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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比較觀點看佛教(二)

佛
教
與
基
督
教
都
有
位
獨
特
而
傑
出
的
教
團
與
教
法
的
創
教
者

8
，

兩
者
都
有
很
多
思
想
家
尊
重
理
性
?
使
得
理
性
信
仰
抬
頭

e
9

基
督
與
佛
陀
同
樣
認
為
自
己
扮
演
醫
生
的
角
色
。

比
較
峙
，
N
必
須
時
常
考
慮
到
兩
者
之

間
的
明
顯
差
異
，
其
中
有
幾
噴
更
是

r-、

'-' 

現
在
世
間
?

，
但
他
的
傳

道
只
限
於
印
度
-
9

先
知
所
預
言
的
故
世
主
。

被
視
為
從
印
度
的
印
度
教
發
展
而

成為
是
根
源
於
婆
羅
門
教
與
批
判
該
教

兩
者
的
起
源
背
景
如
此
不
同
步

問
此
根
本
的
見
解
當
然
迴
異
。
尤
其

麗蓮蘊觀磁盤盤盤遲遲劉臨璽翻翻翻噩噩嘲艷麗聶噩噩璽噩噩遜噩噩翻



佛
教
相
信
，
現
世
的
生
命
只
不
過
是

在
廣
大
的
宇
宙
中
，
以
種
種
的
型
態

呈
顯
，
同
時
流
轉
於
悠
久
生
命
長
河

中
的
一
個
區
段
而
已
。
雖
然
像
俄
利

根
(
。
且
m
m
P
E
U心
N
E

心
)
山
等
少
數

的
基
督
教
徒
，
似
乎
也
主
張
類
似
的

觀
點
，
但
這
種
輪
迴
信
仰
對
基
督
教

來
說
，
本
質
上
是
不
同
的
。

另
外
，
很
重
要
的
是
，
基
督
教

與
猶
太
人
在
思
想
與
實
踐
上
都
同
樣

有
個
基
本
前
提
|
|
對
創
造
神
的
信

仰
;
佛
教
雖
然
沒
有
這
種
信
仰
，
但

是
後
期
佛
教
主
張

「
久
遠
實
成
之
佛
」

關
團(開

門
。
門
口
H
H
H切
口
(
H
m
H
F
自
)

的
思
想
，
可
說
接
近
基
督
教
了
。

佛
教
與
基
督
教
在
普
及
世
界
各

地
的
過
程
中
，
與
不
同
文
化
圈
的
各

種
思
想
接
觸
而
受
到
衝
擊
。
基
督
教

在
發
展
過
程
中
受
希
臘
思
想
所
影

響
，
佛
教
則
受
印
度
教
民
間
信
仰
的

強
烈
影
響
，
因
而
產
生
印
度
教
式
的

大
乘
秘
密
佛
教
型
態
。
而
在
中
國
及

其
耽
鄰
的
各
國
中
，
佛
教
經
常
藉
由

儒
家
與
道
家
的
語
詞
來
解
說
﹒
'
日
本

佛
教
則
除
儒
家
之
外
，
還
加
上
神
道

的
重
要
因
素
。

〔
獨
特
而
傑
出
的
創
教
者
〕

儘
管
有
上
述
的
差
異
，
但
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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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與
佛
教
兩
者
之
間
，
確
實
存
在

此
}
一
可
供
類
比
的
基
本
現
象
。

首
先
，
這
兩
個
宗
教
在
一
聞

始
，
都
有
一
位
獨
特
而
傑
出
的
教
團

與
敦
法
的
創
教
者
，
也
都
始
終
展
現

出
對
創
載
者
不
變
的
尊
崇
與
皈
依
的

傳
統
。。

「
基
督
教
就
是
基
督
」
'

「
佛
教
就
是
佛
陀
」
嗎
?

然
而
，
以
佛
教
來
說
，
歷
史
人

物
的
佛
陀
|
|
喬
達
摩
(
釋
迦
牟
尼
)

身
為
佛
教
創
教
者
，
而
他
本
身
卻
對

信
仰
創
教
者
提
出
質
疑
﹒
，
但
基
督
教

對
這
樣
的
信
仰
有
很
明
顯
的
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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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
督
教
就
是

基
督
」
o

《
聖
經
》
上
記
載
:

獄
卒
俯
伏
在
保
羅
、
西
拉
面

前
，
問
說
:
「
啊
!
我
該
做

甚
麼
才
能
夠
得
救
呢
?
」
他

們
說
@
e

「
當
信
靠
主
耶
穌

9

你
就
會
得

。
」
(
《
聖
經
圖
使

徒
行
傳
》
且
一
凶
。
:
出
)

那
麼
，
同
樣
可
以
說
:
「
佛
教

」
嗎
?
這
種
說
法
將
產
生

攸
闢
佛
教
信
仰
層
面
的
整
體
問
題
。

可
以
斷
定
的
是
，
佛
教
在
後
珊
的
某

種
情
況
下
確
實
具
有
這
種
要
素
，
例

如
在
淨
土
教
的
傳
統
中
，
對
阿
彌
陀

佛
扭
百
願
的
信
仰
即
是

然
而
，

但
佛
教
是
否
果
真
也
如
基
督
教
般
，

除

(
法
)

之
抖
，
也
要
信
仰
創
載
者
本
身
?
佛

教
的
副
教
者
是
如
何
的
人
呢
?
佛
陀

一
開
始
只
不
過

明
市
智
慧
的
師
長
而
已

9

他
與
我
們

'
是
難
免
犯
錯
的
平
常
人
。

緬

的
提
提

(
包

J
P
E
目F
E
z
-
-
。
這
)
間
長
者
說

佛
陀
在
他
的
方
法
土
重
視
合

理
性
?
因
此
未
曾
要
求
要
絕

對
地
信
仰
他
或
他
的
教
法

9

不
如
說
就
像
佛
陀
教
導
噶
拉

人
(
只
巴
拉
g
m
H
)那
般
:
不

能
只
因
為
由
於
傳
統

9

或
根

據
偉
人
所
說
，
或
世
人
所
公

認
等
這
些
理
由
就
什
麼
都
相

信
?
即
使
連
佛
陀
所
說
的
也

LLRLU 
E

頁
，
t
u
芷
〈

而
佛
陀
臨
入
涅
槃
峙
向
侍
者
阿

難
開
示
，
弟
子
應
依
靠
的
是

(
串
串
冒
出
函
，
法
)
，
他
說
:

可
推
阿

1
.

ljn 

許
以
後
你
們
當

中
會
有
人
如
此
想
﹒
@
「
佛
陀

的
言
教
已
經
結
束
了
，
對
我

露頭噩噩噩懿毒草麗蘊噩噩區璽鑫噩噩磁盤噩噩懿懿



們
來
說
，
師
長
已
經
不
在

了
。
」
但
不
可
作
如
是
想
。

我
已
經
為
你
們
宣
說
真
理

(
法
)
與
教
圓
的
規
則
(
律
)

等
，
我
入
減
後
你
們
就
以
之

為
大
師
。
(
《
大
般
涅
槃
經
》
;

《
漢
譯
南
傳
》
冊
斗
，
頁
皂
泡
)

規
範
(
法
)
才
是
弟
子
們
應
該

依
止
之
處
，
所
以
，

無
論
於
任
何
教
法
與
戒
律

中
，
凡
無
八
支
聖
道
(
八
正
道
)

之
處
，
就
無
真
實
證
果
的

人
(
《
大
般
涅
槃

經
》
;
《
漢
譯
南
傳
》

冊
7

頁
呂
山
)

對
弟
子
們
而
言
，
佛
陀
剛
開
始

時
只
不
過
是
單
純
的
一
般
人
而
已
，

並
非
超
越
世
間
的
。
但
隨
著
時
間
流

轉
，
逐
漸
受
到
高
度
的
讚
揚
，
終
於

成
為
信
徒
心
目
中
超
自
然
的
存
在
。

佛
陀
本
身
似
乎
不
允
許
弟
子
把
他
當

神
一
般
地
崇
拜
，
甚
至
此
賣
過
度
讚

揚
他
為
無
比
的
偉
大
聖
者
的
人
，
以

下
即
是
一
例

舍
利
弗
長
老
來
到
世
尊

的
處
所
，
頂
禮
世
尊
，
而
後

側
坐
一
旁
說
道

.. 

「
世
尊
!

我
對
師
尊
如
此
的
崇
信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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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過
去
、
未
來
或
現
今
，
不

論
修
行
者
或
婆
羅
門
，
關
於

悟
道
方
面
，
都
沒
有
比
世
尊

偉
大
又
智
慧
的
人
吧
!
」

(
世
尊
回
答
:
)
「
你
所
說

的
這
些
話
，
真
是
大
膽
又
自

以
為
走
。
你
是
否
心
已
證

悟
，
所
以
能
用
你
的
心
去
理

解
過
去
證
悟
者
之
心
，
並
且

知
道
證
悟
者
做
什
麼
行
為
，

具
什
麼
智
慧
，
證
得
什
麼
解

脫
等
嗎
?
」

「
不
是
。
」

「
那
麼
你
是
否
證
悟
，
所

以
可
以
用
心
去
理
解
未
來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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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
解
脫
者
證
悟
之
事
?
」

「
不
是
o

」

「
可
是
舍
利
弗
呀
!
至
少

ι
L
V
 

F
λ
i
f
 

知
道
我
證
悟
之
事
，
理

解
我
的
心
吧
!
」

「
不
知
道
。
」

「
那
麼
說
，
舍
利
弗
呀
!

你
明
知
自
己
不
理
解
過
去
、

未
來
、
現
在
覺
者
們
的
心

9

為
什
麼
你
說
的
話
是
那
樣
大

膽
又
自
以
為
是
呢
?
」
(
《
大
般

涅
槃
經
》

u
g

《
漢
譯
南
傳
》
冊

7

頁
出
)

雖
然
如
此
?

的
深
具
權
威
。
他
是
己
覺
悟
的
人
，

是
「
世
界
之
眼
于

口
宜
說
的
經
典
，

、
尊

重
它
，
基
督
教
教
徒
對
《
新
約
聖
經
》

-----, 

L一
、

遍
知
」
、

「
明
行
足
」
、
一--，

一--，

一--，

」
、
「
調
御

L一一
、

丈
夫
」
、

「
天
人
師
」
、

-一可

-----, 

L一一
後
來
，

「
世
尊
」
9

，
而
是
崇
拜

。
最
初
期
的
信
仰
表
述

目
疋
:
「

L一

(
法
)
、
教
團
(
僧
)

L一
。

「
正

諸
佛
所
說
的

必
定
會
A

現
，

L一
、

諸
佛
所
說
的
不
會
悼
離
其

理
9

有
如
擲
上
空
中
的
石
頭

L一一

、

，
如
臨

者
的
逝
去
多

落如
拂
曉
前
的
旭
日
升
起
，
如

f
何V
I
!

P
U
臥

J
布
A
V

出
占
八
時
的
獅
吼
，
如

性
生
育
子
女
，
這
些
都
確
實

而
μ
將
誤
，

佛
所
說
的
話
確

實
且
必
然
實
現
。

(
《
本
生 而

臣是富麗盟國噩噩噩噩蘊儡噩噩露露露讓噩噩輛輛輛靄噩噩懿闢蠶蠱靈靈靈靈臨噩噩噩噩噩臨頭翩翩翩露頭鑽輛輛輛闢



經
》
)

文
章
。 基
督
教
的
文
獻
中
也
有
穎
似
的

天

要
消
失

9

向
華
、
甲
、
私

F
E
-
-
5
/

叫
/

不
消
失
。
(
《
聖
經
國
馬
太
福
音
》

《
聖
經
國
路
加
福
音
》

U
N弘
一
山
山
。

U
N
H…
凶
凶
)

天
地
消
失
要
比
律

(
《
間
主

的
一
筆

一
畫
被
塗
抹
還
容
易
。

經
a

路
加
福
音
》
屈
一
口
)

在
佛
教
早
期
的
經
典
中
，

(
參
見
《
增
支

部
》
;
《
漢
譯
南
傳
》

間

M
H
q

頁
阿
拉
)
;
耶
穌
也
同
樣
被

描
述
蝠
，
因

宣
說
權
威
者
的
教
訓
，
跟

般

學
學
者
不
同
。

(
《
間
草

經
m

馬
可
福
音
》
行
的
)

我
是
玉
，
是
無
上
真
理
之

王
!
(
《
小
部
日
經
集
》
;
《
漢

譚
甫
傳
》
冊
句
，
真

H
M
∞
)

一
方
面
，
基
督
也
以
伺
樣
的

風
格

。
彼
拉
多
問
基

督

「
那
麼
，
你
是
王
嗎
?
」
耶
穌

回
答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四
期
〕
民
國
九
γ
二
年
六
月

w
v
O八
五

正
如
你
說
的
，

就
是
大

王

的
使
命
是
為
真
理
作

~j13::，，
一口

f1J:î.已

為
此
而
來
到
世
上
。

(
《
聖
經
阻
約
翰
福
音
》
嵩
山
斗
)

等見
《
聖
經
國
馬
可
福
音
》
趴
拭

1
主
)
。

個
人
的
信
仰
，

的
信
仰
9

疆噩噩蠶噩鑫蘊磕碰盤盤臘驢噩噩鵬聽聽翻翻輛輛車F幽幽滋盛蠶蠱

參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斗
四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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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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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卻
又
認
為
日
常
生
活
中
時
時
正

。
在
緬
甸
的

剃
度
儀
式
上
，
使
刻
意
使
年
輕
的
沙

彌
心
中
，
憶
念
佛
陀
捨
離
、
忍
辱
的

精
神
，
以
作
為
楷
範
。
此
外
，

《
本
生
經
》

身
一
本
現
如
何
積
聚
成
佛
的
資
體
。

簡
而
言
之
，
後
人
強
調
佛
陀
之

所
以
成
僻
的
特
質

9

其
程
度
並
不
亞

於
敦
法
，

學
習
。然

而
，
大
乘
佛
教
傳
統
中
，
稱

揚
佛
陀
的
傾
向
中
最
高
度
的
表
現

9

以
大
乘
佛
教
的
傳
統
而
言
，
同
承

多
的
佛
與
菩
薩
被
當
作
「

般
地
崇
拜
，

(
H
N
N
N
巴
里
)
極
力
主
張
要
信
仰

》
中
所
說
，
久
違
劫
前
本

'
末
法
峙
期
的
凡
夫
，

向
久
違
前
本
已
成
佛
的
釋
過
牟
尼

神
珊
，

SAEl 

批
評
:
大
乘
佛
教
是
將
歷
史
上
的
佛，

也
包 L一

即
使
信
徒
可
以
直
接
向
基
督
禱
告
?

但
卻
向
聖
母
瑪
利
亞
，
或
聖
安
東
尼

(
切
問
﹒
〉
巨
片
阿

5

口
山
〉M
川
胡
同
1

鼠
忌
問

為
有
如
此
的
情
況
，

教
者
信
仰
不
足
?
相

明
對
削
載
者
的
信
仰
中
，
也
包
含
皈 正

可

說

依
聖
人
或
菩
薩
吧
!
所
以
說
:
「

切
佛

的
聖
號
」
。
同
時
也
可
注
意
到
，
以

皈
依
阿
彌
陀
佛
弘
願
的
揮
土
教
傳
統

而
且
一
一
口
?
(
早
已
I
H
N自
)
代
表
繼 ，

也

臨鐘矗蠢驢富麗E聽蠶蠱聽盤盤盤磁盤輛輛鵬聽噩露頭



樹
所

一
位
大
師
。

對
佛
陀
的
信
仰
中
?
最
顯
著
的

因
素
就
是
報
恩
之
心
。

9

佛
陀
日
起
「
道
」

的
發
現
者
!
i

睡
不
同
私
生
到
達
涅
槃

之
道
的
人
。
他
是
釋
迦
族
的
偉
大
聖

，
因
而
稱
為
「
釋
迦
牟
尼
」

9

位
極
富
慈
悲
心
的
人
。

隨
著
時
間
的
推
移
，
「
慈
悲
」

的
觀
念
被
強
調
成
「
菩
薩
」
(
字
面

上
直
譯
為
「
士
心
求
菩
提
者
」
)
的
菩
提

本
質
。

?
是
救
濟

他
人
的
泉
源
，
他
為

了
使
用
獄
生
向
「
道
」
9

而
堅
持
留
駐
在
這
無

常
的
世
間
。

懷
有
報
恩
心
的
信
仰
就
是
清
淨

自
在
的
保
證
，
而
親
鷺
對
於
後
人
因

沒
有
深
切
信
願

9

雖
皈
依
淨
土
主
九
宗

卻
難
發
真
實
之
心

此
身
虛
假
不
實

猶
無
清
淨
之
心

惡

更
難
戒

心
行
如
蛇
蠍

(
《
悲
歡
述
懷
和
讚
》
)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四
期
〕
民
間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W
V
O八
七

會
捉
到
制
教
者
的
個
性
與
人
格
。

而
基
督
則
是
天
主
唯
一
的
做
一
耶
者
。

H
U
B卡
U
P

先
M
F
d
w紗，

雪
還
評
斷
宣

說
教
法
的
人
9

這
是
宗
教
與
哲
學
相

9

哲
學
是
專
就

其
學
說
本
身
而
一
受
到
評
斷
或
接
納
個
9

9

則
認
為
一
位
值
得

、
傑
出
人
物
的
出
現

9

可
作
為

其
教
怯
的
具
體
化
與
確
切
實
在
的
例

站
起
?

要
闢
鏈
。
例
如
，
現
今
的
印
度
教
之

，
也

U吋扭頭聽聽鑫盤璽盤盤盤盤麗麗經獨露頭頭露頭歷蠶蠱盤磁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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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莊
嚴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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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四
期
〕
民
囡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W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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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所
以
成
為
普
遍
性
的
宗
教
，

大

因
素
是
受
到
羅
摩
克
里

(
閱
品
巴
巴
窗
戶
的
阿
戶
口

P
H
昆
同
山1
日
∞
∞
小
)
問

說
所
影
響
。

9

由
於
佛
陀
本
身

者
的
信
仰
就
顯
得
內
教
而
含
蓄
。

，
當
然
會
令
人
懷
疑

'
是
否
真
的

'-1 

一
般
而
言
，

性
的
，

9

甚
至
不
考
量
理

性
，
連
理
性
的
論
證
都
棄
置
三
哼
，

而
引
用
「
因
為
不
合
理
，
故
我
信
仰
」

[9J 

?
仍
有
待
商

，
又
了
解
此
思
想
由
於

(
且
叩
拍
即
?
但

J
H
J
刊
。I
H∞
U
H
)

而

受
其
影
響
的
過
程
，

，
但
他
們
更
強
調
絕
不

吐
L

Z
州
H
H
U

佛
陀
教
導
我
們
;
要
與
理
性

一
致
，
應
該
只
信
仰
有
助
於

一
切
有
情
最
高
幸
福
與
利
益

的
。
佛
陀
的
弟
子
們
應

自
己
去
驗
證
基
本
教
法
的
真

實
，
體
證
教

親
驗
到

果
然
那
些
是
真
實
月
以
前
，
最

好
要
有

問
，
而
且
在
這
些

教
法
的
真
實
性

明

復

才
能
信
受
。

已
川

rif 

要



?
在
心
入
定

主
寸
，

nHH 

L
L
I
「

9

一
總
工
區
、

時
吃
夕
，
吹
郎
"
蚯
/

中
提
到

e
﹒

當
外
道
非
難
我
、
教
法
、
僧

國
時
?
你
們
要
把
誤
解
的
部

解
釋
明
白
，
應
指
摘
那
是

錯
誤
的

9

而
說
.. 

「
由
於
如

此
的
理
由

9

所
以
那
項
誤
解

並
非
事
實
，
那
項
並
非
如

此
9

如
此
的
情
況
不
存
在
於

我
們
?
是
不
見
於

們
當
中

的
。
」
(
《
長
部
》
;
《
漢
譚
甫

傳
》
冊
?
頁

N
I
U
)

佛
陀
與
人
對
說

時
，
多
少
也
會
使
用
蘇
格
拉
底
式
的

問
附
合
法
，
在
經
典
中
對
此
有
不
少
措

述
。
他
會
先
認
岡
對
方
的
主
張
乃
至

立
場
，

的
立
場
。基

督
教
的
福
音
書
中
，

，
聽
乎
看
不
到

蘇
格
拉
底
式
間
蜥
合
法
，
只
有
基
督
在

與
律
法
學
者
及
法
利
賽
人
論
辯
，
拍
拍

內
容
峙
，
才
看
得
到
類
似
蘇
格
拉
底

式
間
卅
合
法
的
記
載
。
他
說
:

你
們

利
賽
人
啊
!
你
們
潔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四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w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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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杯
盤
的
外
面
，

是
，
你

們
的
內
心
卻
充
滿
貪
欲
與
邪

惡
。
你
們
這
些
愚

的

人

呀
!
若
先
潔
淨
杯
盤
的
裡

面
9

外
側
不
也
就
自
然
而
然

乾
淨
了
嗎
?
(
《
聖
經
國
馬
太
福

結
日
》M
川W
M
U
)

在
該
段
敘
述
中
，

只
被
看
作
是
「
重
罪
者
」
?

為
「
盟
關
心
拙
者
」
?

理
性
的
，
所
以
希
望
教
示
他
們
再
次

。
基
督
在
較
遠
中
國
不
太
一
輯
用
理



香
光
莊
嚴

T
P
七
十
四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V
O
丸
。

但
是
與
佛
陀
不
悶
的
，
基
督
約

東
弟
子
們
，
不
允
許
對
他
的
主
張
有

「
如
此
理
由
」
的
辯
說
，

法
中
不
太
探
用
理
側
目
的
議
論
，
與
其

說
他
的
用
語
是
議
論
性
的
，
不
如
說

是
描
述
性
語
辭

9

因
此
9

在
福
音
書

中

常

出
現

L一

「
好
撒

瑪
利
亞
人
」
之
類
的
比
喻
。
這
種
形

式
在
佛
教
中
也
可
見
到
，
大
乘
經
典

中
便
有
組
似
《
聖
經
@
路
加
福
音
書
》

一
則
放
蕩
兒
子
的
譬
一
喻
。

傳
統
裡
9

通
常
會
把
宗
教
的
真
理
措

9

並
以
故
事
形
式
來

說
明
。

基
督
更
明
顯
地
探
冊
上
述
的
描
寫
形

式
，
尤
其
在
《
新
約
聖
經
》
中
特
別

。
而
且
，

9

將
描
寫
形
式
的
教
法
，

以
哲
學
式
性
質
的
教
義
來
補
充
。

,A, 

》
中
雖
然
也
包
含
智
慧
的
記

述
9

但
與
預
言
或
故
事
性
的
「
聖
經

文
學
」
相
較
起
來
，

岫
輝
說
聖
保
羅
曾
引
用
希
臘
詩
人

的
觀
點
:
「
所
有
人
額
皆
是
一
神
的
子

個
」
9

來
說
服
雅
典
人
。
他
解
釋

說
:
人
人
都
是
一
神
的
子
樹
，
所
以
不

應
將
天
主
等
同
於
人
們
藉
由
于
藝
、

心
思
，
以
金
、
銀
、
石
等
所
雕
塑
成

的
偶
像
(
參
見
《
聖
經
"
使
徒
行
傳
》

阿
斗U
M
∞
、
怕
也
)
。

獨蘊噩蠶靈童讀

但
是
，
他
把
對
這
樣
說
辭
的
不

9

記
溫
在
壹
百
信
中
。
根
據
那
些
書

，
保
羅
想
要
出
日
一

自
疋

「
基
督
死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信
息
」

間
，
但
此
事
「
在
希
臘
人
看
來
是
愚

拙
的

L
。
然
而
，

「
這
世
間
沒
有
辦

噩噩自

法
依
自
己
的
智
慧
了
解
神
的
，
是

要
依
靠
神
的
智
慧

L
(《
聖
經
a

哥
林

多
前
書
》

H
L
斗
早
)
，
那
種
世
間
的
智

慧
與
天
主
本
身
「
所
隱
藏
、
奧
秘

的
智
慧
」
是
不
同
的
。
如
此
，
保

羅
主
張
他
為
靈
性
成
熟
的
人
談
論
智

，
而
這
智
慧
「
並
非
即

沒
斗，于
lÞ~ 

的
世
界
統
治
者
們
的
智
慧
」
(
《
聖



經
"
哥
林
多
前
書
》

N
﹒
臥
)
。

紀
元
二
世

特

(
J
E
g
E戶

E
C
N
M
M
)開
建
議
重
新

回
心
惟
聖
保
羅
在
雅
典
的
教
誼
。

他
(
保
羅
)
滯
留
在
雅
典
?
在

那
裡
他
自
己
知
道
了
人
們
的

智
慧
價
值
，
是
好
像
明
瞭
真

理
而
其
實
是
竄
改
真
理
的
。
:

9

耶
路
撒
冷
與
雅
典
究
竟

有
什
麼
共
通
性
呢
?
:
:
:
基

督
教
屬
於
斯
多
葛
(
的
阱
。
峙
的
)

學
派
悶
、
柏
拉
圖
學
派
阱
，

或
辯
證
法
的
必
要
性

在
那
裡
?
對
我
們
來

說
，
既
有
耶
穌
基
督

的
存
在
，
又
有
福
音
書
，
因

此
9

那
些
學
說
是
不
必
要

的
o
j
e
:

我
們
的

十

分
足
夠
了
。

特
土
良
這
個
著
名
的
評
論
，
是

基
督
教
迄
今
仍
延
續
不
觀
的
典
型
見

由
於
罪
，
人
被
染
污

的
理
性
不
足
以
信
任
;
單
憑
善
行
，

人
不
可
能
獲
得
救
贖

9

甚
至
智
能
也

屬
於
這
個
範
疇
，

帥
才
是
問
蝦
、
必
要
的
。

《
聖
經
》
中
昕
一
詞
載
的
「
天
敵
」

(
口2
g
m

川
是
作
為
宗

一
且
充
分
的
根
據
，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四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V
O
九

徒
，
至
今
還
發
表
與
此
類
似
的
意

。
根
據
他
們
的
說
法
，
叩
使
基
督

同
理
性
，
但
與
佛
教
徒
相

較

理

但
是
9

也
有
異
於
這
種
結
論
的

其
他
基
督
教
傳
統
思
想
?
他
們
認
為

人
具
備
由
神
所
授
予
的
理
性
能
力

9

毫
無
用
處

主
的
形
象
而
被
創
造
的
，
所
以
?
不

?
全
世
界
所
有
人
都

有
此
能
力

認
識
天
主
。
《
聖
經
》
中
說
:

~藤露露頭矗盛靈靈盟軍國

可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四
期
〕
民
國
九
士
一
年
六
月
字
。
九

是
不
能
見
的
屬
性

:
e
.
g
-

從

創
世
以
來
?
在
被
創
造
的
萬

物
中
，
可
以
被
理
性
之
眼
所

認
識
。
在
由

所
創
的
萬
物

中

9

經
由
理
性
之
眼

9

是
可

以
被
知
曉
的
。
(
《
聖
經
回
羅

馬
堂
閉
》M
U
M
O
)

殉
道
者
游
斯
丁

(
H
E
H
F
E
C
I

5
3

川
主
張
即
使
是
所
謂
的
無
神

9

若
位
理
性
生
活
，

之
視
為
基
督
教
徒
，
因
此
他
將
哲
學

家

拉

赫

克
利

(
自
叩
門
但
仍
H
F
E
F間
的
單
卡
拉
凶
)
叫
，
與

(
K
F穹
各
自
自
)
、
以

利
亞
(
巴
拉
拉
宮
)
並
列
。

的

目亞
中歷

已山

哥大
臣里
島亞

拉城
串的

自革
己士 和
[13] 免

三n
~J[， 

真
理
是
屬

神
真
實
語
言
的

一
部
分
，
所
有
哲
學
派
別
，

都
蘊
含
片
斷
的
真
理
。
(
《
雜

記
》
9

川
河
、
己
還
是
自
己

此
外
，
做
利
根
也
說

所
有
理
性
的
被
造
物
都
是
神

言
語
的
分
享
者
，
亦
即

斯

的
理
性
。
而
且
理
性
將
基
督

所
且

與
正
義
的
種
子
，

植
入
自
己
的
身
中
。

俄
利
根
是
系
統
…
科
學
族
譜
中
的

首
位
神
學
家
，
他
不
只
充
分
利
用
理

性

《
聖
經
》
的
前
提

及
其
涵
意
，
且
將
基
督
教
思
想
與
非

的〔運
漸
成
為
羅
馬
帝
國
與
西
方
世
界
的

宗
教
，

賜

「
邏
各
斯
」

州
立
0
個
臣
，
「
道
」
、
「
理
性
」
)
的
概

西
方
(
希
臘
)

臨頭密盤盤盤璽噩噩鑫霉竄噩噩噩遜轉讓聽聽忍讓翩翩聽聽轟轟麗麗韋爾翻翻露露聽憑



「
邏
各
斯
」

9

結
果
使
理
性

'
這
似
乎
可
對
照
於

一一，

」
概
念
所
影
響

的
過
程
。

都
保
持
沉
默

9

也
表
示
佛
陀
抑
止
哲
學
性
的
思
考
，

性
規
範
。。

人
生
存
於
世
間

中
9

具
有
普
遍
性
理
法
。

，
即
證
明
某
種
普

遍
性
理
法
的
存
在

，
但
人
如
果
不
認
何

{
匕
'

教
徒
認
為
人
生
存
於
世
憫
，
有
很
多

遍
而

-
i

「
法
」

/戶m、、

源
上
意

」
在

任

持
」
9

稱
喬
達
摩
為
「

于
即

(
即
不
依
靠
吠
陀

\年/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四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w
v
O九

，
可
說
喬
達
摩
。

，
而
標
精
自
己
的
神
聖
性
;

事
實
，
除
此
，

高
的
事
頓
了
。

不
見
法
(
真
理
或
教
法
)
者
，

不
見
我
。

1
|
|

見

者
即
見

我

0
(
《
小
部
國
如
是
語
經
》
;

r墨畫畫

《
漢
譚
甫
傳
》
冊

N
a
9
頁

N
a
M
)

佛
教
的
所
有
學
派
都
是
以
名
為

-----, 

」
的
普
遍
性
理
則
為
前
提
，

-----, 

」
是
人
生
於
世
間
的
指
導
，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四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W
V
O九
四

可
藉
由
理
性
而
認
知
。

一
切
有
惰
，
與
宇
由
本
質

是
一
致
的
。

-, 

L一

，
在
這
意
義
上

9

-, 

L一。
關
於
這
點
，
看
得

9

反
而
不

出
佛
教
敦
法
與
孔
子
、
孟
子
的
主
張

有
令
人
驚
訝
的
頗
似
性
。

「
天
生
德
於
子
，

予
何
?
」
(
《
論
語
》
)
，
而
孟
子
則

雄
主
川
如

(
《
孟
子
》
)

說
:
「
永
言
配
命
，
自
求
多
福
。

L

?
佛
陀
極

一
瞞
的
唯
一 一--，

」
或
真
理
才
是
達
到
幸中

國

明
世
間

子
主
張
天
命
支
配
一
切
，
老
子
則
說

「
道
」

他
們
都
以
為
違
犯
道
德
律
的
人

9

律
動
，

過
，
「

。

」
固
定
宇
宙
萬
象
的

在
西
方
，
可
與
「
法
」
相
對
應

可
說
是
「
邏
各
斯
」
。
不

」
以
語
言
表
達
其
意

的

時
，
相
當
於
印

「
一
立
自
詛
間
」
(
〈
由
而
)
。
(
于

f\ 

一
盲
目
軍
」

一
永
恆
的

理
法
之
下

9

于L
赫
拉
克
利
圖
斯
將
這
律
勤
、

「
世
界
的
命
運
?
也
稱
為
「

正
」
(
全
霄
，
正
義
)
或
「

神
m

dAES 

性

想
，
而
倡
說
救
度
一
切
眾
生
;

克
利
圖
斯
也
認
為
「
邏
各
斯
」

普
遍
性
的
，
所
以
說
:

人
必
須

循
〔
普
遍
性
?
亦
即

對
一
切
來
說
是
〕
共
通
的
理

法
。
但
是
，
雖
然
理

就
具
普
遍
性
，
而
大
多

人
卻
過
得
似
乎
只
有
自
己
才 法

的本
來

閱單噩噩盔噩噩噩噩翅

的



擁
有
特
別
的
見
識
一
般
。

法
上
，
不
能
與
之
相
背
。
佛
教
徒
們

「
無
論
如
未
出

世
與
太
口
，
此
理
法
永
遠
存
在
。
」

與
之
對
廳
的
是
赫
拉
克
利
圓
斯
的
說

話

這
個
對
一
切
都
平
等
的
、
有

秩
序
的
宇
宙
世
界
(
的

C
間
l

自

2
)
，
並
非
由
諸
神
或
人
所

創
造
的
，
那
是
「
火
于
是
縱

貫
過
去
、
現
在
、
未
來
，
遵

循
節
奏
(
軌
則
)
而

燃
燒
，
同
時
遵
循
節

奏
而
熄
滅
的
、
永
恆
赤
焰
的

「
火
L
o
(《
斷
簡
》
)

對
人
生
命
存
在
的
根
本
理
法
，

佛
教
徒
的
闡
釋
是
「
甚
深
」
旦
「
不

可
思
議
」
9

赫
拉
克
利
國
期
也
有
相

同
的
敘
述

@
g

〔
宇
宙
的
〕
理
法
就
如
同
這
裡

所
說
的
一
樣
?
可
是
人
們
卻

總
是
不
加
以
理
解
。
不
論
在

聽
聞
之
前
，
或
聽
過
一
次
之

後
e
.
e
.
-
-
?
對
於
萬
物
是
遵
循

理
法
而
生
長
的
，
他
們
似
乎

完
全
不
知
。
(
向
上
)

9

體
證
到
理
法
的
人
稱

香
光
莊
嚴
鬥
第
七
十
四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一
八
月
w
v
O九
五

「
覺
者
」
(
佛
陀
)
，
比
輸
入
從
似

夢
幻
的
迷
妄
中
覺
醒
。
令
人
深
感
興

9

赫
拉
克
利
國
斯
也
有
與
此

相
對
廳
的
表
達

9

個
說
:

我
們
不
可
以
像
睡

的

人

般
的
言
語
和
行
為
。
(
向
上
)

才自

圓
的

「
主
口
」

學
中
，

(
B
m
E
S
O間
內
計
的C
C
O
門
戶
)
一
切
理

型
(
因
恥
而
且
)
的
根
源
，
是
至
高
無
上

的
，
真
正

「
斗
笠
口
」

相
同
。

一.，

L一一

, 

是
宇
宙
世
界
(
自
由
自
2
)
的
目
的
。

柏
拉
圖
認
為
，

?
是
機
動
靈
活
的
統
一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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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V
O
九
六

體
，
受
到
所
謂
「
宇
宙
目
的
」

-, 

」
所
主
宰
。
哲
學
的
功
能
在
於

9

去
理
解
宇
宙
的

內
在
秩
序
與
瞌
睡
的
闢
連
，
並
藉
由

邏
輯
思
考
而
把
握
其
本
質
。

根
據
斯
多
葛
學
派
的
主
張
，
一

切
生
命
與
活
動
都
是
騙
自
於
「

斯
」
(
道
)
，
「

」
就
是
一
帥
，

它
包
含
生
命
的
腔
芽
|
|
種
子
，
就

而

全

宇宙

「
邏
各
斯
」
之
中
。
整
個

宇
宙
是
單
一
的
、
統

的

。
其
中
所
有

特
殊
的
事
物
，
是
由
在
永
恆
活
動
狀

態
中
具
一
耐
性
且
原
始
的
力
量
，
所
建

。
由
於
神
是
活
動
性

的
生
產
與
形
成
力
，
所
以
柚
是
生
命

的
原

法
。
在
無
窮

直
1且

?
這
原
理
、
理

形
成
力
而
開
展
。

非
叫
高
維
(
可

E
日C
@
切
內
心
。
戶
〉
﹒
口
﹒
弘
山

J
)

界 [15]

中

神
的
整

體

活

動

稱
為

9

將
世

期
」
。
它
一
方
面
是
神
的
睿
智
，
將

其
自
身
寄
存
於
一
腳
之
內
，
也
是
這
唯

一
直
(
一
腳
產
生
理
性
的
力
量
;
另
一

回
它
是
一
研
所
顯
現
出
的
理
性
，
是
自

r \ 

的
形
象
9

是
長
于
;
雖
然
不
像
一
帥
一
樣
是
無
始

的
?
但
也
不
似
人
類
的
生
起
，

是
第
二
位
神
(
內
E
Z
S
D

已

。
基
督
就
是
「

L扭扭

依
據
《

@
約
翰
福
音
書
》

所
載
，
「
握
各
斯
」
的
概
愈
顯
然
很

早
期
使
傳
入
基
督
教
了
。

新
柏

一，
流
溢
理
乏必、
日間

L一
~ [16] 

圓
主

。
問
仿
冒
白
白
色
。
口
)
，
將
視
同
基
督
的

「
邏
各
斯
」
看
作
是
一
種
「
次
等
的

神
」
(

，
即
傾
向

於
將
它
當
作
是
超
世
間
的
一
神
與
關
心
官

世
界
闊
的
媒
介
。

-, 
督

露露聾露露



斯
?
也
就
是
以
人
的
型
體
心
里
顯
超

世
悶
神
的
睿
智
。
若
依
照
游
斯
丁
的

說
法
，
神
顯
現
自
己
本
身
，
是
在
外

相
上
藉
由
抽
完
成
的
創
作
來
顯
現
自

己
，
並
在
這
個
以
柚
形
象
所
創
造
的

9

安
置
了
理
性
的
特
質
。

「
浩
」
的
概
愈
9

有
很
多

類
似
於
墓
督
教
的
「
邏
各
期
」

o

儘

管
如
此
，
在
東
方
，
「
法
」

是
主
體
性
的
，
著
眼
於
規
範
人
類
的

行
為
;
西
方
「
邏
各
斯
」
的
概
念
卻

是
客
體
性
的
耳
垂
在
支
配
人
所
生
存

的
世
界
，
乃
至

環
境
。對

後
來
基
督
教

思
想
極
具
影
響
的
是
兩
位
思
想
家

|
|
希
坡
的

古
斯
丁

(
2
.

E
m
z
閣
官
居
民
囡
囡
害
。
吟
出
品
品
。
)
間
與

@
阿
奎
納
(
的
?
可H
H
G
B
E

〉
宮
古
普
通
巳
E
I
H
M

斗
士
憫
。
聖
奧
古

斯
丁
強
調
人
應
依
靠
「
外
力
」
(
即

神
的
恩
寵
)
，
這
方
面
也
許
可
與
淨
土

教
諸
師
相
比
礙
。
但
他
起
初
受
到
新

柏
拉
國
主
義
強
烈
的
影
響
，
這
由
其

著
作
中
便
可
得
知
，
尤
其
在
議
論

自「

」
(
憫
之
己
的
問
題
時
特
別
顯

著
。

聖
多
瑪
斯
則
受
另
一
位
希
臘
思

想
家
亞
里
斯
多
棒
的
影
響

9

除
了
主

張
天
主
存
在
之
外
，
也
認
為
基
督
教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四
期
出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V
O
九
七

信
仰
可
以
被
合
理
論
證
。
在
這
個
傳

統
下
的
天
主
教
神
學
者
，
對
於
任
何

輕
視
理
性
的
見
解
9

都
給
予
嚴
厲
的

批
判
。近

?
新
教
徒
(
耶
穌
教
徒
)

的
神
學
者
，
受

康

(
閃
血
口
?

可

E
E
O
A
)

、
黑
格
爾
、
懷
鐘
山
海

(
嵩
E
門
開}
H
E
P
E
E
Z
H
E
d
間
以
及
其

他
自
由
思
想
家
極
大
的
影
響
。
在
日

本
9

佛
教
徒
若
常
常
接
觸
受
到
卡

@
巴
特
(
閃
皇
宮
門
已f
E
曲
。
目
阱
。2
)

側
影
響
的
基
督
教
教
師
們
，
或
許
會

因
為
他
們
而
對
基
督
教
徒
依
憑
理
性

的
印
象
有
所
疑
癌
，
但
若
過
到
其
他

與
保
羅
@
田

克
(
早
已
自
己
戶
口
計

一露露噩噩讓靈蜜靈童驚讓盤盤盤磁麗鐘聲蜜蠶噩噩噩聽聽聽帶竊聽髒聽聽聽聽輔總靈童盤盤盤盤盤蘊盤盤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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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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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品
∞
E
Z
U
)

叫
接
觸
的
人
，
則
會
感

受
到
完
全
相
反
的
印
象
。

因
此
，
倘
若
能
充
分
地
考
量
基

督
教
各
種
思
想
學
派
的
歷
史
，
或
許

就
不
會
有
人
再
提
起
基
督
教
輕
視
理

性
等
種
種
觀
點
。
甚
至
基
督
教
某
些

教
派
是
徹
底
地
訴
諸
理
性
，
他
們
依

之
判
讀
《
聖
經
》
'
並
從
《
聖
經
》

中
只
挑
出
符
合
理
性
的
部
分
。

所
以
，
這
兩
種
普
遍
性
宗
教

中
，
很
多
思
想
家
尊
重
理
性
，
不
再

盲
目
信
仰
，
使
得
理
性
信
仰
抬
頭
。

這
事
特
別
意
味
著
，
這
兩
種
宗
教
巳

經
能
處
理
從
人
是
理
性
的
存
在
與
不

能
拋
棄
理
性
的
事
實
，
所
衍
生
出
的

問
題
。
所
以
，
也
許
可
做
個
結
論
:

佛
教
與
基
督
教
都
不
只
訴
諸
人
的
情

緒
而
己
，
而
能
考
慮
到
人
本
性
中
理

性
的
層
面
，
因
而
受
到
廣
泛
地
接

納
。
但
或
許
可
以
說
，
在
要
求
信
仰

與
尊
重
理
性
之
間
所
存
在
的
緊
張
現

象
，
基
督
教
恐
怕
要
比
佛
教
強
烈
，

但
是
兩
者
多
少
都
訴
諸
於
批
評
且
理

性
的
精
神
。

理
性
的
限
制

若
明
瞭
人
對
無
解
的
問
題
可
以

存
在
著
疑
問
時
，
隨
之
而
來
地
就
會

考
量
理
性
的
極
限
，
並
對
理
性
的
尊

重
也
會
有
所
保
留
。
這
在
佛
教
方
面

尤
其
顯
著
。

〔
佛
教.. 

真
理
超
出
合
理
分
析
之

外
，
也
超
出
認
知
的
領
域
〕

在
佛
陀
的
時
代
，
自
由
思
想
受

到
極
大
的
支
持
。
當
時
盛
行
的
各
種

哲
學
與
宗
教
體
系
，
可
分
為
正
統
派

與
異
端
派
兩
大
類
。
就
一
般
印
度
人

的
觀
點
，
正
統
派
即
指
婆
羅
門
教
，

是
承
認
《
吠
陀
》

(
J
N且
自
)
聖
典
權

威
的
宗
教
;
相
對
地
，
當
時
的
異
端

派
思
想
家
對
此
並
不
認
同
，
而
經
常

進
行
自
由
、
開
放
式
的
思
考
，
他
們

提
倡
唯
物
論
、
快
樂
論
、
苦
行
論
、



、
道
德
否
定
論

。
對
這
些
各
種
不
同
的
見
解
，
佛

，
不
論
如
何
?

對
真
理
，
而
主
張
其
他
學
說
在
各
種

。
但
是

那
對
某
人
來
說
是
真
理
、
主
川

實
的
見
解
，
對
其
他
人
來
說

卻
是
錯
謬
、
虛
妄
的
。
出
家

行
者
們
為
何
不
說
同
樣
的

見
解
呢
?
(
《
小
部

經
集
》
;
《
漢
譯
南
傳
》

間
勻
，
頁

M
M
M
Z
M
2
)

因
此
，

9

全
都
是
相
對
的
、

婆
羅
門
與
修
行
者
們
頑
固
地

執
著
於
種
種
的
見
解
，

就
那
些
見
解
彼
此
間
互
論
、

互
爭
，

悲
的
他
們
?
只
不
過
看
到

一
部
分
而
已
。

(
《
小
部
z

自
說

經
》
;
《
漢
譯
南
傳
》
聞
自

9

頁
己
吐
l

H
辛
戶
)

香
光
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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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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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形
而
上
學
的
見
解
，
只
不

過
是

全
貌
的
一
部
分
而

巴
，
真
理

外
?
也
超
出

面
，
原
始
經
典
流
傳
著
「
盲
人
摸
象
」

的
著
名

事

(
參
見
《
小

部
b

自
說
經
》
;
《
漢
譚
甫
傳
》
冊

鼠
，
可
貝
己
叫
川
以
下
。
《
大
正
》
冊
息
，

真
可
∞
廿
)

有

，
很
多
修
行

者
、
婆
羅
門
等
聚
集
在
一
起

並
開
始
爭
論
。
某
甲
說
:

「
世
界
是
常
住
的
」

9

某
乙
以

為

「
世
界
不
是
常
住

的
」
圖
，
某
丙
、
玉
張

「
世
界

噩蘊盛懿蘊滋蠶蠱盤盤藍聽聽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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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是
有
限
的
」
9

另
外
的
人
則
認

為
:
「
世
界
是
無
限
的
」
;

又
有
某
甲
解
釋

8
a

「
身
體
與

靈
魂
不
是
同
一
的
」

p

另
外
某

乙
則
說
•• 

「
身
體
與
靈
魂
是

同
一
的
」

@
9

人
闡
述
「
如

來
，
死
使
仍
存
在
于
另
外
的
人

則
認
定
「
如
，
來
死
段
就
不
存

在
」
了
。
到
最
後
仍
然
相
互

爭
論
不
休
，
並
且
接
雜
激
夙

護
罵
的
言
語
。
僧
侶
們
就
把

這
樣
的

爭
告
訴
佛
陀
，
佛

陀
於
是
說
了
以
下
的
寓
言
故

從
前
，
某
位
國
王
召
集

了
眾
多
天
生
的
盲
人
，
當
他

們
集
合
復
?
國
王
就
下
令
讓

他
們
看
大
象
，
於
是
牽
來
了

大
事
。
之
後
命
令
他
們
當
中

有
的
人
去
摸
象
頭
，
有
的
人

摸
耳
朵
，
有
的
人
摸
牙
齒
，

還
有
的
人
摸
鼻
子
，
然
後
命

令
最
後
的
人
去
摸
尾
巴
。

接
著
國
王
就
詢
問
他

們
:
「
所
謂
『
象
』
長
得
像

什
麼
呢
?
」

摸
過
鼻
頭
的
人
回
答
﹒
固

「
象
就
像
愛
」
o

摸
過
耳
朵
的
人
回
答
:

「
象
就
像
眷
翼
」
o

摸
過
牙
的
人
回
答

a
o

「
象
就
像
牢
頭
的
刀
刃
之
類

的
」
o

摸
過
鼻
子
的
人
回
答
:

「
象
就
傳
單
柄
」
。

到
最
後
，
摸
過
尾
巴
的

人
回
答
:
「
象
就
像
掃
帝
」

o

一
會
兒
就
群
起
騷
亂
起

來
了
，
各
自
堅
持
主
張
:

「
所
謂
象
就
是
像
這
樣
的
?
除

之
外
，
不
是
別
的
。
?
不
是

像
那
樣
，
而
是
像
這
樣

1
.

」

爭
論
到
最
後
?
甚
至
拳

腳
相
向
。
國
王
看
到
這
樣
的

情
況
?
被
逗
得
開
心
極
了
。



佛
陀
就
作
了
結
論
.. 

修
行
者
、

婆
羅
門
就
如
同
這
寓
一
一
一
一
口
故
事
中
的
盲

人
，
只
不
過
各
自
看
到
真
理
的
一
部

，
就
主
張
:
「
這
就
是
真
理
?

不
是
其
他
;
真
理
並
不
是
那
樣
，

而
是
這
樣
。
」

「
盲
人
摸
象
」
是
東
西
方
皆
熟

知
的
寓
言
故
事
，
詮
釋
著
原
始
佛
教

所
主
張
的
種
種
不
同
思
想
，
僅
具
有

部
分
的
真
實
性
。

。
脫
離
哲
學
上
的
對
立

9

唯
有
佛
陀
才
能

掌
握
全
面
的
真
理
。

合
理
的
分
析
有
助
於

釐
清
理
性
的
限
制
，
藉
由
脫
離
形
而

上
學
的
對
立
，
才
能
掌
握
真
理
。

喬
達
摩
並
不
主
張
:

---, 

說
的
是
真
實
，
(
你
所
說
的
是
〕
錯

謬
的
。
」
(
《
小
部
固
體
集
》
;
《
漢
譯

南
傳
》
冊
勻
，
頁
但

M
)
9也
不
與
其

他
哲
學
家
爭
辯
(
參
見
《
小
部
國
經

集
》
;
《
濃
譚
甫
傳
》
冊
句
，
直

這
凶
)
。
他
的
日
說
:

我
不
與
世
爭

9

但
是
世
間
要

與
我
爭

瞭
解
真
理

(
包
甘
情
昌
己
者
3

絕
不
與
世
間

爭
。
世
間
的
賢
者
認
為
「
無
」

的
，
我

說
「
無
」
;
世
間

的
賢
者
認
為
「
有
」
的
，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四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7
-
O

也
說
「
有
」
。
(
《
相
應
部
》
;

《
漢
譚
甫
傳
》
冊
品
，
賞
這
小
，

所

目
申j
H
)

藉
由
脫
離
哲
學
上
的
對
立
，
人

才
能
夠
獲
得
心
靈
上
的
安
穩
。
悟
道

本
身
是
無
法
公
式
化
的
，
因
此
，
佛

當
然
佛
教
也
隨
著
時
間
流
轉
，

而
發
展
出
很
多
不
同
的
思
想
體
系
，

但
是
即
使
後
代
的
佛
教
徒
也
未
將
本

。
回
應
各
種

不
阿
思
想
的
所

一「

陀
的
沉

默
」
'
裸
裸
地
影
響
了
佛
教
對
「

A史
的
看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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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陀
拒
絕
討
論
屬
於
形
而
上
學

的
「
不
確
定
的
問
題
」
〕

關
於
「
沉
默
」
的
理
由
，
常
常

被
學
者
、
佛
弟
子
們
提
出
來
討
論
，

但
是
無
論
如
何
，
它
與
佛
陀
拒
絕
討

論
當
時
屬
於
形
而
上
學
、
思
辨
產
物

的
「
不
確
定
的
問
題
」
，
有
特
別
深

的
關
係
。

修
行
者
多
半
會
提
出
如
下
的
問

題

世
界
是
常
住
的
，
抑
或
無
常
的

呢
?

世
界
是
有
限
的
，
還
是
無
限
的

呢
?

靈
魂
與
身
體
是
同
一
的
，
或
相

異
的
呢
?如

來
死
後
仍
然
存
在
，
還
是
不

存
在
呢
?

佛
陀
不
回
答
這
額
的
質
詢
，
為

什
麼
呢
?
依
據
古
老
的
佛
教
經
典
，

多
半
的
修
行
者
對
佛
陀
的
沉
默
感
到

不
滿
。
關
於
這
些
事
，
佛
陀
的
解
釋

是
，
這
些
質
問
無
助
於
精
神
的
向
上

提
昇
，
所
以
不
予
回
應
。
形
而
上
學

的
問
題
與
「
法
」
的
本
質
無
闕
，
無

論
是
轉
化
欲
望
，
或
對
治
激
情
，
或

熄
滅
煩
惱
，
讓
心
達
到
平
和
，
乃
至

對
確
實
的
悟
道
、
無
上
的
智
慧
與
涅

槃
等
，
皆
毫
無
益
處
。
如
果
沉
濁
其

中
，
也
許
就
會
無
暇
於
尋
求
脫
離
苦

的
解
脫
之
道
吧
!

。
毒
箭
喻

根
據
這
點
，
佛
陀
作
了
以
下
的

比
喻

假
設
有
人
被
毒
箭
射
傷
，
友

人
們
緊
急
將
他
送
醫
，
醫
生

想
要
從
傷
口
拔
出
毒
箭
。
可

是
，
中
箭
的
男
子
堅
持
說

.. 

「
請
等
一
下
，
射
我
的
人

是
王
族
?
還
是
婆
羅
門
?
庶

民
?
或
者
是
奴
隸
呢
?
在
沒

有
弄
清
楚
以
前
，
不
能
把
箭

拔
出
來
;
還
有
，
不
曉
得
他

的
姓
氏
以
前
，
不
能
把
箭
拔



山
山
-
9

是
矮
?
或
者
箭
是
屬
於
那
一

個
人
的
個
子
一
口
呵
?
還

類
的
?
這
些
事
項
沒
有
弄
清

來
1
.
L

楚
以
前
，
不
可
把
箭
拔
出

如
果
醫
生
也
一
直
等
到

羊
水
9
叮

ι
n
l
p
t
H
 

這
些
質
問
解
決

9

人
會
變
成
怎

這
位
男

果
呢
?
恐

就
會
，
身
亡
吧
!

同
理
?
期
盼
世
間
的
事

情
與
類
似
的
一
切
質
問
都
有

案
的
人
，
在
他
了
解
其
所

處
現
狀
的
真
實
是
什

麼
，
及
對
那
些

冰
釋
之
前
?
或
許
已

經
死
亡
了
吧
!
(
《
中
部
》
;

《
漢
譯
筒
傳
》
冊

=
9

頁
品
∞
)

佛
陀
常
被
比
喻
為
醫
生
。

色
。
直
到
今
天
，
道
從
教
法
的
人
們

學
帶
入
心
靈
精
神
的
領
城
吧
!
在
佛

陀
的
信
徒
中
，
有
當
婆
(
2

〈
耳
目

問

切
，
向
﹒
弘
凶
1

〉
﹒
阿)
.
H
J
H
)

即
使
到
了
接
代

9

香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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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切
地
結
合
在
一
起
。

由
此
，

論
形
而
上
學
的
問
題
。
這
種
特
色
也

9

例
如
大
乘
佛
教
偉

(
2
但
怕
也
已
口
P

戶
u
o
t

MMC)9 

學
的
問

?
例
如
:
世
界
的
起
源
、
靈
魂
不

、
原
子
等
議
題
。
他

，
只
不
過
是
指
出
其
他
各
派

哲
學
中
的
錯
謬
與
不
圓
滿
的
結
論
而

日

施
加

A
S
句
l

論
(
唯
識

派
)
，
也
發
展
出
頗
似
形
而
上

哲
學
體
系
。
根
據
該
派
的
說
法
，
世



香
光
莊
嚴
【
第
七
十
四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V
-
O
四

間
一
切
現
象
源
自
根
本
意
識
(
阿
賴

耶
識
)
的
潛
在
力
(
種
子
)
。
然
而
，

即
使
在
此
體
系
中
，
根
本
意
識
也
是

以
超
越
我
們
思
惟
的
空
性
為
基
礎
。

一
般
而
言
，
佛
教
徒
對
會
陷
入
正
反

兩
端
的
問
題
並
不
會
詳
加
討
論
。

對
佛
陀
而
言
，
最
急
迫
且
根
本

關
心
的
課
題
是
，
人
或
其
他
眾
生
所

處
的
現
實
狀
況
，
以
及
對
這
狀
況
所

應
做
的
回
應
。
佛
陀
把
世
間
的
現
象

診
斷
為
「
苦
」
，
但
它
是
能
治
癒

的
。
據
此
來
看
，
就
如
佛
陀
的
寓
言

故
事
所
說
，
他
認
為
形
而
上
的
議
論

會
惑
亂
人
心
，
對
人
生
無
益
，
也
與

到
達
涅
槃
的
目
的
無
關
。

神孟
督

教

天
主
並
非
哲

學
的

回
到
基
督
教
來
談
，
基
督
並
非

不
可
知
論
者
悶
。
相
反
地
，
基
督
接

受
猶
太
聽
眾
的
創
造
神
信
仰
，
並
以

之
為
基
礎
。
如
此
的
信
仰
，
或
許
會

被
評
述
為
形
而
上
學
，
但
就
如
同
現

代
基
督
教
神
學
家
所
闡
述
的
，
《
聖

經
》
的
天
主
並
非
哲
學
的
神
。
在
猶

太
人
之
間
，
神
的
存
在
是
無
須
議
論

的
主
題
，
他
們
把
創
造
神
的
信
仰
，

歸
之
於
天
歐
。

基
督
本
身
絕
非
哲
學
家
，
而
且

其
周
圍
也
無
哲
學
家
。
實
際
上
，
他

與
佛
陀
所
處
的
環
境
差
異
甚
大
，
他

很
少
遭
過
到
如
佛
陀
所
拒
答
的
類
似

質
問
。
他
生
活
的
環
境
，
並
非
如
印

度
教
所
屬
的
自
由
思
想
發
達
的
印

度
，
而
是
巴
勒
斯
坦
。
在
那
裡
即
使

是
被
認
定
的
自
由
思
想
，
也
並
非
由

賢
哲
所
提
出
，
而
是
存
在
於
由
先
知

所
宣
講
，
普
遍
被
接
受
的
猶
太
教
範

圍
之
內
。基

督
本
身
的
時
代
並
未
與
哲
學

思
想
交
會
，
最
初
的
接
觸
是
在
聖
保

羅
的
傳
道
之
旅
|
|
基
督
教
教
義
傳

播
到
希
臘
、
羅
馬
世
界
之
時
。
當

時
，
基
督
教
對
形
而
上
學
的
思
辨
所

採
取
的
態
度
，
大
致
上
與
佛
陀
相

似
。
雖
然
聖
保
羅
曾
與
雅
典
的
大
眾



有
過
議
論
，

《
新
約
聖
經
》

的
略
謹
，
那
樣
的
議
論
還
未
達
到
形

而
上
學
的
頡
域
。
又
在
他
所
寫
的
信

中
，
對
如
此
，
的
議
論
，
採
取
與
佛
陀

相
近
的
態
度
，
講
法
上
也
大
致
基
於

相
同
的
理
由
。
他
說
:

你
們
要
謹
慎
，
不
要
由
於
那

些
虛
妄
、
空
洞
又
欺
騙
的
哲

學
，
而
被
任
何
人
迷
息
。

(
《
聖
經
商
哥
羅
西
書
》

N
u
g

要

免
像
那
庸
俗
的

女
人

所
做
的
空

。
提
摩
太
啊
!

;
要
避
免
庸
俗
、

荒
唐
之
言
，
又
避
免

作
謬
稱
「
知
識
」
的

爭
論
。
(
《
聖
經g
提
摩
太
前
書
》

趴
F
a
J
可U
趴
…U
M
C
)

就
如
同
俊
期
的
佛
教
歷
史

9

基

督
教
到
了
後
期
，

督
教
神
學
家
?
他
們
相
當
自
由
地
沉

浸
於
形
而
上
學
的
思
辨
，
而
如
此
的

態
度
招
致
其
他
基
督
教
徒
的
批
評
。

但
就
基
督
教
整
體
歷
史
來
看
，

這
樣
的
思
辨
，
普
遍
國
所
謂
「

不
可
知

」
(
片
m
w
J刊
叩
門

m
w
D

帥

。
一
般
所
謂

9

並
非
指
具
備
充
分
且
完
整
的

神
的
知
識
，
或
有
能
力
去
定
義
神
，

神
仍
是
神
磁
性
的
存
在
。
以
下
有
關

聖
保
羅
的
言
詞
?
經
常
為
人
引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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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所
知
悉
的
是
一
部
分
，

預
言
的
也
是
一
、
部
分
。
。

現
在
我
們
從
鏡
中
看
到
模
糊

不
清
的
影
像

9
.
e
.
e
-
8

我
只
不

過
知
道
其
中
的
一
部
分
。

(
《
聖
經
E

哥
林
多
前
書
》

E
u
油
l

HUN

>

9

基
督
教
與
佛
陀
所

主
張
的
教
義
，
同
樣
都
能
看
出
對
實

修
的
關
心
，
甚
至
前
者
認
為
基
督
本

身
就
是
闢
心
靈
悔
的
顯
著
典
型
，
國

基
督
與
佛
陀
同
樣
-
認
為
自
己
扮
演
、
醫

生
的
角
色
。

當
基
督
與
罪
犯
來
往
西
安
人
譴

貴
時
，
他
回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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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要
醫
生
的
，
並
不
是
健
康

的
人
，
而
是
病
人
。
我
來
的

目
的
不
是
為
招
喚
正
義
的

人
，
是
招
喚
罪
人
，
讓
他
悔

改
的
。
(
《
聖
經
﹒
路
加
福
音
》

仙
一
凶H
E凶
N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這
是
依
據
本

身
是
醫
生
的
聖
路
加
所
傳
述
的
。

福
音
書
中
關
於
基
督
的
寫
照
，

就
如
一
位
非
常
忙
碌
的
醫
生
，
而
基

督
教
的
敦
法
方
面
，
與
佛
教
相
間
，

採
以
相
稱
的
表
現
|
|
先
將
人
的
欲

望
診
斷
為
道
德
上
與
心
靈
上
的
病

狀
，
之
後
接
著
再
指
出
其
治
療
方

法
。
如
此
，
在
這
兩
個
普
遍
性
宗
教

中
，
都
可
見
到
關
於
究
竟
實
相
自
性

的
不
可
知
論
元
素
。

〔
哲
學
與
宗
教
的
關
係
〕

附
帶
地
，
我
們
可
以
思
考
關
於

哲
學
與
宗
教
的
關
係
。
兩
者
之
間
國

然
有
很
多
情
況
結
合
在
一
起
，
但
也

有
衝
突
，
甚
至
有
時
相
互
對
立
，
這

種
傾
向
在
西
方
尤
其
常
見
。
在
西

方
，
宗
教
以
《
聖
經
》
與
教
會
所
認

可
、
具
權
威
性
的
著
作
為
基
礎
，
然

而
，
哲
學
主
張
其
有
超
脫
宗
教
的
獨

立
性
，
因
此
排
斥
聖
典
，
只
是
依
循

理
性
的
推
論
作
為
基
礎
。

相
對
地
，
在
佛
教
普
及
的
各
國

中
，
哲
學
與
宗
教
的
對
立
幾
乎
不
曾

發
生
，
哲
學
性
思
考
不
曾
因
僧
圓
的

權
威
而
受
到
壓
迫
。
每
當
顧
慮
到
產

生
這
種
對
立
時
，
佛
教
哲
學
家
總
是

說
，
經
典
的
敦
法
猶
如
指
月
的
手

指
，
只
不
過
是
引
導
凡
夫
到
達
終
極

目
標
的
方
便
而
已
，
究
竟
真
理
的
本

身
是
不
可
言
喻
的
，
以
此
來
消
解
這

方
面
的
難
題
。
這
顯
示
佛
教
的
基
本

立
場
在
於
實
修
。

普
遍
性
宗
教
中
的
宗
教
不
可
知

論
，
或
許
與
無
法
被
任
何
陳
腔
濫
調

所
公
式
化
的
生
命
神
秘
感
密
切
相

闕
，
因
為
宗
教
正
是
由
這
種
神
秘
感

所
產
生
。
然
而
，
基
督
教
的
傳
統
比



抽
m

g
z
h旬
，
，

更
傾
向

條
主

/""\ 

，
那
也
許
是
因
為
基

督
教
重
視
天
傲
的
原
因
吧
!

但
是
，
也
有
人
認
為
基
督
教
的

與
西
方
人
的
理
性
信
仰
，
而
這
兩
者

都
可
以
視
為
形
而
上
學
的
思
辨
。
而

在
東
方
的
佛
教
，
對
經
旬
的
解
釋
則

'
種
種
教
說
的
闡
發
，
都

只
不
過
是
度
化
現
世
中
苦
難
眾
生
的

權
宜
方
便
而
已
。

(
下
期
待
續
)

編
者
按
:
本
文
譯
自
中
村
一
兀
所
著
《
位

比
較
觀
點
看
佛
教
》

(
H申
∞
斗
)
一
霄
，
文
內
部

分
標
題
為
編
者
所
加
習

中
譯
本
將
由
香
光
書
鄉
出
版
社
出
版
。

門
譯
註

山
俄
利
根

(
o
a
g
E
U
J
l
N山
吃
了
埃
及

哲
學
家
兼
神
學
家
，
是
早
期
希
臘
教
會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
閑
說
經
》
學
者
?
其
神

學
受
新
柏
拉
圖
擺
哲
學
影
響
極
大
。
所

著
《
原
道
》
(
阿
)
肉
、
三
泛
的
苟
安
)
是
基
督

教
最
早
一
部
完
整
的
系
統
神
學
，
被
稱

為
基
督
教
系
統
神
學
的
鼻
祖

o

問
握
握
拉
長
老
(
口

4
F
E
E
L

∞
法

3
2
)
9

年
少
時
即
進

λ
無
憂
僧
學
院

(
星
自
由C
M而
已
皂
白
出
自
己
叩
門
可
向
。
自
晶
晶
)
就

扭
扭
頡
雪
在
巴
〉
門
出
口
們
扭
們
自
自
由
自
長
老
指
導

下
，
成
為
緬
甸
的
「
第
一
學
者
」

(
可
自
問
E
g

臼
阿
三
者
的
叮
叮CH缸
片

)
9並
曾
獲
選

"
為
南
印
佛
教
協
會
(
門
穹
的
C
E
F
E
E

但

香
光
莊
嚴
鬥
第
七
十
四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V
-
O
七

E
E
E

帥
〉
凹
的
。
白
色
自
由
)
會
長
，
敢
力

於
南
印
度
佛
教
的
種
甦

o

問
聖
安
東
尼
(
的

F
E
H
E
C
是

e
M
M戶1
溢
血
)
，

埃
及
宗
教
隱
士
、
早
期
修
士

9

是
個
人

修
道
方
式
的
代
表
，
有
「
修
道
主
義
之

立
」
之
稱
。
他
二
十
歲
開
始
禁
欲
修

行
，
曾
在
尼
羅
河
畔
的
山
中
隱
患
，
長

達
二
十
五
年
。

開
羅
摩
克
里
起
向
那
盲
目
也
佇
立
皂
白
白
，
自
己
民

∞
∞5
)
，
印
度
教
領
袖

9

出
身
清
麓
的
婆

羅
門
家
庭
，
未
受
過
正
規
教
育
。
他
隱

居
於
盾
處
附
近
的
森
林
苦
修
，
據
說
探

討
伊
斯
蘭
教
時

9

的
日
見
種
罕
默
德
顯

靈
，
後
又
研
究
基
督
教
，
也
曾
見
耶
穌

顯
聖
，
因
此
斷
定
各
教
本
質
相
間
，
俱

為
真
理
。

盤盤盤噩噩爛爛聽聽hl%繡轍聾海軍磁盤盜鐘噩噩蠣磁盤盤盤盤盤噩鸝懿噩噩蘊疆噩噩磁盤盤盤磁盤灣盤盤盤臘驢輛輛輛輛車鑫盤盤盤矗體噩噩驢證噩噩頭路翻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十
四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w
v
-
O八

間
由
於
社
會
歷
史
狀
況
，
早
期
基
督
教

思
想
家
較
強
調
信
仰
的
優
先
性
、
顧
一
本

的
神
聖
性
，
尤
其
面
對
當
時
擁
有
讀
導

樺
的
希
臘
、
羅
馬
文
化
時
，
表
現
由
強

烈
的
護
教
情
緒
，
從
而
帶
有
聽
罷
理
性

思
考
、
鄙
夷
世
俗
生
活
的
色
彰
。
但

是
，
當
基
督
教
信
仰
成
為
社
會
的
主
導

意
講
型
蔥
籠
自
如
何
處
理
上
帝
的
做
一
水

與
人
的
自
然
稟
賦
，
《
聖
經
》
信
仰
與

文
化
傳
統
之
間
的
關
係

9

就
成
為
基
督

教
思
想
家
們
噩
需
解
決
的
問
題
。

阿
根
據
《
聖
經
區
哥
林
多
前
書
》

(
因
H
∞
)
:
「
基
督
死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信
息
，
在
那
些
走
向
滅
亡
的
人
看
來

是
愚
拙
的
.
，
對
我
們
這
些
得
救
的
人

來
說
，
卻
是
神
的
大
能
。

L
又
說
:

「
世
人
憑
自
己
的
智
慧
，
既
不
認
識

手中

就
樂
意
用
人
所
當
作
愚
拙
的

道
理
，
拯
救
那
些
信
的
人
;
這
就
是

神
的
智
慧
了
。
」
(
同
一
旦
〉
保
羅
所
要

宣
揚
的
是
，
天
主
拯
殺
人
類
的
噩
噩
還

過
耶
穌
基
督
的
死
表
達
出
來
。

凹
特
士
最
(
吋

R
E
M
-
E
P
E
C
G
-
M
M
M
G
J
q
是

影
響
西
方
神
學
思
想
最
諜
的
教
立
，
拉

了
神
學
的
鼻
祖

o

他
的
思
想
做
循
傳

鈍
，
抗
拒
希
臘
哲
學
習
輕
視
世
間
學
問

文
化
會
其
名
旬
至
今
仍
為
人
所
傳
誦

「
雅
典
(
哲
學
)
與
耶
路
撒
冷
有
何
相

于
?
基
督
與
柏
拉
圖
有
何
相
通
?
學

府
與
教
會
有
何
相
同
?
」
然
而
，
他

卻
時
世
俗
的
學
問
變
為
服
事
主
的
工

息
了
許
多
神
學
概
念
經
他
精
確
解
明
之

後
9

不
再
模
糊
難
解

9

如
「
一
一
一
位

體
」
、
「
聖
體
」
、
「
救
體
」
等
，
郎
"
為

他
首
創
。

問
斯
多
萬
學
派
約
於
西
一
兀
前
四
世
組
在

雅
典
樹
立

9

主
要
宣
揚
服
從
命
運
，
並

帶
有
濃
厚
宗
教
色
窮
的
泛
神
論
思
想

9

其
基
本
思
想
是
理
性
統
治
世
界

9

主
張

宇
宙
是
個
統
一
的
整
體
，
存
在
一
種
主

配
萬
物
的
普
遍
法
則
，
即
「
自
然
法
」
習

亦
稱
「
邏
各
斯
」
、
「
世
界
理
性
」

9

或

「
上
帝
」
、
「
命
運
」
。
此
學
派
中
關
於
自

然
法
、
世
界
主
義
，
以
及
人
類
平
等
和

安
於
現
狀
、
順
從
命
運
等
觀
點
，
對
羅

馬
毆
治
思
想
與
基
督
教
教
義
的
形
成

9

產
生
了
重
大
的
影
響
。

開
柏
拉
圖

B
E
n
-
b
E
台
)
是
古
希
臘
恩

監靈蠶蠱



想
家
，
深
受
哲
學
家
蘇
格
拉
鹿
的
影

響
。
他
在
距
雅
典
不
遠
的
樹
林
中
，
為

系
統
地
研
究
哲
學
與
科
學
而
創
立
一
所

著
名
學
園
(
〉
E

兮
自
己
，
因
而
形
成
柏

拉
圖
學
派
。
柏
拉
圖
哲
學
體
系
的
核
、
心

在
「
理
型
論
」
，
他
將
世
界
分
為
「
物
質

世
界
」
與
「
理
型
世
界
」
兩
個
領
域
。

間
「
天
敵
」
即
是
神
向
人
類
彰
顯
祂
自

己
。
有
「
一
般
歐
示
」

l
l

透
過
神
所

造
宇
宙
萬
物
的
奇
妙
，
向
人
類
敵
示
{
于

宙
是
有
秩
序
且
受
到
造
物
主
管
理
。
另

外
還
有
「
特
殊
毆
示
」
'
分
為
言
語
典
文

字
敵
示
。
《
聖
經
》
屬
文
字
歐
示
，
神

的
愛
與
計
劃
全
通
過
文

字
在
其
中
向
人
類
毆

示
。
也
唯
有
神
親
自
向

人
敵
示
，
才
具
有
絕
對
的
權
闊
，
而
成

為
信
仰
的
依
據
。

山
殉
道
者
游
斯
T
(
2
E
P
E
S
-

H
E
U
G
)
，
基
督
教
早
期
教
文
，
由
於
堅
決

不
向
偶
像
獻
祭
，
被
處
以
極
刑
。
他
首

灰
將
基
督
教
問
希
臘
哲
學
結
合
，
並
莫

定
歷
史
神
學
的
基
礎
。
其
作
品
對
希
臘

哲
學
抱
樂
觀
態
度
而
偏
重
理
性
，
卻
忽

略
耶
穌
的
人
性
，
但
他
將
基
督
教
的
思

想
與
外
邦
哲
學
連
成
一
氣
，
開
創
了

「
科
學
的
神
學
」
。
所
以
，
《
舊
約
》
與

希
驢
哲
學
歷
合
，
形
成
基
督
教
哲
學
。

叫
赫
拉
克
利
圖
斯
(
閏
月RE
E
F

回
內
，

a
u

心
目
品
也
可
)
，
是
西
方
最
旱
的
唯
物
主
義

哲
學
家
、
古
希
臘
早
期
樓
素
唯
物
主
義

與
自
發
辯
諸
法
相
結
合
的
傑
出
代
表
。

香
光
莊
嚴
【
第
七
十
四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六
月V
-
O
九

他
主
張

•• 

「
火
」
是
宇
宙
萬
物
的
本

源
;
事
物
由
相
互
對
立
中
產
生
;
一
切

事
情
的
發
生
均
由
世
間
規
律
或
「
邏
各

[13] 斯

罰所
些單
Q 。
自
自

。
k 
H 

E 
E 
P 

vl 
O 

但
也
)
，
二
、
三
世
紀
聞
自
嚴
重
要
的
基
督

教
護
教
士
。
他
將
希
臘
哲
學
與
基
督
教

信
仰
中
的
猶
太
傳
統
思
想
相
結
合
，
為

其
後
三
個
世
紀
基
督
教
教
義
的
發
展
莫

定
基
礎
。
他
高
舉
「
理
性
」
(
口
。
但
由
)
，

覺
得
《
聖
經
》
與
「
理
性
」
都
是
認
識

神
的
泉
源
。

問
邏
各
斯
(
古
憫
。
由
)
是
敵
洲
古
代
與
中

世
紀
常
用
的
哲
學
概
念
，
指
蘊
聶
於
字

宙
之
中
、
支
配
宇
宙
並
使
其
具
有
形
式

與
意
義
的
絕
對
神
聖
之
理
。
基
督
教
早



香
光
莊
嚴
門
事
七
十
四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7
-
-
o

期
將
「
、
邏
各
斯
」
解
釋
為
神
的
理
性
與

智
慧
，
離
神
創
造
世
界
的
原
型
;
牆
基

督
解
釋
成
立
邏
各
斯
」
的
化
身

9

是
人

與
神
之
間
的
仲
介

o

m
斐
羅

(
2
-
o
d出
G
e
v
i

〉
口
，
品

J
)，
猶

太
神
秘
主
義
神
學
家
，
且
使
使
猶
太
與

希
臘
思
想
陸
流
著
稱

9

在
《
新
約
聖
經
》

基
督
誦
的
發
展
上
，
華
羅
是
個
很
重
要

的
關
盤
，
他
引
進
希
臘
哲
學
「
灑
各
斯
」

概
念
，
並
將
它
解
釋
為
上
帝
與
人
聯
繫

的
仲
介
。
他
強
調
「
邏
各
斯
」
乃
上
帝

的
形
影
，
是
第
二
位
神
。

間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是
西
元
三
至
六
世
耙

古
羅
馬
唯
心
主
義
哲
學
中
，
重
要
流
派

的
基
本
主
張
，
此
派
以
柏
拉
圖
哲
學
為

理
論
基
礎
，
真
濃
厚
的
宗
教
神
秘
主
義

成
的
。
學
說
川
鞏
固
羅
提
諾
斯
(
白
色
口
已
開
)

的
學
甜
"
為
系
統
與
典
型
，
放
棄
柏
拉
圖

主
義
中
的
「
甜
苦
」
為
最
高
的
實
在
，
提

出
「
太
一
說
」
、
「
流
溢
說
」
與
「
靈
魂

解
脫
說
于
是
古
希
臘
羅
馬
哲
學
史
上
最

後
一
個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學
派
。

仰
聾
奧
古
斯
了
(
閉
門
，
吉
它
的
片
戶
口
。
。
問
巨
著

o
e

凶
2
3
0
)

，
曾
任
羅
馬
帝
國
非
洲
頓
地
希

坡

(
4
7阿
爾
及
利
亞
的
亞
拿
巴
)
主
教

9

是

當
時
西
方
教
會
中
的
重
要
人
士
。
他
深

信
人
類
唯
有
靠
神
的
恩
寵
，
方
能
得

數
，
為
體
立
「
教
會
以
外
無
法
得
救
」

的
信
念
不
遺
餘
力
，
使
摹
督
教
會
終
於

建
立
其
權
威
。
而
他
最
後
的
著
作
將
得

教
預
定
論
講
到
極
端
化

9

未
被
教
會
承

認
，
但
由
後
卻
再
現
於
經
院
神
學
家
聖

多
瑪
斯
宙
間
奎
納
與
宗
教
改
革
家
加
爾

文

(
F
B
C
E

口
)
的
著
作
中
。

閃
閃
聖
多
瑪
斯

m

阿
奎
納
(
的
片

-
E
O
B
E

主
囡
囡E
P
H
U
E
-
M
丟
了
義
大
利
經
院
…
科
學

家
與
詩
人
，
天
主
教
教
會
認
為
他
是
因

方
第
一
流
的
哲
學
家
與
神
學
家
。
曾
在

巴
黎
大
學
講
授
科
學

B

並
被
委
任
為
羈

馬
教
亞
的
神
學
顧
問
，
是
天
主
教
官
方

哲
學
的
代
表
人
物
，
他
終
身
從
事
教
學

活
動
和
著
書
立
說
，
著
述
浩
繁
，
有

[19] 士

懷面
德博

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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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專

注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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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之
肯稱
CL 

E
E
-
-
E

斗
)
，
英
國
邏
輯
學
家
、
數
學

家
、
教
育
家
與
形
而
上
學
家
，
也
是

傑
出
的
哲
學
家
。
與
羅
素
合
著
的

《
數
學
原
理
》
被
稱
為
、
一
永
久
性
的
偉
大
學

蠶蠱還盤墨磁盤證盤盤盤磁磁盤盤盤盤聽聽讓噩噩盛蜜蠶護軍盟



術
著
作
之
一
。
他
創
立
二
十
世
紀
最
龐

大
的
形
而
上
學
，
他
著
名
的
形
而
上
學

理
論
是
「
進
程
哲
學
」

(
H
M
E
S田
間

Z
E

間
。
志
明
)
，
主
張
「
變
化
是
認
識
賈

在

(
H
g
E己
的
不
二
法
門
，
或
變
化

本
身
就
是
實
在
」
'
這
理
論
曾
受
到
熱
到

地
討
論
。

間
卡
爾
，
巴
特
(
E
Z
囡
"
2
F
E
E
l

S
S
)
，
瑞
士
基
督
教
神
學
家
，
現
代
基

督
新
教
神
學
泰
斗
、
新
正
統
神
學
的
真

基
人
。
巴
特
的
神
學
稱
為
「
超
越
終
未

論
」
'
認
為
終
未
不
必
從
過
去
的
歷
史
，

它
就
存
於
永
恆
的
任
何
「
此
刻
」
當

中
。
他
發
表
《
「
羅
馬

書
」
注
釋
》
，
強
調
上

帝
不
同
於
人
聞
任
何
事

香
光
莊
嚴
【
第
七
十
四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V 物
，
批
判
當
時
主
流
的
自
由
派
神
學
中

的
理
性
主
義
、
歷
史
主
義
、
心
理
主

義
，
在
該
書
的
影
響
下
，
出
現

7

辯
證

神
學
派

(
U
F哥們
也
們
已
回
n
F
S
H
)
。

間
保
羅
國
固
立
克(
E
旦
旦
出

w
n
F
E
E
I

3
8
)
，
為
當
代
著
名
的
基
督
教
神
學
家

與
存
在
主
義
哲
學
家
。
他
的
神
學
有
極

濃
重
的
存
在
主
義
色
彩
，
致
力
於
聯
結

人
的
存
在
情
沮
與
基
督
教
毆
示
的
信

息
，
因
此
其
神
學
也
稱
「
相
關
神
學
」

0

他
提
出
「
終
極
關
懷
」
(
旦
旦
自

E
m

g
R
n
B
)
的
思
想
，
引
起
人
文
科
學
界

的
極
大
關
注
。
他
認
為
當
一
個
人
有
終

極
關
切
時
，
便
是
宗
教
的
;
終
極
關
懷

是
超
乎
一
切
對
生
命
的
關
切
，
這
種
關

切
是
無
條
件
的
。

問
「
不
可
知
論
」
是
否
認
人
有
認
識
非

物
質
實
體
的
可
能
性
，
斷
言
人
的
認
識

能
力
無
法
超
出
感
覺
經
驗
或
現
象
，
人

無
法
認
識
事
物
的
本
質
與
其
規
律
，
尤

其
是
神
的
存
在
與
性
體
方
面
的
課
題
。

認
為
神
可
能
存
在
，
只
是
理
智
無
法
語

明
或
推
翻
這
項
假
定
。
因
此
不
可
知
論

者
是
指
對
基
督
教
神
學
教
條
表
示
懷

躍
，
但
是
又
拒
緝
無
神
論
，
從
而
主
張

擱
置
「
上
帝
是
否
存
在
」
這
一
類
問
題

的
人
。

間
教
條
主
義
是
指
謹
守
教
義
，
不
敢
稍

有
逾
越
的
遵
守
方
式
，
亦
即
一
種
盲
目

遵
從
某
些
觀
念
或
原
則
的
態
度
。
其
理

論
脫
離
實
際
，
缺
乏
求
誼
的
精
神
，
並

拒
絕
接
受
實
際
經
驗
的
批
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