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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思

尺
幅
藏
大
千　

點
畫
開
法
界

院
藏
西
夏
文
刊
本
︽
金
光
明
最
勝
王
經
︾
卷
九
扉
畫
賞
析

胡
進
杉

本
經
始
雕
於
蒙
古
乃
馬
真
皇
后
稱

制
的
第
四
年
，
即
南
宋
理
宗
淳
祐
五
年

︵
一
二
四
五
︶
八
月
十
五
日
，
經
過
兩
年

全
部
刻
畢
，
並
印
行
流
通
。
刊
印
者
為
西

重
新
加
以
校
訂
。
義
淨
的
譯
本
共
十
卷

三
十
一
品
，
分
為
三
大
部
分
，
初
為
序
分

即
第
一
品
序
品
，
次
為
正
宗
分
即
第
二
品

到
第
十
品
，
其
餘
二
十
一
品
為
流
通
分
。

全
經
的
要
旨
在
正
宗
分
，
宣
說
如
來
壽
量

無
限
，
但
為
利
益
眾
生
，
示
現
短
促
，
又

說
佛
有
法
、
報
、
化
三
身
，
以
及
種
種
懺

悔
除
滅
業
障
之
法
，
最
後
略
談
空
性
之

道
，
令
聞
者
悟
入
勝
義
諦
，
正
修
行
以
出

離
三
界
。
而
流
通
分
的
二
十
一
品
，
則
廣

說
諸
天
護
持
、
增
財
、
除
災
、
授
記
及
往

世
因
緣
和
如
來
付
囑
諸
事
。

在
佛
教
中
，
本
經
與
︽
妙
法
蓮
華

經
︾
、
︽
仁
王
護
國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
同
為

守
護
國
家
的
三
部
重
要
經
典
，
從
印
度
傳

到
中
國
後
，
就
很
受
國
人
的
崇
拜
信
仰
，

尤
其
是
歷
代
的
統
治
者
，
亦
流
行
於
西
域

一
帶
，
如
于
闐
、
吐
蕃
、
回
鶻
都
有
本
國

文
字
的
譯
本
，
西
夏
介
于
這
三
國
和
中
原

之
間
，
又
當
東
西
交
通
的
孔
道
，
其
在
西

夏
的
傳
佈
也
相
當
普
遍
，
如
西
夏
神
宗
遵

頊
於
一
二
一
四
年
就
命
人
以
泥
金
繕
寫
此

經
，
求
諸
佛
護
佑
其
國
土
，
他
的
發
願
文

曾
如
此
讚
嘆
此
經
：
﹁
朕
聞
我
佛
世
尊
，

以
本
根
智
，
證
一
味
真
實
義
，
依
後
得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所
藏
圖
書
，
不
乏
海
內
珍
罕
版
本
，
西
夏
本
刊
本
︽
金
光
明
最

勝
王
經
︾
︵

︶
即
為
其
中
之
一
。
西
夏
是
黨
項
族
所
建
立
的
國
家
，
地
處
中

原
之
西
，
版
圖
擁
有
今
寧
夏
、
甘
肅
兩
省
及
陜
西
、
內
蒙
古
、
青
海
部
分
地
區
。
原
稱
臣
於
北

宋
，
一○

三
八
年
獨
立
建
國
，
一
二
二
七
年
為
蒙
古
所
滅
，
先
後
與
遼
、
北
宋
，
金
、
南
宋
鼎

足
而
立
。
西
夏
文
是
仿
漢
字
楷
體
所
創
製
的
一
種
方
塊
文
字
，
是
西
夏
國
的
官
方
文
字
，
創
於

一○

三
六
年
，
西
夏
滅
亡
後
，
其
後
裔
還
繼
續
使
用
，
一
直
到
明
朝
中
葉
。

圖一　西夏文　金光明最勝王經　卷九　扉畫和像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夏
人
陳
慧
高
，
刊
印
的
目
的
，
在
於
興
隆

佛
法
，
並
祈
自
己
及
亡
父
陳
慧
寶
師
等

人
，
能
滅
罪
除
苦
，
往
生
極
樂
世
界
，
終

成
佛
道
。
所
刻
的
經
文
是
西
夏
法
師
白
智

光
︵

︶
於
西
夏
惠
宗
朝
︵
一○

六
七

～

一○

八
六
︶
據
唐‧

義
淨
的
漢

譯
本
︽
金
光
明
最
勝
王
經
︾
再
翻
譯
的
，

並
在
仁
宗
朝
︵
一
一
三
九

～

一
一
九
三
︶

緣
，
開
千
異
妙
法
門
。
其
中
守
護
家
國
，

褔
智
蓄
集
，
世
俗
、
勝
義
雙
全
，
現
身
、

來
世
速
益
者
，
唯
此
︽
金
光
明
經
︾
是

也
。
﹂
因
此
西
夏
雖
亡
，
但
由
於
本
經
的

殊
勝
，
其
刊
行
對
飽
受
亡
國
之
痛
戰
爭
荼

毒
的
廣
大
西
夏
信
眾
來
說
，
無
疑
是
慰
藉

心
靈
的
一
大
福
音
。

西
夏
文
︽
金
光
明
最
勝
王
經
︾
原
有

十
卷
，
現
存
九
卷
，
缺
卷
二
，
本
院
所
存

的
為
卷
七
和
卷
九
。
經
摺
裝
，
本
卷
首
尾

具
全
，
封
面
題
簽
佚
，
卷
首
扉
畫
二
頁
，

圖
旁
有
長
條
方
格
，
內
刻
敘
述
圖
繪
內
容

的
題
記
，
次
像
記
一
頁
半
重
錄
上
述
題

記
，
次
經
文
四
二
頁
半
，
上
下
雙
欄
，
每

半
頁
版
框
高
一
九‧

一
公
分
，
寬
一○

‧

一
公
分
，
六
行
，
行
一
六
字
，
平
均
五
個

半
頁
為
一
版
，
兩
版
接
縫
處
，
有
漢
文

﹁
金
光
卷
幾
﹂
、
﹁
金
光
幾
﹂
及
﹁
幾
卷

尾
﹂
字
樣
，
下
記
版
數
，
二
冊
均
刷
印
於

黃
蔴
紙
上
，
墨
色
清
晰
，
筆
畫
峻
利
，
鋒

稜
畢
現
，
結
字
方
整
。

本

卷

扉

畫

︵

圖

一

︶

，

描

繪

︵

善

生

王

品

第

二
十
一
︶
、

︵
諸
天
藥
叉
護
持
品
第
二
十
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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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

記

品

第

二

十 

三
︶
、

︵
除
病
品
第

二

十

四

︶
、

︵
長
者
子
流
水
品
第
二
十
五
︶
等
五
品

的
內
容
，
於
不
同
的
圖
案
旁
附
有
題
記

二
十
六
則
，
標
識
圖
繪
內
容
。
現
依
經

文
內
容
的
先
後
次
序
，
將
其
編
為
一
至

二
十
六
號
︵
圖
二
︶
，
介
紹
如
下
：

一
、

︵
善

生
輪
王
夢
中
聞
寶
積
說
此
經
︶

畫
面
的
主
角
是
釋
迦
牟
尼
佛
，
跏

趺
坐
於
蓮
台
，
右
手
結
說
法
印
，
左
手
作

定
印
平
置
雙
腿
上
，
四
周
祥
雲
繚
繞
，
眾

弟
子
或
立
或
坐
，
雙
手
合
十
聆
聽
法
教
。

本
卷
的
主
題
是
佛
為
眾
弟
子
演
說
其
前
世

的
兩
個
本
生
故
事
，
一
是
生
為
善
生
轉
輪

王
的
故
事
，
即
︿
善
生
王
品
﹀
的
內
容
，

一
是
生
為
長
者
子
流
水
的
故
事
，
即
︿
除

病
品
﹀
和
︿
長
者
子
流
水
品
﹀
的
內
容
，

整
卷
的
內
容
由
右
側
向
左
側
展
開
，
編

號
一
至
七
描
繪
︿
善
生
品
﹀
，
編
號
一
繪

一
王
者
站
立
，
頭
戴
王
冠
，
並
有
一
圓
形

頭
光
，
此
即
釋
迦
牟
尼
的
前
世
善
生
王
，

彼
住
於
妙
音
聲
城
中
，
接
著
繪
他
臥
於
睡

榻
，
表
示
善
生
王
夜
夢
寶
積
法
師
演
說

︽
金
光
明
最
勝
王
經
︾
。

二
、

︵
睡
醒

尋
彼
師
懇
請
求
妙
經
︶

圖
中
善
生
王
睡
醒
出
王
宮
，
來
至

一
樹
下
，
見
寶
積
法
師
坐
於
高
座
上
，

王
雙
手
作
揖
，
請
其
說
︽
金
光
明
最
勝
王

經
︾
。

三
、

︵
欲
供

養
正
法
執
持
如
意
珠
︶

寶
積
受
善
生
王
之
請
，
為
說
︽
金

光
明
最
勝
王
經
︾
，
王
聞
已
大
喜
，
為
供

即
釋
迦
牟
尼
下
方
之
圓
形
圖
案
，
圖

中
有
三
出
家
眾
，
一
人
正
演
說
此
經
，
二

人
合
掌
恭
聽
，
出
家
眾
前
有
四
天
王
各
持

斧
戟
兵
器
，
及
天
帝
釋
、
風
、
火
諸
神
、

藥
叉
王
等
，
雙
手
作
揖
，
禮
敬
擁
護
此
等

講
經
聽
經
出
家
眾
。
︵
圖
五
︶

十
、

︵
昔

妙
幢
與
佛
同
行
故
授
此
記
︶

圖三　佈施寶髻末法中比丘僧

養
此
經
故
，
乃
手
持
如
意
寶
珠
，
為
眾
生

發
願
。
圖
中
善
生
王
跪
於
地
上
，
雙
手
捧

珠
，
作
祈
請
發
願
狀
，
有
一
侍
者
撐
傘
蓋

立
於
王
後
。

四
、

︵
為
眾

生
發
願
令
雨
寶
國
中
︶

善
生
王
發
願
請
上
天
降
七
寶
雨
於
其

國
中
，
讓
所
有
匱
乏
資
財
的
眾
生
，
皆
能

隨
心
受
用
，
天
受
其
感
動
，
隨
即
下
七
寶

雨
。
圖
中
繪
一
三
角
形
，
內
有
瑪
腦
、
硨

磲
、
珍
珠
等
七
寶
。

五
、

︵
佈
施

寶
髻
末
法
中
比
丘
僧
︶

因
天
雨
七
寶
，
國
人
衣
服
飲
食
皆
無

匱
乏
，
善
生
王
命
人
持
諸
寶
供
養
寶
髻
佛

及
所
有
末
法
中
的
比
丘
僧
。
圖
中
一
佛
右

脅
臥
於
床
榻
，
表
示
寶
髻
佛
已
涅
槃
，
為

末
法
時
代
，
佛
前
一
僧
盤
腿
安
坐
座
墊
，

雙
手
合
十
，
一
人
捧
七
寶
向
其
供
養
。

︵
圖
三
︶

六
、

︵
昔
善
生
供
法
故
今
作
能
仁
本
師
︶

佛
告
大
眾
，
善
生
王
為
彼
之
前
生
，

因
以
四
洲
之
諸
珍
寶
供
養
︽
金
光
明
最
勝

王
經
︾
，
此
世
得
證
菩
提
為
釋
迦
牟
尼

圖四　令吉祥天女擁護內道友

圖五　一切諸神共守護誦持演說書寫此經相

得
聞
此
經
，
因
此
佛
要
大
吉
祥
天
女
等
對

此
經
及
受
持
之
內
道
友
佛
教
信
眾
，
一
心

擁
護
，
令
無
憂
惱
，
常
得
安
樂
。
圖
中
吉

祥
天
女
頭
束
雙
髻
，
雙
手
合
十
，
恭
立
佛

左
下
方
，
敬
受
佛
敕
。
︵
圖
四
︶

九
、

︵
一
切
諸
神
共
守
護
誦
持
演
說
書

寫
此
經
相
︶

佛
。
即
圖
中
一
佛
跏
趺
坐
於
法
座
上
，
手

結
說
法
印
。

七
、

︵
昔
寶
積
說
此
經
今
名
東
方
不
動
︶

此
為
最
右
上
之
圖
，
一
佛
跏
趺
坐
於

法
座
上
，
手
結
禪
定
印
，
即
經
上
所
說
之

東
方
不
動
佛
，
彼
之
前
生
乃
寶
積
法
師
，

因
演
說
︽
金
光
明
最
勝
王
經
︾
之
功
德
，

今
世
得
以
成
佛
。

八
、

︵
令
吉

祥
天
女
擁
護
內
道
友
︶

八
、
九
兩
圖
描
繪
︿
諸
天
藥
叉
護
持

品
﹀
的
內
容
，
佛
告
大
吉
祥
天
女
，
能
聽
聞

︽
金
光
明
最
勝
王
經
︾
者
，
是
為
法
寶
器
，

彼
曾
供
養
無
量
百
千
佛
，
深
植
善
根
，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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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至
十
三
圖
為
描
繪
︿
授
記
品
﹀
之

內
容
，
本
圖
妙
幢
菩
薩
，
頭
戴
寶
冠
，
身
穿

瓔
珞
，
雙
手
合
掌
，
跏
趺
坐
於
佛
右
側
，
彼

為
此
︽
金
光
明
最
勝
王
經
︾
的
請
主
，
已

於
過
去
承
事
供
養
無
量
俱
胝
那
庾
多
百
千

佛
，
植
諸
善
根
，
與
佛
具
相
同
之
修
行
，

今
釋
迦
牟
尼
既
講
畢
是
經
，
特
於
會
中
，

予
妙
幢
成
佛
之
授
記
，
謂
彼
將
於
未
來
世

金
光
明
世
界
，
成
佛
號
金
寶
山
如
來
。

十
一
、

︵
銀
幢
銀
光
因
勝
種
故
現
亦
得
記
︶

銀
幢
、
銀
光
二
人
為
妙
幢
菩
薩
之

子
，
故
名
勝
種
，
雙
手
合
十
，
盤
坐
於
佛

左
下
方
，
恭
聆
佛
教
敕
，
佛
為
其
授
記
，

當
其
父
金
寶
山
如
來
滅
度
後
，
銀
幢
將
成

佛
，
號
金
幢
光
如
來
，
而
金
光
明
世
界
爾

時
易
名
為
淨
幢
世
界
，
金
幢
光
如
來
滅
度

後
，
銀
光
即
補
佛
位
，
名
金
光
明
如
來
。

十
二
、

︵
昔
聞
佛
名
緣
起
勝

法
今
深
妙
淨
信
故
十
千
天
子
得
記
︶

佛
右
側
下
有
王
者
十
人
，
頭
戴
王

冠
，
合
掌
禮
佛
，
恭
聆
佛
說
，
此
十
人
代

表
十
千
位
天
子
，
彼
亦
來
會
中
，
聽
佛
說

︽
金
光
明
最
勝
王
經
︾
，
又
聞
佛
為
妙

幢
菩
薩
父
子
授
記
，
以
往
昔
曾
聞
佛
名
號

及
此
緣
起
勝
妙
法
，
此
時
心
生
歡
喜
，

清
淨
無
垢
，
佛
知
彼
等
善
根
成
熟
，
即
予

授
記
，
彼
十
千
位
天
子
當
於
來
世
高
幢
世

界
，
次
第
成
佛
，
皆
號
面
目
清
淨
優
缽
羅

香
山
如
來
。

十
三
、

︵
樹

神
疑
昔
王
今
佛
說
彼
因
︶

樹
神
即
經
中
所
言
之
菩
提
樹
神

︵

︶
，
士
女
裝
扮
，
立
於
佛
右

側
，
雙
手
合
十
，
向
佛
啟
稟
，
此
十
千
位

天
子
於
往
昔
有
何
勝
行
，
種
何
善
根
，
暫

時
聽
聞
此
經
，
便
能
得
佛
授
記
，
佛
告
菩

提
樹
神
，
彼
十
千
位
天
子
因
過
去
久
修
正

行
誓
願
因
緣
，
今
又
聽
聞
此
經
及
三
菩
薩

授
記
事
，
心
無
瑕
穢
，
故
予
授
記
。

十
四
、

︵
寶
髻
佛
之
像
法
時
天
自
在
王

國
中
遇
疾
疫
︶

十
四
至
十
六
均
描
繪
︿
除
病
品
﹀
之

內
容
，
承
前
品
菩
提
樹
神
之
問
，
佛
再
說

十
千
位
天
子
的
本
願
因
緣
，
在
過
去
無
量

阿
僧
祇
劫
寶
髻
佛
涅
槃
後
的
像
法
時
，
圖

中
以
一
佛
作
涅
槃
相
表
示
之
，
有
天
自
在

光
王
治
世
，
其
國
內
諸
眾
生
皆
遇
疾
疫
，

為
病
苦
所
逼
。

十
五
、

︵
流
水
見
苦
生
悲
向
慈
父
學
醫
術
︶

天
自
在
光
王
國
中
有
一
長
者
子
名
流

水
︵

︶
，
彼
見
眾
生
受
疾
疫
之
苦
，

心
生
悲
憫
，
發
願
向
其
父
持
水
︵

︶

學
習
醫
術
，
以
便
救
治
病
患
，
圖
中
持
水

坐
於
墊
上
，
雙
手
張
開
，
作
講
說
解
釋

狀
，
流
水
拱
手
端
坐
其
側
，
聆
聽
其
父
之

教
。

十
六
、

︵
深
解
醫
典
遍
諸
鄉
里
救
病
苦
相
︶

流
水
既
從
其
父
學
得
醫
術
，
乃
遍

至
各
城
邑
聚
落
，
療
治
眾
病
。
圖
中
繪
三

流
水
：
一
正
在
桌
上
擣
藥
，
桌
旁
藥
箱
一

只
，
以
及
一
布
鋪
地
，
上
置
種
種
藥
材
，

其
右
一
人
半
臥
席
上
，
流
水
於
旁
問
診
，

其
下
有
一
床
榻
，
流
水
正
攙
扶
一
贏
弱
的

病
患
。
︵
圖
六
︶

十
七
、

︵
流
水

領
二
子
行
至
深
險
處
︶

以
下
各
圖
描
繪
︿
長
者
子
流
水
品
﹀
，

本
品
仍
承
前
品
敘
述
釋
迦
之
前
生
為
長
者

子
流
水
，
救
度
十
千
尾
池
魚
的
故
事
。
某

時
，
流
水
帶
其
二
子
水
滿
︵

︶
、
水  

藏
︵

︶
行
遊
，
經
城
邑
聚
落
，
來
至
空

谷
深
險
之
處
。
圖
中
大
人
即
流
水
，
二
小

孩
即
其
二
子
，
旁
邊
山
岩
峭
立
，
溪
澗
奔

流
。

十
八
、

︵
食
肉
等
類
皆
趨
一
方
探
其
緣
由
︶

承
前
圖
，
父
子
三
人
見
豺
、
狼
、

狐
、
玃
、
鵰
、
鷲
等
諸
食
肉
類
禽
獸
，
皆

飛
奔
一
方
而
去
，
流
水
心
覺
有
異
，
前
往

探
其
緣
由
。
圖
中
畫
虎
狼
梟
鷲
六
隻
，
張

牙
舞
爪
，
飛
奔
一
水
池
。
︵
圖
七
︶

十
九
、

︵
至

野
生
池
邊
見
水
少
魚
多
︶

三
人
隨
鳥
獸
來
到
荒
野
水
池
邊
，
見

眾
魚
裸
露
翻
滾
。
圖
中
畫
一
水
池
，
有
五

條
魚
幾
乎
露
出
全
身
，
池
旁
猛
獸
虎
視
眈

眈
正
準
備
吞
噬
。

二
十
、

︵
樹

神
顯
現
半
身
教
勸
流
水
︶

圖
中
池
邊
繪
一
大
樹
，
有
一
人
從
樹

幹
中
露
出
半
身
，
即
樹
神
，
面
向
流
水
，

告
訴
他
你
的
名
字
叫
流
水
，
有
二
個
意

義
，
一
是
能
讓
水
流
，
一
是
能
施
捨
水
，

今
池
中
魚
多
水
少
，
應
悲
愍
這
些
魚
，
本

著
你
名
字
的
意
義
，
設
法
給
它
們
水
。
流

水
聽
後
，
生
起
更
大
之
悲
心
，
此
時
烈
日

曝
晒
，
十
千
尾
池
魚
痛
苦
翻
轉
，
頻
臨
死

亡
，
流
水
乃
先
折
一
樹
枝
，
蓋
在
池
上
，

遮
蔭
池
魚
，
即
池
旁
一
人
持
樹
枝
正
欲

圖六　深解醫典遍諸鄉里救病苦相圖七　食肉等類皆趨一方探其緣由



2012年9月　114115　故宮文物月刊·第354期

尺幅藏大千　點畫開法界—院藏西夏文刊本《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九扉畫賞析

學與思

︵
載
水
灌
池
向
父
取
食
以
布
施
魚
︶

流
水
父
子
三
人
帶
著
二
十
隻
大
象
，

又
從
酒
家
借
來
酒
囊
，
到
河
裡
裝
水
，
讓

象
馱
到
池
邊
，
灌
滿
水
池
，
又
從
父
親

處
，
取
得
家
中
食
物
，
餵
食
池
魚
。
圖
中

一
人
提
裝
滿
水
之
酒
囊
，
準
備
將
囊
放
到

象
背
，
下
有
二
象
，
代
表
二
十
隻
象
，
背

上
均
馱
著
酒
囊
，
其
下
池
邊
有
一
人
，
正

卸
下
酒
囊
，
把
水
倒
進
水
池
。
︵
圖
八
︶

二
三
、

︵
聞

最
深
法
要
命
終
得
生
天
︶

流
水
餵
完
魚
後
，
為
使
彼
等
來
世
能

脫
離
畜
生
道
，
往
生
三
十
三
天
，
即
潛
入

水
中
為
眾
魚
宣
說
寶
髻
佛
名
號
、
十
二
緣

起
法
及
相
應
陀
羅
尼
。
即
圖
中
圓
圈
，
寶

髻
佛
跏
趺
坐
其
中
，
佛
光
普
照
，
周
邊
有

十
二
隻
金
剛
杵
，
代
表
十
二
緣
起
法
。

二
四
、

︵
四

王
於
佛
前
獻
守
護
密
咒
︶

圖
中
四
大
天
王
分
立
於
佛
左
右
，

聽
聞
佛
說
長
者
子
流
水
的
昔
日
因
緣
，
及

十
二
緣
起
法
的
殊
勝
，
乃
於
佛
前
獻
咒
，

擁
護
此
法
。

二
五
、

︵
憶
往
昔
暗
中
報
流
水
恩
彼
國

花
雨
及
膝
︶

十
千
尾
池
魚
命
終
後
轉
生
為
三
十
三

天
的
十
千
位
天
子
，
憶
起
前
生
流
水
救
命

及
說
法
事
，
為
報
其
恩
，
乃
暗
中
來
到
流

水
住
處
，
見
流
水
安
睡
高
樓
，
乃
以
種
種

珍
珠
瓔
珞
置
其
床
側
、
腳
下
及
左
右
脅
，

並
降
下
天
曼
陀
羅
花
，
深
及
膝
蓋
，
天
空

光
明
普
照
，
並
出
種
種
美
妙
天
樂
，
令
睡

夢
中
的
民
眾
，
多
驚
醒
過
來
。
圖
中
畫
一

屋
宅
，
流
水
正
睡
在
高
樓
中
，
樓
上
十
千

位
天
子
乘
祥
雲
而
至
，
從
空
中
降
下
種
種

珍
寶
，
遍
滿
房
舍
內
外
。

二
六
、

︵
國
王
驚
愕
問
何
緣
由
流
水
答

已
王
大
歡
喜
︶

翌
日
，
天
自
在
光
王
問
大
臣
，
昨

夜
國
中
產
生
瑞
相
的
原
因
，
大
臣
請
王
召

流
水
來
問
，
流
水
向
王
述
說
池
魚
生
天
及

報
恩
諸
事
，
王
聽
後
，
非
常
歡
喜
，
圖

中
天
自
在
光
王
端
坐
殿
上
，
流
水
及
大
臣

正
向
王
稟
報
發
生
瑞
相
的
事
由
。
當
講

完
流
水
和
十
千
尾
池
魚
的
故
事
後
，
佛
再

總
結
告
訴
菩
提
樹
神
，
當
時
的
流
水
就
是

他
自
己
，
持
水
長
者
就
是
妙
幢
菩
薩
，
長

子
水
滿
即
是
銀
幢
，
次
子
水
藏
是
銀
光
，

天
自
在
光
王
就
是
菩
提
樹
神
你
，
十
千
尾

池
魚
就
是
十
千
位
天
子
，
因
彼
等
前
生
，

已
植
善
根
，
今
又
來
聽
︽
金
光
明
最
勝
王

經
︾
，
故
特
為
授
記
將
來
成
佛
。

佛
教
傳
入
中
國
後
，
於
政
治
、
社

會
、
思
想
、
文
化
、
藝
術
、
風
俗
各
方

面
都
產
生
了
莫
大
的
影
響
，
在
其
發
展
的

過
程
中
，
對
我
國
印
刷
術
的
發
明
與
運

用
，
也
有
著
密
切
的
關
係
，
從
現
存
的
唐

代
雕
版
印
刷
品
，
無
論
是
韓
國
慶
州
佛
國

寺
發
現
的
︽
無
垢
淨
光
大
陀
羅
尼
經
︾
，

成
都
出
土
的
︽
陀
羅
尼
經
咒
︾
，
亦
或
是

咸
通
九
年
︵
八
六
八
︶
的
︽
金
剛
經
︾
，

幾
乎
都
是
佛
教
印
刷
品
，
由
此
看
來
雕
版

印
刷
術
也
可
能
是
由
佛
教
僧
侶
倡
導
，
并

由
雕
刻
工
匠
參
與
而
試
驗
成
功
的
。
反
過

來
說
，
印
刷
術
對
書
籍
的
複
製
和
流
通
也

起
了
很
大
的
助
力
，
更
是
一
件
弘
法
的
利

器
，
因
此
出
於
信
仰
的
需
要
，
佛
教
徒
利

用
印
刷
術
雕
刻
了
許
多
精
美
的
經
書
，
而

為
了
莊
嚴
佛
經
，
甚
至
利
用
圖
畫
對
群
眾

的
廣
染
力
，
往
往
在
經
冊
中
附
以
插
圖
，

來
吸
引
讀
者
，
隨
著
版
畫
技
術
的
進
步
，

從
簡
單
的
構
圖
，
演
變
到
繁
複
的
佈
局
，

甚
至
把
描
繪
經
文
內
容
的
經
變
圖
，
從
繪

在
牆
面
的
壁
畫
，
改
用
刻
版
，
置
於
經
卷

的
前
端
，
成
為
尺
幅
的
扉
畫
，
使
定
點
單

一
的
圖
像
，
化
身
千
萬
，
散
入
五
湖
四

海
。
這
些
插
圖
原
本
只
有
傳
播
佛
法
的
實

用
目
的
，
但
經
畫
家
的
巧
妙
構
思
，
刻
工

精
湛
的
雕
琢
，
往
往
成
為
一
件
不
可
多
得

的
藝
術
品
，
此
幅
扉
畫
即
是
如
此
，
而
具

有
以
下
三
項
特
色
：

一
、
內
容
翔
實
、
切
中
要
點

扉
畫
既
是
描
繪
佛
經
內
容
，
則
必

須
忠
實
於
佛
經
，
將
經
典
的
要
義
儘
量
詳

盡
地
圖
繪
出
來
，
本
卷
五
品
經
文
主
要
敘

述
：
善
生
王
聽
聞
金
光
明
經
的
經
過
，

佛
命
諸
天
藥
叉
擁
護
是
經
的
教
敕
，
為
妙

幢
、
銀
幢
、
十
千
天
子
授
記
，
及
世
尊
前

生
流
水
的
故
事
，
此
扉
畫
對
於
經
中
所
出

現
的
人
物
，
也
都
如
其
身
份
和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忠
實
詳
盡
的
圖
繪
出
來
，
如
同
一

善
生
王
，
有
側
臥
御
榻
的
、
有
拱
手
禮
請

寶
積
的
、
有
跪
地
發
願
的
；
同
是
佛
像
，

有
橫
臥
作
涅
槃
相
的
寶
髻
如
來
、
有
結
說

法
印
的
釋
迦
牟
尼
、
有
結
禪
定
印
的
不
動

如
來
；
同
一
四
天
王
，
有
分
立
兩
旁
聽
佛

說
法
的
四
天
王
、
有
立
於
說
法
比
丘
前
作

護
衛
的
四
天
王
；
同
一
流
水
，
有
聽
其
父

講
解
醫
理
的
流
水
、
有
擣
藥
為
人
治
病
的

流
水
、
有
攜
子
出
遊
的
流
水
、
救
度
池
魚

的
流
水
、
樓
中
酣
睡
的
流
水
；
其
他
如
動

物
大
象
、
池
魚
、
虎
豹
、
豺
狼
、
鷹
鷲
，

場
所
如
宮
殿
、
屋
宅
、
山
林
、
水
涯
，
也

都
按
經
文
所
說
一
一
詳
繪
。

二
、
構
圖
新
穎
、
頗
富
奇
趣

扉
畫
雖
以
描
繪
經
文
內
容
的
為
主
，

但
在
構
圖
佈
局
及
線
條
造
型
的
表
現
手

法
，
也
必
須
遵
循
繪
畫
藝
術
的
創
作
原

理
，
才
能
吸
引
人
。
此
幅
從
線
條
造
型
來

圖八　載水灌池向父取食以布施魚

遮
蓋
水
池
，
又
四
處
尋
找
池
水
枯
竭
的
原

因
，
發
現
其
水
源
，
因
上
流
漁
夫
為
捕
魚

故
，
以
大
石
堵
塞
河
流
，
水
下
不
來
，
即

圖
中
河
源
上
頭
堆
滿
巨
石
，
阻
斷
水
流
。

二
一
、

︵
往

王
所
稟
告
取
二
十
大
象
︶

流
水
發
現
河
中
大
石
非
短
時
間
所
能

疏
濬
，
乃
前
往
王
宮
，
請
求
天
自
在
光
王

借
大
象
二
十
隻
，
載
水
灌
池
以
救
池
魚
，

王
欣
然
答
應
予
以
二
十
隻
大
象
。
圖
中
有

一
城
牆
，
內
有
大
象
二
隻
，
表
示
皇
家
象

廄
中
的
二
十
隻
大
象
。

二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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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
是
出
自
一
人
之
手
，
風
格
拙
稚

古
厚
，
不
以
細
緻
的
線
條
、
圓
熟
的
造
型

取
勝
，
這
或
許
與
出
自
民
間
畫
工
刻
手
有

關
，
非
若
皇
家
之
精
雕
細
槧
，
但
也
凸
顯

西
北
地
區
民
眾
對
此
一
古
拙
趣
味
的
愛

好
，
尤
其
在
大
寫
意
的
筆
觸
中
，
更
能
讓

觀
賞
者
悠
遊
於
圖
象
之
外
。
至
於
實
際
的

構
圖
，
是
按
人
物
的
重
要
性
來
決
定
其
造

型
的
大
小
和
位
置
的
主
次
，
釋
迦
牟
尼
是

教
主
，
也
是
本
經
的
講
主
，
故
以
他
的
比

例
為
最
大
，
且
放
在
最
顯
著
的
位
置
，
一

翻
開
書
冊
，
就
見
到
他
，
且
整
個
畫
面
也

都
以
他
為
中
心
而
展
開
，
次
要
的
人
物
則

按
比
例
依
次
縮
小
，
如
吉
祥
天
女
、
妙

幢
、
銀
幢
、
銀
光
、
十
千
天
子
等
，
並
且

以
眾
星
拱
月
的
方
式
，
圍
繞
在
主
尊
的
四

周
，
來
襯
托
主
尊
的
重
要
性
。
故
事
所
占

畫
幅
的
大
小
也
是
按
其
情
節
的
多
寡
而

定
，
如
流
水
的
故
事
，
內
容
佔
整
卷
的
一

大
半
，
故
畫
幅
也
佔
了
整
幅
的
一
半
以

上
，
其
他
內
容
較
少
的
，
則
畫
幅
的
面
積

也
相
對
地
減
少
。

圖
像
排
列
的
次
第
，
都
從
右
半
部

的
主
尊
釋
迦
開
始
，
先
向
右
下
，
再
往
左

延
伸
，
最
後
再
往
右
回
到
主
尊
，
使
各
個

圖
面
，
互
相
呼
應
，
成
一
整
體
。
在
布
局

上
，
人
物
造
型
大
小
相
間
，
動
靜
交
錯
，

使
整
個
畫
面
均
衡
而
不
呆
板
，
活
潑
而
有

節
奏
。其

次
同
樣
一
組
人
物
或
一
個
人
，
也

因
角
色
的
更
換
或
區
別
個
體
的
需
要
，
在

其
裝
飾
上
予
以
變
化
，
如
四
天
王
所
戴
的

兜
鍪
，
十
千
天
子
的
王
冠
，
各
各
不
同
，

又
如
流
水
有
時
戴
冠
，
有
時
不
戴
冠
露
出

髮
髻
。人

物
的
造
型
，
有
立
、
有
行
、
有

臥
，
有
胡
跪
、
有
跪
雙
腿
的
，
有
盤
坐
、

有
側
坐
，
有
正
面
、
有
側
面
、
有
背
面
，

有
合
掌
恭
敬
作
聆
聽
狀
、
有
伸
手
作
講
說

指
示
狀
，
而
動
物
的
表
情
也
不
同
，
搶
食

池
魚
的
豺
狼
虎
鷲
，
張
牙
吞
噬
地
奔
向
池

邊
，
王
廄
中
的
大
相
，
昂
首
回
頭
悠
遊
從

容
，
而
池
邊
負
水
的
大
象
，
俯
首
向
下
正

努
力
工
作
。

其
次
也
用
具
象
的
手
法
來
表
現
抽
象

的
概
念
，
用
一
圈
十
二
金
剛
杵
代
表
十
二

緣
起
法
︵
圖
九
︶
，
以
一
佛
作
睡
臥
狀
，

表
涅
槃
。
︵
圖
十
︶

在
人
物
和
動
物
的
數
量
上
，
以
一

當
十
或
千
，
如
十
千
天
子
，
只
畫
十
人
，

二
十
大
象
，
只
畫
二
隻
等
等
，
無
不
顯
示

作
者
構
圖
佈
局
的
巧
思
，
及
別
出
心
裁
的

手
法
。

三
、
扉
畫
奇
珍
、
經
變
瑰
寶

傳
世
的
西
夏
文
獻
，
以
俄
國
於
黑

水
城
所
獲
者
最
多
，
有
八
千
多
個
編
號
，

而
這
批
文
獻
，
佛
經
又
占
大
部
分
，
這
些

漢
文
和
西
夏
文
佛
經
在
卷
首
有
的
附
有
扉

畫
，
依
其
構
圖
和
題
記
的
有
無
又
可
分
為

五
大
類
：
一
、
僅
有
說
法
圖
而
無
題
記
；

二
、
有
說
法
圖
、
題
記
，
但
只
記
人
物
名

號
或
簡
短
咒
語
；
三
、
只
經
變
圖
而
無
題

記
，
即
除
了
畫
主
尊
說
法
之
法
會
場
景

外
，
又
將
經
文
內
容
情
節
描
繪
出
來
，
但

無
題
記
；
四
、
有
經
變
圖
並
附
題
記
，
但

經
變
圖
中
，
主
尊
說
法
圖
和
內
容
圖
像
不

相
融
合
一
起
，
即
於
說
法
圖
外
，
用
獨
立

的
小
方
格
畫
經
中
的
內
容
；
五
、
有
經
變

圖
並
附
題
記
，
且
主
尊
說
法
與
內
容
圖
繪

組
合
成
一
完
整
畫
面
。
在
上
述
五
類
中
，

一
、
二
只
有
說
法
圖
，
其
作
用
在
於
莊
嚴

佛
經
，
而
欠
缺
對
經
文
內
容
的
描
繪
，
第

三
類
雖
是
經
變
，
但
無
題
記
，
除
非
熟
解

經
文
，
否
則
很
難
辨
別
畫
的
是
那
段
情

節
，
而
四
、
五
類
，
則
不
但
有
美
化
佛
經

的
作
用
，
在
實
用
上
，
也
能
從
中
得
知
經

典
梗
概
，
但
以
藝
術
技
巧
的
表
現
手
法
，

第
五
類
難
於
第
四
類
，
它
不
像
第
四
類
是

採
取
分
割
的
畫
面
，
可
獨
立
分
別
處
理
，

第
五
類
將
各
各
情
節
的
圖
像
，
濃
縮
成
一

個
畫
面
，
必
須
顧
慮
到
各
自
的
獨
立
性
，

又
要
照
應
全
體
的
相
互
關
係
，
其
藝
術
價

值
較
高
，
是
上
述
五
類
扉
畫
發
展
的
最
高

形
式
，
本
卷
扉
畫
即
屬
於
此
類
，
故
彌
足

珍
貴
。歷

來
佛
經
的
經
變
多
以
壁
畫
的
形

式
出
現
，
其
種
類
甚
多
，
例
如
：
維
摩

變
、
千
缽
文
殊
變
、
金
剛
經
變
、
本
行
經

變
、
彌
勒
變
、
華
嚴
變
、
除
災
患
變
、
法

華
變
、
日
藏
月
藏
變
、
業
報
差
別
變
、
十

輪
經
變
、
藥
師
變
、
寶
積
經
變
、
楞
嚴

經
變
、
智
度
論
色
偈
變
等
，
金
光
明
經
雖

為
其
中
一
種
，
但
不
多
見
，
︽
歷
代
名
畫

記
︾
卷
三
長
安
淨
土
院
條
曾
載
：
﹁
︵
小

殿
內
︶
東
南
角
，
吳
弟
子
李
生
畫
金
光
明

經
變
。
﹂
但
原
蹟
已
毀
，
實
物
如
何
不
得

而
知
，
存
世
相
關
的
金
光
明
經
變
壁
畫
有

敦
煌
莫
高
窟
第
二
五
四
窟
和
四
二
八
窟
及

千
佛
洞
第
一
三
五
窟
，
所
繪
的
薩
埵
太
子

捨
身
餵
虎
的
故
事
，
此
故
事
雖
是
本
經
卷

十
第
二
十
六
品
︿
捨
身
品
﹀
的
內
容
，
但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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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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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樣
的
情
節
也
出
現
在
︽
賢
愚
經
︾
、

︽
大
寶
積
經
︾
、
︽
菩
薩
本
行
經
︾
等
經

典
，
很
難
說
一
定
出
自
本
經
，
至
於
扉

畫
的
金
光
明
經
變
，
只
有
一
九
八○

年

十
二
月
，
江
蘇
江
陰
縣
北
宋
瑞
昌
縣
君

孫
四
娘
子
墓
所
出
土
的
北
宋
端
拱
元
年

︵
九
八
九
︶
漢
文
刊
本
︽
金
光
明
經
︾
四

卷
本
，
每
卷
卷
首
均
刻
有
經
變
圖
的
扉
畫

一
幅
，
雖
其
線
條
細
勁
流
暢
，
但
人
物
神

態
板
滯
，
林
園
竹
石
背
景
雕
琢
繁
複
，
占

畫
面
一
大
半
，
使
主
題
不
明
確
，
犯
了
喧

賓
奪
主
的
缺
失
，
其
次
在
內
容
上
，
出
土

的
只
有
四
幅
，
而
本
經
除
卷
二
已
佚
，
卷

三
、
卷
六
、
卷
八
扉
畫
無
存
外
，
尚
存
卷

一
、
四
、
五
、
七
、
九
、
十
等
六
幅
，
在

數
量
和
內
容
都
較
出
土
的
北
宋
本
為
多
，

因
此
本
經
的
扉
畫
無
疑
是
存
世
金
光
明
經

變
中
最
豐
富
且
最
有
價
值
的
瑰
寶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圖九　十二金剛杵代表十二緣起法

圖十　佛作睡臥狀表涅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