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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八
不
」
說
緣
起

萬
金
川
主
講

編
輯
組
整
理

《
中
諭
》
一
書
的
主
題
雖
固
定
藉
緣
起
性
空
而
遮
駁
一
切
邪
見
，

但
它
並
不
是
為
了
論
破
而
論
破
，
其
背
後
的
終
極
關
懷
是
透
過
緣
起
性
空
的
宣
說
，

令
頤
和
生
由
迷
轉
悟
，
而
趨
入
戲
論
止
息
、
寂
靜
安
穩
的
涅
槃
。

龍
樹
在
《
中
論
》
第
十
八
晶
所
表
達
的
觀
點
，
可
說
代
表
了
中
觀
哲
學
的
基
本
立
場
，
而
論
前
的
「
皈

敬
偈
」
一
方
面
表
達
了
論
主
對
佛
陀
的
禮
敬
，
二
方
面
則
概
述
了
《
中
論
》
一
書
的
主
題
，
以
及
論
主
撰
寫

此
書
的
目
的
。
以
下
先
談
論
主
的
體
敬
文
，
其
次
再
以
第
十
八
品
為
中
心
，
來
說
明
中
觀
哲
學
的
基
本
立
場
。

皈
敬
偈
的
文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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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不
生
亦
不
減

我
稽
首
禮
佛

(
二
)
不
滅
亦
不
起

彼
婆
伽
婆

(
三
)
不
減
亦
不
生

(
四
)
佛
說
緣
起
法

正
等
覺

在
以
上

、~
不
常
亦
不
斷

諸不
斷
亦
不
常

諸
說
中
第
一

不
斷
亦
不
常

不
生
亦
不
滅

最
上
說
法
者

不
一
亦
不
異

非
-
非
種
種

我
稽
首
禮
佛

不
斷
亦
不
常

不
來
亦
不
出

不
來
亦
不
去

諸
說
中
第
一

不
來
亦
不
去

能
說
是
因

緣
起
戲
論
自
心

不
一
亦
不
異

芷
若
滅
諸
戲
論

說
者
善
滅
故

滅
戲
論
、
寂
困

《
般
若
燈
論
》
的
譯
文
，
請
辨
此
書
雖
然
在
唐
代
已
然
譯
出

9

一
一
種
為
漢
譯
《
大
乘
中
觀
釋
論
》

第
四
種
則
出
自
宗
喀
巴

9
{匕
是
法
草
法
師
自
臘
文
譯
出
的
。
在
這

而
第
四
種
譯
文
閻
明
顯
地
與
前
三
者
不
同
。
那
麼
何
者
在
語
法
形
式
或
義
理
結
構
上
比
較
貼
近
梵
文
原
典
呢
?

嘻聶

E
m棚
關
縣
甜
甜
掏
綠
盼
拖
茍
訕
路
路
眩
鯽
科
協
斜
關
隨
身
館
關
賠
償
腔
楓
點
愉
勝
防
盼
能
隔
帆
船
單
音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一
期
回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九
月

V
O
O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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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
且
選
四
種
當
代
的
英
文
譯
本
，
來
討
論
一
下
這
個
問
題
，
此
中
前
三
者
都
是
譯
自
梵
文
原
典
的
譯

文
，
而
第
四
種
則
是
譯
自
藏
文
譯
本
。
在
未
能
通
曉
梵
、
藏
等
經
典
語
文
之
前
，
若
要
進
行
頌
文
的
比
對
以

釐
清
文
義
，
或
許
目
前
這
種
借
助
當
代
譯
本
的
辦
法
是
相
當
可
行
的
(
見
下
頁
)
。

在
漠
地
佛
典
的
翻
譯
傳
統
上
，
多
半
都
把
三
十
二
音
節
形
式
的
梵
文
偈
頌
，
以
四
句
五
言
詩
的
體
例
來

加
以
翻
譯
。
皈
敬
偈
的
梵
文
原
文
在
形
式
上
是
由
閥
首
偈
頌
所
構
成
的
，
而
其
漢
譯
也
依
照
這
種
形
式
把
它

譯
成
了
兩
首
四
旬
的
五
言
詩
，
第
一
首
詩
是
從
「
不
生
亦
不
滅
」
到
「
不
來
亦
不
出
于
第
二
首
詩
則
由
「
能

說
是
因
緣
」
到
「
諸
說
，
中
第
一
」
。

然
而
在
漢
譯
裡
，
我
們
卻
難
以
見
出
這
兩
首
五
言
詩
在
語
法
或
義
理
結
構
上
的
關
係
'
但
是
在
梵
文
原

文
裡
'
這
些
關
係
則
顯
得
相
當
清
楚
。
若
是
單
從
鳩
摩
羅
什
的
漢
譯
來
看
，
在
第
一
首
詩
裡
所
談
論
的
只
是

「
八
不
」
而
已
，
而
它
與
第
二
首
詩
之
間
，
在
句
法
上
似
乎
可
以
沒
有
任
何
關
係
'
而
成
為
在
句
法
結
構
上
意

義
完
整
的
句
子
。

事
實
上
，
吉
藏
所
謂
的
「
八
不
中
道
」
之
說
，
正
是
基
於
把
漢
譯
皈
敬
偈
中
的
第
一
首
詩
獨
立
來
看
的

結
果
，
而
以
為
這
「
八
不
」
是
論
主
用
來
描
述
「
中
道
」
的
。
至
於
漢
譯
皈
敬
偈
的
第
二
首
詩
，
似
乎
表
示

了
如
下
的
意
思
:
佛
陀
能
宣
說
「
八
不
」
這
種
蜂
起
，
便
可
以
善
巧
地
喊
除
各
種
戲
論
，
而
論
主
之
所
以
向

佛
陀
稽
首
禮
拜
，
乃
在
於
他
認
為
佛
陀
的
「
八
不
」
之
教
或
蜂
起
之
說
，
是
其
教
義
之
中
的
最
高
者
。



嘻掛

1. 1 offer salutation to the best of the Buddha, who has 

that has no 口。 no 

nuHification , no no unity, no no and no 

that it is of aH fictions , that it is blissful. 

一一- R. H. Robinson. 1961 

2. 1 pay 1:0 the Awakened One, the supreme teacher 

who has the doctrine of reliation the bHssful cessaÜon 

of aH construc tÎons. C Therein會 every event is 

“marked non-extinctio日， non且destruction， non問

permanence , non-differentitation , C into 

J , C out of 

K.lnada. 1970 

3 國 1 salute him , the fully the best of who 

the non-annihiJation and 

the non-permanence , the and non-difference , the non-

aw~ ，"， a'HU the the 

appeasement of obsessions and the 

一一-D.J 圖 Kalupahana ， 1986 

4. 1 prostrate to the Perfect Buddha, the best of teachers , who 

that whaíever is arisen is unborn , 

not permanent , not not going , without 

distinction, and free from consírucbon. 

J. L. Garfield , 1995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一
期
〕
民
圓
八
十
六
年
九
月
字
。
一
。

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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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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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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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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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原
文
來
看
，

'
這
兩
首
詩
也
是

?
這
兩
首
在
形
式
上
完
整
的
偶
頭
?
並
不
分
別
對

'-/ 

9 

一
個
語
詞
中
只
有
「

由
此
可
見
，

並
且
第

「
善
滅
諸
戲
論
」

一
起
而
成
了
一
個
句
子
，
由
是
兩

L一

此
外

'
巳
﹒
卜
『
﹒

，
他
並
沒



「
中
心
詞
」
?

，
我
們

一---，

L一

中

。
其
次
是
?
「
G
R
E
E

E
S

一
詞
未
譯
，

「
善
滅
諸
戲
論
」
一
甸
的
譯
文
裡
，
其
「

」
之

J山H
J刊
缸
，

，
同
時
也
是
毀
輔
之
一
腳
;

「
涅
槃
」
的
安
穩
而
至
一
幅

E
E

一
諦
，
則
有
「

南「

L一一9

若
是
把
它
師
詞

'
的
陪
」
引
自

至
於
偈
文
中
的
第
二

自「

L一

該
句
的
主
詞
是
第
一

一
句
中
的
主
詞

i
i
i

圓
滿
的
佛
陀
，
而
這
個
受

'
這
個
詞
組
鳩
摩
羅
什
把
它
譯
為
「

說
中
第

-
T

因
此
，



經
由
這
種
比
對
與
分
析
，

9

悶
。
因
@
悶
。
σ
戶
口
閣
。
回

『
V
I
U
R
A
P
-
-

otzy

, 

不

、
不
異
、

。
在
《
中
論
》

第

/'旦、\

「
墨
曇
大
聖
主
，
憐
息
說
是
法
，

一
切
見
，

--, 

」
的
正
法
，

服
此
法
能
斷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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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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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生
」

L一

「
不
行

可-，

L一

《
中
諭
》

書

「
八
不
中
道
」

是
棄
此
而
來
。

的
分
析
，

r-、

'-J 

月
稱
在
《

」
和
「
目
的
」

嗶蟄

一
書
的
目
的
9

那
就
是
試
間
讓
世
人
權

《
中
論
》

純
翩
翩
關
她
趴
諂
都
勸
他
說
除
此
敏
剝
削
路
臘
哲
觀
郎
郎

m館
龍
蛇
蟬
臨
崩
削
駱
駝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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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
隊
鷗
間
的
胸
臨
時
間
做
路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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駝
的
臨
時
剛
愉
館
的
約
隨
時

m
m臨
的
臨
暉
單
侮
勝
掛
冉
的
則
顯
館
臨
的
關
島
論
喝
胸
前
敵

J
F
a錦的
路
也
臨
街
指
數
閥
割
崗
概
可
串
串
龍
崗
盟
仰
自
闖
關
州
州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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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
透
過
此
書
的
研
讀
，
以
達
至
戲
諭
止
息
而
寂
靜
安
穩
的
解
脫
狀
態
|
|
涅
槃
。

月
稱
的
註
解
和
《
青
目
釋
》
、
《
無
畏
論
》
等
早
期
的
註
解
多
少
是
有
些
不
同
的
。
從
龍
樹
而
至
月
稱
，

在
長
達
四
百
年
的
時
間
裡
'
中
觀
哲
學
到
了
月
稱
之
手
，
其
理
論
更
為
精
緻
而
系
統
化
，
這
時
的
中
觀
哲
學

可
以
說
已
經
達
到
了
一
個
高
度
精
純
的
狀
態
，
他
認
為
「
八
不
」
的
「
八
」
其
實
並
無
特
定
的
意
思
，
因
為

「
緣
起
」
的
特
徵
原
本
就
不
止
這
八
項
，
而
舉
「
八
」
但
為
方
便
而
已
，
要
而
言
之
，
從
「
不
生
不
滅
」
而
至

「
不
來
不
出
」
'
這
些
語
詞
所
要
描
述
的
就
是
「
蜂
起
」
。
基
本
上
，
月
稱
這
種
見
解
在
早
期
的
《
中
論
》
註
解

書
裡
是
看
不
到
的
，
它
多
少
是
中
觀
思
想
開
始
系
統
化
後
的
產
物
。
事
實
上
，
在
印
度
後
期
的
中
觀
哲
學
裡
，

諸
如
冶
中
觀
與
唯
識
於
一
爐
的
寂
護
論
師
便
認
為

.. 

「
八
不
」
的
否
定
乃
在
於
彰
顯
「
蜂
起
性
空
」
的
道
理
，

而
單
以
「
不
一
亦
不
里
己
的
「
二
不
」
'
亦
即
所
謂
「
離
一
異
因
于
其
實
已
足
以
展
現
此
一
道
理
於
無
餘
了
。

以
「
八
不
」
的
否
定
思
維
看
龍
樹
的
緣
起
思
想

月
稱
認
為
《
中
論
》
一
書
的
主
題
是
蜂
起
，
然
而
佛
教
各
派
皆
說
緣
起
，
如
此
一
來
，
中
觀
學
派
的
「
緯

起
論
」
有
何
特
色
呢
?
其
實
為
了
釐
清
這
個
問
題
，
從
清
辨
開
始
而
至
月
稱
，
在
他
們
對
皈
敬
偈
的
註
釋
裡

都
花
了
相
當
的
篇
幅
來
辨
析
「
蜂
起
」
一
詞
的
詞
義
，
並
希
望
藉
此
而
展
示
出
中
觀
學
派
所
特
有
的
蜂
起
論
，

我
們
將
會
在
下
幾
個
講
次
來
介
紹
「
蜂
起
」
這
個
概
念
所
牽
涉
的
一
些
問
題
。
此
處
我
們
且
但
就
皈
敬
偈
裡



爭自由
「
八
不
」
式
的
否
定
思
維
，
簡
要
地
來
認
識
一
下
龍
樹
的
蜂
起
思
想
。

〔
阿
含
佛
教
|
|
以
有
情
為
中
、
心
的
「
生
命
價
值
的
緣
起
論
」
〕

四
諦
之
教
是
佛
陀
的
根
本
教
說
之
一
，
雖
然
在
名
義
上
它
並
非
正
式
的
緣
起
說
，
但
實
質
上
它
是
由
「
流

轉
緣
起
」
與
「
還
滅
蜂
起
」
兩
支
所
構
成
的
，
而
「
十
二
支
緣
起
」
的
順
逆
兩
種
觀
門
，
其
實
也
不
外
乎
就

是
流
轉
與
還
誠
兩
種
蜂
起
。

在
阿
含
佛
教
的
時
代
裡
'
這
些
說
法
都
是
為
了
闡
明
有
情
生
命
在
價
值
向
度
上
的
變
化
，
或
更
確
切
地

說
，
是
以
有
情
為
中
心
所
開
展
出
來
的
「
生
命
價
值
的
蜂
起
論
」
，
其
間
佛
陀
雖
然
偶
有
以
器
世
間
的
自
然
現

象
為
喻
，
來
說
明
有
情
世
間
的
緣
起
(
前
者
或
可
方
便
地
稱
之
為
「
一
般
的
蜂
起
諭
」
)
，
但
這
畢
竟
只
是
輔

助
性
的
手
段
，
因
為
有
情
生
命
或
迷
或
悟
的
價
值
問
題
，
才
是
世
尊
真
正
關
心
的
所
在
。

〔
阿
鹿
違
磨
佛
教
|
|
以
器
世
間
現
豪
說
有
情
世
問
的
「
一
般
的
緣
起
論
」
〕

這
種
以
有
情
誨
，
中
心
的
蜂
起
論
，
在
阿
昆
達
磨
佛
教
時
代
裡
逐
漸
開
始
有
了
一
些
變
化
，
這
時
教
界
中

人
所
關
心
的
「
存
在
于
已
由
十
二
支
緯
起
裡
的
「
有
」
宇
宙

5
)

，
而
擴
展
到
了
遍
有
情
世
間
與
器
世
間
的

「
有
」
宇
宙
5
)

，
隨
著
而
來
的
，
則
是
緣
起
的
考
察
範
圍
也
由
有
情
世
聞
而
推
展
到
了
器
世
間
，
換
言
之
，

以
生
命
價
值
為
中
心
的
緯
起
論
，
已
運
漸
過
轉
到
了
一
般
的
蜂
起
論
。

香
光
莊
嚴
【
第
五
十
一
期
】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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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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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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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糊
糊
訓

一「

披
滅
。
」

有
，
此
生
故
彼
生

-
9

此

然
而
，

L一

一「

L一

獻

理
解
裡

9

一「

--, A
d
y
呦
，

一「

「
此
有
故
披

「
不
生
不

指
「

「
相
真
?
那
麼
，

切
有
帥
，

L一

展
示
了
一
個
「
三

這
個
範
疇
義
國
然
喇
喇
除
了
「

L… 

L … 
一
方
面
，

(繪圖陳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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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自 四 'J ^主~ L一



J\ 

9

所
以
變
化
才
有
其
可
能
，
因
而
只
是
扣
住
「
生
械
、

L一

(
在
這
個
意
思
上
，

-., 

L一

不

，
都
只
是
無
常
、

L一

「
由
種
前
芽
」

EVL 
E
L
H阻
，

j 

?
所
顯
現
出
來
的
「

一「

，
其
實
是
過

，
因
為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也
有
「

此
一
誠
化
，

'
是
無
需
任
何
條
件
的
所
謂
「
自
生
」

如
此
一
來
，

」
所
要
描
述
的
，

「
此
有
故
彼
有
，
此
生
故
彼
生
?
此

古文

彼

無
，
此
滅
故
披
滅
」

以
「
八
不
」
來
詮
表
此
一



…「

」
，
其
實
這

一
般
的
緯
起
諭
?

」
9

由
此
可
以
見
出
《
中
論
》

9

令
眾
生
由
謹
轉
唔
，

來

、
寂
靜
安
稽
的
涅
槃
'

，
而
缺
乏
價
值
論
上
的
考
鷹
。

一
點
看
起

a

自
本
期
專
輯
刊
登
屬
金
川
老
師
八
十
五
年
於
番

光
尼
羅
佛
學
鷗

「
中
觀
導
讀
」
課
程
的
部
分
講
稿

9

文
內
標
題
為

編
者
所
加

0
)

1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國
文
系
畢
業
，
輔
仁
大
學
哲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

2

現
任
南
華
管
理
學
院
佛
教
文
化
研
究
所
所
長

9

並
於
中
華
佛
學
研
究
所
擔
任
梵
文
與
中
觀
學
課
程
。

3

語
言
車
，
長
為
梵
、
漠
、
藏
、
巴
等
佛
教
經
典
語
文
。

4
發
表
有
《
龍
樹
的
語
言
概
念

γ

〈
藏
地
學
者
的
龍
樹
著
作
觀
了

〈
俱
舍
論
世
間
品
所
記
有
關
緣
起
一
詞

的
辭
義

唾語

對
論
〉
等
多
篇
論
文
與
專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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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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