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佛
陀
禁
止
弟
子
用
貴
族
語
言
，
而
鼓
勵
用
當
地
方
言
說
法
，
因
為
語
言

是
弘
法
工
具
，
大
眾
化
的
語
言
能
使
更
多
人
受
惠
，
比
一
小
部
份
人
用
的
貴

族
語
言
更
有
效
，
這
是
佛
陀
慈
悲
及
平
等
心
的
表
現
。
法
義
才
是
根
本
，
解

脫
是
終
極
目
標
，
容
易
理
解
是
工
具
的
追
求
，
否
則
是
本
末
倒
置
，
產
生
流

弊
。

    

佛
書
很
多
，
歷
來
注
釋
也
大
量
，
可
是
很
多
不
但
不
能
取
正
義
，
且
混

亂
胡
塗
，
乏
味
，
使
讀
者
浪
費
時
間
，
失
去
信
心
，
氣
餒
，
甚
至
放
棄
，
殊

多
可
惜
。
考
其
因
有
：

 

１
專
有
名
詞
太
多

 

２
一
大
堆
解
釋
，
卻
不
對
應
義
理
，
難
令
人
明
白

   
 

佛
法
通
途-

四
共
加
行 

                     

寂
慧

   



 

３
有
些
太
詳
盡
，
有
﹁
遊
花
園
﹂
的
感
覺

 
４
﹁
題
外
話
﹂
太
多
，
如
起
源
，
歷
史
，
發
展
，
演
變
，
派
別
等

 

５
個
人
化
，
有
些
注
釋
帶
出
太
多
個
人
事
件

    

重
要
的
法
教
被
隱
沒
，
埋
藏
，
世
間
極
可
惜
之
事
，
莫
此
為
甚
。

    

站
在
讀
者
的
立
場
，
學
習
程
序
主
要
有
二
：

 

１
簡
述
其
義

 

２
該
法
教
的
目
的
何
在

    

次
要
的
輔
助
是
：

 

１
各
講
解
者
，
派
別
的
注
釋

 

２
各
方
面
的
考
証

    

本
書
致
力
於
主
要
之
闡
述
，
次
要
之
處
則
留
待
讀
者
因
應
需
要
去
尋
求

吧
。

    

很
多
佛
徒
當
看
到
這
題
目
時
便
不
想
再
看
下
去
。
他
們
認
為
這
是
老
生

常
談
；
已
多
次
聽
過
；
對
這
題
目
已
了
然
於
胸
。
這
正
像
﹁
空
﹂
，
我
們
已

聽
過
無
數
次
，
但
稍
懂
的
能
有
幾
人
？
能
體
會
應
用
的
更
絕
無
僅
有
。
四
共

加
行
是
很
好
，
很
穩
重
的
基
本
修
法
，
而
且
是
密
宗
各
派
，
也
是
顯
密
各
宗

的
基
本
共
法
。
有
如
打
功
夫
的
紮
馬
，
沉
悶
，
不
被
重
視
，
每
個
徒
弟
都
認

為
懂
及
足
夠
，
可
是
師
父
總
要
他
們
繼
續
紮
下
去
。
因
為
那
是
不
好
受
的
訓

練
卻
是
重
要
及
將
來
成
就
之
必
需
。

    

同
樣
，
如
果
是
大
圓
滿
，
大
手
印
等
大
法
，
各
人
必
趨
之
若
鶩
，
認
為

自
己
是
大
根
大
器
，
對
四
共
加
行
這
些
基
本
功
卻
嗤
之
以
鼻
，
殊
不
知
不
經

過
這
些
修
法
，
難
成
大
器
；
這
些
基
本
功
修
得
好
，
大
法
很
易
成
就
，
且
安

鍊
，
無
法
體
會
佛
法
。
所
以
學
佛
的
中
堅
之
士
，
大
多
是
人
生
閱
歷
豐
富
之

人
。
年
青
人
難
以
共
鳴
。

    

四
共
加
行
除
了
轉
心
向
法
的
主
要
目
的
外
，
尚
有
﹁
佛
法
殊
勝
﹂
另
一

個
目
的
。
修
四
共
加
行
要
體
會
，
感
恩
佛
法
的
殊
勝
，
瞭
解
世
間
只
有
佛
法

能
令
我
們
脫
苦
。
只
有
佛
法
能
令
我
們
生
命
有
意
義
，
只
有
佛
法
值
得
我
們

見
聞
討
論
，
餘
皆
戲
論
。
縱
使
轉
生
善
道
享
福
，
亦
只
是
寄
生
蟲
，
虛
耗
生

命
，
與
禽
獸
無
異
。
只
有
佛
法
最
殊
勝
，
不
單
幫
助
我
們
脫
離
輪
迴
，
最
有

意
義
之
處
是
能
使
我
們
的
父
母
親
人
，
朋
友
，
乃
至
所
有
眾
生
皆
可
成
佛
。

第
一
共
加
行-

人
身
難
得

    

很
多
人
不
覺
得
生
命
的
重
要
，
不
認
為
人
身
很
難
得
到
，
因
為
身
在
福

全
穩
健
，
不
易
走
火
入
魔
。
循
序
漸
進
的
修
法
，
障
礙
較
少
，
往
往
比
一
開

始
修
大
法
而
遇
無
數
障
礙
更
快
速
成
就
。
因
此
，
切
實
地
修
四
共
加
行
是
何

等
重
要
及
必
需
。

    

四
共
加
行
主
要
在
轉
心
，
轉
世
俗
心
向
出
離
心
，
皆
為
了
一
個
目
的-

導
向
佛
法
。
即
轉
心
向
法
，
如
果
沒
有
這
個
目
的
，
四
共
加
行
將
變
得
無
意

義
，
亦
証
明
行
者
不
瞭
解
四
共
加
行
。
要
久
處
五
慾
的
眾
生
一
心
向
法
，
不

免
要
求
太
高
，
因
此
需
要
修
加
行
，
加
行
即
前
行
。
前
行
修
得
好
，
即
預
備

功
夫
足
夠
，
進
入
正
行
將
順
利
無
阻
。
否
則
困
難
重
重
，
艱
苦
異
常
，
因
為

心
理
未
能
契
合
，
如
果
沒
有
那
種
苦
的
感
受
，
生
命
的
體
驗
，
縱
使
如
何
說

得
吸
引
，
也
只
是
紙
上
談
兵
，
說
食
數
寶
，
遑
論
修
各
種
正
行
。
佛
法
的
修

行
，
一
定
要
有
生
命
的
深
層
體
會
，
才
能
昇
進
。
因
此
，
沒
經
過
人
生
的
歷

1

23



形
容
人
身
難
得
，
第
一
個
譬
喻
說
一
隻
瞎
眼
的
龜
在
大
海
裏
偶
爾
浮
出
水

面
，
剛
好
將
頭
穿
在
一
塊
浮
木
的
洞
中
。
盲
龜
看
不
到
；
大
海
中
難
遇
上
；

浮
木
的
洞
孔
不
易
對
準
。
這
些
都
是
極
難
極
難
得
的
來
形
容
得
人
身
。
第
二

個
譬
喻
說
，
佛
陀
手
中
抓
著
一
堆
沙
，
面
對
沙
漠
對
弟
子
說
，
沙
漠
的
沙
猶

如
其
他
眾
生
，
手
中
的
沙
猶
如
人
身
般
難
得
。
如
果
有
天
眼
能
看
到
虛
空
中

的
無
數
眾
生
及
腳
底
下
無
數
昆
蟲
，
細
菌
，
當
知
道
這
兩
個
譬
喻
並
沒
有
跨

張
。
六
道
眾
生
中
，
下
三
惡
道
眾
生
比
人
道
眾
生
多
很
多
，
失
人
身
極
容

易
；
得
人
身
極
難
，
需
經
多
生
積
功
累
德
，
才
能
維
持
生
命
，
否
則
很
快
夭

折
，
短
命
。
因
此
有
﹁
人
身
寶
﹂
之
稱
，
該
好
好
珍
惜
，
利
用
。

    

那
麼
，
是
否
獲
得
人
身
就
足
夠
呢
？
當
然
不
是
，
如
果
四
肢
不
全
，
或

是
生
在
極
惡
劣
的
環
境
，
得
人
身
也
是
沒
有
用
的
。
因
此
，
有
﹁
暇
滿
人
身
﹂

之
說
，
暇
滿
，
即
八
種
閒
暇
可
以
應
用
及
十
種
圓
滿
，
可
藉
此
福
德
來
修

行
。

    

八
種
無
暇

    

地
獄                  

生
於
邊
地           

    

餓
鬼                  

執
著
邪
見
，
不
信
因
果  

    

畜
生                  

無
佛
時
代            

    

長
壽
天                

懱
戾
車
︵
心
智
不
健
全
︶

    

    

遠
離
這
八
種
無
暇
，
才
能
具
足
暇
滿
，
有
暇
去
修
行
。
前
三
外
無
暇
受

盡
苦
報
，
無
暇
也
無
力
修
行
，
第
四
長
壽
天
，
只
知
享
樂
，
如
寄
生
蟲
般
，

無
法
修
行
。
後
四
內
無
暇
，
雖
得
人
身
，
但
生
於
惡
劣
環
境
及
惡
因
緣
，
無

‧

粗
暴 

十
一‧

對
痛
苦
沒
有
恐
懼 

十
二‧

對
佛
法
麻
木
不
仁 

十
三‧

不
喜
修
行
佛
法 

十
四‧

耽
於
造
惡
的
習
性 

十
五‧

犯
戒 

十
六‧

破
上
師

與
弟
子
之
間
的
三
昧
耶
戒
。

    

從
此
，
可
看
出
即
使
得
人
身
，
諸
根
具
足
，
仍
然
有
無
數
條
件
令
我
們

無
法
修
習
佛
法
。
可
証
人
身
難
得
，
佛
法
難
聞
。

    

得
人
身
是
經
多
生
累
積
善
業
所
至
，
每
天
耗
用
過
去
的
大
量
善
業
來
維

持
，
如
果
不
修
福
，
當
福
報
用
盡
，
便
下
生
惡
道
，
因
此
，
下
世
或
再
下
世

能
保
持
人
身
，
實
在
不
容
易
，
只
有
依
止
佛
法
，
持
戒
，
修
各
種
善
業
，
如

布
施
等
，
才
能
保
得
人
身
，
乃
至
去
苦
，
脫
離
輪
迴
。

    

人
身
既
然
如
此
難
得
，
當
精
進
修
行
，
保
持
暇
滿
人
身
，
再
尋
求
智

慧
，
發
出
離
心
，
脫
離
輪
迴
。

法
向
道
。

    

具
備
十
種
圓
滿
即
可
向
道
：

    

得
人
身                         

佛
出
世

    

生
佛
法
中
國
土                   

說
正
法

    

諸
根
具
足      }  

自
圓
滿         

法
住
世   }  

他
圓
滿

    

宿
業
不
巔
倒                     

入
法
門

    

具
正
信                         

善
知
議

     

    

此
外
，
有
十
六
種
逆
緣
障
道
：
一‧

生
起
煩
惱 

二‧

惡
知
識 

三‧

邪

見
、
邪
法 

四‧

懶
惰 

五‧

過
去
惡
業
習
氣 

六‧

受
他
人
擺
佈 

七‧

為

祈
福
而
修
行 

八‧

為
權
勢
名
望
修
行 

九‧

對
財
富
，
自
身
的
強
執 

十

5

1

1

︸
外
無
暇

︸

內
無
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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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身
難
得
除
啟
示
我
們
發
出
離
心
外
，
更
建
立
信
心
，
信
因
果
，
實

相
，
三
寶
之
殊
勝
，
修
行
佛
法
必
能
圓
成
佛
道
。
這
些
才
是
﹁
人
身
難
得
﹂

的
真
正
意
義
。

    

信
心
可
分
三
種
：  

淨
信-

見
依
止
師
之
德
，
生
清
淨
心
而
相
信    

樂
信-

渴
望
得
到
依
止
師
之
果
位
。  

勝
解
信-

對
甚
深
緣
起
教
法
生
信
。

第
二
共
加
行-

生
死
無
常

    

死
亡
，
無
常
是
我
們
每
個
人
無
數
次
親
身
經
歷
體
驗
過
，
只
是
不
能
接

受
，
拒
絕
接
受
與
逃
避
死
亡
。
既
親
切
，
亦
陌
生
。
﹁
積
霧
皆
消
散
，
祟
高

必
墮
落
，
合
會
要
當
離
，
有
生
無
不
死
。
﹂
這
些
都
是
萬
物
的
本
質
，
我
們

不
應
逃
避
，
而
是
面
對
，
更
要
無
懼
地
接
受
，
那
是
人
生
的
一
部
份
，
自
然

現
象
。
對
於
死
亡
，
要
有
下
列
五
種
觀
修
：  

人
生
短
暫   
死
者
無
數-

從
古
至
今
無
人
不
死  

死
因
無
數-

能
致
死
的
原
因
無
數
，
隨
時
隨
地
皆
可

死
去 

 
 
 

思
惟
臨
終
境
況-

那
種
徬
徨
，
痛
苦
，
割
離
不
能
自
主
的
苦
況

   

思
惟
死
後
之
境 -

四
大
分
離
，
腐
毀
，
變
白
骨
，
最
後
完
全
消
失
，
肉

身
的
不
淨
觀
，
而
神
識
被
業
力
牽
引
，
不
能
作
主
，
對
熟
悉
的
世
界
雖
仍
有

覺
知
，
卻
極
疏
離
，
漸
漸
消
失
。
然
而
，
能
修
行
佛
法
，
得
以
往
生
淨
土

，
或
心
中
升
起
純
潔
無
垢
的
佛
法
才
是
面
對
死
亡
最
好
及
唯
一
的
方
式
。
萬

物
遷
流
不
息
，
忽
快
忽
慢
，
我
們
完
全
無
法
掌
握
，
不
但
驚
懼
，
更
不
願
接

受
，
對
過
去
總
是
放
不
下
，
千
方
百
計
要
留
住
，
痛
苦
不
堪
。
思
惟
無
常

，
使
我
們
對
佛
法
產
生
信
心
。
成
就
出
離
心
、
精
進
、
懸
念
三
寶
，
無
常
極

苦
卻
是
最
佳
的
道
用
，
解
脫
的
利
器
，
是
佛
法
中
最
基
本
而
最
重
要
的
。
在

明
確
見
到
，
因
此
不
容
易
起
信
，
但
不
深
信
因
果
，
佛
法
無
從
談
起
，
修
行

也
沒
有
意
義
，
成
聖
，
解
脫
也
成
疑
問
。
外
道
及
一
般
人
只
以
利
益
為
要
，

不
信
因
果
，
亦
不
明
因
果
。
但
別
以
為
信
佛
者
深
信
因
果
。
何
以
故
？
因
深

信
因
果
，
必
知
道
因
果
的
可
怕
，
不
敢
做
業
，
就
是
利
益
或
欲
念
當
前
，
亦

堅
決
不
取
。
若
深
信
因
果
，
必
於
法
精
進
，
縱
為
凡
夫
，
亦
全
心
向
法
。
對

三
寶
愛
惜
，
對
弘
法
利
生
趨
之
若
騖
，
佛
教
一
定
純
粹
興
旺
。

    

因
果
主
要
在
兩
方
面
的
觀
修
：
一
是
惡
有
惡
報
，
做
惡
必
感
受
惡
報
，

無
可
逃
避
，
假
使
現
在
不
受
報
，
將
來
也
必
受
。
由
無
明
愚
痴
做
的
業
不
易

察
覺
，
甚
至
很
重
。
例
如
對
三
寶
不
敬
，
損
害
佛
教
名
聲
，
阻
礙
修
道
人

等
。
因
此
要
常
小
心
檢
視
自
己
的
身
語
意
，
親
近
善
知
識
，
了
解
因
果
法

則
，
有
人
懷
疑
為
何
做
惡
因
，
仍
然
快
樂
；
做
善
因
，
仍
然
有
惡
報
。
這
正

阿
含
經
中
，
佛
陀
常
以
﹁
無
常
法
﹂
教
導
弟
子
，
無
數
人
從
中
得
到
快
速
解

脫
，
世
尊
常
以
簡
單
的
開
示
：
﹁
無
常
故
苦
，
苦
故
無
我
﹂
或
﹁
無
常
、
苦

、
空
、
無
我
﹂
的
觀
修
次
第
，
精
要
深
入
生
命
之
流
中
。
或
以
分
析
法
去
分

析
生
命
體
的
無
常
：
﹁
色
無
常
，
無
常
即
苦
，
苦
即
非
我
，
非
我
者
亦
非
我

所
。
如
是
觀
者
，
名
真
實
正
觀
。
如
是
受
、
想
、
行
、
識
、
無
常
，
無
常
即

苦
，
苦
即
非
我
，
非
我
者
亦
非
我
所
。
如
是
觀
者
，
名
真
實
觀
。

    

聖
弟
子
，
如
是
觀
者
，
厭
於
色
，
厭
受
、
想
、
行
、
識
。
厭
故
不
樂
，

不
樂
故
得
解
脫
。
解
脫
者
，
真
實
智
生
。
﹂

第
三
共
加
行-

因
緣
果
報

    

因
果
甚
深
。
因
緣
果
報
，
千
絲
萬
縷
，
繁
雜
異
常
，
難
以
解
釋
，
難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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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告
訴
我
們
因
果
不
虛
，
逃
避
不
了
，
從
前
做
的
惡
業
，
不
會
因
為
如
今
做

善
事
而
消
失
；
相
反
，
從
前
做
的
善
業
，
不
會
因
為
如
今
做
惡
事
而
消
失
。

惡
報
最
可
怕
之
處
是
惡
性
循
環
，
輾
轉
向
下
，
無
有
出
期
；
或
是
擴
大
，
如

星
星
之
火
，
可
以
燎
原
；
障
道
，
當
決
心
修
心
向
上
時
，
往
往
障
礙
陷
落
，

無
法
出
離
，
因
此
要
忍
一
時
，
別
讓
欲
念
，
惡
念
令
我
們
墮
落
，
不
要
著
眼

於
短
暫
的
快
樂
。

    

二
是
修
行
必
可
證
果
，
世
間
有
解
脫
之
人
，
有
成
聖
之
人
，
有
道
跡
可

循
，
直
趨
解
脫
，
人
生
是
苦
，
當
嘗
盡
挫
折
失
敗
後
，
對
因
果
懷
疑
，
對

成
聖
懷
疑
，
對
自
己
能
否
解
脫
懷
疑
，
放
慫
自
己
，
懈
怠
向
下
，
這
是
平
常

事
。

    

既
知
因
果
的
必
然
性
，
自
當
停
止
作
惡
，
懺
悔
往
昔
罪
障
，
努
力
修

習
，
循
此
古
仙
人
道
趣
向
解
脫
。

第
四
共
加
行-

輪
迴
過
患

    

輪
迴
的
過
患
，
不
消
多
說
，
很
多
人
皆
能
體
會
，
亦
經
歷
無
數
次
，
容

易
生
厭
倦
心
的
眾
生
，
當
明
白
輪
迴
過
患
。
但
偶
爾
的
快
樂
，
五
慾
的
追

求
，
強
烈
的
我
執
，
使
我
們
無
法
擺
脫
輪
迴
。

    

輪
迴
的
過
患
在
那
裏
？
六
道
輪
迴
中
的
三
惡
道
不
用
說
，
沒
有
人
喜

歡
，
就
是
三
善
道
也
是
無
聊
無
謂
，
縱
使
天
道
眾
生
，
終
日
享
樂
，
仿
似
麻

醉
般
度
日
，
對
生
命
的
提
昇
不
存
任
何
意
義
，
人
道
眾
生
，
歷
經
生
、
老
、

病
、
死
苦
，
更
歷
經
無
常
深
層
的
苦
，
無
由
出
離
；
業
力
的
牽
引
，
使
人
生

不
自
由
，
與
人
相
處
更
顛
倒
衝
突
，
苦
多
樂
少
，
就
是
快
樂
，
亦
會
天
不
做

頭
沒
，
無
了
期
，
苦
不
堪
言
，
正
是
四
聖
諦
中
的
苦
諦
；
再
觀
苦
的
起
因
，

苦
的
形
成
，
或
是
解
脫
的
因
，
解
脫
的
形
成
，
全
是
因
緣
果
報
，
有
因
有

果
。
這
是
四
聖
諦
中
的
集
諦
；
再
觀
佛
常
以
無
常
開
示
弟
子
，
無
數
的
佛
弟

子
悟
無
常
而
解
脫
，
思
惟
萬
物
不
斷
變
遷
，
世
間
危
脆
不
實
。
無
常
故
苦
，

苦
故
無
我
。
這
正
是
四
聖
諦
中
的
滅
論
；
再
觀
道
諦
，
通
過
修
道
而
得
解

脫
，
修
道
的
方
法
很
多
，
但
須
暇
滿
人
身
才
能
成
就
，
沒
有
暇
滿
人
身
，
連

喘
息
也
沒
機
會
，
遑
論
向
法
向
道
。
因
此
須
思
惟
人
身
難
得
，
色
身
能
做
些

什
麼
？
五
慾
的
可
怕
，
世
間
法
的
無
意
義
。
人
身
難
得
，
難
得
的
是
此
道
器

能
成
就
解
脫
，
否
則
只
是
渾
噩
人
生
，
毫
無
意
義
，
極
大
浪
費
。

    

當
每
天
早
上
起
來
，
安
然
吃
早
餐
，
享
受
陽
光
普
照
時
，
可
有
想
過
昨

美
，
愛
別
離
苦
。

    

無
始
以
來
，
我
們
忍
受
著
輪
迴
之
苦
，
無
有
出
期
，
如
老
鼠
在
籠
中
踏

著
轉
輪
終
日
奔
跑
於
原
地
，
本
該
生
起
出
離
心
才
對
，
為
何
仍
耽
著
世
間
？

    

四
共
加
行
展
示
著
生
命
的
四
種
狀
態
，
貫
穿
其
間
的
是
苦
。
只
有
體
會

生
命
、
苦
才
能
發
心
修
行
，
才
能
真
真
正
正
領
悟
人
生
，
領
悟
佛
法
，
才
知

道
佛
法
的
殊
勝
，
珍
貴
。
產
生
嚮
往
皈
依
之
心
，
成
就
信
根
。
否
則
皈
依
不

能
成
就
，
因
仍
然
耽
著
五
欲
，
仍
相
信
暫
時
不
須
依
靠
，
不
了
解
苦
迫
。
只

要
經
歷
生
命
的
無
常
、
苦
，
加
上
得
遇
佛
法
的
福
報
，
很
快
完
滿
四
共
加
行

的
修
法
。
否
則
需
不
斷
反
覆
觀
修
，
直
至
升
起
出
離
心
，
轉
心
向
法
。

    

四
共
加
行
亦
可
倒
過
來
觀
修
：
先
思
惟
輪
迴
過
患
，
生
生
死
死
，
頭
出

1213

1415



夜
無
量
眾
生
互
相
殺
戮
，
生
吞
活
剝
；
無
數
餓
鬼
咆
吼
，
哭
訴
著
飢
餓
之

苦
；
地
獄
眾
生
慘
被
折
磨
？
當
習
慣
此
人
身
時
，
仍
以
為
幸
福
是
必
然
嗎
？

    

四
共
加
行
的
修
法
可
以
是
四
正
行
，
其
根
本
，
成
就
並
不
亞
於
任
何
修

法
，
切
莫
等
閒
視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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