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歸
元
歸
元
歸
元
歸
元
】】】】（
科
註
第
七
二
六
頁
倒
數
第
二
行
） 

《
楞
嚴
經
》：
如
是
六
根
，
由
彼
覺
明
，
有
明
明
覺
，
失
彼
精
了
，

黏
妄
發
光
。
是
以
汝
今
離
暗
離
明
，
無
有
見
體
。
離
動
離
靜
，
元
無
聽

質
，
無
通
無
塞
，
嗅
性
不
生
。
非
變
非
恬
（
恬
：
音
田
，
安
也
，
靜
也
）
，

嘗
無
所
出
。
不
離
不
合
，
覺
觸
本
無
。
無
滅
無
生
，
了
知
安
寄
。
汝
但

不
循
動
靜
、
合
離
、
恬
變
、
通
塞
、
生
滅
、
明
暗
，
如
是
十
二
諸
有
為

相
。
隨
拔
一
根
，
脫
黏
內
伏
，
伏
歸
元
歸
元
歸
元
歸
元
真
，
發
本
明
耀
。
耀
性
發
明
，

諸
餘
五
黏
，
應
拔
圓
脫
。
不
由
前
塵
所
起
知
見
。
明
不
循
根
，
寄
根
明

發
。
由
是
六
根
互
相
為
用
。 

《
楞
嚴
經
懸
鏡
（
憨
山
大
師
著
）
》：
伏
歸
元
歸
元
歸
元
歸
元
真
，
則
本
有
真
心
光
明
一
旦

發
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