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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易
的
事
。
左
思
右
想
，
經
過
多
日
，
方
才
得
到
三
條
原
則
：
一
是
佛
學
上
的
專
門
名
詞

不
易
了
解
，
最
為
初
學
的
難
關
，
這
書
於
專
門
名
詞
，
可
以
少
用
，
就
捨
而
不
用
；
遇

到
必
用
的
名
詞
，
隨
時
拿
這
名
詞
界
說
意
義
，
講
明
以
後
，
方
敘
述
下
去
；
倘
若
行
文

時
不
便
多
加
說
明
，
就
在
本
句
底
下
加
以
夾
註
。
二
是
佛
學
上
高
深
的
道
理
，
也
為
初

學
所
不
能
明
瞭
的
，
這
書
多
採
事
實
，
少
談
玄
妙
，
只
將
佛
學
上
根
本
原
理
，
詳
細
說
明
，

此
外
各
宗
的
廣
泛
的
學
說
概
從
省
略
。
三
是
佛
家
的
修
道
方
法
，
各
宗
派
別
不
同
，
也

很
複
雜
，
這
書
也
不
一
一
羅
列
，
只
將
簡
單
而
可
以
實
踐
的
，
說
明
大
略
。
定
了
這
三

條
原
則
，
方
才
著
手
編
輯
。
如
今
全
書
告
成
，
拿
來
翻
閱
一
過
，
似
乎
中
學
程
度
的
人
，

可
以
懂
得
。
現
代
關
於
佛
學
的
入
門
書
，
恐
怕
再
要
比
這
書
淺
近
，
是
沒
有
的
了
。

我
提
筆
做
白
話
文
，
這
還
是
第
一
次
。
但
是
我
並
不
是
主
張
文
言
反
對
白
話
的
人
，

從
前
所
以
不
大
做
白
話
的
緣
故
是
因
為
文
言
簡
短
，
白
話
冗
長
，
三
句
兩
句
就
可
了
的

文
言
，
改
用
白
話
，
或
須
七
八
句
十
幾
句
方
可
說
完
。
我
好
幾
十
年
用
慣
了
文
言
的
工

具
，
一
旦
要
改
做
白
話
，
倒
反
覺
得
費
事
，
從
前
不
大
做
白
話
，
就
不
過
為
這
點
小
關
係
，

並
沒
有
甚
麼
新
舊
的
成
見
在
那
裡
。
記
得
民
國
八
九
年
時
候
，
我
在
北
平
，
這
時
我
國
的

白
話
大
家
胡
適
之
，
正
在
大
吹
大
擂
，
提
倡
白
話
文
。
有
一
天
，
我
在
友
人
陳
頌
平
桌
上
，

看
見
適
之
寫
給
頌
平
一
個
字
條
，
卻
全
是
文
言
，
旁
邊
特
加
小
註
云
：
「
事
繁
不
及
作
白

有
一
天
，
我
友
舒
新
城
來
說
：
「
中
華
書
局
現
在
擬
編
一
套
百
科
叢
書
，
專
供
中

學
程
度
的
人
閱
讀
。
擬
定
的
目
錄
中
間
，
有
《
佛
學
綱
要
》
（
編
者
註
：
今
改
名
為
《
因

是
子
佛
學
入
門
》
）
一
種
，
要
請
您
擔
任
，
但
有
兩
個
條
件
：
一
是
不
可
太
深
；
二
是

要
用
白
話
。
」
我
聽
他
這
話
，
想
了
一
想
，
頗
難
立
刻
回
答
。
因
為
佛
教
的
本
身
，
是

建
築
在
理
智
上
面
的
，
比
任
何
宗
教
，
來
得
精
深
博
大
，
要
說
得
十
分
淺
近
，
根
本
上

就
有
點
為
難
；
至
於
白
話
文
字
，
我
向
來
雖
沒
有
做
過
，
倒
可
以
遷
就
的
。

隔
了
幾
天
，
舒
君
居
然
送
到
正
式
函
件
，
一
定
要
我
擔
任
這
工
作
。
我
想
一
二
十
年

前
，
自
己
研
究
佛
典
，
得
不
到
淺
近
入
門
書
，
枉
費
了
無
數
的
冤
枉
工
夫
，
回
想
起
來
，

真
不
值
得
。
倘
然
能
藉
這
機
會
，
做
一
部
淺
近
的
書
，
方
便
方
便
初
學
的
人
，
叫
他
們

不
再
像
我
的
暗
中
摸
索
，
有
一
條
坦
坦
平
平
的
路
，
可
以
向
前
走
去
，
也
是
很
有
益
的
，

就
毅
然
答
應
下
來
。

答
應
是
答
應
了
，
但
是
怎
樣
著
手
，
方
可
以
真
正
達
到
淺
近
兩
個
字
呢
？
這
不
是
容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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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話
。
」
可
見
徹
底
主
張
白
話
的
人
，
到
忙
的
時
候
，
也
不
得
不
用
文
言
，
並
且
還
要
特
別

聲
明
暫
時
不
做
白
話
的
緣
故
，
免
得
人
家
疑
心
他
改
變
節
操
。
拿
這
件
小
小
故
事
來
引

證
，
可
見
事
繁
的
人
，
又
是
向
來
用
慣
文
言
工
具
的
，
不
肯
輕
易
做
白
話
，
不
足
為
奇
了
。

我
做
完
了
這
部
書
，
也
覺
得
白
話
有
許
多
好
處
。
往
往
有
文
言
不
能
摻
入
的
說
話
，

用
白
話
文
寫
來
，
可
以
暢
所
欲
言
，
覺
得
頭
頭
是
道
，
平
添
讀
者
許
多
興
味
。
況
且
舒

君
新
城
規
定
的
百
科
全
書
，
每
冊
拿
五
萬
字
為
限
，
講
到
佛
學
的
材
料
，
就
是
十
萬
字

二
十
萬
字
，
也
可
以
寫
不
完
的
。
我
這
部
書
，
依
照
上
面
三
條
原
則
去
搜
材
料
，
當
然

有
一
大
部
分
不
能
適
用
，
所
以
反
覺
得
枯
窘
，
幾
乎
五
萬
字
，
還
湊
不
滿
。
幸
虧
是
白
話
，

可
以
多
說
幾
句
，
方
才
能
夠
合
格
，
否
則
恐
怕
不
能
交
卷
了
。
但
是
我
做
的
白
話
，
是
正

正
當
當
的
語
體
，
不
像
那
些
時
髦
人
，
一
開
口
就
拿
下
等
人
的
粗
言
鄙
語
，
塗
得
滿
紙
，

中
間
還
要
夾
入
許
多
古
奧
的
成
語
在
裡
面
，
自
家
以
為
獨
倡
的
格
局
，
人
們
也
因
為
他

是
當
代
偉
人
的
手
筆
，
不
敢
加
以
非
難
。
這
種
妖
模
怪
樣
的
白
話
，
儘
管
有
人
恭
維
他

是
聖
人
，
我
是
絕
對
不
敢
贊
成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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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節 

甚
麼
叫
做
佛
學

佛
陀
的
意
義

這
個
﹁
佛
﹂
字
是
從
印
度
梵
文
裡
翻
譯
出
來
的
名
詞
，
如
果
音
譯
就
是
﹁
佛
陀
﹂
︵B

addha

︶

兩
字
。
它
的
意
思
，
就
是
﹁
覺
者
﹂
。
這
﹁
覺
者
﹂
又
含
三
種
意
義
：
一
曰
自
覺
；
二
曰
覺
他
；

三
曰
覺
行
圓
滿
。

甚
麼
叫
做
自
覺
？
就
是
說
佛
自
己
先
能
覺
悟
。

甚
麼
叫
覺
他
？
是
說
佛
不
單
是
自
己
覺
悟
，
並
且
化
導
他
人
，
叫
他
人
也
能
覺
悟
。

甚
麼
叫
覺
行
圓
滿
？
是
說
佛
自
己
覺
悟
，
又
覺
悟
他
人
，
這
兩
種
德
行
，
已
到
了
圓
滿
無
缺

的
地
步
。

這
﹁
佛
陀
﹂
兩
字
，
平
常
習
慣
用
省
略
的
稱
呼
就
叫
做
佛
。

佛
教
與
佛
學

世
界
無
論
哪
種
宗
教
，
各
宗
各
有
其
依
據
的
哲
理
，
但
多
少
總
帶
些
迷
信
的
色
彩
，
唯
有
佛

教
的
基
礎
是
完
全
建
築
在
理
智
上
的
。
所
以
佛
教
包
含
的
哲
理
，
很
高
很
深
，
非
但
任
何
宗
教
所

不
能
及
，
就
拿
東
西
洋
的
各
種
哲
學
來
比
較
，
也
沒
有
哪
一
種
哲
學
能
夠
趕
得
上
的
。
我
們
略
去

佛
家
的
宗
教
形
式
，
單
拿
它
的
學
理
來
講
，
也
覺
得
包
羅
萬
有
、
趣
味
宏
深
。
這
是
稍
微
涉
獵
的

人
都
公
認
的
。
因
此
，
用
這
種
方
式
將
佛
教
當
做
一
種
學
問
去
研
究
，
就
可
以
叫
做
佛
學
。



 016  017 

因
是
子
佛
學
入
門

第
一
章

 緒
論

一
章

 緒
論

◎
第
二
節

　研
究
佛
學
怎
麼
樣
下
手

大
藏
經
與
一
切
經

佛
家
的
經
典
，
全
部
整
個
兒
的
，
稱
為
︽
大
藏
經
︾
，
又
叫
做
︽
一
切
經
︾
。
這
名
詞
是
甚

麼
時
候
起
的
呢
？
那
是
隋
朝
開
皇
元
年
，
朝
廷
命
京
師
以
及
諸
大
都
邑
地
方
，
一
律
用
官
家
經

費
，
抄
寫
一
切
經
書
，
安
放
在
各
寺
院
裡
。
又
另
外
抄
寫
一
份
，
藏
在
皇
家
的
秘
閣
裡
面
。
這
就

是
﹁
藏
經
﹂
和
﹁
一
切
經
﹂
兩
個
名
稱
的
來
源
。
照
此
看
來
，
﹁
藏
﹂
字
最
初
是
含
有
貯
藏
的
意

味
，
到
後
來
又
加
添
了
包
藏
豐
富
的
意
味
。

經
律
論
三
藏

︽
大
藏
經
︾
的
內
容
，
分
為
三
大
部
分
：
一
曰
經
藏
；
二
曰
律
藏
；
三
曰
論
藏
。
經
藏
的
梵

音
叫
做
﹁
素
呾
纜
﹂
︵Sūtrapit

4 aka

︶
，
乃
是
記
錄
佛
的
言
說
。
﹁
素
呾
纜
﹂
的
本
義
，
是
用
線
去

貫
串
花
鬘
︵
花
鬘
是
印
度
人
的
裝
飾
︶
的
意
思
。
佛
的
言
說
能
夠
貫
串
一
切
的
道
理
，
所
以
拿
﹁
素

呾
纜
﹂
來
做
此
喻
。
我
國
古
來
稱
聖
人
的
言
說
為
經
，
經
字
的
義
，
訓
為
常
，
訓
為
法
，
其
意
是

指
聖
人
的
言
說
就
是
常
道
，
是
可
以
為
世
間
所
取
法
的
。
並
且
，
織
布
時
，
直
線
為
經
，
橫
線
為

緯
，
這
也
有
用
線
去
貫
串
的
意
思
。
所
以
古
時
翻
譯
的
人
，
就
譯
素
呾
纜
藏
為
經
藏
。
律
藏
的
梵

音
叫
做
﹁
毗
奈
耶
﹂
︵V

inayapit

4 aka

︶
，
這
乃
是
佛
所
定
的
戒
條
。
﹁
毗
奈
耶
﹂
的
本
義
是
滅
，

是
說
佛
弟
子
遵
守
這
種
戒
條
，
就
可
以
消
滅
身
、
口
、
意
三
業
的
過
惡
的
意
思
︵
我
們
有
所
造
作
，

名
為
業
，
一
切
造
作
的
業
，
不
外
身
的
動
作
、
口
的
說
話
、
心
的
主
使
，
這
叫
作
身
、
口
、
意
三

業
︶
，
這
和
我
國
的
律
令
意
味
相
同
。
所
以
古
時
譯
毗
奈
耶
藏
為
律
藏
。
論
藏
梵
音
，
叫
做
﹁
阿

毗
達
摩
﹂
︵A

bhidharm
apit

4 aka

︶
。
﹁
阿
毗
﹂
譯
為
對
，
﹁
達
摩
﹂
譯
為
法
，
就
是
用
對
觀
真
理

的
智
慧
，
得
到
的
涅
槃
妙
法
的
意
思
︵
﹁
涅
槃
﹂
是
梵
音
，
意
為
寂
滅
，
佛
家
超
脫
生
死
，
到
得

不
生
不
滅
的
地
位
，
名
曰
﹁
涅
槃
﹂
︶
。
換
句
話
說
，
論
藏
所
收
穫
得
的
，
大
抵
是
菩
薩
︵
﹁
菩

薩
﹂
是
梵
音
，
意
為
覺
有
情
，
言
其
既
能
自
己
覺
悟
，
又
能
度
脫
眾
生
。
眾
生
有
生
命
情
感
，
故

稱
有
情
。
菩
薩
之
地
位
，
次
佛
一
等
︶
發
揮
經
義
、
教
誡
學
徒
的
議
論
，
學
徒
得
這
種
教
誡
，
就

能
觀
察
其
理
，
發
生
智
慧
，
照
此
方
法
修
行
，
可
以
超
脫
生
死
的
苦
，
到
達
不
生
不
滅
的
境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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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藏
經
的
下
手
方
法

提
到
︽
大
藏
經
︾
，
那
就
是
一
部
二
十
四
史
，
真
不
知
從
何
處
說
起
了
。
這
部
龐
大
的
經
，
卷

帙
的
繁
多
、
義
理
的
高
深
、
文
字
的
古
奧
，
三
件
的
中
間
，
有
了
一
件
就
能
叫
學
者
望
洋
興
歎
，

況
且
這
三
件
都
是
完
備
的
呢
！
然
而
我
們
不
要
害
怕
，
凡
是
一
種
學
問
，
無
論
怎
麼
樣
艱
難
，
總

有
下
手
的
方
法
。
這
方
法
就
是
：
先
要
提
綱
挈
領
，
曉
得
它
的
來
源
和
大
概
，
尋
到
入
門
的
門
路
；

然
後
就
我
們
天
性
所
近
的
，
去
細
加
研
究
。
研
究
時
當
然
要
用
泛
覽
和
精
讀
兩
種
功
夫
。

但
是
佛
學
進
中
國
以
後
，
發
達
經
過
幾
千
年
，
卻
從
來
沒
有
人
為
初
學
者
做
過
入
門
的
書
。

數
十
年
中
，
方
才
有
人
注
意
到
此
，
出
了
幾
本
︽
佛
教
初
學
課
本
︾
、
︽
佛
教
問
答
︾
等
書
，
著

者
也
曾
做
過
︽
佛
學
大
要
︾
、
︽
佛
教
淺
測
︾
兩
書
，
然
而
不
是
失
之
太
深
，
就
是
失
之
太
略
。

這
也
難
怪
，
凡
百
事
體
，
在
草
創
的
時
期
，
這
種
毛
病
總
是
免
不
掉
的
，
如
今
做
這
部
書
，
就
是

要
達
到
詳
略
得
當
、
文
理
明
白
，
叫
讀
者
容
易
了
解
的
地
步
。

◎
第
三
節

　佛
學
和
學
佛
要
分
清
楚

佛
學
與
學
佛
是
兩
件
事

佛
學
是
一
件
事
，
學
佛
又
是
一
件
事
，
二
者
驟
然
看
來
沒
有
分
別
，
實
則
大
有
分
別
，
學
者

不
可
不
先
弄
清
楚
。
怎
麼
叫
做
佛
學
？
就
是
深
通
經
典
、
精
研
教
理
，
成
為
博
聞
強
記
的
學
者
。

這
種
全
在
知
識
方
面
用
功
的
，
可
以
叫
做
佛
學
。
怎
麼
叫
做
學
佛
？
原
來
我
佛
教
化
眾
生
的
本

意
，
是
叫
人
依
照
他
的
方
法
去
修
行
，
得
以
超
出
生
死
苦
海
，
方
算
成
功
。
所
以
佛
所
說
的
種
種

經
典
，
那
是
對
眾
生
的
種
種
毛
病
開
的
藥
方
，
並
不
是
叫
人
熟
讀
這
張
藥
方
裡
的
藥
名
，
就
算
了

事
，
而
是
要
拿
藥
吃
下
去
，
除
掉
病
根
的
，
病
根
果
然
除
掉
，
這
藥
方
就
用
不
著
的
了
。
我
們
可

以
依
照
佛
法
修
行
，
從
精
神
方
面
用
功
，
方
可
叫
做
學
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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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學
大
意

昔
在
上
海
商
科
大
學
演
講
佛
學
大
意
，
學
生
筆
記
稿
未
經
鄙
人
檢
定
，
遂
在
︽
申
報
︾

發
表
，
︽
海
潮
音
︾
、
︽
居
士
林
︾
等
雜
誌
亦
輾
轉
登
載
。
因
見
其
中
不
免
錯
誤
，
故
改
定

之
如
此
，
蔣
維
喬
誌
。

中
國
向
有
儒
、
釋
、
道
三
教
。
實
則
儒
家
是
否
是
宗
教
，
尚
未
有
定
論
。
道
家
淵
源
於
黃
老
之
哲
理
，

三
代
秦
漢
之
時
，
極
為
盛
行
，
至
後
漢
張
道
陵
託
名
老
子
之
道
教
，
實
非
道
家
之
真
面
目
也
。
佛
教
自
漢
時

入
中
國
，
勢
力
甚
大
，
哲
理
亦
深
，
今
流
傳
之
︽
藏
經
︾
有
八
千
餘
卷
，
其
教
義
之
精
博
，
世
界
宗
教
莫
與

比
倫
，
誠
極
高
等
之
宗
教
也
。
近
代
研
究
佛
經
者
，
自
安
徽
楊
仁
山
︵
即
第
八
章
第
一
節
所
說
之
楊
文
會
︶

先
生
始
。
先
生
曾
以
私
財
收
藏
經
典
，
加
以
校
訂
，
創
設
金
陵
刻
經
處
，
刊
印
單
行
本
，
以
惠
後
學
。
吾

儕
得
略
窺
秘
奧
，
皆
先
生
之
賜
也
。

佛
經
極
不
易
看
，
因
其
中
術
語
太
多
，
且
其
文
由
梵
文
譯
成
，
梵
文
文
法
之
排
列
與
中
國
文
法
相
反
，

故
譯
成
之
經
另
有
一
種
文
體
。
初
讀
佛
經
，
遇
難
解
之
處
，
不
必
退
縮
，
無
論
了
解
與
否
，
依
舊
向
下
讀
，

讀
得
多
，
自
會
領
悟
，
大
約
了
解
一
二
部
，
便
可
漸
漸
推
及
其
餘
。

今
欲
講
佛
學
大
意
，
第
一
須
明
白
佛
教
的
目
的
。
佛
教
的
目
的
，
在
明
心
見
性
。
心
有
二
門
：
一
真
一

妄
。
真
心
不
生
不
滅
，
常
住
不
動
；
妄
心
忽
生
忽
滅
，
變
動
不
已
。
佛
教
的
目
的
即
是
使
我
心
反
妄
歸
真
，

造
乎
不
生
不
滅
境
界
。
我
等
現
在
所
住
之
境
，
俱
是
虛
妄
不
實
，
何
以
故
？
譬
如
桌
子
放
在
此
地
，
好
像

是
實
在
不
動
，
但
是
組
成
它
的
原
子
，
相
互
之
間
變
動
甚
速
，
絲
毫
不
停
，
變
久
則
壞
，
到
了
後
來
，
腐

朽
不
堪
用
矣
。
吾
人
身
體
亦
然
，
從
生
理
上
講
，
人
身
為
十
四
種
原
子
合
成
，
原
子
組
成
細
胞
，
無
數
細

胞
集
合
而
成
身
體
。
此
細
胞
隨
吾
人
言
語
動
作
，
逐
漸
分
裂
消
耗
，
再
由
吾
人
攝
取
之
食
物
，
經
胃
腸
之
消

化
，
變
為
血
液
，
發
生
新
細
胞
以
補
充
之
。
此
細
胞
之
消
耗
與
補
充
，
新
陳
代
謝
，
密
化
潛
移
，
剎
那
不

住
。
試
取
鏡
照
面
，
則
見
我
少
年
時
，
已
非
幼
時
面
目
，
壯
年
時
已
非
少
年
面
目
，
至
老
年
則
血
枯
皮
皺
，

面
目
全
非
矣
，
是
即
新
陳
代
謝
之
作
用
也
。
故
就
生
理
上
計
算
人
身
新
陳
代
謝
之
作
用
，
不
過
七
年
，
全
身

必
另
換
一
個
，
特
其
變
遷
微
細
，
吾
人
不
自
覺
耳
，
此
吾
身
生
滅
之
現
象
也
。

大
凡
世
間
一
切
物
，
在
生
滅
之
中
者
，
皆
是
虛
妄
不
實
，
豈
但
吾
身
如
此
，
吾
心
亦
然
。
試
反
觀
之
，

則
覺
千
端
萬
緒
之
妄
念
，
倏
生
倏
滅
，
刻
刻
不
停
，
此
妄
念
是
攀
援
性
，
由
甲
至
乙
，
由
乙
至
丙
至
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