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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
蘭

抽
象
的
「
市
」
字
，
究
竟
該
寫
成
「
把
」
還
是
「
出
」
?
它
的
方
向
究
竟
是
左
旋
或
右
旋
?

為
何
倡
導
和
平
無
語
的
佛
教

9

要
以
一
種
類
似
武
器
的
符
號
|
|
「
三
叉
載
」
來
象
徵
佛
法
?

「
把
」
字
典
「
三
叉
圓
輪
」
的
形
成
及
演
變
，
是
印
度
佛
教
美
術
發
展
的
兩
個
謎
團

e
e
e
e
-
-

而
門
轉
鞠
「
阻
」

、自J

在
桑
奇
雕
刻
中
，
有
許
多
美
麗
的
卷
曲
花
葉
裝
飾
，
考
古
學
者
們
推
瀾
它
是
「
市
」
字
變
化
而
出
的
「
吉

神
海
晶
晶
間
」
、
「
吉
祥
喜
旋
」
。
其
實
，
在
佛
塔
本
身
的
結
構
裡
9

早
已
體
藏
著
這
個
神
艇
的
符
號
，
只
是
千
百

年
來
尚
未
被
人
發
現
。

古
代
的
佛
塔
大
多
有
國
繞
塔
欄
捕
，
欄
插
在
四
方
都
開
了
出
入
口

3

為
了
溫
應
右
繞
佛
塔
的
朝
聖
習
俗
，



口
都
有
四
根
門

柱
排
列
成
L

迎
接
朝
聖
者
進
入
。
如
果

三
座

東
、
南
、
西
、
北
四
座
欄

地
發
現
，
這
是
一

的
「
但
」
字
符
號

9

而
中

藏
之
處
1
.

「
市
」
(
∞
互
間
內
民
主

其
實
並
非
文
字

9

而
是

種
符
號
?

。
早
在
西
一
兀

前
二
六
0
0

至
一
九
O
O

翻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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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桶石柱

北

。桑奇二塔四座欄橘連接起來，便是神秘的 r n: J 字 9 中心點正好就落在含辛l]t製識之處 1

(圖為桑奇二二塔俯視繪圖 9 欄楣從北入口開始，順時針方向依序編為 1-88 號欄楣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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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年
的
印
度
河
文
明
的

滑
石
印
章
上
，
就
己

經
發
現
它
的
存
在
，

而
亞
歷
山
大
﹒
康
寧

漢
也
曾
在
為
遮
因
附

近
，
發
現
刻
有
「
1月
」

字
符
號
的
古
老
錢

幣
。
然
而
，
它
並
非

印
度
的
專
屬
圖
騰
，

因
為
在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的
錢
幣
上
，
以
及

。書那教大多用 r !:Fi J 作為吉祥符號。(攝影﹒林許文二)

波
斯
、
希
臘
，
甚
至
遠
至
美
洲
的
印
地
安
文
化
中
，
都
有
「
市
」
字
的
蹤
影
。
考
古
學
家
認
為
這
是
水
、
火
、

太
陽

西或

元閃
前電

八音
記象

崢徵

「它
把 E
E言又

已可
見引
恥申
婆為
罹宇
鬥宙

教萬
的留

露出
11頂

後序

室里
展且

筆畫
晶晶

神 H于
蘇各

到大
.1:11..) 1:主，
". 刀之

三教
口 目可

g 屋

及。

其
慷
慨
熱
力
的
象
徵
，
甚
至
成
為
耽
濕
奴
、
梵
天
等
印
度
教
大
神
胸
前
的
旋
毛
。
傳
統
的
印
度
教
徒
認
為
它

是
「
一
切
安
好
」
之
意
，
因
此
常
會
在
工
作
文
件
、
新
娘
禮
服
或
大
門
屋
牆
上
畫
上
它
，
甚
至
掛
在
胸
前
當



、
絕
望
與
危
幟
。

ìt 

一
十
四
個
吉
祥
標
記

採
用

抽
象
的
「
而
」

9

若
直
接
音
譯
未
免
冗
長
難
辨

9

。
不
過

一「

于
取
其
「

「
市
」
還
是
「
的
」
?
它
的
方
向
究
竟

再
加
上
西
元
一
九
一

0
年
，
一

(
〉
們
阱
。
聞
自
已
叩
門
心
目
∞
∞
心
:
這
弘
山
)

「
記
」

發

~ 

LJ 

叫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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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所
有
的
宗
教
都
是
「
市
」
、
「
出
」
混
雜
使
用
，
當
那
敦
大
多
用
「
出
于
西
藏
的
喇
嘛
教
與
當
地

的
萃
教

2
8
1
3
)
信
仰
，
以
及
中
國
歷
代
各
版
大
藏
經
則
是
各
有
不
同
的
主
張
。

基
於
佛
經
中
所
述
「
稽
首
佛
足
、
右
繞
三
回
」
的
古
制
儀
軌
，
「
右
蹺
」
、
「
右
旋
」
的
方
向
應
無
爭

議
，
之
所
以
會
衍
生
出
符
號
寫
法
的
不
同
，
主
要
是
因
為
觀
者
觀
看
主
體
的
角
度
。
若
觀
者
將
它
視
為
由
內

向
外
散
旋
的
符
號
，
則
線
條
尾
巴
即
為
散
射
的
方
向
，
因
此
會
視
「
市
」
為
反
時
針
方
向
(
左
繞
)
，
「
出
」

為
順
時
針
方
向
(
右
繞
)
;
但
若
是
將
它
視
為
由
外
向
內
旋
轉
，
則
線
條
尾
巴
會
變
成
旋
轉
時
拖
曳
的
狀
態
，

因
此
「
市
」
就
變
成
為
順
時
針
(
右
繞
)
，
而
「
出
」
則
為
反
時
針
(
左
繞
)
。

一
個
旋
轉
方
向
可
以
使
人
百
思
不
解
，
難
怪
人
們
會
稱
它
為
「
神
甜
的
宗
教
符
號
」
!
不
過
，
如
果
擺

脫
「
市
」
字
在
「
線
條
」
上
的
糾
纏
，
先
不
討
論
向
內
或
向
外
、
左
旋
或
右
旋
的
問
題
，
回
到
原
始
的
右
蹺

儀
式
與
佛
塔
的
欄
插
設
計
來
思
考
，
將
能
提
供
男
一
個
角
度
來
解
開
這
個
疑
惑
。

首
先
，
古
印
度
的
右
蹺
之
禮
原
是
大
眾
向
聖
者
、
聖
物
表
達
禮
敬
的
習
俗
，
因
此
主
角
必
是
位
在
中
間

的
佛
陀
或
聖
物
，
而
右
繞
時
繞
行
者
必
須
將
「
尊
貴
」
的
右
肩
朝
向
中
心
點
，
以
順
時
鐘
方
向
繞
行
。
這
是

一
種
向
中
心
者
禮
敬
、
學
習
的
儀
式
，
不
論
中
心
點
是
無
上
的
佛
陀
或
舍
利
，
其
目
的
都
是
要
讓
繞
行
者
在

心
中
生
起
往
內
修
習
的
力
量
，
引
導
禮
敬
者
「
向
中
看
齊
」
'
邁
向
解
脫
之
道
。
時
至
今
日
，
古
老
佛
塔
是
唯

一
保
留
「
右
繞
之
禮
」
原
始
精
神
的
佛
教
文
物
，
也
正
是
我
們
解
開
「
市
」
字
之
諧
的
入
口
。

最
早
的
聖
塔
並
無
欄
插
，
是
一
種
聞
放
式
的
露
天
設
計
，
讓
人
們
自
由
地
來
去
，
後
來
為
了
防
止
牲
畜



會一
野
獸
等
毀
壞
污
損
，
才
又
加
上
欄
楣
保

護
。
又
為
了
避
免
出
入
不
便
，
便
在
東
、

西
、
南
、
北
四
方
留
了
通
道
，
並
配
合
右

繞
的
方
向
，
伸
出
四
個
呈
L
形
的
欄
楣
出

入
口
，
這
個
轉
折
的
設
計
看
似
多
餘
，
實

際
上
卻
有
著
額
似
「
玄
關
」
的
功
能

•• 

以

逆
時
針
方
向
伸
出
一
截
猶
如
臂
膀
的
欄

楣
，
可
以
讓
朝
聖
者
順
勢
右
繞
佛
塔
，
同

時
增
加
逆
向
左
蹺
者
的
不
便
，
等
於
是
規

範
大
眾
一
定
得
順
著
右
繞
的
方
向
，
否
則

無
法
進
入
聖
地
。

簡
單
地
說
，
這
個
L
形
「
玄
關
」
的

迂
迴
設
計
，
正
是
隔
離
世
俗
與
聖
地
的
中

間
站
，
是
迎
接
朝
聖
者
與
洗
游
心
靈
的
騷

衝
空
間
。

「
市
」
字
的
線
條
正
有
如
佛
塔
的
欄

香
光
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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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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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國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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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逆時針方向伸出猶如臂膀的欄楣，可以讓朝聖者順勢右繞佛塔，它是迎接朝聖者與

洗1操心靈的緩衝空間。(圖為桑奇二塔的入口欄楣 a 攝影:林許文二)



「
區
隔
內
外
」

」
聖
地
的
閱
日
，

個

，
一
體
是
順
時
針
往
內
繞
行
(

?
西
一
兀
五
世
紀
左
右
建
立
的
達
美
克
塔
(
白
宮

)
的
「
市
」
而
非

一-，

白
宮
。

5
)
塔
身
上
，

也
是
以
「
市
」

", 
日可

L一

因

一「

L一

「
向
內
觀
間
，

L一

• 
」

一

闢

一
著

--, 

L-
9 

，
可
以
看
到
一
個
魔
軍
手
中

「
三
臨
行
三
二
話
」
或

拿
著
如
叉
子
般
、

、\/"

一「

L一

--, 

L一-
0 



《
本
生
經
》

為
諸
金
剛
、

~ 

」
?
因
〕

「
三
叉
圖
輪
」

的
臨
桿
上

9

是
仕
女
或
藥

的。
康
寧
漢
認
為
「
三
叉

圓
輪
」

|
|
地
、
水
、
火
、

會

班
(
如
工
，

-r 

的

L一

。在《本生經》與律藏的記餓中 9 三叉車主已是相當普遍的作戰武器。

(圖為桑奇大塔閉門背面下橫樑「伏魔正覺J 的部分雕刻，下方魔軍手J寺的武器即三

叉載。攝影林許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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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字
母
，
所
組
合
而
成
的
複
合
符
號
，
在
他
的
概
念
中
，
這
些
便
是
佛
法
的
宇
宙
觀
，
因
而
推
定
「
三
叉
圓
輪
」

是
佛
、
法
、
僧
三
寶
中
，
象
徵
「
法
」
的
符
號
。
由
於
佛
典
中
，
甚
少
提
及
此
物
，
而
難
以
作
更
深
入
的
考
據
，

所
以
歐
洲
學
者
大
都
接
受
這
種
說
法
。

就
邏
輯
與
文
字
學
而
言
，
這
個
論
點
是
合
理
的
，
可
是
回
到
佛
法
的
層
面
上
，
許
多
問
題
就
會
浮
現
出

來
。
首
先
，
這
些
字
母
所
對
應
的
意
義
並
非
佛
陀
獨
創
的
思
想
，
也
未
必
能
涵
蓋
佛
法
的
精
髓
，
若
古
印
度

人
以
它
們
組
合
的
符
號
來
象
徵
佛
法
，
就
頗
值
得
商
榷
了
。
此
外
，
為
何
是
選
用
巴
利
文
，
而
非
阿
育
王
慣

用
的
波
羅
米
文
(
即
各
自
)
或
其
他
古
文
字
?
又
借
導
和
平
無
譯
的
佛
教
，
為
何
要
以
類
似
武
器
的
符
號
來

象
徵
佛
法
?
它
還
經
常
出
現
在
皇
室
出
逃
的
王
旗
、
戰
場
推
旗
與
士
兵
們
的
刀
劍
上
，
難
道
「
佛
法
」
在
當

時
已
成
為
武
士
或
戰
爭
的
幸
運
符
號
?
甚
至
許
多
性
感
女
藥
叉
所
佩
掛
的
項
鍊
、
耳
飾
也
以
它
為
造
型
，
難

道
那
時
佛
法
早
已
失
去
宗
教
的
超
然
崇
高
，
而
被
「
物
化
」
為
女
性
的
裝
飾
品
?

文
字
的
出
現
原
是
為
幫
助
人
類
記
憶
，
它
的
發
明
也
是
從
模
擬
自
然
萬
物
開
始
，
就
「
三
叉
圓
輪
」
在

雕
刻
中
出
現
的
場
合
與
頻
繁
程
度
而
言
，
它
應
是
一
個
與
大
眾
日
常
生
活
相
當
密
切
的
裝
飾
或
器
物
。
而
且
，

若
從
人
類
文
化
行
為
來
看
，
應
該
先
有
三
叉
戰
與
聞
輪
的
實
物
，
之
後
才
發
展
出
宗
教
性
的
內
涵
，
由
此
看

來
，
康
寧
漢
從
文
字
的
組
成
反
推
「
三
叉
圓
輪
」
的
出
現
，
就
顯
得
有
些
倒
果
為
因
了
。
況
且
，
在
不
造
立

教佛
最像
複的

雜年
的代
核裡
d心，

|盃
些富
的:要

蓋世
窩利

並盤

空 i
草也
蜀尚

佛有
教部
文派
化分
所說
涵的
蓋間
的題

露自
也是
相否

當有
A 台些
τt Fl巴

人力
存處
疑理

佛



9

根
據
他
的
看
法
，
「
三
一

9

而
且
他

所
生
之
子
，
因
此
康
寧
漢
將
碼
亞
與
佛
母

摩
耶
夫
人
作
了
連
結
，

一
起
，
但
誠
如
他
所
說
的
.. 

「
對
於

-----, 

一
般
廣
大
的
讀
者
而
言
?
要

關
連
清
楚
顯
現

9

是
非
常
回

且
幾
乎
不

匕

b
s
付
J
f
1
，
一

，
刮
目
川
，
自WI
I
1
6

一

?
因
為
文
化
交
流
無
有
國
界
，
早
期
佛

。
只
是
?
若
要
以
希
臘
神
話
來
思
索
印
度
藝
術

9

或
許
還
有
比

!
在
航
海
貿
易
興
盛
、
商
業

/戶\

9

披
西
頓
的
三

，
更
有
可
能
影
響
到
印
度
美
術
的
發
展
，

順
著
這
條
路
徑

9

」一

一-，

r-、

'-1 

?
倒
如
:

猶
如
商
人
臂
鷹
入

?
A
V、海
中
故
被
鷹
晶
械
、
空
9

東
西
南
北
?
若
得
陸
地
，
則
便
停
止

9

若
無
陸
地

9

體賽

史
還
歸
船
。

閥
割
自
制
關
向

十
一
年
九
月

V
O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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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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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一一
逃
弋
，
手
持
漁
人
用
的
三
叉
職
作
為
武
器
，
能
隨
心
所
欲
擊
毀
任
何
事
物
。
西
元
前
六
世
紀
時
，
希
臘
的
海

上
貿
易
與
殖
民
已
相
當
興
盛
，
為
祈
求
出
海
順
逞
與
安
撫
船
員
情
緒
，
人
們
往
往
會
在
出
海
前
舉
行
祭
祖
天

神
的
儀
式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
便
是
以
牲
畜
為
祭
晶
，
向
海
神
波
西
頓
祈
求
海
運
平
安
!

西
元
前
四
四

0
年
，
希
臘
人
在
航
海
必
艦
的
孔
道
史
奈
恩
師
(
。
一
咕
。

E
E
Z
B
)
上
，
修
建
一
座
壯
麗
的

波
西
頓
神
廟
，
所
有
進
出
雅
典
的
船
隻
都
可
以
遙
望
這
座
海
神
廟
，
漁
民
會
將
捕
獲
的
第
一
隻
金
槍
魚
獻
給

們
。
哥
哥
)
舉
辦
僅
次

繭
，
平
安
回
港
後
也
會
舉
辦
盛
大
的
祭
典
向
祂
表
達
感
謝
。
每
兩
年
一
次
在
科
林
斯
地
峽
(
且
已
回
音
呂
閣
。
『

於
奧
林
匹
克
的
地
峽

運
動
會
(
『
苦
自
古
自

。
但
5
2
)
，
也
是
為

了
祭
祖
波
西
頓
。

西
元
前
三
二
六

年
，
亞
歷
山
大
終
於

決
定
結
束
多
年
的
征

戰
班
師
回
閣
，
數
量

龐
大
的
部
隊
準
備
從

香
光
莊
嚴
【
第
七
十
一
期
】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V
O
四
三

。海神波西頓統領所有的水域，並能駕叡暴風雨。祂

的個性如何無常的大海，陰晴不定，手持漁人用的三

叉載作為武器 o (攝影釋自顧)



達
斯
皮
斯

9

乘
坐
千
鹼
體
軍

艦
下
到
印
度
河
出
海

口
，
做
程
前
亞
歷
山

大
聽
從
祭
司
與
預
言

家
的
建
議
9

舉
行
盛

大
的
祭
神
儀
式
與
運

的
對
象
包
括
希
建
新

尼
斯
河
一
帥
、

'
卻
務
實
地
融
合
了
十
二

。科林斯地峽是連接伯羅奔尼撒半島與希蠟中部的狹

長隨地，羅馬皇帝尼祿始建運河貫穿j此地，自古即為

愛琴海與愛奧尼亞海之間的海陸交通要地，今之運河

邊於 1881-93 年間，古希臘士也峽運動會的遺址即在運

河南方不遠處。(區為科林斯運河。攝影釋自顯)

海
上
商
人
與
佛
塔
的
關
係
。

，
由
於



抽
攏
。

9

晰
也

JA41 

置塔
或
依
梵
行
合
理
使
用
。

(
見
本
刊
第
七
十
期
9

買

2
)
、

」
(
頁

∞
心
)
，

9

距
離
桑
奇
最
近
的
大
海
港
布
羅
奇
，

化
在
經
由
海
港
進
入
內
陸
的
臉
程
中
，

f甜甜、

LJ 

、
國
陀
羅
與
轉
輪
聖

異
文
明
的
融
合
，

唾F

攜
起
巨
浪
，
令
大
抽
血
麗
動
，
素
有
「
大
地
搖
動
者
」
的
稱
號
，

車
四
處
過
視
的
模
樣
，
則
與
古
印
度
的
暴
風
雨
神

幾
乎
相
同
。

r-\ 

關
制
劑
湖
捌
翻
倒
也
回
割
肉
關
陶
器
勵
路
絨
闕
對
內
勘
闖
闖
關
叫
開
油
倒
鬧
翻
閣
制
翩
翩
翩

m
F
A
即
翱
翔
例
關
叫
“
一

1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一
期
〕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九
月w
v
O四
五



。
她
力
大
無
窮
、
性
情

，
因
此
而
得
「

那
代
表
蒼
天
，

人
心
，
因
而
能
公
正
地
裁
罰
人
闊
的
幢
幢
間
題
，

「
輪
寶
」
o

一
一
種
威
力
相
當
的
神
器
9

與
印
度
文
化
吸
收
融
合
，

----, 

L一

〔
吉
祥
矗
身
、

'-' 

----, 

L一

(
見
圖
一
，
買
車
)
，

造
型
變
化
而
來
。



。

L.. 

。

L一-

O 

」
(
見
本
刊
第
七
十
期
9

頁
涅
〉

L一

一---，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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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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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w
v
O四
八

ljij 
希臘海神波茵暉「三叉軾」的變形，將左右兩端

的尖刺柔化為綻放的蓮花，只留下中間的尖刺，

但位然保留著明顯的三叉原型 O

因陀囉所持「雷電矢」

的變形，保留上方的

尖刺，握手處的四個

銳角美化成藤蔓般卷

曲的線條。

轉輪聖王「輪寶」的變形，將輪IG美化為蓮花，

取其潔淨、莊嚴與智慧的意涵。

(攝影林許文二)



一
、

煩
惱
行

一「

柱
上

不
過
，

「
一
一
一
叉
闢
輪
」

出
匕
應
該
只
是
如
傘
蓋
或
拂
廬
的
次
要
角
色
，

」
的
金
剛
座
，

其
上
方
又
有

，
以
此
來

的
滴
窟
。

也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變

形
表
現
，

為
圖
輪
，
四
方
各
有

四

個
動
起
來
將
是
個
令
人

遇吾

生
畏
的
武
器
1
.

.

.
由
於
一
二

9

因
此
也
有
「
破
除
無
明
行

」
的
神
聖
時
翊

1
.

，
而
當
它
放
置
於
金
剛
座
上
峙
，
這
個
意
義
就
更
為
明
顯
。
例
如
大
塔
南
門
左

「
斬
斷

L一

一
同
出
現
，
象
擻
佛
陀
在
菩
提
樹
下
「'

佛
如
在
二
塔
上
就
有
個
放
著
「
三
叉。「三叉圓輪」與菩提樹、菩提大塔一間出現，象徵佛陀

在菩提樹下「降魔正覺」的神聖時刻。(圖為桑奇大塔東尸會主

柱盤據在金剛座上的「三叉圓輪」。攝影﹒林許文二)



香
光
莊
嚴
【
第
七
十
一
期
】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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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五
。

三
、
勝
利
圖
騰
:
在
桑
奇
與
巴
呼
特
雕
刻
，
中
，
凡
有
國
王
出
逃
或
戰
爭
的
場
景
，
均
會
有
旗
手
高
舉
隨

風
飄
揚
的
旗
悟
，
旗
桿
頂
端
就
是
一
只
「
三
叉
圓
輪
」
。

旗
幟
象
徵
軍
隊
的
生
命
，
軍
旗
更
是
戰
場
上
士
氣
精
神
之
所
繫
'
桑
奇
雕
刻
中
的
旗
幟
，
幾
乎
清
一
色

皆
以
三
叉
載
與
聞
輪
作
為
旗
桿
頂
飾
，
這
望
有
如
海
神
波
西
頓
的
三
叉
載
。
毫
無
疑
問
地
，
它
在
此
是
個
勝

利
圖
騰
，
在
王
者
出
逃
時
象
徵
國
王
的
威
儀
，
戰
爭
時
代
表
部
隊
的
威
武
氣
勢
，
期
能
順
利
出
征
凱
旋
榮
歸
。

男
外
，
它
還
應
用
在
戰
士
的
武
器
上
，
例
如
大
塔
西
門
守
門
藥
叉
所
持
的
寬
刀
刀
鞘
上
，
就
可
看
見
它
的
蹤

影
，
應
可
視
為
作
戰
時
勝
利
護
身
的
符
號
(
頁
怕
。

F
M
H
)
。

除
此
之
外
，
它
還
擻
立
在
塔
門
頂
端
，
享
有
崇
高
而
不
可
侵
犯
的
地
位
。
這
些
高
高
在
上
的
「
三
叉
圓

輪
」
(
桑
奇
殘
留
最
完
整
的
是
大
塔
北
門
頂
端
)
，
左
右
對
稱
地
守
護
著
正
中
央
的
神
聖
法
輪
，
三
叉
中
間
的
尖
刺
，

頂
著
一
個
演
化
變
形
的
祥
雲
符
號
，
你
可
以
將
它
視
為
金
剛
座
上
破
除
無
明
、
成
就
智
慧
的
標
誌
;
也
可
以

將
整
根
石
柱
當
作
一
支
旗
桿
，
將
它
視
為
守
護
佛
法
、
抵
禦
萬
敵
的
圖
像
。
而
「
三
叉
圓
輪
」
下
方
伸
出
的

左
右
卷
鬚
'
則
可
以
視
為
旗
晴
的
抽
象
表
現
。
每
座
塔
門
各
有
一
對
巨
大
的
神
聖
三
叉
旗
桿
'
東
、
西
、
南
、

北
四
座
塔
門
，
就
有
八
支
三
叉
旗
桿
守
護
四
方
，
這
是
否
有
「
四
聖
諦
、
八
正
道
為
佛
法
門
戶
」
的
深
意
，

還
需
要
更
充
分
的
證
據
。
但
是
，
四
庫
塔
門
與
八
根
神
聖
旗
桿
'
護
衛
著
正
中
央
的
聖
塔
與
塔
中
聖
者
的
舍

利
，
則
是
不
爭
的
事
實
。

二
十
世
紀
的
現
代
，
希
臘
的
五

O
圓
紙
幣
上
浮
印
著
海
神
與
抽
的
三
叉
職
權
杖
，
美
間
將
先
進
的
潛
艇



取

飛

「
三
叉

彈位
依
然
崇
高
，

臘
海
一
蟬
的
三

的
圖
騰
9

在
證
據
上
仍
嫌
薄
弱
。
因

蚓
糧
、
手
持

教
濕
婆
派
苦
行
者
隨
身
握
持
三

|
|
它
也
可
能
是
一

人
想
像
不
到
的
議
臨
!

喔掛

。三叉圈輪經常出現在皇室出巡的王旗、戰場挂旗與士兵們的刀劍上，難道「佛法」在

當時已成為武士或戰爭的幸遺符號?圖為桑奇大塔東門「八王分舍利」雕刻，雕刻中上方兵士所

持的即是裝飾著「三叉圈輪」的旗艙。攝影林許文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