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
刻
・
京
都
大
学
文
学
部
図
書
館
蔵
『
南
禅
清
規
』（
一
）

尾
　
u

正
　
善

「
鶴
見
大
学
仏
教
文
化
研
究
所
紀
要
」
第
14
号
（
平
成
21
年
4
月
）
抜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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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
じ
め
に

今
回
翻
刻
す
る
『
南
禅
清
規
』
二
巻
二
冊
（
大
永
五
年
（
一
五
二
五
）
頃
成
立
）
は
、
京
都
大
学
文
学
部
図
書
館
所
蔵
（
請
求
番

号
・
京
都
大
学
・Ind-ph-Q

-36

）
で
あ
る
。
詳
し
い
書
誌
に
関
し
て
は
後
に
論
ず
る
が
、
本
清
規
は
表
題
が
示
す
よ
う
に
南
禅
寺
関
係

の
清
規
で
あ
り
、
京
都
大
学
文
学
部
図
書
館
所
蔵
の
無
著
道
忠
（
一
六
五
三
〜
一
七
四
四
）
関
連
資
料
の
一
つ
で
あ
る
。

本
資
料
に
関
し
て
は
、
す
で
に
「
清
規
研
究
の
問
題
点
―
南
禅
寺
関
係
の
清
規
紹
介
を
兼
ね
て
―
」『
禅
学
研
究
』
第
八
〇
号
（
平

成
一
三
年
〔
二
〇
〇
一
〕
一
二
月
）
・
「
翻
刻
・
龍
谷
大
学
蔵
『
南
禅
諸
回
向
』」『
鶴
見
大
学
仏
教
文
化
研
究
所
紀
要
』
第
一
二
号

（
平
成
一
九
年
〔
二
〇
〇
七
〕
四
月
）
に
お
い
て
紹
介
を
行
っ
た
。
特
に
後
者
の
論
文
に
は
、
南
禅
寺
関
係
六
系
統
の
清
規
を
一
覧
に

し
て
お
り
、
本
清
規
の
位
置
付
け
に
関
し
て
も
詳
し
く
紹
介
し
て
い
る
の
で
、
そ
ち
ら
も
合
わ
せ
て
御
覧
頂
き
た
い
。

翻
刻
・
京
都
大
学
文
学
部
図
書
館
蔵
『
南
禅
清
規
』（
一
）

―『
住
山
記
』
の
記
録
を
通
し
て
―

尾
u

正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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さ
て
、
先
の
論
文
に
も
す
で
に
述
べ
た
が
、
筆
者
は
こ
れ
ま
で
禅
宗
清
規
の
史
料
収
集
・
翻
刻
紹
介
を
数
多
く
行
っ
て
き
た
。
そ
の

作
業
は
曹
洞
宗
に
限
定
せ
ず
、
臨
済
系
の
史
料
も
視
野
に
入
れ
て
扱
っ
て
き
た
。
特
に
南
禅
寺
関
係
の
も
の
に
関
し
て
は
、
ま
と
ま
っ

た
数
の
史
料
が
確
認
さ
れ
て
い
る
こ
と
を
先
の
論
文
で
す
で
に
述
べ
て
い
る
。
こ
れ
ま
で
継
続
的
に
南
禅
寺
関
係
資
料
の
翻
刻
紹
介
を

行
っ
て
き
た
が
、
本
論
も
そ
う
し
た
一
連
の
作
業
の
続
き
と
で
あ
る
こ
と
を
御
理
解
頂
き
た
い
。

な
お
、
本
清
規
は
乾
・
坤
の
上
下
二
卷
本
で
あ
る
が
、
紙
幅
の
関
係
も
あ
り
、
今
回
は
上
巻
の
み
の
翻
刻
と
な
っ
た
。
下
巻
に
関
し

て
は
、
次
号
の
『
仏
教
文
化
研
究
所
紀
要
』
に
て
翻
刻
予
定
で
あ
る
。
ま
た
、
解
説
に
関
し
て
は
、
上
下
巻
の
区
別
な
く
論
じ
て
い
る

の
で
、
詳
し
く
は
次
号
の
論
文
と
合
わ
せ
て
御
覧
頂
き
た
い
。

一
、
表
題
な
ら
び
に
形
状

最
初
に
、
本
清
規
の
簡
単
な
書
誌
を
記
し
て
お
く
。

〔
南
禅
清
規
〕

上
巻
（
乾
）

外
題
　
南
禅
清
規
　
乾
　
（
題
箋
）

内
題
　
五
山
之
上
瑞
龍
山
太
平
興
国
南
禅
寺
規
式
　
巻
上

形
状
　
縦
二
七．

七
セ
ン
チ
・
横
一
八．

七
セ
ン
チ

丁
数
　
九
八
丁

下
巻
（
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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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題
　
南
禅
清
規
　
坤
　
（
題
箋
）

内
題
　
五
山
之
上
瑞
龍
山
太
平
興
国
南
禅
寺
規
式
　
巻
下

奧
書
　
寶
永
己
丑
七
月
初
旬
、
得
二

南
禅
規
式
ノ

一
書
一

、
多
年
疑
冰

然
者
不
レ
一
。
及
レ

謄
寫
訛
文

甚
夥
シ
焉
。
其
著
シ
キ

者
ノ
ハ

、

直
ニ

改
正
。
或
又
且
ク

存
レ

之
、
題
二

於
其
上
方
一ニ

義
辨
復
別
作
二

此
ノ

校
訛
一

、
小
寓
二

評
隲
一

云
、

九
月
晦
日
　
　
　
龍
華
道
忠
識

形
状
　
縦
二
七．

七
セ
ン
チ
・
横
一
八．

六
セ
ン
チ

丁
数
　
九
六
丁
（
下
巻
八
一
丁
・
附
録
八
丁
・
校
訛
七
丁
）

上
下
二
卷
本
で
欠
損
は
な
い
。
但
し
、
江
戸
期
、
無
著
道
忠
の
書
写
で
あ
る
の
で
、
そ
の
時
点
で
不
明
の
箇
所
、
ま
た
誤
字
・
脱
字

と
思
わ
れ
る
箇
所
も
あ
る
。
こ
れ
に
関
し
て
は
、
巻
下
の
道
忠
の
「
校
訛
」
の
箇
所
に
詳
し
い
の
で
そ
ち
ら
を
確
認
頂
き
た
い
。

二
、
成
立
過
程

次
に
『
南
禅
清
規
諸
回
向
』
の
成
立
過
程
に
つ
い
て
確
認
し
て
お
こ
う
。
な
ぜ
、
成
立
時
期
と
せ
ず
過
程
と
し
た
か
と
い
え
ば
、
本

清
規
は
す
で
に
述
べ
た
よ
う
に
、
江
戸
時
代
、
無
著
道
忠
の
書
写
本
で
あ
り
、
そ
の
時
点
ま
で
に
幾
た
び
か
手
の
入
っ
て
い
る
こ
と
が

想
定
さ
れ
る
が
、
そ
の
段
階
を
特
定
で
き
な
い
か
ら
で
あ
る
。

さ
て
、
史
料
中
に
記
さ
れ
る
主
な
年
号
を
見
る
と
以
下
の
よ
う
に
な
る
。（
記
載
年
号
総
て
で
は
な
い
）

永
仁
元
年
　
　
〔
一
二
九
三
〕
＊
（
下
・
附
録1a

、1b

）

貞
治
六
年
　
　
〔
一
三
六
七
〕
＊
（
下
・
附
録8a

）

翻刻・京都大学文学部図書館蔵『南禅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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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
治
二
年
　
　
〔
一
三
六
三
〕
＊
（
下
・
附
録2a

）

文
安
丁
卯
　
　
〔
一
四
四
七
〕
＊
（
下
・
附
録2b

）

文
明
十
九
　
　
〔
一
四
八
七
〕（
下
・13b

）

長
享
三
年
己
酉
〔
一
四
八
九
〕（
下
・81b

）

明
應
二
年
癸
丑
〔
一
四
九
三
〕（
下
・58a

）

文
亀
二
年
壬
戌
〔
一
五
〇
二
〕（
上
・35a

）

永
正
四
丁
卯
　
〔
一
五
〇
七
〕（
下
・1a

）

永
正
九
年
　
　
〔
一
五
一
二
〕（
下
・73b

）

永
正
十
二
　
　
〔
一
五
一
五
〕（
下
・70b

）

永
正
十
三
丙
子
〔
一
五
一
六
〕（
下
・17b

、18a

）

永
正
十
五
年
　
〔
一
五
一
八
〕（
上
・24a
）

大
永
三
年
　
　
〔
一
五
二
三
〕（
上
・20b
、21b
、35b

、58a

、
下
・1b

、14a

、17b

）

大
永
五
年
乙
酉
〔
一
五
二
五
〕（
下
・36a

）

天
文
五
　
　
　
〔
一
五
三
六
〕（
下
・74a

）

寛
永
己
丑
　
　
〔
一
七
〇
九
〕（
下
・
校
訛7a

）

こ
の
う
ち
、
永
仁
二
年
か
ら
文
安
四
年
ま
で
の
＊
を
付
し
た
年
号
は
、
下
巻
の
附
録
の
箇
所
で
全
て
引
用
箇
所
で
あ
り
、
本
清
規
の

編
集
年
度
を
特
定
す
る
も
の
で
は
な
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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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
れ
に
対
し
て
、
大
永
三
年
の
年
号
は
、

長
慶
元
年
、
敕
謚
大
智
禅
師
、
塔
曰
大
寶
勝
輪
。
至
大
永
三
年
癸
未
歳
、
凡
八
百
年
歟
。（
上
・21b

）

教
至
中
夏
、
即
後
漢
永
平
十
年
戊
辰
歳
也
。
至
當
年
大
永
三
癸
未
歳
、
而
滅
後
二
千
四
百
七
十
三
年
也
。（
上
・35b

）

至
當
年
大
永
三
癸
未
歳
、
百
十
六
載
乎
。（
下
・1b

、14a

）

と
い
う
よ
う
に
、
記
述
の
年
を
確
定
す
る
内
容
を
記
し
た
箇
所
に
確
認
で
き
る
。

ま
た
、
大
永
五
年
も
「
傳
供
之
次
第
」
の
箇
所
で

大
永
五
年
乙
酉
、
十
月
五
日
者
、
乃
初
祖
菩
提
達
磨
大
師
之
、
一
千
年
忌
也
。（
下
・36a

）

と
い
う
記
述
か
ら
、
成
立
の
段
階
で
の
記
入
と
考
え
ら
れ
る
。

な
お
、
天
文
五
年
は
、

大
燈
國
師
二
百
年
忌
、

金
事
（
下
・74a
）

と
い
う
、
下
巻
の
最
後
の
部
分
で
、
次
の
「
附
録
」
の
項
の
よ
う
に
書
き
足
し
た
と
想
定
さ
れ
る
。
つ
ま
り
、
大
永
五
年
に
成
立
し
た

清
規
に
、
後
世
付
加
さ
れ
た
箇
所
と
考
え
る
の
が
自
然
で
あ
ろ
う
。

次
に
、「
惟
敬
」
と
い
う
禅
僧
に
関
し
て
指
摘
し
て
お
こ
う
。
こ
の
禅
者
の
名
前
は
、
本
清
規
中
に
十
四
回
に
わ
た
っ
て
確
認
で
き

る
。多

く
の
場
合
、「
惟
敬
云
」
で
あ
る
が
、「
惟
敬
紀
綱
ノ
時
、
二
月
十
二
日
」（
上
・30a

）、「
彦
林
・
蘭
坡
和
尚
學
之
惟
敬
存
日
ノ
礼

子
、
最
可
也
。
畧
規
不
用
也
」（
下
・36b

）、「
惟
敬
西
堂
」（
下
・74a
）
と
い
う
記
載
が
見
ら
れ
る
。
生
没
年
を
は
じ
め
と
し
て
か
れ

の
生
涯
に
関
し
て
は
現
時
点
で
は
不
詳
で
あ
る
が
、
本
清
規
の
記
述
に
依
れ
ば
南
禅
寺
で
紀
綱
寮
（
維
那
寮
。
ま
た
は
監
寺
寮
か
）
の

役
職
に
就
き
、
一
山
一
寧
の
二
百
年
の
遠
忌
（
一
五
一
六
）
の
時
点
で
西
堂
職
に
あ
っ
た
こ
と
が
わ
か
る
。
彦
林
和
尚
も
蘭
坡
和
尚
に

翻刻・京都大学文学部図書館蔵『南禅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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関
し
て
も
現
時
点
で
は
不
詳
で
あ
る
が
、
こ
の
記
載
は
「
傳
供
之
次
第
」
の
箇
所
で
、
こ
こ
に
は
南
院
國
師
（
規
菴
祖
円
〔1261

〜

1313
〕）
の
二
百
回
忌
（
一
五
一
二
）
と
、
大
永
五
年
の
菩
提
達
磨
一
千
年
忌
の
話
が
記
さ
れ
る
。

こ
れ
ら
に
よ
り
、
惟
敬
は
一
六
世
紀
初
頭
に
南
禅
寺
で
活
躍
し
た
と
推
定
さ
れ
る
。
と
同
時
に
本
清
規
に
大
き
な
影
響
を
与
え
る
ほ

ど
の
活
躍
を
し
た
こ
と
が
窺
わ
れ
る
。
こ
の
「
惟
敬
」
に
関
し
て
は
、
今
後
の
課
題
と
し
て
挙
げ
て
お
き
た
い
。

ま
た
、「
應
仁
亂
以
後
」（
下
・34a

）
と
い
う
語
が
見
ら
れ
る
の
で
、
応
仁
の
乱
（
〜
一
四
七
四
）
以
後
で
あ
る
こ
と
は
間
違
い
な

い
。以

上
の
諸
条
件
に
よ
り
、
本
清
規
は
大
永
三
年
か
ら
五
年
頃
に
か
け
て
制
作
さ
れ
、
天
文
五
年
頃
加
筆
、
そ
し
て
そ
の
後
に
附
録
部

分
が
加
え
ら
れ
、
最
終
的
に
寶
永
六
年
、
無
著
道
忠
、
五
四
歳
の
時
書
写
し
た
も
の
と
考
え
ら
れ
る
。
そ
の
時
点
で
、「
校
訛
」
も
付

さ
れ
た
の
で
あ
ろ
う
。

た
だ
し
、
寶
永
六
年
時
点
で
一
括
し
て
書
写
さ
れ
て
い
る
た
め
、
原
本
に
あ
っ
た
で
あ
ろ
う
筆
跡
の
違
い
は
全
く
確
認
で
き
な
い
。

で
あ
る
か
ら
、
そ
の
段
階
及
び
細
か
な
加
筆
・
訂
正
の
過
程
に
関
し
て
は
裏
付
け
を
取
る
こ
と
が
不
可
能
で
あ
り
、
あ
く
ま
で
も
推
測

の
域
を
出
な
い
。
こ
の
た
め
最
終
的
な
結
論
を
得
る
こ
と
は
出
来
な
い
。

三
、
構
成
と
特
徴

次
に
、
本
清
規
の
内
容
に
関
し
て
そ
の
構
成
と
特
徴
を
簡
単
に
述
べ
る
こ
と
と
す
る
。

ま
ず
、
本
清
規
の
構
成
を
簡
単
に
示
す
な
ら
ば
、
上
巻
は
正
月
一
日
か
ら
始
ま
り
四
月
末
ま
で
、
下
巻
は
五
月
か
ら
始
ま
り
二
五
丁

目
ま
で
が
十
二
月
大
晦
日
と
い
う
年
中
行
事
。
そ
れ
以
降
は
、「
土
地
堂
念
誦
」「
出
班
借
香
」「
両
班
出
班
次
第
」「
小
参
」「
雑
記
」

「
傳
供
之
次
第
」
と
諸
行
事
に
関
す
る
記
述
が
続
く
。
こ
の
よ
う
に
、
年
中
行
事
を
基
本
に
し
な
が
ら
、
各
行
時
の
次
第
や
疏
・
回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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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諸
注
意
等
を
詳
細
に
記
録
し
て
い
る
。
そ
し
て
、
後
世
付
加
さ
れ
た
「
附
録
」、
無
著
道
忠
の
「
校
訛
」
と
い
う
構
成
で
あ
る
。

さ
て
附
録
に
は
、「
紀
綱
寮
ノ
本
、
回
向
双
紙
跋
」「
應
菴
祖
師
遺
像
贊
」「
延
暦
寺
申
状
」「
南
禅
寺
正
眼
院
本
光
国
師
宗
論
」「
續

正
宗
論
〈
東
福
ノ
定
山
和
尚
送
五
臺
山
〉」「
任
嘉
元
寺
例
急
速
可
被
撤
却
南
禅
寺
事
」
六
項
目
を
載
せ
る
。
こ
れ
ら
は
、
本
清
規
成
立

以
前
の
各
種
史
料
で
あ
り
、
清
規
の
本
文
に
続
い
て
書
き
加
え
ら
れ
て
い
た
か
、
後
世
の
編
集
段
階
で
組
み
込
ま
れ
た
と
考
え
ら
れ
る
。

校
訛
の
部
分
は
、
無
著
道
忠
の
書
写
の
時
点
で
の
注
書
き
と
思
わ
れ
る
。
上
・
下
・
附
の
別
を
記
し
、
丁
数
を
明
示
し
て
そ
の
疑
問

点
を
指
摘
し
て
い
る
。

次
に
本
清
規
の
特
徴
に
つ
い
て
述
べ
て
み
た
い
。
本
清
規
は
、
年
中
行
事
を
軸
と
し
な
が
ら
、
そ
の
年
中
行
事
の
項
目
の
単
な
る
羅

列
・
次
第
の
み
を
記
す
の
で
は
な
く
、
各
種
法
要
の
詳
細
な
進
退
・
諸
注
意
に
関
し
て
定
め
て
お
り
、
当
時
の
儀
礼
の
様
子
を
克
明
に

知
る
こ
と
が
出
来
る
。

例
え
ば
、
正
月
元
旦
の
項
目
に
は
、
当
日
の
行
事
の
項
目
が
列
記
さ
れ
た
後
に
、「
寝
堂
茶
湯
之
圖
」「
上
堂
」「

下
禮
」「
點
心
坐

牌
圖
」「
湯
禮
」「
修
正
看
経
榜
」「
修
正
經
懺
之
榜
」
と
い
う
詳
細
な
記
述
の
後
に
「
齋
前
」「
齋
罷
」「
懺
法
」
の
配
役
表
が
あ
り
、

当
日
の
行
事
を
く
ま
な
く
網
羅
し
て
い
る
。

そ
し
て
、
特
徴
の
第
二
点
は
、
そ
れ
ぞ
れ
の
解
説
の
中
に
『
校
定
清
規
』
・
『
勅
規
』
・
『
大
鑑
清
規
』、
さ
ら
に
過
去
の
事
例
等

の
引
用
・
解
説
を
積
極
的
に
行
っ
て
い
る
こ
と
で
あ
る
。

こ
の
よ
う
な
他
清
規
の
引
用
は
時
代
的
に
は
当
然
の
こ
と
で
は
あ
る
が
、
こ
う
し
た
引
用
を
積
極
的
に
明
示
し
て
い
る
点
、
さ
ら
に

先
に
も
述
べ
た
「
惟
敬
云
」、
そ
し
て
「
古
規
云
」「
私
云
」
と
い
う
よ
う
な
注
に
相
当
す
る
記
述
も
散
見
で
き
る
。
こ
れ
に
よ
り
当
時

の
禅
院
の
様
子
、
さ
ら
に
過
去
の
清
規
と
の
比
較
、
編
集
の
時
点
で
の
私
見
と
、
様
々
な
角
度
か
ら
そ
の
時
代
の
状
況
を
窺
う
こ
と
が

出
来
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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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
た
、『
仏
教
文
化
研
究
所
紀
要
』
で
翻
刻
紹
介
し
て
い
る
南
禅
寺
関
係
の
清
規
の
引
用
が
多
い
点
が
特
筆
さ
れ
る
。
そ
れ
は
、『
大

鑑
清
規
』
・
『
叢
林
拾
遺
』（
東
漸
和
尚
略
清
規
）
・
『
南
禅
諸
回
向
』
で
あ
る
が
、
こ
の
よ
う
な
清
規
の
引
用
が
多
い
点
は
、
南
禅

寺
に
お
い
て
長
年
に
わ
た
り
先
に
挙
げ
た
諸
清
規
が
参
考
に
さ
れ
な
が
ら
、
時
代
毎
の
要
請
に
よ
り
取
捨
お
よ
び
変
化
を
遂
げ
て
き
た

証
で
あ
ろ
う
。

こ
う
し
た
点
も
、
南
禅
寺
全
体
、
さ
ら
に
は
臨
済
宗
の
清
規
を
考
え
る
上
で
は
多
い
に
参
考
に
な
ろ
う
。

次
に
各
種
清
規
の
引
用
状
況
を
指
摘
す
る
こ
と
と
す
る
。

【『
備
用
清
規
』
・
『
校
定
清
規
』
・
『
勅
修
清
規
』】

中
国
成
立
清
規
の
引
用
は
、
そ
れ
ほ
ど
多
く
は
な
い
が
、
補
足
説
明
的
に
記
さ
れ
る
場
合
が
多
い
。

例
え
ば
、「
方
丈
點
湯
」
の
項
目
に

備
用
曰
、
若
借
座
、
借
鼓
則
鳴
二

法
堂
下
間
鼓
一

。

校
定
曰
、
如
二

首
座
西
堂
秉
拂
一

、
則
二

借
茶
鼓
一

（
上
・76b

）

と
、
二
つ
の
清
規
が
続
け
て
引
用
さ
れ
る
。

『
勅
修
清
規
』
も
同
様
で
あ
る
。

「
答
拜
」
の
項
目
に
、

勅
規
、
左
ガ
好
ト
有
也
。（
下
・79a

）

と
あ
る
。

中
国
の
清
規
は
い
わ
ば
基
本
で
あ
る
の
で
、
特
に
そ
れ
を
明
記
せ
ず
と
も
引
い
て
い
る
可
能
性
が
あ
る
が
、
少
な
く
と
も
こ
う
し
た

指
摘
を
し
な
が
ら
本
清
規
を
補
完
し
て
い
る
こ
と
は
確
か
で
あ
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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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禅
寺
関
係
清
規
】

次
に
『
大
鑑
清
規
』、『
叢
林
拾
遺
』（
東
漸
和
尚
略
清
規
）、『
南
禅
諸
回
向
』
で
あ
る
。

『
大
鑑
清
規
』
は
、「
大
鑑
禅
師
」
と
い
う
項
目
立
て
も
含
め
、
八
回
確
認
で
き
る
。「
半
齋
」
の
項
に
は
、

大
鑑
清
規
云
、
佛
誕
生
ト

、
成
道
ト

、
涅
槃
ト

、
斯
日
、
住
持
若
他
縁
者
、
兩
班
有
出
班
焼
香
、
此
山
門
公
界
礼
也
。（
上
・42b

）

と
あ
る
よ
う
に
、
先
の
中
国
の
諸
清
規
と
同
様
に
補
足
説
明
と
し
て
引
用
さ
れ
る
。

こ
れ
に
対
し
て
、『
叢
林
拾
遺
』（
東
漸
和
尚
略
清
規
）
は
、
全
文
の
引
用
が
多
い
。
例
え
ば
、
四
月
の
項
目
（
上
・30b

）
に
は

「
略
規
」
と
あ
る
が
、
こ
れ
は
『
東
漸
清
規
』「
霊
祠
祭
粛
・
大
帝
誕
生
」
と
同
一
で
あ
る
。（
但
し
、
若
干
の
字
句
の
異
同
は
あ
る
）

こ
の
よ
う
に
「
略
記
」
の
引
用
箇
所
は
七
箇
所
あ
る
。
こ
の
七
箇
所
の
中
に
は
「
略
規
祈
祷
章
」（
上
・27a

）
と
い
う
形
式
も
あ
る
。

さ
ら
に
、「
畧
規
」
で
は
な
く
、「
土
地
堂
念
誦
圖
・
東
漸
和
尚
出
斯
圖
」（
上
・58a

）
と
直
接
「
東
漸
和
尚
」
の
名
で
引
用
す
る
場

合
も
あ
る
。

ま
た
、「
入
浴
」（
上
・43a

）
に
関
し
て
は
、
特
に
断
り
は
な
い
が
、『
東
漸
清
規
』
と
ほ
ぼ
同
文
で
あ
る
。
そ
し
て
、「
前
住
遷
化
」

（
下
・78a

）
は
「
規
云
」
と
い
だ
け
で
清
規
名
を
記
さ
な
い
が
、
こ
れ
も
『
東
漸
清
規
』
か
ら
の
引
用
で
あ
る
。
こ
の
よ
う
に
、
特
に

明
記
す
る
こ
と
な
く
記
述
す
る
場
合
も
あ
る
の
で
、
特
定
が
困
難
な
場
合
も
あ
る
が
、『
東
漸
清
規
』
か
ら
の
引
用
箇
所
は
多
い
。

こ
の
よ
う
に
『
東
漸
清
規
』
重
視
の
傾
向
は
、
巻
下
の
「
白
椎
」
の
項
に
、

頃
ロ

一
花
翁
、
或
東
漸
和
尚
、
住
二

東
福
一

日
、
維
那
請
二

白
槌
一

。
請
客
侍
者
、
致
謝
問
訊
。（
下
・59b

）〔
傍
線
筆
者
。
以
下
同
〕

と
あ
る
よ
う
に
、
東
漸
の
過
去
の
行
履
を
引
用
す
る
こ
と
に
も
現
れ
て
い
る
。

同
じ
よ
う
に
、『
南
禅
諸
回
向
』
と
の
共
通
点
も
多
い
。

「
清
水
寺
懺
法
規
式
之
事
」（
上
・23b

）
は
、
同
一
で
は
な
い
が
『
南
禅
諸
回
向
』
に
も
あ
る
。
同
じ
よ
う
に
「
前
代
壁
書
」（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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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a

）
も
同
様
で
あ
る
。

さ
ら
に
、「
看
経
榜
」（
上
・31b

）
は
、『
南
禅
諸
回
向
』
の
「
大
帝
誕
生
看
経
榜
」
と
、
そ
し
て
「
盂
蘭
盆
結
縁
経
榜
」（
下
・6a

）

も
『
南
禅
諸
回
向
』
と
同
文
で
あ
る
。
こ
の
よ
う
に
「
榜
」
の
書
式
を
継
承
し
て
い
る
箇
所
も
多
い
。

【
古
規
・
舊
規
】

次
に
、
特
定
の
清
規
で
は
な
く
「
古
規
云
」
と
い
う
引
用
は
、
こ
れ
は
四
箇
所
あ
る
。
そ
れ
は
、

古
規
云
、
西
序
亦
兩
展
三
礼
。
當
時
無
二

此
礼
一

。（
下
・64a

）

と
い
う
よ
う
な
形
式
で
あ
る
。

ま
た
、
同
様
に
「
舊
規
」
は
十
八
箇
所
あ
る
。

舊
規
者
、
歳
旦
粥
已
前
、
行
五
味
粥
、
以

子
少
受
。（
上
・7a

）

舊
規
、
大
悲
咒
、
次
赴
塔
下
、
楞
嚴
咒
。
今
者
、
自
塔
頭
、
被
辭
間
、
於
祖
堂
勤
之
。（
下
・26a

）

請
立
班
事
。
舊
規
者
、
二
節
立
也
。
今
時
者
、
一
節
立
也
。（
下
・29b

）

こ
れ
ら
も
、「
古
規
」
と
同
形
式
の
記
述
で
あ
り
、
内
容
の
補
足
説
明
の
た
め
に
記
さ
れ
て
い
る
。

い
ず
れ
に
せ
よ
、
内
容
を
補
い
、
よ
り
行
事
を
深
く
理
解
さ
せ
よ
う
と
す
る
意
図
が
感
じ
ら
れ
る
。
そ
の
結
果
「
舊
規
」
と
「
今
者
」

と
い
う
、
具
体
性
の
強
い
記
述
が
見
ら
れ
る
こ
と
と
な
っ
た
。

こ
う
し
た
こ
と
が
記
さ
れ
る
の
は
、
こ
の
時
代
様
々
な
形
式
、
各
寺
院
で
の
相
違
等
が
顕
著
に
な
っ
た
た
め
、
必
要
に
迫
ら
れ
て
記

載
さ
れ
た
の
で
あ
ろ
う
。
逆
に
見
る
な
ら
ば
、
そ
う
し
た
記
述
を
丹
念
に
洗
い
出
す
と
、
そ
の
変
化
の
段
階
、
改
変
の
意
図
が
見
え
て

く
る
の
で
は
な
か
ろ
う
か
。

【
惟
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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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
年
次
を
考
え
る
と
き
に
も
指
摘
し
た
が
、
本
清
規
に
は
「
惟
敬
」
と
い
う
禅
者
の
名
が
十
四
回
確
認
で
き
る
。
少
し
煩
瑣
に
な

る
が
、
そ
の
全
て
の
箇
所
を
挙
げ
て
み
た
い
。

惟
敬
云
、
正
月
吉
初
日
早
晨
、
大
悲
咒
七
反
、
消
災
咒
七
反
。（
上
・16b

）

惟
敬
云
、
善
月
祈

、
自
十
八
日
三
箇
日
、
就
衆
寮
、
轉
二

藏
經
一

。（
上
・26b

）

惟
敬
云
、
僧
堂
祈

之
看
經
。
首
座
者
、
首
座
牀
、
又
已
下
之
頭
首
者
、
如
恒
。（
上
・28a

）

惟
敬
曰
、
公
方
御
誕
生
日
、
就
僧
堂
、
毎
月
大
悲
咒
、
金
剛
經
、
觀
音
經
、
消
災
咒
、
就
佛
殿
滿
散
、
楞
嚴
咒
。（
上
・29a

）

惟
敬
云
、
右
維
那
時
、
僧
之
楞
嚴
頭
者
、
今
上
方
超
華
和
尚
、
喝
食
之
楞
嚴
頭
者
、
聽
松
靈
翰
喝
食
有
麟
也
。（
上
・29b

）

惟
敬
云
、
當
寺
楞
嚴
頭
、
小
維
那
、
重
物
之
事
、
舊
者
紅
梅
之

縫
物
也
。（
上
・30a

）

惟
敬
紀
綱
ノ

時
、
二
月
十
二
日
、
就
徳
雲
院
御
成
、
維
那
被
召
寄
、
以
瑞
西
堂
、
從
今
已
後
者
、
畧
紅
梅
之

可
爲
。（
上
・30a

）

惟
敬
云
、
維
那
一
代
、
於
維
那
寮
、
沙
喝
點

有
之
。
此
時
小
維
那
、
呼
其
名
。
點

了
、
沙
喝
玄
關
ニ

兩
立
班
、
維
那
中
央
立
、

莫
勤
行
懈
怠
、
件
件
垂
示
、
而
散
之
。（
上
・63b

）

惟
敬
曰
、
前
堂
之
請
帳
者
、
上
方
、
客
東
堂
、
參
假
西
堂
、
客
西
堂
、
皆
載
之
。（
上
・69a

）

惟
敬
云
、
當
日
、
三
大
禪
師
草
飯
、
坐
牌
、
前
板
後
板
也
。（
上
・70a

）

惟
敬
云
、
俄
欠
レ

事
、
則
新
戒
轉
レ

上
坐
ニ

、
令
レ

勤
レ

之
。（
上
・89b

）

惟
敬
存
日
ノ

礼
子
、
最
可
也
。
畧
規
不
用
也
。（
下
・36b

）

惟
敬
西
堂
（
下
・74a

）

惟
敬
曰
、
公
方
御
誕
生
日
、
就
僧
堂
、
毎
月
大
悲
咒
、
金
剛
經
、
觀
音
經
、
消
災
咒
。（
下75a

）

以
上
の
よ
う
に
当
時
新
た
に
書
き
加
え
ら
れ
た
規
程
が
、
具
体
的
に
誰
の
意
見
に
よ
る
も
の
か
明
記
さ
れ
た
も
の
は
少
な
い
。
そ
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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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
た
意
味
か
ら
も
、
本
清
規
は
重
要
で
あ
る
。

【
私
・
古
者
】

次
に
、「
私
云
」
と
い
う
、
人
物
を
特
定
出
来
な
い
が
、
意
見
・
引
用
が
確
認
で
き
る
。
こ
れ
は
五
箇
所
で
あ
る
。

私
云
、
軍
拝
者

拜
ス

、
女
人
拜
同
。（
上
・72a

）

私
云
、
不
レ

勞
二

頭
首
一

、
免
レ

之
歟
。
見
二

僧
史
略
一ニ

。（
下
・64a

）

以
上
の
よ
う
に
、
私
の
意
見
と
し
て
補
足
説
明
が
な
さ
れ
て
い
る
が
、
こ
れ
が
一
体
誰
が
述
べ
た
も
の
な
の
か
、
編
者
か
当
時
一
般
的

に
言
わ
れ
て
い
た
も
の
か
判
然
と
し
な
い
。

例
え
ば
、「
私
云
、
不
審
」（
上
・92b

）
と
い
う
よ
う
に
直
接
的
な
疑
問
を
呈
す
る
箇
所
も
あ
る
。

そ
の
一
方
で
、

私
云
、
此
時
方
丈
、
玄
關
、
衆
寮
首
座
寮
ノ

板
、
庫
司
ノ

板
、
同
時
ニ

三
通
鳴
之
。（
上
・85a

）

と
記
さ
れ
る
箇
所
は
、『
東
漸
清
規
』
か
ら
の
引
用
で
あ
り
、
必
ず
し
も
特
定
の
人
物
の
意
見
で
な
い
場
合
も
あ
る
。

ま
た
、「
古
者
」
と
い
う
、
特
定
の
規
程
・
清
規
で
は
な
い
が
、
伝
統
的
な
事
例
と
比
較
し
た
で
あ
ろ
う
箇
所
が
、
十
六
箇
所
あ
る
。

中
で
も
次
の
一
段
は
興
味
深
い
。

古
者
監
寺
勤
舊
、
不
著
座
。
應
仁
亂
以
後
、
逐
二

先
規
一

、
入
院
二
代
不
レ

著
。
然
超
隆
都
寺
云
、
二
代
不
レ

著
無
レ

謂
ハ
ン

、
致
二

訴
訟
一

。

近
代
列
座
。
天
龍
寺
者
、
亂
後
之
入
院
、
二
三
代
不
二

列
座
一

。
舊
座
牌
ノ

圖
ニ

無
二

列
座
一

、
分
明
也
。
依
舊
圖
、
近
代
入
院
不
レ

著
也
。

（
下
・34a

）

内
容
に
関
し
て
は
触
れ
な
い
が
、
こ
こ
に
は
「
古
者
」「
超
隆
都
寺
云
」「
天
龍
寺
者
」「
舊
座
牌
ノ
圖
」
と
い
う
よ
う
に
、
過
去
の

事
例
、
特
定
の
人
物
の
意
見
、
他
寺
院
で
の
事
例
と
の
比
較
が
述
べ
ら
れ
る
。
繰
り
返
し
に
な
る
が
、
こ
う
し
た
点
を
見
る
こ
と
が
本



－155－

清
規
で
は
重
要
で
あ
る
。

【『
宝
林
伝
』】

最
後
に
『
宝
林
伝
』
か
ら
の
引
用
が
確
認
で
き
る
。

天
竺
者
、
不
知
年
隔
。
或
見
雪
知
。
是
故
古
年
謂
白
ト

也
。
三
十
三
白
忌
ト

謂
者
、
斯
意
也
。
寶
林
傳
有
之
。（
下
・30a

）

ま
ず
、
こ
の
内
容
は
年
度
の
数
え
方
を
「
白
」
と
い
う
単
位
で
示
す
論
拠
を
『
宝
林
伝
』
に
求
め
て
い
る
。

因
み
に
『
宝
林
伝
』
に
は
、「
白
」
に
関
し
て
の
記
述
が
三
箇
所
確
認
で
き
る
。

更
待
三
白
（
巻
五
）（『
宝
林
伝
訳
注
』
・
二
四
六
頁
）

此
師
滅
来
五
十
八
白
（
巻
六
）（
同
右
・
三
二
三
頁
）

中
天
竺
国
、
冬
遇
雪
。
以
此
名
之
、
呼
為
一
白
。（
巻
六
）（
同
右
・
三
二
五
）

特
に
こ
の
巻
六
に
関
し
て
は
、
常
磐
大
定
氏
が
京
都
粟
田
の
青
蓮
院
か
ら
発
見
紹
介
し
た
も
の
で
、
そ
の
寺
院
の
所
在
地
は
、
地
理

的
に
南
禅
寺
か
ら
す
ぐ
近
く
に
あ
り
、
こ
れ
を
拝
読
す
る
こ
と
も
当
時
可
能
だ
っ
た
の
で
は
な
い
か
。

こ
れ
は
、『
宝
林
伝
』
の
日
本
お
け
る
記
述
の
最
古
の
も
の
と
思
わ
れ
る
。
こ
れ
に
関
し
て
は
、
そ
の
指
摘
ま
で
に
止
め
る
。

以
上
の
よ
う
に
、
本
清
規
は
す
で
に
『
仏
教
文
化
研
究
所
紀
要
』
で
翻
刻
紹
介
し
た
『
大
鑑
清
規
』、『
叢
林
拾
遺
』（
東
漸
和
尚
略

清
規
）
さ
ら
に
『
南
禅
諸
回
向
』
の
諸
清
規
と
合
わ
せ
見
る
こ
と
に
よ
り
、
よ
り
明
確
な
位
置
付
け
、
性
格
付
け
が
出
来
る
と
思
わ
れ

る
。こ

れ
は
、
南
禅
寺
の
清
規
の
変
遷
を
時
代
を
追
っ
て
確
認
で
き
る
と
い
う
好
箇
の
資
料
な
の
で
あ
る
。

翻刻・京都大学文学部図書館蔵『南禅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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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
わ
り
に

以
上
、
成
立
時
期
と
内
容
を
述
べ
て
み
た
。
す
で
に
述
べ
て
き
た
こ
と
で
あ
る
が
、
南
禅
寺
関
係
の
清
規
史
料
の
翻
刻
紹
介
を
行
う

こ
と
に
よ
り
、
相
互
の
詳
細
な
る
内
容
の
点
検
及
び
関
係
、
引
用
の
状
況
、
過
去
の
事
例
と
の
比
較
、
さ
ら
に
は
そ
れ
ぞ
れ
の
清
規
が

後
世
の
清
規
に
与
え
た
影
響
な
ど
を
体
系
的
に
明
ら
か
に
す
る
こ
と
が
で
き
る
の
で
は
な
か
ろ
う
か
。

そ
う
し
た
こ
と
に
寄
与
で
き
る
こ
と
を
祈
念
し
て
本
論
の
ま
と
め
と
し
た
い
。

＊
最
後
に
、
本
資
料
の
閲
覧
及
び
翻
刻
を
御
快
諾
下
さ
っ
た
京
都
大
学
文
学
部
図
書
館
に
対
し
て
一
言
記
し
て
謝
意
を
表
し
た
い
。

凡
　
例

一
、
京
都
大
学
文
学
部
図
書
館
所
藏
『
南
禅
清
規
』
の
翻
刻
で
あ
る
。

但
し
、
上
巻
（
乾
）
九
八
丁
の
翻
刻
で
あ
る
。

一
、
本
清
規
は
、
上
巻
（
乾
）
九
八
丁
、
下
巻
（
坤
）
八
一
丁
・
附
録
八
丁
・
校
訛
七
丁
で
欠
丁
は
な
い
。

一
、
翻
刻
に
あ
た
っ
て
は
各
項
目
毎
の
改
行
箇
所
及
び
空
白
に
関
し
て
は
、
原
本
に
準
じ
た
が
、
そ
れ
以
外
の
改
行
箇
所
に
関
し
て
は

紙
幅
の
関
係
も
あ
り
、
す
べ
て
送
り
と
し
た
。

従
っ
て
、
改
頁
の
箇
所
も
送
り
の
部
分
が
あ
り
、
本
文
中
に
（1a
）
等
の
記
号
が
挿
入
さ
れ
て
い
る
。

一
、
返
り
点
・
ル
ビ
に
関
し
て
は
、
原
本
に
忠
実
お
こ
な
っ
た
。

一
、
原
本
で
は
朱
点
で
字
句
の
区
切
り
を
行
っ
て
い
る
が
、
句
読
点
の
区
別
は
な
い
。
こ
れ
ら
区
別
は
便
宜
的
に
筆
者
が
付
し
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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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字
体
の
相
違
も
で
き
る
だ
け
原
本
通
り
と
し
た
。

応
―
應
・
略
―
畧
・
貳
―
二
・
礼
―
禮
等
。

し
か
し
、
俗
字
・
異
体
字
・
略
字
に
関
し
て
は
全
部
、
あ
る
い
は
部
分
的
に
字
体
を
あ
ら
た
め
た
も
の
も
あ
る
。

退
―

・
様
―
樣
等
。

一
、
寺
院
名
・
人
名
の
傍
線
「
―
」
・
書
名
の
傍
線
「
＝
」
・
年
号
「
＝
」
の
朱
線
が
存
す
る
が
、
煩
雑
さ
を
避
け
る
た
め
割
愛
し
た
。

一
、
割
注
・
註
記
等
も
、
原
本
に
準
じ
た
。
な
お
、
こ
れ
ら
が
朱
書
き
の
場
合
も
あ
る
が
、
こ
れ
は
特
に
指
示
し
な
か
っ
た
。

一
、（

）
で
示
し
た
の
が
丁
数
で
あ
る
。
Ⅰ
は
上
巻
（
乾
）、
Ⅱ
は
下
巻
（
坤
）、
附
は
附
録
、
校
は
校
訛
を
、
数
字
は
冒
頭
か
ら
の

通
し
番
号
、ab

は
表
裏
を
示
す
。

参
考
論
文

「
翻
刻
・
聴
松
院
蔵
『
大
鑑
清
規
』」

『
鶴
見
大
学
仏
教
文
化
研
究
所
紀
要
』
第
五
号
・
平
成
一
二
年
（
二
〇
〇
〇
）
四
月

「
翻
刻
・
京
都
大
学
文
学
部
図
書
館
蔵
『
叢
林
拾
遺
』（
東
漸
和
尚
略
清
規
）」

『
鶴
見
大
学
文
学
部
研
究
紀
要
』
第
三
八
号
第
四
集
・
平
成
一
三
年
（
二
〇
〇
一
）
三
月

「
京
都
大
学
文
学
部
図
書
館
蔵
『
叢
林
拾
遺
』（
東
漸
和
尚
略
清
規
）
に
つ
い
て
」

『
鶴
見
大
学
仏
教
文
化
研
究
所
紀
要
』
第
六
号
・
平
成
一
三
年
（
二
〇
〇
一
）
四
月

「
清
規
研
究
の
問
題
点
―
南
禅
寺
関
係
の
清
規
紹
介
を
兼
ね
て
―
」

『
禅
学
研
究
』
第
八
〇
号
・
平
成
一
三
年
（
二
〇
〇
一
）
一
二
月

翻刻・京都大学文学部図書館蔵『南禅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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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中
・
年
中
行
事
清
規
三
本
の
紹
介
―
『
南
禅
諸
回
向
』
・
『
建
長
寺
年
中
諷
経
並
前
住
記
』

・
『
瑞
鹿
山
圓
覺
興
聖
禅
寺
月
中
行
事
・
年
中
行
事
』
―
」

『
鶴
見
大
学
仏
教
文
化
研
究
所
紀
要
』
第
九
号
・
平
成
一
六
年
（
二
〇
〇
四
）
四
月

「
翻
刻
・
龍
谷
大
学
蔵
『
南
禅
諸
回
向
』」

『
鶴
見
大
学
仏
教
文
化
研
究
所
紀
要
』
第
一
二
号
・
平
成
一
九
年
（
二
〇
〇
七
）
四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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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華
題
也
。
釋
名
曰
、
寺
ハ

嗣
也
。
謂
治
レ

事
者
、
相
嗣
二

續
於
其
（I

・1a

）
内
也
。
故
ニ

天
子
ニ

有
レ

九
寺
焉
。
後
漢
明
帝
ノ

永
平
十
年
丁

卯
、
佛
法
初
至
ル

。
有
印
度
二
僧
摩
騰
・
法
蘭
、
以
レ

白
馬
駄
二

經
像
一

。
届
洛
陽
、
敕
於
鴻
臚
寺
安
置
。
鴻
臚
、
即
司
レ

賓
寺
也
。
胡
廣
釋
ニ

云
、
鴻
ハ

聲

也
。
臚
ハ

傳
也
。
所
三

以
傳
レ

聲
賛
二

道
九
賓
一ヲ

也
。

秦
ニ

有
二

典
客
一

、
漢
乃
因
レ

之
ニ

、

至
レ

唐
ニ

改
爲
二

同
文
寺
一
　
　
　
　
　

至
二

十
一
年
戊
辰
一

、
敕
於
二

雍
門
ノ

外
一ニ

、
別
建
レ

寺
。
以
二

白
馬
一

爲
レ

名
。
即
漢
土
佛
寺
ノ

始
メ

也
。
呉
ノ

孫
権
立
二

建

権
立
二

建
初
寺
一ヲ

。
爲
レ

始
也
。

道
場
　
肇
云
、
閑
宴
修
道
之
處
、
謂
二

道
場
一

。
隋
煬
帝
敕

遍
ク

改
レ

僧
居
、
名
レ

道
場
。

方
丈
　
蓋
寺
院
之
正
寝
也
。
始
因
下

唐
顕
慶
年
中
、
敕
二

差

衛
尉
寺
丞
李
義
表
、
前
ノ

融
洲
黄
水
令
王
玄
策
一ニ

、
往
中

西
域
上

、
充
使
（I

・1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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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如
来
大
師
入
般
涅
槃
至
今
日
日
本
國
年
号
幾
年
支
干
已
得
二
千
幾
百
ー
堂
司
ー
誌

右
　
闔
山
清
衆
七
百
員
沙
弥
幾
箇
喝
食
幾
輩
　
　
　
　
　
　
　
　
　
　

堂
司
某
誌

此
札
、
方
丈
礼
間
掛
焉

闔
山
清
衆
七
百
員
幾
人

沙
喝
百
三
十
人

南
禅
清
規
　
乾
　
（
表
紙
）

五
山
之
上
瑞
龍
山
太
平
興
国
南
禅
寺
規
式
　
巻
上

如
来
大
師
并
闔
山
清
衆
札
　
此
札
維
那
寮
客
殿
掛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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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二

毘
耶
黎
城
ノ
東
北
四
里
許
一ニ

、
維
摩
居
士
ノ

宅
示
レ

疾
之
室
遺
址
。
疊
レ

石
爲
レ

之
、
王
策
躬ミ

以
二

手
板
一

、
縦
横
量
レル
ニ

之
、
得
二

十
笏
一

。

故
號
二

方
丈
ト一

。（I

・2a

）

正
月

元
旦
　
五
更
板
鳴
、
郷
曲
法
眷
小
師
、
皆
當
詣
二

方
丈
一

、
挿
香
展
礼
、
賀
歳
也
。

祝
聖
、
僧
藥
師
如
来
、
寝
堂
茶
。

次
赴
祖
堂
、
都
寺
供
茶
湯
、
住
持
焼
香
。

次
開
山
諷
経
畢
、
都
寺
供
茶
湯
。

次
住
持
焼
香
畢
、
帰
雲
諷
經
擧
之
。

次
喝
食
藥
師
如
来
。
磬
者
、
鈴
番
勤
之
。

次
維
那
詣
方
丈
、
盛
坐
牌
但
元
旦
與
星
夕
、

自
方
丈
勤
之

次
上
堂
、
預

鼓
三
通
四
節
同

（I

・2b

）

次
曁
三
鼓
時
、
住
持
出
寝
堂
。

両
班
谷
渡
リ

問
訊
、
而
法
堂
正
面
、
自
脇
間
入
。

次
向
法
座
排
立
問
訊
。
両
列
歸
本
位
立
。

次
住
持
、
自
後
門
入
。
過
知
事
之
後
。

次
向
大
衆
、
普
同
問
訊
。

次
向
法
座
問
訊
、
叉
手
過
拜
席
。

次
隨
登
階
、

二

擧
鼓
一

、
結
座
語
了
、
下
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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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下
礼
。

次
函
丈
點
心
、
湯
礼
有
之
。

次
斎
前
　
次
斎
了
　
次
放
参
　
（I

・3a

）

修
正
斎
了
、
鳴
鐘
如
斎
前
也
。
看
經
。
次
放
参
。
平
日
者
楞
嚴
咒
、
大
悲
咒
。
修
正
看
經
ノ

中
ハ

、
畧
二

大
悲
咒
一

。
只
楞
厳
咒
、
消
災
咒

計
也
。

勤
行
規
式
次
第
誌
焉
。

曉
僧
藥
師
如
来
、
大
衆
和
南
。
次
維
那
擧
大
悲
咒
、
并
消
災
呪
畢
。
次
釈
迦
如
来
、
大
衆
和
南
。
維
那
擧
回
向
。

寝
堂
茶
湯
之
圖
　
　
　
　
　
　
　
（I
・3b

）

先
行
者
鳴
寝
堂
板
、
住
持
入
寝
堂
、
座
前
立
。
焼
香
侍
者
、
門
外
左
邊
立
。
接
入
、
先
知
事
全
班
、
對
二

侍
者
一

、
雁
立
問
訊
。
次
頭
首

翻刻・京都大学文学部図書館蔵『南禅清規』

都
寺

都
文

住
持

首
座

首
座

如
无
單
寮
則
大
勤
舊
居
之

單
寮

十
刹
西
堂

如
无
西
堂
則
単
寮
居
之

燭
　
　
　
　
座

爐
　
侍
者
揖
　
香

燭
　
　
　
　
茶

直歳
典座

副寺
副寺

維那
監寺

大勤舊

書 記
藏 主

藏 主
知 客

浴 主

西
頭

特
榻

侍 香
侍 状

侍 客
侍 湯

侍 衣

知浴
知浴

藏主
藏主

書記
首座

首座
班

一
大勤旧

班
一

單寮
班

一
西堂

直歳
典座

副寺
副寺

維那
監寺

都寺
都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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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班
入
、
次
単
寮
大
勤
舊
入
、
各
歸
位
立
。
焼
香
侍
者
入
、
揖
座
問
訊
。
衆
坐
。
侍
者
進
爐

香
。
退
中
立
問
訊
、
鳴
板
二
下
。
進
盞
。

四
首
行
者
、
手
取
喫
茶
畢
。
侍
者
問
（I

・4a

）
訊
揖
茶
畢
出
。
行
者
鳴
板
一
下
。
収
盞
。
又
鳴
板
三
下
。
衆
下
床
。
住
持
進
爐
前
、
兩
序

勤
舊
、
對
住
持
問
訊
、
謝
茶
。
住
持
送
一
歩
、
衆
同
問
訊
揖
出
。
赴
開
山
塔
諷
經
。
侍
者
隨
出
。

次
鳴
鐘
、
開
山
諷
經
。
次
帰
雲
諷
經
。
次
喝
食
藥
師
如
来
。

上
堂

先
ツ

両
班
、
谷
渡
問
訊
。
是
者
入
僧
堂
。
各
坐
禅
。
鼓
二
通
之
始
撹

時
、
下
床
。
經
東
廊
西
廊
、
上
二

佛
殿
之
脇
之

、
從
二

佛
殿
脇
一

、

至
二

后
門
一

、
東
西
出
合
而
出
、
一
列
並
、
而
擧
二

法
堂
一

。
今
者
如
形
之
規
式
、
於
法
堂
前
、
勤
之
、
自
正
面
脇
之
間
（I

・4b

）
入
、
向
二

法
座
一

。
一
行
排
立
問
訊
。
是
座
前
問
訊
也
。
次
兩
列
歸
本
位
。
各
排
雁
立
、
行
者
立
東
班
知
事
後
。」
焼
香
侍
者
轉
鼓
一
通
時
、
法
座

左
邊
立
。
候
両
班
集
。
歸
班
立
定
。
轉
三
鼓
時
侍
者
入
寝
堂
。
住
持
問
訊
請
出
。
行
者
持
行
燈
先
行
、
住
持
下
椅
子
。
問
訊
、
出
寝
堂
、

沙
喝
隨
後
。
自
法
堂
后
門
入
、
過
知
事
後
、
向
大
衆
、
普
同
問
訊
。
又
向
二

法
座
一

問
訊
、
叉
手
過
拜
席
上
、
升
座
。
正
面
立
、
隨
登
階
、

緩

鼓
、
一
階
時
、
打
擧
也
。
侍
者
同
登
。
瓣
香
入
香
合
蓋
、
捧
之
。
住
持
祝
香
訖
、
渡
與
侍
者
。
侍
者
以
左
手
立
レ

爐
ニ

也
。
從
香
以

二

右
手
。
一
歩
自
レ

住
持
奥
ヘ

退
。
問
訊
、
下
二

法
座
一

。
住
持
就
座
。」
衣
鉢
（I

・5a

）
侍
者
引
出
法
座
右
邊
、
侍
状
侍
客
持
藥
、
中
間
一
列

問
訊
歸
位
。
侍
香
引
レ

前
ヲ

。」
次
首
座
、
引
二

諸
頭
首
一

、
向
レ

法
座
問
訊
、
頭
首
歸
レ

班
、
首
座
引
前
。」
次
知
事
出
班
、
直
歳
引
前
。
行

者
隨
問
訊
、
都
寺
引
前
。」
次
西
堂
一
班
、
出
問
訊
。」
若
座
下
、
本
寺
參
假
東
堂
、
則
西
堂
之
次
、
問
訊
畢
也
。」
次
焼
香
侍
者
、
登

座
焼
香
、
用
左
手
、
轉
身
住
持
左
邊
問
訊
、
請
説
法
畢
。
次
進
拂
子
、
釣
語
、
禅
客
問
話
、
激
揚
此
道
。」
問
答
畢
、
叙
謝
曰
、
陞
座

次
、
伏
惟
、
山
門
兩
序
、
東
班
諸
位
禅
師
、
西
班
諸
位
禅
師
、
諸
大
西
堂
和
尚
、
単
寮
耆
宿
、
蒙
堂
前
資
、
小
寮
辨
事
、
雲
堂
海
衆
、

暫
到
高
賓
、
現
前
一
會
、
諸
位
禅
師
（I

・5b

）
各
各
道
體
、
起
居
萬
福
。」
次
結
座
語
畢
、
下
座

下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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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住
持
下
座
。
立
上
間
與
西
堂
人
事
、
西
堂
各
各
挿
香
、
觸
禮
一
拜
。」
次
東
序
、
都
寺
維
那
、
與
長
老
立
班
問
訊
、
都
寺
立
瓣
香
、
出

坐
具
端
、
欲
レ

開
兩
度
。
長
老
依
被
辞
。
觸
禮
一
拜
退
。
即
是
兩
展
三
禮
也
。」
次
西
序
、
挿
香
、
觸
禮
一
拜
。
次
単
寮
挿
香
、
觸
禮
一

拜
。」
次
住
持
倚
椅
子
、
焼
香
侍
者
挿
香
、
一
列
大
展
三
拝
。」
次
沙
彌
頭
、
挿
香
、
行
者
參
頭
、
一
列
大
展
三
拜
。
次
就
于
函
丈
點
心
。

點
心
坐
牌
圖
　
　
　
　
　
　
　
　
（I

・6a

）

就
主
位
、
侍
香
接
入
問
訊
、
先
客
長
老
。
次
參
假
西
堂
一
列
、
次
単
寮
、
次
勤
舊
、
次
東
兩
班
、
次
西
兩
班
、
次
上
方
。

湯
禮
　
　
　
　
　
　
　
　
　
　
　
（I

・6b

）

先
侍
香
接
入
問
訊
、
大
衆
坐
定
。
侍
香
出
問
訊
、
取
中
央
之
香
合
、
先
至
佛
前
焼
香
、
轉
右
歸
中
央
焼
香
、
即
香
合
案
中
央
、
一
歩
退

而
問
訊
立
也
。」
入
銀
盞
、
湯
瓶
相
隨
、
大
衆
飲
了
、
侍
香
又
問
訊
、
而
出
戸
外
、
即
歸
付
坐
牌
ニ

也
。
軈
テ

侍
香
進
銀
盞
、
湯
瓶
相
隨
。

大
衆
持
盞
相
待
、
侍
香
呑
了
時
、
一
度
揖
礼
。

次
鳴
鐘
、
齋
前
、
先
大
悲
咒
、
大
般
若
、
観
音
經
、
消
災
呪
三
反
。」
次
齋
了
、
次
放
参
。」
修
正
五
箇
日
、
畧
大
悲
咒
、
施
食
。

舊
規
者
、
歳
旦
粥
已
前
、
行
五
味
粥
、
以

子
少
受
。
小
土
器
、
少
盛
醋
、
行
之
。
但
醋
ハ

五
味
之
内
也
。
歳
旦
ノ

祝
儀
也
。（I

・7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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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節
、
藥
師
如
来
、
請
客
侍
者
勤
舊
、
與
二

湯
藥
侍
者
勤
舊
一

、
勤
之
也
。
題
維
那
寮
壁
、
差
定
之
。

開
山
諷
經
。
舊
規
者
、
就
祖
堂
、
大
悲
咒
、
赴
塔
下
、
楞
厳
咒
。」
八
金
剛
佛
餉
一
分
、
自
朔
始
之
、
上
間
頭
金
剛
之
前
立
牌
供
仏
餉

也
。
二
日
者
、
下
間
頭
金
剛
、
自
九
日
又
上
間
頭
金
剛
也
。

金
剛
牌
字
　
此
金
剛
今
朝
直
日

修
正
看
経
榜
住
持
某
和
尚
、
令
某
官
位
書
大
字
。
某
甲
ー
ー
ハ

書
小
字

年
号
支
干
、
正
月
初
五
日
、

堂
司
某
誌
之
。

山
門修

正
經
懺
之
榜
此
字
无
之
。
紙
之
次
目
ニ

、
各
有
レ

印
。

（I

・7b

）

此
句
一
行
之
句
也
。
非
讀
句

右
伏
以
、
一
念
普
観
無
量
劫
、
三
萬
六
千
日
只
在
刹
那
、
微
塵
中
轉
大
法
輪
、
十
二
部
真
經
総
爲
半
句
、
閲
歳
月
之
新
新
不
住
。
居
寰

區
而
擾
擾
奚
爲
、
從
實
際
理
地
無
動
作
相
而
起
熏
修
、
向
佛
事
門
中
絶
希
、
求
心
而
専
祷
扣
、
原
始
要
終
之
在
是
居
安
資
深
之
所
冥
。

入
定
安
禪
、
十
方
世
界
如
如
不
動
。
開
經
演
懺
、
百
億
山
河
歴
歴
對
揚
。
語
レレ
ハ

其
功
、
天
上
天
下
希
有
之
功
、
論
レス
レ
ハ

其
徳
、
世
出
世

間
異
常
之
徳
。

聖
皇
聖
后
、
自
此
享
無
彊
之
聖
壽
。
龍
子
龍
孫
、
由
斯
繼
永
固
之
龍
圖
、
大
功
徳
天
、
大
辨
才
天
、
大
梵
天
、
帝
釋
、
持
（I

・8a

）
國
天
、

増
長
天
、
廣
目
天
、
多
聞
天
、
摩
醯
天
、
密
迹
天
、
散
脂
天
、
菩
提
樹
神
天
、
堅
牢
地
神
、
韋
駄
天
、
訶
利
帝
、
南
天
鬼
子
母
天
、
摩

利
支
天
、
日
月
天
子
、
南
北
星
君
、
南
方
火

徳
星
君
、
周
天
列
曜
、
匝
漢
星
辰
。

黄紙

今
上
皇
帝
　
　
祠
山
大
帝
、
大
権
修
理
菩
薩
、
伽
藍
土
地
、
護
法
明
王
、
掌
簿
判
官
、
感
應
使
者
、
乙
護
法
天
童
、
伊
勢
太
神
宮
、

八
幡
大
菩
薩
、
賀
茂
下
上
大
明
神
、
春
日
大
明
神
、
厳
島
大
明
神
、
諏
訪
上
下
大
明
神
、
祇
園
牛
頭
天
王
、
北
野
天
満
天
神
、
熊
野
三

所
権
現
、
府
南
大
明
神
、
総
日
本
國
六
十
餘
州
、
諸
大
明
神
、
諸
大
権
現
、
各
宮
（I

・8b

）
侍
衛
神
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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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
　
前

大
　
般
　
若
　
經

各
人
一
巻

黄紙

堂
頭
和
尚

前
堂
首
座
　
書
記

西
藏
主
　
　
知
客

浴
　
主
　
　
都
寺

上
副
寺
　
　
典
座

書
状
侍
者
　
衣
鉢
侍
者

某
甲
首
座
　
某
甲
首
座

某
甲
書
記
　
某
甲
書
記

某
甲
監
寺
　
某
甲
監
寺

某
甲
藏
主
　
某
甲
藏
主

首
楞
厳
經

某
甲
藏
主
　
某
甲
藏
主

某
甲
藏
主
　
某
甲
藏
主

圓
覺
經

某
甲
藏
主
　
某
甲
藏
主

某
甲
藏
主
　
某
甲
藏
主

最
勝
經

某
甲
藏
主
　
某
甲
藏
主

某
甲
藏
主
　
某
甲
藏
主

仁
王
經

某
甲
副
寺
　
某
甲
侍
者

某
甲
侍
者
　
某
甲
侍
者

法
華
經

某
甲
侍
者
　
某
甲
副
寺

某
甲
上
座
　
某
甲
侍
者

金
剛
經

某
甲
侍
者
　
某
甲
上
座

某
甲
侍
者
　
某
甲
副
寺

普
門
品

某
甲
侍
者
　
某
甲
侍
者

某
甲
侍
者
　
某
甲
侍
者

大
悲
神
咒

某
甲
侍
者
　
某
甲
侍
者

某
甲
副
寺
　
某
甲
上
座

消
災
咒

某
甲
侍
者
　
某
甲
上
座

某
甲
侍
者
　
某
甲
侍
者

齋
罷

大
般
若
經

各
人
一
巻

黄紙

堂
頭
和
尚

後
堂
首
座
　
東
藏
主

監
　
寺
　
　
下
副
寺

直
　
歳
　
　
焼
香
侍
者

請
客
侍
者
　
湯
薬
侍
者

聖
僧
侍
者
　
某
甲
首
座

某
甲
首
座
　
某
甲
書
記

某
甲
監
寺
　
某
甲
藏
主

首
楞
厳
經

某
甲
藏
主
　
某
甲
藏
主

某
甲
藏
主
　
某
甲
藏
主

圓
覺
經

某
甲
藏
主
　
某
甲
藏
主

最
勝
王
經

某
甲
藏
主
　
某
甲
藏
主

仁
王
經

某
甲
副
寺
　
某
甲
侍
者

法
華
經

某
甲
侍
者
　
某
甲
副
寺

金
剛
經

某
甲
侍
者
　
某
甲
上
座

普
門
品

某
甲
侍
者
　
某
甲
侍
者

大
悲
咒

某
甲
侍
者
　
某
甲
侍
者

消
災
神
咒

某
甲
侍
者
　
某
甲
上
座

懺
法

某
甲
西
堂
　
某
甲
西
堂

某
甲
西
堂
　
某
甲
西
堂

某
甲
西
堂
　
某
甲
西
堂

某
甲
書
記
　
某
甲
藏
主

某
甲
藏
主
　
維
那

右
具
在
前

伏
希

三
宝
證
明

諸
天
洞
鑑

今
月
　
日

堂
司
某
甲

人
衆
多
少
、
可
依
時
、

首
楞
厳
経
已
下
、
人

衆
配
分
可
爲
少
衆
、

前
資
以
下
戒
臘
次

第
配
分
之
、
參
暇
西
堂

七
員
、
有
時
五
員
、
懺

法
衆
二
員
、
齋
前
齋

罷
、
單
寮
上
一
員
配

之
云
。

（I

・9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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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
數
八
十
二
枚
、
自
山
門
之
字
至
神
祇
之
字
、
三
十
四
枚
ニ

書
之
。
自
齋
前
字
、
至
僧
名
堂
司

之
字
、
四
十
八
枚
書
之
。

二
日
　
土
地
堂
諷
經
　
次
沙
喝
諷
經
　
次
帰
雲
獻
粥
（I

・9b

）
次
齋
前
　
次
半
齋
　
次
齋
了
　
次
放
参

土
地
諷
經
、
回
向
之
間
、
焼
銀
銭
、
都
寺
捨
茶
湯
堂
外
、
預
行
者
後
取
銀
錢
置
レ

之
。
無
消
災
咒
。
五
箇
日
、
方
丈
依
有
懺
法
看
經
、

知
客
或
侍
者
、
勤
之
。

三
日
　
祖
師
諷
經
　
齋
前
　
最
勝
院
僧
正
道
智
和
尚
半
齋
、

次
修
都
文
　
大
悲
咒
　
齋
了
　
放
参

四
日
　
火
徳
諷
經
　
齋
前
　
函
丈
懺
摩
無
差
定
、
齋
了
　
放
参

以
如
レ

恒

斯
日
、
齋
前
鐘
鳴
、
則
大
衆
者
上
佛
殿
、
看
經
。」
懺
法
衆
者
、
上
方
丈
懺
法
、

次
齋
了
　
次
放
参
　
　
　
　
　
　
　
（I

・10a

）

五
日
　
韋
駄
天
諷
經
　
齋
前
　
次
慈
照
院
殿
半
齋
　
次
維
那
上
方
丈
、
取
疏
名
。

次
滿
散
　
午
後
鳴
大
鐘
堂
前
殿
鐘
。」
行
者
營
辨
供
具
茶
果
、
住
持
供
茶
湯
了
、
諷
經
、
疏
了
、
焼
銀
錢
、
都
寺
棄
茶
湯
、
維
那
擧

消
災
咒
三
反
、
大
衆
散
。」
次
東
西
兩
班
、
進
方
丈
請
退
。」
侍
者
ハ

明
日
早
晨
以
後
退
也
。
故
普
庵
諷
經
ス

。
侍
香
始
之
、
自
半
齋
、

新
維
那
始
之
。

取
疏
銘
様

盆
上
小
打
敷
、
燭
臺
香
爐
排
之
。
將
二井
テ

行
者
ヲ一

上
レ

方
丈
ニ

、
先
脱
帽
入
礼
之
間
、
長
老
相
對
問
訊
、
維
那
取
盆
、
長
老
面
前
（I

・10b

）

置
之
。
自
袖
取
出
小
香
合
、
焼
香
、
供
疏
、
長
老
接
得
、
頂
戴
一
覧
、
書
銘
出
之
。
維
那
請
取
、
度
與
行
者
、
立
與
長
老
問
訊
歸
。」

斯
時
自
長
老
、
杉
原
檀
紙
、
扇
子
、
引
出
物
、
被
出
之
。
即
掛
諷
經
牌
法
堂
前
。
小
牌

各
具
威
儀
、
詣
金
剛
王
寶
殿
滿
散
。

六
日
　
普
庵
諷
經
、
侍
香
始
之
、
侍
者
各
退
。」
次
鳴
鐘
。
請
前
堂
。

次
新
維
那
、
詣
方
丈
、
立
瓣
香
、
觸
禮
。

次
五
員
頭
首
、

詣
方
丈
、
触
礼
。

次
前
堂
都
寺
者
、
住
持
送
寮
。

次
後
堂
已
下
者
、
新
維
那
送
寮
。

次
新
維
那
、
與
舊
維
那
、
相
對
觸
禮
。」

次
鳴
鐘
、
半
齋
、
新
維
那
始
之
。

次
各
請
（I

・11a

）
取
寮
后
前
堂
詣
方
丈
、
禮
謝
。

次
前
住
忌
鳴
殿
鐘
、
兩
班
赴
祖
堂
。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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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班
焼
香
。
有
借
香

次
列
拜
、
行
者
鳴
手
磬
。

次
歸
本
位
立
、
維
那
擧
大
悲
咒
。」

次
請
新
侍
者
。

普
庵
諷
經
畢
、
鳴
堂
前
鐘
、
請
前
堂
、
新
維
那
、
詣
方
丈
、
瓣
香
觸
禮
一
拜
。
然
後
五
頭
首
相
共
、
詣
方
丈
、
瓣
香
觸
禮
一
拜
。」

前
堂
都
寺
兩
人
者
、
鳴
大
鐘
、
住
持
到
首
座
寮
、
并
庫
司
、
自
被
ル二

送
寮
セ一

、
後
堂
以
下
者
、
新
維
那
寮
送
之
。」
次
維
那
者
主
位
、

新
兩
班
者
賓
位
、
相
對
觸
禮
、
揖
散
也
。」
其
間
新
維
那
看
寮
、
并
寮
長
、
又
舊
維
那
看
寮
、
并
寮
長
、
各
相
（I

・11b

）
對
、
校
割
什

物
、
請
取
讀
度
也
。」
次
新
維
那
主
位
、
舊
維
那
賓
位
、
觸
禮
、
新
維
那
出
縁
、
送
舊
維
那
、
兩
僕
、
新
維
那
ノ

履
ヲ
ハ

主
位
ニ

、
舊
維

那
ノ

履
ヲ
ハ

賓
位
ニ

、
取
直
也
。」
次
鳴
半
齋
鐘
、
新
維
那
始
之
。

遷
寮
以
後
、
前
堂
詣
方
丈
致
謝
、
舊
五
頭
首
、
各
住
持
送
寮
之
。」
雖
レ

然
亂
後
者
、
前
堂
都
寺
計
送
之
。
故
ニ

後
堂
以
下
ノ

頭
首
ハ

、

上
レテ

方
丈
ニ

不
レ

致
レ

謝
也
。

請
新
侍
者
事
、
四
人
之
侍
者
、
擧
ル二

維
那
寮
ニ一

、
其
時
維
那
、
立
テ

紙
ニ

書
二

其
名
字
一

、
於
レ

客
殿
ニ

對
立
、
而
適
奉
堂
頭
和
尚
慈
旨
、
請

某
上
座
、
某
新
戒
、
充
二ツ
ト

某
侍
者
一ニ

、
讀
擧
ク
ル

也
。」
次
維
那
引
二

上
（I

・12a

）
方
丈
一ニ

、
挿
香
、
大
展
三
拜
退
。」
次
維
那
、
各
各
送
寮

歸
。」
今
時
无
斯
ノ

礼
。
行
者
直
引
テ

至
レリ

方
丈
、
次
ニ

擧
二ク
ル

維
那
寮
一ニ

事
者
甚
誤
也
。
詳
レ

規

前
住
忌
。
半
齋
已

則
早
晨
之
次
、
鳴
殿
鐘
、
於
祖
堂
、
行
者
營
辨
供
具
茶
果
、
鳴

、
出
班
焼
香
、
住
持
兩
班
侍
者
、
一
列
向
真
前

前
有
之

立
、
維
那
揖
而
借
香
問
訊
有
之
。
次
列
拜
、
行
者
鳴
手
磬
、
三
拜
畢
、
歸
本
位
。」
鳴
磬
、
維
那
擧
大
悲
咒
、
回
向
。」
西
堂
大
衆
者
、

不
列
拜
。
兩
班
侍
者
計
也
。

七
日
　
早
晨
、
大
悲
咒
一
返
、
消
災
咒
三
返
、
回
向
、
是
謂
立
諷
經
也
。
次
宝
篋
院
殿
半
齋
。

晩
間
、
金
剛
經
、
施
食
（I

・12b

）
有

半
齋
、
則
晩
金
剛
經
。

八
日
　
早
晨
、
如
恒
。」
次
日
中
、
金
剛
經
、
尊
勝
陀
羅
尼
三
返
、
消
災
咒
三
返
、
回
向
。

晩
間
、
念
誦
。」
今
時
詣
方
丈
勤
之
。

規
式
見
于
奥
。

次
放
参
。

但
正
五
九
月
者
、
下
八
ノ

念
誦
除
之
、
凡
住
持
首
座
、
懈
怠
ノ

時
者
、
上
中
八
共
略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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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八
念
誦

至
日
午
後
、
堂
司
行
者
、
報
衆
掛
念
誦
牌
、
若
下
八
巡
堂
、
則
同
掛
牌
、
至
參
前
覆
住
持
兩
序
、
先
鳴
方
丈
板
、
次
巡
廊
鳴
板
、
住
持

出
、
緩
鳴
大
板
三
下
、
衆
集
依
圖
立
定
。
圖
在

奥

侍
者
隨
住
持
、
到
祖
堂
、
土
地
堂
、
大
殿
、
焼
香
礼
拜
、
鳴
（I

・13a

）
大
鐘
。」
兩
序
預

集
外
堂
、
大
板
鳴
、
方
歸
圖
位
、
住
持
入
堂
、
供
頭
鳴
鐘
七
下
、
聖
僧
前
焼
香
、
侍
者
捧
香
合
、
書
状
侍
者
、
徑
歸
位
、
請
客
侍
者
、

即
往
西
序
前
、
巡
問
訊
請
得
、
次
請
東
序
、
歸
位
、
住
持
出
堂
外
中
立
。
焼
香
侍
者
隨
出
歸
位
、
維
那
先
離
位
、
至
門
首
、
向
住
持
立
、

合
掌
念
誦
三
八
念

大
衆
黙
念
、
毎
一
號
、
堂
前
輕
應
鐘
一
聲
、
念
疊
一
聲
畢
、
維
那
歸
位
、
如
免
巡
堂
。
則
童
行
出
唱
云
、
大
衆
免
巡
堂
。

誦
在
規
。

堂
司
行
者
唱
云
、
放
参
。

鳴
鐘
諷
經
、
如
巡
堂
住
持
先
入
堂
、
前
堂
首
座
入
、
西
堂
挿
入
、
歸
聖
僧
板
、
頭
首
領
衆
、
三
人
一
引
、
聖

僧
前
問
訊
、
轉
身
住
持
前
問
訊
、（I
・13b

）
合
掌
巡
堂
、
順
左
肩
轉
、
依
圖
位
立
、
頭
首
入
後
、
維
那
入
堂
、
從
龕
右
、
至
上
間
板
頭
、

引
大
衆
排
之
、
暫
到
侍
者
、
隨
衆
入
。
只
巡
テレ

半
堂
ヲ

、
聖
僧
ノ

後
ロ
ニ

立
。
侍
者
ハ

向
二

後
門
ニ一

立
。
暫
到
ハ

向
二

侍
者
一

立
。
今
世
暫
到
無
、

故
侍
者
向
龕
立
。」
次
知
事
入
堂
、
聖
僧
前
問
訊
、
轉
身
住
持
前
問
訊
、
合
掌
巡
堂
。」
暫
到
侍
者
随
後
出
。」
焼
香
侍
者
、
揖
座
問
訊
、

衆
就
座
、
行
礼
喫
湯
、
如
旦
望
。
湯
罷
、
供
頭
鳴
鐘
三
下
、
住
持
出
、
兩
序
隨
出
、
堂
外
謝
湯
、
住
持
止
之
。
衆
普
同
和
南
。
各
出
全

單
而
散
。」
如
放
参
鐘
、
衆
同
赴
諷
経
。

念
誦
巡
堂
之
圖
　
　
　
　
　
（I

・14a

）



－169－

巡
堂
、
并
三
八
念
誦
圖
、
並
同
。
但
書
帳
則
甲
乙
位
、
以
双
字
名
排
之
。」
或
曰
、
西
堂
頭
首
后
、
大
衆
前
排
之
、
大
衆
依
（I

・14b

）

戒
次
排
之
、
未
必
論
耆
舊
、
堂
僧
不
除
請
假
、
共
書
之
、
如
臨
時
參
假
掛
搭
、
以
朱
書
之
。

十
一
日
　
吉
書
。

早
晨
、
大
悲
咒
七
返
、
行
道
、
住
持
焼
香
礼
拜
、
消
災
咒
七
反
、
回
向
畢
。」
大
工
小
工
棟
梁
、
其
外
番
匠
、
各

來
就
門
首
待
也
。
大
工
小
工
棟
梁
三
人
者
立
也
。
殘
者
胡
跪
。」
住
持
各
佛
殿
前
出
、
大
衆
隨
后
。」
吉
書
事
始
畢
、
於
庫
司
、
自
出

官
寮
、
出
三
貫
文
折
紙
也
。
舊
規
者
、
拾
貫
文
也
。

次
日
中
金
剛
經
。

大
陽
和
尚
無
徳
和
尚
前
日
引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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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函
丈
齋
　
　
　
　
　
　
　
　
　
（I

・15a

）

兩
班
西
堂
、
都
聞
單
寮
、
大
勤
舊
、
請
之
。
侍
香
接
入
問
訊
有
之
也
。
先
上
方
。
次
西
兩
班
一
列
、
次
東
兩
班
一
列
、
次
十
刹
西
堂

一
班
、
次
諸
山
西
堂
一
班
、
一
列
問
訊
而
居
位
。
次
單
寮
大
勤
舊
、
一
人
充
入
次
出
官
。」
次
侍
香
揖
座
問
訊
、
揖
香
問
訊
。
如
恒
。

然
後
請
客
侍
者
、
同
列
、
至
上
方
座
前
問
訊
、
居
位
。」
无
坐
牌
、
行
者
給
仕
也
。」
上
方
西
堂
都
聞
單
寮
等
之
膳
、
并
果
子
天
目
等
、

進
置
時
、
一
歩
退
問
訊
歸
。
後
取
時
、
先
問
訊
、
一
歩
進
而
取
也
。」
然
後
出
官
、
起
身
立
座
、
出
二

縁
外
一

、
摺
袈
裟
、
掛
左
手
、

至
客
殿
中
央
、
香
臺
之
前
、
胡
跪
、
自
懐
中
、
取
出
吉
書
三
箇
條
之
文
、
讀
之
。
巻
（I

・15b

）
樣
如
レ

帖
、
包
紙
同
前
也
。
上
包
有
吉

書
之
二
字
。

吉
書
文
　
　
　
　
　
　
　

讀
訖
、
復
出
縁
、
并
不
掛
袈
裟
扠
衣
而
重
而
問
訊
歸
本
位
。」

行
者
茶
果
、
次
天
目
入
之
。
四
首
頭
、
西
堂
都
聞
單
寮
大

勤
舊
果
子
天
目
、
各
各
備
之
。
殘
者
果
子
臺
、
天
目
盆
、

引
之
。」
喫
茶
了
、
問
訊
而
散
。

次
評
定
始
之
。（I

・16a

）

斯
日
、
長
老
、
兩
班
、
單
寮
之
頭
、
引
物
有
之
。
造
杉
原

三
條
、
扇
一
本
充
也
。

惟
敬
云
、
正
月
吉
初
日
早
晨
、
大
悲
咒
七
反
、
消
災
咒
七

反
。」
又
雖
レ

何
ノ

日
ト

、
下
二

表
米
一

日
者
、
同
咒
七
反
、
行

道
也
。

南
禅
寺
吉
書
三
箇
條
之
事

一
　
皇
運
法
運
永
可
繁
昌
事

一
　
勤
行
無
怠
慢
可
致
精
誠
事

一
　
諸
寺
領
年
貢
日
直
可
運
上
事

右
三
箇
條
所
被
仰
下
仍
執
達
如
件

年
号
正
月
吉
日

本
尊

都
分

上
方

前
板

後
板

西
堂

諸
山

十
利

西
堂

書 記
蔵 主

蔵 主
知 客

單 寮
大 勤 旧

出 官

侍客
侍香

維那
監寺

都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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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日
　
祝
聖
、
開
山
諷
経
、
帰
雲
諷
經
、
上
堂
、

南
禅
院
半
齋

上
堂
鼓
三
通
也
、
一
通
擧
、
而
先
兩
班
谷
渡
問
訊
有
之
。（I

・16b

）
是
入
僧
堂
、
各
坐
禅
時
、
二
通
始
到
撹
二

鼓

一

、
而
下
床
、
出

堂
外
。
庫
司
之
東
西
相
對
問
訊
、
一
列
並
、
擧
二

法
堂
一ニ

也
。
今
代
於
法
堂
前
、
如
形
礼
也
。」
自
正
面
、
脇
之
間
入
、
而
東
西
一
列
、

向
法
座
立
問
訊
。
是
座
前
問
訊
也
。
次
兩
列
、
歸
本
位
立
。」
客
頭
行
者
、
二
通
打
擧
、
侍
香
法
座
之
左
邊
立
。
候
兩
班
立
班
定
、

轉
二
鼓
時
、
侍
者
詣
室
間
、
對
住
持
問
訊
、
住
持
下
床
問
訊
、
引
侍
者
沙
喝
出
室
、
望

、
住
持
一

登
時
、
行
者
擧
鼓
。
侍
香
同

登
、
香
合
蓋
盛
瓣
香
、
捧
之
。
住
持
祝
香
訖
、
度
侍
香
。
侍
香
以
左
手
挿
爐
。
以
右
手
焼
香
、
自
レ

住
持
一
歩
奥
退
。
一
列
問
訊
、

住
持
下

、
侍
者
都
（I
・17a

）
合
下

、
次
下
座
問
訊
。

次
南
禅
院
半
齋
。」
新
兩
班
、
住
持
有
謝
語
、
各
脱
帽
、
法
語
畢
下
座
。
住
持
脱
法
衣
、
著
平
衣
、
於
法
堂
上
間
、
謝
語
之
礼
。
但

觸
礼
也
。
免
則
問
訊
、
揖
而
退
、
各
謝
詞
忝
ナ
キ
カ

故
也
。
詣
二ス
ル
ト
キ
ハ

方
丈
一ニ
、
則
遅
キ
ノ

之
心
之
、
即
席
ニ

拜
ス
ル
之
也
。」
十
八
日
之
善
月
祈

、
百
　
丈
忌
、
同
前
相
觸
也
。

十
六
日
　
土
地
堂
諷
経
、

後
醍
醐
天
皇
半
齋

晩
間
百
丈
宿
忌
　
堂
司
行
者
、
掛
諷
經
牌
。
報
衆
小就

法
堂
牌
式
、
預
鳴
二ス

展
単
ノ

鐘
三
下
、
如
法
鋪
設
法
堂
座
上
、
掛
真
中
間
、
或
迎
像
、

安
座
上
、
嚴
設
茶
祭
筵
、
上
間
設
（I

・17b

）
禪
椅
、
拂
子
、

架
法
衣
、
設
床
榻
者
非
也
。
下
間
設
椅
子
、
經
案
、
爐
瓶
香
燭
、
經

卷
。
法
座
上
知
客
掌
之
。」
上
間
屏
風
片
、
禪
椅
、
附
座
氈
、
拂
子
。
焼
香
侍
者
、
掌
之
。
下
間
屏
風
片
、
椅
子
、
附
座
氈
、
經
卷

經
案
。
書
状
侍
者
、
掌
之
。

架
法
衣
。
請
客
侍
者
、
掌
之
。
法
衣

住
持
衣 、
乃
用

如
開
山
忌
、
開
山

經
卷
、 衣
并用

之 所
持

侍
者
親
接
之
返
之
。
爐
瓶
香
燭
、

各
一
挺
。
湯
薬
侍
者
、
掌
之
。」
當
晩
堂
司
行
者
、
覆
住
持
、
并
兩
序
、
鳴
鐘
、
衆
集
於
法
堂
。
住
持
先
焼
香
、
侍
者
捧
香
合
、
三

拜
畢
、
不
収
坐
具
。
鳴
鼓
、
献
特
為
湯
、
侍
者
逓
上
、
座
上
侍
客
、
階
下
持
薬
、
住
持
右
邊
侍
香
、
次
侍
状
、
中
間
侍
衣
、（I

・18a

）

各
轉
盞
、

置
于
真
前
几
上
、
覆
位
三
拜
、
進
爐
前
、
揖
湯
問
訊
。
又
三
拜
収
坐
具
畢
、
鳴
鼓
三
下
、
諷
經
如
恒
。」
次
沙
喝
諷
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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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日
　
早
晨
取
疏
銘
、
張
数
三
枚
、

鳴
鐘
、
祖
師
堂
諷
經
、
就
于
南
禅
院
、
後
嵯
峨
院
半
齋
。

廿
一
行
、
無
印

次
百
丈
獻
粥
、
次
維
那
上
方
丈
、
盛
坐
牌
。
堂
司
行
者
掛
諷
經
牌
。

小
牌
、
各
具
威
儀
、
詣
赴

就
曇
華
堂
。

百
丈
半
齋
、
點
供
、
住
持
十
八
拜
。
次
拈
香
有
法
語
、
畢
出
班
各
香
。
次
列
拜
了
維
那
宣
日
本
疏
。
次
擧
楞
嚴
咒
小
回
向
。
次
住
持

焼
香
。
次
大
鑑
禅
師
、
大
悲
（I

・18b

）
咒
小
回
向
。
次
沙
喝
諷
經
畢
、
赴
方
丈
齋
。
次
清
水
寺
懺
摩
。
預
鳴
鐘
。

早
晨
、
住
持
上
香
礼
拝
。
上
湯
上
粥
、
次
赴
僧
堂
喫
粥
畢
鳴
鐘
。
赴
法
堂
、
住
持
上
香
上
茶
、
行
者
鳴
磬
、
諷
經
回
向
、
如
恒
式
。

半
齋

堂
司
行
者
、
報
衆
掛
牌
、
散
忌
諷
經
、
鳴
鐘
集
衆
、
向
祖
排
立
如
圖
。
住
持
上
香
、
侍
者
捧
香
合
。
大
衆
脱
帽
、
住
持
三
拜
、不
収
坐
具

進
爐
前
、
上
湯
上
食
、
侍
者
供
レ

献
湯
ヲ

、
同
退
。
就
位
三
拜
、
仍
進
前
焼
香
、
下

畢
、
三
拜
、
収
坐
具
、
行
者
（I

・19a

）
収
拜
席
次
行
者

鳴
鼓
、
特
為
茶
、
行
者
展
拜
席
。
住
持
焼
香
三
拜
、
上
茶
三
拜
、
揖
三
拜
、
行
者
鳴
鼓
三
下
。」
住
持
拈
香
、
有
法
語
。」
行
者
鳴

、

維
那
出
班
、
立
爐
側
、
行
者
擧

一
通
。
維
那
問
訊
、
住
持
焼
香
、
侍
者
捧
香
合
、
歸
位
。」
又
擧

一
通
、
維
那
問
訊
、
西
堂
出

班
焼
香
。
次
前
堂
都
寺
、
相
對
出
爐
前
、
小
問
訊
、
焼
香
。
東
序
右
手
、
西
序
左
手
、
一
歩
退
而
問
訊
、
歸
位
。」
又
擧

一
通
、

維
那

與
知
客
、
相
對
出
班
焼
香
、
以
下
兩
班
効
之
。
各
持
小
香
合
。
二
祖
、

（I

・19b

）

並
無
借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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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衆
同
展
三
拜
畢
、
兩
序
歸
位
、
維
那
向
レ

佛
ニ

、
宣
二

日

本
疏
一

、
住
持
展
二

坐
具
一

三
拜
、
就
跪
知
客
跪
捧
爐
。
焼

香
侍
者
、
跪
捧
レ

香
合
。
到
住
持
傳
法
沙
門
之
處
、
一
拜
、

以
伸
供
養
處
一
拜
、
上
酬
慈
蔭
處
一
拜
、
疏
末
法
孫
比

丘
處
一
拜
、
収
坐
具
。」
次
擧
楞
嚴
咒
、
前
後
啓
請
、
脱

帽
。

次
大
鑑
禅
師
、
大
悲
咒
、
小
回
向
。」
次
赴
方
丈

齋
（I

・20a

）
斯
歳
大
永
三
年
未
、
正
月
十
七
日
、
當
住
春

庸
長
老
、
但
馬
御
下
ノ

間
、
九
拜
并
十
八
拜
、
參
暇
西
堂

頭
、
被
補
之
、
凡
茶
湯
特
為
鼓
、
乃
用
法
堂
下
間
鼓
。」

或
隔
宿
仍
行
燈
、（I

・20b

）
鼓

、
維
那
執
手
爐
、
迎
像
、

當
日
同
送
、
自
東
廊
下
回
上
西
廊
歸
祖
師
堂
安
座
。
住

持
大
衆
、
各
各
合
掌
。
送
至
了
、
住
持
焼
香
三
拜
。
維

那
擧
大
悲
咒
、
回
向
散
。

百
丈
臨
濟
忌
、
始
末
礼
同
、

徒
弟
院
、
則
開
山
忌
亦
同
。
但
畧
念
誦
及
疏
語
。」
次
行

者
諷
經
。

凡
日
本
疏
、
古
者
文
字
不
定
。
瑞
雲
菴
月
渚
中
衫
西
堂
、

於
双
桂
和
尚
前
讀
樣
被
定
、
元
来
大
椿
和
尚
、
鎌
倉
被

下
、
建
長
圓
覺
之
礼
樂
、
被
尋
極
、
畧
規
被
撰
畢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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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拜位之圖

西
堂

單
寮

都
寺

監
寺

維
那

副
寺

副
寺

典
座

直
歳

侍
者
ー
ー

浴
主

知
客

蔵
主

蔵
主

書
記

首
座

首
座

本
尊
　
　
　
　
　
中
央

坐牌両班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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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疏
ハ

、
鎌
倉
樣
也
。

洪
州
百
丈
山
懐
海
禅
師
者
、
福
州
長
樂
人
、
丱
歳
離
塵
、（I

・21a

）
唐
元
和
九
年
、
正
月
十
七
日
、
歸
寂
。」
相
當
日
本
弘
仁
五
年
、

壽
九
十
五
、
長
慶
元
年
、
敕
謚
大
智
禅
師
、
塔
曰
大
寶
勝
輪
。」
至
大
永
三
年
癸
未
歳
、
凡
八
百
年
歟
。

清
水
寺
懺
摩
小
机
三
十
箇
、
南
陽
夙
和
尚
寄

進
暖
席
十
八
疊
、
常
置
之
清
水
寺
矣

先
前
日
、
以
折
紙
相
觸
也
。
毎
月
十
七
日
齋
了
、
赴
清
水
寺
、
古
者
於
徳
雲
院
讀
之
。
雖
然
末
代
無
斷
絶
樣
、
廷
用
和
尚
、
寄
附
常

住
。
故
徳
雲
院
衆
、
不
加
補
闕
、
一
超
直
入
也
。
但
亂
前
宗
英
藏
主
、
參
暇
迫
而
被
削
籍
、
后
被
出
頭
間
、
被
加
補
闕
云
云
、
依
其

仁
直
入
、
依
其
仁
補
欠
乎
。（I
・21b

）

清水寺懺摩圖

本
尊

大 鼓
大

小鼓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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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爐
　
法
苑
云
、
天
人
黄
瓊
説
二

迦
葉
佛
ノ

香
爐
一

。
畧
云
、
前
ニ

有
二

十
六
師
子
白
象
一

、
於
二

二
獣
ノ

頭
上
一ニ

、
別
ニ

起
二テ

蓮
華
臺
一ヲ

、
以
爲
レ

爐
ト

。
後
ニ

有
二

師
子
蹲
跪
一

。
頂
上
ニ

有
二

九
龍
一

、
繞
二リ

承
ク

金
花
一ヲ

、
華
内
ニ

有
二

金
臺
宝
子
一

、
盛
レ

香
ヲ

。
佛
説
法
ノ

時
、
常
執
二

此
爐
一

、

比
二

觀
ス
ル
ニ

今
世
手
爐
之
製
一ニ

、
小
有
二

倣
ヒ

法
一ル

焉
。（I

・22a

）

坐
牌
圖
　
　
三
十
三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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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福

寺
初

午
懺

法
鼓圖

本
尊

大 鼓
中 鼓

小 鼓

觀
音
畫
三
十
三
幅
、
華
三
十
三
、
逐
一
皆
飾
之

大
中

小

觀
音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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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引
付
　

拾
貫
貳
百
文
　
　
布
施
三
十
四
員
分
、
加
佛
布
施
（I

・22b

）

貳
百
八
十
六
文
　
西
堂
七
員
下
物
、
人
別
四
拾
文
充
。

五
百
三
十
六
文
　
平
僧
廿
六
員
下
物
、
人
別
廿
文
充
。

百
文
　
　
　
　
　
導
師
香
華
自
歸
三
員
、
香
錢
卅
二
文
充
。

百
文
　
　
　
　
　
燭
貳
挺
。

六
十
四
文
　
　
　
茶
洗
米
、
炭
、
内
、
卅
二
文
、
洗
米
散
華
土
器
代
、

卅
二
文
茶
炭
代
、

シ
チ

百
文
　
　
　
　
導
師
、
加
布
施

貳
百
文
　
　
　
　
香
華
、
加
布
施

貳
百
文
　
　
　
　
維
那
、
加
布
施

玖
拾
文
　
　
　
　
櫃
持
、
但
乱
後
、
百
卅
一
文
、

三
員
ニ
下
行
之

拾
文
　
　
　
　
　
鐘
撞
（I

・23a

）

五
文
　
　
　
　
　
散
華

已
上
拾
貳
貫
五
百
文

右
從
濃
州
貳
拾
貫
文
、
月
別
上
御
倉
奉
行
、

飯
納
之
。
其
内
拾
貳
貫
五
百
文
、
自
寺
家
請
取
之
。

今
代
壁
書
　
　
　
　
　
　
　
　
　

定
　
清
水
寺
懺
摩
諸
役
者
事
　

一
　
導
師
、
參
暇
西
堂
衆
、
如
先
規
、
可
勤
之
。
若
有
一
人
、
爲
不
器
用
者
、
爲
其
仁
、
可
倩
本
衆
、
首
座
勤
舊
、
但
雖
不
勤
導
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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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散
焼
香
者
、
可
爲
出
世
仁
、
雖
背
古
規
、
因
其
才
乏
、
如
斯
。
若
於
有
器
用
、
可
爲
如
舊
規
事
。（I

・23b

）

一
　
香
華
、
單
寮
、
以
下
爲
本
衆
、
輪
次
可
勤
之
。
若
爲
不
器
用
、
爲
其
仁
、
可
雇
衆
中
事
。

一

鼓
、
可
爲
如
先
規
、
雖
然
於
不
器
用
、
爲
其
仁
、
可
雇
衆
中
、
但
位
次
者
、
自
他
可
隨
宜
事
。

右
條
定
如
件

永
正
十
五
年
十
月
　
日
　
　
堂
司

前
代
壁
書

一
　
導
師
香
華
、
爲
代
官
不
可
勤
、
指
合
有
之
、
可
辞
退
。

一
　
香
華
、
單
寮
已
下
、
可
勤
之
。

一
　
大

、
自
單
寮
至
後
堂
、
中

、
書
記
、
小

、
蔵
主
。（I

・24a

）

一
　
懺
法
辭
退
之
仁
、
十
六
日
、
放
参
已
前
、
可
報
維
那
寮
、
若
過
尅
不
可
叶
。

一
　
十
七
日
不
赴
仁
、
可
抜
衆
。

一
　
雖
寒
天
、
不
可
著
帽
事
。

一
　
與
隣
單
、
不
可
笑
語
事
。

一
　
滿
散

終
、
而
可
散
事
。

一
　
一
會
不
可
立
事
。

右
條
々
先
規
如
斯

凡
預
懺
法
衆
者
、
淨
三
業
、
整
威
儀
、
入
道
場
、
肅
恭
而
坐
定
、
鳴
鼓

三
通
者
、
爲
使
大
慈
大
父
尊
、
補
陀
洛
山
（I

・24b

）
紫
竹

林
中
、
奉
迎
此
道
場
之
故
也
。
鳴
三
通
者
、
表
空
无
想
無
願
、
三
大
解
脱
也
。
不
用
以

慢
散
乱
之
心
。
鼓

鳴
時
、
赴
道
場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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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語
乱
道
者
、
非
法
也
。
殊
不
知
、
懺
摩
一
會
終
坐
禪
十
息
畢
者
、
或
収
坐
具
、
或
不
収
、
走
出
道
場
矣
。
又
鳴
鼓

三
通
、
表
奉

送
大
士
於
舊
處
儀
也
。
此
時
殊
恭
敬
低
頭
、
而
待
鼓

之
終
、
而
導
師
出
道
場
者
、
從
後
自
老
宿
出
也
。
敢
莫
以

慢
之
心
、
輕
此

儀
焉
。」
當
磬
之
役
者
、
須
二

輕カ
ル

々く
ト

鳴
一レ

之
也
。
荒
打
則
聲
咽
、
有
二

破
損
之
失
一

。
輕
打
則
響
簧
、
添
柔
和
之
聲
也
。
願
救
三
陀
羅
尼
、

懺
悔
段
時
、
從
二
返
之
始
、
著
意
而
可
打
亂
磬
、
亂
磬
者
、
任
（I

・25a

）
聲
高
下
打
之
聲
、
又
從
磬
高
低
唱
之
、
緩
急
者
從
磬
聲
也
。

不
明
韻
律
者
、
莫
レ

打
二

亂
磬
一

、
却
妨
レ

聲
明
、
短
罷
各
々
収
念
坐
禪
、
數
息
十
息
、
輕
ニ々

鳴
レ

磬
三
聲
、
収
坐
具
退
坐
。」
鼓

三

通
畢
、
出
道
場
矣
。」
誦
經
。
止
観
云
、
一
人
登
高
座
、
若
唱
若
誦
此
經
文
、
餘
人
諦
聽
、
尋
常
同
音
誦
普
門
品
。」
坐
禪
。
觀
音
疏

云
、
一
嚴
淨
道
場
、
二
作
禮
、
三
焼
香
散
花
、
四
繋
念
、
五
具
楊
枝
、
六
請
三
宝
、
七
誦
咒
、
八
披
陳
、
九
礼
拜
、
十
坐
禪
。」
入

定
已
打
鈴
、
各
収
坐
具
而
起
立
。
導
師
回
向
。
回
向
已
時
、
打
磬
如
恒
。
繋
念
數
息
、
端
身
正
心
、
結
跏
趺
坐
、
繋
念
數
息
、
十
息

爲
一
念
、
成
就
已
時
起
焼
香
、
爲
衆
（I

・25b

）
生
故
、
三
返
請
上
三
宝
云
云
。
見
天
台
止
観
中
、
尋
常
法
則
畧
之
。」
互
跪
ハ

天
竺
之

儀
也
。
謂
左
右
兩
膝
互
跪
著
地
故
。
釋
氏
皆
右
膝
、
若
言
胡
跪
音
訛
也
。
長
跪
ハ

則
兩
膝
齊
著
地
、
亦
先
下
右
膝
爲
礼
。
毘
奈
耶
云
、

尼
女
體
弱
、
互
跪
要
倒
、
佛
聽
二

長
跪
一

云
云
。
天
竺
九
儀
之
第
六
也
。

二
ノ

陀
羅
尼
ニ

矧
犀
詩
引
ノ

切

犀
除
殄
ノ

切

貳

犀
。

三
ノ

陀
羅
尼
ニ

阿
盧
禰
之
引
切
。

十
八
日
　
火
徳
諷
經
。

次
勝
定
院
殿
半
齋
。

次
善
月
祈

。」
行
者
預
掛
祈

牌
。
午
後
、
鳴
堂
前
鐘
、
大
衆
詣
方
丈
。
先
住
持

焼
香
、
維
那
擧
大
悲
咒
立
始
之

次
大
般
（I

・26a

）
若
、
次
觀
音
經
、
次
消
災
咒
。

次
鳴
殿
鐘
、
大
衆
詣
仏
殿
、
都
寺
供
茶
湯
、
住

持
焼
香
。

預
洗
米
、
茶
湯
、
銀
錢
、
經
馬
等
調
之
。」
疏
畢
后
、
消
災
咒
三
反
、
讀
捨
。

都
寺
棄
茶
湯
、
行
者
燎
銀
錢
。

舊
規
者
、
鳴
堂
前
鐘
、
就
僧
堂
、
大
般
若
、
先
大
悲
咒
、
後
觀
音
經
、
消
災
咒
也
。」
看
經
間
、
沙
喝
點

有
之
。

次
鳴
鐘
、
詣

佛
殿
滿
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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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
敬
云
、
善
月
祈

、
自
十
八
日
三
箇
日
、
就
衆
寮
、
轉
二

藏
經
一

。」
轉

者
、
衆
寮
之
上
間
出
口
、
調
小
卷
物
、
置
卓
上
。
書
僧
名
、

筆
硯
相
隨
、
大
衆
自
合
點
出
也
。
方
丈
看
司
、
維
那
（I

・26b

）
看
司
、
兩
人
立
二

左
右
一

。
證
明
之
、
大
衆
之
小
卷
者
、
方
丈
看
司
、

持
之
歸
。」
滿
散
者
、
佛
殿
也
。

略
規
祈
祷
章

凡
山
門
有
祈

、
庫
司
稟
覆
住
持
、
先
付
意
旨
。
和
會
維
那
製
疏
。
堂
司
行
者
、
報
衆
掛
牌
。
或
一
日
一
座
、
又
三
日
五
日
、
随
時

而
行
。」
如
諷
經
之
次
、
就
于
雲
堂
看
經
。
則
大
衆
皆
從
前
門
入
。
臨
時
即
從
後
門
入
。」
頭
首
先
於
堂
前
廊
鴈
立
。
知
事
入
歸
位
。

都
寺
供
茶
湯
。
次
堂
僧
入
、
歸
位
。
蒙
堂
單
寮
西
堂
、
自
臘
末
入
、
歸
鉢
位
。
然
後
頭
首
、
自
班
末
入
、
歸
位
。」
住
持
入
堂
、
焼

香
、
據
座
。
維
那
隨
入
歸
位
。
未
（I

・27a

）
未
就
座
、
行
者
鳴
磬
、
舉
大
悲
咒
、
看
經
随
意
經
巻
。
普
門
品
、
消
災
咒
畢
、
回
向
。」

若
滿
散
時
、
回
向
、
至
消
災
咒
三
遍
始
、
大
衆
下
牀
、
又
回
向
則
至
咒
終
、
下
床
。
異
説
繁
多
。
只
記
一
義
。」
住
持
出
堂
、
侍
者

問
訊
隨
出
。
首
座
向
龕
問
訊
出
。
次
頭
首
、
次
第
出
。
西
堂
耆
舊
、
從
上
臘
次
第
出
堂
。
大
衆
各
出
。

祈

時
、
茶
湯
捨
樣
、
若
无
都
寺
、
則
維
那
捨
茶
湯
也
。
消
災
咒
始
、
而
後
佛
前
之
茶
ヲ
、
一
方
之
土
器
ニ

、
一
ツ
ニ

入
テ
、
手
ニ

取
テ
、

面
ヘ
出
テ
、
サ
イ
ヲ
越
テ
、
三
處
ニ
捨
也
。
先
左
、
次
右
、
次
中
。

於
殿
前
焼
疏
也
。（I

・27b

）

惟
敬
云
、
僧
堂
祈

之
看
經
。
首
座
者
。
首
座
牀
、
又
已
下
之
頭
首
者
、
如
恒
。」
后
堂
者
、
后
堂
牀
、
西
堂
者
、
西
堂
牀
、
如
鉢

之
圖
、
各
坐
牀
。」
都
寺
已
下
、
侍
者
ハ

、
外
僧
堂
也
。」
維
那
一
人
者
、
入
口
西
堂
之
牀
之
頭
、
立
椅
子
、
看
經
始
之
。（I

・28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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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鉢
盂
圖
式
、
内
僧
堂
分
書
之
。
如
有
西
堂
、
則
一

班
聖
僧
板
排
之
。
若
無
、
則
單
寮
　
頭
排
之
。
勤
舊

次
第
可
排
之
、
不
論
請
假
病
假
、
排
之
。」
凡
山
門
祈

日
、
毎
月
排
之
。
又
兩
序
退
、
或
勤
舊
參
假
時
、

更
改
書
守
（I

・28b

）
勤
舊
位
次
書
之
。
諸
兄
弟
不
圖

位
、
隨
意
胡
坐
ス
レ
ハ

、
加
レ

罪
。

将
軍
誕
生

惟
敬
曰
、
公
方
御
誕
生
日
、
就
僧
堂
、
毎
月
大
悲
咒
、
金
剛
經
、
觀
音
經
、
消
災
咒
、
就
佛
殿
滿
散
、
楞
嚴
咒
。」
毎
月
維
那
、
詣
方

丈
、
取
疏
銘
。

斯
日
晩
間
念
誦
。

規
式
詳
前

廿
八
日
　
早
晨
　
半
齋
堂
前
　
徳
海
政
都
文

晩
間
念
誦
無
之
。
放
参
如
常
。

勤舊鉢位之圖

聖
龕

供 薹

供薹
二 後

堂

三
五

六
四

九十

八

首
座

書
記

蔵
主

ー
ー

ー
ー

七

西
堂
一

知
客

浴
主

浄
頭

堂
主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侍
者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副
寺

副
寺

維
那

監
寺

都
寺

前
資

上
副
寺

知
客

前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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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楞
嚴
頭

當
寺
楞
嚴
頭
、
毎
歳
斯
日
、
就
龍
雲
寺
、
御
成
之
時
、
大
高
（I

・29a

）
檀
紙
一
重
、
折
紙
、
而
口
者
楞
嚴
頭
書
也
。
某
喝
食
、
某
喝

食
ト

兩
人
書
立
、
而
本
請
喝
食
、
一
番
ニ

書
也
。
奧
書
者
是
可
然
謂
儀
也
。
某
仁
報
案
内
書
也
。

喝
食
ノ

楞
嚴
頭
、
同
前
、
口
者
喝
食
楞
嚴
頭
書
也
。
如
二

僧
楞
嚴
頭
一

、
兩
人
書
也
。

惟
敬
云
、
右
維
那
時
、
僧
之
楞
嚴
頭
者
、
今
上
方
超
華
和
尚
、
喝
食
之
楞
嚴
頭
者
、
聽
松
靈
翰
喝
食
有
麟
也
。
寺
之
維
那
、
正
月
廿

八
日
、
就
龍
雲
寺
御
成
時
、
先
往
而
待
二

御
成
一

也
。
其
間
御
前
請
伴
給
仕
、
各
請
伴
、
喫
レ

點
心
也
。
蔭
涼
瑞
西
堂
被
來
、
而
被
レ

披

二

露
其
主
ニ一

、
則
御
髪
掻
カ
ウ
ガ
ヒ

ニ
テ
、（I

・29b

）
御
點
合
也
。
維
那
請
取
歸
。」
今
時
者
、
而
蔭
凉
江
上
也
。
堅
被
辞
其
人
體
未
レ

定
、
而
延
引
時

者
、
二
月
十
二
日
、
徳
雲
院
江
御
成
之
時
、
御
點
被
申
也
。

惟
敬
云
、
當
寺
楞
嚴
頭
、
小
維
那
、
重
物
之
事
、
舊
者
紅
梅
之

縫
物
也
。
是
又
惟
敬
紀
綱
ノ

時
、
二
月
十
二
日
、
就
徳
雲
院
御
成
、

維
那
被
召
寄
、
以
瑞
西
堂
、
從
今
已
後
者
、
畧
紅
梅
之

可
レ

爲
。

旨
、
被
仰
出
也
。

二
月

八
日
　
早
旦
、
先
取
疏
銘
。

次
鳴
鐘
、
早
晨
。

次
大
帝
誕
生
。

晩
間
念
誦
。（I

・30a

）

誕
生
式
　
大
帝
誕
生
、
看
經
。」
舊
規
者
、
殿
内
敷
疊
、
讀
大
乘
經
、
修
多
羅
藏
經
等
也
。」
座
牌
者
、
推
經
之
上
。」
今
時
者
、
先

大
悲
咒
、
次
金
剛
經
、
次
普
門
品
、
消
災
咒
。
次
鳴
鐘
、
滿
散
、
預
出
班
焼
香
、
借
香
問
訊
有
之
。
滿
散
楞
嚴
咒
畢
、
消
災
咒
三
反
。

行
者
焼
銀
錢
、
都
寺
棄
茶
湯
、
行
者
供
具
、
洗
米
茶
湯
、
如
例
營
辨
之
。
張
看
經
榜
借
香
規
式
、

見
二

土
地
ノ
念
誦
一

ニ

略
規

先
期
、
堂
司
點

現
在
僧
簿
、
依
レ

戒
次
、
各
以
二

双
字
名
一

、
書
坐
牌
。
隔
宿
、
於
土
地
堂
、
貼
看
經
榜
。
詞
在
別

至
日
、
庫
司
排
祭

供
、
香
燭
茶
湯
經
馬
等
、
堂
司
行
者
、
土
地
堂
鋪
設
。
依
（I

・30b

）
位
安
レ

坐
牌
。」
粥
后
、
掛
牌
報
衆
。
臨
齋
、
鳴
僧
堂
前
鐘
。
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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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
依
位
看
經
畢
、
又
鳴
鐘
。
大
衆
立
定
、
兩
序
歸
位
。
維
那
出
、
揖
班
上
香
。
唯
依
元
位
。
無
向
内
立
。
轉
身
借
香
問
訊
訖
、
滿

散
諷
經
畢
、
宣
疏
。
詞
在
別
。
或
押
印
、

不
知
有
據

廣
徳
軍
祠
山
張
大
帝
、
初
發
靈
時
、
嘗
爲
化
猪
、
以
治
水
。
故
郡
人
、
多
不
食
猪
肉
。
爲
諱
物
、
郡
人
事
之
甚
謹
、
戒
不
食
猪
肉
。

唐
士
羅
隠
、
名
彰
天
下
、
所
至
之
處
、
鬼
神
無
不
爲
之
譏
諷
。
嘗
過
其
廟
、
題
詩
於
壁
曰
、
踏
盡
天
涯
路
、
平
生
不
信
邪
。
方
欲
題

后
二
句
、
俄
手
如
二

人

起
状
一

、
聞
二

人
語
曰
、
若
後
二
句
不
佳
、
能
折

手
。
羅
悚
懼
曰
、
如
不
佳
（I

・31a

）
甘
照
神
語
、
手
遂
如

故
。
續
題
曰
、
祠
山
張
大
帝
、
天
下
鬼
神
ノ

爺
ト

。
湖
海
新
聞
夷
堅
續
志
后
集
巻
之
七
。

看
経
榜

山
門
　
二
月
初
八
日
恭
遇
　
　
當
寺
護
法
、
祠
山
正
順
昭
顕
威
徳
聖
烈
大
帝
聖
誕
良
辰
、
謹
集
合
山
大
衆
、
肅
詣
霊
祠
、
看
誦
大
乗

經
典
、
聊
伸
慶
讃
之
誠
。
仰
答
　
　
匡
扶
之
徳
者
也
。

粤
以
、
戒
稟
帰
宝
、
僧
夏
預
堂
前
單
鉢
位
。
廟
居
廣
徳
、
詩
仙
稱
天
下
鬼

神
爺
、
朝
誦
法
華
、
六
萬
餘
言
、
功
闢
隋
河
、
幾
千
百
里
、
方
仲
春

敷
八
葉
。
應
昌
期
霊
降
九
天
。
陰
兵
肅
衛
鐵
騎
雲
屯
、
在
在

作
（I

・31b

）
伽
藍
之
主
。
聖
烈
尊
嚴
玉
爐
香
藹
、
堂
堂
現
居
士
之
身
。
摧
邪
去
悪
雷
撃
霆
奔
。
翊
正
扶
公
波
騰
岳
立
。
爰
自
建
長
年
、

東
臨
日
域
、
宏
恢
少
室
心
宗
、
始
知
大
宋
國
西
有
祠
山
、
夙
秉
鷲
峰
口
嘱
、

兮
如
鴻
鐘
答
杵
、
昭
然
若
寶
鏡
當
臺
、
背
忘
恩
義
之

者
先
誅
、
侵
盗
常
住
之
人
、
重
罸
。
今
此
海
衆
、
同
披
梵
典
、
仰
謝

、
未
来
劫
數
、
確
護
禪
林
益
堅
城
塹
。
謹
榜
。

太
歳
干
支
　
　
年
二
月
　
　
日
　
　
山
門
榜

十
五
日
　
仏
涅
槃
。

粥
罷
、
住
持
於
殿
裏
拈
香
、
巡
堂

香
。」
次
祝
聖
諷
經
。

次
開
山
諷
經
。

歸
雲
諷
經
。
次
（I

・32a

）
詣

方
丈
、
取
疏
銘
。
張
数
三
枚
、

次
出
列
拜
圖
。
敷
殿
前
、
掛
諷
經
牌
。

小
牌
各
具
威
儀
、

次
鳴
衆
寮
板
、
大
衆
坐
堂
。

次
行
者

二
十
三
行

詣
金
剛
王
宝
殿

鳴
鼓
、
三
通
上
。

次
同
列
殿
上
、
向
佛
排
立
。

次
參
頭
展
拜
席
、
住
持
十
八
拜
。
持
手
爐

次
出
班
焼
香
、
兩
序
各
香
。

次
列

拜
畢
、
兩
序
問
訊
、
歸
位
立
。

次
維
那
宣
日
本
疏
。

次
楞
嚴
咒
。」

次
沙
喝
諷
經
。」
散
鐘
ノ

時
、
皆
向
レ

佛
立
。



－183－

翻刻・京都大学文学部図書館蔵『南禅清規』

半
齋
式
住
持
入
殿
裏
、
則
大
衆
脱
帽
、

前
啓
請
、
擧
二

南
无
本
師
一

、
皆
脱
帽

先
期
、
堂
司
書
列
拜
圖
、
分
付
行
者
、
隔
宿
鋪
設
于
殿
前
。
行
事
、
庫
司
營
供
養
。
至
日
粥
罷
、
住
持
於
殿
裏
拈
香
、（I

・32b

）
祝
聖

同
前

畢
、
開
山
諷
經
。
然
後
鳴
衆
寮
板
、
大
衆
坐
堂
。
行
者
鳴
鼓
。
上
堂
祝
香
。
少
異

趺
坐
説
法
竟
。
下
座
。
領
衆
同
列
殿
上
、
向
佛
排

立
定
、
住
持
上
香
三
拜
不
収
坐
具

進
前
上
湯
上
食
、
請
客
侍
者
逓
上
、
焼
香
侍
者
、
捧
置
于
机
畢
。
復
位
三
拜
。
再
進
前
、
上
香
下

點
茶
、
又
三
拜
、
収
坐
具
、

然
後
行
者
鳴
特
為
茶
鼓
、
次
展
拜
席
、
住
持
焼
香
、
上
茶
三
拜
、
揖
三
拜
、
行
者
鳴
鼓
三
下
。」
次

行
者
収
拜
席

出
班
焼
香
、
兩
序
各
香
、
行
者
鳴

、
維
那
出
班
、
立
爐
側
、
行
者
擧

一
通
、
維
那
問
訊
。
住
持
焼
香
歸
位
。
又
擧

一
通
、
維

那
問
訊
、
西
堂
焼
香
、
次
擧

一
通
、
前
堂
都
寺
、（I

・33a

）
相
對
出
爐
前
先
小
問
訊
焼
香
、
東
序
右
手
、
西
序
左
手
、
一
歩
退
問
訊
、

歸
位
。
次
擧

一
通
、
維
那
問
訊
、
與
知
客
相
對
出
、
焼
香
以
下
ノ

兩
班
有
之
、
則
效
之
、
各
持
小
香
合
。

次
列
拜
畢
、
兩
序
問
訊
如
恒
。
歸
位
立
。」
維
那
向
佛
、
宣
日
本
疏
、
住
持
展
坐
具
、
就
跪
知
客
跪
、
進
手
爐
、
焼
香
侍
者
跪
捧

香
合
。
到
二

住
持
傳
法
沙
門
、
法
孫
比
丘
一

、
一
拜
、
到
以
伸
供
養
處
一
拜
、
到
上
酬
慈
蔭
處
一
拜
、
到
疏
末
法
孫
比
丘
處
一
拜
、
収

坐
具
。」
半
齋
。

右
九
拜
、
十
八
拜
、
住
持
懈
怠
時
、
前
堂
首
座
補
之
。
後
堂
者
不
可
補
之
、
然
則
疏
初
末
、
可
書
某
山
某
寺
、
頭
首
比
（I

・33b

）
丘

某
甲
也
。
書
首
座
ノ

諱
、
展
坐
具
、
則
下
間
脇
江
少
依
。
而
可
展
之
。

今
代
無
前
堂
、
則
參
暇
西
堂
、
九
拜
十
八
拜
、
補
之
。

九
拜
十
八
拜
、
大
衆
脱
帽
、
今
代
被
著
帽
、
隨
意
也
。（I

・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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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拜位之圖

佛

黄
紙
推
袋
ニ

堂
頭
和
尚

二
祖
ノ
時
者
、
土
地
祖
師

之
字
、
畧
之
中
央
、
法
座
可
書
。

三
佛
之
時
ハ
土
地
祖
師
ト
、
兩
方
ニ

可
書
、
中
央
者
、
佛
字
也

七
枚

六 枚

三
十
四

紙
數
四
十
二
枚

都
寺

監
寺

維
那

副
寺

副
寺

典
座

直
歳

侍
者

浴
主

知
客

蔵
主

蔵
主

書
記

首
座

首
座（I

・34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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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亀
二
年
壬
戌
、
佛
涅
槃
、
住
持
琴
叔
和
尚
、
依
懈
怠
、
前
板
徳
雲
院
徳
寅
首
座
、
有
九
拜
十
八
拜
、
不
持
手
爐
、
疏
前
之
焼
香
無

之
。
半
齋
、
五
段
焼
香
有
之
。」
住
持
拜
席
ノ

展
卷
ハ

參
頭
、
副
參
、
望
參
、
司
レ

之
。」
舊
規
者
、
列
拜
圖
、
中
カ

書
キ

之
用
ニ

、
中
紙
一

帖
、
杉
原
一
帖
、
自
二

上
副
寺
一

出
之
。

佛
涅
槃
　
傳
燈
云
、
世
尊
至
拘
尸
那
城
告
諸
大
衆
。
吾
今
背
痛
欲
入
涅
槃
。
即
往
煕
蓮
河
側
娑
羅
双
樹
下
、
右
脇
累
足
泊
然
宴
寂
。

復
從
棺
起
爲
母
説
法
。
特
示
雙
足
化
二

婆
耆
一

。
并
説
無
常
偈
曰
、
諸
行
無
常
、
是
生
滅
法
、
生
滅
滅
已
、
寂
滅
爲
樂
。
時
諸
弟
子
、

即
以
香
薪
競
荼
毘
之
。
燼
（I

・35a

）
後
金
棺
如
故
。
爾
時
大
衆
即
於
佛
前
以
偈
讚
曰
、
凡
俗
諸
猛
熾
、
何
能
致
火

。
請
フ

尊
ノ

三
昧
ノ

火
、
闍
維
金
色
身
。
爾
時
金
棺
從
坐
而
擧
。
高
七
多
羅
樹
、
往
反
空
中
、
化
火
三
昧
。
須
臾
灰
生
得
舍
利
八
斛
四
斗
。
即
穆
王
五
十

二
年
、
壬
申
歳
二
月
十
五
日
也
。」
自
二

世
尊
滅
一

後
、
一
千
一
十
七
年
ニ

。
教
至
レ

中
夏
。
即
後
漢
永
平
十
年
、
戊
辰
歳
也
。
至
當

年
大
永
三
癸
未
歳
、
而
滅
後
二
千
四
百
七
十
三
年
也
。

十
八
日
　
火
徳
諷
經
、
半
齋
曇
華
堂
勝
定
院
殿

函
丈
懺
摩
。

無
念
誦
、
放
参
。

懺
摩
式
　
三
期
、
二
月
十
八
日
、
六
之
十
八
日
、
十
二
之
（I

・35b

）
十
八
日
、
是
也
。
懺
法
定
衆
、
十
員
也
。」
至
レ

日
、
午
後
出
差

定
、
掛
殿
前
。
次
鳴
鐘
詣
方
丈
、
導
師
香
華
者
、
維
那
以
行
者
、
兼
日
雇
之
。
請
帳
記
焉
。
依
爲
住
持
祈

。」
古
者
自
方
丈
、
擇

仁
、
被
雇
之
。
故
維
那
書

時
、
乞
懺
摩
請
帳
、

之
裏
被
書
之
。
或
參
假
西
堂
中
、
或
山
中
人
品
、
被
請
也
。」
開
山
賞
翫
之
意
ニ

、

自
二

兩
祖
塔
一

、
維
那
衆
一
人
充
、
請
之
。
今
時
非
維
那
才
、
以
懇
望
被
題
事
。
古
無
其
例
、
梅
莊
和
尚
傳
語
、
伯
封
清
規
寫
之
。

（I

・36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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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36b

）

大
檀
那
本
命
元
辰

三
季
懺
摩
坐
位
圖
戒
臘
次
第

三
十
六

某
首
座

ー
ー
西
堂

香
華

導
師

自
歸

ー
ー
西
堂

某
首
座

二磬

維
那

一

三四

六五

來
十
八
日
就
于

函
丈
懺
摩

九
江
西
堂
　
梅
圃
西
堂

長
首
座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秀
林
座
元
　
建
首
座

維
那
　
　
　
ー
首
座

ー
首
座
　
　
侍
衣

ー
首
座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蔵
主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侍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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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
悉
之
字
無
差
定
ハ

、
自
レ

天
授
需
焉
。
衆
悉
之
字
有
之
差
定
、
自
二

伯
封
一

求
之
。」
差
定
者
、
戒
臘
次
第
、
双
字
名
。」
坐
牌
、
戒

（I

・37a

）
臘
次
第
、
一
字
名
、
勤
舊
迄
也
。」
坐
牌
請
帳
、
杉
原
。」
懺
法
已
前
、
維
那
坐
具
、
至
導
師
香
華
前
、
問
訊
有
之
。」
依

盛
花
乎
。」
自
當
寮
茶
一
器
、
炭
出
之
。
卅
貳
片
下
行
、
燭
土
器
等
出
之
、
四
拾
貳
片
下
行
。

四
月

朔
旦
　
卯
刻
、
客
頭
差
禪
客
。

次
諸
堂
ニ

、
張
二

我
今
灌
沐
一

。
次
祝
聖
。」

次
兩
開
山
諷
經
。

次
上
堂
。」

晩
間
歸
雲
宿
忌
。

山
門

差
定
就
于

函
丈
懺
摩
清
衆

今
月
　
日

堂
司
某
白

山
門

差
定

斎
罷

右
具
在
于
前
　
伏
希

衆
悉

今
月

日

堂
司
某
報

山
門差

定
就
函
丈
懺
摩
清
衆

ー
西
堂
　
　
ー
西
堂

ー
ー
　
　
　
ー
ー

右
具
在
于
前
　
　
伏
希

衆
悉今

月

日

堂
司
某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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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
設
法
堂
、
預
鳴
展
單
鐘
三
下
。

次
鳴
大
鐘
、
大
衆
集
法
堂
。

次
望
參
展
席
、
住
持
九
拜
。

次
楞
嚴
咒
、
畢
回
向
添
預
於
斯
晩

字
（I

・37b

）

先
禪
客
評
議
、
三
月
廿
五
日
有
之
。
総
別
廿
日
已
前
也
。
冬
節
如
斯
。
今
日
卯
刻
、
客
頭
行
者
、
差
十
禪
客
、
齋
了
、
即
十
禪
客
、

上
侍
香
寮
、
高
檀
紙
之
折
紙
、
十
禪
客
上
堂
一
封
、
某
侍
者
一
封
、
次
第
書
之
。
侍
者
出
合
、
適
奉
堂
頭
和
尚
慈
旨
、
云
意
也
。
各

各
禪
客
、
令
見
之
、
用
茶
果
去
也
。
見
于
圖
。

結
制
秉
拂
問
禪
、
冬
節
ニ
ハ

者
、
冬
節
ト

可
レ

書
、
斯
紙
小
高
檀
紙
也
。」
禪
客
者
、
雙
字
名
。」
結
制
三
月
晦
日
、

宵
ノ

坐
禪
歸
リ
ニ

、
侍
香
懐
于
斯
折
紙
詣
方
丈
、
住
持
ニ

乞
レ

判
、
是
二

謂
上
名
ト一

也
。」
禪
（I

・38a

）
客
十
三
日
、
自

衆
寮
諷
經
、
著
新
衣
也
。
楞
嚴
頭
、
或
禪
客
、
早
飯
拜
請
書
、
接
入
問
訊
、
某
寮
坊
主
、
或
某
處
老
僧
補
之
。」

結
制
冬
節
、
翌
日
、
諸
頭
首
、
先
相
手
之
禪
客
處
行
、
拜
謝
。
或
欲
展
坐
具
、
禪
客
堅
辞
、
則
觸
礼
退
、
問
禪

人
也
。
必
待
頭
首
來
也
。（I

・38b

）

佛
誕
生

某
乙
侍
者

結
制
間
禅
衆

小
參

某
乙
侍
者

上
堂

某
乙
侍
者

前
堂
首
座

某
乙
侍
者

後
堂
首
座

某
乙
侍
者

書
記

某
乙
侍
者

某
乙
侍
者

東
蔵
主

某
甲
侍
者

某
甲
侍
者

西
蔵
主

某
甲
侍
者

某
甲
侍
者

住
山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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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
書

掟不
勤
禪
客
、
以
十

官
錢
、
轉
位
事
、
於
以
後
、
令
停
止
之
。
萬
一
強
而
有
競
望
輩
者
、
如
舊
規
、
以
貳
拾

官
錢
、
可
被
免
者
也
。

仍
衆
評
如
件
。

永
正
十
二

六
月
　
日
　
　
　
　
　
維
那
良
甫

前
住
　
　
　
　
西
堂
　
　
　
　
　
　
侍
衣
真
桂

前
住
　
　
　
　
西
堂
　
　
　
　
　
　
都
寺
瑞
鐵

舊
規
者
、
今
日
前
堂
草
飯
有
之
。
後
堂
草
飯
不
定
。
自
今
日
、
諸
堂
柱
、
貼
我
今
灌
沐
。
維
那
毎
日
、
於
二

鎖
春
亭
一ニ

、
沙
喝
ニ
（I

・39a

）

我
今
灌
沐
教
之
。」
又
自
斯
日
、
西
淨
并
諸
寮
、
涼
簾
掛
也
。
九
月
晦
日
、
取
置
之
。
又
自
其
日
、
掛
暖
簾
。」
自
斯
日
、
從
侍
香
寮
、

給
仕
之
小
僧
喝
食
、
倩
焉
。
故
人
品
來
、
終
日
酒
宴
、
侍
香
共
雇
之
。

晩
間
帰
雲
宿
忌

先
當
寮
看
司
、
扠
衣
而
盆
打
數
相
調
、
至
歸
雲
、
迎
取
御
影
。
次
展
單
鐘
三
下
、
次
鳴
宿
忌
鐘
、
集
大
衆
。
住
持
九
拜
有
之
。

九

拜
、
行
者
先
展
拜
席
、
住
持
展
坐
具
、
焼
香
三
拜
不
収
坐
具

行
者
鳴
鼓
、
上
湯
三
拜
、
又
進
爐
前
、
揖

歸
レ

拜
席
三
拜
収
坐
具

鳴
鼓

三
下
、
諷
經
。」
書
院
上
下
（I

・39b

）
間
、
如
百
丈
忌
、
飾
之
。

次
沙
喝
諷
經
有
之
。

二
日
　
住
持
詣
法
堂
、
供
湯
粥
畢
。

次
入
僧
堂
粥
食
、
次
土
地
堂
諷
經
。
次
赴
祖
堂
、
住
持
焼
香
、
供
茶
湯
三
拜

次
獻
粥
。

次

維
那
方
丈
擧
、
盛
二

坐
牌
一

。

次
鳴
半
齋
鐘
、
集
大
衆
。

次
行
者
展
拜
席
、
住
持
十
八
拜
。
次
出
班
焼
香
、
兩
序
各
香
。

次
列

拜
。

次
擧
楞
嚴
咒
。
今
時
不
赴
塔
下

次
沙
喝
諷
經
。
次
赴
方
丈
齋
。

古
者
、
住
持
赴
僧
堂
之
粥
。
先
詣
法
堂
、
供
湯
粥
、
入
僧
堂
。
粥
食
訖
、
鳴
鐘
諷
經
。」
外
僧
堂
、
水
桶
手
巾
、
置
調
之
。
大
衆
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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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次
就
法
堂
、
住
持
焼
香
、
供
茶
湯
。」
維
那
擧
獻
粥
（I

・40a

）
半
齋
。
鳴
鐘
集
衆
、
行
者
展
拜
席
。
住
持
展
坐
具
、
焼
香
三
拜

不
収
坐
具

上
湯
上
食
三
拜
、
下

三
拜
収
坐
具

行
者
収
拜
席
。
鳴
特
為
茶
鼓
、
行
者
展
拜
席
、
住
持
焼
香
三
拜
。
上
茶
三
拜
、
揖
三
拜
、

行
者
鳴
鼓
三
下
畢
。

出
班
焼
香
。

行
者
鳴

、
維
那
出
班
、
立
爐
側
。
行
者
擧

一
通
、
維
那
正
面
、
一
低
頭
小
問
訊
。
住
持
焼
香
歸
位
。
又
擧

一

通
、
維
那
低
頭
問
訊
、
西
堂
焼
香
歸
位
。
又
擧

、
前
堂
擧
都
寺
、
出
爐
前
、
小
問
訊
、
焼
香
、
東
序
右
手
、
西
序
左
手
、
一
歩
退

問
訊
歸
位
。
又
擧

一
通
、
維
那
低
頭
小
問
訊
、
與
知
客
、
相
對
出
、
先
爐
前
小
問
訊
、
焼
香
、
東
右
（I

・40b

）
手
西
左
手
、
一
歩

退
問
訊
、
歸
位
。
以
下
兩
班
、
効
之
。
次
列
拜
畢
、
兩
班
歸
位
。」
維
那
擧
楞
嚴
咒
、
如
恒
舊
規
者
、
大
悲
咒
。」
赴
方
丈
齋
。

赴
塔
下
楞
嚴
咒

八
日
　
　
佛
誕
生
　
粥
罷
、
堂
司
掛
牌
、
報
衆
。

次
維
那
詣
方
丈
、
取
疏
銘
無
印

次
鳴
鼓
二
通
、
住
持
上
堂
、
祝
香
、

次
十
八

拜
、
次
出
班
焼
香
、
兩
序
各
香
。
次
列
拜
。
次
維
那
宣
疏
畢
。
次
我
今
灌
沐
。
次
擧
南
無
本
師
、
半
齋
畢
。」
次
沙
喝
諷
經
向
佛
排
立

次
起
浴
主
湯
（I

・41a

）
先
期
、
堂
司
書
浴
佛
偈
、
四
月
朔
、
五
更
鐘
鳴
、
堂
司
行
者
貼
諸
堂
柱
。」
又
預
書
列
拜
圖
、
隔
宿
、
并
翌
旦
、

鋪
設
于
殿
前
。
至
日
、
粥
罷
、
堂
司

行
者
、
掛
牌
報
衆
。
小
牌
聞
鐘
聲
、
各
具
威
儀
、
又
浴
佛
偈
板
、
從
四
月
朔
旦
、
掛
殿
裡
柱
。
庫
司
嚴
設
華
亭
見
規

鼓
二
通
、
住
持
上
堂
、

詣
大
佛
寶
殿

祝
香
云
、
佛
誕
令
辰
、
某
寺
住
持
、
遺
教
遠
孫
比
丘
某
甲
、
虔

宝
香
、
供
養
本
師
釋
迦
如
来
大
和
尚
、
上
酬
慈
蔭
、
所
冀
、
法
界

衆
生
、
念
念
諸
佛
、
出
現
于
世
。

次
ニ

趺
坐
、
垂
語
、
問
答
罷
云
、
四
月
八
日
、
恭
遇
本
師
釋
迦
如
来
大
和
尚
、
降
誕
令
辰
、
率

爐

都
寺
　
　
監
寺
　
　
副
寺
　
　
副
寺
　
　
直
歳
　
　
典
座
　
　
浴
主

前
堂
　
　
後
堂
　
　
書
記
　
　
藏
主
　
　
藏
主
　
　
知
客
　
　
維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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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丘
衆
、
嚴
備
香
華
燈
燭
、
茶
（I

・41b

）
果
珍
羞
、
以
伸
供
養
、
住
持
遺
教
遠
孫
比
丘
某
甲

陞
于
此
座
、
擧
唱
宗
乗
、
所
集
殊

、

上

慈
蔭
、
下
與
法
界
衆
生
、
同
伸
希
有
之
慶
。
次
説
法
畢
。
白
云
、
下
座
、
各
具
威
儀
、
詣
大
佛
殿
。
浴
佛
諷
經
、
謹
白
。

半
齋

下
座
、
領
衆
、
同
列
殿
上
、
向
佛
排
立
定
、
住
持
上
香
三
拜
、
不
収
坐
具

進
前
上
湯
上
食
、
請
客
侍
者
逓
上
、
焼
香
侍
者
、
捧
置
于

几
畢
、
覆
位
三
拜
、
再
進
前
、
上
香
、
下

、
點
茶
又
三
拜
、
収
坐
具

行
者
鳴

、
維
那
揖
班
上
香
、
先
住
持
、
次
西
堂
一
班
、
用

小
瓣
香
、
次
西
序
、
無
借
香
問
訊
也
。
堂
（I

・42a

）
司
行
者
、
鳴
乎
磬
、
大
衆
展
拜
。
然
後
兩
序
歸
位
立
。
大
衆
如
恒
立
。」
維
那
向

佛
宣
日
本
疏
、
住
持
跪
爐
。
先
有
三
拜
、
法
孫
比
丘
之
時
、
一
拜
、
以
伸
供
養
之
時
、
一
拜
、
上

慈
蔭
時
一
拜
。
又
疏
末
之
太
歳

之
時
収
坐
具

立
定
。
比
丘
某
甲

疏
之
時
、
問
訊
。
行
者
鳴
磬
。」
又
跪
爐
之
時
、
知
客
進
手
爐
、
侍
者
捧
香
合
。」
疏
語
具
敕
修
、

復
レ

位
擧
唱
。
次
第
ニ

行
道
浴
佛
諷
經
回
向
。
見
二

于
規
一

。

大
衆
、
赴
浴
主
湯
。

大
鑑
清
規
云
、
佛
誕
生
ト

、
成
道
ト

、
涅
槃
ト

、
斯
日
、
住
持
若
他
縁
者
、
兩
班
有
出
班
焼
香
、
此
山
門
公
界
礼
也
。
首
座
居
レ

偏
ニ

跪

爐
、
堂
司
行
者
進
手
爐
、
聖
僧
侍
者
進
香
合
。
方
丈
侍
（I

・42b

）
者
亦
得
。
維
那
立
宣
疏
不
レ

須
レ

跪
。

三
佛
二
祖
、
疏
内
、
無
住

持
、
則
頭
首
比
丘
某
甲
ト

書
レ

之
。
傳
法
故
也
。

盂
蘭
盆
歳
末
、
無
住
持
、
則
知
事
僧
某

書
之
、
代
山
門
故
也
。

入
浴

入
浴
次
第
、
不
論
請
假
、
並
皆
書
之
。
西
堂
、
東
西
單
寮
、
大
勤
舊
、
三
通
、
各
一
人
充
排
之
、
其
外
蒙
堂
同
前
。
堂
僧
ハ

、
依
二

戒

次
一

排
レ

之
。
圓
覺
・
浄
智
二
寺
、
用
此
式
。」
建
長
入
浴
次
第
ハ

、
不
レ

書
山
門
、
書
差
定
、
第
一
通
、
西
堂
一
班
排
之
、
第
二
通
、

頭
首
如
常
、
第
三
通
、
住
持
侍
香
、
并
知
事
一
班
排
之
。
以
白
紙
書
之
、
横
計
八
段
ニ

分
之
。
聖
僧
并
住
持
、
首
座
ノ

名
字
、（I

・43a

）

貼
二

朱
紙
一ヲ

書
レ

之
。
又
知
浴
比
丘
某
撥
。
僧
堂
前
、
下
間
第
一
柱
諷
經
ノ

牌
、
第
二
點
湯
、
第
三
開
浴
、
第
四
入
浴
、
次
第
排
レ

之
、」

一
名
混
堂
、
一
名
錢
堂
、
一
名
浴
室
。（I

・43b

）



山
門某

山
某
寺

入
浴
次
第

第
一
通

文
珠
大
士

都
　
寺

監
　
寺

維
　
那

副
寺

典
　
座

直
　
歳

聖
僧
侍
者

西
　
堂

第
二
通

首
　
座

首
　
座

書
　
記

蔵
　
主

蔵
　
主

知
　
客

第
三
通

堂
頭
和
尚

侍
　
者

侍
　
者

侍
　
者

侍
　
者

侍
　
　
者

右
具
在
前

今
月
　
日
　
　
　
　
　
　
　
　
　
　
知
浴
比
丘
某
甲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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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
室
圖

四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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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覺
・
浄
智
ニ
ハ

黒
漆
板
、
用
粉
書
之
。
横
竪
計
、
以
白
紙
分
之
。
至
日
、
粥
罷
、
僧
堂
前
、
下
間
於
第
四
柱
、
掛
之
。」
或
曰
、
白

字
、
住
持
如
它
縁
、
則
時
改
白
、
書
撥
。」
古
者
新
掛
搭
、
自
下
間
入
浴
、
古
掛
搭
ノ

衆
者
、
自
上
間
入
、
喝
食
不
縛
髪
、
入
浴
。
先

期
、
知
浴
依
合
山
僧
簿
位
次
、
書
入
浴
次
第
、
至
日
、
粥
罷
浴
室
行
者
、
報
衆
、
掛
點
湯
牌
。

小
牌
式
知
浴
比
丘
某
、

并
入
浴

右
邉
點
湯
字
下
貼
之

次
第
、
於
僧
堂
前
下
間
、
諷
經
罷
、
鳴
點
湯
鼓
、
浴
主
先
至
、
外
堂
上
間
、
向
下
間
立
、
大
衆
自
淺
臘
而
入
。
入
則
對
浴
主
問
訊
、

頭
首
一
班
、
堂
外
廊
、
於
下
間
立
、
知
事
一
班
入
、
對
浴
主
問
訊
。
歸
鉢
位
立
。
次
頭
首
、
自
（I

・44a

）
班
末
入
、
知
客
先
入
、
歸

首
座
板
、
後
堂
前
堂
首
座
入
室
、
歸
位
立
。
浴
主
轉
身
、
於
下
間
立
。
供
頭
緩
鳴
堂
前
鐘
七
下
住
持
入
、
與
浴
主
問
訊
歸
位
。
浴
主

隨
入
中
立
問
訊
、
大
衆
坐
定
。
行
礼
與
旦
望
侍
者
礼
同
。
但
至
住
持
面
前
、
揖
香
揖
湯
、
問
訊
、
可
有
之
。

佛
降
誕
事

藏
經
ノ

箱
、
千
字
文
書
之
者
、
釋
氏
通
鑑
ニ

詳
也
。」
浴
佛
像
之
事
者
、
藏
經
之
傷
字
箱
、
浴
佛
功
徳
經
詳
也
。」
柄
杓
二
置
之
事
者
、

九
龍
吐
レ

水
、
浴
レ

太
子
謂
也
。
先
往
者
ノ
ハ

、
先
之
柄
杓
、
後
往
者
、
後
柄
杓
、
相
對
而
擧
ル

心
也
。」
花
堂
者
、
謂
花
亭
（I

・44b

）
也
。

傳
燈
云
、
周
昭
王
二
十
四
年
甲
寅
、
四
月
八
日
中
天
竺
國
浄
飯
王
妃
摩
耶
氏
、
生
太
子
悉
達
多
、
三
十
五
歳
、
於
菩
提
場
中
、
成
無

上
道
。
號
佛
世
尊
、
於
周
穆
王
五
十
二
年
、
二
月
十
五
日
、
於
拘
尸
羅
沙
羅
双
樹
間
、
入
涅
槃
。

大
恵
禅
師
上
堂
云
云

周
記
云
、
昭
王
二
十
五
年
癸
丑
、
七
月
十
五
日
、
釋
迦
入
摩
耶
胎
内
。
同
昭
王
二
十
六
年
甲
寅
、
四
月
八
日
誕
生
矣
。」
又
周
異
記
ニ

、

昭
王
即
位
二
十
六
年
甲
寅
、
四
月
八
日
江
河
泉
池
、
忽
然
汎
漲
、
井
水
溢
出
、
宮
殿
山
川
震
動
、
昭
（I

・45a

）
王
即
問
太
史
蘇
由
、

是
何
祥
耶
。
由
答
云
、
有
大
聖
人
、
生
於
西
方
、
故
現
此
瑞
。
昭
王
曰
、
於
天
下
如
何
。
由
云
、
即
時
ハ

無
シレ

他
。
至
二

一
千
年
ノ

外
一

、

聲
教
被
此
土
。
即
鐫
石
記
焉
。
埋
於
南
郊
天
祠
前
。」
周
穆
王
即
位
、
五
十
二
年
壬
申
之
歳
、
二
月
十
五
日
旦
。
暴
風
忽
起
、
西
方

有
白
虹
十
二
道
。
王
問
太
史
扈
多
曰
、
是
何
徴
乎
。
扈
多
奏
曰
、
西
方
有
聖
人
。
彼
大
聖
人
滅
度
、
思
相
所
現
而
已
矣
。
釋
靈
年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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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曰
、
二
十
四
年
甲
寅
、
佛
誕
生
云
々
。
佛
性
論
云
、
釋
迦
四
月
八
日
夜
半
、
明
星
出
時
生
、
身
長
一
丈
六
尺
、
父
淨
飯
、
母
摩
耶

也
。
因
果
經
云
、
摩
耶
夫
人
、
十
月
滿
足
、
於
四
月
八
日
、
明
（I

・45b

）
星
初
出
時
、
從
右
脇
而
出
太
子
。
身
金
色
而
三
十
二
相
、

放
大
光
明
、
普
照
三
千
大
千
世
界
。
時
四
天
王
、
即
以
天
繪
、
接
太
子
身
、
置
宝
几
上
、
釋
提
桓
因
執
寳
蓋
、
大
梵
天
主
持
レ

白
拂
、

立
二

左
右
一

。
難
陀
龍
王
、
優
波
離
陀
龍
王
、
於
虚
空
中
、
吐
清
淨
水
。
一
温
一
涼
、
灌
太
子
身
。」
周
記
云
、
穆
王
四
年
壬
午
、
佛

出
家
、
二
十
九
年
戊
子
、
成
道
、
五
十
四
年
壬
申
入
滅
、
年
七
十
九
。
文
選
頭
陀
寺
碑
文
曰
、
周
莊
王
七
年
、
佛
誕
生
。
僧
史
畧
上

巻
云
、
有
七
説
、
一
夏
ノ
末
、
二
商
ノ
末
、
三
周
昭
王
、
四
平
王
、
五
ニ
桓
王
、
六
莊
王
、
七
貞
定
王
時
等
云
、
内
外
教
、
二
説
不
同
。」

費
長
房
開
皇
録
曰
、
莊
（I
・46a

）
王
時
出
云
、
以
支
干
勘
之
、
則
周
莊
王
十
一
年
戊
子
、
三
月
十
五
日
成
道
。
定
王
十
八
年
壬
寅
、

入
滅
七
十
九
。
日
本
神
武
天
皇
、
七
十
年
壬
寅
也
。
此
説
符
合
于
玄
弉
三
蔵
謂
戒
賢
論
師
之
年
記
也
。

十
三
日
　
早
晨
　
午
後
、
衆
寮
諷
經
、
預
出
楞
嚴
會
圖
。」
諷
經
者
寮
主
始
之
。
舊
規
立
功
取
也
。
亂
後
惟
清
・
竺
關
・
瑶
林
等
寮
元

時
如
斯
。」
寮
外
下
間
方
、
揖
入
問
訊
有
之
。」
本
尊
觀
音
、
以
打
數
水
引
、
華
屏
供
具
爐
燭
等
、
飾
之
。」
大
衆
兩
班
、
入
寮
畢
。

如
恒
立
班
、
住
持
焼
香
畢
、
寮
主
入
口
之
唐
戸
間
之
脇
立
。」
行
者
鳴
磬
、
始
楞
嚴
咒
、
如
常
行
道
、
至
二
（I

・46b

）
五
段
、
住
持
焼

香
礼
拜
畢
、
都
寺
之
頭
ラ
ニ

、
往
テ

而
立
。
行
者
卷
席
。
次
寮
元
、
自
知
客
之
末
班
、
出
中
央
、
問
訊
焼
香
、
大
展
三
拜
退
、
無
拜
席
。

爲
我
寮
主
故
、
中
央
拜
也
。
寮
主
回
向
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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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
寮
圖
　
　
　
　
　
　
　
　
　
　
　
　
　
　
　
　
　
　
　
　
　
　
　
　
　
　
　
　
（I

・47a

）

天
窓

天
窓

天
窓

天
窓

觀
音

住
持

首
座

東
序

南
面

西
序

西
序

北 東
序

寮元　寮同宿 寮坊主　寮元

看
經
時
住
持
首
座

維
那
知
客
坐
也

維
那

毎 床 有 經 櫃

此 梁 上 掛 戒 臘 牌

此 兩 壁 置 諸 牌

知
客

首座寮

維那寮

僧堂

穿
堂



－196－

結
制
寮
元
須
知
　
　
衆
寮
十
三
日
湯

至
期
、
進
行
瓶
盞
人
湯
、
上
間
出
入
板
對
面
位
、
位
聖
龕
（I

・47b

）
爲
座
頭
、
緩
聲
連
打
板
、
揖
衆
入
、
寮
主
副
寮
、
立
戸
外
上
間

問
訊
、
衆
入
畢
、
寮
主
副
寮
、
轉
身
立
下
間
。
揖
寮
元
維
那
入
、
先
維
那
後
寮
元
。
寮
元
光
伴
。
大
衆
各
立
座
前
、
主
副
進
寮
元
維

那
前
問
訊
。
逐
次
到
各
曲

前
問
訊
。
到
第
一
處
、
第
二
處
、
第
三
處
問
訊
、
収
二

問
訊
一

、
從
舊
路
回
、
到
第
四
第
五
第
六
處
問
訊
。

又
収
問
訊
、
經
二

舊
路
一

、
不
可
抹
過
礼
末
之
牀
、
與
爐
間
、
第
七
第
八
、
乃
至
十
四
處
非
兩
板
頭
、
収
問
訊
、
到
十
六
處
問
訊
畢
。

歸
中
央
、
問
訊
立
。
寮
元
光
伴
。
大
衆
皆
就
座
。
兩
人
到
佛
前
爐
、
焼
香
、
到
第
二
第
三
第
四
爐
、
焼
香
畢
。
収
香
合
、
進
寮
元
維

那
前
、
問
訊
。（I

・48a
）
次
到
光
伴
各
處
。
問
訊
、
一
處
至
十
四
處
、
収
問
訊
、
如
前
歸
中
央
問
訊
、
而
由
戸
邊
立
、
望
レ

寮
鳴
板
一

下
、
以
盞
人
入
。
又
鳴
板
一
下
出
、
又
鳴
板
一
下
、
行
レ

人
入
。
又
鳴
板
一
下
出
。
寮
元
光
伴
大
衆
、
揖
而
喫
湯
、
待
各
喫
了
、

進
寮
元
維
那
前
、
問
訊
、
退
七
八
歩
、
展
坐
具
三
拜
不

香

収
坐
具
、
到
各
曲

前
。
次
第
問
訊
、
次
到
第
一
處
、
亦
如
前
到
十
四

處
。
歸
中
央
、
問
訊
而
出
戸
外
。
鳴
板
下
、
盞
人
二
人
、
進
寮
元
光
伴
前
、
下
盞
、
寮
元
維
那
、
下
曲

、
小
揖
、
出
戸
外
、
先
維

那
、
後
寮
元
、
立
上
間
謝
湯
、
進
而
又
揖
而
退
、
兩
人
又
進
中
央
、
小
問
訊
。
焼
光
伴
香
、
退
而
問
訊
而
出
。（I

・48b

）
大
衆
下
座
。

鳴
板
連
打
三
下
。」
又
鳴
板
、
如
接
衆
之
時
、
寮
元
自
接
頭
首
大
衆
畢
。
立
戸
外
、
候
住
持
至
、
問
訊
、
歸
班
。
諷
経
行
道
畢
、
住

持
礼
拜
収
坐
具

赴
都
寺
上
肩
立
、
寮
元
在
聖
僧
牀
邊
。
候
住
持
収
坐
具
、
而
立
定
。
進
爐
前
、
焼
香
、
少
依
下
間
展
拜
、
而
歸
班
。

聞
回
向
畢
。
寮
元
從
下
間
戸
出
。
住
持
出
問
訊
而
謝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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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
寮
特
為
大
衆
湯
圖
　
　
　
　
　
　
　
　
　
　
　
　
　
　
　
　
　
　
　
　
　
　
　
　
　
（I

・49a

）

（I

・49b

）

大衆 衆大

大 衆衆 大

四 四
終

四
終

四

大 衆衆 大
一
出

一
出

磬 寮
長

副
寮

寮
主

三三
終

寮
元

維
那

荘
厳 三

終
三

二 二

燭爐
燭 爐

侍 状
侍 湯

大 　
二 終

一 終
衆

大　
一終

二終
衆

燭 爐
燭爐

侍衣
侍客

侍香大衆 衆大

觀
音



照
牌
式
、
寮
元
與
維
那
分
手
、
寮
元
上
、
維
那
下
間
西
穿
床
排
之
。」
侍
香
侍
客
侍
衣
、
上
間
排
之
。
侍
状
侍
湯
、
下
間
排
之
。」
寮

長
已
下
、
前
資
上
坐
、
依
戒
次
、
四
案
排
之
。
不
排
知
事
名
、
寮
長
則
以
上
坐
高
臘
、
充
之
今
時
寮
元
、
若
後
堂
勤
舊
、
則
寮
長
乃

書
記
勤
舊
、
寮
元
書
記
、
則
寮
長
乃
藏
主
、
寮
元
藏
主
、
則
寮
長
乃
藏
主
、
侍
香
亦
可
也
。（I

・50a

）

大
衆
湯
已
前
、
照
牌
圖
、
椿
大
春
爲
之

出
圖
也
。

斯
日
楞
嚴
頭
出
仕
、
則
合
衆
寮
諷
經
事
。
頭
首
禪
客
、
自
今
日
著
新
衣
。」
度
僧
人
上
名
、
結
制
ニ
ハ

者
、
今
月
十
三
日
、
衆
寮
諷
經
畢
、

擧
也
。
歳
節
ニ
ハ

者
、
除
夜
開
山
諷
經
畢
、

衣
而
（I

・50b

）
擧
也
。
解
夏
同
前
。
冬
至
者
、
前
日
開
山
諷
經
畢
、
擧
也
。」
參
堂
見
于

古
規
。」
寮
元
限
一
回
、
七
月
晦
日
、
至
維
那
寮
、
報
退
、
維
那
請
新
寮
元
。

十
四
日
　
啓
建
粥
罷
、
行
者
掛
牌
報
衆
。

小
牌
、
各
具
威
儀
。
詣
金
剛
王
寶
殿
。
啓
建
楞
嚴
勝
會
。

維
那
詣
方
丈
、
取
疏
銘
。

紙
數
五
枚
、
九
十
五
行
。」
初
紙
十
六
行
、
次
二
枚

二
十
一
行
、
次
四
枚
目
著
、
二
十
一
行
、
終
七
行
。

小座湯圖
観
音

寮
元

寮
長

爐

ー
ー

ー
ー

新
戒

副 寮
給 仕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ー
ーー

給仕
望主

寮主

楞
嚴
頭

ー
ー

ー
ー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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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出
楞
嚴
會
圖
。

鳴
鐘
大
衆
依
圖
排
立
。

次
鳴
方
丈
板
、
住
持
出
、
次
鳴
庫
司
大
板
三
下
。
次
鳴
大
鐘
、
及
諸
法
器
、
維
那
巡

廊

香
、
次
與
楞
嚴
頭
、
對
立
、
次
住
持

香
歸
位
。

次
行
者
鳴

、
出
班
上
香
、
各
香
、
西
堂
不
被
（I

・51a

）
出
、
無
借
香
問

訊
。

次
維
那
歸
位
、
向
佛
宣
疏
。

次
鳴
磬
、
楞
嚴
頭
、
擧
啓
請
唱
佛
毋

次
維
那
、
不
赴
行
道
、
三
段
時
焼
香
。
次
ニ

咒
畢
、
維

那
擧
後
啓
請
了
、
次
回
向
散
。

次
喝
食
楞
嚴
會
。
次
戒
臘
牌
、
三
處
掛
之
。

晩
間
、
土
地
堂
念
誦
、
行
者
掛
牌
。

次
鳴
巡
廊
板
、
與
三
八
同
。

次
大
衆
集
大
殿
排
立
。
住
持
巡
廊
、
次
大
殿

香
、
行
者
鳴

磬
。
住
持
礼
拜
、
預
鳴
磬
三
下
、
又
毎
拜
三
下
。
次
卷
席
、
住
持
合
掌
、
大
衆
同
。
次
住
持
至
時
、
大
衆
俛
首
合
掌
。
次
侍
者
隨
後
、

叉
手
過
。

次
住
持
、
至
土
地
堂
、

香
、
大
衆
雁
立
、
鳴

出
班
。
借
香
、
謝
香
。

次
維
那
、
唱
念
（I

・51b

）
誦
、
次
十
佛
名

了
、
回
向
。」
神
名
段
ニ

、
都
寺
捨
レ

茶
湯
、
回
向
ハ

暗
誦
之

次
大
茶
湯
、
就
僧
堂
講
礼
。

次
赴
祖
堂
、
都
寺
供
茶
湯
、
住
持
焼
香
。」
天
授
　
次
歸
雲
諷
經
、

次
小
參
、

次
方
丈
點
湯
。

次
無
言
習
。

先
ツ

曉
住
持
入
僧
堂
、
新
戒
隨
住
持
之
後
、
而
入
僧
堂
、
展
坐
具
聖
僧
前
三
拜
。
而
摺
坐
具
、
至
住
持
之
前
、
問
訊
舊
式
、
次
至
焼
香

見
于
規

侍
者
寮
、
并
維
那
寮
也
。
客
頭
行
者
引
之
。
牀
暦
僧
籍
等
書
名
字
時
、
維
那
國
ト

戒
ヲ

問
畢
、
同
楞
嚴
會
圖
書
之
。

次
取
疏
銘
、
推

ス二

三
宝
ノ

印
ヲ二

。
楞
嚴
會
（I

・52a

）
圖

打
數
、
三
具
足
大
中
磬
、
出
之
。
營
辨
供
具
洗
米
、
燈
燭
銀
錢
等
也
。
有
楞
嚴
頭
、
則
當
二

寮

之
入
口
一ニ

、
曲

用
意
而
置
之
。（I

・52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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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建楞嚴勝會之圖
八
枚

聞
鈴
聲
而
便
行

聞
鈴
聲
而
齊
停

土地
佛

祖師

鑪

八 枚
ー
ー
ー

ー
西
堂

浴
主

知
客

藏
主

藏
主

書
記

首
座

首
座

堂
頭
和
尚

都
寺

監
寺

副
寺

副
寺

典
座

直
歳

侍
者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維 那
楞嚴頭

（I

・53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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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鳴
大
鐘
、
堂
前
殿
鐘
、
大
衆
依
圖
排
立
、
維
那
自
衆
寮
僧
堂
始
、
而
持
大
香
合
、
山
門
、
韋
駄
天
、
土
地
堂
、
祖
師
堂
、
普
庵
、

火
徳
本
尊
、
檀
那
。
次
中
央
、
焼
香
、
而
香
合
置
元
處
、
楞
嚴
頭
相
對
問
訊
入
殿
裏
對
立
住
持
至
佛
前
焼
香
上
茶
湯
終
、
而
歸
位
立
、

維
那
楞
嚴
頭
、
相
對
問
訊
、
向
佛
立
也
。

出
班
燒
香

斯
日
西
堂
者
、
不
被
出
、
住
持
兩
班
計
也
。
各
兩
班
、
持
小
香
合
、
行
者
鳴

時
、
維
那
進
爐
左
邊
、
揖
住
持
、
焼
香
侍
者
相
隨
、

焼
香
畢
、
歸
位
時
、
又
擧

、
維
那
正
面
問
訊
、
不
（I

・53b

）
レ

可
レ

以
手
揺
シ
テ

、
揖
二

兩
邊
肩
、
前
堂
與
都
寺
、
相
對
進
爐
前
、
先
小

問
訊
、

香
、
一
歩
退
問
訊
、
歸
位
時
、
又
擧

。
維
那
正
面
問
訊
、
與
知
客
相
對
焼
香
、
轉
右
歸
位
。」
維
那
向
佛
讚
疏
。
預
有

嘆
佛
偈
。
疏
畢
、
即
行
者
鳴
磬
、
楞
嚴
頭
、
擧
啓
請
。
衆
和
南
畢
、
唱
佛
母
、
念
經
首
、
不
移
行
道
、
至
三
之
段
。
維
那
進
殿
裏
、

諸
爐

香
、
歸
位
。
咒
畢
、
楞
嚴
頭
唱
後
啓
請
。
衆
和
畢
、
維
那
回
向
、
大
衆
散
。

戒
臘
牌
（I

・54a

）

堂
司
、
寮
元
、
侍
香
、
預
依
戒
臘
寫
造
。」
至
斯
日
、
十
四
日
午
後
、
堂
司
ハ

、
牌
掛
二

僧
堂
前
上
間
、
寮
元
ハ

牌
掛
二

衆
寮
前
、
侍
司
ハ

牌
掛
法
堂
下
間
。
各
備
香
几
燭
爐
、
供
養
大
衆
、
住
持

香
展
拜
、
頭
首
禪
客
展
拜
、
衆
各
同
前
畢
、
各
収
牌
。
而
掛
起
本
寮
。」

但
寮
元
牌
者
、
十
三
日
、
衆
寮
諷
經
掛
之
。
不
下
也
不
書
知
事
之
名
栴
檀
林
無
雑
樹

蔔
林
無
餘
香
謂
也
。」
今
時
戒
臘
牌
、
法
堂

上
間
出
之
、
大
衆
拜
之
、
氈
二
枚
、
出
之
敷
也
。（I

・54b

）

焼香次第

爐

都
寺
　
　
監
寺
　
　
副
寺
　
　
副
寺
　
　
直
歳
　
　
典
座
　
　
浴
主

前
堂
　
　
後
堂
　
　
書
記
　
　
藏
主
　
　
藏
主
　
　
知
客
　
　
維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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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臘牌之圖
八九一

ー
ー

ー
ー

直
歳

副
寺

維
那

監
寺

都
寺

威
音
王
戒

文
珠
大
士

堂
頭
和
尚

首
座

首
座

書
記

藏
主

ー
ー

知
客

浴
主

ー
ー
ー
ー

三二
四五
七六

州
府
六
十
餘
人
事

造
　
物

三
具
足

氈
二
枚

打
敷水

引

後
屏
風

銀
紙

闔
山
七
百
員
清
衆

鏡
　
月

銀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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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
食
楞
嚴
會
有
之
、
小
維
那
、
楞
嚴
頭
、
相
對
入
問
訊
。
規
式
、
如
僧
楞
嚴
頭
也
、
沙
彌
頭
、
焼
香
」
滿
散
、
小
維
那
宣
（I

・55a

）

疏
。
楞
嚴
會
別
書
焉
。

土
地
堂
念
誦

午
後
、
土
地
堂
嚴
設
供
養
、
排
經
馬
、
香
燭
臺
几
爐
瓶
。」
堂
司
行
者
、
報
衆
、
排
念
誦
牌
。

小
牌
ニ

土
地
堂
。

巡
廊
鳴
板
、
與

三
八
同
。
先
方
丈
、
次
巡
廊
。」
衆
集
大
殿
、
相
對
雁
立
。
住
持
、
先
祖
堂
焼
香
、
次
大
殿
、

香
三
拝
、
行
者
鳴
レ

磬
。
又
鳴
大
板

三
下
、
次
鳴
大
鐘
、
住
持
至
、
大
衆
俛
首
合
掌
、
爲
迎
住
持
、
侍
者
隨
後
。
只
當
叉
手
而
過
。」
焼
香
侍
者
、
東
兩
班
立
處
ニ

立
。
沙

喝
ハ

西
兩
班
ノ

立
處
ニ

立
。
東
西
序
者
立
班
、
住
持
至
土
地
堂
前
、
焼
香
歸
位
。（I

・55b

）

出
班
借
香

凡
土
地
堂
、
四
節
念
誦
、
出
班
、
但
依
元
位
立
、
無
二

向
レ

内
立
一

。
行
者
鳴

、
維
那
出
位
、
於
香
爐
左
側
立
、
侍
香
出
位
、
立
住

持
後
。
行
者
擧

時
、
維
那
但
正
面
、
一
低
頭
問
訊
、
住
持

香
、
侍
者
捧
香
合
。
住
持
歸
位
、
侍
香
香
合
蓋
内
、
分
香
木
、
左
右

置
之
歸
都
寺
上
之
位
。
次
擧

時
、
維
那
正
面
問
訊
。
都
寺
與
前
堂
、
相
對

香
、
先
進
住
持
前
、
借
香
問
訊
。
進
爐
前
、
小
問
訊
、

焼
香
。
東
序
右
手
、
西
序
左
手
、
一
歩
退
問
訊
。
即
収
問
訊
。
又
至
住
持
前
、
謝
香
問
訊
、
歸
位
。
次
擧

時
、
維
那
正
面
問
訊
、

知
客
直
歳
、
三
人
相
對
問
（I

・56a

）
訊
、

香
、
維
那
中
也
。
如
前
三
人
共
、
至
住
持
面
前
、
借
香
問
訊
。
次
進
佛
前
小
問
訊
、
取

香
合
之
香
木
、
三
人
同
焼
之
一
歩
退
、
小
問
訊
。
又
至
住
持
面
前
、
三
人
同
謝
香
問
訊
、
各
歸
位
。」
即
維
那
、
向
土
地
堂
、
擧
念

誦
、
十
佛
名
畢
、
先
向
本
位
。
軈
又
如
前
向
土
地
堂
、
擧
回
向
。」
古
者
回
向
袖
二

裏
之
一

、
今
時
者
、
暗
誦
之
。」
回
向
畢
、
則
鳴
鼓

二
通
、
衆
歸
堂
赴
湯
。

四
節
茶
禮
並
同
。
具
備
用
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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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喝
點

（I

・56b

）

凡
四
節
、
土
地
堂
念
誦
畢
、
大
衆
赴
開
山
塔
諷
經
。」
次
赴
歸
雲
諷
經
。」
沙
喝
者
、
自
天
授
、
直
至
山
門
、
東
頬
南
頭
、
向
西
立
、

有
當
官
、
而
定
沙
喝
之
高
低
、
一
番
之
沙
彌
者
、
上
間
頭
、
二
番
沙
彌
者
、
下
間
之
頭
也
。
山
門
東
頬
北
頭
、
向
西
立
。
下
間
者
、

南
頭
一
人
隔
分
上
下
間
隔
山
門
香
爐
立
班
也
。」
有
點

、
則
引
合
上
下
間
、
依
其
罪
、
或
削
籍
。
交
代
之
、
當
官
免
許
之
。
則
前

代
之
當
官
届
之
、
不
然
則
出
仕
不
レ

叶
、
免
則
呼
出
法
也
。
上
間
沙
彌
頭
、
下
間
小
維
那
持
之
。
官
退
時
、
次
當
官
渡
之
。
上
下
間

經
讀
喝
食
、
五
人
充
定
之
、
免
諸
役
也
。
其
一
節
間
、
上
下
間
、
隨
意
不
立
也
。」（I

・57a

）
鈴
番
者
、
限
五
箇
日
。
番
畢
、
則
施
餓

鬼
過
、
而
龍
頭
之
蟠
、
洒
水
器
、
鈴
輪
番
之
簡
、
持
僕
渡
レ

次
ニ

也
。
簡
之
字
、
面
者
、
輪
次
鈴
番
。

裏
者
、
終
而
復
始
。

若
施

食
入
夜
、
則
上
副
寺
寮
、
乞
レ

燭
點
、
施
食
僧
一
分
也
。（I

・57b

）

借香次第

爐

都
寺
　
　
監
寺
　
　
副
寺
　
　
副
寺
　
　
直
歳
　
　
典
座
　
　
浴
主

前
堂
　
　
後
堂
　
　
書
記
　
　
藏
主
　
　
藏
主
　
　
知
客
　
　
維
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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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寺

上
方

本
尊

後
堂

首
座
頭

中
央

仙友座元

秀林座元

焼香侍者

維那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尾

尾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藏
主
頭

梅
圃

九
江

紫
玉

ー
尾

書
記

大
永
三
年
癸
未

土
地
堂
念
誦
圖
　
　
東
漸
和
尚
出
斯
圖
（I

・58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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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爐

住
持

佛

住
持
礼
拜

祖
師
爐

大
衆
歸
本
位
、
則
沙
喝
如
恒
、

都 寺 侍 香

監 寺 侍 状

維 那 侍 客

上 副 侍 藥

下 副 侍 衣

典 座
直 歳

西 堂
單 寮

蒙 堂

新戒
新戒

知客
知客

藏主
藏主

書記
後堂

前堂

大衆
大衆

大衆

大 衆
大 衆

大 衆

ーー
ーー

ーー
沙喝

沙喝

住 持 問 訊 聴 叫 侍 香

叉 手 沙 喝

大
衆

大
衆

大
衆

大
衆

大
衆

大
衆

住
持
三
拜
了
、問
訊
、而
退

沙
喝
之
上
、自
祖
堂
之
前
、

徐
歩
過
、大
衆
及
西
堂
之

雁
立
之
前
、至
土
地
堂
前
、

焼
香
、帰
本
位
也
、撞

了

又
焼
香
、帰
本
位
。

沙
喝
對
向
東

序ノ
位
、五
侍
主

班
、此
圖
朕
之
、

大
衆

大
衆

大
衆

大
衆

（I

・58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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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
司
特
為
首
座
大
衆
湯
　
　
　
　

念
誦
罷
、
就
僧
堂
講
礼
、
都
寺
預
於
齋
退
、
具
湯
榜
。
具
規

即
令
本
寮
茶
頭
行
者
、
備
拌
袱
燈
燭
、
詣
前
堂
首
座
寮
、
挿
香
、
觸
礼

一
拜
。
稟
云
、
詞
見
規

以
榜
呈
納
首
座
、
或
都
寺
、
直
付
供
頭
、
隨
令
茶
頭
、
逓
付
供
頭
、
貼
僧
堂
前
下
間
。」
都
寺
懐
香
詣
方
丈
、

觸
礼
一
拜
、
請
詞
具
規

午
後
、
掛
點
湯
牌
。
僧
堂
前
、
列
照
牌
。
今
時
不
掛
照
牌

首
座
、
與
住
持
對
面
位
、
上
下
間
、
安
大
衆
位
。」
念

誦
畢
即
鳴
齋
鼓
一
通
、
大
衆
歸
鉢
位
、
頭
首
一
班
、
問
訊
、
入
堂
。
見
歳
節
、
特
爲
茶
礼

都
寺
隨
入
、
揖
首
座
離
位
、
却
揖
二

以
次
ノ

頭
首
、

進
板
首
、（I

・59a
）
隨
送
首
座
歸
位
。
從
聖
僧
後
、
右
出
堂
外
、
迎
住
持
入
堂
、
供
頭
緩
鳴
堂
前
鐘
七
下
、
送
住
持
入
位
。」
仍
往
首

座
揖
坐
、
仍
如
前
出
、
從
首
座
板
起
、
巡
堂
一
匝
、
外
堂
上
下
間
、
歸
堂
、
中
立
問
訊
、
衆
坐
。」
進
前
焼
香
、
次
上
間
下
間
、
外

堂
、
歸
即
往
首
座
前
、
問
訊
、
仍
巡
問
訊
一
匝
、
及
外
堂
、
歸
堂
、
中
問
訊
、
側
立
聖
僧
板
頭
立

鳴
鐘
二
下
、
先
進
首
座
與
住
持
盞
。

次
行
衆
盞
。
又
瓶
出
後
、
都
寺
往
首
座
前
問
訊
、
右
出
聖
僧
前
、
大
展
三
拜
。
仍
巡
堂
一
匝
、
出
外
堂
、
引
全
班
入
、
住
持
前
、
兩

展
觸
礼
畢
、
轉
身
引
聖
僧
後
、
轉
右
出
堂
前
、
上
間
排
立
、
首
座
隨
出
、
對
觸
礼
一
拜
。
謝
湯
、
徑
出
（I

・59b

）
外
廊
、
待
諸
頭
首

出
、
同
赴
開
山
塔
諷
經
。

都
寺
復
歸
堂
中
、

光
伴
香
、
而
退
。
鳴
鼓
三
下
、
大
衆
還
坐
、
與
歳
節
茶
礼
少
異
、
知
事
一
班
、
觸

礼
出
。
住
持
隨
出
、
觸
礼
一
拜
徑
歸
方
丈
。
又
首
座
送
知
事
出
、
對
觸
礼
一
拜
、
云
云
。」
是
皆
與
諸
規
別
也
。
今
世
藥
石
無
、
故

皆
共
出
歟
。

方
丈
預
出
免
人
事

貼
堂
前
上
間

某
節
、
並
就
テ二

來
日
ニ一

、
法
堂
上
ニ

人
事
例
免
到
方
丈
。

伏
希
ハ

衆
悉
　
住
山
某
甲
咨
白
、

右
敕
修
清
規
之
礼
也
。

來
日
結
制
、
解
制
冬
至
歳
節
、

陞
堂
罷
、
普
觸
礼
三
拜
人
事
、
並
免
到
方
丈
。

伏
希
（I

・60a

）
衆
悉
。

住
山
某
甲
咨
稟
。

右
載
澤
山
清
規
。

開
山
諷
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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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赴
天
授
菴
。
次
赴
帰
雲
院
。」
今
時
自
塔
下
被
辭
間
、
不
赴
、
若
赴
塔
中
、
則
就
佛
殿
、
大
悲
咒
也
。」
規
云
、
凡
毎
遇
節
隔
宿
、

赴
開
山
塔
諷
經
、
大
座
湯
罷
、
鳴
鐘
集
衆
、
西
序
排
立
、
住
持
上
香
、
維
那
擧
楞
嚴
咒
。
回
向
之
句
、
入
預
於
斯
晩
之
字
。

小
参

凡
小
參
、
初
無
定
所
、
看
衆
多
少
、
或
就
寝
堂
、
或
就
法
堂
、
齋
退
、
侍
者
覆
住
持
云
、
今
晩
小
參
。」
令
客
頭
行
者
、
報
衆
（I

・

60b

）
掛
小
参
牌
。」
當
晩
不
鳴
放
参
鐘
。」
昏
鐘
鳴
時
、
行
者
覆
住
持
、
鳴
鼓
一
通
、
衆
集
、
兩
序
歸
位
。
大
衆
同
集
。
住
持
登
座
。

不
拈
香

衣
鉢
侍
者
、
引
出
、
法
座
右
邊
立
、
焼
香
侍
者
左
邊
立
、
餘
ハ

中
間
立
。
一
列
問
訊
、
歸
位
、
侍
香
引
前
。」
次
頭
首
引
、
向

法
座
、
大
衆
同
問
訊
、
頭
首
歸
班
首
座
引
前
。」
次
知
事
一
班
、
出
テレ

座
前
ニ

問
訊
。
都
寺
引
前
」

次
西
堂
一
班
、
出
法
座
前
問
訊
、
歸

位
訖
。」
焼
香
侍
者
、
登
法
座
、
左
手
焼
香
、
提
起
坐
具
、
問
訊
。
請
法
畢
。
進
拂
子
。
住
持
索
語
、
禪
客
問
話
罷
、
提
綱
、
叙
謝
、

委
曲
詳
盡
、
勤
舊
多
、
則
侍
者
具
目
子
、
恐
有
遺
矣
。
西
堂
、
單
寮
、
道
號
、
東
單
寮
、
加
公
字
、
蒙
堂
則
只
（I

・61a

）
云
、
諸
位
ト

耳ノ
ミ

。
然
後
擧
古
、
結
座
。」
又
請
云
、
來
夜
爲
衆
撃
節
、
及
講
二

免
礼
義
一

。
詳
略
使
衆
通
知
、
下
座
。」
客
頭
行
者
、
唱
請
云
、
兩
班
、

西
堂
和
尚
、
單
寮
、
大
勤
舊
、
侍
者
、
禪
客
、
方
丈
點
湯
。」
乃
就
寝
堂
、
喫
湯
退
。

寝
堂
湯

小
參
後
、
就
寝
堂
喫
茶
、
住
持
入
室
内
、
侍
者
在
戸
外
、
接
衆
兩
班
等
、
入
堂
、
住
持
問
訊
、
各
在
座
前
立
、
住
持
在
知
事
上
、
頭

首
、
與
住
持
分
手
、
西
堂
、
在
住
持
對
床
、
都
聞
、
在
首
座
對
牀
。
侍
者
礼
如
常
。
湯
罷
、
兩
班
等
、
對
住
持
謝
湯
。
住
持
送
出
、

二
三
歩
、
兩
班
等
、
轉
身
問
訊
。（I

・61b

）

無
言
習

斯
夜
諸
頭
首
、
借
上
方
杖
拂
、
試
登
法
座
、
禪
客
者
、
悉
法
堂
之
正
面
立
。
諸
頭
首
、
擧
法
堂
、
模
樣
見
之
。
蝋
燭
等
從
頭
首
寮
維

之
。
兩
班
者
、
門
中
衆
、
或
知
音
ヲ

雇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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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更
礼
儀

凡
遇
節
日
、
五
更
板
鳴
、
住
持
出
僧
堂
、
歸
方
丈
或
寝
堂
。
則
方
丈
行
者
、
排
置
爐
燭
、
兩
序
大
小
、
耆
舊
、
江
湖
辨
事
、
郷
曲
法

眷
、
小
師
、
皆
當
詣
方
丈
、
挿
香
展
礼
。」
如
見
二

僧
堂
前
、
出
二

免
人
事
榜
。
則
不
二

必
往
一

。
惟
侍
者
、
小
師
、
沙
喝
、
郷
黨
行
僕

等
ハ

、
必
往
、
挿
香
展
礼
。
住
持
如
免
、
則
觸
礼
退
。
恐
労
（I

・62a

）
煩
主
人
。
若
客
則
住
持
據
座
受
之
、
蓋
崇
其
位
、
則
法
全
嚴
矣
。」

四
節
並
皆
同
。

沙
喝
事

凡
沙
喝
、
百
三
十
員
。
五
十
員
者
、
本
掛
搭
、
如
クレ

衆
僧
、
受
ク二

俵
米
一

。
殘
リ
ハ

者
、
諷
經
掛
搭
也
。」
本
掛
搭
内
、
有
闕
、
則
諷
經
掛

搭
衆
、
望
次
第
、
轉
本
掛
搭
也
。」
毎
日
放
参
畢
、
自
佛
殿
之
脇
間
、
兩
列
下
置
徑
就
山
頭
、
施
食
勤
之
。」
毎
日
勤
行
畢
、
下
間
之

沙
喝
、
至
上
間
、
而
兩
列
立
班
、
當
官
有
觸
語
、
而
散
之
。
與
大
衆
同
時
散
、
非
也
。

毎
月
回
諷
經
、
勤
之
。
土
地
堂
諷
經
、
掛
經
馬
銀
錢
、
四
節
（I

・62b

）
藥
師
如
来
、
勤
之
。
二
祖
三
佛
、
諷
經
勤
之
。
散
リ

鐘
ノ

時
、

向
レ

佛
排
立
。」
夏
中
楞
嚴
會
、
如
僧
楞
嚴
會
也
。
行
道
有
之
。
滿
散
、
小
維
那
宣
疏
、
詳
楞
嚴
會
處
。」
鈴
之
番
者
、
限
五
日
。」
四

節
、
土
地
堂
念
誦
了
、
就
山
門
、
點

有
之
。
詳
二

土
地
堂
念
誦
之
處
一

。

沙
喝
之
當
官
者
、
維
那
寮
江
呼
擧
、
直
請
之
。
沙
彌
頭
、
小
維
那
、
知
客
者
、
斯
モ

維
那
差
之
。
焼
香
侍
者
ハ

、
沙
彌
頭
司
之
。
仍
結

制
之
小
維
那
外
者
、
坐
牌
ニ

、
小
維
那
ト

不
可
書
也
。
夏
中
之
外
者
、
小
維
那
、
當
官
依
他
言
、
幾
度
差
替
也
。」
喝
食

退
ニ

擧
時
、

維
那
領
掌
、
則
軈
以
其
喝
食
、
呼
擧
別
喝
食
、（I

・63a

）
而
差
替
小
維
那
也
。
故
不
同
也
。
結
制
外
者
、
小
維
那
ノ

字
、

不
レ

書
二

坐

牌
ニ一

。
惟
敬
云
、
維
那
一
代
、
於
維
那
寮
、
沙
喝
點

有
之
。
此
時
小
維
那
、
呼
其
名
。
點

了
、
沙
喝
玄
關
ニ

兩
立
班
、
維
那
中
央
立
。

莫
勤
行
懈
怠
、
件
件
垂
示
、
而
散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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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就
僧
堂
、
唱
物
次
第
、
參
頭
行
者
、
低
聲
ニ

鈴
番
之
沙
喝
ニ

、
報
之
。
僧
堂
入
口
、
右
邊
立
也
。
唱
物
ノ

次
第
ハ

、
奥
之
僧
堂
ノ

處
ニ

詳

也
。」
先
粥
已
。
自
聖
僧
龕
右
邊
、
回
左
、
至
首
座
前
、
問
訊
高
聲
、
請
首
座
大
衆
、
祝
聖
諷
經
。
唱
了
、
下
堂
也
。」
堂
前
之
鐘
邊

置
水
桶
、
并
手
巾
也
。
住
持
及
兩
班
漱
口
。（I

・63b

）

粥
飯
ニ

、
衆
僧
上
牀
時
、
自
ノ

履
牀
下
ニ

入
之
。
給
仕
行
者
、
觸
レ

脚
儀
也
。
粥
飯
了
時
、
沙
彌
頭
、
履
撹
、
差
沙
喝
、
則
牀
下
履
、
引

出
之
。
生
飯
撹
、
差
小
喝
食
也
。
詳
僧
堂
處
。」
粥
飯
時
、
沙
喝
集
外
堂
凡
楞
嚴
頭
差
樣
徳
雲
龍
雲
寺
正
月
二
日
兩
度
御
成
時
定
也
。

正
月
廿
八
日
之
處
、
詳
也
。」
又
御
前
給
仕
、
請
伴
給
仕
之
。
落
髪
暇
、
公
方
被
出
之
。

古
ハ

給
仕
ノ

小
僧
喝
食
。
擇
其
仁
。
一
者
賞
翫
倩
之
、
不
レ

報
二

給
仕
人
者
、
縱
雖
赴
、
不
勤
之
。
不
熟
ノ

喝
食
者
除
之
。」
當
代
依
無
人
、

掛
搭
則
沙
彌
小
法
迄
、
勤
之
。
古
無
其
例
。
見
二

于
座
式
奉
行
ノ
處
一

。（I

・64a

）

凡
僧
沙
喝
、
自
達
磨
忌
、
不
持
扇
。
但
尊
宿
、
或
古
老
衆
、
或
座
式
奉
行
、
被
持
。

東
班
衆
、
逢
小
僧
沙
彌
喝
食
、
則
背
向
也
。
當
時
ニ
ツ
ト
笑
、
非
礼
之

。

凡
喝
食
經
讀
、
十
員
也
。
節
十
二
員
、
依
器
用
沙
彌
差
之
。
分
上
下
間
、
斯
十
二
員
者
、
許
之
喝
食
也
。
除
二

諸
役
一

也
。

沙
喝
諸
役
者
差
ス
寸
ハ

、
則
維
那
、
當
寮
江
呼
擧
也
。
或
ハ

同
シ

沙
喝
歟
、
或
ハ

以
レ

行
者
ヲ

勤
メ

、
放
參
歸
ニ

、
呼
擧
テ

、
直
ニ

差
定
也
。」
僧
之

役
者
、
以
二

堂
司
行
者
、
或
典
供
行
者
一

、
報
之
。

夏
中
事
（I

・64b

）

夏
中
行
事
、
諸
堂
諷
經
有
之
、
則
其
次
ニ

楞
嚴
會
之

。」
平
生
ハ

者
只
楞
嚴
會
ヲ

、
早
晨
ニ

用
也
。」
但
限
十
二
日
、
先
早
晨
立
諷
經
。
次

開
山
諷
經
、
次
楞
嚴
會
、
次
半
齋
。

凡
夏
中
勤
行
、
住
持
懈
怠
時
、
侍
香
諸
堂
焼
香
、
聽
叫
持
香
合
。
侍
香
懈
怠
時
、
已
下
ノ

侍
者
勤
之
。

夏
中
毎
日
堂
司
行
者
、
鳴
巡
廊
板
三
下
、
古
規
之

。」
略
規
ニ

、
住
持
出
、
則
鳴
大
板
三
下
、
不
出
則
不
鳴
。」
予
案
、
舊
儀
、
不
レ

拘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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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持
、
出
與
二

不
出
一

。
毎
日
鳴
大
板
三
下
、
時
鳴
堂
前
鐘
。
但
他
之
儀
、
後
人
正
之
然
矣
。」
諸
堂
諷
經
時
者
、
不
鳴
巡
廊
板
。
諷

經
回
向
畢
時
、
堂
司
行
者
、
報
楞
嚴
會
時
、
貼
供
行
（I

・65a

）
者
、
鳴
大
板
三
下
。
時
堂
前
鐘
、
殿
鐘
同
時
鳴
之
。

夏
中
、
維
那
楞
嚴
會
時
、
焼
香
。
先
自
僧
堂
山
門
、
次
第
焼
香
、
自
土
地
堂
、
普
庵
、
次
祖
師
堂
、
次
火
徳
牌
前
、
焼
香
。
次
後
門

大
檀
前
、
次
本
尊
、
次
中
央
焼
香
。
収
香
合
、
小
問
訊
、
歸
位
立
。

楞
嚴
頭
、
夏
中
維
那
衆
、
其
外
依
兄
弟
衆
、
被
出
扇
、
是
者
細
細
之
習
ラ
シ

、
有
レ

之
故
也
。
或
逢
レ

勤
讀
經
、
辛
勞
ノ

謂
也
。

楞
嚴
頭
、
夏
中
堂
司
行
者
、
點
供
、
四
月
十
四
日
、
扇
一
本
、
又
半
夏
、
扇
一
本
被
出
之
。
其
外
又
寮
坊
主
、
百
疋
被
レ

出
之
。
是

者
磬
能
打
ト

云
フ

謂
ワ
レ

也
。（I
・65b

）

夏
中
、
喝
食
小
維
那
、
喝
食
楞
嚴
頭
、
如
僧
規
式
、
問
訊
而
入
相
對
立
。
沙
彌
頭
焼
香
、
楞
嚴
頭
之
喝
食
擧
啓
請
。
啓
建
ト

滿
散
ト
ニ
ハ

、

小
維
那
之
喝
食
。
宣
疏
之

也
。
僧
楞
嚴
頭
畢
、
喝
食
楞
嚴
頭
者
、
後
也
。

自
六
月
朔
、
楞
嚴
頭
、
維
那
、
半
行
道
、
楞
嚴
頭
者
、
始
而
立
侍
藥
。
雖
然
、
住
持
懈
怠
之
時
、
侍
者
各
依
レ

懈
怠
、
而
無
可
移
位
。

故
如
半
夏
已
前
立
也
。」
夏
中
坐
禅
、
不
レレ
ハ

報
二

懈
怠
ノ

人
ヲ一

者
、
罰
金
半
斤
。

十
五
日
　
祝
聖
、
僧
藥
師
如
来
、
兩
開
山
諷
經
。」
次
喝
食
藥
師
如
来
。」
三
位
禪
師
小
齋
。
次
二
番
座
、
次
三
番
座
、
畢
、
上
（I

・66a

）

堂
。」
次
僧
楞
嚴
會
、
次
喝
食
楞
嚴
會
。」
次
南
禪
院
半
齋
。」
次
秉
拂
ノ

塔
頭
習
シ

。
次
就
首
座
寮
、
杖
拂
、
三
大
禪
師
勤
之
。
次
秉

拂
、
預
シ
メ

鼓
一
通
。

次
方
丈
點
湯
。

先
祝
聖
、
僧
藥
師
如
来
、
天
授
諷
經
、
歸
雲
諷
經
。
今
時
者
不
赴
塔
下
。」
次
喝
食
藥
師
如
来
。」
其
後
三
大
禪
師
齋
。

三
大
禅
師
齋

曉
、
點
銀
觸
、
先
前
堂
立
賓
位
。
接
入
問
訊
。
次
揖
座
問
訊
。
次
到
雲
門
前
焼
香
、
小
問
訊
、
轉
右
、
中
央
爐
前
焼
香
、
一
歩
退
、

揖
香
問
訊
。
而
叉
手
而
出
。
著
帽
、
坐
位
。」
結
制
問
禪
人
著
ハ

不
法
也
。」
被
レル
ゝ

倩
二ハ

給
仕
ニ

一

、
小
僧
喝
食
者
、
藥
師
如
来
畢
テ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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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帯平江帯平江帯

晝雲門晝

銀
燭

湯佛
餉
爐
香
合

茶造
松

座
頭

座
頭

同十
刹
氈

西
堂

諸
山
氈

西
堂

同

前
堂
座
氈

後
板
座
氈

中
央
爐
揖
坐

揖
香

禪客
藏主

藏主
書記

接入問訊

都 寺
維 那

侍 香

結
制
就
于

表
率
寮
小
齋

頭
首
諱

某
拜
請

道
号某
甲
西
堂

同某
甲
西
堂

後
板

書
記

藏
主

藏
主

都
寺

維
那

侍
香

禪
客

坐
位
圖
　
　
　
　
請
帳
圖
　
　
　
　
　
　
　
　
　
　
（I

・67a

）

66b

）
赴
頭
首
寮
、
限
頭
首
前
、
給
仕
人
、
兩
度
不
レ

赴
法
也
。」
喫
飯
了
、
前
堂
出
玄
關
、
立
主
位
送
問
訊
。

（I

・67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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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番座

中
央
爐

結
制
就
于

冬
節

表
率
寮
小
齋

頭
首
名

某
拜
請

上
方和

尚
　
　
　
某
甲
和
尚

某
甲
西
堂
　
　
ー
ー
西
堂

某
甲
西
堂
　
　
ー
ー
座
元

ー
都
文
　
　
　
ー
都
文

ー
都
寺
　
　
　
ー
都
寺

ー
首
座
　
　
　
ー
監
寺

ー
書
記
　
　
　
ー
藏
主

ー
副
寺
　
　
　
ー
知
客

ー
侍
者
　
　
　
ー
上
座

給
仕

某
侍
者
　
　
　
ー
侍
者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新
戒
　
　
　
ー
沙
喝

ー
喝
食
　
　
　
某
喝
食（I

・68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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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番座

雲
門

主
對
氈

賓
對

某
侍
者
氈

ー
ー
侍
者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沙
彌

沙
喝
頭
氈

上
間

四尾

下
間

尾四

二
　
　
　
　
　

三

二
　
　
　
　
　

三

勤
舊
不
定
給
仕

侍
者
頭

ーーー

ーーー

ーーー

ー喝食

ー喝食

ー喝食
後
板
以
下
、
請
帳
書
樣

來
十
ー
日
就

ー
ー
寮
小
齋

頭
首
名

某
拜
請

ー
ー
西
堂
　
ー
ー
西
堂

ー
ー
座
元
　
ー
ー
都
文

ー
ー
都
寺
　
ー
ー
首
座

（I

・68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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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帳

凡
三
大
禪
師
、
給
仕
者
、
擇
仁
、
別
被
倩
之
、
故
藥
師
如
来
終
、
則
赴
頭
首
寮
。」
座
式
奉
行
人
、
取
集
扇
子
、
盛
葛
籠
蓋
蔀
上
置

之
。
給
仕
終
、
出
之
。」
給
仕
人
、
限
頭
首
前
、
兩
度
不
赴
。

請
帳
書
樣
、
後
堂
已
下
頭
首
者
、
請
帳
之
口
、
結
制
、
或
冬
節
、
之
ヲ

不
レ

書
也
。
遜
前
堂
意
也
。」
結
制
ニ
ハ

者
、
來
十
五
日
ト

、
冬
節

ニ
ハ

者
、
來
幾
日
ト

書
也
。

惟
敬
曰
、
前
堂
之
請
帳
者
、
上
方
、
客
東
堂
、
參
假
西
堂
、
客
西
堂
、
皆
載
之
。」
但
今
代
十
五
日
、
三
大
禪
師
請
帳
、
參
假
（I

・

69a

）
西
堂
載
之
、
後
堂
已
下
頭
首
者
、
上
方
、
客
東
堂
、
請
則
寮
頭
口
報
乎
。
今
代
同
座
不
審
。

凡
請
帳
、
吾
祖
師
忌
之
時
者
、
内
衆
別
書
之
、
其
外
者
不
書
、
古
ヘ
ノ

之
早
飯
者
、
五
員
之
頭
首
寮
ニ

、
住
持
被
レ

出
テ

也
。
雖
然
勝
定

院
殿
御
代
、
第
一
座
ノ

外
カ
ハ

者
、
被
レ

留
二

早
飯
ヲ一

也
。
故
設
齋
人
者
依
爲
穩
密
、
後
板
已
下
ノ

早
飯
ニ
ハ

、
不
レ

請
二

住
持
一、

故
送
膳
必
二
前
。

凡
前
板
者
、
依
有
三
位
禪
師
、
并
參
假
西
堂
、
禪
客
之
請
伴
、
而
不
直
大
衆
之
一
番
座
也
。
必
表
率
寮
者
、
客
長
老
客
西
堂
、
悉
被

赴
也
。
住
持
者
、
在
其
人
意
歟
。
但
被
辭
然
。」（I

・69b

）
凡
後
堂
以
下
頭
首
者
、
前
堂
寮
ノ

三
大
禪
師
ノ

齋
過
而
請
相
手
禪
客
、
請
伴

也
。
禪
客
ノ

之
勤
メ

歸
リ
ニ

、
被
レ

呼
、
必
赴
テ二

相
手
之
寮
一

待
也
。
禪
客
之
僕
、
有
レ

齋
、
請
伴
者
、
頭
首
ノ

僕
也
。

坐
牌

後
板
已
下
ノ

早
飯
、
前
堂
者
、
必
主
位
也
。
其
已
下
頭
首
、
一
列
盛
之
。
賓
位
者
、
西
堂
也
。
主
對
賓
對
者
、
逐
次
第
。
客
長
老
ハ

者
、

別
座
。
住
持
ハ

被
赴
也
。

惟
敬
云
、
當
日
、
三
大
禪
師
草
飯
、
坐
牌
、
前
板
後
板
也
。
坐
則
前
堂
主
位
、
後
堂
賓
位
、
其
已
下
頭
首
、
一
列
賓
位
也
。」
前
堂

早
飯
時
、
主
者
不
就
座
也
。
別
頭
首
者
就
座
、
然
則
（I

・70a

）
各
坐
位
也
。
接
入
問
訊
者
、
賓
位
也
。」
後
堂
已
下
頭
首
、
又
如
斯
。

凡
東
堂
已
上
、
縁
下
ニ

立
二テ

賓
位
一ニ

迎
レ

之
、
送
問
訊
ハ

、
玄
關
ノ

外
也
。
立
位
ハ

賓
位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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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堂
草
飯
、
四
月
朔
。
又
冬
至
早
飯
、
不
定
也
。」
後
堂
以
下
早
飯
逐
日
營
之
。

上
堂

三
番
座
終
、
行
者

鼓
三
通
。
先
撹

撃
時
、
住
持
出
寢
堂
。
今
者
第
二
通
撹

、
第
三
通
轉
鼓
也
。

兩
班
、
先
谷
渡
問
訊
。
正
面
自
脇
之
間
入
、
向
法
座
一
行
（I

・70b

）
問
訊
立
班
。
次
兩
列
、
歸
本
位
立
也
。」
上
堂
并
谷
渡
規
式
、
詳

元
旦
處
。

下
禮

住
持
下
座
立
上
間
、
與
西
堂
立
班
、
西
堂
立
瓣
香
、
觸
礼
畢
。」
次
都
寺
維
那
、
與
長
老
立
班
問
訊
、
都
寺
立
瓣
香
、
兩
展
三
礼
畢
。」

頭
首
一
班
、
首
座
立
瓣
香
、
觸
礼
一
拜
。」
次
單
寮
、
諸
勤
舊
頭
、
各
各
出
而
立
瓣
香
、
在
兩
班
之
後
、
同
觸
礼
畢
。」
住
持
居
椅
子
、

侍
者
大
展
三
拜
、
侍
香
立
瓣
香
。」
次
沙
彌
頭
、
立
瓣
香
。
沙
彌
行
者
、
一
列
大
展
三
拜
。
見
于
元
旦
處
。（I

・71a

）

大
鑑
規

兩
展
之
礼
、
但
如
尋
常
展
拜
之
法
、
坐
具
將
盡
及
地
。
住
持
以
坐
具
、
約
而
免
之
。
逐
収
摺
之
。」
今
人
以
坐
具
、
展
開
加
額
了
。

遂
摺
之
。
此
非
法
。

古
法
、
小
比
丘
、
見
大
比
丘
、
必
須
展
拜
一
問
訊
。
便
展
坐
具
。
大
比
丘
、
堅
以
手
約
免
之
。
或
以
坐
具
、
約
而
免
之
。
小
比
丘
収

摺
了
、
又
慇
懃
必
欲
展
拜
。
又
展
坐
具
、
大
比
丘
、
又
堅
約
免
之
。
小
比
丘
又
摺
了
。
又
敬
礼
之
心
未
息
、
乃
以
坐
具
、
觸
地
三
而

拜
之
。
大
比
丘
、
遂
答
之
一
拜
。
此
其
兩
展
三
拜
之
本
意
也
。（I
・71b

）

略
規

凡
知
事
、
進
挿
香
兩
展
、
免
則
觸
礼
、
住
持
答
一
拜
。
僧
史
畧
云
、
昔
梵
僧
到
此
、
皆
展
舒
尼
師
壇
、
就
上
作
礼
。
後
生
避
煩
。
尊

者
、
方
見
開
尼
師
壇
、
即
止
之
。
便
通
叙
暄
凉
、
又
展
猶
再
拜
也
。
尊
者
還
止
之
。
由
此
、
只
將
展
尼
師
壇
。
擬
礼
爲
之
數
。
所
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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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歟
。

ハ

箇
過
ノ

韻
ニ

云
、

ハ

詐
也
。

拜
也
。

私
云
、
軍
拝
者

拜
ス

、
女
人
拜
同
。
不
正
兩
展
觸
礼
、
祖
臥
ノ

反
。

楞
嚴
會

鳴
大
鐘
、
大
衆
依
圖
排
立
。
維
那
七
堂
行
香
、
自
本
尊
、
至
中
央
、
収
之
、
立
位
。」
長
老
來
臨
之
時
、
問
訊
向
佛
、
行
者
鳴
（I

・

72a

）
磬
擧
啓
請
也
。
不
移
行
道
、
三
之
段
時
、
維
那
焼
香
、
次
後
啓
請
終
。
擧
上
来
也
。」
有
楞
嚴
頭
、
則
前
啓
請
、
次
佛
母
。
然

后
後
啓
請
迄
者
、
楞
嚴
頭
唱
之
。
上
来
現
前
者
、
如
恒
。
維
那
擧
之
。」
次
喝
食
楞
嚴
頭
、
喝
食
小
維
那
、
與
僧
規
式
、
並
同
。」
古

者
、
就
大
雲
菴
、
亀
山
ノ

半
齋
有
之
。
近
年
不
赴
。」
斯
後
諸
頭
首
、
塔
中
習
。

杖
拂

諸
頭
首
、
塔
頭
習
終
、
而
赴
首
座
寮
。」
都
寺
、
維
那
、
侍
香
、
客
頭
行
者
、
盆
小
打
敷
、
燭
臺
、
香
爐
、
牌
拂
杖
、
命
レ

力
レ

者
。
衣

二

白
浄
衣
一

令
持
之
、
詣
首
座
寮
。」
五
員
頭
首
、
出
縁
立
班
、
主
位
北
首
（I

・72b

）
也
。
三
位
禪
師
賓
位
、
北
首
也
。
相
對
問
訊
了
、

叉
手
而
兩
列
入
客
殿
。
都
寺
、
維
那
、
侍
香
、
列
賓
位
、
諸
頭
首
、
主
位
、
列
東
西
、
相
對
問
訊
畢
。」
客
頭
行
者
、
盆
盛
燭
臺
爐
、

置
座
上
、
都
寺
先
出
焼
香
、
歸
位
立
。
此
時
頭
首
曲

、
一
列
移
後
也
。
各
觸
礼
一
拜
。」
次
行
者
、
取
牌
、
渡
與
侍
香
、
侍
香
渡

與
維
那
、
維
那
渡
與
都
寺
、
都
寺
捧
而
呈
首
座
。
自
首
座
次
第
、
轉
西
藏
主
、
行
者
請
取
之
。
一
番
牌
、
二
ニ

拂
、
三
ニ

杖
也
。」
三

位
禪
師
退
、
則
五
頭
首
、
下
縁
、
居
東
方
、
南
首
一
列
立
班
、
三
位
禪
師
、
相
對
問
訊
、
送
之
。」
當
寮
輩
、
西
藏
主
、
貼
二

今
晩
ヲ

牌
ニ一

也
。
引
合
、
竪
ニ

切
、
而
書
之
。
首
尾
塗
牛
粉
、
出
之
。（I
・73a

）

禀
辭

五
員
頭
首
、
詣
方
丈
、
住
持
相
對
問
訊
退
。
稟
辭
心
也
。
諸
頭
首
、
一
歩
退
時
、
住
持
送
之
。
又
問
訊
、
是
レ
ハ

者
、
秉
拂
ヲ

可
レシ
ト

勤

云
心
也
。
其
時
首
座
轉
身
曰
、
法
座
是
者
可
二

借
賜
一

云
心
也
。」
住
持
縁
迄
出
送
也
。」
次
玄
關
ニ
テ

、
首
座
對
レ

侍
香
ニ

曰
、
法
鼓
、
是

首
座
。
雖
可
赴
侍
香
寮
、
依
煩
頭
首
、
而
侍
香
出
玄
關
待
也
。」
五
頭
首
歸
寮
、
據
曲

、
杖
拂
時
東
方
一
列
雖
併
之
。
頭
首
擧
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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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
又
取
直
立
也
。」
前
板
東
方
、
主
位
南
面
。
後
板
東
方
、
西
面
。
書
記
西
方
、
東
面
、
東
藏
主
西
方
、
東
面
。
西
藏
主
東
方
、

西
面
也
。
東
西
相
對
。（I

・73b

）

湯
禮

首
座
寮
輩
、
以
香
合
蓋
、
貯
丸
藥
、
引
之
。
頭
首
受
服
之
、
或
不
服
、
則
各
度
與
其
方
人
也
。」
又
以
鍵
盞
、
引
煎
茶
、
或
丸
藥
置

鍵
盞
之
臺
。
各
揖
而
呑
之
。」
給
仕
者
、
山
中
小
僧
、
倩
之
。
或
楞
嚴
頭
有
之
。
則
必
倩
法
也
。
扠
衣
而
進
之
。
不
行
（I

・74a

）
同
處
。」

然
後
鼓
案
内
。

當寺秉拂曲圖

雲
爐
門畫 畫

東藏主

書　記
後 　 板

西 藏 主
東福寺秉拂曲圖

雲
爐
門畫 畫

藏主
藏主

書記
後板

前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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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案
内

先
自
頭
首
寮
、
行
燈
蝋
燭
等
、
出
之
。」
客
頭
行
者
、
鼓
打
礼
出
之
。
客
頭
進
首
座
面
前
。
胡
跪
曰
、
鼓
之
案
内
、
首
座
諾
。
即
鳴

首
座
寮
前
板
三
下
、
而
又
鳴
下
間
之
鼓
一
通
。」
頭
首
聞
鼓
、
赴
法
堂
。
兩
序
相
對
問
訊
、
自
正
面
脇
之
間
、
兩
列
入
而
立
位
。
兩

序
立
定
時
問
訊
。」
次
行
者
擧
鼓
訖
、
持
行
燈
、
抹
過
法
堂
中
、
而
詣
方
丈
、
迎
住
持
也
。
住
持
被
出
、
則
引
回
。
高
燭
臺
前
、
置

行
燈
退
。」
住
持
之
曲

、
氈
、
後
者
屏
風
等
、
營
辨
之
。（I

・74b

）

登
座

山
門
三
位
禪
師
、
同
往
首
座
前
問
訊
。
首
座
受
請
畢
、
往
住
持
前
、
低
頭
問
訊
。
次
都
寺
前
問
訊
、
巡
至
班
末
。
次
至
後
堂
前
問
訊
、

巡
班
末
浴
主
前
。
少
間
相
隔
、
即
擧
手
、
與
大
衆
普
同
問
訊
。
叉
手
而
過
拜
席
、
登
法
座
。
則
先
擧
右
足
、
或
朝
住
持
、
則
擧
左
足
、

可
也
。
乃
脚
踏
上
、
向
椅
子
、
問
訊
、
回
立
問
訊
、
坐
定
。」
秉
拂
侍
者
、
同
方
丈
侍
者
、
出
座
下
問
訊
、
兩
序
、
西
堂
、
次
第
問

訊
、
如
上
堂
礼
。」
此
日
座
下
、
雖
有
東
堂
、
不
可
出
問
訊
也
。」
住
持
出
問
訊
、
首
座
當
起
身
、
低
恭
問
訊
。
仍
就
座
即
云
、
侍
者

請
堂
頭
和
尚
趺
坐
ト

。」
此
（I

・75a

）
時
聖
僧
侍
者
、
至
住
持
前
、
問
訊
、
轉
身
登
法
座

香
、
用
左
手
、
向
首
座
問
訊
、
請
説
法
。

取
拂
子
、
進
首
座
、
即
索
語
、
問
答
、
提
綱
、
叙
謝
、
拈
提
、
一
一
不
遺
。
唱
了
、
下
座
。」
進
住
持
前
問
訊
、
作
觸
礼
勢
、
住
持

被
辭
、
則
復
元
位
。」
次
後
堂
已
下
頭
首
、
並
同
前
礼
。」
五
員
頭
首
之
取
拂
畢
。
客
頭
行
者
唱
云
、
兩
班
、
西
堂
和
尚
、
單
寮
、
大

勤
舊
、
侍
者
、
禪
客
、
方
丈
點
湯
。

方
丈
點
湯

秉
拂
畢
、
就
寢
堂
喫
湯
、
如
小
參
時
。」
先
行
者
鳴
板
。
今
時
方
丈
客
殿
、
焼
香
侍
者
、
揖
入
問
訊
、
住
持
先
到
其
位
而
（I

・75b

）
立
。

次
東
兩
班
、
就
住
持
下
位
。
而
次
第
立
、
次
西
兩
班
、
後
堂
首
座
、
就
賓
位
而
立
。
次
參
暇
西
堂
、
十
刹
、
就
二

主
對
一

、
諸
山
賓
對
。」

焼
香
侍
者
、
進
中
央
前
問
訊
、
謂
之
揖
坐
問
訊
。
坐
定
、
焼
香
侍
者
、
又
問
訊
、
謂
二

之
揖
香
問
訊
一

。
湯
了
、
又
問
訊
、
謂
之
揖
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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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訊
。
然
後
焼
香
侍
者
退
。
住
持
離
位
、
一
歩
進
而
立
。
東
西
兩
班
各
就
賓
位
、
南
面
而
列
立
。
兩
班
、
次
參
暇
西
堂
、
謝
湯
也
。

礼
畢
、
住
持
先
進
、
出
在
二

唐
戸
内
一

、
送
問
訊
。」
後
次
第
如
前
。

結
制
冬
節
翌
日
、
諸
頭
首
、
先
至
二

相
手
禪
客
處
一

、
拜
謝
。
或
欲
展
坐
具
、
問
禪
堅
辭
之
、
則
觸
礼
而
退
。」
問
禪
人
、
必
待
（I

・

76a

）
頭
首
之
來
、
行
者
於
首
座
寮
、
打
レチ
ニ

鼓
、
加
二

黄
一

、
持
二チ
ニ

行
燈
一

、
加
二

黄
一

。
又
力
者
持
二チ
ニ

杖
拂
一

、
加
二フ

天
龍
ヲ一

。

毎
日
行
事
、
後
堂
已
下
頭
首
、
到
二

首
座
玄
關
、
列
班
、
及
殿
鐘
鳴
。
前
堂
首
座
出
、
左
右
問
訊
、
揖
引
到
二

佛
殿
一ニ

時
、
先
ツ

進
二

左

足
一

也
。
立
班
ノ

時
無
二

問
訊
一

。
立
定
時
、
東
西
兩
班
、
相
對
問
訊
。」
節
日
勤
行
、
西
藏
主
司
レ

之
。

四
節
秉
拂
、
賚
二ン
ト

牌
拂
一ヲ

云
ハ

、

賚
ハ

與
レ

齎
同
。
牋
西
ノ

切
、
持
也
。

備
用
曰
、
若
借
座
、
借
鼓
則
鳴
二

法
堂
下
間
鼓
一

。
校
定
曰
、
如
二

首
座
西
堂
秉
拂
一

、
則
借
二

茶

鼓
一

。

章
ノ

曰
、
左
者
茶
鼓
、
右
者
法
鼓
歟
。

秉
拂
法
語
擧
二

方
丈
一ニ
（I

・76b
）

秉
拂
拙
語
、
或
上
堂
禪
客
口
書
樣

結
制
上
堂
問
禪
拙
語
欽
奉
録

呈堂
頭
老
師
猊
座
前
　
　
伏
求

慈
悲
斤
正

參
學
比
丘
ー
ー
九
拜
上

結
制
秉
拂
拙
語
謹
呈

堂
上
老
師
大
和
尚
法
座
下
伏
乞

慈
悲
改
正

首
座
比
丘
ー
ー
九
拜

謹
呈
録

來
結
制

秉
拂
法
語

冬
節

堂
頭
老
師
大
和
尚
法
座
下

伏
乞
　
慈
改

首
座
比
丘
ー
ー
九
拜

小
高



－221－

翻刻・京都大学文学部図書館蔵『南禅清規』

諸
頭
首
佛
事
、
節
日
前
十
五
、
或
廿
日
已
前
、
書
調
而
擧
方
丈
ニ

也
。」
當
日
之
一
會
者
、
依
人
記
焉
。
或
別
之
一
會
記
之
。
其
人
隨

意
也
。」
包
紙
、
上
書
様
、
見
二

于
圖
一

。
并
乞
二

謝
語
一ヲ

紙
ノ

、（I

・77a

）
上
包
書
様
二
封
、
或
雙
字
名
、
或
前
板
比
丘
、
後
板
比
丘
書
也
。

見
于
圖
。略

規

先
預
五
日
已
前
、
都
寺
營
辨
點
心
。
特
爲
五
頭
首
、
并
請
住
持
西
堂
、
東
西
單
寮
頭
客
一
人
、
維
那
、
侍
香
、
聖
僧
侍
（I

・77b

）
者
、

都
寺
、
揖
座
、
揖
香
、
揖
湯
問
訊
。

至
日
、
齋
退
、
焼
香
侍
者
、
即
令
客
頭
行
者
、
攜

杖
拂
子
牌
等
、
人
僕
捧

袱
爐
燭
、
約

都
寺
維
那
、
同
詣
首
座
寮
。
都
寺

香
、
觸
礼
一
拜
、
三
位
同
礼
、
五
頭
首
答
拜
。
又
焼
香
侍
者
焼
香
。
今
時
ハ

此
禮
無

」
都
寺
先
以
牌
、

度
首
座
、
首
座
度
後
堂
、
次
第
同
前
。」
次
拂
子
、
次

杖
、
並
同
。」
西
藏
主
請
牌
、
度
與
法
堂
承
事
、
貼
小
牌
。
牌
式
、
今
晩
ト

、

堂
前
下
間
掛
之
。」
首
座
約
二

同
受
請
ノ

頭
首
ニ一

、
詣
レ

方
丈
辭
、
住
持
當
力

勉
、
送
出
、
首
座
轉
身
稟
云
、
詞
見
レ

規
ニ

。」
又
云
、
借

賜
法
座
、
伏
乞
慈
悲
。」
次
就
焼
香
侍
者
寮
、
借
法
鼓
。」
五
頭
首
、
再
歸
首
座
寮
、
各
據
曲

、
候
（I

・78a

）
鼓
鳴
。」
此
時
煎
藥
飲

之
。」
客
頭
行
者
、
覆
秉
拂
人
。
次
覆
住
持
、
鳴
鼓
一
通
、
衆
集
。
鼓
乃
用
下
間
。
住
持
令
行
者
、
送
行
燈
於
首
座
寮
、
五
頭
首
同

出
。
至
法
堂
、
正
面
脇
間
同
入
、
歸
位
立
定
。
行
燈
直
過
法
堂
裡
、
從
後
門
出
、
詣
二

寢
堂
一

、
迎
住
持
出
、
徑
歸
位
。
法
堂
左
側
、

上
包
　
拜
呈
來
結
制

秉
拂
法
語
堂
頭
老
師
法
座
下
　
　
　
　
　
　
　
ー
ー
比
丘
九
拜

冬
節

上
包

拜
呈
　
　
堂
頭
老
師
大
和
尚
法
座
下
　
　
　
　
　
　
　
　
　
ー
ー
比
丘
九
拜

拜
求
　
　
謝
秉
拂
法
語
　
　
　
　
　
　
　
　
　
　
　
　
　
　
ー
ー
比
丘
拜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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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屏
椅
、
立
定
。」
山
門
三
位
禪
師
、
都
寺
、
維
那
、
焼
香
侍
者
、
同
往
首
座
前
問
訊
。
首
座
受
請
畢
、
往
住
持
前
、
低
頭
問
訊
。

次
都
寺
前
問
訊
、
巡
至
班
末
。
次
至
二

後
堂
前
一

問
訊
、
巡
至
班
末
浴
主
前
、
少
間
相
隔
、
即
擧
手
。
與
大
衆
普
同
問
訊
、
拜
席
上
行
、

則
叉
手
過
、
登
法
座
、
則
先
擧
右
足
。
或
曰
、
朝
住
持
、
則
擧
左
足
、
可
也
。（I

・78b

）
乃
脚
踏
上
、
向
椅
子
問
訊
。
回
立
問
訊
、
坐

定
。」
秉
拂
侍
者
、
同
方
丈
侍
者
、
出
座
下
問
訊
、
兩
序
西
堂
、
次
第
問
訊
。
如
上
堂
礼
。」
此
日
座
下
、
如
有
レト
モ

東
堂
、
不
可
出
問

訊
。」
住
持
出
問
訊
、
首
座
當
起
身
、
低
恭
問
訊
、
仍
就
座
、
免
則
不
起
身
。
即
云
、
秉
拂
侍
者
、
請
堂
頭
和
尚
趺
坐
。
聖
僧
侍
者
、

至
住
持
前
問
訊
、
轉
身
登
座
。

香
、
用
左
手
。
向
首
座
問
訊
、
請
二

説
法
。
拈
拂
子
、
進
首
座
、
受
畢
云
。
如
冬
節
、
則
軽
聲
云
、

天
寒
覆
頂
。
即
答
畢
提
綱
、
叙
謝
。
如
二ニ
ハ

首
座
ノ

謝
語
ノ一

、
即
一
一
不
レ

遺
、
謝
之
。
云
云
。
先
住
持
ヲ
ハ

、
即
飾
レテ

詞
褒
贊
。
次
東
堂
西

堂
同
。
各
各
謝
之
。
即
云
、
山
門
兩
序
、
上
方
ノ

三
應
、
諸
位
單
寮
、
耆
（I

・79a

）
舊
、
蒙
堂
、
前
資
、
栴
檀
林
中
、
雲
堂
海
衆
、
隣

對
頭
首
、
江
湖
名
勝
、
適
来
禪
客
、
秉
拂
侍
者
、
暫
到
高
人
、
法
眷
郷
曲
、
現
前
一
會
、
諸
位
禪
師
、
総
兼
備
贊
徳
業
。」
後
堂
以

下
ノ

頭
首
ノ

謝
語
ハ

畧
提
過
シ

了
ル

耳
。」
謝
畢
、
方
丈
小
參
公
案
、
或
拈
、
或
頌
。
近
代
叢
林
、
允
以
各
拈
提
、
不
知
有
據
。」
拈
古
訖
、

叉
手
云
、
久
立
衆
慈
、
不
耐
荒
寒
。」
下
座
住
持
前
問
訊
、
作
觸
礼
勢
、
住
持
辭
、
則
復
元
位
。」
次
後
堂
已
下
、
並
前
礼
同
。」
秉

拂
罷
、
客
頭
行
者
唱
云
、
兩
班
、
西
堂
和
尚
、
單
寮
、
大
勤
舊
、
侍
者
、
禪
客
、
方
丈
點
湯
。
侍
者
行
礼
、
同
二

旦
望
ニ一

。」
但
湯
罷
、

住
持
送
出
時
、
留
五
頭
首
、
謝
秉
拂
問
訊
。
頭
首
受
賀
畢
、
帰
寮
。（I

・79b

）
住
持
令
行
者
、
送
行
燈
。」
次
早
、
方
丈
請
茶
、
粥
ノ

再

請シ
ン
ノ

時
、
客
頭
行
者
、
就
鉢
位
、
請
五
頭
首
云
、
粥
罷
寢
堂
喫
茶
。
不
請
相
伴
。
只
是
首
座
分
手
。
後
堂
與
住
持
對
面
。
書
記
與
首

座
對
面
。
藏
主
居
首
座
之
下
。」
侍
者
焼
香
、
如
旦
望
之
礼
法
、
頭
首
謝
茶
退
矣
。」
然
後
東
西
巡
寮
、
謝
昨
日
久
立
勞
。」
是
日
、

庫
司
、
就
于
方
丈
辨
齋
。
併
請
茶
、
半
齋
點
心
。
前
日
秉
拂
罷
、
請
客
侍
者
、
預
出
差
定
。
係
ル二

方
丈
ノ

客
頭
ノ

請
ニ一

、
特
為
秉
拂
頭
首
、

仍
請
西
堂
、
大
勤
舊
職
事
人
。」
首
座
名
位
下
、
書
云
、
某
謹
奉
尊
命

次
頭
首
、
如
此
書
之
。」
齋
時
、
特
為
秉
拂
人
、
并
請
光
伴
大
勤

舊
。」
請
客
侍
者
、
預
排
照
牌
。
西
堂
（I

・80a

）
與
住
持
分
手
。
首
座
書
記
、
與
住
持
對
面
而
坐
。
後
堂
藏
主
、
與
西
堂
對
而
坐
。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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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居
住
持
之
下
。
西
單
寮
侍
者
之
下
排
之
。
東
單
寮
、
西
堂
之
下
排
之
。
上
堂
秉
拂
諸
禪
客
、
各
各
分
東
西
座
。」
飯
訖
、
未
喫
茶
、

侍
者
兩
人
立
座
、
行
者
鳴
鼓
、
焼
香
請
客
二
侍
者
、
分
上
下
間
問
訊
。
歸
中
央
問
訊
揖
座
。」
焼
香
侍
者
焼
香
。
又
二
侍
者
、
分
上

下
間
、
上
間
、
首
座
書
記
前
、
請
客
侍
者
下
間
。
後
堂
藏
主
前
、
各
同
時
對
面
問
訊
。
歸
中
央
立
定
。」
入
盞
、
行
茶

訖
、
又
二

侍
者
、
各
如
前
問
訊
、
揖
茶
復
レ

位
中
立
。」
焼
香
侍
者
、
再
進
爐
前
、
焼
光
伴
香
。
退
身
同
時
問
訊
。
又
歸
位
坐
、
喫
茶
。」
即
進

（I

・80b

）
果
子
。」
次
行
引
物
、
然
後
行
者
、
各
付
人
僕
。」
収
盞
、
鳴
鼓
三
下
。
秉
拂
人
立
謝
茶
退
矣
。

別
日
、
住
持
亦
有
上
堂
。
委
曲
叙
謝
其
秉
拂
人
、
下
座
。
頭
首
當
就
法
座
下
、
拜
謝
展
礼
、
住
持
約
免
則
觸
礼
。
更
免
、
則
問
訊
退
。」

秉
拂
ノ

人
、
當
於
別
日
、
請
兩
班
西
堂
、
大
勤
舊
、
適
來
禪
客
、
秉
拂
侍
者
、
或
點
心
、
或
辨
齋
、
隨
家
豊
儉
。
且
表
薄
礼
而
已
。

愚
謂
、
便
是
日
本
榜
様
乎
。
並
不
載
古
規
。

十
六
日
　
侍
者
勤
メ

已
前
退
。」
諸
頭
首
、
至
テ二

相
手
ノ

禪
客
處
一

、
拜
謝
。」
次
鳴
鐘
、
土
地
堂
諷
經
、
次
後
醍
醐
半
齋
。

次
芳
林
都

（I

・81a

）
文
半
齋
。
年
忌

就函丈管待齋
本
尊

中
央
爐
侍
香

侍
客

諸
山

ー
ー

十
刹

上
方

都
文

都
寺

西
藏
主

書
記

前
堂

後
堂

東
藏
主

禪客
ーーー

ーーー

ーーー

勤旧次第

東單寮

維 那
侍 香

侍 客
西 單 寮

頭 ー
禪 客

ー ー
ー 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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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兩
班
侍
者
、
次
西
堂
、
東
西
單
寮
、
不
レ

遺
、
蒙
堂
各
一
人
寮
元
、
修
造
司
、
上
堂
小
參
秉
拂
禪

客
。」
如
結
制
、
加
楞
嚴
頭
。」
堂
主
、
浄
頭
、
聖
僧
侍
者
、
次
第
ニ

書
之
。」
茶
（I

・81b

）
時
、
十
刹

一
人
、
諸
山
一
人
、
請
待
之
。

住
持
先
入
立
定
。
焼
香
侍
者
、
如
常
接
入
問
訊
。
西
堂
一
列
、
問
訊
入
立
。
兩
班
、
單
寮
、
禪
客
、

次
第
入
立
定
。」
焼
香
侍
者
入
、
中
央
問
訊
、
就
坐
。」
侍
者
焼
香
、
先
本
尊
、
次
中
央
、
一
歩
退
問

訊
。
揖
座
揖
香
問
訊
也
。」
出
戸
外
、
二
侍
者
一
列
、
上
方
問
訊
就
坐
、
入
膳
。」
齋
罷
、
二
侍
者
立

座
、
出
戸
外
、
而
又
入
。
焼
香
侍
者
、
前
板
已
下
問
訊
。
侍
客
ハ

、
後
板
已
下
問
訊
。
各
歸
于
中
央

立
。
又
総
座
一
問
訊
畢
。」
侍
者
焼
香
如
前
、
秉
拂
人
之
前
問
訊
、
入
盞
。
又
如
前
問
訊
於
秉
拂
人
、

（I
・82a

）
歸
中
央
、
焼
香
。
此
光
伴
香
也
。
則
一
座
擧
盞
問
訊
。
二
侍
者
又
就
座
。
二
侍
者
ニ

引
レ

茶
。

罷
引
二

茶
巾
紙
一

。
入
二

茶
子
一

、
引
茶
。」
罷
引
物
、
上
方
、
秉
拂
人
。
上
古
ハ

作
リ

杉
原
一
束
、
扇
子
三
本
。
今
代
五
帖
一
本
。
西
堂

已
下
禪
客
、
三
帖
一
本
也
。」
知
客
侍
状
持
藥
侍
衣
者
、
内
座
、
衣
鉢
閣
、
無
引
手
物
也
。」
住
持
令
三

客
頭
行
者
ヲ

秉
拂
ノ

人
ニ

、
各

送
二

五
百
文
一

。
今
代
ハ

三
百
文
。

廿
日
　
普
庵
諷
經
。

謝
上
堂
、
鳴
鼓
一
通
、
無
谷
渡
之
問
訊
。
有
座
前
之
問
訊
。
住
持
著
平
衣
也
。」
上
堂
畢
、
頭
首
謝
語
礼
、
如

常
。」
然
後
詣
方
丈
、
乞
退
。

廿
一
日
　
早
晨
日
中
、
如
レ

恒
ノ

。

舊
規
者
、
自
今
日
、
四
時
坐
（I
・82b

）
禪
。」
毎
日
勤
行
時
、
堂
司
行
者
、
持
二

筅
筒
一

、
置
佛
前
。

筅
者
書
二

平
僧
之
双
字
名
、
入
筒
。」
勤
行
諷
經
、
回
向
終
、
住
持
以
指
、
而
指
筅
筒
。
堂
司
行
者
、
取
二

筅
筒
一

、
三
度
振
合
至
住
持

前
。
維
那
出
班
、
至
住
持
右
邊
、
住
持
抜
筅
、
出
維
那
ニ

。
維
那
捧
筅
、
呼
某
名
時
、
三
度
不
答
、
則
其
筅
出
二

聽
叫
一ニ

也
。
懈
怠
ノ

人
、

上
二

方
丈
一

、
乞
筅
、
若
懈
怠
及
數
度
、
則
住
持
小
片
紙
、
書
二

罰
金
之
語
、
貼
佛
殿
柱
。
罰
金
者
一
斤
也
。
持
上
二

方
丈
一

。」
坐
禪
懈

謹
奉

慈
旨
就
于

函
丈
管
待
點
心侍

司
某
拜
請

首
座
　
　
　
首
座

書
記
　
　
　
藏
主

ー
ー
　
　
　
知
客

西
堂
　
　
　
ー
ー

ー
ー
　
　
　
ー
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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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
罰
金
同
前
。

僧
堂
規
式

初
夜
并
曉
、
二
時
ノ

坐
禪
、
住
持
巡
堂
、
被
位
之
空
處
、
令
聽
（I

・83a

）
叫
取
被
巾
、
歸
方
丈
。

両
班
寮
、
各
置
看
寮
、
除
知
客
并
侍
者
寮
也
。」
坐
禪
巡
堂
之
時
、
某
之
寮
看
寮
簡
、
僧
堂
ノ

坐
牌
ノ

前
ニ

立
ル

寸
ハ

、
則
不
レ

収
二
被
巾
一

。

都
文
寮
者
、
寮
長
并
看
寮
頭
首
也
。
都
寺
寮
、
納
所
寮
、
置
看
寮
也
。

粥
正
時

四
分
ニ

云
、
明
相
出
テ

、
始
得
レ

食
レ

粥
。
餘
ハ

皆
非
時
。

婆
沙
論
ニ

云
、
明
相
有
レ

三
、
初
ニ
ハ

日
照
二

部
樹
身
一ヲ

、
天
作
二ス

黒
色
一ヲ

。
二
ニ

日
照
二

樹
葉
一

、
天
作
二ス

青
色
一

。
三
ニ

日
過
レク

樹
ヲ

、
天
作
二ス

白
色
一ヲ

。
三
色
ノ

中
取
二

白
色
一

。
爲
レ

正
時
ト

。
須
舒
レ

手
見
レ

掌
文
分
明
ナ
ラ
ハ

、

始
得
レ

食
粥
レヲ

。（I

・83b

）

粥
齋

僧
堂
粥
齋
、
維
那
進
退
事
。

大
衆
入
二

僧
堂
一

、
次
庫
裡
ノ

鼓
、
コ
タ
ン
、
コ
タ
ン
ト
撹
レ

端
。
而
次
ト
ウ
く
く
、
ツ
テ
イ
ト
ウ
、

く
、
く
、
ツ
テ
、
ツ
テ
、
ツ
テ
、
ト
ウ
、
テ
ツ
ト
ウ
く
之
終
、
堂
前
之
鐘
ヲ
、
カ
ウ
ト
撞
。
供
頭
役
也
。
鼓
ト

合
テ

、
一
聲
撞
ソ
。」

次
復
鼓

撹
時
、
維
那
下
牀
。
入
二

堂
内
一

、
聖
僧
前
焼
香
。
而
弓
樣
歩
、
而
依
二

椎
之
臺
一

、
取
二

椎
巾
一

、
掛
左
手
打
レ

之
。
大
衆
開

鉢
間
、
少
程
置
也
。」
此
間
ニ

鼓
如
二

前
鳴
之
。
テ
ツ
ト
ウ
ト
ウ
打
畢
ト

、
鐘
ヲ

撞
ト

、
前
椎
ヲ

、
ハ
ッ
タ
ト

、
打
ト

。
三
拍
子
、
同
時
合
也
。」

次
回
椎
而
十
佛
名
。
唱
終
、
椎
聲
二
下
、
後
之
一
（I

・84a

）
下
者
、
請
二

首
座
ニ

咒
願
一ヲ

、
椎
也
。
首
座
自
レ

低
聲
、
次
第
ニ

擧
レ

音
、
終

圓
滿
ニ

、
聲
ヲ

引
而
唱
終
也
。」
首
座
懈
怠
時
者
、
書
記
唱
之
。
唱
終
時
、
維
那
者
轉
身
、
而
往
二ク

牀
之
脇
一ニ

立
也
。」
行
者
持
二

粥
桶
一

入

也
。
上
間
者
、
自
首
座
、
次
第
引
之
。
下
間
者
、
時
西
堂
、
次
第
引
之
。
大
衆
僉
引
畢
、
聖
僧
之
龕
後
、
兩
方
相
列
也
。
然
后
外
僧

堂
ニ

出
時
、
住
持
江

引
也
。
住
持
粥
ヲ

受
畢
、

食
之
椎
ヲ

、
維
那
打
、
如
クレ

元
ノ

椎
巾
ヲ

掛
レ

手
、
又
向
聖
僧
前
問
訊
、
出
二

外
僧
堂
一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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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那
出
外
僧
堂
、
雖
レ

可
レ

喫
粥
、
帰
寮
而
食
也
。」
汁
者
、
自
住
持
始
而
引
レ

之
。

齋
粥
、
同
前
。

後
椎
者
、
聖
僧
侍
者
役
、
而

打
也
。

回
レ

椎
時
、
菩
薩
者
左
、
佛
者
右
（I

・84b

）
也
。
諸
尊
菩
薩
時
、
順
ニ

回
レス

之
。
佛
頭
佛
脚
、
口
傳
有
之
。

道
安
法
師
十
佛

名
之
事
、
釋
門
正
統
記
有
之
。

粥
飯
衆
僧
上
床
時
、
自
履
床
下
入
レ

之
。
給
仕
之
行
者
、
觸
脚
儀
也
。
粥
飯
畢
時
、
沙
彌
頭
、
履
撹
差
二

沙
喝
ヲ一

也
。
引
二

出
ス

牀
下
之

履
一ヲ

。」
生
飯
掻
ハ

、
差
二ス

小
喝
食
一ヲ

也
。

履
撹
　

生
飯
掻
　

鼓
　
鐘

更
鼓
ハ

、
早
晩
平

三
通
、
雲
講
、
晩
之
平

三
通
者
、
坐
禪
已
前
之
昏
鼓
、
三
通
也
。」
早
之
平

三
通
者
、
開
静
三
通
鼓
也
。
其
時

者
、
版
ト

同
事
ニ

鳴
ス

歟
。」
或
云
、
聞
長
版
鳴
、
下
鉢
。（I

・85a

）
又
大
鐘
罷
、
而
開
静
。
次
長

三
通
之
板
。

私
云
、
此
時
方
丈
、

玄
關
、
衆
寮
首
座
寮
ノ
板
、
庫
司
ノ

板
、
同
時
ニ

三
通
鳴
之
。
已
上
四
處
。」
次
十
八
鐘
、
次
三

七
通
之
板
、
謂
二

之
鉢
下
一

也
。
然
則

長
撃
三
通
板
、
打
木
魚
者
歟
。
不
知
用
木
魚
。
浴
鼓
四
通
歟
。
四
番

故
、
謂
二

四
通
一

也
。
一
番
ニ

四
番
非
レ

ニ

也
。
但
効
二フ
ト
キ
ハ

餘
ノ

之
鼓
ノ

樣
一ニ

、
則
不
審
也
。
一
番
ニ

四
通

歟
。
上
堂
鼓
者
、
先
撹

。

時
、
住
持
出
二

寢
堂
一

。
不
審
、
今
ハ

不
レ

然
。
第
二
通

撹

、
第
三
通
轉
鼓
也
。

鐘
者
、
大
鐘
、
堂
前
、
殿
鐘
、
三
處
也
。」
大
鐘
者
、
入
院
、
或
點
時
撞
之
。
堂
前
者
、
新
命
參
堂
、
或
維
那
十
佛
名
時
、
撞
之
。」

殿
（I

・85b

）
鐘
者
、
長
老
被
出
時
撞
之
。

釋
氏
要
覧
下
ニ

寺
院
ニ

レ

鼓
。
五
分
ニ

云
、
諸
比
丘
布
薩
ニ

、
衆
不
レ

時
集
。
佛
言
、
若
打
二

稚
一

、
若
打
レ

鼓
吹
レク

貝
。」
若
シ

食
時
ニ

者
ノ
ハ

、
楞
嚴
經
云
、
食
辨
ニ

レ

鼓
衆
集
ニ

撞
レ

鐘
。」
若
説
法
ノ

時

者
ハ

、
僧
祇
云
、
帝
釋
ニ

有
二

三
鼓
一

。
若
善
法
堂
ノ

説
法
ニ

、
打
二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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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鼓
一

。版
　
木
魚

長
版
ハ

、
禅
苑
云
、
打
長
板
者
、
衆
下
レ

鉢
也
。
次
打
木
魚
者
、
衆
僧
集
定
也
。

木
魚
、
見
于
毘
婆
沙
論
。

寺
院
ニ

、
懸
長
版
處
、
先
ツ

方
丈
ノ

玄
關
、
首
座
寮
玄
關
、
衆
寮
、
韋
駄
天
堂
、
昏
鐘
鳴
開
静
ノ

處
、
已
上
五
處
也
。（I

・86a

）

木
魚
者
、
齋
粥
二
時
用
之
。
開
静
與
長

板
間
鳴
之
。」
齋
時
者
、
十
八
鐘
之
前
、
鳴
之
。

木
魚
ハ

、
諺
曰
、
昔
天
竺
有
長
者
、
失
其
妻
、
有
三
歳
孩
兒
、
後
母
悪
之
。
自
樓
上
墮
水
中
。
長
者
不
堪
悲
。
設
齋
會
、
鳩
僧
侶
。

斯
日
三
藏
法
師
被
來
、
長
者
悦
、
加
請
之
。
法
師
曰
、
希
喫
二

大
魚
ノ

肉
一

。
長
者
遽
尋
出
之
。
上
レ

俎
、
所
没
水
中
孩
兒
、
得
二

于
魚

腹
。
斯
故
造
木
魚
、
懸
精
舎

ウ
ツ

レ

之
ヲ

。
報
魚
之
恩
者
乎
。

土
地
　
聖
僧

釋
氏
要
覧
下
ノ

、
伽
藍
立
レ

廟
。
四
分
ニ

云
、
伽
藍
ノ

中
ニ

立
二

神
屋
ヲ一

。
○
傳
ニ

云
、
中
國
ノ

僧
寺
ニ

立
二

鬼
廟
一

、
増
輝
記
云
、
即
鬼
子
母
ノ

廟
也

次

立
二

伽
藍
神
ノ
（I

・86b

）
廟
ヲ一

。
護
二

伽
藍
一

神
有
二

十
八
一

、
或
是
今
ノ
土
地
廟
也

次
立
二

賓
頭
盧
廟
ヲ一

。
即
今
堂
中
ノ

聖
僧
也
。
始
因
二

道
安
法
師
、
夢
一
胡
僧
、
頭
白
眉
長
。

語
レ

安
ニ

云
、
可
二

時
設
一レ

食
、
後
十
誦
律
至
、
恵
遠
方
知
。
和
尚
所
レ

夢
、
即
賓
頭
盧
也
。
於
レ

是
立
レ

座
飯
レ

之
、
寺
寺
成
レ

則
。
法
苑
云
、
聖
僧
元
無
二

形
像
一

、
至
二

宋
ノ

泰
初
ノ

末
一

、
正
勝
寺
僧
法

願
、
正
喜
寺
ノ

僧
法
鏡
等
、
始
圖
二

形
像
一

矣
。
今
堂
中
ノ

聖
僧
、
多
ク

云
フ二

是

陳
如
ト一

、
非
也
。
縁
二ル
ニ

經
律
一ニ

、
不
レ

令
二

爲
立
レ

廟
、
故
不
レ

赴
二

四
天
ノ

供
一ニ

故
。
又
安
法
師
ノ

所
レ

夢
、
是
賓
頭
盧
ナ
ル
カ

故
ニ

。（I

・87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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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僧

六
七

出入
供臺

出 入
供 臺

立
僧五

十
二

十
一

四后
臺

十
三

十
四

十

九

十
五

十
六

八
知
客

浴
主

浄
頭

楞
嚴
頭

諸
菴

諸
塔

新
戒

住
持

首
座

書
記

藏
主

藏
主

巡
夜

巡
山

侍侍
香

直
歳

典
座

副
寺

維
那

監
寺

都
寺

二
三

西
堂

聖
僧

槌

（I

・87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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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鉢
法

聞
二

長
板
一

鳴
下
レ

鉢
、
要
レ

順
二

上
肩
一

、
合
掌
取
レ

鉢
。
一
手
ニ

托
レ

鉢
ヲ

、
一
手
ニ

解
レ

鈎
。
左
手
ニ

提
、
轉
レ

身
令
レ

正
、
堂
前
鳴
ハ

、
下
レ

牀
ヲ

、
大
衆
普
同
問
訊
セ
ヨ

。
但
是
迎
二

住
持
一

入
堂
、
不
レ

須
二

將
レ

手
左
右
ニ

揺
一

、
下
レ

牀
時
、
須
二

近
前
問
訊
一

。
仍
低
細
上
レ

牀
、
取

レ

鉢
安
二

座
前
一

、
聞
二

槌
聲
一

合
掌
、
云
云
。

展
鉢
法

先
合
掌
、
想
二

念
偈
一

、
然
後
解
二

複
ヲ一

、
展
レ

淨
巾
ヲ

、
覆
レ

膝

子
ヲ
ハ

、
摺タ
ゝ
ン
テ轉

二

三
角
一

、
向
レヘ
ヨ

下
ニ

。
莫
レ

令
レ

出
二

單
外
ニ一

。」
先
展
二

鉢

單
ヲ一

、
仰
二ノ
ケ
テ

左
手
ヲ

取
レ

鉢
、
安
二

單
上
ニ一

、
以
二

兩
手
ノ

頭
指
ヲ一

、
二

取
ク
ン

子ス
ヲ一

、
從
レ

小
次
第
展
レ

之
。」
鉢
（I

・88a

）
拭
ハ

、
摺
テ

令
レ

小
、

并
二

匙

袋
ニ一

、
近
レ

身
横
ニ

放
、
入
則
先
レ

匙
、
出
則
先
レ

。
手
ノ

把
ル

處
ヲ

爲
二

淨
頭
ト一

、
向
二

上
肩
ニ一

。」
鉢
刷
ヲ
ハ

安
二

第
二
ノ

ノ

縫
中
ニ一

、

出
二セ

半
寸
許
一

。」
盛
二

生
飯
一

、
不
レ

得
二

以
レ

匙

出
一

。
則
生
飯
ハ

不
レ

過
二

七
粒
ニ一

、
太
少
ハ

爲
二

慳
貪
ト一

。」
両
手
ニ

捧
レ

鉢
受
レ

食
。
或
多
或

少
、
即
以
レ

右
手
起
テ

、
止
レ

之
。
聞
二

遍
食
椎
一

、
看
二

上
下
肩
、
以
レ

面
相
朝
揖
レ

食
ヲ

。
揖
罷
作
二

五
観
想
一

云
。

洗
鉢
法

洗
レ

鉢
、
以
レ

頭
鉢
ヲ

盛
レ

水
。
次
第
ニ

洗
二

子
ヲ一

、
不
レ

得
下

於
二

頭
鉢
ノ

内
一

、
洗
中

匙

并
ニ

子
上

。
仍
屈
二

第
四
第
五
ノ

指
ヲ一

、
不
レ
得
下

先
盛
二

熟
水
ヲ

一

洗
上
レ

鉢
。」
未
二

折
水
一

、
不
レ

得
三

先
収
二

蓋
膝
巾
ヲ一

。
不
レ

得
二

以
レ

膝
巾
拭
一レ

汗
ヲ

。
不
レ
（I

・88b

）
得
三

以
レ

餘
水
瀝
二

地
上
一

。

想
二

念
折
水
偈
一

云
、
我
此
洗
鉢
水
。
如
天
甘
露
味
。
施
與
鬼
神
衆
。

収
レ
ル
ニ

鉢
、
以
二

両
手
ヲ

頭
指
ヲ一

、

定

、
次
第
ニ

而
入
レ

、
複
畢
、
合
掌
、
想
二

悉
令
得
飽
滿
。

摩
休
羅
細
娑
婆
訶

念
食
畢
ノ

偈
一

、
云
云
。

僧
堂
記

粥
唱
物
。

飲
湯
。

白
粥
。

汁
菜
。

再
進
。

溌
水
或
鉢
水

折
水
折
ハ

同
レ

棄
ニ

齋
唱
物
。

香
飯
。

汁
菜
。

再
進
。

請シ
ン

折
。

溌
水
。

折
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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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
堂
記
、
四
節
者
、
専
請
上
座
也
。
二
人
兩
列
同
音
唱
之
。」
旦
望
者
、
喝
食
二
人
、
兩
列
同
音
唱
之
。」
粥
之
時
者
飲
湯
（I

・89a

）

之
音
、
自
下
低
聲
、
引
而
唱
也
。
大
衆
慎
之
謂
也
。

惟
敬
云
、
俄
欠
レ

事
、
則
新
戒
轉
レ

上
坐
ニ

、
令
レ

勤
レ

之
。

右
唱
物
次
第
、
參
頭
行
者
、
低
聲
鈴
之
番
之
沙
喝
ニ

報
スレ

之
。
僧
堂
之
入
口
、
右
邉
立
也
。」
粥
已
自
聖
僧
龕
右
邉
、
回
左
、
至
首
座

前
問
訊
。
高
聲
請
首
座
大
衆
、
祝
聖
諷
經
。
唱
終
下
堂
也
。」
堂
前
之
鐘
邉
、
置
棚
水
桶
手
巾
、
住
持
并
兩
班
漱
口
。

凡
旦
望
上
堂
已
前
、
入
リレ

僧
堂
ニ

、
坐
禪
者
、
佛
説
法
之
時
、
先
入
禪
定
、
静
レツ
メ
テ

性
ヲ

而
聞
クレ

説
法
謂
也
。

僧
堂
、
粥
齋
咒
願
、
第
一
座
若
懈
怠
、
則
書
記
藏
主
之
役
（I

・89b

）
也
。」
十
佛
名
者
、
維
那
擧
唱
也
。」
限
テ二

後
堂
首
座
ニ一

、
不
レ

唱
二

咒
願
ヲ一

、
居
二

後
門
一

故
也
。
僧
堂
僧
者
六
人
。

住
持
入
僧
堂
時
、
雖
謂
鐘
七
下
、
前
三
後
一
、
前
後
十
一
下
也
。」
三
鐘
ヲ
、
粥
齋
版
ト

心
得
者
、
非
也
。」
開
静
之
後
、
撞
十
八
鐘

者
、
粥
食
鐘
。」
午
時
ニ

撞
二

十
八
鐘
一

者
、
用
齋
鐘
也
。

堂
前
諷
經
者
、
應
菴
之
御
影
脇
、
二
疊
敷
間
、
四
枚
屏
風
、
高
卓
、
諸
位
牌
、
置
之
。」
行
者
、
外
僧
堂
下
間
、
西
方
奥
、
依
居
、

四
枚
屏
風
者
、
立
前
也
。」
其
日
靈
供
牌
、
卓
子
、
三
具
足
、
茶
湯
等
、
如
常
。」
東
兩
班
者
、
西
頭
、
外
僧
堂
之
牀
方
一
列
、
西
兩

班
者
、
南
方
西
頭
、
相
對
列
。」
住
持
者
、
向
西
焼
香
、
諷
（I

・90a

）
經
。

行
齋

先
取
槌
巾
、
角
違
ヒ
ニ

摺
レ

之
、
懸
ケレ

左
手
ニ

、
打
レ

椎
ヲ

一
下
。
擧
二

心
經
ヲ一

。」
回
向
云
、

上
來
諷
経
功
徳
、
奉
爲
、
耕
夫
餉
婦

カ
ン
フ
シ
ャ
ウ
フ

、

疲
馬
嬾
牛

ヒ

マ

ラ

ユ
ウ

、
螻
蟻
蚊
虻

ル
ニ
フ
ン
マ
ウ

、
蝦
蟆
蚯
蚓
舂
炊

ア

モ

キ
ウ
イ
ン
シ
ョ
ウ
ス
イ

人
力
ジ
ン
リ

、
供
給
浄
人

キ
ウ
キ
ウ
ジ
ン
ジ
ン

、
在
者
福
壽
康
寧

ソ
ン
シ
ャ
フ
ジ
ュ
カ
ウ
ニ

、
亡
者
往
生
浄
土

マ
ウ
シ
ャ
ヤ
ウ
サ
ン
ジ
ン
ヅ

。
十
方
乃
至

波
羅
蜜
。

上
来
諷
誦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
所
集
功
徳
、
奉
爲
、
伐ホ

木モ

刈カ
ン

茅ハ
ウ

、
掘キ

土ヅ

轉セ
ン

石シ

、
塞シ

水シ
イ

開カ
イ

溝コ
ウ

、
破ホ

窟キ

焼シ
ョ
ウ
コ

、
鋤ス

園エ
ン

種シ
ュ

菜シ

、
セ
ン

草サ
ウ

掃サ
ウ

地ヂ

、
過コ

路ル

渡ヅ

流ル

、
手ス

脚キ
ャ

所ス

觸ス

、
横ワ

ウ

死シ

夭ヨ
ウ

亡マ
ウ

、
大
小
蟲シ

ュ
ン

子ス

、
莊サ

ウ

嚴子
ン

報ホ
ウ

地ヂ

。
十
方
三
世
乃
至

波
羅
蜜
。（I

・90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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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向
終
打
レ

椎
一
下
。
咒
願
、
小
音
云
、

稽
首
薄
伽
梵
、
圓
滿
修
多
羅
、
大
乗
菩
薩
僧
、
功
徳
不
思
議
。

仰
憑
大
衆
念
。

十

佛
名
、
一
佛
一
聲
、
十
佛
畢
テ

、
二
聲
也
。
一
聲
者
、
請
清
首
座
咒
願
也
。

首
座
唱
出
云
、
三
徳
六
味
、
施
佛
及
僧
、
法
界
有
情
、

普
同
供
養
。

粥
ノ

咒
願
云
、
粥
有
十
利
、
饒
益
行
人
、
果
報
無
邉
、
究
竟
常
樂
。
粥
ノ

十
利
ハ

、
資
色
、
増
色
、
増
力
、
益
レ

壽
、
安
樂
、
辨
説
、
消
レ

食
、

風
除
、
渇
消
、
三
徳
ハ

、
清
淨
徳
、
柔

徳
、
如
法
ノ

徳
。

六
味
ハ

、

苦
・
辛
・
甘
・

酸
・

・
淡
。

凡
打
レ

槌
、
唱
十
佛
名
時
、
十
方
三
之
三
ノ

字
ヨ
リ
、
音
ヲ
擧
也
。
擧
レ

槌
不
過
五
寸
、
回
事
者
、
三
匝
半
也
。
菩
薩
者
左
回
、
佛
者

右
回
、
諸
尊
菩
薩
時
、
順
回
也
。
詳
二

前
粥
齋
處
一

。（I

・91a

）

禅
院
二
十
五
點
圖
解
　

初
更
　
昏
鼓
三
通
罷
、
白
者
、
鼓
也
。
更
也
。
以
レ

此
爲
レ

準
。

黒
者
、
板
也
。
點
也
。

長
端
三
通
。

一
點
○
●
○
●
○
●

大
形
三
板
ヲ
出
寮
板
ト
云
、
捲
簾
也
。
鼓
三
通
ヲ
、
昏
鐘
鳴
ト
云
、
火
ヲ
、
ト
ボ
ス
也
。
昏
鐘
鳴

一
通
ニ
都
寺
入
二

佛
殿
一

焼
香
、
鳴
二

殿
鐘
一

三
下
、
正
面
三
拜
。
自
二

庫
司
山
門
一

、
至
二

堂
中
龕
前
一

、

香
歸
位

初
更
二
點
者
、
大
鐘
三
通
ニ
テ
、
ヤ
ル
也
。
大
鐘
了
、
初
更
三
點
打
者
三
反
、
又
撹

鼓
板
、
初
更
打
二

三
點
一

。

二
點
、
大
鐘
三
通
、
以
二

三
十
六
下
一

、
爲
二

一
通
一

、
初
十
八
ハ

緩
、
後
十
八
下
斂
。
候
二

初
更
二
點
一

止
之
。
候
二

第
三
點
一

、
乃
鳴
二

點

（I

・91b

）
板
一

打
二

更
鼓
一

。

三
點
、
○
●
●
●
、
○
●
●
●
、
○
●
●
●

昏
鐘
鳴
三
通
時
、
住
持
入
レ

殿
焼
香
。」
殿
内
鐘
七
下
、
祖
ニ

一
、
普
ニ

一
、
土
ニ

一
、
三
尊
ニ

三
、
正
面
礼
拜
ニ

一
下
、
自
二

庫
司
山
門

一

、
至
二

堂
内
龕
前
ニ二

、
焼
香
、
巡
堂
一
匝
歸
位
。
住
持
入
堂
、
昏
鐘
鳴
三
通
、
打
擧
也
。

首
座
者
、
住
持
焼
香
之
鐘
ヲ
聞
出
レ

寮
、
入
堂
、
龕
前
ニ

焼
香
歸
位
。
大
鐘
三
通
、
大
衆
出
レ

堂
。

四
點
、
○
●
●
●
●
、
○
●
●
●
●
、
○
●
●
●
●
初
更
四
（I

・92a

）

點
三
遍

翻刻・京都大学文学部図書館蔵『南禅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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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
更
五
點
打
者
三
遍
、

定
鐘
十
八
下
。

次
打
レ

板
者
一
、
鳴
レ

析
者
五

二
更
一
點
、
○
○
●
○
○
●
、
○
○
●
、
二
更
一
點
、
一
本
ニ

鳴
二ス

火
鈴
ヲ一

。

打
者
三
遍

二
點
、
○
○
●
●
○
○
●
●
○
○
●
●
、
二
更
二
點
、
鳴
二

火
鈴
ヲ一

。
以
警
火
也
。
打
點
ノ

行
者
管
之
。」
自
二

此
ノ

二
點
一

以
下
、
至
二マ
テ

四
更
ノ

打
者
三
遍

一
點
ニ一

、
謂
フ二

庫
司
ノ

番
頭
ト一

者
ノ

主
レト
ル

之
ヲ

。

三
點
、
○
○
●
●
●
、
○
○
●
●
●
、
○
○
●
●
●
、
二
更
三
點
、
次
敲
二

鼓
一

、
又
二

打
二
更
三
點
者
、
一
遍
。
私
云
、
火
鈴
、
二
更
、

打
者
三
遍

不
審

寮
之
燈
ヲ
収
也
。（I
・92b

）

四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
形
者
、
先
ツ

三
更
之
五
點
打
了
。
都
寺
寮
、
首
座
寮
、
方
丈
エ

、
點
之
案
内
ヲ
申
也
。
サ
テ
四
更
之
一
點
ヲ
打
也
。
諸
寮
火
ヲ

ト
ボ

ス
。」
長
端
之
時
、
都
寺
諸
堂
焼
香
、
入
堂
焼
香
歸
位
。
坐
禪
。」
長
端
撹
擧
、
而
打
ツ二

四
更
ノ

一
點
ヲ一

者
、
一
度
、
次
火
鈴
、
次
四
更

之
二
點
打
者
三
度
。」
此
間
、
首
座
入
堂
。」
次
打
ツ二

四
更
之
三
點
ヲ一

者
ノ

三
度
。
此
間
住
持
入
堂
也
。
龕
前
焼
（I

・93a

）
香
巡
堂
歸
位
。

次
第
ニ

打
二

四
更
之
四
點
ヲ一

者
三
度
。
打
二

四
更
之
五
點
者
三
度
。」
次
打
二

五
更
之
一
點
者
三
度
、
又
五
更
二

點
打
者
三
度
、
又
打
二

五
更

之
三
點
者
三
度
。」
如
レ

此
打
レ

點
了
、
大
鐘
、
住
持
首
座
都
寺
、
此
間
大
衆
出
堂
也
。

私
云
、
五
更
之
四
點
五
點
者
、
大
鐘
ニ
テ
遣
也
。

三
更
一
點
、
○
○
○
●
○
○
○
●
、
○
○
○
●
、

二
點
、
○
○
○
●
●
、
○
○
○
●
●
、
○
○
○
●
●
、

三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I

・93b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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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曉
撹
二

之
一

、
打
二

四
更
一
點
一

者
三
遍
、
鼓
四
板
一
、
鼓
之
長
端
ヲ
撹
テ
、
擧
ル
時
、
ト
ウ

ト
、
七
度
打
也
。
打
畢
而
又
四

更
之
一
點
ヲ
打
ツ

者
ノ

一
度
。
次
ニ

火
鈴
畢
也
。

四
更
一
點
、
○
○
○
○
●
、
○
○
○
○
●
、
○
○
○
○
●
、

乃
鳴
二

火
鈴
一

警
ム

、
主
點
ノ

行
者
管
レ

之
。

衆
僧
入
テレ

僧
堂
ニ

、
坐
禪
。

二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I

・94a

）
●
、
四
更
之
二
點
、

前
堂
入
堂
、
住
持
隨
テレ

後
ニ

入
。

打
者
三
度

三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更
之
三
點
、
住
持
入
堂
、
二
點
三
點
ノ

前
後
、
宜
レ

任
二

住
持
ノ

意
ニ一

。

打
者
三
度

四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更
之
四
點
、

打
者
三
度

五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更
之
五
點
、
打
者
三
度
、
住
持
出
レ

堂
、
首
座
乃
出
、

次
レ

板
者
四
、
鳴
レ

析
者
五

大
衆
ハ

隨
意
。

五
更
一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更
之
一
點
、（I

・94b

）

打
者
三
度

二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更
之
二
點
、

打
者
三
度

三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更
之
三
點
、

鼓
之
端
ヲ
撹
テ
、
又
五
更
三
點
打

打
者
三
度

者
一
度
、

次
大
鐘
。

大
鐘
三
十
六
下
、
十
八
ハ

緩
、
十
八
ハ

急
。
同
ク

三
十
六
下
、
三
通
合
而
一
百
八
下
。
而
后
開
静
、
鼓
板
倶
ニ

鳴
ス

矣
。
過
堂
。」

五
更
又
云
二

五
夜
一ト

。
魏
漢
ヨ
リ

以
来
名
レク
ル
ニ

夜
ニ

有
リレ

五
、
起
テ二

於
甲
ニ一

、
盡
ク二

於
戊
一

。
故
曰
二

五
夜
一

。（I

・95a

）

昏
鐘
鳴

鼓
○
、
板
一
、

鳴
二

鐘
樓
ノ

鐘
一

、
緩
鳴
十
八
下
、
急
十
八
下
、
三
遍
総
テ

一
百
八
下
ノ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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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
、
板
三
、

火
鈴
ノ
後
、
鳴
レ

鐘
十
八
下
。

鼓
○
、
板
四
、

暁
四
更
一
點
　
　
　
　
　
　
　
　

鼓
○
○
○
○
、
板
一
、

火
鈴
ノ

後
。

鼓
○
○
○
○
、
板
二
、

坐
禪
ノ

後
。

早
晨

先
敲
二

鼓

ヲ一

了
、

鼓
板
同
時
鳴
スレ

之
者
、
長
撃
三
通
。（I

・95b

）

次
打
レ

板
者
三
遍
、
チ
ヤ
ウ

、
次
十
八
鐘
、

鐘
罷
テ

、
打
レ

板
者
、
凡
ソ

七
通
、
次
チ
ヤ
ウ

。

次
撹
二
鼓

一。

次
ト
ウ
ト
ウ
ト
ウ
、
ト
ヽ
ト
ウ
、
ト
ヽ
ト
ウ
、
ト
ヽ
ト
ウ
、
ト
ヽ
ト
ウ
、

ト
ヽ
ト
ウ
、
ト
ト
ン
ト
ウ
、

三
通
。
三
通
メ
ニ
、
鐘
一
聲
。

又
敲
二

鼓

ヲ一

。
而
ト
ウ

、
ト
ヽ
ト
ウ
、

、
ト
ヽ
ト
ヽ
ト
ヽ
ト
ウ
、

ト
ヽ
ト
ウ
、
ト
ト
ン
ト
ウ
、

一

通
メ
ニ
、
鐘
一
聲
、
又
一
通
メ
ニ

鐘
一
聲
、
又
一
通
メ
ニ

鐘
一
聲
。
又
一
通
メ
ニ

鐘
一
聲
、
終
ニ
鐘
鼓
相
合
テ

、
而
三
下
了
ル

。
與
二

齋
時
一

同

キ

者
ノ

乎
。（I

・96a

）

粥

聞
二

僧
堂
之
十
八
鐘
、
知
事
與
レ

知
客
入
堂
、
問
二

訊
于
聖
僧
ニ一

立
。」
住
持
者
、
問
訊
之
鼓
二
通
目
ニ

、
入
堂
、
此
間
ニ

下オ
ロ
シ
テレ

鉢
打
レツ

板
ヲ
也
。

清
規
ニ
ハ
者
、
木
魚
之
後
、
長
板
鳴
、
而
下
レス
ト

鉢
ヲ

云
。

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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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レ

板
者
三
聲
。

次
火
鈴
。

敲
二

鼓
一

、
打
レ

鼓
者
三
。

次
レ

打
板
者
、
長
撃
三
通
、
チ
ヤ
ウ

ヽ
ヽ
ヽ
、
チ
ヤ
ウ

ヽ
、
チ
ヤ
ウ

ヽ
ヽ
ヽ
次
十
八
鐘
。

鐘
罷

打
レ

板
者
七
。
次
ニ

又
チ
ヤ
ウ

ヽ
ヽ
ヽ
、
チ
ヤ
ウ

ヽ
ヽ
、
チ
ヤ

ウ
（I

・96b
）

ヽ
ヽ
ヽ
、
チ
ヤ
ウ

ヽ
ヽ
ヽ
、
チ
ヤ
ウ

ヽ
ヽ
、
チ
ヤ
ウ

ヽ
ヽ
ヽ
、
チ
ヤ
ウ

ヽ
ヽ
ヽ
。
敲

鼓
ヲ
。
次
ニ

鼓
ヲ

鳴
者
三
通
。

至
二

第
三
通
一

、
與
レ

鐘
相
合
者
三
、

又
敲
二

鼓
一

、
而
後
又
鳴
レ

鼓
者
、
三
通
。
各
く
一
通
ノ

了
ニ

、

鐘
一
聲
。
至
二

第
三
通
ニ一

、
鼓
鐘
相
合
セ
テ

而
畢
レ

之
。

與
二

早
晨
一

同
。

相
国
寺
宜
竹
和
尚
記
分
焉
也

昏
鐘
鳴
ト

、
四
更
之
一
點
ト
ニ

、
官
寮
聞
テ一

面
ノ

戸
一
間
ノ

明
リ

障
子
ヲ一

、
内
點
レ

燈
ヲ

、
爲
二メ
之

衆
僧
ノ

往
来
ノ一

也
。

僧
堂
ノ

上
下
間
、
直
堂
ノ

簡
有
二

二
枚
一

、
平
僧
輪
番
、
次
第
ニ

渡
スレ

之
ヲ

。（I

・97a

）

簡
之
字
、
面
テ

輪
次
直
堂
　
簡
ノ

裏
ノ

字
　
終
而
復
始

不
審

旦
望
、
粥
已
前
、
於
レ

外
堂
參
頭
向
レ

聖
僧
問
訊
、
唱
レ

參
ト

。
衆
行
者
同
音
ニ

、
唱
二

不
審
ト一

。
斯
不
審
ノ

二
字
、
不
詳
。

僧
史
略
云
、

如
二

比
丘
相
見

、
云
不
審
謂
二

之
問
訊
ト一

。
律
文
ニ

其
卑
者
問
尊
則
云
、
不
審
シ

少
病
少
悩
起
居
輕
利
否
。
若
上
慰
レ

下
、
則
云
、
不
審
シ

無
病
無
悩
乞
食
易
レ

得
否
。
住
處
無
二

悪
伴
一

否
ト

。
後
人
省
二

其
言
辭
、
乃
止

云
二

不
審
ト一

。

毎
日
粥
罷
、
令
茶
頭
行
者
、
門
外
候
二

衆
至
一

、
鳴
レ

板
三
下
、
大
衆
歸
寮
。
茶
頭
行
者
喝
云
、
不
審
大
衆
和
南
。

寮
元
ノ

職
、（I

・

97b

）
古
規
也
。
依
二

叢
林
淡
薄
一

。
毎
日
無
レ

之
。

私
案
、
礼
前
、
夏
中
楞
嚴
會
已
テ

、
寮
前
ノ

板
鳴
三
下
、
表
二

此
義
一

歟
。

予
案
、
卑
者
問
レ

尊
、
少
病
少
悩
云
云
。
法
華
云
、
世
尊
少
病
少
悩
、
起
居
輕
利
云
云
、
同
意
歟
。
不
審
二
字
、
問
レ

取
セ
ヨ

他
ニ一

。（I

・

98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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