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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3  ∼

禍
福
無
定
，
損
益
在
人
。
善
得
益

者
，
無
往
而
非
益
。
甘
受
損
者
，
無
往
而

善
得
益 

甘
受
損

∼ 1 0 4  ∼

非
損
。
過
去
諸
佛
，
皆
以
苦
境
為
師
，
以

致
斷
盡
煩
惑
，
成
無
上
道
。

汝
果
能
如
俞
淨
意
、
袁
了
凡
，
改
過

修
持
。
豈
但
賢
子
復
錫
自
佛
天
，
當
必
親

身
直
入
聖
域
矣
。
（
《
印
光
法
師
文
鈔
三

編˙

復
卓
智
立
居
士
書
三
︾
）



∼ 1 0 5  ∼

印
光
大
師
云
：

牛
皮
為
鼓
，
非
特
為
作
鼓
始
殺
。

以
此
間
號
眾
，
皆
以
鐘
鼓
，
亦
隨
俗

耳
。

人
皮
鼓

∼ 1 0 6  ∼

須
知
牛
被
人
殺
，
取
其
皮
以
為

鼓
，
于
作
佛
事
時
擊
之
，
于
本
牛
有

大
利
益
。
五
臺
山
之
人
皮
鼓
，
乃
一

僧
虧
空
常
住
錢
財
，
置
私
產
。
死
而

為
牛
，
即
耕
其
田
。
至
牛
死
，
托
夢

於
徒
。
令
剝
皮
蒙
鼓
，
送
于
文
殊

寺
，
上
書
其
名
與
事
，
令
作
佛
事

擊
之
，
則
其
業
可
以
速
消
。

否

則
雖
其
田
變
滄
海
，
業
尚
莫
能

消
滅
也
。
見
《
清
涼
山
志
︾
。

（
《
印
光
法
師
文
鈔
三
編˙

復

卓
智
立
居
士
書
三
）



∼ 1 0 7  ∼

印
光
大
師
云
：

然
佛
菩
薩
天
地
鬼
神
，
欲
令
人
世
咸
知
此

事
，
故
每
每
有
死
而
復
生
者
。

見
其
作
惡
者
受
罪
，
為
善
者
或
生
人
間

富
貴
處
，
或
生
天
上
。
念
佛
者
或
生
西
方
等
。

死
而
復
生

∼ 1 0 8  ∼

此
系
權
法
，
企
世
知
念
佛
往
生
，
實
有
其

事
。
並
非
念
佛
之
人
，
一
一
皆
經
到
陰
間
，
由

閻
君
審
明
，
方
送
其
往
生
也
。

（
《
印
光
法
師

文
鈔
三
編˙

復
卓
智
立
居
士
書
三
︾
）



∼ 1 0 9  ∼

印
光
大
師
云
：

見
人
殺
生
，
能
救
則
救
。
否
則

發
大
慈
大
悲
心
念
，
以
期
殺
生
者
，

並
所
殺
之
生
，
各
各
消
除
業
障
，
增

長
善
根
。
而
所
殺
之
生
，
即
從
此
往

生
西
方
，
了
生
脫
死
。

豈
可
不
依
佛
意
，
妄
生
瞋
自
瞋

見
人
殺
生

∼ 1 1 0  ∼

他
之
煩
惱
，
而
通
宵
不
寐
也
？
不

觀
周
安
士
先
生
見

一

切

神

祠

，

及

一

切

畜

生

，

皆

勸

發

菩

提

心

，

令

求
生
西
方
乎
？

（
此
系
依
佛
言
教
，

非
彼
自
立
。
）

縱
彼
不
領
會
，
而
我
之
悲
心
已

誠
摯
懇
切
矣
。
此
實
助
成
淨
業
之
大

宗
也
。
（
《
印
光
法
師
文
鈔
三
編˙

復
卓
智
立
居
士
書
三
︾
）



∼ 1 1 1  ∼

印
光
大
師
云
：

光
宿
業
深
重
，
生
甫
六

月
，
後
遂
病
目
，
一
百
八
十

日
，
未
一
開
目
。
除
食
息
外
，

晝
夜
常
哭
，
在
老
人
皆
料
其
不

能
得
見
天
日
。
而
承
宿
善
根
，

好
而
仍
見
天
日
，
實
為
萬
幸
。

入
塾
讀
書
，
又
受
程
朱
闢

佛
之
毒
，
幸
無
程
朱
之
學
問
，

印
祖
的
心
願

∼ 1 1 2  ∼

否
則
，
早
已
生
身
陷
入
阿
鼻
地
獄
矣
。
由
是
疾
病
纏
綿
，
空
過
數
年
。

因
思
佛
法
東
來
，
經
幾
多
聖
君
賢
相
，
以
護
持
流
通
，
程
朱
之
說
，
不

足
為
訓
。
因
出
家
為
僧
，
專
修
淨
業
。
先
師
以
參
究
提
命
，
則
曰
，
弟
子
無

此
善
根
，
願
專
念
佛
，
以
期
帶
業
往
生
耳
。
（
《
印
光
法
師
文
鈔
三
編˙

致

廣
慧
和
尚
書
︾
）



∼ 1 1 3  ∼

印
光
大
師
云
：

切
不
可
怕
死
，
有
病
即
願
往

生
，
壽
未
盡
即
能
速
愈
。
若
怕
死

唯
求
病
好
，
壽
已
盡
仍
當
死
，
決

難
往
生
。

勸
人
念
佛
，
求
生
西
方
，
即

是
成
就
人
成
佛
。
汝
不
可
以
汝
之

不
可
怕
死

∼ 1 1 4  ∼

凡
夫
知
見
，
生
疑
不
信
。

光
以
汝
病
中
心
頗
不
安
，
而
求
光
救

汝
，
故
為
汝
作
此
說
。
若
猶
不
信
，
則
佛

也
不
能
救
汝
矣
。
何
以
故
？
光
之
所
說
，

係
佛
經
已
說
之
話
，
不
過
取
其
義
而
撮
略

說
之
，
切
勿
認
為
光
平
空
妄
造
。

汝

病
好
後
，
遍
閱
淨
土
經
典
，
自

可
悉
知
。
若
生
西
方
，
更
可

一
一
證
明
，
光
不
欺
汝
。

（
《
印
光
法
師
文
鈔
三
編˙

復
鄭
琴
樵
居
士
書
︾
）



∼ 1 1 5  ∼

印
光
大
師
云
：

唯
心
淨
土
，
自
性
彌
陀
，
當
處
即

是
，
無
往
無
生
，
此
理
甚
深
，
非
法
身
大

士
，
不
能
領
會
契
證
。　
　

然
法
身
大
士
亦
不
廢
事
修
，
所
謂
以

深
信
願
，
持
佛
名
號
，
求
生
西
方
。

彼
則

唯
論
理
體
，
此
則
理
事
雙
融
。
故
為
上
聖

下
凡
，
同
修
之
道
。

平
生
專
精
一
志
，
則
臨
終
蒙
佛
接

彈
指
即
生
極
樂

∼ 1 1 6  ∼

引

，

彈

指

即

生

。

智

者

大

師

謂
：
「
臨
終
在
定
之
心
，
即
淨

土
受
生
之
際
者
」

，
此
也
。

（
《
印
光
法
師
文
鈔
三
編˙

復

卓
智
立
居
士
書
三
︾
）



∼ 1 1 7  ∼

印
光
大
師
云
：

聞
雷
而
懼
，
的
系
宿
生
有
惡
因
，
今
生
少
培
德
。

今
宜
以
畏
雷
之
心
，
兢
兢
業
業
，
日
勵
脩
持
。
則
此
之
惡

因
，
又
成
善
本
。

損
益
並
由
人
自
取
，
禍
福
無
不
自
己
求
之
者
。
但
一

心
念
佛
，
諸
惡
莫
作
，
眾
善
奉
行
，
往
生
西
方
，
決
定
成

佛
，
則
離
一
切
怖
畏
矣
。

惡
因
成
善
本

∼ 1 1 8  ∼

否
則
怕
亦
不
是
，
不
怕
亦
不
是
。
彼

窮
凶
極
惡
者
，
有
何
所
怕
？
然
彼
一
氣
不
來

之
怕
，
特
彼
自
知
耳
。
以
故
活
閻
君
，
活
小

鬼
，
世
常
有
之
，
皆
欲
令
彼
一
切
不
怕
者
之

怕
景
象
耳
。
（
《
印
光
法
師
文
鈔
三
編˙

復

卓
智
立
居
士
書
三
︾
）



∼ 1 1 9  ∼

印
光
大
師
云
：

勿
謂
緣
想
一
佛
，
不
如
緣
想
多
佛
之
功

德
大
。
須
知
阿
彌
陀
佛
，
是
法
界
藏
身
。
所

有
十
方
法
界
諸
佛
功
德
，
阿
彌
陀
佛
一
佛
，
全

體
具
足
。
如
帝
網
珠
，
千
珠
攝
於
一
珠
，
一

珠
遍
於
千
珠
。
舉
一
全
收
，
無
欠
無
餘
。

若
久
修
大
士
，
緣
境
不
妨
寬
廣
，
境
愈

已
浴
大
海
者　

    
必
用
百
川
水

∼ 1 2 0  ∼

寬
而
心
愈
專
一
。
若
初
心
末
學
，

緣
境
若
寬
，
則
心
識
紛
散
，
而
障

深
慧
淺
，
或
致
起
諸
魔
事
。

故
我
佛
世
尊
，
及
歷
代
諸

祖
，
皆
令
一
心
專
念
阿
彌
陀
佛
者

此
也
。
待
其
念
佛
得
證
三
昧
，
則

百
千
法
門
、
無
量
妙
義
，
咸
皆
具

足
。
古
人
謂
已
浴
大
海
者
，
必
用

百
川
水
。
身
到
含
元
殿
，
不
須

問
長
安
。
可
謂
最
善
形
容
者
矣
。

（
《
印
光
法
師
文
鈔
正
編‧

復
高

邵
麟
居
士
書
二
︾
）



∼ 1 2 1  ∼

印
光
大
師
云
：

歷
觀
汝
書
，
似
是
真
實
在
心
地
上
用
功
。

然
今
之
學
者
，
每
每
專
說
假
話
，
不
修
實
行
。
意

擬
沽
名
邀
譽
，
以
求
體
面
，
並
非
真
實
自
省
寡

過
，
而
作
是
言
也
。
此
名
﹁
自
暴
自
棄
﹂
，
名

﹁
大
妄
語
﹂
，
名
﹁
不
知
慚
愧
﹂
。

直
心
直
行

∼ 1 2 2  ∼

若
非
此
等
，
則
為
聖
賢

之
徒
。
若
帶
此
氣
，
則
是
下
流

坯
，
乃
法
之
罪
人
，
佛
之
逆

子
。
有
則
改
之
，
無
則
加
勉
。
直

心
直
行
，
方
與
佛
合
。
（
《
印
光

法
師
文
鈔
正
編
．
復
高
邵
麟
居

士
書
三
︾
）



∼ 1 2 3  ∼

印
光
大
師
云
：

禮
誦
持
念
，
種
種
修
持
，

皆
當
以
誠
敬
為
主
。
誠

敬

若

極
，
經
中
所
說
功
德
，
縱
在
凡
夫

地
，
不
能
圓
得
，
而
其
所
得
，
亦

已
難
思
難
議
。

誠
敬
與
唱
戲

∼ 1 2 4  ∼

若
無
誠
敬
，
則
與
唱
戲
相
同
。
其
苦
樂
悲
歡
皆
屬
假
妝
，
不
由
中
出
，

縱
有
功
德
，
亦
不
過
人
天
癡
福
而
已
。
而
此
癡
福
，
必
倚
之
以
造
惡
業
，
其
將

來
之
苦
，
何
有
了
期
？

當
以
此
意
普
告
同
儕
，
俾
修
須
真
修
，
行
須
實
行
，
則
其
利
溥
矣
。

（
《
印
光
法
師
文
鈔
正
編
．
復
高
邵
麟
居
士
書
二
︾
）



∼ 1 2 5  ∼

印
光
大
師
云
：

佛
制
不
許
用
絲
，
而
後
世
用
之
，
其
功
過
當
在
﹁
至
誠
﹂
與
﹁
徒

設
﹂
上
分
輕
重
。
如
古
人
繡
佛
繡
經
，
每
於
針
下
得
舍
利
，
可
知
繡
佛

繡
經
之
功
大
，
用
絲
綢
之
過
小
也
。
繡
佛
繡
經
，
決
非
在
布
上
繡
。

絲
繡
佛
經

∼ 1 2 6  ∼

今
人
肆
無
忌
憚
，
一
令
戒
殺
，
便
以

「
充
類
至
盡
」
之
事
來
阻
。
其
話
雖
有
理
，

其
心
實
欲
人
任
人
殺
生
，
不
須
忌
避
耳
。
哀

哉
。
（
《
印
光
法
師
文
鈔
三
編
．
復
卓
智
立

居
士
書
三
︾
）



∼ 1 2 7  ∼

印
光
大
師
云
：

止
惡
修
善
，
刻
實
檢
察
，
雖
莫
善
於

《
功
過
格
︾
。
然
使
心
不
主
於
誠
敬
，
縱
日

記
《
功
過
格
》
，
亦
是
虛
文
。

《
功
過
格
︾

此
間
未
有
其
書
。

以
忠
恕
為
懷

∼ 1 2 8  ∼

若
約
予
所
見
，
但
當
主
敬

存
誠
，
於
二
六
時
中
，
不
使
有

一
念
虛
浮
怠
忽
之
相
。
及
與
世

人
酬
酢
，
唯
以
忠
恕
為
懷
。
則

一
切
時
，
一
切
處
，
惡
念
自
無

從
而
起
。
倘
或
宿
習
所
使
，
偶

爾
忽
生
，
而
誠
敬
忠
恕
在
懷
，
自

能
念
起
即
覺
，
覺
之
即
失
。

決

不
至
發
生
滋
長
，
舉
三
業
而
隨

之
矣
。
（
《
印
光
法
師
文
鈔
正

編
．
復
高
邵
麟
居
士
書
二
︾
）



∼ 1 2 9  ∼

印
光
大
師
云
：

平
時
愛
子
孫
心
重
，
自
顧
劣
弱
，
至
臨
終
時
，
則
反
能
擺
脫
情

愛
，
決
志
求
生
，
乃
宿
世
善
根
所
使
。
平
時
面
東
臥
，
終
時
則
面
西

右
脅
，
亦
宿
善
根
力
所
使
，
有
不
期
然
而
然
者
。

有
臨
終
種
種
景
相
，
即
可
決
其
往
生
，
並
無
須
驗
其
頂
胸
之
熱
，

何
處
先
涼
也
。
著
法
衣
為
佛
弟
子
相
，
能
滿
其
願
，
甚
善
甚
善
。

既
囑
兒
媳
女
輩
早
晚
靈
前
多
念
佛
，
閣
下
當
開
示
彼
等
，
祈
以

妥
親
之
神
識
，
為
孝
之
極
致
。
即
真
實
往
生
，
亦
須
志
誠
念
佛
，
以

祈
蓮
品
高
昇
，
無
生
速
證
，
以
各
盡
孝
思
。
此
雖
為
利
亡
者
，
實
則

令
兒
女
媳
輩
同
種
善
根
也
。
孫
之
能
念
者
，
亦
令
隨
之
而
念
。

終
時
，
全
家
能
不
哭
泣
念
佛
，
最
有
利
益
。
然
其
時
猶
短
，
宜
以

親
人
神
識
安
頓
妥
貼

∼ 1 3 0  ∼

三
小
時
不
斷
佛
聲
，
不
起
哭
聲
，
及
動
轉
等

為
最
善
。
祈
切
記
之
。
（
《
印
光
法
師
文
鈔

三
編˙

復
黃
涵
之
居
士
書
三
︾
）



∼ 1 3 1  ∼

印
光
大
師
云
：

保
病
、
薦
亡
，
今
人
率
以
誦
經
、
拜
懺
，

做
水
陸
為
事
。
（
光
）
與
知
友
言
，
皆
令
念
佛
。

以
念
佛
利
益
，
多
於
誦
經
、
拜
懺
、
做
水
陸
多

多
矣
。何

以
故
？
誦
經
則
不
識
字
者
不
能
誦
，
即
識

字
而
快
如
流
水
，
稍
鈍
之
口
舌
，
亦
不
能
誦
。

懶

坯
雖
能
，
亦
不
肯
誦
，
則
成
有
名
無
實
矣
。
拜

懺
做
水
陸
，
亦
可
例
推
。

念
佛
則
無
一
人
不
能
念
者
。

即
懶
坯
不
肯

念
佛
利
益
多
於
誦
經

∼ 1 3 2  ∼

念
，
而
大
家
一
口
同
音
念
，
彼
不
塞
其
耳
，
則

一
句
佛
號
，
固
已
歷
歷
明
明
灌
於
心
中
。
雖
不

念
，
與
念
亦
無
異
也
。
如
染
香
人
，
身
有
香

氣
。
非
特
欲
香
，
有
不
期
然

而
然
者
。

為
親
眷
保
安
、

薦
亡
者
，
皆
不
可
不

知
。
（
《
印
光
法
師

文
鈔
正
編
．
復
黃
涵

之
居
士
書
一
︾
）



∼ 1 3 3  ∼

印
光
大
師
云
：

小
人
之
所
以
偽
為
善
而
實
為
惡
者
，
意
謂
人
不
我

知
。
不
知
其
不
知
者
，
但
止
世
間
凡
夫
耳
。
若
得
道
聖

人
，
固
了
了
悉
知
。
而
天
人
鬼
神
，
雖
未
得
道
，
以
報

得
他
心
通
，
亦
了
了
悉
知
。
況
聲
聞
緣
覺
菩
薩
諸
佛
，

瞭
若
指
掌

∼ 1 3 4  ∼

他
心
道
眼
，
圓
見
三
世
，
如
視
諸
掌
者
乎
！

欲
無
知
者
，
唯
己
不
知
則
可
耳
。
己
若
自

知
，
則
天
地
鬼
神
佛
菩
薩
等
，
無
不
悉
知
之
而

悉
見
之
矣
。

若
知
此
義
，
雖
暗
室
屋
漏
之
中
，
不
敢
怠

忽
。
人
所
不
知
之
地
，
不
敢
萌
惡
，
以
天
地
鬼

神
諸
佛
菩
薩
共
知
。

縱
不
知
慚
愧
者
，
知
此

亦
當
慚
愧
無
地
矣
，
況
真
修
實
踐
之
士
哉
！

（
《
印
光
法
師
文
鈔
正
編
．
復
高

邵
麟
居
士
書
二
︾
）



∼ 1 3 5  ∼

印
光
大
師
云
：

真
如
喆
（
注
）
後
身
，
生
大
富
貴
處
，
一
生
多
受
懮
苦
。
既
知
其

生
大
富
貴
處
，
又
不
明
指
為
誰
者
，
得
非
宋
之
欽
宗
乎
？

富
貴
多
憂
苦

∼ 1 3 6  ∼

金
兵
相
逼
，
徽
宗
禪
（
音
繕
，
傳
也
。
）
位
於
太
子
，
始
末
二

年
，
遂
被
金
兵
擄
徽
、
欽
二
宗
去
，
均
向
金
稱
臣
，
死
於
五
國
城
。

以
真
如喆

之
悟
處
，
生
於
皇
宮
之
大
富
貴
處
，
此
之
富
貴
，
也
是
虛

名
，
一
生
多
受
懮
苦
，
乃
是
實
事
。
以
大
國
皇
帝
，
被
金

擄
去
為
金
臣
，
可
憐
到
萬
分
了
。
（
《
印
光
法

師
文
鈔
續
編
．
致
廣
慧
和
尚
書
︾
）

注
：
大
溈
真
如
慕
喆
禪
師
，
撫
州

臨
川
人
，
幼
年
孤
苦
，
宋
哲
宗
元
祐

元
年
主
持
溈
山
道
場
，
住
眾
二
千

餘
人
，
講
論
法
要
，
勞
苦
作
務
，

十
四
年
無
一
虛
日
。
哲
宗
紹
聖
元

年
，
皇
帝
下
詔
住
持
相
國
寺
，
紹

聖
三
年
無
疾
，
說
偈
而
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