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淨

度

三

昧

經

と

そ

の

敦

煌

本

牧

田

諦

亮

一

、

淨
度
三
昧
經
の
名
は
、
す
で
に
梁

の
僣
蕨

(四
四
五
ー
五
一
八
)
の
出
三
藏
記
集
卷
四
の
、
新
集
續
撰
失
譯
雜
經
録
第

一
に
、

淨
度
三
昧
經
二
卷
鏖

淨

と
記
し
、
ま
た
同
集
卷
五
の
、
新
集
抄
經
録
第

一
に
も
、

抄
淨
度
三
昧
經
四
卷
、
淨
土
三
昧
抄

一
卷

と
見
え
て
い
て
、
早
く
か
ら
數
種
の
淨
度
三
昧
經
の
存
在
が
知
ら
れ
て
い
た
こ
と
が
察
せ
ら
れ
る
。

そ
の
譯
者
な
ど
に
つ
い
て
は
、
費
長
房
が
開
皇
十
七
年

(五
九
七
)
丈
帝
に
た
て
ま
つ
つ
た
歴
代
三
寶
紀
に
は
四
譯
を
擧
げ
て
い
る
。
同

書
卷
九
の
、
西
秦
北
凉
魏
齊
陳
五
録
に
は
、
昭
玄
統
沙
門
曇
曜
の
譯
の

一
と
し
て
、
太
武
帝
廢
佛
後
の
佛
教
復
興
の
機
運
に
感
激
し
て
、

和
罕
三
年

(四
六
二
)
に
、
北
臺
の
奮

寺
内
に
漿

を
集
め
て
、
鑿

淨
度
三
昧
塋

卷
購

齲
鸚

嗹

調饕

聽

と
し
、
こ
の
響

譯

出

し
て
後
賢
に
流
逋
し
、
法
藏
を
住
持
し
て
絶
え
る
こ
と
の
な
い
よ
う
に
願

つ
た
こ
と
を
記
し
て
い
る

(同
卷
三
參
照
)。

歴
代
三
寳
紀
卷
十
の
宋
世
録
に
は
、
三
種
の
淨
度
三
昧
經
を
擧
げ
て
い
る
。

即
ち
、
凉
州
の
智
嚴
が
元
嘉
四
年

(
四
二
七
)
に
揚
州
枳
園
寺
で
淨
度
三
昧
經

一
卷
を
譯
出
し
、
同
時
代
に
各
種
の
翻
譯
に
協
力
し
た
凉

州

の
寳
雲

(ー
四
四
九
)
は
、
智
嚴
譯
と
同
本
と
思
わ
れ
る
、
法
顯
が
西
域
か
ら
齎
し
た
梵
本
に
も
と
つ
い
て
、

こ
れ
を
二
卷

と

し

て

い

淨
度
三
昧
經
と
そ
の
敦
煌
本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る
。

こ
れ
が
北
方
で
曇
曜
に
よ
つ
て
譯
出
さ
れ
た
と
い
う

一
卷
本
淨
度
三
昧
經
と
も
廣
略
の
差
の
み
で
あ
り
、
道
祖
録
に
見
え
て
い
る
と

註
記

し
て
い
る
。
さ
ら
に
續
い
て
、
中
天
竺
の
求
那
跋
陀
羅

(三
九
四
ー
四
六
八
)
が
元
嘉
十
二
年

(四
三
五
)
に
揚
州
に
來
て
、
寶
雲

・
慧

觀

・
法
勇
ら
の
協
力
に
よ
つ
て
、
百
數
十
卷
の
經
典
を
翻
譯
し
て
い
る
が
、
そ
の
中
に
、
淨
度
三
昧
經
三
卷
が
あ
つ
た
こ
と
を
李
廓
録
に

見
ゆ

と
し
て
記
し
て
い
る
。

か
く
み
る
と
梁

の
僣
砧
は
、
失
譯
雜
經
録
に
三
種
の
淨
度
三
昧
經
を
記
録
し
て
い
る
の
に
、
約
百
年
後
の
歴
代
三
寶
紀
に
は
、
廣
略
の

差
な
り
と
い
う
四
種

(北
一
種
南
三
種
)
の
淨
度
三
昧
經
を
擧
げ
て
い
る
こ
と
に
な
る
。
則
天
武
后
の
天
册
萬
歳
元
年

(
六
九
五
)
に
明
栓
ら

が
編
集
し
た
大
周
刊
定
衆
經
目
録
卷
五
に
は
、
以
上
の
四
經
を
併
せ
録
し
て
、
單
に
四
經
同
本
別
譯
と
記
し
、
同
卷
十
三
の
見
定
流
行
入

藏
録
卷
上
に
は
、
無
量
義
經

・
菩
薩
藏
經

・
造
立
形
像
幅
應
經
な
ど
と
と
も
に
、
淨
度
三
昧
經

一
部
三
卷
を
録
し
、
現
に
中
國
で
流
布
し

て

い
る
こ
と
を
記
し
て
い
る
。

こ

の
武
周
録
を
、

「雖
云
刊
定
、
繁
穢
尤
多
、
雖
見
流
行
、
實
難
憑
准
」
と
極
端
に
批
到
し
た
智
昇
は
、
開
元
十
八
年

(七
lilO
)
に
撰

集
し
た
、
開
元
釋
教
録

の
卷
十
四
に
、
以
上
の
四
種
の
淨
度
三
昧
經
を

つ
ら
ね
、

右

四
經
同
本
異
譯
並
闕
。
大
周
入
藏
録
中
有
淨
度
三
昧
經
三
卷
。
尋
其
丈
旨
疎
淺
義
理
差
異
。
事
渉
人
謀
、
難
爲
聖
典
。
故
編
疑
録
、

別
訪
眞
經
。

と
記

し
て
、
則
天
の
時
に
現
存
入
藏
し
た
淨
度
三
昧
經
三
卷
を
、
開
元
録
卷
十
八
の
別
録
中
疑
惑
再
詳
録
に
入
れ
、
次
の
如
く
解
説
し
て

い
る
。

淨
度
三
昧
經
三
卷

(蕭
子
良
抄
撰
中
有
淨
度
三
昧
經
三
卷
。
疑
此
經
是
)

こ
こ
に
い
う
蕭
子
良
(四
六
〇
ー
四
九
四
)
は
、
南
齊
武
帝
の
第
二
子
で
あ
る
竟
陵
文
宣
王
子
良
で
、
佛
教
外
護
者
と
し
て
こ
と
に
知
ら
れ

た
。

正
位
司
徒

.
侍
中
と
し
て
朝
に
あ

つ
た
時
、
難
籠
山
の
自
宅
に
學
士
を
集
め
て
、
五
經
百
家
の
文
を
抄
し
、
四
部
要
略
千
卷
を
つ
く



り
、
ま
た
名
僭
を
招
致
し
て
佛
教
を
講
論
せ
し
め
、
經
唄
新
聲
を
造
り
、

「道
俗
の
盛
な
る
、
江
左
に
未
だ
有
ら
ず
」
と
傳
え
ら
れ
て
い

る
(南
齊
書
卷
四
+
)。
子
良
は
ま
た
し
ば
し
ば
邸
園
に
お
い
て
齋
戒
を
營
み
、
大
い
に
朝
臣
を
集
め
、
衆
僭
の
食
事
行
水
の
事
に
は
、
み
ず

か
ら
そ
の
事
に
あ
た
り
、
た
め
に
世
上
、
そ
の
宰
相
の
體
裁
を
失
し
て
い
る
こ
と
を
批
評
す
る
者
も
あ
つ
た
ほ
ど
で
あ
る
。
戒
律
を
守
れ

ば
沙
門
の
身
淨
く
、
身
口
の
七
支
諸
惡
を
起
さ
ず
、
長
養
増
進
し
て
菩
提
の
善
根
こ
こ
に
修
習
し
て
成
佛
す
る
こ
と
差
う
な
け
れ
ば
、
能

く
三
世
の
佛
種
を
紹
續
し
得
る
と
し
て
、
名
づ
け
た
彼
の
編
纂
に
か
か
る

「淨
住
子
」
三
十
篇
は
、
入
聖
の
初
門

。
出
俗
の
正
路
と
し
て
、

戒
を
守
る
べ
き
こ
と
を
強
調
し
て
い
る

(漢
魏
六
朝
百
三
家
集
、
竟
陵
王
集
所
收
)
。開
元
録
の
編
者
は
、
歴
代
三
寳
紀
卷
十

一
に
記
す
蕭
子
良

の
注
經
抄
經
總
じ
て
十
七
部
二
百
五
十
九
卷
の
中
に
は
、
淨
度
三
昧
經
の
入

つ
て
い
な
い
こ
と
を
知
つ
て
い
た
の
で
あ
ろ
う
。
自
撰
の
開

元
録
卷
十
八
に
は
、
四
十
三
部
二
百
九
十
八
卷
の
蕭
子
良
の
抄
經
の
名
を
擧
げ
た
後
に
、
淨
度
三
昧
抄

一
卷
を
録
し
、
さ
き
の
疑
惑
再
詳

録
中
の
記
載
と
は
異
る
も
の
が
あ
る
。

以
上
、
諸
經
録
に
あ
ら
わ
れ
た
淨
度
三
昧
經
に
つ
い
て
、
そ
の
系
譜
を
た
ず
ね
た
の
で
あ
る
。
か
く
て
南
方
の
三
譯
は
殆
ど
同

一
本
で

あ
る
こ
と
は
、
三
譯
者
が
そ
れ
ぞ
れ
關
係
を
持

つ
て
い
る
こ
と
か
ら
も
推
察
さ
れ
る
。
北
方
の
曇
曜
譯
と
し
て
傳
え
ら
れ
た
も
の
に
つ
い

て
は
、
同
時
代
の
曇
靖
が
譯
出
し
た
と
い
う
、
か
の
庶
民
經
典
と
し
て
著
名
な
提
謂
波
利
經
が
、
道
宣
に
よ
つ
て
、

「意
在
逋
悟
而
多
妄

習
」
と
評
さ
れ
て
い
る
が
、
曇
曜
が
沙
門
統
と
し
て
の
公
的
な
立
場
か
ら
も
、
彼

の
譯
し
た
淨
度
三
昧
經
が
全
く

の
僞
經
に
類
す
る
も
の

で
あ

つ
た
と
は
考
え
ら
れ
な
い
の
で
あ
る
。
要
す
る
に
、
開
元
釋
教
録
編
集
の
頃
に
は
、
淨
度
三
昧
經
は
四
經
同
本
異
譯
闕
本
と
さ
れ
、

そ
の
頃
現
に
流
逋
し
て
い
た
淨
度
三
昧
經
三
卷
は
疑
經
と
し
て
認
識
さ
れ
、
聖
典
と
し
て
は
扱
い
難
い
も
の
と
さ
れ
て
い
た
の
で
あ
る
。

二

す
で
に
常
盤
大
定
博
士
の

「後
漢
よ
り
宋
齊
に
至
る
譯
經
總
録
」
や
、
望
月
信
亨
博
士
の

「
佛
教
經
典
成
立
史

論
」
に
お
い
て
そ
れ
ぞ

淨
度
三
昧
經
と
そ
の
敦
煌
本

一
一
三



一
一
四

れ
指
摘
さ
れ
た
よ
う
に
、

こ
の
淨
度
三
昧
經
は
、
齋
戒
を
受
持
す
る
も
の
は
善
神

の
守
護
を
得
、

六
齋
日
八
王
日
に
は
特
に
如
法
に
戒
行

を
奉
じ
、
か
く
し
て
増
壽
盆
算
し
、
死
後
ま
さ
に
天
上
に
生
ず
る
こ
と
を
得
べ
し
と
し
、
深
刻
な
死
に
樹
す
る
反
省
、
現
世
に
お
け
る
善

行
を
説
く
も
の
で
あ
る
が
、
梁

の
寶
唱
が
天
監
十
五
年

(五
一
六
)
に
編
集
し
た
經
律
異
相
卷
四
九
や
、
そ
れ
を
承
け
て
唐
の
總

章

元

年

(六
六
八
)
に
道
世
が
編
録
し
た
法
苑
珠
林
卷
七

・
二
三

・
六
二

・
九
七
、

五
代
後
周
の
顯
徳
元
年

(九
五
五
)
に
編
さ
れ
た
義
楚
六
帖
卷

一

六
な
ど
に
も
し
ば
し
ば
引
用
さ
れ
て
い
る
。
寳
唱
ら
が
用
い
た
淨
度
三
昧
經
が
、
出
三
藏
記
集
卷
四
に
い
う
、
失
譯
雜
經
中
の
淨
度
三
昧

經
で
あ
ろ
う
こ
と
は
、
ほ
ぼ
ま
ち
が
い
の
な

い
こ
と
で
あ
ろ
う
。
こ
の
外
、
隋

の
信
行
(五
四
〇
ー
五
九
四
)
の
三
階
佛
法
に
、
大
集
月
藏

經
な
ど
と
と
も
に
、
淨
度
三
昧
經
も
引
證
さ
れ
、
道
綽
の
安
樂
集
卷
下
に
は
、
淨
度
菩
薩
經
と
し
て
こ
の
淨
度
三
昧
經
の
文
が
引
か
れ
て

い
る
し
、
善
導

の
觀
念
法
門
に
も
、
現
生
護
念
増
上
縁
を
説
明
す
る
中
に
も
、
佛
告
瓶
沙
大
王
以
下
の
淨
度
三
昧
經
の
丈
を
引
用
し
て
い

る
。
觀
念
法
門
に
引
用
さ
れ
た
淨
度
三
昧
經
の
文
に
は
、
男
女
の
佛
教
信
者
が
月

々
六
齋
日
及
び
八
王
日
に
齋
戒
を
受
持
す
れ
ば
、
二
十

五
善
神

の
守
護
を
得
て
、
横
病
死
亡
災
障
な
く
、
常
に
安
穩
を
得
る
こ
と
を
読
く
な
ど
、
明
か
に
南
北
朝
時
代
の
僞
經
の
特
異
性
を
示
す

も
の
が
見
ら
れ
る
。
大
日
本
續
藏
經
第

一
輯
第
八
十
七
套
に
收
め
ら
れ
た
淨
度
三
昧
經
卷
第

一
は
、
從
來
、
淨
度
三
昧
經
に
つ
い
て
の
貴

重
な
資
料
と
し
て
知
ら
れ
て
き
た
が
、
こ
れ
は
、
現
に
京
都
大
學
附
屬
圖
書
館
に
藏
す
る
、
藏
經
書
院
の
續
藏
經
出
版
の
さ
い
の
底
本
と

な
つ
た
寫
本
に
つ
い
て
み
れ
ば
、

此
經
援
引
秋
篠
善
珠
曾
正
藥
師
經
疏
下
卷

原
本
係
法
隆
寺
古
寫
經

と
あ
り
、
大
和
秋
篠
寺

の
善
珠
(七
壬
二ー
七
九
七
)
の
、
現
行
の
本
願
藥
師
經
鈔
卷
下
(
日
本
大
藏
經
本
)
に
は
、
僅
か
に
淨
土
(度
)
三
昧
經

の
名
を
出
し
て
い
る
に
す
ぎ
ず
そ
の
事
實
を
認
め
難
い
が
、
法
隆
寺
に
藏
す
る
と
い
う
善
珠
の
藥
師
經
疏
に
記
さ
れ
て
い
た
も
の
で
あ
ろ

う
か
。
そ
う
で
あ
れ
ば
、
善
珠
の
用
い
た
淨
度
三
昧
經
は
、
天
夲
十
二
年

(七
四
〇
)
に
寫
經
所
が
淨
土
(度
)
三
昧

經
二
卷
を
書
寫
し
た
こ

と
が
大
日
本
古
丈
書
卷
七
に
も
記
さ
れ
て
い
る
こ
と
か
ら
類
推
し
て
も
、
日
本
に
こ
の
經
が
も
た
ら
さ
れ
て
か
ら
ほ
ど
遠
く
な
い
時
の
こ



と
で
あ
り
、
ま
た
こ
の
經
を
疑
經
な
り
と
斷
定
し
た
開
元
釋
教
録

の
成
立

(開
元
+
八
年
、
七
三
〇
)
か
ら
、

わ
ず

か
十
年
を
經
過
し
て
い

る
に
遏
ぎ
な
い
。
お
そ
ら
く
は
、
中
國
で
、
す

で
に
疑
惑
の
經
典
と
さ
れ
て
い
た
淨
度
三
昧
經
が
、
日
本
に
傳
え
ら
れ
た
の
で
あ
ろ
う
。

か
く
み
れ
ぽ
、
今
日
の
續
藏
本
淨
度
三
昧
經
が
、
た
と
え
ば
三
十
地
獄
と
地
獄
主
を
説
明
す
る
中
に
、
經
律
異
相
で
は
、

「罕
胡
王
、
典

主
阿
鼻
大
泥
犁
」
と
あ
る
の
を
、

「夲
胡
王
、
典
主
阿
鼻
摩
訶
泥
黎
。
中
有
大
釜
、
淮
廣
縱
四
十
里
、
其
深
亦
爾
、
罪
入
滿
中
。
但
坐
殺

生
婬
盜
不
孝
不
忠
」
と
擴
張
解
釋
し
、
い
か
に
荒
唐
な
俗
信
に
よ
つ
て
佛
説
の
名
を
恥
か
し
め
て
い
る
か
、
そ
の
理
由
も
容
易
に
察
知
さ

れ
る
の
で
あ
る
。
續
藏
本
淨
度
三
昧
經
や
、
そ
の
他
の
多
く
の
佚
丈
を
集
成
し
て
比
較
檢
討
を
施
さ
ね
ば
、
淨
度
三
昧
經
に
つ
い
て
の
基

本
的
な
見
解
を
云
々
す
る
こ
と
は
許
さ
れ
な
い
し
、
ま
た
道
綽

(
五
六
二
ー
六
四
五
)
の
安
樂
集
卷
下
に
は
、
信
行
な
ど
も
引
用
し
て
い
る

大
集
月
藏
經
と
と
も
に
、
壽
命
の
長
短
を
明
す
な
か
に
、
淨
度
菩
薩
經
を
引
用
し
て
、

人
壽
百
歳
、
夜
清
其
牛
。
即
是
減
郤
五
十
年
也
。
就
五
十
年
内
、
十
五
已
來
未
知
善
惡
、
八
十
已
去
昏
妄
虚
劣
、
故
受
老
苦
。
自
此
之

外
唯
有
十
五
年
於
中
。
外
則
王
官
逼
逍
、
長
征
遠
防
、
或
繋
在
牢
獄
。
内
則
門
戸
吉
凶
、
衆
事
牽
纏
、
煢
筅
松
松
、
當
求
不
足
。

人
生
及
世
間
、
凡
經

一
日

一
夜
、
有
八
億
四
千
萬
念
。

一
念
起
惡
、
受

一
惡
身
。
十
念
念
惡
、
得
十
生
惡
身
、

百
念
念
惡
、
受

一
百
惡

身
…
…

と
い
う
が
、
こ
れ
も
そ
の
思
想
か
ら
み
れ
ば
、
淨
度
菩
薩
經
と
は
淨
度
三
昧
經
を
指
す
も
の
で
あ
ろ
う
。
續
藏
本
な
ど
で
は
淨
度
菩
薩
の

名
を
見
出
し
が
た
い
が
、
敦
煌
本
淨
度
三
昧
經
で
は
、
明
か
に
佛
告
淨
度
大
士
な
ど
の
句
を
見
る
の
で
あ
る
。

三
、

ス
タ
イ
ソ
蒐
集
敦
煌
古
寫
經
中
に
は
、
淨
度
三
昧
經
の
卷
上
、
首
尾
缺
(ω
心゚罐
①)
・
卷
中
、
首
部
殘

(S
.5960)
・
卷
下
、
首
缺

(ω
』
8
H)

の
三
種
が
の
こ
さ
れ
て
い
る
。

淨
度
三
昧
經
と
そ
の
敦
煌
本

=

五



一
一
六

卷
上
は
、
ジ
ヤ
イ
ル
ズ
の
目
録

(2
0
°
錏
◎。ω)
に
よ
れ
ば
、
全
長
九

・
五
フ
ィ
ー
ト
の
六
世
紀
頃
の
古
寫
經
で
あ
る
。

三
種

の
敦
煌
本

淨
度
三
昧
經
の
中
で
は
書
體
は
最
も
古
い
よ
う
に
思
わ
れ
る
。

こ
れ
は
、
偶
然
に
も
、
綾
藏
經
所
收

の
秋
篠
善
珠

の
藥
師
經
疏
援
引
の
も

の
に
よ
つ
た
と
い
う
淨
度
三
昧
經
卷

一
の
文
に
符
合
す
る
。
遺
憾
な
こ
と
に
そ
の
首
部
を
缺

い
て
い
て
、
綾
藏
本

の
卷

一
の
前
牛
を
全
く

失
っ
て
い
る
。
印
ち
續
藏
-K

C
1
s
八
七
ノ
四
)
二
九
七
丁
の
表
、
上
段

六
行
目
の
珍
埼
雜
寶
か
ら
始
ま
り
、
か
つ
續
藏
本
は
二
九
八
丁
の

裏
下
段
、
地
獄
の
三
十
王
を
説
き
終

つ
て
、
卅

(續
藏
本
は
世
)
王
所
持
如
是
と
結
ん
で
い
る
が
、
敦
煌
本
は
こ
の
あ
と
、
八
王
が
六
齋
日

に
使
者
を
し
て
善
惡
を
簡
閲
せ
し
め
る
こ
と
を
読
く

(經
律
異
相
卷
四
+
九
、
大
正
藏
卷
五
三

・
二
五
九
頁
下
)
と
こ
ろ
や
、
人
の
殺
盗
淫
兩
舌

酒

の
五
惡
を
禁
止
す
る
五
官
を
設
く
と
こ
ろ
な
ど
、
約
四
十
行

(約
+
七
字
詰
)
を
續
け
て
、
以
下
を
缺
い
て
い
る
。
し
て
み
る
と
、
現
行

續
藏
本
は
、
な
お
數
十
行
の
殘
缺
の
あ
る
こ
と
が
知
ら
れ
、
ま
た
、
敦
煌
本
に
よ

つ
て
續
藏
本
の
誤
字
缺
字
の
補
い
得
る
も
の
も
多
く
、

こ
こ
に
ま
た
、
善
珠
の
の
こ
し
た
淨
度
三
昧
經
は
、

一
二
〇
〇
年
の
の
ち
に
、
は
か
ら
ず
も
敦
煌
本
と
の
校
合
に
よ
つ
て
、
よ
り
完
全
な

も
の
と
す
る
こ
と
が
で
き
る
機
會
に
惠
ま
れ
た
こ
と
と
な
る
の
で
あ
る
。

卷
中
の
方
は
、

佛
説
淨
度
三
昧
經
卷
中

佛
言
三
界
巓
倒
甚
了
理
非
阿
羅
漢
辟
支
佛
…
…
…
旡
數
或
奪
或
卑
或
貴
…
…
…
女
或
女
爲
…
…
…

右
の
首
部
數
行
經
題
と
も
三
十
七
字
を
存
す
る
の
み
で
あ

つ
て
、
も
と
よ
り
そ
の
教
読
を
窺
い
得
な
い
が
、
し
か
も
こ
の
經
が
庶
民
の

生
活
に
直
結
し
た
も
の
で
あ
る
こ
と
は
、
こ
の
殘
さ
れ
た
三
十
字
足
ら
ず
の
夊
か
ら
も
察
す
る
こ
と
が
で
き
る
。

卷
下
は
、
そ
の
書
體
は
卷
中
よ
り
も
古
く
、
後
出
の
全
丈
に
就
い
て
見
ら
る
る
と
お
り
、
そ
の
首
部
を
闕
く
が
、
ジ

ャ
イ
ル
ズ
の
目
録

(N
p
.
5
149)
tiJ
よ
れ
ば
全
長
二
十
三

フ
ィ
ー
ト
に
及
ぶ
も
の
で
、
お
そ
ら
く
首
部
の
若
干
行
を
佚
し
た
も
の
と
み
ら
れ
よ
う
。

淨
度
三
昧
經
の
名
は
、
卷
下
に
見
ら
れ
る
よ
う
に
、
淨
度
大
士
が
佛
と
の
間
に
か
わ
し
た
、
清
淨
齋
戒
を
如
法
に
奉
行
す
る
こ
と
に
よ

つ
て
得
幅
得
道
し
、
人
に
自
度
す
る
所
以
を
読
い
た
教
説
か
ら
出
て
い
る
。
こ
の
三
種
の
敦
煌
經
が
果
し
て

一
具

の
も
の
で
あ
る
か
否
か



に
つ
い
て
は
、
な
お
明
言
し
難
い
も

の
が
あ
り
、
こ
の
中
の
卷
上
と
卷
下
に
つ
い
て
も
問
題
は
存
す
る
。

い
ま
、
私
は
、
經
律
異
相
そ
の
他
の
中
國
の
佛
書
に
見
え
る
淨
度
三
昧
經
の
佚
文

・
綾
藏
經
本
淨
度
三
昧
經

.
敦
煌
本
淨
度
三
昧
經
に

つ
い
て
、
比
較
檢
討
す
る
紙
幅
を
持
た
な
い
の
で
、
そ
の
根
本
的
な
究
明
は
他
の
機
會
に
讓
ら
な
け
れ
ば
な
ら
な

い
。

こ
の
敦
煌
本
淨
度
三
昧
經
卷
下
が
、
そ
の
書
寫
の
年
代
に
つ
い
て
み
て
も
、
お
そ
ら
く
は
唐
以
前

の
も
の
で
あ

り
、
謹
嚴
な
書
體
で
あ

る
こ
と
か
ら
、
文
化
程
度
の
高
い
中
原
地
方
で
の
寫
經
で
は
な
か
つ
た
か
、
す
く
な
く
と
も
敦
煌
で
の
書
寫
で
な

か
つ
た
と
斷
定
す
る
こ

と
は
誤
り
で
は
な
か
ろ
う
。
し
か
も
、
そ
の
夊
辭
は
頗
る
出
色
で
あ
り
、
譬
喩
は
、
醜
惡
目
を
お
お
わ
し
む
る
よ
う
な
も
の
は
な
く
、
き

わ
め
て
高
尚
で
あ
る
が
、
お
そ
ら
く
は
、
敦
煌
本
淨
度
三
昧
經
卷
下
は
曇
曜

(譯
と
は
い
、兄
な
く
と
も
彼
が
諸
經
に
も
と
つ
い
て
、
さ
ら

に
時
代
的
な
感
覺
を
も
り
こ
ん
だ
も

の
)

の
そ
れ
で
な
く
、
續
藏
本
と
と
も
に
開
元
録
に
指
摘
す
る
よ
う
な
、
疑
惑
再
詳
録
中
の
そ
れ
で

は
な
い
で
あ
ろ
う
と
の
疑
問
も
生
ず
る
。
し
か
ら
ば
寳
唱
が
經
律
異
相
に
、
信
行
が
三
階
佛
法
に
、
引
證
し
た
よ
う
な
淨
度
三
昧
經
の
佚

、

文
の

一
々
に
つ
い
て
も
、
當
然
愼
重
な
檢
討
が
行
わ
れ
な
け
れ
ば
な
ら
な
い
。
い
ま
は
し
ば
ら
く
淨
度
三
昧
經
の
系
譜
の
概
略
と
、

ス
タ

イ
ソ
發
見
の
淨
度
三
昧
經
を
紹
介
す
る
に
と
ど
め
た
い
。
な
お
、
陳
垣
の
敦
煌
衂
餘
録
に
は
、
北
京

に
淨
度
三
昧

經
の
殘
缺
本
四
種

(結

63

°
結
65

・
昃
2

・
霜
51
)
の
あ
る
こ
と
を
擧
げ
て
お
り
、

ス
タ
イ
ソ
本

(S
.
1004)

の
佛
性
觀
に
つ
い
て
の
諸
經
要
丈
抄
と
も
稱
す
べ

き
斷
簡
に
も
、
他
に
見
な
い
淨
度
三
昧
經
の
佚
夊
を
見
る
の
で
あ

つ
て
、
敦
煌
古
寫
經
の
緻
密
な
研
究
に
よ
つ
て
、
將
來
ま
だ
こ
の
經
の

佚
文
を
發
見
し
得
る
で
あ
ろ
う
。
い
ず
れ
に
せ
よ
、
か
の
提
謂
波
利
經
と
同
じ
く
、
こ
の
淨
度
三
昧
經
は
末
法
意
識
の
さ
か
ん
な
六
朝
後

期
頃
に
・
ひ
ろ
く
中
國
に
行
わ
れ
、

こ
と
に
北
方
の
佛
教
界
の
指
導
者
信
行

・
道
綽

。
善
導
ら
に
ょ
つ
て
引
用
さ
れ
、
十
往
生
阿
彌
陀
佛

國
經
な
ど
と
と
も
に
、
庶
民
經
典
と
し
て
、
六
朝
隋
唐
の
中
國
瓧
會
に
お
け
る
佛
敏
敏
義
の
受
容
と
變
貌
の
聞
題
を
考
察
す
る
上
に
、
貴

重
な
資
料
を
學
界
に
提
出
し
た
も
の
と
い
わ
ね
ば
な
ら
な
い
。

(後
出
の
敦
煌
本
淨
度
三
昧
經
卷
下
の
、
本
文
.
句
讀
の
嚴
正
に
つ
い
て
は
な
お
後

勘
を
ま
た
ね
ば
な
ら
な
い
。
諸
佚
文
を
綜
合
し
て

「淨
度
三
昧
經
の
研
究
」
と
す
る
豫
定
で
あ
る
)

淨
度
三
昧
經
と
そ
の
敦
燵
本

一
一
七



=

八

佛

説

淨

度

三

昧

經

卷

下

(首

缺
)

マ

意
耳
。
爲
佛
弟
子
棄
親

洗
去
垢
勿
遺
。
其
餘
作
後
世
縁
懃

親
鸛

師
。
穢
書

依
附
勇
健
者
。
病
者
當
依
仰
響

者
・
無
目
當
依
有
目
・
舞
者
依
有
脚
・
欲
行
賈
當
依
有
本
考

人
民
依
沙
門
。
沙
門
依
佛
。
佛
依
人
民
。
人
民
依
仰
沙
門
。
得
若
干
種
幅
。
亦
不
可
得
道
得
福
。
得
道
與
持
佛
身
正
等

不
異
。

佛
告
淨
度
大
士
及
四
部
衆
。
道
尊
且
遺
。
道
以
爲
清
白
爲
首
領
。
梵
行
爲
道
信
。
齋
戒
清
如
水
月
。
是
道
之
性
。
若
有

不
堪
任
清
淨
戒
者
。
不
當
自
張
欲
入
海
洗
除
衆
垢
。
竟
未
洗
浴
而
溺
反
死
。
弟
子
中
有
不
能
守
護
經
戒
身
口
意
者
。
不

當
強
入
弟
子
輩
中
。
更
相
染
汗
與
共
同
利
者
。
罪
同

一
等
。
愼
之
則
有
輻
。

淨
度
白
佛
言
。
世
尊
弘
演
大
慈
愍
傷
衆
生
。
蠱
度

一
切
十
方
諸
天
人
民
三
塗
之
屬
。
莫
不
遏
度
者
。
今
復
爲
未
來
者
垂

教
訓
化
。
後
生
恩
深
覆
。
蓋
願
化
如
來
無
量
覺
。

佛
告
淨
度
。

一
切
諸
天
人
民
欲
自
度
故
。
乃
受
佛
教
戒
如
法
奉
行
。
依
佛
慧
自
得
輻
得
度
得
道
。
佛
實

不
度
人
。
人
自

度
耳
。

淨
度
白
佛
言
。

佛
開
甘
露
門
。

演
六
度
無
極
四
禪
四
諦
四
等
。

大
餐

ヱ

切
依
慧
施
行
六
度
・

莫
不
鯲
難
度
股
生
死

者

。



佛
説
淨
度
。
奪
法
如
我
目
所
覩
見
。

不
可
計
百
千
之
衆
。
莫
不
從
佛
得
度
者
。

佛
告
淨
度
。
如
汝
所
言
。

一
切
依
佛

三
奪
。
佛
授
與
經
戒
蠱
可
度
之
。
若
有
愚
人
。
作
惡
甚
健
。
不
受
聖
化
。
佛
説
萬

章
。
罪
人
不
信
不
受
。
佛
不
能
強
度
。
若
復
有
宿
惡
之
人
。
多
罪
少
福
。

不
憂
死
後
押
入
惡
道
。
但
念
治
生
。
四
出
求

利
以
爲
家
業
。
給
與
妻
子
。
齋
日
不
肯
入
塔
寺
受
齋
。

亦
不
念
作
福
施
。

導
師
教
戒
語
之
。

罪
人
端
自
謂
爲
是
。

語

師
言
。
道
是
我
心
中
。
戒
與
法
亦
是
我
心
中
。
佛
亦
人
。
師
亦
人
。
我
亦
人
。
人
相
似
。
有
何
異
。
多
辭
云

々
爲
也
。

佛
告
淨
度
。
如
是
輩
人
。

心
無
恭
怯
。
億
佛
不
能
療
。
何
況

一
佛
。
是
故
人
爲
自
度
。
佛
不
度
人
。

淨
度
白
佛
言
。
何
等
人
聞
教
部
奉
行
。
自
憂
後
世
。
何
等
人
聞
教
不
奉
行
。
亦
不
憂
後
世
。

佛
告
淨
度
。
人
從
三
惡
處
。
罪
未
竟
。
大
慈
菩
薩
。
若
師
屬
救
因
假
來
出
。
寄
生
休
息
。
惡
鬼
常
守
護
。
恒
使
其
人
心

中
注
彊
愁
念
。
爰
怒
惡
性
巨
觸
近
。
其
人
不
自
覺
知
。
但
知
目
前

一
世
事
。
不
知
恒
爲
獄
杖
鬼
司
守
不
置
。
邊
人
以
知

行
違
道
檢
其
人
。
故
謂
行
足
。
自
許
以
道
。
死
墮
地
獄
。

甚
可
愍
傷
。

人
從
三
善
處
來
生
。

聞
教
部
奉
行
。

乃
能
自

憂
。
求
度
世
道
。

建

白
佛
言
・
人
從
三
惡
處
來
生
者
・
爲
無
反
復
・
蘢
轟

無

。
佛
言
。
如
是
人
。
從
三
惡
處
來
生

者
。

惡

心

未

歇
・
覊

意
未
滅
・

不
仁
無
義
・
骨
知
相
疏
。
不
好
學
問
。
娠
賢
嫉
能
。
證
入
人
罪
。
語
欲
得
勝
。
人
至

目
奉
行
齋
。

師
父
呵
語
。
欲
使
順
戒
奉
法
。

其
人
言
。
戒
法
在
我
心
中
。
我
心
中
恒
念
佛
及
師
經
戒
。
行
坐
臥
起
不
去
心
口
。
復
欲
使
我
爲
耶
。
師
日
。
九
齋
日
何

不
詣
塔
寺
齋
戒
耶
。
其
人
言
。
我
非
沙
門
。
何
必
塔
寺

一
月
持
六
齋
。

一
年
之
中
廢
家
計
百
有
餘
日
。
寧
可
止
不
生
活

佛
設
淨
度
三
昧
經

卷
下

=

九



一
二
〇

我
知
當
爾
者
。
我
不
受
戒
。
亂
我
心
不
得
生
活
。
師

日
。
吾
但
欲
使
卿
得
脱
惡
道
耳
。
不
盆
吾
身
也
。
致
吾
何
爲
。
其

人
言
。
寺
中
諸
沙
門
。
何
以
不
盡
得
道
去
。
故
復
與
我
曹
相
似
。
塔
寺
我
舍
復
何
異
。
道
在
我
心
中
。

不
在
塔
寺
。
衆

人
得
也
。
如
是
人
輩
。
當
知
地
獄
家
假
使
來
小
休
息
耳
。
獄
鬼
等
守
不
置
。
其
人
不
自
知
爲
惡
鬼
所
守
。
不
知
死
後
當

入
大
泥
土
犁
中
無
有
出
期
。

淨
度
白
佛
言
。
其
人
爲
自
知
從
塑
犁
來
出
。
不
自
知
從
塑
犁
來
出
。
復
還
入
塑
犁
中
不
。

佛
言
。
人
在
胞
胎
中
端
識
命
宿
。
欲
生
時
。
從
迭
道
中
到
地
。
紳
識
亂
忘
。
失
宿
命
不
復
識
事
。

淨
度
白
佛
言
。
吾
我
人
未
踐
迹
者
。
盲
聾
如
群
羊
。
不
知
今
在
何
時
。
戀
著
妻
子
。
積
聚
財
寶
。
脩
治
薗
圃
。
遺
與
妻

子
。
作
罪
求
利
。
賤
命
重
財
。
好
得
惡
與
師
教
作
輻
。
其
人
言
。
和
上
不
知
我
曹
。
官
私
百
端
。
這
不
能
死
。
但
道
閑

事
。
和
上
閑
居
。
但
思
美
食
好
衣
。
不
知
我
曹
。
官
私
百
事
。
不
可
諧
活
。
家
亦
有
役
使
。
調
發
佛
家
當
羌
。
亦
復
甚

於
官
家
。
我
受
戒
直
爲
更
求
役
調
。
師
日
。
吾
但
欲
度
卿
。

自
得
後
世
幅
。

福
不
可
救
罪
。

其
人
言
。

我
交
今
欲
餓

死
。
妻
子
飢
窮
。
無
知
者
那
知
後
世
。
凡
布
施
之
法
自
發
心
。
乃
爲
幅
不
在
他
人
勸
強
也
。

佛
言
。
如
是
輩
人
。
罪
之
所
致
。

不
受
勸
属
之
諌
。

但
自

心
慳
急
無
信
。

死
入
地
獄
五
毒
治
之
。

妻
子
財
寳
盡
留
世

間
。
了
無
福
救
。
受
罪
苦
痛
。
無
復
竟
。
巳
悔
言
。
我
夲
生
時
愚
癡
。

不
知
盆
作
布
施
。
不
知
盆
作
衆
善
。
悔
不
盆
持

齋
戒
。
悔
已
無
盆
。

淨
度
白
佛
言
。
其
人
巳
脱
地
獄
。
來
生
爲
人
。
不
欲
還

入
地
獄
。
可
得
爾
不
。
佛
言
。
可
得
爾
。
當
求
明
師
。
受
佛
五

戒
。
行
歳
三
齋
月
六
齋

日
如
法
。

盆
作
幅
施
。

懃
加
散
華
燒
香
燃
燈
禮
拜
悔
過
。

用
師
教
令
數

々
講
論
。

從
問
度
世



道
。
隨
師
節
度
。
死
不
復
歸
三
惡
道
。
恣
意
所
欲
所
生
之
處
。
常
在
輻
地
。

淨
度
白
佛
言
。
其
人
地
獄
家
假
使
來
小
休
息
。
當
還
受
餘
罪
。
那
得
生
福
地
。
佛
言
。
獪
如
大
長
者
任
獄
囚
出
之
。
囚

、

鄒
知
餘
罪
未
竟
。
囚
黙
慧
不
惜
所
有
。
依
因
長
者
廣
作
道

地
。
後
亦
得
脱
。
人
亦
如
是
。
地
獄
惟
有
。
除
罪
待
之
。
其

人
依
因
三
奪
作
功
徳
。
何
憂

不
生
善
處
。

蓮
華
淨
薩
菩
白
佛
言
。
人
巳
得
爲
佛
弟
子
。
如
法
清
淨
。
奉
持
齋
戒
。
自
可
長
離

三
惡
趣
。
行
之
既
易
。
無
所
作
爲
。

無
勞
煩
。

不
損
功
力
。
閑
居
無
爲
。
何
有
難
于
而
憂

三
趣
。
我
自
憶
念
。
從
本
無
中
。
始
出
得
爲
人
。
常
保
三
道
。
天

上
世
間
十
方
佛
前
。
至
于
今
日
。
未
曾
更

三
趣
。
而
衆
生
趣
三
惡
麌
路
。
何
所
志
樂
而
受
患
害
。

佛
告
蓮
華
淨
。
而
衆
生
樂
於
六
欲
。
爲
色
聲
香
味
細
滑
所
誤
。
獪
如
鷹
師
持

一
鴿
捕
數
鷹
。
人
亦
如
是
。
求
六
情
利
竟

未

一
歡
樂
。

長
夜
受
罪
誅
。
貧
富
數
已
定
。
愚
者
謂
可
蓋
智
者
任
宿
幅
。
如
併
有
限
量
。
春
種
多
秋
收
便
少
。
人
之
貧

富
皆
由
宿
種
。
今
不
可
力
。
世
人
不
了
是
。
貪
求
無
厭
欲
求
千
錢
利
。
未
有
百
錢
盆
。
用
十
倍
稍
零
落
。
歡
日
。
不
足

　

言
憂
惱
甚
大
多
坐
。
是
入
三
苦
。
永
於
祚
路
。

相
淨
菩
薩
白
佛
言
。
如
何
爲
五
戒
相
。
何
謂
爲
十
戒
相
。
何
等
具
戒
相
。
佛
告
相
淨
菩
薩
及
諸
會
者
。
明
聽
。
内
着
心

中
。
佛
言
。
守
戒
不
犯
。

心
口
恒
淨
。
不
読
師
父
短
。
不
證
入
人
罪
。
死

々
不
犯
戒
。
堅
住
漬
陀
渣
地
者
。

五
戒
相
十

マ
マ

戒
相
者
。
謂
捨
世
八
事
。
稱
記
苦
樂
利
襄
毀
譽
。
難
動
如
地
。
禪
求
三
脱
與
祚
同
道
氣
同
無
眞
人
地
十
戒
相
也
。
具
戒

相
者
。
樂
戒
閑
居
。
節
少
行
來
。
知
足
不
求
。
少
欲
易
可
。

慈
愍
衆
生
。

如
母
愛
子
。

欲
令
度
脱
。

心
住
阿
惟
越
致

地
。
是
具
戒
相
。
佛
読
是
時
。

百
萬
菩
薩
得
不
退
轉
。
五
十
萬
比
丘
得
三
萬

三
昧
門
。
十
億
天
人
發
無
上
正
眞
道
意
。

佛
読
淨
土
三
昧
經

卷
下

一
二
一



一
二
二

八
萬
士
女
皆
得
道
迹
。

長
老
摩
訶
迦
葉

・
迦
旃
延

・
摩
訶
目
腱
蓮

・
漬
菩
提

・
舍
利
弗
等
五
百
弟
子
。
離
坐
頭
面
作
禮
長
跪
叉
手
。
同
時
白
佛

言
。
何
謂
爲
淨
。
何
謂
爲
不
淨
。

佛
告
諸
弟
子
。
不
持
戒
者
爲
淨
。
何
以
故
。
以
淨
不
爲
諸
情
動
外
不
入
内
。
内
不
著
外
用
不
著
故
爲
淨
。
以
淨
故
。
故

不
持
戒
。
不
淨
者
持
戒
不
淨
故
。
持
戒
檢
諸
情
使
向
本
無
本
淨
。
是
故
持
戒
者
爲
不
淨
。

縛
色
長
者
聞
佛
大
會
廣
度
諸
天
人
民
雜
類
奪
天
釋
梵
。

盡
共
會
坐
。

長
者
有
五
百
美
女
。

甚
重
愛
之
。

常
以
嚴
餝
諸

女
。
如
待
賓
客
。
拔
以
自
虞
樂
。
不
離
食
息
。
炉
心
在
内
。
欲
留
美
女
。
情
中
不
能
離
。
與
欲
倶
行
。
恐
衆
人
觀
。
狐

疑
不
決
。
佛
威
力
不
致
。
部
將
五
百
美
女
倶
至
佛
所
禮
拜
揖
讓
畢
訖
。
就
坐
而
坐
聽
。
佛
清
化
殊
非
流
俗
所
用
。
其
事

蠱
反
。
長
者
意
疑
離
坐
禮
佛
足
。
叉
手
長
跪
。
白
佛
言
。

色
者
光
目
曜
身
。

人
之
所
尚
好
。

聲
者
悗
耳
之
意
。

忘
憂

患
。
色
聲
細
滑
最
是
天
下
快
樂
之
本
。
佛
皆
反
之
耶
。

佛
言
長
者
。
就
坐
諦
聽
。
内
着
心
中
。
佛
言
。

五
色
令
人
自
盲
愛
色
本
望
令
人
無
色
。
恒
爲
嬉
鬼
所
守
。
食
瞰
五
藏
。

飮
人
心
血
。
令
人
髓
淌
腦
騫
。
覗
聽
不
聰
。
老
病
速
至
。
死
入
地
獄
。
有
何
樂
哉
。
五
音
陷
耳
。
之
誰
。
國
家
用
之
亡

國
破
家
。
臣
下
用
之
亂
朝
失
位
。
身
危
亡
家
。
人
用
之
男
女
多
婬
。
破
家
滅
亡
。
死
入
地
獄
。
有
何
樂
哉
。

長
者
白
佛
言
。
天
下
人
以
何
爲
好
。
佛
告
長
者
。
頭
澤
面
帛
。
不
爲
好
。
面
首
端
正
。
不
爲
好
。
細
色
好
身
形
。
不
爲

?

正

好
。
巧
歩
行
。
不
爲
好
。
刧
言
綺
語
不
爲
好
。
心
端
意
政
。
行
合
道
化
。
死
得
生
天
。
爾
乃
爲
好
。

長
者
白
佛
言
。
天
下
人
何
以
爲
樂
。
佛
告
長
者
。

不
謂
藏
積
穢
寳
。

行
則
車
乘
。

坐
則
帷
帳
。

美
女
恣
情
。
飮
食
可



口
。
文
碌
服
餝
。
衆
伎
自
誤
。
坐
呼
立
至
。
應
心
所
欲
爲
樂
。
謂
能
奉
持
五
戒
十
善
行
十
法
本
齋
四
恩
四
等
入
八
賢
聖

諦
空
無
相
願
。
死
得
遲
渣
。
是
謂
最
樂
。
長
者
聞
經
。
欲
垢
漸
薄
。
五
百
美
女
結
解
。
發
無
上
正
眞
道
意
。

爾
時
外
復
有
豪
族
長
者
七
萬
人
來
。
欲
禮
世
奪
前
來
。
長
老
使
人
閘
門
言
。
内
有
宮
人
美
女
。
外
人
聞
此
。
有

上
妙
婦

女
。
欲
來
觀
。
我
婦
美
女
耳
。
我
何
爲
將
美
女
來
用
示
衆
。
衆
共
觀
我
美
女
大
城
宮
殿
。
佛
化
作
竟
。
不
能
閘
。
門
外

長
者
衆
通
問
得
聽
。
便
前
至
佛
所
坐
中
。
長
者
語
諸
美
女
。
皆
伏
地
勿
爲
人
所
觀
。
諸
妙
首
婦
女
盡
伏
地
。

七
萬
長
議

佛
畢
訖
・
師
詣
坐
次
而
坐
。
榔
佛
告
先
來
長
者
。
饗

慳
貪
。
迷
惑
女
色
。
以
心
度
他
人
心
。
以
意
度
他

人
意
。
謂
心
等
意
同
。
乃
復
不
爾
。
卿
自
謂
。

美
女
好
無
比
。

吾
觀
從
頭
至
足
盡
醜
。

無

一
好
。

譬
如
革
嚢
内
滿
不

淨
。
身
體
骨
幹
皮
塗
血
澆
。
皮
覆
以
弊
汗
。
露
在
内
外
。
強
以
文
餝
幻
人
目
耳
。
樂
家
縛
獄
貪
世
不
斷
。
是
種
苦
本
。

色
妬
害
賢
。
禁
止
他
人
善
心
。
死
受
重
殃
。

長
者
白
佛
言
。
婦
女
情
貪
爲
他
男
子
所
觀
。

更
相
婬
汗
。

途
種
罪
根
。

故
禁
之
耳
。

佛
言
。
正
使
人
萬
劫
中
熟
觀
美

女
。
能
使
美
女
眉
好
損
減
不
正
。
使
男
女
倶
相
悗
。
色
樹
共
相
親
。
身
不
相
到
。
能
有
損
盆
不
耶
。
愛
色
増
獄
苦
。
離

色
無
憂
患
・
妻
爲
離

子
籍

械
・
舍
爲
牢
獄
。
財
爲
囮
閏
。
是
四
爲
地
獄
種
。
無
著
乃
解
。
離
愛
則
近
道
。
近
愛
則

増
苦
本
。
婬
樂
自
纏
縛
。
如
蠶
作
繭
。

黙
者
能
解
婬
縛
。

不
婬
除
衆
苦
。

心
念
放
逸
。

行
見
婬
以
爲
淨
。

恩
愛
意
熾

盛
。
從
是
造
獄
牢
。
覺
意
滅
婬
火
。
常
念
欲
不
淨
。

從
是
出
獄
牢
。

能
斷
老
死
患
。

愛
欲
自
覆
。

蓋
自
港
可
情
意
自

縛
。
詣
獄
門
如
魚
入
鉤
口
。
爲
老
死
所
司
。

一
日
遏
去
人
命
稍
蠱
。
譬
如
牽
牛
向
屠
。
牛

一
擧
脚
稍
近
死
地
。
可
哀
無

救
。

人
亦
如
是
。
寸
蔭
以
過
。
人
命
亦
減
。
人
生
則
有
死
封
。
強
健
則
有
病
樹
。
丁
壯
則
有
老
封
。
四
怨
共
居
。
苦
皆

佛
説
淨
度
三
昧
經

卷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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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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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

從
。
欲
愛
生

一
由
愚
痴
。

二
由
貪
婬
。

三
由
瞋
恚
。

除
此
三
者
。

四
怨
則
滅
。

無
復
生
老
病
死
痛
。

長
得
解
脱
無
憂

患
。
長
者
意
解
郎
得
道
迹
。
前
受
五
戒
爲
清
信
士
。
愛
結
以
解
。
獄
苦
以
滅
。
死
昇
梵
天
。

長
者
告
諸
美
女
。
吾

巳
得
道
。
意
巳
離
汝
。
從
如
所
宜
。
吾
不
拘
汝
。
五
百
美
女
皆
得
道
迹
。
發
無
上
正
眞
道
意
。
求

作
沙
門
。
聖
衆
比
丘
僭
皆
不
聽
。
此
人
大
好
。
若
爲
沙
門
罪
人
不
少
。
長
者
聞
五
百
美
女
發
意
。
亦
甚
歡
喜
。
長
跪
叉

手
。
白
佛
言
。
願
垂
大
慈
聽
爲
沙
門
。
五
百
美
女
人
解
身
瓔
珞
珠
寶
。
散
佛
及
菩
薩
大
弟
子
上
。
化
成
寶
蓋
。
其

一
寶

蓋
下
有

一
化
佛
。

佛
皆
言
聽
爲
沙
門
。

於
是
五
百
美
女
人
頭
髮
自
然
墮
袈
裟
便
着
身
以
成
沙
門
。

其
女
歡
喜
化
成
男

子
。
皆
得
阿
惟
越
致
。
五
百
沙
門
遶
佛
七
邇
。
頭
面
禮
佛
足
下
。
並
大
弟
子
衆
報
恩
以
訖
。
歡
喜
和
顏
悗
色
。
叉
手
長

跪
。
白
佛
言
。
請
問
四
事
所
疑
。
若
見
聽
者
乃
敢
發
問
。

佛
告
五
百
沙
門
。
自
恣
所
問
。
佛
當
爲
汝
解
釋
所
疑
。
五
百
新
沙
門
倶
同

一
念
。
白
佛
言
。
我
等
蒙
佛
重
恩
。
今
得
過

度
。
出
於
死
地
。
還
見
四
事
人
及
鳥
狩
。
身
祚

一
等
。
受
形
不
同
。
狩
着
甲
戴
角
鳥
角
作
啄
。
我
等
何
縁
去
女
爲
男
。

願
釋
所
疑
。

佛
告
五
百
沙
門
。
諦
聽
。
内
著
心
中
。
狩
所
以
着
甲
戴
角
。
皆
由
宿
命
種
行
致
之
。
前
世
爲
人
時
。
好
著
木
跂
入
寺
舍

講
堂
及
沙
門
房
。
死
後
入
地
獄
。
燒
地
熱
如
赤
鐵
。

足
到
地
皆
焦
燒
。
蠱
痛
不
可
言
。
積
數
千
萬
劫
罪
之
未
盡
。
故
使

不
死
復
入
鐵
刄
獄
。
足
行
其
上
。
地
生
鐵
刄
。
利
如
剃
頭
刀
。
人
走
其
上
。
斷
足
折
骨
。
亦
積
若
千
億
萬
劫
。
罪
竟
從

地
獄
中
來
出
。
復
作
着
甲
。
狩
戴
角
者
喜
着
歩
橙
華
樹
巾
角
持
頭
。
誤
觸
人
死
。
後
入
大
鷲
獄
。
鷲
立
人
兩
肩
上
。
喙

如
鐵
餌
瞻
。
縁
人
頭
發
骨
食
腦
。
積
不
可
計
劫
。
乃
復
得
出
爲
戴
角
虫
鳥
。
所
以
着
角
喙
者
。
夲
生
爲
人
時
。
喜
口
強



辭
寛
傅
舌
鬪
兩
盲
。
死
入
鐵
鉚
獄
。
獄
鬼
燒
鐵
鉚
正
赤
。
以
落
其
舌
。
復
燒
鐵
鈎
正
赤
。
鈎
有

三
刄
。
利
如
芒
。
獄
鬼

以
拘

々
斷
其
舌
。
復
以
利
刀
捉
其
舌
。
細
切
如
縷
。

舌
這
還
生
。

復
以
犁
併
之
。

復
以
燒
鐵
杵
刻
其
咽
中
。

罪
過
未

盡
。
故
不
死
。
積
不
可
計
劫
形
竟
得
出
爲
鳥
。
以
角
爲
掾
。
若
読
君
主
師
父
。
其
罪
未
殃
。
墮
五
不
請
。

佛
言
。
所
以
於
佛
前
去
女
爲
男
女
者
。
惟
昔
定
光
佛
之
時
。
國
中
有

一
梵
志
字
彌
蘭
。
博
學
多
智
。
國
中
儒
學
者
。
皆

師
仰
之
。
梵
志
彌
蘭
常
將
五
百
弟
子
以
爲
左
右
。
常
脩
梵
行
。
時
這
講
會
菩
薩
過
之
。
壹

々
解
釋
經
中
要
事
。
令
五
百

人
各
得
開
解
。
終
日
竟
夜
。
門
徒
皆
脱
。
菩
薩
捨
之
而
去
。
後
日
同
時
倶
見
定
光
佛
。
佛
授
菩
薩
決
。
五
百
梵
志
亦
發

無
上
正
眞
道
意
。

爾
時
受
荊
菩
薩
者
。

我
釋
迦
文
身
是
。

爾
時
彌
蘭
者
今
長
者
優
多
羅
身
是
也
。

爾
時
五
百
弟
子
者
。

今
汝
五
百
沙
門

是
。
惟
脩
梵
行
恣
態
不
除
。
故
受
女
形
。

宿
師
相
遘
結
解
。

乃
成
男
子
。

汝
等
五
百
人
。

却
後
十
六
中
劫
。
當
得
作

佛
。
號
寳
首
如
來
至
眞
等
正
覺
明
行
成
爲
善
逝
世
間
解
無
上
士
道
法
御
天
人
師
佛
世
奪
。
共
同

一
字
。
國
名
妙
樂
。
人

民
熾
盛
。
但
有
菩
薩
衆
無
小
道
11110
0
佛
住
世
十
六
中
劫
。
像
法
亦
十
六
中
劫
。
其
時
國
中
豐
熟
快
樂
。
難
量
佛
読
。
是

時
卅
萬
比
丘
得
不
退
轉
。
四
十
億
菩
薩
得
阿
惟
顏
。
九
十
億
天
人
皆
得
無
所
從
生
法
忍
。
八
千
清
信
士
求
作
沙
門
。
佛

部
聽
爲
沙
門
。
十
萬
凡
士
七
萬
凡
女
。
前
受
五
戒
。
六
十
億
清
信
女
皆
得
柔
順
忍
。
廿
萬
比
丘
皆
發
無
上
正
眞
道
意
。

二
百
萬
天
人
亦
發
無
上
正
眞
道
意
。

・

マ

マ

恐
畏
長
者
白
佛
言
。
我
身
更
是
千
痛
萬
毒
巳
遍
。
今
欲
遠
避
之
。
何
等
爲
五
不
倩
罪
。
何
等
爲
十
不
救
罪
。
何
等
爲
不

不
竟
罪
。
願
佛
加
恩
解
読
。

佛
説
淨
度
三
昧
經

卷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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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六

佛
告
恐
畏
長
者
。
受
持
勿
忘
也
。

五
不
倩
罪
者
。
惡
意
向
佛
。
破
塔
。
壞
佛
像
。
盜
三
奪
物
。
鬪
亂
比
丘
僣
。
證
入
師

父
罪
。
爲
臣
不
忠
。
爲
子
不
孝
。
弟
子
不
謹
愼
。
師
爲
弟
子
除
殃
滅
罪
。
教
去
惡
就
善
。
恩
倍
於
親
百
有
餘
分
。
然
弟

子
不
入
深
經
律
藏
。
濁
眼
觀
其
外
。
動
記
師
過
。
若
師
有
實
事
。
弟
子
悔
過
。
師
爲
呪
願
。
其
過
得
除
。
師
實
無
事
。

マ
マ

弟
子
得
罪
。
師
惟
以
佛
故
。
慈
心
療
救
。
弟
子
模
図
。
以
設
不
得
攸
。
三
奪
極
奪
。
度
人
無
量
。
而
誣
謗
之
。
父
母
生

之
膝
下
。
推
慘
攘
鷹
縲
。
慈
感
紳
祗
。
血
化
爲
腫
乳
。
哺
養
育
至
其
長
大
。
教
詣
師
等
禮
義
成
之
。
其
恩
重
天
地
。
而

反
背
恩
。
不
孝
父
母
。
君
主
爲
印
授
之
。
王
能
令
人
尊
貴
。
能
使
人
貧
賤
。
能
殺
人
活
人
。
而
反
不
忠
。
天
下
有

三
火

難
事
。
何
謂
爲
三
火
。

一
者
佛
法
衆
師
。

二
者
父
母
。
三
者
君
主
。
惟
得
歎
其
善
。
不
可
読
其
惡
。
罪
成
不
可
救
。

恐
畏
長
者
白
佛
言
。
君
主
父
母
師
友
有
遏
。
我
欲
諫
之
。
云
何
。
佛
言
。
大
善
。
欲
諌
者
自
可
諌
君
及
父
母
耳
。
惟
爾

當
詳
審
其
事
。
乃
可
諌
師
友
。
有
可
諌
者
不
可
諌
者
。
已
知
得
道
者
不
論
。
未
得
道
者
有

二
輩
。

一
者
喜
行
來
不
畏
禁

戒
。
數
見
犯
法
者
亦
當
詳
審
。
審
諦
乃
可
痩
處
。
竊
諌
三
過
不
正
。
當
自
引
不
直
悔
過
而
退
。
不
得
轉
爲
他
人
説
。
二

者
守
戒
畏
罪
。
競

々
念
道
。
出
入
尠
少
。
不
數
犯
禁
。
知
是
内
無
過
缺
雖
時
有
過
失
。
或
欲
誠
人
。
或
知
人
有
遏
。

不

得
道
読
。
故
深
求
佛
意
。
歐
和
拘
舍
羅
度
人
。
是
輩
不
可
諌
。
但
當
自
責
。
我
曹
弟
子
中
誰
有
不
如
法
者
。
願
奪
師
當

爲
我
曹
多
罪
戻
之
人
。
療
除
罪
辜
。
師
日
。
弟
子
盡
未
師
具
香
火
。
師
問
弟
子
。
卿
戒
淨
不
。
戒
淨
者
燒
香
禮
佛
。
言

戒
淨
。
懺
悔
而
退
。
戒
不
淨
者
。
首
遏
如
事
説
。
師
當
數
悔
過
。
過
乃
除
滅
。
不
實
萬
劫
罪
不
除
。
是
爲
五
不
倩
罪
。

十
不
救
罪
者
。

一
者
貪
無
厩
足
。

二
者
婬
無
雕
足
。
三
者
瞋
恚
。
難
諫
曉
。
四
者
愚
癡
。
所
爲
無
道
。
難
與
共
語
。
語

之
正
事
。
反
引
邪
事
爲
喩
。
不
信
正
法
。
五
者
嫉
惡
他
人
。

六
者
増
妬
他
人
。
七
者
主
求
人
短
。
不
自
見
遏
。
八
者
禁



固
人
使
不
得
聞
經
行
道
布
施
爲
輻
。
九
者
不
信
罪
幅
。
十
者
習
惡
不
止
。
是
爲
十
不
救
罪
。

五
無
竟
罪
者
。

一
者
殺
生
。
心
口
念
殺
。
受
罪
無
竟
。

二
者
貪
利
。
劫
盜
心
貪
意
念
。
受
罪
無
竟
。

三
者
婬
嫉
無
擺
。

受
罪
無
竟
。
四
者
兩
舌
惡

口
。
妄
言
綺
語
。
傅
舌
相
鬪
。
受
罪
無
竟
。
五
者
嗜
酒
貪
味
。
悖
亂
無
禮
。
受
罪
無
竟
。
是

爲
五
無
竟
罪
也
。

恐
畏
長
者
白
佛
言
。
人
處
世
間
。
甚
爲
危
險
。
度
世
大
難
。
我
甚
憂
怖
。
雖
有
行
作
沙
門
。
閏
房
自
守
。
不
豫
外
事
。

惟
不
得
道

足
勉
苦
地
。
我
今
年
過
。
妻
兒
累
重
。
情
中
戀

々
。
生
相
棄
復
劇
住
家
。
衆
罪
日
滋
。
云
何
自
度
。

佛
告
恐
畏
長
者
。
汝
乃
能
自
憂
度
世
道
能
減
。
我
憂
何
甚
快
。
汝
今
遐
大
幅
。
得
遘
値
佛
世
。
筒
復
可
耳
。
乃
復
得
聞

淨
度
三
昧
。
其
幅
功
徳
無
以
爲
喩
。
十
方
須
彌
山
段

々
解
。
稱
量
可
知
。
斤
兩
銖
數
十
方
。
各
十
方
恒
沙
佛
刹
。
海
水

可
量
知
。
鮒
升
升
合
數
其
聞
。
是
奪

三
昧
歡
喜
奉
行
如
法
者
。
其
編
奪
無
比
。
是
皆
非
凡
夫
人
。
行
如
中
事
。
不
失
毛

分
者
。
奪
過
十
方
天

上
世
間
徳
無
能
與
等
者
。
如
莫
憂
行
者
得
度
。
惟
不
能
出
家
作
沙
門
。
居
家
亦
可
脩
道
。
堅
持
五

戒
行
九
齋
。
使
如
齋
法
。
齋
日
詣
塔
廟
受
齋
。
蕩
滌

六
垢
。
論
講
道
化
。
求
後
世
道
。
自
可
得
度
。
何
憂
之
不
度
耶
。

恐
畏
長
者
白
佛
言
。
我
所
居
處
。

去
王
舍
國
五
百
里
。
遠
田
既
無
塔
寺
。
亦
無
沙
門
。
佛
行
度
人
不

一
處

住
。
我
食
從

卅
餘
人
。
我
年
憂
老
。
或
復
小
弱
。
不
能
遠
道
者
。
既
到
塔
寺
。
行
齋

]
日
妨
廢
五
日
。
所
得
既
少
。
所
損
甚
多
。
日

月
久
長
。
於
生
意
死
處
則
疲
厭
墮
落
。
續
入
惡
道
。
當
云
何
。

佛
告
恐
畏
長
者
。
人
身
難
得
。
度
身
急
事
。
人
來
生
時
。
不
手
將
妻
子
來
也
。
死
去
亦
不
可
將
去
。
我
但
非
我
。
何
況

妻
子
。
財
且
自
憂
身
。
身
未
度
。
那
何
度
他
人
。
自
不
能
泅
。
莫
負
他
人
。
入
水
兩
死
。
水
中
自
未
能
得
度
。
戀
念
妻

佛
説
淨
度
三
昧
經

卷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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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八

子
枯
并
不
度
。
求
道
身
中
急
事
。
男
女
各
自
當
盡
心
敬
意
。
不
避
懃
苦
。
乃
可
勉
難
。
自
作
自
得
。
不
與
他
人
。
計
日

疑
難
。
若
彼
聚
落
。
賢
者
少
不
能
起
。
塔
居
沙
門
者
。
當
棄
頑
闇
之
群
。
馳
就
賢
者
之
衆
。
死
兒
可
度
。
何
況
成
人
任

誠
者
。

八
歳
男
十
歳
女
可
行
千
里
。
各
自
有
脚
。
欲
度
身
。
不
當
自
疑
難
。

恐
畏
長
者
白
佛
言
。
已
解
居
聚
。
無
佛
弟
子
。
但
有
俗
人
。
我
當
從
業
移
近
善
友
塔
寺
。
我
自
得
其
福
。

阿
難
白
佛
言
。
是
奪
三
昧
度
人
。
乃
爾
衆
生
之
類
有
識
之
屬
。
莫
不
得
度
者
。
奪
巍

々
。
諸
經
中
最
衆
行
之
首
。

立
道

之
元
。
百
幅
之
王
。
奪
妙
乃
爾
。
名
爲
何
經
。

云
何
奉
行
。

佛
告
阿
難
。
是
經
名
斷
諸
苦
本
。

一
名
總
持
諸
法
門
三
昧
。
又
名
淨
度
三
昧
。
度
諸
天
人
民
鬼
祚
龍
阿
須
輪
。
下
及
三

塗
。
莫
不
度
脱
。
淨
諸
清
淨
三
昧
。
故
名
淨
度
。
過
去
諸
佛
。
皆
奉
行
是
淨
度
三
昧
。
自
得
佛
。
現
在
諸
佛
。
從
是

三

昧
。
自
致
得
佛
。
當
來
諸
佛
。
亦
當
學
是
三
昧
。
從
中
得
佛
。
當
奉
行
。
阿
難
。
供
養
是
三
昧
。
復
當
過
於
六
度
。
阿

難
。
是
經
從
生
死
大
難
中
度
衆
生
。
恩
重
不
可
量
。
阿
難
。
當
念
報
恩
。
阿
難
。
諷
誦
説
是
經
處
。
魔
皆
愁
毒
劇
。
如

一
人

一
朝
亡
失
妻
子
父
母
財
産
寶
物
。
身
復
在
牢
獄
。
號
哭
愁
毒
如
是
。
魔
恒
司
便
欲
斷
是
法
。
當
堅
持
之
物
爲
魔
得

便
。
阿
難
。
我
滅
度
後
。
廣
當
爲

一
切
諸
天
人
民
布
露
演
読
。
令
得
度
脱
如
我
。
今
阿
難
。
我
周
遍
読
法

一
人
不
度
。

終
不
捨
去
。
阿
難
。
我
般
塑
疸
後
。
末
世
時
。

人
少
有
奉
行
經
誡
者
。

猗
法
界
難
名
。
.設
有
奉
法
者
。

皆
言
此
狂
人

耳
。

一
日
不
作
百
日
不
食
。
云
何
不
作
。
正
使
沙
門
萬
萬
未
有
能
樂
誠
究
竟
者
。

阿
難
白
佛
言
。
人
道
難
得
。
已
復
爲
人
。
復
得
聞
法
經
誠
。
何
故
不
精
進
。
佛
告
阿
難
。
有
四
輩
弟
子
。
無
本
心
。
故

不
精
進
。
何
謂
四
。

一
者
家
居
貧
苦
。
未
受
佛
誠
。

重
ハ望
富
樂
。

二
者
疾
病
來
作
佛
弟
子
。

趣
求
時
利
。

三
者
強
效



人
・
四
者
聞
作
佛
弟
子
後
。
睨
地
獄
可
得
生
天
。

謂
直

一
受
戒
後
。
、
得
所
願
。

不
知
行
之
委
曲
。

是
四
輩
人
愚
癡
不

曉
・
求
後
世
濟
祚
離
苦
。
唯
求
目
前
事
。
其
人
既
不
精
進
。
乍
前
乍
却
。
反
爲
魔
得
便
所
向
不
偶
。
謂
呼
受
戒
反
得
其

殃
。
不
知
自
行

所
致
用
無
本
心
。

故
復
有
四
輩
人
。
能
替
進
心
。

一
者
畏
三
惡
道
。

二
者
從
人
道
中
來
。

三
者
從
天

上
來
。
四
者
從
他
方
佛
國
來
。
便
能

精
進
。

沙
門
亦
有
四
輩
。
無
本
心
不
承
至
法
。

一
者
避
世
間
苦
來
作
沙
門
。

二
者
避
官
假
來
作
沙
門
。
三
者
不
能
得
衣
食
。
來

作
沙
門
。
四
者
避
病
來
作
沙
門
。
無
本
心
故
不
能
精
進
。
亦
不
能
免
三
苦
。

復
有
四
種
人
作
沙
門
大
精
進
。

一
者
念
生
老
病
死
痛
。

二
者
宿
世
沙
門
中
來
。

三
者
天
上
來
。
四
者
他
方
佛
國
來
。
乃

能
精
進
。
我
塑
滬
後
千
歳
欲
末
。
若
有
沙
門
。
若
清
信
士
中
。
有
守
戒
者
。
精
進
如
律
行
者
。
此
非
凡
人
。
或
是
文
殊

師
利
。
或
維
摩
詰
。
或
慧
法
大
士
。

或
麩
陀
愁
。

或
彌
勒
示
現
。

沙
門
欲
建
立
懈
廢
之
人
。

清
信
士
女
中
有
能
慇
懃

齋
戒
。
死
死
不
毀
犯
者
。
亦
地
方
上
士
。
或
罪
謫
來
生
閻
浮
提
。
或
因
縁
來
生
閻
浮
提
利
。
亦
非
凡
夫
。

阿
難
白
佛
言
。
弟
子
於
閻
浮
利
五
燒
五
毒
之
世
。
衆
生
之
中
。
奉
行
淨
度
三
昧

一
日

一
夜
。
其
幅
何
所
爲
喩
。

佛
告
阿
難
。
若
有
菩
薩
。
起
七
寶
塔
。
滿
閻
浮
利
。
作

七
寳
講
堂
。

一
一
堂
上
。
施
設
金
銀
水
精
流
離
車
渠
馬
瑙
珊
瑚

眞
珠
。

作
牀
坐
碗
艇
坐
具
遍
諸
牀
。

塔
上
繪
綵
華
蓋
燒
好
雜
香
供
養
百
劫
其
幅
寧
多
不
。

阿
難
言
。

甚
多
甚
多
天
中

天
。
佛
言
。
不
如
活

一
人
福
倍
多
。

阿
難
。
不
可
爲
比
。
活
滿
四
天
下
人
。

不
如
自
守

一
日
。
幅
倍
復
倍
相
去
甚
遠
。

不
可
爲
譬
喩
。
人
能
於
是
五
燒
毒
燃
之
中
。
清
清
淨
自
守
齋
戒
如
法

一
日
。
其
輻
隆
盛
轉
身
得
度
不
久
。

佛
説
淨
度
三
昧
經

卷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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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難
白
佛
言
。
若
弟
子
中
有
精
進
如
法
者
。
後
自
得
度
。
可
不
須
師
。

佛
告
阿
難
。
弟
子
精
進
惟
足
免
難
。

非
師
不
度
。

師
爲
重
任
。

如
人
生
無
父
母
難
名
。
又
無
所
寄
屬
。

云
何
名
字
之

耶
。

阿
難
白
佛
言
。
如
佛
言
者
。
末
世
時
。
弟
子
皆
共
更
相
放
效
不
奉
律
行
。
已
爲
廢
棄
。
尚
不
能
自
度
。
何
能
度
弟
子
。

佛
告
阿
難
。
人
欲
求
度
世
道
者
。
當
求
明
師
。

譬
如
欲
度
海
。

當
隱
視
船
爲
可
住
用
不
足
。

能
到
彼
岸
不
。

船
師
爲

本
。
船
師
爲
新
來
。
船
完
堅
師
本
。
故
師
便
可
度
無
憂
。
船
又
不
牢
師
復
新
來
。
如
是
者
不
可
強
度
。
當
觀
師
戒
行
。

究
不
堪
任
我
師
不
。
我
行
可
師
意
不
。
我
中
師
弟
子
不
。
師
有
律
行
不
。
師
法
難
易
。
我
能
堪
任
奉
事
不
。
我
爲
能
持

師
戒
不
。
若
觀
中
師
者
。
當
奉
敬
如
事
鼬
。
當
護
師
意
。
師
爲
我
曹
故
懃
苦
。
我
曹
亦
不
當
於
師
有
所
愛
惜
。
當
知
師

姓
所
喜
不
喜
。
語
不
得
觸
師
諱
傷
師
意
。
肝
意
微
限
。
後
成
大
罪
。
愼
之
愼
之
。
是
爲
求
法
。

阿
難
白
佛
言
。
末
世
人
常
不
用
正
化
。
律
行
者
少
。

國
中
無
持
戒
者
爲
可
止
不
作
佛
弟
子
不
也
。
人
身
難
得
。

一
爾
當

更
劫
數
云
何
。

佛
告
阿
難
。

經
法
所
到
之
處
時

々
往

々
有
持
律
沙
門
。

出
繼
佛
種
不
絶
。

域
中
凡
有
若
干
億
萬
菩
薩

弟
子
。
若
干
億
萬
清
信
士
女
。
十
方
諸
佛

一
日

一
夜
各
三
時
。
放
道
眼
。
覆
覗
諸
天
人
民
幾
許
精
進
。
幾
許

不
精
進
。

幾
許
爲
俗
。
幾
許
爲
道
。
幾
許
爲
惡
。
幾
許
爲
善
。
佛
知
盡
從
五
戒
上
至
具
戒
入
律
行
者
。

十
方
佛
皆
稱
譽
。
受
作
弟

子
。
不
入
律
行
者
。
十
方
佛
亦
自
不
受
。
是
爲
棄
人
耳
。
是
故
四
部
弟
子
。
當
念
精
進
盡
夜
各
三
時
。
禮
拜
首
過
。
惟

不
能

日
日
三
時
禮
拜
。
莫
失
齋
日
。
懃
脩
誦
講
淨
度
三
昧
。
信
樂
受
持
。
衆
垢
漸
少
。

心
明
意
解
稍
近
塑
滬
。
若
人
布

施
萬
億
劫
。
不
如

一
日
飄
誦
是
三
昧
。
其
徳
出
被
福
上
施
萬
億
劫
。
心
無
解
倦
想
不
如
讀
。
是
經

一
竟
。
思
議
無
量
。



阿
難
。
是
經
中
有
大
奪
天
。
祚
與
是
經
倶
。
爾
時
四
天
大
王
自
與
官
屬
倶
。
白
佛
言
。
是
經
所
在
之
處
。
我
自
擁
護
持

經
之
人
。
第

二
仞
利
天
帝
釋
與
諸
官
屬
倶
。
白
佛
言
。
若
後
有
善
男
子
善
女
人
。
執
持
經
卷
者
。
我
自
護
是
善
男
子
善

女
人
。
齢
天
兜
牽
天
不
僑
樂
天
化
應
聲
天
梵
天
大
梵
天
梵
輔
天
上
至
不
入
慧
天
等
。
皆
白
佛
言
。
若
善
男
子
並
ロ女
人
。

信
樂
執
持
是
經
名
者
。
我
自
護
是
善
男
子
善
女
人
。
諸
天
結
願
已
。
各
作
禮
而
還
。

佛
告
阿
難
。
是
經
名
所
至
之
處
。

當
令
有
五
清
淨
。

一
者
枠
閑
令
清
淨
。

二
者
掃
灑
令
清
淨
。

三
者
香
火
供
養
令
清

淨
。
四
者
讀
是
經
當
用
鮮
潔
手
巾
。
五
者
齋
戒
清
淨
無
食
勳
新
。
是
爲
清
淨
。
初
聞
是
經
者
。
心
意
不
堅
。
魔
喜
亂
欲

斷
是
經
時
。
若
男
子
善
女
人
。
持

異
種
不
好
語
來
聞
。
善
男
子
善
女
人
耳
者
不
當
受
。
當
逆
呵
之
。
卿
欲
亂
我
意
耳
。

受
者
魔
以
深
入
爲
魔
得
。
便
知
。
是
善
男
子
善
女
人
。
不
久
得
聞
法
聞
。
亦
不
能
究
竟
以
爲
魔
得
。
便
以
失
善
師
意
。

マ

師
與
弟
子
。
以
有
毀
瑕
覺
師
案
法
行
事
。
沙
門
欲
得
清
淨
無
勞
垢
者
。

一
時

一
從
。
則
無
塵
勞
。
又
則
垢
敬
意
以
盡
慢

意
以
生
兩
不
得
福
。
俗
人
不
知
清
信
士
女
法
。
清
信
士
女
不
知
沙
彌
法
。
沙
彌
不
知
沙
門
法
。
展
轉
不
相
知
。
行
事
不

能
承
用
法
教
者
。
但
種
罪
根
倶
墮
惡
道
。
不
知
早
解
後
可
無
樹
。
佛
読
經
竟
。
諸
天
阿
須
輪
鬼
神
龍
王
地
獄
官
屬
國
王

臣
民
四
輩
弟
子
不
可
計
菩
薩
衆
。
莫
不
歡
喜
。
作
禮
而
去
。

佛
読
淨
度

三
昧
經

卷
下

佛
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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