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八
齋
戒
︼︵
科
註
第
九
七
九
頁
倒
數
第
一
行
︶ 

︽
佛
光
大
辭
典
︾
﹁
八
關
齋
戒
﹂
條
：
乃
佛
陀
為
在
家
弟
子
所
制

定
暫
時
出
家
之
學
處
︵
所
學
之
處
，
一
般
指
戒
律
︶。
受
者
須
一
日
一
夜
離

開
家
庭
，
赴
僧
團
居
住
，
以
學
習
出
家
人
之
生
活
。
又
作
長
養
律
儀
、

近
住
律
儀
、
八
戒
、
八
支
齋
戒
、
八
分
齋
戒
、
八
戒
齋
、
八
齋
戒
、
八

禁
、
八
所
應
離
。
﹁
八
﹂
指
持
八
種
戒
，
﹁
關
﹂
即
閉
之
意
，
﹁
戒
﹂
有

防
非
止
惡
之
作
用
。
能
持
八
戒
，
可
防
止
身
口
意
三
業
之
惡
行
，
便
可

關
閉
惡
道
之
門
。
八
戒
中
前
七
支
為
戒
，
後
一
支
不
非
時
食
為
齋
，
合

之
稱
為
八
關
齋
戒
。
此
八
法
，
佛
陀
制
定
於
每
月
六
齋
日
受
持
，
即
每

月
八
日
、
十
四
日
、
十
五
日
、
二
十
三
日
、
二
十
九
日
、
三
十
日
︵
如

以
中
國
農
曆
算
，
小
月
可
改
作
二
十
八
日
及
二
十
九
日
︶
。
佛
教
雖
有

出
家
與
在
家
弟
子
，
但
佛
法
以
出
世
解
脫
為
目
的
，
更
以
出
家
為
上
。

受
持
八
關
齋
戒
，
令
在
家
學
佛
者
熏
習
長
養
出
世
善
根
，
故
稱
長
養
律

儀
。
又
因
受
此
八
戒
，
一
日
一
夜
遠
離
家
居
，
近
於
僧
伽
或
阿
羅
漢
而

住
，
故
又
稱
近
住
律
儀
。 

八
關
齋
戒
為
八
種
齋
戒
法
，
即
：(

一)

不
殺
生
。(

二)

不
偷
盜
。

(

三)

不
婬
。(

四)

不
妄
語
。(

五)

不
飲
酒
。(

六)

不
以
華
鬘
裝
飾
自
身
，

不
歌
舞
觀
聽
。(

七)

不
坐
臥
高
廣
華
麗
床
座
。(

八)

不
非
時
食
。 

又
受
八
關
齋
戒
者
，
因
一
日
一
夜
持
不
婬
戒
，
故
得
稱
為
淨
行
優

婆
塞
或
淨
行
優
婆
夷
。 

 

︻
我
見
喜
樂
國
，
及
見
安
樂
土
︼︵
科
註
第
九
八
〇
頁
第
七
行
︶ 



︽
思
益
梵
天
所
問
經
︾：﹁
我
見
喜
樂
國
，
及
見
安
樂
土
，
此
中
無

苦
惱
，
亦
無
苦
惱
名
，
於
彼
作
功
德
，
未
足
以
為
奇
。
於
此
煩
惱
處
， 

 

能
忍
不
可
事
，
亦
教
他
此
法
，
其
福
為
最
勝
。
﹂ 

︽
勝
思
惟
梵
天
所
問
經
︾：﹁
我
見
安
樂
國
，
無
量
壽
佛
國
，
無
苦

及
苦
名
，
彼
作
福
非
奇
。
於
此
煩
惱
處
，
能
忍
不
可
忍
，
亦
教
他
此
法
，

其
福
為
最
勝
﹂ 

據
此
同
部
異
譯
之
經
文
，
可
知
︽
思
益
經
︾
中
的
﹁
喜
樂
國
﹂
與

﹁
安
樂
土
﹂
指
的
都
是
極
樂
世
界
。 

 

︻
五
滓
︵
音
子
︶
︼︵
科
註
第
九
八
〇
頁
倒
數
第
四
行
︶ 

 

︽
佛
學
大
辭
典
︾：︵
雜
語
︶
與
五
濁
同
。
行
事
鈔
資
持
記
上
一
之

三
曰
：﹁
滓
，
沮
史
反
，
濁
也
。
﹂ 

 
 
 

○
五
濁
： 

︽
佛
學
大
辭
典
︾︵
節
錄
︶：︵
名
數
︶
又
名
五
滓
，
五
渾
等
。
住
劫

中
人
壽
二
萬
歲
已
後
，
而
有
渾
濁
不
淨
之
法
五
種
： 

一
、
劫
濁
，
謂
至
二
萬
歲
已
後
見
等
之
四
濁
起
時
也
。 

二
、
見
濁
，
身
見
邊
見
等
之
見
惑
也
，
劫
濁
時
之
眾
生
盛
起
之
。 

三
、
煩
惱
濁
，
貪
瞋
痴
等
一
切
修
惑
之
煩
惱
，
劫
濁
時
之
眾
生
盛

起
之
。 四

、
眾
生
濁
，
劫
濁
時
之
眾
生
為
見
濁
煩
惱
濁
之
結
果
，
人
間
之

果
報
漸
衰
，
心
鈍
體
弱
，
苦
多
福
少
也
。 



五
、
命
濁
，
此
亦
為
前
二
濁
之
結
果
，
壽
命
漸
縮
少
，
乃
至
十
歲
也
， 

此
中
以
劫
濁
為
總
，
以
他
四
濁
為
別
。
劫
濁
中
有
四
濁
，
以
四
濁

之
故
為
劫
濁
也
。
又
四
濁
中
以
見
濁
，
煩
惱
濁
二
者
為
濁
之
自
體
，
此

二
者
成
眾
生
濁
與
命
濁
之
二
者
也
。 

文
句
四
下
曰
：
﹁
劫
濁
無
別
體
，
劫
是
長
時
，
剎
那
是
短
時
，
但

約
四
濁
立
此
假
名
。
眾
生
濁
亦
無
別
體
，
攬
見
慢
果
報
上
立
此
假
名
。

煩
惱
濁
指
五
鈍
使
為
體
，
見
濁
指
五
利
使
為
體
，
命
濁
指
連
持
色
心
為

體
。
﹂
同
文
句
記
曰
：
﹁
准
悲
華
經
，
八
萬
至
三
萬
亦
不
有
濁
，
至
二

萬
歲
為
五
濁
始
。
﹂ 

 

︻
半
字
教
、
滿
字
教
︼︵
科
註
第
九
八
二
頁
倒
數
第
一
行
︶ 

︽
三
藏
法
數
︾﹁
曇
讖
二
教
﹂
條
：︹
出
華
嚴
經
疏
︺ 

曇
讖
︵
音
趁
︶
二
教
者
，
西
秦
曇
牟
讖
三
藏
立
此
二
教
也
。︵
西
秦
，

東
晉
十
六
國
之
一
。
曇
牟
讖
，
又
作
曇
無
讖
，
中
印
度
人
，
翻
北
本
︽
涅
槃
經
︾
者
︶ 

一
、
半
字
教
：
半
字
教
者
，
謂
聲
聞
藏
，
談
理
未
徧
，
若
字
之
有

半
也
。 二

、
滿
字
教
：
滿
字
教
者
，
謂
菩
薩
藏
，
談
理
滿
足
，
若
字
之
圓

滿
也
。 

 

︻
中
節
︼︵
科
註
第
九
八
三
頁
倒
數
第
四
行
︶ 

︽
漢
語
大
詞
典
︾：
合
乎
禮
義
法
度
。 

︽
禮
記
‧
中
庸
︾：
喜
怒
哀
樂
之
未
發
謂
之
中
，
發
而
皆
中
節
謂
之
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