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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上
感
應
篇

一

太太
上上
感感
應硬
篇篇

　
　
太太
上上
曰曰
。

禍禍
福福
無無
門門
。

惟惟
人人
自自
召召
。

善善
惡惡
之之
報報
。

如如
影影
隨隨
形形
。

　
　
是是
以以
天天
地地
有有
司司
過過
之之
神神
。

依依
人人
所所
犯犯
輕輕
重重
。

以以
奪奪
人人
算算
。

算算
減減
則則
貧貧
耗耗
。

多多
逢逢
憂憂
患患
。

人人
皆皆
惡惡
之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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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刑型
禍禍
隨隨
之之
。

吉吉
慶慶
避避
之之
。

惡惡
星星
災災
之之
。

算算
盡盡
則則
死死
。

　
　
又又
有有
三三
台台
北北
斗斗
神神
君君
。

在在
人人
頭頭
上上
。

錄錄
人人
罪罪

惡惡
。

奪奪
其其
紀紀
算算
。

又又
有有
三三
尸尸
神神
。

在在
人人
身身
中中
。

每每
到到
庚庚

申申
日日
。

輒輒
上上
詣詣
天天
曹曹
。

言言
人人
罪罪
過過
。

月月
晦晦
之之
日日
。

竈造
神神

亦亦
然然
。

凡凡
人人
有有
過過
。

大大
則則
奪奪
紀紀
。

小小
則則
奪奪
算算
。

其其
過過
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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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小
。

有有
數數
百百
事事
。

欲欲
求求
長長
生生
者者
。

先先
須須
避避
之之
。

　
　
是是
道道
則則
進進
。

非非
道道
則則
退退
。

不不
履履
邪邪
徑徑
。

不不
欺欺
暗暗

室室
。

積積
德德
累累
功功
。

慈慈
心心
於於
物物
。

忠忠
孝孝
友友
悌悌
。

正正
己己
化化
人人
。

矜矜
孤孤
恤恤
寡寡
。

敬敬
老老
懷懷
幼幼
。

昆昆
蟲蟲
草草
木木
。

猶猶
不不
可可
傷傷
。

宜宜

憫憫
人人
之之
凶凶
。

樂落
人人
之之
善善
。

濟濟
人人
之之
急急
。

救救
人人
之之
危危
。

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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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人
之之
得得
。

如如
己己
之之
得得
。

見見
人人
之之
失失
。

如如
己己
之之
失失
。

不不
彰彰

人人
短短
。

不不
衒衒
己己
長長
。

遏遏
惡惡
揚揚
善善
。

推推
多多
取取
少少
。

受受
辱辱
不不

怨怨
。

受受
寵寵
若若
驚驚
。

施施
恩恩
不不
求求
報報
。

與與
人人
不不
追追
悔悔
。

　
　
所所
謂謂
善善
人人
。

人人
皆皆
敬敬
之之
。

天天
道道
佑佑
之之
。

福福
祿祿
隨隨

之之
。

眾眾
邪邪
遠遠
之之
。

神神
靈靈
衞為
之之
。

所所
作作
必必
成成
。

神神
仙仙
可可
冀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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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欲欲
求求
天天
仙仙
者者
。

當當
立立
一一
千千
三三
百百
善善
。

欲欲
求求
地地
仙仙
者者
。

當當
立立
三三
百百
善善
。

　
　
苟苟
或或
非非
義義
而而
動動
。

背背
理理
而而
行行
。

以以
惡惡
為為
能能
。

忍忍

作作
殘殘
害害
。

陰陰
賊賊
良良
善善
。

暗暗
侮侮
君君
親親
。

慢慢
其其
先先
生生
。

叛叛
其其

所所
事事
。

誑誑
諸諸
無無
識識
。

謗謗
諸諸
同同
學學
。

虛虛
誣誣
詐詐
偽偽
。

攻攻
訐訐
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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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親親
。

剛剛
強強
不不
仁仁
。

狠狠
戾戾
自自
用用
。

是是
非非
不不
當當
。

向向
背背
乖乖
宜宜
。

虐虐
下下
取取
功功
。

諂諂
上上
希希
旨旨
。

受受
恩恩
不不
感感
。

念念
怨怨
不不
休休
。

輕輕

蔑蔑
天天
民民
。

擾擾
亂亂
國國
政政
。

賞賞
及及
非非
義義
。

刑刑
及及
無無
辜辜
。

殺殺
人人

取取
財財
。

傾傾
人人
取取
位位
。

誅誅
降降
戮戮
服服
。

貶貶
正正
排排
賢賢
。

凌凌
孤孤
逼逼

寡寡
。

棄棄
法法
受受
賂賂
。

以以
直直
為為
曲曲
。

以以
曲曲
為為
直直
。

入入
輕輕
為為
重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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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見見
殺殺
加加
怒怒
。

知知
過過
不不
改改
。

知知
善善
不不
為為
。

自自
罪罪
引引
他他
。

壅壅

塞塞
方方
術術
。

訕訕
謗謗
聖聖
賢賢
。

侵侵
凌凌
道道
德德
。

射射
飛飛
逐逐
走走
。

發發
蟄蟄

驚驚
棲棲
。

填填
穴穴
覆覆
巢巢
。

傷傷
胎胎
破破
卵卵
。

願願
人人
有有
失失
。

毀毀
人人
成成

功功
。

危危
人人
自自
安安
。

減減
人人
自自
益益
。

以以
惡惡
易易
好好
。

以以
私私
廢廢
公公
。

竊竊
人人
之之
能能
。

蔽蔽
人人
之之
善善
。

形形
人人
之之
醜醜
。

訐訐
人人
之之
私私
。

耗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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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人人
貨貨
財才
。

離離
人人
骨骨
肉肉
。

侵侵
人人
所所
愛愛
。

助助
人人
為為
非非
。

逞逞
志志

作作
威威
。

辱辱
人人
求求
勝勝
。

敗敗
人人
苗苗
稼稼
。

破破
人人
婚婚
姻姻
。

苟苟
富富
而而

驕驕
。

苟苟
免免
無無
恥恥
。

認認
恩恩
推推
過過
。

嫁嫁
禍禍
賣賣
惡惡
。

沽沽
買買
虛虛
譽譽
。

包包
貯貯
險險
心心
。

挫挫
人人
所所
長長
。

護護
己己
所所
短短
。

乘乘
威威
迫迫
脅脅
。

縱縱

暴暴
殺殺
傷傷
。

無無
故故
剪剪
裁裁
。

非非
禮禮
烹烹
宰宰
。

散散
棄棄
五五
穀穀
。

勞勞
擾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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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眾眾
生生
。

破破
人人
之之
家家
。

取取
其其
財財
寶寶
。

決決
水水
放放
火火
。

以以
害害
民民

居居
。

紊紊
亂亂
規規
模模
。

以以
敗敗
人人
功功
。

損損
人人
器器
物物
。

以以
窮窮
人人
用用
。

見見
他他
榮榮
貴貴
。

願願
他他
流流
貶貶
。

見見
他他
富富
有有
。

願願
他他
破破
散散
。

見見

他他
色色
美美
。

起起
心心
私私
之之
。

負負
他他
貨貨
財財
。

願願
他他
身身
死死
。

干干
求求

不不
遂遂
。

便便
生生
咒咒
恨恨
。

見見
他他
失失
便便
。

便便
說說
他他
過過
。

見見
他他
體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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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相
不不
具具
而而
笑笑
之之
。

見見
他他
才才
能能
可可
稱稱
而而
抑抑
之之
。

埋埋
蠱蠱

厭眼
人人
。

用用
藥藥
殺殺
樹樹
。

恚恚
怒怒
師師
傅傅
。

抵抵
觸觸
父父
兄兄
。

強搶
取取
強搶

求求
。

好好
侵侵
好好
奪奪
。

擄擄
掠掠
致致
富富
。

巧巧
詐詐
求求
遷遷
。

賞賞
罰罰
不不
平平
。

逸逸
樂樂
過過
節節
。

苛苛
虐虐
其其
下下
。

恐恐
嚇嚇
於於
他他
。

怨怨
天天
尤尤
人人
。

呵喝

風風
罵罵
雨雨
。鬬豆

合合
爭爭
訟訟
。

妄妄
逐逐
朋朋
黨黨
。

用用
妻妻
妾妾
語語
。

違違
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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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母
訓訓
。

得得
新新
忘忘
故故
。

口口
是是
心心
非非
。

貪貪
冒冒
於於
財財
。

欺欺
罔罔
其其

上上
。

造造
作作
惡惡
語語
。

讒讒
毀毀
平平
人人
。

毀毀
人人
稱稱
直直
。

罵罵
神神
稱稱
正正
。

棄棄
順順
效效
逆逆
。

背背
親親
向向
疏疏
。

指指
天天
地地
以以
證證
鄙鄙
懷懷
。

引引
神神

明明
而而
鑑鑑
猥猥
事事
。

施施
與與
後後
悔悔
。

假假
借借
不不
還還
。

分分
外外
營營
求求
。

力力
上上
施施
設設
。

淫淫
慾慾
過過
度度
。

心心
毒毒
貌貌
慈慈
。

穢穢
食食
餧餧
人人
。

左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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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道
惑惑
眾眾
。

短短
尺尺
狹狹
度度
。

輕輕
秤秤
小小
升升
。

以以
偽偽
雜雜
真真
。

採採
取取

姦姦
利利
。

壓壓
良良
為為
賤賤
。

謾謾
驀驀
愚愚
人人
。

貪貪
婪婪
無無
厭厭
。

咒咒
詛詛
求求

直直
。

嗜嗜
酒酒
悖悖
亂亂
。

骨骨
肉肉
忿忿
爭爭
。

男男
不不
忠忠
良良
。

女女
不不
柔柔
順順
。

不不
和和
其其
室室
。

不不
敬敬
其其
夫夫
。

每每
好好
矜矜
誇誇
。

常常
行行
妒妒
忌忌
。

無無

行行
於於
妻妻
子子
。

失失
禮禮
於於
舅舅
姑姑
。

輕輕
慢慢
先先
靈靈
。

違違
逆逆
上上
命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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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作
為為
無無
益益
。

懷懷
挾挾
外外
心心
。

自自
咒咒
咒咒
他他
。

偏偏
憎憎
偏偏
愛愛
。

越越

井井
越越
竈造
。

跳跳
食食
跳跳
人人
。

損損
子子
墮墮
胎胎
。

行行
多多
隱隱
僻僻
。

晦晦
臘臘

歌歌
舞舞
。

朔朔
旦旦
號號
怒怒
。

對對
北北
涕涕
唾唾
及及
溺溺
。

對對
竈造
吟吟
咏永
及及

哭哭
。

又又
以以
竈造
火火
燒燒
香香
。

穢穢
柴柴
作作
食食
。

夜夜
起起
裸裸
露露
。

八八
節節

行行
刑刑
。

唾唾
流流
星星
。

指指
虹虹
霓霓
。

輒輒
指指
三三
光光
。

久久
視視
日日
月月
。

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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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

月月
燎燎
獵獵
。

對對
北北
惡惡
罵罵
。

無無
故故
殺殺
龜龜
打打
蛇蛇
。

　
　
如如
是是
等等
罪罪
。

司司
命命
隨隨
其其
輕輕
重重
。

奪奪
其其
紀紀
算算
。

算算

盡盡
則則
死死
。

死死
有有
餘餘
責責
。

乃乃
殃殃
及及
子子
孫孫
。

又又
諸諸
橫橫
取取
人人

財財
者者
。

乃乃
計計
其其
妻妻
子子
家家
口口
以以
當當
之之
。

漸漸
至至
死死
喪喪
。

若若

不不
死死
喪喪
。

則則
有有
水水
火火
盜盜
賊賊
。

遺遺
亡亡
器器
物物
。

疾疾
病病
口口
舌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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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諸諸
事事
。

以以
當當
妄妄
取取
之之
值值
。

又又
枉枉
殺殺
人人
者者
。

是是
易易
刀刀
兵兵

而而
相相
殺殺
也也
。

取取
非非
義義
之之
財財
者者
。

譬譬
如如
漏漏
脯脯
救救
飢飢
。

鴆鴆

酒酒
止止
渴渴
。

非非
不不
暫暫
飽飽
。

死死
亦亦
及及
之之
。

　
　
夫夫
心心
起起
於於
善善
。

善善
雖雖
未未
為為
。

而而
吉吉
神神
已已
隨隨
之之
。

或或
心心
起起
於於
惡惡
。

惡惡
雖雖
未未
為為
。

而而
凶凶
神神
已已
隨隨
之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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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六

　
　
其其
有有
曾曾
行行
惡惡
事事
。

後後
自自
改改
悔悔
。

諸諸
惡惡
莫莫
作作
。

眾眾

善善
奉奉
行行
。

久久
久久
必必
獲獲
吉吉
慶慶
。

所所
謂謂
轉轉
禍禍
為為
福福
也也
。

　
　
故故
吉吉
人人
語語
善善
。

視視
善善
。

行行
善善
。

一一
日日
有有
三三
善善
。

三三

年年
天天
必必
降降
之之
福福
。

凶凶
人人
語語
惡惡
。

視視
惡惡
。

行行
惡惡
。

一一
日日
有有

三三
惡惡
。

三三
年年
天天
必必
降降
之之
禍禍
。

胡胡
不不
勉勉
而而
行行
之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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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七

太
上
感
應
篇
淺
解

通
城
毛
凌
雲
惕
園
述
纂
述

　
　
「
太
上
」
是
太
上
老
君
，
姓
李
名
耳
，
號
伯
陽
，
得

道
成
仙
後
，
稱
天
立
教
，
為
道
教
始
祖
，
是
上
天
至
尊
之

聖
。
「
感
應
篇
」
是
太
上
教
人
改
惡
行
善
之
書
，
「
感
」

是
感
召
，
「
應
」
是
報
應
，
示
人
以
善
惡
感
召
之
因
，
必

得
天
降
禍
福
報
應
之
果
，
有
感
必
應
，
隨
感
隨
應
，
以
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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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天
道
好
還
之
理
，
而
啟
世
人
敬
畏
之
心
，
知
作
惡
必
得
災

禍
病
夭
之
惡
報
，
即
心
有
所
畏
而
不
敢
為
，
知
行
善
必
得

福
壽
天
仙
之
善
報
，
即
心
有
所
求
而
必
勇
為
，
故
以
感
應

名
篇
，
誠
最
有
益
於
人
之
聖
經
。
古
今
註
解
甚
多
，
惜
皆

精
深
，
非
博
學
之
士
，
不
能
閱
讀
，
惟
直
講
一
書
，
文
甚

淺
顯
，
確
能
普
益
。
為
求
人
皆
澈
底
了
解
，
信
受
奉
行
，

獲
益
更
大
，
謹
節
取
直
講
及
各
註
解
之
意
，
易
為
淺
解
，

期
皆
一
目
了
然
，
即
共
改
惡
行
善
，
轉
禍
為
福
，
誠
求
富

貴
福
壽
之
捷
徑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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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太太
上上
曰曰
。

禍禍
福福
無無
門門
。

惟惟
人人
自自
召召
。

善善
惡惡
之之
報報
。

如如
影影

隨隨
形形
。

　
　
太
上
說
：
人
之
禍
福
，
本
無
一
定
的
門
路
，
只
在
各

人
自
心
和
言
行
善
惡
之
因
，
即
感
召
天
降
禍
福
報
應
之

果
。
如
存
好
心
，
說
好
話
，
作
好
事
，
都
是
善
業
，
即
召

善
報
之
福
；
存
壞
心
，
說
壞
話
，
作
壞
事
，
都
是
惡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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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即
召
惡
報
之
禍
。
此
善
惡
之
因
果
報
應
，
如
影
隨
形
，
絲

毫
不
爽
。
「
召
」
即
招
來
，
這
四
句
是
一
篇
的
綱
領
。

是是
以以
天天
地地
有有
司司
過過
之之
神神
。

依依
人人
所所
犯犯
輕輕
重重
。

以以
奪奪

人人
算算
。

算算
減減
則則
貧貧
耗耗
。

多多
逢逢
憂憂
患患
。

人人
皆皆
惡惡
之之
。

刑型
禍禍

隨隨
之之
。

吉吉
慶慶
避避
之之
。

惡惡
星星
災災
之之
。

算算
盡盡
則則
死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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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

　
　

因
為
人
之
一
生
，
日
夜
時
刻
，
上
下
四
旁
，
都
有
神

明
鑑
察
。
天
有
三
官
五
帝
，
百
神
諸
司
，
地
有
五
嶽
四

瀆
，
城
隍
土
地
等
司
過
之
神
，
主
管
人
之
過
惡
，
巡
遊
查

察
，
遇
有
過
犯
，
即
時
錄
奏
定
罪
，
依
各
人
所
犯
過
惡
的

輕
重
，
以
奪
除
人
之
壽
算
，
人
活
百
日
叫
一
算
，
犯
輕
的

少
奪
，
犯
重
的
多
奪
。
壽
算
既
已
減
少
，
還
要
罰
他
貧
苦

消
耗
，
多
遭
憂
愁
患
難
，
人
皆
厭
惡
，
惡
去
聲
。

刑
罰
災
禍
，
跟

隨
而
來
，
吉
祥
喜
慶
，
遠
避
而
去
，
惡
煞
凶
星
，
同
降
災

殃
，
使
壽
算
減
盡
即
死
，
死
有
餘
辜
，
隨
業
受
報
，
墮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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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畜
生
餓
鬼
地
獄
，
受
苦
無
窮
。
此
太
上
苦
口
先
說
惡
報
之

果
以
垂
誡
。

又又
有有
三三
台台
北北
斗斗
神神
君君
。

在在
人人
頭頭
上上
。

錄錄
人人
罪罪
惡惡
。

奪奪

其其
紀紀
算算
。

　
　
這
是
說
人
之
一
生
，
行
住
坐
臥
，
又
有
星
神
鑑
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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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三
台
星
神
，
掌
管
人
之
壽
夭
，
北
斗
星
君
，
掌
管
人
之
善

惡
，
常
在
人
之
頭
上
盤
旋
，
記
錄
各
人
所
犯
罪
惡
，
依
照

他
的
輕
重
，
奪
除
他
的
壽
命
，
人
壽
十
二
年
為
一
紀
，
百

日
為
一
算
。

又又
有有
三三
尸尸
神神
。

在在
人人
身身
中中
。

每每
到到
庚庚
申申
日日
。

輒輒
上上
詣詣

天天
曹曹
。

言言
人人
罪罪
過過
。

月月
晦晦
之之
日日
。

竈造
神神
亦亦
然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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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這
是
說
人
之
一
心
和
一
家
，
都
有
神
明
鑑
察
。
「
庚

申
日
」
是
天
神
決
斷
人
善
惡
之
日
。
又
有
三
尸
神
，
住
在

人
的
身
中
，
凡
心
口
意
語
，
總
是
瞞
不
過
他
的
，
每
到
庚

申
日
，
就
上
到
天
帝
的
衙
門
，
據
實
報
告
人
之
罪
過
。

「
月
晦
之
日
」
是
陰
曆
每
月
的
末
一
天
，
竈
神
也
是
一

樣
。
竈
神
掌
人
一
家
的
命
，
故
號
司
令
，
凡
一
家
男
女
之

大
小
罪
過
，
無
微
不
察
，
每
到
月
終
，
直
奏
上
天
，
是
一

月
一
結
算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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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凡凡
人人
有有
過過
。

大大
則則
奪奪
紀紀
。

小小
則則
奪奪
算算
。

　
　
這
是
總
結
上
文
，
凡
人
的
一
生
一
身
，
一
心
一
家
，

處
處
都
有
神
明
，
如
有
大
小
罪
過
，
難
逃
鑑
察
，
過
大
的

奪
壽
十
二
年
，
過
小
的
奪
壽
百
日
，
決
定
不
爽
。
人
到
壽

命
被
奪
盡
之
時
，
萬
般
帶
不
去
，
只
有
業
隨
身
，
後
悔
就

遲
了
。
此
明
示
神
明
糾
察
之
密
，
罪
罰
之
嚴
，
以
先
啟
人

敬
畏
之
心
，
使
皆
諸
惡
莫
作
，
眾
善
奉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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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其
過過
大大
小小
。

有有
數數
百百
事事
。

欲欲
求求
長長
生生
者者
。

先先
須須
避避
之之
。

　
　
這
是
太
上
教
人
先
從
避
過
做
起
，
這
罪
過
惡
業
之
大

小
，
有
幾
百
件
事
，
就
是
篇
中
列
擧
自
非
義
而
動
，
到
死

亦
及
之
的
所
有
過
惡
。
想
求
長
生
之
人
，
先
要
避
免
這
些

過
惡
，
必
須
諸
惡
莫
作
，
曾
經
犯
了
的
，
要
即
痛
改
，
不

要
再
犯
，
未
曾
犯
的
，
要
即
切
戒
，
不
要
偶
犯
。
前
說
奪

壽
，
是
教
人
知
所
警
戒
，
今
說
長
生
，
是
教
人
知
所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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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
，
勇
於
改
過
行
善
，
必
得
長
生
之
善
報
，
望
各
自
勉
！

是是
道道
則則
進進
。

非非
道道
則則
退退
。

不不
履履
邪邪
徑徑
。

不不
欺欺
暗暗
室室
。

　
　
這
一
節
到
當
立
三
百
善
，
是
太
上
列
擧
行
善
召
福
的

大
綱
，
先
教
人
眾
善
奉
行
，
即
召
福
報
。
道
如
大
路
，
順

天
理
，
合
人
心
，
坦
平
正
直
，
即
是
道
；
逆
天
理
，
拂
人

心
，
荊
棘
險
阻
，
即
非
道
。
篇
中
從
不
履
邪
徑
，
到
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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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追
悔
，
都
是
是
道
，
即
行
善
。
從
非
義
而
動
，
到
殺
龜

打
蛇
，
都
是
非
道
，
即
作
惡
。
凡
要
做
一
件
事
，
先
要
想

一
想
，
是
合
道
理
的
，
即
前
進
去
做
，
不
合
道
理
的
，
即

退
避
不
做
。
「
則
」
就
是
即
，
這
兩
個
則
字
，
最
喫
緊
著

力
，
是
非
只
在
當
念
分
辨
，
進
退
必
須
即
時
決
定
，
此
處

須
下
斬
釘
截
鐵
的
手
段
，
著
不
得
一
毫
濡
滯
的
心
念
，
要

時
時
省
察
，
事
事
謹
慎
，
這
就
是
遷
善
避
過
的
方
法
。

「
履
」
是
腳
之
所
踏
，
與
意
之
所
及
皆
是
。
「
邪
徑
」
是

邪
僻
小
路
，
即
非
道
，
如
賭
場
、
妓
院
、
舞
廳
、
鴉
片
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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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等
不
正
經
的
地
方
，
都
視
為
邪
徑
，
決
定
退
避
不
去
。

「
欺
」
是
欺
瞞
，
「
暗
室
」
是
陰
暗
的
房
室
，
指
人
所
不

見
不
聞
之
處
，
也
就
是
善
惡
纔
分
的
界
限
。
善
人
正
心
誠

意
，
凡
事
做
得
真
誠
，
絲
毫
不
願
欺
人
，
遇
著
徇
私
舞

弊
，
作
奸
犯
科
，
與
苟
且
的
財
色
等
事
，
雖
沒
人
看
見
，

可
以
欺
瞞
，
而
暗
室
虧
心
，
神
目
如
電
，
難
逃
禍
罰
，
都

要
立
定
主
意
，
決
不
肯
做
。
這
兩
句
是
從
避
禍
中
抽
出
最

緊
要
的
誡
人
，
是
做
善
人
的
開
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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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積
德德
累累
功功
。

慈慈
心心
於於
物物
。

忠忠
孝孝
友友
悌悌
。

正正
己己
化化
人人
。

　
　
善
心
純
熟
就
是
德
，
善
事
真
實
就
是
功
，
從
少
到
多

為
積
，
從
低
增
高
為
累
，
積
德
要
像
積
錢
，
漸
積
漸
多
，

累
功
要
像
築
牆
，
漸
築
漸
高
。
善
人
家
富
，
凡
遇
一
切
善

事
，
皆
歡
喜
力
行
，
委
曲
成
就
，
要
今
日
積
一
德
，
明
日

又
積
一
德
，
今
日
累
一
功
，
明
日
又
累
一
功
；
就
是
家

貧
，
也
能
筆
舌
勸
人
，
精
力
辦
事
，
但
發
心
要
真
要
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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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力
要
勤
要
久
，
纔
能
功
德
圓
滿
，
感
格
天
神
，
神
仙
可

望
。
這
句
包
括
下
文
的
眾
善
，
是
做
善
人
的
總
要
。
慈
為

萬
善
之
本
，
「
慈
心
」
即
仁
心
。
這
「
物
」
字
包
含
天
地

間
的
人
與
萬
物
，
凡
積
德
累
功
的
善
人
，
不
但
親
親
仁

民
，
尤
慈
心
及
物
，
濟
貧
拔
苦
，
戒
殺
放
生
，
這
是
積
德

累
功
的
本
，
做
善
人
的
根
。
更
要
為
臣
盡
忠
，
為
子
盡

孝
，
為
兄
必
友
以
愛
弟
，
為
弟
必
悌
以
敬
兄
，
這
是
天
理

之
常
，
人
倫
之
本
，
萬
善
之
首
。
既
已
端
正
了
自
己
；
還

要
去
勸
化
別
人
，
共
存
善
心
，
共
作
善
事
，
功
德
最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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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又
印
送
佛
經
善
書
，
或
格
言
因
果
，
化
人
更
多
，
善
愈

廣
大
。

矜矜
孤孤
恤恤
寡寡
。

敬敬
老老
懷懷
幼幼
。

昆昆
蟲蟲
草草
木木
。

猶猶
不不
可可
傷傷
。

　
　
孤
寡
為
人
生
之
不
幸
，
貧
窮
更
慘
，
性
命
難
保
，
施

恩
最
要
在
先
。
善
人
矜
憫
無
父
的
孤
兒
，
要
盡
力
教
養
，

成
就
他
終
身
的
事
業
；
撫
恤
無
夫
的
寡
婦
，
要
盡
力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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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
成
就
她
一
生
的
貞
節
。
老
幼
為
人
生
所
必
歷
，
貧
病

更
苦
，
存
活
不
易
。
善
人
家
富
，
應
普
設
養
老
院
、
育
嬰

堂
，
使
皆
得
尊
養
撫
育
。
如
善
人
家
貧
，
也
要
敬
老
懷

幼
，
量
力
照
顧
，
使
老
安
少
樂
。
這
都
是
仁
民
的
急
務
。

善
人
應
戒
殺
護
生
，
雖
細
小
的
昆
蟲
，
無
情
的
草
木
，
也

不
可
殺
傷
，
這
是
愛
物
的
終
點
。

宜宜
憫憫
人人
之之
凶凶
。

樂落
人人
之之
善善
。

濟濟
人人
之之
急急
。

救救
人人
之之
危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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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
是
應
該
，
直
貫
到
下
面
十
六
句
與
人
不
追

悔
。
「
凶
」
通
兇
，
「
樂
」
音
洛
。
凶
狠
的
人
，
常
作
惡

召
禍
，
善
人
應
該
憐
憫
他
，
勸
化
他
，
使
即
改
惡
遷
善
，

轉
禍
為
福
。
善
良
之
人
，
常
行
善
召
福
，
善
人
應
該
為
他

歡
樂
讚
歎
，
鼓
勵
他
，
成
就
他
，
使
更
積
極
行
善
，
後
福

無
量
。
「
急
」
是
急
切
的
需
用
，
如
有
疾
病
，
急
需
醫

藥
，
死
喪
急
需
殮
葬
，
飢
寒
急
需
衣
食
，
貧
困
急
需
錢
財

等
類
，
善
人
應
該
慷
慨
解
囊
，
方
便
周
濟
，
以
應
急
需
。

危
是
危
險
的
災
難
，
如
水
火
刀
兵
，
車
禍
空
襲
，
大
病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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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五

獄
，
家
破
身
危
等
類
，
善
人
應
該
各
隨
其
力
，
方
便
救

護
，
以
解
危
難
，
使
轉
危
為
安
。

見見
人人
之之
得得
。

如如
己己
之之
得得
。

見見
人人
之之
失失
。

如如
己己
之之
失失
。

　
　
善
人
應
看
見
他
人
運
氣
好
而
得
意
時
，
就
如
自
己
得

意
一
般
，
還
要
百
般
扶
持
。
看
見
他
人
運
氣
不
好
而
失
意

時
，
就
如
自
己
失
意
一
般
，
還
要
多
方
救
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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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
彰彰
人人
短短
。

不不
衒衒
己己
長長
。

遏遏
惡惡
揚揚
善善
。

推推
多多
取取
少少
。

　
　
善
人
應
待
人
寬
厚
，
自
極
謙
虛
，
不
彰
揚
別
人
的
短

處
，
還
要
極
力
隱
瞞
；
不
衒
耀
自
己
的
長
處
，
更
要
韜
晦

涵
養
，
日
新
又
新
，
然
後
可
以
成
德
。
應
阻
遏
人
之
為

惡
，
以
免
漸
漸
橫
行
，
人
將
受
其
毒
害
。
應
讚
揚
人
之
行

善
，
使
更
樂
善
不
倦
，
人
皆
受
其
導
引
。
對
於
兄
弟
分

產
，
或
朋
友
交
財
，
應
推
讓
多
的
給
人
，
自
己
拿
取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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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七

的
，
讓
人
便
宜
，
自
甘
吃
虧
，
此
待
人
從
厚
，
故
能
知
足

常
樂
。

受受
辱辱
不不
怨怨
。

受受
寵寵
若若
驚驚
。

施施
恩恩
不不
求求
報報
。

與與
人人
不不
追追

悔悔
。

　
　
善
人
應
度
量
寬
宏
，
雖
受
人
侮
辱
，
只
責
備
自
己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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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功
淺
，
不
能
感
人
，
更
應
積
德
累
功
，
決
不
怨
恨
。
凡

受
博
士
碩
士
，
文
官
武
官
，
及
升
遷
獎
賞
等
榮
寵
，
雖
皆

分
所
應
得
，
亦
應
知
幾
知
足
，
有
不
克
負
荷
，
若
驚
若
懼

之
意
，
只
怕
自
己
之
德
薄
功
淺
，
不
能
保
守
，
更
應
大
積

功
德
，
力
圖
報
效
，
不
敢
有
一
刻
的
懈
怠
。
善
人
應
看
得

錢
財
事
輕
，
救
濟
事
重
，
布
施
給
窮
人
的
恩
惠
，
決
不
求

他
報
答
，
送
與
他
人
的
財
物
，
決
不
後
悔
，
此
皆
出
於
惻

隱
之
心
，
自
無
求
報
與
追
悔
之
念
！



太
上
感
應
篇
淺
解

三
九

所所
謂謂
善善
人人
。

人人
皆皆
敬敬
之之
。

天天
道道
佑佑
之之
。

福福
祿祿
隨隨
之之
。

眾眾

邪邪
遠遠
之之
。

神神
靈靈
衞為
之之
。

所所
作作
必必
成成
。

神神
仙仙
可可
冀冀
。

　
　
此
總
結
上
文
行
善
召
福
，
報
應
不
爽
。
把
前
說
眾

善
，
都
能
奉
行
，
方
為
善
人
。
所
以
善
人
一
生
所
行
善

事
，
下
順
人
心
，
故
世
間
的
人
，
皆
恭
敬
他
，
上
合
天

理
，
故
天
道
的
神
，
都
保
佑
他
，
使
富
壽
康
寧
之
福
，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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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官
受
職
之
祿
，
都
跟
隨
他
，
不
求
自
至
。
許
多
邪
神
厲

鬼
，
都
遠
避
他
，
不
敢
侵
犯
。
聰
明
正
直
的
神
靈
，
都
保

衞
他
，
冥
冥
中
予
以
幫
助
，
使
他
所
做
事
業
，
必
定
成

功
，
永
垂
不
朽
，
名
登
天
府
，
神
仙
還
可
冀
望
。
天
之
報

施
善
人
，
如
此
隆
重
，
只
要
行
善
，
有
求
必
應
。

欲欲
求求
天天
仙仙
者者
。

當當
立立
一一
千千
三三
百百
善善
。

欲欲
求求
地地
仙仙
者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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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當
立立
三三
百百
善善
。

　
　
此
明
示
求
仙
之
法
，
只
在
積
善
，
功
行
圓
滿
，
超
居

洞
天
為
天
仙
，
煉
形
住
世
，
長
生
不
死
為
地
仙
。
立
是

積
，
想
求
天
仙
的
人
，
應
當
積
一
千
三
百
件
善
事
，
日
行

一
善
，
只
要
四
年
。
想
求
地
仙
的
人
，
當
積
三
百
件
善

事
，
日
行
一
善
，
只
要
一
年
，
尅
定
數
目
期
限
，
決
定
必

成
，
使
不
退
轉
。
這
樣
看
來
，
行
善
召
福
，
雖
成
仙
也
不



太
上
感
應
篇
淺
解

四
二

難
，
何
況
世
間
的
功
名
富
貴
，
壽
康
兒
女
等
事
呢
？
果
能

積
善
，
決
定
應
驗
。

苟苟
或或
非非
義義
而而
動動
。

背背
理理
而而
行行
。

以以
惡惡
為為
能能
。

忍忍
作作
殘殘

害害
。

　
　
這
一
節
到
死
亦
及
之
，
是
太
上
列
擧
作
惡
召
禍
的
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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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
戒
人
諸
惡
莫
作
，
免
遭
惡
報
。
「
苟
或
」
是
如
果
；

「
非
」
是
違
反
；
「
殘
害
」
是
傷
害
。
如
果
有
人
違
反
道

義
，
而
動
惡
念
，
違
背
天
理
，
而
行
惡
事
，
反
以
作
惡
為

能
幹
，
忍
作
傷
人
害
物
之
事
。
這
是
作
惡
的
總
綱
，
也
是

做
惡
人
的
起
頭
，
與
前
「
是
道
則
進
」
二
句
正
相
反
。

陰陰
賊賊
良良
善善
。

暗暗
侮侮
君君
親親
。

慢慢
其其
先先
生生
。

叛叛
其其
所所
事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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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
」
是
國
家
元
首
，
即
以
前
之
皇
帝
，
現
在
之
總

統
，
「
侮
」
是
欺
瞞
。
對
於
忠
厚
良
善
之
好
人
，
應
愛
護

薦
揚
，
而
反
陰
謀
賊
害
。
對
於
君
王
和
父
母
親
，
應
忠
誠

孝
敬
，
一
念
無
欺
，
反
暗
中
瞞
了
君
親
，
去
做
不
忠
不
孝

之
事
。
對
於
傳
道
授
業
解
惑
的
先
生
，
應
恭
敬
受
教
，
而

反
輕
慢
，
大
失
弟
子
事
師
之
道
。
對
於
所
應
服
事
的
長

上
，
如
吏
役
所
事
上
官
，
士
兵
所
事
將
帥
，
僕
妾
所
事
主

人
等
，
不
能
效
忠
，
就
是
背
叛
。
此
皆
罪
大
惡
極
，
必
遭

惡
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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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誑誑
諸諸
無無
識識
。

謗謗
諸諸
同同
學學
。

虛虛
誣誣
詐詐
偽偽
。

攻攻
訐訐
宗宗
親親
。

　
　
「
諸
」
是
許
多
，
對
於
許
多
沒
有
知
識
，
不
明
事
理

的
人
，
不
隨
事
開
導
，
使
趨
吉
避
凶
，
反
說
假
話
來
誑
騙

他
，
使
誤
信
害
事
。
對
於
許
多
同
學
的
朋
友
，
不
勸
善
規

過
，
反
妄
加
毀
謗
，
破
壞
他
的
名
譽
。
對
於
宗
族
和
親

戚
，
應
待
以
親
愛
忠
誠
，
同
患
難
，
賑
窮
困
，
家
醜
互

藏
，
外
侮
同
禦
，
以
睦
宗
親
；
反
以
虛
偽
誣
陷
，
詐
騙
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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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偽
，
來
指
斥
他
的
陰
私
和
過
失
，
加
以
攻
擊
。
此
皆
無
情

無
義
，
報
應
必
慘
。

剛剛
強強
不不
仁仁
。

狠狠
戾戾
自自
用用
。

是是
非非
不不
當當
。

向向
背背
乖乖
宜宜
。

　
　
氣
質
剛
暴
強
忍
，
待
人
接
物
，
而
不
仁
慈
溫
厚
，
性

情
兇
狠
暴
戾
，
而
好
自
用
愚
蠢
，
任
性
使
氣
，
放
膽
亂

做
。
對
惡
人
，
做
惡
事
，
反
說
他
是
，
對
善
人
，
做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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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反
說
他
非
，
是
非
既
不
允
當
；
對
惡
人
，
宜
遠
避
，

反
要
心
向
他
，
對
善
人
，
宜
親
近
，
反
要
違
背
他
，
向
背

更
不
合
宜
，
如
此
狂
妄
顛
倒
，
必
貽
害
終
身
。

虐虐
下下
取取
功功
。

諂諂
上上
希希
旨旨
。

受受
恩恩
不不
感感
。

念念
怨怨
不不
休休
。

　
　
如
果
做
了
官
，
竟
施
暴
政
，
虐
待
在
下
的
小
民
，
以

貪
取
功
賞
。
「
諂
」
是
奉
承
，
「
希
」
是
迎
合
，
更
用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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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
奉
承
在
上
的
長
官
，
以
迎
合
其
意
旨
。
殘
民
欺
上
，

必
遭
慘
禍
。
受
人
恩
惠
，
不
思
感
恩
報
德
，
竟
忘
恩
負

義
。
對
於
稍
有
不
到
之
處
，
或
有
仇
怨
之
人
，
不
思
以
德

報
怨
，
便
要
懷
恨
報
復
，
念
念
不
忘
，
不
肯
罷
休
。

輕輕
蔑蔑
天天
民民
。

擾擾
亂亂
國國
政政
。

賞賞
及及
非非
義義
。

刑刑
及及
無無
辜辜
。

　
　
「
蔑
」
音
滅
，
是
欺
侮
。
還
有
惡
人
做
了
官
，
不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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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愛
國
，
竟
輕
視
並
任
意
欺
侮
天
下
的
人
民
，
破
壞
社
會

的
秩
序
，
擾
亂
國
家
的
政
務
。
不
賞
善
罰
惡
，
以
彰
勸

懲
，
竟
獎
賞
到
不
義
的
惡
人
，
縱
惡
養
奸
，
刑
罰
到
無
辜

的
好
人
，
使
含
冤
受
屈
。

殺殺
人人
取取
財財
。

傾傾
人人
取取
位位
。

誅誅
降降
戮戮
服服
。

貶貶
正正
排排
賢賢
。

凌凌



太
上
感
應
篇
淺
解

五
〇

孤孤
逼逼
寡寡
。

　
　
或
故
意
殺
人
，
奪
取
錢
財
，
「
傾
」
是
陷
害
，
或
陷

害
他
人
，
奪
取
官
位
。
「
降
」
平
聲
，
「
誅
」
、
「
戮
」

都
是
殺
，
凡
有
賊
寇
，
用
兵
出
征
，
是
萬
不
得
已
的
事
，

若
已
投
誠
降
服
，
反
要
殺
他
，
大
逆
天
理
。
或
貶
謫
正
直

的
官
吏
，
到
邊
遠
的
地
方
，
排
擠
賢
良
的
同
僚
，
使
失
去

官
位
。
甚
至
欺
凌
孤
兒
，
逼
迫
寡
婦
。
此
皆
瀆
職
造
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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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應
甚
速
。

棄棄
法法
受受
賂賂
。

以以
直直
為為
曲曲
。

以以
曲曲
為為
直直
。

入入
輕輕
為為
重重
。

見見

殺殺
加加
怒怒
。

　
　
如
果
做
了
法
官
，
竟
敢
拋
棄
法
律
，
受
人
賄
賂
，
就

任
意
顛
倒
是
非
，
把
理
直
的
，
變
為
理
曲
，
把
理
曲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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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為
理
直
，
把
應
該
判
輕
刑
的
，
判
為
重
刑
；
看
見
被
判

死
刑
，
臨
殺
頭
時
，
不
為
哀
憐
，
反
加
瞋
怒
，
殘
忍
至

極
，
受
報
必
慘
。

知知
過過
不不
改改
。

知知
善善
不不
為為
。

自自
罪罪
引引
他他
。

　
　
「
過
」
是
無
心
的
錯
誤
，
比
惡
稍
輕
。
「
善
」
，
如

前
述
積
德
累
功
等
善
事
。
明
明
知
道
自
己
的
過
失
，
不
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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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悔
。
明
明
看
見
善
事
現
前
，
不
肯
勇
為
。
甚
至
自
己
犯

了
罪
，
不
肯
承
認
，
反
牽
引
他
人
，
希
圖
脫
卸
犯
罪
的
責

任
，
縱
逃
國
法
，
難
免
天
誅
。

壅壅
塞塞
方方
術術
。

訕訕
謗謗
聖聖
賢賢
。

侵侵
凌凌
道道
德德
。

　
　
「
壅
塞
」
是
故
意
阻
撓
，
「
方
術
」
，
如
醫
卜
星

相
，
和
一
技
一
藝
等
類
，
不
留
心
薦
揚
，
而
反
壅
塞
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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撓
，
使
不
得
行
其
方
術
，
以
養
生
濟
世
。
若
邪
師
庸
醫
，

燒
丹
房
術
等
類
，
害
人
性
命
，
自
應
嚴
禁
。
對
於
先
聖
先

賢
，
不
恭
敬
崇
奉
，
竟
敢
任
意
毀
謗
，
幸
遇
有
道
有
德
之

人
，
不
尊
敬
親
近
，
而
反
侵
犯
欺
凌
，
必
墮
地
獄
。

射射
飛飛
逐逐
走走
。

發發
蟄蟄
驚驚
棲棲
。

填填
穴穴
覆覆
巢巢
。

傷傷
胎胎
破破
卵卵
。

　
　
或
為
賣
錢
，
或
貪
口
腹
，
竟
敢
射
殺
飛
禽
，
逐
捕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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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
。
天
冷
時
，
蟲
皆
蟄
伏
於
土
，
發
掘
定
要
僵
死
。
天
黑

了
，
鳥
皆
棲
宿
於
樹
，
驚
擾
必
定
駭
亂
。
「
穴
」
為
蟲
蟻

聚
居
之
洞
，
「
填
塞
」
即
斷
生
門
，
絕
出
路
，
滅
其
宗

族
。
「
巢
」
為
禽
鳥
依
止
生
產
之
窠
，
「
覆
」
是
翻
倒
，

覆
巢
之
下
，
必
無
完
卵
。
「
胎
」
是
胞
，
「
卵
」
是
蛋
，

物
雖
未
生
，
內
有
生
命
，
傷
胎
破
卵
，
都
是
殺
生
。
此
皆

必
召
互
殺
互
食
，
及
子
孫
衰
絕
之
惡
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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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願
人人
有有
失失
。

毀毀
人人
成成
功功
。

危危
人人
自自
安安
。

減減
人人
自自
益益
。

以以

惡惡
易易
好好
。

以以
私私
廢廢
公公
。

　
　
常
願
人
有
失
敗
，
而
幸
災
樂
禍
；
毀
壞
別
人
成
功
，

使
功
敗
垂
成
。
與
人
同
禍
患
，
竟
使
人
當
其
危
險
，
只
求

自
己
安
穩
。
與
人
共
錢
財
，
竟
尅
減
別
人
，
只
圖
自
己
的

利
益
。
「
惡
」
是
壞
的
，
凡
遇
貨
物
交
易
，
竟
把
壞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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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
中
換
了
好
的
。
「
私
」
是
私
心
，
竟
以
私
意
之
喜
怒
恩

怨
，
廢
棄
公
道
之
是
非
曲
直
。

竊竊
人人
之之
能能
。

蔽蔽
人人
之之
善善
。

形形
人人
之之
醜醜
。

訐訐
人人
之之
私私
。

　
　

甚
至
竊
取
他
人
的
技
能
，
據
為
己
有
，
隱
蔽
他
人
的

善
行
，
不
使
人
知
，
形
容
他
人
的
醜
事
，
廣
為
宣
揚
，
揭

發
他
人
的
陰
私
，
普
為
傳
播
。
此
皆
大
傷
陰
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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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耗
人人
貨貨
財才
。

離離
人人
骨骨
肉肉
。

侵侵
人人
所所
愛愛
。

助助
人人
為為
非非
。

　
　
誘
騙
人
家
子
弟
，
或
愚
痴
之
人
，
嫖
賭
浪
費
，
消
耗

人
之
貨
財
，
從
中
取
利
。
挑
撥
離
間
，
使
人
父
子
不
和
，

兄
弟
鬪
爭
，
或
追
債
勒
索
，
使
人
賣
男
鬻
女
，
皆
離
人
骨

肉
，
滅
盡
天
倫
。
侵
奪
人
之
所
愛
，
如
田
地
房
屋
，
書
籍

玩
好
，
器
具
衣
飾
等
類
，
行
同
刦
盜
。
幫
助
他
人
為
非
作

歹
，
共
做
壞
事
，
成
人
之
惡
，
比
自
做
更
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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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逞
志志
作作
威威
。

辱辱
人人
求求
勝勝
。

敗敗
人人
苗苗
稼稼
。

破破
人人
婚婚
姻姻
。

　
　
「
逞
志
」
即
任
意
，
常
任
意
自
作
威
勢
，
甚
至
怒

罵
揮
拳
，
侮
辱
他
人
，
以
求
勝
利
。
「
敗
」
是
毀
壞
，

「
苗
」
是
初
生
的
秧
，
「
稼
」
是
已
秀
實
的
稻
，
凡
阻
水

利
，
決
隄
防
，
縱
牲
畜
踐
踏
，
以
毀
壞
別
人
所
種
秧
稻
，

使
不
得
收
成
，
以
絕
食
糧
，
最
犯
天
誅
。
破
壞
別
人
的
婚

姻
，
使
不
能
及
時
婚
嫁
，
或
已
結
婚
，
被
破
生
離
，
極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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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
毒
。

苟苟
富富
而而
驕驕
。

苟苟
免免
無無
恥恥
。

認認
恩恩
推推
過過
。

嫁嫁
禍禍
賣賣
惡惡
。

　
　
「
苟
富
」
是
苟
且
致
富
，
如
盤
剝
小
民
，
僥
倖
得

財
，
即
驕
傲
自
大
，
天
道
忌
盈
，
禍
豈
能
免
。
「
苟
免
」

是
不
當
免
而
倖
免
，
如
遇
該
刑
該
死
之
時
，
只
要
躲
避
得

過
，
不
顧
法
律
道
理
，
以
求
僥
倖
苟
免
，
毫
無
羞
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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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
恩
」
是
把
別
人
的
恩
，
冒
認
為
自
己
所
施
以
討
好
。

「
推
過
」
是
把
自
己
的
過
，
反
推
在
別
人
身
上
以
卸
責
。

「
嫁
禍
」
是
把
自
己
的
禍
，
轉
移
別
人
，
如
嫁
女
於
人
，

人
亦
願
娶
。
「
賣
惡
」
是
把
自
己
的
惡
，
卸
給
別
人
，
如

賣
物
於
人
，
人
亦
願
買
。
如
此
奸
巧
，
大
禍
必
速
。

沽沽
買買
虛虛
譽譽
。

包包
貯貯
險險
心心
。

挫挫
人人
所所
長長
。

護護
己己
所所
短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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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
惡
小
人
，
或
沽
買
虛
假
的
名
譽
，
使
人
讚
揚
，
欺

世
盜
名
，
極
為
折
福
。
或
表
面
上
裝
出
一
幅
和
善
的
相
，

胸
腔
裏
却
包
藏
著
陰
險
害
人
的
心
。
常
挫
折
別
人
所
有
的

長
處
，
使
他
不
能
舒
展
，
掩
護
自
己
所
有
的
短
處
，
不
知

改
悔
。

乘乘
威威
迫迫
脅脅
。

縱縱
暴暴
殺殺
傷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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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至
利
用
威
勢
，
逼
迫
脅
制
，
如
做
官
的
，
嚴
刑
逼

供
，
強
服
工
役
，
催
徵
錢
糧
，
急
於
星
火
，
及
富
貴
之

家
，
逼
淫
婦
女
，
逼
賣
田
產
，
倚
強
索
債
，
恃
力
催
租
等

事
，
都
是
乘
威
迫
脅
。
或
放
縱
暴
行
，
殺
傷
人
命
，
將
相

吏
民
皆
有
，
莫
甚
於
用
兵
，
恣
行
屠
殺
，
其
次
折
獄
，
濫

及
無
辜
。
皆
人
怨
天
怒
，
召
禍
必
慘
。

無無
故故
剪剪
裁裁
。

非非
禮禮
烹烹
宰宰
。

散散
棄棄
五五
穀穀
。

勞勞
擾擾
眾眾
生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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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時
紡
織
機
器
，
尚
未
發
明
，
皆
由
蠶
婦
機
女
，
萬

縷
千
絲
，
方
成
布
帛
，
非
萬
不
得
已
，
何
忍
剪
裁
？
至
於

綾
羅
綢
緞
，
為
千
萬
蠶
命
所
成
，
更
應
珍
惜
，
若
無
故
剪

裁
，
來
做
衣
穿
，
也
是
罪
過
。
「
烹
」
是
烹
飪
，
凡
為
養

親
祭
祖
待
客
，
烹
宰
雞
鴨
魚
肉
，
禮
所
應
該
，
若
貪
口

腹
，
烹
宰
生
靈
，
便
是
非
禮
，
佛
大
慈
悲
，
尤
戒
殺
生
，

素
食
營
養
，
自
可
養
親
祭
祖
，
待
客
自
食
，
何
苦
烹
宰
，

造
此
冤
孽
？
「
五
穀
」
即
稻
麥
黍
稷
菽
等
五
種
糧
食
，
民

以
食
為
天
，
饑
荒
之
歲
，
顆
粒
如
珠
，
自
應
愛
惜
，
何
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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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棄
？
或
食
其
精
而
棄
其
粗
，
或
因
有
多
而
棄
其
餘
，
或

以
飯
食
飼
養
禽
鳥
，
或
以
菽
麥
餵
養
牲
畜
，
皆
是
散
棄
五

穀
，
暴
殄
天
物
，
多
遭
雷
打
之
禍
；
況
人
之
祿
，
皆
有
定

數
，
任
意
散
棄
，
祿
盡
即
死
。
「
眾
生
」
指
一
切
人
民
，

或
求
難
得
之
貨
物
，
或
起
無
益
之
工
作
，
竟
敢
勞
擾
人

民
，
視
同
牛
馬
，
而
不
愛
惜
，
必
觸
天
怒
！

破破
人人
之之
家家
。

取取
其其
財財
寶寶
。

決決
水水
放放
火火
。

以以
害害
民民
居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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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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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貪
官
污
吏
，
地
痞
流
氓
，
破
壞
有
錢
人
的
家
，
奪

取
他
的
財
寶
；
或
決
水
沖
毀
，
或
放
火
焚
燒
，
以
毀
害
人

民
所
居
房
屋
，
又
害
了
人
物
性
命
，
皆
天
地
難
容
。

紊紊
亂亂
規規
模模
。

以以
敗敗
人人
功功
。

損損
人人
器器
物物
。

以以
窮窮
人人
用用
。

　
　
「
紊
」
就
是
亂
，
「
敗
」
是
破
壞
。
凡
做
一
事
，
先

要
策
畫
一
個
好
規
模
，
纔
能
做
得
成
功
，
若
紊
亂
他
的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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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
以
破
壞
他
人
事
業
的
成
功
。
「
器
物
」
如
文
人
的
筆

墨
，
武
人
的
刀
槍
，
農
夫
的
犁
鋤
，
工
人
的
斧
鑿
，
家
用

的
器
皿
等
類
，
若
故
意
損
壞
，
使
他
要
用
時
，
無
法
使

用
，
即
以
窮
人
用
。
此
皆
傷
天
理
，
壞
良
心
，
決
不
可

為
。

見見
他他
榮榮
貴貴
。

願願
他他
流流
貶貶
。

見見
他他
富富
有有
。

願願
他他
破破
散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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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
為
古
代
五
刑
之
一
，
「
貶
」
是
降
官
，
小
人

看
見
他
人
榮
華
貴
顯
，
就
願
意
他
流
放
或
貶
謫
到
邊
遠
的

地
方
去
充
軍
。
看
見
他
家
富
足
有
餘
，
就
願
意
他
破
家
散

財
，
完
全
花
光
。
這
種
妒
嫉
的
壞
心
，
無
損
於
人
，
徒
自

造
惡
業
，
自
益
貧
賤
。

見見
他他
色色
美美
。

起起
心心
私私
之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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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
是
女
色
，
「
私
」
是
私
通
，
即
邪
淫
。
看
見

他
人
妻
女
美
麗
，
即
起
淫
心
，
想
與
私
通
。
此
念
一
起
，

雖
無
實
事
，
已
難
逃
神
明
禍
罰
。
太
上
慈
悲
，
特
從
最
初

一
念
，
喚
醒
癡
迷
，
免
犯
邪
淫
，
更
召
惡
報
。
古
德
語
錄

曰
：
「
瞥
遇
豔
色
，
心
有
所
動
，
急
思
司
過
之
神
，
在
我

旁
也
，
三
台
北
斗
，
在
我
頭
上
也
，
三
尸
在
身
，
竈
神
在

戶
，
日
月
三
光
，
千
真
萬
聖
在
空
，
紀
錄
者
有
之
，
怒
視

者
有
之
，
照
臨
森
布
者
有
之
，
欲
搏
擊
者
有
之
，
如
是
而

慄
慄
戰
懼
，
自
然
心
冷
意
滅
。
」
願
常
誦
為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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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負
他他
貨貨
財財
。

願願
他他
身身
死死
。

干干
求求
不不
遂遂
。

便便
生生
咒咒
恨恨
。

　
　
當
貧
乏
時
，
負
欠
他
人
之
貨
物
錢
財
，
以
濟
急
用
，

不
急
圖
償
還
，
反
願
他
身
死
，
以
滅
其
迹
，
此
種
存
心
，

現
生
就
是
豺
狼
，
來
世
難
逃
做
狗
馬
償
還
之
果
報
。
凡
有

干
懇
求
託
於
人
之
事
，
不
能
遂
心
如
意
，
就
發
生
咒
罵
怨

恨
，
徒
自
咒
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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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見
他他
失失
便便
。

便便
說說
他他
過過
。

見見
他他
體體
相相
不不
具具
而而
笑笑
之之
。

見見
他他
才才
能能
可可
稱稱
而而
抑抑
之之
。

　
　
看
見
他
有
失
便
而
不
得
意
之
事
，
不
同
情
幫
助
，
就

說
是
他
平
日
的
過
惡
，
所
召
惡
報
。
見
他
體
相
不
具
，
或

四
體
殘
缺
，
或
形
相
醜
陋
，
不
哀
矜
保
護
，
而
反
譏
笑
。

見
他
才
能
可
稱
，
不
稱
讚
宣
揚
，
而
反
阻
抑
。
此
皆
口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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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最
大
者
也
。

埋埋
蠱蠱
厭眼
人人
。

用用
藥藥
殺殺
樹樹
。

恚恚
怒怒
師師
傅傅
。

抵抵
觸觸
父父
兄兄
。

　
　
「
蠱
」
音
古
，
「
厭
」
音
掩
。
「
埋
蠱
」
是
刻
木
像

人
，
書
符
咒
在
上
，
埋
在
地
下
，
去
魘
魅
人
，
此
邪
教
害

人
之
妖
法
，
王
法
當
斬
，
陰
律
更
嚴
。
一
草
一
木
，
皆
是

造
物
生
意
，
況
樹
木
年
久
者
，
多
為
鬼
神
所
棲
，
不
可
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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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
，
若
用
毒
藥
殺
樹
，
必
得
災
禍
。
「
師
傅
」
是
先
生
，

前
說
「
慢
其
先
生
」
，
是
無
禮
，
此
說
「
恚
怒
師
傅
」
，

是
因
教
責
而
恚
恨
憤
怒
，
無
禮
已
極
。
「
抵
觸
」
是
衝
撞

觸
犯
，
凡
語
言
行
事
之
間
，
稍
有
不
順
，
即
是
抵
觸
，
前

說
暗
侮
君
親
之
惡
深
，
抵
觸
父
兄
之
罪
顯
，
逆
倫
悖
禮
，

天
地
不
容
。

強搶
取取
強搶
求求
。

好好
侵侵
好好
奪奪
。

擄擄
掠掠
致致
富富
。

巧巧
詐詐
求求
遷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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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
」
上
聲
，
「
好
」
去
聲
。
凡
財
物
是
我
本
分
所

不
該
得
的
，
而
想
必
得
，
或
強
迫
自
取
，
或
強
求
給
與
，

或
喜
好
侵
佔
，
用
詭
計
暗
取
，
或
好
搶
奪
，
用
勢
力
明

取
；
甚
至
官
吏
盤
剝
人
民
，
私
竊
公
帑
，
或
豪
強
重
利
放

債
，
強
盜
劫
奪
財
物
等
類
，
皆
是
擄
掠
，
雖
致
大
富
，
必

人
怨
天
怒
。
或
用
奸
巧
詐
偽
，
使
乖
弄
假
，
以
求
升
遷
，

官
職
雖
升
，
大
逆
天
理
。
如
此
得
來
之
富
貴
，
豈
能
安

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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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賞賞
罰罰
不不
平平
。

逸逸
樂樂
過過
節節
。

苛苛
虐虐
其其
下下
。

恐恐
嚇嚇
於於
他他
。

　
　
若
獎
賞
有
功
之
人
，
或
懲
罰
犯
罪
之
人
，
失
輕
失

重
，
就
是
不
平
，
公
道
不
存
，
人
心
不
服
，
既
無
以
獎
功

懲
罪
，
反
積
怨
招
禍
。
安
逸
快
樂
，
人
所
同
欲
，
應
有
節

制
，
不
使
過
度
，
今
人
嗜
酒
不
顧
身
，
好
色
不
顧
病
，
貪

財
不
顧
親
，
使
氣
不
顧
命
，
此
皆
逸
樂
過
節
，
常
破
家
損

壽
。
若
做
官
酷
弱
吏
民
，
居
家
過
撻
奴
婢
，
皆
苛
弱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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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下
；
或
虛
張
聲
勢
，
恐
嚇
他
人
，
使
他
害
怕
，
落
其
騙

局
；
都
報
應
甚
速
。

怨怨
天天
尤尤
人人
。

呵喝
風風
罵罵
雨雨
。

　
　
天
下
不
如
意
之
事
，
常
十
有
八
九
，
到
處
都
有
缺

陷
，
不
思
自
己
德
薄
，
而
享
受
亦
薄
，
反
怨
天
則
天
愈

怒
，
尤
人
則
人
愈
恨
，
非
徒
無
益
，
只
自
取
禍
。
風
雨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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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天
神
職
掌
，
風
雨
失
時
，
皆
人
間
造
孽
所
致
，
呵
風
罵

雨
，
徒
增
逆
天
之
罪
。

鬬豆
合合
爭爭
訟訟
。

妄妄
逐逐
朋朋
黨黨
。

用用
妻妻
妾妾
語語
。

違違
父父
母母
訓訓
。

　
　
人
有
爭
訟
，
應
好
言
勸
解
，
使
大
事
化
小
，
小
事
化

無
，
兩
家
均
受
其
福
。
若
唆
使
鬪
爭
，
撮
合
訴
訟
，
以
便

從
中
漁
利
，
此
造
孽
虧
心
，
業
報
甚
重
。
「
妄
」
是
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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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
逐
」
是
隨
逐
，
大
如
朝
臣
，
分
朋
結
黨
，
把
持
朝

政
，
顯
斥
暗
傾
；
小
如
常
人
，
附
社
結
義
，
引
類
呼
朋
，

相
為
羽
翼
；
都
是
妄
逐
朋
黨
，
必
有
大
罪
大
禍
。
若
參
加

建
國
救
民
之
政
黨
，
保
國
衞
民
，
功
德
無
量
！
妻
妾
之

語
，
甘
而
易
入
，
父
母
之
訓
，
正
而
難
從
，
父
母
閱
歷
既

多
，
見
事
必
當
，
愛
子
又
切
，
為
謀
必
周
，
自
應
遵
奉
；

妻
妾
為
人
內
助
，
倘
有
善
言
，
亦
應
聽
從
，
若
用
妻
妾

語
，
違
父
母
訓
，
此
根
本
之
罪
，
至
於
因
寵
妻
妾
，
而
逆

父
母
，
其
罪
更
加
一
等
，
必
召
雷
打
橫
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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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得
新新
忘忘
故故
。

口口
是是
心心
非非
。

貪貪
冒冒
於於
財財
。

欺欺
罔罔
其其
上上
。

　
　
「
故
」
是
舊
，
如
朋
情
親
誼
，
妻
妾
奴
婢
，
皆
有
新

舊
，
若
得
新
忘
舊
，
即
薄
情
寡
恩
。
心
口
皆
是
是
君
子
，

心
口
皆
非
是
小
人
，
口
是
心
非
，
是
假
冒
的
君
子
，
佛
口

蛇
心
，
定
是
不
忠
不
孝
，
不
信
不
義
之
小
人
。
「
欺
罔
」

即
欺
瞞
，
因
貪
利
而
冒
領
錢
財
，
竟
欺
瞞
其
君
親
長
上
，

不
忠
不
孝
，
縱
令
一
時
富
貴
，
旋
多
破
敗
，
子
孫
狼
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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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造
作作
惡惡
語語
。

讒讒
毀毀
平平
人人
。

毀毀
人人
稱稱
直直
。

罵罵
神神
稱稱
正正
。

　
　
「
惡
語
」
即
壞
話
，
人
縱
有
過
，
亦
當
曲
為
掩
護
，

若
本
是
平
白
無
辜
的
好
人
，
竟
編
造
惡
語
，
捏
作
惡
事
，

任
意
讒
毀
。
並
以
毀
謗
好
人
，
自
稱
直
心
，
辱
罵
神
祇
，

自
稱
正
氣
，
肆
無
忌
憚
，
惹
禍
不
小
。
此
大
口
惡
，
必
死

墮
拔
舌
地
獄
。



太
上
感
應
篇
淺
解

八
一

棄棄
順順
效效
逆逆
。

背背
親親
向向
疏疏
。

指指
天天
地地
以以
證證
鄙鄙
懷懷
。

引引
神神

明明
而而
鑑鑑
猥猥
事事
。

　
　
君
義
臣
忠
，
父
慈
子
孝
，
兄
愛
弟
敬
，
為
六
順
，
順

的
反
面
就
是
逆
，
「
效
」
是
學
，
棄
順
效
逆
，
自
取
其

禍
，
試
看
古
今
叛
逆
之
臣
，
忤
逆
之
子
，
多
身
誅
家
滅
。

「
親
」
是
一
家
骨
肉
，
「
疏
」
是
異
性
親
友
，
或
因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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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二

怨
，
或
因
勢
利
，
竟
背
親
向
疏
，
如
薄
父
母
，
厚
妻
家
，

兄
弟
爭
財
，
交
友
慷
慨
，
窮
族
不
卹
，
反
去
結
拜
聯
宗
等

類
，
此
根
本
重
罪
，
必
得
惡
報
。
天
地
無
私
，
神
明
正

直
，
順
吉
逆
凶
，
其
應
如
響
，
小
心
敬
畏
，
尚
恐
獲
罪
。

愚
人
要
表
白
無
過
，
竟
敢
把
卑
鄙
的
心
懷
，
指
天
地
做
見

證
；
要
堅
牢
期
約
，
竟
敢
把
猥
褻
的
事
情
，
請
神
明
來
鑑

察
；
褻
瀆
至
尊
，
自
求
速
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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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三

施施
與與
後後
悔悔
。

假假
借借
不不
還還
。

分分
外外
營營
求求
。

力力
上上
施施
設設
。

　
　
「
施
與
」
是
濟
急
救
危
的
好
事
，
捨
財
作
善
，
立
功

最
速
，
必
須
樂
善
不
倦
，
慷
慨
不
吝
，
纔
能
大
積
陰
功
，

若
施
與
之
後
，
又
要
懊
悔
，
當
不
復
施
，
為
善
不
終
，
即

已
折
斷
善
根
。
「
假
借
」
是
通
有
無
，
濟
緩
急
的
好
事
，

借
人
器
物
，
應
加
愛
護
，
用
畢
即
還
；
借
人
錢
財
，
更
應

清
償
，
若
據
為
己
有
，
久
不
肯
還
，
死
後
當
為
牛
馬
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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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四

狗
，
以
償
宿
債
。
人
生
富
貴
貧
賤
，
皆
由
宿
業
，
命
裏
註

定
，
若
癡
心
妄
想
，
分
外
營
求
，
不
依
本
分
，
甚
至
力
上

施
設
，
只
要
力
之
所
能
，
即
盡
意
施
威
設
法
，
不
復
少
留

餘
地
，
勢
不
使
盡
不
止
，
縱
能
如
願
，
皆
有
損
無
益
，
徒

自
折
福
。

淫淫
慾慾
過過
度度
。

心心
毒毒
貌貌
慈慈
。

穢穢
食食
餧餧
人人
。

左左
道道
惑惑
眾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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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五

　
　
邪
淫
召
禍
，
前
已
垂
戒
，
至
於
夫
婦
正
淫
，
更
要
節

慾
，
因
人
身
之
精
，
散
在
三
焦
，
榮
華
百
脈
，
及
慾
火
一

動
，
合
聚
流
通
，
都
從
命
門
出
來
，
淫
慾
過
度
，
精
絕
身

亡
，
即
縱
慾
殺
身
。
若
心
意
惡
毒
，
已
使
人
不
可
當
，
面

貌
慈
和
，
又
令
人
可
近
，
竟
肆
其
毒
於
不
及
防
，
必
死
墮

惡
道
。
「
穢
食
」
是
污
穢
的
食
物
，
或
造
作
不
潔
，
或
被

蟲
吃
鼠
咬
，
或
天
熱
過
夜
，
色
味
已
變
，
或
有
農
藥
，
或

存
久
霉
腐
等
類
，
都
足
以
致
病
傷
人
。
若
以
穢
食
出
賣
或

給
人
吃
，
害
人
性
命
，
必
召
天
殃
。
「
左
道
」
是
旁
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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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六

不
是
正
道
，
或
用
妖
法
邪
術
，
假
託
神
道
，
妄
言
禍
福
，

蠱
惑
愚
民
，
小
則
騙
錢
淫
污
，
大
則
倡
亂
國
法
，
或
用
刑

除
，
或
用
兵
滅
，
現
報
難
逃
，
冥
報
尤
慘
。

短短
尺尺
狹狹
度度
。

輕輕
秤秤
小小
升升
。

以以
偽偽
雜雜
真真
。

採採
取取
姦姦
利利
。

　
　
「
度
」
是
計
算
長
短
的
標
準
器
具
，
就
是
尺
。

「
偽
」
是
假
，
「
採
」
也
是
取
，
「
姦
」
通
奸
。
尺
度
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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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七

升
，
必
須
公
平
，
出
入
一
樣
。
奸
商
竟
敢
大
入
小
出
，
重

入
輕
出
，
長
入
短
出
，
賣
出
去
時
，
私
用
短
尺
狹
度
，
輕

秤
小
升
，
還
把
假
的
貨
物
，
雜
在
真
的
裏
面
，
甚
至
賣
假

藥
，
用
假
銀
，
採
取
奸
詐
的
暴
利
，
損
人
利
己
，
必
遭
天

殃
。

壓壓
良良
為為
賤賤
。

謾謾
驀驀
愚愚
人人
。

貪貪
婪婪
無無
厭厭
。

咒咒
詛詛
求求
直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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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八

　
　
用
勢
力
壓
迫
良
家
子
女
，
使
為
卑
賤
之
婢
妾
奴
僕
，

報
在
子
孫
，
若
賣
良
為
娼
，
更
罪
重
惡
極
。
「
謾
」
音

瞞
，
是
欺
，
「
驀
」
音
陌
，
是
騙
，
欺
騙
愚
人
，
使
落
圈

套
，
愚
人
雖
不
能
報
，
冥
冥
中
自
有
代
為
報
應
，
愚
人
無

損
，
而
欺
騙
之
人
，
必
先
受
損
。
「
婪
」
音
藍
，
也
是

貪
，
貪
得
無
厭
，
而
不
知
足
，
勢
必
刻
薄
鄙
吝
，
等
到
貪

求
數
滿
，
終
歸
耗
散
，
徒
增
禍
孽
。
「
詛
」
音
阻
，
「
咒

詛
」
如
神
前
告
狀
發
咒
等
類
，
我
理
如
直
，
寬
解
自
明
，

若
咒
詛
求
直
，
未
免
瞋
恨
，
鬼
神
厭
惡
，
反
惹
災
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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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九

嗜嗜
酒酒
悖悖
亂亂
。

骨骨
肉肉
忿忿
爭爭
。

男男
不不
忠忠
良良
。

女女
不不
柔柔
順順
。

不不

和和
其其
室室
。

不不
敬敬
其其
夫夫
。

每每
好好
矜矜
誇誇
。

常常
行行
妒妒
忌忌
。

無無
行行

於於
妻妻
子子
。

失失
禮禮
於於
舅舅
姑姑
。

　
　
「
悖
」
是
違
背
情
理
，
若
嗜
酒
多
飲
，
常
在
醉
中
，

令
人
心
粗
膽
壯
，
悖
理
亂
性
，
殺
盜
淫
妄
，
都
無
忌
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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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〇

取
禍
招
殃
，
甚
至
喪
身
亡
家
，
故
佛
列
酒
為
五
戒
之
一
，

男
女
都
應
禁
戒
。
「
骨
肉
」
是
比
喻
至
親
之
人
，
如
父
子

兄
弟
等
，
宜
互
相
容
忍
，
相
處
和
睦
，
若
忿
怒
爭
吵
，
有

傷
天
倫
，
必
生
禍
端
。
古
時
夫
以
妻
為
室
，
夫
婦
和
而
後

家
道
昌
，
男
不
忠
厚
良
善
，
不
和
其
妻
，
甚
至
打
罵
瞋

責
，
女
不
溫
柔
和
順
，
不
敬
其
夫
，
甚
至
兇
悍
淫
蕩
。
每

好
驕
矜
誇
張
，
常
行
爭
寵
妬
忌
，
此
皆
量
淺
福
薄
，
甚
致

敗
家
絕
嗣
。
待
妻
宜
和
而
敬
，
或
刻
薄
寡
恩
，
或
褻
狎
無

禮
，
即
失
唱
隨
之
義
；
待
子
宜
嚴
而
正
，
或
護
短
太
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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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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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打
罵
太
嚴
，
即
傷
生
育
之
恩
；
不
義
不
慈
，
即
無
行
於

妻
子
。
舅
姑
是
公
婆
，
媳
事
公
婆
，
猶
如
子
事
父
母
，
禮

應
孝
敬
，
不
孝
不
敬
，
即
失
禮
於
舅
姑
，
從
來
子
不
孝
父

母
，
媳
亦
不
孝
公
婆
，
媳
之
失
禮
，
皆
其
子
有
以
致
之
，

罪
惡
通
天
，
雷
火
立
誅
。

輕輕
慢慢
先先
靈靈
。

違違
逆逆
上上
命命
。

作作
為為
無無
益益
。

懷懷
挾挾
外外
心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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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祖
宗
父
母
死
後
，
他
的
陰
靈
常
在
，
叫
做
「
先

靈
」
。
凡
殯
殮
無
禮
，
居
喪
違
制
，
安
葬
不
速
，
齋
祭
不

誠
，
拜
掃
不
勤
，
祠
堂
不
整
，
香
火
斷
續
，
甚
至
出
賣
墳

山
祭
田
，
祠
堂
祭
器
等
，
皆
為
輕
慢
先
靈
。
「
上
」
是
在

上
的
君
王
、
父
母
、
師
長
、
長
官
、
家
主
等
類
，
「
命
」

是
命
令
，
即
上
對
下
之
吩
咐
、
指
示
、
差
喚
等
，
凡
一
切

在
下
的
受
命
於
上
，
皆
為
上
命
，
如
奉
行
不
力
，
尚
且
有

罪
，
若
不
服
指
揮
，
不
依
教
訓
等
，
都
是
違
逆
上
命
。
此

皆
不
忠
不
孝
，
罪
大
惡
極
。
世
間
萬
事
，
轉
頭
即
空
，
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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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三

有
積
德
行
善
，
興
利
除
害
等
事
，
世
世
生
生
，
隨
身
受

用
，
無
有
窮
盡
，
纔
是
有
益
之
事
。
若
做
大
屋
，
買
良

田
，
收
古
玩
，
備
車
馬
等
事
，
皆
作
為
無
益
，
還
喪
志
累

身
，
至
於
煙
酒
嫖
賭
，
演
戲
賽
會
等
事
，
不
但
無
益
，
而

且
有
害
。
懷
挾
是
暗
藏
，
即
懷
著
，
臣
懷
外
心
便
欺
君
，

子
懷
外
心
便
逆
親
，
妻
懷
外
心
便
背
夫
，
兄
弟
相
賊
，
朋

友
相
傾
，
皆
外
心
所
使
，
此
心
纔
動
，
人
雖
不
知
，
而
鬼

神
已
誅
其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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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四

自自
咒咒
咒咒
他他
。

偏偏
憎憎
偏偏
愛愛
。

越越
井井
越越
竈造
。

跳跳
食食
跳跳
人人
。

損損

子子
墮墮
胎胎
。

　
　
凡
心
中
怨
恨
，
咒
自
己
死
，
又
咒
他
人
死
，
或
賭
假

咒
欺
人
，
報
在
速
死
。
凡
君
臣
父
子
、
夫
妻
主
僕
，
如
有

偏
憎
偏
愛
，
必
有
奇
禍
，
若
嫡
母
偏
憎
庶
子
，
後
母
偏
憎

前
子
，
女
性
陰
毒
，
冤
報
不
休
，
家
道
破
壞
。
井
有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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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
竈
有
竈
神
，
跨
越
井
竈
，
慢
侮
神
靈
，
其
罪
甚
大
。

「
食
」
為
養
命
之
資
，
人
為
三
才
之
一
，
跳
過
食
物
人

身
，
均
為
罪
過
。
即
產
為
子
，
未
產
為
胎
，
「
損
」
是
溺

殺
等
類
，
「
墮
」
是
用
藥
打
下
，
或
奸
淫
，
或
妬
忌
，
或

因
窮
困
，
或
怨
兒
女
過
多
，
而
損
子
墮
胎
，
必
遭
慘
報
，

凡
今
生
無
子
，
或
生
子
不
育
，
或
臨
老
而
子
反
先
死
，
皆

前
生
造
此
惡
業
所
招
之
果
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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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六

行行
多多
隱隱
僻僻
。

晦晦
臘臘
歌歌
舞舞
。

朔朔
旦旦
號號
怒怒
。

對對
北北
涕涕
唾唾
及及

溺溺
。

對對
竈造
吟吟
咏永
及及
哭哭
。

又又
以以
竈造
火火
燒燒
香香
。

穢穢
柴柴
作作
食食
。

　
　
「
隱
」
是
不
光
明
，
「
僻
」
是
不
正
大
，
行
多
隱

僻
，
如
奸
盜
邪
淫
等
類
，
凡
不
可
與
天
知
，
不
可
對
人
言

者
皆
是
，
人
雖
不
知
，
天
譴
難
逃
。
「
晦
」
是
陰
曆
每
月

末
日
，
「
臘
」
有
五
：
是
陰
曆
元
旦
、
端
午
、
七
夕
、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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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七

月
初
一
、
十
二
月
初
八
，
「
朔
」
是
初
一
，
「
旦
」
是
清

晨
，
都
是
天
神
察
人
善
惡
之
日
。
「
號
」
音
豪
，
若
在
晦

臘
唱
歌
跳
舞
演
戲
，
朔
旦
呼
號
怒
罵
，
都
得
罪
天
地
神

祇
。
天
上
北
方
，
是
北
斗
星
君
所
居
，
眾
神
所
在
，
不

可
穢
犯
，
鼻
出
為
「
涕
」
，
口
吐
為
「
唾
」
，
小
便
叫

「
溺
」
，
對
北
涕
唾
及
溺
，
觸
犯
天
神
，
罪
過
甚
重
。

「
吟
咏
」
即
歌
唱
，
對
竈
歌
唱
和
哭
泣
，
都
褻
瀆
竈
神
。

又
用
竈
火
點
香
，
供
佛
供
神
，
恐
不
淨
不
虔
。
用
污
穢
之

柴
，
煮
飯
燒
菜
，
穢
氣
上
蒸
，
恐
觸
犯
竈
神
及
過
往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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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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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
，
所
作
食
物
，
若
用
以
供
佛
供
神
，
祭
祀
祖
先
，
尤
均

觸
犯
，
都
應
切
戒
。

夜夜
起起
裸裸
露露
。

八八
節節
行行
刑刑
。

唾唾
流流
星星
。

指指
虹虹
霓霓
。

輒輒
指指
三三

光光
。

久久
視視
日日
月月
。

春春
月月
燎燎
獵獵
。

對對
北北
惡惡
罵罵
。

無無
故故
殺殺
龜龜

打打
蛇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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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人
家
中
，
鬼
神
往
來
，
日
夜
都
有
，
若
夜
起
裸

露
，
觸
犯
鬼
神
，
婦
女
更
應
忌
避
。
「
八
節
」
是
立
春
春

分
，
立
夏
夏
至
，
立
秋
秋
分
，
立
冬
冬
至
，
皆
是
諸
神
錄

人
罪
福
之
日
。
「
行
刑
」
是
執
行
死
刑
徒
刑
，
或
用
刑
具

拷
打
等
類
，
若
在
八
節
行
刑
，
傷
天
地
之
和
，
損
身
家
之

福
，
不
可
不
戒
。
「
流
星
」
是
星
辰
在
天
，
過
宮
躔
度
，

不
時
流
移
。
「
虹
霓
」
是
斗
星
餘
氣
，
赤
白
色
為
虹
，
青

白
色
為
霓
。
三
光
是
日
月
星
。
唾
向
流
星
，
手
指
虹
霓
，

常
指
三
光
，
久
看
日
月
，
都
是
褻
瀆
不
敬
。
「
春
月
」
為



太
上
感
應
篇
淺
解

一
〇
〇

生
長
發
育
之
時
，
「
燎
獵
」
是
放
火
燒
山
，
捕
捉
野
獸
，

所
殺
無
窮
，
春
月
燎
獵
，
上
逆
天
行
，
下
殺
物
命
，
不
仁

尤
甚
。
對
北
涕
唾
，
猶
為
罪
過
，
對
北
惡
罵
，
觸
犯
天

神
，
罪
過
更
甚
。
龜
蛇
陰
精
，
應
北
方
真
武
之
宿
，
無
故

殺
龜
打
蛇
，
必
遭
慘
報
。

如如
是是
等等
罪罪
。

司司
命命
隨隨
其其
輕輕
重重
。

奪奪
其其
紀紀
算算
。

算算
盡盡
則則



太
上
感
應
篇
淺
解

一
〇
一

死死
。

死死
有有
餘餘
責責
。

乃乃
殃殃
及及
子子
孫孫
。

　
　
「
如
是
等
罪
」
，
是
總
結
上
文
，
從
非
義
而
動
，
到

殺
龜
打
蛇
等
罪
，
皆
隨
業
受
報
，
司
命
之
神
，
隨
他
所
犯

罪
業
之
輕
重
，
罪
重
者
奪
壽
十
二
年
，
即
一
紀
，
罪
輕
者

奪
壽
百
日
，
即
一
算
，
壽
算
奪
盡
即
死
，
死
有
餘
辜
，
乃

殃
及
子
孫
。
總
之
，
遠
在
兒
孫
，
近
在
本
身
，
報
應
無

差
，
毫
釐
不
爽
。
然
上
帝
好
生
，
餘
殃
及
其
子
孫
，
亦
懲



太
上
感
應
篇
淺
解

一
〇
二

惡
勸
善
之
意
，
若
孝
子
慈
孫
，
修
心
立
身
，
積
善
累
功
，

以
贖
前
人
之
罪
，
以
寬
己
身
之
罰
，
仍
可
轉
禍
為
福
，
望

各
自
勉
！
此
又
太
上
與
上
帝
所
深
切
盼
望
者
也
。

又又
諸諸
橫橫
取取
人人
財財
者者
。

乃乃
計計
其其
妻妻
子子
家家
口口
以以
當當
之之
。

漸漸
至至
死死
喪喪
。

若若
不不
死死
喪喪
。

則則
有有
水水
火火
盜盜
賊賊
。

遺遺
亡亡
器器



太
上
感
應
篇
淺
解

一
〇
三

物物
。

疾疾
病病
口口
舌舌
諸諸
事事
。

以以
當當
妄妄
取取
之之
值值
。

　
　
「
橫
」
是
橫
暴
，
「
橫
取
」
是
用
威
勢
蠻
橫
逼
取
，

「
值
」
是
原
數
，
「
當
值
」
是
恰
合
原
取
之
數
。
還
有
許

多
橫
取
他
人
錢
財
的
，
多
為
妻
子
和
家
庭
人
口
計
算
，
司

命
之
神
，
正
計
其
妻
子
家
口
之
死
喪
，
以
報
貪
惡
，
使
罪

報
相
當
，
是
利
之
適
足
以
害
之
，
以
有
情
之
骨
肉
，
換
無

情
之
錢
財
，
亦
太
可
惜
！
漸
至
惡
積
壽
盡
，
自
身
亦
不
免



太
上
感
應
篇
淺
解

一
〇
四

死
喪
，
要
此
錢
財
，
有
甚
麼
用
呢
？
若
幸
罪
惡
稍
輕
，
都

不
至
死
喪
，
就
有
水
災
火
難
，
盜
搶
賊
偷
，
遺
失
器
物
，

疾
病
醫
藥
，
口
舌
官
司
，
不
肖
子
孫
等
許
多
禍
事
，
以
當

原
來
妄
取
之
總
數
，
橫
來
橫
去
，
錢
財
到
底
落
空
，
而
水

火
盜
賊
之
驚
恐
，
遺
亡
器
物
之
懊
恨
，
疾
病
之
痛
苦
，
口

舌
之
忿
辱
，
子
孫
不
肖
之
羞
玷
，
自
己
白
白
吃
虧
，
却
無

取
償
之
法
，
還
欠
著
多
少
罪
孽
，
填
還
不
盡
，
悔
之
晚

矣
。



太
上
感
應
篇
淺
解

一
〇
五

又又
枉枉
殺殺
人人
者者
。

是是
易易
刀刀
兵兵
而而
相相
殺殺
也也
。

　
　
又
有
冤
枉
殺
人
的
，
如
為
將
不
仁
，
斷
獄
冤
誣
，
貪

官
污
吏
，
土
豪
劣
紳
，
庸
醫
訟
師
等
，
枉
殺
人
之
性
命
，

都
是
冤
冤
相
報
，
如
換
刀
相
殺
一
樣
，
等
於
自
殺
。

取取
非非
義義
之之
財財
者者
。

譬譬
如如
漏漏
脯脯
救救
飢飢
。

鴆鴆
酒酒
止止
渴渴
。

非非



太
上
感
應
篇
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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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〇
六

不不
暫暫
飽飽
。

死死
亦亦
及及
之之
。

　
　
人
都
貪
取
錢
財
，
必
須
見
得
思
義
，
不
取
非
義
之

財
。
「
義
」
是
行
事
正
當
而
合
情
理
，
凡
取
人
之
錢
財
，

而
人
樂
意
給
我
的
，
就
是
近
情
，
也
就
是
合
義
，
不
樂
意

給
我
的
，
即
不
近
情
而
非
義
，
取
了
而
我
可
以
告
人
的
，

就
是
合
理
，
也
就
是
合
義
，
不
可
以
告
人
的
，
即
不
合
理

而
非
義
。
「
漏
脯
」
是
被
屋
漏
水
浸
了
的
肉
，
「
鴆
酒
」



太
上
感
應
篇
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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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〇
七

是
用
鴆
鳥
毛
浸
了
的
酒
，
都
有
劇
毒
，
吃
了
就
死
。
凡
貪

取
非
義
之
財
的
人
，
譬
如
吃
漏
脯
救
飢
，
飲
鴆
酒
止
渴
，

非
不
暫
時
醉
飽
，
死
期
也
就
到
了
。
貪
財
與
殺
人
之
惡
，

前
已
列
擧
，
太
上
婆
心
，
特
再
提
出
，
反
覆
叮
嚀
，
以
死

示
警
，
望
共
切
戒
！

夫夫
心心
起起
於於
善善
。

善善
雖雖
未未
為為
。

而而
吉吉
神神
已已
隨隨
之之
。

或或
心心



太
上
感
應
篇
淺
解

一
〇
八

起起
於於
惡惡
。

惡惡
雖雖
未未
為為
。

而而
凶凶
神神
已已
隨隨
之之
。

　
　
上
文
都
從
事
上
說
善
惡
，
最
後
歸
結
到
心
，
因
心
是

善
惡
的
源
頭
，
禍
福
的
感
召
。
「
夫
」
音
扶
，
作
這
個

講
，
這
個
心
起
了
善
念
，
善
雖
未
行
，
已
感
動
吉
神
，
跟

隨
護
衛
，
望
它
善
行
圓
滿
，
多
方
賜
福
。
或
心
中
起
了
惡

念
，
惡
雖
未
作
，
已
感
動
凶
神
，
跟
隨
監
察
，
待
他
惡
貫

滿
盈
，
多
方
降
禍
。
禍
福
之
機
，
全
在
一
心
。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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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應
篇
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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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〇
九

其其
有有
曾曾
行行
惡惡
事事
。

後後
自自
改改
悔悔
。

諸諸
惡惡
莫莫
作作
。

眾眾
善善
奉奉

行行
。

久久
久久
必必
獲獲
吉吉
慶慶
。

所所
謂謂
轉轉
禍禍
為為
福福
也也
。

　
　
這
一
節
特
提
出
改
悔
二
字
，
示
人
以
改
過
遷
善
之

法
，
即
轉
禍
為
福
之
機
。
「
改
」
是
改
過
，
「
悔
」
是
懺

悔
。
天
下
純
善
之
人
少
，
曾
行
惡
事
之
人
多
，
不
知
何
為

善
惡
，
誤
行
惡
事
之
人
更
多
，
然
惡
人
皆
可
復
為
善
人
，



太
上
感
應
篇
淺
解

一
一
〇

故
太
上
苦
口
煩
言
，
先
將
善
事
惡
事
，
分
別
列
擧
，
行
善

召
福
，
作
惡
召
禍
，
使
人
知
所
警
惕
！
再
於
篇
終
結
出
改

悔
本
旨
，
使
人
回
頭
是
岸
。
又
恐
人
略
做
善
事
，
便
要
得

福
，
一
不
如
意
，
又
說
行
善
無
益
，
明
示
他
們
有
曾
行
惡

事
，
天
已
降
禍
，
後
來
自
己
改
悔
，
必
須
諸
惡
莫
作
，
望

他
刮
磨
淨
盡
，
還
要
眾
善
奉
行
，
望
他
積
累
圓
滿
，
行
之

久
而
又
久
，
纔
能
前
罪
漸
釋
，
餘
禍
方
消
，
後
行
日
圓
，

新
福
自
至
，
必
獲
吉
祥
喜
慶
，
即
所
謂
轉
禍
為
福
也
。
若

能
一
心
專
念
南
無
觀
世
音
菩
薩
，
虔
誠
懺
悔
，
改
惡
行



太
上
感
應
篇
淺
解

一
一
一

善
，
即
蒙
尋
聲
救
苦
，
轉
禍
為
福
，
不
待
久
久
，
即
獲
吉

慶
，
豈
不
更
大
慰
太
上
諄
諄
告
誡
之
意
耶
！

故故
吉吉
人人
語語
善善
。

視視
善善
。

行行
善善
。

一一
日日
有有
三三
善善
。

三三
年年
天天

必必
降降
之之
福福
。

凶凶
人人
語語
惡惡
。

視視
惡惡
。

行行
惡惡
。

一一
日日
有有
三三
惡惡
。

三三
年年
天天
必必
降降
之之
禍禍
。

胡胡
不不
勉勉
而而
行行
之之
。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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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篇
淺
解

一
一
二

　
　
此
總
結
全
篇
，
切
實
教
人
行
善
去
惡
之
路
。
故
字
承

上
啟
下
，
「
吉
人
」
是
善
人
，
因
他
行
善
即
能
得
福
，
故

為
吉
人
。
「
凶
人
」
是
惡
人
，
因
他
行
惡
即
將
得
禍
，
故

為
凶
人
。
諸
惡
眾
善
，
不
勝
枚
擧
，
約
而
求
之
，
語
視
行

三
樣
，
正
是
切
實
下
手
處
。
「
語
善
」
，
如
非
禮
不
言
，

樂
道
人
善
，
勸
人
行
善
。
「
視
善
」
，
如
非
禮
勿
視
，
喜

見
善
人
，
喜
看
善
書
，
常
見
己
惡
，
不
見
人
非
。
「
行

善
」
，
如
非
禮
勿
動
，
勇
猛
為
善
，
時
時
行
方
便
，
種
種

作
陰
功
，
倡
引
感
化
，
善
與
人
同
。
惡
則
反
是
。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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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一
一
三

年
」
是
千
日
，
即
圓
滿
之
期
，
已
善
積
而
惡
盈
也
。
人
心

至
活
，
變
化
不
常
，
若
三
年
之
久
，
而
心
無
改
移
，
其
善

惡
也
純
矣
。
「
天
」
為
賞
善
罰
惡
、
賜
福
降
禍
之
大
主

宰
，
天
網
恢
恢
，
疎
而
不
漏
，
必
降
禍
福
，
報
應
不
爽
。

末
句
提
出
勉
行
，
只
就
眾
善
奉
行
上
說
，
為
通
篇
之
總
關

鍵
，
「
勉
」
字
為
改
惡
遷
善
至
要
之
密
訣
，
「
胡
不
」
是

何
不
，
「
勉
行
」
是
勉
強
力
行
，
至
死
不
退
，
欲
求
生

路
，
須
下
死
功
。
故
勉
行
眾
善
之
吉
人
，
語
善
、
視
善
、

行
善
，
一
日
有
三
善
，
等
到
三
年
，
善
行
圓
滿
，
天
必
賜



太
上
感
應
篇
淺
解

一
一
四

福
增
壽
，
令
成
仙
而
升
天
道
，
享
受
天
福
。
常
做
諸
惡
之

凶
人
，
語
惡
、
視
惡
、
行
惡
，
一
日
有
三
惡
，
等
到
三

年
，
惡
貫
滿
盈
，
天
必
降
禍
減
壽
，
死
墮
地
獄
餓
鬼
畜
生

等
三
惡
道
，
一
失
人
身
，
萬
劫
難
復
，
久
受
極
苦
，
曷
勝

危
懼
！
何
不
勉
行
眾
善
，
轉
禍
為
福
呢
？

　
　
太
上
為
道
教
始
祖
，
故
全
篇
惟
示
善
惡
禍
福
之
現

報
，
使
皆
自
作
自
受
，
或
眼
見
耳
聞
，
即
深
信
不
疑
，
改

悔
諸
惡
，
勉
行
眾
善
，
以
求
人
天
之
福
報
，
成
仙
而
升
天

道
，
為
道
教
最
高
果
位
之
成
就
。
但
天
道
仍
在
六
道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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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五

內
，
天
福
享
盡
，
仍
須
墮
落
，
輪
迴
六
道
，
永
無
出
期
。

謹
參
照
各
註
解
及
佛
經
，
將
後
報
列
入
淺
解
，
普
願
道
教

及
各
宗
教
之
道
長
道
友
，
和
中
外
男
女
同
胞
！
不
問
吉
人

凶
人
，
只
要
即
發
深
信
切
願
，
以
此
諸
惡
莫
作
，
眾
善
奉

行
為
助
行
，
而
以
專
念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兼
念
觀
世
音
菩

薩
為
正
行
，
口
念
佛
號
，
及
勸
人
念
佛
行
善
，
即
語
善
，

眼
觀
佛
像
、
佛
經
及
三
聖
像
、
三
聖
經
，
即
視
善
，
禮
拜

供
養
，
及
持
齋
戒
殺
，
即
行
善
，
正
助
雙
修
，
求
生
西

方
，
必
蒙
佛
與
菩
薩
攝
受
接
引
，
擴
大
感
應
，
轉
人
敬
天



太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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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篇
淺
解

一
一
六

佑
，
神
仙
可
冀
之
人
天
小
果
，
為
生
享
福
壽
康
寧
，
死
即

帶
業
往
生
極
樂
世
界
，
見
佛
聞
法
，
離
苦
得
樂
，
即
了
生

死
，
永
脫
輪
迴
，
廣
度
眾
生
，
同
生
極
樂
，
福
慧
兩
足
，

圓
成
無
上
佛
果
，
利
己
利
人
，
莫
過
於
此
也
。

太
上
感
應
篇
淺
解
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