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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
所
說
:
「
師
者
，
所
以
傳
道
，
受
業
，
解
惑
也
」
。
佛
陀

l
「
佛
陀
是
一
個
大
教
育
家
」

認
為
解
惑
，
是
傳
道
的
基
本
要
點
，
所
以
他
先
要
對
抉
登
門

三
、
英
文
講
詞

慶
祝
會
的
英
文
講
演
，
是
由
美
國
佛
教
會
請
伽
德
博
士
請
求
解
惑
者
，
採
取
測
驗
方
法
。
第
一
種
，
即
對
來
者
發
間

-
E

C
E
b
)

(
口
同 
各
自
已 

，
作
紀
念
佛
陀
的
演
詞
，
他
選
，
弄
清
楚
他
提
間
的
焦
點
，
然
後
針
對
所
疑
答
覆
，
使
大
惑

的
題
目
是
「
佛
陀
是
一
個
大
教
育
家
」伽
德
博
士
為
世
界

o

宗
教
研
究
院
有

n
m
O
閃
電 
b
H
N

C
Z
H
Z
K
F

立
解
。
第
二
種
，
佛
陀
君
清
來
者
的
用
意
後
，
以
一
語
解
除

口
的
佇
立 

已
〈
戶
口
口
。
已 

他
的
疑
問
。
第
三
種
，
佛
陀
見
到
來
者
所
懷
撓
的
問
題
復
雜

巴

c
巳 

巳
缸
戶
。
出
個
)
的
服
務
處
處
長
，
亦
為
時
，
他
能
分
析
，
從
每
個
不
同
角
度
，
為
他
解
答
明
晰
，
使

ω
Z
l

Z
H

世
界
佛
教
聯
誼
會
的
副
執
行
秘
書
，
對
於
佛
教
有
深
刻
的
研

無
疑
慮
。
第
四
種
，
對
不
能
成
立
的
問
題
，
則
不
置
答
。

究
，
並
諸
通
巴
利
文
與
梵
丈
，
攘
他
告
聽
眾
，
這
篇
講
演
係

根
接
巴
利
文
兩
篇
重
要
著
作
，
研
究
釋
意
發
育
的
方
法
，
技

極
為
鄭
重
，
並
常
指
導
他
弟
子
在
說
法
，
或
弘
揚
佛
理
之
時

巧
及
薰
陶
。
其
施
敬
的
善
巧
與
制
度
，
不
但
超
越
往
古
，
亦

，
須
切
實
注
意
下
列
各
點

且
為
近
代
教
育
家
的
模
範
，
今
日
特
選
此
題
，
以
紀
念
佛
陀 且

對
一
般
居
士
的
教
學
法
帥
陀
對
於
居
士
的
教
學
，

•.

川W
注
重
漸
進
式

ω
對
於
要
說
的
主
題
，
鎮
苦
列
綱
目
，
往
京
重
點
，

精
神
。
伽
德
先
生
的
講
詞
，
可
分
三
層 

並
規
定
層
次
。

ω
須
著
用
慈
祥
的
溫
語

ω
避
免
不
相
干
的
問
題 

，
並
於
講
後
，
歡
迎
討
論
，
以
符
本
會
英
語
佛
教
工
作
圍
的

甲
、
仲
吃
一
般
的
教
育
方
法 

-
u四
種
測
試
以
解
惑

佛
陀
執
教
，
真
像
吾
國
唐
朝
韓

份
避
免
刺
激
或
創
傷
聽
眾
之
辭

ω
須
先
講
基
本
法
理
，
但
不
可
傾
口
倒
出
，
使
聽
眾

乙
、
善
用
辯
才
、
注
重
方
言

訓
棟
揖
才

L

佛
陀
不
輕
易
與
外
道
詩
辯
，
亦
並
不
鼓

驚
走
。
括
加
以
通
俗
的
演
詞
開
始
，
漸
入
深
理
，
以

配
合
漸
次
開
發
的
聽
眾
了
解
力
。
對
于
居
士
說
法

，
普
通
先
說
「
施
」
與
「
或
」

、
及
貪
欲
的
不
淨

及
出
家
的
功
德
。
健
其
心
竅
漸
閥
，
再
講
「
苦
」

「
集
」
等
四
諦
，
然
後
再
入
高
深
的
佛
理
。
為
使

居
士
趣
入
佛
道
，
說
法
的
比
丘
務
須
對
於
聽
眾
一
肘
信
徒
。
印
度
尚
有
一
種
胸
無
成
見
，
信
仰
未
定
的
畫
血
來
，
很

遭
遇
的
苦
難
，
有
同
情
的
表
示
，
並
使
其
自
然
地

放
棄
俗
念
。

勵
弟
子
在
遊
化
之
時
與
外
道
詩
論
。
此
係
佛
陀
施
教
，
希
望

弟
子
能
「
善
刀
而
藏
」

。
但
當
佛
陀
之
時
，
印
度
之
婆
羅
門

設
仍
甚
猖
擻
，
要
避
詩
論
，
勢
所
不
能
。
尤
其
在
兩
個
教
國

，
各
擁
有
大
批
門
徒
，
必
讀
辦
個
明
白
，
爭
就
立
時
，
使
弟

于
們
信
服
。
如
經
過
→
場
激
辯
而
獲
勝
利
，
無
形
中
擴
展
其

願
聽
宗
教
師
的
辯
論
，
以
便
選
擇
而
固
其
信
仰
。
還
有
不
少

居
士
為
欲
聽
取
辯
論
，
以
廣
知
識
，
斥
資
建
立
會
場
，
美
其

名
為
「
真
理
之
廳
」
'
招
請
舉
國
聞
名
之
六
師
辯
論
。
此
頡

辯
論
，
不
但
讀
遵
守
所
規
定
之
蟬
論
規
則
，
並
佰
明
顯
示
其
優

越
殊
勝
之
真
理
，
使
聽
眾
信
服
。
釋
會
曾
經
歷
很
多
次
大
肆

論
，
而
勝
外
道
，
將
對
方
的
徙
眾
轉
變
為
其
弟
子
。
佛
陀
自

己
當
然
是
辯
才
無
磚
他
訓
練
及
先
誠
弟
子
;
如
何
能
善
用
正

志
對
於
聽
眾
旨
趣
的
研
訓

佛
陀
故
邀
請
接
受
說
法
之

先
，
對
於
﹒
一
來
聽
說
法
的
一
眾
人
，
佛
陀
必
先
發
間
，
或
客
所

間
，
以
決
定
他
們
一
般
的
旨
趣
，
然
後
選
擇
最
適
合
的
講
演

題
目
，
這
是
重
要
的
第
一
步
。
然
後
在
演
詞
之
中
，
善
選
有

關
的
譬
喻
，
故
事
，
或
寓
言
，
妥
善
地
穿
插
於
講
詞
之
中
，

務
使
生
動
增
趣
，
並
說
偈
言
，
加
強
演
詞
的
投
卒
，
佛
陀
對

於
講
演
時
之
拉
術
極
端
重
棍
，
故
其
說
法
，
使
聽
眾
發
生
深

刻
的
印
象
。

一

當
的
辯
才
;
避
免
引
用
歪
曲
之
見
與
謬
論
;
及
費
為
真
理
而

作
辯
。
他
並
訓
練
弟
子
要
具
備
辯
護
真
理
的
技
術
，
且
要
擅

長
反
駁
的
策
略
和
韓
才
。

么
注
重
芳
言
釋
尊
為
弘
法
便
利
，
不
特
自
己
擅
長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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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的
方
言
，
亦
鼓
勵
弟
子
研
究
方
言
。
他
曾
向
弟
子
們
說
:

「
爾
等
領
善
用
自
己
本
土
的
方
言
，
以
討
論
及
修
習
佛
法
」

美
國
文
大
同
學
會
永
鴻

。
他
又
常
對
比
丘
們
說
:
「
比
丘
們
宜
法
，
要
害
擇
不
同
方

言
中
適
宜
的
字
眼
，
不
要
固
定
著
一
個
字
，
死
不
知
在
其
他

方
言
替
代
的
字
。
」
前
者
使
佛
教
具
右
本
地
的
色
影
易
於
被

附
寄
去
聲
基
金
捐
款


人
接
受
。
後
者
貴
為
佛
陀
的
遠
見
，
佛
教
的
經
、
律
、
諭
三

藏
迄
今
能
在
世
間
，
廣
大
的
流
傳
，
有
賴
於
此
。

雨
、
弟
子
個
別
的
訓
練
，
以
展
所
長

佛
陀
對
於
其
大
弟
子
，
能
使
各
盡
其
才
，
發
展
所
長
。
銬
七
十
銬
，
美
金
廿
元
，
妾
幣
一
一
千
元
。
(
明
知

因
為
世
尊
經
常
不
斷
觀
察
他
們
的
言
行
與
修
持
，
及
注
意
其

個
世
與
特
長
，
而
相
機
于
以
適
當
的
指
導
或
糾
正
，
勸
告
或見
本
刊
的
頁
徵
信
)

警
誠
，
使
各
盡
其
才
，
各
展
所
長
。
如
大
弟
子
舍
利
弗
參
加

釋
擎
的
佛
教
團
時
已
為
外
道
的
傑
出
人
才
，
佛
陀
即
令
其
修

習
「
空
」
'
作
為
其
參
禪
及
內
觀
工
作
的
主
題
，
在
佛
陀
領
住
，
常
有
位
逞
。
人
雖
少
?
對
同
學
會
及
友
棒
的

導
下
，
舍
刺
弗
祇
費
兩
週
的
工
夫
，
即
成
阿
羅
漢
解
股
。 本

刊
最
近
收
到
英
國
交
大
同
學
會
朱
世
哀
、
泰
本

鑑
兩
學
長
來
鴻
，
並
寄
來
友
聲
基
金
三
一
筆
'
，
計
其

留
英
交
大
同
學
僅
十
數
餘
位
，
于
素
聯
絡
甚

捐
助
百
分
率
最
高
，
每
一
個
人
每
年
都
有
一
次
或

以
上
各
點
足
徵
本
釋
迦
牟
尼
佛
是
一
個
無
上
偉
大
的
教數

次
的
捐
款
。

伽
德
搏
士
詰
畢
，
能
以
討
論
，
在
法
喜
圓
滿
中
結
束
。

洋
司 
l

」
苟

話

年
前

且 
M
f

「
校
長
」
及
「
老
師
」
我
在
校
時
的
先
後
任
校

ω
Z
Z
O
H
H

西
教
授
有
謝
爾
登 

、
古
德
。 

O
E
E

長
有
唐
丈
治
(
另
在
無
錫
太
倉
設
國
學
專
修
館
，
提
倡
國
學

(
皂
白
﹒
的
一 

教
英
語
會
話
)
。

)
、
張
鑄
、
黎
照
寰
、
孫
科
、
凌
鴻
勛
諸
位
夫
子
。
名
教
授

有
周
銘
博
士
、
胡
子
美
博
士
(
教
生
理
衛
生
)
，
張
禹
九
(

主
持
校
中
無
線
電
台
)
，
于
雲
墨
(
化
學
，
物
理
)
朱
文
蠢

號
貢
三
(
天
文
、
算
學
專
家
，
教
高
等
代
數
，
徽
積
分
。
後

在
霞
飛
路
向
賢
堂
創
南
洋
跆
礦
專
杖
，
後
改
東
華
大
學
)
，

李
松
泉
(
善
，
變
幻
術
'
後
利
利
出
租
汽
車
行
主
人
)
，
李
松

濤
(
中
院
教
務
主
任
，
教
英
文
、
西
史
)
，
徐
名
材
(
教
化

學
)
，
甘
養
臣
(
教
幾
何
)
，
莊
大
塊
頭
(
教
法
丈
)
，
沈

星
五
(
教
德
文
)
，
陳
定
評
(
教
外
國
地
理
)
，
徐
守
部
(

教
英
文
，
極
嚴
厲
)

，
林
海
瀾
(
款

英
丈
，
自
瓶
梅
瀾
英
幕
，
在
上
海
極
右
名
)

，
余
顯
恩
(
教

英
文
，
與
郝
伯
揚
二
人
，
為
當
時
上
海
萬
國
商
圍
有
名
的
來
吃
辣
)

，
一
音
樂
教
授
戴
日
清
(
教
銅
管
及
弦
樂
)

復
槍
射
手
)
，
陳
克
競
(
教
英
文
)
，
朱
仲
朗
(
教
算
學
)
。
頓
眩
高
時
耐
心
英
同
筒
，
副
領
隊
茄
家
幹
間
筒
。

中
文
教
授
有
李
頌
韓
先
生
(
中
文
大
會
主
任
，
教
各
級

一

中
文
)

，
朱
叔
子
先
生
(
教
中
文
，
我
在
校
時
去
世
)

，
另
有
同
窗

黨
守
質
學
長
之
奪
人
，
已
忘
其
大
名
，
亦
授
中
文
。

小
學
校
校
長
沈
叔
達
先
生
字
心
工
，
名
音
樂
家
，
其
長

公
于
謀
諧
，
次
公
子
碟
昌
，
皆
為
交
大
同
窗
。
叔
達
師
曾
一

度
任
母
校
純
學
監
。
小
學
校
訓
育
和
童
子
軍
教
練
為
沈
間
午

先
生
(
後
任
模
範
南
洋
校
長
)
。

拳
術
教
師
劉
振
甫
(
眾
稱
劉
小
辮
于
，
坐
自
備
包
孽
，

車
扶
亦
詰
牟
術
)

，
中
平
課
教
授
魏
旭
東
少
陌
(
湖
南
人
工
且
向

'
鄒
丈
治
先
生
(
教
中
文
，
學
生
稱
他
為
鄒
奸
人
)

，
李
偉
伯
(
教
英
文
)

育
家
1
.在
今
天
慶
祝
他
的
誕
辰
，
讓
我
們
每
個
人
向
他
致
無

上
的
敬
意
!

南

五
、IL'

十
且，
原J

(三〉

頑

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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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z

生
、
商
門
夫
人

'
童
子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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