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東
漢
初
年
佛
教
傳
入
我
國
後
，
很
快
地
受
到

國
人
的
歡
迎
與
接
受
，
不
但
廣
為
漢
族
士
庶
所
信

仰
，
其
他
的
少
數
民
族
群
眾
亦
是
五
體
投
地
頂
禮
膜

拜
，
造
寺
、
建
塔
、
開
鑿
石
窟
等
佛
事
常
被
許
多
少

數
民
族
帝
王
貴
族
用
來
祈
求
功
德
，
而
翻
譯
佛
書
雕

刻
藏
經
，
也
被
當
成
國
家
的
大
事
。
在
譯
刻
佛
經
方

面
，
有
的
是
刻
印
整
部
的
︽
漢
文
大
藏
經
︾
，
如
遼

朝
刻
的
︽
契
丹
藏
︾
、
元
朝
刻
的
︽
弘
法
藏
︾
，
有
的

是
將
其
他
語
種
的
大
藏
經
翻
譯
成
自
己
民
族
語
文
的

大
藏
經
，
如
西
夏
國
所
譯
的
︽
西
夏
文
大
藏
經
︾
、

元
朝
所
譯
的
︽
蒙
文
大
藏
經
︾
，
本
文
所
談
到
的

︽
清
文
全
藏
經
︾
也
是
其
中
之
一
。

滿
族
入
關
前
，
就
已
接
觸
到
漢
傳
和
藏
傳
兩
系

佛
教
，
並
開
始
翻
譯
滿
文
佛
經
，
史
載
清
太
宗
時
的

達
海
，
曾
師
事
藏
傳
佛
教
僧
人
斡
祿
答
兒
罕
囊
素
，

並
譯
出
大
乘
經
一
種
。
定
鼎
中
原
後
，
隨
著
對
佛
教

信
仰
的
加
深
，
也
先
後
譯
出
了
不
少
的
滿
文
佛
典
，

僅
乾
隆
九
年
編
輯
完
成
的
︽
秘
殿
珠
林
︾
，
其
卷
二

十
四
︿
供
奉
經
典
目
錄
﹀
，
就
收
錄
了
︽
無
量
壽
智

經
︾
、
︽
心
經
︾
、
︽
白
傘
蓋
經
︾
、
︽
綠
衣
救
度
佛

母
經
︾
等
十
餘
種
，
二
十
八
年
又
譯
出
︽
楞
嚴

經
︾
，
但
大
規
模
有
計
畫
的
翻
譯
則
要
數
︽
清
文
全

藏
經
︾
了
。

︽
清
文
全
藏
經
︾
全
名
︽
御
製
清
文
繙
譯
全
藏

經
︾
，
又
名
︽
國
語
大
藏
︾
，
俗
稱
︽
滿
文
大
藏

經
︾
。
﹁
御
製
﹂
指
奉
皇
帝
敕
命
而
製
作
的
；
﹁
清

文
﹂
即
滿
文
，
滿
族
入
關
建
立
了
清
王
朝
，
成
為
統

治
階
級
，
把
原
屬
於
本
部
族
的
語
言
﹁
滿
語
﹂
，
訂

為
清
朝
的
官
方
語
言
﹁
國
語
﹂
，
部
族
的
文
字
﹁
滿

文
﹂
訂
為
官
方
的
文
字
﹁
國
文
﹂
、
﹁
國
書
﹂
，
所
以

滿
語
又
稱
﹁
清
語
﹂
，
滿
文
又
稱
﹁
清
文
﹂
、
﹁
清

字
﹂
；
﹁
翻
譯
﹂
指
這
些
佛
典
是
透
過
翻
譯
而
非
新

著
；
我
國
佛
教
典
籍
的
總
匯
，
傳
統
上
叫
做
﹁
大
藏

經
﹂
，
又
稱
為
﹁
眾
經
﹂
、
﹁
一
切
經
﹂
、
﹁
經
藏
﹂
、

﹁
藏
經
﹂
或
﹁
大
藏
﹂
，
有
時
也
簡
稱
為
﹁
藏
﹂
，
並

未
見
有
﹁
全
藏
經
﹂
一
詞
，
它
是
乾
隆
所
獨
創
，
高 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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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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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認
為
大
藏
經
原
只
有
藏
文
譯
本
、
漢
文
譯
本
、
蒙

文
譯
本
，
今
滿
文
譯
本
告
竣
，
如
是
﹁
四
體
大
藏
全

備
﹂
，
故
名
﹁
全
藏
經
﹂
。
因
此
，
︽
御
製
清
文
繙
譯

全
藏
經
︾
可
以
說
是
奉
皇
帝
之
命
用
滿
文
翻
譯
的
佛

教
經
典
的
總
集
。

為
什
麼
要
翻
譯
︽
清
文
全
藏
經
︾
？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二
月
初
一
日
的
︿
清
文
繙
譯
全
藏
經
序
﹀
，
高

宗
說
﹁
蓋
梵
經
一
譯
而
為
番
，
再
譯
而
為
漢
，
三
譯

而
為
蒙
古
，
我
皇
清
主
中
國
百
餘
年
，
彼
三
方
久
屬

臣
僕
，
而
獨
闕
國
語
之
大
藏
，
可
乎
？
以
漢
譯
國

語
，
俾
中
外
胥
習
國
語
，
即
不
解
佛
之
第
一
義
諦
，

而
皆
知
尊
君
親
上
，
去
惡
從
善
，
不
亦
可
乎
？
是
則

朕
以
國
語
譯
大
藏
之
本
意
在
此
，
不
在
彼
也
。
﹂
又

據
︽
嘯
亭
續
錄
︾
的
記
載
：
﹁
乾
隆
壬
辰
︵
三
十
七

年
︶
，
上
以
大
藏
佛
經
有
天
竺
、
番
字
、
漢
文
、
蒙

古
諸
繙
譯
，
然
禪
悟
深
邃
，
漢
經
中
咒
偈
惟
代
以
翻

切
，
並
未
得
其
秘
旨
，
清
文
句
意
明
暢
，
反
可
得
其

三
昧
，
故
設
清
字
經
館⋯
繙
譯
經
卷
。
﹂
綜
合
這
兩

段
記
載
，
有
二
個
值
得
探
討
的
地
方
，
首
先
乾
隆
認

為
佛
經
的
翻
譯
，
是
先
從
梵
文
譯
為
番
文
︵
藏

文
︶
，
再
譯
為
漢
文
，
三
譯
為
蒙
文
。
這
種
藏
文
佛

經
早
於
漢
文
的
看
法
並
不
正
確
，
按
照
佛
教
傳
播
的

過
程
及
譯
經
的
史
實
，
上
述
三
種
譯
本
的
佛
典
以
漢

文
為
最
早
，
西
元
一
世
紀
東
漢
明
帝
時
就
已
譯
出

︽
四
十
二
章
經
︾
，
其
後
佛
經
漢
譯
的
速
度
更
加
快

捷
，
數
量
更
多
。
到
了
唐
代
已
形
成
五
、
六
千
卷
卷

帙
龐
大
的
︽
漢
文
大
藏
經
︾
。
至
於
藏
文
佛
經
，
則

到
西
元
七
世
紀
中
葉
藏
文
創
製
後
，
始
從
梵
文
譯
出

佛
典
，
且
在
︽
藏
文
大
藏
經
︾
中
也
有
部
份
譯
自
漢

文
的
；
而
蒙
文
佛
經
的
翻
譯
始
於
十
三
世
紀
的
元

代
，
主
要
是
依
據
藏
文
佛
典
再
譯
的
。
其
次
，
譯
印

︽
清
文
全
藏
經
︾
的
目
的
有
三
：

(一)
、
在
清
帝
國
中
信

奉
佛
教
的
滿
、
蒙
、
藏
、
漢
四
個
民
族
中
，
除
滿
族

外
，
其
他
三
族
都
擁
有
本
民
族
文
字
的
大
藏
經
，
且

入
關
後
，
清
廷
曾
先
後
刻
印
過
蒙
、
藏
、
漢
三
種
文

字
的
大
藏
經
：
雍
正
二
年
︵
一
七
二
四
︶
刻
畢
︽
蒙

文
大
藏
經
︾
，
乾
隆
三
年
︵
一
七
三
八
︶
刻
畢
︽
漢

文
大
藏
經
︾
，
乾
隆
十
四
年
︵
一
七
四
九
︶
刻
畢

︽
藏
文
大
藏
經
︾
，
而
作
為
統
治
階
級
的
滿
族
，
卻
沒

有
帝
國
﹁
國
語
﹂
滿
文
譯
成
的
整
套
大
藏
經
，
是
不

可
以
忍
受
的
缺
憾
，
因
此
︽
實
錄
︾
也
認
為
﹁
揆
之

闡
教
同
文
之
義
，
實
為
闕
略
。
﹂
；

(二)
、
想
藉
著
對

佛
教
的
信
仰
，
透
過
滿
文
佛
典
的
閱
讀
，
來
推
廣
滿

文
滿
語
的
學
習
。
滿
族
未
入
關
前
，
統
治
者
鑑
於
金

代
的
歷
史
教
訓
，
對
於
滿
文
、
滿
語
的
未
來
，
早
有

警
覺
，
崇
德
二
年
︵
一
六
三
七
︶
四
月
，
清
太
宗
曾

告
戒
諸
貝
勒
，
金
熙
宗
和
完
顏
亮
廢
棄
祖
宗
衣
冠
儀

度
，
循
漢
人
之
俗
，
服
漢
人
衣
冠
，
盡
忘
本
國
語

言
，
終
至
亡
國
，
他
要
諸
貝
勒
應
遵
守
祖
宗
之
制
，

衣
冠
語
言
不
可
輕
變
。
定
鼎
中
原
後
，
太
宗
遺
孀
孝

莊
太
后
亦
以
不
忘
滿
語
滿
文
叮
嚀
順
治
、
康
熙
兩
代

皇
帝
。
傳
至
雍
正
、
乾
隆
，
二
帝
也
非
常
重
視
滿

文
、
滿
語
的
推
廣
，
要
求
書
寫
正
確
，
如
文
書
中
偶

出
現
筆
誤
等
小
錯
，
也
不
放
過
，
必
在
硃
批
中
予
以

申
斥
或
矯
正
。
而
滿
文
的
整
理
和
各
種
滿
文
書
籍
的

編
纂
，
也
在
乾
隆
朝
達
到
最
高
潮
，
如
乾
隆
六
年37



︵
一
七
四
一
︶
，
為
了
辨
認
和
整
理
用
無
圈
點
老
滿
文

書
寫
的
檔
案
圖
書
，
編
了
︽
無
圈
點
字
書
︾
，
為
了

鐫
刻
寶
璽
官
印
，
仿
漢
文
篆
字
製
成
滿
文
篆
書
三
十

二
種
，
為
了
解
決
滿
文
著
述
和
翻
譯
中
使
用
詞
語
混

亂
的
現
象
，
對
滿
文
進
行
了
數
次
大
規
模
的
整
理
，

並
陸
續
出
版
了
︽
欽
定
清
漢
字
式
︾
、
︽
御
製
增
訂

清
文
鑑
︾
等
一
批
工
具
書
，
另
外
由
於
帝
國
版
圖
的

逐
漸
擴
大
，
各
族
人
民
相
繼
臣
服
，
為
了
促
進
各
族

文
化
的
交
流
，
及
非
滿
族
人
民
認
識
滿
文
滿
語
，
也

編
纂
了
不
少
以
滿
文
和
不
同
文
字
對
照
的
辭
典
，
如

︽
西
域
同
文
志
︾︵
滿
、
蒙
、
藏
、
維
、
漢
五
種
文
字
︶

等
，
︽
清
文
全
藏
經
︾
的
譯
印
也
是
這
個
時
代
下
的

產
物
，
以
便
讓
治
下
的
臣
民
經
由
閱
讀
︽
全
藏

經
︾
，
而
知
曉
滿
文
滿
語
，
能
夠
﹁
尊
君
親
上
，
去

惡
從
善
。
﹂
；

(三)
、
漢
文
字
詞
較
簡
約
深
澀
，
而
滿

文
則
明
暢
易
曉
，
更
能
表
達
梵
文
的
原
意
。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
一
七
七
二
︶
設
﹁
清
字
經
館
﹂

於
西
華
門
內
，
成
立
翻
譯
︽
清
文
全
藏
經
︾
的
譯

場
組
織
，
據
全
藏
經
第
一
函
︿
名
銜
錄
﹀
的
記

載
，
計
有
總
裁
四
人
、
副
總
裁
三
人
、
提
調
官
五

人
、
纂
修
官
九
人
、
收
掌
官
七
人
、
繙
譯
官
七

人
、
謄
錄
官
二
十
四
人
、
校
對
官
十
八
人
、
閱
經

總
裁
一
人
、
閱
經
副
總
裁
三
人
、
辦
理
經
咒
喇
嘛

四
人
、
校
對
經
咒
喇
嘛
四
人
、
總
校
僧
人
二
人
、

講
經
僧
人
四
人
，
總
共
九
十
五
名
滿
、
蒙
、
藏
、

漢
四
族
官
員
僧
人
，
但
其
中
德
慶
、
六
十
八
兩
人

兼
任
二
職
，
故
實
際
參
與
的
人
數
只
有
九
十
三

人
。
這
裡
面
四
個
總
裁
：
和
碩
質
親
王
永
瑢
、
多

羅
儀
郡
王
永
璇
、
大
學
士
和
珅
、
和
碩
額
駙
福
隆

安
，
只
是
名
譽
職
，
真
正
統
籌
實
務
者
有
二
人
，
一

是
主
持
簡
別
經
典
審
核
翻
譯
的
閱
經
總
裁
扎
薩
克
達

喇
嘛
章
嘉
呼
圖
克
圖
伊
施
丹
巴
諄
美
，
一
是
負
責
刊

版
事
務
的
副
總
裁
吏
部
尚
書
金
簡
，
至
於
從
事
經
典

翻
譯
工
作
的
則
有
給
事
中
福
伸
、
筆
帖
式
占
倫
、
和

明
、
六
十
八
、
景
琨
、
呼
圖
禮
、
托
雲
等
七
名
翻
譯

官
。

伊
施
丹
巴
諄
美
︵y

e-sh
es-b

stan
-p

av
i-sg

ro
n

-

m
e

︶
，
又
名
若
必
多
吉
︵ro

l-p
av

i-rd
o

-rje

︶
，
是
藏

傳
佛
教
格
魯
派
四
大
活
佛
之
一
，
據
現
存
北
京
故
宮

銀
鍍
金
章
嘉
呼
圖
克
圖
像
，
他
長
的
﹁
長
方
臉
形
，

鼻
寬
口
闊
，
眉
目
疏
朗
，
雙
眼
微
瞇
，
內
含
笑
意
，

神
態
安
詳
，
在
像
的
右
面
頰
下
隆
起
一
個
很
明
顯
的

小
包
。
﹂
︵
圖
一
︶
清
康
熙
五
十
六
年
︵
一
七
一
七
︶

正
月
十
日
生
於
甘
肅
涼
州
西
蓮
花
寺
附
近
，
三
歲
時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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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認
定
為
二
世
章
嘉
活
佛
的
轉
世
靈
童
，
次
年
迎
入

佑
寧
寺
坐
床
，
成
為
第
三
世
章
嘉
活
佛
。
雍
正
二
年

︵
一
七
二
四
︶
年
僅
八
歲
的
章
嘉
，
被
送
至
北
京
，

深
得
雍
正
皇
帝
的
喜
愛
，
命
他
依
止
土
觀
阿
旺
嘉
措

等
駐
京
高
僧
，
學
習
梵
文
、
藏
文
和
蒙
文
，
攻
讀
梵

藏
佛
教
大
師
的
佛
學
著
作
，
並
奉
旨
每
日
進
宮
與
皇

四
子
弘
曆
︵
即
後
來
的
乾
隆
皇
帝
︶
等
共
同
學
習
滿

漢
文
化
，
因
其
資
質
優
異
，
奮
勉
勵
學
，
到
了
十
八

歲
，
已
精
通
滿
、
蒙
、
漢
、
藏
、
梵
五
種
語
文
，
熟

諳
顯
密
典
籍
，
成
為
一
位
博
學
多
識
的
佛
學
家
和
語

言
文
字
學
家
。
他
廣
宏
佛
法
，
曾
被
雍
正
皇
帝
封
為

﹁
灌
頂
普
善
廣
慈
大
國
師
﹂
，
賜
金
冊
、
金
印
。
雍
正

十
二
年
，
奉
命
前
往
泰
寧
拜
見
七
世
達
賴
喇
嘛
，
並

護
送
其
返
回
拉
薩
。
翌
年
十
月
，
抵
達
後
藏
扎
什
倫

布
寺
拜
見
五
世
班
禪
，
從
他
受
比
丘
戒
。
後
接
到
雍

正
駕
崩
的
消
息
，
匆
忙
返
京
，
朝
見
新
繼
位
的
乾
隆

皇
帝
，
乾
隆
封
其
為
﹁
掌
印
喇
嘛
﹂
，
掌
管
駐
京
喇

嘛
事
務
。
乾
隆
十
六
年
︵
一
七
五
一
︶
賜
﹁
振
興
黃

教
大
國
師
之
印
﹂
，
二
十
年
外
蒙
發
生
青
袞
咱
卜
撤

譯
之
變
，
章
嘉
除
致
書
哲
布
尊
丹
巴
外
，
並
親
自
前

往
處
理
，
迅
速
平
息
此
事
件
。
二
十
二
年
，
七
世
達

賴
圓
寂
，
奉
旨
入
藏
委
任
攝
政
及
主
持
認
定
達
賴
轉

世
之
事
宜
。
四
十
五
年
，
六
世
班
禪
晉
京
慶
賀
乾
隆

皇
帝
七
十
壽
誕
，
章
嘉
擔
任
翻
譯
並
負
責
班
禪
在
京

的
活
動
事
宜
。
五
十
一
年
圓
寂
，
四
年
後
︽
清
文
全

藏
經
︾
才
全
部
告
竣
。
一
生
著
作
和
譯
著
甚
多
，
主

要
有
︽
欽
定
同
文
韻
統
︾
、
︽
諸
佛
菩
薩
聖
像
贊
︾
、

︽
喇
嘛
神
像
集
︾
等
，
並
曾
主
持
將
藏
文
大
藏
經
的

︽
丹
珠
爾
︾
譯
為
蒙
文
。

金
簡
︵
？—

一
七
九
四
︶
，
滿
洲
正
黃
旗
人
，

金
佳
氏
。
初
隸
內
務
府
漢
軍
，
乾
隆
中
授
內
務
府
筆

帖
式
，
三
十
七
年
遷
至
總
管
內
務
府
大
臣
，
曾
監
武

英
殿
刻
書
，
充
四
庫
館
副
總
裁
，
專
司
考
核
督
催
，

又
命
纂
修
︽
四
庫
薈
要
︾
，
改
譯
遼
金
元
三
史
地
、

人
、
官
名
，
以
三
史
國
語
解
重
加
編
次
，
五
十
七
年

調
吏
部
尚
書
。

︽
全
藏
經
︾
譯
雕
伊
始
，
即
受
命
為

清
字
經
館
副
總
裁
，
辦
理
刊
版
事
務
。

由
︽
上
諭
檔
︾
及
︽
實
錄
︾
有
關
資
料
，
清
字

經
館
的
工
作
首
先
﹁
將
藏
經
所
有
蒙
古
字
、
漢
字
兩

種
悉
心
校
覈
。
﹂
同
時
章
嘉
國
師
也
去
比
較
漢
文
、

藏
文
二
種
大
藏
經
，
前
一
項
的
工
作
在
於
參
考
蒙
文

佛
典
以
便
解
決
佛
學
名
相
的
滿
文
譯
語
問
題
，
後
者

則
是
斟
酌
挑
選
擬
譯
的
經
典
清
單
。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的
諭
旨
也
規
定
：
﹁
繙
譯
官
每
人
每
月

繙
經
一
卷
為
數
較
少
，
嗣
後
每
人
每
月
著
繙
經
二

卷
。
﹂
並
且
每
譯
畢
一
卷
，
即
令
章
嘉
審
正
進
呈
，

恭
候
皇
上
聖
裁
。
在
︽
章
嘉
國
師
若
必
多
吉
傳
︾
中

也
有
一
段
記
載
，
詳
細
描
述
了
滿
文
佛
經
翻
譯
的
情

形
：
﹁
文
殊
大
皇
帝
︵
按
：
即
乾
隆
皇
帝
︶
認
為
，

自
己
出
身
的
滿
族
人
口
眾
多
，
對
佛
教
獲
得
信
仰
者

也
為
數
不
少
，
但
是
語
言
文
字
與
別
族
不
同
，
以
前

也
沒
有
譯
為
滿
文
之
佛
教
經
典
。
若
將
佛
說
︿
甘
珠

爾
﹀
譯
成
滿
文
，
實
在
是
造
福
於
後
代
之
善
舉
，
遂

命
章
嘉
國
師
將
︿
甘
珠
爾
﹀
譯
成
滿
文
。
從
學
府
中

成
績
優
異
人
員
和
在
京
喇
嘛
中
選
擇
通
曉
語
言
文
字

者
，
與
幾
名
學
識
精
深
的
和
尚
一
起
開
始
翻
譯
經

卷
，
每
譯
完
一
函
，
由
章
嘉
國
師
詳
加
校
審
，
逐
卷

進
呈
皇
上
審
閱
。
皇
上
在
審
閱
中
又
更
正
其
中
一
些39



有
疑
惑
及
不
妥
當
之
處
。
皇
上
悉
心
審
閱
後
，
還
要

作
譯
記
，
因
此
經
過
多
年
，
始
告
全
部
譯
成
。
大
皇

帝
是
統
治
天
下
轉
大
力
法
輪
的
君
主
，
自
然
需
要
勤

於
政
事
，
他
如
處
理
國
政
一
樣
地
不
但
詳
閱
︿
甘
珠

爾
﹀
經
，
而
且
能
推
敲
句
意
，
加
以
訂
正
，
如
此
行

止
，
實
乃
大
智
大
聖
者
之
功
業
也
。
他
將
佛
法
當
作

眾
生
的
利
樂
根
本
，
極
其
重
視
翻
譯
佛
經
，
使
公
正

之
人
莫
不
油
然
而
生
敬
仰
之
意
。
﹂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
一
七
九
○
︶
，
︽
清
文
全
藏

經
︾
終
於
譯
印
完
畢
，
裝
帙
形
式
為
貝
葉
裝
︵
圖

二
︶
，
這
種
形
式
源
於
印
度
的
貝
葉
經
，
我
國
的
藏

文
大
藏
經
和
蒙
文
大
藏
經
也
都
採
用
這
種
形
式
。
每

部
一
百
零
八
函
，
每
函
上
下
各
有
二
層
護
經
板
，
外

層
經
板
為
朱
漆
描
金
之
木
板
，
寬
二
七
．
五
公
分
、 40

圖五　上內層護經板佛菩薩像及滿文經咒新字禮敬文與經題

圖二　貝葉裝

圖四　內層護經板　黃綾上繡七彩龍紋及摩尼寶珠

圖三　外層護經板　木胎朱漆描金，上繪八吉祥圖案，由左至右為：勝利幢、金魚、寶瓶、

蓮花、右旋白螺、吉祥結、寶傘、金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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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七
七
．
五
公
分
、
厚
三
．
五
公
分
，
正
面
中
央
由

左
至
右
以
金
漆
描
繪
佛
教
八
吉
祥
圖
案
：
勝
利
幢
、

金
魚
、
寶
瓶
、
蓮
花
、
右
旋
白
螺
、
吉
祥
結
、
寶

傘
、
金
輪
︵
圖
三
︶
，
反
面
無
任
何
圖
案
。
內
層
經

板
寬
二
四
．
六
公
分
、
長
七
三
．
七
公
分
、
厚
二
公

分
，
為
木
胎
板
，
以
黃
色
織
錦
裱
襯
︵
圖
四
︶
，
反

面
依
次
覆
蓋
紅
、
金
黃
、
朱
黃
三
色
經
簾
，
上
內
層

經
板
經
簾
下
左
右
佛
菩
薩
像
各
一
尊
，
中
漆
墨
藍

色
，
泥
金
浮
雕
數
行
﹁
滿
文
經
咒
新
字
﹂
，
如
第
一

百
零
八
函
首
三
行
譯
寫
梵
文
﹁
頂
禮
佛
、
頂
禮
法
、

頂
禮
僧
﹂
︵n

am
o

b
u

d
d

h
ā

y
a,

n
am

o
d

h
arm

ā
y

a,

nam
a

. h
sa

.ngh
a

ya

︶
禮
敬
文
，
後
為
本
函
︽
無
上
戒

律
經
︾
的
梵
文
經
題
︵
圖
五
︶
，
左
圖
為
﹁
法
稱
佛
﹂

︵d
h

arm
ak

1̄
rti

︶
︵
圖
六
︶
，
右
圖
為
﹁
神
通
王
佛
﹂

︵abhijñānarāja

︶
︵
圖
七
︶
，
下
內
層
經
板
經
簾
下
彩

繪
四
尊
或
五
尊
護
法
神
像
，
本
函
繪
有
四
尊
天
女

像
，
自
左
至
右
依
次
為
八
吉
祥
天
女
中
的
持
羅
天
女

︵śa
.nkha-dev

1̄

︶
、
吉
祥
結
天
女
︵śr1̄vasta-dev

1̄

︶
、

圖七　上內層護經板佛菩薩像右圖神通王佛

圖六　上內層護經板佛菩薩像左圖法稱佛



執
幢
天
女
︵dhvaja-dev

1̄

︶
、
持

輪
天
女
︵c

a
k

ra
-d

e
v

1̄

︶
︵
圖

八
︶
。
上
下
經
板
之
間
為
經
文
，

每
函
二
百
餘
葉
至
五
百
餘
葉
不

等
，
每
葉
高
二
四
．
三
公
分
、

寬
七
三
公
分
，
朱
墨
兩
面
刷

印
，
每
面
三
十
一
行
，
版
框
高

一
五
．
七
公
分
、
寬
五
八
．
九

公
分
，
四
邊
粗
細
雙
欄
，
左
右

各
一
框
欄
，
左
刻
滿
文
經
名
、

卷
數
與
葉
碼
，
右
刻
漢
文
經

名
、
卷
數
與
葉
碼
︵
圖
九
︶
。
經

文
按
頁
碼
依
序
疊
齊
，
外
塗
朱

漆
，
並
繪
八
吉
祥
圖
案
，
目
的

在
於
美
觀
及
防
止
經
葉
顛
倒
錯

置
，
其
外
以
經
繩
捆
紮
，
再
以

三
層
黃
色
紅
色
被
袱
包
裹
︵
圖

一
○
︶
。
第
一
函
的
卷
首
附
有

（1）
、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二
月
初
一

日
的
御
製
序
︿
清
文
繙
譯
全
藏

經

序

﹀
︵m

a
n

ju
h

e
rg

e
n

i
u

b
a

liy
a

b
u

h
a

a
m

b
a

g
‘a

n
ju

r

n
o

m
u

n
i

﹤

su
tu

cin
.

︶
、
（2）
、
負

責
譯
刊
︽
清
文
全
藏
經
︾
工
作

人

員

的

︿

名

銜

﹀
︵g

e
b

u

jerg
i

︶
、
（3）
、
︿
御
譯
大
藏
經
目

錄
﹀
︵han

i
ubaliyabuha

am
ba

g
‘an

ju
r

n
o

m
u

n
i

u
h

eri

﹤

so

﹤

so
h

o
n

.

︶
，
此
三
篇
文
章
皆
各
以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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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
蒙
、
藏
、
漢
四
種
文
字
分
別
刻
印
。

︽
清
文
全
藏
經
︾
是
根
據
︽
漢
文
大
藏
經
︾
翻

譯
而
成
的
，
至
於
是
全
部
翻
譯
或
選
擇
翻
譯
，
清
字

經
館
設
立
之
初
，
章
嘉
曾
如
是
向
乾
隆
建
議
﹁
唐
古

忒
甘
珠
爾
經
一
百
八
部
，
俱
係
佛
經
，
其
丹
珠
爾
經

內
有
額
訥
特
珂
克
︵
按
：
即
印
度
︶
得
道
大
喇
嘛
等

所
傳
經
二
百
二
十
五
部
。
至
漢
字
甘
珠
爾
經
，
則
西

方
喇
嘛
及
中
國
僧
人
所
撰
，
全
行
列
入
，
今
擬
將
大

般
若
、
大
寶
積
、
大
集
、
華
嚴
、
大
般
涅
槃
、
中
阿

含
等
經
，
及
大
乘
律
全
部
翻
譯
，
其
五
大
部
支
派
等

經
八
種
，
並
小
乘
律
，
皆
西
土
聖
賢
撰
集
，
但
內
多

重
複
，
似
應
刪
繁
就
簡
。
若
大
乘
論
、
小
乘
論
共
三

千
六
百
七
十
六
卷
，
乃
後
代
祖
師
在
此
土
撰
述
，
本

非
佛
旨
，
無
庸
繙
譯
。
﹂
這
意
見
得
到
乾
隆
的
批

准
。
依
據
這
個
建
議
，
︽
清
文
全
藏
經
︾
翻
譯
的
原

則
有
三
項
：

(一)
、
漢
文
大
藏
經
中
屬
於
大
乘
經
的
般

若
、
寶
積
、
大
集
、
華
嚴
、
涅
槃
五
大
部
，
屬
於
小

乘
經
的
中
阿
含
，
以
及
大
乘
律
全
部
翻
譯
；

(二)
、
五

大
部
外
等
重
單
譯
經
、
小
乘
律
、
西
土
聖
賢
撰
集
，

刪
繁
就
簡
，
選
擇
翻
譯
；

(三)
、
論
藏
全
不
翻
。
但
實

際
的
情
形
又
如
何
﹖
若
據
︿
御
譯
大
藏
經
目
錄
﹀
予

以
統
計
歸
類
，
︽
清
文
全
藏
經
︾
共
收
佛
經
七
百
二

十
九
部
二
千
三
百
五
十
二
卷
，
這
七
百
二
十
九
部
佛

典
經
與
乾
隆
三
年
雕
造
的
漢
文
大
藏
經
︽
龍
藏
︾
目

錄
詳
細
比
對
，
除
了
︽
吉
祥
屍
陀
林
莊
嚴
殊
特
本
續

經
︾
、
︽
妙
輪
上
乘
秘
密
不
思
議
大
教
王
經
︾
等
十

三
部
譯
自
︽
藏
文
大
藏
經
︾
外
，
餘
七
百
一
十
六
部

均
出
自
︽
龍
藏
︾
，
現
將
其
編
輯
的
體
例
與
收
錄
經

典
的
部
數
和
︽
龍
藏
︾
列
表
比
較
如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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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上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
︽
清
文
全
藏

經
︾
所
譯
經
典
部
數
不
到
︽
龍
藏
︾
的
一

半
，
而
卷
數
則
約
為
七
千
二
百
四
十
卷

︽
龍
藏
︾
的
三
分
之
一
，
我
們
再
比
對
上

文
所
提
的
三
原
則
：

(一)
、
全
部
翻
譯
的
品

類
，
大
乘
經
五
大
部
並
未
全
部
翻
譯
，
但

各
部
重
要
的
經
典
，
如
般
若
部
的
六
百
卷

︽
大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經
︾
、
寶
積
部
的
一
百

二
十
卷
︽
大
寶
積
經
︾
、
華
嚴
部
的
八
十

卷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
、
涅
槃
部
的
四

十
卷
︽
大
般
涅
槃
經
︾
、
大
集
部
的
︽
大

方
等
大
集
經
︾
均
已
譯
出
，
小
乘
阿
含

部
，
不
只
譯
出
六
十
卷
︽
中
阿
含
經
︾
，

也
譯
出
五
十
卷
︽
增
壹
阿
含
︾
、
五
十
卷

︽
雜
阿
含
經
︾
、
二
十
二
卷
︽
長
阿
含

經
︾
，
整
個
阿
含
部
四
阿
含
的
主
要
經
典

均
已
譯
出
。
至
於
律
藏
方
面
，
大
乘
律
一

部
也
沒
有
譯
出
，
而
實
際
上
只
譯
小
乘

律
。
這
可
能
是
章
嘉
一
時
的
口
誤
，
但
實

質
上
更
合
乎
﹁
佛
旨
﹂
，
因
漢
文
大
藏
經

律
藏
的
﹁
小
乘
律
﹂
，
是
佛
陀
創
立
僧
團

時
所
製
，
在
第
一
次
結
集
時
就
已
誦
出
，

而
﹁
大
乘
律
﹂
則
是
到
了
大
乘
中
期
，
為

了
與
小
乘
三
藏
相
對
應
，
及
滿
足
出
家
在

家
大
乘
行
人
修
持
的
需
要
，
才
將
大
乘
經

和
大
乘
論
中
有
關
的
大
乘
律
儀
抽
出
，
編

集
成
單
行
本
，
逐
漸
形
成
大
乘
﹁
律

藏
﹂
。
而
在
戒
定
慧
三
學
的
修
持
中
，
也

以
小
乘
律
為
主
，
此
外
所
譯
出
的
六
部
小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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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收經部數 目 次 收經部數

1.大乘般若部 十九 1.大乘般若部 二十＊

2.大乘寶積部 三十七 2.大乘寶積部 二

3.大乘大集部 二十六 3.大乘大集部 十三

4.大乘華嚴部 二十六 4.大乘華嚴部 九

5.大乘涅槃部 一三 5.大乘涅槃部 七

6.大乘五大部外重譯經 二百五十 6.大乘五大部外重譯經 九十二

7.大乘單譯經 一百六十六 7.大乘單譯經 一百六十一

8.小乘阿含部 一百三十七 8.宋元入藏諸大小乘經 二百一十四

9.小乘單譯經 一百零二 9.西土聖賢撰集 七十二

10.宋元入藏諸大小乘經 三百 10.小乘阿含部 十八

11.大乘律 二十五 11.小乘單譯經 一百零一

12.小乘律 五十九 12.此土著述 一

13.大乘論 九十三 13.小乘律 六

14.小乘論 三十七

15.宋元續入藏諸論 二十三

16.西土聖賢撰集 一百四十七

17.此土著述 二百零九

總計一千六百六十九部 總計七百一十六部

＊《大般若經》，《龍藏》作一部，《清文全藏經》作十六部



乘
律
，
只
相
等
於
漢
文
的
︽
根
本
說
一
切
有
部
律
︾

和
︽
解
脫
戒
本
經
︾
。
其
他
如
六
十
五
卷
的
︽
十
誦

律
︾
、
六
十
卷
的
︽
四
分
律
︾、
三
十
卷
的
︽
五
分
律
︾

重
要
律
典
都
沒
有
譯
出
，
無
疑
的
是
受
藏
傳
佛
教
律

學
傳
承
﹁
根
本
說
一
切
有
部
﹂
︵sarvāstivāda

︶
的
影

響
，
在
藏
文
大
藏
經
的
﹁
戒
律
部
﹂
︵vdul-ba

︶
，
主

要
的
也
是
﹁
根
本
說
一
切
有
部
﹂
的
律
典
；

(二)
、
選

擇
翻
譯
的
品
類
，
從
所
翻
譯
的
細
目
，
可
歸
納
成
二

種
情
形
，
（1）
、
五
大
部
外
的
重
譯
經
，
選
擇
流
通
較

廣
的
漢
譯
本
翻
譯
，
如
︽
龍
藏
︾
中
的
︽
金
光
明
經
︾

有
三
種
異
譯
本
：
︽
金
光
明
最
勝
王
經
十
卷
︾
、

︽
金
光
明
經
四
卷
︾
、
︽
合
部
金
光
明
經
八
卷
︾
，
只

選
譯
義
淨
的
︽
金
光
明
最
勝
王
經
十
卷
︾
；
︽
法
華

經
︾
也
有
三
個
譯
本
：
︽
妙
法
蓮
華
經
七
卷
︾
、

︽
正
法
華
經
十
卷
︾
、
︽
添
品
妙
法
蓮
華
經
八
卷
︾
，

也
只
選
譯
鳩
摩
羅
什
的
︽
妙
法
蓮
華
經
七
卷
︾
一
種

等
等
；
（2）
、
﹁
宋
元
入
藏
諸
大
小
乘
經
﹂
及
﹁
西
土

聖
賢
撰
集
﹂
，
所
選
譯
的
都
偏
重
在
密
教
經
典
及
其

儀
軌
和
成
就
法
，
而
從
藏
文
加
譯
的
十
二
部
經
中
，

也
以
密
續
︵rgyud

︶
居
多
，
這
無
疑
是
受
藏
傳
佛
教

注
重
金
剛
乘
的
影
響
；
（3）
、
大
小
乘
論
藏
，
如
章
嘉

所
奏
，
均
不
翻
譯
。
此
外
，
在
收
錄
聖
賢
集
傳
時
，

﹁
西
土
聖
賢
撰
集
﹂
收
錄
七
十
二
部
，
﹁
此
土
著
述
﹂

只
翻
譯
︽
釋
迦
譜
︾
一
種
，
明
顯
摒
除
漢
僧
的
所
有

著
作
，
至
於
在
全
藏
的
最
末
編
錄
︽
聖
修
行
願
經
︾

等
三
部
誓
願
吉
祥
偈
，
這
也
仿
自
藏
文
大
藏
經
的
體

例
，
以
為
圓
滿
一
切
現
世
和
究
竟
利
益
之
用
。
因

此
，
︽
清
文
全
藏
經
︾
是
以
漢
文
大
藏
經
作
為
翻
譯

的
底
本
，
編
排
的
體
例
也
仿
自
漢
文
大
藏
經
，
但
選

譯
經
典
時
則
參
考
了
藏
文
大
藏
經
︿
甘
珠
爾
﹀

︵bkav-vgyur

︶
的
內
涵
，
且
由
於
滿
蒙
二
種
語
文
系

出
同
源
，
本
藏
滿
文
的
語
法
和
辭
彙
也
大
量
借
鏡
了

蒙
文
佛
典
的
譯
法
，
因
此
︽
全
藏
經
︾
是
漢
藏
蒙
文

三
種
大
藏
經
的
組
合
，
而
且
如
章
嘉
所
說
這
些
選
譯

的
經
典
是
最
合
乎
﹁
佛
旨
﹂
的
，
它
們
不
管
是
轉
譯

自
漢
文
大
藏
經
或
藏
文
大
藏
經
，
除
了
︽
釋
迦
譜
︾

是
齊
‧
僧
祐
的
著
作
，
都
是
源
於
梵
本
的
再
譯
本
，

這
種
合
乎
佛
旨
的
﹁
佛
陀
教
敕
的
譯
本
﹂
，
亦
即
藏

文
﹁
甘
珠
爾
﹂
一
詞
之
意
義
，
所
以
︽
清
文
全
藏
經
︾

的
滿
文
標
題
也
稱
為
︽
滿
文
翻
譯
大
甘
珠
爾
經
︾

︵m
a

n
ju

h
e

rg
e

n
i

u
b

a
liy

a
b

u
h

a
a

m
b

a
g

‘a
n

ju
r

nom
un

︶。

上
述
︽
清
文
全
藏
經
︾
﹁
刪
繁
就
簡
﹂
的
翻
譯

原
則
，
以
及
只
譯
經
、
律
的
考
量
，
可
能
與
乾
隆
的

年
事
已
高
有
關
，
清
字
經
館
設
立
於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
當
時
高
宗
已
六
十
二
歲
，
若
將
七
千
多
卷
的

︽
龍
藏
︾
全
數
翻
譯
，
不
但
曠
日
費
時
，
乾
隆
也
怕

生
前
無
法
看
到
，
這
在
他
的
︿
御
製
序
﹀
中
也
明
白

透
漏
此
消
息
：
﹁
為
事
在
人
，
成
事
在
天
，
天
而
不

佑
，
事
何
能
成⋯

予
所
舉
之
大
事
多
矣
，
皆
賴
昊
乾

默
佑
以
致
有
成⋯

若
夫
訂
四
庫
全
書
及
以
國
語
譯
漢

全
藏
經
二
事
胥
舉
於
癸
巳
年
六
旬
之
後
，
既
而
悔

之
，
恐
難
觀
其
成
。
越
十
餘
載
而
全
書
成
，
茲
未
逮

二
十
載
而
所
譯
漢
全
藏
經
又
畢
蕆
。
夫
耳
順
古
希
已

為
人
生
所
難
致
，
而
況
八
旬
哉
，
茲
以
六
旬
後
所
刱

為
之
典
，
逮
八
旬
而
得
觀
國
語
大
藏
之
全
成
，
非
昊

乾
嘉
庇
，
其
孰
能
與
予
斯
。
﹂
感
激
喜
悅
之
情
溢
於

言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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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文
全
藏
經
︾
與
︽
四
庫
全
書
︾
是
乾
隆
晚

年
的
二
大
文
化
工
程
，
它
以
漢
文
大
藏
經
為
底
本
，

對
比
蒙
文
藏
經
翻
譯
而
成
，
由
於
章
嘉
兼
通
梵
藏
滿

蒙
漢
文
，
熟
悉
經
典
，
且
有
蒙
文
辭
彙
和
經
典
可
以

借
鑑
，
所
以
如
此
龐
大
的
工
程
得
以
在
十
幾
年
間
大

功
完
成
，
殊
屬
不
易
。
其
譯
法
多
採
直
譯
，
譯
文
也

頗
為
講
究
，
有
時
所
依
據
的
原
文
是
偈
頌
體
時
，
也

往
往
用
滿
文
的
詩
偈
格
式
予
以
翻
譯
，
如
︽
聖
修
行

願
經
︾
是
一
部
譯
自
藏
文
的
佛
經
，
原
文
是
偈
頌

體
，
每
頌
四
句
，
每
句
九
個
音
節
，
滿
文
也
是
每
頌

四
句
，
每
句
押
頭
韻
，
且
第
四
句
的
句
尾
，
與
其
它

各
頌
第
四
句
的
句
尾
，
均
押
同
樣
的
尾
韻
。

由
乾
隆
所
主
導
，
徵
集
近
百
位
滿
蒙
藏
漢
僧
俗

精
英
所
譯
雕
的
二
千
餘
卷
︽
清
文
全
藏
經
︾
，
雖
竭

盡
所
能
達
於
至
善
，
但
難
免
微
有
瑕
疵
：

(一)
、
全
藏

數
量
龐
大
，
從
翻
譯
經
文
到
刊
刻
刷
印
，
確
是
件
繁

重
的
工
作
，
或
由
於
寫
刻
的
疏
失
，
或
刷
印
的
不
清

晰
，
或
校
對
不
夠
確
實
，
而
產
生
筆
誤
、
錯
別
字
、

漏
譯
、
佛
學
名
相
前
後
譯
語
不
一
致
，
及
一
些
不
準

確
的
譯
法
等
缺
憾
；

(二)
、
論
藏
沒
有
翻
譯
是
一
大
損

失
，
有
人
說
翻
譯
不
只
是
原
文
的
複
製
，
更
是
對
原

文
的
解
釋
，
在
大
藏
經
中
，
論
藏
所
闡
述
的
佛
教
義

理
無
疑
是
最
深
奧
和
最
有
體
系
的
，
如
果
當
時
也
翻

譯
了
論
藏
，
則
我
們
更
能
夠
了
解
當
時
佛
教
學
者
對

漢
傳
佛
教
教
義
的
看
法
與
認
知
；

(三)
、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正
月
十
六
日
曾
諭
令
：
﹁
幹
珠
爾
經
之
末
尾
篇

頁
，
著
不
必
書
寫
繙
譯
姓
名
。
﹂
因
此
︽
清
文
全
藏

經
︾
中
每
部
滿
文
的
結
尾
都
沒
有
記
錄
翻
譯
者
的
姓

名
與
譯
記
跋
語
，
以
至
今
日
我
們
無
從
考
察
那
部
經

由
什
麼
人
翻
譯
，
那
個
人
又
譯
了
那
些
經
典
，
翻
譯

的
過
程
又
如
何
，
對
於
滿
文
翻
譯
史
及
佛
經
翻
譯
史

的
探
討
實
是
一
大
損
失
。
雖
然
如
此
，
但
瑕
不
掩

瑜
，
︽
清
文
全
藏
經
︾
的
價
值
有
二
：

(一)
、
文
物
價

值
，
現
有
的
兩
部
全
藏
經
，
是
海
內
僅
存
的
珍
本
，

從
版
面
的
考
究
、
裝
潢
的
富
麗
、
製
作
的
精
美
，
體

現
了
清
代
印
刷
刻
書
的
高
峰
；

(二)
、
文
獻
價
值
，
在

︽
龍
藏
︾
和
︽
藏
文
大
藏
經
︾
中
都
能
找
到
滿
文
翻

譯
的
原
典
，
譯
文
與
其
是
否
完
全
一
致
，
或
是
所
根

據
的
底
本
異
於
入
藏
的
本
子
，
是
版
本
學
上
值
得
研

究
的
課
題
，
其
次
清
代
雖
然
編
了
數
十
種
滿
文
字
典

工
具
書
，
但
所
收
的
辭
彙
絕
大
多
數
是
歷
史
、
政

治
、
財
經
之
類
，
佛
學
名
相
的
辭
彙
少
之
又
少
，
而

為
了
翻
譯
全
藏
經
，
勢
必
創
造
許
許
多
多
的
佛
學
辭

彙
，
若
能
將
其
搜
集
匯
總
，
可
裨
補
前
人
之
不
足
。

︽
清
文
全
藏
經
︾
的
經
版
均
為
梨
木
刻
成
，
全

部
共
四
萬
八
千
二
百
一
十
一
塊
，
初
存
於
清
字
經

館
，
後
該
館
改
為
實
錄
館
，
乃
移
其
經
版
於
五
鳳

樓
。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當
全
藏
經
完
成
不
久
，
因
西
華

門
內
清
茶
房
外
果
房
於
五
月
十
日
失
火
，
延
燒
存
放

經
版
的
經
卷
間
，
燒
燬
七
千
六
百
餘
塊
經
版
，
其
後

或
毀
或
失
，
時
至
今
日
，
遺
存
北
京
故
宮
的
經
版
尚

有
二
萬
五
千
八
百
六
十
二
塊
。
當
時
共
刷
印
十
二

部
，
分
藏
京
師
、
盛
京
、
前
後
藏
各
處
寺
院
，
之
後

再
沒
有
補
雕
續
印
的
記
載
，
現
僅
存
二
部
，
一
部
中

的
七
十
六
函
存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
另
三
十
二
函
存

於
本
院
，
另
一
部
則
完
整
保
存
於
拉
薩
的
布
達
拉

宮
，
據
傳
去
年
北
京
紫
禁
城
出
版
社
擬
將
這
批
經
版

清
洗
修
復
，
不
足
之
處
則
補
以
布
達
拉
宮
所
藏
，
採

用
傳
統
工
藝
，
重
新
刷
印
二
十
部
。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