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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人
婵
娟
，
典
雅
华
丽

—
—

褚
遂
良
及
其
《
雁
塔
圣
教
序
》

褚
遂
良
（596—

658

）
，
字
登
善
，
隋
文
帝
开
皇
十
六
年
（596

）
生
于
长
安
。
其
先
祖
世
居
阳
翟
（
今
河
南
禹
州
）
，
自
十
二
世
祖
晋
安
东
将
军
扬
州
都
督
褚
砦
随
晋
元

帝
渡
江
，
始
迁
居
丹
阳
（
今
安
徽
当
涂
）
，
其
后
一
支
移
居
杭
州
钱
塘
（
今
浙
江
杭
州
）
，
所
以
褚
遂
良
籍
贯
为
杭
州
钱
塘
。
但
唐
代
文
士
大
都
沿
袭
六
朝
旧
习
，
常
常
以
郡
望

称
之
，
所
以
褚
遂
良
郡
望
则
为
『
阳
翟
褚
氏
』
。 

唐
高
宗
时
，
褚
遂
良
被
封
为
河
南
县
公
，
故
世
称
『
褚
河
南
』
。   

褚
遂
良
出
身
于
名
门
贵
族
，
其
父
褚
亮
（560—

647

）
是
南
朝
陈
秘
书
监
褚
玠
之
子
，
官
至
尚
书
殿
中
侍
郎
。
陈
亡
，
褚
亮
入
隋
，
与
虞
世
南
一
起
以
文
学
受
知
于
晋
王

杨
广
，
召
为
东
宫
学
士
。
隋
大
业
七
年
（611

）
任
太
常
博
士
，
与
欧
阳
询
共
掌
朝
廷
礼
仪
制
度
，
并
奉
诏
参
修
《
魏
书
》
，
后
官
至
黄
门
侍
郎
。
隋
亡
，
李
渊
建
立
唐
朝
，
褚

亮
、
褚
遂
良
父
子
被
收
服
在
秦
王
李
世
民
的
麾
下
，
褚
亮
任
王
府
文
学
侍
从
，
褚
遂
良
任
秦
王
府
铠
曹
参
军
。
李
世
民
即
位
后
的
贞
观
初
年
，
褚
遂
良
出
任
秘
书
省
秘
书
郎
，

贞
观
十
年
（636

）
迁
起
居
郎
。
贞
观
十
二
年
（638

）
，
大
书
法
家
虞
世
南
逝
世
，
唐
太
宗
（
李
世
民
）
叹
息
道
：
『
虞
世
南
死
，
无
与
论
书
者
！
』
魏
徵
适
时
地
把
褚
遂
良
推

荐
给
太
宗
。
太
宗
即
刻
命
他
为
『
侍
书
』
。
贞
观
十
五
年
（641

）
，
由
起
居
郎
迁
谏
议
大
夫
。
贞
观
十
七
年
（643

）
，
太
子
李
承
乾
以
谋
害
魏
王
李
泰
罪
被
废
。
褚
遂
良
与
长

孙
无
忌
说
服
太
宗
立
第
九
子
、
晋
王
李
治
为
太
子
。
贞
观
十
八
年
（644

）
，
褚
遂
良
任
黄
门
侍
郎
，
参
与
朝
政
。
贞
观
二
十
二
年
（648

）
，
褚
遂
良
被
提
升
为
中
书
令
。
贞
观

二
十
三
年
（649

）
，
唐
太
宗
驾
崩
，
唐
高
宗
李
治
即
位
，
褚
遂
良
被
封
为
河
南
县
开
国
公
。
永
徽
元
年
（650

）
，
升
为
河
南
郡
公
。
其
后
出
任
同
州
刺
史
。
三
年
后
，
高
宗
又

把
他
召
回
京
师
，
任
命
他
为
吏
部
尚
书
、
同
中
书
门
下
三
品
，
执
掌
宰
相
之
职
，
兼
任
太
子
宾
客
。
永
徽
四
年
（653

）
，
褚
遂
良
升
为
尚
书
右
仆
射
，
成
为
辅
佐
天
子
、
总
管

百
官
、
治
理
万
事
的
首
席
宰
相
。
永
徽
六
年
（655

）
，
高
宗
欲
废
王
皇
后
，
立
妃
嫔
武
昭
仪
（
武
则
天
）
为
皇
后
。
褚
遂
良
竭
力
反
对
废
立
，
触
怒
高
宗
，
遭
到
武
昭
仪
的
嫉

恨
。
武
昭
仪
立
为
皇
后
不
久
，
褚
遂
良
被
贬
为
潭
州
都
督
，
转
桂
州
（
今
广
西
桂
林
）
都
督
。
几
个
月
后
，
又
以
『
潜
谋
不
轨
』
之
罪
被
贬
为
爱
州
（
今
越
南
清
化
）
刺
史
。
显

庆
三
年
（658

）
死
于
任
所
。

褚
遂
良
的
学
书
历
程
大
致
可
分
为
前
后
两
个
时
期
，
其
转
换
的
时
间
约
三
十
年
。
前
期
大
约
从
他
入
唐
前
至
初
唐
。
褚
遂
良
这
一
时
期
的
书
风
，
总
体
倾
向
以
北
方
书
风

为
主
。
褚
遂
良
学
书
先
从
北
方
书
风
入
手
，
他
曾
向
史
陵
学
书
，
后
来
又
兼
学
欧
、
虞
。
从
褚
遂
良
早
期
作
品
看
，
其
结
体
有
不
少
方
面
似
欧
阳
询
，
用
笔
近
虞
世
南
，
并
时

而
流
露
出
带
有
汉
魏
隶
法
的
古
意
。
褚
遂
良
早
期
作
品
有
传
为
他34

岁
时
所
书
的
行
书
刻
帖
《
枯
树
赋
》
、
楷
书
碑
刻
《
伊
阙
佛
龛
碑
》
（46

岁
书
）
和
《
孟
法
师
碑
》
（47

岁

书
）
。
《
伊
阙
佛
龛
碑
》
是
褚
遂
良
现
存
可
靠
的
最
早
的
书
法
作
品
，
此
碑
字
大
逾
寸
，
在
楷
隶
之
间
，
方
整
宽
博
，
甚
为
工
巧
。

后
期
大
约
可
以
定
在
贞
观
二
十
年
（646

）
以
后
。
从
褚
遂
良
这
个
时
期
的
作
品
看
，
北
方
书
风
的
痕
迹
在
其
书
体
中
渐
次
淡
化
，
而
一
种
新
巧
的
融
合
南
北
书
风
的
书
体

正
在
逐
渐
形
成
。
其
书
风
逐
步
倾
向
于
圆
转
华
美
，
宽
博
疏
朗
，
用
笔
则
由
方
向
圆
过
渡
。
那
么
这
种
由
北
而
南
的
契
机
何
在
？
当
是
李
世
民
登
基
后
对
『
王
书
』
的
提
倡
。
据

《
唐
会
要
》
卷35

记
载
，
在
贞
观
六
年
（632

）
正
月
，
太
宗
下
令
整
理
内
府
所
藏
的
钟
繇
、
王
羲
之
等
人
的
书
法
真
迹
，
计1510

卷
。
此
时
，
褚
遂
良
已
经37

岁
，
参
与
了
这

次
整
理
活
动
。
众
多
王
羲
之
的
书
法
真
迹
，
使
他
大
开
眼
界
。
又
据
张
怀
瓘
《
二
王
等
书
录
》
、
张
彦
远
《
法
书
要
录
》
记
载
：
贞
观
十
三
年
（639
）
，
唐
太
宗
下
诏
用
高
价

收
购
王
羲
之
书
法
，
四
面
八
方
的
人
送
来
大
量
书
法
墨
迹
，
都
说
是
王
羲
之
真
迹
。
于
是
，
唐
太
宗
命
起
居
郎
褚
遂
良
、
校
书
郎
王
知
敬
等
人
，
在
玄
武
门
西
长
波
门
设
场
地
进

行
衡
量
选
择
，
辨
别
真
伪
。
大
约
在
贞
观
六
年
（632

）
至
十
三
年
（639

）
之
间
，
褚
遂
良
编
有
《
王
羲
之
书
目
》
正
书5

卷40

帖
、
行
书58

卷360

帖
。
他
在
衡
量
选
择
各
地
送

来
的
大
量
墨
迹
时
，
能
够
拿
出
内
府
中
珍
藏
的
王
羲
之
书
法
真
迹
进
行
比
较
。
因
此
，
再
也
没
有
人
敢
将
赝
品
送
来
邀
功
。
在
编
写
《
王
羲
之
书
目
》
和
鉴
别
王
羲
之
墨
迹
的
过

程
中
，
他
更
深
入
细
致
地
研
究
了
王
羲
之
书
法
，
这
对
他
以
后
书
风
的
形
成
起
到
了
非
常
关
键
的
作
用
。

褚
遂
良
书
法
风
格
的
成
熟
，
应
以57

岁
时
书
写
的
《
房
梁
公
碑
》
（
即
《
房
玄
龄
碑
》
）
为
标
志
。
而
最
能
体
现
和
代
表
褚
氏
风
格
的
书
法
作
品
，
是
他58

岁
时
所
书
的

《
雁
塔
圣
教
序
》
。
《
雁
塔
圣
教
序
》
， 

全
称
《
大
唐
三
藏
圣
教
序
》
，
亦
称
《
慈
恩
寺
圣
教
序
》
。
分
两
块
碑
石
书
刻
，
今
在
西
安
市
南
郊
慈
恩
寺
大
雁
塔
底
层
，
塔
门
之

东
、
西
龛
各
立
一
碑
。
西
龛
内
是
唐
太
宗
撰
《
大
唐
三
藏
圣
教
序
》
，
书
写
行
次
由
右
向
左
，
永
徽
四
年
（653

）
十
月
刻
，21

行
，
行42

字
；
东
龛
内
是
唐
高
宗
李
治
做
太
子

时
所
制
《
大
唐
皇
帝
述
三
藏
圣
教
序
记
》
，
同
年
十
二
月
刻
，
书
写
行
次
由
左
向
右
，20

行
，
行40

字
。
两
块
碑
石
均
为
褚
遂
良
书
，
万
文
韶
刻
字
。
文
中
叙
述
了
玄
奘
法
师
去

印
度
取
经
，
往
返
经
历17

年
，
回
长
安
后
翻
译
佛
教
三
藏
要
籍
的
情
况
。

关
于
《
雁
塔
圣
教
序
》
的
版
本
情
况
，
据
王
壮
弘
著
《
增
补
校
碑
随
笔
》
记
载
，
有
宋
拓
本
、
明
初
拓
本
、
明
中
叶
拓
本
、
清
初
拓
本
、
乾
隆
初
年
拓
本
、
乾
嘉
拓
本
、
道

光
拓
本
、
咸
同
间
拓
本
、
光
绪
间
拓
本
等
多
种
。
其
中
，
宋
拓
标
记
是
第15

行
『
波
涛
于
口
海
』
之
『
涛
』
字
清
晰
，
无
挖
凿
痕
；
第16

行
『
圣
教
缺
而
复
全
』
之
『
圣
』
字
完

好
；
明
初
拓
本
『
涛
』
字
下
『
口
』
部
似
挖
成
『
吕
』
状
，
『
圣
』
字
似
挖
成
『
望
』
状
。
明
中
叶
拓
本
的
标
记
是
第12

行
『
广
彼
前
闻
』
之
『
前
』
字
未
损
，
后
记
首
行
『
皇

帝
述
三
藏
』
之
『
藏
』
字
未
损
，
第3

行
『
寻
之
』
、
第4

行
『
纲
之
』
、
第10

行
『
昏
之
』
的
三
个
『
之
』
字
末
笔
上
无
凿
损
痕
。
本
书
以
上
海
书
画
出
版
社
影
印
明
中
叶
拓
本

《
雁
塔
圣
教
序
》
为
底
本
。
此
本
拓
墨
精
良
，
字
口
清
晰
，
当
属
佳
本
。

褚
遂
良
书
写
此
碑
时
，
已
从
早
年
那
种
稚
拙
方
整
的
气
息
中
摆
脱
出
来
，
形
成
了
美
女
婵
娟
、
典
雅
华
丽
的
风
格
。 

后
人
对
此
碑
赞
誉
甚
多
，
如
宋
董
逌
《
广
川
书
跋
》

云
：
『
褚
河
南
书
本
学
逸
少
，
而
能
自
成
家
法
。
然
疏
瘦
劲
练
，
又
似
西
汉
，
往
往
不
减
铜
筩
等
书
，
固
非
后
世
所
能
及
也
。
』 

明
王
砢
玉
《
珊
瑚
网
》
曰
：
『
婉
媚
遒
劲
，

波
拂
处
蜿
蜒
如
铁
线
。
』
明
盛
时
泰
《
苍
润
轩
碑
跋
》
云
：
『
褚
河
南
书
在
唐
人
中
极
为
富
艳
。
』
又
：
『
所
谓
瘦
金
书
者
，
此
其
权
舆
也
。
』

《
雁
塔
圣
教
序
》
的
主
要
成
就
在
于
创
造
了
一
套
全
新
的
楷
书
笔
法
和
结
体
。
其
用
笔
方
圆
兼
备
，
又
掺
入
隶
法
、
行
书
意
味
，
流
利
活
泼
，
风
采
动
人
。
其
中
的
横
、

竖
、
撇
、
捺
等
主
要
笔
画
，
往
往
一
笔
三
过
，
直
中
带
曲
，
字
里
行
间
，
犹
如
钢
丝
牵
绕
，
有
金
生
玉
润
般
的
立
体
感
。
其
结
体
方
正
开
张
，
中
宫
收
紧
，
四
方
散
开
，
于
紧
密

中
求
变
化
，
寓
飞
动
于
庄
严
之
中
，
舒
展
大
方
，
俯
仰
有
情
。
每
个
字
的
笔
画
与
结
体
相
适
应
，
笔
画
瘦
劲
之
中
见
腴
润
，
其
瘦
劲
轻
盈
的
笔
画
使
结
构
飞
动
起
来
，
如
云
在
空

中
飘
游
；
而
其
方
正
开
张
的
结
体
又
容
纳
和
发
挥
了
其
笔
画
的
流
动
之
势
。
全
篇
章
法
疏
朗
，
更
显
清
俊
飘
逸
，
瘦
劲
通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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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
雁
塔
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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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褚
遂
良
（596—

658

）
，
字
登
善
，
隋
文
帝
开
皇
十
六
年
（596

）
生
于
长
安
。
其
先
祖
世
居
阳
翟
（
今
河
南
禹
州
）
，
自
十
二
世
祖
晋
安
东
将
军
扬
州
都
督
褚
砦
随
晋
元

帝
渡
江
，
始
迁
居
丹
阳
（
今
安
徽
当
涂
）
，
其
后
一
支
移
居
杭
州
钱
塘
（
今
浙
江
杭
州
）
，
所
以
褚
遂
良
籍
贯
为
杭
州
钱
塘
。
但
唐
代
文
士
大
都
沿
袭
六
朝
旧
习
，
常
常
以
郡
望

称
之
，
所
以
褚
遂
良
郡
望
则
为
『
阳
翟
褚
氏
』
。 

唐
高
宗
时
，
褚
遂
良
被
封
为
河
南
县
公
，
故
世
称
『
褚
河
南
』
。   

褚
遂
良
出
身
于
名
门
贵
族
，
其
父
褚
亮
（560—

647

）
是
南
朝
陈
秘
书
监
褚
玠
之
子
，
官
至
尚
书
殿
中
侍
郎
。
陈
亡
，
褚
亮
入
隋
，
与
虞
世
南
一
起
以
文
学
受
知
于
晋
王

杨
广
，
召
为
东
宫
学
士
。
隋
大
业
七
年
（611

）
任
太
常
博
士
，
与
欧
阳
询
共
掌
朝
廷
礼
仪
制
度
，
并
奉
诏
参
修
《
魏
书
》
，
后
官
至
黄
门
侍
郎
。
隋
亡
，
李
渊
建
立
唐
朝
，
褚

亮
、
褚
遂
良
父
子
被
收
服
在
秦
王
李
世
民
的
麾
下
，
褚
亮
任
王
府
文
学
侍
从
，
褚
遂
良
任
秦
王
府
铠
曹
参
军
。
李
世
民
即
位
后
的
贞
观
初
年
，
褚
遂
良
出
任
秘
书
省
秘
书
郎
，

贞
观
十
年
（636

）
迁
起
居
郎
。
贞
观
十
二
年
（638

）
，
大
书
法
家
虞
世
南
逝
世
，
唐
太
宗
（
李
世
民
）
叹
息
道
：
『
虞
世
南
死
，
无
与
论
书
者
！
』
魏
徵
适
时
地
把
褚
遂
良
推

荐
给
太
宗
。
太
宗
即
刻
命
他
为
『
侍
书
』
。
贞
观
十
五
年
（641

）
，
由
起
居
郎
迁
谏
议
大
夫
。
贞
观
十
七
年
（643

）
，
太
子
李
承
乾
以
谋
害
魏
王
李
泰
罪
被
废
。
褚
遂
良
与
长

孙
无
忌
说
服
太
宗
立
第
九
子
、
晋
王
李
治
为
太
子
。
贞
观
十
八
年
（644

）
，
褚
遂
良
任
黄
门
侍
郎
，
参
与
朝
政
。
贞
观
二
十
二
年
（648

）
，
褚
遂
良
被
提
升
为
中
书
令
。
贞
观

二
十
三
年
（649

）
，
唐
太
宗
驾
崩
，
唐
高
宗
李
治
即
位
，
褚
遂
良
被
封
为
河
南
县
开
国
公
。
永
徽
元
年
（650

）
，
升
为
河
南
郡
公
。
其
后
出
任
同
州
刺
史
。
三
年
后
，
高
宗
又

把
他
召
回
京
师
，
任
命
他
为
吏
部
尚
书
、
同
中
书
门
下
三
品
，
执
掌
宰
相
之
职
，
兼
任
太
子
宾
客
。
永
徽
四
年
（653

）
，
褚
遂
良
升
为
尚
书
右
仆
射
，
成
为
辅
佐
天
子
、
总
管

百
官
、
治
理
万
事
的
首
席
宰
相
。
永
徽
六
年
（655

）
，
高
宗
欲
废
王
皇
后
，
立
妃
嫔
武
昭
仪
（
武
则
天
）
为
皇
后
。
褚
遂
良
竭
力
反
对
废
立
，
触
怒
高
宗
，
遭
到
武
昭
仪
的
嫉

恨
。
武
昭
仪
立
为
皇
后
不
久
，
褚
遂
良
被
贬
为
潭
州
都
督
，
转
桂
州
（
今
广
西
桂
林
）
都
督
。
几
个
月
后
，
又
以
『
潜
谋
不
轨
』
之
罪
被
贬
为
爱
州
（
今
越
南
清
化
）
刺
史
。
显

庆
三
年
（658

）
死
于
任
所
。

褚
遂
良
的
学
书
历
程
大
致
可
分
为
前
后
两
个
时
期
，
其
转
换
的
时
间
约
三
十
年
。
前
期
大
约
从
他
入
唐
前
至
初
唐
。
褚
遂
良
这
一
时
期
的
书
风
，
总
体
倾
向
以
北
方
书
风

为
主
。
褚
遂
良
学
书
先
从
北
方
书
风
入
手
，
他
曾
向
史
陵
学
书
，
后
来
又
兼
学
欧
、
虞
。
从
褚
遂
良
早
期
作
品
看
，
其
结
体
有
不
少
方
面
似
欧
阳
询
，
用
笔
近
虞
世
南
，
并
时

而
流
露
出
带
有
汉
魏
隶
法
的
古
意
。
褚
遂
良
早
期
作
品
有
传
为
他34

岁
时
所
书
的
行
书
刻
帖
《
枯
树
赋
》
、
楷
书
碑
刻
《
伊
阙
佛
龛
碑
》
（46

岁
书
）
和
《
孟
法
师
碑
》
（47

岁

书
）
。
《
伊
阙
佛
龛
碑
》
是
褚
遂
良
现
存
可
靠
的
最
早
的
书
法
作
品
，
此
碑
字
大
逾
寸
，
在
楷
隶
之
间
，
方
整
宽
博
，
甚
为
工
巧
。

后
期
大
约
可
以
定
在
贞
观
二
十
年
（646

）
以
后
。
从
褚
遂
良
这
个
时
期
的
作
品
看
，
北
方
书
风
的
痕
迹
在
其
书
体
中
渐
次
淡
化
，
而
一
种
新
巧
的
融
合
南
北
书
风
的
书
体

正
在
逐
渐
形
成
。
其
书
风
逐
步
倾
向
于
圆
转
华
美
，
宽
博
疏
朗
，
用
笔
则
由
方
向
圆
过
渡
。
那
么
这
种
由
北
而
南
的
契
机
何
在
？
当
是
李
世
民
登
基
后
对
『
王
书
』
的
提
倡
。
据

《
唐
会
要
》
卷35

记
载
，
在
贞
观
六
年
（632

）
正
月
，
太
宗
下
令
整
理
内
府
所
藏
的
钟
繇
、
王
羲
之
等
人
的
书
法
真
迹
，
计1510

卷
。
此
时
，
褚
遂
良
已
经37

岁
，
参
与
了
这

次
整
理
活
动
。
众
多
王
羲
之
的
书
法
真
迹
，
使
他
大
开
眼
界
。
又
据
张
怀
瓘
《
二
王
等
书
录
》
、
张
彦
远
《
法
书
要
录
》
记
载
：
贞
观
十
三
年
（639

）
，
唐
太
宗
下
诏
用
高
价

收
购
王
羲
之
书
法
，
四
面
八
方
的
人
送
来
大
量
书
法
墨
迹
，
都
说
是
王
羲
之
真
迹
。
于
是
，
唐
太
宗
命
起
居
郎
褚
遂
良
、
校
书
郎
王
知
敬
等
人
，
在
玄
武
门
西
长
波
门
设
场
地
进

行
衡
量
选
择
，
辨
别
真
伪
。
大
约
在
贞
观
六
年
（632

）
至
十
三
年
（639

）
之
间
，
褚
遂
良
编
有
《
王
羲
之
书
目
》
正
书5

卷40

帖
、
行
书58

卷360

帖
。
他
在
衡
量
选
择
各
地
送

来
的
大
量
墨
迹
时
，
能
够
拿
出
内
府
中
珍
藏
的
王
羲
之
书
法
真
迹
进
行
比
较
。
因
此
，
再
也
没
有
人
敢
将
赝
品
送
来
邀
功
。
在
编
写
《
王
羲
之
书
目
》
和
鉴
别
王
羲
之
墨
迹
的
过

程
中
，
他
更
深
入
细
致
地
研
究
了
王
羲
之
书
法
，
这
对
他
以
后
书
风
的
形
成
起
到
了
非
常
关
键
的
作
用
。

褚
遂
良
书
法
风
格
的
成
熟
，
应
以57

岁
时
书
写
的
《
房
梁
公
碑
》
（
即
《
房
玄
龄
碑
》
）
为
标
志
。
而
最
能
体
现
和
代
表
褚
氏
风
格
的
书
法
作
品
，
是
他58

岁
时
所
书
的

《
雁
塔
圣
教
序
》
。
《
雁
塔
圣
教
序
》
， 

全
称
《
大
唐
三
藏
圣
教
序
》
，
亦
称
《
慈
恩
寺
圣
教
序
》
。
分
两
块
碑
石
书
刻
，
今
在
西
安
市
南
郊
慈
恩
寺
大
雁
塔
底
层
，
塔
门
之

东
、
西
龛
各
立
一
碑
。
西
龛
内
是
唐
太
宗
撰
《
大
唐
三
藏
圣
教
序
》
，
书
写
行
次
由
右
向
左
，
永
徽
四
年
（653

）
十
月
刻
，21

行
，
行42

字
；
东
龛
内
是
唐
高
宗
李
治
做
太
子

时
所
制
《
大
唐
皇
帝
述
三
藏
圣
教
序
记
》
，
同
年
十
二
月
刻
，
书
写
行
次
由
左
向
右
，20

行
，
行40

字
。
两
块
碑
石
均
为
褚
遂
良
书
，
万
文
韶
刻
字
。
文
中
叙
述
了
玄
奘
法
师
去

印
度
取
经
，
往
返
经
历17

年
，
回
长
安
后
翻
译
佛
教
三
藏
要
籍
的
情
况
。

关
于
《
雁
塔
圣
教
序
》
的
版
本
情
况
，
据
王
壮
弘
著
《
增
补
校
碑
随
笔
》
记
载
，
有
宋
拓
本
、
明
初
拓
本
、
明
中
叶
拓
本
、
清
初
拓
本
、
乾
隆
初
年
拓
本
、
乾
嘉
拓
本
、
道

光
拓
本
、
咸
同
间
拓
本
、
光
绪
间
拓
本
等
多
种
。
其
中
，
宋
拓
标
记
是
第15

行
『
波
涛
于
口
海
』
之
『
涛
』
字
清
晰
，
无
挖
凿
痕
；
第16

行
『
圣
教
缺
而
复
全
』
之
『
圣
』
字
完

好
；
明
初
拓
本
『
涛
』
字
下
『
口
』
部
似
挖
成
『
吕
』
状
，
『
圣
』
字
似
挖
成
『
望
』
状
。
明
中
叶
拓
本
的
标
记
是
第12

行
『
广
彼
前
闻
』
之
『
前
』
字
未
损
，
后
记
首
行
『
皇

帝
述
三
藏
』
之
『
藏
』
字
未
损
，
第3

行
『
寻
之
』
、
第4

行
『
纲
之
』
、
第10

行
『
昏
之
』
的
三
个
『
之
』
字
末
笔
上
无
凿
损
痕
。
本
书
以
上
海
书
画
出
版
社
影
印
明
中
叶
拓
本

《
雁
塔
圣
教
序
》
为
底
本
。
此
本
拓
墨
精
良
，
字
口
清
晰
，
当
属
佳
本
。

褚
遂
良
书
写
此
碑
时
，
已
从
早
年
那
种
稚
拙
方
整
的
气
息
中
摆
脱
出
来
，
形
成
了
美
女
婵
娟
、
典
雅
华
丽
的
风
格
。 

后
人
对
此
碑
赞
誉
甚
多
，
如
宋
董
逌
《
广
川
书
跋
》

云
：
『
褚
河
南
书
本
学
逸
少
，
而
能
自
成
家
法
。
然
疏
瘦
劲
练
，
又
似
西
汉
，
往
往
不
减
铜
筩
等
书
，
固
非
后
世
所
能
及
也
。
』 

明
王
砢
玉
《
珊
瑚
网
》
曰
：
『
婉
媚
遒
劲
，

波
拂
处
蜿
蜒
如
铁
线
。
』
明
盛
时
泰
《
苍
润
轩
碑
跋
》
云
：
『
褚
河
南
书
在
唐
人
中
极
为
富
艳
。
』
又
：
『
所
谓
瘦
金
书
者
，
此
其
权
舆
也
。
』

《
雁
塔
圣
教
序
》
的
主
要
成
就
在
于
创
造
了
一
套
全
新
的
楷
书
笔
法
和
结
体
。
其
用
笔
方
圆
兼
备
，
又
掺
入
隶
法
、
行
书
意
味
，
流
利
活
泼
，
风
采
动
人
。
其
中
的
横
、

竖
、
撇
、
捺
等
主
要
笔
画
，
往
往
一
笔
三
过
，
直
中
带
曲
，
字
里
行
间
，
犹
如
钢
丝
牵
绕
，
有
金
生
玉
润
般
的
立
体
感
。
其
结
体
方
正
开
张
，
中
宫
收
紧
，
四
方
散
开
，
于
紧
密

中
求
变
化
，
寓
飞
动
于
庄
严
之
中
，
舒
展
大
方
，
俯
仰
有
情
。
每
个
字
的
笔
画
与
结
体
相
适
应
，
笔
画
瘦
劲
之
中
见
腴
润
，
其
瘦
劲
轻
盈
的
笔
画
使
结
构
飞
动
起
来
，
如
云
在
空

中
飘
游
；
而
其
方
正
开
张
的
结
体
又
容
纳
和
发
挥
了
其
笔
画
的
流
动
之
势
。
全
篇
章
法
疏
朗
，
更
显
清
俊
飘
逸
，
瘦
劲
通
神
。



1

历代书法名迹传真大观

临
写
《
雁
塔
圣
教
序
》
，
须
选
择
弹
性
好
的
狼
毫
或
兔
毫
笔
，
方
能
写
出
纤
细
遒
劲
、
婉
曲
多
姿
的
笔
画
特
点
。
同
时
要
仔
细
揣
摩
褚
遂
良
起
伏
往
来
、
变
化
多
端
的
用
笔

方
法
。
褚
遂
良
是
个
十
分
看
重
细
节
的
书
法
家
，
在
许
多
细
节
末
梢
上
都
运
用
了
匠
心
，
他
总
是
提
笔
而
行
，
凌
空
履
虚
，
指
腕
感
觉
微
弱
，
在
起
笔
时
略
微
多
了
一
点
逆
笔
，

然
后
引
回
，
扭
动
一
下
，
如
美
女
细
腰
，
再
轻
轻
收
笔
。
《
雁
塔
圣
教
序
》
中
，
笔
画
纤
细
而
俊
秀
，
即
使
是
复
杂
的
波
拂
转
折
，
也
是
一
丝
不
苟
，
无
丝
毫
遗
憾
；
弧
形
线
条

尤
其
多
，
即
使
是
短
线
条
，
也
有
一
咏
三
叹
的
情
调
。
弧
线
大
量
地
使
用
，
使
原
本
笔
直
、
坚
挺
的
基
本
笔
画
，
增
添
了
柔
和
与
窈
窕
，
有
不
胜
娇
羞
的
品
相
。
前
人
称
此
碑
如

美
女
婵
娟
，
颇
为
形
象
。

唐
代
楷
书
共
有
过
两
次
具
有
深
远
影
响
的
变
革
：
一
次
在
唐
初
稍
后
，
即
褚
遂
良
时
代
；
一
次
在
盛
、
中
唐
之
交
，
即
颜
真
卿
时
代
。
褚
遂
良
的
功
绩
，
在
于
他
能
敏
锐
地

察
觉
到
初
唐
书
坛
的
局
限
与
不
足
，
勇
于
革
故
，
以
趋
时
变
，
从
而
适
应
了
南
北
书
风
自
然
融
合
的
历
史
潮
流
。
初
唐
前
期
，
书
坛
基
本
上
是
欧
、
虞
书
体
一
统
天
下
的
局
面
。

这
种
深
刻
体
现
唐
代
书
风
典
则
、
法
式
的
书
体
，
对
后
世
产
生
了
深
远
而
又
积
极
的
影
响
。
然
而
从
书
法
史
的
进
程
看
，
欧
、
虞
书
体
基
本
上
未
能
脱
出
北
方
书
风
的
笼
罩
，
到

褚
遂
良
才
开
始
从
根
本
上
扭
转
这
种
局
面
。
在
初
唐
四
家
中
，
真
正
开
唐
楷
之
风
，
或
确
立
唐
楷
地
位
的
，
唯
褚
遂
良
而
已
。
这
一
点
古
今
已
有
共
识
。
清
毛
枝
凤
《
石
刻
书

法
源
流
考
》
云
：
『
自
褚
书
既
兴
，
有
唐
楷
书
，
不
能
出
其
范
围
。
显
庆
至
开
元
各
碑
志
，
习
褚
书
者
十
之
八
九
，
诸
拓
俱
在
。
可
复
案
。
』
清
王
澍
《
竹
云
题
跋
》
曰
：
『
褚

河
南
书
，
陶
铸
有
唐
一
代
，
稍
险
劲
则
为
薛
曜
，
稍
痛
快
则
为
颜
真
卿
，
稍
坚
卓
则
为
柳
公
权
，
稍
纤
媚
则
钟
绍
京
，
稍
腴
润
则
吕
向
，
稍
纵
逸
则
魏
栖
梧
，
步
趋
不
失
尺
寸
则

薛
稷
。
』
清
刘
熙
载
《
艺
概
》
评
曰
：
『
褚
河
南
书
为
唐
之
广
大
教
化
主
，
颜
平
原
得
其
筋
，
徐
季
海
之
流
得
其
肉
。
』
褚
遂
良
对
薛
曜
、
薛
稷
从
兄
弟
的
影
响
，
是
因
为
褚
遂

良
乃
薛
曜
的
舅
祖
。
薛
氏
兄
弟
之
于
褚
书
，
盖
为
家
学
，
且
时
人
有
誉
：
『
买
褚
得
薛
，
不
失
其
节
。
』
这
说
明
薛
氏
兄
弟
学
褚
像
褚
，
得
其
真
髓
。
薛
稷
的
代
表
作
是
《
信
行

禅
师
碑
》
，
其
楷
书
在
褚
书
基
础
上
更
加
纤
细
、
刚
劲
，
将
瘦
劲
推
向
极
致
，
直
接
引
发
和
影
响
了
宋
徽
宗
的
瘦
金
书
。
清
人
杨
守
敬
《
平
碑
记
》
有
云
：
『
书
法
瘦
劲
奇
伟
，

郭
兰
若
谓
为
宋
徽
宗
瘦
金
之
祖
，
良
是
。
』
由
此
推
断
，
不
妨
说
褚
遂
良
乃
瘦
金
书
之
太
祖
师
也
，
影
响
之
深
远
可
见
一
斑
。
颜
真
卿
楷
书
多
取
法
褚
氏
结
法
，
大
都
平
画
宽

结
，
只
是
用
笔
圆
劲
，
别
有
一
番
浑
厚
意
趣
。
清
人
梁
巘
《
华
晋
斋
积
闻
录
》
曰
：
『
米
元
章
书
空
灵
处
本
于
褚
。
』
清
刘
熙
载
《
艺
概
》
云
：
『
米
元
章
书
大
段
出
于
河
南
，

而
复
善
摹
各
体
。
』
由
此
下
推
，
历
代
学
米
者
也
间
接
受
到
褚
书
的
影
响
。
元
代
赵
孟
頫
在
《
自
书
千
字
文
卷
后
》
中
自
称
中
年
『
学
褚
河
南
《
孟
法
师
碑
》
，
故
结
字
规
模
八

分
』
。
明
代
祝
允
明
、
董
其
昌
、
王
铎
等
都
临
习
过
褚
遂
良
的
楷
书
和
行
书
。

当
代
已
故
书
法
大
师
沈
尹
默
在
自
述
学
习
行
草
的
经
历
时
，
说
自
己
『
从
米
南
宫
经
过
智
永
、
虞
世
南
、
褚
遂
良
、
怀
仁
等
人
，
上
溯
二
王
书
』
，
『
遍
临
褚
遂
良
各
碑
，

始
识
得
唐
代
规
模
』
。
他
倾
心
褚
遂
良
，
认
为
在
唐
代
能
够
继
承
二
王
书
风
正
脉
的
，
就
是
褚
遂
良
，
褚
书
确
立
了
『
唐
规
模
』
，
影
响
了
唐
以
后
的
百
代
书
坛
。
当
代
另
一
位

已
故
书
法
大
师
林
散
之
也
曾
说
自
己
二
十
多
岁
以
后
，
『
书
学
晋
唐
，
于
褚
遂
良
、
米
海
岳
尤
精
至
』
，
即
对
褚
遂
良
、
米
芾
甚
为
用
功
，
并
留
下
了
临
习
褚
书
的
墨
迹
。
在
当

代
一
般
书
法
爱
好
者
群
体
中
，
以
《
雁
塔
圣
教
序
》
为
代
表
的
褚
体
楷
书
亦
广
受
青
睐
，
许
多
专
攻
小
楷
和
行
书
的
人
，
也
往
往
刻
意
从
褚
体
中
汲
取
营
养
，
写
出
柔
中
带
刚
，

空
灵
秀
逸
的
作
品
。

释
文
：
大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制
三
藏
圣
教
序　

盖
闻
二
仪
有
象
显　

覆
载
以
含
生
四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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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文
：
此
文　

尚
书
右
仆
射
上
柱　

国
河
南
郡
开
国
公　

臣
褚
遂
良
书

《
雁
塔
圣
教
序
》
原
文
与
译
文

【
原
文
】

大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製
三
藏
（zà

ng,

音
葬
）
圣
教
序

盖
闻
二
仪
有
象
，
显
覆
载
以
含
生
；
四
时
无
形
，
潜
寒
暑
以
化
物
。
是
以
窥
天
鉴
地
，
庸
愚
皆
识
其
端
；
明
阴
洞
阳
，
贤
哲
罕
穷
其
数
。
然
而
天
地
苞
乎
阴
阳

而
易
识
者
，
以
其
有
象
也
；
阴
阳
处
乎
天
地
而
难
穷
者
，
以
其
无
形
也
。
故
知
象
显
而
征
，
虽
愚
不
惑
；
形
潜
莫
覩
，
在
智
犹
迷
。
况
乎
佛
道
崇
虚
，
乘
幽
控
寂
，

弘
济
万
品
，
典
御
十
方
。
举
威
灵
而
无
上
，
抑
神
力
而
无
下
。
大
之
则
弥
於
宇
宙
，
细
之
则
摄
於
豪
（
毫
）
釐
。
无
灭
无
生
，
历
千
劫
而
不
古
；
若
隐
若
显
，
运
百

福
而
长
今
。
妙
道
凝
玄
，
遵
之
莫
知
其
际
；
法
流
湛
寂
，
挹
（yì,

音
易
）
之
莫
测
其
源
。
故
知
蠢
蠢
凡
愚
，
区
区
庸
鄙
，
投
其
旨
趣
，
能
无
疑
惑
者
哉
？
然
则
大
教

之
兴
，
基
乎
西
土
。
腾
汉
庭
而
皎
梦
，
照
东
域
而
流
慈
。
昔
者
分
形
分
蹟
之
时
，
言
未
驰
而
成
化
。
当
常
现
常
之
世
，
人
仰
德
而
知
遵
。
及
乎
晦
影
归
真
，
迁
仪
越

世
，
金
容
掩
色
，
不
镜
三
千
之
光
；
丽
象
开
图
，
空
端
四
八
之
相
。
於
是
微
言
广
被
，
拯
含
类
於
三
途
；
遗
训
遐
宣
，
导
羣
生
于
十
地
。
然
而
真
教
难
仰
，
莫
能
一

其
指
归
；
曲
学
易
遵
，
邪
正
於
焉
纷
糺
（ji

,

同
纠
）
。
所
以
空
有
之
论
，
或
习
俗
而
是
非
；
大
小
之
乘
，
乍
沿
时
而
隆
替
。

有
玄
奘
（zà

ng,

音
葬
）
法
师
者
，
法
门
之
领
袖
也
。
幼
怀
贞
敏
，
早
悟
三
空
之
心
。
长
契
神
情
，
先
苞
四
忍
之
行
。
松
风
水
月
，
未
足
比
其
清
华
；
仙
露
明

珠
，
讵
（jù,

音
拒
）
能
方
（f

ng,

通
仿
）
其
朗
润
？
故
以
智
通
无
累
，
神
测
未
形
；
超
六
尘
而
迥
（ji

ng,

音
炯
）
出
，
隻
（
衹
）
千
古
而
无
对
。
凝
心
内
境
，
悲
正

法
之
陵
迟
；
栖
（q

,

音
欺
）
虑
玄
门
，
慨
深
文
之
讹
（é,

音
鹅
）
谬
。
思
欲
分
条
析
理
，
广
彼
前
闻
；
截
伪
续
真
，
开
兹
后
学
。
是
以
翘
（q

iá
o,

音
桥
）
心
淨
土
，

往
遊
西
域
。
乘
危
远
迈
，
杖
策
孤
征
。
积
雪
晨
飞
，
涂
间
失
地
。
惊
砂
（
沙
）
夕
起
，
空
外
迷
天
。
万
里
山
川
，
拨
煙
霞
而
进
影
；
百
重
寒
暑
，
蹑
霜
雨
而
前
蹤
。

诚
重
劳
轻
，
求
深
愿
达
。
周
遊
西
宇
，
十
有
七
年
，
穷
历
道
邦
，
询
求
正
教
。
双
林
八
水
，
味
道
飡
风
。
鹿
菀
（w

n,

音
晚
）
鹫
（jiù,

音
就
）
峰
，
瞻
奇
仰
異
。
承

至
言
於
先
圣
，
受
真
教
於
上
贤
。
探
赜
（zé,

音
则
）
妙
门
，
精
穷
奥
业
。
一
乘
五
律
之
道
，
驰
骤
（zh

ò
u,

音
昼
）
於
心
田
；
八
藏
三
箧
（q

iè,

音
怯
）
之
文
，

波
涛
於
口
海
。
爰
（yuá

n,

音
圆
）
自
所
历
之
国
，
总
将
三
藏
要
文
，
凡
六
百
五
十
七
部
。
译
布
中
夏
，
宣
扬
胜
业
。
引
慈
云
於
西
极
，
注
法
雨
於
东
垂
（
陲
）
。
圣

教
缺
而
复
全
，
苍
生
罪
而
还
福
。
湿
火
宅
之
乾
燄
，
共
拔
迷
途
；
朗
爱
水
之
昏
波
，
同
臻
（zh

n,
音
真
）
彼
岸
。
是
知
恶
因
业
坠
，
善
以
缘
昇
。
昇
坠
之
端
，
惟
人
所



大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
李
世
民
）
撰
写
的
三
藏
圣
教
（
佛
经
全
书
）
序
言

听
说
天
地
有
具
体
的
形
象
显
现
给
我
们
，
它
覆
盖
并
且
承
载
着
一
切
有
生
命
的
东
西
；
四
季
没
有
具
体
形
状
，
却
深
藏
着
寒
暑
交
替
的
规
律
默
默
地
化
育
万

物
。
因
此
观
察
体
验
天
地
的
变
化
，
即
使
是
平
凡
而
愚
蠢
的
人
也
能
知
道
它
的
一
些
征
兆
；
而
要
通
晓
明
白
阴
阳
的
变
化
，
就
是
先
贤
圣
哲
们
也
很
少
有
人
能
研
究

透
其
中
的
变
化
规
律
。
但
是
天
地
包
容
着
阴
阳
变
化
而
容
易
识
别
，
是
因
为
天
地
有
形
象
；
阴
阳
变
化
处
在
在
天
地
之
间
而
难
彻
底
了
解
，
是
因
为
阴
阳
没
有
形

状
。
由
此
我
们
可
以
得
出
这
样
的
结
论
：
天
地
的
形
象
显
露
在
外
，
能
够
得
到
验
证
，
即
使
是
愚
蠢
的
人
也
不
会
感
到
疑
惑
；
而
阴
阳
的
变
化
隐
藏
，
没
有
人
能
看

得
见
，
即
使
是
聪
明
人
仍
会
迷
惑
不
解
。
况
且
佛
道
推
崇
虚
空
，
秉
持
幽
静
空
寂
之
心
，
主
张
广
泛
救
济
众
多
生
灵
，
用
佛
教
的
理
论
来
治
理
四
面
八
方
。
佛
法
一

旦
施
展
它
的
声
威
，
所
有
的
神
灵
无
不
景
仰
它
无
上
的
尊
严
；
佛
法
具
有
遏
制
众
神
的
力
量
，
众
神
无
不
在
它
掌
控
之
下
。
佛
道
从
大
处
说
可
以
遍
布
宇
宙
，
从
小

处
说
存
在
于
毫
厘
之
间
。
佛
道
不
灭
不
生
，
超
脱
一
切
，
所
以
历
经
千
万
劫
难
而
永
不
消
亡
；
它
有
时
隐
藏
，
有
时
显
露
，
以
多
种
多
样
的
形
式
传
送
着
无
数
的
幸

福
，
一
直
绵
延
到
今
天
。
佛
道
中
寓
含
的
神
妙
的
道
理
和
高
深
的
玄
机
，
即
使
遵
循
它
也
没
有
谁
知
道
它
的
边
际
；
佛
法
的
流
传
，
纯
净
而
深
远
，
即
使
援
引
它
也

没
有
谁
探
究
出
它
的
渊
源
。
所
以
众
多
平
凡
而
无
知
的
人
，
以
及
那
些
平
庸
浅
陋
之
辈
，
面
对
佛
教
高
深
的
旨
趣
，
能
不
感
到
疑
惑
吗
？
然
而
，
这
伟
大
的
佛
教
，

兴
起
于
西
土
（
印
度
）
。
从
汉
朝
开
始
流
传
到
中
国
，
就
像
一
轮
洁
白
、
明
亮
的
月
亮
，
惊
醒
了
人
们
的
梦
幻
；
它
的
光
辉
照
耀
着
东
方
的
疆
域
，
播
撒
着
慈
悲
和

关
爱
。
往
昔
释
迦
牟
尼
佛
修
行
完
成
、
变
幻
形
迹
的
时
候
，
他
的
言
教
尚
未
远
播
，
教
化
就
已
经
形
成
。
当
他
以
常
态
显
世
的
时
候
，
民
众
就
敬
慕
他
的
德
行
，
知

道
遵
循
他
的
教
诲
。
等
到
释
迦
牟
尼
佛
隐
藏
形
影
回
归
真
相
，
改
变
仪
表
超
越
世
态
以
后
，
以
金
色
容
貌
掩
盖
了
原
来
的
本
色
，
不
用
镜
子
也
可
以
映
照
出
大
千
世

界
的
光
芒
；
展
开
美
丽
的
图
像
，
没
有
任
何
凭
借
，
也
显
示
出
佛
的
三
十
二
个
显
著
特
征
。
于
是
佛
的
微
言
大
义
被
广
泛
传
播
，
从
三
恶
道
中
拯
救
芸
芸
众
生
；
佛

遗
留
下
来
的
训
诫
永
远
传
诵
，
引
导
有
情
众
生
走
上
正
确
修
行
的
十
个
阶
位
。
然
而
，
真
正
的
佛
教
难
于
瞻
仰
，
而
佛
教
各
派
对
教
旨
的
理
解
也
不
尽
一
致
；
事
实

上
，
被
歪
曲
了
的
佛
学
反
而
容
易
使
人
遵
循
，
于
是
正
教
与
邪
道
纷
繁
纠
结
，
混
乱
不
清
。
所
以
空
、
有
两
种
说
法
，
有
时
根
据
世
俗
的
见
解
而
认
定
是
非
；
大
、

小
二
乘
佛
教
的
学
说
，
也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而
此
盛
彼
衰
地
交
替
流
传
。

有
个
叫
玄
奘
的
法
师
，
是
佛
门
的
领
袖
。
他
从
小
就
正
直
而
聪
明
，
很
早
就
领
悟
了
『
三
空
』
的
宗
旨
。
长
大
以
后
又
与
佛
的
精
神
非
常
契
合
，
又
首
先
践
行

了
『
四
忍
』
的
德
行
。
即
使
是
松
间
的
清
风
、
水
中
的
明
月
，
也
不
足
以
比
喻
他
的
清
丽
华
美
；
即
使
是
仙
饮
的
晨
露
、
明
亮
的
珍
珠
，
又
岂
能
比
拟
他
的
明
朗
润

泽
？
所
以
他
智
慧
圆
通
而
无
挂
碍
，
神
机
妙
测
而
不
露
行
迹
；
超
出
『
六
尘
』
而
迥
然
特
立
，
独
标
千
古
而
无
人
可
比
。
他
聚
精
会
神
地
从
内
心
修
炼
自
己
，
悲
叹

佛
教
正
法
在
中
国
的
衰
落
；
他
静
心
钻
研
佛
教
理
论
，
慨
叹
精
深
的
佛
教
经
典
因
翻
译
造
成
的
讹
传
和
谬
误
。
他
很
想
对
佛
经
逐
条
分
辨
剖
析
，
把
以
前
听
到
的
那

些
好
的
佛
理
发
扬
光
大
；
去
掉
其
中
虚
假
和
谬
误
的
说
法
，
保
留
真
实
的
面
貌
，
以
便
开
导
后
辈
学
者
。
因
此
，
他
向
往
西
方
佛
国
，
决
心
亲
自
到
西
域
（
印
度
）

託
。
譬
夫
桂
生
高
岭
，
云
露
方
得
泫
（xuà

n,

音
绚
）
其
花
；
莲
出
渌
波
，
飞
尘
不
能
污
其
叶
。
非
莲
性
自
洁
，
而
桂
质
本
贞
。
良
由
所
附
者
高
，
则
微
物
不
能
累
；

所
凭
者
淨
，
则
浊
类
不
能
霑
。
夫
以
卉
（huì,

音
惠
）
木
无
知
，
犹
资
善
而
成
善
；
况
乎
人
伦
有
识
，
不
缘
庆
而
求
庆
。
方
冀
兹
经
流
施
，
将
日
月
而
无
穷
。
斯
福
遐

敷
（f 

,

音
肤
）
，
与
乾
坤
而
永
大
！

永
徽
四
年
，
岁
次
癸
丑
十
月
己
卯
朔
十
五
日
癸
巳
建
。
中
书
令
臣
褚
（c

h
,

音
楚
）
遂
良
书
。

大
唐
皇
帝
述
三
藏
圣
教
序
记

夫
显
扬
正
教
，
非
智
无
以
广
其
文
；
崇
阐
微
言
，
非
贤
莫
能
定
其
旨
。
盖
真
如
圣
教
者
，
诸
法
之
玄
宗
，
众
经
之
轨
躅
（zhú,

音
竹
）
也
。
综
括
宏
远
，
奥
旨
遐

深
。
极
空
有
之
精
微
，
体
生
灭
之
机
要
。
词
茂
道
旷
，
寻
之
者
不
究
其
源
；
文
显
义
幽
，
理
之
者
莫
测
其
际
。
故
知
圣
慈
所
被
，
业
无
善
而
不
臻
；
妙
化
所
敷
，
缘

无
恶
而
不
翦
（ji

n,

通
剪
）
。
开
法
网
之
纲
纪
，
弘
六
度
之
正
教
。
拯
羣
有
之
涂
炭
，
启
三
藏
之
秘
扃
（ji

ng

）
。
是
以
名
无
翼
而
长
飞
，
道
无
根
而
永
固
。
道
名
流

庆
，
历
遂
古
而
镇
常
；
赴
感
应
身
，
经
尘
劫
而
不
朽
。
晨
鍾
（
鐘
）
夕
梵
（fà

n,

音
范
）
，
交
二
音
於
鹫
峯
；
慧
日
法
流
，
转
双
轮
於
鹿
菀
。
排
空
宝
盖
，
接
翔
云
而

共
飞
；
庄
野
春
林
，
与
天
花
而
合
彩
。

伏
惟
皇
帝
陛
下
，
上
玄
资
福
，
垂
拱
而
治
八
荒
；
德
被
黔
（q

iá
n,

音
前
）
黎
，
敛
（li

n,

音
脸
）
衽
（rè

n,

音
认
）
而
朝
万
国
。
恩
加
朽
骨
，
石
室
归
贝
叶
之

文
；
泽
及
昆
虫
，
金
匮
（g

uì,

同
柜
）
流
梵
说
之
偈
（jì,

音
季
）
。
遂
使
阿
耨
（nò

u

）
达
水
通
神
甸
（d

ià
n,

音
电
）
之
八
川
，
耆
（q

í,

音
旗
）
闍
（d

,

音
都
）
崛
山

接
嵩
（s

ng,

音
松
）
华
之
翠
岭
。
窃
以
法
性
凝
寂
，
靡
归
心
而
不
通
；
智
地
玄
奥
，
感
恳
诚
而
遂
显
。
岂
谓
重
昏
之
夜
，
烛
慧
炬
之
光
；
火
宅
之
朝
，
降
法
雨
之

泽
。
於
是
百
川
異
流
，
同
会
於
海
；
万
区
分
义
，
总
成
乎
实
。
岂
与
汤
武
校
其
优
劣
，
尧
舜
比
其
圣
德
者
哉
！ 

玄
奘
法
师
者
，
夙
怀
聪
令
，
立
志
夷
简
。
神
清
龆
（tiá

o,
音
条
）
龀
（c

hè
n,

音
趁
）
之
年
，
体
拔
浮
华
之
世
。
凝
情
定
室
，
匿
（nì,

音
逆
）
跡
幽
巖
。
栖
息
三

禅
，
巡
遊
十
地
。
超
六
尘
之
境
，
独
步
伽
（ji

,

音
加
）
维
；
会
一
乘
之
旨
，
随
机
化
物
。
以
中
华
之
无
质
，
寻
印
度
之
真
文
。
远
涉
恒
河
，
终
期
满
字
；
频
登
雪

岭
，
更
获
半
珠
。
问
道
往
还
，
十
有
七
载
。
备
通
释
典
，
利
物
为
心
。
以
贞
观
十
九
年
九
月
六
日
奉
勑
（c

hì,

音
赤
）
於
弘
福
寺
，
翻
译
圣
教
要
文
，
凡
六
百
五
十
七

部
。
引
大
海
之
法
流
，
洗
尘
劳
而
不
竭
。
传
智
灯
之
长
燄
，
皎
幽
暗
而
恒
明
。
自
非
久
植
胜
缘
，
何
以
显
扬
斯
旨
？
所
谓
法
相
常
住
，
齐
三
光
之
明
。
我
皇
福
臻
，

同
二
仪
之
固
。
伏
见
御
製
，
众
经
论
序
，
照
古
腾
今
。
理
含
金
石
之
声
，
文
抱
风
云
之
润
。
治
辄
（zhé,

音
哲
）
以
轻
尘
足
嶽
，
坠
露
添
流
。
略
举
大
纲
，
以
为
斯
记
。

永
徽
四
年
，
岁
次
癸
丑
十
二
月
戊
寅
朔
十
日
丁
亥
建
。 

皇
帝
在
春
宫
日
製
此
文
。

尚
书
右
仆
射
上
柱
国
河
南
郡
开
国
公
臣
褚
遂
良
书
。

【
译
文
】



大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
李
世
民
）
撰
写
的
三
藏
圣
教
（
佛
经
全
书
）
序
言

听
说
天
地
有
具
体
的
形
象
显
现
给
我
们
，
它
覆
盖
并
且
承
载
着
一
切
有
生
命
的
东
西
；
四
季
没
有
具
体
形
状
，
却
深
藏
着
寒
暑
交
替
的
规
律
默
默
地
化
育
万

物
。
因
此
观
察
体
验
天
地
的
变
化
，
即
使
是
平
凡
而
愚
蠢
的
人
也
能
知
道
它
的
一
些
征
兆
；
而
要
通
晓
明
白
阴
阳
的
变
化
，
就
是
先
贤
圣
哲
们
也
很
少
有
人
能
研
究

透
其
中
的
变
化
规
律
。
但
是
天
地
包
容
着
阴
阳
变
化
而
容
易
识
别
，
是
因
为
天
地
有
形
象
；
阴
阳
变
化
处
在
在
天
地
之
间
而
难
彻
底
了
解
，
是
因
为
阴
阳
没
有
形

状
。
由
此
我
们
可
以
得
出
这
样
的
结
论
：
天
地
的
形
象
显
露
在
外
，
能
够
得
到
验
证
，
即
使
是
愚
蠢
的
人
也
不
会
感
到
疑
惑
；
而
阴
阳
的
变
化
隐
藏
，
没
有
人
能
看

得
见
，
即
使
是
聪
明
人
仍
会
迷
惑
不
解
。
况
且
佛
道
推
崇
虚
空
，
秉
持
幽
静
空
寂
之
心
，
主
张
广
泛
救
济
众
多
生
灵
，
用
佛
教
的
理
论
来
治
理
四
面
八
方
。
佛
法
一

旦
施
展
它
的
声
威
，
所
有
的
神
灵
无
不
景
仰
它
无
上
的
尊
严
；
佛
法
具
有
遏
制
众
神
的
力
量
，
众
神
无
不
在
它
掌
控
之
下
。
佛
道
从
大
处
说
可
以
遍
布
宇
宙
，
从
小

处
说
存
在
于
毫
厘
之
间
。
佛
道
不
灭
不
生
，
超
脱
一
切
，
所
以
历
经
千
万
劫
难
而
永
不
消
亡
；
它
有
时
隐
藏
，
有
时
显
露
，
以
多
种
多
样
的
形
式
传
送
着
无
数
的
幸

福
，
一
直
绵
延
到
今
天
。
佛
道
中
寓
含
的
神
妙
的
道
理
和
高
深
的
玄
机
，
即
使
遵
循
它
也
没
有
谁
知
道
它
的
边
际
；
佛
法
的
流
传
，
纯
净
而
深
远
，
即
使
援
引
它
也

没
有
谁
探
究
出
它
的
渊
源
。
所
以
众
多
平
凡
而
无
知
的
人
，
以
及
那
些
平
庸
浅
陋
之
辈
，
面
对
佛
教
高
深
的
旨
趣
，
能
不
感
到
疑
惑
吗
？
然
而
，
这
伟
大
的
佛
教
，

兴
起
于
西
土
（
印
度
）
。
从
汉
朝
开
始
流
传
到
中
国
，
就
像
一
轮
洁
白
、
明
亮
的
月
亮
，
惊
醒
了
人
们
的
梦
幻
；
它
的
光
辉
照
耀
着
东
方
的
疆
域
，
播
撒
着
慈
悲
和

关
爱
。
往
昔
释
迦
牟
尼
佛
修
行
完
成
、
变
幻
形
迹
的
时
候
，
他
的
言
教
尚
未
远
播
，
教
化
就
已
经
形
成
。
当
他
以
常
态
显
世
的
时
候
，
民
众
就
敬
慕
他
的
德
行
，
知

道
遵
循
他
的
教
诲
。
等
到
释
迦
牟
尼
佛
隐
藏
形
影
回
归
真
相
，
改
变
仪
表
超
越
世
态
以
后
，
以
金
色
容
貌
掩
盖
了
原
来
的
本
色
，
不
用
镜
子
也
可
以
映
照
出
大
千
世

界
的
光
芒
；
展
开
美
丽
的
图
像
，
没
有
任
何
凭
借
，
也
显
示
出
佛
的
三
十
二
个
显
著
特
征
。
于
是
佛
的
微
言
大
义
被
广
泛
传
播
，
从
三
恶
道
中
拯
救
芸
芸
众
生
；
佛

遗
留
下
来
的
训
诫
永
远
传
诵
，
引
导
有
情
众
生
走
上
正
确
修
行
的
十
个
阶
位
。
然
而
，
真
正
的
佛
教
难
于
瞻
仰
，
而
佛
教
各
派
对
教
旨
的
理
解
也
不
尽
一
致
；
事
实

上
，
被
歪
曲
了
的
佛
学
反
而
容
易
使
人
遵
循
，
于
是
正
教
与
邪
道
纷
繁
纠
结
，
混
乱
不
清
。
所
以
空
、
有
两
种
说
法
，
有
时
根
据
世
俗
的
见
解
而
认
定
是
非
；
大
、

小
二
乘
佛
教
的
学
说
，
也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而
此
盛
彼
衰
地
交
替
流
传
。

有
个
叫
玄
奘
的
法
师
，
是
佛
门
的
领
袖
。
他
从
小
就
正
直
而
聪
明
，
很
早
就
领
悟
了
『
三
空
』
的
宗
旨
。
长
大
以
后
又
与
佛
的
精
神
非
常
契
合
，
又
首
先
践
行

了
『
四
忍
』
的
德
行
。
即
使
是
松
间
的
清
风
、
水
中
的
明
月
，
也
不
足
以
比
喻
他
的
清
丽
华
美
；
即
使
是
仙
饮
的
晨
露
、
明
亮
的
珍
珠
，
又
岂
能
比
拟
他
的
明
朗
润

泽
？
所
以
他
智
慧
圆
通
而
无
挂
碍
，
神
机
妙
测
而
不
露
行
迹
；
超
出
『
六
尘
』
而
迥
然
特
立
，
独
标
千
古
而
无
人
可
比
。
他
聚
精
会
神
地
从
内
心
修
炼
自
己
，
悲
叹

佛
教
正
法
在
中
国
的
衰
落
；
他
静
心
钻
研
佛
教
理
论
，
慨
叹
精
深
的
佛
教
经
典
因
翻
译
造
成
的
讹
传
和
谬
误
。
他
很
想
对
佛
经
逐
条
分
辨
剖
析
，
把
以
前
听
到
的
那

些
好
的
佛
理
发
扬
光
大
；
去
掉
其
中
虚
假
和
谬
误
的
说
法
，
保
留
真
实
的
面
貌
，
以
便
开
导
后
辈
学
者
。
因
此
，
他
向
往
西
方
佛
国
，
决
心
亲
自
到
西
域
（
印
度
）

託
。
譬
夫
桂
生
高
岭
，
云
露
方
得
泫
（xuà

n,

音
绚
）
其
花
；
莲
出
渌
波
，
飞
尘
不
能
污
其
叶
。
非
莲
性
自
洁
，
而
桂
质
本
贞
。
良
由
所
附
者
高
，
则
微
物
不
能
累
；

所
凭
者
淨
，
则
浊
类
不
能
霑
。
夫
以
卉
（huì,

音
惠
）
木
无
知
，
犹
资
善
而
成
善
；
况
乎
人
伦
有
识
，
不
缘
庆
而
求
庆
。
方
冀
兹
经
流
施
，
将
日
月
而
无
穷
。
斯
福
遐

敷
（f 

,

音
肤
）
，
与
乾
坤
而
永
大
！

永
徽
四
年
，
岁
次
癸
丑
十
月
己
卯
朔
十
五
日
癸
巳
建
。
中
书
令
臣
褚
（c

h
,

音
楚
）
遂
良
书
。

大
唐
皇
帝
述
三
藏
圣
教
序
记

夫
显
扬
正
教
，
非
智
无
以
广
其
文
；
崇
阐
微
言
，
非
贤
莫
能
定
其
旨
。
盖
真
如
圣
教
者
，
诸
法
之
玄
宗
，
众
经
之
轨
躅
（zhú,

音
竹
）
也
。
综
括
宏
远
，
奥
旨
遐

深
。
极
空
有
之
精
微
，
体
生
灭
之
机
要
。
词
茂
道
旷
，
寻
之
者
不
究
其
源
；
文
显
义
幽
，
理
之
者
莫
测
其
际
。
故
知
圣
慈
所
被
，
业
无
善
而
不
臻
；
妙
化
所
敷
，
缘

无
恶
而
不
翦
（ji

n,

通
剪
）
。
开
法
网
之
纲
纪
，
弘
六
度
之
正
教
。
拯
羣
有
之
涂
炭
，
启
三
藏
之
秘
扃
（ji

ng

）
。
是
以
名
无
翼
而
长
飞
，
道
无
根
而
永
固
。
道
名
流

庆
，
历
遂
古
而
镇
常
；
赴
感
应
身
，
经
尘
劫
而
不
朽
。
晨
鍾
（
鐘
）
夕
梵
（fà

n,

音
范
）
，
交
二
音
於
鹫
峯
；
慧
日
法
流
，
转
双
轮
於
鹿
菀
。
排
空
宝
盖
，
接
翔
云
而

共
飞
；
庄
野
春
林
，
与
天
花
而
合
彩
。

伏
惟
皇
帝
陛
下
，
上
玄
资
福
，
垂
拱
而
治
八
荒
；
德
被
黔
（q

iá
n,

音
前
）
黎
，
敛
（li

n,

音
脸
）
衽
（rè

n,

音
认
）
而
朝
万
国
。
恩
加
朽
骨
，
石
室
归
贝
叶
之

文
；
泽
及
昆
虫
，
金
匮
（g

uì,

同
柜
）
流
梵
说
之
偈
（jì,

音
季
）
。
遂
使
阿
耨
（nò

u

）
达
水
通
神
甸
（d

ià
n,

音
电
）
之
八
川
，
耆
（q

í,

音
旗
）
闍
（d

,

音
都
）
崛
山

接
嵩
（s

ng,

音
松
）
华
之
翠
岭
。
窃
以
法
性
凝
寂
，
靡
归
心
而
不
通
；
智
地
玄
奥
，
感
恳
诚
而
遂
显
。
岂
谓
重
昏
之
夜
，
烛
慧
炬
之
光
；
火
宅
之
朝
，
降
法
雨
之

泽
。
於
是
百
川
異
流
，
同
会
於
海
；
万
区
分
义
，
总
成
乎
实
。
岂
与
汤
武
校
其
优
劣
，
尧
舜
比
其
圣
德
者
哉
！ 

玄
奘
法
师
者
，
夙
怀
聪
令
，
立
志
夷
简
。
神
清
龆
（tiá

o,

音
条
）
龀
（c

hè
n,

音
趁
）
之
年
，
体
拔
浮
华
之
世
。
凝
情
定
室
，
匿
（nì,

音
逆
）
跡
幽
巖
。
栖
息
三

禅
，
巡
遊
十
地
。
超
六
尘
之
境
，
独
步
伽
（ji

,

音
加
）
维
；
会
一
乘
之
旨
，
随
机
化
物
。
以
中
华
之
无
质
，
寻
印
度
之
真
文
。
远
涉
恒
河
，
终
期
满
字
；
频
登
雪

岭
，
更
获
半
珠
。
问
道
往
还
，
十
有
七
载
。
备
通
释
典
，
利
物
为
心
。
以
贞
观
十
九
年
九
月
六
日
奉
勑
（c

hì,

音
赤
）
於
弘
福
寺
，
翻
译
圣
教
要
文
，
凡
六
百
五
十
七

部
。
引
大
海
之
法
流
，
洗
尘
劳
而
不
竭
。
传
智
灯
之
长
燄
，
皎
幽
暗
而
恒
明
。
自
非
久
植
胜
缘
，
何
以
显
扬
斯
旨
？
所
谓
法
相
常
住
，
齐
三
光
之
明
。
我
皇
福
臻
，

同
二
仪
之
固
。
伏
见
御
製
，
众
经
论
序
，
照
古
腾
今
。
理
含
金
石
之
声
，
文
抱
风
云
之
润
。
治
辄
（zhé,

音
哲
）
以
轻
尘
足
嶽
，
坠
露
添
流
。
略
举
大
纲
，
以
为
斯
记
。

永
徽
四
年
，
岁
次
癸
丑
十
二
月
戊
寅
朔
十
日
丁
亥
建
。 

皇
帝
在
春
宫
日
製
此
文
。

尚
书
右
仆
射
上
柱
国
河
南
郡
开
国
公
臣
褚
遂
良
书
。

【
译
文
】



而
牢
固
不
变
；
佛
能
应
众
生
之
感
而
随
时
现
身
，
经
历
尘
世
劫
难
而
依
然
不
朽
。
早
晨
的
钟
声
和
傍
晚
的
诵
经
之
声
，
两
种
声
音
交
会
在
鹫
峰
；
智
慧
的
太
阳
和
神

圣
的
佛
法
，
像
一
双
转
动
不
停
的
车
轮
在
鹿
野
苑
流
转
不
息
。
天
空
排
列
着
宝
盖
，
与
游
云
相
连
而
共
同
飞
翔
；
庄
外
旷
野
中
春
天
的
树
林
，
与
天
女
所
散
的
天
花

汇
合
成
缤
纷
迷
人
的
光
彩
。
尊
敬
的
皇
帝
陛
下
（
李
世
民
）
，
借
助
上
天
所
赐
之
福
，
从
容
地
治
理
全
国
八
方
荒
远
之
地
；
其
仁
德
遍
施
于
天
下
百
姓
，
还
恭
谨
地

接
受
万
国
朝
拜
。
恩
惠
甚
至
施
给
那
些
已
死
去
的
人
，
石
窟
里
藏
着
用
贝
叶
写
的
经
文
；
恩
泽
推
及
到
昆
虫
，
金
柜
里
存
有
用
梵
文
写
成
的
颂
诗
。
于
是
，
使
印
度

阿
耨
达
湖
的
水
流
通
到
神
州
大
地
的
每
一
条
河
流
，
使
耆
阇
崛
山
与
嵩
山
、
华
山
等
青
翠
的
山
岭
相
连
。
我
私
下
认
为
，
佛
的
法
性
凝
重
静
寂
，
没
有
归
心
于
佛
法

而
不
能
通
晓
其
意
的
；
佛
的
智
慧
玄
奥
，
但
有
感
于
众
生
态
度
的
恳
切
和
虔
诚
而
变
得
浅
显
易
懂
。
这
怎
能
不
说
是
好
比
在
昏
暗
的
夜
晚
，
点
燃
了
智
慧
火
炬
的
光

明
；
在
家
宅
着
火
的
早
晨
，
降
下
佛
法
甘
雨
的
恩
泽
。
于
是
，
百
条
江
河
虽
然
流
向
不
同
，
却
都
在
大
海
中
汇
合
；
万
类
事
物
义
理
不
同
，
却
都
得
到
了
事
实
的
印

证
。
这
样
伟
大
的
功
业
又
何
必
与
商
汤
、
周
武
王
比
较
优
劣
，
与
唐
尧
、
虞
舜
的
圣
德
比
高
低
呢
！

玄
奘
法
师
很
小
就
聪
明
善
良
，
立
志
于
恬
淡
简
朴
的
生
活
。
儿
童
时
期
就
神
志
清
明
，
超
拔
于
浮
华
的
世
风
之
外
。
凝
聚
神
情
于
修
习
禅
定
的
斗
室
之
内
，
踪

迹
隐
藏
于
幽
深
的
岩
谷
之
间
。
在
三
禅
的
境
界
中
栖
息
，
在
修
行
的
十
个
阶
位
中
巡
游
。
超
越
六
种
感
官
的
境
地
，
独
自
在
印
度
迦
维
国
（
佛
诞
生
处
）
漫
步
；
领

会
一
乘
佛
法
的
奥
旨
，
随
着
机
缘
而
感
化
引
导
众
生
。
因
中
国
没
有
正
确
的
佛
法
，
所
以
到
印
度
寻
访
佛
教
真
经
。
他
远
涉
恒
河
之
水
，
终
于
如
愿
地
获
得
了
圆

满
的
大
乘
佛
教
理
法
；
他
多
次
登
临
雪
山
，
又
获
得
了
小
乘
佛
教
的
教
义
。
他
取
经
往
还
，
历
时17

年
。
他
完
备
通
达
地
解
读
佛
教
经
典
，
把
心
思
全
部
放
在
有
利

于
他
人
修
习
正
法
的
事
情
上
。
在
贞
观
十
九
年
（645

）
二
月
六
日
，
奉
皇
上
之
命
在
弘
福
寺
翻
译
圣
教
要
文
，
共657

部
。
引
来
像
大
海
般
的
佛
法
流
水
，
洗
去
尘

世
的
劳
苦
而
永
不
枯
竭
。
传
授
智
慧
灯
炬
的
万
丈
光
焰
，
照
亮
幽
暗
而
使
之
永
远
明
亮
。
如
果
不
是
长
久
培
植
善
良
的
因
缘
，
怎
么
能
这
样
明
白
地
显
扬
佛
教
的

宗
旨
？
所
谓
法
相
常
住
不
坏
，
与
日
月
、
星
辰
的
光
明
齐
等
。
我
大
唐
皇
帝
的
福
祉
，
也
会
像
天
地
一
样
稳
固
。
我
拜
读
了
太
宗
皇
帝
所
作
的
《
大
唐
三
藏
圣
教

序
》
，
它
将
照
耀
古
今
，
传
扬
四
海
。
其
中
的
至
理
之
言
饱
含
着
金
石
一
样
的
声
音
，
文
采
抱
有
风
云
一
般
的
润
泽
。
我
李
治
则
好
比
用
轻
微
的
尘
埃
去
加
高
山

岳
，
以
坠
落
的
露
珠
来
添
加
大
河
的
流
水
，
真
是
微
不
足
道
。
我
大
略
地
列
举
出
序
文
的
大
纲
，
写
成
这
篇
序
记
。

永
徽
四
年
（653

）
，
岁
在
癸
丑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立
碑
。
皇
帝
（
李
治
）
原
在
东
宫
做
太
子
时
撰
写
这
篇
三
藏
圣
教
记
。

尚
书
右
仆
射
上
柱
国
河
南
郡
开
国
公
臣
褚
遂
良
书
。

去
游
历
求
学
。
他
冒
着
生
命
危
险
踏
上
万
里
征
途
，
执
杖
策
马
独
自
远
行
。
早
晨
积
雪
飞
扬
，
路
上
几
乎
看
不
见
土
地
；
傍
晚
风
沙
狂
起
，
连
天
空
也
模
糊
不

清
。
万
里
山
川
，
有
他
拨
开
烟
霞
而
行
进
的
身
影
；
无
数
个
寒
冬
酷
暑
，
留
下
他
踩
踏
霜
雨
而
前
进
的
脚
印
。
他
凭
着
对
佛
祖
的
诚
心
，
视
付
出
的
艰
辛
为
小
事
，

期
盼
着
自
己
深
入
了
解
佛
法
的
心
愿
能
够
实
现
。
他
周
游
西
域
各
国
，
历
时17

年
，
走
遍
了
有
道
之
邦
，
探
寻
正
宗
的
佛
教
。
他
在
释
迦
牟
尼
佛
逝
世
的
双
林
、
八

水
之
间
，
餐
风
宿
露
，
体
会
佛
道
的
精
髓
。
他
到
释
迦
牟
尼
佛
讲
法
的
鹿
苑
、
鹫
峰
等
地
，
瞻
仰
佛
祖
的
遗
迹
和
奇
异
的
风
光
。
他
从
先
圣
和
上
贤
那
里
聆
听
教

诲
，
得
到
真
正
的
佛
教
。
探
寻
精
微
玄
妙
的
门
径
，
深
入
研
究
深
奥
的
佛
学
。
『
一
乘
』
『
五
律
』
等
佛
学
道
理
，
在
他
心
中
驰
骋
；
『
八
藏
』
『
三
箧
』
等
佛
学

经
典
，
就
像
波
涛
一
样
从
他
口
中
涌
出
。
于
是
，
他
从
所
游
历
的
大
小
国
家
中
，
收
集
并
带
回
三
藏
中
主
要
的
经
典
文
献
，
一
共657

部
。
他
把
这
些
文
献
翻
译
成
汉

文
后
在
中
国
传
布
，
以
宣
扬
伟
大
的
佛
教
。
从
西
方
极
乐
世
界
引
来
慈
悲
的
云
彩
，
变
成
法
雨
普
降
在
大
唐
的
国
土
上
。
残
缺
不
全
的
佛
教
教
义
终
于
恢
复
完
整
，

在
苦
难
中
生
活
的
百
姓
又
得
到
了
幸
福
。
它
熄
灭
了
火
屋
里
燃
烧
的
熊
熊
烈
火
，
使
众
生
走
出
迷
途
；
照
亮
爱
欲
之
水
中
昏
暗
的
波
澜
，
使
众
生
到
达
超
脱
生
死
的

彼
岸
。
这
就
是
说
，
众
生
懂
得
了
作
恶
必
将
因
果
报
应
而
坠
入
苦
海
，
行
善
也
必
定
会
凭
着
佛
缘
而
升
入
天
堂
。
有
升
有
坠
的
原
因
，
都
依
附
在
人
的
所
作
所
为

上
。
比
如
桂
花
生
长
在
高
高
的
山
岭
上
，
天
上
的
雨
露
才
能
够
滋
润
它
的
花
朵
；
莲
花
出
自
碧
波
绿
水
，
飞
扬
的
尘
土
就
不
会
玷
污
它
的
叶
子
。
这
并
不
是
说
莲
花

原
本
洁
净
，
桂
花
原
本
贞
洁
；
实
在
是
因
为
桂
花
所
依
附
的
地
方
本
来
就
高
，
所
以
那
些
卑
贱
的
东
西
不
能
牵
累
它
；
莲
花
凭
借
的
水
本
来
就
很
洁
净
，
所
以
那
些

肮
脏
的
东
西
就
玷
污
不
了
它
。
花
草
树
木
没
有
知
觉
，
尚
且
能
凭
借
好
的
条
件
而
达
到
完
善
；
更
何
况
人
类
本
来
就
有
认
识
能
力
，
为
什
么
不
沿
着
这
样
的
福
德
因

缘
而
寻
求
幸
福
。
正
好
希
望
这
部
《
大
唐
三
藏
圣
教
》
经
得
以
流
传
和
实
施
，
像
日
月
一
样
没
有
穷
尽
。
将
这
种
福
祉
久
远
地
播
撒
人
间
，
与
天
地
一
样
广
大
而
永
恒
！

唐
高
宗
永
徽
四
年
（653

）
，
岁
在
癸
丑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立
碑
。
中
书
令
臣
褚
遂
良
书
。

大
唐
皇
帝
（
李
治
）
述
三
藏
圣
教
序
记

显
扬
真
正
的
佛
教
，
如
果
没
有
智
慧
，
就
不
能
推
广
其
文
意
；
推
崇
、
阐
发
精
微
的
言
论
，
如
果
不
是
贤
能
的
人
，
就
不
能
确
定
其
宗
旨
。
永
恒
真
如
的
圣

教
，
是
各
种
佛
法
的
玄
妙
源
泉
，
是
各
种
经
论
的
法
则
规
范
。
它
综
合
、
涵
盖
得
弘
大
长
远
，
其
旨
趣
奥
妙
深
邃
。
极
好
地
阐
发
了
空
、
有
理
论
的
精
湛
微
妙
之

处
，
体
现
出
生
、
灭
这
一
大
事
的
玄
机
和
关
键
。
文
辞
丰
茂
，
道
理
广
大
，
探
寻
其
中
义
理
的
人
，
不
能
究
测
它
的
源
头
；
文
字
显
明
，
义
理
幽
深
，
按
照
它
去
修

行
的
人
，
无
法
测
度
它
的
边
际
。
因
此
可
知
，
凡
是
佛
法
的
慈
悲
所
感
化
的
地
方
，
所
做
的
善
业
没
有
不
彻
底
的
；
在
它
那
微
妙
教
化
的
影
响
下
，
所
有
的
恶
缘
没

有
不
被
剪
除
干
净
的
。
开
示
法
网
的
纲
纪
，
弘
扬
以
六
度(

即
布
施
、
持
戒
、
忍
辱
、
精
进
、
禅
定
、
智
慧)

为
核
心
的
正
教
。
拯
救
众
生
于
涂
炭
之
中
，
开
启
三
藏
佛

经
的
秘
密
门
径
。
因
而
佛
的
名
声
虽
无
羽
翼
却
可
以
长
远
地
飞
扬
，
佛
的
道
理
虽
无
根
系
却
能
永
远
牢
固
。
佛
的
教
义
日
益
显
赫
，
福
德
永
远
流
播
，
虽
经
历
千
古



而
牢
固
不
变
；
佛
能
应
众
生
之
感
而
随
时
现
身
，
经
历
尘
世
劫
难
而
依
然
不
朽
。
早
晨
的
钟
声
和
傍
晚
的
诵
经
之
声
，
两
种
声
音
交
会
在
鹫
峰
；
智
慧
的
太
阳
和
神

圣
的
佛
法
，
像
一
双
转
动
不
停
的
车
轮
在
鹿
野
苑
流
转
不
息
。
天
空
排
列
着
宝
盖
，
与
游
云
相
连
而
共
同
飞
翔
；
庄
外
旷
野
中
春
天
的
树
林
，
与
天
女
所
散
的
天
花

汇
合
成
缤
纷
迷
人
的
光
彩
。
尊
敬
的
皇
帝
陛
下
（
李
世
民
）
，
借
助
上
天
所
赐
之
福
，
从
容
地
治
理
全
国
八
方
荒
远
之
地
；
其
仁
德
遍
施
于
天
下
百
姓
，
还
恭
谨
地

接
受
万
国
朝
拜
。
恩
惠
甚
至
施
给
那
些
已
死
去
的
人
，
石
窟
里
藏
着
用
贝
叶
写
的
经
文
；
恩
泽
推
及
到
昆
虫
，
金
柜
里
存
有
用
梵
文
写
成
的
颂
诗
。
于
是
，
使
印
度

阿
耨
达
湖
的
水
流
通
到
神
州
大
地
的
每
一
条
河
流
，
使
耆
阇
崛
山
与
嵩
山
、
华
山
等
青
翠
的
山
岭
相
连
。
我
私
下
认
为
，
佛
的
法
性
凝
重
静
寂
，
没
有
归
心
于
佛
法

而
不
能
通
晓
其
意
的
；
佛
的
智
慧
玄
奥
，
但
有
感
于
众
生
态
度
的
恳
切
和
虔
诚
而
变
得
浅
显
易
懂
。
这
怎
能
不
说
是
好
比
在
昏
暗
的
夜
晚
，
点
燃
了
智
慧
火
炬
的
光

明
；
在
家
宅
着
火
的
早
晨
，
降
下
佛
法
甘
雨
的
恩
泽
。
于
是
，
百
条
江
河
虽
然
流
向
不
同
，
却
都
在
大
海
中
汇
合
；
万
类
事
物
义
理
不
同
，
却
都
得
到
了
事
实
的
印

证
。
这
样
伟
大
的
功
业
又
何
必
与
商
汤
、
周
武
王
比
较
优
劣
，
与
唐
尧
、
虞
舜
的
圣
德
比
高
低
呢
！

玄
奘
法
师
很
小
就
聪
明
善
良
，
立
志
于
恬
淡
简
朴
的
生
活
。
儿
童
时
期
就
神
志
清
明
，
超
拔
于
浮
华
的
世
风
之
外
。
凝
聚
神
情
于
修
习
禅
定
的
斗
室
之
内
，
踪

迹
隐
藏
于
幽
深
的
岩
谷
之
间
。
在
三
禅
的
境
界
中
栖
息
，
在
修
行
的
十
个
阶
位
中
巡
游
。
超
越
六
种
感
官
的
境
地
，
独
自
在
印
度
迦
维
国
（
佛
诞
生
处
）
漫
步
；
领

会
一
乘
佛
法
的
奥
旨
，
随
着
机
缘
而
感
化
引
导
众
生
。
因
中
国
没
有
正
确
的
佛
法
，
所
以
到
印
度
寻
访
佛
教
真
经
。
他
远
涉
恒
河
之
水
，
终
于
如
愿
地
获
得
了
圆

满
的
大
乘
佛
教
理
法
；
他
多
次
登
临
雪
山
，
又
获
得
了
小
乘
佛
教
的
教
义
。
他
取
经
往
还
，
历
时17

年
。
他
完
备
通
达
地
解
读
佛
教
经
典
，
把
心
思
全
部
放
在
有
利

于
他
人
修
习
正
法
的
事
情
上
。
在
贞
观
十
九
年
（645

）
二
月
六
日
，
奉
皇
上
之
命
在
弘
福
寺
翻
译
圣
教
要
文
，
共657

部
。
引
来
像
大
海
般
的
佛
法
流
水
，
洗
去
尘

世
的
劳
苦
而
永
不
枯
竭
。
传
授
智
慧
灯
炬
的
万
丈
光
焰
，
照
亮
幽
暗
而
使
之
永
远
明
亮
。
如
果
不
是
长
久
培
植
善
良
的
因
缘
，
怎
么
能
这
样
明
白
地
显
扬
佛
教
的

宗
旨
？
所
谓
法
相
常
住
不
坏
，
与
日
月
、
星
辰
的
光
明
齐
等
。
我
大
唐
皇
帝
的
福
祉
，
也
会
像
天
地
一
样
稳
固
。
我
拜
读
了
太
宗
皇
帝
所
作
的
《
大
唐
三
藏
圣
教

序
》
，
它
将
照
耀
古
今
，
传
扬
四
海
。
其
中
的
至
理
之
言
饱
含
着
金
石
一
样
的
声
音
，
文
采
抱
有
风
云
一
般
的
润
泽
。
我
李
治
则
好
比
用
轻
微
的
尘
埃
去
加
高
山

岳
，
以
坠
落
的
露
珠
来
添
加
大
河
的
流
水
，
真
是
微
不
足
道
。
我
大
略
地
列
举
出
序
文
的
大
纲
，
写
成
这
篇
序
记
。

永
徽
四
年
（653

）
，
岁
在
癸
丑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立
碑
。
皇
帝
（
李
治
）
原
在
东
宫
做
太
子
时
撰
写
这
篇
三
藏
圣
教
记
。

尚
书
右
仆
射
上
柱
国
河
南
郡
开
国
公
臣
褚
遂
良
书
。

去
游
历
求
学
。
他
冒
着
生
命
危
险
踏
上
万
里
征
途
，
执
杖
策
马
独
自
远
行
。
早
晨
积
雪
飞
扬
，
路
上
几
乎
看
不
见
土
地
；
傍
晚
风
沙
狂
起
，
连
天
空
也
模
糊
不

清
。
万
里
山
川
，
有
他
拨
开
烟
霞
而
行
进
的
身
影
；
无
数
个
寒
冬
酷
暑
，
留
下
他
踩
踏
霜
雨
而
前
进
的
脚
印
。
他
凭
着
对
佛
祖
的
诚
心
，
视
付
出
的
艰
辛
为
小
事
，

期
盼
着
自
己
深
入
了
解
佛
法
的
心
愿
能
够
实
现
。
他
周
游
西
域
各
国
，
历
时17

年
，
走
遍
了
有
道
之
邦
，
探
寻
正
宗
的
佛
教
。
他
在
释
迦
牟
尼
佛
逝
世
的
双
林
、
八

水
之
间
，
餐
风
宿
露
，
体
会
佛
道
的
精
髓
。
他
到
释
迦
牟
尼
佛
讲
法
的
鹿
苑
、
鹫
峰
等
地
，
瞻
仰
佛
祖
的
遗
迹
和
奇
异
的
风
光
。
他
从
先
圣
和
上
贤
那
里
聆
听
教

诲
，
得
到
真
正
的
佛
教
。
探
寻
精
微
玄
妙
的
门
径
，
深
入
研
究
深
奥
的
佛
学
。
『
一
乘
』
『
五
律
』
等
佛
学
道
理
，
在
他
心
中
驰
骋
；
『
八
藏
』
『
三
箧
』
等
佛
学

经
典
，
就
像
波
涛
一
样
从
他
口
中
涌
出
。
于
是
，
他
从
所
游
历
的
大
小
国
家
中
，
收
集
并
带
回
三
藏
中
主
要
的
经
典
文
献
，
一
共657

部
。
他
把
这
些
文
献
翻
译
成
汉

文
后
在
中
国
传
布
，
以
宣
扬
伟
大
的
佛
教
。
从
西
方
极
乐
世
界
引
来
慈
悲
的
云
彩
，
变
成
法
雨
普
降
在
大
唐
的
国
土
上
。
残
缺
不
全
的
佛
教
教
义
终
于
恢
复
完
整
，

在
苦
难
中
生
活
的
百
姓
又
得
到
了
幸
福
。
它
熄
灭
了
火
屋
里
燃
烧
的
熊
熊
烈
火
，
使
众
生
走
出
迷
途
；
照
亮
爱
欲
之
水
中
昏
暗
的
波
澜
，
使
众
生
到
达
超
脱
生
死
的

彼
岸
。
这
就
是
说
，
众
生
懂
得
了
作
恶
必
将
因
果
报
应
而
坠
入
苦
海
，
行
善
也
必
定
会
凭
着
佛
缘
而
升
入
天
堂
。
有
升
有
坠
的
原
因
，
都
依
附
在
人
的
所
作
所
为

上
。
比
如
桂
花
生
长
在
高
高
的
山
岭
上
，
天
上
的
雨
露
才
能
够
滋
润
它
的
花
朵
；
莲
花
出
自
碧
波
绿
水
，
飞
扬
的
尘
土
就
不
会
玷
污
它
的
叶
子
。
这
并
不
是
说
莲
花

原
本
洁
净
，
桂
花
原
本
贞
洁
；
实
在
是
因
为
桂
花
所
依
附
的
地
方
本
来
就
高
，
所
以
那
些
卑
贱
的
东
西
不
能
牵
累
它
；
莲
花
凭
借
的
水
本
来
就
很
洁
净
，
所
以
那
些

肮
脏
的
东
西
就
玷
污
不
了
它
。
花
草
树
木
没
有
知
觉
，
尚
且
能
凭
借
好
的
条
件
而
达
到
完
善
；
更
何
况
人
类
本
来
就
有
认
识
能
力
，
为
什
么
不
沿
着
这
样
的
福
德
因

缘
而
寻
求
幸
福
。
正
好
希
望
这
部
《
大
唐
三
藏
圣
教
》
经
得
以
流
传
和
实
施
，
像
日
月
一
样
没
有
穷
尽
。
将
这
种
福
祉
久
远
地
播
撒
人
间
，
与
天
地
一
样
广
大
而
永
恒
！

唐
高
宗
永
徽
四
年
（653

）
，
岁
在
癸
丑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立
碑
。
中
书
令
臣
褚
遂
良
书
。

大
唐
皇
帝
（
李
治
）
述
三
藏
圣
教
序
记

显
扬
真
正
的
佛
教
，
如
果
没
有
智
慧
，
就
不
能
推
广
其
文
意
；
推
崇
、
阐
发
精
微
的
言
论
，
如
果
不
是
贤
能
的
人
，
就
不
能
确
定
其
宗
旨
。
永
恒
真
如
的
圣

教
，
是
各
种
佛
法
的
玄
妙
源
泉
，
是
各
种
经
论
的
法
则
规
范
。
它
综
合
、
涵
盖
得
弘
大
长
远
，
其
旨
趣
奥
妙
深
邃
。
极
好
地
阐
发
了
空
、
有
理
论
的
精
湛
微
妙
之

处
，
体
现
出
生
、
灭
这
一
大
事
的
玄
机
和
关
键
。
文
辞
丰
茂
，
道
理
广
大
，
探
寻
其
中
义
理
的
人
，
不
能
究
测
它
的
源
头
；
文
字
显
明
，
义
理
幽
深
，
按
照
它
去
修

行
的
人
，
无
法
测
度
它
的
边
际
。
因
此
可
知
，
凡
是
佛
法
的
慈
悲
所
感
化
的
地
方
，
所
做
的
善
业
没
有
不
彻
底
的
；
在
它
那
微
妙
教
化
的
影
响
下
，
所
有
的
恶
缘
没

有
不
被
剪
除
干
净
的
。
开
示
法
网
的
纲
纪
，
弘
扬
以
六
度(

即
布
施
、
持
戒
、
忍
辱
、
精
进
、
禅
定
、
智
慧)

为
核
心
的
正
教
。
拯
救
众
生
于
涂
炭
之
中
，
开
启
三
藏
佛

经
的
秘
密
门
径
。
因
而
佛
的
名
声
虽
无
羽
翼
却
可
以
长
远
地
飞
扬
，
佛
的
道
理
虽
无
根
系
却
能
永
远
牢
固
。
佛
的
教
义
日
益
显
赫
，
福
德
永
远
流
播
，
虽
经
历
千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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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写
《
雁
塔
圣
教
序
》
，
须
选
择
弹
性
好
的
狼
毫
或
兔
毫
笔
，
方
能
写
出
纤
细
遒
劲
、
婉
曲
多
姿
的
笔
画
特
点
。
同
时
要
仔
细
揣
摩
褚
遂
良
起
伏
往
来
、
变
化
多
端
的
用
笔

方
法
。
褚
遂
良
是
个
十
分
看
重
细
节
的
书
法
家
，
在
许
多
细
节
末
梢
上
都
运
用
了
匠
心
，
他
总
是
提
笔
而
行
，
凌
空
履
虚
，
指
腕
感
觉
微
弱
，
在
起
笔
时
略
微
多
了
一
点
逆
笔
，

然
后
引
回
，
扭
动
一
下
，
如
美
女
细
腰
，
再
轻
轻
收
笔
。
《
雁
塔
圣
教
序
》
中
，
笔
画
纤
细
而
俊
秀
，
即
使
是
复
杂
的
波
拂
转
折
，
也
是
一
丝
不
苟
，
无
丝
毫
遗
憾
；
弧
形
线
条

尤
其
多
，
即
使
是
短
线
条
，
也
有
一
咏
三
叹
的
情
调
。
弧
线
大
量
地
使
用
，
使
原
本
笔
直
、
坚
挺
的
基
本
笔
画
，
增
添
了
柔
和
与
窈
窕
，
有
不
胜
娇
羞
的
品
相
。
前
人
称
此
碑
如

美
女
婵
娟
，
颇
为
形
象
。

唐
代
楷
书
共
有
过
两
次
具
有
深
远
影
响
的
变
革
：
一
次
在
唐
初
稍
后
，
即
褚
遂
良
时
代
；
一
次
在
盛
、
中
唐
之
交
，
即
颜
真
卿
时
代
。
褚
遂
良
的
功
绩
，
在
于
他
能
敏
锐
地

察
觉
到
初
唐
书
坛
的
局
限
与
不
足
，
勇
于
革
故
，
以
趋
时
变
，
从
而
适
应
了
南
北
书
风
自
然
融
合
的
历
史
潮
流
。
初
唐
前
期
，
书
坛
基
本
上
是
欧
、
虞
书
体
一
统
天
下
的
局
面
。

这
种
深
刻
体
现
唐
代
书
风
典
则
、
法
式
的
书
体
，
对
后
世
产
生
了
深
远
而
又
积
极
的
影
响
。
然
而
从
书
法
史
的
进
程
看
，
欧
、
虞
书
体
基
本
上
未
能
脱
出
北
方
书
风
的
笼
罩
，
到

褚
遂
良
才
开
始
从
根
本
上
扭
转
这
种
局
面
。
在
初
唐
四
家
中
，
真
正
开
唐
楷
之
风
，
或
确
立
唐
楷
地
位
的
，
唯
褚
遂
良
而
已
。
这
一
点
古
今
已
有
共
识
。
清
毛
枝
凤
《
石
刻
书

法
源
流
考
》
云
：
『
自
褚
书
既
兴
，
有
唐
楷
书
，
不
能
出
其
范
围
。
显
庆
至
开
元
各
碑
志
，
习
褚
书
者
十
之
八
九
，
诸
拓
俱
在
。
可
复
案
。
』
清
王
澍
《
竹
云
题
跋
》
曰
：
『
褚

河
南
书
，
陶
铸
有
唐
一
代
，
稍
险
劲
则
为
薛
曜
，
稍
痛
快
则
为
颜
真
卿
，
稍
坚
卓
则
为
柳
公
权
，
稍
纤
媚
则
钟
绍
京
，
稍
腴
润
则
吕
向
，
稍
纵
逸
则
魏
栖
梧
，
步
趋
不
失
尺
寸
则

薛
稷
。
』
清
刘
熙
载
《
艺
概
》
评
曰
：
『
褚
河
南
书
为
唐
之
广
大
教
化
主
，
颜
平
原
得
其
筋
，
徐
季
海
之
流
得
其
肉
。
』
褚
遂
良
对
薛
曜
、
薛
稷
从
兄
弟
的
影
响
，
是
因
为
褚
遂

良
乃
薛
曜
的
舅
祖
。
薛
氏
兄
弟
之
于
褚
书
，
盖
为
家
学
，
且
时
人
有
誉
：
『
买
褚
得
薛
，
不
失
其
节
。
』
这
说
明
薛
氏
兄
弟
学
褚
像
褚
，
得
其
真
髓
。
薛
稷
的
代
表
作
是
《
信
行

禅
师
碑
》
，
其
楷
书
在
褚
书
基
础
上
更
加
纤
细
、
刚
劲
，
将
瘦
劲
推
向
极
致
，
直
接
引
发
和
影
响
了
宋
徽
宗
的
瘦
金
书
。
清
人
杨
守
敬
《
平
碑
记
》
有
云
：
『
书
法
瘦
劲
奇
伟
，

郭
兰
若
谓
为
宋
徽
宗
瘦
金
之
祖
，
良
是
。
』
由
此
推
断
，
不
妨
说
褚
遂
良
乃
瘦
金
书
之
太
祖
师
也
，
影
响
之
深
远
可
见
一
斑
。
颜
真
卿
楷
书
多
取
法
褚
氏
结
法
，
大
都
平
画
宽

结
，
只
是
用
笔
圆
劲
，
别
有
一
番
浑
厚
意
趣
。
清
人
梁
巘
《
华
晋
斋
积
闻
录
》
曰
：
『
米
元
章
书
空
灵
处
本
于
褚
。
』
清
刘
熙
载
《
艺
概
》
云
：
『
米
元
章
书
大
段
出
于
河
南
，

而
复
善
摹
各
体
。
』
由
此
下
推
，
历
代
学
米
者
也
间
接
受
到
褚
书
的
影
响
。
元
代
赵
孟
頫
在
《
自
书
千
字
文
卷
后
》
中
自
称
中
年
『
学
褚
河
南
《
孟
法
师
碑
》
，
故
结
字
规
模
八

分
』
。
明
代
祝
允
明
、
董
其
昌
、
王
铎
等
都
临
习
过
褚
遂
良
的
楷
书
和
行
书
。

当
代
已
故
书
法
大
师
沈
尹
默
在
自
述
学
习
行
草
的
经
历
时
，
说
自
己
『
从
米
南
宫
经
过
智
永
、
虞
世
南
、
褚
遂
良
、
怀
仁
等
人
，
上
溯
二
王
书
』
，
『
遍
临
褚
遂
良
各
碑
，

始
识
得
唐
代
规
模
』
。
他
倾
心
褚
遂
良
，
认
为
在
唐
代
能
够
继
承
二
王
书
风
正
脉
的
，
就
是
褚
遂
良
，
褚
书
确
立
了
『
唐
规
模
』
，
影
响
了
唐
以
后
的
百
代
书
坛
。
当
代
另
一
位

已
故
书
法
大
师
林
散
之
也
曾
说
自
己
二
十
多
岁
以
后
，
『
书
学
晋
唐
，
于
褚
遂
良
、
米
海
岳
尤
精
至
』
，
即
对
褚
遂
良
、
米
芾
甚
为
用
功
，
并
留
下
了
临
习
褚
书
的
墨
迹
。
在
当

代
一
般
书
法
爱
好
者
群
体
中
，
以
《
雁
塔
圣
教
序
》
为
代
表
的
褚
体
楷
书
亦
广
受
青
睐
，
许
多
专
攻
小
楷
和
行
书
的
人
，
也
往
往
刻
意
从
褚
体
中
汲
取
营
养
，
写
出
柔
中
带
刚
，

空
灵
秀
逸
的
作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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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
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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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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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
载
以
含
生
四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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