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
戒
不
能
放
鬆

         
形
象
不
能
放
縱︱

靜
思
語
︱



【
慈
濟
十
戒
】

	

一
、
不
殺
生

	

二
、
不
偷
盜

	
三
、
不
邪
淫

	

四
、
不
妄
語

	

五
、
不
飲
酒

	

六
、
不
抽
菸
、
不
吸
毒
、
不
嚼
檳
榔

	

七
、
不
賭
博
、
不
投
機
取
巧

	

八
、
孝
順
父
母
、
調
和
聲
色

	

九
、
遵
守
交
通
規
則

	

十
、
不
參
與
政
治
活
動
、
示
威
遊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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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人
開
示—

慈
濟
宗
門
勤
精
進
】

靜
思
法
脈
相
傳
，
脈
動
源
遠
流
長
；
慈
濟
宗
門
開
啟
，
通
達
菩
薩
大
道
。

還
記
得
幾
年
前
，
不
斷
有
人
問
：
﹁
慈
濟
屬
於
什
麼
宗
？
﹂
甚
至
海
外
慈
濟
人

回
來
時
，
也
會
問
：
﹁
師
父
，
人
家
都
問
我
們
到
底
是
什
麼
宗
？
﹂
經
過
他
們
這
樣
一

問
，
我
在
心
裡
思
索
…
…

◎

立
定
慈
濟
宗
門

是
否
為
淨
土
宗
？
我
覺
得
佛
在
心
中
，
不
只
是
在
寺
廟
裡
面
，
有
形
、
有
聲
的
念

佛
；
我
要
的
是
無
形
、
無
聲
、
無
量
的
佛
心
，
所
以
我
並
不
提
倡
有
形
的
念
佛
道
場
，

當
然
就
不
是
淨
土
宗
。

是
不
是
禪
宗
？
我
也
沒
有
教
大
家
坐
禪
，
只
是
要
大
家
安
坐
調
氣
，
將
心
靈
靜
下

來
，
傾
聽
自
己
的
生
命
脈
動
，
聆
聽
自
己
的
、
大
地
的
，
甚
至
於
萬
物
生
命
的
呼
吸
。

心
靜
，
世
界
就
靜
，
心
靈
即
明
朗
，
進
而
能
聞
、
思
、
修
合
一
，
得
大
智
慧
。

既
不
是
淨
土
宗
、
也
不
是
禪
宗
，
更
不
是
論
師
，
所
以
我
對
發
問
的
慈
濟
人
說
，

專
心
做
慈
濟
就
對
了
，
慈
濟
就
是
以
﹁
為
佛
教
，
為
眾
生
﹂
為
宗
旨
，
以
佛
陀
的
精
神

走
入
人
群
。

四
十
年
過
去
了
，
可
以
看
到
全
球
慈
濟
人
，
在
世
界
各
地
展
開
慈
濟
法
門
，
讓
世

人
知
道
，
佛
教
有
慈
濟
，
慈
濟
是
佛
教
團
體
；
不
只
是
肯
定
了
慈
濟
，
也
肯
定
了
慈
濟

的
法
。
所
以
，
四
十
年
後
的
現
在
，
我
們
可
以
立
定
慈
濟
宗
門
。

︽
法
華
經
︾
道
理
深
奧
，
但
契
合
菩
薩
入
眾
生
群
的
理
念
；
而
︽
無
量
義
經
︾
則

是
︽
法
華
經
︾
的
精
髓
，
清
楚
說
明
佛
教
徒
要
以
什
麼
樣
的
態
度
走
入
人
群
，
所
以
︽

無
量
義
經
︾
是
我
終
身
奉
行
的
一
部
經
典
。

◎

慈
濟
法
門
共
修
法

我
所
認
定
的
宗
教
，
就
是
人
生
宗
旨
、
生
活
教
育
。
慈
濟
四
十
年
來
的
宗
旨
與
教

育
，
已
經
穩
定
、
奠
定
於
全
球
。

真
正
的
道
場
並
不
在
兩
堂
課
誦
，
但
精
舍
是
寺
廟
，
因
此
傳
統
古
禮
不
免
，
早
晚

課
依
然
。
至
於
慈
濟
道
場
的
在
家
居
士
共
修
，
一
種
是
較
古
的
︽
法
華
經
序
︾
，
這
是

紀
念
師
父
在
三
藏
十
二
部
經
中
，
是
從
︽
法
華
經
︾
入
門
，
這
是
紀
念
我
們
慈
濟
的
法

源
，
期
盼
禮
誦
經
文
者
能
虔
誠
口
念
身
拜
，
啟
發
對
佛
法
之
敬
仰
心
。

再
一
種
是
現
代
的
︽
三
十
七
助
道
品
︾
，
這
是
慈
濟
道
場
注
重
的
修
行
法
，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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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好
念
又
有
道
氣
，
音
律
亦
很
有
經
典
現
代
化
之
感
；
透
過
推
動
︽
三
十
七
助
道
品

︾
，
希
望
教
導
人
人
要
有
正
知
正
見
等
等
。

此
外
，
︽
無
量
義
經
︾
，
是
︽
法
華
經
︾
的
精
髓
，
是
精
神
世
界
與
現
實
人
間
的

融
合
，
是
真
正
佛
法
的
精
髓
，
若
共
修
︽
無
量
義
經
︾
也
很
好
！

不
管
是
︽
法
華
經
序
︾
還
是
︽
無
量
義
經
︾
，
無
論
是
在
日
常
生
活
，
或
是
在
道

場
共
修
中
，
都
要
以
明
朗
的
心
去
﹁
聞
、
思
、
修
﹂
，
彼
此
啟
發
化
度
，
聞
法
瞭
解
之

後
，
要
實
行
就
沒
有
困
難
；
於
行
動
、
觀
念
與
所
聞
之
法
契
合
，
就
是
智
慧
。

︵●

節
錄
自2

0
0
6
.
0
2
.
0
3

與
黃
思
賢
、
郭
孟
雍
師
兄
座
談
、2

0
0
6
.
1
2
.
0
2

彰
化
感
恩

四
十
慈
濟
人
文
精
神
研
習
會
、2

0
0
6
.
1
2
.
1
8

志
工
早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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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
法
器
符
號
說
明
︼

表
示
敲
大
磬
符
號

表
示
敲
引
磬
符
號

若
人
欲
了
　
知
　
三
　
世
　
一
　
切
　
佛
佛
佛
佛

　
　
　
佛
　
佛
佛
　
佛 

若
人
欲
了
　
知
　   

三
　         
世
　      

一     

　
切     

　
佛 

︵
引
磬
由
重
入
輕
︶

起

一
拜

再
拜

起

起

三
拜

問 

訊

表
示
壓
大
磬
符
號

表
示
壓
引
磬
符
號

表
示
敲
木
魚
符
號

表
示
一
陣
引
磬
符
號

※

表
示
回
向
後
共
修
結
束
禮
佛
三
拜
符
號

.....

若
人
欲
了
　
知
　
　
三
　
　
　
　
世
　
　
　
一
　
　
切
　
　
　
佛 

若
人
欲
了
　
知
　
　
三
　
　
　
　
世
　
　
　
一
　
　
切
　
　
　
佛
佛
佛
佛 

若 

　
人 

　
欲
　
了
　 

知
　
　
三
　
　
世
　
　
一
　
　
切
　
　
佛
佛
佛
佛

請
合
掌　

禮
佛
三
拜

問 

訊

起

一
拜

再
拜

起

起

三
拜

︵
不
唱
爐
香
讚
的
引
禮
︶

表
示
共
修
開
始
的
符
號

.....

︵
引
磬
由
重
入
輕
︶

︵
引
磬
由
重
入
輕
︶

.....

︵
維
那
白
︶

問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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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合
掌　

禮
佛
三
拜

︵
禮
拜
法
華
經
序
共
修
的
引
禮
︶

︵
維
那
白
︶

若
人
欲
了
　
知
　
　
三
　
　
　
　
世
　
　
　
一
　
　
切
　
　
　
佛 

若
人
欲
了
　
知
　
　
三
　
　
　
　
世
　
　
　
一
　
　
切
　
　
　
佛
佛
佛
佛 

佛
　
佛
佛
　
佛

若 

　
人 
　
欲
　
了
　 

知
　
　
三
　
　
世
　
　
一
　
　
切
　
　
佛
佛
佛
佛

問 
訊

起

一
拜

再
拜

起

起

三
拜

.....

︵
引
磬
由
重
入
輕
︶

︵
引
磬
由
重
入
輕
︶

.....

問 
訊

爐
香
乍
　
爇
　
法
界
蒙
　
薰
　   

諸
佛
海
會
悉

遙
聞      

隨
處
結
祥
雲       

誠
意
方 

殷
　

 

諸
佛
現
全 

身 

南
無
香
雲
蓋 

菩 

薩 

摩 

訶  

薩

　南
無
香
雲
蓋 

菩 

薩 

摩 

訶 

薩
　
南
無
香
雲
蓋 

菩

 

薩 

摩 

訶   

薩 爐
香
讚

︵
香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放
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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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拜
法
華
經
序

南
無
法
華
會
上
佛
菩
薩
　
︵
三
稱
︶

一
切
恭
敬  

一
心
頂
禮

十
方
法
界
常
住
三 

寶 
 

拜 

起 

問
訊  

︵
請
長
跪
後
放
掌
︶

願
此
香
花
雲 

遍
滿
十
方
界 

供
養
一
切
佛

妙
法
蓮
華
經 

菩
薩
聲
聞
眾 
受
用
作
佛
事︵

拜
︶

★

★

︵
無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大
眾
不
唱
︶  

︵
大
眾
不
唱
︶  

合
掌

︵
十 

大
眾
接
腔
︶ 

︵
香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稽
首
十
方
佛 

圓
滿
最
上
乘 

本
跡
開
二
門

法
喻
談
真
秘 

普
使
諸
權
小 

悉
證
佛
菩
提 

我
今
誓
歸
依 

願
超
生
死 

海 

拜 

起
立

一
心
頂
禮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拜 

起

一
心
頂
禮 

過
去
多
寶 

佛 

拜 

起

一
心
頂
禮 

十
方
分
身
釋
迦
牟
尼 

佛 

拜 

起

︵
起 

長
跪
︶

︵
請
起
立
︶

★

︵
繼
續
唱
︶  

放
掌

︵
大
眾
不
唱
︶  

︵
大
眾
不
唱
︶  

︵
本 

大
眾
接
腔
︶  

︵
過 

大
眾
接
腔
︶  

合
掌

︵
大
眾
不
唱
︶  

合
掌

合
掌

︵
十 

大
眾
接
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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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心
頂
禮 

盡
法
華
經
中
及
十
方
三
世

一
切
諸 

佛 

拜 

起

一
心
頂
禮 
妙
法
蓮
華
經
法
華
會
上
佛
菩
薩 

妙
一
寶

一
心
頂
禮 

妙
法
蓮
華
經
法
華
會
上
佛
菩
薩 

妙
心
寶

一
心
頂
禮 

妙
法
蓮
華
經
法
華
會
上
佛
菩
薩 

妙
頂
寶

一
心
頂
禮 

妙
法
蓮
華
經
法
華
會
上
佛
菩
薩 

妙
禮
寶

︵
大
眾
不
唱
︶  

︵
一
心 

大
眾
不
唱
︶  ︵
頂
禮 

大
眾
接
腔
︶  

︵

盡 

大
眾
接
腔
︶  

合
掌合

掌

︵
拜
下
起
立
，
不
再
放
掌
︶

拜拜拜拜

起起起

︵
繼
續
唱
︶  

︵
繼
續
唱
︶  

︵
繼
續
唱
︶  

一
心
頂
禮 

妙
法
蓮
華
經
法
華
會
上
佛
菩
薩 

妙
妙
寶

一
心
頂
禮 

妙
法
蓮
華
經
法
華
會
上
佛
菩
薩 

妙
法
寶

一
心
頂
禮 

妙
法
蓮
華
經
法
華
會
上
佛
菩
薩 

妙
蓮
寶

一
心
頂
禮 

妙
法
蓮
華
經
法
華
會
上
佛
菩
薩 

妙
華
寶

一
心
頂
禮 

妙
法
蓮
華
經
法
華
會
上
佛
菩
薩 

妙
經
寶

一
心
頂
禮 

妙
法
蓮
華
經
法
華
會
上
佛
菩
薩 

妙
法
寶

拜拜 拜拜 拜拜

起起 起起 起起

︵
繼
續
唱
︶  

︵
繼
續
唱
︶  

︵
繼
續
唱
︶  

︵
繼
續
唱
︶  

︵
繼
續
唱
︶  

︵
繼
續
唱
︶  



1415

一
心
頂
禮 

妙
法
蓮
華
經
法
華
會
上
佛
菩
薩 

妙
華
寶

一
心
頂
禮 

妙
法
蓮
華
經
法
華
會
上
佛
菩
薩 

妙
會
寶

一
心
頂
禮 
妙
法
蓮
華
經
法
華
會
上
佛
菩
薩 

妙
上
寶

一
心
頂
禮 

妙
法
蓮
華
經
法
華
會
上
佛
菩
薩 

妙
佛
寶

一
心
頂
禮 

妙
法
蓮
華
經
法
華
會
上
佛
菩
薩 

妙
菩
寶

一
心
頂
禮 

妙
法
蓮
華
經
法
華
會
上
佛
菩
薩 

妙
薩
寶

拜拜 拜拜 拜

起

起起 起起

起

起

拜

︵
繼
續
唱
︶  

︵
繼
續
唱
︶  

︵
繼
續
唱
︶  

︵
繼
續
唱
︶  

︵
繼
續
唱
︶  ︵

繼
續
唱
︶  

︿
維
那
接
腔
﹀

一
心
頂
禮 

盡
法
華
經
中 

及
十
方
三
世 

一
切
菩
薩

聲
聞
緣
覺
得
道
賢
聖 

僧 

拜 

起

一
心
頂
禮 

普
賢
菩
薩
摩
訶 

薩 

拜 

起 

問
訊 

志
心
懺
悔 

弟
子
眾
等 

與
一
切
眾
生 

從
無
始
以
來 

迷
失
真
心 

流
轉
生
死 

六
根
罪
障 

無
量
無
邊 

圓
妙
佛
乘 

無
以
開
解 

一
切
所
願 

不
得
現
前 

︵
懺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大
眾
不
唱
︶  

︵
盡 

大
眾
接
腔
︶  

合
掌

︵
大
眾
不
唱
︶  

︵
普 

大
眾
接
腔
︶  

合
掌

︵
請
長
跪
放
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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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今
禮
敬 

妙
法
蓮
華
經 

以
此
善
根 

發
露
黑
惡 

過
現
未
來 

三
業
所
造 

無
邊
重
罪 

皆
得
消
滅 

身
心
清
淨 
惑
障
蠲
除 

福
智
莊
嚴 

淨
因
增
長 

自
他
行
願 

速
得
圓
成 

願
諸
如
來 

常
在
說
法 

所
有
功
德 

起
隨
喜
心 
回
向
菩
提 

證
常
樂
果 

命
終
之
日 

正
念
現
前 

面
見
彌
陀 

及
諸
聖
眾 

一
剎
那
頃 

生
蓮
華
中 

普
願
眾
生 

俱
成
佛 

道

 

懺
悔
發
願
已 

歸
命
禮
三 

寶 

拜 

︵
長
跪
︶ 

 

南
無 

十
方
佛 

南
無 

十
方
法 

南
無 

十
方
僧 

 

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南
無 

妙
法
蓮
華
經 

 

南
無 

文
殊
師
利
菩 

薩 

南
無 

普
賢 

菩  

薩 

問
訊︵
起
立
︶

︵
大
眾
合
掌
不
唱
︶ 

︵
歸 

大
眾
接
腔
︶ 

︵
無 

大
眾
接
腔
︶ 

★



1819

自
皈
依
佛 

當
願
眾
生 

體
解
大
道 

發
無
上 

心

自
皈
依
法 
當
願
眾
生 

深
入
經
藏 

智
慧
如 

海

自
皈
依
僧 

當
願
眾
生 

統
理
大
眾 

一
切
無
礙 

         

和
南
聖 

眾

三
皈
依

拜 

起

拜 

起

拜 
起 

問
訊

︵
請
長
跪
放
掌
︶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回

向
偈

願
消
三
障
　
諸
煩
惱  

願
得
智
慧
　
真
明
了 

普
願
業
障
　
悉
消
除  

世
世
常
行
　
菩
薩
道

︵
禮
佛
三
拜
︶ 

※

︵
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2021

讚
佛
偈
繞
佛

禮
佛
三
拜

天
上
天
下
無
如
佛

十
方
世
界
亦
無
比

世
間
所
有
我
盡
見

一
切
無
有
如
佛
者

︵
上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南
無
娑
婆
世
界
　
三
界
導
師 

四
生
慈
父

人
天
教
主 

三
類
化
身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問
訊

︵
無
數
聲
︶ 

︵
剎
板
通
告
︶ 

剎
板

問
訊

★

請
起
步



2223

自
皈
依
佛 

當
願
眾
生 

體
解
大
道 

發
無
上 

心

自
皈
依
法 
當
願
眾
生 

深
入
經
藏 

智
慧
如 

海

自
皈
依
僧 

當
願
眾
生 

統
理
大
眾 

一
切
無
礙 

 
 
 
 
 
 
 
 
 

和
南
聖 

眾

三
皈
依

拜 

起

拜 

起

拜 
起

問 

訊

︵
請
長
跪
放
掌
︶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回

向
偈

願
消
三
障
　
諸
煩
惱  

願
得
智
慧
　
真
明
了 

普
願
業
障
　
悉
消
除  

世
世
常
行
　
菩
薩
道

︵
禮
佛
三
拜
︶ 

※

︵
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2425

往
昔
所
造 

諸
惡
業
　
往
昔
所
造 

諸
惡
業

皆
由
無
始 
貪
瞋
癡
　
皆
由
無
始 

貪
瞋
癡

從
身
語
意 

之
所
生
　
從
身
語
意 

之
所
生

今
對
佛
前 

求
懺
悔
　
今
對
佛
前 

求
懺
悔

禮
佛
三
拜

拜
願
｜
懺
悔
文
︵
一
︶

東
拜

西
拜

東
起

西
拜

東
起

東
拜

西
起

西
拜

西
拜

東
起

東
起

東
拜

東
拜

西
起

西
起

︵
昔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往
昔
所
造 

諸
惡
業
　
往
昔
所
造 

諸
惡
業

皆
由
無
始 

貪
瞋
癡
　
皆
由
無
始 

貪
瞋
癡

從
身
語
意 

之
所
生
　
從
身
語
意 

之
所
生

今
對
佛
前 

求
懺
悔
　
今
對
佛
前 

求
懺
悔 西

拜

東
拜

東
起

西
起

西
拜

東
拜

東
起

西
起

西
拜

東
拜

東
起

西
起

西
拜

東
拜

東
起

西
起



2627

往
昔
所
造 

諸
惡
業
　
往
昔
所
造 

諸
惡
業

皆
由
無
始 

貪
瞋
癡
　
皆
由
無
始 

貪
瞋
癡

從
身
語
意 
之
所
生
　
從
身
語
意 

之
所
生

今
對
佛
前 

求
懺
悔
　
今
對
佛
前 

求
懺
悔

東
拜

西
拜

東
起

西
拜

東
起

東
拜

西
起

西
拜

西
起

東
起

東
拜

東
拜

東
起

西
拜

西
起

西
起

西
起

︵
剎
板
通
告
︶ 

問
訊

★
︵
請
長
跪
放
掌
︶

回
向
偈

願
消
三
障
　
諸
煩
惱  

願
得
智
慧
　
真
明
了 

普
願
業
障
　
悉
消
除  

世
世
常
行
　
菩
薩
道

︵
禮
佛
三
拜
︶ 

※

︵
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2829

︵
昔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往
昔
所
造 

諸
惡
業
　
往
昔
所
造 

諸
惡
業

皆
由
無
始 
貪
瞋
癡
　
皆
由
無
始 

貪
瞋
癡

從
身
語
意 

之
所
生
　
從
身
語
意 

之
所
生

今
對
佛
前 

求
懺
悔
　
今
對
佛
前 

求
懺
悔

禮
佛
三
拜

東
拜

西
拜

東
起

西
拜

東
起

東
拜

西
起

西
拜

東
起

東
拜

西
起

西
拜

東
起

東
拜

西
起

拜
願
｜
懺
悔
文
︵
二
︶

眾
生
無
邊 

誓
願
度
　
眾
生
無
邊 

誓
願
度

煩
惱
無
盡 

誓
願
斷
　
煩
惱
無
盡 

誓
願
斷

法
門
無
量 

誓
願
學
　
法
門
無
量 

誓
願
學

佛
道
無
上 

誓
願
成
　
佛
道
無
上 

誓
願
成 西

拜

東
起

東
拜

西
起

西
拜

東
起

東
拜

西
起

西
拜

東
起

東
拜

西
起

西
拜

東
起

東
拜

西
起



3031

自
性
眾
生 

誓
願
度
　
自
性
眾
生 

誓
願
度

自
性
煩
惱 

誓
願
斷
　
自
性
煩
惱 

誓
願
斷

自
性
法
門 
誓
願
學
　
自
性
法
門 

誓
願
學

自
性
佛
道 

誓
願
成
　
自
性
佛
道 

誓
願
成

東
拜

西
拜

東
起

西
拜

東
起

東
拜

西
起

西
拜

西
起

東
起

東
拜

東
拜

東
起

西
拜

西
起

西
起

西
起

︵
剎
板
通
告
︶ 

問
訊

★
︵
請
長
跪
放
掌
︶

回
向
偈

願
消
三
障
　
諸
煩
惱  

願
得
智
慧
　
真
明
了 

普
願
業
障
　
悉
消
除  

世
世
常
行
　
菩
薩
道

︵
禮
佛
三
拜
︶ 

※

︵
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3233

南
無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大
慈
大
悲
　
阿
彌
陀
佛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助
念—

傳
統
模
式★

︵
剎
板
通
告
︶ 

剎
板

︵
無
數
聲
︶ 

三
問
訊
★

放
掌

︵
無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願
生
西
方
　
淨
土
中   

九
品
蓮
花
　
為
父
母

華
開
見
佛
　
悟
無
生  

不
退
菩
薩
　
為
伴
侶

回
向
偈
︵
往
生
者
的
家
屬 

請
長
跪
︶ 

︵
尊
重
家
屬
為
要 

不
刻
意
引
導
︶ 

︵
三
問
訊
︶ 

︵
生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3435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佛
佛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阿
彌
陀
佛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高)

(

低)

助
念
｜
大
愛
無
邊
︵
慈
濟
模
式
助
念
︶

三
問
訊
★
︵
請
坐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佛
佛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阿
彌
陀
佛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高)

(

低)

︵
剎
板
通
告
︶ 

︵
剎
板
︶ 

★



3637

︵
三
問
訊
︶ 

回
向
偈
︵
往
生
者
的
家
屬 

請
長
跪
︶ 

願
消
三
障
　
諸
煩
惱  

願
得
智
慧
　
真
明
了 

普
願
業
障
　
悉
消
除  

世
世
常
行
　
菩
薩
道

︵
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尊
重
家
屬
為
要 

不
刻
意
引
導
︶ 

願
生
西
方
　
淨
土
中   

九
品
蓮
花
　
為
父
母

華
開
見
佛
　
悟
無
生  

不
退
菩
薩
　
為
伴
侶

回
向
偈
︵
往
生
者
的
家
屬 

請
長
跪
︶ 

︵
三
問
訊
︶ 

︵
生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尊
重
家
屬
為
要 

不
刻
意
引
導
︶ 



3839

念
佛
進
齋
堂
︵
營
隊
活
動
︶

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
一
字
一
步
︶ 

右
腳
踏
出

問
訊 

︵
呼
班
︶ 

︵
本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
剎
板
通
告
︶ 

剎
板

︵
無
數
聲
︶ 



4041

供
養
佛
　
供
養
法
　
供
養
僧
　

供
養
一
切
眾
生

願
修
一
切
善
　

願
斷
一
切
惡

誓
度
一
切
眾
生

供
養
歌

粒
米
杯
湯
盤
中
蔬

得
來
不
易
歷
艱
辛

細
嚼
慢
品
用
心
嚐

感
謝
天
下
眾
生
恩

感
恩
歌



貳
、
慈
濟
宗
門
共
修



4445

法
身
大
士  

慈
悲
菩
薩  

其
心
禪
寂  

常
在
三
昧

恬
安
淡
泊  

無
為
無
欲  

顛
倒
亂
想  

不
復
得
入

靜
寂
清
澄  
志
玄
虛
漠  

守
之
不
動  

億
百
千
劫

無
量
法
門  

悉
現
在
前  

得
大
智
慧  

通
達
諸
法

曉
了
分
別  

性
相
真
實  

有
無
長
短  

明
現
顯
白

無
礙
辯
才  

常
轉
法
輪  
微
渧
先
墮  

以
淹
欲
塵

無
量
義
經
集
選

︽
德
行
品
︾

扇
解
脫
風  

除
世
熱
惱  

致
法
清
涼  

用
灑
無
明

洪
注
大
乘  

潤
漬
眾
生  

布
善
種
子  

遍
功
德
田

普
令
一
切  

發
菩
提
心  

無
量
大
悲  

救
苦
眾
生

是
諸
眾
生
真
善
知
識  

是
諸
眾
生
大
良
福
田

是
諸
眾
生
不
請
之
師  

是
諸
眾
生
安
隱
樂
處

救
處
護
處
大
依
止
處  

處
處
為
眾
生
大
導
師

能
為
生
盲
作
眼
目  

為
顛
狂
荒
亂
作
正
念

大
醫
王  

分
別
病
相  

曉
了
藥
性  

隨
病
授
藥

大
船
師  

運
載
群
生  

渡
生
死
河  

置
涅
槃
岸 



4647

大
醫
王  

分
別
病
相  

曉
了
藥
性  

隨
病
授
藥

大
船
師  

運
載
群
生  

渡
生
死
河  

置
涅
槃
岸

能
捨
一
切
諸
難
捨  

財
寶
妻
子
及
國
城

於
法
內
外
無
所
吝  

頭
目
髓
腦
悉
施
人

奉
持
諸
佛
清
淨
戒  

乃
至
失
命
不
毀
傷

若
人
刀
杖
來
加
害  

惡
口
罵
辱
終
不
瞋

歷
劫
挫
身
不
倦
惰  
晝
夜
攝
心
常
在
禪

遍
學
一
切
眾
道
法  

智
慧
深
入
眾
生
根

於
如
來
地  

堅
固
不
動  

安
住
願
力  

廣
淨
佛
國

有
一
法
門
無
量
義  

疾
令
菩
薩
成
菩
提

自
本
來
今
最
真
諦  

萬
物
性
相
本
空
寂

只
因
眾
生
虛
妄
計  

六
趣
輪
迴
苦
難
離

佛
陀
宣
說
第
一
義  

普
令
一
切
復
無
疑

所
發
慈
悲
明
不
虛  

諸
眾
菩
薩
應
修
習

一
聞
能
持
一
切
法  

令
諸
眾
生
得
大
益

︽
說
法
品
︾



4849

斯
經
譬
如
一
種
子  

百
千
萬
億
從
它
生

千
億
種
子
復
又
生  

展
轉
乃
至
無
盡
量

一
法
能
生
無
量
義  

無
量
義
者
一
法
生

一
句
一
偈
能
得
聞  

百
千
萬
億
能
通
達

菩
薩
安
住
於
實
相  

所
發
慈
悲
明
不
虛

於
眾
生
所
能
拔
苦  
苦
既
拔
已
復
說
法

令
諸
眾
生
受
快
樂  
三
世
諸
佛
所
共
護

無
有
眾
魔
能
得
入  

一
切
邪
見
難
壞
敗

無
常
無
我
與
苦
空  

諸
法
四
相
不
思
議

法
性
法
相
本
空
寂  

不
出
不
沒
不
來
去

甚
深
無
上
大
乘
義  

真
大
慈
悲
信
不
虛

以
是
因
緣
成
菩
提  

安
樂
人
文
多
利
益

習
性
不
同
眾
生
欲  

種
種
說
法
方
便
力

開
權
顯
實
應
根
機  

心
佛
眾
生
無
差
異

法
譬
如
水
能
洗
垢  

若
井
若
池
若
江
河

溪
渠
大
海
悉
能
洗  

洗
垢
法
水
亦
如
是



5051

水
性
是
一
水
各
異  

法
性
如
是
無
差
別

水
雖
不
同
俱
能
洗  

洗
淨
煩
惱
滌
習
氣

佛
轉
法
輪
四
真
諦  

諸
法
本
來
是
空
寂

代
謝
不
住  

念
念
生
滅  

文
辭
是
一 

眾
生
解
異

法
性
無
差  
眾
生
四
相  

文
理
真
正 

尊
無
過
上

一
生
無
量  

無
量
一
生  

佛
法
廣
演 

眾
生
普
應

如
是
甚
深  

無
上
大
乘  

菩
薩
當
修 

無
量
義
經

無
量
義
經
佛
宅
來  

去
到
一
切
眾
生
心

住
諸
菩
薩
所
行
處  

十
大
功
德
潤
蒼
生

第
一
功
德
難
思
議  

道
元
功
德
由
信
起

是
經
能
令
諸
菩
薩  

未
發
心
者
能
發
心

無
有
慈
心
起
慈
心  

好
殺
戮
者
起
悲
心

嫉
妒
重
者
起
喜
心  

愛
染
深
者
起
捨
心

慳
貪
者
起
布
施
心  

憍
慢
者
起
持
戒
心

︽
功
德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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瞋
盛
者
起
忍
辱
心  

懈
怠
者
起
精
進
心

散
亂
者
起
禪
定
心  

愚
癡
者
起
智
慧
心

未
能
度
者
起
度
心  

十
惡
者
起
十
善
心

造
作
者
起
無
為
心  

退
轉
者
起
不
退
心

有
漏
者
起
無
漏
心  

煩
惱
者
起
除
滅
心

第
二
功
德
難
思
議  

一
法
能
生
百
千
義

百
千
義
中
復
又
生  
如
是
輾
轉
無
量
義

一
理
能
徹
萬
理
徹  

一
法
能
攝
萬
法
攝

一
言
半
句
勤
誦
習  

通
達
無
量
微
妙
理

第
三
功
德
難
思
議  

自
在
度
人
顯
願
力

雖
有
煩
擾
無
煩
惱  

雖
有
生
死
無
畏
懼

百
八
重
病
常
相
纏  

悲
憫
眾
生
不
顧
己

譬
如
船
師
身
有
病  

若
有
堅
舟
猶
度
人

第
四
功
德
不
思
議  

諸
佛
護
念
於
一
身

雖
未
自
度
能
度
他  

與
諸
菩
薩
為
道
侶

譬
如
國
王
新
王
子  

稚
小
國
事
難
領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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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為
臣
民
所
崇
敬  

王
后
愛
重
常
共
語

第
五
功
德
難
思
議  

持
誦
書
寫
刻
不
離

剎
那
恆
持
長
相
應  

眾
生
信
服
得
歡
喜

雖
未
遠
離
凡
夫
事  

猶
能
示
現
大
菩
提

譬
如
龍
子
生
七
日  

即
能
興
雲
與
降
雨

第
六
功
德
不
思
議  
生
死
煩
惱
盡
遠
離

能
斷
一
切
苦
與
厄  
與
佛
如
來
無
差
異

雖
未
得
住
不
動
地  

慧
能
斷
惑
能
攝
理

譬
如
王
子
雖
稚
小  

能
理
國
事
號
群
僚

第
七
功
德
不
思
議  

六
波
羅
蜜
顯
神
奇

愛
灑
人
間
大
悲
意  

令
諸
眾
苦
皆
得
離

無
生
法
忍
斷
煩
惱  

隨
緣
度
化
登
七
地

譬
如
猛
將
除
王
怨  

怨
既
滅
已
王
歡
喜

第
八
功
德
不
思
議  

種
種
方
便
令
發
心

信
心
既
發
令
勇
猛  

守
之
不
動
令
堅
定

若
人
不
信
有
罪
福  

依
經
奉
行
令
信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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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
固
戒
忍
行
檀
度  

無
上
菩
提
淨
國
土

第
九
功
德
難
思
議  

願
力
得
登
善
慧
地

辯
才
無
礙
得
清
淨  

宿
業
重
障
一
時
滅

次
第
莊
嚴
波
羅
蜜  

入
大
總
持
精
進
力

極
苦
眾
生
令
解
脫  

善
滿
十
方
遍
各
地

如
法
修
行
得
道
果  

第
十
功
德
難
思
議　

凡
夫
地
時
弘
誓
願  
厚
集
善
根
益
一
切　

洪
潤
枯
涸
演
法
義  
眾
生
有
病
法
藥
醫　

慈
被
眾
生
恩
澤
潤  

道
跡
漸
登
法
雲
地

自
皈
依
佛 

當
願
眾
生 

體
解
大
道 

發
無
上 

心

自
皈
依
法 

當
願
眾
生 

深
入
經
藏 

智
慧
如 

海

自
皈
依
僧 

當
願
眾
生 

統
理
大
眾 

一
切
無
礙 

 
 
 
 
 
 
 
 
 

和
南
聖 

眾

三
皈
依

拜 

起

拜 

起

拜 

起

問 

訊

︵
請
長
跪
放
掌
︶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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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
身
不
淨
︼

人
生
在
世
幾
十
年　

何
必
斤
斤
來
計
較

了
解
自
我
入
經
藏　

天
堂
地
獄
在
瞬
間

九
孔
常
流
不
淨
物　

色
身
猶
為
載
道
器

身
懷
寶
藏
不
相
識　

轉
污
染
為
清
淨
身

三
十
七
助
道
品
偈
誦
文

︽
四
念
處
︾

回
向
偈

願
消
三
障
　
諸
煩
惱  

願
得
智
慧
　
真
明
了 

普
願
業
障
　
悉
消
除  

世
世
常
行
　
菩
薩
道

︵
禮
佛
三
拜
︶ 

※

︵
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請
坐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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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
受
是
苦
︼

人
生
嘆
苦
苦
何
在　

親
身
入
苦
去
感
受

用
心
來
觀
受
是
苦　

才
能
了
解
何
謂
苦

浮
生
如
夢
可
成
真　

苦
樂
憂
欣
總
是
幻

情
與
無
情
同
有
受　

無
不
在
於
感
受
中

︻
觀
心
無
常
︼

心
念
所
生
稱
為
生　

心
念
執
著
就
是
住

反
恩
為
仇
稱
為
異　

善
念
滅
除
就
是
滅

觀
心
無
常
有
四
相　

專
一
心
思
來
觀
察

了
解
人
性
入
經
藏　

生
住
異
滅
在
其
中

︻
觀
法
無
我
︼

有
色
無
色
皆
是
法　

眾
生
皆
為
法
所
困

六
根
六
塵
蔽
真
心　

莫
使
無
明
驢
亂
意

磨
磚
焉
能
做
明
鏡　

自
家
寶
藏
善
珍
攝

透
徹
宇
宙
萬
物
理　

觀
法
無
我
唯
心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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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
持
剎
那
四
正
勤　

勤
須
不
偏
道
乃
行

一
勤
已
生
惡
令
斷　

二
勤
未
生
惡
不
生

三
勤
未
生
善
令
生　

四
勤
已
生
善
令
增

正
能
破
邪
力
萬
鈞　

勤
可
助
道
展
鵬
程

害
人
之
心
不
能
有　

知
罪
肯
懺
可
重
生

行
善
之
念
不
可
無　

從
來
善
道
在
助
人

無
緣
大
慈
平
等
愛　

同
體
大
悲
智
慧
心

紅
塵
自
古
苦
偏
多　

四
勤
拂
拭
莫
染
塵

︽
四
正
勤
︾

  

欲
念
進
慧
四
如
意　

具
足
圓
滿
道
業
立

欲
如
意
足
貴
發
願　

願
大
志
堅
菩
提
現

念
如
意
足
在
誠
正　

誠
正
信
實
道
可
證

進
如
意
足
當
正
勤　

拔
苦
予
樂
重
力
行

慧
如
意
足
濟
蒼
生　

慈
悲
喜
捨
放
長
情

四
如
意
足
繫
一
心　

心
淨
一
切
國
土
淨

煩
惱
一
念
動
三
千　

三
千
一
念
由
心
牽

毫
釐
之
差
謬
千
里　

體
解
大
道
無
量
義

︽
四
如
意
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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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根 

力
︼

信
為
道
源
功
德
母　

長
養
一
切
諸
善
根

正
確
信
仰
根
必
在　

稍
有
偏
差
誤
前
程

無
相
之
相
是
實
相　

無
所
求
心
是
道
心

信
解
行
證
不
偏
離　

成
佛
之
道
方
可
期

︻
精
進
根 

力
︼

我
修
行
是
我
所
得　

你
用
心
是
你
所
得

行
玆
在
玆
一
念
心　

把
握
時
間
正
道
行

︽
五
根
五
力
︾

凡
夫
地
到
佛
境
界　

努
力
精
進
不
停
歇

有
信
更
要
求
精
進　

用
心
用
心
再
用
心

︻
念
根 

力
︼

一
切
舉
動
一
念
心　

治
心
守
意
於
未
萌

度
人
先
從
救
心
起　

培
養
一
份
仁
德
心

一
念
含
融
三
千
界　

守
住
最
初
一
念
心

萬
法
皆
出
於
一
念　

多
向
正
道
念
力
行

︻
定
根 

力
︼

專
一
心
思
求
正
道　

心
不
散
亂
就
是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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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玆
行
玆
戒
定
慧　

堅
固
一
念
初
發
心

挑
柴
運
水
無
非
道　

行
住
坐
臥
皆
是
禪

若
將
佛
法
生
活
化　

歷
歷
昭
然
心
目
間

︻
慧
根 

力
︼

智
為
分
明
知
解
心　

世
間
色
法
分
得
清

慧
光
遍
徹
天
與
地　

平
等
大
愛
眾
生
心

人
人
與
佛
皆
平
等　

佛
在
自
心
不
遠
求

智
慧
根
源
四
念
處　

處
處
當
念
福
慧
修

︻
擇
法
覺
支
︼

觀
察
諸
法
用
智
慧　

選
擇
教
法
來
修
行

大
乘
三
法
善
抉
擇　

上
求
佛
道
化
眾
生

學
佛
要
求
於
內
心　

分
辨
是
真
或
是
偽

學
習
佛
陀
大
悲
心　

修
得
七
覺
正
道
行

︻
精
進
覺
支
︼

心
若
專
一
無
雜
念　

力
行
正
道
不
間
歇

名
利
地
位
都
虛
幻　

善
能
覺
了
修
道
法

 

︽
七
覺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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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情
眾
生
煩
惱
多　

情
難
斷
而
愛
難
捨

四
無
量
心
無
間
斷　

分
分
秒
秒
精
進
中

︻
喜
覺
支
︼

有
理
有
道
是
真
法　

心
得
善
法
生
歡
喜

為
佛
教
而
為
眾
生　

終
此
生
而
志
不
忘

慈
濟
精
神
古
來
有　

復
古
佛
陀
再
世
時

親
身
力
行
佛
真
理　

體
悟
真
法
得
歡
喜

︻
輕
安
覺
支
︼

有
形
無
形
都
煩
惱　

起
心
動
念
也
煩
惱

患
得
患
失
來
罣
礙　

千
頭
萬
緒
總
煩
惱

心
專
意
解
除
煩
惱　

心
若
能
定
則
輕
安

斷
除
諸
見
煩
惱
時　

上
乘
佛
界
沒
煩
惱

︻
捨
覺
支
︼

日
常
生
活
執
著
心　

捨
離
所
見
念
著
境

心
病
還
需
心
藥
解　

把
握
現
在
是
道
心

人
生
猶
如
走
繩
索　

甘
願
來
做
歡
喜
受

看
得
開
來
想
得
遠　

專
心
一
意
向
前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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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覺
支
︼

心
住
一
境
不
散
亂　

歡
喜
自
在
心
能
定

諸
禪
不
生
煩
惱
念　

禪
在
生
活
日
用
間

慈
濟
世
界
感
恩
心　

愛
為
天
下
眾
生
生

全
力
奉
獻
無
所
求　

堅
定
心
意
道
中
行

︻
念
覺
支
︼

一
念
之
心
動
三
千　

起
心
動
念
剎
那
間

相
入
於
心
想
生
思　

慈
濟
世
界
為
眾
生

但
願
眾
生
得
離
苦　

大
愛
包
容
地
球
村

把
握
因
緣
種
福
田　

修
成
正
果
在
眼
前

︻
正
見
︼

心
正
行
正
修
行
人　

修
行
要
修
無
漏
道

心
境
佛
境
合
為
一　

真
空
妙
有
無
上
道

一
勤
天
下
無
難
事　

貢
高
我
慢
煩
惱
生

苦
集
滅
道
四
諦
法　

真
正
寧
靜
是
涅
槃

︽
八
正
道
︾



7273

︻
正
思
惟
︼

四
諦
十
二
因
緣
法　

三
無
漏
學
戒
定
慧

用
心
力
行
聞
思
修　

累
積
福
緣
與
慧
業

人
在
六
道
中
受
苦　

反
覆
輪
迴
無
明
起

如
是
因
緣
如
是
果　

日
常
生
活
正
思
惟

 

︻
正
語
︼

最
易
造
業
因
是
口　

開
口
動
舌
都
是
業

遠
離
虛
妄
不
實
語　

缺
角
杯
子
視
為
圓

心
存
道
念
智
慧
生　

最
終
目
標
是
修
行

一
句
戲
言
種
因
果　

無
漏
智
慧
攝
口
業

 

︻
正
業
︼

修
身
養
性
來
學
佛　

培
養
耐
心
與
耐
性

心
正
念
正
見
解
正　

無
漏
智
慧
修
攝
身

道
業
常
在
正
道
中　

斷
除
一
切
邪
妄
行

回
復
清
淨
的
本
性　

娑
婆
世
界
好
修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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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命
︼

修
學
佛
法
要
正
命　

守
本
分
抱
歡
喜
心

有
緣
感
觸
求
真
理　

回
歸
本
性
見
實
相

學
佛
要
去
妄
回
真　

一
理
通
則
萬
理
徹

出
自
內
心
本
分
事　

正
命
慧
命
自
然
現

 

︻
正
精
進
︼

戒
中
修
定
定
成
慧　

專
心
一
意
在
成
佛

道
心
不
可
來
間
斷　

發
心
力
行
有
恆
心

禪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走
入
眾
生
群
中
去

一
勤
天
下
無
難
事　

守
志
奉
道
正
精
進

︻
正
念
︼

 

多
散
眾
生
數
息
觀　

多
貪
眾
生
不
淨
觀

多
瞋
眾
生
慈
悲
觀　

愚
癡
眾
生
因
緣
觀

多
障
眾
生
念
佛
觀　

基
礎
在
於
戒
定
慧

請
轉
逆
緣
為
善
緣　

行
玆
在
玆
有
正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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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定
︼

 
攝
諸
心
念
正
定
法　

心
不
移
動
能
靜
定

心
靜
定
則
道
能
通　

正
信
才
能
夠
正
定

萬
法
本
來
無
所
住　

正
住
真
空
道
理
中

動
靜
皆
寂
為
賢
相　

正
確
修
行
菩
薩
道

慈
濟
世
界
感
恩
心　

愛
為
天
下
眾
生
生

但
願
眾
生
得
離
苦　

大
愛
包
容
地
球
村

自
皈
依
佛 

當
願
眾
生 

體
解
大
道 

發
無
上 

心

自
皈
依
法 

當
願
眾
生 

深
入
經
藏 

智
慧
如 

海

自
皈
依
僧 

當
願
眾
生 

統
理
大
眾 

一
切
無
礙 

 
 
 
 
 
 
 
 
 

和
南
聖 

眾

三
皈
依

拜 

起

拜 

起

拜 

起

問 

訊

︵
請
長
跪
放
掌
︶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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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
佛
｜
立
體
琉
璃
同
心
圓

立
體
琉
璃
同
心
圓　

菩
提
林
立
同
根
生

隊
組
合
心
耕
福
田　

慧
根
深
植
菩
薩
道

立
體
琉
璃
同
心
圓　

菩
提
林
立
同
根
生

隊
組
合
心
耕
福
田　

慧
根
深
植
菩
薩
道  

立
體
琉
璃
同
心
圓　

菩
提
林
立
同
根
生

︽
繞
佛
︾

請
起
步

東
西
班
相
向

問
訊

︵
維
那
歸
位
，
大
眾
仍
東
西
班
相
向
︶

回
向
偈

願
消
三
障
　
諸
煩
惱  

願
得
智
慧
　
真
明
了 

普
願
業
障
　
悉
消
除  

世
世
常
行
　
菩
薩
道

︵
禮
佛
三
拜
︶ 

※

︵
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琉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8081

隊
組
合
心
耕
福
田　

慧
根
深
植
菩
薩
道

立
體
琉
璃
同
心
圓　

菩
提
林
立
同
根
生

隊
組
合
心
耕
福
田　

慧
根
深
植
菩
薩
道

︽
剎
板
︾

立
體
琉
璃
同
心
圓　

菩
提
林
立
同
根
生

隊
組
合
心
耕
福
田　

慧
根
深
植
菩
薩
道

全
體
向
上 

請
合
掌

自
皈
依
佛 

當
願
眾
生 

體
解
大
道 

發
無
上 

心

自
皈
依
法 

當
願
眾
生 

深
入
經
藏 

智
慧
如 

海

自
皈
依
僧 

當
願
眾
生 

統
理
大
眾 

一
切
無
礙 

 
 
 
 
 
 
 
 
 

和
南
聖 

眾

三
皈
依

拜 

起

拜 

起

拜 

起

問 

訊

︵
請
長
跪
放
掌
︶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8283

靜
寂
清
澄  

志
玄
虛
漠  

守
之
不
動  

億
百
千
劫

無
量
法
門  

悉
現
在
前  

得
大
智
慧  

通
達
諸
法

靜
寂
清
澄  

志
玄
虛
漠  

守
之
不
動  

億
百
千
劫

無
量
法
門  

悉
現
在
前  

得
大
智
慧  

通
達
諸
法

靜
寂
清
澄  

志
玄
虛
漠  

守
之
不
動  

億
百
千
劫

繞
佛
｜
靜
寂
清
澄

︽
繞
佛
︾

請
起
步

東
西
班
相
向

問
訊

︵
維
那
歸
位
，
大
眾
仍
東
西
班
相
向
︶

回
向
偈

願
消
三
障
　
諸
煩
惱  

願
得
智
慧
　
真
明
了 

普
願
業
障
　
悉
消
除  

世
世
常
行
　
菩
薩
道

︵
禮
佛
三
拜
︶ 

※

︵
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清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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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量
法
門  

悉
現
在
前  

得
大
智
慧  

通
達
諸
法

靜
寂
清
澄  

志
玄
虛
漠  

守
之
不
動  

億
百
千
劫

無
量
法
門  

悉
現
在
前  

得
大
智
慧  

通
達
諸
法

靜
寂
清
澄  

志
玄
虛
漠  

守
之
不
動  

億
百
千
劫

無
量
法
門  

悉
現
在
前  
得
大
智
慧  

通
達
諸
法    

︽
剎
板
︾

全
體
向
上 

請
合
掌

自
皈
依
佛 

當
願
眾
生 

體
解
大
道 

發
無
上 

心

自
皈
依
法 

當
願
眾
生 

深
入
經
藏 

智
慧
如 

海

自
皈
依
僧 

當
願
眾
生 

統
理
大
眾 

一
切
無
礙 

 
 
 
 
 
 
 
 
 

和
南
聖 

眾

三
皈
依

拜 

起

拜 

起

拜 

起

問 

訊

︵
請
長
跪
放
掌
︶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8687

立
體
琉
璃
同
心
圓　
　

菩
提
林
立
同
根
生

隊
組
合
心
耕
福
田　
　

慧
根
深
植
菩
薩
道

立
體
琉
璃
同
心
圓　
　

菩
提
林
立
同
根
生

隊
組
合
心
耕
福
田　
　

慧
根
深
植
菩
薩
道

拜
願
｜
立
體
琉
璃
同
心
圓

︽
拜
願
︾

︵
東
拜
︶

︵
東
起
︶

︵
西
拜
︶

︵
西
起
︶

︵
東
拜
︶

︵
東
起
︶

︵
西
拜
︶

︵
西
起
︶

回
向
偈

願
消
三
障
　
諸
煩
惱  

願
得
智
慧
　
真
明
了 

普
願
業
障
　
悉
消
除  

世
世
常
行
　
菩
薩
道

︵
禮
佛
三
拜
︶ 

※

︵
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琉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8889

立
體
琉
璃
同
心
圓

菩
提
林
立
同
根
生

隊
組
合
心
耕
福
田

慧
根
深
植
菩
薩
道

︽
剎
板
︾

︵
東
拜
︶

︵
西
拜
︶

︵
東
起
︶

︵
西
起
︶

自
皈
依
佛 

當
願
眾
生 

體
解
大
道 

發
無
上 

心

自
皈
依
法 

當
願
眾
生 

深
入
經
藏 

智
慧
如 

海

自
皈
依
僧 

當
願
眾
生 

統
理
大
眾 

一
切
無
礙 

 
 
 
 
 
 
 
 
 

和
南
聖 

眾

三
皈
依

拜 

起

拜 

起

拜 

起

問 

訊

︵
請
長
跪
放
掌
︶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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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願
｜
靜
寂
清
澄

靜
寂
清
澄　
　

志
玄
虛
漠     

守
之
不
動　
　

億
百
千
劫

無
量
法
門　
　

悉
現
在
前     

得
大
智
慧　
　

通
達
諸
法

︽
拜
願
︾

︵
東
拜
︶  

︵
東
起
︶

︵
西
拜
︶

︵
西
起
︶

回
向
偈

願
消
三
障
　
諸
煩
惱  

願
得
智
慧
　
真
明
了 

普
願
業
障
　
悉
消
除  

世
世
常
行
　
菩
薩
道

︵
禮
佛
三
拜
︶ 

※

︵
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清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9293

靜
寂
清
澄　
　

志
玄
虛
漠     

守
之
不
動　
　

億
百
千
劫

無
量
法
門　
　

悉
現
在
前     

得
大
智
慧　
　

通
達
諸
法

︵
東
拜
︶  

︵
東
起
︶

︵
西
拜
︶

︵
西
起
︶

︽
剎
板
︾靜

寂
清
澄　
　

志
玄
虛
漠     

守
之
不
動　
　

億
百
千
劫

無
量
法
門　
　

悉
現
在
前     

得
大
智
慧　
　

通
達
諸
法

︵
東
拜
︶  

︵
東
起
︶

︵
西
拜
︶

︵
西
起
︶



9495

自
皈
依
佛 

當
願
眾
生 

體
解
大
道 

發
無
上 

心

自
皈
依
法 
當
願
眾
生 

深
入
經
藏 

智
慧
如 

海

自
皈
依
僧 

當
願
眾
生 

統
理
大
眾 

一
切
無
礙 

 
 
 
 
 
 
 
 
 

和
南
聖 

眾

三
皈
依

拜 

起

拜 

起

拜 
起

問 

訊

︵
請
長
跪
放
掌
︶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回

向
偈

願
消
三
障
　
諸
煩
惱  

願
得
智
慧
　
真
明
了 

普
願
業
障
　
悉
消
除  

世
世
常
行
　
菩
薩
道

︵
禮
佛
三
拜
︶ 

※

︵
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9697

拜
願
｜
立
願
文

傳
承
法
脈
心
相
繫　
　

弘
揚
宗
門
志
不
移

慈
濟
因
緣
會
珍
惜　
　

靜
思
法
髓
無
量
義

吾
等
弟
子
當
謹
記　
　

敬
請
上
人
莫
憂
慮

吾
等
弟
子
當
謹
記　
　

敬
請
上
人
莫
憂
慮

︵
東
拜
︶  

︵
東
拜
︶  

︵
東
起
︶

︵
東
起
︶

︵
西
拜
︶

︵
西
拜
︶

︵
西
起
︶

︵
西
起
︶

︽
拜
願
︾

傳
承
法
脈
心
相
繫　
　

弘
揚
宗
門
志
不
移

慈
濟
因
緣
會
珍
惜　
　

靜
思
法
髓
無
量
義

吾
等
弟
子
當
謹
記　
　

敬
請
上
人
莫
憂
慮

吾
等
弟
子
當
謹
記　
　

敬
請
上
人
莫
憂
慮

︵
東
拜
︶  

︵
東
拜
︶  

︵
東
起
︶

︵
東
起
︶

︵
西
拜
︶

︵
西
拜
︶

︵
西
起
︶

︵
西
起
︶

︵
法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9899

傳
承
法
脈
心
相
繫　
　

弘
揚
宗
門
志
不
移

慈
濟
因
緣
會
珍
惜　
　

靜
思
法
髓
無
量
義

吾
等
弟
子
當
謹
記　
　

敬
請
上
人
莫
憂
慮

吾
等
弟
子
當
謹
記　
　

敬
請
上
人
莫
憂
慮

︵
東
拜
︶  

︵
東
拜
︶  

︵
東
起
︶

︵
東
起
︶

︵
西
拜
︶

︵
西
拜
︶

︵
西
起
︶

︵
西
起
︶

︽
剎
板
︾

自
皈
依
佛 

當
願
眾
生 

體
解
大
道 

發
無
上 

心

自
皈
依
法 

當
願
眾
生 

深
入
經
藏 

智
慧
如 

海

自
皈
依
僧 

當
願
眾
生 

統
理
大
眾 

一
切
無
礙 

 
 
 
 
 
 
 
 
 

和
南
聖 

眾

三
皈
依

拜 

起

拜 

起

拜 

起

問 

訊

︵
請
長
跪
放
掌
︶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
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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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向
偈

願
消
三
障
　
諸
煩
惱  

願
得
智
慧
　
真
明
了 

普
願
業
障
　
悉
消
除  

世
世
常
行
　
菩
薩
道

︵
禮
佛
三
拜
︶ 

※

︵
消 

大
眾
接
腔
同
時
合
掌
︶ 



參
、
維
那
悅
眾
須
知



102103

【
護
法
的
精
神
與
意
義
】

二
〇
〇
六
年
﹁
感
恩
四
十
︱
慈
濟
人
文
精
神
研
習
會
﹂
於
彰
化
、
花
蓮
等
靜
思

堂
舉
行
，
上
人
數
次
看
視
大
眾
拜
經
、
繞
佛
繞
法
情
形
，
到
講
經
堂
為
眾
開
示
時
叮

囑
。
﹁
精
進
一
定
要
靜
，
心
要
靜
，
境
要
靜
，
這
是
最
重
要
的
。
﹂
佛
教
徒
必
須
要
有

心
靜
的
時
刻
，
也
不
能
不
知
道
佛
教
法
脈
與
傳
承
，
所
以
要
常
有
精
進
的
機
會
。

◆

警
慎
護
法 

成
就
眾
人
道
心

大
家
共
修
精
進
，
除
了
自
心
保
持
寧
靜
，
也
要
有
護
法
者
維
護
整
體
環
境
的
寧

靜
。
上
人
提
醒
，
在
眾
人
靜
坐
之
時
，
周
遭
只
要
有
一
點
點
響
動
，
都
會
顯
得
十
分
清

晰
，
無
論
是
腳
步
聲
或
是
附
近
的
小
朋
友
嘻
鬧
遊
玩
之
聲
，
都
可
能
擾
亂
靜
坐
者
寂
靜

的
心
境
而
起
煩
惱
。

﹁
寧
動
千
江
水
，
不
擾
道
人
心
﹂
，
上
人
提
醒
工
作
人
員
要
有
﹁
護
法
﹂
的
警

覺
，
除
了
自
己
禁
語
靜
默
，
小
心
行
動
，
也
要
維
護
周
圍
環
境
的
無
聲
寂
靜
，
以
成
就

眾
人
的
道
心
。

◆

心
境
靜
寂
清
澄 

精
神
才
能
敏
睿
明
朗

除
了
要
約
制
、
注
意
自
己
不
能
發
出
聲
響
破
壞
寧
靜
，
在
與
群
體
禮
拜
、
繞
佛

時
，
也
要
融
合
、
配
合
整
體
，
不
要
讓
旁
人
因
為
自
己
的
腳
步
亂
了
、
路
線
偏
了
而
誤

導
，
或
是
起
煩
惱
心
。

﹁
﹃
靜
寂
清
澄
﹄
的
心
境
，
是
真
正
寂
靜
的
境
界
，
也
是
精
神
最
敏
睿
的
時
候
。

若
在
此
時
聽
聞
環
境
中
有
響
動
，
很
少
人
能
不
受
干
擾
；
上
人
指
出
，
這
是
因
為
心
靜

下
來
以
後
，
思
緒
明
朗
；
若
是
紛
擾
不
安
，
對
許
多
事
都
容
易
不
知
不
覺
，
所
以
佛
陀

教
育
眾
生
要
排
除
無
明
煩
惱
。
有
人
為
了
求
得
寧
靜
的
環
境
精
進
，
特
意
到
山
林
中
或

是
荒
僻
處
，
避
開
人
群
修
行
。
上
人
則
言
，
在
清
淨
、
寧
靜
的
道
場
中
能
夠
心
靜
，
一

出
此
範
圍
，
回
歸
日
常
生
活
，
心
靈
就
受
環
境
擾
動
，
難
以
常
保
清
淨
。

︵
節
錄
自
：
《
證
嚴
上
人
衲
履
足
跡
二
〇
〇
六
年
冬
之
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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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
第
一
個
釦
子
不
扣
，
衣
領
勿
露
出
海
青
外
，
海
青
左
側
穩
帶
︵
腰
側
的
衣

帶
︶
不
必
打
結
；
女
眾
著
海
青
，
請
著
八
正
道
制
服
。
著
海
青
不
用
戴
名
牌
，

亦
不
戴
任
何
飾
物
徽
章
。

6.
著
海
青
者
，
不
宜
快
跑
及
高
聲
嬉
笑
談
論
，
當
時
時
維
持
莊
嚴
之
形
象
。

7.
不
宜
當
眾
穿
卸
海
青
，
以
面
對
牆
壁
，
快
速
地
將
海
青
靜
靜
卸
下
摺
疊
，
放
置

好
再
做
其
他
勞
作
。

8.
如
需
如
廁
，
需
先
將
海
青
卸
下
摺
好
後
，
才
可
進
入
浴
廁
。

【
佛
堂
共
修
須
知
】

一
、
大
眾
入
佛
堂
，
儀
容
衣
著
宜
端
莊
，
勿
著
暴
露
衣
衫
、
打
赤
腳
。
慈
濟
委
員
、
慈

誠
參
加
活
動
時
宜
著
慈
濟
襪
套
。

二
、
大
眾
出
入
佛
堂
正
門
時
，
當
靠
門
之
左
右
側
出
入
。
由
左
側
出
入
，
即
左
腳
先
出

入
，
由
右
側
出
入
，
即
由
右
腳
先
出
入
。
若
佛
堂
有
正
門
及
邊
門
時
，
請
由
邊
門

出
入
。

三
、
共
修
中
必
須
空
出
中
央
走
道
，
面
對
佛
像
的
右
邊
稱
為
東
班
，
左
邊
稱
為
西
班
。

【
維
那
悅
眾
須
知
】

一
、
共
修
場
合
，
執
法
器
者
，
必
須
熟
悉
法
器
使
用
，
如
法
如
儀
。
不
可
倉
促
上
場
，

不
僅
破
壞
慈
濟
形
象
，
亦
有
損
佛
教
徒
威
儀
。

二
、
領
眾
共
修
之
維
那
、
悅
眾
，
必
定
要
為
已
受
證
的
委
員
慈
誠
，
需
身
心
皆
具
足
清

淨
、
持
全
素
，
談
吐
威
儀
端
莊
合
宜
、
具
正
知
正
見
。

三
、
帶
領
禮
拜
法
華
經
序
之
維
那
、
悅
眾
必
須
著
海
青
，
威
儀
莊
重
；
若
在
活
動
中
帶

領
短
時
間
之
慈
濟
宗
門
共
修
，
如
：
立
體
琉
璃
同
心
圓
、
靜
寂
清
澄
繞
佛
繞
法
或

立
體
琉
璃
同
心
圓
、
靜
寂
清
澄
拜
願
，
帶
領
之
維
那
、
悅
眾
可
不
著
海
青
。

四
、
著
海
青
須
知
：

1.
海
青
是
佛
弟
子
禮
佛
專
用
之
禮
服
，
共
修
時
常
見
為
黑
色
海
青
。

2.
領
眾
共
修
的
慈
濟
師
兄
、
師
姊
，
為
求
莊
重
，
必
須
穿
著
黑
色
海
青
。
海
青
勿

太
透
明
，
以
維
持
莊
嚴
的
威
儀
。

3.
因
海
青
衣
袖
既
長
且
寬
，
著
海
青
雙
手
必
須
保
持
放
掌
，
以
維
持
莊
嚴
威
儀
。

4.
海
青
不
用
時
，
必
須
摺
疊
妥
當
，
並
置
於
清
淨
處
。

5.
著
海
青
者
，
當
時
時
注
意
領
袖
平
整
。
男
眾
著
海
青
時
，
請
著
襯
衫
，
不
打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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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交
談
，
以
輕
聲
、
簡
扼
為
宜
；
大
眾
應
避
免
散
心
雜
話
，
時
時
互
護
道
心
。

九
、
共
修
中
，
不
可
將
食
物
、
水
杯
帶
入
佛
堂
。

十
、
共
修
中
，
請
一
律
關
手
機
。

【
繞
佛
儀
軌
】

一
、
繞
佛
緣
起
：

佛
制
時
代
，
當
時
的
社
會
習
俗
，
如
逢
喜
慶
，
弟
子
或
子
孫
即
聚
繞
以
歌
詠
、
讚

頌
長
者
為
家
庭
或
社
會
的
貢
獻
。 

佛
陀
制
教
後
，
佛
弟
子
即
循
此
慣
例
繞
佛
，
右
繞
三
匝
，
歌
頌
佛
德
。
佛
法
漢
傳

到
中
原
，
古
德
以
繞
佛
、
念
佛
、
憶
佛
無
量
功
德
沿
用
至
今
。

二
、
讚
佛
偈
繞
佛

1.
如
以
S
型
繞
佛
，
護
法
二
位
或
一
位
於
開
始
唱
﹁
南
無
娑
婆
世
界
﹂
時
，
即
將
東

西
班
偶
數
排
外
側
第
二
個
蒲
團
疊
至
最
後
一
個
蒲
團
上
，
挪
出
空
間
以
利
繞
佛
轉

彎
。
︵
可
參
照1

1
5

頁
︶

2.
梵
唄
唱
誦
至
﹁
人
天
教
主 

三
類
化
身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
的
﹁
牟
﹂
字
，
維

在
禮
佛
共
修
唱
誦
中
或
主
講
者
在
前
方
時
，
不
宜
在
中
央
走
道
行
走
，
其
餘
時
間

則
無
妨
。
若
共
修
中
有
男
女
居
士
群
，
男
眾
位
於
東
班
、
女
眾
位
於
西
班
；
或
男

眾
於
女
眾
之
前
方
，
居
士
應
位
於
僧
眾
後
禮
拜
。
較
慢
入
佛
堂
者
，
應
於
隊
伍
後

方
先
問
訊
或
禮
佛
後
，
再
進
入
座
位
。

四
、
蒲
團
的
擺
置
：
於
一
般
靜
態
共
修
場
合
時
，
蒲
團
可
直
接
以
﹁
前
低
後
高
﹂
的
方

向
擺
放
，
以
利
長
時
間
的
盤
坐
；
而
在
精
進
禮
拜
的
場
合
，
為
適
於
多
次
頂
禮
跪

拜
的
方
便
，
蒲
團
可
以
﹁
前
高
後
低
﹂
方
式
擺
放
。

五
、
引
領
大
眾
共
修
，
執
大
磬
、
引
磬
者
稱
為
﹁
維
那
﹂
，
僧
侶
為
﹁
維
那
師
﹂
；
執

木
魚
者
為
﹁
悅
眾
﹂
，
僧
侶
為
﹁
悅
眾
師
﹂
。
居
士
擔
任
維
那
、
悅
眾
，
必
須
著

黑
色
海
青
，
海
青
不
穿
著
時
應
摺
疊
放
置
整
齊
，
如
法
如
儀
。

六
、
應
事
先
規
劃
提
供
大
眾
置
放
物
品
之
空
間
。
避
免
帶
衣
服
、
提
包
、
雜
物
等
入
佛

堂
共
修
。
共
修
大
眾
如
遇
禮
佛
或
開
始
繞
佛
，
必
須
將
筆
記
本
、
筆
等
，
放
置
於

蒲
團
下
，
保
持
蒲
團
與
蒲
團
間
之
整
潔
、
莊
嚴
。

七
、
大
眾
於
禮
拜
中
，
應
保
持
自
身
蒲
團
與
前
後
左
右
蒲
團
對
齊
，
欲
起
身
離
去
，
亦

應
再
審
視
是
否
整
齊
。

八
、
精
進
一
日
共
修
，
大
眾
應
攝
心
正
念
於
佛
堂
中
，
不
宜
於
佛
堂
中
商
量
討
論
，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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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
，
維
那
、
悅
眾
亦
應
帶
大
眾
原
地
踏
步
，
以
維
持
左
、
右
步
伐
全
程
整
齊
莊

嚴
。

2.
當
維
那
、
悅
眾
於
中
央
走
道
會
合
時
，
東
、
西
班
第
一
排
班
首
即
出
班
跟
上
，

開
步
時
要
先
注
意
維
那
、
悅
眾
的
左
、
右
腳
，
步
伐
相
同
，
每
一
位
出
班
時
，

皆
必
須
注
意
左
右
步
伐
必
須
與
前
一
位
相
同
，
如
此
自
維
那
、
悅
眾
至
最
後
一

班
的
最
後
一
位
，
皆
左
、
右
步
伐
莊
嚴
整
齊
。
全
體
繞
佛
，
音
聲
、
步
伐
整

齊
，
道
場
中
莊
嚴
和
諧
。
︵
護
法
於
繞
佛
時
，
需
協
助
排
除
障
礙
物
，
若
有
步

伐
不
齊
者
宜
以
手
勢
提
醒
之
。
︶

3.
大
眾
隨
維
那
、
悅
眾
從
中
央
出
班
，
走
到
最
後
一
排
，
東
西
班
左
右
轉
時
，
同

時
自
動
放
掌
，
從
出
班
到
歸
位
腳
步
都
必
須
整
齊
一
致
，
即
使
有
停
滯
，
亦

須
原
地
踏
步
，
以
求
左
、
右
步
伐
整
齊
。
繞
佛
時
，
每
一
轉
彎
必
須
沿
著
蒲
團

走
，
不
可
越
離
越
遠
。

4.
繞
佛
時
，
大
眾
以
五
分
的
聲
音
念
佛
，
以
和
齊
的
音
聲
、
口
念
、
身
行
、
心
憶

來
供
養
諸
佛
菩
薩
。

5.
繞
佛
行
進
間
，
切
勿
左
顧
右
盼
，
宜
垂
視
以
看
到
前
一
位
的
衣
領
為
宜
。

那
大
磬
聲
響
，
全
體
向
上
問
訊
後
，
隨
即
東
西
班
相
向
，
對
面
而
立
。
從
下
一

句
﹁
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
的
﹁
本
﹂
字
，
維
那
、
悅
眾
右
腳
踏
出
，
步
伐

一
致
走
到
大
眾
前
，
領
眾
繞
佛
。
大
眾
聽
木
魚
聲
，
一
聲
一
步
亦
即
佛
號
二
字

一
步
繞
佛
，
時
間
差
不
多
時
，
維
那
唱
至
﹁
佛
﹂
字
敲
大
磬
同
時
呼
﹁
準
備
歸

位
﹂
，
各
班
班
首
走
到
定
位
時
自
動
停
止
，
並
全
體
面
向
中
央
走
道
。

3.
繞
佛
一
圈
、
二
圈
、
三
圈
不
定
，
圈
數
依
預
定
時
間
而
定
，
下
一
階
段
的
時
間

如
有
變
化
，
由
護
法
於
行
進
間
小
聲
提
醒
維
那
、
悅
眾
，
隨
時
增
減
圈
數
。

4.
俟
最
後
一
班
歸
位
完
畢
，
維
那
在
﹁
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
的
﹁
佛
﹂
字
一

聲
大
磬
響
，
告
知
大
眾
轉
身
向
上
，
數
聲
佛
號
後
，
再
一
聲
大
磬
響
於
﹁
佛
﹂

字
，
帶
領
大
眾
剎
板
，
繞
佛
終
止
。

5.
若
須
靜
坐
時
，
﹁
佛
﹂
字
一
聲
大
磬
響
，
由
維
那
呼
班
﹁
向
上
問
訊
、
請

坐
﹂
。 

當
維
那
呼
班
﹁
向
上
問
訊
、
請
坐
﹂
時
，
悅
眾
持
續
大
聲
念
佛
，
莊
嚴

道
場
，
佛
號
才
不
會
因
而
中
斷
。
大
眾
坐
下
持
續
念
佛
，
維
那
以
﹁
佛
﹂
字
兩

聲
引
磬
響
後
，
即
告
知
剎
板
，
全
體
佛
號
停
止
，
進
入
靜
坐
。

三
、
繞
佛
時
注
意
事
項

1.
維
那
、
悅
眾
自
始
至
終
腳
步
不
可
停
，
即
使
隊
伍
行
進
中
因
疏
導
不
良
而
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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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
寧
動
千
江
水
，
勿
擾
道
人
心
。
﹂
共
修
中
，
工
作
人
員
應
保
持
安
靜
或
輕
聲
細

語
，
如
必
要
時
由
護
法
提
醒
，
避
免
干
擾
大
眾
，
以
維
護
道
場
莊
嚴
。

六
、
慈
濟
宗
門
繞
佛
繞
法
方
式
：
請
參
見
【
慈
濟
宗
門
繞
佛
繞
法
的
默
契
】
。

七
、
繞
佛
護
法
須
知
：

︵
一
︶
人
數
：
視
共
修
人
數
而
定
，
以
二
至
四
人
不
等
。
男
眾
學
員
由
男
眾
護
法
；

女
眾
由
女
眾
護
法
。

︵
二
︶
默
契
：
護
法
僅
以
手
勢
提
醒
，
勿
須
言
語
。

︵
三
︶
定
位
：

1.
護
法
二
位
或
一
位
皆
可
，
放
掌
立
於
中
央
走
道
最
後
，
提
醒
轉
彎
忘
了
放
掌

的
大
眾
。
並
提
醒
大
眾
行
進
時
，
必
須
緊
沿
蒲
團
走
，
如
必
要
則
以
蒲
團
定

出
行
走
位
置
，
並
於
歸
位
時
還
原
。
大
眾
皆
出
班
後
，
護
法
即
無
需
站
在
該

處
。

2.
若
有
靜
坐
或
上
人
開
示
，
護
法
必
須
為
維
那
、
悅
眾
備
蒲
團
。

6.
繞
佛
轉
彎
時
，
必
須
時
時
維
持
直
角
轉
彎
，
並
注
意
腳
步
盡
量
靠
近
蒲
團
維
持

全
場
整
齊
。

７.
精
進
一
日
，
如
全
天
無
休
息
時
間
。
於
開
始
繞
佛
時
，
後
半
段
靜
立
者
，
如
急

需
辦
私
事
者
，
可
靜
靜
離
開
並
迅
速
歸
隊
；
前
半
段
可
在
繞
佛
到
東
西
班
尾
左

右
轉
至
兩
側
靠
牆
處
，
靜
靜
離
開
，
回
來
時
以
目
測
自
己
所
屬
隊
伍
行
進
的
位

置
而
靜
靜
歸
隊
。
出
班
辦
私
事
者
，
仍
應
心
中
佛
號
不
斷
，
切
忌
散
心
雜
話
，

嬉
笑
談
論
。

四
、
無
地
鐘
時
，
以
引
磬
止
靜
、
開
靜
的
方
式
：

1.
止
靜
：
繞
佛
唱
誦
停
止
後
，
維
那
敲
三
聲
引
磬
，
告
知
大
眾
止
靜
。
止
靜
中
，

大
眾
心
中
仍
默
念
佛
號
，
不
可
起
落
走
動
，
盡
量
避
免
咳
嗽
、
清
痰
等
雜
音
，

若
無
法
避
免
，
應
盡
量
壓
低
聲
響
或
快
速
離
開
現
場
，
等
開
靜
後
再
入
場
，
以

免
擾
人
靜
修
。
止
靜
時
，
音
控
應
減
弱
場
內
燈
光
或
僅
留
佛
前
燈
。
維
持
道
場

柔
和
道
氣
。
止
靜
時
，
共
修
場
內
不
宜
有
任
何
人
走
動
。

2.
開
靜
：
維
那
輕
壓
引
磬
，
停
三
、
五
秒
，
再
輕
敲
二
聲
引
磬
，
此
磬
聲
不
宜
太

大
聲
，
以
免
驚
動
身
心
澄
靜
中
的
共
修
大
眾
。
開
靜
時
，
燈
光
宜
漸
次
打
亮
，

讓
共
修
者
適
應
光
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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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
濟
宗
門
繞
佛
繞
法
的
默
契
】

說
明
：
以
﹁
立
體
琉
璃
同
心
圓
﹂
及
﹁
靜
寂
清
澄
﹂
的
唱
韻
共
修
，
視
課

程
規
劃
、
地
緣
不
同
，
有
兩
種
共
修
方
式
。

其
一
、
與
傳
統
繞
佛
相
同
的
共
修

◎

起
動
：

維
那
起
腔
大
眾
唱
誦
第
一
句
最
後
一
字(

如
：
立
體
琉
璃
同
心
圓
的
﹁
圓
﹂
字

或
靜
寂
清
澄
志
玄
虛
漠
的
﹁
漠
﹂
字)

，
大
磬
聲
響
，
維
那
同
時
呼
班
﹁
全
體

向
上
問
訊
。
﹂
向
上
問
訊
後
合
掌
，
全
體
馬
上
東
西
班
相
向(

約
唱
第
二
句
的

時
間)

。

唱
第
三
句
的
第
一
字
，
維
那
、
悅
眾
同
時
右
腳
起
動
出
班
，
唱
兩
字
走
一

步
，
維
那
與
悅
眾
走
至
中
央
走
道
，
大
眾
依
序
跟
在
維
那
與
悅
眾
後
繞
念
。

大
眾
合
齊
唱
念
中
，
合
掌
當
胸
、
眼
垂
視
，
注
意
前
一
位
腳
步
，
輪
到
自
己

踏
步
出
班
時
，
腳
步
必
須
與
前
一
位
相
同
，
走
到
第
一
個
轉
彎
即
自
動
放

掌
，
依
此
循
序
身
合
齊
、
口
合
齊
，
人
人
威
儀
端
正
，
眼
觀
鼻
，
鼻
觀
心
；

身
行
、
口
誦
、
心
憶
，
身
口
意
三
業
專
一
，
以
和
合
整
齊
隊
形
與
唱
念
的
莊
嚴

道
氣
，
供
養
諸
佛
菩
薩
，
諸
天
護
法
，
有
形
無
形
。

◎

歸
位
剎
板
：

維
那
走
到
大
磬
前
，
等
唱
到
第
一
句
最
後
一
字
大
磬
聲
響
，
此
即
是
提
醒
大
眾

﹁
歸
位
通
告
﹂
的
大
磬
聲
，
大
眾
於
繞
念
中
聽
到
第
一
聲
大
磬
聲
，
每
一
班
第

一
位
走
到
班
首
自
己
位
置
即
立
定
停
止
，
但
繼
續
唱
誦
；
維
那
視
全
體
都
已
立

定
就
定
位
，
於
第
一
句
最
後
一
字
再
敲
大
磬
，
同
時
呼
班
：
﹁
全
體
向
上
，
請

合
掌
。
﹂
此
為
剎
板
通
告
。
第
三
句
、
第
四
句
最
後
一
字
都
有
大
磬
聲
響
。
大

眾
停
止
唱
誦
，
結
束
此
段
共
修
。

其
二
、
方
便
式
繞
佛
繞
法
共
修

說
明
：
1.
此
共
修
適
合
，
讓
學
員
短
時
間
靜
思
靜
心
，
肢
體
調
適
，
不
宜
太
久
。

 
 
 
 
 
 

2.
維
那
悅
眾
只
站
定
位
唱
念
。

◎

起
動
：

維
那
起
腔
，
大
眾
唱
誦
至
第
一
句
最
後
一
字(

如
：
立
體
琉
璃
同
心
圓
的

﹁
圓
﹂
字
或
靜
寂
清
澄
志
玄
虛
漠
的
﹁
漠
﹂
字)

，
大
磬
聲
響
，
維
那
同
時
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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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路線說明：
u　　　　：從第1排開始依序(東班跟著維那、西班跟著悅眾)從中央走道     
            往最後一排繞行，向外繞行回到第1排。
v　　　　：開始繞佛之路線。
w　　　　：繞佛至最後一排後，依序(東班跟著維那、西班跟著悅眾)回
            復原位之路線。
：表示將蒲團空出為繞佛的通道。

■：表示為蒲團的位置。

【附錄】：如何規劃共修的護法
 在慈濟人共修精進時，護法者為兩種：
 1.定點護法：協助共修時，繞佛及出班引導。
 2.場外護法：維持整體環境的寧靜，維護道場莊嚴道氣。

S型繞佛

講 台

u u
v v

w w

悅眾

提醒放掌

維那

緊
沿
蒲
團
而
行

﹁
全
體
向
上
問
訊
。
﹂
向
上
問
訊
後
，
單
數
排
面
向
中
央
走
道
，
雙
數
排
面
向

兩
旁
牆
壁
，
即
外
側(

約
唱
第
二
句
的
時
間)

。
唱
第
三
句
的
第
一
字
，
全
體
出

右
腳
開
始
東
西
班
各
自
合
掌
繞
念
，
唱
兩
字
走
一
步
，
單
數
排
往
後
一
排
繞

行
，
雙
數
排
往
前
一
排
繞
行
，
每
兩
小
排
自
然
形
成
一
小
圈
，
而
每
人
腳
步
必

須
與
前
一
位
相
同
，
每
人
走
到
第
一
個
轉
彎
即
自
動
放
掌
，
依
此
循
序
身
合

齊
，
口
合
齊
，
人
人
威
儀
端
正
，
眼
觀
鼻
，
鼻
觀
心
；
身
行
、
口
誦
、
心
憶
，

身
口
意
三
業
專
一
。

◎

歸
位
剎
板
：

維
那
掌
握
時
間
，
離
預
定
結
束
時
間
還
有
約
三
分
鐘
，
在
第
一
句
最
後
一
個
字

敲
大
磬
並
同
時
呼
班
：
﹁
準
備
歸
位
。
﹂
大
眾
於
繞
念
中
聽
到
第
一
聲
大
磬
聲

響
後
，
走
到
自
己
原
來
位
置
即
停
止
，
並
全
體
自
動
面
向
中
央
走
道
，
繼
續
唱

誦
。
維
那
視
全
體
都
已
立
定
就
定
位
，
於
第
一
句
最
後
一
字
再
敲
大
磬
，
同
時

呼
班
：
﹁
全
體
向
上
，
請
合
掌
。
﹂
此
為
剎
板
通
告
。
第
三
句
、
第
四
句
最
後

一
字
都
有
大
磬
聲
響
剎
板
。
大
眾
停
止
唱
誦
結
束
此
段
共
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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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路線說明：
u單數排：面向中間走道，往後一排繞行，銜接下一排成小圈循環。
v雙數排：面向外側，往前一排繞行，銜接前一排成小圈循環。
□：表示為蓮花椅的位置。
※合掌繞佛，走到第一個轉角即放掌。
※歸位通告後，走回自己位置即轉向面中央走道。
※當排面數為單數（如三排），可視三班之同一橫排為一整排，進行繞佛。

小圈繞佛法

講 台

←此位護法視人力做安排 此位護法視人力做安排→

u

v

u

v

u

v

u

v

u

v

u

v

u

v

u

v

u

v

u

v

u

v

u

v

雙
數
排
向
外
側

單
數
排
向
中
間

圖示路線說明：
u　　　　：從第1排開始依序(東班跟著維那、西班跟著悅眾)從中央走道     
            往最後一排繞行，向外繞行。
v　　　　：向外繞行之後，回到原位之路線。
w護法人員需留出適當的走道。
：表示為蓮花椅的位置。

區塊繞佛

講 台

u u
悅眾

提醒放掌

←此位護法視人力做安排 此位護法視人力做安排→

維那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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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營
隊
中
以
生
活
組
來
引
進
桌
次
。
到
全
體
定
位
於
餐
桌
後
，
維
那
在
佛
號
聲
中
的

﹁
佛
﹂
字
連
敲
兩
聲
引
磬
，
告
知
大
眾
剎
板
。
佛
號
聲
停
後
，
維
那
、
悅
眾
面
向

佛
陀
法
相
，
維
那
同
時
呼
班
﹁
請
面
向
佛
陀
法
相
，
唱
供
養
歌
﹂
，
即
壓
引
磬
，

木
魚
接
一
聲
後
，
維
那
起
﹁
供
﹂
，
悅
眾
及
大
眾
於
﹁
養
﹂
字
接
引
磬
木
魚
及
同

時
出
聲
。
供
養
歌
唱
完
後
，
維
那
再
呼
班
﹁
向
佛
陀
法
相
行
問
訊
禮
﹂
、
﹁
問

訊
﹂
，
大
眾
問
訊
後
再
呼
班
﹁
請
坐
﹂
、
﹁
請
慢
用
﹂
。

四
、
團
體
行
進
間
大
眾
環
保
餐
袋
，
統
一
掛
於
右
手
腕
。

【
精
進
日
行
堂
須
知
】

一
、
擔
任
維
那
、
悅
眾
的
居
士
二
位
立
於
司
儀
的
位
置
。

二
、
行
堂
人
員
手
捧
托
盤
，
約
在
胸
前
為
宜
。

三
、
行
堂
人
員
手
捧
托
盤
，
隨
﹁
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
佛
號
入
佛
堂
，
以
一
字
一

步
速
度
為
宜
︵
一
般
繞
佛
為
兩
字
一
步
︶
。
維
那
起
腔
念
佛
時
，
第
二
句
佛
號

﹁
本
﹂
字
敲
完
後
引
磬
停
止
，
只
有
小
木
魚
領
眾
念
佛
，
全
體
行
堂
已
走
到
各
班

【
入
齋
堂
須
知
】

一
、
自
講
堂
或
集
合
地
到
齋
堂
：

維
那
呼
班
﹁
請
合
掌
﹂
再
壓
引
磬
，
悅
眾
木
魚
接
一
聲
後
，
維
那
起
腔
﹁
南

無
﹂
，
悅
眾
從
﹁
本
﹂
字
接
腔
並
敲
木
魚
，
於
﹁
牟
﹂
字
，
維
那
呼
班
﹁
問

訊
﹂
，
佛
號
持
續
，
於
第
二
聲
佛
號
的
﹁
本
﹂
字
，
維
那
、
悅
眾
同
時
跨
出
右

腳
，
一
字
一
步
走
向
齋
堂
。

二
、
入
齋
堂
內
，
維
那
立
於
佛
相
左
邊
，
悅
眾
立
於
佛
像
的
右
邊
，
面
對
大
眾
。
如
下

圖
示
。

佛像

維那悅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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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嚴
︶
。

五
、
圍
裙
、
頭
巾
以
香
積
組
工
作
使
用
為
宜
，
男
、
女
眾
行
堂
人
員
只
需
制
服
整
齊
即

可
，
無
須
戴
頭
巾
、
圍
裙
。

六
、
若
共
修
人
多
，
行
堂
人
員
送
餐
盒
需
反
覆
兩
次
，
務
必
事
先
告
知
維
那
，
以
便
佛

號
聲
的
剎
板
適
當
。

七
、
司
儀
應
於
用
餐
前
告
知
大
眾
，
先
把
筷
子
盒
橫
放
在
自
己
座
位
前
，
餐
盒
依
序
往

下
傳
完
，
再
留
下
自
己
的
一
份
，
若
東
西
兩
班
皆
有
行
堂
，
要
先
告
知
中
間
者
，

應
取
左
方
或
右
方
餐
盒
。
若
附
餐
巾
紙
，
統
一
放
在
餐
盒
下
，
提
醒
學
員
餐
盒
要

整
齊
一
致
排
列
在
筷
子
前
，
以
莊
嚴
道
場
。
用
完
餐
後
，
餐
盒
、
蓋
分
開
傳
出
，

東
班
往
右
側
、
西
班
往
左
側
整
齊
疊
放
，
行
堂
人
員
從
左
右
兩
側
整
齊
前
行
，
回

收
餐
具
即
可
，
不
需
念
佛
進
出
。
全
體
餐
畢
，
由
司
儀
呼
班
﹁
請
起
立
，
全
體
向

上
問
訊
﹂
，
再
整
齊
出
班
，
司
儀
必
須
提
醒
大
眾
，
離
開
後
仍
須
保
持
肅
穆
道

心
。
︵
現
場
若
有
特
殊
狀
況
依
司
儀
佈
達
為
準
。
︶

八
、
如
活
動
當
日
坐
椅
子
，
唱
供
養
歌
時
，
將
餐
盒
捧
在
胸
前
；
坐
蒲
團
則
將
餐
盒
放

在
正
前
方
地
上
，
合
掌
供
養
。

定
位
，
維
那
於
﹁
南
無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
的
﹁
佛
﹂
字
一
聲
引
磬
提
醒
行
堂
，

並
於
下
一
句
﹁
本
師
﹂
的
﹁
本
﹂
字
一
聲
引
磬
，
全
體
行
堂
同
時
左
右
轉
，
面
向

東
西
班
，
﹁
牟
﹂
字
一
聲
引
磬
，
全
體
行
堂
同
時
蹲
下
，
依
左
、
右
轉
分
別
跪

左
、
右
腳
︹
轉
右
邊
跪
右
腳
；
轉
左
邊
跪
左
腳
︺
，
餐
盤
置
於
膝
上
，
俟
餐
盒
全

送
完
。
維
那
再
以
﹁
佛
﹂
字
一
聲
引
磬
提
醒
全
體
行
堂
，
下
一
句
的
﹁
本
﹂
字
一

聲
引
磬
，
全
體
行
堂
起
立
，
﹁
牟
﹂
字
一
聲
引
磬
，
全
體
行
堂
左
右
轉
面
向
後

方
，
再
下
一
句
的
﹁
本
﹂
字
一
聲
引
磬
，
整
齊
統
一
踏
出
右
腳
出
班
，
此
時
維
那

引
磬
敲
﹁
本
﹂
與
﹁
牟
﹂
字
，
持
續
敲
至
剎
板
為
止
。

四
、
在
人
力
精
簡
之
情
況
下
，
為
使
精
進
日
莊
嚴
用
午
齋
，
行
堂
人
員
亦
可
由
東
、
西

班
內
外
側
學
員
承
擔
。
用
午
齋
前
由
司
儀
說
明
默
契
，
行
堂
人
員
用
午
齋
前
出
列

稍
事
演
練
。
︵
行
堂
人
員
入
講
堂
方
式
如
上
述
第
三
點
︶
俟
餐
盒
全
送
完
後
，
維

那
再
以
﹁
佛
﹂
字
一
聲
引
磬
提
醒
全
體
行
堂
，
下
一
句
的
﹁
本
﹂
字
一
聲
引
磬
，

全
體
行
堂
起
立
，
﹁
牟
﹂
字
一
聲
引
磬
，
全
體
行
堂
人
員
跨
入
原
座
位
，
再
下
一

句
的
﹁
本
﹂
字
一
聲
引
磬
，
整
齊
坐
下
，
此
時
維
那
準
備
剎
板
，
下
一
句
﹁
佛
﹂

字
後
兩
聲
引
磬
剎
板
，
全
體
佛
號
停
止
。
︵
如
有
附
送
飲
料
及
水
果
，
於
供
養
歌

唱
完
後
靜
靜
送
上
，
飲
料
整
齊
放
在
椅
腳
或
蒲
團
前
餐
盒
旁
即
可
，
務
求
整
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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