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六十月二年六十七國民華中

。
。
。
。

怎

i壟
雲祺

集

。
。

講師法印宏

記琳釗蘇

久
學
者
如
何
讀
妙
雲
集

接
下
來
介
紹
久
學
者
應
如
何
來
讀
「
妙
雲
集
」
’
久
學
者
指
傳
統
侈
教
薰
習
已
很
深
厚
者
，
可
能

不
但
信
心
堅
定
，
而
且
在
修
持
體
驗
上
都
有
相
當
深
入
的
程
度
，
這
類
人
普
遍
的
特
點
是
宗
派
門
戶

色
彩
較
深
厚
，
可
能
偏
於
輝
、
灣
、
偉
、
密
之
某
一
派
。
學
天
台
者
，
牽
「
天
台
回
教
儀
」
、
學
擎

﹒

醉
敗
者
，
奉
「
賢
首
五
教
儀
」
為
初
期
佛
教
是
以
鳥
鳴
菩
薩
之
「
想
的
深
入
淵
源
。
這
些
書
看
起

圭
泉
，
遂
有
其
他
各
宗
派
，
也
大
乘
起
信
論
」
為
主
要
觀
念
之
來
都
較
吃
力
，
但
耐
心
慢
慢
署

今
各
有
所
宗
。
教
會
為
此
頗
國
「
法
界
國
覺
宗
」
，
在
民
國
三
，
必
可
僚
解
性
空
唯
名
思
想
。

感
，
直
到
被
「
妙
答
集
」
後
才
十
年
代
，
連
日
本
學
術
界
對
此
還
有
上
編
第
一
般
「
般
若
經
講

知
，
其
賞
那
都
只
是
代
表
一
種
觀
點
，
都
知
法
提
出
很
克
份
的
記
」
’
孩34
貨
上
就
是
「
金

判
教
的
觀
點
而
曰
，
它
有
崇
高
見
解
。
太
盧
大
師
認
為
第
一
個
翩
翩
經
」
和
「
心
經
」
議
記
的
合

的
成
說
，
但
不
代
表
絕
對
的
構
是
「
法
界
國
覺
宗
」
，
第
二
期
訂
本
。
關
於
「
金
剛
經
」
的
講

戚
。
舉
例
來
說
，
如
民
國
以
來
「
法
相
唯
識
宗
」
，
第
三
期
才
記
，
在
巴
字
緻
藏
中
共
有
五
十

的
歐
陽
竟
無
之
唯
識
學
系
統
，
是
「
法
性
空
慧
宗
」
。
可
以
說
幾
種
，
但
真
能
站
在
龍
樹
學
觀

會
培
養
出
許
多
人
，
如
王
恩
祥
在
思
想
吏
的
發
展
上
，
兩
人
有
點
來
講
性
空
觀
念
者
，
卻
也
不

、
楊
用
彤
等
都
是
。
而
唯
識
本
著
完
全
不
同
的
看
法
。
但
是
至
很
多
。
「
金
剛
經
」
的
漢
譯
本

身
還
分
幾
派
。
歐
暢
所
推崇
的
今
日
而
言
，
可
以
說
大
眾
初
期
，
有
六
種
之
多
，
有
的
速
經
名

楚
層
玄
鍵
的
系
統
，
而
底
前
尚
是
性
空
唯
名
，
已
經
是
完
全
被
都
不
同
。
而
導
師
對
「
金
剛
經

有
其
論
、
色
提
流
支
等
人
的
唯
認
定
的
，
依
此
，
可
見
導
師
確
」
經
艾
的
出
入
和
義
理
的
探
究

譏
學
，
都
不
太
一
樣
。
而
他
們
有
莫
過
人
的
先
見
之
明
。
等
問
題
，
都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交

則
不
管
什
俊
經
典
，
一
解
釋
下
久
學
若
要
瞭
解
導
師
思
想
，
待
。

去
，
全
是
唯
織
的
觀
念
，
可
請
在
上
編
有
「
中
觀
論
爾
講
記
」
再
來
，
要
瞭
解
「
虛
妄
唯
誠

學
天
台
者
解
經
即
天
台
，
學
法
，
即
是
龍
樹
菩
薩
的
般
若
空
宗
系
」
’
則
應
看
上
編
第
六
珊
「

孽
者
解
經
即
法
孽
，
學
輝
、
蠱
、
思
想
。
要
深
入
佛
教
空
義
思
想
攝
大
乘
論
講
記
」
’
「
攝
大
乘

海
者
亦
皆
如
是
，
都
易
有
宗
派
者
，
「
中
論
」
是
必
讀
之
作
。
論
」
為
都
喘
著
論
師
所
著
’
是
大

見
解
。
對
此
，
特
別
要
指
出
議
該
書
對
「
中
論
」
的
科
鉤
，
是
乘
唯
譏
系
中
很
重
要
的
代
表
人

師
的
思
想
特
色
，
該
特
色
可
能
發
前
人
所
未
發
，
他
指
出
「
中
物
﹔
其
他
另
有
安
慧
、
發
法
、

即
是
導
師
日
後
最
能
被
承
認
的
論
」
其
質
是
發
揮
「
阿
含
」
恩
玄
樂
等
系
統
。
唯
識
學
在
中
、

做
值
，
那
就
是
大
乘
三
系
的
分
懇
的
，
此
觀
點
從
未
有
人
提
出

判
。
該
觀
點
於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
但
導
師
卻
能
完
全
指
出
「
中

，
導
師
之
第
一
本
著
作
「
印
度
論
」
各
晶
翩
翩
呻
「
阿
合
」
思
想

之
佛
教
」
中
部
已
提
出
。
導
師
的
相
應
處
。
在
導
師
最
近
的
一

會
表
示
，
該
幸
的
基
本
見
解
，
本
著
作
「
空
之
探
究
」
中
，
他

無
多
少
修
改
的
必
要
，
所
差
者
還
是
再
度
引
經
撥
典
的
提
出
證

僅
在
學
術
文
獻
的
引
用
上
。
該
攘
，
說
明
「
中
論
」
的
觀
點
是

菩
提
出
初
期
的
大
乘
傍
教
為
「
出
自
「
阿
合
」
’
是
直
接
描
瞞
自

性
空
唯
名
系
」
，
以
龍
樹
菩
薩
佛
陀
的
本
慎
。

所
代
表
的
般
若
思
想
為
主
。
所
關
於
「
性
空
唯
名
」
思
想
，

請
初
期
，
指
佛
滅
五
百
年
、
龍
還
有
兩
本
著
作
一
定
要
君
，
就

樹
應
世
的
時
代
。
中
期
則
是
「
是
「
中
觀
今
論
」
。
該
書
處
理

虛
妄
唯
識
系
」
’
指
無
著
、
天
了
許
多
中
國
哲
學
或
西
洋
哲
學

親
論
師
應
世
的
時
代
。
後
期
，
所
處
理
不
了
的
問
題
，
哲
學
界

依
印
順
為
師
之
見
，
認
為
是
「
所
面
臨
的
形
上
學
的
問
題
，
該

具
常
唯
心
系
」
’
叉
稱
為
如
來
書
都
提
出
了
圓
滿
的
見
解
。
所

臟
的
思
想
，
以
「
楞
嚴
經
」
、
以
國
內
好
些
一
大
學
教
授
，
如
季

「
圓
覺
經
」
、
「
大
乘
起
價
論
值
越
、
許
巍
文
等
人
，
都
因
讀

」
、
「
楞
伽
經
」
之
觀
點
為
主
了
「
中
觀
今
論
」
，
而
對
導
師

。
該
書
一
凶
，
首
先
提
出
反
對
心
悅
誠
服
，
都
皈
依
了
導
師
。

君
、
法
者
便
是
太
盧
大
師
，
因
他
再
來
還
有
「
性
空
學
探
源
」
’

亦
有
另
一
套
判
教
之
法
，
認
為
從
印
度
的
壓
史
上
找
出
性
空
恩

版四第

印
都
有
好
幾
家
不
開
設
法
，
導

師
在
其
中
都
提
出
討
論
。
「
攝

大
乘
論
」
是
大
乘
唯
誠
學
中
極

重
要
的
一
個
系
統
，
「
輪
伽
師

地
論
」
、
「
大
智
度
論
」
等
雖

也
是
重
要
的
論
著
，
但
都
屬
於

廣
逆
叢
書
型
的
論
番
，
在
印
度

被
視
為
工
具
書
。
而
「
攝
大
乘

論
」
、
「
唯
識
三
十
頌
」
、
「

二
十
頌
」
等
，
則
為
較
精
擎
的

論
著
。
關
於
唯
識
，
還
有
一
本

「
唯
誠
學
探
源
」
可
茗
，
導
師

的
著
作
談
唯
誠
者
不
多
，
但
所

提
出
者
，
必
為
最
精
耍
，
最
難

以
處
理
的
問
題
，
可
以
說
是
深

入
深
出
的
著
作
。

第
三
本
要
談
的
則
是
「
大
乘

起
信
論
講
記
」
，
即
是
「
真
常

唯
心
系
」
的
如
來
藏
思
想
。
該

書
也
是
照
樣
提
出
如
來
藏
系
統

中
許
多
深
奧
的
問
題
來
討
論
。

上
緝
另
有
一
書
「
勝
變
經
講
記

」
，
也
和
「
大
乘
起
信
論
」
為

同
一
系
統
的
經
典
。

關
於
性
空
學
方
面
，
上
編
另

有
一
本
「
賀
敬
經
曹
記
」
談
到

。
增
禪
師
會
議
過
「
楞
伽
經
」
、

「
妙
法
蓮
華
經
」
’
錄
音
帶
都

保
存
下
來
，
有
人
會
要
整
理
，

但
導
師
都
不
同
意
。

讀
完
以
上
的
著
作
，
將
可
使

久
學
者
對
宗
派
的
觀
像
有
相
當

大
的
修
正
，
可
化
解
一
般
人
被

深
蒂
固
的
門
戶
之
見
。
是
後
，

則
可
看
下
緝
的
「
無
誇
之
路
芒

，
該
書
收
集
了
導
師
和
人
辯
論

的
許
多
文
章
，
其
中
最
精
彩
者

即
為
大
乘
三
系
的
論
甜
甜
。
看
默

如
老
法
師
和
導
師
之
間
，
極
為

精
闖
入
涅
的
辯
論
。

在
此
我
特
別
有
個
感
想
，
我

覺
得
導
師
真
是
講
什
麼
像
什
麼

！
議
唯
譏
像
唯
誠
、
議
性
空
像

性
空
，
都
不
會
誤
解
其
本
義
。

他
往
往
只
有
三
言
兩
語
，
卻
都

能
點
出
各
宗
的
綱
要
、
精
華
。

八
訪
問
四
千
法
門
，
畢
竟
有
其
適

應
不
同
眾
生
的
棋
契
性
，
門
門

都
是
解
脫
門
，
但
其
方
便
善
巧

則
各
有
不
同
。
中
國
人
向
來
擅

於
圓
融
，
孔
子
即
有
「
道
並
行

而
不
相
傳
」
、
「
萬
物
並
育
而

不
相
信
首
」
之
說
，
中
國
人
向
來

慣
於
廣
納
眾
流
、
灌
為
一
位
。

但
在
印
度
則
不
然
，
印
度
外
、道

太
多
，
為
了
顯
出
佛
法
的
殊
勝

，
必
要
能
摧
邪
顯
正
。
所
以
不

論
是
佛
陀
或
印
度
的
高
僧
，
都

擅
於
「
辯
異
」
’
特
別
注
重
破

邪
以
顯
正
。

學
佛
者
如
何
讀
妙
雲
集

按
著
談
學
佛
者
應
怎
樣
讀
「

妙
雲
集
」
，
學
佛
者
係
指
璽
信

仰
、
修
持
者
。
在
此
先
應
對
學

佛
的
層
次
有
一
認
誠
，
即
是
「

信
、
解
、
行
、
證
」
與
「
教
、

理
、
行
、
果
」
的
層
次
，
這
是

學
佛
者
必
需
掌
握
的
重
點
。
問

時
，
學
佛
者
還
要
特
別
注
意
一
一
一

個
大
問
題.. 

一
、
發
心
，
二
‘
修
持

工
－
一
‘
證
果
。
就
是
所
謂
的
動
機

、
方
注
與
目
的
這
三
大
問
題
。

整
套
「
妙
雲
集
」
即
提
供
給
我

們
一
個
完
全
的
大
乘
菩
薩
道
思

想
，
以
成
佛
為
，
學
佛
的
動
機
與

最
終
目
標
。
在
成
佛
的
歷
程
上

，
有
「
正
常
道
」
與
「
方
便
道

」
兩
種
﹔
成
佛
要
經
三
大
阿
僧

祇
劫
的
是
正
常
道
，
修
六
度
萬

行
，
難
行
能
行
、
難
忍
能
忍
，

是
相
當
不
容
易
的
。
正
常
道
著

重
理
事
的
相
應
，
有
心
靈
理
性

的
墳
界
，
還
要
有
貧
際
的
事
相

行
為
。
方
便
進
則
不
然
，
主
張

可
在
觀
想
中
修
，
可
不
經
三
大

最
近
有
四
十
位
立
法
委
員
聯
名
向
行
政
院
若
是
不
具
備
自
己
的
教
羲
，
而
隨
便
把
其
他

提
出
醬
面
質
詢
，
促
請
政
府
准
許
一
貫
道
立
宗
教
的
教
義
東
拉
西
揍
，
來
個
「
三
教
合
一

案
，
並
合
法
傳
道
，
以
期
安
定
社
會
並
維
護
」
、
「
五
教
合
一
」
、
「
萬
教
合
一
」
都
能

信
仰
自
由
。
成
為
一
個
獨
立
宗
教
的
話
，
便
將
失
去
了
宗

這
是
近
年
來
在
國
會
機
構
中
為
一
貫
道
請
教
的
意
義
。
因
為
如
此
推
而
廣
之
，
便
會
相

命
的
一
次
最
大
規
模
行
動
，
也
是
每
隔
一
段
繼
出
現
「
二
教
合
一
」
、
「
四
教
合
一
」
、

時
間
必
有
為
一
貫
道
合
法
化
而
再
出
現
的
行
「
八
教
合
一
」
等
萬
教
林
立
的
局
面
，
將
對

動
，
只
是
其
情
勢
盆
形
昇
寓
，
規
模
日
漸
龐

大
。猶

記
得
上
一
次
是
由
已
故
國
大
代
表
裴
鳴

字
領
銜
，
以
「
中
華
墓
教
會
」
的
名
義
，
向

內
政
部
申
請
登
記
，
結
果
因
政
府
態
度
堅
定

，
以
致
無
功
而
返
。

對
於
是
否
應
准
許
一
貫
道
合
法
化
的
問
題

，
社
會
各
界
的
看
怯
，
見
仁
見
智
，
而
最
後

仍
將
取
決
於
政
府
斟
酌
衡
量
的
結
果
而
定
。

但
有
一
些
一
容
易
引
起
混
淆
的
地
方
，
說
們
不

得
不
加
以
澄
清.. 

一
、
關
於
「
宗
教
」
的
定
義
.. 

任
何
一
個

宗
教
的
先
決
條
件
，
便
是
應
有
「
教
義
」
’

阿
僧
種
劫
而
往
生
得
阿
昆
跋
致

（
不
退
轉
〉
，
淨
土
思
想
在
大

乘
中
被
提
出
，
即
出
於
此
一
一
概

念
。
有
人
以
寫
導
師
不
承
認
有

淨
土
，
反
對
念
份
。
其
實
導
師

只
是
提
出
龍
樹
「
十
住
昆
婆
娑

論
」
中
難
行
道
與
易
行
道
的
觀

念
。
導
師
的
淨
土
觀
念
，
雖
有

別
於
磨
著
導
、
胡
蓮
池
、
清
印

光
以
來
的
個
博
士
觀
念
，
但
絕
非

他
否
認
淨
土
的
思
想
。
他
只
是

較
推
崇
大
乘
正
常
道
的
思
想
，

不
過
他
也
包
容
、
尊
重
、
隨
喜

方
便
道
的
修
持
，
在
「
成
佛
之

道
」
的
「
大
乘
不
共
法
」
章
中

，
即
有
談
論
及
此
者
。
另
下
編

第
四
冊
「
淨
土
與
禪
」
一
書
中

，
有
很
多
文
章
討
論
淨
土
的
問

題
，
如
「
淨
土
新
論
」
等
，
只

差
別
在
導
師
不
只
光
講
「
持
名

品
攝
」
，
他
還
提
出
各
鐘
淨
土

的
修
持
法
門
，
其
觀
點
較
類
似

於
淨
土
三
經
一
論
中
「
往
生
論

」
的
思
想
。

學
佛
者
讀
「
妙
雲
集
」
時
，

應
特
別
注
意
書
中
所
談
發
心
、

修
持
與
證
果
等
方
面
的
問
題
，

注
意
其
討
論
信
辭
行
證
的
層
次

。
若
以
書
為
代
表
，
則
有
「
佛

法
概
論
」
、
「
成
佛
之
道
」
、

「
學
佛
一
一
一
要
」
、
「
佛
在
人
間

」
等
番
，
另
加
上
「
般
若
經
講

記
」
、
「
質
教
經
講
記
」
、
「

勝
霎
經
講
記
」
等
番
。

佛
學
者
如
何
講
妙
雲
集

按
著
談
談
備
於
理
性
分
析
，

重
現
學
理
研
究
之
文
化
學
術
界

的
佛
學
者
，
他
們
的
心
態
約
可

分
為
幾
種
。
若
是
受
中
國
文
化

影
響
深
者
，
室
看
下
編
第
六
冊

「
我
之
宗
教
觀
」
及
「
佛
在
人

間
」
兩
害
。
中
國
儒
家
向
來
認

些
人
打
為
「
邪
教
」
。
如
今
要
想
合
法
化
，

只
有
將
其
本
質
改
變
，
以
昭
於
天
下
，
但
一

賞
這
竟
木
此
之
圖
，
均
在
枝
節
上
繞
圈
子
、

動
腦
筋
，
益
發
顯
示
其
沒
有
成
為
正
當
宗
教

的
條
件
。

三
、
宗
教
的
正
邪
與
信
徒
的
多
寡
並
無
必

然
關
係
.. 

四
十
位
立
法
委
員
在
質
詢
中
說
，

佛
教
經
典
不
容
飄
竊

為
「
聖
人
以
神
道
設
教
」
、
「

遠
天
道
，
近
人
事
。
」
、
「
未

知
生
，
焉
知
死
？
」
等
，
都
充

滿
了
非
宗
教
的
人
文
色
彩
，
此

類
人
應
看
看
「
我
之
宗
教
觀
」

一
書
中
所
討
論
儒
家
思
想
的
文

章
。
另
有
下
編
第
九
冊
「
佛
教

史
地
考
論
」
中
有
一
篇
「
中
國

佛
教
史
略
」
’
評
論
比
較
了
中

國
歷
史
與
佛
教
史
的
觀
點
，
可

以
參
考
。

若
是
受
歐
美
思
想
影
響
深
者

，
這
種
人
又
可
分
為
兩
類
，
一

是
妥
西
洋
宗
教
影
響
深
者
，
一

是
受
西
洋
科
學
及
哲
學
影
響
深

者
。
前
者
宜
讀
「
我
之
宗
教
觀

」
與
「
佛
在
人
間
」
兩
害
。
後

者
，
重
科
學
實
證
及
哲
學
思
辨

，
則
官
讀
「
中
磁
今
論
」
’
該

書
說
明
了
許
多
科
學
、
哲
學
、

形
上
學
所
無
法
處
理
的
問
題
﹔

建
立
一
種
三
世
因
果
的
生
命
信

仰
來
接
受
緣
起
性
空
之
觀
念
。

海
師
晚
年
還
有
許
多
作
品
，

如
「
原
始
佛
教
聖
典
之
集
成
」

、
「
說
一
切
有
部
論
杏
輿
論
師

之
研
究
」
、
「
初
期
大
乘
佛
教

的
起
源
與
開
展
」
及
「
空
之
探

究
」
等
，
都
是
專
題
專
論
，
若

非
專
業
學
衛
者
，
不
太
適
宜
闊

論
酬
。
發
建
議
大
家
還
是
讀
「
印

度
之
佛
教
」
，
即
可
瞭
知
其
他

的
問
題
。
本
來
學
佛
是
先
讀
經

後
讀
論
，
但
若
依
大
乘
三
系
之

演
變
，
則
宜
先
讀
論
後
讀
經
﹔

其
質
論
是
解
釋
經
的
，
真
正
說

起
來
，
經
較
難
議
而
論
較
易
護

，
若
有
懂
論
的
基
礎
，
經
就
好

讀
了
。
所
以
看
「
妙
雲
集
」
宜

先
從
論
方
面
下
手
。

專
宗
專
修
者
如
何
讀
紗
雲
集

最
後
，
說
說
專
宗
專
修
者
宜

如
何
讀
「
妙
畫
集
」
，
現
大
A
少

數
學
佛
者
都
有
專
宗
專
修
的
概

念
，
但
其
實
佛
在
世
時
被
本
沒

有
專
宗
的
觀
念
，
頂
多
只
有
專

修
的
觀
念
。
宗
派
的
觀
念
是
歷

史
發
展
後
才
形
成
的
。
喜
好
專

宗
專
修
者
，
基
本
上
不
離
「
解

」
與
「
行
」
兩
大
問
題
﹔
我
認

為
修
行
可
以
前
唔
，
才
能
學
戚
，

解
則
應
廣
縛
，
才
不
會
偏
離
正

知
正
見
。

大
藏
經
原
只
是
一
堆
未
經
整

理
的
資
料
，
其
中
有
待
處
理
的

問
題
極
多
，
要
真
能
掌
扭
住
各

宗
的
代
表
名
著
，
才
能
博
而
不

隸
。
靈
於
信
者
，
重
於
揖
博
士
修

行
者
，
下
編
第
四
冊
「
淨
土
新

論
」
即
是
談
淨
土
，
不
論
東
方

淨
土
、
彌
勒
淨
土
或
西
方
淨
土

都
有
談
到
。
軍
持
戒
者
，
「
妙

富
集
」
中
雖
無
專
論
戒
律
者
，

但
散
見
各
書
中
仍
A
少
有
可
參
考

者
，
壇
的
真
正
目
的
在
「
正
法

久
住
，
僧
團
和
合
。
」
不
只
是

偏
於
日
常
細
行
的
堅
持
上
，
儒

家
有
「
體
之
本
，
和
為
貴
。
」

之
說
，
戒
律
也
是
如
此
，
以
六

和
合
表
彰
戒
律
的
真
正
精
神
。

中
國
佛
教
向
來
沒
有
掌
握
住
戒

律
的
真
精
神
，
尤
其
寺
院
的
私

有
化
，
更
使
戒
律
精
神
難
以
發

揮
。
我
出
家
二
十
一
年
來
，
感

觸
最
深
的
，
即
是
中
國
佛
教
的

僧
團
制
度
戒
律
不
彰
。

其
次
談
談
修
證
的
問
題
，
這

是
最
難
也
最
不
能
談
的
問
題
，

未
證
一
百
證
是
大
妄
語
，
要、遂
出

個
圓
的
。
我
們
很
難
判
別
誰
是

有
修
有
讀
，
但
從
佛
法
及
歷
代

高
僧
行
誼
中
可
見
一
基
本
原
則

，
即
是
不
要
流
於
只
是
一
腳
異
或

感
應
。
世
界
所
有
宗
教
中
，
只

有
佛
教
可
稱
得
上
是
「
人
的
宗

加
緊
歌
曲
酬
，
以
有
教
消
耳
社
會
亂
源
。

四
、
佛
教
與
道
教
反
一
貫
道
的
動
機
.. 

對

一
貫
道
來
說
，
佛
教
與
道
教
都
是
受
害
者
，

因
為
一
貫
道
鎮
改
經
典
、
曲
解
經
典
，
這
種

情
形
外
人
多
不
知
，
只
有
佛
道
敬
的
人
知
之

最
詐
。
這
倒
不
是
佛
教
道
敬
的
人
小
器
，
捨

不
得
把
經
典
借
給
一
貫
道
去
用
，
而
是
他
們

本
文
轉
載
，
自
l
l

中
佛
會
刊
第
必
期

原
有
的
純
輔
料
宗
教
構
成
莫
大
的
傷
害
與
混
亂

二
、
士
一
十
餘
年
政
府
查
禁
之
原
因
.. 

一
貫

道
在
民
國
四
十
一
年
為
政
府
所
明
令
查
禁
。

政
府
查
禁
一
貫
道
，
自
有
其
背
最
奧
運
由
，

而
一
貫
道
之
所
以
被
稱
為
「
邪
教
」
’
亦
有

其
為
邪
教
的
傳
統
與
本
質
，
而
非
故
意
被
某

「
一
貫
道
」
在
國
內
已
有
百
萬
以
上
信
徒
，
甘
肅
改
與
曲
解
的
結
果
，
不
僅
對
信
徒
無
益
，

該
團
體
的
領
導
者
也
一
再
以
此
理
由
，
向
內
政
反
而
有
害
。
因
此
，
反
一
貫
道
是
基
於
「
街

都
接
出
立
案
申
請
。
教
」
的
動
機
，
而
一
貫
道
及
其
同
情
者
則
巧

其
實
，
信
徒
的
多
寡
根
本
不
能
代
表
宗
教
妙
的
將
之
說
為
「
怕
被
搶
走
了
信
徒
」
，
其

的
正
邪
。
歷
史
上
的
資
巾
娥
、
自
草
斂
，
都
詭
詐
欺
騙
的
本
質
顯
露
無
遍
。

擁
有
龐
大
的
信
徒
，
但
均
是
邪
教
。
話
說
得
社
會
上
很
多
人
誤
解
我
們
佛
教
反
對
一
貫

嚴
靈
點
，
越
是
信
徒
眾
參
的
邪
教
，
越
應
該
道
合
法
化
，
事
實
上
並
非
純
然
如
此
﹔
袋
們

希
望
一
貫
道
在
合
法
化
之
前
，
底
先
正
當
化

，
把
那
些
秘
密
不
能
見
人
的
事
物
公
開
在
光

天
化
日
之
下
，
同
時
立
即
停
止
鎮
改
曲
解
份

經
等
傷
害
佛
教
的
動
作
。

佛
教
創
教
迄
今
已
二
千
餘
年
，
佛
教
教
義

正
日
益
受
到
全
世
界
的
瓷
瓶
，
我
們
絕
不
至

愚
蠢
到
為
了
他
被
搶
走
信
徒
而
去
反
對
一
貫

道
。
我
們
希
望
最
府
對
宗
教
給
予
適
當
的
規

範
與
保
護
，
至
於
一
貫
道
的
合
法
化
與
否
，

乃
餘
事
耳
。

「
英
雄
寂
寞
」
義
賣
啟

陳
懇
劍
居
士
著
「
英
雄
寂
寞
」
一
書
，

於
三
年
前
捐
贈
給
「
慈
濟
功
德
會
」
在
台

北
市
空
軍
活
動
中
心
義
賞
，
尚
有
餘
連
數

十
冊
，
每
冊
台
幣
一
0
0
元
。
腦
蜜
月m
u款

悉
數
轉
為
「
建
院
基
金
」
。

論
利
用
「
－
O
七
八
二
五
四
︱
五
慈
濟

道
伯
」
或
「
O
O

一
八
九
一
七
l

間
曾
門

文
庫
」
帳
號
。 教

」
，
不
緬
懷
其
他
宗
教
，
都
是

「
神
的
宗
教
」
。
「
人
成
即
佛

成
」
，
人
性
的
圓
滿
即
是
佛
稚

的
光
輝
。

最
後
，
引
「
妙
雲
集
」
下
編

第
八
筋
「
教
制
教
典
與
教
學
」

中
「
學
無
止
境
與
學
似
致
用
」

一
文
所
提
出
的
「
勸
除
三
病
」

和
大
家
共
勉
。
學
份
有
不
外
修

持
、
演
敢
與
興

一胸
三
頰
，
導
師

特
對
此
指
出.. 

一
、
修
「
官
定
好
事

，
但
不
可
怪
。
二
．
演
教
是
好
事

，
但
不
可
慢
。
三
J輿
福
是
好
事

，
但
不
可
俗
。
修
行
是
學
佛
者

求
解
脫
生
死
不
可
少
的
歷
程
，

導
師
說
有
些
人
容
易
病
在
「
怪

」
字
上
，
留
長
頭
髮
哪
，
放
光

哪
，
不
吃
不
睡
哪
，
說
前
生
後

世
哪
，
種
種
「
索
隱
行
怪
」
不

是
邪
侖
，
便
是
增
上
慢
人
。
演

教
師
是
做
學
間
，
能
弘
法
能
寫

作
﹔
吉
德
說
﹔
「
品
法
必
僑
俊

」
’
能
說
能
寫
便
容
易
心
生
貢

高
我
慢
，
隨
意
評
論
是
非
，
落

入
主
觀
情
見
中
。
與
一
隔
便
是
從

事
有
關
社
會
性
的
弘
法
事
業
，

如
慈
善
、
文
教
等
。
導
師
說
：

如
不
發
真
切
心
，
沒
有
為
敬
的

誠
意
，
那
麼
容
易
與
俗
人
成
家

立
業
一
樣
，
市
繪
氣
，
勢
利
態

都
會
隨
著
名
閱
利
養
而
來
，
走

入
全
盤
俗
化
，
毫
無
道
態
。

「
妙
雲
集
」
的
內
容
，
精
深

叉
博
大
，
其
涉
及
範
崗
，
絕
不

是
今
晚
能
介
紹
完
畢
，
只
能
就

其
層
次
及
特
色
，
重
點
的
提
供

大
家
一
個
系
統
性
的
方
向
罷
了

！
願
各
位
有
志
深
入
供
法
者
，

不
要
放
過
深
入
研
讀
「
妙
宴
集

」
的
良
好
機
緣
，
則
今
生
今
世

將
帶
給
您
受
用
線
窮
。
（
下
）

民
國
之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講
於
欽
講
文
化
服
務
中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