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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上
沒
有
比
繪
畫

藝
術
更
精
美
的
東
西—

這
是
西
元
五
世
紀
南
傳
佛
教

大
師
覺
音
（B

u
d
d
h
a
g
o
sa

）
解
釋
佛

說c
a
ra

n
a
-c

itta
（
繪
畫
之
道
）
的
一

句
話
。
佛
教
與
基
督
教
、
伊
斯
蘭

教
並
稱
世
界
三
大
宗
教
，
它
們
的

義
理
、
社
會
教
化
之
功
，
各
有
殊

勝
之
處
，
但
就
宗
教
藝
術
來
說
，

尤
其
是
各
種
神
靈
之
形
象
，
無
疑

的
是
以
佛
教
的
陣
容
最
豐
富
龐

大
，
內
涵
最
瑰
奇
變
幻
，
也
是
佛

教
傳
佈
過
程
中
，
一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方
便
法
門
。

佛
教
早
期
是
反
對
偶
像
崇

拜
，
佛
陀
的
形
象
都
以
法
輪
、
傘

蓋
、
寶
座
、
菩
提
樹
、
足
印
等

作
象
徵
，
這
明
顯
的
表
現
在
印

度
的
桑
奇
（S

a
n
c
h
i

）
、
巴
爾
扈

特
（B

h
a
r
h
u
t

）
、
阿
瑪
拉
瓦
提

（A
m

a
r
a
w

a
t
ī

）
三
大
古
塔
的
雕

刻
中
。
到
了
西
元
一
世
紀
，
由
於

大
乘
思
想
的
興
起
，
開
始
出
現
了

佛
像
，
從
此
以
往
，
不
只
是
釋
迦

牟
尼
佛
的
造
像
，
其
他
三
世
十
方

諸
佛
和
各
類
菩
薩
的
形
象
也
陸
續

產
生
。
七
世
紀
之
後
密
教
在
印
度

廣
為
盛
行
，
佛
教
又
創
造
了
各
種

金
剛
、
空
行
、
護
法
，
也
從
印
度

教
和
耆
那
教
吸
收
了
各
種
神
祇
，

使
佛
教
萬
神
殿
的
成
員
越
來
越
龐

雜
。
這
些
神
靈
有
些
是
以
雕
塑
的

立
體
型
式
表
現
，
有
些
則
採
取
繪

畫
的
平
面
方
式
，
雄
偉
壯
碩
巍
峨

獨
立
固
是
雕
塑
之
長
，
但
細
緻
多

彩
離
奇
變
化
則
以
繪
畫
為
優
。

從
現
存
阿
姜
塔
（A

j
a
n
t
a

）
第

一
、
八
、
十
七
窟
西
元
六
、
七
世

紀
所
畫
的
佛
傳
和
各
種
本
生
故
事

的
壁
畫
，
雖
經
千
餘
年
，
但
透
過

畫
師
們
的
妙
筆
，
人
物
的
神
態
、

故
事
的
情
節
、
場
景
的
變
幻
、
色

彩
的
富
麗
，
至
今
仍
深
深
的
扣
人

心
絃
。
尤
其
是
密
宗
的
諸
佛
、
菩

薩
、
本
尊
等
尊
像
及
其
曼
陀
羅

（m
a
n
d
a
la

）
，
除
了
作
為
供
養

禮
敬
的
對
象
，
更
是
觀
想
修
持
的

依
據
，
其
間
不
但
圖
形
的
方
圓
、

尺
寸
長
短
、
姿
勢
持
物
、
周
遭
背

景
，
各
有
其
象
徵
意
義
，
而
諸
樣

色
彩
更
具
有
深
奧
的
宗
教
意
涵
，

就
密
法
的
修
持
來
說
，
尊
像
的
彩

繪
是
比
雕
塑
來
的
直
接
且
便
易
獲

得
。

就
在
密
乘
興
起
的
同
時
，

佛
教
也
傳
入
了
西
藏
，
經
過
前
宏

期
和
後
宏
期
的
傳
播
演
變
，
形
成

了
獨
具
特
色
的
藏
傳
佛
教
，
它

是
直
接
繼
承
印
度
大
乘
晚
期
密
教

為
主
的
佛
教
支
派
，
主
張
先
顯
後

密
，
而
以
密
宗
金
剛
乘
為
究
竟
。

因
此
，
印
度
密
宗
的
各
種
神
靈
及

製
作
方
法
也
隨
著
教
法
而
傳
進
雪

域
，
此
外
西
藏
的
大
師
們
也
把
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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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太皇太后博爾濟去特氏像 引自萬依等編：

　　　《清代宮廷生活》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地
的
地
方
神
祇
納
入
佛
教
的
眾
神

系
統
中
，
使
得
其
數
量
種
類
超
過

了
原
來
的
印
度
。
其
次
繪
畫
的
製

作
方
法
，
西
藏
也
在
印
度
、
尼
泊

爾
的
基
礎
上
，
加
進
本
身
的
民
族

特
質
，
吸
取
漢
地
的
技
法
，
使
得

藏
傳
佛
教
繪
畫
藝
術
不
但
是
佛
教

藝
術
林
園
中
的
一
株
奇
葩
，
也
是

世
界
美
術
大
海
中
的
一
顆
明
珠
。

在
藏
傳
佛
教
傳
播
的
地
區
，
這
些

尊
像
被
圖
在
摩
崖
，
畫
在
寺
院
的

牆
壁
，
製
成
各
式
各
樣
的
唐
卡
，

尤
其
是
比
較
考
究
的
佛
經
，
經
版

和
經
文
之
間
無
不
刻
繪
了
種
種

不
同
的
尊
像
，
一
部
大
藏
經
所
繪

製
的
數
量
，
有
好
幾
百
尊
之
多
，

無
疑
是
一
套
藏
傳
佛
教
尊
像
的
全

集
，
內
容
之
豐
富
與
珍
貴
，
有
時

連
壁
畫
和
唐
卡
都
比
不
上
的
，
這

些
尊
像
一
來
有
莊
嚴
「
法
寶
」
經

典
之
用
，
而
把
尊
像
與
經
文
並
列

一
起
，
更
能
和
經
義
相
益
相
成
，

並
將
屬
於
「
佛
寶
」
及
「
僧
寶
」

的
尊
像
與
「
法
寶
」
的
經
典
合
在

一
起
，
更
是
「
三
寶
」
具
足
，
禮

敬
供
養
功
德
無
量
。

元
朝
收
西
藏
為
版
圖
，
因

帝
室
的
崇
奉
信
仰
，
藏
傳
佛
教
也

傳
進
內
地
，
尤
其
盛
行
於
宮
中
，

創
設
佛
堂
、
迎
請
喇
嘛
、
灌
頂
、

修
法
，
歷
元
、
明
、
清
三
朝
而
不

衰
，
伴
隨
著
教
法
的
傳
入
，
藏
傳

佛
教
的
法
物
，
如
唐
卡
、
金
銅

佛
、
法
器
、
藏
文
佛
經
等
，
也
出

現
在
內
廷
的
各
個
宮
室
樓
閣
。
而

基
於
宗
教
的
需
要
或
政
治
的
目

的
，
歷
代
帝
王
無
不
撥
下
巨
資
，

禮
請
高
僧
大
德
鳩
集
藏
漢
各
族
良

工
，
下
令
予
以
慎
重
仿
造
，
這
些

法
物
除
了
留
在
宮
廷
使
用
外
，
部

份
也
頒
賜
給
蒙
藏
地
區
的
各
個
藏

傳
佛
教
寺
院
，
在
這
些
留
存
的
法

物
中
，
清
康
熙
內
府
泥
金
所
抄
寫

的
藏
文
《
龍
藏
經
》
，
無
疑
是
一

部
最
精
美
的
《
藏
文
大
藏
經
》
。

院
藏
藏
文
泥
金
寫
本
《
龍
藏

經
》
原
藏
紫
禁
城
的
慈
寧
宮
，
最

早
著
錄
於
乾
隆
時
所
編
輯
的
《
秘

殿
珠
林
初
編
》
，
全
稱
為
《
太

皇
太
后
欽
命
修
造
鑲
嵌
珠
寶
磁
青

箋
泥
金
書
西
域
字
龍
藏
經
一
部
共

一
百
八
本
內
有
釋
迦
牟
尼
佛
口
授

口
傳
諸
經
》
。
太
皇
太
后
指
的
是

康
熙
皇
帝
的
祖
母
博
爾
濟
去
特
氏

（
一
六
一
三─

一
六
八
八
）
，
太

后
蒙
古
科
爾
沁
貝
勒
寨
桑
之
女
，

十
三
歲
嫁
給
清
太
宗
皇
太
極
，
滿

清
入
關
之
際
，
內
有
宮
廷
之
政

爭
，
外
有
明
朝
殘
餘
勢
力
的
頑

抗
，
她
運
籌
帷
幄
，
輔
佐
世
祖
、

聖
祖
兩
位
皇
帝
，
使
清
朝
得
以
開

基
立
業
，
並
下
啟
康
雍
乾
三
朝
盛

世
，
均
賴
太
后
之
力
，
故
史
家
譽

為
一
代
賢
后
，
康
熙
對
其
事
之
甚

孝
，
即
位
後
尊
為
太
皇
太
后
，
康

熙
二
十
六
年
病
逝
，
享
年
七
十
五

歲
，
太
后
除
了
政
治
上
的
才
幹

外
，
也
是
一
位
虔
誠
的
佛
教
徒

（
圖
一
）
，
得
知
宮
廷
庫
藏
有
明

代
遺
留
下
來
的
藏
文
《
甘
珠
爾
》

一
部
，
年
久
破
損
，
乃
命
康
熙
皇

帝
派
人
仿
抄
一
部
，
於
康
熙
八
年

（
一
六
九
九
）
十
月
寫
造
完
成
，

即
為
本
部
《
龍
藏
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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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
藏
經
」
一
詞
，
並
非

本
藏
的
專
稱
，
龍
為
中
國
帝
王
的

代
表
，
凡
大
藏
經
的
寫
刻
雕
造
出

自
皇
帝
的
「
御
敕
」
，
皆
可
名
為

「
龍
藏
」
。
本
藏
的
內
容
在
藏
傳

佛
教
稱
為
「
甘
珠
爾
」
（b

k
a
v
-

v
g

y
u
r

）
，
它
和
「
丹
珠
爾
」

（b
s
t
a
n
-
v
g
y
u
r

）
為
組
成
《
藏

文
大
藏
經
》
的
兩
大
部
類
，
前
者

意
為
「
佛
陀
教
敕
的
譯
本
」
，

即
所
謂
的
「
釋
迦
牟
尼
佛
口
授
口

傳
諸
經
」
，
相
當
於
《
漢
文
大
藏

經
》
的
經
藏
和
律
藏
，
而
「
丹
珠

爾
」
意
為
「
解
說
佛
陀
教
言
的
譯

本
」
，
相
當
於
《
漢
文
大
藏
經
》

的
論
藏
，
但
為
忠
於
原
著
錄
及
清

冊
的
登
錄
，
仍
沿
用
《
龍
藏
經
》

一
詞
。
其
次
在
《
秘
殿
珠
林
初

編
》
中
，
凡
是
經
典
用
「
藏
文
」

寫
刻
者
，
編
者
都
是
用
「
西
域

字
」
著
錄
。
此
《
龍
藏
經
》
整
部

共
一○
八
函
，
保
存
狀
況
甚
為
良

好
，
裝
幀
形
式
為
仿
自
貝
葉
經
的

梵
夾
裝
，
每
函
由
兩
部
分
組
成
，

即
書
寫
經
文
的
紙
張
經
葉
以
及
保

護
、
綑
紮
經
葉
的
護
板
、
經
板
、

被
袱
、
綑
經
繩
等
配
件
。

經
葉
是
每
張
長
八
七
點
五
公

分
、
寬
三
三
公
分
的
磁
青
箋
，
經

文
以
藏
文
「
烏
尖
」
（d

b
u
-c

a
n

）

楷
體
自
左
至
右
橫
行
書
寫
，
每
面

八
行
，
兩
面
書
寫
，
字
體
峻
整
秀

麗
，
每
函
經
葉
三
百
至
五
百
餘
張

不
等
，
按
序
排
疊
後
，
於
整
疊
之

前
後
側
面
，
以
泥
金
分
繪
戰
勝
邪

魔
外
道
的
勝
利
幢
、
象
徵
去
除
無

明
而
具
足
智
慧
的
金
魚
、
裝
滿
種

種
甘
露
滿
足
眾
生
願
望
的
寶
瓶
、

代
表
眾
生
純
淨
佛
性
的
妙
蓮
、
表

示
佛
陀
法
音
周
遍
天
下
的
右
旋
海

螺
、
象
徵
佛
智
圓
滿
的
吉
祥
結
、

能
消
除
眾
生
貪
、
瞋
、
癡
、
慢
、

疑
五
毒
的
寶
傘
、
佛
陀
教
法
永
恆

常
住
輪
轉
不
息
的
法
輪
等
稱
為
八

瑞
相
（b

k
r
a
-s

is
-r

ta
g
s
-b

r
g
y
a
d

）

的
八
種
藏
傳
佛
教
的
吉
祥
圖
案
，

而
左
右
兩
側
則
書
繪
象
徵
法
財
興

隆
的
噴
燄
摩
尼
寶
圖
案
，
及
該
函

的
滿
藏
文
部
類
、
函
號
及
經
文
標

題
，
這
些
文
字
和
圖
案
的
作
用
，

除
了
標
明
、
莊
嚴
經
函
的
目
的
，

亦
可
防
止
經
葉
次
序
排
列
的
錯

圖二　護板封面六字明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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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
。
全
藏
依
序
分
為
秘
密
部
、
般

若
部
、
寶
積
部
、
華
嚴
部
、
諸
經

部
及
戒
律
部
等
六
部
，
共
收
經
典

一
千
餘
種
。

護
板
為
實
心
木
胎
紅
漆
描

金
板
塊
，
長
九
一
公
分
、
寬
三
六

點
五
公
分
、
高
五
點
五
公
分
，
每

函
上
下
各
一
塊
，
其
作
用
在
於
保

護
經
板
和
經
葉
。
每
塊
護
板
正
面

的
中
央
有
六
個
淺
浮
雕
的
蓮
座
，

其
上
自
左
至
右
依
序
以
梵
文
蘭

札
（r

a
n
j
a
n
a

）
字
體
雕
出
「
唵

嘛
呢
叭　

吽
」
（o

m
 
m

a
 
n
i 

p
a
d
 

m
e
 
h
u
m

）
觀
音
菩
薩
六
字
明
咒

（
圖
二
）
，
這
是
藏
傳
佛
教
中
最

尊
崇
的
一
句
咒
語
。
此
咒
字
面
的

意
思
不
過
是
「
如
意
寶
啊
，
蓮
花

喲
！
」
但
其
密
意
，
「
唵
」
表
示

「
佛
部
心
」
，
咒
語
的
發
語
詞
，

念
此
字
時
，
自
己
的
身
、
語
、
意

三
業
應
與
佛
的
身
、
語
、
意
成

為
一
體
，
能
除
去
天
道
生
死
之

苦
；
「
嘛
」
、
「
呢
」
表
示
「
寶

部
心
」
，
意
為
「
珍
寶
」
，
能
滿

足
一
切
願
望
，
分
別
除
去
阿
修
羅

戰
爭
之
苦
和
人
道
生
老
病
死
之

苦
；
「
叭
」
、
「　

」
意
為
「
蓮

花
」
，
表
示
「
蓮
花
部
心
」
，
以

蓮
花
表
示
法
性
的
純
潔
無
瑕
，
分

別
能
消
除
畜
牲
道
勞
役
之
苦
和
餓

鬼
道
饑
渴
之
苦
；
「
吽
」
表
示

「
金
剛
部
心
」
，
意
為
只
有
依
靠

佛
的
力
量
，
才
能
獲
得
正
覺
，
除

地
獄
道
寒
熱
之
苦
。
藏
傳
佛
教
的

信
眾
認
為
常
持
此
咒
，
能
往
生
極

樂
淨
土
，
早
證
佛
果
。
護
板
的
底

面
雕
有
五
行
描
金
的
梵
文
轉
寫

字
，
內
容
為
：
一
、
三
寶
禮
敬

文
：
「
南
無
佛
陀
耶
、
南
無
達
磨

耶
、
南
無
僧
伽
耶
」
；
二
、
梵
文

五
十
個
字
母
；
三
、
三
世
佛
真

言
：
「
唵
，
南
無
薄
伽
瓦
諦
，

釋
迦
牟
尼
耶
，
惹
賈
耶
，
達
踏

葛
達
耶
，
阿
爾
哈

，
三
藐
三
薄

答
耶
，
迭
牙
怛
，
唵
，
牟
尼
牟

尼
，
摩
訶
牟
尼
耶
，
娑
訶
。
」
；

四
、
五
方
佛
、
佛
母
、
度
母
等
九

尊
的
種
子
字
真
言
：
「
唵
毗
盧
遮

那
唵
娑
訶
，
唵
阿

髀
吽
娑
訶
，

唵
羅
怛
曩
三
婆
縛
撢
娑
訶
，
唵
阿

彌
多
婆
奚
娑
訶
，
唵
阿
摩
迦
悉
地

阿
娑
訶
，
唵
羅
恰
尼
覽
娑
訶
，
唵

圖三　護板底面禮敬文及咒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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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瑪
記
滿
娑
訶
，
唵
班
大
日
瓦
細

內
榜
娑
訶
，
唵
達
雷
亶
娑
訶
」

（
圖
三
）
。

經
板
為
實
心
木
板
，
長
八
七

公
分
、
寬
三
三
公
分
、
高
三
公

分
，
每
函
也
是
上
下
兩
塊
，
其
上

裱
以
磁
青
紙
，
再
用
泥
金
描
繪

各
種
圖
案
。
上
經
板
的
封
面
，
四

周
邊
欄
內
有
三
番
蓮
圖
案
，
蓮

座
上
各
繪
一
個
「
朗
久
旺
丹
」

（r
n
a
m

-
b
c
u
-
d
b
a
n
g
-
ld

a
n

）
，

它
是
由h

a
m

、k
s
a

、m
a

、la

、

v
a

、r
a

、y
a

七
個
蘭
札
體
梵
文
字

母
和
新
月
、
圓
點
、
豎
筆
形
三

個
圖
形
組
成
的
「
時
輪
金
剛
咒

牌
」
，
標
誌
時
輪
本
尊
及
其
壇
場

和
合
一
體
的
圖
文
，
「
朗
久
」
意

為
「
十
相
（
十
種
）
」
，
「
旺

丹
」
意
為
「
自
在
」
，
即
遠
離
煩

惱
之
繫
縛
，
身
心
自
由
通
達
，
所

作
所
為
皆
進
退
無
礙
，
謂
之
自

在
。
「
十
相
自
在
」
包
括
命
自

在
、
心
自
在
、
資
具
自
在
、
業
自

在
、
受
生
自
在
、
解
自
在
、
願
自

在
、
神
力
自
在
、
法
自
在
、
智
自

在
，
是
諸
佛
及
上
位
菩
薩
才
具
有

的
功
德
。
總
之
，
「
朗
久
旺
丹
」

象
徵
無
上
瑜
伽
密
時
輪
法
門
的
最

高
教
義
，
被
認
為
具
有
極
大
的
神

聖
意
義
與
力
量
，
因
此
在
藏
傳
佛

教
的
塔
門
、
壁
畫
、
經
書
封
面
、

寺
院
外
牆
壁
等
到
處
都
有
，
也
有

刺
繡
出
來
佩
帶
在
身
上
的
，
以
求

吉
祥
如
意
（
圖
四
）
。
經
板
內
面

的
邊
欄
，
繪
有
蓮
座
，
其
上
分
置

白
螺
、
鮮
花
、
熏
香
、
油
燈
、
摩

尼
寶
、
鐃
鈸
、
琵
琶
等
供
品
，
並

在
左
上
角
的
圓
圈
內
，
標
寫
該
函

的
函
號
，
但
偶
而
也
會
寫
在
右
下

角
的
圓
圈
內
。
邊
欄
之
內
經
板
中

央
覆
蓋
五
層
彩
色
經
簾
，
以
保
護

畫
面
，
五
色
分
別
代
表
五
方
五

佛
，
依
次
是
黃
色
代
表
寶
生
佛
、

紅
色
無
量
光
佛
、
綠
色
不
空
成
就

佛
、
藍
色
不
動
佛
、
白
色
毗
盧
遮

那
佛
。
每
塊
經
簾
的
周
邊
，
用

紅
、
藍
、
綠
、
白
、
金
五
色
絲
線

繡
出
戲
珠
飛
龍
十
條
，
黃
色
經
簾

欄
框
內
以
金
線
繡
出
三
行
蘭
札
體

的
梵
文
，
一
、
二
行
為
梵
文
五
十

個
字
母
，
接
著
是
〈
十
二
因
緣

咒
〉
：
英　

呤
麻
二
合

形　

切
身

不

囉
二
合

末
斡
引

形　

舌
齒　

善
引

怛
達
引

遏
多
纈
末　

怛
二
合　

善
引　

養
禰

　
　
　

梡
合
口

斡
引

溺
引

麻
訶
引

實
囉

二
合

麻
捺
英
，
及
結
束
語
「
願
吉

祥
」
（m

a
g
a
la

m
 
b
h
a
v
a
n
tu

）
，

此
咒
意
為
「
諸
法
從
緣
起
，
如
來

圖四　上經板封面時輪金剛咒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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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冊
載
籍

說
是
因
，
彼
法
因
緣
盡
，
是
大

沙
門
說
。
」
依
據
經
典
的
記
載
，

若
繪
造
佛
像
，
安
置
此
咒
，
則
如

佛
親
臨
現
身
，
又
此
咒
包
含
三
藏

要
義
，
凡
修
功
德
，
持
誦
之
必
定

成
辦
，
而
護
板
、
經
板
的
使
用
梵

文
，
據
清
代
譯
師
工
布
查
布
的
解

釋
，
梵
文
為
梵
天
所
創
，
具
有
神

聖
性
，
又
是
佛
典
的
原
文
，
有
大

攝
受
力
，
「
凡
見
者
、
閱
者
、
念

者
、
觸
者
、
書
寫
、
佩
帶
、
禮

拜
、
供
養
、
右
繞
者
，
咸
獲
利

益
。
」
。
紅
色
經
簾
則
以
金
線
繡

出
黃
色
經
簾
文
字
的
梵
文
轉
寫
字

（
圖
五
）
，
而
綠
、
藍
、
白
三
色

經
簾
上
分
別
用
五
色
絲
線
繡
出
八

瑞
相
圖
案
（
圖
六
）
。
經
簾
之
下

的
經
板
底
部
，
有
銅
胎
鎏
金
的
半

滿
瓔
珞
和
左
右
兩
座
龕
門
，
其
上

鑲
嵌
東
珠
、
珊
瑚
、
綠
松
石
等

七
十
五
顆
大
小
不
同
的
寶
石
，
與

金
色
相
襯
托
，
倍
顯
富
麗
堂
皇
。

瓔
珞
之
下
為
黑
色
平
板
，
其
上
浮

雕
三
行
金
字
，
首
行
蘭
札
體
梵

文
，
次
行
梵
文
轉
寫
字
，
三
行
藏

文
，
在
蘭
扎
體
的
筆
劃
上
，
又
刻

上
花
紋
及
藏
文
字
母
。
首
二
行
意

為
「
南
無
佛
陀
耶
、
南
無
達
磨

圖六　經簾八瑞相圖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經板內面紅色經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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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
南
無
僧
伽
耶
」
，
末
行
意
為

「
禮
敬
三
寶
」
。
左
右
龕
門
之

內
，
則
分
別
彩
繪
佛
菩
薩
等
尊
像

各
一
尊
（
圖
七
）
。
下
塊
經
板
的

構
造
，
與
上
經
板
大
體
相
似
，
只

是
內
層
底
部
為
五
座
龕
門
，
各

置
一
尊
像
，
龕
門
上
鑲
嵌
各
色

珠
寶
五
十
八
顆
（
圖
八
）
。
下

經
板
封
面
的
圖
案
為
三
組
交
杵

金
剛
（r

d
o
-r

je
-r

g
y
a
-g

r
a
m

）
圖

案
，
金
剛
杵
梵
語
謂
之
伐
折
羅

（v
a
j
r
a

）
，
原
為
古
印
度
之
兵

器
，
由
於
質
地
堅
固
，
能
擊
破
各

種
物
質
，
故
冠
以
金
剛
之
名
，
後

來
被
佛
教
吸
收
作
為
法
器
，
象
徵

能
摧
滅
煩
惱
的
菩
提
心
，
為
諸
尊

之
持
物
或
修
法
的
道
具
，
有
單

股
、
三
股
、
五
股
等
之
分
，
此
交

杵
金
剛
係
以
三
股
金
剛
杵
交
叉
組

合
成
十
字
形
，
表
徵
諸
佛
本
具
的

成
所
作
智
。

除
了
護
板
、
經
板
之
外
，
龍

藏
經
的
配
件
尚
有
黃
色
絲
綢
、
黃

錦
繡
花
夾
袱
、
黃
布
單
袱
、
黃
錦

袱
各
一
塊
，
及
附
有
銅
胎
鎏
金
透

雕
金
龍
帶
扣
長
三
、
四
十
公
尺
的

綑
經
繩
一
條
等
。
收
貯
的
方
式
，

首
先
按
經
文
順
序
疊
齊
，
夾
以
上

圖八　下經板內面諸尊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上經板內面禮敬文及尊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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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冊
載
籍

圖九　整函龍藏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梵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七
尊
，
一○

八
函
共
七
五
六
尊
。

這
些
尊
像
絕
大
部
份
是
獨
尊
唯
一

的
，
但
也
有
一
些
是
重
複
出
現
，

全
藏
重
複
出
現
的
圖
像
共
二
三○

尊
，
剩
下
的
個
別
圖
像
為
五
二
六

尊
。
此
中
以
黃
財
神
、
梵
天
、
帝

釋
天
、
毗
沙
門
財
神
、
黑
財
神

重
複
的
最
多
，
他
們
全
是
護
法

類
的
神
祇
，
都
是
稟
佛
教
令
，
護

持
佛
法
保
衛
修
行
者
。
梵
天
（
圖

十
）
和
帝
釋
天
本
為
婆
羅
門
教
的

天
神
，
後
來
被
佛
教
所
吸
收
，
成

為
最
重
要
的
護
法
神
之
一
。
梵
天

被
尊
為
娑
婆
世
界
的
天
主
，
佛
典

說
釋
迦
牟
尼
從
兜
率
天
下
生
時
，

他
作
為
世
尊
最
親
近
的
侍
者
，
手

持
白
拂
子
，
在
右
前
方
作
引
導
，

釋
尊
成
道
後
，
感
菩
提
之
法
至
大

至
深
，
世
人
難
悟
難
解
，
欲
般
涅

槃
不
說
法
，
後
得
梵
天
之
勸
請
及

下
經
板
，
再
依
序
用
黃
色
絲
綢
、

黃
錦
繡
花
夾
袱
、
黃
布
單
袱
包

裹
，
其
次
放
上
紅
色
護
板
，
以
五

色
綑
經
繩
紮
緊
，
最
外
再
裹
以
黃

色
錦
袱
而
完
成
整
函
的
大
藏
經

（
圖
九
）
。

《
龍
藏
經
》
諸
聖
眾
的
尊

像
，
如
前
所
說
分
別
彩
繪
在
每
函

的
上
下
經
板
的
底
部
，
計
上
經

板
二
尊
，
下
經
板
五
尊
，
每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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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獻
自
己
的
宮
殿
，
才
開
始
轉
法

輪
說
法
，
而
往
後
的
各
種
法
會
，

梵
天
都
是
最
常
出
現
的
會
眾
，
聆

聽
佛
說
法
，
有
時
也
當
起
請
法
弟

子
，
甚
至
於
蒙
佛
神
力
加
持
而
說

起
法
來
。
帝
釋
天
原
是
婆
羅
門
教

的
「
因
陀
羅
」
（I

n
d
r
a

）
，
是

吠
陀
時
期
的
最
高
天
神
，
釋
尊
下

生
時
，
他
化
現
七
寶
金
階
，
供
佛

從
天
上
一
級
一
級
下
來
，
並
在
佛

的
左
前
方
執
寶
蓋
引
路
，
也
曾
請

佛
在
自
己
的
宮
中
講
了
多
次
各
種

經
文
，
佛
典
稱
他
為
忉
利
天
主
，

住
在
須
彌
山
頂
的
善
見
城
，
統
領

三
十
三
天
眾
及
多
聞
、
持
國
、
增

長
、
廣
目
四
大
天
王
。
黃
財
神
、

毗
沙
門
財
神
（
圖
十
一
）
和
黑
財

神
都
是
屬
於
財
神
類
的
護
法
，
據

藏
文
典
籍
的
記
載
，
觀
音
菩
薩
為

愍
念
救
助
苦
難
的
眾
生
，
從
左
眼

的
眼
淚
化
現
出
度
母
，
從
右
眼
的

眼
淚
化
現
種
種
的
財
神
，
這
些
財

神
能
賜
人
財
物
消
除
一
切
貧
窮
，

也
能
除
去
怨
敵
、
偷
盜
與
病
魔
等

災
害
，
而
增
長
福
德
、
壽
命
和

智
慧
，
後
世
往
生
無
量
光
佛
的

世
界
。此

五
二
六
種
尊
像
依
其
神
格

及
職
能
可
分
為
以
下
五
大
類
：

一
、
佛
部
：
包
括
金
剛
總
持
、
金

剛
薩
埵
、
時
輪
金
剛
、
勝
樂
金

剛
、
喜
金
剛
、
燃
燈
佛
、
釋
迦
牟

尼
佛
、
彌
勒
佛
、
毗
盧
遮
那
佛
、

不
動
佛
、
寶
生
佛
、
無
量
光
佛
、

不
空
成
就
佛
等
顯
密
諸
佛
。

二
、
菩
薩
部
：
包
括
文
殊
菩
薩
、

金
剛
手
菩
薩
、
觀
自
在
菩
薩
、
地

藏
菩
薩
、
除
蓋
障
菩
薩
、
虛
空
藏

菩
薩
、
彌
勒
菩
薩
、
普
賢
菩
薩
八

大
菩
薩
，
及
金
剛
亥
母
、
無
我
佛

母
、
頂
髻
尊
勝
佛
母
、
白
傘
蓋
佛

母
等
諸
佛
母
。

三
、
護
法
部
：
包
括
各
種
金
剛
明

王
、
勇
父
空
行
、
吉
祥
天
母
、
大

黑
天
、
閻
摩
王
、
財
寶
護
法
、
梵

釋
四
大
天
王
及
其
眷
屬
等
約
三
五

○

餘
尊
，
是
尊
像
中
最
多
的
一

類
，
約
佔
全
藏
的
百
分
之
四
十
七

左
右
。

四
、
祖
師
部
：
龍
樹
怙
主
、
聖
天

祖
師
、
無
著
祖
師
、
世
親
祖
師
、

陳
那
祖
師
、 

法
稱
祖
師
、
功
德
光

祖
師
、
釋
迦
光
祖
師
。

五
、
聲
聞
羅
漢
部
：
包
括
難
陀
、

圖十一　毗沙門財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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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冊
載
籍

羅

羅
、
舍
利
子
、
目
犍
連
、 

須

菩
提
等
十
六
聲
聞
，
及
因
竭
陀
尊

者
、
阿
氏
多
尊
者
、
伐
那
婆
斯
尊

者
、
迦
理
迦
尊
者
等
十
八
羅
漢

等
。

這
些
尊
像
在
《
龍
藏
經
》
中

位
置
的
排
列
方
式
及
造
型
有
下
列

幾
個
特
色
：

排
列
方
式
：

一
、
依
階
位
的
高
低
而
排
列
：
每

函
以
上
經
板
的
尊
像
為
主
，
亦

即
階
位
較
高
的
尊
像
，
如
佛
、

菩
薩
、
祖
師
、
聲
聞
羅
漢
類
，
下

經
板
的
尊
像
主
要
是
護
法
類
；
其

次
，
在
下
經
板
的
五
位
尊
像
中
，

以
中
間
的
一
位
為
最
尊
，
其
餘
左

右
四
尊
往
往
是
他
的
隨
侍
，
如
第

十
六
函
，
毗
沙
門
財
神
在
中
間
，

他
的
四
位
隨
從
財
神
瞻
巴
拉
財

神
、
野
居
財
神
、
正
智
財
神
和
五

娛
財
神
，
就
分
別
畫
在
他
的
左

右
。

二
、
同
組
的
尊
像
大
都
畫
在
一

起
，
如
意
王
、
身
王
、
功
德
王
、

語
王
、
事
業
王
等
五
位
護
法
都

在
第
一○

五
函
的
下
經
板
（
圖

十
二
）
。

三
、
尊
像
與
經
典
的
內
容
相
一

致
：
《
龍
藏
經
》
經
典
的
順
序
是

先
密
乘
後
顯
乘
，
先
大
乘
後
小

乘
，
第
一
至
二
十
四
函
為
秘
密

部
，
包
含
無
上
瑜
伽
、
瑜
伽
、

行
、
事
四
部
密
乘
的
經
典
，
因
此

其
配
置
的
尊
像
也
以
金
剛
薩
埵
、

金
剛
總
持
、
時
輪
金
剛
、
勝
樂

金
剛
、
喜
金
剛
及
各
種
護
法
金

剛
、
空
行
母
、
明
王
、
怙
主
等
忿

怒
、
多
頭
多
臂
或
雙
身
像
為
主
；

第
二
十
五
函
至
四
十
八
函
為
般
若

部
，
第
四
十
九
函
至
五
十
四
函
為

寶
積
部
，
第
五
十
五
函
至
六
十
函

為
華
嚴
部
，
都
是
大
乘
的
顯
教
經

典
，
因
此
其
尊
像
也
以
三
十
五

佛
、
五
方
佛
、
八
大
菩
薩
、
梵
釋

四
大
天
王
、
諸
財
神
及
各
種
守

護
地
方
神
等
寂
靜
相
為
主
，
第

六
十
一
函
至
九
十
二
函
為
諸
經

部
，
包
括
大
小
乘
經
典
，
八
十
六

函
前
都
為
大
乘
經
典
，
故
配
置

了
過
去
七
佛
、
三
世
佛
、
藥
師

八
佛
、
度
母
、
梵
釋
、
天
女
、

二
十
八
宿
諸
尊
像
，
八
十
七
函
至

九
十
二
函
為
小
乘
經
典
，
九
十
三

函
至
一○
八
函
為
律
部
，
收
錄
了

以
一
切
有
部
為
主
的
律
典
，
故
配

置
的
尊
像
有
龍
樹
、
聖
天
諸
論
師

及
十
二
聲
聞
、
十
六
羅
漢
等
小
乘

聖
眾
。

圖十二　下經板內面意王、身王、功德王、語王、事業王等五尊護法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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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型
方
面
：

一
、
描
繪
詳
實
：
《
佛
說
造
像
量

度
經
》
中
說
佛
要
上
忉
利
天
為

母
說
法
，
弟
子
舍
利
弗
問
佛
，

如
有
人
思
念
佛
，
想
睹
尊
容
，
願

意
造
佛
形
像
，
該
如
何
是
好
，
佛

告
訴
舍
利
弗
，
他
涅
槃
後
，
「
若

有
善
人
思
覩
瞻
仰
，
及
為
自
他
利

益
作
福
田
故
，
願
造
容
像
者
，

則
須
遵
準
量
度
法
為
之
。
」
指

出
佛
像
的
起
源
，
也
開
示
了
造

像
的
利
益
功
德
。
藏
傳
佛
教
的
尊

像
是
作
為
信
徒
供
奉
和
頂
禮
的
對

象
，
他
們
透
過
尊
像
的
崇
拜
，
來

增
加
修
行
的
福
德
資
糧
，
經
由
尊

像
的
觀
想
，
以
積
累
智
慧
資
糧
，

因
此
一
尊
製
作
粗
糙
或
不
合
尺
度

的
尊
像
，
是
會
削
弱
信
徒
對
宗
教

的
虔
誠
，
減
低
功
德
的
集
聚
。
而

就
畫
師
、
雕
塑
家
來
說
，
繪
製
尊

像
是
一
種
神
聖
的
宗
教
行
為
，
是

對
諸
佛
菩
薩
的
禮
讚
與
奉
獻
，
而

不
是
想
像
力
、
創
造
力
的
自
我
表

現
，
因
此
畫
師
、
雕
塑
家
必
須
嚴

守
戒
律
的
規
定
，
以
至
誠
之
心
，

遵
照
解
說
繪
畫
經
典
和
諸
尊
的
儀

軌
所
定
的
尺
寸
、
比
例
、
顏
色
、

形
象
繪
製
，
否
則
不
但
所
畫
製
的

尊
像
不
如
法
，
造
者
亦
屬
犯
戒
，

圖十三　頂骨喜金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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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冊
載
籍

獲
罪
報
懲
罰
。
本
藏
的
寫
造
出
自

宮
廷
，
其
要
求
更
加
嚴
格
細
緻
，

如
身
長
的
各
種
搩
度
，
頭
眼
手
足

的
數
量
，
手
印
、
持
物
、
座
騎
的

種
類
，
寂
靜
、
忿
怒
的
表
情
，
跏

趺
、
舞
蹈
、
戰
鬥
的
姿
勢
，
袈

裟
、
瓔
珞
、
象
皮
、
虎
裙
的
衣

飾
，
種
種
諸
尊
像
所
應
具
備
的

特
徵
，
毫
無
省
略
，
如○

○

三

─

一
頂
骨
喜
金
剛
雙
身
像
（
圖

十
三
）
，
主
尊
喜
金
剛
膚
色
深

藍
，
八
面
十
六
臂
四
足
，
正
面

藍
，
狂
笑
，
右
面
白
，
左
面
紅
，

餘
面
皆
黑
，
獠
牙
呲
咧
，
各
面
三

隻
慧
眼
，
頭
戴
髑
髏
冠
，
紅
黃
頭

髮
卷
曲
上
揚
，
腰
披
虎
皮
裙
，

身
上
懸
掛
五
十
顆
人
頭
項
鍊
，

十
六
手
分
執
十
六
顆
頂
骨
（
嘎
巴

拉
）
，
上
二
手
執
白
象
和
黃
地
祇

並
擁
抱
明
妃
無
我
佛
母
，
無
我
佛

母
淺
藍
色
，
三
眼
雙
臂
兩
足
，
一

手
抱
喜
金
剛
，
一
手
高
舉
金
剛
鉞

刀
，
雙
腿
作
懸
姿
與
主
尊
成
交
合

狀
，
喜
金
剛
另
右
七
手
依
次
執
青

馬
、
白
頂
驢
、
紅
牛
、
灰
駝
、
紅

人
、
藍
八
腳
獅
和
白
頂
貓
，
餘
左

七
手
分
執
白
水
神
、
黃
財
神
、
綠

風
神
、
紅
火
神
、
白
月
神
、
紅
日

神
和
藍
閻
摩
敵
，
四
腳
分
踏
四
神

圖十四　軍咒天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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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
，
此
圖
不
只
主
尊
明
妃
之
形
貌

描
繪
仔
細
，
就
連
頂
骨
內
神
靈
動

物
之
眉
目
耳
鼻
亦
清
晰
可
辨
。

二
、
形
神
畢
具
：
藏
傳
佛
教
的
繪

畫
是
宗
教
美
術
的
一
種
，
宗
教
美

術
的
宗
旨
是
以
宣
揚
宗
教
教
義
及

教
化
信
徒
為
目
的
，
也
就
是
使
觀

看
者
能
感
動
和
產
生
共
鳴
，
其

對
象
是
廣
大
的
一
般
群
眾
，
因
此

繪
畫
的
主
題
要
求
寫
實
，
而
場
景

氣
氛
又
要
逼
真
。
本
藏
諸
尊
的
圖

像
，
從
繪
畫
的
技
巧
來
說
，
主

尊
、
伴
神
，
座
騎
的
造
型
姿
態
，

無
不
合
乎
透
視
法
則
和
自
然
的
比

例
，
線
條
方
面
雖
細
若
毫
髮
點
似

芝
麻
，
皆
是
健
勁
有
力
圓
潤
厚

實
，
設
色
方
面
寂
靜
像
多
採
自
然

膚
色
或
近
膚
色
的
暖
色
系
，
而
忿

怒
像
多
用
紅
黃
藍
三
原
色
或
冷
色

系
，
與
衣
裙
飾
物
顏
色
相
配
，
豐

富
而
不
俗
，
有
些
地
方
更
用
泥
金

點
繪
，
畫
面
愈
覺
富
麗
明
豔
，
尤

其
色
調
隨
著
肌
理
的
明
暗
光
影
而

分
深
淺
，
使
軀
體
更
富
寫
實
感
。

其
次
背
景
方
面
，
翻
騰
的
血
海
、

熾
燃
的
火
燄
、
瀰
漫
的
煙
霧
使
忿

怒
的
密
宗
護
法
更
加
猙
獰
恐
怖

（
圖
十
四
）
，
柔
和
的
背
光
、
七

彩
的
祥
雲
、
青
綠
的
山
水
則
烘
托

圖十五　釋迦牟尼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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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冊
載
籍

出
顯
教
諸
佛
的
祥
和
寧
靜
，
與
主

尊
調
配
非
常
得
宜
，
佈
局
也
充
實

而
不
壅
塞
。
在
神
態
的
營
造
方

面
，
諸
佛
微
閉
俯
視
的
雙
眼
和
跏

趺
端
直
的
身
軀
，
散
發
出
輕
柔
的

禪
樂
（
圖
十
五
）
；
怒
髮
揚
眉
、

瞋
目
咧
嘴
、
厚
實
粗
短
的
軀
幹
、

手
足
揮
舞
的
忿
怒
護
法
，
迸
裂

出
一
股
吞
噬
魔
敵
的
威
力
（
圖

十
六
）
；
豐
胸
細
腰
、
輕
盈
的
舞

步
、
飄
揚
的
彩
帶
，
更
增
加
供
養

天
女
們
的
嫵
媚
（
圖
十
七
）
。

總
之
，
每
幅
尊
像
莫
不
深
深
吸
引

著
觀
者
，
去
感
受
他
們
的
神
奇
、

寂
靜
、
忿
怒
、
猙
獰
、
祥
和
、
愉

悅
的
種
種
神
秘
情
境
，
況
且
只
是

畫
在
十
公
分
見
方
的
小
小
空
間
裡

面
，
當
讚
歎
這
些
畫
師
虔
誠
的
宗

教
情
懷
的
同
時
，
也
不
得
不
佩
服

他
們
出
神
入
化
的
技
藝
，
可
惜
他

們
的
姓
名
都
沒
有
記
錄
下
來
，
但

可
以
肯
定
的
這
是
藏
族
優
秀
的
畫

工
以
及
滿
漢
各
族
宮
廷
畫
家
的
精

心
傑
作
，
融
合
了
漢
藏
藝
術
風
格

的
精
華
，
也
吸
收
了
西
洋
繪
畫
技

法
的
結
晶
。
此
外
每
一
位
尊
像
都

有
標
記
他
們
名
號
的
題
名
，
滿
文

題
名
位
於
尊
像
下
方
的
左
側
長
方

形
紅
格
內
，
藏
文
題
名
則
位
於
下

圖十六　內修閻摩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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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寶傘天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方
右
側
，
兩
種
題
名
均
用
泥
金
端

楷
抄
寫
。   

藏
傳
佛
教
的
尊
像
到
底
有
多

少
，
根
本
無
一
個
明
確
的
數
字
，

其
圖
像
集
見
之
刊
行
者
有
《
三
百

佛
像
集
》
、
《
諸
佛
菩
薩
聖
像

贊
》
、
《
蒙
古
文
甘
珠
爾
圖
像
集

大
全
》
、
《
乾
隆
滿
文
大
藏
經
繪

畫—

藏
傳
佛
教
眾
神
》
、
及
《
寶

相
樓
佛
像
群
諸
尊
》
等
，
有
的
是

木
刻
墨
印
，
面
目
不
清
，
有
的
雖

是
照
相
製
版
，
但
限
於
原
件
製
作

粗
略
，
均
不
如
本
藏
之
精
美
。
值

此
本
院
歡
度
八
十
年
院
慶
開
創
新

猷
之
際
，
擬
將
全
藏
諸
神
尊
像
彙

總
成
冊
景
印
出
版
，
不
只
可
作
為

宗
教
界
禮
敬
觀
想
的
無
上
寶
典
，

亦
是
學
術
界
研
究
清
初
宮
廷
繪
畫

的
最
佳
範
本
。

尊
像
，
繪
畫
的
或
雕
塑
的
，

世
俗
把
他
當
作
一
件
藝
術
品
，
然

而
在
宗
教
上
，
它
們
是
「
佛
寶
」

或
「
僧
寶
」
，
是
信
徒
禮
拜
和
修

法
的
對
象
。
無
論
顯
密
，
佛
教
創

造
了
數
不
盡
的
神
祇
尊
像
，
但
也

時
時
警
惕
世
人
不
要
「
著
相
」
，

因
為
一
切
的
形
色
、
物
質
，
都

只
是
假
名
（p

r
a
j ñ

a
p
ti

）
，
變
化

無
常
不
真
實
的
，
都
是
法
界
的
一

種
幻
化
、
變
現
而
已
，
並
無
實

質
可
言
，
執
著
它
們
，
反
而
會

產
生
妄
念
，
阻
礙
對
空
性
實
相

（d
h
a
r
m

a
t ā

）
的
認
識
，
就
勝
義

諦
來
說
，
它
們
只
是
幫
助
、
引
導

我
們
證
得
解
脫
的
方
便
法
門
而

已
。
因
此
，
當
我
們
凝
視
瞻
仰
這

些
尊
像
時
，
是
著
迷
於
他
們
詭
譎

的
造
型
及
變
幻
的
色
彩
，
而
嘖
嘖

稱
奇
畫
師
的
工
巧
技
藝
呢
？
亦
或

是
從
圖
像
所
散
發
出
的
寧
靜
、
祥

和
、
忿
怒
、
猙
獰
的
氛
圍
中
，
去

體
驗
在
富
麗
耀
眼
的
外
表
下
，
那

真
如
實
境
的
純
一
呢
？
最
後
，

筆
者
願
以
《
金
剛
經
》
的
一
句

話
，
作
為
本
文
的
結
束
：
「
凡
所

有
相
，
皆
是
虛
妄
，
若
見
諸
相

非
相
，
即
見
如
來
。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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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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