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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時
繫
念
儀
範
︾
︿
緣
起
﹀
載
曰
：
﹁
中
峯
祖
師
著
文
繫
念
，
何
云
繫
念
，
一
心
繫
屬
於

佛
不
雜
他
念
之
謂
也
。
乘
此
念
心
，
堅
固
純
熟
，
決
定
往
生
。
﹂
（1）

從
元
代
始
，
︽
三
時
繫
念
︾

作
為
念
佛
儀
軌
，
流
傳
至
今
已
七
百
多
年
。
目
前
在
台
灣
，
︽
三
時
繫
念
佛
事
︾
的
舉
行
也
十
分

普
遍
，
一
般
多
見
於
以
下
幾
種
情
況
：
接
續
總
結
佛
七
之
儀
軌
，
紀
念
專
修
念
佛
之
大
德
的
往
生

佛
事
，
及
作
為
一
般
超
薦
之
法
事
。
而
後
者
又
可
分
為
兩
類
：
以
此
儀
軌
作
為
獨
立
超
薦
佛
事
，

或
置
於
大
型
法
會
之
末
作
為
總
結
超
薦
佛
事

雖
然
我
們
無
法
真
正
了
解
元
明
之
際
︽
三
時
繫
念

美
國
芝
加
哥
大
學
音
樂
系
博
士   

陳
碧
燕

三
時
繫
念

｜
念
佛
、
禪
法
與
幻
住
家
風
︵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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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置
於
大
型
法
會
之
末
作
為
總
結
超
薦
佛
事
。
雖
然
我
們
無
法
真
正
了
解
元
明
之
際
︽
三
時
繫
念

佛
事
︾
與
︽
三
時
繫
念
儀
範
︾
的
實
際
運
用
狀
況
與
背
景
，
但
是
不
論
古
代
或
現
代
，
︽
三
時

繫
念
︾
的
儀
式
內
容
，
在
漢
傳
佛
教
的
寺
院
儀
軌
中
顯
得
極
為
突
出
，
異
於
一
般
懺
法
或
普
濟
儀

軌
。
並
且
，
台
灣
現
行
︽
三
時
繫
念
佛
事
︾
多
與
淨
土
念
佛
修
行
連
繫
，
使
此
儀
軌
儼
然
成
為
重

要
的
淨
土
儀
軌
。
而
筆
者
因
長
期
研
究
寺
院
早
晚
課
及
學
習
禪
宗
參
話
頭
，
熟
悉
︽
三
時
繫
念
︾

作
者
中
峯
明
本
禪
師
參
話
頭
之
教
示
極
為
卓
絕
，
且
觀
其
︽
三
時
繫
念
︾
儀
軌
與
當
代
寺
院
課
誦

內
容
並
行
，
為
研
究
僧
團
組
織
與
念
誦
發
展
的
重
要
關
鍵
。

明
本
為
元
代
禪
宗
大
師
，
臨
濟
宗
十
五
世
之
正
胤
，
畢
生
提
倡
參
話
頭
以
帶
領
禪
者
登
門
入

室
，
發
明
心
地
。
事
實
上
，
︽
三
時
繫
念
︾
儀
軌
內
容
反
映
了
許
多
禪
學
意
旨
、
明
本
的
儀
軌
風

格
，
及
元
朝
寺
院
與
居
士
︵
尤
其
是
士
大
夫
佛
教
徒
︶
之
關
係
，
及
當
時
於
江
浙
一
帶
淨
土
修
行
與
淨

土
團
體
︵
蓮
社
︶
之
風
氣
。
這
些
議
題
，
皆
連
繫
於
佛
教
宗
派
關
係
，
及
佛
教
徒
之
宗
教
生
活
。
然

而
儀
軌
內
容
、
結
構
和
樂
曲
︵
如
讚
、
偈
︶
之
使
用
，
主
要
的
考
量
是
：
如
何
呈
現
最
好
的
儀
式
效

果
及
宗
教
功
能
。
此
部
分
，
也
會
因
儀
式
所
強
調
之
法
門
或
教
義
內
容
，
而
互
有
差
別
。
如
天
台

宗
強
調
通
達
經
旨
和
實
地
修
行
並
行
，
因
而
自
智
顗
以
來
，
便
有
許
多
懺
法
儀
軌
之
制
定
，
以
俾

行
者
深
入
三
昧
，
疾
證
菩
提
。
自
古
以
來
，
天
台
宗
運
用
不
少
般
舟
三
昧
與
念
佛
三
昧
之
懺
儀
。

︽
三
時
繫
念
︾
和
一
般
懺
法
，
於
內
容
上
有
明
顯
之
差
異
，
更
別
於
天
台
儀
軌
。

【佛教樂音】【佛教樂音】



香光莊嚴【第101期】民國九十九年三月 36

然
而
，
儀
式
雖
反
應
某
些
傳
統
或
教
義
特
質
，
但
本
文
亦
強
調
：
不
要
設
立
一
個
固
定
的
形

象
，
以
之
為
完
整
的
教
義
和
實
踐
系
統
。
換
句
話
說
，
宗
派
與
其
強
調
之
法
門
固
然
息
息
相
關
，

但
我
們
不
可
太
類
別
化
︵com

partm
entalization

︶
宗
派
，
視
其
為
自
主
獨
立
的
傳
統
。
事
實
上
，
天

台
、
華
嚴
或
禪
宗
等
佛
教
宗
派
，
自
隋
唐
至
宋
元
時
期
，
一
直
於
轉
化
與
發
展
的
過
程
中
。
而
所

謂
的
淨
土
宗
，
更
是
於
宋
以
來
，
經
幾
位
天
台
法
師
編
撰
淨
土
大
師
之
列
傳
，
而
漸
於
元
明
，
尤

其
清
以
來
形
成
一
個
宗
派
概
念
。

對
於
佛
教
之
宗
派
關
係
，
近
年
來
已
有
許
多
學
者
︵
特
別
是
幾
位
研
究
宋
元
天
台
和
禪
宗
的
西
方
學

者
，
如D

anielA
.G

etz,T
.G

riffithF
oulk,D

anielB
.Stevenson

︶
呼
籲
，
日
本
佛
學
的
大
量
影
響
，
已
使
中
西
佛

學
者
傾
向
將
中
國
佛
教
過
度
教
派
化
，
各
宗
派
於
學
術
理
論
中
似
乎
涇
渭
分
明
，
自
相
獨
立
。
（2）

如
此
，
使
很
多
人
︵
包
括
學
者
︶
以
為
淨
土
宗
是
隋
唐
以
來
的
獨
立
宗
派
之
一
。
然
而
，
淨
土
於
中

國
佛
教
歷
史
中
，
尤
其
於
宋
元
以
前
，
並
非
是
一
個
特
別
或
獨
立
的
機
制

｜
含
有
清
楚
之
傳
承

及
教
義
系
統
。

自
隋
唐
至
元
，
淨
土
經
疏
、
闡
揚
淨
土
與
念
佛
法
門
之
著
作
，
及
淨
土
念
佛
儀
軌
之
著
作
，

多
為
各
方
大
德
，
其
於
佛
法
之
經
義
精
通
博
達
，
多
無
局
限
於
單
一
宗
派
或
法
門
。
然
而
這
些
論

疏
與
儀
軌
，
實
為
中
土
佛
教
徒
於
淨
土
修
行
之
微
妙
深
奧
，
提
供
清
楚
實
際
之
入
門
。
列
舉
幾
位

魏
晉
至
唐
之
佛
教
淨
土
經
疏
大
德
︵
此
時
以
︽
無
量
壽
經
︾
、
︽
觀
無
量
壽
經
︾
、
︽
阿
彌
陀
經
︾
三
部
之
註

疏
為
最
主
要)

其
中
︽
無
量
壽
經
︾
疏
有

慧
遠
︵
東
晉3

2
4

4
6
)

︽
無
量
壽
經
義
疏
︾

吉
藏
︵
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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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

疏

疏
為
最
主
要)

，
其
中
︽
無
量
壽
經
︾
疏
有
：
慧
遠
︵
東
晉3

2
4
-4

1
6
)

︽
無
量
壽
經
義
疏
︾
、
吉
藏
︵
隋

5
4
9
-6

2
3
)

︽
無
量
壽
經
義
疏
︾
、
元
曉
︵
唐6

1
7
-?)

︽
兩
卷
無
量
壽
經
宗
要
︾
等
。
︽
觀
無
量
壽
經
︾

疏
含
：
慧
遠
︽
觀
無
量
壽
經
疏
︾
、
智
顗
︵
隋5
3
8
-5

9
7
)

︽
觀
無
量
壽
經
疏
︾
、
吉
藏
︽
觀
無
量
壽

經
義
疏
︾
、
善
導
︵
唐6

1
3
-6

8
1
)

︽
觀
無
量
壽
佛
經
疏
︾
等
。
︽
阿
彌
陀
經
︾
疏
則
為
：
智
顗
︽
阿

彌
陀
經
義
記
︾
、
慧
淨
︵
唐5

7
8
-?)

︽
阿
彌
陀
經
義
述
︾
、
窺
基
︵
唐6

3
2
-6

8
2
)

︽
阿
彌
陀
經
疏
︾
與

︽
阿
彌
陀
經
通
贊
疏
︾
、
元
曉
︽
佛
說
阿
彌
陀
經
疏
︾
等
。
這
些
淨
土
經
疏
作
者
，
具
博
通
諸

論
，
深
達
經
旨
。
甚
至
於
其
他
法
門
和
諸
大
經
論
之
理
解
闡
義
，
亦
為
群
雄
之
首
，
最
具
博
學
名

聞
，
並
為
各
界
瞻
仰
，
信
徒
十
方
幅
湊
者
，
或
甚
至
為
中
土
佛
教
門
派
之
創
宗
始
祖
。
其
中
慧
遠

為
般
若
經
學
大
師
及
廬
山
白
蓮
社
創
始
者
，
而
善
導
為
唐
初
之
淨
土
大
德
。
其
餘
之
淨
土
經
疏
者

則
同
時
為
其
他
佛
教
經
論
思
想
之
大
師
，
如
天
台
宗
始
祖
智
顗
、
法
相
宗
初
祖
窺
基
、
中
興
三
論

宗
大
師
吉
藏
、
唐
初
譯
經
大
師
及
大
莊
嚴
論
學
者
慧
淨
、
華
嚴
學
名
僧
元
曉
等
，
皆
為
當
時
最
為

重
要
之
佛
教
導
師
。
這
些
法
師
俱
稱
歎
讚
揚
淨
土
修
行
與
念
佛
功
德
之
殊
勝
。
他
們
不
但
為
淨
土

經
作
疏
，
以
解
此
幽
微
深
奧
之
法
門
；
更
作
念
佛
法
及
淨
土
釋
義
之
論
述
，
闡
宏
淨
土
思
想
。

隋
唐
淨
土
思
想
之
主
要
專
論
包
括
道
綽
︽
安
樂
集
︾
、
善
導
︽
觀
念
阿
彌
陀
佛
相
海
三
昧
功

德
法
門
︾
、
智
顗
︽
淨
土
十
疑
論
︾
及
︽
五
方
便
念
佛
門
︾
、
懷
感
︽
釋
淨
土
群
疑
論
︾
、
迦
才

︽
淨
土
論
︾
、
窺
基
︽
西
方
要
決
釋
疑
通
規
︾
、
慧
日
︽
略
諸
經
論
念
佛
法
門
往
生
淨
土
集
︾
、

【佛教樂音】【佛教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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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曉
︽
遊
心
安
樂
道
︾
、
道
鏡
與
善
道
之
︽
求
生
西
方
淨
土
念
佛
鏡
︾
︵
簡
稱
︽
念
佛
鏡
︾)

、
飛
錫

︽
念
佛
三
昧
寶
王
論
︾
等
。
除
此
之
外
，
此
時
之
淨
土
道
場
儀
軌
之
著
作
也
不
少
。
專
修
淨
土
法

門
之
大
德
，
創
立
念
佛
儀
範
，
嘉
惠
行
人
。
隋
唐
之
淨
土
禮
懺
儀
，
包
括
：
曇
鸞
︽
讚
阿
彌
陀
佛

偈
︾
，
善
導
︽
轉
經
行
道
願
往
生
淨
土
法
事
讚
︾
、
︽
依
觀
經
等
名
般
舟
三
昧
行
道
往
生
讚
︾
及

︽
往
生
禮
讚
偈
︾
，
智
昇
︽
集
諸
經
禮
懺
儀
︾
，
法
照
︽
淨
土
五
會
念
佛
法
事
儀
讚
︾
及
︽
淨
土

五
會
念
佛
觀
行
儀
︾
等
。
淨
土
文
與
淨
土
懺
儀
之
著
作
，
此
時
亦
為
盛
期
。
寺
院
道
場
關
於
對
阿

彌
陀
佛
之
皈
依
、
禮
敬
、
讚
歎
、
觀
想
、
念
佛
、
發
願
、
回
向
等
，
在
隋
唐
時
期
已
基
本
確
立
。

宋
朝
撰
淨
土
經
疏
、
淨
土
懺
儀
及
淨
土
著
作
者
，
包
括
：
遵
式
︵9

6
4
-1

0
3
2
)

、
知
禮
︵9

6
0
-

1
0
2
8
)

、
智
圓
︵9

7
6
-1

0
2
2
)

、
元
照
︵1

0
4
8
-1

1
1
6
)

、
宗
曉
︵1

1
5
1
-1

2
1
4
)

、
志
磐
等
。
其
中
，
除
元
照

為
律
宗
大
師
外
，
其
於
上
述
諸
位
皆
為
天
台
宗
法
師
。
而
元
代
僧
作
淨
土
文
者
，
有
懷
則
、
天
如

惟
則
及
普
度
。
其
中
普
度
為
專
修
念
佛
法
門
之
大
師
；
懷
則
為
元
朝
時
天
台
之
興
教
大
師
；
天
如

惟
則
為
禪
宗
大
師
中
峯
明
本
之
門
徒
。

淨
土
信
仰
或
念
佛
法
門
在
宋
元
以
前
，
已
成
為
許
多
寺
院
日
常
佛
事
的
一
部
分
，
宋
元
之
清

規
︵
多
為
禪
宗
清
規
︶
亦
載
如
何
為
病
人
解
釋
與
念
誦
，
尤
其
念
誦
阿
彌
陀
佛
名
號
。
念
佛
即
如
同

施
食
儀
軌
一
般
，
為
諸
寺
院
所
運
用
。
北
宋
禪
師
長
蘆
宗
賾
所
集
，
於
崇
寧
二
年
︵1

1
0
3
)

完
成
的

︽
禪
苑
清
規
︾
，
其
卷
六
︿
警
眾
﹀
載
﹁
黃
昏
鳴
大
鐘
者
，
行
者
上
殿
念
佛
也
。
﹂
南
宋
以
來
，

許
多
大
叢
林
也
多
建
立
觀
音
殿
及
彌
陀
殿
供
奉
崇
拜

宋
元
佛
教
大
德
中
多
有
觀
音
信
仰
者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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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許
多
大
叢
林
也
多
建
立
觀
音
殿
及
彌
陀
殿
供
奉
崇
拜
。
宋
元
佛
教
大
德
中
多
有
觀
音
信
仰
者
，
大

慧
宗
杲
、
遵
式
、
知
禮
、
明
本
等
皆
是
。
如
：
宗
杲
作
︿
禮
觀
音
文
﹀
，
遵
式
著
︽
請
觀
世
音
菩

薩
消
伏
毒
害
陀
羅
尼
三
昧
儀
︾
等
，
知
禮
撰
︽
千
手
千
眼
大
悲
心
咒
行
法
︾
，
而
明
本
之
︽
幻
住

清
規
︾
是
首
度
載
觀
世
音
菩
薩
聖
誕
的
清
規
。
其
中
遵
式
與
中
峯
明
本
也
分
別
作
︽
往
生
淨
土
懺

願
儀
︾
及
︽
三
時
繫
念
︾
。
淨
土
思
想
和
淨
土
信
仰
，
於
中
國
社
會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是
無
庸
置

疑
的
；
只
是
過
度
宗
派
化
的
結
果
，
卻
可
能
導
致
各
法
門
或
宗
派
思
想
於
社
會
中
的
真
實
關
係
被

過
度
存
粹
化
與
自
主
化
。

筆
者
以
︽
三
時
繫
念
︾
儀
式
作
為
研
究
主
題
，
一
方
面
作
為
對
寺
院
早
晚
課
和
僧
團
組
織
關

係
的
持
續
探
討
；
另
一
方
面
，
也
是
著
眼
於
此
儀
軌
在
台
灣
的
普
及
性
及
其
儀
軌
之
特
殊
性
。
然

而
，
三
時
繫
念
的
唱
誦
雖
然
單
純
，
但
於
台
灣
幾
個
較
大
的
佛
教
機
制
，
如
佛
光
山
、
淨
宗
學
會

和
法
鼓
山
等
，
所
作
之
三
時
繫
念
佛
事
，
風
格
各
自
不
同
，
其
中
最
大
之
區
別
，
往
往
在
於
白

文
的
念
誦
。
因
既
然
︽
三
時
繫
念
佛
事
︾
之
讚
偈
經
咒
皆
含
於
寺
院
早
晚
課
誦
中
，
則
各
寺
院
不

論
其
宗
派
法
門
互
異
，
早
晚
課
誦
基
本
內
容
，
自
明
末
以
來
已
是
相
當
一
致
的
。
白
文
腔
調
之

運
用
，
非
經
咒
讚
偈
，
在
︽
三
時
繫
念
︾
佛
事
中
作
為
宣
唱
開
示
之
﹁
講
演
﹂
與
﹁
提
綱
﹂
，

為
︽
三
時
繫
念
︾
異
於
其
他
佛
教
儀
軌
的
特
點
，
亦
是
目
前
台
灣
不
同
寺
院
實
行
︽
三
時
繫
念

佛
事
︾
風
格
差
異
較
大
的
地
方
。
而
此
差
異
多
和
該
寺
院
之
叢
林
制
度
、
生
活
型
態
和
梵
唄
的

【佛教樂音】【佛教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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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狀
況
關
係
密
切
，
但
顯
然
與
寺
院
之
宗
派
類
別
無
關
。
另
外
，
︽
三
時
繫
念
佛
事
︾
雖
然

重
要
普
及
，
但
卻
未
見
於
藏
經
所
列
之
淨
土
儀
軌
中
，
也
未
見
於
其
他
的
淨
土
文
類
中
。
如
清
代

彭
際
清
於
其
︽
淨
土
聖
賢
錄
︾
記
載
明
本
的
多
種
成
就
及
影
響
，
包
含
其
對
淨
土
之
舉
揚
及
其

︿
淨
土
詩
﹀
之
著
作
，
然
而
並
無
提
及
︽
三
時
繫
念
︾
。
甚
至
明
本
所
制
之
清
規
︽
幻
住
清
規
︾

亦
無
︽
三
時
繫
念
︾
的
記
載
。
另
外
，
由
其
門
徒
所
編
撰
、
元
皇
朝
應
允
編
入
藏
經
之
︽
天
目
中

峯
和
上
廣
錄
︾
，
與
目
前
收
入
於
續
藏
經
的
︽
天
目
明
本
禪
師
雜
錄
︾
，
亦
皆
無
載
錄
︽
三
時
繫

念
︾
。
由
此
，
我
們
需
思
考
當
時
明
本
著
︽
三
時
繫
念
︾
的
主
要
僧
團
和
居
士
團
體
，
即
當
時
運

行
此
儀
軌
之
對
象
及
地
區
，
可
能
不
包
含
天
目
山
或
其
他
明
本
曾
住
持
或
居
住
之
禪
寺
以
外
的
區

域
︵
除
天
目
山
師
子
正
宗
禪
寺
以
外
，
明
本
所
居
之
處
多
名
為
幻
住
庵)

。

︽
三
時
繫
念
︾
扮
演
的
社
會
宗
教
教
育
的
角
色
和
對
象
，
實
在
關
係
著
此
儀
軌
之
內
容
和
結

構
。
而
研
究
此
儀
軌
之
內
涵
與
特
點
，
提
供
了
元
代
之
漢
傳
佛
教
文
化
及
儀
軌
發
展
的
資
料
與
觀

點
。
限
於
篇
幅
，
本
文
主
要
討
論
以
下
幾
個
議
題
：
比
較
︽
三
時
繫
念
︾
和
其
他
淨
土
懺
儀
︵
尤

其
是
遵
式
︽
淨
土
懺
︾
︶
的
結
構
與
內
容
；
透
過
︽
三
時
繫
念
︾
及
︽
幻
住
清
規
︾
之
念
誦
規
約
，
檢

視
明
本
對
寺
院
念
誦
儀
軌
之
整
頓
及
其
風
格
；
觀
察
︽
三
時
繫
念
︾
中
大
篇
幅
之
開
示
儀
文
︵
即

﹁
提
綱
﹂
和
﹁
講
演
﹂
部
分
︶
探
討
明
本
論
念
佛
與
禪
法
的
關
係
；
最
後
討
論
︽
三
時
繫
念
︾
的
﹁
提

綱
﹂
和
﹁
講
演
﹂
白
文
念
誦
，
以
示
聲
文
並
具
的
說
法
儀
軌
，
旨
明
法
理
並
啟
眾
心
。

︽
三
時
繫
念
︾

明
本
之
儀
軌
特
色
及
幻
住
道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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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
講
演
﹂

文
念
誦

以
示

文
並

說
法
儀
軌

法
理
並
啟

︽
三
時
繫
念
︾—

明
本
之
儀
軌
特
色
及
幻
住
道
風

中
峯
明
本
的
︽
三
時
繫
念
︾
有
兩
個
版
本
：
一
為
︽
三
時
繫
念
佛
事
︾
，
一
為
︽
三
時
繫
念
儀

範
︾
。
兩
者
主
要
結
構
與
內
容
一
樣
，
僅
部
分
細
節
有
些
差
異
。
另
外
，
︽
三
時
繫
念
儀
範
︾
之

第
一
時
後
有
齋
佛
儀
式
，
第
二
時
畢
為
彌
陀
懺
儀
，
第
三
時
結
束
時
念
淨
土
回
向
文
。
此
三
項
為

附
加
儀
式
，
並
不
常
於
一
般
︽
三
時
繫
念
佛
事
︾
中
舉
行
。
本
文
之
三
時
繫
念
內
容
與
結
構
的
分

析
，
將
以
︽
三
時
繫
念
佛
事
︾
為
例
。

此
儀
軌
共
分
三
時
，
每
一
時
的
結
構
一
樣
，
含
三
稱
蓮
池
海
會
佛
菩
薩
、
誦
︽
阿
彌
陀
經
︾

︵
於
︽
儀
範
︾
中
第
二
及
第
三
時
則
可
以
︽
無
量
壽
經
︾
與
︽
觀
無
量
壽
經
︾
代
之)

、
︿
往
生
咒
﹀
、
提
綱
、

︿
讚
佛
偈
﹀
、
念
佛
、
︿
彌
陀
讚
﹀
︵
︽
儀
範
︾
於
念
佛
後
接
講
演
，
中
無
有
︿
彌
陀
讚
﹀)

、
講
演
、
下

座
旋
遶
念
佛
、
發
願
文
︵
三
時
之
發
願
文
皆
不
同
，
第
一
時
為
︿
普
賢
十
大
願
﹀
及
︿
四
弘
誓
願
﹀
，
第
二
時
為

︿
大
慈
菩
薩
發
願
偈
﹀
，
第
三
時
為
︿
慈
雲
淨
土
文
﹀)

、
讚
︵
三
時
分
別
為
︿
佛
寶
讚
﹀
、
︿
法
寶
讚
﹀
、
和
︿
僧

寶
讚
﹀)

、
念
佛
登
座
、
懺
願
︵
往
昔
所
造
諸
惡
業
︙
︙
南
無
普
賢
王
菩
薩
摩
訶
薩)

、
︿
西
方
讚
﹀
︵
阿
彌
陀

佛
無
上
醫
王)

、
最
後
於
第
三
時
之
︿
西
方
讚
﹀
結
束
後
回
向
、
行
三
皈
依
。
其
中
，
自
發
願
文
、

︿
佛
寶
讚
﹀
，
至
念
佛
登
座
，
並
未
見
於
︽
儀
範
︾
儀
軌
中
；
於
︽
儀
範
︾
中
旋
遶
念
佛
後
則
接

懺
願
。
又
︽
儀
範
︾
之
末
後
讚
三
時
不
同
，
第
一
時
︿
西
方
讚
﹀
︵
阿
彌
陀
佛
無
上
醫
王
︶
、
第
二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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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
陀
讚
﹀
、
第
三
時
︿
西
方
讚
﹀
︵
念
佛
功
德
不
可
思
議
︶
。
而
︽
三
時
繫
念
佛
事
︾
除
第
三
時
末

唱
︿
彌
陀
大
讚
﹀
外
，
第
一
時
與
第
二
時
唱
︿
西
方
讚
﹀
︵
阿
彌
陀
佛
無
上
醫
王)

。
下
表
列
出
︽
三

時
繫
念
佛
事
︾
之
儀
軌
程
序
和
內
容
。

︽
三
時
繫
念
佛
事
︾儀
軌
內
容
表

第三時

同第一時

同第一時

同第一時

提綱

同第一時

同第一時

講演

同第一時

發願文
( 慈雲淨土文 )

僧寶讚

念佛登座

同第一時

彌陀大讚

回向

三皈依

第二時

同第一時

同第一時

同第一時

提綱

同第一時

同第一時

講演

同第一時

發願文 ( 大慈
菩薩發願偈 )

法寶讚

念佛登座

同第一時

同第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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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時

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

佛說阿彌陀經

往生咒三遍

提綱

讚佛偈   念佛

彌陀讚 ( 第一大願觀想彌陀 )

講演

下座旋繞念佛 (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 大慈大悲 阿彌陀佛 ) 

發願文 ( 普賢十大願  四弘誓願 )

佛寶讚

念佛登座

鳴尺 懺悔發願 ( 南無普賢王菩薩摩訶薩 ) 懺悔偈、四弘誓願

西方讚 ( 阿彌陀佛無上醫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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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表
列
出
的
︽
三
時
繫
念
佛
事
︾
儀
軌
內
容
，
顯
示
此
儀
軌
與
當
代
早
晚
課
誦
的
緊
密
關
係
；

除
﹁
提
綱
﹂
和
﹁
講
演
﹂
外
，
其
餘
項
目
皆
為
寺
院
日
常
課
誦
的
內
容
。
如
：
起
始
之
蓮
池
海

會
佛
菩
薩
、
︽
佛
說
阿
彌
陀
經
︾
、
及
︿
往
生
咒
﹀
為
近
代
及
當
代
晚
課
之
正
文
內
容
：
︿
讚

佛
偈
﹀
與
念
佛
，
為
早
課
與
晚
課
正
文
結
束
所
唱
之
回
向
偈
後
接
續
之
部
分
，
︿
讚
佛
偈
﹀
通

常
與
念
佛
結
合
，
作
為
宣
讚
佛
德
並
引
導
旋
繞
念
佛
的
要
素
；
旋
遶
念
佛
後
接
讚
子
︵
此
為
︿
彌
陀

讚
﹀
︶
為
平
日
課
誦
普
佛
之
正
常
邏
輯
，
此
讚
點
出
普
佛
的
對
象
即
阿
彌
陀
佛
︵
例
如
，
藥
師
普
佛
則

於
旋
遶
稱
念
藥
師
佛
號
後
接
唱
︿
藥
師
讚
﹀)

。

︿
普
賢
十
大
願
﹀
、
︿
四
弘
誓
願
﹀
、
︿
大
慈
菩
薩
發
願
偈
﹀
與
︿
慈
雲
淨
土
文
﹀
皆
為
僧
團

早
晚
課
誦
之
內
容
。
其
中
︿
普
賢
十
大
願
﹀
早
晚
課
均
有
念
誦
；
而
︿
四
弘
誓
願
﹀
、
︿
大
慈
菩

薩
發
願
偈
﹀
與
︿
慈
雲
淨
土
文
﹀
，
於
近
代
則
多
用
於
晚
課
中
。
發
願
文
後
之
大
讚

｜
︿
佛
寶

讚
﹀
、
︿
法
寶
讚
﹀
與
︿
僧
寶
讚
﹀
，
有
時
於
平
日
普
佛
儀
式
中
唱
誦
，
但
此
三
讚
於
禪
宗
叢
林

的
固
定
唱
誦
日
期
為
除
夜
、
初
一
、
初
二
、
三
日
之
晚
課
，
二
板
課
誦
普
佛
時
唱
。
懺
悔
發
願
中

之
︿
懺
悔
偈
﹀
與
︿
四
弘
誓
願
﹀
，
皆
為
晚
課
之
內
容
，
但
懺
悔
發
願
前
有
一
段
類
似
講
演
之
部

分
，
故
有
法
師
鳴
尺
。
最
後
之
︿
西
方
讚
﹀
，
也
是
課
誦
中
唱
誦
的
讚
子
。
而
第
三
時
之
︿
彌
陀

讚
﹀
，
通
常
於
彌
陀
普
佛
時
唱
誦
。

除
了
內
容
皆
平
行
於
寺
院
日
常
課
誦
，
此
儀
軌
缺
乏
專
屬
讚
子
或
偈
子
也
是
一
大
特
點
。
綜
觀

各
類
漢
傳
佛
教
儀
軌

無
論
誦
經
儀
軌
︵
如
華
嚴
七

法
華
七)

懺
願
儀
︵
如
大
悲

地
藏

梁
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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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皆

行
於

課
誦

此
儀
軌

乏

屬
讚
子
或
偈
子
也
是

大
特

綜
觀

各
類
漢
傳
佛
教
儀
軌
，
無
論
誦
經
儀
軌
︵
如
華
嚴
七
、
法
華
七)

、
懺
願
儀
︵
如
大
悲
、
地
藏
、
梁
皇)

、

普
濟
儀
軌
︵
如
燄
口
、
水
陸)

，
或
其
他
修
行
儀
軌
︵
如
佛
七)

等
，
這
些
儀
軌
皆
含
有
專
屬
於
該
儀
軌

之
讚
偈
，
惟
三
時
繫
念
缺
少
此
類
讚
偈
。
尤
有
進
者
，
如
前
所
言
，
︽
三
時
繫
念
佛
事
︾
儀
軌
內

容
，
除
提
綱
與
講
演
外
，
皆
為
近
代
與
當
代
僧
團
日
常
念
誦
之
讚
偈
經
文
。
關
於
此
，
我
曾
整
理

宋
代
至
元
代
之
主
要
清
規
中
關
於
念
誦
的
內
容
與
發
展
，
發
現
中
峯
明
本
的
︽
幻
住
清
規
︾
極
為

特
出
，
亦
是
影
響
後
來
早
晚
課
誦
內
容
的
主
要
轉
捩
點
，
值
得
在
此
文
敘
述
。
此
外
，
︽
三
時
繫

念
︾
之
結
構
和
內
容
實
異
於
其
他
懺
法
︵
包
括
︽
淨
土
懺
︾
︶
和
其
他
普
濟
儀
軌
。
即
使
當
代
許
多

佛
教
徒
將
其
作
用
為
類
似
淨
土
懺
願
儀
或
超
薦
儀
式
，
︽
三
時
繫
念
︾
之
儀
軌
結
構
與
特
性
，
實

不
可
等
同
於
以
上
諸
類
儀
軌
。
因
此
本
文
亦
將
簡
單
比
較
遵
式
︽
淨
土
懺
︾
和
︽
三
時
繫
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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