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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
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
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 

◎
開
經
偈
◎ 

「
無
上
甚
深
微
妙
法     

百
千
萬
劫
難
遭
遇 

我
今
見
聞
得
受
持     

願
解
如
來
真
實
義
」 

◎
四
弘
誓
願
◎   

「
眾
生
無
邊
誓
願
度     

煩
惱
無
盡
誓
願
斷 

法
門
無
量
誓
願
學     

佛
道
無
上
誓
願
成 

自
性
眾
生
誓
願
度     

自
性
煩
惱
誓
願
斷 

自
性
法
門
誓
願
學     

自
性
佛
道
誓
願
成
」 

 

經
文
一 

「
又
舍
利
弗
。
彼
佛
國
土
，
常
作
天
樂
。
黃
金
為
地
。
晝
夜
六
時
，
雨
天
曼
陀
羅
華
。
其
土
眾
生
，

常
以
清
旦
，
各
以
衣
祴
，
盛
眾
妙
華
，
供
養
他
方
十
萬
億
佛
，
即
以
食
時
，
還
到
本
國
，
飯
食
經
行
。
」 

【
註
釋
】 

一
、 

「
衣
祴
」：
盛
花
之
器
具
，
又
作
華
祴
。
於
印
度
，
供
養
高
貴
之
人
時
，
用
以
盛
花
而
捧
之
。

《
法
華
經·

化
城
喻
品
》
云
：「
大
通
智
勝
佛
得
阿
耨
多
羅
三
藐
三
菩
提
，
大
光
明
普
照
遍

滿
世
界
勝
諸
天
光
。
爾
時
東
方
五
百
萬
億
諸
國
土
中
。
梵
天
宮
殿
光
明
照
曜
倍
於
常
明
。
爾

時
，
東
方
五
百
萬
億
國
土
中
諸
梵
天
王
與
宮
殿
俱
，
各
以
衣
祴
盛
諸
天
華
，
共
詣
西
方
推
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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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相
，
東
南
方
、
南
方
、
西
南
方
，
乃
至
下
方
，
亦
復
如
是
。
」 

【
申
論
】 

一
、 

《
要
解
》：「
樂
是
聲
塵
。
地
是
色
塵
。
華
是
色
香
二
塵
。
食
是
味
塵
。
盛
華
散
華
經
行
是
觸

塵
。
眾
生
五
根
對
五
塵
可
知
。
常
作
者
。
即
六
時
也
。
黃
金
為
地
者
。
七
寶
所
嚴
地
界
。
體

是
黃
金
也
。
日
分
初
中
後
。
名
晝
三
時
。
夜
分
初
中
後
。
名
夜
三
時
。
故
云
晝
夜
六
時
。
然

彼
土
依
正
。
各
有
光
明
。
不
假
日
月
。
安
分
晝
夜
？
且
順
此
方
。
假
說
分
際
耳
。
」 

（
一
） 

經
中
舉
極
樂
五
塵
勝
境
。
為
眾
生
五
根
所
受
用
。「
常
作
」
者
，
即
指
天
樂
。
晝

夜
六
時
，
無
有
停
止
。
不
同
世
樂
之
作
或
有
休
息
。
樂
以
天
稱
有
二
義
。 

1.
 

天
人
之
樂
：
乃
諸
天
奏
樂
，
供
養
彌
陀
以
及
海
會
聖
眾
。 

2.
 

天
然
之
樂
：
不
假
人
力
，
自
然
演
奏
。
如
本
經
云
：「
微
風
吹
動
。
諸
寶
行
樹
。

及
寶
羅
網
。
出
微
妙
音
。
譬
如
百
千
種
樂
。
同
時
俱
作
。
」
不
特
其
音
之
美
。

且
能
令
聞
者
念
佛
念
法
念
僧
。 

（
二
） 

「
黃
金
為
地
，
七
寶
所
嚴
地
界
，
體
是
黃
金
」。
指
地
之
體
質
，
本
是
黃
金
。
七

寶
互
為
莊
嚴
。 

（
三
） 

「
晝
夜
六
時
」
者
，
晝
有
初
中
後
三
時
，
夜
也
有
初
中
後
三
時
，
合
為
六
時
。 

（
四
） 

極
樂
淨
土
，
依
報
世
界
，
正
報
色
身
，
皆
有
光
明
。
不
假
日
月
。
假
者
藉
也
。
既

不
假
日
月
。
則
安
分
晝
夜
？
後
解
答
云
。
且
順
此
方
。
假
說
分
際
耳
。
但
順
此
方

比
擬
。
英
順
此
方
情
見
始
得
。 

二
、 

《
觀
無
量
壽
佛
經
》
云
：「
見
琉
璃
地
，
內
外
映
徹
，
下
有
金
剛
，
七
寶
金
幢
，
擎
琉
璃
地
。

其
幢
八
方
八
楞
具
足
，
一
一
方
面
，
百
寶
所
成
。
一
一
寶
珠
，
有
千
光
明
。
一
一
光
明
。
八

萬
四
千
色
，
映
琉
璃
地
，
如
億
千
日
，
不
可
具
見
。
琉
璃
地
上
，
以
黃
金
繩
，
雜
廁
間
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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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七
寶
界
，
分
齊
分
明
。
一
一
寶
中
，
有
五
百
色
光
，
其
光
如
華
，
又
似
星
月
，
懸
處
虛
空
，

成
光
明
臺
。
』」 

三
、 

《
無
量
壽
經
》
云
：「
彼
剎
自
然
七
寶
。
體
性
溫
柔
。
相
間
為
地
。
或
純
一
寶
。
光
色
晃
耀
。

超
越
十
方
。
恢
廓
曠
蕩
。
不
可
窮
盡
。
地
皆
平
正
。
無
有
須
彌
及
諸
山
海
坑
坎
井
谷
幽
暗
之

所
。
據
此
。
則
亦
可
專
以
黃
金
為
地
。
良
繇
彼
國
廣
大
。
非
止
一
隅
。
黃
金
琉
璃
。
且
以
一

寶
二
寶
言
之
。
眾
寶
為
之
。
當
亦
無
盡
。
」 

四
、 

據
此
。
則
亦
可
專
以
黃
金
為
地
。
因
為
彼
國
廣
大
，
非
止
一
隅
。
黃
金
琉
璃
。
且
以
一
寶

二
寶
言
之
。
眾
寶
為
之
，
當
亦
無
盡
。 

五
、 

《
演
義
》
云
：「
下
有
金
剛
等
。
是
明
地
下
莊
嚴
。
琉
璃
地
上
等
。
是
明
地
上
莊
嚴
。
」 

六
、 

《
疏
》：「
上
敘
寶
池
。
此
談
金
地
之
上
。
華
樂
交
輝
也
。
天
樂
者
。
異
世
樂
故
。
常
作
者
。

無
間
歇
故
。
》 

七
、 

《
鈔
》：「
異
世
樂
者
。
大
本
云
。
第
一
四
天
王
天
。
及
諸
天
人
。
百
千
香
華
。
百
千
音
樂
。

以
供
養
佛
。
及
諸
菩
薩
聲
聞
之
眾
。
於
是
第
二
忉
利
天
王
。
欲
界
諸
天
。
以
至
第
七
梵
天
。

一
切
諸
天
。
香
華
音
樂
。
轉
相
倍
勝
。
又
云
。
亦
有
自
然
萬
種
伎
樂
。
無
非
法
音
。
清
暢
哀

亮
。
微
妙
和
雅
。
一
切
音
聲
。
所
不
能
及
。
觀
經
云
。
無
量
諸
天
。
作
天
伎
樂
。
又
有
樂
器

懸
處
虛
空
。
如
天
寶
幢
。
不
鼓
自
鳴
。
以
是
天
人
所
作
之
樂
。
非
人
間
所
有
。
故
云
異
世
樂

也
。
」 

八
、 

《
圓
中
鈔
》
云
：「
一
切
音
聲
。
所
不
能
及
者
。
大
本
云
。
如
世
間
帝
王
。
有
萬
種
音
樂
。

不
如
轉
輪
聖
王
諸
音
樂
中
。
一
音
之
美
。
百
千
萬
倍
。
如
轉
輪
聖
王
。
萬
種
音
樂
。
不
如
忉

利
天
王
。
諸
音
樂
中
。
一
音
之
美
。
百
千
萬
倍
。
如
忉
利
天
王
。
萬
種
音
樂
。
不
如
第
六
天

王
。
諸
音
樂
中
。
一
音
之
美
。
百
千
萬
倍
。
如
第
六
天
王
。
萬
種
音
樂
。
不
如
阿
彌
陀
佛
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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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諸
七
寶
樹
。
一
音
之
美
。
百
千
萬
倍
。
復
有
自
然
種
種
妙
樂
。
而
其
音
聲
。
無
非
妙
法
。

清
暢
嘹
亮
。
微
妙
和
雅
。
十
方
世
界
。
音
聲
之
中
。
最
為
第
一
。
」 

九
、 

《
要
解
》：「
曼
陀
羅
。
此
云
適
意
。
又
云
白
華
。
衣
祴
是
盛
華
器
。
眾
妙
華
。
明
非
曼
陀
羅

一
種
。
應
如
妙
經
四
華
。
表
四
因
位
。
供
養
他
方
佛
。
表
真
因
會
趨
佛
極
果
。
果
德
無
不
遍

也
。
且
據
娑
婆
言
十
萬
億
佛
。
意
顯
生
極
樂
已
。
還
供
釋
迦
彌
勒
。
皆
不
難
耳
。
若
阿
彌
神

力
所
加
。
何
遠
不
到
哉
？
」 

（
一
） 

上
是
天
樂
。
為
耳
根
所
對
之
聲
塵
。
金
地
為
眼
根
所
對
之
色
塵
。
此
是
天
華
。
為

眼
鼻
二
根
所
對
色
香
二
塵
。 

（
二
） 

「
曼
陀
羅
華
。
此
云
適
意
」。「
適
意
」
者
，
天
華
妙
好
，
適
悅
人
意
也
。
色
香
美

妙
，
清
白
潔
淨
又
云
「
白
華
」，
世
所
未
有
。
此
即
天
華
。
乃
天
人
所
雨
。
以
表

供
養
之
意
。
如
大
本
所
云
「
一
切
天
人
。
皆
齎
天
上
百
千
華
香
。
來
供
彼
佛
。
及

諸
菩
薩
聲
聞
之
眾
。 

（
三
） 

「
衣
祴
」，
是
盛
花
器
。「
盛
」
字
平
聲
，
貯
也
。
衣
祴
例
如
進
香
香
袋
。 

（
四
） 

「
眾
妙
華
」，
明
不
只
曼
陀
羅
花
一
種
。
應
如
妙
法
蓮
華
經
之
四
華
，
曼
陀
羅
華
，

此
云
白
華
。
二
、
摩
訶
曼
陀
羅
華
，
此
云
大
白
華
。
曼
殊
沙
花
，
此
云
小
赤
花
。

摩
訶
曼
殊
沙
華
，
此
云
大
赤
花
。
以
此
四
華
供
養
他
方
佛
。
表
真
因
會
趨
佛
果
。

果
德
無
所
不
遍
。
住
行
向
地
諸
菩
薩
。
破
無
明
見
法
身
。
乃
為
真
因
。
念
念
趨
向

無
上
妙
覺
之
佛
果
。
果
德
遍
十
方
界
，
故
曰
「
供
養
他
方
十
萬
億
佛
」
，
言
供
佛

之
多
。 

（
五
） 

「
且
據
娑
婆
言
十
萬
億
佛
」，
蕅
公
之
意
。
從
是
西
方
。
過
十
萬
億
佛
土
。
有
世

界
名
曰
極
樂
。
今
在
彼
土
。
能
供
十
萬
億
佛
。
意
顯
往
生
彼
國
已
。
有
欲
還
供
本



5 
 

師
釋
迦
，
及
當
來
彌
勒
，
亦
不
成
難
事
。
若
承
阿
彌
威
神
之
力
加
被
，
則
何
遠
不

到
？
更
不
落
十
萬
億
之
數
量
！ 

（
六
） 
在
娑
婆
世
界
要
看
見
一
尊
佛
很
難
，
成
佛
就
更
難
。
到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
一
早
晨

就
可
供
養
十
萬
億
佛
，
能
得
十
萬
億
佛
的
智
慧
，
見
佛
容
易
，
成
佛
亦
容
易
。
但

是
能
供
養
多
少
尊
佛
，
亦
是
隨
各
人
的
願
力
，
不
一
定
十
萬
億
。 

十
、 

《
要
解
》：「
食
時
。
即
清
旦
。
故
曰
云
即
以
。
明
其
神
足
不
可
思
議
。
不
離
彼
土
。
常
遍
十

方
。
不
假
逾
時
。
迥
回
還
也
。
」 

（
一
） 

「
食
時
」，
乃
受
食
之
時
，
午
前
也
。
清
旦
盛
華
，
供
養
多
佛
。
食
時
即
歸
。
明

其
神
足
不
可
思
議
。
神
足
乃
六
通
之
一
，
亦
名
如
意
通
。
此
通
有
三
。 

1.
 

一
能
到
。
身
能
飛
行
。
輕
舉
遠
到
。 

2.
 

二
轉
變
。
大
小
一
多
。
互
相
轉
變
。 

3.
 

三
聖
如
意
。
化
現
無
方
。
應
變
莫
測
。
故
能
不
離
彼
土
。 

（
二
） 

「
常
遍
十
方
」。
此
二
句
有
二
義
： 

1.
 

十
方
剎
土
。
自
他
不
隔
於
毫
端
也
。 

2.
 

不
起
滅
盡
定
。
而
現
諸
威
儀
也
。
譬
如
月
不
離
空
。
而
能
影
現
眾
水
。 

（
三
） 

「
不
假
逾
時
。
迴
還
本
處
」。
極
言
其
速
之
至
。
此
種
神
力
，
卻
是
由
彌
陀
願
力

所
致
。
因
中
第
二
十
三
願
云
：「
設
我
得
佛
。
國
中
菩
薩
。
承
佛
神
力
。
供
養
諸

佛
。
一
食
之
頃
。
不
能
遍
至
無
數
無
量
億
那
由
他
。
諸
佛
國
者
。
不
取
正
覺
。
」 

十
一
、 

《
疏
》：「
此
言
天
所
雨
華
。
眾
生
持
取
供
佛
也
。
眾
生
者
。
除
佛
而
言
也
。
清
旦
者
。
六
時

之
一
也
。
衣
械
者
。
盛
華
之
器
也
。
供
畢
還
國
。
猶
在
食
時
。
以
神
足
故
。
」 

十
二
、 

《
鈔
》：「
除
佛
者
。
唯
佛
一
人
。
獨
稱
大
覺
。
菩
薩
而
下
。
以
至
往
生
彼
國
初
心
凡
夫
。
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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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眾
生
也
。
以
生
佛
相
對
故
。
六
時
之
一
者
。
清
旦
。
於
晝
時
為
最
先
。
以
旦
供
佛
。
表
至

敬
也
。
又
旦
是
夜
氣
清
明
之
際
。
清
旦
供
佛
。
取
心
淨
也
。
彼
國
眾
生
。
雖
晝
夜
一
心
。
固

無
清
濁
。
而
未
登
佛
地
。
猶
有
無
明
。
觸
事
涉
緣
。
不
無
少
動
。
亦
以
平
旦
號
清
明
心
。
亦

可
隨
順
此
方
言
清
旦
也
。
常
者
。
日
日
恆
然
。
不
疲
厭
故
。
各
者
。
人
人
皆
然
。
無
勤
惰
故
。

盛
華
器
者
。
真
諦
謂
衣
械
為
外
國
盛
華
之
器
。
或
言
衣
襟
。
亦
以
襟
盛
華
也
。
他
方
。
自
本

國
而
他
方
也
。
不
言
本
國
者
。
文
省
也
。
十
萬
億
佛
。
一
佛
一
大
千
土
。
言
廣
遠
也
。
食
時

者
。
晨
齋
時
也
。
清
旦
至
於
晨
齋
。
為
時
至
少
。
以
至
少
時
。
供
至
多
佛
。
明
其
速
也
。
如

大
本
言
。
諸
大
菩
薩
。
承
佛
威
神
。
一
食
之
頃
。
遍
至
十
方
無
量
世
界
。
供
養
諸
佛
。
華
香

伎
樂
。
衣
蓋
幢
旛
。
無
數
供
具
。
若
欲
獻
華
。
則
於
空
中
化
成
華
蓋
。
周
四
十
里
。
乃
至
六

百
八
百
里
。
各
隨
大
小
。
停
於
空
中
。
勢
皆
下
向
。
以
成
供
養
。
復
以
妙
音
。
歌
歎
佛
德
。

聽
受
經
法
。
既
供
養
已
。
忽
然
輕
舉
。
還
到
本
國
。
猶
為
未
食
之
前
。
據
此
。
則
有
種
種
諸

供
養
具
。
又
化
華
成
蓋
。
又
供
畢
聽
法
。
今
止
言
以
華
供
養
。
皆
文
省
也
。
神
足
者
。
如
大

本
法
藏
願
云
。
我
作
佛
時
。
我
剎
中
人
。
皆
得
神
足
。
如
一
念
頃
。
過
百
千
萬
億
那
由
他
世

界
。
又
願
云
。
即
得
宿
命
。
又
云
天
眼
。
又
云
天
耳
。
又
云
他
心
。
則
生
彼
國
者
。
六
通
自

在
。
不
止
飛
行
。
今
不
言
者
。
亦
文
省
也
。
」 

十
三
、 

《
疏
》：「
按
此
神
足
。
住
位
。
行
位
菩
薩
所
有
。
如
華
嚴
中
說
。
」 

十
四
、 

《
鈔
》：「
華
嚴
經
云
。
八
住
菩
薩
。
一
剎
那
頃
。
遊
行
無
數
世
界
。
又
十
行
頌
云
。
佛
剎
無

邊
無
有
數
。
無
量
諸
佛
在
其
中
。
菩
薩
於
彼
悉
現
前
。
親
近
供
養
生
尊
重
。
則
今
之
神
足
。

豈
易
及
哉
。
問
。
此
於
三
種
意
生
身
。
當
屬
何
等
。
答
。
楞
伽
三
種
。
分
屬
聲
聞
菩
薩
大
聖
。

則
生
彼
國
者
。
隨
其
所
修
。
各
有
所
證
。
如
九
品
例
。
」 

十
五
、 

《
演
義
》：「
三
種
意
生
身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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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入
三
昧
樂
意
生
身
。
屬
聲
聞
。
入
三
昧
樂
者
。
謂
從
三
昧
中
。
發
起
神
通
之
用
。 

（
二
） 

覺
法
自
性
性
意
生
身
。
屬
菩
薩
。
覺
法
自
性
者
。
覺
諸
法
自
性
。
從
此
自
性
發
起

妙
用
。
即
名
意
生
身
。 

（
三
） 

種
類
俱
生
無
行
作
意
生
身
。
屬
佛
。
種
類
者
。
十
法
界
依
正
色
心
。
俱
在
我
一
念

心
中
顯
現
。
本
無
遷
流
之
行
。
亦
無
有
為
之
作
。 

（
四
） 

謂
之
意
生
者
。
喻
如
意
去
。
速
疾
無
礙
也
。
」 

十
六
、 

《
要
解
》：「
此
文
顯
極
樂
。
一
聲
。
一
塵
。
一
剎
那
。
乃
至
跨
步
彈
指
。
悉
與
十
方
三
寶
。

貫
徹
無
礙
。
」 

（
一
） 

上
文
神
足
。
已
顯
不
思
議
之
理
。
此
文
顯
極
樂
事
事
皆
無
障
礙
法
界
。
故
舉
一
聲

一
塵
一
剎
那
。
乃
至
舉
足
跨
步
。
伸
手
彈
指
。
一
一
無
非
全
體
法
界
。
極
樂
淨
土
。

隨
拈
一
法
。
體
即
法
界
。
攝
盡
十
方
無
盡
三
寶
。
十
方
三
寶
。
體
即
法
界
。
攝
盡

極
樂
依
正
。
故
云
與
十
方
三
寶
。
貫
徹
無
礙
。
如
帝
珠
網
。
一
珠
攝
多
珠
。
多
珠

攝
一
珠
。
一
多
相
攝
。
貫
徹
無
礙
。 

十
七
、 

《
鈔
》
云
：「
無
間
歇
者
。
世
樂
須
人
。
有
作
有
輟
。
天
樂
自
鳴
。
故
云
常
作
也
。
今
人
念

佛
。
臨
終
之
日
。
天
樂
迎
空
。
正
唯
淨
土
常
作
天
樂
故
。
」 

十
八
、 

《
要
解
》：「
又
。
顯
在
裟
婆
。
則
濁
重
惡
障
。
與
極
樂
不
隔
而
隔
。
在
極
樂
。
則
功
德
甚
深
。

與
娑
婆
隔
而
不
隔
也
。
」 

（
一
） 

「
又
。
顯
在
娑
婆
。
則
五
濁
深
重
。
惡
業
為
障
。
故
與
極
樂
。
不
隔
而
隔
。
」
如

五
台
清
涼
勝
境
。
我
等
凡
夫
。
不
隔
而
隔
。
在
極
樂
。
則
諸
善
俱
會
。
功
德
甚
深
。

隔
而
不
隔
。
如
聖
人
之
與
人
間
。
隔
而
不
隔
也
。 

十
九
、 

《
要
解
》：「
飯
食
經
行
者
。
念
食
食
至
。
不
假
安
排
。
食
畢
缽
去
。
不
勞
舉
拭
。
但
經
行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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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華
樂
娛
樂
。
任
運
進
修
而
已
。
」 

（
一
） 

「
飯
食
經
行
」
者
，
受
實
之
後
，
一
心
步
行
。
經
行
者
。
循
環
不
斷
義
。 

（
二
） 
「
念
食
食
至
」。
乃
受
天
然
飲
食
之
樂
。
並
不
假
安
排
造
作
。 

（
三
） 

「
食
畢
缽
去
」。
自
然
化
去
。
亦
不
勞
洗
滌
舉
拭
。
並
無
塵
緣
障
道
之
苦
。
大
本

云
。
諸
往
生
者
。
其
飯
食
時
。
金
缽
。
銀
缽
。
種
種
寶
缽
。
隨
意
現
前
。
百
味
飲

食
。
充
滿
其
中
。
酸
鹹
甘
淡
。
各
如
所
願
。
不
餘
不
缺
。
不
以
美
故
過
量
而
食
。

食
已
食
物
自
消
，
而
無
遺
滓
。
或
見
色
聞
聲
。
意
以
為
食
。
自
然
飽
適
。
無
所
味

著
。
身
心
輕
利
。
食
畢
化
去
。
時
至
復
現
。 

（
四
） 

「
飯
食
經
行
」
，
飯
食
二
字
就
是
持
花
供
佛
歸
來
，
恰
值
早
齋
之
時
，
就
隨
眾
飯

食
。
人
生
在
此
世
間
最
需
要
是
衣
食
住
行
問
題
，
可
是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的
人
，
都

是
蓮
花
化
身
，
還
用
這
些
衣
食
住
的
事
嗎
？
不
錯
，
那
些
法
身
大
士
，
是
不
需
要

的
。
但
是
功
夫
淺
的
，
生
到
那
裡
，
欲
塵
習
氣
，
尚
未
除
去
，
自
然
還
是
念
念
不

忘
食
飯
穿
衣
。
此
對
凡
聖
同
居
土
，
帶
業
往
生
的
人
，
因
初
生
習
氣
未
除
，
所
以

有
此
受
用
。
若
在
方
便
有
餘
土
、
實
報
莊
嚴
土
、
常
寂
光
淨
土
，
就
無
此
吃
飯
穿

衣
的
相
了
。
所
以
吃
飯
時
間
到
了
，
一
動
念
間
，
金
缽
、
銀
杯
、
玉
碗
、
翠
盤
，

一
行
一
列
，
就
排
在
面
前
，
五
光
十
色
，
眾
香
撲
鼻
，
說
不
盡
的
煎
、
炒
、
烹
、

炸
、
蒸
、
燒
，
野
菜
瓜
果
，
冷
熱
湯
茶
，
米
飯
，
糕
餅
，
百
味
具
足
，
隨
意
而
變
。

色
香
味
三
者
皆
佳
，
好
、
多
、
滿
，
一
切
皆
備
。
但
見
色
聞
香
，
意
以
為
食
，
自

然
飽
適
。
無
所
味
著
。
若
是
食
畢
，
杯
盤
碗
缽
立
刻
化
去
，
乾
乾
淨
淨
，
不
用
拭

桌
、
洗
碗
那
些
麻
煩
。
食
時
復
現
，
一
切
皆
令
人
身
心
安
穩
，
微
妙
快
樂
。 

（
五
） 

但
經
行
金
地
。
雖
有
天
華
繽
紛
。
天
樂
敷
奏
。
娛
樂
之
境
。
心
不
貪
著
。
優
游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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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一
心
步
行
。
任
運
進
修
。
或
稱
念
佛
名
。
或
參
究
禪
理
。
或
修
習
觀
行
。
非

徒
散
慮
逍
遙
也
。 

（
六
） 
此
飯
食
經
行
。
是
尋
常
日
用
事
。
當
知
日
用
之
中
。
頭
頭
是
道
。
古
德
云
。
運
水

搬
柴
。
無
非
妙
用
。
穿
衣
喫
飯
。
盡
是
禪
機
。 

（
七
） 

蓮
池
大
師
云
。
拈
匙
放
箸
。
口
口
不
離
。
舉
足
動
身
。
步
步
踏
著
。
何
得
埋
頭
喫

飯
。
空
過
一
生
。
翫
水
觀
山
。
徒
勞
萬
里
。
味
哉
言
乎
。
初
正
明
竟
。 

二
十
、 

《
鈔
》
云
：「
又
阿
含
唯
識
等
。
說
出
世
五
食
。 

（
一
） 

一
禪
悅
。
謂
禪
定
資
神
。
遠
離
麤
重
。
輕
安
適
悅
。
即
為
食
義
。 

（
二
） 

二
願
。
願
力
堅
強
。
執
持
正
法
。
法
身
增
長
。
即
為
食
義
。 

（
三
） 

三
念
。
食
有
增
長
義
。
念
力
能
明
記
不
忘
。
成
辦
聖
道
。
即
為
食
義
。 

（
四
） 

四
解
脫
。
食
能
解
除
飢
渴
。
今
解
脫
能
斷
除
三
障
。
資
益
法
身
。
即
為
食
義
。 

（
五
） 

五
法
喜
。
食
能
暢
悅
身
心
。
今
法
喜
能
得
大
歡
喜
。
飽
滿
充
足
。
即
為
食
義
。 

今
止
言
定
者
。
舉
一
兼
四
。
禪
定
之
中
。
無
不
攝
故
。
」 

 

經
文
二 

「
舍
利
弗
。
極
樂
國
土
，
成
就
如
是
功
德
莊
嚴
。
」 

【
申
論
】 

一
、 

此
如
來
重
呼
舍
利
弗
。
告
以
極
樂
世
界
。
成
就
如
是
。
天
樂
天
華
。
神
足
往
還
。
飯
食
經

行
。
一
一
無
非
彌
陀
願
行
功
德
之
所
莊
嚴
。 

（
一
） 

願
莊
嚴
者
。
大
本
願
云
。
我
作
佛
時
。
剎
中
菩
薩
。
以
香
華
等
。
種
種
供
具
。
欲

往
他
方
世
界
。
供
養
諸
佛
。
一
食
之
頃
。
即
可
遍
至
。
又
願
我
剎
中
人
。
欲
食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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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百
味
飲
食
。
化
現
在
前
。
食
已
自
去
。
今
者
成
佛
。
一
一
如
願
。 

（
二
） 

行
莊
嚴
者
。
法
藏
比
丘
。
既
發
願
已
。
天
雨
妙
華
。
而
散
其
上
。
故
果
上
亦
感
天

華
之
莊
嚴
。
又
願
後
修
行
。
恆
往
佛
所
。
承
事
供
養
。
故
感
果
上
國
中
人
民
。
一

食
之
頃
。
遍
供
多
佛
。
神
足
之
莊
嚴
。
又
手
中
常
出
衣
服
飲
食
。
幢
幡
寶
蓋
。
一

切
音
樂
。
供
養
於
佛
。
故
感
果
上
天
樂
鳴
空
。
國
中
眾
生
。
自
然
衣
食
之
莊
嚴
。 

二
、 

《
疏
》
云
：「
結
上
天
樂
天
華
等
。
種
種
莊
嚴
。
皆
本
佛
願
行
功
德
所
成
就
也
。
」 

三
、 

《
鈔
》
云
：「
願
者
。
如
大
本
法
藏
願
云
。
我
作
佛
時
。
自
地
以
上
。
皆
無
量
雜
寶
。
百
千

種
香
。
而
共
合
成
。
又
願
云
。
我
作
佛
時
。
十
方
無
央
數
世
界
。
諸
天
人
民
。
聞
我
名
號
。

然
燈
散
華
。
又
願
云
。
我
作
佛
時
。
剎
中
菩
薩
。
以
香
華
等
種
種
供
具
。
欲
往
他
方
世
界
供

養
諸
佛
。
一
食
之
頃
。
即
可
遍
至
。
又
願
云
。
我
作
佛
時
。
我
剎
中
人
。
欲
食
之
時
。
寶
缽

之
中
。
百
味
飲
食
。
化
現
在
前
。
食
已
自
去
。
今
來
成
佛
。
一
一
所
願
。
皆
悉
成
就
。
行
者
。

如
大
本
云
。
法
藏
比
丘
既
發
願
已
。
天
雨
妙
華
。
而
散
其
上
。
又
云
。
或
為
比
丘
。
或
為
天

王
。
或
為
輪
王
。
或
為
大
臣
。
恆
往
佛
所
。
承
事
供
養
。
又
云
。
手
中
常
出
衣
服
飲
食
。
幢

旛
寶
蓋
。
一
切
音
樂
。
今
來
成
佛
。
如
上
天
樂
天
華
等
報
。
自
合
成
就
。
」 

 

補
充
一
：「
佛
世 

樂
音
老
母
得
佛
授
記
，
命
終
當
生
極
樂
世
界
」 

   

佛
陀
在
維
耶
羅
國(

在
今
日
中
印
度)

時
，
其
所
停
留
的
地
方
，
名
為
『
樂
音
』。
當
時
有
一
位
貧

窮
的
老
母
來
請
示
佛
陀
，
說
：「
生
老
病
死
，
從
何
所
來
，
去
至
何
所
？
乃
至
六
識
、
六
根
、
五
大
，

從
何
所
來
，
去
至
何
所
？
」 

   

佛
回
答
說
：「
生
老
病
死
，
無
所
從
來
，
去
亦
無
所
至
。
乃
至
六
識
、
六
根
、
五
大
，
無
所
從

來
，
去
亦
無
所
至
。
譬
如
兩
木
相
鑽
出
火
，
火
還
燒
木
，
木
盡
火
便
滅
。
諸
法
亦
如
是
，
因
緣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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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乃
成
，
因
緣
離
散
即
滅
，
無
所
從
來
，
去
亦
無
所
至
。
」
佛
陀
並
且
為
她
廣
說
種
種
譬
喻
，
老

母
聞
法
心
開
悟
解
，
證
得
法
眼
。 

   

佛
陀
說
：「
我
前
世
發
菩
提
心
時
，
曾
經
是
她
的
兒
子
，
今
此
老
母
，
壽
終
後
當
生
阿
彌
陀
佛

國
中
，
供
養
諸
佛
。
於
往
後
的
六
十
億
劫
，
當
得
作
佛
，
名
『
扶
波
犍
』，
其
國
土
名
為
『
化
作
』。
」

(

佛
說
老
母
經) 

 

補
充
二
：「
清 

余
氏
念
佛
預
知
時
至
順
利
往
生
」 

淨
土
聖
賢
錄 

余
氏
。
法
名
真
修
，
吳
縣
人
朱
穎
符
的
妻
子
。
余
氏
年
三
十
二
歲
守
寡
，
到
三
十
六
歲
時
，

開
始
持
長
齋
並
奉
持
佛
法
。
晚
年
，
將
家
事
託
付
給
媳
婦
，
一
心
專
修
淨
土
法
門
。
年
七
十
歲
，

在
夏
秋
交
替
的
季
節
，
余
氏
夢
見
到
了
一
池
畔
遊
玩
。
池
中
有
一
艘
船
，
載
著
比
丘
尼
及
優
婆
夷

十
多
人
，
其
中
有
一
人
向
余
氏
招
手
，
並
說
道
：「
到
西
方
吧
！
」
余
氏
自
己
心
想
：「
此
時
不
去
，

等
到
歲
暮
年
終
時
再
去
吧
！
」
招
手
的
人
很
快
地
說
道
：「
只
好
等
下
班
船
了
。
」 

到
了
九
月
六
日
夢
見
阿
彌
陀
佛
現
身
接
引
，
醒
來
後
自
知
時
至
，
於
是
請
她
所
事
奉
的
文
岐

法
師
來
與
他
道
別
。
法
師
來
到
，
因
無
法
找
到
蓮
華
，
而
改
以
蓮
葉
送
給
她
。
余
氏
很
高
興
，
因

而
念
佛
更
加
懇
切
，
在
她
的
室
內
室
外
都
能
聞
到
異
香
。
到
了
十
一
日
清
晨
，
要
熱
水
沐
浴
並
更

換
新
衣
，
然
後
端
坐
稱
念
佛
名
。
一
段
時
間
後
，
吉
祥
臥
而
往
生
。
當
時
為
清
高
宗
乾
隆
三
十
六

年(

西
元
一
七
七
一
年)

。(

僧
正
琦
述)

 

論
曰
：「
十
方
莊
嚴
清
淨
的
國
土
，
只
有
童
子
身
化
生
，
沒
有
女
人
之
身
，
而
韋
提
希
夫
人
，
因
為

兒
子
作
惡
忤
逆
，
而
起
心
厭
離
五
濁
惡
世
，
即
得
親
見
阿
彌
陀
佛
，
受
記
往
生
。
又
《
法
華
經
》

中
，
說
明
受
持
《
法
華
經
》
的
利
益
，
特
別
授
記
女
人
往
生
極
樂
世
界
。
由
此
可
知
娑
婆
世
界
的

女
人
，
與
西
方
淨
土
，
有
大
因
緣
。
自
從
淨
土
宗
盛
行
以
來
，
婦
女
諸
賢
，
往
往
能
專
志
懇
切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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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
土
法
門
，
因
而
一
生
取
辦
了
生
脫
死
。
那
些
現
有
丈
夫
相
的
男
人
，
看
見
此
事
蹟
能
不
感
到
慚

愧
嗎
？
」 

 

補
充
三
：「
極
樂
世
界
一
天
能
供
養
十
萬
億
佛
，
利
益
巨
大
」 

 
 

眾
生
在
極
樂
世
界
的
成
長
速
度
是
整
個
虛
空
法
界
裡
首
屈
一
指
的
。
在
法
藏
比
丘
准
備
籌
劃

建
設
極
樂
世
界
前
，
在
世
自
在
王
如
來
處
受
佛
加
持
遍
覽2

1
0

億
個
佛
國
淨
土
，
博
采
眾
多
佛
國

的
優
點
於
一
身
，
最
後
成
就
了
這
不
可
思
議
的
極
樂
世
界
。 

 
 

在
法
藏
比
丘
的
願
裡
，
所
攝
佛
國
殊
妙
第
一
，
十
方
國
土
如
來
共
同
稱
贊
極
樂
殊
勝
，
這
不

是
吹
牛
，
而
是
真
的
把
最
好
最
妙
的
都
用
在
極
樂
世
界
裡
，
才
能
成
就
這
些
不
可
思
議
的
功
德
。

在
本
經
文
裡
第
一
展
現
的
巨
大
不
可
思
議
就
是
這
個—

—

供
養
他
方
十
萬
億
佛
，
這
一
句
經
文
描

述
的
內
容
，
真
正
成
就
了
無
量
無
邊
大
菩
薩
、
成
就
了
無
量
無
數
恆
河
沙
那
麼
多
的
一
生
補
處
的

妙
覺
菩
薩
。 

 
 

當
我
們
自
我
安
慰
地
說
在
娑
婆
修
行
很
快
，
其
實
這
個
所
謂
快
是
佛
陀
安
慰
我
們
，
在
五
濁

世
界
裡
，
種
種
境
遇
都
是
逆
流
，
都
在
反
向
打
壓
，
真
正
的
增
上
緣
是
少
之
又
少
的
，
在
這
樣
的

娑
婆
世
界
修
行
是
很
難
有
所
成
就
的
。 

 
 

再
論
法
門
好
了
，
法
門
與
法
門
間
對
比
，
能
契
合
你
根
基
的
法
門
就
會
成
就
更
快
、
成
就
更

多
、
成
就
更
容
易
。
但
是
我
們
沒
有
法
眼
，
無
法
撿
擇
法
門
的
優
劣(

契
合
程
度)

，
祖
師
大
德
幫
我

們
把
關
，
替
我
們
選
擇
了
淨
土
，
這
不
是
祖
師
有
分
別
，
而
是
我
們
根
性
如
此
。 

 
 

而
在
極
樂
世
界
，
每
一
天
都
能
遇
到
十
萬
億
尊
佛
，
不
僅
遇
到
，
還
可
以
供
養
，
這
個
利
益

就
甚
大
了
。
首
先
說
，
十
萬
億
佛
，
這
個
基
數
是
極
其
龐
大
的
，《
金
剛
經
》
裡
佛
陀
提
到
自
己
過

去
供
養
八
百
四
千
萬
億
那
由
他
諸
佛
，
釋
尊
都
供
養
承
事
過
，
各
位
想
一
想
這
個
數
量
是
何
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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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
大
？
但
是
在
極
樂
一
天
就
可
以
供
養
十
萬
億
，
釋
迦
佛
勤
苦
修
行
無
量
無
邊
恆
河
沙
阿
僧
祈

劫
，
遇
到
的
全
部
的
佛
，
在
極
樂
可
以
非
常
快
速
完
成
供
養
。 

 
 

第
一
種
供
養
佛
陀
的
方
法—

—

兜
花
供
佛 

 
 

於
是
但
凡
任
何
一
個
對
成
就
佛
果
有
期
許
的
眾
生
，
沒
有
一
個
不
希
望
自
己
能
往
生
極
樂
，

並
能
如
此
迅
猛
大
力
地
供
養
無
量
無
邊
諸
佛
，
這
還
不
僅
僅
如
此
，《
無
量
壽
經
》
的
四
十
八
願
中

提
到
三
種
供
養
，
第
一
個
就
是
每
天
供
養
十
萬
億
佛
，
隨
後
的
兩
種
供
養
就
更
加
殊
勝
。 

 
 

每
天
早
晨
兜
著
花
供
養
佛
陀
的
事
情
，
是
入
極
樂
世
界
的
菩
薩
們
用
的
方
法
，
他
們
用
的
是

神
通
，
就
是
說
在
極
樂
世
界
的
菩
薩
們
能
力
來
說
，
能
供
養
十
萬
億
佛
，
而
且
是
一
個
上
午
就
完

成
，
這
是
其
他
世
界
的
菩
薩
們
未
必
有
這
個
機
緣
，
但
是
在
極
樂
卻
可
以
輕
鬆
完
成
，
就
是
因
為

有
阿
彌
陀
佛
慈
悲
加
持
為
基
礎
。
就
像
牛
車
、
自
行
車
、
摩
托
車
、
火
車
、
快
鐵
、
飛
機
、
超
音

速
飛
機
，
這
些
都
是
交
通
工
具
，
能
承
載
多
少
人
先
且
不
提
，
就
速
度
而
言
已
經
相
差
遙
遠
了
。 

 
 

第
二
種
供
養
佛
陀
的
方
法—

—

定
中
供
佛 

 
 

到
了
吃
飯
的
時
候
，
他
們
又
回
來
吃
飯
或
者
修
行
，
這
些
回
來
還
需
要
吃
飯
的
極
樂
眾
生
，

就
是
極
樂
中
數
量
最
多
的
凡
夫
們
。
佛
陀
提
倡
日
中
一
食
，
所
以
返
回
極
樂
吃
的
也
是
中
午
飯
，

而
不
是
早
晨
飯
，
在
所
有
吃
飯
的
手
段
裡
總
有
四
類
：
一
是
段
食
，
如
人
類
、
動
物
，
吃
一
個
東

西
要
嚼
碎
吞
咽
。
二
是
觸
食
，
如
鬼
眾
、
天
人
，
他
們
吃
東
西
就
是
接
觸
一
下
，
吸
食
能
量
就
可

以
了
，
不
需
要
去
咬
去
嚼
。
三
是
禅
樂
為
食
，
這
是
色
界
天
以
上
的
天
人
們
用
的
方
法
，
在
打
坐

中
，
依
靠
打
坐
吸
收
的
能
量
作
為
食
物
。
四
是
法
喜
為
食
，
這
就
是
學
佛
獲
得
法
喜
，
能
量
自
然

盈
滿
，
不
需
要
再
吃
東
西
，
也
不
需
要
其
他
手
段
。
這
四
種
吃
飯
的
方
法
，
把
在
極
樂
還
需
要
吃

飯
的
這
些
眾
生
的
狀
態
很
清
晰
地
告
訴
給
我
們
了
，
他
們
還
沒
有
達
到
禅
樂
為
食
。
到
了
禅
樂
這

個
階
段
就
形
成
了
極
樂
世
界
眾
生
第
二
種
供
養
佛
陀
的
方
法—

—

定
中
供
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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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中
供
佛
就
不
需
要
靠
神
通
去
跑
，
依
靠
神
通
畢
竟
是
有
限
的
，
而
在
定
中
激
發
出
的
潛
能

更
廣
大
，
在
定
中
去
做
供
佛
，
可
以
很
輕
松
一
瞬
間
就
完
畢
了
，
如
果
一
瞬
間
能
供
養
十
萬
億
尊

佛
，
那
麼
自
然
就
可
以
用
一
個
上
午
的
時
間
供
養
十
萬
億
的N

倍
之
多
的
佛
陀
，
大
家
思
維
一
下

這
第
二
種
供
佛
的
效
率
，
再
拿
釋
迦
佛
八
百
四
千
萬
億
那
由
他
諸
佛
的
數
字
來
說
，
就
更
容
易
接

近
完
成
，
或
者
幾
日
之
功
，
就
會
完
成
比
八
百
四
千
萬
億
那
由
他
還
要
多
。
各
位
要
曉
得
釋
迦
佛

供
養
的
諸
佛
，
這
是
累
劫
以
來
不
斷
努
力
才
做
出
來
的
浩
大
的
工
程
，
而
在
極
樂
世
界
，
若
能
前

進
進
入
到
菩
薩
位
，
只
需
幾
日
之
功
便
完
全
可
以
超
越
這
個
浩
大
數
字
。 

 
 

這
個
事
情
如
果
我
們
知
道
了
，
必
定
咂
舌
驚
歎
，
這
是
無
量
菩
薩
們
都
不
敢
想
像
、
不
敢
相

信
的
事
情
，
所
以
文
殊
、
普
賢
菩
薩
，
這
是
諸
佛
之
師
的
大
菩
薩
，
都
發
願
去
極
樂
世
界
，
不
是

被
騙
去
的
，
而
是
在
極
樂
的
強
大
加
持
下
，
佛
果
易
成
、
菩
提
易
滿
、
眾
生
易
度
、
法
門
易
學
。

有
多
容
易
！
拿
剛
剛
的
兩
個
供
佛
數
字
對
比
，
我
們
就
知
道
這
個
容
易
程
度
，
這
個
成
就
速
度
，

實
在
和
過
去
的
老
路
子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了
，
這
還
只
是
第
二
種
供
佛
方
式
。 

 
 

 

第
三
供
佛
方
式—

—

定
中
供
佛
不
失
定
意 

 
 

若
繼
續
向
上
，
到
了
菩
薩
摩
訶
薩
以
上
，
也
就
是
初
地
菩
薩
以
上
，
智
慧
圓
滿
了
，
他
們
在

極
樂
世
界
用
的
供
佛
就
是—

—

「
定
中
供
佛
不
失
定
意
」，
不
失
定
意
地
去
供
養
諸
佛
，
這
是
「
住

定
供
佛
願
」
阿
彌
陀
佛
四
十
八
願
中
之
第
四
十
二
願
，
使
他
方
國
土
菩
薩
眾
皆
住
於
三
昧
得
供
養

十
方
諸
佛
之
願
也
。
無
量
壽
經
上
曰
：「
設
我
得
佛
，
他
方
國
土
諸
菩
薩
眾
聞
我
名
字
，
皆
悉
逮
得

清
淨
解
脫
三
昧
，
住
是
三
昧
，
一
發
意
頃
供
養
無
量
不
可
思
議
諸
佛
世
尊
而
不
失
定
意
，
若
不
爾
者
，

不
取
正
覺
。
」
定
中
得
供
佛
，
是
定
散
並
行
也
。 

 
 

這
些
大
菩
薩
們
聽
到
阿
彌
陀
佛
名
號
，
皆
悉
得
清
淨
解
脫
三
昧
，
在
禅
定
的
境
界
中
動
一
念
，

就
已
經
把
所
有
過
去
、
現
在
、
未
來
佛
，
都
已
經
供
養
完
畢
了
。
於
是
在
極
樂
世
界
成
就
摩
诃
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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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
薩
，
他
們
進
入
禅
定
一
瞬
間
，
達
到
的
供
佛
效
果
已
經
比
釋
迦
佛
累
劫
修
持
加
一
起
的
多
出
無

量
無
邊
倍
了
，
這
個
速
度
釋
迦
佛
曉
得
，
十
方
三
世
一
切
佛
曉
得
，
如
何
不
去
贊
歎
極
樂
的
殊
勝

不
可
思
議
？
這
些
不
可
思
議
全
是
承
蒙
阿
彌
陀
佛
加
持
攝
受
。 

 
 

諸
佛
異
口
同
聲
贊
歎
不
已
，
諸
大
菩
薩
皆
以
往
生
極
樂
世
界
為
本
事 

 
 

所
以
各
位
想
一
想
，
到
極
樂
了
，
還
是
需
要
每
個
眾
生
自
己
努
力
，
但
是
在
這
樣
的
整
體
速

度
中
，
你
想
慢
也
慢
不
下
來
。
釋
迦
佛
是
經
歷
了
三
個
大
的
阿
僧
祈
劫
修
福
慧
，
用
了
一
百
大
劫

的
時
間
修
十
善
業
道
，
修
自
己
的
相
好
。
在
極
樂
世
界
，
這
速
度
可
以
很
快
完
成
，
不
需
要
多
久
，

但
在
極
樂
卻
壽
命
無
量
，
也
就
相
當
於
，
你
要
修
相
好
，
還
是
福
慧
，
在
極
樂
世
界
比
其
他
世
界

都
要
快
出N

倍
之
多
，
這
樣
的
一
個
世
界
，
諸
佛
異
口
同
聲
贊
歎
不
已
，
諸
大
菩
薩
皆
以
往
生
極

樂
世
界
為
本
事
。 

 
 

什
麼
是
大
菩
薩
的
本
事
？
就
是
廣
修
一
切
法
門
，
以
做
成
佛
資
糧
：
廣
結
一
切
善
緣
，
以
做

度
眾
生
之
機
緣
。
廣
聞
一
切
法
，
廣
見
一
切
佛
，
廣
供
一
切
諸
佛
，
廣
歷
一
切
佛
國
淨
土
，
廣
入

一
切
甚
深
禅
定
，
廣
得
一
切
三
昧
陀
羅
尼
門
，
廣
獲
一
切
種
智
、
根
本
智
、
後
得
智
，
這
是
大
菩

薩
的
本
事
，
是
做
為
大
菩
薩
必
須
要
去
做
的
分
內
之
事
，
那
麼
如
上
這
些
，
在
任
何
一
個
佛
國
要

去
實
現
都
是
很
辛
苦
的
，
在
極
樂
世
界
卻
輕
松
容
易
。 

 
 

最
容
易
的
就
是
這
供
養
他
方
十
萬
億
佛
了
，
在
這
一
個
基
本
的
手
段
裡
，
如
上
的
種
種
全
部

都
可
以
涉
獵
到
，
而
且
還
可
以
進
入
到
更
不
可
思
議
的
學
習
體
驗
中
去
，
這
是
極
樂
世
界
為
什
麼

超
出
一
切
佛
國
的
原
因
。
不
是
自
然
風
光
多
美
好
，
而
是
眾
生
成
就
為
基
本
，
極
樂
的
一
切
看
得

到
、
聽
得
到
、
接
觸
得
到
的
全
部
內
容
，
完
全
都
是
為
這
一
個
基
本
服
務
，
你
只
要
肯
去
，
能
去

得
了
，
就
會
迅
速
成
就
你
。 

 
 

這
個
道
理
若
各
位
懂
得
了
，
你
若
有
一
個
菩
提
之
心
、
你
若
真
有
四
宏
誓
願
的
心
、
你
若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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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救
度
眾
生
、
你
若
真
想
救
度
親
人
眷
屬
，
最
佳
的
手
段
就
是
往
生
極
樂
世
界
，
所
以
這
個
法
門

超
出
一
切
傳
統
法
門
，
不
僅
是
因
為
二
力
法
門
，
更
主
要
的
是
我
們
只
要
往
生
極
樂
，
就
站
在
阿

彌
陀
佛
巨
人
的
肩
膀
上
，
就
已
經
是
遍
歷2

1
0

億
佛
國
淨
土
的
鑒
賞
水
平
，
不
怕
不
能
成
就
，
就

是
怕
我
們
去
不
了
，
極
樂
世
界
再
好
就
跟
我
們
無
緣
了
。 

 

心
得
：
今
天
學
到
了
什
麼
？
如
何
應
用
在
日
常
生
活
上
？ 

下
次
進
度
：
第
十
八 

講  

「
經
文
說
明
」 

上
課
日
期
：1

0

月4

日 (

星
期
四
） 

阿
彌
陀
佛
！ 

◎
三
皈
依
文
◎  

「
自
皈
依
佛
，
當
願
眾
生
，
體
解
大
道
，
發
無
上
心 

。 

自
皈
依
法
，
當
願
眾
生
，
深
入
經
藏
，
智
慧
如
海 

。 

自
皈
依
僧
，
當
願
眾
生
，
統
理
大
眾
，
一
切
無
礙
。
」 

◎
懺
悔
業
障
◎ 

 
 

「
往
昔
所
造
諸
惡
業
，
皆
由
無
始
貪
瞋
癡
， 

從
身
語
意
之
所
生
，
一
切
我
今
皆
懺
悔
。 

罪
從
心
起
將
心
懺
，
心
若
滅
時
罪
亦
亡
， 

心
滅
罪
亡
兩
俱
空
，
是
則
名
為
真
懺
悔
。
」 

◎
淨
土
迴
向
發
願
文
◎ 

「
一
心
皈
命
，
極
樂
世
界
，
阿
彌
陀
佛
。 

願
以
淨
光
照
我
，
慈
誓
攝
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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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今
正
念
，
稱
如
來
名
，
為
菩
提
道
，
求
生
淨
土
。 

佛
昔
本
誓
，
若
有
眾
生
，
欲
生
我
國
，
志
心
信
樂
，
乃
至
十
念
，
若
不
生
者
，
不
取
正
覺
。 

以
此
念
佛
因
緣
，
得
入
如
來
大
誓
海
中
。 

承
佛
慈
力
，
眾
罪
消
滅
，
善
根
增
長
。 

若
臨
命
終
，
自
知
時
至
，
身
無
病
苦
， 

心
不
貪
戀
，
意
不
顛
倒
，
如
入
禪
定
。 

佛
及
聖
眾
，
手
執
金
台
，
來
迎
接
我
，
於
一
念
頃
，
生
極
樂
國
。 

花
開
見
佛
，
即
聞
佛
乘
，
頓
開
佛
慧
，
廣
度
眾
生
，
滿
菩
提
願
。 

十
方
三
世
一
切
佛
！
一
切
菩
薩
摩
訶
薩
！
摩
訶
般
若
波
羅
密
！
」 

◎
普
皆
迴
向
偈
◎ 

「
聽
經
功
德
殊
勝
行
，
無
邊
勝
福
皆
迴
向
， 

普
願
沉
溺
諸
眾
生
，
速
往
無
量
光
佛
剎
。 

十
方
三
世
一
切
佛
，
一
切
菩
薩
摩
訶
薩
， 

 
 

摩
訶
般
若
波
羅
蜜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