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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期
文
獻

在
現
存
年
代
最
早
的
藏
文
文
獻—

敦
煌
藏

文
寫
卷
中
，
提
到
中
國
的
孔
子
時
，
對
應
的
藏

文
為kong tse

︵
孔
澤
︶
或kong tshe

︵
孔
策
︶
。

這
表
示
至
少
在
十
一
世
紀
中
葉
以
前
，
已
有
人

使
用
前
述
藏
文
記
載
孔
子
的
名
字
。
十
八
世
紀

的
西
藏
學
者
土
觀
羅
桑
却
吉
尼
瑪
︵
一
七
三
七

∼

一
八○

二
︶
在
介
紹
中
國
儒
家
的
創
始
人
時

說
：
﹁
開
始
時
，
導
師
是
以K

hung phu'u tsi

或K
hung tse

著
稱
。
由
於
西
藏
人
無
法
發
出
像

中
國
話
一
樣
的
音
，
因
此
稱
他
作
孔
澤
︵kong 

tse

︶
。
︵
註
一
︶
﹂
這
段
描
述
對
西
藏
人
以
孔
澤

稱
呼
孔
子
的
原
因
提
出
合
乎
情
理
的
解
釋
。
從

敦
煌
寫
卷
以
至
於
土
觀
的
敍
述
，
可
知
自
早
期

至
近
代
，
對
應
孔
子
的
藏
文
通
常
記
作kong tse

︵
孔
澤
︶
。

在
藏
文
文
獻
中
，
孔
澤
經
常
附
加
楚
吉
杰

波
︵'phrul gyi rgyal po
︶
，
或
其
簡
稱
楚
杰

︵'phrul rgyal

︶
。
也
經
常
見
到
孔
澤
楚
吉
布

︵kong tse 'phrul gyi bu

︶
、
孔
澤
楚
瓊
︵kong 

tse 'phrul chung

︶
或
是
孔
澤
楚
布
瓊
︵kong 

tse 'phrul bu chung

︶
等
名
稱
。
這
些
稱
謂
中

都
有
楚
︵'phrul

︶
字
，
似
乎
暗
示
孔
澤
的
形
象

和
﹁
楚
﹂
字
存
在
某
種
關
聯
。
學
者
對
﹁
楚
﹂

字
的
詮
釋
各
不
相
同
：
有
將
其
理
解
為
﹁
具
有

特
殊
能
力
﹂
者
，
也
有
指
出
其
對
應
的
中
文
為

﹁
聖
﹂
，
應
當
意
指
﹁
智
慧
﹂
者
。
另
有
學
者

雖
然
承
認
在
早
期
藏
文
文
獻
中
，
該
字
通
常
有

神
奇
︵m

agic

︶
或
幻
象
︵illusion

︶
的
意
思
，

卻
認
為
﹁
楚
﹂
字
預
示
了
自
十
二
世
紀
起
在
西

藏
開
始
普
遍
的
轉
世
制
度
。
此
看
法
被
其
他
學

者
以
無
法
在
十
一
世
紀
之
前
的
文
獻
中
找
到
此

種
解
釋
的
證
據
為
由
加
以
駁
斥
。
︵
註
二
︶

對
於

從
中
文
尋
找
對
應
藏
文
語
詞
的
研
究
方
法
，
有

學
者
表
示
反
對
，
認
為
藏
文
稱
號
的
含
意
和
其

西
藏
消
災
儀
式
的
文
獻
中
有
一
位
引
人
注
目
的
人
物
孔
澤
楚
吉
杰
波
︵
簡
稱
孔
澤
︶
，
他
被
視
為
該
儀
式
的
創
始

人
。
儀
式
進
行
時
，
法
師
經
常
提
到
孔
澤
的
權
威
，
以
威
嚇
或
勸
說
的
方
式
命
令
鬼
怪
儘
速
離
去
。
孔
澤
的
權
威

角
色
對
於
消
災
儀
式
費
心
營
造
的
神
秘
效
果
頗
具
加
強
作
用
。

根
據
西
藏
命
理
學
的
傳
承
，
孔
澤
楚
吉
杰
波
就
是
中
國
的
孔
子
︵
西
元
前
五
五
一

∼

前
四
七
九
︶
。
然
而
，
眾
所

周
知
，
孔
子
並
不
好
談
論
未
知
世
界
或
非
常
現
象
。
此
傾
向
與
孔
澤
的
形
象
並
不
相
符
。
西
藏
人
如
何
轉
化
中
國

的
孔
子
為
孔
澤
？
本
文
將
自
藏
文
文
獻
中
尋
求
解
答
。

藏
文
文
獻
中
的
孔
子

林
純
瑜

對
西
藏
人
的
意
義
並
不
見
得
等
同
透
過
中
文
思

維
所
瞭
解
到
的
含
意
。
學
者
認
為
西
藏
人
肯
定

會
以
最
平
常
的
解
釋
來
理
解
﹁
楚
﹂
，
並
與
統

治
者
的
神
話
相
結
合
，
將
他
們
的
偉
大
統
治
者

描
繪
為
具
有
神
奇
力
量
的
天
神
的
化
身
。
︵
註
三
︶

孔
澤
楚
吉
布
與
孔
澤
在
敦
煌
寫
卷
中
皆
指

孔
子
。
︵
圖
一
︶
孔
澤
楚
吉
布
也
出
現
在
一
份
內

容
與
西
藏
占
卜
相
關
的
敦
煌
寫
卷
中
。
此
外
，
敦

煌
寫
卷
記
載
的
孔
策
楚
吉
布
︵kong tshe 'phrul 

kyi bu

︶
、
孔
澤
楚
︵dkong tse 'phrul

︶
、
楚

吉
杰
波
李
三
郎
︵'phrul kyi rgyal po li bsam

 

blang

︶
三
個
名
字
曾
經
引
起
學
者
的
注
意
。
有

圖1　 明　《孔聖家語圖》　先聖像　明萬曆己丑（17年）武林吳氏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漢　山東嘉祥齊山村　〈孔子見老子〉畫像石　孔子和老子間之童子據考為項橐　引自張道一，《漢畫故事》，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
2006年10月，頁8。

學
者
將
孔
策
楚
吉
布
譯
作
﹁
有
神
奇
能
力
的
孔
策

之
子
﹂
。
另
有
學
者
將
楚
吉
布
解
釋
為
﹁
有
智
慧

的
小
孩
﹂
，
同
時
提
到
孔
子
與
項
橐
︵
生
卒
年
不

詳
︶
的
對
話
，
指
稱
孔
子
對
極
具
智
慧
的
童
子

項
橐
謙
虛
求
教
，
並
被
認
為
是
一
位
儒
童
。
︵
註

四
︶

根
據
︽
孔
子
項
橐
相
問
書
︾
的
描
述
，
項
橐

雖
然
是
個
小
孩
，
卻
能
以
出
乎
意
料
的
智
慧
回

答
孔
子
所
提
的
各
種
問
題
。
然
而
，
從
對
話
的

內
容
看
來
，
不
僅
孔
子
詢
問
項
橐
的
態
度
很
難

以
謙
虛
來
形
容
，
兩
人
的
對
話
甚
至
明
顯
存
在

張
力
。
以
孔
子
與
項
橐
對
話
的
態
度
將
孔
子
認

定
為
儒
童
的
說
法
並
不
具
說
服
力
。
︵
圖
二
︶



47　故宮文物月刊·第413期 2017年8月　46

藏文文獻中的孔子

展場巡禮

孔
澤
的
修
飾
語
楚
吉
杰
布
很
可
能
原
本
指

吐
蕃
國
王
︵
註
五
︶
，
也
用
來
指
特
殊
的
人
物
，

例
如
：
楚
吉
杰
波
李
三
郎
。
有
學
者
認
為
楚
吉

杰
波
李
三
郎
可
能
是
一
位
中
國
皇
帝
，
因
為
根

據
公
元
八
二
二
年
立
於
拉
薩
的
石
碑
，
李
三
郎

就
是
唐
玄
宗
︵
七
一
二

∼

七
五
六
在
位
︶
。
拉

薩
石
碑
刻
文
中
確
實
有
個
對
應
中
文
﹁
三
郎
開

孔
澤
，
顯
示
對
西
藏
學
者
而
言
，
中
國
皇
帝
似

乎
與
孔
子
存
在
某
種
關
聯
。
︵
圖
四
︶
藏
文
文

獻
中
尚
有
若
干
其
他
相
關
名
字
，
譬
如
：
孔
澤

杰
波
︵rKong rtse'i rgyal po

︶
、
孔
澤
拉
以
杰

波
︵rKong rtse lha yi rgyal po

︶
。
其
中
的
杰

波
意
譯
為
﹁
國
王
﹂
，
都
傳
達
孔
子
與
君
主
身

分
相
關
的
概
念
。
︵
圖
五
︶
或
許
這
種
關
聯
與

苯
教
傳
承
中
出
身
王
室
的
人
物
孔
澤
有
關
。

苯
教
傳
承

苯
教
的
相
關
描
述
大
約
在
與
敦
煌
藏
文
寫

卷
同
時
或
較
其
稍
早
的
年
代
發
展
而
成
。
在
苯

教
教
主
仙
饒
米
渦
的
傳
記
中
，
有
若
干
段
落
提

到
孔
澤
。
在
十
世
紀
末
左
右
發
掘
的
仙
饒
傳
記

略
本
︽
經
集
︾
中
已
載
有
關
於
孔
澤
的
敍
述
。

十
一
世
紀
所
發
現
的
仙
饒
傳
記
中
本
︽
塞
密
︾

對
孔
澤
的
出
身
與
家
鄉
有
詳
細
的
描
述
︵
註
八
︶
：

 

賈
拉
歐
瑪
洲
有
上
萬
個
城
堡
，
每
個
城
堡
均

有
百
戶
人
家
。
孔
澤
楚
吉
杰
波
便
是
出
生
在

其
中
最
殊
勝
，
以
魔
幻
︵'phrul sgyur

︶
佈
局

的
城
中
。
他
的
父
親
卡
達
拉
色
吉
都
堅
國
王
，

母
親
慕
替
拉
塞
歐
瑪
王
后
，
擁
有
政
權
之
寶

等
數
量
遠
勝
於
世
間
人
口
數
的
財
富
。

孔
澤
生
於
一
個
以
魔
幻
佈
局
之
城
。
﹁
魔
幻
﹂

一
詞
暗
示
了
他
名
字
中
﹁
楚
﹂
字
的
意
義
。
︽
塞

密
︾
在
這
段
敍
述
之
後
繼
續
闡
述
：
孔
澤
的
前

世
是
一
位
國
王
，
往
生
後
投
生
為
卡
達
拉
色
吉

都
堅
國
王
之
子
。
︵
圖
六
︶
他
出
生
時
，
雙
手

掌
心
有
三
十
個
形
成
環
狀
的
幻
變
字
母
，
令
其

父
王
非
常
歡
喜
，
為
其
取
名
﹁
中
國
幻
變
之
王

孔
澤
﹂
，
因
為
他
有
中
國
王
室
的
血
統
，
且
出

生
時
雙
掌
上
即
有
幻
變
字
母
。
︵
圖
七
︶

孔
澤
具
有
觀
察
手
上
的
幻
變
字
母
以
預
測

元
聖
文
神
武
皇
帝
﹂
的
頭
銜
，
此
頭
銜
的
確
指

唐
玄
宗
。
由
於
唐
玄
宗
排
行
第
三
，
因
此
被
稱

為
三
郎
。
︵
註
六
︶

但
是
這
並
不
代
表
所
有
三
郎

皆
是
指
唐
玄
宗
。
實
際
上
，
藏
文
文
獻
提
到
唐

玄
宗
時
，
常
冠
上rgya rje

︵
中
國
皇
帝
︶
，
而

非
楚
吉
杰
布
。
這
也
暗
示
楚
吉
杰
波
李
三
郎
並

不
一
定
是
一
位
中
國
皇
帝
。

藏
文
文
獻
提
到
中
國
皇
帝
的
稱
呼
時
，
有

時
會
與
﹁
孔
澤
﹂
結
合
。
史
書
︽
拔
協
︾
談
及

吐
蕃
國
王
與
中
國
公
主
的
婚
姻
時
載
道
︵
註
七
︶
：

 

﹁
由
於
西
藏
人
是
猴
子
的
後
代
，
因
此
沒
有

人
適
合
當
王
后
。
我
們
應
當
迎
娶
中
國
皇
帝

之
女
為
后
。
﹂
說
此
話
的
西
藏
國
王
是
先
祖

父
松
贊
岡
布
，
他
是
觀
音
菩
薩
的
化
身
。
他

的
姻
親
是
中
國
皇
帝
孔
澤
楚
瓊
，
也
是
觀
音

菩
薩
的
化
身
，
其
女
為
文
成
公
主
。
他
懂
算

學
中
的
三
百
六
十
種
占
卜
法
。

松
贊
岡
布
的
姻
親
唐
太
宗
︵
六
二
六

∼

六
四
九

在
位
︶
在
上
文
中
被
稱
作
孔
澤
楚
瓊
，
且
和
算

學
中
的
三
百
六
十
種
占
卜
法
有
關
。
五
世
達
賴

喇
嘛
︵
一
六
一
七

∼

一
六
八
二
︶
在
其
所
著
的

︽
西
藏
王
臣
記
︾
中
也
稱
唐
太
宗
為
孔
澤
楚
瓊
。

罷
渦
祖
拉
陳
瓦
︵
一
五○

四

∼
一
五
六
四
／

一
五
六
六
︶
在
︽
賢
者
喜
宴
︾
中
則
以
孔
澤
楚

杰
稱
呼
唐
太
宗
。
︵
圖
三
︶
這
些
稱
謂
中
皆
有

圖3 《賢者喜宴》提到唐太宗時以孔澤楚杰稱呼　引自罷渦祖拉陳瓦（dPa' bo gtsug lag 'phreng 
ba），《賢者喜宴》（mKhas pa'i dga' ston），New York: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f 
World Religions, vol. Ja, 28v2.

圖4　《賢者喜宴》書頁全貌　前引自《賢者喜宴》vol. Ja, 8v1-9r7.圖7　 金　孔元措　《孔氏祖庭廣記》
卷1，頁1　引自中國哲學電子書
計畫

圖5　 《賢者喜宴》提到唐太宗時冠上「杰波」頭銜　前引自《賢者喜宴》vol. Ja, 28v1.

圖6　 苯教創立者仙饒米渦的一生　唐卡　局部　孔澤出生圖（取自圖8最上方）　
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Thierry Ollivier攝影　RMN-Grand Palais 
(musée Guimet, Paris)代理　東方IC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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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來
的
能
力
，
且
擅
長
誦
咒
。
為
了
宣
揚
苯
教

教
法
，
他
建
造
了
一
座
苯
教
寺
廟
。
然
而
，
他

卻
無
法
對
抗
蓄
意
破
壞
的
鬼
怪
。
幸
賴
教
主
仙

饒
協
助
，
寺
廟
得
以
保
全
，
孔
澤
也
因
此
成
為

仙
饒
的
弟
子
。
仙
饒
後
來
娶
孔
澤
之
女
楚
姬
為

妻
，
並
生
有
一
子
，
取
名
楚
布
瓊
。
仙
饒
並
將

三
百
六
十
種
占
卜
法
全
數
傳
給
楚
布
瓊
。
︵
圖

八
︶
有
趣
的
是
：
孔
澤
的
女
兒
和
孫
子
名
字
中

都
有
﹁
楚
﹂
字
，
與
他
出
生
於
幻
變
之
城
以
及

他
雙
手
掌
心
上
的
幻
變
字
母
中
的
﹁
楚
﹂
字
完

全
相
同
。

有
西
藏
學
者
認
為
：
孔
澤
的
原
型
就
是
孔

子
。
事
實
上
，
︽
塞
密
︾
中
有
關
孔
澤
遠
離
家
鄉
，

雲
遊
各
地
的
描
述
令
人
聯
想
起
孔
子
周
遊
列
國

的
記
載
。
︵
圖
九
︶
他
在
旅
途
中
與
童
子
洽
肯

則
嵐
眉
的
對
話
，
學
者
認
為
，
是
改
編
自
孔
子

與
項
橐
的
故
事
。
︵
註
九
︶

完
成
於
十
四
世
紀
的
仙
饒
傳
記
長
本
︽
昔

寂
︾
描
述
孔
澤
的
故
鄉
位
於
﹁
聖
地
歐
摩
隆
仁

的
西
方
，
黑
色
金
商
江
畔
，
大
山
大
拉
波
山
山

腳
，
大
海
當
拉
棲
千
岸
邊
，
一
個
稱
作
詭
傑
賈

以
域
的
地
方
。
﹂
這
個
詭
傑
賈
以
域
就
是
孔
澤

父
王
的
王
國
所
在
地
，
位
於
苯
教
聖
地—

教
主

仙
饒
的
出
生
地—

歐
摩
隆
仁
的
西
方
。
至
於
孔

子
，
則
來
自
中
國
，
根
據
苯
教
文
獻
，
位
於
歐

摩
隆
仁
的
東
方
，
與
孔
澤
家
鄉
的
方
向
恰
好
相

反
，
顯
然
有
混
淆
的
情
形
。
︵
註
十
︶

假
使
仔
細

審
查
前
文
中
所
提
到
金
商
江
、
大
拉
波
山
，
會

發
現
這
些
名
稱
很
可
能
是
中
文
的
音
譯
。
這
些

跡
象
或
可
視
為
︽
昔
寂
︾
作
者
有
意
將
孔
澤
與

中
國
相
互
聯
結
的
線
索
。
苯
教
學
者
將
鄰
國
的

知
名
人
物
加
以
改
裝
重
塑
之
後
，
創
造
出
一
位

新
人
物
，
並
將
之
納
入
自
己
的
傳
統
中
。
其
中

的
過
程
與
結
果
充
分
展
現
西
藏
文
明
對
於
異
文

化
的
容
受
度
與
轉
化
能
力
。

孔
澤
在
苯
教
傳
統
中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他

擅
長
占
卜
，
是
苯
教
四
位
重
要
大
師
之
一
；
也

有
文
獻
將
他
視
為
教
主
仙
饒
的
化
身
之
一
。
︵
註

十
一
︶
︽
塞
密
︾
中
孔
澤
可
依
雙
掌
上
的
神
秘
字

母
預
測
未
來
的
特
殊
能
力
使
他
與
占
卜
產
生
關

聯
。
苯
教
文
獻
對
孔
澤
或
其
孫
楚
布
瓊
的
描
述

都
與
占
卜
有
關
。
這
和
敦
煌
寫
卷
中
孔
澤
楚
吉

布
總
結
各
種
算
學
的
學
問
，
並
確
認
其
相
關
內

容
的
描
述
互
相
呼
應
。

︽
苯
教
大
藏
經‧

丹
珠
爾
︾
所
收
的
若
干

文
獻
被
認
為
是
孔
澤
、
孔
澤
楚
吉
杰
波
或
孔
澤

楚
杰
所
作
。
︵
註
十
二
︶

這
些
文
獻
均
和
儀
式
有

關
。
孔
澤
與
儀
式
產
生
關
聯
的
源
由
令
人
好
奇
。

︽
塞
密
︾
中
關
於
孔
澤
擅
長
誦
咒
的
描
述
或
可

視
為
此
發
展
的
來
源
線
索
之
一
。
孔
子
曾
經
修

訂
包
括
︽
禮
記
︾
在
內
的
︽
五
經
︾
也
可
能
與

此
聯
想
有
關
。
這
些
儒
家
經
典
在
中
國
極
受
重

視
，
以
致
於
甚
至
有
人
以
為
︽
五
經
︾
是
儒
家

所
尊
之
至
聖
先
師
孔
子
所
作
。
︵
註
十
三
︶

此
認

定
和
︽
禮
記
︾
的
主
要
內
容
在
記
載
儀
式
細
節

都
可
能
是
導
致
孔
澤
與
儀
式
產
生
關
聯
的
來
由
。

至
於
孔
澤
與
占
卜
或
命
理
的
關
聯
，
極
可
能
也

是
在
類
似
的
情
形
下
產
生
。
︽
易
經
︾
在
中
國 圖8　 苯教創立者仙饒米渦的一生　唐卡　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Thierry Ollivier攝影　RMN-Grand Palais (musée 

Guimet, Paris)代理　東方IC接洽

圖9　 《塞密》　引自A. H. Francke (ed. and trans.), 
“gZer-myig, A Book of the Tibetan Bonpos, Tibetan 
Text according to the Berlin-Manuscript,” Asia Major 
4(1927): p. 509. 

圖10　《格言集錦—如意寶石》　引自Don dam smra ba'i seng ge, Bśad mdzod yid bźin nor bu, 
reproduced from a rare manuscript from Bhutan, Thimphu, 1967, vol. Ka, 257r4-257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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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理
學
的
發
展
上
佔
有
舉
足
輕
重
的
地
位
。
據

說
孔
子
曾
經
修
訂
︽
易
經
︾
。
孔
澤
很
可
能
因

此
與
占
卜
以
及
中
國
文
化
產
生
聯
結
。
後
來
西

藏
佛
教
學
者
運
用
其
中
的
關
聯
，
經
過
巧
妙
轉

換
，
建
立
了
西
藏
命
理
學
的
系
統
。
孔
澤
便
在

其
中
扮
演
要
角
。

佛
教
傳
承

佛
教
傳
承
對
於
孔
澤
的
描
述
主
要
出
自
西

藏
命
理
學
的
文
獻
記
載
。
西
藏
命
理
學
據
說
起

源
於
中
國
。
十
六
世
紀
的
藏
文
著
作
︽
格
言
集

錦—

如
意
寶
石
︾
有
載
︵
圖
十
︶
：

 

居
住
在
中
國
皇
帝
領
土
上
的
人
民
顯
然
喜
好

外
道
的
知
識
，
對
於
佛
陀
的
教
法
無
法
深
入
。

於
此
，
佛
陀
對
文
殊
師
利
預
言
：
﹁
居
住
在

中
國
領
土
上
的
人
民
無
法
信
受
我
的
勝
義
諦

教
法
。
屬
於
世
俗
諦
的
五
行
均
匯
集
於
算
學

之
中
。
因
此
，
文
殊
師
利
！
你
就
以
算
學
降

伏
他
們
吧
！
﹂

在
佛
教
中
象
徵
智
慧
的
文
殊
師
利
菩
薩
所
運
用

的
降
伏
法
門
即
是
將
五
行
算
學
的
理
論
和
佛
教

的
教
義
互
相
聯
結
。
藉
此
，
算
學
也
被
納
入
佛

教
的
範
疇
中
。
具
體
例
證
如
：
五
行
相
當
於
五

智
；
八
卦
相
當
於
八
正
道
；
九
宮
相
當
於
九

乘
；
十
二
生
肖
相
當
於
佛
陀
十
二
行
相
；
十
二

月
份
相
當
於
十
二
緣
起
；
八
曜
相
當
於
八
識
；

二
十
八
星
宿
相
當
二
十
八
自
在
天
女
等
。
︵
註

十
四
︶

根
據
五
世
達
賴
喇
嘛
，
文
殊
菩
薩
在
五
臺

山
將
西
藏
命
理
學
傳
給
眾
人
之
後
，
命
理
學
便

在
中
國
大
為
流
行
。
︵
圖
十
一
︶
相
關
文
獻
後

來
由
文
成
公
主
帶
至
西
藏
。
文
殊
菩
薩
曾
經
傳

給
孔
澤
許
多
命
理
學
的
基
本
概
念
，
如
：
年
、

月
、
日
、
時
、
生
命
力
、
身
體
、
財
富
、
運
勢
、

八
卦
、
九
宮
等
。
後
來
西
藏
人
在
這
些
概
念
的

基
礎
上
發
展
出
許
多
運
算
模
式
。
︵
註
十
五
︶

相
關
敍
述
在
五
世
達
賴
喇
嘛
的
攝
政
桑
結

嘉
措
︵
一
六
五
三

∼

一
七○

五
︶
的
算
學
經
典

巨
著
︽
白
琉
璃
︾
中
卻
有
些
許
改
變
。
孔
澤
從

追
隨
文
殊
菩
薩
聽
聞
、
學
習
五
行
算
學
的
角
色
，

在
該
書
中
轉
變
為
僅
只
見
了
文
殊
菩
薩
一
面
，

便
自
然
領
悟
稱
作
﹁
解
﹂
的
治
療
方
法
和
稱
作

﹁
道
﹂
的
消
災
儀
式
。
︵
註
十
六
︶

此
聯
結
令
人

想
起
︽
苯
教
大
藏
經‧

丹
珠
爾
︾
中
作
者
為
孔

澤
或
孔
澤
楚
杰
的
文
獻
之
中
有
兩
篇
與
﹁
道
﹂

儀
式
有
關
。
︽
白
琉
璃
︾
在
西
藏
算
學
領
域
佔

有
重
要
地
位
，
後
繼
的
學
者
，
尤
其
是
格
魯
派

的
專
家
，
無
不
依
循
其
記
述
。

桑
結
嘉
措
在
另
一
部
著
作
︽
白
琉
璃
釋
疑
︾

中
宣
稱
算
學
在
西
藏
的
開
端
可
回
溯
至
藏
王
朗

日
松
贊
之
時
，
亦
即
六
世
紀
末
、
七
世
紀
初
。

不
過
，
如
果
將
某
些
﹁
道
﹂
列
入
考
量
，
其
開

端
可
能
更
早
，
或
可
回
溯
至
傳
說
中
的
第
一
位

西
藏
國
王
聶
赤
贊
普
時
期
。
︵
註
十
七
︶

在
聶
赤

贊
普
之
前
，
人
和
鬼
神
的
關
係
極
受
關
注
。
孔

澤
因
此
以
外
來
大
師
的
身
分
被
邀
請
到
西
藏
，

創
作
平
息
不
明
外
力
的
﹁
道
﹂
儀
式
。
就
消
災

儀
式
文
獻
而
言
，
這
段
描
述
提
供
以
孔
澤
楚
杰

為
創
始
人
的
立
論
根
據
。
聶
赤
贊
普
自
天
上
降

至
西
藏
被
視
為
是
觀
音
菩
薩
悲
心
的
示
現
，
孔

澤
造
訪
西
藏
也
同
樣
被
認
為
是
因
觀
音
菩
薩
悲

心
所
致
。
桑
結
嘉
措
並
指
出
：
另
一
傳
承
系
統

認
為
孔
澤
是
在
臧
杰
退
嘎
時
期
到
達
西
藏
，
他

所
創
作
的
儀
式
經
常
與
苯
教
儀
式
混
淆
。
此
陳

述
清
楚
傳
達
了
作
者
區
分
苯
教
與
佛
教
傳
承
的

明
顯
意
圖
，
暗
示
苯
教
與
佛
教
關
於
孔
澤
的
記

載
屬
於
不
同
傳
承
。

︽
白
琉
璃
︾
和
︽
白
琉
璃
釋
疑
︾
中
的
觀

點
被
認
定
為
西
藏
算
學
領
域
中
的
標
準
。
與
中

國
有
頻
繁
接
觸
的
西
藏
學
者
卻
無
法
認
同
其
論

調
。
土
觀
羅
桑
却
吉
尼
瑪
認
為
︵
註
十
八
︶
：

 

西
藏
人
將
孔
澤
楚
吉
杰
波
塑
造
成
一
位
具
有

神
變
能
力
的
國
王
，
並
且
在
某
些
屬
於
西
藏

命
理
學
的
消
災
法
術
中
始
創
現
觀
孔
澤
的
修

持
法
門
等
等
，
︙
︙
這
些
都
有
如
在
黑
暗
中

取
物
一
般
，
全
屬
穿
鑿
附
會
之
說
。

土
觀
認
為
孔
澤
是
個
創
造
出
來
的
人
物
。
他
的 圖11　元　元人文殊洗象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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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註
十
九
︶
：

 

五
行
算
學
，
或
稱
為
西
藏
命
理
學
，
來
源
是

中
國
。
在
第
一
位
中
國
皇
帝
罷
忽
剎
替
時
，

一
位
居
住
在
海
邊
的
百
姓
獻
給
皇
帝
一
隻
金

色
烏
龜
。
皇
帝
仔
細
檢
視
金
色
烏
龜
之
後
，

心
中
出
現
八
卦
的
象
徵
符
號
。
他
根
據
這
些

符
號
創
造
了
與
八
卦
、
九
宮
和
十
二
生
肖
相

關
的
各
種
算
法
。
在
此
基
礎
上
，
轉
世
的
國

王
、
大
臣
及
學
者
們
逐
漸
發
展
出
五
行
算
學
。

後
來
出
現
許
多
相
關
文
獻
，
尤
其
是
孔
夫

子—
—

他
是
文
殊
師
利
的
化
身
，
在
西
藏
以

孔
澤
楚
杰
著
稱
，
他
也
是
無
數
算
學
與
消
災

儀
式
文
獻
傳
承
的
創
始
者
。

以
百
科
全
書
的
形
式
呈
現
的
︽
知
識
寶
庫
︾
著

作
的
宗
旨
在
提
供
讀
者
相
關
主
題
的
基
本
認
識
。

龔
珠
在
該
書
中
對
孔
澤
的
扼
要
說
明
所
傳
達
的

極
可
能
是
普
遍
存
在
於
西
藏
知
識
份
子
之
間
的

共
識
。
︵
圖
十
二
︶

孔
夫
子
是
文
殊
師
利
菩
薩
化
身
的
概
念
見

於
一
份
以
︽
孔
澤
祈
請
供
養
文—

妙
欲
雲
聚
︾

為
題
名
的
儀
軌
中
。
該
文
獻
收
於
雍
和
宮
，
可

能
出
自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
孔
澤
在
其
中
被
描
繪

為
接
受
供
養
的
主
要
神
祇
：
菩
薩
或
未
來
佛
孔

澤
坐
在
宇
宙
大
龜
背
上
，
周
圍
環
繞
百
萬
仙
人
，

以
算
學
怙
主
的
身
份
接
受
禮
敬
。
儀
式
一
開
始

即
先
祈
求
智
慧
怙
主
文
殊
菩
薩
庇
護
，
學
者
認

為
這
代
表
孔
子
相
當
於
文
殊
菩
薩
的
化
身
。
︵
註

二
十
︶

自
敦
煌
藏
文
寫
卷
出
現
孔
澤
一
詞
為
最
早

的
文
獻
證
據
以
來
，
孔
子
在
藏
文
文
獻
中
歷
經

數
百
年
的
演
變
，
在
其
故
鄉
中
國
再
次
受
到
禮

拜
。
相
對
於
中
國
人
視
孔
子
為
至
聖
先
師
，
加

以
禮
拜
的
傳
統
，
西
藏
人
將
這
位
中
國
聖
人
融

入
佛
教
的
系
統
中
，
使
他
以
象
徵
智
慧
的
菩
薩

身
份
，
接
受
信
徒
禮
敬
。

結
語

藏
文
文
獻
中
與
孔
澤
相
關
的
記
載
描
繪
了

西
藏
人
如
何
以
他
們
對
中
國
孔
子
的
印
象
為
基

礎
，
塑
造
出
一
位
屬
於
自
己
系
統
中
的
人
物
。

此
過
程
不
僅
忠
實
呈
現
西
藏
人
的
創
造
力
，
也

揭
示
西
藏
佛
教
徒
採
納
鄰
國
文
化
中
的
重
要
成

份
，
以
達
傳
播
佛
法
目
的
的
意
圖
。
西
藏
佛
教

徒
在
傳
播
佛
法
的
過
程
中
，
藉
由
文
殊
師
利
菩

薩
和
一
位
起
源
於
高
度
發
展
文
明
中
的
聖
人
形

象
，
確
保
他
們
所
新
創
的
，
融
入
佛
教
理
念
的

西
藏
命
理
學
系
統
的
威
信
。

作
者
為
佛
光
大
學
佛
教
學
系
助
理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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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解
透
露
西
藏
學
者
對
於
孔
澤
的
看
法
存
在
岐

見
的
事
實
。
著
名
的
近
代
學
者
蔣
貢
龔
珠
洛
追

塔
耶
︵
一
八
一
三

∼

一
八
九
九
︶
卻
在
︽
知
識

寶
庫
︾
中
對
於
孔
澤
抱
持
延
續
傳
統
觀
點
的
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