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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一
五

聖
體
的
奧
秘
性
2
.
j
i
-
-

••. 
ji--

..•. 
ji---ji--

••••••• 

ji--

•••••••• 

去
一
五

捏
智
典
聖
體
信
坦
問
的
表
面
矛
盾•... 
ji--

..•.•.....•.•.... 

ji--

..•••••• 

去
一
五

受
體
聖
事

聖
體
的
聖
事
性

•..•.•.••...••••.••••••••..•••••.••••.••.••••••••.•.•..•.••.•••••• 

去
一
八

聖
體
的
外
在
表
記•..•. 
ji--

..•..••••. 

ji--

.....••••••••• 

ji--

•••••••••• 

去
一
九

聖
體
的
功
效••••..••.•••••••••..•••••••••••••••.••••.•••••••••••••••••••••••••••• 

失
二
二

聖
體
聖
寧
的
必
要
性

..•..•••••••••.••••..••.••.••••.•••••••••••••••••••••••.•••• 

六
二
五

聖
體
聖
宰
的
施
行
者•. ji--

••••••• 

ji--

••••••••••.•••••••• 

ji--

•••••••• 

六
二
八

舖
受
聖
體
史
事
的
人

•.•••.•..••••••••.•.••••••••••••••.•••••••••.••••••••••••••• 

六
二
九

9 



獨
撤
緝
捕
把
的
實
在
性

••••••••.••••.••••••••••...•.....••.••••••••..•••.••••••••.• 

六
三
二

教
會
所
訓
示
的
聖
體
的
祭
獻
性•. 
ji---ji--

••• 
ji--

•• 
ji--

••••.••. 

六
三
二

聖
經
所
示
聖
體
的
祭
獻
性•••••.••••.•.•••....••• 

ji---ji--ji--

•••••• 

六
二
一
三

傳
承
所
示
聖
體
的
祭
獻
性

••.•••• 

ji--

••••• 

ji--

••••••• 

j
i
-
-
-
j
i
-
-
:

六
三
令

彌
撒
的
本
質...•••••..•••..••.••.•.•••....••....•••..•••.•..•...•.••.•.••••••.••. 

女
白
。

彌
撒
與
十
字
捧
上
祭
獻
的
關
條...•. 

ji--

•••• 
ji--

••••••. 

ji--

••••••.• 

六
四
O

彌
撒
的
形
體
本
質••... 

ji--

••....•.••.••••••••••.. 

j
i
-
-
j
i
-
-
-
j
i
-
-
:

六
四
二

彌
撒
的
形
上
本
質••.•. 

ji--

•••..•.•..••• 

ji---ji---ji---ji--

.• 
六
四
三

面
撒
的
功
效
與
作
用

摘
撒
的
功
效•••...•••••••••••••..•••••.•.•.••...•••••.•• 

R 
•••••••••••••••••••••••• 

女
由
七

彌
撒
的
作
用•••.••...•..••....•...•.••...•••.••..••...••••.•••••.•••..••••....•.• 

六
回
八

廿
七
彌
撒
的
價
值
與
其
呆

•. 
ji--

•••• 
ji--

••.••••••• 

ji--

•.••. 

ji--

••••••• 

六
五
O

丁
懺
悔
車
事

一
哦
悔
的
概
念

•.....••....•.....•.....•.....••.•...........•..•............•....•.. 

六
五
斗

天
主
敦
信
護
神
學向

第
三
軍

十
九

二
十

廿
一

第
二
軍

廿
二

第
一
-
一
輩

廿
五

廿
六

10 

論
謝
恩
祭

(
彌
撒
)

廿廿

四三



自

付
第
一
章

第
二
軍

仁j
第

九護主

錄

教
會
的
教
界
權

I!':J 

赦
罪
權
的
存
在

........ 

ji---ji--

••••••••••.••....••• 

ji--

••••..••••••. 

六
五
五

位
現
與
其
說...... 

: 
... 
ji--

.••• 
ji--

.•. 
ji--

...•••••••.• 

ji--

•••••• 

六
豆
豆

聖
經
的
證
據•...•..•...•••...•.•..•.......•..•...•..•..•..............•.•••...... 

六
五
七

傳
系
的
證
示

•..•••...•.•....•••..••.•.•.•.•.•••..•....•....•.••...••.......•••.•. 

六
五
八

赦
罪
權
的
性
質

••.•..•• 

ji--

•••••••••••.•••• 

ji--

•.••• 

ji--

.. ji--

••. 

六
六
四

教
會
所
有
的
故
罪
權
是
真
正
的
解
除
萃
的
樣
力.. ji--

•••• 
ji--

•....••• 

六
六
四

故
罪
榷
的
苦
遍
性.• 
ji---ji--

•••..••••• 

ji--

.••.. 

ji--

....••.•••... 

六
六
五

技
A
F日
放
罪
榷
的
裁
判
性..... 

ji--

.... 
ji--

.....••.•.•...•.....••. 

j
i
-
-
-

六
六
七

六五c 教
會
赦
罪
之
一
口
仟
史
事

/\ 

幟故

悔罪
軍權

辜的
的聖

外事
在性
!e 
號:

」‘六

七六
一、

縱
論

痛

﹒悔

子可

-t-

11 



芙
主
教
信
種
神
學

十
一十

E 
十十

E 

十
回

W 
十
五

第
二
軍

十
六

十
七

第
十十三
九八軍

U 

完
善
的
痛
悔
•...........••.•....•.•••..•••..••••..•••••.•••.•••..•.•••••••••••.•• 

六
七
三

不
完
箏
的
痛
悔•...•.......•..•...•....••....•.•.•.•••...•.••••••••...•.•..•••.•• 

六
七
五

罪
之
告
明告

罪
因
天
主
規
定
為
得
救
所
必
需•• ji--

..• 
ji--

••.....•••• 

ji--

••..• 

六
七
八

告
明
的
對
象••.••••••.••••.•..••.•••••...•••••.•••.••••••••.••••••.•••••••••••••• 

六
八
O

補

贖

聖
事
性
精
蜻
的
概
念
與
性
質
j
i
-
-

•• ji--

•.••• 

ji---JJ.-

••••••• 

六
八
二

數
罪

司
鋒
所
于
的
故
罪
是
岐
悔
聖
害
的
形
式•••.•.•. 

ji---ji--

•••• 
ji--

.• 
六
八
五

懺
悔
軍
事
的
功
致
與
此
也
要
性
.. ji--

..••••••••.•.. 

ji--

••.... 

ji--

••••• 

六
八
七

吱
悔
聖
害
的
功
效.. ji---ji--

..•.•••.......••••• 

ji--

•••• 
ji--

.•••• 

六
八
七

懺
悔
聖
害
的
必
要
性••.•...•••••••• 

ji--:ji--ji--

•••••• 

ji--

•••• 

六
八
九

懺
悔
雪
辜
的
施
行
者
與
領
受
者
••••. 

ji--ji--ji--

••. 
ji--

••••• 

六
丸
。

做
悔
聖
寧
的
施
行
渚••.••.•..•••••.• 

ji--

••••• 

ji--

•.•..••••••••••••••••.• 

女
丸
。

恨
悔
聖
宰
的
領
先
渚...•.•••.•.•••.•. 

ji---ji--

••••••••• 

ji--

••••••••• 

六
九
三



自

附• 
錄

戊

廿
論
大
故

.•••••••....••••..•••......•..••••••..••••••••••...••••••..•••••••••••••..• 

六
九
二

病
人
傅
泊
體

一
病
人
停
泊
禮
的
概
念
與
聖
事
性..... 
ji--

•• 
ji--

..•••••...•• 

ji---P 

•... 

六
九
八

二
傅
油
禮
的
外
在
記
號

.. ji--

•.••••• 

ji--

•••• 
ji--

•.... 

ji--

‘ ......... 

七
。
一

三
得
油
禮
的
功
效

........ 

ji--:ji--

... 
ji---ji--

••••. 

ji--

••••••• 

-
r
H
O
三
一

回
得
油
禮
的
必
要
性

.. 
ji---ji---ji--

.......•.•.•••..•. 

ji--

...•.... 

七
O
四

五
傅
油
禮
的
施
行
者

.. ji--

..•••••......... 

ji---ji--

.....•••.. 

ji--

••• 

七
O
A

六
恃
油
禮
的
領
受
者

.. 
ji--

••• 
ji--

•• 
ji--

••••....•••••.••. 

ji--

••••••• 

七
O
豆

神
品
墓
事

神
品
的
概
念
與
聖
事
性
-
e
i
-
-••••.••.•••...•..••.••....••.••••..•••..••...••... 

主
O
打

神
品
的
等
級
............ 

, ........................................................ 

主
O
九

神
品
史
事
的
外
在
記
號...•.... 

ji--

.•••.•• 

ji--

..••••• 

ji--

•••••.••••• 

之
一
二

神
品
聖
宰
的
功
效
-
z
••••••••••••••••••••••••••••••••••••••••••••••••••••••••••••• 

七
一
女

神
品
聖
事
的
施
行
者........... 

ji---ji--

••••••••. 

ji--

•••• 
ji--

•• 

主
一
八

己

四五

13 



天
支
教
信
理
神
學庚

第
五
編

14 

，主呵

，、

神

聖

宰
的
領

在.
:凡
者

主

婚
配
舉
事

婚
配
聖
寧
的
概
念
、
起
源
與
會
事
性••.........•• 

ji--

...•......••...• 

1 
... 

七
弋
二

婚
配
的
司
勻
與
其
持
性
.•.••••.... 

-9 

•••••• 

ei--

.•••.••..•...•...•.•..• 

主
-
主

婚
配
空
宰
一i
J
L

弘
號..... 

ji--

.••.. 

, 

•...... 

-
•.. 

ji--

••.•••• 

七
.
"
。

婚
配
學
字
叫J
J
U
L
i
h
u
-
-
-

...... 

ji--

.. 
" ••. 
zi--

••.••.••••. 

:-ji---LAt 

施
行
與
領
土
咕
嚕
配
恥
f
l
.
-

近
的
八•••.• 

:;j: 

... 
i.e.-

..••.. 

j
i
-
-
-
j
i
-
-
-

七
三
三

故
會
對
婚
配
聖
事
所
有
的
權
力.•.•••• 

5 

••••••• 

ji--

.• 
ji--

•••. 
ji--

••. 

七
三
五

但司五，旦司
/、

主去，

7日

成
者
天
主

第
一
章

本
日
完
成
論個

人的
末
日
.:. 
7c 

踐

屯﹒

九

論

兌

t了

斗Z

:JL 

個
利
率
判..........•..............................•..•.•..••..•.....•...•.•..••.• 

七
四
二

天
國.................•............................................................ 

七
四
四

e!;1 

蛇a

fJ;, 

~ 
四

r、



附

五

陳
﹒
獄.••...•..........•.•••••••••••••••••••.••••••••.••.•.••.....•..••••••••••.•.•• 

七
五
三

全
人
類
末
日
完
成
j
i
-
-•• 
ji--

••• 
ji--

.•••••••••••.. 

ji--

••• 

j
i
-
-
-七
五
八

基
督
的
冉
來.. ji--

•...•.•....•....•• 

ji--

•• 
ji---jil--

.••••• 

七
五
八

死
者
的
復
活•••••.....••........•..••.•...•...•.••••••..•..•••••••••••••.••.••..• 

七
六
二

第
三
軍fr -l:-/\ 

m
A審
判
..•.......................•..•.•..................•.•...........•.•.••••.•. 

七
六
八

九
發
界
的
熱
局
..•.....................•.....••......................•.•..........•• 

七
七
二

譯
者
附
語........••..................•..................••.................•.......••........•.. 

七
七
四

尾
聲

....................................................................................... 

七
七
五

參
考
書.................................................................................... 

七
九
七

人
名
索
引
................................................................................. 

八
一
八

內
容
葉
引
................................................................................. 

八
五
。

錄

15 



第
四
編

聖
化
者
天
主



第
→
部

恩

寵

論

~I 

• 
縱
論
恩
寵

第
立
帥

主
體
的
教
贖

人
前
天
主
、
耶
穌
基
督
藉
看
代
償
(
臣
民m
p
n
E
4的S
E
)

與
救
世
的
功
績
﹒
已
經
賀
禮
而
根
本
地
締
成
了
天
主
與
人
類
中
間
的

和
解
@
每
個
人
應
當
用
主
鍾
的
救
贖
去
把
揖
與
實
現
在
體
的
救
贖
B

」
個
人
享
用
救
贖
美
臭
的
行
篤
，
稱
為
「
成
義
」
(
凡
w
h
h
a
h
e
a
p

』E
R
F
S且
也
或
「
成
聖
」

(
K
W
『
h
a
q
x
p
m
g
n
H
皂
白
色
。
)
@
這
救
續
美
果
的
本
身
稱
為
基
督
的
恩
寵
@

主
體
教
饋
的
本
原
是
三
位
→
值
的
天
主
@
恩
寵
的
傳
授
雖
由
天
主
三
位
共
同
完
成
，
但
因
它
是
天
主
的
愛
之
工
化
，
所
且
我
們
把

它
歸
屬
於
愛
的
位
格l
聖
神
。
然
而
，
主
體
的
救
贖
非
獨
是
天
主
的
工
程
，
它
也
需
要
人
的
自
由
合
作
，
自
符
合
集
具
理
智
與
自
由
的

人
性
之
特
點
(
鄧
七
九
扎
)
.
在
天
主
德
能
與
人
性
自
由
的
密
切
合
作
與
互
滲
之
間
，
產
生
了
恩
寵
這
三
小
可
操
側
的
奧
祕
@
→
切
有

關
恩
宙
間
的
學
辯
和
異
說
都
以
此
為
出
發
點
@

在
主
體
救
贖
的
過
程
中
，
天
主
不
僅
籍
→
種
內
在
的
因
素
即
恩
寵
的
完
量
，
來
支
援
」
個
人
，
並
且
藉
看
外
在
的
因
素
(
教
會
的

訓
諧
與
指
導
﹒
並
且
聖
事
A
N施
基
替
恩
謂
的
活
動
)
來
幫
助
他
@
主
體
嘿
，
寵
的
目
的
，
便
是
直
見
天
主
時
的
永
恆
完
善
@

第
三
節

恩
寵
的
模
念

一
、
聖
經
用
語

在
聖
種
裡
'
恩
寵

(
H
n
f
n
p
m
H
B
E
)

→
詞
右
下
面
幾
種
意
義•• 

u
u
主
體
意
義•• 

居
高
位
者
對
其
屬
下
的
俯
就
與
善
意
，
特
別
指
天
主
對
人
的
俯
就
與
善
意
(
明
a
s
u
z
s
s
-
S
E

創
，
舉
一

第
一
部

恩

備

諭

三
五
九



第
四
煽

聖
化
者
天
主

六
。

拾
，
廿
七
;
路
，
壹
'
卅
)

叫H
客
體
意
義.. 

從
善
意
的
心
情
而
來
的
-
一
種
「
非
屬
應
份
的
贈
與
」
(
m
H
a
E
H
V
m
E
P
E
S
或
已
g
c
g
唱
旦
前
全

5
)

贈
與
是
原
質
因
素
(
白
白
Z
旦
旦
旦
向
R
S
C
@
非
屬
照
份
則
是
體
制
因
素
Q
R
自
己
已
m
B
E
H
〉
@
罷
，
拾
壹
﹒
六
。

甘
佳
美
，
可
愛
(
詠
﹒
肆
韓
三
千
，
竄
，
盡
壹
'
卅
)
。

制
受
累
後
的
感
謝
(
路
，
拾
棠
，
九
;
乾
前
，
拾
，
圳
)
。

@ 

二
、
神
學
用
語

在
神
學
土
，
「
恩
寵
」
」
詞
具
有
客
體
一
意
義
，
即
從
天
主
方
面
言
為
非
屬
應
份
的
賜
與
，
從
人
芳
面
言
是
無
功
而
得
的
贈
與
。
在

這
種
廣
泛
的
意
義
下
，
可
以
說
有
三
種
自
然
的
恩
寵
(
例
如
創
造
、
自
然
秩
序
中
的
票
賦
，
即
身
體
與
精
神
的
健
全
等
)
。

狹
義
地
說
，
「
恩
寵
」
就
是
天
主
出
於
純
粹
的
慈
盟
，
而
賜
與
現
性
受
造
物
的
起
自
然
禮
物
，
向
以
理
性
受
造
物
的
永
遠
得
救
為
目

的
包
自

5

盟
軍
白
色
已
呈
m
m
E
H
U
抖
。
g
n
H
E
S
S
E
-
S

戶
口
S
E
E
S
古
。
汪
古
而
且
4
g
g
a
g
s
-
)
。
從
這
-
意

義
言
，
恩
寵
首
先
包
括
那
些
一
「
本
質
的
超
性
特
恩
」
(
包
g
m
m
G
3
E
Z
抽
血
口
。
但
已
E
E

呂
立
8
)

，
就
是
本
質
地
超
越
受
造
天
性

之
存
在
、
能
刃
與
要
求
的
恩
賜
(
如
聖
化
恩
寵
，
灌
輸
的
德
性
，
聖
神
的
恩
賜
，
現
恩
，
幸
繭
的
直
觀
等
)
;
其
次
是
那
些
「
彬
式
的

越
性
特
恩
」
2
8
個

m
G
m
g
旦
旦
抽
出
目
空
母
﹒
已
習
。
E
B
)
，
即
在
賜
與
﹒
方
式
上
超
越
受
指
物
自
然
能
完
的
恩
賜
(
如
治
病
奇
蹟
'
語

言
真
能
，
預
言
之
恩
)
;
再
次
是
天
性
自
外
們
黨
賦
(
也
C
E
M
V
E
m
H
m
B
且
早
已
釘
〉
﹒
即
在
自
然
秩
序
內
使
人
的
天
性
頭
於
完
善
的
特

恩
(
如
免
除
情
慾
、
痛
苦
與
死
亡
〉。

三
一
、
恩
寵
的
原
因

恩
寵
的
主
動
國
是
三
位
一
體
的
天
主
，
工
具
因
是
基
督
的
人
性
和
聖
事
;
向
沉
渝
的
人
類
所
賜
恩
寵
的
「
功
積
因
」
'
是
完
成
救

闡
工
程
的
人
而
天
主
耶
穌
基
督
。
恩
寵
的
首
要
目
的
閃
是
天
主
的
光
榮
﹒
次
要
目
的
因
是
人
的
永
恆
教
闊
，



第
三
節

恩
寵
的
種
額

一
、
非
受
迫
恩
寵
與
史
進
恩
寵
(
m
H
m
E
E
B
a
s
-
m
E
門
心
血
口g
g

〉

非
旻
造
恩
寵
就
是
天
主
自
己
;
他
於
永
世
之
朝
，
在
愛
中
預
定
了
恩
賜
。
他
在
會
言
降
生
時
，
把
自
己
給
予

7
基
督
的
人
性
公
一

性
-
位
褻
合
的
恩
寵
〉
;
他
居
住
在
義
人
的
靈
魂
裡
;
在
幸
福
直
觀
中
，
把
他
自
己
給
予
諸
聖
，
成
為
他
們
的
所
有
，
並
作
為
他
們
的

歡
樂
@
基
督
內
的
三
世
乞
結
合
，
天
主
在
靈
魂
裡
的
常
住
，
以
及
幸
稽
直
觀
等
的
實
現
﹒
都
是
受
造
的
思
籠
，
因
為
它
們
在
時
間
上
有

4
個
開
始
;
然
而
在
這
「
行
實
」
(
R
2
)中
所
賦
與
受
造
物
的
→
切
，
都
是
非
受
造
的
恩
寵
@
受
造
的
恩
寵
是
與
天
主
有
別
的
超
性

恩
賜
，
是
天
主
的
行
動
@二

、
天
主
的
恩
寵
Q
S
E
口
叩
門w
m
叫H
E
E
Q
m
m
古
巴
∞
)
，
與
基
督
的
恩
寵
Q
E
E
n
Y
H
E
-


嘴
巴
拉
伺
m
r
g
-
u
Z
H

心
間
)

所
謂
天
主
的
或
創
造
者
的
恩
寵
，
就
是
天
主
完
全
出
於
純
愛
，
不
憑
基
督
的
功
績
，
而
賜
予
天
使
和
樂
園
中
人
類
始
租
的
恩
寵
;

由
於
他
們
的
無
罪
，
他
們
祇
消
極
地
無
名
份
接
受
這
也
恩
霞(
D
O
P訟宮
戶
)
，
所
謂
基
督
的
或
教
世
者
的
恩
霞
，
則
是
天
主
憑
藉
基
督

的
教
贖
功
績
﹒
出
於
愛
與
仁
慈
，
於
已
往
和
現
在
賜
與
人
類
的
恩
寵
;
人
類
由
於
原
罪
，
已
不
阻
承
受
它
們
@
天
主
的
恩
寵
與
基
督
的

恩
寵
將
受
惠
者
的
存
在
與
活
動
提
升
到
超
性
秩
序
中
去
(
超
昇
之
恩
m
a
z

巳
2

自
己
;
而
基
督
的
恩
龍
還
具
有
治
癒
人
靈
創
傷
的
效

能
(
捏
昇
與
治
愈
之
恩
唱
且
且
已
g
g
m
m
H
m
g
g
m
w
g
而
已
戶
口
古
巴
前
)
@

司
各
脫
斯
派
學
者
蒸
於
聖
子
降
生
的
絕
對
預
定
論
，
主
張
天
使
與
人
類
始
祖
在
樂
園
中
所
獲
恩
寵
為
基
督
的
恩
寵
@
但
他
們
所
指

的
基
督
並
不
臥
救
世
者
的
身
份
(
喝
拉
拉
口
}
丘
缸
片
自
空
白
B
H
N
且
m
B
M
U
S
E
)
，
而
以
」
切
受
造
物
之
元
首
的
身
份
出
現
S
E
E

n
v民
缸
片
自
ρ
E
B
B
-
1
岳
。
但
已
m
n
Z
R
Z
E
m
)
@
參
閱
本
書
第
二
編
第
三
部
第
二
節
@

=
一
、
外
在
恩
寵
(
唱
H
H
E
R
B
H
5
)
與
內
在
恩
寵
S
H
E
-
n
古
畔
。
B
9
)

外
在
恩
寵
是
天
主
為
了
人
的
得
救
而
惠
賜
的
恩
渾
，
產
生
在
人
靈
之
外
，
作
用
於
人
的
道
德
行
為
，
如
啟
示
、
基
督
的
教
訓
與
美

第
一
部

恩

籠

論

中

/、



時
用
四
騙
砂
一
一
化
教
天
主

~ 

/、

表
、
訓
道
、
禮
儀
、
軍
事
、
單
人
懿
範
等
@
肉
在
恩
寵
則
內
在
地
把
提
人
靈
與
其
官
龍
，

德
健
、
現
忠
等
。
外
在
自
斑
白
內
在
恩
龍
為
目
的
(
格
前
，
盞
，
六
)

實
質
地
影
響
人
靈
，
如
聖
化
恩
龍
、
灌
輸
的

@ 

四
、
無
慣
所
賜
的
恩
寵

(
m
H
E
E
m
N
H
m

昆
明
E
S
)
與
使
人
中
忱
上
主
的
恩
寵
(
閥
門
。
苦
的
同
早
已
自

E
O
Z
口
∞
〉

雖
然
→
切
恆
心
路
都
是
天
主
由
於
其
泄
密
-
話
自
由
地
給
予
人
的
總
物
，
但
所
謂
「
無
償
所
蹋
的
恩
寵
」
'
根
攘
瑪
﹒
拾
，
八

Q
E
H
H
K

a
n
n
e
H
K
H
F
h
H
H
-
a
h
r
n
h
h

紅
色
，
故
揖
訕
地
說
，
是
為
了
拯
教
他
人
而
賜
與
某
些
人
的
恩
籠
，
包
括
異
常
恩
賜
(
如
預
言
、
奇
蹟
、
語
言
奇

恩
，
見
格
前
，
拾
貳
'
八
等
)
，
神
品
與
管
理
信
友
的
正
常
權
力
。
這
項
恩
寵
的
獲
得
與
受
因
心
者
所
處
的
道
億
境
界
無
關
(
碼
，
棠
，

廿
一
-
l廿
三
一
;
若
，
拾
壹
'
四
九
!
五
三
)
@
使
人
中
悅
上
主
的
恩
寵
是
給
予
一
切
人
的
，
以
個
人
的
成
聖
為
目
的
@
這
種
恩
寵
使
受

恩
者
中
悅
上
主
E
E
E
S
)，
或
則
體
制
地
里
化
他
(
常
恩
明
a
z
z
z
g

戶
自
己
，
或
則
準
備
、
保
存
與
增
加
其
恩
寵
(
現
恩m
B
E

R
Z

巴
由
)
。
「
使
人
中
伯
上
主
的
恩
准
」
是
「
嘿
，
償
所
賜
恩
寵
」
的
目
仰
，
因
此
前
者
高
於
後
者
，
而
且
比
後
者
更
珍
貴
(
格
前
﹒
拾

武
，
卅
→
等
)
@ 

五
、
常
恩

(
m
B
H
E
E
g
g
-
-
m
u

E
E
E
-
n
m
口
的
)
與
現
恩(
m
E
E
R古
巴
由
)
(
註
)

使
人
中
位
上
主
的
恩
寵
包
括
常
恩
(
即
寵
愛
)
與
現
恩
(
即
寵
佑
)
@
常
恩
是
靈
魂
常
處
的
起
性
境
界
，
它
內
在
地
使
人
化
為
聖

善
而
正
直
，
並
且
中
悅
於
天
主
(
聖
化
或
成
器
之
間
心
)
。
現
恩
或
輔
恩

(
8的
一
位g
m
m『
p
n
p
g
f
g∞
嗯
戶
口
志
是
天
主
暫
時
加
於
靈
魂

能
力
的
→
種
超
性
作
為
，
為
但
使
那
足
以
獲
悍
、
保
存
或
增
長
聖
化
恩
寵
的
得
救
行
為
之
實
現
@

、
、
、
，

i
p

、

i
l

、

i
l

:11: 
門
速U
:
在
一
般
要
理
問
答
書
中
，
問
E
T
E
r

古
巴
一
個
作
「
寵
愛
」
'
閥
門
自

H
E
R
E

個
-
E
作
「
龍
佑
」
@
「
寵
愛
」
與
「
能
佑
L
二
詞
不
能
…
的

楚
地
表
這
它
們
的
實
有
意
義
，
而
且
根
據
要
想
教
學
的
經
驗
，
二
詞
極
易
混
淆
，
故
試
譯
為
「
常
恩
」
與
可
現
恩

L
。



六
、
現
息
可
分
為
下
列
數
種

廿
鼓
點
現
恩
昕
把
握
的
重
坊
的
能
扣
言
，
勞
盟
智
之
風
(
∞
門
戶
口
晶
。
同

E
o
-
-
E
C與
一
一
定
志
之
盟
(
的

S
n
m

旦
旦
口
)

的
後
果
言
，
持
光
明
之
間
心
(
的
居
民
印
戶
口

E
E

色
。
口
戶
已
與
默
感
之
恩(
m
E
H
S
E
m
叮
叮P
H
F
S
Z
)
，

M
H
按
照
它
與
自
由
意
志
行
動
之
闢
係
言
，
分
產
生
在
自
由
意
志
決
定
之
前
的
先
至
恩
龍
(
的
同

a
E
H
M
H
R
Z且自
由
或
嗯
缸
片
S

S
Z
n
m
m
H
B
曲
"
m
M
n
w
g
m
w
4
R
B
曲
"
。
也
叩
門
自
己
，
與
支
援
及
伴
隨
自
由
意
志
行
動
的
後
至
恩
寵
(
喝

a
g
E
E
Z
E
E

或
咱
缸
片
古

且
古
自
由
"
g
口
S
B
E
m
w
g

旬
叩
門
自
己
@

開
按
現
恩
的
實
效
言
，
分
足
修
恩
寵
(
肉
片a
E
E
E
n
戶g
m
)

善
工
的
能
力
，
後
者
贊
際
促
成
德
教
養
主
的
踐
行
@

;
按
現
恩

與
有
效
恩
寵

Q
E
E
m
閃
閃
戶
口
自
)
@
前
者
給
予
靈
塊
以
完
成
悍
敘

第
四
節

審
閱
恩
寵
的
農
種
異
說

一
、
台
拉
奇
主
義
勻
。
-
m吧呂
眩
目
〉

自
拉
奇
主
義
的
創
的
者
采
過
嚴
肅
剛
生
活
的
愛
爾
蘭
隱
修
士
白
拉
奇
心
已
品
戶
口
曲
技
於
四
→
八
年
以
後
)
，
他
曾
撰
寫
保
職
書
信
的

註
釋
和
互
一
討
論
苦
修
生
活
的
文
字
@
這
派
其
說
的
主
要
維
聽
說
者
是
賽
勒
西

(
n
S
F叩
門
戶
口
由
)
和
艾
克
朗
農
白
白
白
白

5
)

的
主
教
朱
利

安

Q
妄
自
)
@
那
時
維
護
教
會
信
里
最
出
色
的
人
物
是
聖
奧
斯
定
，
人
們
稱
他
為
「
恩
寵
的
聖
師
」
(
巴
。
n
S
H
嗯
缸
片
紅
抽
)
，
他
把
最

後
的
三
十
年
完
全
用
在
對
自
拉
奇
吳
說
的
學
戰
上
@
在
「
論
天
性
與
恩
寵
」
陸
，
貳
'
七
，
三
中
，
他
說
.• 

「
我
為
基
督
的
恩
寵
呼
籲
，

沒
有
它
，
沒
有
人
能
成
義
」

(
2
m
E
E
B
H
E

已
告
。
"
音
。
ρ
E
B
E
-
E
B
S
頁
)
@
與
他
-
起
為
信
道
奮
門
的
，
要
推

歐
羅
西
(
o
g
m戶
口
也
司
擇
、
聖
熱
羅
尼
莫(
T
B
B
m
)與
教
友
瑪
利
﹒
梅
格
道
(
旦
旦
g
z
m
F
S
S
H〉
三
人
@
異
說
在
理
論
上
為
聖
奧

斯
定
所
擊
敗
，
並
為
若
干
地
區
會
議
(
迦
太
基
會
議
於
四
→
→
'
四
二
爪
，
四
一
八
年
，
彌
勒z
r

話
會
議
於
四
→
六
年
)
所
貶
抑
，

最
後
又
為
第
三
次
厄
如
斯
大
公
會
議
(
四
三
三
年
)
所
描
斥
(
鄧

-
o
-
l
J
O
λ
'
三
一
六l

三
一
七
)
@ 

佛
一
部

恩

~l 

論

三
六
三



如
四
偏

學
化
品
明
天
主

J、
四

自
拉
奇
主
義
否
認
人
可
被
提
昇
到
超
性
境
界
，
也
否
認
人
有
原
罪
，
主
張
亞
當
的
罪
祇
給
後
人
留
下
了
惡
劣
的
表
率
@
從
遣
裡
推

論
出
，
基
督
的
救
贖
行
動
祇
在
於
他
的
教
訓
和
德
表
而
已
。
白
拉
奇
主
義
者
阿
以
為
恩
寵
就
是
人
基
於
自
由
意
志
，
過
若
無
罪
而
聖
善
的

生
活
，
終
而
獲
事
永
福
的
→
種
自
然
能
力
(
可
能
恩
寵
唱
挂
帥
咕
。
田
間
戶

Z
Z
S民
的
L
-
Z
E
5
月
廿
常
叫
古5
)
@
外
在
的
恩
，
話
，
梅
瑟
的
律

法
，
一
福
音
與
基
督
的
德
表
都
能
促
進
人
的
自
然
道
德
生
活
(
可
能
輔
助
且
』
丘
。

H
Z
B
M》O
m
a
E
E丹
在
@
人
以
自
己
的
能
力
扭
轉
其
祖
罪

的
意
志
而
得
到
請
罪
的
赦
免
，
白
拉
奇
主
義
可
以
說
是
」
種
情
染
於
斯
多
略
派
倫
理
思
想
的
純
粹
的
自
然
主
義
@

二
、
丰
台
拉
奇
主
義
(
的o
g
-
-有

-
m
E
S
U
E
〉

某
些
人
對
奧
斯
定
有
關
恩
寵
的
思
想
起
了
民
感
，
因
而
有
半
自
拉
奇
主
義
之
產
生
@
支
持
這
司
理
論
者
多
半
是
一
口
同
虛
南
部
的
隱
修

士
，
尤
其
是
馬
賽
與
雷
岸
島
(
們
趴
已
5
)
的
隱
修
士
們
(
如
聖
若
望
﹒
格
西
盎

F
r
口
口
目
的
乳
白
，
雷
岸
的
聖
究
生
〈
戶
口

n
m早
已

F
m
H戶
口
凹
，

里
拉
白
白
，
主
教
一
幅
斯
脫
間
，
但
口
的
宮
的
)
且
這
派
異
說
馬
里
奧
斯
定
、
阿
基
舟
的
聖
普
洛
斯
柏
門
附
中
。
也
叩
門
。
同

k
p《
在
博
巴Hm
)、
路
司
怕
的

福
京
斯
鬥
吋
已
胃
口
帥
的
口
阻
止

H
N
z
e
m
〉
所
攻
擊
@
五
二
九
年
，
亞
爾
(
〉
己2
)
總
主
教
凱
撒
里
(
白
白-
3月

-
5
)
所
主
持
的
第
二
次
奧

良

(
0月8
閃
而
)
會
議
叉
予
以
接
責
@
這
次
會
議
的
議
決
案
為
教
宗
鮑
尼
法
斯
三
世
所
批
准
(
部
」
七
四
等
，
一

-
O
O之
a

與
b
)
@

半
白
拉
奇
主
義
承
認
，
人
可
以
被
揖
升
到
超
自
然
秩
序
中
去
，
也
承
認
人
有
原
罪
，
並
且
需
要
內
在
的
超
性
恩
寵
，
來
使
他
成
義

與
得
載
，
然
而
半
自
拉
奇
主
義
限
制
了
恩
寵
的
必
然
性
與
無
條
件
賜
于
的
特
性
@
這
誠
異
說
的
創
始
者
為
了
強
調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
以

及
主
體
教
贖
過
程
中
個
人
自
己
的
合
作
，
擬
定
了
下
面
的
理
論

.. 

抖
得
救
的
初
次
頤
望
是
由
人
的
自
然
能
力
(
E
E
s
b
L
m
r
H
L
C

閏

月
內
心
已
E
E
m
h閃
而
B
E
-
-
且
m
E
訟
也
而
來
@
叫
人
能
擇
善
固
執
，
貫
徹
始
終
，
末
需
要
超
性
力
量
的
幫
助
@
甘
人
藉
替
自
己
的
努
力

，
實
能
情
誼
地
2
0
8
p
m
g呂
學
取
得
敬
的
初
次
恩
寵
@

三
一
、
新

教

自
拉
奇
否
認
超
悴
的
恩
寵
，
路
德
則
曲
解
聖
奧
斯
定
對
恩
寵
的
意
見
，
讓
以
恩
寵
為
組
成
人
性
的
要
素
之
→
。
他
認
為
超
性
思
緒



的
喪
失
使
人
性
失
去
了
主
妥
的
構
成
因
素
，
所
以
人
性
受
到
了
完
全
的
損
傷
@
再
者
，
他
認
為
貪
慾
是
原
罪
的
本
質
@
起
性
恩
寵
失
落

以
後
，
貪
慾
說
永
久
居
留
在
人
靈
內
@
人
類
沉
淪
後
的
天
性
憑
一
己
的
刃
量
，
無
法
認
識
宗
教
真
理
，
也
無
能
完
成
倫
理
的
善
學
.
，
人

的
意
志
不
再
自
由
，
而
祇
會
重
蹈
罪
轍
。
恩
寵
配
不
能
治
癒
完
全
傷
損
的
人
性
，
也
不
能
使
它
更
新
，
並
肉
在
地
聖
化
它
@
成
義
不
過

給
犯
罪
的
人
性
戴
上
-
個
面
具
，
人
的
在
的
罪
揖
根
本
沒
有
改
變
@
人
的
意
志
在
恩
寵
面
前
是
純
然
被
動
的
，
它
不
與
恩
龍
合
作
，
恩

寵
於
是
單
獨
地
實
現
成
義
的
工
程
(
路
德L
E
G
S
g
h
s
u
n
-
5
)

。

十
七
世
紀
與
十
八
世
紀
的
唯
理
主
義
反
對
人
性
完
全
受
傷
的
理
論
@
同
時
，
由
於
對
人
的
自
然
認
識
力
與
意
志
能
力
的
過
份
信

任
，
而
放
棄
了
啟
示
與
恩
寵
。

四
、
巴
依
為
斯
、
楊
森
、
格
司
奈

付
彌
蓋
﹒
巴
依
烏
斯

(
Z
Z
E
m
-
-
∞
巴
g
+

品
∞
@
)
與
路
德
相
同
，
他
們
以
聖
由
民
斯
定
的
理
論
為
依
擾
，
否
認
人
類
在
原
罪
以
前

所
共
票
賦
的
超
自
然
性
，
認
為
這
些
都
是
人
類
天
住
所
應
有
的
。
他
與
路
德
一
接
，
把
原
罪
的
本
質
歸
於
恆
常
的
貪
慾
。
認
為
人
的
意

志
已
經
失
去
了
內
在
的
自
由
。
人
的
一
切
行
動
或
者
來
自
貪
慾(
2旬
在
常8
)
踐
者
來
白
天
主
所
灌
輸
的
愛
德
(
白
色5
)

。
前
者
為
道

德
上
的
惡
行
，
後
者
則
為
道
德
上
的
善
行
。
l

里
比
約
五
世
於
一
五
六
七
年
譴
責
了
巴
依
一
馬
斯
著
作
中
的
七
十
九
項
命
題
(
部
一

O
O

-
-
-
O
八
0
)
。

M
H楊
森

C
S
m
m
a
g
+
H
g
g
的
謬
兒
是
由
巴
依
烏
斯
的
理
論
引
伸
而
來
。
柏
樹
森
認
為
人
的
意
志
在
原
罪
以
後
失
去
了
自
由
，

而
且
也
沒
有
能
力
行
善
。
人
的
一
切
行
動
或
從
源
自
貪
愁
的
世
間
或
肉
體
的
快
樂
(
包
已

2
S
E
R
R
m
E
a
s
n
R
D

甚
師
)
而
來
，
或
從

諒
自
恩
寵
的
天
上
的
快
樂
(
包
已
而
且
怠
。
自
己
白
色
志
而
來
。
兩
者
都
牽
制
人
的
意
志
，
而
人
的
意
志
鑑
於
其
自
由
的
關
亡
，
慣
於
隨

從
較
強
的
慾
墓
(
包
已
由
口
E
B

丘
每
戶
"
)
。
因
此
按
照
世
間
的
快
樂
與
天
上
的
快
樂
之
強
弱
如
何
，
而
產
生
罪
行
或
德
行
。
如
果
天
上
的

快
樂
佔
優
勢
，
就
有
有
教
恩
罷
官
叫
住
自m
B
B
M
)，
或
稱
之
為
不
可
抗
拒
的
恩
寵
〈
嘻
但
H
E
E
叩

m
E
E
Z
m
)，
否
則
稱
為
徵
小
或

充
足
恩
寵
S
E
E
-
M
R
S或
E
B
a
m
5
)。
教
宗
依
諾
森
十
世
(
H
E
S
g
H
M
n
)
於
一
六
五
三
年
損
斥
揚
森
的
巨
著A
H
h
h
a
h

訟
法
告
中

的
五
項
命
題
(
鄧
一
O
九
二
l
-
O
九
六
V

棉
一
部
E、
能

諭

六
五



佇
守
門
內u
J
」
叫

一
夕H
U
Z
O串

摺
化
心
一
咱
天
之

目
巴
夏
斯
﹒
格
斯
奈
(
2
m
n
r
S
E
m
O
E
自
己
，
已
斗
H
0
)引
申
巴
依

拒
性
。
一
七
一
一
一
一
年
，
克
來
孟
十
一
世
在
「
獨
子
」
(
何
法
從

s
b
2
)
通
話

一l

一
四
五
一
)
。

五
、
現
代
唯
思
主
義

現
代
唯
理
主
義
否
認
一
切
超
自
然
事
物
之
存
在
，
當
然
也
不
承
認
人
的
原

凶
、
甸
、

]
/
ι
]
J
 

烏
斯
與
楊
森
的
理
論
，
並
特
別
強
調
基
督
恩
寵
的
不
可
缸

中
貶
責
格
司
奈
著
作
中
的
一
百
零
一
個
命
題
(
郵
一
一
一
一
五

罪
。
因
此
它
與
自
拉
奇
主
義
站
在
同
一
陣
諒
。



前
已
干-
N扁

現J

回‘
'這正

第
一
幸

乳
息
的
本
質

第
車
窗

光
明
與
力
量
的
恩
寵

一
、
概

合

現
恩
宮
門
a
E
R
E
P
-
-的
)
是
天
主
加
於
靈
魂
能
力
的
一
種
超
性
的
起
暫
作
為
，
其
目
的
在
促
使
人
實
行
得
敦
的
善
工
。
現
恩
為
時

旺
短
，
與
常
恩

Q
H
a
S
E
E
S出
間
)
以
及
灌
注
的
德
性
懸
殊
;
後
兩
者
與
靈
魂
相
繫
'
成
為
靈
魂
恆
久
的
優
點
。
依
現
恩
的
超
自
然

特
性
以
及
它
與
得
教
善
工
的
關
係
言
，
也
就
是
說
，
按
照
它
與
人
的
超
自
然
最
後
目
標
(
終
極
)
之
密
切
關
係
言
，
它
與
受
造
物
自
然

活
動
時
所
接
受
的
天
主
協
助

(
8自
己

m
c
m
巴
巴
自
己
己
已
師
)
不
同
。
「
現
恩
」
一
詞
源
自
後
期
士
林
學
派
時
期
(
們
自
均
已
。

-
5
)，
在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以
後
始
見
習
用
，
而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並
未
揉
用
此
詞
。

二
、
現
息
的
丈
雄
切
意
義

科
教
會
的
訓
詣

現
恩
阿
拉
地
、
直
接
垃
燭
照
理
智
並
堅
固
竄
志l
確
定
意
見

第
二
次
奧
良
會
議
(
五
二
九
年
)
宣
布
下
列
理
論
為
其
說
:
「
人
能
移
憑
藉
自
己
的
力
量
，
不
需
要
里
神
的
光

照
與
默
示
，
合
宜
地
思
考
選
擇
與
永
遠
教
蹟
有
關
的
善
事
，
並
皈
信
福
音
的
教
訓
」
(
鄧
一
八

O
;
參
致
鄧
一
七
九

一
，
一
O
四
，
七
九
七
)
。
因
此
，
教
會
的
訓
誨
就
是
•. 

人
需
要
一
種
超
越
其
本
身
能
力
的
力
量
，
即
超
性
的
力

第
一
部

悶
，巴山、

龍

~^ 
a間

~ 
/、
J~ w 



神
州
凹
糾
型
化
血
仇
天
主

六
八

「
一
且
，
來
踐
行
得
毅
的
善
工
。
在
得
數
善
工
中
的
天
主
輔
助
推
及
靈
魂
的
兩
個
官
能

l

理
智
和
意
志
。
現
恩
就
是
對
理

智
的
內
在
而
直
接
的
炳
照
，
與
對
意
志
力
的
內
在
而
直
接
的
加
強
。

我
人
必
氯
辨
明
，
理
智
的
內
在
而
直
接
的
光
照
與
理
智
的
間
接
光
照
不
同
。
後
者
通
常
由
啟
示
、
講
道
、
閱
讀
等
外
在
因
素
自
然

地
引
起
。
意
志
的
府
在
而
直
接
的
增
強
與
意
志
的
間
接
加
強
也
不
同
，
後
者
是
在
自
然
秩
序
中
，
隨
理
智
的
光
明
而
產
生
的
。
抵
有
當

靈
魂
的
兩
個
官
能
內
在
而
直
接
地
(
實
質
地
)
為
恩
寵
所
把
握
時
，
鐘
能
真
正
地
產
生
得
救
的
善
工
。

口

雪
經
與
傳
眾
的
還
明

天
主
斑
接
而
內
在
地
光
照
理
智
，
以
及
現
恩
對
完
成
得
數
善
工
的
必
要
性
的
道
理
，
都
能
在
聖
經
裡
獲
得
證

明
。
格
後
，
盞
，
主•. 

「
這
並
一
小
是
說
，
我
們
憑
自
己
能
移
將
什
麼
事
歸
功
於
自
己
，
好
似
出
於
我
們
自
己
一
般
，

而
是
說
，
我
們
所
以
修
資
格
是
出
於
天
主
」
。
在
這
些
話
中
，
聖
保
祿
告
訴
我
們
，
按
人
性
言
，
我
們
決
不
能
思
及

與
永
設
有
內
在
關
係
的
任
何
事
情
。
要
實
行
超
性
的
善
工
，
必
須
要
有
從
天
主
來
的
超
性
的
光
明
。
格
前
，
盞
，
六

、
|
七•• 

「
我
裁
種
了
，
阿
搜
羅
海
灌
了
，
然
而
使
生
長
的
均
是
天
主
。
可
是
栽
種
的
算
不
得
什
麼
，
澆
灌
的
也
算
不

得
什
麼
，
況
有
那
使
之
生
長
的
天
主
鐵
算
得
上
(
註
)
」
。
聖
保
祿
用
這
個
譬
喻
曉
示
我
們
，
如
果
沒
有
天
主
的
直

接
而
內
在
的
光
照
，
而
臨
有
講
道
者
的
外
在
的
指
示
，
那
麼
宗
徒
們
的
傳
信
工
作
將
是
勞
而
無
功
的
(
厄
'
壹
'
+

七
l

十
八
;
宗
，
拾
睦
，
十
四
;
若
，
貳
'
二
七
)
。

dG 

.. 
持
思
高
恩
怨
忠
于
會
所
譯
的
新
的
全
晶
晶
門
格
前
，
萃
，
仁
之
最
後
一
何
為
可
都
只
在
那
使
生
畏
的
天
主
」
@
該
改
譯
為
可
紙
有
那
使
之
生

畏
的
天
主
激
算
得
上
」
。



楚
，
試
，
卡
三
證
闊
天
主
直
接
而
內
在
地
堅
強
人
的
意
志
，
使
他
行
善
工

•. 

「
因
為
是
天
主
在
你
們
內
τ
作
，

使
你
們
願
怠
，
並
使
你
們
力
行
，
為
成
就
他
的
善
意
」
。
若
，
陸
，
四
四

•. 

「
如
果
派
遣
我
的
父
不
吸
引
人
，
誰
也

木
挖
到
我
這
裡
來
(
即
相
信
我
)
」
。

敬
父
的
巾
間
，
也
駁
斥
那
些
否
認
內
在
恩
寵
的
自
拉
奇
主
義
者
時
，
奧
斯
定
特
別
注
重
理
智
與
意
志
的
內
在
恩
寵
的
必
要
性
勾
這

崗
、.
L
7
p
b
w
N
J
q
﹒
ω
-
z
u
b
h
m
E
H
E門口
計
可
U
H
m
w
h
N
A
Y
N
d

局

理
性
的
解
釋

人
的
超
自
然
終
極
與
得
教
善
工
之
密
切
聯
繫
，
要
求
理
智
的
內
在
而
直
接
的
光
照
與
意
志
的
增
強
。
終
叫
惱
與
達
到
終
極
的
方
法
非

屬
於
同
一
秩
序
不
可
。
終
極
在
本
體
上
是
超
自
然
的
，
那
麼
所
用
的
方
法
也
必
須
是
超
自
然
的
。
因
此
源
自
人
的
理
智
與
意
志
力
量
的

得
救
善
工
，
本
體
上
也
必
績
是
超
自
然
的
。

第
六
節

完
至
恩
官
與
稜
至
恩
寵

一
、
先
至
恩
寵

自
由
意
志
決
定
行
動
以
前
，
夫
主
以
超
自
然
的
助
力

l

先
歪
恩
寵
，
加
於
靈
魂
的
會
能
|
信
理

天
主
單
獨
在
我
們
身
上
工
作
，
無
讀
我
們
的
參
預
(
釘
呂
京
的
告
也

B
F
U
R
-
-
F
g
§

也
叩
門
自
己
σ
5
)
，
使
我
們
產
生
意
志

與
理
智
的
一
種
白
發
的
，
不
經
思
考
的
行
動
合

B
E
U

毋
寧
角
色
)
。
這
個
恩
寵
稱
為
先
至
恩
寵
后
單
位
項
目

2
3
-
B
P
S
S
E


r
z
z
n
z
g
p
s
s
g
a

叩
門
自
己
。

關
於
先
至
恩
寵
的
存
在
與
其
對
成
義
的
必
要
性
的
道
理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已
經
加
以
定
斷
。
鄧
七
九
七

.. 

「

第
一
部

，自

議

論

九



第
四
編

重
化
者
天
主

三
七
O

對
於
成
人
，
成
義
應
始
於
因
某
一
督
耶
穌
而
得
到
的
」
先
至
恩
寵
兮
巴
巴
可
白
白
F
Z
Z
E
M
m
E
E

M
H
E
E參
致
鄧
八
三
二
)
。

在
聖
經
裡
'
朋
友
在
門
口
敲
門
的
比
喻
(
默
，
盞
，
二
十
)
，
天
主
欠
的
眼
引
(
若
，
睦
，
二
一
一
)
與
天
主
的

召
喚
(
耶
，
拾
棠
，
廿
一
二
;
詠
'
玖
肆
，
八
)
等
，
都
暗
示
了
先
至
恩
寵
的
教
力
。

M
M叫m
M
A
W
J

『m
口
戶m
w口
同A
W

二
、
使
至
恩
寵

自
由
意
志
行
動
之
時
，
天
主
將
超
自
然
動
力
|
稜
至
恩
寵
，
加
於
聾
瓏
的
會
能
!
信
理

在
這
一
情
況
下
，
天
主
和
人
合
作
，
天
主
不
但
在
我
們
身
上
工
作
，
並
且
與
我
們
一
同
工
作(
5
呂
京
的
g
z
m
z
g
部
一
八
二
)

，
因
此
超
自
然
的
得
教
苦
工
，
是
白
天
主
恩
寵
典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共
同
完
成
的
。
支
持
與
伴
隨
自
由
意
志
行
動
的
恩
寵
，
稱
為
後
至
恩

寵

Q
S
E
E
E
S
E
口
m
w
且
已
」
5
8
9
8

口
g
g

常
自
由
、8
8

月
自
己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布
關
成
義
的
宣
布
，
表
明
了
後
至
恩
寵
的
實
在
性
與
必
要
性
。
鄧
七
九
七

.. 

「
罪
人
自
由
地

接
納
恩
寵
，
與
之
合
作
，
以
走
向
自
己
的
成
義
」
Q
S
E
r
r
R
m
B
Z
E
B
丸
。
且

g
G
R
S
L。
)
。
鄧
八
-

0 
.. 

「
天
主
對
一
切
人
的
愛
何
其
偉
大
，
他
甚
至
願
意
將
他
的
恩
賜
(
基
於
恩
寵
者
)
當
作
他
們
自
己
的
功
績
(
基

於
自
由
意
志
者
〉
」
。
參
放
鄧
一
囚
一
。

聖
保
融
強
調
，
天
主
恩
寵
支
接
人
的
自
由
行
動
，
俾
使
人
獲
得
拯
赦
。
格
前
，
拾
伍
，
十.. 

「
因
天
主
的
恩

寵
，
我
成
為
我
今
日
的
我
;
天
主
賜
給
我
的
恩
寵
並
沒
有
落
空
，
我
比
他
們
眾
人
更
勞
碌
，
其
賞
一
亦
是
我
，
而
是
天

主
的
恩
寵
偕
向
我
」

。



聖
奧
斯
定
以
下
的
話
，
闡
述
先
至
且
在
只
使
主
思
琵

•• 

「
天
主
在
人
靈
內
，
完
成
人
自
己
不
能
作
的
許
多
善
工
;
人
在
作
善
事

時
‘
若
沒
有
天
主
的
賜
頁
，
便
無
能
為
力
」(
(
4
。
這
E
b
h
b
h
肉
、-
M
u
h
N

.• 

口
W
P
N
H
;
部
一
九
三
一
)
。
「
天
主
預
備
人
的
意
志
，
以

他
的
協
助
，
來
完
成
在
人
室
內
已
經
開
始
的
工
作
。
事
質
上
，
天
主
先
使
我
們
意
願
某
事
，
然
後
與
技
們
的
自
由
意
志
合
作
，
使
某
事
得

以
完
成
﹒... 

。
因
此
，
他
加
起
我
們
的
意
願
時
，
並
沒
有
我
們
的
合
作
，
但
當
我
們
願
意
而
行
動
時
，h他
更
和
我
們
合
作
。
如
果
沒
有

天
主
促
技
們
閻
意
某
事
，
並
與
我
們
一
向
實
現
它
，
那
末
，
我
們
不
能
完
成
有
關
虔
誠
善
工
的
任
何
事
情
」
(
論
恩
龍
民
自
由
意
志
，

的
棠
，
卅
一
二
〉
。
參
攻
大
革
利
哥
里
足
G
E
N
-
H

〈
F
N
F
S

以
及
K
H
R叫S
S
g
h

寄
自
禱
詞
。

e

第
七
節

有
關
現
恩
本
質
的
書
諦

一
、
按
巴
夏
斯
﹒
格
司
奈
(
可
阻
R
E
m
-
E
O口
而
自
己
)
的
理
論
，
現
恩
與
天
主
全
能
的
意
志
完
全
一
致
。
這
削
取
論
我
們
不
能
拉

受
。
請
參
攻
被
教
會
話
貴
的
巴
氏
命
題
(
第
十
九
條
).• 
巴
巴
哈
巴
古
巴
E
H
H戶
戶
口
比g
H
O
E
s
a
g
。
B
Z
℃
C
H
m
g
g
r
E自
由
﹒
(
鄧

一
三
六
九
;
參
閱
部
二
二
六O
l
-
-
一
一
六-
u
。
夫
主
全
能
的
芯
志
1
月
天
主
本
質
一
致
。
而
現
恩
則
是
天
主
救
如
立
志
的
一
種
立
欽
，

與
天
主
自
身
過
其
(
為
受
峰
背
心
龍
咱
且
即
口
門
而
且

2
)
。
格
斯
奈
原
想
用
他
的
理
論
來
解
釋
恩
寵
的
不
可
拉
拒
的
欽
果
。

二
、
摩
里
納
派
人
士
志
為
，
現
恩
在
體
制
上
是
靈
魂
的
一
種
生
命
活
動
(
未
經
思
致
的
)
，
也
就
是
說
:
天
主
直
接
在
亟
魂
中
掀

起
的
一
種
理
智
或
意
志
的
活
動
。
他
們
援
引
聖
經
、
傳
承
與
教
會
宜
佈
對
現
恩
所
用
的
名
詞
，
來
證
明
他
的
理
論

•• 

如
虔
誠
川
心
想
(

2

∞
戶E
E
H
L阻
)
、
知
識

(
2的
口
笨
。
或
m
n
z
z
2
)、
善
意
(
t
o
g
s
-
S
H
但
由
)
、
單
善
意
願(
m
g
n
g
g門戶
而
且
門
戶
而
且
已

3
)
、
向
善

願
堂

(
2
1寄
自
由
廿
。1
)
、
喜
樂

(
4。]
G
Z
m
)、
世
意
(
包
己
而
且
色
。
)
等
名
詞
都
表
示
靈
魂
的
一
種
生
命
活
動
3

二
一
、
多
瑪
斯
派
主
張
，
現
思
是
一
種
超
自
然
的
「
峙
，
也
是
在
靈
魂
生
命
活
動
之
前
的
一
種
超
自
然
力
量
，
使
理
智
與
意
志
的
能

力
村
干
獲
得
起
自
然
的
提
昇
'
並
使
它
們
的
能
力
足
以
達
成
超
性
的
行
動
。
這
種
白
天
主
所
賜
于
的
超
自
然
能
力
與
理
智
和
意
志
相

程
合
，
形
成
惟
一
的
原
動
力
，
的
叫
人
產
生
超
性
的
行
為
。
多
瑪
斯
派
人
士
在
聖
經
、
教
父
著
作
與
歷
屆
會
議
的
宜
佈
中
，
搜
集
積
極
的

性
泣
。
在
一
半
些
文
府
中
，
現
恩
被
詢
服
同
一
頓
召
喚
、
一
種
光
照
毛
覺
醒
、
股
引
與
天
主
的
撫
倒
;
這
此
一
一
名
詞
都
表
棋
天
主
的
行
動
，
先

惜
一
部
[現

，~ 

IJl主

芒1>.

d間

七
佇



第
四
編

里
化
者
天
主

三
七
二

於
靈
魂
的
生
命
活
動
，
並
促
使
生
命
活
動
的
產
生
。

多
瑪
斯
派
學
者
認
為
那
暫
時
光
的
…
理
智
，
加
強
意
志
，
使
之
完
成
超
性
行
動
的
超
自
然
力
量
，
是
一
種
暫
時
的
或
流
動
的
特
性
(

ρ
s
z
g
m
b
z
g
明
)
，
以
別
於
共
有
桓
久
特
性
的
單
化
恩
寵
。
里
多
瑪
斯
雖
然
不
反
對
上
述
理
論
，
但
他
特
別
說
明
現
恩
「
並
不
是
一

種
特
性
，
而
是
靈
魂
的
一
種
動
態
」
(
口
。
口
而
且ρ5
-
g
p
m叩
門
戶
目
。
門
口
叩
門

1
世
S
S
E
H
且
也
神
，
貳
之
壹
，
一

-
O
P、2
)
。
因

為
在
他
心
目
中
，
「
特
性
」
是
一
種
恆
久
不
變
的
揖
況
，
而
「
靈
魂
的
動
態
」
是
接
納
天
主
恩
寵
的
被
動
狀
態

(
2
5阻
Z
B
戶
口
前

g
g
m
H
E

曲
。
g

且
已
全
心
。
o
m
D
O閉
口
自
全
自
豆
豆

B
E
B

豆
晶
晶
且
5
)

，
而
不
是
靈
魂
的
生
命
活
動
。

反
對
摩
旦
納
派
理
論
的
人
認
為
，
靈
魂
超
性
生
命
的
活
動
是
由
天
主
與
靈
魂
能
力
共
同
完
成
的
，
而
恩
寵
則
唯
獨
來
自
天
主
。
即

以
，
觀
現
恩
為
靈
魂
生
命
活
動
本
身
的
意
見
，
似
乎
難
以
為
人
所
接
受
。



P弟
二
4平

現
息
的
公
要
性

第
八
節

超
世
行
第
需
要
恩
寵

一
、
每
一
得
救
善
工
都
需
要
恩
寵

一
切
帶
數
善
工
都
絕
對
需
要
天
主
的
內
在
一
間
超
自
然
的
恩
寵
(
提
昇
之
恩
質

a
z

已
。
咱
自
由
)
l
信
理

。
也
倚
門
m
M門
口
同
﹒

一
起
行
動
，
俾
使
我
們
行
動
」

鄧
一
八
二
)
;
第
二
十
條•. 

「
除
非
天
主
助
人
完
成
苦
工
，
人
自
己
不
能
行
善
」

E
E

旦
旦

E
g
o
-
鄧
一
九
三
，
參
閱
鄧
一
八
0
)

第
二
次
奧
且
會
議
(
五
二
九
年
)
議
案
第
九
條
明
定.. 

「
每
當
我
們
行
善
時
，
天
主
都
在
我
們
內
，
並
和
我
們

(
內
右
。
江
g
v
c
口
必
俗
的
心
B
Z

♂
口
。
c
m

古
巴
。
-
u
U缸
片
中Em
口
。

z
m
n
c
g
u
丘
。

M
M
R
m
E
C
H
W

(
口
已-
m
p立
H
r
。
目
。

r。
D
m
w
ρ
口
"
。
口
。
口
口
。z
m

宵
"
。
叩
門
缸
"

。
特
倫
多
大
合
會
議
於
右

。
自
拉
奇
主
義
與
現
代
唯
理
主
義

關
成
義
的
宣
布
中
，
確
定
了
這
一
信
理
(
第
一
|
三
條
;
鄧
八
一
-
t
l八
三
二
)

都
與
歡
會
信
理
不
合
。

基
督
在
葡
萄
品
的
比
喻
中
(
右
，
拾
伍
，
一
等
)
，
說
明
恩
寵
從
他
而
來
，
為
使
信
者
結
永
生
前
果
實
，
郎
得

救
的
善
工
。
若
，
拾
伍
，
五
.. 

「
我
是
葡
萄
樹
，
你
們
是
枝
條
;
那
住
在
我
內
，
我
也
住
在
他
內
的
，
他
就
結
許
多

的
果
實
，
因
為
離
了
我
，
你
們
什
麼
也
不
能
作
」
兮
咒
語
言
偽
造
賦
詩
志
、

o
h
a
r
\負有
向
﹒
)
聖
保
蘇
以
首
腦
與
肢
臨
的

聯
繫
，
表
示
了
同
樣
的
思
想
(
厄
'
肆
，
十
五
等
;
哥
，
武
，
十
九
)
。
他
把
興
得
救
有
關
的
每
一
個
思
想
(
格

第
一
部

間
，心、

自

丟"

ØrlU 

三
七
三



然
咀
馮

型
化
者
天
主

三
七
四

神
仗
，
泣
，
五
)，
每
一
個
好
的
意
志
決
定
(
羅
，
玖
，
十
六
)

，
都
歸
功
於
天
主
的
恩
寵
。
格
前
，
拾
戒
，
三
.. 

，
以
及
每
一
個
著
一
斗
(
墊
，
貳
，
十
三
;
梅
前
‘
巳

「
除
非
受
聖
神
感
動
，
沒
有
一
個
能
讀•. 

『
耶
穌
是

前
﹒
一
二
)

士
占
』
」
。

敬
父
們
責
備
自
拉
奇
主
義
者
標
新
立
異
，
與
信
仰
的
傳
承
背
道
而
馳
。
里
奧
斯
定
對
若
，
拾
伍
，
五
所
作
的
註
解
是
.• 

「
為
了
不

要
有
人
以
為
，
椅
茍
校
自
己
至
少
會
長
少
許
果
賞
，
他
並
沒
有
說
:
『
離
了
我
，
你
們
聽
能
作
很
少
的
事
』
。
而
是
說

.. 

『
離
了
我
，

你
們
什
麼
也
不
能
作
』
o

「
沒
有
他
不
能
有
所
成
就
，
所
以
事
無
大
小
，
沒
有
他
都
不
能
成
功
。
」(p
b
§.. 
肯
-
E
W
ω
〉

從
理
論
言
，
恩
能
在
一
切
善
工
上
的
絕
對
必
要
性
，
基
於
人
的
終
極
之
本
體
上
的
超
自
然
性
;
得
毅
的
善
工
由
是
達
到
此
終
極
的

方
法
，
本
體
上
也
必
績
是
超
自
然
的
(
神
，
貳
，
壹'
H
O
e
-
s

二
、
恩
寵
在
信
仰
與
持
就
間
指
峙
的
必
要
性

在
信
仰
奧
得
救
的
開
始
，
們
在
的
過
﹒
目
，
無
恩
麗
是
絕
對
品
耍
的

l

信
理

第
三
次
奧
良
會
議
(
五
二
九
年
)
於
第
五
條
議
案
中
，
宣
布
反
對
半
自
拉
奇
主
義

.. 

「
假
如
有
人
說
:
信
仰
的

開
始
和
接
受
信
仰
的
情
緒
本
身
是
自
然
地
在
教
伊
內
〈
而
扒
耐
煩
悶
心
寵
，
即
無
績
單
神
的
默
導
，
此
人
與
宗
徒
所
傳
的

信
理
相
達
(
的
心
品
已
由
••. 

古
古
巴
冒
出
已
已

f
m
C
B
A
5日
且
已
X
R
U
且
佇
立
口
自
己
。
口
H
H
R
喝
早
缸
倚
門
戶
。
口

Z
E
W
E
B丹
苟
且

古
每
一
片
己
心
。

E
B

∞
立
已
門
口
的
印
呂
立
叩
串
門
戶
口
且

E
o
-
-片。
門
口
。r
z
E
g
m
o

島
的
?
〉
吧
。
泣
。

-
E
叩
門
戶
。m
g
m
M
片
F
E

且
Z
B
R
F
Z
m

自
℃M
M門
。
『
臼
門
口
同
﹒
(
部
一
七
八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同
樣
地
指
示
我
們
，
成
義
的
起
點
是
天
主
的
先
至
恩
寵
(
鄧
七
九

七
|
七
九
八
、
八
一
一
二
)。



聖
經
訓
示
我
們
，
成
義
的
主
體
條
件
l

信
仰
l
e

是
天
主
的
一
種
恩
賜
。
厄
'
貳
'
八
等

.. 

「
因
為
你
們
得
數
是

由
於
恩
寵
，
藉
若
信
德
;
這
並
不
是
出
於
你
們
自
己
，
而
是
天
主
的
恩
惠
，
不
是
出
於
功
行
，
免
得
有
人
自
誇
」
。

若
，
陸
，
四
四

.• 

「
如
果
派
遣
我
的
失
不
吸
引
人
，
誰
也
不
能
到
我
這
裡
來
(
即
信
仰
我
)
」
。
若
，
陸
，
六
五

.• 

「
除
非
蒙
父
恩
賜
的
，
誰
也
不
能
到
我
這
裡
來
」
。
希
'
拾
貳
'
二
，
告
訴
我
們
，
基
督
是
「
信
德
的
創
始
者
和

完
成
者
」
。
參
閱
斐
，
壺
，
穴
;
章
，
廿
九
;
格
前
，
肆
，
七
。

半
自
拉
奇
主
義
者
常
援
引
下
列
經
文.• 
臣
，
壹
二
二
.. 

「
你
們
歸
向
我
吧
，
我
必
轉
向
你
們
」
。
竄
，
捌
，
十
七
.. 

「
愛
我
的
，

我
也
愛
他
」
。
碼
，
也
悴
，
七
•. 

「
你
們
求
，
必
要
給
你
們
」
。
-
宗
，
拾
陸
，
卅
一
.. 

「
你
信
主
耶
穌
吧
!
你
和
你
的
一
家
就
必
得
教
」

。
厄
'
伍
，
十
四.. 

「
你
這
睡
眠
的
，
醒
起
來
吧
!
從
死
務
中
起
來
吧
!
基
督
必
要
光
照
你
!
」
但
是
解
釋
這
些
經
文
時
必
讀
胞
合
聖

經
的
一
般
意
義
。
例
如
「
你
們
歸
向
我
吧
」
表
示
一
伯
人
在
天
主
現
恩
的
影
響
下
，
歸
向
天
主
。
恩
館
並
不
取
消
意
志
的
自
由
行
為
。

天
主
轉
向
人
時
，
並
非
表
示
天
主
給
予
人
初
次
的
恩
寵
，
而
是
他
給
予
人
其
他
的
恩
寵
。

里
奧
斯
定
在
他
的
「
論
恆
守
的
恩
賜
」
(
也
咱
們
肉
。
這
c
h
v
n
a
h
E

豆
、

H
h
E
F
H
U
U
A
H

∞
i
8
)

一
書
中
，
接
引
了
聖
西
彼
連
、
聖
盎
博
羅

削
和
軍
葛
利
哥
里
﹒
納
齊
安
松
的
話
，
以
給
傳
承
作
證
。
他
學
示
歡
會
為
不
信
主
者
的
皈
信
所
作
的
禱
詞
，
他
說
:
「
如
果
信
德
僅
僅

來
自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
而
不
來
自
天
主
的
恩
典
，
那
末
你
們
為
什
麼
替
那
些
不
信
的
人
祈
疇
，
使
他
們
皈
依
呢
?
」
(
論
恩
寵
與
自
由

意
志
，
拾
肆
，
廿
九
)
。
然
而
在
他
升
任
主
教
(
三
九
五
年
)
以
前
的
著
作
中
，
他
曾
經
為
錯
誤
的
見
解
辯
護
，
﹒
那
時
他
認
為
信
仰
並

非
天
主
之
踢
，
卸
是
人
自
己
的
功
行
。
格
前
，
肆
，
七.. 

「
你
有
什
麼
不
是
領
受
的
呢
?
」
一
語
使
他
明
白
信
德
原
是
上
主
的
恩
寵
。

參
見
論
車
者
的
預
定
(
巳h
y
b
t是
-
h
s
a
-
-
ω
"吋
)
。

在
里
奧
斯
定
以
前
，
許
多
數
叉
的
言
論
似
乎
帶
著
半
自
拉
奇
主
義
的
色
彰
。
其
實
我
們
應
該
了
解
，
那
時
為
了
攻
擊
異
教
的
宿
命

論
與
否
認
人
有
自
由
意
志
的
摩
尼
派
﹒
教
父
們
曾
經
過
一
塌
激
烈
的
搏
戰
。
半
自
拉
奇
主
義
者
大
多
引
徵
聖
若
望
﹒
基
素
東
的
言
論
，

作
為
他
們
立
論
的
根
揍
，
然
而
若
望
﹒
基
素
束
對
希
，
拾
貳
，
二
的
解
釋
是

•• 

「
他
自
己
把
信
德
根
植
在
我
們
心
裡
'
他
自
己
將
信
德

第
一
部

E、
能

::-/\. 
;;1川"

三
七
五



常
四
涓

舉
一
化
者
天
主

七
式

的
開
始
給
予
我
們
」

(
E
e
-
a
h同
志
、
.
、
S
F
M

∞
﹒
ω
)
。

恩
准
的
無
價
性
食
品

E
S
)
要
求
信
德
具
得
救
之
始
都
是
天
主
的
工
作
u

在
形
成
信
仰
的
過
起
申
，
對
啟
示
可
信
性
的
判
斷
(

甘
門
戶
戶
白
戶
口
白
白
色

E
-
E
t
m
)以及
接
受
信
仰
的
情
緒
佇
戶
口
的
n
Z
E
-
E民
的
紅
p
a
5
)
，
應
該
歸
功
於
直
接
燭
照
理
智
與
增
強
意
志
的

恩
寵
。

三
一
、
已
成
義
者
的
得
就
善
工
需
要
現
忠

已
成
義
者
也
需
要
現
恩
裝
完
成
真
得
軾
的
華
工
l

一
般
意
見

由
於
已
成
義
的
靈
魂
官
飽
受
常
且
經
久
地
卅
捉
弄
到
超
自
然
攪
拌
，
即
以
現
恩
在
他
們
身
上
不
發
生
提
弄
作
用
，
對
已
成
義
者
而

一
…
-
7

現
恩
抵
是
使
靈
魂
開
始
行
善
工
的
一
種
啟
發
恩
寵
(
噎
住
自
m
M
a
s
s
)，
在
靈
魂
行
善
工
時
予
以
支
援
的
協
助
恩
龍
(
的
是
一
且

已
玄
之b
也
以
及
使
靈
魂
蒙
蔽
後
得
以
康
復
的
治
癒
恩
諾
(
肉
『
a
E
S
E
E
)

關
於
這
一
恩
寵
的
必
要
性
，
教
會
訓
導
權
威
還
沒
有
加
以
定
斷
。
然
而
第
二
次
奧
良
會
議
與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都
會
提
及
天
主
恩
寵
與
基
督
恩
寵
對
養
人
善
工
的
影
響
，
但
並
沒
有
特
別
區
分
現
恩
與
常
恩
的
不
同
。
部
八

O
九.. 

「
主
督
耶
穌
自
顧
將
他
的
能
力
不
斷
地
流
傳
給
已
成
義
的
人
。
這
個
能
力
常
是
先
於
善
工
，
伴
同
善
工
，
而
且
跟
從

善
工
」
(
參
見
部
一
八
一
一
)
。
根
據
教
會
的
祈
禱
習
慣
，
已
成
義
者
為
每
一
善
工
都
祈
求
天
主
的
幫
助
。

基
督
所
說
「
離
了
我
，
你
們
什
麼
也
不
能
作
」
(
若
，
拾
伍
，
五
)
的
話
，
表
示
義
人
也
需
要
現
恩
之
助
以
行

得
救
的
善
工
。
里
保
祿
讀
天
主
自
己
開
始
並
完
成
義
人
得
欽
的
功
行
。
妾
，
貳
，
十
三
一

.. 

「
是
天
主
在
你
們
內
工

作
，
使
你
們
願
意
，
並
使
你
們
力
行
，
為
成
就
他
的
善
意
」
。
得
後
，
貳
'
卡
七.. 

「
顧
他
鼓
勵
你
們
的
心
，
並
在

各
種
善
行
善
言
上
堅
固
你
們
」
。
希
，
捨
盞
，
廿
一.. 

「
願
平
安
的
天
主...... 

成
就
你
們
行
各
種
善
工
，
好
承
行
他



的
旨
意
。
」

聖
奧
斯
定
也
論
到
現
恩
對
已
成
義
者
的
必
要
性
。
他
說
:
「
恰
如
身
上
的
眼
睛
，
即
使
完
全
健
康
，
若
無
光
亮
之
郎
，
還
是
不
能

君
見
;
人
也
是
一
樣
，
雖
然
他
已
經
完
全
成
藹
，
若
沒
有
天
主
永
恆
正
義
之
光
的
支
助
，
便
不
能
正
義
地
生
活
」
(
論
天
性
與
恩
寵
，

貳
陸
，
廿
九
)

從
理
論
言
，
義
人
行
善
工
亦
需
現
恩
的
理
由
是•• 

由
於
每
一
種
造
物
完
全
繫
於
創
造
者
，
要
使
已
有
能
力
發
生
貫
殼
，
必
讀
有
天

主
的
實
際
助
力
(
先
至
恩
寵
與
後
至
恩
寵
)
，
並
且
由
於
義
人
也
不
能
幸
免
原
罪
的
後
果
，
他
需
要
恩
寵
的
特
殊
支
援
，
來
對
吭
在
倫

理
方
面
的
弱
點
(
治
癒
之
恩
)
。
神
，
貳
之
壹
，
一O
九
，
9
。

四
、
性
守
至
然
需
要
恩
寵

義
人
若
沒
有
文
主
的
特
殊
援
助
，
在
成
義
的
踏
上
不
能
恆
守
軍
絡
|
信
理

第
二
次
奧
良
會
議
反
對
半
自
拉
奇
主
義
，
宣
布
已
成
義
的
人
也
必
須
經
常
祈
求
天
主
的
幫
助
，
以
獲
得
善
終
及

在
善
工
上
堅
毅
不
惜
之
恩
寵
(
部
一
八
一
一
一
一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稱
但
守
至
終
為
「
一
大
恩
惠
」
(
自

m
m
E
B
E
E

C
m
A
C
O古
巴
自
旦
有
B
E
R
g
z
p
m
已
。5

日
﹒
(
部
八
二
六
)
，
並
宣
布
義
人
若
無
天
主
的
特
殊
助
佑
，
不
能
在
已
經

4
已
由
古

0

名
m
n
E口
m
w
C
M心
]
戶
。
﹒
口

a
z

蒙
受
的
正
義
上
堅
持
到
底
(
叩
門
H
Z
U
E
M
S
H
F

古
巴
在
m
H
V
R
m
O
J
可m
H
m
B
H
V
。
目
。

"
z
-
g
g
g
口
。
口

M
E
m
m巾
川
〉
﹒

古
巴
巴
3
2

日

"
的
口
向
M
M再H
H

CfJ 

部
八
三
二
)
。
所
謂
但
守
至
格
的
「
天
主
特
殊

援
助
」
是
指
外
在
的
與
內
在
的
(
一
時
的
)
全
部
恩
寵
而
言
。

這
一
恩
寵
可
分
下
列
數
種.. 

廿
一
時
的
或
不
完
善
的
值
守
Q
m
a
2月
E
E
Z
B

穹
旦
出m
z
-
g
H
V月閃
閃
閃
皂即
在
時
間
上
有
限
度
的
堅
忍
;
與
至
終
的
或
先

第
一
部

恩

寫

?A. 
云間

三
七
七



努
四
編

里
化
學
天
主

三
七
八

苦
的
值
守

Q
m
H
m
m
Z
E
口
立
自
己
口
戶
口
∞
〈
已
℃

m
H
P
n
g
)即
堅
忍
至
死
的
位
守
。

局
被
動
的
(
至
終
的
)
恆
守
則
在
死
亡
時
保
持
關
心
能
揖
界
，
山
(
主
動
的
(
至
終
的
)
但
守
則
成
義
的
人
如
忠
紅
的
紅
常
合
什
。
未

達
理
智
年
齡
的
見
童
所
共
有
的
純
粹
是
被
動
的
佢
守
，
而
成
人
通
常
來
以
被
動
的
典
主
動
的
細
一
守
。

上
述
信
理
所
云
是
指
主
動
的
桓
守
。

凶
悍
潛
能
值
守Q
O
H
S
H
E
H
v
m
H
m
2

月
且

E
r
H
H
O
Z
叩
℃
m
H
m
m
〈
叩
門
閃
而
)
即
堅
忍
的
能
力
，
如
貨
效
桓
守Q
m
g
m〈
叩
門
自
己S
B
n
E
包
缸
"

但
n
H
Z
M
M
m
H
m
2

月
封
閉
〉
即
成
為
事
實
的
桓
守
。
由
於
放
世
的
一
般
意
志
，
天
主
將
世
能
桓
守
分
蜴
給
一
切
已
成
義
的
人
，
而
將
實
教
佢

守
特
賜
給
預
選
的
人
。

聖
經
將
伯
特
救
善
工
的
完
成
歸
屬
於
天
主
。
妾
，
叮
…
且
，
六

.. 

「
那
在
你
們
內
開
始
這
美
好
工
作
的
，
必
予
以
完

成
，
店
到
耶
穌
基
督
的
日
于
」
o
(
參
見
婪
，
貳
'
十
一
二
;
伯
前
，
伍
，
十
)
。
聖
經
強
調
必
頑
桓
心
祈
禱
，
才
能

面
對
危
難
(
路
，
拾
捌
'
一.. 

「
應
當
時
常
祈
禱
，
不
要
灰
心
。
」
得
前
，
伍
，
寸
七.. 

「
不
斷
祈
禱
」
0
)
同
時

強
調
與
天
主
恩
寵
忠
實
地
合
作
的
必
要
性
(
瑪
'
貳
陸
，
四
一
.. 

「
醒
聽
祈
禱
吧
!
免
陷
於
誘
惑
」
。
文
路
，
貳

室
，
卅
六
)
。

里
奧
斯
定
脫
年
為
駁
時
半
自
拉
脊
主
義
，
而
撰
寫
了
「
論
桓
守
的
恩
賜L
(
b
n
n
N
E
O
、
h
y
h
§

司
已
是
龍
)
，
他
在
書
中
特
別
引

證
歇
會
的
祈
禱
生
活.. 

「
如
果
桓
守
不
是
天
主
所
給
的
，
那
麼
為
何
向
天
主
求
賜
佢
守
呢
?
如
呆
狡
們
知
道
向
天
主
所
求
的
事
並
非
他

能
給
的
，
而
是
在
人
自
己
的
力
暈
範
圖
以
內
，
這
樣
的
祈
禱
豈
不
是
出
一
玩
笑
嗎
?
」
(
貳
二
二
)

至
終
的
佢
守
Q
m
H
m
n
Z
E
E
E
『
古
巴
仿
)
雖
不
是
由
義
理
(
權
利
)
功
績
所
能
眛
拙
的
恩
籠
，
均
可
以
用
合
適
的
祈
禱
(
即
在
恩

龍
鐘
界
中
的
恆
心
祈
禱
)
確
然
得
到
它

•• 

目
。
的
口
而
戶
已
。E
B
E
S
-
-
n育同
何
自
叩
門
叩
門
心
吧
。
門
而
且
(
論
桓
守
的
恩
賜
，
陸
，
十
)
。
祈
禱
的

必
然
蒙
允
是
基
於
耶
穌
的
預
許
(
若
，
拾
陸
，
廿
一
二
)
。
一
個
人
若
不
是
完
全
根
固
於
善
，
絕
不
免
有
顛
仆
的
危
險
，
倘
若
缺
乏
特
殊



的
啟
示
，
沒
有
一
個
人
能
確
實
知
道
自
己
能
否
桓
守
主
絡
(
鄧
八
二
六
;
斐
，
貳
'
十
一
一
;
格
前
，
拾
，
十
一
一
)
。

但
守
之
恩
的
必
要
性
的
內
在
理
由
是.. 

事
實
上
，
由
於
血
肉
常
與
精
神
相
搏
，
人
的
意
志
本
身
自
不
能
堅
持
到
底
(
主
勁
的
堅
忍

。
文
不
能
使
自
己
在
死
亡
時
處
於
恩
寵
揖
界
中
(
被
動
的
堅
忍
)
。
神
，
武
之
壺
，
一

O
九
，
m
。

、J

豆
、
長
期
免
陷
小
罪
必
須
特
殊
恩
寵

已
成
義
的
人
若
沒
有
天
主
特
恩
之
助
，
不
能
梅
生
免
陷
於
一
切
罪
疚
，
甚
至
也
不
能
免
陷
於
小
罪

l

信
理

持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貶
斥
那
主
張
人
靠
己
力
能
一
生
免
陷
罪
惡
的
自
拉
奇
主
義
，
而
宣
布
必
讀
要
有
天
主
的
特
殊

恩
助
，
始
能
如
此•• 
白

ρ
c
z
r。
自
戶
口
。
自
由
。
自
己
古
巴
巴

2
2

日
已
E
R
E
-
-咕
。
法
。
古
z
z
i
E
M
M
O
n
g
z。
白
白
缸
"

且
-
m
E
括
巴
巴
宮
"
i
E
B
-
-間
向
自
由
宵
。
庄
戶
口
已
間
V
H玄

-
o
h
t

。
"
門
莒ω
g
m
H
L
B
。
門
戶
口
自
已
。
由
o
m
S
J
Y可
m
戶
口
而
阱
。
口
已
開
口
I

已
g
u
n

〉
﹒
∞
﹒
鄧
八
三
一
二
;
參
見
鄧-
O
七
l

八
，
八
O
四
)

為
明
瞭
這
一
信
理
的
真
義
，
請
注
意
下
面
的
說
明
:
所
謂
「
小
罪
」Q
E
S
E
Z
口
E
E
V
，
多
半
是
「
未
深
思
熟
慮
的
罪
」
(

胃
口
S
S
E
E
r
g
g
g
)

。
「
一
切
的
」
(
。g
g

必
讀
揉
取
集
體
意
義
，
而
非
全
稱
意
義
，
即
在
平
凹
的
恩
寵
的
支
援
下
，
一
個

人
可
以
避
免
個
別
小
罪
，
而
不
能
免
於
一
切
的
罪
。
「
一
生
」(H
O
S
4
…2
)
係
指
一
段
相
當
長
的
時
間
。
「
不
能
」
台
8
3
8
6

表
示
常
情
的
不
可
能
性
。
所
謂
「
特
恩
」
(
由
胃
口

E
m
M旦
司
已
而
且
口
自
)
則
是
指
某
些
現
恩
彙
集
一
起
，
成
為
日
常
恩
寵
情
況
下
的
一
個

極
稀
有
的
例
外
。

。

聖
經
告
訴
我
們
，
沒
有
一
個
人
潔
身
無
罪
。
雅
，
金
一
二
一

•. 

「
我
們
眾
人
都
犯
許
多
過
失
」o
耶
穌
甚
至
把
下

面
的
祈
禱
敢
給
已
成
義
的
人
:
「
寬
免
我
們
的
罪
債
」
(
瑪
'
陸
，
十
一
一
)
。
迦
太
基
大
公
會
議
(
四
一
八
年
)
譴

責
自
拉
奇
主
義
，
因
為
它
主
張
聖
者
不
為
自
己
祈
求
寬
免
，
均
為
他
人
求
恕
;
辜
者
求
恕
時
並
非
由
於
事
實
需
要
，

第
一
部
恩

續

論

三
七
九



第
四
區
開
重
化
者
天
主

三
八
。

而
是
出
於
謙
虛
(
E
E
E
R
口
S
S
B

立
芯
片
)

聖
奧
斯
定
以
下
列
方
式
答
覆
自
拉
奇
主
義
者.. 

「
如
果
我
們
能
召
集
地
上
所
有
的
聖
人
，
詢
問
他
們
是
否
無

罪
，
他
們
會
與
若
望
宗
徒
一
間
罔
答
(
若
一
，
章
，
八
).. 

『
如
果
我
們
說
:
我
們
沒
有
罪
過
，
就
是
數
騙
自
己
，

真
理
也
就
不
在
我
們
內
』
」
(
論
天
性
與
恩
寵
，
晶
晶
一
陸
，
四
一
一
)
。

長
期
免
陷
於
罪
必
須
特
恩
的
內
在
原
因
，
一
方
面
是
人
性
墮
落
後
的
意
志
太
脆
弱
，
無
能
面
對
紊
亂
的
貪
慾
;

另
一
方
面
是
天
主
上
智
的
安
排
，
他
允
許
細
小
的
缺
失
，
為
了
保
持
義
人
的
謙
遜
，
和
完
全
依
賴
天
主
的
意
識
(

神
，
貳
之
壺
，
一
O
丸
，
8
)

。
鄧
一
O
七
|
八
，
參
閱
鄧
八
O
囚
。

。

第
先
前

無
恩
寵
支
助
之
人
性
的
能
力
與
限
度

天
主
教
有
關
恩
寵
的
道
理
在
兩
個
極
端
之
間
，
屁
不
偏
叉
不
倚
。
它
反
對
自
拉
奇
派
的
自
然
主
義
與
現
代
的
唯
理
主
義
，
而
主
張

超
昇
之
恩
(
咱
自
己:-
2

自
己
的
絕
對
必
要
性
與
治
癒
之
恩
G
E
E
m
g
g
)
的
常
情
必
要
性
。
它
也
反
對
新
教
的
過
火
的
超
自
然

主
義
，
巴
依
烏
斯
派
與
楊
森
派
的
理
論
，
而
主
張
在
道
德
與
宗
教
範
疇
內
，
人
的
天
性
本
身
共
有
行
動
的
能
力
。
天
主
教
神
學
與
這
兩

種
極
端
不
悶
，
它
明
晰
地
把
自
然
秩
序
與
超
自
然
秩
序
、
自
然
宗
教
與
道
德
、
以
及
超
自
然
宗
教
與
道
德
截
然
分
閉
。

一
、
純
粹
天
性
的
能
力

份
在
淪
落
境
界
中
的
人
，
也
能
憑
他
自
然
的
認
議
力
，
懿
議
由
眾
教
與
這
穗
的
真
理

l

信
理

這
一
可
能
性
基
於
下
列
事
實.. 

人
的
自
然
認
識
能
力
雖
然
因
失
去
天
性
以
外
的
賦
予
e
z
z
g
a自
己
的
5
)
而
減
弱
，
但
卸
並

未
因
原
罪
而
受
到
創
侮
〈
口
已
再
也
叮
叮
叩
門

g
g
m

舟
H
E

丹

g
m
m
g
)。
部
七
八
八
，
七
九
一
一
了
八
一
五
。



教
宗
克
來
孟
十
一
世
描
棄
楊
森
派
的
見
解l
沒
有
信
心
，
沒
有
華
督
與
愛
德
，
我
人
抵
是
黑
暗
、
混
亂
與
罪
惡
而
已
(
鄧
一
一
一
一
九

八
，
二
一
一
九
一
〉
。
第
一
次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將
「
人
僅
憑
理
智
的
光
明
能
夠
認
識
天
主
」
定
斷
為
信
理
。
智
，
捨
盞
，
一
等
，
與
羅
，

壹
'
甘
，
明
確
地
為
這
一
信
理
作
證
(
部
一
七
八
五
，
一
八O
六
;
一
三
四
五
。
天
主
存
在
的
可
證
性
)
。
羅
，
貳
'
十
四
l

十
五
替

道
德
律
的
自
然
可
證
佐
作
證
。
許
多
非
基
替
數
民
族
的
悠
久
文
化
足
證
人
的
自
然
理
性
的
能
力
(
參
攻
第
一
編
第
一
部
第
一
至
二
節
)
。

目
完
膚
邁
儲
蓄
行
，
未
掛
需
要
單
化
恩
麗l
信
理

罪
人
雖
然
沒
有
成
義
的
恩
寵
，
卸
仍
能
完
成
道
德
上
的
善
行
;
並
且
藉
現
恩
之
助
，
能
完
成
超
性
(
無
功
積

的
〉
善
工
，
從
而
準
備
接
受
成
議
。
因
此
有
大
罪
者
的
行
動
未
必
全
是
罪
恕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布

.. 

「
若
有
人

說
，
在
成
義
以
前
的
一
切
行
為
都
是
罪
恕
，
為
主
所
惡
.......•. 

此
人
當
受
絕
罰
」
(
白
色
戶
叩
門
安
叩
門FS
R

倍

。
自
巴
P
R
右
"
。
"
口R
Y
m
昆
同
心
約
旦
戶
。
口
。
自

E
C
E
W內
首m
n
c口
門
右
。
呂
立
。
口

o
p
n
E
叩
門
口
丹
w
A
刊
。
門m
m
m
j
m
o
-
u
m
n
n
m
z
o
z
-

。
已
戶
口
自

巴
巴
B
R
m

巳•... 

〉
﹒
ω
﹒
鄧
八
一
七
，
一O
三
五
，
一
O
四
0

，
二
二
九
九
〉

聖
經
勸
告
罪
人
以
克
苦
的
善
工
來
單
備
自
己
的
成
薯
。
則
，
捨
捌
'
卅.. 

「
你
們
當
岡
心
轉
意
，
離
開
你
們
所

有
的
罪
惡
」
(
參
致
臣
，
壹
二
二
;
詠
'
伍
拾
，
十
九
;
瑪
'
盞
，
一
一
)
。
天
主
所
鼓
勵
的
為
成
義
而
作
的
單
備
行

為
，
木
可
能
是
罪
惡
。
設
若
在
未
成
義
以
前
所
完
成
的
工
行
都
是
罪
惡
，
那
末
教
會
內
補
擇
與
慕
道
的
行
為
都
將
毫

無
意
義
。
瑪
'
槳
，
十
八.• 

「
壤
樹
木
能
結
好
果
子
」
一
語
如
一
小
否
認
罪
人
可
行
道
德
上
的
善
工
，
同
樣
「
好
樹
不

能
結
壤
果
子
」
也
木
否
認
義
人
犯
罪
的
可
構
性
。

。

聖
奧
斯
定
說
，
在
罪
大
惡
極
者
的
空
活
裡
，
不
見
得
沒
有
幾
樣
善
工
(
論
精
神
與
文
字
，
貳
捌
'
四
八
)
。
楊
森
派
人
士
引
用
聖

奧
斯
定
的
話•. 

「
凡
獲
有
天
主
的
變
的
岫
刑
方
，
肉
慾
即
佔
上
裝
」
商
品
出
旦
旦
自
己U
B

立
寄
自
由u
C
E
目
。
口
丹
紅
巴
巴
自
已
自
﹒
教

第
一
部

恩

賣軍

論

三
八
一



第
四
緝

聖
化
者
天
主

三
八
二

義
手
珊
，
一
一
七
)
。
其
實
這
句
話
並
不
表
示
罪
人
的
每
一
個
行
動
都
是
有
罪
的
，
而
軾
指
明
在
道
德
生
活
裡
有
二
個
方
向
，
其
一
為

求
善
的
渴
望
(
廣
義
地
說
為
對
天
主
的
愛
)
，
另
一
為
脖
煌
的
貪
慾
(
對
世
俗
之
愛
與
自
愛
)
，
瑪
，
陸
，
廿
四

•• 

「
沒
有
人
能
事
牽

商
個
主
人
」
。
路
，
拾
萱
'
廿
一
二

•. 

「
不
隨
同
我
的
，
就
是
反
對
我
」
。
試
看
在
車
奧
斯
定
著
作
中
，
「
愛
」

(
2
5

一
詞
的
意

義
，
諭
三
位
一
體
，
捌
，
十
、
十
四

•. 

愛
即
「
對
美
善
的
愛
好
」
(
5
日
古
巴
;
論
基
督
的
恩
典
，
貳
壹
'
廿
.• 

愛
為
「
善
良
的
快

樂
」
〔
E
g
g
-
G
i
g
m
)
;
p
a
E
h
p
a

閱
、.• 
H
C
N﹒
口
"
。
u
N
H
u愛
則
是
「
對
善
事
的
慾
望
」

(
σ。
口
戶
口
口
旬
在
宮
)
。

甘
露
完
處
遺
體
善
行
，
不
需
要
信
仰
之
恩
|
確
定
意
見

無
信
仰
者
也
能
行
道
德
上
的
善
事
。
因
此
無
信
仰
者
的
行
為
並
非
都
是
罪
惡
。
教
宗
比
約
五
世
譴
責
巴
依
烏
斯

的
下
列
命
題

.. 

「
無
信
仰
者
的
一
切
行
為
都
是
罪
惡
，
哲
學
家
的
美
德
是
惡
習
」

(
O
B旦
m
w
G
O
E
E
出
門E
E
E

m
g
H
M
U
R
B
E
W
且
也
E
S
S
E
E
B
旦
旦
旦
B
E
E
-
H
E

﹒
鄧
-
O
二
五
，
三
一
九
八
)
。

聖
經
也
承
認
教
外
人
士
能
完
成
道
德
的
善
行
(
達
，
肆
，
廿
四
;
瑪
'
伍
，
四
七
)
。
羅
，
貳
'
十
四
告
訴

我
們
，
教
外
人
士
由
天
性
滿
全
道
德
律
的
要
求.• 

「
幾
時
沒
有
法
律
酌
外
邦
人
願
若
本
性
去
行
法
律
上
的
事
，
他
們

雖
然
沒
有
(
梅
瑟
〉
法
律
，
但
自
己
對
自
己
就
是
法
律
」
。
聖
保
驗
所
指
的
是
真
正
酌
外
邦
人
(
註
)
，
而
非
巴
依

烏
斯
所
曲
解
的
由
外
邦
人
歸
化
的
基
督
徒
(
郵
-
O
二
一
一
)
。
羅
，
拾
肆
，
廿
一
二
.. 

「
凡
不
出
於
信
心
做
的
，
就

是
罪
」
一
語
之
「
信
心
」
並
木
指
示
基
督
徒
的
信
德
本
身
，
而
是
指
良
心
(
堅
強
的
信
心
，
良
心
的
判
斷
)
。

教
父
們
無
條
件
地
承
認
教
外
人
士
能
有
道
德
善
行
。
里
奧
斯
定
稱
讀
他
尚
未
皈
信
的
朋
友
亞
里
比
(
旦
這
古
巴
的
節
制
、
無
私
與

(
詰V•• 

猶
太
人
以
外
的
人
，
習
稱
外
邦
人
。



公
正
門
懺
悔
錄
，
陸
，
七
，
十
)
，
以
及
古
羅
馬
人
的
公
德
(
書
信
，
壹
去
一
捌
二
二
，
十
七
)
。
里
奧
斯
定
的
有
此
一
一
字
句
表
面
上
似
乎

與
巴
依
鳥
斯
的
君
法
相
同
，
視
教
外
人
士
的
善
行
與
美
德
為
罪
惡
與
惡
習
(
論
文
字
典
精
神
，
盞
，
五
)
，
實
際
上
因
為
奧
斯
定
當
時
與

自
拉
奇
派
的
自
然
主
義
爭
論
，
在
文
字
方
面
難
免
有
些
矯
枉
過
正
，
而
低
承
認
逗
人
的
超
性
終
極
有
關
的
才
算
真
正
的
善
行
和
美
德
。

(
駁
朱
利
安
，
肆
，
三
，
十
七
，
廿
一
，
廿
五
)

的
完
鹿
邁
穗
善
舉
，
不
需
要
現
恩
|
確
定
意
見

陷
於
原
罪
的
人
沒
有
天
空
恩
寵
之
助
，
能
憑
一
己
的
能
力
完
成
道
德
上
的
善
行
。
因
此
不
憑
現
恩
而
完
成
的
事

工
並
不
都
是
罪
惡
。
聖
比
約
五
世
會
譴
責
巴
依
烏
斯
的
下
列
命
題
.• 

「
自
由
意
志
若
無
上
主
恩
寵
之
助
，
位
能
的
伊
犯

(
巳H
V
O
E
E
R
E
E
z
g
w
的
戶
口
。
側
目
丹
古
白
白
旦
旦

Y
Z
丘
。
u
口
。
口
旦
旦
旦
有
的
白
宮
門
戶
口

E
S
-
z

﹒
鄧
-
O
二
七
，

罪

L -
O
三
七
，
二
二
八
九
)
。

聖
經
與
古
代
傳
承
都
不
能
證
明
完
成
道
德
善
舉
需
要
現
恩
之
理
。
有
些
信
從
異
說
的
人
曲
解
里
奧
斯
定
的
言
論
。
里
奧
斯
定
雖
曾

屢
次
說
明
，
沒
有
天
主
恩
龍
之
助
，
不
可
能
完
成
任
何
無
罪
的
事
工
，
但
錢
人
必
鑽
了
解
，
他
所
指
示
的
罪
是
廣
義
的
罪
，
即
與
人
的

超
世
終
極
無
關
的
一
切
行
為
。
我
們
也
應
當
以
這
一
廣
泛
意
義
，
來
解
釋
第
二
諦
，
失
良
會
議
清
這
盾
的
第
廿
二
條
文
:
人
除
了
虛
假
和

罪
惡
以
外
，
一
無
所
有
」
(
Z巾
宮
。

z
r
B
r
m

口
。
旦
旦
旦
而
且
常
戶
口
古
巴

H
H
E
R
E
S
-鄧一
九
五
;
里
奧
斯
定
安
」
旦
這
.• 

RP 

M) 

。

二
、
天
性
能
力
的
眼
彥
.

村
況
渝
的
人
性
若
無
起
自
然
啟
示
之
助
，
以
常
情
霄
，
不
能
擅
切
地
、
容
易
地
、
無
訛
地
認
識
崇
敬

與
通
信
的
全
部
自
然
真
理
|
確
定
意
見

第
一
部

恩

籠

論

三
八
三



第
四
編

聖
化
者
天
主

i\ 
四

第
一
次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同
志
聖
多
瑪
斯
的
見
解
(
神
，
堂
，
一
，
1
)
，
宜
佈
如
下
:
「
人
的
理
智
原
來
所

不
能
及
的
那
些
有
關
天
主
的
事
理
，
在
人
類
現
狀
下
得
以
容
易
地
、
確
切
地
、
無
訛
地
為
一
切
人
所
知
曉
，
應
歸
功

於
天
主
的
啟
示
」
(
鄧
一
七
八
六
)
。

若
無
超
自
然
的
啟
示
，
極
少
的
人
能
完
全
認
識
天
主
和
自
然
道
德
律
，
其
原
因
在
所
謂
「
愚
眛
之
傷
」

(
4已
呂
立

m
E
E
E
m
m
)
，

即
原
罪
所
招
致
的
自
然
認
識
能
力
的
減
側
。

的V況
淪
的
人
性
，
若
無
天
主
治
愈
恩
寵
(
閥
門
丘
吉
∞
S
S
C

之
助
，
按
常
情
言
，
不
能
恆
久
滿
全


切
道
德
律
，
並
克
勝
所
有
重
夫
的
誘
惑l
確
定
意
見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布
，
義
人
需
要
「
天
主
的
特
助
」
'
郎
現
恩
之
助
，
得
以
長
期
免
陷
大
罪
，
並
保
持
恩
寵

境
界
(
鄧
八
O
六
，
八
一
二
二
)
，
那
末
，
尚
未
成
義
的
人
，
沒
有
現
恩
之
助
，
當
然
更
不
能
桓
久
免
於
一
切
重
罪
，

雖
然
他
們
憑
自
由
意
志
，
能
移
免
犯
個
別
之
罪
，
並
踐
行
個
別
誡
命
。

聖
保
祿
在
羅
，
、
棠
，
十
四
!
廿
五
中
，
說
明
白
偉
理
的
貪
慾
而
來
的
人
性
的
幌
弱
，
在
誘
惑
的
突
擊
下
節
節
失

敗
，
為
戰
勝
這
些
罪
惡
的
力
量
，
非
有
天
主
的
幫
助
不
可
。



第
三
章

現
息
的
分
施

第
+
節

東
主
分
施
現
恩
的
自
由
或
現
恩
的
無
慣
性

一
、
自
然
功
行
飯
不
能
囡
義
理
功
績
，
也
不
能
因
情
誼
功
績
獲
得
恩
罷
!
信
理

第
二
次
奧
良
會
議
反
對
自
拉
奇
主
義
與
半
自
拉
奇
主
義
，
宣
稱
恩
寵
非
由
功
積
而
來(
2丘
-
Z
E
R
E
U

E
B
M
】5
2
g
E

鄧
一
九
一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定
斷
，
成
人
的
成
義
始
於
先
至
恩
寵(
B
R
S會
旦
∞
E
n
o〉

意
即
他
們
純
然
為
天
主
所
召
喚
，
自
己
毫
無
功
積
可
言
(
2
-
r
g
E
B
R
丘
叩
門O
E
F
E
B
g
E

郵
七
九
七
)
。
聖
保

驗
在
羅
馬
書
中
，
闡
明
梅
瑟
法
律
的
善
工
與
自
然
律
的
踐
行
都
不
足
以
達
到
成
義
，
成
義
乃
是
天
主
聖
愛
的
無
償
的

禮
物.• 

「
他
們
因
天
主
的
恩
寵
白
白
地

(
F
E
P
-唱
主
間
)
成
為
義
人
」
(
羅
，
盞
，
廿
四
;
又
羅
，
盞
，
丸
，

廿
三
;
玖
'
十
六
)
。
恩
寵
與
功
績
二
概
念
彼
此
排
斥
。
羅
，
拾
壹
'
六
.. 

「
觀
然
是
由
於
恩
寵
，
就
不
再
是
由
於

作
為
，
不
然
恩
寵
就
不
成
為
恩
寵
了
」
(
厄
'
貳
'
八
等
;
弟
後
，
壺
，
九
;
鐸
'
盞
，
四l
五
;
格
前
，
肆
， 的

『m
w
J

七'-/ 

。
在
教
父
中
，
里
奧
斯
定
格
外
維
護
恩
寵
的
無
償
性
，
並
且
駁
斥
白
拉
奇
主
義
。
在
聖
詠
講
解
(
因
言
之
S
H帆
。
這m
M
E
K
v
h
A
這

2
.
g

m叩
門
宮
。
"
7

。
)
中
，
他
說
:
「
為
什
麼
稱
它
為
恩
寵
呢
?
因
為
它
是
無
償
給
予
的
。
為
什
麼
它
是
無
償
給
予
的
呢
?
因
為
它
並
非

來
自
你
的
功
績
。
」
E

」
S

這•• 

可
-
g
w
N.. 
「
從
功
績
而
來
的
，
不
是
恩
寵
。
而
那
並
非
來
自
功
績
，
而
造
成
功
績
的
，
才
是
恩

寵
」
。

第
一
部

恩

能

至于A
ii~B 

三
八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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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不
化
若
天
主

八
六

自
理
論
觀
點
言
，
初
次
恩
龍
並
非
出
功
r
n
趴
得
之
理
，
基
於
天
性
與
思
紅
乙
間
缺
乏
內
在
的
相
稱
性

G
E
E
m
H
B
已
且
有
岳
母


H
U口
m
B
Z
H
C
E

冊
)
，
以
及
世
人
不
能
賺
得
超
性
功
緝
的
基
礎l
恩
嗨
!
之
實
在
性
命
片
古
口
守
戶
口

5
5

日
常
戶
口
。
口
2

門
出
門E
r
g

青
白

白
而
且
同
志
。
參
考
神
，
貳4
/
)
壹
，
一
一
函
，
5

。

=
、
自
都p
m
u
m
-
惜!

一
心
」
叭
叭
這

2

月
戶
口
村

4
I
F
E

是
平
門
，

第
二
次
奧
白
，
會
議
反
空J
怯
生
合
王
塾
，
說
明
自
然
的
祈
禱
木
能
邀
至
恩
寵
，
倒
是
恩
藉
使
人
祈
禱
(
鄧
一
七

六
)
。聖

保
祿
說
真
正
的
祈
禱
是
聖
神
恩
賜
的
果
鼠
。
羅
，
捌
'
廿
六.. 

「
同
樣
聖
神
也
幫
助
我
們
的
聽
弱
，
因
為
我

們
不
知
道
該
如
何
祈
求
才
好
，
然
而
望
神
自
己
白
無
可
言
喻
的
歎
品
為
我
們
熱
切
轉
求
」
。
格
前
，
拾
武
二
二
.. 

「

除
非
受
聖
神
感
動
，
沒
有
一
個
能
品.. 

『
耶
穌
是
主
』
c

」

聖
奧
斯
定
告
訴
我
們
，
有
助
於
得
紋
的
祈
禱
是
來
白
聖
神
的
祈
禱
。
對
羅
，
訓
，
十
五
，
他
表
示
.• 

「
我
們
知
道
，
找
們
如
能
懷

著
一
刷
刷
誠
實
的
心
，
以
精
神
來
祈
求
天
主
，
原
是
天
主
的
一
個
恩
賜
。
那
些
以
為
憑
自
己
的
能
力
，
而
非
憑
肝
賜
的
恩
惠
，
而
祈
求
、

尋
找
、
敲
門
的
人
，
他
們
應
當
體
認
自
己
欺
騙
若
自
己
」
(
論
桓
守
的
恩
賜
，
貳
套
，
六
四
)

由
於
救
賠
工
程
是
白
天
主
開
始
的
，
有
助
於
得
款
的
祈
禱
，
非
有
先
至
一
恩
，
能
不
為
功
。

=
一
、
人
自
己
不
能
作
遨
至
恩
寵
的
任
何
積
極
單
備1
確
定
意
見

所
謂
準
備
(
包
刊
也g
z
o
也
就
是
一
個
主
體
接
受
某
一
種
形
式
即
某
一
確
定
狀
醋
的
能
力
。
消
極
的
準
備
風
是
除
去
那
些
在
接
受

形
式
之
途
上
的
障
時
，
積
極
的
準
俯
川
是
使
一
個
主
時
宜
於
接
受
某
一
種
形
式
，
使
它
能
夠
適
應
後
者
，
以
致
後
者
好
像
是
主
體
的
自

然
完
成
似
的
。
接
受
恩
寵
的
積
極
準
備
與
所
謂
接
受
恩
龍
的
服
從
潛
能
(
均
已R
E
C
E

且
F
S
H
E
-也
不
同
，
也
就
是
說
，
與
人
靈
的



精
神
性
(
或
天
使
)
接
受
恩
寵
的
被
動
能
力
不
同
。
接
受
恩
寵
的
積
極
的
自
然
準
偏
是
不
可
能
有
的
，
因
為
在
天
性
與
恩
龍
之
間
，
根

本
缺
乏
內
在
的
相
稱
煌
。

第
二
次
奧
良
會
議
宣
布
，
樵
除
罪
疚
的
渴
望
投
非
從
人
的
自
然
意
志
而
來
，
均
是
由
學
神
的
先
至
恩
寵
所
激
發

(
鄧
一
七
七
;
一
七
九
)
。

聖
經
將
得
救
的
開
始
與
全
部
教
贖
工
程
都
歸
功
於
天
主
的
恩
寵
(
右
，
陸
，
四
四
;
拾
伍
，
五
;
格
前
，
肆
，

七
;
厄
'
貳
'
八
|
九
)

里
奧
斯
定
在
他
的
初
期
著
作
中
，
論
及
一
種
有
助
於
接
受
恩
寵
的
自
然
準
備
，
(
。
而
h
h
h
d
-
2
a
a
-
-
8
.

門
向
﹒
。
∞
口
-
T

P
R
n
且
常
叩
門
吶
。
但
-
E
C
F
m
M

戶
口
M
V
g
S
S
H
F
g
u
a
g
w
A
E
B
4

訪
口
。
口
已
口
自
由
戶
丘
吉
由
民
間

F
E
z
-門
出m
E
t
m
n
E
R
E古
叩
門
以
戶
口
缸
片
戶
。
口

m
u

以

前
他
講
過
「
最
隱
秘
的
功
績
」R
B
E
n
-
B
且
自
叩
門
首
)
。
但
在
較
晚
的
著
作
中
，
尤
其
是
在
已
§
S
N
K
§
h
h
b
h
N
b這
K
V
N
E
§
N
h

只

于
心
(
三
九
七
年
)
中
，
他
斷
然
拋
棄
了
有
助
於
接
受
恩
龍
的
自
然
準
偏
說
，
而
陶
揚
恩
寵
的
絕
對
無
償
性
(
論
桓
守
的
恩
賜
，
貳

壹
，
五
五
)
。
他
格
外
喜
歡
援
引
竄
，
捌
'
卅
五
的
經
旬
，
作
為
聖
經
的
證
援
。
這
段
經
旬
在
制
自
七
十
賢
土
譯
本
的
古
老
拉
丁
譯
文

中
為.. 
有
扭
扭
曲
同
皂
白S
E
且
自
且
已
。
白
宮
。
.
而
拉
丁
通
俗
本
為
.• 

r
g
旦
旦
旦

-
z
g
g
但
已
。
自
戶M
H
O
-麥
索
來
本
則
為.. 

「
他
從
雅
威

那
裡
領
受
了
恩
惠
」
。

在
聖
多
瑪
斯
的
著
作
中
也
可
以
君
到
他
思
想
演
變
的
過
程
。
在
初
期
作
品
S
S
H.• 

口
已
-
N
∞
P
H

自
-
A
H
u
h
§
F
U
R
.
已
﹒

口
中

-
p

心
)
裡
，
他
的
思
想
與
古
代
神
學
思
想
相
符
，
主
張
人
僅
憑
自
由
意
志
，
沒
有
內
在
恩
寵
之
助
，
能
作
接
納
聖
化
恩
寵

的
積
極
準
備
。
而
在
後
期
作
品
中
，
他
宣
稱
準
備
接
受
聖
化
恩
寵
，
必
須
有
天
主
的
輔
助
，
使
人
內
在
地
接
受
到
感
動
，
也
就
是
說
，

必
讀
有
現
恩
。
參
考.. 

神
'
，
貳
之
壹
，
一O
九
，
6
;

二
二
，
2
;

巳
§
兒.• 

7

斗
﹒
。

附
錄•• 

士
林
學
派
的
一
句
格
言
.. 

「
對
那
竭
盡
己
力
的
人
，
天
主
不
惜
賜
以
恩
寵
」(
吋m
n
-
m口已
ρ
C
O門
戶
均
由
門
戶
口

臂
一
部

忠、

龍

::'j\.. 
iittU 

三
八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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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化
著
天
主

八
j\ 

自

w
u
2
∞
口
。
口
已
。
口
。
m
R
m叫
門
丘
吉2)
。

一
、
可
能
的
解
釋

村
這
句
格
言
首
次
出
現
在
第
十
二
世
紀
的
神
學
著
作
裡
，
可
洲
自
彼
得
﹒
亞
培
拉q
a
叩
門
〉σ
m
-
R
e。
里
多
瑪
斯
在
代
表
其
成

熟
思
想
的
最
後
著
作
中
，
將
這
一
格
言
解
釋
為
與
恩
寵
的
合
作
.. 

「
對
那
依
特
恩
寵
的
幫
助
而
竭
盡
己
力
的
人
，
天
主
不
惜
賜
以
新
的

恩
寵
」
(
神
，
貳
之
壹
'
壹
零
玖
'
6

之
2
.

，
壹
壹
貳
'
3

之
1
.
A
迫
切
。
這.• 

于

M
W
F
B﹒
ω
)
。

M
H若
干
摩
里
納
派
學
者
認
為
，
這
一
格
言
涉
及
消
極
的
自
然
準
備
，
即
避
免
陷
於
罪
惡
。
但
是
必
須
注
意
，
消
極
準
備
與
恩
寵
的

給
與
之
連
繫
'
並
不
是
因
果
關
係
，
而
抵
是
實
際
的
連
繫
，
它
建
立
在
天
主
教
贖
意
志
的
普
遍
性
上
。
天
主
並
不
因
人
避
免
犯
罪
而
賜

以
恩
寵
;
天
主
鵰
與
恩
寵
實
因
他
真
誠
地
願
意
一
切
人
都
能
得
赦
。

-
一
、
不
悔
當
的
解
釋

刊
按
照
半
自
拉
奇
主
義
者
的
解
釋
，
人
的
自
然
能
力
憑
其
內
在
的
價
值
，
產
生
了
一
種
求
獲
恩
寵
的
情
誼
功
績

(
g
m皂
白
宮
會

g

晶
宮
。
)
。
這
個
解
釋
與
古
代
土
林
學
派
以
及
里
多
瑪
斯
青
年
時
期
的
思
想
相
近
Q
S
H.• 

口
﹒
已
-
N
∞
A
﹒
H
阻
-
h
)

科
唯
名
派
人
士
叉
認
為
，
這
一
格
昔
日
是
指
人
在
自
然
道
德
上
的
努
力
而
言
，
因
而
承
認
那
會
邀
至
恩
寵
的
情
誼
功
績
。
他
們
並
不

主
張
恩
寵
的
傳
予
繫
於
人
行
為
的
內
在
價
值
，
而
繫
於
天
主
對
這
些
努
力
的
外
在
收
納
.. 

天
主
將
恩
寵
賜
予
那
盡
己
所
能
的
人
，
因
為

按
照
瓏
，
棠
，
七
，
他
曾
作
過
如
此
的
允
許
。
「
你
們
求
，
必
要
給
你
們
」
。
!
然
而
啟
示
嘴
訴
我
們
，
一
個
人
的
成
里
頓
於
上
主
，

而
非
源
於
人
自
己
。
因
此
，
瑪
'
棠
，
七
所
說
的
要
求
，
尋
找
、
與
敲
門
並
不
指
示
自
然
的
道
德
功
行
，
而
是
指
與
恩
窩
合
作
的
行

動
，
路
德
最
初
以
唯
名
論
的
意
義
來
解
釋
這
句
話
﹒
後
來
則
說
這
是
自
拉
脊
主
義
思
想
而
加
以
攻
擊
。

第
+
-
節

恩
寵
的
普
施

雖
然
天
主
出
於
他
的
愛
與
仁
慈
，
絕
對
自
由
地
分
贈
他
的
恩
惠
，
但
是
由
於
他
願
意
放
贖
普
世
，
他
把
恩
寵
分
施
給
一
切
的
人
。



然
而
，
事
質
上
，
並
非
一
切
人
都
能
獲
至
、
永
生
，
這
樣
，
君
來
，
天
主
對
人
頓
的
救
贖
有
了
攻
重
的
意
願
或
灰
童
的
決
策
•. 

叫
天
主
的
一
般
性
意
願
，
即
天
主
願
意
一
切
的
人
都
將
得
款
，
這
個
意
願
不
顧
慮
每
個
人
最
後
的
道
德
狀
況
;
但
有
一
個
條
件
，

就
是
他
們
須
在
恩
龍
鐘
界
中
逝
世
(
4。-
S
H
g
g
z
s
r
g
2
8

且
在
自
民
間
)

叫
天
主
的
特
殊
意
願
'
這
一
意
願
按
照
每
個
人
臨
終
峙
的
道
德
狀
況
，
無
條
件
地
使
那
些
在
恩
寵
揖
界
中
離
世
的
人
得
毅
(
4
0
-
5
.

丹g
g
g
z
z
g

回
叩
門
各
m
o
r肖
)
。
這
創
意
願
也
就
是
天
主
的
特
選
宙
門
而
已
丹
紅
戶
口
已
戶
。
口
)
。
把
在
恩
寵
境
界
以
外
離
世
的
人
，
無
條

件
地
置
於
、
水
福
之
外
的
天
主
意
旨
，
稱
為
「

I

業
組
」
公
G
B
E
泣
。
口
)
。
參
考
若
望
﹒
達
馬
森
正
統
信
仰
悄
釋
，
貳
'
廿
九o

一
、
天
主
菩
救
眾
生
的
，
意
願
本
身

人
雖
因
贖
罪
而
墮
落
，
天
主
都
真
正
而
說
切
地
關
費
心
所
有
的
人
都
能
得
救

l

近
乎
信
理
的
意
見

教
會
正
式
定
斷
，
天
主
不
僅
願
意
預
選
者
得
救
，
至
少
還
願
意
一
切
信
者
得
赦
。

預
定
論
者
，
喀
爾
文
扭
與
楊
森
派
人
士
都
認
為
天
主
僅
願
拯
救
他
所
特
選
的
人
，
教
會
辦
紹
這
一
理
論
，
且
斥

之
為
異
說
(
鄧
了
三
八
，
八
二
七
，
-
O
九
六
)
。
天
主
所
願
意
拯
救
的
人
至
少
包
括
一
切
的
信
者
，
正
如
教
會
信

辭
所
說
:
「
他
為
了
我
們
，
拔
為
了
我
們
的
得
救
從
天
上
降
下
」
。
有
些
人
主
張
得
救
者
僅
限
於
信
友
，
有
關
這
一

主
張
的
兩
項
命
題
已
為
教
宗
亞
力
山
大
八
世
所
譴
責
，
可
見
天
主
所
願
意
放
聽
的
，
並
不
僅
限
於
信
仰
基
督
的
人
(

鄧
一
二
九
四
等
)
。

耶
穌
在
哀
歎
耶
路
撒
冷
的
毀
演
時
，
表
示
他
也
願
意
那
些
背
離
正
道
的
人
獲
得
救
贖
(
瑪
，
武
晶
晶
一
，
卅
七
;

路
，
捨
玖
'
四
一
)
。
右
，
盞
，
十
六
告
訴
我
們
，
天
主
至
少
願
意
信
他
的
人
獲
故
;
因
他
把
他
的
兒
子
賜
給
了

第
一
部

恩

寵

'õ::Ã 
u間

三
八
九



第
四
騙

聖
化
者
天
主

8 

人

。
弟
前
，
貳
，
四
明
示
，
天
主
願
意
一
切
的
人
都
得
教•• 

「
他

「
吽
凡
信
他
的
不
至
喪
亡
，
反
而
得
有
永
生
」

願
意
所
有
的
人
都
得
軟
，
並
得
以
認
識
真
理
」
。

里
奧
斯
定
以
前
的
教
父
們
都
相
信
天
主
教
賠
意
廠
的
普
遍
性
。
盎
博
羅
夏
斯
特
(
〉
S
Z
g
-
s
g
也
注
釋
弟
前
，
貳
令
，
四
道.. 

「

他
不
願
意
任
何
人
不
得
救
」
(
E
F
S
Z
g
M
V
Z
扭
扭
扭
-
z
F
)。
聖
奧
斯
定
在
他
的
初
期
著
作
中
，
也
維
護
天
主
教
贖
意
願
的
普
遍
性

(
諭
精
神
與
文
字
，
羞
羞
，
五
八
)
。
但
在
後
期
作
品
裡
，
由
於
他
過
分
強
調
預
定
論
，
他
主
張
天
主
救
世
意
願
的
對
象
僅
限
於
預
選

者
，
並
且
解
釋
弟
茂
德
書
的
經
文
如
下
.. 

付
天
主
願
意
一
切
階
級
和
一
切
身
份
中
有
人
得
毅
(
教
義
手
加
，-
O

一-
G
o
H鬥
一
切
得
敦

的
人
都
藉
天
主
的
意
願
而
得
救
(
駁
朱
利
安
，
肆
，
八
，
四
四
;
教
義
手
珊
，-
O
二
一
)
。
因
天
主
使
我
們
願
意
一
切
人
得
毅
(
論
棄

絕
與
恩
籠
，
拾
伍
，
四
七
)
。
若
干
神
學
家
認
為
，
聖
奧
斯
定
將
天
主
教
贖
意
願
範
闡
加
以
限
制
，
軾
表
示
天
主
已
知
人
是
否
會
在
恩

寵
境
界
中
逝
世
的
一
種
無
條
件
的
救
贖
意
願
。
然
而
，
車
奧
斯
定
的
這
種
牽
強
解
釋
，
令
人
懷
疑
他
在
晚
年
是
否
依
然
承
認
天
主
教
贖

意
願
的
普
遍
性
。
按
照
他
對
聖
者
預
定
的
理
論
，
天
主
憑
藉
自
由
意
志
，
從
「
沉
淪
的
群
眾
」
中
揀
選
了
一
部
分
人
，
而
沒
有
選
拔
其

他
的
人
。
這
個
理
論
與
天
主
真
正
而
誠
切
地
願
意
一
切
人
得
救
之
理
，
似
乎
是
冰
說
不
相
容
的
。

二
、
天
主
普
救
意
廟
的
實
踐

←
天
主
給
予
-
切
義
人
以
足
夠
恩
寵

辱
天
主
的
誠
命l
信
理

(
m
E立
自
苟
同
。
且
目
而
言
-
z
目
。
再
向
曲
已
閃
閃
甘
心
。

5
)

，
使
他
們
能
善

這
裡
所
說
的
足
移
恩
寵
，
可
分
兩
種.. 

「
臨
近
的
足
協
恩
寵
」

完
成
得
數
善
工
的
恩
寵
，
與
「
遙
遠
的
是
移
恩
寵
」

(
m
E片E
H
H門
。
且B
m
m
Z

閃
閃
戶
口
戶
。
口
師
)
是
使
人
直
接

G
S
Z
P
E
E。
同
。
由
z
h
E
n
E
D
C
是
使
人
完
成
一
個
準
備
，
性
善

工
，
以
便
接
受
得
救
的
恩
寵
，
例
如
沒
有
聖
化
恩
寵
者
的
新
禱
。



第
二
次
奧
良
會
議
會
宣
示
如
下.. 

「
一
切
個
受
洗
禮
的
人
，
藉
基
督
的
支
助
與
合
作
，
能
滿
全
靈
魂
得
教
所
需

要
的
一
切
事
工
」
(
部
二0
0
)
;
特
倫
今
大
公
會
議
聲
明.. 

「
成
義
的
人
並
非
不
能
守
天
主
的
誡
命
」
(
叩
門Hg
u

m
-
-
M
O
H
F

巴
巴

M
H
B
o
o
m
-
ω
}
5

日
戶
口
心
丘
吉
白
宮
的
旦
出

S
H
O

旦
回
口

σ
m
B
H
E
C
O
D
間
丘
吉
阱
。
仿
扭
曲
∞
旦
。
Z
R
S

口
比Z
B

戶B
M
E
m
m
-
F
E
m
.

〉
-
m
﹒
。
教
會
申
斥
楊
森
派
的
理
論
為
異
議
(
鄧

-
O
九
二
)

鄧
八
二
八
)

。

根
據
聖
經
的
教
訓
，
天
主
特
別
照
顧
義
人
(
詠
'
去
一
貳
'
十
八
|
十
九
;
念
一
陸
，
廿
五
等
;
玖
拾
;
瑪
'
拾

貳
'
五
十
;
若
，
拾
肆
，
廿
一
;
羅
，
伍
，
八
i

十
)
。
天
主
的
誡
命
為
養
人
是
容
易
遵
守
的
。
瑪
'
拾
壺
，
卅
:
「

我
的
輯
是
柔
和
的
，
我
的
詛
于
是
輕
快
的
」
。
若
一
，
伍
，
三l
四.. 

「
原
來
愛
天
主
部
是
要
我
們
遵
守
他
的
誡

命
，
他
的
誡
命
也
並
不
沉
重
。
因
為
凡
是
由
天
主
所
生
的
，
必
得
勝
世
界
」o
格
前
，
拾
，
十
三
一.. 

「
天
主
是
忠
信

的
，
他
決
不
許
你
們
受
那
超
過
你
們
能
力
的
試
探
;
且
天
主
如
加
給
試
探
，
也
必
開
一
條
出
路
，
吽
你
們
能
移
承

也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採
用
了
里
奧
斯
定
的
話.. 

「
如
果
義
人
不
先
拋
棄
天
主
，
天
主
決
不
拋
棄
義
人
」

定
論
天
性
與
恩
寵
，
貳
陸
，
廿
九
〉
。

由
於
天
主
的
忠
信
，
他
必
將
足
夠
的
恩
能
給
與
義
人
，
使
他
們
能
承
應
天
主
的
召
阱
，
平
安
地
抵
達
天
國
。

(
鄧
八O
四
.
，
參
見
聖
奧
斯

的H
東
主
賜
蛤
立
切
有
罪
的
信
者
以
足
夠
恩
寵
(
至
少
是
遙
遠
的
足
夠
恩
麗
的

B
E
E
-
Z
B
B
B

。
Z
Z

呂
立
自
由
〉

，
值
他
們
能
痛
悔
改
正i

一
般
意
見

甚
至
對
那
些
執
迷
不
悟
的
盲
目
的
罪
人
，
天
主
也
不
完
全
收
同
他
的
恩
寵
。
教
會
曉
示
我
們
，
人
頓
洗
以
後
陷

第
一
部

恩

寵

論

三
九
一



第
四
編

聖
化
者
天
主

三
九
二

於
重
罪
，
「
始
終
能
以
其
切
的
痛
悔
改
過
自
新
」
(
鄧
四
三0
)
。
教
會
的
這
一
宣
布
以
天
主
賜
與
罪
人
痛
悔
改
正

的
足
M
V恩
寵
為
條
件
(
鄧
九
一
一
，
三
一
一
一
)
。

聖
經
每
每
規
勸
單
人
悔
散
，
表
示
罪
人
能
藉
夫
主
恩
寵
之
助
而
痛
改
前
非
。
則
，
羞
羞
，
十
一.. 

「
我
決
不
喜

歡
器
人
死
亡
，
反
之
，
我
卸
喜
歡
惡
人
由
他
的
路
上
歸
同
而
得
以
生
存
」
o

伯
後
，
盞
，
九.. 

「
主
對
你
們
容
忍
，

不
顧
任
何
人
喪
亡
，
只
顧
眾
人
同
心
輯
背
心
」o
羅
，
貳
，
四
.. 

「
不
知
道
工
人
主
的
一
起
種
慈
愛
願
到
你
悔
改
麼
?
」
聖

經
裡
有
些
經
文
將
弄
人
心
做
的
原
因
歸
改
天
主
(
出
，
渠
二
二
;
玖
'
十
二
;
羅
，
玖
'
十
八
)
，
其
實
這
些
經
文

真
正
的
意
義
是
.• 

天
主
為
了
懲
罰
持
人
，
從
罪
人
身
上
收
回
了
恩
寵
，
尤
許
他
自
陷
於
惡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悔
改

自
然
比
較
困
難
，
但
也
並
非
不
可
能
。

按
照
教
父
們
的
普
遍
意
見
，
連
最
大
的
罪
人
也
不
致
受
拒
於
天
主
仁
慈
之
外
。
聖
民
航
(
疋
→
說
.. 

「
即
使
是
最
大
的
罪
人
，
抵
要
他

還
活
在
世
上
，
我
們
就
不
該
對
他
失
望
」
(
訂
正
當
酬
，
壹
，
十
九
，7
)

。
最
頑
強
的
罪
人
回
頭
的
可
能
性
有
其
心
理
上
的
基
礎
，
即

在
世
上
，
人
的
意
志
即
使
頑
強
，
仍
可
改
變
，
而
在
地
獄
裡
，
受
罰
者
的
頑
強
意
志
則
是
、
永
不
能
改
變
的
。

的
…
天
主
蛤
予
一
切
無
罪
的
教
外
人
士
(
一
D
E
r
-
O
M
E
m

自
己
1
)

l

確
定
意
見

以
足
夠
的
恩
囂
，
使
他
們
可
以
得
救

二
八
九
0
年
，
教
宗
亞
力
山
大
八
世
譴
責
楊
森
派
如
下
的
命
題.. 

基
督
祇
為
信
者
而
死
;
教
外
人
士
、
猶
太
人

與
信
奉
異
讀
者
都
得
不
到
他
的
恩
寵
(
鄧
一
二
九
四
l

一
二
九
五
，
參
致
鄧
三
二
七
六
等
)
。

聖
經
證
明
天
主
顧
意
拯
教
普
世
的
人
(
弟
前
，
貳
，
凶
;
伯
後
，
盞
，
九
)
，
也
證
明
基
督
的
教
贖
工
程
是
為



了
一
切
的
人
們
若
一
，
貳
，
一
一
;
格
後
，
伍
，
十
五
;
弟
前
，
貳
二
八
;
羅
，
伍
，
十
八
)

得
數
所
需
的
恩
寵
，
那
末
如
何
解
釋
這
些
經
文
呢
?

載
文
們
喜
歡
將
若
﹒
-
宣
，
九(
E
Z
E
E阱
。
B
E
E
F

。
白
宮
。
日
)
的
經
句
解
作.. 

主
人
類
包
括
教
外
人
士
在

肉
，
都
受
到
天
主
恩
寵
的
光
照
(
參
故
里
若
望
﹒
基
素
東

L
F
P
F訟
法•• 

E
E
-
-∞
u
H
)
。
散
失
時
代
會
留
下
一
篇

專
論
天
主
普
施
恩
寵
的
文
字
，
即
「
諭
萬
民
的
里
召
」
(
巳

m
g
n
h
N
H
S淺
。
這
泛
泛
這
幫
汪
古
道
)
，
不
知
為
何
人
所

攘
，
可
能
出
於
阿
基
丹
的
普
洛
斯
柏
(
句

3

名
目
。
同
〉ρ
旦
E

旦
9
)
之
手
(
約
在
四
五
0
年
)
。
這
篇
論
文
的
宗
旨

是
要
在
半
自
拉
奇
主
義
與
聖
奧
斯
定
恩
寵
論
之
間
，
尋
求
一
條
中
間
路
線
，
並
堅
決
主
張
天
主
顧
意
教
贖
一
切
的

人
，
及
向
他
們
分
施
恩
寵
。

信
心
觀
「
是
得
敦
的
開
始
，
成
義
的
根
諒
」
(
鄧
八O
一
)
，
那
麼
信
心
對
教
外
人
士
的
成
義
也
是
不
可
戚
缺

的
了
。
希
，
拾
室
，
六.. 

「
沒
有
信
德
，
中
挽
天
主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為
那
顧
接
近
天
主
的
應
該
信
他
存
在
，
且
信

他
對
尋
求
他
的
人
是
賞
報
者
」
。
僅
僅
有
「
理
智
的
信
心
」
是
不
侈
的
。
教
宗
依
諾
森
十
一
世
貶
抑
了
下
列
命
題

•. 

「
廣
義
的
信
心
，
即
由
受
造
物
的
證
接
或
其
他
類
位
動
機
而
得
的
信
心
足
以
使
人
成
義
」
(
且
已

S
E
E
m
-
-
n
E
R

H
O
m
t
s。旦
。
R
B
Z
B
E

自
由
心
自
己F
S
B
。
H
Z
。
"
已
』
臣
民
白
白
色
。

B
B
E
E
n
-
?

。
如
果
大
多
數
人
缺
乏

。
因
此
必
頭
要
有

神
學
的
信
心
，
即
啟
示
的
超
性
信
德
才
行
.
，
而
這
個
信
德
是
由
恩
寵
所
造
成
(
鄧
一
七
八

九
)
;
「
沒
有
它
〈
恩
寵
)
，
無
人
曾
經
成
義
」
(
B
S
E
-
c
z
g目的
戶
自
己
E
g
E
f
z
古
巴
巴
仍
在
。
鄧
一
七
九

。
論
到
信
德
的
內
容
，
按
照
希
，
拾
壹
'
穴
，
至
少
讀
明
確
地
相
信
天
主
的
存
在
與
永
世
的
賞
報
，
這
是
絕
對

鄧
一
一
七
三
)

(
岳
。
。
F
E
G
O
-
h
a
岳
〉

二
)

第
一
部

恩

能

諭

三
九
三



第
四
漏

邵
力
化
矜
天
主

一
九
四

需
要
的
得
教
條
件
(
口m
n
g
m
z
m
R
B且

2
)
，
對
於
天
主
三
位
一
體
與
聖
子
降
生
成
人
的
奧
蹟
'
則
具
有
隱
含
的
信

心
已
足
。
當
天
主
將
啟
示
真
理
的
知
識
，
藉
內
在
的
默
導
和
外
在
的
訓
誨
，
賜
給
一
個
不
信
的
人
，
並
賜
給
他
產
性

越
性
信
心
的
現
恩
時
，
成
義
所
需
要
的
越
性
信
德
便
告
成
功
(
真
理
論
，
拾
肆
，
十
一
)
。

反
對
意
見•• 

有
人
反
對
天
主
救
贈
意
願
的
普
遍
性
，
認
為
天
主
並
不
真
正
而
誠
切
地
願
望
未
受
洗
禮
而
逝
世
的
兒
童
得
裁
。
我
們
的
答
覆
是

•• 

天
主
並
不
固
於
他
的
教
贖
意
願
，
而
強
迫
自
己
運
用
奇
蹟
二
一
除
去
受
迫
秩
序
中
的
阻
時
;
這
些
阻
時
由
受
造
的
第
二
因
所
引
起
，

在
許
多
情
況
下
，
使
天
主
救
贖
意
願
的
實
現
落
空
。
另
外
還
有
一
個
可
能
，
就
是
天
主
以
一
種
異
常
的
方
式
消
除
未
受
洗
禮
而
逝
世
的

兒
童
們
的
原
罪
，
並
賜
以
恩
寵
，
因
天
主
的
能
力
不
受
教
會
傳
授
恩
寵
的
方
法
所
限
制
。
然
而
，
這
種
超
越
聖
事
的
傳
恩
事
實
倒
底
是

否
存
在
，
至
今
還
不
能
積
極
地
說
實
(
參
見
第
二
編
第
付
五
節
)
。

第
+
=
節

預
定
的
真
理

一
、
預
定
Q
H
m
r叩
門
戶
口
色
。
口
)
的
概
念
和
實
在
性

八
鬥
概

合

廣
義
的
「
預
定
」
就
是
天
主
意
志
的
永
恆
決
定
。
狹
義
的
「
預
定
」
是
指
與
理
性
受
造
物
的
超
性
終
極
有
關
的
天
主
意
志
的
、
永
恆

決
定
，
其
對
象
是
承
受
永
福
或
被
絕
於
永
福
之
外
。
最
缺
義
的
「
預
定
」
是
天
主
意
志
什
、
永
世
安
啡
某
些
理
性
受
造
物
進
入
天
國
(
一

稱
特
選
).. 
P
自
此
而
且
E
E
g
Z
E

且
3
2

月
戶
。
。
且
在
血
色E
Z
O
E
B戶
口
E
F
Z
S
S
B
B

個
自
戶
口
B
g
z
a

丘
E
Z
E
3

個
﹒
(

神
，
壹
，
廿
三
，
2
)

預
定
包
括
天
主
預
知
，
與
先
定
的
理
智
心
意
志
的
行
動
。
按
其
在
時
間
內
的
功
殼
，
可
分
不
完
備
預
定

(
M
M
E
叩
門
巴
叩
胡
同
戶

H
M
a
s
s
-



g
R
M
L
R
E
或
古
且
但
抽
空
間
"
也
與
完
備
預
定
(
也
旦
旦

g

安
居
E
g
g
-
m
g
或
且

B
Z
S
S
)兩
種
。
前
者
或
僅
為
獲
得
恩
龍
之
預
定
(

3

且
向
M
E
R
-
o
m
C
E
E
s
g
z
2
)或
僅
為
獲
得
光
榮
之
預
定

Q
H
i
s
-
E色
。
但
已
丘
。
門
S
E
E
S
)
;

後
者
則
為
一
兼
獲
慰

館
與
光
榮
的
預
定

Q
E
且
B
E
B
泣
。
且
嗯
自
E
S

巴
巴
。
民
間gm
g

已
)
。
單
身
夕
瑪
斯
給
完
備
預
定
干
了
一
個
定
義.. 

「
對
現
世
的
恩

寵
與
、
永
世
的
光
榮
的
準
備
」Q
E
S
自
己
心
。
咱
且
自
古
M
V
H
B
m
而
且
已

m
F
H
F
m

晶
宮

E
Z
B

神
，
壹
，
廿
一
一
一
，

2
'

。
Z
﹒
血
)

亡3

實
在
性

天
主
藉
其
意
惡
的
永
恆
決
麓
，
預
定
某
些
人
糧
草
永
福
|
信
理

教
會
平
時
與
普
世
的
訓
導
權
威
宣
布
了
這
項
信
理
，
作
為
一
項
啟
示
的
真
理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所
作
的
一
些

信
理
定
斷
，
也
以
此
為
先
決
條
件
(
鄧
八

O
五
，
八
二
五
，
八
二
七
;
參
致
鄧
二
三
六
等
，
三
二O
等
)
。

天
主
預
定
的
其
實
性
可
以
從
羅
，
捌
'
廿
九1
卅
得
到
佐
證.• 

「
凡
他
所
預
知
的
人
，
也
預
定
他
們
和
自
己
的

兒
子
的
背
像
相
間
，
好
使
他
在
眾
多
弟
兄
中
作
長
子
;
而
且
他
所
預
定
的
人
，
也
召
吽
了
他
們
;
他
所
召
吽
的
人
，

也
使
他
們
成
義
;
他
所
成
義
的
人
，
也
光
榮
了
他
們
」
。
這
段
純
文
明
顯
地
指
示
卅
「
完
備
預
定
」
的
一
切
要
素

.• 

天
主
的
決
定
乃
是
理
智
與
意
志
的
行
動
Q
E
B
丘
克
"
M
M
H
m倚
門
戶
。
丘
吉
凶
同
志
以
及
這
一
決
定
在
時
間
中
實
現
的
步
驟
們

古
巴
b
n
m
R
丘
。
正
戶
口
月
份
)
。
瑪
，
貳
伍
，
卅
四
;
岩
，
拾
，
廿
七

l

廿
八.. 
宗
，
拾
盞
，
囚
一
八
;
厄
'

呵
。
n
m
門
。
"

宣
，
四
等
。

聖
奧
斯
定
的
(
其
弟
于
都
替
天
主
預
定
的
真
實
性
作
誼
，
認
之
為
傳
承
所
授
的
信
潭
，
而
反
對
自
拉
奇
主
義
與
中

T自
拉
奇
主
義
。
聖

奧
斯
定
說•• 

「
教
會
始
終
相
信
預
定
的
道
理
，
目
下
更
以
新
的
熱
誠
來
維
護
它
，
以
拒
絕
新
的
異
說
」
(
論
桓
守
的
恩
賜
，
貳
盞
，
六

帶
一
部

恩

能

論

三
九
五



第
四
偏

要
化
者
天
主

'
九
六

五
)

預
定
是
天
主
、
永
恆
照
顧
計
割
的
一
部
份
(
見
本
書
第
二
篇
第
十
節
)

。

。

二
、
預
定
的
基
礎

村
問
題
的
癥
結

預
定
信
理
的
主
要
困
難
是•• 

被
預
定
的
人
與
被
天
主
預
定
二
者
之
間
有
無
因
果
關
係
(
行
為
的
原
因)
2
.從
天
主
那
方
面
說
，
天

主
預
定
時
有
否
計
較
接
選
容
的
功
讀
Q
S同
Z
S
Z
M
M
E
g
-
E
B
Z
E
)
?

恩
寵
的
預
定
Q
E
a
E
u
a
o
且
唱
R
E
B
E
早
已
日
)
與
個
人
功
讀
無
閱
(
自
古
句
話
2
g
g
m
H
E
)
，
因
為
一
個
人
所
接
受

的
初
次
恩
寵
並
非
來
自
一
己
的
功
績
。
同
樣
的
，
完
備
恩
寵
(
包
括
恩
寵
與
光
榮
)
也
與
一
切
功
讀
無
關
，
因
為
初
次
恩
籠
並
非
來
自

功
績
，
而
接
種
而
來
的
恩
寵
與
受
此
項
恩
寵
之
助
而
有
的
功
韻
和
賞
報
，
都
從
屬
於
初
次
恩
寵
，
如
同
鏈
餘
的
環
節
一
艘
。
骰
如
將
天

主
預
定
抵
解
作
光
榮
的
預
定
(
有
自
且
自
告
且
已
。
但
已
m
H
O
H
E
S

同
B
Z
B
U
'
那
末
我
們
可
以
間
，
這
一
預
定
是
否
取
決
於
天
主
所
預
見

的
人
的
超
性
功
蹟
(
吧
。
由
再
有
8
4
g
g
m
再
也
?
抑
或
根
本
不
計
較
它
們
(
S
B
M
M
E
S
E
B
R
E
)
?
在
第
一
種
情
形
下
，
天
主

的
預
定
是
有
條
件
的
(
假
定
的
)
，
在
第
二
種
情
形
下
，
天
主
的
預
定
則
是
無
條
件
的
(
絕
對
的
〉

M
H解
決
的
途
經

ω
多
瑪
斯
派
、
奧
斯
定
派
、
，
太
多
數
司
各
脫
斯
派
學
者
，
與
若
干
較
早
的
摩
里
納
派
人
士
(
如
索
阿
勒
茲
，
聖
變
拉
開
)
，
邦
主

張
絕
對
預
定
論
在
丘
。
H
M
S
E
S
〉
，
也
就
是
說
，
天
主
的
預
定
不
計
較
人
的
超
世
功
竄
。
他
們
認
為
天
主
從
永
世
說
自
由
地
決

定
了
召
選
某
些
人
進
享
榮
一
禍
。
他
賜
給
他
們
恩
寵
，
使
他
們
能
順
利
完
成
天
主
的
決
定
窒
息
向
秩
序
O
H
e
E
S
H
M
O

口
5

。
在
時
閩

中
，
天
主
先
鵰
給
他
們
實
殼
的
恩
寵
，
隨
後
因
他
們
與
恩
寵
自
由
合
作
而
臨
予
永
福
的
酬
報
，
(
執
行
秩
序
早
已
。
z
z
g
告
目
前
)
。

意
向
秩
序
與
執
行
秩
序
之
間
互
相
頓
倒
，
(
光
榮l
恩
寵
，
恩
寵
|
光
榮
)
。

ω
大
多
數
摩
里
納
派
學
者
的
叫
紗
爾
的
單
方
濟
(
p
s
a
o
『
ω
阻
-
2
+
H
S
N
)
，
主
張
有
條
件
的
預
定
論
(
且
也
。
旦
回
g
g
早
已
5
)



。
他
們
認
為
，
天
主
語
若
中
間
知
識
兮n
F
E
E
白
色
3
)
拍
M
A人
如
如
何
遲
舟
共
自
由
意
志
，
如
何
與
各
種
恩
起
合
作
。
天
主
趾
然
預

見
人
與
恩
寵
合
作
的
程
度
，
使
自
由
地
選
定
了
，
加
蜘
恩
龍
之
等
蝕
。
藉
看
他
的
區
觀
知
識
(
丘
S
E
4
E
S
E
)

，
他
清
楚
地
知
道

每
一
個
人
將
怎
樣
連
用
他
所
賜
的
恩
寵
。
他
預
見
那
些
忠
誠
不
懈
地
與
恩
寵
合
作
的
人
，
預
知
他
們
的
功
誼
，
因
而
召
選
他
們
進
入
、
永

福
，
至
於
那
些
拒
絕
與
恩
寵
合
作
的
人
，
天
主
預
見
他
們
的
惡
行
，
因
而
預
定
他
們
進
入
地
獄
。
這
樣
，
意
向
秩
序
與
執
行
秩
序
就
能

故
此
胞
合
(
恩
寵l
光
榮
〉
。

歡
會
對
這
兩
種
不
同
的
解
釋
都
加
以
揉
納
(
鄧
一O
九
0
)

。
聖
經
不
能
給
任
何
一
方
面
以
決
定
性
的
佐
置
。
多
聶
斯
派
常
引
用

羅
馬
書
的
經
文
;
在
羅
馬
書
裡
，
天
主
的
撮
選
被
風
為
得
敦
的
首
要
帳
件
(
羅
，
捌
'
廿
九
;
玖
，
十
一
l

十
一
二
;
玖
，
廿l
廿
一
)

。
然
而
聖
保
融
並
未
專
論
「
光
榮
的
預
定
」
，
他
兼
論
與
功
讀
無
關
的
「
恩
寵
與
光
榮
的
預
定
」
(
完
備
預
定
)
。
摩
里
納
派
所
接
引

的
經
文
，
都
誼
闊
天
主
教
贖
意
願
的
普
遍
性
，
特
別
是
弟
前
，
貳
'
四
，
以
及
天
主
在
公
審
判
時
所
說
的
話
(
瑪
'
貳
伍
，
卅
四

l

卅

六
)
，
那
時
天
主
要
以
仁
愛
的
著
工
作
為
進
入
天
國
的
條
件
，
但
是
，
我
們
無
法
確
誼
，
這
些
善
工
就
是
天
主
預
備
天
圓
的
理
由
，
換

句
話
說
，
就
是
天
主
白
、
永
世
預
選
的
理
由
。

敬
父
們
與
土
林
派
神
學
家
們
的
言
論
都
不
足
為
設
，
因
為
這
個
難
題
始
於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以
後
的
神
學
探
討
。
里
奧
斯
定
以
前

的
傳
承
有
利
於
摩
里
納
派
的
解
釋
，
而
聖
奧
斯
定
至
少
在
其
晚
年
的
著
作
中
，
偏
向
多
瑪
斯
派
的
理
論
。
多
瑪
斯
派
強
調
天
主
是
人
得

欽
的
普
遍
原
因
，
摩
里
納
派
則
認
為
天
主
願
意
拯
救
眾
人
，
需
要
人
自
由
地
與
恩
寵
合
作
。
這
兩
種
解
釋
即
有
的
困
難
都
替
我
們
指

出
，
甚
至
對
於
那
為
信
德
所
燭
照
的
理
智
，
天
主
的
預
定
仍
是
一
個
不
可
探
測
的
奧
路
。

三
一
、
預
定
的
特
性

付
不
變
性
Q
g
g
z
S
E
E
M
U

天
主
的
預
定
臣
是
他
的
認
識
與
意
志
的
行
動
，
就
像
他
的
本
質
一
攘
，
是
不
可
改
變
的
。
記
在
「
生
命
加
」
裡
的
人
數
(
斐
，

肆
二
一
一
;
獸
，
拾
棠
，
八
;
路
，
拾
，
甘
)
按
體
制
與
原
質
言
，
都
是
一
成
不
變
的
。
那
就
是
說
，
天
主
確
實
無
誤
地
預
見
而
且
決
定

第
一
部

恩

能

音:h

三
九
七



第
四
編

型
化
和
天
主

4
，
h
1
、

-dj-/ 

了
多
少
人
將
會
得
殺
，
那
些
人
將
會
得
救
。
惟
有
天
主
知
道
預
選
的
人
數
，
(
巳m
g
n
z

戶
8

位
g

宮

E
m
m
皂
白

S
E
E
m
-
m
B
O
B
S

戶
口
m
G
R
E
P
-戶
口
叩
門
個
月
個

-
O
B
E
S
-
-皆月
2
個

M
M
S
A
L
品
已
【
阻
止
呂
立
戶
也
這
是
生
者
與
死
者
都
不
知
道
的
一
項
秘
密
。
聖
多
瑪
斯
(

埠
，
壹
'
廿
三
，
7
)
根
攘
瑪
'
棠
，
十
三
等
(
參
致
瑪
，
貳
貳
，
十
四
)
，
主
張
較
嚴
厲
的
看
法
，
認
為
預
定
的
人
數
少
於
受
棄
絕

的
人
數
;
相
反
地
，
基
於
天
主
救
贖
願
墓
的
普
遍
性
，
基
督
教
贖
工
程
的
普
遍
性
，
我
們
有
理
由
相
信
，
基
督
的
王
國
不
會
小
於
撒
彈

的
王
國
。

的
不
確
性

(
5
2月
片
但
古
巴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反
對
喀
爾
文
的
理
論
，
宣
布
除
非
有
特
殊
的
啟
示
，
一
個
人
不
能
確
知
自
己
是
否
被
天
主
所
預
選
(
Z
m
-
2

名
而
已
曲
目
H
2

巴
巴
戶
。
口
而m
n
E
口
。
口
吧
。H
g
F
O
g
s
口
2

扭
曲
串
戶
已m
悅
耳
戶
戶
部
八O
五
，
八
二
五
l

八
一
一
六
)

里
誼
勸
告
我
們
，
要
戰
戰
兢
兢
地
，
努
力
完
成
得
毅
的
事
(
婪
，
貳
，
十
一
一
)
。
「
所
以
凡
自
以
為
站
得
稽
的
，
務
要
小
心
，
免

得
跌
倒
」
(
格
前
，
拾
，
十
二
)
。
儘
管
預
定
是
不
可
確
知
的
。
有
些
預
定
的
記
號
(
的
前

E
H
U
E
且
g

甘
且

8
5

，
表
示
一
個
人
被

預
選
的
極
大
的
近
似
性
，
例
如
恆
心
修
褲
具
福
八
端
所
昭
示
的
德
行
，
常
領
理
體
，
仁
愛
行
為
，
深
愛
基
督
與
教
會
，
敬
愛
聖
母
。

第
+
=
一
節
棄
絕
的
真
理

一
、
吾
絕
的
概
念
與
實
在
性

所
謂
棄
施
。
叮
叮
B
E
E

口
)
，
就
是
天
主
自
永
世
決
定
某
些
人
將
被
拒
於
永
福
之
外
。
天
主
的
恩
寵
是
導
向
真
一
繭
的
超
性
功
讀

的
積
極
原
因
，
他
抵
消
極
地
准
許
罪
惡
成
為
棄
絕
的
原
因
。

按
照
棄
絕
的
內
容
而
昔
日
，
依
照
天
主
預
決
地
獄
永
罰
，
或
不
選
人
得
永
福
而
言
，
可
分
為
積
極
的
棄
絕
與
消
極
的
棄
絕
兩
種
。
措

照
棄
絕
的
原
因
，
按
照
天
主
預
定
之
是
否
計
較
未
來
的
惡
行
昔
日
，
文
可
分
有
條
件
棄
絕
與
無
條
件
(
絕
對
)
棄
絕
兩
種
。

天
主
藉
其
意
志
的
永
恆
決
定
，
預
定
案
些
人
因
罪
惡
而
遭
受
承
罰
|
信
理



乘
絕
的
實
在
性
向
末
輕
教
會
閉
走
，
但
它
是
教
會
的
一
般
教
訓
。
八
五
五
年
華
倫
斯
(
〈
且gn
m
)會
議
公
布•. 

「
我
們
相
信
罪
人
破
預
定
要
死
亡
」(
F
Z
B
E℃
且
伶
牙
泣
戶
口
已

E
S
B
-
B
M
U
自
己
自
立

E
R
R
-

鄧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聖

經
的
證
明
見
於
瑪
'
貳
伍
，
四
一•• 

「
可
咒
罵
的
，
離
開
我
，
到
給
魔
鬼
和
他
的
使
者
預
備
了
的
永
火
裡
去
吧
!
」

羅
，
玖
'
廿
一
一

•• 

「
、
準
備
受
毀
的
觸
怒
的
器
血
」

-
一
、
積
植
的
幸
絕

。

村
各
種
形
式
的
不
正
確
的
預
定
論
(
如
五
世
紀
時
高
盧
自
郡
的
可
錯
路
西
都
F
R
E
E
-
，
九
世
紀
的
隱
修
土
高
德
加
。
。
且
m
n
y巳
-
n
)
，

按
其
敵
對
者
的
報
告
，
會
首
創
錯
誤
的
預
定
論
，
但
按
照
近
代
發
現
的
高
德
加
著
作
來
看
，
他
的
言
論
並
無
當
受
指
摘
之
處
;
威
克
利

夫
君
U
B
E
F
;胡
斯
出
口
鼠
，
尤
其
是
喀
爾
文
的
自
守
門
口
，
卸
主
張
天
主
不
頤
念
一
個
人
未
來
的
惡
行
，
而
積
極
地
預
定
某
人
犯
罪
，
無
條

件
地
預
定
他
進
於
、
永
罰
。
這
種
錯
誤
的
預
定
論
為
奧
良
(
鄧
二
0
0
)
，
基
艾
西
(
O
Z戶
叩
門
口
已
華
倫
斯
會
議
(
鄧
三
一
六
，
三
二
二
)

以
及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
鄧
八
二
七
)
所
譴
責
。
這
種
絕
對
的
積
極
棄
絕
論
導
向
對
一
大
主
普
遍
歡
煩
意
願
的
否
認
，
也
導
向
對
普
遍
救

賠
工
程
的
否
認
;
絕
對
的
積
極
棄
絕
論
，
與
天
主
的
正
義
與
聖
德
，
以
及
人
的
自
由
無
法
相
容
。

的
教
會
的
訓
示
曉
示
我
們
，
有
一
種
有
條
件
的
積
極
棄
絕
，
即
天
主
預
見
一
個
人
未
來
的
惡
行
而
預
定
他
受
棄
絕Q
S
H
m同
M
V
H
G

丹
叩
門
M
M
E
2
g
r
g叩門
5
)

。
由
於
天
主
教
贖
意
志
的
普
遍
性
，
所
以
積
極
棄
絕
應
是
有
條
件
的
，
也
不
容
我
們
說
天
主
無
條
件
地
預

定
某
些
人
受
永
罰
(
弟
前
，
貳
'
四
;
則
，
羞
羞
，
十
一
;
伯
後
，
盞
，
九
)

里
奧
斯
定
說
:
「
天
主
是
善
良
的
，
天
主
是
正
義
的
。
因
他
是
善
良
的
，
他
可
以
拯
欽
某
人
而
不
需
要
其
功
行
;
因
他
是
正
義

的
，
他
不
能
棄
絕
無
罪
的
人
」
(
駁
朱
利
安
，
盞
，
十
八
，
卅
五
)

三
一
、
消
挂
的
牽
絕

多
瑪
斯
派
學
者
主
張
有
一
種
消
極
的
絕
對
棄
絕
，
典
、
永
福
的
絕
對
預
定
論
遙
遙
相
對
。
大
部
分
多
瑪
斯
派
學
者
把
這
種
消
極
的
絕

附
加
一
部
[7 ;1 

J l!._ 

能

hft 

三
九
九



第
四
偏

取
一
化
者
天
主

四
O
O

對
棄
紹
當
作
「
、
永
一
瞄
之
落
選
」
(
口

8
.

已
而
且
抖
。
)
，
天
主
允
許
一
部
分
人
陷
於
罪
惡
，
因
他
們
自
己
的
過
犯
而
失
去
永
生
。
多
瑪
斯
派

神
學
家
反
對
各
種
具
說
所
主
張
的
積
極
的
絕
對
棄
絕
論
，
強
調
天
主
教
攝
意
志
與
救
贖
工
程
的
普
遍
性
，
天
主
對
受
棄
絕
的
人
臨
于
充

分
的
恩
寵
，
人
共
有
自
由
意
志
等
。
然
而
，
要
在
無
悔
件
的
「
、
永
一
關
之
落
選
」
與
天
主
教
贖
意
志
之
普
遍
性
中
間
探
求
內
在
的
和
諧
，

是
一
件
棘
手
的
事
。
實
際
上
無
條
件
的
消
極
的
絕
對
棄
絕
論
與
其
說
所
主
張
的
積
極
的
絕
對
棄
絕
論
後
果
相
同
，
因
為
除
了
天
國
與
地

獄
之
外
，
根
本
沒
有
第
三
個
永
恆
境
界
。

四
、
幸
絕
的
特
性

天
主
對
棄
絕
的
預
定
正
如
對
永
福
的
預
定
，
是
不
可
改
變
的
。
但
是
，
若
沒
有
特
別
的
啟
示
，
人
無
法
知
道
它

e



第
四
幸

恩
寵
與
台
曲
的
關
像

第
+
四
節

歡
會
對
恩
寵
蠅
，
自
由
的
訓-F

天
主
賜
予
一
切
人
以
足
夠
的
恩
寵
，
使
他
們
能
成
就
得
放
行
為
，
而
實
際
上
，
只
有
一
部
分
人
真
正
豪
放
，
因
有
些
恩
寵
連
到
了

天
主
所
願
望
的
教
閱
效
采
(
實
妓
恩
寵
m
E
民
阻
閃
而
且n
E
2
)
，
有
些
恩
寵
達
不
到
這
個
故
呆
(
僅
僅
足
夠
的
恩
籠m
z
a
s
g
m
H
m

E
R
E
S
Z
C
o
試
問
放
果
不
同
的
原
因
何
在
?
是
在
恩
寵
本
身
呢
?
抑
或
在
人
的
自
由
?
新
教
徒
與
楊
森
派
人
士
乾
脆
否
認
人
的
自

由
，
以
霓
求
這
個
問
題
的
根
本
解
決
辦
法
(
見
路
德
著b
h
h
閱
、
吧
。
堅
守
法
立
。
)
。
天
主
教
方
面
也
作
了
各
種
有
關
恩
寵
的
體
系
，
用
以

尋
求
上
述
問
題
的
答
案
。

、
實
效
恩
寵
影
響
下
的
台
由
意
志

人
的
意
志
在
實
裁
恩
麗
的
影
響7
仍
舊
是
自
由
的
。
恩
矗
並
非
是
不
可
抗
拒
的
l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不
贊
成
新
敬
的
理
論
，
宣
布
如
下
:
「
如
果
有
人
說
，
當
人
的
意
志
受
天
主
感
動
和
喚
醒
，

隨
從
那
喚
醒
與
召
吽
的
天
主
時
，
它
在
接
受
成
義
恩
寵
的
準
備
工
作
上
毫
無
貢
獻
;
如
果
有
人
說
，
人
的
意
志
即
使

希
望
拒
絕
天
主
的
召
吽
'
亦
屬
枉
然
，
它
祇
像
﹒
一
種
沒
有
生
命
的
東
西
，
除
了
按
動
以
外
，
一
無
所
能
，
此
人
當
受

絕
罰
」
。

自
由
8

位
。
口
已
。
口gm
M

立
E
口
旦
旦
A
C
o
g
n
m口
F
o
g
泣
。

Z
E
S
L
m
E
Y皂
白
的
凶
神
古
巴
閻
明

E
E
B
m

叩
門
口
也SE

間
的

(
∞-
O
H
M
-
m

已
Z
R
Z
W
]
E
R
Z
B
F
。
自
戶
口E
R
r
-
E
口
B
m

口
g
B

。
古
呂
立
民
已

E
E
B

旦
京
}
口
。
。
℃
巾

H
R
F

H
U『臼
仿
M
M
M
H
】
司
向
♂口m
A
Z
m
w啥
。
閻
明
。
已
凹
的
曲
。
口
已
門
。
"

m 
H . 

J可m
E
F曲
。
此司
。
-
H
H
丹
戶
H
口
m
H
D
H口
4戶
。

色
。
包
含
自出
-
F巳
。
口
4戶
口M
D
。

m
m叩
門
m
﹒

第
一
部

恩、

寵

論

四

O 



第
四
緝

惡
化
著
天
之

四

O 

B
R
Z
E
M
V
S
丘
克
思

E
Z
B
C
K
F﹒
ω
﹒
鄧
八
一
四
)

境
界
中
的
人
多
從
不
能
抗
拒
內
在
的
恩
寵
」

。
依
諾
森
十
世
將
楊
森
的
下
列
理
論
斥
為
異
議

•• 

「
在
沉
淪

(
鄧
-
O
九
三
，
參
致
鄧
七
九
七
﹒
八
一
五i
八
一
六
，
-
O
九
四
i

-
O
九
五
)
。

聖
經
時
而
注
重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
時
而
注
重
天
主
的
恩
寵
。
從
教
導
人
悔
改
克
苦
和
行
善
工
的
許
多
勸
言
君

來
，
天
主
的
恩
寵
並
不
剝
奪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
申
，
去
一
拾
，
十
九
;
德
，
拾
伍
，
十
八
;
晶
晶
一
宣
，
十
.
，
瑪
'
貳
差
，

卅
七
等
經
文
特
別
證
明
人
保
有
自
由
意
志
。
瑪
'
貳
盞
，
卅
七
.. 

「
我
多
少
次
願
意
聚
集
你
的
子
女...... 

但
你
們
竟

不
顧
意
」
;
宗
，
棠
，
五
一
.. 

「
你
們
時
常
反
抗
里
神
」
。
車
保
祿
強
調
恩
寵
與
自
由
意
志
的
合
作
。
格
前
，
拾

伍
，
十
.. 

「
因
天
主
的
恩
寵
，
我
成
為
今
日
的
我
;
天
主
賜
給
我
的
恩
寵
並
沒
有
落
空
，
我
比
他
們
眾
人
更
勞
碌
，

其
質
不
是
我
，
而
是
天
主
的
恩
寵
偕
同
我
」
(
參
致
格
後
，
陸
，
一
;
斐
，
貳
'
十
二l
十
三
)
。

相
信
異
說
的
人
常
在
里
奧
斯
定
言
論
中
尋
找
支
援
;
然
而
，
聖
奧
斯
定
從
未
否
認
過
在
恩
寵
影
響
下
的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
他
於
四

二
六
或
四
二
七
年
，
撰
寫
「
論
恩
諧
與
自
由
意
志
」
一
文
，
目
的
是
教
訓
並
安
撫
那
些
一
「
以
為
維
護
恩
寵
就
是
否
越
自
由
意
志
」
的

人
，
他
們
竭
力
維
護
自
由
意
志
，
甚
至
於
否
認
恩
寵
，
並
主
張
恩
寵
是
接
照
我
人
的
功
績
而
給
予
的
」
(
論
恩
籠
與
自
由
意
志
，
壹
，
一

)
。
成
義
並
非
自
恩
能
單
獨
地
完
成
，
它
同
時
是
自
由
意
志
的
工
程.• 

「
單
獨
創
造
了
你
的
那
一
位
，
沒
有
你
的
參
與
，
不
能
使
你
成

義
」
(
訓
迫
辭
，
主
陸
玖
'
十
一
，
十
三
)
。
誠
然
，
聖
奧
斯
定
會
說
我
們
必
然
地
會
選
擇
那
給
于
我
們
較
多
樂
趣
的
事
來
做

E
g
已

Z
E
H
郎
自
旬
出
口
閉
口
。
叩
門
宣
而
且
兵
的
叩
門
口
且

Z
B
E
e
m
H
m自
己
門
口
而
n
m
m間
自
丹
紅

u
h
N
K
V
C
h
u
g
e
-
b
n
H
G
t
.
-

色
)
但
他
所
指
的
並
非

在
意
志
決
定
以
前
，
並
限
制
意
志
決
定
的
，
未
經
考
慮
的
或
好
或
壞
的
快
樂
，
一
，
如
楊
森
派
人
士
所
主
張
的
，
而
是
指
那
包
涵
在
意
志

決
定
以
內
的
經
過
考
慮
的
快
樂
。



在
N
U咐
他
影
響
下
的
肉
由
意
志
，
是
善
工
受
褒
賞
的
必
要
先
決
條
件
c

人
的
意
識
也
為
這
項
天
主
教
的
道
理
作
揖
e

二
、
實
在
而
僅
僅
足
夠
的
思
寵
S
H
E
-
9
J
H
O
B
O

同
B
R
O
E

呂
立
g

明
)

有
一
種
真
正
足
夠
而
無
實
娘
的
恩
寵
i

信
理

所
謂
實
在
足
夠
的
恩
紹
，
就
是
在
具
體
情
況
下
，
產
生
得
救
行
為
的
能
力(
4叩門
m
B
E
E
F

〈
仰
自
己
E
Z

忌
。
熱
而
由
於
意
志

的
拒
絕
三
泣
一
恩
前
毫
無
質
按
可
言
(
口H
m門
口

Z
Z
)口
2
2

月
E
g
m
)
。
新
教
與
楊
森
派
人
士
都
否
認
質
在
而
僅
僅
足
夠
的
恩
龍
之

存
在
，
因
為
他
們
不
何
成
意
志
有
內
在
的
日
白
，
括
為
恩
隨
之
於
意
志
有
決
定
性
的
力
量
，
所
以
他
們
相
信
凡
是
足
夠
恩
詣
，
無
不
發

生
實
殼
。

如
果
他
願
話
，
他
也
可
以
拒
絕
接
受
泣
個
恩
寵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明
定
，
人
藉
先
芝
風
寵
之
助
，
能
準
備
他
自
己
接
受
成
義
之
恩
(
實
在
拉
格
恩
寵
)

(
僅
僅
足
M
V恩
寵
〉

，
但
是

℃
。
丹
丹
叩
門
已
心
朋
間
。
口
已
門
內
‘
阿
拉
〈

m
E
H﹒

(
那
八

囚
，
七
九
四
)

。
教
京
亞
力
山
大
八
世
駁
斥
了
楊
森
派
人
士
的
誣
蔑
。
因
他
們
以
為
是
移
恩
寵
乃
是
一
小
山
水
移
肘

的
恩
寵
，
足
協
恩
寵
是
一
件
壞
事
，
因
它
使
人
向
天
主
負
質
(
鄧
三
一
九
六
)。

聖
經
證
明
人
常
使
天
主
賜
予
他
的
恩
寵
落
空
(
瑪
'
貳
盞
，
卅
七
;
宗
，
也
咐
，
五
一
)。

州
同
示
一
致
話
，
此
人
囚
，

M

己
的
過
失
，
枉
時
可J
A
夠
忠
話
。
里
奧
斯
定
深
切
地
體
會
刮
起
鉤
恩
能
與
賞
心
汲
川
心

M
M之
間
的
差
別
。
而
參

政
論
精
神
與
文
字
，
欠
一
悴
，
六0.. 

「
在
一
切
事
的
上
，
他
的
仁
慈
總
是
捷
足
先
登
。
可
是
接
納
或
拒
絕
天
主
的
召
阱
，
蚓
是
我
人
意

志
的
事
」
0

型
奧
斯
定
之
所
以
不
承
認
「
甜
的
只
能
夠
的
恩
寵
」Q
E
E

門
自
己
阻
叩
門
宮
門
穹
扭
曲
在
為
反
正
的
思
前
，
他
所
若
限
的
是
自
拉

奇
派
所
云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所
措
仰
的
「
可
能
性
的
忠
咒
」
食
品
苦
苦
的
位
E
E

民
間
)
。

內
理
論
一
一
一
一
口
，
質
在
而
作
僅
此
夠
思
前
的
存
在
，
可
從
兩
方
面
獲
得
話
明

.. 

付
天
主
願

a甘
心
普
世
的
人
都
能
得
救
，
並
向
他
們
普
施
肥

如
一
品

，也

~'r在

aMfz 

悶
。
三



E
J
日
1

日

ugbnvhffh 

除
一
化
半
天T
I

囚
。
四

謊
。
份
事
丘
上
並
非
一
切
的
人
都
能
獲
笠
、
永
生
。

第
+
主
節

對
於
恩
寵
與
自
由
之
關
係
的
神
學
推
致

、
間
是
癥
結
所
在

自
十
六
世
扭
扭
，
神
巾
上
到
門K
H
故
拉
諾
貝
自
由
之
關
係
的
種
重
大
論
料
，
導
源
於
下
列
問
題.• 

質
殼
恩
寵
如
何
使
受
恩
者
百
發

百
中
地
承
行
天
主
所
願
萃
的
叫
叮
叮
放
著
工
?
此
項
質
故
基
於
恩
寵
本
身
?
或
基
於
天
主
所
預
且
的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之
贊
同
?
即
實
故
且
能

憑
其
內
在
能
力
(
有
門
研
而
且Jw
m
D
σ巨
片
5
2
8
)
而
產
生
質
教
?
抑
或
藉
自
由
意
志
之
贊
同
(
℃
叩
門
自
n
n丘
m
D
叩
開
心
〈
而
且r
z
E
S
2

。
)

而
產
生
宜
鼓
?
從
一
九
旭
棉
、
叫
起
了
另
外
一
個
問
也

.. 

賀
效
忠
龍
之
所
以
血
(
足
夠
恩
悶
不
同
，
究
竟
是
由
於
內
在
的
差
異
?
抑
或
因
自
由

意
志
的
接
納
，
使
它
有
了
外
在
的
不
同
?

二
、
多
瑪
斯
派
的
理
論

多
蔣
斯
派
軒
昂
西
班
牙
道
明
會
神
學
家
追
問
﹒
巴
民
恥
地
(
巳

O
B
E
B

切
古
巴
寸

H
G
O
A
)
所
創
。
大
多
數
道
明
會
神
學
家
都
擁
護
這

一
學
派
。
他
們
主
張
天
主
在
豆
古
巴
決
定
了
某
些
人
將
得
款
，
天
主
質
現
這
一
預
定
的
方
式
便
是
m
m于
這
些
人
以
實
故
恩
寵
。
藉
質
教

恩
寵
，
天
主
在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上
有
質
質
的
作
為
，
催
促
人
自
由
地
決
定
與
恩
寵
合
作
，
貧
致
恩
能
憑
其
內
在
能
力
(
可
叩
門
兒
也
〈
白

色

E
H
E
m
m
8
)百
發
百
中
地
使
意
志
仰
，
自
由
的
接
納
。
因
此
質
投
恩
寵
與
足
夠
恩
能
有
內
在
的
與
本
質
的
差
別
，
後
者
僅
僅
給
予
執

行
得
敘
善
工
的
能
力
或
潛
能
而
已
。
要
使
這
個
們
能
實
現
，
還
需
要
一
種
新
的
共
有
內
在
差
別
的
恩
寵
，
即
實
故
恩
寵
。
天
主
之
得
以

確
切
知
道
人
的
意
志
會
自
由
地
同
意
，
是
因
為
他
知
道
他
自
己
的
意
志
決
定
:
原
來
天
主
太
初
就
已
經
決
定
，
要
把
實
放
恩
寵
分
施
給

某
些
人
，
並
使
之
發
生
效
力
。

多
駕
斯
按
理
論
的
優
點
是
.. 

這
一
理
論
與
「
天
主
為
一
切
受
造
物
行
動
的
第
一
因
，
受
造
物
的
行
動
與
存
在
完
全
從
屬
於
天
主
」

的
原
則
息
息
相
符
。
但
難
題
是.. 

足
夠
恩
寵
是
否
真
正
地
足
夠
?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如
何
與
實
效
忠
能
相
調
協
2
.



一
、
奧
斯
定
派

奧
斯
定
派
係
由
民
的
…
定
以
士
身
的
會
士
創
H
r十
七
血
(
十
八
世
紀
，
在
創
一
定
新
理
論
的
具
斯
定
會
自
士
中
，
有
川
J

利
﹒
諾
里
斯
福
機

(
M
H
E
H
F
Z
O
H
F
U

斗
口
c
b

此
好
，
偏
﹒
倍
地
(
F
P口門
白
白
門
白
白
位
十
月
2
)

。
他
們
與
多
利
斯
派
人
士
一
樣
，
承
認
本
身
會
發
生
貨
欽

的
恩
龍
(
唱
g
g
℃
白
自
己

L
Z

但
σ
戶
口
何
戶
口
的
。
口
。
。
皂
白
頁
)
，
但
他
們
主
梢
，
其
故
附
心
誕
豆
芽
貝
貝
地

(
-
u
u

『
℃
V
M可M
F
E
-
-
u
E
)
而
是

倫
理
地

(
S
S
C
E
-
-
v
E
E
C
2
)

使
意
志
去
完
成
得
救
的
善
工
;
這
叫
他
們
和
多
瑪
斯
派
不
同
。
他
們
認
為
意
志
是
受
-
一
種
不
可
此

拒
的
喜
悅
所
推
動
，
間
內
，
田
地
去
行
苦
的
(
倫
理
的
預
定
論
)
。

奧
斯
定
派
力
崗
保
存
人
的
，H
由
意
志
，
然
而
過
份
強
調
恩
能
為
一
種
喜
悅
;
至
於
益
放
川
心
況
如
何
準
確
無
誤
地
影
響
意
志
，
以
及

天
主
如
何
得
以
預
見
，
並
未
于
以
亢
分
解
釋
。

四
、
庄
里
約
派

摩
里
納
派
仰
，
自
西
班
牙
耶
穌
會
土
路
易
﹒
摩
里
納(
F
O
E
-
m
z
c
-
5

臼

ι
I
H
8
0
)，
主
要
地
安
耶
穌
會
神
學
家
們
所
支
持
。
這
一

平
反
主
張
在
實
效
忠
能
叩
門
足
夠
恩
龍
之
間
沒
有
內
在
而
本
質
的
差
別
，
而
只
有
外
在
耐
附
凶
的
是
划
。
天
主
以
紀
夠
恩
龍
鞏
向
人
的
意

志
力
量
，
使
它
能
布
起
性
的
活
動
，
這
時
如
果
人
願
甘
心
，
他
就
能
執
行
得
敦
的
苦
工
。
如
果
叫
的
-
芯
志
按
約
開
心
話
，
並
結
山
開
心
龍
之
助
完

成
了
符
紋
的
功
行
，
足
夠
的
心
花
木
身
自
然
地
成
為
質
按
您
能
(
e
s
p
n
H
。
)
。
假
如
人p的
山
地
把
絕
與
您
別
合
作
，
那
末
恩
能
就
輯
是

足
夠
的
。
天
主
在
、
永
世
之
初
，
泣
如
中
間
知
識
(
印
巴

g
E
B

而
已
也
已
預
見
人
的
意
志
，
付
出
地
拉
伯
且
他
與
否
。

摩
旦
納
派
強
調
人
的
，
仆
，
叫
立
志
，
因
此
好
像
滅
損
了
天
主
為
自
物
的
普
遍
的
知
一
囚
的
泊
恕
。
中
間
知
識
究
竟
是
什
麼
，
天
主
如
何

持
中
間
知
識
預
見
人
的
，
川
山
選
作
，
以
及
質
投
閃
心
血
怎
樣
無
誤
地
注
成
其
使
命
，
摩
里
的
一
派
並
未
清
楚
地
說
明
。

豆
、
合
宜
說
(
口
。
己
的
E
Z
E
)

A
U宜
說
係
方
的
﹒
京
何
制
品
(
明
H
E
n
-∞
∞
Z
P
門
白
，
←

E
E
U

?
叫
卅
一
句
卸
的
﹒
叫
扎
扎
拉
州
八

(
H
N
O
σ

叩
門
門
切L
E
S
g
m
ι
E
N
C
與
耶
穌
自

舍，

!.-fJ 

頭:

t' J 
，(斗

'^ 2川!

JI 匕

t:;:~ 

間
C
T
n



策
問
一
…
洞用
戶
化
有
天
主

悶
。
六

總
會
長
克
羅
姐

-
m
瓜
要
法
(
C
F
z
e
c
m
〉
S
E
J
L
S斗
H
G
H
ω
)
所
訓
，
成
為
耶
穌
命
刊
所
研
令
的
甘
方
學
說
。
此
論
由
摩
里
納
派
理
論

引
仲
發
展
而
來
。
介
計
說
主
張
，
在
足
夠
慰
問
與
實
搜
恩
惜
之
間
的
羔
別
，
並
非
僅
在
肉
，
問
意
志
之
接
納
悶
(
否
，
亦
在
恩
寵
對
受
恩
有

所
處
境
況
之
是
否
合
宜
。
當
恩
情
適
令
們
人
內
在
與
外
在
的
境
況
時
，
由
於
人
的
接
納
，
它
就
成
為
實
效
恩
龍
(
合
宜
恩
寵
∞
E
E

g
口
m
H
5
)
，
如
果
它
不
適
合
個
人
境
況
，
沒
有
自
由
意
志
的
接
納
，
就
不
發
生
質
殼
，
(
不
A
H
宜
恩
寵
咱
自
片
訂
戶
口

8

口
m
H
5
)
天
主
籍

中
間
知
識
，
預
見
恩
寵
的
合
宜
性
與
它
貫
際
的
成
殼
。

合
宜
說
比
摩
里
納
派
較
著
重
天
主
意
志
決
定
個
人
得
救
的
超
絕
性
。

六
、
折
衷
派
(
的
苦
的
門
。
位
朋

5
)

折
衷
派
的
主
要
代
表
人
物
是
巴
黎
大
串
的
神
學
家
(
結
格
老
﹒
依
來
柏
Z
F
n
o
-
S
J

門
S
S
σ
而
且
+
E
b
;
伊
捕
克
﹒
哈
拜
H
m
g
n

口
島
而
且
，
T
E
a
-
，
翁
諾
來
﹒
都
奈
科
目
。
口
。
且
吋
。
c
g
m
-
M
H
+
H
鼠
也
)
與
亞
哩
索
﹒
利
瓜
旦
〉
f
r
o
g
c
m
口
宮
。
江
+
口
∞
吋
)
。
他
們

想
在
前
述
各
種
理
論
之
間
覺
得
一
條
中
間
路
線
。
他
們
認
為
有
兩
種
質
效
恩
距
，
一
種
是
外
在
質
效
恩
寵
Q
E
E

各
自
叮
叮

m
m
g

丘
h
F
n
且
也
，
使
人
易
於
行
善
工
，
特
別
是
祈
路
，
在
這
一
點
上
他
們
與
摩
里
納
派
典
人
口
宜
派
人
士
的
君
法
相
同
;
另
一
種
是
內
在
實
教

恩
寵
(
唱
且
已
扭
扭
r
E
H
古
Z
B

丘
E
S
M
n
)
，
使
人
完
成
較
難
的
苦
工
，
克
勝
更
強
的
誘
惑
，
在
這
一
點
上
，
折
衷
派
與
多
瑪
斯
派
及
奧

斯
定
派
相
同
。
但
這
內
在
實
效
恩
寵
並
非
貿
質
地
(
叮
叮
叮
M
F
E
-
-
己
而
是
倫
理
地
(
包
O
E
-
-
己
影
響
自
由
意
志
(
句
話
而
已
皂
白
自
古
巴
古

巴
自
己
前
)
;
對
此
，
折
衷
派
揉
納
了
奧
斯
定
派
的
意
見
。
他
們
叉
認
為
，
凡
與
外
在
實
效
恩
能
合
作
的
人
，
尤
其
是
與
使
人
祈
禱
的
恩

寵
合
作
的
人
，
一
定
會
獲
得
內
在
實
效
恩
寵
，
因
為
天
主
允
許
垂
聽
祈
禱
。
折
衷
派
幾
乎
將
各
派
理
論
的
困
難
，
匯
集
在
一
起
了
，
但

它
特
別
強
調
祈
禱
在
實
現
教
贖
時
的
重
要
性
，
倒
是
千
秋
不
移
的
至
理
。



神
弟
二H扁

丹旱，
巾

凹
，這公

第
一
幸

成
義
的
過
程

第
+
六
節

暐
蠢
的
概
念

一
、
新
教
對
成
義
的
看
法

在
路
德
的
神
學
理
論
捏
，
成
義
的
出
發
點
是
:
他
確
信
亞
當
的
罪
使
人
性
完
全
墜
落
;
原
罪
體
制
地
包
括
貪
慾
兮

8
2
1
m
n
g
8
)

，
路
德
血
為
成
義
是
J
個
法
律
行
為

(
E
n
g
目

F
H
E
m
-的
)
，
天
主
藉
此
宮
一
佈
罪
人
為
器
人
，
雖
然
此
人
內
心
仍
舊
是
不
義
而
多
罪
的
，

消
極
地
說
，
成
義
並
非
罪
惡
的
真
正
消
除
，
而
是
「
京
師
罪
』
(
口g
s
-
B
-
v
c
E
E
E
)

或
罪
之
遮
蔽
而
已
。
積
極
地
說
，
它
並
非
內
在

的
更
新
或
成
聖
，
而
只
是
萃
持
正
義
的
外
在
的
歸
屬
@
成
義
的
主
觀
條
件
是
「
依
特
的
信
心
」
(
m
E
n
E
E
H
V
)，
即
干
面
堅
信
自

己
得
救
，
→
面
由
於
堅
信
得
故
而
確
信
仁
慈
的
天
主
因
基
督
的
緣
故
而
赦
免
諸
罪
(
們
已
久

-
K
H
R
h
-
s
h
h
h
A

寺
內-
C
W
R〉
具
-
r
h
立• 

• 
切
注
b
N門•• 

H
V﹒
固
﹒
〉
耳
-
H
Y
呵
。
可
S
N
h
N
h
H
們
。
這
鬥

C
、
h
h
E
D
H
U
-
口
n
﹒
ω
)
。

-
一
、
天
主
教
對
成
義
的
看
法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根
據
哥
，
壺
，
十
三
，
向
我
們
公
佈
了
成
義
的
真
諦
•. 

「
我
人
從
與
生
俱
來
的
第
一
位
亞
當

之
子
的
自
然
境
界
﹒
藉
第
二
位
亞
當
|
主
耶
穌
基
督
，
而
進
入
天
主
義
子
的
恩
寵
境
界
」
(
吋

E
S
E

古
巴

m
E
Z
W
E
f
5
「
白
白
。
E
m
n
X
Z
H
E
E
Z
m
M
M

立
自
心
〉
岳
丹
"
古
且
立
。

1
古
巴
的

。
。

叩
門m
H
Z
H
H
H的H
H
W
C
m
m

全
心
。E
B

軍

H
H倚門
印
呵
。
C
C
已
C
S

〉
告
E
F
z
s
n
r
H
E
Z
目
的
且
〈
缸
片O
R
E
S
m
H
H
C
E

﹒
部
七
九
六
)
。
白
、
哨
位
哪
方
面
一
一
一
日
，
成
義
是
罪
惡

第
一
部

，包

認

M -=:r'" 
êllU 

四
C
七



第
四
瀰

聖
化
者
天
主

四
。
八

的
真
正
撫
除
，
自
積
極
方
面

-
2日
，
成
義
就
是
人
的
成
聖
，
內
在
的
超
自
然
的
更
新

(
Z
g
m叩
門
的

O
E
悶
兒
的B
Z
H
Z
E

B
E
串
戶O
W
的
丹
已
碎
的
呂
皂
白
白
色
。
而
片
片
。
口
。
言
已O
E

叩
門
戶
。
門
凹
的
r
o
E
D
F

鄧
七
九
九
)
。
新
敬
所
一
五
.. 

成
義
祇
是
罪
惡

的
遮
蔽
或
不
歸
罪
，
或
僅
是
基
督
正
義
的
外
在
歸
屬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斥
之
為
異
議
(
鄧
七
九
二
，
八
二
一
)
。

自
消
極
方
面
言
，
聖
經
證
一
本
罪
之
赦
免
就
是
罪
的
真
正
而
完
全
的
清
除
。
聖
經
用
下
列
詞
彙
說
明
這
點
•. 

科

r
r
B
H

除
掉
，
拭
去
們
詠
，
伍
拾
，
三
;
依
，
肆
血
品
了
廿
五
，
肆
肆
，
廿
一
一
;
宗
，
盞
，
十
九
)

z
g
m
F
H
H
m
H除
去
，
分
離
(
撒
下
，
拾
貳
'
十
一
二
;
編
上
，
武
壺
，
八
;
米
，
梁
，
十
八
)

若
，
壹
'
廿
九
〉
-
L
g
m
o
p
s
H
而
口
接
閱
(
詠
'
壹
零
武
，
十
二
)

.
，
但
口
問
m
H門
h
w

'
片
。
=
倚
門
。
"
川
拔
去
(

。
目
]
2月
9

m
r
E
R
O
H
洗
淨
;
自
E
E
Z
H

淨
化
(
詠
'
伍
拾
，
四
;
依
，
查
，
十
六
;
則
，
晶
晶
一
陸
﹒
廿
五
;
奈
，
貳
貳
'
十
六
;
格
前
，
陸
，
十
一
;
希
，

查
，
一
二
;
若
一
，
宣
，
七
)
倚
門
內
自
叩
門
丹
丹
丹
峙
岳

B
E
R
T
u

寬
恕
，
原
有
(
詠
'
去
一
壹
，
一
;
捌
肆
二
二
;
瑪
，
玖
，

一
了
六
;
路
，
棠
，
四
七
等
;
若
，
武
拾
，
廿
一
二
:
瑪
'
貳
陸
，
廿
八
;
厄
'
壹
'
七
)
。

有
些
經
文
雖
提
到
罪
的
遮
蔽
或
不
歸
罪
(
一
詠
﹒
套
壹
'
→
等
;
捌
肆
，
一
二
;
格
後
，
伍
，
十
九
)
，
但
必
頸
參
照
其
他
類
似
語
旬

(
詠
'
晶
晶
一
壺
，
于
，
捌
肆
，
三
)
以
及
聖
經
其
他
部
分
的
明
顯
教
訓
來
解
釋
才
對
@
麓
，
拾
，
十
二
(
愛
情
能
遮
蓋
→
切
罪
盤
)
與
伯

前
﹒
肆
，
八
(
愛
遮
蓋
許
多
罪
過
)
所
指
的
不
是
天
主
赦
罪
，
而
是
人
彼
此
的
寬
恕

3

自
積
極
方
面
言
，
聖
經
把
成
義
當
作
重
生
於
天
主
，
也
就
是
說
，
罪
人
誕
生
於
超
性
的
新
生
命
(
若
，
盞
，
五

:
錯
，
盞
，
五
|
六
)
，
成
為
新
的
受
造
物
(
格
後
，
伍
，
十
七
;
迦
'
腔
，
十
五
)

廿
三
?
廿
四
)
，
成
聖
(
格
前
，
陸
，
十
一
〉

，
也
死
入
生
的
轉
變
(
若

'
去
一
一
，
十
四
)

'
內
在
的
更
新
(
厄
'
諱
，

，
由
黑
暗
入
光
明
的
過



程
(
哥
，
宣
，
十
三
一
;
厄
'
伍
，
八
)
，
人
與
天
主
的
永
久
團
聚
(
若
，
捨
肆
，
廿
一
子
，
拾
伍
，
五
)

分
享
(
伯
後
，
查
，
四•. 

已
守
戶
口
自8
日
。
且

m
m
E
Z
E
0
)，
當
聖
保
祿
說
基
督
成
為
我
們
的
正
義
(
格
前
，
壺
，

卅
;
羅
，
伍
，
十
八
)
時
，
他
的
意
思
是•. 

基
督
身
為
我
們
成
義
的
功
績
因
。

，
天
主
性
的

散
文
們
靚
諸
罪
之
赦
免
為
諸
罪
的
真
正
拭
除
@
聖
奧
斯
定
駁
斥
白
拉
奇
派
的
曲
解
，
他
們
說
奧
斯
定
主
張
洗
禮
並
不
完
全
消
除
罪

想
而
兩
把
罪
想
「
刮
」
去
而
已
(
已
戶
口EH
E
r
m
-
z
g
且
已
閃
閃
。
白
白
戶
口
B
U
E
Z
g
t
g
胃
口
n
m
Z
E
B
R
R

丘
g
m
R
E

冒
出

S

E
r
z
-
n
g
H
E
R
叫
起b
h
e
-
M
U
乳•• 

-
u
E
U
N
0
)
@
教
(
叉
開
往
往
稱
成
羲
所
實
現
的
成
聖
為
「
夫
主
化
」
(
已
向
戶
口

n
a
E〉
@
要
奧

斯
定
宣
稱
﹒
聖
保
祿
所
講
的
天
主
的E
羲
﹒
乃
是
使
我
們
變
成
正
直
的
那
J
個
芷
義
，
而
拔
一
非
『
天
主
白
為
正
義
」
的
那
個
芷
羲
(
鄧

七
九
九
)
。
我
們
所
以
稱
之
為
失
主
的
芷
義
，
因
為
它
是
由
夫
主
所
給
予
的
(
論
某
智
的
恩
典
﹒
搪
塞
，
十
四
)
。
假
如
天
主
實
有
某

人
是
表
人
，
而
此
人
的
心
靈
仍
然
右
罪
，
這
與
天
主
的
誠
實
與
聖
德
宋
能
相
容
@

第
+
-
t節

放
義
的
康
因

持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
部
七
九
九
)
明
定
成
義
的
原
因
如
下•. 

一
、
目
的
因
(
2日
白
白

E
-
2
)是
天
主
與
基
督
的
榮
耀
(
第
一
目
的
因
)
，
及
人
的
永
生
(
第
二
目
的
因
〉

二
、
動
因
(
2
c
g
丘
p
x
2
)
或
更
清
整
地
議
主
要
動
因

。

(
白
自
己
的
自
且
自
已
向
口
由

H
U
H
-

口
已
M
M
m
}

戶
由
〉是
天
主
的
仁

識
心
。三

、
功
績
因

(
n
m
c
g白色
古
巴
志
是
基
督
，
他
身
為
夫
人
的
中
保
，
為
我
們
贖
罪
，
並
且
贏
得
了
成
義
的
恩

寵

蜻
卅
一
部
恩

筒

論

四
O
九



第
四
編

里
化
者
天
主

四
-
o

四
、
第
一
次
成
義
的
工
具
因

(
2口
思
古
巴

E
B
E
E
U
)
是
洗
禮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接
若
說
:
「
它
是
信
心

的
學
事
，
沒
有
信
心
誰
也
不
得
成
義
」
(
門
自
己
。
已
向
叩
門

m
R
E
B
E
E
S
-
L
2
.的H
口
叩
門
自
己
知
口
口-
-
H
C
口
。
口
阻
口
J
F
口
。
口

t
m
H丹

。
因
此
，
對
成
人
言
，
信
心
是
成
義
酌
必
要
先
決
條
件
(
準
備
因sg
m

佳
品
g
z
z
m
)。

五
、
體
制
因

(
2
c
s
r
H白
色
印
)
是
天
主
的
正
義
，
並
非
「
他
自
為
正
義
」
的
那
個
正
義
，
而
是
他
使
我
們

成
為
正
義
的
那
個
正
義
Q
E
岳
古
巴
兵
口

S
A
S
-
℃
Z
E
m
z
m
g
y
m
a
A
E口
。
∞
古
巴g
p

立
?
)
，
也
郎
聖
化

恩
寵
(
鄧
八
二
0
)

按
照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前
教
訓
，
聖
化
恩
寵
是
成
義
的
唯
一
體
制
因
(
5
-
2叫
耳
目
ω
-
z
g
g
m
)。
這
就
是
說

，
聖
化
恩
寵
的
傾
注
一
方
面
赦
免
諸
罪
，
另
一
方
面
內
在
地
聖
化
人
靈
。
大
公
會
議
藉
此
輝
葉
某
些
新
教
人
士
(
喀

爾
文
﹒
馬
丁
﹒
布
采
Z
m
丘
吉
自
己

N
叩
門
)
與
若
干
天
主
教
神
學
家
(
如
寒
里
彭
道
∞
叩
門
芳
自
己
兮
，
龔
達
利
尼
口
。
口
古
巴
巴

，
彼
濟
烏
〉
﹒
叮
叮
叮
戶
口
凹
，
葛
路
柏
的

8
3

月
)
等
所
主
張
的
攻
童
正
義
說
(
吋
『
倚
門
H
S
E
早
已
已
。

z
r
r
」g
m
E
0
)

。
他
們
成
認
一
個
人
的
罪
位
之
赦
免
完
成
於
起
一
督
正
義
之
歸
屬
，
而
積
極
地
成
嘍
，
則
繫
於
常
駐
靈
魂
的
正
義
。

聖
經
指
示
我
們
，
恩
寵
與
罪
惡
正
如
光
明
與
黑
暗
，
生
命
與
死
亡
，
兩
者
無
法
並
存
。
恩
寵
之
惠
臨
必
然
使
罪

惡
減
絕
。
格
後
，
陸
，
十
四
.. 

「
正
義
與
不
法
之
間
那
能
有
什
麼
相
通
?
或
者
光
明
之
於
黑
暗
那
能
有
什
麼
聯
繫
?
」

哥
，
貳
，
十
一
二.• 

「
你
們
從
前
因
你
們
的
過
犯...•.. 

原
是
已
死
去
的
人
，
但
天
主
使
你
們
與
某
替
一
同
生
活
」

'
盞
，
十
四
;
一
腳
，
貳
之
堂
，
一

戶
口
叩
門
戶
出
口
已
古
)

r、

若

一
三
，6
之
2
)
。



第
+
八
節

踐
義
的
準
儲

一
、
車
備
的
可
能
性
與
必
要
性

罪
人
藉
現
恩
之
助
，
能
夠
而
且
庸
諱
增
備
自
己
接
受
處
義
的
恩
寵

l

信
理

新
設
人
士
否
認
一
個
人
準
備
自
己
成
義
的
可
能
性
和
必
要
性
。
這
種
理
論
的
根
甘
還
是

.. 

「
人
的
意
志
、
在
原
罪

以
後
，
因
著
人
性
的
完
全
墮
落
，
根
本
沒
有
行
善
的
能
力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反
對
這
個
意
見
，
宣
佈
如
下

.. 

「

如
有
人
說...... 

他
(
罪
人
)
一
點
不
需
要
用
意
志
的
行
動
準
備
自
己
，
使
自
己
適
於
成
義
，
此
人
應
受
棄
絕
」
(
自

ρ
C
E包
Z
R
F... 

口
已
古
自

M
M
R
R口
巾
的
自
由?
g
z
g
s

〔
曲
的
﹒
向
S
H
U
Z
E
〕
閉
口
問
。
〈
。EE
且
前
目
。

Z
M
V
E
G
R
R
H

盟
內
右
。
全
省
。
E
U
k
r
.
∞
﹒
鄧
八
一
九
，
七
九
七
等
，
八
一
四
，
八
一
七
)
。

大
公
會
議
叉
指
的
(
郵
七
九
七
)
聖
經
的
明
證
如
下

.. 

臣
，
壹
二
二
.. 

「
你
們
歸
向
我
吧
，
我
必
轉
向
你
們
」
。

哀
，
伍
，
廿
一.. 

「
上
主
啊
!
使
我
們
歸
向
你
!
我
們
要
回
心
轉
意
」
。
第
一
段
經
文
若
重
在
人
的
意
志
歸
向
天
主

的
自
由
;
第
二
段
經
文
闡
明
天
主
預
先
賜
恩
的
必
要
性
，
參
閱
聖
經
裡
許
多
勸
告
界
人
悔
改
罔
頭
的
訓
一
一
言
。

古
代
教
會
對
悔
罪
與
慕
道
者
所
行
的
常
例
，
表
示
了
接
受
成
羲
恩
寵
的
械
鄭
萃
的
準
備
，
堅
奧
斯
定
說

.. 

「
獨
臼
創
造
7
你
的
那

→
位
，
沒
有
你
的
合
作
，
便
不
能
使
你
成
義
@
他
創
造
你
時
，
你
並
木
河
道
，
但
若
你
不
贊
同
，
姐
不
能
使
你
成
義
」
(
訓
道
辭
，
覺

陸
玖
，
十
→
'
十
一
一
一
;
神
，
貳
之
壹

-
J
J
三
，
3
)
。

二
、
信
心
與
成
義

雖
有
信
品
，
跨
入
的
農
義
是
不
可
能
的

l

信
理

第
一
部
恩

籠

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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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一
一
化
者
天
主

四

HPCP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告
訴
我
們
，
信
心
是
「
得
軟
的
開
始
，
一
切
正
隘
的
根
源
」

(
M
V
E
E
告
B
E
E
『F
S
H
-
m
H
F
O
-


A
C冒
出
門
H
B
B
門

V
C
B
M戶口
仰
的
目
}
E
U
E
E
F
H
M
W
E
H
H門
戶
仙
戶
口

ω
旦
旦
出

E
Z
E
M
O
H
P
Z

古
皂
白S
門F
E
E
-
鄧
八
。

一
;
七
九
丸
，
2

日
宮
"

至
於
成
義
所
需
信
心
的
內
容
z

一
個
人
僅
有
所
謂
「
依
恃
的
信
心
」
(
E
E
G
E
E
-
F〉
是
不
侈
的
，
必
績
有

神
學
的
即
信
涅
的
信
心(
g
u
h
o
仙
也O
P
且

E
Z
F
)，
這
個
神
學
的
或
信
理
的
信
心
就
是.. 

基
於
啟
示
者
天
主
的
權
威
，

堅
信
啟
示
的
真
理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稱

.. 

「
誰
說
使
人
成
義
的
信
心
不
過
是
對
天
主
仁
慈
的
依
恃

...... 

此
人
應

受
棄
絕
」
。
(
印FA
Z
Z已
Z
R
F
E
會
自
古
巴
5
月
2
B
B
E
E
-

巳
古
已
自
ω
ω
ρ
g
日
出
門
戶
口O
E
B
已
-
i
S
O
B
E
R
-
n。
?

E
R
H
m
)
口
已
-
F
Z
P
ρ
E
S
S
E
-
吧
三
5
丘
古
巴

0
;

同
樣
地
郵
一
七
九
三
)
。

已
恥
"
。
U
k
r
.∞﹒
鄧
八
二
一
一
;
參
致
鄧
七
九
八
.. 

「
他
們
相
信
天
主
所
啟
示
所
允
許
的
為
真
實
」
的
門
叩
門
戶
。

E
B
Z
E
B
F

A
C
m
o
E
t
E
H
E
B
2
Z
E
E
M
M
B
E
E
m
m
m
g
r
-
-
-

鄧
一
七
八
九.. 
信
心
之
定
義
)

根
接
聖
經
，
信
心
(
神
學
的
信
心
)
是
得
數
不
可
或
缺
的
先
決
條
件
。
谷
，
拾
陸
，
十
六

.. 

「
向
一
切
受
造
物

宣
講
福
音
。
信
而
受
洗
的
必
要
得
軟

.. 

但
不
信
的
必
故
判
罪
」
。
若
，
貳
拾
，
卅
一.. 

「
這
些
所
記
錄
的
，
是
為
吽

你
們
信
耶
穌
是
默
西
亞
，
天
主
子
，
並
使
你
們
信
者
，
賴
他
的
名
得
有
生
命
」
o

希
，
拾
查
，
六.. 

「
沒
有
信
德
，

中
悅
天
主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為
那
願
接
近
天
主
的
應
該
信
他
存
在
，
且
信
他
對
尋
求
他
的
人
是
賞
報
者
」
(
參
放

谷
，
壺
，
十
五
;
若
，
盞
，
十
四
等
;
捌
'
廿
四
;
拾
章
，
廿
六
;
羅
，
拾
，
八
等
)

。

。

。

反
對
這
項
信
盟
的
人
所
引
證
的
經
文
(
羅
，
肆
，
三
等
;
塌
，
玖
'
二
;
路
，
拾
棠
，
十
九
;
攏
，
五
十
;
希
，
拾
章
，

J
)
雄

特
別
強
調
信
任
(
n
S
R
T
E巾)
，
但
也
並
不
放
棄
「
科
學
的
信
心
」
;
宵
除
上
，
叫
什
天
主
仁
慈
的
信
任
是
仿
仰
天
主
啟
示
反
恕
的
」



個
必
然
的
後
果
@

成
義
必
項
右
神
學
的
信
心
之
日
」
確
證
來
臼
教
父
著
作
.. 

祟
迫
者
須
接
受
某
督
信
仰
R
m
川
的
課
程
，
而
且
在
領
從
以
前
，
要
宮
-
發

信
誓
@
戴
爾
都
一
良
稱
說
體
是
受
洗
前
信
害
的
蓋
印
兮
宮
門

m
E
E
E
已
早
已
m
E
B
F
s
b
r
c
b肉
、
h
H
S法•• 

o
u
b
m
忽
而
已
-
立
)
，

聖
奧
斯
定
說
:
「
永
生
的
美
善
生
活
的
開
始
，
就
是
有
真
正
的
信
心
」
(
訓
道
辭
，
肆
盞
，
」
'
」
)
，

一
、
信
心
以
外
，
需
有
其
他
準
備
行
為

除
7
傳
心
以
外
，
需
有
其
他
學
備
行
為
!
信
理

新
發
人
士
以
「
依
恃
的
信
心
」
為
成
義
的
唯
一
原
因(
Z曲。
z
b
r
m
.
-兮
的
可
古
內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則
宣
佈
.. 

成
義
除
了
有
信
心
外
，
還
需
有
其
他
準
備
行
為
(
鄧
八
一
九
)
。
這
些
單
備
行
為
是
.. 

對
天
主
正
義
的
敬
畏
;
因
基

督
的
功
績
而
寄
希
望
於
天
主
的
仁
慈
;
開
始
愛
慕
天
主
;
憎
厭
罪
惡
;
決
定
頗
受
洗
禮
並
開
始
新
生
活
。
大
公
會
議

說
明
成
養
過
程
中
一
般
的
心
理
狀
況
，
但
並
非
說
，
各
項
行
為
必
讀
按
上
列
次
序
逐
一
產
生
，
而
且
祇
許
有
這
些
行

為
。
信
心
飯
是
得
敦
的
開
始
，
當
然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同
樣
地
，
對
罪
惡
的
憂
傷
也
屬
必
須
，
因
為
若
不
衷
心
惜
厭

罪
惡
，
蒙
赦
不
音
是
韓
木
求
魚
(
部
七
九
八
，
八
九
七
)
。

聖
經
要
求
，
除
了
信
心
之
外
，
還
得
有
其
也
餌
，
學
位
行
為
，
如
敬
畏
天
主
(
德
，
章
，
廿
七
l

廿
八
;
竄
，
拾

肆
，
廿
七
)
，
希
望
(
德
，
貳
'
九
)
，
贊
夫
主
(
路
，
棠
，
四
七
;
若
一
，
起
了
十
四
)
，
痛
悔
與
補
贖
(
則
，

拾
捌
'
卅
;
羞
羞
，
十
一
;
瑪
'
肆
，
十
七
;
宗
，
貳
'
卅
八
;
差
，
十
九
)
。

聖
保
臉
說
我
們
是
因
信
德
成
義
而
非
憑
法
律
行
為
(
羅
，
霉
，
廿
八•• 

「
我
們
認
為
人
的
成
話
，
是
蔣
著
信
德
，
而
不
在
於
法
律

第
一
部

恩

龍

論

四
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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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化
者
天
主

四
一
凹

行
為
」
;
參
見
迦
'
貳
﹒
十
六
)
.
但
他
所
說
的
信
德
是
活
生
生
的
表
之
於
愛
，
見
諸
行
動
的
信
德
(
迦
﹒
伍
土
。
，
他
所
說
的
行

為
是
指
如
割
損
禮
這
類
舊
約
的
法
律
行
為
﹒
他
所
說
的
成
義
則
是
罪
人
(
非
信
友
)
因
接
受
了
基
督
信
仰
而
有
的
→
種
內
在
的
淨
化
與

聖
化
。車

雅
各
伯
的
看
法
好
像
與
之
相
反
，
主
張
人
不
僅
因
信
德
，
也
因
行
為
而
成
義
(
雅
，
貳
﹒
廿
四
.• 

「
你
們
看
，
人
成
義
是
由
行

蜀
，
一
小
僅
是
由
於
信
德
)
，
(
然
而
他
所
說
的
信
德
是
」
種
死
的
信
德
(
雅
，
貳
'
十
七
;
參
見
瑪
'
攏
，
廿
一
)
，
他
所
說
的
行
詩

是
出
於
基
督
信
仰
的
善
工
;
而
他
所
說
的
成
義
，
意
思
是
在
天
主
法
庭
前
基
督
信
友
被
宣
判
為
正
直
。
聖
保
祿
的
話
旨
在
反
擊
那
間
怯

律
行
為
自
詞
的
來
自
猶
太
教
的
信
友
;
因
而
他
強
調
信
德
的
重
要
。
聖
雅
各
伯
的
話
則
是
認
了
教
訓
半
泠
不
熱
的
信
友
，
勸
他
們
要
身

體
訂
行
，
兩
位
宗
徒
異
曲
同
工
，
勸
聽
人
要
具
有
活
生
生
而
具
行
動
的
信
德
@

教
父
們
的
遺
言
與
古
代
教
會
對
慕
道
者
的
教
訓
相
符
合
，
他
們
認
為
僅
有
信
心
不
足
且
成
義
。
聖
奧
斯
定
說
:
「
沒
有
愛
，
信
心

雖
然
可
自
存
在
，
但
甜
毫
無
神
益
」
(
論
三
位
一
體
，
拾
伍
，
十
八
，
卅
一
一
;
神
，
貳
之
壹
'
一
→
三
，
5
)
@



第
二
章

成
義
的
塊
芥

第
+
丸
節

單
化
恩
寵
的
本
質

一
、
生
化
恩
寵
的
本
體
論
定
義

u
v單
化
恩
麗
是
-
種
起
自
然
的
受
造
的
贈
禮
，
與
東
主
有
實
在
的
區
別l
近
乎
信
理
的
意
見

按
照
彼
得
﹒
陸
巴
(
叮
叮
再
向
戶
。
g
r
R《
自
己
的
旬
，
悄
而
這

•• 

T
戶
口
)
的
見
解
，
成
義
之
因
心
不
是
一
種
受
造
的
恩
寵
，
而
是
非
受
造

的
聖
神
自
己
住
在
義
人
的
靈
魂
裡
，
由
他
自
己
直
接
完
成
(
口
白
白
色-
s
g
自
-
s
z
o
v
各
宮
〉
愛
天
主
與
愛
人
的
善
行
(
神
，
貳
之

貳
二
一
三
，
2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給
聖
化
恩
寵
所
下
的
定
義
是.. 

「
天
主
的
正
義
並
非
『
天
主
自
為
正
義
』
的
正
義
，
而
是
天

主
使
我
們
成
義
的
那
個
正
義
(
鄧
七
九
九
)
」
。
這
個
定
義
不
將
聖
化
恩
寵
與
聖
神
等
量
齊
觀
。
聖
神
並
不
是
成
義

的
體
制
因

Q
E
B巳
g
g
m
)
，
而
是
它
的
動
因
(
m
R
E
m
E
S
C
目
)
。
按
羅
，
伍
，
五.. 

「
天
主
的
愛
情
，
藉
著

所
賜
與
我
們
的
聖
神
，
已
傾
注
在
我
們
心
中
了
」
。
聖
神
是
我
們
成
義
時
所
接
受
的
天
主
愛
情
的
媒
介
，
因
此
他
與

成
義
恩
寵
(
贈
禮
)
有
別
。

卅
日
軍
化
恩
麗
是
天
主
所
傾
混
的
、
恆
久
附
著
雷
鳴
的
-
種
超
自
然
屬
性

l

確
定
意
見

唯
名
論
者
認
為
成
義
的
恩
寵
是
天
主
恆
常
的
慈
恩
，
天
主
藉
著
這
個
慈
恩
，
因
基
督
的
功
績
寬
恕
罪
人
的
過
犯
，
並
且
踢
以
必
要

的
現
恩
﹒
使
之
得
救
@
路
德
也
認
為
，
成
義
恩
寵
是
天
主
對
罪
人
的
三
種
恩
蔥
﹒
這
個
恩
宙
間
就
是
將
基
督
的
正
義
歸
屬
此
人
﹒
而
木
再

計
較
他
的
罪
尤
@

第
一
部

恩

寵

論

四
一
直



第
四
編

聖
化
若
天
主

四
三
八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所
用
附
名
詞
如
岳
閃
閃
5

岳
E
F

古
E
E
E
Z
H
U
E
r
R丹丹
(
鄧
八0
0
，
八
O
九
，
八
一
一
一
)
，
表

明
成
義
的
恩
寵
是
成
義
者
的
一
種
恆
常
不
移
俏
皮
界
。
在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的
指
示
下
所
撰
寫
的
羅
馬
要
理
問
答
，

稱
聖
化
恩
寵
為
「
靈
魂
常
者
的
天
主
特
性
」
(
岳i
s
ρ
E
P
-
-
片
自
古

E
E
m
E
E
R
B
m

要
理
問
答
一
，
貳
二
了

四
九
)
。
未
懂
事
見
童
的
成
義
，
使
我
們
很
清
楚
地
明
白
，
成
義
之
恩
是
成
義
的
人
所
有
的
一
種
恆
常
的
恩
寵
。

鄧
四
-
0
，
四
八
三
，
七
九
O
等
)

'" 

。

聖
經
把
成
義
的
境
界
當
作
天
主
在
人
靈
內
所
撒
的
一
粒
種
子
(
清
一
，
套
，
九

.. 

「
凡
由
天
主
生
的
就
不
犯
罪

過
，
因
為
天
主
的
種
子
存
留
在
他
內
」
)
，
亦
是
傳
油
、
印
記
、
聖
神
的
抵
押
(
格
後
，
屯
室
，
廿
一
，
廿
一
一
)
，
天
主

性
體
的
分
語
(
伯
後
，
查
，
四
)
，
永
生
(
若
，
盞
，
十
五
!
十
六
)
。
聖
經
也
稱
成
義
為
一
種
再
生
(
若
，
差
，

五
;
鐸
，
盞
，
五
)
，
新
受
造
物
(
格
後
，
伍
，
十
七
，
迦
'
陸
，
十
五
)
，
內
在
的
更
新
(
厄
'
肆
，
廿
三
，
廿

四
)
。
這
些
經
女
都
使
我
們
明
白
，
成
義
之
恩
不
是
天
主
在
靈
魂
上
短
暫
而
個
別
的
作
為
，
以
催
促
人
實
行
其
得
敦

的
善
工
，
而
是
靈
魂
常
持
不
瑜
的
超
自
然
屬
性
。
成
義
的
人
所
具
有
的
超
性
新
往
命
，
以
常
存
的
起
性
生
命
本
原
為

先
決
條
件
。

亞
叮
山
大
的
聖
濟
制
祿
秘
成
義
之
因
心
為
三
科
使
我
們
聖
化
的
「
特
性
」
(
見
出
。
這
.
、
巴
門

P
.
M
-
N
)

，
或
聖
神
傾
注
於
我

們
心
靈
的
某
一
種
「
天
主
形
體
」

(
b
E宮
內
，
否
可
這
-
恤
H
W
H
r
-
w
H
〈
﹒
心
﹒
)
。
參
考
神
，
武
之
笠
，
一-0
，
2

。

的
日
軍
他
恩
罷
不
是
一
種
自
立
體
，
而
是
固
植
於
璽
現
本
身
的
-
種
實
在
的
附
屬
體

l

確
定
意
見

特
倫
多
大
公
八
M
U議
採
用
古
宮
內
丹
丹
(
同
咒
，
同
心
川
)
一
一
祠
(
那

λ

仆
仆
，
→
八
、
竹
，
丸
，
八
二
一
)
來
表
示
附
屬
將



存
在
的
方
式
。

聖
化
恩
飽
眼
H
Y靈
魂
所
處
的
境
界
，
更
可
說
是
了
梅
特
性
，
它
概
是
三
樓
恆
常
的
特
快
，
便
可
說
是
一
種
習
性
。
由
於
聖
化
恩
寵

直
接
成
本
+
靈
魂
，
本
身
，
它
與
行
動
組
右
間
接
的
關
係
﹒
可
稱
之
為
木
體
的
習
性
妥
善

E
m
g
t
H
2
2
5
.

以
別
於
行
動
的
習
性E
E
H
E

O
℃
白
色
Z
m
V
B按
照
它
煎
臨
人
釁
的
方
式
與
程
哼
一
一
=
7

頁
可
稱
之
民
傾
注
習
性
(
E
E
C
-丘
5

日
阿
以
別
於
生
悍
習
性E
Z
Z
M
戶
口
口
旦
旦

與
獲
至
習
性
E
r
E
m
R

戶
吾
吾5
)
@ 

的
軍
他
恩
寵
與
愛
德
之
間
有
實
在
的
差
別l
多
數
意
見

按
照
聖
多
瑪
斯
與
其
學
派
的
意
見
，
聖
化
恩
籠
眼
是
靈
魂
自
立
縷
的
成
全
(
本
模
的
習
性EE
E
M
呂
立
E
Z
5
)
，
與
愛
德
|
一
意

志
能
克
的
成
全
(
行
動
的
習
牲
口
忠
信
臣
。
也
叩
門
在

4

己
也
是
不
同
的
。
司
各
脫
斯
派
人
士
則
靚
恩
混
為
一
種
行
動
的
習
性
，
實
質
上
與
愛

德
相
同

(
g
a
E
E
q
E
m
R戶口
戶
戶
)
，
因
而
他
們
家
認
在
恩
寵
與
愛
德
之
間
概
有
能
力
表
顯
上
的
區
別
(
4
5巴
巴
金
閃
閃
叩
門
g
n

冊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將
這
個
問
題
置
之
不
論
@
然
而
，
在
某
」
文
件
上
(
鄧
八
二
三
，
大
會
將
恩
，
說
與
愛
德
作
了
鑑
別
(
自
己
z
g

哨
位
且

叩
門
口
R
E
H
冊
，
而
且
在
另
外
一
處
(
鄧
八

0
0
)

，
援
引
了
羅
，
伍
，
五
，
祇
提
到
愛
德
的
傾
注
@
超
過
自
然
秩
序
與
自
然
秩
序
的

類
比
姓
有
利
於
聖
多
瑪
斯
的
見
解
@
它
暗
示
我
們
.. 

靈
魂
自
身
的
超
自
然
禦
賦
與
靈
魂
能
刃
的
超
自
然
禦
賦
，
正
如
靈
魂
本
身
與
其
能

力
，
是
有
實
在
差
別
的
@
神
，
貳
之
壹
'
-
J
0
，
3
l
4
@

二
、
聖
化
恩
寵
的
神
學
定
義

心U華
他
恩
寵
使
璽
現
分
，
描
天
主
的
性
體
l

確
定
意
見

在
彌
撒
奉
獻
禱
詞
中
有
一
句
:
「
求
你
按
著
這
水
與
酒
相
合
的
奧
蹟
'
恩
賜
我
們
分
享
他
(
基
督
)
的
天
主

性
，
正
如
他
曾
直
然
首
肯
分
享
了
我
們
的
人
性
一
樣
。
」
耶
穌
升
天
節
的
頌
謝
經
文

.. 

「
他
自
學
升
天
，
為
使
我
們

第
一
部

恩

寵

論

四
一
七



然
間
禍

m
h化
，
有
天
上

何
一
八

能
分
享
他
的
天
主
性
」

伯
後
，
壹
'
四
也
說
明
信
友
被
提
升
到
分
宿
天
主
性
體
的
境
界

.. 

「
並
藉
若
自
己
的
光
榮
和
德
能
，
將
最
大
的

和
寶
貴
的
恩
許
賞
給
了
我
們
，
為
使
你
們
藉
若
這
些
恩
許
，
能
成
為
有
分
於
天
主
性
騁
的
人
」

o

同
樣
地
1
聖
經
視
成

義
為
誕
生
於
天
主
(
右
，
壺
，
十
二
1

十
三
了
去
了
五
;
若
一
，
萃
，
一
，
九
;
鐸
，
差
，
主
;
雅
，
壹
'
十
八
;

伯
後
，
壺
，
廿
一
二
)
，
間
接
地
教
導
我
們
參
與
天
主
的
性
體
，
因
為
誕
生
就
是
生
育
者
把
自
己
的
性
體
傳
給
被
生
者
。

教
艾
們
自
前
品
經
旬
和
其
俏
經
旬
(
詠
'
捌
章
，
」
﹒
六
;
若
﹒
拾
，
卅
四
!
卅
五
)
，
叫
伸
出
人
藉
恩
寵
而
天
主
化
(
p
h
e
q
3
.

r
品
，
自
民0
)的
造
福
州
@
的
問
堅
信
﹒
天
烹
降
布
戒
人
是
為
使
人
天
主
化bm
J
H
布
達
納
(
〉
子
吉
思
古
也
在
。
可
凡
而
言
2
3
.

刊
吋
1
閃s
、
.
計w
E

中
說
.
:
.
「
車
苦
舌
言
一
行
口
成
人
.
峙
微
『
我
們
防
軒
￠
抑
一
突
犬
不
」

9

』
布
仆
反
對
布
布
-
略
被
言
詞
(
(
內
凸

4
J
.
k
斗
告
中
兮
司
.

託
名
奧
斯
定
(
屯
可m2
鬥
已
兮
凶
穹
。
?
.
〉
〉

.
c忘m、
戶
H鬥2
…M阱
註
已
口
ι〉
在
訓
道
辭

(
Q
切
閃sH「
.
這
。
3
w

】
巴
心
∞
w
H
)

中
說
:
「
天
主
成
人
，
俾
使
人
成
天
主
」

Q
S
n
H己的
內
叩
門

口
2

由

r
g
夕
旦

r
o
H
S
口
叩
門
叩
門
口2

明
)
@
記
名
秋
尼
修
把
人
附
天
主
化
解
釋
為
「
在
可
徘
訪
問
內
與
天
主
前
提
大
悄
叫
化
和
契

合
」
(
論
闌
干
一
說
巳
閃
閃
門
之

2
.
E
S
-
-
w
7
3

(
鄧
一
。
一
一
一
)G 

口
就
分
露
天
主
體
體
的
合
建
言
，
應
該
遵
免
爾
種
極
端.. 

ω
末
辭
用
花
神
論
們
-
重
表
(
閉
目
自
己
豆
豆

n
m
m
H
川
胡
志
來
設
熱
露
出
鳴
天
主
化
的
轉
變
，
須
知
在
創
浩
者
與
受
造
物
之
間
依
舊
隔
著
無

窮
的
深
淵
，
鄧
四
三
一
-
7
五
一
0
，
二
一
一
一
五
@

ω
也
不
能
使
僅
用
倫
煦
的
契
合

(
H
H
H
自
己
只
白
自
己
白
戶
口
口
)
來
解
釋
黨
魂
的
天
主
化
;
倫
理
的
契
合
研
是
對
天
主
的
道
德
完
善
的
棲

仿
，
恰
似
罪
人
之
為
魔
鬼
之
子
@
若
，
捌
'
四
四
@

叫
積
極
地
說
﹒
黨
魂
天
主
化
前
轉
變
是
人
與
天
主
立
間
的
→
種
會
質
的
契
合(
M
U
Z
m
w
m
]
g
g
g
S
F
O
D
)

三
這
種
實
質
契
合
就

是
由
天
主
給
予
的
要
活
的
腦
體
所
完
成
前
附
屬
悴
結
作

(
2位
已
而
且
已
5
5

日
片
古
巴
)
.
它
以
超
越
→
閉
一
守
法
能
均
的
方
式
﹒
使
黨
魂
與



天
主
相
像
，
並
且
與
天
主
A立
，
以
身
體
言
，
人
本
是
天
主
概
念
的
形
體
化
，
是
天
主
的
痕
跡

(
4
m
a
m
-
5
2
)，
以
精
神
言
，
人

原
是
天
主
精
神
的
複
製
品
﹒
是
天
主
的
打
像

(
5
品
。
巳
m
C
;單
化
恩
寵
將
人
提
升
，
使
人
成
為
天
主
的
討
像

T
E
E
E
。
巳

2
)
，

也
就
是
說
，
靈
魂
與
天
主
的
相
像
達
到
更
高
的
，
而
且
超
自
然
的
程
度
@
神
，
車
品
了
二
，
m
!
1.. 

「
恩
龍
是
依
附
體
，
它
是
分
施
於

人
的
天
主
的
某
種
相
似
@
」
(
嗯
往
P
A

口
戶
m
E

同
臼
R
E
m
g
u
2片
。c
s
e
g
m
F
B
E
Z
L。
門
口
〈
戶
口
F
E
訪
問
】
血
且
戶
口
守

m
H
S
g
r。
自
戶
口
巾
﹒
)

李
柏
達
(
同
苟
且
已
在
認
為
靈
魂
與
天
主
超
自
然
的
相
像
，
就
是
每
魂
與
天
主
的
里
德
相
像
;
索
阿
勒
拉3
5
月

N
)說
得
比
較

正
確
，
他
認
為
那
息
，
該
魂
與
天
主
的
精
神
(
ω旬
在E
且
常
己
的
相
像
@
精
神
是
天
主
的
生
命
、
日
划
與
自
愛
的
本
原
﹒
聖
化
恩
龍
說
是

分
痞
天
主
的
精
神
，
也
是
受
恩
者
重
魂
裡
天
主
生
命
的
本
原
@

份
在
現
世
，
由
單
化
恩
寵
所
遺
成
的
靈
魂
與
天
主
的
超
自
然
的
相
似
，
將
在
承
世
，
在
餐
福
中
草
見

天
車
時
，
讓
於
圓
滿
的
攬
地
。

換
旬
話
說
，
靈
魂
那
時
將
分
露
天
主
的
日
拙
，
並
分
享
由
認
識
天
主
而
來
的
幸
福
，
問
心
能
與
榮
耀
的
相
立
關
係
正
如
種
于
與
呆
質

J
樣
，
因
心
總
是
榮
耀
的
開
始
(
m
E
E
古
巴
。
但
也
)
，
榮
耀
日
正
因
心
諧
的
完
成
(
唱
缸
片
紅
口
。
口

E
B

自
己
也
@
神
，
貳
之
貳
﹒
廿
四
﹒

3

之

呵
，
“
;
「
恩
寵
與
榮
耀
風
屬
」
類
，
因
為
慰
自
無
非
是
榮
耀
在
我
們
身
上
的
某
種
開
始
@
」
s
s
t
m
相
同

m
F
E
且
芷

m
g
m
g
E

吋
而
『
叩
門
E
E
門
W
A
丘
但
閥
門a
g
口
F
F
-
m
m丹紅
Z
L
A
E
B
A
Z且叩
門
】
自
口
戶
口

n
r。
但
t
o
m
-
。
E
m
g
g
E

帥
、
)
聖
經
告
訴
我
們
在
成
義
的
人
肉
已

有
永
生
，
同
時
證
明
恩
寵
與
榮
耀
在
本
質
上
的
相
同
(
若
，
羞
，
十
五
;
盞
，
卅
六
;
肆
，
十
四
;
陸
，
五
四
)

@ 

第
骨
節

單
化
恩
寵
的
體
制
效
果
(
卅
日
自
巴
巴
p
n
g
〉

一
、
靈
魂
的
成
聖

單
化
恩
寵
使
靈
魂
軍
化l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告
訴
我
們
，
成
義
是
「
人
內
部
的
聖
化
與
更
新
」
(
鄧
七
九
九
)
。
聖
保
祿
給
梅
林
多
的
信

第
一
部

恩

寵

弓"
區間

四
一
九



第
四
編

都
可
化J有
天
主

四
二
。

去
寫
信
道
.. 

「
你
們
因
主
耶
穌
某
督
之
名
，
並
因
我
們
天
主
的
聖
神
已
經
洗
淨
了
，
已
經
研
單
了
，
已
經
成
了
義
人

」
(
格
前
，
陸
，
十
一
)
。
他
稱
信
友
為
聖
徒
(
見
聖
保
祿
各
書
信
的
致
俟
辭
)
，
勸
勉
他
們
「
穿
上
新
人
，
就
是

肯
叫
天
主
，
具
有
真
實
的
正
義
和
聖
善
的
新
人
」
(
厄
'
肆
，
廿
四
)
。

消
極
地
說
，
聖
德
就
是
不
受
大
罪
的
束
縛
;
積
棍
地
說
，
聖
德
就
是
與
天
主
恆
久
的
超
自
然
契
合
@

-
一
、
靈
魂
的
美

單
化
恩
寵
給
予
蜜
現
以
超
自
然
的
美l

一
般
意
見

羅
馬
要
理
問
答
提
到
聖
化
恩
龍
時
說
:
「
恩
寵
像
一
道
光
，
拂
去
了
靈
魂
上
的
一
切
沾
污
，
使
靈
魂
更
其
光

明
，
美
麗
」
(
貳
二
了
四
九
)
。

教
父
們
以
雅
歌
中
的
新
娘
象
徵
一
個
講
飾
恩
寵
的
靈
魂a
聖
多
瑪
斯
說
.. 

「
天
主
的
恩
寵
的
，
光
一
般
使
人
美
麗
」
Q
S
H
E
已
叮
叮
且

M
H
C
F
E
E
-
n
R
H

由
戶
口C
H
E
M
-
L
F
H
u
f
N
F
S
@
聖
化
恆
心
能
阻
使
靈
魂
分
享
天
主
的
性
懂
，
也
在
靈
魂
裡
複
製
天
主
的
非
受
造
之
美
，
並
使

靈
魂
化
成
天
主
子
的
伶
像
(
羅
，
捌
'
廿
九
;
迦
，
肆
，
十
九
)
;
按
希
，
壹
，
三
，
天
主
子
是
天
主
光
榮
的
輝
耀
和
他
本
體
的
印
像
@

一
、
與
天
主
的
友
誼

單
化
恩
寵
健
義
人
鹿
島
天
主
的
朋
友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昭
示
我
們
，
「
人
藉
若
成
義
，
由
不
義
在
變
為
一
我
人
，
白
天
主
的
敵
人
變
為
天
主
的
朋
友
」

們
都
七
九
九
;
八O
三
;
但
旦
旦
巴
巴
宮
門
H
O
B
g
t
n
F
E旦
﹒
)
。
耶
穌
對
他
的
門
徒
說
「
你
們
如
果
實
行
我
所
命
令

你
們
的
，
你
們
就
是
我
的
朋
友
。
我
不
再
稱
你
們
為
僕
人
，
因
為
僕
人
不
知
道
他
主
人
要
作
什
麼
;
我
稱
你
們
為
朋



友
，
因
為
凡
我
由
我
父
所
聽
來
的
一
切
，
都
顯
示
給
你
們
了
」

四
;
厄
'
貳
'
十
九
;
羅
，
伍
，
十
)
。

里
滑
雪
﹒
基
索
東
論
及
成
義
之
恩
說.. 

「
他
遇
見
你
時
，
你
原
是
死
亡
的
、
失
落
的
、
被
囚
禁
的
、
是
敵
人
，

他
使
你
成
為
朋
友
、
見
子
、
自
由
人
，
義
人
，
承
艇
話
」
(
安
令
-
Q

丸

N
N
O
S
-
-
h

古
詩•• 

H
恥
"
。
)

里
多
瑪
斯
將
亞
理
斯
多
德

(
N
U
R
n
b
b

『
r
w
J
F
N
l
h
)
的
思
想
引
而
伸
之
，
認
為
文
愛
是
建
立
在
一
個
共

同
基
礎
上
的
恩
情
的
主
愛
(
神
，
武
之
貳
，
廿
三
，
1
)
。
天
主
友
誼
的
基
礎
是
分
享
天
主
性
(
o
g
g丘吉
B
L
玄
l

'
這
個
恩
萬
是
由
天
主
賜
及
義
人
的
。
與
恩
寵
境
界
相
繫
的
神
學
的
愛
德
，
使
義
人
能
以
愛
還
報
天

(
若
，
拾
伍
，
十
凹
，
十
五
，
參
考
知
日
，
、
棠
，
十

口E
9
。
口

主
慈
恩
的
愛
。

四
、
天
主
的
義
子

單
化
恩
罷
偉
疆
人
處
謂
天
主
的
手
玄
，
並
賜
與
他
突
圓
的
承
繼
權l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告
訴
我
們
，
成
義
就
是
「
進
入
恩
寵
境
界
，
且
承
受
天
主
義
于
地
位
的
轉
變
」

z
m
E
H
C
B
m
B已訕
。
且
泣
。
在S
E
E
-

自
己
自
己
已
-
鄧
七
九
六
)
。
義
人
是
「
所
希
望
的
永
生
的
承
繼
者
」

擇
，
盞
，
七
;
鄧
七
九
九
)
。
聖
經
證
明
成
義
之
境
就
是
天
主
典
人
中
間
的
父
于
攔
係
。
羅
，
捌
'
十
五
l

十
七.. 

「
你
們
並
沒
有
領
受
蚊
隸
的
心
情
而
仍
舊
恐
懼
，
部
領
受
了
硬
立
為
義
子
的
心
神
，
它
使
我
們
呼
喊
:
阿
爸
，
欠

啊
!
里
神
自
己
和
我
們
的
心
神
一
同
作
證
:
我
們
是
天
主
的
于
女
。
既
然
是
子
女
，
便
是
承
權
人
，
是
天
主
的
承
躍

人
，
是
基
督
的
共
同
承
繼
人
」
。
參
考
迦
'
肆
，
五
;
若
二
笠
，
十
二
|
十
一
子
，
若
一
，
盞
，
一
，
二
，
九
)

(
片
自
口
已
且
心
。

r \ 
。

第
一
部

恩

龍

論

四



第
四
輛

重
化
者
天
主

四
二
二

所
謂
承
繼
，
就
是
慷
慨
地
接
納
一
位
外
人
傲
自
己
的
兒
子
和
繼
承
者
(
有ag
串
串
苛

B
E

叩
古

h
E
Z
B
Z
E
Z
L
m
g
m
S
Z
E

g
s
z

。
)
@
人
世
的
家
繼
要
求
承
繼
者
與
被
承
繼
者
具
有
共
同
的
慢
性
，
而
且
在
他
們
中
間
祇
能
建
立
倫
盟
的
與
法
律
的
關
係
;
至

於
天
主
的
家
繼
，
則
包
含
7
超
性
生
命
的
給
予
和
天
主
性
的
分
享
，
這
，
不
管
是
娃
立
天
主
與
其
義
子
之
間
的
實
質
相
通e
s
m
p
g
]

g
B
E
E
-
。
己
的
三
種
類
比
誕
生
(
若
，
也
笠
，
十
一
二
;
中
品
了
三
等
)
@
天
主
聖
子
基
督
之
始
於
太
古
的
子
位
，
是
天
主
義
子
地
位
的
模

範
@
羅
，
.
捌
，
廿
九.. 

「
好
使
他
(
基
督
)
在
家
多
弟
兄
中
作
長
子
」
(
神
，
車
品
了
廿
三
，
1
)
@ 

豆
、
聖
神
的
寓
居

軍
化
恩
寵
值
輯
人
鹿
為
車
輛
的
宮
殿
|
確
定
意
見

聖
神
寓
居
義
人
的
靈
魂
，
不
僅
藉
他
自
己
所
分
施
的
受
造
的
恩
寵
，
也
藉
若
他
的
非
受
造
的
天
主
性
體
(
戶
口

g
e

r
x
m丘
。
m
Z
Z
S
E
E
-
-
田
間
言
。
可O
H
E
E
-
-∞
鄧
八
九
八
，

-
O
一
五
)
。
聖
經
保
證
聖
神
親
自
寓
居
義
人
靈
魂
的
實
在

性
。
格
前
，
盞
，
十
六•• 

「
你
們
不
知
道
，
你
們
是
天
主
的
宮
殿
，
天
主
聖
神
住
在
你
們
內
嗎
?
」
(
羅
，
伍
，
五
;

捌
'
十
一
;
格
前
，
陸
，
十
九
)。

教
父
們
替
聖
經
的
訓
言
作
證
@
參
閱
單
依
來
內
反
異
說
，
伍
，
六
，1
等
@
為
反
詰
馬
賽
道
尼
派
，
他
們
以
聖
神
寓
居
的
道
理
，

來
證
明
聖
棘
的
天
主
性
@
見
聖
亞
達
納
h
h
v﹒b
h
h
h司
令
•• 

HUNh

. 

聖
神
親
自
居
住
在
義
人
靈
魂
內
所
產
生
的
，
並
非
是
與
靈
魂
的
賀
禮
的
結
合
合
各
位
巴
巴
己

g
E
S
E
口
)
，
而
僅
僅
是
一
種
耐

屬
性
的
結
合
兮
兮
缸
g
E
S
E
n
a
e

也
@
由
於
聖
神
的
寓
居
是
天
主
的
→
種
對
外
活
動
，
而
天
主
的
對
外
活
動
係
由
天
主
三
位
共
同

完
成
;
所
以
實
際
上
，
聖
棘
的
寓
居
也
說
是
天
主
三
位
的
寓
居
。
這
一
寓
居
飯
是
天
主
聖
愛
的
表
示
，
我
人
把
它
歸
屬
於
聖
神

l

父
與

子
之
間
白
成
位
格
的
愛
情
。
若
，
拾
肆
，
廿
一
一
一

.. 

「
誰
若
愛
我
，
必
遵
守
我
的
話
，
我
父
也
必
愛
他
，
我
們
對
到
他
那
裡
去
，
並
在
他

那
種
要
作
我
們
的
住
所
」
。
格
後
，
陸
，
十
六
.. 

「
你
們
就
是
生
活
的
天
主
的
殿
」
。



若
干
神
學
家
(
伯
達
菲
M
M
o
g
t
g、
巴
沙
格
利
亞
M
M扭曲
曲
晶-
2
、
錯
特
同
E
Z

、
謝
本
ω
n
g
m
r
g
、
雪
耳
ω
n
r
m忌
，
受
了
某
些
希

賠
敬
父
著
作
的
影
響
，
相
信
除
了
雪
三
的
寓
居
外
，
還
有
聖
神
的
三
種
特
別
的
寓
居
，
與
前
者
不
同
，
而
為
天
主
第
三
位
所
獨
有
。
然

而
，
這
→
見
解
與
天
主
三
位
對
外
活
動
了
紋
的
理
論
很
難
調
協
@

第
甘
-
節

隨
單
化
恩
寵
而
黎
的
禮
品

→
些
起
自
然
的
「
禮
品
」
陪
伴
著
聖
化
恩
寵
惠
臨
人
靈
，
它
們
與
聖
化
恩
寵
有
看
實
在
的
區
別
，
但
與
之
有
密
切
的
聯
繫
。
羅
馬

要
理
問
答
稱
這
些
超
自
然
的
「
禮
品
」
為
聖
化
恩
寵
的
向
伴.• 

三
切
最
卓
越
的
德
性
伴
隨
著
車
化
恩
寵

(
E
V
-
-
g
g
c
m

。
g
z
g

苟
言
a
g
E
S
S
E
-
2個
)
，
天
主
將
它
們
與
恩
寵
尚
時
傾
注
於
靈
魂
」
(
貳
二
了
五
十
)
。

一
、
神
學
德
性

僧
，
聾
，
賣
主
一
種
直
接
以
東
主
厲
聲
象
的
德
性
，
亦
即
轉
學
穗
性
，
與
軍
他
恩
聶
-
周
傾
通
訊

F晶
盟
魂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指
示
我
們.. 

「
人
在
成
義
之
時
，
蒙
主
赦
免
諸
罪
，
同
時
，
基
督
將
信
，
墓
，
愛
三
個
德

性
，
都
傾
注
於
根
植
在
基
督
內
的
他
」
(
鄧
八
0
0
)

。
靈
魂
所
蒙
受
的
這
三
個
德
性
是
一
種
習
性
(
E
V
X
5
)，

而
不
是
行
動
。
古
甘
豆
角
。
(
傾
注
)
一
詞
表
示
習
性
的
給
予
。
就
愛
德
來
說
，
大
公
會
議
特
別
宣
佈
'
愛
德
是
由
聖

神
傾
注
於
人
心
，
在
人
心
固
植
不
移
而
形
成
的
一
種
常
態
(
鄧
八
二
一.. 
全
串
門
。
"
是
自
己
古
g
E
F
5
8
2

口

M
H
R
ω
1
民
Z

目
的
g
n
Z
E

門
口R
Z
口
已m
E
H
m

丹
【
古ω
口
出
由
戶
口r
S
E
R
-
)

大
公
會
議
的
宣
布
以
羅
，
伍
，
五
為
主
要
的
依
據
.. 

「
天
主
的
愛
情
，
藉
著
所
賜
與
我
們
的
車
神
，
已
傾
注
在

第
一
部

息、

寵

論

四
二
三



第
四
緝

連
記
者
天
主

四
二
四

我
們
心
中
了
」
。
參
見
格
前
，
拾
盞
，
八
.. 

「
愛
永
存
不
朽
」

裡
。
格
前
，
拾
盞
，
十
三.. 

「
現
今
存
在
的
，
有
信
，
墓
，
愛
這
三
樣
」

。
信
德
、
墓
德
和
愛
德
完
全
一
致
，
永
存
在
義
人
心

。

聖
若
望
﹒
基
索
東
挂
到
洗
種
效
呆
時
說•• 

「
你
有
了
長
存
不
朽
的
信
、
望
、
愛
三
德
。
追
尋
它
們
!
它
們
比
徵
兆
(
奇
蹟
)
更
高

超
@
愛
德
是
無
與
倫
比
的
」
。
(
E
A
們
H
R
h
b
y
h
H
﹒
穹
遮
面.• 

色

"
N
U
@
雖
然
傾
注
的
愛
德
並
不
如
司
各
脫
斯
派
所
云
，
與
聖
化
恩

寵
實
質
上
相
同
﹒
兩
者
如
是
融
合
不
分
的
。
愛
德
的
習
性
與
聖
化
恩
寵
同
時
灌
注
人
靂
，
亦
與
之
同
時
消
失
(
鄧
一

O
三
一
l
-
O
三

二
)
。
信
德
、
望
德
跟
聖
化
恩
寵
可
以
分
離
@
人
每
犯
大
罪
﹒
愛
德
與
盟
龍
蠱
失
，
而
信
與
望
二
德
則
繼
續
存
在
@
惟
有
犯
了
與
這
兩

種
德
性
相
違
的
罪
道
﹒
即
信
德
遭
遇
不
信
﹒
望
德
迫
遇
不
信
與
絕
望
時
，
信
與
望
二
德
始
告
失
落
(
鄧
八

O
八
，
八
三
八
〉
@
由
於
信
與

望
三
德
可
能
與
恩
寵
及
愛
德
分
離
﹒
若
干
斗
神
學
家
(
如
索
阿
勒
茲
認
為
，
在
靈
魂
有
相
當
準
備
的
情
況
下
，
這
三
種
德
性
在
成
義
之

前
，
就
已
經
在
無
愛
德
相
伴
狀
態
令g
c
g
曲
戶
口
卅
日g
a
s
)下
﹒
傾
注
於
靈
魂
內
@
這
一
意
見
與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的
宣
布
並
不
相
悴

(
鄧
八O
O
-
-
m
g已
戶
口
叫
自
己
，
因
為
大
公
會
議
所
指
示
的
抵
是
有
愛
德
相
伴
的
信
德
公
注
冊
胡
同
巴
巴
但
官
)
和
望
館
(
咎
由
胡
同
。

5

臼
S
)。

-
一
、
倫
理
德
性

筒
里
穗
性
吳
雪
化
恩
寵
-
同
觸
過
於
人
璽
|
一
般
意
見

維
也
諾
(
5
S
D
m
H
ω
H
H
l
H
ω
H
N

〉
大
公
會
議
一
般
地
講
論
德
性
與
恩
寵
。
口
閏
月
5

戶
口
閃
閃
3
8
)
，
是
以
習
性

方
式
的
傾
注
，
並
不
以
神
學
德
性
為
限(5月
門E
B
R
E
F
H
E
E

的
嗯
且
玄
古
E
Z
S
Z

門
ρ
Z
S
L
E
Z
Z
E﹒
鄧
四

八
三
)
。
羅
馬
要
理
問
答
(
貳
'
二
，
五
十
)
提
及
「
一
切
德
性
的
積
泊
貴
的
支
伴
」
。

聖
經
雖
然
沒
有
明
確
地
詮
實
倫
理
德
性
的
傾
注
;
但
智
﹒
捌
'
七
(
四
樞
德
赴
天
主
智
慧
的
結
婚
禮
品
)
;
則
，
拾
壹
﹒
十
丸
，

甘
(
遵
守
主
的
頭
誠
是
獲
得
新
「
心
靈
」
的
後
果
)
.
尤
其
是
伯
後
，
壹
﹒
四
等
凡
不
位
揖
及
天
主
住
權
的
分
卒
，
而
且
也
列
舉
其
他



的
恩
賜
如
佑
心
、
.
刃
量
、
知
識
、
節
制
、
忍
耐
、
孝
愛
、
友
愛
、
對
主
的
愛
等
)
.
對
這
一
點
﹒
都
右
所
提
示
@
聖
奧
斯
定
論
及
倫
理

德
性
研
歸
宗
的
四
樞
德
時
說

.. 

「
在
現
世
逗
涕
泣
之
谷
，
天
主
藉
恩
寵
蜴
與
我
們
這
些
德
性
」
(
阿
富
3.• 

全

h
u
h
-
w
8
.
H
H
)

。
套
考

奧
斯
定
的
L
E
e
-
L
F
~
S
這
-
H
可•• 

∞
W
H
;
並
參
考
制
﹒
貳
之
堂
，
失
三
，
3
9

=
一
、
聖
神
的
恩
賜

軍
靜
的
恩
賜
，
也
與
軍
他
恩
窮
-
同
傾
混
齡
人
璽

l

一
般
意
見

這
一
一
神
學
意
見
的
聖
經
基
礎
是

.• 

依
，
拾
壹
'
二
l

三
，
它
識
到
未
來
的
默
西
亞
將
具
有
的
精
神
恩
物.• 

「
將

要
住
在
他
內
的
上
主
之
神
，
是
明
智
和
聰
敏
的
神
，
起
見
和
剛
毅
的
神
，
明
達
和
敬
畏
上
主
的
神
，
他
將
以
敬
畏
上

主
為
快
慰
。
」
(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與
拉
丁
通
俗
本
作
.. 

「... 

明
達
和
幸
愛
〔
t
q
令
a
a
w
-
o
g
ω
〕
之
神
1
.
敬
畏
上
主
之

神
會
克
捕
他
」
)
。
根
接
希
伯
來
文
，
除
了
「
天
主
的
神
」
本
身
以
外
，
尚
有
六
種
恩
賜
。
而
七
十
賢
士
本
與
拉
丁

通
俗
﹒
末
將
第
二
節
與
第
三
節
中
的
「
敬
畏
上
主
」
一
詞
作
「
敬
畏
」
和
「
幸
愛
」
二
種
不
同
的
譯
法
，
所
以
有
了
七

種
恩
賜
。
實
際
上
，
溯
自
七
十
賢
士
本
的
「
七
」
的
數
字
並
無
重
要
性
。
禮
儀
、
教
欠
們
(
如
草
鞋
博
羅
削
巳
G

E
Q
.
為
這
是
汝
昌

N
w
p
b
肉
遺
忘
可
今
禹

w
h
N
)與
神
學
家
們
都
從
這
設
經
文
得
知
，
車
神
的
恩
賜
是
分
施

給
一
切
養
人
的
，
因
為
義
人
是
基
督
的
肯
像
(
羅
，
捌
'
廿
九
)
。
參
考
堅
振
規
程
與
禮
儀
所
應
用
的
詩
歌
如
「
伏

求
里
神
降
臨
」
(
〈g
r
g
p
n
z
m
t
H
W
5
)
「
伏
求
造
物
鑒
神
降
臨
」
(
〈g
凹
凸
5

旦
旦
∞

M
M叩
門
戶
宮
的
)
，
以
及
具

十
三
世
有
關
單
神
的
通
諭•• 
b
甘
宮
忌
器

S
N
h丸

(
H
g
J
o

什
麼
是
車
輛
恩
賜
的
本
質
?
它
們
和
傾
注
的
德
性
之
闢
係
如
何
?
這
一
切
俏
無
定
論
。
按
照
大
多
數
神
學
家
所
推
崇
的
聖
多
瑪
斯

錄
一
部
恩
籠
包
創

四
二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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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綠

泊
中
化
者
天
主

四
二
六

的
見
解
，
聖
神
的
恩
賜
是
靈
魂
能
力
的
起
自
然
而
恆
久
的
習
性
，
與
傾
注
於
靈
魂
的
錯
性
有
實
在
的
差
別
;
里
神
的
恩
賜
使
人
輕
捷
而

愉
快
地
順
從
聖
神
的
默
導
(
U
O
E
E
E
A
E
M
e
s
z
σ

宮
曲
。
而
且
在gg
的
『
。
B
E
m
g

拉
宮
♂
宮
。
內
H
M
V
B
B
Z
o
m
z
z
a
E
Z
-

2
戶
口n
g
g
ω
旬
在Z
m
ω
g
a

﹒
神
，
貳
之
壺
，
六
八
，
4
)
@

聖
神
的
恩
賜
部
份
與
理
智
(
上
智
、
明
遠
、
起
見
、
聰
敏
)
有
關
﹒
部
份
與
意
志
(
剛
殼
、
孝
愛
、
敬
畏
)
有
關
@
里
神
的
恩
賜

與
傾
注
的
德
性
之
差
別
是.. 
靈
魂
的
賦
有
超
自
然
恩
恩
的
能
力
是
德
性
的
動
力
本
原
'
是
賦
給
靈
魂
的
起
自
然
能
力
，
而
恩
賜
的
動
訂

本
原
直
接
是
聖
神
。
德
性
使
人
完
成
教
友
生
活
中
普
通
的
好
行
為
，
而
聖
神
七
困
山
使
人
完
成
不
平
常
的
英
豪
行
為
@
聖
神
七
恩
與
奇
思

(
n
r且
m
g
a
m
H
)
不
悶
，
前
者
是
為
了
受
恩
者
自
身
的
得
救
而
賦
予
﹒
而
且
是
在
成
義
之
時
傾
注
於
人
靈
。
(
4神
、
貳
之
壺
，
六

八
，
1
1
8

〉
@

第
廿
=
節

恩
寵
攪
界
的
特
性

一
、
不
確
性
(
C
E
R
E
-
旦
河
)

若
無
天
主
特
別
的
聲
眾
，
沒
有
人
能
以
信
仰
所
特
有
底
確
切
性
知
道
自
己
是
否
處
於
恩
寵
攪
與

l

信
理

新
教
人
士
認
為
，
成
義
的
人
能
以
毫
無
悽
提
的
，
信
仰
所
特
有
底
確
切
性
，
確
知
自
己
的
成
義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布
:
「
當
人
思
量
一
己
的
噢
弱
和
自
己
準
備
的
不
足
，
自
己
是
否
處
於
恩
寵
之
境
這
一
問
題
，
會
使
他
們
感

到
畏
懼
與
焦
急
，
因
為
沒
有
一
個
人
能
以
信
仰
所
持
有
底
確
切
性
，
知
道
自
己
的
無
辜
，
並
確
知
已
經
獲
得
主
的
恩

寵
」
(
鄧
八
O
二
)
。

聖
經
證
明
恩
寵
境
界
的
不
確
性
。
格
前
，
肆
，
四
.• 

「
我
雖
然
自
覺
良
心
無
愧
，
但
我
決
不
因
此
就
自
斷
為
養

人
」
。
婪
，
貳
'
十
一
一•• 

「
你
們
要
價
墊
高
恐
懼
戰
慄
'
努
力
完
成
你
們
得
載
的
事
」
。
又
格
前
，
玖
'
廿
七
。



恩
寵
境
界
不
確
性
的
理
由
是.. 

派
有
特
諒
的
啟
示
，
無
人
能
以
信
仰
底
確
切
性
，
知
道
自
己
已
經
請
全
了
成
義
的
一
切
必
妥
條

科
@
但
這
信
仰
底
確
切
性
之
不
可
，
說
，
並
不
損
斥
以
一
一
良
心
為
證
抽
晦
之
高
度
的
常
情
確
食
作
(
帥
，
貳
之
章
，
一
一
一
一
，

5
)
。

-
一
、
不
等
位(
E
S
E
-
Z
U
刊
)

義
人
要
畏
的
處
義
之
恩
，
多
寡
各
不
相
間l
信
理

善
工
能
邀
至
更
聾
富
的
恩
寵l
信
理

新
教
人
士
以
為
，
成
義
祇
是
基
督
正
義
的
外
在
歸
屬
，
所
以
他
們
不
得
不
承
認
一
切
義
人
的
成
義
完
全
相
同
。

然
而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定
斷
:
義
人
所
蒙
受
的
成
義
之
恩
的
多
寡
，
出
於
天
主
的
自
由
給
予
，
而
且
按
照
谷
人
的
準

備
與
合
作
的
程
度
而
不
同
(
鄧
七
九
九
)
。

至
於
恩
寵
的
增
加
問
題
，
新
教
人
士
認
為
善
工
祇
是
成
義
的
果
賀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反
對
這
一
見
解
'
宣
布

人
靈
內
已
獲
得
的
正
義
能
隨
善
工
而
增
加
的
叩
門
苦
心
師
們
目
前
倚
門

F

古
巴
拉E
E
o
n
o
e
z
s
p
g
o
o
p的
R
E

巴
巴
金
P

Z
E
E

口
。

D
E
m
o
z
n
o
E
B巳
g
M
V
R
E
P訕。
℃
ω
B
u
h
r
-
ω﹒
鄧
八
三
四
.
，
八O
三
，
八
四
三
。
各
種
不
同
的
善
工

邀
至
不
同
等
級
的
恩
寵
。

聖
經
告
訴
我
們
，
賜
與
每
一
位
義
人
的
恩
寵
各
不
相
同
。
厄
'
肆
，
七

.. 

「
我
們
各
人
所
受
的
恩
寵
，
部
都
是

按
照
基
督
賜
恩
的
尺
度
」
。
格
前
，
拾
貳
'
十
一•• 

「
可
是
這
一
切
都
是
這
唯
一
而
同
一
的
單
神
所
行
的
，
隨
他
的

心
棋
，
個
別
分
配
典
人
」
。
聖
經
文
告
訴
我
們
恩
寵
增
加
的
實
在
性
。
伯
後
，
盞
，
十
八
.• 

「
在
恩
寵
上
漸
漸
增

長
」
。
默
F

貳
貳
τ

十
一•• 

「
讓
義
者
仍
行
義
罷
!
讓
聖
者
仍
成
聖
罷1
」

第
一
部

恩

能

論

四
二
七



第
四
緝

型
化
者
天
主

四
二
八

車
熱
昭
雄
尼
莫
及
擊
若
凡
寧Q
S
E
B
)
的
謬
誤
。
若
氏
受
了
斯
多
噶
派
諸
德
相
同
之
理
論
的
影
響
，
詔
為
一
切
義
人
撞
得
同
等
的

恩
寵
，
一
切
聖
者
蒙
受
同
等
的
榮
一
幅
〈
駁
若
凡
寧
，
貳
'
廿
一
一
一
)
@
聖
奧
斯
定
說

.• 

「
諸
聖
都
穿
戴
著
正
義
，
有
人
多
些
，
有
人
少
些

」
(
書
信
，
壹
陸
的
氓
，
三
，
十
一
二
)
。

恩
寵
尺
度
不
同
之
可
能
性
的
內
在
理
由
乃
是

•• 

恩
寵
是
靈
魂
的
實
質
屬
性
@
因
此
多
寡
不
均
。
(
神
，
貳
之
壹
'
一
一
二
，4)
。

=
一
、
恩
寵
喪
失
的
，
可
能
性

科
恩
寵
的
喪
失

前
義
之
恩
能
夠
長
逞
，
任
何
夫
罪
都
能
使
之
喪
央
l

信
理

喀
爾
文
認
為
恩
寵
境
界
絕
對
不
可
能
喪
失
;
路
德
認
為
祇
有
不
信
之
罪
，
即
失
去
依
倚
的
信
心

E
Z
F
)，
始
能
使
人
失
落
已
得
的
正
義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稱.. 

「
恩
寵
之
境
不
僅
由
於
信
心
之
消
失
，
抑
且
由

任
何
大
罪
而
遭
喪
失
(
鄧
八
O
八
，
八
三
三
，
八
三
七
)
。
小
罪
慨
不
破
壞
也
不
減
損
恩
寵
境
界
(
鄧
八O
四
)
。

聖
經
以
解
釋
與
例
證
〈
墮
落
的
天
使
、
人
類
始
祖
、
猶
達
斯
、
伯
多
祿
〉
，
清
晰
地
說
明
恩
寵
可
以
失
落
的
道

理
。
則
，
拾
捌
'
廿
四
;
去
盞
，
十
二
;
瑪
'
武
佳
，
囚
一
.. 

「
醒
店
祈
禱
吧
!
免
陷
於
誘
惑
」
。
格
前
，
拾
，
十

一
一
•• 

「
凡
自
以
為
站
得
穩
的
，
務
要
小
心
，
免
得
跌
倒
」
。
在
格
前
，
控
，
九
i

十
中
，
除
了
本
信
之
罪
外
，
聖
保

祿
叉
列
舉
其
他
許
多
不
得
承
繼
天
國
之
罪
，
當
然
，
這
些
罪
也
會
招
致
成
義
之
恩
的
失
落
。

若
凡
寧
企
圖
擷
取
若
一
，
念
了
九
的
經
文
，
作
為
成
義
之
恩
不
能
失
落
的
根
攘
，
而
遭
聖
熱
羅
尼
莫
的
痛
擊h駁
若
凡
寧
﹒
試
，

一
!
四
)
3
初
期
教
會
生
活
中
做
補
闊
的
常
規
﹒
證
明
當
時
教
友
相
信
任
何
大
罪
使
恩
寵
喪
失
的
道
理
@

(
出
門
戶
口
。

-
m
L



自
置
論
言
，
恩
寵
可
能
喪
失
的
信
理
基
於.. 

從
一
方
面
言
，
人
的
自
由
使
人
有
犯
罪
的
可
能
，
另
一
方
面
，
大
罪
的
本
質
i

背
棄

天
主
﹒
傾
向
受
造
物
|
與
聖
化
恩
自
紹
對
相
伴
;
單
化
恩
能
乃
是
與
天
主
生
命
的
起
自
然
的
契
合
@

的
傾
注
的
德
性
與
聖
村
恩
賜
的
衣
來

當
聖
化
恩
寵
失
落
時
，
愛
的
神
學
德
性
也
隨
之
梢
失
。
愛
德
與
大
罪
絕
不
相
容
。
巴
依
烏
斯
所
主
張
的
相
反
理

論
為
教
會
所
揚
棄
(
鄧
-
o
=三
l
-
O
三
二
)
。

正
如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所
特
別
閻
明
的
，
信
德
並
不
一
定
能
恩
寵
揖
界
而
起
失
。
殘
存
入
靈
的
信
德
雖
不
是
活

的
信
德
，
均
是
一
糙
的
問
宜
的
信
德
(
鄧
八
三
八
)
。
祇
有
與
信
認
本
質
相
泣
的
一
小
信
之
間
再
能
使
它
喪
失
。

華
德
可
以
離
愛
心
也
而
存
在
(
鄧
一
四O
七
)
，
但
是
不
能
造
信
德
而
獨
立
，
與
整
一
德
相
反
的
失
望
-
以
及
不
信
之

罪
，
使
人
失
去
華
德
。

按
照
神
學
家
的
一
般
見
解
，
倫
理
的
諒
性
與
單
神
的
恩
賜
，
均
隨
恩
寵
與
愛
德
而
喪
失
淨
盡
。

第
一
部
恩
龍
論

四
二
九



第
四
編

壇
一
化
若
天
主

四
一
一-
o

第
三
章

成
義
的
美
呆

(
功
績
論
)

第
廿
三
節

功
績
的
實
在
性

一
、
其

說

新
教
人
士
否
認
超
自
然
功
績
的
實
在
性
@
路
德
最
初
宣
稱•• 

成
義
者
的
一
切
善
行
本
身
都
是
有
罪
的
，
因
為
罪
但
仍
留
在
他
內
(

部
七
七
一•• 
F
o
g

間
。
當B
V
S

。
古
Z
S
m
o
s
?
)，
稍
後
他
承
認
成
義
的
人
藉
所
賦
予
的
聖
神
之
助
，
能
移
而
且
必
須
完
成
藝

工
(
奧
斯
保
信
條
第
廿
款•• 

心
。
自
皂
白S
E
W
門H
g
a
g
n
m
g
o
m
x
g
s
e
m
S
E
B
B
-
)

，
但
他
否
認
這
些
善
行
的
功
績
@
按
照

喀
爾
文
的
說
法
(
基
督
教
會
的
原
理L
F
h
h
h
H
N
h
H
h
o
p

圓
"
H
N
W
A
H
)
在
天
主
面
前
，
人
的
一
切
善
行
都
是
「
不
潔
與
污
繭
的
」
(
冒
雪
古
個


B
S
S
B
S

且
2
)
.
新
教
人
士
認
為
，
天
主
教
有
關
功
績
的
理
論
使
華
督
的
功
績
與
恩
寵
貶
值
(
鄧
八
四
三
)
，
而
且
過
份
重
靚

善
行
的
外
表
聖
德
，
卑
鄙
地
尋
求
一
己
的
功
勞
，
是
一
種
法
利
賽
式
的
自
詩
。

有
關
功
績
的
概
念
﹒
請
參
閱
本
書
第
三
編
第
二
部
第
十
一
節
之
一
@

二
、
教
會
的
道
理

聽
義
的
人
能
因
他
的
善
工
，
真
正
地
掙
軍
突
主
越
性
的
賣
報
|
信
理

第
二
次
奧
良
會
議
與
阿
基
丹
的
普
洛
斯
柏
和
單
奧
斯
定
的
想
法
一
致
，
宣
布

如
下

.. 

「
己
做
的
善
工
應
受
報
酬
，
但
是
並
非
由
功
讀
而
來
的
恩
寵
，
先
於
行
動
，
俾
使
行
動
美
好
地
完
成
」

巴
巴
早
已
門
白
白
自
由
σ
。
旦
閣
。
旬
叩
門

p
g
u
m
-
b
m
E
U
Z
L
m
S
H
E
-

【
吉
凶
。
口g
L
忌
。
2
月
"
項
目
C
O
門
戶
戶
艸
旦
出
S
H

﹒

(PSUOH 

。
問
〉
ρ
丘
宮
巳
m
w〉

f‘、

部



九
一
v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曉
-
m我
們
，
永
生
對
於
成
義
的
人
，
一
方
面
是
天
主
所
預
許
的
禮
品
與
恩
惠
，
另
一
方
面
是

義
人
自
己
苦
工
的
賞
報
(
鄧
八O
九
)
。
由
於
天
主
的
恩
寵
是
使
人
得
永
生
的
超
性
善
工
之
先
決
條
件
與
基
髓
，
所

以
得
軟
的
苦
工
是
天
主
的
恩
賜
，
同
時
也
是
人
自
己
的
功
行
:
(
2
.
巴
巴
〉
古
巴
倍
。
皂
白
唱
。
自
口gE
B
E
g

M
E
E
H
B
U
E
g
E
B語
言

B
E
E
R
-
z
u
ρ
z
m
m
m

呂
立
旬
叩
門
口
曲
已
。

5
.

鄧
八
-
0
，
一
囚
一
。
大
公
會
議
所
說
的

「
真
」
功
績
(
克
思
自
叩
門
而
且
鄧
八
四
一
一
)
，
是
指
義
理
劫
積
(
B
g
Z
B
兮
的
。
且
肌
肉
口
。
鄧
八
三
五
，
八
三
六
)
。

一
、
聖
經
與
傳
冉
來
的
教
訓

依
接
車
經
，
天
國
的
永
福
是
現
世
善
工
的
賞
報

(
B
E
R
m
-
H
O
E
S

角
色
。
﹒
H
O
E
V
E
-
。
w
哥
哥
古
巴
)
。
賞
報
與

功
讀
這
兩
個
概
念
互
相
關
連
。
耶
穌
向
那
些
為
了
他
而
受
掃
馬
迫
害
的
人
，
允
許
天
國
豐
富
的
賞
報

•• 

「
你
們
歡
喜

踴
躍
吧
!
因
為
你
們
在
天
上
的
賞
報
是
豐
厚
的
」
。
(
瑪
'
伍
，
十
一
一
)
。
最
高
的
審
判
者
按
照
義
人
的
善
工
而
予

以
永
遠
的
賞
報
.. 

「
我
父
所
祝
福
的
，
你
們
來
吧
!
承
受
自
創
世
以
來
，
給
你
們
預
備
了
的
國
度
吧
!
因
為
我
餓

了
，
你
們
給
了
我
吃
的
(
瑪
，
貳
伍
，
卅
四i
卅
五
)
。
在
耶
穌
的
教
訓
裹
，
賞
報
的
道
理
經
常
出
現
(
參
見
瑪
'

拾
玖
'
廿
九
;
貳
伍
，
廿
一
;
路
，
陸
，
卅
八
)
強
調
恩
寵
的
聖
保
驗
，
特
別
表
揚
藉
恩
寵
而
完
成
的
善
工
之
美

果
，
他
說
賞
報
以
善
工
為
尺
度
.• 

「
他
要
照
每
人
的
作
為
報
應
人
」
(
羅
，
貳
，
六
)
。
「
各
人
將
要
按
各
自
的
勞

苦
領
受
各
自
的
首
報
」
〈
格
前
，
盞
，
八
;
哥
，
盞
，
廿
四
;
希
，
拾
，
卅
五
;
拾
壹
'
六
)
，
當
他
稱
永
恆
的
賞

時
卅
一
部
恩

認

誨

四
一
一
二



的
川
叫
前
汀
-
一
化
1干
什
天
半
一

日
三
二

報
為
「
正
抖
抖
的
(
審
判
者
將
要
賞
給
的
正
義
的
冠
冕
」
時
(
弟
後
，
肆
，
八
)

主
的
賞
報
(
義
理
劫
績
，
參
見
希
，
陸
，
十
;
貳
貳
，
十
二
)

，
他
去
一
杏
花
人
因
善
工
將
有
權
承
受
天

。

自
宗
徒
時
代
起
，
傅
法
就
給
善
工
受
賞
的
道
理
作
證
@
安
提
約
是
亞
的
里
依
納
爵
給
聖
保
利
加
布(
2
q
n
m
H

門
巴
寫
信
道

•• 

「
勢

力
越
大
，
收
禮
也
越
盟
富
(
壺
，
一
一
一
)
。
「
努
力
愉
悅
你
的
主
吧
!
你
將
要
從
他
那
複
再
到
賞
報

.... 

使
你
的
工
作
成
為
儲
蓄
，
以
便

有
一
天
提
取
巨
賞
」
(
陸
乙
丁
學
閱
單
儒
思
定
護
教
書
，
壹
'
囚
一
二
)
。
或
爾
部
里
首
先
探
用
「
功
績
」
(
B
R
Z
Z
S
)一
詞
2
但

他
絲
毫
沒
有
改
變
傳
眾
的
教
訓
。
聖
奧
斯
定
反
對
白
拉
奇
異
說
時
，
比
早
期
的
教
父
們
更
強
調
且
也
在
行
善
時
的
重
要
性
，
但
他
始
終

認
為
，
詩
人
站
恩
寵
立
助
研
完
成
的
善
工
堪
受
賞
報
@
書
信
，
壹
玖
肆
，
五
，
十
九.• 

「
恩
混
在
我
們
內
完
成
每
一
個
善
工
﹒
當
天
主

給
我
們
的
苦
工
加
見
時
，
無
非
是
給
他
自
己
的
恩
賜
加
覓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人
面
對
那
助
他
拉
得
恩
寵
的
恩
誨
，
究
竟
有
何
功
績
可

言
呢
?
」

自
然
血
性
無
法
證
明
超
自
然
功
績
的
實
在
性
﹒
因
為
設
者
注
於
於
天
主
賞
冉
的
白
白
允
h
h
h
@
但
臼
然
耳
他
可
以
自
人
的
普
通
良

知
﹒
指
出
白
白
完
成
的
起
自
然
苦
工
臨
-
R
X
賞
報
的
合
立
性
(
神
﹒
武
士
壹
z

一
一
四
﹒
1
)

第
廿
四
節

功
績
的
偉
件

一
、
有
功
榜
的
行
為

有
功
績
的
行
為
必
須•. 

付
符
合
倫
姐
姐
範
的
苦
，
即
行
為
的
對
象
、
意
向
與
境
況
都
合
乎
道
德
律
。
厄
﹒
陸
﹒
八
:
「
你
們
知
道
每
一
個
人
﹒
成
為
攻
時

或
自
主
的
，
不
論
行
了
什
麼
善
﹒
都
要
按
所
行
的
領
主
的
賞
叫
M
a
」
天
主
是
絕
對
的
聖
善
本
身
﹒
他
低
能
賞
報
善
行
。

叫
不

J
Y立外
在
的
約
束
與
內
在
必
然
性
之
驅
使
@
放u
m依
芯
森
十
世
內
放
棄
揭
森
如
下
的
謬
論.. 

人
性
而
一
一
這
以
往
﹒
京
受
外
亢
的
一
烈
的

一
，
7
月
吐
泛
交
到
立
性
(
添
一
。
九
四
)
@
德
，A
t
-
-

九
于
I
…
;
塢
，
冶
次
﹒
十
七.. 

「
知
足
你
聞
主
入
I
t
-
-
J
A技
進
守
論
命
」
「
盾
，



拾
玖
﹒
廿
一
;
格
前
，
玖
'
十
七
)
。
聖
熱
羅
尼
莫
說•. 

「
凡
有
必
然
性
的
地
方
﹒
便
無
黨
報
可
言
。
」

人
的
一
良
知
告
訴
我
們
﹒
惟
有
自
由
的
行
為
堪
受
雙
賞
或
懲
罰
。

目
是
超
自
然
的
，
即
受
現
恩
所
引
起
與
指
導
並
有
超
自
然
動
機
的
行
為
@
成
義
的
人
也
需
要
現
恩
來
完
成
得
救
的
善
工
(
參
見
第

八
節
之
三
)
。
功
績
行
為
必
頭
要
有
超
自
然
的
動
機
，
因
為
行
動
者
具
有
理
智
與
自
由
﹒
能
將
他
的
行
為
有
意
識
地
隸
麗
於
超
自
然
的

目
標
a

耶
穌
允
許
賞
報
那
些
為
他
而
完
成
的
善
工
@
谷
，
玖
﹒
四
十
(
希
賠
本
為
第
四
一
節
)
.• 

「
誰
若
因
你
們
屬
於
基
督
，
而
給
你

們
一
杯
水
喝
，
我
實
在
告
訴
你
們
:
他
決
京
會
失
掉
他
的
賞
報
」
(
參
見
瑪
﹒
拾
﹒
四
一
一
;
拾
玖
﹒
廿
九
;
路
﹒
玖
﹒
四
月
八
)
@
聖
保
祿

勘
聽
我
們
，
一
切
都
要
因
主
耶
穌
的
名
與
為
主
的
光
榮
而
行
@
哥
，
套
，
十
七

•• 

「
你
們
無
論
作
什
麼
，
或
在
言
語
上
或
在
行
為
上
﹒

一
切
都
該
因
主
耶
穌
的
名
而
做
」
@
格
前
，
拾
﹒
卅
一.. 

「
你
們
或
吃
或
喝
，
或
無
論
作
什
麼
，
一
切
都
要
為
光
榮
天
主
而
作
」
@

這
起
自
然
動
機
應
當
是
怎
樣
的
動
機
呢
?
按
賊
聖
多
瑪
斯
與
大
多
數
神
學
家
的
意
見
，
善
行
之
受
賞
須
以
對
天
主
的
全
愛

(
n
R
f

-
8
)為
最
高
動
機
@
在
聖
經
裡
我
們
找
到
這
個
道
理
的
佐
證
@
沒
有
愛
，
一
切
善
行
都
是
空
虛
的
(
格
前
，
拾
翠
，
二
l
l
三
)
，
天
主

許
諾
將
永
生
的
冠
冕
賜
給
那
些
愛
他
的
人
(
雅
﹒
章
，
十
二
，
格
前
，
貳
﹒
丸
)
@
這
份
對
天
主
的
愛
並
末
需
要
在
每
一
個
行
動
中
明

白
地
表
露
﹒
而
抵
需
要
影
響
到
行
動•• 

成
義
的
人
將
自
己
與
所
作
的
一
切
都
獻
給
天
主
﹒
就
慘
了
。
抵
要
愛
的
心
情
繼
續
下
去
﹒
它
影

響
到
人
的
所
有
善
行
﹒
投
使
這
些
善
行
以
超
自
然
的
最
後
目
標
為
目
標
@
堅
多
瑪
斯
特
別
指
出
﹒
器
人
的
一
切
行
止
﹒
祇
要
是
符
合
道

德
秩
序
的
﹒
即
使
在
行
動
時
沒
有
想
起
天
主
，
也
將
會
受
到
賞
報
(
b
n
s
a
r
.
m
w
叭
。
Y
H
H
)
@
愛
之
多
寡
決
定
功
績
的
份
量
。
因

此
他
勸
我
們
須
常
激
發
愛
德
。
聖
經
上
有
些
經
文
告
訴
我
們
﹒
末
十
持
完
善
的
動
機
，
為
服
從
天
主
的
法
律
﹒
希
望
永
恆
的
一
福
祉
等
﹒

也
足
自
使
善
工
受
到
賞
報
(
持
此
意
見
的
是
素
阿
勒
拉ω
口
白
白
、
戴
﹒
路
哥
口
而
戶
口
的
。
)
。

(
駁
若
凡
事
﹒
貳
'
三
叫
。

二
、
待
功
綺
者

得
功
績
的
人
必
須.. 

付
是
旅
居
現
世
者
(
戶
口
的
宮
門
口
丘
吉
)

，
即
小
心
塵
世
向
天
國
進
發
的
人
，
因
為
偵
緝
天
主
的
安
蚱
，
獲
得
功
績
的
可
能
性
僅
岐
於

第
一
部
肉
-"-、

f,1 
0 1'1.. 
ii!吋

四
三
三



第
四
編

聖
化
者
天
主

四
三
四

現
世
生
活
的
期
間
@
如
若
﹒
玖
﹒
四
:
「
黑
夜
來
到
，
就
沒
有
人
能
作
主
了
」
。
迦
﹒
陸

-
I
T
-
-
「
控
我
們
還
有
時
問
﹒
應
向
眾
人
行

善
」
@
格
後
，
伍
，
十
明
示
，
賞
報
是
按
照
各
人
「
在
他
肉
身
內
」
所
行
的
，
意
即
在
現
世
生
活
中
所
行
的
(
瑪
﹒
貳
伍
，
卅
四
等
;

路
，
拾
陸
，
廿
六
)
@
奧
力
振
認
為
死
後
仍
能
皈
主
，
並
能
行
善
積
功
，
這
個
一
意
見
為
教
父
們
所
駁
斥
@
聖
福
京
斯
說
:
「
天
主
祇
給

現
世
的
人
以
牟
取
永
生
的
時
間
」
(
b
m
b
h
H

問
h耐
心M
U
h
H
E
R
囡
"
ω
。
)
@

的
處
於
恩
寵
境
界
(
戶
口m
g
z
m
E
E
m
)，
以
獲
得
所
謂
狹
義
的
功
績
(
義
理
功
績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給
切
積
所
下
的
定
義
祇

通
用
於
成
義
的
人
(
部
八
三
六
﹒
八
四
一
一
)
。
巴
依
烏
斯
的
相
反
論
謂
為
教
會
所
譴
責
(
鄧
一

O

三
二
)
@
耶
穌
訓
歡
我
們
﹒
經
常
與
他

契
合
是
結
超
性
果
實
的
先
決
條
件.. 

「
正
如
技
條
若
不
存
留
在
葡
萄
樹
上
，
憑
自
己
不
能
結
實
﹒
你
們
若
不
住
在
我
內
﹒
同
樣
也
本

能
」
(
若
﹒
拾
伍
，
四
)
@
聖
保
聽
說
﹒
與
恩
籠
境
界
不
可
或
離
的
愛
﹒
使
善
行
蒙
受
賞
報
(
格
前
﹒
拾
丞
﹒
二

l

一
二
)
@
聖
奧
斯
定

說
﹒
惟
有
「
因
信
成
義
的
人
能
甜
苦
其
生
，
能
善
其
行
」
﹒
從
而
得
到
榮
一
帽
、
永
生
的
賞
報

(
K
H
n
h
h

已
遠
、
計
且
必
這
N
h
F
F
N
W
N
H
)
。

自
理
論
言
，
恩
寵
境
界
的
必
要
性
是
基
於
下
列
事
實
.. 

在
得
劫
韻
者
的
行
動
與
賞
報
者
的
賜
與
之
間
﹒
唯
有
當
悍
劫
積
者
受
常
恩

捏
學
於
天
主
的
朋
友
與
天
主
子
女
的
地
位
，
始
有
本
質
上
的
相
應
性
。

一
、
賞
報
者
天
主

功
蜻
從
屬
於
天
主
的
自
由
決
定
﹒
以
永
生
報
賞
那
藉
他
的
恩
寵
而
完
成
的
善
行
。
由
於
創
造
者
與
受
造
物
中
闊
的
無
限
距
離
﹒
若

無
天
主
的
自
由
決
定
，
人
憑
一
己
的
力
量
必
不
能
使
天
主
成
為
他
的
負
債
者
@
天
主
永
賞
的
許
諾
使
我
們
清
楚
地
知
蹺
，
天
主
確
實
作

了
如
上
的
訣
定
。
瑪
'
伍
，
三
等
(
真
一
幅
八
端
)
;
拾
玖
'
廿
九
(
百
倍
的
報
賞
〉
;
貳
伍
，
卅
四
等
(
世
界
的
審
判
者
宣
布
最
後
的

判
決
)
。
聖
保
臉
說
:
「
..•..• 

永
生
的
希
望
，
而
這
永
生
是
那
不
能
說
謊
的
天
主
在
久
遠
的
時
代
眼
前
所
預
許
的
」
(
鐸
﹒
壹
﹒
二
;

參
閱
弟
前
﹒
肆
﹒
八
;
雅
﹒
宣
﹒
十
一
一
)
。
聖
奧
斯
定
說
:
「
天
主
並
非
欲
有
所
取
﹒
而
是
因
其
頭
許
，
成
為
我
們
的
負
債
者
@
人
不

能
對
他
說
『
把
你
取
去
的
還
給
我
」
﹒
而
祇
能
說
「
將
你
所
允
許
過
的
給
我
吧
」
(
草
詠
記
述
，
、
沛
，
捌
盞
，
十
六
)
@
神
，
貳
之

志
且
，
一
一
囚
，1
之
3
@



司
各
悅
斯
派
人
士
與
唯
名
論
者
都
認
為
，
善
工
得
黨
的
惟
一
理
由
是
天
主
的
自
由
接
納
﹒
因
而
天
主
也
可
能
接
受
自
然
的
善
工
而

吐
白
永
生
a

多
瑪
斯
派
神
學
家
則
認
為
善
土
之
吏
賞
，
也
繫
於
完
成
於
恩
箔
境
界
的
行
為
之
內
在
價
值
;
事
實
上
﹒
因
心
何
時
境
界
使
主
口
工

與
永
賞
之
間
產
生
內
在
的
相
應
性
(
義
理
功
績
〉
@
這
一
理
論
的
基
礎
比
較
可
靠
@

的.. 

情
誼
功
績
的
條
件
，
除
了
恩
寵
境
界
與
天
主
永
賞
的
預
許
外
﹒
與
義
姐
說
隨
者
完
全
相
同
@

第
廿
主
節

功
績
的
對
象

一
、
義
理
功
績
(
白
色Z
E

借
口
。
且

-
m口
。
)
的
對
象

廣
義
的
人
因
其
每
三
番
工
，
箏
車
到
更
聾
富
的
軍
化
恩
寵
、
永
生
(
如
果
他
在
恩
矗
境
界
中
逝
世
)
和
更
覺
沛

的
天
國
韓
東
濯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布
:
「
誰
說
已
成
義
者
用
善
行...... 

並
不
真
正
地
爭
取
到
恩
寵
的
增
加
、
永
生
(
如
果
他

在
恩
寵
境
界
逝
世
)
和
榮
耀
的
增
加
，
應
受
棄
絕
。
」(
2
名
戶
的
岳
且
是
w
古
皂
白
S
E
E
r
s
-

凶
。
℃
E
E

∞
口
。
口

Z
Z
E
R
E
-
E
m
B
B
E
B
m
H
O
H
E
O
W

丘
吉
口
R
R
E
m
w
呂
立
苦
印
戶
口m
i
z
m
m
m
丹
叩
門
"
。
〔
也
E
E
S
E
m
門
丘
吉
門
F
o
g
-

m
O
H
X〕
口
。
口
的
自
己
已
。
口

m
g
u

R
ρ
E
Z
E
E
丘
。
江R
m
c
m
B
S
E
E
-
〉
﹒
ω
﹒

鄧
八
四
一
一
)
。
根
據
這
一
白
且
布
，
我
人
必

領
認
明
白
正
狹
義
成
劫
韻
的
三
個
對
象
是.. 

八
鬥
型
化
恩
寵
的
增
加

由
於
恩
寵
是
天
國
榮
耀
的
初
步
，
而
榮
耀
以
善
工
為
尺
度
，
所
以
榮
耀
的
程
度
隨
著
功
而
增
加
。
榮
耀
既
是
必

謂
的
對
象
，
恩
寵
的
增
加
也
是
功
績
的
對
象
(
鄧
八O
三
，
八
三
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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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
川14
)
的

情
化
J
T
U
天
、
五

四
三
六

堅
多
瑪
斯
認
抖
的
﹒
缸
-
N治
工
完
成
立
時
﹒
型
化
自
認
拔
一
小-
t
u
几
立
即
增
加
，
新
盟
的
自
臨
﹒
-
m
r
看
一
致
塊
布
無
相
當
的
準
伯
(
神
，

氏
之
十
缸
，
一
一
四
，8
之
3
)
3

A
H永
生
的
挺
伽
利
，
更
確
切
地
蒜
、
是
進
入
永
生
的
權
利
。
如
呆
一
個
人
在
內
心
寵
境
界
中
離
世
，
他
將
民
正
地
監

事
永
作
c

聖
經
啟
示
我
們
，
永
H
M是
現
世
善
可
一
的
賞
報
(
瑪
'
拾
玖
'
廿
九
;
貳
伍
，
四
六
;
羅
，
試
，
六
|
七
;

雅
，
山
一
且
，
寸
二
。
)

大
罪
使
成
義
之
旦
失
浴
，
叫
時
也
使
已
住
的
內
，
結
喪
失
@
在
這
情
況
下
，
昔
日
的
善
主
可
說
已
被
消
滅
(
。
有

E
B

。
(
2
F
E
S
E
)
@

然
而
，
一
股
神
學
家
表
示
，
叫
一
仙
人
志
新
掉
一
得
成
義
立
思
時
，
也
可
目
前
獲
失
落
的
功
績
(
。
有
品
已
正

-
n
a志
。
參
閱
本
編
告
界

里
事
第
十
六
節
之
三
。

的
日
天
國
榮
耀
的
增
長

根
接
替
冷
翠
大
公
會
議
的
定
斷
，
諮
車
者
在
天
光
榮
的
程
度
按
他
們
的
功
績
而
異

H
O
E
B
E
E
B

岳
〈
叩
門
的58
)
;
所
以
功
績
的
增
加
使
天
國
榮
耀
也
增
加
。
聖
保
祿
作
證
道
:
「
小
量
播
種
的
，
也
要

小
量
收
穫
;
大
主
播
種
的
，
也
要
大
量
收
穫
」
(
格
後
，
攻
，
六
;
瑪
'
拾
陸
，
廿
七
;
羅
，
→
鼠
，
六
;
格
前
，

差
，
八
;
默
，
貳
貳
，
十
二
)
。

戴
爾
都
良
告
訴
我
們.. 

「
但
如
沒
有
功
績
的
不
同
，
為
什
麼
在
天
父
那
裡
有
許
多
住
處
呢
?
汽
若
，
拾
埠
，
一
一
)
」

M
E
-
h
w

立
右
凡
率
提
主
張
諸
車
者
在
天
國
獲
享
同
等
的
光
榮
，
為
聖
熱
羅
尼
莫
所
斥
責
(
駁
若
凡
寧
，
試
，
卅
二
i

卅
凹
)

二
、
情
誼
功
椅
(
B
R
X
C
B
L
o
g
口
閥
門
口0
)
的
對
象

(
鄧
六
九
一
二.. 

可
B
B
R
T

σ3 

、】J

。

教
會
對
這
個
問
題
未
作
定
斷
。
由
於
情
誼
功
績
所
應
得
的
賞
報
多
寡
不
易
確
定
，
情
誼
功
績
一
詞
的
意
義
也
並
不
確
定
，
所
以
神



學
家
們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意
且
紛
耘
。

刊
罪
人
的
情
誼
功
績.. 

布
大
靠
的
人
自
由
地
與
現
患
合
作
，
能
以
情
誼
方
式
爭
取
預
備
成
義
的
現
恩
，
甚
至
最
後
爭
取
成
義
的
恩
寵
，
!
可
九
五
怠
此
。

詠
，
伍
拾
，
十
九.. 

「
安
街
似
悔
的
心
，
你
絕
不
輕
祖
」
。
里
奧
斯
定
桶
一
誼
說
吏
(
路
，
拾
拙
，
九

l

十
凶
)
，
凶
他
真
正
副
遜

的
功
竄
(
自
己
-
S
口
r
F
E
E
-
-
E
2
)
，
回
去
時
已
成
為
義
人
(
書
信
，
壹
玖
肆
，
三
，
九
)

的
義
人
的
情
誼
功
績.. 

ω
忠
信
地
與
恩
寵
合
作
的
鞋
人
，
能
以
情
誼
方
式
(
不
確
定
地
)
爭
取
禱
堅
忍
至
終
的
恩
寵
.
，
因
為
對
於
忠
信
地
與
恩
寵
合
作
的

義
人
，
天
主
贊
揚
在
恩
寵
境
界
中
堅
忍
至
終
的
現
恩
，
是
一
件
適
當
的
事
!
可
靠
意
見

然
而
，
憑
藉
善
工
邀
拇
佢
守
至
終
之
恩
的
權
利
能
做
小
，
所
以
並
泣
有
必
然
成
功
的
把
缸
。
謙
遜
與
恆
心
的
剃
禱
使
人
比
較
有
成

功
的
希
望
。
瑪
'
棠
，
七.. 

「
你
們
求
，
必
要
給
你
們
」
o

若
，
拾
佳
，
廿
一
二.. 

「
你
們
無
論
向
文
求
什
麼
，
他
必
問
我
的
名
賜
給
你

們
(
里
奧
斯
定
論
桓
守
的
恩
賜
，
隘
，
十
)
。

ω
義
人
能
以
情
誼
方
式
(
不
確
定
地
)
爭
取
到l
如
果
把
把
罪
失
足
l

成
義
恩
寵
的
旅
館
，
因
為
對
於
一
個
會
於
恩
寵
境
界
中
行

過
許
多
善
功
的
人
，
天
主
出
於
仁
慈
賜
他
犯
罪
種
恢
復
恩
寵
，
是
一
件
適
當
的
事l
可
拉
起
H
A

里
多
瑪
斯
在
神
，
貳
之
壹
'
一
一
囚
，7
中
說
，
一
個
人
犯
罪
坑
落
後
，
前
不
能
缸
義
挫
功
績
也
不
能
靠
的
誼
功
績
來
一
直
新
獲
待

且
能
。
很
明
顯
的
，
在
里
多
利
斯
心
日
中
，
祇
存
在
若
故
詣
的
功
峙
。
但
在
希
伯
來
書
正
祥
(
陀
，
三
)
中
，
他
拉
/
J蚊
嵐
泛
的
背
心

萃
，
並
且
制
明
情
誼
功
績
的
可
能
性
。

ω
表
人
以
情
誼
方
式
為
自
己
發
主
的
功
績
，
能
移
誰
與
別
人
，
甚
至
替
別
人
爭
取
到
初
次
親
恩
l

可
詐
J扎
扎

功
竄
誕
郎
(
別
人
的
可
能
性
，
其
一
於
義
人
與
天
主
間
的
友
誼
和
巾
的
圳
工
細
述
功
的
近
迎
。
古
人
祈
花
比
功
位
的
几
位
史
史
大
(
此
，
伍
，

十
六.. 

「
被
此
祈
騁
，
好
使
你
們
獲
得
注
癒
。
若
人
懇
切
的
研
口
大
有
功
放
」
。
)
弟
前
，
叭
，
-
i
凶
c

唯
獨
基
督
教
會
的
元
首
與
教
主
(
希
斗
恥
，
十
)
能
以
說
虹
方
一
λ
昂
別
人
除
付
功
。
似
(
肘
，
氏
之
查
，
一
一
凶
，6
)

ω
現
世
的
福
利
，
若
非
獲
得
永
救
的
工
具
，
便
不
是
超
自
然
功
績
的
對
象l
吋
μ
-
u
b
J
H

叫
什
几
(
神
，
武
之
a
涼
，
一
一
山
'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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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編

型
化
者
天
主

阿

八

第
二
部

教
會

論

什
弟
一
品
平
教
會
源
松
、
上
主

第
一
節

教
會
的
概
念

、
教
會
一
詞
的
字
面
意
義

英
文
的
白
宮
門
口
}
二
字
，
由
德
文
的
自
R
E
轉
變
而
來
，
溯
源
於
希
臘
文
的
達
百
及
它
J
O
T
(
2屯
h
a
E
t
之
過
你
知
式
)

希
臘
字
相
當
於
拉
T
文
中
的

E
B
E
E
B
O

至
少
自
第
四
世
紀
初
期
開
始
，
上
述
一
一
字
都
指
基
評
教
取
服
用
的
娃
獎
。

挂
了
字
m
n
n
-
g
釘
直
接
來
自
希
醋
文
R
R
M
4
q
B
(
一
意
即
集
會
，
問
體
)
。
聖
經
採
用
這
個
字
(
而
七
十
賢
土
譯
木
中
，
以
向
n
n
-
m
m
g

譯
希
伯
來
字
H
H各
自
日
)
，
此
字
具
有
通
俗
的
與
宗
教
的
兩
種
意
義
。
其
通
俗
意
義
係
指
民
眾
集
會
，
公
民
團
體
，
以
及
人
與
人
相
聚
的

任
何
團
體
，
例
如
詠
﹒
貳
伍
，
五
(
我
憎
恨
歹
人
的
集
會
。
品
已
何
在
m
m
E
B
白
色
的
口B
E
B
)
;
德
，
武
盞
，
卅
囚
;
宗
，
拾
玖
﹒
卅

三
﹒
卅
丸
，
四
十
。
其
宗
教
意
義
則
係
指
一
大
主
的
團
體
﹒
即
舊
約
中
依
揪
爾
民
族
的
集
間
，
例
如
詠
'
武
壺
，
廿
三
，
什
六
:
舉
一
玖
'

，
于
中
所
提
到
的
;
以
及
在
新
約
中
指
萃
督
信
友
的
團
體
，
或
者
將
個
別
回
禮
，
如
阿
特
拉
和
普
黎
斯
加
眾
中
的
教
會
(
羅
，
也

h
陸
，
五

)
，
耶
路
撒
冷
的
團
體
(
宗
，
捌
'
」
;
恰
壹
﹒
廿
三
)
，
安
提
約
是
雅
的
團
體
(
宗
﹒
拾
套
﹒
→
;
恰
肆
，
什
六
)
，
得
掀
洛
尼
的

教
會
(
得
前
興
得
後
，
壹
﹒
」
)
;
或
者
指
奄
一
體
基
督
信
友
(
如
瑪
'
拾
陸
，
十
八
;
宗
，
玖
'
卅
→
﹒
貳
拾
，
什
八
;
迦
工
萃
，
十

一
一
一
;
厄
'
壺
，
竹
一
一
;
伍
，
廿
三
等
;
婪
，
車

b
7
六
;
哥
，
壺
，
十
八
;
弟
前
，
車
品
了
十
五
)
。
教
會
一
詞
的
問
義
字
是

.. 

天
國
(
梧
州

貫
一
可
汗
)
，
天
主
的
國
，
天
主
的
家
(
弟
前
，
丞
﹒
十
五
;
希
﹒
拾
，
竹
」
;
伯
前
，
肆
，
十
七
)
，
但
家
(
宗
，
貳
﹒
四
四
)
，
天

主
的
子
只
(
伯
前
，
貳
'
十
〉
﹒

。
這
個



羅
馬
要
理
害
公
笠
，
十
，
三
)
依
接
聖
奧
斯
定
的
塑
詠
記
述
(
一
詠
'
壹
肆
玖
三
二
)
給
教
會
下
了
下
列
定
義

•• 

「
教
會
說
是
分
佈

在
全
世
界
的
信
仰
的
民
眾
L

。
梵
蒂
岡
第
三
屆
大
公
會
議
把
教
會
稱
為
「
天
主
的
子
民
」
(
教
會
憲
章
第
三
章
)
。

二
、
教
會
一
詞
的
實
際
意
義

歇
會
是
耶
穌
基
督
的
真
身
|
確
定
意
見

比
約
十
二
世
在
「
奧
體
」
通
爺
(
一
九
四
三
年
)
中
宣
稱•• 

「
若
要
給
單
而
公
，
傳
自
宗
徒
的
羅
馬
教
會
之
本

質
下
定
義
，
沒
有
一
個
字
比
耶
穌
基
督
的
奧
身
一
詞
更
高
貴
，
更
恰
當
了
」
(
且
這
)
(
註
)
。

聖
保
蘇
稱
教
會i
信
友
的
團
體
!
為
基
督
的
身
體
，
基
督
是
它
的
首
腦
。
他
藉
首
腦
與
身
體
的
比
喻
，
說
明
了

基
督
與
其
教
會
之
間
的
建
於
信
德
，
愛
德
與
恩
寵
上
的
密
切
的
精
神
契
合
。
厄
'
壹
'
廿
一
一.. 

「
將
萬
有
置
於
他
(

基
督
)
的
腳
下
，
使
他
在
教
會
內
作
至
上
的
一
兀
首
。
這
教
會
就
是
基
督
的
身
體
」
o

哥
，
宣
，
十
八.. 
「
他
(
基
督
)

又
是
身
體
i

教
會
的
頭
」
o

格
前
，
拾
貳
'
廿
七.. 

「
你
們
便
是
基
督
的
身
體
，
各
自
都
是
肢
體
」o
(
羅
，
拾
貳
，

四
|
五
;
哥
，
貳
，
十
九
;
厄
'
肆
，
十
五
|
十
六
;
伍
，
廿
三
〉
。

聖
經
的
清
晰
教
訓
在
傳
承
中
繼
續
下
去
。
託
名
克
來
孟(3
2
心
。-
Q
m
g
m
E第
三
世
紀
中
葉
)
說.. 

「
我
想
你
已
知
道
，
活
的
教

會
就
是
基
督
的
身
體
」
(
特
後
，
拾
肆
，
一
一
)
。
聖
奧
斯
定
答
覆
「
教
會
是
什
麼
」
這
個
問
題
時
﹒
說
:
「
祂
赴
基
督
的
身
體
。
加
上

頭
(
基
督
)
，
便
成
了
一
個
人
。
頭
與
身
體
合
成
立
個
人
」
(
訓
道
辭
，
肆
伍
，
五
)

在
早
期
中
古
世
紀
(
巴
夏
斯
﹒
拉
德
拜H
V
M
n
r
g
z
m
m
且
σ
而
且
5

拉
特
拉
的
m
a
s
s
E

∞
)
，
人
們
舟
，
「
基
督
奧
身
」
(
仇
。
老E

n
y
門
前
已
自
古
巴
2

日
)
-
詞
指
點
教
會
，
跟
別
於
「
基
督
真
身
」
(
(
U
O
G
g
h
佇
立
叩
門FZ
E
B
)
，
設
者
係
指
基
督
在
歷
史
中
的
身
體
與

勢
二
部
重史

會

論

四
三
九



第
四
續

遠
化
者
天
主

四
四
。

聖
事
中
的
身
體
。
在
初
期
士
林
派
神
學
裡
'
「
基
督
奧
身
」J
詞
也
指
聖
飽
，
用
以
使
理
事
中
的
法
特
身
體
能
侈
與
基
管
在
歷
史
上
的

身
體
有
別
。
自
十
三
世
紀
末
葉
，
才
普
遍
採
用
「
墓
骨
奧
身
」
三
月
制
為
教
會
的
稱
呼
。
「
奧
身
」
干
詞
中
的
「
奧
」
字
表
明
基
督
與
信

友
間
的
超
性
連
繁
之
奧
祕
性
。

三
一
、
分

類

村
民
藹
地
說
，
基
督
奧
身
是
指
一
切
受
基
督
蔥
籠
所
聖
化
者
的
固
體
。
現
世
的
訂
一
久
，
煉
獄
的
詩
人
以
及
在
天
諸
壁
都
屬
於
這
個

回
禮
。
因
而
這
個
名
詞
也
指
戰
鬥
的
教
會
，
受
苦
的
教
會
和
勝
利
的
教
舍
。

目
獄
義
地
說
，
基
督
的
奧
身
指
示
世
上
可
見
的
教
會
。
教
父
們
如
聖
奧
斯
定
岳
王
一
詠
記
站
，
詠
玖
拾
﹒
一
了
一
)
與
大
葛
利
哥
里

(
書
信
，
伍
，
十
八
)
，
叫
以
及
神
學
家
們
都
認
為
，
在
基
督
降
世
以
前
，
以
信
心
契
合
未
來
教
主
的
那
些
人
，
也
屬
於
世
上
的
教
會
。
按

照
救
贖
工
程
的
階
段
而
言
，
可
將
教
會
分
成
自
然
信
仰
的
教
會
，
梅
瑟
法
律
的
教
會
﹒
由
基
仔
所
娃
的
以
一
瞞
音
揖
律
為
基
礎
的
教
會
或

新
約
的
教
會
@
本
書
所
耍
介
紹
的
且
最
後
一
種
教
會
為
主
。

如
同
里
辜
的
概
念
一
樣
，
新
約
教
會
的
概
念
有
外
在
內
在
兩
個
要
素

.. 

即
源
於
基
督
的
外
在
的
法
律
組
輪
與
自
聖
神
但
成
的
人
與

基
督
的
內
在
的
起
性
契
合
。
雖
然
這
兩
個
因
索
都
屬
於
教
會
的
概
念
﹒
歸
根
說
來
﹒
兩
者
甜
可
以
分
閉
，
正
如
喜
事
包
含
可
見
的
記
號

與
內
在
的
恩
，
晴
雨
面
一
般
。
在
勞
伯
﹒
變
拉
明
(
肉
串
而
且
切
而
且
且

H
B
戶
口0
)給
教
會
所
下
的
定
義
裡
，
特
別
重
視
教
會
的
外
在
法
律
因
素•• 

「
教
會
是
具
有
同
一
的
基
督
信
仰
，
參
與
同
樣
的
聖
事
，
接
受
合
法
的
教
長
所
領
導
，
特
別
接
受
基
督
在
世
的
代
表

l

羅
馬
教
宗
l

領

導
的
人
所
集
合
而
成
的
固
體
」
(
也
閃
閃
閃
內
-
s
h
h
-
N
﹒
〉
穆
勒
己
﹒
〉-
z
e
E叩
門
)
所
下
的
定
義
則
特
別
表
現
教
會
內
在
的
聖
化
任
務
.. 

「

地
上
的
教
會
就
是
由
基
督
所
建
立
的
，
→
切
信
友
的
可
見
的
團
體
。
在
這
個
固
體
裹
，
基
督
玩
世
時
，
為
使
人
類
脫
免
罪
惡
而
聖
化
所

作
的
事
，
在

M
-
t
神
的
引
導
下
，
藉
看
法
督
既
定
的
延
綿
不
斷
的
宗
徒
職
謗
，
將
要
繼
續
發
生
效
力
，
直
到
世
界
末
日
。
在
這
個
固
體

袒
，
各
時
代
的
人
都
集
合
在
天
主
前...... 

。
因
此
，
可
見
的
教
會
就
是
天
主
子
藉
看
人
的
方
式
，
繼
緝
生
活
在
人
間
，
並
且
不
斷
地
更

-
M
T保
持
永
遠
的
青
春
。
她
是
基
督
、
永
久
的
化
身
，
正
如
聖
經
稱
信
友
是
基
督
的
奧
身
」3、
退
。
又
忌
"
可
戶
戶ω
0
)。



2
在
)
均
(
可
向
叩
門
心

Z
h
h
A
S
M
H
h
H
Z
R
N

建
造
豈
有
咱
這
、

b
h
v汶口
已
忘
記
惘
詩
句
』
m
h
p乙

第
二
前

基
督
割
立
歡
會

一
、
信
迫
與
異
說

歡
會
是
由
人
一
間
央
主
的
耶
穌
基
督
蹄
創
立
的
|
信
理

第
一
次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在
有
關
基
督
之
教
會
信
理
憲
章
中
說
:
「
我
們
的
靈
魂
的
司
牧
和
監
督
(
伯
前
，
試
，

廿
五
)
，
為
使
救
贖
工
程
常
存
無
間
，
決
定
建
立
聖
教
會
，
在
此
教
會
內
，
一
如
在
生
活
的
天
主
家
裡
，
所
有
信
支

將
藉
墊
在
一
個
信
仰
和
一
個
愛
德
而
緊
相
連
繫
」
(
鄧
一
八
二
一
)
。
比
約
十
世
在
反
對
現
代
主
義
的
誓
言
(
一
九
一

0
年
〉
中
宣
布.. 

「
教
會
是
由
真
正
在
歷
史
中
生
活
過
的
基
督
，
在
監
世
旅
居
時
高
接
而
親
自
建
立
的
」
(
部
二
一

四
五
)
。
基
督
建
立
教
會
這
句
話
的
意
思
，
就
是
他
親
自
制
定
了
有
關
教
養
，
敬
禮
與
規
章
的
最
主
要
的
基
礎
。

新
教
人
士
主
張
基
替
祇
建
立
了
一
個
看
不
見
的
教
會
，
它
的
法
律
組
線
是
人
為
的
。
希
臘
正
教
會
與
安
立
甘
教
會
家
認
基
督
自
己

創
立
了
一
個
可
見
而
具
有
里
統
制
的
教
會
，
但
他
們
否
認
基
督
建
立
了
教
宗
的
首
吋
樓
。
自
由
扳
新
教
神
學
則
主
張
基
督
無
意
將
宗
徒

們
到
出
猶
太
人
的
會
堂
，
而
男
組
一
個
獨
立
的
宗
鍛
回
禮
。
宗
徒
們
的
走
出
抽
大
教
的
會
堂
與
教
會
的
建
立
都
由
外
在
環
境
所
造
成
。

現
代
主
義
人
士
主
張
，
耶
穌
昕
宣
講
的
即
將
到
臨
的
「
一
九
國
」
'
完
全
係
指
猶
太
教
役
朋
默
示
錄
中
所
云
的
世
界
的
末
日
而
言
，
正
因

他
相
信
世
界
的
末
日
已
經
逼
近
，
他
並
沒
有
想
到
建
立
一
個
久
存
塵
世
的
教
會
因
禮
。
他
們
認
為
初
期
信
友
們
的
集
體
意
識
，
使
他
們

回
聚
起
來
過
集
體
生
活
，
教
會
便
是
從
他
們
的
集
體
意
識
所
產
生
(
鄧
三O
五
一
了
二
O
九
一
)
。

第
二
部

這竟

會

論

四
四



第
四
編
砂
土
化
看
天
主

四
四

-
一
、
聖
經
與
傳
乖
詮
示
教
會
由
耶
穌
所
創

心U舊
約
的
先
知
們
早
已
預
言
，
在
默
西
亞
時
代
，
會
產
生
一
個
新
的
天
主
之
圈
，
它
不
僅
包
括
依
撒
繭
鼠
族
，

全
人
類
各
民
族
都
參
與
其
中
(
依
，
貳
'
二
|
囚
;
末
，
肆
，
一
|
一
二
;
依
，
陸
拾
)
。
耶
穌
一
開
始
傳
教
，
就
宣

講
「
天
國
」
(
瑪
寶
福
音
)
或
「
天
主
的
國
」
(
其
他
三
福
音
)

.. 

「
你
們
悔
改
吧
!
因
為
天
國
臨
近
了
」
(
瑪
'

肆
，
十
七
;
參
致
拾
，
七
)
。
他
所
行
的
奇
蹟
顯
示
默
西
亞
的
國
已
經
蒞
臨
人
間
(
瑪
'
拾
貳
'
廿
八
)
。
耶
穌
向

人
要
求
義
德
(
瑪
'
伍
，
廿
)
，
承
行
他
在
天
之
欠
的
旨
意
〈
瑪
'
架
，
廿
一
)
，
並
要
人
具
有
童
心
(
瑪
'
拾

捌
二
二
)
，
以
之
作
為
進
入
天
主
之
國
的
條
件
。
他
勸
勉
眾
人
先
尋
找
天
主
的
國
(
瑪
，
陸
，
卅
一
一
一
)
，
斥
責
法
利

賽
人
，
警
告
他
們
不
能
進
入
天
國
(
瑪
，
貳
堂
，
四
三
，
貳
盞
，
十
三
)
，
並
宣
稱
天
主
的
國
將
從
猶
太
人
轉
予
外

邦
人
(
瑪
'
貳
壹
'
四
三
)
。
耶
穌
所
昭
示
的
天
主
之
國
，
並
不
祇
指
示
世
界
末
日
，
而
且
指
示
一
個
建
立
在
人
世

間
、

-
u脈
相
承
、
將
在
天
上
頭
於
完
境
的
新
國
。
許
多
比
喻
，
如
撒
種
、
麥
田
的
嘉
草
、
撒
網
、
酵
母
、
芥
子
等
比

喻
都
象
徵
天
國
在
現
世
的
狀
態
。

耶
穌
稱
他
將
要
建
立
的
宗
教
團
體
為
「
他
的
團
體
」
'
以
別
於
舊
約
時
代
的
雅
威
的
團
體
。
碼
，
拾
陸
，
十

八.. 

「
你
是
伯
多
除
(
聲
石
)
，
在
這
盤
石
上
我
要
建
立
我
的
教
會
」
。
在
這
句
話
裡
'
耶
穌
很
清
楚
地
表
示
了
，

他
要
建
立
一
個
和
猶
太
人
的
會
堂
分
離
的
新
的
宗
教
崗
位
。
他
為
此
召
集
門
徒
到
他
身
邊
(
瑪
'
肆
，
十
八
等
)
，

從
他
們
中
間
陳
選
了
十
二
位
，
「
為
同
他
常
在
一
起
，
為
派
遣
他
們
去
宣
講
，
並
有
驅
魔
的
權
柄
」
(
谷
，
盞
，
十

四
!
十
五
)
，
按
照
他
們
的
職
守
，
他
稱
他
們
為
宗
徒
(
路
，
鐘
，
十
一
二
)
意
即
被
差
遣
的
人
(
兮
兮
吋qh
q峙
，
此
字



從
希
伯
來
字
m
o
E
E
o
r
或
曲
。g
z
s
r

與
阿
拉
美
字
m
o
z
-
-
H
o
r
m

譯
成
)
。
從
渦
三
段
相
當
時
期
的
訓
練
，
耶
穌

賦
予
他
們
訓
誨
之
職
(
谷
，
肆
，
卅
四
;
瑪
'
拾
套
，
五
一
一
)
，
和
各
種
權
力

.• 

束
縛
與
釋
放
之
權
(
峙
，
拾
捌
'

十
七
，
十
八
)
，
亦
即
立
法
權
、
司
法
權
、
強
制
權
，
舉
行
謝
恩
祭
獻
之
權
(
路
，
貳
貳
'
十
九
)
赦
罪
之
權
(

若
，
貳
拾
，
廿
一
二
)
，
和
授
洗
之
權
(
瑪
'
貳
捌
'
十
九
)
。
他
派
遣
他
們
到
世
界
各
地
去
傳
揚
福
音
，
給
人
付

洗
(
瑪
，
貳
捌
'
十
九i
i

廿
;
谷
，
拾
陸
，
十
五
|
十
六
)
。
在
他
升
天
以
前
，
他
把
他
的
使
命
傳
授
給
他
們

.. 

「

就
如
欠
派
遣
了
我
，
我
也
同
樣
派
遣
你
們
」
(
若
，
貳
拾
，
廿
一
)
。
他
立
伯
多
祿
為
宗
徒
之
長
和
教
會
的
一
兀
首
(

瑪
﹒
拾
陸
，
十
八
l

十
九
;
若
，
貳
壺
，
十
五
|
十
七
)
。
耶
穌
願
意
使
新
建
教
會
是
超
國
族
的
，
其
教
義
和
道
德

的
內
酒
都
遠
遠
超
過
舊
約
，
因
此
初
期
信
友
的
團
體
必
然
與
猶
太
人
的
會
堂
相
離
。

里
保
舔
稱
基
督
為
全
體
信
友
所
形
成
的
精
神
聖
殿
的
「
基
石
」
(
厄
'
貳
'
廿
)
，
他
是
「
已
奠
立
了
的
根
基
」
，

一
福
音
的
傳
播
者
在
傳
道
工
作
上
應
在
這
個
根
基
上
面
建
築
(
格
前
，
盞
，
十
一
)
。
基
督
是
教
會
的
一
兀
首
(
→
隘
，

伍
，
甘
一
二
;
哥
，
壺
，
十
八
)
。
教
會
是
基
督
以
血
債
換
得
的
學
品
(
宗
，
貳
拾
，
廿
八
)
;
它
也
是
主
骨
所
愛
的

淨
配
，
為
了
她
，
基
督
捨
棄
了
自
己
，
以
聖
化
她
，
並
且
使
她
在
自
己
面
前
呈
現
為
一
個
光
耀
的
教
會
(
厄
'
伍
，

廿
五
|
廿
七
)
。
宗
徒
們
忠
於
基
督
的
使
命
，
向
猶
太
人
和
非
猶
太
人
宣
講
福
音
，
並
建
立
信
友
團
體
。
信
友
們
藉

著
同
一
信
仰
並
舉
行
同
一
敬
禮
，
在
宗
徒
們
的
領
導
下
，
團
結
一
致
。
(
參
致
宗
徒
大
事
鋒
與
宗
徒
書
信
)

叫H
A故
欠
們
通
常
現
教
會
與
其
組
織
為
基
督
的
工
程
。
羅
馬
的
鑒
克
來
孟
認
為
整
個
教
會
組
織
源
自
束
徒
;
通
過

宗
徒
，
源
自
基
督
;
通
過
基
督
，
源
自
上
主
(
而
有
位
)
。
聖
西
彼
連
在
解
釋
瑪
'
拾
陸
，
十
八
時
講
，
基
督
建
立

第
二
部
歇
會
論

四
四
三



第
四
鋸

雪
化
者
天
主

四
四
四

了
歡
會
，
這
教
會
是
「
基
督
的
教
會
」
'
「
基
督
的
掙
配
」
〈

N
W
§
計
﹒
咱
們
已-h

丘
。
)

至
於
一
基
督
建
立
歡
會
的
時
期
，
我
人
必
須
認
清
其
各
種
步
驟

.. 

耶
穌
公
開
傳
道
時
作
了
建
立
歡
會
的
幸
備
，
基

督
死
於
十
字
架
時
完
成
了
建
立
工
作
，
里
神
降
臨
以
後
教
會
公
開
與
世
界
甜
接
觸
。
因
此
第
一
個
學
神
降
臨
節
可
視

為
教
會
的
龍
生
日
。

。

第
呈
節

歡
會
的
目
的

一
、
鱷
永
基
督
的
使
命

基
督
建
立
7
歡
會
，
屬
在
各
時
代
繼
續
他
教
贖
的
工
程i
信
理

第
一
次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對
於
創
立
教
會
的
目
的
，
會
作
如
下
的
宣
佈

.. 

「
基
督
決
定
建
立
教
會
，
為
使
教
贖

工
作
綿
綿
無
盡
」
(
白
胖
宮
古
巴
h
o
E
B
H
m門H
O
B
-
-
。
口
凹
的G
g

℃
ω
H
B
E
B
E
R
E

鄧
一
八
一
一
一
)
。
良
十
三
世
在
「

相
當
知
曉
」

(
h
h
H
H
r
§
h
H
H

帆H
N
h
s
u
H
g
o
)

過
論
中
說
.• 

「
基
督
建
立
教
會
的
目
的
是
什
麼
?
他
願
意
什
麼
?
那
就

是.• 

將
他
從
女
那
裡
接
受
的
使
命
與
任
務
傳
予
教
會
，
好
使
這
使
命
與
任
務
能
繼
續
下
去
」
。
基
督
以
自
己
的
行

動
，
已
經
獲
至
數
贖
工
程
的
果
賞
，
教
會
的
任
務
是
將
這
些
美
呆
帶
給
人
們
。
教
會
受
自
基
督
的
三
重
職
務

.. 

訓
導

的
、
靈
牧
的
、
司
祭
的
職
務
之
踐
行
，
其
目
的
郎
在
此
。
所
以
教
會
就
是
繼
續
在
世
間
生
存
和
工
作
的
基
督
。

基
督
已
將
使
命
交
給
宗
徒•• 

「
就
如
你
派
遣
我
到
世
界
上
來
，
照
樣
我
也
派
遣
他
們
到
世
界
上
去
」
(
詣
，
拾

槳
，
十
八
)
。
「
就
如
欠
派
遣
了
我
，
我
也
同
樣
派
遣
你
們
」
(
若
，
貳
拾
，
廿
一
)
。
但
基
督
被
遣
的
目
的
是
使



眾
人
得
永
生.. 

「
我
來
均
是
為
吽
他
們
獲
得
生
命
，
且
獲
得
更
盟
富
」
(
若
，
拾
，
十
)
。
「
因
為
人
子
來
，
是
為

尋
找
及
拯
數
迷
失
了
的
人
」
(
路
，
拾
玖
，
十
)
。
為
了
完
成
這
使
命
，
基
督
將
使
命
和
全
權
交
給
教
會
，
俾
惜
宣

講
他
的
真
理
(
訓
誨
之
權
)
，
督
促
人
遵
守
誡
命
(
靈
牧
之
權
)
，
及
分
施
恩
寵
(
可
祭
之
擇
)
。
瑪
'
貳
捌
'
十

九.• 

「
你
們
要
因
欠
及
于
及
聖
神
之
名
給
他
們
授
洗
;
教
訓
他
們
遵
守
我
所
吩
咐
你
們
的
一
切
。
君
!
我
同
你
們
天

天
在
一
起
，
直
到
今
世
的
終
結
」
。
路
，
拾
，
十
六
.. 

「
聽
你
們
的
，
就
是
聽
我.. 

拒
絕
你
們
的
，
就
是
拒
絕
我
;

拒
絕
我
的
，
就
是
拒
絕
那
派
遣
我
的
」
。
參
見
瑪
'
拾
捌
'
十
八
(
束
縛
與
釋
放
之
權

)
i
谷
，
拾
陸
，
十
五
l

十

六
(
訓
誨
與
授
洗
)
;
路
，
貳
貳
'
十
九
(
草
體
)
;
若
，
貳
拾
，
廿
三
(
罪
之
赦
免
〉
。

遵
照
基
督
的
敢
訓
，
宗
徒
們
自
現
為
基
督
的
僕
役
與
他
所
派
遣
的
人
，
和
天
主
奧
祕
的
保
管
者
。
參
閱
格
前
，

肆
，
一.. 

「
這
樣
說
來
，
人
當
以
我
們
為
基
督
的
服
務
員
和
天
主
奧
祕
的
管
理
人
」o
格
後
，
伍
，
廿.. 

「
所
以
我

們
是
基
督
的
使
者
，
好
像
是
天
主
藉
若
我
們
勸
勉
世
人
」
。

教
會
的
較
近
目
的
就
是
藉
著
真
理
，
誡
命
與
恩
寵
的
傳
授
而
聖
化
人
靈
。
然
而
它
的
至
高
與
至
終
目
的
則
是
天
主
的
外
在
光
榮
。

-
一
、
由
上
項
真
理
所
產
生
的
投
呆

八
鬥
鐘
掛
其
目
的
典
南
刀
注

2

教
會
是
-
個
超
自
然
的
精
神
世
註
圈
|
確
定
意
見

良
十
三
世
在
「
永
恆
事
業
」
它
遠
遠
。
之
色
的b
R
H
g

印
)
通
論
中
宣
稱•• 

「
雖
然
這
個
團
體
(
教
會
)
是
由

人
所
組
成
，
與
公
民
社
團
相
似
，
但
是
鑑
於
她
所
承
受
的
目
標
與
要
達
到
此
目
標
所
採
取
的
方
法
，
她
是
一
個
超
自

然
的
、
精
神
性
的
團
體
;
這
便
是
她
和
公
民
社
團
在
本
質
上
不
相
同
的
地
方
」
。

第
二
部
歇
會
論

四
四
五



第
四
偏

里
化
者
天
主

四
四
六

基
督
對
比
拉
多
說.• 

「
我
的
國
不
屬
於
這
世
界
」
(
若
，
拾
捌
'
卅
六
)
。
里
奧
斯
定
評
論
這
節
經
文
如
下

.• 

「

你
們
且
聽
，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 

聽
!
地
上
的
萬
國
，
我
不
抑
制
你
們
在
世
的
統
治
權
」
(
兮
兮
§
苛.• 

H
H
F
N
)
。

正
因
教
會
的
目
標
純
然
是
宗
教
性
的
，
她
本
身
毫
無
政
治
的
、
組
濟
的
、
社
會
的
與
文
化
的
使
命
一
致
完
成
。
但
從
另
一
方
面
言
，

自
然
界
與
超
目
然
界
有
看
密
切
遠
繫
，
而
且
相
輔
相
成
，
教
會
的
宗
教
性
目
標
之M
H現
，
有
助
於
人
類
社
會
一
般
性
問
屆
的
解
決
。
整

個
教
會
歷
史
證
明
，
教
會
並
非
文
化
與
文
明
進
步
的
敵
人
(
參
致
鄧
-
七
四

0
，
一
七
九
九
二
民
十
三
世
「
進
入
這
干
年
」
(
k
g豆、
W
N

E
h可-
h
h
h叭"
H的
。N
)
通
話
。

教
會
雖
有
宗
教
性
的
目
標
，
那
並
不
是
說
，
教
會
不
能
取
措
和
擁
有
世
間
的
財
物
。
由
於
教
會
必
讀
藉
看
有
物
質
方
面
需
要
的
人

，
在
生
指
於
此
世
的
人
中
間
，
完
成
她
起
自
然
的
精
神
目
標
，
教
會
比
她
的
神
則
是
創
起
者
，
一
民
.
不
能
免
去
屬
世
的
工
具
(
若
﹒
拾
貳
'

六
;
拾
盞
，
二
九
)
。
比
約
九
世
在
甸
、
N
N
Q
F
R
h
三
八
六
四
年
)
中
，
揖
斥
下
列
意
見.• 

「
教
會
並
無
本
然
與
合
法
的
權
制
，
去
取
得

並
擁
有
財
物
」
(
鄧
刁
七
三
六
)
。
總
之
，
擁
有
世
物
本
身
並
非
目
的
，
而
是
達
到
目
的
的
→
一
種
工
具
而
已
。

的H歡
會
是
-
個
完
善
的
社
團
|
確
定
意
見

良
十
三
世
在
「
永
恆
事
業
」
通
識
中
說

.. 

「
自
類
別
與
權
利
言
，
歡
會
是
一
個
完
善
的
社
團
，
因
為
憑
藉
她
創

建
者
的
意
願
與
恩
惠
，
他
自
身
具
有
存
在
與
活
動
所
需
要
的
一
切
。
教
會
所
要
達
到
的
目
標
是
最
高
速
的
，
她
的
權

能
也
是
最
超
然
的
，
既
不
遜
於
國
家
的
能
力
，
也
不
以
任
何
方
式
從
屬
於
它o
」
論
到
教
會
權
力
與
國
家
權
力
的
關

係
'
良
十
三
世
在
同
一
通
議
中
說
:
「
兩
者
在
各
自
的
範
圍
內
，
都
是
最
高
的
。
但
鑑
於
其
本
質
與
目
標
，
兩
者
各

有
其
限
度
，
它
們
必
鎮
謹
守
於
一
己
的
限
度
之
內
」
。
比
約
九
世
在

h
x
r。
言
中
譴
責
了
教
會
從

屬
於
國
家
的
說
法
(
鄧
一
七
一
九
|
一
七
二0
)

(
鄧
一
八
六
六
)

。



遵
照
教
會
的
創
立
者
!
基
特
的
而
且
關
﹒
教
會
具
有
→
個
獨
立
的
目
標
，
與
閻
萃
的
目
標
不
同
。
這
個
獨
立
的
目
標
就
是
人
類
的
聖

化
與
得
救
。
再
者
，
教
會
具
布
達
到
此
目
的
所
需
要
的
」
切
方
法
，
如
訓
誨
權
、
靈
牧
權
和
司
祭
權
。
由
於
天
主
的
規
定
，
教
會
權
力

的
施
行
求
從
屬
於
任
何
俗
世
權
勿ο
肉
此
，
在
教
會
範
間
內
，
教
會
拒
絕
政
府
的
千
頭
，
制
如
教
合
法
令
的
研
佈
木
須
政
府
的
認
可
﹒

政
府
木
耳
干
預
教
會
司
法
權
的
實
施
(
同
巾
2

門
的5

仔
仔

5
0
)
，
不
可
阻
由
主
教
和
信
女
們
與
教
京
的
臼
由
注
繫
﹒
及
干
涉
教
會
的
組

織
等
(
部
→
七
→
九
等
;
一
七
四
→
'
→
七
四
九
'
，
法
，
三
三
三
一
一
一
|
三
三
三
四
)
。

第
二
部

教

會

論

四
四
七



第
四
偏

聖
化
看
天
主

四
四
八

第
二
章

教
會
的
制
度

第
四
節

歡
會
的
軍
稅
制
度

一
、
聖
統
判
源
於
上
主

基
督
會
將
軍
稅
制
授
與
歡
會
!
信
理

教
會
聖
統
籠
包
括
:
訓
誨
構
、
靈
放
權
(
立
法
、
司
法
與
強
制
之
權
)
和
司
祭
榷
。
這
些
權
，
刃
與
基
督
人
性
為
救
照
人
類
所
有
的

三
項
職
守
(
即
先
知
或
訓
誨
之
職
﹒
靈
牧
或
君
王
之
蔽
，
司
祭
之
職
)
相
胞
合
。
基
督
將
這
三
項
職
務
與
有
關
的
種
柄
授
與
了
宗
徒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為
反
對
那
些
否
認
司
祭
特
殊
職
務
與
教
會
聖
統
制
度
，
而
此
承
認
全
體
信
文
共
有
可
祭
職
務

的
新
教
人
士
，
宜
佈
在
天
主
教
會
內
，
有
一
個
源
於
上
主
的
學
統
制
度
(
印
』
空
前
已
-
E
E
-
-口開
C
O
T
m
E
S
F
皂
白
臼

口
。
口

g
Z
E
R
m
戶R
E
S
H
E
i
s

。
丘
吉
凶
泣
。E
E
m
t
z
z
g
w
〉
﹒
ω
﹒
鄧
九
六
六
)

，
北
約
六
世
譴
責
比
斯
道
亞
(

也
叩
門
。
』
9
)會
議
的
加
利
剛
理
論
(
D
m
E
C
S
R
R
r
z
m
)

為
其
誨
。
該
卅
一
論
主
張
教
會
的
權
柄
係
由
天
主
直
接
傳
授
，

也
就
是
說
，
直
接
按
與
全
體
信
友
，
並
從
全
體
信
友
轉
給
司
牧
(
部
一~
l
o
-
-
)
。
然
而
教
會
訓
示
我
們
，
基
督
曾

把
神
權
直
接
授
與
宗
徒
們
。
比
約
十
世
斥
責
現
代
派
人
士
，
因
他
們
認
為
教
會
的
統
序
是
歷
史
起
糊
演
變
的
結
果
(

鄧
二
O
五
四
)
。



比
約
十
二
世
在
「
奧
體
」
通
詠
(
4九
四
三
年
)
中
，
嚴
詞
拒
絕
將
愛
德
的
教
會
與
轄
治
的
教
會
分
閱
(
悶
。
斗
)
，
因
為
這
了
封

閉
表
示
基
督
所
建
的
教
會
在
最
初
原
祇
是
干
個
由
無
形
的
愛
德
所
維
繫
而
克
漏
奇
恩
的
宗
教
固
體
，
受
外
在
最
境
的
影
響
逐
漸
形
成
→

個
兵
有
軍
統
制
的
法
律
社
圈
。
這
→
一
意
見
諒
自
索
姆(
H
N
﹒
ω
各
自
己
的
→
篇
論
文
，
索
娟
認
為
教
合
法
律
的
本
質
與
教
會
本
質
相
悼
。

他
的
理
論
起
歡
於
新
教
人
士
的
意
見
;
他
們
認
為
教
會
是
基
督
徒
們
的
無
形
固
體
，
亦
即
無
法
律
形
式
組
織
的
閻
健
。
但
教
會
訓
一
示
我

們
，
基
督
的
奧
體
包
涵
外
在
可
見
的
法
律
因
素
(
合
法
的
組
織
)
和
內
在
木
可
見
的
神
妙
因
素
(
如
恩
寵
的
傳
予
)
，
」
如
教
會
的
元

首
1

基
督
!
具
有
可
見
的
人
性
和
不
可
見
的
神
性
，
文
如
聖
專
具
有
外
在
的
記
號
與
內
在
的
圓
心
龍
」
樣
。

里
盤
的
朋
證

基
督
將
自
己
以
人
的
資
格
從
天
失
所
接
受
的
使
命
傳
與
他
的
宗
徒
們
(
若
，
貳
拾
，
廿
一
)
。
他
的
使
命
包
括

教
贖
的
三
重
職
務
。
他
給
予
他
們
到
全
球
傳
揚
福
音
的
使
命
(
瑪
，
貳
捌
，
十
九
;
谷
，
拾
陸
，
十
五
)
，
和
他
的

訓
導
權
威
(
路
，
拾
，
十
六
;
瑪
'
拾
，
四
十
)
，
許
給
他
們
廣
泛
的
束
縛
與
釋
放
之
權
(
瑪
'
拾
捌
，
十
八
)

並
把
司
祭
的
權
力
交
給
他
們.. 

付
洗
之
權
(
瑪
'
拾
捌
，
十
九
)
，
成
聖
體
之
權
(
路
，
貳
貳
，
十
九
)
和
赦
罪
之

權
(
若
，
貳
拾
，
廿
三
)
。
按
照
聖
保
祿
的
證
示
，
宗
徒
自
姐
為
基
督
的
代
表.. 

「
藉
若
他
，
我
們
個
受
了
宗
徒
職

務
的
恩
寵
，
為
使
萬
民
服
從
信
德
」
(
羅
，
壹
'
五
)
，
基
督
的
服
務
員
和
天
主
奧
秘
的
管
理
人
(
格
前
，
肆
，

一
)
，
代
基
督
講
話
的
使
者
(
格
後
，
伍
，
廿
)
，
使
人
與
天
主
和
好
的
傳
話
者
，
負
著
使
天
人
和
好
的
使
命
(
格

後
，
伍
，
十
八
l

十
九
)
。
宗
徒
們
已
應
用
了
所
承
受
的
權
力•• 

「
他
們
出
去
，
到
處
宣
講
」
(
谷
，
拾
陸
，
廿
)
;

他
們
將
法
律
與
誡
命
教
給
信
文
(
宗
，
拾
伍
，
廿
八
|
廿
九
;
格
前
，
拾
宣
，
卅
四
)
，
主
持
審
判
，
懲
罰
估
惡
不

俊
者
(
格
前
，
伍
，
三
|
五
;
肆
，
廿
一
)
;
給
人
授
洗
(
宗
，
試
，
山
一
;
格
前
土
耳
，
十
囚
)
，
舉
行
謝
恩
祭

第
二
部

恥
飲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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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編

型
化
者
天
主

四
冗
。

(
參
見
宗
，
貳
，
四
二
，
四
六
;
貳
拾
，
七
)
，
以
按
手
禮
授
予
教
會
職
務
(
宗
，
陸
二
八
;
拾
肆
，
廿
二
。

臘
本
廿
三
」
;
弟
前
，
肆
，
十
四
;
弟
後
，
查
，
六
，
鐸
'
壹
，
五
)
。

在
古
代
教
會
裡
，
除
了
宗
徒
以
外
，
還
有
長
老
和
六
品
副
祭
享
有
教
會
職
務
並
有
聖
統
的
權
克
。
由
於
他
們
的
職
務
，
長
老
也
被

稱
為
「
主
教
」
Q
史
q
h
a
q
h

參
致
宗
﹒
貳
拾
，
十
七
，
廿
八
.
，
伯
前
，
伍
，
→
l

二
;
鐸
土
耳
，
五l
七
)
。
如
六
品
副
祭
斐
耐
心
伯
講

道
並
給
人
付
洗
(
宗
，
捌
'
五
，
卅
八
)
。
耶
路
撒
冷
的
長
老
與
宗
徒
們
→
同
解
決
信
文
，
們
是
否
應
該
滿
全
舊
約
法
律
的
問
題
(
宗
，

拾
伍
，
二
十
二
等
)
。
長
老
們
以
主
的
名
給
病
者
傳
奇
袖
，
並
且
給
罪
人
赦
罪
(
雅
，
伍
，
十
四

l

十
五
)
。
這
些
宗
徒
們
的
助
理
係

自
信
友
團
體
所
選
舉
，
但
是
並
非
從
信
友
團
體
，
而
是
從
宗
徒
手
中
領
受
他
們
的
職
務
。
如
今
吹
宗
，
陸
，
六
(
七
位
六
且
副
祭
的
選
立

)
;
拾
肆
，
二
十
二
(
長
老
的
選
立
)
。
蒙
受
奇
恩
的
信
友
，
雖
然
在
宗
從
時
代
的
新
娃
教
會
袒
佔
有
重
要
地
位
(
參
見
格
前
，
伶

貳
'
拾
肆
)
。
但
是
，
如
果
他
們
沒
布
扭
任
教
會
的
職
務
，
他
們
便
不
屬
於
聖
職
的
統
序
。
聖
保
祿
要
求
得
奇
慰
的
人
能
屬
於
宗
徒
的

靈
牧
職
務
倒
下
(
格
前
，
捨
肆
，
廿
六
等
)
。

「
希

二
、
聖
統
割
的
綿
延

果
誰
們
所
承
受
的
神
權
，
巴
庸
關
遞
給
主
教
們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稱

.. 

「
承
繼
宗
徒
之
位
的
主
教
們
，
優
先
地
屬
於
聖
職
統
序
;
他
們
由
聖
神
所
立
，
為
了

治
理
天
主
的
教
會
」
(
鄧
九
六0
)
。
第
一
次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宣
佈.. 

「
如
同
他
(
基
督
)
自
己
由
父
所
差
遣
(

若
，
貳
拾
，
廿
一
)
他
照
樣
差
遣
他
從
世
間
所
召
選
的
宗
徒
，
他
希
望
在
他
的
教
會
裡
有
牧
者
與
導
師
，
直
到
時
間

的
窮
盡
」
(
鄧
一
八
二
一
)
。
這
些
牧
者
與
導
師
就
是
主
教
們
，
宗
徒
的
繼
承
人
(
部
一
八
二
八
;
開
立

m
g

立
燭
台
一

吧
。m
E
m
w
m
H
L

丘
吉
的
呂
立
。
古
〉
吧
。
叩
門
。
F
E
E
-
B
C
自
由

5

月
的
話
『
己
已
﹒
〉
。



基
督
飯
願
教
會
恆
久
不
衰
(
戶
口
已
。
閃
而
且

F
E
-
-
4參見
本
編
第
十
二
節
)
，
皇
統
權
也
必
然
應
當
綿
延
不
斷
。
基
督

給
予
宗
徒
們
「
直
到
世
界
的
終
結
」
的
許
諾
(
瑪
，
武
捌
'
二
十
)
，
以
宗
徒
們
的
使
命
將
，
盯
他
們
的
繼
承
者
所
承

但
為
先
決
條
件
。
宗
徒
們
遵
循
基
督
的
意
旨
，
把
神
權
傳
借
給
他
人
，
如
聖
保
祿
將
神
權
傳
授
給
弟
茂
德
和
弟
鐸
。

參
見
弟
後
，
肆
，
二
|
五
;
鐸
'
貳
，
一
(
訓
誨
之
權
)
;
弟
前
，
伍
，
十
九
|
廿
一
;
鐸
'
貳
，
十
五
(
牧
導
之

權
)
;
弟
前
，
伍
，
廿
一
一
;
鐸
，
查
，
五
(
司
祭
之
權
)
。
從
聖
保
祿
宗
徒
的
兩
位
弟
子
的
職
務
上
，
我
人
可
以
清

楚
地
君
出
了
兀
型
(
即
權
力
集
中
於
一
人
)
聖
統
制
度
的
誕
生
，
這
種
一
一
兀
聖
統
制
後
來
取
代
了
宗
徒
之
職
。
按
照

傳
承
的
解
釋
，
小
亞
細
亞
的
七
個
教
會
的
「
天
使
」
(
默
，
貳
!
去
一
)
，
就
是
指
三
兀
型
的
主
教
，
然
而
這
種
解
釋

曾
受
到
反
對
。

宗
徒
的
弟
子
羅
馬
的
聖
克
來
孟
﹒
對
宗
徒
們
所
留
傳
的
神
權
之
綿
延
，
曾
經
說
過
下
面
的
話
:
「
他
們
在
各
國
各
城
傳
倆
一
背
，
對

赴
早
的
信
友
加
且
精
神
上
的
考
驗
以
後
，
就
立
他
們
為
未
來
信
友
們
的
主
教
和
六
口
問
副
祭
」
(
致
格
林
多
人
書
，
肆
貳
﹒
四
)
。
「
吾

主
耶
穌
基
督
會
預
告
宗
徒
們
，
將
來
會
產
生
有
關
神
職
的
糾
紛
;
宗
徒
們
慨
然
早
已
知
道
這
事
，
使
選
立
了
前
述
指
定
的
人
，
並
且
囑

咐
他
們
，
在
他
們
離
世
時
應
將
職
守
遺
留
給
經
過
致
驗
的
男
人
」
(
致
格
林
多
人
書
，
肆
肆
，
→
|
一
一
)
。
第
二
世
紀
之
初
，
安
提
約

基
雅
的
依
納
爵
證
明
在
小
亞
細
亞
以
及
「
最
遠
的
國
家
」
(
厄
，
表
一
二
一
)
，
每
刁
信
友
團
體
有
→
位

2
元
型
的
)
主
教
，
一
語
團
體
的

一
切
宗
教
與
紀
律
事
務
部
歸
他
管
理
。
「
沒
有
主
教
的
許
可
'
，
勿
從
事
教
會
工
作
。
唯
有
主
教
或
主
教
所
准
許
的
人
所
祝
聖
的
研
餅
，

才
應
算
是
有
效
而
合
法
的
。
主
教
所
在
之
地
，
民
家
也
應
前
往
，
正
如
耶
穌
所
在
之
地
，
就
是
天
主
教
會
之
所
在
地
。
沒
有
主
教
許

可
，
不
可
給
人
付
洗
或
舉
行
聖
餐
禮
。
主
教
認
可
的
事
，
當
可
中
悅
上
主
，
因
此
在
教
會
內
所
行
的
干
切
都
是
安
全
而
合
法
的

...... 

尊

敬
主
教
的
人
，
也
為
上
主
所
尊
敬
;
若
不
先
求
主
教
的
許
可
而
行
事
，
等
於
給
魔
鬼
服
役
」
S
S
L可3.• 
∞
L
|
心
叭
。L
﹒
)
。
每
士
信
友

閻
健
裡
'
還
有
數
位
長
老
和
六
品
副
祭
，
他
們
與
主
教
在
-
起
並
從
屬
於
主
教
。

第
二
部

量t

會

論

四
五



第
四
溺

聖
化
者
天
主

四
君

殉
教
者
聖
儒
斯
定
(
當
-
M
C叩
門
古
)
告
訴
我
們
•• 

「
兄
弟
們
的
監
護
人
」
(
意
即
主
教
)
主
持
體
倍
(
礎
教
書
，
壹
'
六
五
，
六
七

)
。
要
依
來
內
認
為
主
教
們
承
總
宗
徒
立
職
，
乃
是
某
督
信
仰
立
傳
承
的
最
確
切
酌
保
說
:
「
我
們
可
自
把
宗
徒
們
自
已
所
選
立
的
主

敬
，
問
及
綿
延
至
今
的
聖
耕
所
有
的
主
教
名
字
，
一
→
陳
錄
」
(
反
異
說
，
盞
，
三
，

1
)
。
然
而
，
要
列
出
各
信
友
團
體
所
有
主
教

的
名
字
，
確
乎
太
長
7

，
依
來
內
前
提
到
「
由
三
位
農
負
聲
望
的
宗
徒
伯
多
祿
與
保
聽
所
建
立
的
最
大
、
最
古
、
最
聞
名
的
躍
馬
教
會

」
。
他
編
寫
最
古
老
的
羅
馬
主
教
的
名
珊
，
始
自
「
榮
一
幅
宗
徒
」
'
造
於
宗
徒
的
第
十
三
位
繼
承
人
聖
愛
留
德
(
戶
開
了

E
E
E

曲
)
，
(

反
異
說
，
盞
，
三
，
3
)
。
要
依
來
內
文
述
說
(
反
異
說
，
晶b
7
三
-
4
)
要
保
理
加
布
被
宗
徒
們
立
為
斯
米
納
的
主
教
。
|
按
照
戴

葡
都
夏
〈
巳
問
h
v
E
S內•• 

ω
ω
)的
記
載
，
他
是
由
聖
若
望
宗
徒
選
立
為
主
教
的
。
戴
爾
都
直
與
塾
，
依
來
內
一
樣
，
將
信
仰
的
真
理
建
於
主

教
們
繼
承
宗
徒
的
史
實
(
包
由
、B
n
h
內•• 

ω
ω〉
。

第
主
節

伯
多
祿
的
首
席
權

所
謂
首
席
權
就
是
黑
於
首
位
立
禮
。
有
榮
譽
、
管
理
、
指
揮
Q
H
E
E丹
已
叩
門
閏
月
色
。
且
也

首
席
權
。
轄
治
首
席
權
包
括
最
高
的
立
法
、
司
法
，
與
制
裁
的
全
稽
。

'
與
轄
治
等
首
席
權
，
也
就
是
治
理
的

一
、
信
迫
與
其
說

基
督
任
命
伯
多
碌
竄
泉
龍
之
畏
與
全
教
會
的
可
見
-
兀
首
，
並
親
自
扭
轉
治
首
庸
權
直
接
交
給
他
|
信
理

第
一
次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定
斷
如
下
:
「
如
果
有
人
主
張
，
榮
福
宗
徒
伯
多
祿
不
是
吾
主
基
督
所
選
立
的
宗
徒

之
長
與
戰
鬥
敬
會
的
有
形
一
冗
首
，
或
者
主
張
他
(
伯
多
祿
)
祇
從
基
督
直
接
領
受
了
榮
譽
首
席
權
，
而
非
真
正
的
狹

義
的
轄
治
首
席
權
，
此
人
應
受
絕
罰
」
(
叩
門H
C
U
E
M
n
丹
江
畔v
r
g
E
B可
Z
E
B

〉
】U
S
E
-
z
E
口
8
2

月

m
h
r
H
Z古

巴
。
白
宮
。
8

口
m
S
Z
E
B
〉
H
M
O且已
。E
B

。
自
口
戶
口
自
有
古
已
有
E
E

古
巴
5

開
口
已
由
位
。
E
E
S
E
-
加
且
已
Z
F
S

℃
E
U



4
0
-
2口
L
m
B
r。
口
。
『Z
Z
D
丹g
g
u

口
。
口

m
口
-
叮
叮
口
J
F
司
。
門
肉H
m
w苟
同
。
℃
門
H
凶
。
戶
口
而
已
門
…
叩
門
口
。
同
門
。
口
叫
回

苟
同
戶
口
M
m
z
s
m
rgrs 

口
。
白
宮
。
z
。
由
宵
。
(
「
自
己
口
『
巴
巴
。
門
戶
叩
門
。
丘
。
且
心

B
B
a
z
z
m
n
o
m
-

閏
月
刊
〉
﹒
的
﹒
部
一
八
二
三
)

教
會
不
可
見
的
一
兀
首
是
復
活
的
基
督
。
在
戰
門
教
會
之
外
在
行
政
上
，
伯
多
祿
是
基
督
的
代
表
;
在
此
意
義

下
，
他
是
基
督
在
世
的
代
表
(
口F
Z
丘

t
n
R
E
m
-
鄧
六
九
四
)

。

。

反
對
遺
項
信
理
的
是
希
臘
正
教
，
東
占
力
各
教
派
﹒
中
右
時
期
的
少
數
反
教
宗
人
士
如
柏
渡
的
馬
西
利
(
宮
角
色
Z
m
且
可
且

5
)

與
香
渾
的
若
望
己
。
古
巴
』
自
門
戶
口
口
)
、
威
克
利
夫
(
詛
咒
口
閃
閃
閃
叩
)
與
胡
斯
(
出
口
的
明
)
，
整
個
新
教
運
動
，
加
拉
剛
主
義
者
(
。
但
】
]
戶
口
自
由

)
與
弗
博
宏
尼
派
人
士
(
叮
叮σ
5
巳
呂
∞
)
，
「
舊
天
主
教
人
士
」
(
。E
n
a
r
。

-
5
)以
及
現
代
主
義
派
人
士
。
加
利
剛
主
義
者
(
如

利
雪
開
﹒
H囝N白
戶
口
品

r
z冊
『
也
〉
與
弗
博
宏
尼
扭
人
士
(
如
翁
悍
Z
.
巴
。8
口
旦
丹
仔

r
z丹
百
〉
認
為
，
基
替
的
全
部
神
權
會
直
接
授
與
整
個
教
會
.
再
經
教
會
傅

授
給
伯
多
祿
.
因
此
伯
多
硨
癥
枷
是
由
教
會
所
指
定
，
為
教
會
的
第
一
位
公
僕
(
(
仍

U扭
晶
旬
口
旦
艸

B

古E
戶
胡

並
非
由
基
替
所
創
立
.
而
是
教
會
在
宗
徒
時
代
以
後
應
合
需
要
而
產
生
的
(
鄧
三
O
五
五
l

三
O
五
六
〉
。

二
、
聖
經
的
基
礎

基
督
自
始
祖
伯
多
藤
異
於
其
他
宗
徒
。
當
他
第
一
次
見
到
伯
多
帳
時
﹒
就
把
他
的
名
字
西
漏
改
為
「
到
法
」
(
口
即
可r
g
一
意
即
扭
扭
右
)

.
「
你
是
若
望
的
兒
子
西
游
(
通
俗
本

•• 

若
納
斯
』8
8
)
﹒
你
要
叫
「
刻
法
」
(
若
，
壹
﹒
四
一
一
;
谷
﹒
晶
晶
了
十
六
)
。
「
刻
法
」
表

示
基
督
替
他
預
定
的
職
務
(
參
致
藩
，
恰
陸
，
十
八
)
。
在
所
右
宗
徒
名
錄
中
，
怕
多
融
的
名
字
都
排
列
第
一
。
瑪
寶
輔
音
明
顯
地
指

出
怕
多
聽
是
第
一
位
宗
徒
(
璃
，
拾
，
二
)
。
但
在
時
間
上
﹒
安
德
肋
蒙
哥
拉
A於
伯
多
嚨
，
可
見
怕
多
祿
的
名
字
被
列
在
宗
徒
名
錄
之

首
﹒
表
示
出
他
所
承
泡
一
的
職
務
。
伯
多
融
、
雅
各
伯
和
若
望
是
耶
穌
使
會
立
長
的
女
兒
復
活
(
谷
=
伍
﹒
卅
七
)
，
大
博
山
上
顯
容
(

禱
，
拾
棠
，
一
)
和
受
難
前
山
圈
祈
禱
(
瑪
﹒
貳
陸
﹒
卅
七
)
的
見
證
人
。
此
外
，
耶
穌
會
在
伯
多
祿
的
船
上
教
訓
眾
人
(
路
，
伍
，

三
)
，
寫
他
自
己
和
伯
多
祿
交
聖
殿
稅
(
瑪
﹒
拾
渠
﹒
廿
七
〉
'
囑
咐
他
回
頭
以
後
﹒
要
堅
由
他
的
兄
弟
(
路
﹒
貳
貳
﹒
卅
一
一
)
，
耶

第
二
部

教

會

論

回
去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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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

里
化
者
天
主

四
五
四

穌
復
活
自
後
伯
多
聽
在
宗
徒
中
最
先
蒙
耶
穌
顯
現
(
路
，
貳
肆
，
卅
四
;
格
蘭
﹒
拾
伍
，
五
)
。

在
婪
理
伯
的
凱
撒
勒
雅
境
內
，
耶
穌
問
門
徒
們
他
是
話
，
伯
多
祿
鄭
重
宣
誓
說
他
是
默
西
亞
，
就
在
那
一
天
，

耶
穌
允
許
將
首
席
權
給
予
伯
多
祿
(
瑪
'
拾
控
，
十
七
|
十
九
).. 

「
約
納
的
兒
于
西
滿
，
你
是
有
一
帽
的
，
因
為
不

是
血
和
肉
啟
示
了
你
，
而
是
我
在
天
之
矢
。
我
再
給
你
說
:
你
是
伯
多
祿
(
聲
石
)
，
在
這
聲
石
上
，
我
要
建
立
我

的
教
會
，
陰
府
的
門
必
不
能
戰
勝
他
。
我
要
將
天
國
的
鑰
匙
交
給
你.. 

凡
你
在
地
上
所
束
縛
的
，
在
天
上
也
要
被

束
縛
;
凡
你
在
地
上
所
釋
放
的
，
在
天
上
也
要
被
釋
放
」
。

耶
穌
直
接
而
且
單
獨
向
伯
多
祿
講
了
這
些
話
，
並
用
三
一
相
比
喻
允
許
把
自
己
即
將
建
立
的
宗
教
國
體
(
妥
立
吋
1
2

)
的
最
高
權
柄
交
付
給
他
。
伯
多
帳
將
保
證
教
會
的
合
一
與
團
結
，
一
如
建
屋
的
基
于
自
(
參
見
瑪
'
棠
，
廿
四
|
|
廿
五

)
。
他
將
是
手
持
鑰
匙
的
人
，
亦
即
天
國
在
世
間
的
管
理
者
(
參
兒
依
，
貳
貳
，
廿
一
一
;
獸
，
宣
，
十
八
;
盞
，
七
;

鑰
匙
是
禮
柄
典
轄
泊
的
象
徵
)
。
他
將
束
縛
和
釋
放
，
被
照
拉
比
們
習
用
的
語
言
，
意
即
宣
布
或
廣
除
禁
令
，
解
釋

法
律
與
決
定
某
事
可
行
或
不
可
行
。
由
於
瑪
，
拾
捌
，
十
八
位
女
所
示
，
賦
與
全
體
宗
徒
的
束
縛
與
釋
放
之
權
，
是

指
接
納
人
參
加
教
會
團
體
或
使
之
退
出
，
並
且
，
耶
穌
所
說
「
凡
你
在
地
上
」
一
語
的
意
義
是
普
遍
性
的
，
因
此
伯

多
祿
所
承
受
的
全
權
並
不
限
於
訓
誨
之
權
，
而
包
括
了
全
部
轄
治
權
。
伯
多
祿
在
地
上
所
宣
布
或
展
正
的
責
任
，
天

主
在
天
上
將
予
以
承
認
。

雖
然
有
人
企
圖
解
釋
上
述
輕
文
﹒
特
別
是
瑪
買
一
間
音
，
中
的
一
段
﹒
認
為
這
段
經
文
的
一
部
份
或
全
部
係
白
後
人
所
訟
，
但
這
段
經

文
底
一
其
實
性
是
無
法
置
疑
的
。
這
段
女
字
不
但
見
於
聖
經
的
一
切
于
抄
太
取
(
譯
本
，
而
且
經
文
內
容
的
閃
怯
色
彩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
我



人
並
無
正
面
的
理
由
來
懷
疑
救
主
自
己
講
過
這
些
話
。
這
些
話
與
福
音
中
其
他
教
訓
與
事
實
毫
無
抵
觸
之
處
。

耶
穌
復
活
以
後
，
正
式
將
首
席
權
交
給
伯
多
祿
。
當
伯
多
祿
重
讀
三
次
宣
誓
愛
主
時
，
耶
穌
說

.• 

「
你
餵
養
我

的
羔
羊
。
你
牧
故
我
的
小
羊
，...... 

你
饅
養
我
的
羊
群
」
(
若
，
貳
壹
'
十
五i
十
七
)
。
正
像
瑪
，
拾
陸
，
十
八

那
段
經
女
，
這
裹
，
耶
穌
古
接
而
單
獨
地
給
伯
多
碌
說
了
這
些
話
。
「
羔
羊
」
和
「
小
羊
」
指
示
基
督
的
整
個
羊
群

即
全
歡
會
(
若
，
拾
〉
。
「
饅
養
」
在
古
籍
和
聖
經
字
彙
裡r
如
果
用
於
人
類
，
是
指
示
統
治
與
管
理
(
參
見
宗
，

貳
拾
，
廿
八
v
o
在
基
督
三
次
重
復
委
任
下
，
伯
多
祿
並
非
重
獲
宗
徒
之
職
(
他
的
三
次
否
認
耶
穌
，
並
未
使
他
失

去
宗
徒
之
職
)
，
而
是
獲
得
了
統
治
全
教
會
的
最
高
權
力
。

耶
穌
升
天
以
後
，
伯
多
祿
正
式
開
始
運
用
首
席
禮
。
他
自
始
就
在
初
期
教
會
中
佔
有
特
出
的
地
位
。
他
主
持
了

瑪
弟
亞
宗
徒
的
選
舉
會
議
(
宗
，
宣
，
十
五
等
)
;
在
學
神
降
臨
日
，
他
是
宣
講
被
釘
而
復
活
的
默
西
亞
的
第
一
人

(
宗
，
貳
，
十
四
等
)
;
他
在
公
議
會
上
給
基
督
的
福
音
作
證
(
宗
，
肆
，
八
等
)
;
他
接
納
第
一
個
外
邦
人
科
爾

訥
略
海
λ
軟
會
(
宗
，
拾
，
一
等
)
。
在
宗
徒
們
的
大
公
會
議
裡
，
他
是
第
一
個
發
言
者
(
宗
，
拾
伍
，
七
等
)

保
祿
去
耶
路
撒
冷
，
為
7
要
認
識
「
伯
多
祿
」

。

(
迦
，
宣
，
十
八
)
。

一
、
教
文
們
為
倫
多
祿
的
首
席
稚
作
詮

教
文
們
解
釋
首
席
權
的
許
諾
時
﹒
認
為
伯
多
祿
是
教
會
的
基
石
﹒
其
地
位
高
於
其
他
宗
徒
。
數
爾
都
直
說
:
「
教
會
建
造
在
他
身

上
」
(
b
h
s
s
h
J
S聖
西
彼
速
解
釋
瑪
﹒
拾
陸
﹒
十
八
|
十
九
的
經
文
道•• 

「
他
把
教
會
建
立
在
一
個
人
身
上
」3
:

是

-
R
R
u

h
)
@
亞
克
山
大
里
的
聖
克
來
孟
稱
榮
一
幅
伯
多
祿
為
「
被
簡
選
者
、
被
提
拔
者
﹒
宗
徒
們
之
長
，
吾
主
祇
為
他
自
己
和
伯
多
祿
付
了
聖

第
二
部

歇

會

論

四
豆
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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瀰

聖
化
若
天
主

四
五
六

殿
稅
」

(
Q
H
h
h
h
b
e
m
h
h
h
H
N
q
R
N
R
U
N
Y
S
e

耶
路
撒
泠
的
濟
利
職
稱
他
為
「
宗
徒
之
首
長
與
領
導
者
」
(
而
已

.• 

Y
H
S
。
教
京
辰
一

世
說•. 

「
在
眾
生
中
，
惟
有
伯
多
祿
被
選
為
所
有
蒙
耳
民
革
-
A
f一種
宗
徒
與
教
父
們
的
首
腦
」
(
即
主F
P
N
)
。

與
亞
略
派
爭
論
時
期
﹒
許
多
教
父
將
一
位
督
用
以
建
立
教
卅
日
的
指
石
與
伯
多
臉
對
基
督
一
大
主
性
的
信
誓
放
再
一
起
，
他
們
也
並
不
否

認
這
段
聖
經
文
字
對
伯
多
祿
本
人
的
關
係
.
，
而
事
質
上
，
這
段
文
字
和
伯
多
朧
的
關
係
是
擷
而
且
見
的
a

伯
多
臨
的
信
心
是
他
被
基
督

選
立
為
教
會
基
石
的
原
因
。四

、
怕
多
，
祿
與
保
祿

首
席
權
的
信
理
告
訴
我
們
，
保
線
和
其
他
宗
徒
一
樣
，
從
屬
於
全
歡
會
之
首
長
伯
多
祿
。
教
宗
依
諾
森
十
世
於

一
六
四
七
年
斥
責
楊
森
派
人
士
安
東
﹒
亞
諾
脫
(
〉
丘
。
口
〉
門
口

2
5

的
下
列
主
張
為
其
說
:
伯
多
祿
與
保
梅
同
為

教
會
首
腦
(
鄧
-
O
九
一
)
。

教
文
們
經
常
將
伯
多
輯
與
保
融
相
提
並
論(
P
E
n
-
℃
2

名
。
m
S
F
E
H
)﹒
他
們
所
看
眠
的
是
二
人
的
宗
徒
治
動
和
對
羅
馬
教
會

或
世
界
教
會
的
助
績
。
由
聖
保
祿
的
自
述
看
來
，
他
比
其
他
宗
徒
們
東
為
勞
碌
(
格
的
，
拾
伍
﹒
十
)
。
但
首
而
權
祇
屬
於
伯
多
聽
一

個
人
;
保
祿
則
是
傳
揖
信
仰
的
領
導
者
(
F
E
n
m
胃
口
]
月
咱
們
》

B
E
∞
H
H
F
B
E
A
Z
G
ρ
口
叩
門
H
O
m
旦
旦
白

H
g己
臣
"
〈g
g
t
g

】U
B
Z
E
E
p

h
h含
內
-
H
M
F
N
W
ω
ω

〉
@
迦
'
鼠
，
十
一•. 

「
我
當
面
反
說
了
他
」
一
語
並
不
損
害
怕
多
融
的
首
貼
攏
。
保
臨
重
備
了
伯
多
緝
的
矛
盾
行

為
，
正
因
他
在
教
會
裡
具
有
最
高
權
威
，
他
的
矛
盾
行
為
危
及
那
些
皈
依
基
督
的
外
邦
人
對
舊
約
法
律
所
享
有
的
自
由
。
而
怕
多
融
自

己
原
也
承
認
皈
依
基
督
的
外
邦
人
﹒
是
不
必
遵
守
舊
約
法
律
的
。

第
冉
的
節
敦
白
寫
轄
治
教
會
的
首
席
權

一
、
甘
席
瓏
的
流
傳



棋
撮
基
督
的
命
令
，
伯
多
祿
控
轄
惜
一
睡
個
歡
會
的
首
席
權
止
，
各
時
代
都
處
有
他
的
繼
承
人
|
信
理

第
一
次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定
斷•• 

如
呆
有
人
不
承
認
伯
多
祿
在
轄
治
整
個
教
會
的
首
席
權
上
，
有
他
的
永
久
無

闊
的
繼
承
人
，
此
人
當
受
絕
罰
」
(
叩
門
荳
叩
門
E
M
O
E
W
口
。

p
g
m
m
R
苟
且
5

口
叮
叮
門
戶
口
O
B
E
-
-口
在
古
泣
。
口
o
m
o
z

古
話
岳
武
口
。
"
E
r
g
E∞
H
M
O
H
H
C
m

古

H
H旦
旦
且
z
m
c
℃
倚
門
口
口Z
R
E
B

憫
的
已
。
叩
門
P
E
r
m
H
E且
也
叩
門
℃OH
Z
O∞
m
c
n
o叩
∞
∞O
B

由
"

〉
﹒
ω
﹒
都
一
八
二
五
)

基
督
允
許
將
首
席
權
給
予
伯
多
祿
並
在
宜
際
給
予
他
時
，
雖
然
都
沒
有
明
顯
地
提
及
首
席
榷
的
繼
承
問
題
，
但

是
首
席
權
的
目
的
與
性
質
必
然
地
會
產
生
這
一
後
果
。
首
席
權
的
作
用
是
要
綠
黨
歇
會
的
合
一
與
國
結
;
按
搞
教
主

的
意
顧
，
教
會
本
質
不
變
，
以
迄
世
界
的
終
駝
，
好
使
教
廚
工
程
進
版
無
闕
，
那
末
首
防
…
鞋
也
當
的
齡
相
繼
。
但
伯

多
驗
與
他
人
一
樣
，
也
有
逝
世
之
時
(
若
，
貳
壹
，
十
九
)
，
他
的
職
位
必
領
傳
給
他
人
。
沒
有
基
麓
，
教
會
的
建

築
無
法
立
足
(
瑪
'
拾
陸
，
十
八
).. 

沒
有
牧
導
者
，
基
督
的
羊
群
無
法
存
在
(
若
，
貳
宣
，
十
五
i

十
七
)
。

教
文
們
早
已
說
出
他
們
的
思
想
﹒
認
為
怕
多
融
在
他
的
繼
系
者
身
上
繼
輸
生
存
與
工
作
。
在
厄
弗
所
大
公
會
議
(
四
三
一
年
)

時
，
教
宗
的
代
表
菲
力
伯
(
旬E
E
Z
m
)說•• 

「
他
(
怕
多
融
)
藉
看
他
的
一
本
繼
者
生
活
與
判
斷
直
至
今
日
﹒
並
將
繼
拍
下
去
」
)

鄧
一
一
二
，
一
八
三
四
)
。
在
彼
得
﹒
基
少
聽

q
m
H叩
門
的
r
q
s
r
m
z
明
)
致
歐
姐
奇
(
開
旦
河
口
信
己
的
書
信
中
，
提
到
挺
馬
主
教
時

說
:
「
榮
福
伯
多
融
在
教
宗
的
寶
座
上
繼
續
生
存
和
治
理
，
把
真
正
的
信
仰
獻
給
那
些
一
尋
求
它
的
人
」
(
草
晨
一
世
會
引
用
這
旬
詣
。

書
信
，
貳
伍
，
-
5
.
E
一
世
宣
稱
，
首
席
權
是
持
久
的
制
度

•• 

「
怕
多
臉
對
基
督
的
信
仰
是
永
久
的
，
同
據
地
，
主
管
所
賦
于
怕
多

隸
的
也
是
、
永
久
的
」(
h
m
H
J
S
P
ω
-
N
)

。

。

勢
二
部

歡

會

車站

阻
軍
七



第
四
溺

變
化
者
天
主

四
五
八

二
、
首
席
權
與
羅
馬
主
義
域

繼
東
伯
多
祿
首
席
權
者
為
題
島
主
教l
信
理

循
著
里
昂
大
公
會
議
(
一
二
七
四
年
)
和
藹
冷
翠
大
公
會
議
(
一
四
三
九
年
)
的
途
徑
，
第
一
次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宣
布.. 

「
若
有
人
講
羅
馬
主
敢
不
是
榮
福
伯
多
祿
的
首
席
權
的
繼
承
者
，
此
人
當
受
棄
絕
」
(
巴
金
門
叩
門
目
前
。
吋

z

i
-
-
M
N
。
自
g
z
g

可
。
旦
5
日
自
口
。
口
而
自
叩
『
自
己
可
旦
旦
古

O
O
L
o
s
p
z
g
z
z
2
白
的

O
B
B
-
k
r
ω
﹒
部
一
八
二
五
;

參
致
部
四
六
六
，
六
九
四
)
。

信
理
祇
陳
述
﹒
每
一
位
羅
馬
主
教
是
首
化
權
的
繼
承
者
，
而
並
沒
有
說
明
羅
馬
主
教
與
首
席
權
之
相
合
起
草
於
何
種
法
律
名
義

ω

比
較
更
被
接
受
的
神
學
意
見
是
:
•... 

這
諒
的
相
合
並
非
祇
正
於
伯
多
結
合
在
的
結
民
主
教
任
內
工
作
與
逝
世
的
史
賀
，
而
是
出
於
廷
一
有
或

型
神
的
積
極
命
令
，
那
就
是
說
，
且
一
坦
項
相
合
諒
自
上
主
。
如
朵
首
府
權
與
羅
馬
主
教
蔽
之
相
合
祇
試
試
教
會
所
現
定
的
，
那
末
教
宗
或
大

公
會
議
可
阿
以
將
首
席
權
與
羅
馬
主
教
職
分
閥
，
但
如
這
個
相
合
是
源
於
上
主
，
那
末
，

A
A野
就
不
可
能
了
@

伯
前
，
伍
，
十
三
暗
示
伯
多
祿
時
住
在
羅
馬
.. 

「
與
你
們
一
同
被
選
的
巴
比
倫
教
會
問
候
你
們
」o
(
巴
比
倫

暗
指
羅
馬
)
;
羅
馬
的
克
來
孟
提
到
伯
多
祿
和
保
祿
兩
位
宗
徒
以
及
尼
祿
敬
難
時
期
的
犧
牲
(
致
格
林
多
人
書
，
陸

，
一
)
;
安
提
約
基
雅
的
依
納
詩
寫
信
給
羅
馬
的
信
友
道
.. 

「
我
命
令
你
們
，
但
並
不
如
同
伯
多
祿
和
保
祿
一
般
命

令
你
們
」
(
致
羅
馬
信
友
書
，
肆
二
二
)
，
這
些
史
料
都
證
明
伯
多
祿
曾
在
羅
馬
。

給
伯
多
祿
在
羅
馬
的
宗
徒
活
動
作
誼
的
，
是
格
林
多
的
主
敬
狄
尼
修
(
約
在
七0年
左
右
，
開
g
m
z
z
m苟
同
﹒
向
.• 

，
里
昂
的
聖
依
來
內
(
反
異
議
，
盞
，
一，
1
;

盞
，
一
二
，2
|
3
)
'
聖
教
宗
翟
斐
林
(
D
m旬
}
宮
門
口
)

同
N
P∞
〉



時
期
的
羅
馬
作
家
加
依
烏
(
C巴
己
的W

K
H
h肉也
﹒h
ι
F
y
n
-

開
c
m
o
r戶
口
曲
"
hh

. 
電、

同

N
印
W
V
O再
由
白
ρ
﹒
)
、
戴
繭
都
具
(
b
R
K
V
Y
R
H
a
n
-
-
s

h
h
.為
-
A
W
W
H
A
H
-

。
)

P
T
M

門
。
這-
5
)
;
亞
力
山
大
里
的
克
來
孟
(
開
臣
。r
E
♂
。
學
狄
尼

修
、
加
依
島
與
戴
爾
都
良
都
論
及
伯
多
祿
在
羅
馬
拘
道
。
加
依
烏
且
準
確
地
指
出
宗
徒
們
的
故
墓
所
在
地

•• 

「
我
能

指
明
宗
徒
們
的
勝
利
記
號
在
那
裡
。
偎
如
你
去
梵
蒂
岡
或
去
奧
斯
底
亞
路
(
O
M
E悶
。
益
)
，
你
會
見
到
建
立
教
會

的
宗
徒
們
的
勝
利
記
號
」
(
N
U
R
﹒
的
詩
﹒
〉
。
除
去
羅
馬
以
外
，
沒
有
一
個
地
方
聽
說
有
伯
多
騰
的
壇
墓
。

羅
馬
主
教
首
向
權
的
道
理
，
像
教
會
其
他
訓
誨
與
現
沾
一
樣
，
曾
經
有
過
演
變
的
過
程
。
在
這
個
演
變
過
程
中
，
聖
經
中
的
基
礎

逐
漸
更
清
楚
地
被
認
論
，
並
受
到
更
堅
富
的
發
揮
@
祇
在
第
一
世
紀
之
末
，
拉
馬
主
教
首
化
權
的
意
識
和
其
他
教
會
對
此
首
阿
權
的
承

認
才
留
有
明
顯
的
記
載
@
聖
克
來
孟
以
羅
馬
教
會
名
義
，
他
看
他
對
全
教
會
的
責
任
感
，
致
一
封
於
格
林
多
教
會
，
他
用
權
威
懇
切
地
勸

告
為
首
的
抗
違
者
服
從
長
老
，
奉
行
補
贖
(
口
﹒
句
)
然
而
，
這
封
信
說
無
首
“
權
的
標
示
，
即
羅
馬
主
教
首
阿
榷
的
表
示
﹒
也
無
怯
伴

方
面
的
措
施
@
安
提
約
基
雅
的
依
納
爵
寫
信
給
其
他
教
會
時
，
藉
看
信
中
莊
童
的
稱
呼
，
把
羅
馬
教
會
放
在
其
他
教
會
之
上
。
他
會
兩

次
提
及
羅
馬
教
會
的
優
先
權
，
那
說
是
說
，
其
他
教
友
對
它
具
有
從
屬
的
關
係(
h
h
b
h
詰
﹒
。
"
H
)的
指
羅
馬
教
會.• 

「
在
羅
馬
人
地
區

佔
有
首
席
」
(
4可
口
呻
詞
是
是
由
立gs
n
e
吋
苛
e
N
S

可
言z
t
s
E
~
e
z
)
，
是
「
愛
德
的
首M
m者
」
兮
h
u
s
h耐
心
這
恥
咕
咕
吋
甘
心
志
立
呻
)
，

聖
依
來
肉
稱
「
偉
大
宗
徒
伯
多
輯
與
保
線
所
誨
的
羅
馬
教
會
」
為
最
大
、
最
古
、
最
聞
名
的
教
會
」
'
他
特
別
將
優
先
權
歸
於
它
。
如
果

人
們
顧
章
認
識
真
質
的
信
仰
，
祇
安
涓
涓
這
個
教
會
所
信
的
﹒
並
由
它
的
主
教
們
所
傳
承
下
來
的
信
仰
就
修
了
@
「
事
質
上
，
由
於
這
個

歡
會
的
特
旅
崇
高
地
位
官
呂
立
白
宮
門
g
E
Z
B
M
M
H
E
n
-

℃
戶
口SZ
S
)，
其
他
歡
會
均
應
與
它
打
成
一
片
，
換
句
話
說
，
各
地
的
信
友
都

應
當
與
它
相
契
合
。
事
質
上
，
在
這
個
歡
會
捏
，
對
於
各
地
的
人i
指
其
說
渚
l

確
保
了
宗
徒
傳
承
」
(
反
具
說
，
車
品
了
三
，
二
)
。

約
在
第
二
世
紀
中
裳
，
新
米
納
的
主
教
保
理
加
布
〈
吧
。
-
Z
R巴
前
往
羅
馬
，
為
了
與
敵
京
亞
尼
策
(
〉
巳B
E
∞
w
H
U
A
l
H
G
印
)
一
商

討
關
於
復
活
節
的
日
期
問
題
(
開g
m
z
g
w出
﹒
同
﹒
門
〈E
W
H
)
。
厄
弗
前
的
主
教
飽
坦
克
(
句
。

-
1缸
片
2
)
也
與
歡
宗
維
克
多
一
世
〈

〈
E
B
-
-

屁
也
|
也
∞
)
一
商
討
復
活
節
的
推
算
問
題
，
後
者
警
告
小
亞
細
亞
的
信
友
團
體
，
假
如
他
們
繼
積
在
厄
桑
月

(
Z
Z
B猶
太
人
的

第
二
部

歇

會

前

回
去
丸



第
四
溺

掏
出
位
者
天
主

四
六
。

第
七
個
月
，
約
陽
歷
三
月
半
至
四
月
半
)
的
十
四
日
舉
行
復
活
節
(
O
C且
a
m
n
E
S
M
G
M
M
g
a
s
u

開
口
站
立
自
旬
出

.• 

肉
﹒

J可
N
h
-
H
1。

)
，
他
們
便
不
再
是
合
一
歡
會
的
肢
體
了
(
羅
馬
教
會
在
尼
桑
月
十
四
日
以
後
的
星
期
日
舉
行
復
活
節
)
。
賀
基
西
(
同
品
g
e
H
M
5
)

在
教
宗
亞
尼
策
時
期
前
往
羅
馬
，
為
觀
摩
信
仰
的
真
正
傳
承
(
開
口
的
忠
言
帥
"
見

h
y
ω〉

戴
爾
都
良
承
認
羅
馬
教
會
在
信
理
方
面
的
權
威
。
「
假
如
你
鄰
近
意
大
利
，
你
有
羅
馬
作
你
信
道
的
權
戚
，
至
於
我
們
(
在
非

洲
)
，
我
們
也
依
恃
它
」
(
b
n
y
-
R
R﹒
缸
"
)
。
然
而
當
他
參
加
了
蒙
丹
運
動
後
，
他
宜
稱
耶
穌
所
賦
與
伯
多
融
的
束
縛
與
釋
放
之
權
完

全
是
給
予
他
個
人
的
(
巴
西
、
忠
心

.• 

N
H
)。
迦
太
基
的
西
很
連
稱
羅
馬
教
會
為
「
天
主
教
會
的
母
親
與
根
揖
」
〈
早
已
叩
開
門
戶

m
n

自
序
。
出
口
戶
m

g
阻
E
M

旦
旦
門
戶
戶
戶
室
內
信
，
肆
捌
，
三
)
，
「
怕
多
祿
之
地
方
」

P
R
E
旬
開
持
民
書
信
，
伍
伍
，
八
)
，
「
伯
多
線
之
路
位
」
(
們
缸
子
?

已
E
M
l
m
E〉
和
「
產
生
司
擇
職
位
合
一
的
首
要
教
會
」
(
同
旦
旦
戶
均
已
出
叮
叮
已

F
B

會

S
E
凹
的
N
U閃
而
且
。
再
也
眩
目
。
(
3自
巾
胡
同
﹒
書
信
，

伍
玖
，
十
四
)
，
從
而
給
羅
馬
教
會
的
優
先
權
作
證
。
然
而
，
在
有
閥
異
說
者
洗
體
的
爭
論
中
，
他
所
持
的
態
度
表
示
他
對
於
首
席
權

尚
無
明
確
的
認
識
。
措
照
凱
撒
利
亞
的
主
教
費
彌
里
(
出
自
戶
口
臼
口
)
所
提
供
的
證
明
，
當
時
與
西
很
連
爭
論
的
斯
德
華
一
世
J
認
為
他

自
己
是
「
建
立
歇
會
某
礎
的
怕
多
祿
的
繼
承
人
」
(
西
很
連
書
信
，
東
伍
，
十
七v
:
斯
德
望
一
世
曾
以
開
除
教
籍
之
懲
罰
警
告
過
小

亞
細
亞
的
主
教
們
(
開C
m
m
r戶
口
曲
"
出
﹒
問
﹒
〈
口
U
W
A
C

鑫
博
羅
削
說.• 

「
伯
多
祿
在
那
捏
，
歡
會
也
在
那
裡
」
(
阿EY
H•• 
ghvh 

.• 

A
。
"
ω
0
)，
聖
熱
羅
尼
莫
致
函
聖
敢
宗
達
馬
穌
(
。
但
-

8
8
5
)
時
說.. 

「
我
知
道
教
會
是
建
立
在
這
塊
基
石
〈
伯
多
祿
)
上
的
」
(
書
信
，
拾
伍
，
一
一
)
。
里
奧
斯
定
說
到
羅
馬
教
會
時
，
表
示

宗
徒
之
位
的
優
先
權
常
在
她
內
(
古
ρ
g
m
m
g

旬
開
門
晶
。
泣
。
出
自
個

2

月
廿
伯
母
自
己
當WM
M
H
戶
口
口
苟
且
已
由
書
信
，
肆
盞
，
一
二
)
。
教
宗
良
一

世
渴
望
親
眼
君
見
並
崇
仰
那
「
曾
受
託
牧
導
全
體
羊
群
者
」
〈
訓
道
辭
，
盞
，
四
)
。
在
厄
弗
所
大
公
會
議
前
，
教
宗
的
代
表
菲
力
伯

公
開
宣
布
歡
宗
的
首
席
權
承
自
怕
多
持
(
鄧
一
一
一
一
)
。
加
影
東
大
公
會
議
的
教
長
們
在
接
獲
敢
宗
良
一
世
有
關
教
義
的
書
信
時
，
齊

聲
歡
呼.• 

「
伯
多
祿
藉
良
之
口
跟
我
們
說
了
話
。
」

士
林
派
神
學
向
教
會
的
合
一
推
舟
卅
教
寫
的
首
席
榷
。
聖
多
瑪
斯
於
護
，
肆
，
七
六
中
，
發
揮
了
下
列
論
證
ρ

這
些
理
論
以
後
在

有
關
教
會
的
神
學
論
著
中
常
被
引
用
。
稚
代
怕
的
雅
各
伯
Q
B
忌
。
問
S
Z
F

。
)
，
巴
黎
的
若
望
﹒
基
道
已
。r
D
O
c
-
心
。
再
且
可
立
ω



)
，
那
不
勒
斯
的
若
望
已
。
宮
。h
Z
晶
-
2
)等
都
會
控
引
過
它
們
。
村
為
了
教
會
的
存
在
，
需
有
一
人
作
全
體
信
衷
的
首
長
。

M
H為

了
信
仰
的
合
一
能
夠
常
久
保
存
，
必
頭
有
一
位
全
歇
會
的
首
長
，
他
的
判
斷
能
決
定
可
能
發
生
的
信
仰
問
題
。
國
教
會
管
理
的
目
的
就

是
信
友
們
的
和
平
與
合
一
，
這
個
目
的
在
一
人
就
轄
干
比
受
多
人
統
轄
時
更
可
奏
致
;
因
為
一
位
統
治
者
比
若
干
統
治
者
更
能
賞
現
合

一
的
理
想
。
制
戰
們
的
歡
會
是
勝
利
歇
會
的
模
型
。
在
時
刺
教
會
中
，
祇
有
一
位
首
長
，
所
以
在
戰
門
歇
會
中
亦
宜
有
一
位
首
長
，
居

於
全
體
信
玄
之
上
。第

七
節

敵
眾
首
庸
權
的
性
質

一
、
信

進

敢
出
玩
具
有
治
理
聲
個
教
會
的
最
高
全
權
，
不
僅
包
括
有
關
信
仰
與
倫
理
之
事
，
且
亦

h包
括
歡
會
紀
律
與
管
理
諸

軍
|
信
理

面
對
各
種
企
圖
限
制
教
宗
統
轄
權
的
所
謂
主
教
主
義
(
開
阿
拉
凹
的
名
巴
拉
日
)
，
如
大
公
會
議
論

(
(
U
S
E
-
-
ω

呵
呵

叫
Z
R
m
)
、
加
利
剛
主
義
(
的
州H
E
n
s
-
m
B
)

、
弗
博
宏
尼
派

(
F
V
H
O
E
S
-
m
B
)

等
，
第
一
次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宜

佈
如
下.. 

)
「
如
果
有
人
認
為
，
羅
馬
教
宗
僅
有
監
督
和
指
導
之
職
，
對
整
個
教
會
不
祇
在
有
關
信
仰
和
倫
理
之
事

上
，
而
且
在
有
關
整
個
教
會
的
紀
律
和
管
理
之
事
上
，
他
並
無
最
高
轄
治
全
權
;
或
者
認
為
他
祇
具
有
轄
治
權
的
主

要
部
份
心
。
民
白
白
宮
2
2
)
，
而
非
最
高
的
全
權
;
或
者
認
為
他
所
享
有
的
轄
治
權
並
不
直
接
普
及
個
別
與
整
個

歡
會
、
個
別
和
全
體
杖
措
侍
者
與
信
玄
，
此
人
應
受
棄
絕
」
(
鄧
一
八
三
一
;
參
見
都
一
九
二
七
;
法
，
二
一
八
)

這
個
宜
佈
表
示
了
首
席
榷
的
權
力
是
•• 

o 

第
二
部

重立

合

童話

四
六



白
白
編

用
一
化
寺
天
主

四
六
→

村
民
正
的
桔
治
權
，
亦
即
真
正
的
管
理
權
，
不
僅
包
括
監
督
和
指
揮
之
權
，
如
一
個
政
黨
、
社
園
，
或
集
會
的
主
席
所
有
的
職

榷
。
佇
理
權
包
括
立
法
、
司
法
(
對
爭
執
事
由
或
對
自
願
請
求
者
的
事
務
的
受
理
權
)
與
強
制
的
全
糙
。
隸
屬
者
的
責
任
是
從
屬
與
服

叫
峙
。持

普
遍
的
權
力
，
說
是
它
全
面
而
個
別
地
遍
及
全
教
會
每
一
位
司
投
(
主
敬
)
只
信
去
。
以
對
象
言
，
它
不
僅
有
關
信
仰
與
道
理

(
謂
誨
之
域
)
，
且
有
關
歡
會
紀
律
和
管
理
(
牧
導
之
職
)
各
方
面
。

甘
設
會
中
的
最
高
權
力
，
就
是
在
敬
會
捏
，
沒
有
另
一
轄
治
權
比
它
更
大
或
與
它
相
等
。
教
宗
的
權
力
超
過
每
一
位
主
教
之
權
，

也
超
越
一
切
其
他
主
鼓
共
有
之
榷
。
因
此
主
教
們
(
不
包
括
教
京
)
集
合
在
一
起
，
其
地
位
亦
不
超
於
教
宗
。

關
完
整
的
權
力
，
說
是
教
宗
昕
獨
有
並
用
以
結
治
的
一
品
個
敬
會
的
全
部
位
力
，
非
僅
大
於
其
他
個
別
或
全
體
的
主
教
權
力
。
對
於
歇

會
轄
治
範
園
內
的
任
何
事
情
，
他
可
以
自
由
地
統
理
無
阻
，
不
需
要
其
他
主
教
或
整
個
教
會
的
同
意
。

目
正
常
的
權
力
，
即
由
上
主
制
定
而
且
(
服
務
相
述
的
權
力
，
而
非
受
記
於
共
右
岐
高
轄
治
權
者
。
因
此
這
個
權
力
，
不
僅
在
主
教

疏
忽
了
他
們
的
牧
導
之
闊
的
特
﹒
森
伯
況
下
，
而
可
在
任
何
時
佼
行
使
(
卸
的
一
本
尼
，
艾
柏
何
苦
己
;
鄧
一
五

0
0
)
。

丹
真
正
的
主
教
權
力
，
即
教
宗
是
「
背
世
社
會
的
主
教
」
'
一
'
泊
的
同
志
提
馬
的
主
教
(
們
開
勾
心

m
n
e
g
d
F古
巴

O
F
E
U
-
T
g
r

。
同
〈
育
手
。
)
。
因
此
教
宗
的
權
力
像
其
他
主
教
權
力
一
樣
，
包
括
立
法
、
司
法
，
與
強
制
之
權
(
法
二
二
八
，
2
;

三
一
三
立
〉

關
直
接
權
力
，
教
宗
向
全
歇
會
的
主
敬
和
信
支
行
使
此
權
時
不
需
要
中
介
。

聖
經
與
教
父
們
對
教
宗
首
席
權
的
作
證
，
已
在
第
五
、
六
部
陳
述
過
。
其
中
蔽
含
的
種
子
，
在
第
一
次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中
，
巳

獲
得
詳
盡
發
揮
。

二
、
上
述
信
涅
的
實
際
結
論

付
由
於
教
宗
兵
有
整
個
教
會
的
最
高
治
權
，
在
服
務
的
行
使
上
，
他
有
權
與
全
教
會
的
全
體
主
教
與
信
友
自
由
地
聯
絡
交
往
。
因

此
致
命
拒
絕
政
府
平
涉
教
會
與
羅
馬
宗
座
因
職
務
而
來
的
問
係
及
一
切
行
動
，
並
拒
絕
國
家
權
成
阻
制
教
宗
命
令
的
有
按
住
屯
-
戶
口
又



的
說
法
;
郵
一
八
二
九
)
。

防
教
宗
位
是
歇
會
的
最
高
立
法
豹
，
因
此
，
在
法
律
方
面
，
他
不
從
屬
於
教
會
的
拉
克
和
習
慣
，
而
從
屬
於
神
律
。
神
律
要
求
教

會
權
力
的
運
用
必
頸
符
合
它
的
目
的
，
即
用
以
擴
建
基
督
奧
膛
，
而
不
符
蚓
以
毀
壞
具
盟
(
格
後
，
拾
，
八
)
。
因
此
神
律
是
防
血
專

制
的
有
按
屏
障
。
加
拉
剛
主
義
宜
言
的
第
三
條
要
求
教
宗
權
力
的
極
大
限
制
，
這
一
宣
言
為
教
會
所
研
棄
(
鄧
一
三
二
四
)

叫
開
教
宗
是
歇
會
的
最
高
裁
判
者
，
他
有
權
仲
裁
一
切
歡
會
案
件
，
並
接
受
教
會
一
切
案
件
之
訴
訟
。
教
宗
自
己
不
能
受
人
審
判
(

法
二
五
五
六

;
p
g

戶
切
而
已
間
的
臼
口
白
白
戶
口
晶
宮

&
B
Z
H
)，
因
世
上
沒
有
一
位
審
判
者
駕
於
他
之
上
。
同
蓮
，
人
們
不
能
向
更
高
的

法
庭
要
求
審
判
教
宗
。
歇
會
拒
絕
人
們
向
大
公
會
議
提
出
訴
訟
，
因
為
、
一
迫
使
大
公
會
議
駕
乎
教
京
之
上
(
鄧
一
八
三

O
;
法
，
二
二
八

，
2
;

參
攻
鄧
三
一
一
一
三
了
加
利
剛
宜
一
一
一
一
口
第
二
條
)
。

第
A
節

敦
白
謂
的
不
誤
性

一
、
信

道

教
果
以
自
取
座
權
鸝
發
言
時
，
不
能
鐘
誤
l

信
理

君
士
坦
丁
堡
大
公
會
議
(
八
六
九
|
八
七0
年
)
，
旦
品
大
公
會
議
(
一
二
七
四
年
)
，
與
嘉
冷
翠
大
公
會
議

(
一
四
三
八l

一
四
四
五
年
)
都
宣
布
教
宗
在
訓
有
上
的
首
席
權
，
主
際
上
包
福
了
不
誤
性
。
第
一
次
梵
蒂
岡
太
公

會
議
明
白
疋.. 

「
當
羅
馬
教
宗
以
宗
座
權
威
發
言
時i
即
以
全
體
信
京
的
牧
者
與
導
師
的
資
格
，
憑
著
他
最
高
的
宗
徒

權
威
，
無
可
挽
同
地
完
斷
某
項
有
關
信
仰
和
道
德
的
教
理
應
為
整
個
教
會
所
堅
持
，
因
蒼
天
主
在
伯
多
驗
身
上
允
許

過
的
佑
助
，
他
具
有
數
主
顛
意
教
會
定
斷
信
仰
與
倫
理
信
道
時
所
具
有
的
不
誤
性
。
因
此
，
羅
馬
教
宗
的
定
斷
，
因

f
k
Z」
斗
"
〉
.

申
吋
!
二-
t
u

!t'l: 
合

,=,/ .. 
url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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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
，
同
編
里
化
者
天
主

四
六
四

其
本
身
是
無
法
更
改
的
，
並
不
因
教
會
的
同
意
而
然
」

一
八
三
五
)

(
鄧
一
八
三
丸
，
參
致
部
四
六
六
，
六
九
四
，
一
八
三
三l

。

為
了
原
解
這
一
信
理
，
請
注
意
下
列
各
點•• 

廿
一
切
合
法
的
敢
去
、
宗
徒
首
長
、
怕
多
，
僻
的
繼
承
人
都
有
不
誤
性
，
但
也
祇
有
數
宗
不
能
錯
誤
，
那
些
受
教
宗
之
託
而
有
部
份

訓
誨
性
的
人
，
如
紹
九
設
廷
各
部
，
即
仍
可
能
有
錯
誤
。

持
不
說
性
的
對
象
赴
訂
閱
信
仰
自
h誼
諒
的
歌
詣
，
首
先
是
啟
示
的
教
義
‘
其
次
是
與
啟
示
真
理
有
內
在
關
係
的
非
啟
示
住
口
肛
門
理
。

目
不
設
性
的
條
件
是.• 

敬
宗
必
頭
以
宗
障
權
威
發
言
，
即•• 

的
教
宗
必
氛
以
全
控
信
友
之
牧
有
與
導
師
的
資
格
，
憑
藉
最
高
采
徒
權
威
說
話
。
如
果
他
以
個
別
神
學
家
或
其
教
區
主
教
的
立
場

說
話
，
他
並
非
不
能
錯
誤
。

ω
他
必
氮
共
有
定
的
問
於
信
仰
和
道
德
之
敢
理
而
要
全
體
信
友
注
行
的
意
獻
。
這
個
意
願
必
須
由
措
辭
或
自
情
況
清
楚
表
達
出

來
，
否
則
泣
不
是
京
時
根
威
斯
宣
布
的
定
的
。
訟
法
們
在
大
部
份
地
品
中
所
作
的
許
今
教
聖
宣
布
，
都
不
是
以
京
同
權
威
所
發
表
的
決

{
諾
。怕

不
誤
性
的
泉
棋
是
聖
神
的
超
自
然
佑
助
，
里
神
使
教
會
的
最
高
導
師
不
陷
於
錯
誤
。
這
一
佑
助
與
啟
示
不
同
，
啟
示
是
天
主
將

某
些
真
理
傳
授
給
接
受
啟
示
的
人
;
這
一
佑
助
與
默
感
也
不
同
，
默
感
是
天
主
加
於
某
一
位
作
者
以
積
極
的
影
響
，
由
於
這
一
影
贅
，

天
主
能
己
成
為
作
品
的
主
要
作
者
，
而
作
品
中
的
思
想
也
說
是
天
主
的
話
。
里
神
使
負
有
至
高
訓
誨
之
職
者
不
作
錯
誤
的
定
斷
〈
消
極

佑
助
)
，
而
且
以
內
在
與
外
在
的
恩
寵
，
引
領
他
正
確
地
認
識
並
適
當
地
表
達
某
一
真
理
(
積
極
佑
助
)
。
在
里
神
的
佑
助
下
，
負
有

不
誤
的
訓
導
框
右
，
仍
須
應
用
自
然
方
法
，
尤
其
應
鑽
研
啟
示
的
泉
源
，
努
力
獲
得
對
真
理
的
認
識
(
鄧
一
八
一
二
六
)
。

叫
不
良
性
他
那
些
以
宗
照
權
威
所
宣
佈
的
定
的
，
月1
(本
身
(
並
非
由
於
另
一
權
威
的
加
入
)
為
不
可
更
改
的
，
並
非
問
盤
忱
歡

佇
月
1
u
m然
二
如
加
利
剛
派
所
云
(
鄧
二
一
一
-
正
γ
'
址
叫
利
叫
立
一
一
口
第
叫
作
叫
)



二
、
聖
經
和
傳
系
的
明
證

ω
U甘
甘
苦
選
立
伯
多
祿
為
教
會
的
基
石
，
即
教
會
合
一
與
鞏
固
的
保
證
者
，
允
許
教
會
綿
延
無
盡
(
穗
，
捨
陸
，

十
八
)
。
然
而
，
教
會
的
合
一
與
鞏
固
沒
有
正
確
的
信
仰
是
不
可
能
維
繫
的
。
所
以
伯
多
祿
也
是
信
仰
的
最
高
導

師
。
這
樣
，
他
自
己
在
信
仰
的
正
式
宣
布
上
，
必
績
不
犯
錯
誤
，
他
的
繼
承
者
亦
然
，
因
為
按
照
基
督
的
命
令
，
敬

會
將
萬
世
常
存
。
再
者
，
基
督
給
予
伯
多
祿
(
及
其
繼
承
人
)
以
束
縛
和
釋
放
的
全
權
。
依
照
拉
比
們
的
用
詞
方

式
，
束
縛
和
釋
放
就
是
法
律
的
法
定
宣
布
，
所
以
上
述
全
權
包
括
了
新
約
法
律
|
福
音
的
權
威
解
釋
。
在
天
之
主
將

承
認
教
宗
的
判
斷
，
這
事
當
以
信
仰
的
最
高
導
師
之
不
誤
性
為
其
先
決
條
件
。

基
督
立
伯
多
祿
(
及
其
繼
承
人
)
為
整
個
羊
群
的
最
高
牧
者
(
若
，
貳
查
，
十
五

l

十
七
)
。
-
教
導
基
督
真
理

與
保
護
它
完
整
無
損
是
最
高
牧
者
職
守
的
一
部
分
。
如
果
在
他
施
訓
的
時
饒
，
不
能
免
於
謬
誤
，
他
就
不
能
完
成
他

的
使
命
。

基
督
曾
為
伯
多
祿
祈
禱
，
使
他
的
信
心
堅
強
起
來
，
並
遣
差
他
去
堅
固
兄
弟
們
。
路
，
貳
貳
'
卅
一
等

•. 

「
洒

滿
，
西
滿
，
君
，
撒
彈
求
得
7
你
們
，
要
篩
你
們
像
篩
麥
子
一
樣
。
但
是
我
已
為
你
祈
求7
，
為
吽
你
的
信
德
不
至

喪
失
，
待
你
罔
頭
以
後
，
要
堅
固
你
的
兄
弟
們
」
。
基
督
特
別
為
伯
多
祿
祈
禱
的
理
由
是
:
伯
多
祿
在
悶
頭
以
後
，

應
該
堅
固
他
兄
弟
們
的
信
心
，
這
句
話
充
分
表
示
出
，
伯
多
時
的
地
位
冠
於
其
他
宗
徒
們
。
在
初
期
教
會
組
，
伯
多

祿
的
領
導
地
位
表
明
他
踐
行
了
基
督
的
霎
託
。
雖
然
那
些
話
是
對
伯
多
精
個
人
說
的
，
但
是
按
照
瑪
'
拾
睦
，
十
八

l

十
九
，
也
是
對
繼
承
伯
多
祿
而
為
教
會
一
兀
首
者
所
說
的
。
各
時
代
都
有
信
仰
的
危
機
，
所
以
信
仰
的
維
護
成
為
各

第
二
品
歇
會
論

四
六
五



第
四
編

聖
化
者
天
主

四
六
六

時
代
教
會
一
兀
首
的
當
務
之
急
。
為
了
有
鼓
地
完
成
這
個
使
命
，
教
宗
在
信
仰
與
倫
理
上
的
不
誤
性
是
必
要
的
。

的
鬥
教
父
們
並
未
特
別
論
及
教
宗
的
不
誤
性
，
但
他
們
給
羅
馬
教
會
與
教
宗
的
最
高
訓
誨
作
證
。
安
提
約
基
雅
的
依
納
爵
承
認
羅
馬

的
信
友
們
「
並
未
染
有
異
鄉
色
影
」
，
意
思
是

•• 

他
們
沒
有
受
錯
誤
理
論
的
薰
染
(
悶
。
5
.
H
口
的
口
﹒
)
。
他
說
:
「
你
們
教
訓
了
別
人
(
致

羅
馬
人
書
，
盞
，
一
)
，
可
能
當
他
說
這
話
時
，
他
想
到
了
聖
克
來
一
直
的
書
信
。
依
納
爵
致
羅
馬
人
書
與
其
他
信
翰
不
同
正
在
致
羅
馬

人
書
中
，
他
並
沒
有
教
導
他
們
。
他
沒
有
吽
他
們
謹
防
具
說
，
里
昂
的
依
來
內
承
認
羅
馬
教
會
的
信
仰
是
全
教
會
的
標
準
.. 

「
這
個
教

會
，
由
於
它
的
卓
越
性
，
其
他
的
教
會
應
與
她
相
協
調...... 

在
這
個
教
會
裡
'
宗
徒
的
傳
承
始
終
純
潔
地
受
到
保
存
」
(
反
其
說
，
車
品
了

一-
7
2
)
。
羅
馬
教
會
在
信
仰
上
的
純
潔
，
以
她
的
信
仰
導
師l
羅
馬
主
教
的
不
誤
性
為
先
決
條
件
。
聖
西
彼
連
稱
羅
馬
教
會
為
「
怕

多
祿
的
講
座
」
(
約
旦
「
且E
F
E
)

和
「
主
教
們
合
一
的
起
點
」
'
並
讚
美
她
信
仰
之
純
潔
，
他
向
那
些
想
獲
得
羅
馬
教
會
認
可
的

敵
對
者
說
:
「
你
們
忘
記
了
，
去
徒
們
曾
經
稱
謂
過
的
，
就
是
這
些
羅
馬
人
的
信
心
(
羅
，
壹
，
八
)
，
異
說
決
不
能
進
入
那
裡
」
(
書

信
，
伍
玖
，
十
四
)
，
在
有
閩
東
方
教
會
所
爭
論
的
一
個
問
題
上
，
里
熱
羅
尼
莫
要
求
教
宗
達
馬
穌
|
伯
多
帳
訓
誨
之
際
的
繼
承
者
|

予
以
定
奪
，
他
說
:
「
惟
有
在
你
那
裡
，
教
父
們
的
遺
產
完
整
無
損
地
保
存
著
」
(
鞏
固
信
，
拾
伍
，
一
)
。
聖
奧
斯
定
在
有
關
自
拉
夸

其
說
的
爭
執
中
，
視
教
宗
依
諾
森
一
世
的
判
斷
為
定
論

•• 

「
在
這
件
事
上
，
兩
個
大
公
會
議
的
議
案
都
呈
送
宗
庫
。
宗
俺
的
回
覆
已

經
到
來
，
問
題
由
此
結
束
古
巴
盟
問
E
S
m

叩
門
)
。
但
願
錯
誤
理
論
也
由
此
告
終
」
(
訓
道
辭
，
壹
丞
壹
，
十
，
叩
)
。
聖
彼
得
、
基

少
融
向
歐
姐
奇
跳
戰
，
勸
他
服
從
羅
馬
教
宗
的
定
斷.. 

「
在
宗
時
與
其
繼
承
者
身
上
繼
緝
生
存
的
車
怕
多
祿
，
享
有
前
席
權
，
把
真
正

的
信
仰
獻
給
那
些
尋
求
它
的
人
」
(
良
一
世
會
引
用
此
語
，
書
信
，
貳
伍
，
二
)

事
實
上
，
古
代
教
宗
在
訓
誨
上
的
首
席
權
，
由
其
對
異
說
的
譴
責
表
示
出
來
。
教
宗
維
克
多
一
世
與
教
宗
教
婪
林
貶
責
蒙
丹
主
義

(
宮
。
且
目
前5)
;
教
宗
賈
理
篤
一
世
會
將
薩
培
里
(
ω仔
m
E
c己
開
除
教
籍
。
教
宗
斯
德
華
一
世
會
否
決
給
由
其
說
歸
正
有
施
行
洗

禮
;
教
宗
狄
尼
修
反
對
亞
力
山
大
旦
主
教
狄
尼
修
的
附
屬
說(ω
Z
E
E古巴
巴
前
5
)
;
教
宗
高
而
乃
略
斥
責
諾
伐
軒
派
(
Z
S
m
v
巴
巴
﹒

眩
目
)
，
教
宗
依
諾
森
一
世
斥
責
白
拉
奇
主
義
(
H
M
m
戶
戶m
E
H
E
5
)
;
賽
勒
斯
丁
一
世
斥
責
奈
斯
多
利
派

(
2
m
m
H
O
Z
S
E
5
)
;

聖
良
一

世
責
斥
一
性
論
(
E
g
o
-逆
耳
戶
明
白
)
，
聖
亞
加
多
譴
責
單
意
論(
E
o
g乎
已
m
H戶
明
白)
3
敢
宗
訓
導
首
席
榷
的
其
他
詮
授
是
許
多
數
京



耍
求
那
些
從
異
花
白
八
離
異
教
會
歸
正
的
人
，
所
應
宣
講
的
信
詐
。
格
外
值
得
提
及
的
是
教
宗
何
省
連

Q
H
C口
已
且
也
己
的
信
辭
‘
它

依
據
瑪
，
拾
陸
，
十
八
等
，
清
楚
地
肯
定
了
教
京
訓
導
榷
的
不
誤
性.. 

「
公
教
會
在
京
徒
牧
座
下
始
終
保
持
了
她
的
純
滋
」
(
鄧
一
七

一
;
參
致
鄧
三
四
一
二
，
一
一
一
五
七
，
五
七

O
a
)
。

士
林
學
派
鼎
盛
時
期
的
神
學
家
們
，
一
致
主
級
教
宗
的
不
誤
性
。
里
多
瑪
斯
認
為.• 

「
信
仰
問
題
的
最
後
定
斷
屬
於
教
宗
恥
權
，

川
使
全
體
教
友
堅
信
不
移
」
。
他
這
一
意
見
的
前
極
基
礎
是
路
，
貳
貳
，
卅
一l
卅
二
經
文
;
其
理
論
基
礎
是
給
前
，
壺
，
十.. 
整
個

歇
會
祇
應
有
一
個
信
仰
。
如
呆
教
會
的
肖
長
不
能
作
信
仰
問
題
的
最
後
定
斷
，
那
末
信
仰
的
人
口
一
是
不
可
能
久
存
的
(
神
，
貳
之
武
，

一
，
m
;
參
致
神
，
貳
之
貳
，
十
一
，
2
|
3
.

，
蓮
，
肆
，
七
六
)

大
公
會
議
論

(
n
g口
一
-
百
戶
明
白
)

十
四
世
紀
政
教
糾
紛
的
結
果
，
使
宗
股
地
位
峙
低
，
這
一
情
況
不
幸
影
響
了
教
宗
在
訓
導
方
面
的
首
席
榷
。
此
克
竿
的
威
廉
(

宅
告
2
5

年
。

n
r
5
日
)
只
敢
宗
若
草
廿
二
肚
個
哭
峙
，
曾
企
崗
位
段
祺
自
上
主
的
首
席
理
論
。
柏
渡
的
為
山
村
(
ζ白
色
古
m
o
h

H
S
L
5
)，
香
禪
的
若
望
Q
o
g
o同
甘
且
5
)

乾
脆
否
品
官
，
並
主
張
教
宗
的
首
席
權
祇
是
一
個
榮
譽
甘
何
權
，
時
治
與
訓
導
的
最

高
權
力
屬
於
大
公
會
議
。
在
大
分
裂
時
期(
5茁
l
E
H

斗
)
，
許
多
聞
名
的
神
學
家
如
朗
根
斯
坦
的
-
于
利
(
月
3

月
呵
。
h
C
口
m
g
叩
門
而
戶
口
)

、
蓋
郝
申
的
真
拉
(
凸O
H
H門
且
t
o
m
-口
r
g
m
8
)
、
文
利
的
值
得
(
】
川
江
巴
巴
〉
巴
巴
、
若
望
﹒
吉
森Q
o
r
D
C
E間
。
口
)
都
認
為
大

公
侖
議
的
權
力
高
於
教
宗
(
大
公
會
議
論
)
，
是
挽
故
分
裂
教
一
位
的
唯
一
法
宜
。
一
泣
種
看
法
竟
認
為
大
公
議
不
合
站
起
，
而
羅
馬
教

A
M
U

倒
能
錯
誤
，
而
且
能
陷
於
異
誼
和
分
裂
。
反
士
坦
斯
大
公
會
議
(
第
四
與
第
五
次
會
期
)
與
巴
諾
(
∞
且
也
公
台
站
(
第
二
次
會
期
)

宣
布
大
公
白
議
高
於
教
宗
。
然
而
，
這
項
決
議
並
未
獲
得
教
宗
的
社
准
，
因
而
在
法
律
上
始
終
是
無
殼
的
(
那
六
五
七
﹒
〉
口
5
.
2
)。

在
加
利
剛
主
義
內
，
主
怯
大
公
會
議
高
於
教
京
的
大
公
會
議
論
會
延
結
教
世
紀
之
久
(
鄧
三
一
一
一
三
-
m
(一
三
三
五
;
加
利
剛
宣
告
一
日
第

二
、
凹
條
)

prJ 
i---i J
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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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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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
主
化
研
工(4土

由
六
八

第

固守有‘

學位

生

華主

一
二
干
一
故
技
等
成
性
淌
，
持
性

接
聽
聽
{
甜rp
主
教
雖
說
門
衛
屬
的
人
，
具
有
固
有
的
、
正
常
的
、
直
接
的
轄
治
權

l

確
定
意
見

革
二
夫
梵
蒂
鬧
大
公
會
議
宣
布
.. 

「
主
教
們
以
基
督
代
表
與
使
者
的
資
格
，
管
運
所
委
託
給
旭
們
的
局
部
教

會
之
于
軾
的
以
基
營
而
名
，
我
親
身
訊
行
的
這
種
權
力
，
其
施
行
雖
然
最
後
受
教
會
最
高
權
威
的
音
叫

d
p
並
且
為
了
教

午
一
…
主
泛
的
公
益
，
可
加
以
其
極
限
制
，
但
均
是
主
教
們
本
有
的
，
正
常
的
，
值
接
的
權
力
，
牧
職
已
全
盤
交
給
了

。
、
飽
們
不
告
故
視
為
羅
馬
主
教
們
的
代
理
人
，
因
為
他
們
享
有
其
本
有
的
權
柄
，
貝
貝
宜
賓
是
他
們
所
屬
民
眾

(
4以
會
志
或
訂
)
。
參
放
鄧
一
八
二
凡
(
第
一
次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
;
法
三
二
九
之
一
，
三
三
四
之

管
八
」

一

。很
按
這
些
一
解
釋
，
主
教
的
牧
職
是
﹒

村
正
常
的
權
力
，
即
與
主
敢
職
務
聯
在
一
起
的
權
力
。

已
且
有
自
茄
克J代
表
性
的
權
力
。

司
E
t
-
-
的
而
非
迎
中
鬥
入
的
權
力
。
因
此
主
教
們
雖
然
從
屬
於
敢
宗
，
卸
、
王
不
是
數
宗
的
特
缸
員
或
代
吏
，
而
是
他
們
自
己
的
羊

、
可
能
受
到
基
舊
的
付
託
、
也
可
能
白
雪
神
的
指
引
(
J
T
?貳拾
?
廿
八
)
，

當
把
泣
的
的
仗
時
傳
給
主
致
的c
因
此
主
教
是
宗
徒
的
繼
承
久
均
值
並
非
個
別
主
教
是
個
別
京
徒
的
繼
承
人
、
而
是
全
體
主
教
是
京
徒



份
真
正
的
牧
導
權
力
，
包
括
屬
於
施
行
牧
臟
的
一
切
權
力
.. 

訓
導
權
以
及
故
義
的
領
導
權
，
即
立
法
、
裁
判
與
懲
罰
之
權
(
法
，

三
三
五
之
一
)

的
地
域
與
事
務
均
受
限
制
的
權
力
，
因
它
祇
行
使
於
教
會
的
某
一
部
份
，
並
受
高
於
它
的
教
宗
權
力
的
若
干
限
制
(
法
二
二
0
)
。

詰
參
考
為
教
宗
比
約
九
世
所
認
可
的
一
八
七
五
年
的
「
德
國
主
教
圍
之
集
體
聲
明
」
(
郵
萄
三
一
一
二
l

三
一
一
七
)
註
一
。

二
、
主
教
職
的
團
體
性

主
教
圖
以
果
誰
繼
承
人
資
格
共
同
組
前
一
個
國
體
，
它
的
首
腦
是
伯
多
祿
的
繼
承
人
敬
畏
|
確
定
意
見

H
A蒂
岡
第
二
次
大
公
會
議
有
如
下
聲
明.. 

「
正
如
同
由
於
主
的
規
定
，
里
伯
多
祿
及
其
他
宗
徒
們
組
成
一
個
宗

徒
圈
，
同
樣
地
，
繼
承
伯
多
祿
的
羅
馬
教
宗
，
和
繼
承
宗
徒
們
的
主
敬
們
，
彼
此
也
聯
結
在
一
起
。

..•... 

不
過
，
主

教
團
在
訓
誨
與
牧
導
職
務
上
艇
承
若
宗
徒
圈
，
而
且
就
是
宗
徒
圓
的
延
績
，
與
其
首
領
羅
馬
教
宗
在
一
起
，
而
絕
非

脫
離
羅
馬
教
宗
，
則
對
整
個
教
會
也
是
一
個
享
有
最
高
而
完
全
的
權
力
的
主
體
。
然
而
這
個
權
力
祇
能
在
羅
馬
主
歡

同
意
下
才
可
使
用
。
」
(
4歇
會
憲
章
的
叫
〉

根
接
「
教
會
憲
章
」
的
「
解
釋
性
註
肺
」
(
第
一
號
)
，
「
團
體
」
〈
悶
。=
4
2日
)
一
詞
，
並
不
以
嚴
格
的

法
律
意
義
指
點
同
等
地
位
者
的
集
合
，
而
這
些
同
等
地
位
的
人
把
自
己
的
權
力
委
託
給
主
席
。
這
一
畏
的
「
團
體
」
一

詞
，
指
點
某
些
人
們
的
固
定
集
合
(
口
。
叩
門
口

m
m
g
E
F
g
G
g
v
。
丘
。
)
，
這
集
合
的
組
織
與
權
威
應
當
由
啟
示
引

伸
出
來
。

們
詰
一•• 

U
鄧
茍•• 
即
u
h
N
一
口m
k
﹒
ω
n
r白
白
B
m
H
N
m
H
H
L
m
川
、
閥
門
玄
之
忌
。
、

h
h
u
-
足
?
又
2
.
2、
、r

間
已
且
一C
M
M
M
H
H苟
且
R
L
m
F
F
E
r
E『
間
?
因
H
﹒
H
g
u
﹒

第
二
部

產主

會

:::1>. 
函吋

四
六
九



第
四
喝
兩
望
他
者
天
主

四
七
。

眾
徒
們
共
同
形
式
固
定
團
體
，
「
十
二
人
」
(
塢
，
貳
拾
，
十
七
;
或
煌
，
十
四
，
凹
七
;
岩
，
陸
，
七
一

通
行
本.. 

七
二
〕
;
武
拾
，
二
四
;
宗
，
陸
，
一
一
;
格
前
，
拾
伍
，
五
)
。
主
持
把
束
縛
與
解
脫
之
橫
交
給
他
們
全

體
(
瑪
'
拾
捌
'
十
八
)
，
把
自
己
的
使
命
委
託
給
他
們
(
若
，
貳
拾
，
二
一
l
l
e二
一
一
一
)
，
囑
咐
他
們
訓
誨
萬
民
並

給
人
付
洗
(
瑪
'
貳
捌
'
十
九
|
二
十
;
谷
h

拾
睦
，
十
五
;
宗
，
堂
，
八
)
，
並
且
允
許
佑
助
他
們
，
直
到
世
界

末
日
(
瑪
，
貳
捌
'
二
十
)
。
瑪
弟
亞
藉
拈
聞
為
主
所
指
定
，
代
替
了
獨
達
斯
的
位
置
，
加
入
了
主
敬
團
(
宗
，
壺
，

一
一
六
)
。
宗
徒
們
一
起
領
導
耶
路
撒
冷
的
初
期
教
會
(
宗
，
壺
，
拾
試
)
，
並
與
長
老
們
共
同
集
合
開
宗
徒
會
議
(

束
，
拾
伍
，
六
等
)
。
根
據
默
，
貳
宣
，
十
四
，
十
二
位
宗
徒
是
某
督
教
會
的
起
石
。
安
提
約
基
雅
的
依
納
爵
曾
講

及
「
宗
徒
們
的
議
會
」
(
足
a
h
3.• 

。
W
H
)。

傳
承
為
主
教
們
的
團
體
性
作
證
'
因
為
主
教
們
彼
此
之
間
並
與
羅
馬
主
教
作
友
誼
的
交
往
，
而
且
他
們
在
地
域

性
和
普
遍
性
的
會
議
中
共
同
集
合
討
論
問
題
。

二
一
、
主
義
權
力
的
技
與

主
教
視
里
禮
擺
手
里
化
權
力
、
訓
誨
權
力
和
管
理
權
力
|
確
定
意
見

A
心
蒂
岡
第
二
次
大
公
會
議
聲
明.. 

「
祝
建
主
教
時
，
不
但
授
予
聖
化
的
職
務
，
也
授
與
訓
誨
及
管
理
的
職
務
;

不
過
，
按
事
情
的
性
質
，
這
些
職
務
，
只
有
在
與
主
教
團
體
的
首
領
及
成
員
們
的
軍
統
交
往
中
，
始
能
運
用
。
」
(

敬
舍
的
心
荒
訂
)
「
一
個
人
接
受
了
學
事
的
祝
聖
，
使
持
著
典
主
教
團
的
首
領
及
其
他
圓
良
的
翠
統
交
往
，
就
成
為
主

教
闊
的
一
份
子
。
」
(
教
會
憲
章2
)

r-\ 



上
述
事
實
的
證
據
可
取
自
東
方
與
西
方
教
會
的
禮
儀
傳
統
，
在
祝
聖
主
教
的
禱
詞
中
，
不
抵
祈
求
天
主
賜
與
執

行
司
祭
的
恩
寵
，
而
且
祈
求
執
行
訓
誨
輿
牧
導
職
務
的
恩
寵
。
參
考
h
R
B
這
G
N吉
、
B
S
h
S
E
Q

遺
言
請
你
賜
給

他
主
教
的
座
位
，
為
管
理
你
的
教
會
和
全
體
民
眾
(
注
﹒
們-
z
。

Z
Z
H
H
N
O
)
。

根
據
教
會
實
章
的
「
解
釋
性
註
卿
」
(
第
二
號
)
，
在
祝
聖
主
教
時
，
一
個
人
本
體
地
分
享
基
督
的
各
種
職
務
。

為
了
暗
示
出
這
點
，
憲
章
中
用
「
職
務
」
(
自
5
5
)
一
詞
，
而
不
用
「
權
力
」
官
。
丹
丹
紅
8
)
這
個
詞
，
因
為
後
者
會

被
人
理
解
為
所
能
實
地
應
用
的
權
力
之
意
。
要
得
到
實
地
應
用
的
權
力
，
需
要
聖
統
權
威
的
法
定
限
制
玄
E
R
E
-
-

5

位
。
)
。
這
個
限
制
可
能
是
授
與
某
種
特
殊
職
務
或
者
是
分
配
從
屬
的
民
眾
。
這
種
限
制
的
實
施
是
依
照
最
高
權
威

所
定
的
規
律
。
晚
近
幾
位
教
宗
有
關
主
教
轄
治
權
的
文
仲
，
就
指
點
這
必
要
的
「
指
定
」
。
例
如
教
宗
比
約
十
二
世

在
一
，
奧
體
」
通
諭
(
一
九
四
三
年
〉
中
說
:
「
主
教
們
具
有
正
常
的
轄
治
權
，
它
由
教
宗
直
接
賦
與
」
(
鄧
二
二
八

七
)
。

第
二
部

歇

會

丘A
副，u

四

七



第
四
總

望
化
者
天
主

周
七
-

第
三
幸

社
會
的
內
在
動
力

第
+
節

基
督
與
教
會

一
如
比
約
十
二
世
在
「
奧
體
」
過
眾
中
所
說
，
基
督
是
歡
會
|
他
的
奧
體
l

的
訓
始
有
、
元
前
，
保
存
者
的
內
救
崎
者
。
現
在
我
們

來
君
「
具
體
」
通
話
的
陳
述.• 一

、
教
會
的
創
抬
者

基
督
建
立
了
歡
會
!
|
信
理

比
約
十
二
世
解
釋
說
:
「
故
主
在
訓
誨
與
頓
佈
誡
命
時
，
就
開
始
建
立
教
會l
他
的
一
奧
體
，
當
他
在
十
字
架
上

光
榮
地
受
難
時
，
完
成
了
創
建
工
程
;
當
他
以
可
見
方
式
差
遣
衛
護
者
望
神
給
門
徒
時
，
就
把
這
新
別
的
教
會
公
諸

於
世
」
(
鄧
一
八
一
二
，
二
一
四
五
)
。

刊
在
公
開
傳
教
時
期
，
基
督
奠
定
了
教
會
的
基
礎
:
他
撩
選
宗
徒
，
像
文
差
追
他
自
己
一
樣
地
差
遠
他
惘
，
選
立
伯
多
祿
為
宗
徒

之
長
與
他
在
世
的
代
表
，
賦
與
宗
徒
們
以
啟
示
真
理
與
獲
恩
寵
的
方
法
。
參
見
第
二
節
與
第
五
節
。

M
H在
十
字
架
上
，
基
督
完
成
了
歇
會
的
創
建
工
程
。
舊
約
已
逝
，
由
基
督
之
鹿
所
結
的
新
約
開
始
。
敬
父
們
與
神
學
家
們
都
以
耶

穌
肋
旁
創
口
流
出
來
的
血
和
水
是
教
會
認
生
的
象
徵
。
如
同
眾
生
之
母
厄
蛙
出
於
玩
睡
亞
當
的
肋
旁
，
歡
會
l

第
二
位
厄
挂
，
藉
恩
寵

而
生
活
的
人
的
母
親
l

龍
生
於
那
在
十
字
架
上
睡
著
的
第
二
位
亞
當
的
肋
旁
。
水
與
血
象
徵
二
種
主
要
的
墨
客
l

洗
禮
典
里
體
;
這
二

話
里
事
是
歡
會
的
二
個
要
素
，
因
此
表
示
教
會
本
身
。
參
考
鄧
四
八O
﹒
奧
斯
定
T
F
§
-
L
『
﹒
的y
s
h
F
H
N
。
"
N
h早
已

3
.
S

L向u
h
-
-
A
。
W
H。
﹒
神
，
壹
，
九
二
，
3
;
盞
，
六
四
，
2
!
3
。



叫
開
在
里
神
降
臨
日
，
基
督
以
聖
神
的
超
世
力
量
監
出
了
歇
會
，
里
神
降
臨
於
教
會
，
領
導
她
開
始
傳
教
活
動
，
正
如
基
督
自
己
在

訓
誨
活
動
之
始
，
聖
神
會
以
有
形
方
式
降
臨
在
他
身
上
，
引
他
就
默
西
亞
的
巨
任
。

-
一
、
教
會
的
元
首

基
督
是
教
會
的
元
首
|
!
信
理

敬
呆
鮑
尼
法
斯
八
世
在
「
唯
一
至
學
」
(
C
E
W
M
H
M
B
們
H
b
s
L
g
N
)妨書
中
宣
布

.. 

「
教
會
是
唯
，
一
的
一
奧
體
，

其
首
腦
是
基
督
」
(
部
四
六
八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詔
示
我
們
.. 

「
基
督
耶
穌
繼
續
向
成
義
者
傾
賜
力
量
，
正
如

首
腦
對
肢
體
，
葡
萄
樹
對
果
實
所
作
的
」
(
鄧
八O
九
)
。

聖
保
祿
作
證.. 

「
他
(
基
督
)
是
身
體l
教
會
的
頭
」
(
哥
，
壺
，
十
八
;
厄
'
伍
，
廿
一
二
)
。
「
他
(
基
督
)

是
一
兀
首
，
本
贊
他
，
全
身
都
結
構
緊
接
」
(
厄
，
肆
，
十
五
等
;
哥
，
貳
，
十
九
)
。
按
照
這
些
組
女
，
某
一
督
對
信

眾
的
關
係
正
如
首
腦
對
肢
體
的
關
係
。

教
宗
比
約
十
二
世
步
里
多
瑪
斯
的
後
盟
(
神
，
盞
，
八
，1.
，
真
理
論
，
貳
玖
'
四
)
，
將
基
督
元
首
的
道
理
建
立
在
他
的
卓
越

性
，
他
對
教
會
的
管
理
，
他
和
人
共
有
同
一
性
腫
，
他
恩
寵
的
圓
滿
性
以
及
施
蔥
的
活
動
上

•• 

甘
正
因
首
腦
占
人
體
的
最
高
地
位
，
人
而
天
主
的
基
督
占
人
緝
的
惟
三
日T越
地
位
。
以
天
主
性

-
7日;
他
是
一
切
受
造
物
以
前
的
首

生
者
(
哥
，
壹
'
十
五
)
，
就
人
性
言
，
他
是
自
死
者
中
復
活
的
第
一
人
(
哥
，
壹
'
十
八
)
;
以
人
而
天
主
言
，
他
是
天
主
典
人
之

間
的
惟
一
中
保
(
弟
前
，
貳
'
五
)
。
其
卓
越
性
的
最
後
典
最
深
基
礎
是
二
住
一
位
的
結
合
。

M
H正
如
頭
部
在
人
體
中
賦
有
最
高
能
力
，
它
指
揮
全
身
的
其
他
肢
體
，
基
督
也
以
一
種
無
形
的
非
常
的
方
式
，
視
自
影
響
光
照
，

堅
國
人
們
的
精
神
與
心
靈
，
尤
其
是
教
會
首
長
們
，
從
而
領
導
、
統
轄
與
管
理
盤
個
基
督
信
友
的
團
體
。
透
過
他
所
立
的
學
統
，
基
自

以
平
常
方
式
間
接
領
導
教
會
。

第
二
部

是定

會

論

四
七
三



第
四
編

聖
化
者
天
主

四
七
四

盼
頭
部
與
全
身
各
肢
體
共
有
川
一
性
膛
，
同
樣
的
，
基
督
在
降
扯
時
取
了
我
們
所
有
的
人
性
，H只
有
同
樣
的
弱
點
，
一
樣
地
能
受

苦
和
死
亡
，
因
而
他
成
為
我
們
的
兄
弟
。

天
主
成
了
人
，
為
使
我
們
l

他
的
弟
兄
參
與
天
主
性
(
伯
後
，
壹
，
四
)
。

關
正
如
頭
部
是
所
有
感
覺
的
中
摳
，
而
身
體
的
其
他
部
分
祇
共
有
觸
覺
(
按
:
這
是
中
古
時
代
的
想
法
)
，
基
督
粘
著
二
位
一
位

的
結
合
，
擁
有
圓
滿
的
超
性
票
賦
。
若
，
查
，
十
四

•• 

「
充
滿
恩
龍
和
具
斑
」
。
聖
神
居
住
在
他
內
，
他
所
共
有
的
恩
緝
的
圓
滿
性
已

到
無
以
復
加
的
地
步
(
若
，
盔
，
卅
四
)
。

他
領
受
了
統
治
一
切
人
的
權
柄
(
若
，
拾
棠
，
一
一
)
。
他
具
有
智
慧
與
知
識
的
一
切
寶
藏
(
哥
，
試
，
三
)
，
其
中
包
括
面
見
天

主
的
知
識
。

椅
正
如
神
經
自
頭
部
分
散
到
全
身
各
肢
體
，
並
把
感
受
典
活
動
傳
遞
給
它
們
，
基
督
也
是
如
此
。
作
為
一
兀
首
的
他
，
繼
續
不
斷
地

向
奧
體
的
各
部
輸
送
恩
，
缸
，
用
此
方
法
給
予
他
們
起
自
然
的
啟
姐
，
並
且
聖
化
他
們
，
以
天
主
性
言
，
他
是
主
動
因
，
以
人
性
言
，
他

是
恩
寵
的
工
具
因
。
若
，
孽
，
十
A
A
-
-「
從
他
的
滿
盈
中
我
們
都
領
受
了
，
而
且
恩
寵
加
恩
寵
」
。
他
決
定
每
一
個
人
承
受
恩
寵
的
程

度
(
厄
'
肆
，
七
)
。
作
，
打
信
德
的
創
造
者
和
完
成
者
，
他
灌
輸
人
以
信
仰
的
光
明
(
希
，
拾
貳
'
二
)
;
特
別
賦
予
牧
導
者
與
教
師

以
知
識
，
內
容
與
智
慧
等
恩
惠
，
並
且
領
導
與
光
照
大
公
會
議
。
他
給
于
人
以
完
成
得
救
善
工
的
超
性
力
量
(
若
，
拾
伍
，
五

•• 

「
離

了
我
，
你
們
什
麼
也
不
能
作
」

0
)
尤
其
給
予
奧
體
內
最
重
要
的
分
于
以
超
兒
，
剛
戳
，
敬
畏
與
幸
愛
等
也
能
;
作
為
第
一
賦
予
者
，

他
在
靈
現
裡
造
成
單
辜
的
欽
果
，
以
他
的
血
和
體
來
餵
養
得
欽
的
人
2
右
，
阱
，
五
六
)
，
使
人
的
身
靈
增
加
恩
能
並
賜
以
光
榮
(
若
，

陸
，
五
五
)
。

三
一
、
教
會
的
保
存

我
們
的
教
主
以
神
力
保
存
他
所
建
立
的
團
體
|
|
歡
會
(
比
約
十
二
世
語
)

基
督
與
教
會
的
聯
繫
是
如
此
深
切
，
以
致
基
督
與
教
會
結
合
成
為
一
個
奧
秘
的
位
格
(
戶
口
"
的
戶
口

E

M
H
m
w
H
m
O

口
。



自
芷
江g

神
，
盞
，
四
八
，
2
!
1
〉
。
作
為
世
界
審
判
者
的
基
督
正
式
宣
布
他
和
教
會
及
其
分
子
是
一
體

•. 

「
我

餓
了
，
你
們
給
了
我
吃
的
;
我
渴
了
，
你
們
給
了
我
喝
的
」
(
璃
，
貳
伍
，
卅
五
)
，
當
他
從
天
上
對
掃
祿
講
話

時
，
他
說
:
「
掃
祿
，
掃
祿
，
你
為
什
麼
迫
害
我
?
」
(
宗
，
玖
，
四
)
。
單
保
祿
根
據
這
些
話
，
一
間
接
稱
契
合
若

基
督
的
教
會
為
基
督
。
格
前
，
拾
貳
，
十
一
一
•. 

「
就
如
身
體
只
是
一
個
，
均
有
許
多
肢
體
;
而
且
身
體
的
一
切
肢
體

雖
多
，
仍
是
一
個
身
體
;
基
督
也
是
這
樣
」
。

聖
奧
斯
定
說•• 

「
基
督
(
教
會
)
宣
揚
基
督
，
身
體
宣
揚
首
腦
，
首
腦
保
護
身
體
」
(
訓
道
辭
，
三
五
凹
，
一
)
。
按
照
里
奧
斯

定
的
意
見
，
領
受
了
洗
禮
的
人
不
僅
是
基
督
信
友
，
抑
且
變
成
了
基
督
.. 

「
讓
我
們
高
典
並
感
恩
肥
1

因
我
們
不
明
作
了
基
督
徒
，
而

且
變
成
了
基
督...... 

應
當
驚
訝
，
興
奮
，
我
們
變
成
了
基
督
。
因
為
如
果
他
是
頭
，
我
們
是
肢
體
，
那
末
整
個
的
人
就
是
他
和
我
們
(

L
Z
P
a
p
-
p
u
w
y
g。
身
體
和
頭
形
成
整
個
基
督
」
(
?
~
旦
這
.• 

可
﹒

H
W
N
h
b
h
§話
﹒
咱
們h
N
•• 

hpd 

基
督
與
歡
會
密
切
契
合
形
成
一
個
奧
秘
位
格
(
g
u訪問
戶
口
已
H
v
m
H
m
o

己
的
內
在
基
礎
，
一
方
面
是
因
為
基
督
把
他
的
使
命
委
託
給
宗

徒
們
和
他
們
的
繼
承
人
，
所
以
基
督
通
過
他
們
來
付
洗
，
訓
誨
、
教
導
，
束
縛
和
釋
放
，
奉
獻
和
犧
牲
;
另
一
方
面
基
督
使
教
會
分
享

他
的
超
性
生
命
，
因
為
他
的
神
力
滲
透
了
整
個
教
會
，
並
按
照
每
一
分
子
在
奧
盟
中
的
地
位
，
基
督
餵
聲
與
保
存
他
們
，
恰
如
葡
荷
樹

使
與
它
相
連
的
校
芽
獲
得
營
養
而
開
花
結
實
一
樣
(
若
，
拾
伍
，
一l
八
)

四
、
教
會
的
技
、
王

基
督
是
他
的
真
身
!
教
會
|
的
故
主
(
比
約
十
二
世
語
)

主
」
聖
保
祿
說
•. 

「
基
督
是
教
會
的
頭
，
他
又
是
這
身
體
的
故
主
」

(
若
，
肆
，
四
二
)
，
「
全
人
類
的
教
主
」(
弟
前
，
肆
，
十
) (
厄
'
伍
，
廿
一
二
)
。
基
督
雖
為
「
世
界
的
救

，
他
更
是
組
成
教
會
的
「
信
友
的
救
主
」
r、、

第
二
部

教

會

論

四
七
軍



第
四
篇
單
化
者
天
主

四
七
六

弟
前
，
肆
，
十
)
，
這
教
會
是
他
用
自
己
的
寶
血
換
來
的
〈
宗
，
貳
拾
，
廿
八
)
。
他
不
僅
在
十
字
架
上
為
她
作
了

贖
罪
祭
，
堪
得
恩
寵
的
功
績
，
而
為
她
完
成
了
救
贖
工
程
，
並
且
，
用
他
在
十
字
架
所
得
到
的
救
贖
恩
寵
來
聖
化

她
，
使
她
自
罪
惡
中
解
脫
出
來
。
他
在
天
國
的
榮
耀
中
以
繼
續
不
斷
的
轉
求
，
來
貫
徹
他
在
十
牢
架
上
所
開
始
的
使

命
。
參
致
羅
，
捌
'
卅
四
;
希
，
柴
，
廿
五
;
玖
'
廿
四
。

第
+
-
節

車
輛
與
歡
會

一
、
教
會
的
靈
魂

軍
曲
"
是
歇
會
的
靈
魂
!
共
同
意
見

教
宗
良
十
三
世
在
「
神
鑿
的
那
仲
」
(
巳
古
音
N
h遺
忘

R
R
F
E
m
u
d
過
諭
中
宣
稱
•. 

「
軾
此
一
語
已
經
足M
V•. 

基
督
是
教
會
的
一
兀
首
，
里
神
是
她
的
靈
魂
」
。
比
約
十
二
世
在
「
奧
體
」
通
論
中
更
加
強
這
一
敢
理
的
力
量
(
鄧
二

二
八
八
)
。
里
神
是
歇
會
生
命
之
原
，
一
如
靈
魂
之
對
肉
體
。
聖
神
使
教
會
的
各
分
子
彼
此
團
結
，
與
一
兀
首
基
督
密

切
契
合
，
因
為
單
神
整
個
站
在
首
腦
內
，
也
整
個
地
在
奧
身
的
各
肢
體
內
。
里
神
幫
助
並
支
持
教
會
的
聖
職
者
接
行

訓
誨
，
牧
導
與
司
祭
的
責
任
。
單
神
也
以
恩
寵
催
促
與
堅
強
奧
身
各
肢
體
的
得
教
活
動
。
奧
身
的
生
命
與
成
長
完
全

來
自
寓
居
在
她
內
的
天
主
的
生
命
之
原
。

聖
經
屢
次
證
明
車
神
在
教
會
中
的
內
在
而
隱
藏
的
工
作
，
可
作
上
述
數
涅
的
根
據
。
里
神
代
替
基
督
，
與
基
督

的
信
眾
永
遠
同
在
(
若
，
拾
肆
，
十
六
)
。
聖
神
住
在
他
們
內
，
如
同
住
在
宮
殿
裡
(
格
前
，
套
，
十
六
;
陸
，
十



九
)
。
聖
神
使
他
們
合
成
一
體
(
格
祠
，
拾
戒
，
十
一
二
)
.
，
他
教
訓
他
們
大
家
，
把
耶
穌
對
他
們
讀
過
的
話
提
醒
他

們
(
若
，
拾
肆
，
廿
六
;
若
一
，
貳
'
廿
七
)
;
他
為
耶
穌
作
證
(
若
，
拾
伍
，
廿
六
)
;
他
偵
導
他
們
認
識
一
切

真
理
(
若
，
拾
陸
，
十
三
)
;
當
他
們
被
帶
往
審
判
所
時
，
他
在
他
們
心
裡
說
話
(
瑪
'
拾
，
廿
)
;
當
他
們
承
認

耶
穌
為
主
時
，
他
在
他
們
內
工
作
(
格
前
，
拾
試
，
三
)
;
他
幫
助
他
們
忠
於
委
託
料
他
們
的
信
仰
之
遺
產
(
弟

後
，
查
，
十
四
)
;
他
賜
予
異
常
的
恩
惠
，
並
如
他
所
願
分
施
各
人
(
格
前
，
捨
試
，
十
一
)
;
他
使
信
友
成
為
天

主
的
居
所
(
厄
'
貳
'
二
二
)
;
他
成
就
罪
的
赦
免
(
若
，
貳
拾
，
廿
二
等
)
，
重
生
(
若
，
盞
，
五
)
，
精
神
的

更
新
(
鐸
'
盞
，
五
〉
;
他
賜
予
天
主
義
子
的
地
位
(
羅
，
捌
'
十
五
)
;
他
在
信
友
心
中
傾
注
愛
(
羅
，
伍
，

五
)
;
基
督
信
友
因
他
而
修
成
一
切
德
行
(
迦
，
伍
，
二
二
)
;
他
引
個
教
會
的
神
長
們
〈
宗
，
試
，
廿
八
)
;
在

他
們
的
職
務
上
，
他
指
揮
他
們
(
宗
，
拾
伍
，
廿
八
)
;
他
攤
憫
我
們
的
軟
弱
，
與
我
們
一
同
求
父
垂
顧
(
羅
，

捌
'
廿
六
)
;
我
們
因
他
之
助
，
而
稱
天
主
為
「
阿
爸
，
父
啊
」
(
迦
'
肆
，
六
)
。

敬
父
們
給
聖
神
與
教
會
的
深
切
聯
繫
作
證
。
里
依
來
內
說
:
「
教
會
在
那
裡
，
天
主
的
神
也
在
那
裡
;
天
主
的
神
在
那
裡
，
歡
會

和
一
切
恩
德
也
在
那
裡
」
(
反
異
說
，
羞
，
廿
四
，1
J

。
聖
奧
斯
定
將
聖
神
在
教
會
冉
的
工
作
比
擬
靈
魂
在
身
體
內
的
工
作
•. 

「
靈

魂
對
人
體
的
關
係
，
就
是
單
神
對
基
督
之
體l
教
會
!
酌
關
係
。
聖
神
在
全
教
會
內
工
作
，
正
站
盡
魂
在
人
體
的
各
部
分
工
作
」
。
恰

像
靈
魂
使
各
肢
體
有
活
力
，
把
固
定
的
功
用
給
與
每
一
肢
體
，
聖
神
也
是
一
樣
，
他
必
患
償
使
歇
會
各
分
于
有
活
力
，
將
某
一
活
動
今

配
給
每
一
位
，
用
以
替
整
體
服
務
。
他
藉
某
人
行
杏
蹟
'
藉
某
人
宣
講
真
理
，
在
某
人
身
上
他
保
持
童
貞
，
在
另
一
人
身
上
他
維
持
婚

姻
的
聖
潔
。
由
於
靈
魂
與
割
離
了
身
體
的
肢
體
沒
有
關
係
，
同
理
，
里
神
也
不
寓
居
在
那
些
離
開
了
教
會
的
分
子
內
(
訓
道
辭
，
貳
陸

棠
，
四
，
四
)
。

第
二
部

歇

會

論

四
七
七



第
四
編

重
化
者
天
主

四
七
八

土
林
學
派
神
學
家
繼
承
聖
奧
斯
定
的
思
想
，
例
如
聖
多
瑪
斯
在
他
對
宗
徒
信
經
的
注
釋
中
就
是
如
此
(
缸
"
也
)
，
在
另
一
處
，
里
多

瑪
斯
稱
單
一
神
為
教
會
的
心
(
口
。
門
開
口
口

-
m
m
E叩
)
，
這
一
稱
呼
是
基
於
對
車
制
斯
多
德
的
思
想.. 

心
是
人
體
的
中
摳
，
生
活
力
從
它
流
貫

全
身
。
聖
神
與
之
相
似
，
它
是
普
遍
的
根
源
，
超
性
生
活
的
力
量
即
恩
寵
從
它
那
位
流
傳
到
整
個
教
會
l
頭
(
人
性
的
基
督
)
與
各
肢

體
去
。
正
如
心
的
一
般
敷
力
是
無
形
的
，
聖
神
在
教
會
內
部
給
與
活
力
與
聯
合
的
致
力
也
是
無
形
的
。
因
此
將
鑒
神
比
摸
必
是
再
恰
當

沒
有
了
。
而
基
督
鑑
於
他
具
有
可
感
覺
的
人
性
，
比
之
頭
部
，
也
是
非
常
恰
當
(
神
，
套
，
捌
'
1
l
3
)
。
里
多
瑪
斯
論
到
里
神
與

歇
會
的
關
係
時
，
沒
有
用
比
喻
，
他
說
:
聖
神
聯
合
、
堅
固
、
教
誨
，
聖
化
教
會
，
居
住
在
她
肉
，
使
信
友
們
很
此
屆
功
(
神
，
貳
之

貳
，
一
，
9
|
5
.

，
盞
，
八
，
1
!
3
;
盞
，
六
八
，9
i
2
.

，
怕
這
怕
們
。
『
•.• 

n
﹒
也

-
z
-
N
)。

二
、
教
會
的
身
體
和
靈
魂

聖
神
是
教
會
的
靈
魂
，
具
有
合
法
的
組
織
且
可
見
的
信
友
團
體
是
教
會
的
身
體
。
兩
者
合
成
一
個
故
此
相
依
為
命
的
整
體
，
正
如

靈
魂
和
身
體
組
合
成
一
個
人
。
格
前
，
拾
貳
，
十
一
一
一

.. 

「
我
們
眾
人
因
一
個
聖
神
受
了
洗
，
成
為
一
個
身
體
」
。
由
此
看
來
，
惡
意
地

滯
留
在
教
會
之
外
者
，
不
能
與
聖
神
相
通
，
也
不
能
參
與
聖
神
所
賦
于
的
恩
寵
生
活
。
里
奧
斯
定
說
:
「
惟
有
基
督
的
身
體
賴
基
督
的

精
神
而
生
活.. 

你
願
意
活
於
基
督
的
精
神
麼
?
那
宋
參
與
基
督
的
身
體
吧
!
」
(
阿
迪
~
S
這.• 

R
-
N
G
L
ω
)。
「
聖
神
不
和
離
其
的

肢
體
在
一
起
」
(
訓
道
辭
，
貳
陸
棠
，
四
，
四
)
。
自
另
一
方
面
言
，
由
於
天
主
教
贖
願
墓
的
普
遍
性
與
真
誠
，
技
人
可
以
推
知
，
那

些
不
認
識
基
督
的
真
教
會
而
不
可
抗
拒
地
陷
於
錯
誤
的
人
，
也
能
獲
得
聖
神
和
聖
神
在
教
會
以
外
所
賜
的
超
性
生
命
的
恩
寵
。
然
而
且
也

接
的
人
至
少
應
具
有
歸
屬
基
督
教
會
的
隱
含
願
墓
。
同
理
，
質
際
上
無
法
獲
得
洗
禮
的
人
，
軾
要
具
有
受
洗
的
隱
含
希
墓
，
也
能
分
話

洗
禮
的
恩
惠
。
參
考
鄧
一
六
四
七
，
一
六
七
七
;
並
參
考
教
會
論
第
二
十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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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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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特
質

第
+
=
節

歡
會
的
不
濃
性
(
門
口
兮
兮a
r
E
q
)

所
謂
教
會
的
不
滅
性
，
一
方
面
表
示
她
不
會
過
去
，
即
她
綿
延
不
肢
，
至
於
世
末
，
另
一
方
面
表
示
她
在
教
義
、
組
織
與
虛
儀
上

本
質
的
不
改
變
。
但
這
並
不
包
括
個
別
「
教
會
」
的
衰
落
(
如
教
會
的
一
部
份
)
，
與
某
些
偶
然
的
改
變
。

歇
會
不
會
消
戚
，
也
就
是
說
:
她
是
基
督
所
建
的
教
世
機
構
，
直
到
世
界
末
日
!
確
定
意
兒

第
一
次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宣
稱
敬
會
具
有
「
不
可
抗
拒
的
膳
定
性
」
(
古
之
白
宮
的

E
E
-
-
E∞
鄧
一
七
九
山
)
，
並
且

她
「
建
築
在
聲
石
上
，
將
站
立
到
世
界
末
日
」
(
旦
出5
日
白
自
己
。

E
E
g
A
E
F
B
ω

早
已
戶
戶
鄧
一
八
二
四
)
。

良
十
三
世
在
「
眾
所
週
知
」

(
h
t
r
s
h
E
E這
)
通
論
中
說
:
「
基
督
的
教
會
是
惟
一
而
永
恆
的
」
(
5
戶
口m
H
m
H

M
M
O
G
O
H
C
m

鄧
一
九
五
五
)
。

反
對
教
會
不
減
性
的
人
，
如
古
代
的
(
蒙
丹
派
人
士
)
具
中
古
時
代
的
精
-
神
派
(
蝸
浴
缸
的
若
干
血
缸
，
方
濟
會
神
修
派
人
士
)
，
都

預
言
、
過
一
個
星
神
的
新
世
紀
，
認
為
在
那
個
新
世
紀
捏
，
一
個
史
完
善
的
精
神
敘
會
將
會
取
代
俗
化
的
「
肉
體
教
會
」
;
後
來
新
敘
人

士
則
認
為
教
會
已
墮
入
教
宗
設
中
，
速
降
J

基
督
的
教
訓
i

楊
森
派
人
士
肉
。
自
自
己
國
(
比
斯
道
一
且
會
聶
)
說
教
會
議
蔽
了
某
些
信
仰

的
真
理
;
現
代
派
人
士
認
為
教
會
的
教
義
與
組
織
曾
有
過
本
質
上
的
演
變
門
鄧
一
四
四
五
、
一
五
。
一
、
二

O
五
三
|
二
O
五
四
〉
0

舊
約
中
有
關
默
西
亞
的
預
言
指
示
天
主
與
其
于
民
的
永
久
連
繫
(
依
，
伍
伍
二
二
;
陸
壹
'
八
;
耶
，
全
一
貳
'

四
十
)
與
永
不
毀
誠
的
王
國
(
依
，
玖
'
七
;
達
，
貳
，
四
四
;
架
，
十
四
)
。
達
殊
的
王
位
將
如
日
月
，
永
遠
長

存
(
詠
'
捌
捌
'
卅
七
等
)
。
這
些
預
言
指
示
基
督
和
他
的
王
國
i

教
會
。
基
督
降
世
前
，
天
使
加
俾
額
爾
宣
布
.. 

第
二
部

教

會

論

四
七
九



第
四
偏

聖
化
者
天
主

四
八
。

「
他
要
為
王
統
治
雅
各
伯
家
，
直
到
永
遠
，
他
的
王
權
波
有
終
結
」
(
路
，
壺
，
卅
二
等
〉

基
督
將
歡
會
建
立
在
一
塊
擊
石
上
，
以
便
使
她
布
堅
固
的
基
蹺
，
在
風
雨
中
安
然
無
表
(
瑪
，
架
，
廿
四
等
)
，

並
預
許
「
地
獄
的
門
必
不
能
戰
勝
她
」
(
焉
，
拾
陸
，
十
八
)
。
無
論
你
把
地
獄
的
們
解
作
死
亡
的
力
拉
或
搶
鬼
的

力
量
，
這
些
話
清
清
鐘
楚
地
表
示
了
教
會
的
無
損
性
和
持
久
性
。
耶
穌
向
他
的
宗
徒
們
允
許
了
封
一
位
布
護
者
i

具

理
之
神
，
在
他
自
己
回
歸
天
文
以
後
，
真
理
之
神
要
和
他
們
永
遠
在
一
起
(
若
，
拾
肆
，
十
六
)
。
他
差
遠
門
徒
們

到
全
世
界
去
時
，
向
他
們
保
證.. 

「
君
!
我
向
你
們
天
天
在
一
起
，
的
到
今
世
的
終
結
」
(
嗎
，
貳
捌
'
廿
)
。
從

募
子
的
比
喻
(
瑪
'
拾
差
，
廿
四l
卅
'
卅
六
l

凹
三
)
以
及
撒
網
的
比
喻
(
瑪
'
拾
翠
，
山
七
l

五
0
)
，
在
世

的
天
主
國
將
要
存
在
直
到
世
界
的
終
盡
。
聖
保
祿
作
誼
，
聖
體
的
祭
獻
是
為
紀
念
耶
穌
的
死
亡
，
此
禮
要
車
行
，
跑

到
基
督
再
來
的
日
子
(
格
前
，
拾
壺
，
廿
六
)

。

。

安
提
約
蕃
雅
的
依
納
爵
認
為
君
主
的
受
審
問
象
徵
教
會
的
不
滅
性
(
致
一
比
弗
所
退
回
信
，
拾
袋
，
已
。
車
依
來
內
反
對
諾
斯
底
斯
派

理
論
，
他
主
張
歇
會
依
賴
雪
神
之
助
，
其
訓
誨
「
堅
定
不
移
，
萬
古
如
一
」
〈
反
其
說
，
車
品
了
甘
凶
，
一
)
。
謹
此
知
廷
說
:
「
如
叫
一

A基

石
搖
動
，
教
會
也
會
搖
動
。
然
而
基
督
怎
會
搖
動
呢
?
....... 

祇
要
基
督
不
搖
動
，
敬
會
也
永
不
拉
一
切
(
F
N
R
h
.. 
3hvh 

.• 

5
ω
W
N
U印﹒

參
致
3
.

兒

w
吋

u
a
o
w
ε

教
會
不
滅
性
的
內
在
理
由
，
基
於
她
和
創
建
者
l

基
督
(
格
的
，
車
品
了
十
一
)
以
及
她
和
商
店
在
她
內
的
本
質
與
生
命
之
旅
源
|

聖
神
l

的
密
切
關
係
。
聖
多
瑪
斯
反
對
一
瞄
浩
拉
的
若
亞
欽
，
他
告
訴
狡
們
，
不
有
一
付
一
種
民
完
善
的
把
堅
圳
的
且
作
史
盟
沛
地
賜
給
我

們
的
境
界
來
臨
(
神
，
貳
之
壹
s
-
O
六
，
4
)
。
在
過
去
，
建
於
基
督
與
宗
徒
的
教
臼
丘
迫
受
其
品
與
此
鬼
的
攻
擊
時
，
骨
和
若
她

對
惡
勢
力
的
抗
衡
，
證
賞
了
她
不
會
失
敗
的
真
理
(
阿
斗2.

♂
這
守•• 

但
﹒
。
)
3



第
十
三
節

教
會
的
不
誤
性
(
阿
旦
旦
]
E
E
明
)

所
謂
不
誤
性
就
是
不
可
能
陷
於
錯
誤
，
有
積
極
不
可
能
與
消
極
不
可
能
兩
種
。
前
者
屬
於
品
具
有
訓
誨
之
臟
的
教
會
牧
者
(
古

E
Z


Z
E
S

戶
口
已
。ng

品
。
)
，
後
者
屬
於
接
受
信
仰
真
理
的
全
體
信
文
(
戶
口

E
F
-
-
z
g
E
R
旦
旦
恥
。
)
。
積
極
具
消
極
的
關
係
即
崗
山
間
果

之
關
係
。
此
節
所
述
以
積
極
的
不
誤
性
為
主
。

一
、
不
接
性
的
事
實

在
是
斷
有
關
信
仰
與
這
稽
的
教
義
時
，
教
會
不
會
錯
誤
|
信
理

梵
蒂
岡
第
一
次
大
公
會
議
明
定
教
宗
不
會
錯
誤
時
，
以
教
會
不
會
錯
誤
為
先
決
條
件.. 

「
當
羅
馬
教
宗
以
宗
控

權
威
說
話
時...... 

他
具
有
救
主
所
顧
教
會
在
定
奪
信
理
與
倫
理
諸
事
時
之
不
誤
性
」
(
鄧
一
八
三
九
)
。

反
對
這
項
信
理
者
為
新
教
人
士
，
他
們
因
拒
絕
教
會
的
里
就
制
，
所
以
也
拒
絕
教
會
的
訓
導
權
威
;
現
代
主
義
人
士
也
不
計
氏
、
一
沁

一
信
理
，
他
們
否
認
教
會
源
自
上
主
，
因
而
也
否
認
教
會
的
不
誤
性
。

基
督
會
允
許
宗
徒
們
，
將
來
車
神
要
輔
助
他
們
去
實
現
訊
誨
的
使
命
。
若
，
拾
肆
﹒
十
六
等.. 

「
我
也
要
求

矢
，
他
必
賜
給
你
們
另
一
位
護
慰
者
，
使
他
與
你
們
永
遠
同
在
，
他
是

...... 

真
理
之
神
」
。
瑪
，
貳
捌
'
廿

.. 

「
若
!

我
同
你
們
天
天
在
一
起
，
直
到
今
世
的
終
結
」
(
參
致
若
，
拾
肆
，
廿
六
.
，
拾
陸
，
十
三
一
;
鼠
，
堂
，
八
)
。
基

督
與
聖
神
的
恆
常
佑
助
保
證
了
宗
徒
們
與
其
繼
承
人
所
傳
信
仰
的
純
真
與
完
整
。
基
督
要
h
V小
我
們
無
條
件
地
信
從
宗

徒
們
與
其
繼
承
者
所
傳
揚
的
信
仰
(
羅
，
宣
，
五
)
並
以
之
為
永
遠
得
放
的
條
件

.. 

「
信
而
受
洗
的
必
要
得
救
，
但

不
信
的
必
被
判
罪
」
(
谷
，
拾
陸
，
十
六
)
。
他
將
自
己
與
宗
徒
視
為
一
幢

.. 

「
聽
你
們
的
，
就
是
聽
我
.
，
拒
絕
你

第
二
部

歇

會

論

四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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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八

們
的
，
就
是
拒
絕
我
」
(
路
，
拾
，
十
六
;
參
見
瑪
'
拾
，
四
十
;
若
，
拾
盞
，
廿
)
。
這
件
事
的
先
決
條
件
是
，

宗
徒
們
與
他
們
的
繼
承
者
在
信
仰
的
傳
揚
上
，
都
能
免
於
錯
誤
。
保
祿
視
教
會
為
「
真
理
的
桂
石
和
基
礎
」
(
弟

前
，
盞
，
十
五
)
。
教
會
不
誤
性
是
教
會
合
一
與
其
不
誠
性
的
先
決
條
件
。

敬
父
們
在
責
備
其
說
份
子
時
，
強
調
教
會
始
終
保
有
從
宗
徒
傳
下
來
的
正
統
信
仰
，
並
且
將
繼
往
開
來
，
迄
於
于
秋
萬
世
。
聖
依

來
內
反
對
諾
斯
底
士
派
理
論
，
閻
明
教
會
所
傳
揚
的
信
仰
千
古
如
一
，
因
為
她
有
里
神
、
真
理
之
神
.• 

「
教
會
在
那
裡
，
天
主
的
神
也

在
那
裡
，
天
主
的
神
在
那
裡
，
教
會
與
一
切
恩
寵
也
在
那
裡
;
里
神
就
是
真
理
」
(
反
異
說
，
晶
晶
了
廿
四
，
1
)
。
教
會
是
「
真
理
的

家
」
'
錯
誤
的
道
理
不
能
立
足
(
反
異
說
，
盞
，
廿
四
，
2
)
。
自
宗
徒
們
以
來
，
主
教
們
無
闊
的
繼
承
保
證
了
宗
徒
信
仰
的
道
統
。

「
他
們
(
主
教
們
〉
承
受
主
教
職
務
時
，
按
照
天
父
的
意
願
，
也
承
受
了
真
理
的
奇
能
」
(
反
兵
說
，
肆
，
二
六
，
2
)

。
參
攻
戴
兩

都
良
巳
肉
、E
S
P
U
N∞
;
聖
西
很
遠
書
信
，
伍
玖
，
七
。

教
會
不
誤
性
的
內
在
基
礎
在
於
聖
神
的
助
佑
。
耶
穌
會
把
聖
神
的
助
佑
允
許
給
教
會
，
格
外
為
使
她
能
執
行
訓
導
的
職
務
。
參
考

神
，
貳
之
貳
，
一
'
9
;

也
s
b
.
-
P
H
G
o

二
、
不
接
性
的
對
象

份
不
誤
性
的
主
要
對
象
固
定
•• 

基
督
教
義
中
有
關
在
叫
“
(
進
諒
的
選
接
哥
哥
真
理
!
信
理

歡
會
不
僅
能
積
極
地
判
斷
並
頒
佈
啟
示
真
理
的
意
義
，
凹
\
一
，
一
位
紅

F
、
悼
泣
的
地
威
性
宣
布
，
以
及
信
仰
定
式
(
如
信
辭
等
)
的
加

行
，
抑
且
對
那
些
與
啟
示
真
理
相
悴
的
異
誼
之
鑑
定
與
拒
絕
υ

五
川
她
無
泣
滿
仝
「
天
主
啟
示
真
的
捍
衛
者
與
導
師
」
之
責
(
鄧
一
七

九
三
，
一
七
九
八
)
。

(
部
一
八
三
九
)

H
H不
誤
性
的
次
要
對
象
是•• 

非
直
接
啟
示
真
程
前
與
普
帝
國
真
理
密
切
連
聲
的
有
關
基
督
教
信
仰
與
道
德
的
教
義

!
確
定
意
見



其
理
由
基
於
為
「
保
全
與
正
確
地
解
釋
源
於
土
主
之
信
仰
真
理
」
而
有
的
不
誤
性
(
鄧
一
八
三
六
)
。
假
如
教
會
不
能
無
誤
地
決

定
那
些
與
啟
示
密
切
注
繫
的
信
道
和
事
宜
，
她
便
無
怯
遲
到
上
項
目
標
，
無
論
是
教
份
積
恆
地
定
斷
信
理
，
或
泊
極
地
譴
責
與
信
理
相

連
的
異
說
。

屬
於
教
會
不
誤
性
的
次
要
對
象
者
為.. 

刊
藉
自
然
理
性
質
理
之
助
，
從
正
式
啟
示
真
理
中
引
伸
出
來
的
神
以
結
論
。
科
某
一
啟
示

真
理
之
確
實
性
所
賴
的
歷
史
事
實

Q
R
S
也
a
g
a
-
2
)。
甘
與
啟
示
恨
、
理
有
密
切
關
係
的
自
然
理
性
真
盟
。
關
於
這
方
面
的
詳
細
位

述
，
可
參
致
本
書
引
論
第
六
節
o
M
W聖
人
的
列
品
，
即
教
會
對
某
一
分
于
雖
已
進
入
永
蝠
，
能
得
公
開
敬
仰
的
最
後
定
斷
。
按
里
多
瑪

斯
的
意
見
，
對
聖
人
的
敬
仰
是
我
們
相
信
聖
人
們
的
榮
耀
的
一
項
空

-
7一口
」
川
G
S
丸
F
.
c
-
5
)。如
果
教
會
對
這
件
事
的
判
斷
會
錯
誤
﹒

其
後
果
將
與
教
會
的
聖
德
不
能
並
存
，d

一
、
不
接
性
的
特
有
者

不
誤
性
的
特
有
者
是
教
宗
以
及
主
教
團
，
即
全
體
主
教
，
包
括
主
教
圓
的
首
腦
|
教
宗
|
在
內
。

村
教
窮

敬
畏
以
泉
座
權
戲
發
言
時
，
不
能
錯
誤
|
信
理
(
參
見
第
八
節
)

。
主
教
團

全
體
主
教
或
在
舉
行
六
合
會
議
時
集
舍
，
或
分
散
在
全
球
各
地
，
共
同
室
佈
-
項
有
關
信
仰
或
道
穗
應
為
-
切

信
友
所
接
受
的
胡
適
時
，
不
會
錯
誤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布
主
教
們
是
宗
徒
的
繼
承
人
(
鄧
九
六0
)
。
第
一
次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也
作
同
樣
的
宣

布
(
鄧
一
八
二
八
)
。
主
教
們
既
是
宗
徒
們
的
繼
承
者
，
他
們
便
起
信
友
的
牧
者
和
導
師
(
鄧
一
八
二
一
)
。
他
們

第
二
部

教

會

=h 
品H~

四
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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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八
四

飯
是
信
仰
的
導
師
，
便
賦
有
教
會
牧
導
者
應
有
的
不
誤
性
。
全
體
主
教
的
訓
誨
活
動
可
分
特
殊
的
和
平
常
的
兩
種

方
式
。ω

在
大
公
會
議
時
，
主
教
們
以
特
殊
方
式
行
使
他
們
不
誤
的
訓
導
權
。
在
大
公
會
議
的
議
決
中
，
基
督
所
建
的

這
一
訓
導
團
體
最
明
顯
地
行
使
訓
導
權
。

歇
會
自
最
初
幾
世
紀
起
，
就
經
常
訓
誨
信
友
們
，
告
以
大
公
會
議
的
決
議
是
不
會
錯
誤
的
。
里
亞
達
納
論
及
尼
西
亞
大
公
會
議
的

信
辭
時
說•• 

「
藉
尼
西
巨
大
金
會
議
而
傳
示
的
天
主
的
話
，
永
遠
常
存
」
(
h
h
v
-
b
h
N
K

且
可S
N
)

。
大
墨
葛
利
哥
里
承
認
並
尊
敬
最

初
的
四
次
大
公
會
議
，
如
同
恭
敬
四
福
一
耳
目
;
他
將
第
五
次
大
公
會
議
與
前
四
次
大
公
會
議
相
提
並
論
(
書
信
，
壺
，
廿
五
)

一
個
會
議
必
須
具
備
下
列
條
件
，
始
有
六
公
性

•. 

L

全
球
有
轄
治
權
的
主
教
都
被
邀
請
參
加
。
么
實
際
上
各
國
主
教
紛
至
香
來
，

其
人
數
足
以
代
表
全
體
主
教
o
a
由
教
宗
召
集
大
公
會
議
或
至
少
大
會
在
教
宗
的
權
威
下
召
開
;
開
會
時
教
宗
親
自
主
席
或
由
最
宗
的

代
表
主
席
，
大
會
的
決
議
由
教
宗
批
准
。
這
些
決
議
從
教
宗
的
明
顯
的
或
隱
含
的
批
准
，
而
產
生
普
遍
的
法
律
上
的
約
束
力
(
法
，
二

二
七
)
。

最
初
八
次
大
公
會
議
都
由
皇
帝
所
召
開
，
皇
帝
白
任
榮
譽
主
席
，
並
加
以
保
護
。
第
二
次
與
第
五
次
大
公
會
議
都
沒
有
教
宗
的
合

作
，
而
且
也
沒
有
教
宗
的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
按
照
它
們
召
集
的
方
式
，
參
加
會
議
的
分
子
以
及
會
議
的
主
席
而
論
，
它
們
不
過
是
東
方

歇
會
的
幾
個
會
議
，
然
而
，
後
來
全
球
教
會
追
加
承
認
這
兩
次
會
議
有
關
教
義
的
決
議
，
才
給
予
它
們
以
大
公
性
。

ω
主
教
們
在
自
己
的
教
區
，
與
教
宗
有
常
情
的
契
合
，
他
們
一
致
地
宣
布
有
關
信
仰
與
道
德
的
真
理
，
便
以
平

常
方
式
行
使
他
們
不
誤
的
訓
海
權
。
第
一
次
咒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持
別
聲
明.. 

由
教
會
的
平
時
與
普
通
的
訓
導
權
威
所

宣
布
的
啟
示
真
理
，
應
以
「
對
天
主
與
對
公
款
會
的
信
仰
」
堅
信
之
(
鄧
一
七
九
二
)
。
教
會
平
時
與
普
遍
的
訓
導

權
屬
於
散
居
全
球
的
主
教
。
主
教
在
訓
議
上
的
一
致
性
見
於
他
們
所
准
行
的
要
理
問
答
、
牧
函
、
祈
禱
手
冊
，
與
主



教
會
議
的
議
決
案
等
c

這
樣
就
有
了
常
惰
的
普
遍
一
致
性
，
但
創
布
主
教
闋
的
最
高
首
長
!
教
京
的
問
一
路
或
默
，
誰c

個
別
主
教
宣
講
信
仰
買
理
時
，
可
能
錯
誤
。
教
會
歷
史
告
訴
我
們
，
個
別
主
教
如
一
幅
定(
H
M
r
2
5
5
)

、
奈
斯
多
利
(
2向
胡
同OH
古
巴

都
陷
於
錯
其
與
異
說
。
為
了
保
存
傳
承
信
理
的
純
潔
，
全
體
主
教
周
的
不
誤
性
已
足
夠
。
但
每
一
主
教
鑑
於
其
職
守
，
在
他
的
教
區

內
，
是
信
仰
的
正
式
導
師
;
也
就
是
說
，
抵
要
他
與
教
宗
相
通
功
，
服
膺
教
會
的
普
遍
訓
誨
，
他
就
有
訓
誨
的
權
威
。

第
+
四
節

歡
會
的
苛
見
性

教
會
的
可
見
仲
就
是
教
會
藉
可
熙
且
明
的
方
式
表
之
於
外
的
一
種
特
性
。
可
分
為
原
質
可
見
性
與
體
制
可
見
性
兩
種
。
前
者
包
括
教

會
可
見
的
分
子
，
終
者
是
使
情
友
們
外
在
而
可
見
地
聯
墊
在
一
個
宗
教
固
體
內
的
某
些
一
特
點
。
教
會
的
原
質
可
見
性
不
容
置
疑
;
其
體

制
可
見
性
，
有
人
認
為
成
問
題
。
體
制
的
可
見
性
是
教
會
可
識
性
的
某
-
礎
典
先
決
條
件
。

一
、
教
會
外
在
可
見
的
一
面

基
督
所
建
立
的
教
會
是
-
個
外
在
可
見
的
圈
體
|
確
定
意
見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詔
一
訴
我
們
，
教
會
有
一
「
可
貝
的
犧
牲
」
和
「
外
在
而
可
見
的
鐸
晶
」

一
次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指
出
，
甚
替
揀
選
宗
徒
伯
多
祿
為
教
會
合
一
的
「
可
見
基
石
」
(
鄧
一
八
一
一
一
)

世
在
他
的
「
眾
所
通
知
」
(
h
a
r
s
h
w
迂
H
R
F
E
8
)
通
諭
裡
教
訓
我
們
.. 

「
若
以
教
會
的
最
終
目
標
和
造
成
聖

德
的
最
近
原
因
來
君
，
教
會
實
際
上
是
精
神
性
的
，
若
以
教
會
的
分
子
和
獲
得
神
恩
的
方
法
來
君
，
她
必
然
是
外
在

而
可
見
的
」
。
將
信
友
們
連
繫
在
一
起
推
且
使
他
們
彼
此
相
識
的
三
個
有
形
的
條
件
是

.. 

承
認
同
一
信
仰
，
利
用
同

樣
的
獲
至
恩
寵
的
方
式
，
服
從
同
一
權
威
。

(
鄧
九
五
七
)
第

。
良
十
三

第
二
部

教

會

~b.. 

a間

四
八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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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約
十
二
世
在
「
奧
體
」
通
話
中
重
申
良
十
三
世
的
教
訓
，
並
特
別
貶
責
下
列
理
論

•• 

教
會
祇
是
一
個
精
神
團
體
，
以
無
形
的
連

繫
將
許
多
在
信
仰
上
彼
此
分
離
的
基
督
徒
團
體
聯
合
在
一
起
(
自
﹒
s
u
a
-
-
E﹒
品
)

中
古
時
期
的
神
修
女
派
，
胡
斯
派
(
且
已
閻
明
)
和
新
教
人
士
都
否
認
歡
會
的
可
見
性
。
胡
斯
認
為
教
會
就
是
蒙
預
選
者
的
團
體
(
鄧

六
二
七
)
;
喀
爾
文
也
持
此
見
。
路
德
主
張
教
會
是
「
辜
者
(
信
友
)
的
團
體
，
在
這
團
體
裡
二
瞄
一
耳
目
以
適
當
方
式
被
宣
講
，
里
事
以

適
當
方
式
被
施
行
」
(
奧
斯
堡
信
條
第
七
條
)
。
但
是
因
為
沒
有
訓
導
權
威
，
因
此
也
沒
有
教
理
與
施
行
聖
事
的
可
靠
標
準
。
拒
絕
里

統
制
必
然
導
致
教
會
的
不
可
見
論
。

教
會
可
貝
性
的
聖
經
明
證
默
是
聖
稅
制
係
上
主
所
建
立
(
參
見
本
編
第
四
節
)

支
服
從
信
仰
(
羅
，
宣
，
五
)
與
承
認
信
仰
(
瑪
，
拾
，
卅
二
等
;
羅
，
拾
，
十
)

友
有
運
用
可
祭
所
施
行
的
獲
至
恩
寵
之
方
法
的
義
務
(
若
，
晶
晶
了
五
;
陸
，
五
四
)

膺
教
會
權
威
(
瑪
，
拾
捌
，
十
七
等
;
路
，
拾
，
十
六
)
。

舊
約
的
先
知
們
描
寫
默
西
亞
王
國
時
，
以
遠
方
可
見
的
高
山
為
象
徵
'
這
山
超
越
其
他
一
切
山
崗
，
各
民
族
都

向
若
他
前
進
(
依
，
貳
'
二
等
;
米
，
肆
，
一
等
)
。
耶
穌
在
比
喻
中
告
訴
我
們
，
教
會
恰
像
地
上
的
王
國
、
羊
群

、
建
築
物
、
葡
萄
園
、
意
在
山
上
的
城
。
聖
保
祿
則
將
教
會
比
作
人
體
。

。
教
會
中
的
訓
導
職
務
要
求
信

。
教
會
中
的
司
祭
之
職
，
使
信

。
而
靈
牧
之
職
則
要
求
他
們
服

教
父
們
告
訴
我
們
，
某
督
的
教
會
是
易
於
識
別
的
，
也
易
於
將
它
與
異
說
者
的
團
體
分
辨
出
來
。
里
快
來
內
斥
責
諾
斯
底
士
派
人

士
，
閻
明
全
世
界
信
從
某
督
的
人
具
有
同
一
的
信
仰
，
遵
守
同
樣
的
誡
命
，
並
保
持
同
一
的
教
會
規
章
。
他
地
但
各
地
宣
講
同
一
真
理

的
教
會
化
作
七
個
大
燭
毫
，
放
射
基
督
的
光
明
，
為
眾
人
所
見
(
反
其
說
，
缸
，
甘
，
一
)
。
里
奧
斯
定
相
歡
會
比
作
一
座
山
上
的
城

(
瑪
，
伍
，
十
四
)•. 

「
教
會
挖
立
在
眾
人
之
前
，
為
大
眾
所
見
‘
自
她
是
一
路
不
能
隱
蔽
的
山
上
的
城
」
(
們
。
這
昌
的
克
思

S
E
戶

口
w
g
h
品
﹒
參
致
『
何
可
-
M
r
s
-
H
H﹒

-
5
)

「
教
合
可
見
性
的
最
後
理
由
是
雪
一
一
一
一
口
的
降
生
成
人
」

(
E
G
E
R
h
u
v

是

F
C
E
F



M
H
R
8
)。

二
、
教
會
內
在
無
形
的
一
面

教
會
與
她
那
人
而
天
主
的
創
建
著
一
樣
，
除
了
她
外
在
可
見
的
一
面
之
外
，
還
有
內
在
的
無
形
的
一
面
、
教
會

的
目
標
|
人
類
內
在
的
聖
化
i

是
不
可
見
的
。
教
會
所
傳
予
的
故
贖
禮
物
|
真
理
和
恩
寵
!
是
不
可
見
的
。
教
會
內

在
生
活
的
本
源
|
聖
神
與
其
恩
寵
的
賜
予
!
也
是
不
可
見
的
。
外
在
的
社
會
性
的
一
面
是
可
感
知
的
對
象
，
內
在
奧

秘
的
一
面
則
是
信
仰
的
對
象
。
因
此
教
會
可
見
的
外
形
決
無
損
於
對
她
自
身
|
天
主
所
惡
的
教
贖
組
織
|
的
信
仰
。

反
對
教
會
可
見
性
的
理
論
，
多
半
來
自
過
份
強
調
教
會
內
在
的
精
神
的
一
面
。
耶
穌
所
說
門
路
，
拾
棠
，
廿
一
)

.• 

「
天
主
的
國

就
在
你
們
中
間
」
(
曾-
H
E月
由
)
，
原
是
對
法
利
賽
人
說
的
，
它
並
不
指
示
「
天
盟
在
你
們
心
裡
」
，
而
是
「
天
國
在
你
們
的
中
間
」
。

甚
至
若
以
第
一
種
意
義
來
解
釋
經
文
，
耶
穌
的
話
也
並
不
否
定
教
會
的
可
見
性
。

第
十
里
節

教
會
的
會
-
性

所
謂
合
一
(
E
Z已
不
僅
是
數
字
的
一
致
，
即
獨
一
無
二
，
首
先
應
該
是
內
在
的
一
致
，
即
沒
有
分
裂
。

基
督
所
建
的
教
會
是
喝
一
黨
ζ
而
合
-
的
!
信
理

尼
西
亞
信
辭
中
有
一
句
:
「
我
信
教
會
惟
一...... 

」
(
鄧
八
六
)
。
第
一
次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訓
示
.. 

「
為
了
使

全
體
信
友
保
持
一
致
的
信
仰
與
團
體
(
古
自
已
旦
旦
S
B

自
己

E
S
Z
E
E
8
)
，
他
選
立
伯
多
祿
為
宗
徒
之
長
，
並

在
他
內
建
立
合
一
的
常
存
起
點
與
可
見
的
基
礎
」
(
鄧
一
八
二
一
)
。
良
十
三
世
在
他
那
專
門
討
論
教
會
合
一
的
「

眾
所
週
知
」
(
h
a兮
的
品
泛
宮
這
)
通
諭
中
闡
明.• 

「
教
會
的
創
建
者
願
意
教
會
在
信
仰
，
管
理
與
團
體
上
合
一
，

第
二
部

教

會

論

四
八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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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所
以
他
指
定
伯
多
驗
及
其
繼
承
局
作
為
教
會
的
基
礎
，
並
可
以
說
，
作
為
教
會
合
一
的
中
心
」

循
第
一
次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的
宣
布
，
吾
人
可
將
歇
會
的
合
一
分
為
兩
輕•. 

(
鄧
一
九
六0
)
。

一
、
信
仰
的
合
一

所
謂
信
仰
的
合
一
，
就
是
一
切
信
友
由
衷
地
相
信
教
會
訓
導
權
威
所
定
斷
的
真
理
，
至
少
隱
含
地
相
信
它
們
，

並
對
外
承
認
它
們
o

參
見
羅
，
拾
，
十
.. 

「
因
為
心
裡
相
信
，
可
使
人
成
義
;
嘴
裡
承
認
，
可
使
人
獲
得
歡
恩
」
(

信
誓
合
一
或
信
辭
合
一
)
。
信
仰
的
合
一
為
那
些
尚
未
經
教
會
合
作
最
後
定
斷
而
仍
爭
論
中
的
問
題
留
若
充
足
的
餘

地

新
教
人
士
的
基
本
條
文

(
3
s
n
h
§
N
S
N
A
b
-

之
內
~
2
)說
怯
，
祇
要
求
信
仰
的
基
本
真
理
之
相
同
就
夠
了
，
因
而
新
教
人
士
認
為

正
基
督
教
會
內
，
各
種
不
同
的
信
誓
可
以
並
存
封
公
汰
。
這
與
天
主
教
信
仰
，
叫
一
理
論
無
正
相
容
(
鄧
一
六
八
五

)
ε

三
、
團
體
的
合

團
體
合
一
的
意
義
，
一
方
面
是
信
友
們
從
屬
於
主
敢
與
教
宗
權
威
(
管
理
合
一
草
草
統
的
合
一
)
;
另
一
方
面

是
信
，
一
次
們
彼
此
相
繫
'
藉
參
與
相
同
的
禮
儀
，
與
飯
受
獲
至
恩
寵
的
相
同
方
法
，
而
形
成
一
個
社
會
性
的
合
一
(
禮

儀
舍
一
)

教
會
的
至
高
導
師
與
吠
，
看i
教
宗... 

的
首
吋
權
保
誼
信
仰
與
團
體
的
合
一

0
)
。
異
議
破
壞
信
仰
的
A
o
-
-，離
異
的
教
會
則
損
害
問
駝
的
合
一
。

。

(
自
己E
B

E
E
H
U

鄧

'、



歡
會
含
一
的
證
摟

基
督
與
宗
徒
們
視
合
一
為
教
會
的
主
要
特
性
。
基
督
囑
咐
宗
徒
們
往
訓
自
民
，
並
要
求
人
們
無
條
件
地
接
受
福

音
的
教
訓
(
瑪
，
貳
捌
'
十
九
等i
谷
，
拾
陸
，
十
五
等
)
。
耶
穌
作
大
司
祭
訴
禱
時
，
要
求
天
主
欠
賜
給
宗
徒
們

興
未
來
信
友
們
以
合
一•• 

「
我
不
但
為
他
們
祈
求
，
且
也
為
那
些
因
他
們
的
話
而
信
從
我
的
人
祈
求
‘
好
使
他
們
都

合
而
為
一
，
就
如
你
，
欠
，
在
我
內
，
我
在
你
內
，
使
他
們
也
在
我
們
內
合
而
為
一
，
為
吽
世
界
相
信
是
你
派
遣
了

我
」
(
若
，
拾
架
，
廿
等
)
。
由
此
可
見
，
合
一
是
基
督
所
建
教
會
的
一
個
特
性
。

聖
保
蘇
用
家
來
象
徵
教
會
的
合
一
(
弟
前
，
血
品
了
十
五
)
，
又
用
人
體
來
說
明
它
(
羅
，
拾
貳
，
四
拉

-
7
1
)
c
他

懇
切
地
勸
勉
我
們
保
持
內
在
與
外
在
的
合
一•• 

「
因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名
我
懇
求
你
們
.•...• 

盡
力
以
和
平
的
聯
黨
，
保

持
心
神
的
合
一
，
因
為
只
有
一
個
身
體
和
一
個
聖
神
，
正
如
你
們
蒙
召
間
有
一
個
寵
召
的
希
草
一
樣•• 

只
有
一
個

主
，
一
個
信
德
，
一
個
洗
禮
，
祉
有
一
個
天
主
和
眾
人
之
父
」
(
店
，
肆
，
一
二
l
i

六
)
。
他
誰
誰
以
其
視
與
離
異
為

戒•• 

「
弟
兄
們
，
我
因
我
們
的
主
耶
穌
基
督
之
名
求
你
們
眾
人
一
一
嵩
山
砍
要
一
致
，
在
你
們
中
間
不
要
布
分
裂
，
但
要
同

心
合
意
，
全
然
相
合
」
(
格
前
，
宣
，
十
)
。
「
對
異
議
者
在
譴
責
過
一
次
兩
次
以
後
，
就
該
遠
離
他
」
(
鐸
'

盞
，
十
;
盡
一
致
迦
，
宣
，
八
等
)
。

教
父
們
在
斥
責
異
說
人
士
時
，
強
調
教
會
的
合
一
;
在
斥
責
離
異
人
士
時
則
強
調
團
體
的
合
一
。
里
依
來
肉
將
諾
斯
底
士
的
不
同

意
見
與
全
球
基
督
信
仰
的
訓
理
相
對
照
，
他
說
:
「
正
如
太
陽
祇
有
一
個
二
喝
一
音
真
理
俾
佈
各
地
，
照
耀
一
切
願
意
認
識
真
理
的
人
」

〈
反
其
說
，
壺
，
十
，2
.

，
伍
，
廿
，
1
)
。
為
了
使
新
教
友
在
洗
禮
前
公
開
地
宣
佈
自
己
的
信
仰
，
歡
會
將
信
仰
的
民
理
彙
集
成
信

勢
二
部
歇

會

論

了
1
1

、
，
心

目

j

寸
，



第
四
緝

聖
化
者
天
主

四
九
O

峰
或
信
辭
，
參
攻
單
依
來
內
信
條
(
反
其
說
，
壺
，
十
，
1
.

，
盞
，
四
，2
)
;
戴
爾
都
良
信
峰
(
b
h
h
v
E
S

內•• 

H
ω
u
h內
而
且
品


S
N
﹒
-
u
h
h
N
e
﹒
N
U、R.• 
N
〉
與
奧
力
振
信
峰
(
b
h
Y
E們
-
L
M
U
B吼
一w
h
〉
墨
西
很
連
目
睹
迦
太
基
與
羅
馬
的
離
異
事
件
，
不
得
已

寫
下
了
有
關
大
公
歡
會
合
一
的
第
一
篇
專
論
，
在
這
篇
論
文
中
，
他
認
為
離
異
者
將
不
能
得
救
(
論
公
教
會
的
合
一
，
陸
)
，
主
教
們

的
彼
此
連
繫
保
持
了
歇
會
的
合
一
(
書
信
，
陸
陸
，
八
)
。
西
很
連
也
強
調
首
席
權
對
保
持
教
會
合
一
的
重
要
性

(
b
m
S
P
U
A
H
〉
。

彌
勒
富
的
歐
達
脫
(
0
H
M
E
H
C
m

。
同
z
r
J
刊
前
)
所
著
論
多
那
式
派
具
說(
b
h
p
叩
門
〉h
d
p
N
)。
送
給
予
貳
，
二
等
)
中
，
聖
熱
羅
尼
莫
所
著
駁

若
凡
寧
書
內K
A
h
N
H

•• 

」
G
A
M
-
w
f心。
)
中
，
也
持
相
同
意
見
。

里
多
瑪
斯
宣
稱
教
會
合
一
的
三
要
素
為.. 

教
會
全
體
信
友
的
共
同
信
仰
，
對
永
生
的
共
同
希
望
，
與
對
天
主
和
對
人
(
由
於
很
此

服
務
中
)
的
共
同
的
愛
。
忠
於
教
會
的
合
一
是
獲
得
永
恆
救
恩
的
條
件
(
例
N
h
v
q
h
-
M
U

可
這
~
v
.. 
且
﹒
。
)

第
+
六
節

教
會
的
軍
穗

受
造
物
的
里
德
就
是
與
天
主
結
合
。
聖
德
可
分
兩
種.. 
即
主
體
的
或
個
人
的
聖
德
，
與
客
體
的
里
德
。
主
體
的
聖
德
，
以
消
極
方

面
言
，
就
是
沒
有
罪
，
以
積
極
方
面
言
，
就
是
通
過
恩
寵
與
愛
德
對
天
主
的
超
性
結
合
。
客
陸
軍
德
屬
於
值
久
事
奉
天
主
的
人
或
為
天

主
應
用
的
事
物
，
或
者
是
那
些
使
人
們
成
里
的
人
與
事
物
。

一
、
聖
德
是
教
會
的
本
質
屬
性

基
督
所
建
的
教
會
是
霉
的l
信
理

教
會
在
宗
徒
信
經
中
承
認.. 

「
我
信...... 

里
教
會
」
。
第
一
次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稱
教
會
為
「
卓
絕

的
聖
德
，
一
切
善
事
的
無
底
正
吶
豐
饒
」
(
鄧
一
七
九
四
)
。
比
約
十
二
世
在
「
奧
體
」
通
論
中
讀
.. 

「
我
們
的
慈

母
以
聖
事
餵
養
她
的
子
女
，
如
疑
地
，
在
聖
事
上
，
在
她
所
保
存
的
完
整
信
仰
裡
'
並
在
她
所
命
令
大
家
遵
守
的
規

(
鄧
二
)



律
，
以
及
她
鼓
勵
大
家
接
受
的
福
音
勸
論
中
，
她
都
是
純
潔
無
站
的
。
她
源
源
地
均
以
通
有
無
數
殉
道
者
、
童
鼠
、

精
修
的
天
恩
典
奇
能
，
也
證
明
她
的
純
潔
」
o

歇
會
的
起
源
、
目
的
、
方
法
與
後
果
都
是
聖
的
。

歇
會
的
建
立
者
與
其
無
形
的
首
腦
i

主
基
督
|
是
里
的
;
她
肉
在
生
命
之
源l
E
神
i

是
聖
的
;
她
的
白
標
i

天
主
的
光
集
典
人

的
成
里
，
她
為
達
到
此
目
的
所
用
的
方
、
法
，
有
關
信
哩
，
誡
命
與
勸
誠
的
基
督
訓
道
，
她
的
敏
瞳
尤
其
是
彌
撒
祭
獻
，
她
的
車
事
，
類

聖
事
，
禮
儀
性
的
祈
睛
，
她
的
法
律
、
她
的
組
織
，
如
修
會
、
敢
有
與
慈
善
磁
帶
，
聖
一
神
所
給
的
恩
龍
、
特
恩
典
奇
忠
等
，
無
一
不
是

里
的
。
以
里
德
的
一
艘
意
義

-
t一口
，
歡
會
的
許
多
分
于
是
里
的
〈
品
於
恩
隨
揖
界
)
。
歡
會
也
從
不
缺
乏
英
另
的
車
蝕
與
里
德
的
美
表
。

在
上
述
各
種
里
德
方
式
中
，
惟
有
所
用
方
法
的
聖
潔
與
教
會
分
于
的
英
勇
里
德
兩
者
是
可
見
的
，
也
惟
有
這
兩
種
堅
德
，
可
親
為
基
督

的
教
會
的
特
徵
。

歡
會
事
穗
的
露
據

耶
穌
將
教
會
比
擬
酵
母
(
瑪
'
拾
盞
，
卅
一
二
)
，
由
此
而
指
出
她
在
人
闊
的
更
新
典
里
化
的
力
最
和
使
命
。
他

又
以
同
樣
的
意
義
稱
他
的
們
徒
為
「
地
上
的
鹽
」
(
瑪
'
伍
，
十
一
二
)
，
「
世
上
的
光
」
(
瑪
'
伍
，
十
囚
)
。
聖

保
帳
稱
信
友
為
「
辜
者
」
.. 

「
那
些
一
在
基
督
耶
穌
內
受
祝
聖
...... 

一
同
蒙
召
為
鑿
的
人
」
(
格
前
，
宣
，
一
一
)
。
他

稱
個
別
教
會
與
整
個
教
會
為
「
天
主
的
團
體
」
(
格
前
，
壹
二
一
;
弟
前
，
晶
晶
了
十
五
)
。
他
從
積
極
與
消
極
兩
方
面

把
信
友
的
成
聖
(
客
體
和
主
體
的
聖
德
)
作
為
建
立
教
會
的
目
的•• 

「
基
督
愛
了
教
會
，
並
為
他
捨
了
自
己
，
為
能

用
水
洗
，
藉
辜
百
話
，
潔
淨
而
學
化
她
，
好
使
她
在
自
己
面
前
星
視
為
一
個
光
耀
的
教
會
，
沒
有
瑕
疵
，
沒
有
皺
蚊
讀

其
他
類
似
的
缺
陷
，
且
使
她
成
為
聖
潔
和
設
布
污
點
的
」
(
厄
'
伍
，
甘
五l
廿
七
參
致
鐸
'
貳
，
十
四
)
。
教
會

第
二
部

歇
會
論

四
九



第
四
騙
取
何
化
對
天
主

四
九
-

的
車
統
與
特
巍
的
恩
寵
協
助
信
友
們
按
照
基
督
的
榜
樣
而
成
聖
(
厄
扎
肆
，
十
一
|
十
三
)
。
教
會
里
德
的
最
深
基

礎
與
富
於
她
內
的
單
德
的
能
力
來
自
她
和
基
督
及
鑒
神
的
密
切
契
合
;
她
是
基
督
的
體
，
基
督
的
精
神
充
滿
她
，
使

她
生
活
(
格
前
，
捨
試
，
十
二
等
)
。

古
代
的
護
教
學
者
與
外
教
人
士
蹲
論
時
，
欣
然
指
出
基
督
的
訓
道
在
信
仰
與
道
德
上
的
卓
絕
性
，
並
強
調
基
督
信
仰
在
它
的
追
隨

者
身
上
所
造
成
的
道
德
方
面
的
改
正
(
參
致
亞
利
斯
姐
特
護
教
書
，
十
五l
十
七
;
單
儒
斯
定
護
教
書
，
壺
，
十
四
l

十
七
;
廿
一
千l

廿
九
;
亞
瑟
納
哥
拉
斯
站
軸
心
』
U
N
-
-
白
，
l
ω∞
;
N
V
h
H
h
N
b
s
h

認•• 

U
B
m
m
A﹒
〉
。
奧
力
振
說
:
「
以
基
督
為
導
師
與
教
育
者
的
天
主
教

會
與
教
外
團
體
(
他
們
生
活
其
間
如
置
身
異
鄉
)
相
比
，
像
照
耀
世
間
的
天
上
光
明
」
(
駁
楷
索
番
，
盞
，
廿
九
;
參
攻
壺
，
封
六
;

奧
斯
定
訓
道
辭
，
貳
壹
肆
，
十
一
〉

里
多
瑪
斯
將
教
會
的
里
德
建
立
在
教
會
各
分
于
的
聖
德
上
，
組
成
教
會
的
各
分
于
為
基
督
的
血
所
洗
淨
，
為
聖
神
的
恩
寵
所
有
沐

，
因
天
主
三
位
的
居
住
所
研
單
而
成
天
主
的
宮
殿
，
並
因
天
主
的
召
喚
而
聖
化(
h
N
K
V
R
-
h
w

可
忘.• 

自
﹒
。
)
。

二
、
教
會
與
罪
惡

不
僅
成
辜
的
分
子
屬
於
歡
會
，
罪
人
亦
結
|
信
理

罪
人
並
不
由
於
教
會
的
單
德
而
不
再
為
教
會
的
分
子
，
如
古
代
諾
伐
軒
派
，
多
那
斗
的
派
以
及
近
代
的
路
德
與
格

斯
奈

(
O
E
B
B
-
)
所
主
張
的
;
克
來
孟
十
一
世
和
比
約
六
世
拒
絕
了
這
派
異
議
(
鄧
一
四
二
二
!
一
四
二
八
;
一

五
一
五
)
。
比
約
十
二
世
在
「
奧
體
」
過
論
中
叉
重
申
此
意•• 

「
與
教
會
離
異
、
異
議
與
背
敬
等
罪
其
本
身
使
人
與

教
會
的
身
體
分
開
;
但
並
非
每
一
個
罪
，
即
使
是
大
罪
，
其
本
身
使
人
與
教
會
的
身
體
分
離
」
(
自-N斗
)
。

耶
穌
在
拉
舟
子
長
在
麥
田
裡
(
瑪
'
捨
盞
，
廿
四
;
三
十
)
，
撒
網
捕
得
好
魚
與
壤
魚
(
瑪
'
拾
翠
，
四
七
l
l
五



0
)
。
聰
明
與
愚
笨
的
童
女
(
瑪
，
貳
伍
，
一i
十
三
)
等
比
喻
教
訓
我
們
，
歡
會
內
瑕
瑜
互
見
;
在
世
界
窮
盡
之

時
|
在
最
後
審
判
中
，
善
惡
方
始
分
辨
出
來
。
對
於
如
何
科
正
失
足
的
兒
弟
們
，
耶
穌
會
給
予
了
明
確
的
指
示
，
一
帆

布
使
之
改
善
的
方
法
都
用
盡
時
，
才
可
使
之
離
開
歡
會
(
瑪
，
拾
捌
，
十
五
|
十
七
)
。
在
宗
徒
們
的
著
作
中
，
我

們
很
清
楚
地
君
到
，
初
期
教
會
內
也
有
大
罪
人
，
但
並
不
慣
於
以
開
除
教
籍
為
懲
罰
(
參
致
格
前
，
拾
宣
，
十
八

等
;
格
後
，
拾
武
，
世
等
)
。

里
奧
斯
定
引
用
耶
穌
的
比
喻
，
來
駁
斥
多
那
芯
派
，
以
雖
護
歇
會
傳
承
的
教
訓
(
安
~
。
心
法

•• 

月

-
m
Y
H
N
u
h
s
3
.
g
h
u
h
-
w

H
N∞
"
∞
心
開HV﹒
S
.
o
.
ω典
)
。
每
一
個
重
罪
使
信
去
失
去
教
友
資
格
的
理
論
導
至
對
教
會
可
見
性
的
否
認
，
因
為
恩
寵
揖
甲
骨
的
留
駐
與

失
落
，
沒
有
外
在
可
識
性
。
一
個
犯
大
罪
的
人
祇
要
這
以
基
督
徒
的
信
心
和
對
基
督
的
希
望
，
與
奧
體
首
腦
基
督
相
連
合
，
那
末
他
仍

然
屬
於
歡
會
(
神
，
盞
，
八
，3
之
2
)

第
+
-
t節

教
會
的
公
眾
性

公
眾

(
n
m
H
H
E
r

己
的
意
義
是
普
遍
的
(
巴
巴
克
扭
扭
-
E
h
-
-
M
E
E
)

，
格
外
由
於
其
在
空
間
的
普
遍
性
，
也
就
是
說
，
她
逅
的
全
世

界
，
技
人
稱
之
為
公
眾
或
公
敬
。
公
眾
性
分
兩
種•• 

付
潛
能
的
公
冉
來
性
(
5
江
口
比
凸
丘
吉
野
志
)
即
過
傅
全
球
的
意
願
m
m質
現
此
品
的

的
能
力
。
借
貴
現
的
公
眾
性
(
〉
n
E
P
H
b
a
g口
巴
巴
即
歡
會
質
際
上
傳
佈
到
全
世
界
。
潛
能
的
公
眾
性
自
始
存
在
;
貨
現
的
公
眾
性

，
由
事
理
使
然
，
必
讀
要
經
過
長
期
的
歷
史
發
展
始
能
完
成
。
當
教
會
包
括
世
界
各
民
族
(
雖
然
不
是
每
一
個
人
〉
時
，
實
現
的
公
眾

性
可
稱
為
實
質
公
眾
性

q
s
m戶
口
比n
a
r皂
白
喜
)
.
，
在
歇
會
祇
為
大
部
分
民
族
間
接
受
峙
，
則
上
述
貨
現
的
公
眾
性
祇
是
常
惰
的
公

眾
性
(
信
自
己
口
戶
岳
。-
E
q
)，
歡
會
公
眾
性
以
歡
會
合
一
性
為
先
決
綠
件
。

基
督
所
建
的
教
會
是
公
眾
的
l

信
理

第
二
部

歇

會

論

四
九
一



第
凹
的
輛
也
化
者
天
主

四
九
四

宗
徒
信
經
說.. 

「
我
信....•. 

單
而
公
教
會
」
(
部
六•. 
參
致
鄧
八
六
;
一
六
八
六
)

常
情
的
公
眾
性
已
可
滿
足
公
眾
性
的
概
念
。
然
而
，
基
督
願
意
教
會
不
斷
的
發
展
，
既
以
歡
會
努
力
的
目
標
是
實
質
的
公
眾
性
。

按
照
大
多
數
神
學
家
的
可
靠
意
見
，
常
情
的
公
眾
性
應
當
於
同
一
時
期
在
各
地
實
現
，
那
就
是
說
，
經
過
了
相
當
時
間
的
進
展
，
常
情

公
眾
性
得
以
實
現
而
且
長
久
繼
續
下
去
。
傳
播
地
域
之
廣
與
信
仰
人
數
之
眾
並
不
能
給
某
一
訓
道
的
真
儷
作
證

l

錯
誤
理
論
也
可
能
傳

揚
無
血
。
但
是
按
照
歇
會
創
建
者
的
意
顧
，
傳
播
地
鐵
的
廣
泛
是
基
督
訓
道
所
不
可
缺
的
，
因
而
也
是
真
正
基
督
教
會
的
一
個
特
徵
。

。

合
眾
性
的
還
讓

舊
約
有
關
獸
西
亞
的
預
言
，
曾
提
到
公
眾
性
是
默
西
亞
王
國
的
特
徵
。
舊
約
所
一
涼
的
天
主
的
國
祇
限
於
伊
撒
爾

民
族
，
而
未
來
的
默
西
亞
王
國
則
包
括
「
地
上
一
切
民
族
」
(
參
致
創
，
拾
貳
二
二
;
拾
捌
'
十
八
;
貳
陸
，
四
;

貳
捌
，
十
四
;
詠
，
貳
，
八
;
貳
查
，
廿
八
;
柴
查
，
八l
十
一
，
十
七
;
捌
伍
，
九
;
依
，
貳
，
一
一
;
拾
壹
，
四

十
;
肆
伍
，
廿
二
;
肆
玖
'
六
;
伍
伍
，
四
|
五
;
伍
陸
，
三
|
八
;
陸
陸
，
十
九
!
廿
一
;
則
，
捨
槳
，
廿
二
|

廿
四
;
達
，
試
，
卅
五
;
拉
，
宣
，
十
一
)
。
基
督
願
意
他
的
惟
一
教
會
，
分
佈
全
球
而
擁
有
萬
邦
.
。
他
建
立
了
一

個
世
界
性
的
基
督
徒
大
同
主
義
(
n
r巳皂
白
呂
可

R
S
-
-
m
B
)
，
以
代
替
狹
窄
的
猶
太
民
族
主
義
(
F豆
∞
r
Z
E


CZEHU5) 

.. 

「
這
天
圓
的
福
音
必
要
在
全
世
界
宣
講
，
給
萬
民
作
證
，
然
後
結
局
才
會
來
到
」
(
瑪
，
貳
肆
，
十
四
;

路
，
貳
肆
，
四
七
〉
。
「
所
以
你
們
要
去
使
萬
民
成
為
門
徒
」
(
瑪
，
貳
捌
'
卡
九
;
谷
，
捨
陸
，
十
五
)
。
「
你

們
要
在
耶
路
撒
冷
及
全
猶
太
和
撒
馬
黎
雅
，
並
直
到
地
極
給
我
作
見
證
人
」
(
宗
，
世
宣
，
八
)
。

宗
徒
們
承
行
了
基
督
的
託
付
。
耶
路
撒
冷
的
初
期
教
會
成
為
全
猶
太
與
撒
瑪
黎
雅
教
會
的
出
發
點
;
安
提
約
基



雅
的
第
一
個
由
外
邦
人
所
建
的
教
會
成
為
向
外
邦
人
傳
信
的
起
點
。
聖
保
祿
僕
僕
風
塵
，
跑
遍
了
整
個
古
羅
馬
文
化

所
及
的
地
區
，
為
「
使
萬
民
服
從
信
德
」
'
歸
依
基
督
(
羅
，
宣
，
五
)
。
他
幾
乎
君
見
聖
詠
詩
旬
的
實
現
.. 

「
他

們
的
喊
聲
遍
傳
天
下
，
他
們
的
言
語
傳
至
地
極
」
(
羅
，
拾
，
十
八
)
。
當
天
主
所
預
定
的
外
邦
人
進
入
教
會
後
，

那
最
早
蒙
選
而
最
先
放
棄
故
恩
的
伊
撒
爾
民
挨
將
要
歸
主
得
救
(
羅
，
拾
宣
，
廿
五
等
)
。

安
提
約
草
雅
的
依
納
爵
首
先
揉
用
「
公
歡
會
」
一
詞

•• 

「
基
督
在
那
裡
，
公
教
會
也
在
那
裡
」Q
H
W
C
3
.• 

∞
"
心
)
，
。
在
保
理
加

布

(
2
]
1月
巴
的
殉
道
錄
裡
用
過
四
次
，
其
中
三
次
指
示
遍
佈
世
界
的
「
全
球
性
教
會
」

(
p
h
R
.• 

∞
、
H
U
H
F
U
W
)
;一
次
指
「

信
仰
正
確
的
教
會
」
Q
a
R.• 

H
F
N
U
。
自
第
二
世
紀
末
葉
起
，
「
公
歇
會
」
一
詞
即
用
作
上
述
兩
義
，
事
實
上
，
這
兩
個
意
義
故

此
間
合
(
的
§
§
足
N
R
R
H
G可
帆
戴
爾
都
良
、
墨
西
很
連
)
。
「
公
眾
」(
n
a
g
-
-
n

與
教
會
一
詞
相
連
)
，
這
個
形
容
辭
第
一
次
見
於

東
方
教
會
的
信
辭
中
(
耶
路
撒
冷
的
濟
制
驗
;
即
是
愛
比
法
，
尼
西
亞
|
君
士
坦
丁
堡
信
辭
;
鄧
丸
，
十
凹
，

λ
六
)
。
濟
利
祿
視
教
會

的
公
眾
性
不
僅
指
數
會
在
地
理
上
的
分
布
，
抑
且
指
數
會
所
傳
揚
的
信
道
之
普
遍
性
，
歇
會
所
領
導
的
崇
敬
天
主
的
民
眾
階
層
之
普
遍

性
，
歇
會
所
保
誼
的
赦
罪
的
普
遍
性
，
以
及
她
所
共
有
的
德
能
的
普
遍
性(n
R
E
U
N
ω
)。
這
些
特
徵
使
基
督
的
真
歇
會
與
其
說

社
團
徑
滑
分
明
。
所
以
在
濟
利
祿
心
目
中
，
去
歇
會
一
詞
「
是
我
們
的
慈
母
聖
教
會
，
天
主
獨
于
吾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淨
配
之
固
有
名
字

」
〈(
M
a
h
-
-

旨

"
N
G
)聖
奧
斯
定
所
了
解
的
「
公
眾
性
」
的
意
義
，
主
要
地
是
指
教
會
遍
及
全
球
而
且
已
(
書
信
，
玖
盞
，
七
，
廿
一
二
)
。

他
引
誼
舊
約
與
新
約
的
經
文
，
說
明
這
是
基
督
教
會
的
要
素
與
特
色
(
書
信
，
壹
捌
伍
，
一
，
五
;
訓
導
辭
，
肆
陸
，
十
四
，
三
三

等
)

里
多
瑪
斯
將
教
會
的
公
眾
性
，
基
於
歇
會
向
世
界
各
地
的
發
展
，
她
所
代
表
各
階
層
之
普
遍
性
，
以
及
她
自
亞
伯
爾
(
〉

r
c

直

至
世
末
的
時
間
上
的
延
綿
性
(
因
詢
、
2
.

甸
、s
m
v
.• 
P

也
)

第
+
八
節
歡
會
的
眾
養
性
(
〉
H
E
m
H
皂
白
石
)

所
謂
宗
徒
性
，
就
是
來
自
宗
徒
。
歡
會
宗
徒
性
的
意
義
有
一
二
•• 

勢
二
部

是生

會

論

四
九
五



第
四
偏

聖
化
和
天
主

四
九
六

村
源
自
京
徒
〈
〉
穹
的S
E
n
-
門
S
E
E
D
-臼
)

m
c
n
n
m
m丘
。
口
刊
出
)
。

。
甘
宗
徒
的
訓
道
(
〉-
u
g豆
缸
片
且
叩
門
戶
。
白
片
片
戶
口
且
冊
)

。
崗
山
水
徒
的
繼
承
(
〉
悟
。
叩
門
。

t
s
g
∞

基
督
所
建
的
教
會
具
有
由
品
種
性
|
信
理

尼
西
亞
!
君
士
坦
丁
堡
信
辭
中
有
一
句•• 

「
我
信...... 

具
宗
徒
性
的
教
會
」
(
鄧
八
六
，
參
致
鄧
十
凹
，
一
六

八
六
)這

項
信
理
指
出.. 

教
會
源
於
宗
徒
。
她
始
終
忠
於
宗
徒
所
傳
授
的
訓
誨
。
教
會
的
收
者
，
敬
宗
與
主
教
因
苛
求

繼
宗
徒
們
的
職
守
而
與
他
們
相
槃
。
宗
徒
職
守
的
繼
承
保
證
了
信
道
傳
授
的
完
盔
，
並
保
證
了
今
日
教
會
與
宗
徒
時

代
的
教
會
之
間
的
有
機
性
連
襲
。

教
會
累
積
性
的
還
接

基
督
藉
著
三
種
職
守
(
訓
海
、
牧
導
、
可
祭
三
職
守
〉
的
授
與
，
A
M指
定
伯
多
祿
為
教
會
的
最
高
收
者
與
專
帥
，

而
將
救
命
建
立
在
宗
徒
身
上
(
參
見
本
草
第
四
、
五
節
)
。
基
督
願
意
這
些
職
守
以
及
與
之
相
應
的
權
力
傳
予
他
們

的
承
位
者
，
因
為
我
會
的
目
的
要
求
如
此
。
教
會
的
宗
徒
位
在
主
教
繼
承
宗
徒
的
締
約
無
退
上
表
現
得
最
為
清
楚
。

我
人
祇
一
而
證
明
羅
馬
教
會
白
菜
徒
所
承
繼
，
因
為
羅
馬
主
教
是
全
歡
會
的
首
腦
與
本
誤
訓
誨
榷
的
持
有
者
。
自
此
可

比
，
伯
多
祿
與
其
繼
承
者
所
在
之
地
，
閉
氣
徒
所
悴
的
就
會
與
宗
徒
所
授
完
整
訊
道
所
在
之
地
。

教
父
巾
間
，
里
依
來
內
與
戴
晴
都
良
格
外
強
調
投
向
次
徒
性
的
基
本
原
則
，
以
一
汶
古
諾
斯
底
士
澀
的
謬
謊
。
他
們
指
川
公
殺
人
付
，
久

安
了
民
佬
們
的
教
訓
，
並
且
以
主
教
們
無
間
的
根
泣
，
保
持
了
訓
道
的
純
正
。
而
其
說
掀
起
於
宗
徒
們
以
後
，
有
比
一
耳
其
說
雖
你
也
宗
徒

。



時
代
但
的
心
、
內
心
徒
們
」
卅
一
啊
。
里
依
來
內
撰
寫
了
最
古
老
的
羅
馬
主
教
名
錄
(
反
兵
說
，
套
，
一
二
，

3
.

，
肆
，
廿
六
，
2
;

參
致
戴
南
部
肉

已
呵
地
回
』
-
R
U
E
-
-
U
N
O
-
-
立
u
ω
N
u
g
l

可
﹒
駁
馬
同
翁
宮
一
日
，
肆
，
五
;
墨
西
很
連
書
信
，
陸
玖
二
一
一
;
里
奧
斯
定

(
U
S
H
E肉
、
.
〉
岳
之
于

門
言
之
U
K
M
W
ω
u詩
后
，
伍
盞
，
一
二
一
，
羅
馬
主
教
名
錄
)

里
多
瑪
斯
告
訴
枝
的
，
東
徒
們
與
其
訓
誨
是
歇
會
的
次
要
基
礎
，
教
會
的
首
要
基
礎
是
基
督
自
己
(
因
N
』O
C
F
h
e
y

這
守•• 

自
﹒

。
)
3

歇
會
的
特
鑽

歡
會
的
合
一
、
車
也
、
公
眾
性
與
宗
徒
住
問
種
特
性
由
於
它
們
表
之
於
外
，
易
於
認
識
，
並
非
祇
是
基
督
其
教
會
的
本
質
特
性

t

並
且
還
是
外
在
標
記
已
有
比
約
九
世
時
期
(
一
八
六
四
年
)
，
聖
職
部
發
表
了
如
下
的
言
論
.. 

「
藉
蒼
天
主
的
權
力
，
基
督
真
教
會
的

木
質
也
四
種
特
徵
而
確
定
，
這
四
種
特
徵
並
坦
以
給
別
萊
悍
的
真
教
會
;
在
信
辭
中
我
人
承
認
它
們
是
信
仰
的
對
象
」
(
即
卅
一
六
八
六

;
一
七
九
一
二
)
。
在
禮
教
學
上
，
我
人
指
出
在
一
切
信
仰
某
苦
的
歡
會
裡
，
惟
有
羅
馬
教
會
擁
有
這
四
項
特
性
，
或
任
，
至
少
羅
馬
政

會
卓
越
地
擁
有
它
們
。

好
二
海

重主

會

論

四
九
七



第
四
編
捏
一
化
者
天
主

四
九
八

第
五
幸

教
會
的
公
晏
性

第
+
丸
節

歡
會
的
分
子

一
、
教

理

凡
有
兢
地
領
受
7
混
禮
，
一
間
沒
有
興
-
致
的
信
仰
以
及
法
律
性
的
教
會
團
體
措
離
的
，
即
為
教
會
的
分
子
|
確

定
意
見比

約
十
二
世
在
「
奧
體
」
通
諭
中
說.. 

「
惟
有
那
些
在
聖
洗
的
水
中
再
生
，
宜
認
了
真
正
的
信
仰
，
而
沒
有
因

著
對
他
們
自
己
有
害
的
行
為
自
動
離
異
奧
體
，
或
因
重
大
過
犯
由
合
法
樓
威
予
以
絕
罰
的
人
都
是
教
會
的
分
子
(

E
N
T
鄧
二
二
八
六
)
。

按
照
這
個
宣
稱
，
教
會
分
子
必
讀
具
備
下
列
三
個
條
件
.. 

份
有
劫
地
接
受
洗
禮
、
的H
宣
認
真
正
信
仰
、
份
參
與

教
會
團
體
。
一
個
人
在
滿
全
這
三
個
條
件
時
，
便
服
膺
了
歡
會
的
三
重
職
守
，
即
可
祭
職
守
(
洗
禮
)
，
訓
誨
職
守
(

信
誓
)
，
與
牧
導
職
守
(
服
從
教
會
的
權
威
)
。

由
於
司
祭
、
訓
誨
與
牧
導
之
權
與
教
會
的
三
重
職
守
相
連
，
並
形
成
教
會
的
合
一
和
可
見
性
，
要
成
為
教
會
的

分
子
，
讀
以
服
膺
這
三
權
為
先
決
條
件
。
洗
禮
所
給
的
基
督
的
印
記
，
即
里
洗
的
標
誌
，
永
留
不
朽
。
它
使
人
參
與

基
督
奧
體
，
並
予
人
以
參
與
教
會
禮
儀
的
能
力
和
權
利
。
因
而
洗
禮
是
我
人
成
為
教
會
一
分
于
的
真
正
原
因
。
宣
認



自
信
仰
與
參
加
教
會
團
體
則
是
成
人
所
必
具
的
先
決
條
件
，
為
使
他
開
始
或
繼
續
從
屬
那
華
於
洗
禮
的
敬
會
團
體
。

在
叭
就
會
以
外
，
有
鼓
地
領
受
了
洗
禮
的
見
童
，
除
非
他
們
在
開
始
運
用
理
智
以
後
，
自
願
放
棄
信
仰
或
離
開
教
會
團

體
，
都
是
教
會
的
分
子
。

歐
m
f四
世
在
「
為
亞
美
尼
人
的
通
論
」
(
b
R
B
E哀
、
B
K

冉
、s
s
r
w
E
ω
0
)中說
:
「
聖
沈
使
我
們
成
為
革
督

而
肢
體
，
參
與
我
會
奧
身
」
(
中
叫
苦
E
B
E

內
自

σ
E
b
r
且
在

s
r
g
G

。
片
。
旦
出
立5
日
開

2
]
而
且
函
。
鄧
六
九
六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聲
明.. 

「
對
那
些
未
經
洗
禮
，
未
加
入
教
會
的
人
，
教
會
不
運
用
其
轄
治
權
」
(
鄧
八
九
五
，

三
二
四
，
八
六
九
;
法
，
八
七
)
。據

二
、
證

遵
照
墓
督
的
教
訓
，
受
洗
是
進
入
天
國
(
若
，
盞
，
五
)

的
條
件
。
望
伯
多
祿
要
求
那
些
接
受
基h
m
H
福
音
的
人
作
補
贖
並
個
受
洗
禮
(
宗
，
武
，
三
八
)
。
可
見
洗
禮
臼
始
是

進
入
教
會
的
大
門
。
宗
，
貳
，
四
一.. 

「
於
是
凡
接
受
他
的
話
的
人
，
就
都
受
了
洗
;
在
祁
一
天
約
增
添
了
三
于

人
」
(
參
致
宗
，
捌
'
十
二
等
，
三
八
;
玖
'
十
八
;
拾
，
四
八
;
拾
陸
，
十
五
二
二
三
;
拾
捌
'
八
;
拾
玖
，

五
)
。
聖
保
時
告
訴
我
們
，
一
切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
自
由
人
和
蚊
識
都
聯
合
成
一
體
，
稱
扁
舟
墓
骨
的
奧
身
(
格
前
，

拾
戒
，
十
一
二
;
迦
，
差
，
廿
七
等
)
。
成
人
必
須
先
接
受
信
仰
的
真
理
，
方
能
接
受
洗
禮
。
谷
，
拾
陸
，
十
六

.. 

「

信
而
受
洗
的
必
要
得
故
」
o

瑪
，
貳
捌
，
十
九
所
示
基
督
盼
囑
宗
徒
們
去
給
萬
民
授
洗
，
間
接
地
要
求
人
服
膺
宗
徒

們
的
三
重
職
守
。

，
及
獲
得
故
恩
(
谷
，
拾
陸
，
十
六
)
的
不
可
或
缺

f輯

部

主立

合
同
九
叩
川

四
九
九



然
凹
編

型
化
滑
天
主

宜
。
。

傳
承
普
遍
地
位
泣
，
那
些
放
采
γ
J佑
仰
刊
以
敬
企
圖
盟
的
人
，
不
再
為
歇
會
的
分
于
。
聖
保
時
已
經
站
、
過
，
對
「
其
說
」
者
譴
責
過

一
次
兩
次
以
後
，
說
該
述
I
M他
力
行
益
，
十
)
。
戴
雨
都
此
表
示

•• 

「
具
說
份
于
不
能
分
享
我
們
的
信
道
，
離
開
圈
體
者
自
己
站
在

外
面
」
(
論
洗
粒
之
十
五
)
。
按
照
戴
氏
的
扒
拉
克
，
由
於
他
們
並
未
白
基
督
獲
得
教
訓
而
衷
心
信
從
，
所
以
他
們
也
不
再
是
基
督
徒
(

也
閱
、E
R
R
-
-
ω
斗
)
。
堅
固
彼
迪
則
主
以
惟
有
那
些
留
在
天
主
家
裡
的
人
才
組
成
歡
會
，
其
說
者
和
離
異
者
都
在
教
會
之
外
(
書
信
，

伍
玖
，
七
)
，
信
奉
異
說
的
投
入
行
所
予
洗
禮
是
否
有
殼
的
爭
論
，
是
指
歇
會
以
外
的
異
說
者
是
否
能
給
人
有
鼓
地
付
洗
的
問
題
。
聖
奧

斯
定
將
其
讀
者
比
擬
為
「
脫
脫
了
身
體
的
迦
翼
」
(
訓
道
辭
，
貳
陸
棠
，
四
，
四
)
。
他
解
釋
信
辭
道

.. 

「
具
說
者
由
不
屬
於
公
教
會
，

離
異
者
亦
不
屬
於
她
」
(
b
t
b
.
丸
h
h
H

己
，
這
F
C
F
U
H
O
W
N
H
)

三
一
、
仲

-?h、\l1'A-] 

下
述
各
種
人
士
不
是
教
會
分
子•. 

付
尚
未
領
洗
的
人
。
格
前
，
伍
，
十
一
一.. 

「
原
來
審
斷
教
外
的
人
，
與
我
何
干
?
」
所
謂
血
洗
與
願
洗
，
乃
是
指
所
傳
于
的
息
躍

而
言
，
但
血
洗
與
願
洗
並
不
使
人
加
入
歇
會
，
因
為
它
們
並
不
技
典
里
事
印
記
，
而
里
卒
印
記
是
加
入
教
會
團
體
與
享
有
各
項
權
利
的

根
原
。學

習
要
理
者
並
非
教
會
的
分
于
。
索
阿
勒
茲
對
此
的
意
見
不
足
為
憑
。
即
使
他
們
有
意
(
〈
。
門
口

3
)屬
於
歇
會
，
實
際
上
(
自
a
z
)

他
們
尚
未
受
到
接
納
。
教
會
對
他
們
毫
無
轄
治
權
(
鄧
八
九
五
)
。
敬
父
們
將
慕
道
者
與
信
友
劃
分
得
非
常
清
楚
(
參
見
戴
雨
都
良

b
h
M
V
E
B
R
.
-
b
u
奧
斯
定
L
E
F
§.• 

HH

.
twN) 

持
公
開
的
叛
教
者
與
異
說
者
。
公
開
信
奉
異
說
的
人
，
即
使
他
們
的
錯
誤
是
善
意
的
(
不
自
知
的
其
說
者
自
缸
片
叩
門

E
E
H
叩
門5
)
，

也
不
再
屬
於
教
會
，
即
不
再
崩
於
教
會
的
法
律
固
體
。
然
而
，
這
並
不
阻
止
他
們
精
神
上
屬
於
教
會
，
即
藉
願
掌
而
屬
於
教
會
(
〈

C
H
E

早
已
g
g
品
獲
得
成
義
典
故
恩
。

按
照
雙
拉
朗
與
大
多
數
現
代
神
學
家
(
如
何
V
E
g
g
-
-
E口
。F
ω
H
E
c
r
u

HMmmnF

>

的
較
為
可
靠
的
意
見
，
秘
密
背
教
者
與
其
說



者
仍
是
歇
會
的
分
于
，
因
為
，
由
於
教
會
是
可
見
的
，
失
去
敢
去
資
格
與
獲
得
教
友
資
格
一
棋
，
讀
以
外
在
的
依
法
律
可
以
誼
朗
的
行

動
為
憑
。
素
阿
勒
茲
，
怯
的
土
林
(
問E
E
m
-
-口
)
與
其
他
神
學
欲
不
贊
成
這
個
意
見
。

叫
開
離
異
教
會
者
與
那
些
、
心
﹒
甘
心
正
直
而
原
則
上
拒
絕
教
會
權
威
或
自
動
離
開
了
膺
服
教
會
的
信
友
團
體
者
。
心
意
正
直
的
離
異
者
一

如
心
意
正
直
的
其
說
者
一
位
，
能
結
若
干
腦
隸
歡
會
的
做
望
，
精
神
上
屬
於
教
會
，
從
而
獲
得
成
義
與
得
救
的
恩
寵
。

制
受
嚴
重
絕
罰
者
(
閃
R
O
B
E
E
n

色

4
F
E
E
-訟
，
二
二
五
八
)
(
註
)
。
按
照
目
前
最
普
遍
的
意
見
，
可
容
忍
之
故
組
罰
者
(

開
M
n
g
B
S
E
-
s
t
E自
己
已
衍
，
為
教
會
的
分
子
，
甚
至
在
法
律
制
裁
公
佈
後
，
他
們
不
再
享
有
許
多
精
神
的
福
利
時
亦
然
，
這
倒
意
見

受
到
教
會
法
與
第
二
二
六
六
條
，
之
一
玖
諒
。
某
些
神
拉
家
如
索
阿
勒
茲
，
姐
克
壘
(
g
m
n
r
g
自
己
主
怯
受
嚴
重
組
山
前
者
仍
蓓
是
教
會
的

分
子
，
這
個
見
解
與
「
與
時
」
站
前
的
教
訓
不
符
，
因
通
話
特
別
問
明
那
些
犯
了
重
大
過
錯
的
人
，
為
合
法
權
威
所
拒
絕
而
離
開
教
會

團
體
。
神
學
家
的
多
數
意
見
部
主
張
受
嚴
重
絕
罰
者
，
(
祇
有
他
們
)
是
通
話
所
指
的
不
屬
於
教
會
的
分
子
。

雖
然
公
然
背
教
者
、
信
率
異
設
者
、
離
異
教
會
君
與
受
嚴
重
絕
罰
者
都
置
身
教
會
的
法
律
組
織
以
外
，
但
他
們
與
教
會
的
關
係
和

未
領
洗
者
與
教
會
的
關
係
有
水
質
上
的
差
別
。
正
因
使
人
加
入
教
會
的
洗
臨
之
印
記
赴
不
可
肘
滅
的
，
已
受
洗
的
人
，
即
使
不
再
是
歡

會
的
一
分
子
，
他
也
無
法
與
教
件
完
全
斷
絕
連
彈
。
甚
至
當
一
個
人
因
懲
罰
失
去
了
洗
闖
一
所
予
的
權
益
時
，
由
洗
禮
而
來
的
義
務
還
是

存
留
在
他
身
上
。
所
以
教
會
對
那
些
受
洗
後
離
異
了
她
的
人
仍
認
為
有
轄
治
之
榷
。

第
廿
節

加
入
教
會
的
必
要
性

任
何
人
欲
得
拯
裁
，
必
須
參
與
教
會l
信
理

第
四
次
投
院
朗
大
公
會
議
(
三
三
五
年
)
怯
的
毛
ξ

皂
、
三
芽
、
中
聲
明.. 

「
在
公
教
會
以
外
無
人
得
救
」

(
也
丘
吉ρ
S
E
E
-
}己
的

C
E

口
戶
口
。m
p
r
E
Z
H鄧
凹
三
0
)
。
迋
也
就
是
弱
冷
翠
聯
合
大
公
會
議
(
鄧
七
一
凹
〉

依

內
心.• 
受
臥
車
氾
訓
籽
，
教
友
們
山
的
川
遊
兔
與
之
接
川

U
S

第
二
部

是主

f'r 
丟人
iih!l 

主

O 



F
A卅日
溺

單
化
者
天
主

頁
。

講
森
三
世
(
部
四
二
一
二
)
和
鮑
尼
法
斯
八
世
在
「
唯
一
至
聖
」
劫
書
(
鄧
四
六
八
)
、
克
來
孟
六
世
(
鄧
五
七O
b
)

、
本
結
十
四
世
(
鄧
一
四
七
一
二
)
、
比
約
九
世
(
部
一
六
四
七
，
一
六
七
七
)
、
良
十
三
世
(
鄧
一
九
五
五
)
、
比

約
十
二
世
於
「
奧
體
」
通
論
(
鄧
二
二
八
六
，
二
二
八
八
〉
所
品
一
京
的
教
訓
。
此
約
九
世
譴
責
現
代
人
對
眾
教
的
冷

混
態
度
.. 

「
我
們
憊
當
確
信
，
在
傳
自
宗
徒
的
羅
馬
教
會
以
外
，
無
人
能
獲
救
恩
。
教
會
是
唯
一
救
贖
之
舟
。
不
進

入
比
舟
的
，
將
在
洪
水
中
喪
亡
。
然
而
，
我
們
必
須
同
樣
地
深
信
那
些
苦
於
不
知
真
正
宗
教
在
何
處
的
人
，
在
主
前

將
不
致
因
此
而
定
罪
」
(
部
一
六
四
七
〉
0

比
約
九
世
的
話
告
訴
我
們
，
某
些
事
宜
上
不
屬
於
教
會
的
人
也
可
能
獲

至
故
恩
(
部
一
六
七
七
，
七
九
六
願
洗
)
。

屬
於
教
會
必
要
性
不
僅
是
規
誠
的
必
要
性
(
口
R
B
m
Z
S
H
U
E
R
呂
立
)
，
而
且
是
方
法
上
的
必
要
性
合
R
g

寄
自

目
。

2
)
。
舊
約
所
述
洪
水
時
放
生
的
方
舟
，
正
可
以
說
明
此
理
。
然
而
，
方
法
必
要
性
並
非
絕
對
的
必
要
性
，
而
是

假
設
的
必
要
性
?
這
。
于
皂
白
丘
E
R
a
-
q
)。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
即
在
無
法
知
道
或
不
能
知
道
的
情
況
下
，
加
入

救
會
的
意
願
可
以
代
替
實
際
的
加
入
。
這
個
意
願
不
一
定
要
明
顯
地
表
露
出
來
，
可
以
蘊
含
地
表
之
於
忠
實
承
行
天

主
意
旨
的
心
靈
狀
態
中
。
在
這
種
境
況
下
，
公
教
會
以
外
的
人
也
能
獲
得
教
恩
。
參
考
聖
職
部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八

日
的
公
園
(
鄧
萄
三
八
六
六
|
三
八
七
三
)
。

基
督
說
建
立
了
教
會
，
作
為
拯
救
一
切
人
的
機
構
，
他
也
就
要
求
人
們
參
與
其
中
。
他
把
自
己
的
權
威
交
給
祟

徒
們
，
囑
咐
他
們
到
全
世
界
去
宣
講
福
音
，
給
人
授
洗
，
凡
接
受
他
的
教
訓
與
洗
禮
的
人
便
能
得
救
」
(
路
，
拾
，

十
六
;
瑪
，
拾
，
四
十
;
拾
捌
'
十
七
;
貳
捌
'
十
九
;
谷
，
拾
陸
，
十
五
等
)
。
那
些
無
辜
地
不
認
識
基
督
的
教



會
，
而
準
備
實
行
天
主
意
旨
的
人
，
憑
藉
天
主
的
正
義
與
聖
經
所
研
示
的
天
主
顛
一
切
人
得
軟
的
意
旨
，
將
不
會
受

到
懲
罰
(
弟
前
，
貳
，
四
)
。
宗
徒
們
宣
稱
信
仰
基
督
與
其
一
福
音
為
得
敦
的
條
件
，
從
而
訓
示
我
們
欲
獲
救
恩
必
須

參
與
教
會
。
伯
多
輸
在
最
高
審
判
廳
承
認

.. 

「
除
他
以
外
，
無
論
憑
誰
，
決
無
救
恩
」
(
宗
，
肆
，
十
二
.
，
參
致

迦
，
壹
'
八
;
鐸
，
萃
，
十
|
十
一
;
若
二
，
十
等
)
。

敬
父
們
一
致
相
信
，
在
教
會
以
外
，
沒
有
教
恩
。
這
個
理
論
不
僅
用
於
教
外
人
士
，
並
可
用
於
信
異
說
者
與
離
異
人
士
。
里
依
來

內
說.• 

「
那
些
不
頤
迅
速
參
加
教
會
的
人
，
得
不
到
聖
神
的
毅
力
。
他
們
的
錯
誤
見
解
和
卑
劣
行
為
使
他
們
自
紐
於
生
命
。
因
為
教
會

在
那
裡
，
天
主
的
聖
神
也
在
那
也
;
天
主
的
車
神
在
那
裡
，
教
會
與
其
一
切
恩
寵
也
在
那
挫
」
(
反
其
說
，
盔
，
廿
凶
，
1
)
。
奧
力

振
清
楚
指
出.• 

「
在
歡
會
以
外
，
沒
有
一
個
人
得
救
」
(
開
巴E
m
B
F
E
B
B
m
g

。
在
4
位
已

-
M
W
H
h
p
-
b
h
R
h
q
b
咕
咕
苟
言
自
﹒
囡
"

印
)
墨
西
很
連
也
說
同
樣
的
話.. 

「
教
會
以
外
別
無
拯
教
」
3
比
g
m
M

門2

月
口
-
m
m
E
B
B口
而
且
書
信
，
提
盞
，
廿
一
)
。
敬
父
們

如
西
很
迪
、
熱
羅
尼
莫
、
奧
斯
定
、
一
幅
京
新
都
以
諾
厄
方
舟
與
敵
哈
布
的
家
(
蘇
，
貳
，
十
八
)
為
加
入
教
會
必
要
性
的
象
徵
。
這
一

初
期
歡
會
的
信
仰
表
現
於
傳
揚
一
幅-
Z日
的
熱
忱
，
歡
會
子
女
的
男
於
殉
難
和
對
異
說
的
嚴
詞
斥
責
上
。

由
於
人
們
強
調
屬
於
教
會
的
必
要
性
，
因
此
教
外
人
士
可
能
得
毅
的
思
想
遲
遲
顯
露
頭
角
。
里
盎
博
羅
削
典
里
奧
斯
定
認
為
，
學

習
要
理
者
在
受
洗
以
前
去
世
，
可
以
得
紋
，
因
為
他
們
會
希
望
值
受
洗
禮
，
他
們
已
有
信
心
並
巳
歸
心
向
主
(
盎
博
羅
削
b
呵
。
。
念
認

可
a
h
.• 

U
H
U
奧
斯
定
論
洗
禮
，
郎
，
廿
二
，
廿
九
)
。
馬
賽
的
紀
納
姐
(
C
S
E
已
戶
口
田
正
告
貝
克
已
古
巴
則
主
張
學
習
要
理
者
除
了
殉
教

而
死
，
不
能
獲
得
救
恩

(
b
n
R丸
﹒
丸
。
h
3.• 

2
)

，
奧
斯
定
還
將
不
自
知
的
其
說
當
(
自
己
自E
r

叩
門
叩
門
戶
8
)
與
真
正
的
其
說
者
(

肉
。
同
自
己r
叩
門
皂
白
)
不
在
字
面
上
，
而
在
事
實
上
，
加
以
區
分
。
他
說
前
者
並
非
狹
義
的
其
說
者
(
書
信
，
肆
套
，
一
，
一
)
。
他
對

不
自
知
的
其
說
者
和
對
故
義
的
其
說
者
的
得
教
問
題
，
若
怯
不
同
。

里
多
瑪
斯
根
據
教
會
傳
家
，
主
張
教
會
的
普
遍
必
要
性
(
何
制
、
.
切
注
忘

.• 

自
﹒
也
)
。
但
自
另
一
方
面
君
，
他
承
認
一
個
人
憑
其
受

洗
的
意
願
，
即
使
沒
有
領
受
聖
事
了
也
可
以
成
義
，
因
而
，
實
際
上
並
未
屬
於
教
會
的
人
，
憑
其
參
與
的
意
頤
，
也
有
得
敦
的
可
能
(

F管

部

教

會

=' ... iinlJ 

去

。



峙
呵
八
四
唔
，

1

口
一
心
，
山

4月1工
八
占

心
。
凹

神
，
翠
，
六
八
，

2
)

商
討
教
A卅
日
肝
受
「
不
容
忍
一
(
戶
口
豆
叩
門
血
口
口
時
)
頭
皮
的
指
訓
，
女
人
必
創
分
如
「
敢
翁
的
蜂
起
」
(
兮
的
口
三
戶
口

Z
F
E
D
2
)民
「

社
八
凹
的
容
忍
」
(
口
已
畔
。
】
m
H
S
S
)兩
誼
。
敦
白
拒
絕
「
敢
說
容
忍
」
，
囚
為
故
式
的
容
忍
無
其
示
范
一
切
米
歇
成
一
切
一
佰
仰
基
督
的

歡
含
有
同
等
的
生
存
權
利
與
價
值
(
無
可
無
不
可
主
義
或
騎
牆
主
義
)
。
…
叫
主
史
上
，
真
理
滋
有
一
個
。
但
教
A
M
M
要
求
「
社
會
的
容
忍

」
，
宣
揚
一
切
人
值
此
相
愛
的
誡
命
，
對
那
些
陷
於
鉛
龍
的
人
亦
不
例
外
(
參
放
耶
穌
苦
難
日
的
心
詞
)



丹(
f
p六、
占
一
平論
諸
聖
通
功
或
團
體

第
廿
-
節

諸
里
通
功
的
概
念
與
實
際

在
下
列
陳
述
中
，
「
歇
會
」
一
詞
係
揉
共
廣
泛
意
義
，
即
指
示
那
些
在
世
悶
，
煉
拭
成
天
鼠
的
是
抖
的
奇
思
路
既
款
何
與
學
化
的

人
。
廣
義
的
「
歇
會
」
通
常
稱
為
諸
里
的
團
體
。

e

在
現
世
與
另
一
世
界
，
為
基
督
恩
寵
蹄
拯
救
的
文
圈
子
晨
，
與
教
會
一
冗
當
之
間
以
及
他
們
彼
此
之
悶
，
在
趕
性

生
活
中
聯
成
一
個
過
功
的
團
體
|
確
定
意
見

後
期
的
宗
徒
信
經
(
第
五
世
紀
)
對
學
而
公
教
會
的
信
仰
，
增
添
了
「
諸
理
過
功
」
一
話
。
從
上
下
文
看3
此

詞
指
示
世
間
的
教
會
。
它
指
出
現
世
的
信
友
們
若
無
罪
疚
的
故
障
，
是
與
教
會
一
兀
首
基
督
，
並
和
其
他
信
友
在
迢
性

生
命
的
團
體
中
相
連
繫
的
。

口
。B
B
S
E
E

口
已
。
E
B

一
詞
的
原
義
是
共
同
擁
有
神
聖
的
事
物
(
的
戶
口
H
m
L
m
w
g
r
)
。
勒
美
西
亞
納
的
尼
西
達

(
Z
S
E
。
同

H
N
m
g
g戶
自
己
在
解
釋
信
經
時
說
:
「
因
此
出
要
相
信
，
你
在
這
個
唯
一
歡
會
門
，
將
(
與
信
友
們
)
共
同
擁
有
一
切
神
思
之
事
物7

!
里
奧
斯
定
亦
以
同
提
意
義
論
及
「
里
一
一
箏
的
共
通
」
〈
仇
。

H
H
H
S
g
~
o
g
n
E
B
E
S
E
S參
見
別
迫
滸

-
f州
立z峙
，
十
一
)
0

日
前
我
們

先
以
此
話
指
點
為
基
督
恩
紹
所
里
化
者
的
閻
膛
，
即
擁
有
基
督
所
獲
悍
的
紋
的
一
的
利
的
問
忱
。

根
操
羅
馬
要
理
問
答
，
話
里
固
體
之
得
以
成
立
，
是
措
信
眾
共
同
擁
有
教
什
圳
保
存
的
得
內
心
叫
他
的
方
法
，
佔
有
教

A
M
M
所
采
受
的
異

常
恩
賜
，
並
且
也
藉
若
全
體
信
友
共
同
分
卒
祈
前
與
善
工
的
美
呆
。
「
故
導
教
會
的
唯
一
里
神
，
使
存
於
歡
會
內
的
一
切
屬
於
全
臨
信

文
」
(
壺
，
十
，
廿
二
)
。
「
不
僅
那
使
人
成
義
與
中
低
天
主
的
思
紹
，
連
異
常
的
恩
賜
也
都
是
共
有
的
」
(
立
，
十
，
廿
五
)
。
由

於
個
人
的
任
何
美
好
、
聖
善
之
事
物
，
其
益
處
為
全
體
所
共
卒
;
全
體
共
享
是
憑
前
不
回
謀
私
利
的
愛
德
」
(
如
芯
，
十
，
廿
三
一
)
。
比

勢
二
部

歇
會

Eí~ 

五
O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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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六

約
十
二
世
在
「
奧
體
」
通
議
中
說
過
阿
樣
的
話•• 

「
在
基
督
吳
世
內
，
由
於
諸
鑿
的
站
到
，
個
人
的
德
行
典
著
工
，
為
全
體
所
共
享
」

(
且
也H
)
。
因
此
在
奧
身
的
肢
體
之
閉
，
精
神
財
產
為
全
體
所
共
有
。
這
損
精
腳
財
產
包
站
起
白
叫
別
得
的
一
切
越
性
思
緩
和
由
基
督

恩
寵
所
完
成
的
一
切
善
工
。

遵
循
基
督
的
意
頤
，
信
友
們
應
該
以
基
督
典
文
的
合
一
為
榜
樣
，
彼
此
密
切
連
繫
於
一
個
人
間
的
契
合
中
(
右

，
拾
柴
，
廿
一
)
。
基
督
日
喻
葡
萄
樹
以
宗
徒
們
為
樹
枝
，
樹
枝
與
樹
幹
相
連
，
使
能
產
生
果
實
(
若
，
拾
伍
，
一
|

八
)
。
他
要
宗
徒
們
向
天
欠
祈
求
，
把
超
自
然
的
與
自
然
的
恩
惠
不
但
賜
給
他
們
自
己
而
且
蜴
給
全
體
信
友
(
碼
，

陸
，
九
等
;
天
主
經
)
。
聖
保
祿
將
基
督
的
訓
誨
加
以
發
揮
，
他
祖
基
督
為
奧
體
|
教
會
的
首
腦
，
信
友
們
為
此
惟

一
奧
身
的
肢
體
。
每
一
肢
體
的
活
動
有
益
於
整
個
奧
體
。
格
前
，
拾
貳
，
廿
五
|
廿
七

.. 

「
免
得
在
身
體
內
發
生
分

裂
，
反
要
各
肢
體
彼
此
互
相
關
照
。
若
是
一
個
肢
體
受
苦
，
所
有
的
肢
體
都
一
同
受
苦
;
右
是
一
個
肢
體
受
榮
，
所

有
的
肢
體
都
一
同
歡
樂
」
。
羅
，
拾
貳
，
四
|
五

.. 

「
就
如
我
們
在
一
個
身
體
上
有
許
多
肢
體
，
但
每
個
肢
體
都
有

不
同
的
作
用
。
同
樣
我
們
眾
人
在
基
督
內
，
也
都
是
一
個
身
體
，
彼
此
間
，
每
個
都
是
肢
體
」
。
這
一
理
論
的
一
個

實
際
結
論
是
:
保
蘇
為
他
所
建
立
的
團
體
代
禱
，
並
要
求
他
們
為
他
自
己
，
也
為
全
體
聖
徒
代
禱
(
羅
，
堂
，
力

等
;
拾
伍
;
卅
等
;
厄
，
陸
，
十
八
等
)
。

在
傳
承
中
，
諸
聖
相
通
功
的
信
仰
自
始
表
露
於
為
生
者
與
亡
者
代
結
所
舉
行
的
祖
儀
中
。
教
父
們
經
常
﹒
勸
告
信
友
為
他
們
自
己
和

別
人
祈
藉
。
在
奧
斯
定
的
有
關
基
督
奧
體
的
闡
述
中
，
特
別
將
諸
里
通
功
的
思
想
作
為
理
論
探
討
的
對
象
。
他
不
但
以
此
設
的
信
玄
，

並
以
逝
世
的
信
者l
事
實
上
自
創
世
以
來
一
切
的
義
人
，
都
是
基
督
教
會
的
肢
體
。
他
們
都
尊
基
督
為
一
兀
首
。
使
各
肢
體
故
此
聯
合
，

且
與
一
兀
首
相
聯
的
媒
介
是
聖
神
的
贈
物
l

愛
德
。
愛
德
使
基
督
的
臭
體
生
活
(
參
見
天
主
之
圾
，
貳
拾
，
九
，
2
，
問
E
3.. 

ghuh-



2
.
ω
w
A
U
古

3
.
E
F
h
u
訓
導
辭
，
壹
念
一
棠
，
一
二
)
「
諸
星
通
功
」
一
詞
典
信
辭
相
繁
，
第
一
次
見
於
勒
美
商
卅
一
納
的
尼
西

達
(
Z
n
m
g。
閃
閃
仰
自m
閉
門
自
己
所
撰
的
信
辭
注
釋
(
三
八0
年
以
後
)
，
這
里
面
「
諸
聖
通
功
」
一
詞
，
可
能
已
經
是
信
辭
的
一
部

分
。
自
第
五
世
耙
中
葉
起
，
高
盧
也
有
人
應
用
此
名
詞
(
里
茲
主
教
福
斯
脫
吋
呂
閉
門
口
間
。
閃
閃
凹

2
)
。

里
多
瑪
斯
自
諸
聖
通
功
的
教
理
中
，
引
伸
出
兩
項
結
論.• 

H
元
首
基
督
教
胞
的
功
績
，
在
車
事
中
，
授
予
臭
身
的
肢
體
。
叫
每
一

肢
體
分
享
其
他
肢
體
的
善
工
(
阿N
、
2
.
M
U
Y
這

~
y
p
。
-
8
)

第
甘
=
節

現
世
僵
衷
的
過
功

一
、
代

禱

現
世
信
哀
彼
此
代
疇
，
能
蒙
天
主
賜
恩
|
確
定
意
見

比
約
十
二
世
在
「
奧
體
」
通
諭
中
-
說.. 

「
許
多
人
的
得
載
有
賴
於
基
督
奧
身
各
分
子
的
祈
禱
和
為
這
意
向
所
行

的
克
己
」
。
一
如
教
會
一
向
所
實
行
的
。
他
勸
勉
信
友
彼
此
代
禱.. 

「
讓
我
們
使
每
天
的
共
同
祈
禱
上
達
主
聽
，
用

以
替
基
督
奧
體
的
一
切
肢
體
代
求
。
」

自
遠
古
以
來
，
人
們
就
相
信
彼
此
代
禱
的
殼
果
，
連
非
猶
太
民
族
也
知
道
這
件
事
(
參
見
出
，
捌
，
四
;
拾
，

十
七
)
。
伊
撒
爾
民
族
的
偉
人
為
亞
巴
郎
(
創
，
拾
捌
，
廿
三
等
)
、
梅
瑟
(
出
，
去
一
貳
，
十
一
等
;
去
一
武
，
卅

等
)
、
撒
慕
爾
(
撒
上
，
棠
，
主
;
拾
貳
，
十
九
等
)
、
耶
利
米
亞
(
耶
，
拾
捌
'
廿
)
都
會
為
他
們
的
民
眾
或
某

些
人
代
禱
。
先
知
們
因
君
王
與
民
眾
之
請
而
代
求
天
主
(
列
上
，
拾
羞
二
川
;
列
下
，
拾
玖
，
四
;
耶
，
晶
晶
一
棠
，

一
一
一
;
肆
貳
二
一
〉
。
耶
穌
勉
宗
徒
們
為
仇
人
祈
禱
(
塌
，
伍
，
四
四
)
。
聖
保
轍
向
各
教
會
寫
信
時
，
保
證
為
他
們

第
二
部
歇

會

論

宜
。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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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O
八

祈
禱
(
羅
，
壹
，
九
!
十
)
，
也
要
求
他
們
為
他
自
己
祈
禱
(
羅
，
拾
伍
，
卅
)
，
並
為
一
切
聖
徒
祈
禱
(
厄
，
陸
，

十
八
)
。
他
說
:
「
要
為
一
切
人
懇
求
、
祈
禱
、
轉
求
和
謝
恩
，
為
眾
君
王
和
為
一
切
有
權
仕
的
人
」
(
弟
前
，

貳
，
一
)
。
聖
雅
各
伯
勸
信
友
們
「
彼
此
祈
禱
，
好
使
你
們
獲
得
痊
癒
。
義
人
懇
切
的
祈
禱
大
有
功
殼
」

伍
，
十
六
)

(
雅
，

。

在
遠
古
的
基
督
教
文
獻
裡
，
彼
此
代
禱
的
勸
勉
和
請
求
極
其
豐
富
。
羅
馬
的
車
克
來
孟
特
別
勸
格
林
多
信
友
為
罪
人
祈
禱
，
使
他

們
溫
良
而
謙
遜
(
致
格
林
多
人
書
，
伍
陸
，
一
)
。
他
擬
了
一
個
禱
詞
，
為
全
世
界
蒙
主
召
選
的
人
和
一
切
的
需
要
而
祈
禱
(
致
格
林

多
人
書
，
伍
玖
)
。
安
提
約
基
雅
的
依
納
爵
在
他
的
書
信
中
，
要
求
人
們
為
他
祈
攏
，
使
他
獲
享
殉
道
的
榮
一
蝠
，
為
他
離
別
的
鼓
利
亞

歇
會
祈
禱
，
並
篤
信
奉
真
說
者
祈
禱
，
使
他
們
悔
悟
自
新
，
以
及
為
一
切
人
祈
禱
(
參
致
致
羅
馬
人
書
，
肆
，
二
;
捌
二
于
，
玖
，

一
;
致
厄
弗
所
人
書
，
拾
，
一
!
二
;
拾
壹
二
一
;
貳
壹
，
一l
一
一
;
及
保
理
加
布
致
變
理
伯
人
書
，
拾
貳
二
二
;
十
二
宗
徒
訓
昔
日
，

拾
，
五
;
儒
斯
定
，
護
教
書
，
壺
，
六
一
，2
;

六
五
，
1
.

，
六
七
，
5
;

戴
爾
都
良
N
V
n
N
U
C
§
b

•• 

urG) 

二
、
為
他
人
立
功

現
世
信
在
藉
費
在
恩
寵
攪
界
所
提
康
的
善
工
，
可
以
情
誼
地
彼
此
賺
得
主
的
恩
寵
|
可
靠
意
見

按
﹒
本
節
第
一
段
中
所
引
比
約
十
二
世
語
，
許
多
人
的
獲
救
有
賴
於
基
督
奧
體
各
分
子
的
祈
禱
和
克
己
。
一
起
些
祈

禱
和
克
己
以
情
誼
功
績
方
式
得
到
教
贖
所
需
的
內
在
與
外
在
的
恩
寵
(
參
致
恩
寵
篇
第
廿
五
節
第
二
段
)
。

初
期
歡
會
的
信
文
堅
信
，
不
僅
可
藉
懇
求
的
祈
疇
，
且
可
藉
著
虔
敬
的
蓮
問
工
，
為
信
主
邀
得
天
主
的
恩
惠
。
羅
馬
的
聖
克
來
孟
介

紹
那
「
以
守
齋
與
謙
遜
事
牽
無
所
不
知
的
天
主
」
的
文
斯
德
(
開
閉
門
古
巴
為
格
林
多
信
衷
的
模
範
(
致
格
林
多
人
壹
百
，

I
m伍
，
六
)

鑒
儒
斯
定
給
初
期
信
友
的
虔
敬
作
誼
，
他
們
以
祈
禱
守
齋
，
聽
道
理
，
求
主
寬
免
他
們
已
往
的
罪
想
(
護
教
書
，
去
，
六
一
，
2
)



一
、
代
贖
(
4佇
立
。
5

丘
。
口
。
5
3
3

現
世
僵
袁
藉
費
在
恩
罷
境
界
所
完
賤
的
補
贖
善
工
可
以
彼
此
代
贖
罪
憊
|
確
定
意
見

補
贖
(
且S
S
B
S
C
的
投
力
是
赦
免
罪
的
暫
罰
。
代
贖
的
可
能
性
基
於
奧
體
的
合
一
性
。
正
如
元
首
基
督
在
贖
罪
時
以
代
了
民

位
的
地
位
，
某
一
肢
體
也
可
以
取
代
另
一
肢
體
的
地
位
。
大
放
是
以
代
贖
的
可
能
性
和
實
在
性
為
基
礎
。

教
宗
克
來
孟
六
世
在
「
天
主
獨
子
」
(
門
y
h
h
S叫H
N
h
h
b
s
.
h
d
r
h
h
u
H
2
3

聖
年
勃
書
中
，
第
一
次
正
式
採
納
「

教
會
寶
庫
」
(
吋
r
o
m
m
E
g開
R
E
E
0
)的
說
法
，
他
宣
布
天
主
之
母
和
自
古
以
來
一
切
蒙
召
者
的
功
積
(
代
贖
身

讀
)
都
使
發
會
寶
庫
愈
形
單
富
，
教
會
自
其
中
提
取
大
赦
(
鄧
五
五
一
一
;
參
見
七
四

O
m
)

。
比
約
十
一
世
曾
經
在

「
至
藤
救
主
」
(
h
h
2
S
H
H
M
h
E
R
h
N
N

丸

S
K
E
-
-
S
N∞
〉
及
「
基
督
之
愛
」
(
全
、
兮
兮
的
詩3
.
h
H
F
H
S
N
)

二
通

論
中
勸
告
信
友
向
耶
穌
聖
心
奉
獻
精
厚
的
善
工
，
不
僅
為
求
主
寬
免
他
們
自
己
的
過
犯
，
抑
且
求
主
寬
免
他
人
的
位

尤
。

無
辜
者
為
罪
人
補
贖
的
思
想
已
可
見
於
舊
約
。
無
辜
者
承
擔
了
天
主
對
罪
人
的
震
怒
，
使
罪
人
重
新
獲
得
天
主

的
喜
悅
，
梅
瑟
為
陷
罪
的
伊
撒
爾
人
自
獻
於
主
，
當
作
蟻
牲
(
出
，
晶
晶
一
貳
'
卅
一
一
)
。
約
伯
為
他
孩
子
們
的
罪
熔
炙

儲
備
牲
(
約
，
壹
，
五
)
。
依
撒
意
直
預
言
默
高
亞
將
為
全
人
類
贖
罪
(
依
，
陸
奉
)
。
新
約
告
訴
我
們
，
基
督
的
苦

難
與
死
亡
是
一
種
贖
蟹
，
為
罪
人
所
作
的
犧
性
(
參
見
第
三
編
第
二
部
教
世
的
工
程
第
九
，
十
節
)
。
聖
保
祿
教
訓

我
們
，
信
友
可
以
彼
此
代
贖.. 
哥
，
壹
，
廿
四.. 

「
如
今
我
在
為
你
們
受
苦
，
倒
覺
得
高
興
，
這
樣
我
可
在
我
的
肉

身
上
，
為
基
督
的
身
體
!
教
會
，
輔
充
基
督
的
苦
難
所
欠
缺
的
」
。
格
後
，
拾
貳
，
十
五

.. 

「
至
於
我
，
我
甘
心
情

第
二
部

歇

會

論

去
。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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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
。

願
為
你
們
的
靈
魂
付
出
一
切
，
並
將
我
自
己
也
完
全
耗
盡
」。弟
後
，
肆
，
六.. 

「
我
已
被
奠
祭
」
(
即
將
為
主
致

命
)

最
早
的
教
父
們
已
經
想
到
殉
道
是
替
人
贖
罪
的
途
徑
之
一
。
安
提
約
基
亞
的
依
納
爵
給
厄
弗
所
人
寫
信
時
，
說
他
願
意
為
他
們
代

贖
而
犧
牲
(
捌
，
一
)
。
在
致
保
理
加
布
書
中
，
他
宣
稱
自
己
和
他
的
同
伴
是
為
保
理
加
布
所
作
的
「
贖
價
」
(
貳
二
二
)
。
奧
力
振

援
引
格
後
，
捨
貳
，
十
五
;
弟
後
，
肆
，
六
及
默
，
障
，
九
時
，
告
訴
我
們
宗
徒
們
和
殉
道
烈
士
們
以
死
亡
洗
辦
了
信
衷
的
罪
位
(
旨

之
史
遺
-
v
。
這•• 

M
W
N
)
。
戴
爾
都
良
(
h
n
N
-
h
h
R
H
J

己
和
聖
西
值
連
(
書
信
，
十
五
|
廿
一
二
)
所
誼
示
，
因
殉
道
者
的
推
薦
(

和
平
信
函
〉
而
接
納
受
懲
罰
的
信
友
返
回
教
會
團
體
之
習
例
，
是
基
於
代
贖
的
理
論
。
墨
西
彼
連
明
顯
地
指
出
，
罪
人
可
賴
殉
道
者
之

助
而
得
到
支
持
(
一
書
信
，
拾
玖
二
一
;
拾
捌
'
一
;
參
放
聖
盎
博
羅
削
也
m
q
b
M叫
•• 

H
W
N
ω
N
u
b
h
h
u
c
s
u
-
-
H
U
H
F

∞
H
)
。

聖
多
務
斯
觀
代
贖
可
能
性
的
聖
經
誼
據
是.. 

迦
，
陸
，
二
的
經
文.. 

「
你
們
應
彼
此
幫
助
背
負
重
擔
，
這
樣
你
們
就
能
滿
全
了
基

督
的
法
律
」
，
而
以
愛
德
的
結
合
力
作
為
代
贖
的
理
論
基
礎
:
「
二
人
因
愛
德
而
結
合
時
，
一
人
能
為
另
一
人
作
補
贖
」
(
神
，
盞
，

四
八
，
2
!
1
.

，
參
見ω
呂
立
-
w
5
.
N
w
謹
，
參
，
一
五
八
;
開
名
2
.
戶
口
3
.

自
丸
。
也
-
z
-
N
U
N
叫
詢
、2.
h圳
、S
F.• 

曲
"
5
)
。

。

第
甘
三
節

現
世
信
-
Z奧
在
東
諸
葛
的
過
功

、
對
諸
聖
的
敬
禮
與
祈
禱

敬
仰
在
天
諸
鑿
，
並
請
他
們
代
禱
，
是
許
可
間
有
益
的
事
|
信
理

諸
聖
的
敬
仰
可
以
說
是
一
種
絕
對
的
「
聖
人
敬
禮
」

之
像
的
敬
仰
作
了
下
列
宣
布.. 

「
我
們
所
敬
仰
的
是
像
什
所
代
表
的
聖
人
」

大
公
會
議
說
:
「
懇
求
諸
聖
是
合
宜
而
有
益
的
事
」
(
鄧
九
八
四
;
九
九
八
)

(
m
H
σ
間
。
-
E
H
m門
戶
口-
3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有
關
對
聖
人

(
鄧
九
八
六
)
。
有
關
聖
人
的
祈
禱
，

。
教
會
的
信
仰
實
際
上
表
現
在
慶
祝



諸
里
的
節
日
上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的
宣
布
針
對
新
教
人
士
，
他
們
混
為
向
聖
人
祈
禱
沒
有
聖
經
的
根
唉
，
且
具
基
營
惟
一
中
保
的
道
理
不
能
相
容

(
參
見
奧
斯
堡
信
峰
(
的
。W
A
R
A
R
h

﹒
)
與K
H』
芝o
h
E
D、
t
a
-
-
〉
2
.
N
H
U
K
M
之

-
h
這

Q
P
A
N
-
切
﹒
口
﹒
〉2
.
N
U口
-
N
U
l
N
∞
)
。

古
代
也
曾
有
一
位
高
盧
司
鐸
名
吽
婪
奇
朗
西

(
J
N
戶
的
也
g
t
5
)
也
反
對
向
諸
聖
的
敬
禮
和
祈
禱
。

聖
經
雖
然
沒
有
明
示
對
諸
聖
的
敬
禮
和
祈
禱
，
然
而
它
供
給
了
這
項
道
理
與
其
實
踐
的
發
展
基
礎u
諸
聖
敬
禮

的
合
法
性
可
從
聖
經
證
一
涼
的
對
天
使
的
敬
禮
演
發
而
來
公
穌
，
伍
，
十
四
;
達
，
捌
，
十
七
;
多
，
拾
貳
，
十
六
)
。

對
天
使
的
敬
禮
基
於
天
使
們
面
見
天
主
的
超
自
然
地
位
(
瑪
'
拾
捌
'
十
)
。
聖
人
們
也
直
接
面
見
天
主
(
格
前
，

拾
盞
，
十
一
一
;
若
一
，
盞
，
一
一
)
，
所
以
他
們
也
堪
受
我
人
的
敬
禮
。

瑪
加
伯
下
(
拾
伍
，
十
一l
i
十
六
)
證
明
猶
太
人
相
信
聖
人
的
轉
求
.. 

猶
達
、
瑪
加
伯
在
一
個
「
可
資
相
信
」

的
夢
裡
，
君
見
兩
位
逝
世
的
義
人
.. 

大
祭
司
歐
尼
亞

(
O
E
8
)與
先
知
耶
肋
米
亞
，
在
主
前
為
猶
太
民
族
和
聖
城

祈
求
(
參
見
耶
，
拾
伍
，
一
)
。
按
照
多
俾
亞
傳
(
拾
貳
，
十
二
)
與
默
示
錄
(
伍
，
八
;
捌
，
一
二
)
，
天
國
的
天

使
與
諸
聖
將
現
世
聖
者
的
祈
禱
呈
達
天
主
，
亦
即
用
他
們
的
轉
禱
來
支
援
後
者
，
他
們
正
是
為
永
桓
不
墜
的
愛
德
所

驅
使
(
格
前
，
拾
盞
，
八
)
。
事
實
上
，
他
們
既
替
我
們
的
時
蝠
，
找
們
呼
求
他
們
當
然
亦
屬
許
可
。

自
歷
史
觀
點
言
，
聖
人
的
敬
禮
首
先
以
殉
教
烈
士
的
敬
禮
出
現
。
最
早
的
記
錄
見
於
保
理
加
布
的
殉
道
記
(
約
一
五
六
年
)
。
作

者
清
楚
地
區
分
對
基
督
的
敬
禮
以
及
對
殉
道
者
的
敬
禮
.. 

「
我
們
崇
敬
基
督
，
因
他
是
天
主
于
。
但
我
們
仰
慕
殉
道
聖
者
，
因
他
們
是

天
主
的
門
徒
和
弟
子
，
他
們
空
前
地
愛
了
他
們
的
君
主
和
導
師
」
(
捨
棠
，
一
二
)
。
同
一
作
者
文
首
次
給
慶
祝
「
殉
道
者
週
年
」
(
拾

捌
二
二
)
作
證
。
戴
爾
都
良
(
也
白
8
3
E

遺
忘•• 

ω
)
和
聖
西
彼
連
(
書
信
，
念
一
玖
二
二
)
述
及
殉
道
諸
聖
逝
世
週
年
日
的
祭
獻
。

第
二
部

歇

會

論

主



第
四
編

聖
化
者
天
主

五

聖
動
…
羅
尼
莫
替
諸
聖
的
敬
禮
和
代
社
辯
護
，
以
反
叭
叭
哼
一
恣
叫
樹
(
書
信
，
豈
容
玖
，
一
;
“
山
攻
台
叫
苦
，

ι
C
o
凹
-
M〈
划
定
也
扣
拘
歇

者
的
敬
禮
帶
護
，
聲
明
這
不
是
所
諧
的
偶
像
崇
拜
。
他
拼
吼
起
一
敬
盟
的
口
的
扎
扎
促
人
放
法
光
州
于
本
法
學
者
的
功
的
啊
，
懇
求
盟
者
代

s
i

(
的
。
這
「
b
h
a
b
N
h
h
H
N
H

退

"
N
O
W
N
C

羅
馬
的
聖
依
玻
理
(
固
守
苦
苦5
)首
先
為
向
諸
叭
叭
且
一
呼
求
一
事
件
泣
。
他
曾
向
注
正
繭
的
三
位
叫
伴
昕
仿
迫

.. 

「
砍
'
的
求
你
們
，
訕

耙
念
我
，
一
一
讓
我
也
能
享
有
殉
道
的
榮
一
耐
」
(
古
巴
§
﹒
口

"
ω
。
)
。
奧
力
扣
教
政
們
「
和
那
些
含
一
晰
一
-
L的
人
一
起
，
不
僅
向
大
可
奈

(
基
督
耶
穌
)
祈
帖
，
而
且
向
天
使
和
已
逝
的
義
人
的
盔
，
到
祈
八
仇
。

L
m
〈
力
拓
取
出
訪
豈
料
月
的
型
經
基
礎
則
十
.. 

加
干
，
抬
祉
，
十

四
;
其
理
論
基
礎
則
是
對
人
之
愛
的
繼
續
與
完
善
(
也
閃
電
丘
.• 

H
H
u
h江
5
.
F
R
U
恥
之
N
R
L
.
h
.
-
g
w
a
u
E
N
芯
﹒

b
h
h
h
L
J
-
S
E

E
S
-
-
M
n
J

函
-
T
L
E
句
q
H
h
3
.恥。
這•• 

B
U
G
-
參
故
里
回
彼
迪
在
信
，
陸
的
，
五
)
。
在
古
代
歇
歇
時
期
的
基
誌
釘
上
，
可
以
看
到

信
友
們
經
常
請
求
殉
難
烈
士
和
那
些
可
能
已
經
獲
得
永
一
峭
的
些
只
為
生
者
和
死
者
代
此
。

新
教
人
士
認
為
對
話
聖
的
敬
禮
減
削
了
基
督
社
一
，
中
保
的
尊
榮
。
殊
不
知
諂
擎
的
科
化
從
心
胸
机
扒
拉
拉
仔
的
唯
一
小
妹
而

M甘
心
於
一
種
次

耍
的
地
位
，
其
欽
果
仍
有
朝
於
基
督
的
救
陷
功
績
。
因
此
對
詣
型
的
敬
的
和
向
諸
型
水
助
那
叫
扒
扒
拉
村
的
光
炭
，
在
甘
以
天
主
的
身
分

賜
予
恩
籠
，
以
人
的
身
分
爭
取
了
恩
能
並
協
助
忠
龍
的
分
削
。
「
攻
們
向
天
主
的
佳
人
們
致
敬
，
叫
來
一
此
故
也
恥
而
來
位
上
主
」
(
草
叫
到

羅
尼
葉
青
一
回
信
，
~
立
一
本
玖
'
一
;
羅
馬
要
理
問
答
，
山
去
了
二
，

M
)

二
、
詩
史
遺
憫
的
敬
禮

向
諸
辜
的
遺
髓
致
敬
是
許
可
一
間
有
益
的
事
:
:
心
理

對
諸
聖
遺
體
的
敬
禮
稱
為
相
對
的
「
聖
人
敬
蟬
，
一

也
應
敬
仰
殉
道
烈
士
與
其
他
安
息
於
基
督
內
的
話
里
的
可
敬
退
位
」

(
門
市
]
p
t〈R
U
已
戶
已
向
)

(
鄧
九
八
五
;
學
攻
九
九
八
，
凹
凹
心
三
一
一
。

將
蒙
受
光

四
、.J

。
敬
體
造
燭
的
理
，
也
是
.• 

諂
型
肉
身
體
是
基
督
閑
話
肢
體
﹒

。
特
倫
多
太
公
會
議
宣
布

也
川
花
里
圳
的
立
即
;
它
們
將
甦
醒
，

「
信
友
們



榮
，
天
主
因
若
它
們
蜴
許
多
恩
惠
給
人
類
(
鄧
九
八
五
)。與
諸
型
的
身
體
接
觸
過
的
東
西
，
與
他
們
的
身
體
或
其

部
分
，
同
樣
受
信
友
們
的
敬
仰
。

大
公
會
議
宣
布
針
對
新
教
人
士
，
後
者
說
聖
人
的
敬
陸
與
對
聖
人
站
崗
的
敬
位
句
無
也
是
經
根
據
(
崗
位

h
r
.
h
.
h
這
H
h
N
F
扎
扎•• 

H
M﹒
口

〉
2
.
N
P
N
N
)

。
在
古
代
教
會
人
士
中
，
安
奇
朗
西
不
贊
成
當
時
已
獲
普
品
發
展
的
封
聖
人
造
醋
的
敬
位
。

聖
經
並
沒
有
明
示
遺
鶴
的
敬
禮
，
但
供
給
了
此
項
敬
禮
的
萌
芽
。
伊
撒
爾
人
在
離
開
皮
及
時
，
攜
帶
了
若
瑟
的

骨
骸
(
出
，
拾
盞
，
十
九
)
。
死
人
碰
到
厄
旦
旦
的
骨
骸
批
復
、
括
了
(
列
下
，
拾
去
了
廿
一
)
。
厄
里
旻
用
一
旭
利
亞

的
外
堅
行
奇
蹟
(
列
下
，
貳
'
十
一
二
)
，
厄
弗
所
的
信
友
們
將
聖
保
棘
的
手
巾
和
圍
裙
放
在
的
人
身
上
，
疾
病
便
離

開
他
們
，
惡
魔
也
出
去
了
(
祟
，
拾
玖
'
十
二
)
。

對
殉
道
諸
里
的
高
度
敬
仰
很
早
就
導
至
對
其
遣
散
的
敬
禮
。
保
理
加
布
的
拘
迫
鉛
記
看
，
斯
采
納
的
信
友
們
珍
集
拘
謹
主
教
的
背

骸
，
「
觀
之
比
寶
石
更
珍
貴
，
比
資
金
更
可
愛
」
'
並
將
它
們
放
在
人
口
宜
的
地
方
(
抬
捌
，
一
一
)
。
作
者
說

.. 

「
在
可
能
的
情
況
下
，

我
們
聚
集
在
那
裡
，
在
歡
樂
之
中
，
藉
著
主
的
援
助
，
一
同
慶
祝
保
理
加
布
以
殉
道
生
於
主
懷
的
過
年
紀
念
日
」
(
拾
捌
'
一
二
)
。
耳

熟
羅
尼
莫
譴
責
變
奇
朗
西
所
援
倡
的
反
對
這
項
「
偶
像
崇
拜
」
的
理
論
，
叫
朗
對
天
主
的
敬
禮
，
和
對
諸
里
的
敬
禮
之
差
別
，
陳
述
對

聖
人
遺
觸
的
敬
禮
是
對
殉
道
者
本
人
的
一
種
相
對
的
敬
禮
而
已
(
書
信
，
壹
本
玖
'
一
;
駁
斐
奇
凱
西
害
，
四
;
參
放
吋
京
且
自
己
丘

。
有
5
.
G
E
R
-
A司
向n
p
n
R
b
h
h
o∞
叭
里
若
望
﹒
連
為
森
正
統
信
仰
例
秤
，
肆
，
十
五
;
神
，
奉
，
廿
一
有
一
，
6
)

二
一
、
聖
人
商
像
之
社
禮

向
軍
人
背
像
蠶
敬
是
許
可
而
有
益
的
事i
信
理

對
捏
一
人
肯
像
的
敬
禮
也
是
一
種
相
對
的
「
聖
人
敬
禮
」(
肉
已
立
足
。
已
巳
r
H】
)

第
二
部

教

會

主A.... 

一
一
一一



第
間
編

型
化
和
天
主

-
a一
四

第
七
次
尼
西
亞
大
公
會
議
(
七
八
七
年
)
依
據
教
會
的
傳
京2
反
對
希
脂
教
會
的
清
除
聖
像
的
規
定
(
註
)

宣
布
信
友
們
可
以
崇
敬
基
督
、
天
主
之
母
、
天
使
與
一
切
聖
者
之
像
，
並
予
以
敬
禮
守
內
互
之hA它
是

D
q
E
S
q
h
e
v

但

這
並
非
真
正
的
、
狹
義
的
、
惟
有
天
主
棋
受
的
崇
拜
門
U
M克
h
t
t
r
毛
間
內2
.

，
因
為
對
聖
像
的
敬
禮
乃
是
對
於
聖
人
木

身
的
敬
禮
(
…
聖
巴
西
略
論
聖
神
，
拾
捌
'
四
五
;
部
三O-
-
u
o持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重
申
這
項
決
定
，
以
拒
絕
那
不

贊
成
對
聖
觸
和
聖
像
致
敬
的
新
教
人
士
，
並
且
強
調
這
一
敬
禮
的
相
對
性.. 

「
對
於
聖
像
的
敬
禮
原
來
就
是
對
它
們

所
代
表
的
聖
人
的
敬
禮
」
內
部
九
八
六
;
九
九
八
)
。

舊
約
(
出
，
貳
拾
，
四
)
所
-
F祭
庄
里
像
的
製
造
和
敬
禮
，
目
的
在
防
範
伊
撤
兩
人
陷
於
外
族
人
偶
像
崇
拜
的
習
氣
。
反
對
敬
禮

聖
像
者
即
以
此
為
藉
口
。
對
於
基
督
徒
而
一
一
一
一
口
，
這
一
史
質
不
過
是
禁
，
止
向
佔
做
作
偶
像
崇
拜
而
已
。
在
鼎
的
約
袒
也
早
已
有
了
例
外
，
如

•• 

出
，
貳
伍
，
十
八
(
兩
何
用
金
鑄
成
的
革
魯
潰
。Z
E
r
g

∞
放
在
約
恆
上
)
;
戶
，
武
宣
，
八
(
銅
蛇
)
。

在
舊
約
禁
止
伊
撒
爾
人
造
像
的
影
響
下
，
基
督
徒
對
聖
人
向
像
的
敬
禮
遲
遲
進
展
，
直
到
教
會
克
勝
其
教
主
義
時
，
方
始
衍
發
。

艾
殊
拉
(
巴
乳
白
)
會
議
(
約
三-
O六
年
)
仍
禁
止
在
教
堂
一
一
裊
掛
聖
像
(
口

2
.
ω

忌
。
最
初
，
人
們
用
諸
聖
之
像
來
訓
誨
人
。
對
聖
人

之
像
致
敬
(
如
親
盼
、
叩
能
、
燃
燭
、
焚
香
)
始
於
第
五
至
第
七
世
紀
之
希
臘
教
會
。
第
八
與
第
九
世
紀
時
的
反
聖
像
敬
相
者
認
為
及
一

像
的
敬
禮
是
姐
返
到
異
教
中
，
因
而
加
以
禁
庄
。
反
對
這
派
者
有
若
望
，
注
馬
森
(
四
七
四
九
)
君
士
坦
丁
堡
宗
主
教
日
爾
曼
(
的
叩
門


B
呂

g
+

泣

ω
)
與
尼
采
福

(
Z
B
Z自
己
阻
，
?
把
。
)
與
斯
都
弟
弘(
ω宮
門
出
口
自
)
修
民
屁
長
德
道
(
吋
y
g
門
戶
。
2
+

∞
心
。
)
。
他
們
特

別
闡
釋
敬
禮
的
相
對
性
，
並
說
明
聖
像
的
教
育
價
值
(
部
一
五
六
九
〉

(
註
).. 

請
參
閱
徵
祥
出
版
社
印
行
玉
諾
天
主
教
史
第
一
六
七
，
一L川
八
反
。



第
廿
四
節

現
世
信
友
與
在
東
諸
軍
對
蟬
獄
眾
囂
的
過
功

一
、
代
行
善
工
之
可
能
性

現
世
信
家
能
以
善
工
(
如
代
磚
等
)
援
助
蟬
獄
璽
現
|
信
理

所
謂
「
代
行
善
工
」

(
ω口
閃
閃
門
晶
晶
也
不
僅
指
熱
切
懇
求
的
祈
睛
也
包
括
大
校
、
哀
叭
的
、
及
其
他
善
工
，
其
中
尤
以
彌
撤
為
最
。

里
昂
第
二
次
大
公
會
議
(
一
二
七
四
年
)
與
藹
冷
翠
大
公
會
議
一
致
宣

布
.. 

「
為
減
輕
煉
獄
亡
靈
所
受
懲
罰
之
苦
，
下
列
善
工
是
有
致
的.. 

彌
撒
、
祈
禱
、
衷
軒
，
以
及
按
照
教
會
規
定
，

信
友
們
為
彼
此
的
神
益
慣
於
實
行
的
其
他
善
工
」
(
鄧
四
六
四
，
六
九
三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針
對
不
信
慷
獄
的
新
教
人
士
，
宣
布
有
一
煉
獄
，
現
世
信
友
可
藉
善
工
援
助
在
煉
火
中
的
靈

魂
，
愉
悅
上
主
的
彌
撒
聖
祭
尤
能
減
緩
他
們
的
苦
楚
(
自
古
巴
金
而
去
帝
阱
。
旦
臣
民
門
E
E
E
E
F
m
m
z
m
w
M
E

泣
旦


E

口

E
Z
B
R
G
S
E
}
戶
已
宮
且
間
自
己
呂
立
。
古
呂
立
﹒
鄧
九
八
三
，
參
致
鄧
四
二
七
，
四
五
六
，
九
九
八
)

(
b
m們這
宮
這

y
o
n
-
Q
R
r
w
H
h
ω

們
對
〉。

按
加
下
，
拾
貳
，
四
二
|
四
六
，
後
期
猶
太
教
相
信
代
禱
和
祭
敵
可
以
援
助
死
於
罪
中
的
人
。
祈
禱
與
祭
敵
有

助
於
罪
憊
的
游
除
。
初
期
基
督
教
承
繼
了
猶
太
教
對
代
禱
殼
果
的
信
仰
。
保
說
你
祝
聖
那
在
寫
弟
茂
德
書
時
大
約
己
逝

的
忠
質
助
理
放
訥
息
佛
洛
，
在
審
判
的
日
子
蒙
受
主
的
仁
慈

•• 

「
願
主
到
那
一
日
賜
他
獲
得
主
的
仁
慈
。
」
(
弟
後
，

壹
，
十
八
)

在
傳
承
中
，
這
一
信
道
的
證
據
極
其
學
富
。
在
古
代
文
獻
中
，
保
祿
與
戴
克
拉
(
吋rm己
也
事
跡
偽
書
(
約
在
第
二
世
紀
之
末
)

。

餅
干
一
部
歇

會

論

主
-
E



第
四
屆
輛
型
化
者
天
主

去
一
六

，
首
先
替
基
督
徒
為
亡
者
祈
禱
的
習
俗
作
誼
，
已
逝
世
的
法
高
尪
拉
白
色
S
E
-
-也
懇
求
戴
克
拉
為
之
代
佑
，
「
以
便
能
最
駐
義
人
的

所
在
地
」
。
戴
克
拉
祈
聽
說
:
「
你
天
上
的
主
啊
!
全
能
者
之
于
，
請
恩
賜
她
(
特
莉
弗
挪
吋
叫
道

E
g

也
如
願
以
償
，
使
她
的
女
見

法
官
商
尼
拉
獲
得
、
永
生
(
保
祿
與
戴
克
拉
事
跡
偽
書
貳
捌
等
)
。
戴
雨
都
良
不
僅
替
亡
者
代
禱
的
事
實
作
謹
，
且
亦
指
出
在
亡
者
逝
世
週

年
日
恭
獻
彌
撒
的
史
實
(
已
咱
這S
晶
晶
遠
古
巴
u
b
m鬥
。1
.

這
已.• 

卉
。
而
已
穹
之
﹒

s
h
h
w口
參
見
墨
西
很
連
書
信
，
-
壹
二
一
)

耶
路
撒
冷
的
濟
利
祿
在
撰
述
有
關
彌
撒
的
論
著
時
，
提
及
成
單
體
後
為
一
切
亡
者
代
禱
。
他
認
為
這
一
代
禱
能
使
亡
者
與
天
主
重
新
和

好
(
門h
H
H﹒這

B
H•• 

少
。
已
由

2
.
)
，
聖
若
望
﹒
基
素
東
也
給
哀
矜
能
援
助
亡
靈
作
證
(
阿
迪
、E
N
-
-
z
s
﹒
ω

﹒
A
H
)，
里
奧
斯
定

亦
然
(
教
義
手
筋
，
一
-
0
;
訓
導
辭
，
壹
東
貳
二
了

2
)

。
但
是
聖
奧
斯
定
強
調
善
工
並
非
有
助
於
一
切
的
亡
靈
，
惟
有
那
些
在

世
善
生
而
足
以
獲
得
善
工
之
援
者
，
始
能
享
此
神
益
(
論
顧
念
亡
者
，
壹
主
于
，
懺
悔
錄
，
玖
，
十
一

l
l
十
一
二
)
。
自
第
二
與
第
三
世

耙
起
，
基
督
信
友
的
墓
誌
銘
上
經
常
有
為
亡
者
代
稽
的
字
樣
﹒
願
亡
者
在
主
內
和
基
督
內
獲
享
和
平
，
永
樂
和
生
命
。
參
致
伊
洛
故
里

的
阿
拜
修
(
〉
Z
H
a
g
。
叫
出
Z
S
句
。F

，
在
一
二
六
年
以
前
)
的
墓
誌
銘.. 

「
請
信
主
的
兄
弟
們
念
此
誌
時
，
為
阿
拜
修
代
喘
一
下
」

(
第
十
九
節
)
。

二
、
代
行
善
工
的
效
呆

代
行
善
工
就
是
將
甜
苦
工
的
代
贖
價
值
獻
給
天
主
，
以
賠
補
煉
靈
之
罪
的
暫
罰
。
所
以
代
行
善
工
的
故
果
就
是
免
除
暫
罰
。
在
祈
禱

中
叉
加
上
一
種
懇
求
的
價
值
。
代
贖
是
針
對
天
主
的
正
義
的
一
項
正
式
的
權
利
，
祈
禱
則
是
對
天
主
仁
慈
所
求
的
一
種
懇
求
。
代
贖
的

可
能
性
基
於
由
恩
寵
與
愛
德
所
實
現
的
基
督
奧
體
的
合
一
上
。

按
照
所
代
行
善
工
產
生
補
贖
殼
果
的
方
式
言
，
代
行
甜
腎
功
可
分
.. 

付
本
身
產
生
欽
果
的
著
工
(
自
。
有2
名

R
a
o
)
如
彌
撒
祭

獻
(
基
督
自
己
的
祭
獻
)
旬
以
教
會
之
名
義
所
作
，
與
本
身
產
生
致
果
之
善
工
相
似
(
已
口

3
2

名
叩
門
。
。
有
自
8
)
，
如
殼
葬
禮
儀

固
有
賴
於
行
善
工
者
所
處
處
界
的
善
工

(
2
。
可
叩
門m
S

何
自
口
已
師
)
，
如
個
人
的
代
疇
，
如
脹
濟
。
代
行
善
工
者
處
於
恩
寵
境
界
，
為
善

工
有
效
的
先
決
條
件
。



一
切
代
行
苦
工
小
設
有
效
的
是
一
彌
揪
(
參
攻
切

h
t
k之•• 

U
J
h
)。

三
一
、
諸
聖
為
珠
寶
的
轉
禱

在
天
諸
車
吧
可
藉
代
磚
援
助
螃
蟹
|
l
共
同
意
見

敬
會
在
追
悼
亡
者
的
禮
儀
中
，
求
主
「
因
若
榮
福
草
貞
瑪
利
…
血
和
諸
壁
的
轉
禱
」
，
使
亡
者
達
於
'
長
生
(
M
V
H
O

門H
O
E
D
n
t
p
m
E
σ
5仿
古
﹒
。
然
而
諸
聖
的
轉
疇
她
有
懇
求
的
泣
值
，
因
為
賠
補
與
功
績
的
可
能
性
限
於
現
世
期

、.-1

I由

從
古
代
信
友
的
基
神
看
來
3

那
時
人
們
常
乞
助
於
街
道
的
盟
者
。
為
了
能
恢
保
一
一
泣
項
代
蝠
，
信
友
們
要
求
埋
葬
在
殉
道
烈
士
萃
的

近
處
。
聖
奧
斯
定
答
覆
諾
拉
(
2。
一
也
主
教
保
林
Q
S
E
5
)
的
問
題
如
↑
.• 

「
迪
拉
必
殉
道
烈
士
墓
地
附
近
，
本
身
並
無
益
處
，

然
而
這
樣
可
鼓
勵
生
者
在
祈
軒
巾
，
懇
求
殉
道
幫
人
為
亡
靈
轉
K

」
(
論
版
念
亡
者
，
悴
，
六
)

四
、
陳
靈
的
代
禱
與
祈
求

蟬
獄
的
靈
魂
可
以
為
奧
噓
的
其
他
分
子
代
磚
|
|
可
靠
意
見

煉
獄
的
靈
魂
臣
是
奧
鍾
的
分
子
，
故
們
可
以
有
一
疋
地
品
，
他
們
此
為
煉
獄
中
的
其
他
盛
必
或
現
世
的
信
友
代
以
，
崗
此
我
們
贊
同

素
阿
勒
茲

(
ω
Z
R丹也
與
婪
拉
明
(
切
皂
白
白
戶
口
而
)
的
意
見
﹒
承
認
呼
求
煉
靈
代
睛
是
一
件
許
可
而
且
可
能
的
事
。

維
也
諾
(
一
八
五
八
年
)
與
烏
脫
萊
特
(
叮
叮
白
宮
，
一
八
六
五
年
)
會
議
宣
佈
'
煉
獄
靈
魂
以
代
禱
幫
助
我
們
(
們

O
R
h
h
R•• 

〈
-
s
r
g
s

。
良
十
三
世
於
一
八
八
九
年
所
欽
定
的
一
篇
能
獲
大
放
的
禱
詞
中
，
呼
求
煉
靈
在
我
們
遇
到
身
靈
的
危
險
時
援
助
我

們

(
K
H
a
b
h
§
又
是
學
、

N
F
H
H
H
F
2
ω﹒
但
在
一
九
三
七
年
與
一
九
五0
年
的
正
式
結
洞
彙
集
中
，
這
一
禱
詞
未
被
列
入
)

聖
多
瑪
斯
不
承
認
煉
靈
代
禱
的
可
能
性
，
因
為
他
品
為
煉
益
根
本
不
知
峙
現
世
信
友
的
祈
禱
，
而
且
也
於
他
們
所
處
的
懲
罰
境

幣
二
部

教

命
月
1而

去
一
七



第
四
編

聖
化
者
天
主

至
一
八

界
，
他
們
的
代
禱
不
可
能
蒙
垂
允
.• 

「
對
此
他
們
並
不
處
於
祈
禱
的
積
界
，
而
需
要
別
人
替
他
們
祈
禱
」
3
2
5
E
S
F
。
口
〔
閉
口


A
C
S
E
B

且
吧
。g
g

〕
口
。
口m呂
立

p
m
g
Z
O
H
E
L
-
-
S
L
B
晶
Z
C
H
R

叩
門
口
門
℃
古
巴
凶
神
，
貳
之
貳B八
一-
7
日
之
3
.

，
參
砍
貳

之
貳
'
八
三
，
4
l
3
)
。
但
是
由
於
教
會
從
未
否
定
為
多
人
所
信
並
為
若
干
神
學
家
所
承
認
的
揀
靈
代
稽
之
理
i

前
述
太
赦
禱
詞
的

刪
除
並
不
是
否
認
此
理
的
表
示
，
我
人
不
必
懷
疑
其
許
可
性
。
煉
靈
可
藉
天
主
的
啟
示
，
獲
知
現
世
信
衷
的
祈
禱
。
然
而
，
歇
會
並
不

准
許
對
棟
靈
的
敬
禮
。

時.• 

為
地
獄
靈
魂
代
行
善
工
有
放
嗎
?

代
行
善
工
無
助
於
地
獄
璽
穗
，
因
爵
他
們
不
屬
於
基
督
奧
體
|
|
共
同
意
見

聖
奧
斯
定
認
為
，
替
亡
者
代
行
善
工
可
能
減
輕
他
們
在
地
獄
所
受
之
苦
，
抵
要
他
們
並
非
完
全
惡
劣
(
口
。

P
E
E
m

白
色
已.. 

「

為
亡
者
所
作
犧
牲
(
祭
台
上
的
或
衷
抖
的
)
，
可
為
他
們
獲
得
完
全
赦
免
，
或
減
輕
他
們
的
刑
罰
」
(
2同
n
m
H
H
m
C
H
S
E
E
r
岳
母

E
e
扭
曲
已B
E
E
-

，
教
義
手
珊
，
二

0
)

。
奧
斯
定
解
釋
一
諒
，
東
陸
，
十
(
難
道
天
主
因
震
怒
忘
記
了
他
的
仁
慈
?
)
如
下

•• 

「

天
主
並
不
結
束
永
罰
，
但
減
輕
或
暫
停
其
苦
楚
」
(
口
。
口$
8
5
0
2
8
E
O
E
m
s
門H
S
L。
"
由
叩
門
戶
-
2
8
2

位
F
F
g
心
。
去
}

皂
白
宮
口
而
且
。n
H
C
n
E
F
E
;教
義
手
冊
，
一
一
一
-
v。
按
照
大
葛
利
哥
里
的
意
見
，
為
地
獄
靈
魂
的
祈
篇
「
在
正
義
的
審
判
者
眼
中

是
沒
有
價
值
的
」
(
b
E
F
h
.• 

囡
"
t
u
足
。
E
N
E
-
-
H
H
M可
w
H
C
u
ω∞
)
。
古
代
士
林
派
神
學
家
大
都
踩
納
里
奧
斯
定
的
意
見
。

早
期
中
古
世
紀
的
禮
儀
書
典
中
，
甚
至
有
追
悼
那
對
得
救
已
經
絕
望
或
懷
疑
的
靈
魂
的
彌
撒
A
Z
E
且
有
。
《
訪
問gn
F
e
n

￡
g

g

冒
S
E
r
-
H
a
c
H
J
H
m

】
母
也
叩
門
皂
白
)
。
這
個
彌
撒
的
禱
詞
表
示
，
如
果
亡
者
因
重
罪
而
不
能
到
達
天
國
時
，
求
主
減
緩
他
在
地
獄
昕

受
的
痛
苦
。

聖
多
瑪
斯
師
承
里
大
葛
利
哥
且
，
主
張
為
地
獄
靈
魂
的
祈
禱
毫
無
用
處
，
教
會
無
意
為
他
們
代
臆

A
M毛
又
﹒
2
.
cl1 
、../



第
三
部

聖

事

有必

ii冊

府
已
干-
H扁

縱
論
史
事

第
一
幸

史
事
的
性
臂

第
一
節

軍
事
的
概
念

一
、

「
聖
事
」

一
詞
的
解
釋

「
聖
事
」
(
由
自
月
2
2
)

的
原
意
是
一
件
使
成
為
里
的
或
神
聖
的
事
物

(
2凹
的
戶
口
門
自
由
。

:
g
s
g
)

。
在
教
會
以
外
的
羅
馬

文
獻
中
，
兵
士
的
宣
誓
與
其
他
宣
誓
都
稱
為
「
聖
事
」
。
在
羅
馬
法
的
術
譜
中
，
「
聖
事
」
是
爭
執
的
雙
方
放
在
神
廟
裡
的
保
證
物
。

在
拉
丁
通
行
本
(
吋
r
m
〈
已
肉
也Hm
)裡
'
ω
E
S
B
S
Z
B
一
宇
譯
自
希
臘
文
的
H
S
A
E
S意
即
一
件
隱
藏
之
事
或
一
件
神
路
之
事

(
參
見
多
，
拾
貳
，
七
;
達
，
貳
，
十
八
;
肆
，
六
)
。
在
宗
教
範
疇
內
，
表
示
天
主
的
奧
跡
(
智
，
貳
，
廿
二
;
陸
，
廿
四
)
，
尤

其
是
基
督
教
世
的
奧
跡
(
厄
，
壹
，
九
;
哥
，
壺
，
廿
六
)
。
除
此
以
外
，
它
還
指
示

.. 

一
件
神
聖
奧
秘
的
標
記
、
象
徵
和
典
型
(
厄
，

伍
，
卅
一
一
;
婚
配
是
基
督
與
教
會
的
神
秘
結
合
的
象
徵
;
默
，
壺
，
廿
;
拾
棠
，
七
)

教
父
們
遵
照
聖
經
的
用
法
，
以
3
-
q
h
S
S
E
S
-
-
的
指
點
整
個
基
督
教
，
郎
神
聖
教
養
具
組
織
的
整
體
;
同
時
也
指
點
基
督
教
的

部
分
教
義
、
個
別
禮
儀
與
節
慶
。
戴
雨
都
良
以3
月
戶
B
g

古
自
一
字
指
救
世
的
工
程
八g
口
忠
告

g
z
s
a
r
o
s
s
g
冊
)
、
舊
約
所
預
示

的
默
西
亞
的
教
恩
和
有
關
天
主
貨
現
預
定
的
毅
世
計
劃
的
信
仰
內
容
c
a
自
M
B
B
∞
B
S
S
g
g
g
-
n
r民
的
神
戶
戶
口
z
g
m
R
S
B
Z
E
B
)，

第
三
部
連

哥華

論

五
一
九



松
自
盟
軍

翩
起
你
H
<
卅

f.!::;ll0
 

睹
這

11世
繼
越
快
惡
緝
體
長
帥
盟

(sl'.cr
a
m
e
n
t
u
m

a.qm'.丸
sacramentun

eucharistiae, 
sacram

eutum
 panis et calicis) 

, 
þ
<
輔

臣
sacramentum

1
扑
:
[
;
卡
且
還
〈
怕
得
一
出
(

+1:[;~!Il1如
l
-
^
噁
支
持
!
如
鼠
也
立

4于
這
經
訕
。
副
部
主

~u!<!z地
7:liEi翠

柏
單
是
迫
錯
誤
，
~

s
a
c
r
a
m
e
n
t
u
m
杆子-.

1 ~
D
越
糟
.
.

f
剖
祥
這
:
n
l
封
建
到
2
之
三
U

(s"cr.'.m
entllm

, 
id est sacrum

 signum
 
1
+
<
卅
叫
囂

h
報酬ft:l)

+
1
~
)
義
道
非
總
書
E
主
;t\

l
{
神
話
體
.
.

f
主
制
弗
拉
這
「
虫
草

J
(signum

 rei sacrae) 
。
緝
部
系

r.<豆
司
~
~
~
:
精
品
主
f于"'

~
程
世
再
過
三
高
戶
-
~
連

串
串
撞
艇
.
.

r
標
單
1
+
<
卅
刊
峙
~
:
[
;
花
草
昌
J

(signum
 ad res divillas pertillells.

耐
心

A
酬
的
1
~
^
i

't-
)
 

~ 
flf

i
a
'
ü
J
其
逼
到
站

S
世
聞
從
快

J
(invisibilis g

r
i'.ti?e visibilis 

f
o
r
m
a
結
~
趴
喇
抖
出

R
川
趴
月
)
。

自隘
E←:[;+1

~
l
星
星
鑒
于
憶
(
H
u
g
o

of S
t. 

Victor
十

11
吐
1;

P
et rlls 

Lombardlls
十
1160)

提
問
削
感
寄
:
隨
盔
，
戶
:
[
;
i
，
W
喘

n
運
~

蝴
椰
制
幣
單
啊
國
體
2
時
聽
，
i
E
~
世
通
啊
忍
且
也
玉
立
區
宜
。
~
~
費
M
鴻
毛
對
各
{
斗

2民
主
持
!
!
@
怨
、
豆
湖
縫
主
胡
追
趕
孟
嗨
爛

(Isidore
of 

S
evil1e ) 

紅
絲
區
棚
中

E
t
y
m
o
l
.

V
l
凹
，
40
哥
總
.
.
「

1月
是
1
i
-
3
l
，
"
忠
言
正
主
剖
當
^

.i+
1
~
盟
去
西
-
C
i
ï
S
~
嘻
嘻
頁
制
?
峙
，
仇
峭
團
體
H
<
叫
S

R
酬
剛
從
組
椰
意
宣
彗
星
~
-
N
f
ι
軌
道
各
樣
!
毯
，
可
見
這

11制
椰
起
指
豆
豆
認
R
'

豈
三
主
迫
羊
玉
堂
召
-
:
i
f
;
R
~
呵
~
包
三
三
君
主
制
1
H
H
喜
悅
{
.
D
ζ
裕
灌
建
制
1
H
串

。
J

(Q
u

ae (S
C

. 
baptism

us et chrism
a, 

corpus et s:m
guis D

om
illi) ob id sactam

enta dicuntur, 
quia sub teg

u


m
ento corporl'.1ium

 reru
m

 virtlls divilla secretius s,dutem
 eoru

!1d
em

 S
9.ctam

entorum
 operatur, 

ullde 
et a secretis 

\ irtutibus vel a sacris saC
l1'.m

ent
3. diculltur. )

總
悶
氣
主
義
進
三
三
D
c

sacr
, 

ch
,.ist. 

fid
c
i, 1 , 9

, 
2
。
告
指
.
.

r
副
峙
啊

這
些
盟
筒
奪
餌
:
[
;
~
阻
i
a
'
lfl~~:[;

i
E
I
做
仇
也
早
早
至
連
這
三
f
l
R
(
^
-
8
吾
口
才
是
三
啊
!
是
，
"
哥
去
引
之
~
4
ì
'
;
1
丟
在
扭
扭

l
蟬
持
了
再
:
[
;
~
意
:
[
;
3
?
!
~
躍
J

( 
S

acram
entum

 e~t corporale vel m
ateriale 

elem
entllm

 foris sensibiliter propositllm
, 

ex
 sim

ilitlldine repraesentans 

et ex
 institutione 

significans et ex
 sanctificatione 

contin
巴
llS

aliqu
:nn 

invisibilem
 et spiritalem

 
gratiam)

。
唱
控
.

對
自
名
S
e
n

t.
IV

, 1 ,4 -a-~[1祐#芳草..
f
制
榔
~
#
料
科
H
<
卅
:
E

q沼
追
隨
懿
恥
是
T
Z
走
到
迫
渲
染
迎
風
{
.
D
之
已
站
立
吉
姆
誼
這
是
機
備
制
世
興

國
槌
誼
囡
囡
。

J
(S

acram
en

tu
m

 proprie dicitur, 
quod itJ signum

 est gratiae 
D

ei 
et 

invisibi1is 
gratiae 

form
:l, 

ut ipsius im
aginem

 g
erat et causa 

existat.) 



三
、
聖
寧
的
意
義

新
約
的
軍
事
是
由
基
督
所
建
，
恩
寵
的
發
生
積
力
的
記
號

羅
馬
要
理
書
(
貳
，
一
，
8
)
所
述
聖
辜
的
定
義
是

.. 

「
一
一
件
由
天
主
所
建
立
，
具
有
表
示
與
產
生
聖
德
與
正

義
(
聖
化
恩
龍
)
之
能
力
的
可
見
事
物
」
它B
S
E
E
R
-

門
H
O
B
B

目
的
。

E
F
口
凹
的
口

σ
T
c
g
p
ρ
Z
B

古
m
丘
吉
泣
。
自
由
m
D
o
t
s
t個
丘
吉
叩
門E
S
E
E
m
-
m旦
出
口S
L
諾
言
旦
旦
出
口
戶
。
且
自
己

B
E
Z
?
)

(t> 
M 

口
已

。
因
此
聖
辜
的
概

念
包
含
三
個
因
素

•• 

村
外
在
因
素
，
即
聖
化
恩
寵
的
可
知
覺
的
記
號
，
同
學
化
恩
寵
的
產
生
，
吟
，
白
天
主
所
建
立
，

明
確
地
說
，
由
人
而
天
主
的
耶
穌
基
督
所
建
立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祇
援
引
了
捌
白
里
奧
斯
定
的
不
完
全
的
定
義.• 

「
神
聖
之
擎
的
記
號
與
不
可
見
的
恩
龍
的
可
見
形
式
」S
H
B


Z
Z
B
H
a
g
R
m
m
a

戶
口4
E
E
E
唱
住
S
F

門
巨
且
已
前
去-
2
.鄧
八
七
六
)

車
事
是
一
種
記
號
(
神
，
盞
，
六
十
，1
.. 

ω
R
B
B
S
Z
S
H
U
g
-
Z

門
古

m
g
m
H
m

印
戶
的
口
C
o
-
-仙
號
的
本
質
是
使
人
品
品
另
外
一

件
事
物
(
ω戶m
n
E口

m
m
H
而
且
B
H
g

℃
品
皂
白
晶
晶
n
z
g
u
ρ
E
S古
悅
。
是
S
E
F
r
g
w且-
Z
L
戶
口ρ
C
F
L
m
M
m
m

『
戶
口ZE
E

口
Q
∞
戶
丹
紅
3
.

E
B
S
D
W
P

里
奧
斯
定
論
基
督
教
義
，
貳
二
，

1
)
。
但
里
卒
並
茹
純
粹
的
自
然
記
駝
，
因
為
一
個
自
然
的
行
動
若
無
天
主
的
積

極
安
掛
，
不
能
表
示
超
自
然
的
教
呆
.
，
里
事
也
不
是
純
粹
人
病
的
成
習
位
性
的
記
號
，
因
為
以
單
辜
的
本
質
-
苔
，
它
的
原
來
代
表
內
在

的
恩
寵
。
聖
事
亦
非
純
粹
理
論
的
風
學
盟
的
記
號
，
而
是
鼓
生
﹒
質
殼
的
或
其
峰
的
記
鼠
，
因
它
們
不
僅
指
示
內
在
的
里
化
，
尚
且
產
生

實
際
的
聖
化
。
聖
事
追
憶
基
督
的
苦
難
，
明
示
現
時
的
恩
蜓
，
並
趴
告
未
來
的
光
榮
，
所
以
它
同
時
指
示
站
去
，
現
在
和
將
來
(
目
前

E

Z
B
m
B
R
a
-
S
H
U

扭
扭
E
D
E
n
r
H缸
子
也
個g
n
-
m
g
o口
叩
門
門
且
可
且
可

S
B
E
r
m
-
a
s由
"
回
信
口
阻
℃
H
O
m口
。
m
H
F
S叫
旦
旦
訕
。
但O已
完
-
神
，

車
品
了
六
十
二-
G

第
三
部
聖

~早

至九
副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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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街

聖
化
者
天
主

五
二
二

二
一
、
新
技
對
史
事
的
看
法

新
教
徒
鈴
於
其
成
義
的
理
論
，
說
里
專
為
天
主
赦
罪
的
保
誼
以
及
喚
醒
與
加
強
依
賴
的
信
心
公
位

c
n
E
E
子
)
之
方
法
，
而
祇

有
依
韻
的
信
心
使
人
成
義
。
新
教
人
士
認
為
草
率
首
先
並
非
獲
得
恩
龍
的
方
法
，
而
是
獲
得
信
心
的
方
法
與
信
心
的
明
顯
表
記
。
參
見

奧
斯
堡
信
條
第
十
三
款
.. 

巳
間
已
巨

ω
S
P
B
S
B
E
B

已
。n
m
H
H
F戶口
。
此ER
g
s
s
g
t
g
g

的
戶
口F
口
g
s
a
o
g
H
m
E
S
E

M
M
B『g
a
s
-的
戶
口
同
叩
門}S
B戶
口g
w
m
旦
旦
阻
的
前
且
也
早
已
昀
口
啞
巴Z
m
巴
巴
。
口
古g
E
口
丹
紅
古
巴
丘
叩
門
昀
且
目
。
♂
注
冊
M
n
M
H
B已個
自
己

口
。
口m
S
E
S
E
g

戶
口
E
m
w
t
z
g
g
w
B

穹
的
心F

及
阱
爾
文
著
基
督
教
會
的
原
型
，
肆
，
十
凹
，
也.• 

A
Z
。
門
口
自
〔
m
n


g
n
H

且
自
丹
已
。
門
口
自
〕
口
旦

E
B

。
E
n
F
C
B
m
m
f
m
」5

〔
開
口
﹒
。
而
一

U
H
ν
B
R
m
叩
門S
E
R
E
-
-
m口
。
明
白
恥
的
問
叮
叮
叮
門
戶
口

L
S
E
E
-
n
R
F凹目
。
口
。r
z

z
z
g
m
a
m
-
m
g
p
可
見
新
教
人
士
認
為
聖
事
祇
有
一
種
心
理
上
的
和
象
徵
性
的
意
義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將
此
理
論
斥
為
異
說
(

鄧
八
四
八
|
八
四
九
)
。

現
代
自
由
派
新
教
神
泉
觀
基
督
信
仰
中
的
里
寧
為
外
教
神
秘
儀
式
的
紋
的
。

現
代
主
義
否
認
聖
事
是
由
基
督
直
接
建
立
的
，
而
觀
之
為
一
種
地
純
的
一
心
號
，
它
如
宗
教
的
沛
的
關
係
'
佮
像
文
字
典
思
想
的
關

係
一
樣
。
參
-
考
鄧
二O
三
九
|
四
一
;
二

C
八
九
c

第
二
節

垂
暮
性
表
記
的
構
踐
要
棄

一
、
材
料
與
形
式

軍
事
的
外
在
表
記
具
有
兩
個
構
成
賽
車
輯
部
物
與
言
(
月

2

旦

Z
Z
Z
E
U
巳
o
g
O
M
H
E
E
旦
毒
品

g
E

〉
|
|
近

乎
信
理
的
意
見

這
裡
所
說
的
「
物
」
'
是
物
質
(
水
、
油
)
，
或
是
一
種
可
知
覺
的
行
勁
2
口
解
，
婚
出
)
。
「
一
百
」
通
常
是
指
說
自
口
中
的
話
。



自
十
二
世
紀
前
五
十
年
代
起
，
昔
日
，
尤
其
是
洗
禮
的
規
喔
，
被
稱
為
形
式
(
卅
日
告
牌

4
叩
門
σ
c
E
S
)
。
自
十
三
世
紀
中
葉
始
(
彼
得
﹒
隆

巴
)
，
有
形
的
要
素
有
時
被
稱
為
材
料

(
5缸
片
叩
門
心
目
)
。
以
俊
不
久
，
這
而
個
名
詞
同
時
出
抗
(
開
口

5
叩
門
"
。
凹
的n
E
E
F
F
Z
已
。


H
M
2
2間
。
同
可
。
在m
B
.
C
-
。
g
R
U
C
〉
-
g
g
o
『
戶
口
-
P
H
M
B
E
m
D
E
B
H
)
，
聖
幸
的
休
格
(
閉
門
口
悅
。
。
『
皆

-
c
r
R

約
一
二
三
0
年
)

按
照
亞
理
斯
多
德
哲
學
的
形
質
論
(
自
u
L
m
g
。
G
r
z
5
)，
首
先
說
用
這
二
個
名
詞
。
他
是
將
七
件
軍
事
的
材
料
與
形
式
加
以
區
分
的
第

一
人
。
歇
會
訓
導
權
威
揉
納
了
這
兩
個
名
詞
。
當
冷
卑
聯
合
大
公
會
議
為
阿
美
尼
亞
人
所
頒
布
的
文
告
(
一
四
三
九
年
)

.• 

「
一
切
聖

事
由
下
列
三
要
素
昕
組
成
，
即
物
(
材
料
)
、-
7日(
形
式
)
和
懷
有
做
歇
會
所
要
做
之
辜
的
意
向
之
施
行
者
。
缺
乏
這
三
個
要
素
之
一
，

則
聖
事
無
故
」
(
自
2

口
。
自
口
戶
自
由R
E
g
g
s
E
r
g

切
而
且
在ZB
E
司
"
4

位
m
r
m
H
H
m
σ
5
g
p
ρ

口
戶
S
B

皂
白
缸
"
4
叩
門
r
z
g
口
ρ
5
日

峙
。
同
g
m
w

且
也
叩
門
間
。
口
阻
宮
門
口
叮
叮
戶
口
。
口
『
叩
門
而
口
昆
曲
研
但

n
E
B

而
且
口
白
白

E
H
H
戶
口H
m
B
E口
m
p
n
M
m
p
e
u
A
Z

。
心
p
n
w
開
a
r
m
-
R戶
口
。
門
口
自
己

巴
宮
-
L
m
H
g
p
g口有

H
E
n昨
日
8
日
阻
B
S
E
E
-

鄧
六
九
五
;
參
放
鄧
八
九
五
)
。
材
料
又
可
分
為
較
遠
材
料
(
自
且
叩
門
缸
片mg
o
z

)
，
即
物
質
如
水
，
油
等
，
以
及
駛
近
材
料
(
自
已
旦
且
有
自
古
巴
，
即
物
質
在
軍
事
中
的
應
用
如
洗
株
，
敷
油
等
。

聖
經
至
少
給
錢
種
堅
事
倒
閉
了
外
在
表
記
的
二
個
要
素
，
例
如
厄
，
伍
，
廿
六
說
明
洗
膛

•• 

「
用
水
洗
，
藉
若
話
的
潔
淨
而
聖
化

她
〈
歇
會
)
」
(
參
見
垢
，
貳
捌
，
十
九
;
宗
，
捌
，
十
五
等
;
啦
，
貳
陸
，
廿
六
等
;
雅
，
伍
，
十
四
;
宗
，
陸
，
六
)

傳
承
作
證
，
互
事
經
常
是
由
一
種
可
知
覺
的
行
動
，
伴
隨
若
話
(
祈
禱
)
來
完
成
的
。
里
奧
斯
定
論
及
洗
禮
說
:
「
隊
去
話
，
水

之
為
水
而
外
，
還
有
什
麼
意
義
呢
?
話
加
於
一
物
始
能
成
為
聖
事
」(
P
R
E
S
-
w常﹒
∞
。"
ω之
門
﹒
E
W
A
r
p
-
~
g
b
S
p
a
-
Y

神
，
缸
品
了
六
十
，6
)

二
、
兩
個
因
素
的
常
情
結
合

材
料
與
形
式
二
名
詞
祇
是
類
比
地
應
用
於
聖
事
性
表
記
的
各
部
分
，
單
獨
的
「
物
」
本
身
無
確
定
性
，
而
三
一
口
」
則
是
確
定
者
。

然
而
兩
者
並
不
形
成
質
體
的
結
合
(
苦
苦
戶
口
已
H
H
H
H
Z
)

一
如
身
體
各
部
分
之
結
合
，
而
祇
形
成
一
種
常
情
的
結
合
。
因
此
它
們
不
需
要

完
全
在
同
一
時
間
.
，
常
情
的
同
時
已
足
，
也
就
是
說
，
他
們
應
當
故
此
連
在
一
起
，
致
使
依
照
一
敵
人
的
估
計
，
足
以
形
成
獨
特
的
表

勢
三
部

嬰

毒草

論

笠
二
三



帥
則
阿
們
倆型
化
和
天
主

古
二
四

記
o
k口
解
與
婚
即
型
事
由
於
其
特
殊
性
，
許
可
材
料
與
形
式
的
較
長
間
隔
。

三
一
、
史
事
與
聖
事
所
代
表
的
實
物
(
E
O
E
B
S
E
E
-
H
m
m
m
m
o
E
B
g

己
〉

土
林
川
子
派
神
川
市
生
哨
外
在
的
表
一
起
為

E
n
g
g
g
z
g

或
扭
曲
口E
B
S
Z
S
E

口
Z
B
T
何
旦
出
口
閏
月
2
5

口
的
戶
官
民
戶
口
閏
月
口
同
)
，
-
內
在

超
性
的
功
效
為
同g
g
n
B
B
E

民
公
布
巳
幸
自
宮
門
已
口gm
何
旦
『
戶
口
已
)

.. 

聖
事
所
代
表
的
貨
物
。
士
林
派
神
學
又
分
出
另
外
一
個
中

間
的
因
素
即
H
丹
田
B
m
R
E
B
m

早
已
自
貨
物
與
單
干
事
公
布
旦
『
戶
口
皂
白
叩
門
血
紅
口
戶
口
口
缸
"
)
，
它
與
前
兩
者
不
同
。
這
中
間
因
素
就
是

.• 

在
洗

禮
、
堅
振
和
神
品
諸
聖
事
中
的
學
事
印
已
(
吋-
8
8
月
間
B
E
E
-
n
r
D
E
C
H叩
門
)
，
在
車
體
聖
事
中
基
督
的
目
前
(
正
體
血
，
告
解
聖
事
中
告

解
者
的
痛
悔
，
沁
人
敷
油
里
干
事
中
(
按
素
阿
勒
茲
的
意
見
)
的
「
內
在
背
沐
」
(
戶
口
口

Z
S
O
E

古
巴
，
所
謂
「
內
在
宵
沐
」
就
是
亟

魂
的
愈
形
堅
強
，
此
外
在
婚
血
聖
事
巾
，
是
不
可
解
散
的
婚
姻
聯
繫
。
參
見
神
，
丞
，
六
六
，
1
.

，
七
三
，
6
.

，
八
凹
，
1
!
3

土
-
u

一
位
別
峙
，
叫
十
一
.
從
紀
的
前
采
明
，
。

四
、
可
知
覺
的
外
在
表
記
之
λ
戶
口
宜
性

建
立
外
在
可
感
表
記
之
八
川
宜
性
，
基
叫
肘
，
人
性
由
身
體
與
靈
魂
所
級
成
。
(
參
見
里
維
克
多
的
休
將

•• 

b
白
話

2.• 

忌
、
全.. 

3.hN-RU 

H
P
ω
u
吋
門
戶H
L
E
m
M門自
己
的
自

E
R
g
H
H
R
Z

古
巴
門Z
S
m

凹
的
問
口
。
m
g

口
卅
日
u

宵
。
可
芯
片
y
c
g戶
口
已
戶
。
口
白
宮

"
M
M呂
立
叩
門
叩
門
口
已
忘
。
口

m
g
u

宵
。
1
月

m
M
R
n

叩
門
口
已
。
耳
目
﹒
意
即
建
立
聖
事
的
原
因
有
了
一

•• 

為
壓
迫
我
人
，
為
訓
誨
我
人
，
為
我
人
有
操
練
的
路
會
。
參
攻
神
，
無
一


六
一
，
1
;

羅
馬
要
理
霄
，
式
，
一
，
9
0
)



第
二
幸

聖
寧
的
作
用
典
功
就

第
一
-
一
節軍
事
本
身
的
作
用

一
、
史
事
與
恩
寵

街
約
的
草
草
包
涵
它
所
表
眾
的
恩
寵
，
並
把
此
恩
寵
賦
興
未
置
阻
碑
的
領
受
者
|
|
信
理

新
教
人
士
不
承
認
學
事
本
身
的
作
用
，
而
祉
承
認
它
具
有
主
觀
的
心
理
上
的
欽
果
，
因
它
能
喚
醒
典
增
強
人
怯

賴
的
信
心
。
天
主
教
會
則
特
別
強
調
聖
事
本
身
的
客
觀
作
用
，
也
就
是
說
，
其
功
殼
與
街
受
學
辜
者
與
施
行
車
辜
者

的
主
觀
處
境
無
關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針
對
新
教
人
士
的
意
見
，
定
斷
如
下.• 

「
任
何
人
若
主
張
新
約
的
學
事
不
包

溺
它
所
表
示
的
恩
寵
，
或
主
張
它
們
不
把
這
些
恩
寵
賦
與
未
置
障
碎
的
個
受
者
，
當
受
經
罰
」
(
控
告
戶
叩
門
口

M
S
H
E
w

F
。
但
血
口
。
口
n
o

口
已
口
叩
門
。
∞
臣
民

m
H
E
U戶
口m
戶
自
由
心
的
旦
出
2
E
u
m
H
E
m
H
E
S
E
-

。
g
s
u

口
。
口

m
m
n
H
m
H口
抖
。
口
丹
"
口
。
〈
訕
。

們V
0
.

E
E
F
z
m
。
E
S
B
-
口
。
口
口
。
口

P
H
R
-
-
-
〉
﹒
的
﹒
鄧
八
四
九
，
六
九
五
)
。
參
致
鄧
八
五0.. 

「
凡
主
張
，
至
少
從
天
主

方
面
，
單
事
並
不
常
常
且
並
非
替
一
切
人
獲
得
恩
寵
，
此
人
當
受
絕
罰
」
(
叩
門
自
己
古
岳
母
已

w
口
。
口
舍
門
戶m
E
E
E

M】
E
r
g
-
z
m
E
O
岳
m
R
E
B
B

宮
的
仰
自
℃
巴
巴
。
自
己E
m
v
A
C
S
E
E
E什
白
宮
門
冉
的
巴
巴
... 

〉
﹒
的
﹒
)
。
可
知
聖
事

前
，
接
賦
予
恩
寵
，
不
以
餌
受
者
的
「
依
賴
的
信
心
」
為
中
介
。
但
賦
人
的
信
心
當
然
是
一
項
不
可
或
缺
的
先
訣
條

什

(
8且
在
。

m
F
S
A
E
B
口
)
或
者
是
一
個
準
備
原
因
，
但
也
並
非
是
獲
得
恩
寵
的
有
殼
原
因
，
而
聖
事
雖
軾
是

第
三
部
!'"~ 
一
.-. 
,-
,/ ... 
uf.:] 

主
二
五



然
回
緝

聖
化
若
天
主

五
二
六

工
具
因
，
均
是
獲
得
恩
寵
的
有
放
因
。
參
見
鄧
七
九
九
.. 

洗
禮
是
成
義
的
工
具
因
。

土
林
派
神
學
家
(
自
從
維
克
多
的
休
格
以
後
)
與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所
採
用
的
「
里
事
包
涵
恩
寵
」
一
語
的
意
義
是

•• 

恩
寵
在
里

事
肉
，
一
如
故
呆
在
工
兵
因
肉
，
所
以
其
包
涵
方
式
不
是
形
式
上
的
公
司
白
自
信
叩
門
像
水
在
瓶
中
)
，
而
是
能
力
上
的(
4
E
E
E叩
門
)
。

參
放
前
，
盞
，
六
二
，3
。

聖
經
以
里
事
為
恩
龍
的
一
個
真
正
工
共
因
。
這
個
君
法
特
別
可
從
介
系
詞
:
「
出
於
」
(
F
品
u

自
己
和
「
通
過
」
(
旬
且
也
m
H
)，

拉
丁
文
法
的
第
四
格
(
安
哥
岳
和
表
示
工
共
的
第
六
格
(
自
立
在
話
。
同
戶
口
普

Z
B

而
且
自
宮
己
的
應
用
上
，
得
到
證
明
，
若
，
盞
，
五

•• 

「

人
除
非
由
水
和
里
神
而
生
(
晶
宮
R
a
s
~
刊
E
h
h
H
h
H
B

已
不
能
進
入
天
主
的
國
」
。
鐸
，
盞
，
五.• 

「
他
教
了
我
們....•• 

藉
著
聖
神

昕
施
行
的
重
生
和
更
新
的
洗
禮
」
〈
旬
L
N
C
已
是
g
q
s
h
h奇
色
的
叉
車
)
厄
，
伍
，
廿
六
.• 

「
用
水
洗
而
聖
化
她
(
教
會
)
」
(
也
h
q
u毛
叫
“

吋
q
q
q
p
a
向
)
。
參
攻
宗
，
捌
，
十
八
;
弟
後
，
壹
，
六
;
伯
後
，
盞
，
廿-
v
。

敬
父
們
以
聖
事
的
表
記
直
接
潔
淨
與
聖
化
人
靈
。
他
們
特
別
強
調
洗
禮
之
水
的
潔
淨
典
里
化
的
力
量
，
並
將
水
的
新
生
故
果
比
摸

母
胎
的
懷
孕
，
尤
其
是
童
貞
瑪
利
亞
的
懷
孕
(
若
望
，
基
素
束
，
E
E
§
-
L
。
這•• 

M
M
=
"
H
U良一
世
的
訓
道
辭
，
貳
肆
，
一
一
一
;
貳

伍
，
五
;
參
致
祝
聖
洗
禮
之
水
的
禱
文
)
。
源
自
初
期
歡
會
的
「
為
赦
罪
」
而
施
行
的
見
童
洗
禮
，
是
人
們
設
想
說
禮
教
果
與
領
洗
者

個
人
行
動
無
關
底
確
切
證
接
。

二
、
聖
事
本
身
產
主
效
呆

草
草
本
身
宜
生
或
果
|
|
信
理

士
林
派
神
學
為
說
明
聖
事
本
身
的
客
觀
殼
驗
，
摸
有
下
列
定
式•• 
m
S
E
E
g
s
G
O
H
S
E
H白
。
有
話
。
有


E
B
(理
事
本
身
產
生
放
果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嘉
納
了
這
一
為
新
教
人
士
所
激
烈
反
對
的
定
式
，
公
布
如
下

.. 

「

凡
不
承
認
新
約
的
聖
事
本
身
給
予
恩
寵
的
人
，
當
受
絕
罰
」
(
控
告
宙
門
目
前

O
H
Z
U
M
V
E
f
s
s
s
o
c
h
-

扭
扭

m
o
g
-



E
E
S
Z

。
℃
叩
門
。C
M
V
自
己
。
口
。
口
的
。

p
h
R巳
m叫H
E
E
-
-
-
〉
﹒

的
﹒
鄧
八
五
一
)。

土
林
派
的
日
在
互
卒
方
一
凹
所
凹
的
U
M
可
以
自
十
二
世
紀
均
-
r

半
划
。
最
初
主
要
地
赴
法
阿
姐
文
的
吉
爾
站(
2
5叩
門
阱
。
問
叮
。
一
位
自

2

)
月1耘
，
在
到
八
扒
拉
針
和
民
一
村
死

(
1
抖
的
一
的
虹
口
佑
的
起
上
，
卦γ
M
S
C
m
e
m
H

戶
口
血
和
。
均
已
凶
惡
自
己

z
g

。
這
一
區
分
以
後
被
聽
朋
於
聖

干
事
理
論
，
由
是
又
改
底
肘
於
旦
辜
的
故
朵
上
(
3
叩
豆
。
句
。
門
門
戶
口

2
.
D
U
a
-
-
M
R
R
o
h
H
U
E
Z
m
w
ω
Z
B
B

阻
。
同
F
m
o
。
門
戶
切
自
自σ巾
品
﹒

吋
且
可-
H
ω
0
)。

時
川
詞
。
切
臣
。
℃

O
E
H
Z
日
，
即
有
鼓
地
完
成
盟
詳
泣
的
;
所
謂
8
5
8

月
呂
民
的
(
相
相
當
事
人
產
生
教
呆
)
即
領
受
聖
辜
者
的
主
體

準
仿
，
開
阿
毛
自
由
。
也
叩
門
丘
。
(
'
的
木

M
U
E生
致
果
)
一
語
之
消
極
意
義
是
且
事
思
龍
的
賦
予
並
非
由
於
領
受
聖
事
者
和
施
行
聖
嚀
者

的
主
體
活
動
;
其
前
起
立
志
是.. 

阿
拉
甘
【
郁
悶
心
怯
的
恥
于
是
由
於
右
鼓
地
完
成
了
聖
事
表
品
。
穆
勒
(
已
。

E
m
H
)把
自

8

月
丘
。
一
語
解

釋
為
「
自
吾
有
昕
成
的
工
作
」
;
這
拉
解
和
從
歷
史
方
一
間
若
來
是
錯
誤
的
。
(
2
。
也m
H
m
a
m
E
S
H
R
。
切
自
由
阻
O
F
民
叩
門

O
S

叩
門
缸
片
。
.

甸
、E
V
O
N
F旬
P
F
N

心
)
卒
丘
上
，
土
林
派
耐
品
的
“
話
無
意
指
示
堅
寺
前
拭
且
能
的
來
源
(
2
Z
E
H
U
Z
E
H
戶
自
)
，
而
是
要
指
示
聖

事
賦
予
恩
寵
的
方
式
只
位
置
。

為
了
避
免
經
常
的
立
恥
m
U
(
歪
曲

(
h
p
h
b
b

閃
V
H
V
G
H
H
J
h
k
q

。
N
D
E
B
S屯
r
h
h
g去h
w
〉
2
.
H
ω
)我
人
必
讀
重
中
，
在
天
主
教
教
義

中
，
本
身
會
產
生
致
呆
的
山
丑
事
之
功
泣
，
決
不
能
解
碎
成
為
一
種
臨
秋
的
或
魔
術
的
功
殼
。
也
並
非
將
領
受
聖
辜
者
自
身
應
兵
備
的
帳

件
一
萃
的
叫
泊
。
相
反
的
，
成
人
偵
安
盟
(
學
時
有
不
可
或
缺
的
條
件
(
參
見
口
。
口
胃
口
而
且

5
5

。
z
n
m
g鄧
八
四
九
)
。
然
而
，
領
受
里
辜

者
本
人
的
字
一
位
擎
的
並
非
拉
至
且
泣
的
耳
目
;
一
川
的
拉
拉
安
叩
開
心
諧
的
一
個
必
要
的
先
決
條
件

(
2
5個
門
目
前
句
。
也

H
Z
自
)
。
聖
事
所
于
恩
寵

的
多
寡
則
右
的
制
於
領
受
聖
寧
省
的
主
怯
半
的
之
完
苦
的
程
反
。
鄧
七
九
九

•• 

m
m
口
S
L
Z
B
H
V
H

。
有
E
B
n
z
古
z
g

【
目
前
句
。

m
Z戶
。
口mg
g

n
8

切
而
且
已
。
口
m
B
(
狡
們
接
受
恩
寵
的
多
少
，
一
方
面
是
按
照
單
神
自
由
的
給
予
，
另
一
方
面
是
按
照
我
們
自
己
的
準
備
和
合
作
的
好

壞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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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間
偏

取
一
一
化
﹒
社
天
主

了
刊
，
二
八

天
主
在
一
叫
平
眾
一
致
主
張
，
聖
事
不
祇
是
傳
于
恩
寵
的
條
件
和
磁
會
，
而
且
是
傳
予
恩
寵
的
真
正
原
因
(
工
兵
因
)
。
然
而
，
聖

事
傳
于
忠
一
沌
的
方
式
倒
底
是
怎
樣
的
呢
?
他
們
的
意
見
各
不
相
同
。
多
瑪
斯
派
神
學
家
視
里
一
學
傳
于
恩
梅
的
方
式
是
一
種
賞
物
方
式
(

H
V
Y
U

『
巳8
日
白
色
間
)
，
司
各
脫
指
派
神
學
家
和
若
干
耶
時
會
神
學
家
則
頂
之
為
一
種
倫
理
方
式(2
o
g
-
s
a
m
)
。
此
外
，
耶
鯨
會
士

比
猶

(
F﹒
切
且
已
斗
巴

ω
H
)叉
加
上
了
一
種
意
向
方
式
(
古
古
巴
戶
。
口
已
宮
。
會
)
。
特
倫
多
大
全
會
議
對
這
個
問
題
存
而
不
決
。
大
公

會
議
的
議
決
祇
針
對
新
教
人
士
而
作
。

一
、
實
物
方
式

里
事
藉
若
天
主
所
賦
予
的
一
種
一
寓
於
共
內
的
力
量
，
產
生
它
所
表
示
的
恩
話
。
天
主
以
凰
諧
的
第
一
因
資
格
，
把
聖
宙
歌
的
表
品
你

為
一
一
個
貨
物
工
共
來
應
用
，
在
領
受
聖
辜
者
的
靈
弧
裡
產
生
捏
辜
的
思
話
。
天
主
括
學
事
間
接
賦
予
恩
寵
。

-
一
、
倫
控
方
式

由
於
車
事
是
基
督
既
建
立
的
，
車
事
昕
共
有
的
客
觀
地
位
促
使
天
主
惱
與
思
認c
當
人
有
效
地
完
成
聖
辜
的
表
記
時
，
天
主
就
也

拉
予
以
恩
寵
，
因
為
天
主
自
己
建
立
了
聖
事
，
他
一
定
會
如
此
做
，
彷
削
他
位
一
封
合
同
所
約
束
似
的
(
早
期
司
各
脫
斯
派
學
者
的
意

見
)
，
或
者
凶
為
聖
事
表
記
共
有
一
種
耐
求
的
能
力
，
好
像
基
督
的
代
臨
一
位c
從
某
一
意
)
為
一
一
一
一
口
，
理
事
就
是
基
督
的
行
動
。
天
主
山
間

里
空
間
直
接
協
予
恩
寵
。=

一
、
意
向
方
式

比
拍
的
理
論
可
訓
自
遠
古
士
林
派
學
者
(
阿
勒
的
亞
力
山
大
，
大
雅
搏
，
聖
多
瑪
斯
於
其
冊
著
門
。
這
逅
相

S
E
H
G
。
w
h
h
h
v
h
p
這

2
.

R
h

〉
。
他
認
為
單
事
並
非
以
「
完
成
方
式
」
兮
叩
門F
丘
吉
內
)
而
是
以
「
準
俯
方
式
」
(
包
忌
。
m
Z
F
2
)產
生
恩
寵
，
即
學
事
府
也
按

汁
，
叫
于
的
並
非
忠
呵
，
而
前
是
一
個
貴
在
的
承
受
忠
亢
的
準
備
，
也
就
是
聖
事
的
印
品
或
所
謂
「
靈
魂
的
飾
品
」
(
。
呂
且

g
g
g
z
u

。

不
過
平
均
士
休
派
吊
者
主
張
聖
事
以
貨
物
方
式
產
史
的
述
準
俯
狀
態
，
而
比
只
則
主
張
以
意
向
方
式
產
生
之
'
，
圳
是
說
，
前
毛
其
何
指
示



只
…
恃
通
一
例
精
神
概
念
的
能
力
。
按
照
比
例
的
意
見
，
里
事
以
「
預
備
性
的
意
向
方
式
」
(
古

s
a
s
s
-
z
z
&
e
g
w
戶2
)
產
生
恩
寵
，

亦
即
給
予
領
受
聖
存
者
的
靈
持
以
一
項
「
承
受
忠
泌
的
權
利
」
(
民Eg
m
M
凹
的
在4
c
m
m
B
E冊
)
。
倘
若
毫
無
阻
時
或
阻
碑
立
時
除
去
，

那
末
聖
事
昕
給
予
的
，J這
項
「
承
受
恩
寵
的
權
利
」
一
定
會
使
靈
魂
得
到
天
主
灌
注
恩
寵
。

批
判

比
俏
的
理
論
與
「
聖
事
本
身
產
生
它
們
既
表
示
的
恩
寵
」
這
個
原
則
不
合
。
教
會
的
訓
誨
告
訴
我
們
(
部
八
四
九
譯
)

產
生
的
真
正
果
實
就
是
恩
倍
。

倫
理
方
式
的
理
論
雖
然
最
容
易
理
解
，
但
並
不
符
合
聖
經
典
傳
承
所
鄭
重
甜
示
的
工
共
困
的
概
念
(
部
七
九
九
)

最
符
合
教
會
訓
道
、
聖
經
與
教
父
見
解
的
是
里
多
瓜
斯
在
神
，
丞
'
六
二
中
的
理
論

.• 

聖
事
以
貨
物
方
式
產
生
恩
准
，
已

里
事
所

反
對
意
見

付
施
行
聖
事
者
與
領
受
聖
辜
者
的
空
間
陸
離

里
事
以
貨
物
方
式
產
生
恩
寵
的
理
論
，
不
應
解
釋
為.. 

聖
事
表
一
詞
典
領
受
里
事
者
必
氛
有
貨
物
之
接
燭
，
始
能
產
生
崔
事
性
也

泡
。
惟
有
當
某
些
特
殊
的
鑒
事
表
→
站
(
如
洗
禮
和
鼓
油
)
需
要

4貨
物
性
接
觸
時
，
才
有
此
項
必
要
。
告
解
直
事
悅
婚
配
嫂
中
交
換
H
t志

都
不
需
要
任
何
實
物
性
的
接
觸
行
動
。

叫H聖
事
行
動
的
時
間
程
序

表
示
恩
寵
的
聖
事
記
號
的
特
殊
行
動
完
成
峙
，
恩
寵
的
產
生
亦
告
完
竣
。
這
時
，
天
主
賦
予
聖
箏
的
工

A
性
能
力
使
投
生
功
殼
，

這
項
能
力
在
領
受
聖
事
者
的
靈
魂
中
產
生
恩
呵
。
既
以
，
聖
事
行
動
中
的
最
後
時
刻
雖
與
恩
寵
的
產
生
相
連
繫
'
聖
事
行
劫
之
前
部
並

非
因
此
而
失
去
意
義
，
因
為
一
耍
表
達
恩
筒
，
全
部
禮
節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
里
事
表
記
的
特
有
行
動
與
產
生
恩
寵
的
工
共
性
行
動
彼
此
結

合
，
形
成
惟
一
的
聖
事
行
動
(
神
，
盞
，
六
二
，l
l
2
)

目
恢
復
里
事
功
按

第
三
路
吧.

可
Y

叫
兩
岫

去
二
九



第
四
編

E
U化
若
天
主

五
三
。

有
故
而
不
妥
當
地
個
妥
之
草
率
如
洗
舵
、
堅
振
、
神
品
等
之
得
以
依
復
劫
殼
，
可
說
聖
辜
的
印
記
為
天
主
既
蜴
的
產
生
恩
龍
之
能

力
的
貢
物
基
斑
。
在
病
者
敷
泊
位
與
指
血
草
率
中
，
這
項
作
用
由
洗
禮
里
事
之
印
記
所
代
替
。
若
干
神
學
家
在
恢
復
聖
事
功
殼
的
特
殊

仿
形
下
，
認
為
聖
事
以
倫
理
方
式
產
生
功
殼
，
至
少
在
不
給
予
聖
事
印
記
的
車
幕
中
是
如
此
。

第
主
節

軍
事
的
功
教

一
、
聖
宰
的
恩
寵

村
里
化
恩
寵

新
約
的
一
切
軍
事
都
給
予
領
受
軍
事
者
以
單
化
恩
寵
1
l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定
斷.. 

「
藉
若
這
些
(
4叫
會
的
聖
事
)
，
一
切
真
的
正
義
(
聖
化
恩
寵
)
得
以
開
始
，
已
開
始
的

得
以
加
增
，
已
失
去
的
待
以
重
新
獲
得
台
白
宮
島
內
g
n
E
B
S
S

開
自
穹
的
古
往
。
自
口
E
Z
E
E

叩
門
戶
立
即
〔

H
m
H
丘
吉

E
S
E
-
n
g
印
)
〈
已
古
已
℃
拉
克
-
8
名

g
g
m
m
Z
H
S
-
ω
B
E
E
E
M

出
E
E

門
﹒
鄧
八
四
一
一
-
a
;八
四
九
i

八
五
一
)
。

聖
經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指
示
我
們
，
恩
寵
是
單
辜
的
成
果
，
弟
後
，
壹
'
六
告
訴
我
們
，
宗
徒
援
手
禮
的
宜
欽
是

「
天
主
的
恩
寵
」
。
其
他
若
干
經
文
稱
草
率
禮
節
的
故
果
為
新
生
(
若
，
去
了
五
;
鐸
'
盞
，
五
)
、
淨
化
(
厄
'

伍
，
廿
六
)
、
罪
之
赦
免
(
若
，
貳
拾
，
廿
一
二
;
雅
，
伍
，
十
五
)
、
領
受
聖
神
〈
宗
，
捌
'
十
七
)
、
永
生
的
授

與
(
若
，
陸
，
五
五
，
希
脂
本
五
四
)
。
主
一
切
致
果
與
聖
化
恩
寵
的
授
與
是
不
可
分
的
。

按
照
聖
事
的
目
的
，
第
一
次
賦
予
聖
化
恩
寵
或
重
新
賦
予
失
落
的
聖
化
恩
寵
食
品
去
買
5

也
的
重
箏
，
稱
為
未
處
於
恩
寵
揖

界
者
所
領
受
的
聖
事
(
聞
自nE
B
E
E
S

月

2

自
己
自
如
洗
禮
與
告
解
里
事
)
。
那
些
本
身
能
增
加
已
經
獲
得
的
恩
龍
(
閥
門
皂
白
m
m
g

且
也



者
，
稱
為
處
於
恩
寵
揖
界
者
昕
領
受
的
聖
事(
m
R
S
B
g
s
i
s
2
日
)

自
神
學
觀
點
一-

2日
，
我
們
確
切
知
道
，
未
處
於
恩
寵
境
界
者
所
領
受
的
聖
事
，
在
某
種
特
殊
情
況
下
，
即
領
受
者
已
在
恩
寵
揖
叫
什

峙
，
也
能
增
加
已
有
的
思
詣
。
按
照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的
宣
布
，
車
事
將
恩
寵
賦
于
一
切
沒
有
放
置
障
時
的
人
(
部
八
四
九

i

八
五
O

V

，
因
此
處
於
忠
話
叫
恍
然
者
所
領
受
的
聖
事
似
乎
偶
然
也
給
與
第
一
次
恩
寵
，
或
重
新
賦
與
失
落
的
聖
化
恩
寵
，
那
就
是

.. 

當
犯
大
罪

的
人
，
門
信
並
無
主
罪
，
作
了
不
完
善
的
痛
悔
以
後
去
領
受
聖
事
的
時
候
，
能
重
獲
初
次
的
恩
龍
(
參
致
神
，
怠
，
七
二

|
7
|

二
;
盞

，
七
九
，
3
)
。
隨
型
化
且
認
同
時
此
予
人
爪
泌
的
，
還
有
神
學
的
和
倫
理
的
諾
德
性
，
以
及
聖
神
的
七
恩
(
參
攻
本
的
糊
忠
龍
部
分
第
廿

一
部
)

。

口
特
殊
的
聖
事
恩
寵

每
-
h喜
事
授
予
一
種
特
殊
的
軍
事
恩
寵
|
|
一
般
意
見

正
因
不
同
的
罕
事
具
有
不
同
的
目
的
(
部
八
四
六
，
六
九
五
)

我
們
可
以
承
招
每
一
但
事
各
按
其
特
有
的
口
的
，
賦
予
特
殊
的
聖
事
恩
寵

里
事
恩
混
血
八
聖
~
予
以
外
之
恩
情
或
一
般
思
位
之
間
的
差
異
，
並
非
僅
僅
在
於
賦
予
這
些
關
心
龍
的
不
同
目
的
，
而
且
半
山
種
您
能
也

並
非
亞
魂
的
兩
種
不
M
習
性
(
們
自
質
問
。
]
5
)，
因
為
在
一
敵
恩
能
以
外
另
有
特
殊
的
里
事
恩
寵
存
在
的
說
法
，
在
啟
示
中
並
無
根
訣
。

故
照
里
多
瑪
斯
的
神
泉
，
聖
事
恩
寵
在
本
質
上
與
一
般
恩
寵
相
同
，
然
而
前
者
將
「
天
主
的
某
種
佑
助
」
加
於
俊
者
，
為
能
達
到
聖
事

的
附
有
日
的
(
的
門
自
己
且
這
白
白

B
B
E
Z

且
已
Z
m
C℃
叩
門
的
『a
z
s
s
s
g
c

口
信
叩
門
門
口
n
g
g

叩
門
聞
名
叩
門J
L早
已
2

叩
門
心
。E
A
C

。
比
門E
S

E
i
-
H
C
B
E
H
F
-
7
5

且

n
o口
m
Z
Z
巾
E
E
H
m
且
白
白
白
呂
立
問
古
而
自
﹒
神
，
丞
工
企
-
7
2
)
。
加
耶
當(
b
a叩
門
口
口
)
，
素
阿
切
注
(

ω
E
門
內
N
)川
(
其
他
人
土
沾
為
天
主
的
一
起
了
仙
助
、
f
M花
一
種
現
內
心
或
一
種
獲
得
現
息
的
權
利
。
另
外
一
些
土
林
派
州
拉
家
如
單
多
川
崎
斯

的
若
望
已
。
「
口
。
出T﹒
d
H
O
B自
己
封
聖
多
的
圳
的
立
此
，
有
更
正
陸
的
了
解
，
他
們
必
為
天
主
的
、
沾
了
仙
助
，
是
天
主
的
經
常
阿
拉

助
司
品
件
更
清
楚
睹
了
此
是
一
桶
必
愧
的
內
犯
狀
此
，
此
如
此
，
聖
化
恩
寵
獲
得
內
在
的
完
善
佳
，
用
以
達
到
該
項
型
肝
的
特
殊
U

的
。

，
不
同
的
舉
事
表
記
指
示
不
同
的
起
的
故
果
，

(
狹
義
的
單
事
恩
寵
)

O 

E
J
叮
叮

3
q

p
b
H
υ
ι
-
F
f
 

-
J卡
』
p
d
j
了
、
一

-f-AjI 

至
三
一



。
口
叫
口
J

flf 

，
叫
一eb
L
﹒
-
、

-
-
-
e

L
U
J
I
J才
刁
/
三
一

欠
三
二

現
代
一
仰
伊
﹒
派
們
古
一
訕
地
指
出
，
監
事
血
紅
給
趴
(
一
種
為
川
江
到
學
事
目
的
按
時
拉
地
所
軒
的
現
閑
心
之
權
利
。
比
約
十
一
拉
關
於
婚
也

單
干
事
甘
作
如
下
聲
明.. 

「
垃
後
它
給
于
(
夫
婦
耐
人
)
一
項
提
利
，
使
他
們
在
克
盡
以
版
時
，
將
獲
得
所
需
要
的
一
切
現
恩
」
(
如
二

二
三
七
)日

聖
事
恩
寵
的
多
寡

雖
然
天
主
在
分
施
恩
慌
，
卜
于
是
絕
對
什
由
的
，
但
神
學
家
們
幾
乎
普
遍
地
認
為
，
每
一
聖
事
由
它
本
身
而
言
給
予
領
受
它
的
人
以
同

量
的
恩
鼠
。
可
是
每
一
成
人
在
準
備
上
的
差
異
促
使
本
身
會
產
生
故
力
的
車
事

(
2
。
叮
叮
話
。
℃
叩
門
阻S
)
授
予
不
等
量
的
恩
龍
(
部
七

九
九
)
，
教
侖
因
而
非
常
注
﹒
甘
心
領
受
聖
事
前
的
準
備
工
夫
(
參
放
初
期
教
會
慕
道
時
期
的
慣
例
;
神
，
丞
土
八
九
，

8
)

二
、
史
事
的
印
記

村
里
事
印
記
的
實
在
性

洗
禮
、
堅
攝
和
神
晶
=
一
項
軍
事
給
囂
魂
鑄
土
印
記
，
郎
不
可
磨
誠
的
精
神
標
記
，
因
此
之
故
，
這
三
項
軍
事
祇

能
領
受
一
次
|
|
信
理

F

由
於
新
教
人
土
研
戚
克
利
夫

(
4〈
苦
口
同
志
的
意
見
，
而
否
認
鑒
事
的
印
記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布
如
下
:

「
凡
不
承
認
洗
禮
，
堅
振
與
神
品
三
里
事
將
一
項
印
記
，
即
不
可
消
磨
的
精
神
標
記
鑄
印
在
單
魂
上
，
且
這
三
種
聖

事
祉
能
領
受
一
次
者
，
當
受
絕
罰
」(
2
f
z
E
M倚
門
-
P
E
E
r
s
m
m
n
E
B
B
E
U
}
v
m

℃
門
戶
的
目
。
E
F
-
-
n
o
p
c

。
民
H
H
‘

旦
旦
古
自
丘
。
丘
吉
♂
口
。
口

F
E
-
-
B戶口
r
m
E
n
R
E
S
'
，
戶
口
自-
B
P
r
c
n
m叩
門
已
悄
口
C
E

現
叮
八
五
二
;
參
致
鄧
四
一

ACO

<EmB

由
℃
叩
門
戶
戶
口

m
w
-
m
m
M

鬥

戶
口
已
的
}
恥

σ
己
的w
口
口
門
佇
立
E
R
R
-
口
。
口

H
V。由
m
c
口
H
U
k
r
.

'
六
九
五
)C 



聖
經
並
未
明
示
型
事
的
印
記
，
但
是
提
及
天
主
印
在
信
友
身
上
的
一
個
記
號
，
或
為
聖
神
所
藍
印
，將
後
，

笠
，
廿
一
等.. 

「
那
堅
問
我
們
向
你
們
在
基
督
內
的
，
並
給
我
們
傳
泊
的
，
就
是
天
主
，
他
在
我
們
身
上
蓋
了
印
，

並
在
我
們
心
裡
蜴
下
墊
付
j
v為
抵
押
」
o
a缸
，
壺
，
十
三
一.. 

「
在
基
督
內
你
們
也
是
如
此
，
你
們
一
聽
到
了
真
理
的

話
，
即
你
們
得
救
的
一
怕K
汀
，
使
信
從
了
，
且
在
他
內
受
了
恩
許
望
神
的
印
證
」

「
你
們
不
要
吽
天

。
出
洗
禮
而
得
到
的
學
圳
的
印
證
，
在
這

。
厄
'
肆
，
卅.. 

主
的
單
神
憂
鬱
，
因
為
你
們
是
在
他
內
受
了
印
話
，
以
待
得
救
的
日
于
」

些
經
文
中
，
與
思
陀
的
J
N予
，
尚
無
區
別
。

教
父
們
告
訴
政
們
'
，
似
洗
川
'
，
巾
，
天
主
在
靈
魂
土
加
印
，
凶
為
一
泣
仙
緣
故
﹒
他
們
稱
洗
的
本
身
為
印
記
或
益
印

q
令
h
M
t
至
少

E
E
-


E
E
w
巳
m
g
n
E
r
g
v。
「
血
紅
E
C
Q
o

耶
路
撒
均
的
情
利
祝
你
指
洗
峰
為
「
神
聖
不
可
位
犯
的
標
山
」
(
豆
、hH之
咱
是
E
R
P
吉
立
』
巳
吋
口
的
U

Z
o
n
2
.
2
)。
聖
史
新
定
打
先
訴
山
間
「
印
記
」
一
詞(
3倍
、
h
m仙
，
五
;
論
洗
祉
，
眩
，
了
，
l

及
他
處
)
，
他
對
多
那

h仆
的
派
人

土

(
U
O
E
H
Z
E
)川
朋
洗
禮
與
神
品
祇
能
領
受
一
次
，
也
於
它
們
所
給
予
的
印
而
並
不
有
如
於
拉
缸
，
亦
不
因
重
罪
而
喪
失
。
里
奧

-
h
A特
別
以
訕
訕
王
志
們
印
品
的
主
要
特
徵
.. 

L
W
八
您
能
的
差
泉
州
吋
分
削
吐
(
祝
砂
土T
C
E
R
E
C
Q
〕
川
八
哄
化mZ
H
E
F
F
色
。
〕
以
泛
參
州
(
水
川
，

h
J
Y
F
S

巾

D
m
門
口
言
自
己
℃
旦
旦
口
芳
自
泣
。
〕

小
叫
;
吉
佑
，
玖
捌
'
-
A
;論
此
叭
，
怔
，
什
凶
，
一
二
叫
一
〉

么
不
可
消
失
性
(
內
-
4
.
、
罵
法
﹒
口

w
H
ω
v心
心U

的
﹒
r
h
h
-
M
v
h
h
h
h
-
w

口
、
皂
，
于
忠
心
)

。ι
由
是
產
生
聖
辜
的
一
小
川
仿
制
性
(
(
4
.
肉
、-
3
5

』
?
"
口"
5
.
心
∞
)
。

恥
丑
事
印
已
到
前
的
川
，
干
仙
性
探
討
始
於
十
二
世
如
此
之
末
圳
(
十
一
二
世
紀
之
初
，
出
土
林
一
以
神
川

γ以
所
的
思
。
值
得
﹒
剛
站
(
可
自
佇
立
凹

凸
戶
口
芯
片
寸H
H
c
d凡
的
先
拈
血
洗
禮
、
堅
紅
、
神
品
三
聖
-
箏
的
不
可
謂
創
性oH
十
別
的
方
的
叫
于
一
派
(
何
恥
的
血
刀
山
火
，E
X
錄
)
、

型
大
雅
仙
川
、
尤
叮
叮
(
是
叭
叭
于
多
比
如
寺
的
一
心
項
位
道
的
發
展
，
你
有
卓
著
的

L
M版
(
參
伙
壁
也
夕
叫
斯
，
例
，
一
人
一
、
川
一
一
)
，

1
;
6
v
o
益
斯
﹒

!.;)" 
土{J

~j~! 

:;): ~! 

f 

JI 



喀
什
阿
爾型
化
有
天
主

去

四

可
各
版
(
O
Z口
的
∞
B
E

明
)
曾
經
批
評
過
單
純
與
傳
承
的
迫
切
，
但
是
，
也
於
他
對
教
合
權
絨
的
尊
敬
，
而
維
造
了
理
事
的
印
泣
。
教

宗
依
請
森
三
世
前
次
在
公
函
巾
應
用
了
里
事
印
記
的
道
理
(
部
四-
c

的
理
事
印
記
之
本
質

軍
事
印
記
是
印
於
靈
魂
土
的
精
神
標
記
l
|
信
理

基
於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的
解
釋
(
部
八
五
一
一
)
，
車
事
印
記
必
氛
視
為
一
種
宜
在
的
、
而
依
附
在
亟
魂
上
的
本
膛
，
更
確
切
地

說
，
是
一
種
質
體
地
依
附
於
靈
魂
的
起
自
然
狀
態
。
里
多
瑪
斯
歸
之
於
潛
能
一
頭
，
而
阿
勒
的
亞
力
山
大
、
里
文
篤
和
聖
大
雅
博
則
把

它
當
作
一
種
習
性
。
神
，
萃
，
六
一
-
7
2.. 
Q
巨
呂
立
丘
吉

3

月
丹
紅
門
自
己
目
且
自

E
M
U
O門
而
且
古
自
由
叮
叮

F
H
E
F
S
O
H門戶
戶
口
已
阻

B

且

g
u
A
E
E

E
口
同
門
戶
戶
已
旦
g
z
5
.
里
多
瑪
斯
認
為
m
f事
印
記
的
主
體
只
承
受
者
是
知
識
的
能
力
，
而
非
靈
魂
的
自
立
體
(
一
如
裴
拉
明
與
素
、
阿
勒

茲
昕
一
五
)
，
因
為
聖
事
印
記
促
成
的
敬
禮
行
動
是
屬
於
知
識
能
力
的
信
心
之
表
現
(
神
，
丞
，
六
三
，
4
)
。

杜
朗
度

(
U
E
S
E
m十
H
g
h
)的
理
論
與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的
宣
布
相
抵
觸
。
杜
氏
志
為
聖
事
印
記
祇
是
一
種
思
想
中
存
在
的

關
係
'
一
個
人
藉
此
種
關
係
為
天
主
所
召
吽
'
純
然
外
在
地
完
成
某
些
宗
教
行
為
，
並
有
能
力
從
事
某
些
公
開
活
動
，
正
如
一
名
官
員

受
委
託
而
辦
理
某
事
。

月
聖
事
印
記
的
目
的

軍
事
印
記
授
予
人
參
與
基
督
教
敬
禮
行
動
的
能
力
|
一
般
意
見

里
多
瑪
斯
，
迅
倍
奧
斯
定
對
聖
事
印
記
的
見
解
(
祝
聖
n
o口
閏
月
Q
a
F
0
)
並
託
名
狄
尼
修
(
3而
且
0
.
g
o口
百
宮
的
)
的
看
法
，
主
張
車
事

印
「
心
的
目
的
是
委
派
人
去
敬
禮
天
主
(
已
告
已
自
己
。
但
已

B
E
S

岳
i
g
g
)
，
這
項
委
派
按
照
它
能
接
受
或
施
行
聖
事
，
而
分
被
動
與

主
動
兩
種
。
神
，
萃
，
六
三
，
3
.. 

已
向
旬
白
宮
門

E
a
t
-
Z
E
叩
門
叩
門
E
Z

且
門
而
已
1
2
心
自
口
〈
丹-
q
且
自
門
H
C
B臼
昆
明
E
A
E

巾

H
U叩
門
同
官
而
且



自
L
n
z
E
S
O
m
r皂
白

L
r
R

宮
。
有
門
叩
門
凶
叮
叮
旦
旦
旦
各
自

E
n
H叩
門
扭
曲
n
E
B
S
E
Z
﹒
基
督
教
的
全
部
敬
禮
源
自
基
督
的
可
奈
地
位
。
因

而
我
人
清
楚
地
看
出
，
里
辜
的
印
記
即
是
基
督
的
印
記
，
信
友
們
藉
里
事
印
記
而
與
基
督
印
記
相
連
繫
'
里
事
印
記
源
自
基
督
本
身
，

可
以
說
是
參
與
基
替
的
可
祭
品
位
。
神
，
玄
，
六
三
，3.. 
片
。z
m
z
g
n
r
且
在
B
B
E
E
m
-
S
E
L
E
Z
皂
白
血
旦
口
叩
門
心
。
已OC
E
E
-


叩
門
丘
冊
。
白
血
口
以
m
m
E
B
E
Y

戶
口
。
已
口
「
臼
臣
們
門
而
吋
的
血
口
】
可
阻
巨
叩
皂
白

-
F
M
m
℃
m
n
戶
自-
z
m
H丹
紅
的

r
阻
門
血
口
門
叩H
C
Y
H
E
r
n
c
古
凹
的
阻
口
叩
門
已
良
心
。

n
o口


r
m
C
H
自
己
日
出
門
戶m
H
E
m何
而
且
口L
c
g
m戶
口
E
B

叩
口
戶
口-
m
m
n
r阻呂
立
叩
門
m
m
u
A
C戶
口
F
r
F戶
已
古
心
的
早
已
門
注
目
已
【
吉
臼
叩
門
戶
自

B
M

】
自
門
門
戶
口
信
缸
片
戶
。
口

g

m
血
口
叩
門
已
o
t
v
h
r
H
E
H
F
m
σ
凹
℃
的
。
(
u
r
H
P

閉
門
。
門H
m
H戶司
已
丹
血
而
﹒

聖
事
印
記
風
使
人
利
似
大
可
奈
耶
穌
基
督
，
便
是
一
種
「
容
擬
性
表
一
起
」
(
叩
門

m
E
B
n
o

口

2
月
豆
豆

5
)
。
從
這
個
首
要
作
用
中
，

產
生
其
他
次
耍
的
作
肘
。
聖
事
印
記
使
領
受
洗
禮
者
別
於
未
受
洗
者
，
領
受
堅
振
者
別
於
未
領
受
堅
振
者
，
領
受
神
品
者
別
於
未
領
神

品
者
，
所
以
也
是
一
種
「
缸
別
表
記
」
(
m
f
H
C
B
L
E
戶
口
口
丘
吉
自
)
。
車
事
印
記
予
人
參
與
敬
禮
的
能
力
，
並
間
接
準
備
人
領
受
聖
化

恩
寵
與
現
恩
，
所
以
是
一
種
「
准
備
表
起
」
(
但
叮
E
E

門]
Z
U
S
-
旦
旦
5
)
;
單
事
印
記
使
人
有
參
預
基
督
教
敬
禮
的
責
任
，
並
要
求
人

在
奉
行
敬
禮
時
具
有
些
化
思
缸
，
昕
以
也
是
一
種
「
義
務
表
記
」
(
即F
m
D
E
B
C
E
m
E

〈
戶5
)

祇
有
洗
瞪
、
堅
帳
、
一
圳
品
三
星
寄
給
于
里
事
印
一
起
，
可
以
用
如
下
推
理
證
朗
之
，
因
為
祇
有
起
三
項
車
事
給
于
人
參
與
敬
禮
活
動

的
全
權
(
神
，
盔
、
六
三
，
6
)

的
草
草
印
記
的
期
限

軍
事
印
記
至
少
延
續
到
領
受
軍
事
者
逝
世
之
時|l

信
理
(
鄧
八
五
一
一
:
不
可
磨
誠
的
記
號
)。

根
指
敬
父
們
和
神
H
V
U品們
的
一
般
怠
且
，
軍
事
印
泊
、
永
不
消
失
，
一
直
存
留
到
永
世
。
耶
路
撒
冷
的
車
濟
利
祿
論
及
「
永
不
消
失

的
聖
神
的
印
缸
，
」
(
句EE
h
-
-

也
)
。
用
推
理
方
式
，
雪
事
印
記
的
永
恆
性
見
於
廿
揖
督
、
丞
但
司
祭
品
位
和
靈
魂
的
不
朽
(
神
，
盞
，
六

三
，
5
)時

空
三
部會~

= 

-, 
一、
μ:'J 

:H 

一
九
三-
1



M
為
叫
立
為

m
h化
晶
晶
天
主

几
一
二
」
川

H弟
三
主
申T

史
事
的
建
立
和
主
什
聖
事

第
六
節

基
督
建
立
軍
事

里
寧
的
概
念
告
訴
狡
們
，
豆
事
是
恩
寵
的
有
按
表
記
，
那
宋
祇
有
天
主
、
一
切
恩
位
之
主
，
才
是
建
立
里
辜
的
主
因

(
n
z
s

℃
門
戶
口
n
e比
前
)
。
受
這
物
在
里
辜
的
建
立
上
是
工
共
因
(
自
己
巨
古
叩
門

E
S
S
E
-
Y
S
Z
E叩
門
戶
臼
口
印
)
。
我
人
稱
理
事
中
的
天
主
能
力
為
「

主
動
能
力
」
(
句
。
丹
丹
叩
門

g
p
z
n
S
H
W色
的
)
‘
交
造
物
的
能
力
為
「
施
行
能
力
」
(
3丹
丹
閏
月
8
5

戶
口E
R
-
-
)。
以
天
主
的
身
份
苔
，
且
，
骨

共
有
前
一
種
能
力
，
以
人
的
地
位
-
一
一
一
口
﹒
共
有
後
一
種
能
力
。
由
必
基
告
人
性
與
天
主
性
的
也
切
結
合
，
俊
者
又
一
加
為
「
主
要
的
施
行
能

力
1一
(
3
5叩
門
自
由B
E
叩
門
而
已
有
戶
口
口
芳
自

-
Z
)或
「
超
絕
能
力
」
(
句
。
片gg
m
R
E
-
-
m
E
E
m﹒
神
，
玄
，
太
悶
，

3
l
4
)

一
、
基
督
建
立
聖
事

對
約
的
一
切
軍
事
都
由
基
督
所
建
立
|
!
信
理

新
教
人
士
主
張
望
事
大
部
白
人
所
建
立
，
持
倫
多
太
公
會
議
則
對
之
作
如
下
聲
明

.. 

是
吾
主
基
仔
所
建
立
﹒
巷
，
當
受
絕
罰
」
(
叩
門
H
Z
F
叩
門
口
認
同
叩
門
w
g
n
E
B
S

片
自
己
O
S
m

T
E
n
Z

凹
的
古
巴
。
自
戶
口
。
口
。
叩
門
門
。
古
叩
門
戶

Z
S
u

〉
﹒
部
八
四
四
)

「
凡
以
新
約
的
學
事
不
都

-
而
昀
凹
由
口
。
口

間
已
戶
∞
∞

ω

。
口
4戶
口
M
m
w
m
M

(f) 

現
代
主
義
者
的
立
且
與
天
主
教
敬
義
相
倍
，
他
們
起
為
單
事
並
非
自
歷
史
中
的
基
督
所
建
立
，
卸
由
京
徒
們
及
其
承
繼
者
，
為
嵐

店
服
儀
外
在
形
式
的
心
理
需
要
，
參
照
耶
抓
生
活
中
的
某
些
事
蹟
而
創
立
(
鄧
二
O
三
九
|
二
O
四
0
)
。

現
伐
宗
教
歷
良
E
X企
固
解
釋
型
客
是
由
校
的
教
外
神
祕
禮
節
而
產
生
，
這
種
理
論
毫
無
根
接
。
我
人
無
法
證
明
教
會
的
主
要
禮
節

源
，
目
款
外
的
一
腳
泊
敬
禮
。
至
於
某
些
次
要
的
儀
式
，
我
們
可
以
成
品
，
初
期
基
仔
致
他
曾
受

?
J
M週
教
外
此
族
的
影
響
。
許
多
形
式
土



…f
J川
心
想
一
一
的
相
似
之
處
司
我
人
可
卅
一
切
人
部
共
有
法
設
梅
內
與
早
期
札
飲
食
對
所
處
琨
鼠
的
心
理
適
悠
來
解
釋
。

二
、
直
接
建
立
聖
事

基
督
直
接
並
親
自
建
立
了
一
切
單
單
|
|
確
定
意
見

基
督
直
接
建
立
型
事
，
怠
即
起
替
決
定
了
每
一
件
理
事
的
特
殊
超
性
放
果
，
並
且
規
定
了
相
應
的
外
在
表
話
，
以
表
示
與
產
生
比

亞
越
性
投
果
。
如
果
起
持
反
宗
徒
們
與
其
承
泊
者
去
決
定
每
一
里
事
的
超
世
故
果
與
相
應
的
外
在
表
記
，
那
末
他
祇
是
間
接
地
建
立
了

聖
事
。
若
干
土
林
派
神
學
家
(
維
克
多
的
休
格
、
彼
得
﹒
降
巴
、
羅
蘭
師
〔Em
m
z
m
H
M
N
O
}

呂

3
、
里
文
寫
)
都
認
為
，
堅
振
與
病
者

侍
油
臨
走
由
宗
徒
們
受
里
神
啟
迪
而
立
的
。
聖
大
雅
博
、
里
多
瑪
斯
(
神
，
差
，
六
四
司2
)
與
登
斯
﹒
司
各
脫
則
主
張
一
切
聖
事
都

直
接
由
基
督
所
建
立
。

里
叫
住
證
示
基
叔
川
市
接
建
立
了
洗
禮
、
里
體
、
告
解
、
與
神
品
四
聖
一
事
，
並
證
示
其
他
聖
事
在
宗
徒
時
代
已
經
有

了
。
宗
徒
們
並
木
花
為
他
們
自
己
建
立
了
理
事
，
而
獻
自
稱
是
「
基
督
的
服
務
員
和
天
主
奧
秘
的
管
理
人
」
(
格
前
，

肆
，
一
;
參
攻
格
詣
，
盞
，
五
)
。

敬
父
的
並
無
去
徒
們
或
教
會
建
立
了
某
一
聖
事
的
項
法
。
星
接
博
縫
削
論
及
聖
佳
時
，
社.. 

「
除
了
吾
主
耶
穌
，
還
有
誰
是
神
聖
奧

跡
(
草
事
)
的
主
人
?
泣
些
奧
跡
源
自
上
天
」
(
論
舉
事
，
肆
，
凹
，
口
，
參
見
里
奧
斯
定LC
N
L
F
§
.• 

可
﹒
少

3

用
推
理
方
式
言
，
基
督
直
接
建
立
聖
辜
的
道
盟
基
叭
趴
下
列
裝
置.. 

聖
♂
由
是
信
仰
的
真
理
，
它
便
屬
於
基
督
所
建
立
的
宗
教
具

理
。
政
人
可
以
承
認
基
督
親
自
建
立
了
不
可
改
變
的
聖
事
，
並
把
施
行
之
權
授
於
歇
會
，
恰
如
他
說
自
宣
講
了
、
永
恆
的
信
仰
真
理
並
委

而
教
會
保
管
它
們
一
樣
。
基
督
直
接
建
立
聖
事
，
可
以
維
護
歇
會
的
合
一
性
(
神
，

J延
了
六
四
，
2
i
3
;

六
四

.
4
l
1
)

~ 
部

里

!;~ 

::/'‘ 
"潤

五
三
七



第
四
緝

聖
化
響
天
主

E 

F、

一
、
監
事
的
本
質

基
督
規
定
了
雪
霉
的
本
質
，
教
會
無
權
子
以
更
改
l
L

確
定
意
見

由
於
基
督
缸
接
建
立
了
學
事
，
聖
箏
的
本
質
永
定
不
改
。
里
事
本
質
的
改
變
等
於
建
立
新
的
學
事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布
，
除
了
理
事
本
質
外
，
教
會
有
權
修
改
單
辜
的
授
與
方
式
。
教
會
本
身
無
權
更
故
里
事
本
質
(
鄧
九
三

，
參
見
都
五
七
0
日
;
一
二
四
七
。
;
三
O
O
一
，
1
;
(
U
O
D叩
門
﹒
〉
℃
。
2
.
〔M
R
言
之

S
N
H
H
h
s
o
、
丸g
r
ν
H
m
E
斗
)
。

基
督
是
否
明
確
地
(
戶
口
也
丹
已
由
)
或
普
遍
地
(
g
m
g自
己
規
定
了
聖
辜
的
材
料
(
自
己
而
且
也
和
形
式

Q
R
B也
?
是
一
個
爭

論
未
休
的
問
題
。
那
就
是
說
，
他
是
否
規
定
了
特
殊
的
且
事
表
記
?
抑
或
低
普
遍
地
指
示
了
軍
事
的
概
念
，
而
讓
教
會
來
確
定
其
材
料

叩
門
形
式
?
在
這
兩
個
建
立
方
式
中
，
後
者
給
予
教
侖
，
史
大
的
合
作
纖
禽
，
並
且
其
基
督
間
接
建
立
聖
事
之
理
論
更
接
近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所
作
的
定
斷
(
鄧
九
三
一
)
有
利
於
前
一
種
建
立
方
式
，
因
為
「
聖
事
本
質
」
一
詞
故
義
地
指
示
共
體
的
本
質
，
材
料
和
形
式
，

但
也
不
振
棄
後
一
建
立
方
式
。
里
經
告
訴
我
們
，
基
督
間
確
地
建
立
了
洗
艦
和
里
體
，
但
對
其
他
各
件
里
事
，
聖
經
並
未
明
示
。
我
們

可
以
承
認
基
督
並
未
兢
定
每
一
旦
卒
儀
式
的
細
節
(
如
洗
睡
中
的
傾
水
位
或
滴
水
禮
，
儀
式
的
祠
句
)
。
基
督
規
定
了
軍
事
的
形
式
，

但
並
非
指
其
語
句
，
而
赴
指
其
意
義
而
言
。

9
t
o

句
單
純
丸

巴
、
副
n
A
H
L
目
，

1

技
人
必
讀
分
清
何
者
為
天
主
所
定
禮
節
的
主
要
叫
分
，
何
者
為
如
日
習
俗
出
教
會
自
行
增
加
的
從
屬
部
分
、
祈
誠
與
儀
式
。
這
些

從
屬
胞
的
以
象
徵
芳
式
表
示
雪
寧
的
超
性
教
果
，
聖
萃
的
尊
貴
與
卑
耙
性
，
並
滿
足
具
有
感
覺
與
精
神
的
人
對
外
在
形
式
的
要
求
，
同

時
也
助
人
準
備
接
受
恩
站
(
鄧
八
五
六
，
九
三
二
，
九
四
三
，
九
四
六
)



第
七
節

也
件
軍
事

新
約
的
軍
事
持
者
也
件
|
|
信
理

新
教
人
士
初
時
猶
豫
不
決
，
最
後
抵
保
留
兩
仲
聖
事
，
即
洗
禮
和
單
餐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針
對
他
們
，
宣
布

敬
會
共
有
七
仲
聖
事
，
不
多
也
不
少
，
即
洗
禮
、
堅
振
、
聖
體
、
告
解
、
病
人
的
傅
油
禮
、
神
品
與
婚
配(
2
宮
一
叩

門
出
自
己P
E
n
g
B
g
g

口
。
話
。
廿
。m
z
i
-
-
-
g
m
o
立
c
s
=
-

苦
口
仿
古
自
們
自
己
創
自
由
內
宮
。
目

u

〉
﹒
∞
﹒
鄧
八
四
四
)

聖
經
偶
然
提
及
七
仲
聖
事
，
但
並
未
同
時
陳
述
它
們
，
在
教
欠
著
作
中
，
亦
並
無
「
七
」
的
數
字
。
聖
事
的
概

念
形
成
以
後
，
始
有
此
一
數
字
。
因
此
在
十
二
世
紀
中
葉
，
方
，
有
人
指
出
里
事
有
七
仲
。
最
早
採
用
此
數
字
者
為
西

滿
師
(
宮
品
莒
白
白
自

8
)

、
法
阿
姐
文
的
吉
爾
培
派
的ω
g
S
E
E
m
-
丘
E
E

凹
的
、
羅
蘭
師(
Z
m
E叩門m
H
M
N。
-


g
m
凶
H
K
F
F
M
S
P
H國
)
、
彼
得
﹒
陸
已
。

單
列
舉
證
明
七
件
里
育
事
之
存
在
的
三
項
論
攘
如
下

一
、
神
學
論
證

自
十
二
世
紀
開
始
，
在
整
個
歇
會
裡
，
七
件
聖
事
的
存
在
被
認
為
是
一
項
信
仰
真
理
，
最
初
它
是
神
學
家
們
的
一
項
學
術
性
信
念

，
自
十
三
世
紀
起
，
歇
會
權
威
予
以
承
認
。
里
昂
大
公
會
議
(
一
二
七
四
年
)
與
者
冷
翠
大
公
會
議
(
一
四
三
八
l

一
四
四
五
)
特
別

指
出
七
的
數
字
(
鄧
四
六
五
，
六
九
五
，
參
見
部
四
二
四
，
六
六
五
等
)
。
由
於
基
督
繼
續
生
活
於
教
會
(
瑪
'
貳
捌
'
廿
)
，
而
且

聖
神
領
導
歇
會
的
訓
誨
活
動
(
若
，
拾
肆
，
廿
六
)
，
整
個
教
會
不
可
能
有
信
仰
上
的
差
錯
。
因
此
對
於
信
友
們
言
，
整
個
教
會
的
信

仰
是
啟
示
信
道
的
標
準
。

第
三
部

車

事

論

五
三
九



第
四
緝

m
r化
者
天
主

五
悶
。

二
、
傳
乖
的
論
詮
(
時
效
論
詮
)

我
人
無
法
證
明
，
七
件
里
事
中
的
任
何
一
件
曾
經
在
確
定
的
時
刻
，
由
某
一
大
公
岱
濤
、
敢
正
主
教
或
某
一
崗
位
所
建
立
。
教

會
、
教
父
們
與
神
學
家
們
都
認
為
每
一
件
聖
事
源
於
基
督
信
仰
的
初
期
。
所
以
我
們
可
以
說
，
自
從
教
會
開
始
以
來
，
、
一
追
七
件
軍
事
，
就

已
存
在
。
參
故
里
奧
斯
定
論
洗
禮
，
肆
，
貳
四
，
卅
一

.. 

「
整
個
教
會
所
承
認
，
而
未
經
大
公
會
議
所
推
分
，
但
始
終
為
全
教
會
所
堅

信
的
道
理
，
我
人
有
極
充
足
的
理
由
相
信
它
非
自
任
何
人
而
是
由
宗
徒
權
威
傳
下
來
的
」
。

三
一
、
歷
史
的
詮
據

希
臘
東
正
教
會
於
第
九
世
紀
時
，
在
傳
西
苟
言
門
戶
口
印
)
的
領
導
下
與
羅
馬
教
會
暫
時
分
袂
，
又
於
十
一
世
紀
(
一

O
五
四
年
)
在

彌
蓋
﹒
濟
路
拉
里
(
古
-
G
E
m
-
n叩
門
口
日
常
言
曲
)
治
干
與
羅
馬
教
會
長
久
離
異
，
希
臘
東
正
教
會
贊
陶
七
件
里
辜
的
道
理
。
在
希
臘
教
會

的
要
理
書
中
，
在
里
昂
(
鄧
四
六
五
〉
與
藹
冷
翠
(
鄧
六
九
五
)
聯
合
大
公
會
議
宣
言
中
，
在
十
六
世
紀
給
予
尋
求
聯
合
的
新
教
人
士

之
答
覆
中
，
以
及
在
有
關
信
仰
的
正
式
文
件
中
，
都
可
以
看
出
這
一
點
。
希
臘
教
會
於
十
三
世
紀
時
，
從
東
方
的
天
主
教
會
採
取
了
「

七
」
這
個
數
字
，
因
這
「
七
」
字
正
符
合
希
臘
教
會
自
己
的
信
仰
。

都
屏
板
(
吋
O
V宮
怕
。
口
)
教
授
馬
丁
﹒
萬
路
西
(
宮
回
民
戶
口

(
U
E
M戶
口
也
與
雅
各
伯
﹒
安
德
萊G
p
n
o
σ〉口
已
叫
他
師
)
，
【
御
自
把
奧
斯
堡
信

條
的
希
臘
譯
本
寄
給
君
士
坦
丁
堡
宗
主
教
耶
旦
米
二
世
，
希
望
作
為
他
們
與
東
正
教
聯
介
的
街
吼
叫
基
礎
。
前
恥
里
米
依
接
德
隊
浩
尼
加
的

西
默
翁
(
2
s
m
o
口
。
同
吋
Z
Z

丘
。
口
戶
口
主
冊
里
事
，
舉
一
套
)
的
理
論
，
回
答
道
(
一
五
七
六
年
)

.. 

「
東
正
教
會
的
聖
事
有
七
件
，
即
洗
禮
，

傳
油
禮
、
聖
體
、
神
品
、
婚
配
、
告
解
、
監
抽
體
等
。
因
為
，
正
如
依
撒
意
亞
所
說
，
聖
神
的
恩
惠
有
七
，
因
聖
神
而
有
殼
的
教
會
聖

事
也
有
七
件
」
(
第
七
章
)
。
基
輔
總
主
教
值
得
﹒
默
揖
拉
(
F
R
E
E
。
也
2
)
於
一
六
四
三
年
所
攘
的
東
正
教
信
辭
(
壹
，
九
八
)

說
參
砍
了
耶
里
米
三
世
的
宣
言
，
也
列
舉
這
七
件
里
事
。
耶
路
撒
冷
宗
主
教
陶
西
德
(
口

2
5
2

也
於
一
六
七
二
年
所
擬
信
辭
反
對
具

喀
爾
文
提
色
影
的
君
士
坦
丁
堡
宗
主
教
濟
利
綠
﹒
路
加
旦
(
口
1
E
E
F
E
R
仿
)
的
信
辭
，
後
者
祇
承
認
二
件
軍
事
j

洗
禮
與
聖
餐
。

時
西
德
堅
決
強
調
七
件
聖
事•• 

「
教
會
的
里
裝
不
能
少
，
也
不
能
多
;
其
於
七
的
任
何
數
字
就
是
其
說
的
產
物
」
(
巳

2

、.. 

口
-
)



五
世
祖
峙
的
奈
桐
，
多
利
派
向
二
位
為
其
次
人L
L也
悍
的
有
七
，
作
些
事
。
但
在
七
件
時
下
的
信
氾
土
，
奈
斯
多
利
派
州
八
天
主
公
教A
M
H

略
兵
，
而
一
性
論
者
則
完
全
接
受
天
主
教
會
的
信
理
。
奈
斯
多
刺
派
神
早
v
t艾
培
葉
帥
(
開r
m
L」2
口
一
-
5
5
)列
學
七
件
里
事
如
下
.. 

呼

口
悶
、
洗
禮
、
傳
袖
禮
、
聖
體
、
欣
罪
、
里
酵
(
預
備
鈣
的
的
酵
母
)
，
十
字
話
號
。
信
一
位
論
的
敘
利
亞
主
教
吼
叫

F凡
﹒
巴
索

3
2
月
，

古
曲
回
扭
扭
曲Z
B
V則
於
其
要
理
問
答
書
中
表
示
:
「
教
會
的
聖
事
是.. 

洗
旭
、
何
必
、
趴
在
恨
、
行
僻
、
路
口
問
、
病
人
的
侍
必
與
婚
削
」
。

推
理
基
礎

車
事
之
為
七
件
，
可
由
靈
魂
的
超
性
企
活
與
身
體
的
山
然
生
活
之
相
似
見
之
:
洗
位
產
化
超
性
生
命
，
堅
振
使
之
成
長
，
型
關
于

以
滋
養
，
告
解
與
病
人
的
傳
油
罐
使
之
白
罪
何
與
從
罪
而
來
的
軟
弱
中
復
原e
的
圳
件
祉
，
你
什
性
的
型
事
，
神
品
與
婚
凹
，
基
督
信
友
的

團
體
能
獲
得
領
導
，
並
在
精
神
與
身
體
兩
方
面
，
得
以
保
存
與
增
長
(
參
放
神
，
甘
品
了
六
五
、

1
.

，
型
文
篤
，
N
V付
弓
之G
Q
N
h
h
§
r
z
ω

﹒

部
六
九
五
)
。

第
八
節

軍
事
的
感
要
性

必
要
就
是
由
於
一
內
在
的
本
原
(
如
天
主
的
存
在
)
，
或
由
於
一
外
在
的
原
因
，
所
不
得
不
有
的
〈
神
、
主
、
八
二
，
1

.. 
Z? 

n
m
個
E
S
P
-
a
口
旦
出
8
3
H
m
m
H
E口
伸
鼠
忌
。
外
在
原
因
可
以
是
一
個
目
的
國
或
主
動
肘
。
日
的
國
所
加
的
必
要
性
(
口
m
a
n
-
H
a

h
-
H
H
前
〉
說
是•• 

要
達
到
某
一
目
的
不
能
不
用
某
一
方
法
(
如
食
糧
之
於
人
生
)
，
或
至
少
，
若
不
利
用
某
一
方
法
便
不
容
易
達
到
目
的

(
如
交
通
工
具
之
於
旅
行
)
。
主
動
因
所
加
的
必
要
性
是
.• 

非
有
某
一
行
動
不
可
的
必
然
性
(
口
m
s
n
w
g
g

間
已
古
巴
也
。
高
度
的
適

當
往
廣
義
地
也
可
算
是
一
種
必
然
性
(
口
而
且
間
的
需

B
B
E
g
-
8

月5
月

3
}
3
口
m
E
S
E
m
-
神
，
壹
，
八
二
，

1
)

一
、
從
天
主
方
面

天
主
可
以
不
用
軍
事
一
間
賜
予
恩
寵
|
|
確
定
意
見

一
六
主
憑
著
他
的
全
悟
和
自
由
，
可
用
一
種
完
全
精
神
性
的
方
式
蜴
與
恩
寵
。
聖
寧
的
建
立
對
於
天
主
並
非
絕
對

第
三
部

車

~ 

主'1'>.

..JIII 

五
四



第
四
緝

聖
化
者
天
主

五
四

必
要
的
。
神
，
盞
，
七
二
，6
l
l
.
-

「
天
主
的
德
能
不
必
依
靠
舉
事
」
(
〈
古
巴
叩
門

r
i
g
s

口

g
帥

"
-
z
m
ω
Z
E


O
E
B
g
H
E
)。
然
而
，
事
實
上
，
因
人
性
，
由
身
體
與
靈
魂
所
組
成
，
舉
事
的
建
立
對
它
具
有
高
度
的
適
當
性
(
自


g
m
m
g∞

S
S
B
Z
E
F
E
d
o
-
g
D
m
E
S
E
0
)

。
而
且
教
會
飯
是
一
個
可
見
的
宗
教
團
體
，
也
要
求
可
見
的
宗
教
表

記
(
口
。gm
戶
口
S
E

呂
立
明
明
白
宮
F
A
C
F
g
m
r
-
g古
阱
。E
S
S
E

早
已
﹒
羅
馬
要
理
書
，
貳
，
一
，
9
，4
)
。

車
事
對
於
信
友
們
的
靈
修
生
活
也
有
桿
益

.. 

精
神
生
活
需
依
賴
物
質
因
素
，
使
人
修
習
謙
德
;
恩
寵
的
可
見
記
號
使

人
修
習
信
館
與
依
恃
之
心
;
信
友
屬
於
同
一
奧
體
，
促
進
位
練
愛
人
之
德
(
神
，
盞
，
六
一
，

1
.

，
謹
，
肆
，
五
六

;
羅
馬
要
理
書
，
貳
'
一'9) 

。

二
、
從
人
方
面

辦
的
的
軍
事
對
人
的
釋
放
是A
W耍
的
l
l

信
理

正
因
建
立
了
車
體
軍
事
，
並
且
把
恩
寵
的
傳
子
與
它
聯
在
一
起
，
雖
然
並
非
所
有
的
學
事
對
每
個
人
都
是
必
要

的
，
但
是
個
人
的
得
數
需
要
里
事
(
方
法
的
必
要En
g

巳
E
Z
E
a
z
)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願
墓
領
受
墓
事
可
以

代
替
實
際
領
受
車
事
(
以
願
墓
領
受
的
車
事
S
E
B
S
R
m

白
白
血
)
。

新
數
人
士
削
屬
單
事
對
得
敦
的
必
要
性
，
因
為
他
們
主
張
惟
獨
依
賴
的
信
心
使
人
得
赦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針

對
此
說
，
定
斷
如
下.. 

「
若
有
人
說
新
約
的
學
事
對
得
數
並
非
必
要
，
而
是
多
餘
。
沒
有
它
們
或
對
它
們
的
願
墓
，

而
祉
藉
信
心
便
能
獲
至
天
主
所
賜
成
義
之
恩
，
雖
則
並
非
所
有
單
事
對
每
一
人
都
屬
需
要
，
此
人
當
受
耙
罰
」

r-.. 
UJ 



g
n
H
m
H
B
而
且
戶
口
。
〈
E
H
h
向
世
間
口
。
口
內
的

m
o
h
H且
富
戶
口
才
E
E
B
m

呂
立
p
w

2

伸
向
。
E
B
A
B
S
M
M
R
S
E
E
m
r
E
r
。
自
古
自

ω
U
S

有

E
E
S
Y
叩
門
已
。
且
古
巴
∞
臼
門-
f
E
n
-
-
-

佇
立

O
E
D
E
m
戶
口
﹒

A
C一
∞
門
出
u芯
片
凹
，

的
內
心
m
C
℃
m
H
叫
]
戶
H
m
w
m
H
叩
門
口om
…m

m
c
E
m
口
向
O
m
m
m
m
H
E口。
口
的
戶
口
丹
U

〉
﹒

ω
﹒
鄧
八
四
七
)
中
古
世
紀
的
「
純
潔
派
」

(
已
丘
吉
巳
註
)
也
反
對
聖
事
的
必

要
性
。聖

事
是
天
主
所
定
使
人
獲
得
永
生
的
方
法
。
其
中
三
件
通
常
是
得
放
所
必
有
的
.. 

各
人
所
需
的
洗
禮
、
重
罪
後
所
需
的
告
解
，
全

教
會
所
需
的
神
品
。
其
他
聖
事
也
是
需
要
的
，
沒
有
它
們
，
不
容
易
獲
得
拯
救
。
事
丘
上
，
堅
振
赴
洗
禮
的
補
充
，
病
人
的
傳
泊
禮
是

告
解
的
補
充
，
婚
配
是
使
教
會
團
體
延
續
的
甘
揖
礎
，
里
體
是
一
切
聖
事
的
目
的
(
神
'
，
去
了
六
五
，

3

，

4
)

月
詰
〉
:
見
王
譯
天
主
激
史
二
三O
頁
@

第
三
部

聖

哥哥

論

主
四
三



第
四
編

學
化
若
天
主

孔
芯
.
的
一

第
四
幸

施
行
典
的
叫p，
父
母
一
宰
的
人

第
丸
篩

施
行
車
辜
的
人

一
、
施
行
者
台
，
身

科
首
要
施
行
者
與
次
要
施
行
者

L
垂
辜
的
首
要
聽
行
者
是
人
一
間
天
主
的
耶
穌
基
督

|
l
i

確
定
意
兒

比
約
十
二
世
在
「
奧
體
」
通
論
(
一
九
四
三
)中
教
訓
我
們

「
雖
然
教
會
的
豈
容
赴
指
一
項
外
在
儀
式
而
施

行
的
，
但
在
人
靈
裡
產
生
故
呆
的
均
是
基
督
自
己
」
(
且Z
L
叩
門
﹒
九H
N
h
h
h
R
T

丸
均
可
R
h
h
3
.
2
、
P
M
M
足
ζ
P
N
h
N阿
b
d
k
m
阿
拉2

印
ω
)
。
「
救
主
差
遣
了
他
的
宗
徒
們
到
全
世
界
去
，
放
給
予
他
們
合
法
的
使
命
，
正
如
天
父
主
迫
γ

他
一
樣
」
" 
參

見
者
，
拾
棠
，
十
八
;
貳
拾
，
廿
一
)
，
他
譜
社
會
施
“
山
、
訓
治
、
九
仆
h

淫
、
岸
以
、

v火
，
泊
、
之
a
川
肌
肉
(
奈
紀
」(
且
印
吋

、J

。

聖
保
祿
論
基
督
時
誨
，
他
用
水
沖
化
了
趴
妥
站
一
位
的
人
(
1
，
缸
，
什
〈
)
ο

其
他
施
行
單
辜
者
不
過
是
基
督

的
僕
役
和
代
表
而
日
。
格
前
，
肆
，
一

﹒
「
人
古
以
找
們
為
某
一
仟
的
服
務
丸
圳
大
主
挺
秘
的
管
理
人
」。
格
後
，

伍
，
廿.. 

「
我
們
代
基
習
作
大
使
」
。

恥
是
奧
斯
‘
反
對
若
土
丘
，
卅
-
一
一
(
他
以
理
神
給
人
施
此
)
的
科
文
，
必

M
A十
-
凹
的
品.. 

「
的
多
保
川J
沁
人
拖
拉
，
而
施
此
次
…
是
主
訝
，

保
除
叫
給
人
施
況
，
但
施
沈
治
赴
主
仔
-
L
m
e
F
P

吋
沁
人
心
比1
.
)、
山
泊
、
…bu
-
-
h比去
1
.」
(
旨
"
?
h戶
，
才

-
G
V
J
1
)



止
軍
事
的
次
要
應
行
者
固
定
雄
居
現
世
的
人
i
|
l

確
定
立
見

除
了
洗
禮
和
婚
配
外
，
其
他
舉
事
都
需
要
一
位
調
受
了
神-

N蚓
、
此
右
司
祭
或
主
教
之
蜂
的
人
來
施
行
。
新
教
人

士
主
張

1全
體
信
友
均
為
司
祭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針
對
此
一
況
，
宣
布
如
十.. 

「
九
封
為
一
切
佔
瓦
均
能
施
典
里
首
與

里
辜
者
，
當
受
絕
罰
」
(
叩
門
H
C
F
叩
門
戶
戶
M
R
F
F
h
F
H
E
-
B
Q

間
。
且
自
由

5
2
5
0

丘
。
川

H
H
E
t
E
ω
R
E
E
S
E

立
s
r

的
﹒
鄧
八
五
三
)
。
出
針
施
行
清
赴
代
替
拉
格
而
行
一
事
(
3
℃
自
由
。s
h
Z
F

旦
叩
門
昌
口
已F
m
y
ω
σ
z
m
M

】
旦
S
Z
Z
E
U
k
r
.

巴
格
後
，
貳
，
十
)

，
所
以
他
需
要
一
頃
來
自
基
督
或
其
教
會
的
特
妹
的
委
任
。

除
了
聖
體
聖
事
以
外
，
施
Y
O與
領
受
聖
事
的
人
必
績
，
不
是
川
一
人
。
依
再
說
三
世
立
布
自
而
此
此
為
無
故
，
但
他
對
，H
U
洗
趙
一

學
仍
認
為
可
喜
，
因
為
這
一
學
動
強
烈
表
顧
了
對
聖
事
的
信
心
和
願
空

(
3門
口
自
由
自
口
3

日
呂
立
邱
四
三
二
)

且
不
繫
於
施
行
者
的
純
正
信
仰
與
恩
寵
境
界

軍
事
的
生
誠
與
作
且
不
讓
於
施
行
諧
的
純
正
信
仰
及
其
所
處
之
恩
寵
攬
界
!
i
k

述
迫
且
有
關
施
行
若
您
能
境

界
的
部
份
是
信
理
;
有
關
其
信
仰
的
部
份
，
對
於
洗
禮
宮
宰
一
一
一
一
口
，
赴
信

4
(
部
八
六
0
)
，
對
於
其
他
舉
事
一
一
一
一
日
，
則

是
近
乎
信
理
的
意
見
(
參
見
法
，
二
三
七
二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反
對
多
那
武
派
(
口
。
旦
旦
叩
門
乙
:
哈
爾
道
派
(
司
已
〔

]
2
月
間
)
、
法
拉
市
切
利
派
(
閉
門
生
2
5
)

、
威
克
里
夫
派
(
嵩
山
B
E
E
口
的
)
、
胡
斯
派
(
且
已
由
叩
門
丹
丹
田
)
人
士
的
意
丸
，
公
布

.. 

「
凡
主
張
一
位
有
大
擇
的
施
行

人
，
為
完
成
或
施
行
某
一
軍
事
，
而
承
行
了
該
聖
事
的
主
要
部
份
時
，
並
未
有
鼓
地
完
戒
或
施
行
單
辜
者
，
當
受
絕

罰

L一

(
印F
A
已
由
全
M
S
阿
拉w
口
H
H
D
-∞
門
門
口H
H
H
H口
問
}
m
n
n
m片
。

5

月
卅
且
一
Z
Z
Z
E
2
F

E
O

已
。
。
自
口
一
位
自
由
呂
立
已
位
ρ
口
戶
口

勞

布:

聖

王/，
iiH!J 

五
四
五



第
四
漏

用
手
化
者
天
主

咒
問
六

且
已
m
m
o
E
B
S
E
E
S

且
甘
心
自
已
口g
m
C

帥
的
。
D
F
自
口
已
Z
E
M
)
R
t
D
S
Y
的
叩
門
〈H
H
4也
門
H
-
r口
。
口
的

O
D
E
C叩門
而
且
已
冉
的
O
口
『
內
叫
『
。

的
﹒
鄧
八
五
五
;
參
致
部
四
二
四
，
四
八
八
，
五
八
四
，
六
七
二
)
。

在
辯
論
異
說
者
所
行
洗
禮
是
否
有
殼
的
過
程
中
，
教
宗
斯
德
望
一
世
(
二
五
六
年
)
進
衍
俾
朮
信
迢
，
反
對
迦
太
基
主
教
聖
西
很
連

與
凱
撒
利
亞
主
教
費
彌
旦
(
出
口
已-
E己
的
見
解
，
明
定
信
其
說
者
所
行
洗
位
是
有
殼
的
。
那
凹
六

.. 

「
如
果
信
奉
叫
冉
說
的
人
前
來
，

無
論
他
屬
於
那
一
派
，
不
必
重
于
洗
禮
，
低
須
遵
循
傳
承
，
給
他
們
的
混
子
，
以
表
示
懺
悔
」
(
口
已
丘
吉

E
Z
Z

可
﹒
旦
旦
台
且
常
出
岳
，

z
s
g

戶
口
持
自

g
g
E

叩
門
呂
℃OE
卅
日
戶
口
吧
。
而
且
同

B
E
g
-
)
。
多
那
心
派
人
士
志
為
要
使
型
事
生
故
，
施
行
里
事
者
不
僅
應
當
信
仰

純
正
，
而
且
不
可
有
任
何
大
罪
。
這
個
意
見
為
彌
勒
富
的
里
做
注
脫(
O℃
E
E
O

『
z
r
i

間
)
所
反
對
，
尤
其
為
里
奧
斯
定
所
指
棄
，

因
為
聖
事
的
首
要
施
行
者
是
基
督
自
己
。

這
項
道
理
的
內
在
神
學
基
礎
，
源
自
本
身
會
產
生
致
力
的
單
干
事(
2
。
叮
叮
話
。
℃
自
己0
)
的
作
用
，
也
源
，
目
次
要
施
行
者
(
人
)
則

首
要
施
行
者
基
督
之
間
的
工
共
性
關
係
(
戶
口
閏
月

E
B

而
且
包
括
一
目
泣
。
口
)
。
一
件
工
共
基
於
共
主
動
原
因
(
有
戶
口
且
也
已

2
5

巾
)
而
有
放
;

同
理
二
件
聖
事
的
有
放
與
施
行
者
自
身
的
狀
況
無
關
。
如
果
施
行
者
自
身
的
狀
況
向
影
響
砂
土
事
的
有
效
性
，
那
將
你
使
人
經
常
恍
惚

不
安
(
神
，
盞
，
六
四
，5
)

mmnssszgu

>.

廿
日
施
行
車
辜
者
的
內
在
條
仲

施
行
車
事
者
既
是
基
督
的
服
務
員
與
代
表
，
當
以
身
作
則
﹒
吹
吹
於
神
職
，
憶
幾
常
處
於
恩
寵
境
界
(
參
見
肘

，
拾
玖
，
廿
二
;
肋
'
拾
玖
;
貳
壺
，
六
)
。
在
大
持
清
況
下
施
行
罕
事
是
一
種
喪
崎
行
為
。
但
在
一
個
人
瀕
於
死

亡
邊
臉
時
，
施
行
洗
艦
在
不
在
此
限
，
因
為
在
危
急
時
授
與
洗
禮
者
並
不
以
教
會
的
神
職
人
員
資
格
，
而
位
以
臨
時

援
助
者
資
格
行
事
。
羅
馬
要
理
書
(
貳
，
堂
，
廿
，
2
)
解
釋
道

.• 

「
神
聖
的
事
必
須
神
聖
地
與
虔
敬
地
完
吭
」
r'\ 

神
，
盞
，
六
四
，
6
)
。



二
、
施
行
史
事
者
的
行
動

村
攝
有
效
地
完
成
各
件
軍
事
，
施
行
者
必
須
正
確
地
完
成
軍
事
里
記
|
l
i
信

m
k

上
女
的
意
思
是
.. 

施
行
車
事
者
應
採
取
主
要
們
材
料
與
主
要
的
形
式
，
鼓
使
二
者
聯
合
成
一
個
單
事
表
記
(
鄧

六
九
五
)
。

已
再
者
，
施
行
車
辜
者
至
少
必
須
具
有
實
行
教
會
所
行
之
辜
的
意
向
|
|
信
理

新
教
人
士
否
認
施
行
里
辜
者
需
要
任
何
意
向
，
因
為
他
們
主
張
學
專
祉
予
人
一
種
主
觀
的
心
理
作
用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對
之
作
如
下
的
宣
布
.. 

「
凡
認
為
施
行
里
辜
者
在
完
成
或
施
典
里
事
時
，
不
必
具
有
行
教
會
所
行
之
事
的

意
向
者
，
當
受
紹
罰
」
(
叩
門
自
己U
E
M
a
H
Z
W

H-tH 

口
口
口
H
叩
門
口
♂
已
口
自
的
阿
戶
口
門
戶
口JF向
口
片
凶
的
。
口
E
O
H口
口
艸
(1) 
F啥﹒

。
。
口
同
m
H
口
口
門

口
。
口

H
m
A
E
H
』
E
R
E
-
o
口
。
目
的
位

-
R
E
E
n
-
B
E
A
口
。
已
甘
立
門
開
R
r
昕
一p
u

〉
﹒

的
﹒
鄧
八
五
四
;
參
致
鄧
四
二
四
，
六

七
二
，
六
九
五
，
七
五
二
)
。

「
行
教
會
所
行
之
事
」
(
E
s
r
z
P
B
門
叩
門
山c
a
p
口
拉
開
a
r
m
-自
)
這
個
說
法
始
於
十
二
世
紀
末
葉
或
十
三
世
紀
初
葉
(
P
S
﹒

句
。
由
叩
門
戶
口

E
V
E
r
E
丘

H
S
E
R
P
E
口
一
間
旦
旦
〉
C
H
m
再
少
早
已
仔
仔
凹
凸
r
s
a
-
R
U

ω
意
向
的
必
要
性

教
父
們
並
未
討
論
意
向
的
必
要
性
。
他
們
認
為
，
確
切
地
完
成
聖
辜
的
禮
儀
便
包
含
了
意
向
。
但
教
宗
高
而
乃
略
(
口
。
自
己
戶
口
扭

扭
H
l
N
g
)宣
布
諾
伐
軒

(
z
s
a
E
D
)主教
的
制
單
禮
為
「
一
種
虛
有
其
表
的
屋
子
體
」
'
亦
即
無
殼
的
覆
手
禮
，
那
顯
然
是
因
為

施
行
聖
事
者
缺
乏
應
有
的
意
向

Q
E
m
z
c
m
w
h﹒N叫•• 

J白
色
"
。
)
。
在
敬
父
時
代
，
關
於
在
遊
戲
中
施
行
的
洗
禮
是
否
有
欽
的

書管

部

聖。

事

主6.

a航i

五
四
七



第
間
為

現
化
者
天
之

于
此
同
八

問
題
，
曾
經
是
個
懸
案
。
聖
奧
斯
定
不
敢
旨
然
下
斷
(
論
洗
禮
，
但
肘
，
五
三
，

-
O
三
)

休
絡
(
Z
c
m
。
乳
白

-
J
N戶
口S
H
)使
問
題
得
以
澄
清
(
論
聖
事
，
貳
'
六
，
十
一
二
)
。

意
向
的
必
要
性
基
於
下
列
理
由.. 

施
行
聖
事
的
人
臣
是
基
督
的
僕
役
和
代
表
(
格
前
，
肆
，
一
;
格
後
，
伍
，
廿
)
，
他
的
意
願
必
須
從
屬
而
且
阻
合
委
任
者
基
督

的
意
願
o

基
督
繼
續
不
斷
地
在
教
會
內
生
活
和
工
作
。
因
而
具
有
「
行
教
會
所
行
之
事
」
的
意
願
己
足
。

施
行
聖
事
的
人
具
有
理
性
與
自
由
，
所
以
施
行
聖
事
之
行
動
必
須
是
人
性
的
行
為
，
亦
即
必
一
須
是
一
項
來
自
理
智
與
自
由
意
志
的

行
為
o
首
先
強
調
意
向
之
必
然
性
的
聖
維
克
多
的
休
格
晶.. 
「
上
主
的
使
者
的
行
為
海
該
是
有
理
性
的
」
(
論
聖
事
，
式
，
六
，
卡
了
一
)
。

里
事
表
記
具
有
若
干
意
義
，
可
作
不
叫
用
注
。
它
誰
看
施
討
m
J
L
存
莉
的
志
向
，
而
具
有
某
一
引
僻
的
意
足
，
即
為
達
到
某
一
聖
事

甜
瓜
果
(
神
，
盞
，
六
四
，8
)

。
僅
在
早
期
士
林
學
派
時
代
，
墨
綠
克
多
的

ω
意
向
的
性
質

以
主
體
的
眼
光
看
，
施
行
聖
事
最
好
共
有
現
時
意
向
(
自
口
古
巴
戶
口
Z
E
F
Q口
)
，
即
在
施
行
聖
事
以
前
與
施
行
里
辜
的
全
部
時
間
所

具
有
的
意
向
，
但
這
一
意
向
不
是
非
有
不
可
的
。
祇
具
有
「
潛
在
意
向
」
(
4
E
E
-
E呂
立
。
口
)
，
已
經
足
夠
。
所
謂
「
潛
在
意
向
」

就
是
在
施
行
聖
事
以
前
開
始
具
有
，
而
在
施
行
聖
事
時
潛
在
地
共
有
的
意
向
(
聖
多
瑪
斯
稱
之
為
但
常
意
向
，
神
，
萃
，
六
四
，
8
j

3
)
。
「
習
性
意
向
」
(
E
g
g
-
E
自
己
8
)
是
不
夠
的
，
所
謂
習
性
意
向
就
是
施
行
聖
事
以
前
開
始
共
有
而
並
未
取
消
，
但
在
施

行
車
事
時
間
不
是
現
時
地
，
又
不
潛
在
地
具
有
意
向
。
因
此
，
它
對
里
事
的
實
行
毫
無
影
響
。

以
客
體
的
眼
光
看
，
行
教
會
所
行
之
事
的
意
向
已
是
。
因
此
施
行
里
事
的
人
不
需
要
有
意
達
到
教

A
M
M
所
要
達
到
的
目
標
，
即
獲
得

里
事
的
效
果
，
如
罪
立
赦
免
等
。
他
也
不
需
要
具
有
完
成
天
主
教
所
專
有
的
禮
儀
的
忠
向
。
他
祇
要
具
有
完
成
基
督
徒
所
習
慣
舉
行
的

宗
教
儀
禮
的
意
向
就
行
。

叫
僅
有
外
在
意
向
之
不
足



按
照
現
代
神
學
家
的
普
遍
意
見
，
必
績
有
「
內
在
意
向
」
(
直
呂
立
。
在
m
g

也
緯
能
使
聖
事
的
施
行
有
欽
。
所
謂
「
內
在
意
向
」

就
是
不
僅
注
意
聖
事
禮
儀
的
外
在
的
完
成
，
亦
且
注
意
其
內
在
的
意
義
。
若
干
初
期
土
林
學
派
的
神
學
家
(
如
M
N
o
r
m
E司
已
-
g
p

m
o
固
自
已
)
，
以
後
的
盎
博
﹒
格
達
林
(
〉
自σ
8
位
已
明
白
R
r
R
戶
口
臣
。
'
H
U﹒
十

H
a
ω
)和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的
許
多
神
學
家
(
如
同


F

同
志
，
都
主
張
在
適
當
的
情
形
下
，
認
真
地
完
成
聖
事
的
外
在
表
記
，
不
念
及
其
內
在
的
意
義
，
即
僅
僅
具
有
外
在
意
向
巴
足
。

可
是
，
僅
有
外
在
意
向
是
不
夠
的
。
因
為
僅
有
外
在
意
向
不
合
上
文
所
述
「
行
教
會
所
願
之
事
」
的
概
念
，
不
合
基
督
使
者
的
地
位
，

不
能
確
定
原
來
具
有
若
干
意
義
的
恥
董
事
表
記
之
意
義
，
也
不
合
教
會
的
若
干
宣
布
(
部
四
二
四
-
A丘
巾
口
的
言
而
且
0
)
。
，
一
六
九0
年

教
宗
亞
力
山
大
八
世
拍
攝
米
下
列
命
題
.. 

「
施
行
里
一
事
者
遵
行
洗
禮
的
一
切
外
在
禮
儀
此
形
式
，
而
在
心
中
說
.• 

『
我
不
願
行
歇
會
所
行

的
』
，
此
人
所
施
前
禮
為
有
精
明
」
(
〈
臼
]
叩
門
切
自
咱
哥

B
E
g
-
-
但
E
m

且
旦
旦
叩
門
3
.

《
山
口
戶
。
B
E

呂
立
Z
B
Z
Z
E
Z
S
F

『
白
自
B
S
E

E
-
前
宮
內
戶
戶
。
-
u
m
叩
門4
個
f
z
c
m
z
s
g
g

注
目
m
z
。
但
℃
己
已
個
叩
門

m
m
o玄
門
口
口
。
口
古
門
而
且
。
"
A
E
門H
F
C
W
開
m
n
r
m
s
-部
一
三
一
八
，

參
考
鄧
六
七
二
，
六
九
五
，
九
O
二
)
。

所
需
的
內
在
意
向
可
以
是
特
殊
的
經
反
省
的
意
向
(
直
呂
立
。
也
2

互
訪
問
:
而
已
目
也
或
一
般
的
直
接
意
向
(
E
B
E
m
g
m


E
E
B

岳
z
n
g
)
，
說
一
個
人
對
學
事
行
動
的
內
在
宗
教
意
義
所
有
的
意
向
為
特
殊
的
或
僅
是
一
般
的
而
定
，
也
說
是
說
一
個
人
對

舉
事
目
的
和
功
勛
是
否
經
過
反
省
而
定
。

第
+
節

領
受
軍
事
的
人

一
、
頌
受
聖
宰
的
人

惟
有
雄
居
現
世
的
人
，
總
能
有
效
地
領
受
軍
事la
-
-般
意
見

由
於
聖
事
以
可
感
知
的
方
式
，
傳
授
精
神
的
恩
寵
，
因
而
惟
有
特
點
共
感
官
與
精
神
的
人
，
即
活
於
世
間
的
人
，
才
是
領
受
聖
辜
的

主
體
。
死
者
不
能
領
受
任
何
聖
事
。
希
波
(
自
咕
咕
。
"
ω
8
)與
迦
太
基

(
n
m丘吉
m
p
g
d
會
議
禁
止
給
亡
者
付
洗
與
給
亡
者
送
聖
體
。

第
三
部
里

事

論

五
四
九



第
四
編

聖
化
者
天
主

五
頁
。

二
、
有
效
地
領
受
史
事
的
條
件

心U除
7
告
罪
軍
事
以
外
，
有
兢
地
領
撞
車
辜
的
主
體
，
能
不
需
要
有
正
畏
的
信
仰
，
也
不
需
要
有
道
錯
芳
間
的

理
儷
|
!
一
般
意
見

告
罪
之
鑒
事
之
所
以
除
外
，
因
為
告
罪
者
的
道
德
行
為
(
按
照
一
般
的
意
見
)

聖
事
表
記
的
要
素
之
一
。

揖
衛
教
會
道
理
的
人
士
在
與
多
那
一
仇
派
爭
辯
時
，
故
力
主
張
聖
辜
的
有
致
性
，
不
但
與
施
行
聖
事
者
的
信
仰
與
道
德
狀
況
無
闕
，

抑
且
與
領
受
聖
事
者
的
信
仰
與
道
德
質
況
無
關
。
里
奧
斯
定
說
「
洗
禮
之
純
潔
跟
施
洗
者
及
受
觀
者
之
良
心
的
純
潔
與
否
無
關
」
(

鬥
。
這-
a
h
h
h
-
M
v
a
又
討
這
〉
口
ω
h
w
u
∞
N
)
。

其
內
在
理
由
是•• 

軍
事
並
不
從
施
行
者
，
也
不
從
領
受
者
，
而
是
從
恩
寵
的
泉
源
l

天
主
，
獲
得
起
他
的
能
力
(
神
，
盞
，
六
八

，

8
)
。

'
說
是
聖
辜
的
準
材
料
(
戶
口g
戶
自
是
叩
門
)
便
是

已
成
人
領
盛
軍
事
峙
，
須
有
領
受
的
意
向
，
軍
事
方
寫
有
強
i
t
1

確
定
意
見

按
照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的
宣
布
，
具
理
智
與
能
自
主
的
成
年
人
的
成
義
，
開
始
於
自
顧
地
領
受
恩
寵
八
日
芯
片

S
E
白
宮
且
必
自
由
5
0

名
丘
。E
B
m
g

丘
克
且
已
。
口
。
門
口
自
鄧
七
九
九
)
。
街
受
單
辜
者
本
人
無
意
偵
受
車
事
或
違
反
領

受
者
本
人
的
意
願
而
予
以
聖
事
，
該
學
事
無
致
。
依
諾
森
三
世
宣
布.. 

勉
強
授
予
的
學
事
是
無
欽
的
(
鄧
四
一
一
)
。

領
受
聖
辜
者
的
意
向
的
必
要
性
，
並
不
像
施
行
聖
辜
者
的
意
向
一
樣
，
是
基
於
聖
事
表
記
的
本
質
，
而
是
羞
恥
→
個
人
的
自
由
權

利
。
上
主
在
馳
自
己
的
智
慧
中
，
尊
重
人
的
自
由
，
並
便
能
思
想
的
人
的
成
聖
繫
於
一
己
的
自
由
決
定
。
然
而
，
年
幼
的
見
童
接
受
聖

辜
的
恩
寵
，
並
不
必
徵
得
其
同
意
。
教
宗
依
諾
森
三
世
於
一
二O
一
年
宣
布
了
有
關
見
童
車
洗
的
道
理•• 

一
.
未
經
同
意
而
有
的
原
罪
，



為
宋
經
同
意
而
領
受
的
聖
事
研
消
除
」(
鄧
四
→
0
)
。

意
向
的
本
質

由
於
主
體
的
活
動
是
領
受
，
在
常
情
下
，
主
觀
的
習
性
意
向

(
2
σ
z
a
z
z
z
g且
在
而
且
。
口
)
已
足
，
甚
至
在
必
要
的
情
況

下
(
如
不
省
人
事
，
神
經
錯
亂
)
，
若
有
理
由
相
信
，
在
此
危
急
情
況
之
前
主
體
會
位
舍
地
希
望
領
受
聖
事
，
亦
可
施
行
聖
事
。
至
於

婚
配
聖
事
，
至
少
須
有
潛
在
的
意
向
，
因
為
婚
配
者
不
僅
是
領
受
聖
事
者
，
亦
是
施
行
里
辜
者
。
對
神
口
間
里
，
苔
，
也
於
此
聖
事
所
產
生

的
義
務
，
也
是
一
樣
。
客
觀
方
面
，
具
有
「
接
受
教
會
所
給
」
的
意
向
己
足
。

一
、
相
稱
地
領
受
聖
事
的
條
件

處
人
需
具
有
相
當
的
道
種
車
悔
，
始
能
相
潑
地
領
受
軍
事
並
得
實
姆
|
|
信
理

這
裡
所
謂
的
道
德
準
備
，
就
是
清
除
阻
正
恩
寵
蒞
臨
的
一
切
障
磚
。

)
。
在
病
人
敷
油
聖
事
中
，
恩
寵
的
障
時
是
缺
乏
信
德
，
缺
乏
懺
悔
的
心
意
，
所
需
的
準
備
便
是
信
德
與
痛
悔
。
在

其
他
車
事
中
，
恩
寵
的
障
碑
是
大
罪
的
境
界
，
所
需
準
備
則
是
恩
寵
境
界
。
教
會
要
求
我
們
，
在
大
罪
境
況
下
，
最

好
先
領
受
告
罪
舉
事
，
然
後
縛
.
能
相
稱
地
領
受
里
體
學
事
(
鄧
八
八
0
，
八
九
三
;
法
，
八
O
七
|
八
五
六
)

(
鄧
八
四
九.. 
口
。
口

H
E
R
E
-
v
z
m
o
E
S
B

。

四
、
聖
宰
的
使h
R
.
效
泉
(
同2
-
4丘
。
h
F
m
m
m
n
E
B
S
Z〉

有
效
地
施
行
而
不
相
稱
地
接
受
的
軍
事
，
祇
傳
于
聖
箏
，
而
不
傳
予
聖
事
的
能
力(
H
g
s
i
2
E
E
R
m
g
g
民
)
l
恩
寵
。
不

相
稱
地
領
受
的
聖
事
稱
為
「
不
成
型
聖
事
」
(
∞
但
只
阻

B
S
E
B

古
r
H
B
m〉

混
疆
、
堅
攝
和
神
晶
-
Z
E
-
事
，
若
有
強
地
而
不
祖
濕
地
領
蓮
，
在
道
穗
障
硨
除
是
以
站
餌
，
便
立
即
賦
予
軍
事
的

第
三
部
聖

事

=E:A 
d冊

主
五



第
四
編

連
一
化
春
天
主

主
主

恩
寵
|
|
一
般
意
見

里
事
的
後
起
效
果
之
得
以
產
生
，
一
方
尚
自
由
於
天
主
的
仁
慈
，
另
一
方
面
由
於
一
起
此
一
一
聖
事
絕
對
不
能
重
債
。
許

多
神
學
家
認
為
，
基
於
上
主
的
仁
慈
，
病
人
傅
泊
與
婚
配
二
聖
辜
的
功
妓
可
以
後
起
，
因
為
這
二
學
事
是
相
對
地
不

可
重
韻
。
告
單
解
事
的
功
故
不
能
恢
復
，
因
為
若
不
相
稱
地
制
受
它
，
就
使
這
一
聖
事
無
故
。
至
於
里
體
里
事
，
似

乎
不
會
有
後
起
的
功
殼
，
因
為
我
人
很
容
易
重
新
做
受
這
一
聖
事
。

聖
奧
斯
定
巳
經
告
訴
我
們
，
就
禮
的
功
裁
是
會
後
起
的
。
參
致
論
洗
禮
，
壹
，
十
二
，
十
爪
.. 

「
當
真
正
的
懺
悔
代
替
了
未
做
悔

前
所
賜
予
的
(
洗
禮
)
，
便
開
始
有
利
於
救
閃
亡
。
(
神
，
盔
，
…
九
九
，
叩
)



第
五
幸

基
督
以
前
的
聖
亨
典
類
史
事

(
∞R
B
E
g
s
-
師
)

第
+
一
節

基
督
以
前
的
軍
事

一
、
基
督
以
前
的
聖
事
之
存
在

付
原
初
揖
況

大
多
數
神
學
家
與
里
多
瑪
斯
意
見
相
同
，
認
為
人
類
在
陷
於
原
罪
以
前
，
在
樂
園
裡
'
並
無
天
主
所
建
立
的
可
以
賊
心
知
的
傳
于
恩

寵
的
方
法
(
廣
義
的
聖
寧
)
。
正
因
為
人
在
原
初
揖
界
中
，
並
無
罪
疚
，
他
直
不
需
要
與
罪
相
抗
衛
的
教
贖
方
法
。
由
於
人
的
高
飢
似
官

能
指
揮
著
低
故
官
能
，
精
神
的
靈
魂
不
宜
因
肉
體
的
因
素
而
得
到
成
全
。
有
些
神
學
家
以
里
奧
斯
定
的
理
論
為
依
攘
，
認
為
生
命
樹
(

創
，
貳
'
九
)
與
樂
園
中
的
婚
配
(
創
，
貳
'
廿
三
，
廿
四
)
，
都
是
聖
事
。
但
按
里
多
瑪
斯
的
意
見
，
人
類
原
祖
的
婚
配
並
非
傳
于

恩
寵
的
方
法
，
而
輯
是
一
種
自
然
的
制
度
(
o
s
n
E
B
E
Z
E冊，
神
，
盞
，
六
一
，
2
)
。

份
自
然
律
時
期

神
學
家
們
鑒
於
天
主
教
贖
意
顧
的
普
遍
性
，
贊
同
聖
奧
斯
定
(
的
﹒
」hh
h

•• 

〈
﹒
口
﹒
品
)
、
里
多
馬
斯
的
意
兒
(
神
，
室
，
七

十
，
4
!
2
U
一
致
認
為
自
原
罪
至
亞
巴
郎
時
期
，
以
及
在
非
猶
太
民
接
中
，
自
原
罪
迄
於
宣
講
一
闖
一
旦
日
的
時
期
，
有
一
種
「
自
然
的
軍

事
」
〈
E
n
H
S
E
Z
B
S
E

自
己
，
使
尚
未
達
理
智
年
歲
的
兒
童
之
原
罪
，
藉
此
聖
事
而
得
清
除
。
這
一
自
然
聖
事
乃
是
對
未
來
的
故

主
的
信
仰
，
係
由
父
母
或
他
人
代
替
兒
童
完
成
，
並
且
以
一
種
外
在
相
應
的
記
號
來
表
達
它
(
如
祈
禱
，
祝
福
)
。

自
亞
巴
郎
至
梅
瑟
那
段
時
期
，
割
損
體
(
創
，
拾
蜓
，
十
等
)
是
伊
撤
蘭
民
族
男
性
獲
得
原
罪
之
赦
的
一
般
方
法
。
依
諾
森
三
世

的
教
訓
與
土
林
學
派
神
學
相
符.• 

「
原
罪
為
割
損
禮
的
奧
跡
所
兔
，
因
而
得
以
避
免
被
罰
的
危
隊
」
(
鄧
囚
一0
)
。
土
林
學
派
神
學

追
隨
聖
奧
斯
定
(
也
白
蓮
、
紅ra
B
R

咚
"
口
"
口
-
N
岳
和
聖
大
葛
刺
哥
里
(
足

G
E
N
E
-
-〈"
句
話A
R
ω
)
。
古
代
教
文
(

如
鑒
儒
思
定
，
里
依
來
肉
，
戴
爾
都
良
)
，
低
觀
割
損
暐
為
盟
約
的
記
號
與
洗
禮
的
預
象
，
而
不
觀
為
獲
得
教
贖
的
方
法
(
神
，
羞
，

第
三
部

連

學

為

E
E
三



槽
"
四
編
聖
化
者
天
主

至
五
四

六
一
，
3
.

，
盞
，
七
十
，4
)

凶
悍
梅
瑟
律
法
時
期

按
照
教
文
們
與
神
學
家
們
的
一
般
且
解
，
在
梅
瑟
律
法
時
代
，
除
了
洗
膛
的
到
象
|
割
損
體
外
(
哥
，
貳
，
十
一
)
，
還
有
其
他

的
車
事
，
如
巴
斯
卦
的
羔
羊
和
犧
牲
，
為
聖
體
里
事
的
預
象
;
取
潔
陸
和
洗
游
膛
，
為
告
解
里
辜
的
預
象
;
說
聖
禮
儀
為
神
品
里
辜
的

預
象
(
神
，
貳
之
壺
，
-
O
二
，
5
)

。

二
、
蓋
骨
以
前
聖
宰
的
功
效

心U舊
約
的
軍
事
本
身
不
產
生
恩
寵
，
而
僅
僅
是
一
種
外
在
的
法
定
的
濯
淨
禮
!
確
定
意
見

為
亞
美
尼
亞
人
所
頒
布
的
訓
令
(
一
四
三
九
年
)
典
型
多
的
斯
的
理
論
相
摺
合
.. 

「
那
些
(
詩
約
的
)
里
事
並
非
恩
泊
的
原
凶
，

而
廳
預
示
基
督
的
苦
難
將
給
與
這
些
思
也
」
(
皂
白(
(
ω
R
B
B
g
g
g
t
A
H
H
E
們
可
怕
甘
)
)
口
g
g
g
p
r
g
H
m
B
E
R
m
旦
旦
旦

前
已E
B

也
叩
門
M
u
g
m戶。
口
而BC
F
E

戶
已
戶
口
已
自
g
g
m
m
b
m
C
H
P
σ

但
已
﹒
部
六
九
五
;
參
坎
邵
八
四
五
)
。

聖
保
祿
稿
舊
約
中
的
一
此
一
一
宗
教
制
度
為
「
病
弱
貧
乏
的
朱
學
」
戶
口
中
S
P

叩
門
m
m
g
g
m
F
E
S
S
-
也
，
肆
，
九
)
。
並
教
訓
狡

們
，
這
些
一
制
度
不
能
給
予
人
內
在
良
心
的
純
潔
，
而
鼠
也
于
人
一
組
外
在
的
怯
定
的
河
淨
吋
已
。
希
，
鼠
，
九

.. 

「
那
時
(
舊
約
時
代

)
，
所
奉
獻
的
供
物
和
犧
牲
，
不
能
使
行
肢
體
的
人
在
良
心
上
得
到
成
全
」
。
玖
'
十
一
二

.. 

「
公
山
羊
和
牛
惜
的
血
，
以
及
母
牛
的
灰

燼
'
灑
在
那
些
受
時
持
的
人
身
上
，
可
以
聖
化
他
們
，
得
到
肉
身
的
潔
淨
」
。

的
正
如
舊
約
曾
經
是
「
帶
我
們
歸
於
基
督
的
啟
蒙
師
」
(
迦
'
丞
'
廿
四
)
，
同
樣
的
，
在
約
的
聖
寧
是
默
西
亞
時
期
的
美
物
的
預
象

(
希
，
拾
，
一.• 

未
來
美
物
的
影
子
)
。
它
們
間
接
地
成
為
一
種
對
未
來
故
主
的
信-
u
-
u
。
它
們
藉
現
忍
之
助
，
喚
起
領
受
者
意
識
到
自

己
的
罪
過
，
並
信
靠
未
來
的
教
主
，
這
糢
準
備
他
接
受
聖
化
恩
寵
，
因
而
賴
當
事
人
而
產
生
內
在
的
聖
化
。

悼
尚
未
達
理
智
年
帥
的
兒
童
所
冊
(
叉
的
幫
損
禮
，
由
其
木
身
不
A
M仆
產
生
內
在
的
聖
化
，
如
川
洗
位
一
般
;
也
不
能
如
你
、
受
叫
扣
的
的
兒
童

之
代
表
人
的
信
德
，
而
產
生
內
在
的
聖
化
研
而
它
做
若
由
本
身
會
產
生
效
力
的
一
件
組
聖
事
。
由
於
它
是
對
小
小
小
來
救
主
的
客
開
信
芒
，



它
是
天
主
照
例
賜
于
聖
化
恩
寵
的
一
個
機
會
。
神
，
盞
，
七
十
，4.• 

「
在
割
損
體
小

叔H
苦
難
的
信
仰
而
賜
予
恩
寵
;
割
損
禮
則
是
基
督
苦
難
的
記
號
」
。

，
天
主
並
非
國
著
別
損
禮
本
身
，
而
因
人
對
華

第
+
=
節

額
軍
事

一
、
類
聖
宰
的
概
念

「
類
聖
事
是
教
會
略
微
彷
照
聖
事
，
所
採
用
的
一
些
事
物
或
行
動
，
為
藉
教
會
的
祈
禱
而
獲
至
殼
果
，
尤
以
精

神
殼
果
為
最
」
(
法
，
一
一
四
四
)
。

聖
維
克
多
的
休
格
稱
鎮
里
事
為
「
小
聖
干
事
」
(
g
n
S
E
E
S
B
戶
口
。3
)

，
以
別
於
主
要
的
聖
事
(
由
阻
口S
B
g
g
g

告
寄
自

有
戶
口
口-z
-
F
H

叩
門
間
已5
8
5
S
C

見
巴
閃
出R
可
-
H
F
J
r口
。
"
】
已
由2
.

彼
得
﹒
隆
巴
(
】M
m
R
C
m
H
b
g
r
R
E
C

首
先
採
用
「
類
型

干
事
」
(
胡
閏
月
間

E
g
g
-
-臼
)
一
詞
(
旬
咱
這
.• 
JAG-3 

。

們
。
D
m
巾
的
自
泣
。
口
)

類
單
事
但
括•. 

科
與
聖
事
相
隨
的
禮
節
。
獨
立
的
宗
教
行
動
如
驅
魔
，
祝
聖

份
已
祝
聖
事
物
的
宗
教
性
應
用
的
受
過
祝
聖
事
物
本
身

(
m
R
B
E
E
S
E有
H
E
S
B
E

〉

-
一
、
聖
事
與
類
史
事
的
區
別

(
-
v
g
H

而
已
芯
片
心
。
口
)
與
祝
獻
(

。

八
鬥
建
立

類
聖
事
不
是
由
基
督
，
而
是
由
教
會
所
建
立
。
歇
會
建
立
類
單
慕
之
權
基
於
基
替
與
宗
徒
的
懿
範
(
格
前
，
捨
壹
，
卅
四
)
，
也

基
於
教
會
適
度
地
分
施
基
督
所
留
富
藏
(
恩
寵
)
之
義
務
(
格
前
，
肆
，
一
)
以
利
信
友
的
得
毅
(
部
八
五
六
，
九
三
二
，
九
四
立
了

法
，
一
一
四
五
)
。

第
三
部

里

事

論

EEE 



如
四
個
柵
用
于

4

化
若
天
主

至
五
六

。
有
按
性

頸
聖
事
並
非
由
本
身
產
生
致
力
。
但
其
致
力
也
並
不
抵
繫
於
踩
用
類
聖
事
者
的
主
體
準
備
，
而
首
先
有
輯
於
歇
會
的
祈
禱
。
歇
會

的
祈
禱
具
有
特
別
的
毅
力
，
因
她
是
基
督
的
聖
而
無
甜
的
淨
配
(
厄
，
伍
，
廿
五
等
)
。
由
於
類
聖
事
是
教
會
的
工
作(
3
5
。
1
.

E
E
m
)，
我
們
可
以
說
，
類
聖
事
聽
乎
由
本
身
產
生
毅
力
。
將
一
人
或
一
物
永
久
地
就
獻
於
上
主
的
祝
聖

(
8臣
民
Z
E
m
r
g

且
戶
口
已
。
口

)
，
確
然
無
誤
地
產
生
其
欽
力
，
但
在
其
他
類
聖
事
上
，
教
會
祈
衷
的
投
果
卸
並
非
萬
無
一
失
的
。

紛
投
果

類
聖
事
不
立
即
賦
予
聖
化
恩
寵
，
卸
準
備
人
去
接
受
這
項
恩
寵
。
各
項
類
聖
箏
的
效
果
隨
其
特
殊
目
的
而
不
同
。
永
久
就
軍
禮
給

制
獻
於
天
主
的
人
與
物
以
客
體
的
聖
化
。
懇
祈
的
祝
聖
(
戶
口gg

丘
吉
亨
口
而
已
言
抖
。
口
)
則
給
予
暫
時
的
益
處
與
現
恩
，
並
由
於
激
起
人

桶
，
悔
與
愛
主
之
心
，
而
消
除
人
的
小
罪
與
暫
罰
(
神
，
盞
，
八
七
，
3
)
。
驅
魔
禮
保
護
人
不
受
魔
鬼
的
攻
擊
(
神
，
盞
，
六
五
，1

.• 

-
6
)。



H且
不
二
計
局-è 

往
川
受
事

甲
、
說

種

第
-
節

沈
疆
的
概
念
與
霉
事
性

一
、
概
是全

前
謂
洗
禮
，
就
是
人
藉
若
水
的
洗
絲
，
並
囡
呼
號
天
主
三
位
的
名
字
，
在
精
神
上
重
生
的
車
事
。
羅
馬
要
理
問
答
書
引
設
若
，

盞
，
五
;
鐸
'
盞
，
五
;
厄
'
伍
，
廿
六
，
給
我
們
如
下
的
定
義

•• 

「
說
禮
是
因
水
用
言
語
的
重
生
里
事
」
(
∞
品
哥
g
c
g

拘
留
m

g
q
m
g
g
z
s
z
m
g
角
色
。
口
叮
叮
叩
門E
S
E
-
D
〈
R
V
O
-
M
N
C

這
俗
話
們
R
H
H
R
v
r
p口
y
h
v
)。

二
、
洗
禮
的
生
事
性

沈
禮
是
基
督
所
建
立
的
-
項
真
正
的
軍
事
|
信
理
(
鄧
八
四
四
)

現
代
唯
理
主
義
者
反
對
洗
禮
由
基
督
所
建
立
。
哈
納
克
(
閏
月g
n
w
)認
為
基
督
教
中
赦
罪
的
社
禮
，
是
洗
者
約
翰
懺
悔
之
說
噓

的
延
續
。
雷
辛
斯
坦
(
肉
﹒
M向a
z
g
叩
門m
g
)
會
企
圖
指
出
基
督
教
的
洗
禮
係
來
自
古
代
話
斯
底
士
派
之
一
支
系
梅
納
特
派
(
E
g
g


n
Z
H
F
S
M
)
之
洗
禮
。
但
是
，
事
實
卸
似
乎
是
相
反
的
，
梅
納
特
派
的
洗
禮
似
乎
受
基
督
教
洗
禮
影
響
而
形
成
。
教
宗
比
約
十
世
譴
責
現

代
派
人
士
的
理
論
。
現
代
派
人
士
主
張
，
基
督
信
去
圈
體
開
始
制
定
洗
禮
的
必
要
性
，
借
用
了
猶
太
教
就
禮
的
儀
式
，
作
為
加
入
信
支

出
體
的
外
在
記
號
，
並
把
度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責
任
與
洗
禮
聯
在
一
起
(
鄧
二
O
四
二
)
。

證
明

第
三
部

學

學

論

去
五
七



第
四
緝

聖
化
若
天
主

歪
歪
八

刊
舊
約
早
已
預
示
過
前
禮
。
按
照
宗
徒
們
與
教
父
們
的
指
示
，
天
主
的
聖
神
翱
翔
在
水
面
，
就
是
洗
禮
的
預
象
(
參
致
洗
禮
用
水

的
祝
墓
禮
節
)
;
洪
水
(
伯
前
，
車
品
了
廿
!
廿
一
)
，
割
損
體
(
哥
，
貳
，
十
一

l

十
一
一
)
，
從
紅
海
中
經
過
(
格
前
，
拾
，
一
一
)
，

從
若
爾
當
河
中
經
過
(
蘇
，
盞
，
十
四
等
)
鼓
利
亞
人
納
哈
要
浸
在
若
爾
當
河
中
七
次
(
列
下
，
伍
，
十
四
)
等
都
是
洗
禮
的
象
徵
。

我
們
還
能
在
厄
則
克
耳
(
舉
一
陸
，
廿
五
)
中
，
找
到
洗
禮
的
正
式
預
言

•• 

「
我
要
在
你
們
身
上
灑
清
水
使
你
們
潔
淨
，
我
要
由
你
們
的

各
種
污
穢
與
各
種
神
像
之
中
淨
化
你
們
」
(
依
，
宣
，
十
六
等
;
肆
，
四
;
臣
，
捨
盞
，
一
)
。

洗
者
約
翰
的
前
禮
是
基
督
的
前
體
的
直
接
準
備
(
瑪
'
盞
，
十
一
)
，
因
約
翰
的
洗
禮
使
受
洗
者
痛
悔
，
並
從
而
(
頓
當
事
人
產

生
故
果
)
產
生
罪
之
赦
免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為
反
駁
新
歡
人
士
，
特
別
宣
布
約
翰
的
洗
禮
缺
乏
基
督
洗
禮
的
同
一
放
果
(
部
八
五

七
)
。
神
，
晶
晶
了
卅
八
，
3
•• 

z
-
u
g
g
F
呂
口
凹
的
嗯
阻
昔
日
口
。
口
n
S
F
E
r
丘
克
已

g
r
s

且
明
a
z
白
質
值

3

月
各
自
丹
﹒

M
H基
督
自
己
在
若
爾
當
河
受
了
約
翰
的
洗
禮
(
瑪
'
盞
，
十
三
等
)
，
他
給
予
宗
徒
們
以
施
行
洗
禮
的
使
命
(
若
，
肆
，
二
)

他
曾
對
尼
哥
德
摩
(
Z
E
L
m
g且也
說
明
了
洗
禮
的
本
質
與
必
要
性
(
若
，
盞
，
一
二
l

五
)
。
他
在
升
天
以
前
，
命
令
宗
徒
們
去
給
萬

民
施
洗
(
藹
，
貳
捌
，
十
九
)
。
若
，
盞
，
五•• 

「
人
除
非
由
水
和
里
神
而
生
(
通
俗
本•• 

重
生
)
，
不
能
進
入
天
主
的
團
」
。
瑪
'

貳
捌
，
十
八•• 

「
天
上
地
下
一
切
的
權
柄
都
交
給
了
我
。
所
以
你
們
要
去
使
萬
民
成
為
門
徒
，
你
們
要
因
文
及
子
及
聖
神
之
名
給
他
們

授
洗
」
(
寺
河
h
n
q
z
a巴
吋
q
k
h叫
均S
U
E
-
E
R
S
U
3
4
X
E
h吋
D
U
足
g
U
E
h
吋
g
u
h
q
h
g
E

叫s
t
s
a
﹒
)
。
參
致
谷
，
拾

陸
，
十
五
l

十
六•• 

「
你
們
往
普
天
下
去
，
向
一
切
受
造
物
宣
講
福
音
，
信
而
受
洗
的
必
要
得
救
」
。

瑪
'
貳
捌
，
十
九
經
文
的
可
靠
性
由
一
切
抄
本
與
所
有
古
代
聖
經
譯
本
為
之
作
證
。
在
十
二
宗
徒
訓
言

(
E
E
n
r
m
)中，
這
股

盤
文
曾
被
引
用
過
兩
次
。

從
若
，
參
，
五
與
瑪
'
式
捌
'
十
九
二
處
經
文
中
，
可
以
推
論
出
新
約
里
事
概
念
的
一
切
因
素
來
，
這
二
處
經
丈
使
我
們
知
道

.. 

洗
禮
是
藉
水
的
洗
梅
與
呼
號
天
主
三
位
之
名
的
恩
浦
路
的
外
在
已
號
。
它
產
生
內
在
的
恩
組

•• 

重
生
;
它
是
基
督
為
一
切
時
代
所
制
定

的
。

門
開
在
初
期
歡
會
中
，
宗
徒
們
行
使
了
基
督
託
付
給
他
們
的
施
洗
的
任
務
(
宗
，
膩
，
卅
八
，
四
一
;
捌
，
十
二
等
;
捌
'
卅
六



你
可
;
玖
，
十λ
;
扣
，
因
七
等
;
拾
缸
，
十
五
，
卅
一
-
7
拾
剔
，
λ
;
拾
凱
，
2
.
，
格
前
，
壺
，
十
四
都
可
)
。
起
古
老
的
教
會
丈
獻
如

十
二
京
徒
訓
一
一
一
口
(
第
七
甘
于
)
，
巴
約
日

3
倍

(
N
h
h
h
h
y
E
M
W
Q
M
-
M
N
Q
E
F

同
L
C

收
者
指
美
(
可
阻
叩
門
。
同
自
己

B

兒
"
訟
法-
v自
L
。
)
，
殉

道
者
里
儒
斯
定

(
2
.
T
m
E
E
m
H
H
U

丸

"
A
L
F
G
~
-
L
2
)

都
試
別
宗
徒
的
一
瓜
的
、
永
久
性
。
最
古
的
有
關
洗
值
的
論
文
由
戴
商
都
良
(
約

二
0
0
年
)
所
拱
。

三
、
史
、
廿
一
洗
禮
的
時
刻

聖
經
所
供
給
的
主
料
，
不
足
以
確
定
建
立
出
控
底
確
切
時
刻
。
神
學
家
們
的
意
見
也
不
一
致
。
右
些
人
認
為
是
耶
穌
在
若
兩
當
耐

受
洗
的
時
候
(
值
得
﹒
任
巳P
W
S
H
-
w

宅

ω
w
u
u里
多
的
舟
，
阱
，
去
了
六
六
，
2
.
4
位
必
要
理
問
答
害
，
試
，
二
，
廿
)
，
另
一
些
人

認
為
是
耶
穌
與
尼
哥
德
犀
談
話
的
時
候
(
位
何
﹒
亞
培
拉H
M叩
門
已
〉f
r

門
金
會
故
里
伯
爾
納
吉
信
，
裝
束
)
，
又
有
些
人
認
為
是
耶
穌
升

天
以
前
，
命
令
宗
徒
們
為
自
民
施
洗
的
時
侯
(
單
維
克
今
的
休
松
，
論
理
事
，
武
，
一
九
，
四
;
同
純
的
師
)
前
兩
種
意
見
的
根
攘
不
很
可

靠
，
因
為
他
們
假
定
了
去
徒
們
所
授
的
洗
位
已
經
是
基
督
徒
的
洗
位
坦
事
。
然
而
第
一
種
在
此
為
聖
經
的
制
默
所
反
駁
。
第
二
種
意
見

則
與
耶
穌
立
布
特
拉
必
頭
受
洗
時
的
扭
扭
不
相
配
合
。
蹈
，
武
捌
，
十
九
是
第
三
種
意
見
的
在
接
重
點
所
在
;
但
是
，
聖
辜
的
建
立
早

於
給
萬
民
施
洗
的
命
令
，
卸
也
是
可
能
的
。

里
丈
篤

(
ω
?因
S
S
S
E
E
-
(
U
g
N
-
z
~
c
b

足
-
w
n
﹒ω
﹒
口-
E
V
希
望
以
不
列
方
式
，
融
涯
各
種
意
見.. 

當
耶
穌
受
洗
峙
，
他
原

質
地
(
旦
旦
叩
門
在
芳
在
起
一
Y
一J
叫
“
舵
在
卒
;
前
位
位
組
訟
並
的
于
洗
的
以
形
式
的
時
候
，
他
體
制
地
Q
R
自
己
戶
芯
片
)
建
立
了
它
。
當
他

受
難
時
，
他
給
與
了
、
前
把
監
事
以
致
果
，
因
為
洗
禮
血
事
的
故
能
，
來
自
基
督
的
苦
難
。
當
耶
穌
預
示
洗
禮
的
必
要
性
和
益
處
時
，
使

閻
明
了
這
個
聖
辜
的
目
的
(
若
，
盞
，
五
)

第
二
節

混
禮
的
外
在
表
記

一
、
材
料
(
E
O
R且9
)

付
遙
遠
的
材
料
(
g
a叩
門
戶
自
耳
目
。
再
也

第
三
部

要-

論

至
五
九



第
四
的
棚
周
刊
化
有
天
主

主
六
O

洗
禮
雪
辜
的
遙
遠
材
科
是
普
通
溝
*

路
德
認
為
在
必
要
時
，
一
切
清
潔
的
液
體
，
均
可
用
來
施
洗
。
持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反
對
他
的
意
見
，
定
，
斷
如

F

﹒
「
凡
認
為
洗
禮
聖
事
不
需
要
真
正
的
自
然
水
者
，
當
受
絕
罰
」
(
白
宮
前
岳
M
R
F
Z
S
B
Z
E
B
Z
S
E
a

s
-
o
B
口
。
口

g
m
o
p
z

自
由
也
S
E
E
-
z
E... 
k
p﹒
的
﹒
鄧
八
五
八
;
參
放
部
六
九
六
，
四
一-7
四
四
七
;
法
，

七
三
七
之
→
)
。

按
說
教
宗
斯
德
里
二
世
(
留
名r
g
w
口
﹒
J
N
E〉
骨
法
定
，
必
要
時
以
酒
施
洗
，
仍
為
有
故
;
但
這
一
決
定
的
可
靠
性
值
得
懷

疑
。
無
論
如
何
，
這
定
斷
並
不
代
表
有
關
洗
禮
舉
事
之
信
理
的
最
後
決
定
。

嚕
一
經
典
傳
承
祇
明
一
涼
水
為
洗
禮
的
材
料
。
若
，
盞
，
五

•• 

「
生
於
水
」
'
宗
，
捌
'
卅
六.. 

「
君
，
這
裡
有

水
，
還
有
什
麼
阻
擋
我
受
洗
的
呢
?
」
(
參
致
哀
，
拾
，
因
七
;
厄
'
伍
，
廿
六
;
希
，
拾
，
廿
一
一
)
。

十
二
宗
徒
訓

-
7日
(
巳
泣h
R
r
-
n﹒
J
1
)提
供
了
傳
承
中
最
古
老
的
證
攘
之
一
.. 

「
取
活
水
，
因
父
及
子
及
聖
神
的
名
字
給
人
授
洗

。
沒
有
活
水
，
就
用
別
的
水
，
沒
有
涼
水
，
就
用
熱
水
。
涼
熱
水
都
沒
有
(
就
用
別
的
水
)
，
因
文
及
于
及
里
神
的
名
字
，
三
次
個
流

在
領
沈
人
頸
上
」
(
註
)
(
參
致
巴
納
博
書
信
，
拾
室
，
十
一
;
里
儒
斯
定
護
教
書
，
壺
，
六
一
.
，
戴
繭
都
良
論
洗
禮
，
壹
;
神
，
去
一

，
六
六
，
3
)
。

在
(
司
品
或
六
品
舉
行
的
)
隆
重
洗
禮
中
，
按
歡
會
的
嚴
格
規
定
，
氯
應
用
視
里
過
的
本
(
法
，
七
五
七
)
。
墨
西
很
連
(
書
信

﹒
山
計
划
拾
，
一
)
曾
給
視
里
說
睡
時
用
的
水
作
誼
。

仲
說
近
的
材
料
(
自
泛
而
且
且
有
。
此
且
也

(
註
〉
譯
文
按
照
呂
穆
迪
譯
出
水
徒
時
代
的
教
父
第
十
一
頁
。



洗
禮
的
較
近
材
科
是
藉
實
體
的
接
觸
，
用
水
澆
擅
人
體i
確
定
意
見

用
水
洗
濯
人
體
可
以
是•. 

人
體
浸
入
水
中
，
以
水
傾
流
，
或
洒
水
。
希
臘
東
正
教
會
會
否
認
拉
丁
教
會
所
習
用

的
以
水
傾
流
之
洗
禮
的
有
殼
性
;
直
至
今
日
，
該
教
會
仍
局
部
保
存
替
歸
化
該
裁
者
重
行
洗
禮
的
習
慣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反
對
希
頓
正
敦
的
看
法
，
明
定
如
下

.. 

「
凡
否
認
羅
馬
教
會
有
關
洗
禮
里
辜
的
教
義
之
正
確
性
者
，
當
受
絕

(
叩
門
苦
心
田
正
月HZ
u古
開
叮
叮
]
B
E
悶
。
B
m
口
ω

口
。
口

m
m
m
O
J為
自
自
已
o
r
m
M
V
H
-
m

白
白
S
O
H
m
H
B
S
Z

門
戶
。
旦
旦
口
必

B
U

罰
」

〉
﹒
臼
﹒
鄧
八
五
九
，
參
致
部
四
三
五
;
法
，
七
五
八
)

自
古
代
以
迄
十
三
世
紀
，
例
行
的
洗
禮
方
式
是
人
體
浸
入
水
中
，
而
且
浸
入
三
次
(
戴
爾
都
良
，
b
向
門
。
可
﹒
遺
忘-
w
ω
)。
然
而
，

十
二
宗
徒
訓
言
(
第
七
章
)
及
墨
西
值
連
(
阿
』
t
.
g
-
H
N
)
為
病
者
施
洗

(
Z
H
V
吾

g
E
n
-
-
a
g
E
S
)
的
事
實
，
早
已
證
明
以
水
傾
流

之
洗
禮
為
有
致
的
。
(
神
，
丞
，
六
六
，
7
)
。

教
父
們
將
三
次
浸
入
水
中
，
“
現
為
天
主
三
位
的
象
徵
(
戴
爾
都
良
駁
普
拉
賽
亞
霄
，
貳
陸
;
郵
二
二
九
)
，
也
是
耶
穌
三
天
葬
於

坎
墓
的
象
徵
(
耶
路
撒
冷
的
聖
濟
利
祿
，
而h
N
H
L
M
這
h
h﹒
口
"
恥
)
。
第
六
，
七
世
紀
時
，
西
班
牙
歇
會
在
教
京
大
葛
利
哥
里
(
崗
、
7

品
ω
)
的
許
可
下
，
為
了
反
對
亞
略
派
人
士
，
施
行
祇
浸
入
水
中
一
次
的
洗
禮
，
以
象
徵
天
主
三
位
本
質
的
一
致
性
。

。

二
、
形

訊
(
吋O
H
B
m
H〉

濟
禮
的
形
建
就
是
隨
同
洗
禮
，
並
確
定
其
意
義
的
施
沈
者
的
話
。

要
使
洗
禮
形
式
有
擻
，
必
須
呼
天
主
三
位
的
名
字
;
並
且
按
大
多
數
神
學
家
的
意
見
，
要
指
出
當
時
的
洗
禮
行

動
。
教
會
在
為
亞
美
尼
亞
人
頒
布
的
訓
令
中
指
示
如
下

•. 

「
如
果
授
洗
者
的
施
洗
行
動
表
之
於
言
語
，
同
時
呼
天
主

三
位
的
名
字
，
這
一
聖
事
始
告
完
成
」
(
白
白
均
已BX
E
S
E
m
.
A
z
-
-
M
O
H
f
m
Z
B
R
R
n
m

丹
E
g
g
-
m
H
E
E
U
2
g

第
三
部

學

F，-~. 
可

三A

"間

五
六



第
四
編

聖
化
者
天
主

主
六

的
印
口n
g
m

吋
旦
旦
g
立
印
戶
口
〈o
n
崗
位
。p
p

有
正
在
卅
日
m
R
E
B
E
E
S
-

鄧
六
九
六
)

。
希
臘
教
會
施
洗
時
所
用
的
訶
句
則
是•• 

「
天
主
之
僕
八
某
某
)

。
拉
丁
教
會
施
洗
時
所
用
的
甜
句

是
:
「
我
洗
繭
，
因
欠
，
及
于
，
及
單
神
之
名
」

因
矢
，
及
子
，
及
里
神
之
名
，
但
受
洗
禮
」
。

份
呼
天
主
三
位
的
名

在
聖
經
裡
'
聖
洗
禮
節
中
對
學
三
的
呼
號
見
於
瑪
'
貳
拾
捌
'
十
九

o

在
最
早
的
教
欠
文
獻
中
，
十
二
宗
徒

訓
-
7日
，
單
偏
斯
定
(
護
教
書
，
室
，
六
一
)
，
里
依
來
內
(
反
具
品
，
玄
，
十
七
，
1
.

，
問
k
v
t
:
b
h

山
歇
爾
都
具
(
論
洗
禮
，
拾
主U
都
為
之
作
證
。

ω
m
H
D已
吋
)
，

聖
經
所
提
及
的
「
因
耶
抓
基
督
的
名
」
(
示
，
貳
，
卅
八
;
捌
，L
I
-
-
;
泊
俗
本
;
拾
，
凹
八
)
，
「
因
主
耶
穌
的
名
」
(
鼠
，

捌
，
十
六
;
拾
玖
，
五
)
，
「
在
耶
穌
基
督
內
」
(
羅
，
陸
，
一
一
一
)
，
或
「
在
基
督
內
」
(
迦
，
盔
，
廿
七
)
所
行
洗
禮
，
技
人
不
能

苟
同
土
林
派
神
學
的
迎
詣
，
觀
之
為
以
呼
耶
的
某
一
行
的
名
字
代
替
天
主
三
位
的
名
字
而
授
予
的
洗
斑
。
前
述
洗
能
很
可
能
是
指
示
那
山

於
基
督
之
命
或
以
型
科
全
權
所
授
于
的
法
腔
，
叭
叭
叭
或
是
指
示
拉
朽
所
建
立
的
抗
啦
，
以
別
於
洗
者
約
翰
和
一
們
太
敬
的
洗
椏
。
在

-
r
u
此
一
一
洗

禮
中
所
採
用
的
討
句
的
不
叫
，
表
示
那
時
的
甜
甜
…
沌
的
的
問
定
形
式
。
十
二
京
徒
訓
首
(
玖
，
五
)
第
七
章
已
經
做
述
了
領
洗
者
卜
推
心
出
品
的
中

習
的
各
項
道
理
，
內
此
該
圳
一
一
口
玖
，
五
小
昕
一
泣
的
「
因
主
之
名
」
而
技
工

J

的
洗
暐
便
是
主
所
建
立
的
呼
號
天
主
三
位
聖
名
的
洗
禮
。
同

樣
的
，
前
徒
大
卒
紅
(
拾
玖
，
一
-
l
~
4
)
趴
糾
正
附
i
k仙
，
「
車
中
主
耶
你
的
名
」
技
洗
峙
，
同
時
也
呼
號
了
望
神
。
歇
會
訓
導
權
成
對
話
個

問
題
並
未
始
于
最
松
的
花
斷
。
教
叭
叭
監
把
各
老
一
址(
2
F
c
r
o
-
8

日
)
以
堅
裂
的
眾
削
為
依
持
(
巴
n
U
Y
E
R
U
M
-
-
y
b
)扣λ

六
六
年
宣
布
「
因
呆
一
有
之
名
」
，
即
呼
號
基
甘
之
名
所
恥
的
洗
禮
為
有
故
(
的
三
三
五
;
參
放
鄧
二
二
九
)
。
里
多
別
斯
認
為
，
也

於
宗
徒
們
獲
得
挂
好
的
，
特
妹
啟
示
，
可
以
呼
啦
「
基
督
」
的
名
字
(
而
不
呼
號
「
耶
師
」
的
名
)
而
技
訣
。
但
在
山
徒
時
代
以
訣
，

E



'
(
一
/
瑪
捕
認
為
，
但
叫
於
基
督
，
命
令
(
瑪
﹒
貳
捌
，
十
九
)

神
，
怠
，
前
，
6
)
。

，
除
非
有
天
主
特
殊
的
許
可
，
僅
呼
號
基
弩
之
名
而
授
予
的
洗
禮
是
無
效
的
(

明
白
話
。
A
Z
2
)
之
命
題
的
譴
責
八
一
六
九
0
年
)

使
洗
禮
有
裁
，
必
鎮
以
「
我
洗
爾
」

同
洗
禮
行
動
的
指
明

按
照
亞
力
山
大
三
世
八
K
F
Z
M
g
r門
園
口
S
i

∞
H
V的
決
定
，
亞
力
山
大
八
世
對
比
利
時
神
學
家
法
草
克
八
旬
﹒

，
以
及
為
亞
美
尼
亞
人
所
頒
佈
的
訓
令
八
一
四
三
尤
年
〉

一
語
指
出
行
施
洗
禮
的
行
動
。

，
為

內
部
三
九
八
，
三
二
一
七
，
六
九
六
V

然
而
，
若
干
初
期
土
林
派
神
學
家
，
如
聖
維
克
多
的
休
格
與
都
奈
的
斯
德
華(
ω神S
r
g
。
同
斗
。g
g

自
己
，
曾
經
認
為
施
洗
時
未

唸
上
語
的
洗
禮
也
是
有
殼
的
。
里
多
別
斯
與
大
多
仙
似
早
期
土
林
派
神
學
家
則
根
攘
亞
力
山
大
三
世
的
訓
令
，
宣
布
那
樣
的
洗
禮
為
無
放

(
參
攻
神
，
盞
，
六
六
，5
l
2
)
。
但
是
戶
一
主
意
見
過
有
嚴
重
的
困
難
.. 

根
接
戴
爾
都
良
(
也
咱
們
。
、

•. 
這
已
•• 

ω
γ

忘
。
-
3
.
a
h
-
u

心
。

u
h
N
而

~
r
a
y
-
間
，

H
)
羅
馬
的
理
依
玻
理

(
3
.
a
n
N
H
.
H
-
A

』V
G
M
H﹒
)
，
聖
益
博
羅
削
〈
b
目
均
已
向
、
•• 

口
、
F
N
O
)
再
拉
先
聖
事
錄
(

U
R
E
S
S
E
-
h
R司
法
的
b
N
S
E
E
S
)與
其
他
丈
軾
的
作
證
'
事
實
上
，
古
代
教
會
給
人
授
洗
時
並
末
採
用
「
我
洗
繭
」
一
語
;
受
洗

者
誦
念
山
市
徒
信
辭
以
後
，
施
洗
者
向
他
連
問
三
次
有
關
信
仰
的
問
題
，
他
每
次
回
答
時
，
即
被
浸
入
水
中
。
這
樣
君
來
，
施
洗
者
根
本

沒
有
指
出
洗
禮
的
行
動
，
而
祇
以
施
洗
者
的
意
向
為
足
。
由
於
這
種
洗
體
方
式
流
傳
巳
噩
，
我
們
很
難
說
指
出
洗
位
行
動
是
聖
事
形
式

的
一
種
要
素
。
若
說
之
為
歡
會
嚴
格
說
定
的
一
項
有
欽
的
與
許
可
的
施
行
車
辜
的
條
件
，
也
許
更
為
恰
當
。

第
三
節

沈
禮
的
功
教

一
、
成
挂
有~

l40f 
Z丹J

f月1

EE 

3 、

":-1> .. 
u J! IJ 

主
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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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中
化
者
天
主

五
六
四

法
體
給
予
處
義
的
恩
寵
!
信
理

由
於
成
義
消
極
地
包
括
罪
之
赦
免
，
積
極
地
包
括
人
靈
的
聖
化
與
更
新
(
部
七
九
九
)

受
的
洗
禮
，
具
有
下
列
功
妓.. 

付
罪
之
赦
免
:
原
罪
之
清
除
;
在
成
人
身
上
，
本
罪
與
小
罪
一
併
清
除
。

何
內
在
的
聖
化.• 

藉
聖
化
恩
純
而
獲
得
心
靈
的
聖
化
;
灌
注
的
諸
德
之
能
力
(
白
色w
5
)
和
聖
神
的
恩
惠
通
常
與
單
化
恩
寵
一

同
蒞
臨
人
靈
。
成
義
的
人
非
僅
領
受
聖
化
恩
寵
，
並
且
領
受
獲
得
現
恩
的
權
利
，
為
完
成
受
洗
者
應
作
的
甜
苦
工
，
此
項
現
恩
是
必
需

的
。

，
具
有
通
富
準
備
(
信
心
與
懺
悔
)
昕
領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在
有
關
原
罪
的
訓
令
中
定
斷
如
下
.. 

「
若
有
人
否
認
藉
洗
禮
所
給
予
的
耶
穌
基
督
的
恩
寵
，

增
清
除
原
罪
;
或
認
為
一
切
罪
疚
不
能
蒙
赦
，
此
人
當
受
絕
罰
」
們
鄧
七
九
一
一
;
參
放
鄧
六
九
六
，
七
四
二
，
八
九

五
)
。聖

經
證
閉
洗
禮
有
赦
罪
的
能
力
，
並
賦
予
內
在
的
單
化
。
宗
，
貳
'
卅
八

.. 

「
你
們
悔
改
罷
!
你
們
每
人
要
以

耶
穌
基
督
的
名
字
受
說
，
好
赦
免
你
們
的
罪
過
，
並
頓
受
里
神
的
恩
惠
」
。
格
前
，
陸
，
十
一
.. 

「
你
們
因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名
，
並
因
我
們
天
主
的
車
神
已
經
洗
淨
了
，
，
已
經
祝
草
了
，
已
經
成
了
義
人
」
。
八
參
致
宗
，
貳
貳
'
十

六
;
羅
，
陸
，
三
等
;
鐸
'
盞
，
五
;
若
，
盞
，
五
;
若
一
，
盞
，
九
;
伍
，
十
八
)
。

傳
承
自
始
把
這
些
功
放
歸
於
洗
禮
。
巴
納
博
書
信
的
作
者
說
:
「
我
們
滿
身
罪
污
降
入
水
中
，
又
從
水
中
升
起
，
從
此
能
結
美

果
，
因
為
我
們
心
中
懷
著
敬
畏
仰
望
耶
穌
的
心
情
」
(
拾
壹
，
十
一
)
。
(
參
放
牧
者
海
美

M
M
S
S門
E
R
g
s
-
L史
逞
，
L
M
U
Z
﹒
星
儒

斯
定
護
教
書
，
壹
，
十
六
;
戴
商
都
良
論
說
禮
，
壹
，
一
)
。



二
、
罪
罰
的
赦
免

沈
禮
免
除
-
一
切
罪
罰
，
郎
永
罰
且
只
暫
罰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稱

.. 

祇
要
受
洗
者
內
在
地
遠
離
一
切
罪
疚
，
包
括
小
埠
，
在
他
們
內
便
沒
有
一
點
使
天
主

不
悅
的
東
西
，
也
沒
有
什
麼
妨
再
他
們
進
入
天
國
公
口B
E
E

旦
E
T
L
Z
U
印
g
F
S
E
E
r
-
-
…
℃8
2
5
8

胡
島

古
悅
耳
的Eg
o
-
心
目
自
己
旦
旦
-
部
七
九
二
.
，
六
九
六
)
。
保
祿
的
訓
道
已
經
暗
示
了
難
罰
的
赦
免
，
保
持
認
為
，
藉

若
洗
禮
，
舊
人
已
死
且
葬
，
新
人
繼
之
而
生
內
羅
，
陸
，
三
等
)
。

教
父
們
一
致
宜
講
罪
罰
放
兔
的
道
理
。
戴
爾
都
良
說
:
「
罪
過
撤
除
後
，
罪
罰
也
兔
掉
了
」
(
論
洗
禮
，
五
)
。
里
奧
斯
定
告
訴

我
們
，
受
洗
後
立
刻
死
去
的
人
，
直
接
進
入
天
國
(
也
肉
、
問
R
a

。
這
退
還
有

u
r
a
3

、
法
制-
h
h
g
h
h
p
口
"
N
P
-
A阱。
﹒
)

洗
禮
後
仍
存
在
的
惡
，
如
貪
慾
二
痛
苦
或
死
亡
(
3
8
甚
至

m
m
)
，
對
於
領
受
了
洗
禮
的
人
，
不
再
具
有
懲
罰
的
意
義
，
而
是
一

種
故
驗
(
部
七
九
二.. 

且
值
的
g
m
8
)
，
也
是
契
合
基
督
的
途
徑
。
在
復
活
時
，
義
人
指
著
洗
禮
的
能
力
，
將
要
脫
去
這
一
切
困
苦
(

神
，
盞
，
六
丸
，
3
)

一
、
洗
禮
的
神
印

有
兢
地
，
即
使
不
是
妥
善
地
領
受
的
法
禮
，
在
領
混
者
的
靈
魂
主
，
印
止
了
一
個
不
可
磨
滅
的
精
神
琵
號
，
郎

洗
禮
的
神
印
，
因
而
不
能
重
稽
領
受
這
-
軍
事
|
信
理
八
鄧
八
五
二
，
八
六
七
)
。

由
於
軍
事
的
神
印
使
人
肯
位
大
司
祭
耶
穌
基
督
，
並
參
與
他
的
鐸
品
(
包
的
E

目
的
。
色
的
旦
旦2
5
)
，
頓
說
者

藉
洗
禮
鑒
辜
的
神
印
成
為
教
會
l

基
督
奧
體
i

的
一
分
于
o

由
於
基
督
奧
體
的
唯
一
性
，
每
一
位
有
鼓
地
做
受
了
說

第
三
部

聖

可4

:=:1-... 
函I珊

五
六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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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化
者
天
主

五
六
六

禮
的
人
，
甚
至
是
在
天
主
教
會
以
外
受
洗
的
，
除
非
他
同
時
情
願
參
加
異
議
團
體
或
分
快
的
教
會
，
都
是
惟
一

墊
，
由
宗
徒
所
傳
的
公
教
會
的
肢
體
。
所
有
個
受
洗
禮
的
人
都
在
教
會
統
轄
權
限
之
下
。

洗
禮
的
神
印
使
受
洗
者
別
於
非
受
洗
者
。
此
一
神
印
雖
非
肉
眼
可
見
，
但
在
另
一
世
界
均
是
可
咒
識
別
的
(
叩
門mE
S

門
出
叩
門
戶
口
且


E
B
)

。
領
受
洗
禮
的
人
獲
得
被
動
參
與
基
督
司
祭
品
位
的
權
利
和
能
力
，
也
是
獲
得
領
受
其
他
學
事
(
由RE
g
g
s
z
g

』
呂E

E

『E
E
B
B
E
g
-

法
，
七
三
七
l

一
)
以
及
領
受
基
督
所
賦
予
教
會
的
一
切
恩
寵
耳
其
理
之
財
富
的
權
利
和
能
力(ω
-
m
E
B已仿3
.

叩
門
旦
旦2
)

。
洗
禮
的
神
印
使
領
受
洗
禮
者
，
日
飲
於
基
督
，
從
而
負
起
度
基
督
信
友
生
活
的
垣
久
不
梭
的
義
務
T
Z
E
B
。
旦
前
在2
3

)
。

，
至

第
四
節

混
禮
的
必
要
性

一
、
得
救
需
要
洗
禮

自
福
音
被
弘
揚
以
漿
，
所
有
人
的
得
載
，A
W須
經
曲
求
的
法
禮
，
-
毫
無
例
外
|
|
信
理

新
教
人
士
所
主
張
的
成
義
理
論
，
邏
輯
地
會
使
人
否
認
洗
禮
的
必
要
性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針
對
新
教
人
士
的

意
見
，
定
斷
如
下

.• 

「
凡
主
張
洗
禮
對
得
救
並
非
必
要
者
，
當
受
絕
罰
」
八
白
色
古
岳
母
已
帥
"
宮
附
注
凹
的

B
E
E
-
-
r
o﹒

r
。
o
m

胡
同
口
。
口
口
仰
自
由
串
門
戶
口
自ω已
m
m
E丹
丹B
W

〉
﹒
∞
﹒

。
論
及
洗
禮
的
必
要
條

伴
，
持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布
，
自
福
音
被
宣
揚
以
來
兮
。
泛
開S
D
m
巾
-
E
E
H】峙
。
自
己m
m
Z
5
)，
沒
有
洗
禮
或
沒
有

領
受
洗
禮
的
願
望
，
成
義
是
不
可
能
的
(
部
七
九
六
)
。
按
照
泣
，
怠
了
五
與
谷
，
拾
盟
，
十
六
，
洗
禮
對
於
得
救

的
必
要
性
是
一
種
「
方
法
的
必
要
性
」

?
R
m
s
-
宮
的

B
O
L
Z
)，
按
將
塌
，
貳
捌
'
十
九
，
洗
禮
對
成
人
得
救
的
必

門
口
口
呵
呵
曲
的
O
U

部
八
六
一
J

七
九
→
〉



要
性
也
是
一
種
「
規
誠
的
必
要
性
」
。
雖
然
方
法
的
必
要
性
並
不
是
一
種
基
於
單
事
本

質
的
內
在
的
必
要
性
，
而
是
一
種
外
在
的
必
要
性
，
而
洗
禮
單
事
由
法
天
主
的
積
極
規
定
，
已
成
為
得
救
的
不
可
或

缺
的
方
法
。
在
特
殊
環
竄
下
，
規
定
方
法
的
宣
際
運
用
得
以
省
略
。

基
於
若
，
盞
，
五
的
經
文
，
傳
承
強
調
洗
禮
對
得
救
的
必
要
性
。
戴
商
都
良
援
引
經
文
時
提
醒
我
們

•• 

「
法
律
規
定
，
非
位
記

睦
，
無
人
能
得
救
恩
」
(
論
洗
禮
，
拾
貳
，
7
，
參
放
牧
者
海
美
切N
.
F
-貝
w
E
)

(
D
R
a
m
-
g
m
M
V
H
N
W

印
口
。
可
門
戶
)

二
、
洗
禮
聖
宰
的
替
代

在
掛
要
情
況
7

、
願
況
和
血
況
可
以
代
替
水
沈l
i

近
乎
信
理
的
意
見

科
願
洗

(
σ呂
立
m
B
S
E
E
D
-
m

已
忘
的
℃
叩
門
戶
門
口
的
的
心
口
的
民
)

願
洗
就
是
帶
若
完
善
的
痛
悔
〈
出
於
愛
的
痛
悔
)

，
對
洗
禮
的
明
顯
的
或
隱
含
的
願
望
(
〈
。
E
S
E
-
z
E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教
訓
我
們
，
沒
有
重
生
的
洗
禮
與
餌
洗
的
願
墓
，
脫
離
原
罪
揖
界
，
進
入
恩
寵
揖
界
是
不
可

能
的
(
2
5
-
S
R
B
R
m
m
D
旦
旦
古
巴
∞

m
Z
片

a
g
g
g

鄧
七
九
六
，
八
四
七
，
三
八
八
，
四
三
二
)
。

聖
經
明
示
，
完
善
的
愛
具
有
理
化
的
德
能
。
路
，
梁
，
四
七

.. 

「
她
的
許
多
罪
得
了
赦
免
，
因
為
她
愛
的
多

」
。
若
，
拾
肆
，
廿
一
.. 

「
愛
我
的
必
要
受
愛
於
我
矢
，
我
也
要
愛
他
，
並
將
我
自
己
顯
示
給
他
」o
路
，
貳
去
了

四
三
.. 

「
今
天
你
就
要
同
我
在
樂
園
裡
」
。

第
三
部
E白
王王三F

3; 

弓"
口nu

五
六
七



第
四
屆
嘲
變
化
者
天
主

五
六
八

在
傳
承
中
，
主
要
的
證
接
來
自
聖
益
博
羅
削
典
里
奧
斯
定
。
聖
盎
博
羅
削
在
未
及
受
洗
的
皇
胥
成
倫
丁
尼
二
世
的
葬
程
中
說

•• 

「

難
道
他
沒
有
他
所
希
望
的
恩
情
麼
?
難
道
他
沒
有
他
所
祈
求
的
也
能
麼
?
因
他
曾
經
祈
求
、
道
，
他
必
定
已
經
得
到
了
一
切

... 

他
虔
誠
的

願
望
說
你
了
他
」
(
巳
呵
。m
U
R
-
-
t
§
H
.• 

E
W
8
)
。
聖
奧
斯
定
表
示
:
「
我
認
為
，
不
但
為
基
督
的
名
字
而
殉
道
，
可
以
代
替
所

缺
的
洗
禮
，
而
且
在
時
間
短
促
，
不
及
授
予
洗
禮
的
情
況
下
，
信
心
與
悔
改
也
可
以
代
替
洗
禮
」
(
論
洗
禮
，
肆
，
廿
二
戶
，
廿
九
)

在
初
期
土
林
學
派
時
代
，
里
伯
爾
納
(
崗
、
.
3
.
P
N

﹒
口
﹒
。
l
u
)，
聖
維
克
多
的
休
格
(
b
h
E肉
、.• 
口
-
p
d
和
阮
忠
遠
遠bh
s


H向
泛

E
E

遮
面
〈
﹒
切
都
贊
成
願
洗
的
可
能
性
，
而
反
對
值
得
﹒
亞
培
拉
的
見
解
(
神
，
套
，
六
八
，
2
)
。

願
洗
的
功
設
繫
於
願
洗
者
的
作
為
。
郎
、
洗
賦
予
成
義
的
恩
寵
，
同
時
赦
兔
原
罪
二
切
大
罪
與
其
、
永
罰
。
而
小
罪
與
罪
之
一
當
罰
之

一
哎
兔
與
否
，
要
君
主
體
準
備
的
程
度
如
何
。
願
洗
不
在
靈
魂
上
留
下
聖
洗
的
印
記
。

M
H血
洗
(
σ名
片
信
自
自
由g
m
z
E
U
)

未
領
受
洗
膛
的
人
為
主
殉
道
，
是
為
血
洗
，
亦
即
是•• 

為
堅
持
基
督
信
仰
或
為
修
做
基
督
徒
德
榮
而
死
於
非
命
，
或
長
期
忍
受
了

站
刑
而
死
亡
。

耶
穌
自
己
為
殉
道
壯
舉
的
聖
化
德
能
作
證
。
瑪
'
拾
，
卅
一
一•• 

「
凡
在
人
前
承
講
我
的
，
我
在
天
上
的
欠
前
也

必
承
講
他
」
。
瑪
'
拾
，
卅
九
，
門
拾
陸
，
廿
五
〉•• 

「
誰
為
我
的
韓
故
，
喪
失
了
自
己
的
生
命
，
必
要
保
存
生
命

入
於
永
生
」
。
若
，
拾
武
，
廿
五

.• 

「
在
現
世
憎
恨
自
己
生
命
的
，
必
要
保
存
生
命
入
於
永
生
」
。

敬
父
們
自
始
認
為
殉
道
可
以
代
替
洗
禮
。
戴
爾
都
良
稱
之
為
「
血
的
洗
禮
」
么
值4R
E
B
E

品

Z
E
Z
)
，
並
說
它
的
功
放
是
「

補
充
未
曾
領
受
的
水
洗
，
和
恢
復
失
去
的
軍
事
故
果
」
(
論
說
禮
，
拾
陸
〉
。
墨
西
很
連
認
為
，
殉
道
的
慕
道
者
「
接
受
了
最
光
榮
最

偉
大
的
洗
禮
，
即
血
洗
」
(
寄
信
，
東
丞
，
廿
一
一
)
，
參
致
奧
斯
定
天
主
之
棋
，
拾
盞
，
七
。

按
照
傳
法
和
禮
儀
(
如
諸
聖
嬰
節
日
)
，
尚
未
達
理
智
年
齡
的
兒
童
可
以
獲
得
血
洗
。
那
末
，
血
洗
不
僅
像
願
洗
一
般
，
其
功
欽

繫
於
當
事
人
的
行
為
，
抑
且
因
為
它
事
質
上
是
當
事
人
對
信
仰
的
承
認
，
所
以
它
儼
若
由
其
本
身
產
生
放
呆
的
聖
事
。
血
洗
賦
予
聖
化



內
心
話
;
若
殉
道
者
有
充
分
的
進
備
，
則
亦
放
兔
一
切
小
罪
與
罪
的
暫
罰
。
聖
奧
斯
定
謊
•• 

「
為
殉
道
者
祈
禱
是
一
種
侮
博
.
，
我
們
反
倒

應
該
請
他
代
禱
」
(
訓
道
辭
，
壹
伍
玖
，
一
)
。
血
洗
不
給
于
洗
禮
的
印
記
(
神
，
套
，
六
六
，u
l
2
)
。

第
單
獨

沈
禮
的
施
行
者

一
、
施
洗
者
本
人

任
何
人
都
能
有
效
地
施
行
洗
禮
|
|
信
理

第
四
次
拉
脫
朗
大
公
會
議
(
三
二
五
年
)
宣
布

•• 

「
祇
要
按
教
會
的
方
式
施
洗
，
不
論
自
何
人
施
行
，
說
禮
均
為
有
放
」

g
n
z
g
m
D
E
B
-
M
阻
宮
門
的
g

之
口
片
。
吋BP

開
n
n
r
m
z
m阻
ρ
g
n
z
B
Q
C
O江
E
B
-
-旦
旦
旦
有
。
出
口
叩
門
且

E
E
Z
S

﹒
部
四
三0
)
。

為
亞
美
尼
亞
人
所
頒
布
的
訓
令
(
一
四
三
九
年
)
加
上
了
更
清
楚
的
解
釋.. 

「
施
行
洗
禮
聖
辜
者
本
是
司
鐸
(
司
祭l
主
教
與
神

父
)
，
他
有
施
洗
的
職
責
。
然
而
，
在
必
要
時
，
非
僅
司
鐸
或
六
口
問
副
奈
，
男
女
教
友
，
甚
至
教
外
人
，
其
教
信
徒
，
祇
要
他
遵
守
教

會
規
定
的
方
式
，
並
共
有
行
歡
會
所
行
之
辜
的
意
願
，
都
可
以
給
人
施
洗
」
(
鄧
六
九
六
)
。

瑪
，
貳
捌
，
十
九
去
給
萬
民
施
洗
的
命
令
，
原
是
向
宗
徒
們
與
其
繼
承
者l
主
教
們
即
發
的
。
但
是
，
聖
經
證
示
宗
徒
們
已
將
施

洗
的
權
柄
授
予
其
他
的
人
。
宗
，
拾
，
四
八.• 

「
他
(
伯
多
祿
〉
盼
咐
以
耶
穌
基
督
的
名
給
他
們
施
洗
」
。
格
前
，
壺
，
十
七
.• 

「
原

來
基
督
派
遣
我
，
不
是
為
施
洗
而
是
為
宣
傳
一
喘
一
耳
目
。
」
宗
，
捌
'
卅
八
(
參
攻
捌
'
十
二
)
告
訴
我
們
，
六
口
問
副
祭
斐
理
伯
給
人
付

洗
。

在
初
期
歡
會
捏
，
施
行
洗
禮
被
視
為
主
教
的
特
權
。
安
提
約
基
亞
的
里
依
納
傳
說
:
「
沒
有
主
教
，
不
准
施
洗
或
舉
行
聖
餐
禮
」

(
'
?
這
三
於
這
h
w
J
、
阿
口u

心
)
戴
爾
都
炭
也
說
，
在
主
教
的
許
可
下
，
可
作
與
六
口
問
副
祭
是
經
常
的
施
洗
者
。
在
必
要
時
，
主
教
也
把
施

洗
之
權
授
予
信
友
(
領
受
了
洗
禮
的
人
)
，
但
僅
是
男
信
友
;
然
而
他
不
把
這
一
權
柄
交
給
婦
女
(
論
洗
禮
，
拾
渠
)
。
信
友
在
必
要
時

可
以
付
洗
的
較
晚
證
摟
是
艾
味
拉
(
何
才
可
也
會
議(
n
s
.
a
-
鄧
五
二
，
d
)
，
聖
熱
羅
尼
莫

(
b
E
N
-
n
-
h
N
R
q

.• 

m
H
)，
聖
奧
斯
定
( ,......, 

第
三
部
建

，~ 

:為

五
六
九



第
四
耨

聖
化
去
天
主

五
七
。

們
§
H
E
4
.
h
u
h
司
法
•• 

口
u
z
w也
)
。
關
於
婦
女
什
洗
的
許
可
，
祇
在
中
古
的
代
拉
到
正
式
的
訟
接
(
吳
別
二
世
書
信
，
貳
梁
壹
)
。

教
宗
斯
德
里
一
世
依
據
川
同
瓜
，
時
何
墨
西
彼
述
的
意
兒
，
承
認
其
玩
者
所
拉
扯
值
的
有
奴
性
(
部
四
六

.. 
口
F
r
F戶
戶
口
口
。
〈
叩
門
口
口
旦
旦

戶
口
。
此
哥
拉
古
巴
而
且
﹒
)
.
里
奧
斯
定
也
維
護
、
一
九
且
一
道
理
，
反
對
多
那
此
一
次
人
。
特
倫
多
大
公
佇
議
將
它
足
為
信
理
(
鄧
八
六

0
)
。

祇
在
敬
父
時
代
之
末
，
歡
會
才
可
泓
認
未
領
受
洗
禮
者
所
什
說
禮
之
有
效
性
。
里
，
奧
斯
定
不
敢
有
所
決
定

(
(
U
S
h
y
h
H

戶
肉
、
.
、
h蚓
、
、
坤
、

.• 

口
﹒
忘
"
ω。
)
七
五
七
年
，
其
比
挨
(
n
o
E
M
U
-
R

口
而
)
你
議
與
教
法
尼
各
老
一
世
(
八
六
六
年
)
都
宜
布
未
頒
受
洗
位
名
所
施
洗
禮
是

有
殼
的
(
鄧
三
三
五
)

一
切
人
均
能
有
按
地
付
洗
的
肉
在
理
由
，
基
於
洗
體
對
待
紋
的
必
要
性
(
神
，
室
，
六
七
，3i
5
)

-
一
、
聖
洗
的
禮
節

教
會
神
職
人
員
具
有
以
隆
重
形
式
施
行
洗
禮
之
榷
。
通
常
賦
予
隆
重
洗
膛
的
是
主
教
與
司
令
川
;
六
品
副
祭
(
獲
得
正
權
力
人
或
本

堂
神
父
的
許
可
)
是
例
外
施
洗
者
(
法
，
七
三
八
之7
，
七
凶
一
)
。
信
友
在
必
安
時
代
洗
祇
能
完
成
使
軍
事
有
放
所
需
要
的
禮
節
(

法
，
七
五
九
〉

第
六
節

領
受
沈
體
的
人

一
切
尚
未
受
況
的
接
居
現
世
的
人
，
都
能
有
強
地
接
受
沈
禮
l
i

信
理

格
前
，
拾
伍
，
廿
九
(
那
些
代
死
人
受
洗
的
是
什
什
怯
呢
?
如
果
一
化
人
畢
竟
不

A
M
H
彼
活
，
為
什

E怯
匙
打
仇
他
們
受
此
呢
?
)
，
昕
一
前

的
「
代
死
人
受
洗
」
並
不
是
給
死
人
施
洗
，
而
是
代
訂
的
未
受
洗
的
死
右
，
但
受
一
位
代
理
性
的
洗
組
合F
E
H
E
E
切
名
5
5
)
，
希

望
藉
此
使
亡
者
獲
得
洗
禮
的
恩
寵
。
或
者
有
人
相
信
，
一
如
若
洗
位
(
或
一
種
自
說
間
相
似
的
洗
摺
臨
街
)
，
能
為
亡
者
求
恩
，
像
壯
大

人
為
亡
者
所
作
的
祈
駱
一
樣
。
(
加
下
，
拾
貳
，
囚
二
等
)
。
在
古
代
，
若
干
離
異
的
女
派
如
色
林
都
派
(
約
旦
旦Eg
m
)與
馬
西
站

(
7旨
在
。
已
門
2
)
，
都
以
聖
保
綠
書
信
為
依
攘
，
拉
亡
有
施
行
代
理
性
的
洗
膛
。
也
會
為
亡
者
施
行
洗
值
。
希
拉(
E
H
d
o
)
A
W

川
詩
(



三
九
三
年
)
與
迦
太
基
會
議
(
=
一
九
七
年
〉
反
對
此
項
說
禮
。

一
、
成

人

成
人
有
兢
地
領
受
洗
禮
，
至
少
必
績
有
受
洗
的
經
常
意
顧
八
鄧
四
一
一
)
。
妥
當
地
個
受
洗
禮
，
必
須
要
有
內

在
的
準
備
，
這
一
內
在
準
備
至
少
鷹
包
涵
信
心
與
對
所
犯
之
罪
恕
的
痛
悔
八
部
七
九
八
)
。
聖
經
特
別
要
求
成
人
以

信
心
八
谷
，
拾
陸
，
十
六.. 

「
信
而
受
洗
的
必
要
得
數
」
;
瑪
，
貳
捌
，
十
九
;
宗
，
貳
，
四
一
;
捌
'
十
二
，
卅

七
V
與
悔
改
們
宗
，
貳
'
卅
八.. 

「
你
們
悔
改
罷
!
你
們
每
人
要... 

受
洗
.
，
盞
，
十
九
)
作
為
洗
禮
的
準
備
。
古
代

截
會
中
洗
禮
的
車
備
，
主
要
地
包
括
敬
理
講
授
與
補
贖
善
工
。

二
、
尚
永
遠
理
智
年
餘
的
兒
童

給
尚
未
連
理
智
年
齡
的
兒
章
所
施
混
禮
是
有
嫂
的
，
也
是
許
可
的

l
i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抨
擊
那
些
給
到
達
理
智
年
齡
的
兒
童
重
施
洗
禮
者
八
〉E
E
-
-
m
g〉
'
並
且
承
認
兒
童
在

尚
未
達
理
智
年
齡
時
可
以
受
洗
八
白
宮
前
些
話
語
"
官
司
已
g
g

∞
O
B
E
-
-
N
S已o
r
g
H

℃
E
B
E
B

。
。
B
E
r
m
-
z目
P
ρ
g
s
g
m

口
。
口

m
O
H
Z
M泣。
苟
同
古
巴mL
S阱
。m
r
m
M
V
旦
旦
丘
吉

g
F
E
已
。
開
。
已g
g
m
w
u
k
p

﹒

八
六
九
;
參
設
部
七
九
一
)
。

新
教
人
士
受
了
傳
承
的
影
響
，
保
留
了
見
童
的
洗
禮
，
雖
然
這
與
他
們
對
車
事
的
概
念
是
難
以
相
容
的
。
路
德
想
消
除
這
一
困

難
，
便
認
為
尚
未
連
理
智
年
齡
的
兒
童
在
受
洗
時
，
能
神
奇
地
產
生
一
種
足
以
使
人
成
義
的
信
賴
行
為
。
但
按
照
天
主
教
教
弱
，
信
心

。
口
出
門
已

ω
﹒
部

第
三
部
連

事

論

主

七



第
四
緝

重
化
者
天
主

五

七

不
是
成
義
的
主
動
因
，
而
祇
是
一
種
預
備
的
行
為
，
它
可
與
其
他
預
備
行
為
一
樣
，
不
存
在
於
受
洗
之
峙
。
按
里
奧
斯
定
與
土
林
派
神

學
家
的
意
見
，
尚
未
達
理
智
年
齡
兒
童
所
沒
有
的
信
心
，
可
以
歇
會
的
信
德
代
之
(
神
，
盞
，
六
八
，
9
l
2
)

，
近
年
，
巴
特
(
討

回
且
H
H〉
從
聖
經
註
釋
和
貨
際
觀
點
，
對
兒
童
的
洗
禮
提
出
具
巔
，
他
主
張
視
行
的
兒
童
洗
禮
峰
當
以
受
洗
者
自
己
負
責
的
洗
禮
來
取

代
。

兒
童
說
膛
的
事
實
，
不
能
從
車
經
獲
得
確
切
證
據
，
但
可
獲
得
高
度
的
近
似
詮
據
。
里
保
蹄
書
信
八
格
前
，

壺
，
十
六
V
與
宗
徒
大
事
錄
(
拾
陸
，
十
五
，
卅
一
二
;
拾
棚
，
八
;
拾
壹
，
十
四
)
曾
經
屢
次
提
到
「
全
家
」
的
領

洗
，
當
然
也
包
括
家
中
的
孩
于
，
尤
其
是
因
為
教
基
督
教
的
洗
禮
所
取
代
的
割
損
體
內
哥
，
貳
，
十
一

.. 

「
基
督
的

割
損
體
」
V
'
與
晚
期
猶
太
教
給
歸
化
的
外
族
人
所
施
的
洗
禮
，
當
時
也
給
孩
于
們
施
行
。
﹒
按
照
宗
，
貳
，
卅
八

i

卅
丸
，
因
洗
禮
而
領
受
聖
神
恩
惠
的
允
許
，
並
非
僅
僅
對
伯
多
驗
的
聽
眾
而
言
，
也
是
對
他
們
的
孩
子
們
而
言
的
。

無
疑
地
，
我
們
可
以
把
他
們
的
于
女
廣
義
地
觀
為
他
們
的
後
裔
。
見
童
偵
洗
的
可
能
性
基
於
舉
事
的
客
體
有
致
性
與

天
主
願
意
普
敦
眾
生
的
意
志
們
弟
前
，
貳
，
四
)
，
而
眾
生
包
括
理
智
未
啟
的
兒
童
門
瑪
'
拾
玖
，
十
四
)

基
於
說
體
對
得
載
的
必
要
性
《
若
，
盞
，
五
)
。

，
同
時

格
前
，
誨
，
十
四
並
不
是
一
項
反
對
見
童
洗
禮
的
誼
銬
。
聖
保
祿
稱
教
友
家
庭
的
故
于
是
鑿
的
，
並
不
是
說
他
們
不
需
要
洗
禮
，

正
如
一
位
教
外
男
子
與
一
位
女
教
友
結
婚
，
若
這
位
男
子
版
信
天
主
，
其
聖
化
也
並
非
不
需
要
領HW
A
洗
禮
。
傳
氛
中
絕
無
未
受
洗
禮
的

教
會
分
子
的
例
子
。
聖
保
驗
所
云
的
「
里
」
'
是
指
獻
給
天
生
的
客
觀
事
實
;
旺
己
獻
給
天
主
，
按
禮
節
意
義
說
就
是
純
潔
的
。

從
保
理
加
布
的
殉
道
錄
(
玖
，
三
一

•• 

「
我
事
奪
他
，
几
八
十
六
年
」
)
，
設
們
知
道
保
理
加
布
在
公
元
七
十
年
受
說
，
那
時
他
還
是

一
個
弦
子
。
里
儒
斯
定
的
護
教
書
第
一
般
(
拾
伍
土
。
明
顯
地
告
訴
我
們
，
其
中
所
提
及
的
六
十
與
七
十
歲
的
男
女
信
友
，
「
自
幼
成



S
基
督
的
門
t
R
L
'的
在
公
-
X八
五
與
九
五
年
受
蹺
，
受
洗
時
還
都
是
兒
童
。
聖
依
來
內
(
反
異
誨
，
武
，
廿
二
，4
)
，
戴
南
部
良

(
當
提
量
，
措
詞
)
，
軍
馬
的
聖
依
玻
理
(
吋

E
n
Z
帆
。
e
s
E
N帆2
)
;英
力
振

(
E
h
3.. 
Z
S
﹒
∞w
ω
U們
。
這
話
-
S
N
N。
E
p
h
-
3

(
書
信
，
陸
肆
二
一
)
與
自
第
三
世
紀
起
古
代
信
友
的
墓
誌
銘
，
都
直
接
為
兒
童
洗
禮
的
習
慣
作
證
。
奧
力
振
將
兒
童
洗
禮
的
有
按

住
，
基
於
原
罪
的
存
在
，
並
主
張
這
一
習
慣
源
自
宗
徒
。
在
墨
西
很
迪
的
玉
持
下
所
召
開
的
迦
太
基
會
議
(
二
五
一
年
或
二
五
三
年

〉
，
不
贊
成
將
新
生
嬰
見
的
前
禮
延
遲
到
出
生
八
天
以
後
才
施
行
，
並
聲
明

.. 

「
我
人
無
權
向
一
個
新
生
的
旗
子
，
拒
絕
授
予
天
主
的

恩
直
與
仁
慈
」
。
自
第
四
世
紀
起
，
特
別
在
東
方
，
逐
漸
有
將
洗
禮
延
遲
到
成
年
時
期
，
甚
至
延
遲
到
臨
終
時
的
習
償
。
納
齊
安
松
的

車
葛
利
哥
里
勸
勉
人
在
三
葳
左
右
領
洗(
0、
.
M
T
N
∞
)
。
對
自
拉
奇
主
義
的
爭
辯
使
當
時
人
對
於
原
罪
，
以
及
洗
禮
對
得
敦
的
必

要
性
都
有
了
較
清
楚
的
認
識
，
這
件
事
太
大
地
促
進
了
見
童
洗
禮
的
習
償
。

嬰
兒
說
禮
的
有
按
住
使
受
洗
而
尚
未
達
理
智
年
歲
的
兒
童
成
為
教
會
的
分
子
，
他
們
一
到
理
智
年
齡
，
就
得
實
踐
自
代
文
母
所
代

麓
的
流
體
誓
顧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
部
八
七0
)
譴
責
愛
拉
斯
摩
(
即
B
B
5
)
的
意
見
，
因
愛
民
認
為
見
童
一
達
到
運
用
理
智
的

年
麓
，
應
該
自
由
地
決
定
願
意
接
受
洗
禮
的
義
務
時
間
否
。
但
基
於
天
主
的
一
項
積
極
命
令
，
一
切
人
為
了
達
到
其
超
自
然
的
終
極
，
都

必
讀
受
洗
而
成
為
基
督
教
會
的
一
員
。
為
了
永
恆
的
得
赦
，
他
必
讀
負
擔
起
自
洗
禮
而
來
的
義
務

•• 

即
承
認
基
督
信
仰
，
並
度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

乙
、
堅

振

第
立
即

堅
聾
的
概
念
與
軍
事
性

一
、
概
命于
﹒唱

聖
振
就
是
受
洗
者
藉
按
手
、
數
油
與
祈
禱
而
領
受
聖
神
-
以
加
強
他
內
在
的
超
性
生
命
，
並
使
他
對
外
能
勇
敢
地
宣
認
信
仰
的
聖

第
三
部
叫
連
尋尋

論

五
七
三



第
四
位
喘
型
化
者
天
主

五
七
四

事
。
車
多
瑪
斯
給
堅
振
所
下
的
定
義
是

•• 

「
恩
寵
滿
盈
的
車
事
」
'
「
把
精
神
的
堅
強
賦
予
新
教
友
的
聖
事
」

!
2
;

護
，
肆
，
六
十
)
。

(
神
，
車b了
七

-
7
1

二
、
堅
拉
的
生
事
性

堅
抵
是
一
項
真
萃
的
名
副
其
實
的
軍
事
|
|
信
理

新
教
人
士
放
棄
了
堅
振
，
認
為
它
沒
有
聖
經
的
根
據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稱.. 

「
凡
說
受
洗
者
所
頗
受
的
堅

振
是
T
m必
要
的
禮
節
，
不
是
一
項
真
正
的
名
實
相
副
的
學
事
，
此
人
應
受
紹
罰
」
(
叩
門
自
己
戶
叩
門
出
自
忌

"
8

旦
前
自
己
戶
。


B
E
r
m
-戶N
m
B
E
E

。
位O
S
B
O
S
E
E
S
-
m
E
g
m
m

且
口
。
口
也
o
t
g
s
z
s

已
℃
門
。
有
E
S
E
O
B
E
S
E
B
W

〉
﹒
ω
﹒
鄧
八
七
-
v

按
照
梅
朗
東
兮
兮
-
g
n
z
r
o己
所
著
奧
斯
堡
信
條
辯
解

(
h
h
v
t
c
h
E

們
這
等h
h
帆
。
法D
h
R
h
h
?
"
〉
民
-
5
"。
)
，
堅
振
是
源
自

敬
父
們
的
一
種
禮
節
，
對
得
教
並
無
必
要
性
，
因
它
並
無
聖
經
的
根
接
。
唯
理
主
義
者
(
哈
納
克
)
的
信
理
史
，
認
為
當
洗
禮
禮
節
中

原
有
的
象
徵
性
的
按
手
腫
，
離
洗
禮
而
獨
立
時
，
使
產
生
了
堅
振
。
現
代
主
義
者
認
為
在
原
初
教
會
內
，
洗
禮
與
堅
振
並
不
是
兩
種
不

同
的
車
事
，
比
約
十
世
譴
責
了
現
代
主
義
者
的
命
題
(
鄧
二

O
四
四
)
。

付
聖
經
的
證
據

聖
經
對
於
基
督
建
立
堅
振
里
事
，
祇
提
供
了
一
個
間
接
的
證
明
。
舊
約
的
先
知
們
曾
經
預
言
，
默
西
亞
時
期
的

一
個
特
徵
是
，
里
神
將
要
傾
注
於
全
人
類
(
岳
，
貳
，
廿
八
〔
麥
索
來
本
為
盞
，
口
，
郎
宗
，
貳
，
十
七
;
依
，

肆
肆
二
一
一ii
五
;
則
，
起
一
玖
，
廿
九
)
，
耶
穌
向
他
的
宗
徒
們
內
若
，
拾
肆
，
十
六
;
甘
心
小
，
拾
陸
，
七
等
;
路
，

。



貳
肆
，
四
九
;
宗
，
室
，
五
)
並
向
所
有
未
來
的
信
血
來
門
若
，
梁
，
扑
八
)
，
允
許
將
要
的
也
們
派
遣
盟
神
來
。
在

車
神
臨
降
之
日
，
他
向
最
早
的
信
友
團
體
實
現
了
他
的
諾
」-

1日
。
宗
，
戒
，
四
:
「
眾
人
叫
充
滿
了
當
神
，
照
聖
神
賜

給
他
們
的
話
，
說
起
外
方
話
來
」
o

其
後
，
宗
徒
們
藉
外
在
的
按
手
禮
，
向
領
受
洗
禮
者
傳
授
里
神
。
京
，
捌
'
十
四.. 

「
位
時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宗

徒
們
一
聽
說
撒
瑪
黎
雅
接
受
了
天
主
的
聖
道
，
使
打
發
伯
多
祿
和
若
望
住
他
們
珮
裡
去
。
他
們
二
人
一
到
，
就
為
他

們
祈
禱
，
使
他
們
個
受
聖
神
;
因
為
里
神
還
沒
有
降
臨
在
他
們
任
何
人
身
上
，
他
們
只
因
主
耶
穌
的
名
受
了
洗
。

那
時
宗
徒
們
就
給
他
們
覆
手
，
他
們
就
頗
受
了
車
神
」
。
宗
，
拾
玖
'
六
告
訴
我
們
，
聖
保
祿
以
同
樣
的
禮
節
，
在

厄
弗
所
使
受
了
洗
的
十
二
位
信
友
，
但
受
了
車
神.. 

「
保
祿
給
他
們
覆
手
，
聖
神
使
降
臨
在
他
們
身
上
，
他
們
就
講

語
言
，
也
請
起
先
知
話
來
」
o

希
，
陸
，
二
l

四
明
示
，
使
人
領
受
學
神
的
覆
于
禮
與
洗
禮
，
同
屬
基
督
教
的
基

麗
。

上
述
經
文
指
出
堅
拒
的
聖
事
性.. 
付
宗
徒
們
所
施
行
的
是
包
含
讀
于
禮
與
祈
禱
的
聖
事
禮
節
目
這
一
外
在
禮
節

的
實
裁
是
內
在
車
化
的
本
源
|
聖
神
的
傾
注
。
宗
，
捌
，
十
八
明
示
，
在
那
個
于
體
與
領
受
均
是
神
之
間
，
有
一
一
種
因
果

關
係
兮
倚
門
戶B
Z
m
Z戶
。E
B
B
S
E
B

〉
穹
叩
門
。
-
O
H
Z
5
)
日
宗
徒
們
是
奉
行
基
督
的
命
令
。
正
因
基
督
向
所
有
信

他
的
人
允
許
過
，
要
給
他
們
派
遣
里
神
來
，
我
人
可
以
紹
信
，
他
曾
對
於
傾
注
里
神
的
方
式
與
性
質
，
給
予
了
較
清

楚
的
指
示
。
宗
徒
們
祇
自
視
為
基
督
的
僕
役
與
天
主
奧
秘
的
管
理
人
八
格
前
，
肆
，
一
〉
，
他
們
詢
服
施
行
罷
手
體
為

理
所
當
然
，
是
以
一
項
與
此
有
關
的
基
督
命
令
為
先
決
條
伴
。

第
三
部

聖

寧

主L>.

d冊

五
七
五



第
四
偏

聖
化
者
天
主

五
七
六

聖
多
瑪
斯
認
為
基
督
建
立
堅
振
聖
箏
，
並
末
由
他
自
己
直
接
授
于
，
而
是
允
許
未
來
要
建
立
官
(
口

O
U
Z
E
Z

旦
。
個
而
已
℃
3
.

g

戶
口m
E
。
)
。
因
為
在
這
里
事
內
，
斯
拉
予
的
是
里
神
的
充
滿
了
且
不
搭
在
基
督
制
但
站
典
升
天
之
一
的
質
現
(
圳
，
{
益
，
七
二
，

l
i
1
)

。
若
干
士
林
)
阪
神
學
家
如
羅
蘭
師
(
宮
品
笠
叩
門MN
O
]
E
L
)
典
里
又
銬
，
贊
成
堅
振
聾
事
是
白
云
徒
的
朋
建
立
的
，
也
就
是
說
，
是
捏
一

神
藉
宗
徒
們
而
建
立
的
(
天
主
間
接
建
立
聖
事
)
。
阿
勒
的
世
力
山
大
(
注
冊
自
且
呵
呵
。
問
耳
目

-
g
)或
以
他
的
名
字
設
表
的
神
學
綱
要

(
h
F遠遠
志
，
則
認
為
堅
振
聖
事
是
經
聖
神
默
時
而
在
摩
(
已
而
且
頁
)
所
舉
行
的
會
議
(
門
口
口
。
口
已
戶
。

z
m
E
g
位
)
中
建
立
的
，
然

而
他
的
話
僅
指
他
那
時
所
習
用
的
堅
振
禮
節
的
最
後
規
定
而
言
。
他
並
不
反
對
基
督
為
賜
予
捏
神
而
建
立
了
種
手
禮
。

的
傳
承
的
誼
讓

雖
然
在
遠
古
教
會
裡
，
堅
振
與
洗
禮
的
關
係
極
其
密
切
，
然
而
，
原
初
的
縛
，
本
告
訴
我
們
，
堅
振
是
與
洗
禮
有
差
別
的
一
種
聖

事

戴
爾
都
良
視
洗
禮
為
領
受
聖
-
神
的
準
佈.. 

「
裁
們
並
末
在
水
中
餌
受
盟
神
，
而
是
在
水
中
淨
化
了
，
以
準
俯
領
受
聖
神
」
(
論
洗

禮
，
陸
)
。
在
洗
禮
之
後
，
全
身
傅
油
(
宮
旬
昔
日
已g
n
t
8
)
，
接
若
是
聾
子
體.. 

「
我
們
從
洗
恆
的
水
中
出
來
以
後
，
即
傳
上
車

油
」
(
第
七
章
)
。
「
然
後
是
覆
手
膛
，
藉
著
降
繭
的
詞
旬
，
呼
求
並
邀
請
盟
一
神
戶
地
院
在
我
們
身
上
」
(
已
由

E
E
B
S
E
F
S

℃
。
口-
H
E

M
M叩門
v
g
旦
首
戶
。E
B

且
4
O
U
H
E
Z
g
i
s
s
ω
℃
E
E
B
F

口
口
H
Z
g
u
n
-∞
)
一
一
站
一
位
卸
的
故
史
是
技
于
單
一
啊
。
戴
商
都
良
在
b
n

a

這
含

1
h
h
R
Y
E
a
e
h
h問
:
∞
一
文
中
，
稱
加
入
教
會
的
引
進
禮
節
(
江
門
而
心
。
問

n
r
E
E
口

3
5

旦
。
口
)
為.. 

洗
禮
，
傅
油
，
十
字
記

號
，
覆
手
禮
，
領
聖
體
。

羅
馬
的
里
依
玻
理
(
一
三
一
五
年
卒
)
在
他
的
「
宗
徒
傳
承
」
(
〉
S
R
q
h
h
h
4
2
.
b
u
g
-
q
3
.
)

中
，
列
舉
堅
振
的
各
種
禮
節
.. 

主

教
覆
手
，
祈
醋
，
擦
聖
泊
位
一
氾
一
傳
抽
血
(
洗
禮
後
司
鐸
傅
油
不
川
)
，
加
上
一
迪
拉
手
，
一
沿
一
時
城
里
三
名
字
的
降
蝠
，
額
上
劃
記

號
，
和
平
親
體
(
參
放L
F
b
§.• 
:0) 

救
宗
高
而
乃
略
(
二
五
一
l

二
五
三
)
責
俯
諾
伐
軒

(
z
s
a
s
p
)，
自
諾
氏
在
病
船
上
以
抽
水
方
式
領
受
了
洗
膛
，
「
而
病
好

以
後
，
不
再
接
受
教A
W
M
所
規
定
的
應
該
領
受
的
聖
事
的
其
他
部
分
，
也
不
掛
艾
正
紋
的
一
州
正
r
-
3歇
一
訊
和r
h
f、
一
且
檻
卸
的
功
汝
就
是
傳



予
聖
一
牌
。
從
而
產
生
了
下
面
這
個
問
題.. 

「
他
並
未
接
受
這
禮
節
，
如
何
能
領
受
聖
神
呢
?
」

向
全

-
h
R
N.• 

=
-
S
W
H
ω
﹒
)
 

聖
西
很
連
(
二
五
八
年
卒
)
對
宗
，
捌
'
十
四
等
經
文
的
意
兒
是.• 

「
九
九
站
在
我
們
的
固
體
組
仍
，
雖
銷
貨
行
譯
為
:
我
們
將
那
些
受
洗

過
的
人
帶
到
教
會
首
長
(
主
教
)
面
前
，
以
便
藉
若
我
們
的
祈
禱
和
籃
子
，
使
他
們
領
受
鑒
神
，
並
但
他
們
出
若
天
主
的
記
印
而
成
全

」
(
書
信
，
提
念
了
九
;
參
致
書
信
，
泉
肆
，
五
，
七
)
。

西
班
牙
文
味
拉

(
E
J
L
E
)會議
(
約
在
一
二O
六
年
)
會
主
張
一
個
人
在
重
，
如
峙
，
由
教
友
或
式
品
副
祭
施
洗
後
，
必
讀
到
主
教

那
裡
去
，
「
藉
覆
手
禮
而
成
全
」
(
白
宮
﹒
ω
∞

w臼
﹒
鄧
五
二
，
于
口
)
。

耶
路
撒
冷
的
車
濟
利
祿
(
一
二
八
六
年
卒
)
或
其
繼
黨
者
若
望
，
將
「
墓
禮
講
解
」
第
三
加
「
論
傳
他
體
」

(
4名
叫
老
h
q
E
R
S
)
，

用
來
介
紹
堅
振
聖
事
，
聖
盎
博
羅
削
(
已m
h
a
n
y
-
固
h
、
∞l
H
O
U
N
)肉之
C
h
H
-
w旨"
色
)
聖
熱
羅
且
其
(
也
帆
。
N﹒
內

-
h
H
h
n凡
志
之as
h


∞
)
，
聖
依
諾
森
一
世
(
書
信
，
貳
伍
二
二
)
，
里
奧
斯
定(
b
m吋
立
法
-
u
H
F
N
G
K
G
U
T
肉
、-
M
n
M
G
Q
這
-
L門
-
0
.
5
)
，
聖
良
一

世
(
訓
道
辭
，
貳
肆
，
六
)
，
託
名
狄
尼
修
(
巳
閃
閃
內
已
﹒
設
有

.• 

『
〈L
L
H
)等
都
會
替
堅
振
作
泣
。

土
林
派
神
學
以
推
理
方
法
，
將
堅
振
聖
擎
的
存
在
，
建
立
在
身
體
的
自
然
生
活
如
亟
魂
的
起
自
然
生
活
的
額
比
上
。
正
如
身
體

的
誕
生
與
精
神
重
生
的
聖
事i
洗
禮
!
相
應
，
身
體
的
成
長
與
使
超
自
然
生
命
增
長
和
圓
滿
的
聖
事
i

堅
振
相
似
(
神
，
盞
，
七
二
，

1) 

(
h
k
v
-
h
h
h
h
~
-
a
F
E
S
h
a
-
-

開
E
m
σ
m

第
二
節

堅
攝
的
外
在
表
記

一
、
材
抖

關
於
堅
振
聖
辜
的
本
質
材
料
，
教
會
訓
導
權
威
並
未
作
最
後
決
定
。
神
學
家
們
對
此
意
見
分
歧
。

ω
有
人
引
接
聖
經
(
宗
，
捌
，
十
七
;
拾
玖
'
六
，
希
，
陸
，
一
一
)
，
蛻
種
手
體
為
堅
振
的
唯
一
本
質
材
料
(
值
得
﹒
換
來
制

第
三
部

里

事

論

五
七
七



第
四
編

m
t化
者
天
主

咒
七
八

M
M
a
E
m〉
C
R

盔
，
狄
尼
修
﹒
伯
達
菲
。
5
3
m
F
E
M
M
m

門E
E

由
)
。
部
四
二
四

ω
另
一
些
人
根
據
為
亞
美
尼
亞
人
所
頓
布
的
訓
令
(
部
六
九
七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的
宣
布(
4必
八
七
二
)
，
羅
馬
要
理
書
(

貳
占
了
七
)
，
希
臘
教
會
的
一
傳
承
典
型
多
瑪
斯
的
主
張
(
神
，
差
，
七
二
，2;
b
n
R
H
.. 

n
v
-
L
R

內
H
E
C
-
-

阿
R
N
-
u
)，
視
恃

聖
油
為
聖
振
聖
事
的
惟
一
要
素
(
由
巾-
r
g戶
口
少
的
門
品
。
q
o

門
〈
丸
m
z
g
w
司
已
-
H丘
吉
開
叩
門
戶
己
的
)
。

聖
經
的
證
言
斷
然
反
對
此
見
。
為
亞
美
店
區
人
所
頒
發
的
訓
令
並
非
教
令
不
可
錯
叭
叭
的
一
項
屯
品
。
特
倫
多
大
公
你
講
祇
維
護
恃

墨
泊
的
禮
節
，
而
並
未
對
堅
振
外
在
記
號
之
要
素
，
予
以
任
何
定
斷
。
希
臘
教
仕
的
一
悴
，
加
頗
強
抽
既
已
仙
泣
，
然
而
，
只
恃
仙
肥
肉
時

施
行
的
，
似
乎
還
有
覆
手
禮
(
按
凱
撒
利
亞
的
費
彌
且
所
述
，
惟
有
覆
子
禮
才
是
傾
注
望
神
的
節
垃
.. 

在
信
，
來
祉
，
七
等
典
里
間
很

連
書
信
集
，
拾
捌
;
耶
路
撒
冷
的
聖
濟
利
祿
們
是
•• 

z
h
o
u
h
A
K
v
c
h
H

﹒
們
g
h
H.• 

口
ω
N
V
ω
u目
L
Y
ω
)
。
無
論
如
何
，
我
人
可
視

覆
手
禮
為
包
括
縛
油
體
的
質
體
接
觸
之
一
部
。
聖
多
利
斯
在
另
一
處
稱
覆
子
的
為
堅
振
血
事
過
的
的
一
部
分
。
並
此
明
其
效
果
是
的
開
授

聖
神
(
參
致
神
，
去
了
八
四
，4
;

謹
，
障
，
六
十
)
。

ω
大
多
數
現
代
神
學
家
的
意
見
與
教
會
習
慣
一
致
，
祖
置
于
禮
與
額
上
擦
嬰
泊
兩
者
為
堅
振
聖
事
外
在
表
記
的
本
質
材
料
。
一
也
項

意
見
為
彌
蓋
﹒
巴
雷
勞
格
(
宮
甘E
m
}

八E
r
g
-
o
m
g
H
N
E
)
的
信
誓
所
支
持
，
此
信
普
拉
到
屋
子
泣
如
仿
油
胞
為
世
振
位
的
的
排
成

部
分
管
戶
戶
且
已
冊
的

H
m
R
E
g
g
z
s
g

口
F
B
但
片F
S
Z
W
A
C
O
門
戶M
M
R
B
g
戶
口
S
F
B
℃
0
位
泣
。
口m
s
m

℃
前8
1
8

口
問
即
可
g
H

叮
叮
叮
B
B

已
。

吋
自
己
8
.

部
四
六
五
)
法
，
七
八

O
與
它
相
似
。
然
而
，
這
還
不
是
有
關
堅
振
之
本
質
材
料
的
正
式
定
斷
。

單
經
與
傳
承
確
切
地
證
明
，
覆
于
禮
屬
於
堅
振
聖
辜
的
外
在
記
號

八
戴
爾
都
且
，
聖
依
玻
理
，
型
商
彼
速
，
凱

撒
利
亞
的
費
彌
里
，
聖
熱
羅
尼
莫
，
盟
一
奧
斯
定
)。
羅
馬
教
會
的
禮
節
包
仿
二
次
削
他
于
'
一
次
是
為
全
體
的
(
即
伸

開
手
〉
，
一
次
為
個
別
領
受
右
。
在
希
脂
禮
節
中
缺
乏
前
一
-
m椅
于
禮
，
但
是
，
天
主
教
會
承
忍
希
暗
教
會
所
施
堅

振
單
干
事
為
有
殼
，
所
以
惟
有
第
二
荷
覆
手
可
視
為
聖
U
T表
記
的
要
卓
o

白
活
史
上
右
，
仿
泊
禮
蚓
口
第
三
世
紀
之
初

(
奧
力
振F
N
V
3
.
詩
。
這

可
口
H
U
口

u
依
玻
理
叫
J
s
h
N
h
m
H
-
A
K
V
Q
h
H

﹒
)
在
兩
方
，
自
依
玻
理
時
代
開
始
，
洗
禮
之
後
布



灰
重
的
敷
油
禮
!
洗
禮
的
敷
泊
禮
和
堅
拓
的
故
油
禮
，
而
且
拓
的
敷
油
禮
被
承
誨
的
時
期
較
晚
(
墨
西
佛
斯
的
心
于

言
的
芯
片
，
里
依
諾
森
一
世U
，
而
在
東
方
，
洗
禮
後
祇
有
一
-
m敷
油
禮
，
一J
U種
敷
油
禮
遂
成
為
傳
予
聖
神
之
禮
節
的

首
要
部
分
(
特
摩
伊
的
塞
拉
俾
叩
開
呂
立
。
口
。
由
吋
『
自
己
心
泊
、
耶
路
撒
冷
的
聖
濟
利
祿
)
。

我
人
無
法
證
質
傅
油
體
的
施
行
源
於
宗
徒
時
代
。
格
後
，
主
，
廿
一
;
若
一
，
貳a廿
，
廿
七
係
以
寓
意
方
式
提
及
傳
油
禮
。
如
果

我
們
堅
持
每
件
軍
事
的
形
式
由
基
督
親
自
規
定
的
理
論
，
那
末
惟
有
基
督
命
令
過
傳
油
吧
，
我
們
才
可
把
它
當
作
聖
事
表
記
的
要
素
。

而
實
際
上
，
我
們
找
不
到
基
督
命
令
過
傳
油
噓
的
話
援
。
相
反
的
，
如
果
我
們
承
認
基
督
祇
概
括
地
(
戶
口
的
自
己
也
定
下
了
堅
振
的
聖

事
表
詞
，
那
末
教
會
便
能
在
原
初
的
覆
子
禮
上
，
加
上
傅
油
噓
，
使
聖
事
表
記
玖
於
崗
滿
。
由
於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的
ω
己
5

位
-
。
E
g

m
c
r胡
同
呂
立
自
一
語
(
鄧
三
九
一
一
一
)
有
利
於
前
一
理
論
，
我
人
最
好
遍
是
祖
傳
泊
體
為
歇
會
所
定
的
有
放
施
行
堅
振
車
事
的
一
個
快
件
。

堅
振
的
較
遠
材
料
是
用
檻
纜
油
和
吞
脂
合
成
，
並
由
主
教
在
聖
週
凹
就
里
的
聖
油
(
依
照
第
二
與
第
三
種
君
法
)
。
鄧
六
九
七
。

在
第
六
世
紀
以
前
，
祇
用
棍
欖
泊
。
約
在
五0
0
年
，
託
名
狄
尼
修
首
先
提
到
香
脂
的
混
合
物
(
巳
閃
閃
而
已
-
R
由
1.• 

門
〈"
ω
"品
)
。
教

父
們
很
早
就
為
聖
泊
的
祝
聖
禮
作
證
(
戴
雨
都
良
，
里
依
玻
理
，
參
致
特
摩
伊
的
塞
拉
俾
的
開
口
子
。
-
o
m
E
S
中
祝
聖
的
禱
詞
)
，
里
多

瑪
斯
(
神
，
盞
，
七
二
，3
)
與
許
多
現
代
神
學
家
都
說
里
泊
的
祝
聖
體
為
監
事
有
放
性
的
條
件
;
其
他
神
學
家
卸
祇
臨
之
為
堅
振
聖

辜
的
合
法
性
的
條
件
。

三
、
形

式

堅
擾
的
形4
A
B
Z
施
行
個
別
種
亭
禮
與
額
土
敷
油
禮
時
所
說
的
話
|
i

一
般
意
見

宗
徒
大
事
錄
(
捌
'
十
五
)
與
若
干
敬
父
如
戴
爾
都
良
，
聖
西
彼
連
，
單
盎
博
羅
削
等
都
告
訴
我
們
，
除
了
覆

手
禮
以
外
，
還
有
祈
求
聖
神
蒞
臨
的
禱
詞
。
聖
依
玻
理
說
，
當
主
教
向
領
受
聖
辜
者
作
一
般
性
的
覆
幸
體
時
，
先
唸

然
三
部

聖

學

是A
M耐

五
七
九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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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化
者
天
主

主
八
O

祈
求
天
主
恩
寵
的
禱
詞
。
隨
後
在
敷
油
禮
與
個
別
覆
手
體
時
，
主
敬
唸
下
面
的
禱
訶
.. 

「
我
在
全
能
天
主
聖
令
人
，
耶

穌
基
督
與
里
神
內
，
給
你
敷
聖
油
」
(
巴
巴

m
g
Z
E
R
g
o
-
s
z
u
。
E
S
M
S
R
o

。
S
E
句
。Z
E
O
E
n
z
z
s

】g
g
m

帥
的
M
M戶
阿
拉z
m
m
口
n
g

﹒
)
。

自
十
二
世
紀
末
期
起
(
克
勒
蒙
那
的
西
嘉
的
戶
口
自
丘
。
門
口
耳
目
。

D
P

于
古
秋
月
口
的
己
的
丘
。
)

現
用
的
形
式
:
「
我
給
你
劃
上
十
字
架
的
記
號
，
我
用
軟
贖
的
單
抽
堅
振
你
，
因
文
及
于
及
里
神
之
名
」

希
脂
教
會
則
至
少
自
第
五
世
紀
起
，
就
已
採
用
下
列
形
式.. 

「
墓
神
恩
賜
的
記
印
」
〈M
弩
之
方

P
E
r
s
E


R
B
S
A
h
-
-
)
這
一
形
式
首
先
為
亞
馬
賽
亞
的
亞
斯
得
里
(
〉
回
佇
立5

丘
〉

B
B
S
)
以
及
三
八
一
年
君
士
坦
丁
堡
第

一
次
大
公
會
議
第
七
項
議
決
案
(
不
合
法
的
)
所
承
認
，
觀
為
和
解
體
節
的
一
部
分
;
以
後
又
經
門
口
吋

E
E
(
S
N

)
會
議
明
定
作
為
第
九
十
五
項
議
決
案
仲
。

，
開
始
有
拉
丁
教
會

。

第
三
節

堅
攝
的
功
效

-
、
堅
振
的
恩
寵

份
聲
攝
輯
是
處
於
恩
罷
境
聽
者
的
軍
事
，
其
本
身
增
長
雪
化
恩
罷
i
1

確
定
意
見

為
亞
美
尼
亞
人
所
發
訓
令
-
蔬•• 

「
堅
振
使
我
們
獲
得
更
多
的
恩
寵
，
並
使
我
們
的
信
德
更
加
堅
強
」(
部
六
九

五
、J

。



聖
經
與
初
期
教
會
的
傳
承
(
見
第
一
節
)
指
示
我
們
，
堅
振
的
首
要
功
放
並
非
恩
寵
的
傳
授
，
而
是
單
神
的
蒞

臨
。
然
而
聖
神
的
蒞
臨
與
聖
化
恩
寵
的
授
予
是
不
可
分
的
;
事
實
上
，
聖
神
與
父
及
于
，
原
是
靈
魂
的
自
然
存
在
原

因
、
因
此
早
已
本
質
地
存
在
靈
魂
裡
。
而
堅
振
在
義
人
的
靈
魂
裡
展
開
一
一
陣
特
殊
的
超
性
活
動
，
並
且
藉
聖
化
恩
寵

的
傳
予
，
建
立
靈
魂
與
天
主
之
間
的
超
自
然
的
契
合
和
相
似
性
。
神
，
盞
，
七
二
，

7
.. 

「
里
神
的
遺
發
，
非
與
聖

化
恩
寵
一
起
不
可
」
Q
B
S
E
n
c
已
色
。
∞
M
M一
丘
吉
帥
的
呂
立
戶
口
。
口2
丹
已
由
-
2
日

m
E
H
E
m
E
Z
S
E巳
g
z

﹒
)
。

灌
注
的
德
性
和
聖
神
的
禮
品
都
與
聖
化
恩
寵
相
連
繫
。
在
聖
神
的
禮
品
中
，
剛
殺
之
間
心
最
符
合
堅
振
的
目
的
，
它
表

現
於
與
救
贖
的
敵
人
的
堅
決
抗
爭
中
，
而
在
殉
道
壯
舉
中
，
表
現
得
最
為
完
滿
。
倍
受
堅
振
聖
事
的
人
除
了
獲
得
堅

振
恩
寵
外
，
同
時
也
領
受
獲
得
現
恩
的
構
利
，
俾
能
達
到
聖
辜
的
特
殊
目
的
。

教
父
們
認
為
洗
禮
的
功
放
是
赦
兒
諸
罪
，
而
堅
振
的
功
款
為
的
時
予
聖
神
，
如
戴
繭
都
良
論
洗
禮
(
陸
與
捌
)
所
述
。
但
是
我
們
不

聽
說
這
見
解
為
惟
一
的
。
諸
界
的
赦
免
與
恩
泊
的
的
時
授
相
連
不
分
。
因
此
領
受
洗
悴
，
的
人
已
經
獲
得
聖
化
恩
鈍
，
並
同
時
獲
得
聖
神
。

參
見
聖
西
彼
連
書
信
，
也
跟
缸
，
五

.. 

「
沒
有
聖
神
，
不
可
能
有
洗
體
」
。
然
而
，
聖
神
在
洗
禮
中
與
在
監
振
中
的
作
用
是
不
同
的
。
大
也

洗
禮
中
，
聖
神
的
作
用
產
生
新
的
生
命
，
而
在
堅
振
中
，
則
促
成
超
性
生
活
的
完
善
。

。
堅
頓
的
特
殊
功
數
是
使
沈
禮
的
恩
寵
趨
於
圓
滿
|
|
一
般
意
見

羅
馬
要
理
書
門
前
，
二
一
，
十
九
)
.• 

己
]
己
已M
M
B
H
】
立
的

8

且
可
自
己
古
巴
哥
哥
丘
吉

H
W

們
自
己
。
已
宮
Z
E
E
F
m
E
H
E
S

M
H
O
H
出
o
x﹒

堅
振
聖
事
所
授
予
的
聖
化
恩
寵
使
人
獲
得
更
大
的
力
壘
，
內
在
地
鞏
固
信
德
，
並
外
在
地
勇
於
宣
讀
自
己
的
信

第
三
部

聖

事

弋J\.

"間

咒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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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化
者
天
主

主
八

仰
，
這
與
它
為
基
督
作
證
的
特
殊
目
的
完
全
相
符
(
宗
，
查
，
八
U
。
為
亞
美
尼
亞
人
所
公
布
的
文
告
，
典
里
多
瑪

斯
的
見
解
一
致
，
都
主
張.. 

「
這
件
里
事
的
故
力
是
要
使
教
友
勇
敢
地
宣
認
基
督
的
名
，
因
為
正
如
里
神
降
臨
日
宗

徒
頗
受
了
車
神
，
堅
振
車
事
把
車
神
送
給
我
們
，
使
我
們
得
以
堅
強
起
來
」(
開
叫
閃
閃
的
門
口
∞

r
E
g
m
m
R
h戶B
m
w
D泣
。
m
H
W

ρ
口
-
m
w戶
口
俏
。
已
缸
片
C
H

ω
甘
心H
F
-
E
凹
的
m戶
口
的
神Cm
m
w
已
H
。

σ
C
H
U∞-
n
口
鬥

已
m
w丹
已
回
何
回
丹

K
F
M
M
O

的
阱
。
口
∞H口

門
戶
戶
。句。
口
阱
。
的
。
由
阱
。

m
w
口
.... ‘ 

三
門
戶
。
]
佇
立
(
U
Y
H
E
心
自
己
明
白c
e
2
月
門
的
。
丘
叩
門
S
H
C
門
口
Y
H心
曲
已
口
。5
2
.

鄧
六
九
七
)
。

教
父
們
認
為
，
受
洗
省
在
洗
禮
中
所
獲
得
的
超
性
生
活
，
在
堅
振
中
臻
於
完
善
。
聖
盎
博
羅
制
論
及
洗
禮
中
的
「
聖
神
的
印
號
」

(
個
位
缸
片
口
比
白
血
的

E
5
)
時
說
:
「
洗
禮
後
還
需
達
到
完
善
」
。
(
論
軍
事
，
晶
晶7

二
，
八
;
參
致
墨
西
值
連
書
信
，
也m套
，
九
;
艾

爾
殊
會
議
第
卅
八
與
七
七
條
(
鄧
五
二
，
乎
也
;
亞
力
山
大
里
的
聖
濟
利
祿L
F
b
史
咱
這
h
N
﹒
。

二
、
堅
採
的
神
印

堅
揖
在
人
撞
上
印
賣
不
可
磨
濃
的
精
神
記
號
，
郎
堅
攝
的
神
旬
，
因
而
不
能
重
接
領
受

l
l
l
信
理
八
鄧
八
五
二

、.J

。
聖
濟
利
祿
提
到
堅
振
的
聖
事
中
聖
神
的
傳
子
說
:
「
願
天
主
賜
給
你
那
永
不
消
逝
的
聖
神
的
印
記
」!(
M
U
E
內
&
-
L吋
)
。
若
干

教
父
(
如
託
名
一
瞄
京
斯
訓
道
辭
，
肆
伍
)
與
若
干
會
議
如
多
來
道
會
議
(
吋
。

-
m
L。
2
ω
)
，
夏
陸
會
議
(
n
z
-
8
.
的
已

-
r
。
自
但
也

都
禁
止
重
鼓
領
受
堅
振
，
正
如
不
能
重
復
領
受
洗
禮
一
樣
。

東
正
歇
會
給
那
些
一
「
背
棄
基
督
」
'
叉
凹
到
歇
會
懷
抱
的
人
，
主
施
堅
振
。
所
謂
「
背
棄
基
督
的
人
」
，
在
俄
國
信
衷
心
目
中
，

是
指
那
些
改
信
猶
太
教
、
回
教
和
其
他
宗
教
的
人
;
而
在
希
臘
信
友
心
目
中
，
則
也
包
括
改
信
天
主
教
和
新
教
的
人
(
而
已
久

g
h
h
g

。
之
言
丸
。L
E
-
-
v
H
O
S。
可
見
東
正
教
不
承
認
堅
振
的
神
印
。
然
而
有
幾
位
神
學
家
宣
稱
，
自
歸
東
正
教
會
的
人
所
領
受
的
敷
油



禮
，
並
非
重
復
堅
握
聖
事
，
而
祇
是
一
種
和
好
的
禮
節
。

里
多
瑪
斯
告
訴
我
們
，
堅
振
的
神
印
給
予
人
與
信
仰
的
仇
-
敵
作
精
神
戰
鬥
的
能
力
與
權
利
。
它
使
領
受

7
堅
振
的
人
與
基
督
、
真

理
之
主
、
正
義
之
王
和
大
司
祭
相
位
(
的
前

E
B
g

旦
前
白
色
2
5
)

，
它
使
領
受
堅
振
者
成
為
基
督
的
男
兵
，
與
教
會
的
其
他
分
于
有

別

(
m
p
m
E
B
已
控
古
色
4
c
g
)
，
它
給
予
人
積
極
參
預
基
督
三
重
職
務
的
能
力
和
權
利
，
雖
然
這
一
參
預
的
方
式
是
有
限
度
的
(
包


E

單
已
叮
叮8
E
E
S
)

，
也
使
人
有
公
開
地
宣
認
基
督
信
仰
的
義
務
(
明
信
E
B
O
E

紅
色
E
B
)
。
堅
振
的
神
印
給
予
人
委
身
教
支
使

徒
工
作
的
能
力
與
義
務
(
參
致
神
，
晶
品
了
七
二
，
5
)
。

由
於
堅
握
是
一
個
獨
立
的
聖
事
，
它
與
洗
禮
有
別
，
並
有
其
持
殊
目
的
，
我
們
有
理
由
承
認
，
堅
振
的
神
印
與
洗
禮
的
一
腳
印
之
間

有
若
實
在
的
差
異
。
因
此
它
不
僅
是
洗
禮
神
印
的
形
式
上
的
完
成
，
而
且
是
與
後
者
不
同
的
靈
魂
的
特
質
。
洗
禮
神
印
是
堅
按
神
印
的

必
然
的
先
決
條
件
，
所
以
未
受
洗
者
所
領
受
的
堅
振
是
無
殼
的
(
神
，
念
了
七
二
，

6
)
。

第
四
節

堅
蠢
的
必
要
性

一
、
對
於
金
體
信
友

由
於
基
督
建
立
了
堅
振
聖
事
，
所
以
對
整
個
教
會
言
，
堅
振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堅
接
傳
子
教
會
一
種
超
性
的
力

量
，
以
克
勝
教
會
的
創
立
者
所
會
預
言
過
的
內
在
的
與
外
在
的
困
難
八
瑪
'
拾
，
十
六
等
;
若
，
拾
伍
，
廿
)

。

三
、
對
於
個
別
信
友

自
受
麓
的
人
，
不
領
堅
攝
也
能
盤
帶
永
生
|
|
l

近
乎
信
理
的
意
見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布
:
沒
有
什
麼
能
阻
吐
重
生
的
人
進
入
天
國
內
部
七
九
二
〉。
教
會
的
傳
承
一
致
承
認
‘

第
三
部

鑒

哥哥

音A..旬

主
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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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
一
化
者
天
主

主
八
四

受
洗
的
人
在
尚
未
接
受
主
教
覆
手
禮
前
逝
世
，
也
可
以
得
赦
。
參
致
託
名
西
彼
連
巴
馬
克
~
志
在
J

七
七
候
(
鄧
五
二
四
)
;
託
名
梅
買
特
(
句
話
豆
。
!
昌
已
。
叮
叮
丸
。

m
b
R
E
E

遠
的

B
H
N
Q
迫
于
的
﹒
N

巳
﹒

〉
因
此
堅
振
不
像
洗
蟬
，
並
非
侮
救
的
必
要
方
法
門
口

R
a
m
-
S
Z
B

且
已
)
，
但
它
有
助
於
得
救
的
完
成
。
在
此
意

義
下
，
可
以
說
它
對
得
救
是
必
要
的
(
神
，
毒
、
七
二
，
I
i
3
;
七
二
、
l
4
)
，
鄧
葡
二
五
二
三
。

天
主
雖
然
沒
有
正
式
命
令
我
們
領
受
監
振
，
但
是
我
人
可
以
從
基
督
建
立
聖
亭
的
事
質
土
引
伸
出
天
主
的
命
令
來
(
天
主
的
隱
含

誡
命
有
Z
B
M
V
E
B岳
4
古
巴
5
5
M
u
-
-
n
z
z
g
)

。
教
會
法
典
(
法
七
八
七
)
閉
口
沌
，
若
按
臨
許
呵
，
所
有
信
友
均
應
領
受
堅
振
。
由
於

輕
賤
聖
事
而
疏
於
領
受
是
一
重
罪
(
部
六
六
九
)
。
信
友
對
自
己
的
愛
德
不
允
許
他
放
棄
一
項
如
此
重
要
的
獲
得
恩
寵
的
工
共
。

缸
"
艾
味
拉
會
議
第

印
丸
咱
們
。
這M
咱
們
〉

=
一
、
顧
望
堅
振

加
(
洗
禮
的
恩
寵
一
樣
，
堅
振
的
恩
寵
(
並
非
堅
振
神
印
)
在
必
要
時
內
由
領
受
此
吼
叫
一
串
的
恥
草
而
獲
待
(
〈

C
H
Z
B
g

丘
肯
自
己
古
巴
明

)
-
v由
於
堅
振
恩
能
以
說
禮
恩
能
為
先
決
條
件
，
洗
禮
的
願
望
必
須
先
扣
堅
振
的
搬
堂
，
即
俊
不
是
在
時
間
土
，
至
少
在
思
想
上
應
如

此

(
1神
，
鑫
﹒
七
二
，
6
l
1

，

3
)

第
主
節

堅
攝
的
施
行
者

一
、
通
宵
施
行
者

祇
有
主
教
是
堅
攘
的
通
常
施
行
者
|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反
對
中
世
紀
的
一
些
具
布
反
聖
統
傾
向
的
教
派
(
一
事
爾
道
派
﹒
威
克
利
夫
派
、
胡
斯
派

ν



並
反
對
那
承
認
司
鐸
為
堅
振
的
尋
常
施
行
者
的
希
膳
正
載
的
主
張
，
宣
布
如
下•• 

「
任
何
人
在
主
張
通
常
施
行
堅
振

的
人
不
祇
是
主
教
，
普
通
司
鐸
亦
可
施
行
，
當
受
絕
罰
」

E
S
S
ω

的
。
口
寄
自
已
古
巴
血
。
E
F
E
m


H
F
Z
S
B
E
Z
R
Z冒
出

O
P
S
m
o
g
-
c
B
G
Z
g

℃
口B
W

門
的
』ρ巳
叩
門
戶
戶
M
n
R
F

串
門
戶ρ
g
B
〈
F
M
m
F
B
M
V
E
B
E
E
S

丘
。
"
。B
W
K
P﹒的
﹒
鄧
八
七
三
，

參
致
鄧
四
一
丸
，
四
二
四
，
四
五0
，
四
六
五
，
五
七
二
，
六
O
八
，
六
九
七
二
二
囚
七

a
;
法

'
七
八
二
，

1 
、..J

。
宗
徒
大
事
錄
(
捌
，
十
四
等
;
拾
玖
斗
。
證
示
，
傳
授
聖
神
的
禮
節
是
由
宗
徒
們
完
成
的
。
而
主
教
們
正
是
他
們
的
繼
承
人
。

在
西
方
，
人
們
一
向
認
為
施
行
堅
振
是
主
教
的
特
權
。
羅
馬
的
聖
依
玻
理
(
吋Bk
h﹒

K
A
h
V
G
h
E
N
)

、
教
宗
高
而
乃
略
(
崗
、-a
n
N
h
a
?

F
E
S
)
、
墨
西
很
連
(
這
百
信
，
與
盞
，
九
)
，
託
名
西
值
連
(
巳
肉
之~
v
e
H

.. 
m
)

、
艾
味
拉
會
議
(
第
卅
八
及
七
七
條
;
鄧
五
二

)
、
聖
熱
羅
尼
莫
(
包
帆h
H
N
﹒
內
﹒

h
R
A
N
-。
〉
、
聖
教
宗
依
諾
森
一
世
(
書
信
，
貳
伍
，
三
)
等
都
為
此
作
誼
。
聖
依
諾
森
一
世
典

里
依
玻
理
一
樣
，
認
為
額
上
的
敷
油
體
與
司
鐸
在
洗
禮
時
所
行
的
數
油
禮
是
不
同
的
，
並
強
調
前
者
是
主
敬
們
的
特
權
.. 

「
司
拌
們
用

同
樣
的
油
施
行
額
前
敷
油
禮
是
不
許
可
的
(
但
他
們
可
用
此
油
給
受
洗
者
敷
油
)
;
惟
有
主
教
傳
授
聖
神
時
，
才
能
施
行
此
項
敷
油

禮
」
(
鄧
九
八
)
。
在
東
方
教
會
裡
，
最
初
也
輯
有
主
教
是
施
行
堅
振
軍
事
的
人
，
正
如
凱
撒
利
亞
主
教
費
彌
里
(
叮
叮
皂
白

8
)
的
書

信
與
伍
，
七
，
於
聖
西
很
連
的
信
翰
集
中
，
(
阿
)
川
、

B
E
N
E
-口
﹒
詔
"
ω
U罔
w
a
w
N
)，
里
若
望
﹒
基
索
東
(
E
h
a
H
h
h
忌
。
』E
N
-


H
F
ω
)
所
證
示
的
。

內
在
理
由

堅
振
飯
是
一
項
使
教
﹒
支
生
活
更
趨
完
滿
的
聖
事
，
最
好
是
由
領
受
了
完
滿
的
司
鐸
品
位
的
人
、
戰
們
期
中
的
信
友
們
的
首
長

l

主

教
來
施
行
(
神
，
益
，
七
二
，
口
;
謹
，
肆
，
六0
)
。
主
敬
施
行
堅
振
盟
一
事
能
加
強
信
友
與
主
教
的
國
結
，
同
時
對
於
信
文
合
一
的

理
想
，
也
能
有
所
轉
益
(
參
故
里
文
篤
，
E
h
s
p
u
H
〈
u
們r
u
-
-阻﹒
H
.
Q
-
3

第
三
部
聖.

學

訪

去
八
五



第
四
編

聖
化
者
天
主

主
八
六

二
、
例
外
施
行
者

普
通
司
鐸
若
自
立
取
法
律
護
自
用
塵
蹄
子
的
特
准
，
撞
得
施
行
堅
頓
的
全
權
時
，
部
攝
制
外
施
行
者
|
|
確
定
意

見
(
法
，
七
八
二
，
2
;
參
致
鄧
六
九
七
，
五
七
三V
。

自
一
九
四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生
殼
的
一
項
宗
座
的
普
遍
特
准
如
下
.. 

科
堂
區
司
鐸
在
其
所
屬
堂
區
內
。

的
長
期
的
堂
區
代
理
司
鐸

(
n
g
g
令
已
與
代
管
堂
區
司
鐸
(
們
自
g

品
已
)
。

門
口
凡
在
固
定
地
區
與
固
定
教
堂
，
單
獨
而
長
期
地
接
受
了
本
堂
可
卸
的
一
切
義
務
與
權
利
，
負
起
整
個
靈
牧
職
務
的
司
鐸
。

在
下
列
情
形
，
均
有
權
在
其
所
屬
地
區
為
信
友
施
行
堅
振
聖
事
.. 

付
如
果
信
友
在
重
病
以
後
，
有
死
亡
危
險
，
而
真
正
觀
於
死
亡
之
時
。

心H
若
無
法
與
教
區
主
敬
聯
絡
，
或
主
敢
不
克
前
來
，
而
沒
有
另
一
位
典
里
照
相
通
功
的
主
教
可
以
代
替
他
時
。

任
何
人
若
逾
越
職
權
，
為
對
之
無
權
過
間
的
人
施
行
堅
振
，
其
後
果
為

.. 

所
施
堅
振
無
殼
，
此
人
失
去
施
行
堅
振
的
權
利
(
口
S
S

N
ω
G
U
)。參
閱
單
事
部
一
九
四
六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所
公
布
的ω
叮
叮
叮C
m
ω
g
a
g
g

而
且
文
告
(
女
，
卅
八
，
一
九
四
六
，
三
四
九
等

)
。
為
傳
教
區
國
家
定
有
特
別
的
規
則
(
文
，
四
十
二
九
四
八
，
囚
一
)
。

教
宗
大
葛
刺
哥
里
准
許
薩
丁
尼
亞
的
司
鐸
們
，
在
主
教
缺
席
時
施
行
堅
振
聖
事
(
書
信
，
肆
，
廿
六
〉
。
以
後
其
他
教
宗
在
許
多

情
況
下
，
也
准
許
普
通
司
鐸
施
行
此
墨
客
。

在
東
﹒
方
教
會
裡
，
自
第
四
世
紀
起
，
開
始
出
普
通
司
鐸
施
行
堅
振
聖
事
。
第
四
紀
末
棄
的
宗
陸
典
章
將
堅
振
禮
節
中
的
覆
手
之
權

不
僅
給
予
主
教
們
，
抑
且
給
司
鐸
們
(
〈
卅
日
H
U
N∞
﹒
ω
)
。
這
一
進
展
極
受
下
列
事
宜
的
影
響•• 

人
們
以
聖
體
里
寧
為
藍
本
，
將
堅
振

聖
事
的
完
成
與
施
行
分
間
，
換
伺
1
的
說
﹒
將
聖
油
的
祝
聖
權
歸
屬
主
歡
，
而
將
用
耐
車
過
的
油
施
行
敷
油
睡
之
權
歸
於
司
鐸
(
參
致
耶

路
撒
冷
的
濟
利
祿
(
1
a
'這
L
E
T
自
﹒

ω
)
。
天
主
教
始
終
承
認
希
臘
歇
會
內
由
司
鐸
所
施
堅
振
的
有
放
性
。
通
常
都
以
宗
略
的
一
項



誠
獸
的
特
許
為
之
解
釋
(
教
心
不
本
篤
十
四
世
也
向

全
M
Z
B
H
且
自
由
自
)
。

普
通
司
鐸
施
行
堅
振
的
特
權
並
非
由
宗
時
統
轄
權
而
來
，
也
並
非
由
聖
事
以
外
的
方
式
所
傳
予
的
一
項
神
品
權
，
而
是
音
鐸
時
所

領
雯
的
可
鐸
神
權
的
一
部
分
。
這
項
由
天
主
或
由
教
會
所
限
制
的
神
權
，
祇
有
在
教
宗
許
可
時
始
能
應
用
。

h
υ、b
G
h
N
ORN
H
.

。
內.• 
〉
自u
m
-
-
ω
心

參
致
鄧
亢
九
七.• 

3

月
〉
℃8
"。
r
n
g
ω
旦
前

第
穴
節

領
受
堅
攝
的
人

廿
一
切
受
流
而
尚
未
領
受
堅
振
的
人
，
都
能
有
致
地
領
曼
堅
振
|
|
確
定
意
見

尚
未
達
理
智
年
齡
的
見
畫
也
能
有
鼓
地
領
受
堅
振
;
在
羅
馬
教
會
裡
，
直
到
十
三
世
紀
，
在
希
措
教
會
則
直
至

今
日
，
都
為
尚
未
達
理
智
年
齡
的
兒
童
施
行
堅
振
。
堅
振
的
目
的
飯
是
使
受
洗
者
成
為
基
督
的
勇
兵
，
最
好
是
在
兒

童
開
始
運
用
理
智
的
年
齡
個
受
。
教
會
法
典
規
定
，
約
在
七
歲
時
領
受
堅
振
八
法
，
七
八
八
)
。
然
而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
也
有
許
多
例
外
，
如
有
死
亡
危
臉
時
，
可
以
而
且
應
該
為
尚
末
達
理
智
年
齡
的
兒
童
施
行
堅
振
，
因
為
較
高
的

恩
寵
境
界
將
獲
得
較
高
的
光
榮
境
界
八
神
，
盞
，
七
二
，
8
i
4
)
。

借
重
接
領
受
堅
振
不
但
無
殼
，
而
且
是
一
大
罪
。

教
宗
斯
德
望
一
世
依
照
傳
承
，
給
那
些
由
離
異
教
派
回
歸
公
教
會
懷
抱
的
信
主
行
覆
手
體
(
鄧
四
六
)
;
我
人
不
應
親
這
一
覆
手

艦
為
重
復
領
受
堅
振
聖
事
，
實
際
上
它
祇
是
一
種
和
好
的
禮
節
，
正
如H
D
M
U
。
g

胃
口
已
阻
宮
附
記
所
研
示
的
;
聖
西
很
連
的
反
對
意
見

(
崗
、-
w
斗
h
u
印
)
不
足
為
憑
。
古
代
信
友
們
認
為
，
離
異
支
派
所
施
行
的
聖
事
即
使
有
殼
，
卸
不
傳
予
聖
神
，
惟
有
當
離
異
者
回
歸

公
歇
會
時
，
才
會
領
受
里
神
(
參
故
里
奧
斯
定
論
說
禮
，
盞
，
十
六
，
廿
一
;
套
，
十
七
，
廿
一
一
)
，
因
此
，
人
們
會
棍
和
好
的
禮
節

第
三
部

聖

毒草

宣告

主
八
七



第
間
漏

珈
山
化
者
天
主

五
八
八

能
傳
于
聖
神
。
為
此
覆
手
禮
上
加
了
一
個
新
求
聖
神
的
禱
詞
(
參
故
里
良
一
世
書
信
，
一
五
九
，
七
;
一
六
七
，
十
八
)

的
禮
節
與
堅
振
睦
節
很
相
似
。

妥
善
地
領
受
堅
振
聖
事
需
要
處
於
恩
寵
境
界
。
學
習
堅
振
的
道
理
是
堅
振
的
較
遠
準
備
(
參
致
羅
馬
要
理
書
，
貳
二
二
，
口

i

站

"
致
使
和
好

、../

O 

肉
、
車
體
車
事

第
-
節

軍
體
的
概
念

一
、
定

我

學
一
體
是
一
件
聖
事
，
在
這
學
事
中
，
基
督
在
對
餅
與
葡
萄
酒
的
外
形
下
，
帶
若
他
的
體
與
血
，
真
正
地
臨
在
，
為
了
以
非
流
血
的

方
式
，
自
鼠
於
天
父
，
並
且
把
自
己
賜
給
信
友
，
作
他
們
靈
魂
的
食
糧
。

三
、
預

象

地
堂
中
的
生
命
樹
，
亞
巴
朗
與
默
基
瑟
德
的
祭
獻
、
沙
漠
裡
的
嗎
約
，
猶
太
人
聖
殿
裡
所
供
的
腐
餅

(
m
r
m
d
?

宵
Z
R
H〉
、
舊
約

時
代
的
許
多
祭
品
、
尤
其
是
巴
斯
卦
的
羔
羊
，
都
是
聖
體
的
預
象
。

三
、
卓
越
性

按
照
單
多
瑪
斯
的
意
見
，
難
時
超
越
其
他
一
切
聖
事
，
其
理
由
如
下

•• 

村
說
內
容
言
，
其
他
硬
事
慢
走
某
叔
阿
所
賜
的
分
施
恩
寵
的
工
具
，
而
聖
體
則
是
基
督
鬥
己

l

恩
寵
的
泉
源
、



的H其
他
聖
事
從
屬
於
車
體
軍
事
，
後
者
是
它
們
的
目
的
。

已
就
其
他
聖
箏
的
臨
節
言
，
各
項
聖
事
大
都
以
領
受
里
發
軍
事
為
完
滿
結
束
(
神
，
參
，
六
五
，

3
)
。

第
三
部
了羽
3 

一育 '" 
J' 

"'，‘民，
lI.ml 

}
九
八
九



第
四
繭

聖
化
老
天
主

主
九
O

付

基
督
真
在
車
體
中

第
一
幸

基
督
具
庄
的
事
實

第
=
節

真

說

一
、
台
代

古
代
的
幻
象
派
、
諾
斯
底
士
派
與
摩
尼
派
人
士
都
主
張
基
督
祇
共
有
一
個
虛
有
其
表
的
身
體
，
從
而
否
認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員
在
車

體
之
中
(
參
考
依
納
爵
旬
遺
忘
這
.• 

昌
﹒

H
〉

二
、
中
舍
時
代

由
於
一
人
們
無
充
足
理
由
慣
常
將
蘭
斯
的
辛
克
麥(E
E口
皂
白
。
閏
月Z
E
曲
"
b
h
h
v
、
a
b
a
-
-
ω己
的
見
解
歸
於
若
望
﹒
司
各
脫

﹒
艾
利
琴
納
Q
。
E
ω
g
Z

由
開
叫
戶
口mm
D個
+
∞
茁
左
右
)
，
後
者
便
經
常
被
祖
為
否
認
基
督
員
在
里
體
中
者
。
事
實
上
，
雖
然
他
曾
強

調
聖
盟
的
象
徵
意
義
，
他
的
著
作
部
並
不
證
問
他
是
基
督
具
在
理
論
的
敵
人
。
都
繭
的
培
倫
加
(
白
白
自
官
司
戶
口
曲
。
同
吋

s
a
)
為
支
持

他
的
錯
誤
見
解
，
會
援
引
為
几
賽
里
〈
〈
叩
門
口
由
自
)
地
區
性
會
議
(
一

O
五
0
年
)
所
譴
責
的
看
閱
單
盟
的
「
若
望
﹒
司
各
脫
著
作
」

，
也
許
多
徵
象
看
來
，
這
本
書
倒
乎
與
隱
修
士
哥
俾
的
拉
特
朗
努
〈M
N
m
g
g
g
。
Z
R
V
U

八
六
八
年
以
後
卒
)
的
「
論
主
的
盟
與
血

」
(
切
咱
們
。
斗
。
這m
w
h
h
b
w
H
h
a
E

而

b
。
S
E
C
-

書
完
全
甜
同
。
拉
特
朗
努
不
否
認
基
督
真
在
車
體
中
，
但
他
強
調
在
聖
體
中
的
基

督
噓
血
與
歷
史
上
的
基
督
體
血
表
現
形
式
不
同
，
而
與
巴
夏
斯
﹒
拉
德
拜
(
可
扭
曲
串
串
戶
口
曲
同
且
宮
且

g

約
八
六
0
年
卒
)
的
意
見
相
反
。

後
者
認
為
基
督
在
聖
事
中
的
體
血
與
歷
史
上
的
基
替
體
血
完
全
一
致
。
拉
特
朗
努
因
此
將
相
位
(
m
g
E
E。
)
，
形
像
。
自
品
。
以



保
證
信
物
(
1的
巨
臼
〉
這
樣
的
字
眼
應
用
於
星
體
上
。
其
他
反
對
巴
夏
斯
﹒
拉
德
拜
的
誇
大
的
實
在
論
者
，
有
拉
邦
﹒
摩
路
(
同
各

S
E

E
E
E

間
)
，
他
曾
在
致
隱
修
拉
長
文
哥
(
開
門
已
。
卅
日

M
Z
5
)的
現
已
迫
失
的
書
信
中
論
及
此
事
;
還
有
隱
修
士
哥
德
夏

(
C。
告
各
自
-
r

)
，
他
脅
著
右
。
言
自
n
z
戶
口
的
身BE

叮
叮
旦
前
已
白
白
C
H句
。
古
巴
ω
昌
的
口
古
叩
口
。
旦
旦
旦
司
叩
門

E
m
M
N
m
H
r
m
H
E
g
u

人
們
誤
以
為
此
書
係

拉
邦
摩
路
所
展
。

都
繭
的
培
倫
加
(
一
O
八
八
年
卒
)
否
認
鈣
餅
與
甜
萄
泊
的
位
質
變
化
與
基
督
的
真
在
。
他
視
里
體
祇
是
在
天
國
榮
耀
中
的
基
督

之
體
血
的
一
種
象
做
(
即
∞
耳
目
"
也
皂
白
宮
門
戶

0
)
。
基
督
所
說
:
「
這
是
我
的
體
」
一
語
，
在
他
君
來
，
要
以
象
徵
意
義
來
了
解
，
正

如
「
基
督
是
角
石
」
之
類
的
話
一
般
。
培
倫
加
的
理
論
受
到
許
多
神
學
家
的
反
對
，
如
杜
朗
度
(
巳
口
g

且
臣
。
閏
八
門
8

月
口
)
、
朗
法

蘭
克
(
F
S
P自
己
、
亞
凡
院
的
基
要
(
的
口
紅B
Z
E

。
同
〉
話
扭
曲
)
、
里
勃
來
斯
的
只
諾
爾
(
切
叩
門
口
。
在
。
同

ω
什
盟
g

冊
)
等
等
。

並
受
若
干
地
區
往
會
議
的
詩
賞
，
首
先
是
一O
五
0
年
由
教
宗
良
九
世
所
主
持
的
羅
馬
會
議
，
最
後
是
一O
七
九
年
出
教
宗
葛
科
哥
里

七
世
所
召
開
的
阿
拉
馬
「
守
齋
會
議
」
。
在
這
最
後
會
議
，
中
，
培
倫
加
一
反
前
說
，
並
公
開
宣
認
相
信
餅
酒
的
體
質
變
化
與
基
督
員
在
車

盟
中
(
鄧
三
五
五
)

十
二
與
十
三
世
紀
時
，
許
多
離
異
的
支
派
(
如
F
g
v
E
E
B
M
U
E呂
立
n
F
S
P
C己
V
R
r
E
E
m
g
m
2
)由
於
不
鞘
歇
會
的
有

形
組
織
，
並
受
了
諾
斯
底
士
派
與
摩
尼
派
思
想
的
影
響
，
攝
棄
了
司
鐸
胡
聖
餅
酒
的
權
力
，
並
否
認
基
督
真
在
聖
體
中
。
第
四
次
拉
脫

朗
大
公
會
議
(
三
二
五
年
)
為
抑
制
異
說
，
公
布
了
聖
體
聖
血
體
質
變
化
，
基
督
真
在
與
祇
有
按
晉
升
鐸
口
問
者
始
共
祝
聖
神
權
等
道

理
(
鄧
四
三
O
;
學
放
鄧
三
六
七
、
四
O
二
)
。

十
四
世
紀
時
，
若
草
﹒
威
克
利
夫
(
7吉
訶

U
B
E
R
+
Z
E〉攻
擊
餌
酒
的
體
質
變
化
理
論
，
認
為
在
祝
聖
以
後
，
鸚
餅
與
酒
的

體
質
依
舊
存
在
(
閃
而B
B
S
B

吋
Z
Q

吋
)
。
他
認
為
基
督
於
聖
體
中
的
具
在
僅
僅
是
一
種
動
力
的
臨
在
(
身

5

日
戶
口
可Hg
g
8
)
。

信
友
祇
以
精
神
方
式
領
受
基
督
的
盟
與
血
。
崇
拜
里
體
乃
是
崇
拜
偶
像
。
彌
撒
並
非
基
督
所
創
。
|
威
克
利
夫
的
理
論
為
倫
敦
會
議
(

一
三
八
二
年
)
及
康
斯
坦
士
大
公
會
議
(
一
四
一
八
年
)
所
誼
責
(
鄧
五
八
一
等
)

三
一
、
迫
f弋

第
三
部

要將

論

學

。

E 
九



俗
"
阿
溺
學
化
和
天
主

主
九

新
教
人
士
共
同
指
斥
「
餅
洒
的
體
質
變
化
」
典
里
體
的
祭
獻
性
‘
但
後
來
在
有
關
基
督
真
在
問
題
上
，
他
們
中
間
意
見
紛
話
。

村
路
德
有
感
於
基
督
建
立
軍
體
里
事
時
所
說
的
話
，
而
相
信
基
督
的
真
在
，
然
而
他
認
為
祇
有
在
息
，
行
晚
餐
禮
的
時
候
(
戶
口

g
c
)

是
如
此
。
與
天
主
教
所
主
張
的
體
質
變
化
理
論
相
反
，
他
認
為
基
督
的
具
體
，
真
血
與
餅
酒
的
體
質
同
時
存
在
(
同
體
諭n
S
E
r


皂
白
血
色
8
)
H
J
N
m
E
B
g
G
g
m
H
m
g
m

口
仗
。
。
旨
在
口
g
E
T
m
z
n
r
門
前
已
甘

m
H
m
g
σ旬
g
m
B
J
N

古
。
可
叩
門4叩
門
r
G
B
n
r卦
神
戶

口
。
-
u凹u
c
r
H
E
E口
眩
目
已
g
g
m
H
Z
S
E
Z
B叩
門
E
r
g
門
戶
口
自
戶
口
浮
宮
Z
B
m
H
B
S
E
E
S
-
(
門U
Q
H﹒
〉
忿
忿
♂
〈
w
∞
)
。
路
德
用
我
人

不
能
同
意
的
「
遍
在
諭
」
(
C
E
A旦句
口
。
口
同
H
E
冊
)
，
來
解
釋
基
督
體
血
真
在
的
可
能
性•• 

按
照
這
一
「
遍
在
諭
」
'
基
督
的
人
性
由

於
二
住
一
位
的
結
合
，
真
正
地
分
享
天
主
處
處
都
在
的
特
性
(
參
致
的
。
這
\
﹒
k
g
m
-
R
K肖h
V
O
N
-
(
u
s
q
.
-

〉
F
S
u
b
-
H
-
h
s
h
H
N


E
N
、.. 
目
\
G
U
M
-
有
這

H
h
N
Q
門
叫
。
這
3

、
h
h
h
a
u
7∞-
z
l
]
N
U口
W
J
1
.
)
。

恃
茲
艾
格
利

(
N
d司門
口
的
自
)
、
卡
爾
斯
達
(
閏
月

E
m
已
。
、
布
海
(
切
已
N
叩
門
)
、
歐
哥
朗
村
姐
(
O
m
g
E
B
M
M

阻
門
戶
戶
口
的
)
等
人
都
背

忍
基
督
的
真
在
，
並
宣
稱
餅
與
酒
祇
是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的
象
徵
。
他
們
志
為
領
型
體
祇
是
紀
念
問
基
督
的
死
亡
而
得
紋
，
誰
且
是
對
信

仰
的
固
體
性
的
宜
認
。

H
W喀
爾
文
和
接
近
喀
民
見
解
的
梅
朗
東
(
巴
巴
呂
口zr
g
準
喀
爾
文
派
C
G
M
V
S
﹒
們
已4
戶
口
戶
M
H
m〉
揉
取
了
中
間
路
線
。
哈
爾
文
放
棄
基

督
體
血
的
實
質
的
真
在
，
但
承
認
一
種
德
能
的
臨
在
(
閏
月EE
S
d
早
早
已
而
5
)
，
即
動
力
的
臨
在
(
身E
B

戶
口
有g
g
n
m
)
。
喀
爾

文
以
為
，
通
過
餅
與
酒
的
領
受
，
在
天
國
的
基
督
將
她
的
榮
耀
身
體
的
德
能
，
傳
授
給
天
主
預
選
的
人
，
用
以
餵
養
他
們
的
靈
魂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的
第
十
三
，
廿
一
、
廿
二
次
會
期
的
信
理
定
斷
都
針
對
新
教
人
士
的
見
解
。

今
日
的
自
由
派
新
教
否
認
基
督
曾
有
意
建
立
里
體
聖
事
，
主
張
耶
穌
的
最
後
晚
餐
祇
是
一
頓
道
別
晚
餐
而
巳
。
並
認
為
，
初
期
數

食
的
車
餐
體
是
從
耶
穌
門
徒
們
的
集
會
演
變
而
來
。
他
們
又
忍
為
，
聖
保
祿
把
耶
穌
的
道
別
晚
餐
附
會
成
未
來
的
一
項
規
定

.. 

「
你
們

這
樣
做
，
為
了
紀
念
我
」
;
他
又
將
重
復
晚
餐
禮
時
紀
念
主
的
死
亡
連
在
一
起
(
格
前
，
拾
壹
，
廿
六
)
。
教
宗
比
約
十
世
責
斥
了
現

代
主
義
有
的
命
題.. 

「
聖
保
祿
所
述
有
關
聖
體
聖
蓉
，
之
恕
立
的
每
一
件
事
，
未
必
共
有
自
睞
。
史
性
」
(
亦
二

O
四
五
)

第
三
節

車
經
證
一
本
基
督
的
真
在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磁
實
地
，
真
正
地
而
且
本
質
地
臨
在
軍
體
之
中
|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
針
對
那
些
反
對
基
督
其
在
車
體
中
的
人
士
，
定
斷
如
下

•• 

「
任
何
人
否
認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
與
他
的
軍
魂
和
天
主
性
在
一
起
，
因
此
否
認
整
個
基
督
確
實
地
、
真
正
地
、
體
質
地
包
含
在
車
體
中
，
而
主
張

在
聖
體
中
的
祇
是
某
一
梧
的
體
與
血
之
表
記
，
象
徵
和
德
能
，
當
受
絕
罰
」
八
叩
門

H
Z
E
E
m
m
Z
H
F
F
E
g
呂
立
皂
白
自

開
z
n
r
m
H
E
E
o
z
n
B
E
g
s
g
E
E
R
m
J
N
O
『
P
E
m
-
-
H
E
且

m
c
Z
S
E
E
-
-丹已
的
。
門
℃
g
E

∞
g
m
Z
F
S
B
C
D
m
w
n
c
g

m
D
-
B
M
H
E岳
4
戶
口-
z
z
u
。
B
E
戶
口
。
∞E
T
z
n
y
巳
胡
同F
m
w
C
H
U
B
E

門H
O
S
E
s
n
r立
的
同Z
B
W
間
叩
門
間
內
目
前

Z
F
S
早
已
B
B
0

，

已
。
內
間
間
。
戶
口
而
O

口
神
戶
口
也
m
D。

4
向

]
E
m
C
H
N
H
m
w
C

丹
4
戶
門
門
口
畔
。
"

〉
﹒
ω
﹒
鄧
八
八
三
)。

「
確
實
地
」
、
「
真
正
地
」
、
「
體
質
地
」
三
個
副
詞
的
謀
用
，
特
別
為
了
反
對
茲
艾
格
利
、
歐
哥
朗
柏
姐
與
喀
爾
丈
的
理
論
z

並
同
時
排
斥
對
耶
穌
建
立
聖
體
時
所
說
的
話
以
象
徵
意
義
解
釋
的
任
何
形
態
。

一
、
聖
體
的
預
許
八
若
，
盟
，
廿
二
|
七
一
〔
通
俗
本
至
七
二
節υ
v

耶
穌
顯
了
增
餅
與
海
上
行
走
兩
個
預
示
性
的
奇
蹟
以
後
，
猶
太
人
希
望
他
再
行
一
次
增
餅
的
奇
蹟
'
於
是
耶
穌

對
他
們
說
:
「
你
們
不
要
為
那
可
壤
的
食
糧
勞
碌
，
而
要
為
那
存
到
永
生
的
食
糧
勞
碌
，
即
人
子
所
要
賜
給
你
們

的
」
內
廿
七
)
。
接
若
在
有
關
生
命
之
糧
的
訓
言
裡
，
耶
穌

科
首
先
概
述
生
命
之
糧
，
由
天
而
降
，
要
賜
給
世
人
以
永
生
八
廿
九
i

卅
四
)
;

。
然
後
說
明
自
己
就
是
由
天
而
降
的
食
糧
，
這
糧
將
給
予
生
命
，
並
要
求
人
信
他
八
卅
五

l

五
-
n
4
)
;

廿
日
最
後
他
明
白
表
示
，
這
真
正
的
天
糧
就
是
他
的
體
血
，
獲
得
永
生
有
賴
領
受
他
的
體
和
血
(
五
-
a
|
五
八
)

第
三
部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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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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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編

里
化
者
天
主

主
九
四

﹒
「
我
所
要
賜
給
的
食
糧
就
是
我
的
肉
，
是
為
世
界
的
生
命
而
賜
給
的
」
。
因
此
猶
太
人
彼
此
爭
論
說
:
「
逗
人
怎
麼

能
把
他
的
肉
賜
給
我
們
吃
呢
?
」
耶
穌
同
答
他
們
說
:
「
我
宜
賓
在
在
告
訴
你
們
:
你
們
若
不
吃
人
子
的
肉
，
不
喝
他

的
血
，
在
你
們
內
便
沒
有
生
命
。
誰
吃
諱
的
肉
並
喝
我
的
血
，
就
有
永
生
，
在
末
日
我
且
要
吽
他
復
活
叮
因
為
我
的

肉
是
真
實
的
食
品
，
我
的
血
是
真
宜
的
飲
料
。
誰
吃
我
的
肉
並
喝
我
的
血
，
使
住
在
封
內
，
我
也
住
在
他
內
」
。

否
認
基
督
晨
在
里
體
中
的
人
士
，
以
比
喻
意
義
來
解
釋
上
面
的
話
，v認
為
是
指
信
仰
基
督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犧
牲
而
言
。
然
而
我
人

必
讀
以
字
面
的
意
義
來
解
釋
上
述
經
文
，
其
理
由
如
下
.. 

村
從
文
字
本
身
的
意
義
早
已
。
我
人
應
當
特
別
注
意
寫
貴
的
字
彙
如
丘
克
郎
吋
k
f
r
a
l真
實
的
糧
食
(
五
五
節
)
;
們
也
這
合

刊
k
q
h呵
!
真
實
的
飲
料
;
毛
h
b
古
巴1

磨
蝕
、
細
明
、
食
用
(
五
四
節
等
)

制
以
比
喻
意
義
解
釋
的
困
難
。
在
聖
經
的
語
彙
中
，
吃
某
人
的
肉
、
喝
某
人
的
血
的
比
喻
意
義A
A
-
-
以
流
血
的
方
式
迫
害
某
人
，

將
他
毀
滅
(
參
致
詠
，
貳
陸
，
一
一
;
依
，
玖
，
廿
;
肆
玖
，
廿
六
;
米
，
鑫
二
二
)
。

開
以
聽
眾
的
反
應
一
育
，
這
次
耶
穌
並
沒
有
改
正
他
們
;
而
另
外
起
次
，
耶
穌
均
糾
正
人
們
的
誤
解
(
參
考
去
，
盞
，
一
子
，
肆
，
卅

一
一
;
碼
，
拾
陸
二
。
。
非
但
如
此
，
耶
穌
反
而
不
顧
宗
徒
們
和
信
血
來
離
棄
他
的
危
險
，
鄭
重
地
承
認
了
驢
眾
所
領
會
的
文
字
意
義
(

+
右
，
陸
，
六O
等
)
。
在
第
六
十
三
節
中
(
使
生
活
的
是
神
，
肉
一
無
所
用
)
，
他
並
不
反
對
字
面
解
釋
，
卸
反
對
粗
俗
的
字
面
意
義

(
們
自
℃
r
缸
片
白
目
前
戶
口
戶
口
芯
片
均
月
叩
門
自
己
。
口
)
。

制
教
艾
們
的
解
釋
。
教
父
們
經
常
把
這
段
語
、
許
經
丈
的
最
後
一
部
分
(
五
-
O
l
五
八
)
應
用
於
聖
體
。
例
如
聖
若
望
﹒
基
素

東
、
亞
力
山
大
里
的
聖
擠
利
祿
、
聖
奧
斯
定
、
以
及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的
解
釋
(
鄧
八
七
五
、
九
三0)
。

-
一
、
聖
體
的
建
立
(
瑪
，
貳
腔
，
廿
六
|
廿
八
;
谷
，
拾
肆
，
廿
二
|
廿
四
i

路
，
貳
貳
，
十
五
i

廿
;
格
前
﹒
拾

查
，
甘
三
|
廿
五
)
。



聖
經
裡
，
基
督
缸
片
在
聖
一
體
中
的
主
要
證
據
，
是
基
督
建
立
學
體
時
所
說
的
話
。
聖
瑪
寶
、
車
馬
爾
谷
、
聖
路
加

肛
門
巾
的
后
保
祺
悶
位
作
有
均
有
所
述
。
字
句
雖
異
，
客
觀
意
義
極
相
胞
合
。

付
有
關
組
餅
的
語
句
，
由
聖
瑪
質
與
軍
瑪
爾
谷
所
傳
的
所
謂
「
伯
多
祿
式
」
八
早
在
口
倚
門
。
卅
日
)
如
下

.. 

S
U
之

古
文
它
已

q
b
f
h
m
E
U通俗
本
為
自
。
白
內
叩
門S
G
E
B
2
g
u

由
單
路
加
與
聖
保
祿
所
傳
的
所
謂
「
保
祿
式
」
(

(
依
照
毫
路
加
)
通
俗
本
作
目
。
的

E
z
-
z
m
h
O
H
5
)

是
•• 

.. 
吋
g
Q吋
-
~
q
吋
h
E
吋
ι
v
q
h
v
h
h

斗P
M
h
g

巳
吋
《
h
h
h刊
枷
、P
E
u
t臼h臼
弘
交
怕
它
由
于

(
2
0已
℃
門O
S
Y

心
的
已
早
已
(
在
保
祿
書
信
中
缺
分
詞
P
R
E
t
-
E
W

此
站
起
句
話
的
意
義
是.. 

我
給
予
你
們
的
，
就
是
我
的
體
，
將
為
你
們
而
奉
獻
。

。
有
關
爵
杯
的
「
伯
多
祿
式
」
語
旬
，
如
下
:
(
按
照
單
馬
爾
谷
U
B
u
a
r
s
a
h
之
E
K
H
D
U立-
向u
h
a急
是
均

已

h
h
N
E
t
t
苦
耐E
q
t
z
t
(
瑪
﹒
刊
名G
S
訕
訕E
U
E通
俗
本
.. 

自
戶
口
。
胡
同
研g
m
c
E
B
O
C
m
口
。
正
需
胡
同m
M
E
S
H
-
w
A
E

問
】HO
B

旦
旦
∞

丘
門
口
口
已
向
卅
日
(
瑪
實
加
添

7
￡
忌

"
q
h
y
f
a
有
h
b
t通
俗
本.. 

門
口
門m
S
F閉
的
戶
。
耳
目
℃
R
S
E
E
5
)

內
叩
門
的
。
同
均
已
由
口

J
F向
口
口

f

通
俗
本
作.. 
HErzc 

因

。

「
川
流
祿
式
」
的

、J

(
按
照
聖
路
加
〉
吋qu且
已
宮
吋
含
內
也
它
的
-
2
3

年
九w
h
a
q屯h
q
h
t孔
丘
喜
之

E
C
w
a
E
毛
主

F

恥
R
H
E
E
K
H
h
e
e

八
在
聖
保
祿
書
信
巾
做
立i
l
X
F
E
K

交
e
b
t
)。
通
俗
本
作.. 
自
戶
口
自
丹
S
Z
M
n口
O
E

呂
希

m
E
E
E
E
E

古
印
g
m
E
E

E
S
V
(
1
~肖
o
a

心
V
Z
E
D
L
2
日
﹒
這
些
語
句
的
意
義
是
.. 

爵
中
所
盛
的
是
我
的
血
，
是
締
結
新
約
的
服
血
八
正
如

廿
日
舊
約
也
是
以
，m
締
結
的
，
見
山
，
→
叭
叭
叭
，
，
八

.. 

「
這
是
結
約
的
血
，
是
上
主
按
一
切
的
話
與
你
們
所
立
的
約
」

，
一
一
追
血
將
為
你
們
而
傾
流
。

天
主
教
反
對
現
代
唯
一
盟
主
拉
布
的
批
汀
，
圳
，
川
諾
維
護
基
督
建
立
車
間
吼
叫
句
的
歷
史
性
;
也
反
對
那
些
封

-
4山革
~
甘
心
盯
在
叫
起
惚
中
的

語
句
是
:…

廿
三-
3

J 吶

" jJ!'ij 

五
九
五



如
叫
一
、
什--二
:
1
4

、
‘

亨
利
手

-
y
d
1

主
九
六

人
士
，
而
始
終
堅
持
字
出
的
解
杆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詰
責
比
喻
意
義
的
汪
秤
，
問
接
地
承
認
了
字
面
解
釋
的
正
敵
性
(
部
八
七
四
)
。

按
照
字
固
立
義
來
解
釋
純
文
的
必
要
性
，
可
從
下
列
各
如
獲
得
誼
明•• 

村
在
經
丈
中
，
技
人
故
不
到
以
比
喻
芯
義
來
解
釋
的
任
何
支
持
;
質
駐
上
，
無
論
從
制
與
洒
的
性
質
一
一
一
一
口
，
或
從
字
黨
的
常
用
意
義

一
一
一
一
日
，
兩
者
都
不
是
能
只
血
的
象
傲
。
字
尚
志
，
義
的
解
釋
毫
無
矛
盾
之
處
，
唯
以
信
仰
基
督
的
天
主
性
為
先
決
條
件
。

的
以
當
時
茁
況
來
說
，
起
背
施
訓
時
，
必
讀
適
應
山
市
徒
們
的
理
解
力
。
事
質
上
，
他
們
以
字
面
意
義
領
會
了
耶
穌
的
誦
。
如
果
他

願
意
人
類
兔
陷
於
錯
叭
叭
，
在
建
立
起
提
卓
絕
的
聖
事
和
敬
主
禮
節
時
，
在
締
結
新
約
只
立
遺
蜴
時
，
他
必
須
採
用
不
致
咬
人
誤
解
的
語

法
。

借
鑒
保
祿
從
基
督
建
立
型
的
時
間
說
的
話
中
，
引
伸
出
質
際
的
後
果
來
。
保
'
時
認
為
胡
亂
地
領
受
聖
體
就
是
對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告

了
罪
，
妥
善
地
領
受
型
體
則
是
分
享
主
的
體
與
血
。
給
前
，
拾
壺
，
廿
七
等

.. 

可
為
此
無
論
是
，
若
不
相
稱
地
吃
主
的
餅
或
喝
主
的

杯
，
就
是
干
犯
主
的
身
體
和
主
的
血
的
界
人
。
所
以
人
聽
名
察
自
己
，
然
後
才
可
以
吃
這
餅
，
喝
泣
杯
。
因
為
那
吃
喝
的
人
，
若
不
分

辨
主
的
身
體
，
就
是
吃
的
自
己
的
罪
案
」
。
將
前
，
拾
，
十
六

.• 

「
我
們
所
祝
福
的
那
祝
福
杯
，
豈
不
是
結
合
於
基
督
的
血
嗎
?
我
們

所
擎
闊
的
餅
，
豈
不
是
共M
結
合
於
基
督
的
身
體
嗎
?
」

制
反
對
意
見
缺
乏
充
分
的
誼
接
。
迫
接
討
「
是
」
字
，
在
聖
經
裡
屢
次
當
作
「
即
」
或
「
象
徵
」
解
(
如
此
，
拾
玄
，
卅
八

.. 

「

回
就
是
世
界
」
;
參
致
若
，
拾
，
七a
;

拾
伍
，
一
;
格
前
，
拾
，
四
)
;
但
是
，
在
此
種
情
形
中
，
從
事
物
的
本
性
或
從
語
言
的
普

通
用
法
君
去
，
經
文
的
比
喻
意
義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
然
而
在
基
督
建
立
聖
體
里
事
的
記
述
中
，
卸
並
非
如
此
。

第
四
節

傳
承
盡
一
眾
基
督
的
真
在

一
、
尼
西
亞
以
前
的
教
父
們

清
漸
地
說
明
基
督
民
在
聖
盟
中
的
最
古
老
的
傳
承
證
擾
，
見
於
安
提
的
基
亞
的
單
依
納
爵
(
約
一O七
年
卒
)
的
著
作
3

聖
依
納



爵
提
及
幻
象
派
人
士
說
:
「
他
們
不
筒
里
服
也
不

γ吋
峙
，
因
為
他
們
不
信
里
偉
是
耶
師
基
督
、
技
主
的
身
體
、
那
一
曾
為
我
們
的
罪
受

苦
，
而
經
天
父
慈
愛
地
位
活
的
身
位
」
(
乎
是
2
.

二
月-
v
H
)
。
在
持
一
處

(
H
U
E
甘
心.• 

A
)
，
他
解
釋
道.• 

「
妳
們
應
該
小
心
，
祇

分
享
一
個
單
體.• 

事
貢
土
，
什
主
祇
有
一
個
身
體
，
也
祇
有
一
個
使
我
們
在
他
的
血
中
契
合
的
爵
杯
」
。

里
偏
斯
定
(
約
一
六
在
-
年
卒
)
在
他
的
第
一
篇
護
教
書
中
，
描
寫
了
第
二
世
紀
時
的
謝
且
祭
(
們

-
5
)

，
並
論
及
里
體
神
糧.. 

「
我
們
領
受
這
食
糧
時
，
並
不
位
取
用
普
泊
的
倒
與
普
通
的
飲
料
。
因
我
們
的
救
主
、
耶
穌
基
督
是
降
生
成
人
的
聖
一
苔
，
他
為
了
拯
救

我
們
而
謙
取
了
體
與
血
。
所
以
，
正
如
故
們
所
知
，
以
基
督
的
話
作
為
一
叫
司
所
副
辜
的
食
糧
、
拈
相
同
化
作
用
來
養
育
我
們
的
體
與
血
的

食
糧
，
就
是
取
了
人
性
的
耶
仰
的
倒
一
體
與
血
」
(
G
P
N
)
。
一
一
-
氾
祖
，
聖
師
斯
定
將
划
仰
的
祝
聖
與
昨
生
成
人
相
提
並
論
，
前
者
與

後
者
產
生
同
接
的
故
果
，
即
產
生
耶
穌
基
督
的
盟
與
血
。
為
了
話
叫
這
仙
迫
嫂
，
里
俑
斯
定
援
引
了
耶
縣
建
立
學
時
聖
事
時
所
為
的

話
，
「
這
些
話
是
白
山
市
徒
們
記
載
在
他
們
的
叫
憶
錄
巾
，
而
的
同
留
給
我
們
‘
泣
R
M
憶
錄
就
是
叫
苦
」
。

里
品
的
聖
依
來
一
門
(
約
二O
二
年
，
卒
)
說
凹
，
「
在
其
上
謝
忠
役
的
川
吼
叫
即
是
主
的
牌
，
杯
中
所
臨
的
是
他
的
血
」
(
反
其
說
，
蚱

，
十
八
，
4
)
。
基
督
管
宣
布
「
以
受
迫
物
做
成
的
前
是
他
的
血

(
2
f
h
H
U
U
S

志
，
他
熱
起
血
滲
透
找
們
的
血
;
屬
於
受
造
物
的
刻

的
是
他
的
身
體

(
h
b
s
t
q
t
頁
)
，
他
話
這
體
使
我
們
的
身
體
堅
強
」
(
反
其
說
，
侃
，
-
7
2
)
。
秋
們
的
身
體
「
受
主
的
體
與
血

所
養
育
，
是
他
的
肢
悅
之
一
」
'
並
因
此
「
能
領
受
天
主
的
禮
物

l

永
生
」
(
反
其
說
，
伍
，
二
-
3
)
。
「
人
體
臨
受
主
的
體
血
所

益
育
，
他
們
(
諾
斯
底
士
法
人
土
)
怎
能
安
斷
，
人
的
將
付
的
誠
，
不
能
分
享
生
命
呢
?
」
(
反
其
品
，
阱
，
十
八
，5)
。
聖
依
來

內
遂
以
真
正
地
領
受
某
抖
的
的
血
J
N明
一
的
身
的
復
活
。

亞
力
山
大
旦
人
克
來
十
山
川
(
與
力
怯
都
給
教
命
的
普
通
信
仰
的
泣
，
說
明
天
主
將
他
的
體
則
血
給
我
們
作
食
糧
。
然
而
在
他
們
的
著

作
袒
，
也
於
他
們
只
有
甘
心
的
傾
向
，
有
些
地
方
把
時
間
(
血
當
作
誰
有
我
們
精
神
的
基
督
的
教
訓
。
奧
力
振
敗
將
索
吉
，
捌
'
卅
一
二

.• 

一
:
至
於
我
們
，
致
們
感
謝
于
崗
的
創
造
者
，
為
此
政
們
做
受
娜
在
感
恩
典
祈-
M中
給
予
狡
們
的
食
糧
-
1
延
食
糧
由
於
祈
喘
已
經
變
成
了

神
聖
的
身
體
，
它
什
型
化
而
此
一
一
以
純
潔
的
良
心
來
做
受
的
人
」
(
參
放
E
h
q
E
了

~
H
E
N
-
w
J
]
T
N
U
h
b
h
N
-
u
F
O
B
-
v
v

口
H
F
Y
M
W
H

>
Hbhhb

.• 

n
S
H
B
而
且•• 

聞
自
﹒
∞
己
υ

故
肌
引
力
山
火
車
人
士
的
右
訟
，
川
一
組
句
川
圖
以
有
過
種
不
川
的
解
釋
，
所
以
哼
，
喻
式
的
解

然

部

!TO 
:--J_-

/、
I ~hd 

.7Î. 

丸
'L 



好
阿
海

m
H
-
化
春
天
主

咒
九
八

在
法
並
不
排
斥
字
面
意
義
的
解
釋
。

戴
雨
，
那
良
(
約
二
二
O
卒
)
在
下
列
語
句
中
表
示
相
信
基
替
且
在.. 

「
(
信
友
們
的
)
身
體
自
主
的
世
血
所
養
育
，
所
以
退
魂
也

由
主
所
姜
育
」
(
們
自BB
G
O
H

叩
門
門
的
自
口
音
戶
口
叩
門

u
r
H前
Z
Z
m
n
E
F
旦
旦

g
g

阻
門
r
u
g
s

閥
門
口
m
E

立
論
復
活
的
身
膛
，
捌
)
。

有
關
信
友
們
製
造
偶
像
事
，
他
說
:
「
猶
太
人
迫
害
基
督
祇
有
一
次
，
而
基
督
信
友
則
每
天
以
暴
力
加
於
他
的
身
膛
。
這
些
人
的
手
當

夜
割
掉
才
對
」
(
論
偶
像
崇
丹
，
棠
)
。
信
友
們
不
相
稱
地
領
受
聖
膛
，
其
界
成
猶
太
人
迫
害
耶
穌
相
等
，
這
看
法
而
明
威
氏
相
信
基

位
在
單
位
中
的
具
在
。
常
戴
南
部
良
解
釋
口
O
G
而
已

g
G
E
B
2
5

這
句
話
時
(
駁
馬
西
翁
書
，
悴
，
四
十
)
，
他
加
上
了E
g
H

E
m
c
E
8
4日
前

E
m
-
-話
，
但
此
地
所
用

E
m
z
E一
詞
並
不
作
品
號
或
象
故
解
，
因
他
在
反
駁
馬
西
翁
的
幻
象
一
品
時
，
頤
意
在
明

基
督
民
在
單
位
以
內
斗
信
口B
E
g
s

口

S
E
E
m
y
口
E
J
W
E
E
E
m
凹
的
叩
門
口O
G
g
.
u
-
E
m
E
臼
乃
是
可
品
的
形
像
，
里
箏
的
標
記
。

聖
西
彼
迫
(
二
五
八
年
卒
)
志
為
天
主
經
中
日
用
糧
的
祈
求
與
里
位
有
關
。
他
確
信
「
基
督
是
我
們
的
食
糧
，
我
們
接
觸
到
他

的
身
也
」
古
已

B
G
g
a
g
s

口
音
低
自
己
的
)
，
「
那
位
接
觸
他
的
身
體
，
按
照
教
會
的
現
則
領
受
聖
體
的
人
」
'
依
據
若
，
陸
，

五
一
，
將
會
獲
得
、
永
生
(
也
自
丸
。
這
設
計
自
己
「

b
h.• 

H
∞
)
。
關
於
那
些
未
作
補
脂
與
未
與
歡
會
和
好
以
前
，
逞
意
個
受
單
位
的
「
背
教

者
」
，
他
說•• 

「
他
們
侮
掙
了
他
的
體
與
血
，
他
們
以
于
民
日
褻
潰
了
天
主
，
犯
了
比
昔
日
否
認
主
時
更
重
的
罪
」
(
論
背
教
者
，
拾

陸
)
。
他
把
領
聖
體
時
飲
主
的
血
與
殉
道
壯
眾
中
為
主
流
血
三
事
相
提
並
論
，
說
明
了
他
相
信
基
督
的
血
晨
在
車
體
中
，
正
如
殉
道
時

為
主
流
血
一
樣
的
真
實
(
參
致
書
信
，
伍
捌
，
一
;
陸
去
了
十
五
)
。

二
、
尼
西
亞
以
後
的
教
父
們

在
尼
西
亞
大
公
會
議
以
後
的
教
父
們
中
，
給
基
督
晨
在
聖
體
中
的
信
仰
作
證
的
，
以
下
列
諸
人
為
最
著
﹒
希
臘
敬
父
如
耶
路
撒
冷

的
聖
濟
和
祿
宗
子
"
ω
子
〉
冉
、h
h
b
h
﹒
(
v
b
H
﹒
)
、
聖
若
望
﹒
基
索
束
(
有
關
單
體
道
理
的
大
師)l亞
力
山
大
里
的
聖
濟
利
祿
和
單
若
望

﹒
達
馬
森
(
正
統
信
仰
悶
啊
悴
，
肆
，
十
三
)
;
拉
丁
教
父
如
波
阿
迪
艾
的
依
拉
利
(
論
三
位
一
體
，
捌
，
十
四
)
、
單
盎
博
羅
叫
(
。
而

言
有

-
w
R
w
h
l
J
-
u
b

白
這

H
U
-
h
H

.• 

∞
2
2
3
.
)，
後
者
成
為
士
林
學
派
中
有
關
單
體
理
論
的
權
威
。

大
多
數
新
教
的
歇
著
歷
史
學
一
次
，
以
純
粹
精
神
式
的
解
釋
，
來
解
釋
里
奧
斯
定
的
有
關
聖
體
的
理
論
。
值
管
聖
奧
斯
定
自
己
喜



歡
接
用
象
徵
性
的
解
釋
，
他
卸
並
沒
有
如
棄
基
督
員
在
的
道
理
。
他
很
讓
基
督
建
立
聖
體
里
事
時
所
說
的
話
，
表
示
相
信
基
督
員
在
里

盟
中
，
與
遠
古
的
教
會
傅
志
相
關
合
。
參
放
訊
道
辭
，
貳
貳
海.. 

「
你
們
所
見
的
祭
台
上
的
餅
，
巳
有
天
主
的
話
所
祝
噩
，
它
是
基
督

的
體
;
這
爵
杯
，
或
更
清
楚
地
說
，
這
爵
中
所
盛
的
、
已
由
天
主
的
話
所
祝
里
，
它
是
基
督
的
血
」
。

N叫
這8
.
、.. 
2

、
h
﹒
a
u
m叩
門
巨
。

7
H
O
-
-
「
當
基
督
舉
起
他
的
身
體
說
:
『
z一
遍
是
我
的
體
』
時
，
他
把
自
己
握
在
手
上
」o

在
教
文
們
的
著
作
中
，
特
別
是
在
里
奧
斯
定
的
論
著J餌
，
除
了
清
楚
地
為
基
督
真
在
作
證
以
外
，
還
有
一
些
帶
有
象
徵
意
義
的
、

含
糊
的
字
旬
，
耍
了
解
它
們
，
必
讀
明
白
下
列
各
點.. 

付
遠
古
的
教
艾
們
有
一
種
忌
諱
，
尤
其
是
有
關
聖
臨
的
道
理
，
他
們
不
願
明
白
講
論
(
奧
力
振
F
h
g

﹒

Z
B
-
m
y
g
o
)

甘
當
時
尚
無
異
說
的
威
脅
，
敬
父
們
的
語
句
往
往
未
加
推
敲
，
含
混
不
清
。

甘
當
時
神
學
術
語
尚
未
鑄
成
，
不
足
以
分
辨
基
督
的
聖
事
性
存
在
方
式
與
其
在
世
時
及
今
日
在
天
圓
的
存
在
方
式
。

制
教
父
們
為
肋
此
人
們
對
聖
體
具
有
感
性
的
粗
俗
概
念
，
因
而
強
調
必
讀
要
以
信
心
與
愛
來
作
精
神
性
的
領
受
(
與
外
在
的
僅
僅

聖
事
性
的
接
受
不
同
)
。
有
些
教
父
著
作
雖
然
常
常
明
示
聖
膛
的
象
徵
特
性
l

「
合
一
的
記
號
」
(
軍
奧
斯
定
)
，
但
並
不
詳
斥
基
督

真
在
的
理
論
。

遠
古
的
各
種
體
儀
加
強
了
教
父
們
所
提
供
的
證
攘
之
力
量
。
在
遠
古
的
禮
儀
裡
，
在
呼
求
聖
神
降
臨
研
單
餅
酒
的
禱
詞
(
開
旬
在

m
m
z

)
中
，
「
道
」
或
聖
神
一
位
邀
降
臨
，
「
使
餅
變
成
基
督
的
體
，
使
酒
變
成
基
督
的
血
」
(
耶
路
撒
冷
的
聖
濟
利
祿
鬥

h
H
H
.這
也
h
h•• 

<
w

吋
U

們
『
﹒
吋V
m
h
H
K們~
v
o
r
h
h

。
詣
。
『
ω
叩
門
但H
L
C
口
。
同
吋
F
B
Z前

H
P
A
C
K
A
h
v
a
h

﹒
們
。
E
h
-
-
〈
口
H
H
N
u
ω叫
苦
。

古
代
的
畫
與
碑
鉛
也
給
基
督
位
在
聖
體
中
的
信
仰
作
證
。
尤
其
是
亞
培
修
(
〉σ
叩
門
已5

一
三
六
年
以
前
)
碑
銘
，
被
發
現
於
小
斐

刺
基
亞
(
可
r
q喝
拉
去
E
O
H
)的
希
洛
故
里
(
同
芯
片
。
旬
島
的
)
，
以
及
伯
克
多
旦
(
早
已

O
H
E
m於
四
世
紀
之
末
)
碑
銘
，
被
發
現
於
高

盧
的
歐
丹
(
〉E
5
)
;
兩
者
都
以
魚
為
聖
體
的
象
徵
。

聖
多
瑪
斯
將
以
下
列
理
由
說
明
基
督
良
在
的
合
宜
性.. 

付
鑑
於
新
約
的
完
善
與
新
約
的
祭
獻
優
於
研
約
的
祭
服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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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門
基
督
對
人
的
愛
要
支
身
體
的
結
合
。

國
對
聖
體
的
信
仰
是
最
冗
善
的
信
仰
，
因
為
在
車
體
中
，
我
人
不
僅
信
基
督
的
天
主
性

，
車
品
了
七
五
，1
)

'
並
且
相
信
基
督
的
不
可
品
的
人
性
(
神

。



時
\

\ ~
吽

吋
和
特
惜
這
f
Z

{~:i\單身吋
i盡
慣
這
Z
電
真
做
也
只
是
吉

總
闢
插

圖
盟
捌
宮
過

E棚
團
(
單
純

t 
.
.
懼
感
{
宮
~
W
J

也
與
觀
貓

~411前
睡
眠
點
翻
越
喇
讀

III~-
Ð
l
f
i
體
趴
照
宮
。

l晶
體
個
韓
劉
世
~
~
團

a
區
普
蝴
軀
體
何
制
體
制
柵

Ð
-
一
-
l
ë
$
!
閉

誼
思
宣
判
是
其
起
E
組
緝

(Consubstantiation)
軌
制
醋
龜
腰
包
組
組
監
捕
馳

2歪
扭
團
E
世
i
t
Þ
甜
.
~
龜
鹿
組
蚵

!
毛
自
戰
時

(doctrine
of inpanation)

體
體
姆
總
祖
祖
西
風
龜
鹿
起
組
個
-
H
-
~
押

i
體
觀
~
捕
〈
如

a
爛
輝
融
中
全
監
控

串
串
盟
個
韓
扣
帽

1
年司

R
還
將
軍
空
間
臣
之
體
告
捕
輔

(
G
u
i
m
u
n
d

of A
versa) 

世
幫
掛
。
當

4里
聽
1
<
<
4
.
W
耀

l起
草
草

!1!四
陸

!
原
闡
釋

~li是
適
閣
龜
包
盟
蚵
呎
喇
控
告
到
也
總
租
金
特
輯
恥
驅
趕
盟
個
W
4
t
l
囂
掛
(
包
捕
馳
名
圈
。
朋
!
韓
戰
種
體
「
盟

單詞
J

(T
ran

ssu
b

stan
tiatio

n
) 

S
i q

u
is dixerit, 

in 
sacrosancto 

E
ucharistiae 

sacram
ento 

rem
anere 

su
b

stan
tiam

 p
an

is et vini una cu
m

 corpore et sanguine D
om

ini nostri Jesu C
hristi, negaveritque 

m
irabilem

 illam
 et singularem

 conversionem
 totius substantiae panis in corpus et totius substan. 

tiae 
vini 

in 
sanguinem

, 
m

anentibus 
dum

taxat speciebus panis et 
V

lnI, 
q

u
am

 
quidem

 
C

O
nver. 

sionem
 catholica E

cclesia aptissim
e transsubstantiationem

 appellat , A
. 

S. 
話
<
<
目
﹒
仇
齡
在
話
話

11ì附

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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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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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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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
"
恍
者
天
主

六
O

五
，
四
三
0
，
四
六
五
U
。
教
宗
比
約
六
世
為
一
。
體
變
」
的
道
理
辯
護
，
譴
責
比
斯
道
亞
會
議
八
一
七
八
六
)

該
會
議
企
圖
將
一
道
理
從
教
友
們
應
信
的
道
理
中
除
去
，
而
視
之
為
一
個
「
純
粹
土
林
派
的
神
學
問
題
」
「
鄧
一
五

二
九
二
三
一
二
八
V

因

。

吋
H
B
m
E
r
m
m
S
E
E
-。
與
吋B
E
E
-
】
朋
閉
門
呂
立
即
完
二
詞
係
出
十
二
世
紀
的
神
學
家
們
所
創
，
這
些
神
學
家
中
有
羅
蘭
師
巴
品
監
叩
門

悶
。
-
g
已
於
一
一
五0
年
，
戶
他
就
是
日
梭
的
教
宗
亞
力
山
大
三
世
)
，
都
奈
的
斯
德
草
包
同
即
可
r
g

。
同
吋
呂
古
巴
於
一
一
六0年
)
與

彼
得
﹒
襲
梅
斯
脫
旬
開
門
E
M
n
。
s
m
m
H
C
H
H
H
g
l
8
)
。
依
諾
森
三
世
的
文
告
與
第
四
次
拉
脫
朗
的
問
時
B
F
Z
H章
(
二
二
五
)

首
先
正
式
接
用
此
詞
。
鄧
四
一
四
，
四
一
六
，
四
三O
o

希
臘
東
正
教
神
學
在
第
二
次
里
昂
大
公
會
議
(
一
二
七
四
年
)
以
後
，
從
拉
丁
教
會
神
學
中
借
用
了
這
些
術
語
，
並
將
它
譯
為

E
S
E
E
S

吋
或
奈
何
吋
啞
巴
q
h
b
u
a
h自
然
而
祇
在
十
七
世
紀

.. 

在
反
駁
捕
利
路
﹒
路
加
旦
台

1
巴
5

戶
口5

日
)
宗
主
教
的
帶
有
喀
爾
文

色
彰
的
聖
體
理
論
時
，
東
正
教
你
隨
普
遍
採
用
這
一
名
詞
(
參
攻
吋
穹
們
。
這
海
2
3

己
之
吉
普
N
R

氓
、
§
-
E

足
品
已
a
w

】
】
O
甘

心J
F咱
們
。
交w
h
h
g巳
c
h
h
h
b
h
h
u
H
U
1
)

。
近
代
東
正
教
神
學
已
不
再
山
明
基
督
體
血
其
在
里
睡
中
的
性
質
與
方
式
。
美
R
c
c
q
~
e
q
h

內
一
詞
﹒

即
使
未
被
完
全
歸
棄
，
其
意
義
已
故
大
大
地
削
弱
。

二
、
體
變
的
概
A
耐
心

村
體
變
(
叫
自
口gc
r
E
S
E
-缸
片
戶8
)是
一
種
轉
變
(
有
a
h乞
γ
g
g

而
且
也

(
5
白
色
E
E

古
叩
門
已
古
阻

-
E
S
)。
體
變
包
括
下
列
三
個
構
成
因
素.. 

。
被
動
意
義
的
轉
變
就
是
一
物
變
成
另
一
物
的
過
程

(
a
)起
點
心
叩
門B
E
g

白
色
。
)
與
絡
站
(
H
E
E
E
m且

g
m
5
)
，
意
即
一
個
停
止
存
在
的
出
發
點
血
三
個
開
始
存
在
的
到
達

點
。
兩
者
都
必
頭
是
積
極
的
存
在
，
藉
以
別
於
創
造
(
口

2

且
也
和
消
滅

C
B
E
E
F
0
)
。
假
如
技
人
說
轉
變
前
後
的
全
部
斗
爭
物
，

使
布
所
謂
全
部
起
點
公
R
E
E
m

片
。
正
眩
目
ρ
5
)
，
即
轉
變
時
餅
與
酒
的
自
立
體
(
體
質
)
與
其
依
附
體
，
只
全
部
終
點
。ZE
E
m



阱
。5

盲
目
已
空
間3
)
即
轉
變
後
在
餅
酒
形
下
的
基
督
的
體
血
)
。
假
如
我
人
祇
平
右
轉
變
時
停
此
或
開
始
存
在
的
東
西
，
則
布
所
謂
體
制

起
點
(
卅
一
R
S
E
E

卅
日
白
色
前
曲
唱
。
餅
與
酒
的
自
立
體
)
與
體
制
終
點
公
司
E
D
C
曲
同
。
同
自
己
眩
目
已
A
Z
m
g
基
督
的
體
趴
血
)

(
b
)在
起
點
的
消
失
與
終
點
的
出
現
之
間
有
一
種
內
在
的
連
繫
。
若
僅
僅
是
時
間
上
的
一
個
持
續
則
與
轉
變
的
概
念
無
法
相
合
。
在

成
聖
體
的
轉
變
中
，
餅
與
酒
的
自
立
體
消
失
了
，
因
它
變
成
了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

(
C
)有
一
個
共
同
點
(
口
。B
B
C

口

m
M
S
E
Z
2
)，意
即
在
轉
變
之
後
將
兩
個
報
端
聯
接
在
一
起
的
不
變
的
共
同
的
第
三
有
。
在
體

質
的
轉
變
中
，
這
個
共
同
點
就
是
餅
與
酒
的
外
形
。
然
而
在
轉
變
過
程
中
，
起
點
方
面
什
麼
都
不
留
下
，
也
是
可
能
的
事
。

持
體
變
是
一
種
奇
抄
的
，
獨
一
無
二
的
轉
變
(
g
z
m
H
叩
門
。
旦
旦
旦
前
叩
門
由
戶
口m
c
F法
部
八
八
四
)
，
與
自
然
的
轉
變
迦
異
。
自

然
的
轉
變
若
不
是
依
附
性
的

(
m
o
a
r
p
E
)
轉
變
，
便
是
實
質
的
即
自
立
體
的
(
m
z
r
皂
白
巴
巴
)
轉
變
。
在
依
附
性
的
轉
變
中
，
體
質

不
改
變
，
而
祇
接
受
了
新
的
依
附
性
的
形
式
(
g
g
m缸
。
呂
立
心
而
且m
E
R
H
『
B
E
a
r

早
已
戶
。
例
如
一
塊
大
理
石
變
成
一
陣
陣
像
)

。
在
實
質
的
轉
變
中
，
先
前
的
體
質
形
式
消
失
，
留
下
的
是
一
個
具
有
新
的
體
質
形
式
的
共
同
點

(
n
s
z
g戶
。
問
。
吋
且
自

E
R
q
m
B
F
?

白
色
戶
。
如
機
體
〔
。
指
自
眩
目
口
品
的
吸
收
食
物
)
。
在
自
然
界
，
貫
質
的
轉
變
常
與
依
附
的
轉
變
相
伴
。
成
聖
膛
的
轉
變
是
一
種
特
殊
的

實
質
轉
變
，
因
為
餅
酒
的
全
部
貫
質
(
原
質
與
體
制
)
都
轉
變
了

(
g
g
m
a
s
z
g
g旦
E
Z
E

盔
的
)
，
其
依
附
體
不
變
。
在
自
然

界
與
超
自
然
界
中
，
沒
有
類
蝕
的
轉
變
。
因
此
特
別
稱
它
為
「
體
變
」
Q
B
E
E
-
ν
叩
門
呂
哥
哥
)
。
這
個
字
表
示
全
部
自
立
體
發
生
轉
變

，
但
僅
僅
是
自
立
體
有
了
轉
變
。

與
體
變
理
論
有
關
的
祇
有
自
立
體
(
m
c
r
m
g

口
2
)
的
形
上
概
念
，
此
一
概
念
與
現
代
科
學
中
有
關
物
質
結
構
的
知
識
無
關
。

H
W按
神
學
家
的
一
艘
見
解
，
積
極
意
義
的
轉
變
是•• 

天
主
轉
變
的
活
動
並
非
自
二
個
獨
立
的
行
動
i

餅
酒
體
質
的
消
失
，
基
督
體
血

的
形
成
!
所
組
成
。
而
是
天
主
以
同
一
行
為
，
一
面
使
起
點
(
體
制
的
)
消
失
，
一
面
使
終
點
(
體
制
的
)
出
現
。

司
各
脫
斯
派
學
者
之
間
里
裴
拉
朗
、
成
﹒
貝
奇
(
口
冒
﹒
M
M
m
R
S與
其
他
的
人
，
認
為
使
基
督
體
血
出
淵
明
的
行
動
乃
是
將
基
督
體

血
引
入
餅
酒
外
形
(
且
E
B
E

或
宮
泣
。
全
色
。
)
，
但
他
們
並
不
以
為
耶
穌
變
哭
了
處
崩
Q
S
E
c
s
-
B
S
m
B
S
片
)
，
這
一
理
論
稱

為
引
入
論
(
〉
【Ez
a
s
→
r
g
q
v
，
根
讓
這
一
理
論
，
基
督
的
先
已
存
在
的
體
血
直
接
進
入
聖
辜
的
外
形
下
，
除
了
他
在
天
國
的
自

第
三
部

事

論

建

六
O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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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
天
主

六
O
四

然
存
在
方
式
以
外
，
在
車
辜
的
外
形
下
，
他
接
受
了
新
的
車
事
性
的
存
在
方
式
。

多
瑪
斯
派
學
者
如
素
阿
勒
茲
(
ω
E
R
m
N
〉
、
法
崗
土
林

(
F
S
N刊
出
口
)
與
其
他
人
士
，
認
為
體
蠻
的
(
實
現
乃
是
基
督
體
血
在
聖
事

外
形
不
之
生
產
或
再
產
生
(
℃8
甘
$
5
2
2

℃
H
A
O
n
E
B
g
w
2

旬
出
口RF
0
).• 

稱
為
再
生
論
(
何
而
℃h
a
z
n
h
S口吋

5

日
同
)
。
該
熙
逗

一
學
說
，
原
先
由
童
貞
瑪
利
亞
所
生
而
現
今
，
在
天
國
的
基
督
的
身
體
，
藉
著
天
主
的
一
個
新
的
行
動
，
重
新
出
現
於
餅
酒
形
內
，
教
父

們
所
用
的
表
達
方
式
，
禮
儀
以
及
體
質
轉
變
的
概
念
(
其
體
制
終
點
是
一
種
新
的
自
立
體
)
等
似
乎
都
有
助
於
再
生
論
，
體
變
、
過
程
臣

是
一
個
英
蹟
，
自
不
容
對
此
作
更
確
切
的
解
釋
。

第
穴
節

信
仰
的
泉
灑
所
蠶
眾
的
體
變
奧
蹟

一
、
聖
經
的
詮
據

體
變
的
奧
理
隱
舍
地
表
示
在
基
督
建
立
單
體
單
事
時
所
說
的
話
中
，
基
於
天
主
的
誠
實
與
全
能
，
我
們
可
以
從

他
的
話
得
到
結
論
:
他
遞
給
宗
徒
們
的
不
再
是
餅
與
酒
，
而
是
他
的
體
與
血
。
可
見
有
了
一
次
體
質
的
變
化
。
餅
與

酒
的
依
附
性
並
未
改
變
，
這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
這
樣
君
來
，
改
變
的
祇
是
體
質
郎
自
立
體

n

同
體
論
(
吋
-
H
m
a
s
z
p
o
o
同
g
g
z
v
m再
g
t
a
5
)
(
註
)
與
基
督
建
立
聖
體
時
所
說
的
話
無
法
相
容
。
否
則
，
基
督
的
話
該

是•• 

「
這
裡
(
在
餅
中
)
是
我
的
體
」
(
參
見
謹
，
肆
二
八
一
二
;
神
，
盞
，
七
五
，

2
)
。

二
、
傳
系
的
蟄
據

最
初
三
世
紀
的
教
文
們
都
為
基
督
真
在
聖
體
中
的
道
理
作
話
。
但
是
他
們
並
設
有
耳
門
研
究
「
基
督
如
何
真
在
軍
體
中
」
)
卡
拉
伯
問

(
註
)
關
於
同
體
論
，
請
參
閱
本
章
第
五
節
@



題
。
因
此
我
們
在
那
時
代
祇
能
拉
到
對
於
體
質
變
化
的
一
些
睛
一
部
而
巳

e

例
如
，
戴
兩
部
丸
，
何H
J
••• 

「
他
字
起
前
，
交
給
他
的
計
徒
們

，
一
面
說
:
『
這
是
我
的
體
』
'
一
面
將
餅
變
成
他
的
體
」
(
駁
馬
西
翁
，
悍
，
四
十
)
。
白
第
四
世
紀
起
，
教
父
們
特
別
注
意
體
變

發
生
在
前
聖
的
時
刻
。
體
變
道
理
的
主
要
證
人
是•• 

耶
路
撒
冷
的
車
濟
利
祿
(
們d
a
h
-
3
C

是•• 

〈
"
N
U
〈
﹒
吋
)
、
尼
沙
的
墨
寫
利
哥

里
(
。
、-
R
H

﹒
ω
3
、
聖
若
望
﹒
基
素
東
(
b
m
K
V
E
R
S
-
P
H
H
h
h
h
b
P
E
E
-
u
F
O
U
L

「
詰
h
h
b
H
H
F
.
-
r
o
g

﹒
闊
"
印
)
、
亞
力
山
大
的

聖
濟
利
祿
Q
a
這

h
a
b
-
-
N
。
"
N
d

、
軍
若
望
﹒
達
馬
森
(
b
h
b
.
等
。
之
計
.• 

A
W
H
ω
)。
在
拉
丁
教
父
巾
，
首
推
理
盎
博
羅
削
(

也
阿
富
有•• 

h
-
A
F
H
A
m
s
-
u
F
N
ω
u
b
m
s
u

法
?
"
。
﹒
ω
心
)
，
與
五
、
六
世
紀
時
高
虛
南
部
的
講
道
者
文
穆
沙
的
記
名
歐
瑟
俾
(

3
2

比
。
﹒
開C
S
V戶
口
阻
止
開g
m
g

拉
歇
，
六
七
，
一
O
五
二
l

五
六
)
。
希
臘
教
父
們
所
用
的
術
譜
是.. 

R
a
h
h
h
h
E
(
耶
路
撒
冷
的

軍
濟
利
益
聰
;
默
穌
斯
的
德
道
)
，
B
a
g
s
u
(
尼
抄
的
聖
必
利
哥
里
、
亞
力
山
大
里
的
濟
利
融
、
軍
若
望
﹒
達
馬
森
)
，
吉
吋
R
E
a
r


S
U
E
(尼
沙
的
葛
利
哥
里
)
，
M
H胸
昌
、
E
h
w
-
X
?
這
(
聖
若
望
﹒
基
素
來
)
，B
a
R

巴
比
?
E
(
聖
若
望
﹒
基
紊
東
)
;
拉
丁
教
父
所
用

術
語
寫•• 
g
g

而
且
Z
P
S
Z

同
自
由
。
耶
路
撒
冷
的
車
濟
利
祿
說
•• 

「
昔
日
在
加
利
利
的
迦
納
，
他
憑
藉
意
願
將
水
變
成
酒
，
如
今
他
把
酒

變
成
他
的
血
，
難
道
不
值
得
我
們
相
信
嗎
?
」(
n
a
-
3
E
h
-
-
ι
"
心
)
。

教
艾
們
為
了
生
動
地
解
釋
這
一
奧
墳
，
採
用
類
比
方
法
，
例
如
用
食
物
變
化
成
人
體
的
體
質
們
肛
沙
的
萬
利
哥
旦
、
聖
若
望
﹒
迪

馬
森
)
、
迦
納
攝
露
中
水
變
成
酒
(
耶
路
撒
冷
的
車
濟
利
祿
)
梅
瑟
的
杖
變
成
蛇
，
埃
及
河
中
的
水
變
成
血
，
創
造
輿
降
生
(
聖
鑫
博

羅
制
)
等
等
。

在
古
老
的
禮
儀
中
，
以
特
別
的
祝
聖
格
詞
(
開M
U
M
n
F

叩
門
凶
)
邀
降
「
道
」
或
聖
神
，
「
使
」
兮
坦
克
已
餅
與
酒
變
成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
或
者
，
讓
餅
與
酒
「
變
成
」
(
1『
t
s
h
w
a
b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
耶
路
拙
冷
的
聖
濟
利
祿
在
彌
撤
注
釋
中
寫
道.. 

「
我
們
藉
著
這
些

歌
頌
聖
化
了
我
們
自
己
以
後
，
祈
求
好
天
主
惠
賜
聖
神
於
這
些
禮
品
，
以
便
出
他
將
餅
變
成
基
督
的
體
，
將
酒
變
成
基
督
的
血
。
因
為

凡
是
聖
神
所
接
觸
過
的
東
西
，
便
完
全
被
聖
化
傳
變
」
(
而
已
-
遠
、

h
h.• 

F
斗
)
。

鑫
魯
斯
的
德
道
(
吋z
a
B
m
H

丘

n
u
R
E
m
-
E
S
左
右
)
認
為
，
「
在
制
軍
以
後
，
變
成
里
體
的
物
質
材
料
(
開
E
E
哥
哥

已
昂
g
g
g

並
不
改
變
基
本
性
，
而
保
持
了
它
們
的
本
質
、
型
態
與
原
先
的
模
樣
。
但
在
另
一
方
面
作
證
'
「
在
念
組
里
腦
詞
以
前
，

第
三
部

聖

哥哥

論

六
O
主



第
四
編

聖
化
著
天
主

六
O
六

是
一
物
;
在
誦
念
-
祝
聖
禱
詞
以
後
，
是
另
外
一
物
」
(
h
E
E
h
h
p門
戶E
﹒
心
)
。
由
於
後
何
一
一
是
句
話
清
聽
說
明
了
改
變
的
事
實
，
所

以
許
多
神
學
家
將
前
面
那
句
話
解
作.• 

在
體
變
以
後
，
餅
與
酒
的
外
形
繼
續
存
在
o

德
道
的
安
提
約
基
亞
派
基
督
學
(
〉
星
。nV
E口

n
H
H
H
U
e
-

品
也
卸
認
為
，
基
督
的
人
性
獨
立
存
在
，
與
其
天
主
性
並
立
，
但
人
性
分
享
天
主
性
的
名
字
，
尊
柴
與
可
崇
拜
性
。
他
對
聖

體
轉
變
的
君
法
也
和
上
述
理
論
大
同
小
異

•. 

聖
體
的
物
質
材
料
在
觀
聖
以
後
雖
不
改
變
，
然
而
它
們
分
享
在
天
國
的
基
督
的
名
字
、
尊

榮
與
可
崇
拜
性
。
天
國
的
基
督
在
祝
聖
的
當
兒
已
與
它
們
相
合
。
因
而
德
道
所
謂
的
變
化
並
不
是
體
質
的
變
化
，
而
是
一
種
倫
理
性
變

化•• 

物
質
材
料
本
身
並
無
改
變
，
但
它
們
與
基
督
體
血
有
一
種
奧
妙
的
結
合
。

相
甜
地
，
教
宗
葛
拉
先
一
世(
C
m
-
S
F
E

叩
門
品
。
N
﹒
色
。
)
認
為
.• 

基
督
體
血
的
軍
事
是
三
件
天
主
的
事
」
'
為
此
，
我
們
藉
著

它
而
分
享
天
主
性
，
然
而
「
餅
與
酒
的
體
質
或
本
性
並
未
消
失
」
。
餅
與
酒
靠
著
車
神
的
作
為
，
轉
變
成
天
主
的
體
質
，
「
但
是
仍
舊

保
留
著
它
們
本
性
的
特
點
」(
b問
丸
R
S
F
R
h這
R
H
H
R
D
E
們
可
D
H
O
w
-〉
、
安
提
約
基
亞
人
託
名
基
索
東
勻
即
而
且
。
-
n
F
H
U
B
m
g
g
)

也
主
張
副
墨
以
後
的
興
餅
，
被
稱
為
基
督
的
體
「
即
使
餅
的
本
性
依
然
存
在
」
〈
崗
、

-
h
H
A
(
V
R
E之
§
己

第
宅
節

餅
酒
的
形
態

一
、
形
龍
的
存
留

在
體
質
變
化
以
結
隅
，
餅
與
酒
的
形
態
繼
續
存
在
|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告
訴
我
們
，
餅
與
酒
所
改
變
的
是
它
們
的
體
質
令ι
叩
門
臼E

忌
，
而
它
們
的
外
形
或
依
附
體

(
凶
惡
串
串
口
自
由
自
立
門
戶
均
已
由
)
依
然
存
留
八

B
S
B

丘
吉
叩
門
戶
口
自
古
巴
冉
的
℃

2
-
m
r
g
℃
g
z

旦
旦
旦
鄧
八
八
四

V

所
謂
形
態
就
是
一
切
可
以
由
感
官
認
知
的
事
物
，
如
大
小
、
寬
度
、
軍
暈
、
形
快
、
顏
色
、
滋
味
與
氣
味
。

二
、
形
色
的
物
理
實
在
性

。



在
體
變
以
後
，
餅
酒
的
形
態
仍
舊
保
存
其
物
理
的
實
在
性
i
l
l

確
定
意
見

十
七
與
十
八
世
紀
的
許
多
笛
卡
兒
派
神
學
家
，
如
厄
瑪
蚊
耳
﹒
梅
仰
﹒
歐
﹒
來
寧
(
開

B
B

自
己
已
旦
旦
宮
S
U
O
-
Z
S
戶
口
﹒
十5
.

斗
。
)
與
其
學
生
若
望
﹒
沙
根
Q
o
g
ω阻
的
口
自
由
)
，
將
笛
卡
見
的
理
前
應
用
於
聖
膛
的
道
理
。
根
拔
笛
卡
兒
的
理
論
，
絕
對
的
依
附
體

企
r
s
r
z
呂
立
恥
而
已
也
是
不
存
在
的
，
即
否
認
真
正
與
自
立
體
有
別
而
且
可
與
自
立
體
分
閉
的
依
附
體
的
存
在
。
而
祇
有
一
種
不
是

真
正
地
與
自
立
體
有
別
且
不
可
與
自
立
體
分
離
而
獨
存
的
形
態
的
依
附
體
(
宮
。
母
-
g
n
-
r
E
m
)。
所
以
這
兩
位
神
學
家
否
認
餅
酒
在

體
變
以
後
所
共
外
形
的
物
理
實
在
性
。
他
們
認
為
聖
體
的
形
態
乃
是
由
天
主
的
全
能
奧
妙
地
完
成
的
感
官
底
主
觀
印
象
。

這
三
百
心
見
與
下
列
各
項
無
法
相
容

•• 

付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定
斷
形
態
存
留
，
即
芯
片
白
戶
口

g

藍
色
前
阻
戶
口
。
(
註
)
在
體
變
以
後
保
留
了
形
態
。

心H整
個
傳
承
毫
不
懷
疑
，
客
觀
的
實
在
性
與
我
人
感
官
的
印
象
相
符
。
參
見
聖
奧
斯
定
訓
道
辭
貳
渠
貳
.. 

「
你
們
所
看
見
的
，
是

餅
與
爵
，
正
如
你
們
的
眼
睛
所
告
訴
你
們
的
。
然
而
，
你
們
的
信
心
還
應
當
告
訴
你
們

•• 

餅
是
基
督
的
體
，
由
是
基
督
的
血
」
(
神
，

盞
，
七
五
，
5
.. 

ω
n
g
g
阻
叮
叮
月2
.
p
n
g
n
o口
的
叩
口
門
且
一
。
口
♂
。
旦
旦
且
呂
立
已

m
E
E
H
M
阻
口
戶
的
叩
門4戶
口-
H
m
g
g叩
門
而
﹒
)

片
開
車
辜
的
概
念
需
要
有
一
客
觀
的
記
號
，
否
則
會
成
為
虛
有
其
表
的
車
事
。

=
一
、
並
無
依
附
的
主
體

餅
酒
的
依
附
體
繼
續
存
留
，
闊
無
依
附
的
主
體ll

確
定
意
見

體
變
的
信
理
指
示
我
們
，
餅
與
酒
在
體
質
變
化
以
後
，
其
依
附
體
繼
鼠
存
留
，
而
並
無
依
附
體
固
有
的
與
自
然
的
依
附
主
體
。
康

斯
坦
士
大
公
會
議
譴
責
了
威
克
利
夫
如
下
的
命
題
•. 

「
在
同
一
聖
事
中
，
麵
包
的
依
附
體
並
非
無
依
附
的
主
體
而
存
留
」
(
〉
且
已
2
.

E
H
u
g前
口
。
口
s
g
g

丹
叩
門
口
而
呂
京
叮
叮
汁
。
戶
口
內
。
此
而

3
8

月
臼
E
g
g
-

部
五
八
一
一
)
。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不
能
做
餅
與
酒
依
附
體
的
支
持

者
;
其
他
的
自
立
體
也
不
可
能
充
任
此
一
支
持
者
(
故
亞
培
拉
學
派
.. 

四
周
的
空
氣
可
以
充
任
支
持
者
)
。
由
此
看
來
，
依
附
體
並
不

依
附
主
體
而
存
在
。
羅
馬
要
理
書
(
貳
，
四
，
四
三
)
稱
之
為
「
天
主
教
會
常
存
的
道
理
」
。

第
三
部
V
J學

事

;為

六
O
七



第
四
編

聖
化
春
天
主

六
O
八

甘
捧
於
天
主
的
全
能z
依
附
體
不
依
附
主
體
而
存
在
走
向
能
的
.
，
因
為
天
主
是
第
一
因
，

怠
，
七
七
，
1
;

及
本
篇
星
體
部
分
第
十
二
節
之
一
)

可
以
代
替
所
缺
乏
的
第
二
間
(
參
致
阱
，



H
g
p三
b
f
平

基
督
具
庄
的
性
質
與
方
式

第
A
節

基
督
置
在
的
完
聲
性

一
、
蓋
骨
的
完
全
臨
在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
他
的
靈
魂
與
天
主
性
，
亦
即
鐘
個
的
他
真
正
地
全
在
軍
體
之
中
|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在
定
斷
基
督
真
在
的
道
理
時
，
也
定
斷
了
完
全
臨
在
之
信
理

.. 

「
任
何
人
否
認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
靈
魂
與
天
主
柱
，
亦
即
整
個
的
主
耶
穌
基
督
真
正
地
、
宜
在
地
、
體
質
地
在
里
體
內
，
當
受
紹
罰
」
八
叩
門
向
旦
的

口
m
m阻
〈
仿
H
E
w
-口的
朋
﹒
開
c
o
r
N
H
旦
旦
位
仿
。
。
口
已
口
∞
立
〈
叩
門

m
w

門
ω
且
心
門
的
門
立
的G
r叩
門
戶
口
已
仰
自
阱
。
片
。
。
同
℃

Z
印

m
m
O
H
P
H
H
H
ω口同
。

口
，圖，

m
g
m
E
S自
己
口

m
w
n
z
g
g
F
g
m
Z
金
已
E
Z
Z

口
。
B
E
戶
口
。m
E
F
Z

叮
叮
叮
巴
巴
℃S
E

已
叩
門
。zs

叮
叮
巳
叩
門
口
自

>

cn 

鄧
八
八
三
V
。

藉
蒼
祝
聖
語
旬
的
力
量
八
自
己
4
叩
門σ
C
H
F
H
S
V

下
。
由
於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真
正
連
在
一
起
門
相
伴
有
同

魂
跟
他
的
身
體
在
一
起
(
O
B
O
O
B
-
Z

口
H
E
S
E
E
-
-的
)

一
位
的
結
合
，
他
的
天
主
性
也
晨
在
其
中
(
O
S
S
E
S
E
-
m

督
的
身
體
、
靈
魂
與
天
主
性
也
都
與
他
的
血
同
在
。 ，

基
督
的
身
體
具
在
餅
的
外
形
下
，
基
督
的
血
晨
在
酒
的
外
形

8
5

。

B
E
S
E
S
V
，
在
餅
的
外
形
下
，
他
的
血
和
他
的
靈

，
因
為
他
的
身
體
是
生
活
的
(
羅
，
睦
，
九V
;
基
於
二
性

。
同
樣
地
，
在
酒
的
外
形
下
，
基

曲
已
℃
叩
門
口
已
C
E
-
-間
)

(
參
致
鄧
八
七
六
;
神
，
盞
，
七
六
，1
ν
。

第
三
部

聖-

等

論

汰
。
九
/



慣
用
凶
編
聖
化
者
天
主

八
一O

耶
穌
在
預
許
聖
體
時
講
過
下
面
的
話
:
「
誰
吃
我
的
肉
並
喝
眾
的
血
」

「
那
吃
我
的
人
」
八
若
，
陸
，
五
七V相
得
益
彰
，
表
示
了
整
個
的
起
督
。
因
此
，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在
那
一
是
，
整
個

(
若
，
陸
，
五
悶
，
五
六
)
'
、
一
站
請
與

的
基
督
也
在
那
裡
(
參
致
格
前
，
拾
查
，
什
七
)

教
父
們
告
訴
我
們
，
在
麵
餅
中
的
基
督
身
體
是
不
朽
的
(
尼
沙
的
茍
利
哥
里
，
。
可
﹒
的
品
?
"
ω
吋
)
，
是
給
予
生
命
者
(
亞
力
山

大
里
的
聖
濟
利
祿
書
信
，
拾
來
;
駁
奈
斯
多
利
，
肆
，
五
)
，
是
應
受
崇
敬
的
(
聖
奧
斯
定
回
音
之

-
g
h
v
h.• 

品

w
φ
)
。
上
述
種

種
屬
性
以
基
督
的
身
體
與
其
靈
魂
及
天
主
性
之
結
合
為
先
決
條
件
。
聖
盎
昨
羅
削
晶
.. 

「
基
倚
在
心
一
站
里
事
巾
，
因
為
它
是
基
督
的
身
體

」
(
巳
咱
這E
H•• 

P
ω
∞
〉

祇
在
十
一
世
紀
的
最
後
幾
十
年
中
，
基
督
員
在
的
完
整
性
問
題
成
為
神
學
揉
討
的
對
象
。

告
訴
我
們
領
受
二
形
(
餅
此
酒
)
之
一
，
便
是
領
受
整
個
基
督
之
理
論
的
最
早
的
神
學
家
，
首
推
芒
都
亞
的
若
望Q
O
E
丘

E
S
E

個
)
，
陸
登
巴
的
憂
各
特
(
旦
旦
叩
悶
。
丘
。
問
E
E
g
r
E
r
)與
拉
宏
的
安
芯
倫
(
〉
自
己
5
0

月
H
h
g口
)
及
其
早
派
。

。

二
、
整
個
基
督
在
二
形
之
一
中

聾
個
基
督
在
三
形
之
中
的
任
何
-
w
m內
l
i

信
理

基
督
整
個
地
在
聖
體
中
的
道
理
包
含
了

.. 

基
督
整
個
地
在
其
兩
種
形
態
中
之
一
內
的
道
理
。
康
斯
坦
丁
大
公
會

議
將
這
一
命
題
定
為
信
理
，
並
斥
責
那
主
張
祺
聖
體
必
須
乘
飼
二
形
的
胡
斯
派
人
士
(
白
白
且
已
叩
門
巾
的
)
。
鄧
六
二
六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針
對
重
拾
胡
斯
派
舊
論
的
研
救
人
士
，
定
斷
如
下.. 

「
任
何
人
否
認
在
可
崇
敬
的
聖
體
聖
事
內

，
基
督
整
個
地
在
兩
種
形
態
之
一
內
，
當
受
絕
罰
」
八
白
宮
門
的
自
當
〈
叩
門
戶
丹
、

開
口
。r
自
己
叩
門g
m
m
z
r
c
D
m門
吉
凶
門
吉
均
由
℃
m
n
r
畔
。2

日
口
「
巳
叩
門
口
昌
的
。
丘
吉R
r
〉
﹒

】
口

〈
m
D
內
同
心
}
)
心
]
戶

明
白
仿
門
H
H
H
H
H
m
w

口
片
。

的
﹒
部
八
八
五
;
參
致
部
六
九
八
，
八



七
六
)
。

這
一
信
理
是
信
友
們
可
以
祇
在
一
種
形
態
下
領
車
間
的
理
由
。
在
十
三
世
紀
以
前
，
位
主
意
級
領
聖
位
缸
里
血
。
然
而
，
遠
古
時

代
已
有
單
在
一
種
形
態
下
領
聖
臨
的
例
子
，
如
給
兒
童
領
聖
膛
，
在
京
中
偵
且
體
和
給
病
者
送
聖
臨
時
，
均
祇
頓
一
形
。

三
一
、
整
個
去
拉
日
在
-
一
形
之
一
川
的
本
部
分
內

整
個
基
督
在
三
形
之
一
被
分
開
後
的
每
-
個
部
分
們
|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定
斷
如
下
.. 

叩
門

E
F

p
m
m
N
H
〈
叩
門
H
H

閉
口
σ

印
戶
口m
c
z
mC
C
]
E
m
ρ
z
m
 
明
℃
。
【
M
H
O
-

M
M
m
H
丘
H
V
G
m
w

m
m
M
M
m
M
H

阻
泣
。
口
而
同
卸
的
片
少

Z
E

白
白

r
H
F
臼
Z
B
S
E
E
R
-

>

印
﹒
鄧
八
八
五
。

根
接
基
督
建
立
聖
體
聖
事
的
記
述
，
京
徒
們
共
飲
一
甜
甜
。
按
照
古
代
體
儀
，
祇
在
-
戚
叭
叭
是
餅
酒
以
後
才
分
餅
、
進
聖
盟
，
而
且
所
有
領

摯
酷
的
人
都
從
同
一
爵
杯
領
受
聖
血
。
雖
然
他
們
祇
領
受
一
部
分
祝
聖
泌
的
制
叭
就
車
過
的
酒
，
但
他
們
相
信
領
受
了
基
督
整
個
的
體

和
血
。
艾
穆
抄
的
託
名
歐
瑟
俾
說
:
「
人
們
頓
這
餅
時
，
各
人
間
領
受
的
並
不
比
其
他
的
人
昕
飯
受
的
拙
和
為
少
。
每
一
個
人
領
受
到

整
個
的
基
督
，
二
個
人
也
領
受
整
個
的
基
督
，
更
多
的
人
所
領
受
的
也
不
外
是
整
個
的
基
督
」
(
拉
敬
，
六
七
，
一
。
五
四
)
。

從
這
一
信
理
，
我
們
得
到
一
個
神
風
一
結
論
:
基
督
整
個
地
在
二
形
之
一
被
分
開
以
前
的
每
一
部
分
門
(
參
放
鄧
八
七
六
，
其
中
缺

少

m
m
Z
S
E
Z
E
n
g
-
-祠
)
。
如
果
基
督
並
非
整
個
地
在
二
形
之
一
被
分
開
以
前
的
每
一
部
分
內
，
那
末
分
闋
的
動
作
將
成
為
他

蒞
臨
每
一
個
部
分
的
原
因
。
然
而
天
主
教
的
道
理
告
訴
我
們
，
祝
聖(
n
S
Z
R缸
片
古
巴
與
由
祝
聖
而
來
的
體
變
公EE
m
c
σ
m
g口
哥
哥
口
)

是
基
督
員
在
的
唯
一
原
因
。
但
是
這
項
道
理
並
不
表
示
，
在
一
種
形
態
中
，
有
許
多
個
基
督
向
時
臨
在
。
正
如
靈
魂
整
個
地
在
全
身
體

內
，
也
整
個
地
在
身
體
的
每
一
部
分
內
，
然
而
在
全
身
體
之
中
卸
祇
有
一
個
靈
魂
;
同
樣
的
，
在
整
個
形
態
中
，
也
祇
有
一
個
基
督
臨

在
。
可
是
，
以
潛
能
而
言
，
他
能
在
多
處
臨
在
。
祇
有
在
原
來
相
合
的
形
態
被
分
成
小
部
份
以
役
，
始
產
生
多
個
臨
在
現
象
。

耍
了
解
這
個
道
理
，
我
人
必
領
記
得
，
在
體
變
峙
，
基
督
的
身
體
取
代
了
餅
的
體
質
，
他
是
以
體
質
方
式

(
M
M
叩
門

sazg 

第
三
部
墨1

主~~

芒A
品IU

~ 

J 、



第
四
蝙

學
化
品
明
天
主

~ 

J、

E
Z
S
E
E
冊
)
而
臨
在
。
正
如
在
祝
聖
以
前
司
餅
的
體
質
整
個
地
在
尚
未
椒
聖
過
的
麵
餅
的
每
一
部
分
中
，
向
樣
地
，
在
一
回
聖
以
後
，

基
督
的
身
體
，
隨
同
整
個
的
基
督
，
臨
在
祖
聖
過
的
餅
的
每
一
部
分
中
(
參
致
神
，
，
惹
了
七
六
，

3
)
。

第
九
篩

墨
督
轟
在
的
持
續
性

一
、
基
拉
回
真
正
的
延
緒

說
軍
以
後
，
基
督
的
體
和
血
持
續
地
臨
在
車
體
之
中
i
!

信
理

路
德
譯
為
，
基
督
員
在
的
時
刻
祇
限
於
晚
餐
禮
的
時
候
，
也
就
是
，
從
祝
聖
到
頓
舉
體
之
間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反
對
此
見
，
定
斷
如
下

..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在
祝
聖
後
郎
.
持
續
地
臨
在
車
體
中
.. 

白

宮
凶
，
-
B
F
E
E
-
-開口
。
}
囡
囡
已
由
門
戶
"
。

A
Z
固
的

門
出M
n
m
H
E
V
用
】
叩
門
H
H
n同N
H

。
。
D
m
昂
的
門
H
H
t。口
巾
﹒

由
目
口
門
h
H
H
H
M
叩
口
畔
。
口
。
口

。
曲
曲
。

口
。
同
℃
已
由('1) 
F哼﹒

mgmEEB 

口
。
白
宮
心

口
。
早
已
』g
z
n
y
立
即H
r
∞
丘
吉
口
H
Z
B

古

g
E
U

門
戶
口BE
E
-
H
Z
F
口
。
D
E
Z
B
S
Z
J
H
m
-

℃
。m
H
W
(1) 
F司令

戶
口

r
。
由
巳-
m

曲
。
已

。
臼
『
畔
戶
。
口
口
∞

n
O
D
叩
開
的
叫
郎
神
扭
曲

w
AHMmFm 

℃
o
m
丹

口
。
口
J
F
H
H
H

口
口
H
。
口
m
口
回

片
白
的
叩
門
〈m
w口
丹
已
門

〈
巾
】
的
巨
℃
而
同
曲
已
口
丹
"

口
。
口
叫
何

H
H
H個
口
內
H
m

S
E
B
g
G
g

口
。
B
E
-
-〉
u

印
﹒
鄧
八
八
六
;
參
致
鄧
八
八
九
。

奧
斯
堡
信
條
(
門M
C
W
A
b
2
E
h
R
h

、

R
a
s
a
-
H
g
o
)尚
未
提
及
基
督
具
在
的
時
間
限
制
。
聖
體
遊
行
的
取
消
並
非
由
於
否
定
基
督

真
在
之
持
續
性
，
而
是
問
為
該
信
條
忍
定
基
督
的
命
令
不
容
許
「
聖
事
的
分
開
」
，
即
祇
肘
一
種
形
態
(
第
廿
二
條
)
。
一
五
三
六
年

，
路
德
在
威
登
堡
約
議
(
司
E
B
E
H
m
n
g
g且
﹒
)
中
，
與
布
洋
(
Z﹒
白
白
片N
叩
門
)
商
妥
，
主
張
「
除
了
應
用
時
以
外
，
其
他
時
候
，

如
放
在
一
邊
或
肘
藏
在
聖
體
食
內
，
或
按
羅
馬
教
會
習
俗
在
聖
體
遊
行
的
時
候
，
基
督
均
不
臨
在
聖
體
中
」
(
即
泛
g
d
m
g
g
w
E
B

H
m
℃
。
口W
C叫
自
己
再
扭
曲
叩
叩
門
〈
阻
門
口
吋
戶
口
℃
戶

H
戶
門H
m
w自Z
H
O
m
門
向
口
比
前
已
門
戶
口
℃
門
。
門

m
m印
戶
。
口F
σ
z
m
w
C
片
『
芹
臼
℃
口
已
苟
且
℃
前
同
自
由

w
m
m
D
H戶
口
口H
口
。
口
且
已
巾
曲
曲
由



8
月
可g
n

宵
E
r
、
。1
、W
H
h
h
N
Q

的
己
這
門o
y
n
h
b
h
u

口
v
p
z

﹒
)
。
所
謂
「
應
用
」

(
5
5
)

指
口
領
聖
體
，
亦
指
基
督
所
建
立
的
聖
餐
禮
的
一
切
外
在
可
見
的
行
動
」
(
志
已

S
M
h
g
)

包
括
自
祝
聖
到
領
里
體
的
時
悶
，
且
包
括
聖
餐
禮
節
以
後
，
病
人
領
受
聖
體
的
時
間
。

路
德
派
人
士
企
圖
用
耶
穌
的
「
你
們
拿
去
吃
吧
」
(
塢
，
貳
佳
，
廿
六
)
這
句
芯
，
來
泣
叫
他
們
的
看
怯

c

但
從
一
一
泣
句
話
中
，
我

人
無
法
推
知
，
分
送
里
體
以
後
，
基
督
的
倒
在
便
告
中
止
，
因
為
剩
下
而
保
存
的
祝
聖
過
的
倒
是
供
信
友
們
食
用
的
，
而
且
事
實
上
由

信
友
所
領
受
。
所
以
對
基
督
員
在
作
時
間
土
的
限
制
是
沒
有
根
據
的
。

古
代
教
會
之
相
信
基
督
具
在
的
持
耐
性
，
叫
他
下
列
事
吹
進
件
佐
泣

.. 

常
給
江
有
參
與
埔
峙
的
位
友
，
的
人
和
囚
犯
送
聖
體
(
里

儒
斯
定
護
教
書
，
壹
，
六
五
)
，
讓
信
友
們
將
型
時
帶
回
去
(
戴
晴
都
良
論
祈
峙
，
十
九

;
k
A
h
N
R
N
2
.
S
W
H
U

口
﹒
♂
聖
西
彼
連
論
背

教
者
，
廿
六
;
聖
巴
西
略
書
信
，
九
三
一
)
，
保
存
領
理
體
後
所
剩
下
的
部
份

(
(
U
S
M
H

是
這
﹒

K
H
h
U
S
H
-
-

〈
E
V
E
W
H
吋
)
，
舉
行
所

謂
「
已
祝
聖
甜
苦
體
的
彌
撒
」(
B
F
m
E
H
U
S
E
B
B
-
m
B
B
E
E
-
3

者
集
.• 

受
難
節
日
的
位
節
)
，
泣
一
彌
撒
至
少
可
制
自
第
七
世
耙
(

叫
d
E
N
N
S
R
R
n
g﹒
ω
N
)。
亞
力
山
大
盟
的
車
濟
利
除
戒.. 

「
我
聽
見
有
人
說
，
如
果
將
舉
帥
"
剩
留
到
次
日
，
這
里
體
就
沒
有
聖
化

人
靈
的
能
力
。
這
是
主
人
之
首
;
因
為
基
督
不
改
變
，
他
的
祝
聖
過
的
身
股
也
不
改
變
，
在
他
門
，
祝
福
與
使
人
生
活
的
恩
寵
也
始
終

如
一
」
(
崗
、-
a
n
N向
記
2

、
立
是
這
)

，
較
早
的
路
的
山
派
人
士
"
必
為
是

.• 

「
不
懂

。
因
此
被
不
僅
指
領
里
騁
的
時
刻
，
抑
旦

二
、
基
拉
回
真
在
的
終
結

按
照
神
學
家
們
的
一
般
意
見
，
基
督
員
在
的
延
續
，
觀
基
督
所
建
立
的
草
率
表
記
，
即
餅
與
酒
之
完
善
保
存
而
定
。
我
人
不
應
祖

基
督
真
在
的
終
結
為
一
種
狹
義
的
「
消
失
」
(
但E
E
E
E
)
，
或
視
基
督
的
體
血
變
成
共
他
的
自
立
體
，
或
親
之
為
基
督
回
歸
天
圓

的
地
域
性
的
移
動
。
當
基
督
的
憶
與
血
停
正
存
在
後
，
代
替
它
們
的
，
大
約
是
那
些
與
輯
發
了
的
依
附
體
相
應
的
體
質
(
自
立
體
)
。

第
+
節

對
華
體
的
學
拜

第
一
一
一
部聖里

斗〈

::1\. 
1i!1 \J 

~ 

/、



第
四
漏

聖
化
者
天
主

六
一
四

在
軍
體
中
臨
在
的
基
督
富
覺
崇
拜
的
敬
禮
|
i

信
理

從
某
督
民
在
持
續
性
與
完
整
性
，
請
們
獲
得
結
論

.• 

單
體
中
的
基
督
當
受
絕
對
的
崇
敬
禮

(
h
E
r
g
-
m
E
8

)
。
崇
拜
的
全
部
對
象
是
在
車
事
形
態
下
的
基
督
。
而
皇
事
形
態
則
是
崇
敬
的
連
帶
對
象(
2
.。σ
』2
0
，
因
為
它

們
在
車
事
內
與
基
督
相
連
合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駁
斥
一
對
施
餅
的
崇
拜
」
、
「
拜
偶
像
」
等
責
難
，
定
斷
如
下

.. 

「
任
何
人
說
，
里
體
內
的
基
督
，
天
主
唯
一
舉
子
，
不
應
當
受
最
高
的
(
包
括
外
在
的

V
崇
拜
禮
，
此
人
當
受
耙
罰

」
八
叩
門
古z
b
N
m
H
F
E
E
口
丘
。
開
口
的
r
R
-
2
E
m扭
曲
。E
E
O
D
S
(
u
r立
即Z

自
己
口
肌
肉
。
丘
吉
自
已
叩
門
E
t
c
g

。
間
的m
n
z
-
E
}巴
巴
心
的
。
丘
。B
m

阿
拉
門
口
。
但
已OE
口
門
戶
口
E
V
K
F﹒
的
﹒
鄧
氏
八
八
)

口
O
D

。

所
有
否
認
基
督
員
在
聖
體
內
的
人
都
反
對
這
一
信
理
。
較
早
的
路
德
派
神
學
家
(
如
〉
﹒

E
g
g
-
Z
P
E
﹒
們

E
g
g
-

』


C
R
E

丘
)
由
於
相
信
晚
餐
禮
中
，
即
從
祝
聖
到
領
聖
體
之
間
，
基
督
真
在
聖
體
中
，
所
以
也
主
張
崇
拜
聖
體
是
合
理
的
，
並
且
反
駁

準
喀
爾
文
派
人
士
(
凸
呵
呵MM
H
O
-

門
已
旦
旦
m
g
被
指
為
侮
傳
單
體
者
)
，
為
崇
拜
聖
體
辯
護
。

聖
經
間
接
證
示
聖
體
當
受
崇
拜.. 

一
方
面
聖
經
證
研
基
督
真
正
在
車
體
內
，
另
一
方
面
車
經
文
證
明
基
督
當
受

呆
拜
門
參
致
瑪
，
貳
捌
，
丸
，
十
七
;
若
，
伍
，
廿
一
二
;
貳
拾
，
廿
八
;
斐
，
貳
，
十
;
希
，
宣
，
六
)
。
請
參
故

本
書
第
三
編
第
十
九
節
，
上
冊
第
二
六
三
具
。

尼
西
巨
大
公
會
議
以
前
的
教
父
們
證
一
爪
，
在
信
友
領
受
聖
體
以
前
，
先
要
崇
拜
監
體
內
的
基
督
。
參
且
耶
路
撒
冷
的
車
濟
和
社
榔

h
a
h
-這
E
H
-
Y
N
心•• 

「
你
當
俯
身
敬
拜
，
恭
稍
啊
門
1
.
L
E一
盎
悔
自
維
削
論
泊
在
神
，
皂
，
十
一
，
叩

.. 

「
卿
克
(
、
諒
，
玖
捌
，
五
)

是
指
土
地
，
土
地
是
指
我
們
至
今
在
奧
跡
中
敬
拜
的
基
督
的
世
」
。
奧
斯
定
阿
言
之

-
S
E
-
-
8
.
。.. 
「
泣
有
人
不
先
朝
拜
，
而

後
領
受
此
體
的
」
。
在
萊
克
教
人
的
妞
，
朝
拜
盈
酷
的
體
的
祇
限
於
彌
撒
祭
獻
中
。
在
西
方
，
則
自
中
古
時
代
開
始
，
在
彌
撒
具
體
以
外

，
也
有
崇
敬
聖
體
的
各
種
禮
節
(
如
會
體
遊
行
，
自
一
三
六
四
年
起
有
聖
陸
節
日
，
自
十
四
世
紀
起
有
明
供
聖
體
體
)

。



第
四
幸

理
智
典
聖
體
的
關
像

第
+
-
笛

軍
體
的
奧
秘
性

基
督
轟
在
車
體
中
是
三
個
信
仰
的
真
蹟

l

確
定
意
見

在
天
主
啟
示
之
前
，
人
的
理
智
不
能
了
解
這
一
奧
蹟
的
實
在
性
;
在
天
主
啟
示
以
後
，
理
智
仍
然
不
能
積
極
地

明
白
其
內
在
的
可
能
性
。
然
而
，
受
信
仰
所
燭
娟
的
理
智
故
能
說
明
基
督
民
在
里
體
申
的
適
宜
性
，
及
其
在
全
部
超

性
真
理
中
的
和
諧
性
，
也
能
拒
絕
由
理
智
而
來
的
反
對
意
見
，
有
關
單
體
的
信
理
超
越
人
的
理
智
，
但
並
不
違
反
人

的
理
智
。

說
人
不
應
按
照
由
經
驗
所
得
的
規
律
來
判
斷
聖
體
。
耶
穌
生
活
中
有
許
多
事
蹟
'
如
在
水
面
上
行
走
、
自
封
閉
的
墓
中
出
來
，
復

活
後
不
經
門
而
入
等
，
都
證
研
人
體
存
在
與
行
動
的
習
價
方
式
，
可
以
被
天
主
的
全
能
所
轉
變
，
而
又
不
失
為
真
正
的
人
體
。
總
而
言

之
，
相
信
基
督
員
在
聖
體
中
的
先
決
條
件
，
是
相
信
一
個
超
越
世
界
共
位
格
的
天
主
，
和
基
督
的
真
天
主
性
。

第
+
二
節

理
智
與
軍
體
信
理
間
的
表
面
矛
盾

一
、
無
主
體
的
依
附
體
之
鱷
繪
存
在

一
物
的
自
立
體
與
其
依
附
體
，
具
有
真
正
的
差
別
;
天
主
由
是
第
一
因
，
不
需
要
有
第
二
因
，
便
能
產
生
第
二
因
所
固
有
的
教
果

，
他
也
能
藉
若
他
直
接
的
作
為
在
餅
與
酒
的
體
質
消
失
以
後
，
維
繫
它
們
的
依
附
體
的
真
實
存
在
已
他
維
繫
它
們
的
方
式
，
並
非
作
為

第
三
部
重

事

論

六
一
主



第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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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化
者
天
主

六
一
六

它
們
的
依
附
主
體
(
原
質
因
)
，
而
是
藉
若
他
的
全
能
，
作
為
主
動
因
，
替
代
酒
與
餅
的
體
一
宜
在
祝
聖
以
前
的
功
殼
。
不
依
附
主
體
而

存
在
的
依
附
體
，
雖
然
無
所
依
附
，
均
仍
情
是
依
附
膛
，
因
為
它
們
依
舊
保
存
了
「
依
附
的
性
能
出
耍
求
」
(
戶
口

E
白

S
E

品
已Z
﹒

已
古
巴
間
或
目
前S
H
E
-
-的
兒
神
，
車
品
了
七
七
，l
l
2
.

，
但
也
豆
豆
。
且E
E
自
n
Z
B
)
，
志
即
以
支
持
的
主
體
為
其
目
標
並
對
之
有

一
種
需
要
，
這
樣
保
存
了
對
另
一
本
體
(
切m
g
m
)的
本
質
從
屬
性
。

按
照
單
多
瑪
斯
的
見
解
，
祇
有
體
積
E
Z
S岳
但
由
【H
E
m
D
m守
志
的
存
在
由
天
主
奇
妙
地
保
留
，
而
其
他
的
依
附
體
都
依
附
於
體

積
，
因
體
積
是
它
們
最
接
近
的
主
體
(
參
攻
神
，
盞
，
七
七
，
1

及
2
)
。

餅
與
酒
跟
聖
事
內
容
的
關
係
間
不
是
一
種
物
理
的
依
附
，
也
不
僅
是
一
種
出
於
天
主
命
令
的
外
在
的
並
立
(
可
各
脫
斯
派
，
唯
名

派
人
士
)
，
而
是
一
種
內
在
的
真
實
的
速
八
日
，
藉
著
這
一
連
合
，
不
必
再
有
天
主
的
特
別
命
令
，
隨
著
酒
與
餅
的
移
動
，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也
隨
之
移
動
。

三
、
基
拭
目
身
體
是
以
無
體
脅
，
類
似
精
村
的
方
式
在
史
性
，
可
存
在

天
主
教
教
義
告
訴
我
們
，
整
個
基
督
民
在
學
位
中
。
他
的
時
間
似
與
其
他
依
附
位
都
在
他
身
體
的
體
質
中
。
社
制
度
(
一
三
三
四
年

卒
)
不
贊
成
這
一
道
理
。
然
而
，
聖
體
中
的
基
督
身
體
質
際
上
正
如
肉
眼
所
見
，
並
無
幅
度

(
S
E
E
-。
口
)
。
為
了
解
釋
這
一
事
實
，

單
多
瑪
斯
指
出
，
藉
著
軍
事
之
故
(
自
己
E
Q

臼
g
g

帥
。
，
臨
在
聖
體
中
的
祇
是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的
體
質
，
它
們
取
代
消
失
了
的
餅

與
酒
的
體
質
，
至
於
體
積
與
其
他
依
附
體
則
是
相
伴
地
，
附
帶
地
(
8
口
g
E
g

三
月
。
門

(
H
E
m
-
M
M

叩
門
阻
a
r
5
)
臨
在
車
盤
中
。
因

此
，
基
督
身
體
的
依
附
體
在
車
體
中
的
存
在
方
式
，
取
決
於
體
質
的
存
在
方
式
。
這
峰
看
來
，
基
督
的
盟
與
血
的
體
積
並
不
以
固
有
的

方
式
存
在
(
2
2
且
C
B
E
C
L
Z皆
有
。
電
古
巴
)
，
也
況
是
品
，
並
不
佔
有
三
度
空
闕
，
而
是
以
體
質
方
式
存
在

E
R
g
o
-
L
Z
B

E
E
S
E
-
個
冊
)
，
即
沒
有
實
際
上
的
幅
度
(
參
攻
神
，
丞
，
七
六
，4
)
。

神
學
家
們
為
了
解
釋
基
督
身
體
臨
在
聖
盟
內
的
特
殊
方
式
，
位
信
主
們
的
勿
於
了
解
起
丸
，
指
出
量
有
一
兩
種
體
制
的
教
果
，
其
一
是

內
在
的
幅
度
(
戶
口
口
叩
門

E
B
E
-
。
口
)
，
即
身
體
在
三
度
告
閩
中
伸
展
的
能
刀
?
封
一
是
外
在
的
帕
度
(
。
早
已

m
M
Z
B

古
巴
‘
即
貨
際



上
佔
有
空
間
。
兩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
與
因
果
關
係
相
同
。
然
而
前
者
屬
於
身
體
的
本
質
，
所
以
不
能
與
身
體
分
間
，
而
後
者
可
自
天
主

奇
妙
的
作
為
而
取
消
。
里
體
中
基
督
的
身
體
具
有
內
在
的
幅
度
，
而
沒
有
外
在
的
幅
度
。

聖
體
中
基
督
身
體
存
在
的
方
式
就
是
受
造
的
精
神
體
之
存
在
方
式
，
例
如
靈
魂
在
有
盟
內
的
存
在
方
式
。
不
過
受
造
的
精
神
體
祇

存
留
在
一
個
固
定
的
空
間
(
包
民
古
若
有
2
8
8
)

，
如
靈
魂
祇
在
一
個
身
體
之
中
，
而
基
脅
的
身
體
陶
時
可
在
多
處
。
他
以
自
然
的

存
在
方
式
駐
留
天
圈
，
並
以
聖
霉
的
存
在
方
式
蒞
臨
許
多
地
方
。
參
致
神
，
七
六
，
5
l
l
o

從
基
督
身
且
在
車
盟
中
的
精
神
性
存
在
方
式
，
可
得
如
下
的
認
識
，
基
督
的
身
體

•• 

付
不
是
機
蛾
動
力
所
可
及
的
。

的
不
是
感
覺
的
對
象
。

帥H原
來
不
會
移
動
，
祇
藉
餅
酒
之
形
而
改
變
位
置
(
可
叩
門
阻

E
R
H
E∞
)
。

捕
以
自
然
方
式
-
一
一
一
口
，
並
無
外
在
的
感
覺
活
動
。

某
些
神
學
家
，
特
別
是
申
一
幅
哥
(
〉
﹒
Q
S
E
m
m
g
+】
3
0
)與
近
代
的
法
蘭
士
林

q
S
a
m
-
F
已
成
基
繭

(
2
.
C
F
F
H
)
都
品

為
，
天
主
墨
言
使
那
與
他
結
合
的
在
車
事
狀
態
中
的
身
阱
，
以
起
自
然
方
式
運
用
五
官
。

-
-
一
、
基
督
身
體
的
多
處
陣
在
八
自
己

-
E
R
E
F
S
-
BEE-888) 

基
督
身
體
的
多
處
臨
在
並
不
是
一
種
具
有
外
在
幅
度
的
臨
在
。
因
為
他
祇
有
一
個
兵
有
外
在
幅
度
的
所
在
地
，
則
天
圈
。
他
的
聖

事
性
臨
在
，
即
沒
有
外
在
幅
度
的
臨
在
，
卸
不
一
而
足
。
多
處
臨
在
是
一
種
混
合
性
的
臨
在
，
因
他
的
共
有
外
在
幅
度
的
身
體
駐
留
天

圈
，
同
時
，
沒
有
外
在
幅
度
的
身
體
，
在
里
體
中
蒞
臨
多
~
區
。
里
多
到
斯
(
也E
h
N
N
J目
-
2
)
認
為
，
具
有
外
在
幅
度
的
多
處
臨
在

從
形
上
學
觀
點
言
是
不
可
能
的
;
司
各
脫
、
素
阿
勒
茲
與
其
他
神
學
家
則
認
之
為
可
能
的
。

基
督
身
體
的
多
處
臨
在
並
不
使
他
的
身
體
增
加
，
因
自
數
字
上
昔
日
，
他
的
身
體
仍
然
是
一
個
，
而
且
是
向
一
身
體
。
增
多
的
祇
是

他
身
體
與
空
間
的
關
係
，
即
他
的
臨
在
。
有
人
認
為
，
放
們
把
自
相
矛
盾
的
話
加
諸
基
督
的
身
體
，
例
如
說
它
同
時
是
靜
的
又
是
動
的

第
三
部
電E

'a~ 

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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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
七



第
四
溺

型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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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
八

，
它
距
離
某
一
地
方
同
時
是
近
又
是
遠
的
，
它
和
它
自
己
相
離
。
但
這
一
設
難
不
能
成
立
，
因
祇
有
當
即
述
的
矛
盾
屬
於
同
一
關
係
時

，
才
有
內
在
的
矛
盾
。
而
實
際
上
，
以
上
所
提
的
矛
盾
都
屬
不
同
的
關
係
，
也
就
是
說
，
他
同
時
在
不
同
的
餅
酒
外
形
下
臨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

白
雪
體
里
事

第
+
=
一
節
軍
體
的
軍
事
性

軍
體
是
基
督
所
建
立
的
一
件
真
正
的
軍
事
|
|
信
理
八
鄧
八
四
四V

現
代
唯
理
主
義
者
否
認
聖
體
里
事
由
基
督
所
建
立
，
他
們
認
為
建
立
聖
體
聖
事
的
記
拉
並
無
歷
史
性
。
鄧
二O
四
五
。

天
主
教
道
理
以
聖
體
為
一
件
聖
事
，
因
為
它
具
有
新
約
里
事
的
一
切
主
要
特
徵
.. 

付
外
在
記
號•. 

餅
與
酒
(
材
料
)
，
給
予
成
殼
的
祝
聖
詞
(
形
式
)
。

的
由
外
在
記
號
所
表
示
的
內
在
恩
寵
。
按
照
若
，
陸
，
廿
七
等
，
這
內
在
恩
寵
就
是
永
生
。

甘
從
基
督
所
說
的
話
，
可
證
明
星
體
里
事
由
基
督
所
建
立.. 

「
你
們
應
行
此
禮
，
為
紀
念
我
」
(
路
，
貳
貳
，
十
九
;
格
前
，
拾

壺
，
廿
四
)
。
初
期
歡
會
舉
行
車
餐
體
的
史
賞
，
若
無
基
督
遺
訓
為
依
攘
，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
足
詮
上
述
經
艾
的
實
在
性
。
遵
循
基
督

的
意
願
，
里
體
必
績
是
一
項
持
續
不
斷
的
制
度
，
這
一
點
可
由
基
督
建
立
聖
體
里
事
時
所
說
的
話
而
知
道

•• 

「
新
約
的
血
」
〈
瑪
，
貳

陸
，
廿
八
;
谷
，
捨
肆
，
廿
四
)
，
「
用
我
的
血
而
立
的
新
約
」
(
谷
，
貳
貳
，
廿
;
格
前
，
拾
壹
，
廿
五
)
。
按
照
基
督
應
允
里
體

時
所
說
的
話
(
苦
，
陸
，
五
三
等
)
，
里
體
對
一
切
信
友
應
該
是
生
命
的
源
泉
。

里
事
形
態
(
酒
與
餅
)
是
「
單
獨
的
聖
事
」
(
m血肉
阻
B
Z
Z
B
E
E
C
B
)
，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則
是
「
寶
物
與
聖
事
」
(
H
g
m
H

2

日
自

8
8
2
8
)
，
聖
化
黑
龍
或
(
照
聖
今
瑪
斯
的
說
法
)
由
恩
籠
所
造
成
的
與
某
督
奧
體
的
契
合
則
是
「
實
物
或
聖
事
能
力
」(
H
m
m

。



5
-
4
E
E
E
G
H
E
口
g
ε

。
參
放
神
'
，
悉
了
七
三
，3

。
聖
體
里
事
與
其
他
里
寧
不
同
，
聖
體
是
一
件
持
韻
的
車
事
(
E
R阻B
g
z
s

z
s
g
g
m
)
。
它
的
完
成
(
在
祝
聖
體
中
.. 

m
R
H
S
E
C
S
E
E
F
8

日
白
白
色

O
U
S
E
-。
)
，
它
的
存
在
(
g
g
s
g
z
g

古
拘
留
問
)
與
它
的
領
受
公
閏
月
臼g
g
g
g
g
g
p
g
B
B

口
已
。
)
分
行
於
不
同
的
時
刻
。

第
+
四
節

軍
體
的
外
在
表
記

一
、
材

斜

里
體
的
材
科
B
Z麵
餅
與
酒
|
|
信
理
八
鄧
八
七
七
，
八
八
四V

付
根
樣
歡
會
「
向
的
習
慣
，
祇
可
用
麵
餅
祝
聖
為
單
膛
。
為
亞
美
尼
亞
人
所
頒
布
的
文
告
(
一
四
三
九
年

V
與

車
多
瑪
斯
的
意
見
相
同.. 

「
它
的
材
料
是
小
麥
麵
餅
」
門
口
已
g
B
E
R
E

丹
紅
】U
S
E
R
-
t自己
的
﹒
鄧
六
九
八
;
法
，

八
一
五
之
-
v
。
大
多
數
神
學
家
都
視
小
麥
餅
的
採
用
為
有
殼
的
必
具
條
件
;
另
外
，
有
些
神
學
家
如
比
摸
爾(
C

虫
。
C
與
加
耶
當
八
(
u
a
叩
門S
V
則
僅
觀
之
為
一
一
種
合
法
的
條
件
。

西
方
歇
會
用
無
酵
餅
，
東
方
教
會
則
用
發
酵
的
餅
，
這
對
聖
辜
的
是
否
有
投
無
關
。
請
冷
率
大
公
會
議
為
希
臘
人
所
頒
布
的
丈
告

作
了
這
項
定
斷.. 

「
無
醇
或
發
酵
的
麵
餅
真
可
成
為
基
督
的
體
」Q
Z
S
〔
岳R
E
S
E
〕
戶
口
阻N
U
N
B
O
m門
話
閏
月
g
g
E
O
M
M
B
m

E
普

g
g
G
g
b

宵
Z
Z
Z
E
n

綜
叩
門
閃
。
正
在
鄧
六
九
二
;
法
，
八
二
。
。
拉
丁
教
會
的
習
償
似
乎
較
有
根
攘
，
因
為
從
對
照
福
音

的
清
晰
證
示
中
，
可
知
耶
穌
在
最
後
晚
餐
中
所
用
的
是
無
酵
餅
，
大
約
是
麵
餅
。
參
放
碼
，
貳
陸
，
十
七
(
谷
，
拾
肆
，
十
二
;
路
，

貳
貳
，
七
)•. 

「
無
酵
節
的
第
一
天
」
。
拉
丁
教
會
自
第
八
世
紀
起
，
就
揉
用
無
酵
餅
。
而
在
遠
古
時
代
，
西
方
歇
會
也
採
用
普
通
的

餅
，
即
發
酵
的
餅
(
聖
盎
博
羅
削
論
聖
事
，
肆
，
四
，
十
四.. 

H
U
S
M
由

g
E
Z

間
)

。

。

臼
里
體
的
第
二
種
材
料
是
自
然
的
葡
萄
酒
?
古
口
自
0... 
(!) 

4
叩
門0
)
八
鄧
六
九
八
;
法
，
八
一
五
之
2
ν
。
基
督

第
三
部

聖

學

論

六
一
九



第
叫
叮
叮
柵m
r化
石
天
主

六
二
O

在
最
後
晚
餐
中
曾
用
自
然
的
葡
萄
酒
八
瑪
，
貳
陸
，
廿
九
;
谷
，
拾
肆
，
廿
五
)

則
祝
聖
郎
屬
無
故
。

有
些
古
代
的
離
異
友
派
，
如
艾
俾
歐
尼
派
白
宮
。
其
冊
)
與
用
些
兒
拉
姐
特
派
(
開
口
自
已
5
)
人
士
以
水
代
替
酒
。
某
些
人
(
哈
納

克
)
認
為
在
第
二
世
紀
時
，
天
主
歡
會
也
曾
以
水
代
酒
，
這
一
讀
法
與
歷
史
證
據
相
悼
.
(
參
致
儒
斯
定
護
教
書
，
壹
，
六
五
，
六
七
;

聖
依
來
內
反
異
誦
，
肆
，
十
八
，
四
;
缸
，
二
二
二
)

接
照
古
代
教
會
的
習
慣
，
酒
與
少
許
清
水
相
混
合
(
旦
旦
甘
冒
冒
g
Z
E

鄧
六
九
八
;
法
，
八
一
四
)
，
但
是
聖
辜
的
有
放
性
並

不
繫
於
此
。
通
常
揪
太
人
，
希
臘
人
和
羅
馬
人
都
有
將
酒
與
水
相
混
合
的
習
價
(
參
致
竄
，
玖
，
五
)
，
教
父
們
也
經
常
為
這
事
作
證

(
聖
儒
斯
定
護
教
書
‘
壺
，
六
五
，
六
七
;
聖
依
來
內
反
異
說
，
伍
二
了
一
于
，
〉
-
u
E
n
戶
口
的-
M
E
內
2
.、
H
E
P
〈
"
5
)
。
酒
與
水
相

趾
蒙
徵
白
耶
穌
受
刑
的
肋
旁
所
流
出
的
水
，
基
督
天
主
性
與
人
性
的
結
令
，
和
信
友
與
基
督
的
神
秘
契
合
(
參
致
鄧
六
九
八
，
九
四

五
，
九
五
六
)
。
至
於
相
混
合
的
水
是
否
與
酒
一
同
轉
變
成
基
督
的
血
，
對
這
個
問
題
，
士
林
神
學
家
們
意
見
紛
話
。
最
可
靠
的
要
算

依
諾
森
三
世
所
接
受
的
見
解.• 

混
合
物
聽
個
地
轉
變
成
基
督
的
血
(
鄧
四
一
六
;
神
，
套
，
七
四
，8
)
。

。
敬
會
必
須
劫
從
他
的
榜
樣
τ

否

二
、
形

式

軍
體
軍
事
的
形
4且
是
靚
霎
時
所
念
的
，
基
督
建
立
軍
體
軍
事
時
所
說
的
話
|
|
確
定
意
見

希
臘
東
正
教
會
將
體
變
的
能
力
完
全
置
於
建
立
聖
體
記
述
以
後
所
念
的
「
呼
求
車
神
躊
詞
」
(
開

H
L
n
F
位
朋
〉
上
，

或
者
置
於
建
立
聖
體
語
句
與
「
呼
求
里
神
禱
詞
」
的
結
合
上
門
的
。
這
k
w
h
h
舌
。
可
H
F
W
H
w
g
3
，
天
主
教
會
則
堅
決

主
張
，
祇
要
司
鐸
一
念
建
立
鞏
體
的
語
句
，
體
變
便
告
完
成
。
為
亞
美
尼
亞
人
所
頌
布
的
文
告
與
聖
多
寫
斯
的
意
見

相
符

•. 

「
救
主
建
立
聖
體
聖
事
時
所
諧
的
話
，
就
是
聖
裝
的
形
式
;
實
際
上
，
可
鐸
代
替
基
督
講
話
，
以
完
成
聖



八
鄧
六
九
八
)

事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教
訓
我
們
，
依
照
教
會
一
向
所
信
仰
的
，
「
祝
聖
以
後
」

立
聖
體
語
旬
以
後
，
就
有
了
救
主
的
具
體
與
其
血
八
部
八
七
六
V
O

建
立
鑒
體
草
草
的
記
述
至
少
以
極
高
的
傲
然
率
指
出
，
在
最
後
晚
餐
時
，
耶
穌
以
下
面
的
語
句
使
餅
酒
變
成
他

的
體
與
血
:
「
這
是
發
的
體
」
'
「
這
是
我
的
血
」
;
而
不
是
藉
一
個
意
志
行
動
法
藉
一
種
祝
福
與
感
恩
來
完
成
體

變
，
如
同
某
些
神
學
家
|
尤
其
是
早
期
士
林
派
神
學
家
如
依
諾
森
三
世
八
b
h
S
內

B
Q
N
H
E
-
h
h
H
M
G
h
h
e
-
R
N
H
J
δ

所
主
張
的
。
教
會
遵
奉
基
脅
「
行
此
以
紀
念
我
」
的
訓
示
，
必
一
銅
像
基
督
一
樣
誦
念
建
立
里
體
的
語
旬
，
以
完
成
祝

鑿
的
任
務
。

，
即
誦
念
了
起

基
督
教
的
古
老
傳
承
曉
示
我
們
，
基
督
以
他
制
定
聖
辜
的
話
來
祝
聖
。
戴
雨
都
良
告
訴
技
們

.. 

「
他
拿
起
餅
說.. 

門
、
高
是
我
的
體

」
，
就
使
它
變
成
了
自
己
的
身
體
」
(
駁
馬
西
翁
，
辟
，
四
十
)
。
對
於
教
食
所
行
的
祝
里
，
教
文
們
或
則
歸
之
於
包
括
建
立
聖
體
記

述
的
感
恩
禱
詞
，
或
則
特
別
歸
之
於
耶
穌
建
立
聖
陸
時
所
說
的
詣
。
車
儒
斯
定
認
為
，
「
從
他
(
基
督
)
而
來
的
祈
蔽
的
話
』
使
餅
摘

贊
成
他
的
體
血
(
護
教
書
，
壹
土

C
C

。
聖
依
來
內
說
，
餅
接
受
了
「
天
主
的
祈
求
」
或
「
天
主
的
話
」
，
而
變
成
了
聖
體
(
反
其

說
，
肆
，
十
八
，
五
;
伍
二
了
一
二
)
。
吳
力
振
則
主
張
，
「
以
感
恩
典
祈
禱
」
而
奉
獻
的
餅
，
通
過
「
祈
站
」
成
為
基
督
的
身
體
(

駁
搭
索
書
，
捌
'
卅
一
二
)
;
神
糧
因
「
主
的
話
和
祈
禱
」
而
「
聖
化
」
立
法
足ha
s
-
-
o
c
g
g
-

崗

"
H
h
)。
里
盎
博
羅
削
、
艾
穆
沙

的
託
名
歐
瑟
俾

(
3
.開
c
s
r戶
口
曲
。
閃
開BB

品
)
與
理
若
望
﹒
基
素
東
都
強
調
，
餅
酒
的
祝
聖
是
藉
著
基
督
建
立
聖
體
時
所
說
的
話
，

里
盎
博
羅
削
解
釋
道
.. 

「
所
以
基
督
的
話
貨
現
了
這
一
聖
事
」
(
論
聖
事
，
肆
，
固
，
十
四
)
。
里
若
望
﹒
基
素
東
說
:
「
司
卸
站
在

那
裡
，
一
面
誦
念
建
立
聖
體
的
語
句
二
面
完
成
外
在
的
表
記
;
但
是
能
力
與
恩
寵
卸
都
由
天
主
而
來
。
他
說•• 

『
這
是
載
的
體
』
。

這
句
話
使
祭
品
改
變
」
(
也
閱
、
B
h
N
E
S
h
F
H
N
h
h
N
R
U
E
S
-
w
-
u
A

叫
﹒
)
。
里
若
望
﹒
達
馬
森
提
及
建
立
聖
體
的
話
旬
，
也
提
及
「
呼

求
聖
神
禱
詞
」
(
開
M
M戶
口-
g
z
)，
但
較
著
重
於
後
者
(
正
統
信
仰
闡
釋
，
肆
，
十
一
二
)
。

第
三
部

5日

J., 
J 

-，、“"'1 

~. 

F、



第
四
緝

閉
一
-
化
者
天
主

A 

J、

正
如
只
沙
利
翁
(
切
而
扭
曲RE
口
)
樞
機
昕
云
，
「
呼
求
里
神
禧
詞
」
的
話
，
與
念
它
的
時
刻
無
闕
，
但
與
此
臆
詞
所
指
的
時
刻
有

關
。
祝
聖
時
，
在
一
剎
那
間
所
發
生
的
事
，
由
隨
接
誦
念
的
「
呼
求
聖
神
聽
詞
」
予
以
發
揮
與
解
釋
。
這
項
禱
詞
本
身
並
無
祝
辜
的
意

義
，
而
祇
有
宣
布
的
意
義
。
雪
爾
(
自
﹒ω
n
r
m
g認
為
希
臘
人
祇
以
這
項
禱
詞
來
就
里
，
而
拉
丁
人
則
祇
以
基
督
建
立
里
體
時
所
說

的
話
來
祝
墓
。
這
一
意
見
應
當
予
以
擴
棄
，
因
為
單
事
的
本
質
並
非
在
教
會
權
限
以
內
(
鄧
一
三
四
七
個
)
。

有
人
認
為
建
立
聖
體
的
語
句
不
過
是
彌
撒
正
祭
中
的
一
段
歷
史
記
述
而
已
。
對
於
這
一
反
調
，
我
們
的
回
答
是

•• 

r藉
著
司
鐸
的
意

向
，
這
些
話
句
獲
得
祝
聖
的
能
力
。
在
拉
丁
禮
彌
撒
中
，
靚
里
的
意
向
特
別
表
示
在
建
立
車
事
記
述
以
前
的
先

O
E
B
。
z
a
z
s
g
3禱

詞
中•• 

「
好
能
為
我
們
變
成
馳
的
極
愛
之
子
，
我
們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車
身
和
寶
血
」
(
雲
韓
伯
孟

Q
g
m
g
g也
稱
之
為
「
羅
馬
彌
撒

中
為
體
變
而
作
的
呼
求
聖
神
禱
詞

E
Z
司
g
a
g

啦
。
可
E
m
m自
己
。

緝
摟
觸
而
祝
聖
的
見
解
第
九
世
紀
時
產
生
了
一
個
不
可
置
信
的
見
解.• 
靚
聖
之
物
與
未
祝
聖
之
物
相
混
合
，
能
使
後
者
說
聖

。
梅
茲
的
阿
婆
拉
(
k
p
自
己
已
。
同
巴
叩
門N
)
對
聖
週
五
的
禮
儀
作
了
如
下
的
說
明

•• 

「
未
經
研
辜
的
酒
，
被
祝
聖
過
的
餅
所
聖
化
」
(

ω
g
$
5
8
2
門

4
戶
口g
B
n
g
g
g
m

月
間

Z
B
M
V
m
H
m
g
a
白
白
宮
白
宮
B
F
N
V
閃
閃
閃

n
N
-
A
M
『
﹒"
7
5
)

，
這
一
見
解
基
於
下
列
成

語.. 

「
祝
聖
過
的
東
西
同
化
未
靚
聖
過
的
東
西
」
(
由
閏
月
3
E
E

且

m
m
口
B
E
g
s
-
)

。
在
十
二
世
紀
以
前
，
許
多
有
關
禮
儀

與
教
會
法
律
的
書
籍
都
探
納
這
一
意
見
。
但
自
十
二
世
紀
後
半
期
起
，
神
學
家
們
與
教
會
法
學
家
們
崢
棄
此
見
.
，
因
為
惟
有
建
立
聖
體

里
事
的
語
句
鐘
能
促
成
體
質
變
化
(
參
致
神
，
盞
，
八
三
，2
l
2
)
。

第
+
星
節

軍
體
的
功
對

一
、
與
基
督
與
合

車
體
軍
事
的
主
要
功
姆
是
與
基
督
最
密
切
的
契
合|
l

確
定
意
見

為
亞
美
尼
亞
人
所
頒
布
的
公
告
與
聖
多
嗎
斯
的
意
見
相
同.• 

「
這
仲
聖
事
在
妥
善
領
受
者
的
實
魂
中
所
施
的
功



殼
，
是
使
人
契
合
基
督
」
A
E旦
g
g
n
E
B

呂
立

O
R
R
E帥
"
。
E
S

古
個
且
自
郎
。
有B
E
H
E
m
B
E
B
B
位
朋w
g

佇

立
S
E
F
。

Z
S
E

∞
且
凸
牢
門
的E
B

﹒
部
六
九
八
〉o
士
林
派
神
學
家
告
訴
我
們
，
契
含
有
兩
種

.. 

一
種
是
短
暫
的
車
事

性
契
合

(
5戶O
m
B
E
B
E
E
-
-也
始
於
個
受
單
位
之
時
，
終
於
聖
體
材
料
的
消
失
;
另
一
種
是
愛
與
恩
籠
中
的
永

久
的
精
神
性
契
合
合
旦
0

名
叩
門
戶
古
巴
明
)
。
基
督
是
葡
萄
樹
，
領
受
里
體
者
是
樹
枝
，
恩
寵
與
超
性
生
命
從
樹
根
流
傳

給
他
們
。

基
督
會
允
許
過
，
靈
魂
與
他
的
內
在
契
合
是
個
單
體
的
美
呆
;
這
一
契
合
的
模
範
就
是
鑒
于
典
里
欠
的
契
合
。

若
，
陸
，
五
六.. 

「
誰
吃
我
的
肉
並
喝
撓
的
血
，
使
住
在
我
內
，
我
也
住
在
他
內
」
。

希
臘
教
艾
們
如
耶
路
撒
冷
的
聖
濟
利
祿
，
里
若
望
﹒
基
素
東
與
亞
力
山
大
旦
的
車
濟
利
藤
，
以
很
貴
際
的
方
式
說
明
信
友
與
基
督

在
聖
體
中
的
契
合
。
耶
路
撒
冷
的
濟
利
祿
認
為
，
信
去
藉
著
棋
受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
而
成
為
「
基
督
的
負
詢
者
」(
H
E
R
-
令
h
f啞
巴

且
「
與
他
同
體
同
血
」

(
q
u
q
q
S
E
a
E
h
q
U
t
a
h
E
D

向

E
S
U
U
們
h
H
H﹒
足
、
h
H﹒
、

M
w
ω
)
。
里
若
望
﹒
基
素
東
說
基
督
的
身
體
與
我
們

的
身
體
合
一.• 

「
為
了
表
明
他
對
我
們
的
極
大
的
愛
，
他
與
我
們
相
結
合
，
他
的
身
體
與
我
們
的
身
體
相
結
合
，
以
致
他
與
我
們
合
而

為
一
，
恰
如
首
腦
與
身
軀
相
連
合
」(
E
~旦
這
•• 

Z
B
.
s
-
3

。
亞
力
山
大
里
的
車
濟
利
融
將
領
聖
體
的
信
京
與
基
督
的
契
合
比
作

兩
支
蠟
燭
熔
化
為
一
(
E
E
§
-
W
H
O
-
N
C
F
H
)
〉

已
從
信
京
與
基
督
i
l
奧
體
的
首
腦
|
的
契
合
中
，
產
生
信
文
|
奧
身
的
各
肢
體
|
l
之
間
的
契
合

白
宮
訪
問
。
古
g
G
O
E
E
H
且
自

ω
E
E
Z
O
戶
口
的E
Z
E

鄧
六
九
八
)
。
聖
保
祿
將
信
文
們
彼
此
契
合
的
道
理
，
基
於

信
文
們
分
享
同
一
里
膛
的
事
宜.• 

「
因
為
餅
是
一
個
，
我
們
人
數
雖
多
，
只
是
一
個
身
體
，
因
我
們
眾
人
都
共
享
這

一
個
餅
」
八
格
前
，
拾
，
十
七U

A
F。目
。

。

第
三
部

里

事

論

....... 
/、



如
何
編

m
f化
心
才
天
主

h
、

A
H
U
司

JF-HK 

教
父
們
說
餅
與
酒
的
製
造
為
信
友
們
在
奧
體
中
相
契
的
象
徵
，
因
製
餅
需
要
許
多
麥
粒
，
製
酒
需
要
許
多
葡
萄
，
如
同
信
友
們
在

車
體
中
相
契
，
形
成
惟
一
的
奧
身
(
參
放
十
二
宗
徒
訓
言
，
玖
，
四
;
單
西
很
迫
書
信
土
八
一
一
了
十
三
;
聖
若
望
﹒
基
索
東

L
F
h
、
-
h

b
h
N內
有•• 

E
B
-
-
R
u
ω
)。
里
奧
斯
定
特
別
強
調
與
基
督
挺
身
的
結
合
是
領
軍
體
的
妙
果
，
他
稱
聖
體
是
叉
口
一
的
記
號
」
和
「

愛
的
連
繫
」
o
g
n
E
B
S
E
B

叮
叮g
t
昕
一
。
由
凹
的
口
口
自
口
口

w
a
在

0
4
g
g
r
s
g

門
F
E
z
-
Q這
F
H
C函
、
了
可
﹒
心
。
"
】
ω
)
。
里
多

瑪
斯
也
現
里
體
為
「
教
會
A旦
的
聖
事
」
(
神
，
盞
，
八
二
，

2
l
3
)

二
、
超
性
主
命
的
保
存
與
滋
長

車
體
是
露
魂
的
食
糧
，
使
靈
魂
的
起
性
生
命
得
以
健
存
與
滋
長
|
|
確
定
意
見

為
亞
美
尼
亞
人
所
頒
布
的
文
告
，
以
里
多
瑪
斯
的
見
解
為
藍
本
八
神
，
怠
，
七
九
，
I
u
-
-「
聖
體
聖
事
所
的

于
的
超
性
生
命
的
功
殼
，
相
當
於
物
質
飲
料
與
食
物
給
予
自
然
生
命
的
各
種
功
放
.. 

保
存
、
滋
養
、
康
復
、
令
人
快

樂
」
(
O
B
E
B
m叫兮
的Z
B
W
A
E
B
E
E
R
-
m
]

古
巴

r
g
z

℃
。
門
口
叩
門
右
。
且
已
丘
吉

B
m
w
m
H
E
己
的
。
同
℃
。E
Z
B
袍
的g
Z
E
m

口
﹒

已
。w
p

口
俏
。
口
已
。

w
H
m
w
M
M
m

同
印
口
已
。
。
丹
已
已
悶
。
門

m
M口
已
。w
m
m
n
g
B
S
E
E
r
s
A
C
O

且

J
L
S
E
。
有
E
E
H

由
旬
叩
門
Z
E
r
g
-
部

六
九
八
V
。

刊
車
體
給
于
領
受
者
以
一
種
超
性
的
力
量
，
這
種
力
量
間
接
地
減
弱
貪
慾
、
增
強
愛
德
，
並
且
堅
固
意
志
，
使
之
能
對
抗
罪
惡
的

誘
惑
，
從
而
保
存
靈
魂
的
超
性
生
命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稱
型
體
是
「
使
我
免
陷
大
罪
的
良
藥
」
(
部
八
七
五
;
神
，
盞
，
七
九
，
“

) 

叫
車
時
能
增
強
與
堅
悶
悶
恩
寵
的
習
性
，
灌
汪
的
德
性
﹒
與
隨
之
而
來
的
聖
神
七
恩
，
從
而
增
強
與
監
圖
靈
魂
的
越
性
生
命
已
里
聽

且
是
處
於
恩
扭
扭
持
者
所
領
的
罕
事
;
當
以
恩
寵
境
界
為
先
決
條
件
。
惟
有
在
特
殊
情
形
下
，
它
能
消
除
大
菲
如
給
予
初
次
思
呢u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譴
責
新
教
人
士
的
抽
了
理
論•. 

「
罪
之
赦
免
是
理
體
聖
辜
的
主
要
果
實
」
(
部
八
八
七.• 

參
致
神
，
晶
晶
了
七
九
、3
)
c

日
間
里
體
消
除
小
罪
與
罪
之
暫
罰
，
從
而
使
有
納
的
靈
魂
痊
癒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稱
之
為
「
使
我
們
從
日
常
罪
疚
中
解
脫
出
來
的

解
毒
劑
」
(
鄧
八
七
五
)
。
由
領
聖
體
而
產
生
的
對
天
主
的
完
善
的
愛
德
行
為
，
使
小
罪
或
罪
之
暫
罰
消
除
，
而
小
罪
與
罪
罰
之
消
除

的
程
度
繫
於
愛
的
深
度
(
參
致
神
，
盞
，
七
九
，4
l
5
)
。

叫
胸
聖
體
給
予
靈
魂
一
種
精
神
的
歡
樂
，
這
種
精
神
的
歡
樂
使
人
樂
於
事
奉
基
督
，
樂
於
盡
幟
，
並
且
樂
於
接
受
信
友
生
活
中
的
一

切
犧
牲
(
參
致
神
，
萃
，
七
九
，1
l
2
)
。

一
、
永
福
與
未

•. 
來
復
活
的
保
證

軍
體
是
夫
間
汞
福
與
將
裝
身
體
議
活
的
保
證
|
|
確
定
意
見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稱
里
體
為
「
我
K
未
來
光
榮
與
永
福
的
保
證
」

﹒
「
誰
吃
諱
的
肉
並
喝
我
的
血
，
就
有
永
生
，
在
末
日
我
且
要
吽
他
復
活
」

教
父
們
與
反
對
肉
身
復
活
的
諾
斯
底
士
派
人
士
爭
論
時
，
以
這
段
經
文
為
依
攘
，
祖
領
聖
體
是
將
來
復
活
底
侏
誼
。
安
提
約
基
亞

的
車
依
納
爵
稱
聖
體
為
「
使
我
們
不
死
的
救
藥
」
'
及
「
使
人
不
死
而
永
生
於
耶
穌
基
督
的
解
毒
劑
」
(
致
厄
弗
斯
人
書
，
貳
拾
，
二

)
。
聖
依
來
內
答
覆
諾
斯
底
士
派
人
士
道
.. 

「
如
果
我
們
的
身
體
分
享
聖
體
，
它
們
便
不
再
會
朽
壤
，
因
為
它
們
有
了
、
永
桓
復
活
的
希

望
」
(
反
異
說
，
肆
，
十
八
，
5
;
參
攻
伍
二
了2
等
)
。

由
聖
體
本
身
所
產
生
的
劫
力
兮
"
。
可
叩
門
冊
。
可
呵
呵
丘
。
)
，
祇
有
領
受
聖
體
的
人
能
享
獲
。
有
賴
於
當
事
人
的
行
動
所
產
生
的
效
力

(
頁
。
有
話
。
可
叩
門
自
哥
)
則
由
於
諸
里
通
功
，
也
可
讓
於
其
他
生
者
或
死
者
。 八

鄧
八
七
五
)
。
耶
穌
在
允
許
聖
體
時
說
過

八
若
，
陸
，
五
四V
。

第
十
穴
節

軍
體
軍
事
的
A
W要
性

然
三
部

電

王;三

=::A 
ci間

六
二
支



第
四
編

六
一
一
六

里
化
者
天
主一

、
對
於
兒
童

對
於
尚
未
達
理
智
年
齡
的
兒
童
的
得
載
，
領
受
軍
體
軍
事
並
無
齡
要
性
|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反
對
喀
爾
文
派
與
希
臘
正
教
神
學
家
們
的
意
見
，
定
斷
如
下.• 

「
任
何
人
認
為
對
於
尚
未
達

理
智
年
齡
的
兒
童
之
得
軟
，
頓
聖
體
是
必
要
的
，
此
人
當
受
絕
罰
」
八
白
宮
前
門
出
自
是
百
足
已
凹
的

w
戶
口
阱
。ρ
E
B

且

凶
口
口
。
叩
門
出
m
n
B

泣
。
且
即
℃ω門
話
口
叩
門
E
F
口
仰
的
。m
m
P
H
E
E
B∞
叩
開
z
o
r
m
H
戶
叩
門
E
m
n
o
E
B

戶
口
戶
。
口
。
E
W

〉
﹒

(j) 

鄧
九
三
七
;

參
致
鄧
九
三
三
，
一
九
二
一
一
)
。
宜
際
上
，
既
沒
有
規
誠
的
必
要
性
，
也
沒
有
方
法
的
必
要
性
。

根
據
聖
經
與
傳
承
的
共
同
教
訓
，
祇
有
洗
禮
足
以
使
人
獲
得
永
生
。
參
致
谷
，
拾
陸
，
十
六.. 

「
信
而
受
洗
的

必
要
得
救
」
o

羅
，
捌
'
一
:
「
所
以
現
今
為
那
些
在
基
督
耶
穌
內
的
人
，
已
無
罪
可
定
」
。
但
「
在
基
督
內
」
正

是
洗
禮
的
教
果
。
洗
禮
所
賦
予
的
成
義
的
恩
寵
，
在
達
到
理
智
年
齡
以
前
是
不
可
能
失
去
的
，
因
為
理
智
尚
宋
應
用

以
前
，
見
童
不
會
犯
個
人
的
罪
(
鄧
九
三
三V
O

車
奧
斯
定
(
b閱
、
向
內
們
自
于
這
有
兮
兮
已
立
法
令
丸
。
這
問

λ
"
心
。
精
心
?
但w
ω串
)
將
若
，
陸
，
五
三
(
通
俗
本
)
「
你
們
若
不
吃

人
于
的
肉
，
不
喝
他
的
血
，
在
你
們
內
便
沒
有
生
命
」
這
句
話
，
應
用
於
尚
未
達
理
智
年
齡
的
見
童
;
然
而
他
並
不
僅
僅
以
領
星
體
聖

事
來
解
釋
經
文
，
他
認
為
除
了
賞
領
外
，
還
可
以
神
領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
也
就
是
說
，
信
友
參
與
基
督
的
奧
身
，
始
於
洗
禮
，
成
於
聖

體

Q
F丈
m
R

回
W
A
T
∞
)
。
里
多
瑪
斯
參
照
聖
奧
斯
定
的
意
見
，
認
為
按
照
教
會
的
意
向
(
客
觀
地
說
)
，
頭
安
洗
禮
的
人
渴
望
領

軍
盟
，
因
為
洗
禮
以
星
體
為
目
標
，
並
藉
此
得
到
聖
陸
的
功
致
，
即
成
為
基
督
奧
身
的
一
份
于
(
神
，
盞
，
七
三
，

3
)

-
了
對
於
成
人



八
鬥
對
於
成
人
的
得
裁
，
領
曼
墨
體
有
規
誠
的
泌
要
性
八
日

o
m
m
m
X
S
M
U
E

而
且

z
o
-
-
確
定
意
見

建
立
學
體
聖
辜
的
語
句
所
包
含
的
天
主
誡
命
，
顯
示
在
基
督
預
許
里
體
的
話
中
八
若
，
陸
，
五
一
二
)
。
在
基
督

允
許
申
，
我
們
知
道
，
要
得
永
生
必
須
鼠
受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
在
第
四
次
拉
脫
朗
大
公
會
議
(
三
三
五
年
)
與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中
'
，
社
會
對
天
主
的
積
極
命
令
予
以
更
確
切
的
指
示
，
規
定
信
友
每
年
至
少
憊
做
一
次
舉
體
八
鄧
四

三
七
，
八
九
一
;
法
，
八
五
九
)
。
信
友
一
且
達
到
廳
用
理
智
的
年
齡
，
即
七
歲
左
右
，
便
有
進
行
此
項
規
誡
的
義

務
八
鄧
二
三
二
七
V
。

H
M個
受
里
體
並
無
方
法
的
絕
對
必
要
性
八
口
自
自
由
Z
S
E
m
-
-
v，
而
祇
有
一
個
相
對
的
與
常
惰
的
必
要
性
。

一
位
信
友
長
期
疏
於
個
受
聖
體
，
不
能
長
久
保
持
恩
寵
境
界
八
參
放
若
，
陸
，
五
一
二
V
。
事
實
上
，
學
體
的
目
的
是

作
靈
魂
的
神
糧
，
沒
有
它
，
超
性
生
命
終
有
喪
失
的
危
險
。

三
一
、
早
領
八
聖
體
或
聖
血
V
的
合
法
性

以
天
主
的
誠
命
言
，
要
以
得
軾
的
方
法
言
，
每
一
信
事
並
無
黨
領
體
與
血
的
泌
要
|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隨
成
士
坦
斯
大
公
會
議
之
後
，
反
對
胡
斯
派
人
士
，
也
反
對
那
主
張
必
須
結
領
體
血
的
新
教
人
士
(
雙
式
派
人

士
白
白
白
戶
口
戶
叩
門

3
)

，
丹
定
早
飯
一
式
(
聖
體
或
聖
血
)
的
合
法
性(
2
宮
門
叩
門H
Z
R
F
F
Z
O
m
戶
M
V
E
2
S
E
Z
-
m
M口
叮
叮
凹
的
朋F
S

R
E
E
岳
。
g
口
自

B
m

戶
口m
口
F
m
n
r
H
E
-
m心
叩
門2

旦
旦
自

ρ
口
但
也
而
且
而
B
m

阻
口
口
岳
旦
旦
戶
開E
n
r
R
U民
但
由
曲
戶
口ES

叩
口
已
由
口
門
叫
昂
吋
叩
門
】
巾

r
m『

少
〉
﹒
ω
﹒
部
九
三
四
;
參
設
部
六
二
六
)
。
其
控
山
是
.• 

基
督
整
個
地
在
二
式
之
一
(
理
體
或
單
血
)
中
。

主
張
氣
領
體
血
的
攻
式
派
人
士
求
援
於
若
，
此
，
五
三
等
的
經
文
，
然
而
泣
段
經
文
與
前
述
信
起
並
不
相
伴
。
因
為
基
督
在
他
有

關
m
p
h
悅
的
允
許
中
，
確
笠
要
求
人
的
吃
他
的
內
，
叫
他
的
血
，
但
他
並
禾
規
定
領
受
它
們
的
方
式
(
參
致
鄧
九
三

0
)

。
古
代
祇
有
在

情
三
部
F豆

叭
d
A

而
叫

六
二
七



會

I
F
H

fEt 

型
化
春
天
主

六
二
八

特
殊
情
形
下
，
如
信
友
們
在
京
也
偵
單
位
，
或
給
病
人
與
見
童
送
聖
服
時
，
才
單
個
一
式
(
草
體
或
單
血
)
。
中
世
紀
時
(
十
二
與
十

三
世
紀
)
之
所
以
停
吐
領
受
心
中
一
血
，
也
不
無
立
際
上
的
理
由
，
主
要
的
理
由
是
肪
此
人
們
設
泊
聖
事
。
參
放
神
，
益
，
八
十
，
泣
。

第
十
七
節

軍
體
軍
事
的
施
行
者

一
、
祝
聖
的
能
力

祇
有
有
強
地
領
受
神
晶
的
司
鐸
-
s
具
有
祝
軍
車
體
的
權
力
|
|
信
理

學
爾
道
派
人
士
八
司
已
借
口
回
內
的
〉
否
認
鑒
統
制
，
並
主
攝
一
切
信
友
都
具
有
同
樣
的
權
力
。
第
四
次
拉
脫
朗
大

公
會
議
反
對
此
見
，
定
斷
如
下.. 

「
惟
有
有
致
地
頗
受
神
品
的
司
鈴
，
始
能
耐
學
此
一
舉
事
」
八
部
間
一
二
0
.
，
參
放

鄧
四
二
四
ν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針
對
新
教
人
士
主
張
信
友
共
有
普
遍
的
司
祭
職
務
，
而
明
定
獨
具
祝
皇
之
權
的
特

殊
司
祭
品
位
八
鄧
九
六
一
，
九
四
九Vo

基
於
教
會
的
車
統
制
度
，
我
們
必
鎮
承
認
，
基
督
的
「
行
此
為
紀
念
我
」
八
路
，
貳
貳
，
十
九
;
格
前
，
拾
堂

，
廿
四
)
這
項
命
令
，
是
唯
獨
對
他
的
宗
徒
們
與
宗
徒
們
的
繼
承
人
而
諱
的
。
傳
承
始
終
曉
示
我
們
，
基
督
的
這
項

命
令
是
針
對
宗
徒
們
與
他
們
的
繼
承
人
八
主
教
與
司
鐸V而
發
的
，
而
且
傳
承
視
他
們
為
神
聖
吳
韻
的
施
行
者
。
聖

儒
斯
定
稱
他
們
為
「
兄
弟
們
的
監
督
」
八
護
歡
喜
斗
室
，
六
五
)
，
也
就
是
一
魂
，
主
教
耐
墨
學
體
，
六
晶
副
祭
分
送

里
體
、
酒
與
水
給
參
與
祭
軾
的
信
友
們
，
並
帶
給
那
些
缺
席
的
信
友
八
參
攻
鑒
西
彼
連
書
信
，
陸
套
，
十
四
;
渠
撞

，
}
一-
v
o尼
西
亞
大
公
會
議
八
第
十
八
款
V
給
予
六
晶
副
祭
分
送
單
體
之
權
，
表
示
他
們
並
無
祝
聖
聖
體
之
榷
。



從
宗
，
拾
金
，
一
，
十
二
米
徒
訓
一-

1日
拾
，
渠
;
拾
丞
，
一
一
一
;
拾
恤
，
一
，
誦
經
丈
仙
似
吋
能
得
訓
佐
流

.• 

初
期
教
會
中
戶
家
安
吳
忠
的

「
先
知
們
」
也
會
舉
行
謝
您
祭
以c
技
人
如
相
信
他
們
像
正
徒
們
一
…
時
，
直
齡
從
天
主
組
交J
h則
是
刀
口
，
國
而
派
受
了
司
祭
之
權
，
似
一
于

並
不
違
反
特
倫
多
大
公
佇
品
阿
克
斷
的
道
說c
(
山
，
壹
，
一
;
神
，
去
了
六
凹
，
3
)

二
、
分
施
史
事
者

軍
體
軍
事
的
通
常
施
「
叮
若
是
商
鐸
'
非
常
施
行
者
是
，
只
晶
副
祭
八
崗
一
區
要
坦
白
，
經
教
區
首
長
或
本
堂
司
鐸
之

許
可
者
V
|
|
法
﹒
八
四
五

車
少
嗎
斯
將
可
川
扎
特
權
的
起
當
性
，
基
於
領
受
聖
體
與
副
主
心
全
世
之
崗
的
速
唉
，
天
主
與
世
人
之
間
的
小
扣
除
地
位
，
以
及
封
於
監

僻
的
尊
敬
O
T
-
-
且
一
尊
敬
要
水
找
們
拉
妥
，
排
在
特
殊
恬
形
干
，
惟
有
可
沛
的
副
聖
泄
的
手
的
祖
能
按
崗
山
別
是
間
(
州
，
右
，
八
二
，

3
)

昔
日
信
友
錄
飯
單
體
與
聖
血
峙
，
由
主
致
或
司
只
給
予
位
缸
，λ
H
山
凶
的
京
的
于
學
血
(
參
坎
恥
之
山
依
必
兩
背
教
右
，
試
心
)

第
十
八
節

領
受
軍
體
軍
事
的
人

一
、
有
效
地
何
受
聖
體
的
條
件

按
居
現
世
的
任
何
已
受
洗
的
人
，
包
括
尚
未
運
風
理
智
的
兒
童
，
都
能
有
效
地
領
受
軍
體
|
|
估
理
八
部
九
三
一

一
一-
v
。

在
十
刊
代
教A
W
H
妞
，
兇
竟
們
也
似
的
干
體
(
參
放
西
彼
迪
論
背
教
右
，J
I川伍
;
(
U
G
E
N
-
位
2
~

〈
口
F
H
ω
-
H
品
)
。

二
、
妥
善
地
頌
，
丈
母
一
體
的
條
件

妥
善
地
領
受
華
體
，
必
須
處
於
恩
寵
攬
掠
，
只
直
讀
者
說
正
而
虔
誠
的
心
意
l
i
l
t

有
制
血
紅
垃
排
的
部
分
為
信
埋

第
三
部

DlJ 
」

•• 

ihu 

--ddu 

心
，

-
、

I
U

J
/
一

-
1
4
/



第
四
祠

聖
化
者
天
主

六
三
O

新
教
人
士
譯
為
惟
獨
信
心

n
b
r
m古
r
H
B
凹
的
)
是
領
受
聖
體
的
充
是
準
備
。
此
見
為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所
譴
責

八
部
八
九
三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同
時
揭
示.. 

在
大
罪
揖
界
申
的
信
友
必
領
先
韻
受
告
解
聖
事
八
若
有
告
解
機
會

)
，
始
能
領
受
鑒
體
。
祇
有
在
必
要
情
況
下
，
他
可
以
用
完
善
的
痛
悔
代
替
告
解
，
然
後
去
簡
單
體
里
事
，
內
部
八
八

0

，
八
九
三
一
;
法
，
八O
七
，
八
五
六
)
。
自
另
一
方
面
言
，
教
會
揖
茉
楊
森
派
人
士
的
過
火
理
論
;
楊
森
派
人
士

要
求
在
大
罪
境
界
中
的
信
友
，
先
作
與
大
捧
相
稱
的
補
贖
'
並
具
有
對
天
主
的
完
全
純
潔
的
愛
，
始
得
領
受
墓
體
八

部
一
三
三
二
等
)
。
比
約
十
世
有
關
單
體
里
事
的
文
告
九
一
九
O
五
年
V
中
宣
布

.• 

任
何
人
接
近
神
聖
的
桌
于
郎
領

聖
體
，
祇
要
他
處
於
恩
寵
境
界
，
並
且
懷
著
正
直
而
虔
敬
的
意
向
，
即
為
了
越
性
的
目
的
而
願
領
受
垂
體
，
不
應
加

以
拒
絕
(
鄧
一
九
八
五
〉
。

由
於
里
事
本
身
所
給
予
的
恩
寵
的
分
量
，
隨
領
受
者
自
己
的
準
備
而
異
，
所
以
頓
舉
體
之
前
，
應
有
良
好
的
準

備
，
領
里
體
以
後
，
應
有
相
稱
的
感
恩
八
鄧
一
九
八
八
)
。

領
里
體
的
人
須
處
於
恩
寵
境
界
的
單
盤
棋
撮
，
見
於
聖
保
祿
的
殷
切
勸
勉.. 
格
前
，
拾
室
，
廿
八

•• 

「
所
以
人

應
省
察
自
己
，
然
後
才
可
以
吃
這
餅
，
喝
這
杯
」
。
耶
穌
在
建
立
鑒
體
以
前
，
給
宗
徒
們
洗
腳
(
若
，
拾
盞
，
四

等
V
，
並
不
僅
僅
為
了
給
宗
徒
們
留
下
一
個
謙
遜
的
教
訓
，
也
是
領
鑒
體
里
事
所
要
求
的
良
心
純
潔
的
一
個
象
徵
性

的
表
示
(
參
放
十
節
〉
。

教
父
們
自
始
一
現
洗
禮
與
良
心
純
潔
，
為
領
受
聖
體
里
事
而
獲
益
的
先
決
帳
件
。
參
放
十
二
宗
徒
訓

-
2一
口
，
玖
'
五
;
拾
，
六
;
拾
肆

，
一
;
聖
儒
斯
定
護
教
書
，
壹
，
六
六
。
在
東
方
教
會
徑
，
司
鐸
(
主
教
)
在
送
聖
體
之
前
提
醒
信
友
們

.. 

「
辜
者
始
堪
領
受
聖
事
」



(
吋ι
r
h『h
a
s
h

昀
鬥
考
古
巴
。
里
奧
斯
定
要
求
領
星
體
的
人
，
要
帶
著
純
潔
的
良
心
接
近
祭
畫
(
安
」

G
S.• 

拌
均
﹒
心
。
﹒
口
)
。

不
妥
善
地
領
聖
體
是
一
種
褻
續
行
為
。
參
致
格
蘭
，
拾
壺
，
廿
七•. 

「
為
此
無
論
誰
，
若
不
相
稱
地
吃
主
的
餅
，
或
喝
主
的
杯
，

就
是
干
犯
主
的
身
體
和
主
的
血
的
罪
人
」
。
又
廿
九

•• 

「
因
為
那
吃
喝
的
人
，
若
不
分
辨
主
的
身
體
，
就
是
也
喝
自
己
的
罪
案
」
。
然

而
直
接
冒
犯
天
主
的
罪
(
憎
恨
天
主
，
褻
讀
)
與
干
犯
基
督
人
性
的
罪
(
釘
基
督
於
十
字
架
，
猶
達
斯
的
出
頁
)
，
客
觀
地
說
，
比
冒

犯
基
督
星
體
里
血
的
罪
更
重
(
參
致
神
，
盞
，
八
十
，
5
)

為
了
尊
敬
聖
體
，
同
時
也
為
了
避
免
濫
用
聖
體
(
參
致
格
前
，
拾
壹
，
廿
一
)
，
自
古
以
來
，
教
會
便
要
求
信
友
在
領
里
體
以
前

，
要
有
相
當
的
身
體
方
面
的
準
備
，
即
自
午
夜
開
始
守
齋
(
鄧
六
二
六
;
法
，
八
五
八
)
。
戴
爾
都
泉

(
K
H
h
N
R
-
g
E
F
p
m
v
)

與

里
依
玻
理
(
吋
豆
、
給
﹒K
H
h
v
b
h
h

•• 

)
都
替
領
聖
體
前
守
齋
一
事
作
誼
;
里
奧
斯
定
認
為
他
那
時
候
「
全
世
界
」
都
遵
行
的
(
建
立
星
體

重
事
週
年
日
除
外
)
這
個
習
慣
，
原
自
天
主
聖
神
的
命
令
。
他
所
學
出
領
聖
體
前
守
齋
的
理
由
是
，
「
對
這
樣
高
貴
的
車
事
所
應
有
的

敬
意
」
(
書
信
，
伍
肆
，
六
，
八
)
。
一
九
五
三
年
一
月
六
日
教
宗
比
約
十
二
世
所
頒
布
的
宗
座
典
章
「
天
主
基
督
」
〈
的
可D
H
E

N
)。
這
封
5
)
與
一
九
五
七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的
「
領
里
體
」
話
令

S
R
R
遠
的
。
這
話
§
宮
"
咱
這
)
將
聖
體
齋
的
規
則
予
以
修
改
。

第
三
部

聖

哥，

....
/、



滑
向
海
、
閻
明
化
著
天
主

~ 

，、

a
M論
謝
圓
心
祭
(
彌
撒
)

戶
已
昕
一
品
平搞
拔
祭
耗
的
實
在
性

第
十
九
節

歇
會
所
訓
眾
的
軍
體
的
集
獸
性

關
於
祭
軾
的
意
義
，
請
參
致
本
書
上
冊
第
三
O
四
頁
。

一
、
教
會
的
訓
示

彌
撒
是
一
種
真
正
的
真
狹
義
的
提
歇
|
|
信
理

新
教
人
士
放
棄
了
聖
體
的
祭
蔽
性
，
而
祇
視
聖
時
為
一
種
廣
義
的
祭
肥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針
對
此
見
，
宣
布

聖
體
是
一
種
真
正
的
與
狹
義
的
祭
吧.. 

「
任
何
人
若
說
，
在
彌
撒
中
，
並
沒
有
舉
行
真
正
的
與
狹
義
的
祭
肥
，
或
者

說
祭
把
就
是
把
基
督
給
我
們
食
用
，
當
受
絕
罰
」
(
白
色
古
岳
母
已
♂
古
巴
宮
"
口
。
口
。
F
E

巳
g
Z
E
B

H
U
B
-
z
g
m
m
R
E
n
E
B
U
m
E

門
右
。
丸
。
R
m
H門
戶
口
。
口m
Z
丘
吉
已

(b ...... 

門
吉
凶
自
口
。

σ
凹
的
n
r立
叩
門
口
向
口m
w
L白
宮
門
戶
口nm
口
門
戶
口
自

。
在
新
教
人
士
以
前
，
威
克
利
夫
曾
經
否
認
彌
撒
墓
祭
由
基
督
所
建
立
八
鄧
五
八
五
)

新
教
人
士
激
烈
反
對
彌
撒
的
理
由
是
下
列
不
正
確
的
想
法
.. 

按
照
天
主
教
的
信
道
，
彌
撒
是
基
督
十
字
架
祭
獻
旁
邊
的
一
個
獨
立

的
祭
獻
，
由
於
司
祭
的
祭
獻
行
為
，
彌
捕
本
身
能
赦
免
例
人
的
罪
與
罪
罰
(
斗
、
。N
o
h
E門
。
咕
咕
-
L﹒
泣
-
N
C參
考
路
德
K
H
a甘
足
帆
忱
這H
b
.

r
.
-
H
U
﹒
口
w〉
耳
-
N
h
喀
爾
文
著
基
替
教
原
理
，
肆
，
十
八
，
一
!
三
了
海
德
堡
的
要
理
問
答
第
八
十
題
(
可
咒
詛
的
偶
像
崇
拜
以

門F
H
r
〉
﹒
ω
﹒
鄧
九
四
八
)

。



-
一
、
聖
寧
與
祭
獻
的
區
分

雖
然
聖
體
聖
事
與
謝
恩
祭
由
同
一
祝
聖
所
完
成
，
它
們
的
性
質
均
各
不
相
同
。
聖
體
是
一
種
車
事
，
因
基
督
在

聖
體
中
成
為
靈
魂
的
食
糧
。
聖
體
是
一
種
祭
蔽
，
因
為
基
督
在
車
體
中
自
作
犧
牲
，
奉
獻
於
天
吏
。
「
聖
體
具
有
祭

蔽
性
，
因
它
被
敵
於
主
;
單
體
具
有
聖
事
性
，
因
它
被
人
領
受
;
所
以
在
領
受
它
的
人
內
，
它
給
予
車
事
的
故
果
;

在
那
些
奉
獻
它
的
人
或
為
之
而
奉
獻
的
人
們
內
，
它
給
予
祭
散
的
故
果
」
(
何
在
。

B
B
S
R

巴
巴

z
r
F

古

音
S
E

目
。
同
閏
月
卅
日"
H
m
泣
。B
B
m
m
n
E
B
S

巳

S
E
E
-
戶
口
《
吉
凶
D
Z
B
E
B

心
卅
日
苟
且
已
仰
。
且
同
。
且
已
昌
胡
思

E
B
g
t

r
巴
巴
古

g
b
E
m
C
B
F
且
帶
立
C
E
E

阱
。E
E
R
E
n
-
-
戶
口
8
.
A
丘
。
悶
。
丘
吉

-
E
r
u
u
M】片
。ρ
丘
吉
凶
。
白
白
宮
門
﹒

神
，
盞
，
七
九
，5
)
。
聖
體
聖
事
的
首
要
目
的
是
人
的
聖
化
;
彌
撒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天
主
的
榮
耀
。
以
聖
事
言
，

聖
體
是
一
種
延
續
事
實
(
H
B
H
V
R
B
S
S
明
)
;
以
祭
敵
言
，
聖
體
是
一
個
轉
瞬
即
過
的
行
為
代
白
色
。
可
自
口
的
戶
。
口
間
)
。

第
廿
節

車
經
昕
一
本
軍
體
的
發
酷
性

一
、
當
約
的
設
示

村
默
基
瑟
德
八
巴
巴c
E
串
門
戶
自
「
)
的
祭
敵
是
彌
撒
的
雛
型
。

創
世
紀
八
拾
肆
，
十
八
|
十
九
)
記
載
中
呂
洞
下
一
凹
的
事

•. 

「
叉
有
撒
冷
王
默
基
瑟
德
也
帶
若
餅
與
酒
出
來
迎
接
他

，
因
為
他
是
至
高
者
天
主
的
司
祭
。
他
向
亞
巴
郎
祝
福
」
。
按
照
傳
統
的
聖
經
注
釋
，
默
基
瑟
德
帶
著
餅
和
酒
(

賞
。
同
叩
門
g
m

而
非
丘
P
H
B
明
)
，
以
便
給
天
主
敵
祭
。
那
時
偎
，
人
們
已
有
為
勝
利
而
祭
獻
的
習
俗
，
但
那
並
非
為
了

第
三
部

聖

可誓

:街

-'
/、



第
四
偏

要
化
老
天
主

六
三
四

撫
慰
疲
倦
的
戰
士
。
默
基
瑟
德
司
祭
品
位
的
清
楚
指
示
，
證
明
了
這
一
解
釋
的
正
確
性
。
司
奈
的
特
殊
活
動
就
是
祭

敵
。
從
詠
，
壹
零
玖
'
固
的
有
關
獸
西
亞
而
為
希
，
伍
，
六
;
棠
，
一
所
證
宜
的
預

-
7日
來
君
，
我
們
知
道
，
基
督
是

默
基
瑟
德
型
的
司
祭
，
亦
即
同
時
是
君
王
與
司
祭
，
道
循
傳
承
的
解
釋
，
他
的
祭
敵
與
默
基
瑟
德
的
祭
獻
相
似
，
這

一
祭
敵
祇
能
移
是
他
在
最
後
晚
餐
與
彌
撒
中
，
以
餅
與
酒
二
形
作
他
的
體
與
血
的
奉
獻
。

猶
太
人
的
傳
承
(
變
浩
】U
V口
。
〉
與
基
督
教
的
傳
承
都
承
認
，
默
基
瑟
德
曾
以
餅
與
酒
祭
獻
天
主
。
教
父
們
親
默
基
瑟
德
的
祭
獻
為

彌
撒
的
雛
型
。
里
奧
斯
定
說
:
「
今
日
全
球
基
督
信
友
所
祭
獻
給
天
主
的
，
在
那
里
第
一
次
出
現
」
(
天
主
之
城
，
拾
陸
，
廿
一
一
)
。

參
致
聖
西
彼
連
書
信
陸
盞
，
四
;
聖
熱
羅
尼
莫
'
?
足

h
H
H
H
F
.
-
F
N
F
N
G
U

彌
撒
正
祭
中
切
H
h
h
v
E
Q
R
h
H

凹
的
祈
禱
)

H
W瑪
拉
基
亞
(
玄
m
z
n
E
S
V
的
預
言

拉
，
查
，
十
|
十
一
記
載
蒼
，
天
主
藉
先
知
的
口
向
猶
太
人
的
司
祭
說
話

.. 

「
我
不
喜
歡
你
們
，
萬
軍
的
上
主

詣
，
也
不
說
納
你
們
經
手
的
祭
品
，
因
為
自
日
出
到
日
落
，
我
的
名
在
異
民
中
大
受
顯
揚
，
在
各
處
給
我
的
名
焚
香

敵
祭
，
且
敵
純
潔
的
祭
品
，
因
為
我
的
名
在
異
民
中
大
受
顯
揚
|
萬
軍
的
上
主
說
」
。

天
主
在
此
拒
絕
了
猶
太
教
的
不
純
潔
的
祭
獸
，
並
預
示
一
種
新
的
、
純
潔
的
祭
敵
將
會
產
生
。
這
種
新
的
祭
獻

。
不
是
教
外
人
的
祭
獻
、
皈
依
者
的
祭
獸
，
也
不
是
僑
居
異
國
的
猶
太
人
的
祭
獻
。
因
為
教
外
人
的
祭
款
爺
於
偶
像

崇
拜
，
並
非
純
潔
的
祭
敵
(
參
致
格
前
，
拾
，
廿
)
，
皈
依
者
的
祭
敵
並
非
在
「
任
何
地
方
」
都
可
舉
行
的
，
而
且

在
耶
路
撒
冷
以
外
舉
行
的
僑
居
異
國
的
猶
太
人
的
祭
獻
，
被
視
為
←
一
種
不
合
法
的
祭
獻
。
預
言
中
所
宣
布
的
新
祭
敵

與
對
天
主
敬
禮
的
普
遍
性
清
楚
地
指
示
若
默
西
亞
時
代
內
參
致
詠
，
貳
壹
，
廿
八
等
;
依
，
肆
玖
，
六
)。
預
言
所



宣
一
眾
的
祭
敵
並
不
是
十
字
架
上
的
祭
獸
，
因
為
這
祇
限
於
獨
一
的
固
定
的
地
方
。
預
言
的
實
現
乃
是
「
任
何
地
方
」

門
以
常
情
的
普
遍
背
對
我
言
)
都
可
奉
獻
的
彌
撒
;
由
於
祭
品
與
首
要
司
祭
者
的
故
故
，
它
是
一
種
純
潔
的
祭
敵
內
參

致
部
九
三
九
)
。

最
古
老
的
傳
承
將
瑪
拉
基
亞
的
預
言
應
用
在
里
體
的
道
理
上
內
參
致
.. 

十
二
宗
徒
訓
言
，
拾
肆
三
二
;
單
儒
斯

定
言
說
，
肆
壹
;
聖
依
來
內
反
異
議
，
肆
，
十
七
，5
;

聖
奧
斯
定
，
吋3
2
.
h
N
h
叫d
.
"
、N
h丸.• 

m
w
-
5
)。

的
日
依
撒
意
亞
預
告
，
在
默
西
亞
時
代
，
外
邦
人
也
將
成
為
司
祭
.. 

「
我
也
要
從
他
們
中
間
選
故
司
祭
和
肋
末
，

這
是
上
主
說
的
」
(
陸
陸
，
廿
→
)
。
然
而
，
按
照
舊
約
的
觀
點
，
一
種
沒
有
祭
軾
的
司
祭
品
位
，
是
不
可
能
存
在

的
。

二
、
新
的
的
詮
示

付
彌
撒
的
建
立

里
體
的
祭
敵
意
義
表
現
在
下
面
的
事
實
上
:
基
督
使
他
的
體
與
血
員
在
兩
種
形
式
(
餅
與
酒
〉
下
，
由
此
而
其

在
祭
散
的
形
式
之
下
。
分
闊
的
形
式
象
徵
蓋
在
十
字
架
的
祭
獻
中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的
真
正
的
分
開
。

基
督
建
立
車
體
里
事
時
所
講
的
話
證
一
示
了
聖
體
的
祭
敵
性
。
當
他
說

.. 

「
這
是
我
的
體
，
為
你
們
而
捨
棄
」o

「
這
是
我
的
血
，
為
你
們
而
傾
流
」
時
，
他
說
明
了
他
的
體
是
祭
蔽
的
體
，
他
的
血
是
祭
獻
的
血
。
「
把
身
體
拾

秦
」
，
「
把
血
傾
流
」
都
是
聖
經
裡
有
關
祭
蔽
的
語
句
，
表
示
奉
獻
是
→
種
真
正
的
與
狹
義
的
祭
吧
。

第
三
部
舉

穿軍

論

六
三
五



第
四
鋪

當
一
一
化
者
天
主

六
一
一
一
六

基
督
叉
稱
他
的
血
為
盟
約
的
血
。
由
於
依
撒
繭
民
族
與
天
主
之
間
訂
立
舊
約
時
曾
獻
上
流
血
的
祭
品
(
出
，
貳

肆
，
八.• 

「
你
們
看
哪
!
這
是
結
約
的
血
，
是
上
主
按
一
切
的
話
與
你
們
所
立
的
血
」
'
依
循
聖
經
的
觀
點
，

結
約
的
血
就
是
祭
蔽
的
血
。

。
、../

由
於
旬h
R
E
t
e
t門路
加
)
與
r
H
E
E
E合
吉
它
(
…
瑪
賣
，
馬
爾
谷
，
路
加
)
這
二
個
分
祠
都
用
現
在
式
，
人
們
認
為

祭
獻
的
行
動
完
成
於
現
在
，
即
最
後
晚
餐
的
時
候
，
但
就
語
言
文
法
來
說
，
也
可
指
不
久
的
將
來
(
除
路
，
貳
貳
'

廿
以
外
，
通
俗
本
單
經
都
譯
成
將
來
式
)
。
就
意
義
來
說
，
最
後
晚
餐
和
基
督
在
十
字
架
上
捨
身
流
血
有
不
可
忽
輯

的
關
係
，
否
則
最
後
晚
餐
將
成
為
十
字
架
祭
敵
以
外
的
→
個
獨
立
祭
獻
。
依
碟
建
立
學
體
的
昔
日
詞
，
在
最
後
晚
餐
中

臨
在
的
體
與
血
和
在
十
字
架
上
獻
出
的
體
與
血
既
是
二
而
一
的
，
可
以
推
妞
，
十
字
架
上
的
奈
敵
亦
因
體
與
血
而
揣

在
。
路
，
貳
貳
，
廿
的
行
文
方
式
也
使
人
作
如
上
的
解
釋
法
，
因
為
路
加
福
音
中
的
「
傾
流
學
血
」
是
指
著
晚
餐
霄

杯
而
言
的
。

從
「
行
此
以
紀
念
我
」
八
路
，
貳
貳
，
十
九
;
參
致
格
前
，
拾
壺
，
廿
叫
)
的
命
令
中
，
可
以
引
伸
向

.. 

謝
恩

祭
將
是
新
約
的
一
項
桓
久
的
制
度
。

的H
對
於
彌
撒
的
一
此
一
一
暗
示

希
，
拾
盞
，
十.• 

「
我
們
有
一
座
祭
壇
，
那
些
帳
蒜
內
行
敬
禮
的
人
沒
有
權
利
由
其
上
吃
祭
物
L

。
「
由
祭
壇
上
吃
均
」
的
意
思

就
是
吃
在
祭
蓋
上
學
獻
過
的
祭
品
。
這
踐
經
文
如
以
字
面
意
義
解
，
是
指
領
垂
愷
，
或
以
做
借
意
義
解
釋
，
則
指
分
享
十
字
架
祭
獻
的

果
賞
。
照
上
下
文
來
君
，
第
二
種
意
義
似
乎
比
較
恰
當
。
(
參
放
十
一
部
!
十
二
節
)
。



格
前
，
拾
，
十
六
i

廿
一
將
制
聖
盟
與
猶
太
教
及
外
教
人
士
卒
川
~
吼
叫
初
圳
缸
並
淌
，
，

F
U
J
川
(
「
主
的
建
席
」
和
參
川
之
.
泌
胞
的
特
他
一
席

」
三
事
互
相
排
斥.. 

「
你
們
不
能
喝
主
的
﹒
杯
，
又
喝
邪
鹿
的
杯
;
你
們
不
能
共
享
主
的
建
席
，
又
扎
扎
(
草
耶
路
的
短
席
」
。
口
進
一
推
理
方

式
以
「
聖
體
是
用
於
祭
獻
的
食
物
」
為
先
決
條
件
，
然
而
用
於
祭
叫
做
的
食
物
』
尖
叫
已
先
取
行
了
祭
獄
(
部
九
三
九
)

第
廿
一
節

傳
承
所
-
F雪
體
的
繁
獸
性

一
、
尼
西
且
大
小
品
會
議
以
前
的
設
示

哈
納
克
(
〉
﹒
同
阻B
R
r
)
與
維
倫
(
吋
﹒
者
在g
e

主
張
，
在
最
初
二
世
紀
中
，
教
會
祇
有
一
種
表
之
於
泣
鍋
，
崇
拜
與
感
恩

的
主
觀
的
與
精
神
性
的
祭
獻
。
後
來
里
依
來
內
(
哈
納
克
認
為
是
聖
西
值
達
)
將
一
種
客
觀
的
，
立
在
的
祭
賦
則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
代

替
了
前
述
主
觀
的
祭
獻
。
然
而
傳
承
的
最
古
老
的
證
攘
明
示
歡
會
始
終
以
雪
體
為
一
種
客
觀
的
祭
品
。

十
二
宗
徒
訓
言
錄
指
示
我
們•• 

「
每
逢
上
主
的
日
子
，
召
開
集
會
，
分
裂
祭
餅
，
郎
平
行
感
恩
禮
。
你
們
要
先
告
明
諸
罪
，
好
使
你

們
的
祭
獻
(
h
u
q
h
R
)

是
純
潔
的
。
凡
與
鄰
人
爭
吵
的
，
應
先
和
解
，
始
能
參
與
禮
儀
，
以
兔
站
污
祭
獻
。
因
奇
主
教
訓
過
﹒
叫
「
任
何

地
方
，
任
何
時
刻
，
給
我
獻
上
純
潔
的
祭
品
，
因
為
我
是
偉
大
的
君
王
，
上
主
說
，
我
的
名
在
普
世
受
頌
揚
』
(
拉
，
壹
，
十
一

i

十

四
)
。
聖
體
的
祭
獻
與
瑪
拉
基
亞
所
預
言
的
祭
獻
的
相
提
並
論
，
以
及
塢
，
伍
，
廿
三

l

廿
四
(
「
若
你
在
紅-
A臺前
要
獻
你
的
禮
物
」

〉
的
語
旬
，
都
指
出
聖
體
被
視
為
一
種
外
在
的
祭
品
。

羅
馬
的
聖
克
來
孟
告
訴
我
們
(
約
九
六
年
)
，
主
教
的
任
須
是
奉
上
祭
品
。
致
格
林
多
人
苦
，
肆
肆
，
四

.. 

「
主
教
們
聖
善
無
疵

地
華
獻
祭
品
，
說
們
若
把
他
們
草
除
職
務
，
乃
是
一
大
重
罪
」o
「
奉
獻
祭
品
」
(
呵
呵
吾
吾
恥
、
“
這
孔
丘
屯

h
H
)指
點
一
種
真
正
的
，

實
在
的
祭
獻
。

安
提
約
基
亞
的
聖
依
納
偉
(
一
O
七
年
卒
)
將
舉
體
與
祭
臺
相
連
繫
'
暗
示
了
車
體
的
祭
獻
性
;
而
祭
臺
是
祭
獻
的
所
在
(

h
w
t
q
h
a

司
令
h
g
t
)。致
婪
拉
德
人
書
，
肆
.. 

「
應
當
小
心
，
祇
參
與
一
個
聖
體
;
五
日
主
祇
有
一
個
膛
，
一
個
杯
，
使
我
們
契
合
於
他
的

血
;
祇
有
一
個
祭
臺
，
正
如
祇
有
一
位
主
教
和
眾
司
何
與
六
品
副
祭
一
起
」
(
參
攻
致
斐
拉
德
人
書
，
伍
，
二
)

第
三
部

聖

事

論

六
三
七



第
四
續
開
聖
化
者
天
主

六
三
八

里
儒
斯
定
三
六
五
年
卒
)
說
那
些
一
搭
一
癒
的
痲
瘋
病
患
者
所
幸
獻
的
麥
粉
的
祭
品
，
是
墓
禮
的
→
個
雛
型
。
他
認
為
瑪
拉
基
亞
所

預
言
的
，
將
在
各
地
舉
行
的
純
潔
的
祭
獻
，
是
「
聖
體
里
辜
的
餅
與
星
體
聖
事
的
爵
」

(
b
3
p
b
)
。
而
且
按
照
他
所
著
的
護
教
書

，
壺
，
六
六
，
里
體
軍
事
的
餅
就
是
基
督
的
體
，
聖
體
里
事
的
爵
就
是
基
督
的
血
。
在
言
談
，
壹
壹
海

(
b
E
N
-
-口吋
)
中
他
似
乎
把

車
盟
的
祭
獻
安
置
在
彌
撒
中
的
祈
禱
與
感
恩
睡
中

•• 

「
我
確
認
，
正
直
人
的
祈
禱
與
感
思
是
惟
一
完
善
的
祭
獻
，
是
最
中
說
上
主
的
。

因
為
信
友
們
自
古
以
來
所
串
串
獻
的
便
是
這
些
一
」
。
這
一
意
見
針
對
猶
太
人
的
物
質
奈
獻
。
但
是
言
談
，
肆
壹
並
不
否
認
，
在
祈
禱
與
感

恩
下
串
串
獻
基
督
的
體
血
，
作
為
信
，
友
們
的
祭
品
亦
屬
可
能
。

里
昂
的
軍
依
來
內
(
二O
二
年
卒
〉
表
示
，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是
「
新
約
的
新
祭
獻
」
、
「
由
宗
徒
所
傳
，
教
會
在
世
界
各
地
向
天

主
獻
祭
」
。
這
是
嗎
拉
基
亞
預
言
的
貨
現
(
反
其
說
，
肆
，
十
七
，
5
;
參
放
肆
，
十
八
，

2

典
是
)
。

戴
商
都
良
(
一
一
一
一
0
年
卒
)
說
參
與
聖
體
的
禮
節
，
就
是
「
站
在
天
主
祭
台
邊
」
'
領
軍
體
則
是
「
參
與
祭
肥
」
Q
且
在

Z
H
E

G
R
B
忌
"
b
筒
。
、
Q
H•• 

5
)
。

墨
西
佳
運
(
二
五
八
年
卒
)
告
訴
我
們
，
慨
然
按
照
默
基
瑟
德
的
品
位
，
基
督
是
大
司
奈
，
「
他
向
天
主
父
所
串
串
上
的
祭
獻
，
正

是
獸
基
瑟
德
所
牽
僻
恥
「
過
的

•• 

餅
與
酒
，
也
就
是
他
的
體
與
血
」
(
書
信
，
陸
車
b了
四
)
。
「
當
司
祭
鼓
法
基
督
作
基
督
所
作
之
事
時
，

他
真
正
代
表
基
督
;
當
他
瞻
仰
基
督
獻
出
自
己
，
開
始
以
同
樣
的
方
式
獻
祭
時
，
他
在
教
會
內
向
天
主
父
星
奉
其
實
而
完
善
的
祭
獻
。

」
(
書
信
，
陸
串
品
了
十
四
)
。

二
、
尼
西
亞
大
n
A會
議
以
後
的
詮
人

尼
西
亞
大
公
會
議
以
後
最
著
名
的
誼
人
，
是
耶
路
撒
冷
的
聖
濟
利
驗
，
里
若
望
﹒
基
素
束
，
聖
盎
博
羅
制
與
里
奧
斯
定
。

耶
路
撒
冷
的
車
濟
利
祿
(
2一
八
六
年
卒
)
在
他
的
第
五
本
「
奧
蹟
導
論
」
(
足hy
h
h
b
h
o
m

甘
心
凹
的
h
N
H
咱
們
智
紅h
)中
，
曾
經
描
繪
了

當
時
在
耶
路
撒
冷
所
舉
行
的
車
體
禮
。
他
稱
聖
體
的
完
成
是
一
種
精
神
的
祭
獻
，
對
天
主
的
不
流
血
的
敬
禮
、
一
種
和
好
的
祭
獻
(

ω
﹒
∞
)
，
祭
品
是
「
為
我
們
的
罪
而
犧
牲
的
基
督
」
(
P
H
O」



里
若
望
﹒
基
素
東
(
四O
七
年
卒
)
給
天
主
教
針
品
的
尊
高
作
誼
，
時
品
的
尊
高
主
要
地
是
由
於
基
督
自
為
犧
牲
的
第
獻
的
卓
越

性
(
b肉
E
R
M
.

丸.• 

自
﹒
串
)
。
他
說
:
1
對
這
共
同
參
與
的
桌
子
，
對
這
為
我
們
而
犧
牲
的
基
督
，
對
這
桌
子
上
的
祭
獻
，
我
們
應

當
有
敬
意
。
」
(
H
H
H
勻
。
這•• 

E
B
-
-
J刊H
H
H
W
∞
)
。

里
盎
博
羅
削
(
三
九
七
年
卒
)
曉
示
我
們
，
在
彌
撒
中
，
基
督
是
攝
牲
，
同
時
也
是
可
奈
.• 

「
雖
然
現
在
我
們
看
不
見
基
督
設
祭

獸
，
但
當
他
的
體
被
祭
獻
時
﹒
他
仍
在
地
上
被
祭
獻
。
是
的
，
他
甚
至
也
在
我
們
內
奉
獻
他
自
己
，
因
為
他
的
話
里
化
那
奉
上
的
祭
品

」
Q
a
h
u
h
-
-
ω

∞
W
N
S
。

里
奧
斯
定
(
四
三
0
年
卒
〉
誼
示
，
「
歇
會
每
日
的
祭
獻
」
是
聖
事
，
即
基
督
在
十
字
架
的
祭
獻
的
神
祕
重
行
，
在
這
個
祭
獻
中

基
督
曾
經
是
祭
品
，
也
是
司
祭
」
(
天
主
之
娥
，
拾
，
廿
;
參
致
書
信
，
玖
捌
'
九
)
。
基
督
信
友
的
祭
獻
是
滿
拉
基
亞
所
預
言
過
的
，

普
遍
性
的
祭
獻
(
吋E
R
h
H

丸
。
﹒
」H
h
h
h

.• 

。
"
H
ω
)。

古
代
的
禮
儀
經
書
與
敬
父
們
一
向
給
聖
盟
的
祭
獻
性
作
誼
。
參
致
特
摩
伊
的
塞
拉
俾(
ω叩
門
且
叮
叮
口
。
同
吋

Y
S
已
明
)
的
祭
獻
禱
詞
典

羅
馬
彌
撒
正
祭
瓶
里
里
體
里
血
後
的
禱
詞
。

土
林
派
神
學
家
在
一
切
有
關
單
體
的
祭
獻
性
的
重
要
道
理
上
，
保
持
了
教
父
們
的
觀
點
(
神
，
盞
，
八
三
，1)
。
中
古
世
紀

時
，
彌
撒
的
許
多
註
釋
者
較
著
重
漏
撒
的
禮
儀
揉
討
而
疏
略
於
彌
撒
的
信
理
研
究
。
彌
撒
祭
侃
道
理
比
較
深
刻
的
介
紹
與
理
論
性
的
研

究
要
歸
功
於
近
代
神
學
家
們
。

第
一
一
一
部望

事

論

六
三
九



勢
四
編

聖
化
著
天
主

F弟
二
A平

摘
軾
的
本
質

第
廿
二
節

彌
撒
與
十
字
架
上
繁
獻
的
關
保

一
、
.
彌
撒
的
相
對
性

六
四
O

彌
撒
以
軍
事
方
去
表
現
及
紀
念
基
督
在
+
字
架
土
的
第
獸
，
並
分
施
它
的
教
贖
功
能
|
|
信
理

十
字
架
上
的
祭
獻
是
→
種
絕
對
的
祭
轍
，
因
它
鼠
不
是
紀
念
過
去
的
祭
吧
，
也
不
是
末
來
祭
軾
的
雛
型
;
而
彌

撒
則
是
一
種
相
對
的
祭
獻
，
國
它
本
質
地
與
十
字
架
的
K
M狀
相
連
瑕
。
特
倫
多
太
公
會
議
宣
布.• 

主
督
給
他
的
教
會

留
下
了
一
個
可
見
的
祭
敵
.. 

「
在
這
祭
餓
中
，
昔
日
十
字
到
上
的
流
血K
M敵
以
聖
事
方
式
被
表
現
，
它
的
紀
念
要
問

傳
至
世
界
末
日
，
而
它
那
故
閉
的
能
力
，
要
用
法
赦
免
我
們
每
日
所
犯
的
持
疚
」
(
部
九
三
八
)
。

基
於
這
一
解
秤
，
彌
捕
即
八
十
字
架
土
祭
版
的
山
係
可
以
史
此
切
地
解
釋
為
:
一
種
堅
其
方
式
的
表
現
心
而
℃

S
E
S
E
F
0
)、
一
種

仙
化
念(
g
m
g
o
E
)
與
一
種
過
用
(
呂
立E
H
E
)
。
基
督
的
將
與
血
臨
然
盯
在
那
祭
做
基
封
在
十
字
架
上
體
血
真
正
分
闋
的
兩
種
外
型

(
餅
與
酒
)
內
，
彌
撒
就
是
墓
齊
而
十
字
改
上
祭
賦
以
血
事
方
式
的
表
現
。
再
老
﹒
川
湘
川
M
A
T
4
紀
念
基
以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祭
獻
，
設
者
要

存
留
直
到
世
界
的
窮
盡
，
正
如
湖
里
後
的
「
追
憶
」
宮
、
H
R
S
R
h
D
)的討
所
特
別
去
爪
的
。
然
而
吶
服
不
僅
是
一
種
紀
念
(
部
九
五

0
)
，
而
是
一
種
真
正
的
狹
義
的
祭
獻
。
甜
總
還
是
十
字
架
祭
賦
美
呆
的
怯
肘
，
它
將
主
槳
，
刀
於
州
市
安
放

I
M的
人
們
。
羅
馬
要
理
問
答

說
獨
叫
你
與
山
l

字
架
祭
闊
的
問
何
為
一
符
史
新

(
H
w
a
h
b
h
h
y
h
H
H
R
F
λ
u
s
w

吋
丸
之

從
彌
撒
的
相
對
性
巾
，
我
們
知
道
，
蚓
你
叫
他
不
侮mm十
字
架
上
的
祭
袱
，
相
反
的
，
爛
的
從
L
I

字
來
的
祭
獻
吸
取
它
全
部
的
荷
花

，
並
將
後
有
的
美
果
施
於
缸
，
一
仙
人
(
鄧
九
瓦
一
)



在
車
經
裡
，
涉
及
彌
撒
與
十
字
架
祭
蔽
之
關
係
的
是
基
督
建
立
鑒
體
時
所
說
的
話
(
奉
獻
故
拾
的
體
與
傾
流
的

血
)
，
與
基
督
的
命
令.. 

「
行
此
以
紀
念
我
」
，
尤
其
是
聖
保
祿
所
加
於
這
些
話
的
解
釋
.. 

「
你
們
每
次
吃
這
餅
，

喝
這
杯
，
你
們
就
是
宣
告
主
的
死
，
直
到
他
來
」
(
格
前
，
拾
查
，
廿
六
)
。

在
教
女
們
中
，
里
儒
斯
定
早
已
提
及
，
紀
念
吾
主
的
苦
難
與
里
體
禮
節
有
關(
7一
口
訣
，
宣
宣
柴
二
二
)
。
根
釀

聖
奧
斯
定
，
教
會
每
天
的
祭
默
是
十
字
架
祭
蔽
的
神
秘
畫
像
八
天
主
之
城
，
拾
，
二
十
)
。
參
考
墨
西
彼
連
書
信
陸

盞
，
九
與
十
七
。

一
一
、
彌
撒
與
十
字
架
上
無
獻
的
本
質
一
致

在
聽
撤
輿
+
學
架
鐸
戲
中
，
提
品
與
首
要
司
發
一
致
，
祇
者
提
酸
的
育
設
各
異

i
l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合
會
議
宣
布.. 

「
同
一
個
祭
品
，
同
一
位
司
祭
，
藉
若
可
鐸
們
的
幫
助
而
作
奉
獻
;
他
就
是
昔
日
在

十
字
架
上
自
敵
於
主
的
那
一
位
;
不
同
的
祇
是
奉
獻
的
方
式
」
八

c
s
s
r
E
ρ
5

拘
叩
門
古
叩
門
缸
"
丘
。

B
D
E
O

。
閃
閃
R
O
S
S
B

丘
。
Z
B
B

古
古
巴
戶
。
"
ρ旦

m
o
f
z
s
Z
E
戶
口
自
己
口
。
。
z
c
E
w
m
o
z
。
R
Z
m
D門
口
自
丘
。
口
。
門
口
〈
自
由
個
﹒

鄧
九
四
0
;
參
致
一
九
四
七
年
比
約
十
二
世
「
天
人
中
保
」
通
注
冊
)
。

祭
獻
的
犧
牲
就
是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
值
此
相
伴
)
就
是
整
個
人
而
天
主
、
耶
穌
基
督
。
聖
辜
的
外
型
(
制
與
酒
)
使
祭
品
的
臨
在

成
為
肉
眼
可
見
。
然
而
這
兩
種
外
型
本
身
不
屬
於
祭
品
。
首
要
司
做
亦
是
耶
穌
基
督
，
他
用
司
叫
作
他
的
僕
人
和
代
表
，
代
他
祝
墓
。
故

照
多
瑪
斯
派
神
學
家
的
意
見
，
基
督
在
每
一
彌
撒
中
，
直
接
完
成
一
個
祭
獻
行
動
;
然
而
，
這
個
行
動
不
應
說
如
許
多
連
韻
的
行
動
之

總
和
，
卸
是
受
榮
耀
的
基
督
的
惟
一
而
綿
延
的
祭
獻
行
為
，
彌
撒
祭
獻
的
目
標
也
與
十
字
架
祭
做
完
全
一
致

.• 

主
要
的
目
標
是
天
主
的

榮
耀
，
次
要
的
目
標
是
補
賠
、
感
謝
和
求
恩
。

第
三
部

雪

1許

論

六
四



第
四
編

型
化
者
天
主

六
四

祭
品
與
首
要
司
祭
雖
完
全
一
致
，
祭
獻
的
外
在
舉
動
則
在
量
與
質
上
均
有
不
同
。
在
十
字
架
上
，
祭
品
是
以
流
血
方
式
，
藉
體
與

血
的
真
正
分
開
而
祭
殺

Q
S
B
O
}
且
H
Z
Z

色
也
;
在
彌
撒
中
，
則
是
以
非
流
血
方
式
，
藉
體
與
血
的
神
祕
分
離
而
祭
殺

(
5
5。
-
怠
。

昌
在
民8
)
。

第
廿
三
節

彌
撒
的
形
體
本
質

這
節
所
要
討
論
的
問
題
，
就
是
彌
撒
的
那
一
部
分
是
故
義
的
祭
獻
行
動
。

一
、
台
消
桂
方
面
古

刊
奉
獻
禮
不
是
彌
撒
的
主
要
部
分
，
因
為
嚴
格
地
說
，
祭
品
並
不
是
餅
與
酒
，
而
是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
鄧
九
四
九

•• 

d
寸•• 

O
R
m泛
而
且

g
G
E
Z
m
g
m
c
戶
口
叩g
m
E
5
)

。
餅
與
酒
的
奉
獻
祇
是
祭
獻
的
準
備
。

叫
司
祭
領
軍
體
也
不
是
彌
撒
的
本
質
部
分
。
祭
獻
性
的
聖
餐
不
屬
於
彌
撒
的
本
質
;
因
為
曾
有
一
種
沒
有
聖
餐
的
真
正
祭
獻
如
十

字
架
上
的
祭
獻
。
分
享
祭
獻
的
食
物
正
以
祭
獻
的
完
成
為
先
決
條
件
。
再
說
，
個
聖
體
並
非
因
基
督
首
要
祭
獻
者
的
名
而
作
，
它
'
的
主

要
目
的
不
是
天
主
的
光
榮
，
像
祭
獻
的
目
的
一
樣
，
而
是
領
受
者
個
人
的
神
益
，
所
以
它
不
是
基
督
祭
獻
的
狹
義
的
表
現
。
特
倫
多
大

企
會
議
反
對
將
領
聖
體
與
彌
撒
本
質
相
提
並
論
，
定
斷
如
下.. 

「
任
何
人
說
祭
獻
就
是
基
曾
使
我
們
食
用
他
的
身
體
，
當
受
絕
罰
」
(

2

空
前
已
仗
咱
是wA
口
。
心
。
同
而
且
戶
口
。
口
的
信
印
出
口
已
內
首
阻

B

口
。
r
z
n
}目
前
古
巴
且
白
宮
門
戶
口
口
戶
口
門
戶
口
日
已
臼

F

〉
﹒
ω
﹒
鄧
九
四
八
)
。

門
口
與
祝
聖
相
連
的
可
奈
的
領
聖
體
，
也
不
是
彌
撒
的
主
要
部
分
，
正
如
許
多
贊
成
「
毀
壞
」
理
論
(
註
)
的
人
所
主
張
的
。
按
照

「
毀
壞
」
理
論
，
祭
品
的
毀
壞
便
是
第
獻
的
本
質
(
裴
拉
明
，
戴
﹒
路
哥
)
。
但
這
一
理
論
很
不
可
靠
。
而
且
，
實
際
上
，
在
鎮
里
體

時
，
祭
品
並
無
故
義
的
毀
壞
，
而
祝
有
學
事
外
型
的
毀
壞
。
此
外
，
第
二
小
節
中
所
陳
述
的
理
由
，
可
以
應
用
在
這
一
點
上
。

可
鐸
領
聖
體
不
是
彌
械
的
組
成
部
份
，
但
它
均
是
彌
撒
的
完
整
部
分
，
因
為
彌
撒
是
奉
獻
祭
品
與
分
享
祭
品
。
信
友
們
領
里
體
對

(2) 

.. 
參
見
下
節
彌
撒
的
形
而
上
木
質
@



彌
撒
的
有
妓
性
與
合
法
性
並
不
需
要
，
然
而
是
件
值
得
推
薦
的
事
(
部
九
五
五
，
參
放
鄧
九
四
四
，
一
五
二
八
)
。

制
彌
撒
的
本
質
行
動
也
不
是
祝
聖
以
後
的
奉
獻
的
祈
站
已
﹒
開n
w
)，
因
為
可
鐸
並
非
以
基
督
的
名
而
是
以
他
自
己
的
名
與
信
友

闖
體
的
名
而
奉
獻
。
這
種
祈
酷
並
非
由
基
督
所
定
，
在
特
殊
的
況
下
，
可
以
取
消
。

助
學
餅
(
古
-
n
戶
口
。
)
與
餅
酒
的
混
合
也
不
屬
彌
撒
的
木
質
;
事
質
上
午
追
兩
種
體
節
不
是
直
接
對
祭
品
，
而
是
對
軍
事
外
型
而

作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可
以
各
略
。
而
且
混
令
酒
餅
的
體
節
是
教
A
W
H
所
定
的
。

二
、
台
積
桂
方
面
言

發
獻
的
主
要
部
分
祇
是
祝
軍
禮
|
|
一
般
意
見

祝
墓
禮
原
係
基
督
所
建
立
，
由
司
鐸
以
基
督
的
名
，
完
成
於
狹
義
的
祭
品
上
，
表
現
十
字
架
的
努
獻
。
為
實
現

這
一
祭
獸
，
需
要
灰
重
的
祝
里
，
因
基
哲
在
最
後
晚
餐
中
宵
作
灰
章
的
祝
墓
。
除
了
基
督
的
榜
樣
以
外
，
仍
舊
需
要

灰
章
的
祝
聖
，
好
以
單
事
方
式
表
現
出
基
督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體
血
的
分
離
。

葛
刺
哥
里
﹒
納
齊
安
松
認
為
司
祭
以
祝
聖
的
話
，
「
用
他
的
聲
音
，
如
同
用
一
把
劍
，
以
不
流
血
的
方
式
將
吾
主
的
體
與
血
分
開

」
(
書
信
，
壹
泉
壺
)
。
神
學
家
們
贊
成
教
文
們
所
採
用
的
字
棠
，
他
們
談
到
基
督
的
不
流
血
的
神
祉
祭
毅(
5自
O
E
E
E
n
E
g
g


g
印
件
缸
片
一
O
B
U
H叩
門
戶2)
，
成
為
被
祭
獻
的
天
主
羔
羊
。
里
多
瑪
斯
也
把
里
體
的
祭
獻
行
動
置
於
祝
聖
體
中
(
神
，
盞
，
八
二
，
m
)
。

第
廿
四
節

彌
撒
的
形
土
木
質

彌
撒
的
形
上
本
質
問
題
就
是•• 

什
麼
東
西
使
祝
聖
(
更
確
切
地
說
，
致
重
的
副
墨
)
成
為
一
種
祭
獻
行
動
?

一
、
進
乎
事
實
的
解
答

第
三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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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四



第
問
偏

變
化
和
天
主

/、

間
的

在
形
成
祭
把
本
質
的
春
獻
行
動
中
，
我
們
要
分
清
二
方
面
:
外
在
的
禮
儀
與
內
在
的
精
神
。
外
在
的
禮
儀
就
是

基
督
體
血
以
舉
事
方
式
的
神
秘
分
閉
，
這
里
事
方
式
的
神
秘
分
開
是
藉
灰
重
的
祝
聖
因
言
語
的
力
量
而
完
成
，
並
且

是
十
字
架
上
基
督
體
血
的
真
正
的
歷
史
性
分
離
的
客
體
表
現
。
基
督
以
首
要
司
祭
的
身
份
，
藉
次
要
祭
獻
者
完
成
外

在
的
祭
敵
行
動
，
與
此
相
應
的
是
內
在
的
祭
敵
行
為
，
在
這
祭
敵
行
動
中
，
基
督
出
於
順
從
與
愛
，
自
敵
於
天
主
矢

，
當
作
礦
牲
，
正
如
在
十
字
架
上
他
自
願
地
奉
獻
了
他
的
體
與
血
。
外
在
祭
敵
與
內
在
祭
敵
彼
此
相
補
相
成
，
一
如

材
料
與
形
式
。

二
、
有
關
彌
撒
學
紀
的
錢
種
理
論

抖
毀
壞
論
(
U
S
H門口
豆
。
口
吋r
m
o
z
g
)

新
教
人
士
放
棄
彌
撒
的
祭
獸
性
，
摧
毀
論
或
改
變
論
之
產
生
是
為
了
反
對
這
一
新
教
君
法
。
摧
毀
論
或
改
變
論
的
出
發
點
恥
于


祭
獻
的
本
質
是
犧
牲
的
真
正
的
毀
壞
或
改
變
，
因
此
這
兩
種
理
論
將
彌
撒
的
本
質
置
於
祭
品
的
真
正
的
毀
壞
或
改
變
。
素
阿
勒
茲
品
為

，
祭
品
的
真
正
毀
壞
或
改
變
是
在
於
.• 

酒
與
餅
的
本
質
藉
體
變
而
毀
壞
以
及
基
督
體
血
的
產
生
.
，
按
照
戴
﹒
路
哥
己
﹒
口
而
戶
口
肘
。
)

與
法
蘭
士
林
(
H
J
S
N
m
]

戶
口
)
的
意
見
，
則
是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轉
而
處
於
食
糧
與
飲
料
的
境
界
，
因
此
它
們
共
有
死
亡
的
某
種
外
形
。
申

一
幅
哥
(
C
S
E品
8
.

〉
﹒
)
則
認
為.. 

自
祝
聖
至
酒
餅
二
形
之
混
合
，
基
督
的
車
事
健
身
體
的
知
覺
官
能
的
自
願
取
消
就
是
祭
品
的
毀

滅
或
改
變
;
裴
拉
明

3
.
M
N﹒
因
而
自
己
5

戶
口
)
、
索
篤
(
巳
﹒
切
。
8
)
與
其
他
人
士
卸
認
為
領
聖
體
就
是
祭
品
的
毀
減
或
改
變
。

謝
本
(
宮
﹒
』
﹒ω
n
r
2
Z
口
)
贊
同
素
阿
勒
茲
的
意
見
，
認
為
真
正
的
改
變
是
一
種
改
善
(
E
S
Z
E叮
叮
叩
門
閃
而
且
只
阻
)
，
因
為

由
於
餅
與
酒
改
變
而
產
生
了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
然
而
這
些
意
見
l

站
且
不
論
那
很
成
問
題
的
出
發
點
與
其
他
各
種
困
難
!
在
下
列
事
實

前
敗
退•• 

基
督
榮
耀
的
身
體
不
能
再
受
苦
，
因
此
狹
義
的
祭
品l
I

墓
骨
的
盟
與
血
也
就
不
能
真
正
改
變
。
因
此
，
真
正
改
變
的
是
餅
與

酒
或
其
形
相
。



下
述
理
論
是
毀
壞
論
的
一
種
特
別
形
式.• 
祭
獻
的
本
質
行
動
是
由
攻
重
的
視
里
所
完
成
的
神
祕
祭
波
(
5古
巴g
}
g
s
。
-
S戶
。
口
)
，

因
為
藉
言
語
的
力
量
，
在
餘
的
外
形
下
祇
有
體
的
且
在
，
在
酒
的
外
形
下
祇
有
血
的
民
在

o

伐
斯
蓋
(
的
﹒
〈B
A
C
m
N
)
認
為
，
祭
品

先
前
已
經
有
的
真
正
的
改
變
再
度
活
生
生
地
表
現
(
表
現
性
的
逆
化ES
E
a
-
。
月

1
2

月
早
已

-
S
)的
來
，
就
足
以
權
成
相
對
的
祭

獻
。
聽
西
烏
斯
(
H
b
H
h
m
g

戶
口
明
)
則
主
張
，
祝
聖
的
語
句
本
身
台
自
由
叩
)
有
立
他
基
抖
的
時
此
血
肉
(
正
分
離
;
然
而
，
受
光
榮
的
基

督
身
體
已
不
能
再
受
苦
，
由
於
這
外
在
關
係
(
可
叩
門
臼nn
F
L
g的
)
，
上
述
的
分
離
不
能
形
成
。
比
州
(
「
E
F
C

則
認
為
，
表
示
出

內
在
的
祭
獻
行
動
屬
於
祭
獻
的
本
質
。
故
照
基
替
的
理
事
性
存
在
方
式
，
他
的
開
血
的
聖
明
性
分
離
，
能
表
示
出
拉
督
處
於
死
亡
與
毀

壞
的
某
種
外
在
境
界
中
(
聖
事
性
或
神
祕
祭
殺
5
5
。
]
且
已
O
E
Q

血
口
H
E
S
-
-∞

2
-
H
H
G
叩
門
戶
口
臼
)
。

奧
蹟
論
(
斗
Z
E
U
刊
叩
門
叩
門
可
吋
『
巾
。
司
)
，
也
格
拉
繭
(
。
門
戶
。
們
自
己
)
所
訓
，
主
張
起
仟
在
十
字
架
上
完
成
的
歷
史
性
的
真
正
的

祭
獻
行
為
，
在
祭
台
上
以
神
祕
而
真
正
的
方
式
重
現
;
一
刮
起
祭
獻
行
為
祇
有
一
個
，
是
超
越
時
間
與
歷
史
的
。
主
張
基
督
的
教
贖
工
程
在

彌
撒
祭
耐
心
和
聖
事
中
(
豈
可
閉
門
而
且

g
m
m
m
g
J
苟
且
3
)
以
神
祕
而
立
在
的
方
式
臨
在
的
人
士
，
他
們
所
作
的
聖
經
與
傳
承
的
引
誰
都
不
足

以
使
人
信
服
。
教
宗
比
約
十
二
世
在
一
九
凶
七
年
所
1油
布
的
「
天
人
中
保
」
過
論
中
對
「
奧
蹟
論
」
加
以
拒
絕
(
部
二
二
九
七
，
二
)
。

的
奉
敵
論
(
O
E益
。
口
、H
d
g
立
丹
田
)

奉
獻
論
的
出
發
點
是
;
雖
然
大
多
數
祭
獻
都
包
含
了
祭
品
的
毀
壞
，
祭
品
的
毀
壞
不
是
祭
獻
的
本
質
。
臨
然
如
此
，
那
末
祇
有
將

犧
牲
奉
獻
於
天
主
，
才
是
祭
獻
的
本
質
。
這
樣
看
來
，
彌
撒
祭
獻
的
本
質
是
基
督
臼
己
在
祭
台
上
質
現
的
奉
獻
(
實
際
地
或
劫
力
地
)

。
攻
重
的
祝
聖
所
造
成
的
神
秘
的
將
血
之
分
闕
，
僅
被
視
為
一
種
奉
獻
的
條
件
。
許
多
法
國
近
代
神
學
家
如
勒
証
(
巴
﹒

F
S
戶
口
)

拉
﹒
答
葉
(
巴
﹒
《
且
白
宮
吋
丘
]
]
印
)
、
達
爾
荷
佛
(
〈
﹒
吋

E
-
v
o
{叩
門
)
、
拜
爾
(
p
y
-
-
)、
m
h翁
柏
繭

(
ζ﹒
Z

口
悶
。
B
M
M叩
]
)
等
，

均
主
張
此
說
。

拉
答
葉
誰
為
奉
獻
是
祭
獻
的
本
質
部
分
，
但
是
他
認
為
祭
殺
也
是
賠
界
的
祭
拭
所
必
須
的
。
基
督
的
祭
獻
就
是
他
最
後
晚
餐
中
所

完
成
的
奉
獻
祭
品
的
禮
節
，
這
祭
品
以
後
在
十
字
架
上
將
被
祭
殺
。
彌
撒
此
是
教
合
將
十
字
架
上
被
殺
的
犧
牲
獻
於
天
主
的
禮
儀
，
在

彌
撒
中
，
基
督
祇
毅
力
地
學
行
祭
獻
，
因
他
自
我
犧
牲
的
意
忠
馬
吉
常
存
。
然
而
，
按
照
聖
經
，
基
督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祭
獻
本
身
是
真

第
三
部
聖

事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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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緝

聖
化
者
天
主

六
四
六

正
的
典
故
義
的
祭
獻
，
並
非
典
最
後
晚
餐
相
連
時
才
如
此
。
並
且
接
照
教
會
的
訓
誨
，
在
彌
撒
中
所
重
行
的
並
非
最
後
晚
餐
的
春
獻
，

而
是
十
字
架
上
的
祭
獻
。

借
綜
合串

串
獻
論
給
于
基
督
的
內
在
春
獻
行
為
以
決
定
性
的
背
心
義
，
這
是
合
理
的
。
但
是
由
於
祭
獻
禮
儀
本
質
地
包
括
外
在
的
祭
獻
行
動
，

這
一
外
在
的
祭
獻
行
動
有
形
地
表
現
出
內
在
的
祭
獻
意
向
，
因
此
，
完
全
自
願
地
接
受
體
與
血
的
真
正
分
離
，
屬
於
基
督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祭
獻
的
本
質
。
而
彌
撒
祭
獻
則
本
質
地
要
求
藉
灰
重
祝
聖
而
造
成
的
基
督
體
血
的
神
祕
的
分
離
。
這
種
分
離
不
僅
是
串
串
獻
的
一
個
條

件
，
而
是
祭
獻
的
主
要
構
成
部
銜
。
因
此
，
那
些
把W
A重
祝
聖
所
完
成
的
神
秘
的
聖
事
性
祭
殺
與
基
督
的
內
在
祭
獻
行
為
連
在
一
起
的

理
論
，
正
確
性
可
能
最
大(
2
.
C
F
F
F﹒
E
F
F
-
U
F
m
r
g
均
與
其
他
神
學
家
)
。



"
弟
三
章

為
誠
的
功
說
與
其
作
用

(
H
w
h
h
m
w
O

丹ω
ω

口
已
開
-
I
E
n
m
H

《M
M
1
)

第
甘
星
節

彌
撒
的
功
數

獨
撤
不
值
是
譴
頌
真
感
恩
的
第
獸
，
而
且
也
是
贖
罪
與
*
恩
的
第
歡
|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定
斷•• 

「
任
何
人
若
說
彌
撒
祇
是
讚
頌
與
感
恩
的
祭
獻
，
而
不
是
贖
罪
的
祭
賊
，
也
不
應
當

為
生
者
與
死
者
、
為
罪
惡
、
懲
罰
、
補
贖
以
及
其
他
需
要
奉
獻
彌
撤
，
當
受
絕
罰
」
八
叩
門HZ
Z
ι
Z
R
F
Z
Z
E
O

E
O
H
S
O
E
B
E
E
Z
E
B
自
古
巴
門
目
前
已
∞
自
立
自
己

B
R

泣
。
且
∞
口
。
口
H
H
E
m
B
M
》
門
。
也
在
街
古
巴

z
g...• 

BASUEt-m 

口
m
n
m
m
m常
m
w
H
F
σ

口
曲
。
閃
閃
何
司
已

。
"
已
。
同
口
口
。
-
昆
明

w
M
H
H
。

H
M
m
n
n
ω
H
H

曲
"
M
H。。
口
H
曲
"
m
M
H立
即
向NH
O神
戶
。
口
戶
σ
z
m
m帥
"
】
戶
戶
回

門
戶
。
F
R
O
-〉
﹒
(f) 

鄧
九
五
0
)
。

一
、
讚
頌
與
感
恩
的
祭
獻

由
於
祭
品
的
無
限
價
值
與
首
要
司
祭
的
無
限
尊
貴
，
彌
撒
是
祇
星
奉
於
天
主
的
最
卓
越
，
最
完
善
的
讚
頌
與
感

恩
的
第
獻
。
歡
會
雖
然
有
紀
念
聖
人
的
彌
撤
，
但
並
沒
有
向
聖
人
們
奉
獻
彌
撒
;
惟
有
一
大
主
能
承
受
彌
撒
的
車
祭
。
教

會
紀
念
諸
聖
人
，
是
為
了
感
謝
天
主
賜
恩
惠
與
光
榮
於
諸
里
，
並
且
請
諸
舉
為
我
們
轉
禱
(
鄧
九
四
一
，
九
五
一
一
)
。

自
第
二
世
紀
開
始
，
歡
會
常
在
殉
道
聖
人
週
年
日
舉
行
紀
念
彌
撒
(
參
放
聖
保
理
加
有
殉
道
錄
，
拾
捌
二
一
一
;
墨
西
很
連
書
信
，

鑫
玖
乙
二
)
。

在
禮
儀
中
，
讚
頌
天
主
與
感
謝
她
所
蜴
創
造
與
教
贖
的
恩
惠
，
多
表
之
於
有
關
單
鍾
的
祈
禱
中
(
頌
謝
引
與
常
典
)
。
聖
儒
斯
定

第
一
一
一
部連

毒草

論

六
四
七



第
四
編

聖
化
奉
天
主

六
四
八

作
證
道.. 

「
兄
弟
們
的
首
長
(
主
教
)
奉
獻
祭
品
、
讚
頌
稱
揚
宇
宙
之
父
，
因
聖
于
典
里
神
的
名
;
然
後
他
為
我
們
所
承
受
的
一
切
恩

蔥
感
謝
天
主
」
(
護
教
霄
，
壹
，
六
五
)
。

-
一
、
贖
罪
與
求
恩
的
祭
獻

彌
撒
戲
是
贖
罪
的
祭
獸
，
他
能
赦
持
與
罪
之
罰
。
彌
撒
也
是
求
恩
的
祭
獻
，
它
賦
與
自
然
的
與
起
自
然
的
恩

惠
。
正
如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所
宣
布
的
，
贖
祥
的
無
獻
不
僅
可
以
為
在
世
的
人
舉
行
，
遵
循
宗
徒
的
傳
承
，
也
可
為

煉
獄
的
靈
魂
舉
行
(
鄧
九
四0
，
九
五
0
)
。

彌
撒
贖
鼻
特
性
的
聖
經
證
明
兒
於
瑪
，
貳
陸
，
廿
八.. 

「
因
為
這
是
我
的
血
，
新
約
的
血
，
為
大
眾
流
出
來
，

好
赦
免
罪
過
」
o

希
，
伍
，
→
告
訴
我
們
，
任
何
可
鐸
部
有
「
奉
獻
供
物
和
犧
牲
，
以
贖
譯
過
」
的
責
任
。

聖
若
望
行
實
(
吋
r
h
a
h
o
\
~。
言
﹒
第
二
世
紀
後
半
期
)
已
經
載
有
「
擎
餅
禮
」
，
即
在
人
死
後
第
三
日
，
在
其
墓
地
舉
行
聖

餐
體
(
口
﹒
吋N
)
。
戴
爾
都
良
作
證
當
時
在
信
友
逝
世
的
週
年
紀
念
日
，
有
學
村
里
餐
膛
的
習
慣
(
(
U
G
-
-

這
已•• 

ω
)
 
.. 

「
在
死
者
的

逝
世
週
年
日
教
們
舉
行
祭
獻
，
故
們
把
逝
世
的
日
子
視
為
生
日
」
'
參
考
也
白
話
。
、

s
m
w
H
C
u
b
肉
已
言
之
﹒

R
M
H
r
w
H
H
V
'耶路

撒
冷
的
濟
利
祿
稱
彌
撒
為
「
贖
罪
祭
」

Q
S
E
~
t
q
E
U
)，
並
且
就.• 

「
我
們
奉
獻
因
我
們
的
罪
而
被
殺
的
基
督
，
從
而
使
仁
慈

的
天
主
與
他
們
(
亡
者
)
及
我
們
和
好
」
(
的Q
H
﹒
、
是
M
H•• 

戶
戶
。
)
。
里
擠
利
驗
也
作
證
，
在
彌
撒
中
，
我
們
紀
念
那
些
需
要
援
助

的
人
，
為
他
們
祈
求
天
主
的
佑
助.. 

「
總
之
，
我
們
一
同
為
都
些
市
安
鼓
助
的
人
昕
一
峙
，
孩
們
為
他
們
恭
獻
彌
撒
」
(
古
拉
咱
這
個

w
〈
﹒
∞

)
。
參
致
聖
奧
斯
定
論
顧
念
亡
者
，
壹
二
二
;
拾
捌
'
廿
一
一
;
教
義
子
筋
，

t
E壹
零
.
，
懺
悔
錯
，
玖
，
十
一
)
。

第
甘
六
節

彌
撒
的
作
用

一
、
彌
紋
的
一
段
作
用



彌
撒
是
基
督
l

首
要
司
祭
|
的
自
我
祭
獻
;
是
教
會
的
祭
獻
，
因
基
督
會
將
監
體
託
付
給
教
會
，
作
為
奈
獻
典
軍
事
(
鄧
九
三
八

)
;
彌
撒
也
是
舉
行
彌
撒
的
可
鋒
與
參
與
祭
禮
的
信
京
們
的
祭
獻
。
因
此
，
嚴
格
地
說
，
並
沒
有
所
謂
「
自
私
人
彌
撒
」

(
P
F〈a
m

z
g
2
)

，
參
致
郵
九
四
囚
。

的
作
為
基
督
的
自
我
接
獻
，
彌
撒
是
本
身
會
產
生
劫
力
的
祭
敵A
O
M
n
。
有
H
O
G

叩
門
已
。
)
，
也
就
是
說
，
它
的
劫

力
與
舉
行
彌
撒
的
司
鐸
及
參
與
彌
撒
的
信
友
們
的
品
德
無
關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布

•• 

「
純
潔
的
祭
獻
(
拉
，
查

，
十
→
〉
不
可
能
被
奉
獻
者
的
不
配
與
邪
惡
所
站
污
」
(
鄧
九
三
九
ν
。

倍
以
教
會
的
無
敵
言
，
彌
撒
幾
乎
能
由
它
自
己
產
生
毅
力
含5
位
。
"
。
有B
G
m
s
s
v
i
因
為
教
會
是
基

督
的
神
里
而
無
站
的
淨
配
(
厄
'
伍
，
廿
五
等
)
，
無
時
不
中
悅
上
主
。

H
W以
行
祭
的
司
鐸
與
參
祭
的
信
友
們
的
祭
獻
言
，
彌
撒
與
其
他
善
工
一
樣
，
其
賞
裁
者
賴
於
當
事
人
自
己
所
處

的
倫
理
境
界
T
M阱
。
有
2
8
2

呂
立
志
。
神
，
盞
，
八
二
，
6

。

二
、
贖
罪
與
求
恩
的
特
殊
作
用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曉
示
我
們
，
彌
撒
是
→
種
贖
罪
的
祭
蔽
，
「
為
難
惡
、
懲
罰
與
補
贖
」
門
。B
M
》R
O
E
-
m
w

H
E
S
E
-
S
E
E
a。
丘
吉
∞
〉
而
且
奉
，
也
是
求
恩
的
祭
獻
，
為
了
其
他
的
需
要
兮
g
m
t
z

口
2
2

位
S
立
E
C
而

舉
行
(
鄧
九
五
0
)
。

心U彌
撒
不
像
洗
禮
與
告
解
車
事
，
直
接
赦
免
諸
罪
，
而
是
間
接
地
賦
與
痛
悔
的
恩
寵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稱

.
「
天
主
因
這
個
祭
獻
的
舉
行
而
被
和
解
，
他
就
賜
與
痛
悔
的
恩
寵
與
能
力
，
這
樣
，
無
論
罪
疚
多
麼
深
重
，
他
都

第
三
部

連

哥華

論

六
四
九



第
四
騙

即
由
化
者
又
主

六
五
。

予
以
寬
赦
」
八
鄧
九
四
O
V
。

。
赦
罪
與
赦
免
永
罰
以
後
所
遺
留
的
曾
罰
，
在
彌
撒
中
，
不
僅
藉
痛
悔
恩
龍
之
賜
予
，
而
且
是
直
接
地
赦
免
;

因
為
耶
穌
基
督
代
替
我
們
和
煉
獄
的
靈
魂
，
將
贖
罪
的
第
品
獻
給
天
主
。
罪
罰
赦
免
的
多
少
，
對
現
世
信
友
而
且
一
日
，

視
他
們
的
準
備
而
異
。
對
於
陳
獄
的
靈
魂
，
彌
撒
的
贖
罪
投
力
是
以
代
求
方
式
合
白
白
。

E
S
E
R
E
m
-
-
u

來
實
現

。
由
於
這
些
靈
魂
都
處
於
恩
寵
境
界
，
毫
不
引
起
阻
磚
，
一
般
神
學
家
們
認
為
，
他
們
的
罪
罰
必
然
會
得
到
部
分
的

寬
赦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訓
示
，
煉
獄
的
靈
魂
「
能
獲
得
幫
助
，
尤
其
是
愉
悅
天
主
的
彌
撒
鑒
祭
能
移
援
助
他
們
」

(
鄧
九
八
五
)
。

的w從
首
要
司
祭
的
轉
求
而
已
一
一
日
，
彌
撒
一
定
會
獲
得
所
求
的
甘
心
志
。
但
是
由
於
為
某
人
就
彌
撒
求
恩
時
，
某
人
自

己
與
所
求
的
事
物
往
往
宋
能
滿
足
蒙
恩
的
必
要
條
仲
，
所
以
求
恩
彌
撒
的
故
力
質
際
上
是
不
確
定
的
。

第
廿
也
節

彌
撒
的
價
值
與
美
果

一
、
彌
撒
的
價
值

份
內
在
價
值
(
目
。S
E
B
E
B
n
W
E
E
E
U

所
謂
彌
撒
的
內
在
價
值
，
就
是
彌
撒
本
身
(
以
口SZ
H
U
H凹
巨
。
)
持
有
的
尊
嚴
與
放
能
。
由
於
祭
品
與
首
要
接
獻

者
的
無
限
奪
戚
，
彌
撒
的
內
在
價
值
是
無
限
的
。

的
外
在
價
值
n
R
n
g
E
E丘
E
n
S
E
B
〉



彌
撒
飯
是
讚
頌
與
感
恩
的
第
敵
，
它
的
外
在
價
值
，
即
它
的
實
在
教
呆(
F
H
H
R
E
m
m
n
z
E

名
也
是
無
限
的
，

因
為
崇
拜
與
感
恩
功
行
直
持
與
天
主
有
關
係
，
天
主
是
無
限
的
存
在
，
他
能
接
受
一
種
無
限
的
行
動
。

作
為
贖
罪
與
求
恩
的
祭
獸
，
彌
撒
具
有
限
的
外
在
位
值
，
因
為
如
詳
與
求
恩
都
與
人
有
關
係
，
人
飯
是
受
造
物

，
祇
能
接
受
一
種
有
限
的
教
果
。
這
可
以
解
釋
為
何
教
會
時
常
為
同
樣
意
向
奉
獻
彌
撒
。

彌
撒
的
贖
罪
與
求
恩
價
值
，
就
強
度
而
言
，
即
就
它
所
表
現
的
致
力
而
言
是
有
限
的
。
但
就
其
廣
度
而
言
，
即
按
參
與
彌
撒
的
人

數
而
言
，
依
比
較
可
靠
的
意
見
(
加
耶
當
n
a
m
g口g

與
其
他
神
學
家
)
，
彌
撒
的
贖
罪
與
求
恩
價
值
是
無
限
度
的
(
戶
口
比
丘
古
的

5
)。

所
有
的
神
學
家
都
贊
成
，
信
友
人
數
增
加
時
，
為
全
體
信
友
而
產
生
的
彌
機
果
質Q
E
n
E∞
m
g
自
己
5
並
不
減
少
。
同
樣
的
，
當
聽

位
司
鐸
共
同
行
祭
時
，
或
當
參
與
彌
撒
的
信
京
人
數
極
多
時
，
為
獻
祭
司
詐
和
參
與
的
信
主
而
產
生
的
祭
悶
果
質

Q
E
n門
口
的
名
2
E
F
C

並
不
減
少
。
正
因
每
一
位
參
與
彌
撒
的
人
祇
拉
照
他
準
俯
的
程
度
而
焉
艾
布
限
的
祭
以
果
頁
，
基
督
的
各
獻
之
恩
鼠
的
無
限
四
川
耐
性
是

取
之
不
盡
的
。

若
干
神
學
家
卸
持
相
反
的
意
兒
，
認
為
每
一
台
彌
撒
因
天
主
的
積
極
命
令
，
其
特
妹
的
祭
獻
果
質
是
有
限
度
的
。
所
以
當
參
與
彌

撒
的
信
友
人
數
加
多
時
，
各
人
所
萃
的
果
實
便
形
減
少
。
持
這
一
意
見
的
人
以
為
歇
會
配
有
為
某
一
個
人
或
某
些
特
殊
需
要
而
獻
彌
撒

的
價
例
，
就
是
上
述
天
主
的
命
令
的
證
接
。

二
、
彌
撒
的
呆
實

所
謂
彌
撒
的
果
宜
就
是
贖
罪
與
求
恩
的
祭
敵
所
產
生
的
故
果

.. 

赦
罪
、
贖
罪
與
求
恩
的
故
力
。
自
司
各
脫

兮
g
Z
C
時
期
起
，
神
學
家
區
分
下
列
三
種
果
實
•. 

付
一
般
果
實
令
2
2
5

缸
內B
B
-
-也
就
是
為
全
教
會
的
福
利
，
為
現
世
信
友
與
煉
獄
的
靈
魂
的
果
實
;
與
敵

然
三
部

里

事

論

六
五



彈
倒
編

部
…
…
化
若
天
主

六
五

第
司
鐸
的
意
向
無
閥
，
因
為
每
一
台
彌
撒
是
為
教
會
而
蔽
的
(
鄧
九
四
四
)
。
參
致
奉
獻
時
的
禱
詞
。

的
特
殊
果
賞
它
呂
立
5
6
2
E
Z
Z
-
E
E
m
吟
片
在
2
4
。
-
B
丘
吉
間
)
，
即
為
某
人
奉
獻
彌
撒
時
，
為
某
人
的

福
利
而
產
生
的
果
實
，
無
論
是
為
現
世
的
人
或
逝
世
的
人
。
神
父
為
特
殊
意
向
舉
祭
(
3
M
U
E
S
民
8
)
是
祈
求
天
主

把
祭
蔽
的
果
實
賜
給
某
人
某
事
，
並
不
是
驕
矜
地
擅
自
處
理
祭
獻
的
呆
賞
。

戴
爾
都
良
(
巳
而
言
。
法
是
﹒5
)
、
聖
崗
位
連
(
書
信
，
宣
，
二
)
與
里
奧
斯
定
(
懺
悔
錄
，
玖
，
十
二
等
)
都
會
作
證
為
某
些

人
奉
獻
彌
撒
的
習
慣
。
比
約
六
世
的
棄
比
斯
道
亞
(
M
U
Z
S
E
〉
會
議
的
如
下
意
H
A
-
-
司
僻
隨
他
的
意
願
將
彌
撒
的
妓
果
給
予
某
人
，
乃

是
對
天
主
權
利
的
一
種
冒
犯
;
再
者
，
獻
使
者
可
蒙
受
特
殊
的
祭
獻
果
頁
，
也
是
錯
誤
的
(
部
一
五
三

0
;

法
，
八

O
九
;
‘
參
攻

z
m
g
g
g

禱
詞
)
。

開
個
人
果
責
令
呂
立
臣
的
胃
口
庄
戶
的
的
心

5
5

克
]
}
心
自
由
O
D
m
]
2
)

鐸
)
與
參
與
祭
廠
的
信
友
們
所
領
受
的
恩
惠
。

前
街
司
餵
i
l
-
-

起
督
的
僕
役
與
代
表
(
學
祭
司

由
於
彌
撒
與
其
他
聖
事
一
樣
，
並
非
機
鹹
地
產
生
敏
果
，
信
友
須
有
相
當
的
倫
理
準
備
，
始
能
蒙
受
祭
獻
的
美
果
;
而
所
領
美
果

的
多
寡
叉
隨
各
人
的
倫
理
準
備
而
不
用
。
參
考
鄧
七
九
九
。

丁
、
懺
悔
學
事

第
一
節

懺
悔
的
概
念

一
、
懺
悔
聖
事



儡
悔
草
寧
(
H
v
c
m
E
Z
H
H
E
U
E

吋
h
p
q
h
s
v

就
是
信
友
在
個
洗
後
所
有
過
犯
，
經
痛
悔
、
誠
切
告
鼻
、
敢
有
所
楠

缸
，
由
司
鐸
與
以
赦
免
的
車
事
。
拉
丁
文
可
。g
叩
門
自
丹
紅
→
詞
也
指
懺
悔
聖
事
中
的
某
一
部
分
，
就
是
補
贖
。

-
一
、
懺
悔
的
德
性

舊
約
與
新
約
都
諾
諾
勸
勉
信
友
要
有
懺
悔
的
德
性
(
參
致
則
，
拾
捌
，
卅
等
;
羞
羞
，
十
寸
，
耶
，
拾
捌
'
十

→
;
貳
伍
，
五
;
岳
，
試
，
十
一
一
;
德
，
武
，
廿
一
一
;
拾
槳
，
廿
一
等
;
瑪
'
盞
，
一
一
;
肆
，
十
七
;
宗
，
武
，
卅

八
)
。
懺
悔
的
德
性
始
終
是
赦
罪
的
一
個
必
要
的
先
決
條
仲
(
部
八
九
四
)
。
懺
悔
德
性
使
意
志
傾
向
於
在
內
心
遠

離
罪
惡
，
並
為
這
些
罪
惡
向
天
主
作
補
償
。
也
就
是
靈
魂
因
自
己
所
犯
的
罪
過
而
痛
苦
，
因
為
它
符
罪
了
天
主
，
並

且
決
定
改
過
(
包
已EP
H
M
R
S
Z
S
B
g
g。
"
古
ρ
g

己
口
自
內
叩
門
。
出
自
自
己
m
r
n
z
B仰
自
自
告
泣
。
口
叮
叮
B
Z
m
F
H
P

神
，
盞
，
八
五
，
3
ν
。
懺
悔
德
性
的
外
在
表
現
是
告
解
，
行
各
種
補
贖
善
工
、
如
祈
禱
、
措
戒
、
關
濟
γ
克
己
與

忍
受
天
主
所
腸
的
故
驗
等
。

按
照
路
德
的
理
論
，
懺
梅
祇
是
生
活
的
→
糧
草
新
(
。
在5
位
吧
。
S
E
B
E
g
s

是
忌
。
這
一
理
論
已
被
教

會
斥
為
其
說
鬥
鄧
七
四
七
，
九
二
三
U
。
聖
經
詔
示
我
們
，
罪
人
為
自
己
所
犯
的
罪
懺
悔
時
，
不
但
要
有
內
在
的
懺

悔
心
思
，
而
且
也
要
有
外
在
的
懺
悔
善
工
。
參
致
則
，
拾
捌
，
廿
→
等
;
岳
，
貳
'
十
一
一

.. 

「
你
們
應
該
全
心
歸
向

我
，
禁
食
，
哭
泣
，
悲
哀
!
應
撕
裂
你
們
的
心
，
而
不
撕
裂
你
們
的
衣
服
，
應
歸
向
上
主
你
們
的
天
主
」
。
「
新
生

活
」
是
懺
悔
的
目
的
，
而
不
是
它
的
本
質
(
參
故
里
奧
斯
尼
訓
道
辭
，
念
一
伍
壺
，
五
，
十
二
)

。

第
三
部

?τ-

'1手

論

六
五



對
四
海

型
化
出
租
天
主

六
五
四

在
新
約
的
超
性
秩
序
中
，
懺
悔
鑒
事
與
懺
悔
德
性
彼
此
密
切
地
連
繫
。
由
於
懺
悔
聖
事
包
括
痛
悔
告
罪
與
補
贖

，
而
這
些
部
是
位
海
位
性
的
表
示
，
所
以
沒
有
懺
悔
德
性
或
補
贖
的
心
意
，
懺
悔
里
事
便
無
法
存
在
。
再
者
，
在
新

約
的
超
怯
秩
序
中
，
→
個
受
洗
後
陷
於
重
罪
的
人
，
至
少
要
有
個
受
懺
悔
墓
辜
的
願
望
，
否
則
，
僅
有
懺
悔
德
性
，

仍
不
能
使
他
接
得
成
義
的
恩
寵
。



付

教
會
的
赦
罪
權

H弟
一
品
平
赦
罪
榷
的
存
在

第
二
節

信
盟
與
真
說

一
、
信

理

歡
會
從
基
督
那
裡
，
承
覺
了
赦
免
洗
禮
以
稜
所
犯
諸
揮
之
權
|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針
對
新
教
人
士
，
定
斷
如
下
:
基
督
曾
將
赦
罪
與
不
赦
罪
之
權
，
託
付
給
宗
徒
們
與
他
們
的

合
法
繼
承
人
，
使
受
洗
後
陷
於
罪
您
的
信
友
們
與
天
主
和
好
。
赦
罪
之
權
不
僅
包
括
宣
講
赦
罪
的
福
音
之
權
，
如
新

教
人
士
所
解
釋
的
，
抑
且
包
括
真
正
地
赦
免
諸
罪
之
權
(
鄧
八
九
四
，
九
三
二
)
。

二
、
異

說

古
代
與
中
古
時
期
的
某
些
離
異
的
支
派
曾
對
教
會
的
赦
罪
之
權
，
與
以
限
制
，
並
認
為
信
友
們
也
有
此
權
。
蒙
丹
派
人
士
(
註
-
v

(
宮
。a
B
M
M
Z如
戴
商
都
良
)
主
張
拜
偶
像
，
通
姦
與
謀
殺
之
罪
不
得
赦
免
，
而
祖
那
些
一
「
神
修
者
」
(
ω旬E
Z
苦
)
具
有
赦
罪
之
權

。
諾
伐
軒
派
人
士
(
註
二
)
(
Z
S色
g
u
g
)
拒
絕
背
棄
信
仰
的
人
回
歸
歡
會
的
懷
抱
。
他
們
認
為
教
會
祇
應
該
由
「
純
潔
者
」
(
吋
Z

M
M
C
2
)
所
組
成
，
因
此
揖
絕
那
些
會
陷
於
大
罪
境
界
的
信
衷
。
同
樣
地
，
多
那
式
派
人
士(
U。
E
H
F
m畔
的
)
取
消
那
些
陷
於
大
罪
的
人
作

懺
悔
或
返
歸
歡
會
的
可
能
性
。
華
爾
道
派
人
士
(
苟
且
母5
2
)
，
威
克
利
夫
派
人
士
(
考
古
巴E
m
m〉
，
「
卡
達
旦
」(
C
H
H
岳
色
)
)
(

第
三
部

空空.

a
，
才

L
h
m
w

吋
1
.
2
有
制

六
至
五



勢
問
編

部
小
化
發
天
主

六
五
亢

註
一-
C
胡
斯
派
人
士
(
出
口
的
皂
白
)
放
棄
歇
會
的
里
就
制
度
，
認
為
一
切
善
良
與
熱
忱
的
信
友
都
有
放
罪
之
權
。
威
克
利
夫
還
認
為
，

罪
的
外
在
的
告
間
是
多
餘
而
無
用
的
(
鄧
五
八
七
)
。

新
數
人
士
完
全
否
認
歇
會
有
赦
罪
之
權
。
雖
然
最
初
他
們
曾
在
洗
禮
典
里
餐
，
之
外
，
保
留
放
罪
與
補
繭
，
艇
，
之
為
第
三
件
里
事
(

h
h
v
b
h
們
已
失

•• 

A
R
m
-〉
2
.

也
)
，
而
新
敬
的
成
義
理
論
必
然
地
導
向
真
正
赦
罪
權
的
放
棄
。
實
際
上
，
如
果
成
義
並
非
罪
的
真
實

的
消
除
，
而
祇
是
一
種
外
在
的
「
不
歸
罪
」
，
或
基
於
依
賴
的
信
心
之
「
罪
的
蔽
隱
」
'
那
末
妝
罪
(
各S
E
Z

口
)
也
並
非
罪
的
真

正
解
除
，
而
祇
不
過
是
宣
布
(
口
旦
且
會
已
白
色
戶
。
)
詣
罪
已
因
著
依
鼠
的
信
心
而
得
到
解
除
，
即
不
再
追
索
罪
罰
。

新
教
人
士
否
認
懺
悔
與
洗
禮
聖
事
起
異
，
而
其
本
身
為
一
件
聖
卒
;
認
為
懺
悔
與
洗
禮
根
本
是
同
一
草
率
，
由
於
罪
人
記
起
領
洗

時
赦
罪
的
保
誼
，
必
重
發
洗
禮
時
依
賴
的
信
心
，
洗
禮
以
後
所
犯
請
罪
便
得
以
赦
免
。
所
以
新
教
人
士
主
張
，
懺
悔
祇
是
「
凹
的
帥
到
洗

趟
」
(
同
昂
的
2
8
5

位

E
H
u
t
m
g
z
B
)

。
故
照
奧
斯
堡
信
蝶
第
十
二
款
，
懺
悔
包
括
二
個
主
要
的
因
素
.. 

痛
悔
，
即
「
也
承
認
罪
而
加

諸
良
心
的
恐
怖
」
(
再
而
且
已
昂
的
官
g
g
F
g
g

乳
白
E
m

血
肉
白
宮
有
自
己
0
)
以
及
國
基
督
的
緣
故
而
豪
放
罪
的
「
信
心
」
。
他
們
站
為

不
需
要
告
明
諸
罪
，
因
為
赦
罪
者
對
於
懺
悔
者
毫
無
轄
治
權
可
言
。
他
們
放
棄
懺
悔
者
應
作
的
補
贖
'
而
以
為
這
一
補
脂
有
損
於
基
督

的
補
贖
功
蚊
。

現
代
主
義
人
士
(
洛
阿
西
k
p﹒
H
b
E己
主
張
初
期
基
督
教
並
無
歡
會
權
威
所
認
可
的
信
友
陷
罪
後
的
和
好
禮
節
。
後
來
教
會
雖

有
了
熾
悔
的
制
度
，
但
是
並
不
稱
它
為
聖
事
。
他
們
認
為
若
，
貳
拾
，
廿
二l
廿
三
與
路
，
貳
啡
，
四
七
(
宣
講
做
悔
放
罪
的
道
理
)

，
瑪
'
貳
捌
，
十
九
(
命
令
給
人
付
洗
)
的
意
義
相
同
，
因
此
上
述
這
些
語
句
都
指
點
洗
禮
峙
的
罪
之
故
兔
(
部
二
O
四
六
!
四

七
)

(
注
一
〉
丹
王
譜
天
主
教
史
第
卅
四
頁
@

(
誌
一
一
)
川
A
E譯
天
主
歡
史
第
卅
八
頁
@

合
法
二
)
兒
玉
譯
天
主
教
央
第
二
三
。
頁
。



第
三
節

車
經
的
還
摟

一
、
預
許
「
鑰
匙
」
、
「
束
縛
」
與
「
釋
放
」
之
權

份
在
安
理
伯
的
凱
撒
勒
雅
境
內
，
伯
多
祿
明
認
耶
穌
為
默
西
亞
以
後
，
耶
穌
對
他
說

.. 

「
我
要
將
天
國
的
鑰
匙

交
給
你
」
(
瑪
'
拾
怪
，
十
九
)
。
天
國
的
鑰
匙
是
指
天
國
的
最
高
權
。
持
有
天
國
鑰
匙
的
人
有
准
許
或
拒
絕
人
進

入
天
國
的
全
權
。
然
而
，
由
於
重
罪
是
拒
絕
人
進
入
天
國
的
原
因
，
「
鑰
匙
」
所
象
徵
的
樓
柄
憊
當
包
括
赦
罪
之
權

，
把
遭
隔
絕
而
願
回
歸
天
主
的
罪
人
接
納
過
來
(
參
致
依
，
貳
貳
，
廿
一
一
;
默
，
壹
，
十
八
;
盞
，
七
)
。

科
耶
穌
在
預
許
了
鑰
匙
以
後
，
立
刻
對
伯
多
祿
說
:
「
凡
你
在
地
上
所
束
縛
的
，
在
天
上
也
要
被
束
縛
，
凡
你

在
地
上
所
釋
放
的
，
在
天
上
也
要
被
釋
放
」
門
瑪
'
拾
陸
，
十
九
)
。
「
束
縛
」
與
「
釋
放
」
二
詞
在
猶
太
經
師
的

用
語
中
，
具
有
對
法
律
加
以
權
威
性
解
釋
的
意
義
，
表
示
對
一
種
行
動
的
禁
正
或
許
可
的
判
斷
。
此
外
，
這
兩
個
名

詞
還
表
示
→
個
人
被
撤
離
其
團
體
或
被
重
新
接
納
。
由
於
被
撤
離
團
體
的
原
因
是
罪
，
束
縛
與
釋
放
之
權
包
含
了
赦

罪
之
構
。

按
照
瑪
'
拾
捌
，
十
八
，
耶
穌
以
同
樣
的
話
，
將
束
縛
與
釋
放
之
權
賜
給
所
有
的
宗
徒
們
。
由
於
這
一
預
許
與

規
勸
犯
罪
的
兄
弟
訓
示
相
連
，
它
與
罪
人
的
關
係
是
很
明
顯
的
。

二
、
文
託
赦
罪
之
榷
(
若
，
貳
拾
，
廿
一
等
)

在
復
活
那
天
的
夜
晚
，
耶
穌
顯
現
給
宗
徒
們
，
祝
他
們
平
安
，
並
把
手
和
肋
旁
指
給
他
們
君
。
他
說
:
「
願
你

第
三
部
聖

主
廿-
A
閥

-
一
副

六
五
七



第
四
編

聖
化
者
天
主

六
五
八

們
平
安
!
就
如
欠
派
遣
了
我
，
我
也
同
樣
派
遣
你
們
」
'
說
了
這
話
，
就
向
他
們
噓
了
一
口
氣
-
說
:
「
你
們
領
受
聖

神
吧
!
你
們
若
赦
免
誰
的
罪
，
就
給
誰
赦
免
，
你
們
若
存
留
誰
的
，
就
給
誰
存
留
」
。
耶
穌
藉
這
些
話
，
把
欠
託
付

他
的
使
命
交
託
給
他
的
宗
徒
們
。
這
一
使
命
就
是
「
尋
找
與
拯
救
迷
失
了
的
人
」
門
路
，
拾
玖
'
十
)
。
在
世
上
，

他
會
赦
免
人
的
罪
們
瑪
'
玖
，
二
等
;
谷
，
貳
，
五
等
;
路
，
伍
，
廿
等
|
|
癱
于
痊
癒
;
路
，
棠
，
四
七
|
揮
婦

)
，
他
也
把
赦
捍
之
權
賜
給
宗
徒
們
，
如
此
託
付
的
赦
罪
播
具
有
W
A重
的
意
義
:
一
方
面
是
赦
免
或
保
留
諸
埠
，
一

方
面
是
這
些
罪
在
天
主
前
面
也
被
赦
免
或
保
留
。

「
赦
罪
」
(
同
而
且
丹
丹
叩
門

m
H
V
m
n
g
g
w們帥
、
h
h
t
n
H

同
志
叮

R
W
K
H
Q

有
古
巴
的
本
意
，
按
照
聖
經
多
處
經
文
(
參
致
詠
，
伍
拾
二
二
;
編

上
，
貳
壹
，
八
;
一
諒
，
壹
零
試
，
十
一
一
;
伍
拾
，
四
;
鑫
壹
，
一
;
若
一
，
壹
，
九
;
宗
，
盞
，
十
九
)
，
是
指
罪
的
真
正
取
消
，
而

不
僅
是
罪
的
蔽
遮
，
或
罪
罰
之
免
除
。
把
這
些
話
解
釋
成
「
宣
講
赦
罪
之
道
」
〈
路
，
貳
肆
，
四
七
)
或
「
洗
禮
中
之
赦
罪
」
，
或
「

歇
會
外
在
約
束
的
施
行
」
，
都
與
「
赦
罪
」
的
原
意
不
合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正
式
宣
佈
若
，
貳
拾
，
廿
一
等
經
文
的
真
義
，
針
對
新

數
人
士
對
它
的
錯
誤
解
釋
，
並
且
聲
明
經
文
所
指
示
的
是
懺
悔
軍
事
(
鄧
九
三
千
，
參
致
二O
四
七
)
。

耶
穌
將
赦
罪
之
權
給
予
宗
徒
們
，
並
不
把
它
作
為
個
人
的
特
恩
，
而
是
作
為
一
種
持
久
的
制
度
。
如
同
講
道
、

施
洗
與
祭
敵
之
權
一
般
，
赦
罪
之
權
也
應
傳
給
他
們
的
繼
承
者
，
因
為
，
傳
留
的
理
由l
罪
惡
的
事
實
l

使
這
一
權

柄
在
任
何
時
代
都
必
頭
存
在
。
鄧
八
九
四.. 

「
給
宗
徒
們
和
他
們
的
合
話
繼
承
者
，
一(
3出
S
E

-
m巴
巴
目
前
E
R
g
s
H

戶σ
5
)參
致
鄧
三
七
丸
。

(1) 
F司‘

仰
。
H
E
H
H
H

第
四
節

情
東
的
霞
-
m



一
、
最
初
二
世
紀
的
證
揉

里
極
以
外
的
最
古
老
的
基
督
教
文
軟
祇
概
略
地
述
及
懺
悔
與
告
閉
的
必
要
性
與
罪
的
赦
免
，
但
並
沒
有
說
明
路

之
赦
免
是
因
教
會
的
赦
罪
權
而
給
予
的
。

十
二
宗
徒
訓
言
規
勸
信
友
在
謝
恩
祭
獄
以
前
，
要
作
懺
悔
並
告
擇
。
拾
肆
，
→.• 

「
每
逢
上
主
的
日
子
，
你
們

應
集
會
，
分
裂
祭
餅
，
行
感
恩
禮
;
這
以
前
路
先
行
告
罪
，
使
你
們
的
祭
禮
是
純
潔
的
」
內
參
致
拾
二
八
)
。
可
見

告
罪
應
當
在
集
會
的
時
候
公
開
地
進
行
門
埠
，
十
四
)
。
君
來
這
是
→
種
普
通
的
告
擇
，
正
如
猶
太
教
禮
儀
所
有
的

那
種
，
與
未
來
的
悔
罪
禱
詞
令
S
E
S

品
相
似
。

羅
馬
的
聖
克
來
孟
門
約
九
六
年
)
勉
勵
格
林
多
的
鈑
徒
，
要
「
服
從
諸
位
長
老
，
懷
著
補
臨
的
心
接
受
規
喝
，

並
跪
倒
心
靈
的
灰
膝
」
(
致
格
林
多
人
書
，
伍
棠
，
→
)
。
由
於
補
贖
是
由
長
老
們
所
制
定
，
所
以
似
乎
是
→
種
敬

會
規
定
的
補
贖
o

安
提
約
基
雅
的
聖
依
訥
爵
(
約
一
O
七
年
卒
〉
給
那
些
懺
悔
的
人
宣
布
，
他
們
會
因
天
主
而
挺
得
罪
的
赦
兌.. 

「
祇
要
人
悔
過
自
新
，
同
返
天
主
的
教
會
、
與
主
教
和
好
，
必
能
獲
得
天
主
的
寬
赦
」
內
致
琵
拉
德
人
書
，
捌
，
一

;
參
致
翠
，
一
一)
J
天
主
的
寬
赦
以
懺
悔
行
動
與
敢
會
和
好
為
條
件
。

聖
保
理
加
布
(
…
→
五
六
年
卒
)
請
長if
J
]

們
「
對
所
有
的
人
要
寬
仁
與
慈
悲
，
在
判
斷
上
不
要
嚴
刻
，
要
記
得
我

們
都
負
有
罪
債
」
內
致
注
利
伯
人
霄
，
阱
，
→
)
。

巴
斯
梅
…
﹒
海
美(
3叩
門
。H
E
2
5

月
)
在
第
二
世
紀
中
葉
在
羅
馬
寫
的
偽
啟
示
錄
，
提
到
有
些
宣
教
師
主
張
除

土話

7白

!' .. 

芒角、

ûilU 

六
至
九



然
叫
一
站
甜
可
化
和
天
主

只
六
O

了
洗
禮
以
外
，
沒
有
別
的
懺
悔
。
海
美
認
為
這
一
意
見
是
起
督
徒
的
理
想
，
但
是
他
強
調
為
那
些
在
洗
禮
以
後
陷
於

罪
犯
的
信
友
，
返
有
一
祐
懺
悔
。
一
一
起
懺
悔
是
普
遍
的
i

逼
反
潔
德
的
祥
也
不
例
外
(
足
§
丸.• 

2
.
H
)
|
但
祇
有

一
次.. 

「
如
果
有
人
在
仲
六
成
嚴
的
召
喚
(
洗
禮
)
以
後
，
受
了
魔
鬼
的
誘
惑
犯
了
罪
，
他
可
以
作
一
次
懺
悔
(

1
s
h
h甘
、
g
h
a
t
h
N
R
)
;
然
而
如
朵
也
在
懺
悔
以
後
，
又
再
三
再
四
陷
於
揖
疚
，
懺
悔
使
不
再
有
用
;
這
樣
的
人
難

以
獲
得
生
命
」
;
也
就
是
諱
:
教
會
不
接
受
要
求
第
二
次
懺
悔
的
信
友
，
那
人
很
難
得
到
永
生
(
足
足
足
-
L〈
ω
﹒
。
)
。

望
儒
斯
定
告
訴
我
們
，
懺
悔
的
路
為
所
有
陷
於
擇
的
信
友
打
開
有
(
4言
談
3

→
一
四
)
;
格
林
多
的
學
狄
尼
修

(
印
戶
口
戶
。
是
印
戶
口
∞

c
h
h
E
E
F
W開
5

品
吉
少
出
支
﹒
問

R
~.• 

H〈

N
ω
w
3
典
里
依
來
內
也
都
有
同
樣
的
見
解
。

聖
依
來
內
退
列
舉
史
宜
‘
品
明
有
比
一
一
違
反
潔
德
與
鈑
教
的
人
，
公
開
認
罪
並
作
補
贖
以
後
，
仍
被
接
納
於
信
文
團
體

中
(
反
其
說
，
壺
，
六
，
3
.
4
笠
，
十
三
，
5

與
7
;

肆
，
因
0
，
1
)

三
、
第
三
與
第
四
世
忱
的
蟄
據

。

歐
瑟
比
(
但
5

日
E
C
C
記
述
羅
馬
司
鐸
拿
塔
里
(
Z
E
m
-
-
m
)

，
加
入
了
一
位
一
體
論
者
(
ζ。
E
E
r
-叩
門
己
的
「

神
動
派
」
(
註
)
並
成
為
他
們
的
主
敬
，
俊
來
顧
意
返
回
教
會
的
懷
抱
。
他
所
作
的
嚴
厲
的
補
贖
，
使
「
傾
向
同
情

的
仁
慈
的
基
督
的
教
會
」
深
深
感
動
。
教
宗
翟
斐
林
(
N名
S
H戶
口
已
回
H
S
i
N
H吋
)
收
納
他
重
新
歸
起
信
京
的
團
體

(
悄
悄
艾
-
咱
們
已

•• 

〈
笛
"
∞
-
H
N
U。

註•• 

參
考
王
譯
天
主
教
史
九
六
頁



戴
商
都
具
在
他
的
諭
懺
悔
(
b
k
h
V
Q
G

忘
§
H
h
h
h
u
|
尚
未
離
異
時
的
著
作
中
，
談
到
灰
重
的
懺
悔
，
第
→
種
是

作
為
洗
禮
準
備
的
懺
悔
(
口
﹒
H
i
G
U
，
第
二
一
種
是
洗
禮
以
後
的
懺
悔
(
白
﹒
吋
i
H
N
U
。
他
的
意
見
與
海
美
相
同
，

認
為
第
二
種
懺
悔
祇
能
有
一
次
o

懺
悔
者
必
說
先
公
開
認
罪
門
h
N
V
Q
忌
。
N
Q
h
s
y

凸
-
G
)
，
並
且
要
完
成
嚴
厲
的
祖

贖
善
工
，
然
後
在
信
友
團
體
之
前
蒙
受
赦
免
(
M
V
之
G
S
h
N
F
h
G
H
U
h
u

凸
-
5
)
，
重
新
被
信
友
團
體
所
接
納
(
h
a
u
s
u

b
-
“
)
。
任
何
罪
，
包
括
違
反
潔
他
與
拜
偶
像
，
都
可
以
因
懺
悔
當
赦
。

戴
商
都
具
參
加
了
當
丹
派
內
E
O
U
H
戶
口
凹
的
5
)
以
後
，
撰
寫
過
另
一
篇
有
關
懺
悔
的
論
文
(
巳
川
、
h
A
E
H
3
)
，

他
在
該
文
中
激
烈
反
對
天
主
教
會
的
懺
悔
習
慣
。
他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指
出
過
姦
典
淫
亂
之
弄
不
能
赦
免
。
在
論
著
的

開
端
，
他
便
提
到
一
位
「
最
高
司
奈
，
、
王
敬
的
主
教
」
(
M
V
O
P

丘
克
崑

m
M
E
s
h
z
c
L開叩
門
開
立
的
口
。
℃

5

開
-
R
S
C
E
S

)
所
作
的
一
篇
勸
令
(
直
至
口
自
有
B
E
Z
R
E
5
)
所
宣
布
的
「
已
完
成
柚
臨
之
工
宿
，
我
赦
免
他
們
通
姦
與
淫
亂

之
罪
」

(
?
3

。
戴
爾
都
良
認
為
這
篇
動
令
有
傷
基
督
徒
的
節
制
與
倫
理
德
性
。
昔
日
人
們
都
視
頁
理
為
→
世
(

已
ω
巨
叩
門
口
的
H
N
H斗
i
N
N
N
)
述
他
的
繼
承
者
翟
斐
林(
N名
S
H
E
g
H
U
U
l
N
H
吋
)
為
這
篇
筋
令
的
作
者
。
、
近
代
學

者
認
為
一
逼
街
前
令
很
可
能
出
於
非
洲
迦
太
基
主
教
阿
格
利
賓
諾
斯
(
〉
噁
苟
1
2
乙
之
手
。
戴
爾
都
具
將
可
赦
之
間
許

與
不
可
赦
之
難
加
以
區
別
，
並
論
汰
出
一
短
兩
種
祥
的
不
同
的
懺
悔
，
一
種
懺
悔
可
拉
姆
祥
之
赦
免
，
封
一
種
不
能
控
侍

弄
之
赦
免
(
白
﹒
心
)
。
他
第
一
次
把
三
種
不
能
豪
赦
的
揮
刀
在J
起
.. 

拜
偶
像
，
通
姦
與
謀
殺
之
祥
(
們
﹒
印
)
。

但
是
太
主
教
會
堅
持
一
切
拌
均
可
以
圖
懺
悔
裝
得
赦
免
的
追
趕
(
n
o

鼓
搗
那
篇
勸
令
的
主
教
所
運
用
的
故

會
赦
捍
榷
的
根
棋
是
塢
，
拾
怪
，
寸
八
|
寸
九
的
經
文
(
白
﹒
心
H
U

第
三
部

聖

茍:

:1\. 
區IIU

O 

心主

、J

.
、

-
h

」
/
」
/



第
四
緝

聖
化
者
天
主

4
、

4
、

]

/l
>/

在
同
→
時
代
羅
馬
敬
宗
頁
理
篤
對
於
懺
悔
問
題
的
寬
仁
態
度
，
為
聖
依
玻
涅
(
巨
窩
。
-
3
5
)
所
反
對
門

、
~
足
。h
o
v
b
R
S
S
S
民

H
N
)。
這
揚
爭
論
告
訴
我
們
，
在
羅
馬
，
所
有
作
了
捕
駝
的
弄
人
都
接
重
新
納
入
信
友
團

體
。
聖
賈
理
篤
宣
布

.• 

「
他
赦
免
了
所
有
的
罪
人
」o

在
東
方
教
會
J哩
，
亞
力
山
大
里
的
聖
克
來
孟
與
奧
力
振
都
作
證
人
公
認
為
教
會
有
赦
免
→
切
罪
犯
之
權
。
聖
克

來
孟
說
:
「
大
門
為
每
一
個
全
心
歸
返
主
慎
的
人
敞
開
蒼
，
天
主
喜
悅
地
接
納
切
安
悔
改
的
子
女
」
內
心

h
t
h
h
N
h
d
B

E
N
d向
H
N
E
S
W
N
u
n『
﹒
信
)
。
在
許
多
獲
得
赦
罪
的
途
徑
中
，
奧
力
振
將
「
嚴
攝
而
艱
苦
也
懺
悔
而
得
的
赦
罪
」

列
於
第
七
位
，
要
這
樣
得
罪
之
赦
，
鷹
「
在
天
主
的
司
鐸
」
前
告
明
諸
擇
，
並
做
嚴
峙
的
補
贖
公
司NE
e
-
w
E
E


-
H
U
A
H
)
。
參
攻
駁
楷
索
書
，
盞
，
五
→
。

在
戴
西
烏
皇
帝
迫
害
基
督
信
友
持
代
汽
二
四
九i
a

五
一
)
，
許
多
信
友
背
棄
了
他
們
的
信
仰
。
處
理
背
裁
者
是

當
時
最
迫
切
的
問
題
。
墨
西
彼
連
在
他
的
論
背
敢
者(
b
n
h
e
5
)與他
的
書
信
中
，
證
開
教
會
對
待
背
救
者
，
正

如
對
待
犯
了
其
他
諸
罪
的
信
友
→
樣
，
要
求
他
們
承
行
補
頤
，
然
後
再
收
的
他
們
於
教
會
之
中
，
針
對
所
屬
單
職
界

中
的
某
種
鬆
抽
傾
向
，
他
強
調
補
贖
的
必
要
性
，
它
是
背
敢
者
蒙
赦
的
先
決
條
仲
門
巴
肉Ne
h
r
u
g
)。
對
於
諾
伐

軒
派
的
過
於
嚴
酷
的
見
解
，
他
維
護
教
會
赦
免
一
切
罪
的
權
力
，
包
括
赦
免
背
敬
之
罪
的
權
力
(
書
信
，
伍
伍
，
廿

七
)
。除

此
以
外
，
教
會
有
權
赦
泣
諮
諱
的
證
據
還
很
多
。
巴
色
陸
那
內
田RO
L
3
名
主
教
聖
巴
西
進

(
2巳
g
c
m
u
卡

8
0
)曾
為
教
會
有
權
赦
祥
之
理
作
證
，
竟-
1諾
伐
軒
技
人
士
;
聖
盎
博
羅
削
在
他
的
論
懺
悔
著
作
(
巴
比KV
Q
S
H
r
S
H
B



U
中
，
里
奧
斯
定
在
反
對
多
那
式
班
人
士
時
，
都
會
為
教
會
的
懺
悔
道
理
作
證
。
參
致
聖
若
望
﹒
基
素
東b
n
h
p

的
需
丸•• 

圖
上
述
各
項
證
樣
可
以
清
婪
地
說
明
，
遠
古
的
信
友
們
相
信
，
基
督
管
把
一
種
沒
有
限
制
的
赦
罪
權
託
付
給
教

。可

。

會

第
三
部
聖
事
論

六
六



第
四
溺

取
一
記
者
天
主

六
六
四

第
二
章

社
罪
榷
的
性
質

第
車
前

議
會
所
有
的
赦
罪
權
是
真
正
的
解
除
罪
的
權
力

藉
教
會
的
赦
罪
，
諸
罪
真
正
地
、
直
接
地
被
解
除
!
!
信
理

新
教
人
士
認
為
，
赦
罪
成
是
基
持
依
賴
的
信
心
，
諸
撐
得
蒙
寬
赦
的
→
種
宣
告
而
已(
Z口
L
Z
B
E
E
-
∞
芯
片
戶
口
自

苟
同
。
口
口
口
已

S
E

且
會
。

]
m
g口
E
W
R
S
E
m
m
w自由
叩
開
v
m
g
m
H丹m
g

且
-
B
E
-
-
5。
心
。
古
早
已
自
己

m
L
N
注
明
。

2
月

咎
由
。-
c
z
s﹒
部
九
→
九
)
。
相
反
地
，
天
主
教
會
堅
信
，
赦
罪
之
權
是
→
種
真
正
的
，
霞
在
解
除
罪
的
權
柄
，
而
且

，
藉
若
她
的
赦
罪
，
諸
罪
也
在
天
主
面
前
一
間
接
地
獲
得
赦
免
。

請
君
若
，
貳
拾
，
廿
三
所
證
示
的
;
按
照
耶
穌
所
謊
，
宗
徒
們
與
他
們
的
繼
承
者
所
完
成
的
赦
罪
，
使
諸
罪
在

主
前
蒙
赦
。
在
主
動
的
赦
免
與
被
動
的
蒙
赦
之
間
，
有
一
個
因
果
關
係
o

新
教
人
士
認
為
句
子
裡
的
「
赦
免
」
令
。
旦
冉
冉
自
己
一
詞
還
有
一
種
意
義

.. 

「
你
們
向
誰
宣
布
諸
罪
得
赦
，
他

們
的
罪
就
都
赦
了
」
。
然
而
這
種
聖
經
注
釋
法
，
是
不
能
成
立
的
。

在
古
代
，
教
會
所
有
的
赦
罪
之
譜
的
限
度
或
範
悶
，
是
人
們
經
常
討
論
的
問
題
，
嚴
厲
的
蒙
丹
法
與
諾
伐
軒
派

人
士
與
天
主
教
人
士
同
樣
承
認
，
教
會
能
真
正
地
、
直
接
地
赦
免
諸
罪
，
並
不
紙
是
赦
免
教
會
開
除
教
籍
的
懲
罰
。

戴
爾
都
良
所
引
的
那
篇
有
關
懺
悔
的
的
令
的
作
者
說
:
「
我
赦
免
過
姦
與
不
潔
之
罪
」
(
部
四
一
二
)
。
理
西
彼
連
論

及
→
項
由
司
鐸
所
完
成
的
赦
罪
禮
(
P
E
m
m
-
o
p
立
且
可
E
m
m
n

叩
門
已
。
穹
的
U

巳
白
內
心
、
h
r
w
N
3
)
。



聖
若
望
﹒
起
索
東
特
別
指
斥
所
謂
「
臂
一
布
論
」
，
在
論
到
舊
約
司
祭
與
新
約
司
祭
的
互
相
對
映
時
，
他
-
說
:
「

猶
太
司
祭
有
權
潔
淨
生
麻
瘟
病
的
人
;
與
其
說
潔
淨
，
還
木
如
說
是
宣
布
那
受
潔
淨
的
人
是
潔
淨
的

•..... 

現
在
，
我

們
的
司
鐸
所
承
受
的
權
柄
，
並
不
是
實
布
人
的
潔
淨
，
而
是
使
人
完
全
潔
淨
，
並
非
使
身
體
患
麻
瘋
病
的
人
，
而
是

使
靈
魂
不
清
潔
的
人
潔
淨
」
門
論
鐸
品
，
盞
，
六
〉
。

第
六
節

赦
罪
權
的
普
遍
性

教
會
的
赦
罪
權
普
及
一
切
鼻
惡
，
毫
無
制
外
|
|
信
理

蒙
丹
派
與
諾
伐
軒
派
人
士
企
圖
限
制
教
會
赦
罪
權
的
範
圈
，
曾
被
教
會
斥
為
異
議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告
訴
我

們
，
懺
悔
聖
辜
的
創
建
是
為
了
使
信
友
與
天
主
和
好
合
g
z
g

咕
。
胡
同-
u
m
-
-
m
B

口
自
古

M
M
O
O
S
E
-

色
S
H
C
H

鄧
九
→

→
;
參
玫
鄧
八
九
五
、
四
三0
)
。
由
此
可
見
，
軍
接
懺
悔
墓
辜
的
次
數
可
由
信
友
自
己
決
定
;
而
且
洗
禮
以
後
所

犯
諸
罪
無
論
那
→
種
，
都
可
透
過
教
會
的
赦
罪
權
，
獲
得
赦
免
。

基
督
曾
經
預
許
並
給
予
了
教
會
毫
無
限
制
的
赦
罪
之
禮
。
下
列
講
詞

.. 

A
g
r
z
E
A
B
B
-
Z門
前
(
瑪
'
拾
陸
，

十
九
)
A
Z
m
m
o
c
B
A
Z
O
m

。

-
Z
岳
宏
(
瑪
'
拾
捌
'
十
八
)
，O
Z
O
E
B
B
B
E
E
X
E
M
M
m
n
g
F
(

若
，
貳
拾
，
廿
三
)

證
明
這
→
權
柄
是
最
廣
泛
最
普
遍
的
。
再
者
，
基
督
將
自
己
的
使
命
遺
惜
給
教
會
，
這
個
使
命
包
含
了
無
限
制
的
赦

罪
之
權
內
若
，
貳
拾
，
廿
→
)
。
基
督
自
己
會
赦
免
過
極
重
大
的
罪
，
正
可
以
講
明
這
→
點
門
若
γ

渠
，
五
一
二
;

捌
，
十
→
;
路
，
架
，
卅
六
|
五
O
;
路
，
貳
盞
，
四
一
二
;
瑪
，
貳
陸
，
七
五
)
。

第
三
部

~ 

論

。
、
。
、

-
-
L

J
/
J
/
「
Z



第
四
編
v

蟄
化
者
天
主

六
六
六

在
宗
徒
時
代
，
聖
保
驗
運
用
基
督
所
託
付
給
他
的
赦
罪
權
，
赦
免
了
格
林
多
數
會
中
犯
了
亂
倫
重
罪
的
信
友
(

格
後
，
貳
，
十
;
參
放
格
前
，
伍
，
→
等
)
。

反
對
教
會
赦
罪
權
之
普
遍
性
的
人
，
常
採
用
下
列
輕
女
為
他
們
自
己
辯
護
.. 

瑪
，
拾
貳
，
卅
→
i

卅
二
;
谷
，

盞
，
廿
八
|
廿
九
;
路
，
拾
貳
，
十
(
冒
犯
聖
神
之
罪
)
，
希
，
陸
，
四
|
六
等
。
其
實
這
些
經
文
所
指
的
是
:
執

迷
不
悟
的
罪
不
得
蒙
赦
，
因
為
他
們
沒
有
蒙
赦
的
華
備
。
若
一
，
伍
，
十
六
並
不
談
赦
罪
之
權
，
而
論
及
背
敢
者
不

得
分
享
教
會
的
代
禱
。

在
古
代
，
為
教
會
赦
罪
權
之
普
遍
性
作
證
的
有.. 

巴
斯
督
﹒
海
美
、
格
林
多
的
狄
尼
修
、
里
昂
的
車
依
來
內
、

亞
力
山
大
里
的
車
克
來
孟
、
奧
力
振
、
戴
爾
都
良
(
懺
悔
論
)
、
聖
西
彼
連
、
單
巴
西
盎
、
車
撞
搏
羅
削
、
與
華
奧

斯
定
等
(
參
致
第
四
節
)
。
車
巴
西
盎
參
致
聖
經
，
說
:
「
他
說
，
凡
是
你
將
釋
放
的
;
沒
有
任
何
倒
外
。
他
說
一

切
，
包
括
大
的
或
小
的
」
(
書
信
，
盞
，
十
二U
聖
盎
博
羅
削
說
了
同
樣
的
話.. 

「
天
主
對
人
→
觀
同
仁
;
他
對
→

切
的
人
都
是
仁
慈
的
，
他
曾
把
赦
罪
權
託
付
給
所
有
的
司
鐸
而
毫
無
例
外
」
門
已
為

B
S
訟•• 

7
ω
-
8
)
。

雖
然
初
期
教
會
明
白
赦
罪
權
的
普
遍
性
，
那
時
的
懺
悔
條
例
仍
舊
是
非
常
嚴
峻
的
。
→
個
人
祇
有
→
次
公
開
地

悔
罪
的
機
會
，
大
罪
的
赦
免
有
時
→
直
要
延
至
罪
人
臨
終
時
才
腸
子
，
或
甚
至
在
某
些
情
形
下
，
完
全
拒
絕
赦
罪
。

尼
西
亞
大
合
會
議
(
三
二
五
年
)
為
了
預
防
懺
悔
程
序
的
過
於
嚴
苛
，
於
第
十
三
款
議
案
中
規
定

.. 

「
對
於
臨
終
的

人
，
聽
當
遵
守
教
會
的
舊
銳
，
便
離
世
的
人
都
能
享
有
最
後
而
且
最
需
要
的
臨
終
聖
體
」
(
鄧
五
七
;
參
致
鄧
九

五
，
一
-
-
，
一
四
七
)
。



第
-
t節

教
會
赦
罪
權
的
羲
制
性
(
T
e
n
-
m
-
o
v
n
s
n
Z
G

赦
鼻
權
的
施
行
是
-
項
羲
判
行
為i|

信
理

持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反
對
新
教
徒
所
主
張
的
「
宣
布
論
」

裁
判
行
為
(
叩
門H
Z
E門
戶
戶
"
。
每
m
r
g】
已
戶
。B
B
E
C
H
m
B
g
s
r
s

〉
﹒
ω
﹒
部
九
→
九
)
。
同
→
大
金
會
議
叉
公
布

•• 

基
督
立
司
鐸
為
「
領
導
者
與
裁
判
者
」

丘
吉
門
出
口
。
品
，
他
們
憑
藉
天
國
鑰
匙
的
權
柄
，
能
赦
免
或
保
留
諸
罪
(
鄧
八
九
九
)
。

裁
判
程
序
，
有
三
個
要
素
.. 

裁
判
權
合

E
S
H
E
S
E
-
s
z
m
)
，
對
事
實
的
認
識
門
口
。m口
叩
門
戶
。
白
自
己
也
。
)
，
判
決

(
m
g
Z
E
E
E
L
戶
旦
旦
凹m
v

(
巴
巴
]
自
己
戶
。
口
吋
『
仰
。
門

U刊
)

由
h
H
O
O
H
m
-

。
泣
的
口
。
口

'
聲
明
司
鐸
赦
罪
是
→
項

2
個
ω
R
E
B
E

門H
F
O
E
-
o
g
w

(
S
B
m
吉
凶
B
H
U
E
S
-
已
自

。

的
基
督
會
將
赦
罪
權
託
付
給
宗
徒
們
與
他
們
的
合
法
繼
承
人
。
具
有
赦
罪
權
者
以
基
督
的
名
義
與
權
力
行
施
赦

罪
權
。的H

赦
罪
權
有
兩
部
份
，
郎
包
括
赦
免
權
與
保
留
權
。
這
一
權
柄
的
運
用
不
應
該
是
專
擅
的
，
而
必
須
遵
照
天
主

法
律
的
客
觀
規
範
與
犯
罪
者
良
心
的
境
況
。
因
此
運
用
這
一
權
柄
的
人
必
須
知
道
並
且
慎
重
審
晝
客
觀
的
罪
情
與
主

觀
的
良
心
。

H
W司
鐸
根
接
對
罪
情
與
犯
罪
者
良
心
的
認
識
與
改
查
，
代
表
天
主
，
給
予
裁
判
者
的
判
決
;
憑
藉
這
一
判
決
，

諸
罪
得
以
蒙
赦
或
保
留
。
與
赦
罪
→
樣
，
保
留
罪
也
是
一
種
積
極
的
裁
判
令
g
H

門
且
如
同
且
呂
立
。
口
凹
的
部
八
九
九
)

而
不
僅
是
赦
擇
權
的
未
曾
運
用
。
給
與
補
贖
也
是
一
項
裁
判
行
為
。

第
三
部

聖

事

吉爾

六
六
七



第
四
篇

雪
化
者
天
主

六
六
八

古
代
教
會
的
懺
悔
規
程
清
楚
地
證
示
，
初
期
信
支
相
信
赦
罪
權
的
裁
判
牲
。
告
罪
與
接
受
了
所
定
補
贖
後
的
信

玄
，
被
正
式
地
撤
離
信
友
團
體
(
2
g
B
B
E戶
口
旦
丘U
，
直
到
補
贖
作
完
以
後
，
始
被
鄭
重
地
納
入
歇
會
。
戴
繭

都
良
稱
對
罪
人
的
裁
判
是
「
未
來
審
判
的
極
重
要
的
預
審
」
(
2
B
B
Z
B
E
E丘
吉
門
戶
戶
口KH
V
H
S
E
訟
的
Z
E
U
A
、
O
N
-


S
U
參
故
里
若
望
﹒
基
素
東
Q
心
「
。
這
.
可
設
計•• 

出

ν
。

赦
免
罪
恕
，
祇
從
其
本
身
而
昔
日
，
因
具
有
慨
慷
施
恩
的
性
質
;
但
由
於
赦
罪
包
括
聽
取
告
罪
，
判
斷
懺
悔
者
的

罪
狀
，
以
及
為
赦
罪
而
給
與
補
贖
'
這
些
行
為
使
赦
罪
具
有
裁
判
性
。

已
教
會
赦
罪
是
一
一
件
車
事

第
八
節

數
罪
權
的
軍
事
性

一
、
聖
寧
的
實
在
性

在
懺
悔
法
塵
中
的
赦
罪
是
-
一
件
實
在
的
和
真
正
的
與
法
禮
軍
事
有
別
的
軍
事

|
i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針
對
新
教
人
士
，
作
如
下
定
斷.. 
任
何
人
說
天
主
教
會
的
懺
悔
並
非
真
正
的
宜
在
的
和
真
正

的
車
事
，
當
受
絕
罰
」
(
2
空
前
門
目
前EP
古

S
F
。
E
S
T
n
k

的
叮
叮
。
自
胃
口EB
B

口
而
由
語
言
片
而
且
可
門
。
可H
F
m

g
n
E
B
B
E
g
-
k
p
.
m
-
鄧
九
一
一
;
參
致
鄧
九
三
-
u。

教
會
赦
罪
的
行
為
包
含
7
聖
辜
的
要
素.. 
科
表
示
恩
寵
外
在
可
知
覺
的
記
號
。
位
內
在
不
叮
見
的
內
心
倍
效
果
。



目
由
基
督
所
建
立
。

二
、
聖
宰
的
本
質

自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以
後
，
神
學
家
們
的
一
般
意
見
與
多
瑪
斯
派
學
者
都
主
張
，
告
解
罕
事
的
實
質
一
方
面
是

形
成
準
材
料
合
臣
民
l

自
己
旦
志
的
懺
悔
者
行
為
(
痛
悔
，
告
罪
，
作
補
贖
，
或
作
補
聽
的
意
願0
部
六
九
九
，
八

九
六
，
九
一
四
)
，
另
一
方
面
是
形
式
，
副
司
鐸
的
赦
罪
行
動
。
懺
悔
者
的
各
裙
行
為
是
以
赦
罪
行
動
為
目
標
，
正

如
材
料
館
屬
於
形
式
，
並
與
赦
罪
行
動
→
向
成
為
產
生
恩
寵
的
聖
事
記
號
。

司
各
脫
斯
派
學
者
都
主
張
告
解
聖
事
的
實
質
祇
是
司
鐸
的
赦
罪
行
動
，
而
懺
悔
者
的
補
贖
行
為
是
妥
善
地
領
受

霉
事
的
必
要
先
決
條
仲
。

刊
下
列
各
項
理
由
有
利
於
多
瑪
斯
派
學
者
的
意
見.• 

ω
根
拔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的
訓
示
(
部
八
九
六
)
，
告
解
聖
箏
的
能
力
主
要
地
〈
項
目
2

仔
5
)

因
此
非
單
獨
地
寓
於
放
罪
行

動
。
然
而
，
由
於
一
件
聖
事
的
能
力
祇
能
寓
於
形
成
聖
事
本
質
的
事
物
上
，
而
懺
悔
者
的
三
項
行
動
l

它
們
可
稱
為
聖
事
的
準
材
料

(
官8
戶
g
a
m

且
扭
扭
曲
白
自
白
自
己
或
機
悔
的
部
份
(
音
且

g
H
v
o
g
戶
神
而
且
自
)
!
、
一
這
些
行
為
與
足
以
稱
為
聖
事
形
式
的
故
罪
行
動
，
應

當
一
同
組
成
聖
事
的
本
質
。

ω
與
其
他
聖
事
(
婚
配
除
外
)
的
比
較
，
使
我
們
看
到
，
懺
悔
軍
事
的
聖
事
性
記
號
係
出
二
種
反
正
不
同
的
要
素
所
組
成
。
我
們

有
理
由
稱
懺
悔
君
的
行
動
為
材
料
，
因
它
們
從
屬
於
放
罪
行
動
，
而
且
，
以
某
一
意
義

-
t一
日
，
前
有
以
後
者
，
為
目
的
。
由
於
缺
乏
物
質
的

實
體
，
我
們
稱
它
為
準
材
料
(
參
致
羅
馬
要
理
問
答
，
貳
，
五
，
十
三
一
)
。

叫W
鑑
於
罪
之
赦
免
是
以
一
一
項
裁
判
程
序
而
實
現
，
這
項
裁
判
程
序
的
要
素
必
須
也
是
聖
事
的
要
素
。
然
而
，
裁
判
程
序
的
成
立
不

第
三
部

室里

事

論

六
六
九



第
四
緝

聖
化
者
天
主

六
七
O

僅
要
有
審
判
者
的
判
決
，
也
要
有
對
事
實
的
認
識
與
審
查
。
在
懺
悔
法
庭
前
，
這
些
一
要
素
便
是
懺
悔
密
的
自
我
告
罪
。
由
於
懺
悔
法
庭

的
目
的
是
赦
罪
，
罪
的
告
自
必
須
與
痛
悔
及
補
贖
意
願
相
連
合
。

ω
里
多
瑪
斯
把
懺
悔
者
的
行
為
說
為
懺
悔
聖
辜
的
材
料
是
屬
於
聖
事
本
質
的
。
參
考
神
，
盞
，
八
囚
，

2

。

M
H司
各
脫
斯
派
主
張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稱
懺
悔
者
的
行
為
是
準
材
料
(
他
們
把
這
個
名
詞
解
釋
為
非
真
正
的
材
料
)
，
因
此
大

公
會
議
祇
主
張
這
些
行
為
對
聖
辜
的
完
整
性
回
屬
必
要
，
但
並
不
屬
於
聖
辜
的
本
質
。
他
們
把
「
懺
悔
的
部
份
」
一
詞
解
釋
成
「
完
整

部
份
」
。
此
外
司
各
脫
斯
派
拿
出
下
列
理
由

•• 

懺
悔
者
的
行
為
並
非
聖
事
功
殼
的
合
適
記
號
，
因
此
也
不
是
軍
事
功
劫
的
原
因
。
司
鐸

以
這
聖
辜
的
唯
一
施
行
者
資
格
應
當
單
獨
地
完
成
全
部
里
事
記
號
。
教
會
習
慣
以
條
件
方
式
給
失
去
意
識
者
赦
罪
，
這
種
習
慣
假
定
，

懺
悔
的
軍
事
記
號
單
獨
地
在
於
司
鐸
的
行
動
上
。



"
弟
一
品
平懺
悔
聖
亨
的
汁
在
記
抗

工
痛
悔
(
白
。
目
。
但
回
國
立
即
@
)

第
丸
節

縱
論
痛
悔

一
、
痛
悔
的
概
念
與
必
要
性

持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給
痛
悔
所
下
的
定
義
是.. 

「
靈
魂
對
所
犯
之
罪
的
痛
苦
與
憎
惡
，
並
立
志
以
後
不
再
犯
罪
」

(
〉
且
自
戶
已
已
。

H
m
n

兮
兮
叩
門
且
已
。r
M
V
m
o
n
m
g
g
s

目
前
曲
。
"
。
口
自
賞
。
℃
。
的
叩
門
。
口
。

P
M
】2
2

口
岳
母

n
m
g
g

﹒
鄧
八

九
七
)
。
因
此
痛
悔
包
括
三
項
意
志
的
行
為
，
這
三
項
行
為
流
合
為
→
，
即
靈
魂
的
痛
苦
，
悔
恨
，
定
志
改
遇
。
痛

悔
時
的
苦
惱
原
是
意
志
的
一
個
自
由
行
為
，
不
必
而
且
也
不
→
定
常
能
用
可
感
覺
的
情
緒
表
之
於
外o
定
改
隱
含
地

包
括
在
對
所
犯
諸
罪
的
真
正
悔
恨
中
。

一
如
成
義
的
本
質
所
要
求
，
痛
悔
是
懺
悔
聖
事
的
第
→
個
與
最
重
要
的
因
素
，
而
且
自
始
是
赦
罪
的
不
可
或
缺

的
先
決
條
仲
(
鄧
八
九
七
)
。
懺
悔
聖
事
創
立
以
後
，
痛
悔
必
氯
同
時
包
括
告
罪
與
作
補
贖
的
意
願
。
由
於
痛
悔
是

聖
事
性
記
號
的
主
要
部
份
，
在
接
受
嗤
悔
聖
事
時
，
必
須
明
確
地
喚
起
它
?
。
旦
卅
一
片
古
叫
。
同

B
m
z
c
。

三
、
痛
悔
的
特
性

有
益
於
得
赦
的
痛
悔
應
當
是
內
在
的
、
超
性
的
、
普
遍
的
、
按
價
值
估
計
而
言
超
過
→
切
而
是
至
高
的
。

第
三
部

車

事

論

六
七



第
四
偏

聖
化
者
天
主

六
七

付
痛
悔
飯
是
一
項
理
智
與
意
志
的
行
為
，
它
便
是
內
在
的
。
岳
，
貳
，
十
一
一
一.• 

服
!
」
然
而
，
痛
悔
前
是
聖
事
記
號
的
要
素
，
也
應
表
之
於
外
(
告
明
自
己
的
罪
)
。

何
如
果
痛
悔
是
在
現
恩
的
影
響
下
產
生
的
，
並
且
，
蛻
界
為
對
天
主
l

我
們
的
越
性
終
極
l

的
冒
犯
，
這
樣
的
痛
悔
便
是
超
性

的
。
僅
僅
自
然
的
痛
悔
對
於
得
教
毫
無
神
益
(
鄧
八
三
了
一
二O
七
)
c

開
如
果
痛
悔
的
對
象
包
括
所
犯
的
一
切
大
罪
，
這
痛
悔
便
是
普
遍
的
。
一
個
大
罪
蒙
受
赦
免
，
其
他
大
罪
不
能
不
同
時
獲
赦
。

開
如
果
罪
人
視
為
最
大
的
惡
，
而
且
也
學
願
接
受
任
何
其
他
的
患
難
，
不
願
再
把
大
罪
，
回
犯
上
主
，
他
的
痛
悔
按
價
值
估
計
而
-
一
一
一
口

便
超
過
一
切
而
是
最
高
的
E
S
Z
E
t
z
z
g
g
阻
)
。
但
是
，
感
情
方
面
，
痛
悔
並
不
需
要
是
按
高
而
超
過
一
切
(
戶
口
同

g
m
z
m
E
B
B
且

) 

「
怯
撕
裂
你
們
的
心
，
而
不
撕
裂
你
們
的
衣

。

三
一
、
分

類

痛
悔
可
分
完
善
痛
悔
(
2
E
H
E
o
g丘
吉
門
的
有
閃
閃
巾
的

E
)
'
與
不
完
善
痛
悔
(
2口
佇
立
丘
。
-
日
軍
民

2
E

或
旦
旦
旦
。
)

。

門
註
U

里
多
馬
斯
根
據
痛
悔
典
型
化
恩
寵
的
關
係
，
將
痛
悔
分
為
兩
類.. 

義
人
的
後
悔

E
o
s
-
E
M丹紅
門
白
白
血S
F
-
n
P
R
E注
冊
)
與
尚
未

成
義
者
的
後
悔
Q
S
E
H
E
E
E
F
H
E
m
-
2
.
n
R
E
Z
S

口
『
R
B
R

色
，
參
放

N
V
h
e
s
a
b
-
-
N

∞
∞
且

ω
。

自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以
後
，
人
們
叉
按
動
機
將
痛
悔
分
為
兩
種.. 

付
完
善
的
鋪
位
，
其
動
機
是
對
天
主
的
全
愛
。
的
不
完
善
的
痛

悔
，
其
動
機
是
對
主
的
不
完
全
的
愛
，
或
其
他
能
追
溯
至
此
愛
的
超
性
動
機
，
如
對
永
恆
紹
相
信
的
希
望
，
或
對
永
罰
的
恐
懼
。
由
於
動

機
的
不
同
，
痛
悔
不
僅
有
程
度
土
的
差
異
，
抑
且
有
性
質
上
的
差
異
。

(
註
)
要
理
問
答
巾
，
譯
為
上
等
捕
梅
與
下
卅J
Y
L
州
位
υ



第
十
節

完
善
的
痛
悔

一
、
完
暮
痛
悔
的
本
質

(
慕
說
之
愛
ω
目
。
同

完
善
痛
悔
的
動
機
是
對
天
主
的
全
愛
，
或
愛
德
G

這
愛
就
是
為
天
主
自
己
而
愛
天
主
，
而
且
愛
他
在
萬
有
以
上

r
o
s
s
r
E
S

或

m
E
F
n
x
5
)。它
的
體
制
對
象
是
天
主
的
美
善
本
身
兮
。D
Z
S
E
i
s

H
H
σ
曲
。

-
z
g
u。

對
天
主
的
全
實
是
感
恩
的
愛
?
B
R
;

賞
際
上
，
真
正
的
感
恩
，
並
不
太
若
重
恩
惠
自
身
，

而
尤
若
眼
於
施
恩
行
為
所
從
他
的
心
用
心
。
感
恩
之
愛
的
體
制
對
象
是
天
主
的
美
善
，
這
一
美
善
流
露
在
無
數
恩
惠

上
，
尤
其
流
露
於
基
督
在
十
字
架
上
捨
身
教
世
的
最
大
恩
惠
上
兮
。
旦
宮
的
岳
i
S
R
E

立
言
)
。
這
樣
感
恩
的
愛
自

動
轉
變
成
愛
德
。

希
求
之
愛
(
但8
日

8
口
2

】U
E
S
E
m
或
名
m
F
)，
就
是
一
個
人
為
自
己
的
刷
利
而
愛
天
主
，
所
以
這
種
愛
首
先
是
自
愛
，
其
次

是
對
天
主
的
不
完
全
的
愛
。
這
種
愛
不
是
完
善
痛
悔
的
足
夠
動
機
。
然
而
，
對
主
的
全
愛
並
不
要
求
人
拾
棄
他
在
天
主
內
的
幸
福
，
而

祇
要
求
人
將
自
己
的
福
利
從
屬
於
天
主
的
福
利
。
因
此
教
會
譴
責
剛
勃
來
(
的
阻

g
r
E
C
主
教
芬
降
(
間
企
丘g
t

己
已
印
)
的
理
論
，

芬
隆
認
為
基
替
信
衷
的
完
善
就
是
對
主
的
純
愛
境
界
，
排
除
一
切
其
他
的
動
機
含5
2

月
已
r
E
E
g
m
m

鄧
三
三
七
等
)
。

全
愛
與
完
善
痛
悔
的
本
質
並
不
要
求
某
種
強
度
或
長
久
的
持
續
。
這
兩
者
祇
是
附
屬
性
的
完
善
而
已
。

m
g
t仲
口
已
戶
口
戶
印
)

二
、
完
善
痛
悔
所
造
成
的
聖
事
以
外
的
成
義

科
完
善
的
捕
梅
能
使B
犯
大
罪
者
在
真
實
領
告
解
車
事
以
前
，
獲
得
成
義
的
恩
寵
|
|
近
乎
信
理
的
意
見

第
三
話

聖

幸幸4

論

六
七



第
四
編

聖
化
者
天
主

六
七
四

和
好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稱.. 

「
雖
然
這
痛
悔
有
時
為
愛
德
所
完
成
，
在
其
實
領
受
這
里
事
以
前
，
已
使
人
與
天
主

有
民
2
E
S

(
…
開
同
印
戶
口
。
旦
旦
旦
。
口

m
B
r
ω
白
白

M
H
E
內
宮H
H口
已
。
n
m
立
S
H
O

仰
的
的
。

仿
。
口
片H口
m
m
H同

r
。
自
古
仰
自
ρ
口
。

巳
巾
。

H
內
的
。
口
口
戶
戶
戶

m
H
H
A
M
-
H
M門
戶
口m
A
E
S
E
o
m
m
o
s
g
g
E
B
S
E
E
R
S
-
m
E

♂

丘
。
﹒
鄧
八
九
八ν
。

巴
依
烏
斯
(
回
民5
)
認
為
愛
德
可
以
與
大
罪
一
間
存
在
(
鄧
一
O
三
二
，

-
O
七
0
)

在
殉
道
時
，
才
能
賦
予
聖
事
以
外
的
成
義
恩
寵
(
鄧
一
O
七
一
〉
。
此
理
論
已
受
教
會
的
申
斥
。'
完
善
的
痛
悔
祇
有
在
必
要
情
形
下
與

H
W祇
有
當
完
善
的
痛
悔
與
領
受
軍
事
的
希
望
相
借
時
，
擔
能
監
生
單
單
外
的
踐
義
恩
寵
(
4。E
B

-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告
訴
我
們
:

(
目
的
。
口
的
已
芯
片
叫

O
E
g
f
丘

gossgz

>

衍
。
口
片
阿
拉
戶
。
口
心

「
沒
有
包
括
在
痛
悔
中
的
車
事
的
期
望
，
不
應
把
和
好
的
力
量
加
與
痛
悔
」

m
M口
O
H
Dm

m
w
n
H
m
口
H
m口
同H

〈
。
片
。
﹒
A
Z
。
此

已
]
印
戶
口
。
戶
口
門

H
X
Z
H
W
口
。
口

丹
田
的m
w

位
m
n
H
F
g告
自
﹒

。
藉
若
領
聖
辜
的
願
望
，
赦
罪
的
主
觀
與
客
觀
因
素
，
即
懺
悔
者
的
痛
悔
與
教
會
所

持
鑰
匙
的
權
柄
彼
此
發
生
連
繫
。
簡
單
事
的
願
單
一
億
舍
地
包
含
在
完
善
的
痛
悔
內
。

鄧
八
九
八
U

在
舊
約
裡
，
完
善
的
痛
悔
是
成
人
蒙
受
罪
之
赦
免
的
唯
一
方
法
內
參
致
厄
'
拾
捌
，
廿
一
等
;
羞
羞
，
十
一
等

;
詠
，
晶
晶
一
壺
，
五
)
。
在
新
約
裡
'
罪
之
赦
免
歸
功
於
對
天
主
的
全
愛
內
參
致
若
，
捨
肆
，
廿
一
等
;
路
，
架
，
四

七•. 

「
她
的
許
多
罪
得
了
赦
免
，
因
為
她
愛
的
多
」
;
若
→
'
肆
，
七U
o

教
父
們
常
將
伯
前
，
肆
，
八.. 

「
愛
遮
蓋
許
多
罪
過
」
(
約
臼
耳
目
。
℃
叩
門
叩
門
告
已
缸
片
且
戶
口

m
S
M
〉2
口
缸
片
。
門
口5)
一
)
、
三
經
句
解
作
•• 

由

愛
而
來
的
痛
悔
會
使
主
赦
免
諸
罪
。
然
而
按
這
一
經
句
的
上
下
文
，
眩
該
解
作
信
友
們
的
彼
此
寬
恕
(
參
故
總
鳥
的
聖
克
來
孟
致
格
林



多
人
害
，
肆
玖
，
五
i

奧
力
振
，
E
h
g

﹒

E
B
-
-口
-
h
﹒
聖
值
得
﹒
基
少
融
H
M
m
g
呵
。
r
d
s
z∞
5
.

訓
道
辭
，
九
四
)
。
吳
力
振

在
罪
之
赦
免
的
七
個
方
法
中
，
將
「
豐
富
的
愛
」

T
E
E
S
E
S
H
F片
色
的
)
列
於
第
六
位
，
並
且
引
證
路
，
棠
，
四
七
與
伯
前
，
肆
，

八
。

第
+
-
節

否
冗
善
的
痛
悔

一
、
不
完
善
痛
悔
的
本
質

不
完
善
的
痛
悔
?
早
已
泣
。H
悔
恨
)
是
一
種
真
正
的
痛
悔
。
可
是
與
完
善
痛
悔
相
比
，
它
來
自
不
十
分
完
善
的

動
機
。
在
這
種
痛
悔
下
，
→
個
人
憎
恨
罪
過
，
祇
因
罪
對
我
們
是
一
種
災
禍
，
因
為
它
使
靈
魂
沾
有
罪
的
污
點
(
旦
旦


C
B
n
c

一
百
名
並
帶
來
天
主
的
懲
罰(
g
m
z
s
z
g
m
m
)
。
因
此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稱
「
憎
惡
罪
之
醜
陋
，
對
地
獄

與
其
他
罪
罰
的
恐
懼
」
為
不
完
善
痛
悔
的
主
要
動
機
內
部
八
九
八
)
。
對
永
罰
的
恐
懼
無
疑
地
是
最
常
有
的
動
機
，

但
並
非
本
完
善
痛
悔
的
椎
一
動
機
。

不
完
善
痛
悔
的
動
機
之
一
l

恐
懼
，
旺
不
像
子
女
對
父
母
一
般
的
畏
懼
Q
E
R
B
E
Z
)
;像
于
女
對
父
母
一
般
的
畏
懼
與
愛
德

相
偕
'
並
且
親
罪
為
對
於
用
愛
德
所
愛
的
至
善
的
一
種
侮
屆
時
;
也
並
非
祇
畏
罪
罰
而
願
意
繼
續
犯
罪
的
卑
屈
的
懼
怕

Q
E
H
R
E耳
目
前
自

由
叩
門4
U
F
M
)
，
而
是
一
種
蚊
隸
般
的
懼
怕
Q
C
U
O
H
m
s
-
z
z

叩
門
回
叩
H
4
巴
拉
)
，
不
僅
怕
懲
罰
，
也
怕
懲
罰
罪
惡
的
天
主
，
這
恐
懼
使
人
遠

離
罪
惡
。
導
向
成
義
的
不
完
善
痛
悔
必
讀
脫
除
犯
罪
的
心
意
，
並
且
帶
若
獲
赦
的
希
望
(
郵
八
九
八
)
。
且
可
W
F
O
(悔恨
〉
一
詞
的
應

用
可
糊
自
第
十
二
世
紀
後
半
期
S
E
B

。
同
吋
皇
古
巴
一
一
七
五
年
以
前
)
。
在
士
林
神
學
中
，
這
一
名
詞
的
血
曇
聶
並
不
明
確
。
許
多

神
學
家
臨
之
為
一
種
不
包
括
告
罪
與
補
贖
的
意
願
並
不
包
括
定
改
的
悔
罪
。
因
此
，
人
們
常
認
為
這
一
悔
罪
不
足
以
蒙
受
罪
之
赦
免
。

二
、
示
完
暮
痛
悔
的
倫
理
與
超
性
價
值

棺
阿
三
部
雪

事

論

六
七
-
2



第
四
緝

取
一
化
卓
有
天
去

六
七
一
八

以
值
理
觀
點
雷
，
由
最
恐
懼
的
痛
悔
是
-
環
美
好
的
超
世
行
第

l
l
l

信
理

路
德
認
為
，
也
於
怕
懼
地
獄
永
罰
而
有
的
痛
悔
，
使
人
變
成
偽
善
，
並
使
人
負
罪
更
多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反

對
此
說
，
聲
明
這
一
痛
悔
是
「
天
主
的
贈
禮
，
也
是
單
神
的
默
導
所
致
，
因
他
的
幫
助
悔
罪
者
準
備
自
己
成
義
」
內

部
八
九
八
)
。
叉
宣
稱
它
是
「
一
種
真
正
而
有
用
的
痛
悔
」
(
鄧
九
一
五
)
。
可
見
以
倫
理
觀
點
一
苔
，
不
完
善
痛
悔

是
美
好
的
，
也
是
超
性
的
(
參
致
鄧
八
一
八
，
一
三O
五
，
一
四
一
一
|
一
四
三
了
→
五
二
五
)
。

聖
經
多
處
提
到
天
主
的
懲
罰
，
以
勸
勉
人
遠
離
罪
惡
。
瑪
'
拾
，
廿
八.. 

「
更
要
害
怕
那
能
使
靈
魂
和
肉
身
陷

於
地
獄
中
的
」
(
參
致
出
，
貳
拾
，
廿
;
詠
，
壹
壹
捌
，
一
二0
;
瑪
，
伍
，
廿
允
|
卅
;
岩
，
伍
，
十
四
)
。

教
父
們
利
用
恐
懼
當
作
動
機
也
屢
見
不
鮮
。
戴
爾
都
良
勸
告
界
人
接
受
公
開
的
補
贖
'
說
明
地
獄
的
懲
罰
惟
有
以
補
贖
來
免
除
(

諭
補
贖
，
十
一
一
)
。
里
奧
斯
定
勸
人
以
怕
懼
天
主
的
懲
罰
，
作
為
愛
德
的
階
梯
，
以
便
獲
得
成
義
(
h
E
3.. 

宮
、

h
-
E
?
斗
l
g
里

若
望
﹒
基
素
東
宣
稱•• 

「
還
有
比
地
獄
更
可
怕
的
嗎
?
然
而
，
沒
有
比
對
地
獄
的
恐
懼
更
有
用
的
了
;
事
實
上
，
這
一
恐
懼
使
我
們
提

獲
天
圓
的
冠
冕
」

(
b
m
h
h
a
a
r
-
E
L
)
。

迪
克
種
夫
(
〉
﹒
司
﹒
白
而
害
之
間
)
與
哈
納
克
(
〉
﹒
出
臼

E
R
T
)
激
烈
反
對
中
世
紀
後
半
期
的
痛
悔
道
理
，
他
們
認
為
那
時
的
人
，

僅
僅
以
出
於
懼
怕
的
痛
悔
為
滿
足
(
斷
頭
臺
上
的
悔
恨
)
。
但
他
們
這
一
看
法
與
史
實
不
符
。

一
、
不
完
善
痛
悔
典
懺
悔
監
事

程
懺
悔
軍
事
中
，
不
完
善
痛
悔
足
以
撞
得
罪
之
赦
免
|
|
一
般
意
見

極
端
的
痛
悔
論
者
門
彼
得
﹒
陸
巴
，
哈
爾
的
亞
力
山
大
，
巴
依
烏
斯
，
與
楊
森
派
人
士
)
主
張
，
有
故
地
領
受



懺
悔
聖
事
需
要
完
善
的
痛
悔
，
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以
後
的
大
多
數
神
學
家
則
認
為
，
在
懺
悔
聖
事
中
，
不
完
善
的

痛
悔
(
皂
白
在0
)足
以
獲
得
罪
之
赦
免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對
於
這
一
點
，
未
加
定
師
，
然
而
它
在
聲
明
下
列
道
理

時
，
間
接
地
承
認
了
不
完
善
痛
悔
的
足
M
V性
:
不
完
苦
痛
悔
若
不
隨
以
懺
悔
聖
事
，
慌
不
能
使
罪
人
成
義
，
但
是
這

一
痛
悔
準
備
罪
人
在
懺
悔
聖
事
中
獲
享
成
義
的
恩
寵
(
臣
們
自
己
且
自
己

ω

印
戶
口
仰
自
己m
E
S
S
3
B
E
E
-
m
m
M》
目
前
。
且

H
m
E
g
g
B
m
L

口
已
哈
巴
E
B

戶
口
m
R
E
E
S
Z
H
U
B巳
﹒

〕
己
叩
門
戶
口
的
凶
神
戶
。

E
B
M
V
m
丘
口
的
倚
門
叩
開
》
內
的
且
片
。

H
m
B
R
A
Z
S
Y

。
自
己
一-
M段
文
字
的
上
下
文
活
來
，
所
指
的
是
一
種
相
近
的
與
直
接

的
準
備
，
這
→
準
備
與
聖
事
一
起
，
使
足
以
獲
得
成
義
的
恩
寵
。

如
果
懺
悔
聖
事
必
須
有
完
善
的
痛
悔
，
那
末
懺
悔
聖
事
不
再
是
「
失
去
思
紹
說
抖
者
的
聖
W
T」
，
因
為
成
義
之
恩
在
領
受
聖
事
以

前
早
已
獲
得
。
赦
界
之
權
失
去

f
它
原
有
的
刊
的
‘
因
為
大
罪
將
不
再
在
懺
悔
型
水
巾
獲
赦
(
如
九
一
一
二
)
。
赦
界
將
祇
有
一
種
宣
布

性
的
意
義
，
正
如
彼
得
﹒
降
巴
所
主
張
的
。
特
倫
多
大
公
A
M
H
議
規
定
，
當
一
削
人
有
死
亡
的
位
峙
的
，
任
一
可
何
能
州
免
他
任
何
的
罪

與
任
何
懲
罰
，
這
樣
沒
有
人
會
凶
拒
絕
被
罪
而
沉
淪
(
邱
九
O
三
)
，
如
果
做
悔
聖
事
必
須
有
完
善
的
痛
悔
，
那
末
一
逗
一
規
定
將
毫
無

意
義
。
懺
悔
聖
事
的
建
立
將
無
助
於
人
的
成
義
，
相
反
的
，
它
將
給
人
的
成
義
增
添
了
困
難
。

持m
E
E
ω
戶
旦
有
片
片
肉
口
已
向
自
門
出
名
。
口
叩
門
﹒
部
八
九
八
)

四
、
完
善
痛
悔
派
門
口
。
白
白
叩
門
古
巴
的

5
)
與
不
完
善
痛
悔
派

(
K
H
E
E
-
g
Z
E
)

按
照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所
定
的
成
義
的
道
理
，
不
完
善
的
痛
悔
中
要
含
有
對
天
主
的
愛
之
開
始
(
或
原
愛
自
白
白
E
E
F
L
店
的
叩
門
由

古
巴
旬
戶
口
口
帥
部
七
九
八
)
。
十
七
世
紀
時
，
在
援
和
的
完
善
痛
悔
派
人
士
與
不
完
善
痛
悔
派
人
士
中
間
，
掀
起
了
有
關
這
一
原
愛
之
內
在

性
質
的
神
閏
月
于
爭
論
。
前
者
認
為
這
一
原
愛
應
該
是
開
始
的
完
善
踅
倍
(
叮
叮
戶
口
戶
口
且
每
個
哥
)
的
一
項
體
制
行
為
，
後
者
則
認
為
要
在
懺

悔
聖
事
中
獲
得
成
義
恩
寵
，
除
需
要
不
完
善
痛
悔
(
即
使
祝
來
，
口
對
地
獄
的
恐
懼
)
外
，
不
需
要
任
何
愛
主
的
體
制
行
為
，
至
少
不
需

第
三
部
建

事

吉爾

六
七
七



第
四
爾
哈
連
化
者
天
主

六
七
八

要
任
何
全
愛
的
行
為
。

教
宗
亞
力
山
大
七
世
於
二
八
六
七
年
去
告
，
在
宗
座
作
定
斷
以
前
，
禁
止
衷
方
互
相
品
評(
2日
自
己
，
但
他
宣
稱
不
完
善
痛
悔

派
的
理
論
為
一
般
意
見
(
郵
一
一
四
六
)
。
遵
循
這
一
聲
明
，
我
們
可
以
相
信
，
在
懺
悔
聖
事
中
獲
得
成
義
恩
籠
，
不
需
要
另
外
有
暮

恆
的
合
B
R
Z

口
2

已
g
H

古
巴
或
希
求
的
合
S
R
g
z
z

立
法
S
E

己
愛
主
行
為
，
因
為
，
在
真
心
與
罪
惡
隔
絕
並
希
望
獲
赦
的

不
完
善
痛
悔
中
，
已
隱
舍
地
包
含
了
雛
型
的
愛
。

艇
和
的
完
善
痛
悔
派
人
士
所
主
張
的
對
主
之
愛
的
開
始
，
其
強
度
自
無
關
重
要
，
也
就
等
於
主
張
愛
德
的
必
要
性
，
這
也
就
等
於

極
端
的
完
善
痛
悔
派
的
主
張
。

E

、
罪
之
告
明
(
白
。
回
國
峙
。

m
m
阱
。
)

第
+
三
節

告
罪
因
天
主
規
定
爵
得
數
所
感
圖
爾

一
、
定
義
與
信
追

告
罪
就
是
懺
悔
者
在
有
權
施
行
此
聖
辜
的
司
館
前
，
告
清
自
己
的
勢
，
俾
能
藉
著
教
會
所
承
受
的
赦
罪
之
權
，
自
可
押
的
手
中
獲
得

罪
之
赦
免
(
羅
馬
要
理
問
答
，
貳
'
五
，
卅
八
)

軍
事
性
的
告
罪
由
東
主
所
規
定
，
對
於
得
數
是
必
要
的
|
|
信
理

隨
威
克
利
夫
與
奧
斯
麥
的
使
得
可
2

月
丘
。
由
自
自
)
之
後
，
新
教
人
士
否
認
告
界
由
天
主
所
定
，
並
否
認
它
對
得
敦
的
必
要
性

，
而
祇
承
認
它
在
心
理
上
與
教
育
上
的
意
義
。
他
們
援
引
中
古
世
紀
的
教
會
法
律
，
中
古
教
會
法
將
告
擇
的
必
要
性
基
於
教
會
的
積
極

命
令•• 

例
如
葛
拉
先
告
示
中
的
巴
S
E
C
H
L
古
月
2

與
梅
朗
菜
(
早
已
呂
仔
仔
8
)

所
引
的
可
E
R
E
S
E
m
(
H
Z
戶8
】
即
回
倍

、

H
d
Z
L
g
n
F
)
，
參
放
p
w
q﹒
K
E
h
-
-
〉
2
.
H
Y
N
Y
A
h
q
o
~

﹒
們
a
o
w
q
﹒
〉
2
.
H
Y
H
N
O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針
對
新
數
人
士
，
定
斷
如
下.. 

「
如
有
人
否
認
，
聖
事
性
的
告
罪
是
天
主
所
規
定
或
因
天
主



規
定
而
屬
必
要
，
此
人
當
受
棄
絕
。
」
〈
叩
門
荳

m
z
m
S
R
F
g
口
同
拘
留
戶
。

D
O
B

呂
立

m
E
g
g
-
o
S
Z
】
戶
口
在E
S
S
Z


且

E
E
Z
B
S
n
g
誼
民
m
B
g
m
O
E
H
O
些
已
口
。
υ
〉
﹒
印
﹒
鄧
九
三
八
;
參
致
鄧
五
八
七
三
八
七
0
，
七
二
四
〉
。
實
行
這
項

天
主
的
命
令
時
，
不
僅
可
廳
用
公
開
告
罪
的
方
式
，
也
可
在
→
佐
司
鐸
面
前
以
秘
密
方
式
告
罪
(
呂
立
。
已

R
S
D
h
g
也
8

)
，
喀
爾
文
認
為
在
一
位
司
鐸
面
前
告
罪
是
人
為
的
制
度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特
別
為
這
個
信
道
辯
護
(
鄧
九
三
八
)
。

二
、
聖
經
的
詮
據

聖
經
並
未
直
接
說
明
告
罪
係
由
主
所
定
，
亦
末
說
明
告
擇
對
於
得
軟
的
必
要
性
，
但
它
們
是
赦
罪
的
裁
判
權
的

必
然
後
果
。
惟
有
持
赦
罪
權
的
人
明
暸
罪
情
與
懺
悔
者
的
接
況
時
，
赦
免
或
保
嗤
之
權
議
能
妥
當
地
被
運
用
。
為
此

，
懺
悔
者
的
自
我
控
告
是
一
項
必
要
的
舉
動
。
同
樣
的
，
加
於
懺
悔
者
與
罪
相
稱
的
補
贖
善
工
，
也
以
對
罪
惰
的
了

解
為
先
決
條
仲
內
參
致
鄧
八
九
九
)
。

若
一
，
壺
，
九
;
雅
，
伍
，
十
六
;
宗
，
拾
玖
，
十
八
都
講
到
告
罪
;
但
不
一
定
指
聖
事
性
的
告
罪
，
有
力
的
證
接
否
定
這
個
。

=
一
、
時
效
的
詮
明

我
們
無
法
指
出
，
在
那
一
時
日
，
告
揮
為
某
一
教
京
或
某
一
大
公
會
議
所
規
定
。
一
切
歷
史
的
證
攘
都
指
示
它
由
天
主
既
定
。
第

四
次
拉
脫
朗
大
公
會
議
(
三
二
五
年
)
並
未
定
斷
告
罪
的
必
要
性
，
但
祇
在
明
定
信
友
每
年
至
少
告
解
一
次
時
，
對
已
經
存
在
的
規

章
(
鄧
四
三
七
;
法
，
九O
六
)
加
以
更
清
楚
的
限
定
。

希
臘
東
正
教
會
在
她
的
正
式
信
誓
文
件
中
詔
示
告
明
諸
罪
的
必
要
性
(
見
們
。
是

w
h
h念
。
a
v
o
A
S
R
H久
，H
U
A
W
H
E
h

足
。
h
h
a
h
-
M
M
R

胡

H
ρ﹒
=
ω
口
。
n
r
n
z
o
。
由
Z
Z
F
U
m
2
.
5
)
，
教
父
們
，
大
公
會
議
與
早
期
中
古
世
紀
有
關
懺
悔
的
書
典
，
都
以
私
下
告
罪
的
存

在
為
前
提
。第

三
部

學

事

訪

六
七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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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化
者
天
主

六
八
O

四
、
教
父
們
的
詮
示

遠
古
的
教
父
著
作
祇
提
到
界
的
告
別
(
如
十
二
宗
徒
訓
是
一
口
，
肆
，
十
四
;
拾
肆
，
一
)
，
而
並
不
確
切
;
單
依
來
內
(
反
其
說
，

壹
，
十
三
，
7
)

，
戴
商
都
良
(
論
補
駒
，
九
與
十
)
與
聖
西
值
連
(
論
背
教
者
與
書
信
)
都
明
示
懺
悔
溝
的
自
我
告
祟
，
是
歇
會
所

定
的
懺
悔
的
一
個
要
素
。
整
個
的
懺
悔
程
序
因
告
勞
而
稱
為
自
古
巴
。
戶
。
的
自
仗
。

在
尼
西
亞
大
公
會
議
以
前
，
秘
密
告
罪
的
最
早
證
接
見
於
奧
力
振
的
著
作
。
他
在
列
舉
獲
得
赦
罪
的
六
種
方
法
以
後
，
介
紹
了
懺

悔
聖
事
，
他
說
:
「
還
有
第
七
種
獲
得
罪
之
赦
免
的
方
法
，
然
而
這
一
方
法
是
艱
難
的
，
那
就
是
懺
悔
，
罪
人
以
眼
誤
潤
濕
自
己
的
床

，
淚
水
是
他
日
夜
的
食
物
，
他
要
在
天
主
的
司
仰
面
前
告
明
，
H

己
的
擇
，
並
尋
求
補
欽
的
路
徑
」
(
p
h
3.. 

}
M
O
B
-回
W
A
H〉
。
在

另
外
一
處
，
奧
力
振
將
私
下
地
告
明
與
公
開
地
告
界
加
以
區
別
.. 

「
現
在
，
你
要
仔
細
看
清
楚
你
向
誰
告
擇
。
先
認
清
你
要
和
他
討
論

病
困
的
醫
生...... 

。
如
果
他
認
定
並
說
先
兒
訓
，
你
的
病
街
按
在
教
釘
，
也
蘭
(
即
公
開
地
)
告
明
與
治
癒
'
可
能
一
這
對
別
人
有
益
處
，
同

時
對
你
是
在
絃
的
捷
徑
，
那
末
在
經
過
了
深
忠
熱
應
以
後
，
你
要
叫
醫
生
的
經
驗
豐
富
的
指
示
去
做
」
它
泊
、

h
﹒
ω
U
J
E
B
-
Y
A
W
)

。

聖
教
宗
良
一
世
(
四
六
一
年
卒
〉
稱
公
開
地
告
非
為
「
與
宗
徒
規
乖
不
人
口
的
濫
用
權
力
」
、
「
不
合
法
的
措
施
」
、
「
不
可
核
准

的
習
俗
」
，
他
強
調
「
在
私
下
告
罪
時
，
將
良
心
的
罪
疚
向
一
位
司
訂
告
明
已
足
」
(
鄧
一
四
五
)
。

第
+
-
z節

告
明
的
對
象

一
、
大

罪

由
於
夫
車
的
命
令
，
一
切
大
罪
，
按
其
性
質
、
次
數
、
改
變
種
類
之
情
況
，
拘
在
告
明
義
灣
所
及
!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特
別
讀
間
，
違
反
天
主
十
誡
中
最
後
二
誠
的
秘
密
而
內
在
的
罪
門
思
想
與
慾
墓
的
罪
)
，
都

應
該
告
明
。
鄧
八
九
丸
，
九
一
七
。
實
在
與
常
情
地
不
可
能
告
罪
時
，
告
罪
的
原
質
上
的
完
整
即
不
需
要
。
告
罪
如



有
體
制
的
完
整
性
，
那
末
所
忘
記
或
因
特
殊
需
要
而
未
詳
細
告
朗
的
大
罪
，
都
間
接
地
被
赦
免
。
但
基
於
基
督
命
令

，
必
須
將
這
些
大
罪
在
下
次
懺
悔
聖
事
中
告
闕
，
或
在
特
殊
需
要
情
形
終
正
以
後
告
明
，
並
接
受
相
稱
的
輔
贖
。
鄧

一
一
一
一
;
法
丸
。
一
。

第
一
世
紀
時
，
告
朗
的
對
象
祇
限
於
大
罪
，
尤
其
是
所
謂
首
要
之
罪
(
拜
偶
像
，
通
姦
，
殺
人
)
。
因
此
領
受
懺
悔
里
事
的
人
很

少
。
沒
有
在
歇
會
懺
悔
法
庭
中
提
出
的
罪
，
各
入
自
己
在
天
主
面
前
認
罪
求
恕
。

二
、
心

罪

小
算
不
感
告
明
，
但
告
明
是
許
可
面
有
益
的
|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教
訓
我
們
，
信
友
不
必
告
胡
小
罪
，
因
為
小
罪
可
以
用
其
他
許
多
方
法
獲
得
赦
免
，
如
痛
梅

、
祈
禱
(
「
甫
免
我
債
」U
、
愛
德
與
克
苦
工
夫
、
領
聖
體
(
吋m
B
H
F
E
E
g
o
-
丹g
n

己
可m
B
B

丘
位
印
戶
口
。
色
』
叩

門
。B
a
k
m
R
M拭目
-
z
g
c
E﹒
鄧
八
九
九
)
。
然
而
，
告
明
小
罪
是
許
可
而
有
盔
的
事
門
鄧
八
九
九
，
九
一
七
;
參

致
七
四
八
)
。
告
胡
小
罪
的
許
可
基
於
教
會
赦
罪
權
的
普
遍
性
。

告
小
罪
的
習
慣
，
是
在
隱
修
臣
中
，
尤
其
在
愛
爾
蘭
形
成
，
開
始
時
祇
是
隱
修
缸
中
的
一
項
紀
律
，
以
後
成
為
聖
事
性
的
認
罪
。

愛
爾
蘭
的
隱
修
士
(
哥
倫
巴
口
。
-
z
s
g口
5
)
，
便
可
重
盤
的
小
擇
的
告
明
私
下
懺
悔
傳
至
歐
洲
大
陸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維
護
小
罪

也
可
告
朗
的
習
例
，
而
反
對
新
教
人
士
的
意
見
。
比
約
六
世
支
持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的
道
理
，
軒
棄
比
斯
道
亞

q
g
a
p
Z
斗
)
會
議

的
見
解
，
該
會
議
以
尊
敬
聖
事
為
名
，
擬
限
制
因
虔
敬
而
作
的
告
朗
(
鄧
一
五
三
九
)
。
比
約
十
二
世
在
「
奧
體
」
通
識
(
一
九
四
三

年
〉
與
「
天
人
中
保
」
通
舔
(
一
九
四
七
)
中
，
詩
切
揖
示.. 

「
歡
會
由
於
聖
神
的
獸
啟
，
揉
納
了
經
常
告
罪
的
虔
敬
習
例
」
'
他
並

且
譴
責
那
些
蔑
觀
經
常
告
罪
的
人
，
這
些
人
稱
經
常
告
罪
為
「
不
合
基
督
精
神
，
對
教
主
的
，
奧
體
是
一
桔
不
幸
」
(
奧
體
通
舔
)
。

第
三
部
連

導

童話

六
八



第
四
綠

重
化
者
天
主

六
八
-

三
、
已
經
赦
免
的
罪

赦
罪
撞
直
接
赦
免
過
的
罪
是
告
明
的
足
夠
對
象
i
!

確
定
意
見
(
法
，
九
O
二
)

按
照
教
宗
本
篤
十
一
世
的
聲
明
，
重
控
告
明
諸
罪
是
一
件
謙
抑
的
行
為
，
因
而
也
是
一
種
補
贖
行
為
(
鄧
四
七0)
。
神
學
家
們

認
為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的
赦
罪
，
能
將
已
赦
罪
疚
彌
留
人
靈
的
後
果
，
即
妨
害
恩
寵
生
殼
的
障
磚
〈

Z
E
Z
戶
阻
。
有
自
己
。
E
g
)
除
去
，

並
能
赦
免
所
遺
留
的
罪
之
暫
罰
。

E
補
贖
(
由
蛇
神
荒
哲
學
自
〉

第
+
四
節

軍
事
性
稽
贖
的
概
念
與
性
質

一
、
概

命?
也

所
謂
聖
事
性
補
贖
，
就
是
懺
悔
者
為
了
補
償
在
罪
之
永
罰
與
過
錯
赦
免
後
所
留
下
的
暫
罰
而
應
作
的
善
工
。
隱
含
地
包
含
在
真
正

痛
悔
中
的
補
贖
意
願
是
聖
萃
的
一
項
要
素
，
至
於
補
臆
意
願
的
實
現
，
則
祇
是
一
項
使
里
事
完
整
的
部
份
。

二
、
精
贖
的
信
恕
基
礎

在
赦
免
頭
想
與
承
罰
峙
，
央
主
盤
不
一
定
赦
免
罪
的
-
切
暫
罰
|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針
對
新
教
人
士
，
定
斷
如
下.. 

「
如
有
人
說
，
整
個
的
懲
罰
都
與
罪
您
一
起
赦
免
，
懺
悔
者

的
補
贖
木
過
是
他
們
知
道
基
督
已
為
他
們
作
了
補
贖
的
信
心
，
此
人
當
受
絕
罰
」
門
白
宮
訪
問
出
自
阿
拉
.

M
V。g
n
g
m

心
自
己
n
z
g
g
s
m
M
B
E
E
-
m
O
B
M
H

叩
門
街
口
向
。
"
單
位
胡
同
"
。
再
戶
。
口
。
自

ρ
g

阱
。"
m戶
口
】F

M
V。g
x
g
H
E
E
口
。
口

g
m
m

巳
E
B



s
z
m臣
民
門
戶
。gw
ρ
口"
w
m
w
M

》
℃
門
。r
m口
內
古
口
同
口r『
凹
的H
Z
E
M
M
H
。
旦
回
誼
民
個
問O
O
U
m
m
U
k
r
.
(f) 

鄧
九
二
二
;
參
致
鄧
八
O
七
，

八
四
0
，
丸
。
四
，
九
二
五
U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在
解
釋
這
項
信
理
(
鄧
丸
。
四
)
時
，
指
出
了
「
聖
經
的
清
晰
而
生
動
的
倒
詮
」
。
聖
經
告

訴
我
們
，
罪
人
在
諸
罪
蒙
赦
以
後
，
仍
應
忍
受
罪
罰
，
如.. 

創
，
盞
，
十
六
等
(
原
祖
父
母
)
;
戶
，
拾
貳
，
十
四

!
十
五
(
彌
利
亞
，
梅
瑟
之
姊
ν
;
拾
肆
，
十
九
等
內
依
撒
意
亞
)
;
貳
拾
，
十
一
|
十
二
八
梅
瑟
與
亞
郎
)
;
撒

。
基
督
要
求
他
的
門
徒
背
著
十
字
架
跟
隨
他
八
瑪
'
拾
控
，
廿
四
;
拾
，
卅
八

。

下
，
扮
成
，
十
三
，
十
四
川
這
味
)

，
即
質
行
補
贖
工
夫
。

、J

從
古
代
捕
贖
兢
律
，
可
以
看
出
敬
父
們
對
這
慕
的
意
見
。
在
某
些
特
殊
的
情
形
下
，
在
捕
。
個
工
夫
俏
未
完
成
以
前
，
歡
會
先
賜
與

和
好
，
但
在
和
好
以
後
，
未
完
的
補
陷
工
夫
仍
應
繼
耐
下
去
(
參
放
部
五
七
)
。
里
奧
斯
定
說

•• 

「
罪
罰
比
罪
過
延
續
更
長
久
。
若
罪

罰
與
罪
過
同
時
完
畢
，
罪
過
將
被
觀
為
徵
不
足
道
」
(
E
L
F
§
.• 

H
F
H
N
A
m
u
m
)

。

=
一
、
史
事
性
精
贖
的
史
明
確
概
企

司
鐸
有
權
利
與
義
務
，
按
照
罪
的
性
質
與
懺
悔
者
的
能
力
，
給
子
為
得
載
有
益
而
相
瀉
的
補
贖
工
央
|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聲
明
.. 

「
主
的
司
鐸...... 

應
當
依
罪
的
性
質
與
懺
悔
者
力
量
，
給
與
有
益
而
相
稱
的
補
贖
」

(
口?
r
g
同
m
m
n
o旦
旦
2

口
。
自
戶
口
叫

•••..• 

』
泣
。
內
古
巴
F
S
Z
O
立
自
古
口
呂
立
咕
。
自
-
H
O
E
-
Z
B
E
o
z
r
m
Z
S
E
H
O
H
g
E
S

口
2
.

巴
巴
每
個
呂
立

m
p豆
。

p
m
E
E
g
m
O
H
m
-
)
鄧
丸
。
五
;
法
，
八
八
七
。
給
予
稍
贖
的
權
利
是
基
於
赦
罪
權
的
裁
判
性
。
給
予

補
贖
的
義
務
來
自
下
面
的
事
實.• 

司
鐸
既
是
聖
辜
的
施
行
者
，
應
該
致
力
於
舉
事
的
完
整
;
他
飯
是
靈
魂
的
醫
生
，
應

站
附
三
部
塾

事

論

六
八
一



即
用
叫
制
學
化
者
天
主

六
八
四

該
指
示
洽
搔
竄
魂
創
傷
的
恰
當
方
法
。
給
予
聖
事
性
補
贖
的
目
的
是
在
贖
罪
與
改
正
。
參
致
部
九

O
凹
，
九
二
五
。

理
事
性
補
隨
飯
是
懺
悔
罕
事
的
要
素
，
由
它
自
己
能
赦
免
罪
的
暫
罰
，
並
治
癒
罪
惡
的
殘
跡
?
巳

E
且
自

有
n
n
m
H自
己

5
)
，
即
減
弱
趨
於
罪
惡
的
傾
向
。
所
赦
罪
罰
的
多
少
與
應
作
補
贖
工
夫
之
份
量
與
作
補
贖
者
自
身
的
準

備
成
比
例
。
聖
事
性
補
贖
的
故
果
有
賴
於
恩
寵
境
界
。

補
賠
工
夫
不
必
在
赦
罪
以
前
完
成
。
參
致
鄧
七
二
八
，
一
三O
六
l

一
三
O
八
，
一
五
三
五
。
在
古
代
，
補
贖
通
常
是
在
和
好
以

前
。
有
時
例
外
地
，
如
有
死
亡
危
除
或
在
教
難
前
夕
，
歡
會
提
前
紋
罪
，
至
少
在
完
成
補
贖
工
夫
以
前
賜
與
和
好
。
中
古
初
期
，
在
賽

爾
特
(
的
叮
叮
叮
)
人
的
做
梅
習
慣
(
一
舟
，
的
巴
，
六
一
五
年
字
)
的
影
響
下
，
教
會
開
始
有
了
可
以
重
復
的
私
下
告
罪
，
那
時
除

7
有
死

亡
危
院
時
，
補
闊
的
給
予
與
赦
罪
二
事
遲
是
分
闊
的
。
白
第
九
世
紀
起
，
為
了
其
際
上
的
困
難
，
在
特
殊
情
形
下
，
敢
會
准
許
在
告
間

內
八
給
予
了
補
贖
以
後
，
立
刻
被
罪
。
在
第
十
與
第
十
一
世
紀
之
交
(
伏
姆
斯
的
布
卡
切
C
Z
E
旦
旦
司
。

H
B
m
+
H
O
N
S
懺
悔
者
立
即

蒙
赦
成
為
一
種
常
規
。

四
、
附
.• 

史
玄
可
以
外
的
補
蜻

軍
事
以
外
的
補
贖
，
如
自
顧
作
補
贖
工
央
和
忍
受
夫
主
所
賜
的
故
驗
等
，
也
具
有
補
贖
的
價
值
|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聲
明.. 

「
忍
耐
地
接
受
天
主
所
給
的
故
驗
，
以
及
自
願
作
的
稍
贖
工
夫
如
守
齋
、
飄
濟
、
祈

禱
與
其
他
善
工
，
能
因
著
基
督
的
功
績
，
蒙
天
主
赦
免
諸
罪
的
暫
罰
」
(
鄧
九
二
一
二
;
參
致
九

O
六
)
。
從
針
對
巴

依
烏
斯
命
題
所
作
的
一
項
譴
責
巾
內
部
一O
七
七
)
，
我
們
得
到
一
個
確
切
的
教
訓

•. 

義
人
的
補
贖
神
功
具
有
義
理

的
補
贖
價
值
(
兮
的
。
且
苦
0
)
‘
部
有
種
利
獲
得
楠
贖
回
扛
一
值
。

m啥
事
性
的
補
清
既
是
圳
、
而
即
干
事
的
一
叫
份
，
由
它
，
叫
己
直
保
呎
效
力

.. 

m
r
L
川
戶
以
外
的
補
的
則
有
娟
於
作
補
的
者
而
產
生
故
果
。
為
獲



位
補
郎
的
飲
果
，
即
話
非
之
暫
罰
的
泊
除
，
必
讀
共
有
作
功
績
位
著
工M
蔽
的
恢
件
(
自
由
、
倫
理
的
苦
、
行
動
的
起
自
然
性
、
在
現

世
和
在
恩
絃
茁
抖
)
。
E
U古
人
i
M圳
工
夫
臨
用
來
仇
替
天
主
所
要
給
予
的
罪
罰
，
必
讀
共
有
懲
罰
性
質
，
那
就
是
說
，
必
頭
與
努
力
和

困
苦
相
煌
。
﹒-
P
V
質
上
，
h
U
A
A
在
站
一
封
封
井
中
的
人
，
行
一
切
苦
工
的
做
件
，
補
峭
的
可
能
性
與
功
韻
的
可
能
性
完
全
相
同
，
都
有
聲
於
基

督
的
救
扇
忠
龍
(
部
九
三
三.• 

G

凹
凸
宵
尸
叩
門
戶
自
己
言
)
。

IV 

赦
罪
(
k
p
w
m
o

目
崗
位
。H
H
)

第
十
主
節

罰
鐸
所
予
的
赦
m非
是
懺
悔
軍
事
的
形
建

一
、
史
事
形
式
的
本
質

懺
悔
軍
車
站
去
的
本
質
是
赦
罪
的
語
旬
|
l
l
信
理
(
鄧
八
九
六
;
參
政
鄧
六
九
九
)

拉
丁
教
會
的
赦
罪
語
句
是

.. 

「
我
赦
免
你
的
罪
，
因
文
及
子
及
聖
神
之
名
。
啊
們
o

」

H
U
m
n
n
E
Z
Z

凹
的
戶
口
口
。E
戶
口
。2
月
2

旦
出
巨
立
的
立
門
叩
門
口
凹
的
呂
立
已
。
為
使
聖
事
形
式
生
殼
，
無
論
是
法
督
的
命

令
，
無
論
是
法
庭
判
決
特
質
，
都
不
要
求
可
鐸
非
念
「
因
父
及
子
及
聖
神
之
名
」
一
句
不
可
。
赦
罪
詣
前
後
的
禱
詞

不
屬
於
聖
事
形
式
的
要
京
，
有
重
要
理
由
時
，
可
以
省
略
(
鄧
八
九
六
;
法
，
八
八
五
)

們
開
∞
。zm
w
r
m
o守
。
m
H

。

-
一
、
故
罪
詞
的
意
義

赦
罪
詞
典
懺
悔
者
的
行
動
相
舍
，
便
能
赦
免
諸
罪
|
|
信
理

赦
罪
詞
並
不
僅
僅
是
宣
布
性
的
，
→
如
許
多
士
林
派
神
學
家
由
於
他
們
的
痛
悔
理
論
及
新
教
人
士
由
於
他
們
的

樂

部

r.:,_; 

了許

一、t;t'i.1 

六
八
五



勢
四
紛

學
一
化
發
天
主

六
八
六

成
義
理
論
觀
點
所
主
張
的
。
赦
罪
詞
不
僅
指
點
諸
罪
的
赦
免
，
抑
且
產
生
罪
之
赦
免
(
參
致
第
五
節

U

公
會
議
拒
絕
新
敬
人
士
的
理
論
(
鄧
九
→
九ν
。

使
得
﹒
陸
巴
與
他
的
若
干
弟
子
認
痛
悔
恆
於
實
際
領
受
聖
事
以
前
使
人
成
義
。
他
們
以
這
一
意
見
為
出
發
點
，
主
張
赦
罪
詞
僅
僅

是
宣
布
性
的
。
然
而
他
們
仍
舊
承
認
赦
罪
謂
的
必
要
性
，
並
忌
認
它
共
有
使
懺
悔
者
與
歡
會
和
好
的
意
義
。
聖
多
瑪
斯
前
後
連
貫
地
將

車
事
的
觀
念
應
用
於
懺
悔
聖
事
上
，
且
將
懺
悔
聖
事
中
罪
之
赦
免
與
洗
禮
中
罪
之
赦
免
相
提
並
論
，
從
而
拒
絕
了
「
宣
布
論
」
(
神
，

晶
晶
了
八
四
，3
U
。

。
特
倫
多
大

=
一
、
故
罪
語
式

古
代
歇
會
的
赦
罪
詞
是
祈
禱
式
的
。
教
宗
里
良
一
世
說
:
「
天
主
的
赦
罪
祇
有
司
蟬
的
祈
禱
能
獲
致(
2
】
挖
出
白
色
S
F
g

g
n

抽
泣
。
"
口
旦
鄧
一
四
六
)
。
中
古
時
代
，
拉
丁
教
會
在
臨
詞
上
增
加
了
敘
述
式
的
詞
句
。
十
三
世
紀
時
，
抵
有
較
適
合
裁
判
特
性
的
敘

述
式
詞
句
。
聖
多
瑪
斯
會
維
護
敘
述
式
的
故
罪
詞
。
東
方
教
會
至
今
仍
沿
用
祈
時
式
的
赦
罪
詞
，
雖
然
並
不
祇
用
這
一
形
式
。
由
於
祈

禱
式
赦
罪
詞
酋
長
久
被
整
個
教
會
所
接
用
，
並
且
也
從
未
被
認
為
不
對
，
我
人
可
視
之
為
足
夠
而
有
欽
的
。
施
行
車
辜
者
的
意
向
給
與

原
質
上
的
祈
禱
式
赦
罪
詞
以
鼓
述
意
義
。
所
以
字
句
上
(
原
質
上
〉
與
意
義
上
(
形
式
上
)
都
是
祈
禱
式
的
赦
罪
語
旬
，
即
單
純
的
請

求
故
罪
的
馬
詞
，
應
被
觀
為
無
殼
，
因
為
這
樣
的
語
句
並
無
赦
罪
的
裁
判
特
性
。

赦
罪
祇
能
是
口
授
的
，
而
且
祇
能
給
予
在
場
的
人
(
參
見
鄧
一
O
八
八
〉
。



第
二
幸

懺
悔
史
事
的
功
技
典
必
晏
性

第
+
六
節

的
關
位
即
可
一
泣
的
站
設

一
、
與
大
立
和
叮
叮

懺
悔
軍
事
的
主
要
功
的
到
是
值
罪
人
與
叉
車
和
好
!
|
信
軍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聲
明

•• 

「
致
於
這
草
草
的
力
立
與
功
殼
，
這
仲
聖
事
的
實
物
與
功
效
是
與
天
主
和
好
」
.

(
H
B且
丘
間
內
已g
r

￡
g
m
m
n
H
m
g
g
p
ρ
c
m
u
Z
E泣
。
」g
J
L
呂
立
丘

E
n
m
n
E
B
M
M
O
H

門
戶
口
耳
目
的
。
巴
巴
古
巴
。
自
丹

2

自
巳

8
.
(
鄧
八
九
六
)
。
與
天
主
和
好
不
僅
包
括
取
消
罪
惡
，
而
且
包
括
聖
化
恩
寵
的
授
予
。
實
際
上
，
罪
之
赦

免
由
單
化
恩
寵
的
傾
注
所
完
成
。
如
果
界
人
失
去7
聖
化
內
心
罷
，
這
時
重
新
獲
得
它
;
如
果
罪
人
並
未
失
去
聖
化
恩

寵
，
這
時
獲
得
增
長
。
罪
之
綜
除
必
然
與
永
罰
之
赦
免
相
迫
，
而
罪
之
暫
罰
並
不
一
定
完
全
免
除
(
參
致
第
十
四
節

第
二
段
)

懺
悔
聖
辜
的
特
殊
恩
寵
是
使
靈
魂
痊
樣
的
重
化
恩
寵
(
部
六
九
五
一
有
同
志
g

戶Z
D
H
E
g
m
立
阿
拉
巴
巴
拉
叩
門

S
E
B
E

)
。
獲
得
免
陷
於
罪
所
必
氛
的
現
忍
的
權
利
，
也
與
聖
化
恩
寵
→
向
來
臨
。

。

二
、
靈
魂
的
和
干

有
時
，
與
天
主
的
和
好
會
給
予
→
種
附
帶
的
心
理
功
殼
，
即
良
心
的
平
靜
和
安
越
，
以
及
強
烈
的
精
神
上
的
安

為主

rr~ 

m
u
h
-
-試
制

-2.KLU J/JF 



m
m凹
溺

m常
化
者
天
主

六
八
八

慰
，
但
並
非
任
何
時
侯
，
任
何
人
都
能
得
到
它
們
兮
g
m立
而
且
缸
。

M
M
m
M
m
n
m
O
H
O
E
S
m
2

日
語

r
o
g
g
位
名
Z
Z
5

8
5

已
且
戶
。5
.

部
八
九
六
)
。

一
、
功
績
的
恢
復
(
月2
守
己
。
h
B
m
H凹
凸

以
前
告
恩
寵
揖
界
完
麓
的
善
工
，
若
按
大
靠
前
器
，
其
功
緝
得
以
恨
禽
l
l

一
般
意
見

關
於
這
→
點
，
教
會
訓
導
權
威
並
宋
作
任
何
定
斷
，
不
過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在
列
舉
有
功
積
的
善
工
之
必
要
條

仲
時
內
部
八
四
一
一
)
，
並
采
列
入
恩
寵
境
界
毫
無
間
斷
的
持
續
。
比
約
十
→
世
在
他
的
聖
年
文
告
z
b
忘
.
汪
古
巴
巴
乏

認

y
r
o
A
E
Z
位
。N
K
)中
，
說
明
懺
悔
者
能
「
完
全
重
獲
因
大
罪
而
失
去
的
功
績
與
贈
禮
」
部
一
三
九
三
。

聖
經
多
處
(
則
，
去
一
盞
，
十
一
一
;
希
，
陸
，
十
;
迦
'
，
送
了
四
;
蝠
，
拾
，
四
一
一
;
默
，
拾
埠
，
十
一
二
)
，
接
及
功
績
的
依
缸

，
但
是
這
些
經
文
並
無
決
定
性
。
然
而
教
文
們
與
神
學
家
們
聽
乎
都
贊
成
功
績
校
位
的
道
理
。
里
熱
羅
尼
某
對
迦
'
盞
，
四
的
危
只
是

﹒
「
人
們
說
，
先
為
信
仰
基
督
而
受
苦
，
而
後
陷
於
罪
惡
中
的
人
，
如
果
他
繼
續
陷
於
罪
惡
，
他
昔
日
的
苦
難
毫
無
功
績
可
言
;
但
是

如
果
他
回
到
信
仰
中
，
回
復
舊
日
的
虔
誠
，
他
不
會
失
去
他
所
忍
受
的
苦
難
的
果
實
」
。
里
多
瑪
斯
將
功
讀
依
復
的
道
理
，
基
於
下
列

推
理.. 

天
主
所
接
受
的
善
工
，
在
人
陷
罪
後
依
舊
存
在
，
與
以
前
一
帳
。
但
是
罪
惡
阻
時
人
領
受
永
賞
。
祇
要
這
障
時
一
除
去
，
善
工

重
新
獲
得
其
功
故
而
導
人
進
入
永
生
(
神
，
盞
，
八
九
，
5
)
。

四
、
附
•. 

罪
之
不
能
恢
復
性
(
Z
O
B
i
s
-。
同
巴
5
)

懿
位
初
期
士
林
派
神
學
家
認
為
被
寬
赦
了
的
罪
能
恢
復
信
觀
(
門

2

守
門m
n
g
t
p
Z
B
Z固有
自
缸
片
自
己B
V
，
我
人
不
能
接
受
泣
個

意
見
。
正
如
起
特
無
條
件
地
、
絕
對
地
放
人
的
罪
，
他
也
給
予
教
會
無
條
件
地
、
永
久
地
放
揮
之
榷
。
假
使
揮
能
重
新
恢
程
，
那
將
使

人
一
再
佇
則
已
蒙
忱
的
一
切
大
罪
，
而
且
范
至
要
重
新
領
受
洗
禮
。
某
些
教
父
如
甜
苦
奧
斯
定
、
里
大
叮
叮
利
巧
址
，

M

心
為
不
也
只
悅
人
的



比
喻
(
瑪
'
拾
捌
，
廿
三
等
)
，
廣
義
地
接
及
罪
的
回
夜
，
即
籍
著
一
個
大
罪
，
原
先
與
天
主
分
離
的
男
界
以
及
永
恆
的
懲
罰
重
新
到

來
(
參
致
神
，
套
，
八
八
，1
〉
。

第
+
-
t前

懺
悔
軍
事
的
必
要
性

對
於
那
些
領
況
以
後
重
唱
於
罪
的
人
，
懺
悔
軍
事
對
他
們
的
得
救
是
感
耍
的
|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將
懺
悔
聖
事
的
必
要
性
與
洗
禮
的
必
要
性
相
提
並
論
內
部
八
九
五
)
。
兩
者
都
兼
有
規
誠
的

必
要
性
與
方
法
的
必
要
性
。
規
識
的
必
要
性
，
是
因
為
天
主
建
立
了
車
事
，
方
法
的
必
要
性
，
是
由
於
聖
辜
的
目
的

是
使
陷
罪
的
信
友
與
天
主
和
好
。
在
必
要
情
況
下
，
實
際
領
受
聖
事
可
用
願
領
聖
事
?
。zs
g
n
z
g
g

巳
)
來
代

替
。

教
父
們
往
往
把
懺
悔
里
事
與
洗
禮
相
比
，
並
採
用
下
列
名
詞

•• 

「
艱
苦
的
洗
禮
」
(
聖
若
望
﹒
達
焉
森
，
正
統
信
仰
刷
釋
，
峙
，

九
)
、
「
懺
悔
的
洗
禮
」
(
車
費
拉
特
利E
S
E
5
.
b
閃
雪
白
1.• 

∞
0
)
、
「
誤
之
洗
禮
」
(
單
葛
利
哥
里
﹒
納
齊
安
松
，
。
1.• 

ω
。

L
d

、
「
藉
懺
悔
與
淚
之
洗
禮
」
(
聖
若
望
﹒
達
馬
森
)
、
「
洗
舟
後
的
第
二
塊
救
生
板
」
(
F
g
E個
穹
的
丹
口
自
己E
m
z
s
s
g
g
u

聖
熱
羅
尼
莫
書
信
，
查
去
一
零
，
九
)
。
這
些
話
給
我
們
指
示
出
懺
悔
聖
萃
的
必
要
性
。

在
第
四
次
拉
脫
朗
大
公
會
議
(
三
二
五
年
)
及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中
，
教
會
明
定
凡
信
京
每
年
至
少
告
解
一
次
，
更
清
楚
地
確

定
了
天
主
建
立
聖
事
時
所
隱
含
地
給
予
我
們
的
誡
命
。
凡
達
理
智
年
齡
即
七
歲
以
上
的
信
友
都
有
遵
守
的
義
務
(
鄧
四
三
七
，
九
一

八
二
二
三
七
;
法
，
九

O
六
)
。
但
控
照
較
可
靠
的
意
見
，
沒
有
陷
於
大
罪
的
信
友
並
不
一
定
要
遵
守
這
項
法
律
，
悶
為
小
罪
並
無

告
明
的
必
要
。

第
三
部

主旦

手;主

論

六
八
九



第
四
編

聖
化
發
天
主

六
丸
。

第
三
章

懺
悔
史
事
的
施
行
者
與
領
史
者

第
+
八
節

懺
悔
霉
事
的
施
行
者

一
、
惟
主
義
與
司
鐸
持
有
故
罪
榷

唯
主
教
與
司
鐸
持
者
歇
會
的
赦
罪
權
|
|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反
對
路
紹
，
定
斷
如
下

.. 

「
如
有
人
說
不...... 

祇
是
司
祭
有
赦
罪
權
，
此
人
當
受
絕
罰
。
」

(
的-
A
C
E
-
M
O
H
F
.
-

... 

口
。
口
間
已
。m
m
m
B

旦
旦
m
m
g
m
o
B
E
U
R
B
ω

宮
。
]
旦
古
巴
m
U
k
r
.
ω﹒
〉
鄧
九
二O
i
參
致
鄧

六
七
0
，
七
五
三
。
司
祭
一
詞
兼
指
主
教
與
司
鐸
。

基
督
曾
預
許
並
給
子
宗
徒
們
赦
罪
之
權
(
瑪
'
拾
捌
，
十
八
;
若
，
貳
拾
，
廿
三
)
。
這
一
權
柄
又
從
宗
徒
們

傳
給
繼
承
他
們
神
品
的
人
|
主
教
與
司
鐸
。
基
於
教
會
的
聖
統
，
赦
罪
的
裁
判
權
不
可
能
屬
於
全
體
信
友
，
而
祇
屬

於
組
成
聖
統
的
分
子
。

傳
承
證
示
，
在
古
代
處
理
懺
悔
事
由
的
是
主
教
與
司
鐸
們
。
里
西
很
連
告
訴
技
們
，
罪
之
赦
免
與
跟
教
會
的
和
好
是
「
通
過
司
鐸

」
的
(
論
背
教
者
，
廿
九
)
。
聖
巴
西
時
指
示
人
向
那
些
天
主
奧
秘
的
管
理
者
告
罪
(
均
由

h
N
h
N
B
守

S
E
h
H
E
n
h
a
a
p
h

叫
我-
N
∞
∞
)
，

車
盎
搏
羅
削
說
:
「
這
權
祇
出
於
司
作
」
(
曲
。
-
E
Z
2
丘
。
z
v
g
u
b白
K
V
o
s
-
-
f
N
-
J
1
)

。
聖
良
一
世
宣
稱
，
在
懺
悔
軍
事
中
，

罪
之
赦
免
惟
有
賴
司
的
的
~
昕
一
恥
而
獲
得
(
肉
、

.• 

N
。
h
Y
N
U鄧
一
四
六
)

三
、
肉
六
口
開
一
制
祭
典
信
丈
所
作
的
告
解



六
晶
副
窮
、
小
晶
神
曦
人
員
與
信
友
所
給
子
的
赦
罪
不
能
視
為
軍
事
恆
的
赦
靠

|
i

信
理

聖
西
很
連
(
書
信
，
拾
捌
'
一
)
與
文
味
。
拉
會
議(
O
S﹒
ω
N
)准
許
，
在
必
要
情
形
下
，
由
六
品
副
祭
施
行
和
好
禮
節
。
這
也

所
說
的
和
好
，
究
竟
是
指
技
界
，
還
是
指
消
除
祖
訓
，
我
人
不
得
而
知
。
有
關
懺
悔
的
書
籍
、
法
組
條
例
集
血
(
中-
U初
期
的
神
學
家
(

如
叫
法
的
克

H
L
B
P
g
n
)
都
述
及
，
在
必
要
時
，
可
在
一
位
六
口
問
副
祭
處
告
罪
。
然
而
在
這
樣
的
告
罪
以
後
通
常
是
一
台
衍
于
收
罪
，
是

很
成
問
題
的
。
自
十
三
世
紀
末
葉
起
，
若
干
地
區
性
會
議
指
責
此
事
，
並
指
出
六
品
副
祭
並
無
赦
罪
之
權
。
我
們
研
究
這
段
歷
史
時
，

怯
該
注
意
，
在
古
代
，
人
們
將
聖
事
性
赦
罪
的
市
一
點
放
在
補
贖
上
，
而
在
中
古
初
期
，
則
放
在
告
罪
上
，
以
告
間
為
一
種
有
位
於
得
放

的
謙
遜
行
為
;
這
樣
一
來
，
可
鐸
放
罪
的
重
要
性
被
置
快
次
要
地
位
。

基
於
上
述
理
由
，
中
古
初
期
之
信
友
在
司
鐸
缺
席
時
，
甚
至
有
向
信
友
告
知
的
習
俗
。
託
名
奧
斯
定
，
肘
撓
的
「
論
反
悶
悔
間
(
假
借

悔
」

(
b
n
e
s
d
a
b
N
D
函
、
。
而
去HS
H
R
十
一
世
紀
之
作
)
一
文
使
向
信
友
告
罪
的
習
償
俾
揚
極
展
。
許
多
士
林
法
神
學
家
如
值

得
﹒
隆
巴

S
S
T
-
〈
-
3
.
品
)
與
里
多
瑪
斯

(
h
h
k
v
x

.. 

∞
W
N
)
，
認
為
信
友
們
有
義
務
這
樣
告
罪
。
司
各
脫
川
主
張
祇
有
可

悍
的
政
罪
是
單
辜
的
要
素
，
反
對
信
友
們
向
信
友
告
擇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以
後
的
神
學
家
也
抨
擊
向
信
友
告
撐
的
習
慣
，
因
為
正
與

新
教
人
士
所
主
張
的
信
友
分
享
M
H口
凹
的
理
論K
M
J
符
坊
相
混
。
向
信
友
告
罪
臨
走
懺
悔
精
神
與
願
個
星
辜
的
表
現
，
它
有
叭
叭
叭
叭
叫
悔
者
自

己
的
所
處
揖
況
而
產
生
成
義
的
功
殼
。

在
希
臘
歡
會
一
裊
，
白
雪
像
爭
論
結
束
(
約
八
0
0
年
〉
至
十
三
世
紀
，
懺
悔
一
事
主
要
地
由
隱
修
士
所
主
持
，
而
佑
修
士
站
慌
不

是
一
一
叫
作
。
他
們
所
于
的
放
罪
會
改
誤
觀
為
聖
事
性
的
放
罪
。
這
一
習
償
的
起
源
州
白
奧
力
振
的
一
種
思
想
:
祇
有

1
(干
什
川
皮
柏
神
修
，
主

J
G

能
赦
罪
並
典
里
神
交
宜
。二

一
、
轄
治
權
的
必
要
性

由
於
懺
悔
聖
辜
的
裁
判
性
，
有
效
地
施
行
里
事
，
除
了
包
含
在
可
鈍
神
權
中
的
赦
罪
權
外
，
對
於
懺
悔
者
的
轄

治
權
也
是
必
要
的
內
部
九
O
三
，
一
五
三
七
;
話
，
八
七
二

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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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九

呆
一
於
州
紋
的
則
巾
，
教
山
民
主
救
治hM收
到
某
些
非
予
以
保
，
凶
，
除
了
在
死
亡
危
險
或
教
會
訟
律
規
定
的
特
殊
情
況
下
，
普
通
可
仰
們

不
能
有
放
地
赦
免
泣
此
一
一
彈
(
J的
九
O
J
了
九
三
一
;
法
，
八
?
企
了
九
0
0
)

。
教
京
與
主
教
保
留
赦
界
的
習
俗
始
自
十
二
世
紀
(
一

-
O
二
年
倫
故
A
M
U
這
第
廿
法
，
一
一
一
一-
0年
克
來
京
會
退
第
十
款
)
。
在
中
古
後
刑
，
保
臼
叔
罪
榷
的
事
太
多
，
致
使
牧
導
工
作
受
到

不
良
影
m
h
c

第
十
九
節

懺
悔
軍
事
的
領
受
者

所
有
曼
過
緝
的
人
，
在
沈
禮
稜
陷
於
大
罪
讓
小
罪
時
，
都
可
領
受
懺
悔
軍
事
l
l

信
理
。
鄧
九
一
一
，
九
一
七
心

按
一
般
意
見
，
有
鼓
地
個
受
懺
悔
聖
事
必
須
要
有
一
俑
梅
、
告
明
與
補
聽
一
一
一
行
為
。
這
三
者
形
成
舉
事
的
材
料
。

妥
善
地
領
受
這
一
毫
事
，
除
了
信
倍
以
外
，
必
氛
有
捕
悔
的
心
情
。
因
痛
悔
是
補
贖
聖
事
材
料
的
組
成
要
素
，

所
以
妥
苦
地
領
受
聖
事
與
有
致
地
領
受
聖
事
是
一
間
事

',-a' ,ry "
趴
u
r

錶

第
廿
節

論
大
赦

一
、
大
赦
的
概
念

所
謂
大
泣
，
-
M是
教
會
權
威
藉
清
教
會
代
償
的
寶
藏
，
在
里
事
以
外
對
赦
罪
後
所
留
下
之
暫
罰
的
免
除
，
這
項

免
除
在
天
主
出
前
住
殼
。
對
伴.. 
若
是
以
赦
免
方
式
，
對
亡
者
是
以
代
禱
方
式
，
頓
予
此
一
項
暫
罰
的
免
除
。
(
月

2
凹
的
心
。

g
E
E

巳
S
M
)
。
。
口
自
阱
。
自
℃
O
E
-
-門r
r
z
s
℃
門
。
℃m
n
g
丘
∞
郎
郎

-
u
c
-
z
s
ρ
口
。
已
戶
佇
立E
H
E
E

已
已
色
的
W
A
C
m
E



m
O
R
H
T
M

也
m
H印
門
戶
口
m
M

戶
口
的
門O
H
H鬥
閻
明
(1) 
M 

己
H凹
的M
H
E門
。

開
的
。
]
巾
的
古

ω

。
o
p
b
m
w已
結
H
H『
。

〈
H
4
』
的

℃
叩
門
口
J
F
O門
戶
口
戶
口ω
σ的
。
-
P
H
泣
。
口Z
W

U
H。
門
戶
。
同
呂
立
一
回
℃
叩
門
目
。
全
目
的
口
閃
閃
閃
且
也
﹒
法
，
九
一

、../

。

大
放
並
非
罪
之
以
兔
，
叫
你
并
之
妝
先
是
它
的
必
要
先
決
條
件
。
中
古
世
紀
時
頒
予
大
妝
的
語
句
A
A
-
-
z
n
g
B
b
S
E
M
U
-
g

郎
自
(

1
3
5
5
個
日

)
B
S
U
叩
門
。
口mB
C
B
E
Z
B

叮
叮
叮
叮
缸
片
。
門
口

g
u
u甘
心
即
放
兔
懺
悔
里
事
後
所
留
下
的
暫
罰
，
而
罪
之
最
後tM果
得
以
驅
除
。
痛

悔
與
此
口
界
經
常
地
是
大
放
的
保
佇
(
參
考
鄧
六
七
六
)
。

大
故
也
不
僅
是
教
什
必
定
非
割
的
赦
兒
，
而
是
天
主
所
定
的
罪
之
暫
割
的
免
除
(
參
放
鄧
七
五
九
，
一
巫
山
0
)

二
、
教
會
頒
于
大
故
的
權
力

誼
會
有
頒
予
大
赦
之
權
-
-
l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
針
對
威
克
和
夫
與
路
估
的
攻
擊
，
定
斷
如
下
.. 

「
神
聖
的
會
議
以
絕
罰
加
諸
、
一
這
些
人
，
他

們
或
者
以
大
赦
為
無
用
，
試
者
否
認
教
會
中
右
傾
蜴
大
赦
之
權
」0
3
2
『
C
E
E

宮
的
百
旦
5... 

m
B
S
E
Z

自
己
仿

。
旦
〔
戶
口
已
已
俏
。
口
已
似
的
心
。
丘
吉
且
已
心
血

g
m
叩
門
戶
m
M叩
門
口
D
Y
J刊
己
內
心
印
口
。
目
的
內
已
。
口
門
戶
戶
古
開
口
已

B
E
H
M
O
R
m
E
Z
E

全
E
E
H
U

向
由
凶
心
]
口
而
∞

m
M口
同
﹒

鄧
九
八
九
，
九
九
八
;
參
致
部
六
二
二
，
六
七
六
呼
，
七
五
七
等
)
。

教
宗
，
此
十
世
在
他
的
已
豆
、
Q
h
s
h
h
R
E
(
Z
H

∞
)
論
文
中
，
明
一
本
教
會
具
有
傾
予
大
赦
之
權
是
基
於
齡
是
之

榷
。
但
鑰
匙
之
權
不
位
九
川
一
位
在
川
崎
指
赦
罪
之
權
，
也
廣
義
地
指
轄
治
之
權
。
宜
際
上
，
並
非
一
切
有
赦
罪
之
權
者
均
有

頒
于
大
赦
之
榷
。
前
兒
迦
犯
與
永
罰
之
權
中
並
不
包
含
赦
免
罪
的
暫
罰
之
權c
大
赦
在
本
質
上
並
亦
無
條
仲
赦
免
研

罰
的
純
粹
的
拖
拉
行
為
，
均
是
從
基
督
與
諸
聖
的
代
陷
腎
藏
中
提
出
來
的
一
種
制
償
。
惟
有
教
會
阿
拉
有
權
將
此
結

第
三
部
rη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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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編

型
化
者
天
主

九
九
四

神
寶
藏
頒
子
信
友
們
o

代
償
的
可
能
性
源
自
基
督
奧
體
的
合
一
性
與
諸
里
的
相
通
o

因
此
頒
予
大
赦
之
權
寓
於
教
會

聖
統
的
瞎
治
權
與
對
諸
聖
相
通
的
信
仰
內
參
攻
部
七
四O
m
;
h忌
、
~
.. 
NF 

h• 
、J

現
有
的
大
放
形
式
制
自
十
一
世
紀
。
它
產
生
於
早
期
中
古
世
紀
的
單
干
事
以
外
的
放
罪
禮
。
在
這
些
放
罪
禮
中
，
共
有
束
仰
和
釋
放

之
榷
的
教
宗
、
主
教
與
司
悍
，
為
某
些
人
或
全
位
信
友
祈
求
天
主
的
仁
慈
，
求
主
咒
，
兌
他
們
的
罪
。
十
一
世
紀
時
，
常
人
們
認
為
藉
教

會
的
所
定
補
贖
可
以
希
望
天
主
赦
免
暫
罰
，
減
輕
暫
罰
，
這
時
故
罪
桂
途
被
視
為
大
泣
。
在
古
代
，
教
會
平
已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
運
用

過
頒
予
大
放
之
權
。
尤
其
是
第
三
世
紀
的
北
非
教
會
(
草
西
很
連
)
，
應
允
殉
道
者
的
要
求
(
和
平
信
函
)
，
寬
兔
某
些
做
悔
者
的
部
分
補

贖
事
工
。
人
們
相
信
，
天
主
垂
聽
殉
道
者
的
祈
求
，
並
藉
著
殉
道
者
的
功
潰
，
寬
兔
他
們
尚
存
的
罪
罰
。
在
早
期
中
古
世
紀
，
在
日
爾

曼
法
律
的
影
響
下
，
有
了
所
謂
補
贖
之
寬
兔
(
子
閃
閃
而
已
而
告
。
丘
。
口
∞
)
，
其
中
跛
闊
的
補
間
以
收
蹤
的
苦
工
(
閑
情
，
相
型
)
來
代
苦
。

她
然
在
原
則
上
，
減
輯
了
的
補
贈
與
原
先
的
補
的
網
共
有
同
樣
的
價
值
，
而
事
封
上
，
這
一
料
變
使
捕
的
工
夫
從
此
減
輕
。
基
於
諾
辜
的

相
通
，
教
會
許
可
由
他
人
(
如
隱
修
士
)
助
行
或
代
行
補
間
事
工
，
特
別
是
當
熾
悔
者
因
病
不
能
履
行
苦
工
時
。
當
然
，
這
樣
會
引
起

補
脂
善
工
之
表
面
化
的
危
險
。
早
期
中
古
世
紀
所
通
行
的
故
罰
禮
是
大
放
的
直
接
的
先
導
。
而
在
最
初
，
這
一
赦
罰
禮
不
過
是
一
種
代

禱
，
但
漸
漸
地
，
它
帶
上
了
權
威
性
的
赦
免
色
倍
。

一
、
大
赦
的
根
源

夫
赦
的
根
源
是
基
督
典
語
單
單
沛
的
代
贖
功
續
所
形
踐
的
教
會
代
贖
富
葳
|
|
確
定
意
見

天
主
木
來
不
需
要
代
贖
功
績
而
赦
免
人
的
罪
，
而
且
這
樣
也
並
不
有
傷
公
正
(
神
，
怠
，
四
六
，2l
3
)

。
但
實
際
上
，
在
天

主
父
與
基
督
所
建
立
的
救
贖
秩
序
中
，
一
切
罪
之
赦
兔
均
需
有
相
應
的
代
贖
。
站
著
車
事
以
外
的
暫
罰
之
兔
除
，
教
會
在
大
放
中
求
援

於
芸
脊
的
無
限
代
臨
功
績
典
語
里
的
盟
沛
的
代
贖
功
績
J
(超
過
他
們
自
己
的
過
失
)
，
即
求
援
於
教
會
的
代
價
功
績
之
富
蔽
。
教
會
權
威

兵
有
此
項
頒
予
精
神
富
藏
之
權
，
然
而
並
非
以
嚴
格
的
法
律
意
義
有
頒
于
此
神
益
的
正
式
權
利
，
因
這
些
功
績
並
非
物
質
價
值
，
而
是



和
基
督
自
身
與
諸
聖
不
可
分
的
倫
理
價
值
。
歇
會
在
頒
布
大
赦
時
，
是
依
賴
天
主
的
仁
慈
，
求
他
國
著
基
督
諸
鑿
的
豐
沛
的
代
贖
功

績
，
向
滿
全
了
規
定
之
苦
工
的
基
督
奧
身
的
肢
體
，
寬
兔
他
們
向
存
的
暫
罰
。
歇
會
的
祈
禱
需
要
天
主
的
惠
納
，
但
鑑
於
在
基
督
奧
體

中
頒
于
大
赦
者
的
特
殊
地
位
，
以
常
情
而
論
，
歇
會
可
以
確
信
她
的
祈
禱
必
蒙
垂
允
。

歇
會
寶
藏
與
教
會
有
權
起
別
比
資
蔽
的
道
理
，
也
十
三
世
紀
初
栗
的
土
林
派
神
學
所
創
(
自
己
m
o
S
D
E
-
O
E
門
)
，
教
宗
克
來

孟
六
世
在
其
五
十
週
年
詔
書
「
天
主
獨
于
」
(
句
古
叮
叮b
u
s
b
立
同
志

E
F
H
ω品
)
中
，
第
一
次
正
式
接
納
此
說
，
以
後
良
十
世
在
他

的
寫
的N
S
K
V
E
H
Q
N
h
Q

之
九

(
5
5
)
論
文
中
亦
然
(
那
五
五

O
等
，
七
四
O
a
)
。
但
是
這
項
基
於
基
督
代
贖
與
諸
車
相
通
之
信
理
的
道

理
俏
未
經
歡
會
明
定
為
信
理
。
路
俗
、
巴
依
烏
城
只
比
斯
山
迪
亞
會
議
對
它
的
反
擊
為
教
會
冊
指
斥
(
鄧
七
五
七
，
一

O
六
0

，
一
五

四
一
)
。

四
、
有
榷
頒
于
大
赦
的
人

頒
予
大
赦
並
非
神
口
問
權
力
的
行
為
，
而
是
一
項
轄
治
權
力
的
行
為
o

教
宗
飯
具
有
全
教
會
最
高
的
轄
治
權
，
也

具
有
傾
予
大
赦
的
絕
對
權
力
，
亦
即
個
于
大
赦
的
無
限
制
的
權
力
。
主
教
藉
若
他
的
一
般
權
力
，
祇
能
對
他
所
屬
的

信
友
，
依
照
教
會
法
律
所
規
定
的
範
間
，
頒
予
大
赦
(
法
，
九
三
一
，
二
七
四
，2

，
三
四
九
，
第
二
節
-
2
)

樞
機
們
頒
予
大
赦
之
棋
也
是
有
限
度
的
(
法
，
二
三
丸
，
第
一
節M
U

。

。

豆
、
大
赦
的
種
類

的
按
照
所
赦
罪
罰
為
全
部
或
一
部
份
，
可
分
全
大
赦
令
且
已

m
g
u
-
B
R
E
U與
部
分
大
赦
令
口
E
E
S
E

M】
E
E
-
-
m
)
。
赦
免
罪
罰
之
程
度
繫
於
教
會
的
允
許
公S
E
E
S
-
S
Y
門
自
己SE
E

℃
E
E
E
S

早
已
或

H
V
H
R
L
-
g

早
已


。
在
教
宗
保
祿
六
世
有
關
大
赦
的
憲
章
Q
E
Z
}閃而
且E
E
B

已
。
旦
旦E

﹒
一
九
六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

阮
忠
、K
V
N
-
u
N
F

N 

、J

第
三
部

豆豆

學

~J 

六
九
五



第
四
漏

里
化
者
天
主

穴
九
六

之
前
，
部
份
大
赦
所
指
的
時
間
，
表
示
在
所
指
期
間
中
，

所
蒙
赦
免
的
罪
罰
。

有
聽
位
神
學
家
如
加
耶
當
(
白a
m
g口
)
，
不
贊
成
共
同
意
見
，
主
張
全
大
放
是.. 

古
代
歇
會
補
脂
現
則
所
要
求
的
全
部
補
腦
之

代
贖
價
值
相
應
的
暫
罰
之
寬
允
。
由
於
這
一
代
脂
價
值
與
人
欠
給
天
主
的
「
賠
償
」
未
必
相
等
，
所
以
按
照
泣
的
見
解
，
全
大
放
是
否

使
一
切
罪
罰
得
蒙
赦
免
，
並
不
是
確
切
的
事
。
們
一
起
一
意
見
來
自
十
三
世
紀
以
前
所
習
用
的
頒
予
大
仗
的
祠
句
，
此
詞
句
表
明
一
切
應
作

的
補
贖
均
予
寬
免
。
吳
朋
二
世

(
C
H
V
S口
)
在
頒
布
第
一
次
十
字
軍
大
放
時
(
一O
九
五
年
)
，
立
稱
.• 

r
E
F
-
-豆
旬
門
。
。
旦
旦

吧
。m
口
律
相
口t
m
(
m
F〉
門
而
句
口
門
而
丹
已
同
。
(
〉

h
b這
h
F
N。
"
∞]
0
)

一
個
人
依
照
古
老
的
補
版
規
程
所
作
補
眩
，
在
夫
主
面
前

尚
按
照
運
用
大
赦
的
人
，
可
分
頒
於
在
世
信
友
及
頒
於
亡
者
的
大
赦
。
前
者
是
藉
赦
免
方
式
(
℃
白
白
。E
E

色
的
O
E
泣
。
旦
回
)
而
頒
手
。
個
教
會
對
保
獄
靈
魂
並
焦
轄
治
權
，
所
以
不
能
以
直
撥
的
赦
免
方
式
，
而
祇
能
以
間
攘

的
代
禱
方
式
賜
以
大
赦
，
而
這
項
大
赦
的
故
果
如
何
，
也
就
不
得
而
知
。
這
一
運
用
的
可
能
性
是
基
於
諸
聖
的
相

通
。

神
學
家
們
對
於
赦
免
方
式
E
R
s
a
z
g
自
宮
。-
E
E
D
Z
)一
詞
的
意
義
，
各
持
己
見
。
它
的
原
義
是
教
會
所
規
定
的
補
腦
之
兔

除
的
判
決
。
人
們
經
常
想
，
歡
會
所
定
補
贖
之
兔
除
與
天
主
所
要
求
的
罪
罰
之
寬
兔
相
連
。
當
教
會
所
現
定
的
公
開
補
脂
消
失
以
後
，

寬
赦
一
詞
依
舊
存
在
(
參
致
鄧
七
四O
a

〔
良
十
世
〕
;
法
，
九
一
一
)
。
按
照
比
猶
(
「
切
已FC
m
(加
兩
迪

9
.
C
缸
片
古
門
)

的
意
見
，
此
詞
現
指
罪
罰
藉
解
脫
方
式
(
℃
z
s
a
z
g
m
o
]旦
古
巴
明
)
而
得
以
免
除
，
即
藉
歡
會
占
閏
月
佩
之
助
而
得
以
清
償
。
波
胥
曼

可
-
M
M
S
n
r
g
自
己
則
欲
維
繫
此
詞
的
原
義
，
忍
為
頒
予
大
放
是
一
項
放
兔
的
判
決
行
為
，
但
這
一
放
兔
行
為
抵
直
接
有
關
古
代
補
贖

規
程
所
定
(
今
日
已
失
去
時
放
)
的
教
會
懲
罰
的
免
除
。
而
來
世
界
罰
之
兔
除
則
是
赦
免
行
為
所
包
括
的
祈
禱
之
功
放
﹒
歡
會
在
放
兔

行
為
中
祈
求
天
主
以
教
會
富
藏
作
為
代
償
之
償
e



雖
然
早
期
士
林
派
神
早
會
相
信
為
亡
者
應
用
大
款
的
可
能
性(
U
N
h
k
v

』U
N
-
-
2
w
]

。
)
，
但
直
至
十
五
世
紀
後
半
期
，
才
開
始
有
亡
者

的
大
赦
(
頁
理
篤
三
世
，
一
四
五
七
年
;
熙
篤
四
世
，
一
回
七
六
年
)
。
路
德
功
心
為
大
放
對
亡
者
無
用
，
比
斯
道
亞
會
議
亦
然
，
但
此

項
意
見
巴
為
教
會
所
棄
(
鄧
七
六
二
，
一
五
四
二
)
。

六
、
頒
佈
與
獲
得
大
赦
的
條
件

大
赦
的
運
用
封
信
哀
們
是
有
益
而
利
於
得
數
的
|
|
信
理
(
部
九
八
九
，
九
九
八
)

科
頒
予
大
赦
的
條
仲
是.. 

ω
具
有
頒
予
大
赦
的
合
法
權
。

ω
基
於
正
當
的
理
由
(
參
致
部
六
七
六.. 
虔
誠
而
正
當
的
原
因
;
鄧
七
四
O
a
-
-合
理
的
原
因
。
)

里
多
瑪
斯
告
我
們
站
軸
心1.. 

h
N
F
N
)，
能
增
加
天
主
的
光
榮
與
教
會
的
福
利
的
一
切
原
因
都
足
夠
。
許
多
其
他
神
學
家
如
加

耶
當
，
則
要
求
有
一
個
「
成
比
例
的
原
因
」
(
口
自
己
的

m
M
V
B宮
門
泣
。ES
)

，
意
即
與
大
放
的
程
度
相
應
的
自
身
之
倫
理
造
就
。

的H
獲
得
大
赦
的
條
仲
，
除
洗
禮
與
和
教
會
相
通
外.. 

ω
處
於
聖
化
恩
寵
的
境
界
，
至
少
在
規
定
的
事
功
絡
刊
止
時
。

ω
領
受
大
赦
者
對
頒
予
大
赦
﹒
若
有
從
屬
關
係
。

ω
至
少
要
有
獲
得
大
赦
的
習
慣
性
意
向
。

ω
嚴
格
履
行
大
赦
所
要
求
的
事
工
(
參
致
法
，
九
二
五
，
九
二
七
;
句
巷
、
~

.• 

N
F
N
)
。

為
亡
者
獲
取
大
赦
者
是
否
也
須
處
於
恩
寵
境
界
，
這
個
問
題
尚
無
定
論
。
但
大
多
數
神
學
家
認
為
是
必
蟹
的
(
反
對
ω
E
Z
Y

第
三
部

學

守主

論

六
九
七



勢
四
偏

聖
化
若
天
主

六
九
八

n
z
﹒
句
g
n
r
w
m
C
缸
片
心
倪
志
，
間
為
布
拉
悍
的
人
向
天
主
糾
山
川
大
赦
時
﹒
似
乎
不
合
蒙
主
的
垂
允
。
十
五
世
紀
的
神
學
家
們
(
如

C


E
m
C
主
張
敢
示
對
陳
F
U
L
也
共
一
心
紅
、
泊
位
，
因
此
一
川
川
和
拭
性
的
批
記
方
式
(
2
門
古
巴
自
丘
吉
巴

m
C
Z
E
口
)
，
向
他
們
頒
賜
大
赦
。

人
們
由
這

-
K
A
U
A
引
仲
扒
拉

h
u
h
-
J

的
悲
劣
絞
朵
，
即
一
幻
攸-
K亦
大
紋
的
人
前
L
W
X圳
全
規
定
的
善
工
(
通
常
是
做
金
)
，
而
不
必
處
於

恩
寵
揖
界
。

為
獲
得
全
大
妝
，
僅
僅
處
於
思
控
茁
界
即
沒
有
大
界
的
凶
犯
赴
不
夠
的
，
小
罪
的
活
除
亦
叫
樹
必
須
。

戊
、
病
人
傅
治
體

第
一
節

病
人
傅
油
禮
的
概
念
與
軍
事
性

一
、
概

。于心

病
人
傅
油
墨
事
，
就
是
生
病
的
信
京
藉
里
泊
的
弦
，
紅
貝
司
卸
的
祈
睛
，
獲
得
天
主
的
恩
寵
，
以
利
靈
魂
的
超
性
救
贖
'
有
時
也
能

使
病
體
痊
癒
。

二
、
生
命
守
性

的
信
道
:

病
人
的
傳
油
禮
是
基
督
防
建
立
的
一
種
真
正-
m狹
義
的
軍
事
i
i
l

信
理

中
古
時
代
的
若
干
點
其
主
派
(
卡
迋
里
派
，
華
兩
道
一
缸
，
戚
克
利
夫
派
，
胡
斯
派
)
的
信
者
不
重
說
病
人
傅
沁
程
，
並
疏
忽
領
受

它
。
新
數
人
士
否
認
它
的
監
事
性
，
他
們
認
為
這
是
源
自
教
叉
的
一
種
習
俗
，
並
無
天
主
的
規
誠
作
基
礎
(
k
f
c
N
﹒
(
V
G
H
q

﹒

A
N
G
-
-



〉
2
.
H
ω
"
戶

，

H
∞
)
。

0
)
，
他
們
還
稱
它
為
「
一
項
虛
構
的
聖
事
」(
E
R阻
S
S
Z
S
E
E
E
S
H
A
喀
爾
丈
基
督
教
的
原
理
，
啡
，
十
九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針
對
新
發
人
士
的
意
見
，
定
斷
如
下.. 

「
如
有
人
說
最
後
傳
油
並
非
真
正
狹
義
的
，
由
主
基
督

所
制
定
而
由
聖
雅
谷
伯
所
頒
布
的
聖
事
，
並
說
它
祇
是
敬
父
所
傳
授
或
人
所
虛
構
，
當
受
絕
罰
(
叩
門
自
己
凹
的
岳

M
E
F

R

宵
。
g
m
w
g
c

口
。
位
。
口
。
白
白
。pg

間
。
Z
H
O

且

H
U
S
-
-
m
m
R
E
E
S
Z
E
N
H

白
r
H
U
S
U
O
B古
。
口
。
叩
門
門
。
古
的
丘
吉Z
E

已

m
r
g
g
h
v
g
r。

K
F
M
U
S
S
-

。
有
。
自
己m
m
z
g
w
m丘巳
Z
B
E
E

口
B
M
H
O
S
-
z
g
m
M
M

早
已
r
g
g

伸
出
m
g
g
z
s

r
z
E
g
g
-〉
﹒
ω
﹒
鄧
九
二
六
)
。
車
比
約
十
世
譴
責
了
現
代
怯
的
下
列
見
解
.. 

單
雅
谷
伯
無
意
在
他
的
書
信
中
，

頒
布
基
督
所
建
立
的
聖
事
，
而
祇
將
它
推
薦
給
教
會
，
當
作
一
項
虔
誠
的
習
俗
而
已
(
鄧
二

O
四
八
)
。

已
聖
經
的
證
據

谷
，
陸
，
十
三
所
云
的
病
人
傅
抽
預
示
了
病
人
傅
油
車
事
;
雅
，
伍
，
十
四
|
十
五
予
以
推
薦
與
頒
布
(
口
。
自


B
S

門
前E
S

且
可
峙
。
自
己
宮
宮
目
﹒
部
九
O
八
〉.. 

「
你
們
中
間
有
患
病
的
麼
?
他
該
請
教
會
的
長
老
們
來
;
他
們
該

為
他
祈
禱
，
因
主
名
給
他
傳
油
。
出
於
信
德
的
祈
禱
必
要
數
那
病
人
，
主
必
要
使
他
起
來
;
並
且
如
果
他
犯
了
罪
，

也
必
給
他
赦
免
」
。

雅
谷
伯
的
書
信
給
我
們
指
示
了
，
傳
油
禮
具
有
真
正
聖
事
的
一
切
要
素.. 

ω
它
是
恩
寵
的
外
在
記
號
，
即
給
病
人
傅
油
門
材
料
)
與
長
老
們
的
前
禱
(
形
式
〉
。

ω
內
在
的
恩
龍
功
故
也
被
說
出
，
這
恩
寵
功
投
實
現
於
罪
的
赦
免
和
恩
寵
的
傳
予
。
從
經
女
的
主
下
文
典
語
法

第
三
部
連

事

論

六
九
九



第
四
輛

聖
化
者
天
主

七
O
O

(
參
致
雅
，
壺
，
廿
一
;
貳
，
十
四
;
肆
，
十
一
一
;
伍
，
廿
)
君
來
，
病
人
的
得
教
與
振
作
至
少
不
祇
是
在
身
體
方

面
的
康
復
，
都
且
首
要
地
指
靈
魂
因
天
主
的
恩
寵
而
免
於
永
久
的
沉
淪
，
並
得
以
振
作
而
不
陷
於
頹
喪
與
失
望
。

ω
由
基
督
所
建
立.. 

雖
然
輕
女
並
未
直
接
地
以
「
因
主
的
名
」
等
字
句
(
郎
出
於
主
的
命
令
與
權
威
l
i

參
致

伍
，
十
|
|
或
呼
求
主
的
名
)
，
表
示
由
基
督
所
建
立
，
但
是
可
以
引
伸
出
來
。
椎
有
天
主
或
人
而
天
主
的
耶
穌
基

督
能
藉
蒼
自
己
的
權
威
，
將
恩
寵
的
傳
子
與
一
項
外
在
的
禮
節
相
連
結
。
宗
徒
們
祇
自
觀
為
「
基
督
的
服
務
員
和
天

主
奧
秘
的
管
理
人
」
(
格
前
，
肆
，
一
)
。

十
二
典
十
三
世
紀
的
許
多
土
林
派
神
學
家
(
如
聖
維
克
多
的
休
絡
、
值
得
﹒
隆
巴
、
h
p語
言

K
H
N
n
b
s
h
h

江
、
軍
文
篤
)
都
承
認
傅

泊
軍
事
由
宗
徒
們
所
建
立
。
其
實
他
們
的
意
且
所
表
示
的
是.. 

由
天
主
或
單
神
間
接
地
建
立
，
亦
即
由
基
督
間
接
地
建
立
。
但
自
從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
鄧
九
一
一
六
)
宣
布
以
後
，
此
一
見
解
已
不
可
接
受
。

雅
各
伯
(
伍
，
十
四l
十
五
)
的
經
文
並
不
表
示
病
人
奇
異
地
被
治
癒
，
如
喀
爾
文
所
主
張
的
。
因
為
在
初
期
教
會
捏
，
行
奇
事

與
長
老
們
的
職
務
並
無
必
要
的
連
繫
(
參
放
格
前
，
拾
貳
，
九
，
卅
)
。
在
傳
油
與
祈
禱
的
放
果
中
，
靈
魂
的
痊
癒
比
身
體
的
痊
癒
所

佔
份
量
更
重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已
宣
布
喀
爾
文
的
意
見
為
異
說
(
鄧
九
二
七
)

=
一
、
傳
系
的
蟄
據

敬
父
們
所
提
供
的
傳
油
墨
辜
的
證
據
並
不
多
。
由
民
力
振
引
用
雅
，
祉
，
十
四

l

十
五
，
論
及
罪
之
赦
免
，
但
並
末
將
它
與
機
偽
軍

事
中
的
赦
罪
加
以
區
別

(
E
h
3.• 

r
o
g
-
-口
"
A
P
)。
羅
馬
的
聖
依
玻
理
所
撰
教
會
規
律
中
，
有
一
個
祝
雪
里
油
的
簡
鍾
禱
詞
，

其
中
新
主
「
賞
賜
能
力
給
一
切
施
用
它
的
人
，
賞
圳
閻
健
康
於
個
受
它
的
人
」
。
的
人
們
從
病
人
侍
泊
所
等
候
的
功
用
，
可
以
看
出
學
泊

也
用
於
給
病
人
侍
掠
，
雖
然
用
途
不
限
於
此
。
在
特
摩
伊
的
塞
拉
俾(ω自
阻
叮
叮
口
。
同
吋
F
B
H
E
約
三
六
0
年
字
)
的
祈
J叫
苦
巾•. 

示
“



一
個
鞍
詳
細
的
祕
聖
几
詞
，
其
中
扭
及
何
泊
的
奴
果
是
制
者
的
自
由
，
扭
扭
者
的
可

U
a小
心
，
如
此
，
心
平
內
心
況
與
眾
之
沁
允
。

敬
宗
依
諾
森
一
…
世
(
四O-
1
.四
一
七
年
)
在
致
歐
古
比
的
台
欽
西
(
0
2
8昔
的
旦
開

E
m
-
-
E
E
3
)

的
古
昀
(
部
九
九
)
中
，

表
示
應
當
對
雅
，
伍
，
十
四
等
作
如
下
解
釋.. 
此
輕
女
係
扣
息
病
的
信
友
而
一
一
一
一
口
，
主
教
應
祝
聖
型
油
;
不
俺
可
到
可
給
病
人
侍
泊
，
主

教
也
可
以
施
行
此
禮
。
捕
者
的
傳
泊
是
一
件
「
聖
事
」

(
m
g
g
m
m丹m
R
E
S
2

月
二
。
里
依
諾
森
所
云
的
私
下
給
病
人
傳
油
(
一
切

信
友
均
可
施
行
)
，
應
視
為
非
聖
事
性
的
病
人
傳
油
禮
。
亞
繭
的
凱
撒
里(
(
v
m
m
m

立
臣
。
而
〉
己
自

+
E
U
W
)勸
告
信
友
們
，
在
生
病

時
勿
求
援
於
占
←
者
或
魔
術
者
，
勿
採
用
魔
法
以
求
癒
，
但
讀
前
往
教
會
，
但
受
基
督
的
體
只
血
，
並
用
司
仰
所
祝
聖
的
油
來
傅
作
。

如
此
他
們
將
會
像
雅
各
伯
書
信
(
伍
，
十
四
)
所
云
，
獲
得
身
體
的
康
復
與
非
的
赦
組
(
訓
泡
肘
，
拾
咒
一
二
二
;
伍
拾
，
-
i
y山
J此
，

五
;
壹
捌
肆
，
五
)
。
凱
撒
里
告
訴
我
們
'
的
人
通
常
白
己
傳
油
(
參
致
訓
迫
辭
，
拾
仇
，
五
，
此
文
底
確
立
性
頗
受
懷
疑
•• 
gg 

z

口
叩
門
戶
室
。
但
買

2

日)
1叩
門
前
戶
口
g
m
g

卅
日
)
，
父
母
替
生
病
的
于
女
們
侍
油
(
訓
道
啡
，
立
捌
件
，
五
)
。
可
敬
伯
特
(
切
而
已
m
F
m

〈
2

月
忌
日
由
十

a
e

以
及
卡
洛
林
時
代
(
C自
己Q
門
戶
口m
E口
m
2
)
的
其
他
人
士
都
給
司
川
苦
的
者
仿
泊
的
史
貫
作
泣
，
正
如
聖
雅
各

伯
肘
要
求
的
。
然
而
伯
特
與
聖
依
諾
森
一
世
意
見
相
間
，
認
為
信
友
們
可
以
私
下
M
W用
主
教
組
里
泊
的
油
(
阿
H
K
V
2
.肉
、
.
」
R.• 

<
W

E
)
。
自
卡
洛
林
時
代
起
，
主
教
們
興
地
區
性
會
議
都
勸
信
友
勿
疏
忽
於
病
人
的
傅
，
仰
體
。
後
來
人
們
不
常
領
受
泣
一
禮
節
，
是
由
於

某
些
過
份
的
措
施
(
如
過
多
的
獻
儀
)
，
與
錯
訝
的
思
想
(
領
受
傅
泊
體
後
不
符
再
有
夫
叫
間
的
肉
體
叫
係
，
不
絕
食
肉
，
不
能
赤
兒

走
路
等
;
參
致
累
根
堡
的
培
道
特
切
叩
門
片
g
z
t
m
m
m
g
m
r
c指著
七
件
里
一
事
訓
道
錄
)

希
臘
正
教
與
自
第
五
世
紀
起
分
缺
的
東
方
支
派
(
除
奈
斯
多
利
派
與
亞
美
尼
亞
派
外
，
但
泣
兩
派
早
先
都
會
採
用
傅
泊
位
)
，
都

知
道
並
施
行
傳
油
墨
事
。
參
致
亞
美
尼
亞
宗
主
教
若
望

•• 

曼
遠
古
尼
(
凶
。}
g
E
E

會
古
巴
斗

A
g

以
後
)
在
其
第
廿
五
篇
演
講
中

的
作
證
。

第
=
節

傳
油
體
的
外
在
認
號

一
、
材

抖

第
三
部

學

事

論

七O 



第
四
編

聖
化
者
天
主

七O 

傳
油
禮
的
鞍
連
材
科
是
油ll

信
理

所
謂
油
(
雅
，
伍
，
十
四
)
就
是
從
橄
欖
樹
呆
子
中
提
出
來
的
橄
欖
油
。
亞
美
尼
亞
人
所
頒
布
的
文
告
(
一
四

三
九
年
)
告
訴
我
們.. 

「
它
的
材
料
貝
克
主
教
所
祝
聖
過
的
橄
欖
油
」
(
口
￡
5
B
E
R
E
m

早
已

2

旦
旦
才
知
。
有
片

。
可E
G
E
E
-
u白色
仿
古
巴
﹒
鄧
七O
O
;
參
致
鄧
九
O
八
)
。
按
照
一
項
古
老
的
傳
承
(
參
致
羅
馬
的
聖
依
玻
理
)
，

此
油
氯
由
主
教
祝
聖
，
或
由
宗
座
所
委
任
的
一
位
司
鐸
所
祝
聖
(
法
，
九
四
五
)
。
若
用
末
經
祝
辜
的
或
由
一
位
末

受
宗
座
委
任
的
司
鐸
所
祝
辜
的
泊
，
聖
事
的
有
妓
性
部
成
問
題
(
參
致
鄧
一
六
二
八

l

二
九
)
。

傅
油
體
的
較
近
材
料
是
以
祝
聖
遍
的
油
來
傅
抹
病
者
。
給
病
者
傅
抽
時
，
祇
要
在
一
個
感
官
或
更
好
在
額
上
接

泊
，
使
足
以
使
聖
事
有
放
門
法
，
九
四
七
，
第
一
節
)
。

三
、
形

式

傳
油
禮
的
形
4且
是
回
鐸
在
傳
油
時
無
病
者
所
作
的
祈
禱
!
l

信
m
h一

拉
丁
教
會
所
用
的
禱
詞
是.. 

「
因
這
神
聖
的
傳
油
禮
，
並
因
天
主
的
無
限
仁
慈
，
祈
望
天
主
寬
赦
你
出
風
覺
、

(
聽
覺
、
瞋
覺
、
味
覺
與
講
話
、
觸
覺
、
步
麗
)
所
犯
的
一
切
罪
過
。
啊
們
。
」

H
d門
Z
S
S
E
E
E
S
S
E
-
o
s
s

立
古
巴E
m
M
B

目
前
叩
門
戶
口
。
H
L古
自
戶
口
門
吉
布
自
丹
已

σ
戶
口
。
自
古

E
U

戶
口
一
已
戶
口
…
門
戶

們
}
內
同4
H
間
已
H
U

f、、

m戶
口
門
戶
戶

Z
E
U

丹
丹
個
口N
H
H
H
H

。
恥
。B
E
E
-

m
c叩
門
口H
H
H

均
已
訂
戶
。
。
口
泣
。

H
M
m
H
H
Y-h
m
H
n

門
口
口r

m
E
ω
E
E
)府
-
Z
E叩
門
「>
EmHH

.

鄧
七
0
0

，
九
O
八
;
參

致
一
九
九
六
)
。



雅
，
伍
，
十
四
指
示
，
形
式
必
氛
是
為
病
弱
所
作
的
一
個
紅
詞
，
這
一
位
詞
前
情
娃
娃
地
說
明
侍
泊
禮
是
一
項
宗
教
行
為
。
最
恰

當
的
是
祈
求
式
的
禱
詞
，
然
而
從
前
所
用
的
故
述
式
與
命
令
式
與
躊
詞
通
過
施
行
里
辜
者
的
意
向
，
也
能
共
有
祈
求
的
意
義
。

第
一
且
節
傳
油
禮
的
功
效

為
亞
美
尼
亞
人
所
頒
布
的
女
生
口
稱
傅
油
暐
能
治
法
靈
魂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也
能
治
搔
病
體

.. 

E
P
O
E
叩
Z
H
O

內
由
仲
自
呂
立
的
m
m
g
t
o
內
♂
古
門
H
C
S
H
C
B
E
R
E
R
有

L
F
f
m古
印
丹
丹
E
S
n

。
同
吧
。
立
的
﹒
(
鄧
七

0
0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列
舉
傅
油
禮
的
功
妓
如
下•• 

賦
予
恩
寵
，
赦
免
罪
低
，
消
除
罪
的
餘
車
?
巳

E
E
m
w
o胃
口
自
己
)
，
寬
慰
病

者
，
在
某
種
情
形
也
能
治
一
憶
病
體
(
部
九
二
七
，
九

O
九
)
。

我
們
現
在
遭
循
為
亞
美
尼
亞
人
所
頒
文
告
的
指
示
，
分
別
討
論
傅
油
禮
的
兩
種
功
按.. 

一
、
靈
魂
的
痊
愈

的
傳
油
禮
把
車
化
恩
寵
給
予
捕
者
，
使
他
振
作
和
堅
強
|
!
信
理

傅
油
禮
飯
是
在
恩
寵
境
界
者
所
個
受
的
聖
事
，
它
本
身
會
增
加
里
化
恩
寵
。
所
給
予
恩
寵
必
符
合
聖
辜
的
目
的

，
具
有
治
慮
、
振
作
、
堅
強
病
者
靈
魂
的
能
力
和
使
命
;
它
一
面
使
病
，
看
信
賴
天
主
的
仁
慈
，
一
面
給
予
他
力
量
來

忍
受
疾
病
與
臨
終
的
痛
苦
，
並
且
抵
禦
魔
鬼
的
誘
惑
;
如
此
使
病
者
能
戰
勝
靈
魂
上
所
剩
罪
的
餘
孽
?
。
-
Z
E
S

胃
口
。
但
同
一
)
l
倫
理
的
弱
點
內
部
九
O
九
;
參
放
旬
毛
又.• 

g
w
H
)

。
與
聖
化
恩
寵
一
起
蒞
臨
病
人
的
，
是
接
受

現
恩
的
權
利
;
這
些
現
恩
是
倆
人
在
疾
病
與
臨
終
時
，
處
於
身
體
與
精
神
上
的
極
度
痛
苦
中
所
需
要
。

第

部

聖

事

~/>. 
iiJjJ.j 

七
。
一
一
一



第
四
編

聖
化
血
有
天
主

七
O
凹

傳
油
禮
赦
免
未
曾
寬
赦
的
夫
罪
與
小
罪
!
1

信
理

傅
油
禮
既
是
處
於
恩
寵
境
界
者
所
餌
受
的
車
事
，
通
常
以
已
赦
免
大
罪
為
先
決
條
件
。
但
楚
，
如
果
荊
人
犯
布

大
罪
，
兩
病
勢
嚴
重
，
不
能
個
懺
悔
聖
事
，
或
誤
信
自
己
沒
有
大
罪
峙
，
因
傅
油
禮
是
某
替
所
建
立
的
一
件
聖
事
(

雅
，
伍
，
十
五
)
，
它
也
能
附
帶
地
赦
免
大
罪
。
赦
免
罪
的
必
要
先
決
條
件
，
是
罪
人
以
一
種
經
常
有
的
不
完
善
的

痛
梅
內
在
地
離
開
罪
惡
。
傅
油
禮
也
除
免
暫
罰
，
但
暫
罰
的
赦
免
，
隨
捕
者
的
內
在
垃
況
而
異
。

許
多
土
林
派
神
學
家
中
，
特
別
是
司
各
脫
斯
派
學
者
，
認
為
赦
免
小
罪
是
侍
油
體
的
首
要
目
的
。
聖
多
一
的
斯
拒
絕
這
個
意
兒
，
因

為
在
懺
悔
聖
事
之
外
，
又
假
定
另
一
個
赦
免
小
罪
的
特
別
盟
事
，
似
萃
，
並
無
根
接
站
軸
心
支
﹒
g
v
H
)
。

接
照
神
學
家
們
的
一
般
意
見
，
在
恩
寵
的
障
礙
消
失
以
後
，
有
故
而
不
妥
善
地
領
受
的
侍
泊
膛
，
能
恢
復
其
功
效
。

二
、
身
體
的
原
復

若
有
益
於
靈
魂
的
得
就
時
，
傳
油
禮
也
能
使
身
體
的
健
康
恨
種
l
l

信
理
(
鄧
九
O
九
U

身
體
的
康
復
並
非
位
接
地
以
奇
異
的
方
式
完
成
的
，
而
是
間
接
地
產
生
的
;
山
於
身
體
與
靈
魂
的
相
互
作
用
，

靈
魂
的
受
振
作
與
堅
強
會
使
身
體
痊
氓
。
但
這
一
妓
果
以
痊
睹
的
自
然
可
能
性
為
先
訣
件
條
(
h
N忽又
-
h
o
u
N
U。

第
四
節
傅
油
禮
的
必
要
性

以
傳
油
禮
本
身
言
，
它
對
得
救
並
無
齡
要
性l
l

確
定
意
見
(
法
，
九
四
四
)

傳
油
禮
對
得
救
無
必
要
性
的
理
由
是.. 
恩
寵
境
界
的
獲
得
與
保
存
不
需
要
博
油
禮
。
但
有
時
它
對
處
於
太
罪
而

不
能
告
僻
的
信
友
，
均
也
可
能
是
必
要
的
。



關
於
領
受
傳
油
蟬
的
必
要
性
，
我
們
找
不
到
天
主
所
閉
一
爪
的
規
叫
做
佇

5
2

名
言
自
已
-
i
H
H
C
E
Z
Z
E
Z
5
)

然
而
，
這
既
是
為
重
紹
芬
與
臨
終
者
而
建
立
的
一
頃
特
別
軍
事
，
這
件
事
宜
包
括
工
人
主
要
找
們
通
用
這
一
里
辜
的
怯

含
誡
命
(
M
M
H
m
m
n
G
E
B

門
口4
戶
口
口E
F
E
-
-丘
吉
自
)
。

基
督
徒
的
自
愛
與
對
聖
箏
的
尊
敬
使
病
者
有
領
受
此
一
聖
辜
的
重
大
義
務
。
而
抽
者
崗
圓
的
人
，
則
有
使
病
者
易
於
領
受
此
一
聖

事
的
愛
德
責
任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稱
，
龍
說
此
一
聖
事
將
是
「
一
個
豈
非
，
一
種
對
聖
神
的
你
峙
，
片
(
鄧
九
一
0
)

第
主
節

傳
油
體
的
施
行
者

權
主
教
與
司
鐸
能
有
兢
地
施
行
傳
油
禮ll

信
理

新
教
人
士
以
為
「
長
老
們
」
(
雅
，
伍
，
十
四
)
一
祠
的
意
義
是
信
友
國
體
中
年
事
較
高
的
份
子
，
針
對
這
一
意

見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布
，
「
長
老
們
」
指
點
主
教
祝
聖
過
灼
可
仿
.. 

印
戶
口
Z
E
K
Z
F
宮

B
S
R
B
叩
開
2
-
a
g
o

-
-
-
口
。
口
而
閏
月m
m旦
旦
旦

g
m
H
V
G
U
S
℃
。
o
E
r
H
E。
m
w
m叩
門H
B
E
R
m

叩
丘
。
門
內
印
戶
口
(
古
戶
已
明
白

O
B
E

戶
口
-
S
F
。
σ

正
門
右
。

℃
片
。
℃
立
z
g
m
M
R
O
E

自
己
口
。
丘
。
口
眩
目
E
Z
R
Z
B

口
。
H
H
m
m
m凹
的
。
古
目
的
抖
的
。
丘
。
芳
自
…
〉
﹒(f) 

(
鄧
九
二
九
)
。

在
中
古
時
期
盛
行
自
數
位
司
鋒
同
行
傳
泊
禮
的
習
俗
，
今
日
希
臘
教
會
仍
然
如
此
。
這
種
共
同
施
行
的
傳
泊
位
是
許
可
的
，
但
不

因
「
長
老
們
」

(
H
M
H
g
S
Z
B
∞
雅
，
伍
，
十
四
)
一
詞
的
復
數
字
樣
而
成
為
必
要
。

生
病
的
信
支
自
己
傳
油
或
信
友
給
其
他
信
友
傳
泊
的
習
俗
，
在
中
古
時
期
是
很
盛
行
的
;
聖
依
諾
森
一
世
早
已
扭
及
此
事

九
)
。
然
市
這
種
傳
油
體
不
能
被
關
為
一
件
聖
事
，
而
祇
是
一
件
類
軍
事
。

(
鄧
九

第
六
節

傅
油
禮
的
領
連
者

第
三
部

重

事

乙、“>>u 

七
O
五



第
四
偏

型
化
此
明
天
主

七
O
六

祇
有
患
重
捕
的
信
衷
能
有
兢
地
領
受
傳
油
禮l
l

信
理
(
鄧
九
一
0
)

惟
有
頗
受
了
洗
禮
，
患
有
死
亡
危
隘
的
病
(
雅
，
伍
，
十
四
等
)
，
並
且
達
到
了
理
智
年
齡
的
人
(
確
定
意

見
)
始
能
有
投
地
個
受
傳
油
聖
事
，
因
為
從
傳
油
禮
的
目
的
與
放
果
君
來
，
它
是
懺
悔
聖
辜
的
一
項
補
充
門

口
S
E
S
S
E
-
4
口
B
Z
g

胃
口
音
又
鄧
九

O
七
)
，
所
以
，
像
懺
悔
舉
事
一
樣
，
須
以
犯
罪
的
可
能
性
與
理
智
地
個

受
它
為
先
決
條
件
內
法
，
九
四0
，
第
一
節
)

病
人
傅
油
禮
可
以
重
復
。
在
同
一
病
症
中
，
祇
能
在
病
情
有
轉
機
以
後
，
而
文
括
新
陷
入
死
的
危
臉
時
始
得
垂

直
(
相
對
的
可
重
複
性
)
。
鄧
九
一O
;
法
典
九
四
0
條
二
節
。

若
干
早
期
士
期
林
派
神
學
以
Q
S
。
『
n
g
丘
吉
凶
"
。
。
佇
立
旦
旦
。
問
〈

2
益
。
B
P
Z

血
肉
豆
巴
巴
巴
。
口
)
主
張
，
病
人
仲
油
挂
一
生

中
祇
能
領
一
次
。
但
這
一
見
解
與
這
件
里
事
的
目
標
相
連
，
而
且
在
聖
經
與
傳
承
中
均
無
依
按
;
因
此
幾
乎
遭
到
一
致
的
反
對
可
丘
吉
個

〈
閉
口
叩E
E
F

出
口
俏
。
。
問
F
S
n
S
H
U
H
v
m
丹H
g
H
b
g
σ月
門
戶
口
的
)
。
不
寧
唯
是
，
根
按
中
古
前
期
的
聖
事
典
章
(
如

D
H
m
m
R
E
口
口
昌

等
)
，
我
們
知
道
當
時
有
一
個
傳
佈
頗
廣
的
習
價
，
那
就
是
七
天
工
夫
連
續
地
舉
行
病
人
傳
油
暐
並
給
病
人
送
聖
體
。
禮
儀
所
規
定
的

這
項
在
同
一
個
死
亡
危
險
中
所
重
復
施
行
的
病
人
傳
油
墨
事
，
我
人
殊
難
懷
疑
它
為
無
訣
。

要
有
故
地
領
受
這
件
聖
干
事
，
必
讀
有
領
它
的
意
向
。
必
要
時
隱
含
的
習
慣
性
的
意
向
已
屬
足
夠
。
要
妥
善
地
領
受
這
件
里
事
，

般
需
要
有
恩
意
境
界
。
必
要
時
則
有
習
償
性
的
不
完
善
痛
悔
已
屬
足
夠
。



己
、
一
醉
品
軍
事

第
』
節

制
品
的
概
念
與
雪
牽
挂

一
、
概

。于.~ 

神
品

(
0內
心
。"0
月
門
戶
戶
口
a
F
0
)是
一
件
里
事
。
在
這
里
事
中
，
主
教
措
覆
手
與
祈
臨
將
神
權
與
害
別
此
神
榷
的
恩
寵
賜
予
領
受
神
口
山

里
箏
的
信
衷
。

二
、
神
品
的
聖
事
性

心V神
品
是
由
基
督
所
建
立
的
-
一
件
真
正
而
狹
義
的
軍
事
l
l

信
理

新
教
人
士
主
張
信
友
們
具
有
普
遍
的
司
無
職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針
對
此
見
，
宣
布
在
公
教
會
內
有
一
可
見
的

外
在
的
司
祭
職
(
鄧
九
六
一
)
，
及
因
天
主
命
令
而
建
立
的
嬰
統
制
度
(
鄧
九
六
六
)
，
郎
與
信
友
地
位
本
質
不
同

的
一
種
特
殊
司
祭
職
與
一
種
特
殊
的
司
簽
地
位
(
。
丘
。
古
拘
留

ω
)
。
進
入
可
祭
地
位
讀
個
受
一
件
特
殊
的
車
事
，
郎

神
品
里
事
兮
丘
。
古
話
丘
吉
-
。
汪
古
巴
。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明
定

.• 

「
如
有
人
說
神
品
即
授
聖
職
禮
並
非
真

正
的
狹
義
的
自
主
基
督
所
制
定
的
聖
事
，
此
人
當
受
絕
罰
」
內
的
叩
門
荳
叩
門
出
自
忌
"
。
丘
吉
仰
自
包
括
m
R
E
B

。
丘
吉
旦
古
自
自
口
。
p
g

耳
語

B
E
M
M
H。
有
眩
目
n
g
g
g
E
B
m
H
C
Z
Z
古
巴

O
E
E
O
E
叩
門X
E
G
g
-〉
﹒
印
﹒
鄧
九
六

。
大
公
會
議
的
定
斷
祇
概
括
地
論
及
神
品
的
聖
事
性
，
而
沒
有
論
及
各
級
神
品
的
車
事
性
。

。
聖
經
證
據

三
)

第
三
部
吾吾

哥:

書A

ñllB 

七
O
七



第
四
瀰

車
化
者
天
主

七
O
八

聖
經
裡
在
有
關
如
何
進
入
教
會
學
統
的
經
文
中
，
清
清
楚
楚
地
表
達
出
神
品
里
辜
的
各
個
要
素
。
，

按
傳
統
的
注
釋
，
宗
徒
大
事
錄
內
陸
，
六
)
係
指
六
晶
副
祭
的
產
生
.. 

「
吽
他
們
(
七
個
人
)
立
在
宗
徒
們
面

前
;
宗
徒
們
祈
禱
以
後
，
就
給
他
們
建
了
手
」
o

宗
徒
大
事
錄
(
拾
肆
，
廿
二
，
希
臘
本
廿
三
)
叉
談
到
長
老
們
的

產
生
.. 

「
二
人
在
各
教
會
給
他
們
選
立
了
長
老
，
在
祈
禱
禁
食
以
後
，
把
他
們
託
付
於
他
們
所
信
仰
的
主
」
。
聖
保

祿
寫
信
給
他
的
門
徒
弟
茂
德
道
.. 

「
我
提
醒
你
把
天
主
藉
我
的
覆
手
所
賦
予
你
的
恩
賜
再
熾
燃
起
來
」
(
弟
後
，

壺
，
六
)
。
參
致
弟
前
，
肆
，
十
四.. 

「
不
要
疏
忽
在
你
心
內
，
因
預
昔
日
，
藉
長
老
團
的
覆
手
賜
給
你
的
神
恩
」

o

因
此
，
進
入
敢
會
聖
統
是
藉
若
一
種
可
見
的
禮
節
，
迢
迢
禮
節
就
是
覆
手
禮
與
祈
禱
。
透
過
這
一
外
在
的
禮
節
，

聖
職
之
權
與
內
在
的
恩
寵
一
同
傳
于
祖
受
者
。
惟
有
天
主
或
人
而
天
主
的
耶
穌
基
督
，
能
將
外
在
禮
節
與
內
在
恩
寵

的
傳
授
在
因
果
關
係
下
連
接
起
來
，
，
由
此
可
見
，
神
品
里
事
是
由
基
督
所
建
立
的
。

(
注
豈
有
是
自
)
，
不
指
示
異
常
的
超
性
贈
禮
(
n
E
B
B缸
片
自
)
，
而
指
為
完
成
超
性
職

弟
茂
德
書
中
兩
處
所
提
到
的
「
恩
寵
」

務
而
賦
予
的
使
人
成
里
的
恩
寵
。

聖
保
祿
給
弟
茂
德
的
忠
告.. 

「
不
可
輕
易
給
人
覆
手
」
(
弟
前
，
伍
，
廿
一
一
)
，
按
照
比
較
更
近
似
的
注
釋
，
證
示
宗
徒
們
所
選

立
的
教
會
首
長
應
當
將
他
們
所
承
受
的
神
權
藉
覆
手
體
傳
予
他
人
。
古
代
與
近
代
的
某
些
聖
經
注
釋
家
(
如
可
﹒
的
缸
片
戶

2

月
月
色
口
叩
門
)

認
為
這
段
經
文
所
指
的
是
赦
罪
的
覆
手
禮
，
因
為
在
第
五
章
二
十
節
中
是
討
論
對
犯
罪
者
的
態
度
。

份
傳
承
的
證
據

傳
承
證
明
教
會
聖
統
制
由
天
主
所
建
(
參
攻
，
本
書
第
四
編
第
二
部
第
二
章
第
四
節
教
侖
的
墅
，
統
制
度
)
，
藉
覆
手
體
與
祈
禱
傳
于

神
權
(
參
致
神
品
部
分
第
三
節
)
，
以
及
與
此
相
連
的
內
在
的
恩
寵
傳
授
。
車
茍
利
哥
旦
﹒
納
齊
安
松
將
晉
控
與
祝
草
聖
體
相
比
，
他



讀.• 

「
語
句
的
同
樣
能
力
使
人
成
為
高
貴
而
吋
敬
的
司
汁
，
而
且
新
的
控
聖
峙
禮
使
他
們
與
信
裝
有
差
別
。
昨
日
或
前
刊
，
他
曾
經
是

許
多
人
中
的
一
個
，
是
天
主
子
民
的
一
份
子
，
頓
時
他
變
成
了
領
袖
、
首
席
者
、
靈
修
的
導
師
、
隱
蔽
的
奧
秘
的
掌
持
者
。
雖
然
他

的
容
貌
、
身
材
都
沒
有
改
變
，
他
的
外
形
依
然
如
故
，
但
是
他
的
不
可
見
的
靈
魂
，
藉
若
一
種
不
可
見
的
能
力
與
恩
詣
，
已
經
改
善
」

(
。1
.
E
E
M
V
H
於
這
位
遠
門
守
艾
叭
)
。
聖
奧
斯
定
將
晉
持
與
洗
禮
相
比

.• 

「
兩
者
都
是
聖
事
，
施
行
這
兩
件
聖
事
時
都
予
人
以
某
種
祝

聖
，
一
在
受
洗
時
，
一
在
晉
鐸
時
。
所
以
在
公
教
會
內
，
這
兩
件
聖
事
不
能
重
複
領
受
」
(
們
。
、

H
H
E

毛
-
M
U
S
.
這
咱
這
E
E
u
口
﹒
Z
W

N
∞-
J
 

第
二
節

神
晶
的
等
頓

通
常
分
神
口
間
為
七
級
，
即
四
小
口
問
:
一
品
可
門
(
。
在
巴
拉
宮
的
)
、
二
口
問
宣
讀

(
-
2
8
3古巴
、
一
一
一
品
驅
魔
(
而

M
O
R
E
a
5
)、
四

品
輔
祭
(
但
8
-
z
r
R
E
m
)
;
三
大
口
問
即
五
品
副
執
事(
2
E
E
S
D
5
)、
六
品
執
事

2
s
g
口
5
)
、
七
品
司
祭
(
E
B且
S
)
。
司

祭
品
包
括
司
鐸
口
問
與
主
教
口
問
(
參
技
部
九
五
八
，
九
六
一
一
)
。
在
敢
去
車
高
而
乃
略
(
白
。
自
已

E
N
O
H
l
N
B
〉
致
安
提
約
基
雅
主
教

法
比

(
2
Z
5
)的
信
中
，
第
一
次
扭
及
一
近
七
級
神
品
(
歐-
J心
比
肉
已
由
各
戶
口
田
"
出
去
~
﹒
閃
閃
之

-
w
J
A
w
s
-
z
u部
四
五
)
。
!
對
於
每

一
口
問
敵
對
聖
體
的
關
係
，
請
參
考
甘
心
、
﹒
ω
N
N
﹒

一
、
四
小
品
與
丘
品
的
技
聖
職
禮

四
小
晶
典
里
晶
的
攬
子
均
靠
神
品
軍
事
的
等
級
，
-
m祇
是
過
﹒
軍
車li

一
般
意
見

「
為
亞
美
尼
亞
人
所
頒
布
的
文
告
(
部
七
。
一
)
，
重
闡
聖
多
瑪
斯
與
大
多
數
士
林
派
神
學
家
的
意
見
，
不
應

被
祖
為
一
項
決
定
性
的
反
證
，
因
它
，
拒
不
是
一
項
不
可
錯
誤
的
信
理
定
斷
，
而
試
是
一
篇
實
用
的
訓
辭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將
這
一
問
題
懸
而
不
決
。
比
約
十
二
世
的
宗
座
典
章
E
n
g
g
g
Z
B
O
E
E
m
(一
九
四
七
年
)
明
顯
地

第
三
部
車

事

論

七
O
九



第
四
搧

藝
化
品
明
天
主

七
一
O

表
示
贊
成
下
列
意
見.. 

惟
有
六
晶
執
事
、
司
祭
與
主
教
品
的
授
手
才
是
神
品
聖
辜
的
等
級
，
因
為
該
典
章
祇
提
到
這

三
種
授
聖
職
禮
。

四
小
品
與
五
口
間
都
非
由
天
主
所
建
;
封
是
應
教
會
的
特
別
需
要
而
出
教
會
所
逐
漸
制
定
的
。
戴
爾
都
良
首
先
為
二
口
間
宣
讀
員
作
誼

(
也
閱
、
互
間
h
h『..• 

b
)

，
羅
馬
的
聖
依
破
車
首
先
爵
王
口
附
副
執
事
作
在(M
J
E
b
h
K
G
A

、
c
h
F
)，
聖
高
而
乃
略
則
為
所
有
的
小
口
問

(
十
二
世
紀
以
前
，
五
品
副
執
事
也
屬
小
品
)
作
證
(
鄧
四
五
)
。
希
臘
歡
會
祝
承
認
二
個
小
品
，
即
宣
讀
員
與
五
品
副
執
事
。
四
小

品
的
授
聖
職
禮
典
中
沒
有
覆
手
禮
。

二
、
司
鋒
口
開

白
鐸
晶
的
握
手
是
單
單
l
l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的
定
斷
隱
舍
地
表
示
了
司
鐸
品
前
授
手
之
聖
事
牲
，
可
知
神
品
是
一
件
真
正
而
狹
義
的
車
專

門
鄧
九
六
三
)
。
由
於
在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時
代
，
人
們
對
主
戰
與
六
品
執
辜
的
授
聖
職
體
俏
無
一
致
的
見
解
，
大

公
會
議
的
定
斷
至
少
適
用
於
司
鐸
品
，
而
授
予
可
鐸
品
之
為
聖
事
也
從
未
被
人
懷
疑
過
。
比
約
十
二
世
的
宗
座
典
章

∞
R
E
B
S
Z
B
O
H
L
E
E

教
訓
我
們
，
不
僅
司
鐸
品
的
授
予
，
六
品
執
事
與
主
教
品
的
授
聖
職
禮
也
都
具
有
真
正
的

草
草
性
，
因
為
典
章
分
別
明
定
這
三
種
神
品
等
級
授
予
峙
的
材
料
與
形
式
(
鄧
二
三O
一
)
。

授
司
鐸
品
的
首
要
禮
即
是
覆
手
與
祈
禱
，
在
祈
禱
中
求
里
神
恩
寵
蔥
臨
受
祝
聖
者
的
身
上
。
所
以
司
鐸
品
的
單

車
性
是
不
容
置
蜓
的
。一

、
主
教
品



主
教
晶
的
棍
子
是
軍
事
|
|
確
定
意
見

特
倫
多
大
金
會
議
宣
布
，
主
教
即
是
宗
徒
們
的
繼
承
人
，
優
先
地
屬
於
里
統
界
;
在
授
聖
職
禮
時
主
體
主
教
所

說
「
請
措
受
里
神
」
內
〉n
n
f
o∞-
H
K
C
B
F
E
E
S
)一
語
，
決
不
是
徒
然
的
內
鄧
九
六
0
，
九
六
四
)
。
比
約

十
二
世
的
∞
E
E
B
S
Z
B
O
H
L
E
Z

典
章
以
主
教
品
的
聖
事
性
為
前
提
。
第
二
屆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明
顯
地
說
:

「
在
祝
聖
主
教
時
授
與
神
品
里
辜
的
圓
滿
性
」
(
教
會
憲
章
廿
一
節
〉
。

弟
後
，
壹
'
六
與
弟
前
，
肆
，
十
四
兩
段
經
文
都
直
接
談
到
主
教
品
的
授
予
汽
祝
聖
)
。
主
敬
的
祝
聖
禮
中
有

覆
手
體
與
祈
禱
。

士
林
派
神
學
家
反
對
主
教
口
間
對
草
種
(
的
。
司
E
n
z
g

叩
門
而
且
]
叩
)
具
有
一
種
新
的
神
權
;
但
他
們
的
反
對
意
見
並
不
十
分
正
確
，

因
旬
至
道
能
控
但
慨
缸
里
體
之
權
。

主
義
，
間
的
優
越
性

主
澈
的
地
位
高
於
司
鐸l
l

信
理

反
對
主
教
地
位
高
於
司
悍
的
，
在
古
代
為
賽
巴
斯
特
的
艾
利
烏
司
(
〉
叩
門
戶
口
間
已

ω
仿
古
M
Z

四
世
紀
時
)
，
在
中
古
時
代
為
柏
渡
的

馬
西
利
(
宮
角
色
戶
口
帥
。
同
H
S安
門
，
參
見
鄧
四
九
八
〉
、
威
克
利
夫
派
與
胡
斯
派
人
士
(
鄧
六
七
五
)
，
在
近
代
則
為
新
教
人
士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針
對
新
數
人
士
，
定
斷
.. 

「
任
何
人
反
對
主
敬
地
位
高
於
司
鐸
，
當
受
棄
絕
」
(
叩
門H
Z
E

岳
u
n
o『
R
U
G
-∞g
℃
g

口
。
D
g
m

印
有

S
S
R
-
扭
扭

Z
℃
自
5
月
m
m
u
〉
∞
﹒
鄧
九
六
七
)
。
主
教
品
的
優
越
性
是
同
時
對
轄

治
權
與
祝
聖
權
而
言
。
主
教
祝
鑒
權
之
所
以
僵
持
吧
，
是
因
為
椎
主
載
有
授
聖
職
與
施
行
堅
振
草
草
之
權
。
主
教
是
這

兩
件
里
事
的
通
常
施
行
人
。

第
三
部

里

事

論

七



第
四
編

里
化
者
天
主

七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沒
有
定
斷
，
主
教
地
位
在
轄
治
權
與
祖
皇
權
兩
方
面
高
於
司
蚱
，
係
淑
於
基
督
的
直
接
制
定
抑
或
源
於
歡
會
的

規
定
，
即
這
一
道
理
是
主
於
神
律
或
教
會
法
律
。
無
疑
地
，
傳
承
一
致
為
主
教
口
山
優
越
性
之
事
宜
作
證
'
可
是
並
末
開
晰
地
告
訴
我

們
，
這
一
優
越
性
的
法
律
特
點
是
什
恆
。
聖
熱
摧
肚
其
說
，
在
初
期
教
你
一
門
，
主
教
出
司
畔
問
泣
有
絲
毫
分
別
。
說
來
為
了
娃
兒
分
裂

，
可
鐸
們
之
一
當
選
為
位
文
固
體
的
首
長
，
從
而
授
予
理
收
成
為
主
教
的
特
權
.. 

參
坎
熱
羅
尼
莫
吉
佑
，
立
鼎
陸
，
一
。
F
M這

4
.
h
H
A

吋
賦
予
w
y
ω
﹒
塞
維
利
亞
的
依
希
道
(
何
也
已
。

z
t
p

〈

F
E
m
)、
加
茲
的
阿
甜
食
拉
(
〉
自
己
月
2
的
。
『
ζ
m
H
N
)與中
古
時
期
的
許
多
教
律

學
家
都
典
里
熱
羅
尼
莫
的
意
見
相
同
。
在
土
林
派
神
學
家
中
，
可
各
脫
(
巳
﹒
ω
8
正
的
〉
承
認
泣
一
意
兒
的
某
種
可
能
性
。
然
而
大
多

數
神
學
家
不
贊
成
此
說
，
而
典
里
多
瑪
斯
一
同
主
張
，
也
於
基
督
直
接
創
建
了
主
教
口
問
與
司
路
口
問

3

這
兩
種
神
品
自
始
就
有
差
別
。

四
、
六
口
叩
門
執
享

授
六
品
執
軍
車
職
禮
是
-
一
件
軍
事
l
i
l

礁
定
意
見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稱
，
主
教
們
在
授
立
職
時
所
說.. 

「
〉
口
已
有
∞-
z
z
s
r
E
E
E
v
(鄧
九
六
四
)

，
可
應
用
於
執
辜
職
的
授
予
禮
。
神
學
家
們
幾
乎
一
致
承
認
授
訊
事
咬
一
職
體
的
罕
事
柱
，
比
約
十
二
世
的
典
章

的
R
E
B
E
E
B
O
E
E
Z

以
之
為
前
提
。

傳
承
以
宗
，
陸
，
六
所
設
述
為
執
事
項
臘
的
建
立
，
六
品
的
祝
聖
一
體
主
婪
地
包
括
援
手
體
與
求
聖
神
踢
恩
的
耐

疇

。
執
事
品
、
司
鐸
品
與
主
教
品
是
神
口
川
的
且
事
性
等
訟
。
但
它
們
並
非
三
件
不
川
的
主
卒
，
一
一
一
者
如
一
同
組
成
神
品
的
獨
一
無
二
的

車
事
。
司
祭
神
權
的
圓
滿
性
向
於
主
教
品
，
在
司
們
品
中
，
這
項
神
權
向
欠
完
全
。
分
享
可
崇
山
村
總
垃
少
的

H
U
A
式
U
叫
J

第
三
節

神
品
軍
事
的
外
在
記
號



一
、
材

料

八
鬥
惟
有
覆
亭
種
是
失
品
、
司
鐸
品
與
主
教
晶
祝
軍
禮
的
材
科

l
l
e
-

近
乎
信
型
的
意
見

由
於
六
品
、
鐸
品
與
主
教
品
都
是
鑒
于
學
，
覆
手
禮
是
神
品
單
車
喘
一
惟
一
材
料
。
覆
手
體
應
與
受
祝
聖
者
的
頭
部

有
實
質
的
接
觸
。
然
而
，
伸
手
作
常
惰
的
接
觸
，
即
可
使
鑒
辜
者
殼
。

比
約
十
二
世
以
宗
座
的
至
高
權
威
，
在
∞

R
E
B
S
Z
B
O

丘
吉
古
典
章
(
一
九
四
七
年
)
中
宣
布
.. 
∞
R
B
E
E
 

O
E
E
C
B

句
話
∞σ
何
Z
S
E

叩
開
立
凹
的
。
均
已
g
S
E
R
-
9
日

口
E
n
。
口
m
H
S
W

的
，吋』

。
m戶
口J
H
ρ
口
而

口
口
街
口
H

命
回
血
。

同
H
m
M口已
口
口
J
F

戶
目
。
。
阻
止
戶
。

B
B

〈
鄧
二
一
二O
一
，
參
致
鄧
九
一
0

，
九
五
八
等
，
一
九
六
三
ν

聖
經
(
宗
，
陸
，
六
;
弟
前
，
肆
，
十
四
;
伍
，
廿
一
一
;
弟
後
，
笠
，
六
)
與
教
會
傳
承
祇
以
覆
手
為
單
事
性

各
部
眼
神
晶
授
手
體
的
物
質
要
素
。
參
致
羅
馬
的
依
敢
理
2
.
b
丸
戶
』
』
四
E
M
-
-

，
單
西
彼
連
書
信
，
陸
架
，
五
;
里
高
而

乃
略
致
法
比
書
(
見
於
歐
瑟
比
著
教
會
史
，
肆
，
四
三
，
丸
，
十
七U
及
h
u
s
h
N
h
H
R
N
h
R
E
E
h
b

這
帆
Q
R
Q
(鄧
一
五

。
等
U
。
在
希
臘
教
會
裡
'
祇
採
用
覆
手
禮
，
並
無
辜
具
之
傳
遞
禮
。
然
而
，
希
臘
歡
會
神
品
的
布
致
性
始
終
為
宗

座
所
承
認
。

。

比
約
十
二
世
的
宗
座
典
章
祇
決
定
了
此
後
軍
事
佐
神
品
之
有
按
授
于
僚
件
。
而
尚
未
作
決
定
的
問
題
是

•• 

是
否
基
督
一
般
地
(
古

肉
。
口
叩
門
已
建
立
了
神
品
里
事
，
或
者
個
別
地
(
古
名
而
且
冊
)
建
立
了
授
于
方
式
。
另
一
個
問
題
與
這
個
問
題
相
連
，
即
在
已
往
，
是
否

覆
手
種
是
神
品
聖
寧
的
椎
一
材
料
。
大
多
數
神
學
家
們
認
為
，
基
督
個
別
地
建
立
了
神
品
聖
事
，
並
且
規
定
了
覆
手
體
與
確
定
覆
子
體

意
羲
的
禱
詞
是
神
口
捏
捏
辜
的
不
可
改
變
的
本
質
，
所
以
在
過
去
，
覆
手
禮
曾
經
是
神
品
里
擎
的
椎
一
材
料
。
宗
座
典
章
的
決
定
臨
共
有

館
三
部
車

要與

論

七
一
三



第
四
溺

聖
化
程
天
主

七
一
四

法
律
佳
，
便
沒
有
追
溯
已
往
的
能
力
。

按
照
比
約
十
二
世
的
前
述
宣
布
，
在
可
鐸
祝
墓
禮
中
，
聖
辜
的
材
料
祇
是
第
一
次
在
鋪
默
中
的
覆
手
禮
，
而
並
非
覆
手
以
後
所
繼

續
的
右
手
的
伸
閱
。
在
研
墓
禮
節
完
畢
時
，
作
第
二
次
覆
手
禮
，
同
時
念
.• 

「
請
你
接
受
聖
神
，
你
赦
那
些
人
的
罪
等
等
」
(
〉
o
n
q
o

ω
M
M
E
Z
B
ω
g
n
E
F
R
H
S
E
B
B
S
U
m
H
E

胃
口
B
F
a
n
-
)
這
也
不
屬
於
神
品
里
事
的
材
料
。
自
十
三
世
紀
起
，
拉
丁
教
會
的
研

聖
禮
開
始
有
第
二
次
覆
手
禮
;
希
臘
歡
會
的
觀
聖
禮
中
沒
有
這
一
部
分
。

口
六
晶
、
鐸
品
與
主
教
晶
的
祝
墓
禮
之
者
按
性
，
並
不
需
要
單
具
的
傳
授
|
l

近
乎
信
理
的
意
見

大
部
分
士
林
派
神
學
家
偎
定
各
級
神
口
問
均
有
聖
事
性
，
而
視
里
共
之
傳
授
Q
E
【H
Z
S戶
口
叩
門
E
B
S
S
E
5
)
為
聖
辜
的
材
料
。
一
一
九
旭

裡
所
說
的
聖
兵
之
傳
授
象
徵
各
級
神
品
的
施
行
。
弱
冷
翠
大
公
會
議
(
一
四
三
九
年
)
自
里
多
瑪
斯
的
神
學
理
論
中
採
取
了
此
項
意
見
，

應
用
於
為
亞
美
尼
亞
人
所
頒
布
的
文
告
中
，
鄧
七
。
一•. 
2

」5
(
m
n﹒
。
且
在
已
自
己
叩
門
戶
品
而
且
缸
"
H
U
E
n
丘
S
H

門
且
在
g
m
g

g
口
F
H
Z卅
日
已
。
﹒
然
而
這
一
文
告
並
非
不
能
錯
誤
的
信
理
定
斷
。
在
那
次
大
公
會
議
的
合
一
機
會
中
，
並
采
要
求
希
臘
教
會
改
變
其
視

里
神
品
的
禮
儀
，
或
增
加
傳
授
聖
共
的
禮
節
。

比
約
十
二
世
在
的
R
E
B
B
Z
E
O
E
E
m

典
章
中
宣
布
.. 

「
此
後
在
祝
聖
六
品
，
司
鐸
品
與
主
教
品
時
，
聖

具
的
傳
授
不
是
必
要
的
」
。
這
一
宣
布
並
不
取
消
下
列
可
能
性.. 
即
聖
具
傳
授
昔
日
在
祝
聖
禮
中
，
即
使
限
於
教
會

某
一
部
分
以
內
，
為
祝
聖
的
有
放
性
所
必
須
.. 

或
者
當
作
軍
事
材
料
的
組
成
分
子
或
當
作
草
草
俏
僅
看
材
料
內
在
基

督
以
一
般
方
式
建
立
了
神
品
學
事
的
假
定
之
下
)
，
或
者
是
教
會
為
了
聖
事
布
放
性
而
附
加
的
一
個
條
件
。

以
歷
史
觀
點
昔
日
，
祇
在
第
十
世
紀
以
後
，
里
事
性
神
品
等
級
祝
墓
禮
中
始
有
聖
兵
之
傳
授
。
但
它
在
非
且
事
性
神
品
的
祝
聖
體

內
，
則
早
於
遠
古
有
之
(
甜
苦
依
玻
起
，
叫

h
a
H
h
H
b
h
R佇
立
起
§
立
意
見
鄧
三
立
三
等
)
。
自
遠
古
時
代
巳
有
的
主
教
祝
聖
陸
中
的
聖
經

置
放
體
(
鄧
一
五
0
)
則
並
非
聖
兵
的
傳
授
。



三
、
形

式

惟
有
確
定
覆
亭
禮
意
義
的
語
句
是
執
事
品
、
司
鐸
品
與
主
教
晶
祝
墓
禮
的
形4
A
i
t
-
近
乎
信
理
的
意
見

比
約
十
二
世
在
∞
E
E
B
g
E
B
C
E

古
古
典
章
中
宣
布

.. 

悶
。H
B
心
目

〈
向
門
。

H
O
H
H
H
A

口
。
口
口

m
H
H
H
H。
m
m
m

J
N
O門σ
m
M

m
M℃
立
戶
。
"
丘
。

E
E
r

￡
5

自
己
已
缸
。
已
早
已
自
古
g
t
m
u
ρ
己
心σ
口
的
口
口
心4
。
m
M
O
m
-
m

口
民
戶
口
m戶
口H
C
H
。
一
再
也
。
門
口
叩

呂
立

ω
S
S
E
-
s

l

自
己
凹
凸
叩
門H
E
H
O叩門
俏
的
。
正
戶
口
古
巴
∞

E
E

的
立
門
叩
門
口
∞
∞
呂
立

-
l
ρ
E
Z
Z
m
m
σ開B
F
叩
門ω
ρ
E
E
E
R
o
-
-
z旦旦

2
5

日
苦
旦
旦
(
鄧
二
三
O

一
〉

指
示
出
車
辜
的
功
妓
l

「
神
權
與
恩
寵
」
而
確
定
里
事
材
料
的
語
句
，
是
「
祝
聖
序
昔
日
」

中
的
若
干
語
。
在
六
品
的
祝
聖
序
文
中
，
開B
Z
S
E
g
E

... 

g
r
o
H巴
巴
等
語
為
主
，
這
些
一
語
句
對
聖
辜
的
有
放

性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在
司
鐸
品
的
祝
聖
序
文
中
，
則
以
巳p
ρ
c
n
g
z
s
g
w

。
自
旦
切
。
Z
S
F

佇
立
... 

古
巴
E
Z

等

語
為
主
。
在
主
教
口
凹
的
祝
聖
序
文
中
，
是
以
口
。5
1
仿
古
∞
自
己
已
。
門
o
z
o
-
-
-
E

口
n
t
h
-
n
m
等
語
為
主
。

。

(
O
H已且
可
B
r
n
o〉

在
主
教
品
與
六
品
的
祝
聖
祖
中
，
伴
同
覆
手
腥
的
祈
一
時
語
句.. 

〉
口
口
抖
。
白
ω
』V
E
H
Z
B
ω
g
n
Z
S
(

六
口
山
祝
單
位
中
加
上
且
B
E
門

叩
門
口
﹒
)
，
始
自
中
古
世
紀
(
十
三
l

十
四
世
紀
)
出
現
於
拉
丁
教
會
的
體
典
中
。
這
一
祈
禱
語
句
不
屬
於
草
一
箏
的
形
式
，
因
此
它
與
雪

萃
的
有
放
性
無
關
。

附.• 

安
立
甘
歇
會
祝
聖
體
的
無
教

一
八
九
六
年
九
月
十
三
日
，
教
宗
良
十
三
世
在
宗
座
信
函K
A
h
v
g
E
N

風S
n
n
R
E
m

中
宣
布
安
立
甘
歡
會
的
祝
聖
體
無
效
(
鄧
一
九

六
一
一
一
!
一
九
六
六
)
。
這
一
宜
布
係
基
於
下
列
寧
質

•• 

在
一
五
四
九
年
開
始
應
用
的
愛
德
華
第
六
〈
開
比
這
個
門
已
耳
)
的
祝
車
站
詞
中
，
覆

手
時
所
念
的
〉
a
e
m
∞
叮
叮E
S
ω
g
n
E
B

一
詞
被
親
為
聖
辜
的
形
式
，
但
這
一
形
式
慨
不
明
示
神
品
的
等
扭
，
也
不
明
一
部
該
等
訟
的

第
三
部
重

事

論

七

-
E



第
四
級

型
化
﹒
韓
天
主

七
一
六

神
權
(
已
叩
門mB
Z
m
p門
自
阻
冊
)
1
以
後
又
補
充
一
句.. 

且
。
閃
閃
戶
口
的
固
自
己
G
S

有
扭
曲
『
注
叩
門
民
八
名
前

8
1
)
，
然
而
補
充
的
時
快
太
晚

了
。
良
十
三
世
的
宣
布
文
基
於
另
一
事
實.• 

該
禱
詞
缺
乏
將
祭
獻
與
赦
罪
之
權
傳
授
給
司
鐸
的
意
向
(
包
m
h
m
B
E
E
Z
E戶
。
口
訪
)
，
而
奈

獻
與
赦
罪
之
權
對
斜
品
是
必
蜜
的
。
再
者
，
安
立
甘
總
主
教
瑪
寶
﹒
柏
克
(
崑
但
帥"
Z
4
4
2
月
「
叩
門
)
的
祝
聖
禮
(
一
五
五
九
年
)
可
能

是
由
一
位
未
經
有
故
地
祝
聖
或
根
本
未
曾
被
祝
聖
的
人
所
主
持
，
而
今
日
安
立
甘
歡
會
神
品
(
2
n
g扭
曲
歇
息
。m
e
-
-
2
)

均
溯
自
瑪
買
﹒

柏
克
。

第
四
前

神
晶
單
單
的
功
效

一
、
神
品
的
恩
寵

神
晶
軍
事
晶
晶
占
領
受
軍
事
者
以
單
化
恩
寵

l
l

信
理
內
參
致
鄧
八
四
一
二a

，
九
五
九
，
九
六
四
)

神
口
間
里
事
說
是
處
於
恩
龍
境
界
，
君
所
領
受
的
事
事
，
本
身
會
增
加
單
化
恩
寵
。
神
晶
恩
寵
的
目
的
與
特
有
功
用

是.. 

使
受
祝
辜
者
能
妥
善
地
施
行
其
聖
職
並
且
度
相
稱
的
生
活
。
為
亞
美
尼
亞

J人
頒
布
的
文
告
與
里
多
瑪
斯
的
意
見

相
同
.. 
開
R
E
E
m
(
2
.。H
E
E
C
g
m
B
B
Z
目

m
H皂
白
P
C
H
A
C
E
m
x丘
。
s
c
m
S
E
E
R
-

比
約
十
二
世
在
「
達

到
天
主
教
司
試
用
職
的
頂
宰
」
通
蝶
(
』
丸

S

忘
記
叭
的
帆
話
的-
m
y丸
。H
R
F
5
8
)中
教
訓
我
們.. 

「
司
鐸
通
過
神
品
里
事... 

... 

，
也
領
受
一
種
新
的
、
特
殊
的
恩
龍
，
與
一
種
特
殊
的
支
助
，

... 

他
能
藉
此
恩
寵
妥
善
地
，
不
折
不
撞
地
負
起
聖

職
所
要
求
的
重
任
，
並
完
成
艱
圓
的
職
務
」
內
部
二
二
七
五
)
。
這
一
道
理
的
聖
經
基
礎
是
弟
前
，
肆
，
十
四
與
弟

後
，
壺
，
六
。

除
了
聖
化
恩
寵
以
外
，
頗
受
神
口
問
者
還
獲
得
為
完
成
單
事
目
的
所
必
須
的
現
恩
的
權
利nh
R海內.• 

缸

"
H
)。



-
一
、
聖
寧
的
印
記

神
晶
軍
事
在
領
受
者
身
土
留7
印
記
l
l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定
斷

•• 

凡
認
為
神
品
草
草•.. 

不
留
下
印
記
者
，
當
受
絕
罰
(
白
宮
古
已F
u
z
z
-℃白
自
己

ω
臣

。
丘
古
巴
抖
。BB
-
-
-
口
。
口
古
M
M
H
F
E

戶
口
E
E
n
Z
H
O
E
U
K
P

﹒
∞
﹒
鄧
九
六
四
;
參
放
鄧
八
五
一
一
)
。
為
此
之
故
，
神
品
鑒
事
不

能
重
復
個
受
，
領
受
者
也
不
能
回
復
普
通
教
友
身
份
(
參
致
奧
斯
定nS
H
Y
Q
e
﹒
可
是
-
b認
為
札
訟
法
〉
]
H
E
W
N∞
u
b
h

。Q
H
N
O
的
。
這
k
h
h
h
w
-
b
N
F

N
A
H
W
ω
N
)
 

。

里
事
印
記
使
領
受
者
主
動
地
參
品
基
督
徒
的
敬
臨
行
動
，
並
且
由
於
這
敬
禮
源
自
基
督
的
司
祭
品
位
，
所
以
軍
事
印
記
也
使
領
受

者
主
動
地
參
與
基
督
的
司
祭
品
位
。
理
事
印
記
臨
走
一
種
「
形
成
相
似
的
記
號
」
(
即
凹
的
口
口

B
n
o

旦
前
旦
旦
旦
5
)
，
使
領
受
的
人
與

基
督
、
永
恆
的
大
司
祭
相
似
;
它
也
是
「
錯
別
記
號
」
心
戶
的
口
口
自
已
庄
戶
口
口
丘
吉

5
)
，
使
領
受
者
別
於
信
京
以
及
那
些
一
頓
有
非
腦
聖

統
的
一
腳
品
等
級
的
人
;
它
是
「
準
偏
記
號
」
(
前
前
口
C
B

已
仿
℃
。
M
E
E
B
)
，
使
領
受
者
有
施
行
所
領
受
神
權
的
能
力
和
權
利
;
它
是

「
約
束
記
號
」
(
由
戶
的
口
口
單
。
旱
的
自
己

4
口
B
)
，
使
領
受
滋
有
義
務
去
分
施
放
脂
的
恩
惠
並
度
純
潔
的
生
活
。

由
於
神
口
間
里
事
分
三
級
，
4，
可
以
說
每
一
級
賦
于
一
個
特
殊
的
印
一
起
，
與
另
外
二
級
的
印
記
不
同
。
神
品
的
印
山
盟
是
對
基
督
司
祭

品
位
的
主
動
參
與
，
它
超
越
了
非
先
有
不
可
的
洗
禮
的
印
記
，
也
超
越
了
以
先
有
為
宜
的
堅
振
印
記
。

三
一
、
神
品
之
稚

神
晶
軍
事
賦
手
領
受
者
以
-
頃
恆
久
的
神
權ll

信
理
(
參
致
鄧
九
六
O
l
九
六
-
u

各
級
神
品
的
頗
受
者
所
領
受
的
神
權
根
植
於
單
車
印
記
上
。
這
些
職
權
主
要
地
以
聖
體
為
中
心
。
六
品
執
事
頗

受
直
接
輔
佐
舉
行
謝
恩
祭
的
主
敢
與
可
鐸
和
分
送
聖
體
的
職
權
。
司
鐸
主
要
地
頗
受
祝
聖
聖
體
與
赦
罪
之
權
(
鄧
九

第
三
部

舉

.
'
心

甘
寸

論

七
一
七



的
問
約

內
心
-
u

化
若
天
主

七
-
八

六
-
u
，
主
教
領
受
授
予
神
品
之
禮
。

第
主
節

神
晶
軍
事
的
施
行
者

一
、
通
常
施
行
人

惟
有
有
鼓
地
受
稅
單
的
主
教
是
軍
事
性
與
非
軍
事
性
各
級
神
晶
的
通
常
攝
行
者

l
l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定
斷.. 

「
如
有
人
說
主
教
沒
有
施
堅
振
興
授
神
晶
之
權
，
或
者
說
他
們
所
有
的
這
項
權
力
為

全
體
可
鐸
共
萃
，
此
人
當
受
絕
罰
。
」
忍
心
的

n
G
S

口

g
z
r
O
H
m
-
v

。
g
g
g
g
g

丘
叩
門
白
，
自
門
口

(
印
戶ρZ
凹
的
門
戶
戶
"
叩
門
戶
戶

仿
阱
。
H
門
戶
戶
口
"
口

m
H
F
ZHBBW 

A
B
E
r
m
-
)
。
口
帥
"口
口
∞g
明
白
2
5

句
話
m
S門
R
E
S
B
E
S
O
B
-
>

(f) 

鄧
九
六
七
;

參
致
鄧
七
O
一
;
法
，
九
五
-
u

聖
經
告
訴
我
們
，
宗
徒
們
(
宗
，
陸
，
六
;
拾
肆
，
廿
一
一
;
弟
後
，
查
，
六
)
與
經
宗
徒
們
祝
聖
為
主
教
的
人

(
弟
前
，
伍
，
廿
一
一
;
鐸
，
查
，
五
)
都
是
神
品
的
分
施
者
。

古
老
的
傳
承
祇
知
道
主
敢
為
各
組
神
品
的
施
行
人
。
人
們
視
控
予
神
品
的
職
權
是
主
教
的
特
權
，
而
為
司
鐸
所
無
。
羅
馬
的
里
依

玻
理
在
他
的
「
歡
會
神
品
」
(
口r
E
n
r
o
旦
角
)
中
，
表
明
司
鐸
不
授
予
神
品
(
2
叩
門
口
自
口
。
口
。
正
古
色
)
。
宗
座
典
章
(
吋

r
m

A
e
o
h
H
O

泛
的
門
U
S
h
h帆H
N
h
h
t
2
)
詔
示
，
各
組
神
品
由
主
教
授
予
。
司
鐸
們
也
行
覆
手
睡
，
但
並
非
為
了
授
于
神
品Q
R
豆
、
“
吋
旱
。U

H
R
E
吋
但
它
的
計
〈
白
?
笛
"
g
n
h
H﹒圈
w
M
O
U
M
W
)
，
里
愛
比
法
(
開-
L
Z
g戶
口
也
拒
絕
賽
巴
斯
特
的
艾
利
烏
司
(
〉
而
且
臣
。
同

ω
各
自
己
叩

)
的
意
見
，
後
者
認
為
，
司
鐸
與
主
敬
地
位
相
同
。
車
愛
比
法
的
理
由
是
.. 

惟
獨
主
教
有
授
予
神
品
之
權
(
同
忌
、
.• 

a
u
h
)

。
雪

熱
羅
尼
莫
雖
然
竭
力
高
舉
司
鈕
，
幾
乎
影
響
了
主
殼
的
地
位
，
卸
仍
視
授
予
神
品
為
主
教
的
特
權
，
他
說
:
「
除
7
接
于
神
口
m
外
，
主

教
傲
的
事
，
司
鐸
豈
不
也
做
?
」
(
書
信
，
萱
肆
陸
，-
u

。



一
切
者
致
地
被
祝
聖
的
主
款
，
包
括
離
異
的
，
分
裂
的
，
行
賄
的
與
被
開
除
教
籍
的
在
內
，
祇
要
他
們
具
有
必

耍
的
意
向
，
並
完
成
外
在
的
主
耍
的
一
的
心
，
祁
幌
市
設
站
站
行
制
口
m
M
A一事l
l

確
定
詰
元
(
參
技
部
八
五
五
，
八
六

0
3
法
，
二
三
七
二
ν

在
古
代
民
早
期
中
古
時
代
，
戶
衍
，
菊
豆
封
站
行
的
口
川
扒
拉
一
中
之
卒
，
那
一
圳
是
說
，
但
受
了
一
排
異
的
分
裂
的
或
行
峙
的
主
教
所
施
神
品

者
，
會
重
新
頗
受
此
項
h
f詐
。
教
叉
的
問
(
平
刀
，
工
作
扶
持
扣
的
州
平
去
討
於
泣
一
間
也
草
無
定
論
。
彼
得
﹒
陸
巴
在
敬
父
們
意
兒
分
歧

的
情
形
下
，
不
敢
迋
白
作
一
法
定
(
山
而
足-
w
p
-
v
M
ω
v
H
)
。
旦
夕
一
的
指
服
站
出
路
具
歇
會
的
主
敢
們
所
授
予
的
神
口
間
是
有
欽
的
(

切
忌
、kv戶"
ω
∞
"
心
)
。

要
使
神
品
的
施
行
成
品
訐
可
，
一
倒
臼
一
位
布
特
桔
的
主
叡
(
自
1
凶
叫
Q
b
g
H
V
呵
。
℃
立
2
)

狀

(
U
E
g。
民
扎
伊
丹
丹
丹
叩
門
的
)
。
法

3

九
五
五
。

，
或
經
他
何
意
的
另
一
位
主
教
授
予
允
准

主
教
的
授
品
體

主
教
的
授
品
程
研
制
自
三
位
主
教
施
行
，
方
μ
許
可
。
但
由
於
主
位
共
右
因
洲
的
神
經
'
，
的
一
位
主
教
施
行
時
，
授
口
仙
也
屬
有
放
(

訟
，
九
五
四
)
。
按
比
約
十
二
世
的
京
所
共
立
阿
毛R
毛
h
N
N
h
h
的
c
h芯
片
、

-
h
H
E
H
N
r
(
]

巴
的
戶
)
，
兩
位
要
酷
的
主
敢
不
僅
是
泣
人
，
而
且
是

共
同
授
品
者
(
巴
拉
印
戶
口Q口
的
問
自
己
。
門
的
回
丘
門
而
且
有
旦
旦

Z
E
C
S
g

己
的
問
口
門
戶
卅
日
而
肋
骨
戶
口
口
名

m
S
S
E
-
)
。
因
此
他
們
需
有
授
予

神
口
間
的
意
向
，
並
典
主
盟
者
一
同
行
外
在
的
叫
:
一
九
在
山
忱
。

-
4主
h川
右
以
說
，
兩
位
一
去
位
老
分
別
行
程
手
肥
，
並
念
下
語.. 
〉
叮
叮
叮
叮

ω
℃
常
常Z
S
ω
呂

n
盲
目
。
他
們
與
主
位
老
一
月
低
已
念
“
取
一
心
詞
典
序
文
(
參
致
文
，
四
二
，
一
九
五
0
，
四
五
二
)
。

自
遠
古
以
來
，
主
教
的
制
皇
位
由
故
位
主
歇
一
月
m
M行
。
造
船
尼
囚
亞
大
公
會
議
的
議
決

(
n
E
B
A
H
)，
必
讀
至
少
由
三
位
主

教
舉
行
;
但
照
宗
店
典
軍
(
斗
、G
h
E
N
R
h
h
S
M
H
叫h
N
E
G
E
u
目

N
P
C

〈
臣
也

w
心
)
，
則
讀
由
三
位
或
至
少
二
位
主
教
施
行
。
在

必
要
情
況
下
，
一
位
主
教
也
可
以
，
正
如
宗
位
具
平
(
〈
自
立
w
ω
)
與
大
耳
利
哥
里
致
坎
塔
布
里
的
里
奧
斯
定
的
一
封
偽
造
書
信

(
崗
、
.
出w
R
u

∞
稍
早
於
七
三
一
年
)
所
指
示
的
。

f管

部

軒口
_-.J..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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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問
編

學
化
特
天
主

七
二
。

二
、
特
珠
情
形
下
的
施
行
者

廿
四
小
晶
鳥
，
主
晶
副
說
辜
的
特
殊
情
形7的
施
行
者
是
司
鐸
|
|
確
定
意
見

可
鐸
可
藉
敬
會
法
典
所
授
之
權
或
教
宗
的
特
許
而
授
予
四
小
品
與
五
品
聖
職
，
因
為
這
些
神
職
原
是
由
教
會
建

立
的
。
現
行
的
教
會
法
典
祇
准
許
司
鐸
施
行
剪
妥
禮
與
授
予
四
個
小
品
內
參
敦
法
，
二
三
九
第
一
條
，
第
廿
二
款
;

九
五
七
，
第
二
條
;
九
六
四
，
第
一
款
)
。
中
古
世
紀
與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後
，
隱
修
院
院
長
有
時
有
祝
聖
五
口
闊
的

特
權
。H

H大
多
數
神
學
家
與
聖
多
瑪
斯
及
司
各
晚
都
認
為
，
普
通
可
鐸
即
使
有
教
宗
的
特
詐
，
也
不
能
有
故
地
授
予
六

品
與
鐸
品
的
車
事
性
神
職
。

然
而
這
一
意
見
遭
遇
到
歷
史
方
面
的
嚴
重
悶
，
如
:
依
照
中
古
許
多
法
學
家
(
如
同
品
已
口
叮
叮
+
巳

5
)
的
兒
解
，
教
宗
鮑
尼
法
斯

九
世
曾
在
一
四
0
0
年
二
月
一
日
所
發
表
的
h
b
R
B
Z
N

命
叭
。
這
計
詔
書
中
，
特
准
艾
賽
克
斯
(
同

m
m
m
M
屁
倫
敦
教
區
叫
的
聖
，
提
問
沙

〈
。
由1}
5
)之
聖
奧
斯
定
修
院
院
長
與
其
承
繼
人
，
為
其
屬
下
授
予
小
品
以
及
五
品
、
六
品
與
司
計
品
。
這
一
特
拉
在
倫
說
主
敬
的
反

對
下
，
於
一
四
O
三
年
二
月
六
日
由
京
路
收
凹
。
然
而
並
未
宣
布
組
比
特
權
昕
產
生
的
神
品
為
無
殼
。
教
宗
馬
丁
五
世
以
一
四
二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所
頒
布
的
仍
有
S
H
E
Q
L
G
S

詔
吉
l

將
施
行
神
品
，
包
括
自
做
神
品
在
內
(
五
日
山
、
六
品
與
可
叩
品
)
|
的
特
權
，

賜
與
阿
爾
池
(
注
叮
叮-
Z屬
梅
拉
宮
m
g
g

敢
區
)
的
西
路
會
隱
修
院
院
長
，
准
許
他
給
他
的
隱
修
士
及
所
屬
者
施
行
神
品
聖
事
，
為
期

五
年
。
教
宗
依
諾
森
八
世
於
一
四
八
九
年
四
月
九
日
頒
布
阿
片
、
。

h
立
H
H
R
R
R
N
h
q
o
h

叫G
W
H
r詔
書
，
將
祝
聖
五
口
問
與
六
品
盟
問
之
特
權
，

賜
予
回
篤
會
的
最
古
老
的
四
座
隱
修
院
臨
長
與
其
承
縫
人
，
准
許
他
們
給
所
屬
者
施
行
神
口
問
理
事
。
十
七
世
紀
時
，
這
些
問
篤
命
怯
修

自
由
長
仍
自
由
地
運
用
此
項
特
權
。
鄧
茍
一
一
四
五
l

一
一
四
六
，
一
二
九
0
，
一
四
三
五
。

如
果
我
們
不
承
志
前
述
教
宗
由
於
當
時
錯
謂
的
神
明
忠
心
心
(
此
事
不
屬
於
信
理
定
的
的
範
圈
，
所
以
持
教
忘
不
能
錯
的
道
理
無
明



d

﹒
茄
末
我
們
必
須
承
認
，
普
通
司
鐸
可
以
是
六
口
間
與
鐸
品
的
異
常
施
行
者
，
恰
妞
司
鐸
可
以
是
堅
握
聖
事
的
異
常
施
行
者
一
樣
。
依

照
這
種
解
釋
，
施
行
神
品
里
事
所
必
要
的
神
權
己
以
被
束
縛
之
權QO
R皂
白
蔚
且
也
方
式
包
括
在
鐸
品
中
。
無
論
是
由
於
天
主
的

命
令
，
或
者
由
於
教
會
的
規
定
，
有
故
地
施
行
此
權
，
需
要
有
教
京
的
特
許
。

第
六
首

神
晶
軍
事
的
領
受
者

惟
有
領
受
了
混
禮
的
男
人
，
能
有
強
地
領
受
神
晶
軍
事
!
!
確
定
意
見
(
法
，
九
六
八
，
第
一
節
)

這
一
事
實
係
基
於
積
極
的
神
律
。
基
督
揖
召
選
男
人
作
他
的
宗
徒
臼
聖
經
內
參
致
格
前
，
捨
肆
，
卅
四
等
;
弟

前
，
式
，
十
一
等
〉
與
教
會
的
常
規
都
告
訴
我
們
，
聖
統
之
權
抵
授
與
男
人
內
參
攻
戴
雨
都
良
巳
而

M
V
S
S
R
-自

u

b
n
e
r
a
h
-
H
u
n
N

﹒
。
)
。

在
古
代
教
會
裡
，
女
性
執
事
是
接
近
聖
職
地
位
的
一
種
特
殊
地
位
。
按
照
若
干
宗
座
典
章
(
J
N
固
H
W
Z
l
N
S與
皇
帝
所
頒
的
法

挽
(
查
士
丁
尼
皇
帝
所
定
的
)
，
女
性
執
事
竟
被
列
入
聖
職
界
中
。
授
予
女
性
執
事
聖
職
時
有
特
別
的
禮
節
，
宗
座
典
章

(
J
N
H
H
F
E
)

告
訴
我
們
，
這
一
特
別
禮
節
包
括
覆
手
體
與
祈
禱
。
然
而
，
沒
有
人
承
認
他
們
有
司
鐸
的
職
權
(
參
故
里
依
玻
理
，
叫

4
3
、
﹒
K
H
M
V
E
h
-


尼
西
巨
大
公
會
議
議
案
第
十
九
峰
;
里
愛
比
法
月
2

可•• 

忌
"
ω
h
(
U
S
a
-
k
e
g
H

.• 

J
N
H
H
F
笛
"
。
)
，
她
們
的
首
要
職
務
是
幫
助

婦
女
們
領
受
洗
禮
與
照
顧
貧
病
者
。

給
一
個
月
又
洗
的
見
童
授
予
神
品
是
有
殼
的
，
但
不
許
可
。
成
人
必
讀
共
有
領
受
神
品
的
意
向
。
鑑
於
領
交
神
品
後
所
有
的
義
務
，

潛
在

(
4
W
Z
目
-
Z
)的
意
向
大
約
是
必
要
的
。

合
法
地
領
受
神
品
，
必
讀
確
切
遵
守
歇
會
規
定
的
各
項
條
件
。
妥
善
地
領
受
神
品
，
必
賓
處
於
恩
籠
境
界
。

第
三
部
聖.

學
論

七



第
四
編

聖
化
占
全
~
天
主

七
二
二

庚
、
婚
配
車
事

第
一
節

揖
配
軍
事
的
概
念
，
起
源
與
草
草
性

一
、
概

。于﹒吋

基
督
徒
的
梧
配
是
一
件
叭
叭
于
箏
，
在
這
里
事
中
，
一
的
位
性
別
不
同
布
結
婚
能
扣
的
信
友
，
自
彼
此
的
何
意
並
為
生
育
教
養
于
女
而
結

合
成
不
為
第
三
者
所
分
亭
的
生
活
凶
睦
，
並
但
受
為
完
成
婚
姻
的
特
然
義
務
所
需
要
的
恩
缸
。

羅
馬
要
理
書
(
武
，
一
八
二
己
的
(
神
學
家
們
(
參
放
彼
得
﹒
隆
巴
，
叫

S
H.• 

F

心
斗u
N
)的
意
見
和
悶
，
參
致
羅
馬
法
律
給
婚
配

所
下
的
定
義
如
下.. 

Y
E
E
g
g
-
z
g

而
且
已
旦
旦
自
己
戶
叩
門
前
E
R
E
-
u
g

丘
吉
口
泣
。
古
芯
片
]
凹
的

E
B
S
M
)叩門
m
O
口
且
少
甘
心
玄
L
E
B

毒
品
閃
閃
口
口
閉
口
叩
門
口
已
古

m
g

呂
立
口
而
口
∞
﹒
然
而
這
個
定
義
並
未
表
明
基
督
徒
婚
配
的
要
素
.. 

授
予
恩
寵
。

三
、

b
R

譜、

揖
配
並
靠
自
人
所
割
，
而
是
由
叉
車
建
立
的1i

確
定
意
見
(
鄧
二
二
二
五
)

婚
配
是
源
自
上
主
的
一
項
自
然
的
制
度
兮
E
n
E
E
S
E
S
G
o
天
主
創
造
了
男
人
與
女
人
(
創
，
壺
，
廿

七
)
，
並
在
人
性
中
放
了
生
育
的
本
能
。
他
祝
福
人
類
的
一
兀
祖
父
母
，
並
以
特
別
的
感
示
，
命
令
他
們
生
見
有
女
:

「
你
們
要
生
育
繁
摳
，
遍
滿
大
地
」
(
創
，
壹
，
廿
八
)
。

古
代
與
中
古
的
諾
斯
底
土
派
與
摩
尼
派
人
士
都
反
對
婚
配
源
於
上
主
。
他
們
相
信
二
元
論
(
以
為
物
質
是
恕
的
所
在
)
，
因
而
詛

咒
會
產
生
人
體
!
惡
的
根
頭
1

的
娟
姻
。
尼
沙
的
雪
川
的
利
哥
旦
受
了
柏
拉
回
精
神
論
的
影
響
，
會
解
釋
兩
性
的
不
同
，
並
說
明
婚
配
『
就

是
建
立
在
這
一
差
別
上
的
天
主
所
預
知
的
一
種
罪
惡
的
後
果
(
也
白
色
、h
H
E
B
-
-
2
)。
里
多
瑪
斯
不
倆
口
戚
里
茍
利
哥
里
的
意
見
(



神
，
宣
，
九
八
，
2
)
。
聖
熱
羅
尼
莫
也
誤
以
為
婚
配
的
起
頓
與
人
類
原
罪
有
關
(
書
信
，
貳
貳
，
十
九
)
。

三
一
、
婚
血
的
聖
事
性

村
信
理

揖
麗
是
由
基
督
所
建
立
的
-
件
真
正
的
真
狹
義
的
喜
事

l
l

信
理

基
督
曾
將
天
主
所
建
立
與
祝
福
的
婚
配
導
至
不
可
分
離
的
一
夫
一
妻
的
原
始
理
想
內
瑪
'
拾
玖
二
二
等
)

且
將
它
高
舉
至
聖
事
的
尊
位
。
新
教
人
士
否
認
婚
姻
的
車
事
性
，
而
且
視
婚
姻
為
一
件
「
外
在
與
俗
世
之
物
」

路
德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針
對
新
教
人
士
的
意
見
，
宣
布.. 

「
如
有
人
說
插
配
並
非
真
正
而
且
狹
義
地
是
新
約
的

七
件
里
事
之
一
，
由
主
基
督
所
創
立
，
而
是
人
們
在
教
會
中
所
杜
造
，
也
並
不
授
予
恩
寵
，
此
人
當
受
絕
罰
。
」

∞
戶
門
戶
口
戶
間
已
戶

M
m
H
Z
W

ι
ι
 

, 
斗
H

f、r、

自
且
已
目
。
口
戶
口
自
口
。
口

叩
開
的
何
A
H
m
w
H
O(l> 
f司令

℃
H
。
℃H
H
O

出
口

C
E

(l> 
M 

間
。
1
0
5
伊
甸
∞
心
間
命
〈
臼
口
∞
己
心
。
值
。

m
m
丘
。
目
而
且
凹
的w
ω 

n
r
H缸
片
。
口
。
自
古
。

古
巴
Z
E
Z
E
W的
O
L
H
H
σ
 
r
。
B
E
F
S

口

間
的
。
】
g
g

古
〈
S
E
E
-

口
倚
門
自
己
。

m
E
E
B
g
口
h
O
H
H
P
K
H﹒
∞
﹒
鄧
九
七
一
;
參
致
鄧
三
六
七
，
四
二
四
，
四
六
五
，
七
O
一
一
)
。
聖
比
約
十
世
譴
責
那

否
認
婚
配
聖
事
由
主
所
建
立
的
現
代
主
義
人
士
(
鄧
二O
五
一
)
。
參
攻
比
約
九
世
的
異
說
錄
(
h
X
E
O
E
E
2
)
，

良
十
三
世
的
上
主
奧
意
通
諭

n
k
A
Z
S
S
Y
H
S
。
)
與
比
約
十
一
世
的
聖
潔
婚
姻
通
識
(
而
已
交SE
N
s
-
5
ω。
)
。

鄧
一
七
六
五
等
;
一
八
五
三
|
五
四
，
三
二
三
五
等
。

口
聖
經
的
證
據

第

"þ 

聖

.k 
:1\' 

r、h
uilU 

七
二
三



然
凹
的

悶
悶
←
化
和
天
主

七
四

聖
保
祿
要
求
信
友
與
「
在
主
內
的
人
」
結
婚
門
格
前
，
棠
，
卅
九
)
，
而
情
楚
地
指
出
了
婚
配
的
宗
教
牲
，
他

又
以
主
的
命
令
，
宣
布
夫
婦
不
可
分
離
門
格
前
，
祟
，
十
)
。
聖
保
祿
現
某
一
督
徒
婚
姻
的
崇
高
興
嬰
潔
，
基
於
它
是

基
督
與
教
會
結
合
的
一
個
頭
像
。
厄
'
伍
，
卅
一
一

.. 

「
這
奧
秘
其
是
偉
大
!
但
我
是
指
基
督
和
教
會
斌
的
」
。
然

而
，
基
督
與
教
會
的
結
合
對
教
會
的
分
子
說
是
盟
沛
關
心
寵
的
原
因
，
而
婚
配
又
是
基
督
與
教
會
超
性
結
合
的
完
善
自

像
，
它
不
誰
能
仍
像
在
某
督
以
前
那
樣
是
一
個
空
洲
的
象
徵
，
它
應
該
是
恩
寵
的
一
個
發
生
妓
力
的
記
號
。
然
而
，

惟
有
在
基
督
的
命
令
下
，
婚
配
才
會
傳
授
恩
寵
。

保
蘇
宗
徒
的
話
並
非
軍
事
概
念
的
本
質
|
授
予
恩
寵l
的
完
全
有
欽
的
誼
擾
。E
O
E
B
S
Z
B
(
至
自
主
s
c
u
-
-州
蔽
具
有
「

奧
秘
」
的
一
般
性
意
義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將
基
督
徒
的
婚
配
與
基
督
和
教
會
的
授
予
恩
龍
之
結
合
相
駛
，
祇
陷
示
出
婚
耐
壁
十
箏
的
越

性
功
放
(
鄧
九
六
九.. 

O
S
門
戶
可
自
己5

〉
M
V
S立
5

戶
口
口d
w
)。

的W傳
京
的
證
據

教
文
們
自
始
脫
婚
配
為
一
件
宗
教
性
事
務
。
安
提
約
基
雅
的
軍
依
納
爵
(
約
於
一O
七
年
卒
)
要
求
教
會
協
助
婚
肥
的
縮
成
.. 

「

未
婚
夫
婦
宜
於
在
主
敬
的
允
准
下
，
締
結
他
們
的
婚
姻
，
好
使
婚
姻
出
於
主
頤
，
而
非
出
於
情
慾
」
(
飽
理
加
布
，
伍
，
一
一
)
。
戴
爾

都
良
也
為
當
時
的
婚
姻
是
在
歇
會
前
締
結
作
證.. 

「
我
能
怎
樣
描
寫
自
歡
會
所
結
合
，
由
無
獻
所
締
定
，
自
祝
咐
所
拉
瓜
，
白
天
使
所

宣
布
，
並
由
天
究
所
許
可
的
婚
姻
的
喜
樂
呢
?
'
」
、

(
K
H
h
N
S
。
這
三
口
﹒
。
)
。

里
奧
斯
定
為
基
督
徒
婚
姻
的
高
貴
典
里
潔
辯
-
謹
，
反
對
以
婚
姻
為
罪
惡
之
源
的
摩
尼
派
人
士(
b
h
E
H
2
.
h
b
E
M
R

之
E
D
H
R

E

早
已
甘
心
自
由
h
h
N咱
這

2
.
芯
富
足
§
令

M
S
S
E
S
ω
∞
。
)
，
反
對
那
誤
以
為
天
主
教
會
輕
祖
婚
配
的
若
凡
寧
派
人
士
(
已
印

σ
g
o

g
a
z
m且
-
F
A
S
H
)
也
反
對
那
認
為
原
罪
郎
(
婚
姻
的
崇
高
無
法
相
容
的
自
拉
奇
派
人
士
(
b
h豆
、
立
法
h
h
S
R
R

注
2

月
三

2
.
λ
S
l

b
o
)
。
里
奧
斯
定
主
張
婚
柄
有
三
益.. 

即
子
女
(
賞
。
}
2
)
、
婚
姻
的
忠
信
(
同
在2
)

、
車
事
性
(
m
u
n
E
S
S
E
戶
口
，

M
A
H很好



與
歇
會
間
不
可
分
離
的
結
合
之
話
號
，
與
厄
'
祉
，
卅
二
相
符
，
國
此
呆
不
可
解
散
性
)
;
一

-
-
U
理
論
成
為
後
日
神
學
的
共
兩
理
論
。
聖

奧
斯
定
尚
未
論
及
婚
姻
聖
事
的
授
與
恩
寵
的
功
效
。

教
父
們
在
耶
穌
參
加
迦
納
婚
禮
這
件
事
上
，
君
出
基
督
徒
婚
配
的
合
理
與
聖
潔
，
正
如
他
們
在
耶
穌
受
洗
於
若
爾
當
河
的
史
實
上

，
君
出
在
洗
禮
聖
事
中
的
水
的
聖
化
(
聖
奧
斯
定b
n
z
s
s
h

屯
N
h
h
b
p
自
w
y

若
望
﹒
達
馬
森
正
統
信
仰
蝴
釋
，
肆
，
廿
四
)
。

祇
在
士
林
學
派
時
拙
，
婚
血
的
聖
事
性
始
獲
得
普
遍
的
承
認
。
分
快
的
東
方
教
會
也
以
婚
配
為
一
件
聖
事
。

第
二
節

竭
配
的
目
的
與
其
特
性

一
、
自

的

婚
配
的
首
要
白
的
是
生
育
與
教
養
子
女
，
其
次
要
目
的
是
東
婦
互
助
興
按
照
造
福
規
律
的
性
戀
的
浦
足
|
|
確

定
意
見
門
法
，
-
o
一
三
，
第
一
節
U

由
於
要
強
調
婚
制
的
「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闡
體
」
的
價
值
，
門
前
多
現
在
神
學
疚
，
反
對
有
關
婚
配
目
的
底
傳
統
理
論
(
傳
統
理
論
的

代
表
人
物
是
聖
多
別
斯
)
，
站
站
夫
婦
闊
的
補
起
與
個
人
的
成
全
，
或
夫
婦
的
互
愛
與
結
合
為
指
配
的
首
要
目
的
。
一
九
四
四
年
，
當

時
的
聖
職
部
宣
布
仍
採
納
傳
統
的
理
論
，
以
生
育
與
教
養
子
女
為
婚
配
的
首
要
目
的
，
而
其
他
次
要
目
的
本
質
地
從
屬
於
首
要
目
的
。

鄧
二
二
九
五
。
梵
蒂
闢
第
二
屆
大
公
會
議
不
區
別
婚
凹
的
首
要
與
次
要
目
的
，
但
在
各
項
婚
配
日
的
中
間
，
大
公
會
議
把
生
育
與
教
聾

子
女
列
在
首
位
(
教
A
V
i
在
現
代
世
採
憲
章
晶
)
。
如
果
把
婚
配
風
為
自
然
制
度
，
那
未
婚
配
底
目
的
應
與
夫
妻
行
為
底
目
的
分
開
講
。

依
照
臨
近
的
神
學
家
的
甘
心
且
，
夫
一
次
行
為
底
目
的
是
在
個
人
獻
出
狀
況
下
之
愛
的
表
示
。

創
世
紀
(
壺
，
廿
八
U
表
示
了
搭
配
的
首
要
目
的
:
「
你
們
要
生
育
繁
蝠
，
過
滿
大
地L
o

同
樣
地
，
創
世
配

(
戒
，
十
八
)
也
表
示
了
其
次
要
目
的.• 

「
我
要
進
一
個
與
他
相
稱
的
來
輔
助
他
」
o

廿
一
且
格
前
，
棠
，
二
也
告
訴

第
三
部

立I

司 f

~fü 

七
三
五



第
四
視

學
化
者
天
主

我
們.. 

「
為
了
避
免
淫
亂
，
男
人
當
各
有
自
己
的
妻
子
，
女
人
當
各
有
自
己
的
丈
夫
。
」

二
、
特

， t生

七
二
六

婚
配
的
本
質
特
性
是
唯
一
性
(
一
棄
一
一
書
)
真
不
可
分
離
性

l
i

確
定
意
見
門
法
，
一
。
一
三
，
第
二
節
)

科
唯
一
性

路
德
以
舊
約
為
根
據
，
承
認
了
海
諜
的
菲
力
(
可
}
丘
右
。
問
因
而

a
g
)
伯
霄
的
重
婚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針
對

路
德
，
宣
布
如
下
.. 

「
鑒
於
神
律
，
某
督
徒
不
能
同
時
有
聽
位
妻
子
」
內
部
九
七
二
)
。
這
一
條
文
所
反
對
的
是
普

通
的
同
時
使
婚
制
，
即
一
夫
多
妻
。
自
然
律
早
已
禁
止
一
妻
多
夫
制
，
因
它
妨
再
婚
姻
的
首
要
目
的
，
或
至
少
使
之

陷
於
危
境
內
參
政
部
九
六
九
，
二
二
三
一
等
;
護
，
血
品
了
三
一
四
)
。

天
主
在
樂
園
中
建
立
7

一
夫
一
妻
制
內
創
，
壺
，
廿
八
;
試
，
廿
四
)
。
但
人
頗
不
久
疏
遠
於
原
初
的
理
想
內

創
，
肆
，
十
九
〉
。
在
舊
約
律
法
下
，
盛
行
若
多
妻
制
(
舊
約
時
代
的
列
祖
，
撒
烏
爾
，
達
味
)
而
且
被
視
為
是
一

項
天
主
認
可
的
特
許
〈
申
，
貳
壺
，
十
五
等ν
。
基
督
重
建
婚
配
的
原
始
聖
潔
。
他
以
創
，
貳
，
廿
四
為
據
，
宣

稱.. 

「
他
們
不
是
兩
個
，
而
是
一
體
了
。
凡
天
主
所
結
合
的
，
人
不
可
拆
散
」
(
瑪3
拾
玖
'
六
)
。
他
稱
那
休
妻

而
重
婚
的
為
犯
奸
淫
鬥
瑪
'
拾
玖
'
九
)
。
按
照
聖
保
祿
的
意
見
，
婚
配
具
有
嚴
格
的
一
夫
一
妻
制
的
特
性
(
參
致

羅
，
渠
二
二
;
格
前
，
棠
，
二
，
十
|
十
一
;
厄
'
伍
，
卅
二
|
卅
三
)
，

護
敬
學
家
在
拉
述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純
潔
時
，
強
調
一
夫
一
妻
制
的
廣
行
。
安
提
約
基
雅
的
車
德
菲
說

•• 

「
他
們
(
基
督
徒
〉
兵
有
一

種
明
智
的
自
制
能
力
。
他
們
操
習
守
節
與
貞
潔
的
德
行
，
遵
守
一
夫
一
妻
制
」(
h
h
N
h
N
h
H
R
U
N
-
-

囡
"
5
.
參
攻
〉
h
E
N
R
h
a
h
h
a

丸
背
﹒



。
a
-
2
.
m
w
﹒
〉
。

一
夫
一
妻
制
的
理
論
某
一
聽
是
•• 

一
夫
一
妻
制
保
證
婚
配
的
一
切
目
的
的
完
成
，
而
且
也
是
基
督
與
教
會
結
合
的
一
個
台
像

M
R
K
V
K
V
N
.
s
.
H
U

護
，
肆
，
七
八
)
。

f‘、

已
不
可
解
散
性
(
戶
口
佳
品
。

-
c
r
E
q
v

ω
內
在
的
不
可
解
散
性
Q
S
叩
門
古
岳
泣
。-
C
E
-
-
q
u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布
，
婚
配
的
連
繫
不
應
該
因
信
奉
異
說
，
共
同
生
活
的
困
難
，
夫
婦
某
一
方
面
的
惡
意
離

去
而
解
散
(
鄧
九
七
五
)
;
又
宣
布
，
過
去
和
現
在
，
教
會
無
誤
地
教
導
我
們
，
遵
循
福
音
與
宗
徒
的
訓
示
，
婚
配

的
連
繫
也
不
能
因
夫
婦
某
一
，
一
刀
一
囚
犯
奸
淫
而
解
除
(
鄧
九
七
七
)
。
這
二
個
條
文
(
婚
姻
條
文
之
五
與
七
條

U
直
接

針
對
新
教
人
士
，
但
第
七
條
也
針
對
希
臘
正
教
。
因
希
臘
正
教
根
接
瑪
'
伍
，
卅
二
;
瑪
，
拾
玖
'
九
與
若
干
希
臘

敬
父
們
的
意
見
，
認
為
在
犯
奸
的
情
況
下
，
婚
姻
可
以
解
散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的
定
斷
抵
有
關
基
督
徒
的
婚
姻
。

然
而
，
按
照
天
主
建
立
婚
配
時
所
給
予
我
們
的
命
令
，
一
切
婚
配
，
包
括
末
領
受
洗
禮
，
者
的
婚
姻
門
巴
巴
巳

B
S
E
E

-
o
E
t
s
z
B
)
，
都
是
內
在
地
不
可
解
散
的
。
也
就
是
說
，
不
可
國
一
方
或
攻
方
的
意
願
而
解
除
(
參
致
鄧
二
二
三

四
等
)
。

當
法
利
賽
人
問
耶
穌
，
男
子
可
否
因
無
論
什
麼
原
因
而
休
妻
，
耶
穌
指
著
創
，
貳
，
十
四
，
同
答
說
:
「
凡
天

主
所
結
合
的
，
人
不
可
拆
散
」
(
瑪
'
拾
玖
'
六
)
。
人
們
反
詰
他
，
為
何
梅
瑟
曾
經
吩
咐
人
給
休
書
和
休
妻
呢
(

申
，
貳
肆
，
一
)
?
耶
穌
說
:
「
梅
瑟
為
了
你
們
心
跤
，
准
許
了
你
們
休
你
們
的
妻
;
但
起
初
授
不
是
這
樣
」
)
竭
，

第
三
部

軍

事

論

七
」三二



第
四
溺

型
化
品
有
天
主

七
二
八

拾
玖
，
八
)
。
耶
穌
重
新
建
立
天
主
在
最
初
所
創
立
的
秩
序.. 

娶
一
個
，
他
就
是
犯
奸
淫
」
八
瑪
'
拾
玖
'
九
)
。

拼
居
(
同o
g
w
自
己S
E

甘
~
羽
毛E
h
a
)這
一
保
留
條
款
也
在
此
，
伍
，
卅
二
以
稍
傲
不
同
的
形
式
見
到
(
2
哥
哥
訪
記
『
D

H
S
E
m
h
3
)
，
而
在
谷
，
拾
，
十
一
與
路
，
拾
陸
，
十
八
的
相
對
經
文
中
則
無
之
。
這
一
保
留
條
款
故
經
旬
的
上
下
文
看
1

不
能
解
作

「
不
可
解
散
性
」
的
一
個
例
外
。
事
宜
上
，
耶
穌
願
音
建
立
婚
胡
不
可
拆
散
的
原
初
秩
序
，
並
有
意
地
將
他
的
新
誡
命
與
梅
瑟
所
定
的

寬
鬆
的
法
律
相
對
立
(
參
致
碼
，
伍
，
卅
一
!
卅
一
一
)
。
如
果
我
們
不
願
破
壞
這
一
對
立
，
不
願
聖
肘
買
一
瞄

-
E日典
里
烏
蘭
谷
、
聖
路
加

福
音
(
及
格
前
，
棠
，
十
!
十
一
)
之
間
有
矛
盾
，
我
們
便
應
當
或
者
接
受
傳
統
「
除
此
以
外
」
的
解
釋
法
，
即
准
許
例
外
地
休
妾
，

而
並
不
准
許
重
婿
，
因
此
所
准
許
的
祇
是
分
居
，
或
者
接
受
「
包
括
在
內
」
的
解
釋
法
，
即
並
不
准
許
例
外
地
休
主
，
反
而
把
申
，
貳

拾
肆
，
一
，
所
認
可
的
一
項
休
妻
理
由
(
叩
門
d
孟
子
已
各
自
羞
恥
的
一
件
事
)
包
括
在
不
許
拆
散
的
禁
令
之
內
。
若
採
取
後
一
種
解

釋
，
那
末
「
拼
居
」
這
一
保
留
峰
款
應
該
放
入
括
號
內
並
詳
成.. 

「
休
冀
的
那
個
人
|
即
使
是
因
為
她
犯
了
羞
恥
的
事
(
他
也
不
應
該

休
她
)
|
娶
了
另
一
個
，
他
就
犯
了
奸
淫
」
(
碼
，
伍
，
卅
一
一

.• 

「
除
非
因
為
拼
屆
」
)
。
第
一
種
解
釋
始
自
里
熱
心
維
厄
英
，
它
的
困

難
是.• 

猶
太
人
並
無
措
配
關
係
繼
續
存
在
而
分
居
的
習
俗
。
第
二
種
解
釋
所
遇
到
困
難
(
只-E
S
σ
)
，
則
是
語
言
學
上
的
困
難
。
另

外
還
有
一
種
可
能
的
解
釋
(
由H
-
g
m叩
門4
3

所
提
)
，
就
是
給
予
F
E
S
Z
S

以
特
妹
意
義
:
不
合
法
即
亂
倫
的
關
係
(
但m
m
w
g
a
m

扭
曲
閉
目
庄
戶
。
口
)
，
參
致
聾
例
，
伍
，
一
。
惟
有
這
種
關
係
才
有
理
由
要
求
休
妻
。

聖
保
碑
林
向
結
婚
的
人
宣
布
下
述
規
律
，
並
說
這
是
天
主
的
命
令

.. 

「
妻
子
不
能
離
開
她
的
丈
夫
，
丈
夫
不
能
休

離
他
的
妻
子
，
如
果
夫
婦
某
一
方
面
離
開
了
另
一
位
，
那
末
另
一
位
就
不
應
該
重
婚
八
格
前
，
棠
，
十
|
十
一
)
。

妻
子
在
丈
夫
生
時
，
與
另
一
男
子
結
婚
，
就
是
犯
了
奸
控
門
羅
，
架
，
三
)
;
祇
布
在
丈
夫
死
了
以
後
，
她
才
有
重

婿
的
自
由
(
羅
，
棠
，
二
;
格
前
，
梁
，
卅
九ν
。

最
初
九
世
紀
的
教
文
們
幾
乎
都
認
為
，
在
犯
奸
淫
的
情
形
下
，
許
可
休
退
犯
罪
的
一
方
，
然
而
不
准
重
婚
(
參
放
巴
斯
骨
﹒
海
美

「
無
論
誰
休
自
己
的
妥
子i
除
非
因
為
糾
肘
l

而
日



M
U
S
S月
Z
Z
B
P
P
〉
U
E迪
、.• 
『
〈U
F
O
-
聖
儒
斯
定
護
教
書
，
查
，
十
五
;
盟
力
山
大
里
的
克
來
孟
雜
記
，
試
，
廿
一
一
了
一
四
五
，

3
.

，
奧
力
振L
E
〉
h
b
h
h
P
.
E
-
N
品
)
。
有
些
教
文
如
里
巴
西
略
(
書
信
一
八
八
，9
)

，
聖
愛
比
法
(
因
a
w
-
-
w
g
u恥
)
與
安
博

羅
夏
斯
特
(
〉g
z
a

注
目
對
整
則
，
棠
，
十
一
)
等
人
，
由
於
瑪
'
伍
，
卅
二
與
拾
玖
，
九
，
並
且
受
了
民
法
的
影
響
，
在
姿
于
犯

奸
淫
時
，
准
許
離
婚
與
重
婚
。
里
奧
斯
定
則
絕
對
主
張
婚
配
的
不
可
拆
散
性
，
即
使
是
在
犯
奸
的
情
況
下
，
也
不
例
外
。
加
耶
當

(
c
a
B
S
)、
盎
博
﹒
格
達
林
(
K
F
B
可
8

戶
口
回
口
已Y
R
E
5
)
、
愛
拉
斯
摩
(
即
扭
曲gg
o

肉
同
。
冉
冉
而
且
曲
目
)
卸
叉
回
到
盎
博
羅
夏
斯
特

的
意
見
，
但
是
，
與
新
數
人
士
不
同
的
一
點
是
，
他
們
堅
持
惟
在
教
會
權
威
的
許
可
下
，
始
准
離
婚
(
外
在
的
可
拆
散
性

U
。

婚
配
的
不
可
解
散
佳
的
內
在
原
因
是
于
女
的
體
育
與
德
育
的
安
全
，
夫
婦
忠
信
的
保
障
，
模
仿
基
督
與
教
會
的
不
可
分
散
的
結

合
，
家
庭
與
社
會
的
福
利
。

ω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
外
在
的
可
解
散
性

基
督
徒
已
完
成
(
即
已
完
成
夫
妻
行
為
)
的
婚
配
(
ζ且
已
目
。
E
C
E
E
E

呂
立

η
g
m
Z
E
自
己

z
g
)是
基
督
與
敬

會
的
不
可
分
散
的
結
合
之
完
美
肯
像
，
不
能
由
外
在
力
量
解
散
，
卸
任
何
人
間
的
權
威
不
指
使
之
拆
散
(
法
，
一
一

一
八
)
，
但
基
督
徒
尚
未
完
成
(
即
未
完
成
夫
妻
行
為
)
的
婚
配
鬥
崑
旦
旦

B
S
E
B
E
E
B

口
。
口
的
。
口

m
c
s
g
m
E
B
)
是
可

以
解
散
其
婚
約
的
。
按
照
教
會
幾
世
紀
來
的
訓
示
與
習
例
，
這
樣
的
婚
配
在
夫
婦
之
一
宣
發
修
會
大
願
鬥
〈
。
z

g
F
S
E
m
)時
，
或
經
教
宗
因
重
大
事
故
予
以
許
可
時
，
可
予
解
散
(
鄧
九
七
六
;
法
，
一
一
一
九
)
。

教
宗
亞
力
山
大
三
世

(
H
H
S
l
H
H
∞
匕
以
聖
人
的
實
例
為
依
揍
，
准
許
在
婚
姻
尚
未
完
成
以
前
，
夫
婦
之
一
進
入
修
會
，
即
使
另

一
位
反
對
時
也
不
例
外
，
並
准
許
另
一
位
再
婿
，
因
他
們
二
人
尚
未
成
為
「
一
體
」
(
鄧
三
九
五
!
一
一
一
九
六
)
。
同
樣
地
，
依
諾
森
三

世
(
鄧
四
O
九
)
與
以
後
的
教
會
法
律
都
忘
此
克
已
土
林
神
學
視
入
修
會
為
一
種
精
神
方
面
的
死
亡
，
這
時
人
對
塵
世
已
經
死
去
(
參

攻
h
H
h
』v
h
v
N

•• 

2
.

心
)
。

第
一
位
給
尚
未
完
成
的
婚
配
以
解
散
許
可
的
數
宗
是
亞
力
山
大
三
世
。
自
十
三
世
紀
起
，
教
律
學
家
普
遍
承
認
教
宗
有
給
于
此
項

許
可
之
樓
，
但
是
，
大
多
數
神
學
家
否
認
教
宗
有
此
特
權
。
由
於
教
京
馬
丁
五
世
與
歐
靜
四
世
都
會
運
用
過
這
一
權
利
，
弱
冷
程
的
安

第
三
部
建

哥華

論

七
二
九



第
四
綠

聖
化
者
天
主

七
一
一-
o

東
寧
(
〉
口H
g
z
t
E
O
H
E
B

斗
』E
8
)
與
道
格
娑
注
的
若
望
已
。
Z
C

『
吋
O
H
A
E
m
g且
但

I寸
H
S
S
採
收
了
折
衷
理
論
。
以
後

，
雖
然
許
多
神
學
家
們
仍
舊
否
認
教
心
亦
有
准
許
解
散
未
完
成
的
川
之
稚
，
叮
拉
山
削
伯
特
權
的
聲
辰
一
絃
來
愈
高
，
因
它
可
以

V
M證
宗
座
運

用
此
權
的
史
賞
。
自
教
叭
叭
木
結
十
凹
世
(
白gm
已
E
H
H

〈
之
一
。
|
】
討
扭
扭
，
它
成
了
一
頓
普
遍
接
受
的
見
解
。

基
於
保
祿
特
許
(
句
。
已-S
P
E
-
-
o
m
o
格
前
，
祟
，
十
二
等
)
，
未
餌
受
洗
禮
者
的
婚
姻
，
即
使
已
經
完
成

(
崑
旦
旦B
S
E
E
-

。
但t
g
z
5
)，
右
其
中
一
位
做
洗
入
敬
，
而
另
一
位
拒
絕
與
之
和
平
相
處
峙
，
可
以
解
散
婚
約0

，
在
歇
會
傳
承
中
，
盎
博
羅
夏
斯
特
首
次
為
「
基
於
信
仰
的
兩
解
散
性
」
辯
護.. 

n
S
E
E
m
-
g
g
g
n
H
Z
S
E
M

。
玄
之C
M

S
自
R
E
S
戶
戶
已
門
口
自
m
z
s
u
O
C戶
2

安
全
宮
門
口
而
且
口
口
口
ω
2

日
自
]
戶
戶
口
。
也

C
F
Z
的
(
解
釋
格
前
，
棠
，
十
五
)
。
奧
斯
定
卸
認
為
聖
保
驗
所

許
可
的
離
婚
並
不
是
指
配
關
係
的
解
餘
，
而
祇
是
分
居
。
教
會
的
學
術
界
(
指
拉
先
∞

B
E
D
-
彼
得
﹒
陸
巴
H
U叩
門
叩
門
戶
。5
宮
門
已
5
)

與
教
會
法
律
(
克
來
孟
三
世
，
依
諾
蘇
三
世
)
都
採
取
徒
搏
羅
夏
斯
特
的
意
見
(
參
放
郵
四
O
五
等
;
法
，
一
一
二
O
!
一
一
一
一
七
)
。

第
三
節

婚
配
軍
事
的
外
在
記
號

一
、
M
W配
聖
寧
與
M
W約
相
同

基
督
籠
中
闊
的
任
何
有
娘
的
婚
約
本
身
就
是
軍
事
!
|
確
定
意
見

由
於
基
督
將
本
質
地
就
是
婚
約
的
原
始
的
自
然
婚
配
，
提
日
升
為
一
明
您
能
的
看
效
記
號
，
婚
配
監
事
宜
際
上
與

婚
約
相
合
。
因
此
，
基
督
徒
中
間
的
一
切
有
放
的
婚
約
，
堅
於
天
主
的
積
極
命
令
，
同
時
也
就
是
舉
事
。
根
據
為
亞

美
尼
亞
人
所
頒
布
的
文
告
，
立
約
者
攻
方
所
表
示
的
意
願
交
換
(
4此
非
司
錯
的
祝
福
)
是
婚
配
學
事
的
主
動
因
鬥
鄧
七

。
二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告
訴
我
們
，
沒
有
教
會
所
子
的
合
作
，
而
軾
由
立
約
者
攻
方
自
由
宣
布
的
意
願
所
結
的

秘
密
婚
配
是
有
殼
的
，
社
需
蔽
會
不
宣
布
其
為
無
故
(
吋
忌
、
是
艾
女
告
;
鄧
九
九
O
;
參
致
鄧
三
三
四
，
四
O
四
)
。

教
宗
比
約
九
世
、
良
十
三
世
與
比
約
十
一
世
都
明
白
空
稱
，
在
基
督
徒
的
婚
配
中
，
草
草
木
能
與
婚
約
分
閉
，



因
此
，
在
基
督
徒
中
間
，
一
切
真
正
的
婚
配
本
身
就
是
聖
事
.. 

O
B
B

古
帝

H
C
Z
-
m
t
g
g
y
m
H
C
B

古
早
已

M
H
O
H
m
o
g
串

g
R
H
H
O
B
S
Z
E

門
良
十
三
世
;
鄧
一
八
五
四
;
參
致
鄧
一
六
四0
，
一
七
六
六
，
一
七
七

。
。
2
c
m叫E
B

三
，
二
二
三
七
;
法
，
一
。
一
二
〉
。

二
、
婚
約
即
聖
事
記
我

由
於
婚
記
里
事
與
婚
約
實
際
上
完
全
一
致
，
聖
事
的
外
在
記
號
單
獨
地
寓
於
婚
約
之
中
，
也
就
是
說
，
在
於
立

約
攻
方
以
言
語
或
行
動
所
表
達
的
意
願
中
。
當
這
一
意
願
表
達
指
示
夫
婦
生
活
之
權
的
傳
授

C
S
古

S
G
5
)
時

，
我
們
可
視
之
為
聖
辜
的
材
料
，
當
它
指
示
此
權
的
接
納
時
，
我
們
叉
可
視
之
為
聖
辜
的
形
式
(
參
致
法
，
一

O
八

一
，
第
二
節V
。

司
鐸
的
前
一
隔
不
屬
於
墓
辜
的
本
質
，
而
祇
是
加
於
單
車
的
→
個
類
墓
事
而
已
。

=
一
、
錯
誤
意
見

下
列
各
種
企
圖
將
婚
配
聖
事
與
婚
約
分
野
的
意
見
，
都
與
教
會
的
上
述
訓
道
不
相
容

•• 

H
梅
爾
喬
﹒
剛
諾
(
宮
晶
戶
口
r
E
H
n
m口
。
。

-
M
Y
+
5
8
)
認
為
婚
約
是
婚
配
聖
事
的
材
料
，
而
司
鐸
的
前
福
為
聖
事
形
式
。

艾
斯
底
烏
斯
(
即
告
也
、
錫
爾
菲
烏
斯
(
2日4
宮
個
)
、
多
勒
都
斯
(
4已
m
g
m
)、
都
奈
利
(
吋S
自
己
也
等
人
承
其
餘
緒
。

持
嘉
俾
商
﹒
偵
司
董
(
。
但
『
門
前
-
〈
h
H
N
O
S
H
-
ω

﹒
』
﹒
+
H
S
A
H
)雖
認
為
聖
事
的
全
部
外
在
記
號
是
婚
約
，
但
他
卸
以
為
祇
在

立
約
衷
方
有
意
領
受
車
窗
事
時
，
婚
配
才
成
為
里
事
;
比
路
亞
(
切
自
5
3
)
、
高
內
(
。
。
但
叩
門
)
等
均
作
如
是
觀
。

目
許
多
加
刺
剛
主
輯
與
若
瑟
芬
主
義
(
。
但
自
-
n
g
戶
口
自
此
』a
s
r
s
S
神
學
家
，
如
道
明
的
安
東
尼
(
〉
口
子
。
忌
。
問
。
。

S
F
H
H
Z

都
三
部
連

學

諭

七
三
一



第
四
鋸

里
化
者
天
主

七
三
二

-
T
H
S
S
與
若
望
﹒
勞
諾
阿
Q
m
S
F
S
p
a
ι
a
E茁
)
為
了
顧
全
政
府
公
誼
婚
配
的
價
值
，
說
婚
配
聖
辜
的
全
部
外
在
記
號
祇
是

司
蟬
的
前
福
，
並
親
婚
約
祇
是
婚
配
聖
事
的
一
個
先
決
條
件
。

在
希
臘
正
教
神
學
中
，
自
十
九
世
紀
以
來
，
將
婚
約
與
婚
配
軍
事
分
開
。
大
多
數
希
臘
正
教
神
學
家
說W
A方
的
同
意
為
材
料
，
而

以
司
蟬
的
祈
輯
與
前
一
幅
為
聖
辜
的
形
式
，
因
而
以
司
鐸
為
婚
配
聖
事
的
施
行
者
。
有
些
現
代
蘇
聯
神
學
家
則
以
司
鐸
所
行
的
宗
教
禮
節

為
聖
辜
的
全
部
記
號
。

第
四
節

揖
麗
華
車
的
功
數

一
、
婚
配
的
連
學

軍
事
性
竭
的
宜
生
揖
麗
的
連
瓏
，
值
錯
緝
的
軍
芳
連
舍
於
一
生
不
可
分
離
的
共
同
生
活
之
中

1
l

信
理
(
鄧
九

六
九
)

里
奧
斯
定
將
「
配
不
能
因
夫
婦
的
分
離
，
也
不
能
因
與
他
人
結
合
」
而
解
散
的
婚
配
連
繫
(
ρ
Z
F
E
g
n
g
」c
m
m
-
0
)
與
不
可
磨

誠
的
觀
禮
的
印
記
相
比(
b
n迪
"
也
立r
a
n
§
n
R
h
v

.• 

H
H
O
W
H
M
)。
然
而
婚
配
聖
事
不
像
就
睡
，
並
非
絕
對
地
不
可
重
領
，
而
祇

是
相
對
地
不
可
重
價
，
也
就
是
說
，
在
結
擋
的
伴
侶
生
時
，
是
不
可
重
領
的
。
在
婚
期
伴
侶
過
世
後
，
可
以
締
第
二
次
和
再
次
以
上
的

指
約
。
歇
會
控
照
聖
保
融
的
教
訓
(
罷
，
棠
，
二
等
;
拉
拉
肘
，
棠
，
八
等
，
如
九
等
;
弟
前
，
伍
，
十
四
等
)
，
始
終
堅
持
夫
婦
之
一

逝
世
後
另
一
位
重
娟
的
合
法
性
而
擴
棄
蒙
丹
派
、
諾
伐
軒
派
與
希
臘
教
會
的
嚴
峻
風
氣(
2
.
k
g
g
m
R
F
h
叫h
h、
k
v
h

.• 
ω
ω
 
•• 

重
婚

乃
「
合
乎
暐
俗
的
奸
控
」
;
聖
巴
西
略
書
信
，
壹
捌
捌
，
第
四
條
)
。
教
冷
翠
大
公
會
議
在
為
雅
各
俾
派
所
頒
布
的
文
告
中
宣
布
，
不

僅
第
二
次
搭
配
，
第
三
、
四
次
以
及
一
一
冉
繼
續
亦
為
歇
會
所
許
可
(
n
s
L
m立
品

ω
♂
參
致
鄧
四
二
囚
，
四
五
五
;
法
，
一
一
四
一
一
〉
。

二
、
婚
配
的
恩
寵



揖
配
軍
事
輯
串
串
竭
配
耳
旁
以
軍
他
恩
曬

l
l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宣
布
:
如
有
人
說
婚
配... 

並
不
授
與
恩
寵
，
此
人
當
受
絕
罰
」

B
M
W再
也B
S
E
B
-
-
-口
2
E
m
B
E
E
-
-
-
S口
P
H
R
.〉
-
m﹒
鄧
九
七
一
;
參
致
鄧
九
六
九
)
。
婚
配
車
事
飯
是
處
肝
、
恩

寵
境
界
的
人
所
領
受
的
車
事
，
由
它
本
身
會
增
加
聖
化
恩
腎
。
婚
配
聖
事
所
賦
予
的
恩
龍
以
特
殊
方
式
有
益
於
聖
事

的
目
的
.. 

它
聖
化
結
婚
的
夫
婦
，
給
予
他
們
超
性
的
力
量
，
使
他
們
能
滿
全
婚
姻
生
活
的
責
任
。
與
聖
化
恩
寵
一
同

蒞
臨
的
，
是
獲
得
現
恩
的
權
刺
，
這
種
現
恩
，
「
在
夫
婦
二
人
為
盡
婚
姻
生
活
的
職
守
所
需
要
時
，
必
能
獲
得
」
(

比
約
十
一
世
語
;
郵
二
二
三
七
)
。

在
土
林
學
派
初
期
與
鼎
盛
時
期
，
許
多
神
學
家
!
如
亞
培
拉
(
〉

σ
叩
-
R
e的
弟
子.. 

赫
曼
(
因
叩
門gg

志
、
值
得
﹒
陸
巴
、
值
得

﹒
剛
道
q
g
叩
門
口
S
S
H
)
!
與
許
多
教
律
學
家
(
如
吋
穹
的
h
g
h
b
o汪
古

R
h
s
E
G
E
H
帆§
d
b

閃
閃
可2
.

切
叩
門
口
自
丘
之
可
2
5
、

自
g
H

呵
。
問ω
昂
m
H
H由
戶
。
)
，
也
於
他
們
對
婚
配
的
聖
事
性
的
不
確
切
認
識
，
誤
認
為
婚
配
聖
事
雖
然
是
一
件
防
惡
得
救
的
方
法
，
但
不

給
予
聖
化
恩
寵
。
聖
多
瑪
斯
始
終
一
致
利
用
聖
事
的
概
念
，
告
訴
我
們
，
婚
配
像
新
約
的
其
他
聖
事
一
樣
，
不
僅
是
恩
寵
的
象
徵
'
而

且
是
獲
得
恩
寵
的
原
因
(
參
致
護
，
肆
，
七
八;
h
軸
心M
V
N

•• 

b
w
ω
)
。

門
印
戶
A
Z
H個

已
-
u
n
m
H

戶
帥
"

第
主
動

施
行
與
領
受
揖
軍
軍
事
的
人

一
、
婚
酷
的
玖
才
是
些
擎
的
施
行
者
與
領
受
者

揖
麗
的
軍
方
彼
此
施
行
蜻
配
軍
事il

確
定
意
見

由
於
璽
配
里
事
的
本
質
祇
寓
於
婚
約
中
(
參
見
第
三
節
)，
結
婚
的
攻
方
是
聖
事
的
施
行
者
兼
頓
費
者
。
當
灰

第
三
部

雪

學

論

七
三
三



第
四
鋸
即
一
一
化
者
天
主

七
一
一
一
四

方
彼
此
接
受
對
方
的
許
諾
時
，
一
方
給
另
一
方
施
行
聖
事
。

司
鐸
搞
教
會
的
代
表
聽
到
衷
方
願
意
的
許
諾
並
祝
福
他
們
，
他
祇
是
婚
配
的
證
人
及
伴
隨
禮
儀
的
施
行
人
。
歇
會
法
律
明
定
，
在

特
餘
情
祝
下
，
沒
有
司
鐸
在
場
的
婚
配
也
是
有
殼
的
(
法
，

-
O
九
八
)
。

二
、
有
效
性

為
使
婚
配
聖
事
之
施
行
與
領
受
成
為
有
殼
，
必
績
有
下
列
各
點
.. 

科
婚
配
攻
方
必
績
是
受
了
洗
禮
的
人
。

H
H至
少
要
有
作
教
會
所
作
之
辜
的
隱
含
意
向
。

目
設
者
使
婚
配
無
殼
的
阻
擋
。

的
遵
守
教
會
所
研
定
的
方
式
(
在
本
堂
神
文
與
兩
位
證
人
前
;
法
，-O
九
四
)

法
，
一
O
九
八
，
-
O
九
丸
，
第
二
條
:
兩
位
非
天
主
教
徒
的
婚
姻
)
。

→
位
受
前
者
與
一
位
未
受
洗
者
結
婚
，
對
於
受
洗
者
，
這
婚
配
是
否
為
一
一
積
雪
事
性
婚
桐
，
這
個
問
題
尚
在
討
論
中
。
兩
位
未
受

就
者
的
婚
姻
，
在
他
們
受
就
時
，
其
婚
姻
是
否
被
提
昇
到
車
事
境
界
，
也
是
尚
在
爭
論
的
問
題
。
對
於
第
一
個
問
題
，
我
們
可
以
肯
定

地
回
答
:
領
受
了
就
禮
的
人
有
領
受
里
辜
的
能
力
，
而
未
受
前
的
人
有
施
行
這
一
軍
事
的
能
力
。
對
於
第
二
個
問
題
，
下
面
的
事
實
似

乎
促
使
我
們
作
否
定
的
答
覆
，
因
為
婚
約
締
結
之
時
，
也
就
是
婚
配
聖
事
成
功
之
時
。
另
一
方
面
，
假
使
我
人
認
為
結
婚
以
後
領
受
就

盟
的
夫
婦
，
一
生
不
能
獲
享
婚
配
聖
事
的
恩
寵
，
也
似
乎
很
難
說
得
過
去
。

，
除
非
教
律
指
示
了
例
外
(

一
、
合
法
性
與
妥
善
性



合
法
地
施
行
與
領
受
婚
配
聖
事
，
必
讀
沒
有
禁
止
婚
配
的
阻
擋
與
使
婚
配
無
殼
的
阻
拾
。
妥
善
地
施
行
與
領
受
聖
事
，
必
須
處
於

恩
寵
境
界
。
按
照
許
多
神
學
家
的
可
靠
意
見
，
不
妥
善
地
領
受
的
聖
事
，
當
夫
婦
回
歸
恩
寵
境
界
時
，
能
依
復
其
功
殼
。

第
六
節

教
會
對
婚
配
軍
事
所
有
的
權
力

一
、
教
會
的
轄
治
權

在
信
友
們
的
揖
配
事
務
土
，
凡
是
涉
及
蜻
配
軍
事
者
，
歡
會
具
有
立
法
與
司
法
的
本
有
而
獨
一
無
二
的
權
力

l

確
定
意
見
內
參
致
法
，
一O
一
六
，
一
九
六
O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針
對
新
教
人
士
，
定
斷
敬
會
有
權
增
添
助
，
拾
捌
'
六
等
所
列
舉
的
有
關
親
屬
結
合
的
阻

擋
，
制
定
其
他
使
婚
配
無
殼
的
健
例
，
免
除
某
些
緊
倒
(
祇
要
不
是
自
然
律
與
神
律
方
面
的
阻
擋
;
鄧
九
七
三
|
九

七
四
，
九
七
九
)
，
並
把
婚
姻
案
件
提
交
教
會
法
庭
裁
判
(
鄧
九
八
一
一
)
。
比
約
六
世
責
斥
了
比
斯
道
會
議
內
一
七

八
六
U
的
下
列
議
決
為
異
議
.. 

教
會
本
身
不
能
制
定
與
免
除
使
婚
配
無
殼
的
禁
例C
E
O
℃
H
O
-
-。)
，
而
祇
能
藉

國
家
授
予
教
會
的
權
力
而
為
之
內
鄧
一
五
五
九
)
。
參
見
比
約
九
世
的
異
說
目
錄.. 

六
八
至
七
0
條
們
都
一
七
六
八

l

一
七
亡
。
〉
。
比
約
六
世
給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第
十
二
條
議
決
(
鄧
九
八
一
一
)
所
下
的
正
確
解
釋
如
下

.. 

已
領
洗

者
的
一
切
婚
配
案
完
全
屬
於
教
會
的
轄
治
權
，
因
為
基
督
信
衷
的
婚
配
是
新
約
的
七
件
里
事
之
一
，
而
七
件
聖
事
之

施
行
完
全
屬
於
教
會
(
鄧
一
五
O
O
a
;

參
放
鄧
一
七
七
四
)
。

教
會
特
有
的
婚
配
立
法
蝴
自
聖
保
祿
(
格
前
，
樂
)
。
自
第
四
世
紀
起
，
若
干
地
方
性
會
議
制
定
了
使
婚
配
無
殼
的
條
例
，
如
艾

殊
拉
(
自
旦
旦
)
會
議
(
約
三
O
六
年
，
第
十
五
條•• 

宗
教
信
仰
的
不
同
)
，
新
凱
撒
利
亞
會
議

(
Z呵
。
n
S
Z
Z

曲
了
一
一
凹
|
三
二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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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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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編

型
化
學
天
主

七
三
六

年
間
，
第
二
條.. 

訕
訕
屬
關
保
)
，F口
吋
門
已
}
]
Q八M
U諾
(
一
九
九
二
年
，
第
扛
一
一
一
條

.. 

叫
說
關
條
)
。
但
一
本
川
弘
一
封
的
主
前
們
也

J
H
A叩
菊
仙
注

婚
配
法
律
的
權
力
，
但
是
他
們
多
少
絃
重
歇
會
的
一
看
訟
。
凶
此
在
此
沾
上
，
離
如
扯
丈
到
限
制
的
，
但
走
出
則
上
太
談
談
止
，
而
且
流

傳
頗
廣
。
在
中
古
初
期
，
教
會
所
街
，
有
的
制
定
信
友
婚
血
、
山
的
特
權
與
軒
的
稚
，
在
民
非
茲
仔
歡
心
恕
的
封
久
此
衡
中
，

P
M糊
的
佔
γ
J

上
害
。
在
葛
拉
先
通
訊
訊(
C可
叭H
H
E
H
H
w
h
b
R

可
閃
閃
約
一
一
凹0
年
)
中
，
基
對
七
衷
的
配
規
律
J玟
俱
到
了
笠
接
站
極
的
地
步
。

二
、
國
家
的
榷
力

國
家
有
權
處
理
婚
約
中
純
粹
此
法
上
的
事
務
(
公
民
狀
況
、
婚
蚓
對
財
產
的
處
理
、
迫
注
祉
，
泓
)
，
在
發
生
有
闊
的
缺
揣
峙
，
國

家
有
權
予
以
裁
奪
。
教
合
法
血
(
一O
一
六
條.. 

「
國
本
椎
刀
有
關
純
制
措
州
之
此
事
故
力
的
心
川
的
挺
不
泣
此
以
」
(
由
自

-
E
B
B


旬
m
S
E
E
n
-
i
F
H
U
R
m
m
S
H
E
n
p

門
E
B

叩
門
白
白
Z
H
-
2
2
z
m已m
g

自
己
已
g
o
E
P
m
『r
R
5
.
)
。
如
米
闕
，
泌
的
立
法
權
則
司
法
權
位
在

了
教
會
的
轄
治
權
，
教
什
不
能
承
認
具
有
奴
性
。
凶
此
教A
M
H
把
他
國
以
做
制
位
支
按
交
以
府
采
泣
的
媽
也.. 

札U
A
M
U
-

小
視
公
溢
的
婚
配
為

真
正
的
婚
配
，
而
僅
僅
說
之
為
一
種
法
律
的
形
式
而
已
。



第
五
編

完
成
者
天
主



末
日
完
成
諭
(
開ω
n
r
m片。
-
。mw
1
)

第
一
幸

個
人
的
末
日
完
成

第
-
節

誼
死
亡

一
、
兌
亡
的
來
源

在
數
贖
的
現
時
聽
摩
中
，
死
亡
是
-
種
罪
罰
!
l

信
理

特
倫
多
大
合
會
議
在
有
關
原
罪
的
文
告
中
告
訴
我
們
，
亞
當
違
犯
了
天
主
的
命
令
，
招
至
了
天
主
曾
經
警
告
過

他
的
死
亡
，
他
並
把
死
亡
遺
留
給
全
人
類
(
鄧
七
八
八
;
參
砍
鄧
一
。
一

l

一
七
五
)
。
雖
然
人
因
為
由
不
同
成
份
所

組
成
，
按
其
天
性
言
必
有
死
亡
，
但
是
啟
示
告
訴
我
們
，
他
原
來
賦
有
在
天
閩
中
肉
身
不
死
的
「
天
性
以
外
的
恩
物
」

(
M
E
R
B旦旦
且

m
F
P
)。
當
他
違
犯
了
改
驗
性
的
天
主
命
令
時
，
天
主
曾
經
警
告
過
他
的
死
亡
，
遂
臨
到
他
身

上
。
創
，
貳
，
十
七.. 

「
你
在
那
一
天
吃
了
，
必
然
要
死
」
。
盞
，
十
九.. 

「
你
必
鎮
汗
流
滿
面
，
才
能
得
食
，
直

到
歸
於
土
中
，
因
為
你
是
由
土
來
的
」
。

聖
保
祿
以
最
清
姓
的
方
式
教
訓
我
們
，
死
亡
是
亞
當
之
罪
的
後
果
。
羅
，
伍
，
十
二

.. 

「
就
如
罪
惡
藉
著
一
人

進
入
7
世
界
，
藉
若
罪
惡
，
死
亡
也
進
入
了
世
界
，
這
樣
死
亡
就
殃
及7
眾
人
，
因
為
眾
人
都
犯
了
罪
」
(
參
致

羅
，
伍
，
十
五
;
捌
，
十
;
格
前
，
拾
伍
，
廿
一l
廿
二
)
。

第
三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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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編

完
成
者
天
主

七
悶
。

里
奧
斯
定
維
護
啟
示
的
訓
道
，
反
對
自
拉
奇
派
人
士
，
因
後
者
否
認
人
原
來
共
有
天
性
以
外
的
恩
物
，
並
且
主
張
死
亡
祇
來
自
人

的
天
性
。

對
於
成
義
的
人
，
死
亡
失
去
了
罪
罰
的
特
質
，
而
祇
是
一
種
罪
的
後
果

(
3
8個
-
g
m
)。
基
督
與
瑪
利
亞
酷
無
原
罪
，
死
亡
對
於

他
們
配
不
是
罪
之
罰
，
也
不
是
罪
的
後
果
。
死
亡
間
是
人
性
的
一
部
分
，
對
於
他
們
是
一
件
自
然
的
事
(
神
，
貳
之
貳
'
二
八
四
，

1
.

，
盞
，
十
四
，2
)
。

三
、
兌
亡
的
普
遍
性

人
人
都
有
聽
罪
，
都
受
制
於
死
亡
的
規
律
|
|
信
理
們
鄧
七
八
九
)

聖
保
祿
將
死
亡
的
普
遍
性
基
於
原
罪
的
普
遍
性
(
羅
，
伍
，
十
二
)
，
參
致
希
，
玖
，
廿
七.• 

「
人
規
定
了
必

須
一
死
」
。

然
而
有
些
人
獲
得
殊
恩
，
兔
於
死
亡
。
聖
經
告
訴
我
們
，
厄
諾
客
(
民
g
s
g

敢
接
升
天
，
沒
有
見
到
死
亡
(
希
，
拾
壺
，
五

;
參
致
創
，
伍
，
廿
四
;
德
，
肆
肆
，
十
六
)
，
厄
利
亞
(
開
聞
自
由
)
被
一
陣
風
送
到
天
上
(
列
下
，
貳
，
十
一
;
加
上
，
貳
，
五
八
)

。
自
戴
繭
都
良
以
後
(
b問
§
執
法
9
8
)

，
許
多
敬
父
與
神
學
家
根
攘
默
，
拾
壹
，
一
二
等
，
認
為
他
們
二
人
要
在
世
界
末
日
再
來
為

基
督
作
誼
，
並
殉
難
死
亡
。
不
過
這
種
意
見
不
一
定
正
確
。
較
新
的
聖
經
注
釋
家
認
為
默
示
錄
所
述
的
兩
位
作
證
的
人
為
梅
瑟
與
厄
利

亞
，
或
(
末
日
時
)
與
他
們
相
似
的
人
。

聖
保
融
教
訓
，
當
基
督
再
來
時
，
那
些
還
在
世
上
的
義
人
，
「
將
不
會
安
眠
」
(
死
亡
)
，
卸
要
立
即
轉
變
。
格
前
，
拾
伍
，
五

一.• 

「
我
們
眾
人
不
全
死
亡
，
但
我
們
眾
人
卸
全
要
改
變
」
。
(
通
俗
本
聖
經
的
讀
法
並
非
最
可
靠
的
;
參
放
得
前
，
肆
，
十
五
等
)

。
里
多
瑪
斯
(
神
，
貳
之
壹
‘
，
八
一
，
3
l
1
)
解
釋
，
聖
保
祿
並
非
否
認
眾
人
都
要
死
，
而
祇
指
示
他
們
的
死
亡
是
一
個
很
鍾
的
睡

眠
。
然
而
這
一
解
釋
自
聖
經
註
釋
學
觀
點
來
若
是
不
可
靠
的
。



三
一
、
兌
亡
均
意
義

死
亡
到
臨
時
，
行
善
工
和
犯
罪
的
時
間
以
及
回
心
向
主
的
可
能
性
，
都
完
全
停
止

!
i

確
定
意
見

奧
力
握
的
清
除
說
(
〉
苟
且g
m
g
叩
門
叩
門
佇
立
門
戶
口

0
)與
教
會
的
信
道
相
悸
。
但
認
為
受
、
永
罰
的
天
使
典
人
格
於
會
凶
心
歸
主
。
與
教

會
信
道
相
悴
的
還
有
古
代
與
現
代
很
盛
行
的
靈
魂
遷
移
說
或
輪
心
站
(
刊
Z
E
m

叫
阻
止
。
口
。
同
g
c
r
v
g
B
m
B
H
V

的
可n
g
m
.♂

2
.

g
n
S
B
t
8
)
!古
代
主
張
此
說
者
為
畢
達
哥
拉
斯
(
旬
至
目
的
。
E
m
)
、
拍
拉
國
、
諾
斯
底
士
派
人
士
與
摩
尼
派
人
士
，
近
代
則
為
通

靈
派
人
士
，
(
吋Z
a

。
可
}
正
當
)
。
按
照
此
說
，
靈
魂
離
開
了
某
一
肉
體
，
便
進
入
另
一
肉
體
，
直
到
它
完
全
淨
化
，
臻
於
、
永
遠
的
一
喝

樂
為
血
。五

四
三
年
，
君
士
坦
丁
堡
會
議
譴
責
奧
力
握
的
清
除
講
內
部
一
一
一
一
)

長
們
會
擬
定
斷
死
後
不
再
有
成
義
可
能
之
信
理
(
而
且
N﹒
h
2.• 

J國
g
d

永
世
的
賞
罰
以
現
世
功
過
為
準
，
這
是
聖
經
的
一
項
基
本
道
理
。
碼
，
貳
伍
，
卅
四
等
告
訴
我
們
，
至
上
的
審

夠
者
將
以
現
世
善
工
的
完
成
與
欠
缺
為
審
判
的
標
準
。
作
惡
的
富
翁
與
可
憐
的
拉
回
祿
在
永
世
中
隔
若
巨
大
的
深
淵

門
路
，
捨
陸
，
廿
六
)
。
現
世
生
活
的
時
臼
是
「
白
天
」
'
是
工
作
的
時
候
;
死
後
的
時
日
是
「
黑
夜
，
夜
裡
沒
有

人
能
工
作
」
(
若
，
玖
'
四
)
。
聖
保
祿
讀

.. 

「
各
人
照
他
在
肉
身
內
所
行
的
，
或
善
或
惡
，
領
取
相
當
的
報
應
」
門

格
後
，
伍
，
十
)
。
為
此
他
勸
勉
我
們
，
「
趁
我
們
還
有
時
間
」
，
要
行
善
事
(
迦
，
陸
，
十
;
參
致
獸
，
京
，
十
)
。

。
在
第
一
次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中
，
敬

。

教
父
們
中
間
，
除
了
與
英
力
擴
意
見
相
同
的
幾
位
(
尼
沙
的
葛
利
哥
里
、
姐
弟
穆
巴
身
自
己
明
)
外
，
都
主
張
補
贖
與
歸
主
的
時
知

限
於
現
世
。
聖
西
很
連
說
:
「
人
一
離
開
世
界
，
再
也
沒
有
補
贖
的
可
能
性
，
那
時
所
作
補
位
一
無
故
用
。
惟
有
現
世
生
活
決
定
我
們

的
沉
淪
或
得
救
」
(
K
A
h
N
b

向
這
同
時
正§
H
h
F
N印
)
，
(
參
致
託
名
克
來
孟
，
口
的
。
可

•• 

J
N
E
W
N
Z
m
z
u
〉
旬
「
自
己gu
b
咱
這
。
這
忌
、
.

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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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耨

完
成
者
天
主

七四

N
O
W
H
N
U
E
-
r
s
s
F
L
E
e
-
b
h
N

門U
N
-
-
H
F
P
Z
u
g
-
M

刊
Z
K
m
E
F
臣
"
。
問
3
.
n
r
Q
R

陶
N
u
a
E
S
U
ω
"
ω
0
.
)

。

功
績
的
可
能
性
限
於
現
世
的
時
日
，
是
天
主
的
一
項
命
令
。
人
在
永
世
的
命
運
，
有
賴
於
在
現
世
身
體
與
靈
魂
結
合
的
這
一
段
時

期
，
是
很
適
當
的
，
因
為
永
遠
的
賞
罰
也
是
有
關
身
體
與
靈
魂
攻
方
面
的
。
因
此
，
人
必
須
要
在
現
世
生
活
的
時
期
覓
求
永
生
。

第
三
節

個
別
審
判

(
吋
}
呵
。
可
叩
門
紅
的
已
自
』
己
已

m
E
S
H
)

人
死
後
立
刻
有
個
別
審
判
，
在
此
審
判
中
，
由
東
主
決
定
死
者
永
遠
的
命
運
|
|
近
乎
信
盟
的
意
見

許
多
古
代
教
父
(
巴
比
亞
斯3
1
扭
曲
，
聖
儒
斯
定
，
鑒
依
來
內
，
戴
爾
都
良
)
等
主
張
千
年
說
(
門
U
E
F且
眩
目
"
巴
巴8
月

2
旦
個
自
)
。

他
們
以
默
示
錄
(
貳
拾
，
一
等
)
與
舊
約
對
默
西
亞
的
未
來
王
國
的
預
言
為
依
攘
，
主
張
在
死
者
普
遍
復
活
以
前
，
即
在
、
永
一
瞄
開
始
以

前
，
地
上
先
由
基
督
與
義
人
統
治
一
千
年
。
古
代
與
近
代
有
些
離
異
的
支
派
主
張
，
靈
魂
自
與
身
體
分
開
後
，
直
到
它
與
身
體
重
新
結

合
時
，
在
這
一
段
期
間
，
靈
魂
處
於
無
意
識
或
半
意
識
境
界
，
即
所
謂
靈
魂
憩
睡
狀
(
占
百
名
也nr曾
三
或
靈
魂
真
的
死
亡
，
而
後

與
身
體
一
同
甦
醒

Q
r
E
B均
占
n
E
Z
明
)
。
鄧
一
九
三
三
(
也
洛
斯
米
尼
同
g

旦
旦
所
主
張
)
。
這
兩
種
說
法
與
教
會
信
道
相
悼
。

人
死
後
，
其
靈
魂
立
刻
受
個
別
審
判
的
道
理
，
尚
未
經
教
會
定
斷
為
信
理
，
但
是
它
是
下
列
信
理
的
先
決
條
件

:
人
死
後
，
其
靈
魂
立
即
升
天
，
或
立
即
降
至
地
獄
或
煉
獄
。
里
昂
與
嘉
冷
翠
聯
合
大
公
會
議
宣
飾
，
義
人
的
靈
魂

毫
無
罪
與
罪
罰
，
直
接
被
迎
升
天
，
而
在
大
罪
中
成
原
罪
中
死
去
的
人
，
其
靈
魂
立
即
降
入
地
獄
(
鄧
四
六
四
，
六

九
三
)
。
教
宗
本
篤
十
二
世
在
信
理
典
章
N
W
E
&
E
E
巳
g
h
(
一
三
三
六
年
)
中
宣
稱
:
義
人
的
靈
魂
純
潔
無
站

，
在
其
死
後
或
在
煉
淨
後
，
並
在
肉
身
復
活
與
公
審
判
之
前
，
升
入
天
崗
，
同
接
享
見
天
主
的
女
﹒
質
，
其
樂
無
窮
。

在
大
罪
中
死
去
的
人
，
其
靈
魂
降
入
地
獄
，
受
永
遠
的
懲
罰
(
鄧
五
三O
l
五
三
一
)
。
這
一
宣
布
是
針
對
敬
宗
若

望
廿
二
世
所
提
出
的
一
項
私
人
意
見•• 

完
全
純
潔
的
靈
魂
克
郎
被
迎
升
天
，
但
是
在
肉
身
復
活
以
前
，
並
不
前
接
享



見
天
主
的
本
質
，
而
祇
享
見
基
督
受
榮
耀
的
人
性
內
參
致
鄧
四
五
七
，
四
九
三
玄
，
五
七O
s
'
六
九
六
)

要
理
書
特
別
指
出
個
別
審
冊
的
道
理
公
室
，
八
，
3
)
。

軍
艦
在
說
明
人
死
後
，
其
靈
魂
立
即
受
賞
或
受
罰
時
，
間
接
明
示
了
個
別
審
判
的
道
理
(
德
，
壺
，
十
三
一
;
捨

壺
，
廿
八
;
希
臘
本
廿
六
節
)
。
那
可
燒
的
拉
區
祿
死
後
，
立
即
進
入
亞
巴
朗
的
懷
抱
(
巳

B
E
間
可
且
2
5
)
，
而

富
翁
立
即
到
地
獄
去
受
苦
(
路
，
拾
陸
，
廿
二l
廿
三
)
。
基
督
死
時
允
許
好
心
的
強
盜.. 

「
今
天
你
就
要
同
我
在

樂
園
裡
」
(
路
，
貳
盞
，
四
一
二
)
。
猶
達
斯
去
了
「
他
自
己
的
地
方
」
(
宗
，
世
宜
，
廿
五
)
。
車
保
祿
認
為
，
死
亡

是
與
基
督
結
合
的
永
福
之
門
。
婪
，
壺
，
廿
一
二
.. 

「
我
渴
望
解
脫
，
而
與
基
督
悶
在
」
。
「
與
主
同
在
」
是
他
真
正

的
家
鄉
(
格
後
，
伍
，
八
〉
。
人
死
時
，
信
心
的
境
界
終
丘
，
而
靜
觀
天
主
的
境
界
開
始
門
格
後
，
伍
，
七
;
格
前
，

拾
盞
，
十
二
)
。

最
初
，
教
父
們
對
於
人
死
後
靈
魂
的
去
向
，
並
無
明
確
的
見
解
。
但
是
他
們
都
相
信
義
人
死
後
立
即
受
賞
，
惡
人
死
後
立
即
受
罰

。
這
一
普
遍
的
信
仰
當
以
個
別
審
判
為
條
件
。
然
而
他
們
不
知
道
這
一
受
賞
與
受
罰
的
境
界
倒
底
是
怎
樣
的
。
許
多
較
早
的
教
文
(
如

聖
儒
斯
定
'
，
聖
依
來
內
，
戴
爾
都
良
，
聖
依
拉
利
，
聖
盎
博
羅
削
)
主
張
在
死
亡
與
復
活
之
間
有
一
個
等
待
的
時
期
，
在
這
等
待
期

中
，
善
者
受
賞
，
惡
人
受
罰
，
但
他
們
尚
未
獲
得
天
國
的
永
樂
或
地
獄
的
永
罰
。
戴
爾
都
良
認
為
殉
教
烈
士
的
情
形
是
例
外
的
，
他
認

為
殉
教
者
立
即
升
入
「
樂
園
」
，
即
天
國
的
永
一
咱
中
(
川
)
問

§
E
a
a
u
b
h
E
3
a
z
h
R
3

.• 

8
)

。
墨
西
彼
連
認
為
一
切
義
人

都
進
入
天
圈
，
並
與
基
督
在
一
起

(
b
h哀
。
a
s
h
h
b
h
m心
。
)
。
聖
奧
斯
定
懷
疑
義
人
在
肉
身
復
活
以
前
，
能
像
天
使
一
般
，
享
有

直
接
面
見
天
主
的
幸
福

(
N
N
a
y
-
w

于

]
A
W
N
)

里
若
望
﹒
基
素
東
(
L『
法
〉h
b
H
H
F
.
-
E
B
.
E
.

品
)
，
里
熱
羅
尼
莫
(
門
口
』
。
你

-
w
h
N
W
H
H
)

，
里
奧
斯
定
(
巳
問Q
E
S
Q
問

H
A
M
-
5

。
可
拉
宮
♂
口w
h帥
"
∞
)
，
亞
繭
的
凱
撒
里
(
們
串
串
門
戶
口
閉
。
同
〉
已
開
曲
"
句
有
哀
。
切

"
ω
)
等
人
都
直
接
為
個
別
審
判
的
道
理
作
證
。

。
羅
馬

第
三
部

藝

萬事

論

七
四
三



第
五
搧

完
成
者
天
主

七
四
四

希
臘
正
教
對
於
死
者
靈
魂
去
向
的
看
法
，
還
停
留
在
遠
古
教
父
們
的
尚
未
澄
清
的
意
見
上
。
希
臘
正
教
認
朽
的
在
死
亡
與
肉
身
復
活

之
間
有
一
中
間
揖
界
，
這
一
揖
界
始
於
個
別
審
判
，
而
義
人
與
罪
人
處
位
不
同
(
參
攻
門
穹(
U
S
$
2
8
0
之

E
b
h
b
A
\
N
u
h
H
E
h

h
h。
h
E
~
h
b
h

四
"
句
﹒H
.
a
-
G
H
)
。

第
三
節

國

一
、
夭
圓
的
主
要
福
學

天

輯
人
的
單
魂
在
死
亡
之
時
如
已
脫
免
立
切
罪
，
題
，
霏
罰
，
則
郎
進
入
天
國

|
1

信
理

天
國
是
完
善
的
越
性
福
祉
的
所
在
與
境
界
，
完
善
的
超
性
福
祉
就
是
前
接
一
間
見
天
主
和
與
此
相
借
的
天
主
的
完

善
的
愛
。

古
代
東
方
歡
會
的
信
辭
與
五
世
紀
時
的
宗
徒
信
辭
有
如
下
的
一
句
.. 

「
我
信
永
生
」
(
鄧
六
與
九
)
。
教
宗
本

篤
十
二
世
在
信
理
典
章
時
是
巴
巴
巴
巴
E
h
(
一
三
三
六
年
)
中
宣
布
，
完
全
純
潔
的
靈
魂
進
入
天
圓
，
並
直
接
面

見
天
主
的
本
質
;
天
主
的
本
質
清
晰
地
，
無
遮
蔽
地
，
直
接
顯
示
給
他
們
。
由
於
他
們
面
對
面
君
見
天
主
，
並
有
面

見
天
主
的
快
樂
，
他
們
是
真
正
有
一
晴
的
，
他
們
獲
待
了
永
生
與
永
遠
的
安
息
(
鄧
五
三
O
;
參
致
鄧
四
0
，
八
六
，

六
九
三
，
六
九
六ν
。

舊
的
較
古
的
經
書
對
末
日
完
成
論
的
陳
述
不
很
完
全
。
這
項
不
完
全
的
陳
述
告
訴
我
們
，
人
死
後
靈
魂
列
怯
的
去
，
它
們
在
那
裡

過
一
種
晦
暗
而
痛
苦
的
生
活
，
但
義
人
的
命
運
比
罪
人
的
命
運
為
佳
。
從
而
產
生
了
在
另
一
世
界
受
天
主
客
們
酌
也
恕
，
這
思
想
在
較

遲
撰
寫
的
書
典
中
，
有
更
清
楚
的
發
揮
。
聖
詠
的
作
者
求
天
主
使
他
的
靈
魂
脫
兔
陰
府
，
並
且
永
遠
脫
兔
它
(
一
詠
'
肆
捌
'
十
六
;
擬

貳
，
廿
六
)
。
連
尼
爾

(
U
S
E
)作
證
復
活
的
肉
體
進
入
、
永
生
或
進
入
、
永
罰
〈
達
，
拾
貳
二
一
)
。
瑪
加
伯
(
莒
曲
。

s
r
m
m
m〉
時
期



的
舟
迫
者
從
對
永
生
的
希
望
中
獲
得
力
量
與
安
慰
(
加
下
，
陸
，
廿
六
;
棠
，
廿
九
，
卅
六
)
。
智
慧
篇
描
述
在
天
主
手
中
安
息
典
、
永

遠
活
在
主
前
的
疆
人
靈
魂
所
有
的
歡
樂
與
和
平
(
智
，
套
，
一
!
九
;
伍
，
十
六

l

十
七
)
。

耶
穌
以
婚
宴
來
解
釋
天
圓
的
一
幅
樂
(
瑪
，
貳
伍
，
十
;
參
致
瑪
，
貳
貳
，
一
等
;
路
，
拾
肆
，
十
五
等
)
，
並

稱
天
國
的
一
幅
樂
為
生
命
或
永
生
鬥
瑪
'
拾
捌
，
八
;
拾
玖
，
廿
九
;
武
伍
，
因
六
;
苦
，
盞
，
十
五
等
;
肆
，
十
四

;
伍
，
廿
四
;
陸
，
卅
五l

五
九
;
拾
，
廿
八
;
拾
貳
，
廿
五
;
拾
諜
，
一
-
u。
獲
得
永
生
的
條
件
是
認
識
天
主
與

基
督.. 

「
永
生
就
是.. 

認
識
你
，
唯
一
的
民
天
主
，
和
你
所
派
遣
來
的
耶
穌
基
督
」
門
若
，
拾
接
二
二
)
。
他
允
許

心
靈
純
潔
的
人
面
見
天
主•• 

「
心
裡
潔
淨
的
人
是
有
一
闊
的
，
因
為
他
們
要
讀
見
天
主
」
〈
瑪
'
伍
，
八

)
ρ

車
保
蘇
告
訴
我
們
末
來
一
福
樂
的
奧
秘
性
.. 

「
眼
所
未
見
，
耳
所
未
聞
，
人
心
所
未
想
到
的
，
說
是
天
主
為
愛
他

的
人
研
單
備
的
」
(
格
前
，
貳
，
九
;
格
後
，
拾
貳
，
四
)
。
義
人
將
進
待
他
們
的
酬
報

.• 

永
生
(
羅
，
武
，
七
.
，

陸
，
廿
一
-
u，
以
及
與
世
上
的
痛
苦
不
能
相
比
的
光
榮
(
羅
，
捌
'
十
八
)
。
直
接
回
見
天
主
將
取
代
現
世
對
天
主

的
不
完
全
的
認
識
門
格
前
，
拾
盞
，
十
二
;
格
後
，
伍
，
七
ν
。

里
若
望
神
學
的
基
本
思
想
是
.. 

相
信
耶
穌
是
默
西
亞
、
天
主
子
，
可
獲
得
永
生
(
參
致
若
，
盞
，
十
六
，
卅
六

;
貳
拾
，
卅
一
.
，
若
一
，
伍
，
十
三
)
。
永
生
說
是
直
接
面
見
天
主
。
若
一
，
盞
，
一
一

.. 

「
我
們
必
要
相
似
他
，
因

為
我
們
要
見
若
他
實
在
怎
樣
」
。
默
示
錄
描
述
與
天
主
和
羔
羊
|
i
郎
榮
耀
中
的
基
督
在
一
起
的
議
人
的
歡
策
。
一

切
身
體
上
的
缺
陷
全
部
消
失
們
獸
，
棠
，
九
|
十
七
.
，
貳
壹
，
三

l

七
ν
。

里
奧
斯
定
詳
論
天
國
一
幅
樂
的
本
質
。
在
他
的
後
期
作
品
中
，
誤
以
天
國
之
一
瞄
不
僅
是
精
神
的
而
且
也
是
肉
身
的
面
見
天
主
(
天
主

鄭
三
部
連

學

富貴

七
四
E



第
五
偏

完
成
者
天
主

七
四
亢

之
城
，
貳
貳
，
廿
九
等
)
。
士
林
派
神
學
強
調
面
見
天
主
的
絕
對
超
自
然
性
，
需
要
智
力
的
超
自
然
的
提
昇
，
即
所
謂
榮
光
(
戶
口

g
g

E
a
s
m
)
。
參
致
詠
，
念
一
伍
，
十
;
默
，
貳
貳
，
五
)
。
榮
光
就
是
使
理
智
能
面
見
天
主
的
經
常
而
超
性
的
配
備
(
參
致
神
，
壹
，

十
二
，
4
興
5
;
鄧
四
七
五
，
參
見
本
書
第
一
編
第
六
節
之
三
與
四
)
。

構
成
天
國
一
幅
樂
的
行
動
是
認
識(
4仿
古
)
，
愛
(
曲
目
。
♂
旦
旦gm
)與
歡
樂
(
當
且
Z
B
U
問
門
口
叩
門
戶
。
)
。
多
瑪
斯
派
神
學
家
站
為

其
基
本
行
為
是
忍
識
;
而
司
各
脫
斯
派
學
者
則
志
為
是
愛
。
關
於
直
觀
天
主
時
看
到
什
麼
，
請
參
故
本
書
第
一
編
第
六
節
第
二
段
。

二
、
天
圓
的
附
帶
性
福
無

除
了
直
觀
天
車
的
首
要
福
樂
外
，
還
有
-
種
由
於
對
曼
造
詣
物
的
自
然
認
識
題
，
蜜
的
附
帶
性
的
商
樂

i
l

一
般

意
見

聖
人
因
為
與
基
督
門
人
性
)
、
聖
母
、
諸
天
使
與
諸
里
同
在
，
因
與
現
世
生
活
的
親
友
相
逢
，
也
因
認
識
天
主

的
工
程
，
而
獲
至
一
種
附
帶
的
一
幅
樂
。
在
復
活
時
，
靈
魂
與
受
榮
耀
的
身
體
重
新
結
合
，
是
在
天
諸
聖
的
一
種
新
的

附
帶
的
福
祉
。

按
照
士
林
派
神
學
家
的
意
見
，
有
三
種
聖
人
除
了
獲
得
本
質
一
耐
樂
(
但

C
H
g
w
即
B
B
E

亦
即
A
Z冠
)
外
，
由
於
他
們
贏
得
了
卓
絕

的
勝
利
，
而
獲
有
一
種
特
殊
的
賞
報
，
即
「
金
花
邊
」(
2
5。
古
).. 

童
貞
女
由
於
她
們
戰
勝
了
肉
身
，
正
如
默
，
拾
肆
，
四
所
指
示

的
;
殉
道
老
由
於
他
們
戰
勝
了
世
界
，
一
如
碼
，
伍
，
十
一
等
所
指
示
的
;
聖
師
則
由
於
他
們
戰
勝
了
謊
言
之
父
l

魔
鬼
，
一
如
達
，

拾
貳
，
三
與
瀉
，
伍
，
十
九
所
指
示
的
。
聖
多
瑪
斯
告
訴
我
們
，
「
金
花
邊
」
主
要
地
包
含
由
戰
跨
救
恩
的
敵
人
所
完
成
的
善
工
而

來
的
歡
樂

S
R
K
V
K
V
F
.
s
-
H
)

。
關
於
「
金
冠
」
(
2門
2
)

一
詞
的
意
義
，
可
參
閱
默
，
路
，
凶
;
拾
肆
，
四
;
關
於
「
全
花
邊
」

(
E
H
g
u
)一
詞
可
參
及
出
，
貳
伍
，
廿
五
。



三
一
、
天
國
的
特
性

ω
U永

桓

天
圓
的
聶
榮
笨
久
長
存l
l

信
理

教
宗
本
篤
十
二
世
會
宣
布

.• 

「
那
(
對
天
主
本
性
的
)
直
觀
與
享
受
將
無
正
息
地
與
無
減
損
地
，
延
綿
到
最
後

審
判
之
時
，
再
由
此
而
直
到
永
世
」
(
鄧
五
三
0
)
。

奧
力
振
主
張
天
國
的
蒙
選
者
能
有
道
德
生
活
的
轉
變
，
以
致
天
國
的
一
瞄
樂
會
有
減
損
或
失
去
的
可
能
性
。
這
一
意
見
與
教
會
信
逅

相
悸
。耶

穌
將
善
工
的
報
償
比
擬
那
不
可
失
落
的
天
國
的
寶
藏
內
藹
，
陸
，
廿
;
路
，
拾
貳
，
卅
一
二
)
。
凡
均
不
詣
的

錢
財
交
結
朋
友
的
，
將
被
收
留
到
「
永
遠
的
帳
幕
裡
」
(
路
，
拾
陸
，
九
)
。
義
人
將
進
入
「
永
生
」
門
碼
，
貳
吭

，
四
六
;
瑪
'
拾
玖
，
廿
九
.
，
羅
，
貳
，
七
;
若
，
盞
，
十
五
)
。
聖
保
祿
以
「
不
朽
攘
的
花
冠
」
象
徵
天
國
的
、
武

福
門
格
前
，
玖
，
廿
五
)
。
聖
伯
多
祿
稱
之
為
「
不
朽
的
光
榮
的
花
冠
」
八
伯
前
，
伍
，
四
)
。

聖
奧
斯
定
將
天
國
的
永
恆
性
基
於
完
善
一
瞄
樂
的
概
念
上
•• 

「
如
果
不
能
確
定
一
幅
樂
的
、
永
恆
性
，
那
祖
、
刮
起
談
得
到
真
正
的
一
耐
樂
呢
?

L
(
天
主
之
圾
，
拾
貳
，
十
三
，
1
.

，
參
致
拾
，
卅
;
拾
壹
，
十
二
一
)
。

由
於
在
愛
中
間
(
天
主
的
密
切
結
合
，
聖
人
們
從
善
的
意
志
非
常
堅
強
，
因
此
，
因
罪
疚
而
與
天
主
相
離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自
句
m
n
n
m
V
巳
F
q
)。

(BOB-

H
H酬
報
的
不
等
性

第
三
部
塾

:rf' 
:;1\.. 
ÄHU 

七
四
七



第
五
緝
完
成
滑
天
主

七
四
八

哭
繭
的
等
級
隨
詣
鑿
的
功
績
而
不
同
l
l

信
理

請
冷
翠
聯
合
大
公
會
議
為
希
臘
人
士
所
頒
文
告
(
一
四
三
九
年
〉
稱

.. 

「
完
全
成
義
的
靈
魂
清
楚
地
君
見
三
位
一

體
的
天
主
自
己
，
但
他
們
所
君
見
的
隨
各
自
的
功
績
而
有
不
同
，
某
些
聖
人
以
更
完
善
的
方
式
君
到
天
主
內
部
六
九

三
)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定
斷
，
義
人
因
他
所
完
成
的
善
工
而
增
長
他
在
天
國
的
光
榮
們
鄧
八
四
二
)
。

若
凡
寧
Q
S
E
g
)受
了
斯
多
喝
派
學
說
的
影
響
，
主
張
一
切
德
行
的
功
績
相
等
。
路
德
主
張
基
督
的
正
義
外
在
地
歸
屬
於
人e

這
兩
種
看
法
都
導
至
天
國
一
幅
樂
相
等
的
理
論
，
與
歇
會
信
理
相
悸
。

耶
穌
肯
定
地
說
:
「
將
來
人
子
要
按
照
每
人
的
行
為
予
以
賞
報
」
八
瑪
'
拾
陸
，
廿
七
)
。
聖
保
祿
告
訴
我
們

﹒
「
各
人
要
按
各
自
的
勞
苦
領
受
各
自
的
賞
報
」
門
格
前
，
翠
，
八U
o
「
小
量
播
種
的
，
也
要
小
暈
收
獲
;
大
量

播
種
的
，
也
要
大
量
收
獲
」
門
格
後
，
玖
二
八
;
格
前
，
拾
伍
，
回
了
l

四
二
)
。

敬
父
們
喜
歡
引
用
耶
穌
所
說
的
，
在
天
父
那
裡
有
許
多
居
處
(
若
，
拾
障
，
一
一
)
。
戴
繭
都
良
說
:
「
若
不
是
由
於
功
績
的
不
同

，
為
什
麼
父
那
裡
有
如
詩
住
處
?
」
S
S
w
-、叭
。
夕
。
)
聖
臭
斯
定
認
為
在
葡
萄
園
工
人
們
工
作
時
間
不
同
，
而
得
到
一
個
「
德
納

L
的

比
喻
中
(
瑪
'
貳
拾
，
一l
十
六
)
，
「
德
納
」
表
示
在
天
諸
里
所
共
享
的
永
生
。
他
又
認
為
父
那
袒
有
許
多
住
處
(
若
，
拾
曲
時
，
二

)
這
句
話
，
表
示
永
生
的
報
酬
有
不
同
的
等
紋
。
有
人
問
他
，
賞
報
不
同
，
將
會
引
起
拓
帳
，
他
回
答
說
:
「
天
國
光
榮
的
不
等
決
不

引
起
拓
蝕
，
因
為
愛
將
諸
雪
聯
合
在
一
起
」
(
安
丸
。
§
﹒
常
﹒
司
"
心
參
放
軍
熱
羅
尼
莫
駁
若
凡
寧
，
竄
，
十
八

l

卅
四
;
神
，
壹
，

十
二
，
6
)
。

第
四
節

地

獄

一
、
地
獄
持
實
在
性



在
本
人
的
重
罪
攬
界
逝
世
者
的
靈
魂
，
進
入
地
觀

i
l

信
理

地
獄
是
永
遠
的
痛
苦
的
所
在
與
境
界
，
是
被
天
主
所
棄
絕
的
人
的
住
處
。

許
多
離
異
的
支
派
反
對
地
獄
的
宜
在
性
，
他
們
認
為
罪
人
死
後
或
公
審
判
後
使
完
全
消
誠
。
那
些
一
反
對
個
人
不
朽
(
唯
物
主
義
)

的
人
，
也
不
承
認
地
獄
的
存
在
。

「
任
何
人
」
內
心
已
是
這A
N
E
U
信
辭
，
有
如
下
的
一
句
.. 

「
作
惡
的
人
將
入
於
永
火
」
門
鄧
四
O
U
。
本
篤
十
二

址
在
慰
道
忌

R
E
H
V
S
M信
理
典
章
中
宣
布
.. 

「
遁
循
主
的
一
般
命
令
，
那
些
一
死
於
本
人
的
重
罪
的
人
，
死
後
立
即

進
入
地
獄
，
在
那
裡
受
地
獄
的
痛
苦
」
(
部
五
三
一
;
參
考
四
二
丸
，
四
六
四
，
六
九
三
，
八
三
五
，
八
四

0
)
。

在
舊
約
中
祇
在
較
遲
撰
寫
的
經
賽
中
，
始
可
見
到
惡
人
被
罰
境
界
的
清
晰
記
述
。
達
，
拾
貳
，
二
指
出

.• 

「

許
多
在
塵
土
中
的
人
要
醒
起
j
i
-
-
骨
比
一
一
要
受
永
遠
的
蓋
庫
和
悔
慢
」
。
友
，
拾
陸
，
甘

l

廿
一
(
希
臘
本
十
六l
十
七

ν
告
訴
我
們
，
全
能
的
天
主
要
向
依
撒
爾
的
敵
人
們
報
復
，
在
審
判
的
日
子
，
要
對
付
他
們
。
「
將
火
與
虫
放
在
他

們
的
肉
體
內
，
使
他
們
燃
燒
而
感
覺
到
(
希
臘
本
.. 

他
們
要
永
遠
因
痛
苦
而
哀
號
)
(
參
致
依
，
陸
陸
，
廿
四
)
。

智
，
肆
，
十
九
曉
一
部
我
們
，
惡
人
「
無
聲
無
臭
地
死
去
，
他
們
在
亡
者
中
間
永
遠
蒙
羞
」
。
「
他
們
將
痛
苦
，
使
他

們
的
記
念
直
沒
木
存
」
(
參
致
智
，
盞
，
十
;
陸
，
五
等ν
。

耶
穌
以
地
獄
的
永
罰
來
警
惕
罪
人
。
他
稱
它
為
的
。
r
g
E

〈
瑪
'
伍
，
廿
九
等
;
拾
，
廿
八
;
貳
盞
，
十
五
，

卅
三
-
9
谷
，
玖
'
四
三
，
四
五
，
四
七
;
希
臘
本
作
「
且
是
之
谷
」
(
〈
已
叮
叮
旦
出
門
口
口
。
口
)
，
「
火
獄
」
(

m
m
r
o
g
o
。

r
r
o
E
0
)，
瑪
'
伍
，
廿
二
;
拾
捌
，
丸
，
「
﹒
若
不
死
的
虫
和
不
說
之
火
的
地
獄
」
(
谷
，
玖
，
四
六

第
三
部

~ 

論

七
四
九



們
如
亢
的
制完
成
若
天
主

七
咒
。

等
;
希
臘
本
四
七
等
)
內
瑪
，
貳
伍
，
四
一
)
，
「
不
城
的
火
」
(
瑪
'
盞
，
十
二
;
谷
，
玖
，
四
二
;

希
臘
本
，
四
一
二
)
，
一
。
火
客
」
(
瑪
'
拾
盞
，
四
二
，
五
0
)
，
「
永
苦
」
(
瑪
，
貳
伍
，
四
六
)
。
「
那
裡
有
黑

暗
門
瑪
，
捌
，
十
一
一
;
貳
貳
'
十
一
二
;
貳
伍
，
卅
)
，
「
哀
號
和
切
齒
」
(
瑪
'
拾
盞
，
四
二
，
五

0
.
，
貳
肆
，
五

一
;
路
，
拾
盞
，
廿
八
)
。
聖
保
祿
作
證.. 

「
這
些
人
門
不
講
識
主
，
不
聽
從
福
音
的
人
)
要
受
永
遠
喪
亡
之
罰
，

迫
離
主
的
面
，
遠
離
他
威
能
的
光
榮
」
門
得
後
，
查
，
九
;
參
致
羅
，
貳
，
六
|
九
;
希
，
拾
，
廿
六l
卅
一
)
。

按
照
默
示
錄
門
貳
堂
，
八
)
，
「
惡
人
的
份
是
在
烈
火
與
硫
碩
燃
燒
的
抗
中
。
」
「
他
們
將
在
那
一
裊
日
夜
受
苦
，
至

於
無
窮
之
世
」
(
默
，
貳
拾
，
十
;
伯
後
，
貳
，
六
;
猶
，
七
0
)

教
父
們
一
致
為
地
獄
的
實
在
佳
作
誼
。
安
提
約
基
雅
的
車
依
納
怕
的
說
:
「
那
些
以
危
陰
的
理
論
，
傷
害
基
督
被
釘
十
字
架
而
建
立

的
純
正
信
仰
的
人
，
以
及
那
些
聽
信
他
們
其
說
的
人
，
都
要
進
入
永
火
中
去
」
(
致
厄
弗
所
人
害
，
拾
陸
，
一
一
)
。
聖
儒
斯
定
將
地
獄

永
苦
的
道
理
建
立
在
天
主
正
義
的
概
念
上
，
天
主
對
於
那
些
背
離
正
道
的
人
，
不
能
不
予
以
懲
罰
(
護
教
書
，
貳
'
九
;
參
致
護
教
書

，
壺
，
八
，
4
;

貳
壹
二
八
;
貳
捌
，
一
;
飽
理
加
布
的
殉
道
錄
，
貳
，
一
二
;
拾
壹
二
一
;
單
依
來
內
反
異
說
﹒
，
肆
，
廿
八
，

2
)
。

，
「
永
火
」

二
、
地
獄
之
苦
的
本
質

士
林
神
學
告
訴
我
們
，
地
獄
之
苦
具
有
攻
重
的
本
質.. 
失
苦
命
。
m
E
E
E

巳
)
和
覺
苦
Q
S
5
月

2
5
)

前
者
與
憎
厭
天
主
陷
於
重
罪
相
應
，
後
者
則
與
傾
向
受
造
物
相
應
。

失
苦
就
是
得
不
到
面
見
天
主
之
福
，
為
地
獄
之
罰
的
要
素
。
瑪
，
貳
伍
，
四
一.. 

「
可
咒
罵
的
，
離
開
我
!
L

瑪
，
貳
伍
，
十
二.. 

「
我
不
認
識
你
們
」
。
格
前
，
陸
，
九.. 

「
你
們
豈
不
知
道
不
義
的
人
不
得
承
繼
天
主
的
問

。



(
路
，
拾
萃
，
廿
七
;
拾
肆
，
廿
四
;
默
，
貳
貳
'
十
五
;
聖
奧
斯
定h
w
R
V
h
H
扎
扎
芯W
M
W
H
H
N
)

覺
苦
就
是
由
外
來
的
感
覺
得
到
的
痛
苦
(
亦
稱
地
獄
的
積
極
黨
罰
)
。
聖
經
常
提
到
受
罰
的
靈
魂
受
地
獄
之
火

的
燃
燒
。
並
常
稱
地
獄
為
哀
號
與
切
齒
(
痛
苦
與
絕
望
)
的
所
在
。

有
些
教
父
如
奧
力
振
、
尼
抄
的
葛
利
哥
旦
興
起
代
神
學
家
如
盎
博
﹒
格
達
林
(
K
F
S
σ
H
S

戶
口
閉
口
已7
月

3
5
)
、
穆
勒
己
﹒
〉-
z
a
r
]
叩
門
)

、
克
利
(
因-
E
ω
冊
)
等
將
地
獄
之
火
以
象
徵
意
義
來
解
釋
，
視
之
為
一
種
純
粹
的
精
神
痛
苦
，
尤
其
是
良
心
煎
熬
的
憂
苦
。
這
一
意
見

未
被
教
會
訓
導
權
威
所
斥
責
。
大
多
數
教
父
，
士
林
神
學
家
與
大
多
數
近
代
神
學
家
認
為
是
一
種
實
質
的
火
(
苦
苦
5

三
叮
冊
)
，
但

強
調
它
與
普
通
的
火
有
別
。
雪
多
瑪
斯
繼
聖
奧
斯
定
與
大
葛
刺
哥
里
，
解
釋
實
質
的
火
對
純
粹
精
神
性
事
物
的
作
用
，
就
是
精
神
被
束

縛
於
物
質
的
火
，
它
是
天
主
正
義
懲
昂
的
工
兵
。
精
神
體
受
制
於
物
質
，
不
能
自
由
行
動
。
軸
心

1
.
斗
。"
ω
)
。
關
於
一
八
九
0
年
四

月
卅
日
的
懺
悔
部

3
.可
g

戶
古
巴
芯
片
己
的
有
關
地
獄
之
火
問
題
的
聲
明
(
們
自
S
F
E
E
S
)

，
請
參
放
出
-
F
g
m
p
句
忌
。
內
﹒
。

(
]
戶
的
自

ω
]戶
)
∞
。mH
閏
月
ρ
﹒

嗎
?
」

。

一
、
地
獄
的
特
性

付
永
桓
性

地
獄
的
罰
是
永
遠
h
l
l
信
理

第
四
次
拉
脫
朗
大
公
會
議
的
皂
、
送
給
有
章
宣
布
.• 

「
那
些
人
(
被
棄
絕
者
)
與
魔
鬼
一
同
受
永
遠
的
懲
罰
」

鄧
四
二
九
;
鄧
四
0

，
八
三
五
。
君
士
坦
丁
堡
會
議
(
五
四
三
年
)
譴
責
了
奧
力
振
的
清
除
說
(

r、

'
八
四
0
)

〉
用
】
。
s
z
m
H
S

門
叩
門
戶
。
且
同
古
ω
)
。
鄧
二
一

。

奧
力
振
絕
對
否
認
地
獄
之
罰
的
永
恆
性
，
霎
爾
(
同
﹒
ω
n
y
m
-
-
+
H
S
S

則
把
永
罰
限
於
「
學
著
手
」
犯
罪
的
人
，
就
是
因
憎
恨
天

第
三
部

于但

^
uittJ 

七五:



的
刑
冗
溺
完
成
有
天
主

七
-
u一
一

主
的
心
思
而
犯
罪
，
並
在
另
一
世
界
依
然
憎
恨
天
主
。

閃
閃
峙
次
以
「
、
永
川
心
，
昀
益
埠
」
(
遠
，
拾
貳
二
一
;
智
，
肆
，
十
九
)
，
「
永
火
」
(
友
，
拾
陸
，
廿
一
.
，
瑪
'
拾
捌
，
八
;
貳

伍
，
囚
一
;
泊
，
七
)
，
「
、
永
罰
」
(
瑪
'
貳
伍
，
四
六
)
，
「
、
永
遠
喪
亡
」
(
得
後
，
章
，
九
)
等
，
來
強
調
地
獄
之
罰
的
、
永
恆
性

。
「
、
法h
U心
」
一
詞
並
非
指
點
，
有
限
度
的
…
擅
長
的
時
間
，
下
列
類
似
各
詞
可
以
證
明
這
一
點
:
「
不
渡
的
火
」
(
瑪
，
車
品
了
十
一
一
;
谷
，

玖
，
日
二
。
一
心
措
本
四
三
)
，
「
虫
子
不
死
，
火
也
不
斌
的
地
獄
」
(
谷
，
玖
，
四
六
(
希
措
本
四
七
)
，
以
及
「
永
罰
」
'
「
、
永
生

」
(
垢
，
貳
伍
，
四
六
〉
。
默
，
拾
肆
，
十
一
(
拾
玖
二
己
的
「
他
們
受
刑
的
煙
向
上
直
冒
，
至
於
、
永
遠
」
，
即
無
終
血
之
時
(
參

攻
默
，
成
拾
，
十
〉
。

眾
位
大
事
錄
(
盞
，
廿
一
〉
昕
立
告
的
「
萬
有
復
典
」
'
並
不
涉
及
惡
人
的
命
運
，
而
是
指
基
督
再
來
時
世
界
的
復
典
。

品
(
力
提
以
前
的
敬
父
的
一
致
給
地
獄
之
罰
的
永
恆
佳
作
誼
(
參
攻
堅
依
約
每
致
厄
弗
所
人
書
，
拾
臣
，
一
一
;
星
師
斯
定
護
教
書
，

在
一
，
廿
八
，2;

飽
內
加
布
的
一
叫
道
品
，
武
二
二
;
拾
宣
，
一
一
;
里
依
來
內
反
吳
說
，
肆
，
廿
八
，

2
;

戴
爾
部
良
切
問
M
V
G
S必•• 
也

)
。
兵
力
振
反
封
地
以
永
怔
住
的
態
度
涼
於
柏
拉
闊
的
思
想
，
柏
拉
回
認
為
一
切
懲
罰
的
目
的
都
在
界
人
的
改
過
自
新
o

尼
沙
的
葛
利

哥
旦
、
亞
力
山
大
旦
的
姐
弟
，
輯
與
愛
伐
利
﹒
彭
迪
古
(
開
4

血
肉
已EH
U
O
H
H
民
g
m
)
承
繼
了
吳
力
挂
的
見
解
。
奧
斯
定
誰
琵
地
獄
之
火
無
終

止
的
信
-
U
;內
心
一
作
吳
力
振
興
冊
謂
「
」
」
慈
者
」
(
吋

}
H
m
g
z
n院已-
Q
H凹
的
)
。
「
仁
慈
者
」
(
如
聖
盎
博
羅
削
)
鑑
於
天
主
的
仁
慈
，
認

民
死
於
大
界
的
迋
督
徒
還
有
腦
會
符
故
(
天
主
之
娥
，
武
壺
，
廿
一
二
;
h
k
C
E
h
E

逅
相

J
N
H
W
吋
u
h
E
E
-
-
H品
)

后
一
趴
悅
目
甘
示
我
們
，
被
罰
者
的
意
志
在
罪
惡
中
根
深
蒂
固
，
不
可
能
會
有
真
正
的
懺
悔
，
因
為
天
主
拒
絕
賞
賜
被
罰
者
以
新
的

立
法
(
泣
致
的
，
武
之
章
，
λ
五
，
2
l
3
;
h
N
h
h
v
h
U
N
-
-
S
.
M
-
m
-
e

。

向
懲
罰
的
不
等
性
(
戶
口ZE
E
河
。

h
H
V
C
丘
m
r
B
S
H〉

設
罰
叫
苦
悶
受
的
懲
罰
隨
各
自
的
罪
疚
而
不
同
l
l

一
般
意
見

主
閏
月
與
法
冷
翠
犬
公
會
議
宣
稱.. 

惡
人
靈
魂
所
受
的
苦
各
不
相
同
(
3
g
Z
E
B
E
-也
R
F
S
Z
旦

g
r
m
L



。
所
謂
懲
罰
的
不
同
，
大
視
不
僅
指
因
單
獨
的
原
罪
(
失
苦
)
與
本
罪
(
失
苦
與
覺
苦
)

而
有
的
作
品
罰
川
付
出
質
之
不
同
，
抑
且
指
本
罪
所
帶
來
的
懲
罰
分
量
的
不
同
。

耶
穌
警
告
苛
棟
旺
因
與
具
特
賽
遠
的
居
民
，
如
果
他
們
不
懺
悔
，
將
來
在
審
判
的
日
子
，
提
洛
與
漆
冬
的
居
民

所
受
的
要
比
他
們
的
容
易
的
多
(
瑪
'
捨
壺
，
廿
一
一
)
。
經
師
們
將
受
到
更
嚴
格
的
審
判
(
路
，
貳
拾
，
四
七
)
。

聖
奧
斯
定
站
.. 

「
有
些
被
罰
者
所
受
的
痛
苦
將
比
另
一
些
被
罰
者
容
易
忍
受
」
(
阿
可

R
E
-
-

口

H
)
。
正
義
要
求
罪
罰
的
輕
重
與

罪
之
輕
重
相
應
。

。
部
呵
六
四
，
占
八
九
三
)

第
主
節

螃

獄

一
、
煉
獄
的
實
在
性

川
鬥
信
理

前
義
者
的
蠶
魂
於
逝
世
時
，
若
有
小
罪
或
罪
之
暫
罰
，
即
進
入
螃
獄

l
!

信
理

煉
獄
是
以
有
限
時
期
的
懲
罰
來
淨
化
靈
魂
的
所
在
與
境
界
。

「
卡
連
里
」
(
們
缸
片
}
H
R
O、
華
樂
道
派
人
士
(
S
S
E
g
m
2
)、新
敵
人
士
與
一
部
分
離
吳
的
希
臘
人
都
否
認
煉
獄
的
存
在
。
關

於
路
德
對
這
一
信
道
的
意
見
，
可
參
攻
句
內
V
R
a
h
H
N
S
E
t
h
a
r
p
-
p
a
-
-

〉
叫
帥
﹒
口
"
由

2
.
也
l
H
m
u
關
於
喀
爾
文
對
此
的
意
見
，

可
參
攻

L『E
H
F
-囡
叭
"
。1H
O
;
希
臘
正
敢
對
此
的
意
見
，
可
參
致
吋
}
阿
叩
門
川
。
是

w
h
h
E
C
H
-
-

吉
普

H
S
A
\
M
U
R
E
M

足
。
叭
叭h
a
h
.
H
-
A
﹒

史
l
g
(
自
Z
m
]
m
t
o
m
ω
1

凹m
g

重
撰
)
及
吋
N
V白
內
。
主w
h
h
E久
，b
s
r
v
g
h
w
U
何
日

-
5
.

離
兵
的
希
臘
人
士
所
否
認
的
，
主
要
的
是
淨
化
的
特
殊
所
在
地
、
煉
獄
之
火
與
懲
罰
的
補
償
性
，
里
昂
與
藹
冷

翠
大
公
會
議
，
針
對
他
們
定
斷
如
下.. 

「
那
些
離
世
時
真
心
痛
悔
並
愛
慕
天
主
的
靈
魂
，
尚
未
能
以
補
贖
的
善
果
來

第
三
部

m
y
-
-
事
論

七
五
三



第
五
紹
完
成
J有
天
主

七
五
四

彌
補
他
們
的
過
犯
與
虧
欠
，
死
後
將
受
到
淨
化
性
的
懲
罰
來
煉
淨
」
(
鄧
四
六
四
，
六
九
三
;
參
致
鄧
四
五
六
，
五

七
O
等
)
。
新
教
人
士
認
為
煉
獄
之
理
與
聖
經
相
違
(
鄧
七
七
七
)
，
並
鑒
於
他
們
對
成
義
的
君
法
，
拒
絕
煉
獄
的

信
仰
。
特
倫
多
大
公
會
議
針
對
此
說
，
明
定
煉
獄
為
實
在
並
且
替
滯
留
煉
獄
的
靈
魂
所
作
的
代
禱
為
有
放

.. 

「
煉
獄

是
實
在
的
，
滯
留
在
那
一
畏
的
靈
魂
為
信
友
的
代
禱
獲
得
援
助
」
Q
E
m
E
B
E
E
g
m
ω
g
E
S
ρ
E
E
r
z
E
S

E
已
。
出
口
自
由
口
出E
m
E
E
-
-
-
]
巳
〈
值
已
-
鄧
九
八
一
干
，
參
致
部
八
四
0

，
九
九
八
)
。

借
鑒
經
的
證
據

車
經
揭
示
在
另
一
世
界
靈
魂
淨
化
前
可
能
性
，
因
而
間
接
地
證
示
了
煉
獄
前
存
在o

加
下
，
拾
貳
，
四
二
l

四
六
告
訴
我
們
，
猶
太
人
為
那
些
陣
亡
的
兵
士
(
在
他
們
的
身
上
發
現
了
餓
與
偶
像
的

物
件
)
，
祈
求
天
主
寬
恕
他
們
的
罪
。
隨
後
又
送
兩
于
達
辣
克
喝
到
耶
路
撒
冷
，
作
贖
罪
奈
的
狀
儀
。
可
見
他
們
相

信
死
者
能
藉
祈
禱
與
祭
敵
獲
得
罪
之
赦
免
。
聖
經
的
作
者
證
示.. 

「
他
遍
想
到
為
那
比
一
一
死
在
虔
敬
中
的
人
所
保
留
的

卓
越
的
報
酬
。
這
實
是
一
種
神
聖
而
熱
誠
的
思
想
，
為
此
他
為
亡
者
獻
贖
罪
祭
，
好
吽
他
們
獲
得
罪
赦
」
(
希
臘
本

第
四
五
節
)
。

主
耶
穌
會
議
過
(
瑪
'
拾
貳
，
卅
二
)
.. 

「
出
言
干
犯
聖
神
的
，
在
今
世
及
來
世
，
決
不
得
赦
免
」
。
從
這
話

中
3

可
以
君
出
不
但
在
現
址
，
而
且
在
來
世
也
有
諸
罪
蒙
赦
的
可
能
性
。
里
大
萬
利
哥
里
說
:
「
這
句
話
使
我
們
明

白
‘
有
些
罪
在
現
扯
得
赦
，
有
些
罪
在
來
世
得
赦
」
(
巳
3
、.. 
宅

w
s
u

參
致
聖
奧
斯
定
夫
王
之
城
，
貳
壺
，
廿

四
，
2
.
9

鄧
四
五
六
)
。



聖
保
祿
在
格
前
，
丞
，
十
i

十
五
巾
，
談
到
格
林
多
教
會
的
傳
教
工
作

•• 

傳
教
士
鱷
泊
在
京
徒
所
費
立
的
根
某
土
建
築
，
已
俠
、
立

了
的
板
起
純
是
某
一
持
。
在
審
判
的
日
子
，
各
人
要
受
到
火
的
試
驗
。
如
果
他
所
建
築
的
工
程
紐
約
內
起
試
驗
，
將
得
賞
報
，
否
川
，
將
要

「
受
到
損
失
」
，
即
得
不
到
賞
報
。
誰
的
工
程
若
被
焚
毀
，
意
即
誰
的
工
程
惡
劣
，
「
他
自
己
國
可
得
救
，
可
是
仍
像
從
火
中
經
過
一

樣
」
'
意
即
他
必
須
經
過
放
驗
，
方
能
獲
得
、
水
是
(
】
-
D
巳
擇
自
)
。
大
多
數
天
主
教
聖
經
註
釋
家
認
為
，
從
火
中
經
過
表
示
暫
時
的
淨
化

‘
是
叫
劣
的
建
築
師
在
公
審
判
的
日
子
所
應
受
的
懲
罰
。
可
見
無
論
誰
，
帶
著
小
罪
或
罪
之
暫
罰
逝
世
後
，
必
禎
紹
過
特
峙
的
淨
化
。

拉
丁
教
父
們
過
於
耐
，
一
川
字
出
意
義
，
忍
為
所
提
及
的
火
是
一
種
用
以
清
除
尚
未
赦
免
的
小
罪
的
物
質
之
火
。
參
坎
型
奧
斯
定
早
已
三•. 

2
H
u
h
-
w
ω
Y
ω
u
亞
繭
的
凱
撒
里
訓
道
辭
，
壹
渠
玖
;
里
大
局
利
苟
且
一
一
一
一
口
談
，
峙
，
卅
九
。

呵
，
伍
，
廿
六

.. 

「
我
實
在
告
訴
你.. 

非
到
你
還
了
最
後
的
一
文
，
斷
不
能
從
那
挫
(
獄
)
出
來
」
。
耶
穌
以
比
喻
的
方
式
、
警

告
那
不
退
守
彼
此
相
愛
之
成
命
的
人
，
將
來
在
審
判
的
日
子
，
他
們
要
受
到
正
義
的
懲
罰
。
在
一
拉
伯
比
喻
巾
‘
我
們
又
可
將
暫
時
的
懲

罰
解
作
來
世
的
一
種
有
時
限
的
懲
罰
垃
界
。
戴
雨
都
良
以
經
文
中
所
提
的
「
獄
」
為
地
下
，
以
「
最
後
的
一
交L的
「
私
看
延
起
舵
的

而
必
讀
消
除
的
最
小
的
過
錯
」
(
也
同
§
Z
h
p
g
u
參
放
西
彼
迫
害
信
，
U
U伍
，
廿
)
。

叫
一
叫
傳
承
的
證
據

煉
獄
存
在
的
最
重
要
的
證
攘
是
教
父
們
的
作
泣
。
拉
丁
教
文
們
特
別
利
用
那
些
提
及
何
時
的
懲
罰
叫
來
世
的
必
界
的
聖
經
純
文
。

監
西
彼
迪
括
為
，
則
天
主
和
好
後
的
補
的
者
，
死
後
還
僻
山
川
成
餘
下
的
補
的
工
夫
，
而
抽
泣
者
則
已
作
忘
了
八

k

川
的
制
的
.. 

「
一
制
是

以
長
期
的
捕
苦
洗
神
己
坪
，
以
火
煉
淨
亟
魂
;
另
一
穗
是
以
殉
站
來
辦
除
請
罪
山
(
汙
化
起
魂
」
(
3信
，
伍
伍
，
廿
)
。
中
央
斯
定
將

現
世
臨
受
的
新H
罰
典
范
俊
應
受
的
軒
說
加
以
“
別.. 

「
某
些
人
耐
心
仕
現
世
忍
受
衍
罰
，
另
一
些
人
則
在
死
俊
忍
妥
，
也
有
些
人
在
現
社

叫
來
世
均
受
新
川
訝
，
但
那
是
在
嚴
闊
的
最
後
審
判
堂
前
」
(
天
主
之
坡
，
武
宣
，
十
三
)
。
他
常
論
及
一
種
糾
正
佳
的
或
淨
化
性
的
火

c
m口
白
布
旦
旦
已
E
H
R
F
E
u
-
m

口
訪
問V
Z門
m
a
z
z
f
h
=
2
.
1
.
S
L
『u
h
-
w
(
u
u
f
r
h
E
b
r
e
-
-
S
)

。
按
照
奧
斯
定
的
理
論
，
那
些
單
生

於
某
悴
，
但
來
不
及
從
現
社
作
補
胞
的
人
，
如
果
他
們
不
太
捏
，
那
末
別
人
的
代U
M對
他
們
是
有
幫
助
的
。
他
們
是
介
叭
叭
諂
聖
者
與
一
致

罰
有
中
間
的
一
那
(
阿
迪
「b
r
.
-
u
H
H
O
U

天
主
之
叫
，
山
宣
，
廿
凶
，

2
)
。
十H
代
仿
友
的
一
沾
沾
比
上
，
有
為
亡
者
祈
求
和
平
與
安
息
的

f有

,:11 

j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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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編

完
成
者
天
叫

七
五
六

語
句
。自

理
論
言
，
煉
獄
的
存
在
基
於
天
主
的
車
德
與
公
平
。
天
主
的
里
德
要
求
，
惟
有
完
全
純
潔
的
產
魂
能
進
入
天
國
(
默
，
貳
壹
'

廿
七
)
;
天
主
的
公
平
一
方
出
要
求
，
罪
罰
必
頸
忍
受
，
另
一
方
面
要
求
，
以
愛
德
結
合
若
天
主
的
靈
魂
不
進
入
地
獄
。
因
此
我
人
必

讀
承
認
有
一
個
中
間
境
界
，
其
目
的
是
一
刺
骨
、
永
逸
地
淨
化
靈
魂
，
因
此
是
有
期
限
的
。
(
參
一
奴
車
多
瑪
斯

U
S
H
F
-『〈
斗-
N
H
A
-
f阻-

7
A
n
-
-
u謹
，
肆
，
九
一
)

三
、
埠
獄
之
司
的
本
質

練
獄
之
罰
興
地
獄
之
罰
相
似
，
可
分
失
苦
與
覺
苦
兩
種
。

失
苦
就
是
在
某
一
期
限
中
，
不
能
面
見
天
主
。
由
於
先
己
學
行
的
個
別
審
判
，
這
一
失
苦
與
、
永
繭
之
前
例
，
信
相
迪
(
鄧
七
七

λ
)
。

煉
獄
的
靈
魂
自
知
是
天
主
的
子
女
典
朋
玄
，
並
且
描
望
與
天
主
以
最
省
切
方
式
相
結
合
，
因
此
他
們
更
感
覺
這
一
暫
碌
的
痛
苦
。

依
照
神
學
家
的
一
般
意
見
，
除
了
失
苦
外
，
還
加
上
覺
苦
。
拉
丁
教
文
們
，
土
林
派
學
者
與
許
多
近
代
神
學
家
根
攘
格
前
，
盞
，

十
五
，
認
為
這
外
在
的
懲
罰
是
一
種
實
質
的
火
。
然
而
聖
經
的
證
接
並
不
克
分
。
大
公
會
議
的
宣
布
顧
及
不
承
認
淨
化
之
火
的
離
異
的

希
踏
人
士
，
祇
論
到
淨
化
之
罰
命
。gg

宮
品
皂
白
戶8
)
，
而
沒
有
論
到
淨
化
之
火
。
鄧
四
六
四
，
六
九
三
。
參
放
軍
多
瑪
斯

hsh 

.• 

H〈
-
P
N
T
A
﹒
?
但
-
7
A
n﹒ω
﹒

三
一
、
淨
化
的
目
的

里
多
瑪
斯
(
阿
)
閱
、
E
N
C
.〈
口
﹒
己
)
告
訴
我
們
，
尚
未
被
寬
赦
的
小
罪
藉
蒼
白
恩
寵
幫
助
的
完
善
痛
悔
而
蒙
赦
免
，
如
悶
在
現
世

一
樣
。
無
疑
地
，
這
一
痛
悔
在
進
入
煉
獄
時
就
已
有
了
。
但
它
並
不
消
除
或
減
少
罪
之
罰
，
因
為
在
另
一
世
界
，
沒
有
獲
功
績
的
可
能

性
。

在
煉
獄
中
，
罪
之
暫
罰
由
補
贖
之
苦
(
E
H
F
M

℃
8

位
。
)
來
消
除
，
即
甘
願
忍
受
天
主
所
給
予
的
贖
罪
之
苦
。



田
、
雄
獄
的
期
限

螃
獄
不
會
延
長
割
舍
審
判
以
稜l
l

一
般
意
見

遵
循
最
高
審
判
者
的
決
定
(
瑪
，
貳
伍
，
卅
四i
四
一
)
，
將
來
祇
有
兩
種
境
界
，
即
天
國
興
地
獄
。
車
奧
斯
定

宣
稱.. 

「
祇
在
最
後
的
嚴
厲
審
判
以
前
，
有
做
淨
性
的
懲
罰
」
(
天
主
之
圾
，
貳
壹
'
十
六
;
參
致
貳
壹
，
十
三
〉
。

對
於
每
一
靈
魂
，
他
的
一
切
罪
與
罪
罰
延
續
多
久
，
煉
獄
也
延
續
多
久
。
淨
化
工
作
一
完
，
就
被
迫
入
天
國
的
永
福
中
(
郵
五
三

0
，
六
九
=
-
v。

~ 

會i

蓋E

far-hu 
d
H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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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叮e門
門
心
目
叫

-
F
I

、

完
成
汗
天
主

~
J三η
→
八

第
二
章

全
人
類
的
末
日
完
成

第
六
節

基
督
的
再
聽

一
、
基
督
冉
來
的
實
在
性

世
昇
末
日
時
，
基
督
將
在
光
聲
中
重
臨
審
判
世
界
|
|
信
理

宗
徒
信
辭.. 

「
他
將
從
那
裡
來
審
判
生
者
與
死
者
」
。
以
後
的
信
辭
也
有
這
一
句
。
尼
商j
杜
卜
卅
一
了
你
信
，
辭

加
七
了
「
在
光
榮
中
」
一
詞
(
部
八
六
;
參
致
部
四
0
、
五
四
‘
二
八
七
，
四
二
九
)

耶
穌
甘
屢
次
預
言
，
在
世
界
末
日
時
，
他
將
再
來
(
3
3
5
訂
)
。
瑪
，
恰
陸
，
廿
七
(
拌
，
捌
，
卅
八
;

路
，
玖
，
廿
六
).. 

「
人
子
要
在
他
父
的
光
榮
中
同
他
的
天
使
降
來
，
那
時
他
要
按
照
每
人
的
行
為
予
以
賞
報
」
。

瑪
，
貳
肆
，
卅
(
谷
，
拾
去
了
廿
六
;
路
，
武
室
，
廿
七
)
:
「
那
時
人
子
的
記
號
要
川
現
天
上
，
地
，
上
所
有
的
一
棉

族
，
都
要
哀
號
，
要
君
見
人
子
帶
若
威
能
和
大
光
榮
乘
天
上
的
-
t
x
彩
降
來
」
。
按
照
敬
父
們
的
解
釋
，
人
子
附
記

號
就
是
十
字
架
。
乘
天
上
的
一
主
彩
(
達
，
架
，
十
一
二
)
，
表
示
天
主
的
成
能
與
光
榮
。
參
致
瑪
，
貳
伍
，
卅
一
;
或

陸
，
六
四
;
路
，
拾
樂
，
廿
四
，
廿
六
(
人
子
的
日
子
〉
;
…
右
，
陸
，
卅
九
(
末
日
)
;
宗
，
壺
，
十
一
。

學
保
祿
的
大
部
分
書
信
都
提
及
主
的
再
來
，
並
說
是
帶
若
光
榮
來
審
判
世
界
。
聖
保
祿
給
相
信
主
的
再
來
即
在

H

前
、
並
為
那
些
已
死
的
人
就
憂
的
得
撤
洛
尼
信
友
團
體
寫
信
說
:
「
我
們
用
主
的
話
給
你
們
講
這
事
:
我
們
這

門
泊
府
還
存
留
到
主
來
臨
時
的
人
，
決
不
比
死
過
的
人
先
到
。
因
為
在
發
命
時
，
在
總
領
天
使
的
吶
喊
和
天
主
的



號
筒
響
時
，
主
要
親
自
由
天
降
來
，
那
些
死
於
基
督
內
的
人
先
要
復
活
。
然
後
我
們
這
些
活
若
還
存
留
的
人
，
同
時

與
他
們
一
起
要
被
提
到
雲
彩
上
，
到
空
中
迎
接
主
;
這
樣
，
我
們
就
時
常
同
主
在
一
處
」
(
得
前
，
肆
，
十
五

l

十

七
)
。
但
由
於
保
祿
立
即
說
明
不
知
道
主
再
來
的
日
期
(
伍
，
一l
l
-
-
)
他
是
設
身
處
地
於
讀
者
的
觀
點
，
把
主
即

將
再
來
這
一
可
能
偎
定
為
事
實
(
參
致
鄧
二
一
八
一
)
。
基
督
重
臨
的
目
的
是
使
死
者
復
話
，
並
賞
報
成
義
的
人
(

得
後
，
壺
，
八
)
。
因
此
，
在
主
再
來
時
，
信
友
們
應
當
是
無
可
指
責
的
(
格
前
，
壺
，
八
;
得
前
，
羞
，
十
一
二
;

伍
，
廿
一
二
)
。
參
致
伯
後
，
壹
'
十
六
;
若
一
，
貳
，
廿
八
;
雅
，
伍
，
七
;
猜
，
十
四
。

傳
承
一
致
為
基
督
本
用
。
一
臨
作
誼
。
十
二
宗
徒
訓

-
T口
，
拾
陣
，
八.. 

「
那
時
世
人
要
看
見
天
主
，
乘
天
上
的
雲
彩
降
來
」
。
參
放
拾
，

六
)

二
、
基
督
，
冉
來
的
徵
兆

廿
一
瞄
音
傳
遍
余
球
世
界

耶
穌
曾
說
過•. 

「
天
圓
的
一
幅
迂
回
必
要
在
全
世
界
宣
講
，
給
萬
民
作
誼
，
然
後
結
局
才
會
來
到
」

，
十
)
。
這
句
話
並
不
表
示
一
幅
一
耳
目
一
傳
遍
全
世
界
，
世
界
的
結
局
就
到
來
。

的
猶
太
人
的
歸
主

聖
保
融
在
羅
，
拾
壹
，
廿
五l
卅
三
中
，
揭
示
了
「
這
項
奧
祕
」.. 

直
到
外
邦
人
全
數
進
入
天
國
，
全
依
撒
爾
也
將
歸
主
得
蚊
。

這
裡
所
說
的
是
一
種
常
情
的
普
遍
性
。

人
們
往
往
把
猶
太
人
的
歸
主
與
厄
里
亞
連
在
一
起
，
但
是
並
無
足
夠
的
證
撥
。
姆
拉
基
亞
先
知
會
預
言
:
「
看
哪
!
在
上
主
的
偉

大
和
可
怕
的
日
于
來
臨
前
，
我
要
派
遣
厄
里
亞
先
知
到
你
們
這
裡
來
，
我
要
使
父
親
的
心
轉
向
自
己
的
見
于
，
使
見
子
的
心
轉
向
自
己

的
文
說
，
免
得
我
來
到
時
，
以
毀
滅
打
擊
這
地
」
(
拉
，
丞
'
廿
一
二
)
。
猶
太
人
從
這
話
中
，
看
出
厄
里
亞
的
親
臨
(
德
，
肆
捌
'

(
碼
，
貳
肆
，
十
四
;
谷
，
拾
於
一

第
三
部

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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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立
獨
完
成
者
天
主

七
六
O

十
)
，
並
相
信
他
將
在
默
西
亞
時
期
之
初
再
來
，
將
是
默
西
亞
的
先
驅
(
若
，
壹
，
甘
于
，
碼
，
拾
陸
，
十
凶
)
。
耶
服
詮
賞
了
厄
里

亞
的
再
來
，
但
把
這
件
事
貼
人
口
在
施
洗
者
約
織
的
出
現
。
天
使
曾
報
告
過
約
翰
將
帶
著
厄
里
區
的
精
神
，
其
能
力
，
在
主
、
即
天
主
以
前

來
到
(
路
，
由
臼
丘
，
十
七
)

•• 

「
他
就
是
那
位
(
按
照
先
知
的
預
言
〉
要
來
的
厄
里
亞
(
施
洗
者
約
給
)
」
(
參
致
碼
，
拾
壺
，
十
四
)
。

沁
人
比
朵
，
十
一
一.. 

「
故
告
訴
你
們•• 

厄
里
亞
已
經
來
了
，
人
們
卸
不
認
識
他
，
反
而
任
意
待
了
他
」
(
參
致
谷
，
玖
，
十
一
二
)
。
耶

穌
並
未
清
楚
指
出
在
最
後
審
判
前
，
厄
且
亞
還
要
再
來
，
而
瑪
'
拾
攏
，
十
一

.• 

「
厄
旦
亞
固
然
要
來
，
且
要
重
整
一
切
」
一
話
，
不

過
是
重
拉
先
知
馬
拉
基
亞
的
話
罷
了
。
耶
穌
祖
施
洗
者
約
翰
的
來
到
為
先
知
預
言
的
實
現
(
瑪
，
拾
棠
，
十
一
一
)
。

目
飯
教

耶
穌
預
言
在
末
日
以
前
，
將
有
偽
先
知
出
現
，
他
們
將
陷
害
許
參
人
(
塢
，
貳
肆
，
四
l

五
)
。
聖
保
祿
預
示
在
天
主
重
臨
以

前
，
要
有
叛
歡
的
人
，
即
離
棄
基
督
信
仰
的
人
(
得
後
，
貳
，
三
)
。

制
反
革
智
者
的
來
臨

飯
敢
與
反
基
督
者
的
出
現
互
為
因
果
。
得
後
，
貳
二
一
一
.. 

「
除
非
那
背
飯
之
事
先
來
，
那
罪
惡
之
人
即
喪
亡
之
子
出
現li

他
是

敵
對
者
，
且
高
舉
自
己
在
各
種
稱
為
神
或
受
崇
拜
者
以
上
，
以
致
要
坐
在
天
主
的
跛
中
，
宣
布
自
己
是
神
」
。
藉
著
揪
蟬
的
力
量
，
具

有
各
種
德
能
，
行
股
詐
的
奇
蹟
異
事
，
使
人
背
鈑
真
理
，
專
務
不
義
而
喪
亡
(
貳
，
九
|
十
一
)
。
耶
穌
再
來
時
，
要
以
自
己
「
口
中

的
氣
息
」
意
即
蔣
他
的
能
力
將
敵
對
者
毀
滅
(
貳
，
九
)
。
聖
若
望
是
第
一
位
揉
用
「
反
基
督
」
(
〉
旦
叮
叮
宮
)
一
詞
的
人
(
若
一
，

武
，
十
八
l

廿
二
;
肆
二
二
;
若
-
7
七
)
，
但
他
也
以
此
詞
稱
那
些
以
敵
對
者
的
名
而
講
話
的
其
說
分
子
。
聖
保
誰
與
聖
若
望
告
訴

我
們
，
反
基
督
者
是
某
一
替
揪
揮
作
工
具
的
人
物
。
十
二
宗
徒
訓
言
也
提
及
「
世
界
的
誘
惑
者
」
之
出
現
(
拾
陸
，
四
)
。

以
「
反
基
督
者
」
指
某
一
時
期
的
某
一
人
物
(
如
尼
融
、
加
利
古
拉
白
色m
c
F與
其
他
的
人
)
的
歷
史
解
釋
，
以
及
企
圖
在
巴

比
倫
此
(
波
斯
神
話
巾
詩
我
反
基
督
者
之
概
念
的
起
源
的
解
釋
，
都
不
能
成
立
。
羅
馬
的
車
依
玻
理
所
接
有
關
反
基
督
者
的
文
字
，
是
這

方
面
最
古
老
的
專
論
。

岫
叫
民
難



耶
法
預
言
掃
一
川
戰
爭
、
飢
盤
、
地
震
與
他
的
徒
眾
受
迫
害

•. 

「
那
時
人
要
交
出
你
們
去
受
刑
，
要
殺
害
你
們
，
你
們
為
了
拔
的
名
，

耍
為
各
局
接
冊
憎
恨
(
弱
，
貳
肆
，
九
)
。
基
督
再
來
時
並
將
有
自
然
界
的
災
害
(
瑪
'
貳
肆
，
廿
九
;
依
，
拾
盞
，
十
;
丞
肆
，

四
)
。

=
一
、
基
督
冉
來
的
日
期

人
不
知
道
基
督
再
攘
的
日
子ll

確
定
意
見

耶
穌
沒
有
告
訴
我
們
他
再
來
的
日
期
。
在
有
關
世
界
末
日
的
言
論
終
結
時
，
他
宣
布
:
「
辛
一
於
那
日
子
和
那
時

刻
，
均
沒
有
人
知
道
，
除
欠
外
，
天
上
的
天
使
也
不
知
道
，
連
子
也
不
知
道
」
(
谷
，
捨
盞
，
卅
一
一
;
對
照
瑪
，
貳

肆
，
卅
穴
，
缺
「
連
子
也
不
知
道
」
一
句
)
。
關
於
子
也
不
知
道
一
事
，
請
參
閱
本
書
第
三
編
第
廿
三
節
之
四
。
耶

佑
在
升
天
以
前
不
久
，
向
他
的
門
徒
說
:
「
欠
以
自
己
的
權
柄
所
定
的
時
候
和
日
期
，
不
是
你
們
聽
當
知
道
的
」
(

血
泊
，
白
宮
，
七
)
。

耶
穌
好
混
次
論
到
世
宋
時
，
都
表
示
他
不
會
很
快
的
再
來
(
瑪
'
貳
肆
，
十
四
，
廿
一
，
卅
一
;
路
，
武
壹
，
廿
四
;
路
，
拾

棠
，
廿
一
一
;
瑪
'
拾
貳
，
四
一
)
;
有
關
他
再
來
的
比
喻
都
暗
示
主
將
使
人
久
侯
(
瑪
，
貳
肆
，
四
八
;
貳
伍
，
五
;
貳
伍
，
十
九

.• 

「
過
了
多
時
，
僕
人
的
主
人
來
了
，
便
與
他
們
算
脹
」
)
。
天
國
在
地
上
慢
慢
長
成
的
比
喻
也
暗
示
這
一
點
(
瑪
，
拾
丞
，
廿
四l

卅
一
二
)
。
有
鑽
處
接
到
主
的
再
來
，
我
人
不
應
于
以
狹
義
的
解
釋
，
而
應
解
作
基
督
德
能
的
啟
示
，
以
懲
罰
敵
人
(
瑪
'
拾
，
廿
三
一

.. 

耶
路
撒
冷
的
毀
識
)
或
解
作
他
在
地
上
的
天
闊
的
攝
展
〈
瑪
，
拾
陸
，
廿
八
;
谷
，
玖
'
一
;
路
，
玖
'
廿
七
)
;
或
解
作
在
天
國
的

幸
福
中
對
忠
於
天
主
者
與
以
酬
報
(
若
，
拾
肆
，
三
，
十
八
，
二
八
;
貳
壹
，
廿
一
一
)
。
瑪
，
貳
肆
，
卅
四

.. 

「
我
實
在
告
訴
你
們.• 

非
等
到
這
一
切
發
生
了
，
這
一
世
代
決
不
會
過
去
」
之
詣
，
是
指
基
督
再
來
的
徵
兆
。
照
另
外
一
種
注
釋
，
「
這
一
世
代
」
並
不
指
與

耶
穌
同
時
代
的
人
，
而
是
指
猶
太
民
革
(
瑪
'
拾
壹
，
十
六
;
谷
，
捌
，
十
一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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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此
制
完
成
和
天
主

七
六

京
徒
們
也
教
訓
我
們
，
起
特
再
來
的
日
期
是
不
可
知
的
。
聖
保
祿
寫
信
給
得
撒
洛
尼
人
道
:
「
弟
兄
們
，
一
空
於

那
時
侯
與
時
日
，
不
話
要
給
你
們
寫
，
你
們
原
來
確
切
知
道
，
主
的
日
子
像
夜
間
的
混
賊
那
樣
來
」
(
得
前
，
伍
，

一l

一
一
)
。
在
得
後
，
貳
，
一
等
，
聖
保
除
在
闡
述
世
末
的
預
兆
時
，
勸
勉
信
友
們
不
要
過
分
等
待
主
的
日
子
的
來

到
(
得
後
，
貳
，
-
l
一
二
)
。
聖
伯
多
祿
給
我
們
解
釋
，
由
於
天
主
的
仁
慈
，
願
意
給
罪
人
以
悔
改
補
贖
的
時
機
，

所
以
主
將
遲
遲
重
臨
。
對
於
天
主
，
千
年
猶
如
一
日
。
主
的
日
子
將
如
盜
賊
一
般
，
在
人
們
不
提
防
時
來
到
(
伯

後
，
盞
，
八
l

十
;
參
致
默
，
去
一
二
二
;
拾
陸
，
十
五
)
。

初
期
信
友
們
雖
然
不
知
道
主
再
來
的
日
期
，
但
遲
是
等
待
著
這
日
子
的
驟
然
來
臨
(
哎
，
則
，
五
;
希
﹒
拾
，
卅
七
;
卵
，
心
，

八
;
伯
前
，
胖
，
七
.
，
若
一
，
試
，
十
八
)
。
阿
拉
美
誦
的
短
輯

.. 

「
主
，
來
吧
!
」
(
E
R
E
間
各
自
)
，
是
山
仰
望
主
再
來
的
明
改
(

格
前
，
拾
陸
，
廿
一
一
;
十
二
米
徒
訓
昔
日
，
拾
，
六
;
參
欽
默
，
貳
貳
'
廿

.. 

「
主
耶
帥
，
你
來
罷
!
」
)

第
七
節

死
者
的
種
活

一
、
復
活
的
實
在
性

所
有
死
者
都
要
與
他
們
的
肉
身
一
起
在
末
日
縷
清
l
l

信
理

京
徒
信
經
有
一
句
:
「
我
信
肉
身
之
復
活
」
。
「
任
何
人
」
信
辭
強
調
復
活
的
普
遍
性.. 

「
當
他
來
時
，
一
切

人
均
將
與
他
們
的
肉
身
一
起
復
活
」
(
鄧
四0
)
。

反
對
死
者
復
活
的
道
理
的
，
在
古
代
有
撒
杜
塞
人
(
粥
，
貳
串b了
廿
一
二
;
泣
，
貳
，
表
了
八
)
，
外
邦
人
公
叭
，
拾
棠
，
卅
一
六
)
，

宗
徒
時
代
的
若
干
基
督
信
友
(
格
前
，
拾
伍
;
弟
後
，
貳
'
十
七
!
十
八
)
，
諾
斯
底
士
派
與
摩
尼
派
人
士
，
中
古
的
卡
遲
早
(



口
m
H
}
H
自
己
)
，
今
日
的
各
種
形
式
的
唯
物
主
義
者
與
唯
理
主
義
者
。

在
舊
約
裡
，
可
以
君
出
死
者
復
活
信
仰
的
逐
步
發
展
。
先
知
歐
瑟
亞
與
且
則
克
耳
以
肉
身
復
活
為
比
喻
，
讀
羽

依
撤
爾
人
從
罪
惡
中
或
從
流
放
中
獲
得
自
由
(
歐
，
陸
，
三
〔
麥
眾
來
本
為
陸
，
二
〕
;
拾
去
了
十
四
;
划
，
志
一

棠
，
一
l
l

十
四
)
。
依
撒
意
亞
確
信
依
撒
爾
義
人
的
個
別
復
活
(
武
陸
，
十
九)
c
達
尼
爾
也
預
言
惡
人
的
復
話
，

但
是
祇
指
依
撒
爾
人
而
昔
日
.. 

「
許
多
睡
在
塵
土
中
的
人
要
醒
起
，
有
時
要
入
於
永
生
‘
有
些
要
受
永
遠
的
羞
姆
和
悔

世
」
(
達
，
拾
貳
二
一
)
。
瑪
加
伯
下
告
訴
我
們
所
有
的
人
均
將
復
活
(
加
下
，
梁
，
丸
，
十
一
，
十
凹
，
什
三
，

廿
九
;
拾
貳
，
四
三
等
;
拾
肆
，
四
六
)
。

祇
在
通
俗
木
中
，
約
，
拾
玖
'
廿
五l
廿
七
有
刺
於
為
復
活
作
誼
。
在
聖
經
的
原
文
捏
，
約
伯
表
示
他
活
在
世
上
一
天
，
就
要
等

待
天
主
來
為
他
辯
白
，
以
證
問
他
的
無
辜
(
2
.
3月
E
m
-
-
M
﹒
出
問
戶
口
門
回
n
r
)。

耶
穌
責
斥
撒
杜
塞
人
的
不
信
復
活
為
一
項
錯
誤

.. 

「
你
們
錯
了
，
不
明
除
徑
書
，
也
不
明
陳
天
主
的
能
力
。
因

為
在
復
活
的
時
候
，
人
也
不
娶
也
不
嫁
，
好
像
天
上
天
主
的
天
使
一
樣
」
(
瑪
，
貳
貳
，
廿
九

l

卅
)
。
他
不
僅
告

訴
我
們
義
人
要
復
活
(
路
，
拾
肆
，
十
四
)
，
且
告
訴
我
們
惡
人
也
要
復
話
，
因
他
們
的
肉
身
耍
一
同
進
入
地
獄
(

瑪
'
伍
，
廿
九l
卅
;
拾
，
廿
八
;
拾
捌
'
八l
九
)
。
「
他
們
都
要
(
從
揖
墓
裡
)
出
來
，
行
過
荐
的
，
復
活
入

生
命
;
作
過
惡
的
，
復
活
受
審
判
」
(
若
，
伍
，
廿
九
)
。
凡
相
信
他
的
人
，
凡
吃
他
的
肉
，
喝
他
的
血
的
人
，
耶

穌
允
許
在
末
日
要
使
他
們
復
活
(
若
，
陸
，
卅
九
l

四
0
，
四
四
，
五
五
)
。
他
指
好
自
己
讀.. 

「
我
是
從
括
與
往

命
」
(
若
，
拾
壺
，
廿
五
)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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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續
完
成
者
天
主

七
六
四

宗
徒
們
在
宣
講
耶
穌
復
活
時
，
也
宣
講
全
體
死
者
的
復
活
(
宗
，
肆
，-I
l
-
-
;
拾
柴
，
十
八
，
卅
一
一
;
貳

肆
，
十
五
，
廿
一
;
貳
陸
，
廿
三
〉
。
聖
保
蘇
譴
責
格
林
多
團
體
中
不
信
假
話
的
分
子
，
並
且
從
基
督
的
復
活
引
伸

出
信
衷
的
復
活
。
格
前
，
捨
伍
，
廿l
廿
三•. 

「
基
督
從
死
者
中
實
在
復
活7
，
做
了
死
者
的
初
果
。
原
來
死
亡
既

因
一
人
而
來
，
死
者
的
復
活
也
因
一
人
而
來
。
就
如
在
亞
當
內
眾
人
都
死
了
，
照
樣
，
在
基
督
內
眾
人
都
要
復
活
。

不
過
各
人
要
依
照
自
己
的
次
第

•• 

首
先
是
為
初
果
的
基
督
，
然
後
是
在
基
督
再
來
時
屬
於
基
督
的
人
。
」
死
亡
將
如

最
後
的
敵
人
，
被
基
督
所
消
識
(
廿
六
;
五
四
|
五
五
)
。
復
活
的
普
遍
性
包
含
在
基
督
戰
勝
死
亡
之
中
(
參
致
羅

，
捌
'
十
一
;
格
後
，
肆
，
十
四
;
斐
，
盞
，
廿
一
;
得
前
，
肆
，
十
四
，
十
六
;
希
，
陸
，-
E
.
I
.
-

二
;
默
，
貳
拾

，
十
一
一
l
t

十
一
二
)
。

最
初
聽
世
紀
的
教
文
們
鑑
於
猶
太
人
、
外
邦
人
與
諾
斯
底
士
派
人
士
的
反
對
復
活
，
不
得
不
詳
勵
復
活
的
道
理
。
羅
馬
的
軍
克
來

孟
以
自
然
界
的
額
比
現
象
、
仙
烏
Q
E
g
w
〉
的
傳
說
與
舊
約
的
經
文
來
證
明
復
活
的
道
理
(
致
格
林
多
人
書
，
廿
四

l

廿
六
)
。

聖
儒
斯
定
、
雅
典
的
亞
瑟
納
哥
拉
斯
(
〉
乎
自
品
。
H
8
)
、
戴
商
都
良
、
奧
力
振
、
軍
梅
鐸
弟
們
宮
叩
昏
。
全

5
)
與
尼
沙
的
葛
刺
哥
里

等
都
會
摸
過
維
護
復
活
信
仰
的
專
論
。
初
期
歇
會
的
大
多
數
護
教
家
也
都
竭
力
為
復
活
的
道
理
作
證
(
參
考
鑒
奧
斯
定
阿
青
史
、

•• 

E 

l
m
-
ω
u天
主
之
娥
，
貳
貳
，
四
等
)
。

自
然
的
理
性
不
能
以
確
切
方
式
誼
明
復
活
的
事
實
，
因
為
復
活
是
一
件
超
自
然
的
事
，
祇
能
在
天
主
奇
妙
的
作
為
干
完
成
。
然
而

理
智
能
夠
盡
興
復
活
的
合
宜
性

•• 

H
基
於
靈
魂
與
身
體
的
自
然
結
合
，
靈
魂
與
身
體
相
依
為
命
。
何
基
於
正
義
的
賞
報
之
研
念
，
我
人

可
以
想
見
，
靈
魂
的
工
具l
身
體
有
份
於
黨
報
或
懲
罰
。

篤
信
心
所
照
耀
的
理
性
將
復
活
的
合
室
住
建
立
在
如
下
的
理
由
土

•• 

村
基
督
所
完
成
的
教
贖
工
程
的
圓
滿
性
，
制
奧
身
各
肢
體
與

其
首
腦
l

基
督
1

的
一
致
性
，
目
人
體
藉
恩
寵
的
方
法
，
尤
其
是
藉
鑒
體
而
聖
化
(
參
放
軍
依
來
肉
反
其
說
，
肆
，
十
八
，
五
;
伍
，



二
，
-
二
;
切
皂
、

k
v
~

.• 

J
1
ω
-
H
l
ω
u謹
，
悴
，
七
九
)
。

二
、
復
活
背
後
的
身
體
相
同

死
者
種
獨
時
的
身
體
與
昔
日
在
世
的
身
體
是
同
-
個
|
|
信
理

甘
拉
脫
朗
第
四
次
大
公
會
議
(
三
二
五
年
)
的
呵
?
這
詩
句
章
宣
布

•• 

「
他
們
將
以
現
在
固
有
的
身
體
復
活
」

(
鄧
四
二
九
;
參
致
鄧
十
六
，
四0
，
二
八
七
，
三
四
七
，
四
二
七
，
四
六
四
，
五
三
一
)
。

奧
力
振
反
對
復
活
的
身
體
與
在
世
的
身
體
原
質
地
相
同
。

里
經
用
「
復
活
」
或
「
甦
醒
」
二
詞
時
，
融
合
地
作
證
復
活
前
後
為
同
一
身
體
。
事
實
上
，
除
了
同
一
身
體
死

亡
、
歸
於
塵
土
而
再
一
次
生
活
外
，
就
不
可
能
有
復
活
與
甦
盤
。
瑪
加
伯
下
(
槳
，
十
一
)
清
楚
地
指
出
復
活
。
「

這
些
肢
體
是
我
由
上
天
(
天
主
)
得
來
的•..••• 

希
望
再
有
一
天
從
他
那
裡
仍
然
復
得
」
。
格
前
，
拾
伍
，
五
一
二.• 

「

還
可
朽
壤
的
必
須
穿
上
不
可
朽
攘
的
，
還
可
死
的
，
必
須
穿
上
不
可
死
的
」
。

奧
力
握
以
前
的
歡
文
們
一
致
承
認
，
「
此
身
將
復
活
，
並
將
受
審
判
」
'
「
我
們
將
帶
若
此
身
受
賞
」
(
託
名
克
來
孟
致
格
林
多

人
二
番
，
致
，
一l
五
)
。
聖
儒
斯
定
說
:
「
我
們
希
望
地
下
的
死
有
再
得
到
他
們
的
身
體
，
因
為
對
天
主
沒
有
不
可
能
的
事
(
護
教

書
，
壺
，
十
八V
。
歡
女
們
為
復
活
這
件
事
所
學
的
「
合
宜
的
理
由
」
都
以
使
活
前
後
的
身
體
相
同
為
其
前
提
。
車
梅
鐸
弟
、
尼
沙
的

重
葛
刺
哥
里
與
聖
愛
比
法
(
因
是
、
.• 

2
)
典
里
熱
羅
尼
莫
(
h
h
h
d
-
b
b

這
是
這
個
同
帶

3
h
o
e
E
H
b
a

是
這
)
等
會
維
護
此
理
，
反
擊
奧

力
握
。的H所

謂
復
活
前
後
身
體
同
一
，
並
非
指
屬
於
在
世
身
體
(
一
生
或
某
一
時
期
)
的
一
切
物
質
部
份
都
將
在
復
活

的
身
體
內
。
正
如
在
世
身
體
的
物
質
部
份
雖
然
經
常
新
陳
代
謝
，
而
始
終
是
同
一
個
身
體
;
同
理
，
復
活
身
體
中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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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量E

事

論

七
六
軍



第
五
偏

完
成
者
天
主

七
六
六

有
在
世
身
體
的
物
質
的
一
小
部
分
，
就
是
以
維
持
同
一
性
。
事
實
上
，
同
樣
的
物
質
部
份
可
以
先
後
屬
於
不
同
的
身

體
，
但
這
個
事
實
絕
不
影
響
基
督
徒
對
復
活
的
信
仰
(
護
，
肆
，
八
一
)
。

拉
熙
杜
朗
度
(
巳
缸
片
阻
旦
旦
曲
。
同

ω
﹒

H
M
R乳
白
。
十
3
2
)

與
那
不
勒
斯
的
若
望

Q
o
g
o
h
Z臼
乳
白
個
十
E
S

以
後
)
的
意
見

，
同
一
靈
魂
已
足
以
使
復
活
後
的
身
體
為
同
一
。
為
士
林
學
派
所
揉
納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對
人
體
的
理
論
，
主
張
原
初
物
質
(
旦
旦
叩
門

E

M
M
H
F

自
己
是
純
粹
的
潛
能
牙
。
同g
n

明
)
，
它
藉
看
自
立
體
形
式
(
m
g
E
S
E
E
F叫
自
)
而
獲
得
實
現
性
(
m
n
z但-
S
)
與
個
別
性

(
g
e
i
ι
白
色
q
)
，
由
是
而
成
為
一
個
特
定
的
身
體
。
杜
朗
度
與
若
望
根
按
這
一
理
論
，
主
張
精
神
的
靈
魂
歧
是
人
體
的
惟
一
的
本

質
形
式
，
能
使
任
何
材
料
形
成
其
身
體
。
但
是
，
除
去
靈
魂
是
身
體
的
椎
一
形
式
之
假
定
並
無
足
夠
證
攘
以
外i
司
各
脫
斯
學
者
認

為
有
一
種
與
靈
魂
不
同
的
身
體
的
形
式
(
F
H
B個
8

月
明
白
色
色
曲)
l
這
一
解
釋
使
人
設
想
，
當
死
者
復
活
後
帶
著
復
活
的
身
體
進
入

天
園
時
，
他
的
骨
眼
即
可
能
仍
埋
在
土
中
。
晚
近
仍
有
些
一
神
學
家
推
陳
杜
朗
度
的
意
見
，
尤
其
是
比
猶
(
「
回
告
。
再
)
，
但
是
大
多
數
神

學
家
贊
同
教
父
們
的
意
見
，
主
張
復
活
前
後
身
體
的
材
料
一
致
。

按
照
普
遍
的
信
道
，
復
活
的
身
體
完
善
無
缺
，
沒
有
建
疾
，
沒
有
斷
肢
，
也
沒
有
衰
弱
。
聖
多
瑪
斯
說
:
「
復
活
的
人
達
到
最
高

度
的
自
然
的
完
美
(
阮
忠
、
1.. 
∞
Y
H
)

，
因
此
達
到
成
熟
的
年
齡
。
復
活
的
完
美
身
體
具
有
生
理
的
與
感
覺
的
器
官
，
包
括
不
同
的

性
別
(
與
奧
力
振
的
意
見
相
反
;
鄧
二O
七
)
，
但
是
沒
有
生
長
的
作
用
。
惱
，
貳
貳
'
卅
.. 

『
他
們
好
像
在
天
上
的
天
主
的
天
使
一

樣
。
』
」
。

三
一
、
復
活
之
身
體
的
特
性

付
輯
人
身
體
將
以
醬
油
基
督
的
身
體
為
草
木
而
轉
變
血
叭
聲
贊
|
|
確
定
意
見

聖
保
祿
教
訓
我
們•• 

「
他
(
耶
穌
基
督
)
必
要
按
照
他
所
具
有
能
征
服
一
切
的
能
力
，
改
變
我
們
卑
賤
的
身

體
，
相
似
他
光
榮
的
身
體
」
(
楚
，
盞
，
廿
一
)
3

「
死
人
的
復
活
也
是
這
樣
;
播
種
的
是
可
朽
攘
的
，
復
站
起



來
的
是
不
可
朽
攘
的
;
播
種
的
是
可
盡
心
悴
的
，
彼
站
起
來
的
是
光
榮
附
;
播
種
的
是
聽
弱
的
，
復
活
起
來
的
是
強
龍

的
;
播
種
的
是
屬
生
靈
的
身
體
，
復
活
起
來
的
是
屬
神
的
身
體
」
(
格
前
，
拾
伍
，
四
二

l

四
四
;
參
致
格
前
，
捨

伍
，
五
一
二
)。

士
林
派
神
學
家
根
據
聖
保
祿
的
教
訓
，
認
為
義
人
身
體
復
活
後
具
有
下
面
的
四
種
特
質
或
特
恩

•. 

ω
神
健

(
5
盲
目
串
戶
戶
g
m
即
不
能
受
苦
)
，
即
身
體
方
面
所
有
的
缺
點
，
如
痛
苦
、
疾
病
、
死
亡
、
都
不
再
有
o

確
切
地
說
，
泣

是
一
種
不
能
受
苦
死
亡
的
特
性
(
口
。
口
可
串
串
冒
氏
"
目
。
江
)
。
默
，
貳
壺
，
四

.. 

「
他
要
由
他
們
的
眼
土
拭
去
一
切
誤
痕
，
再
也
沒

有
死
亡
，
再
也
沒
有
悲
傷
，
沒
有
哀
號
，
沒
有
苦
楚
了
;
因
為
先
前
的
都
已
過
去
了
」
。
參
致
默
，
棠
，
十
六
;
路
，
貳
拾
，
卅
六

.• 

「
他
們
也
不
能
再
死
」
。
神
健
的
內
在
理
由
基
於
身
體
的
完
全
順
從
靈
魂
可
是
、

1
.
w
g
L
)
。

ω
神
還
(
前
已V
E
F
S也
就
是
身
體
的
精
神
化
，
但
它
並
非
身
體
轉
變
成
精
神
的
本
質
，
或
物
質
成
為
空
氣
般
的
實
體
(
參
放
路
，
貳

肆
，
卅
九
)
。
身
體
精
神
化
的
藍
本
是
從
墳
墓
中
出
來
、
並
能
閉
門
而
入
的
基
督
的
身
體
(
苦
，
貳
拾
，
十
九
，
廿
六
)
。
身
體
精
神

化
的
內
在
理
由
是.. 

受
榮
耀
的
靈
魂
完
全
管
理
身
體
，
因
為
靈
魂
原
是
身
體
的
本
質
形
式
可
毛
h
v
h
w
g
L
)。

叫
神
速
(
但
在
當
也
就
是
身
體
以
最
大
的
速
度
服
從
靈
魂
之
能
力
，
它
與
現
世
受
地
心
引
力
而
變
得
忱
葷
的
身
體
，
恰
成
對
照
。

復
活
的
基
督
突
然
顯
現
在
宗
徒
們
中
間
，
並
且
也
能
很
快
的
消
失
，
表
現
了
基
督
的
復
活
身
體
的
神
速
(
若
，
貳
拾
，
十
九
，
廿
六
;

路
，
貳
肆
，
卅
一
)
。
神
速
的
內
在
理
由
基
於
受
榮
耀
的
靈
魂
完
全
統
治
身
體
，
而
能
推
動
身
體
白
毛K
V
N

•• 

E
L
)
。

ω
神
光

(
n
F品
8
)
即
消
除
一
切
晦
暗
，
呈
顯
美
麗
與
光
明
。
耶
穌
向
我
們
保
證.. 

「
義
人
要
在
他
們
父
的
國
裡
，
發
光
如
同
太

陽
」
(
瑪
'
拾
盞
，
四
立
了
參
致
達
，
拾
貳
二
二
)
。
耶
穌
在
大
博
山
(
粥
，
拾
棠
，
二
等
)
與
在
復
活
後
的
變
容
(
示
，
玖
'
了
一
)

便
是
神
光
的
榜
樣
。
神
光
的
內
在
理
由
，
寓
於
受
榮
耀
的
靈
魂
的
絢
麗
充
滿
了
身
體
。
身
體
受
榮
的
程
度
，
按
格
前
，
拾
伍
，
用
一
l

四
-
7
係
隨
靈
魂
神
光
的
程
度
而
異
;
而
神
光
的
程
度
則
又
隨
功
績
的
多
寡
而
其
白
毛
、
~
-
w
a
w
-
)
。

的
惡
人
的
身
體
縷
清
後
，
既
不
朽
墟
，
也
不
死
章
，
但
是
它
們
將
不
會
蒙
受
接
耀
|
|
確
定
意
見

內
卅
一
三
部學

1:f; 

"陌

七
六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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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放
和
J
[

七
六
八

不
打
神
情
衍
，
仙
，
并
喊
叫

H
丑
，
井
悅
，
引
恥
川

J
U
f水
泊
的
一
個
必
要
的
先
決
條
件
(
藹
，
拾
捌
'
八i
九
)
。
不
朽
捏
住
(
恥
的ER
M
Q
屯
q
E

參
放

格
前
﹒
扣
卡
，
人
付
f
J
U們
叫
作
-
f
物
的
的
新
做
扎
扎
謝
以
及
與
之
俱
來
的
各
種
作
用
，
但
並
不
排
除
受
苦
的
能
力

(
3
m
m
F
E
扭
曲
"
，w
h
h
、
h
q
h

.• 

∞
戶Y
H
1
心
J
'

第
A
節

n
A審
判

一
、
么
事
判
的
實
在
性

基
督
再
東
後
，
將
審
判
所
有
的
人
|
|
信
理

的
咐
，
于
所
布
的
衍
酌
都
與
宗
徒
信
經
一
樣
，
宣
布
基
督
將
在
世
未
竟
臨
，
「
為
審
判
生
者
與
死
者
」

諦
，
，
訴
他
州
來
時
，
他
要
審
判
那
些
尚
存
說
世
的
人
和
將
要
復
活
的
死
者
(
另
一
解
釋
是

•• 

義
人
與
罪
人
)

-
一
川
一
一
位
理
為
那
些
否
認
個
人
永
生
與
復
活
的
人
所
反
對
。

熱
約
祖
，
有
關
公
審
判
的
道
理
曾
經
經
過
一
個
逐
漸
演
展
的
過
程
。
惟
布
智
恕
的
(
帥
，
廿l
伍
，
廿
四
)
問

你
地
扣
示
義
人
與
罪
人
在
世
末
要
受
公
開
的
審
判
。

先
知
們
屢
次
預
示
天
主
在
此
世
對
世
人
的
審
判
與
懲
罰
，
而
稱
之
為
「
天
主
的
日
子
」
。
在
那
一
天
，
天
主
將
審
判
外
邦
民
族
，

並
將
他
的
子
民
依
撒
爾
從
仇
敵
的
手
中
解
救
出
來
(
岳
，
盞
，
〔
耍
，
肆
〕
，
一
等
)
。
不
僅
外
邦
人
，
抑
且
依
撒
繭
民
族
中
不
敬
主
的

人
將
要
受
審
受
罰
(
參
致
亞
，
缸
，
十
八
!
廿
)
。
不
敬
主
的
人
與
義
人
將
被
分
開
(
參
攻
詠
，
壹
，
五
;
竄
，
貳
，
廿
一
;
依
，
陸

陸
，
十
五
等
)
。

耶
穌
宣
講
福
音
時
常
以
「
非
判
的
日
于
」
“
一
叫
「
審
判
」
為
題
(
參
放
瑪
'
、
祟
，
廿
二
|
廿
一
二
;
拾
壺
，
廿
二
，

，
也
就
是

。



廿
四
.
，
拾
貳
，
卅
六
l

囚
一
)
。
他
告
訴
我
們
，
這
審
判
將
由
他
自
己
|
人
于
(
默
西
亞
)
|
來
執
行.. 

「
將
來
人

于
要
在
他
欠
的
光
榮
中
同
他
的
天
使
降
來
，
那
時
他
要
按
照
每
人
的
行
為
于
以
質
報
」
(
碼
，
拾
陸
，
廿
七
)
。
「

欠
原
來
不
馨
判
任
何
人
，
但
他
把
審
判
的
全
權
交
給
了
子
，
為
吽
眾
人
尊
敬
于
如
同
尊
敬
欠
...... 

並
且
賜
給
他
行
審

判
的
權
柄
，
因
為
他
是
人
子
」
(
若
，
伍
，
廿
二
l

廿
三
，
廿
七
)
。

宗
徒
們
宣
揚
耶
穌
的
教
訓
。
聖
伯
多
祿
證
示
耶
穌
是
「
天
主
所
立
的
生
者
與
死
者
的
審
判
者
」
'
(
宗
，
拾
，

四
二
;
參
政
伯
前
，
肆
，
五
;
弟
後
，
肆
，
一
)
。
車
保
除
在
阿
勒
約
帕
哥
講
道
時
(
宗
，
拾
諜
，
卅
一
)
與
在
書

信
中
，
都
教
導
我
們
，
天
主
將
藉
耶
穌
基
督
按
正
義
審
判
世
界
(
羅
，
貳
，
五
|
十
六
;
格
後
，
伍
，
十
)
。
由
於

基
督
將
執
行
審
判
的
職
務
，
保
險
稱
審
判
的
日
子
為
「
耶
穌
基
督
的
日
子
」
(
婪
，
申
宜
，
六
;
格
前
，
世
宜
，
八
;
伍

，
五
)
。
並
從
末
來
的
審
判
，
引
伸
出
信
支
生
活
的
實
踐
規
誠
，
勸
告
信
友
們
勿
判
斷
別
人
(
羅
，
拾
肆
，
十
|
十

一
一
;
格
前
，
肆
，
五
)
，
並
且
勉
勵
他
們
在
痛
苦
與
迫
害
中
要
堅
忍
到
底
(
得
後
，
壹
'
五

i

十
)
。
聖
若
望
將
最

後
審
判
描
繪
成
算
康
(
默
，
貳
拾
，
十1
十
五
)
。
各
人
的
功
過
都
被
登
錄
在
案
卷
上
，
聖
經
裡
「
展
開
案
卷
」
一

詞
表
示
一
種
精
神
事
件
(
參
故
里
奧
斯
定
天
主
之
城
，
貳
拾
，
十
四
)
。

教
父
們
一
致
為
聖
經
上
明
晰
的
教
訓
作
誼
。
聖
值
理
加
布
說
:
「
否
認
復
活
與
審
判
者
是
撤
彈
的
長
于
」
(
致
安
理
伯
人
書
，

瓏
，
一
)
。
巴
納
博
書
信
(
棠
，
二
)
與
聖
克
來
孟
第
二
書
(
壹
'
一
)
都
稱
基
督
為
生
者
與
死
者
的
審
判
者
(
參
放
聖
倫
斯
定
護
敬

書
，
壺
，
八
;
里
依
來
內
，
反
異
說
，
壺
，
十
，
一
)
。
里
奧
斯
定
以
舊
約
與
新
約
的
證
攘
為
基
礎
，
詳
細
討
論
最
後
審
判
的
道
理
(

天
主
之
誠
，
貳
拾
)
。

第
三
部

墨
學
諭

七
六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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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緝

完
成
者
天
之

七
七
。

二
、
法
審
判
的
實
現

耶
穌
在
宣
講
末
日
審
判
的
道
理
時
，
繪
聲
繪
形
地
預
示
了
公
審
判
的
實
現
(
瑪
，
貳
伍
，
卅
一
-
|
四
六
)

一
切
的
民
族
」
即
所
有
的
人
，
都
要
聚
集
在
人
于
|
基
督
的
審
判
台
前
。
善
人
與
惡
人
將
要
永
遠
地
分
開
。
審
判
一

完
，
立
刻
執
行
賞
懲

•• 

「
這
些
人
(
惡
人
)
要
進
入
永
罰
，
而
那
些
義
人
均
要
進
入
永
生
」
(
瑪
，
貳
伍
，
四
六
)
。

聖
經
多
處
證
示
人
子
基
督
將
審
判
世
人
，
而
另
一
些
經
丈
則
以
天
主
為
未
來
的
審
判
者
，
如
羅
，
武
，
六
，
十
六
﹒
'
，
束
了
六
;
拾

撐
，
十
。
表
面
上
看
來
，
似
有
矛
盾
之
處
。
實
際
上
，
基
督
以
人
的
身
份
，
因
天
主
的
名
，
並
且
搶
著
天
主
的
能
力
來
執
行
審
判
的
職

務
，
正
如
聖
保
祿
所
指
示
的.• 

「
天
主
藉
耶
穌
基
一
督
審
判
人
的
隱
秘
行
為
」
(
羅
，
武
，
十
六
;
參
攻
若
，
伍
，
卅
;
去
，
拾
棠
，
卅

一
)
。在

公
審
判
時
，
天
使
將
作
基
督
的
僕
役
與
傳
信
者
(
此
，
拾
盡
，
四
一l
四
二
，
四
九
|
五
0
;
貳
肆
，
卅
一
)
按
弱
，
拾
玖
'

廿
八
(
「
你
們
也
要
坐
在
十
二
寶
座
上
，
審
判
伊
撒
繭
十
二
支
派
」
)
與
格
前
，
陸
，
二

l

三
(
可
你
們
不
知
道
辜
者
將
要
審
判
世
界

嗎
?
」
)
，
宗
徒
們
與
義
人
都
將
直
接
參
預
審
判
。
由
於
他
們
與
基
督
的
密
切
契
合
，
他
們
以
基
督
的
判
斷
為
自
己
的
判
斷
，
而
與
基

督
一
同
宣
判
棄
絕
不
敬
主
的
人
。
人
的
一
切
行
為
(
瑪
'
拾
陸
，
廿
七
;
拾
貳
，
卅
六
.. 

「
每
句
廢
話
」
'
甚
至
隱
藏
之
事
與
心
中
的

意
向
(
羅
，
貳
，
十
六
;
格
前
，
肆
，
五
)
，
都
將
是
審
判
的
對
象
。
我
們
不
知
道
審
判
的
日
期
與
地
點
(
谷
，
拾
丞
'
卅
一
一
)
。
岳

厄
爾
(
盡
二
了
十
二
，
麥
索
來
本
為
第
四
章
)
所
說
的
約
霞
法
特
(
M
O
m
R
肘
子
閏
月
)
山
谷
，
自
歐
瑟
比
與
里
熱
羅
尼
莫
時
代
以
來
，
已

被
認
為
就
是
克
德
龍
(
肉
已
門8)
山
谷
，
我
人
應
以
象
徵
性
意
義
來
了
解
(
天
主
審
判
)
。

在
公
審
判
時
，
天
主
統
治
世
界
的
智
慧
，
他
對
罪
人
的
仁
慈
與
寬
恕
，
尤
其
是
他
賞
善
罰
惡
的
正
義
，
都
將
表
顯
出
來
，
所
以
公

審
判
將
彰
顯
天
主
的
光
榮
，
與
人
而
天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光
榮
(
得
後
，
壹
，
十
)
。
人
而
天
主
的
光
榮
在
執
行
公
審
判
時
達
到
了
頂
點
。

在
個
別
審
判
時
，
人
觀
已
受
了
審
判
，
在
公
審
判
時
，
他
將
在
全
人
類
面
前
，
以
人
類
一
分
子
的
資
格
受
審
。
賞
報
與
懲
罰
將
伸

展
到
復
活
的
身
體
而
成
為
完
整
(
參
攻
切
皂
、
、
~

.• 

g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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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丸
節

世
界
的
穆
局

一
、
社
界
的
毀
斌

在
東
白
，
世
昇
將
要
毀
瀛
|
|
確
定
意
見

古
代
的
離
異
支
派
如
諾
斯
底
士
派
，
摩
尼
派
，
奧
力
振
派
等
人
士
認
為
物
質
世
界
將
完
全
的
滅
，
古
代
的
某
些
哲
學
體
系
如
斯
多

略
派
，
則
主
張
世
界
循
著
一
個
沒
有
終
點
的
週
期
遲
行
，
逝
而
復
生
，
萬
市
如
一
。
這
些
對
世
界
終
局
的
看
法
，
都
與
歡
會
的
訓
道
相

違
。

耶
穌
宣
講
現
有
世
界
的
毀
誠
，
與
舊
約
的
教
訓
相
符
(
詠
，
壹
零
壺
，
廿
七
;
依
，
全
一
肆
，
四
;
伍
壺
，
六
)

。
他
採
用
舊
約
默
示
鋒
的
言
語
(
依
，
晶
晶
一
肆
，
四
)
，
預
示
宇
宙
萬
象
變
異
的
先
兆
。
(
瑪
，
貳
肆
，
廿
九

.. 

「
那
些

時
日
的
災
難
一
過
，
立
時
太
陽
就
要
昏
暗
，
月
亮
也
不
發
光
，
星
辰
要
從
天
上
墜
下
，
天
上
的
萬
象
也
要
動
搖
」
。

碼
，
貳
肆
，
卅
五.. 

「
天
地
要
過
去
，
但
是
我
的
話
，
決
不
會
過
去
」
。
瑪
，
貳
捌
，
廿

.. 

「
君
!
我
同
你
們
天
天

在
一
起
，
直
到
今
世
的
終
結
」
。

聖
保
祿
說
:
「
這
世
界
的
局
面
正
在
逝
去
」
(
格
前
，
槳
，
卅
一
;
拾
伍
，
廿
四
)
。
聖
伯
多
祿
預
言
世
界
將

毀
於
火.. 

「
主
的
日
子
必
要
如
盜
賊
一
樣
來
臨
;
在
那
一
天
，
天
要
轟
然
過
去
，
所
有
的
原
質
都
要
因
烈
火
而
溶
化

，
大
地
及
其
中
所
有
的
工
程
也
不
再
找
得
到
〔
通
行
本

.. 

也
都
要
被
焚
毀
〕
」
(
伯
後
，
盞
，
十
)
。
聖
若
望
在
異

像
中
君
見
世
界
的
毀
誠.. 

「
下
地
和
上
天
都
逃
避
了
，
再
也
找
不
到
它
們
的
地
方
了
」
(
默
，
貳
拾
，
十
一
)
。

在
最
早
的
傳
承
中
，
相
信
現
有
世
界
將
毀
之
道
的
證
據
很
多
。
巴
納
傅
全
日
信
的
作
者
說
，
天
主
子
在
審
判
了
不
敬
天
主
的
人
以

第
三
部

聖

... j 

完A
ulttJ 

七
七



第
五
紹
完
成
，
有
天
主

七
七

後
，
「
將
改
變
太
陽
、
月
亮
和
星
辰
」
(
拾
伍
，
五
)
。
戴
商
都
良
論
及
宇
宙
的
火
災
，
在
這
一
火
民
中
，
「
古
老
的
世
界
與
它
的
一

切
產
物
都
將
同
歸
於
盡
」
(
也
由
甸
、ha
-
-
ω。
)
。
里
奧
斯
定
則
說
現
有
世
界
並
不
完
全
毀
漲
，
但
將
改
變
.. 

「
形
式
過
去
，
本
性
則

存
」
(
天
主
之
攘
，
貳
拾
，
十
四
)

自
然
科
學
與
啟
示
都
不
允
許
我
們
確
切
地
說
，
世
界
將
如
何
毀
誠
。
聖
經
所
示
的
被
火
焚
毀
(
伯
後
，
盞
，
七
，
十
，
十
一
一
)
，

在
聖
經
啟
示
以
外
亦
常
有
可
聞
，
這
該
是
世
界
毀
掉
佩
這
一
啟
示
真
理
所
用
的
普
通
表
達
方
式
。

二
、
世
界
的
史
新

在
東
日
，
當
前
的
世
界
將
換
然
立
新
|
|
確
定
意
見

依
撤
意
亞
先
知
預
言
將
有
一
個
新
天
和
一
個
新
地
.. 

「
君
哪
!
我
要
造
一
個
新
天
和
一
個
新
地
」
(
陸
伍
，
十

七
;
參
致
陸
陸
，
廿
一
一
)
。
他
以
地
上
的
福
槳
，
描
繪
新
世
界
的
圓
滿
的
福
樂
(
陸
伍
，
十
七
|
廿
五
)
。
耶
穌
宣

講
「
重
生
」
(
2
h
h
奇
色
E
E
)
創
世
界
的
新
生.. 

「
在
重
生
的
世
代
，
人
子
坐
在
自
己
光
榮
的
寶
座
上
時
，
你
們
也

要
坐
在
十
二
寶
座
上
，
審
判
伊
撤
爾
十
二
支
派
」
(
瑪
'
拾
玖
'
廿
八
)
。

聖
保
祿
教
訓
我
們
，
一
切
受
造
物
都
站
染
了
罪
惡
的
咒
詛
，
都
等
待
著
解
放
;
與
人
一
樣
，
它
們
將
從
毀
纖
的

蚊
役
中
解
放
出
來
，
而
進
入
天
主
子
女
的
光
榮
自
由
中
(
羅
，
捌
，
十
八
|
廿
五
)
。
聖
伯
多
祿
在
宣
講
世
界
的
窮

盡
時
，
告
訴
我
們
，
有
一
個
「
正
義
常
住
在
其
中
的
新
天
新
地
」
(
伯
後
，
盞
，
十
一
二
U
o

聖
保
祿
所
說
「
萬
有

復
興
」
門
宗
，
盞
，
廿
一
)
，
也
是
指
世
界
的
新
生
而
言
的
。
車
若
望
繪
聲
捨
形
地
描
述
新
天
新
地

.. 

自
天
而
降
的

新
耶
路
撒
冷
將
是
新
天
地
的
中
心
!
將
成
為
人
間
的
天
主
的
新
帳
幕
。
坐
在
寶
座
上
的
那
一
位
門
天
主
)
宣
布

•. 

「

君
，
我
更
新
了
一
切
」
(
默
，
貳
查
，
一l
八
)
。



里
奧
斯
定
認
為
，
未
來
新
天
新
地
的
特
性
將
與
受
光
榮
的
不
朽
的
人
性
相
配
合
，
正
如
要
逝
去
的
現
世
的
特
性
與
可
朽
壤
的
人
體

相
配
合
一
樣
(
天
主
之
旗
，
貳
拾
，
十
六
)
。

里
多
瑪
斯
將
世
界
更
新
的
理
由
，
基
於
新
世
界
為
人
所
用
的
目
的
。
由
於
復
活
的
身
體
不
再
需
要
現
世
對
他
的
服
務
(
諸
如
保
存

肉
體
的
生
活
，
促
進
他
對
天
主
的
認
識
)
，
那
末
隨
著
受
榮
耀
的
人
體
，
世
上
其
他
物
體
也
宜
於
享
有
一
種
榮
耀
的
揖
界
。
諸
擎
的
眼

目
將
在
受
榮
耀
的
物
理
世
界
、
基
督
的
身
體
、
諸
里
的
身
體
、
以
及
其
他
物
體
上
，
靜
觀
天
主
的
光
榮
兮
皂
、

k
v
h

.• 

e
Y
H
U泣
W
H
)。

啟
示
的
內
容
不
允
許
我
人
更
清
楚
地
知
道
世
界
更
新
的
廣
度
，
以
及
更
新
的
方
式
S
R
K
V
』V
N
•• 

的
戶"
ω
)
。

新
世
界
的
實
現
就
是
基
督
工
程
的
完
成
。
所
有
天
國
的
敵
人
自
己
錯
滅
，
基
督
將
把
至
高
的
統
治
權
歸
還
天
主
聖
父
(
格
前
，
拾

伍
，
廿
四
)
，
但
保
留
他
基
於
二
性
一
位
之
結
合
而
有
的
王
權
與
尊
榮
。
隨
著
世
界
的
末
日
，
天
主
完
美
的
統
治
遂
即
開
始
，
這
就
是

一
切
受
造
物
的
至
終
目
的
與
全
人
類
歷
史
的
最
後
意
義
。

第
一
-
一
幫里
司，

員告

七
七
言



體
者
防
語

七
七
個

譯
者
附
語

譯
完
這
本
書
，
我
感
到
無
比
的
輕
鬆
'
彷
彿
挑
了
一
年
又
十
個
月
的
擔
子
，
從
此
可
以
一
釋
為
快

7
。

感
謝
天
主
，
給
予
了
我
這
樣
的
一
個
好
機
會
，
使
我
一
方
面
學
習
了
神
學
知
識
，
一
方
面
學
習
了
極
寶
貴
的
一

課
|
耐
心
。

親
愛
的
讀
者
，
您
知
道
我
做
這
件
事
原
是
越
坦
代
店
的
行
禱
。
所
以
，
當
您
發
現
譯
文
有
許
多
不
理
想
的
地
方

時
，
請
多
多
原
有
並
多
多
指
敬
，
好
使
它
在
再
版
時
有
所
改
進
。
但
是
，
假
如
您
對
它
滿
意
，
認
為
它
還
能
符
合
信

與
達
的
標
車
的
話
，
那
應
當
完
全
歸
功
於
項
退
結
神
矢
，
因
為
一
年
多
來
，
他
會
不
辭
辛
勞
，
詳
細
審
闕
，
前
後
修

改
了
兩
次
譯
稿
，
才
使
譯
文
有
了
今
日
的
面
目
，
而
男
於
與
您
見
面
。

除
了
項
神
女
以
外
，
我
要
感
謝
顧
保
鵲
神
矢
，
他
為
本
書
的
出
版
，
費
了
不
少
心
神
;
感
謝
溫
保
祿
神
失
，
他

以
中
文
教
授
神
學
的
路
驗
，
指
道
，
我
修
改
了
某
些
一
譯
句
。
謝
謝
楊
成
斌
與
宋
稚
有
兩
位
神
矢
，
在
百
忙
中
校
閱
了
一

部
分
譯
稿
。

去
年
徵
祥
學
社
拉
選
以
後
，
雷
蔥
玻
小
姐
代
替
了
溫
保
蘇
神
矢
，
逐
字
逐
句
誦
讀
德
文
原
本
，
協
助
項
神
失
完

成
第
二
次
的
修
改
工
作
可
還
真
我
也
向
她
深
致
謝
意
。

譯
者

五
六
年
八
月
十
八
日



尾

聲

王
維
賢
小
姐
去
年
譯
畢
這
本
書
的
下
珊
以
後
，
幾
乎
立
刻
就
動
身
赴
法
，
繼
續
進
修
學
位
。
但
譯
完
此
書
至
排

印
出
書
，
其
間
距
離
尚
遠
。
首
先
還
得
繼
續
把
譯
文
與
原
文
核
對
，
把
新
加
入
的
部
份
譯
好
，
一
部
份
譯
稿
頭
請
人

重
砂
。
再
請
宋
稚
育
、
楊
成
斌
二
位
神
父
審
閱
全
誦
，
付
印
時
已
是
今
年
三
月
了
。

這
襄
願
意
把
一
個
細
節
向
讀
者
交
代
一
下
。
本
書
上
加
ω
頁
曾
對
引
用
書
典
簡
字
與
以
解
釋
，
但
卸
遺
漏
了

「
鄧
萄
」
這
一
簡
寫
。
「
鄧
萄
」
的
意
思
是
由
萄
美
則
(
切
的r
g
呂
立
串
門
)
增
訂
一
九
六
三
年
出
版
的
鄧
清
格
信
理

彙
集
;
「
郵
」
則
指
由
拉
內
(
閃
﹒
同
各
口
叩
門
)
增
訂
的
一
九
五
二

l

五
七
年
的
版
本
。

讀
者
會
注
意
到
，
本
書
曾
運
用
不
少
新
的
譯
名
。
例
如.. 
D
E

甘
冒
一
詞
，
本
書
一
律
用
「
恩
寵
」
這
一
譯
名
，

而
絕
不
用
「
里
寵
」
'
因
為
「
嬰
寵
」
這
一
譯
名
犯
了
畫
蛇
添
足
的
毛
病
，
不
宜
用
作
「
術
語
」
。
竄
。
B
E
W

目
。

B
E
白
，
本
書
視
上
下
文
的
意
義
，
往
往
譯
為
「
常
情
」
「
常
情
地
」
。
其
餘
不
勝
校
學
。
我
們
不
主
張
標
新
立

異
;
但
為
了
意
義
清
晰
，
必
要
時
也
不
情
揚
棄
舊
的
譯
名
。

我
們
感
謝
作
第
二
次
校
對
的
鄧
閩
生
修
士
，
尤
其
感
謝
易
典
誤
修
士
，
他
曾
細
心
工
作
第
三
次
第
四
次
的
校

對
，
盡
量
減
低
印
刷
的
錯
誤
。
我
們
也
感
謝
作
人
名
索
引
的
龔
明
酪
小
妞
，
以
及
作
內
容
索
引
的
鄭
雪
梨
小
姐
，
最

後
還
得
感
謝
谷
寒
松
神
父
，
他
替
本
書
作
了
很
切
實
用
的
參
考
書
目
。

項
退
結

民
國
主
十
七
年
八
月
擔
廬

七
七
軍



參考書目

這參考書目是以引導讀者逐步而系統地進入信理神學的王

國為目標。因此我們先從入鬥書籍開始抖，接若是幾種重要的

文獻彙編口，以後是一些辭典的和若干普通信理神學課本的。

有了上面的知識，讀者可能希望更深入，因此我們介紹一

些幫助讀者自己去找參考書的工具書帥，幾種最新的文集及集

體著作的，按著就是各部門的分類參考書份。由於有關無神論

的參考書比較多，所以最後另鬧一欄仰。

為了沾晰和實用，我們把各部鬥的分類參考書分成主要讀

物，補充讀物以及特殊題材。 r * J 記號表示係非天主教作

者。

這簡短的參考書目並不限於原著所開列的書籍，另一方面

它當然也絕非完整的。假使它能幫助讀者在遼潤的信理神學範

閩中找到一條路，那末編輯者的辛勞已得到十足的酬報。

谷~~公輔仁大學神學院
. 氏國五十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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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門書籍

English: 

Fransen, P.,Intelligent Theology (Vol. 1.), London 1961, 
esp. pp. 9-39: Three Ways of Dogmatic Thought 

Meynell，丘， The New Theology and Modern Theologians, 
London 1967 

Davis, Ch., The Study of Theology, 1ρndon 1962, 
esp. pp. 1-126 

Jansen, G. M. A., An Existential ApProach to Theology, 1966 
Gelpi, D. L., Life and Light, A Guide to the Theology 0/ 

Karl Rahner, New York 1960 
French: 

Chenu, M. D., La Théologie est-elle une Science? , 
A. Fayard, 1957 

Chenu, M. D., lntroduction à une Théologie critique, 
Paris 1966 

Heinrichs, M., Théologie catholique et Pensée asiatique, 
Castermann 1965 

German: 

Kolping, A., Einführung in die Theologie, Münster 1960 
Neuhäusler, E., Gδssmann，且， Was ist T heologie?, 

München 1966 
Welte，底， Auf der S pur des Ewig帥， Freiburg 1965, 

esp. pp. 277-426 
Schillebeeckx, E., Offenbarung und Theologie, Mainz 1965, 

esp. pp. 77-135. 297-350 
Spanish: 

Gonzalez, Eu忌， Manual de Introducción a la Teologia , 
Sa1amanca 1964 

Sδhngen，丘， Propedéutica filosóßca de la Teolof!ia , 
Barcelona 1963 

Latin: 

Xiberta, B. M., Introductio in sacram Theologiam , 
Madrid 1945 

Lonergan，且 Divinarum Personarum Conceptio analogica, 
Rome 1959, esp. pp. 7-48: De fine, ordine, 
modo dice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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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獻彙緝

Denzinger-Schδnmetzer， Enchiridion symbolorum, definitionum 

et declarationum de rebus fidei et morum, 
n. b. the introduction on pp.3-9 how to use the 
Enchiridion 

Cl釘k切扎扎 The Church Teaches, Documents of the Church 

的 English Translation, 1954 
Dumei阱，丘 Le foi Catholique, Textes doctrinaux du 

Magistère de l'Eglise, Paris 1961 
Centro di Documentazione in : Istituto per le Scienze Religiose, 

Conciliorum Oecumenitorllm Decre旬，

Bologna 1963 
Enchiridion Biblicum, Documenta Ecclesiastica Sacram 

Scripturam spectalltia a, Neapo1i 1954 
Rouët de Journel, M. J., Enchiridion Patristicum: Loci SS. 

General: 

Patrum , Doctorum,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
rum, Herder, Freiburg i. Br. 

(三)神學與雪經辭典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Washington, D. C. 1967 
Lexikoll für Tlzeologie und K什che2 ， Freiburg 1957 

(ed. by Hδfer， J., Rahner, K.) 

神學辭典

Dictionllaire de Théologie Catholique, 1903-50 
(edition begun by Vacant, A.) 

Diction1zaire de S Piritualité, Paris 1937-
(edition begun by Viller, M.) 

Handbuch theologischer Grulldbegriffe, München 1962 
(ed. by Fries, H.) 

Kleines theologisclles Wðrterbuch , Freiburg 1961 
(Rahner, K., Vorgrimmler, H.) 

English: Theological Dictionary, New York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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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辭典

McKenzie, J. L., Dictionary 0/ the Bible, Milwaukee 1965 
Dictionnaire de la Bible, Supplément, Paris 1928-

(ed. by Pirot, L.) 
Vocabulaire de Théologique Biblique, Paris 1962 

(ed. by Léon-Dufour, X.) 
Dictionnaire Bibliq帥， Tournai 

(Dhe i1ly, J.) 
Theologisches Wδrterbuch zum Neuen Testamellt, Stuttgart 

(edition begun by Kitte l, G.) 
Haag, H., Bibellexikon, Einsiedeln 1968 

*雅巷﹒艾德門，舊的神學，臺為布一九六四年出版

(四)普通信涯神學諒本

Pohle, Msgr. J., Dogmatic Theology (Vol. I-XII), London 1946 
Van Noort, M弓gr. 缸， Dogmatic Theology (Vol. 1- I1I), Newman 

Press 1959-1961 
*Tillich, P.,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I-IV), Chicago 1951-
*Barth, K., Church Dogmatics (Vol. I-IV)宜， Edinburgh 1949 

German: Kirchliche Dogmatik (Vol. I-IV), Zürich 1932-
Various authors, Le Mystère Chrétien , Tournai; A series of 

modern textbooks about the main treatÏses of DogmatÏc 
Theology 

Feiner，孔 Lδhrer， M., Mysterium Salutis, (Vol. 1-V), 
Einsiedeln 1965-

Rahner K., Darlap, A.. Sacramentum Mundi (Vol. I-IV), 
Freiburg 1967-

Schmaus, M., Katholische Dogmatik (Vol. 1-V), Munich 1941-
1961 Spanish: Teologia Dogmática (Vol. 1-VIII), Madrid 

Premm, M., Katholische Glaubenskunde, (Vol. I-IV), Vienna 
1960-

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 (B. A. C.), Sacrae Theologiae 
Summa (Vol. I-IV), Madrid 1950-53 

Dander， 1， Summari「um Theologzke Dogmdifcoe(VoL LVI>,
Innsbruck 1956 

Lercher, L., Institutiones Theologiae Dog11laticlle (Vol. I-VI), 
Barcelona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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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xel, A., Tractatus Dogmatici, Shanghai-Dalat 
Heinrichs, M., Theses Dogmaticae (Vol. 1- ID), Hongkong 1954 

(軍)幫助找參考書的工具書

1. General: 
Ephemerides Theologicae Lovanienses, 

giving a very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on all subjects 
of theology, for all languages 

Selecciones de Teolog旬，
introducing to the Spanish reader important new publications 
in Theology 

2.Special topics: 
Bible: Biblica , 

giving a complete bibliography for all publications concerning 
the Bible in all its various aspects 

Mary: Marianum , 
reporting about important publications on Mariology 

Missions: Bibliographia missionaria (ed. begun by Rommerskir
chen), giving a complete bibliography for all publications 
concerning the Missions 

*Bibliography 0/ the theology 0/ Missions in the 20th 
centur:y3, New York 1966 (Andersen, G. H.) 

*Christianity in Southeast Asia: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New York 1966 (Andersen, G. H.) 

*International Review 0/ Alissions, 
giving a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new publications concern
ing the Missions 

Ecumenism: *The Ecumenical Revie紗，
covering in a very comprehensive way all publications 
concerning ecumenism; it is the organ of the WCC 

Secularism -Atheism: N ouvelle Revue T héologique, 
proposes from March 1968 on to give continually reports on 
publications concerning secularism and atheism 

Teilhard de Chardin: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Jesu 34 
(1965) pp. 403-420: a complete bibliography on works about 
Teilhard de Chardin till 1965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the Mystery 0/ Christ, 
London 1966 (Mooney, F. Chr.), 
pp. 264-268: Bibliography of works of T. d. Ch. 
pp. 360-277: Bibliography of the works about T. d.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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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新女集及集體著作

Rahner, K., Theological ln'vestigatiolls (Vol. 1-), Baltimore 
1961 
French: Ecrits Théologiques (Vo1. 1-), Paris 1959-
German: (original), Schrtften zur Theologie (Vol. 1寸，

Einsiedeln 1954 
Spanish: Escritos de Teologia (Vol. 1.), ~adrid 1963-

Feiner, ]., Trütsch, J., Bδckle， F., Theology Today, (Vol. 1-), 
Milwaukee 1965-
French: Questiolls Théologiques Aujourd'hui 

(Vol. 1 -III), Paris 1964- 66 
German (criginal): Fragen der Theologie Izeute, Zürich 1960 
Spanish:Pallorama de la Teologia Actual , Madrid 1961 

Rahner, K., Latourelle, R., Leonard, A., Toward a Theology 
。if tlze word, Readings in Tlzeology, New York 1964 

Lonerg凹，且， Collection , Papcrs by B. Loncrgan (ed. by 
Crowe, F. E.), London 1967 

Vorgrimmler，日.， ed., Gctt in Wclt (Vol. I-II), Festgabe für 
Kar1 Rahner, Freiburg 1964 

主要讀物:

(t)分類參考書

第一篇:唯一天主與三位一體

1.我人與天主的相遇

L 啟示

溫保祿，先蒂岡第二屆大字:會議「天又啟示的教義憲章J ' 
臺中丸啟出版社，氏國)i....{:年

Moran，丘， Theology of Revelatíoll, 1967 
Latourelle，氏， Théologie de la Révélatioll, Pari母 1963
楠充讀物:

COllcì石um 3 (January 1967): a series of articles about 'latest 
development~ in theologica1 thought on revelation. 

Rahner，孔 Offenbarullg 1I1ld Uberlieferung ( Quest. disp.), 
Freiburg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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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buhr, R.咒.， The meaning of Revelatioll, N. Y. 1962 
*Henry, C. F. H., Re"velation and the Bible, Contemporary 

E-lJangelical Thought, Michigan 1958 

2. 夫主的話

主要韻物:

Concilium 4 (March 1968): the whole issue covers present day 
thinking of Christian tlieologians about the Word of God. 

椅充讀物:

Chenu, M; 缸 La parole de Di，帥 Vol. I.: La foi dalls 
的'lltelligellce， Vo1. II.: L'Evangile dans le temps, Paris 
1964 

3. 傳承

主要領物:

Mackey, J. P., The Modern Theologyalld Tradition, London 
1962 

Geiselmann, J. 孔， Tlze Meaning of Traditioll , London 1966 
German: Die Hl. SClzl攸 und die Tradition, Freiburg 1962 

Congar, Yves, La Tradition et les Traditions 
Vo1. I.: Essai historique, Fayard 1960 
Vo1. II. : Essai Théologique, Fayard 1963 

補充讀物:

Mor血，丘， Scripture alld Traditioll , New York 1963 
Holstein, H., La Traditioll dans l'Eglise, Grasset 1960 

4. 信仰

主要讀物:

Paul 啊， Profession of Faitlz , June 30 1968 
German Bishops, P ùstoral Letter about the Proclamation 01 

Faitlz , L'Osservatore Romano (French), Jan. 12, 19, 26, 
1968. 

Aubert, R., Le pr叫lème de l'acte de foi8, Louvain 1958 
Cirne-Lima, C.,Personal Faith, 1965 

German: Der personale Glau缸， lnnsbruck 1959 
Alfaro, J., The Dual Aspect of Faith: Entrusting Oneself to 

God and Acceptance of the Christiall Message, Concilium 
3 (Jan. 1967), pp. 27-33 

補充讀物:

Rahner，氏， ln Searclz of a Slzort Formula for tlze Clz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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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帥， ConciliU1η3 (11arch 1967), pp. 36-42 
German: Eine Kurzformel des Chl合tlichen Glaubens, 
Concilium 3 (11arch 1967)，的. 202-207 

11ouroux, J., Je crois en toi, P位is 1949 
Pieper, J., Belief and Faith, New York 1963 
Dewart, L., The Future of BelieJ, New York 1966 

主要領物:

II. 夭主的典蹟

1.當代人對夫主的追究

11urray, J.仁， Tlze Problem of God, Yesterday and Today, 
New Haven 1964 

Balthas仗， Urs von, The God Question and Modern man, New 
York 1967 
German: Die Gotte是frage des heutigen A1 enschen, Wien . 
孔1ünchcn 1958 

Delanglande, J., Le problème de Dieu, Paris 1960 
捕充積物:

Dewart, L., The Future of BelieJ, New York 1966 
Verhaar, J. W. 11., Theism Today and Tomorrow, inPhiliPPine 

Studies 15 (October 1967), pp. 632-698; a Review on 
Dewart's book 

*Robinson, J. A. T., Honest [0 God, London 1963 
*Robinson, J. A. T., Exploration into God, 1967 
*Herzog, Fr., Understanding God; The Keystone in Present-day 

Protestant Tlzought, New York 1966 
Welte，旦， Auf der Spur des Ewig帥， Freiburg 1965, esp. pp. 

13-276 

2. 三位一體

主~讀物:

Lonergan, 且， De Deo Trillo (Vol. 1 -II), Rome 1964 
補充鼓物:

李貴良擇，聖多喝斯論三位一體，臺北1961

Fransen, P., Intelligent Theology (Vol. 1), London 1967, esp. 
pp. 40-66: The idea of the Church and the Holy Trinity 
pp. 91-125: Sacramental Grace and the Divine lndw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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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殊題材

你神主義: 由於材料太多，故移至最後(八)。
給世主主 (Secularism， Secularization, Secularity): 

*Robert, R., SecularizatioJl Theology, New York 1967 
*Colin, W., Faith in a Secular Age, New York 1966 
*Cox, 1孔 ， Tlze Secular City, London 1965 
*Bure口， P. Van, Thc Sccular l\leaning of tlze Gospel, N. Y. 1963 
*Leeuwen, A. Th. van, Christianity in T早Torld History, 

Edinburgh 196,1 
*Smith, R.丘， ed., Wc'rld Come of Agc, Philadelphia 1967 
*Wickers, B. , Toward a CO l1 telllporary Christianity, 

lndiana 1967 
*Hughes, P. E., Crαz!ive Alinds in Contclllporary Theology, 

Michigan 1965 
*Altizer, Th. J. J. , T力c Gospel of Christian AtlzeislJl, 

Philadelphia 1966 

第二篇 創造者天主

1.創造拘行動

主要鼓物:

llulsbosch, A., God's Cr!!atioll , London 1965, esp. pp. 58-145 
Schoonenberg, P., God's TVorld in the l\laking, Techny 1967 

tlfiJf. 'J'(物:

何ilkey， L., Jl.lakcr of Hea 'Vcn and Ear阱， New York 1959 
*Barth, K., Church Dogmatics (Vo l. II心， Edinburgh 1949-
North, R., Tcilhärd and tlze Crcalio l/ of the Soul , 

Milwaukee 1967 
Guelluy. R., Le l\lysLèrc Chrétien: La créatioll , Tournai 1963 
*Prenter. R., CreatioJl and RedemþtiOIl, Philadelphia 1967 

2. 原始境界

主要位物:

Onna Ben Van, The State of Paradise <l nd EvolutioJ/, COllciliu/}t 
3 (June 1967), Bulletin, pp. 64-68 

3. 演化

主要說物:

Hulsbosch, A., 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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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cilium 3 (June 1967); the whole issue covers the problem 
cf evolution 

Rahner, 氏， Hominisation (Quaest. disp. 13), London 1965 
楠充，i~f妙:

Haag, Haas, Hürzeler, Evolutioll und Bibel8, Luzern 1963 
Bartina, S., I-/acia los origines del llOmbre, Barcelona 1963 
Francoeur, R. T. , Persþc>ctives ill Evolutioll , Baltimore-Dublin 1965 
特殊憑本l' : 

Teilhard dc Chardin: 
孔1coney， F. Ch. , Tcïlhard de Chardill and the Mystery 0/ 

Christ, London 1966: 
pp. 264-268: Bibliography of works of T. d. Ch. 
pp. 268- 277: Biblicgraphy of works on the thought of T. 
d. Ch. 

4. 一完論與事先請

主要說物:

Concilium ,,(June 1967); the whole issue touches on the 
problem 

Fraiae, ]. de Adam and thc Family 0/ Man , N. Y. 1965 
French: Adam ct 50n lignage, Bruges 1959 
German: Adalll lllld seinc i.Vachkommen , Kδln 1962 

Michel , A., Alonogenism et téché originel, L'ami du Clergé 76 
(1966), pp. 353-362. 376-381. 506-510 
Péché originel et Polygcnis lI1, L'ami du Clergé 77 (1967), 
pp. 247-250. 515-519. 671-677. 687-690. 

Barloy, F., D ..:s insectivores a I'Homo saPiens, Le l\londe 21 
(1968), nr. 102, pp. 6 

5. 原罪

主要買貨物:

Dubarle, A. M. , The Biblical Docll叫e 0/ Original .'i川， St. 
Louis 1964 

Schoonenberg, P. , Man and Sin , London 1967 
French: L'!zomme et le Péché, 1967 

Alszeghy, Z., Flick, Il peccato originale in prospettiva evo
luzionistica, Gregorianum 47 (1966), pp. 202-225 

Concilium 3 (June 1967); the whole issue deals with the 
problem of original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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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讀物:

Haag, H., Biblisclze Schδp/llngslehre llnd kirchliche 
Erbsündelehre2, Stuttgart 1967 

Scharbert, ]., Prolegomena eines Alttestamentlers zur 
Erbsündelehre (Quaest. disp. 37), Freiburg 1968 

6. 罪與惡

主要讀物:

Journ仗， Ch., The Meaning 0/ Evi!, London 1963 

7. 工作

主要議物:

Leo XIII, Encyc l. Letter: Rerum Novarum , The Condition 01 
Labor, Rome 1891 

Pius XI, Encyc l. Letter: Quadragesimo Anllo, Recollstructing 
the Social Order, Rome 1931 

John XXIII, Encycl. Letter: Matcr ct Magistra , Clzristlanity 
and Social Progress, Rome 1961 

Vat. 11., Pastoral Const. Gaudium et Spes, On the Clzurch in 
the Moderll World, Rome 1965, esp. nr. 67-68 

Schoonenberg, P., God's TVorld in the Making, esp. 
pp. 137-18吐 Labor and the world of labor 

Rondet，且， Elémellts pour une théologie du travail, N RTH 77 
(1955), pp. 27-48. 123-143 

第三篇 放世者天主

1.位;或支

主要按物:

Schoonenberg, P., God's World in the Making, esp. 
pp. 61-105: 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Cullmann, O., Salvatioll in History, London 1967 
French: Le salut dans l'lzisloire, Neuchatel 1966 
German: Heil als Geschiclzte, Tübingen 1965 

Mouroux, J., Le mystère du tem戶， Aubier 1962 
Daniélou, J吋 Tlze Lord 0/ History, Chicago 1958 

French: Essai sur le mystère de l'histoire, Paris 1953 
German: Vom Geheimnis der Geschichte, Stuttgart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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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耶穌基督

主娶讀物:

~Cullmann ， 0.，新約的基督諦，進捧出版社

English: The Christology 0/ the N. T. Philadelphia 1964 
French: Christologie du N. T. , Delachaux 1958 
German: Die Christologie des N. 去， Tübingen 1965 

Boros, L., God with us , New York 1968 
German: Der Anτvesende Go仗， Olten 1965 

Durwell, F. X., The Resurrection, London 1960 
French: La 1-ésurrection de Jesus , Mystère de salut, 

Paris 1954 
楠充讀物:

Galot, J., Le Rédemþtio l1, Myslère d'Alliance, Paris 1965 
Malmberg, F., Uber den Gottmenschen (Quaest. disp.), 

Freiburg 1960 
Lonergan，且， De Verbo 1 ncarnato, Rome 1964 
*克前安著，在統神學，救祉諦，臺北布， 1961

*力主章暑，基督諦，香港， 1964 
特殊題材:

Bouësse, H., Problèmes actucls de Christolog缸， Paris 1965 
Monden , L., Le miracle, signc de salut, Desclée 1960 

German: Theologie des Wunders , Freiburg 1961 
Riedlinger, H., Geschichtlichkeit und Vollendung des Wissens 

Christi (Quaest. disp.), Freiburg 1966 
Concilium 2 CJanuary 1966); the whole issue deals with special 

problems of Christology today 

II1.拉主的母親瑪利亞

主要讀物:

Schille beeckx，且， Alary, the Mother 0/ the Rcdemption, 
London 1964 

Rahner, K., Mary, l'vlother 0/ the Lord, New York 1964 
German: Maria , l"v1utter des Herrn , Freiburg 1956 

Laurentin , R., The QuestioJl 0/ Mary , New York 1965 
French: La questioJl Mariale, Paris 1963 

:且係祿編譯，故主之，-IJJ:﹒鵡牙.j且，臺中光啟出版社， 1969

椅充積物:

Palmer, Mary i Jl the documents 0/ the Church , Maryland 1952 
*Thurian，況， Mary， the Mother 0/ all Christians, New York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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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melroth, 0., Mary, Archetype of the Church, New York 1963 
French: Marie, archétyPe de l'Eglise, Paris 1967 
German: Maria, Urbild der Kirche Würzburg, 1950 

主要領物:

第四篇墓化者天主

第一部:恩寵論

1. 恩寵生活

Mackey, J. P., Life and Grace, Dublin 1966 
Rondet，旺， The Grace of Christ, 1968 
Fransen, P., Divine Grace and J.1an, New York 1962 
掃完讀物:

Gleason, R. :W., Grace, New York 1962 
Kü嗯，且， Just的cation， The Doctrine of K. Barth and 

a Catholic Reflection, London 1964 
German: Rechtfertigung, 1957 

Jourr肘， Ch., The Meaning of Grace, London 1962 
Fortmann, E. J., The Thcology of Man and Grace, Milwaukee 

1966 
Baumgartner. Ch., La Grâce du Christ, Tournai 1963 
Flick, M., AIszeghy, Z., II Vangelo della Grazia , Rome 1964 
Alfaro, J., Fides , Spes , Caritas , Rorne 1964 
Scheeben, M. J., Les merveilles de la Grâce Divine, Paris 1944 

English: The Glories of Divinc Grace, Indiana 1946 
Gerrnan: Die Herrlichkeitcn der gòttl. Gna品， Freiburg 1897 

2. 自然與超自然

主要讀物:

Lubac，日. de, The Mystery of the Suþernatural , London 1967 
French: Le mystère du surnaturel, Paris 1965 

Mackey, J. P., Life and Grace, Dublin 1966, esp. chapter 1 , 
pp. 25-63 

Rahner, K., Nature and Grace, London 1963 
Alfaro, Lo Natural y /0 Sobrenatural, Estudio historico desde 

Santo Tomas hasta Cayetano. Madrid 1952 
Meynell, H. Grace versus N ature, London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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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tazar, E., Teilhard and the Supernatural, Baltimore-Dublin, 
1966 

摘充讀物:

Scheeben, J. M., N ature and Grace, St. Louis 1954 
German: N atur und Gnade, Regensburg 1935 
French: Nature et Grâce, Paris 1957 

Piolanti, A. and others, Lo Sobrenatural, Barcelona 1966 

主主t~寶物:

第二部:教會論

1.教會的與蹟

梵蒂岡第二.屆大字:會﹒議:教會﹒憲章

梵蒂岡第二.屆大~~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Küng, H., The Church , London 1967 
German: Die Kù叫le， Freiburg 1967 

Dulles，人， The Dimensions of the Church , New York 1968 
Schnackenburg, R., The Church in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1965 
Congar, Y., Laity, Clzurch and World, London 1960 
Cong缸， Y., The M)叫el'y of the Church, Londol1 1965 

French: Esquis5es du 11lystère de l'Eglise, Paris 1953 
Lul:;缸， H. de The Splendor of the Churclz , New York 1955 
*牛早真著，上帝家衷的人，香港， 1965

*進尼亞﹒保羅著，新對聖經中的教會諸表象，臺南市， 1966
Barauna, La 1 glesia del Vaticano 1I8 (Vo l. 1-II), Barcelona 1965 

2. 教會的組織

主要是食物:

Rahner, K., Ratzinger, J., The Episcopate and the Primacy, 
Freiburg, London, 1962 

Anciaux, P., The Episcopate in the Church , Staten Island 1965 
*Cullmann, 0., Peter: Disciple, Apostle， λlartyr， London 1962 
Karrer, 0., Peter and the Church , An Examillatioll of 

Cull11l ann's Thesis , New York 1963 
Guitton, ]., L'Eglise et les laics, Paris 1963 
Küng, H., Strukturen der Kirche (Quaestiones dispuìatae) , 

Freiburg 1963 
English:Structures of the Church , London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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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夭主教與其他基督教固體
主~讀物:

Concilium 3 (April 1967) 
Concilium 4 (April 19(，8); 毛oth issues present latest develop. 

ments in Ecumenical Theology 
Baum, G., EcumcJ! ical Thcolog:y, New York 1968 

4. 成會與其他崇敬

主藍領物:

Schlet妞， H. R., Towards a Theology of Religions, London 1965 
German: Die Religionen als Thcma der Theologie (Quaest. 

disp. 22), Freiburg 1963 
Lombardi, R., The Salvaûon of tlze Unbeliever , London 1955 
精充讀物:

Heislbe惚， ]., Theologische Gründe der niclztchristlichen 
Religionen (Quaest. disp.), Freiburg 1967 

第三部:霉事論

第一篇:總 論

主要題材:

Schi11ebeeckx, E., Christ the Sacrament of tlze Encounter 
ωith God, London 1963 

Rahner, K. , The Church and the Sacramen紗， New York 1963 
Leeming，旦， Principles of Sacramental Theology , London 1955 
梵蒂岡第二屆大字:會議:禮儀憲章 nr. 5-82 
補充積物:

Ceuppens, P. F., De Sacramentis, Madrid 1958 
Martimort, A.丘， Signs of tlze New Covenant, 

French: Les signes de la Nouvelle Alliance, Paris 1966 
O'Callaghan，泣， Sacraments, Dublin 1964 

Concilium4(January 1968> b th . s deal with latest 
Concilium 3 C.Áp~iT' 19(7); both lssue 

theology of the sacraments 

第二篇:主伴生事

A. V\;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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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讀物:

George, Delorme, Mollat, Bapism in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1964 

Davis, Ch., Sacraments of lnitiation: Baptism and Confirma~ 
tion, New York 1964 

捕充讀物:

*Jeremi帥， J., The Origins of lnfant Baptism, London 1993 
*Cullmann, 0., Baptism in the N ew Testament, Napervi1le 1958 

B. 雪體軍事

主要是真物:

Paul VI, Mysterium Fidei, The Doctrine and W orship of the 
Holy Eucharist, Rome 1965 (中文本)

Powers, J. M., Eucharistic Theology, London 1967 
Delorme, Benoit, Dupont, The Eucharist in the N eW Testament, 

London 1964 
精充讀物:

Galot, J., Eucharistie Vivallte, Bruges 1963 
*Brilioth, Y., Eucharistic Faith and Practice, Evangelical and 

Catholic, London 1930 
持殊題材:

Baciocchi, ]. de, L'Eucharistie, Tournai 1964 
Schmaus, M., Aktuelle Fragen zur Eucharistie, München 1960 
Rahner, K., Häussling, A., Die vielen Messen und das eine 

Opfer (Quaest. disp.), Freiburg 1966 

c. 懺悔

主要是寶物:

Poschmann, B., Penance and the Anointing of the Sick, New 
York 1964 

Vogel, C., Le Pècheur et la Pénitence dans l'Eglise Ancienne. 
Paris 1966 

Anciaux, P., The Sacrament of Penance, London 1962 

Do. 神晶

主要讀物:

先蒂岡第二屆大字:會議:司鐸之培養法令

先屌同第二屆大令:會議:司鐸職仕與生活法令
論充讀物:

Lecuyer, ]., La sacerdoce dans le mystère du Christ, Le Cerf.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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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婚配

主要』貨物:

梵蒂岡第二屆大去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47-52

Adn缸， P吋 Le mariage, Tournai 1963 
Rondet , H., 11ltroduction à la Théologie du Mariage, 

Lethielleux 1960 
Schoonenberg, P., Marriage, in: God's lVorld in the Ala是ing，

Techny 1967, pp. 107-136 

主要續物:

第五篇完成者天主

1.總吉~

Troisfontaine, R., 1 do not d訟， New York 1963 
French: J e ne meurs pas, Paris 1960 
German: 1 ch sterbe nic缸， Freiburg 1964 

*Moltmann, J., Theology of Ho戶， London 1967 
German, Theologie der Hoffnung5, Munich 1965 

Gleason, R., The World to come, New York 1962 
Winkelhofer, A., T /ze Coming of /z is Kingdom , Freiburg, 

London 1963 
Martel肘，缸， Victoire sur la mort, Lyon 1966 

II. 特珠問題

主要積物;

Boros, L., Mysterium Mortis, The Mystery of Déa阱 London
1965 
German: Mysterium Mortis , Der Mensch in seiner letzten 

Entsc /z eidung, Olten 1964 
Rahner，丘， On the Theology of Death, London 1961 

German: Zur Theologie-:;'des Todes (Quaest. disp.), 
Freiburg 1958 

Brandon, S. G. F., The Judgment of the Dead, London 1967 

。\)有關無神論的參考書

1.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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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讀物:

梵蒂岡第二屆大法會議:論教會.在現代管界牧職憲章的一21

Documents of the Thirty- first General Congregation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Decree nr. 3, The Task 0/ the Society 0/ 
Jesus regarding Atheism 

Lacroix, ]., The Meaning 0/ Moderll Atheism, Dublin 1965 
Rahner, K叮“The Teaching 0/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01J 

Atheism", Concilium 3 (March 1967), pp. 5-13 
Robinson, J. A. T., The new Re/ormation?, London 1965; esp. 

Appendix 1: Can a truly contemporary Person not be an 
Atheist?, pp. 106-122 

Concilium 2 (June, July 1966); the whole issue dea1s about the 
problem of Atheism. 
N. B. in the American edition you find the article of B. 
Welte, The philosophical Kllowledge 0/ God and the 
Possibility 0/ Atheism, pp. 111-129 

Lub缸， H. de, The Drama 0/ A.theist Ilumanis/肘 New York 
1965 

Metz, J. B., "Unbelie/ as a Theological Problem" , Concilium 
1 (June 1965), pp. 32-42 

宇震著，迫代無神主義的形式，臺南布，闖進址:版社， 1967
捕充讀物:

NCE, 1, "Atheism" , 10∞-1003 
DTC, 1-2, "Athéisme et erreurs cOlllzexes弋 2190-2210
Luijpen, W., Phe/lo吻ze/lology and Atheism, Louvain 1964 

(a comprehensive philosoph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eno
menon of Atheism) 

Borne, E., Dieu n'est pas mort. Essai sur l'athéisme contempo-
1'aill, Paris 1959 
Italien transl. :“ggio sull' ateismo contemρoraneoZ ， 

Catania 1966 
Fabro, C.，恨Le Fondement théoretique de l' athéisme CO /l tem . 

porain , " Sciences Eccl., 14 (1962), 351-374 
Coffy, R. Dieu des athées (Marx, Sartre, Camus), Lyon 1965 
Veuill鈍， M. L'Athéisme, Tentatioll du mO/lde, riveil des 

chrétiens?, Paris 1963 
De Finance, J., "Due Radici dell'ateismo odierno" Civ. Catt. 

117, 3 (1966), pp. 378-390 
Parisi, M.，可rfentalità moderna e ateismo" , Civ. Catt. 117, 2 

(1966), pp.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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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hro, C., Introdllziolle 1l1l'Ateismo 11I0derllo, Roma 1964 

11.科學主義的無神論

明逼著，胡適文存第一祟，杜威先生與中國， 380-382 "11
胡逼著，胡適文存第一年，新思潮特意義， 727-736頁

胡逼著，胡適文存第四年，介紹我自己咱是想， 607-614頁

羅索著，羅素回憶年 (Portraits from Memory and other 

Essays) ，臺北， 1967

羅索著，羅素散文年，臺北帝， 1968

Alan Wood 著，羅素傳 (B. Russell , the Passionate 
Sceptic) ，臺北布， 1968

威爾﹒社蜻原著，西洋，哲學史話，第十章第三節羅素，

454-466頁，高雄布， 1967

殷海丸著"宗教與獨斷"現代學苑Ji.卷(五十七年.四月)
19一21頁

cf. Works of Bertrand Russell, who in the clearest fashion 
formulates the attitude of modern Scientism 

cf. Works of]. Dewey, who brought the ideas of Scientism to 
China, violently taken up by Hu-shih and his followérs 

Ricoeur，丸 "The Atheism of Freudian PsycllOanal)明~s", 
Concilium 2 CJune 1966), pp. 31-37 

Bamberger, ]., "Religions as Illusion? Freud's Challenge to 
Theology弋 Concilium 2 CJune 1966), pp. 38-47 

Nebreda, A., Survey on the Religious Attitudes of the Japanese 
Students (mimeographed report), 1968 

Rohinson,]. A. T., "God is intellectually superfluous弋 m
The New R吃formation， pp. 107 -110 
(a very acute and lively exposition of the problem in 

present day language) 
Copleston, F. C., "An Atheist's Values" , The Heythrop Journal 

5 (1964), pp. 402-409 
(a book report on "An Atheist's Values" by Richard 

Robinson, Oxford 1964; Copleston gives a good insight into 
typical present day Scientism in England) 

Marichal, R. "U ne somme d' athéisme弋 Etudes 332(April 1965), 
pp. 491-是99

(a description of the "Petit Dictionllaire d'Athéisme 
scient的.que" , published in Moscow,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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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t, E., "Christian Faith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弋
Philosophy Today 9 (Winter 1965), pp. 278-293 

Robert, J. D. , "Approches méthodologiques des problèmes 
posés par la distinction et les rapports de droit entre 
disciplines scient的iques et disciplines philosophiques", 
Sciences Eccl. 19 (1967), pp. 169-213 

Herder Correspolldence 3 (Dec. 1966),“Scientific Humanism 
and its anti-Christian Straitjacket弋 pp. 351-354 
(a report on the IHEU-International Humanist and ethical 
Unioll) 

III.存在哲學的無神論

cf. Works of J. P. Sartre and M. Merleau -Ponty, who formulated 
philosophical atheism in the clearest possible way 

Arntz,]., "~fust Man be Atheist because He is Man ?", The 
atheism of J. P. Sartre and M. Merleau-Ponty, Concilium 2 
(June 1966), pp. 22-25 

Marcel, Gabriel, "Philosophical Atheism弋 InternatioJlal P 1zil. 
Quart. 2 (Dec. 1964), pp. 501-513 
(a fresh and lively exposition by a great philosopher) 

尼采暑，誰魯文1吾吾盔，三重申， 1968

尼采暑，全拉拉斯屈拉如是說，臺北布， 1964

字震暑，尼采吋無神主義，開進出版社，臺南市， 1967
徐志忠著"是創哲學家﹒尼采"現代學苑丘卷(196日，八月)

, 331-334頁
沙特著，沙特色 f寺，臺北布， 1968
沙特暑，沙特哉創逞，金北布， 1965

劉載福編暑，沙特論，臺中布， 1368

Wilfrid Desan 原著，沙德均哲學忠想，臺北布， 1965
趙雅博暑，薩爾特詩無神論，開進出版社，臺南市， 1967

3辜振青著，存在哲學簡介，丸啟出版社，臺中布， 1966 , 102-
144頁

周伯乃主1逞，存在主義小說道卒，臺北布， 1968

IV. r上帝已死」的無神主義
Hamilton，叭丸 Remarks about "Radical Theology弋

ConciliuJn 3 (Nov.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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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izer-Hamilton, The Dea.th of God, New York 1966 
Altizer, J. J., The Gospel of Christian Atheism, London 1966 
Vahanian，缸， Theology and "the End of the Age of Religioll", 

Concilium 2 CJune 1966), pp. 51-56 
Vahanian, 缸， N 0 other God, N ew York 1966 
Vahanian，缸， The Death of God, The Culture of our Post

Christian Era, New York 1961 
Altizer, J. J., Towards New Christianity, Readings in tht 

Death of God Theology , New York 1967 
cf. Works of D. Bonhoeffer 
Dulles, A., "TheNew Atheism", Sign 47 CJune 1968), pp. 7-11 

(an excellent presentation of the question) 
Dulles, A., "Some Recent Death-of - God Literature", Theol. 

Stud. 28 (March 1967), pp. 111-118 
Courtney-Murray, J., The Problem of God - Yesterday and 

Today, chapt. 3: The contemporary problem, the death of 
God (a deep-searching exposition by a balanced lhinker) 

Kenn, R., "The Death of God: An λnalysis of ldeological 
Crisis" , 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9 (Spring 1968), 
pp. 171-181 

Murchland，底， The Meaning of the Death of God, New York 
1967 (cf. Bookre.view in Theol. Stud., March 1968) 

Moltmann, J., Theology of Hope, 1967; in the chapter of the 
Death of God on the Cross ánd 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 
the author gives a history of the term "God is Dead" 

v. 中國哲學中的無神論

Brière, 0., Fifty Years of Chinese Philosophv 1898-1950, 
London 1956 

Feng Yu-lan, The Spz.rit of Chinese Philosop妙， London 1947 
Feng Yu-l間，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 1948 
Taiwan Sociographic SUr'l)ey: Arts, Literatu1"t干， Philosophy in 

Taiwan , (June 1968), edited by G. Guerin , S. J. 桂圓琳主編

VI.共產主義的無神論

Pius XI, Divilli Redemptoris (On Atheistic Communism) , March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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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htna N ews L'inatysts 1.. L..1V .t刀， D1mOntnlY, eo. oy rr. LaOl l:il i1.U :S 

Ladanyi 5J, Hongkong 
Wetter，缸，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 London 1958 

(the author giv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Atheism of 
Communism) 

Mc Fadden, Ch. J., T /ze Philosophy of Communism , chapt. 
VI, Its PhilosoPhy of Religioll, pp. 118-131, New York 1939 

La Pi凹， G., 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sm , New York 1952 
"Dialogue between Catholics and Communists" , 

Herder Correspondellce 2 (Sept. 'Oct. 1965), pp. 297-302 
Herder Correspondence 3 (Aug. 1966), pp. 243-247 

Fessard, G.，'叭?‘The Th恥eologicωal Structure of λM臼ar.悶'xi仰st At的he的i必'S1l'"

Conciliumη， 2 (σJune 1966), pp. 5-13 
Decloux，忌， "L'Athéisme de λ1arx弋 NRTh 88 (1966), 

pp. 476-502 
Châtelet, Fr.,“La Question de l'Athéisme de Marx弋 in Les 

Etudes Philosophiques 110. 3 CJuly-Sept. 1966), 
pp. 371-384 

Morel，缸， "Ull Athée absolu, Karl λMarx'弋 Et仰ude刮s (Fevri泌er

1965), pp. 155-170 
Calvez, J. Y., La Pellsée de Karl Marx, Paris 1956 

(a classic on the matter; esp. chapt. 
1: Critique de la Religion et de la Philosophie, pp. 41-158 
IV, 5: Humanisme Communiste et Athεisme 
V: Le Marxisme devant la critique) 

La缸c叮r叩oix ， J., Mαrxi“sme仇 Exi“;stenti，均αlisme仇， Pers旬onali.“sme仇， Paris 
1955, esp.pp. 5-48 

Moltmann , J., "Hoþe without Faith" , An eschatological 
Humanism without God, Concilium 2 (June 1966), pp.14-21 
(the author deals with the concept of hope of the Marxist 
philosopher Ernst Bloch who fled from East Germany to 
the West Germany) 

Herder Correspondence 5 (Febr. 19偈68)， ‘"電官Ernst Bl臼och"
pp. 53品-56 ( a comprehensive presentation of E. Bloch's 
thoughts on hope) 

Moltmann, J., "The Principle of Hope" and "the Tlieology of 
Hope弋吐he last chapter in Moltmann's book, The Theology 
of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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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索引
Aaron 5E郎， 683

Abelard 見 Peter Abelard (即:亞培控〉

Abel 5E伯爾 .495

Abercius of Hieropolis 伊洛浪里的阿拜露. (即:亞培基)234 ; 516 ; 599 ; 620 

Abraham 5E巴郎， 12 , 43 , 64 , 225 ' 239 ' 268 , 304 , 507 , 553 ,“8.633. 

743 

Adam 亞當， 163 , 164 , 177 , 18~ ，的4-193 ， 205 ， 239 ， 308 , 309 , 312. 

329 , 350 ， 364 ， 407 ， 472 ， 739 ， 764 。 參照內容索51" 始祖父母"

Adrien 1 illI特利安一世， 261 ， 263

Aerius of Sabaste 賽巴斯特的艾利烏司， 711 ， 718

Agatho, Pope 5E:lJr多 〈吾土宗) 248 , 466 

Agrippinus of Carthage 迦太去主教阿佫和實諾斯'的1 ， 523

Alanus of L i1Ie 523 

Albert, the Great 大難博， 197 ' 292 , 332 • 353 • 528 • 534 • 537 

Alexander III !m力山大三世. 563 • 602 • 729 

Alexander VII 亞力山大七1笠. 172 ' 333 , 678 

Alexander VIII !ill力山大八世. 312 ' 389 ' 392 , 403 ' 549 , 563 

Alexander of Alexandria 亞力山大， 326

Alexander of Hales (阿勒〉哈爾斯的亞力山大， 31 , 278 ' 332 ' 528 '自3.

576 , 676 

Alphonsus of Liguori 利瓜里的亞學魚， 353.406

Alcuin &:i爾坤， 261

Alypius !ill且比 .382

Amalar of Metz 梅茲的阿麥拉 .622.712

Ambrosiaster 盎博羅夏斯特， 3旬， 729

Ambrosius Autpertus 盎博經削﹒歐貝， 346

Ambrosius Catharinus 盎博﹒格達林， 189 • 549 • 729 • 751 

Ambrosius 盎|導羅削， w.m.rn.m ， ~.~.~.m.~.~

, 353 , 555 

Ananias 宗，伍，三一四:哈納訥雅 .104 ， 206

Ananus 亞納斯(犬祭司) 212 

Andreae, 1.雅各伯﹒安得來 .540

Andrew, Apostle 安德肋〈宗徒)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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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of Crete 克和地的安德來， 346 ， 347

Anicetus, Pope gp尼策， 459 (教宗〉

Anna ill!約， 332 (Anna , St 里亞納)

Anselrn of Canterbury 坎塔布里的還安瑟倫， 5 ，前， 91 , 131 , 190 ，泊7.

311 , 332 

Anselrn of Laon 拉宏的安瑟倫， 524 ， 610

Antonin of Florence 弱冷畫展的安東寧

ApeIles 亞萍爾， 235 ， 239

Aphraates ill!弗封特， 741

ApoIIinaris of Laodicea 各姐啟的亞波林， 165 , 237 , 238 , 245 , 326 

ApoIlo, co.operator with the Apos t1e PauI 阿渡羅， 368

Aquaviva , CL 克羅殖﹒亞瓜費法， 406

Aquilas , translator of Bible 阿墓t吉斯， 337

Aquilas , (Rornan 16 ， 3) 向佳拉， 438

Areopagite 見 Pseudo.Dionysius Areopagite 

Aristides of Athens ~'ffi典狗亞利，說殖J持， 26 , 65 , 234 , 492 

Aristotle ill!里斯多惜， 4 • 116 , 138 , 167 , 172 

Arius ill!1Il巷，凹， 237 ， 326

Arnauld ， A 安菜，亞諾悅， 456

Athanasius 亞達柄，凹， 107 , 109 , 113 , 147 , 149 , 237 , 245 , 2鉤， 265 ，

276 , 287 , 297 , 326 , 418 , 422. 484 

Athenagoras of Athens 澈具拘亞瑟泊哥拉斯， 65 ， 66 ， lc師， 116 ， 196 ，幼2

Augustine of Canterbury 次塔布里的單奧斯定， 719

Augustine of Hippo 逗奧斯定。(從略〉

Aureoli 見 Pcter Aureoli 

Autpertus 見 Arnbrosius Autpertus 

Averroes 西吠罷>188

Baius 巴依鳥斯， 177 , 182 , 189 ，鈞。， 333 , 366 , 383 , 429 , 434 , 674 , 676 , 

684 , 695 

Banez， D. 巴聶池， 75 ， 404

Bardenhewer 355 

Barnabas 巴納博， 233 ， 302 ， 3個， 559 ，“o , 564 , 769 , 771 

Barsaurn, Severius 賽凡﹒巴索， 541

Barth, K.巴特，鈍，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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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Jides 巴西利特， 235

Basil 巴西時， 35 ，的 ，~， w ， m ，~，~， m ， m，~，~， æ丘

342 , 613 , 690 , 729 

Bauer 渡艾爾， 211

Bautain, L. E. 勃丹，鉤， 27

Beatus of LiGbana 和己納的培嫁， 261

Bede, Venerable 可敬伯特， 701

BelIarmine，直至. 勞伯﹒裴拉坊， 75 , 396 , 405 , 440 , 500 , 517 , 534 , 578 , 

603 , 642 , 644 

Benedict xr 本寫十一世， 682

Benedict xn *罵十二世， 36 , 171 , 742 , 744 , 747 , 749 

Benedict xrv 本寫.，.四世， 347 ， 502 ，自7 ， 730

Benedict XV 本寫，.去世， 352

Bereagar of Tours 都雨的培倫加， 590 ， 591

Bernard of CJairvaux 克來福的伯爾納， 46 ，鉤， 91 , 332 , 352 , 353 , 559 , 

568 

Bernard of Pavia 巴維亞的伯爾納， 733

Bernold of St. Blase 盟勃來斯的民諾爾， 591

Berthold of Regensburg 累很堡的培道特， 701

Berti, L.勞倫﹒倍趟， 405

Bessarion, Cardinal 貝沙利弘， 622

Biel , Gabriel 嘉仲悶﹒比埃耳， 148 , 199 , 619 , 696 , 698 

BiJl仗，L.比渦， 5∞， 5鉤， 645 ， 766

Birkner, F. 生自〉毛主內， 161

Boethius 波厄底烏士， 64 ， 120

Bonald , L. G. A 飽納爾特， 27

Bonaventure ffi!文膺， 4 ， 31 ，鉤 ， w ， m ， m ，~，~， OO ， 5 ，~，

585 , 700 

Boniface II 鮑尼法斯二世， 364

Boniface vnr 鮑尼法斯八世， 473 ，別2

Boniface rx 鮑尼法斯九世， 720

Bonnet旬，人勃奈趟， 26 ， 27

Bonosus of Sardica 搓弟加的絕諾斯， 340

Bonsirven, 1.閻錫凡， 728

Burchard of W orms 伏姆斯的布卡，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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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gundio of Pisa lt脹的布棋趟奧， 126 

Butzer, M. 為了布潭，是10 ， 592 ， 612

Caelesti1.1S 賽勒西， 363

Caesarius of Arles 亞闊的凱撒里， 364 , 701 ' 743 ' 755 

Cain 亞伯筒， 206

Caiphas 大司今蓋法， 221

Cajetan 加耶當， 163 , 194 ' 531 ' 619 ' 651 ' 696 ' 697 , 729 

CaliguJa 加羽古泣， 760

Callistus 1 J1理這一世，閉， 466 ， 661

Callistus III 封建芯三世， 697

Calvin 喀爾文， 1是5 ' 355 , 398 ' 39) , 410 , 42-8 , 486 ' 522 , 592 , 632 • 679 , 
699 ， 7伙)， 753

Canisius, Peter 彼得. 1Jr尼修， 353

Cano, MeJchior 梅爾喬﹒剛諾， 274 ， 643 (學餅?) 731 

Cappadocians 卡帕多細亞， 326

Capreolus 土林學按時期， 367 ， 531

Cartesius= Descartes 笛卡兒， 141 , 167 , 607 

Cassien 見 John Cassien 

Cassiodorus 格西奧道， 11∞

Catharinus 見 Ambrosius Catharinus 

CavaIleri 732 

Celestine 1 賽勒西一世， 466; (賽勒斯了〉

Celsus 楷索， 63 , 256 ' 336 

Cerinthus 色林郁，船， 215 ， 336

CharJes , the Great 查理大帝， 342

Chemnitz, M. 甘尼茲， 614

Chrysostom 見 John Chrysostom 

Cienfueges , A 申福哥， 617 ， 644

Claudius, Emperor 克羅特， 212

Clement 1 見 Ciement of Rome 

Clement III 克來孟三世， 730

Clement VI 克來孟六世， 254 ' 311 ' 502 , 509 ' 695 

Clement XI 克來孟十一世， 366 ' 381 ' 492 

Clement of A!exandria !ffi刃山大室的克*章，品， 183 , ~02 ， 3C6 , 340 , 

459 , 597 , 662 , 666 ,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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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llt of Rome 罷塢的克來孟， 67 , 72 , 82 , 106 , 232 , 238 , 303 , 310 , 313 

, 443 , 451 , 458 , 466 , 508 , 637 , 659 , 67哇， 764. 見 Pseudo.Clement 

Columbanus 哥倫巴， 681 ， 684

Conrad of Gelnhausen 葦郝申的龔拉， 467

Cornelius, Pope 歡宗高而乃吟， 466 , 547 , 576 , 585 , 713 

Contarir泣， G. 龔這fll尼， 410

Crusius, M. 馬了﹒葛路面， 540

Cyprian of Carthage 迦太基的西彼邁， 67 , 105 , 187 , 331 , 375 ，是43 ， 460 ，

466 ' 490 , 497 , 500 ，即3 , 510 , 511 , 516 , 546 , 560 , 561 ,“8 , 570 , 

m ， m ， m ， m ，~，~，~，~， rn ，~，~，~，@， 

647 , 652 , 662 , 664 , 6前， 6帥，的o , 694 , 713 , 741 , 743 , 7臼

Cyril of Alexandria 亞力山大盟的濟利祿， 107 , 113 , 120 , 228 , 241 , 243 , 

m ，~，~，~，~，~，~，~， m ， m ， m ， m ， D ， 

3峙， 310 , 324 , 326 , 335 , 355 , 416 , 582 ' 594 , 598 , 605 , 610 , 613 , 

623 

Cyril of Jerusalem 耶路撒冷的濟利祿， 253 , 312 , 495 , 516 , 533 , 535 , 561 , 

577 , 578 , 582 ，自6 , 599 , 605 , 614 , 623 ' 648 

Cyril Lucaris 濟利祿﹒路加里，凶。'的2

Damasus, Pope 5重馬穌〈教宗) 90 , 93 , 237 , 4帥， 466

Damiani 見: Petrus Damiani 

Daniel , Prophet 連厄爾， 512 ， 763

David 這味， 217 , 239 , 240 , 251 , 291 , 301 , 318 , 325 , 479 , 683 

Decentius of Eugubium 歐吉比的畫欽西， 701 ; 

Decius, Emperor 戴西烏皇菇， 662 ; 

Déodat de Basly 德奧大﹒巴斯科，鈞。

Descartes 見 Cartesius

Didache 寸﹒二宗德哥iI言， 11∞'的5 ， 231 ，別3 ， 559 ，“o , 561 , 624 , 635 , 637 

， 659 ， 759 ， 71的

Didascalia 585 

Didymus of Alexandria 亞力山大聾的姐弟穆，鉤， 113 , 169 , 203 • 7.位，

752 

Dieckmann 趟克曼， 501

Diekamp, Fr. ，姐繭， 646

Diekhoff. A W. ，迪克霍夫，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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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ringer Fr. X.她林格 .85

Diodorus of Tarsus 咕:索斯的ü\奧道 .241

Diognet郎. Epistle t c> 492 • 311 

Dionysius the Grcat of Alexandria 亞力山大里的狄尼修，凹， 92. 107. 

466 

Dionysius the Arèopagitè 見 Pseudo-Dionysius

Dionysius the Carthusian 卡都新隱i崖上狄尼!霞 .352

Dionysius of Corinth 格林多的狄尼壞 .458.6帥 .666

Dionysius , Pope 狄尼修〈教宗〉凹， 92 , 107 • 466 

Dioscorus of Alexandria !ffi力山大里的努歐斯哥， 246

Dominis, A de ~萱羽的安東尼. 731 

Dositheus of J crusa!em 耶路撒冷的昀西惚， 540 ，的2 ， 679 ， 753

Drews, A 阿瑟. 4寺勞斯 .211

Duns Scot凶見 John Duns Scotus 

Durandus de S. Porciano 杜朗度. 148 , 152 , 262 , 534 • 616 , 766 

Durandus of Troarn 杜朗度， 591

Eadmer 艾特鐘， 332 ， 333

Ebedjesu 艾tg棄穌， 541

Eck, J. 643 

Eckebert of Schönau 523 

Eckhart, Master 厄克哈， 1是6

Edward VI of England 愛德華第六 .715

Eig iI of Pruem 艾奇 .591

Eisler, R.，羅伯﹒艾斯勒， 213

Elert, W. ，文勒， 9

Elias 厄里亞， 217 ， 322 , 513 , 740 , 759 , 7m 

Elipandus of Toledo 多來逅的艾利邦， 261

Eliseus 厄旦吏， 513

Ephrèm the Syrian 艾第1倫， 332 , 335 , 343 , 349 , 355 

Epiphanius of Sa!amis 位拉彌斯約愛比法. 113 , 239 , 326 , 331 , 342 , 343 , 

353 ， 355 ，是95 , 718 , 721 ' 729 , 765 

Erasmus of Rotterdam 愛拉斯摩， 187 , 573 , 729 

Eriugena 見 Johannes Scotus Eriugena 

Esther 文斯德，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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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us , W. 艾西烏斯， 578 ， 731 (艾斯底烏斯〉

Etherius of Osma 奧斯麥愛德里， 261

Eugene III 歐靜三世， 91

Eugene IV 歐靜四世， 499 ， 729

Eulogius of Alexandria 亞力山大里的歐勞奇， 276

Eunomius 歐諾彌， 37 ， 340

Eusebius of Caesarea 凱撒利亞的歐瑟比， 198 , 228 , 326 , 459 , 4EO , 547 , 

660 ' 709 , 713 , 710 

Eusebius of Emesa 見 Pseudo. Eusebius of Emesa 

Eutyches 歐迪克， 2鉤， 457 ，必6 ;歐姐奇

Evagrius Ponticus 愛伐脫﹒彭翹古， 169 , 203 ' 752 

Eybel 艾拍， 462

Ezechiel 厄則完耳， 167 , 339 , 763 

Fabius of Antioch 去，提約基雅， 709

Falconi lIa t:金高尼拉， 516

Farvacques 法華克， 563

Faustus of Riez;耍茲的福斯利， 364 ， 507

Febronius 弗縛宏尼， 461; C見 Ho叫leim)

Felix of Urgel 烏格爾的費力斯， 261

Fénelon "ð于隆， 673 ; 

Ferrandus 增倫郁， 273

Filastrius 費拉特利， 689

Firmilian 01 Caesarea 凱撒手IJ啞的費彌里， 4旬， 546 ' 578 ' 585 

F!avian of Constantinople 君主坦了堡的稿控種恩， 246 ， 339

Flavius Josephus 福控味﹒若瑟， 212 ， 213

Francis of Sales 連受拉明索阿勒茲， 396

Franzelin 法蘭土林， 501 ，的4 ， 617

Frohschammer, J. 福洛夏穆"， 148

Fulgentius of Ruspe 路司的的稿京斯，凹， 10:> ' 120 , 126 , 273 ' 364 ' 434 , 

印3 ， 742. 見 Pseudo.FuJgentius

Gaius 1Jr依鳥， 459

Galtier 加爾趟， 696

Gardei! , A. 1Jr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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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asius 1 教以葛位先一世，的6

Gennadius of Marseil!e 馬賽的紀納趟， ω3

Gerha rd , .J. 古哈， 614

Germanus of Constantinople 君坡的日旻諾， 346 , 353 , 514 

Gerson 見 Johannes Gerson 

Gihr, N. 正在繭， 617 ， 646

Gilbert of Poitiers 滾向姐艾的占淌格， 48 ，的， 91 ， 121 ，鈞。， 527 ， 539 ，

547 

Gioberti 禱拜趟，也

Godfrey of Vendôme 逢遁的哥德弗烈， 706

Gottschalk 哥德夏， 399 ， 591

Gratian , Canonist 葛位先， 584 ' 678 , 730 ' 733 , 736 

Gregory 1, the Great大葛利哥里， 12 , 196 , 198 , 202 , 276 ' 277 , 371 ' 400 ' 

484 , 518 , 553 , 561 ' 586 , 688 ' 719 , 751 , 754 

Gregory VII 葛利耳里七世， 591

Gregory XV 萬利亞子里卜五世， 333

Gregory XVI 葛利 ilf里.fI.'，恨， 28

Gregory of Nazianzus 萬利哥里﹒納齊女松， 90 ' 107 , 113 , 120 ' 121 , 126, 

m ， m ， m ，~， m ，~，&， m ，~， m ，~， m ， m ， 

643 , 689 

Gregory of Nyssa 尼沙的葛利導里， 35 ， 53 ， 74 ，凹， 101 , 113 , 120 ' 131 ' 

~，~，~， m ， m ， m ， m ， m ， ω5 ， 610 , 722 , 741 , 751 , 

752 , 764 

Gregory Palamas 萬利!îf里﹒巴拉瑪'的

Gregory Thaumaturgos 顯靈讀者葛利哥里， 106 ' 205 

Gregory of Tours 都爾的萬加IJilf里， 346

Gregory of Valencia 華倫茵的葛和塔里， 578

Gropper 葛絡拍， 410

Guitmund of Aversa 亞凡腔的基蒙， 591 ， ωI

G古nth缸， A. 安東﹒甘德， 11 ，鈍， 1弱， 127 , 131 ' 141 , 142 , 143. 1\>5. 

242 , 272 

Habert 1 哈拜， 406

Hadrian 1 亞總良一世， 261 , 263 • 342 

Haeckel , E. ij;品克耳，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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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nack, A von 哈納克，日， 29 ，的， 215 , 337 , 339 , 557 , 574 , 620 , 

637 , 676 

Hartmann , Ed. 哈特曼， 145

Hegel 黑格爾， 131

Hegesippus 賀基西， 460

Heinisch , P. 海因涅希， 96 ， 7，的

Helvidius 梅爾維趟， 340

Henoch 厄諾客， 322 ， 740

Henry of Langenstein 朗根斯坦的亨利， 467

Henry of Segusio 733 

Hermann 赫曼， 289 ' 733 ; (Abelard 的學生〉

Hermes 見 Pastor Hermae 

Hermes，包，喬﹒海穆斯， 85 , 141 , 143 

Hesychius of Jerusalem 耶路撒冷的必西奇， 289

Hilary of Poitiers 渡阿姆艾的依控測， 107 ， 113 ， 1誨， 1鉤， 353 ' 362 , 239 

, 314 

Hinkmar of Rheims 蘭斯的辛克麥， S切

Hippolytus of Rome 羅馬的依放煙，間， 184 , 233 , 319 ' 326 , 512 ，前3 ，

57.3 , 576 ' 5713 , 579 , 585 , 662 ' 71帥， 702 , 710 , 713 , 714 , 718 , 721 , 

7的

Hoberg 荷貝， 163

Hompel , M. ten 翁柏爾， 645

Honorius 1 翁諾里一I哎， 251

Hontheim, N. 翁倚， 453

Hormisdas 何密遂 .467

Hugo of St. Cher æ雪的休格， 523 '的5

Hugo of St. Victor æ維克多的休格 E 呦， 239 ， 249 ，認3 ， 520 ， 5凶， 526 , 

537 , 548 ' 555 • 559 , 553 ' 558 ' 71的， 706

Huguccio 于古吠，鈞。， 7m

Hume, D. 大街﹒休議， 27

Hummelauer 雨穆洛爽， 163

Hurter, H. 赫特， 423

Huss , 1.胡斯， 399 , 453 ,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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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natius of Antioch 安提約基稚的依納爵. 106. 116. 233 • 235. 236 ' 238. 

~.~.5.a.m.m ， m ，~.~， m ， m ，~~~. 

466 .必0.495. 切8 • 510 • 569 ' 590 ' 596 • 625 • 637 , 659 , 7主4. 700. 

752 

Innocent 1 依諾森世， 187.466 ， 5衍， 579 , 585 , 701 ; 705 

Innocent III 依諾森三世. 194 ，切2 ， 534 ， 545 ， 550 ， 553 ，的2 ， 6:誨， 621.

729 

Innocent VIII 依諾森八世， 720

Innocent X 依諾森.t世. 312 • 365 ' 402 • 432 • 456 

Innocent XI 依諾森﹒卡一世 .393

Irenaeus 依來內，凹， 25 ， 37.51. 品， 65 ，的，缸，帥. 105 , 106. 107. 

116 , 137 ' 146 , 148 • 151 ' 184 , 187 , 2æ • 234 , 236 • 302 , ::08. 313 , 

318 • 322 , 323 , 331 • 332 • 338 • 339 , 340 • 3切， 477.4帥. 482 , 486. 

4鉤 .496. 自3 • 553 , 552 • 573 ' 597 , 620 • 621 , 625 , 635 , 637 , 638 • 

6倒， 665.6鉤， 742 • 743 • 7:助， 752 , 764 ' 769 ; 

Isaac de la Peyrère 見 Pey時間

Isaac of Ninive 尼尼殼的依撤克， 292

Isaac, Patriarch 依撒各， 43.306

Isaias 依撒意亞 ， m ， m.~ ， m ，~， ~.m ， m.~ ， 切9.540 ，

635 ， 71位 .772

Isidor of Pelusium 貝路西的依希道 .33l

Isidor of Seville 塞維利亞的依希道，間， 520 ， 712

Ivo of Chartres 夏特的依弗 .706

Jacob. Patriarch 給各伯 .43 ， 301 ，鈞。

Jacob of Viterbo 維代勃的fl各伯 .4ω.462

James (St. Joseph 之父) , 337; (給各伯生若瑟j

J ames the Elder 詹姆斯 .453

James the Younger 414 

Janseni凶， C. 高諾留﹒揚森， 182 , 266 , 365 • 3鈍， 401

Jeremias 耶里米， 318 (耶肋米亞) 507 , 511 

Jeremias II of Constantinople 耶里米二世， 540

Jerome 熱羅尼莫. 47 , 54 ' 152 , 172 , 187 ' 205 • 290 • 339 • 3鉤 .341.343 ，

3曲 .3呵 .428.433.436.4ω. 466 • 490 • 503 • 512 , 513. 569. 571. 

578 • 585 • 634 .ω8 • 712 • 718 • 723 • 728 • 742 • 743 , 748 • 71倍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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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chim of Flore 帽洛拉的若亞欽，鈍， 1'09 , 479 • 4BO 

Job 約伯，的，即9.763

Joel 岳厄爾， 77'0

John XXII 若望廿二世， 467 ， 742

J ohn Chrysostom 若草﹒墓素束， 25 ， 35 ， 37 ，的， 155 , 187 , 244 , 2'旬， 312

• 335 , 421 , 424 , 516 , 526 ' 585 , 594 , 598 ， ω5 ， 621 ， 623 ， 638 ， 639. 

663 ，的5 , 668 ' 676 , 743. 見 Pseudo.Chrysostom 

John of Damascus (=John Damascene) 若這.這馬森， 25 ， 42 ，鉤， 51 ，

56 , 113 , 125 ' 126 • 131 , 140 ' 167 , 177 , 199. 201白. 2切， 265 ，訂'0 ' 

m.m ， m ， m ，~，~， w ， B ， ~.lli ，~， 的5 ， 621. 

689 , 725 

J ohn Duns Scotus 司各晚， 199 ，鉤。， 292 , 333 , 534 , 537 , 617 , 651 , 691. 

712 

John Gerson 若草﹒古森， 467

John of Jandun 香渾的若逞， 453 ， 476

John of Jerusalem 耶路撒冷的聖濟利祿繼豆豆者若望， 577

John Cassian 若望﹒格西益， 207 , 241 , 364 

J ohn Mandakuni 若望﹒曼遠古尼， 7'0 1

J ohn of Mantua 芒都巨的若望， 61'0

John of Naples 那不勒斯的若蓮， 461 ， 766

J ohn Philoponus 法望﹒費裕間， 9'0

J ohn Quidort 若草﹒萃道， 4ω

J ohn Scotus Eriugena 若望﹒司各晚~ .艾承拇:ïj;，卜 590

John the Baptist 施放茗，若翰， 217 ' 305 , 558 , 7ω 

J ohn of St. Thomas 里多瑪斯若望， 531

John of Torquemada 道格麥遠的若:堂 .73'0

Jonas, Prophet 約納〈先知)217 ， 317

Joseph, Foster.Father of Christ 基督的笑父若瑟 .337

Joseph, Patriarch 贊瑟， 155.513 

Josephus 見 Flavius Josephus 

Jovian 潛維恩皇啼 .245

Jovinian 若兀寧， 339 ， 3鉤， 428.4詣， 724 ， 748

Judas the Maccabean 猶這瑪加伯， 551

Judas the Traitor 猶達斯， 336

Julian the Apostate 背敦的朱利妾， 2肘， 428 • 544 • 631 •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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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u\ian of Eclanum 艾克朗漫的采和支 0187.3位

Julian of Ha1icarnassus 哈里加納斯的朱利炭，必8

JungmanD. J. A 曇格孟 .622

Justin the Martyr 儒斯定. 25.105.106.116.196. ~2. 幼5.213. ~. 

m.~.m.m.~.~.~.m.m. 自8. 故誨，日妙，故沁，

552.5蝕. 572 • 597 • 613 • 6~ • 621 • 628 • 630 .個5. 63B. “1 , 647 , 
650 • 72!:J • 742 • 7旬. 752 • 764 • 769 

Justina 朱絲定 .355

Justinian 帝查士T尼皇帝 .721

Kalt. E. 卡爾特 .56

Kalthoff. A iffi爾培﹒卡索夫 .211

Kant 康德 .27.28. 2!:J

Karlstadt 卡爾斯達 .592

Klee. H. 克利. 25 • 171 • 194 • 272 ' 751 

Kuhn. J. von 若翰.1，Ig﹒援， 25

Lagrange. M. 1.位格朗奇 .163

Lamennais. F. de t金芒奈 .27

Lanfranc 劫法蘭克 .591 .691 

Lange. H. 751 

Launoy. J. 諾洛闕 .347.732

Laurent, J. Th. 勞倫 .272

Lazarus 控區祿. 290 • 741 • 743 

Leibniz 來布尼茲 .144.167

Leo 1 良-骨， 170. 且6 • 247. 249 ' 252 ' 2話 .331.339.457.4ω.466.

526 , 577. æ白 .686 ， 690

LeoII 良三世 .251

Leo IX 良fr.世 .591

LeoX 良﹒卡世， 693.695

Leo XIII 良十三世. 171 , 349 , 350 ' 352 , 425 ,“4 ,“5 ' 446 ' 476 • 479 • 

485 ， 487 ，切2 , 517 , 715 • 723 , 730 

Leon Seiller 良﹒塞耶， 280 

Leontius of Byzanti，um 拜佔庭的當翁修 .258 ，必8

Lep泊， M. 勒逝，倒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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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porius 雷堡利，訂6

L“sius, L.頓西烏其呀，但5

Liguori , Alphonsus of 軍學索﹒東j瓜里﹒昆 Alphonsus

Loisy, A illt爾弗來﹒溶阿西， 9 , 11 ' 215 • 212 .品6 ; 

Lombardus 見 Petr四 Lombardus

Lucidus 路西都 .399

Lugo, J. de 路哥， 9.433 ，但2. 但4

Luther 路穗， 91.182.3∞，訕。. 355 • 364 , 365 • 388 • 4.01 • 4.07 • 4.28 .鈞。

• 486 • 492 • 513 • 5仿 .571 ， 592. 的1 ， 612. 由2 • 652 • 676 • 6旬 .693.

ω5. 的7 , 726 , 748 , 7:臼

Macedonius of Constantinople 君娥的馬賽道尼'的

Maignan, E. 厄瀉紋耳﹒梅仰'的7

Malac旬， Prophet 瀉控基亞 .635.637 ， 639.71ω

Malebranche 瑪來勃朗奇 .31.144

Manegold of Lautenbach 陸登巴的曼各符 .610

Mansi, J. D. 696 

Mara Bar Serapion 馬控﹒巴﹒鑫控比翁， 212

Macellus of Ancyra 安茵的馬賽爾， 253

Marcion 馬西翁， 56 ，缸， 235 ， 598

Marin.Sola 馬林﹒索控， 8

Marius Mercator 瑪利﹒梅榜道， 363

Marsilius of Padua 牠渡的馬商利， 453 ， 711

Martin 1 馬了一世， 335 ， 248

Martin V 馬丁主世， 7:鉤， 729

Matthew , Apostle，連藹，禽， 595

Maximus Confessor 馬克西摩精套 .248 ， 250

Melanchthon 梅朗束， 527 , 574 , 592 , 678 

Melchisedech 默基意德， 302 ， 303 ，目8 ， 633 ，自8

Meletios Syrigos 7:自

Methodius 梅鐸弟， 764

Michael Cerularius 彌董﹒濟路拉里， 540

Michael Palaeologus 彌蓋﹒巴雷勞格， 236 ， 578

Minucius , Felix 彌努西﹒菲力，詣， 67 ， 726

Miriam 彌哥哥m ，梅瑟之姊，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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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f lerusalem 兒 Pseudo -Modestus 

M曙ïIa. Pettus 默濟泣 .5鉤，由2 • 679 • 744 • 754 

M嵐缸. 1. A 穆勒，叫) • 486 • "i27 • 7日1

Jlolina 庫里納 .75 ， 405

M倡“梅瑟， 12 • 39 • 43 • 155 • 217 • 295 • 298 • E07 • E09 , 5呵 .605.683 , 

727.728 • 740 

Murato剖， L. A. 495 

Musculus 路德~神學家 .614

Natal誨. Confessor 拿塔里， 660

Nemesius of Emesa 艾梅沙的奈笑西烏>169

Nero 尼祿 .211.458.7，ω

Nestorius 奈斯多利. 241 ' 262 , 267 ' 269 ' 326 • 485 

Nicephorus of Constantinople 君娥的尼采帽 .514

Niceta of Remesiana 勒美西亞帥的尼西遠，切5

Nicodemus 尼哥祖摩 .558

Nicholas 1 尼格老一位， 562 ， 570

Nicholas of Autrecourt 奧晚來古的尼哥拉斯， 27

Nicho\as de Tudeschi 678 

Noah 諾芯， 318 ，由3

Noí!tus of Smyrna 諾艾都司 .89

Noris , H. &宮里斯， 405

Novatian 符伐軒. 106 • 547 , 576 • 662 

Ockham 見 Wi11 iam of Ockham 

Oeco\ampadius 歇哥朗柏趟， 593

Olivi 見 Petrus ]ohannis Olivi 

Olympius 歐林比 .187

Onias 歐及亞， 511 

Onesiphorus of Milevis 放帆息仰洛， 515

Optatus of Milevi 彌勒富的歐達蹤， 490 ， 546

Origen 奧力辰，間， 105 , 106 , 107 • 113 , 140 • 146. 147 , 165 , 169 , 170 , 

184.203. 幼4 • 207 , 233 , 234 , 241 251. 256 ' 268 , 282. 309 • 313 , 

322 , 326 • 335 , 338 , 340 , 341 , 343 , 353 , 490 , 492 ，回3. 510 , 512 , 

573 • 578 , 597 • 599 , 621 • 662 , 666 , 675 ，的。， 691 ， 71∞， 729 , 7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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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 , 151 ' 752 , 764 

Orosius 歐羅西， 363

Osbert of Clare 加祿的奧斯伯， 332

Osee , Prophet 歐瓷亞， 763

Pacianus of Barcelona 巴西益， 662 ，的6

Palamas 見 Gregory Palamas 

Palmieri 500 

Panormitanus 見 Nicholas de Tudeschi 

Papias 巴比亞斯， 742

Parker , Matthew 瑪簣，柏克， 761

Paschasius Radbertus 巴夏斯﹒位德拜， 346 ， 439 ，的O

Passaglia 巴沙格利亞， 423

Pastor Hermae 牧者﹒海笑， 56 ，的， 137 , '2fJ7 , 559 , 564 , 567 , 659 '倒0 ，

666 , 728 

Paul IV 保除四世， 335 ' 339 ' 340 

Paul V 探秘五世， 333

Pa ul of Samosata 陸摩沙塔的保祿， 88 ， 106

Paulinus of Nola 諾拉主教保林， 517

Pectorius 貝克多利， 234 ， 599

Pelagius 白拉奇， 185 , 104 , 363 ' 364 ' 374 

Pe l1, G. 拜爾， 645

Pesch , Chr. 戚﹒貝奇，晶。'的3 ， 698

Pe tavius , D. 伯j奎拜， 423 ， 578

Peter Abelard 彼得.1m培拉， 144 , 185 ' 188 , 242 ，必8.559.5曲，的7.

733 

Peter of Ailly 艾利的彼縛，釘， 467

Peter. N. 763 

Peter of Osma 奧斯麥的彼得， 6'/8

Petrus Aureoli 彼符﹒奧來利， 577

Petrus Cantor 彼得﹒間1]道， 523 • 533 ' 733 

Petrus Chryso!ogus 彼得﹒基少祿. 342 , 457 • 466 • 675 

Petrus Comestor 彼得﹒與梅斯脫'的2

Petrus Damiani 彼符﹒達彌盎， 83

Petrus Johannis Olivi 彼符﹒若望﹒奧里維， 167 ，自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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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us Lombardus 彼得﹒隆巴，肘， 91 ' 109 , 149 , 177' 200' 207 , 242 , 

~，~， ill ，~，~，~，~，~，自，9 , 676' 686 ，的1 ， 71ω ， 

706 ' 719 ' 722 , 730 ' 733 

Petrus of Poitiers 波阿迪艾的彼得， 527

Petrus Venerabilis 可敬彼得， 706

Peyrère, Isaac de la 貝來的依撒格， 164 

Ph iI ipp of Harvengst 哈放的JF-力， 289

PhiIipp of Hessen 海森的菲力， 726

Philippus 六晶副祭莽力伯， 4切， 569 

Philipp凶， Papal Legate 教宗代表非力怕， 457 ， 4ω

PhiIo 變浴， 97 ， 634 

PhiIoponus 見 John PhiIoponus 

Photinus of Sirmium 稿定，郎， 485

Photius 傅西， 110 ' 276 ' 540 

Pighius, Albert 雅博﹒彼濟鳥， 189 ， 410

Pilate 比拉多， 211 ' 212 , 301 , 446 

Pius V 比約五世， 182 ， 189 ，欲沁， 333 ' 347 , 365 ' 382 , 383 

Pius VI 比約六世， 94 ' 194 , 264 , 266 ' 448 ' 492 ，的2 ' 652 ' 681 ' 730 , 735 

Pius IX 比約九世，訝， 172 , 329 ' 333 , 349 ' 446 ' 469 '由2 ， 730 ， 735

Pius X 比約.t-世，帥， 26 , 319 ' 349 ' 351 , 352 , 441 '“8 ' 557 , 574 , 592 , 

630 ' 699 , 723 

Pius XI 比約十一世， 7 ' 267 ' 301 ' 302 ' 352 ，切9 ， 532 ，倒8 ， 716 , 723' 

730 , 733 

Pius XII 比約十二世， 11 ， 12 ，間， 146 ' 163 , 164 , 267 , 272 , 2鉤， 284 , 

~，~， m ， m ，~， m ， w ，~， W ，~， 3剖， 351 , 352 , 

439 , 449 ' 471 , 472 ，是73 '是76 ' 486 ' 490 , 492 , 498 ' 502 , 506 , 507 , 

切8 ' 544 , 631 ' 641 ' 645 , 681 ' 703 ' 710 , 711 ' 712 , 713 ， 7此， 715 ' 

716 , 719 

Plato 柏拉圖，肘， 139 ' 146 , 148 ' 165 ' 1汀， 169 ' 170 , 237 , 741 

Plinius the Younger 普曼尼， 212

Polycarp of Smyrna 233 ' 245 ' 264 ' 302 ，保運如布， 303 , 432 , 452 , 459 • 

495 ，即8 ， 510 , 511 ' 513 , 572 , 647 , 659 , 750 , 752 , 769 

Polycares o! Ephesus 厄弗所的保漫克， 459

Pomponazzi, P. 彼得﹒渡蓬納西， 167

Poschmann, B. 設胥羹，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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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epositinus 547 

Praxeas 普拉塞亞， 89

Prisca 普黎斯加， 438 

Priscillian 柏幸I民遠， 1∞， 184 

Prosper of Aquitania 阿華丹的普洛斯椅， 364.393. 鈞。

Pseudo -Augustin 託名奧斯定， 345 ' 346 • 418 

Pseudo -Chrysostom 託名墓索束，切6

Pseudo-Cyprian 託名西彼邁， 584 ， 585

Pseudo-Dionysius Areopagite lE名狄尼修， 34 , 42 , 196. 197 , 198 , 250 • 

418 ' 534 , 577 ' 579 

Pseudo-Eusebius ot Emesa 艾穆沙的証名歐瑟痺，的5 ， 611 ， 621

Pseudo-Fulgentius 託名福京斯， 582

Pseudo-Jerome 託名熱羅尼贅， 346 ， 347= Pseudò-Hieronymus 

Pseudo-Clement (及 Clement-Letler) 託名克來孟. 439 , 741 • 7，倍

Pseudo -Melchiades 託名梅質特， 584

Pseudo-Modestus of Jerusalem 耶潰的認名毛特斯都， 346 

Pseudo-Petrus of Poitiers B[名波阿姆艾的彼得， 523

Pythagoras 畢達哥拉斯， 479 ，叫l

Quesnel , P. 巴夏其ÍT ﹒格斯奈， 177 , 366 , 371 ' 492 

Rabanus Maurus 拉邦﹒摩路， 591 

Rahab !'l"i哈布， 503 

Ratramnus of Corbie 來仲的位特拉姆， 439 ， 590

Rahner 控內， 275

Reitzenstein , R.雷辛斯坦， 557

Reticius of Autun 歐丹的勒趟縷， 187 

Richard of St Victor 旦有2克多的理查， 5 , 131 

Richer, E. 利雪， 453

Ripalda 李柏遂， 419

Ritschl 承mffl筒， 29

Robertus Pullus 初期主林學派神學家， 549

Roland, Magister 羅蘭師537 ' 539 , 549 • 559 , 576 ， ω2. 見 Alexander III 

Roscelin of Compiègne 龔比咬傷的羅斯動， 91 ， 260 

Rosmi叫羅斯米尼， 32 , 143 , 171 '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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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pert of Deut~ 拉茲的路拜， 292

Sabellius 健堵里﹒的， 466

Saguens, J.若￡﹒沙板，的7

Salvianus of Massilia 馬賽的沙爾維安 '155

Samuel 撒毒草爾，切T

Saul, King 撤烏繭， 726

Saulus ﹒掃諒， 475

Scheehen. M. J.謝本， 6 , 42 • 128 ' 207 , 353 ' 423 ' 644 

ScheIl, H. 海旻﹒雪月l' 47 , 194 , 2口， 423 • 622 ' 751 

Schleiermacher, J.庸累麥雪， 29 

Schopenhauer 故本擊， 145

Scotus 見 John Duns Scotus 

Serapion of Thmuis 特摩伊的塞拉陣， 579 ，仿9 ， 639 ，呎沁

Sergius 賽奇一世 .346

Segius of Constantinople 居士坦了堡的賽奇， 247 

Seripando , G. 寒星彭道， 410

Severian of Gabala b~巴拉的塞凡利恩， 343

Severus of Antioch 安提約基亞的塞弗路， 246 ， 289

Sicard of Cremona 克勒蓋章郡的西嘉，郎。

Silvester 1 西佛所-世， 579

Simeon 西默盒， 291

Simeon of Th臼salonica 總值洛尼加的西默翁， 540

Simon, Magister 西瀚師i539.706

Simon of Tournai 都奈的西蒙 .675

Siricius 薛望西〈教宗)340

Sixtus IV 熙駕四世， 333.697

Sohm, R. 莽嗨， 449

Solomon 撤羅i誨， 217 ， 319

Sophronius 券，福洛尼， 248

Soto, D. 雪集長

So臼zzin叫li ， Faustus 福斯特﹒索育尼'的

Sta泊， K. 斯達博， 728

Stattler 斯達特勒85

Staudenmai仗， A 安東﹒斯多畫筆梅葉，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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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1 斯德這一哎 .4ω.466.546.5嗨 .587

Stephen II 斯德這三世 .5ω

Stephen Langton 斯德這﹒朗頓， 289

Stephen of Tournai 都奈的斯德婆， 563 'ω2 

Stra曲. H. 切。

Suarez 素阿勒茲， 9 • 31 ' 197 , 207 , 257 ' 353 • 396 ，的5 ' 419 • 424 , 433 ' 

由o ' 517 ' 524 , 531 ' 534 ，的4 ， 617 , 644 

Suetonius 蘇艾束 .212

SyJvius 錫爾菲烏娥 .731

Symmachus 西麥古， 337

Tacitus 達百郁， 211

Taille. M. de Ia 答葉， 645

Tatian 誠先， 65 , 146 • 184 

Tertullian 戴爾部良， 13 ' 25 ' 54 , 56 '的， 73 ， 84 ，曲， 105 , 106 , 107 , 

1~ ， m ， w ， rn ，~.~，~，~， m'~'~'W ， ill ， 

323 ' 332 ' 339 ' 340 • 350 ' 413 ' 432 '是36 , 452 ' 455 , 459 , 4帥， 482 , 

490 ' 495 ' 496 ' 497 ，即o ' 508 , 510 , 511 , 516 ' 519 , 553 , 559 , 5ω

~，~，~，~.~，~，~，~， m ， m ，~，~，~， 

的5 ' 513 ' 621 ' 630 ' 638 , 648 ' 652 .前5 ' 661 ' 664 , 666 ' 668 , 676 , 

689 ， 710 ， 7泣 ， m ，~， m ， m ，~， m ，~，~， m

ThaJhofer 達爾荷仰， 645

Thekla 戴克拉， 515

Themistios of Alexandria 單力山大里的德米斯盔， 275

Theoúor of Mopsuestia 默穌斯的恕道. 241 ' 281 • 282 ， ω5 

Theodor of Studion 斯都弟弘的吟道 .346 ， 514

T I-eodoret of Cyrus 塞魯斯的~;~道， 155 , 51哇，的5

Theodosius of BY7.antium 拜占庭的戴奧道函， 89

Theodotion 惚奧道旬 .337

Theophilu~ of Antioch 安提約基亞的1恩來， 25 ' 26 ' 67 , 107 , 137 , 151 , 

233.726 

Thomas Apostle 多默1:徒， 225

Thomas Aquinas 聖多瑪斯﹒亞賽那(隨處皆是)。

Theote】tnos 德奧特克諾， 346

Thomassinus. L.多瑪~í'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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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berius 提庇留皇帝 .211

T iIImann 228 

Timotheus of Jerusalem 耶路撒冷的司鐸弟茂穗 .343

Tobias 多傳盟 .155

Tolett趟. Fr. 多動都斯 .731

Torquemada 見 Johannes of Torquemada 

Tournely. H. 翁諾來﹒都奈利 .85. 是06.731

Trajan 國位員 .212

Tryphaena 特莉弗娜 .516

Tryphon 特里哩 .234

Tuyaerts. M. M. 都耶茲. 8 

Ubaghs, G. C. 吳巴格 .28

Ulpian 84 

Urban II 吳朋二世 .6呦， 696 

Usuard 烏蘇肉 .346

Valentine 摯偷了235， 239

Valentinian 1I伐倫T尼二世〈皇帝) .5ω 

VarrCl梵溶. 2 

Vasquez. G. 嘉俾爾﹒伐司贅 .645.731

Venantius Fortunatus 456 

Ventti間. G. 范都控 .27

V estitor, C. 萬斯默﹒魏斯底丸 .346

Vigi1antius 婪奇朗蜀. 511 • 512 • 513 

Victor 1 維克多一世 .88.459.466

Vincent of Lerin 雷岸的文生 .14.364

Wycliffe, lohn 威克利夫. 399 • 453 • 532. 591 Jω7 • 655 J 678 • 693 

Wieland , Fr. 維倫， 637

Wi1helm Estius 見Estius

WiIlian of Auxerre 547 

W iIIiam of Ockham 歐克竿的威廉 .27 ， 467

Wi l1 iam of Ware 華勒的威廉〈見 Guillaume de Ware)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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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ambert, N. 尼格老，依集拍， 406

Zeno of Verona 凡洛納的實錯， 342

Zephyrin 種變林， 458 ，呦，呦，船1

Zwing1i態艾格祠， 340 ，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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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索引

Absolution 赦界 extrasacramental 聖事外的， 692-98; power 

of Church 教會的權， 664; sacramental，聖事的， 685 ， 690 。

參考: Penance, Sacrament of 懺悔聖事

Accident theory 偶然論>138 。 參考: Providence 照顧

Actual grace 現恩， 367 。 參考: Grace 恩寵

Adduction theory 引入論， 603 。參考: Eucharist , Sacrament of 

里體聖事

Adonai 亞道納伊， 42 , 136 , 130 

Adoptianism 繼承說， 261

Affections 感情 of Christ 基督的， 289;of God 天主的， 78

Agnoetism 亞格諾艾派， 275-6 等

Agnosticism 不可知論， 28

Albigenses 離異的女派， 591

Anabaptists 重施洗禮者， 571

Angels 天使 bad angels 邪惡天使， 202-205 ; cult 敬禮， 205 ; 

end, supernatural 超自然的終極，鈞。; endowment 恩寵，

200-1 ; exaltation 超昇， 200; existence 存在， 195-6; fall 

through sin' 淪落， 202; good angels 善良天使， 203-5; 

guardian 護守， 204-5 ; immateriality 非物質性， 197; 

immortality 自然不死性， 198 ; number 數目， 195 ; origin 起

源， 195 power 能力， 199 ; probation 考驗， 201 ; rejection 

罰， 203; understanding 睿智， 199; will 意志>199 。

參考: Devil and Demons 魔鬼

Angels of Jahweh 雅威的天使，9:)

Anger of God 天主的義怒， 78

Anglican Orders 安立甘祝聖禮， 715

Anhomoians 非同， 89

Annihilation 消戚， 151 ' 169 , 602 ' 613 

Anthropomorphism 擬人，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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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christ 反基督者， 760

Antidicomarianites 反瑪利亞派人士， 340

Aphthartodocetism 不朽幻象說， 288

Apocatastasis 清除說， 203 , 313 , 741 , 751 

Apollinarism 亞技林謬見， 165 , 237 ' 249 ' 265 

Apostates 鈑教者， 500

Apostolicity of the Church 教會的宗徒性， 495-7 。

參考 Church 教會

Appropriations 歸名法， 128-9 等

Arianism 亞略派， 89 ; 147 , 215 ' 237 , 275-6 等

Ascension 升天: of Christ 基督的， 321 等; of Elias 厄里亞的，

322; of Henoch 厄諾客的， 322

Aseity 自有性，祉， 136 , 140 

Assensus 同意 fidei 信仰， 9 ，的 theologicus 神學， 9 ， 17

Astrology 占星學， 155

Atheism 無神論， 28 ' 188 ' 196 

Atonement 補贖 of Christ 基督的，帥， 284 , 288 , 342 等; 309一

16 ; 350~51 ; 476 , 509 , 693-4; Church treasury of 教會代

贖富藏， 509 ; 694-5; concept 概念， 309; extrasacramental 

聖事以外， 673-4; of the faithful 信友， 350 , 5的一10 ; 

sacramental 聖事性， 682-4; suffering 懲罰， 753-7; 

vicarious 代髓， 309-16 , 509-10 0 參考 Indulgences ; 

Penance, Sacrament of; Purgatory; Redemption 大赦，懺悔

聖事，煉獄，救世

Attrition 不完善痛悔， 675-8 。 參考: Contrition 痛悔

Attritionism 不完善痛悔派， 677-8

Audians 歐越派， 54

Augustinianism 奧斯定派， 396 ， 405

Azyme 無酵的麵餅 619

Baianism 巴依烏斯派， 182 ' 185 , 188 ' 365 , 3駒， 676

Baptism , Sacrament of 洗禮 by blood 血洗， 194 ， 5∞， 5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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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神印， 565-6 ; of chíldren 兒童， 511-3; concept 

概念， 557; of the dead 死者， 549 , 570; of dcsire 願洗，

194 , 500 , 503 , 567-8; effects 功裁， 563-6 ; and Eucharist 

個聖睦， 626-7; form 形式， 561-2; by heretics 異說者，

546 , 569 ; institution 建立， 559 ; Johannine 約翰的， 558一9 ，

562; matter 材料， 559-61 ; minister 施洗者， 569; necessity 

for membership in Church 歡會分子的必要性， 498-501; 

necessity for salvation 得故需要， 566-7; and poenalitates 死

亡， 565; of proselytes 猶太教的， 562 , 569; recipient 領妥

洗禮者， 570一泊 sacramentality 聖事， 557-63; seal 印

話， 532一5; self 自行洗禮， 545; of the sick (clinical) 病

者施洗， 561; of suffcring 痛苦的， 194; unction 傅泊， 5713 , 

585; va1idity 有放， 566-73 。參考: Sacrament 聖事

Beatific vision 直接置見天主>l8J 。參考: God 天主

Beauty 美 of God 天主的， 61; of soul in state of grace 聖

化，恩寵于靈魂之美， 420-1

Beghards 貝格派， 38

Beguines 只干諾派， 38

Bishops 主教: conferring of power 權力技興， 470-1; conse

cration 主教品， 710-2 ，但8-9; dispenser of Order 授予神

品，也7-8; episcopal power 牧導職權， 4.68; hierarchical 

powers 聖統權，吐50-2; infallibility 不誤性， 482-4; minister 

of Confirmation 堅振施行者， 584; precedence 優越地位，

711 ' 719; of Rome list 羅馬主教， 458; successors of 

Apostle 宗徒繼承者， 452 , 49ô; teachers of the Faith 信仰

的導師，吐84-5 。參考: Peter, Primacy of 怕多線的首席權

Blood of Christ 基督的寶血: 254 , 311-3 , 4口， 621 ， 634

Body of Christ 基督的身體 historical 歷史上的， 439 ， 590 ; 

mystical 基督奧身， 439-40 , 449 , 490-1 , 498-9 ' 506-7 ; 

565 , 623-4 , 628 。 參考 Christ ; Church; sacramental 基

督，歡會，聖事4.38 等， 588

Body, human 身體，人類 endowments 票賦， 176; origin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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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162-73; p位ts 組成， 165-7; resurrection 復活， 625 , 

762-8; and soul 及靈魂， 165-73 ' 237-9; transfiguration 

轉變， 766-1 ; wounding by sin 因罪而安損傷， 183-4 , 191-3 。

參考 man 人類 nature 自然 person 位格

Bonum est diffusivum sui 善與人同， 139 ， 259

Calvinists 喀爾文派， 389

Canonisation 列品， 483

Capital sins 不能蒙放的罪， 655 , 661 ' 681 

Cardinal virtues 四樞德193 ， 425 。 參考 Virtues 偉、性

Catechumens 學習要理者， 500 ， 503

Cathari 純潔派(卡達里派) , 543 , 591 ' 555 , 698 ' 153 ' 162 

Causality principle 因果律， 265 ， 41

Censures, theological 神學的品評， 18

Cerinthians 包林都派，路， 215 , 336 , 510 
Certainty, theological 正確性，神學的， 11

Character, sacramental 聖事的印記， 532-5 。參考 individual

Sacraments 各件里事

Charismata 蒙安奇恩的信友， 362 , 450 , 482 

Charismatics 蒙安奇恩的信友， 450 ， 482

Chiliarism 干年說， 142

Christ 基督 acquired knowledge 習知， 278-9; adorability 

與天主同位， 211-8 , 223-5 , 232-4 ' 614; affections of 情

感， 11-8; Ascension 昇天， 321; and the Church D'î!教

會， 438-44; 412-79; coming-again 重臨， 217 , 323 , 558一

位。 參考 second coming; communication of idioms 副生

交流， 244; divinity 天主性， 214-32; descent into "hell 

降蒞地獄， 317-8; duality of natures 天主性與人性結合，

246; duality of wills 兩個意志， 241-51; existence (his

torical)歷史性存在， 211-3; grace of 恩寵， 283-4; Head 

of Mystical Body 基督首腦及奧身肢體， 283-4; 413;holiness 

聖德， 280 humanity 。參考 humanity of 人性， 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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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 Hypostatic Union 。 參考: Hypostatic Union 二性→

位之結合， 252-3; impeccability 不能犯罪， 281-2; infused 

knowledge 灌輪的知識， 2施 passibility 安苦能力， 288-90 ; 

pastoral office 牧導職務， 300-2; perichoresis 滲透， 269一

切 personality 人性， 280; power 能力， 286-1; priestly 

office 司祭的職務， 302-14; and the Sacraments 聖事，

536一位， 544-9; sacrifice on the Cross 十字架上的祭獻，

305-13 ; 214; sanctity 聖德， 283-5 ; scientia beata 直

觀， 274-5; scientia media 中間知識，有一6 ， 397 ， 405 ; 

<<Servant of God" 上主之慎， 263; sinlessness 無辜， 281 ; 

109-10; 214-39 ; 261-3; sonship of God 天主墨子， 102-

3 ， 109 ， 215一路， 233-4 , 264-6; teaching office 訓誨，

298一9; Transfiguration 變容， 320 , 321 , 593 ; unity of 

person 位格的惟一性， 241-6; veneration of 崇拜， 263-1 ，

511-4 , 613-4; vision of God 直觀天主， 271-1; will 意

志， 241一切， 280 等; work of 作為， 291-321 。

參考: Blood of Christ; Body of Christ; Redemption 基督寶

血，基督聖體，救世

Church, the 教會 apostolicity 宗徒性， 495-1; bishops 

position of 主教職， 469一切 catholicity 公眾性， 493-5; 

and Christ 與基督， 441-4 ， 412-6; (See also Body of 

Christ) ; classification 分頭， 440; Communion of Saints 諸

聖相通功， 437 , 505 , 626 , 694; concept 概念， 438; con

stitution 制度， 448-52 ; definitions定義， 440 ; establishment 

建立， 441-4 ' 472-6; and the Holy Spirit 聖神， 476-8; 

他defectibility 不激性， 479-80; infallibility 不誤性， 481-

5; menbership 分子， 498-501; militant 戰門， 461; as 

Mystical Body 奧體， 493-4 , 449; necessity for salvation 

得救之必要， 501-3; primacy, nature of 首席權，性質，

461-3; and papal Primacy 教宗首席權， 456-61; power 

(of absolution) 解除罪之權力， 664; (to forgive sins) 赦罪

權， 655-664 ; and Primacy of Peter 伯多祿首席權， 45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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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Primacy of teaching 教京之訓誨首席攏， 463-7 。

lnfallibility 君教宗的不誤性 purpose 目的， 444一7;

sanctity 聖德， 490-3; as a perfect society 完善的社圈，

丑46-7; as a spiritual and supernatural society 超自然精神

性社團445-6; and State 政府， 447 , 462; suffering ~苦，

5瓜， 515 , 695 , 753; (參考: Purgatory; Souls in Purgatory 

慷獄，深類); teaching office 訓誨的職務， 449一日， 481-5 ; 

and temporal possessions 擁有世物， 446 ; and temporal 

power 俗世權力， 447 , 463; treasury of merit 功蹟之寶

庫， 507 ' 515 , 692-8; (參考: lndulgences 大赦); Triumphant 

勝利歡會， 461

Circumcision 割損禮， 553-5 ; 558 , 5也

Circumincession 互相寓居， 269 。 參考: perichoresis 互相滲透

Cleansing fire 煉獄主火， 5的， 515 , 693 , 753-58 。

參考: Purgatory 慷獄

Clinical Baptism 柄者施洗， 561 。 參考: Baptism 洗禮

Collyridians 歌刺里組派， 355

Coming -again 再來， 323 。 參考: Second coming 重臨

Comitatus of grace 恩寵而來的禮品， 423-6 。參考: Sanctifying 

Grace 聖化恩寵

Communication of idioms 屬性交流， 244 。 參考 :C趾ist

Communion 聖體 of the dead 給亡者送聖體， 549; under one 

form 學讀一式， 611 ' 627-8; preparation for 準備，品。一

31 。 參考 Eucharist 聖事聖睦; of Saints (參考 Church

教會〉諸聖通功， 437 , 505 , 626 ' 694 

Conciliarism 大公會議派， 461 ， 463

Concupiscence 情態 consequence of sin 罪的後果， 191 等 and

First Parents 及始祖， 176; freedom of Christ 基督沒有

罪， 280-2 , 290 ; freedom of Mary 瑪利亞脫兒， 334; in the 

justified 在成義中， 188; and original sin 及原罪， 190 , 188 

等 as sin 為罪， 177

Concursus, Divine 天主的參與， 151-3 ， 369 。參考: Co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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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God 天主的參與

Confession 告解: to deacon 向六品副祭， 691 ; divine institution 

天主挽定， 678 ; frequent 經常， 681; lay 信友， 691; 

necessity for salvation 得放所必需， 678; object 告明的對

象， 680 。 參考 Penance， Sacrament of 懺悔聖事

Confirmation, Sacrament of 堅振聖事: character 印記， 530 ， 582;

concept 概念， 573; of desire 願望， 584; effects 功效，

580-2 ; emergency 施行， 586; fcrm 形式， 579-80; 

matter 材料， 577-9; minister 施行者， 584; necessity 

必要性， 583-4; recipient 領至于者， 58'1; re-confirmation 

重復領堅振， 533 , 587 ; sacramentality 聖事性 ， 5'14-7 ; 

unction f等泊， 57ò ' 586 

Congregations, Roman 羅馬教廷各部， 18 

Congruism 合宜說， 405-6

Consecration form 研雪形式， 620-2 。參考: Eucharist, Sacra

ment of 聖體聖琴手

Co -operation of God 天主的參凹， 151-3 ' 367 。

參考: Grace 思提

Corredemptrix 協同教位者， 350-1 0 參考 : Mary 馬利亞1

Consubstantiation 同盟論， 592 , 601 ' 604 

Contradiction principle 矛盾律， 27 ， 47

Contrition 痛悔 classification 分散， 672; concept 概念，

671; imperfect (attritio) 不完善， 6布一7; perfect (contritio) 

完善， 673-5; qua1ities 特性， 671--2 。參考 Penance ，

Sacrament of 痛悔聖事

Contritionism 完善痛悔派 ， 67'1-8

Council 大會會議。 參考: General Coul1cil 大公會議

Creation: 創造， 135; concept 概念， 138; demonstrability 可

證性， 138; dogma 信理， 135-6; freedom of God λ主的

自由， 143; motive 動機， 139; power 力量， 148; purpose 

目的， 140γthe six days 六天， 160 ; temporal character 

時間性， ]45; Trinity and 天主三位一體和， 142; world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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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138

Creationism 造化說， 171-3 

Creeds 信經，叫-3 。 參考: Faith, symbol of 信心之象徵

Crypto -CaI vinists 準喀爾文漲， 592 ， 614

Deacons 六品副祭 confession to 向〈六品副祭)告解， 691 ; 

institution 產生，叩'8; ministers of Baptism 說禮的施行者，

569; ministers of Eucharist 聖體施行者， 628 ; office 

in Church 歇會職業， 450 ordination 神品， 71。一2 ; 713. 

參考: Order, Sacrament of 神品里事

Deaconesses 女性執事， 721

Death 死亡: annihilation by Christ 故基督所消滅， 764 ; of Christ 

基督的(死亡)的， 288-9 , 739; consequence of sin 原罪的

後果， 179 , 183-4 ' 191 ' 740 ; exceptions 除了， 741; freedom 

from 兔於，無， 1'/9 , 740 ; generality 普遍性， 740; of 

Mary 瑪利亞， 32哇， 740; object of Divine will 天主意志的

對象， '/8-81 

Declaration theory 宣布論， 667 ， 686

Deification 天主化， 409 ， 415

Deism 自然神論， 150-1 ; 154 

Demiurge 造物主， 14.8 

Demons 惡魔。參考 Devíl and Demons 魔鬼，惡魔

Descent into hell 降臨地獄 317.8 。參考 Christ 基督

Desire 願望 for Baptism 願洗， 194 , 500 , 567 ; for the 

Church 加入教會(的意願) , 502; for Confirmation 願望堅

振， 584; for the Eucharist 渴望領聖盟， 626; for Penance 

領安懺悔聖事的願望， 654 ; 674 ; 689; for Sacrament 願簡單

事， 542 , 545 ' 674 ' 689 。 參考: Concupiscence 願草

Development, doctrine of 進化論， 160-9

Devil and Demons 魔鬼，惡魔 and Antichrist, cause of 

physical evil 損害人體的惡魔， 206-7; created as good 

angels 安造為善良天使， 2∞~3; Christ's victory over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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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的制勝， 202; 300-2 , 3的， 330-5 , 345 ; dominion over 

mankind 對人的駕缸， 193 ; 205-6 ; 294 ; 3∞-2; 301-9; 

fall 淪落， 202-3 ; and First Parents 始組， 182.,,-4; 

possession 具有， 205-6; property right 駕取人的權利，

309; rejection 永罰， 202-3; and temptation 誘惑， 183 ; 

206; 298 。 參考: Angels 天使

Disposition 準備 for first grace 第一次恩寵， 386; for justifi

cation 成義， 411-5; for reception of Sacraments 領安聖

事， 521 ， 532 ，的0-1

Docetism 幻象論， 235 , 219 ' 289 ' 590 , 591 

Dogma 信理， 6-14: classification 分額的 concept 意義，

6; develoment 演變， 11-4; method 研究方法， 6-1;

Modernist and Protestant 新教與現代主義， 9-10; concept 

定義， 1-9

Dogmatic facts 信理事實， 15

Donatism 多那丘克派， 492 , 533 ' 545 , 550 , 655 , 663 

Dualism, Gnostic-Manichaean 諾斯底士派與摩尼教的二元論， 56 ; 

135-6 ; 155 ; 1狗一1; 235 。參考: Gnosticism, Manichaeanism 

譜斯底士派，摩尼教派

Ebionites 艾俾歐尼派， 88 , 215 , 336 

Emanationism 流出說， 110-1

Emmanuel prophecy 依撤意亞預言， 336-1 ， 325

Encratites 恩克拉姐特派， 620

Epiclesis 禱詞， 599 ， 605 ， 620-2 

Episcopalism 主教主義， 461

Episcopate, monarchical 一元聖統制， 451 。 參考: Bishops 主教

Essence of God 天主本性。參考: God 天主

Existentia 存在。參考: God 天主

Extreme Unction, Sacrament of 病人傅油ffi重 :concept 概念， 698 ; 

effects 功殼 .703; form 形式， 102-3; matter 材料，

701-2; minister 施行者， 105; necessity 必要性， 70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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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ipient 領身者， 705 sacramentality 聖事性， 698-701 

Eternity 永恆 of creation 創始之永恆， 146-7; of God 天主

之永值佳， 64 ; of hell punishment 永恆的地獄之罰，前， 202 ，

313 ，布1-2

E l1charist, Sasrament of 聖體聖事: accidents, perpetuation of 

依附陸之永盔， 616; adductioll theory 引入論， 603; 

adorability 崇拜， 614; communion 單餌， 627; concept 

概念， 602-3 ; consecratio per contactum藉接觸而祝鑿， 622 ; 

counter-theses 其說， 590-2 ; fast , eucharistic 聖體齋，

631; form 形式，但心-2; illstitution 建立， 594-6; 

matter 材料， 619-20; millister 施行者， 628-9; myste

rious character 奧秘性， 604 , 615; necessity 必要佳， 625

-8; promise of 預許， 593-6; real (presence) recipiellt 

真在， 592-600 ; reproductioll theory 再生論， 604 ; 

sacramental forms 聖事形式， 607; sacramentality 聖事性，

618-9 ; sacrificial character 祭獻性， 632-46; (參考:

Mass, Sacrifice of the 彌撒，彌撒祭獻) ; testimollY 證示， 596

-600; Transubstantiatioll 體變， 601-4

EUllomians 歐諾蔚派， 40; 49 

Evolution, doctrine of 進化論， 160-5 

Evolutionism 演化說， 29

Ex cathedra decisions 宗座權威， 9 ，口， 463-7 ;是81--185

Excommunication 閃除歡籍， 9 ' 501 , 668 ' 6'鈍， 716

Existence of God 天主的存在， 23-30 。參考: God 天主 23-30

Expiation 0 參考: Atonemellt 補贖

Facienti qüod est ill se 竭盡己力的人， 387

Faith 信心 and Baptism 洗禮， 5初一3; certainty 確實性，

40; deposit of，信心的寶藏7-14; dogmatic 信理， 412; fiducial 

依持的，是07 , 413 , 428 , 521 , 525 , 5況， 656 , 664; and 

justification 與成義， 410 , 411-4; rule of 信仰標準， 5 ，

峙， 105 , 487; and Sacrament 與聖事， 525; and sal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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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得救， 313 , 393 , 411; science of 科學， 5-6; symbol of 

象徵'的 486; theological virtue 神學德性， 429 ， 514; 

unity 合一性，必1-90; work of grace 恩寵善工， 314-6 。

參考: Fides 信心

Fatalism 宿命論，缸， 154

Father (First Person of the Trinity) 天主聖父， 1∞-1 。

參考: Trinity 三位一體

Fear (motive of contrition) 敬畏(痛悔的動饑) 413 , 615 

Febronians 弗博宏尼漲， 461 ， 466

Fides 信心 definita 確定的信理， 11; divina et catholica權威

的不誤性， 1 ; 11; divina 天主的信仰， 8-9; ecclesiastica教會

權威， 1'1; explicita 明顯的， 8; implicita 含蓄的心。參考:

Faith 信心

First Parents 原始父母: consei}uences of sin of 原罪的後果， 191 

-3 ; endowments 票賦， 116-81 ; fall through sin 原罪， 183

-4; origin 起源， 162-4 ; and original sin 原罪， 184-94

Fish symbol 繪魚為聖體象徵， 234 ， 599

Franciscan School 。參考 Scotists 方濟學派， 111 , 198 

Franciscan spirituals 方濟會神修派人士， 4叩

Fraticelli 法拉市﹒切利派， 545

Freedom 自由 condition of merit 功績的條件， 432-5; of 

creation 創造的， 143-4; of God 天主的， 81-2; and grace 

與恩寵， 401-1; of human will 人的意志， 193 , 401-1; 

of redemption 救醋的自由， 295

Friendship of God 天主的友誼， 420-1; 431 

Fundamental Articles 基本條文， 488

Gallicanism 加利剛主義， 448 ' 453 ' 461 , 464 , 410 ' 141 

Generation : divine 生於聖父， 115; and original sin 傳生原罪，

190-1 

Generationism 生殖說， 171 ; 

Gifts of the Holy Ghost 聖1神的恩賜， 284 ' 415 ' 425 , 429 , 5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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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 581 。 參考; Holy Ghost 聖神

Gnosticism 諾斯底士派， 55 , 81 ' 135 , 148 ' 165 , 184 ' 235 , 251 • 

496 , 590 , 591 ' 624 ; 638 , 141 

God 天主 affections 天主的感情， 18; beauty 天主是(絕對〉

的美， 62; Divine Being (attributes of)天主的一般屬性， 51

-61 ; (in Christ) 基督內， 258; demonstrabílity 可證性，

21; desire for man's salvation 願意人能得救， 389-94; 

dominion supreme 至高主權， 83; essence (metaphysical) 

天主的形上本性， 43-4; (physical) (天主的〉本質， 43 

existence 天主的存在， 26-31; eternity 永恆性， 64-5 ; 

freedom 天主的自由， 81-2 ; friendship of 天主的友誼，

420 , 431; goodness 天主的善， 59-61; 139 , 151 ' 169 ; 

ideas of (天主的〉觀念，呃， 126; immensity 不可測量，

65-6; immutability 不改變，但一3; ( - -and Hypostatic 

Union) 二住一位的結合， 255-264 ; infinity 天主的無限，

52-3 ; 258; innate idea of 先天性的觀念， 25-6; justice 

正義， 83-5; kinship with 天主的義子， 421- 2 ; knowability 

(natural) 自然方式認識天主， 21-9 ; knowing 認識， 69-

14; 16-1; knowledge of (natural) 自然方式忍識， 32-4 ; 

knowledge of (supernatural) 超自然知識， 36-9; Life 

Divine, attributes of 天主生命的屬性， 68-87; love for 

creatures 天主對創造物的愛， 79一駒， 296; mercy 仁慈，

85-6 , 297; Mother of (see Mary) 天主之母， 239 , 324-33 ; 

names 天主名字， 42; necessity 必然性， 81-2; object of 

faith 信仰的對象 30-1 omnipotence 全能，凹， 144 , 175 , 

297 ' 340 ; omnipresence 處處臨在， 65-7。參考 (presence

of Go白天主的臨在 omniscience 全然知道，但 perfection

絕對完善， 51; prescience (medium) 預你(如何)74-6; 405; 

(rcalit的實在性70; sanctity, simplicity 天主的單純性， 53-

4; triune (參考; Trinity (三位一體) )三位 truth 真

理， 51-9; unicity 惟一性， 55-6 ; ( - -and Hypostatic 

Union) 二住一位之結合， 251-9 ; veracity 誠實，間，毛的;

一 839 一



vision of 直觀. 38-41 • 271-7. 746; willing 意志，何一81

Godhead of Christ 基督的天主役， 215-234

God-human (theandric) activities 人而天主的行動，鈞。一1

Grace 恩寵 actual (concept) 現恩(概念) 367; (function) 官

能， 368; antecedent and consequent 先至與後至 .269一吭;

capacity of nature without 無支助之人性的能力， 380-4 ; 

causes 原因， 360; classification 種類 .361-3; concept 

概念， 359-60; efficax 實妓， 401-2; endowment with 賦

予 endowment (of angels) 天使的賦予， 2∞-1; (of Christ) 

基督的， 284-5 ; 474; (of First Parents) 抬起的， 176 ， 184 ; 

(of the justified) 成義的， 416; (of Mary) 瑪利亞的， 326-

9 ; 334-5 , 344; errors concerning 有閱(恩寵)之異說，

363-6; and freedom 與自由， 401-4; and glory 與榮耀，

419; gratuity 無償性， 385-8; habitual 常恩， 284 ， 362;

and justification 與成義， 407-11 。 參考: Justification 成

義 loss of 喪失. 428-9; nature 本質， 371-2; necessity 

必要性3把一80; of perseverance 值守， 364 , 317-9 , 431 ; 

and predestination 預定， 394-8; and reprobation 棄絕，

398-400; sanctifying (see Sanctifying Grace) 聖化〈參考:聖

化恩續) sufficient 足夠的， 363 , 390-4 , 401 .的3; univer

sality 普施， 388-94; theologicd speculation 神學推攻，

404-6 

Greek Onthodox Church , position on 希臘東正教會 Baptism

by infusion 以水傾流之洗禮， 561; confession 告罪， 679 ; 

Confirmation minister 堅振的施行者， 585 ; Confirmation 

repetition 重復領安堅振， 582; Epiclesis 禱詞， 620 ， 622 ; 

Extreme Unction 傅泊禮， 102 ， '的4; Matrimony 婚配，

121-30 , 132 ; number of Sacraments 聖事總數， 540 ; 

Primacy 首席權， 441 , 453; procession of Holy Spirit 墓

神發於， 110 ; purgatory 煉獄， 153-4 ; state between 

death and resurrection 死者與肉身復活. 144 ; transub. 

stantiation 體變，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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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dian angels 護守天使， 204等。 參考 Angels 天使

Habitual grace 常恩， 284 ' 362' ; 407-35 。 參考: Grace 恩、有E

Habitus theory 寓居論， 2-12

Hardening (心靈〉變硬，缸， 391 ， 752

Hate of God (odium abominationis) 天主的厭恨之情(憎恨罪惡〉

78 

Heart of Jesus, venerating of 耶穌聖心的崇拜， 265-7

Heaven 天園 .36一呦， 394-398 ， 505一7 , 510-2 ' 517 , 744-8 

Hell 地獄， 194.202 , 398 , 518 , 748-53 , 768; duration 永遠的

85 , 202 , 313 ' 748; punishment of (地獄〉之罰， 194 ， 749

Henotheism 一神教， 56

Henricians 591 

Heresy 其說， 9 ， 18 , 488 , 500-1 ' 503 ' 546 ， 570 ，花7

Heretical Baptism 兵說者的洗禮。 參考: Baptism 洗禮

Hesychastes 赫西卡斯派， 49

Hexahemeron 參考 Creation 創世

Hierarchy 聖統制度 divine origin 源於上主， 448-52; p缸，

petuation 綿延， 450-2 。參考 Bishops 主教

fIoly Ghost 聖神 assists the Apostles 輔助;其徒， 481; com

munication 傳教皇神， 575 ， 581 ， 710 ; indwelling (in Christ) 

寓居在基督內， 284; (in the justified) 寓居義人， 422; (in 

Mary) 弱利亞， 326; and good works 善工， 430; in New 

Testament 新約 97-100 , 103-4; in Old Testament 舊

約， 95; procession from Father and Son 發於聖父典里子，

108-10; sin against 冒犯聖神之罪， 666 ; 154; Soul of the 

Church 歇會的靈魂， 4'16-8; in tradition 傳i晨， 105-1忱。

參考: Trinity 三位一體

Holy Orders 神品聖事。考參: Order, Sacrament of 聖神品里專

Holy See 墓教會。參考:Church 教會 Bishops 主教; Primacy 

首席權

Homoeans 相似漲，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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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ousians 本質相似論， 90

Honorius, question of 有關翁諾里一世， 251 ;甚67

Hope 望， 423 ， 429

Human nature 人性， 181-2; ( - -and potentia oboedientialis 服

從潛能， 259) 。 參考 :Man 人類

Humanity of Christ 基督的人性 Adamite origin 源於亞當， 239

一40 ; efficacy 致力， 287 ; reality ( - -and hypostasis) 

賓在性(與位格) 257-258; 235; instrument of the Word 聖

言的工具， 286; integrity 完整， 231-9

Hussites 胡斯派， 545 , 584 , 610 , 621 ' 655 , 699 ' 711 

Hylomorphism 形質說>161

Hyperdulia 超組敬禮， 354

Hypostasis 天主的位格 concept 概念， 122; in God 天主，

122-4; Hypostatic Union 二住一位的結合， 243; in nature 

and person 人性與位樁， 251 。參考 Hypostatic Union, 

Nature, Person 三性一位結合

Hypostatic Union 三性一位結合 beginning 開始， 251-2 ; 

compared with body - -soul 比較溫魂與身體， 166-7; dogma 

信理， 242-3; duration 延續， 251-3; and Christ's freedom 

from errOl 基督兒於錯誤， 215-7; inferences 後果， 261-9;

objections to 反對， 256-9; proofs 明諦， 243-4; super

natural character 超自然性， 255-6

Iconoclasts 清除聖像， 514

Ideas of God 天主的觀念。參考 God 天主

Idioms, predication of 屬性交流的用法， 268-9
Ignorance, invincible 無知， 502; of Judgment Day 審判日，

276 , 762 

Immaculate Conception 無染原罪，聖靈懷胎， 329 。

參考: Mary 瑪利亞

Immanentism 具活力的內在怪，妞， ]15 

Immateriality 非物質性 of the angels 天{吏的非物質性，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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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God 天主的非物質性， 54; of the soul 靈魂的>166

Immensity of God 天主的不可測量， 65-6 。參考 God 天主

Immortality 永恆 of the body 肉體不死， 179; of the soul 靈

魂的永囑性>167

Immutability of God 天主的不改變， 62-3 。 參考: God 天主

Impanatìon doctrine 餅酒體質不變說， 601

Incarnation 道，成人身， 297 : appropriateness 適當的意義， 297 ; 

freedom 自由， 295; motive 動擻， 292; necessity 必要

性， 295; purpose 目的， 292

Indefectibility 不滅性， 479一切。 參考 Church 聖教會

Indifferentism 騎牆主義， 504

Indulgences 大赦， 509 , 515 , 692-698 。參考: Atonement 補贖;

Penance, Sacrament of 懺悔聖事， sin 罪

Indwelling 寓居: of the Father and Son 聖父與聖于的， 422; of 

God 天主的寓居 67 ; of the Holy Ghost 聖神的寓居，

422 

Inequality 不等性 of bliss 福樂的不等性， 747; of grace 恩寵

的不等性， 427-28; of hell punishment 地獄懲罰的不等性，

752 

Inerrancy 不誤性 of Christ 基督的， 275; of Holy Writ 聖

腥的>155

Inferences, theological 仲論，神學的， 15

Infallibility 不誤性: of the Bishops 主教的， 483 ; of the Church 

(see Church) 教會的不誤性， 15; of the Popes 歡京的，

483 ' 463-467 

Infidels 無信仰者: and good acts 與善行， 381; and sufficient 

grace 和足夠的恩寵， 392

Infinity of God 天主的無限， 52-53 ， 258 。 參考: God 天主

Inspiration 靈感， 158 

Integrity, gifts of 完備，恩賜， 178 , 181 ' 184 ' 191 

Intention 意向， 547 , 551 , 569 , 622 , 686 ，白1 ， 719 ， 734

lntercession 轉求 of Christ，基督的， 323 , 35; of th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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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 556; of the faithful (for the living) 信友的〈為生

者， 506) 507 , 515; (for the dead) (為死者， 506) of Mary 

瑪利亞的， 352; of the souls in purgatory 慷獄眾靈的，

515 

Intolerance 不容忍， 5個

Invocation 敬禮 of the Saints (對)諸神的， 510; of the 

souls in purgatory 煉獄的靈魂的， 517

Israel, conversion and sal vation 伊搬繭，歸主，教恩， 495 ， 759 ，

495 

Jahweh 雅戚， 42 , 45 , 56 ' 95 , 136 , 218 

Jansenism 楊森派， 185 , 188 , 266 , 380 , 391 ' 392 ' 403 ' 4嗨，

630 

Johannine Baptism 約翰的洗禮， 558-9 ， 562 。

參考 Baptism (洗禮)

Judgment 容判 general 公審判， 217 ， 224 ， 276 ， 493 ， 768-72 ; 

particular 的別審判， 742-4

] ustification 成義 co~cept 概念，的7-9; effect of Baptism 

洗禮的功效， 563-5; faith and 信心與成義， 411一丑 grace

of 聖化恩話， 415-9; preparation for 成義的準備， 411-5

Kant's Critique 康德的批判論， 29

Kenosis 眨抑， 228 ， 244

Kingship of Christ 基督的主權， 301

Knowability of God 有關天主的知識，鈞一泊， 192 ， 380

Knowledge 知識 acquired 習知， 278-9; of the angels 天

{吏， 2∞ of Christ 基督人性知識， 271-77 ; of . the First 

Parents 始祖， 180; infused 灌穢的知識， 278; progres~ 

進步>179

Kyrios 對復活的基督之稱呼， 229-30

Last Things 末日完成 death 死亡， 739; end of world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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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終局， 771-2; generaI judgment 去審倒， 768-72 ; 

Heaven 天圈， 744-8 ; HelI 地獄， 748-53; particular 

judgment 個別審判，也2-4; Purgatory 煉獄753 -8 oresurrection 

復話， 762-8 ;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基督的再來， 358

Legal Church 合法的教會。 參考: Hierarchy 聖統制度

Life of God 天主生命， 68

Light of gIory 榮福之光，呵，呦， 746

Limbus 古里所 Patrum 亞巴朗的懷抱， 317 ; 743; puerorum 嬰

弦前廳， 194 

Logos 聖言 in St. John 聖若望， 102 , 222; in Philo 婪浴， 96

Love, Divine 天主的愛， 78-80; 296 

Love of God 對天主的愛 motive of contrition、亡痛悔的動機，

672; theological virtue 神學德性， 418 ' 423-4 , 429 

Lutherans 路德。 參考 Protestantism 新教

Macedonianism 馬賽道尼派， 90 ， 93 ，的7 ， 422

Man 人頭 body and souI 身體與靈魂， 166-7; elevation 提

昇， 173-4; endowment 票賦， 176-80; essentiaI parts 

要素， 165-6 ; image and Iikeness of God 天主的白像與相

同性， 142 , 163 , 177; origin 起源， 162-5; and original 

sin 原罪， 183-94; parts 兩個， 165-6; soul 靈魂，

165一72; unity of race 人類源於同一始租， 164 。

參考: Human nature 人性 Body 身體 Person 位格

Manichaeism 摩尼涯，伍，缸， 135 , 148 ' 165 , 184 , 235 , 375 ' 

591 , 722 ' 741 ' 764 

Marana tha 主，來吧! 231 ' 762 

Marcionites 馬西翁， 570

Marriage 婚配。 參考 Matrimony， Sacrament of 婚姻聖事

M訂y f.馬利亞 Assumption 升天， 342-48 ， 3丑9; Corredemptrix, 

協同教世者， 350; death 死亡， 342 0 dignity 尊槳， 326 ; 

and Eve (與)厄挂， 332 , 350 , 353; feasts 節日， 355 ; 

freedom from concupiscence 不染情態， 334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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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aculate Conception 始胎無站， 329-333; and the 

Incarnation 降生， 349; motherhood of God 救主的母親，

239 , 324-6 ; plenitude of grace 滿被聖罷， 327-8 ; 

sinlessness 純潔無站， 335; veneration 敬禮， 354-6

Mass, Sacrifice of the 彌撒祭肥 destruction theories 毀壞

論， 644-5; effects 功欽647-8; efficacy 作用， 648-50 ; 

essence (metaphysical) 形上本質， 643-4; (physical)形體

本質， 642-3; fruits 果實， 651-2; in Holy Writ 聖經昕

示， 633一7; oblation theories 春獻論， 645; and sacrifice 

of the Cross 與十字架上祭獻， 641-2; sacrificial character 

祭獻性， 632-3; theories of sacrifice 祭肥的黨種理論， 644

-6; in tradition 傳承所示， 637-9; value 價值， 650-1 0

參考 : Eucharist 聖體 Real Presence 基督的員在; Sacrifice 

祭把

Materialism 唯物論， 28 ' 135 ' 154 , 17忌， 749 ， 763

Matrimony, Sacrament of 婚配聖事 concept 概念， 722 ; 

effects 功殼， 732-3; form 形式， 731 ; in Garden of 

Paradise 樂園， 553 , 722; identity with marriage contract 

與婚約相同， 73。一2; indissolubility 不可解散性， 727-9; 

jurisdic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教會與國家的轄治權， 735一

6; matter 材料， 731; minister 施行者， 733-4; origin 

起源， 722 ; priest as witness 司鐸為證人， 731 ， 734 ; 

properties 特性， 725-30; purpose 目的， 725; recipient 

領安者， 733-4; sacramentality 聖事性， 723-5; unity 

(monogamy) 唯一位(一夫一妻) 726一7

Membership of the Church 教會分子， 498-501 。參考: Church 
教會

Mediation 中保 of Christ 基督為天主典人之間的中保， 294 , 

349 , 409 ' 511; of Mary 瑪利亞為中保， 349-54 ; of the 

Saints 諸車之中保， 510-4 ; 

Menanderianism 梅納特派， 557

Mercy of God 天主的仁，惑。 參考: God 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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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t 功績 of Christ 基督的， 294 , 314-6 , 409 , 477 ; 

concept 概念， 314 ; of the justified 成義的， 43。一37 ; 

740; of Mary 瑪利亞， 334 等。 參考: Atonement 補贖;

Redemption; Revival 

Migration of souls 靈魂置移說， 741

MilI enarism 千年說 o 參考: Chiliasm 千年誨， 742

Missions, Divine 天主的差;壺， 108 , 129-30 

Modernism, position on 現代主義論點 Baptism 洗禮， 557 ; 

Christ 基督， 215 , 277 ; Church's teaching office 教會的

教導職務， 479; Confirmation 堅振， 574; dogma 信理，

9一帥， 11 ; 479; Eucharist 聖體， 592; hierarchy 聖統，

448 , 479; knowledge of God 認識天主， 29; Matrimony 

婚前， 723; Penance 懺悔， 656; primacy 首席權， 453 ; 

resurrection of Christ 基督的復活， 319; the Sacraments 

聖事， 522 ， 536

Molinism 摩里納學旗， 75 , 154 ' 372 ' 388 , 396 ' 405 

Monarchianism 一位一體論，郎， 215 ，的0;

Monism 一元論 135

Monoener getists 單力論者， 250

Monogenism 單元論， 164 

Monophysism 一性論， 243 ' 246 ' 264 , 466 , 541 

Monopsychism 單靈誨， 168 

Monotheism 一神論， 56

Monothelism 種意論， 247 ， 466

Montanism 蒙丹派， 466 ' 479 ' 611 ' 661 ' 665 , 732 

Morality, natural 自然道德， 380-4

Mul tilocation 多處臨在， 617-8

Mystery 奧秘。 參考 Eucharist 聖體; Hypostatic Union 二性

一位結合 vision of God TIl觀天主 predestination 預定;

reprobation 棄絕 Trinity 三位一體

Mystery cults 神秘敬禮， 536

Mystical Body 基督奧身。 參考: Body of Christ 基督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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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ìst 基督 Church 教會 Holy Ghost 聖神

Nature, natural 自然(天性〉自然的 condition of pure nature 

純粹天性方面， 182 , 186 , 192 ; of the angels 天使的本質，

197; concept 定義， 173; end of man 人的目標， 176; and 

hypostasis 天主的位格， 256; and supernature 超自然， 173 。

參考 Human Nature 人性 Man 人頭 Person 位格;

Supernature 超自然

Nature Sacrament 自然聖事， 553

Necessity 必要性 of the Church 教會的， 501-4; concept 概

念， 541; of creation 創世， 142-3; of Divine self-love 

天主愛他自己， 81 ; of .free acts 自由行為， 401-2; of grace 

恩寵， 373-80; of the Incarnation 道成人身， 297; of the 

Redemption 赦贖， 295; of the Sacraments 聖事， 541-4

參考 Baptism 洗禮 Confirmation 堅振 Eucharist

里體 Extreme Unction 傅油 Penance 懺悔

Neo-Platonism 新柏拉圖派，鈍， 47 ， 197 

Nestorianism 奈斯多利漲， 241-2 ， 246 ， 261 ， 275 ， 324 ， 466 ， 541

Nominalism 唯名論者，徊， 49 ' 312 ' 388 , 415 , 435 , 616 

Notions, Divine 天主的表記， 125 , 285 

Novatianism 諾伐軒派， 105 , 466 , 492 , 655 , 664 ' 665 ' 732 

Occasional ism 機會說， 152 

Obduracy 執迷不悟， 666

Omnipotence of God 天主的全能。 參考: God 天主

Omnipresence of God 處處臨在。 參考: God 天主

Omniscience of God 天主的全然知道。 參考: God 天主， Christ 
基督

Ontologism 本體論主義， 32

Operation, mode of 行動方式 of Christ 基督內兩種行動方式，

247-51; of the Sacraments 聖事產生教果之方式， 527-，30 ; 

operations of God ad extra 天主三位一體對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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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自由， 81-2; unchanging 不改變， 63; unity 

一致性， 127 , 138 

Opinions, theological 神學意見， 16 

句timism 樂觀主義，缸， 145

Order, Sacrament of 神品聖事 concept 概念， 707; dispenser 

(extraordinary) 施行者(特殊情形下) 720-1; (ordinary) 通

常施行者， 718-9; effects 功殼， 716一7; form 形式， 715 ; 

matter 材料， 713; recipient 領安者， 717; sacramentality 

聖事性， 707-9; validity 有生女性， 714 。 參考 Anglican

Orders 安立甘親聖禮 Bishops 主教品 Deacons 執事品。

Ordination 神品 Priests 司鐸品

Ordination 神品 of the Apostles 宗徒們， 448; of Bishops 主

教品. 711; of Deacons 執事品. 712; of Priests 司鏢，

710; reordination 重新施行神品， 719 ; 參考 Order，

Sacrament of 神品聖事

Origenism 奧力振漲， 165 , 169 ' 185 , 206 , 251 ' 752 , 764 

伽iginal sin 原罪 and Baptism 與洗禮， 572; children dying 

也帶原罪死亡的兒童， 193-4 , 394 ; consequences 後果，

191-3; denied by Rationalists 唯理主義反對， 365; 

eradication 赦免， 186 ' 553 , 564 , 567; existence 存在，

184-8; freedom of Christ from 基督沒有原罪， 281-2;

free也m of Mary from 瑪利亞兒於原罪， 329-33; and mari

ul act 性行為， 191; nature 本質， 188-90; transmission 

留縛. 191-1 

Palamites 巴拉彌'。

P回lIIlheism 泛神論， 28 , 81 • 135 , 171 

p.油Pri臼ts 司諒。 參考: Priest 司鐸

p.四l5ia參考: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基督之重臨。

R圓圓LiIitY of Christ 基督的安苦能力。參考 Christ 基督

p.個重1 office 牧導職務 of Christ 基督的， 455; of the 

αJllrch 教會的， 4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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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agianism 自拉奇主義， 152 , 177 , 185 , 191 ' 296 , 302 , 363 , 

366 , 373 , 374 , 38ο ， 385 , 388 , 395 , 403 ，甚09 , 432 , 466 , 

572 , 724 , 740 

Penance, Sacrament of 懺悔聖事 and absolution 赦罪， 664一

8; concept 概念， 652; confession 罪之告明， 678-80 ; 

contrition 痛悔， 671-8; effects 功殼， 687; extrasacra

mental satisfaction 聖事.以外的補闊， 684-5 ; forgiveness 

of sins (Church's power) 教會的故罪權， 655-57; 690 ; 

(sacramentality of)里事性， 668一70; minister 施行者， 690

-2; recipient 領安者， 692; sacramentality 聖-事性，

655 ， 668一70; valid reception 有放地領安， 550; virtue of 

penance 懺悔的德性， 653-10 參考 Absolution 赦罪;

Confession 告解 Contrition 痛悔 Forgiveness of sins 

Perfection of God 天主的絕對完善。 參考: God 天主

Perichoresis 互相滲透 Christological 基督內二性的， 224 ， 269;

Trinitarian 天主三位間的交流， 125

Person 位格 in Christ 基督的位樁， 241-6; concept 概念，

122; in God 天主的位格， 123; and nature 人性， 256-9 。

參考 Hypostasis 二住一位 Hypostatic U nion 二性一位之

結合 Man，人 Nature 人性

Pessimism 悲觀主義， 145

Peter, St.聖伯多碌 Head of the Apostles 宗徒之長， 443 ; 

Head of the Church 歇會的元首， 443; and Paul 與保祿，

455 ; primacy of jurisdiction 轄治的首席權 452-61 ; 

representative of Christ 基督的代表， 453; successors 繼

承人， 457一位。 參考: Primacy 首席權

Petrobrusians 591 

Placet 政府的干預， 447 ， 463 。 參考 Church 教你;

State 首席權，政府;

Platonism 柏拉圖， 76 , 139 , 165 , 198 , 237 , 752 

Primacy, 

Poenalitat es 促人修德的方法。 參考: Original sin Jjj(罪， 192 , 

565 , 740; Suffering 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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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tiers, School oÍ 說何他艾的吉爾培早漲， 527

Polygenism 多元說， 164 

Polytheism 多神論， 56 , 188 , 195 

Poor Souls 眾靈，亡靈， 515-18 。 參考: Souls in Purgatory 煉

獄眾靈

POpe 教宗。 參考: Primacy 首席權

Possession 附魔， 206

Potentia oboedientialis 服從潛能， 174 , 259 , 40 

Power 能力 of the angels 天使的， 199; of Christ 基督的，

219 ' 224 , 286; of God 天主的， 82

Praemotio physica 實質的預先推動， 75 ， 153 

Prayer of appeal 求恩的祈禱， 157

Pre-Adamite theory 亞當前人說>164

Predestinarianism 宿命論(其說)389 ， 4∞

Predestination 預定， 389 ， 394-8

Pre- existentialism 先存說， 169 , 251 

Presbyters 長老們: institution of office 聖職之傳子， 708-9 ; 

ministers of Sacraments 施行車事的人， 544-9; Baptism 洗

禮， 569一70 ; Confirmation 堅振， 584一7; Eucharist 聖.

騁， 628-9; Extreme Unction 傅油禮 t 705 ; office in 

Church 教會工作， 451; ordination 神品 t 7帥， 718-20 ; 

priests, (ordination) 司鐸品， 710; (p位ish，參考: priests 司

;vO witness at Matrimony 婚配的證人， 732 ， 734

Presence, mode of 臨在之方式 of Christ in the Eucharist，基

督與在聖體中， 590; of God 天主的臨在， 67

Prescience of God 天主之預知。 參考: God 天主

Preservation of the world 世界的保存， 150-1 , 223 

Priest, parish 司鐸， 471 ' 570 , 629 , 733 。

參考: Presbyters 長老們

Priestly office 司祭之職 of the Apostles 宗徒的， 448; of 

Christ 基督的， 302-6 ; of the Church 教會的， 448-52

Primacy 首席權 basis of Church u-nity 教會合一的基礎， 4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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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Bishops of Rome 羅馬主教， 458-61; nature 性質，

461-3; of the Popes 敬宗， 461; teaching primacy 訓誨

上的首席權， 463一7 。 參考 Bishops 主教 Church 教什;

Peter 單位多祿

Primitive revelation 原始的啟示， 27

Primitive sin 原罪。 參考: Original sin 原罪

Pr iscill ianism 柏利契連涯， 169 ' 184 , 235 

Processions, Divine 天主的內誦， 108-10

Prophecies, Messianic 默西亞的預言，呵， 215

Proprietates 特i攻， 124 , 127 

Proskynesis 俯伏足前， 218 ， 264

Protestantism position on 新法的主張 development of dogma 

(，}":f型的主:~哎， 11-14; Church 教合441; Christ's knowledge 

!);門的;司法， 277; grace 忠呃， 364-5; Hypostatic Union 

tJi-f1問: 台， 2G7; justification 成義， 408; merit 功紋，

峙。一2; original sin 原罪， 185 ' 188; primacy n席糕，

<15:3; purgatory 仰仗， 515 ' 753; Trinity 三 {\i:--悅， 91-2

、 veneration (of image,:) nn:之敬的， 513; (of Saints) 

1型， 511; (of relics) 泣繭， 512-3; virginity of Mary 

瑪利亞之主只 310; Sacraments 型 'J j: , 522 ' 525 ; 532 , 536 , 

539 ， 5位， 545; (Baptism)u~(，;~" 566 , 571; (Confirmation) 

堅摳， 574; (Eucharist)~;吟， 610 , 612 ' 625; (Extreme 

Unction) 1'.!f泊位， 698 ' 70:::; ; (lVlatrimony) 的配 ， 123 ，

735 ; C Order) 神品， 707; CPenance) 恍惚， 655 ' 658 , 664 , 

667 ， 678 ，前82 , 685 ' 691 ; Sacr i1ice of the Mass 引，制i1~

祭間， 632

Protoevangelium 原初福音， 330 , 345 

Providence, Divine 天主的照間， 77 , 154一7

Punitive justice of God 天主的懲罰性的正義，似

Purgatory 陳獄， 505 ' 515-18 , 693 ' 753-8 。

參考: Souls in Purgatory 煉獄1n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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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som 教贖， 294 ， 309 。 參考， Redemption 教世

Rationalism 唯理主義， 177 , 185 ' 195 , 215 , 296 , 302 , 305 ' 319 ' 

336 , 365 ' 373 , 380 , 557 , 595 , 618 , 763 

Real presence 員在'的。一601 0 參考 : Eucharist 聖體

Rebaptisers 重施洗禮者， 571

Recapitulation theory 總歸論， 3個。 參考: Redemption 教世。

Reconciliation 和好， 294 ， 304

Recursus ab abusu 司法樣的質施， 447 。參考 Church 教會;

State 政府

Redemption 教世 and the Church 與教會， 476; and Ascension 

升天， 321-3 ; concept 意義， 29是 and descent into 

hell, 降蹄地獄， 317-9; freedom on part of God 天主的自

由， 296一7; and justification 與成義， 294; Mary、s part in 

弱利亞對教世工程， 349-54; merits of Christ 功績， 314-6 ; 

motive of Incarnation 造成人身的動機， 292 ; necessity for 

man 人的需要， 295 ' 329 ' 332; objective 客體， 294 ， 350 ，

359 ' 476 ; and offices of Christ ( teaching, pastoral , 
priestly) 基督的職務〈訊(詩、牧導、司祭)298-304 ; possibility 

可能性， 294; purpose 目的， 291; ransom and reconcili-a 

tion 救照與和好， 307-8; recapitulation, theory 總歸論，

308 ; and resurrection 復活， 317-21; sacrifice of the 

Cross 十字架 t的奉獻， 305-9; subjective 主體， 294 ，

350 , 359 ' 476 。 參考 Atonement Christ of 基督的代償

Reformers 改革者。 參考 Prctestantism 新教派

Revelations ' Divine 天主的啟示。 參考: Trinity 三位一體

Relativism 相對論 dogmatic 信理的相對論 '11

Relics 遺體 veneration of 的敬禮， 512-3

Reordination 重新施行神l品。 參考: Order 神品聖事 Sacrament

of 聖事， 719

Reprobation 棄絕(的奧理) mystery of 的奧理389 ， 398-4∞

Reproduction theory 再生論， 604 。 參考: Eucharist 聖體

Restoration of all things 再有復興。參考: Apocatastasis 清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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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rrection 復活 of Christ 某脅的， 317 , 762; of the dead 

死者的復活， 625 ， 762-8

Revelation 啟示 conclusion of 終點， 12; immediate (formal) 

直接(正式) 7; mediate (virtual)間接的(潛在的) 8 , 15; 

Modernist position 現代主義的見解， 9 ; Protestant position 

新教的見解， 9; necessity (absolute) 絕對必要的， 176 ， 384 ; 

(moral) 道德， 384; primitive 原始的啟示， 27

Revival 依復: of merits 功讀的〈佼復) 688; of the Sacraments 

(恢復〉聖事， 529-30; 551-2 , 703 , 735; of sins 罪之(不能

依復) 688-9 

Sabellianism 薩培里漲，的，凹， 107 

Sacrament 聖事 character 印記， 532-5; conce}?t 概念， 522 ; 

definitions 定義， 520; efficacy (ex opero operato) 聖事本

身產生按果， 526一7; (objective) 客觀， 525一7; form 形式

, 522-3; grace of 聖事的恩寵， 530-2 ; intention 意向，

528一切， 547-9 , 550 ; institution 建立， 536一8; matter 

材料， 522-3; minister 施行者， 544-9; mode of operation 

產生教果的方式， 527-30; necessity 必要性， 541-3; number 

數字， 539; orthodoxy and 純正信仰典， 545-6; 549; pre

Christian 基督以前， 553-5 ; recipient 位安者， 549-52 ; 

revival 故復， 529-30; 551-2 , 703 , 735; and sacramentals 

與類聖事， 555-6; sacramentum (res sacramenti) 聖-事研代

表的實物， 524 ， 551; as signum 記號， 535; substance 木

質， 538

Sacramentals 額聖事 concept 概念， 555; and Sacraments D月

聖事， 555-6

Sacred Heart, veneration of 對盟心的崇拜， 265-7

Sacrifice 祭獻: of Christ on the Cross 基督十字架上的， 305-9 ; 

of Christ in heaven 基督在天圓的， 645; of the Church 教

會的， 448-52; concept 意義， 304; of the Mass 彌撒的，

632-40 。 參考: Eucharist 聖體 Mass 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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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rilege J~滔行為， 548 ， 631

Sadducees 撒杜塞人， 195 ， 762

Saints 聖人 canonization 聖人的列品， 483; veneration 敬禮，

510-2 

Salvation 得教 God's will of (參考 God天主〉天主的意志:

and nec{ 必ity for Church 歡會的必要性， 563 , 576 ; and 

necessity for Sacraments 聖事的必要性， 542-3 。

(參考:每一件聖事〉

Sanctifying Grace 聖化恩寵 attributes 性質 and charity 與

愛德， 417; comity 禮品， 423.......;6; concept 概念， 415一9 ; 

definitions (ontological) 定義(本體論)415一7; (theological) 

神學， 417-9; effects 欽果， 419-23; as effect of Sacra

ments 聖辜的放果 endowment with (angels) 天使的賦予，

232-4; (Christ)基 l霄， 329一詣， 539; (First Parents)始祖，

205; and good works 善工， 427-8; nature 本質， 415-9

Satisfaction 補間， 682-5 。 參考 Atonement補贖 Penance，

Sacrament of 懺悔聖事

Scepticism 懷提論， 28

Scheol 陰府， 168 , 317 , 744 

Scientia beata 直觀。參考: Christ 基督

Schism 離異者， 488 , 500 , 503 , 719 

Sanctity 聖德 of Christ 基督的， 283-6; of the Church 教會

的， 490-3; of God 天主的， 60 ' 408 , 755 

Satan 撒旦。 參考: Devil and Demons 魔鬼與惡魔

Science, concept of 科學特徵， 3

Scientia media 中間知識。 參考: Christ 基督

Scotists 司各脫斯涯， 8 ，鈕， 50 , 258 , 262 , 283 , 287 ' 293 ' 311 , 

361 ' 396 ' 417 ' 528 

Second Coming 重臨 of Christ 基督的重臨， 277 , 323 , 758一

62; of Elias 厄利且， 740 , 759; of Henoch 厄諾客， 740

Self -redemption 自救， 296 。參考 Redemption 設服

Semi-Arianism 半亞略漲， 90 ，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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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Pelagianism 半自拉奇主義， 364 , 374 , 375 ' 385 ' 388 , 395 

Semi-Traditionalism 半傳承主義，詔

"Servant of God" 天主之燒， 263 

Severianism 塞凡里漲， 250

Silentium obsequiosum 尊敬的械默， 18

Simplicity of God 天主的單純性。 參考: God 天主

Sin 罪 and Divine co-operation 與天主的學興， 151; of First 

Parents 始租的(罪;130 182-4; forgiveness 赦免， 408; and 

the Incarnation 與道成人身， 292-3 ; original (參考: Original 

sln 原罪)原罪 remission of punishment 罪罰的赦免，

565 ' 567 ' 625 ' 648 ' 649 , 682 , 692-8 , 703 , 754 。

參考 Absolution 放罪 Atonement 補服 Indulgences

大狀 Penance， Sacrament of 懺悔聖事

Sinlessness 無辜 of Christ 基督的無辜， 280-3; -of God 天主

的， 60; ~of Mary 瑪利亞的， 335 ， 344

Sinners 有罪的信者。 grace for conversion 以忠fi~悔改， 291-2 ; 

members of the Church 教什分于， 492-3; and morally 

good acts 與道德善行， 381-3

Six days of creation 六日之削造 O 參考: Creation fìlJ造

Socianism 索青服，侶， 185 ' 215 ' 302; Soìa fides doctrine 依持

的信d心， 4 日， 542

Sorrow 痛苦。 參考: Co∞nt仕n泣tion 痛1

Soul 2:霆甚魂 :d血e臼a剖叫th 死後， 7叫42趴 end由owm巴n叫1述t 票賦， 1叮76-8缸1; form 

of body 身體， 166一7; immortality 永存性， 167-9; 

individuality 個別性， 167-9 ; loss of 失落， 184 , 191 ; 

origin 來源， 169一73; restoration (參考 Justification 成

義) and Sacraments 與聖事， 529; sleep 睡眠， 742 ; time of 

creation and infusion wandering 被創造與灌注的時刻， 172-
3 ; (參考: Migration of souls 還魂遷移讀) wounding through 

Sln 困罪之損損， 192-3 

Spirit, HOly 聖神 c 參考: Holy Ghost 聖神

Spirits, evil 魔鬼。 參考: Devil and Demons 惡魔

-822 一



Spiritualism, Platonic t(j}:，t: 1副的精神論， 165 , 722 

State 國家，政府 and Church th1教阱， 448 ， 4的

and Marriage 興縣的， 736

Stoicism 斯多~r~~{J.辰，日， 198 ' 212 , 364 ' 428 , 748 

Subdeacons 參考: Order, Sacrament of ffi1j1品聖尋f

Subordinationi ，m 附屁謊，的， 466

Suffering 痛苦 consequence of sin 界的後果， 179 ，的3-1 ， 192 ; 

freedom from: in orginal state and heaven 原始垃界的無痛

苦， 179 ;天闊的無痛苦， 744-6; object of Divine will 天主

意志的對象， 79 ; and the resurrected l: o:>dy ÿ11復活的肉

身， 766-7; and the scicntia beata of Christ 與基督幸福直

閥 ， n1

Suffrages 代行計:1:: for t Ìle damned 為地獄2i~J且， 518 ， for 

souls in pur 1:{utory 為保狀濤:注:‘ 515 ， 754

Supernature, supernatural 起自然，超白然的 classification 分

鼠， 174; concept 定義， 173; end (of angels) 天(史的超自

然終函， 200 ; (of man) 人的垃白然終筒， 176; endowment 

(of angels) 天忱的東肘， 200-1; (of man) 人的車賦， 176-

81; and nature i'I然， 171-5 ; 

Syncretism 折衷派， 406

Talmud HJ:月1 泣， 213

Teaching office ~JIIJ侈的妝務﹒ 。f Christ 1，~ '1子的2月誨， 298; of the 

Church 教仿的， 448-56 ‘ 1181--5

Theology 耐i早 classification 分鼠， 5-6; concept 定義. 1 ; 

dogmatic 仿理的， 6一7; natural and supernatural 自然神

取民超自然耐，，f評， 2; positive 1'Ü笠， 6; science of faith 信

仰的科學， 4-5; scientific character 科取的特徵， 3-:5 ; 

speculative 思考， 6; unity Ú一， 5 ; and wisdom 與智

1羊， 4
Thnetopsychism 靈魂死滅此， 168 ' 743 

Theotokos 天主的母說， 241 ， 324 。 參考 Mary 瑪利亞

Thomism 多馬斯學派(上林，r戶派)8 ， 44 ， 7忌， 153 , 158 , 172 ' 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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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m ，~， g ， m ，~， æ ， æ ，~，~，~， n9 

, 746 , 751 

Tolerance 容忍， 504

Traditionalism 傳承主義， 27

Traducianism 傳殖說， 171 

Trar.sfiguration 復活. of Christ 基督的 320 , 321 ' 593; of 

human body 復活之身體， 766一7

Trent, Council of, (passim) 特倫多大公會議
Trichotomism 三分論， 166 , 237 

Trinitarianism三神論， 9弘一位，鉤， 107 

Trinity, the 三位一體 appropriations 歸名法， 128-9; 

character 臭古巴、性， 131-2 ; and creation 與創世142-5 ; 

doctrinal decisions頒布的信理， 92-3; generation and spiration 

所生與所發118-9; generation df--the Son 于生於艾， 109-

10 , 115-16; heresies 異說， 88-92; God 天主 the

Father 聖父， 1∞-1; the Holy Ghost 聖神， 103-4; the 

Son 聖子， 102-3; and human reason 與理智， 132; and 

Hypostatic Union 與三住一位， 259; missions 差遣， 129-30 ; 

notions 表記， 125; objections to 對(三位一體〉反對意見，

132; perichoresis 交流， 125-6 ; Persons, Divine 天主三

位， 124; processions 內涵， 108-14; proprietates 特徵，

124; relations, Divine 天主的內在開係， 120-22; spiration 

of the Holy G host 望神發於， 110-14 , 117-8; testimony 

(of New Testament) 新約的作證， 97-1∞， 1∞一7; (of 

Old Testament) 舊約， 95-6 ; (of Tradition) 傳承， 105一

7; Trinitarian formulas 信理的定式，昕一1∞ Unity of 

operation 對外活動的一致性， 127-8; of the Three Pcrsons 

三位， 104.5 

Truth of God 天主的真理。 參考: God 天主

Truths, Catholic 教會真理， 14-6 , 482; of reason 理智真理，

15-6 ,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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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iquity doctrine 遍在論， 592

Unicity of God 天主的唯一性。 參考: God 天主

Unity of the Church 歇會的合一性。 參考 Church 歇會

Utraquists 兼領二形， 610 ， 62:1

Veneration 敬禮 of the angels 對天使的， 205; of Christ 對基

督的， 263一7 ' 511' 614 ; of the Eucharist 對聖盟， 614 ; 

of images 侖像， 268 ， 513-4; of Mary 對嗎利亞，話4-6;

of relics 遺咽. 268 , 512-3 ; of the Saints 對諸聖， 510-11

Veracity of God 天主的誠實。 參考 God 天主

Vicarious atonement 代贖。參考: Atonement-R償; Redemption 

救世 q

Virginity of Mary 瑪利亞終身童貞， 335-42 。參考 Mary 瑪利亞

Virtues 德性 cardinal 樞德， 193 ' 425; infused 傾注的德性，

285 ' 367 , 423 ' 429 ' 531 ' 564 , 581 ; moral 倫理德性， 424-5;

theological 神學德性， 423-4

Visibility of the Church 教會的可見性。 參考: Church 教會

Vision of God 直觀天主。 參考: God 天主

Votum 願望。 參考 Desire 願望

Waldensianism 華南道淚， 545 ' 584 ' 628 ' 655 ' 699 , 750 

Wycliffianism 威克里夫派， 545 ' 584 ' 655 ' 699 ' 711 

Will 意志 of the angels 天使的， 199; Christ's 基督的， 247 ，

282 ; freedom of 自由， 192 ， 401一7 ' 432; of God 天主

的， 77-83 ， (and evil)與惡的 80 ; (object) 對象， 78;

(perfection) 完善， 77

Wisdom 智慧 Divine 天主的， 76 ，呵， 138 ' 151 ' 169 ' 297 
theology is 神學是〈一種智慧) 4 

World 世界 beginning in time 時間土的開始， 145 等; creation 
創造， 135; destruction 毀獄， 771; end of 終局， 758一72 ; 
government 管理， 154ff ; idea 概念 138 等; preservation 保

存， 150f. p盯pose 目的， 139; restoration 更新， 7缸， 772 ; 
work of Divine wisdom 天主智慧的作品， 138

Wou吋.s 1單l悔， 193 ; of the body 身體的， 193 ; of human 
祖ture 人佳的， 193; of the soul 靈魂的，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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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吳終源譯

雅各伯書﹒猶達書

伯多祿前書﹒伯多祿後書

吳終源譯

若望福音及書信

蕭立明陳永胃合譚

若望默示錄

楊世雄 陳永禹合譯

100元

120元

150元

150元

130元

100元

100元

120元

90元

90元

100元

100元

130元

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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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慘絕典叢書>

150元

120元

100元

90元

100元

110元

130元

趙雅博譯

東偉德譯

王敬弘譯

黃雪松譯

鄭聖沖譯

江炳倫譯

耿碑思著

七寶樓台

七重山

父，隨肩:安排

J心靈的黑夜

不知之雲

默觀生活探秘

師主篇

205104 

205132 

20593 

20597 

205120 

205173 

20544 

自
囡
囡
白
白
囡
囡
囡
囡
囡
囡
囡
囡
囡
囡
囡
白
白

:司吾吾吾吾吉普吉普普哥哥學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普吉普吉普普普普普吉普普普普普吉普普哥哥哥哥吉普哥哥哥哥

害 人格修養啟靈叢書 畫

室 20609 心身的潛力伊瑞扭著﹒宋稚青譯 60元 軍

曹 20610 智能的修養伊瑞控著﹒宋稚青譯 35元 曹

費 20620 成功者的座右銘(合訂本) 周增群譯述 150元 會

幸 20622 清晨鐘聲周增祥譯 80元 辛

苦 20626 微笑的天使周增祥譯 200元 哥

華 20639 怎樣改善人際關係朱棄欣著 100元 轟

轟 20630 面對孤獨鄭玉英譯 50元 草

草 20635 人生的挑戰孫張青﹒黃文郁合譯 60元 軍

軍 20633 三度生命鄭聖沖騙譯 180元 軍

軍 20651 邁向成熟沈錦蔥譯 80元 軍

曹 20652 躍沈秋桂譯 60元 音

量~ 20653 成長的最後階段孫振青譯 80元 望?

學 20670 從中年再起步說錦蔥譯 110元 幸

莓 20671 痛苦這個啞龍沈載祺譯 100元 3吾

吾哥哥哥吉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吉普普普普普普普普學普普普普普普哥哥哥學學學f哥哥哥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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