
難
，

能
君
破
我
法
二
執
之
義
;
其
相
光
明
晶
瑩
如
般
若
之
智
慧
。

因
為
艱
深
，
我
擬
多
讀
幾
遍
。
現
在
且
把
我
讀
第
一
遍
後
的

般
若
為
梵
語
之
法
相
，
譯
言
妙
智
慧
。
波
羅
蜜
為
梵
語
，
譯

感
想
寫
下
。
金
剛
經
的
全
名
為
「
金
剛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
。

我
所
讀
金
剛
經
是
鳩
摩
羅
什
三
藏
所
譯
中
文
本
。
按
照
印
順

言
到
彼
岸
。
經
者
指
經
常
之
大
道
。

為
法
」
是
無
自
性
，
無
法
性
，
打
破
執
墊
高
，
息
滅
妄
心
，
轉

成
智
慧
，
脫
離
五
蘊
、
六
根
、
六
塵
、
六
塢
的
幻
境
，
進
入

不
生
不
誠
的
正
覺
境
界
。
可
是
我
對
于
周
正
巷
先
生
很
多
註

解
，
並
不
感
覺
興
趣
，
所
以
我
決
定
於
下
週
誼
印
順
法
師
的

金
剛
經
講
記
作
第
二
遍
研
讀
。

俗
「
有
為
法
」
的
反
面
l
|
「
無
為
法
」 

l
l

去
求
。
「
無

電
，
應
作
如
是
觀 
1
.」
上
面
的
答
案
是
，
要
求
解
脫
賓
在
世

「
一
切
有
為
法
，
如
夢
、
幻
、
泡
、
影
，
如
露
亦
如

撰
的
金
剛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述
義
，
這
本
是
昭
間
太
子
三
十
二

節
界
分
，
雖
然
界
分
，
但
全
經
仍
然
呵
成
一
氣
。
我
感
得
通

體
佛
說
的
法
，
好
像
一
位
數
學
教
授
，
在
黑
板
上
寫
出
各
路

方
程
式
，
以
代
入
最
後
的
公
式
|
|
般
若
之
門
(
智
慧
之
門

)
，
以
求
解
答
。
但
這
位
數
授
，
在
一
路
演
寫
，
一
路
在
措

去
黑
板
上
的
字
跡
，
不
要
學
生
死
記
，
要
學
生
「
無
我
」
「

無
法
」
的
以
智
慧
領
悟
，
至
最
後
結
論
，
指
點
了
一
條
解
答

我
於
讀
了
金
剛
經
第
一
遍
時
，
用
的
是
周
正
巷
先
生
所

主包
京

先k 包
光

.
士 其呈

向 洪 木 隆
雄 捏

電市
豆豆 欲

建

2 16 5 4 3 

義 玄 達具苦師鳩 
i丰

淨 焚 摩諦提 摩 
rι 留 誰 

J 文 布ft

一
井武 

A正ιl
法

魏 泰 代

誰能 經金
豆豆

安斷 剛

多企 品主

經刑 若

劫h時 l牢元車車

~Jt.品主 

記
，
以
其
說
來
透
徹
。
同
時
我
並
參
君
陸
寬
昱
先
生
之
英
譯
.

芳且，E- 去在
名 

蜜~Jt.

巳
E
B
S
Q
的
己
片
片
戶
(
中
英
對
照
佛
學
叢
書
經
典

之
部
第
一
一
頁
|
|
一
一
一
一
一
頁
)
，
及
香
港
趙
耀
國
印
購

法r

H
H
O

英
文
本
惜
尚
未
見

O

Z
Q
O
B

為:

H
o
d
司
已
。
而
吋
門
戶
口
的

2
早
已
司

斗， 鼎盛也新 築
字字 昌話典

理 工採
 高中
山
路雄
縣

區
程 四1-及 ~.I::I::.

乳皂
治

4黃 洪
女

所
有
譯
本
，
彼
此
間
，
每
有
不
同
處
，
但
什
公
第
一
譯
本
，

為
中
觀
家
的
讀
本
。
並
為
易
於
分
段
誦
解
φ

與
討
論
亦
均
暫
照
昭
明
太
子
三
十
二
分
之
界
分
，
以
便
利
比

較
及
參
考
。 

依
照
梁
昭
明
太 

講
記
(
正
聞
學
社
叢
書
之
五
，
民
五
三
年
臺
灣
三
版
)
，
周

正
處
撰
金
剛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述
義
(
美
國
佛
教
會
出
版
)
湛

山
老
人
著
金
剛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講
義
(
背
島
湛
山
寺
印
經
處

出
版
)
。
以
上
三
本
參
考
余
最
喜
讀
印
順
法
師
之
金
剛
經
講

本
吋

之
英
譯
本
(
譯
者
姓
名
未
詳
)
，
以
資
比
較
對
照
。
我
發
現

後
者
英
文
本
錯
誤
頗
有
數
處
。
開
英
國
倫
敦
教
會
出
版
之

、
。
更
為
考
訂
解
釋
起
見
，
我
還
同
時
參
讀
太
虛
法
師
全
書
中

第
五
編
付
法
性
空
慧
學
中
金
剛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講
錄
。
以
上

各
本
均
有
鳩
摩
羅
什
、
法
師
所
譯
成
之
中
文
本
，
以
下
之
解
釋

J
h
m
b
u
f
i
t
J
tu

h

帽
、 

、
巾
的
快
可

盤

初
讀
第
一
一
起
後
之
感
想

廠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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