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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敦
煌
文
獻
裡
有
一
批
佛
教
經
典
的
節
略
寫
本
，
其
中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的

寫
本
不
少
。
我
們
透
過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的
研
究
，
不
但
能
夠
認
識
到
當
時
僧

侶
們
抄
出
佛
教
經
典
的
方
法
及
其
特
徵
，
而
且
還
能
理
解
到
他
們
怎
樣
學
習
佛
教
經

典
。
本
稿
運
用
最
近
公
開
的
臺
灣
傅
斯
年
圖
書
館
、
日
本
武
田
科
學
財
團
杏
雨
書
屋

所
藏
的
敦
煌
文
獻
，
考
察
筆
和
紙
張
的
特
徵
，
發
現
在
八
、
九
世
紀
時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是
敦
煌
寺
院
裡
很
多
僧
侶
們
用
來
學
習
佛
教
的
教
材
。
與
此
同
時
，
筆

者
還
要
考
察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與
九
、
十
世
紀
的
敦
煌
文
獻
中
其
他
節
略
文
獻

之
閒
的
關
聯
。
本
稿
利
用
的
圖
像
主
要
來
自
國
際
敦
煌
項
目
公
開①
。

第
一
章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寫
本

　

關
於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赤
松
孝
章
做
過
簡
單
的
介
紹②
，
但
是
當
時
未
公

開
的
文
獻
不
少
，
所
以
他
能
夠
蒐
集
的
文
獻
有
限
，
現
在
我
們
所
知
的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一
共
有
二
十
件
寫
本
。

・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本
︵
十
四
件
︶
〇
〇
〇
二
〇
、
〇
〇
四
二
九
、
〇
二
一
九
三
、

〇
二
七
七
三
、
〇
二
八
三
八
、
〇
三
三
八
六
、
〇
六
一
七
三
、
〇
六
二
〇
七
、
〇
六
三

六
三
、
〇
六
六
一
一
、
〇
六
九
九
九
、
一
一
六
〇
三
、
一
五
三
六
七
、
一
五
七
六
九

・
天
津
市
藝
術
博
物
館
藏
本
︵
一
件
︶
〇
八
二

・
敦
煌
研
究
院
︵
一
件
︶
〇
九
一

・
守
屋
孝
藏
氏
所
藏
本③
︵
一
件
︶

・
傅
斯
年
圖
書
館
藏
本④
︵
一
件
︶
一
八
八
〇
八
八

・
敦
煌
秘
笈
︵
二
件
︶
五
五
五
，
五
九
〇

　

在
這
些
寫
本
中
，
有
識
語
的
是
傅
斯
年
圖
書
館
藏
本
一
八
八
〇
八
八
和
敦
煌
秘

笈
羽
五
五
五
。
傅
斯
年
圖
書
館
藏
本
記
載
﹁
維
開
元
十
一
年
四
月
五
日
寫
了
﹂，
羽

五
五
五
則
記
載
﹁
清
信
女
汜
四
娘
受
持
。
同
學
人
優
婆
夷
廿
人
，
開
元
十
年
正
月

十
七
日
寫
了
。
集
錄
脩
撰
老
師
馬
同
子
寫
。
﹂
這
兩
個
識
語
記
載
時
閒
只
差
了
一

年
，
兩
者
成
立
年
代
相
近
。

　

關
於
其
它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大
概
的
書
寫
年
代
，
我
們
還
可
以
從
其
字
體

推
斷
。
敦
煌
文
獻
是
自
從
四
世
紀
末
到
十
一
世
紀
初
的
寺
院
文
書
，
其
字
體
變
遷
可

以
明
確
地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
第
一
期
是
七
世
紀
之
前
，
以
書
法
的
特
徴
來
説
，
這
當

是
楷
書
成
立
之
前
的
時
期
；
第
二
期
是
，
從
七
世
紀
到
八
世
紀
後
半
的
吐
藩
統
治
之

前
，
大
約
是
初
唐
、
盛
唐
的
時
期
。
這
時
期
的
書
法
是
楷
書
，
其
代
表
性
的
寫
本
是

在
長
安
或
者
洛
陽
裡
完
成
的
宮
廷
寫
經⑤
；
第
三
期
是
，
吐
藩
統
治
開
始
七
八
〇
年
代

以
後
的
。
在
吐
蕃
統
治
期
以
後
，
在
敦
煌
無
法
取
得
來
自
中
原
的
良
質
筆
和
紙
張
，

因
此
敦
煌
的
筆
和
紙
張
都
越
來
越
粗
慥
了⑥
。
在
八
四
八
年
，
漢
族
的
張
議
潮
從
吐
蕃

統
治
者
的
手
裡
奪
回
敦
煌
，
敦
煌
與
長
安
的
往
來
雖
然
再
度
展
開
，
但
是
敦
煌
的
筆

和
紙
張
在
那
之
後
並
未
獲
得
改
善
。

　

關
於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的
書
寫
年
代
，
赤
松
孝
章
已
提
出
它
們
的
字
體
特

九
、
十
世
紀
敦
煌
節
略
佛
經
的
使
用
與
學
習

─

以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為
中
心─

髙
　

井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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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符
合
約
為
七
世
紀
到
八
世
紀
的
年
代⑦
，
從
現
代
寫
本
的
研
究
水
平
來
看
，
他
對
字

體
的
判
斷
是
正
確
的
。
其
中
很
重
要
的
是
，
有
識
語
的
傅
斯
年
圖
書
館
藏
本

一
八
八
〇
八
八
、
敦
煌
秘
笈
羽
五
五
五
兩
件
寫
本
的
字
體
與
其
它
寫
本
大
略
相
似
，

故
可
得
知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皆
在
八
世
紀
上
半
期
左
右
書
寫
而
成
。
不
過
，
這

裡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
有
些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還
具
備
九
世
紀
以
後
的
書
寫
特

徵
。
筆
者
認
為
，
在
分
析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的
書
寫
年
代
和
使
用
年
代
時
，
不

可
以
忽
視
這
個
特
徵
。
為
了
釐
清
它
的
由
來
，
筆
者
先
在
第
二
章
探
討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的
被
書
寫
方
式
，
再
於
第
三
、
四
章
中
分
析
寫
本
的
字
體
和
紙
張
，
並
考

察
其
書
寫
年
代
。

第
二
章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的
底
本

　

首
先
要
考
察
這
些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的
底
本
。
北
敦
〇
三
三
八
六
和
北
敦

〇
六
三
六
三
的
內
容
大
致
相
同
，
因
此
將
透
過
這
兩
件
寫
本
的
比
較
，
來
探
討
其
底

本
的
特
徵
。

　

以
下
是
北
敦
〇
六
三
六
三
節
錄
自
︽
涅
槃
經
︾
卷
第
五
︵
從
第
三
三
九
行
到
第

三
七
九
行
︶
的
全
文
。
最
後
﹁
卷
第
六
﹂
三
個
字
指
的
是
從
第
三
八
〇
行
開
始
的
內

容
。
在
這
個
節
錄
中
，
劃
下
線
處
是
在
北
敦
〇
三
三
八
六
也
出
現
的
部
分
。
附
帶
一

提
，
北
敦
〇
六
三
六
三
中
從
第
三
三
九
行
到
三
四
一
行
的
三
行
雖
然
被
寫
在
卷
第

四
，
但
本
來
是
卷
第
五
的
內
容
，
這
是
因
為
節
錄
者
寫
錯
了
。
在
北
敦
〇
三
三
八
六

中
則
是
正
確
地
被
寫
在
卷
第
五
的
開
頭
部
分
。

北
敦
〇
六
三
六
三
︵
從
第
三
三
九
行
到
第
三
七
九
行
︶

即
是
諸
佛
如
來
法
界
。
不
空
者
，
謂
眞
實
善
色
，
常
、
樂
、
我
、
淨
，
不
動
不

變
，
猶
如
彼
瓶
色
香
味
觸
，
故
名
不
空
。
巻
第
五

迦
葉
菩
薩
白
佛
言
：
世
尊
！
若
涅
槃
，
佛
性
、
決
定
、
如
來
，
是
一
義
者
，
云

何
説
言
有
三
歸
依
？
佛
告
迦
葉
：
善
男
子
！
一
切
衆
生
，
怖
畏
生
死
，
故
求
三

歸
，
以
三
歸
故
，
即
知
佛
性
、
決
定
、
涅
槃
。
善
男
子
！
有
法
名
一
義
異
，
有

法
名
義
倶
異
。
名
一
義
異
者
，
佛
常
、
法
常
、
比
丘
僧
常
，
涅
槃
、
虚
空
皆
亦

是
常
，
是
名
名
一
義
異
。
名
義
倶
異
者
，
佛
名
為
覚
，
法
名
不
覺
，
僧
名
和

合
，
涅
槃
名
解
脱
，
虚
空
名
非
善
，
亦
名
無
礙
，
是
為
名
義
倶
異
。
善
男
子
！

三
歸
依
者
亦
復
如
是
，
名
義
倶
異
，
云
何
為
一
？
是
故
我
摩
訶
彼
闍
波
提
：
憍

曇
弥
，
莫
供
養
我
，
當
供
養
僧
。
若
供
養
僧
，
則
得
具
足
供
養
三
歸
。
摩
訶
波

闍
波
提
即
答
我
言
：
衆
僧
之
中
，
無
佛
無
法
，
云
何
説
言
供
養
衆
僧
則
得
具
足

供
養
三
歸
？
我
復
告
言
：
汝
随
我
語
，
則
供
養
佛
；
為
解
脱
故
，
即
供
養
法
；

衆
僧
受
者
，
即
供
養
僧
。
善
男
子
，
是
故
三
歸
不
得
為
一
。
善
男
子
，
如
來
或

時
説
一
為
三
、
説
三
為
一
，
如
是
之
義
，
諸
佛
境
界
，
非
是
聲
聞
、
縁
覺
所

知
。
以
諸
佛
譬
喩
，
知
諸
法
性
，
皆
亦
如
是
。
迦
葉
復
言
：
云
何
如
來
作
二
種

説
？
佛
言
：
善
男
子
，
譬
如
有
人
執
持
刀
劍
，
以
瞋
恚
心
欲
害
如
來
，
如
來
和

悦
無
瞋
恨
色
，
是
人
當
得
壞
如
來
身
成
逆
罪
不
？
不
也
，
世
尊
。
何
以
故
？
如

來
身
界
不
可
壞
故
。
所
以
者
何
？
以
無
身
聚
，
唯
有
法
性
，
法
性
之
性
，
理
不

可
壞
，
是
人
云
何
能
壞
佛
身
？
我
為
聲
聞
有
肉
眼
者
，
説
言
降
伏
︵
魔
︶
，
不
為

修
學
大
乘
人
謂
︵
説
︶
，
聲
聞
之
人
雖
有
天
眼
，
故
名
肉
眼
，
學
大
乘
者
雖
有
肉

眼
，
乃
名
佛
眼
，
何
以
故
？
是
大
乘
經
名
為
佛
乘
，
而
此
佛
乘
最
上
最
勝
。
復

次
，
善
男
子
，
聲
聞
縁
覺
於
諸
煩
惱
而
生
怖
畏
，
學
大
乘
者
都
無
恐
懼
，
修
學

大
乘
有
如
是
力
，
以
是
因
縁
，
先
所
説
者
，
為
欲
令
彼
聲
聞
縁
覺
調
伏
諸
魔
，

非
為
大
乘
，
是
大
涅
槃
微
妙
經
典
，
不
可
消
伏
，
甚
奇
甚
特
，
若
有
聞
者
，
聞

已
信
受
，
能
信
如
來
是
常
住
法
，
如
是
之
人
甚
為
希
有
，
如
優
曇
花
。
我
涅
槃

後
，
若
有
得
聞
如
是
大
乘
微
妙
經
典
，
生
信
敬
心
，
當
知
是
等
於
未
來
世

百
千
億
劫
，
不
墮
惡
道
。
巻
第
六

　

從
這
個
節
錄
來
看
，
雖
然
不
能
説
北
敦
〇
六
三
六
三
與
北
敦
〇
三
三
八
六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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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但
是
兩
者
節
錄
內
容
有
一
致
的
部
分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推
斷
北
敦
〇
六
三
六
三

與
北
敦
〇
三
三
八
六
的
底
本
有
關
係
。
另
外
，
其
他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也
有
這
樣

的
情
況
。
例
如
，
北
敦
〇
六
一
七
三
與
北
敦
〇
六
六
一
一
都
是
︽
涅
槃
經
︾
遺
教
品
第

一
所
節
錄
的
寫
本
，
因
為
兩
者
的
揭
錄
內
容
相
近
，
兩
者
的
底
本
應
該
有
關
係
。

　

從
這
些
情
況
來
看
，
還
可
以
推
測
現
存
敦
煌
文
獻
中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互

相
有
關
聯
。

　

那
麼
，
現
存
敦
煌
文
獻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的
寫
本
是
如
何
被
使
用
呢
？
接

下
來
，
筆
者
將
探
討
北
敦
〇
六
一
七
三
寫
本
的
使
用
方
法
和
字
體
特
徵
。

第
三
章
　

北
敦
〇
六
一
七
三
寫
本
的
特
徴

　

詳
細
考
察
北
敦
〇
六
一
七
三
節
略
内
容
，
很
容
易
地
發
見
節
略
時
會
産
生
的
問

題
。
北
敦
〇
六
一
七
三
的
書
寫
情
況
如
下
：

北
敦
〇
六
一
七
八

R
ecto

：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首
題
：
無
。

尾
題
：
無
。

行
數
：
存
二
三
〇
行
。

識
語
：
無
。

解
説
：  

這
個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使
用
了
種
類
不
同
的
紙
張
。
二
三
二
行
中

有
二
行
的
内
容
與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無
關
，
因
此
，
筆
者
判
定

R
ecto

的
行
數
是
二
三
〇
行
。

V
erso

：
①
殘
寺
籍
文
書
︵
擬
︶
／
②
大
慶
請
丁
田
牒
︵
擬
︶

①
首
題
：
無
。

尾
題
：
無
。

行
數
：
存
五
行
。

識
語
：
有
﹁
開
元
十
四
年
﹂
五
字
。

②
首
題
：
無
。

尾
題
：
無
。

行
數
：
存
一
二
行
。

識
語
：
有
﹁
開
元
十
六
年
﹂
五
字
。

解
説
：  

︽
殘
寺
籍
文
書
︵
擬
︶
︾
和
︽
大
慶
請
丁
田
牒
︵
擬
︶
︾
的
名
稱
是
由
︽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敦
煌
遺
書
︾
所
命
名
。

︵
一
︶
節
略
内
容
的
特
徴

　

首
先
從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節
略
的
巻
第
三
十
八
︵
寫
本
上
誤
寫
為
︽
巻
第

三
十
七
︾︶
來
判
斷
此
寫
本
的
底
本
。︽
涅
槃
經
︾
一
共
有
四
種
：
第
一
種
是
法
顯
譯
的

六
巻
本
；
第
二
種
是
曇
無
讖
譯
的
四
十
巻
本
︵
北
本
︶
；
第
三
種
是
將
北
本
重
新
編
纂

成
的
三
十
六
巻
本
︵
南
本
︶
；
第
四
種
是
若
那
跋
陀
羅
譯
的
︽
大
般
涅
槃
經
後
分
︾。

在
這
些
︽
涅
槃
經
︾
之
中
，
只
有
曇
無
讖
譯
︽
涅
槃
經
︾
︵
北
本
︶
有
巻
第
三
十
八
，

因
此
可
以
推
斷
北
敦
〇
六
一
七
三
所
節
略
的
原
本
主
要
是
曇
無
讖
譯
的
︽
涅
槃
經
︾。

　

北
敦
〇
六
一
七
三
節
略
自
曇
無
讖
譯
的
︽
涅
槃
經
︾
巻
第
十
八
到
巻
第
三
十
八
，

以
及
若
那
跋
陀
羅
譯
的
︽
大
般
涅
槃
經
後
分
︾
遺
教
品
第
一
。
但
是
，
其
内
容
中
有

三
個
問
題
。

一
．
四
九
行
到
五
八
行
被
誤
寫
為
巻
第
十
三
。

　

此
內
容
是
接
在
巻
第
二
十
二
之
後
，
第
二
十
三
之
前
，
所
以
本
應
該
記
載
巻
第

二
十
二
或
者
二
十
三
的
内
容
，
但
實
際
上
卻
寫
了
巻
第
十
三
的
内
容
。
其
他
部
分
都

是
按
巻
號
的
順
序
節
略
自
︽
涅
槃
經
︾，
中
閒
卻
突
然
穿
插
了
巻
第
十
三
的
內
容
，
由

此
可
見
，
此
處
的
巻
第
十
三
是
被
誤
寫
的
內
容
。

二
．
第
一
八
一
行
到
第
一
八
八
行
的
内
容
不
是
︽
涅
槃
經
︾，
而
是
︽
摩
訶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
或
者
︽
大
智
度
論
︾
的
内
容
。

　

︽
摩
訶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
與
︽
大
智
度
論
︾
兩
者
都
有
與
第
一
八
一
行
到
一
八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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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相
符
的
內
容
，
很
難
判
斷
書
寫
者
是
節
略
自
哪
個
典
籍
。
另
外
，
此
處
不
像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一
樣
用
功
正
的
楷
書
所
寫
，
而
且
紙
張
的
種
類
也
與
其
他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不
同
。

三
．
此
寫
本
與
︽
大
正
藏
︾
的
調
巻
不
一
樣
。

　

北
敦
〇
六
一
七
三
的
巻
第
二
十
九
和
南
本
的
巻
第
二
十
九
一
致
，
但
是
和
北
本

的
巻
第
三
十
一
不
一
致
。
北
敦
〇
六
一
七
三
的
巻
第
三
十
與
北
本
的
巻
第
三
十
一

致
，
但
與
南
本
的
巻
第
二
十
八
不
同
。
北
敦
〇
六
一
七
三
從
第
一
五
六
行
開
始
的
巻

第
三
十
和
北
本
的
巻
第
三
十
一
致
，
和
南
本
的
巻
第
二
十
八
部
一
致
。
敦
煌
本
的
北

本
︽
涅
槃
經
︾
有
時
候
與
︽
大
正
藏
︾
的
內
容
很
不
同
，
已
被
確
認
了
幾
個
不
同
種

類
的
調
巻⑧
。
恐
怕
此
寫
本
與
︽
大
正
藏
︾
的
不
同
也
源
於
此
。

︵
二
︶
北
敦
〇
六
一
七
三
寫
本
的
成
立
過
程

　

為
了
考
察
北
敦
〇
六
一
七
三
寫
本
的
成
立
過
程
，
以
下
將
其
文
章
分
為
五
個
部

分
考
察
。
①
從
第
一
行
到
第
一
七
二
行
、
②
從
第
一
七
三
行
到
第
一
八
〇
行
、
③
從

第
一
八
一
行
到
第
一
八
九
行
、
④
從
第
一
九
〇
行
到
第
二
一
三
行
、
⑤
從
第
二
一
四

行
到
第
二
三
〇
行
。
其
中
，
土
肥
義
和
認
為
，
③
、
④
、
⑤
的
紙
張
是
由
後
人
所
貼

上
的⑨
。

︹
北
敦
〇
六
一
七
三
翻
刻
︺

①︹
前
略
︺

一
七
一
．
能
知
一
切
諸
因
果
，
亦
復
通
達
盡
滅
道
。

一
七
二
．
常
施
衆
生
病
苦
藥
，
是
故
世
稱
大
醫
王
。

②一
七
三
．
諦
　
　

卅
三
巻
説
　
　

善
男
子
！
佛
正
法
中
有
二
種
護
。
一
者
内
，
二

一
七
四
．
者
外
。
内
護
者
所
謂
禁
戒
︵
戒
禁
︶
，
外
護
者
︹
ネ
＋
矣
︺︵
族
︶
親
眷
屬
。

若
佛
如
來
受

一
七
五
．
化
身
者
則
無
外
護
，
是
故
如
來
不
受
化
身
。
善
男
子
！
有
︹
人
︺
恃
性
︵
姓
︶

一
七
六
．
而
生
憍
慢
。
如
來
為
︹
欲
︺
破
如
是
慢
故
，
生
在
貴
性
︵
姓
︶
，
不
受
化

身
。
善
男
子
！

一
七
七
．
如
來
世
尊
有
眞
父
母
。︹
母
︺
名
摩
耶
，
父
名
淨
飯
。
而
諸
衆
生
，
猶
言

一
七
八
．
是
幻
。
云
何
當
受
化
生
之
身
？
若
受
化
身
，
云
何
得
有
碎
身
舍
利
？

一
七
九
．
如
來
為
益
衆
生
福
德
故
，
碎
其
身
而
令
供
養
。
是
故
如
來
不
受

一
八
〇
．
化
身
。
一
切
諸
佛
悉
無
化
生
，
云
何
獨
令
我
受
化
身
？

③一
八
一
．
復
次
，
須
菩
提
！
菩
薩
摩
訶
薩
摩
訶
衍
，
所
謂

一
八
二
．
十
念
。
何
等
十
？
念
佛
、
念
法
、
念
僧
、
念
戒
、
念
捨
、
念
天
、

一
八
三
．
念
善
、
念
出
入
息
、
念
身
、
念
死
。
須
菩
提
！

一
八
四
．
是
名
菩
薩
摩
訶
薩
摩
訶
衍
，
以
不
可
得
故
。

一
八
五
．
復
次
，
須
菩
提
！
菩
薩
摩
訶
薩
摩
訶
衍
，
所
謂

一
八
六
．
十
念
。
何
等
十
？
念
佛
、
念
法
、
念
僧
、
念
戒
、︹
念
捨
、
︺
念
天
、
念

善
、
念
出

一
八
七
．
入
息
，
念
身
，
念
死
。
須
菩
提
！
是
名
菩
薩

一
八
八
．
摩
訶
薩
摩
訶
衍
，
以
不
可
得
故
。

④一
八
九
．
大
般
涅
槃
經

一
九
〇
．
巻
第
卅
六

一
九
一
．
善
男
子
！
是
人
具
足
如
上
六
事
，
能
斷
善
根
作
五
逆

一
九
二
．
罪
，
能
犯
四
重
能
謗
三
寶
用
僧
鬘
物
，
能
作
種
種
非

一
九
三
．
法
之
事
，
是
因
縁
故
沈
沒
在
於
阿
鼻
地
獄
，
所
受
身
形

一
九
四
．
縱
廣
八
萬
四
千
由
延
︵
旬
︶
，
是
人
身
口
心
業
重
故
不
能
得
出
。
何

一
九
五
．
以
故
？
其
心
不
能
生
善
法
故
，
雖
有
無
量
諸
佛
出
世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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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六
．
聞
不
見
，
是
故
名
︹
常
︺
沒
如
恒
何
︵
河
︶
中
大
魚
。
善
男
子
！
有
四
善⑩

一
九
七
．
事
獲
得
惡
果
。
何
等
為
四
？
一
者
為
勝
他
故
，
讀
誦
經

一
九
八
．
典
，
二
者
為
利
養
故
，
受
持
禁
戒
，
三
者
為
他
屬

一
九
九
．
故
，
而
行
布
施
，
四
者
為
於
非
想
非
非
想
處
故
，
繋
念

二
〇
〇
．
思
惟
。
是
四
善
事
，
得
惡
果
報
。
若
人
修
習
如
是

二
〇
一
．
四
事
，
是
名
沒
已
還
出
，
出
已
還
沒
。
何
故
名

二
〇
二
．
沒
？
樂
三
有
故
。
何
故
名
出
？
以
見
明
故
。
明
者
即

二
〇
三
．
是
聞
戒
、
施
、
定
。
何
故
還
沒
？
増
長
邪
見
，
生
憍
慢
故
。

二
〇
四
．
故
菩
薩
及
佛
具
足
成
就
六
波
羅
蜜
，
名
到
彼

二
〇
五
．
岸
。
是
佛
、
菩
薩
得
阿
耨
多
羅
三
藐
三
菩
提
已
，

二
〇
六
．
名
為
具
足
六
波
羅
蜜
。
何
以
故
？
得
六
波
羅
蜜

二
〇
七
．
果
故
。
以
得
果
故
，
名
為
具
足
。
善
男
子
。
是
七
衆

二
〇
八
．
生
不
修
身
、
不
修
戒
、
不
修
心
、
不
修
慧
，
不
能
修
習
如
是

二
〇
九
．
四
事
，
則
能
造
作
五
逆
重
罪
、
能
斷
善
根
、
犯

二
一
〇
．
四
重
禁
、
謗
佛
、
法
、
僧
，
是
故
得
名
為
常
沈
沒
。

二
一
一
．
大
涅
槃
經
卷
卅
七

二
一
二
．
若
一
切
法
無
常
、
苦
、
空
、
無
我
，
云
何
為
食
，
起
身
、
口
、
意
三

二
一
三
．
種
惡
業
？
若
有
衆
生
為
貪
食
故
，
起
身
、
口
、
意
三
種

⑤二
一
四
．
惡
業
，
所
得
財
物
衆
皆
共
之
，
後
受
苦
果
無
共
分
者
。

二
一
五
．
大
般
涅
槃
經

二
一
六
．
巻
卌
一
遺
教
品
　
　

爾
時
，
佛
告
阿
難
普
及
大
衆
：
吾

二
一
七
．
滅
度
後
，
汝
等
四
衆
當
勤
護
持
我
大
涅
槃
。
我
於
無

二
一
八
．
量
萬
億
阿
僧
祇
劫
，
修
此
難
得
大
涅
槃
法
，
今
已

二
一
九
．
顯
説
，
汝
等
當
知
，
此
大
涅
槃
乃
是
十
方
三
世
一
切
諸
佛

二
二
〇
．
金
剛
寶
藏
，
常
樂
我
淨
周
員
︵
圓
︶
無
缺
。
一
切
諸
佛
於
此

二
二
一
．
涅
槃
而
般
涅
槃
，
最
後
究
竟
，
理
極
無
遺
。
諸
佛
於

二
二
二
．
此
放
捨
身
命
，
故
名
涅
槃
。
阿
難
！
如
來
是
眞
語
者
，

二
二
三
．
説
成
︵
誠
︶
實
言
，
最
後
附
囑
，
汝
當
修
行
。
阿
難
！
如
汝

二
二
四
．
所
問
，
佛
去
世
後
，
以
何
為
師
者
？
阿
難
！
尸
波
羅
︹
蜜
︺
戒
是

二
二
五
．
汝
大
師
，
依
之
修
行
，
能
得
出
世
甚
深
定
慧
。
阿
難
！

二
二
六
．
如
汝
所
問
，
佛
涅
槃
後
，
依
何
住
者
？
阿
難
！
依
四
念
處
，
嚴

二
二
七
．
心
而
住
：
觀
身
性
相
同
於
虚
空
，
名
身
念
處
；
觀
受

二
二
八
．
不
在
内
外
，
不
住
中
閒
，
名
受
念
處
；
觀
心
但
有
名
字
，

二
二
九
．
名
字
性
離
，
名
心
念
處
；
觀
法
不
得
善
法
、
不
得
不
善

二
三
〇
．
法
，
名
法
念
處
。
阿
難
！
一
切
行
者
應
當
依
此
四
念
處
住
。

　

從
這
幾
件
寫
本
中
，
我
們
能
夠
指
出
以
下
五
個
特
點
。

　

①
從
第
一
行
到
第
一
七
二
行
占
了
大
約
七
五
％
，
使
用
很
多
紙
張
，
字
體
都
是

很
端
正
的
楷
書
。
與
第
一
七
三
行
以
後
相
比
，
這
個
部
分
的
字
體
大
致
相
同
。

　

②
從
第
一
七
三
行
到
第
一
八
〇
行
的
字
比
①
還
小
，
每
行
的
字
數
量
更
増
加

了
，
因
此
可
得
知
①
與
②
的
書
寫
者
不
同
。
而
且
②
應
該
是
另
外
貼
在
之
後
的
紙
張
。

　

③
的
字
體
和
紙
張
與
①
、
②
又
不
一
樣
。
從
其
字
體
來
看
，
此
處
是
在
吐
蕃
統

治
期
之
後
被
書
寫
的
。
③
的
另
外
一
個
特
點
是
其
與
⑤
的
關
係
。
兩
者
原
來
是
同
一

件
寫
本
，
被
切
割
後
分
別
貼
在
不
同
的
位
置
︵
後
述
︶
，
這
是
我
們
在
分
析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的
成
立
過
程
時
不
可
忽
視
的
特
徵
。

　

④
從
第
一
九
〇
行
到
第
二
一
三
行
都
有
行
線
，
無
疑
是
與
③
不
一
樣
的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尤
其
，
第
一
九
六
行
﹁
善
男
子
﹂
以
後
，
字
筆
改
變
了
。
之
後
的

字
體
也
越
來
越
大
，
顯
得
不
工
整
。
但
是
，
最
後
第
二
一
三
行
的
筆
體
與
⑤
開
頭
部

分
第
二
一
四
行
很
相
似
，
也
許
④
的
書
寫
者
與
⑤
是
同
一
個
人
。

　

⑤
從
第
二
一
四
行
到
第
二
三
〇
行
没
有
行
線
，
字
體
極
為
潦
草
。
但
在
二
二
七

行
與
二
二
八
行
之
閒
，V

erso

的
文
字
也
清
晰
可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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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下
來
，
我
們
將
著
眼
探
討
③
和
⑤
的V

erso

的
關
係
。
這
兩
者
的
關
係
密

切
，
土
肥
義
和
曾
指
出
⑤
的V

erso

寫
著
﹁
開
元
十
六
年
﹂︵
公
元
七
二
八
年
︶
的
識
語

⑪
。
筆
者
在
調
查
此
寫
本
時
，
另
外
發
現
了
三
個
特
徵
：
第
一
、
⑤
與
③
的
紙
張
質

量
幾
乎
一
樣
。
第
二
、
⑤
︽
大
慶
請
丁
田
牒
︵
擬
︶
︾
與
③
︽
殘
寺
籍
文
書
︵
擬
︶
︾
的

字
體
一
致
。
第
三
、
③
的V

erso

︽
殘
寺
籍
文
書
︵
擬
︶
︾
寫
著
﹁
開
元
十
四
年
﹂
︵
公

元
七
二
六
年
︶
，
與
⑤
的
識
語
只
差
了
兩
年
。
從
這
些
特
徵
可
以
進
一
步
判
斷
③
與
⑤

原
來
是
同
一
件
寫
本
，
也
就
是
説
，
現
在
各
自
擬
定
名
為
︽
殘
寺
籍
文
書
︵
擬
︶
︾
和

︽
大
慶
請
丁
田
牒
︵
擬
︶
︾
的
兩
個
部
分
，
本
來
是
同
一
件
寫
本
。
後
來
，
有
人
把
此

寫
本
割
開
，
使
用
了
寫
本
空
白
的V

erso

，
寫
了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此
寫
本
的
另
一
個
特
徵
是
，
經
題
和
卷
號
的
字
體
。
第
一
八
九
行
的
﹁
大
般
涅

槃
經
﹂
五
字
、
二
一
一
行
的
﹁
大
般
涅
槃
經
巻
卅
七
﹂
八
字
、
第
二
一
五
行
的
﹁
大

涅
槃
經
﹂
四
字
都
不
是
用
楷
書
書
寫
的
，
而
是
在
吐
蕃
統
治
期
以
後
的
字
體
。
此

外
，
後
兩
者
的
經
題
和
卷
號
雖
然
字
體
一
樣
，
但
紙
張
不
同
。
因
此
，
這
些
經
題
和

卷
號
是
在
不
同
種
類
的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被
貼
拚
後
所
寫
的
文
字
。

　

總
之
，
北
敦
〇
六
一
七
三
的
大
部
分
是
在
七
二
〇
年
左
右
寫
成
的
，
但
其
中
參

雜
了
吐
蕃
統
治
以
後
的
字
體
。
為
何
要
把
③
、
⑤
與
①
、
②
拼
貼
成
同
一
張
紙
呢
？

筆
者
認
為
，
某
人
在
學
習
︽
涅
槃
經
︾
時
，
先
使
用
了
別
人
在
七
二
〇
年
左
右
寫
成

的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但
是
他
又
發
現
其
中
有
不
足
的
內
容
，
因
此
，
自
行
補

寫
不
足
的
內
容
後
，
再
將
之
與
七
二
〇
年
左
右
的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貼
成
同
一

張
紙
。
接
下
來
，
筆
者
透
過
考
察
其
它
一
些
寫
本
的
利
用
情
況
。

第
四
章
　

其
他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的
利
用
情
況

　

筆
者
已
經
説
明
了
敦
煌
寫
本
筆
跡
的
三
個
分
類
。
以
下
將
從
筆
跡
的
角
度
來
分

析
北
敦
〇
〇
四
二
九
和
北
敦
〇
〇
〇
二
〇
兩
件
寫
本
的
特
徵
，
並
且
要
考
察
吐
蕃
統

治
期
以
後
的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的
利
用
情
況
。

︵
１
︶
北
敦
〇
〇
四
二
九
和
北
敦
〇
〇
〇
二
〇
的
再
使
用

　

北
敦
〇
〇
四
二
九
是
節
錄
自
︽
涅
槃
經
︾
從
巻
第
二
十
七
、
二
十
八
、
二
十
九

的
寫
本
。
從
紅
色
句
讀
來
看
，
可
以
判
斷
它
實
際
上
也
被
某
個
僧
侶
使
用
過
。
這
件

寫
本
的
特
徴
在
於
塗
改
的
痕
跡
。
以
下
筆
者
舉
個
例
子
來
説
明
。

　

這
件
寫
本
有
分
別
用
黑
色
與
紅
色
墨
水
重
複
句
讀
的
痕
跡
。
紅
色
句
讀
寫
在
黒

色
句
讀
上
，
這
很
有
可
能
是
某
個
人
在
學
習
抄
寫
時
先
做
了
黒
色
的
句
讀
，
當
他
使

用
完
後
，
寫
本
又
被
其
他
人
拿
去
使
用
，
故
被
加
上
了
紅
色
的
句
讀
。

　

北
敦
〇
〇
〇
二
〇
是
節
錄
自
︽
涅
槃
經
︾
巻
第
二
十
八
、
三
十
、
三
十
一
、

三
十
二
的
寫
本
。
這
件
寫
本
的
特
徴
有
以
下
痕
跡
：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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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被
塗
改
的
地
方
原
本
寫
着
﹁
永
隆
﹂
兩
個
字
，﹁
永
隆
﹂
即
是
抄
寫
北
敦

〇
〇
〇
二
〇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的
僧
侶
，
因
此
，
這
件
寫
本
原
來
是
由
叫
釋
永

隆
所
持
有
，
此
外
，
他
的
名
字
與
這
個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的
字
體
完
全
一
樣
，

故
可
以
推
斷
這
件
寫
本
是
由
釋
永
隆
所
寫
成
的
。
一
般
來
説
，
寫
本
上
的
名
字
之
所

以
被
塗
掉
是
因
為
其
持
有
者
換
人
了⑫
，
那
麼
新
持
有
者
抱
持
著
為
甚
麼
要
取
得
釋
永

隆
的
寫
本
呢
？

　

這
件
寫
本
的
特
色
是
在
於V

erso

一
片
空
白
，
甚
麼
都
没
寫
。
倘
若
新
持
有
者

取
得
寫
本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使
用
它
的V

erso

，
那
麼
此
寫
本
的V

erso

不
該
是
空
白
的

状
態
。
這
意
味
着
它
的
新
持
有
者
沒
有
使
用V

erso

。
如
此
一
來
，
他
取
得
寫
本
的

目
的
應
該
是
用
來
學
習
釋
永
隆
的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這
個
事
實
意
味
著
，
釋

永
隆
寫
的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並
非
以
片
斷
的
方
式
被
擷
取
，
而
被
別
人
完
整
地

使
用
了
。

︵
２
︶
其
他
節
鈔
︽
涅
槃
經
︾
的
寫
本

　

在
二
十
件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之
中
，
擁
有
被
再
利
用
痕
跡
的
寫
本
並
不

多
。
但
是
筆
者
認
為
其
他
的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大
部
分
也
被
再
使
用
過
。
敦
煌

文
獻
主
要
在
九
、
十
世
紀
被
書
寫
，
十
一
世
紀
初
被
埋
莫
高
窟
第
十
七
窟
。
為
何
能

在
第
十
七
窟
發
掘
出
多
達
二
十
件
的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呢
？
這
是
因
為
︽
涅
槃

經
︾
在
九
、
十
世
紀
時
流
行
於
敦
煌
，
廣
泛
地
被
當
地
僧
侶
抄
寫
。
所
以
除
了
北
敦

〇
六
一
七
三
、
北
敦
〇
〇
四
二
九
、
北
敦
〇
〇
〇
二
〇
以
外
，
其
他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也
很
可
能
在
吐
蕃
統
治
期
被
重
複
使
用
。
另
外
一
個
理
由
是
，
敦
煌
文
獻
裡

有
其
他
種
類
的
節
鈔
︽
涅
槃
經
︾
寫
本
，
且
它
們
明
確
地
使
用
了
在
吐
蕃
統
治
期
以

後
的
筆
和
紙
張
，
例
如
斯
一
三
六
六
、
北
敦
〇
〇
七
二
四
、
北
敦
〇
九
六
五
八
等
。

因
此
我
們
可
得
知
，
當
時
在
敦
煌
存
在
著
多
個
種
類
的
節
鈔
︽
涅
槃
經
︾
的
寫
本
。

在
第
五
章
，
筆
者
要
具
體
地
探
討
︽
涅
槃
經
︾
在
吐
蕃
統
治
期
以
後
的
受
容
問
題
。

第
五
章
　

吐
蕃
統
治
期
以
後
︽
涅
槃
經
︾
的
受
容

　

︽
涅
槃
經
︾
在
吐
蕃
統
治
期
以
後
也
獲
得
一
定
程
度
的
接
納
，
這
是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被
當
時
人
重
複
使
用
的
原
因
。
其
代
表
性
的
寫
本
之
一
就
是
北
敦

〇
一
九
五
七
。

　

北
敦
〇
一
九
五
七
的R

ecto

是
吐
蕃
期
存
在
的
法
成
著
︽
諸
星
母
陀
羅
尼
經
︾，

其V
erso

寫
著
四
個
文
獻
：
︽
大
般
涅
槃
經
︾
卷
第
三
十
九
、︽
走
字
旁
遊
戲
詩

︵
擬
︶
︾、︽
社
司
轉
帖
︾、︽
大
般
涅
槃
經
︾
卷
第
三
十
八
。
這
四
件
文
獻
的
確
比
正
面

文
獻
︽
諸
星
母
陀
羅
尼
經
︾
寫
得
晩
，
因
此
它
們
都
是
在
吐
蕃
支
配
期
以
後
被
寫

的
。
其
中
跟
︽
大
般
涅
槃
經
︾
卷
第
三
十
八
和
其
它
三
個
文
獻
寫
得
上
下
相
反
。︽
大

般
涅
槃
經
︾
卷
第
三
十
九
是
︽
走
字
旁
遊
戲
詩
︵
擬
︶
︾
和
︽
社
司
轉
帖
︾︵
這
兩
件
寫

圖二



二
二
〇

492

本
文
字
一
樣
，
肯
定
是
同
一
個
人
寫
的
︶
，︽
大
般
涅
槃
經
︾
卷
第
三
十
八
是
那
兩
個
内
容

以
後
寫
的
。
雖
然
卷
第
三
十
八
和
卷
第
三
十
九
文
字
不
一
樣
、
寫
得
上
下
相
反
，
但

是
筆
者
認
為
同
一
件
寫
本
上
寫
了
兩
個
連
續
的
卷
並
非
偶
然
。
至
少
我
們
可
以
説
，

卷
第
三
十
九
的
内
容
是
被
抄
出
來
寫
的
，
因
此
北
敦
〇
一
九
五
七
是
一
個
提
示
九
世

紀
以
後
節
略
︽
涅
槃
經
︾
情
況
的
文
獻
。

　

除
了
這
些
寫
本
以
外
，
還
有
其
它
種
類
的
寫
本
。
例
如
，
北
敦
〇
〇
〇
九
三
與

北
敦
〇
〇
二
六
〇
都
是
︽
涅
槃
經
︾
講
義
錄
的
寫
本
。
這
兩
件
寫
本
的V

erso

都
被

學
生
寫
上
了
︽
涅
槃
經
︾
的
內
容
，
由
此
可
窺
見
在
敦
煌
學
習
︽
涅
槃
經
︾
的
情
況
。

另
外
，
十
世
紀
寫
本
斯
一
三
六
六V

erso

︽
諸
經
因
緣
涅
槃
經
內
説
︾
是
節
錄
自
︽
涅

槃
經
︾
因
緣
譚
；
有
﹁
開
寶
五
年
﹂
︵
公
元
九
七
二
年
︶
識
語
的
斯
二
〇
七
三
︽
廬
山

遠
公
話
︾，
其
內
容
也
與
︽
涅
槃
經
︾
密
切
相
關
。
由
此
可
得
知
敦
煌
僧
侶
在
九
、
十

世
紀
接
納
︽
涅
槃
經
︾
的
情
況
。

　

在
中
國
佛
教
史
上
，
節
略
佛
經
的
行
為
是
不
被
允
許
的
，
例
如
釋
僧
祐
認
為
，

被
節
略
的
佛
經
和
疑
偽
經
典
一
樣
，
其
内
容
不
值
得
信
賴
。
這
是
因
為
節
略
的
佛
經

很
有
可
能
悖
離
原
典
真
正
的
意
思
，
恐
怕
會
因
此
失
去
佛
法
。︽
出
三
藏
記
集
︾
卷
第

四
︽
新
集
續
撰
失
譯
雜
經
錄
第
一
︾
云
：

　

其
一
巻
以
還
五
百
餘
部
，
率
抄
衆
經
，
全
典
蓋
寡
。
觀
其
所
抄
，
多
出
四
含
、

六
度
、
道
地
、
大
集
、
出
曜
、
賢
愚
及
譬
喩
、
生
經
，
並
割
品
截
掲
，
撮
略
取
義
，

強
製
名
號
，
仍
成
巻
軸
。
至
有
題
目
淺
拙
，
名
與
實
乖
，
雖
欲
啓
學
，
實
蕪
正
典
，

其
為
愆
謬
，
良
足
深
誡
。
今
悉
標
出
本
經
，
注
之
目
下
，
抄
略
既
分
，
全
部
自
顯
，

使
沿
波
討
源
，
還
得
本
譯
矣⑬
。

　

儘
管
如
此
，
卻
能
在
歷
代
佛
教
經
典
目
錄
中
發
現
很
多
節
略
佛
經
的
存
在
，
因

此
我
們
可
得
知
過
去
人
有
很
多
僧
侶
節
略
佛
經
，
不
管
在
哪
個
時
代
，
其
行
為
層
出

不
窮
。
在
歷
史
悠
久
的
中
國
佛
教
史
裡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即
是
節
略
佛
經
廣

為
流
傳
的
代
表
例
。

　

另
外
，
在
此
還
要
思
考
節
略
︽
涅
槃
經
︾
的
目
的
。
節
略
佛
經
的
方
法
很
多
種
，

比
如
在
寺
院
裡
的
講
義
、
個
人
的
學
習
、
給
民
衆
的
講
義
、
為
了
積
功
德
或
發
願
的

寫
經
等
，
就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而
言
，
其
節
略
目
的
應
該
是
作
為
個
人
學
習
之
用
。

　

首
先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的
寫
本
上
看
得
到
不
少
朱
點
。
這
些
朱
點
是
使

用
者
留
下
的
學
習
痕
跡
。
這
意
味
著
現
存
的
寫
本
大
多
被
實
際
使
用
過⑭
。
那
麼
，
這

些
痕
跡
是
個
人
學
習
時
所
寫
上
的
，
還
是
講
義
時
所
寫
上
的
？
筆
者
認
為
前
者
的
可

能
性
更
大
。
關
於
這
個
問
題
，
我
們
可
以
參
考
法
成
的
講
義
錄
。
在
九
世
紀
中
葉
法

成
和
其
學
生
留
下
了
許
多
講
義
錄
。
將
法
成
與
其
學
生
同
一
內
容
的
講
義
錄
互
相
對

照
後
，
可
以
從
中
得
知
當
時
的
講
義
內
容
，
並
窺
見
學
生
聽
課
時
的
筆
記⑮
。
我
們
在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寫
本
上
卻
很
難
發
現
這
種
講
義
錄
特
徵
。
因
此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不
是
講
師
和
學
生
一
起
學
習
的
講
義
錄
寫
本
，
而
是
個
人
學
習
的
寫
本
。

　

在
九
、
十
世
紀
的
敦
煌
有
為
佛
教
初
學
者
所
寫
的
各
種
文
獻
，
律
典
的
節
略
寫

本
是
其
代
表
之
一⑯
。
當
時
寺
院
教
育
的
對
象
不
只
有
佛
教
弟
子
，
還
包
括
一
般
的
童

蒙
。
當
時
很
流
行
使
用
各
種
節
略
文
獻
來
教
學⑰
，
與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的
狀
況

相
似
。
比
起
九
世
紀
敦
煌
，
在
十
世
紀
的
敦
煌
，
在
俗
學
生
學
習
時
使
用
的
寫
本
數

量
增
加
了
。
寺
院
不
再
只
是
提
供
給
信
徒
的
單
一
場
所
，
同
時
是
容
納
在
俗
學
生
的

學
習
空
閒
，
這
意
味
著
寺
院
在
十
世
紀
逐
漸
轉
變
為
施
行
童
蒙
教
育
的
場
所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不
是
為
了
學
習
佛
教
思
想
哲
學
的
寫
本
而
是
節
略
︽
涅
槃
經
︾
裡

各
種
故
事
以
作
為
教
學
之
用
的
寫
本
。

小
結

　

本
稿
探
討
了
敦
煌
文
獻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是
怎
樣
被
使
用
了
的
實
際
情

況
。
筆
者
考
察
二
十
件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寫
本
的
筆
體
與
紙
張
，
尤
其
是
北
敦

〇
六
一
七
三
、
北
敦
〇
〇
〇
二
〇
、
北
敦
〇
〇
四
二
九
的
特
徵
，
就
發
現
它
們
不
只



二
二
一

九
、
十
世
紀
敦
煌
節
略
佛
經
的
使
用
與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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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在
七
二
〇
年
左
右
被
使
用
了
，
也
在
九
、
十
世
紀
被
重
複
使
用
了
。
此
外
，
因
為

在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裡
被
節
鈔
的
文
章
並
不
難
，
不
涉
及
到
佛
教
思
想
、
哲

學
，
而
是
以
佛
教
故
事
為
主
，
所
以
可
以
説
他
們
是
為
了
學
習
佛
教
基
礎
而
被
使
用

了
。
除
了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以
外
，
在
當
時
的
敦
煌
文
獻
裡
還
有
各
種
各
樣
的

節
略
佛
經
寫
本
，
筆
者
認
為
這
些
寫
本
是
在
我
們
研
究
九
、
十
世
紀
的
敦
煌
佛
教
時

不
可
忽
視
的
一
個
特
徵
。
這
些
節
略
佛
經
的
增
加
與
當
時
的
佛
教
大
衆
化
之
閒
是
否

有
具
體
關
係
，
我
們
還
要
繼
續
研
究
。

附
記

　

二
〇
一
〇
年
九
月
，
調
查
北
敦
〇
六
一
七
三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
時
，
筆
者

承
蒙
了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林
世
田
氏
的
幫
助
。
在
此
衷
心
地
表
示
感
謝
。

注①
　

最
終
閱
覽
日
期
：
二
〇
一
九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http://idp.bl.uk/

︶

②
　

赤
松
孝
章
︽
敦
煌
出
土
寫
本
に
み
る
涅
槃
經
傳
承
の
一
形
態
︾︽
印
度
學
佛
教
學
研

究
︾
第
三
二
卷
第
一
號
，
一
九
八
三
年
，
一
二
二－

一
二
三
頁
。

③
　

︽
守
屋
孝
藏
氏
蒐
集
古
經
圖
錄
︾，
京
都
國
立
博
物
館
，
一
九
六
四
年
，
解
題
五
三

頁
。

④
　

此
畫
像
已
公
開
在
傅
斯
年
圖
書
館
的
網
站
上
。
最
終
閱
覽
日
期
：
二
〇
一
九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http://lib.ihp.sinica.edu.tw

/pages/03-rare/dunhuang/01-3-1.htm

︶

⑤
　

藤
枝
晃
︽
敦
煌
出
土
の
長
安
宮
廷
寫
經
︾︽
塚
本
博
士
頌
壽
記
念
佛
教
史
學
論
集
︾，

一
九
六
一
年
，
六
四
七－

六
六
七
頁
。
大
西
磨
希
子
︽
敦
煌
發
見
の
宮
廷
寫
經
に
つ
い

て
︾︽
敦
煌
寫
本
研
究
年
報
︾
第
六
號
，
二
〇
一
二
年
，
四
一－

六
五
頁
。

⑥
　

︽
墨
美
︾
第
九
七
號
︵
敦
煌
寫
經
特
集
︶
藤
枝
晃
︽
敦
煌
寫
經
の
字
す
が
た
︾，
墨
美

社
，
一
九
六
〇
年
。
藤
枝
晃
︽
敦
煌
寫
本
の
編
年
研
究
︾︽
學
術
月
報
︾
第
二
四
巻
第

一
二
號
，
一
九
七
二
年
，
七－

一
一
頁
。

⑦
　

注
①
。

⑧
　

方
廣
錩
輯
校
︽
敦
煌
佛
教
經
錄
輯
校
︾︵
敦
煌
文
獻
分
類
錄
校
叢
刊
︶，
江
蘇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七
年
。
景
盛
軒
︽︽
大
般
涅
槃
經
︾
異
文
研
究
︾，
巴
蜀
書
社
，

二
〇
〇
九
年
。

⑨
　

土
肥
義
和
︽
唐
代
敦
煌
均
田
制
の
田
土
給
授
文
書
に
つ
い
て

︱
開
元
十
六
年
敦
煌

縣
史
氾
知
節
請
給
田
衛
士
某
大
慶
牒
の
一
分
析

︱
︾
唐
代
史
研
究
會
編
︽
唐
代
史
研

究
會
報
告
第
Ⅶ
集
　

東
ア
ジ
ア
古
文
書
の
史
的
研
究
︾，
刀
水
書
房
，
一
九
九
〇
年
，

二
八
七－

三
二
三
頁
。

⑩
　

﹁
善
﹂
下
有
﹁
善
﹂
字
，
當
為
衍
字
。

⑪
　

注
⑧
。

⑫
　

伯
二
〇
九
四
︽
持
誦
金
剛
經
靈
驗
功
德
記
︾
是
翟
奉
達
書
寫
的
寫
本
。
其
開
頭
部
分

原
來
有
﹁
奉
達
書
﹂
三
個
字
，
但
是
後
來
被
別
人
抹
消
。
這
意
味
著
在
翟
奉
達
死
後
，

這
件
寫
本
被
別
人
拿
去
另
作
用
途
。

⑬
　

梁
釋
僧
祐
撰
，
蘇
晋
仁
・
蕭
錬
子
點
校
︽
出
三
藏
記
集
︾︵
中
國
佛
教
典
籍
選
刊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九
五
年
，
一
二
三
頁
。
參
考
：
岡
部
和
雄
︽﹁
失
譯
雜
經
錄
﹂
研
究

の
課
題
︾︽
印
度
學
佛
教
學
研
究
︾
第
二
一
巻
第
二
號
，
一
九
七
三
年
，
六
六－

七
一

頁
。
同
︽
僧
祐
の
疑
僞
經
觀
と
抄
經
觀
︾︽
駒
澤
大
學
佛
教
學
部
論
集
︾
第
二
號
，

一
九
七
一
年
，
六
三－

七
四
頁
。

⑭
　

齋
藤
智
寛
已
經
指
出
過
傅
斯
年
圖
書
館
藏
本
︽
涅
槃
經
節
鈔
︵
擬
︶︾
有
﹁
長
老
我

親
，
從
諸
佛
聞
如
是
義
﹂︵
一
二
行
目
︶﹁
恆
為
怨
家
，
之
所
追
﹂︵
二
三
行
目
︶
等
錯

誤
。
齋
藤
智
寛
︽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傅
斯
年
圖
書
館
藏
﹁
敦
煌
文
獻
﹂
漢

文
部
分
敘
錄
補
︾︽
敦
煌
寫
本
研
究
年
報
︾創
刊
號
，
二
〇
〇
七
年
，
二
七－

五
二
頁
。

⑮
　

上
山
大
峻︽
敦
煌
佛
教
の
研
究
︾，
法
藏
館
，
一
九
九
〇
年
，
二
一
九－

二
四
六
頁
。

⑯
　

土
橋
秀
高
︽
敦
煌
出
土
律
典
﹃
略
抄
﹄
の
研
究
︵
一
︶︾︽
龍
谷
大
學
論
集
︾
第
三
五
八

號
，
一
九
五
八
年
，
一
七－

四
二
頁
。

⑰
　

那
波
利
貞
︽
唐
鈔
本
雜
抄
考

︱
唐
代
庶
民
教
育
史
研
究
の
一
資
料

︱
︾︽
支
那

學
︾
特
別
號
，
一
九
四
二
年
，
四
三
七－

五
二
七
頁
。
永
田
知
之
︽﹃
文
場
秀
句
﹄
小

考

︱
蒙
書
と
類
書
と
作
詩
文
指
南
書
の
閒
︾︽
敦
煌
寫
本
研
究
年
報
︾
第
二
號
，

二
〇
〇
八
年
，
一
一
一－

一
三
四
頁
。

︵
大
谷
大
学
文
学
部
国
際
文
化
学
科
任
期
制
助
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