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來
方
便
度
化
眾
生
，
現
出
三
類
化
身
，
來
止
息
救
拔
眾
生

中
二
種
生
死
（
分
段
生
死
、
變
易
生
死
）
的
苦
輪
。
什
麼
是
三
類
化
身
？
表
列
如
左
：

千
丈
勝
應
身—

為
初
地
以
上
菩
薩
說
法
。

三
類
化
身
　
　
丈
六
劣
應
身—

為
地
前
菩
薩
及
二
乘
凡
夫
說
法
。

隨
類
化
身—

現
種
種
不
同
身
形
去
度
眾
生
，
如
三
十
二
應
之
類
。

以
上
前
五
識
頌
講
完
了
。
下
面
開
始
講
第
六
識
頌
，
開
首
一
句
講
的
是
第
六
識
的

性
、
量
、
境
。

看
本
文
。

戊
、
第
六
識
頌

三
性
三
量
通
三
境
，
三
界
輪
時
易
可
知
，
相
應
心
所
五
十
一
，
善
惡
臨
時
別
配
之
。

性
界
受
三
恆
轉
易
，
根
隨
信
等
總
相
連
，
動
身
發
語
獨
為
最
，
引
滿
能
招
業
力
牽
。

發
起
初
心
歡
喜
地
，
俱
生
猶
自
現
纏
眠
，
遠
行
地
後
純
無
漏
，
觀
察
圓
明
照
大
千
。

「
三
性
三
量
通
三
境
」

一
、
分
釋

「
三
性
」
是
善
性
、
惡
性
、
無
記
性
。

「
三
量
」
是
現
量
、
比
量
、
非
量
（
量
具
五
俱
意
識
，
能
指
揮
前
五
識
）
。

「
三
境
」
是
性
境
、
帶
質
境
、
獨
影
境
。

二
、
合
釋

上
面
分
釋
中
所
說
的
三
性
是
第
六
識
都
有
的
，
三
量
是
第
六
識
全
備
的
，
三
境
是
第

六
識
皆
通
的
，
但
第
六
識
處
在
什
麼
地
方
呢
？
下
句
是
講
第
六
識
所
處
界
地
。

「
三
界
輪
時
易
可
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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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分
釋

「
三
界
」
是
欲
界
、
色
界
、
無
色
界
，
共
分
九
地
。
（
詳
如
前
釋
）

「
輪
時
」
是
輪
轉
的
時
候
。

「
易
可
知
」
是
說
意
識
相
粗
，
容
易
覺
知
。

二
、
合
釋

三
界
九
地
通
同
有
意
識
，
在
輪
轉
的
時
候
，
不
出
六
道
，
時
時
輪
轉
。
因
意
識
相

粗
，
提
起
來
粗
粗
糙
糙
，
誰
都
知
道
，
無
論
在
那
一
地
均
能
體
認
出
來
有
意
識
存
在
，
所

以
說
「
易
可
知
」
。
因
易
對
難
，
所
以
也
有
「
難
可
知
」
。
如
第
七
識
，
色
界
天
就
體
認

不
好
，
記
得
從
前
參
禪
有
功
夫
的
人
，
有
一
首
偈
說
：
「
學
道
之
人
不
識
真
，
只
為
從
來

認
識
神
，
無
量
劫
來
生
死
本
，
癡
人
喚
作
本
來
人
。
」
我
們
看
有
功
夫
的
人
尚
且
如
此
，

更
足
證
明
其
難
知
。
因
有
第
七
識
的
難
知
，
才
顯
出
來
第
六
識
的
易
知
。
但
我
們
要
注
意

第
六
識
雖
好
體
驗
，
而
必
須
能
夠
控
制
。

那
麼
第
六
識
與
那
些
心
所
相
應
呢
？
下
句
說
明
。

「
相
應
心
所
五
十
一
」

五
十
一
位
心
所
，
全
部
與
意
識
相
應
，
也
就
是
都
能
與
意
識
相
接
。
但
這
裡
須
注
意

研
究
的
是
同
時
接
呢
？
或
分
別
接
呢
？
請
看
下
句
說
明
。

「
善
惡
臨
時
別
配
之
」

這
五
十
一
心
所
內
「
信
」
等
是
善
心
所
，
「
貪
」
等
是
惡
心
所
。
心
所
的
或
善
或

惡
，
在
起
意
（
一
動
作
或
一
下
命
令
）
的
時
候
，
各
別
臨
時
分
配
。
一
念
與
「
信
」
等
善

心
所
相
應
，
即
可
作
善
。
一
念
與
惡
心
所
相
應
，
即
可
作
惡
，
但
一
念
不
可
能
同
時
與
善

惡
兩
種
心
所
相
應
。
譬
如
這
是
扇
子
，
那
是
茶
杯
，
扇
子
與
茶
杯
這
兩
樣
事
物
，
決
不
能

同
時
在
一
念
之
間
出
現
，
其
理
相
通
。
這
種
與
一
念
相
應
最
初
之
事
物
，
又
名
「
開
導

依
」
。
但
第
六
識
是
怎
樣
生
起
的
呢
？
是
由
轉
易
生
起
，
下
句
說
明
。
而
在
未
說
明
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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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應
先
研
究
意
變
不
變
？
我
們
的
回
答
是
「
意
是
善
變
的
」
。
從
俗
語
說
「
心
猿
意

馬
」
這
句
話
上
體
味
就
知
道
了
。
看
本
文
：

「
性
界
受
三
恆
轉
易
」

一
、
分
釋

「
性
」
指
三
性
。

「
界
」
指
三
界
。
意
識
與
三
界
相
應
。

「
受
」
是
五
種
受
，
列
表
如
左
：

	
	

苦

　
　
　	

樂	

身
（
惟
身
領
受
，
屬
五
俱
意
識
，
與
心
無
關
）

五
受	

憂

　
　
　	

喜	

心
（
憂
喜
在
內
心
感
受
，
屬
獨
頭
意
識
，
與
身
無
關
）

　
　
　	

捨	

二
（
捨
去
身
心
二
者
苦
樂
憂
喜
之
受
）

上
述
能
受
之
身
，
稱
為
「
正
報
」
。
因
意
識
自
己
不
能
到
三
界
去
領
受
，
必
假
四
大

之
身
，
此
身
所
受
故
為
「
正
」
。
其
次
講
到
所
領
受
之
境
，
佛
學
上
謂
之
「
受
界
」
，
稱

為
「
依
報
」
。
意
思
是
說
依
靠
著
種
種
不
同
的
境
界
，
而
才
能
使
正
報
之
身
存
在
。
上
面

把
五
種
受
的
大
意
約
略
解
釋
完
了
。

「
恆
轉
易
」
就
是
常
常
的
轉
變
。

二
、
合
釋

第
六
識
對
於
三
性
、
三
界
、
五
受
，
恆
常
轉
變
更
易
。
有
時
意
善
，
有
時
意
惡
；

又
有
時
在
欲
界
，
有
時
在
色
界
，
有
時
在
無
色
界
；
又
有
時
苦
受
，
有
時
樂
受
，
有
時
憂

受
，
有
時
不
苦
不
樂
的
捨
受
。
上
面
所
說
意
的
轉
易
，
非
單
純
的
心
王
作
用
，
必
與
心
所

相
合
後
方
可
，
請
看
下
句
：
（
相
應
心
所
連
帶
而
轉
）

「
根
隨
信
等
總
相
連
」

一
、
分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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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
是
根
本
煩
惱
。

「
隨
」
是
隨
煩
惱
。

「
信
」
是
信
、
慚
、
愧
…
…
十
一
種
善
法
。

「
等
」
包
括
別
境
五
、
遍
行
五
、
不
定
四
。

二
、
合
釋

第
六
識
有
時
根
本
煩
惱
生
起
，
有
時
隨
煩
惱
生
起
，
有
時
十
一
種
善
法
生
起
。
這
些

不
停
的
生
起
，
好
像
念
珠
相
連
不
斷
。

「
動
身
發
語
獨
為
最
」

本
句
及
下
句
，
係
講
第
六
識
業
用
，
釋
如
左
：

一
、
分
釋

「
動
身
」
是
身
業
，
由
意
識
的
作
用
推
動
。

「
發
語
」
是
口
業
，
也
是
由
意
識
的
作
用
推
動
。

「
獨
為
最
」
是
說
唯
獨
其
為
最
勝
。

二
、
合
釋

動
身
發
語
，
唯
獨
意
識
之
發
動
為
最
勝
。

「
引
滿
能
招
業
力
牽
」

一
、
分
釋

「
引
」
是
引
業
。
意
識
所
感
的
強
業
，
能
引
第
八
識
受
有
相
續
性
的
異
熟
總
報
。

「
滿
」
是
滿
業
。
前
六
識
所
感
弱
業
，
能
牽
第
八
識
受
間
斷
性
的
五
趣
別
報
。

「
招
」
是
招
感
。

「
業
力
」
是
善
惡
業
力
，
列
表
如
左
：

招
報
二
業	

　
引
業
（
引
第
八
識
受
異
熟
總
報
）

	
	

	

　
滿
業
（
牽
第
八
識
受
五
趣
別
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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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表
所
謂
總
報
，
是
一
定
的
果
報
，
如
得
人
身
。
所
謂
別
報
，
不
一
定
，
隨
時
可

變
，
如
同
是
人
而
所
受
之
報
不
同
。

二
、
合
釋

第
六
識
有
時
造
引
業
，
牽
第
八
識
受
異
熟
總
報
；
有
時
造
滿
業
，
牽
第
八
識
受
五
趣

別
報
。
總
之
，
總
報
與
別
報
，
均
為
善
惡
業
力
所
招
，
此
招
果
為
其
業
用
。
所
以
說
「
引

滿
能
招
業
力
牽
」
。

世
間
事
大
抵
無
壞
即
無
好
，
第
六
識
雖
不
好
，
但
轉
成
「
妙
觀
察
智
」
就
好
。
所
謂

煩
惱
即
菩
提
。
因
一
切
對
萬
法
少
見
少
聞
，
必
須
發
出
妙
觀
察
智
。
但
如
何
得
到
妙
觀
察

智
程
度
，
此
非
羅
漢
和
自
了
漢
所
能
。
下
面
首
偈
即
此
識
的
轉
依
相
，
請
看
本
文
。

「
發
起
初
心
歡
喜
地
」

一
、
分
釋

「
發
起
」
是
最
初
發
起
。

「
初
心
」
在
入
心
、
住
心
、
出
心
這
三
心
中
「
入
心
」
的
時
候
。

「
歡
喜
地
」
菩
薩
由
十
信
，
經
過
十
住
、
十
行
到
十
回
向
，
須
一
大
阿
僧
祇
劫
，

到
了
一
地
就
是
登
地
菩
薩
，
又
叫
地
上
菩
薩
。
地
上
菩
薩
共
分
十
地
，
第
一
地
就
是
歡
喜

地
。

二
、
合
釋

第
六
識
轉
成
智
，
要
到
最
初
發
起
初
心
，
名
為
歡
喜
地
菩
薩
的
時
候
。

但
這
位
初
地
菩
薩
究
竟
發
妙
觀
察
智
心
到
了
什
麼
程
度
，
那
就
要
先
了
解
二
障
，
列

表
解
釋
如
左
：

二
障
　
　
　
煩
惱
障
（
由
我
執
生
）
障
涅
槃
　
　
　
分
別
二
障

　
　
　
　
　
所
知
障
（
由
法
執
生
）
障
菩
提
　
　
　
俱
生
二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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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障
又
有
分
別
二
障
與
俱
生
二
障
之
分
，
分
別
二
障
是
由
出
生
至
現
在
，
所
有
的
分

別
邪
知
；
俱
生
二
障
，
是
多
生
以
來
帶
來
的
。

二
地
　
　
　

歡
喜
初
地
　
　
斷
分
別
二
障

　
　
　
　
　
　
　
　
　
　
　
證
一
分
真
實
轉
依
　
　
（
名
曰
見
道
）

　
　
　
　
　
遠
行
七
地
　
　
住
無
相
觀
出
過
世
間
二
乘
道

　
　
　
　
　
　
　
　
　
　
　
煩
惱
永
不
現
行

上
表
二
障
及
菩
薩
的
二
地
，
明
白
了
以
後
，
下
句
就
易
了
解
。

「
俱
生
猶
自
現
纏
眠
」

一
、
分
釋

「
俱
生
」
是
指
俱
生
二
障
。

「
纏
」
是
指
二
障
現
行
。

「
眠
」
是
指
二
障
種
子
猶
伏
藏
識
。

二
、
合
釋

歡
喜
初
地
菩
薩
，
分
別
二
障
雖
然
去
了
，
但
俱
生
二
障
猶
未
斷
，
猶
現
纏
眠
。

「
遠
行
地
後
純
無
漏
」

一
、
分
釋

「
遠
行
地
」
是
第
七
地
菩
薩
名
位
。

「
無
漏
」
是
漏
不
出
煩
惱
，
漸
斷
變
易
生
死
。

二
、
合
釋

到
了
第
七
地
的
「
遠
行
地
菩
薩
」
之
後
，
俱
生
二
障
被
壓
伏
（
但
猶
未
斷
，
要
到
十

地
始
能
斷
淨
）
，
才
能
成
為
無
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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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
察
圓
明
照
大
千
」

一
、
分
釋

「
觀
察
」
是
妙
觀
察
智
。

「
圓
明
」
是
圓
滿
明
淨
。

「
照
大
千
」
是
普
照
三
千
大
千
世
界
。

二
、
合
釋

到
這
時
候
，
第
六
識
轉
成
的
「
妙
觀
察
智
」
，
能
以
善
觀
諸
法
自
相
共
相
，
攝
觀

自
心
，
引
生
無
量
功
德
，
及
觀
有
情
心
行
差
別
而
說
法
，
智
能
如
理
如
量
，
方
便
善
巧

而
無
失
。
故
能
圓
滿
明
淨
，
普
照
三
千
大
千
世
界
，
說
一
切
法
，
斷
一
切
疑
，
度
一
切

眾
生
，
皆
得
利
樂
，
但
尚
未
達
成
佛
階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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