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

問司

刊

街
說
心

白
骨
觀
音
菩
薩

恭
敬
佛
像
功
德

或
地
下
，
甚
至

塔
，
急
拾
革
履

三
者
皆
為
金
輸

•• 

凡
見
佛
像
，
必
讀
存
心
恭
敬
，
不
可
稍
有
褻
潰
，
更
勿
加
以
損
壞
。
即
使
置
在
抹
上
、

跨
越
，
其
罪
甚
大
。
薩
迦
巴
根
桑
澤
程
佛
爺
開
示
廣
大
心
要
去
•• 

「
一
人
於
雨
中
見
小
泥

蓋
之
。
叉
一
人
至
，
以
履
垢
，
易
他
淨
物
;
如
此
二
人
，
以
此
功
德
，
其
後
與
造
塔
人
，

之
轉
輸
王
」
。
故
說
間
三
寶
之
名
，
或
見
佛
像
、
佛
塔
，
皆
可
為
成
佛
種
子
。

日八月一十年九十六國民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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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轉
捕
一
乘
全
由
版
啟
事

劉

銳

之

佛
教
之
有
顯
宗
密
乘
，
猶
為
之
雙
翼
，
車
之
悶
輪
，
相
輔
相
成
，
其
用

始
能
大
著
o

密
乘
之
晶
現
於
世
，
依
釋
尊
授
記
，
於
佛
誡
度
後
十
三
年
滿
，
有
報
身

旦
大
士
出
世
，
弘
揚
密
諜
。
此
密
乘
蓮
華
生
大
士
所
由
始
也
。

顯
宗
崇
常
教
麓
，
我
國
漠
土
十
裝
，
除
律
京
弘
揚
律
藏
j
禪
宗
為
教
外

別
傅
，
真
昔
日
宗
亦
部
密
乘
瞄
外
，
其
有
修
持
者
，
紙
有
淨
土
京
市
已
。
一

:
密
乘
則
閣
崇
敬
理
，
尤
鞏
實
踐
修
行
，
然
以
本
來
是
佛
之
義
，
眾
生
不

敢
承
常
，
故
密
乘
有
次
第
四
嚮
之
建
立
，
使
之
鋸
序
漸
進
，
按
步
種
功
。
茲

將
商
藏
諸
先
覺
所
說
四
部
宿
乘
修
持
本
尊
生
起
儀
軌
之
差
別
，
分
鐘
於
在•• 

作
密

•• 

無
修
白
為
本
尊
法
，
唯
於
對
芳
修
習
本
霉
，
從
，
中
心
怒
地
〈
梵

車
間
，
義
為
成
就
)
，
名
從
主
乞
悉
地
。
一
-

行

L嚮•• 

雖
有
自
修
生
起
法
，
然
無
私
趴
彼
令
入
智
尊
，
及
灌
頂
，
一
部
主

印
定
等
。
故
於
對
方
不
修
一
一
一
味
耶
奪
，
唯
迎
請
智
霉
，
獻
座

供
養
，
而
乞
悉
地
，
名
從
伴
乞
悉
捕
。

瑜
伽
密•• 

自
修
生
一
起
本
牢
，
入
以
智
尊
灌
頂
，
部
主
印
定
，
後
仍
是
單

無
土
嚮•• 

所
有
自
修
生
起
本
簿
，
入
以
智
尊
灌
頂
，
心
及
部
主
印
定
一
一
一
者

'
與
瑜
伽
密
共
。
所
差
加
者
，
後
不
進
單
j

以
自
巴
部
本
尊

故
。

由
是
可
知
，
無
上
密
乘
之
郎
身
成
佛
，
與
顯
宗
一
一
一
大
阿
僧
祇
劫
成
佛
之

理
，
差
異
之
大
，
非
無
因
也
。

密
乘
雖
以
依
顯
宗
經
典
為
主
，
然
為
修
成
報
身
之
故
，
雖
知
身
為
真
皮

麓
，
惟
需
借
幻
修
鎮
，
乃
主
五
蘊
師
五
佛
睦
。
此
其
一

o

艾
以
法
界
法
性
，

不
離
陰
陽
，
乃
建
立
方
便
智
慧
之
修
習
。
此
其
二
。
以
實
接
故
，
隨
館
行
軍

於
隨
法
行
，
乃
於
皈
依
一
一
一
賞
之
午
，
尤
靈
皈
依
上
師
。
此
其
一
一
一
。
為
種
學
之

大
者
也
。

密
乘
之
稱
為
密
者
，
依
西
藏
格
魯
巴
(
俗
稱
黃
派
)
祖
師
宗
喀
巴
大
士

所
說
:
有
尊
貴
密
、
徵
細
密
、
普
(
遍
密
、
隱
顯
密
、
總
持
密
、
發
心
密
、
次

第
智
、
無
知
密
、
蓋
藏
密
、
嗔
蠶
密
十
者
?
尚
未
聞
有
「
不
以
-
m人
」
之
密

，
祇
有
如
非
當
機
，
則
不
竄
於
未
熟
宣
密
，

t

究
其
實
則
亦
眾
生
自
密
瞄
已
。

觀
於
唐
代
蔥
果
按
師
，
於
日
本
空
梅
和
尚
之
來
求
法
，
悉
數
傳
授
，
從
前
，
知

矣
。
鏡
之
一
小
才
，
珊
敦
珠
寧
被
車
之
敬
授
，
有
如
瓶
水
傾
誨
，
路
以
准
予

傳
授
四
級
灌
頂
之
法
賀
信
物
，
及
傳
承
表
等
，
則
更
親
身
體
證
'
位
未
有
如

所
謂
之
密
也
。

但
密
乘
之
傳
入
我
國
漠
士
，
日
較
顛
京
為
遲
，
至
唐
元
京
時
，
始
有
盤
問

無
畏
、
金
闢
智
、
不
空
一
…
一
位
一
一
一
藏
法
帥
，
從
印
度
來
弘
密
乘
，
所
謂
閉
一
芷
江
﹒

大
士
也
。
不
久
遇
「
一
一
一
武
之
用
」
之
唐
武
宗
，
密
乘
向
遭
市
錯
，
萌
芽
初
茁
'
旋

被
摧
殘
，
可
勝
概
歎
o

迪
克
朝
以
蒙
，
古
人
入
主
中
原
，
牽
八
思
巴
活
佛
揖
闖
關

師
心
，
標
法
復
弘
o

及
朱
元
璋
以
出
獄
皇
覺
寺
，
京
﹒
一
學
準
提
菩
麓
，
而
宣
稱
帝

，
寬
蕪
民
間
崇
奉
密
乘
。
直
至
清
朝
，
亦
祺
宮
聞
事
幸
福
已
。
民
盟
而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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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禁
大
閉
，
密
法
始
著
。

密
乘
教
澀
，
其
有
興
顯
京
不
共
者
，
緣
是
之
故
﹒
誨
的
無
多
。
瑜
伽
續

以
下
一
一
一
部
密
之
經
典
，
分
別
克
於
大
革
新
修
大
藏
經
，
及
中
華

J大
藏
經
中
缸
，

持
人
稱
東
密
。
無
上
密
法
，
則
必
知
之
者
﹒
希
，
頗
少
講
譯
。
即
有
譯
者
，
或

隱
約
其
詞
，
未
能
腸
諜
，
如
宋
施
龍
之
譯
密
集
經
等
。
或
顛
倒
其
籠
，
未
易

貫
通
，
如
一
兀
莎
商
等
之
譯
大
乘
一
要
道
密
集
等
。
雖
民
國
後
譯
師
輩
出
'
，
略
有

譯
傅
，
然
以
密
乘
規
則
，
非
經
直
接
傳
京
，
不
得
閱
覽
，
又
何
怪
初
學
嚮
乘

者
，
有
欲
讀
無
害
之
歌
哉
。

憶
管
年
朱
諾
冠
，
觀
事
多
傑
覺
拔
格
西
，
蒙
授
密
乘
法
海
各
法
。
其

後
歷
事
諾
那
上
帥
，
並
蒙
貢
噶
上
師
問
灌
遙
灌
。
近
復
親
近
敦
珠
寧

被
車
，
-
得
傳
四
級
灌
頂
，
並
賜
兩
派
傳
承
?
導
譯
大
幻
化
網
磚
引
法
，
特
准

凡
受
密
乘
灌
頂
者
，
均
得
閱
讀
。
並
准
將
二
級
灌
中
之
靜
盤
一
法
普
及
，
於
此

慈
惠
眾
生
，
且
特
宜
-
m憲漢
人
，
尤
為
銘
感
。

旬
國
念
密
法
之
應
秘
嚮
者
，
→
為
儀
軌
，
必
領
口
耳
傳
京
，
始
絕
生
起
證

楚
。
二
為
戒
律
，
顯
宗
亦
非
禮
守
者
不
傳
。
一
一
一
為
脈
氣
明
點
之
修
持
，
非
親

一
予
指
點
不
耳
。
四
為
密
灌
教
授
，
恐
生
那
見
。
除
外
似
無
頭
密
，
著
大
手
印

大
閣
漏
，
應
更
廣
予
流
傳
。

貳
拾
年
前
，
已
得
貫
師
問
灌
遙
灌
，
為
求
搜
集
法
典
，
每
日
恭
謂
大
德

家
中
抄
銬
，
自
朝
軍
嘉
，
蠅
頭
小
字
，
不
厭
其
煩
，
如
是
數
年
。
杭
州
黃
文

叔
山
樵
師
兒
，
黨
未
謀
菌
，
知
其
如
此
，
憐
其
孤
陋
，
瓶
將
所
有
法
本
寄
贈

，
函
稱
世
亂
方
亟
'
飾
為
贊
存
。
弱
維
避
捕
香
港
，
貧
無
立
錐
'
覆
齒
婉
御

。
文
故
.
仍
分
批
寄
，
下
，
當
時
目
錄
，
獨
有
留
存
，
附
此
以
諒
不
忘
。

六
年
前
退
國
'
，
學
習
藏
吏
，
復
遵
師
命
，
攝
受
有
惰
，
而
學
者
每
以

「
嚮
乘
無
書
可
讀
」
為
憾
。
夫
豈
「
無
書
可
讀
」
哉
?
﹒
因
念
民
盟
以
來
，
無

上
街
法
:
經
列
位
上
師
之
傳
授
。
1
及
諸
譯
師
之
語
諱
，
巴
頗
盤
霞
，
多
采

多
姿
，
可
說
應
有
者
有
。
歷
年
之
所
搜
集
，
雖
不
敢
說
蝶
來
大
備
，
亦
可
謂

具
體
而
傲
。
倘
能
編
印
流
通
，
於
此
間
身
成
佛
之
理
論
，
悔
遵
師
訓
，
於

h 

許
一
則
迂
回
傅
範
圈
之
內
，
酌
予
公
開
，
其
功
聽
當
可
與
法
身
舍
利
相
等
。
於
是

經
數
月
之
搜
籍
、
思
維
、
校
接
、
整
瓣
，
並
作
研
疇
。
初
步
構
想
，
擬
編
印
﹒

「
金
剛
乘
全
集
」
'
分
為
申
一
、
乙
、
丙
、
了
四
部
，
內
容
分
述
如
在

•• 

甲
金
剛
兼
學
會
藏
書
所
有
前
代
及
當
代
大
德
譯
著
無
上
密
乘
之
典

籍
，
屬
之
。
市
當
代
大
德
之
譯
著
，
已
有
單
行
專
本
者
，
如
張
澄

基
博
士
之
密
勒
日
巴
大
師
全
集
，
陳
偉
民
先
生
之
曲
怯
齋
叢
審
等

，
均
不
編
入
。
本
部
之
內
容
為•• 

-
H
戒
律

;
菩
提
正
道
菩
蹉
戒
論
京
略
目
大
士

車
輛
五
十
頌
馬
鳴
菩
薩

+
近
害
到
解
脫
戒
貢
噶
上
師

菩
薩
懺
罪
經
吐
登
上
師
傅
縣
最
風
譯

大
乘
布
罷
法
同
.
上

口
經

運
華
生
大
4
4應
化
國
蟑
螂
經

聖
妙
吉
祥
真
實
名
經

大
自
命
蓋
經
一
兀
譯

藥
師
七
佛
本
願
經
藏
文
本
+

般
若
心
經
貢
噶
上
師
鷗
示
譯

聞
法

成
佛
六
要
貢
噶
上
師

妥
噶
六
種
光
明

妥
噶
優
於
且
卻
讚
頌

心
經
講
演
錄
貢
噶
土
師
.

四
部
申
訴
見
貫
噶
上
師

個
加
行
法
觀
行
述
記
宗
喀
巴
大
土
輯

安
欽
上
師
一
本

- 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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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喀
巴
大
士

法
尊
師
譯

宗
喀
巴
大
士

京
喀
巴
大
士

法
尊
師
譯

克
主
大
師

法
尊
師
譯

在
深
內
義
根
本
頌
，
陳
健
民
先
生
譯

顯
密
修
行
次
第
科
頌
宗
喀
巴
大
士

緣
扭
讚
論
略
釋
京
略
目
大
士

菩
提
道
次
第
直
講
宗
喀
巴
大
士

郎
忍
要
義

嘛
呢
輸
旋
轉
功
總
篇

大
手
印

大
手
即
願
丈

蔣
一
麗
多
吉
上
師

心
張
澄
基
博
士
譯

大
手
印
導
引
四
瑜
伽
袁
噶
上
師

值
河
大
手
印
一
諦
洛
巴
上
師

碧
松
師
譯

間
上

胸

傳
按
時
輸
金
剛
法
閱
一
本
錯

論蓮
華
生
大
士
應
化
史
時
-
l

西
藏
佛
學
原
論
自
激

現
觀
莊
嚴
論
略
釋

菩
提
道
次
第
廣
論

脅著
京提
濫造，

次次
第第
廣略
論輸

密
京
道
次
第
略
論

關

推
擊
一
一
一
要
訣

、
控
摸
道
大
手
印

祝
故
京
大
手
印

班
禪
國
師

密
勒
大
師

大
手
印
聞
示

，
八
六
手
印

班
禪
大
師
三
郎

大
手
印
口
訣

大
手
印
提
示

大
手
印
要
門

大
國
漏

大
關
海
廣
大
心
要
前
行
次
第

大
國
漏
，
無
上
智
廣
大
心
要
本
覺
道
次
第

大
團
漏
龍
欽
心
髓
前
行
引
導
普
賢
土
研
口
授

大
聞
鴻
龍
欽
心
髓
不
共
內
前
行
引
導
一
同
上

噶
馬
寧
體
大
國
浦
攝
頌

大
聞
勝
慧
回
頭

大
圓
浦
心
中
心
要
講
錶

大
園
游
虛
幻
休
息
妙
車
解

大
圓
游
彈
是
休
息
清
淨
車
解

於
此
部
資
料
，
不
斷
搜
集
、
整
編
、
並
將
加
以
•• 

點•• 

以
原
有
鈔
本
或
印
本
，
頗
多
不
分
旬
讀
;
而
彼
此
詩
師
，
對

於
人
名
、
地
名
、
書
名
等
專
有
名
詞
，
音
譯
或
多
歧
異
，
能

不
能
予
以
統
一.• 

，
故
擬
分
別
標
點
符
號
!
以
利
讀
者
。

按•• 

酷
的
集
多
屬
手
鈔
，
不
無
其
間
，
不
惟
半
有
說
構
，
甚
至
義
有

乖
撞
，
抵
不
能
任
其
流
傳
，
惟
有
搜
求
善
本
，
校
接
故
正
。

提
要
或
簡
介•• 

上
列
各
本
，
崗
為
所
集
藏
書
，
選
擇
付
印
;
且
有
或
從
師

論
;
或
出
那
本
昕
一
那
口
訣
;
或
由
閱
讀
心
得
，
而
傲
骨
自
珍

;
雖
極
少
數
，
亦
擬
加
以
提
要
或
簡
介
，
以
就
正
於
賢
者
。

即•• 

閉
藏
書
中
，
有
為
應
守
秘
密
，
不
錯
付
印
者
。
但
其
中
間
有

一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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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普
及
，
似
此
寶
中
之
寶
，
特
予
抽
印

•• 

如
賞
噶
上
師
閱
示
戒
律
中
之
近
事
別
解
脫
戒
部
份
，
陳
偉

民
先
生
所
譯
甚
諜
內
義
根
本
頌
之
身
之
成
立
，
及
脈
氣
明
點

之
分
析
b

內
身
與
器
世
聞
相
配
等
部
份
。
一
兀
報
莎
南
等
所
譯

大
乘
要
道
密
集
之
大
手
印
等
。

時
印
藏
文

•• 

各
本
有
附
藏
文
者
，
為
欲
除
留
原
始
形
位
，
及
得
加
持
故
，

酌
為
附
印
。

金
剛
乘
學
會
叢
書
為
銳
之
歷
年
譯
著
之
作
品
，
依
脫
稿
之
先
後

，
商
定
次
第
。
但
第
四
之
西
聽
密
京
靜
坐
法
概
說
，
以
第
十
一
一
一
之

西
藏
密
京
靜
盛
法
詳
釋
出
版
，
不
予
蠢
印
。
故
以
密
宗
道
，
次
第
略

科
及
各
章
大
要
簡
鴿
，
補
列
第
四
。
而
第
七
、
咕
嚕
咕
功
佛
母
華

整
修
習
法
，
第
八
、
大
聞
游
卑
嗎
心
要
親
聞
記
，
第
十
、
金
剛
乘

戒
本
等
，
以
屬
丁
部
秘
密
本
範
圈
，
於
此
從
缺
。
其
次
第
分
諸
如

在•• 一
、
大
幻
化
網
導
引
法

之
、
佛
教
對
漠
土
文
化
之
影
響
一

一
一
一
、
諸
家
大
手
印
比
較
研
究

四
、
密
宗
道
次
第
略
科
及
各
華
大
要
簡
逾

五
、
心
經
密
義
闡
述

六
、
西
藏
古
代
佛
教
史

七
、
咕
嚕
咕
功
佛
母
孽
，
豔
修
讀
法
缺

八
、
大
闊
溝
卑
嗎
必
要
親
聞
記
缺

九
、
現
觀
莊
嚴
諭
科
會

十
、
金
剛
乘
戒
﹒
本
缺

十
一
密
法
講
習
鐘

十
二
、
敦
珠
寧
故
車
訪
問
香
港

十
一
一
一
、
西
藏
密
宗
靜
坐
法
詳
釋

乙

十
四
、
菩
提
道
次
第
紅
引
導

十
五
、
密
現
道
次
第
寶
璽
釋

尚
有
在
翻
譯
、
整
理
、
修
飾
中
，
俟
脫
稿
時
，
再
行
編
入
。

金
剛
乘
學
會
畫
像
所
有
供
舉
珍
藏
諸
位
上
師
、
本
尊
空
行
護

法
之
法
相
，
及
湯
嘉
等
。
分
述
如
在
•• 

付
前
後
所
親
近
承
事
諸
位
上
師
之
法
相
。

口
供
奉
路
藏
及
在
印
度
噶
林
邦
求
法
峙
，
歡
聽
寧
浪
車
飾
自
畫

廊
恭
緒
之
諸
佛
菩
薩
及
本
尊
空
行
護
法
諸
法
相
。

開
揚
嘉
湯
嘉
梵
苦
，
為
西
藏
密
乘
遵
照
經
典
指
示
之
佛
教
掛
摺

'
華
麗
、
莊
嚴
、
殊
膀
，
且
有
歷
史
性
質
，
如
諜
報
喇
嘛
﹒
年
前

初
會
羅
馬
教
宗
所
致
贈
者
，
為
佛
教
歷
史
之
掛
圈
。
而
更
具
加

持
意
義
，
如
敦
珠
寧
法
草
年
前
駕
臨
眷
諧
，
閉
路
之
九
湯
嘉

及
一
一
一
湯
嘉
，
均
為
蓮
華
生
大
士
所
加
持
者
，
其
希
有
發
貴
，

實
為
無
價
之
寶
也
。

本
部
所
集
，
除
依
照
全
集
型
式
大
小
彩
色
印
製
外
，
並
據
加
印

二
十
一
吋
乘
十
五
吋
彩
色
印
制
棋
，
以
使
學
藏
。

金
剛
乘
學
會
都
密
本
研
有
敦
珠
寧
說
車
仙
器
寧
被
車
所
傳

弟
子
，
及
美
國
、
法
闊
、
英
國
、
比
利
時
、
希
臘
等
處
之
敦
珠
精

會
中
心
;
與
者
港
及
筆
嘴
金
剛
乘
學
會
一
一
切
問
人
，
己
受
一
一
級
灌

頂
以
上
，
具
有
確
實
證
明
者
始
可
請
購
牽
持
，
以
資
修
習
。
其
內

容
如
在•• 

一
、
金
剛
乘
戒
本

二
、
大
圓
滿
街
吋
嗎
心
要
親
聞
記

一
一
一
、
大
闊
溝
甚
深
心
耍
一
一
一
寶
總
第

四
、
蓮
華
生
大
士
消
除
障
道
祈
請
頌

五
、
金
剛
乘
學
會
儀
軌

六
、
大
體
漏
心
中
心
廳
關
觀
想
次
第

j 

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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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大
園
漏
仰
兌
聽
紙
金
字
之
闇
導
面
授
耳
傳
七
日
修
佛
方
便

八
手
甚
深
內
義
根
本
頌

九
、
大
幻
化
網
智
灌
部
分
導
引

十
、
大
手
印
加
行
前
攝
上
師
摺
應
金
剛
亥
母
合
修
法

十
一
二
八
法
引
導
廣
論
一
貫
師

十
二
、
京
母
拳
法
一
白
了
然

十
一
一
一
、
閉
關
要
旨
摩
尼
寶
痘

十
四
、
閉
關
部
後
讀
知
如
意
枝

十
五
、
咕
嚕
咕
功
佛
母
華
鞏
修
習
法

吐
登
上
師
傅
授

劉
銳
之
譯

十
六
、
閱
光
法
勝
住
略
軌

十
七
、
玻
璃
鏡
安
臟
法

十
八
、
運
筆
生
大
士
起
課
法
要

十
九
、
綠
度
母
起
卦
法

二
十
、
吉
祥
天
母
靈
卦
法
多
傑
尊
者
傳
授

劉
銳
之
譯

悶
憶
得
開
密
法
，
噩
五
十
年
，
授
集
藏
番
，
亦
四
十
載
。
以
我
生
不
逢

辰
之
故
，
關
數
多
難
!
顛
沛
流
離
，
典
籍
己
多
散
失
。
一
一
一
十
年
來
避
難
香
港

，
從
新
搜
集
。
近
年
華
港
摸
摸
，
常
有
講
髓
，
以
記
憶
力
差
，
找
尋
不
易
。

茲
之
目
誨
，
將
來
如
陸
續
找
得
，
當
有
補
充
，
未
易
作
為
定
論
。

自
雄
種
薄
能
鮮
，
年
老
力
盞
，
本
不
敢
聽
此
重
一
責
;
惟
念
無
土
密
乘
之

普
及
漠
地
，
續
七
十
年
，
傳
入
自
苦
無
多
，
戰
亂
相
仍
，
自
多
散
俠
。
有
感

於
就
叫
川
黃
文
故
師
兄
之
相
贈
，
對
此
僅
存
碩
果
z

能
不
學
之
草
之
。
且
密
乘

策
源
地
之
西
藏
，
單1極
變
色
，
一
一
一
寶
巴
非
昔
比
;
不
揣
愚
悶
，
遂
興
弘
傳
法

賢
，
距
真
人
任
之
心
，
敢
情
裴
齡
，
為
竟
全
功
，
商
勉
從
寧
。
但
茲
事
體
大

，
惟
乞
諸
位
上
師

1
歷
代
祖
師
、
諸
佛
菩
薩
聽
眾
，
華
賜
加
持
。
並
詣

大
總
商
賢
，
不
吝
賜
教
，
不
勝
企
盼
之
空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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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掙
得v
m在
沙
發
膀
們
終4
帶
進
弟
拿
苦
倚
著

i
L

4項
喝
d叮
咚
伊
拉
擎
的
可
靜
的
河

4
真
可
向
殊
的
呻
吟
-
3、
旅

J
管

-
v

邊
J宰
割
將
按
協

M稍
加
滿
滿
甜
的
心
盼
你
:
一
持
信
每
!

F
W啥叫
均
為
榜
略
)
話
嗎
畸
抑
物
幫
你
你
沉

所
w織
內
嗨
，
仿
呵
護
抖
柳
川
神
啼
街
叫
一

智
的
絡
管
部
物
向
心
九
九M神-
3
J一
向
你
嗎
獄
)

姆
拉
啟
動
帶
問
\
\

稅
阿
沛
阿
拉
制
何
成

i干
卜l
A
為
劇
恥
十
:

著
喊
叫
鈞
、
侮
辱
喜
鵲
釋
是
其

f
J
J
F

章
時
指
街
熾
熱
j
i
-
-

多
的
拇
指
暑
特
喝
拉
芷
哼
哼
!

b
b
y
例
的
織
者
歡
d
d
r
身
旁
尋
靜
的
內
據
考
伊
拉
尋

書
/
戶
是
戒
毒
義
;
需
幸
?
糾
糾
仿
制
枷
伊
拉
守

f
Z鋪
路
泊
樣
叭
叭
掰
一
口

d但
是
?
今
惡
毒
/
荐
者
聶
哥
和
紛
紛u

i學
品
新
語
紛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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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喻的向關增~棚

按
常
需
瑪
派
印
度
祖
師
丈
略

i迦

布

提

釋

釋
迦
布
捷
，
又
名
小
因
攪
菩
提
，
得
成
就
後
，
名
為
噁
呢
。
一
陌
生
起

成
就
論
釋
去•• 

「
將
各
種
麓
輪
通
規
，
分
析
明
顯
;
接
羅
門
寧
背
多
傑
，
亦

隨
他
所
傳
道
規
而
行
」
o

印
度
喇
嘛
有
說•• 

「
歇
，
正
毛
呢
，
本
是
王
子
，
且

亦
是
在
醉
金
」
'
依
此
以
藹
，
可
知
就
是
小
因
澄
審
攏
。
會
得
一
密
宗
大
教

生
為
之
灌
頂
，
傳
授
口
訣
，
依
-
K修
行
，
而
成
為
智
慧
領
悟
者
。

一
時
，
教
主
毛
呢
到
郎
金
之
杜
瑪
沙
夫
那
，
其
地
是
空
行
母
之
棋
布
，

時
有
外
道
空
行
，
獻
以
花
籃
，
他
竟
接
受
。
因
此
佛
教
之
笠
行
母
鞏

F

誠
之

曰
:
「
巷
子
，
接
受
彼
靜
之
獻
花
，
是
為
不
智
p

可
能
為
外
鐘
之
隨
從
。
」

是
時
教
主
在
修
禪
定
，
將
至
午
夜
，
外
鐘
之
空
行
母
，
在
盤
上
空
，
下
石
如

雨
p

他
即
觀
生
起
次
第
之
護
輸
，
依
照
所
觀
境
界
內
，
石
雨
不
能
下
，
無
法

侵
害
d

輯
是
能
觀
生
起
次
第
之
功
德
，
日
能
如
貼
;
若
用
圓
滿
次
第
之
能
力

，
則
更
不
可
思
議
。
乃
修
無
祖
驛
定
，
於
是
石
頭
虛
懸
空
中
，
現
於
部
金
教

生
所
修
行
之
巖
禍
頂
上
空
中
，
.
一
個
極
大
聲
石
鹿
懸
'
且
在
光
潛
之
巖
洞
面
前

，
有
許
多
大
右
，
缺
在
其
中
，
今
仍
可
見
，
即
為
此
神
跡
。
-
一
次
教
主
睡
在

郎
企
皇
宮
門
口
，
出
入
之
人
，
若
不
頂
禮
，
則
小
腿
僵
硬
，
不
能
行
動
，
故

問
入
者
均
讀
體
之
。
其
睡
覺
時
間
為
十
二
年
，
在
教
主
一
百
之
，
只
是
修
第
二

靜
慮
一
鹿
而
已
。

一
日
，
教
主
在
辭
盒
，
有
五
百
鬼
魅
'
欲
來
加
以
侵
害
，
他
還
隱
藏
起

，
來
，
而
在
前
居
之
處
，
只
有
一
張
毛
呢
。
鬼
雄
等
說
:
嗚
呼
!
請
贊
比
丘
之

幻
化
，
竟
以
自
己
之
身
體
，
變
為
苦
呢
，
乃
將
之
一
殷
一
段
剪
下
，
分
為
五

首
分
而
食
之
。
及
至
食
完
，
教
主
乃
顯
現
身
體
，
尚
之
念
咒
，
如
是
五
百
鬼

r、

芷L

提

-蟬的句姆彈關鹹會

、
勵
留-
a
g


-F 

因

淒

、J

盤
，
變
成
母
羊
。
遨
間
進
國
主
宮
中
，
向
關
去
說
:
比
正
尸
林
主
(
雌
為
見

輯
稱
教
﹒
話
，
一
之
名
字
〉
將
我
等
變
成
如
屁
!
懇
請
設
法
挽
救
。
國
主
乃
藹
數
生
代

求
，
教
室
標
轉
站
立
，
告
王
:
以
彼
之
五
百
持
咒
母
，
竟
格
拉
丘
僅
有
一
塊

之
宅
呢
，
亦
食
掙
蠱
，
非
召
岡
索
還
不
可
。
一
時
，
鬼
魅
均
古
來
到
，
敬
主
以

期
魁
印
遍
指
之
，
彼
等
頭
變
成
各
種
之
相
，
所
食
者
呢
，
曾
吐
出
來
;
教
主

將
之
集
中
，
仍
合
不
攏
，
乃
說

•• 

街
蓋
一
一
一
個
，
捧
要
找
來
。
於
是
為
鬼
魅
變

化
之
王
后
眷
屬
p

亦
皆
由
蹺
，
並
將
毛
呢
蛇
出
，
始
將
整
理
完
整
，
部
罪
被

之
1，
從
此
人
潛
之
為
「
教
主
宅
呢
」
去
。

小
國
誼
菩
提
傳
給
「
是
哈
菩
提
」
'
與
可
後
姑
姑
喇
濫
」
，
在
海
進
灌

頂
，
並
傳
以
總
部
。
「
後
姑
姑
喇
渣
」
將
灌
頂
傳
給
大
教
主
「
駱
蘭
德
華
」

'
路
是
化
身
嘉
饒
多
傑
之
臭
名
。
以
上
傳
授
續
部
，
及
於
各
各
眷
屬
，
九
五

萬
人
，
皆
得
甚
深
離
戲
論
之
頓
悟
，
證
得
雙
還
佛
位
，
均
成
虹
身
飛
去
。

大
歡
主
駱
蘭
德
嚼
了
於
「
烏
鐘
韓
林
」
，
將
灌
頂
傳
給
教
主
「
多
傑
胎
一
一

巴
」
'
亦
得
大
樂
道
不
共
成
就
。
一
多
傑
會
繼
瑜
伽
晚
論
，
並
於
嘉
渣
野
，
呵
，

ι星

都
河
邊
，
以
之
傳
給
「
清
白
哈
德
」
灌
頂
及
續
郁
。

澄
巴
之
出
家
名
字
，
為
「
釋
迦
光
」
，
以
灌
頂
傳
給
「
小
釋
迦
光
」
、

「
釋
迦
些
寧
」
、
「
釋
迦
獅
子
」
。
盤
盤
T
於
瑜
伽
績
甚
為
熟
習
，
在
某
抄
那

地
區
，
造
自
性
積
集
解
釋
，
人
名
之
為
「
果
秒
榮
增
」

o

些
寧
暮
年
到
部
濕

躇
羅
，
饒
謊
眾
生
，
寧
農
昭
著
。
釋
部
獅
子
，
是
單
花
生
大
士
之
真
名
。

密
宗
蟬
瑪
派
金
剛
瞌
睡
大
幻
化
網
本
續
傳
黨
中
，
第
五
位
祖
師
即
為
「

釋
也
布
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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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
I
A
紀
巴
多
傑
'
生
於
農
抄
那
，
在
那
金
自
家
，
學
淵
明
三
藏
，
特
於
無

著
教
義
甚
為
適
諱
，
一
切
共
同
胡
處
亦
然
。
辭
金
有
小
洲
名
罵
徵
瑪
，
他
在

測
中
修
習
文
殊
法
，
接
近
成
就
峙
，
文
殊
鞏
像
放
光
，
故
時
入
稱
之
為
「
像

太
陽
」
。
該
洲
有
一
一
郝
克
修
行
者
，
修
行
時
氯
以
佛
教
涯
知
達
之
五
根
，
μ

為
修
物
，
所
以
其
人
欲
殺
害
紀
巴
多
糙
，
多
健
乃
變
成
象
、
馬
、
小
狗
、
女

弦
子
、
水
牛
、
孔
程
等
甚
多
，
使
其
人
無
從
分
別
誰
是
多
傑
'
失
望
間
去
，

因
此
人
文
稱
之
為
「
種
種
化
身
μ

。
他
暮
年
在
那
金
論
許
多
饒
益
眾
生
之
事

，
且
於
一
切
續
部
，
均
甚
通
邊
，
尤
其
於
「
大
幻
化
網
」
'
獲
得
成
就
。
當

住
那
闌
陀
十
年
，
護
持
續
法
，
造
「
無
上
讀
清
掙
釋
名
注
解
大
疏
」
、
「
宜
間

金
剛
屆
滿
次
第
大
明
點
次
序
」
、
「
集
續
釋
上
師
口
訣
釋
」
?
「
雙
運
修
法

」
、
「
其
他
讀
」
、
「
密
乘
心
要
在
琉
」
、
「
意
明
點
」
、
「
第
六
次
序
」

、
「
發
頗
文
」
，
從
小
到
大
之
幻
化
網
方
面
，
鐘
許
多
諒
。
最
後
得
金
剛
身

成
就
。
他
出
家
時
9

名
「
吉
祥
勝
薔
詭
」
'
密
名
「
紀
巴
多
傑
」
;
其
所
造

論
，
亦
有
用
「
耙
巴
多
傑
、
像
太
陽
、
種
種
化
身
」
等
名
字
譽
。
一

教
生
生
還
生
在
論
師
，
出
生
印
度
中
部
，
在
那
蘭
跎
出
家
。
在
鹿
野
苑

修
妙
，
首
禪
法
，
一
日
畫
像
寬
現
笑
容
，
在
抄
鍋
內
之
奶
油
，
不
燒
自
沸
，
而

當
花
是
文
復
關
數
，
他
知
為
成
就
之
佳
兆
。
當
時
乃
自
想
念
•• 

先
將
花
獻
儕
-

'
抑
先
自
瞥
酥
油
，
尋
思
斤
刻
;
夜
叉
母
來
阻
障
之
，
且
以
手
批
其
頰
，
昏

倒
俄
頃
。
及
聽
醒
來
，
則
佛
像
已
為
灰
鹿
所
行
，
花
亦
聽
泉
，
酥
油
個
矣
。

遂
將
佛
像
掃
除
清
淨
，
花
置
頸
上
，
以
供
聲
佛
，
而
所
剩
餘
之
酥
油
，
亦
食
一

掙
壺
，
.
.
，
於
是
身
體
一
切
病
患
，
悉
皆
清
除
。
且
甚
有
力
量
，
智
慧
明
顯
，
前

8

得
神
通
自
在
。

是
持
生
遮
生
涯
，
前
往
部
金
，
調
見
跑
回
多
傑
'
聞
瑜
伽
部
，
及
無
上

瑜
伽
部
法
，
尤
其
對
「
大
幻
化
網
」
，
甚
為
通
諱
。
裝
到
布
違
拉
山
朝
觀
世

一
膏
，
時
山
下
有
綠
度
母
向
龍
眾
說
法
，
申
腰
愈
怒
軍
母
向
夜
叉
及
「
非
人
」

說
法
，
=
而
山
頂
則
觀
音
菩
薩
在
，
乃
朝
聽
之
;
生
選
國
得
飛
行
成
就
。
綠
度

母
授
記
之
一
只•• 

如
到
西
磁
盤
一
山
鹿
修
行
，
將
有
成
就
。
他
旋
從
布
違
拉
山
間

來
，
到
鹿
野
苑
F

一
住
多
年
，
以
弘
揚
密
法
ι
其
後
妙
吉
祥
閱
一
部•• 

頭
依
照

蜂
度
母
所
授
記
，
往
雪
山
修
行
，
還
乃
遵
命
前
往
。
由
是
君
兒
金
剛
法
界
中

園
多
次
，
對
妙
官
蟬
，
有
如
其
人
陪
對
;
而
於
「
非
人
」
等
，
則
有
如
眷
屬

焉
。
他
造
諭
甚
多
，
其
最
著
者
為•• 

「
密
乘
心
要
論
疏
解
釋
、
金
剛
業
次
第

、
中
園
法
義
、
路
在
嚴
、
六
網
小
網
、
大
小
道
次
第
二
種
、
按
靜
與
忿
怒
現

觀
次
序
、
瑜
伽
續
全
削
法
界
修
浩
、
離
盧
證
署
提
集
解
、
外
靜
慮
增
廣
解
釋

」
等
。
對
面
議
有
極
大
之
恩
擇
。



響

來

話

摘

益事

戶嘲\

咽閣

、四/

密
品
諧
音
重
傅
申
系
，
一
切
諸
法
，
求
經
上
師
傅
授
，
當
燕
示
熱
帶
習
，
此
為
一
定
之
潭
。
但
所
寫
法
﹒
系
，
其
封
尚
成
扉
頁
，
均
梧
桐

•• 

「
車
經
師
枝
，
本
得
翻
閱
傳
抄
2•• 

幫
造
品
渡
重
建
o

」
如
此
密
法
，
率
先
太
密
，
今
初
稿
渚
欲
從
未
曲
。
因
念
到
位
土
帥
，
頗
多
於
灌
調

停
法
之
前
，
對
四
是
普
作
問
示
，
此
等
法
語
，
應
可

A

封
閉
，
且
概
括
顯
密
，
刀
，
求
筒
說
易
嗨
，
閱
摘
錐
之
，
以
使
﹒
初
亭
。

(
乙
〉

法

多
傑
覺
拔
導
者
開

同
年
閏
月
十
一
日
於
重
慶
佛
學
社

爾
等
皆
信
仰
佛
法
。
甚
為
難
得
。
演
知
此
法
。
天
、
魔
、
畜
生
等
。
皆

不
易
鬧
。
能
-
Z慢
怠
。
「
難
得
」
即
夫
與
阿
偉
羅
。
審
生1、
地
獄
、
鐵
處
。

與
邪
見
顛
倒
家
。
人
及
車
於
諱
地
。
或
盲
、
聾
、
瘋
、
狂
、
恩
、
痴
等
。
八

無
暇
修
。
因
無
暇
關
佛
法
故
。

A可
能
得
此
難
得
之
人
身
。
身
根
共
足
。
叉
為

難
得
之
比
單
及
比
丘
尼
。
男
女
居
+
一
嚀
。
諸
根
聽
利
。
生
值
佛
法
。
得
禮
經

敬
。
是
為
甚
難
。
按
略
雷
「
慢
」
有
八
種
。
「
怠
」
﹒
有
十
種
。
自
身
有
五
。

外
雖
有
五
也
。

漿
等
聽
知
。
傲
得
諸
垠
共
足
。
頡
知
得
閱
佛
法
之
不
易
。
故
人
之
身
體

。
最
可
寶
貴
者
。
以
能
聞
法
修
行
故
也
。
佛
教
萬
法
。
建
立
一
一
一
乘
。
自
下
宿

上
。
由
小
至
中
。
由
中
更
大
。
各
有
次
篇
。
即
以
人
天
乘
而
論
。
猶
復
甚
難

。
況
土
乘
乎
。
國
劣
根
之
人
。
唯
信
來
世
。
向
.
不
知
求
出
苦
誨
。
脫
此
三
界

牢
獄
。
華
為
可
憫
。
心

若
欲
生
人
夭
。
頓
大
施
拾
。
行
諸
著
寧
。
即
得
人
天
之
果
。
此
馮
小
乘

示

弟
子
叫
少心

若
苦

凡
唱
詞J

e
e
p

。
然
此
心
太
餒
。
不
以
鹿
死
為
急
。
亦
不
濟
事
。
如
一
一
世
以
此
強
阿
根

b

蘊
侈

智
、
集
、
誠
、
道
。
十
二
因
緣
。
成
就
聽
果
。
及
不
還
果
。
此
乃
中
乘
。
不

寧
大
修
。
以
固
於
盤
問
緣
覺
之
種
性
。
不
能
度
眾
生
故
也
。

權
此
大
乘
種
性
。
所
緣
師
大
。
度
生
功
德
。
無
輩
無
邊
。
不
希
小
果
。

不
急
近
功
。
故
菩
提
種
性
。
能
了
知
譜
法
次
第
。
生
正
知
見
。
如
法
修
學
。

聽
一
切
眾
生
。
皆
如
父
母
。
心
生
憐
憫
。
應
當
我
度
。
度
時
巴
到
。
而
已
又

無
力
度
之
。
故
發
菩
提
心
。
修
六
說
羅
密
。
聲
聞
道
臨
分
五
門
。
祿
覺
之
道

亦
A
N五
門
。
此
大
乘
車
口
瞳
道
亦
分
五
門
。
學
佛
者
龍
否
已
得
。
龔
自
審
知
。
，

不
然
說
誦
皆
遍
。
不
分
階
級

0

多
不
易
戚
。
佛
法
雖
分
立
了
課
。
教
惟
顯
密
二

門
。
顯
為
外
門
。
密
為
內
門
。
如
髒
小
攏
。
-
尤
不
易
入
中
乘
。
修
中
乘
。
尤

不
易
入
大
乘
密
法
。
故
此
密
宗
。
費
為
徵
抄
最
密
之
門
。
大
乘
菩
鐘
。
既
知

此
門
。
亦
不
輕
觀
其
他
二
乘
。
及
各
門
修
行
者
。
以
其
悲
心
廣
大
。
編
攝
譜

法
。
兼
容
各
道
。
而
并
皮
之
。
故
大
乘
菩
薩
。
發
此
大
心
。
最
為
殊
膀
。
此

駕
著
陸
法
犬
。

文
殊
去
。
自
心
發
菩
提
。
最
耍
。
發
心
之
持
。
免
要
觀
空
。
其
此
空
心

。
即
菩
提
心
。
證
成
自
心
蓮
花
月
輸
。
中
有
字
種
。
咒
文
園
撓
。
放
五
色
光 - 9 … 



。
以
的
光
興
。
先
供
十
方
諸
佛
。
光
入
佛
心
。
罔
入
自
心
。
諸
佛
同
時
放
光

加
接
我
心
。
證
成
法
身
。
次
鑄
成
說
報
身
化
身
。
此
為
最
耍
。
故
念
謂
一
咒

。
即
是
編
修
一
切
法
。
功
德
教
力
。
無
覽
無
邊
。
證
得
此
理
。
即
登
佛
地
。

佛
之
地
最
膀
。
以
功
德
所
成
就
故
。
此
時
與
佛
同
體
。
廣
度
十
方
六
道
眾
生

。
於
苦
海
牢
獄
中
。
按
令
出
離
。
故
如
佈
施L
切
眾
生
在
食
。
以
及
眼
目
。

及
諸
天
之
樂
。
如
是
功
德
。
不
及
誠
心
以
清
淨
限
。
向
一
菩
薩
合
掌
之
功
德

。
即
供
養
十
方
一
切
菩
薩
功
德
。
不
如
供
養
佛
一
毛
孔
功
德
之
大
。
叉
供
養

一
切
諾
佛
之
功
德
。
不
及
供
養
上
掰
一
毛
孔
之
功
德
為
尤
大
。
此
一
菩
提
心

之
故
舟
。
世
界
一
切
佛
。
均
於
此
出
。
如
是
功
德
。
今
生
躍
動
修
習
。
集
聚

福
德
。
必
能
成
就
。
此
為
菩
薩
功
德
大
?

此
上

i

師
修
法
持
。
十
方
諸
佛
。
皆
來
右
鵲
三
肢
。
向
之
作
禮
。
權
軍
閱
讀

數
。
以
說
此
法
者
。
修
此
法
溝
。
巴
與
佛
同
故
。
拉
土
師
廳
敬
之
如
父
母
。

梢
，
有
所
敬
。
無
不
信
煩
。
如
教
以
身
氧
量
物
。
繞
值
一
捕
。
亦
即
負
之
而
趟

。
況
其
他
乎
。
此
為
最
襲
。
徵
之
印
度
、
西
薇
。
過
去
現
在
詣
佛
。
均
如
是

說
。
如
是
修
。
如
是
成
。
并
可
證
之
於
宗
喀
巴
祖
師
。
彌
勒
善
罷
。
種
種
經

騷
。
若
不
如
是
恭
敬
京
服
括
受
。
決
不
易
成
就
。
縱
自
己
君
經
修
行
。
亦
不

易
成
就
。
所
以
成
就
。
係
完
全
依
靠
上
師
也
。
此
為
菩
體
行
大
。

一
切
有
惰
。
如
發
心
。
聽
觀
我
施
與
一
鴉
一
搏
食
。
功
德
亦
無
盤
無
邊

。
因
有
情
無
暈
。
此
菩
提
功
德
亦
無
暈
。
如
供
養
上
師
一
口
食
。
其
功
德
亦

無
章
。
以
上
師
為
眾
生
功
德
無
量
故
。
施
與
上
師
之
功
德
亦
無
量
。
以
彼
上

師
。
後
必
成
菩
提
故
。
如
能
…
生
侈
得
如
是
功
德
。
苦
苦
。
此
為
菩
盤
即
緣

犬
。

此
菩
薩
於
問
家
眾
中
說
一
四
旬
偈
。
或
向
在
家
人
閱
示
一
句
訣
。
貧
農

說
法
。
其
功
德
本
犬
。
如
前
之
無
量
無
邊
。
此
為
菩
薩
說
法
犬
。

文
有
菩
提
心
曲
家
菩
盤
。
供
佛
。
乃
至
一
燈
如
讓
米
犬
。
功
德
亦
無
燼

。
在
家
盤
問
躍
。
即
少
伸
供
養
。
功
德
亦
如
無
且
且
大
誨
。
此
為
普
躍
所
供
大
。

若
以
放
而
論
。
則
由
家
與
在
家
小
犬
判
然
。
若
以
菩
提
合
而
論
。
絕
無

A
N別
。
若
菩
薩
飽
穿
根
本
大
戒
一
目
。
與
南
體
部
淵
。
全
體
持
戒
功
德
相
等

。
叉
與
東
洲
、
北
淵
、
全
體
持
戒
功
德
相
嚀
。
以
彼
處
無
故
。
在
印
度
古
時

持
我
喜
嚴
。
當
此
宋
法
之
世
。
如
能
持
一
裁
。
一
日
或
一
展
。
亦
與
佛
世
全

持
軍
我
功
德
相
等
。
以
人
根
劣
故
。
故
功
德
亦
無
最
無
邊
。
此
為
菩
薩
守
成

犬
。
蛇
淵
之
人
。
有
上
半
世
盤
問
。
下
半
世
始
發
心
者
。
有
上
半
世
惡
。
下
半

世
始
發
心
者
。
是
二
種
人
。
若
梅
密
乘
。
均
得
一
生
那
身
成
佛
。
以
此
界
南

淵
。
人
身
最
膀
。
o

十
﹒
方
閱
讀
故
。
即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
諾
大
菩
薩
。
均
合
掌

讚
歎
。
東
方
世
界
。
人
身
難
得
。
能
一
生
成
就
。
故
多
發
顧
。
願
生
我
國
。

在
極
樂
世
界
。
雖
茲
大
念
咒
。
禽
鳥
林
木
。
皆
演
法
脅
。
若
一
百
成
佛
。
尚
在

，
邊
建D
故
其
關
菩
薩
。
每
日
均
往
十
方
。
供
養
諸
佛
。
此
界
雖
濁
。
不
如
極

-
樂
。
若
梅
發
菩
提
心
。
此
心
最
膀
。
能
一
生
成
辦
。
雖
聽
聽
地
獄
。
亦
能
轉

而
成
佛
。
故
諸
佛
均
發
願
加
截
。
此
土
眾
生
成
就
最
遠
。
果
能
發
心
。
即
成

佛
殊
不
難
也
。
此
為
審
盤
成
就
大
。

一
一
一
界
之
內
。
一
一
莘
莘
逼
樂
多
易
盤
。

-
Z
E叫
道
苦
重
難
升
。
墮
者
如
徽
塵
。
吵

而
升
者
如
爪
土
。
故
土
生
人
天
者
。
如
帶
麟
戒
鳳
。
而
下
蠶
泥
塑
者
。
乃
如
一

狂
風
驟
雨
矣
。
以
六
鐘
之
中
。
皆
由
十
業
而
成
。
業
力
所
華
。
易
墜
難
升
。

故
人
身
難
得
。
有
如
大
質
。
又
經
喻
得
人
身
之
難
。
如
果
國
一
旦
於
﹒
玻
璃
。
立

e針
鐘
以
芥
子
。
不
易
往
故
。
人
天
之
身
。
亦
不
易
住
。
偶
得
人
身
。
如
首
龜

而
入
浮
木
之
孔
。
一
千
難
萬
難
。
人
天
之
身
難
得
如
此
。
可
不
錯
乎
。

一
二
逸
眾
生
。
不
能
為
盤
問
。
故
上
升
絕
少
。
食
瞋
痴
盤
。
尤
易
璽
難
升
。

最
苦
之
事
。
皆
彼
等
獨
得
。
較
量
其
數
。
則
人
少
審
步
。
畜
生
與
餓
見
相
較

。
即
畜
生
少
餓
見
尤
多
。
若
餓
見
與
地
獄
相
較
。
則
地
獄
有
情
較
餓
處
更
多

。
再
以
南
洲
人
數
。
與
一
一
旦
聽
道
路
。
則
人
如
蟻
穴
中
一
隅
裳
。

畜
生
生
於
山
海
。
及
人
中
岩
、
眾
矣
。
一
此
中
一
一
畜
生
之
苦
。
我
等
知

世
。
均
扭
過
嘗
。
昔
印
度
有
比
丘
。
曹
人
為
狗
。
後
即
五
百
世
為
狗
。
一
語

之
業
。
會
不
易
泊
。
況
多
至
無
量
醋
。
又
有
比
兒
。
躍
布
過
漠
。
一
沙
彌
罵

之
以
猴
。
此
比
丘
者
。
臼
證
無
漏
佇
憐
彼
沙
彌
。
教
以
懺
悔
。
悔
巴
。
後
生



繞
中
。
億
佛
，
世
有
外
鐘
。
富
而
艱
柄
。
鞠
諸
比
丘
。
均
-
X無
子
。
勸
住
佛
所

。
即
以
飯
食
供
佛
。
佛
一
泣
。
卸
後
一
年
有
子
。
時
五
古
羅
漠
。
.
方
受
供
。
猴

來
索
錄
。
佛
令
子
之
。
猴
郎
以
鈴
盛
盤
上
供
。
恐
不
潔
。
授
以
龐
鶴
泉
酒
之

。
世
韓
受
蜜
。
攝
與
諸
蘿
瘓
。
猴
喜
福
躍
。
墮
樹
死
。
即
生
其
人
家
。
生
時

光
明
照
室
。
一
切
皆
具
。
智
慧
無
雙
o

後
出
家
聽
果
。
能
以
當
做
得
密
。
蛇

鞭
即
罵
人
沙
獨
由
。

~
叉
此
淵
之
人
。
能
發
菩
提
心
。
修
上
師
密
法
。
得
以
一
生
成
佛
。
復
得

諸
佛
蒂
薩
加
被
之
力
。
千
穗
萬
穩
。
對
於
{
切
有
情
父
母
一
。
在
輪
姐
生
死
中

者
。
應
生
度
脫
想
。
良
由
彼
等
。
皆
不
覺
無
常
一
故
。
皆
不
發
菩
提
心
故
。
皆

不
皈
依
一
一
一
寶
故
。
皆
不
信
間
果
故
。
我
對
一
切
有
惰
。
瞭
觀
念
無
常
諸
苦
。

生
大
恐
怖
。
聽
皈
依-
Z寶
。
臨
深
倌
囡
泉
。
廳
去
罪
而
生
馨
。
裝
上
師
作
法

加
故
。
始
能
離
苦
得
樂
也
。

(
丙
〉
同
年
四
丹
十
一-
8於
鞏
慶
佛
學
社

修
行
之
耍
。
當
觀
想
上
師
。
能
開
發
根
本
。
對
於
上
師
。
當
至
心
歸
仰

。
為
道
之
根
。
讀
者
。
非
社
問
道
。
乃
佛
道
也
。
故
由
下
而
上
。
應
有
次
第

。
一
工
業
恭
敬
。
演
依
次
第
而
進
。
如
修
上
乘
。
非
依
稀
能
就
。
上
師
能
與
十

芳
佛
等
。
倘
供
養
十
方
諸
佛
。
不
如
供
養
上
師
一
宅
孔
。

1設
佛
法
頓
在
恭
敬

中
求
D
恭
敬
上
師
之
次
第
有
一
一
一
。
付
對
於
上
師
盡
力
舉
事
。
白
土
師
閱
恭
敬

法
一
、
心
信
仰
。
的
如
說
修
行
。
此
為
恭
敬
中
最
。

有
八
處
慢
不
易
修
行
。
即
天
、
魔
、
畜
生
。
人
中
之
宮
、
聾
、
瘖
、
啞

。
地
獄
、
餓
覓
等
是
也
。
得
侈
有
十
。
己
身
有
主
一
。
無
病
有
閑
。
發
心
、
聞

法
、
無
障
。
臨
最
難
者
。
倘
能
具
此
。
異
常
高
貴
。
以
能
成
辦
大
事
故
。
能

成
說
菩
提
故
。

…
廳
觀
一
此
身
雖
死
。
尚
可
再
來
。
果
誰
不
退
。
絕
不
能
減
0
.叉
觀
聲
問
緣

覺
人
英
等
法
。
均
屬
假
設
。
即
古
來
祖
師
D
亦
復
幻
身
誠
散
b

是
為
無
常
0
)

讀
得
金
剛
之
身
，
。
個
紅
蛇
無
常
來
時
。
縱
監
於
犬
海
且
匿
於
虛
空
。
罷
於
頡
彌

﹒
叫
中
。
皆
不
可
避
。
復
不
可
質
而
賀
。
嚇
而
卸
。
此
為
無
常
。

再
聽
觀
自
身
生
死
無
定
0

年
壽
己
過
。
不
可
復
增
。
一
切
眾
生
。
籌
措

者
八
萬
程
。
促
者
一
到
那
0

萬
別
千
義
。
全
無
定
單
。
況
死
法
甚
多
。
死
時

難
料
。
餘
存
之
誨
。
日
日
而
蠢
。
在
少
不
修
。
在
壯
亦
不
修
。
到
老
雖
欲
修

亦
不
能
修
矣
。
種
種
障
道
。
均
由
自
業
。
即
如
北
俱
盧
淵
。
人
露
于
歲
。
亦

無
暇
聞
法
修
行
。
而
此
淵
之
人
。
或
死
於
胎
。
死
於
孩
。
死
於
壯
。
死
於
老

者
。
比
比
皆
是
o

故
死
為
一
決
定
之
物
。
閉
目
與
死
誰
先
至
者
。
買
不
可
知

。
故
觀
無
常
為
最
要
。

前
知
死
蛋
。
無
法
鍵
之
。
財
身
死
之
後
。
一
千
金
庫
薇
。
究
何
盎
哉
。
如

知
死
後
一
，
切
不
用
。
郎
以
此
供
-
僧
修
一
福
。
亦
得
護
生
盤
問
道
。
若
有
幸
願
子
孫

。
為
之
修
藥
師
道
禱
。
四
十
九
日
。
必
出
一
一
一
誰
也
。

應
觀
世
間
一
切
。
皆
屬
無
常
、
智
、
空
。
內
之
身
心
。
外
之
質
財
。
修

小
乘
財
溉
知
厭
離
。
一
切
蠱
搶
。
深
知-
Z界
如
獄
。
觀
此
身
如
毒
藥
。
此
心
一

如
航
蛇
，
。
久
久
修
習
。
則
八
鼠
不
動
。
外
親
雖
類
、
瘋
狂
。
後
來
必
證
舉
泉
。
﹒

u

此
小
乘
出
一
一
一
界
之
道
。
雖
未
成
佛
。
然
已
脫
苦
。
經
去
。
一
一
乘
受
供
。
如
食
一

毒
藥
。
若
二
三
地
菩
薩
食
之
。
則
如
孔
告D蓋
孔
僅
以
毒
藥
為
食
。
愈
食
則

其
獨
尾
亦
能
獎
。
使
聽
當
食
之
。
則
死
矣
。
菩
陸
亦
如
是
。
應
韓
同
學
之
。

臨
觀
無
常
諸
苦
。
廳
發
心
皈
依
三
賀
。
拚
命
念
四
皈
依
。
因
此
皈
依
。

是
佛
法
依
立
大
事
。
能
引
眾
生
離
苦
成
拂
故
。
一
一
一
蜜
之
力
。
不
可
思
議
。
釋

迦
三
十
二
相
一
。
八
十
種
好
。
一
音
以
至
六
十
四
脅
。
慈
悲
無
章
。
智
譯
無
量

。
神
通
道
力
皆
悉
無
囊
。
每
觀
眾
生
。
猶
如
一
子
。
如
鏡
躍
物
。
加
被
眾
生

。
種
種
光
興
。
如
水
灌
注
。
如
是
消
除
苦
榮
。
還
誠
成
鐘
。
飽
問
舉
諦
。
過

大
小
乘
。
此
謹
此
誠
。
乃
是
真
法
。
即
以
宇
種
而
論
。
亦
是
光
明
所
現
。
一

切
世
間
。
無
以
倫
比
。
一
切
經
敬
。
乃
佛
法
身
。
應
生
恭
敬
。
倘
或
置
冠
經

.. 
止
。
獲
罪
無
暈
。
最
難
消
誠
。
可
不
慣
賊
。

僧
伽
為
佛
弟
子
。
-
z賢
十
墓
。
皆
佛
後
身
。
倘
生
牛
馬
之
中
一
。
尚
難
免

僧
之
苗
。
以
其
紹
臨
僻
種
故
也
。
故
應
恭
敬
皈
依
。
勿
生
憎
慢
。



審
援
心
之
扭
。
為
白
無
童
心
。
應
觀
態
悲
。
慈
悲
乃
我
由
心
無
壘
。
為

眾
生
故
。
眾
生
無
壘
。
故
慈
諒
亦
無
量
。
慈
為
與
一
切
眾
生
安
樂
之
棍
。
器

為
按
一
切
痛
苦
之
根
。
聽
觀
一
切
眾
生
。
皆
我
之
母
。
我
世
世
生
生
。
皆
受

其
慈
庇
。
縱
寬
替
我
。
我
亦
聽
償
其
怨
。
詣
如
是
觀
。
貧
嗔
諸
煩
惱
。
亦
部

消
漲
。
世
世
之
母
。
如
世
界
敏
塵
數
。
故
必
盡
皮
之
。
閻
此
而
發
菩
提
心
。

故
茵
鐵
修
此
觀
藉
。
常
處
深
山
。
日
日
呼
母
。
一
遍
恩
盤
棋
生
死
苦
痛
。
眾
等

能
依
此
作
觀
。
菩
提
之
心
必
油
然
而
生
。
故
釋
迦
、
觀
骨
干
、
文
殊
。
均
如
是

發
菩
提
心
。
文
珠
如
放
船n
還
很
乘
坐
車
彼
岸
故
。
觀
音
如
故
羊
。
驅
竿
晶
晶

入
己
方
進
故
。
即
眾
生
成
僻
﹒
方
成
佛
也
。
釋
部
如
玉
春
。
願
如
藥
師
。
治
眾

生
病
故
。
顧
富
財
賢
。
聽
眾
生
貧
故
。
聽
如
文
眾
。
搏
眾
聽
故
。
顧
如
法
去

。
度
一
切
故
。
故
發
菩
提
心
。
頡
嘴
一
一
義
口
一
日
因
果
。
一
一
日
平
等
。

發
心
有
二
.
。H
龍
樹
一
代
之
菩
提
。
。
彌
勒
一
代
之
菩
提
。
西
藏
發
菩

提
心
有
五
。
甘
大
悲
心
。
如
慈
母
投
其
海
子
o
H
H大
慈
心
。
如
子
有
所
謂
。

母
之
頭
目
亦
樂
與
之
。
鬧
大
喜
心
。
世
界
一
切
事
。
權
審
負
荷
成
就
。
的
大

捨
心
。
以
一
切
身
物
、
心
心
所
、
供
佛
無
窟
。
此
間
無
量
心
。
為
菩
提
根
本

。
關
即
菩
提
心
最
為
學
密
之
耍
。
漿
等
、
能
知
如
是
發
心
。
即
組
離
苦
得
樂

修
行
者
頭
上
供
諸
僻
。
下
施
眾
生
。
此
龍
樹
無
清
之
說
也
。
六
度
以
雄

為
首
。
要
為
眾
生
成
儕
。
如
不
敬
佛
僧
。
不
敬
師
長
。
皆
與
道
相
背
。
如
發

菩
提
心
。
不
慮
窮
乏
。
以
財
寶
夭
。
對
此
真
修
行
人
。
如
犬
館
主
。
使
一
一
切

兵
足
。
不
致
貧
乏
。
此
無
聲
也
。
縱
天
魔
相
惱
。
亦
不
畏
懼
。
國
彼
魔
矢
。

躍
入
成
攏
。
即
使
類
必
空
故
。

白
鵲
作
諸
馨
。
即
為
得
樂
之
棍
。
人
天
之
一
禍
。
故
應
守
持
身
一
一
一
、
口
四
、

意
一
尺
寸
之
裁
。
以
此
拖
得
樂
果
故
。
然
就
此
而
觀
。
可
知
輪
過
生
死
。
割
不

樂
之
根
也
。
故
行
者
0

億
修
空
心
。
如
幻
一
一
}
味
。
日
知
一
切
法
空
。
勤
發
菩

提
。
廣
修
六
度
。
以
空
無
我
之
心
而
施
、
施
者
、
受
者
均
空
。
願
亦
空
。
成

就
亦
空
。
如
退
菩
提
心
。
即
退
菩
薩
道
。
必
運
墮
落
。
墮
則
揮
過
無
量
無
邊

。
而
遊
則
功
德
亦
無
量
無
邊
也
。

若
發
菩
提
舟
。
作
諸
功
德
。
因
小
果
犬
。
如
一
滴
之
水
。
等
於
犬
誨
。

倘
不
發
心
。
則
如
少
水
。
不
能
潤
犬
。
若
以
此
功
德o藉
求
一
長
誨
。
當
饒

、
子
怠
。
則
如
大
海
之
水
。
等
於
一
漓
。
此
儷
別
菩
提
無
分
別
心
之
要
法
。

最
關
緊
要
。
眾
路
深
知
。
自
行
簡
擇
也
。

如
真
鼓
著
擺
心
者
。
我
人
佛
肢
。
願
一
切
眾
生
皆
入
。
如
我
乞
食
時
。

則
鸝
諸
眾
生
一
切
佛
已
供
。
若
見
空
器
。
則
顧
一
切
眾
生
皆
得
法
空
。
若
見
﹒

滿
器
4
則
顧
一
切
眾
生
功
偉
盛
滿
。
倘
發
此
心
。
切
倒
錯
誤
。
盤
問
第
功
德
。

以
自
莊
嚴
。
故
修
行
如
掃
地
。
右
手
者
菩
提
心
也
。
掃
帶
者
般
若
也
。
一
掃

一
切
掃
一
。
一
淨
一
切
掙
矣
。
一

且
自
時
印
度
r
有
一
痴
章
。
愚
而
無
智
。
一
被
遺
於
父
母
。
于
金
錢
五
杖
。

縫
之
按
真
。
童
不
知
所
舟
。
困
頓
饑
餓
。
臥
於
道
周
。
佛
見
憶
之
。
醒
荷
揖

歸
。
予
以
掃
帶
。
敬
之
掃
除
。
掃
東
則
風
自
西
來
。
揚
直
如
故
。
南
西
北
方
一

。
亦
復
如
是
。
因
悟
踐
者
食
欲
也
。
佛
令
我
去
此
貪
耳
。
途
證
道
果
。
後
往
位

比
丘
尼
所
。
尼
故
為
高
度
。
請
寫
說
法
。
中
一
-
m戲
之
也
。
捕
者
乃
以
手
按
座
。
一

座
應
手
而
餒
。
笠
說
一
句
。
即
飛
空
前
去
。
眾
乃
驚
異
之
。
演
知
僻
子
難
麓
，

。
爾
等
學
佛
。
不
可
輕
視
他
人
為
耍
。

無
上
密
法
之
沾
溉
琪
，
品
，
聞
其
先
翁
，
為
白
普
私
毒
索
，
權
其
徒
﹒
者
為

多
錯
覺
挂
羊
索
，
牢
﹒
者
以
竭
誠
別
持
﹒
寺
絡

4旬
之
卒
，
綺
麗
淇•. 
具
各
弱
，
弘
傅
志

按
法
，
益
口
技
印
行
鑽
來
法
海
一
書
，
內
列
一
百
零
入
法
，
於
亂
堆
各
位
亂

，
可
稱
齊
備
，
且
以
教
車
流
暢
，
台
海
道
屁
，
普
及
問
示
，
渾
入
混
血
，
于

易
迫
流
，
其
初
學
之
詩
弟
也
。
氏
圈
二
十
年
法
駕
拉
隊
香
港
，
時
方
弱
品
，

幸
存
委
有
?
所
措
!
吉
祥
丈
母
之
傅
司
來
，
果
導
譯
丈
母
靈
卦
蟬
，
為

M
恥
之
故
依

面
裁
密
來
土
-
帥
，
及
學
譯
裁
文
之
始
。
亦
可
認
色
。



晶
晶
裁
肉

之

停

車

成

明

À 

西
藏
佛
法
→
分
前
宏
期
(
約
臨
一
兀
四
間
0
年
至
八
凹
0
年
.
，
凡
四
百
年

)
及
後
宏
期
內
約
西
元
丸
。0年
以
後
)
。
而
佛
教
閻
明
之
傳
入
情
形
，
亦

可
依
此
二
期
來
鼓
述•• 

一
、
前
按
期
之
閻
明
信

u
u譯
著
方
醋
，
智
車
及
吉
祥
積
等
，
譯
出
閻
明
大
部
法
稱
之
什
國
滴
論

、
觀
棺
麗
論
輿
論
釋
μ

、
律
天
之
「
正
理
滴
論
廣
釋
、
閻
滴
論
廣
釋
、
觀
相

屬
論
廣
釋
」
、
法
勝
之
「
正
理
精
論
廣
釋
」
。
著
作
方
面
，
印
人
還
華
戒
著

有
「
正
理
精
論
略
釋
」
'
赴
藏
印
人
勝
友
著
有
「
耳
環
濟
論
略
義
」
。
由
上

述
之
翻
譯
及
著
作
，
可
看
出
此
期
之
閻
明
，
以
「
正
理
滴
論
」
為
靈
中
點
。
法

稱
七
論
中
，
已
有
一
一
互
間
輸
入
藏
地
。

H
H藏
王
赤
松
德
真
(
洒
一
兀
七
一
一
一

0
至
七
八
八
年
)
時
，
藏
地
佛
學
，
有

主
張
近
似
禪
宗
之
漠
僧
「
大
乘
和
尚
」
及
主
張
中
觀
瑜
伽
行
之
麗
華
戒
二
派

，
靜
紛
一
小
已
。
藏
王
乃
集
棠
，
使
二
派
依
閻
明
諭
式
辯
論
，
結
果
漠
僧
鹽
負

，
從
此
藏
地
佛
學
唯
依
寵
樹
中
觀
正
見
，
學
十
法
行
及
六
度
行
，
而
不
走
禪

宗
頓
法
。
故
此
次
因
明
辯
論
之
勝
負
，
對
藏
地
佛
法
之
走
向
，
有
甘
幢
大
之
影

響
。

局
藏
王
赤
松
德
民
於
西
一
兀
七
五0
年
通
請
蓮
花
生
大
土
入
藏
後
，
興
建

顯
密
廟
宇
，
於
顯
教
之
廟
宇
內
，
部
有
閻
明
辯
論
之
講
章
。
亦
即
，
印
度
佛

法
一
移
植
於
酒
藏
時
，
除
密
京
之
修
行
廟
宇
外
，
雨
時
郎
有
研
究
教
理
之
一
閻

明
講
漿
。

關
藏
王
赤
雅
巴
7
(
西
一
兀
八O
六
至
八
個
一
年
)
時
，
延
集
印
藏
俊
彥

'
大
蠶
翻
譯
佛
經
o

凡
有
難
解
者
，
則
分
析
其
話
，
以
閻
明
推
論
清
楚
，
而

後
譯
之
。
使
得
大
乘
顯
敬
之
經
論
，
能
翻
譯
完
善
。
此
部
因
明
對
譯
經
之
一

貢
獻
也
。

總
之
，
在
西
藏
佛
法
之
前
宏
期
(
郎
，
寧
瑪
派
時
期
)

重
要
之
角
色
。

一
一
、
稜
按
期
之
閻
明

'
閻
明
掛
煩
了

一一一一一一---1

長

法

樂

U
U譯
著
方
面
，
有
「
瑪
薔
譚
心
諱
的
」
譯
出
法
稱
之
「
量
釋
論
」
嚀
。
其

後
，
有
「
俄
羅
敦
頡
饒
」
大
譯
帥
，
譯
出
法
稱
之
「
量
決
定
論
」
、
一
「
正
理

滴
論
」
、
慧
生
密
之
-
「
量
釋
諭
莊
嚴
疏
」
、
樂
害
之
「
蠶
釋
論
疏
」
、
自
密

之
「
暈
釋
論
廣
釋
二
、
一
一
一
口
問
疏
」

1
勝
魔
之
「
暈
釋
論
在
嚴
廣
釋
」
、
法
勝

之
「
最
決
定
論
廣
釋
」
o

另
有
獅
子
蟑
譯
師
，
譯
出
跟
那
之
「
集
暈
論
及
論

釋
」
o

印
度
閻
明
學
之
要
典
傳
譯
至
此
搜
箏
，
陳
那
、
法
稱
系
列
之
新
閻
明

，
乃
皆
移
至
間
藏
。

口
西
藏
閻
明
之
弘
揚
與
生
根
，
則
臨
「
俄
罐
敦
頡
饒
」
大
譯
師
下
傳
「

慧
菩
提
」
及
「
寶
稱
」
'
此
一
一
人
再
傳
「
菩
提
稱
」
'
「
菩
提
稱
」
再
傳
「

法
獅
子
」
o

法
獅
子
著
有
「
量
決
定
論
釋
」
、
「
困
明
時
義
」
等
等
，
此
為

藏
人
自
身
之
著
作
。
亦
部
，
因
明
至
法
獅
子
生
根
而
發
芽
矣
。
後
代
西
藏
各

派
通
行
之
閻
明
入
門
辯
論
式
，
部
創
始
於
此
師
也
臥
其
弟
子
有
八
人
，
合
稱
一
，

「
八
大
獅
子
」
'
另
有
「
過
瑪
臣
之
初
祖
及
「
剎
已
噶
居
」
之
初
祖
亦
皆
品

從
此
師
受
學
;
此
後
閻
明
之
學
.
，
還
蘊
行
於
「
噶
居
派
」
中
。

a
"

另
外
，
南
朱
寧
京
時
，
「
薩
迦
」
第
四
詛
慶
{
革
開
陸
，
很
印
人
釋
迦
蜜
利

論
師
學
習
五
明
，
著
有
「
正
理
藏
位
吧
，
弘
揚
跟
那
及
法
稱
之
因
明
;
此
後

閻
明
之
學
乃
通
行
於
「
薩
迦
派
」
中
。

聞
「
俄
」
大
譯
師
與
「
法
獅
子
」
之
根
本
道
場
為
「
嘉
普
大
品
己
。
由

於
集
量
論
、
量
釋
論
等
辭
寓
義
繁
，
不
便
初
學
，
故
彼
等
乃
將
最
基
本
之
圓

明
原
則
，
配
合
初
學
者
所
學
之
佛
學
衛
語
，
制
定
簡
單
之
典
範
程
式
，
而
輸

成
「
正
理
啟
門
集
謀
」
，
以
利
初
學
者
之
啟
閱
思
理
與
辯
答
，
誦
後
應
用
至

精
研
經
論
。
此
法
流
傳
一
小
紹
，
特
別
盛
行
於
宗
喀
田
大
士
手
創
之
「
格
魯
派

」
，
將
佛
教
義
理
，
以
閻
明
辯
式
，
分
析
細
膩
，
嘆
為
觀
丘
矣
。

總
之
，
回
藏
閻
明
之
生
根
成
長
，
質
聾
始
於
寧
瑪
派
印
藏
諸
大
師
之
廣

.
一
學
翻
譯
，
完
成
於
後
宏
期
諸
師
之
紹
棠
，
經
數
百
年
之
耕
耘
，
終
結
燦
爛
輝
，

煙
之
槳
，
非
無
問
也
。
而
印
度
大
乘
佛
法
深
觀
廣
行
之
教
理
，
亦
莫
不
開
時

移
植
需
品
酒
藏
矣
。



密

缸主a
海這

時
自
咽

: 
RI 

。
問
:
西
藏
何
時
開
始
有
佛
教
經
典
?

答•• 

茁
元
一
一
一
七
個
年
(
晉
掌
武
帝
寧
康
二
年
)
，
第
二
十
八
代
藏
王
「
哈

關
妥
到
晚
學
」
龍
生
，
於
六
十
鹿
峙
，
首
次
得
到
密
宗
經
典
。
當
持

西
藏
未
有
文
字
，
文
化
未
聞
，
只
將
此
經
典
恭
敬
供
奉
荷
已
。
聞
聽

傳
說
此
藏
王
為
普
賢
菩
薩
之
化
身
。

。
悶
:
其
後
，
佛
法
傳
入
西
藏
之
情
形
如
何
?

答
:
其
後
有
「
口
一
代
法
主
」
護
持
佛
法
，
並
經
寂
護
菩
薩
(
輔
音
為
史
華

楚
，
梵
一-
m臼篇
署
達
喇
細
遠
，
漢
譯
為
寂
護
或
靜
命
〉
及
草
叢
生
大
士

之
努
力
弘
揚
額
密
佛
法
，
佛
教
乃
在
西
藏
興
起O

O
問
:
何
謂
西
藏
之
「
一
一
一
代
法
主
」
?

答
:
第
三
十
三
代
藏
王
松
真
悶
布
(
西
完
六
一
七
年
生
)
、
第
一
二
十
八
代

藏
王
赤
松
德
真
(
四
一
兀
七
一
一
一

0
年
生
〉
及
第
四
十
一
代
藏
王
赤
雄
巴
‘

了
(
西
一
兀
八O
六
年
生
〉
'
此
一
一
一
代
藏
玉
對
西
撒
佛
法
之
弘
揚
，
有

無
比
之
恩
惠
，
故
稱
為
三
一
一
代
法
王
」o西
藏
傳
說
此
一
一
一
代
法
玉
，

依
次
為
觀
音
菩
薩
、
文
殊
菩
薩
及
全
剛
手
菩
薩
之
化
身
。

。
間•• 

第
三
十
三
代
藏
土
耳
松
真
剛
布
如
何
弘
揚
佛
法
?

答
:
藏
王
松
真
剛
布
派
遣
「
純
嚮
森
設
渣
」
赴
印
學
習
文
芋
，
返
藏
後
，

以
梵
文
篤
聲
本
前
創
餾
商
繭
文
字
，
並
蹋
始
翻
譯
佛
經o織
去
並
頒

令
民
眾
質
行
十
普
及
十
六
清
掙
法
，
從
此
西
藏
文
化
大
閱
。
此
藏
王

娶
尼
帕
爾
公
主
及
唐
盤
文
成
全
主
，
並
蓋
建
大
招
寺
及
小
招
寺
，
此

為
西
藏
有
佛
寺
之
聞
始
。

。
問
:
第
三
十
八
代
藏
王
赤
松
德
真
如
何
弘
揚
佛
法
?

答•• 

藏
王
赤
松
罐
真
依
次
派
人
往
印
度
迎
請
中
觀
派
大
師
寂
護
菩
薩
及
密 其

單一』自

(五)

t宇

光

京
大
師
還
華
生
大
土
入
繭
，
分
別
弘
揚
顯
密
佛
法
，
並
葦
建
築
耶
寺

。
又
以
寂
護
為
親
教
師
，
農
「
崑
盧
渣
那
」
等
七
人
出
家
參
此
為
西

藏
人
出
家
之
開
始
。
並
廣
譯
佛
敬
顯
密
經
典
，
一
切
僧
眾
費
用
，
由

王
家
供
給
，
故
佛
法
大
興
。
其
後
，
擺
地
佛
教
於
教
義
起
靜
，
寂
護

弟
子
蓮
華
戒
辯
嬴
漠
僧
「
睡
前
衍
那
」
'
藏
王
乃
競
走
藏
地
佛
法
一
，

應
循
序
受
持
龍
樹
正
見
，
從
此
西
藏
佛
法
組
走
印
度
路
線0

.
此
藏
王

亦
推
動
十
著
行
，
並
葦
建
「
修
行
寺
院
」
'
故
多
人
得
成
就
。

。
問
:
第
四
十
一
代
藏
芷
赤
雅
巴
丁
如
何
弘
揚
佛
法
?

答
:
撤
玉
赤
雅
巴
丁
紙
一
了
佛
教
梵
藏
翻
譯
名
詞
，
抉
擇
大
小
顯
密
佛
典

，
“
譯
事
事
此
大
備
。
此
玉
亦
護
持
十
著
制
，
議
修
建
新
寺
。
西
藏
前

期
佛
法
至
此
鼎
盛
。

。
問
:
一
一
一
代
法
王
時
期
，
西
藏
佛
法
之
內
容
為
何
?

答
:
此
一
一
一
代
法
王
時
期
之
佛
法
，
通
稱
為
「
寧
瑪
派
」
時
期
，
此
時
期
所
，

傳
入
之
顯
教
教
理
與
後
期
無
差
別
。
那
密
京
之
傳
承
，
則
與
後
期
之

「
迦
當
派
」
、
「
格
魯
派
」
等
等
有
所
不
間
，
唯
教
理
仍
皆
依
準
中

觀
正
見
。
寧
瑪
派
(
意
為
舊
派
〉
將
佛
教
判
為
九
乘

•• 

聲
開
乘
、
緣

覺
乘
、
菩
薩
乘
、
事
部
、
行
一
部
、
瑜
伽
部
、
嗎
哈
瑜
伽
、
阿
努
瑜
伽

、
阿
的
瑜
伽
。
此
之
前
面
一
一
一
乘
，
稱
為
「
共
三
乘
」
'
為
化
身
佛
所

說
;
中
間
一
一
一
乘
，
稱
為
「
密
教
外
一
工
乘
」
'
為
報
身
佛
所
說
;
後
藺

草
乘
，
稱
為
「
無
上
內
三
乘
」
'
為
法
身
佛
所
說
。
無
上
門
一
一
一
乘
之

佛
法
，
為
寧
瑪
派
密
法
之
核
心
，
其
傳
黨
歷
史
，
請
詳
見
「
西
藏
古

代
佛
教
史
」
〈
敦
珠
寧
波
車
著
，
全
剛
乘
學
會
出
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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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黎

頂

灌

關

法
會
緣
起

密
京
是
郎
身
成
佛
的
法
門
，
有
異
於
顯
教
一
一
-
4人
何
僧
祇
劫
成
佛
的
教
法

。
間
師
身
成
佛
的
要
件
，
除
了
受
學
弟
子
具
有
宿
世
圓
臉
之
外
，
最
讓
耍
的

是
要
受
灌
於
擁
有
傳
黨
授
權
的
金
剛
上
帥
、
〈
悶
簡
黎
)
，
並
依
金
剛
上
師
的

教
法
及
日
訣
修
持
，
且
嚴
守
高
於
菩
薩
戒
的
金
剛
乘
不
共
的
十
四
根
本
墮
戒

。
如
果
未
受
上
師
的
灌
頂
及
傳
法
，
剖
使
具
備
其
他
條
件
，
努
力
修
行
，
非

但
徒
勞
無
功
，
且
將
得
到
不
好
的
描
果
。
所
以
修
學
密
法
，
讀
先
經
過
獲
有

傳
黨
授
權
的
上
帥
的
灌
頂
。
如
此
的
上
師
，
不
但
擁
有
歷
代
上
帥
的
加
持
力

，
而
且
具
足
一
一
一
寶
的
自
性
。

本
會
導
師
一
瞞
德
法
幢
劉
銳
之
金
剛
上
帥
，
在
民
間
四
十
八
年
前
在
印
度

噶
林
邦
，
親
近
京
事
無
上
密
宗
寧
瑪
巴
法
主
教
珠
寧
派
車
輛
。
{
學
故
事
師
觀

察
因
緣
，
將
那
﹒
也
東
初
(
大
幻
化
網
導
引
法
)
的
法
耍
，
教
傳
及
巖
傳
兩
派

的
傳
黨
，
全
部
授
予
。
上
師
閣
而
成
為
教
傳
第
四
十
七
代
、
巖
傳
第
六
代
的

繼
承
人
，
有
權
舉
行
瓶
灌
、
審
灌
、
智
權
、
詞
權
四
韻
灌
頂
，
並
傳
授
嗎
哈

瑜
伽
、
阿
努
瑜
伽
、
閥
的
瑜
伽
一
一
一
身
成
佛
的
密
法
。

成
立
一
一
一
個
會
所

上
師
離
開
印
度
後
，
郎
鬧
到
香
港
傳
法
，
詳
情
紀
載
於
「
敦
球
寧
說
車
一

訪
問
香
港
」
一
書
(
劉
上
飾
著
，
本
會
出
版
)
.
。

民
盟
六
十
年
，
到
上
師
開
始
蒞
蠢
傳
法
，
先
後
在
蓋
北
、
蓋
中
、
高
雄
‘

旱
地
設
立
弘
法
道
場
，
每
年
舉
辦
靜
坐
講
習
及
灌
頂
法
會
等
，
攝
受
弟
子
數

百
人
。

在
臺
首
次
阿
簡
黎
灌
頂

上
師
觀
察
國
緣
，
為
了
使
無
上
密
法
縣
延
不
斷
，
乃
於
六
十
六
年
對
在

華
弟
子
閱
一
那
個
闊
黎
灌
頂
請
法
條
件
，
勉
勵
大
家
勤
修
四
加
行
法
。
一

法

合』
時

勝

王

仁

六
十
九
年
-
2月
三
十
日
，
在
一
堂
北
金
剛
乘
學
會
敦
球
精
舍
，
舉
行
在
審
一

首
次
何
闡
黎
灌
頂
法
會
。
經
嚴
格
考
誤
，
受
灑
弟
子
共
五
人•• 

胡
勵
真
，
法
號
德
育
恆
靡
，
義
為
大
樂
自
在
母
;

林
崇
安
，
法
號
車
之
德
葦
，
義
為
法
樂
;

王
仁
祿
，
法
號
卒
之
菁
巴
，
義
為
法
慈
;
一

鍾
樣
湘
，
法
號
卓
立
在
靡
，
義
為
法
自
在
;

路
梅
英
，
法
號
卓
之
嘉
摩
，
義
為
法
喜
。

此
次
灌
頂
法
會
中
，
上
師
閱
示
的
重
點
如
下•• 

阿
闊
黎
是
譯
音
，
又
譯

阿
朱
利
，
義
為
軌
範
蹄
。
受
阿
閣
黎
灌
頂
，
始
有
資
絡
傳
明
、
權
頂
、
說
法

，
但
必
先
奉
請
師
父
許
可
。
為
了
勝
任
何
闊
黎
的
傳
法
任
務
，
必
讀
努
力
修

學
本
尊
法
、
超
度
法
、
患
增
等
法
。
更
要
嚴
守
戒
律
，
除
了
菩
薩
戒
、
十
四

根
本
靈
戒
、
八
支
粗
罪
戒
、
五
方
佛
-
2
.
昧
耶
戒
外
，
更
應
遵
守
阿
閣
黎
戒
。

此
外
一
史
項
具
備
正
見
正
知
，
不
許
講
一
神
說
見
，
不
可
妄
言
神
通
，
不
求
各
聞

利
養
。
修
蘊
度
法
，
只
准
在
學
會
佛
堂
舉
行
，
不
許
在
外
舉
辦
，
以
免
令
人

有
如
雲
棲
大
師
所
說
.
的
叮
應
赴
」
之
譏
。

所
有
受
灌
弟
子
，
聞
法
之
後
，
無
不
歡
暮
春
行
。

傳
授
大
幻
化
網
導
引
法

在
阿
閣
黎
灌
頂
法
會
後
的
一
個
月
，
五
月

2
日
，
劉
上
師
在
華
北
為
前

述
五
名
何
關
黎
弟
子
傳
授
金
剛
聽
捶
度
亡
法
，
另
有
一
一
權
弟
子
數
名
旁
聽
。

上
師
特
別
指
示
，
未
受
阿
閱
讀
灌
頂
事
，
不
得
主
持
度
亡
法
會
。

自
五
月
四
日
以
後
，
上
師
歸
始
講
授
大
幻
化
網
導
引
法
中
的
上
師
相
應

法
、
本
草
法
、
甚
深
勝
義
精
華
、
息
增
權
誅
法
、
護
摩
(
火
供
)
。
受
學
者

有•• 

林
祟
安
、
鍾
樣
湘
、
王
仁
祿
、
路
梅
英
、
王
俊
雄
、
李
銘
閣
、
蔡
影
輝

、
賴
幸
男
、
郭
安
男
、
林
坤
旺
、
莊
金
沛
、
葉
娟
美
、
張
廖
貴
斌
、
王
昌
齡

、
林
哲
舟
、
彭
晃
膏
、
謝
昭
英
、
董
淑
蔥
、
楊
有
芳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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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款4

密

-mJm 

目

主革

第
…
章
.
緣
起

第
→
節
一
釋
名

叫
衛
生
家

:
叫
盤
。
儒
家

持
理
學
家

關
道
家

回
印
度
敬

的
佛
教

甲
顯
教

乙
密
乘

，
第
二
節
述
義

第
三
節
密
宗
諒
流

第
四
節
傳
授
經
過

第
五
節
參
加
讀
知

叫
不
鑽
入
會

帥
不
贊
擻
贊

門
開
一
不
佰
祖
宗
教
億
仰

關
必
讀
依
照
實
習

崗
必
讀
到
齊
數
會

制
必
讀
線
習
有
但

第
一
一
會
一
﹒
理
論

第
一
節
服
氣
點
一
一
一
事
分
合
之
理

第
二
節
生
研
成
之
服
氣
點

靜

坐

法
詳
釋

本
書
已
成
版
售
價
一
苔
，
凡

冉
政
劃
證•• 

一
一
亢
三
七
。
叢
中
全
剛
乘
學
會

廿
生
所
成
敵

叫
生
所
成
氣

門
口
生
既
成
點

第
一
一
一
節
修
研
成
之
脈
、
氣
、
點

U
U
修
所
成
眼

目
修
所
成
氣

甲
持
命
氣

乙
下
行
氣

丙
土
行
氣

丁
平
住
氣

戊
遍
行
氣

時
，
修
所
成
點

第
四
節
{
脈
氣
點
之
分
等
級

第
五
節
…
被
動
與
自
動
之
別

第
六
節
自
動
功
能

付
過
程

申
初
期
為
排
外

乙
次
期
為
前
禦

丙
後
期
為
免
疫

抖
動
物

甲
排
外
期

乙
防
禦
期

內
免
疫
期

間
人
類

甲
應
變
時

乙
平
常
時

第
七
節
靜
控
能
致
儷
康
之
理

第
八
節
靜
坐
能
致
長
壽
之
理

第
九
節
初
學
靜
坐
之
要
求

白
付
準
時
刻

叫
嚴
姿
勢

借
故
鬆

關
每
日
坐
四
十
分
鐘

第
一
一
一
章
寶
路
準
備

.
第
一
節
平
時
修
養

付
起
居
有
時

叫
﹒
飲
食
有
節

開
工
作
有
度

棚
，
運
動
有
權

固
與
世
無
爭

開
與
物
無
競

怕
淡
然
無
欲

的
靜
修
無
問

第
二
節
舉
前
七
情

... 

第
z

一
一
一
節
設
備
可

u
u
靜
些

戶
。



甲
擺
免
吵
擾

乙
不
許
當
風

丙
光
線
適
度

H
H
學
墊


同
衣
物

甲
衣
服

乙
毛
巾
，

倒
供
水

第
四
節
注
意
事
項

付
，
避
子
午
時

口
避
煙
多

闖
過
饑
過
飽

倒
過
疲

關
瞌
睡

的
汗
衣
久
著

附
留
心
冷
暖

-
M
W
屏
息
緣
務

第
四
章
上
建

第
一
節
前
行

的
大
哈
一
一
一
聲
抖
身
。

何
一
泣
，
扑
藹
氣

目
九
節
佛
風

第
二
節
調
身

U
U
跡
跌
坐

甲
雙
鞠
跌

乙
單
跡
跌

H
H
乎
等
持
置
騎
下

帥
脊
車

輛
頭
徵
俯
鎮
壓
喉
結

關
舌
抵
上
顯
譜
宜
說
量

的
姿
勢
嚴
謹

怕
放
鬆

第
一
一
一
節
調
息

付
禁
語

口
辨
息
相

同
肺
呼
吸

剛
聽
呼
吸

叫
阿
湧
泉
呼
吸

付
毛
孔
呼
吸

卅
數
息

第
四
節
調
心

叫
任
口
作

第
五
章
下
座

第
一
節
呼
吸
輪
經

第
一
一
節
按
摩

第
一
一
一
節
還
動

第
四
節
經
行

第
五
節
仰
臥

.
第
六
節
暫
勿
排
洩

第
七
節
暫
勿
休
潛

4

第
六
軍
綜
論

第
一
節
親
盤
問
知
識

第
二
節
動
作
原
即

叫
上
鹿
前
與
下
鹿
後

H
H
入
盛
時

第
一
一
一
節
反
應

叫
不
盤
問
反
應

口
盤
問
反
應

第
四
節
也
經
歷
程
序

第
五
節
功
效

叫
脈
調

口
氣
調

尚
點
調

第
六
節
過
患

付
八
觸

目
偏
差

第
七
節
拾
病

付
抵
禦
外
感

叫
治
療
內
傷

借
用
氣

側
.
還
息

的
問
違
心
病
處

的
運
心
拙
火

尚
假
想

內
觀
空

第
七
意
大
學
印

第
一
部
專
一
瑜
伽

叫
依
柔
和
之
氣
息

叫
依
闊
猛
之
氣
息

第
二
節
離
戲
瑜
伽

付
約
一
一
一
時
觀
察

叫
約
有
無
觀
寮

同
約
一
異
觀
察

第
一
一
一
節
一
味
瑜
伽

H

睡
夢
喻

-
M
H
水
泳
喻

同
一
水
漲
喻

第
四
節
無
修
瑜
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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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版
西
藏
大
藏
經
中
已
漢
譯
之
奮
宗
經
典
抖

發
索
經
典
，
分
無
土
瑜
枷
續
、
渝
枷
墳
、
修
纜
、
作
繞
田
部
，
內
容
各

異
。
淇
地
每
將
之
混
淆
。
曲
拭
大
義
經
中
，
將
密
當
經
典
，
依
此
田
部
在
一

r

排
列
，
徐
麗
而
清
晰
。
今
將
其
中
有
淇
譯
本
意
依
次
時
捧
出
，
並
附
上
北
京
版

面
藏
大
裁
控
中
，
之
綺
罷
，
以
利
每
一
悶
。

一
、
單
妙
古
祥
真
實
名
經
(
編
號
一
了
屬
無
上
宿
之
無
一
一
續
〉

二
、
僻
說
大
悲
空
智
金
剛
大
教
王
儀
軌
經
(
編
號
十
，
屬
無
上
密
之
母
續
〉

一
一
一
、
佛
說
一
切
如
來
金
剛
一
工
業
最
上
屆
密
大
教
主
經
(
編
號
、
八

3十
。
一
，
屬
無

上
密
之
欠
續
)

閥
、
佛
說
無
二
平
等
最
上
瑜
伽
大
教
王
經
(
編
號
八
十
七
〉

五
、
佛
說
瑜
御
大
教
王
經
〈
編
號
一0
…
一
〉

六
、
一
切
如
來
真
實
攝
大
乘
現
證
乏
味
大
教
玉
經
(
編
號
一
二
一
，
隨
瑜
伽

密
之
方
便
續
)

，I
t
-
-切
秘
密
最
上
名
義
大
教
玉
儀
軌
(
編
號
一
一
四
)

八
、
金
剛
頂
經
瑜
伽
文
蘇
爾
科
菩
薩
法
(
編
號
一
一
五
)

九
、
佛
說
目
罩
上
根
本
大
樂
金
悶
不
空
乏
味
大
教
王
經
(
編
號
一
一
九
及
一
二

0
，
屬
瑜
伽
嚮
之
智
慧
續
)

十
、
大
樂
金
悶
不
空
真
實
一
一
一
麼
耶
經
(
編
號
:
二
)

十
一
、
佛
說
金
剛
場
莊
嚴
般
若
設
羅
蜜
多
教
中
一
分
(
編
號
一
一
一
一
一
。

十
二
、
大
雌
廳
遮
那
成
佛
神
變
加
持
經
(
編
號
一
一
之
八
，
屬
修
密
)

十
一
一
一
、
藥
師
琉
璃
光
七
佛
本
願
功
德
經
(
編
號
二
工
五
)

十
四
、
佛
說
藥
師
如
來
本
願
經
〈
編
號
二
一
一
六
)

十
五
、
大
寶
康
博
摟
閻
盤
問
住
都
嚮
陀
羅
尼
經
〈
編
號
二
一
一
八

)
y

十
六
、
大
方
廣
菩
薩
藏
文
雄
師
利
根
本
儀
軌
經
(
編
號
三
八
二
〉

十
﹒
七
、
單
者
文
殊
師
利
讚
(
編
號
三
八
五
)

先

寺

十
八
、
閥
混
八
千
頌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一
百
八
名
真
實
圓
義
陀
羅
尼
麗
(
編
號
一

七
二
)

十
九
、
管
釋
般
若
被
蘿
蜜
多
心
經
(
編
號
一
七
一
一
一
〉

二
十
、
金
光
明
最
勝
正
經
〈
編
號
一
七
四
及
于
七
五
〉

二
十
一
、
金
光
明
經
(
編
號
一
七
六
)

二
十
二
、
佛
說
守
護
大
干
國
土
經
(
編
號
一
七
七
〉

二
十
五
、
佛
母
大
孔
雀
胡
玉
經
(
編
號
一
七
八
)
.

二
十
四
、
普
偏
光
明
清
淨
織
接
如
意
寶
印
心
無
館
勝
大
明
主
大
隨
求
陀
羅
尼

經
(
編
號
一
七
九
)

二
十
五
、
大
摩
盟
友
菩
薩
經
(
編
號
一
八
一
了
一
八
五
及
一
八
回
〉

二
十
六
、
葉
衣
觀
自
在
菩
薩
陀
羅
尼
經
(
瀰
號
一
八
五
)

二
十
七
、
佛
說
鈴
蘭
那
除
喘
哩
大
陀
羅
尼
經
(
編
號
一
八
六
〉

二
十
八
、
佛
說
七
俱
踮
佛
母
准
提
大
明
純
羅
尼
經
(
編
號
一
八
八
)

二
十
九
、
觀
自
在
菩
薩
化
身
襲
龔
啤
曳
童
女
錯
伏
毒
害
跎
羅
尼
經
(
編
號
一

八
九
)

一
二
十
、
如
意
寶
總
持
正
經
(
編
號
一
九0
)

一
一
一
十
一
、
佛
說
單
最
上
聽
明
如
來
陀
提
昆
輝
(
編
號
一
九
五
)

三
十
二
、
佛
說
一
切
如
來
烏
瑟
膩
沙
最
勝
總
持
經
(
編
號
戶
九
七
及
一
一
百
〉

一
二
十
一
一
一
、
最
勝
佛
頂
陀
羅
尼
經
(
編
號
一
九
八
及
一
九
九
)

一
一
一
十
四
、
佛
頂
大
自
傘
蓋
陀
提
尼
輝
(
編
號
二
O
二
)

一
一
一
十
五
、
佛
頂
放
無
垢
光
明
入
普
門
觀
察
一
切
如
來
心
陀
羅
尼
經
(
編
號
二

。
六
)

:
一
十
六
、
佛
說
除
一
切
疾
病
陀
羅
尼
經
(
編
號
二
O
七
)

一
二
十
七
、
佛
說
療
痔
病
經
〈
編
號
一
一
二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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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阿
串
*
離
且

W
M宵
"
Z
*
*
血
管
*
*
姐
帶
*
*
發
咎
發
*
*
m
w
*
*
*
擋
"
*
且
曹
*
*
姐
帶
*
*
*
*
品
佩
服
智
*
*
*
且
智
"
帥
"
*
帶
*
"
帶
血
管
血
管
m
w
血
管
*
"
甜
甜
發
*

* 

啥
?
*
叫
金
剛
來
學
人
修
持
原
則
而
法
慈
叫

惜
恥

F

U的*
*
m
w
m
曹
營
*
榮
譽
*
*
盟
會
*
m
w
*
*
*
發
*
*
且
曹
營
*
發
*
*
姐
帶
帶
晶
“
m
w
*
*
m
w
品
耐
勞
*
*
*
品
由
姐
帶
m
宵
"
帶
*
*
m
w
品
w
m
w
*
努
咎
m
宵
"
暫
且
智
締

五
、
嚴

?
戒

k
i福
德
法
驢
金
剛
附
上
師
閱-
m
.• 

「
嚴
守
成
律•• 

語
言
嗔
行
，
日
當
三
省
吾

身
。
」戒

、
短
、
聲
三
者
，
是
佛
法
一
裊
均
一
一
一
舉
'
彼
此
關
係
密
切
。
要
嚴
守
斌

律
，
才
能
得
定
得
慧
;
得
定
之
後
，
若
違
犯
戒
律
，
仍
然
要
墮
地
獄
。

皈
依
密
祟
，
在
灌
頂
法
會
中
，
都
要
受
三
味
耶
斌
。
請
求
初
級
灌
頂
的

，
要
同
時
受
十
菁
、
單
間
蠶
戒
、
金
剛
乘
十
國
根
本
聽
諸
戒
。
請
求
二
級
灌
頂

的
，
聽
受
全
雕
乘
八
友
粗
彈
、
五
方
掰
一
一
一
味
耶
戒
。
請
求
三
阻
級
灌
頂
的
，

要
受
根
本
主
味
耶
戒
、
女
分
一
一
一
味
耶
戚
在
受
戒
之
後
，
就
要
依
照
所
得
諸
戒

，
好
好
護
持
。

行
十
善
，
是
生
天
的
必
要
僚
件
。
密
乘
弟
子
雖
然
不
以
生
夫
為
白
的
，

但
能
行
十
薯
，
多
給
善
緣
，
也
能
減
少
一
比
一
一
修
行
的
障
礙
。
十
善
的
內
容
是

律

村
不
毅
生•• 

不
要
殺
害
一
切
有
惰
的
生
命
。
消
極
方
面
可
以
避
免
因
果

報
應
，
積
極
方
醋
可
以
培
養
慈
戀
愛
心
。

何
不
偷
盜
1
.不
是
我
的
東
西
不
要
拿
。
除
了
可
以
避
免
因
果
報
應
之
外

，
還
可
以
消
除
食
欲
，
誠
卻
我
執
。

倘
不
邪
淫•• 

不
要
與
非
自
己
的
配
偶
行
淫
。
如
此
可
以
避
免
因
果
報
應

，
亦
可
端
正
晶
德
。

倒
不
安
諮

•• 

一
小
說
不
實
在
的
話
。
人
當
為
館
，
霄
而
不
信
，
如
何
般
人

。
尚
不
兩
苦•• 

不
要
站
接
離
間
，
播
弄
是
非
。
兩
古
學
問
人
，
其
實
也
害
己

。

的
不
惡
口•• 

不
要
用
蠶
惡
的
詩
篇
人
。
惡
口
罵
人
，
並
不
顯
得
自
己
高
一

且
只
。叫

阿
木
綺
盟
伊
•• 

木
頭
說
污
穢
戲
諧
的
話
。
言
語
是
心
聲
，
心
正
則
言
語
必

正
。

一
的
不
食
欲•• 

不
要
食
間
非
份
的
名
利
。
有
欲
則
弱
，
無
欲
則
悶
。

M
W不
瞋
恨•• 

本
要
憎
恨
對
自
己
不
好
的
人
物
。
懷
恨
在
心
，
往
往
會
做

出
愚
昧
的
事
情
。

的
不
邪
見
:
不
要
對
上
師
一
一
一
寶
及
諦
理
起
不
正
確
的
清
法
。
邪
見
橫
生

，
只
有
蒙
蔽
自
己
的
智
慧
罷
了
!

菩
鐘
戒
的
主
要
內
容
有
2.. 

一
是
攝
律
儀
誠
，
就
是
諸
聽
寞
作
;
三
是

攝
盤
問
浩
成
，
就
是
兼
營
舉
行
;
三
是
饒
鑫
有
情
潰
，
就
是
刺
欒
眾
生
。

金
剛
乘
一
一
一
昧
耶
諾
放
，
是
密
乘
弟
子
要
受
持
的
不
共
孫
勝
斌
律
，
未
受

灌
頂
的
人
p

不
應
閱
讀
戒
律
的
內
容
，
所
以
在
此
不
予
介
紹
。

犯
了
我
剛
乘
一
一
一
味
耶
的
任
何
一
潰
，
-
如
果
不
由
時
懺
悔
，
不
使
用
還
淨

的
方
便
，
就
會
或
多
或
b
A
l
地
發
生
下
列
的
現
象•• 

那
兒
橫
生
，
退
心
快
鐘
，

一
禍
器
質
種
不
能
團
漏
，
所
作
事
業
多
無
結
果
，
所
餵
所
求
不
能
如
意
，
所
體

-19一



所
畏
繼
罷
而
來
，
身
感
種
種
病
痛
，
心
受
種
種
苦
惱
，
今
生
現
受
犯
一
成
果
報

，
死
後
鹽
入
金
剛
地
獄
。

人
的
業
障
，
不
外
自
身
語
一
竄
去
方
面
造
成
。
首
先
由
心
裹
的
食
、
瞋
、

癡
、
賄
、
偉
等
根
本
煩
惱
鼓
動
，
裴
現
在
外
醋
的
就
是
妄
語
、
兩
苦
、
惡
口

、
精
擺
闊
的
語
槳
，
以
及
設
生
、
偷
盜
、
邪
淫
的
身
業
。
由
此
業
力
的
牽
引
，

而
煩
惱
靈
靈
，
生
死
輸
趣
，
不
能
自
拔
。
金
剛
乘
一
一
一
昧
-
耶
諸
斌
，
旨
在
幫
助

我
們
消
除
業
障
，
開
啟
智
慧
，
以
撞
到
部
身
成
就
的
目
的
。
持
斌
的
要
餌
，

就
是
「
謹
一
百
慎
行
」
'
首
先
草
除
不
畏
的
行
為
習
慣
，
其
次
在
意
說
話
不
要

毀
損
別
人
、
怯
耀
自
己
，
然
後
「
日
當
一
一
一
告
吾
身
」
，
每
天
反
省
自
巴
，
發

露
懺
悔
，
每
月
按
時
會
供
，
布
薩
諦
潰
，
必
能
獲
得
上
師
一
一
一
賢
的
加
設
，
而

歸
一
一
一
除
身
語
意
所
犯
一
一
一
味
帶
或
所
賽
的
一
切
罪
障
。

四
、
精

進

持

修

一
瞄
德
法
儷A
m剛
上
掰
開
一
本•• 

「
精
蘊
修
持•• 

研
讀
誦
論
，
由
聞
而
思
而

修
。
」精

，
就
是
專
精
不
二
、
純
粹
不
雜
的
意
思
。
我
們
在
心
理
方
面
，
對
於

離
名
的
萬
法
不
具
分
別
心
，
對
於
各
京
諸
派
的
法
門
不
加
以
政
觀
;
在
學
問

方
面
!
我
們
儘
可
以
多
方
接
觸
，
兼
容
並
蓄

•• 

在
修
行
方
茁
'
也
應
該
遍
訪

明
帥
、
參
考
眾
法
。
但
在
求
得
明
師
、
學
得
高
法
，
之
後
，
就
應
好
好
的
專
修

一
門
，
專
事
一
師
，
如
此
才
能
接
得
最
高
的
進
境
。

所
謂
胡
師
，
是
指
具
有
傳
黨
授
權
、
證
解
悶
得
的
賢
興
師
焚
。
具
有
傳

黨
的
授
權
，
就
有
聽
代
祖
師
的
加
持
力
孽
，
.
及
監
代
成
獄
者
曾
傳
下
來
的
修

持
儀
軌
及
口
訣
;
證
解
兩
得
的
師
父
，
就
有
法
力
攝
受
弟
子
，
加
持
門
人
。

修
持
密
祟
，
有
一
→
一
根
本
，
一
是
根
本
上
師
，
一
一
是
根
本
本
章
，
一
且
是
根

本
護
法
。
自
己
每
日
所
修
的
本
章
，
就
是
很
本
本
轉
;
傳
我
根
本
本
牢
的
上

師
，
就
是
根
本
上
師
;
護
持
根
本
上
師
本
意
的
護
法
，
就
是
根
本
護
法
。
以

身
語
意
供
養
並
祈
請
根
本
上
峙
，
能
獲
根
本
上
飾
的
加
持
;
以
身
語
意
供
養

並
修
持
根
本
本
特
峙
，
將
來
能
成
就
根
本
本
尊
r

以
身
語
一
意
供
餐
並
研
請
根
本

護
法
，
能
得
根
本
護
諒
的
護
持
。

密
宗
上
師
所
傅
的
本
屆
峙
，
不
具
一
種
。
劉
上
師
在
牽
灣
已
傳
授
的
本
春

就
有•• 

四
臂
觀
音
、
給
度
母
、
黨
文
聽
菩
薩
、
藥
師
佛
、
運
華
生
上
師
、
長

壽
佛
、
釋
迦
牟
尼
僻
、
準
提
菩
薩
、
阿
彌
陀
僻
、
一
大
自
傘
葦
儕
母
、
金
剛
薩

唾
等
。
受
各
意
灌
頂
的
人
，
要
憑
自
己
的
覺
受
，
選
一
本
牢
，
精
進
修
持
，

終
生
不
退
。
如
果
不
選
一
﹒
根
本
本
章
，
而
見
其
思
遲
，
常
換
本
章
，
必
將
減

低
其
成
就
的
境
界
。

修
法
，
要
每
日
按
時
依
照
上
師
所
傳
的
儀
軌
及
口
訣
修
持
。

按
時
修
怯
的
好
處
，
是
能
使
身
體
與
宇
宙
的
自
然
現
象
相
配
合
。
此
時

身
體
受
自
然
力
的
影
響
，
能
使
氣
脈
流
暢
，
上
下
交
通
。
假
如
偶
然
有
一
天

不
在
此
時
修
法
，
因
質
性
的
不
同
，
覺
受
自
然
較
差
。

儀
軌
及
臼
訣
，
都
是
由
已
成
就
者
留
傳
下
來
的
修
行
方
法
。
還
沒
有
成

就
的
人
，
務
必
依
照
修
習
，
才
能
成
就
。
如
果
自
作
聰
明
，
增
減
儀
軌
內
容

!
不
依
口
訣
修
持
，
或
未
經
上
師
傅
授
，
運
自
到
竊
盜
侈
，
因
為
缺
乏
加
持

及
叢
持
的
力
麓
，
不
但
不
能
修
成
，
可
能
還
會
障
難
叢
生
。
也
基
於
還
個
道

理
，
儀
軌
不
可
A
A閉
，
口
4訣
不
可
記
錯
，
密
誰
要
小
心
傳
授
。

除
了
如
法
之
外
，
修
法
要
任
連
自
然
，
不
咬
不
求
。
若
沒
有
任
何
情
況

發
生
，
不
要
希
冀
發
生
什
麼
情
況
;
若
有
什
麼
情
況
發
生
，
要
順
其
自
然
，

不
要
加
于
干
涉
。
否
則
會
著
相
，
會
引
起
服
氣
點
的
不
詢
和
。
曾
發
現
身
體

略
感
不
適
時
p

就
讀
趕
快
槍
討
自
己
什
麼
地
方
不
如
法
?
情
節
輕
徵
的
，
自

己
要
如
法
修
正
錯
誤
;
情
況
嚴
葷
的
，
就
要
請
求
上
師
閱
眾
對
治
立
法
了
。

。
「
西
藏
古
代
佛
教
史
μ
(
全
書
約
五
百
頁
，
精
裝
一

B

珊
，
一
百
多
幅
插
圖
，
零
售
間
五
0
元
〉
。
此
書
由
教

珠
響
設
車
之
藏
文
原
著
譯
成
漢
文
，
為
詳
述
西
藏
佛
教

響
瑪
派
最
權
威
之
名
著
，
已
有
梵
文
英
文
學
譯
本
。(
4

郵
政
劃
撥
二
九
三
七
0
號
金
剛
乘
學
會
帳
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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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
師
談
密
常

!
|
戌
寅
十
月

K
日
在
安
海
金
敦
白
爪
祠
講

「
佛
法
定
派
大
概
」

5Þ. 

在
大
乘
各
自
用
中
，
此
申
訴
之
教
法
最
為
高
澡
，
修
持
最
為
真
切
。
常
人
﹒
鼎
鼎

嘗
窮
研
，
輒
輕
蹲
毀
謗
，
萃
堪
痛
歎
。0余
於
十
數
年
前
，
唯
閱
盤
.
祟
儷
軌
，

亦
當
經
致
疑
議
。
以
後
關
大
自
經
疏
，
乃
知
密
崇
敬
義
之
高
澡
，
因
痛
自
懺

悔
。
聽
諸
君
不
可
先
閱
儀
軌
，
應
先
習
經
敬
，
財
可
無
諸
疑
議
矣
。

金
削
乘
學
會
行
事
層

一
、
台
北
地
區•• 

農
曆
每
月
初
十
會
供
法
會
。
最
曆
每
月
第
一
個
星
期

日
畏
壽
佛
法
會
。
第
一
一
個
星
期
日
藥
篩
佛
法
會
。
第
三
個
星
期
日
咕
嚕
咕
助

法
會
。
最
後
三
個
星
期
日
布
薩
法
會
。
布
薩
前
一
天
度
亡
法
會
。

二
、
台
中
地
區•• 

會
供
、
布
薩
法
會
與
台
北
悶
。

一
二
、
高
雄
地
區•• 

會
供
向
台
北
。
每
月
農
曆
最
後
一
個
過
六
布
盤
。

四
、
香
港
地
區
•• 

曲
閻
麗
每
月
初
十
會
供
。
每
丹
第
一
個
星
期
日
生
日
法

會
。
每
月
二
十
五
日
咕
嚕
咕
助
法
會
。
每
月
最
後
一
個
星
期
六
度
亡
法
會
。

每
月
最
後
一
天
布
薩
法
會
。
另
外
每
違
佛
審
醒
龍
辰
、
請
與
節
、
軍
蘭
節
皆

舉
行
法
會
。

。
凡
人
持
戒
，
有
五
功
德
:
一
、
諸
有
所
求
，
輒
得
如
顧
;
二
、
既
有

財
產
，
增
鑫
無
損
;
一
一
一
、
既
往
之
處
，
眾
人
敬
愛
;
四
、
好
名
盤
問
譽
，
周
闊

天
下
;
五
、
身
壞
命
終
，
必
生
天
上
。
(
遊
行
經
)
。
若
於
正
法
中
，
能
不

放
逸
者
，
即
度
老
死
地
，
永
盡
諸
苦
本
。
(
大
會
經
〉

@
本
刊
贈
閱
啟
事
@

→
月
本
刊
以
「
弘
揚
商
議
噶
家
佛
法
，
淨
化
大
眾
身
心
」
為
主
旨
，
歡
迎
有

輯
人
士
索
閱
。
來
信
請
寄
「
台
北
郵
政
信
箱
第
五
十
三
中
文
八
個
八
號
」
o

二
、
凡
來
佑
索
閱
者
，
均
贈
「
部
期
知
物
」
o

過
期
刊
物
存
量
有
限
，
未
必

皆
可
獲
得
，
敬
請
原
諒
。

嚕
一
一
、
本
刊
物
寄
出
後
，
部
份
讀
者
住
址
欠
興
而
退
時
，
凡
來
信
一
一
一
週
後
未
收

到
者
，
請
再
來
函
告
知
。
謝
謝
合
作
。

四
、
助
印
本
知
者
，
請
直
接
利
用
郵
政
劃
撥
第
一
五
O
九
八
九
號
金
剛
乘
雜

諒
社
帳
戶
。

捐
助
本
刊
旁
名(

出
列
前
臨
期
捐
助
者
發
下
期
)

.一21一

金
仟
元
一
比
•• 

隱
名
民
受
仟
貳
佑
元
一
成•• 

陳
錦
城
楊
鴻
基
捌
佰
完
一
比

•• 

一
繡
慶
秋
梁
佰
元
一
比
•• 

陳
光
鑫
可
伍
伯
克
正•• 

寰
李
快
賀
子
誠
贅
淑
斐
賢
執
虔
彭
官
口
膨
贅
諮
端
念
一
佑
元
一
止

•• 

鍊
食
懿
蔡
影
峙
仲
說
勵
農
林
一
兀
有
林
哲
用
發
漠
撥
鄒
震
蔣
設
委
會
韓
偉
廖
麗
珍

郭
庭
榮
吳
寶
森
林
森
義
貳
佰
伍
拾
一
兀

•• 

林
立
人
貳
鈞
一
兀
正
•• 

樣
去
蚊
羅
中
林
主
俊
雄

許
洪
阿
隨
林
教
字
鄧
俏
昇
許
恰
仁
林
錦
輝
吳
文
一
比
筒
進
士
吳
榮
昌
陳
光
衡
筒

家
但
尚
會
山
熊
敬
儒
簧
榮
均
受
佰
伍
拾
元

•• 

簡
章
坪
高

-
r帥，mv
鐘
樣
湘
高
錦
陳

建
夫
採
林
和
旅
虛
榮
長
劉
茂
竣
陳
英
杰
安
倍
貳
搶
先
(
致
富

5
.. 
還
索
敏
章
佰
零
捌

完
林
亮
失
受
佰
一
兀

•• 

劉
向
這
楊
顏
賓
張
味
巧
局
俊
德
劉
孟
儒
亭
、
永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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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t a1so possesses such theory as “ fonned by practice" so as to faci1it戶je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order to avoid confusion , a discussion would first be mad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born prana, nadi and drops, supplementing the theory with the ancient Chinese 
medica1 knowledge , modern medica1 sciences as well as Tibetan principles. The present 
writer wishes to extend his regret for inadequate knowledge in the medical science.s and 
physiölogy. He would appreciate if comments or rectification could be offered , if any . 

(A) In-born nadis occupya constant and c1èar心ut paths within the human body. They 
spreed and scatter inside the body but lead to no entanglement. Such venous paths、
according to. the ahcient Chinese , are known as nerve paths whicli are sub~divided into 
twelve inajor nerves. They interact to regulate the general balance of blöod circulation, and 
provide irrigation and storage function , resemb1ing the water fIow from the river into the 
lake. This intricate network is knowri as Chin nerve and eight veins , which are relative in 
their respective functions. There are a total twenty numbers of nauis that 訂e common to 
both the major and Chi nerves, and each venious path is characterized by turns and twists. 

. Where the big venious path meets the sma1I, it comes to be known as vitaI point. Ifsome of 
these vital points are connected toge出er， it fonns a vital point of a particular nerve path. 

(B) In-born Prana 

It is c1aimed that prana follows life and 1ife sighifies nadi prana ~heir ielationship 
is unbreakable. The most important. organ that commands breathing is the lung. Through 
the lung contraction, the impure prana (carbon dioxide)is forced out of the nose and fresh 
air (oxygen) isinhaled through the nose. This is known as external respiration in physiology. 
I t distracts oxygen. through iril叫ation and. effects an exchange of gas inside the lungs. 
Besides, teh blood circulation begins from the heart and the artèrial blood , having absorbed 
the oxygen, is transported to every part of the body via the pulmonary arteries. All the 
carbon dioxide released by the organs .are diffused into the venious blood which is 
transported back to the heart via pulmonary veins. The entire process goes on indefinitely 
and it is known as blood circuiation and internal respiration.Thus the respiratory 
TIlecMElism dGPends on the reiated activities ofother organs in order to be effective, arnOIIR 
them are the regulati~)11 of centfaI nervous system and the centfal" resperatory mechanism. 

Others respiratory mechanism such as lyrnphatic, respiration , skinnetic respiration 
orthe respiration through “Yung Cheun Vital point" formed as a resuIt of contant practice 
can be categorized as in-born prana. Prana can be divided into rough and refined , but it is 
notintended to elaborate on this for the time being. 

(C) In-born drops 

They .arè the more solidified tluids ïn the human body , which are. classified as 
pure and impure, they include blood, semen, saiiva, sweat, UItrle and feces etc.According to 
the Ti，~etan ，food stUffs are a11 being digested by the stomach which causes chemical changes 
as well as changes in colour; 由us resu1ting ir purities and impurities. Tibetan texts go on 
如rtber to elaborate that by adhering strictly to the commandments and diligent pmtice 
according to speciEed instruction, Semen could be purifled and made COncentrated;when 
the yogi comes to theend ofhis life, he could fIy away in the fonn of-a rainbow. Otherwise 
he would leave behind re1ics. , These are a11 known as wisdom drops or purities. What would 
be. presented from now on 盯e the impurities which again can be sub-divided into purities 
among the impurities and the impuritiesamong the impurities. Both of th.em are fonhed as a 
result of the iri-take of food and liquid which subsequèntly undergoes. seven digestíve 
processes.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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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ana, nadi. and the wisdom drops has been 
elaborated in the preceeding table, but it would .be more significant and vita1 to analyze 
them in terms of separation and ama1gamation if we are to look deeper into the Tibetan 
meditation. 

Originally , nadi is equiva1ent to the nervous system and it functions only within 
the sphere of movement. That is to say; nadi cannot give speeches and it has.no thinking 
process. ln .other w.ords we sh .ould draw distincti .ons between prana, nadi and wisd.om dr.ops. 
Nàdi is neither prana n .or wisd .om dr.ops. 

. Prana is equivalent. t .o breathing mechanism , it functi .ons is limited t .o .only 
speeches. lri .other w.ords, nadi is n .ot m .obiJe. and if has n.o thinking. We sh .ould distinguish 
clearly that prana is neither nadi no! wisd .om dr.ops. 

SiÍnilárly , wisd.om drops are equivalent t.o cel1s, digestive mechanism , bl .o.od and 
semens. They functi .on .only within the sphere .of thinking etc. That is t.o say , the mind , 
which is f.ormed as the abstracti .on .of wisd .om dr.ops, is nt.o equiped with m.ovement .of any 
kind n.or can it give speeches. S.o we sh.ould be aware that mínd ís neither prana n.or nacJ i. 

ln the preceeding paragraphs, we have separatcly discussed prana, nadi and 
wisd .om drops in respect .of their spheres. .of d.ominance. H.owever they sh.ould be ana1yzed 
c.ollectively in relati .on t .o the discussi .on .of their functi .ons: 

It is .obvi.ous that nadi dominates the sphere .of m .ovement, but within that 
particular !:l.oveme肘， nadi is naturally m .oving but the 出.ovement .of the prana must be 
supported by the m.ovement .of the prana. Otherwise, no part .of the b.ody can m .ove at all. 
If the b .odÿ .m.ovès, there will be the chain-m .ovements by the cells. Thus any single m.ovem 
m .ovement cann.ot beachieved with.out the intereacti.oh .of the prana, nadi and dr.ops. 

Prana d.ominates speeches. But within that speech, prana is und.oubtedly m.oving 
while the same m.ovements must be expected from the nadi .of the lips and t .ongue. ln 
additi.on , speech is in fact the pr.oduct .of the interacti .on between ~he prana, nadi and dr.ops. 

Similarly , mind is the βbstracti.on. .of dr.ops and it d.ominates the thinking regi.on. 
H.owever any singJe th.ought c.omprises the m.ovement .of the mind , which inlplies that the 
brain and the nadi are m .oving as wel1. The m.ovemen t..of nadi cann .ot be: achieved if prana 
remams static. Thus any single th.ou~ht c.omprises the intèractí .on .of the prana, nadi and 
dr.ops. The rati.oraee behind is in fact self-explanat.ory. But th'is must be clearly underst.o.od 
bef.ore practica1 applicati.on can be made. 

II) THE IN-BORN NADI , PRANA AND DROPS 

There is n.o d.oubt ~hat the prana, nadi"and dr.ops within a human b.ody is in-b .orn. 
ln .order t .o facilitate..theif'practise, m.ost re1i函.onists w.ould put f.oi:'th an .other set .of thewy 
g.overning the pra拙， nadi and di:'.ops. Take f.or example., the Taist Jen M.o and Tu M.o etc. 
In additi .on., the lridian y .ogi adv.ocate the s.o-called three small carka nadi and the five b泊，
carl個 nadi etc. Und .oubtedly such nadis cann .ot be detected by an anat.omist. Such re1ig.on司
ists claimed that such nadis etc. are f.ormed as a resuIt .of practise in .order t .o differentiate 
them fr .om th .ose that are in-b .orn. ln the paragraphs bel .ow is cited the ancient medical 
the.o旬， and th .os c .onnected with m.odern medical sciences such as arteries, veÌ1裕， nerves and 
refind nerves are al1 well known and n .o repetiti .on is anticipated in this bO .ok. 

Tibetan eS.otericism enables a perS.on t .o attaÍn buddhah.o.od within his 1ife-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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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BET AN ESOTERIC MEDITA TION - A PRACTICAL AN AL YSIS Hn) 

BY 
LAUYUI-CHI 

CHAPTER 2 

1) NADI, PRANA AND WISDOM DROPS - A SEPARATE AND AMALGAMATIVE 
'ANALYSIS 

Human behaviour, according to buddhist comprehension, can be diviJed into 
body, speech .and mind , collectively known as Three (types 00 Behaviours. The Body 
Behaviour refers to a11 bodi1y movements, Speech Behaviour denotes speeches while Mind 
Behaviour refers to thinking. This is the explanation forwarded by Hi i1ayana. Vajrayana 
stresses practice because it is a universia1 truth that sma11ness surp盯ses hungeness. Take for 
instance, a complicated by a mere generator. In _ terms of human affairs, thousands of 
soldiers are under 也e command of only one genera1. In terms of the human body ‘ it is 
domina,ted by the tiny vein which is in modern terminology , equiva1ent to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Speech appears in the form of continuous and tiny “ air" is、 in 1l10dern 
terminology, equiva1ent to the breathing mechanisll1.訂閱 mind commanqs the thinking 
process and it is in fé:ict the matter of both the body and speech. However the mind is so 
intangible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 control during practise. Thus Vajrayana names it as wisdom 
drops through which the mind emenates. In modem terminology, wisdom drops are 
equivalent to the cells, digestive mechanism, blood and semen. 

The proceeding explanation can be tabulated as below: 

IN HINA YANA TERMINOLOGY Body Speech Mind 

IN V AJRA Y ANA TERMINOLOGY Nadi Prana Wisdom Drops 

EQUIV ALANCE TO MODERN Nervous Breathing Cells, Digestive 
TERMINOLOGY system Mechanism Mechanism 、

Blood and Sp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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