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
大
山
人
（1

62
6—

1
7
0
5

）
，
明
末
清
初
著
名
画
家
、
书
法
家
、
僧
人
，
名
朱
耷
，
字
雪
个
，
号
个
山
、
道
朗
、

破
云
樵
者
、
驴
屋
、
八
大
山
人
等
。
江
西
南
昌
人
，
为
明
朱
元
璋
之
子
宁
献
王
朱
权
的
后
裔
。

 
 

八
大
山
人
性
格
孤
傲
倔
强
，
行
为
狂
怪
，
一
生
以
诗
文
书
画
写
心
寄
情
，
于
诗
词
、
花
鸟
、
山
水
、
书
法
等

无
一
不
工
。
其
书
法
师
秦
汉
及
晋
唐
以
下
名
家
法
帖
，
尤
善
行
、
草
书
，
风
格
秀
健
流
畅
，
平
淡
天
成
。
其
花
鸟

承
袭
陈
淳
、
徐
渭
，
以
阔
笔
大
写
意
为
宗
，
以
象
征
寓
意
的
手
法
、
奇
特
夸
张
的
形
象
、
简
朴
豪
放
的
笔
墨
、
孤

傲
宏
大
的
格
调
创
造
出
前
所
未
有
的
风
貌
，
给
后
世
以
深
远
的
影
响
。
其
山
水
初
学
董
其
昌
，
后
又
上
窥
黄
公
望
、

倪
瓒
，
笔
墨
淋
漓
酣
畅
，
构
图
舒
简
奇
险
，
意
境
荒
凉
寂
寥
。

 
 

此
册
行
书
《
心
经
》
，
纸
本
，
原
作
为
斗
方
，
书
于
康
熙
乙
酉
年
（1

7
0
5

）
，
八
大
山
人
时
年7

9

岁
。
用
笔

简
洁
含
蓄
，
结
字
奇
异
古
拙
，
气
息
静
穆
单
纯
，
不
食
人
间
烟
火
。

《
心
经
》
是
中
国
佛
教
中
最
著
名
的
一
部
佛
经
，
全
称
为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
也
是
汉
传
佛
经
中
最

短
的
一
部
，
因
其
旨
意
精
微
且
便
于
持
诵
而
广
为
流
传
。
它
摄
取60

0

卷
《
大
般
若
经
》
之
精
髓
，
论
述
般
若
智

慧
和
缘
起
性
空
之
道
理
，
被
认
为
是
成
佛
之
指
南
，
利
生
之
法
宝
。

《
心
经
》
有
七
种
汉
译
本
，
流
传
最
广
的
是
唐
代
玄
奘
法
师
所
译
的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
全
文2

60

字
。

自
唐
以
来
，
历
代
文
人
士
大
夫
、
书
家
，
甚
至
帝
王
喜
以
此
译
本
写
《
心
经
》
。
此
译
本
唐
怀
仁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中
收
录
。3

0

年
前
我
学
行
书
以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为
范
本
，
曾
临
其
中
《
心
经
》
数
百
通
。
从
此
，
乐
于
搜
集
各

家
解
读
《
心
经
》
之
讲
义
，
收
益
良
多
，
遂
知
其
中
深
邃
之
义
理
。
但
是
，
诸
多
贤
者
《
心
经
》
解
读
文
字
之
详

细
是
为
佛
学
专
门
家
也
。
恭
录
之
：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经
名
解
释
： 

般
若
：
查
字
典
注
音
为
班
若
或
钵
惹
，
实
际
上
应
该
读
成
钵
瑞
。
这
种
发
音
是
不
是
很
标
准
呢
？
也
不
然
，

因
为
唐
代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的
读
音
是
『
巴
尼
亚
巴
拉
咪
达
』
，
这
个
音
译
跟
梵
文
的
原
音
是
相
吻
合
的
。
懂

得
梵
文
的
人
，
他
不
会
念
钵
瑞
，
而
是
念
『
巴
尼
亚
』
。 

般
若
的
基
本
含
意
是
智
慧
，
其
所
以
不
翻
译
，
是
因
为
它
虽
然
可
以
译
为
智
慧
，
但
跟
我
们
通
常
所
谓
的
智
慧
，

在
程
度
上
是
有
差
距
的
。
我
们
说
某
人
很
有
智
慧
，
那
仅
只
是
指
他
那
六
尘
所
积
的
表
层
意
识
。
这
里
的
般
若
并

不
仅
是
指
表
层
意
识
，
而
是
指
心
的
原
态
与
共
相
。
既
然
找
不
到
适
当
的
中
国
文
字
来
表
达
，
干
脆
就
不
翻
译
了
。 

一
般
法
会
中
大
多
念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
为
何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不
加
上
『
摩
诃
』
两
个
字
？

因
为
摩
诃
般
若
是
全
称
，
只
用
般
若
是
简
称
，
只
要
提
到
般
若
，
就
一
定
是
摩
诃
般
若
。
摩
诃
般
若
即
是
大
智
慧
，

大
到
什
么
程
度
？
它
是
一
切
世
间
智
能
的
本
源
和
实
性
。
世
间
的
智
慧
，
是
否
离
开
了
般
若
呢
？
它
虽
然
已
经
不

是
般
若
的
原
态
，
但
却
也
离
不
开
般
若
因
为
『
烦
恼
即
菩
提
』
，
当
我
们
感
受
到
烦
恼
的
时
候
，
就
证
明
我
们
有

生
命
、
有
觉
性
（
菩
提
）
。
如
果
是
没
有
知
觉
的
植
物
人
，
还
会
有
烦
恼
吗
？
为
什
么
不
用
『
摩
诃
』
，
表
示
它

是
略
称
，
而
『
摩
诃
般
若
』
就
是
具
称
就
像
我
们
讲
电
视
机
是telev

isio
n

，
如
果
只
说T

V

，
别
人
也
懂
。 

波
罗
：
正
确
的
读
音
是
『
巴
拉
』
是
彼
岸
、
对
岸
，
且
含
有
解
脱
的
意
义
。 

蜜
多
：
正
确
的
读
音
是
『
咪
达
』
是
到
达
的
意
思
。 

我
们
有
时
说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
，
有
时
说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
这
也
是
简
称
和
具
称
。
『
多
』

字
只
是
在
强
化
语
气
。
有
些
人
不
懂
，
平
常
念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
念
多
了
，
他
以
为
这
是
一
句
，
经
名
则
是

多
心
经
。
佛
法
讲
求
一
心
，
哪
里
有
什
么
多
心
经
呢
？
这
就
不
正
确
了
。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是
经
名
的
全
称
，
意
思
是
：
透
过
根
本
的
、
原

本
的
、
一
切
智
慧
之
母
的
伟
大
智
能
，
到
达
解
脱
彼
岸
之
心
需
要
的
经
典
。

国
人
爱
读
爱
书
《
心
经
》
者
多
也
。
徐
州
学
者
蔡
敬
崇
先
生
多
年
来
搜
集
古
今

名
人
书
《
心
经
》
图
片
已
有1

1
65

7

张
，
并
且
还
将
不
断
增
加
，
由
此
可
见
一
斑
。

我
很
希
望
能
以
最
简
短
、
最
直
白
的
文
字
来
解
释
《
心
经
》
之
深
意
，
以
便
众
人
学

习
和
了
解
之
。
日
前
，
收
到
扬
州
学
者
吴
波
先
生
微
信
中
发
来
了
这
一
段
神
奇
的
文

字
，
且
看
且
悟
，
《
心
经
》
全
译
文
。
读
之
，
喜
出
望
外
。
即
致
电
吴
先
生
，
讨
论

其
中
部
分
释
义
。
先
生
告
知
，
也
是
朋
友
转
发
。
此
释
虽
未
精
确
，
然
能
直
解
《
心
经
》

之
大
意
。
现
恭
录
如
下
，
以
为
传
播
佛
学
《
心
经
》
之
善
事
。

观
自
在
菩
萨
（
观
察
内
在
，
自
见
菩
萨
） 

行
深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时
（
深
入
的
修

行
心
经
时
） 

照
见
五
蕴
皆
空
（
看
到
五
蕴
：
形
相
、
情
欲
、
意
念
、
行
为
、
心
灵
，

都
是
空
的
） 

度
一
切
苦
厄
（
就
将
一
切
苦
难
置
之
度
外
） 

舍
利
子
（
菩
萨
对
学
生

舍
利
子
说
） 

色
不
异
空 

（
形
相
不
异
乎
空
间
） 

空
不
异
色
（
空
间
不
异
乎
形
相
） 

色
即
是
空 

（
所
以
形
相
等
于
空
间
） 

空
即
是
色
（
空
间
等
于
形
相
） 

受
想
行
识 

（
情
欲
、
意
念
、
行
为
、
心
灵
） 

亦
复
如
是
（
都
是
一
样
的
） 

舍
利
子
（
舍
利
子
呀
） 

是
诸
法
空
相 

（
一
切
法
则
都
是
空
的
） 

不
生
不
灭
（
不
生

不
灭
） 

不
垢
不
净 

（
不
垢
不
净
） 

不
增
不
减
（
不
增
不
减
）
是
故
空
中
无
色 

（
因
此
空
间
是
没
有
形
相
的
） 

无

受
想
行
识
（
也
没
有
情
欲
、
意
念
、
行
为
和
心
灵
） 

无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
没
有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意
等
六

根
） 

无
色
声
香
味
触
法
（
更
没
有
色
、
声
、
香
、
味
、
触
、
法
等
六
尘
） 

无
眼
界 

（
没
有
眼
睛
所
能
看
到
的
界
限
） 

乃
至
无
意
识
界
（
直
到
没
有
心
灵
所
能
感
受
的
界
限
） 

无
无
明 

（
没
有
不
能
了
解
的
） 

亦
无
无
明
尽
（
也
没
有

不
能
了
解
的
尽
头
） 

乃
至
无
老
死 

（
直
到
没
有
老
和
死
） 

亦
无
老
死
尽
（
也
没
有
老
和
死
的
尽
头
） 

无
苦
集
灭

道 

（
没
有
痛
苦
的
集
合
以
及
修
道
的
幻
灭
） 

无
智
亦
无
得
（
不
用
智
慧
去
强
求
） 

以
无
所
得
故
（
所
以
得
到
与

否
并
不
重
要
） 

菩
提
萨
埵
（
菩
萨
觉
悟
之
后
） 

依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故
（
依
照
心
经
） 

心
无
挂
碍 

（
心
中
没
有
碍
） 

无
挂
碍
故 

（
由
于
没
有
碍
） 

无
有
恐
怖
（
所
以
不
恐
怖
） 

远
离
颠
倒
梦
想 

（
远
离
颠
倒
梦
想 

） 

究
竟
涅
槃
（
最

后
达
到
彼
岸
） 

三
世
诸
佛
（
过
去
、
现
在
和
未
来
的
三
世
诸
佛
） 

依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故
（
依
照
心
经
） 

得
阿
耨

多
罗
三
藐
三
菩
提
（
得
到
无
上
、
正
宗
、
正
觉
的
三
种
佛
果
） 

故
知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所
以
说
心
经
） 

是
大
神
咒

（
是
变
幻
莫
测
的
咒
语
） 

是
大
明
咒
（
是
神
光
普
照
的
咒
语
） 

是
无
上
咒
（
是
无
上

的
咒
语
） 

是
无
等
等
咒 

（
是
最
高
的
咒
语
） 

能
除
一
切
苦
（
能
除
一
切
苦 

） 

真
实

不
虚
（
不
是
骗
人
的
） 

故
说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咒
（
所
以
说
心
经
） 

即
说
咒
曰
（
其
咒

语
曰
） 

揭
谛
揭
谛
（
去
吧
，
去
吧
） 

波
罗
揭
谛
（
到
彼
岸
去
吧
） 

波
罗
僧
揭
谛 

（
大

家
快
去
彼
岸
）
菩
提
萨
婆
诃
（
修
成
正
果
）

曹
彦
伟
先
生
搜
集
自
唐
代
至
民
国
名
家
书
《
心
经
》
作
品
，
精
选
王
羲
之
（
集

王
字
）
、
欧
阳
询
、
张
旭
、
赵
孟
頫
、
苏
轼
、
董
其
昌
、
文
徵
明
、
吴
镇
、
傅
山
、

康
熙
、
乾
隆
、
张
瑞
图
、
刘
墉
、
邓
石
如 

、
吴
昌
硕
、
溥
儒
、
弘
一
、
于
右
任
等2

0

家
，
以
长
卷
折
页
形
式
精
印
出
版
。

这
套
《
心
经
》
长
卷
折
页
，
将
部
分
原
作
非
长
卷
折
页
形
式
的
作
品
采
用
现
代

电
脑
排
版
技
术
进
行
编
辑
。
如
：
欧
阳
询
楷
书
《
心
经
》
原
作
为
横
幅
（
图1

）
，
吴

昌
硕
篆
书
《
心
经
》
原
作
为1

2

屏
（
图2

）
统
一
重
排
为
长
卷
折
页
形
式
。
这
种
编

辑
出
版
方
式
，
已
有
多
家
出
版
社
作
过
尝
试
，
形
式
效
果
较
好
，
但
对
编
辑
人
员
的

书
法
专
业
素
质
要
求
尤
其
高
。
因
为
改
变
原
有
作
品
形
式
意
味
着
对
书
法
作
品
章
法

的
改
变
，
如
果
没
有
高
水
平
的
书
法
编
辑
是
很
难
完
成
好
这
项
任
务
的
。
我
们
在
编

辑
过
程
中
力
求
新
编
长
卷
折
页
章
法
上
保
持
原
书
家
作
品
总
体
风
格
的
一
致
性
。

在
编
辑
过
程
中
，
还
发
现
多
位
书
家
《
心
经
》
作
品
中
出
现
同
音
字
现
象
。
我

们
以
怀
仁
集
王
羲
之
字
《
心
经
》
为
标
准
作
一
对
比
即
可
发
现
，
如
：
『
揭
谛
』
，

欧
阳
询
、
苏
轼
、
董
其
昌
、
傅
山
等
均
写
作
『
揭
帝
』
；
更
有
吴
昌
硕
将
『
咒
』
字

写
作
『
祝
』
字
等
等
。
这
类
现
象
我
们
一
概
保
留
原
貌
，
并
在
作
品
的
释
文
中
加
以

说
明
。这

套
精
印
之
《
历
代
名
家
书
心
经
》
，
既
是
书
法
学
习
难
得
之
范
本
，
也
是
馈

赠
亲
友
装
于
雅
室
欣
赏
、
颂
读
、
清
心
、
养
心
、
明
心
见
性
之
宝
。

曹
彦
伟
先
生
邀
我
主
编
这
套
《
历
代
名
家
书
心
经
》
并
作
序
，
其
心
之
诚
，
其

意
之
切
，
我
乐
以
为
之
，
是
为
序
。  

洪  

亮 
 

 2
0
1
3

年1
1

月1
5

日
于
北
京
大
雅
堂

出
版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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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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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观
自
在
菩
萨
，
行
深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时
，
照
见
五
蕴
皆
空
，
度
一
切
苦
厄
。
舍
利

子
，
色
不
异
空
，
空
不
异
色
，
色
即
是
空
，
空
即
是
色
。
受
想
行
识
，
亦
复
如
是
。
舍
利
子
，
是
诸
法
空
相
，
不

生
不
灭
，
不
垢
不
净
，
不
增
不
減(

减)

，
是
故
空
中
无
色
，
无
受
想
行
识
，
无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
无
色
声
香
味
触

法
，
无
眼
界
，
乃
至
无
意
识
界
，
无
无
明
，
亦
无
无
明
尽
，
乃
至
无
老
死
，
亦
无
老
死
尽
。
无
苦
集
灭
道
，
无
智

亦
无
得
，
以
无
所
得
故
。
菩
提
萨
埵
，
依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故
，
心
无

 
(

挂)

碍
（
礙
）
。[

无
挂
碍]

故
，
无
有

恐
怖
，
远
离
颠
倒
梦
想
，
究
竟
湼(

涅)

槃
。
三
世
诸
佛
，
依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故
，
得
阿
耨
多
罗
三

(

藐)

三
菩
提
。

故
知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是
大
神
咒
，
是
大
明
咒
，
是
无
上
咒
，
是
无
（

）
等
等
咒
。
能
除
一
切
苦
，
真
实
不
虚
。

故
说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咒
。
即
说
咒
曰
：
揭
谛
揭
谛
。[

波
罗
揭
谛]

，
波
罗
僧
揭
谛
，
菩
提
萨
㜑(

婆)

诃
。
乙
酉

夏
五
月
既
望
，
八
大
山
人
并
书
。

释 

文



 
 

八
大
山
人
（1

62
6—

1
7
0
5

）
，
明
末
清
初
著
名
画
家
、
书
法
家
、
僧
人
，
名
朱
耷
，
字
雪
个
，
号
个
山
、
道
朗
、

破
云
樵
者
、
驴
屋
、
八
大
山
人
等
。
江
西
南
昌
人
，
为
明
朱
元
璋
之
子
宁
献
王
朱
权
的
后
裔
。

 
 

八
大
山
人
性
格
孤
傲
倔
强
，
行
为
狂
怪
，
一
生
以
诗
文
书
画
写
心
寄
情
，
于
诗
词
、
花
鸟
、
山
水
、
书
法
等

无
一
不
工
。
其
书
法
师
秦
汉
及
晋
唐
以
下
名
家
法
帖
，
尤
善
行
、
草
书
，
风
格
秀
健
流
畅
，
平
淡
天
成
。
其
花
鸟

承
袭
陈
淳
、
徐
渭
，
以
阔
笔
大
写
意
为
宗
，
以
象
征
寓
意
的
手
法
、
奇
特
夸
张
的
形
象
、
简
朴
豪
放
的
笔
墨
、
孤

傲
宏
大
的
格
调
创
造
出
前
所
未
有
的
风
貌
，
给
后
世
以
深
远
的
影
响
。
其
山
水
初
学
董
其
昌
，
后
又
上
窥
黄
公
望
、

倪
瓒
，
笔
墨
淋
漓
酣
畅
，
构
图
舒
简
奇
险
，
意
境
荒
凉
寂
寥
。

 
 

此
册
行
书
《
心
经
》
，
纸
本
，
原
作
为
斗
方
，
书
于
康
熙
乙
酉
年
（1

7
0
5

）
，
八
大
山
人
时
年7

9

岁
。
用
笔

简
洁
含
蓄
，
结
字
奇
异
古
拙
，
气
息
静
穆
单
纯
，
不
食
人
间
烟
火
。

《
心
经
》
是
中
国
佛
教
中
最
著
名
的
一
部
佛
经
，
全
称
为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
也
是
汉
传
佛
经
中
最

短
的
一
部
，
因
其
旨
意
精
微
且
便
于
持
诵
而
广
为
流
传
。
它
摄
取60

0

卷
《
大
般
若
经
》
之
精
髓
，
论
述
般
若
智

慧
和
缘
起
性
空
之
道
理
，
被
认
为
是
成
佛
之
指
南
，
利
生
之
法
宝
。

《
心
经
》
有
七
种
汉
译
本
，
流
传
最
广
的
是
唐
代
玄
奘
法
师
所
译
的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
全
文2

60

字
。

自
唐
以
来
，
历
代
文
人
士
大
夫
、
书
家
，
甚
至
帝
王
喜
以
此
译
本
写
《
心
经
》
。
此
译
本
唐
怀
仁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中
收
录
。3

0

年
前
我
学
行
书
以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为
范
本
，
曾
临
其
中
《
心
经
》
数
百
通
。
从
此
，
乐
于
搜
集
各

家
解
读
《
心
经
》
之
讲
义
，
收
益
良
多
，
遂
知
其
中
深
邃
之
义
理
。
但
是
，
诸
多
贤
者
《
心
经
》
解
读
文
字
之
详

细
是
为
佛
学
专
门
家
也
。
恭
录
之
：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经
名
解
释
： 

般
若
：
查
字
典
注
音
为
班
若
或
钵
惹
，
实
际
上
应
该
读
成
钵
瑞
。
这
种
发
音
是
不
是
很
标
准
呢
？
也
不
然
，

因
为
唐
代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的
读
音
是
『
巴
尼
亚
巴
拉
咪
达
』
，
这
个
音
译
跟
梵
文
的
原
音
是
相
吻
合
的
。
懂

得
梵
文
的
人
，
他
不
会
念
钵
瑞
，
而
是
念
『
巴
尼
亚
』
。 

般
若
的
基
本
含
意
是
智
慧
，
其
所
以
不
翻
译
，
是
因
为
它
虽
然
可
以
译
为
智
慧
，
但
跟
我
们
通
常
所
谓
的
智
慧
，

在
程
度
上
是
有
差
距
的
。
我
们
说
某
人
很
有
智
慧
，
那
仅
只
是
指
他
那
六
尘
所
积
的
表
层
意
识
。
这
里
的
般
若
并

不
仅
是
指
表
层
意
识
，
而
是
指
心
的
原
态
与
共
相
。
既
然
找
不
到
适
当
的
中
国
文
字
来
表
达
，
干
脆
就
不
翻
译
了
。 

一
般
法
会
中
大
多
念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
为
何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不
加
上
『
摩
诃
』
两
个
字
？

因
为
摩
诃
般
若
是
全
称
，
只
用
般
若
是
简
称
，
只
要
提
到
般
若
，
就
一
定
是
摩
诃
般
若
。
摩
诃
般
若
即
是
大
智
慧
，

大
到
什
么
程
度
？
它
是
一
切
世
间
智
能
的
本
源
和
实
性
。
世
间
的
智
慧
，
是
否
离
开
了
般
若
呢
？
它
虽
然
已
经
不

是
般
若
的
原
态
，
但
却
也
离
不
开
般
若
因
为
『
烦
恼
即
菩
提
』
，
当
我
们
感
受
到
烦
恼
的
时
候
，
就
证
明
我
们
有

生
命
、
有
觉
性
（
菩
提
）
。
如
果
是
没
有
知
觉
的
植
物
人
，
还
会
有
烦
恼
吗
？
为
什
么
不
用
『
摩
诃
』
，
表
示
它

是
略
称
，
而
『
摩
诃
般
若
』
就
是
具
称
就
像
我
们
讲
电
视
机
是telev

isio
n

，
如
果
只
说T

V

，
别
人
也
懂
。 

波
罗
：
正
确
的
读
音
是
『
巴
拉
』
是
彼
岸
、
对
岸
，
且
含
有
解
脱
的
意
义
。 

蜜
多
：
正
确
的
读
音
是
『
咪
达
』
是
到
达
的
意
思
。 

我
们
有
时
说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
，
有
时
说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
这
也
是
简
称
和
具
称
。
『
多
』

字
只
是
在
强
化
语
气
。
有
些
人
不
懂
，
平
常
念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
念
多
了
，
他
以
为
这
是
一
句
，
经
名
则
是

多
心
经
。
佛
法
讲
求
一
心
，
哪
里
有
什
么
多
心
经
呢
？
这
就
不
正
确
了
。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是
经
名
的
全
称
，
意
思
是
：
透
过
根
本
的
、
原

本
的
、
一
切
智
慧
之
母
的
伟
大
智
能
，
到
达
解
脱
彼
岸
之
心
需
要
的
经
典
。

国
人
爱
读
爱
书
《
心
经
》
者
多
也
。
徐
州
学
者
蔡
敬
崇
先
生
多
年
来
搜
集
古
今

名
人
书
《
心
经
》
图
片
已
有1

1
65

7

张
，
并
且
还
将
不
断
增
加
，
由
此
可
见
一
斑
。

我
很
希
望
能
以
最
简
短
、
最
直
白
的
文
字
来
解
释
《
心
经
》
之
深
意
，
以
便
众
人
学

习
和
了
解
之
。
日
前
，
收
到
扬
州
学
者
吴
波
先
生
微
信
中
发
来
了
这
一
段
神
奇
的
文

字
，
且
看
且
悟
，
《
心
经
》
全
译
文
。
读
之
，
喜
出
望
外
。
即
致
电
吴
先
生
，
讨
论

其
中
部
分
释
义
。
先
生
告
知
，
也
是
朋
友
转
发
。
此
释
虽
未
精
确
，
然
能
直
解
《
心
经
》

之
大
意
。
现
恭
录
如
下
，
以
为
传
播
佛
学
《
心
经
》
之
善
事
。

观
自
在
菩
萨
（
观
察
内
在
，
自
见
菩
萨
） 

行
深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时
（
深
入
的
修

行
心
经
时
） 

照
见
五
蕴
皆
空
（
看
到
五
蕴
：
形
相
、
情
欲
、
意
念
、
行
为
、
心
灵
，

都
是
空
的
） 

度
一
切
苦
厄
（
就
将
一
切
苦
难
置
之
度
外
） 

舍
利
子
（
菩
萨
对
学
生

舍
利
子
说
） 

色
不
异
空 

（
形
相
不
异
乎
空
间
） 

空
不
异
色
（
空
间
不
异
乎
形
相
） 

色
即
是
空 

（
所
以
形
相
等
于
空
间
） 

空
即
是
色
（
空
间
等
于
形
相
） 

受
想
行
识 

（
情
欲
、
意
念
、
行
为
、
心
灵
） 

亦
复
如
是
（
都
是
一
样
的
） 

舍
利
子
（
舍
利
子
呀
） 

是
诸
法
空
相 

（
一
切
法
则
都
是
空
的
） 

不
生
不
灭
（
不
生

不
灭
） 

不
垢
不
净 

（
不
垢
不
净
） 

不
增
不
减
（
不
增
不
减
）
是
故
空
中
无
色 

（
因
此
空
间
是
没
有
形
相
的
） 

无

受
想
行
识
（
也
没
有
情
欲
、
意
念
、
行
为
和
心
灵
） 

无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
没
有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意
等
六

根
） 

无
色
声
香
味
触
法
（
更
没
有
色
、
声
、
香
、
味
、
触
、
法
等
六
尘
） 

无
眼
界 

（
没
有
眼
睛
所
能
看
到
的
界
限
） 

乃
至
无
意
识
界
（
直
到
没
有
心
灵
所
能
感
受
的
界
限
） 

无
无
明 

（
没
有
不
能
了
解
的
） 

亦
无
无
明
尽
（
也
没
有

不
能
了
解
的
尽
头
） 

乃
至
无
老
死 

（
直
到
没
有
老
和
死
） 

亦
无
老
死
尽
（
也
没
有
老
和
死
的
尽
头
） 

无
苦
集
灭

道 

（
没
有
痛
苦
的
集
合
以
及
修
道
的
幻
灭
） 

无
智
亦
无
得
（
不
用
智
慧
去
强
求
） 

以
无
所
得
故
（
所
以
得
到
与

否
并
不
重
要
） 

菩
提
萨
埵
（
菩
萨
觉
悟
之
后
） 

依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故
（
依
照
心
经
） 

心
无
挂
碍 

（
心
中
没
有
碍
） 

无
挂
碍
故 

（
由
于
没
有
碍
） 

无
有
恐
怖
（
所
以
不
恐
怖
） 

远
离
颠
倒
梦
想 

（
远
离
颠
倒
梦
想 

） 

究
竟
涅
槃
（
最

后
达
到
彼
岸
） 

三
世
诸
佛
（
过
去
、
现
在
和
未
来
的
三
世
诸
佛
） 

依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故
（
依
照
心
经
） 

得
阿
耨

多
罗
三
藐
三
菩
提
（
得
到
无
上
、
正
宗
、
正
觉
的
三
种
佛
果
） 

故
知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所
以
说
心
经
） 

是
大
神
咒

（
是
变
幻
莫
测
的
咒
语
） 

是
大
明
咒
（
是
神
光
普
照
的
咒
语
） 

是
无
上
咒
（
是
无
上

的
咒
语
） 

是
无
等
等
咒 

（
是
最
高
的
咒
语
） 

能
除
一
切
苦
（
能
除
一
切
苦 

） 

真
实

不
虚
（
不
是
骗
人
的
） 

故
说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咒
（
所
以
说
心
经
） 

即
说
咒
曰
（
其
咒

语
曰
） 

揭
谛
揭
谛
（
去
吧
，
去
吧
） 

波
罗
揭
谛
（
到
彼
岸
去
吧
） 

波
罗
僧
揭
谛 

（
大

家
快
去
彼
岸
）
菩
提
萨
婆
诃
（
修
成
正
果
）

曹
彦
伟
先
生
搜
集
自
唐
代
至
民
国
名
家
书
《
心
经
》
作
品
，
精
选
王
羲
之
（
集

王
字
）
、
欧
阳
询
、
张
旭
、
赵
孟
頫
、
苏
轼
、
董
其
昌
、
文
徵
明
、
吴
镇
、
傅
山
、

康
熙
、
乾
隆
、
张
瑞
图
、
刘
墉
、
邓
石
如 

、
吴
昌
硕
、
溥
儒
、
弘
一
、
于
右
任
等2

0

家
，
以
长
卷
折
页
形
式
精
印
出
版
。

这
套
《
心
经
》
长
卷
折
页
，
将
部
分
原
作
非
长
卷
折
页
形
式
的
作
品
采
用
现
代

电
脑
排
版
技
术
进
行
编
辑
。
如
：
欧
阳
询
楷
书
《
心
经
》
原
作
为
横
幅
（
图1

）
，
吴

昌
硕
篆
书
《
心
经
》
原
作
为1

2

屏
（
图2

）
统
一
重
排
为
长
卷
折
页
形
式
。
这
种
编

辑
出
版
方
式
，
已
有
多
家
出
版
社
作
过
尝
试
，
形
式
效
果
较
好
，
但
对
编
辑
人
员
的

书
法
专
业
素
质
要
求
尤
其
高
。
因
为
改
变
原
有
作
品
形
式
意
味
着
对
书
法
作
品
章
法

的
改
变
，
如
果
没
有
高
水
平
的
书
法
编
辑
是
很
难
完
成
好
这
项
任
务
的
。
我
们
在
编

辑
过
程
中
力
求
新
编
长
卷
折
页
章
法
上
保
持
原
书
家
作
品
总
体
风
格
的
一
致
性
。

在
编
辑
过
程
中
，
还
发
现
多
位
书
家
《
心
经
》
作
品
中
出
现
同
音
字
现
象
。
我

们
以
怀
仁
集
王
羲
之
字
《
心
经
》
为
标
准
作
一
对
比
即
可
发
现
，
如
：
『
揭
谛
』
，

欧
阳
询
、
苏
轼
、
董
其
昌
、
傅
山
等
均
写
作
『
揭
帝
』
；
更
有
吴
昌
硕
将
『
咒
』
字

写
作
『
祝
』
字
等
等
。
这
类
现
象
我
们
一
概
保
留
原
貌
，
并
在
作
品
的
释
文
中
加
以

说
明
。这

套
精
印
之
《
历
代
名
家
书
心
经
》
，
既
是
书
法
学
习
难
得
之
范
本
，
也
是
馈

赠
亲
友
装
于
雅
室
欣
赏
、
颂
读
、
清
心
、
养
心
、
明
心
见
性
之
宝
。

曹
彦
伟
先
生
邀
我
主
编
这
套
《
历
代
名
家
书
心
经
》
并
作
序
，
其
心
之
诚
，
其

意
之
切
，
我
乐
以
为
之
，
是
为
序
。  

洪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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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大
山
人
（1

62
6—

1
7
0
5

）
，
明
末
清
初
著
名
画
家
、
书
法
家
、
僧
人
，
名
朱
耷
，
字
雪
个
，
号
个
山
、
道
朗
、

破
云
樵
者
、
驴
屋
、
八
大
山
人
等
。
江
西
南
昌
人
，
为
明
朱
元
璋
之
子
宁
献
王
朱
权
的
后
裔
。

 
 

八
大
山
人
性
格
孤
傲
倔
强
，
行
为
狂
怪
，
一
生
以
诗
文
书
画
写
心
寄
情
，
于
诗
词
、
花
鸟
、
山
水
、
书
法
等

无
一
不
工
。
其
书
法
师
秦
汉
及
晋
唐
以
下
名
家
法
帖
，
尤
善
行
、
草
书
，
风
格
秀
健
流
畅
，
平
淡
天
成
。
其
花
鸟

承
袭
陈
淳
、
徐
渭
，
以
阔
笔
大
写
意
为
宗
，
以
象
征
寓
意
的
手
法
、
奇
特
夸
张
的
形
象
、
简
朴
豪
放
的
笔
墨
、
孤

傲
宏
大
的
格
调
创
造
出
前
所
未
有
的
风
貌
，
给
后
世
以
深
远
的
影
响
。
其
山
水
初
学
董
其
昌
，
后
又
上
窥
黄
公
望
、

倪
瓒
，
笔
墨
淋
漓
酣
畅
，
构
图
舒
简
奇
险
，
意
境
荒
凉
寂
寥
。

 
 

此
册
行
书
《
心
经
》
，
纸
本
，
原
作
为
斗
方
，
书
于
康
熙
乙
酉
年
（1

7
0
5

）
，
八
大
山
人
时
年7

9

岁
。
用
笔

简
洁
含
蓄
，
结
字
奇
异
古
拙
，
气
息
静
穆
单
纯
，
不
食
人
间
烟
火
。

《
心
经
》
是
中
国
佛
教
中
最
著
名
的
一
部
佛
经
，
全
称
为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
也
是
汉
传
佛
经
中
最

短
的
一
部
，
因
其
旨
意
精
微
且
便
于
持
诵
而
广
为
流
传
。
它
摄
取60

0

卷
《
大
般
若
经
》
之
精
髓
，
论
述
般
若
智

慧
和
缘
起
性
空
之
道
理
，
被
认
为
是
成
佛
之
指
南
，
利
生
之
法
宝
。

《
心
经
》
有
七
种
汉
译
本
，
流
传
最
广
的
是
唐
代
玄
奘
法
师
所
译
的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
全
文2

60

字
。

自
唐
以
来
，
历
代
文
人
士
大
夫
、
书
家
，
甚
至
帝
王
喜
以
此
译
本
写
《
心
经
》
。
此
译
本
唐
怀
仁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中
收
录
。3

0

年
前
我
学
行
书
以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为
范
本
，
曾
临
其
中
《
心
经
》
数
百
通
。
从
此
，
乐
于
搜
集
各

家
解
读
《
心
经
》
之
讲
义
，
收
益
良
多
，
遂
知
其
中
深
邃
之
义
理
。
但
是
，
诸
多
贤
者
《
心
经
》
解
读
文
字
之
详

细
是
为
佛
学
专
门
家
也
。
恭
录
之
：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经
名
解
释
： 

般
若
：
查
字
典
注
音
为
班
若
或
钵
惹
，
实
际
上
应
该
读
成
钵
瑞
。
这
种
发
音
是
不
是
很
标
准
呢
？
也
不
然
，

因
为
唐
代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的
读
音
是
『
巴
尼
亚
巴
拉
咪
达
』
，
这
个
音
译
跟
梵
文
的
原
音
是
相
吻
合
的
。
懂

得
梵
文
的
人
，
他
不
会
念
钵
瑞
，
而
是
念
『
巴
尼
亚
』
。 

般
若
的
基
本
含
意
是
智
慧
，
其
所
以
不
翻
译
，
是
因
为
它
虽
然
可
以
译
为
智
慧
，
但
跟
我
们
通
常
所
谓
的
智
慧
，

在
程
度
上
是
有
差
距
的
。
我
们
说
某
人
很
有
智
慧
，
那
仅
只
是
指
他
那
六
尘
所
积
的
表
层
意
识
。
这
里
的
般
若
并

不
仅
是
指
表
层
意
识
，
而
是
指
心
的
原
态
与
共
相
。
既
然
找
不
到
适
当
的
中
国
文
字
来
表
达
，
干
脆
就
不
翻
译
了
。 

一
般
法
会
中
大
多
念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
为
何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不
加
上
『
摩
诃
』
两
个
字
？

因
为
摩
诃
般
若
是
全
称
，
只
用
般
若
是
简
称
，
只
要
提
到
般
若
，
就
一
定
是
摩
诃
般
若
。
摩
诃
般
若
即
是
大
智
慧
，

大
到
什
么
程
度
？
它
是
一
切
世
间
智
能
的
本
源
和
实
性
。
世
间
的
智
慧
，
是
否
离
开
了
般
若
呢
？
它
虽
然
已
经
不

是
般
若
的
原
态
，
但
却
也
离
不
开
般
若
因
为
『
烦
恼
即
菩
提
』
，
当
我
们
感
受
到
烦
恼
的
时
候
，
就
证
明
我
们
有

生
命
、
有
觉
性
（
菩
提
）
。
如
果
是
没
有
知
觉
的
植
物
人
，
还
会
有
烦
恼
吗
？
为
什
么
不
用
『
摩
诃
』
，
表
示
它

是
略
称
，
而
『
摩
诃
般
若
』
就
是
具
称
就
像
我
们
讲
电
视
机
是telev

isio
n

，
如
果
只
说T

V

，
别
人
也
懂
。 

波
罗
：
正
确
的
读
音
是
『
巴
拉
』
是
彼
岸
、
对
岸
，
且
含
有
解
脱
的
意
义
。 

蜜
多
：
正
确
的
读
音
是
『
咪
达
』
是
到
达
的
意
思
。 

我
们
有
时
说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
，
有
时
说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
这
也
是
简
称
和
具
称
。
『
多
』

字
只
是
在
强
化
语
气
。
有
些
人
不
懂
，
平
常
念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
念
多
了
，
他
以
为
这
是
一
句
，
经
名
则
是

多
心
经
。
佛
法
讲
求
一
心
，
哪
里
有
什
么
多
心
经
呢
？
这
就
不
正
确
了
。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是
经
名
的
全
称
，
意
思
是
：
透
过
根
本
的
、
原

本
的
、
一
切
智
慧
之
母
的
伟
大
智
能
，
到
达
解
脱
彼
岸
之
心
需
要
的
经
典
。

国
人
爱
读
爱
书
《
心
经
》
者
多
也
。
徐
州
学
者
蔡
敬
崇
先
生
多
年
来
搜
集
古
今

名
人
书
《
心
经
》
图
片
已
有1

1
65

7

张
，
并
且
还
将
不
断
增
加
，
由
此
可
见
一
斑
。

我
很
希
望
能
以
最
简
短
、
最
直
白
的
文
字
来
解
释
《
心
经
》
之
深
意
，
以
便
众
人
学

习
和
了
解
之
。
日
前
，
收
到
扬
州
学
者
吴
波
先
生
微
信
中
发
来
了
这
一
段
神
奇
的
文

字
，
且
看
且
悟
，
《
心
经
》
全
译
文
。
读
之
，
喜
出
望
外
。
即
致
电
吴
先
生
，
讨
论

其
中
部
分
释
义
。
先
生
告
知
，
也
是
朋
友
转
发
。
此
释
虽
未
精
确
，
然
能
直
解
《
心
经
》

之
大
意
。
现
恭
录
如
下
，
以
为
传
播
佛
学
《
心
经
》
之
善
事
。

观
自
在
菩
萨
（
观
察
内
在
，
自
见
菩
萨
） 

行
深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时
（
深
入
的
修

行
心
经
时
） 

照
见
五
蕴
皆
空
（
看
到
五
蕴
：
形
相
、
情
欲
、
意
念
、
行
为
、
心
灵
，

都
是
空
的
） 

度
一
切
苦
厄
（
就
将
一
切
苦
难
置
之
度
外
） 

舍
利
子
（
菩
萨
对
学
生

舍
利
子
说
） 

色
不
异
空 

（
形
相
不
异
乎
空
间
） 

空
不
异
色
（
空
间
不
异
乎
形
相
） 

色
即
是
空 

（
所
以
形
相
等
于
空
间
） 

空
即
是
色
（
空
间
等
于
形
相
） 

受
想
行
识 

（
情
欲
、
意
念
、
行
为
、
心
灵
） 

亦
复
如
是
（
都
是
一
样
的
） 

舍
利
子
（
舍
利
子
呀
） 

是
诸
法
空
相 

（
一
切
法
则
都
是
空
的
） 

不
生
不
灭
（
不
生

不
灭
） 

不
垢
不
净 

（
不
垢
不
净
） 

不
增
不
减
（
不
增
不
减
）
是
故
空
中
无
色 

（
因
此
空
间
是
没
有
形
相
的
） 

无

受
想
行
识
（
也
没
有
情
欲
、
意
念
、
行
为
和
心
灵
） 

无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
没
有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意
等
六

根
） 

无
色
声
香
味
触
法
（
更
没
有
色
、
声
、
香
、
味
、
触
、
法
等
六
尘
） 

无
眼
界 

（
没
有
眼
睛
所
能
看
到
的
界
限
） 

乃
至
无
意
识
界
（
直
到
没
有
心
灵
所
能
感
受
的
界
限
） 

无
无
明 

（
没
有
不
能
了
解
的
） 

亦
无
无
明
尽
（
也
没
有

不
能
了
解
的
尽
头
） 

乃
至
无
老
死 

（
直
到
没
有
老
和
死
） 

亦
无
老
死
尽
（
也
没
有
老
和
死
的
尽
头
） 

无
苦
集
灭

道 

（
没
有
痛
苦
的
集
合
以
及
修
道
的
幻
灭
） 

无
智
亦
无
得
（
不
用
智
慧
去
强
求
） 

以
无
所
得
故
（
所
以
得
到
与

否
并
不
重
要
） 

菩
提
萨
埵
（
菩
萨
觉
悟
之
后
） 

依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故
（
依
照
心
经
） 

心
无
挂
碍 

（
心
中
没
有
碍
） 

无
挂
碍
故 

（
由
于
没
有
碍
） 

无
有
恐
怖
（
所
以
不
恐
怖
） 

远
离
颠
倒
梦
想 

（
远
离
颠
倒
梦
想 

） 

究
竟
涅
槃
（
最

后
达
到
彼
岸
） 

三
世
诸
佛
（
过
去
、
现
在
和
未
来
的
三
世
诸
佛
） 

依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故
（
依
照
心
经
） 

得
阿
耨

多
罗
三
藐
三
菩
提
（
得
到
无
上
、
正
宗
、
正
觉
的
三
种
佛
果
） 

故
知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所
以
说
心
经
） 

是
大
神
咒

（
是
变
幻
莫
测
的
咒
语
） 

是
大
明
咒
（
是
神
光
普
照
的
咒
语
） 

是
无
上
咒
（
是
无
上

的
咒
语
） 

是
无
等
等
咒 

（
是
最
高
的
咒
语
） 

能
除
一
切
苦
（
能
除
一
切
苦 

） 

真
实

不
虚
（
不
是
骗
人
的
） 

故
说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咒
（
所
以
说
心
经
） 

即
说
咒
曰
（
其
咒

语
曰
） 

揭
谛
揭
谛
（
去
吧
，
去
吧
） 

波
罗
揭
谛
（
到
彼
岸
去
吧
） 

波
罗
僧
揭
谛 

（
大

家
快
去
彼
岸
）
菩
提
萨
婆
诃
（
修
成
正
果
）

曹
彦
伟
先
生
搜
集
自
唐
代
至
民
国
名
家
书
《
心
经
》
作
品
，
精
选
王
羲
之
（
集

王
字
）
、
欧
阳
询
、
张
旭
、
赵
孟
頫
、
苏
轼
、
董
其
昌
、
文
徵
明
、
吴
镇
、
傅
山
、

康
熙
、
乾
隆
、
张
瑞
图
、
刘
墉
、
邓
石
如 

、
吴
昌
硕
、
溥
儒
、
弘
一
、
于
右
任
等2

0

家
，
以
长
卷
折
页
形
式
精
印
出
版
。

这
套
《
心
经
》
长
卷
折
页
，
将
部
分
原
作
非
长
卷
折
页
形
式
的
作
品
采
用
现
代

电
脑
排
版
技
术
进
行
编
辑
。
如
：
欧
阳
询
楷
书
《
心
经
》
原
作
为
横
幅
（
图1

）
，
吴

昌
硕
篆
书
《
心
经
》
原
作
为1

2

屏
（
图2

）
统
一
重
排
为
长
卷
折
页
形
式
。
这
种
编

辑
出
版
方
式
，
已
有
多
家
出
版
社
作
过
尝
试
，
形
式
效
果
较
好
，
但
对
编
辑
人
员
的

书
法
专
业
素
质
要
求
尤
其
高
。
因
为
改
变
原
有
作
品
形
式
意
味
着
对
书
法
作
品
章
法

的
改
变
，
如
果
没
有
高
水
平
的
书
法
编
辑
是
很
难
完
成
好
这
项
任
务
的
。
我
们
在
编

辑
过
程
中
力
求
新
编
长
卷
折
页
章
法
上
保
持
原
书
家
作
品
总
体
风
格
的
一
致
性
。

在
编
辑
过
程
中
，
还
发
现
多
位
书
家
《
心
经
》
作
品
中
出
现
同
音
字
现
象
。
我

们
以
怀
仁
集
王
羲
之
字
《
心
经
》
为
标
准
作
一
对
比
即
可
发
现
，
如
：
『
揭
谛
』
，

欧
阳
询
、
苏
轼
、
董
其
昌
、
傅
山
等
均
写
作
『
揭
帝
』
；
更
有
吴
昌
硕
将
『
咒
』
字

写
作
『
祝
』
字
等
等
。
这
类
现
象
我
们
一
概
保
留
原
貌
，
并
在
作
品
的
释
文
中
加
以

说
明
。这

套
精
印
之
《
历
代
名
家
书
心
经
》
，
既
是
书
法
学
习
难
得
之
范
本
，
也
是
馈

赠
亲
友
装
于
雅
室
欣
赏
、
颂
读
、
清
心
、
养
心
、
明
心
见
性
之
宝
。

曹
彦
伟
先
生
邀
我
主
编
这
套
《
历
代
名
家
书
心
经
》
并
作
序
，
其
心
之
诚
，
其

意
之
切
，
我
乐
以
为
之
，
是
为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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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大
山
人
（1

62
6—

1
7
0
5

）
，
明
末
清
初
著
名
画
家
、
书
法
家
、
僧
人
，
名
朱
耷
，
字
雪
个
，
号
个
山
、
道
朗
、

破
云
樵
者
、
驴
屋
、
八
大
山
人
等
。
江
西
南
昌
人
，
为
明
朱
元
璋
之
子
宁
献
王
朱
权
的
后
裔
。

 
 

八
大
山
人
性
格
孤
傲
倔
强
，
行
为
狂
怪
，
一
生
以
诗
文
书
画
写
心
寄
情
，
于
诗
词
、
花
鸟
、
山
水
、
书
法
等

无
一
不
工
。
其
书
法
师
秦
汉
及
晋
唐
以
下
名
家
法
帖
，
尤
善
行
、
草
书
，
风
格
秀
健
流
畅
，
平
淡
天
成
。
其
花
鸟

承
袭
陈
淳
、
徐
渭
，
以
阔
笔
大
写
意
为
宗
，
以
象
征
寓
意
的
手
法
、
奇
特
夸
张
的
形
象
、
简
朴
豪
放
的
笔
墨
、
孤

傲
宏
大
的
格
调
创
造
出
前
所
未
有
的
风
貌
，
给
后
世
以
深
远
的
影
响
。
其
山
水
初
学
董
其
昌
，
后
又
上
窥
黄
公
望
、

倪
瓒
，
笔
墨
淋
漓
酣
畅
，
构
图
舒
简
奇
险
，
意
境
荒
凉
寂
寥
。

 
 

此
册
行
书
《
心
经
》
，
纸
本
，
原
作
为
斗
方
，
书
于
康
熙
乙
酉
年
（1

7
0
5

）
，
八
大
山
人
时
年7

9

岁
。
用
笔

简
洁
含
蓄
，
结
字
奇
异
古
拙
，
气
息
静
穆
单
纯
，
不
食
人
间
烟
火
。

《
心
经
》
是
中
国
佛
教
中
最
著
名
的
一
部
佛
经
，
全
称
为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
也
是
汉
传
佛
经
中
最

短
的
一
部
，
因
其
旨
意
精
微
且
便
于
持
诵
而
广
为
流
传
。
它
摄
取60

0

卷
《
大
般
若
经
》
之
精
髓
，
论
述
般
若
智

慧
和
缘
起
性
空
之
道
理
，
被
认
为
是
成
佛
之
指
南
，
利
生
之
法
宝
。

《
心
经
》
有
七
种
汉
译
本
，
流
传
最
广
的
是
唐
代
玄
奘
法
师
所
译
的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
全
文2

60

字
。

自
唐
以
来
，
历
代
文
人
士
大
夫
、
书
家
，
甚
至
帝
王
喜
以
此
译
本
写
《
心
经
》
。
此
译
本
唐
怀
仁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中
收
录
。3

0

年
前
我
学
行
书
以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为
范
本
，
曾
临
其
中
《
心
经
》
数
百
通
。
从
此
，
乐
于
搜
集
各

家
解
读
《
心
经
》
之
讲
义
，
收
益
良
多
，
遂
知
其
中
深
邃
之
义
理
。
但
是
，
诸
多
贤
者
《
心
经
》
解
读
文
字
之
详

细
是
为
佛
学
专
门
家
也
。
恭
录
之
：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经
名
解
释
： 

般
若
：
查
字
典
注
音
为
班
若
或
钵
惹
，
实
际
上
应
该
读
成
钵
瑞
。
这
种
发
音
是
不
是
很
标
准
呢
？
也
不
然
，

因
为
唐
代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的
读
音
是
『
巴
尼
亚
巴
拉
咪
达
』
，
这
个
音
译
跟
梵
文
的
原
音
是
相
吻
合
的
。
懂

得
梵
文
的
人
，
他
不
会
念
钵
瑞
，
而
是
念
『
巴
尼
亚
』
。 

般
若
的
基
本
含
意
是
智
慧
，
其
所
以
不
翻
译
，
是
因
为
它
虽
然
可
以
译
为
智
慧
，
但
跟
我
们
通
常
所
谓
的
智
慧
，

在
程
度
上
是
有
差
距
的
。
我
们
说
某
人
很
有
智
慧
，
那
仅
只
是
指
他
那
六
尘
所
积
的
表
层
意
识
。
这
里
的
般
若
并

不
仅
是
指
表
层
意
识
，
而
是
指
心
的
原
态
与
共
相
。
既
然
找
不
到
适
当
的
中
国
文
字
来
表
达
，
干
脆
就
不
翻
译
了
。 

一
般
法
会
中
大
多
念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
为
何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不
加
上
『
摩
诃
』
两
个
字
？

因
为
摩
诃
般
若
是
全
称
，
只
用
般
若
是
简
称
，
只
要
提
到
般
若
，
就
一
定
是
摩
诃
般
若
。
摩
诃
般
若
即
是
大
智
慧
，

大
到
什
么
程
度
？
它
是
一
切
世
间
智
能
的
本
源
和
实
性
。
世
间
的
智
慧
，
是
否
离
开
了
般
若
呢
？
它
虽
然
已
经
不

是
般
若
的
原
态
，
但
却
也
离
不
开
般
若
因
为
『
烦
恼
即
菩
提
』
，
当
我
们
感
受
到
烦
恼
的
时
候
，
就
证
明
我
们
有

生
命
、
有
觉
性
（
菩
提
）
。
如
果
是
没
有
知
觉
的
植
物
人
，
还
会
有
烦
恼
吗
？
为
什
么
不
用
『
摩
诃
』
，
表
示
它

是
略
称
，
而
『
摩
诃
般
若
』
就
是
具
称
就
像
我
们
讲
电
视
机
是telev

isio
n

，
如
果
只
说T
V

，
别
人
也
懂
。 

波
罗
：
正
确
的
读
音
是
『
巴
拉
』
是
彼
岸
、
对
岸
，
且
含
有
解
脱
的
意
义
。 

蜜
多
：
正
确
的
读
音
是
『
咪
达
』
是
到
达
的
意
思
。 

我
们
有
时
说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
，
有
时
说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
这
也
是
简
称
和
具
称
。
『
多
』

字
只
是
在
强
化
语
气
。
有
些
人
不
懂
，
平
常
念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
念
多
了
，
他
以
为
这
是
一
句
，
经
名
则
是

多
心
经
。
佛
法
讲
求
一
心
，
哪
里
有
什
么
多
心
经
呢
？
这
就
不
正
确
了
。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是
经
名
的
全
称
，
意
思
是
：
透
过
根
本
的
、
原

本
的
、
一
切
智
慧
之
母
的
伟
大
智
能
，
到
达
解
脱
彼
岸
之
心
需
要
的
经
典
。

国
人
爱
读
爱
书
《
心
经
》
者
多
也
。
徐
州
学
者
蔡
敬
崇
先
生
多
年
来
搜
集
古
今

名
人
书
《
心
经
》
图
片
已
有1

1
65

7

张
，
并
且
还
将
不
断
增
加
，
由
此
可
见
一
斑
。

我
很
希
望
能
以
最
简
短
、
最
直
白
的
文
字
来
解
释
《
心
经
》
之
深
意
，
以
便
众
人
学

习
和
了
解
之
。
日
前
，
收
到
扬
州
学
者
吴
波
先
生
微
信
中
发
来
了
这
一
段
神
奇
的
文

字
，
且
看
且
悟
，
《
心
经
》
全
译
文
。
读
之
，
喜
出
望
外
。
即
致
电
吴
先
生
，
讨
论

其
中
部
分
释
义
。
先
生
告
知
，
也
是
朋
友
转
发
。
此
释
虽
未
精
确
，
然
能
直
解
《
心
经
》

之
大
意
。
现
恭
录
如
下
，
以
为
传
播
佛
学
《
心
经
》
之
善
事
。

观
自
在
菩
萨
（
观
察
内
在
，
自
见
菩
萨
） 

行
深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时
（
深
入
的
修

行
心
经
时
） 

照
见
五
蕴
皆
空
（
看
到
五
蕴
：
形
相
、
情
欲
、
意
念
、
行
为
、
心
灵
，

都
是
空
的
） 

度
一
切
苦
厄
（
就
将
一
切
苦
难
置
之
度
外
） 

舍
利
子
（
菩
萨
对
学
生

舍
利
子
说
） 

色
不
异
空 

（
形
相
不
异
乎
空
间
） 

空
不
异
色
（
空
间
不
异
乎
形
相
） 

色
即
是
空 

（
所
以
形
相
等
于
空
间
） 

空
即
是
色
（
空
间
等
于
形
相
） 

受
想
行
识 

（
情
欲
、
意
念
、
行
为
、
心
灵
） 

亦
复
如
是
（
都
是
一
样
的
） 

舍
利
子
（
舍
利
子
呀
） 

是
诸
法
空
相 

（
一
切
法
则
都
是
空
的
） 

不
生
不
灭
（
不
生

不
灭
） 

不
垢
不
净 

（
不
垢
不
净
） 

不
增
不
减
（
不
增
不
减
）
是
故
空
中
无
色 

（
因
此
空
间
是
没
有
形
相
的
） 

无

受
想
行
识
（
也
没
有
情
欲
、
意
念
、
行
为
和
心
灵
） 

无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
没
有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意
等
六

根
） 

无
色
声
香
味
触
法
（
更
没
有
色
、
声
、
香
、
味
、
触
、
法
等
六
尘
） 

无
眼
界 

（
没
有
眼
睛
所
能
看
到
的
界
限
） 

乃
至
无
意
识
界
（
直
到
没
有
心
灵
所
能
感
受
的
界
限
） 

无
无
明 

（
没
有
不
能
了
解
的
） 

亦
无
无
明
尽
（
也
没
有

不
能
了
解
的
尽
头
） 

乃
至
无
老
死 
（
直
到
没
有
老
和
死
） 

亦
无
老
死
尽
（
也
没
有
老
和
死
的
尽
头
） 

无
苦
集
灭

道 

（
没
有
痛
苦
的
集
合
以
及
修
道
的
幻
灭
） 

无
智
亦
无
得
（
不
用
智
慧
去
强
求
） 

以
无
所
得
故
（
所
以
得
到
与

否
并
不
重
要
） 

菩
提
萨
埵
（
菩
萨
觉
悟
之
后
） 
依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故
（
依
照
心
经
） 

心
无
挂
碍 

（
心
中
没
有
碍
） 

无
挂
碍
故 

（
由
于
没
有
碍
） 

无
有
恐
怖
（
所
以
不
恐
怖
） 

远
离
颠
倒
梦
想 

（
远
离
颠
倒
梦
想 

） 

究
竟
涅
槃
（
最

后
达
到
彼
岸
） 

三
世
诸
佛
（
过
去
、
现
在
和
未
来
的
三
世
诸
佛
） 

依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故
（
依
照
心
经
） 

得
阿
耨

多
罗
三
藐
三
菩
提
（
得
到
无
上
、
正
宗
、
正
觉
的
三
种
佛
果
） 

故
知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所
以
说
心
经
） 

是
大
神
咒

（
是
变
幻
莫
测
的
咒
语
） 

是
大
明
咒
（
是
神
光
普
照
的
咒
语
） 

是
无
上
咒
（
是
无
上

的
咒
语
） 

是
无
等
等
咒 

（
是
最
高
的
咒
语
） 

能
除
一
切
苦
（
能
除
一
切
苦 
） 
真
实

不
虚
（
不
是
骗
人
的
） 

故
说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咒
（
所
以
说
心
经
） 

即
说
咒
曰
（
其
咒

语
曰
） 

揭
谛
揭
谛
（
去
吧
，
去
吧
） 

波
罗
揭
谛
（
到
彼
岸
去
吧
） 

波
罗
僧
揭
谛 

（
大

家
快
去
彼
岸
）
菩
提
萨
婆
诃
（
修
成
正
果
）

曹
彦
伟
先
生
搜
集
自
唐
代
至
民
国
名
家
书
《
心
经
》
作
品
，
精
选
王
羲
之
（
集

王
字
）
、
欧
阳
询
、
张
旭
、
赵
孟
頫
、
苏
轼
、
董
其
昌
、
文
徵
明
、
吴
镇
、
傅
山
、

康
熙
、
乾
隆
、
张
瑞
图
、
刘
墉
、
邓
石
如 

、
吴
昌
硕
、
溥
儒
、
弘
一
、
于
右
任
等2

0

家
，
以
长
卷
折
页
形
式
精
印
出
版
。

这
套
《
心
经
》
长
卷
折
页
，
将
部
分
原
作
非
长
卷
折
页
形
式
的
作
品
采
用
现
代

电
脑
排
版
技
术
进
行
编
辑
。
如
：
欧
阳
询
楷
书
《
心
经
》
原
作
为
横
幅
（
图1

）
，
吴

昌
硕
篆
书
《
心
经
》
原
作
为1

2

屏
（
图2

）
统
一
重
排
为
长
卷
折
页
形
式
。
这
种
编

辑
出
版
方
式
，
已
有
多
家
出
版
社
作
过
尝
试
，
形
式
效
果
较
好
，
但
对
编
辑
人
员
的

书
法
专
业
素
质
要
求
尤
其
高
。
因
为
改
变
原
有
作
品
形
式
意
味
着
对
书
法
作
品
章
法

的
改
变
，
如
果
没
有
高
水
平
的
书
法
编
辑
是
很
难
完
成
好
这
项
任
务
的
。
我
们
在
编

辑
过
程
中
力
求
新
编
长
卷
折
页
章
法
上
保
持
原
书
家
作
品
总
体
风
格
的
一
致
性
。

在
编
辑
过
程
中
，
还
发
现
多
位
书
家
《
心
经
》
作
品
中
出
现
同
音
字
现
象
。
我

们
以
怀
仁
集
王
羲
之
字
《
心
经
》
为
标
准
作
一
对
比
即
可
发
现
，
如
：
『
揭
谛
』
，

欧
阳
询
、
苏
轼
、
董
其
昌
、
傅
山
等
均
写
作
『
揭
帝
』
；
更
有
吴
昌
硕
将
『
咒
』
字

写
作
『
祝
』
字
等
等
。
这
类
现
象
我
们
一
概
保
留
原
貌
，
并
在
作
品
的
释
文
中
加
以

说
明
。这

套
精
印
之
《
历
代
名
家
书
心
经
》
，
既
是
书
法
学
习
难
得
之
范
本
，
也
是
馈

赠
亲
友
装
于
雅
室
欣
赏
、
颂
读
、
清
心
、
养
心
、
明
心
见
性
之
宝
。

曹
彦
伟
先
生
邀
我
主
编
这
套
《
历
代
名
家
书
心
经
》
并
作
序
，
其
心
之
诚
，
其

意
之
切
，
我
乐
以
为
之
，
是
为
序
。  

洪  

亮 
 

 2
0
1
3

年1
1

月1
5

日
于
北
京
大
雅
堂

出
版
说
明

心
经

历
代
名
家
书

八

大

山

人
主编：洪亮



 
 

八
大
山
人
（1

62
6—

1
7
0
5

）
，
明
末
清
初
著
名
画
家
、
书
法
家
、
僧
人
，
名
朱
耷
，
字
雪
个
，
号
个
山
、
道
朗
、

破
云
樵
者
、
驴
屋
、
八
大
山
人
等
。
江
西
南
昌
人
，
为
明
朱
元
璋
之
子
宁
献
王
朱
权
的
后
裔
。

 
 

八
大
山
人
性
格
孤
傲
倔
强
，
行
为
狂
怪
，
一
生
以
诗
文
书
画
写
心
寄
情
，
于
诗
词
、
花
鸟
、
山
水
、
书
法
等

无
一
不
工
。
其
书
法
师
秦
汉
及
晋
唐
以
下
名
家
法
帖
，
尤
善
行
、
草
书
，
风
格
秀
健
流
畅
，
平
淡
天
成
。
其
花
鸟

承
袭
陈
淳
、
徐
渭
，
以
阔
笔
大
写
意
为
宗
，
以
象
征
寓
意
的
手
法
、
奇
特
夸
张
的
形
象
、
简
朴
豪
放
的
笔
墨
、
孤

傲
宏
大
的
格
调
创
造
出
前
所
未
有
的
风
貌
，
给
后
世
以
深
远
的
影
响
。
其
山
水
初
学
董
其
昌
，
后
又
上
窥
黄
公
望
、

倪
瓒
，
笔
墨
淋
漓
酣
畅
，
构
图
舒
简
奇
险
，
意
境
荒
凉
寂
寥
。

 
 

此
册
行
书
《
心
经
》
，
纸
本
，
原
作
为
斗
方
，
书
于
康
熙
乙
酉
年
（1

7
0
5

）
，
八
大
山
人
时
年7

9

岁
。
用
笔

简
洁
含
蓄
，
结
字
奇
异
古
拙
，
气
息
静
穆
单
纯
，
不
食
人
间
烟
火
。

《
心
经
》
是
中
国
佛
教
中
最
著
名
的
一
部
佛
经
，
全
称
为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
也
是
汉
传
佛
经
中
最

短
的
一
部
，
因
其
旨
意
精
微
且
便
于
持
诵
而
广
为
流
传
。
它
摄
取60

0

卷
《
大
般
若
经
》
之
精
髓
，
论
述
般
若
智

慧
和
缘
起
性
空
之
道
理
，
被
认
为
是
成
佛
之
指
南
，
利
生
之
法
宝
。

《
心
经
》
有
七
种
汉
译
本
，
流
传
最
广
的
是
唐
代
玄
奘
法
师
所
译
的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
全
文2

60

字
。

自
唐
以
来
，
历
代
文
人
士
大
夫
、
书
家
，
甚
至
帝
王
喜
以
此
译
本
写
《
心
经
》
。
此
译
本
唐
怀
仁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中
收
录
。3

0

年
前
我
学
行
书
以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为
范
本
，
曾
临
其
中
《
心
经
》
数
百
通
。
从
此
，
乐
于
搜
集
各

家
解
读
《
心
经
》
之
讲
义
，
收
益
良
多
，
遂
知
其
中
深
邃
之
义
理
。
但
是
，
诸
多
贤
者
《
心
经
》
解
读
文
字
之
详

细
是
为
佛
学
专
门
家
也
。
恭
录
之
：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经
名
解
释
： 

般
若
：
查
字
典
注
音
为
班
若
或
钵
惹
，
实
际
上
应
该
读
成
钵
瑞
。
这
种
发
音
是
不
是
很
标
准
呢
？
也
不
然
，

因
为
唐
代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的
读
音
是
『
巴
尼
亚
巴
拉
咪
达
』
，
这
个
音
译
跟
梵
文
的
原
音
是
相
吻
合
的
。
懂

得
梵
文
的
人
，
他
不
会
念
钵
瑞
，
而
是
念
『
巴
尼
亚
』
。 

般
若
的
基
本
含
意
是
智
慧
，
其
所
以
不
翻
译
，
是
因
为
它
虽
然
可
以
译
为
智
慧
，
但
跟
我
们
通
常
所
谓
的
智
慧
，

在
程
度
上
是
有
差
距
的
。
我
们
说
某
人
很
有
智
慧
，
那
仅
只
是
指
他
那
六
尘
所
积
的
表
层
意
识
。
这
里
的
般
若
并

不
仅
是
指
表
层
意
识
，
而
是
指
心
的
原
态
与
共
相
。
既
然
找
不
到
适
当
的
中
国
文
字
来
表
达
，
干
脆
就
不
翻
译
了
。 

一
般
法
会
中
大
多
念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
为
何
『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不
加
上
『
摩
诃
』
两
个
字
？

因
为
摩
诃
般
若
是
全
称
，
只
用
般
若
是
简
称
，
只
要
提
到
般
若
，
就
一
定
是
摩
诃
般
若
。
摩
诃
般
若
即
是
大
智
慧
，

大
到
什
么
程
度
？
它
是
一
切
世
间
智
能
的
本
源
和
实
性
。
世
间
的
智
慧
，
是
否
离
开
了
般
若
呢
？
它
虽
然
已
经
不

是
般
若
的
原
态
，
但
却
也
离
不
开
般
若
因
为
『
烦
恼
即
菩
提
』
，
当
我
们
感
受
到
烦
恼
的
时
候
，
就
证
明
我
们
有

生
命
、
有
觉
性
（
菩
提
）
。
如
果
是
没
有
知
觉
的
植
物
人
，
还
会
有
烦
恼
吗
？
为
什
么
不
用
『
摩
诃
』
，
表
示
它

是
略
称
，
而
『
摩
诃
般
若
』
就
是
具
称
就
像
我
们
讲
电
视
机
是telev

isio
n

，
如
果
只
说T

V

，
别
人
也
懂
。 

波
罗
：
正
确
的
读
音
是
『
巴
拉
』
是
彼
岸
、
对
岸
，
且
含
有
解
脱
的
意
义
。 

蜜
多
：
正
确
的
读
音
是
『
咪
达
』
是
到
达
的
意
思
。 

我
们
有
时
说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
，
有
时
说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
这
也
是
简
称
和
具
称
。
『
多
』

字
只
是
在
强
化
语
气
。
有
些
人
不
懂
，
平
常
念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
念
多
了
，
他
以
为
这
是
一
句
，
经
名
则
是

多
心
经
。
佛
法
讲
求
一
心
，
哪
里
有
什
么
多
心
经
呢
？
这
就
不
正
确
了
。 

『
摩
诃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是
经
名
的
全
称
，
意
思
是
：
透
过
根
本
的
、
原

本
的
、
一
切
智
慧
之
母
的
伟
大
智
能
，
到
达
解
脱
彼
岸
之
心
需
要
的
经
典
。

国
人
爱
读
爱
书
《
心
经
》
者
多
也
。
徐
州
学
者
蔡
敬
崇
先
生
多
年
来
搜
集
古
今

名
人
书
《
心
经
》
图
片
已
有1

1
65

7

张
，
并
且
还
将
不
断
增
加
，
由
此
可
见
一
斑
。

我
很
希
望
能
以
最
简
短
、
最
直
白
的
文
字
来
解
释
《
心
经
》
之
深
意
，
以
便
众
人
学

习
和
了
解
之
。
日
前
，
收
到
扬
州
学
者
吴
波
先
生
微
信
中
发
来
了
这
一
段
神
奇
的
文

字
，
且
看
且
悟
，
《
心
经
》
全
译
文
。
读
之
，
喜
出
望
外
。
即
致
电
吴
先
生
，
讨
论

其
中
部
分
释
义
。
先
生
告
知
，
也
是
朋
友
转
发
。
此
释
虽
未
精
确
，
然
能
直
解
《
心
经
》

之
大
意
。
现
恭
录
如
下
，
以
为
传
播
佛
学
《
心
经
》
之
善
事
。

观
自
在
菩
萨
（
观
察
内
在
，
自
见
菩
萨
） 

行
深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时
（
深
入
的
修

行
心
经
时
） 

照
见
五
蕴
皆
空
（
看
到
五
蕴
：
形
相
、
情
欲
、
意
念
、
行
为
、
心
灵
，

都
是
空
的
） 

度
一
切
苦
厄
（
就
将
一
切
苦
难
置
之
度
外
） 

舍
利
子
（
菩
萨
对
学
生

舍
利
子
说
） 

色
不
异
空 

（
形
相
不
异
乎
空
间
） 

空
不
异
色
（
空
间
不
异
乎
形
相
） 

色
即
是
空 

（
所
以
形
相
等
于
空
间
） 

空
即
是
色
（
空
间
等
于
形
相
） 

受
想
行
识 

（
情
欲
、
意
念
、
行
为
、
心
灵
） 

亦
复
如
是
（
都
是
一
样
的
） 

舍
利
子
（
舍
利
子
呀
） 

是
诸
法
空
相 

（
一
切
法
则
都
是
空
的
） 

不
生
不
灭
（
不
生

不
灭
） 

不
垢
不
净 

（
不
垢
不
净
） 

不
增
不
减
（
不
增
不
减
）
是
故
空
中
无
色 

（
因
此
空
间
是
没
有
形
相
的
） 

无

受
想
行
识
（
也
没
有
情
欲
、
意
念
、
行
为
和
心
灵
） 

无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
没
有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意
等
六

根
） 

无
色
声
香
味
触
法
（
更
没
有
色
、
声
、
香
、
味
、
触
、
法
等
六
尘
） 

无
眼
界 

（
没
有
眼
睛
所
能
看
到
的
界
限
） 

乃
至
无
意
识
界
（
直
到
没
有
心
灵
所
能
感
受
的
界
限
） 

无
无
明 

（
没
有
不
能
了
解
的
） 

亦
无
无
明
尽
（
也
没
有

不
能
了
解
的
尽
头
） 

乃
至
无
老
死 

（
直
到
没
有
老
和
死
） 

亦
无
老
死
尽
（
也
没
有
老
和
死
的
尽
头
） 

无
苦
集
灭

道 

（
没
有
痛
苦
的
集
合
以
及
修
道
的
幻
灭
） 

无
智
亦
无
得
（
不
用
智
慧
去
强
求
） 

以
无
所
得
故
（
所
以
得
到
与

否
并
不
重
要
） 

菩
提
萨
埵
（
菩
萨
觉
悟
之
后
） 

依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故
（
依
照
心
经
） 

心
无
挂
碍 

（
心
中
没
有
碍
） 

无
挂
碍
故 

（
由
于
没
有
碍
） 

无
有
恐
怖
（
所
以
不
恐
怖
） 

远
离
颠
倒
梦
想 

（
远
离
颠
倒
梦
想 

） 

究
竟
涅
槃
（
最

后
达
到
彼
岸
） 

三
世
诸
佛
（
过
去
、
现
在
和
未
来
的
三
世
诸
佛
） 

依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故
（
依
照
心
经
） 

得
阿
耨

多
罗
三
藐
三
菩
提
（
得
到
无
上
、
正
宗
、
正
觉
的
三
种
佛
果
） 

故
知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所
以
说
心
经
） 

是
大
神
咒

（
是
变
幻
莫
测
的
咒
语
） 

是
大
明
咒
（
是
神
光
普
照
的
咒
语
） 

是
无
上
咒
（
是
无
上

的
咒
语
） 

是
无
等
等
咒 

（
是
最
高
的
咒
语
） 

能
除
一
切
苦
（
能
除
一
切
苦 

） 

真
实

不
虚
（
不
是
骗
人
的
） 

故
说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咒
（
所
以
说
心
经
） 

即
说
咒
曰
（
其
咒

语
曰
） 

揭
谛
揭
谛
（
去
吧
，
去
吧
） 

波
罗
揭
谛
（
到
彼
岸
去
吧
） 

波
罗
僧
揭
谛 

（
大

家
快
去
彼
岸
）
菩
提
萨
婆
诃
（
修
成
正
果
）

曹
彦
伟
先
生
搜
集
自
唐
代
至
民
国
名
家
书
《
心
经
》
作
品
，
精
选
王
羲
之
（
集

王
字
）
、
欧
阳
询
、
张
旭
、
赵
孟
頫
、
苏
轼
、
董
其
昌
、
文
徵
明
、
吴
镇
、
傅
山
、

康
熙
、
乾
隆
、
张
瑞
图
、
刘
墉
、
邓
石
如 

、
吴
昌
硕
、
溥
儒
、
弘
一
、
于
右
任
等2

0

家
，
以
长
卷
折
页
形
式
精
印
出
版
。

这
套
《
心
经
》
长
卷
折
页
，
将
部
分
原
作
非
长
卷
折
页
形
式
的
作
品
采
用
现
代

电
脑
排
版
技
术
进
行
编
辑
。
如
：
欧
阳
询
楷
书
《
心
经
》
原
作
为
横
幅
（
图1

）
，
吴

昌
硕
篆
书
《
心
经
》
原
作
为1

2

屏
（
图2

）
统
一
重
排
为
长
卷
折
页
形
式
。
这
种
编

辑
出
版
方
式
，
已
有
多
家
出
版
社
作
过
尝
试
，
形
式
效
果
较
好
，
但
对
编
辑
人
员
的

书
法
专
业
素
质
要
求
尤
其
高
。
因
为
改
变
原
有
作
品
形
式
意
味
着
对
书
法
作
品
章
法

的
改
变
，
如
果
没
有
高
水
平
的
书
法
编
辑
是
很
难
完
成
好
这
项
任
务
的
。
我
们
在
编

辑
过
程
中
力
求
新
编
长
卷
折
页
章
法
上
保
持
原
书
家
作
品
总
体
风
格
的
一
致
性
。

在
编
辑
过
程
中
，
还
发
现
多
位
书
家
《
心
经
》
作
品
中
出
现
同
音
字
现
象
。
我

们
以
怀
仁
集
王
羲
之
字
《
心
经
》
为
标
准
作
一
对
比
即
可
发
现
，
如
：
『
揭
谛
』
，

欧
阳
询
、
苏
轼
、
董
其
昌
、
傅
山
等
均
写
作
『
揭
帝
』
；
更
有
吴
昌
硕
将
『
咒
』
字

写
作
『
祝
』
字
等
等
。
这
类
现
象
我
们
一
概
保
留
原
貌
，
并
在
作
品
的
释
文
中
加
以

说
明
。这

套
精
印
之
《
历
代
名
家
书
心
经
》
，
既
是
书
法
学
习
难
得
之
范
本
，
也
是
馈

赠
亲
友
装
于
雅
室
欣
赏
、
颂
读
、
清
心
、
养
心
、
明
心
见
性
之
宝
。

曹
彦
伟
先
生
邀
我
主
编
这
套
《
历
代
名
家
书
心
经
》
并
作
序
，
其
心
之
诚
，
其

意
之
切
，
我
乐
以
为
之
，
是
为
序
。  

洪  

亮 
 

 2
0
1
3

年1
1

月1
5

日
于
北
京
大
雅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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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观
自
在
菩
萨
，
行
深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时
，
照
见
五
蕴
皆
空
，
度
一
切
苦
厄
。
舍
利

子
，
色
不
异
空
，
空
不
异
色
，
色
即
是
空
，
空
即
是
色
。
受
想
行
识
，
亦
复
如
是
。
舍
利
子
，
是
诸
法
空
相
，
不

生
不
灭
，
不
垢
不
净
，
不
增
不
減(

减)

，
是
故
空
中
无
色
，
无
受
想
行
识
，
无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
无
色
声
香
味
触

法
，
无
眼
界
，
乃
至
无
意
识
界
，
无
无
明
，
亦
无
无
明
尽
，
乃
至
无
老
死
，
亦
无
老
死
尽
。
无
苦
集
灭
道
，
无
智

亦
无
得
，
以
无
所
得
故
。
菩
提
萨
埵
，
依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故
，
心
无

 
(

挂)

碍
（
礙
）
。[

无
挂
碍]

故
，
无
有

恐
怖
，
远
离
颠
倒
梦
想
，
究
竟
湼(

涅)

槃
。
三
世
诸
佛
，
依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故
，
得
阿
耨
多
罗
三

(

藐)

三
菩
提
。

故
知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
是
大
神
咒
，
是
大
明
咒
，
是
无
上
咒
，
是
无
（

）
等
等
咒
。
能
除
一
切
苦
，
真
实
不
虚
。

故
说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咒
。
即
说
咒
曰
：
揭
谛
揭
谛
。[

波
罗
揭
谛]

，
波
罗
僧
揭
谛
，
菩
提
萨
㜑(

婆)

诃
。
乙
酉

夏
五
月
既
望
，
八
大
山
人
并
书
。

释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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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观
自
在
菩
萨
，
行
深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时
，
照
见
五
蕴
皆
空
，
度
一
切
苦
厄
。
舍
利

子
，
色
不
异
空
，
空
不
异
色
，
色
即
是
空
，
空
即
是
色
。
受
想
行
识
，
亦
复
如
是
。
舍
利
子
，
是
诸
法
空
相
，
不

生
不
灭
，
不
垢
不
净
，
不
增
不
減(

减)

，
是
故
空
中
无
色
，
无
受
想
行
识
，
无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
无
色
声
香
味
触

法
，
无
眼
界
，
乃
至
无
意
识
界
，
无
无
明
，
亦
无
无
明
尽
，
乃
至
无
老
死
，
亦
无
老
死
尽
。
无
苦
集
灭
道
，
无
智

亦
无
得
，
以
无
所
得
故
。
菩
提
萨
埵
，
依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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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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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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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

碍
（
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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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有

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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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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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
倒
梦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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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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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蜜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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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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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等
咒
。
能
除
一
切
苦
，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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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
多
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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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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