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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院
藏
存
世
最
早
的
木
活
字
版
圖
書—

西
夏
文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

胡
進
杉

一
、
從
國
際
書
展
談
起

又
是
春
寒
料
峭
的
季
節
，

但
今
年
的
春
天
比
往
年
來
的
更
加

寒
冷
，
刺
骨
的
北
風
，
凝
凍
的
陰

雨
，
冷
不
提
防
每
個
細
胞
都
會
打

個
噴
嚏
。
但
這
也
是
讓
人
沉
靜
，

坐
擁
書
城
悠
遊
古
今
的
好
季
節
，

因
此
每
年
的
臺
北
國
際
書
展
選
在

這
個
時
候
，
別
有
一
番
意
義
。

今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至
十
八

及
﹁
旅
遊
文
學
主
題
館
﹂
，
回
想

前
年
第
十
四
屆
書
展
，
以
﹁
閱
讀

的
多
元
色
彩
﹂
為
主
題
，
設
計

出
﹁
數
位
閱
讀
館
﹂
、
﹁
歐
洲

四
國
文
化
館
主
題
延
伸
閱
讀
特

展
﹂
、
﹁
古
書
館
﹂
等
不
同
單

元
。
在
﹁
古
書
館
﹂
展
出
了
許
多

首
度
公
開
的
中
西
珍
貴
古
書
，
琳

瑯
滿
目
，
令
人
大
開
眼
界
，
主
辦

單
位
並
發
行
專
文
報
導
以
為
宣
傳

日
，
於
台
北
世
貿
大
樓
舉
行
盛
大

的
第
十
六
屆
國
際
書
展
，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出
版
商
提
供
了
各
式
各

樣
的
精
美
圖
書
，
吸
引
了
數
以
萬

計
的
讀
者
前
往
參
觀
，
給
這
陰
霾

濕
冷
的
台
北
帶
來
一
股
濃
濃
的
書

香
氣
息
。

每
屆
書
展
都
有
一
主
題
館
，

今
年
的
主
題
館
是
﹁
澳
洲
國
家

館
﹂
、
﹁
最
美
麗
的
書
主
題
館
﹂

亞
洲
是
世
界
幾
個
古
文
明
的
發
源
地
，
這
些
古
文
明
經
長
久
的
遞
嬗
與
演
化
，
形
成
了
各
具
特
色
的
文
化
圈
，
而
亞
洲
同

時
也
是
它
們
彼
此
間
交
流
的
重
要
舞
臺
，
探
索
其
交
流
的
過
程
與
結
果
，
是
本
次
亞
洲
特
展
的
主
題
之
一
。
作
為
印
度
文

化
圈
主
要
思
想
的
佛
教
，
經
絲
路
傳
進
漢
文
化
圈
的
中
國
內
地
，
譯
成
漢
文
，
又
由
中
原
傳
入
周
圍
地
區
與
國
家
，
再
譯

成
不
同
的
文
字
，
西
夏
文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而
印
刷
術
是
中
原
漢
族
的
發
明
，
隨
著
漢
文
化
的
傳
播
，
周
邊
民
族
也
相
繼

學
習
了
這
種
技
術
，
建
立
西
夏
國
的
黨
項
族
，
不
僅
大
量
運
用
雕
版
印
刷
，
也
採
行
活
字
印
刷
，
並
且
留
下
許
多
早
期
的

珍
貴
文
物
，
本
次
展
出
的
西
夏
文《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即
是
其
中
之
一
，
它
既
見
證
印
刷
術
的
傳
播
史
實
，
亦
呈
現
出

中
印
文
化
交
流
的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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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一
︶
，
其
中
最
珍
貴
、
歷
史

最
久
的
為
刻
於
一
三○

二
年
的
我

國
西
夏
文
佛
經
，
並
以
其
扉
畫
作

為
書
展
專
刊
的
標
題
。
據
書
展
印

製
的
︿
閱
讀
的
多
元
色
彩
﹁
古

書
館
﹂
：
古
書
簡
介
﹀
說
明
資

料
，
此
書
﹁
為
西
元
一
三○

二
年

西
夏
文
木
刻
本
大
藏
經
，
西
夏

是
十
一
世
紀
時
由
位
於
現
今
中
國

西
北
甘
肅
和
陜
西
一
帶
黨
項
部
族

所
建
立
的
王
國
，
為
十
二
張
摺
疊

成
六
角
形
手
風
琴
狀
︵
按
即
經
摺

裝
︶
，
三
三
五×

六
六○

公
釐
及

三
三
五×

八○
○

公
釐
的
精
裝
木

刻—

西
夏
版
大
藏
經
乃
西
夏
自
宋

乞
得
大
藏
經
後
，
再
以
西
夏
文
製

成
，
其
完
成
於
元
代
成
宗
大
德
六

年
︵
西
元
一
三○

二
年
︶
。
現
存

之
西
夏
版
大
藏
經
不
全
，
後
世
所

發
現
之
西
夏
文
刻
本
僅
有
百
部
。

魯
汶
大
學
，
中
央
圖
書
館
，
穆

勒
︵M

u
llie

︶
典
藏
﹂
。
中
國
文

物
，
就
如
同
中
華
兒
女
散
落
在
世

界
各
地
一
樣
，
為
世
界
各
地
的
公

私
機
關
所
典
藏
，
這
其
中
不
只
是

漢
族
的
文
物
，
也
有
屬
於
非
漢
族

的
少
數
民
族
的
文
物
，
這
本
西
夏

文
佛
經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西
夏
︵
一○

三
八—

一
二
二

七
︶
，
自
稱
大
夏
，
因
位
於
中
原

之
西
，
又
稱
西
夏
，
是
羌
族
的
一

支—

黨
項
族
所
建
立
的
國
家
，
其

領
地
包
括
今
寧
夏
、
甘
肅
兩
省
及

陜
西
、
青
海
部
份
地
區
，
與
遼
、

圖一    第十四屆台北國際書展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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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宋
及
金
、
南
宋
先
後
鼎
立
。
西

夏
開
國
君
主
元
昊
於
大
慶
元
年

︵
一○

三
七
︶
命
大
臣
野
利
仁
榮

仿
漢
字
正
楷
偏
旁
創
立
西
夏
文

字
，
稱
為
﹁
番
書
﹂
，
西
夏
文
創

製
後
，
夏
主
下
令
在
國
內
大
力
推

行
，
﹁
凡
國
中
藝
文
誥
牒
盡
易
番

書
﹂
，
除
翻
譯
儒
釋
道
經
典
外
，

西
夏
學
者
也
用
西
夏
文
記
載
國

史
，
著
書
立
說
，
而
其
使
用
也
普

及
深
入
到
民
間
日
常
生
活
的
一
切

領
域
，
諸
如
案
件
的
審
理
，
買
賣

土
地
的
契
約
文
書
、
借
貸
文
書
、

記
事
、
曆
日
、
占
卜
辭
等
，
想
當

時
必
定
累
積
不
少
文
獻
圖
書
，
但

由
於
蒙
古
軍
的
殘
酷
破
壞
，
圖
書

文
獻
蕩
然
無
存
，
加
以
西
夏
滅
亡

後
，
夏
人
漸
融
入
其
它
民
族
中
，

其
文
字
不
再
使
用
，
慢
慢
被
人
遺

忘
。
直
到
十
九
世
紀
初
，
武
威

︽
涼
州
重
修
護
國
寺
感
應
塔
碑
︾

的
發
現
，
又
開
始
揭
開
這
個
被
遺

忘
古
國
的
神
秘
面
紗
，
二
十
世
紀

初
，
黑
水
城
遺
址
︵
今
內
蒙
古
自

治
區
額
濟
納
旗
︶
的
發
掘
，
獲
得

數
千
件
西
夏
文
物
圖
籍
，
震
驚

國
際
學
術
界
，
西
夏
的
研
究
也
蔚

為
風
潮
，
可
惜
這
批
文
物
全
數
運

回
蘇
俄
，
其
後
在
敦
煌
、
銀
川
等

地
也
陸
續
發
現
了
零
星
的
西
夏
文

資
料
，
輾
轉
分
散
藏
於
中
外
各
機

構
，
今
日
留
存
的
西
夏
文
物
可
謂

鳳
毛
麟
爪
，
極
其
珍
貴
。

 

二
、
畢
昇
遺
制

本
院
也
藏
有
少
量
的
西
夏

文
圖
書
，
此
次
﹁
探
索
亞
洲
特

展
﹂
精
選
其
中
的
︽
華
嚴
經
︾

第
七
十
八
卷
以
為
展
出
。
︽
華

嚴
經
︾
全
稱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
，
傳
為
釋
迦
牟
尼
佛
成
佛
後

所
說
的
第
一
部
經
，
在
菩
提
場
等

處
，
藉
普
賢
、
文
殊
諸
大
菩
薩
顯

示
佛
陀
之
因
行
果
德
如
雜
華
莊

嚴
、
廣
大
圓
滿
、
無
盡
無
礙
妙

旨
，
主
張
法
界
緣
起
，
理
事
無

礙
，
事
事
無
礙
，
一
即
一
切
，
一

切
即
一
。
其
漢
譯
本
有
三
：
一
、

東
晉
元
熙
二
年
︵
四
二○

︶
佛
陀

跋
陀
羅
譯
的
︽
六
十
華
嚴
︾
；

二
、
唐
聖
曆
二
年
︵
六
九
九
︶
實

叉
難
陀
譯
的
︽
八
十
華
嚴
︾
；

圖二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四十五扉畫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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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滿
而
不
壅
塞
，
洵
是
佳
作
。
此

書
作
經
摺
裝
，
每
摺
六
行
，
行
十

七
字
，
天
地
粗
細
雙
欄
，
行
文
如

漢
文
。
第
七
十
五
卷
剝
泐
較
甚
，

第
七
十
八
卷
有
絹
質
護
封
，
其
封

面
中
貼
西
夏
文
題
籤
，
籤
條
四
周

迴
紋
花
欄
，
分
上
下
二
格
，
上

格
印
﹁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第
八
︶
﹂

十
西
夏
字
，
下
格
印
函
號
﹁

 

︵
山
︶
﹂
一
字
︵
圖
三
︶
，
又

從
圖
表
可
知
，
每
函
一
函
號
，

﹁
山
﹂
為
第
八
函
函
號
，
第
八
函

之
第
八
冊
即
為
第
七
十
八
卷
。
首

頁
第
一
行
為
經
題
卷
次
及
函
號

﹁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卷
第
七

十
八 

 

山
︶
﹂
，
次
行
小
字 

譯
者
﹁

︵

唐

于

闐

三

藏

實

叉

難

陀 
 

譯
︶
﹂
，
第
三
行
校
者
﹁  

︵
奉
天
顯
道 

耀

武

宣

文

神

謀

睿

智

制

義

去

邪

惇

睦

懿

恭

 

皇

帝

 

御

校

︶

﹂

，

第

四

行

品

題

﹁

薩
欲
學
菩
薩
行
及
修
菩
薩
道
當
先

安
住
菩
提
心
云
云
。

此
經
民
國
六
年
︵
一
九
一

七
︶
出
土
於
寧
夏
靈
武
縣
城
郊
，

存
七
十
一
卷
，
部
份
卷
次
有
複

本
，
分
藏
在
國
內
外
公
私
單
位
，

現
將
將
其
卷
次
、
收
藏
地
點
列
表

如
後
。
由
表
中
知
本
經
每
卷
一

冊
，
每
十
冊
為
一
函
，
卷
第
一
、

二
十
一
、
三
十
一
、
四
十
一
、
四

十
五
、
七
十
一
有
扉
畫
，
構
圖
相

同
，
可
能
每
函
之
第
一
冊
均
有
一

幅
扉
畫
，
日
久
有
些
散
脫
，
至
於

第
四
十
五
卷
之
扉
畫
，
從
其
下
緣

之
水
漬
痕
跡
與
正
文
完
全
不
同

看
來
，
應
是
它
卷
脫
落
而
誤
接

於
此
，
每
幅
扉
畫
︵
圖
二
︶
計

六
摺
，
包
括
說
法
圖
五
摺
，
龍

紋
讚
牌
一
摺
，
讚
牌
空
白
無
文

字
，
說
法
圖
主
尊
釋
迦
位
於
中

央
，
跏
趺
端
坐
獅
子
座
上
，
雙

手
結
說
法
印
，
迦
葉
、
阿
難
、

諸
菩
薩
、
聲
聞
比
丘
、
天
子
及

天
龍
八
部
等
分
侍
左
右
，
恭
聆

法
教
，
周
匝
祥
雲
繚
繞
，
人
物

線
條
勁
健
，
神
態
莊
嚴
，
構
圖

三
、
唐
貞
元
十
四
年
︵
七
九
八
︶

般
若
譯
的
︽
四
十
華
嚴
︾
。
院
藏

的
西
夏
文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

為
︽
八
十
華
嚴
︾
的
夏
譯
本
，
全

經
共
八
十
卷
，
每
卷
一
冊
，
院
藏

存
第
七
十
五
卷
及
第
七
十
八
卷
，

都
屬
於
︿
入
法
界
品
﹀
中
的
一

節
，
前
者
為
第
十
六
節
，
說
善
財

童
子
至
迦
毗
羅
城
普
現
法
界
光
明

講
堂
參
訪
釋
迦
瞿
波
女
的
情
形
，

請
問
菩
薩
如
何
修
菩
薩
行
，
於
諸

世
間
無
所
染
著
，
供
養
諸
佛
恆
無

休
息
，
及
作
菩
薩
業
永
不
退
轉
等

事
，
瞿
波
女
除
開
示
其
所
問
，
並

講
述
其
前
世
為
妙
德
童
女
時
如
何

供
養
承
事
百
千
萬
億
佛
故
事
以
為

證
，
結
尾
瞿
波
女
勸
善
財
童
子
再

行
參
訪
摩
耶
夫
人
。
後
者
為
第

十
九
節
，
接
續
第
十
八
節
善
財
童

子
於
毗
盧
遮
那
莊
嚴
藏
大
樓
閣
中

參
訪
彌
勒
菩
薩
之
事
，
本
節
善
財

童
子
請
問
彌
勒
菩
薩
關
於
菩
薩
如

何
學
習
菩
薩
行
及
如
何
修
行
菩
薩

道
，
彌
勒
菩
薩
首
先
讚
歎
善
財
童

子
，
後
依
次
為
其
開
示
何
謂
菩
提

心
，
菩
提
心
之
殊
勝
功
德
，
及
菩



中
，
至
於
卷
次
、
函
號
則
另
揀
字

排
版
。

2
版
面
墨
色
濃
淡
不
一
，
字
體
筆

畫
粗
細
相
異
：
活
字
版
是
由
一
個

個
單
字
揀
排
而
成
，
字
與
字
間
常

出
現
高
低
不
平
的
現
象
，
刷
印
時

因
凸
起
來
的
字
受
墨
多
而
字
跡

濃
，
凹
下
去
的
字
受
墨
少
而
字

跡
淡
，
整
個
版
面
濃
淡
不
一
致
，

且
其
經
背
透
印
深
淺
有
別
。
其

次
，
由
於
經
文
中
重
複
出
現
的
字

很
多
，
活
字
版
的
作
法
，
有
的

是
複
刻
許
多
字
，
以
為
揀
排
用
，

但
此
書
從
版
面
看
，
重
出
的
字

如
圖
四
中
的
﹁

︵
之
︶
﹂
、
﹁

︵
菩
薩
︶
﹂
、
﹁

︵
一

切
︶
﹂
、
﹁

︵
法
︶
﹂
、
﹁

︵
大
︶
﹂
、
﹁

︵
道
︶
﹂
、
﹁

︵
處
︶
﹂
等
字
，
不
但
筆
畫
特

別
粗
厚
墨
色
濃
重
，
且
字
形
幾
乎

相
同
，
疑
採
用
不
同
的
印
法
，
即

先
排
版
刷
印
，
重
出
不
夠
的
字
，

預
留
空
缺
，
再
補
刻
分
別
鈐
印
。

再
者
，
活
字
版
不
但
版
面
有
濃
淡

不
一
的
狀
況
，
有
時
因
刷
印
次
數

過
多
，
字
丁
鬆
動
移
位
，
而
產
生

版
，
其
版
面
有
以
下
幾
個
特
徵
：

1

版
面
文
字
疏
落
、
鬆
散
、
歪

斜
，
行
列
曲
折
不
直
，
字
與
字
間

行
氣
不
連
貫
：
由
於
活
字
版
並
不

是
整
版
雕
刻
，
當
書
版
時
，
很
講

究
整
版
文
字
的
布
局
，
往
往
上
一

個
字
的
末
筆
與
下
一
字
的
首
筆
之

間
有
穿
插
映
帶
的
現
象
，
從
頭
到

尾
一
氣
呵
成
，
但
活
字
版
是
每
字

一
刻
，
自
為
一
體
，
當
排
版
時
，

或
因
活
字
製
作
不
規
範
，
或
活

字
聚
版
不
精
，
以
致
版
面
疏
落
鬆

脫
，
行
列
歪
曲
不
直
，
不
能
像
雕

版
渾
然
天
成
，
有
時
甚
至
字
形
傾

斜
，
如
︵
圖
四
︶
第
二
摺
第
二

行
﹁

︵
聖
︶
﹂
字
與
第
四
行

的
助
詞
﹁

﹂
，
及
第
三
摺
第

五
、
六
行
的
四
個
﹁

﹂
字
。

其
次
從
圖
四
第
一
摺
的
經
題
、
譯

者
、
校
者
三
行
文
字
，
上
下
字
間

有
相
交
插
的
現
象
，
字
體
亦
與
正

文
不
同
，
這
是
當
年
印
製
時
，
考

慮
到
這
些
字
都
在
每
卷
的
相
同
位

置
重
複
出
現
，
為
了
省
事
及
避
免

活
字
版
的
缺
點
，
乾
脆
將
這
些
字

刻
成
一
版
，
排
版
時
整
塊
嵌
版

︵
入
法

界
品
第
三
十
九
之
十
九
︶
﹂
，
後

為
本
文
，
卷
末
題
記
小
字
兩
行
﹁ 

︵
都
發

願
作
勾
管
者
都
羅
慧
性
及
一
切
隨

喜
發
願
者
皆
共
成
佛
道
︶
﹂
，

知
印
製
本
經
之
發
願
者
為
﹁ 

︵
都
羅
慧
性
︶
﹂
。

本
書
為
活
字
版
印
本
，
活

字
版
乃
北
宋
慶
曆
年
間
︵
一○

四
一—

一○
四
八
︶
畢
昇
所
發
明

的
一
種
印
刷
術
，
它
與
傳
統
的
雕

版
印
刷
不
同
，
不
是
在
整
塊
版
書

寫
雕
刻
，
而
是
用
膠
泥
或
木
頭
等

雕
製
成
各
個
單
獨
的
活
字
，
接
著

依
所
印
的
內
容
，
揀
字
排
版
，
最

後
在
版
上
施
墨
刷
印
，
其
便
利
正

如
沈
括
所
說
﹁
若
止
印
二
三
本
，

未
為
簡
易
，
若
印
數
十
百
千
本
，

則
極
為
神
速
。
﹂
這
種
技
術
後
來

傳
進
西
夏
，
從
存
世
的
文
獻
圖

書
，
其
中
有
十
數
種
是
屬
於
活
字

版
印
刷
，
年
代
最
久
的
是
十
二
世

紀
中
葉
的
泥
活
字
版
︽
維
摩
詰

經
︾
，
而
本
書
是
屬
於
木
活
字

40200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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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
將
該
字
的
上
或
下
一
字
塗
去
，

再
補
刻
兩
個
小
字
鈐
印
上
去
。
因

此
，
從
小
字
的
與
否
及
多
寡
也
可

以
判
定
該
書
刷
版
的
先
後
，
如
院

藏
第
七
十
五
卷
第
二
摺
第
四
行
第

七
字
為
﹁

﹂
，
但
中
國
國
家
圖

圖三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七十八卷護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七十八卷經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七十五卷經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七十八卷經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音
釋
字
形
較
小
外
，
其
餘
大
小
相

同
，
但
︵
圖
六
︶
第
三
摺
第
二
行

的
﹁

︵
以
佛
︶
﹂
及
第
六

行
的
﹁

︵
以
彼
︶
﹂
兩
處
小

字
，
並
不
是
上
一
字
的
音
釋
，
而

是
刷
印
後
發
現
其
中
一
字
漏
印
，

筆
畫
模
糊
，
且
字
的
邊
緣
帶
有
印

痕
，
如
︵
圖
五
︶
第
二
摺
第
三
行

至
第
六
行
。

3
版
面
有
修
版
補
印
小
字
現
象
：

按
佛
經
版
面
的
字
形
，
除
了
譯

者
、
校
者
及
題
記
，
以
及
字
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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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館
所
藏
的
七
十
五
卷
同
一
個
位

置
印
成
﹁

﹂
二
個
小
字
，

同
卷
的
第
五
摺
第
三
行
第
十
五
個

字
，
院
藏
作
﹁

﹂
，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所
藏
作
﹁

﹂
二
小

字
，
可
見
院
藏
的
第
七
十
五
卷
刷

印
後
，
發
現
漏
印
了
﹁

﹂
和
﹁

﹂
二
字
，
乃
塗
消
﹁

﹂
與
﹁

﹂
，
再
各
補
刻
二
小
字
鈐
印
而

成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所
藏
者
。

除
了
上
述
特
徵
外
，
題
記

中
亦
寫
明
此
經
為
活
字
版
，
如

卷
五
題
記
﹁
都
發
願
令
雕
碎
字
作

勾
管
印
者
都
羅
慧
性
，
及
一
切
隨

喜
助
發
願
者
皆
共
成
佛
道
﹂
、
卷

四
十
題
記
﹁
實
作
勾
管
選
字
出

力
者
盛
津
美
能
慧
，
及
一
切
隨

喜
發
願
者
皆
共
成
佛
道
﹂
中
的

﹁

︵
碎
字
︶
﹂
即
活
字
之

意
，
而
﹁

︵
選
字
︶
﹂
即

揀
排
活
字
之
意
。
目
前
出
土
的
西

夏
活
字
本
有
泥
活
字
本
和
木
活
字

本
兩
種
，
本
書
字
字
筆
畫
峻
利
、

鋒
芒
畢
露
且
轉
折
方
整
，
應
是

木
活
字
而
非
泥
活
字
。
此
外
，

從
上
述
的
題
記
並
可
得
知
本
經

的
印
工
為
﹁

︵
盛

津
美
能
慧
︶
﹂
。
關
於
本
書
排
印

的
年
代
雖
無
記
錄
，
但
從
西
夏
活

字
版
印
刷
的
史
實
，
以
及
元
大
德

初
︽
河
西
大
藏
經
︾
版
印
施
後
，

再
少
有
西
夏
文
佛
經
的
刻
印
來
判

斷
，
本
經
之
印
至
遲
不
會
晚
於
元

代
︵
一
二
七
九—

一
三
六
八
︶
，

甚
或
是
西
夏
時
期
的
產
物
，
至
於

現
存
卷
首
的
扉
畫
，
其
版
框
高
出

正
文
一
公
分
之
多
，
如
果
是
同
時

刊
行
，
絕
無
是
理
，
應
是
別
處
移

來
，
再
就
其
說
法
圖
來
分
析
，
不

論
構
圖
，
人
物
造
型
、
數
量
、

神
態
、
捲
雲
形
式
、
裝
飾
花
樣

等
，
完
全
酷
似
明
正
德
十
六
年

︵
一
五
二
一
︶
刊
本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
，
只
是
其
祝
讚
圖
不
一

樣
，
本
經
的
扉
畫
應
是
當
時
的
產

物
，
但
我
們
不
能
以
此
論
說
此
經

經
文
也
排
印
於
明
代
，
因
其
時
西

夏
已
亡
國
三
百
年
，
夏
人
大
致
融

入
其
它
民
族
中
，
西
夏
文
的
使
用

性
究
竟
還
有
多
少
，
不
可
能
大
費

周
章
地
用
西
夏
文
活
字
版
來
排
印

這
樣
一
部
卷
帙
龐
大
的
佛
經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作
如
下
一
個
大
膽

的
假
設
，
本
經
扉
畫
刻
於
明
正
德

年
間
，
而
經
文
排
印
於
元
代
或
西

夏
時
期
，
至
明
代
重
新
修
裱
經
文

時
，
將
扉
畫
加
裝
進
去
，
原
則
是

每
函
的
首
冊
各
一
幅
，
但
其
中
的

第
四
十
五
卷
誤
裝
。

三
、
華
嚴
廣
被
大
夏

西
夏
地
控
絲
路
，
為
佛
教

東
傳
的
要
道
，
遠
在
建
國
之
前
，

佛
教
便
在
黨
項
族
內
流
行
，
李
德

明
幼
曉
佛
書
，
其
母
卒
時
，
德
明

就
曾
請
求
宋
朝
允
許
在
山
西
五
台

山
建
造
十
座
寺
院
以
薦
冥
福
，
其

子
元
昊
也
﹁
好
浮
屠
學
﹂
，
除
遣

人
至
五
台
山
供
佛
外
，
並
規
定
每

年
四
個
孟
朔
日
為
﹁
聖
節
﹂
，
屆

時
官
吏
和
百
姓
必
須
拜
佛
誦
經

祈
福
，
其
後
諸
帝
對
佛
教
的
崇
信

更
是
有
加
，
齋
僧
施
經
廣
建
寺

塔
，
使
佛
教
成
為
西
夏
國
的
﹁
國

教
﹂
。
德
明
、
元
昊
、
諒
祚
三

代
曾
分
別
向
宋
朝
請
求
︽
漢
文

大
藏
經
︾
各
一
部
，
並
加
以
翻

刻
流
通
，
在
此
同
時
，
也
聘
集

回
鶻
、
黨
項
、
漢
族
、
藏
族
諸

僧
侶
，
將
漢
藏
文
佛
經
譯
成
西

夏
文
，
從
景
宗
元
昊
開
國
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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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西
夏
文
本
兩
種
通
行
，
三
祖
法

藏
︵
六
四
三—

七
一
二
︶
的
︽
華

嚴
金
師
子
章
︾
西
夏
文
譯
本
，
及

五
祖
宗
密
︵
七
八○

—

八
四
一
︶

的
︽
注
華
嚴
法
界
觀
門
︾
漢
文

本
，
西
夏
皇
室
雖
對
各
宗
派
都
予

以
提
倡
，
但
對
華
嚴
無
疑
特
加
尊

崇
，
在
一
篇
印
施
發
願
文
中
讚
曰

﹁
圓
宗
至
教
，
法
界
真
詮
，
包
括

五
乘
，
該
羅
九
會
，
示
諸
佛
之
真

源
，
明
如
來
之
智
印
。
﹂

西
夏
文
翻
譯
漢
文
佛
經
，
至
崇

宗
乾
順
止
的
五
十
三
年
間
，
譯

成
了
三
千
五
百
七
十
九
卷
，
共

八
百
二
十
部
西
夏
文
佛
經
，
後
世

稱
為
︽
西
夏
文
大
藏
經
︾
。

除
了
大
量
的
譯
印
佛
經
，

漢
傳
佛
教
的
許
多
宗
派
也
宏
揚

於
西
夏
，
其
中
影
響
最
大
的
是
華

嚴
宗
。
西
夏
地
鄰
五
臺
山
，
五
臺

山
是
文
殊
菩
薩
的
道
場
，
和
華
嚴

宗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華
嚴
宗
依
據

︽
華
嚴
經
︾
而
立
宗
，
該
宗
四
祖

澄
觀
︵
七
三
八—

八
三
九
︶
長

期
駐
錫
該
地
大
華
嚴
寺
，
專
宏

︽
華
嚴
經
︾
，
使
五
臺
山
成
為
華

嚴
宗
的
主
要
道
場
。
西
夏
向
來

崇
敬
五
臺
山
，
如
前
所
言
，
李
德

明
及
元
昊
都
曾
遣
人
朝
山
建
寺
供

佛
。
其
後
大
夏
又
在
其
神
山
賀

蘭
山
仿
其
規
模
建
五
臺
山
寺
，

而
同
一
地
區
的
佛
祖
院
僧
人
李

慧
月
更
組
織
眾
人
印
寫
︽
華
嚴

經
︾
，
賀
蘭
山
也
成
為
西
夏
傳
播

華
嚴
思
想
的
重
要
場
所
。
此
外
，

︽
華
嚴
經
︾
的
三
種
漢
譯
本
都
曾

譯
成
西
夏
文
，
西
夏
也
刻
印
、

流
傳
漢
文
本
的
︽
華
嚴
經
︾
，

如
俄
藏
黑
水
城
出
土
佛
經
中
，
漢

文
︽
華
嚴
經
︾
的
寫
刻
本
就
有
十

種
版
本
，
英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所
藏

的
西
夏
佛
經
中
也
有
漢
譯
刊
本
二

種
，
有
時
選
刻
其
中
的
一
品
加
以

流
通
，
一
次
就
有
數
萬
卷
，
如
乾

祐
己
酉
二
十
年
︵
一
一
八
九
︶
九

月
十
五
日
漢
文
︽
觀
彌
勒
菩
薩
上

生
兜
率
天
經
︾
卷
末
的
印
施
發

願
文
有
﹁
散
施
漢
文
︽
普
賢
行

願
經
︾
五
萬
卷
﹂
。
天
慶
三
年

︵
一
一
九
六
︶
羅
太
后
為
薦
夏
仁

宗
冥
福
所
施
印
的
漢
文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入
不
解
脫
境
界
普
賢
行

願
品
︾
卷
末
印
施
發
願
文
有
印
施

﹁
番
漢
︽
轉
女
身
經
︾
、
︽
仁
王

經
︾
、
︽
行
願
經
︾
共
九
萬
三
千

部
﹂
。
西
夏
文
︽
華
嚴
經
︾
除
了

印
本
外
，
在
英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也

收
藏
寫
本
三
種
，
而
在
甘
肅
也
發

現
泥
金
書
寫
的
西
夏
文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
，
可
見
西
夏
人
對

︽
華
嚴
經
︾
的
敬
重
。
另
外
有
關

︽
華
嚴
經
︾
的
重
要
注
疏
也
廣

為
刊
行
，
如
華
嚴
宗
初
祖
杜
順

︵
五
五
七—

六
四○
︶
的
︽
華
嚴

法
界
觀
門
︾
，
在
西
夏
有
漢
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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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木
活
字
本
西
夏
文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
卷
次
品
名
等
一
覽
表

卷

品
名

函
號

收
藏
者

備
註

 - 
 

世
主
妙
嚴
品
第
一

 

悟

日
本
京
都
帝
國
大
學
藏

原
為
杭
縣
邵
章
藏

卷

卷
首
有
扉
畫

 

如
來
現
象
品
第
二

 

悟

日
本
京
都
帝
國
大
學
藏

原
為
杭
縣
邵
章
藏

 

普
賢
三
昧
品
第
三

 

世
界
成
就
品
第
四

 

悟

日
本
京
都
帝
國
大
學
藏

原
為
杭
縣
邵
章
藏

 - 
 

華
藏
世
界
品
第
五

 

悟

日
本
京
都
帝
國
大
學
藏

原
為
杭
縣
邵
章
藏

 

毗
盧
遮
那
品
第
六

 

資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
甘
肅
張
思
溫
藏
有
複
本

 

如
來
名
號
品
第
七

四
聖
諦
品
第
八

 

資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
甘
肅
張
思
溫
藏
有
複
本

（
光
明
覺
品
第
九
）

（
菩
薩
問
明
品
第
十
）

（
資
）

甘
肅
張
思
溫
藏

 

淨
行
品
第
十
一

 

賢
首
品
第
十
二

 

資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甘
肅
張
思
溫
藏

 

賢
首
品
第
十
二

 

資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甘
肅
張
思
溫
藏

 

昇
須
彌
山
頂
品
第
十
三

 

須
彌
山
頂
上
偈
讚
品
第
十
四
 

十
住
品
第
十
五

 

資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 

（
梵
行
品
第
十
六
）

（
初
發
心
功
德
品
第
七
）

（
明
法
品
第
八
）

（
資
）

上
虞
羅
氏
藏

 

昇
夜
摩
天
宮
品
第
十
九

 

夜
摩
宮
中
偈
讚
品
第
二
十

 

十
行
品
第
二
十
一

 

資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上
虞
羅
氏
藏

 

十
行
品
第
二
十
一

 

資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上
虞
羅
氏
藏

 

十
無
盡
藏
品
第
二
十
二

 

生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上
虞
羅
氏
藏

卷
首
扉
畫
存
祝
讚
圖
一
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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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
兜
率
天
宮
品
第
二
十
三

 

生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兜
率
宮
中
偈
讚
品
第
二
十
四

 

十
迴
向
品
第
二
十
五

 

生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 
 

十
迴
向
品
第
二
十
五

 

生

卷2
6

寧
夏
羅
雪
樵
藏

卷2
7
-3

0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卷2
4

、2
5

不
詳

 - 
 

十
迴
向
品
第
二
十
五

 

鐵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卷3
1

卷
首
有
扉
畫

 - 
 

十
地
品
第
二
十
六

 

鐵

卷3
6

日
本
京
都
帝
國
大
學
藏
，
餘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卷3
8

不
詳

 

十
定
品
第
二
十
七

 

鐵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 
 

十
定
品
第
二
十
七

 

悔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
卷4

1

法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有
複
本

卷4
1

卷
首
有
扉
畫

 

十
通
品
第
二
十
八

 
十
忍
品
第
二
十
九

 

悔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阿
僧
祇
品
第
三
十

 

壽
量
品
第
三
十
一

 

諸
菩
薩
住
處
品
第
三
十
二

 

悔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卷
首
有
扉
畫

 - 
 

佛
不
思
議
法
品
第
三
十
三

 

悔

卷4
6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卷4
7

不
詳

 

如
來
十
身
相
海
品
第
三
十
四

 

如
來
隨
好
光
明
功
德
品
第
三
十
五

 

悔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 

（
普
賢
行
品
第
三
十
六
）

（
如
來
出
現
品
第
三
十
七
）

（
悔
）

不
詳

 - 
 

如
來
出
現
品
第
三
十
七

 

尾

卷5
1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卷5
2

不
詳

 - 
 

離
世
間
品
第
三
十
八

 

尾

卷5
3
-5

4

、5
7
-5

9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
卷5

8

寧
夏
羅
雪
樵
藏
有
複
本

卷5
5

、5
6

不
詳

 

入
法
界
品
第
三
十
九

 
尾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 
 

入
法
界
品
第
三
十
九

 

江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 
 

入
法
界
品
第
三
十
九

 

山

卷7
5

、7
8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卷7

6

寧
夏

羅
雪
樵
藏
，
卷7

7

美
國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藏
，
卷

7
1
-7

4

、7
9
-8

0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
卷7

5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有
複
本

卷7
1

卷
首
有
扉
畫
，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另
存
有
木
刻

版
一
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