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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剛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導
讀
︾ 

補
充
講
表 

◎
附
表
二
： 

○
金
剛
般
若
大
旨
，「
應
無
所
住
而
生
其
心
」
一
語
，
足
以
蔽
之
。
以
下
糅
合
︽
金
剛
經
講
義
︾ 

◆
應
無
所
住
而
生
其
心
一
語
，
為
開
經
後
所
說
空
有
不
著
義
之
結
穴
也
。
何
以
故
？
空
有
二
邊
不
著
，

必
須
止
觀
並
運
故
。
蓋
無
所
住
，
則
心
空
而
寂
，
此
之
謂
止
；
生
其
心
，
則
心
朗
而
照
，
此
之
謂
觀
。

即
宗
下
所
謂
惺
惺
寂
寂
，
寂
寂
惺
惺
。
如
此
，
則
定
慧
平
等
，
方
與
如
實
空
如
實
不
空
之
本
性
相
應
，

︵
換
言
之
，
定
慧
平
等
，
乃
能
空
有
不
著
。
空
有
不
著
，
乃
非
空
非
有
之
意
。
︶
乃
能
證
得
寂
照
同

時
之
妙
果
。
佛
菩
薩
證
此
妙
果
，
所
以
徧
界
分
身
而
未
嘗
來
往
，
不
作
心
意
而
妙
應
無
方
也
。
此
種

大
用
，
實
由
修
因
時
，
止
觀
雙
運
，
空
有
不
著
來
。
故
發
菩
提
心
者
，
應
無
所
住
而
生
其
心
也
。 

◆
「
應
」
字
要
緊
，
謂
必
須
如
此
，
乃
得
與
本
性
相
應
，
與
妙
果
相
應
。 

◆
菩
提
心
、
無
所
住
心    

真
心
也
。
住
塵
生
心    

妄
心
也
。 



2 
 

應
無
所
住
：
即
不
住
有
︵
因
緣
所
生
法
︶
，
非
有    

空
觀
。 

                                                     

非
空
非
有
，
空
有
同
時    

而
生
其
心
：
即
不
住
空
︵
空
：
涅
槃
也
︶
，
非
空    

假
觀
。   

︵
中
道
第
一
義
諦
觀
︶ 

○
而
生
心
二
字
，
尤
為
下
手
工
夫
：
約
第
六
識
、
第
八
識
︵
信
解
︶
︵
行
︶     

︵
證
︶                        

◆
第
六
識
作
用
：
︽
大
乘
止
觀
法
門
︾
云
：「
由
意
識
能
知
名
義
，
能
滅
境
界
，
能
薰
本
識
，
令
惑
滅
解 

                                   

成
，
故
須
意
識
也
。
」 

※
︽
大
乘
止
觀
述
記
︾
云
：「
意
識
能
知
法
皆
心
作
，
似
有
無
實
名
義
；
能
滅
自
心
紛
動
境
界
；
能
念

念
薰
，
令
本
識
︵
第
八
識
︶
中
淨
性
顯
用
。
具
此
三
能
，
乃
令
虛
妄
之
惑
障

︵
三
障
︶
漸
滅
，
智
慧
之
解
性
︵
悟
證
︶
成
就
。
故
須
意
識
修
行
止
觀
也
。
」 

※
︽
成
唯
識
論
觀
心
法
要
︾
卷
四
云
：
「
由
第
七
識
妄
起
我
癡
、
我
見
、
我
慢
、
我
愛
，
遂
使
五
度
諸 

行
，
不
能
忘
相
，
咸
成
有
漏
，
故
名
雜
染
。
若
欲
出
輪
迴
，
必
先
勤
觀
無
我
。
然
此
第
七 

識
之
俱
生
我
執
，
細
故
難
斷
。
必
先
用
第
六
識
，
與
相
應
之
正
慧
心
所
，
依
於
大
乘
教
理
， 

           

如
實
觀
察
，
俾
無
我
正
解
種
子
，
漸
熏
漸
著
，
至
成
熟
位
，
方
得
無
漏
實
智
現
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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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
乘
止
觀
述
記
︾
云
：「
若
不
先
假
意
識
之
能
，
尋
名
知
義
，
依
義
起
修
，
觀
知
境
虛
，
以
為
對 

治
方
便
者
；
自
性
寂
照
之
用
，
何
由
可
得
乎
？
」 

◆
第
八
識
作
用
：
︽
八
識
規
矩
頌
︾
云
：「
受
熏
持
種
根
身
器
，
去
後
來
先
作
主
公
。
」 

△
第
八
識
之
特
性
：「
恒
轉
如
暴
流
」 

「
恒
」：
謂
此
識
無
始
以
來
，
一
類
相
續
，
常
無
間
斷
。  

表
俗
諦…

非
斷 

                                                              

中
道      

「
轉
」：
謂
此
識
無
始
以
來
，
念
念
生
滅
，
前
後
變
異
。  

表
真
諦…

非
常 

△
第
六
識
與
第
八
識
相
互
關
係
：
辨
明
第
六
識
迷
悟
之
作
用 

※
︽
觀
普
賢
菩
薩
行
法
經
︾
云
：「
一
切
業
障
海
，
皆
由
妄
想
生
。
」
︵
一
念
迷
，
生
死
浩
然
︶ 

※
︽
佛
說
觀
無
量
壽
佛
經
︾
云
：「
諸
佛
正
徧
知
海
，
從
心
想
生
。
」
︵
一
念
悟
，
輪
迴
頓
息
︶ 

        

迷
︵
背
覺
合
塵
︶
：
眾
生
知
見
︵
生
死
浩
然
︶
，
喻
水
結
成
冰 

◆
一
念 

：
第
六
識                                      

      

水
、
冰
之
濕
性
無
增
減 

        

悟
︵
背
塵
合
覺
︶
：
佛
知
見  

︵
輪
迴
頓
息
︶
，
喻
冰
溶
為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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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第
三
觀…

先
修
空
觀
，
次
修
假
觀
，
後
修
中
觀
。 

＊
龍
樹
菩
薩
於
︽
中
觀
論
︾
云
：「
因
緣
所
生
法
，
我
說
即
是
空
，
亦
為
是
假
名
，
亦
是
中
道
義
。
」 

＊
空
觀
：
緣
生
無
性
，
觀
真
諦
理
。
特
性
：
無
真
實
性
，
有
變
異
性
，
無
自
主
性
。
從
假
入
空
，
不
住

有
。  

緣
生
：
緣
含
攝
因
之
故
，
緣
生
即
因
緣
所
生
法
，
所
謂
一
切
法
本
來
無
生
，
但
由
因
緣
聚
會
，
而
顯

現
諸
法
。
即
一
切
法
乃
為
因
緣
和
合
而
顯
現
之
假
相
，
如
幻
如
化
，
如
鏡
中
像
，
如
水
中
月
。 

無
性
：
以
性
︵
自
性
︶
乃
本
具
，
更
三
世
而
不
易
，
不
是
由
因
緣
聚
會
而
生
的
。
故
無
性
是
說
明
因

緣
所
生
法
，
但
有
相
而
無
性
也
。 

※
︽
中
觀
論
︾
觀
四
諦
品
云
：「
未
曾
有
一
法
，
不
從
因
緣
生
，
是
故
一
切
法
，
無
不
是
空
者
。
」 

＊
假
觀
：
無
性
緣
生
，
觀
俗
諦
理
，
十
界
染
淨
緣
起
。
從
空
入
假
，
不
住
空
。 

※
︽
中
觀
論
︾
觀
四
諦
品
云
：「
以
有
空
義
故
，
一
切
法
得
成
，
若
無
空
義
者
，
一
切
則
不
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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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觀
：
不
著
有
不
著
空
，
觀
中
諦
理
。
以
空
、
假
二
觀
為
方
便
，
入
中
道
第
一
義
諦
觀
。 

※
︽
大
乘
起
信
論
︾
云
：「
若
行
若
住
，
若
臥
若
起
，
皆
應
止
觀
俱
行
。
所
謂
雖
念
諸
法
，
自
性
不
生

︵
空
觀
︶
；
而
復
即
念
因
緣
和
合
，
善
惡
之
業
，
苦
樂
等
報
，
不
失
不
壞
︵
假 

＊
遮
詮
表
詮 

遮
詮
：
即
從
反
面
作
否
定
之
表
述
，
排
除
對
象
不
具
有
之
屬
性
，
以
詮
釋
事
物
之
義
者
。
如
真
如

自
性
否
定
的
詮
顯
，
叫
非
一
非
異
，
不
生
不
滅
等
。 

表
詮
：
乃
從
正
面
作
肯
定
之
表
述
，
以
顯
示
事
物
自
身
之
屬
性
而
論
釋
其
義
者
。
如
真
如
自
性
肯

定
的
詮
顯
，
叫
實
相
、
法
身
等
。 

○
故
余
嘗
謂
此
經
「
以
實
相
為
體
，
觀
照
為
宗
，
文
字
為
用
」。
△
為
何
要
辨
體
或
顯
體
呢
？ 

△
天
台
宗
五
重
玄
義
中
的
辨
體
︵
顯
體
︶，
有
何
含
義
呢
？ 

︵
以
下
糅
合
懺
雲
老
和
尚
的
開
示
︶ 

◆
其
實
大
乘
經
典
都
以
實
相
為
體
，
如
︽
楞
嚴
經
︾
以
如
來
藏
妙
真
如
性
為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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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的
：
要
顯
示
「
依
體
起
用
」
的
含
義
。︵
以
下
糅
合
懺
雲
老
和
尚
的
開
示
︶ 

◆
解
釋
︽
楞
嚴
經
︾
的
祖
師
，
以
什
麼
體
來
解
釋
，
我
們
依
什
麼
來
拜
佛
、
念
佛
，
乃
至
研
究
︽
楞
嚴

經
︾，
都
依
這
個
體
起
用
，
如
觀
音
菩
薩
、
大
勢
至
菩
薩
，
也
是
依
體
起
用
，
在
阿
彌
陀
佛
的
兩
邊
，

度
化
眾
生
，
因
此
顯
體
很
重
要
。
又
例
如
我
們
要
是
處
事
為
人
，
能
夠
依
止
清
淨
本
然
，
不
生
不
滅
，

不
增
不
減
的
這
個
體
起
用
，
那
都
是
慈
悲
喜
捨
，
常
樂
我
淨
，
自
利
利
他
的
。 

◆
實
相
：
本
體
乃
是
真
實
相
，
其
他
都
是
虛
幻
相
，
生
滅
變
化
。
從
歷
史
變
化
到
現
在
，
每
天
不
斷
地 

  

變
化
，
雖
然
宇
宙
大
千
，
以
至
於
人
心
，
種
種
的
變
化
，
但
是
人
心
中
的
「
實
相
本
體
」，
是
不
變 

的
。
約
理
智
而
言
，
乃
是
清
淨
法
身
佛
。
約
環
境
而
言
，
是
為
常
寂
光
淨
土
。 

※
︽
阿
彌
陀
經
要
解
︾
云
：「
宗
是
修
行
要
徑
，
會
體
樞
機
，
而
萬
行
之
綱
領
也
。…

故
體
後
，
應
須
辨 

                      
 

宗
。
」
●
要
知
修
德
有
功
，
性
德
方
顯
，
故
顯
體
之
後
，
須
明
宗
。 

◆
體
指
法
身
；
宗
指
般
若
；
用
指
解
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