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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嚴
十
玄
印
證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上
︶
︱
︱
釋
開

吉
學
習
心
得
報
告
之
二
十
三	 

	 	 	 	 

尊
敬
的
師
父
上
人
、
尊
敬
的
諸
位
法
師
、
大
德
居
士
：
阿
彌

陀
佛
！	 

	 	 	 	 	 	 

慚
愧
弟
子
開
吉
今
日
恭
敬
報
告
的
主
題
是
︱
︱︽
華
嚴
十
玄
印

證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近
日
，
恩
師
上

淨
下

空
老
法
師
在
香
港
得
到
一
本
書
︽
湯
恩
比

論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此
書
是
由
日
本
專
家
學
者
編
寫
，
一
九
七

八
年
在
日
本
出
版
的
。
他
們
把
湯
恩
比
博
士
在
著
作
中
、
報
章
雜

誌
中
，
關
於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的
言
論
，
會
集
整
理
成
冊
，
非
常
有

價
值
。
其
內
容
是
：﹁
全
世
界
的
未
來
在
中
國
。
唯
有
中
國
孔

孟
學
說
與
大
乘
佛
法
，
能
救
全
世
界
。
﹂
讀
此
書
能
夠
增
長
我

們
對
傳
統
文
化
的
信
心
、
對
國
家
民
族
的
自
信
心
。	 

	 	 	 	 

老
法
師
把
這
本
書
看
了
兩
遍
，
用
紅
線
標
注
重
點
，
並
開
示

說
：﹁
我
覺
得
這
本
書
，
全
世
界
每
個
人
都
要
看
。
我
們
要
把

心
量
拓
開
，
不
能
搞
自
私
自
利
，
自
私
自
利
是
死
路
。
﹂﹁
湯

恩
比
沒
有
看
到
︽
群
書
治
要

︾
︵
﹁
群
書
治
要
﹂
是
中
國
唐

朝
以
前
二
千
五
百
年
傳
統
文
化
的
精
華
篇
章
︶
，
如
果
看
到

這
本
書
，
他
一
定
說
，
就
是
這
個
能
救
全
世
界
！
﹂	 

	 	 	 	 

淨
空
老
法
師
在
︽
淨
土
大
經
科
註
︾
中
，
曾
多
次
為
我
們
宣

講
華
嚴
玄
門
之
奧
義
。
華
嚴
十
玄
門
示
四
種
法
界
中
事
事
無
礙
法

界
之
相
，
通
此
義
則
可
入
華
嚴
大
經
之
玄
海
。
又
此
十
門
互
為
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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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而
起
他
。
今
慚
愧
弟
子

謹
以
華
嚴
玄
門
，
來
論
述
湯
恩
比
博
士
研

習
東
亞
文
化
的
結
論
。	 

 

︻
壹
、
同
時
具
足
相
應
門
：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儒
、
釋
、
道
三

家
的
智
慧
教
育
，
都
是
通
往
自
性
的
真
實
學
問
，
如
同
百
川

之
水
同
入
毗
盧
遮
那
心
性
大
海
，
圓
滿
自
性
清
淨
圓
明
體
。
︼	 

	 
	 
	 
	 

大
慈
念
老
慈
示
：﹁
夫
︽
華
嚴

︾
教
理
以
緣
起
為
主
，
法

界
一
切
盡
成
一
大
緣
起
。
﹂
法
界
即
是
賢
首
國
師
所
講
的
﹁
自

性
清
淨
圓
明
體
﹂，
是
一
切
法
的
本
體
。
從
一
體
起
二
用
：
第
一
、

出
現
法
界
依
報
，
亦
即
我
們
的
生
活
環
境
，
宇
宙
出
現
；
第
二
、

正
報
是
自
己
。︽
華
嚴
經
︾
說
，
依
報
的
環
境
和
正
報
的
自
己
，
都

是
從
自
性
清
淨
圓
明
體
而
來
。
自
性
清
淨
圓
明
體
稱
為
法
界
、
法

身
、
法
性
，
亦
稱
真
如
、
真
心
、
真
實
之
際
。	 

	 	 	 	 

﹁
一
法
成
一
切
法
，
一
切
法
起
一
法
﹂，
一
法
是
無
明
業

相
，
此
乃
自
然
現
象
，
即
是
一
念
不
覺
。
成
一
切
法
，
變
現
出
十

法
界
依
正
莊
嚴
，
它
是
一
時
頓
現
的
。﹁
一
時
具
足
，
圓
滿
顯
現
，

故
曰
具
足
相
應
﹂。
具
足
相
應
就
是
︽
還
源
觀
︾
所
說
的
三
種
周

遍
。	 

	 
	 
	 
	 

在︽
湯
恩
比
論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中
說
：﹁
以
儒
教
為
中
心
，

同
時
儒
、
佛
、
道
三
種
思
想
渾
然
融
合
，
在
直
至
今
日
的
中

國
文
明
中
，
始
終
保
持
了
強
大
的
生
命
力
。
﹂	 

	 
	 
	 
	 

春
秋
時
代
末
期
，
中
國
進
入
天
下
大
亂
的
戰
國
時
代
。
湯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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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認
為
，
孔
子
的
思
想
，
正
是
中
國
社
會
這
一
變
化
的
反
映
。
孔

子
為
拯
救
亂
世
中
失
卻
理
想
的
中
國
社
會
，
試
圖
復
活
古
來
傳
統

的
倫
理
觀
念
。
這
種
觀
念
被
認
為
是
由
﹁
天
﹂
賦
予
的
。	 

	 	 	 	 

︽
大
學
︾
是
儒
家
教
學
的
總
綱
領
，
開
宗
明
義
就
說
：
﹁
大

學
之
道
，
在
明
明
德
，
在
親
民
，
在
止
於
至
善
。
﹂
這
是
肯

定
人
人
都
具
有
清
淨
光
明
的
德
行
，
稱
為
明
德
。
明
德
、
至
善
之

至
，
即
是
性
德
，
此
乃
︽
華
嚴
︾
所
云
之
自
性
清
淨
圓
明
體
。	 

	 
	 
	 
	 

﹁
道
教
主
張
的
﹃
道
﹄，
是
存
在
於
現
象
界
，
而
又
超
乎

其
上
的
終
極
的
實
在
。
其
特
性
是
無
為
。
﹂
湯
恩
比
引
用
︽
老

子
︾
第
五
十
七
章
：﹁
故
聖
人
云
：
我
無
為
而
民
自
化
，
我
好

靜
而
民
自
正
，
我
無
事
而
民
自
富
，
我
無
欲
而
民
自
樸
。
﹂

道
教
主
張
，
無
為
之
﹁
道
﹂
才
是
救
世
良
劑
。	 

	 	 	 	 

道
教
所
主
張
的
﹁
道
﹂
究
竟
是
什
麼
呢
？
所
謂
﹁
道
可
道
，

非
常
道
﹂，
常
是
真
的
，
名
是
假
名
，﹁
道
﹂
不
起
心
不
動
念
才
能

證
得
，
道
就
是
佛
法
所
說
的
真
如
、
真
心
，
是
自
性
清
淨
圓
明
體
。	 

	 
	 
	 
	 

︽
湯
恩
比
論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說
：﹁
大
乘
佛
教
，
產
生
於

中
國
的
淨
土
宗
和
禪
宗
紥
根
於
民
眾
之
中
。
佛
教
在
衰
微
以

後
，
仍
然
長
期
影
響
著
中
國
文
化
。
﹂
禪
宗
之
明
心
見
性
、
淨

土
宗
之
往
生
西
方
當
生
成
佛
，
其
終
極
目
標
皆
是
恢
復
真
如
本
性
，

證
得
自
性
清
淨
圓
明
體
。	 

	 	 	 	 

大
慈
念
老
引
用
︽
華
嚴
‧．
妙
嚴
品
︾
曰
：﹁
一
切
法
門
無
盡

海
，
同
會
一
法
道
場
中
。
﹂
此
乃
同
時
具
足
相
應
門
。
清
涼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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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
華
嚴
經
疏
鈔
︾
說
：﹁
如
海
一
滴
，
具
百
川
味
。
是
為
此

門
之
玄
義
﹂。
一
滴
海
水
，
江
河
之
水
都
流
入
大
海
，
每
條
江
河

之
水
味
不
同
，
流
到
大
海
都
變
成
一
味
，
這
一
味
是
所
有
江
河
的

味
共
同
聚
集
而
成
，
此
乃
同
時
具
足
。	 

	 	 	 	 

由
此
可
知
，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儒
、
釋
、
道
三
家
的
智
慧
教
育
，

如
百
川
江
河
之
水
，
共
同
流
入
毗
盧
遮
那
心
性
大
海
之
中
，
圓
滿

﹁
同
時
具
足
相
應
門
﹂
之
華
嚴
玄
義
。	 

	 

︻
貳
、
廣
狹
自
在
無
礙
門
：
中
華
文
化
的
浩
瀚
歷
史
，
始
終

保
持
文
明
性
質
的
一
致
性
，
折
射
出
倫
理
、
道
德
、
因
果
、

宗
教
教
育
的
智
慧
之
光
，
引
領
世
界
人
類
走
向
安
定
和
諧
。
︼	 

	  	  	  
	 

大
慈
念
老
引
用
︽
華
嚴
經
︾
云
：
﹁
如
徑
尺
之
鏡
，
見
千

里
之
影
。
﹂
直
徑
一
尺
的
銅
鏡
，
能
夠
見
到
千
里
之
影
，
將
很
遠

的
地
方
都
照
在
其
中
。
鏡
子
雖
然
狹
窄
，
但
是
廣
大
深
遠
的
千
里

之
影
都
能
照
入
其
中
，
此
乃
﹁
廣
狹
自
在
無
礙
﹂
之
境
界
。
廣
和

狹
同
時
存
在
，
互
不
相
妨
，
廣
中
現
狹
，
狹
中
現
廣
，
包
羅
萬
象
，

自
在
無
礙
。	 

	 	 	 	 

唐
太
宗
李
世
民
曾
經
說
：﹁
夫
以
銅
為
鏡
，
可
以
正
衣
冠
；

以
古
為
鏡
，
可
以
知
興
替
；
以
人
為
鏡
，
可
以
明
得
失
。
﹂

一
部
浩
瀚
的
中
國
歷
史
，
所
納
容
的
是
倫
理
、
道
德
、
因
果
、
宗

教
教
育
的
﹁
千
里
之
影
﹂，
而
其
折
射
出
來
的
廣
大
深
遠
的
﹁
智
慧

之
光
﹂，
是
能
夠
引
領
現
代
世
界
人
類
走
向
安
定
和
平
的
指
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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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
。	 

	 	 	 	 
對
於
中
國
長
期
在
幅
員
廣
大
的
領
土
上
，
保
持
政
治
文
化
的

統
一
，湯
恩
比
給
予
了
很
高
評
價
，他
認
為
中
國
人
的
這
種
能
力
，

可
以
對
未
來
世
界
的
統
一
作
出
貢
獻
。
他
曾
經
說
：﹁
世
界
統
一
是

避
免
人
類
集
體
自
殺
的
唯
一
道
路
，
在
現
存
的
各
民
族
中
，
最

具
備
這
種
條
件
的
，
是
有
著
二
千
餘
年
歷
史
、
形
成
獨
特
思

想
方
法
的
中
華
民
族
。
﹂	 

	 	 	 	 

中
國
具
有
﹁
偉
大
的
統
一
能
力
﹂，
中
華
民
族
是
﹁
無
以
倫

比
的
民
族
﹂。︽
湯
恩
比
論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總
結
說
：﹁
看
一
下

周
朝
以
後
三
千
年
的
中
國
史
，
中
國
人
︵
漢
族
︶
總
是
極
有
規
律

地
建
立
和
維
持
著
三
百
年
左
右
的
統
一
周
期…⋯

…⋯

漢
族
是
不
死
鳥
，

它
多
次
建
立
和
維
持
了
龐
大
國
家
，
這
的
確
是
令
人
驚
嘆
的
。
﹂	 

	 	 	 	 

眾
所
周
知
，
這
種
令
人
驚
嘆
的
統
一
能
力
，
不
是
靠
政
治
、

經
濟
或
軍
事
武
力
，
而
是
靠
倫
理
、
道
德
、
因
果
、
宗
教
教
育
。

從
漢
朝
董
仲
舒
提
議
﹁
罷
黜
百
家
，
獨
尊
儒
術
﹂
之
後
，
儒
家
教

育
就
成
為
中
國
倫
理
道
德
教
育
之
主
流
；
以
老
子
、
莊
子
為
代
表

的
道
家
，
承
擔
中
國
社
會
因
果
教
育
之
權
責
；
而
大
乘
佛
法
則
是

宗
教
教
育
之
集
大
成
者
。
儒
釋
道
三
種
教
育
水
乳
交
融
，
代
代
相

傳
，
從
而
使
得
中
國
維
持
著
大
一
統
的
太
平
盛
世
。	 

	 	 	 	 

當
今
時
代
，
大
唐
治
國
寶
典
︽
群
書
治
要
︾
橫
空
出
世
，
為

世
界
和
平
統
一
帶
來
了
希
望
。
誠
如
湯
恩
比
博
士
所
說
，
二
十
一

世
紀
是
中
國
的
世
紀
。
我
們
可
以
肯
定
的
說
，
是
中
國
文
化
的
世

紀
，
是
︽
群
書
治
要
︾
大
放
光
芒
的
世
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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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
恩
比
論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一
書
指
出
：
湯
恩
比
之
所
以

對
中
國
寄
予
如
此
厚
望
，
是
因
為
在
歷
史
上
出
現
的
所
有
文
明
中
，

只
有
中
國
歷
經
二
千
餘
年
，
期
間
雖
然
發
生
過
改
朝
換
代
，

但
卻
始
終
保
持
了
文
明
性
質
的
一
貫
性
。
漢
族
在
以
中
國
內
地

為
中
心
的
廣
闊
領
土
上
︵
同
一
領
土
上
︶，
多
次
連
續
地
，
建
立
同

一
文
化
的
大
統
一
國
家
，
類
似
這
樣
的
例
子
在
世
界
史
上
是
絕
無

僅
有
的
。
這
是
湯
恩
比
之
所
以
對
中
國
人
的
政
治
統
一
能
力
，

寄
予
希
望
的
原
因
之
所
在
。	 

	 	 	 	 

湯
恩
比
博
士
曾
經
預
測
說
：﹁
到
整
個
人
類
形
成
單
一
社
會
的

時
候
，
世
界
就
能
實
現
統
一…⋯

…⋯

我
所
預
想
的
這
種
和
平
統
一
，

將
是
以
特
定
的
地
理
、
文
化
的
基
軸
為
中
心
形
成
的
結
晶
。
我
預

感
到
這
個
基
軸
不
在
美
國
、
歐
洲
或
蘇
聯
，
而
是
在
東
亞
。
﹂	 

	 	 	 	 

綜
上
所
述
，
湯
恩
比
從
歷
史
的
借
鏡
中
，
總
結
出
中
國
保
持

文
明
性
質
一
貫
性
的
能
力
，
能
夠
使
之
成
為
今
日
世
界
統
一
的
基

軸
。
在
在
顯
示
華
嚴
﹁
廣
狹
自
在
無
礙
門

﹂
的
深
廣
境
界
，
是

歷
史
銅
鏡
所
折
射
出
的
智
慧
之
光
。	 

	 

︻
參
、
一
多
相
容
不
同
門
：
中
國
文
化
有
納
容
天
下
的
雅
量
，

能
夠
包
容
世
界
各
國
、
各
民
族
文
化
，
光
光
互
照
，
共
存
共

榮
，
同
入
清
淨
莊
嚴
之
華
嚴
玄
海
。
︼	 

	  	  	  	 

大
慈
念
老
引
用
清
涼
大
師
︽
華
嚴
經
疏
鈔
︾
曰
：﹁
若
一
室

之
千
燈
，
光
光
相
涉
。
﹂
一
中
有
多
，
多
中
有
一
，
此
乃
相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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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一
多
之
相
並
不
失
。
如
同
十
幾
盞
燈
全
部
打
開
，
光
光
互
照
，

融
成
一
片
，
光
很
明
亮
，
此
乃
相
容
。
若
是
熄
掉
一
盞
，
此
光
消

失
，
這
是
不
同
。
因
此
一
與
多
相
容
，
有
相
容
的
能
力
，
有
不
同

的
個
體
。	 

	 
	 
	 
	 

︽
湯
恩
比
論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的
譯
者
在
開
篇
中
說
：﹁
早

在
二
十
年
代
末
，
湯
恩
比
就
曾
實
地
考
察
過
中
國
，︽
中
國
之
旅
︾

一
書
，
高
度
評
價
了
中
國
文
明
。
七
十
年
代
後
，
面
對
現
代
化

帶
來
的
種
種
弊
病
，
湯
恩
比
憂
心
如
焚
，
苦
苦
思
索
，
終
於

為
世
人
指
出
了
一
條
挽
救
人
類
滅
亡
的
希
望
之
路
，
那
就
是

世
界
必
須
走
向
統
一
，
希
望
就
在
中
國
，
這
是
其
臨
終
前
的

堅
定
信
念
。
﹂	 

	 

	 	 	 	 

湯
恩
比
博
士
指
出
，
現
在
我
們
走
在
是
存
是
亡
的
十
字
路
口

中
，
如
果
我
們
繼
續
像
現
在
這
樣
，
以
我
為
本
位
，
爭
名
奪
利
，

地
球
會
滅
亡
；
要
想
生
存
，
必
須
徹
底
從
貪
婪
回
過
頭
來
。
希
望

世
界
變
成
一
個
國
家
，
世
界
國
家
由
中
國
人
來
統
合
。	 

	 	 	 	 

淨
空
老
法
師
引
述
湯
恩
比
的
論
述
總
結
說
：﹁
中
國
人
統
治

全
世
界
，
全
世
界
的
人
都
有
福
了
。
因
為
中
國
人
寬
宏
大
量
，

待
人
如
己
，
能
夠
包
容
異
族
、
異
國
的
文
化
。
若
是
外
國
人
統
治
，

只
有
他
的
族
群
享
福
，
別
的
族
群
都
是
淪
為
二
等
、
三
等
公
民
，

他
們
會
把
異
族
的
文
化
消
滅
掉
。
﹂	 

	 	 	 	 

湯
恩
比
從
中
國
幾
千
年
的
歷
史
來
看
，
中
國
人
有
寬
宏
的
雅

量
，
包
容
的
德
行
，
不
但
不
會
消
滅
異
族
文
化
，
而
且
會
幫
助
他

提
升
。
中
國
人
愛
護
周
邊
國
家
，
以
中
國
文
化
助
其
提
升
本
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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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共
存
共
榮
。	 

	 	 	 	 
這
就
是
華
嚴
﹁
一
多
相
容
不
同
門

﹂
的
境
界
與
心
量
，
在

中
國
文
化
的
引
領
下
，
世
界
各
國
文
化
能
夠
光
光
相
融
，
一
中
有

多
，
多
中
有
一
，
你
中
有
我
，
我
中
有
你
，
從
而
共
入
清
淨
莊
嚴

之
華
嚴
玄
海
。	 

	 
	 
	 
	 

湯
恩
比
在
︽
圖
說
歷
史
研
究
︾
中
說
：﹁
未
來
的
世
界
國
家

也
許
會
從
自
發
的
政
治
聯
合
開
始
，
而
在
那
個
世
界
國
家
中
，

現
存
的
大
量
文
明
要
素
可
能
會
全
部
保
存
下
來…⋯

…⋯

多
種
文

明
和
文
化
傳
統
將
必
須
學
會
在
單
一
的
政
治
體
制
下
共
存
。所
以
，

我
們
向
歷
史
上
的
世
界
國
家
學
習
的
最
有
益
處
的
一
個
教
訓
，
就

是
相
互
競
爭
的
各
種
文
化
怎
樣
才
能
共
存
，
怎
樣
才
能
取
得
各
方

面
都
滿
意
的
結
果
。
﹂	 

	 	 	 	 

我
們
相
信
，
這
種
共
存
的
基
礎
就
是
︽
群
書
治
要
︾，
湯
恩
比

生
前
沒
有
見
過
這
部
書
，
如
果
他
見
到
的
話
，
他
一
定
會
說
：
沒

錯
，
就
是
這
部
︽
群
書
治
要
︾
能
救
世
界
。
這
部
大
唐
治
世
寶
典

能
夠
和
大
乘
佛
法
，
一
同
引
領
世
界
走
向
和
平
，
進
一
步
的
引
導

人
類
通
向
自
性
本
具
的
般
若
智
慧
德
相
。	 

	 
	 
	 
	 

如
同
︽
華
嚴
‧．
盧
舍
那
佛
品
︾
所
云
：﹁
以
一
國
土
滿
十

方
，
十
方
入
一
亦
無
餘
，
世
界
本
相
亦
不
壞
，
無
比
功
德
故

能
爾

﹂。
一
個
國
土
遍
滿
十
方
，
此
國
土
並
沒
有
損
壞
︵
本
相
沒

壞
︶。
此
無
比
功
德
從
何
而
來
？
是
自
性
本
能
，
自
性
本
具
的
。	 

	 	 	 	 

在
︽
圖
說
歷
史
研
究
︾
中
，
湯
恩
比
闡
述
了
這
樣
一
個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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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點
：﹁
未
來
的
世
界
國
家
，
不
但
不
會
像
以
往
的
先
例
那
樣
，

是
宣
告
某
一
瀕
臨
死
亡
的
文
明
死
刑
的
世
俗
紀
念
品
，
而
且

其
本
身
自
始
就
孕
含
了
，
已
在
高
級
宗
教
中
明
確
了
的
精
神

運
動
的
種
子
，
並
將
深
思
熟
慮
地
、
自
覺
地
促
進
那
顆
種
子

的
萌
發
和
生
長
。
﹂	 

	 	 	 	 

由
此
可
知
，
中
華
文
化
以
其
海
納
百
川
的
廣
闊
胸
懷
，
圓
滿

體
現
﹁
一
多
相
容
不
同
門

﹂
的
華
嚴
境
界
，
使
得
世
界
各
國
、

各
民
族
的
文
化
得
以
光
光
相
融
、
共
存
共
榮
，
為
世
界
帶
來
永
久

的
安
定
與
和
平
。	 

	 

︻
肆
、
諸
法
相
即
自
在
門
：
華
嚴
以
波
和
水
、
金
與
器
比
喻

此
理
。
宗
教
教
育
能
夠
化
解
世
界
危
機
，
帶
來
安
定
和
平
，

通
過
教
育
能
夠
幫
助
人
們
，
恢
復
本
有
的
如
來
智
慧
德
相
。
︼	 

	  	  	  	  

大
慈
念
老
引
用
晉
譯︽
華
嚴
十
住
品
︾云
：﹁
一
即
是
多
，

多
即
是
一
。
﹂
譬
如
水
和
波
，
水
比
喻
一
，
波
比
喻
多
。﹁
波
即

是
水
，
水
即
是
波
，
彼
此
相
即
，
而
各
自
在
﹂，
因
此
稱
為
諸

法
相
即
自
在
門
。
水
是
平
靜
的
，
波
是
動
盪
的
，
風
吹
在
水
面
上

就
起
波
浪
。
波
和
水
是
一
不
是
二
，
此
乃
相
即
，
水
會
變
成
波
，

波
就
是
水
。
彼
此
相
即
，
而
各
自
在
。	 

	 	 	 	 

清
涼
︽
大
疏

︾
云
：﹁
如
金
與
金
色
，
二
不
相
離
﹂。
黃

金
是
一
，
金
器
色
相
不
同
，
黃
金
相
同
，
金
色
不
同
。
二
不
相
離
，

它
是
一
，
它
不
是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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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今
時
代
，
世
界
危
機
重
重
，
這
些
危
機
如
同
波
濤
洶
湧
的

巨
浪
，
卻
仍
蘊
含
著
本
自
清
淨
的
水
的
本
質
。
因
此
只
有
恢
復
宗

教
教
育
，
才
能
夠
解
決
人
類
社
會
所
面
臨
的
道
德
危
機
。	 

	 	 	 	 

一
九
四
五
年
美
國
向
日
本
投
放
第
一
顆
原
子
彈
︱
︱
宣
佈
核

時
代
黎
明
的
到
來
。
核
武
器
的
出
現
，
使
人
類
的
集
體
自
殺
更
具

現
實
可
能
性
。︽
湯
恩
比
論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指
出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
湯
恩
比
冥
思
苦
想
的
問
題
是
現
代
文
明
的
危
機
和
世
界

的
未
來
。﹁
﹃
道
德
危
機
﹄
正
是
需
要
當
今
人
類
傾
注
全
部
智

慧
和
力
量
來
解
決
的
首
要
問
題
。
﹂	 

	 	 	 	 

如
何
解
決
道
德
危
機
？
湯
恩
比
博
士
指
出
了
宗
教
的
重
要
性
。	 

	 
	 
	 
	 

︽
湯
恩
比
論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總
結
說
：﹁
當
世
界
政
府
實

現
的
時
候
，
作
為
人
類
的
真
正
自
由
和
創
造
，
高
級
宗
教
的

作
用
將
再
次
被
大
書
特
書
。
為
了
建
立
世
界
政
府
並
使
其
永

遠
存
在
下
去
，
確
立
宗
教
的
基
礎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
﹂	 

	 
	 
	 
	 

﹁
統
一
國
家
是
高
級
宗
教
誕
生
的
搖
籃
，
是
面
向
世
界

的
布
教
地
。
羅
馬
帝
國
的
基
督
教
、
漢
帝
國
的
大
乘
佛
教
、

笈
多
王
朝
的
印
度
教
等
，
便
是
其
代
表
性
的
例
證
。
﹂	 

	 	 	 	 

關
於
大
乘
佛
法
華
嚴
十
玄
之
﹁
諸
法
相
即
自
在
門
﹂
，
淨

空
老
法
師
曾
慈
悲
開
示
說
：
宇
宙
之
間
萬
事
萬
物
，
都
是
一
個
心

性
變
成
的
，
都
是
從
心
性
出
生
的
。
心
性
是
一
，
現
相
是
多
，
諸

法
是
現
相
，
從
性
體
上
去
看
，
是
一
不
是
二
。
同
一
個
心
性
，
隨

著
緣
在
變
。
無
論
怎
麼
變
，
還
是
一
個
自
體
，
就
如
同
黃
金
一
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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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金
作
器
，
器
器
皆
金
﹂。	 

	 	 	 	 
眾
所
周
知
，
高
級
宗
教
共
同
的
核
心
價
值
就
是
﹁
愛
﹂，
世
界

所
有
的
宗
教
都
是
幫
助
人
類
恢
復
性
德
本
有
的
﹁
仁
慈
博
愛
﹂，
這

種
愛
是
通
向
真
如
本
性
的
永
恆
存
在
，
是
自
性
的
真
愛
。
從
性
體

上
來
說
人
人
都
是
本
性
本
善
的
，
因
此
無
論
世
界
如
何
動
蕩
不
安
，

都
改
變
不
了
自
性
本
善
的
﹁
黃
金
﹂
的
本
質
；
無
論
是
超
級
海
嘯

還
是
平
靜
的
海
水
，
都
同
具
本
自
清
淨
的
﹁
水
﹂
之
本
質
。
只
有

通
過
倫
理
、
道
德
、
因
果
、
宗
教
教
育
，
才
能
夠
幫
助
世
界
走
向

安
定
和
諧
，
幫
助
人
類
恢
復
自
性
清
淨
圓
明
體
。	 

	 	 	 	 

從
﹁
諸
法
相
即
自
在
門

﹂
中
的
華
嚴
玄
旨
中
，
能
夠
印
證

湯
恩
比
博
士
所
強
調
的
高
級
宗
教
的
重
要
作
用
，
以
及
淨
空
老
法

師
所
宣
說
的
宗
教
教
育
的
重
要
性
。	 

	 

︻
伍
、
隱
密
顯
了
俱
成
門
：
當
中
華
文
化
在
二
十
一
世
紀
顯

了
之
時
，
能
夠
為
世
界
人
類
帶
來
永
恆
的
幸
福
和
諧
，
它
隱

顯
俱
成
，
不
可
思
議
，
是
自
性
本
具
之
功
德
。
︼	 

	 	 	 	 

淨
空
老
法
師
引
用
六
祖
惠
能
大
師
開
悟
時
所
說
的
話
：﹁
何

期
自
性
，
本
自
具
足
。
﹂
什
麼
現
象
都
不
現
，
不
能
說
它
沒
有
，

這
是
隱
；﹁
何
期
自
性
，
能
生
萬
法
﹂，
這
是
顯
現
。
此
乃
性
德

作
用
，
無
緣
時
隱
密
，
不
能
說
它
無
；
有
緣
之
時
顯
了
，
不
能
說

它
有
。
隱
密
時
稱
它
為
﹁
真
空
﹂，
顯
了
時
稱
它
為
﹁
妙
有
﹂，
這

是
自
性
本
具
的
功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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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
密
時
是
真
常
，
真
常
的
相
，
本
相
，
顯
了
時
是
應
現
，
為

眾
生
而
應
現
；
換
句
話
說
，
隱
密
是
自
受
用
，
顯
了
是
他
受
用
。

隱
密
時
是
清
淨
平
等
覺
，
顯
了
時
是
大
慈
大
悲
，
現
身
說
法
，
教

化
眾
生
。
隱
顯
俱
成
，
這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法
門
。	 

	 	 	 	 

大
慈
念
老
在
︽
科
註
︾
中
引
用
︽
華
嚴
經
疏
鈔
︾：﹁
若
片
月

澄
空
，
晦
明
相
並
﹂。﹁
指
隱
處
具
顯
，
顯
處
具
隱
﹂。
晚
上
月

光
非
常
好
時
，
月
光
出
現
的
地
方
顯
，
距
離
月
亮
遠
的
地
方
就
暗
。

隱
、
顯
統
統
在
一
起
，
同
時
出
現
。
隱
密
顯
了
都
在
實
際
生
活
之

中
，
這
些
事
實
真
相
，
稱
之
為
宇
宙
之
間
的
奧
祕
。	 

	 
	 
	 
	 

︽
湯
恩
比
論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一
書
記
載
，
湯
恩
比
博
士
曾

經
說
過
，
世
界
政
府
是
必
要
的
。
當
我
們
人
類
面
對
著
核
武
危
機
、

環
境
危
機
、
資
源
枯
竭
、
人
口
增
長
等
等
問
題
，
需
要
靠
全
世
界

的
努
力
。
為
避
免
人
類
互
相
攻
伐
、
歸
於
滅
亡
，
求
得
生
存
的
唯

一
希
望
，
就
是
自
動
地
服
從
於
世
界
政
府
。	 

	 
	 
	 
	 

對
此
，
湯
恩
比
博
士
明
確
指
出
﹁
中
國
是
世
界
政
府
的
核

心

﹂。
他
在
︽
圖
說
歷
史
研
究
︾
中
說
：﹁
如
果
繼
西
歐
目
前
的
統

治
之
後
，
出
現
文
化
的
統
一
和
融
合
，
那
麼
西
歐
的
活
力
性
和
中

國
的
穩
定
性
或
許
會
十
分
和
諧
地
配
合
起
來
，
產
生
對
人
類
來
說

全
新
的
生
活
方
式
。
這
種
生
活
方
式
不
僅
能
使
人
類
生
存
，
而

且
能
確
保
人
類
的
幸
福
。
﹂	 

	 	 	 	 

以
華
嚴
玄
義
之
﹁
隱
密
顯
了
俱
成
門
﹂
來
看
待
此
問
題
，
中

華
文
化
在
近
代
二
百
年
來
被
摧
毀
和
忘
失
，
因
而
﹁
隱
密
﹂
於
塵

封
的
典
籍
之
中
。
如
今
由
於
湯
恩
比
博
士
的
真
知
灼
見
，
以
及︽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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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治
要
︾
重
現
於
世
的
這
個
殊
勝
之
﹁
緣
﹂
，
使
得
中
華
文
化
能

夠
﹁
顯
了
﹂
，
並
以
其
大
智
大
德
利
益
一
切
眾
生
，
為
全
人
類
帶

來
永
恆
的
幸
福
和
諧
。
隱
顯
俱
成
，
不
可
思
議
，
通
向
自
性
清
淨

圓
明
體
的
中
華
文
化
，
在
這
個
時
代
能
夠
大
放
異
彩
。	 

	 
	 
	 
	 

在
對
中
西
文
明
的
歷
史
對
比
之
中
，
湯
恩
比
博
士
指
出
，

西
方
是
分
裂
的
，
中
國
是
穩
定
的
，﹁
要
使
西
歐
業
已
動
搖
的
人
民

生
活
重
新
穩
定
下
來
，
要
把
西
歐
的
力
動
性
緩
和
到
既
對
人
類
沒

有
破
壞
性
而
又
可
以
提
供
活
力
的
源
泉
的
程
度
，
那
就
只
能
到
西

歐
以
外
去
尋
找
這
種
動
力
的
創
造
者
，
不
能
不
認
為
這
種
動

力
的
創
造
者
將
在
中
國
出
現
。
﹂︵︽
圖
說
歷
史
研
究
︾
︶	 

	 	 	 	 

哲
學
家
羅
素
和
湯
恩
比
的
觀
點
是
一
致
的
。
羅
素
在
︽
中
國

問
題
︾
中
說
：﹁
中
國
人
民
是
世
界
上
忍
耐
性
最
強
的
人
民
，
當

其
他
國
家
的
人
民
想
到
今
後
十
年
時
，
中
國
人
民
卻
想
到
了
今
後

一
百
年
。
中
國
人
民
本
質
上
是
不
滅
的
人
民
，
是
不
急
不
躁
的
人

民
。
﹂
羅
素
對
中
國
人
的
評
價
是
：﹁
中
國
人
只
追
求
正
義
和
自

由
，
溫
厚
典
雅
。
在
有
助
於
人
類
幸
福
方
面
，
中
國
文
明
要

比
歐
洲
文
明
優
越
。
﹂	 

	 	 	 	 

因
此
，︽
湯
恩
比
論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中
說
：﹁
當
將
來
建
立

起
與
我
們
描
繪
的
未
來
﹃
世
界
政
府
﹄
概
念
最
為
接
近
的
﹃
世
界

國
家
﹄
這
個
全
球
性
的
統
一
體
時
，
中
國
將
成
為
這
個
統
一

體
的
核
心
。
﹂	 

	 
	 
	 
	 

綜
上
所
述
，
湯
恩
比
博
士
的
中
國
觀
，
堅
定
了
我
們
對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的
信
心
。
湯
恩
比
以
其
仁
慈
博
愛
的
慈
悲
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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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
為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人
類
指
出
了
一
條
光
明
的
康
莊
大
道
。	 	 

	 
	 
	 

	 	 	 	 	 

以
上
是
慚
愧
弟
子
恭
敬
學
習
華
嚴
十
玄
及
︽
湯
恩
比
論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一
書
的
淺
顯
心
得
報
告
。
慚
愧
弟
子
才
疏
學
淺
，
未
敢
妄

談
華
嚴
玄
海
稱
性
極
談
真
實
之
法
。
謹
以
此
管
窺
蠡
測
之
淺
顯
心

得
，
恭
敬
供
養	 

師
父
上
人
及
諸
位
法
師
、
大
德
仁
者
。
希
望
能
夠

由
此
建
立
對
中
華
優
秀
傳
統
文
化
的
堅
定
信
心
，
共
同
圓
滿
屬
於

世
界
人
類
的
﹁
中
國
夢
﹂。	 

	 	 	 	 

	 	 	 	 	 	 	 	 	 	 	 	 	 	 	 	 	 	 	 	 	 	 	 	 	 	 

慚
愧
弟
子
釋
開
吉	 

頂
禮
敬
呈	 

	 	 	 	 	 	 	 	 	 	 	 	 	 	 	 	 	 	 	 	 	 	 	 	 	 	 	 	 	 	 	 	 	 	 	 	 

二
〇
一
四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