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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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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口

本
期
「
神
學
論
集
」
清
楚
地
可
以
劃
分
噶
爾
大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包
括
三
篇
分
量
很
重
的
軍
艦
與
信
理
神
學
的

文
章
。
房
志
接
神
父
在
今
年
六
月
耶
路
撒
冷
舉
行
的
研
習
會
上
，
繼
續
發
揮
東
方
的
釋
經
方
法
。
在
一
個
國
際
性
的

會
議
上
，
它
一
定
受
人
囑
固
與
比
較
。
當
然
目
下
肉
是
葫
芬
時
期
，
我
們
希
宴
會
結
出
果
賞
。
好
多
年
來
，
溫
保
聽

神
父
一
直
在
教
授
論
領
域
中
反
脅
。
本
期
的
文
鞏
固
定
他
一
連
串
作
品
中
的
一
頭
，
必
須
與
「
神
論
」
第
四
一
二
、
四
四

、
四
五
期
中
所
發
表
的
資
料
相
連
。
他
一
步
一
步
地
，
將
寫
成
一
部
相
當
完
整
的
救
援
論
。
至
於
鄭
丈
卿
神
失
的
譯

作
，
綜
合
報
導
與
批
到
了
梵
二
以
後
的
基
督
論
。
這
是
一
篇
相
當
廣
涯
的
文
章
，
植
得
關
心
基
督
論
的
人
參
考
。

本
期
第
二
部
分
構
成
很
好
的
一
個
專
題
.. 
修
道
生
活
的
培
育
。
六
篇
文
章
連
貫
地
介
紹
「
跟
隨
基
督
」
的
「
旅

程
」
中
的
翻
轍
。
張
春
申
神
失
首
先
根
攘
車
經
與
修
道
生
活
的
歷
史
，
翠
召
的
意
義
﹔
還
是
繼
承
宗
徒
，
「
跟
隨
基

督
」
的
生
活
芳
式
。
而
高
慧
琳
修
女
的
譯
文
，
正
是
敘
述
耶
穌
在
「
路
加
一
睡
苦
的
旅
程
」
中
，
怎
樣
訓
艙
門
徒
。
繼

而
我
們
有
兩
篇
文
章
，
具
體
指
出
教
會
中
兩
個
培
育
修
道
生
洒
的
傳
統
。
蔡
索
笑
的
本
僅
用
會
靈
修
以
及
高
士
傑
神
欠

的
神
揖
分
析
，
都
可
以
說
修
道
生
活
的
「
旅
程
」
。
最
後
徐
可
之
神
失
與
胡
國
讀
神
失
兩
篇
文
章
已
經
走
上
靈
修
「

旅
程
」
’
說
明
「
間
行
」
者
的
彼
此
合
作
，
以
及
修
道
生
活
中
應
當
注
意
的
一
些
事
件
。
這
樣
看
來
，
本
期
第
二
部

分
值
得
關
懷
修
道
生
活
的
朋
友
，
詳
細
閱
竄
。

今
年
女
修
會
會
長
聯
合
會
、
創
辦
韌
學
修
女
培
育
班
。
各
地
初
學
修
女
二
、
三
十
位
，
每
過
一
整
天
在
中
央
大

樓
牧
靈
中
心
上
課
。
好
多
月
來
，
大
家
感
到
非
常
滿
意
。
誰
都
知
道
，
初
學
培
育
包
括
極
參
的
領
壩
，
很
少
一
個
初

富有

百



一
神
學
、
州
集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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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春

間

學
臨
獨
立
能M
V成
功
地
負
擔
。
於
是
初
學
修
女
培
育
班
聘
請
各
方
專
家
講
修
道
生
活
基
本
的
相
同
課
門
，
事
半
功
倍

，
那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
在
此
，
我
們
不
能
不
也
表
示
，
有
關
修
道
生
活
的
基
本
資
料
，
「
神
學
論
集
」
在
過
去
五
十

期
內
，
陸
續
發
表
了
不
少
，
只
需
留
意
翻
閱
，
便
可
讀
現
，
可
供
靈
修
培
育
的
導
師
探
用
。
本
期
發
表
的
專
題

.. 
修

道
生
活
的
培
育
，
便
是
一
倒
。



函
〕
卅
一
聖
經
及
中
國
經
典
中
的「史
圓
滿
的
意
義
」
房
志
學

一
扣
入
一
年
六
月
十
六
至
廿
六
日
在
耶
路
撒
冷
所
在
肉
之
「
本
位
化
」
科
際
研
習
會
中
演
講
詞

導
一
百
.. 

範
圍
及
目
標
，

本
文
目
的
右
三.. 
一
是
對
過
去
廿
五
年
以
來
的
學
經
訓
話
和
釋
經
學
作
一
烏
歐
﹔
二
是
把
一
九
七
六
年
至
一
九

八
一
年
「
本
位
」
方
式
的
讀
經
及
詮
釋
作
一
些
原
則
俊
的
攝
要
及
評
估
﹔
最
後
由
中
國
經
典
中
舉
些
實
冊
，
按
上
述

的
原
則
作
些
一
解
釋
。

我
已
意
識
到
本
文
所
包
括
的
主
題
及
工
作
過
於
浩
繭
，
但
我
同
樣
意
識
到
，
問
題
的
核
心
不
在
於
本
女
所
要
攬

括
的
範
圈
，
而
在
於
這
種
反
省
的
方
向
及
所
採
取
的
方
法
論
是
否
為
本
位
化
的
工
作
打
開
了
一
條
有
被
且
多
利
的
門

徑
，
我
希
望
答
案
是
肯
定
的
＠
。

本
文
分
爵
三
部
份.. 

一
、
自
「
更
園
捕
的
意
義
」
到
新
釋
輕
學
。

二
、
藉
著
「
更
圓
滿
的
意
義
」
的
觀
照
方
法
，
聖
經
將
有
助
於
中
國
經
典
的
詮
釋
，
中
國
體
典
亦
將
有
助
於
塾

艇
的
詮
釋
。

三
、
用
新
釋
輕
學
詮
釋
中
國
經
典
。

第
一
部
份
我
們
已
目
擊
近
二
十
五
年
來
在
普
通
釋
醫
學
及
學
盤
前
詰
學
上
的
鉅
大
變
遷
，
這
些
一
費
還
對
本
位

聖
經
及
中
闊
經
典
申
的
「
更
團
團
穢
的
建
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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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的
推
展
有
多
方
面
的
助
益
，
大
致
而
諦
，
我
們
可
用
下
述
三
詞
來
描
述
此
一
階
段
的
特
徵

.. 
「
更
圓
滿
的
意
義
」

、
「
聾
盈
的
意
義
」
和
「
塾
言
的
種
子
」
。

第
二
部
份
將
試
著
解
釋
，
第
什
麼
我
們
認
爵
「
更
圓
滿
」
的
觀
照
法
可
與
其
他
釋
輕
學
上
的
方
法
互
補
長
鈕

，
這
些
互
補
原
則
已
被
普
遍
地
接
受
並
肯
定
其
價
值
，
我
們
常
聽
到
以
下
的
言
論

.. 
「
天
道
典
人
事
相
應
」
’
「
理

論
與
實
膜
相
盈
」
’
「
不
要
怕
晦
澀
，
因
講
在
言
行
之
間
不
可
能
只
有
一
種
解
釋
」
’
「
迂
迴
暗
示
性
的
詮
釋
並
不

遜
於
還
輯
性
的
詮
釋
」
’
「
主
觀
性
的
詮
釋
和
經
驗
都
是
前
詰
中
相
當
重
要
的
方
法
」
等
等
。

第
三
部
份
四
書
主
經
是
最
基
本
的
中
國
經
典
＠
，
想
要
在
拉
攬
括
全
部
資
料
是
不
可
能
帥
，
我
只
能
舟
四
害

的
前
三
部
，
說
是
論
醬
、
大
學
、
中
膺
，
作
罷
實
倒
，
以
顯
示
孔
子
的
偉
大
處
最
主
要
在
於
他
的
虛
懷
恢
宏
，
以
及

孔
子
有
關
「
天
」
及
「
道
」
的
學
說
應
可
包
容
更
深
廣
的
意
義
，
這
但
肯
定
，
尤
其
在
兩
本
小
萬
里
（
大
學
及
中
庸

h

）
看
得
更
清
楚
。

文
轄
的
短
評
自
從
一
九
六
七
年
中
華
神
學
院
也
碧
靖
遠
移
到
臺
北
，
我
們
一
向
用
中
文
進
行
神
學
的
反
省
工

作
，
這
鱷
勢
促
成
我
完
成
今
天
的
論
文
。
我
同
意
皮
爾
瑞
神
失
（
豈
是
血
口
的

M
A
m立
即
）
臨
別
說
：
用
一
種
非
亞
淵
性
的

詞
彙
在
尚
未
成
型
的
草
棚
神
學
問
題
上
討
論
來
討
論
去
，
會
閻
麗
了
在
內
容
上
及
方
接
論
上
本
有
的
街
擊
力
＠
’
我

很
清
楚
地
意
識
到
此
撞
倒
麗
的
力
量
，
但
仍
將
試
若
用
異
國
語
言

l
i

英
文
來
傳
達
設
的
思
想
。

第
一
部
份.. 
從
「
更
圓
漏
的
意
義
」
到
新
釋
經
學

1. 

更
圓
滿
的
意
義
是
什
麼
？



一
九
五
五
年
，
布
朗
（
用
戶
開
﹒
∞
古
老
P
ω
﹒ω
﹒
）
寫
了
一
篇
論
文
，
題
名
靄
「
舉
一
輕
的
『
更
圓
滿
的
意
義
』
」
＠

，
他
在
引
言
中
說.. 

「
在
『
更
圓
滿
觀
照
法
』
的
理
論
下
掀
起
目
藺
草
種
及
神
學
最
虫
鏡
及
復
雜
的
學
辯
」
’
布
朗

在
書
中
如
何
化
解
這
學
蟬
，
而
此
書
出
版
後
近
廿
五
年
的
今
天
情
勢
文
是
如
何
？
前
半
個
問
題
，
若
讀
布
朗
這
本
清

晰
流
利
的
小
書
，
很
容
易
找
到
解
答
。
後
半
個
問
題
則
將
在
下
文
中
答
覆
。

布
朗
本
人
是
贊
同
「
更
圓
滿
觀
照
法
」
的
，
困
禱
，
我
們
愈
來
愈
意
識
到
學
經
學
的
兩
個
重
要
意
義
，
文
字

的
車
典
型
的
l

！
！
已
經
不
足
以
類
別
車
經
所
有
的
有
教
詮
釋
方
法
。
還
有
一
種
更
深
刻
的
意
義
，
亦
廓
原
文
本
身
（

而
非
厲
典
型
）
，
這
是
人
類
作
者
所
未
能
預
見
的
（
故
非
囑
文
字
）
，
而
是
上
主
所
願
意
的
」
口
這
是
我
們
的
「
更

圓
滿
觀
照
怯
」
的
意
義
＠
。

「
更
圓
滿
觀
照
怯
」
究
竟
是
什
麼
？
沒
右
比
引
用
布
朗
在
長
篇
大
論
的
討
論
之
後
所
下
的
定
義
更
清
楚

7
4.. 

「
更
圓
滿
觀
照
法
」
就
是.. 
在
更
深
的
啟
示
光
照
下
或
是
更
深
的
認
識
啟
示
過
程
中
，
聖
經
正
文
中
的
某

些
字
（
或
是
某
一
系
列
的
輕
女
，
甚
至
整
本
書
）
，
擁
有
天
主
所
賦
于
的
額
外
深
刻
的
含
義
，
這
並
非
是
人
性

作
者
有
意
識
地
添
加
上
去
的
＠
。

為
了
更
精
確
的
描
繪
出
「
更
圓
滿
觀
照
法
」
的
側
影
，
布
朗
在
論
文
的
復
段
定
出
「
吏
圓
滿
觀
照
法
」
和
藝
經

油
其
他
層
面
的
意
義
之
間
的
關
係
＠
.. 

「
更
圓
滿
意
義
」
是
「
文
字
」
及
「
典
型
」
之
外
的
一
個
獨
特
的
意
義
，
宜
足
於
二
者
之
間
，
稍
儷
於
文

字
那
一
端
，
與
文
字
意
義
相
缸
，
因
它
也
是
女
中
的
一
種
含
義
。
招
兵
之
處
則
在
於
它
不
在
學
經
作
看
的
清
晰

觀
野
之
內
。
它
也
其
右
典
型
意
義
的
特
質
，
但
祖
冥
之
處
在
於
它
不
是
某
些
一
「
東
西
」
，
而
是
某
些
字
。
具
體

應
用
時
兩
個
趨
向
都
會
有
許
多
邊
際
佳
的
剖
子
，
我
們
簡
直
不
能
對
定
它
們
歡
囑
於
哪
一
種
意
義
的
領
壩
。

事
盤
及
中
國
祖
經
曲
對
中
的
「
吏
圓
潤
的
激
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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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最
後
，
他
列
出
擊
盤
意
義
的
雙
重
圖
表
彰
顯
出
「
更
圍
輸
』
的
意
義
及
地
位

h
W
O

H

按
曇
經
作
者
知
識
而
區
分

ω

具
有
清
晰
的
了
解i
！
文
字
意
義

盼
缺
乏
清
晰
的
了
解
i
i

屬
聾
的
意
義

＠
由
原
文
流
露
出
︱
1

更
圓
繡
的
意
義

＠
由
女
中
所
描
寫
的
「
物
」
中
流
露
出
1

︱
典
型
意
義

且
按
物
質
封
面
椒
面
區
分

仙
女
字
的
意
義
：
（
極
廣
義
的
文
學
）

＠
塾
極
作
者
具
有
清
晰
的
認
識
︱
︱
文
字
意
義

＠
墓
極
作
者
缺
乏
清
晰
的
認
識
︱
i

更
圓
滿
的
意
義

ω

表
面
的
意
義
i

︱
典
型
意
義

布
朗
在
論
文
的
結
尾
，
為
更
進
一
步
的
研
究
開
了
廣
瀾
的
門
徑
.. 

「
『
更
圓
滿
觀
照
法
』
對
古
體
作
者
在
未
來

意
識
惑
的
限
度
上
，
採
取
一
撞
較
科
學
的
方
法
，
並
旦
有
助
於
我
們
重
新
正
確
地
辨
識
各
種
傳
統
的
車
經
詮
釋
，
有

待
完
成
的
工
作
尚
十
分
清
大
，
天
主
向
我
們
挑
戰
，
要
我
們
認
出
她
所
藏
置
於
毫
盤
中
的
寶
藏
，
並
且
給
予
正
確
而

完
整
的
評
價
。
」
＠
還
是
先
知
性
的
話
，
我
們
即
將
看
到
近
數
十
年
來
所
做
的
工
作
即
按
此
精
神
及
方
向
進
行
的
。

當
前
本
位
化
的
趨
勢
更
強
調
此
一
方
法
的
刻
不
容
緩
，
並
將
其
多
元
化
表
達
出
來
而
已
。

更
上
一
層
樓
的
新
釋
經
學

2. 



約
在
六
十
及
七
十
年
代
左
右
，
海
德
格
的
弟
子
葛
大
摩
（
戶
的
－
C
且
自
B

帽
門
）9
的
論
著
帶
給
釋
種
學
的
疑
難

一
新
刺
激
。
史
坦
克
（C
O
E
R
ω
g
n
E
C在
他
的
一
本
小
冊
子
（0
5
2
2
0
E
R
S
S
E

立
志
＠
之
中
把
德
國

基
督
教
及
天
主
教
的
學
者
做
了
一
個
撮
耍
的
介
紹
，
我
自
其
中
引
出
一
些
論
點
。
釋
盤
學
必
須
甜
越
神
學
的
範
疇
，

攬
括
哲
學
於
內
。
如
果
我
們
嚴
肅
地
面
對
語
言
問
題
，
也
必
會
嚴
肅
地
思
考
人
及
其
生
活
的
問
題
＠
。
轉
經
學
的
一

種
功
能
即
是
促
使
我
們
察
覺
到
我
們
說
為
當
然
的
無
數
假
定
，
且
要
求
進
一
步
的
誼
賓
＠
。
釋
跟
學
的
另
一
種
功
能

則
是
幫
助
人
們
意
識
到
，
「
先
入
為
主
」
的
觀
念
（
〈
。

2
月

m
E
呈
昆
明
個
）
在
認
如
過
程
中
泣
及
詮
釋
上
研
掛
潰
的

角
色
，
海
德
格
如
能
重
視
「
先
入
儷
主
的
觀
念
」
，
以
致
直
到
臨
終
，
始
終
跳
不
出
他
「
根
深
蒂
固
的
主
體
性
」
＠
。

幸
好
，
海
德
榕
的
弟
子
萬
大
摩
跨
越
了
這
「
根
深
蒂
固
的
主
體
性
」
，
他
主
張
：
如
果
我
們
能
了
解
文
中
所
未

說
出
的
，
這
未
必
是
「
先
入
為
主
的
觀
念
」
’
這
是
好
釋
種
學
者
所
必
氛
具
備
的
「
超
盤
文
詞
」
的
能
力
。
換
句
話

說
，
惟
有
我
們
能
出
問
題
的
整
體
層
面
著
眼
，
而
視
盤
文
為
許
多
可
能
的
答
覆
中
的
一
種
表
達
而
已
，
我
們
才
真
正

了
解
了
這
篇
輕
女
，
這
表
示
其
他
的
答
案
也
是
可
能
的
。
一
個
句
子
的
意
義
和
這
個
句
子
所
要
答
覆
的
問
題
息
息
相

關
。
一
句
話
所
說
出
的
內
容
遠
比
其
文
表
所
言
更
多
＠
。
文
後
所
指
向
的
遼
潤
層
面
可
以
是
創
遁
或
是
救
贖
，
自
然

讀
是
人
額...... 

任
何
一
段
經
文
所
可
能
給
的
詮
釋
是
多
塵
不
可
限
量
。

從
布
特
曼
弟
子
們
所
說
遁
的
關
於
「
說
話
」
這
一
回
事
的
問
題
（

ω
有
R
E
S
－m
R？
可
z
n
E
讀
是
詞
。
同
時
宮
，

m
n
z
z
p
t開σ
O
H
E
m
）
，
此
處
無
旗
作
進
一
步
的
評
論
，
天
主
教
教
理
專
家
史
坦
克
把
「
先
入
講
主
的
觀
念
」
具
體

化
成
講
三
種
黨
體.. 
一
個
人
存
在
性
的
自
我
認
識
（
海
德
格
和
存
在
主
義
的
哲
學
家
〉
、
教
會
傳
承
（
宮

g
g
A
W
吋

強
調
，
應
由
丈
化
背
景
也
麓
，
才
能
真
實
了
解
0

）
以
及
墓
神
（
〈S
己
悟
和
ω
n
g
m
n
w
g
E品
：
若
華
爾
音
中
所

許
諾
的
基
神
並
不
是
民
光
照
華
麗
的
結
集
成
書
那
段
過
程
一
間
已
＠
。

m
E概
也
及
中
國
經
與
中
的
「
吏
翅
澈
的
意
諸
」

﹔主主



神
學
誼
集
＠

一
九
八
三
年
春

六

到
了
七
十
年
代
，
有
一
華
法
闡
釋
輕
學
者
在
一
次
全
國
性
的
集
會
以
後
，
出
版
一
都
在
釋
極
學
上
顧
具
代
表
性

的
著
作
。
該
會
的
籌
辦
人
雷
翁
﹒
杜
窟
（
阿
自
三
月
2
F
E
P
E
U
E
S
P
ω
心
﹒
）
會
言
簡
意
怯
地
指
出
要
點

.. 
「
自
從
拉

格
郎
（
F
品
E
D
m
o
）
的
時
代
以
來
，
釋
經
學
已
由
教
蝶
式
的
進
入
歷
史
性
的
探
討
，
今
日
則
致
力
於
在
歷
史
方
法

中
找
出
哲
學
的
幅
度
，
旦
進
一
步
給
予
詮
釋
者
本
人
的
看
法
一
個
合
理
的
地
位
，
為
今
日
的
方
法
論
提
出
一
個
新
的

問
題
。
」
＠
我
們
不
可
能
在
蛇
引
用
該
書
長
達
三
六
二
頁
的
多
重
論
點
，
其
中
包
含
了
心
理
分
析
、
結
構
分
析
以
及

信
理
辦
學
。
但
李
格
爾
（
可
自
己E
S
E

叫
）
的
思
想
對
本
文
的
影
響
均
不
可
不
援
。
因
為
他
所
採
用
的
釋
輕
學
上
的

哲
學
原
則
，
可
以
溝
通
墓
盤
及
其
他
文
化
背
景
下
的
經
典
，
也
可
以
應
用
在
車
艇
和
中
國
經
典
的
交
談
止
。
一

＠
李
格
爾
在
上
述
文
章
中
＠
對
語
言
、
論
說
、
文
字
等
作
了
一
番
反
省
工
作
，
以
新
的
方
法
陳
述
這
些
老
問

題
。
很
難
把
他
的
講
法
譯
成
另
一
種
語
言
，
我
還
是
把
他
的
話
放
在
後
面
的
註
解
中
以
供
參
考
＠
？

＠
李
格
爾
對
於
法
國
天
主
教
學
經
釋
經
學
全
國
聯
會
（
〉
叮
叮
間
由
）
的
主
要
貢
獻
即
是
他
的
導
論
演
講
＠
，

在
此
演
講
中
他
很
清
楚
地
指
出
E
B
E

和
m
n
丘
吉
宮
的
不
同
，
前
者
是
瞬
生
的
，
後
者
則
偏
於
固
定
的
，
寫
下

來
以
後
即
脫
離
作
者
而
獨
立
，
它
的
相
關
意
義
也
改
變
了
，
不
再
只
限
於
周
遁
的
世
界
，
而
是
指
向
所
有
可
能
有
的

世
界
和
文
化
，
這
是
所
謂
的
文
字
的
世
界
﹔
最
後
，
文
字
的
「
收
聽
人
」
也
有
所
變
動
，
不
只
為
你
，
而
是
所
有
讀

它
的
人
＠
。
我
們
了
解
了
書
寫
文
字
的
特
質
以
後
，
便
可
以
進
入
詮
釋
學
或
釋
輕
學
，
如
李
格
爾
在
他
演
講
末
控
中

所
描
繪
的
＠
。

＠
最
後
，
李
格
爾
在
結
束
會
議
時
提
出
另
一
個
令
人
囑
目
的
觀
點
，
他
彰
踢
了
所
謂
真
理
的
意
義
。
他
表
示

：
我
們
不
能
再
認
為
「
唯
有
詮
釋
才
會
改
變
旦
趨
向
多
元
，
而
真
理
是
不
蟹
的
」
。
我
們
說
改
變
對
真
理
所
有
的
概

念
棋
盤
。
我
們
相
信
真
理
是
一
條
供
人
進
循
的
道
路
，
故
共
定
一
條
旅
程
該
是
可
能
的
。
真
理
是
我
們
的
未
來
，
仍

一直p



在
不
斷
誕
生
，
這
種
真
理
的
模
型
和
數
理
、
邏
輯
及
實
驗
科
學
不
間
，
但
科
技
並
不
能
包
含
完
整
的
宇
宙
奧
妙
，
神

學
需
要
另
一
種
模
型
的
真
理
，
這
真
理
需
要
詮
釋
銜
。

3. 

釋
經
學
進
入
八
＋
年
代

葛
大
摩
和
李
格
爾
的
獨
到
見
解
以
及
他
們
的
研
究
和
方
法
已
極
影
響
了
目
前
的
八
十
年
代
，
相
信
此
影
響
必
渡

及
更
遠
。
蒙
坦
（
。g
品
。
吋
﹒E
O
E
晶
宮
）
＠
和
史
蘊
德
（
ω
宮
會
但
宮
﹒
ω
n
Y
B
E
m
a－
阿
－FZ

﹒
）
＠
最
近
的

商
篇
文
章
即
是
最
好
的
證
閉
，
其
中
就
連
續
地
引
用
了
李
格
爾
和
葛
大
摩
的
話
，
倒
如

.. 
「
文
中
之
意
已
不
只
直
接

歸
於
作
者
的
初
衷
，
它
的
語
言
是
對
全
世
界
開
放
的
。
（
李
格
爾H
R
O
G－4
宮
。
司
﹒
吋U
A
S
－
－
.... 
因
篇
文
章
本

身
趨
誦
了
比
作
者
的
創
意
更
多
的
深
意
。
」
＠
「
對
原
文
本
身
若
有
此
番
認
識
，
蹤
使
找
出
了
此
文
的
最
初
讀
者
也

沒
有
多
大
的
幫
助
。
就
以
原
文
的
語
言
功
能
來
看
，
保
融
書
信
所
傳
達
給
我
的
訊
息
並
不
少
於
羅
馬
人
或
格
林
多
人

。
「
原
文
的
意
義
是
對
任
何
看
得
懂
的
人
開
放
的
...... 

因
為
原
文
已
經
由
作
者
和
他
的
最
初
讀
者
的
掌
握
研
逃
離
出

來
。
」
（
李
格
爾
E
S
H
U－4
Z
R
M
J
8）
＠
。

史
迺
德
所
作
的
「
釋
經
學
的
黨
驗
」
具
有
相
當
的
啟
發
性
，
她
的
六
項
釋
經
學
上
的
前
提
＠
不
只
右
助
於
若
十

一
一
－
I
I
m
（
即
洗
足
禮
）
的
詮
釋
，
對
整
本
塾
艇
的
詮
釋
都
布
幫
助
﹔
不
僅
可
以
應
用
在
建
艇
上
，
對
世
界
其
他
女

學
經
典
亦
然
。
這
釋
輕
學
的
六
項
前
提
樣
要
如
下
.. 

＠
文
章
應
視
為
一
種
作
晶
，
為
人
類
傳
還
意
義
的
一
種
表
達
，
而
不
只
是
一
個
客
體
而
已
。

＠
文
章
，
在
語
意
學
上
是
脫
離
作
者
而
獨
立
的
。

＠
由
於
女
章
是
一
種
語
言
蝕
的
作
晶
，
而
不
是
自
然
界
的
等
，
鐘
，
故
它
在
詩
意
上
是
多
義
的
（
不
同
於
科
學

m
R殺及
中
函
將
與
中
的
「
寬
闊
鴻
的
意
義
L

-I; 



辦
學
論
集
＠

一
九
八
三
年
春

八

上
的
公
式
）
＠
。

＠
現
代
的
詮
釋
者
和
原
文
寫
作
年
代
的
歷
史
差
距
不
應
構
成
了
解
上
的
障
礙
，
反
而
會
有
益
於
我
們
的
了
解

，
因
為
現
代
詮
釋
者
能
由
較
深
廣
的
層
次
來
看
，
融
合
了
作
者
及
詮
釋
者
兩
種
不
同
的
層
次
（
萬
大
摩
）
。

＠
構
成
論
述
的
三
重
辯
證.. 

＠
第
一
重
辯
證

述
一
一
件

＠
第
二
重
辯
證

＠
第
三
重
辯
證

論

一
演
說
者
的
意
義

一
一
意
思

文
句
本
身
︱
︱
戶
相
關
佐

論
述
是
一
種
語
言
性
的
事
件
，
以
說
出
某
一
東
西
而
言
，
隨
著
演
說
者
的
收
場
，
它
就
消
逝
了
，
但
以
所
說
的

意
義
觀
立
，
它
會
繼
續
存
留
。

論
述
的
意
義
本
是
作
者
想
要
說
酌
，
歸
屬
於
作
者
，
可
是
其
意
義
也
一
屬
於
文
句
本
身
而
超
越
了
作
者
。

文
句
的
意
義
是
由
其
中
的
意
思
和
可
能
的
關
聯
兩
者
闊
的
關
係
組
合
而
成
。
意
思
常
指
文
句
中
內
在
的
含
義
（

述
詞
和
主
詞
的
關
係
，
如.. 
水
是
暖
的
）
，
但
是
把
意
思
和
琨
質
聯
繫
在
一
起
的
報
聯
可
以
是
對
，
也
可
以
是
錯
的

（
雖
然
論
述
本
身
聲
現
它
的
正
確
性
）

「
對
於
學
艇
的
詮
釋
，
或
是
任
何
文
眾
的
花
釋
，
我
們
主
要
關
心
的
是
文
章
本
身
的
意
義
，
而
非
作
者
的
意
義

。
而
且
，
我
們
之
所
以
有
興
趣
於
文
中
的
意
思
，
是
附
為
我
們
有
興
趣
於
它
所
有
的
關
聯
，
這
是
當
代
釋
經
學
和
傳

統
的
歷
史
批
判
最
主
要
的
差
異
之
處
＠
。

義



＠
所
有
文
學
的
作
品
都
是
象
徵
性
的
，
它
們
具
有
語
言
方
面
的
特
質
.. 
也
就
是
說
一
方
面
具
布
最
主
要
的
、

直
接
的
，
字
義
上
的
一
層
意
義
，
同
時
具
有
自
主
要
意
義
中
延
伸
出
來
的
更
深
遠
的
從
厲
意
義
。
詮
釋
象
徵
時
常
須

正
確
明
晰
地
把
象
徵
所
引
發
的
思
想
表
達
出
來
，
但
任
何
界
定
都
不
能
竭
盡
象
徵
中
的
話
意
富
藏
。

至
此
，
我
覺
得
多
多
少
少
已
清
晰
地
表
達
了
「
更
圓
滿
觀
照
法
」
和
「
聾
盈
的
意
義
」
是
什
麼
意
思
，
但
第
三
個
詞

彙
「
霉
穹
的
種
子
」
，
我
翊
俏
未
提
到
，
這
將
在
本
文
的
第
二
、
第
三
部
份
布
所
交
代
。
中
國
經
典
中
必
然
該
找
到

車
言
的
種
子
，
當
它
與
聖
經
啟
示
梧
蠶
食
時
，
便
會
產
生
百
倍
的
收
穫
’
這
是
我
在
下
文
中
所
顧
意
試
著
去
做
的
。

「
更
圓
漏
的
意
義
」
觀
照
法
是
聖
經
和
中
國
經
典

相
互
釋
輕
的
關
鍵
方
法

一
、
一
九
七
六
年
是
畫
潰
的
天
主
教
會
一
個
歷
史
性
的
階
段

第
二
部
份.. 

中
國
主
教
團
秘
書
處
在
該
年
初
出
版
了
：
「
建
立
中
國
地
方
教
會
草
案
」
’
此
姆
雖
小
，
均
產
生
了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
國
聽
它
在
塾
輕
學
上
、
神
學
上
以
及
收
靈
方
面
給
予
幾
個
基
本
的
指
標
，
並
且
進
一
步
指
出

.. 
目
前
的
重
點

應
放
在
基
督
徒
的
盤
驗
與
共
融
、
與
其
他
宗
教
及
文
化
交
談
、
關
切
窮
人
及
社
會
正
義
（
按
照
一
九
七
四
年
在
臺
北

召
開
的
首
屆
亞
洲
主
教
團
會
議
所
緝
的
指
示
）
，
最
後
它
給
本
地
及
外
籍
神
職
人
員
、
男
女
會
士
以
及
基
督
徒
團
體

及
個
別
在
俗
教
友
一
個
清
楚
的
說
戰
。

另
一
件
信
得
大
害
的
事
是
，
七
十
年
代
中
（
尤
其
是
一
九
七
六
年
之
後
，
除
了
翻
譯
及
沿
襲
西
方
基
督
教
國
家

的
作
品
以
外
，
邁
出
現
了
一
些
一
探
討
新
的
思
考
方
法
的
文
章
及
書
籍
。
馬
尼
拉
主
教
辛
櫃
機
（
』
皂
白
。

ω
戶
口
）
曾
在

學
神
世
及
中
國
經
典
中
的
「
更
盟
瀉
的
怠
義
」

九



神
學
論
集
＠

一
九
八
三
年
春

。

一
九
八0
年
十
二
月
在
輔
仁
的
一
篇
演
說
中
點
由
此
一
現
象
＠
’
並
且
為
自
己
本
能
拜
讀
羅
光
總
主
教
的
中
文
著
作

而
表
示
遺
疇
。
這
是
中
國
教
會
的
第
三
件
大
事
，
自
從
一
九
七
五
年
以
來
，
羅
融
主
教
陸
續
出
版
了
他
的
鉅
著

.. 
「

中
國
哲
學
思
想
史
」
，
到
如
今
一
九
八
一
年
，
共
出
版
了
六
珊
，
每
姆
大
約
六
百
五
十
頁
左
右
。
這
是
一
本
歷
史
性

的
著
作
，
不
只
是
因
為
內
容
聾
富
的
緣
故
，
更
是
為
了
此
書
的
特
質
：
這
是
首
次
中
國
天
主
教
的
學
者
對
中
間
文
化

的
遺
產
作
了
整
體
的
研
究
及
評
價
，
且
給
予
基
督
徒
的
詮
釋
。

羅
總
主
教
的
詮
釋
在
畫
灣
哲
學
界
激
起
好
些
評
議
，
龍
為
他
有
以
基
督
教
思
想
皈
化
中
間
文
化
之
嫌
。
我
個
人

在
準
備
講
演
及
寫
作
時
常
引
用
他
的
作
晶
，
發
覺
他
治
學
巖
鐘
，
文
長
於
辨
析
。
最
後
的
癥
站
在
於
雙
方
彈
驅
學
上

的
不
同
，
非
基
督
徒
的
學
者
仍
然
限
於
歷
史
批
判
法
，
緊
抓
蒼
作
者
的
動
機
和
最
初
的
寫
作
對
象
，
作
為
詮
釋
的
唯

一
可
靠
準
捧
，
均
沒
有
意
識
到
自
己
腦
海
中
先
入
為
主
的
「
封
閉
的
人
文
主
義
」
’
「
未
表
明
的
自
然
主
義
」
以
及

「
普
遍
的
泛
神
思
想
」
’
早
已
在
思
考
之
前
隱
隱
作
祟
了
。
觀
點
總
主
教
和
其
他
的
基
督
徒
詮
釋
者
都
承
認
他
們
也
具

有
先
入
為
主
的
信
念
，
但
他
們
對
自
己
詮
釋
的
辯
護
，
在
釋
經
學
的
前
提
下
站
得
住
牌
。
因
為
原
文
本
身
是
一
種
作

晶
，
傳
達
一
種
意
義
，
而
不
只
是
自
然
界
的
客
體
而
已
。
在
語
意
學
上
文
章
是
可
以
脫
離
作
者
而
獨
成
一
種
的
﹔
原

文
是
多
義
的
，
不
可
把
它
厝
限
於
一
種
可
具
體
證
賣
出
來
的
單
義
而
已
。
原
文
及
現
代
詮
釋
之
間
的
歷
史
差
距
不
敢

構
成
了
解
上
的
障
礙
，
上
文
也
已
大
略
交
代
過.. 
在
構
成
一
篇
論
述
的
三
重
辯
證
之
中
，
我
們
尋
找
的
是
意
義
，
而

非
文
中
的
事
件
：
我
們
尋
找
的
是
文
句
所
指
的
意
義
，
而
非
述
說
者
的
意
義
﹔
我
們
尋
找
的
是
與
現
實
相
珊
的
關
係

，
而
非
文
句
本
有
的
意
義
現
已
。
總
括
一
旬
，
所
有
文
學
作
揖
都
是
象
徵
性
的
，
任
何
界
定
都
不
能
搞
盡
象
鐵
中
的

話
意
富
藏
＠
。
簡
言
之
，
每
個
夫
在
了
解
一
物
時
都
早
宿
「
先
入
禱
主
」
的
觀
念
臆
藏
在
袋
，
我
們
敢
對
寵
如
的
限

度
布
所
認
繭
，
且
引
用
所
布
可
行
的
方
法
加
以
詮
釋
，
如
歷
史
批
對

J，
結
構
分
析
，
以
及
新
釋
輕
學
中
的
「
更
園
補



觀
照
法
」
’
「
更
豐
盈
的
意
義
」
諸
法
，
融
合
各
種
層
次
的
認
識
，
而
不
局
由
於
某
一
特
定
方
法

c

當
然
，
蘿
光
總

主
教
和
其
他
基
督
徒
詮
釋
者
並
未
明
到
上
述
釋
輕
學
上
所
肯
定
的
前
提
，
但
他
們
可
以
由
此
為
他
們
已
經
從
事
的
詮

釋
工
作
找
到
一
合
理
的
立
足
點
。

最
後
的
一
個
可
喜
現
象
是
，
一
九
七
六
年
十
月
羅
馬
宣
追
星
部
在
羅
馬
召
開
會
議
，
討
論
華
人
傳
教
問
題
。
這

會
議
激
發
了
一
位
與
會
者
，
額
我
略
大
學
的
傳
教
學
教
授
施
省
三
神
父
，
和
當
時
在
羅
馬
度
安
息
年
的
張
春
申
神
父

一
起
策
劃
一
本
書
，
為
促
進
中
國
地
方
教
會
的
建
立
。
他
們
邀
請
了
額
我
略
大
學
及
車
經
學
隘
的
各
門
專
家
學
者
共

同
思
考
創
作
，
此
書
雖
侷
未
出
版
，
張
神
欠
的
大
作
已
譯
為
英
文
，
而
其
原
作
先
在
輔
仁
「
神
學
論
集
」
上
發
表
＠

0

張
神
失
將
他
對
二
十
年
來
的
發
展
所
作
的
研
究
及
評
價
分
為
二
部
份
進
行
.. 
一
九
七
六
年
以
前
為
一
期
，
－4九
七

六
年
至
今
是
另
一
期
，
他
認
為
這
鍾
鍾
的
四
年
顧
示
出
神
學
本
位
化
的
新
趨
向
，
較
富
有
批
倒
的
眼
光
和
科
學
的
方

法
e

研
究
者
不
再
只
停
宿
在
原
則
的
討
論
上
，
更
具
體
地
提
出
詮
釋
墓
輕
的
途
徑
，
或
以
中
國
人
的
方
式
從
事
神
學

的
研
究
。
我
頓
在
此
為
諸
位
綜
述
我
以
前
的
中
文
作
晶
，
一
方
面
可
作
為
張
神
失
所
言
之
旁
聾
，
同
時
也
具
體
用
基

督
徒
的
方
式
來
詮
釋
中
國
極
具
，
其
中
所
揉
取
的
方
法
合
乎
科
學
，
且
叉
合
乎
新
釋
輕
學
的
原
則
。

一
一
、
易
經
首
章
「
韓
天
」
以
及
瑪
五
鈞tM切
的
詮
釋
＠

盔
、
我
們
之
所
以
可
以
進
行
這
兩
段
輕
女
的
研
究
，
一
是
因
它
們
具
有
相
似
的
寫
作
過
程
。
易
罷
，
和
車
經
一

般
，
是
經
過
數
世
紀
的
智
者
之
手
所
寫
成
的
。
最
後
經
由
孔
子
及
其
弟
子
的
註
釋
，
將
天
理
應
用
於
人
事
上
﹔
一
如

主
耶
穌
在
瑪
五G
I
M明
所
說
的
。
另
一
個
原
因
，
是
二
者
都
採
哲
理
化
的
趨
勢
。
為
進
一
步
地
看
出
蹄
聲
值
的

T
此
種
趨

勢
，
我
們
不
把
聖
經
按
慣
例
分
為
古
艦
和
新
疆
兩
部
份
，
而
分
為
對
世
耙
帥
的
十
一
章
及
其
他
南
部
份
，
我
們
甚
至

型
經
及
中
國
經
典
中
的
「
苔
，
、
圖
瀚
的
意
發

L



辦
學
為
榮
＠

可
以
概
略
地
說
，
救
恩
史
是
由
創
世
紀
第
十
二
章
才
開
始
，
直
到
新
約
的
結
束
，
創
世
紀
前
十
一
章
的
文
體
與
其
他

篇
章
過
然
不
同
，
它
們
不
是
歷
史
，
而
是
將
控
制
人
類
的
字
宮
原
則
，
人
文
原
則
及
一
般
原
則
哲
理
化
的
一
種
神
學

，
這
一
段
文
章
常
與
近
東
、
遠
東
的
古
老
文
學
相
提
並
論
，
問
為
它
們
都
具
有
宇
宙
的
創
造
、
人
類
的
起
源
、
洪
水

、
高
塔
的
記
載
。

易
經
是
一
部
哲
理
蓄
，
以
十
二
種
方
式
將
天
象
人
事
哲
理
化
，
其
中
五
項
幾
司
與
創
世
紀
前
十
一
章
相
提
並
論

.. 

付
宇
宙
的
源
始
和
創
世
紀
第
一
章
﹔
口
陰
陽
的
互
補
與
創
世
紀
第
一
及
第
二
章
﹔
但
繭
福
之
道
與
第
三
第
四
章
﹔

叫
人
世
悴
沈
與
第
六
至
第
九
章
﹔
閣
溝
通
交
流
之
道
與
第
十
一
章
－

t
9

。
以
上
的
對
照
顯
示
出
它
們
哲
理
化
過
程

的
相
位
處
。
所
不
同
的
是.. 

創
世
紀
前
十
一
章
是
以
說
故
事
的
方
式
，
而
易
經
卸
以
哲
理
的
態
度
寰
遠
﹔
創
世
記
中

，
天
主
常
以
主
角
的
身
分
介
入
，
它
是
神
學
﹔
易
經
則
觀
察
自
然
而
尋
求
哲
理
，
它
是
哲
學
。
哲
學
﹜
向
﹒
有
助
於
神

學
，
同
樣
的
，
易
經
也
有
助
於
墓
麗
的
了
解
。

我
們
之
所
以
籍
助
易
經
前
進
入
墓
極
的
第
三
個
原
因
，
是
為
了
把
輕
女
應
用
在
生
活
上
。
塾
依
納
爵
的
神
揖
就

是
一
個
倒
子
，
如
果
我
們
讀
此
書
獲
益
不
多
，
是
因
為
付
諸
實
踐
的
太
少
，
易
經
與
聖
經
二
書
亦
然

.. 

「
古
華
人
作

易
，
觀
天
象
，
立
三
道.. 

天
道
陰
陽
，
跑
道
剛
案
，
人
道
仁
義
﹔
天
地
人
一
二
才
各
兵
南
極
，
而
成
六
至
八
勢
。
」

易
經
與
神
操
之
比
較
，
還
須
進
一
一
層
的
解
釋
。
一
位
美
國
耶
穌
會
士
發
覺
此
二
害
的
接
修
精
神
十
分
相
近
，
都

．
有
助
於
人
的
自
我
認
識
，
進
而
作
一
抉
擇
，
唯
右
如
此
負
責
的
抉
擇
才
能
﹒
有
助
於
人
內
在
的
成
長
，
並
影
響
其
外
在

的
行
動
。
易
經
可
測
出
前
來
問
卜
，
者
當
下
的
內
在
意
向
氣
質
，
這
並
不
一
定
用
理
性
分
析
，
而
是
靠
人
玄
妙
的
感
受

力
。
因
此
易
經
是
神
修
指
導
相
當
有
殼
的
工
具
。
易
經
引
導
人
循
著
自
我
意
識
的
過
程
，
進
入
與
天
道
溝
通
的
攬
界
。

z
、
自
仿
麗
的
第
一
章
與
瑪
五
品
I

峙
的
比
較.. 

瑪
寶
福
音
的
第
五
章
品I
M叩
圓
明
於
叫
“

t

峙
的
整
個
單
元
。
接
考

一
九
八
二
托
．
在



證
，
它
尿
布
的
次
序
應
是
峙
，
斜
，
峙
，
峙
，
釘
，
峙
，
故
時
與
胡
節
本
應
招
遠
。

「
好
使
你
們
成
為
你
們
在
天
之
欠
的
子
女
，
因
為
她
使
太
陽
上
升
，
光
照
惡
人
，
也
光
照
善
人
：
降
雨
給

義
人
，
也
給
不
義
的
人
。
所
以
你
們
應
當
是
成
全
的
，
如
同
你
們
的
天
父
是
成
全
的
一
樣
。
」

我
先
綜
述
這
兩
節
的
傳
就
詮
釋
，
然
後
再
用
易
麗
的
語
言
及
思
想
作
一
番
新
詮
釋

.. 

＠
此
二
小
節
是
耶
穌
各
種
教
訓
的
結
論
，
她
的
教
訓
會
六
次
用
相
同
的
聞
場
白

.. 

「
你
們
一
向
聽
過
...... 

我

均
對
你
們
說...... 

L

（
瑪
五n
i
品
）
＠
。

＠
顯
示
肘
天
主
是
「
愛
仇
人
」
的
典
範
。
路
加
福
音
亦
有
額
蝕
的
話.. 

「
你
們
應
當
慈
悲
，
就
像
你
們
的
父

那
樣
慈
悲
。
」
（
路
六
站
）

＠
．
這
一
段
並
非
法
律
條
文
，
而
是
倫
理
性
的
。
雖
然
「
天
欠
的
成
全
」
還
理
想
永
遠
也
達
不
到
，
耶
穌
仍
然

誤
而
不
捨
地
宣
講
，
為
基
督
徒
立
本
＠
。
叫
了

＠
亞
伯
萊
特
（

4司
﹒
可
－K
F
H
育
－m
Y
C
把
「
天
欠
的
成
全
」
解
釋
為
真
理
與
忠
誠
＠
。
希
臘
文

J
a
m－0
個.. 
並

非
指
道
德
方
商
之
成
全
，
而
是
真
理
與
忠
誠
（
見
申
十
八
路
）JZ
S
E
E
m－
－
是
啡
尼
基
語
及
希
伯
來
語
的
S
S
E

和

品
臣
，
二
者
皆
意
指
真
實
及
忠
誠
之
意
。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品
白
宮
和
加
自
己F
常
連
用
﹔
在
希
臘
文
中
，Z
E
S

U

汪
洋
F
P
S

（
忠
誠
的
人
）
常
連
用
。
由
此
而
見
，
「
成
全
」
在
此
處
並
不
像
晚
期
希
臘
文
表
示
「
消
臉
缺
陷
」

，
而
是
表
達
出
一
種
充
滿
真
理
和
忠
誠
的
境
界
。

＠
由
易
經
獲
取
的
靈
感
.. 

亞
伯
萊
特
的
註
解
正
好
可
以
溝
道
瑪
賞
一
輔
音
第
五
章
臥
及
易
輕
的
第
一
章
。
因
為

易
經
所
要
闡
發
的
，
正
是
真
理
及
真
誠
，
所
謂
「
大
人
」
’
必
讀
以
天
為
典
範
，
以
真
理
及
真
誠
為
依
歸
，
才
能
決

志
，
樹
立
正
確
的
行
為
競
範
。

單
一
一
位
茂
中
國
何
必
「
中
的
叮
更
因
誠
的
意
義
」



商
、
藉
易
艇
的
第
一
輩
詮
釋
瑪
五
鈞
、
品
，
易
經
從
未
稱
呼
上
天
為
父
，
也
未
曾
祖
人
額
為
天
主
的
子
女
，
但

它
肯
定
天
是
人
類
應
仿
殼
的
至
高
典
範
’
「
人
道
怯
天
道
」
或
「
人
普
天
」
。
，
對
基
督
而
言
，
天
是
指
天
上
的
女
親

，
在
瑪
五
峙
中
她
以
自
然
中
的
兩
種
現
象1

陽
光
和
雨
露
作
露
無
形
夫
欠
的
現
身.. 
臉
此
之
外
，
瑪
寶
把
自
然
界

的
兩
個
現
象
視
為
天
父
普
愛
世
人
的
標
記.. 
太
陽
光
照
善
人
，
也
光
照
惡
人
，
降
雨
給
義
人
，
也
給
不
義
的
人
。
易

經
中
處
處
克
斥
著
這
種
由
自
然
邁
進
倫
理
或
靈
修
領
域
的
思
考
方
式
，
沒
布
任
何
文
學
作
晶
（
包
括
鑿
艦
在
內
）
如

此
鑒
賞
地
參
會
天
意
，
且
反
映
於
人
事
之
上
，
下
文
我
就
試
著
周
易
經
第
一
章
來
助
譯
瑪
五
鈞
、
晶
的
章
節
。

此
段
可
用
孔
子
的
一
句
話
作
為
標
題
：
「
天
行
籠
，
君
子
以
自
強
不
息
」
。
緊
接
著
是
孔
子
及
其
發
學
所
作
的

六
段
註
解
。
恥
、
H
W論
天
，
帽
、
仙
似
、
科
、
都
是
普
天
篇
，
我
將
引
用
恥
、
恥
、
恨
、
偶
而
略
加
說
明
。

扣
天
乃
是
「
善
之
長
也
，
嘉
之
會
也
，
義
之
和
也
’
事
之
幹
也
」
。
這
四
種
動
力
形
成
人
事
中
的
四
德
.. 
仁

、
鹽
、
義
、
智
。

假
天
是
原
始
，
涯
聚
、
和
諧
、
持
續
。
上
天
以
一
切
美
著
嘉
憲
萬
物
而
不
詩
其
功
，
何
其
大
也
！

如
下
列
的
圖
表
將
有
助
掛
此
康
的
了
解.. 

齡
相

乾
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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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一
美
的
位
置
都
有
其
意
義
及
影
響
。
最
上
及
最
下
的
二
美
都
是
凶
兆
，
不
宜
施
展
，
應
保
持
腫
退
的
態
勢
，

第
二
及
第
五
且
凡
是
士
口
，
大
可
發
展
，
第
一
一
一
及
第
四
則
較
隱
晦
兩
可
，
應
宜
時
宜
地
，
小
心
自
處
（
「
終
日
乾
乾
’
夕

惕
若
厲
」
及
「
或
躍
在
淵
」
）
。
由
下
而
上
的
次
序
是
描
述
人
一
生
的
過
程
＠
蘊
育
的
階
仇
恨
，
＠
肇
始
，
＠
警
惕
，

＠
辨
識
時
擻
，
＠
實
現
的
頂
祟
階
訣
，
＠
退
髓
。
這
六
美
顯
示
出
.. 
上
去
默
默
無
言
地
成
說
一
切
，
「
龍
去
」
說
是

學
會
把
揖
時
攪
進
退
行
丘
，
且
按
接
「
天
何
言
哉
」
的
大
德
。

師
是
六
受
的
另
一
套
詮
釋
，
說
們
只
介
紹
第
五
美
的
「
大
人
」
篇
，
因
講
還
是
所
有
詮
釋
家
所
能
表
達
的
至

高
理
想
＠.. 

「
夫
大
人
者
，
與
天
地
合
其
德
，
與
日
月
合
其
明
，
與
四
時
合
其
序
，
與
鬼
神
合
其
吉
凶
，
先
天
而
夫
弗

遠
，
後
天
而
奉
天
時
，
天
且
弗
達
，
而
況
於
人
乎
？
說
於
鬼
神
乎
？
」

對
不
信
神
的
人
來
講
，
此
文
毫
無
意
義
，
但
身
篤
信
徒

F的
我
們
，
由
字
里
行
間
所
讀
出
來
的
含
義
，
可
能
遠
比

古
中
國
的
哲
學
家
了
解
得
更
為
自
然
，
更
加
學
富
。
我
們
發
覺
，
在
此
文
中
，
天
是
在
人
額
及
鬼
神
之
上
，
人
與
天

地
日
月
四
季
鬼
神
平
等
。
它
們
都
是
受
遺
物
，
它
們
的
生
命
力
、
光
輝
、
時
序
及
兆
頭
可
相
提
並
論
，
但
人
與
天
的

關
係
均
不
可
平
行
並
論
。
它
或
在
前
，
或
是
在
後
，
所
謂
「
先
天
而
去
弗
連
」
是
指
人
已
辨
識
天
意
，
「
後
天
而
牽

天
時
」
是
指
人
學
習
實
踐
天
旨
。
易
經
作
者
自
然
不
會
有
天
主
軍
三
及
天
主
旨
意
的
概
念
，
但
我
們
可
由
作
者
的
字

句
里
找
出
更
學
富
的
意
義
，
因
「
天
」
字
在
中
國
古
書
中
常
指
有
位
格
的
神
，
自
基
督
的
啟
示
以
後
，
它
可
以
用
「

更
圓
瀚
的
意
義
」
觀
照
法
作
更
諜
的
詮
釋
。

最
後
，
上
九
的
「
亢
龍
有
悔
」
上
還
應
加
一
些
提
示
，
詮
釋
中
特
別
強
調
亢
龍
在
抵
達
生
涯
的
高
祟
援
部
仍
頑

強
不
己
，
如
進
而
京
知
退
g

知
存
而
不
知
亡
，
如
得
而
不
如
喪
。
唯
有
學
人
才
「
知
遲
遲
存
亡
而
不
失
其
正
」
’
議

2 、﹒

型
經
及
中
濁
甜
甜
與
中
的
「
更
直
瀚
的
意
義
」

一
五



神
學
論
集
＠

一
九
八
三
年
春

一
六

退
說
獸
本
是
法
天
的
一
個
行
動
，
如
果
我
們
把
此
華
人
比
作
基
督
和
他
的
「
自
我
空
虛
」
，
不
是
會
對
「
亢
寵
」
有

更
深
的
了
解
嗎
？一

－
一
、
「
＋
六
字
訣
」
＠

這
是
書
盤
中
的
一
句
話.. 

「
人
心
惟
危
，
道
心
椎
徽
，
椎
精
唯
一
，
允
執
歐
中
。
」
羅
總
主
教
認
為
能
言
確
定

的
時
間
相
當
晚
，
但
它
的
思
想
確
履
於
古
代
經
害
無
提
包
。
大
詮
釋
家
朱
熹
（
一
三
－
－

o
i
－
－
－00
）
為
許
多
幫

書
寫
下
不
朽
之
詮
釋
，
但
他
把
此
十
六
字
的
人
心
與
遍
心
融
合
為
一
個
人
心
，
姆
是
受
了
他
唯
理
思
想
的
『
先
入
爵

主
」
的
影
響
。

這
十
六
字
的
金
句
可
作
為
辨
別
神
類
的
綱
領
原
則
﹒
．

＠
「
人
心
惟
危
」
：
是
人
觀
存
在
的
最
真
實
的
處
境
，
不
僅
別
人
的
心
深
不
可
割
，
即
使
自
己
的
心
都
常
証

騙
我
們.. 

這
便
是
需
要
辨
別
神
類
的
最
基
本
的
原
因
。

＠
「
道
心
椎
徵
」
：
道
即
是
翠
言
，
是
天
道
、
天
理
。
由
於
它
講
道
心
，
好
比
人
心
一
般
，
我
們
可
由
此
視

這
攝
一
布
位
格
的
存
在
體
。
它
的
思
想
行
徑
是
奧
妙
難
割
的
＠
’
這
是
需
要
分
辨
神
類
的
另
一
個
原
因
。

＠
「
惟
精
惟
一
」
.. 

是
講
分
辨
神
類
的
態
度
，
管
仲
有
言
.. 

「
中
不
精
者
心
不
治
」
。
中
國
還
有
另
一
格
言

﹒
「
精
誠
研
室
，
金
石
喝
開
」
’
忠
誠
地
獻
身
常
要
求
堅
毅
、
慷
慨
和
純
正
的
動
棋
譜
美
德
。

＠
「
先
執
歐
中
」
：
此
即
神
操
中
蔚
謂
的
不
偏
不
倚
，
對
於
「
道
」
完
全
地
待
命
和
開
放
的
精
神
，
使
己
心

合
乎
道
心
。
根
攘
孔
子
門
人
的
記
議
，
孔
子
一
生
即
修
習
此
「
不
偏
不
倚
」
的
態
度
＠
。

第
三
部
份.. 
以
新
釋
經
學
詮
釋
中
國
經
典



引
言
中
已
交
代
遍
，
我
將
於
第
三
也
就
是
最
後
二
故
詮
釋
四
書
中
的
三
部
書
，
即
論
語
、
大
學
、
中
庸

c

第
四

都
書
孟
子
的
研
究
，
尚
需
假
以
時
目
。

1. 

論

語

是
孔
子
及
其
門
人
言
行
的
記
錄
，
記
載
他
們
日
常
生
活
，
周
遊
各
國
時
的
生
動
對
話
。
此
書
是
儒
家
的
基
本
經

典
，
備
受
歷
代
尊
祟
，
夜
到
廿
世
紀
初
，
中
國
受
西
方
科
學
民
主
之
壓
力
，
城
出
了
「
打
倒
孔
家
店
」
的
口
號
。
一

九
六
六
年
至
一
九
七
五
年
毛
澤
東
所
引
發
的
文
化
大
革
命
期
間
，
孔
子
和
林
彪
一
併
被
批
門
。
但
這
一
陣
怒
潮
來
得

快
，
去
得
也
快
，
孔
子
平
躍
而
豐
富
的
言
行
教
誨
仍
是
中
國
人
思
想
的
中
流
祖
柱
。
然
而
有
不
少
卓
越
的
學
者
及
學

派
，
認
為
儒
學
已
足
以
蝠
盡
人
生
所
有
的
意
義
，
西
方
文
化
，
尤
其
是
基
督
教
主
義
並
未
能
對
中
國
人
文
主
義
有
在

何
貢
獻
。
我
們
講
那
些
為
封
閉
的
人
文
主
義
，
絕
非
孔
子
或
儒
學
的
真
實
教
誨
。
我
將
選
註
一
些
章
節
以
證
賞
我
的

看
法
。甲

、
孔
子
的
偉
大
在
於
他
的
虛
心
開
放
.. 

由
他
對
知
識
學
習
的
尊
重
、
對
貧
富
無
別
的
態
度
，
和
不
計
攝
逆
接

受
現
實
的
心
胸
即
可
君
出
他
的
處
心
開
放
，
下
列
的
引
證
巴
r足
以
給
予
讀
者
一
個
離
括
的
概
念
。
（
頁
數
是
按
雷
士
口

一
位B
Z
F
m
m
m
o
的
譯
本
）

點
島
位
議
及
學
習
的
尊
重
﹒
．

子
曰
：
「
學
而
不
思
則
同
，
思
一
則
不
學
則
殆
。
」
（
可
－

5
0
）

子
曰
：
「
十
室
之
臣
，
必
有
忠
信
如
丘
者
焉
，
不
如
丘
之
好
學
也
。
」

子
日.. 

「
一
一
一
年
學
，
不
至
於
殼
，
不
易
得
也
。
」
（
可
－

M
H
N）

學
經
及
中
國
經
與
中
的
「
更
間
澈
的
意
義
」

（H
M－
H∞ω
）
 

七



辦
學
合
集
＠

一
九
八
三
年
春

八

子
曰
：
「
學
如
不
及
，
猶
恐
失
之
。
」
（
可
－
M
H
ω）

子
曰
：
「
曲
也
，
女
聞
六
言
六
蔽
矣
乎
？
」
對
曰
：
「
未
也
。
」
「
居
！
吾
語
女

.. 

好
仁
不
好
學
，
其
蔽
也
愚

，
好
知
不
好
學
，
其
蔽
也
蕩
。
好
信
不
好
學
，
其
蔽
也
賊
。
好
直
不
好
學
，
其
蔽
也
紋
，
好
勇
不
好
學
，
其
蔽
也
亂

。
好
剛
不
好
學
，
其
蔽
也
狂
。
」
（
可
－M
N
N）

子
夏
曰
：
「
育
工
居
肆
，
以
成
其
事
，
君
子
學
，
以
致
其
道
。
」
（
戶
官
）

對
於
知
識
﹒
芳
苗
﹒
．

子
曰
：
「
由
，
誨
女
如
之
乎
？
知
之
禱
知
之
，
不
如
為
不
知
，
是
知
也
。
」
（
可
－

E
H
〉

子
曰
：
「
我
非
生
而
知
之
者
，
好
古
，
敏
以
求
之
者
也o」
（
可
－M
O
H）

子
曰
：
「
吾
布
知
乎
能
？
無
知
也
。
有
鄙
夫
閱
於
我
，
空
空
如
也
，
我
叩
其
兩
端
而
竭
焉
。
」
（
可
－

M
H
S

子
曰
：
「
生
而
知
之
者
，
上
也
，
學
而
知
之
者
，
次
也
﹔
困
而
學
之
春
，
叉
其
次
也
﹔
因
而
不
學
、
馬
斯
講
下

矣
。
」
（
戶
扭
扭
！
ω
H
S

一
個
人
如
果
如
此
海
華
學
習
，
在
知
論
及
無
丘
境
的
學
闊
前
文
如
蛇
議
虛
實
在
，
怎
麼
可
能
封
閉
在
自
我
或
他

的
學
派
之
內
呢
？

孔
子
對
貧
富
的
態
度
，
顯
示
出
他
虛
心
坦
懼
的
另
一
面
。
下
文
第
一
、
第
二
段
引
證
，
可
蒼
白
他
對
此
的
明
確

規
範
，
第
三
搜
敘
述
他
的
弟
子
居
貧
而
樂
的
心
境
，
第
四
搜
則
若
出
孔
子
自
己
也
相
當
貧
窮
，
最
後
一
展
是
結
論
。

＠
予
其
曰
：
「
貧
而
無
誼
，
富
而
無
驕
’
何
如
？
」
子
曰
：
「
可
也
，
未
若
貧
而
樂
，
富
而
好
禮
者
也
。
」

(
MM.
HAFAV

) 

＠
子
曰
：
「
士
志
於
道
，
而
恥
惡
衣
惡
食
者
，
未
足
與
議
也
o

」

（M
M－
H
a∞
）
 



＠
子
曰
：
「
賢
哉
間
也
，
一
筆
食
，
一
聽
飲
，
在
陋
巷
，
人
不
堪
其
憂
，
回
也
不
改
其
樂
，
賢
故
國
也
。
」

（
可
﹒
﹞
戶
∞
∞
）

＠
子
曰
：
「
飯
疏
食
飲
水
，
由
絃
而
枕
之
，
樂
亦
在
其
中
矣
，
不
義
而
富
且
貴
，
於
我
如
一
囂
。
」
（
可
－

NO0

) 

＠
子
曰
：
「
貧
而
無
怨
，
難
﹔
富
而
無
驕
’
易
。
」
3
．
N
這
）

孔
子
對
人
生
各
方
面
踏
實
的
一
種
態
度
，
顯
示
出
他
開
放
胸
襟
的
另
一
特
色
，
下
文
第
﹛
殷
引
葦
表
示
人
常
恥

於
認
錯
，
第
二
故
表
示
對
後
學
的
尊
重
，
第
三
展
則
論
足
以
與
廢
邦
國
的
一
言
，
第
四
搜
表
示
以
已
有
的
弟
子
為
足

，
末
鹿
主
張
那
里
名
聞
宜
加
以
審
議
。

＠
子
日
.. 

「
已
矣
乎
，
吾
未
見
能
兒
其
過
，
而
內
自
訟
者
也
。
」
（
可
－

H
∞
印
）

＠
子
曰
：
「
後
生
可
畏
，
焉
知
來
者
之
不
如
今
也
？
四
十
五
十
而
無
聞
焉
，
斯
亦
不
足
畏
也

ι
」
9
．N
N
S

＠
定
公
聞
.. 

「
一
九
一
百
可
以
興
邦
，
有
諸
？
」
孔
子
對
曰
：
「
言
不
可
以
若
是
其
幾
也
。
人
之
一
百
曰
：
『
僑
君

難
，
儷
臣
不
易
』
，
如
知
為
君
之
難
也
，
不
幾
乎
一
言
而
興
邦
乎
？
」
曰
：
「
一
言
而
喪
邦
，
有
諸
？
」
孔
子
對
日

．
「
言
不
可
以
若
是
其
幾
也
。
人
之
言
曰
：
『
子
無
樂
乎
為
君
，
唯
其
言
而
葉
子
違
也
。
』
如
其
善
而
莫
之
違
也
，

不
亦
善
乎
？
如
不
誓
，
而
莫
之
違
也
。
不
幾
乎
了
一
日
而
喪
邦
乎
？
」
（
可
－

N
E
－

N
O
U）

＠
于
曰
：
「
不
得
中
行
而
與
之
，
必
也
在
狷
乎
！
在
者
進
取
，
狷
者
布
所
不
濤
也
必
」
（
P
N

品
）
＠

＠
子
黨
聞
自
.. 

「
鄉
人
皆
好
之
，
何
如
？
」
子
曰
：
「
未
可
也
。
」
「
鄉
人
皆
惡
之
，
何
如
？
」
子
曰
：
「

朱
可
也
，
不
如
鄉
人
之
善
者
好
之
，
其
不
善
者
惡
之
。
」

甜
苦
紹
一
夜
中
國
耐
心
與
中
的
「
夏
回
瀉
的
意
義
」

一
九



神
學

ι
嚇
壞
＠

一
九
八
二
年
春

三
。

孔
子
對
夫
的
開
放
態
度

孔
子
並
不
常
論
及
天
道
，
但
也
並
不
採
取
過
於
保
守
的
態
度
，
他
常
在
人
生
的
嚴
肅
闢
盤
上
，
說
表
達
極
深
感

受
時
，
或
作
某
種
誓
言
時
才
呼
天
，
這
顯
示
出
孔
子
種
葷
剪
斷
的
氣
質
，
只
在
合
宣
時
模
之
下
稱
夭
。
許
今
中
國
學

者
受
理
學
家
朱
蕪
的
影
響
，
總
把
天
詮
釋
為
自
然
或
永
恆
的
原
則
．
，
而
歪
曲
了
孔
子
的
生
平
思
想
。
自
下
列
的
論
語

章
旬
中
不
難
看
出
，
唯
有
把
天
釋
為
有
位
格
之
神
才
較
溝
通
順
，
這
種
位
格
去
的
概
念
比
封
閉
人
文
主
義
或
理
學
家

的
解
釋
要
更
自
然
妥
當
些
。

＠
孔
子
在
描
述
他
一
生
時
，
他
將
「
知
天
」
親
講
成
長
過
程
中
的
一
環
.. 

「
吾
十
宿
五
而
志
於
拳
，
三
十
而

立
于
四
十
而
不
惑
，
五
十
而
知
天
命
，
六
十
而
耳
順
，
七
十
而
從
心
所
欲
，
不
臨
矩
。
」
（
可
－

z
a
l
z
3

＠
王
呵
呵
賈
問
曰
：
「
與
其
搧
於
奧
’
寧
搧
於
龜
，
何
謂
也
。
」
子
曰
：
「
不
然
，
獲
罪
於
天
，
無
所
禱
也
。

」
（
可
－H
叩
＠
〉
＠

＠
儀
對
人
請
見
，
曰
：
「
君
子
之
至
於
斯
也
，
吾
未
嘗
不
得
見
也
。
」
從
者
見
之
，
也
曰
：2
一
一
一
一
子
，
何

患
於
喪
乎
？
天
下
之
無
道
也
久
矣
，
夫
將
以
夫
子
講
木
鐸
o

」
（
可
－H
O
A
F
）

＠
子
見
南
子
，
子
路
不
說
，
夫
子
矢
立
，
曰
：
「
乎
所
否
者
，
天
厭
之
，
天
厭
立
。
」
（
可
．
這

ω
）
＠

＠
于
農
病
，
子
路
使
鬥
人
講
臣
。
病
間
曰
：
「
久
矣
梭
，
也
之
行
許
也
，
無
臣
而
為
有
臣
，
吾
誰
擻
，
歡
天

乎
？
」
（
可
－M
N
H）

。
＠
顏
淵
死
，
于
曰
：
「
憊
，
天
喪
芋
，
夫
夾
子
。
」
（
可
－
B
C
）
＠

＠
子
曰
：
「
莫
我
知
也
夫
？
」
子
貢
曰
：
「
何
為
茶
葉
知
子
也
。
」
子
曰
：
「
不
怨
天
，
不
尤
人
，
下
學
而

2. 



上
達
，
如
說
卓
有
，
其
天
乎
！
」
（
可
－

M
g
l
N
S
）
＠

＠
子
曰
：
「
子
欲
無
言
。
」
子
貢
曰
：
「
子
如
不
霄
，
則
小
子
何
述
駕
？
」
子
曰
：
「
天
何
雷
發
？
四
時
行

焉
，
百
物
生
誨
，
天
何
一
富
哉
？
」
（
可
－

U
N
G）

3. 

孔
子
對
道
的
開
放
態
度

「
道
」
一
字
具
有
多
義
，
最
普
遍
沿
用
至
今
的
意
思
即
是
「
路
」
，
它
也
可
釋
為
「
真
理
」
、
「
原
則
」
、
「

原
理
」
。
動
詞
則
可
解
釋
為
「
說
」
’
和
希
臘
文
的
動
詞
E
m
o戶
口
和
實
名
詞
古
俏
。
由
相
近
。
事
貨
上
吳
經
熊
博
士

在
第
二
次
大
戰
期
間
翻
譯
若
望
一
一
福
音
時
，
即
把
－

o
m
g
譯
儷
「
道
」
，
其
他
中
文
本
也
延
續
此
譯
文
，
道
即
是
墓

言
＠
o

孔
子
用
「
道
」
字
，
有
多
種
意
義
，
下
面
的
倒
子
中
，
可
譯
為
－c
m
o
m－
〈
丘
吉
宮
，
對
基
督
能
來
講
，
即
可

譯
儷
鑿
言
。

＠
子
曰
.. 
「
朝
聞
道
，
夕
死
可
矣
！
」
（
如
E
g

＠
子
回
.. 
「
士
志
於
道
，
而
恥
惡
衣
惡
食
者
，
未
足
以
議
也
。
」
（
可
－

H
G
S

＠
子
曰
：
「
君
子
諜
道
不
露
食...... 

君
子
憂
道
不
憂
食
。
」
（
可
－SS

主
耶
穌
曾
說.. 
「
我
是
道
路
、
真
理
、
生
命
。
」
（
若
十
四6
）
孔
子
也
請.. 
「
朝
問
道
，
夕
死
可
也
。
」
可

見
缸
子
對
鐘
之
開
放
態
度
，
他
一
日
一
聽
到
舉
一
苔
，
他
才
可
以
瞋
自
安
息
。

A

咕

大

學

’
這
本
小
書
是
由
一
控
引
言
、
一
段
「
經
」
文
以
及
十
章
「
傳
」
以
轉
經
中
的
，
于
項
條
目
而
組
成
。
。
引
言
介
紹
此

墊
付
世
及
中
還
馴
服
與
中
的
「
長
劉
瀚
的
意
義
」



辦
學
論
集
＠

一
九
八
三
年
春

書.. 
「
大
學
，
孔
氏
之
遺
書
，
而
初
學
入
德
之
門
也
，
於
今
可
見
古
人
講
學
次
第
看
，
獨
顧
此
篇
之
存
，
而
論
孟
次

之
，
學
者
必
由
是
而
學
焉
，
則
庶
乎
其
不
差
矣
？
」
（
可
－

g
m
）

經
文
具
有
極
高
的
價
值
，
傳
釋
是
由
商
頌
及
其
他
古
書
及
不
同
解
說
的
故
事
研
組
成
價
值
不
齊
。
譯
文
不
易
傳

達
原
意
，
故
我
只
譯
最
初
三
旬
，
指
出
大
學
之
旨
肉
，
第
一
句
是
論
自
我
，
第
二
句
論
與
別
人
的
關
係
，
第
三
句
則

諭
至
善
。

翰
自
我.. 
「
朗
朗
德
」
是
讓
天
腸
的
本
性
道
德
彰
顯
出
來
，
朱
熹
為
此
三
字
作
了
一
番
解
釋

.. 
明
即
是
彰
顯
，

興
德
是
指
人
受
之
於
天
的
精
神
，
可
由
此
與
萬
物
真
理
相
遇
。
但
這
光
明
的
本
性
均
被
人
的
性
情
所
繫
’
叉
為
慾
霎

掰
蔽
，
故
昏
暗
不
明
，
雖
餘
如
此
，
其
本
體
光
華
並
未
毀
攝
，
放
學
者
宣
慎
寮
護
自
內
心
的
，
放
其
光
明
。
革
督
能

很
容
易
出
朱
蕪
的
話
聯
想
到
人
的
創
造
、
形
而
上
的
著
根
，
人
的
墮
落
和
墮
落
後
的
靈
性
完
整
。

前
他
人.. 
「
新
民
」
，
有
兩
恆
的
解
說
，
朱
熹
認
為
是
「
新
民
」
，
而
王
陽
明
（
百
元
一
回
七
二

i

一
五
二
八

）
則
解
釋
為
「
親
見
」o
基
督
徒
即
可
融
合
二
者
，
寶
島
而
使
其
日
新
又
新
﹔
也
就
是
說
，
除
非
親
民
，
否
則
無
法

新
民
。
這
正
是
保
緣
與
若
辜
的
神
學
，
若
望
提
到
新
誠
命
時
，
總
離
不
開
一
個
愛
字
，
＠
不
只
愛
自
己
的
親
人
，
也

變
所
有
的
人
（
路
十m
t
訂
）
﹔
＠
不
只
愛
人
如
己
，
還
要
如
耶
穌
受
我
們
一
般
〈
若
十
三
頁
，
十
五
口
）
。
由
基

督
為
了
愛
我
們
個
流
塾
血
，
犧
牲
性
命
，
她
不
只
是
愛
的
典
範
，
更
成
為
激
鞏
愛
心
的
動
模
和
原
因
。

請
歪
著.. 
除
了
主
於
「
至
善
」
以
外
，
人
無
處
可
丘
，
朱
熹
的
註
釋
詞
很
膚
淺
，
他
只
能
說
：
「
一
怯
除
泓
慾
，

達
到
至
極
的
天
理
。
」
大
學
的
註
釋
在
「
丘
」
一
字
上
討
論
較
多
，
但
在
歪
著
上
均
未
能
發
揮
，
只
論
一
些
一
倫
理
之

德
而
日
，
如
仁
、
敏
、
拳
、
蔥
、
忠
等
，
恁
能
稱
得
上
「
至
善
」
？
基
督
徒
也
會
在
世
問
道
德
與
神
學
倫
理
上
感
到

進
退
兩
難
，
只
有
神
人
耶
穌
能
給
「
至
善
」
一
個
完
美
的
詮
釋
，
他
曾
回
答
那
位
官
少
年
說
：
「
你
鵲
什
麼
稱
我
為



著
？
除
了
天
主
以
外
，
沒
有
人
可
稱
為
善
。
」
（
瑪
十
站
）
說
們
會
不
由
自
己
地
取
用
耶
蟬
的
註
解
，
唯
有
天
父
是

至
善
，
怯
了
她
以
外
，
沒
看
任
何
地
方
可
作
我
們
的
歸
宿
＠
。

5. 

中

庸

這
也
是
一
本
小
書.. 
「
其
書
描
言
一
理
，
中
散
為
萬
事
，
末
復
合
為
一
理
，
放
之
則
彌
六
合
，
卷
之
則
退
聽
於

密
，
其
味
無
窮
，
皆
貸
學
也
，
善
讀
者
，
玩
索
而
﹒
一
個
得
焉
，
則
終
身
用
之
，
有
不
能
盡
者
矣
。
」
由
於
篇
幅
所
眠
，

殺
只
能
討
論
此
書
的
核
必
「
一
理
」
，
也
就
是
開
宗
明
義
第
一
章.. 
「
天
命
之
謂
性
，
率
性
之
謂
道
，
修
道
之
謂
教

。
」
不
同
的
翻
譯
即
表
達
出
譯
者
之
詮
釋
，
我
將
它
譯
為

.. 

「
人
往
來
自
上
天
的
稟
賦
，
順
從
人
性
商
行
，
則
可
發
現
「
道
」
’
培
養
此
道
，
即
成
教
化
。
」

隨
著
時
代
的
演
進
，
對
此
章
節
的
了
解
也
有
不
同
，
我
認
為
這
三
句
話
分
別
表
達
出
神
學
、
人
學
和
科
學
＠
’

若
和
大
學
的
那
三
句
話
對
賄
，
可
如
此
「
住
」
乃
搶
人
性
。

如
今
並
不
難
了
解
「
人
性
即
是
我
們
的
道
路
」
’
教
京
若
草
保
祿
二
世
的
第
一
對
通
融
「
人
類
教
主
」
即
己
說

過.. 
「
人
是
教
會
的
道
路
。
」

「
培
養
此
道
〔
人
性
）
，
即
是
教
化
」
’
具
有
團
體
的
幅
度
，
因
教
育
必
須
涉
及
相
互
關
係
，
沒
有
人
可
以
單

獨
培
養
此
道
，
配
然
李
格
爾
3
．
目
g
E

『
）
說
：
真
理
是
道
路
，
是
一
種
演
進
過
程
，
是
般
讀
存
在
及
生
活
的
可

能
性
，
是
一
旅
程
＠
’
那
麼
培
養
此
道
，
就
是
培
養
真
理
及
存
在
，
也
兢
是
培
養
那
位
「
是
道
路
、
真
理
、
生
命
」

的
本
體
，
這
兩
本
小
書
酷
刑
描
寫
的
次
序
正
好
相
反

.. 

學
經
及
中
國
戀
曲
對
中
的
，
可
更
圓
滑
的
意
發
」



神
學
治
集
＠

一
九
八
三
年
春

大
學

﹛＿＿＿..＿，一『

諭諭論

至他省
高人我
之
神

中
庸

－～．”－－．、
相人天
互遵命

教
1t. 

結
論... 

倫
待
進
一
步
研
討
反
省
的
幾
個
問
題

四

L

新
釋
經
學
上
的
重
大
發
現.. 
如
原
文
可
脫
離
原
始
作
者
而
獨
立
、
語
言
的
多
重
意
義
、
各
種
層
次
觀
點
的

融
合
等
，
都
有
助
於
墓
經
由
歷
史
批
判
中
解
脫
出
來
，
可
與
世
界
上
其
他
的
經
典
切
薩
比
較
，
如
此
必
會
促
進
本
位

化
的
推
展
，
尤
其
是
在
幾
個
文
化
古
國
之
中
。

么
以
基
督
徒
的
觀
點
來
詮
釋
中
國
經
典
是
合
理
的
，
毫
無
牽
強
附
會
之
處
，
這
虹
非
護
教
，
也
非
改
宗
，
而

純
是
一
種
科
學
性
的
研
究
方
法
。
正
如
語
言
學
或
釋
輕
學
等
人
文
科
學
具
有
相
當
大
的
彈
性
，
可
以
國
時
推
穆
。
像

天
、
道
、
性
、
善
等
字
常
是
因
女
而
生
也
不
同
的
字
義
內
涵
，
非
一
儒
者
眼
可
採
周
先
入
為
主
的
理
性
心
態
來
了
解
，

基
督
徒
也
可
以
用
自
已
的
信
仰
心
態
來
注
解
。

q
ι
婆
此
文
能
拋
磚
引
玉
，
激
起
學
人
興
趣
，
在
信
仰
一
造
物
者
，
和
救
贖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上
作
一
研
究
，
在

智
慧
、
創
造
H
m以
及
救
恩
的
關
係
上
，
和
救
恩
史
以
及
一
般
宇
宙
之
間
的
關
係
作
更
深
的
探
討
＠
。

ι

雅
格
﹒
雷
士
口
（E
B
S
F
巾
m
h
H
O）
在
他
的
中
國
經
書
譯
文
後
作
了
一
個
綜
合
結
論
：
「
儒
家
和
華
督
教

並
非
像
佛
教
和
婆
羅
門
教
一
般
祖
悼
而
馳
的
，
眼
非
佛
教
的
無
神
傾
向
，
亦
非
婆
羅
門
教
的
汎
神
思
想
，
它
是
在
東

方
文
化
及
古
代
所
產
生
出
來
的
文
化
格
式
。
雖
然
西
來
的
傳
教
士
都
試
著
肯
定
儒
家
可
取
之
處
，
常
引
用
它
，
而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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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自
草

ff!司
監
嗨
！
！
起
草
主
科
學
有
草
草
草
也
1
，
制
忍
著
起
直
~Bl通

過
+l
泣
﹛
序
：
每
岳
眼
憫
卡
且
還
｛
［
追
星
星
~gi

毒
草
綠
:4
峭
草
屋
串
串

起
繪
制
。

﹔她

CD 
I take inculturation in the sense given by A

ry A
. R

oest C
rollius, S. J. 

as 
a 

process 
by 

w
hich 

the C
hurch becom

es inserted in a given 
~ulture. C

f. his art.
”W

hat is so new
 about inculturation

?
” 

G
regorianum

 59 (1978) 725 
@

 
C

f, Jam
es L

egge: 
T

h
e C

hinese C
lassics in five volum

es H
ong K

ong U
niversity P

ress 1960. 
@

”T
ow

ards an A
sian T

heology of L
iberation: 

som
e 

religi。”cultural
G

uidelines" 
E

A
PR

 
16 (1979) 

206-230: "It is therefore regrettable that 
A

sians 
are .not 

able 
to 

consult 
each 

other’s 
hidden 

theologies 
except 

in 
a 

n
o
伊
A
~
i
a
n

idio.阱
，

thus
n

eu
tra

lizin
g

 the m
ost 

pr·om
ising feature in

 our 
m

ethodology”
(

p. 208). 
<D 

T
he S

e
n
叫

plen
衍
。

f
Sacred S

cripture ?Y
 
R
a
y
m
o
叫

E
d
w
a
r
d
B
r
o
w吼
叫
，

M
A

 , S.T
.L

. St 
M
的
，

s

k副
棋
且
還
吾
國
領
鐵
哥
拉
「

l副
區
穗
密
總
嘟
」

11~ 

,, 



書E
$ 

ill
綠
＠

＼
~t.::'.11吟

總
ar、

1

．“ι i 
1 

U
niversity. B

altim
ore, M

aryland 1955. 
@

 
op. cit. p. 149 

®
 

op. cit. p. 92 
®

 
op. cit. p. 122 

®
 

op. cit. p. 123. 
T

his schem
a has a com

plem
entary explanation in 

the 
C

onclusion 
of 

the 
boo4: 

”From
 a review

 of the relations of the sensus plenior to the strict literal and the typical senses, 
w

e concluded that it should form
 

a 
separate 

classification, 
although 

closer 
to the literal sense 

since it flow
s from

 the text itself and is a deepening of its literal m
eaning" (p.149). 

®
 

op. cit. p. 150 
@

 
H

ans G
eorg G

adam
er: 

W
ahrheit und 

M
ethode, 

T
iibingen 

1960 
(first 

ed:), 
1965 

(second 
ed.). 

T
here is now

 
an E

nglish version. 
@

 
G

unter Stachel;
D

ie ne叫
Hermeneutik.

E
in {jberblick 

K
leine· S

chriften 
zur 

T
heologie 

K
osel. 

V
erlag M

iinchen 1967. 
@

 
op. cit. p. 9-10 

@
 

op. cit. p. 18 

®
 

op. cit. p. 26-27 
®

 
I ~ried to say in E

nglish som
e ideas of G

adam
er. T

he original text taken from
 

Stachel's booklet 
(p. 30-31) is as follow

s: 
G

A
D

A
M

ER
S 

H
erm

eneutik 
bleibt 

nicht 
beim

 
G

esagten 
stehen.

”W
er 

verstehen w
ill, m

uss also fragend hinter das G
esagte zuriickgehen. 

E
r m

uss es als A
ntw

ort von 
einer F

rage versteh憫
，

auf
die es A

ntw
ort ist. 

So hinter das G
esagte zuriick-gegangen, hat m

an 
aber notw

endig iiber das G
esagte hinaus-gefragt. M

an versteht den T
ext ja nur in seinem

 Sinn, 



indem
 m

an den Fragehorizont 
g
e
w
i
n
肘
，

der
als solcher 

notw
endigerw

eise 
auch 

andere m
llgliche 

A
ntw

orten um
fasst. 

Insofern ist der Sinn eines Satzes relativ auf 
die 

Frage, 
fiir 

die 
er 

einc 
A

ntow
rt i哎，

das
heisst aber, er geht notw

endig iiber das in ihm
 

selbst 
G

esagte 1'hinaus”
H

. G
. 

G
a darner:“M

artin H
eidegger und die M

arburger T
heologie”

in: Z
eit u

n
d

 G
eschichte

[D
ankesgabe

an R. Bultman月
hrsg.

von E
. D

inkier), T
iibingen 1964，

是
79-490.

W
 ahrheit und M

ethode, p. 352 . 

@
 

Stachel: D
ie neue H

erm
eneutik p. 

76
月77

@
 
E
x

，吾gese
et herinim

eutique. E
ditions du Seuil, P

aris 1971 p. 12. O
n the follow

ing tw
o pages there 

is a m
agnificent resum

e of the w
hole status quaestionis. If is w

orthw
hile to reprint it:”R

appelons 
done quelques etapes de la critique 

e
x
e
g
吾
tique.

Pendant dix-huit si~cles 
elle se contente de dire 

le sens en vertu de sa foi, tandis que !es rationalistes le contestent au nom
 de leur raison. 

T
el 

est 
l'A

ge 
dogm

atique. 
L

ui 
succede 

critique qui 
soum

et !es 
Iivres saints aux 

l~f~ de la critique 
litteraire. 

E
nfin, au 

d
且
but

du X
X

e 
siecle, 

se 
pose 

le 
rapport 

de 
l'exegese 

et 
de 

la 
critique 

historique. 
A

insi 
a-t-on 

pu 
f
o
u
m
吾rer

trois 
A

ges 
de 

!'interpretation: 
dogm

atique, 
litteraire, 

historique. 
L
e
n
t
e
m
e
此
，

avec
sagesse, 

1’E
glise 

catholique 
a 

reconnu 
officiellern,ent 

le 
droit 

de 
l'exegese a pratiquer la critique litterarire et historique, aussi bien dans le 

dom
aine de, 

l'A
ncien 

T
estam

ent 
(1943) 

que dans celui du N
ouveau T

estam
ent (1964). 

O
r voici q:ue m

,aintenant sont 
soulev齡

s
des questions plus radical es encore. 

O
n ne 

d
e
m
a
吋
e

plus seulem
ent;, .：；~st-ce 

que 
cela 

eut 
lieu ?

”,
ni 

m
em

e 
”C

om
m

ent cela 
eut-il 

lieu?”
m

ais
”Q

u’est-ce 
que 

cela 
veut 

dire?”. 
L

e 
problem

e ne concerne pas tant l'evenem
ent que la connaissance de cet evenem

ent et la transniis司
sion que 

en 
est 

faite: c'est un problem
e de langage 

auquel 
nous som

m
es affrontes et que nous 

ne 
pouvons 

resoudre 
par 

la 
seule m

甚
thodc

d
巴

critique
Jitteraire et historiquc. 

A
yant 

per~u la 
distance 

qui separe 
le 

langage 
de 

notre 
tem

ps 
et 

le 
langage 

des 
~crivains 

bibliques, 
nous 

som
m

es convaincus que !'id吾rJ
de la lecture des textes ne consistc pl.ls a ＇~e

屯tansportcr
illusoi,re-

測
驗
草
草

ii-盟
總
告

l(;1-:lil
「
！
軾
迴
緝
毒
E
頓
總
J

I I.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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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nt dans 

le 
pass~

， 
s'im

aginant qu’on peut le revivre sans plus;
il consiste a interpr~ter 

et a 
actualiser le langage 

du 
pass

且
e
n

reconnaissant la 
distance

學
1i

nous en s~pare pour toujours, et 
en decrouvrant le rapport qui unit les diverses interpretations fournies au cours des si~cles九

@
;”C

ontribution d
’une reflexion sur le langage a une 

theologie 
de 

la 
parole

’,
first 

published 
in 

R
evue de theologie et de P

hilosophie (1鉤
的

a
n
d

reprinted in E
xegese et h

e
r
m
切

eutique
pp. 301-319. 

@
 

op. cit.”Je propose de considerer 
trois 

niveaux 
dans 

lesquels 
le 

p
r
o
b
l
~
m
e
 

du 
m

ot, 
au 

sense 
technique des unites de signification, 

m
ais aussi au sens plus fondam

ental, plus existentiel de la 
parole signifiante, va prendre chaque fois un sens different. Je m

e placerai d
油

o
r
d

au point de vue 
-
d’une linguistique structurale, .ou nous abordons le langagf! par la constitution de sa form

e, 
一
d

’u
n
e

phenom
enologie de la parole, ou nous aborderons le langase par 

son intention de dire 
quelque chose, 
一
d

’u
n
e

ontologie du 
discou闕

，
dans

laquelle 
nous 

abordons 
le 

langage 
lui-m

em
e 

com
m

e 
un 

m
ode de l'etre (p. 304). 

A
bout le m

ot he w
rites:”... chaque fois que nous l'em

ployons, ii s'enrichit de ce usage et porte 
com

m
e la cicatrice de tous ces usages. D

u coup, ii survit a son em
ploi 

instantan壘，
ii

reto口
r
n
c

au 
system

e et lui donne la dim
ension tem

porelle”
(

pp. 312一313).
T

hree pages 
later 

he 
continues: 

的·
.
.
 dans une approche 

structura峙
，

le
m

ot est une difference dans un system
e. D

ans une approche 
phenom

enolgique le m
ot est une fonction de la phrase com

m
e 

unit是
significante.

E
t m

ainfenant: 
le m

ot est le point de passage de la parole qui nous est adress是e
a la parole que nous p

r
o
n
o
n
~
o
n
s

﹔ 
le m

ot est la transition du dire ou parler. (p. 316). 

@
 ”D

u conflit a la 
convergence 

des 
m

ethodcs 
en 

e
x
e
g
色
se

biblique". 
E
x
挖
苦
se

et 
h
e
r
m
切

eutique,

pp. 35-53. 
®

 
op. cit. pp. 

48-49. 



@
 

op. cit. p. 53. 
l\Iais le choc 

en retour 
de 

!'analyse 
structuralc 

sur 
l’hcrm

encutiquc 
n’est 

pas 
m

oins decisif. 
L

’b
e
r
m
已
ncutiquc,

chez S
chleierm

acher et D
ilthey, restc encore cm

petree dans !es 
difficult是s

du psychologism
e, 

du 
sociologism

e, 
de 

l'historicism
e. 

L’am
bition de ”com

prendre un 
auteur m

ieux qu’il ne 
s’
的
t

com
pris lui-m

em
e”

l't'.\gare 
du 

cot!'.\ des apories de 
l'intersubjectivit是－

U
ne 

h
e
r
m
吾
ncutiquc

qui est passec 
~
a
r
 le rude t'.\colage de 

l'objectivation, 
de la distanciation, de 

!'analyse structurale, ne peut 
plus 

ignorer que la seule co-appartenance qui y soit accessible, ce 
n'est pas celle du locuteur 

et 
de 

l'interlocuteur, 
m

ais celle du sens du texte et de son lecteur. 
S’ii est bien vrai que toute interpretation s’acherc dans 

une 
appropriation, 

cette 
appropriation 

est la contre-partie de la m
ise a distance qui la prec~de. 

E
lle n'est aucunem

ent un saut dans le 
v
且cu

d’autrui. 
C

est l'ap~ropriation du sens du texte, com
m

e 
direction de pensec ouverte par le 

texte;
elle a donc pour vis-a-vis, 

non l’auteur, ni m
em

e le texte, m
ais ce sur quoi le texte ouvre 

par sa puissance 
r壘
起
rentielle.

C
e que nous 

voulons 
nous 

approprier, 
C

’est le m
onde, 

1’是tre”au

m
onde nouveau que le texte ouvre et deploie 

hors 
de 

lui 
et 

hors de nous. 
D

u m
em

e coup, 
l’appropriation 

elle-m是
m
e
,

en tant qu'acte du 
suj仗

，
est

une 
desappropriation de m

oi narcissique; 
il faut bannir tout accent possessif que le m

ot 
fran~ais 

appropriation 
conserve, 

a 
la 

difference 
du m

ot 
allem

and 
A
n
e
i
g
n
u
n
g

，，
白
ui

signifie 
seulem

cnt 
que ce qui ctait 

autrc
，
是
tranger,

devient 
propre ;

ainsi con~ue, 1’appropriation est la 
nouvelle c

o
m
p
r
正hension

d
巴

soi-meme,
engendree par 

une com
prehension du 

texte quc l'analyse structurale aura deplacee de sa 
sem

antique de surface 
vers sa s吾

mantique
de 

profondeur. 
Se 

com
prendre 

so
卜
m
e
m
e

selon 
l'etre-au-m

onde 
ouvert 

par 
cette sem

antique profonde, c ’est cela s’approprier le sens. 
A

insi est entierem
ent depsychologisee 

l’interpr，是tation﹔
clans

!'expression 
"
c
o
m
p
r
是
hension

de 
soi”,

je soulignerai le m
ot soi je l'opposerai 

au m
ot m

oi; car le soi de cette 
c
o
m
p
r
的

ension
est celui que m

e donne !a 
puissance 

ref是
rentielle

du texte com
pris, en echangc du m

oi avare qui aurait refose la longue m
ediation de l'acte d’exister 

par tous les m
ondes sur lesquels se seront ouvt:!rts et m

’auront ouvert lcs textes que j'aurai aim
es. 

創
E當
時
近
世
團
總
或
是
這
「
囡
囡
按
1
豆
制
串
串
J

！
！
長



﹔
震
動
~

~
富
睡
眠
＠

1-t有
r.:::11吟

唱
宇

1110 

@
 

op. cit. pp. 294-295. 
Je ne voudrais pas eludcr, avant de conclure, une 

question 
qui 

est 
sans 

doute dans taus !cs esprits: peut-on encore parler de la 
verite 

d’un 
texte? 

Jc 
ne 

pourrai 
ici 

qu’esquisser la direction d’une solution;
je m

e bornerai 
t1 

dire 
qu'il 

faut sortir de !'alternative 
m

ortelle selon laquelle nous serions 
contraints 

de 
dire 

tour 
a 

tour que la verite est une et 
im

m
uable, m

ais Jes 
interpr

是tations
m

ultiples et variables. 
Si cette alternative tenait et valait, le 

hiatus serait insupportable entre rntre idee de la verit是
et

notre pratiqi，昭
de

l'interpretation. 
Je 

veux bien croire que nous ne som
m

es pas en etat de surm
onter entierem

ent cette antinom
峙，

du
m

oins dans la phase actuelle de notre culture, et que nous avons ii vivre avec patience un certain 
dechirem

ent;
du m

oins pouvons‘nous des m
aintenant 

rectifier 
quelque 

peu les deux term
es de 

.l'antinom
ie et apercevoir les conditions auxquelles elle pourrait etre ult是

rieurement
s
u
r
m
o
n
t
是
e.

C’est d'abord notre m
odele de la verit是

啊
，

il
faut corriger, 

car 
C’est 

peut－~tre 
lui qui est le 

principal obstacle, ct non, 
com

m
e nous pourrions le croire, notre pratique de 

l'interpr吾
tation.

II 
nous, faut prendre une conscience "theologique”

de ce que la v
是
rite

de foi est un chem
in ii suivre 

-e
t un chem

in de ch
arite-et par consequent la 

possibilit吾
d

’u
n

itin
是
raire

en 
c
o
m
m
帥
﹒

L
a

verite 
est celle de notre eclosion, de notre advenir; en ce sens 

c’est 
une 

verit是
qui

elle-m
em

e advient. 
υ
r
 nous m

anquons ce sens de la 
verit壘，

d
a
n
s

la 
m

esure 
ou 

nous 
l'identifions a des m

odeles 
m

atM
m

atiques et logiques ou aux 
procedures de la 

v
是
rification

et de la falsific'ation experim
en

tales. 
N

ous oublions que ces 
m

odeles 
valent 

pour 
des 

univers de discours delim
ites par des 

besoins scientifiques ou technologiques et nous oublions que ces univers 
de 

disi:ours sont n
是
ces

sairem
ent lim

ites et 
cor
諮
詢

tifs
d’autres univers de discours dans lesquels ii est question de notre 

etre au m
onde, de la prom

otion de notre existence, de 
la 

possibilit是
d
e

d
e
~
l
o
y
e
r
 une experience 

hum
aine en rapport ii des situations-lim

ites. 
Pouvoir vivre dans une situation-lim

ite, c·est l蠱，
m

term
es tres g

是
neraux,

la condition de 
possibilit是

de
l'univers du discours, 

du parler theologique. 
S’ii en est ainsi, 

I日
verit是

est
bicn un 

chem
in, 

un 
advenir; 

elle 
a 

ii voir 
et ii faire avec la 



possibilite -de continuer d
’exister, de 

perseverer 
clans 

!'existence, 
d
’是tre

engendre et perpetuc 
clans !'existence;

elle est la possibilite d’un 
itineraire. 

Si 
C’est bien cela que nous entendons par 

verite, elle ne saurait etre inconciliable avec un proces d
’interpr吾

tation.

M
ais l'autre pole de !'apparent dilem

m
e appelle aussi 

rectification: 
si 

l'interpr是
tation

ne peut 
etre unique, elle n'est pas non plus m

ultiple en un sens quelconque et arbitraire. C’est pr
是c
i
s
e
m
e
n
t

ici le 
b
是
nefice,

pour l'idee de 
verit喔，

d
u

passage 
par 

l'objectivation et 
par Ia distanciation que 

requiert !'analyse structurale; 
cette 

m
ise 

ii 
distance 

du 
texte 

le m
et ii l'abri des fantaisies 

subjectivistes. 
L ’analyse structurale interdit que !'on fasse n’im

porte quoi d'un texte;
son agenc

em
ent est le lieu m

em
e oil se recoupent les 

interpr正
tations

possibles, ce lieu n'cst p
的

infini,
i1 

a des contours;
je le com

parerai 
volontiers 

ii une zone de dispersion pour un 
nom

bre ii la fois 
varie et fini 

d'intcrpr是
tations

possibles. 
Si en autrc l'intcrpr是

tation
est 

elle-m
吾
m
e

un 
proccssus 

du texte, qui constitue le vouloir-dire du texte, notre interpretation est 
d’une ccrtaine 

fa~on liee 
par celle du tcxte. 

C
’est pourquoi 

l'interpr是
tati on n

’est ni une ni 
m

ultiple. 
E

lle n
’est pas une, 

car i1 y a toujours plusieurs 
possibilites 

de 
lire 

le 
m

em
e texte;

m
ais elle n’est pas non plus 

m
ultiple, au sens d’un infini indenom

brable. 
E

n
fin

-et peut
－在tre

surtout--le cham
p des interpret

ations possibles est encore lim
ite par le caractere com

m
unautaire de l'interp的

tation.
Je n'insisterai 

jam
ais assez sur ceci que c’est toujours sur !'horizon 

a·une 
com

m
unaute 

d interpretation qu·un 
travail individuel 

d
’ex

是gese
se detachc. 

A
insi s'am

orce un chcm
in difficile entre les deux abim

es de la v
已
rit已

u
n
e

et des interqretations 
m

ultiples. 
C

e chem
in est celui m

em
e que 

le tcxte ouvre, en
tre !'intention du texte et la reprise 

par nous aujourd’hu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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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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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Foo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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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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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輯
~
且
《
岳
鼠
~fu：﹔毛！－：＇.£「﹜副團聽連串通線」

11\ I 



：
暈
過
卡
特
機
®

1
長

r:::'.11母
婚

約
M
o
n
t
a
g
n
e

C
B

Q
 41, 

7 
白

i
ibid. 

@
 

C
B

Q
 43, 

pp. 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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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R
icoeur said in another occasion: 

"L
a i;olysernic, a savoir le fait que 

nos 
m

ots 
ont 

plusieurs 
significations, est le prob!em

e ccn吋tra!
de 

toute 
sem

antique;
nulle 

herm
是neulique

ne peut plus 
!'ignorer. 

O
r ii appartient il. une !inguistique de la parole d

’是tablir
que la polysem

ie, ou function 
du sens m

ultiple, n’est pas une m
aladie <lu langage, r.e 

rel色
v
e

d’aucune pathologie, m
ajs 

rem
plit 

une fonction bien precise dans 
l’是c

o
n
o
m
i
e

du 
langage

弋
E
x
告gese

et herm
eneutique, p. 313 

®
 

Schneiders, C
B

Q
 43 , p.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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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 Sin, D
. D

.; 
T

h
e 

W
a

ys of D
ialogue: L

isten
in

g
 to the heart; M

eetin
g

 in
 C

hrist. 
A

ddress 
deliver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onferm

ent of 
the 

D
octorate 

in 
H

um
an L

etters honoris causa. 
Fujen U

niversity, T
aipei R

epublic of C
hina, 10 D

ecem
ber 1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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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ndra M

. S
chneiders 

C
B

Q
 43 (1981) 76-79. 

@
 

A
l. B. C

hang, S
J.: "T

he Inculturation of T
heology in the C

hinese C
hurch. A

 R
ecord for T

w
enty 

Y
ears

’,
C

oll. 
T
h
月

l.
U

n
iv F

ujen 42 (1979) 405-456. 
®

 
M

ark Fang, S. J.: 
"A

n E
ssay of Interpreting M

athew
 5: 45-48. 

through I 
C

hing (the B
ook of 

C
hanges), chapter I: O

n H
eaven." C

oll. 
T

heol. 
U
n
h
人
F
u
j
e
n

29 (1976) 329-346 
@

 
V

ernon G
regson, S. J. 

"C
hinese W

isdom
 and Ignatian D

iscernm
ent’,. 

R
eview

 fo
r Religiot甜，

Vol.
33 (1974, 

4) 828-835 

@
 

T
his is the view

 of Paul G
aechter, S. J. C

f. his w
ork;

D
as M

attha.us E
vangelium

. T
yrolia V

erlag 
Innsbruck, W

irn, M
iinchen, 1962, 

p.193. T
he paralel passage of L

uke 6: 27-28 and 3
2

-3
6

 favors 



this 
v
i
c
1
γ
 

@
 

Joseph Schm
id: D

叫
E
叩

ngeli.um
nach M

atthaus, R
egensburger N

eues T
estam

ent, 1959, p. 
113. 

@
 

C
f. 

Gaechter
’
。ρ

cit.
p. 

199: Schm
id, op. cit. p. 

114 

@
 

C
f. W

. 
F. 

A
lbright and C

. S. M
ann: M

atthew
 A

nchors 
Bih

峙
，

Doubleday,
G

arden C
ity, N

ew
 Y

ork 
1971, 

p. 72. 

Ml 
I have before m

e tW
o volum

inous com
m

entaries in C
hinese about I C

hing. T
he first one com

m
ents 

on it entirely on an astrological basis and considers all spiritual 
applications as nonsense. 

T
he 

second one gives every passage a m
oral 

or 
spiritual 

m
eaning;

in the preface of the book, the 
author says that although he 

studied 
B

uddhism
 

and 
T

aoism
 

and 
found som

e peace in their 
doctrine, they cannot bring any rem

edy to the present 
calam

ities. 
O

n the contrary in the book 
of I C

hing, com
m

ented by C
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s he could find 

a 
doctrine of life w

hich put 
m

an in com
m

unication w
ith heaven, synthetisizes great 

and sm
all; 

so that it brings calm
 to the 

heart, consistency to life and peace to the w
orld. 

T
hese 

are evidently tw
o different interpreta

tions. 
T

he one w
hich I am

 trying to m
ake w

ill be a third kind of interpretation, 
com

ing from
 

a different pre-understanding, but w
hich is still solidly based on the literal sense of I C

hing. 

@
 

C
f. M

ark Fang, S. J.
”A

 theology of S
piritual D

iscernm
ent”,

C
oll. T

heo!. U
niv. F

ujen 
45 (1980) 

385-412. 

@
 

C
f. 

H
isto

ry o
f the C

hinese P
hilosophical T

h
in

kin
g

, V
ol. I, p. 

32
『35

’
，raipei

1975. 

@
 

I cannot help not rem
em

bering the w
ords of II· 

Isaias. "M
y thoughts, says 

the 
L

ord, 
are 

not 
like yours, and m

y w
ays are different from

 yours. 
A

s high as the heavens are above the earth, 
so high are m

y w
ays and thoughts above yours

’,
Is 55: 8

-9
. 

@
’T

here w
ere four th;ngs from

 w
hich the M

aster w
as entirely free. H

e had no foregone conclusions, 

部
I~幫
凶

ii-鼠
驗
告
單
仔

:ff!
n
副
團
串
串
吉
亞
昏
睡
，
I
J

! - 
1 

1 
1 



;I; 
Ii 
幫
幫
幫
＠

！于是＜
1l母
樽

ill凰

no arbitrary predeterm
inations, no obstinacy, and no egoism

.”
C

onfucian A
nalects, J. L

e
g
阱
，

1'he
C

hinese C
lasssics, V

ol. I, P.
217. 

@
 

S. C
ouvreur, S. J. 

L
es Q

uatre L
ivres. H

o K
ien Fou, Im

prim
erie de la M

ission C
iltholique 

1895, 
p. 218. 

I quote this in a French translation, because it expresses better the original C
hinese text. 

B
ut i.n (2

)
”

respect for the youth" C
ouvreur m

ade too m
any 

paraphrasis. 
L

egge gives a better 
translation, although I changed his last "respect ”

into
”fear’,. 

@
 

T
his saying rem

inds m
e of the w

arning of E
li to his sons﹔

叮
f

a m
an sins against another m

an; 
G

od can defend him
;

but w
ho can defend a m

an w
ho sins against the L

ord ?
”

I Sam
 2: 25 

@
 

T
his anecdote rem

inds us easily an evangelical scene:”A
t that m

om
ent Jesus· disciples returned, 

and they w
ere greatly susprised to J:ind him

 talking w
ith a 

w
om

an. 
B

ut 
none of 

t
h
e
m
詞

id
to 

her, 
@

 
H

ere and in (4) and (8) C
onfucius seem

s to w
ant to express 

his 
deepest 

feeling 
of 

sadness, 
indignation and adm

iration by repeating the w
ord H

eaven. 
@

”m
urm

1.1r against H
eaven .. · grum

ble against m
en’,. 

this 
parallelism

 
personal H

eaven-G
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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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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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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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Foundation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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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g K

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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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ation in C

hinese. 
C

f. m
y articl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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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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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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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阿
卅
一
基
督
的
救
援
玉
程
與
其
啟
示
玉
程
之
關
係溫
係
祿

者
咱
闕
基
督
的
救
援
且
往
與
其
啟
示
且
往
之
婦
餘
，
基
本
主
可
說
基
督
的
啟
示
且
程
是
其
救
援

L
N拉
姆

一
部
分
﹔
討
論
聖
經
救
援
論
的
圖
像
之
後
，
－
b
詐
可
看
出
啟
示
L
S但
本
僅
是
救
援
且
拉
姆
一
部
分
，
而
且

二
者
原
是
同
一
的
、
一
致
的
。
但
本
丈
在
此
仍
汶
口
几
犯
啟
示
且
程
當
作
救
援
且
狂
的
一
部
分
。

、
天
主
藉
基
督
啟
示
自
己

卜j

對
觀
福
音

1. 

天
主
藉
基
督
的
宣
講
啟
示
自
己

按
對
觀
福
音
，
基
督
宜
講
喜
訊
時
並
不
像
經
師
，
而
較
像
先
知
，
但
基
督
和
先
知
仍
然
大
不
相
同
。

人
們
面
對
基
督
時
真
宜
地
體
驗
到
基
督
的
權
成
﹔
她
的
宣
講
絕
對
不
像
一
位
經
師
的
教
訓

.. 
「
人
人
部
驚
主
叫
她

的
教
訓
，
因
為
柚
教
訓
他
們
正
像
有
權
威
的
人
，
不
像
經
師
一
樣
」
（
谷
一
位
）
。
不
但
人
們
覺
得
她
，
有
權
威
不
位

經
帥
，
就
是
經
師
們
也
體
驗
到
她
的
權
柄
與
他
們
不
同
而
詢
問
她
.. 
「
你
憑
什
麼
權
柄
作
這
些
事
？
或
者
，
是
誰
給

了
你
權
柄
作
這
些
事
？
」
（
谷
十
－m
）
所
以
由
人
們
及
程
師
們
的
反
應
可
知
基
督
本
人
雄
食
表
示
出
異
乎
經
師
的

權
柄
。
這
權
輛
在
山
中
學
割
的
經
文
記
載
中
更
顯
露
夾
起
錯
位
。
當
耶
穌
在
山
中
墓
前
真
話

.. 
「
你
們
一
向
聽
過
給

奉
告
泊
救
援
工
程
與
其
啟
示
工
程
之
關
係

:t:L 



神
學
諸
集
＠

一
九
八
三
年
春

一
六

古
人
說...... 

我
均
對
你
們
說...... 

」
（
參
閱
羈
五
虹
、
訂
、
路
）
時
，
耶
穌
把
自
己
的
權
威
置
於
梅
憲
法
律
真
夫
主

權
威
之
上
，
而
因
此
表
明
天
主
在
耶
穌
身
上
顯
示
自
己
＠
。

耶
穌
的
教
訓
雖
然
相
似
先
知
，
仍
然
與
先
知
大
不
相
同
。
毫
盤
里
關
於
耶
穌
並
沒
有
觀
似
先
知
們
的
募
召
與
歸

化
的
記
載
：
耶
穌
的
教
訓
也
不
像
先
知
們
的
教
割
必
須
加
上
.. 

「
上
主
的
斷
語
」
、
「
上
主
說
」
等
按
語
﹔
耶
穌
從

來
不
撤
回
自
己
的
話
，
也
從
不
引
用
經
師
的
權
威
，
而
只
憑
著
自
己
的
權
威
。
這
一
切
都
足
以
顯
出
耶
穌
超
越
了
先

知
，
天
主
藉
著
耶
穌
啟
示7
自
己
。

下
列
盤
文
娛
聚
精
攝
了
夫
主
藉
基
督
的
啟
示
，
並
且
表
達
在
基
督
的
身
上
天
主
整
償
的
啟
示
工
程
進
入
新
的
階

段.. 
「
父
啊
！
天
地
的
主
宰
！
我
稱
謝
你
，
因
為
你
將
這
事
瞄
住
了
智
慧
和
明
遠
的
人
，
而
啟
示
給
小
孩
子
。
是
的

，
父
啊
！
你
原
來
喜
歡
這
樣
，
我
父
將
一
切
交
給
了
我
：
怯
了
父
外
，
沒
有
人
認
識
子
﹔
除
了
子
和
子
所
願
意
啟
示

的
人
外
，
也
沒
有
人
認
識
矢
。
」
（
瑪
十
二h
l
訂
﹔
參
閱
路
十
紅
、
位
）
＠
。

內
，
但

耶
穌
所
行
的
奇
跡
，
證
明
馳
的
赦
靠
誰
是
天
主
的
敵
罪
（
參
閱
谷
二
－
I
U
）
。
耶
穌
的
驅
魔
等
於
宣
告
天
主

的
來
臨
，
表
明
天
主
開
始
食
現
自
己
的
王
權
.. 
「
如
果
說
仗
贖
天
主
的
神
驅
鹿
，
那
麼
，
天
主
的
國
已
來
到
你
們
中

閉
了
」
（
瑪
十
二
詞
）
。
耶
穌
與
罪
人
的
來
往
表
示
天
主
對
罪
人
的
雯
，
此
觀
點
可
出
路
加
福
音
十
五
章
前
兩
節
及

該
葷
的
全
部
內
容
而
了
解.. 
當
法
利
塞
人
批
評
耶
穌
與
罪
人
來
往
時
，
耶
穌
以
「
亡
羊
」
一
、
「
失
錢
」
、
「
蕩
子
」

三
個
比
喻
為
自
己
的
行
為
辯
護
，
而
此
三
個
比
喻
都
表
明
天
主
對
界
人
的
囊
，
所
以
耶
穌
藉
此
三
比
喻
暗
示
自
己
對

罪
人
的
變
，
顯
示
了
天
主
對
罪
人
的
變
，
誰
看
見
了
她
，
就
是
君
見
了
欠
！

天
主
藉
基
督
的
行
動
啟
示
自
己



t斗

保
祿
的
教
導

保
祿
書
信
，
有
些
經
文
比
較
直
接
而
明
顯
地
表
達
啟
示
乃
是
基
督
事
件
的
一
部
分

.. 

「
願
光
榮
歸
於
天
主
，
她
有

能
力
思
問
你
們
，
使
你
們
合
乎
我
所
傳
佈
的
一
福
音
，
和
所
宜
講
的
耶
穌
基
督
，
並
合
乎
所
啟
示
的
奧
秘
︱
︱
這
奧
秘

從
永
世
以
來
，
就
是
秘
而
不
宣
的
」
（
羅
十
六
站
）
﹔
「
這
奧
秘
在
以
前
的
世
代
中
，
沒
有
告
訴
過
任
何
人
，
有
如

現
在
一
樣
，
藉
墓
神
已
啟
示
給
她
的
學
宗
徒
和
先
知
」
（
弗
三5
）
，
另
參
羅
三
剖
﹔
格
前
二
7
i
m
﹔
弗
－
9

．
，

哥
一
品
t
u
o
另
有
些
輕
女
以
「
基
督
徒
生
活
在
光
明
之
中
」
等
格
式
間
接
地
表
達
啟
示
是
基
督
事
件
的
一
部
分

.. 

「
弟
兄
們
，
瀾
於
亡
者
，
我
們
不
願
意
你
們
不
知
道
，
以
免
你
們
憂
傷
，
像
其
他
沒
奢
望
德
的
人
一
樣
」
（
得
前
四

口
）
﹔
「
弟
兄
們...... 

你
們
原
來
確
宣
知
道
：
主
的
日
子
要
像
夜
間
的
盜
賊
一
樣
來
到

...... 

你
們
不
是
在
黑
暗
中... 

... 

你
們
眾
人
都
是
光
明
之
子
和
白
日
之
子
」
（
得
前
五
－tH
）
。

保
緣
也
在
一
些
輕
女
里
含
蓄
地
稱
基
督
為
啟
示
者
.. 

「
他
們
的
心
意
陷
於
遲
鈍
，
因
傌
直
到
今
天
，
在
讀
舊
約

時
，
同
樣
的
帕
子
仍
然
存
在
，
沒
有
揭
去
，
因
為
只
有
在
基
督
內
續
得
除
去
」
（
格
使
三
M
）
﹔
「
她
（
基
督
）
是

不
可
見
的
天
主
的
借
像
」
（
哥
一
日
）
，
另
參
格
後
四
是
1
6

．
，
弗
五M
o

在
此
特
別
值
得
一
提
：
保
祿
將
其
宣
講
集
中
於
基
督
的
死
亡
與
復
活
，
因
此
很
少
提
及
基
督
的
道
理
與
行
動
。

研
以
對
保
祿
而
言
，
若
有
任
何
啟
示
，
則
說
啟
示
一
定
是
藉
基
督
的
死
亡
與
復
活
進
行
的
。
因
而
若
欲
了
解
侏
輯
有

關
啟
示
的
道
理
，
就
應
注
意
保
綠
如
何
描
寫
基
督
的
死
亡
與
復
活
.. 

「
基
督
在
我
們
還
是
罪
人
的
時
候
，
就
講
我
們

死
了
，
這
證
明
天
主
怎
樣
愛
我
們
」
（
羅
五8
）
，
在
此
保
綠
軍
基
督
的
死
亡
是
天
主
的
啟
示
，
藉
著
基
督
的
死
亡

天
主
璁
示
了
她
對
我
們
罪
人
的
愛
。

基
督
的
故
援
工
程
與
其
啟
示
工
程
之
關
阿
拉

-c 



神
學
前
集
＠

一
九
八
二
年
麥

八

同

牧
函
〈
弟
蘭
、
第
後
及
鐸
〉

收
面
布
拉
一
輕
女
不
僅
將
基
督
整
個
的
出
現
親
講
啟
昂
的
事
件
，
而
且
同
時
搗
露
了
啟
示
的
內
容

.. 

上
主
的
恩
寵

「
藉
著
我
們
的
教
主
基
督
耶
穌
的
出
現
，
顯
示
出
來
了
﹔
她
毀
識
了
死
亡
，
藉
著
一
輔
音
彰
顯
了
不
朽
的
生
命
」
（
弟

後
一
9

、
油
）
：
「
天
主
救
眾
人
的
恩
寵
已
經
出
現
」
（
鐸
二
H
）
：
「
我
們
的
救
主
天
主
的
良
善
，
和
她
對
人
的

慈
愛
出
現
」
（
韓
三
4

）
。
上
列
純
文
一
方
面
表
闊
天
主
藉
基
督
啟
示
了
自
己
，
另
一
方
面
也
揭
示
所
啟
示
的
是
一
九

主
自
己
對
人
穎
的
恩
寵
與
慈
愛
。
尤
其
弟
後
一
…
”
，
作
者
將
啟
示
與
死
亡
的
毀
誠
相
連
，
此
亦
暗
示
隨
後
即
將
討
論

的
啟
示
與
勝
利
圖
像
的
關
係1

．
基
督
的
勝
利
是
藉
著
啟
示
。

關

希
伯
來
書
信

希
伯
來
書
信
在
序
言
里
一
開
始
即
橫
重
地
提
到
天
主
藉
基
督
啟
示
自
己
，
而
因
此
希
餌
乎
將
基
督
所
作
的
一
切

鹿
為
天
主
對
我
們
所
說
的
話
.. 

「
天
主
在
古
時
，
曾
多
次
並
以
多
種
方
式
，
藉
著
先
和
對
我
們
的
祖
先
說
過
話
﹔
但

在
這
末
期
內
，
她
藉
著
自
己
的
見
于
對
我
們
說7
話
」
（
希
－
1

、
2

）
。
由
於
本
書
的
序
言
前
述
基
督
的
啟
示
工

程
，
因
此
「
啟
示
」
於
本
書
內
是
一
包
羅
萬
象
的
總
括
概
念
，
書
中
的
基
督
為
「
大
司
祭
」
、
「
盟
約
的
中
保
」
等

概
念
，
都
包
含
在
基
督
啟
示
者
的
概
念
之
內0
天
主
無
論
在
基
督
身
上
作
了
多
少
事
件
，
最
重
要
的
乃
是
「
祂
藉
著

自
己
的
兒
子
」
對
我
們
說
了
話
，
啟
示
了
自
己
。

若
望
福
音
及
書
信

若
望
福
音
及
書
信
，
很
明
顯
地
將
基
督
的
工
程
就
講
啟
示
的
工
程
。
作
者
獨
特
地
採
用
了
「
塾
言
」
名
號
指
稱

（到



耶
穌
，
並
且
在
一
福
音
的
序
言
內
即
慎
重
地
使
用

.. 
「
在
起
初
已
有
墓
言
，
車
言
與
天
主
同
在
，
舉
一
言
就
是
天
主
」
（

一
1
1
5
）
。
作
者
有
意
以
「
墓
言
」
作
為
整
部
一
輔
音
的
序
幕
，
而
以
此
標
明
整
部
一
輔
音
內
所
載
述
的
耶
穌
的
言
行

、
死
亡
與
復
活
都
是
天
主
對
我
們
所
說
的
話
。
況
且
，
不
僅
在
福
音
的
序
言
里
，
也
在
若
宰
一
害
的
序
言
（
一
－

t

2

）
以
及
默
示
錄
里
（
十
九
時
）
稱
基
督
為
「
天
主
的
車
言
」
。
所
以
按
若
望
著
作
，
「
塾
言
」
這
名
號
表
示
基
督

就
是
天
主
的
啟
示
者
。

除
了
「
墓
言
」
的
名
號
，
若
掌
著
作
也
採
用
一
些
一
格
式
以
表
明
基
督
的
主
要
工
程
就
是
世
廿
一
本
工
程
。
倒
如

.. 
「

從
來
沒
有
人
君
見
過
天
主
，
只
有
那
在
父
懷
裹
的
獨
生
者
，
身
為
天
幸
者
，
她
給
我
們
詳
述
了
」
（
若
－

M
）
﹔
「

我
將
你
的
名
，
己
顯
示
給
那
些
你
也
世
冥
中
所
賜
給
我
的
人
」
’
「
我
已
經
將
你
的
名
宜
示
給
他
們
了
」
（
若
十
七

6

、
站
）
﹔
「
我
為
此
而
生
，
我
也
為
此
而
來
到
世
界
上
，
為
結
真
理
作
證
」
（
若
十
八
訂
）
。
上
列
三
種
格
式
已

足
以
詮
朗
對
若
望
～
而
言
，
基
督
的
主
要
工
程
就
是
啟
示
工
程
。

若
望
著
作
另
右
一
位
一
關
鍵
性
的
概
念
，
也
同
樣
表
開
基
督
的
工
程
是
啟
示
工
程
。
如
「
基
督
是
世
界
的
光
」
（

參
閱
若
八
眩
，
九
站
）
﹔
「
基
督
的
恩
賜
是
使
人
認
識
天
主
」
（
參
閱
若
壹
五
詞
）
﹔
「
基
督
本
身
就
是
為
天
主

臨
在
的
地
方
」.. 

「
你
們
要
君
見
天
闊
，
天
主
的
天
使
在
人
子
身
上
，
上
去
下
來
」
（
若
一
位
）
﹔
「
誰
若
認
識
基

語
言
誼
是
認
識
天
主
」
（
參
閱
若
尺
凹
，
十
二
必

t

峙
，
十
四
7
t
u
）
。
此
類
關
鍵
盤
概
念
散
見
於
若
望
著
作
之

中
。

所
以
，
無
論
是
探
究
若
望
著
作
里
基
督
的
名
號
，
或
綜
合
基
督
使
命
的
格
式
或
關
鍵
概
念
，
處
處
可
以
見
到
作

者
的
初
衷
：
基
督
就
是
天
主
的
單
言
，
天
生
的
啟
示
者
。

義
督
的
教
眾
工
程
與
其
啟
示
工
程
之
鵬
一
併

一
九



轉
學
前
集
＠

－
九
八
三
年
審

函

。

的

敬
父
與
神
學
家
們
的
意
見

有
關
教
欠
們
對
於
天
主
藉
基
督
啟
示
自
己
的
訓
誨
，
請
參
閱
口
。
品
穹
的
著
作
＠
九
六
至
九
八
頁
，
作
者
收

集
了
不
少
敬
父
們
將
基
餐
視
罷
甘
廿
一
前
者
的
倒
子
。

中
世
紀
的
科
學
家
阿
柏
拉
（
〉σ
自
己
個
旦
旦
這
︱
已
A
F
N〉
﹒
巳
﹒
）
強
調
啟
示
工
程
與
救
援
工
程
有
內
在
的
聯
繫
m凹

，
墓
多
瑪
斯
（
巴
拉
︱H
M立
〉
－
0
．
。
也
認
為
基
督
來
臨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為
了
啟
示
真
理

.. 

因
著
基
督
啟
示
了
真
理

，
所
以
我
們
得
到
了
罪
赦
﹔
困
苦
基
督
啟
示
了
天
主
，
所
以
我
們
可
達
到
欠
前
＠
。

（甘

綜
合
結
論

L

觀
然
按
第
二
部
分
第
一
節
，
基
督
的
工
程
是
教
授
工
程
，
又
按
本
節
基
督
工
程
的
一
部
分
是
啟
示
工
程
，

研
以
可
以
說
：
基
督
的
救
援
工
程
與
啟
示
工
程
投
非
兩
種
不
同
的
工
程
，
而
啟
示
工
程
也
是
救
援
工
程
的
一
部
分
，

啟
示
與
救
援
二
工
程
間
關
係
密
切
。

么
身
為
世
界
教
主
的
基
督
，
也
是
欠
的
啟
示
者
，
因
為
她
的
一
切
言
行
、
整
個
的
存
在
、
處
處
顯
示
出
矢
。

所
以
「
誰
君
見
了
我
，
就
是
君
見
了
父
」
（
若
十
四
9

）
，
不
但
能
綜
合
基
督
與
欠
的
關
係
及
其
啟
示
工
程
，
而
且

也
能
視
作
救
援
論
的
基
本
原
則
。

孔
聖
經
中
有
些
簡
鍾
的
格
式
表
達
基
督
啟
示
的
內
容
。
比
如
若
望
著
作
中
常
用
的
格
式
.. 

基
督
啟
示
了
欠
的

名
（
見
：
若
十
七
6

、
油
）
﹔
啟
示
了
矢
，
滑
行
示
了
天
主
為
欠
（
見
：
若
十
四
8

、
9

）
。
其
他
新
經
書
信
也
有
此
一
一

徵
姐
的
格
式.. 

基
督
繫
個
的
事
件
啟
示
天
主
的
恩
寵
（
見
宗
廿
別
的
﹔
弟
後
一

9

．
，
蟬
二
日
）
﹔
啟
示
支
主
的
慈
愛
〈



見.. 
鐸
一
一
－
4

）
﹔
啟
示
天
主
的
救
援
（
見.. 
宗
十
三
路
﹔
弗
－m
）
，
啟
示
天
主
的
正
義
（
見
：
羅
三4
）
。
另
外

一
此
一
一
「
福
音
」
的
同
義
字
也
表
明
了
啟
示
的
內
容

.. 
「
生
命
之
言
」
（
見
：
斐
二m
﹔
羅
－
m
：
得
前
二
口
）
﹔
「

和
好
之
言
」
（
見.. 
格
後
五
時
）
。
基
督
啟
示
的
內
容
及
方
法
將
於
下
文
闡
明

c

一
一
、
天
主
藉
基
督
啟
示
自
己
的
愛

基
督
啟
示
天
主
對
充
滿
罪
惡
的
人
的
愛

按
福
音
所
載
「
耶
穌
的
祖
譜
」
可
知
耶
穌
降
生
成
人
時
，
列
入
了
充
滿
罪
惡
的
人
頓
中
，
因
為
耶
穌
的
血
先
有

外
邦
妓
女
（
見
瑪
－
5

）
，
也
有
把
致
人
及
姦
溼
罪
的
達
味
（
見
瑪
－
6

）
。
福
音
如
此
毫
不
隱
諱
地
記
載
，
表
明

耶
穌
典
有
罪
的
人
休
戚
相
關
。

耶
穌
也
透
過
其
教
訓
啟
示
天
主
對
軟
弱
的
陷
於
罪
惡
漩
渦
里
的
人
寬
恕
與
包
容

c

耶
穌
以
亡
羊
、
失
錢
、
浪
子

的
比
喻
（
見.. 
路
加
十
五
章
）
，
也
以
天
主
不
但
梅
爾
給
養
人
也
給
不
義
的
人
（
且

.. 
瑪
五
M
W
I品
）
的
道
理
，
啟

示
7
天
主
對
罪
人
的
愛
。
因
為
耶
穌
知
道
天
父
會
無
條
件
的
寬
恕
我
們
，
所
以
她
才
要
求
我
們
寬
恕
別
人
不
只
七
次

，
而
是
七
十
個
七
次
（
見
瑪
十
八
幻
、
扭
）
。
耶
穌
藉
此
類
的
教
訓
啟
示
了
天
主
對
罪
人
深
厚
的
嘴
寰
。

耶
穌
不
但
透
過
三
丘
，
也
透
過
「
行
」
啟
示
天
主
對
界
人
的
愛
。
她
與
罪
人
來
往
.. 
夜
宿
說
吏
恆
凱
的
家
（

見.. 
路
十
九
－
t
m
）
﹔
赦
免
了
癱
子
的
罪
（
見.. 
谷
一
－II

口
）
﹔
憐
憫
寬
恕
悔
改
的
罪
為
（
見
.. 
路
七
描
I
U

）
和
淫
婦
（
見.. 
若
八
I
I

叩
）
等
等
。
此
種
憐
恤
罪
人
的
親
密
舉
丘
，
同
樣
啟
示
了
天
主
樺
費
罪
人
，
因
為
誰
君

見
了
她
就
是
清
見
了
欠
。

（寸

基
督
的
救
竣
工
程
與
其
啟
示
工
程
之
詞
語

四



科
學
論
集
＠

一
九
八
二
年
春

問

按
照
墓
棍
，
耶
穌
不
僅
透
過
「
言
」
、
「
行
」
，
也
在
其
「
死
亡
」
與
「
復
活
」
之
中
啟
示
了
天
主
永
無
反
悔

地
憐
愛
罪
人
。
耶
穌
的
死
亡
是
許
多
人
罪
行
的
接
采
t

羅
馬
總
督
比
拉
多
明
知
耶
穌
無
罪
，
仍
然
關
意
迎
合
蓮
眾
，

不
顧
正
義
商
定
耶
穌
的
死
罪
（
見
.. 

谷
十
五
臼
﹔
瑪
廿
七
m
t
圳
的
）
：
猶
太
人
因
嫉
妒
拒
絕
了
基
督
（
見

.. 

瑪
廿
七

旭
）
﹔
因
政
治
芳
面
的
孩
指
手
腕
決
議
殺
害
她
（
見.. 

若
十
－
C
）
﹔
猶
達
斯
出
賣
耶
穌
﹔
伯
多
蘇
三
次
背
主
〈
見

.. 

谷
十
四
m
w
t花
）
﹔
門
徒
們
四
處
逃
散
（
見
谷
十
四
訂
）it

－
－
．
。
所
以
耶
穌
的
死
亡
確
實
是
不
少
人
的
罪
行
的

後
果
。
雖
然
如
此
，
耶
穌
仍
然
「
受
傳
罵
，
均
不
、
韓
罵
﹔
受
虐
待
，
均
不
報
復
」
（
伯
前
三
詞
）
。
所
以
壟
奢
見
寸

受
苦
受
難
的
基
督
而
著
見
了
矢
，
他
將
明
白
天
空
並
不
因
人
們
的
罪
惡
而
離
棄
了
充
滿
罪
惡
的
人
頭

α

耶
穌
不
僅
在

受
苦
受
擇
時
不
報
復
，
甚
且
在
復
活
之
後
還
主
動
地
與
那
些
離
棄
、
否
認
她
的
鬥
徒
們
會
悟
。
祂
向
門
徒
們
祝
福

.. 

「
願
你
們
平
安
」
（
若
二
十
甜
）
，
並
派
遺
門
徒
「
因
馳
的
名
向
萬
邦
宣
講
悔
改
，
以
得
罪
赦
」
（
路
廿
四
訂
﹔
另

參
：
宗
五
缸
）
。
如
果
誰
看
見
了
復
活
的
耶
穌
而
清
見
了
欠
，
便
將
體
驗
到
父
對
罪
人
深
厚
的
眷
寰
。
總
之
，
當
我

們
將
耶
穌
的
受
難
、
死
亡
與
復
活
合
併
觀
之
，
並
且
按
若
十
四
9
〔
誰
看
見
了
我
就
看
見
了
父
）
將
基
督
的
一
切
視

為
天
主
的
啟
示
，
則
將
發
現
出
於
人
的
罪
行
所
追
成
的
耶
穌
的
死
亡
，
以
及
天
主
使
基
督
復
活
的
事
件
之
中
，
天
主

啟
示
了
她
對
罪
人
的
寬
恕
輿
眷
愛
。

綜
觀
以
上
所
述
，
乍
看
之
下
，
位
乎
是
減
低
了
罪
惡
的
嚴
重
性
，
甚
至
可
能
導
致
犯
罪
也
無
所
謂
的
不
良
後
果

。
但
若
詳
加
探
究
，
則
發
現
此
乃
偏
失
之
見
，
因
為
：
一
則
，
天
主
只
提
供
（
。
同
伯
各
罪
赦
而
不
強
迫
人
去
接
受

此
罪
赦
﹔
況
且
還
要
求
人
的
悔
改
（
參
閱
.. 

宗
五
缸
：
路
廿
四
訂
）
，
倒
如
伯
多
祿
三
次
背
主
，
也
三
次
宜
誓
愛
主

（
見.. 

若
廿
一
臼
I

口
）
﹔
二
則
，
得
到
罪
赦
的
樣
件
是
寬
恕
別
人
的
罪
過
（
參
閱

.. 

天
主
體
及
瑪
十
八m
t
品
）

，
這
是
十
分
難
以
實
臨
的
﹔
三
則
，
罪
罰
並
不
是
外
加
的
懲
罰
，
罪
本
身
自
然
發
出
其
懲
罰
，
人
悔
改
之
後
仍
常
因



罪
受
苦
。
所
以
上
述
並
不
減
低
罪
惡
的
嚴
重
性
。

口

基
督
啟
示
天
主
對
受
苦
並
導
向
死
亡
的
人
的
愛

耶
穌
阱
身
於
人
額
的
行
列
（
見
.. 
若
－
I
I
M
）
，
取
了
與
人
一
樣
的
血
肉
（
見
希
二H
I
臼
）
，
所
以
耶
穌

與
受
苦
設
導
向
死
亡
的
人
類
休
戚
相
關
。
耶
穌
誼
活
會
堂
長
雅
依
浴
的
女
見
（
參
閱

.. 
谷
五
位
t
M
W）
及
復
活
拉
區

祿
（
參
閱
十
一
I
i
m
）
兩
段
記
載
棋
生
動
地
表
露
其
與
人
同
甘
共
苦
的
心
情
。
雖
然
耶
穌
知
道
死
亡
的
定
律
，
知

道
人
常
常
受
苦
，
仍
然
宣
講
天
主
是
愛
人
的
天
主
，
是
活
人
的
天
主
（
參
閱.. 
谷
十
二
M
I
訂
）
。
如
此
耶
穌
藉
著

宣
講
啟
示
了
天
主
對
受
苦
必
死
的
人
的
費
。

耶
穌
苦
難
本
身
也
顯
示
痛
苦
與
死
亡
並
非
天
主
離
棄
人
的
表
現
，
因
按
聖
經
許
多
經
女
，
基
督
是
無
罪
的
（
參

閱.. 
若
八
峙
，
十
四
叩
﹔
格
接
五
剖
﹔
希
四
曰
，
七
蹈
，
七
品
，
九
叫
：
伯
前
三
位
﹔
若
壹
三
5
）
，
但
她
仍
然
遭

受
了
失
敗
及
死
亡
c

一
在
一
右
見
了
祂
一
面
無
罪
，
一
一
即
又
受
苦
，
而
又
相
信
一
看
見
了
祂
就
是
看
見
了
欠
，
則
將
明
白
痛

苦
與
死
亡
確
實
不
景
天
生
離
棄
人
的
表
現
。
所
以
基
督
的
痛
苦
與
死
亡
顯
示

.. 
天
生
的
愛
與
人
的
痛
苦
與
死
亡
共
存
。

天
主
聶
蔣
茲
哼
，
的
故
話
，
再
次
地
表
示
她
對
必
死
的
人
的
覽
。
因
為
復
活
本
身
是
天
主
的
啟
示
，
啟
示
她
是
給

予
生
命
、
永
生
、
肉
身
復
活
的
根
本
泉
路
c

基
督
的
死
亡
與
復
活
本
是
同
一
事
件
的
兩
面
，
都
同
樣
顯
示
天
主
的
愛

與
我
們
的
死
亡
共
存
，
而
耶
穌
的
復
活
顯
示
死
亡
並
不
置
人
於
黑
暗
的
深
淵
里
，
而
是
使
人
落
在
生
活
的
天
吏
的
手

中
。
所
以
基
督
的
死
亡
與
議
活
是
天
主
憐
愛
受
苦
並
導
向
死
亡
的
人
的
滑
行
示
。

上
述
「
耶
穌
的
復
活
顯
示
人
死
亡
時
有
並
不
是
落
入
黑
暗
的
深
淵
翼
f

而
是
落
在
生
活
的
天
主
的
手
中
」
，
也

許
會
引
發
下
列
的
問
題
﹔
其
督
是
無
罪
的
，
即
使
在
極
大
的
痛
苦
中
也
完
全
信
賴
天
主
﹔
而
我
們
均
是
看
莽
的
，
痛

益
督
的
救
援
工
程
與
其
於
一
本
工
程
之
間
啊

R
m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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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問

苦
往
往
使
我
們
遠
離
天
主
，
所
以
白
無
罪
的
基
督
的
復
活
並
不
可
能
結
論
天
主
也
使
我
們
罪
人
們
誼
活
。
這
確
責
是

我
們
軟
輯
和
布
罪
的
人
不
得
不
追
究
的
一
個
問
題
，
但
這
問
題
仍
然
不
能
反
駁
上
述
的
主
張
，
因
為
一
則
：
宗
徒
們

自
耶
穌
的
觀
活
也
推
論
至
我
們
的
復
活
，
以
基
督
的
復
活
作
為
我
們
復
活
的
憑
證
（
見

.. 
格
前
十
五
章
男
參.. 
宗
廿

一
一
－
6

﹔
谷
十
二
訂
）
﹔
二
則
，
基
督
與
門
徒
們
的
關
係
非
常
親
密
，
因
此
她
說
：
「
我
在
哪
里
，
我
的
僕
人
也
要
在

哪
里
」
（
若
十
二
品
）
，
如
果
基
督
所
說
的
話
屬
實
，
基
贅
自
己
落
在
天
父
手
中
，
您
麼
可
能
將
我
們
遺
棄
於
黑
暗

的
深
淵
襄
呢
？
﹒
前
以
「
我
們
藉
著
問
她
相
蝕
的
死
亡
，
已
與
她
結
合
，
也
要
藉
著
同
她
相
似
的
復
活
而
與
她
結
合
」

（
羅
六5
）
，
茲
脅
的
復
活
是
我
們
復
活
的
憑
證
﹒
乙
二
則
，
按
本
節
二
叫
所
述
基
督
的
死
亡
與
種
活
固
定
天
主
棋
愛
罪

人
的
表
現
，
耶
穌
的
死
亡
與
復
活
此
同
一
的
事
件
，
一
一
間
表
示
天
主
對
罪
人
的
壁
，
另
一
一
間
也
表
示
天
主
對
導
向
死

亡
的
人
的
覽
。
所N助
依
據
上
列
分
析
可
說.. 
基
督
的
死
亡
與
權
活
啟
示
了
天
主
對
必
死
的
人
的
囊
，
死
亡
並
不
使
人

導
入
毀
滅
，
而
是
進
入
生
命
之
門
。

（三司

基
督
啟
示
天
主
自
我
給
亭
的
愛

天
主
藉
著
基
督
啟
示
了
她
的
自
我
給
子
，
自
我
過
傳
的
愛
。
按
對
觀
福
音
，
天
主
藉
基
督
啟
示
她
願
枚
納
所
有

的
人
到
末
世
天
關
衷
分
享
她
的
生
命
.. 
「
我
對
你
們
說
：
將
有
許
多
人
從
東
方
和
西
方
來
，
同
亞
巴
郎
、
依
撤
格
和

雅
各
伯
在
天
園
里
一
起
坐
席
」
（
瑪
八
日
）
﹔
「
我
父
所
祝
福
的
，
你
們
來
罷
！
承
受
自
創
世
以
來
，
給
你
們
預
備

好
的
國
度
罷
！
」
（
瑪
廿
五
祖
﹔
另
參.. 
瑪
廿
二
－
I
M
峙
，
廿
五M
W）
。

保
祿
在
不
少
種
文
宙
間
以
「
天
主
將
舉
神
賞
賜
給
我
們
」
的
格
式
表
達
天
主
自
我
給
予
，
自
我
過
傳
的
變

.. 
「
天

主
的
變
，
藉
著
所
賜
與
我
們
的
塾
神
，
已
傾
注
在
我
們
心
中
了
」
（
羅
五

5

）
﹔
「
你
們
的
身
體
是
單
神
的
宮
毆
，



這
學
神
是
你
們
白
天
主
而
得
的
」
（
格
前
六
凹
﹔
另
參.. 

羅
八
9
、
日
、
臼
、
n
﹔
格
前
二
口
三
一
一
時
﹔
格
後
一
一
－
3

，
主5

，
六
泊
﹔
哥
三
石
、5
、
四
6

．
，
得
前
四8
）
。
牧
區
與
希
伯
來
書
信
也
以
同
樣
的
格
式
表
達
天
主
自
我
給

予
的
愛.. 

「
信
賴
那
住
在
我
們
內
的
單
神
」
（
弟
後
一
－
M
﹔
另
參.. 

鐸
三
5

．
，
希
六4
）

若
望
著
作
以
「
基
督
住
在
我
們
內
」
、
「
天
主
住
在
我
們
內
」
、
「
父
和
子
來
住
在
我
們
內
」
’
及
「
把
學
神

賞
給
我
們
」
等
格
式
，
表
明
天
主
自
我
給
予
的
愛
.. 

「
誰
吃
我
的
肉
，
並
喝
我
的
血
，
使
住
在
我
內
，
我
也
住
在
他

內
」
（
若
六
時
﹔
另
參
十
四
剖
，
十
五5

，
十
七
茄
）
﹔
「
那
遵
守
柚
命
令
的
，
就
住
在
她
內
，
天
主
也
住
在
這
人

內
」
（
若
萱
三
圳
的
﹔
另
參
.. 

四
口
、
泊
、
日
）
﹔
「
誰
愛
我
，
必
遵
守
我
的
話
，
我
父
也
必
贊
他
，
我
們
要
到
他
那

里
去
，
並
要
在
他
那
里
作
我
們
的
住
所
」
（
若
十
四
話
）
﹔
「
我
也
要
求
矢
，
她
必
會
賜
給
你
們
另
一
位
護
慰
者
，

使
她
永
遠
與
你
們
同
在
」
（
若
十
四
時
，
，
若
壹
三
缸
，
四
時
）
。

其
他
新
經
著
作
、
也
以
類
似
的
格
式
表
達
天
主
自
我
給
子
的
愛
.. 

「
基
督
藉
著
自
己
的
先
榮
和
德
能
，
將
最
大

和
寶
貴
的
恩
許
賞
拾
了
我
們
，
使
你
們
藉
著
這
些
一
恩
許
，

...... 

戚
髓
，
有
分
於
天
主
性
體
的
人
」
（
伯
後
一
4
﹔
另
參

.. 

伯
前
五
”.. 

默
廿
一
1
1
4
）
。

教
失
和
一
神
學
家
們
大
都
主
張
.. 

哭
主
主
要
的
恩
寵
，
並
非
是
與
天
主
有
別
的
恩
典
﹔
而
是
天
主
的
生
命
，
天
生

的
戳
在
，
亦
即
天
主
的
自
我
給
予
，
自
我
還
傳
。

三
、
綜
合
結
論

卜）

綜

A』
位2

基
督
仿
教
授
工
程
是J其
啟
示
工
程
之
闕
係

們
崗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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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第
二
部
分
第
二
節
所
述
，
基
督
的
工
程
是
救
援
工
程
，
而
按
本
節
所
述
啟
示
工
程
是
基
督
工
程
的
一
部

分
，
所
啟
示
的
是
矢
，
是
欠
的
變
。
飯
然
啟
示
欠
的
愛
看
救
恩
意
義
，
所
以
基
督
的
啟
示
工
程
有
救
恩
意
義
，
而
啟

示
工
程
也
成
為
基
督
救
援
工
程
的
一
部
分
。

9
的
基
督
啟
示
工
程
的
內
容
是.. 
啟
示
天
主
為
父
﹔
啟
示
欠
的
名
﹔
啟
示
天
主
對
罪
人
，
對
受
苦
必
死
的
人
的

愛
﹔
啟
示
天
主
自
我
給
予
的
寰
。

口

結

論

因
為
基
督
所
啟
示
的
是
天
欠
的
變
，
是
天
欠
對
罪
人
及
受
苦
並
導
向
死
亡
的
人
的
愛
，
所
以
基
督
為
我
們
帶
來

敘
恩
審
訊
。
再
者
，
按
引
論
第
二
章
所
述
，
人
尋
找
救
恩
時
是
尋
找
一
個
保
證
！
！
保
證
人
能
得
到
超
越
死
亡
的
生

命
﹔
保
證
人
生
有
意
義
。
而
基
督
的
喜
訊
就
是
這
種
保
誼
，
所
以
基
督
為
我
們
所
帶
來
的
也
就
是
我
們
所
找
尋
所
鴻

求
的
救
患
。

臼

附

註

L
上
述
綜
合
與
結
論
有
助
於
了
解
霎
盤
中
某
些
救
援
圖
像
如
「
道
路
」
圖
像
！l

「
藉
著
基
督
得
以
遲
到
父

前
」
。
因
為
基
督
顯
示
矢
，
顯
示
欠
的
雯
，
顯
示
欠
對
人
類
慈
愛
的
計
畫
，
所
以
藉
著
基
督
我
們
得
以
進
入
欠
前
（

參
閱
：
弗
二
M
﹔
希
十
也
﹔
伯
前
三
油
）
。
同
理
也
有
助
於
了
解
下
列
教
援
圖
像.. 

「
基
督
是
我
們
走
向
父
的
道
路

」
（
參
閱.. 
若
十
四
6

）
，
「
基
督
是
我
們
的
中
保
」
（
參
閱
.. 
弟
懿
二
5

）
。

q
L
究
竟
可
否
以
「
基
督
啟
示
父
」
以
解
釋
墓
盤
中
的
其
他
救
援
圖
像
，
如
「
勝
利
」
、
「
盟
約
」
、
「
贖
價



」
, 

「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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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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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明

白

…

m m 

依
m

… 

叫
可
敬
的
弟
兄
們
！
我
問
候
並
祝
騙
你
們
。
．
叫

叭
使
我
們
像
弟
兄
般
團
結
一
起
的
基
督
的
愛
，
以
及
我
身
為
普
泣
歡
會
最
高
牧
人
所
罵
負
的
嚴
重
責
任
，
催
促
我
向
你
們
﹒
親
仙

一
心
愛
的
主
教
弟
兄
們
，
分
擔
我
對
在
中
國
的
教
會
的
關
切
。
大
家
都
知
道
教
會
在
中
國
的
近
視
，
我
也
確
切
知
道
你
們
各
位
不
斷
地
盼

叫
向
天
女
和
我
主
耶
穌
基
督

i
l

人
援
的
著
枚
，
為
那
偉
大
國
家
的
兄
弟
姊
妹
作
熱
切
的
新
擒
。
因
此
，
在
世
界
不
少
的
夫
主
教
會
神

咖
程
，
提
倡
為
中
國
祈
禱
，
他
們
是
受
到
基
督
奧
體
所
有
肢
體
應
該
向
甘
共
苦
、
彼
此
簡
結
一
致
形
間
手
足
的
精
神
所
鼓
勵
〈
格
前

m

u
十
二
位
i
m叫
）
。

叫
我
的
這
一
封
信
，
是
因
為
我
向
全
能
的
天
主
不
斷
地
育
所
愛
的
要
多
子
民
的
呼
求
，
並
且
想
經
由
你
們
，
邀
主
義
…

聊
天
主
教
教
友
為
他
們
祈
路
。
故
們
深
信
主
是
必
於
她
的
一
百
語
的
，
她
曾
說
：
「
你
們
求
，
就
會
得
到
﹔
你
們
找
，
說
能
拉
到
﹔
你
趴

岫
們
敵
門
，
就
會
給
你
們
閱
聲
」
〈
瑪
七

7

〉
。
的
確
，
當
一
個
團
體
極
，
無
法
藉
正
常
的
方
法
保
持
彼
此
的
連
甜
暫
時
，
我
們
常
看
伽

叫
祈
禱
的
功
能
，
因
雲
們
中
的
車
輛
的
行
動
，
祈
禱
使
希
望
的
火
苗
保
持
首
頁
。
「
墅
里
扶
助
我
們
的
軟
弱

1

聖
保
祿
叫

m
設
I

︱
﹒
因
為
我
們
不
知
道
應
該
如
何
祈
求
才
對
，
而
塾
神
部
親
自
以
無
可
昔
日
喻
的
歎
息
，
代
我
們
轉
求
」
（
羅
八
路
）
心

m

m

因
此
，
我
要
求
你
們
新
禱
，
我
要
求
你
們
在
夫
主
聖
神
此
，
與
生
活
在
中
圓
的
天
主
教
會
的
子
女
遠
合
在
一
起
，
數

γ
年
來
叫

恥
，
我
們
與
他
們
已
很
少
布
可
見
的
關
係

o

經
由
新
禱
，
他
們
雖
然
和
我
們
沒
有
任
何
外
在
的
講
過
，
河
是
他
們
姆
存
留
在
華
脅
教
叫

叫
會
的
心
中
。
死
且

r

刷
版
能
從
天
主
的
仁
慈
，
求
得
恩
寵
、
光
明
和
精
神
的
初
且
押
了
位
在
中
圓
的
教
會
，
能
與
耶
穌
基
督
的
一
至
一
軒

的
、
至
墓
、
至
公
、
從
宗
徒
傳
于
來
的
」
教
會
，
有
可
見
的
閻
緝
。
（
下
文
轉
至
七

0
頁
）
助

教
L
O不
關
切
中
國
教
會

發
表
函
件
向
中
國
人
賀
新
年

妥
求
全
世
教
友
為
中
圓
祈
禱



梵
二

以
後
的
基
督
論

E
D
n
z
ω
n
g
皂
白
皂
白

g
N
m

若

郭
文
卿
譯

雖
然
梵
二
大
公
會
議
係
以
天
主
教
的
現
代
化
駕
目
標
，
但
它
最
關
切
的
賓
乃
「
教
會
論
」
問
題
。
它
所
頒
佈
的

各
項
文
件
，
不
但
論
及
教
會
，
同
時
也
論
及
教
會
的
主
教
、
司
鐸
、
教
友
、
禮
儀
、
傳
斂
，
與
其
他
基
督
徒
團
體
及

與
非
基
督
徒
團
體
之
間
的
關
係
等
。
但
是
梵
二
，
技
未
頒
佈
有
關
基
督
論
的
任
何
憲
章
，
基
督
論
也
不
是
梵
二
神
學
辯

論
的
焦
點
。
梵
二
神
學
辯
論
的
焦
點
是
教
會
論
，
不
是
基
督
論
。
不
過
基
督
論
的
問
題
確
然
在
大
家
腦
海
中
，
它
僅

僅
是
作
為
教
會
論
的
先
設
或
後
果
，
隱
而
不
現
爾
巴
。

梵
二
以
後
的
十
年
中
，
討
論
耶
穌
的
神
學
書
籍
有
如
雨
後
春
筍
。
這
些
書
籍
都
是
第
一
流
的
學
術
著
作
。
這
頓

書
籍
在
坊
間
雖
然
君
來
已
多
得
供
過
於
求
，
但
其
出
版
仍
然
有
增
無
已
。
它
們
的
研
究
顯
然
是
有
關
基
督
論
的
，
但

嗔
牽
涉
之
廣
業
已
遠
超
過
基
督
論
的
範
圈
，
而
把
基
督
論
和
神
學
方
法
，
基
督
徒
信
仰
的
性
質
，
靈
修
學
，
以
及
教

會
信
仰
耶
穌
為
華
督
之
與
當
代
社
會
、
政
治
環
境
的
關
係
等
種
種
不
同
的
問
題
遠
在
一
起
。

不
幸
地
，
這
些
一
者
關
基
督
論
的
研
究
，
其
意
義
已
被
大
眾
讀
物
的
報
紙
所
誤
解
，
甚
至
被
曲
解
。
倒
如
，
「
時

t
L
社
社
誌
把
有
關
「
基
督
論
與P
E
－
－o
E
R
E

」
的
學
論
結
合
報
導
如
下.. 

「
和
其
他
的
現
代
天
主
教
神
學
家
及

更
正
教
（
基
督
教
）
徒
一
樣
，ω
n
E
E
Z
R
E

強
調
耶
穌
的
人
性
有
甚
於
耶
穌
的
神
佳
，
以
便
信
友
們
更
容
易
與

救
世
主
認
間
，
更
容
易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與
救
世
主
發
生
關
係
」
＠
。
然
發
「
時
代
」
雜
誌
叉
把
這
種
新
的
基
督
論
立

場
和
梵
三
大
公
議
的
立
場
作
一
比
較
﹔
梵
二
的
立
場
是
盡
力
強
調
「
相
信
耶
穌
是
真
天
主
亦
真
人
，
如
何
有
助
於
教

會
的
合
一
」
屁
巴υ
從
「
時
代
」
雜
誌
霜
來
，
學
論
的
焦
點
是
耶
穌
究
竟
是
不
是
一
研

c

「
時
代
」
雜
誌
辯
稱
，
或
代
進

心R
A二
以
後
的
甘E
b
u論

四
九



神
學
論
樂
＠

一
九
八
二
年
春

五

。

步
的
神
學
家
雖
然
不
否
認
基
督
的
神
性
，
均
確
實
貶
抑
了
耶
穌
的
神
性
，
而
羅
馬
則
盡
力
第
傳
統
的
信
理
辯
護
。

這
種
普
遍
的
錯
誤
觀
念
，
也
存
在
於
對
現
代
基
督
論
的
批
評
里
。
』
伺
街
口
的
色
。
押
在
其
所
著
「

Q
Z
S
n

。
皂
，

B
E
E

－
∞
Q
E

已
。
但O
D
O

白
白
色
早
已
。
巴g
o
o

－m
峙
。
兮
日
藍
色
。
m
z
m」
＠
一
書
里
難
稱
，
大
部
份
現
代
的

基
實
論
都
捨
棄
加
采
東
大
公
會
議
的
決
議
，
因
而
都
是
異
端

c

可
是
在
當
前
的
學
論
里
，
關
鍵
性
的
問
題
不
是
對
加

采
束
的
決
議
應
如
何
解
釋
，
或
應
不
應
接
受
此
決
議
﹔
而
是
神
學
方
法
論
上
所
牽
涉
間
矗
立
復
雜
性
。
把
當
前
的
學

論
視
作
對
基
督
神
性
的
肯
定
或
否
定
，
或
視
之
僑
對
加
采
東
決
議
案
之
接
受
或
不
接
受
，
都
是
對
當
前
基
督
論
的
誤

解
。
當
前
基
督
論
的
問
題
是
盤
旋
在
神
學
的
出
發
點
，
神
學
釋
醒
龍
的
範
疇
，
以
及
社
會
習
慣
與
神
學
理
論
之
間
的
﹒

闢
係
上
，
而
不
是
盤
旋
在
對
加
未
東
決
議
案
之
如
何
解
釋
上
。

講
盡
興
這
一
點
，
我
要
簡
述
一
－
F
碰
頭
個
潮
流
，
或
從
方
法
上
解
決
基
督
論
問
題
之
幾
據
途
徑
。
目
前
並
無
獨
佔

性
的
現
代
基
督
論
，
只
有
方
法
上
的
多
元
論
。
這
種
神
學
方
法
的
多
元
論
，
產
生
了
不
同
的
基
督
論
概
念
。
其
次
，

從
各
種
的
神
學
方
法
論
里
，
可
以
看
出
梵
二
以
前
和
梵
二
以
後
的
基
督
論
領
域
，
有
了
改
變
。
這
種
改
變
又
使
得
加
未

東
的
地
位
發
生
改
變
。
加
采
束
的
信
條
並
未
被
否
定
，
但
加
采
束
的
地
位
改
變
了
。
它
變
成
神
學
反
省
的
終
點
而
非

起
點
。
因
為
現
代
基
督
論
的
神
學
方
法
，
係
以
分
析
新
的
時
代
對
於
耶
穌
的
信
仰
、
及
省
察
現
代
基
督
徒
信
仰
經
驗

與
生
活
經
驗
鴛
起
點
。

當
前
的
各
種
潮
流

一
般
地
說
，
現
代
的
基
督
論
是
以
神
學
方
法
的
多
元
主
義
為
特
性
。
這
是
天
主
教
辦
學
前
所
未
聞
的
事
。
基
督

論
不
能
被
縮
小
為
一
個
單
一
的
問
題
，
也
不
能
用
單
一
的
神
哲
學
方
法
來
處
理
。
這
種
多
元
主
義
乃
是
一
種
根
本
的



改
變
。
因
為
在
梵
二
以
前
，
各
家
的
論
點
、
問
題
、
爭
執
的
焦
點
，
以
及
基
督
論
的
方
法
等
，
實
際
上
彼
此
相
同
。

大
多
數
的
教
科
書
，
其
哲
學
的
先
設
都
是
新
多
瑪
斯
哲
學
。
學
飼
來
說
，
在
一
九
五

0
年
代
，
有
些
一
神
學
院
放
棄
了

業
已
使
用
達
半
世
記
之
久
的
？
→
S
A
C
叩
門
即
可
所
著
吉
苦
。3g
斗
宮
。
目
。
但
曲
。
u
o
m
B
m
H
Z
m
o

」
而
改
用
號
稱

「
西
班
牙
耶
穌
會
士
」
＠
的
現
代
課
本
。
這
兩
種
拉
丁
文
範
本
雖
然
寫
作
年
代
相
差
半
個
世
耙
，
但
在
方
法
上
、
哲

學
上
、
以
及
結
構
上
幾
無
差
別
。
「
西
班
牙
耶
穌
會
士
」
本
比
較
價
廉
（
還
是
改
用
此
書
的
主
要
原
因
）
，
並
附
有

較
多
的
近
代
參
考
書
目
，
雖
然
這
些
參
考
書
對
於
課
本
本
身
毫
無
影
響
。
此
種
劃
一
性
使
得
基
忽

F論
的
一
致
性
和
安

全
感
有
所
根
接
。

如
果
說
以
前
的
基
督
說
在
哲
學
的
先
設
上
、
極
為
借
重
新
多
瑪
斯
哲
學
，
現
代
的
基
督
論
在
方
法
上
的
首
先
立

異
之
處
，
則
噶
倫
賴
德
國
觀
念
論
（
C
R
B
B
E
g

－z
5

）
。
其
所
以
要
作
此
改
變
之
最
大
原
因
，
是
設
法
挺
起
驗

哲
學
（
斗
門S
R
O
D

母
旦
旦
叮
叮
一
－o
m
o℃
叮
叮
）
和
存
在
哲
學
的
觀
點
，
而
不
從
多
瑪
斯
註
釋
者
的
觀
點
、
來
重
新
了
解

多
瑞
斯
。
卡
爾
拉
內
的
基
督
論
就
是
以
德
國
哲
學
傳
統
的
觀
念
論
為
門
路
的
出
色
倒
子
。
他
的
新
著
「
基
督
徒
信
仰

的
基
聽
」
（2
臣
也
自
立
o
g
o
h
n
穹
z
t
m
n
r
－5
）
＠
里
，
其
運
用
起
驗
的
方
法
可
謂
達
於
極
致
。
他
的
方
法
在

步
驟
上
可
以
說
是
乾
淨
俐
落
。
他
首
先
用
超
臟
的
分
析
（
即
對
於
人
的
主
體
性
之
先
驗
結
構
所
作
的
分
析
）
顯
示
人

需
要
一
絕
對
的
救
世
主
。
然
後
從
歷
史
中
發
現
絕
對
救
世
主
這
一
觀
念
與
納
恆
肋
耶
穌
的
歷
史
性
事
件
之
間
右
一
關

聯
。
耶
穌
就
是
人
頓
所
盼
望
，
而
今
顯
現
於
歷
史
上
的
那
一
位
。
這
個
方
法
係
把
人
的
經
驗
與
希
草
和
耶
穌
的
歷
史

性
事
件
連
結
在
一
起
。
可
是
，
這
個
方
法
是
超
驗
的
，
而
不
是
歷
史
的
方
法
。
因
噶
它
不
以
耶
穌
的
生
活
、
牧
職
、

及
死
亡
為
出
聲
點
，
而
是
把
耶
穌
的
生
活
、
牧
磯
、
及
死
亡
作
講
人
類
對
絕
對
的
救
世
主
之
揭
宴
，
在
人
頭
歷
史
上

的
實
現
。

梵
二
叫
“
後
的
起
督
論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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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者
也
芯
門
開
向
自
由
M
M
R騎
著
「
』g
g

苦
。
白
『
呵
呵
缸
片
」
＠
較
為
重
視
歷
史
事
實
，
他
的
路
徑
也
是
受
德
國
觀

念
論
所
啟
發
。
阿
拉
胡
也
叩
門
設
法
在
超
驗
的
哲
學
分
析
與
展
史
的
批
判
方
法
之
間
，
去
發
現
一
條
中
間
路
線
。
這
條
路

線
他
在
十
九
世
紀
天
主
教
吋S
E
m
R
學
派
所
首
倡
的
對
歷
史
的
思
辨
性
看
法
官ZE
E
丘
吉

g
R

呵
。
泣
。
自
且

古
巴
。
呵
呵
）
里
找
到
了
。
歷
史
上
的
耶
縣
乃
從
天
主
教
歷
史
的
發
展
襄
去
看
，
並
要
看
出
她
對
整
個
歷
史
具
有
何
種

意
義
。出

自
個
口
Z
S
H
H

切
記
岳
2

個
『
所
著
「
巴
斯
卦
的
奧
蹟
」
（
豈
可
咒
罵
戶
口

S
M
M
S
n
w丘
。
〉
＠
也
是
受
德
國
觀
念

論
的
啟
發
。
這
本
重
要
但
未
被
翻
譯
的
基
督
論
，
回
到
自
我
空
虛
的
基
督
論
（
只
宮
。
哥
們
穹
莒
色
。
”
已
傳
統
。

它
強
調
在
單
三
內
天
主
，
有
自
我
空
處
的
自
由
，
並
以
耶
穌
的
被
釘
為
此
種
自
由
之
最
高
發
揮
。
作
者
用
概
括
的
筆
法

把
超
驗
的
人
性
論
視
作
聶
斯
托
利
思
想
，
視
他
自
己
的
立
場
與
濟
利
蘇
（
D
、
立
】
）
的
立
場
相
同
。
可
是
前
者
是
以

人
性
立
自
我
超
昇
結
構
為
出
發
點
﹔
而
他
的
基
督
論
則
以
天
主
自
由
地
空
虛
自
己
為
出
發
點
，
這
是
一
種
俯
韓
的
愛

，
使
人
的
自
我
起
昇
蜻
神
成
為
不
必
要
的
。

M
N自V
P
叩
門
﹒
民
但
岳
母
和
司
O
H
M
切
也
岳
g
R

三
人
的
作
晶
都
是
德
國
觀
念
論
傳
統
的
產
物
。
他
們
都
以
自
由
為

基
督
論
的
中
心
觀
念
。
－N
皂
白
白
描
述
天
主
的
恩
寵
係
自
由
的
恩
賜
，
以
及
此
恩
寵
之
被
耶
穌
自
由
接
受
，
係
作
為

降
生
奧
跡
的
核
心
。
神
的
自
由
典
人
的
自
由
係
彼
此
相
關
聯
蒼
的
。
間
內
自
由
自

M
R

肆
搏
，
自
由
需
要
一
個
基
礎
，
在
耶

穌
身
上
所
顯
示
的
自
由
，
不
僅
與
歷
史
的
曖
昧
及
不
可
理
解
成
為
對
比
，
而
且
使
一
切
人
住
自
由
及
歷
史
使
自
由
有

所
根
攏
。
〈
。
白
白
色
岳
扭
曲
月
以
「
服
從
」
為
焦
點
，
因
此
他
的
基
替
論
被
稱
為
「
對
基
督
之
兒
女
般
服
從
的
解
說

」
＠
。第

二
種
傑
出
的
基
督
論
方
法
，
在
政
治
神
學
及
解
放
神
學
＠
內
報
為
明
顯
。
雖
然
這
一
派
的
代
表
們
自
認
為
係



與
思
辨
性
及
觀
念
論
神
學
站
在
對
立
的
立
場
，
事
實
上
他
們
受
惠
於
德
闡
辦
學
，
尤
其
是
卡
爾
拉
內
神
學
之
處
甚
多

。
這
一
小
但
是
因
露
這
一
派
的
代
表
們
很
多
曾
經
在
德
國
求
學
（
倒
如
切
。
民

ω
Z
Z
E。
﹒
〉g
a
m
s

－
豈
可S
R
E
等

都
是
）
，
也
是
因
為
他
們
把
卡
爾
拉
內
的
神
學
做
成
邏
輯
的
結
論
。
卡
爾
拉
內
強
調
自
由
乃
是
人
的
生
命
及
歷
史
的

超
驗
狀
態
。
這
一
派
人
則
把
這
個
主
張
翻
譯
成
具
體
的
政
治
和
社
會
行
動
。
他
們
今
天
重
演
了
十
九
世
紀
時
從
黑
格

爾
演
變
到
其
左
翼
學
生
的
運
動
。

』
。
口ω
。
σ
『
戶
口
。
所
著
「
十
字
路
口
的
基
督
」
（

2
門
E
R
F

叩
凸
門
。
扭
曲
片
。
且
也
＠
及
Z
o
s
a

。
切
。
剛
剛
所

著
「
解
放
者
耶
穌
基
督
」
己
g
c
m
n
冒
直
立

σ
叩
門
已
。
門
）
。
對
於
拉
丁
美
洲
神
學
所
根
聾
的
方
法
，
有
很
好
的
說

明
。
他
們
所
使
用
的
概
念
範
疇
，
係
取
自
歐
洲
的
基
督
論
。
可
是
他
們
強
烈
皮
對
歐
洲
革
費
論
把
耶
穌
的
歷
史
形
象

、
及
對
現
代
情
況
的
具
體
分
析
、
予
以
抽
象
化
。
他
們
抗
議
把
歷
史
的
具
體
設
從
救
贖
論
中
除
去
的
做
路
。
而
此
種

抗
議
成
為
他
們
基
督
論
的
基
嘴
。
他
們
聲
稱
：
歐
洲
基
督
諭
忽
略
了
基
督
的
死
亡
，
乃
是
歷
史
上
的
罪
之
直
接
結

果
，
也
無
視
於
今
天
社
會
具
體
的
罪
。
因
此
他
們
以
基
督
為
世
人
甘
心
受
死
的
設
法
，
遂
變
成
抽
象
而
不
具
體
。

甘
冒
冒
。
和
切
。
閃
閃
則
指
出
，
耶
穌
在
執
行
其
牧
職
時
所
遭
遇
的
衝
突
，
與
拉
丁
美
酬
的
街
突
情
現
有
其
顯
似
之

處
。
開
己4〈
自E
F
E
H
H
b
g
n
n買
不
朽
的
基
督
論
名
著
＠
’
乃
是
從
同
情
政
治
性
神
學
的
觀
點
來
寫
的
。
他
之
重
行

思
索
基
督
徒
對
耶
穌
信
仰
之
起
源
，
係
從
人
頭
受
苦
而
普
遍
尋
求
救
恩
的
歷
史
背
景
中
去
君
。
他
在
存
在
神
學
真
強

調
人
性
係
向
超
趙
界
開
放
，
同
時
叉
強
調
生
活
中
的
消
極
性
經
驗
（
對
立
的
經
驗
）
以
為
補
充
。
消
極
性
經
驗
這
個

概
念
係
借
用
自
法
蘭
克
福
學
派
的
批
評
理
論
。

第
三
稜
方
法
（R
前
多
用
在
宗
教
研
究
而
不
用
在
神
學
）
包
括
應
用
社
會
分
析
以
解
釋
耶
穌
及
早
期
革
督
徒
信

仰
。
。
m
a

→
z
e
g
g

所
著
「
早
期
巴
勒
斯
坦
基
督
徒
的
社
會
學
」
（
吋

E
E

丘
。
－o
R
a
g

江
河
H
u
m
－m
m
押
在
自

梵
二
以
後
的
義
督
抽
圳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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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n
v且
在
自
旦
司
）
＠
應
用
詞
岳
母
的
理
論
，
即
按
照
斗
目
】
8
3
2
2

。
口
的
「
實
用
第
一
主
義
」
構
架
，
扭
曲
各

社
會
階
級
團
體
與
其
宗
教
領
向
之
間
的
相
互
關
係
，
以
解
釋
早
期
基
督
徒
的
各
不
同
團
體
。
甘
冒
目
的
品
叩
門
騎
著
「

民
戶
口
的
已
。

s
g
m

戶
口
。
皂
白
白
旦
司
」
＠
應
用
戶
。
。
口
可

Z
Z
D
m
m司
及
〉
里
。
口
可
謂
自
己
個
品
的
理
論
，
並
使
用
認
識

上
的
不
一
致
（n
o
m
E
t
這
岳

g
o
D
S
8

）
及
「
千
年
至
一
稿
請
」
的
範
疇
以
解
釋
耶
穌
與
早
期
教
會
的
關
係
。
這
種

應
用
社
會
學
範
疇
的
辦
法
，
最
近
越
來
越
普
遍
＠
’
但
不
率
地
未
能
與
系
統
神
學
相
整
合
，
蓓
至
在
解
放
神
學
中
亦

然
，
雖
然
解
放
神
學
因
對
釋
體
方
法
作
反
省
，
頗
需
要
與
社
會
學
相
聲
合
＠
。
在
另
一
方
面
，
這
些
一
社
會
的
銓
釋
與

解
放
神
學
的
「
鼓
吹
姿
態
」
頗
不
協
調
：
社
會
學
的
分
析
目
的
在
於
材
料
的
整
合
，
以
拓
廣
學
術
佳
的
了
解
，
並
不

在
於
社
會
行
動
或
政
治
行
動
。

第
四
種
方
法
論
上
的
處
理
辦
法
是
應
用
文
學
批
啊
？
研
謂
文
學
批
倒
不
是
指
傳
統
的
經
文
分
析
法
以
求
謹
此
輕

女
的
來
源
或
出
處
，
而
是
借
用
現
代
文
學
研
究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文
學
－
詮
釋
理
論
。
對
於
研
究
新
約
的
學
者
們
，
雖
然

Z
R
B
S
2

月
戶
口
的
著
作
是
重
要
的
，
但
在
系
統
的
基
督
論
方
面
的
南
部
重
要
著
作
則
屬
出
自
由
早
已
昕
著
的

「
、E
m
E

呂
立
勻
。
內
』
仰
的gn
v

門
戶
的
丹
」
＠
和
早
g
m
H
O由
丘
〈
呂
∞

m
m
n
w冊
著
「
口v
a叩
門
可
呂
立
帥
一
旨
。
冉

的
官
且
早
已
。m
M
N
g
m
v
m
g
門
戶
口
」
＠
o

兩
人
均
強
調
系
統
神
學
應
更
加
重
視
敘
述
體
的
結
構
或
輕
女
的
故
事
部
份
。

信
條
式
的
定
義
，
或
教
理
式
的
陳
述
傾
向
於
把
信
仰
的
意
義
作
一
個
綜
述
。
但
神
學
家
們
不
應
受
其
影
響
，
而
忽
略

了
新
約
聖
經
有
關
耶
穌
的
生
活
及
其
命
運
的
敘
述
。
不
過
出
自
由
早
已
批
評
釋
罷
法
是
因
為
釋
罷
法
常
把
了
解
聖

經
和
應
用
要
經
視
作
同
一
間
事
。
因
此
他
設
法
把
豆
盟
的
經
句
孤
立
起
來
，
看
作
獨
立
的
單
位
。
〈
呂
∞

m
m
n
w則

電
視
應
用
經
句
及
了
解
經
旬
之
間
的
關
係
。
他
在
分
析
現
代
的
使
徒
與
過
去
歷
史
上
的
使
徒
精
神
磨
如
何
協
調
時
，

便
惜
重
史
來
馬
赫
〈ω
n
E
E月
B
R
V
叩
門
）
的
理
論
，
並
以
對
耶
穌
墓
心
的
敬
禮
作
為
倒
子
。
這
是
他
對
天
主
教
神



學
的
一
種
創
新
使
貢
獻
。
文
學
分
析
亦
並
非
不
需
要
先
訣
。
以
上
兩
位
作
者
均
強
調
以
「
服
從
」
為
關
鍵
盤
棋
念
來

銓
釋
耶
穌
，
就
是
現
贅
。
阿
甘
峙
。
戶
的
方
法
大
大
地
受
民
自
己
回
屆
三
叮
辦
學
的
影
響
。
但
是
〈
宮
切
扭
扭
骨
的
芳
法
則

接
近
〈
。
口
白
色
岳g
建
立
對
於
一
種
神
學
性
美
學
的
修
正
。

第
五
種
方
法
論
上
的
處
理
辦
醬
，
是
尋
求
歷
史
批
判
法
與
常
代
對
信
仰
的
課
索
之
間
的
闌
珊
。
個
如
，
出

m
g

只
E
m
在
其
研
著
「
論
如
何
做
一
個
基
餐
徒
」
（
O
P
E
－
口M
H
m
w
n
v

民
叩
門g
g
）
＠
裳
，
就
是
使
用
歷
史
批
判
的
芳
法

，
把
耶
穌
與
世
界
上
其
他
宗
教
的
創
立
看
到
清
界
限
。
因
為
他
對
歷
史
上
耶
穌
的
明
確
性
之
縷
述
（
耶
鯨
對
天
主
的

信
仰
及
此
信
仰
所
導
致
的
倫
理
後
果
等
）
變
成
了
神
學
上
的
標
融
中
，
於
是
歷
史
批
潤
的
方
法
乃
被
提
升
為
一
種
神
學

方
法
。
他
對
使
用
歷
史
的
芳
麓
，
從
以
後
的
教
義
銓
釋
申
辦
護
擠
出
當
時
耶
穌
的
神
見
，
認
為
有
普
遍
的
重
要
性
。

E
S
B
嵩
R
E
M可
在
其
近
著
「
耶
穌
其
人
及
其
神
話
」
己g
s
s
o
g
g
g

已
崑
Z
Z
＠
一
書
真
難
稱.. 
歷

史
上
耶
穌
的
信
仰
及
其
對
今
天
世
界
的
意
義
，
有
被
發
現
的
可
能
性
。
他
所
使
用
的
神
話
範
疇
，
不
限
於
白
自
由

間
內
白
白
間
所
使
用
於
歷
史
方
法
上
的
，
雖
然
他
在
具
體
應
用
此
種
範
曙
時
，
可
能
遭
到
責
難
。

這
些
不
闊
的
方
法
論
上
的
處
理
辦
諱
，
還
可
以
加
以
擴
充
以
包
括UE
証
。
Z
R
E
＠
萬

E
F
p
n
o
v
v
＠
布

關
「
歷
程
基
督
論
」
之
最
近
發
展
的
著
作
，
基
督
敘
m
e公
會
關
於
「
天
主
降
生
之
神
話
」
＠
的
學
論
，
對
耶
穌
的
心

理
學
上
的
銓
蟬
，
以
及
女
權
神
學
等
。
不
過
我
不
想
作
這
樣
的
攝
究
研
究
，
我
只
想
指
出
在
強
二
大
公
會
議
以
後
的

一
設
時
期
，
在
天
主
教
的
基
督
論
裹
，
視
野
日
發
生
了
變
化
。
這
個
變
化
在
企
圖
超
錯
「
超
驗
方
法
」
（
吋

E

口
m
n
o
n
a

《
凹OD
E
－
－z
a
v
o已
）
的
嘗
試
上
尤
其
獨
顫
。

以
加
采
東
為
解
經
的
要
訣

梵
二
以
後
的
基
督
論

五
﹜
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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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梵
二
大
公
會
議
以
前
的
十
年
間
，
天
主
教
的
基
督
論
可
以
修
正
加
未
東
借
條
，
或
重
新
引
用
加
采
東
信
峰
為

其
特
性
。
但
重
要
的
是
他
們
對
加
采
東
借
條
如
何
加
以
銓
蟬
，
他
們
如
何
應
用
這
種
銓
釋
，
作
為
解
體
的
要
訣
，
以

揭
開
基
督
的
奧
秘
，
並
對
人
性
之
真
實
性
與
教
會
的
真
實
性
予
以
說
明
。
這
種
一
九
五

0
年
代
基
督
論
的
復
興
，
其

主
要
貢
獻
在
於
它
能
夠
從
加
采
東
信
條
中
擷
取
有
關
教
會
論
、
人
性
論
、
及
神
與
世
界
關
係
等
問
題
的
暗
示
。

基
督
諭
復
興
的
里
程
碑
是
加
采
東
大
公
會
議
的
一
五
O
O
週
年
紀
念
＠
。
其
所
引
發
的
歷
史
研
究
（
尤
其
是

C
巴
吉
叩
門
穹
的
著
作
）
＠
樹
立
了
系
統
神
學
的
典
型
。
基
督
兩
位
一
位
這
一
借
條
被
認
為
主
要
用
以
對
付
一
性
論

者
。
這
種
傳
統
的
解
釋
乃
被
採
用
在
系
航
神
學
里
，
不
但
作
為
對
現
行
的
基
督
論
概
念
的
批
評
斜
正
襟
準
’
同
時
也

作
為
雕
刻
通
俗
的
宗
教
熱
誠
＠
的
批
評
斜
正
標
準
。
系
統
神
學
家
係
用
加
采
東
信
條
來
批
評
傳
統
的
基
督
論
。
儷
如
傳

統
的
士
林
神
學
家
如
們
自
旬
在
。
－

z
m

及
門
u
a
a
g
否
認
耶
穌
有
人
性
的
行
為
，
現
在
我
們
可
以
根
攝
加
采
東
信
條
蟬

稱
：
如
果
耶
穌
確
是
真
人
，
一
個
如
加
采
東
公
會
議
所
教
鑄
者
，
則
她
不
能
沒
有
如
常
人
一
樣
的
存
在
＠
。
關
於
耶
鯨
究

竟
有
沒
布
心
理
自
覺
中
心
，
以
及
耶
穌
的
知
輯
是
否
經
過
成
長
的
過
程
這
一
穎
的
辯
論
，
都
是
一
種
努
力
，
設
法
從

加
采
東
公
會
議
對
一
位
論
的
否
決
這
一
行
動
，
中
去
找
出
其
後
果
＠

o

神
學
同
樣
地
也
對
通
俗
的
宗
教
熱
誠
予
以
批
詐
。
因
為
此
種
熱
誠
若
不
是
低
估
了
耶
穌
的
人
性
，
便
是
強
調
耶

穌
的
神
性
，
這
乃
是
不
公
開
的
一
性
論
者
。
加
采
東
公
會
議
之
肯
定
耶
穌
有
完
整
的
人
性
，
並
非
此
種
熱
誠
的
來
源

。
因
此
，
只
要
系
競
神
學
提
到
加
采
東
公
會
議
所
下
的
定
義
，
就
使
人
想
到
這
是
對
主
要
的
、
流
行
的
、
及
神
學
的

錯
誤
觀
念
所
作
的
批
評
和
破
壞
。
因
此
，
凡
把
基
督
論
里
所
牽
涉
到
的
當
代
問
題
，
都
視
作
有
意
強
調
基
督
的
人
性

的
人
，
乃
是
忽
略
了
這
纜
補
救
方
法
已
是
梵
二
以
前
的
基
費
論
的
一
部
份
。
現
代
基
督
論
的
下
手
之
處
不
在
這
裹
，

而
是
在
別
虞
。
若
要
發
現
究
在
何
處
下
手
，
則
先
觀
察
一
下
加
采
東
信
條
的
含
義
在
當
時
是
如
何
被
解
釋
及
如
何
被



應
用
，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因
為
只
有
這
樣
，
當
前
基
督
論
在
視
野
上
的
轉
變
，
才
成
為
可
以
了
解
的
。

那
時
對
加
未
東
信
條
的
僻
釋
，
是
以
一
種
特
殊
的
人
性
論
和
當
時
人
對
世
界
的
了
解
為
背
景
。
當
時
的
人
認

為
如
果
加
采
東
公
會
議
主
張
一
耶
穌
基
督
同
時
具
有
完
整
的
人
性
和
神
性
，
可
一
逗
種
主
張
不
但
關
係
到
革
督
本
身
，
同
樣

也
關
係
到
人
類
及
人
額
世
界
。
加
采
東
變
成
神
和
世
界
關
係
的
一
種
象
徵
’
也
是
神
人
關
係
的
一
種
典
範
。
基
督
的

神
性
主
要
被
解
釋
為
與
基
督
的
自
我
過
傳
及
自
我
臨
在
有
關
係o
人
注
則
被
了
解
為
與
人
有
嚮
往
無
限
的
能
力
有
關

係
。

天
主
在
造
世
中
的
自
我
還
傳
，
以
神
人
之
間
的
結
合
與
離
異
為
最
高
點
。
人
性
被
界
定
為
「
有
服
從
的
潛
在
能

力
」
（
3
Z
E
E
C
U
O
E
O
E
E
－
－
明
）
。
在
此
種
服
從
的
結
合
裹
＠
，
人
對
超
越
界
的
開
放
及
嚮
往
能
力
達
到
最
高

點
。
因
此
，
神
的
降
生
乃
代
表
神
的
自
我
給
子
的
高
拳
，
也
是
受
造
物
與
人
住
向
超
越
界
開
放
的
高
拳
。
對
於
加
采

東
信
條
作
如
此
解
釋
，
與
德
旦
進
神
欠
的
進
化
理
論
有
相
主
的
關
係
＠
。

可
是
，
這
種
說
法
不
但
提
供
了
對
人
性
和
世
界
的
一
種
高
度
形
式
化
和
抽
象
化
的
看
法
，
同
時
也
是
對
耶
穌
基

督
的
高
度
形
式
化
和
抽
象
化
的
著
法
。
它
不
以
歷
史
上
的
耶
穌
及
其
具
體
的
生
活
行
動
為
注
意
之
焦
點
。
耶
穌
的
宣

講
，
當
時
的
社
會
背
景
，
及
其
宣
講
對
當
時
宗
教
和
政
治
的
瓜
葛
，
都
是
耶
穌
被
處
死
的
具
體
理
由
。
如
今
不
說
出

私
采
的
具
體
含
義
，
只
把
耶
穌
看
作
天
主
自
我
給
予
式
的
臨
在
的
象
徵
（
雖
使
這
是
真
正
的
象
徵
）
，
以
及
耶
穌
對

天
主
臨
在
的
接
的
心
。
因
此
耶
穌
的
死
亡
僅
表
明
了
人
自
我
給
予
時
的
成
全
攪
界
，
並
成
為
天
主
自
我
遺
傳
的
象
徵

。
雖
然
此
種
神
學
指
出
耶
穌
及
其
死
亡
的
基
本
意
義
，
但
那
是
抽
象
的
，
它
忽
略
了
耶
穌
的
宗
教
性
宣
講
與
當
時
的

宗
教
、
社
會
，
及
政
治
世
界
闊
的
街
笑
。
人
性
的
疏
離
參
與
耶
穌
祖
衝
突
並
導
致
祂
死
亡
的
世
界
上
及
社
會
上
邪
惡

勢
力
的
存
在
，
都
被
包
括
在
抽
象
的
象
徵
的
講
龍
之
中
。
本
性
與
恩
寵
之
間
的
關
係
不
僅
是
能
力
與
成
就
之
間
的
關

梵
二
m
d梭
的
義
督
論

去

F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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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
它
乃
是
一
種
浸
潤
在
罪
與
衝
突
之
中
的
關
係
。
天
主
的
白
發
給
子
與
耶
穌
的
生
活
行
動
應
當
如
何
從
耶
穌
之
臨

在
世
間
的
矛
盾
性
質
，
于
以
準
稽
的
解
釋
，
這
一
點
在
神
學
上
並
未
作
足
夠
的
反
省
。
耶
穌
不
單
代
表
世
界
及
人
性

與
超
越
界
相
結
合
的
高
學
﹔
與
超
越
界
相
結
合
的
錯
果
，
乃
是
十
字
架
的
耕
胸
石
。

此
外
，
此
種
基
督
論
和
人
性
論
還
策
有
教
會
論
的
意
味
。
以
耶
穌
為
真
正
的
象
徵
、
記
號
，
及
天
主
的
藝
寧
等

概
念
，
已
被
移
賠
於
教
會
學
。
人
們
漸
漸
把
教
會
視
為
一
種
墓
箏
。
正
如
人
住
在
耶
穌
身
上
連
到
圓
滿
的
表
現
，
同

樣
，
世
界
在
教
會
真
才
發
現
其
滿
全
的
意
義
。
教
會
乃
是
一
種
真
正
的
象
徵

o

凡
在
世
界
襄
隱
晦
不
彩
的
，
教
會
使

它
成
為
公
開
而
正
式
。
不
過
我
們
可
以
追
問
究
竟
這
種
做
會
論
有
否
忽
略
了
教
會
的
信
仰
、
價
值
、
和
習
慣
與
世
俗

的
信
仰
、
價
值
、
和
習
慣
之
間
的
具
體
衝
突
？
這
種
教
會
論
是
否
傾
向
於
把
教
會
與
世
界
關
係
的
復
雜
性
，
兢
兢
包

括
在
一
種
恩
寵
和
成
辜
的
本
體
論
里
？
無
論
如
何
，
自
由
不
僅
是
一
種
本
體
論
的
範
疇
，
它
也
是
影
響
教
會
生
活
和

俗
世
生
活
的
一
種
歷
史
的
和
社
會
的
範
疇
。
事
實
上
的
選
擇
作
惡
和
自
由
的
妄
舟
，
已
進
入
人
性
和
世
界
的
架
構
裳

。
因
此
我
們
不
能
單
單
抽
象
地
把
教
會
的
功
用
觀
作
只
是
把
世
界
的
真
相
子
以
公
開
的
揭
露
，
除
非
我
們
同
時
也
君

到
教
會
與
當
前
世
募
之
間
的
矛
盾
與
衡
突
。

新
的
觀
野

這
些
批
評
性
的
反
省
並
無
意
否
定
加
采
東
信
樣
的
有
教
性
，
正
如
現
代
的
基
督
論
一
般
地
說
，
都
沒
有
把
加
采

東
信
條
予
以
否
決
。
可
是
這
些
批
評
性
反
省
的
結
果
，
以
及
現
代
基
督
論
中
所
產
生
的
新
成
分
，
則
是
一
種
視
野
的

改
變
。
加
未
東
信
條
抽
象
地
說
到
神
人
兩
位
的
結
合
﹔
這
個
信
條
乃
被
用
作
解
艇
的
要
訣
，
不
但
用
以
解
釋
耶
穌
，

同
時
也
用
以
解
釋
人
的
真
賞
性
。
批
評
性
的
反
省
均
不
這
樣
做
。
它
倡
議
以
具
體
的
歷
史
性
的
南
極
，
作
為
神
學
反



省
的
基
礎
。
現
代
的
基
督
論
譯
為
自
己
應
從
事
兩
項
的
重
建
工
作
.. 
一
項
是
從
早
期
基
督
徒
信
仰
里
的
耶
穌
，
來
重

建
歷
史
上
耶
穌
的
形
象
﹔
一
項
是
重
建
現
代
人
的
生
活
。
新
約
時
代
的
經
驗
和
現
代
的
經
驗
，
都
要
加
以
反
告
與
批

評
的
分
析
。
這
種
雙
重
的
章
建
工
作
，
不
但
使
人
了
解
過
去
解
體
要
訣
的
抽
象
怪
，
同
時
也
使
人
了
解
，
任
何
一
穗

解
盤
上
的
思
考
，
都
是
兩
極
性
的
，
都
要
兼
顧
基
督
徒
信
仰
的
客
體
與
主
體
兩
方
函
。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兩
極
性

現
代
基
督
論
上
的
學
執
，
其
新
奇
與
特
性
乃
在
於
解
經
上
的
反
省
，
即
關
於
基
督
徒
信
仰
的
南
極
之
間
的
彼
蛇

料
葛
所
作
的
解
極
性
反
省
＠
。
現
代
基
督
論
並
不
做
設
要
在
現
代
經
驗
與
聖
經
傳
統
之
間
，
作
任
何
處
假
的
選
擇
。

相
反
地
，
現
代
基
督
論
的
出
發
點
乃
是
基
於
如
下
的
認
識
，
即
此
穎
選
擇
是
錯
誤
的
。
在
另
一
方
面
，
新
約
聖
經
以

及
新
約
中
耶
穌
的
種
種
形
象
，
都
是
從
種
種
不
同
的
社
會
、
政
治
，
及
宗
教
環
境
中
，
經
過
長
遠
的
經
驗
與
反
省
才

塑
造
出
來
的
。
同
樣
地
，
現
代
的
經
驗
也
本
是
抽
象
的
一
一
擻
，
而
是
充
滿
著
許
多
特
殊
的
銓
釋
、
問
題
和
抉
擇
的
。

因
此
，
現
代
基
督
諭
祖
野
的
改
變
，
可
藉
「
南
極
性
」
這
個
名
詞
予
以
說
明
。
以
前
基
督
論
的
視
野
是
加
未
東

信
條
。
加
采
東
信
條
對
兩
性
一
位
的
肯
定
，
可
作
為
解
體
要
訣
，
用
以
說
明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
常
人
的
生
活
與
教
會

的
生
活
。
現
代
基
督
論
的
視
野
是
集
中
注
意
於
墓
禮
信
仰
與
現
代
盤
驗
這
兩
極
。
這
兩
極
不
是
彼
此
孤
立
，
而
是
彼

此
互
相
關
聯
﹔
而
且
這
兩
麗
的
生
活
各
各
充
滿
著
多
元
性
的
經
驗
、
銓
釋
，
及
矛
盾
。
從
現
代
人
的
視
野
看
出
基
督

論
上
的
反
省
，
不
應
只
就
其
中
一
一
種
與
他
極
的
關
係
加
以
分
析
。
應
知
道
任
何
一
極
的
實
況
，
都
是
經
過
銓
釋
以
後

的
黨
況
。
但
如
我
們
把
南
極
的
生
活
分
開
來
君
，
先
看
早
期
的
基
督
徒
信
仰
，
然
後
再
看
現
代
的
經
驗
，
則
爾
頓
聞

縱
橫
交
錯
的
關
係
，
會
看
得
更
清
楚
。

H
O
H
二
叫
“
後
的
基
督
論

五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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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與
社
會
背
景
的
多
樣
性

在
新
約
時
期
，
有
關
耶
穌
信
仰
的
傳
統
處
理
辦
法
，
是
把
歷
史
性
責
調
觀
作
一
種
發
展
。
還
種
態
度
可
以

看
告
E
B

切
。
口
的
回
叩
門
所
著
「
只
可
丘
。
咽
口
﹜
目
前
阱
。
個
」
＠
一
書
作
為
代
表
。
該
書
把
希
臘
化
的
高
等
基
督
論
竄
作
係
從

巴
勒
斯
坦
的
下
等
基
督
論
發
展
前
來
。
該
書
並
專
注
於
耶
穌
的
尊
號
如
何
從
默
西
亞
轉
變
到
「
主
」
這
一
過
程
。
還

個
發
展
過
程
，
許
多
別
的
神
學
家
們
都
把
它
說
成
是
從
功
能
性
的
或
贖
世
煌
的
基
督
諭
Q
呂
立
的
。E
H
E
S
B

丘
，

。
－O
M
E
n
m

戶
口
穹
藍
色
。
3個
明
）
發
展
而
講
本
體
性
的
基
督
論
。
可
是
自
由
主
義
者
（
尤
其
是
那
些
受
會
協
「
自

Z
E
」

對
形
上
學
的
消
極
態
度
所
影
響
的
人
）
排
斥
這
種
發
展
論
，
認
為
借
用
形
上
學
範
疇
是
不
當
的
。
正
統
派
中
有
的
排

拒
發
展
論
，
有
的
則
認
為
發
展
論
是
必
要
的
，
也
是
合
法
的
。
可
是
任
何
一
種
發
展
論
在
基
本
上
都
是
一
種
單
線
的

運
動
。發

展
論
的
構
想
已
被
最
新
的
研
究
所
粉
碎
。
豈
但
又
冒
出
g
m
且
在
其
所
著
己
旦
旦
個
g
g
a
E

色
而
且
古
巴
」
＠

一
書
里
，
率
先
證
踢
，
在
基
督
以
前
兩
千
年
，
猶
太
教
已
有
普
遍
的
希
臘
化
跡
象
。
因
此
任
何
以
希
臘
化
為
基
督
論

發
展
過
程
中
的
顯
明
措
膜
的
設
法
，
巴
不
足
採
信
。E
B
S
H
N
S
E
g
D
與
且
已
自
己
肉
。
皂
白
在
其
所
著
「

吋
旦
有2
月
一
個
聞
仲V
S
z
m
v開
也
已
咱
們
冒E
E

旦
司
」
＠
一
書
里
，
使
用
軌
道
的
範
疇
以
取
代
有
機
的
發
展
論
觀
念

。
因
為
在
有
磯
的
發
展
諭
裹
，
前
一
階
段
完
全
被
後
一
階
段
所
吞
沒
。

在
軌
道
論
的
主
張
里
，
注
意
力
已
不
十
分
放
在
耶
穌
的
學
號
上
，
而
是
放
在
信
經
及
產
生
此
信
髓
的
社
會
背
崇

上
。
柄
。
胡
同
月
已
找
出
有
四
條
軌
道
＠
。
不
但
每
一
條
軌
道
都
有
其
特
殊
的
信
體
內
容
，
而
且
此
種
信
體
內
容
可
追

糊
到
歷
史
上
耶
穌
的
宣
講
與
生
活
的
某
一
特
殊
方
面
。
而
且
每
一
條
軌
道
都
是
產
生
白
菜
一
特
殊
的
社
會
背
景
，
掉
她

1 、



有
某
種
社
會
佳
影
響
。
「
主
啊
﹒
諧
來
罷
」
基
督
論
（
E
R
E

旦
g
n

﹜M
Z
m
阱
。
－

o
m可
）
係
宣
講
耶
穌
為
將
來
的
主
。

這
種
基
督
論
源
自
耶
穌
所
宣
講
的
「
將
來
天
主
在
世
罷
王
」
。
其
社
會
背
景
為
猶
太
分
離
教
派
的
默
－

m
錄
主
義
，
其

社
會
佳
含
義
則
為
脫
離
社
會
，
強
調
熱
心
的
經
驗
，
發
展
成
為
出
世
與
入
世
的
「
雙
軌
」
道
德
等
。

第
二
種
信
經
即
「
神
擎
的
人
」
的
基
督
論
。
此
基
督
論
係
以
耶
穌
為
施
行
辦
跡
者
為
基
聽
。
並
大
量
收
集
耶
穌

行
神
跡
的
故
事
。
強
調
耶
穌
擁
有
神
的
力
暈
及
施
行
神
跡
的
能
力
。
「
智
慧
信
經
」
源
自
基
督
以
前
的
猶
太
教
。
那

時
智
慧
不
但
是
過
世
的
主
因
，
同
時
也
是
一
個
神
話
性
的
表
象
，
象
徵
受
苦
義
人
的
神
性
。
耶
穌
之
被
視
作
一
種
智

慧
的
象
徵
’
不
但
是
因
為
她
用
比
喻
鍍
言
來
宣
講
，
也
是
因
為
她
的
受
難
和
死
亡
。
這
種
智
慧
神
學
導
致
一
華
人
特

別
專
注
於
「
智
慧
」
之
言
的
學
習
。
最
後
要
提
到
的
是
巴
斯
卦
基
督
論
或
復
活
的
基
督
論
。
這
法
基
督
論
專
注
於
耶

穌
的
死
亡
和
復
活
。
它
不
強
調
歷
史
上
耶
穌
在
執
行
其
牧
磯
時
的
言
行
，
均
宣
講
耶
穌
受
難
與
復
活
的
真
實
性
。
它

的
影
響
是
產
生
了
一
個
新
的
宗
教
團
體
，
以
天
主
在
十
字
架
和
復
活
上
所
完
成
的
工
作
為
其
信
仰
的
基
礎
。

雖
然
初
期
基
督
徒
信
艇
的
軌
道
論
，
首
先
係
由
肉
。
但
再
加
以
研
究
，
但
它
構
成
了
的
口
旨
。
－

z
g
o
n
w
M騎
著

「
』
m
m
c
m

…
K
M
P開
呂
叩
門
宮
。EE
n
v

且
早
已
。
想
」
的
骨
架
，
不
過
在
細
節
上
稍
加
修
正
而
已
。
倒
如
，
他
把
「
絲

毫
的
人
」
基
督
論
在
新
約
草
盤
里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加
以
詮
釋
。
在
這
種
基
督
論
的
重
建
工
作
里
，
重
要
的
不
在
細
節

，
因
為
細
節
是
可
以
討
論
的
。
重
要
的
乃
在
其
研
主
張
.. 
新
約
草
經
乃
是
多
種
不
同
軌
道
及
多
種
不
闊
的
耶
穌
形
象

的
合
併
結
果
，
每
一
條
軌
道
或
每
一
種
耶
穌
形
象
都
有
其
特
殊
的
背
景
、
先
設
，
及
牽
連
。
這
種
主
張
的
真
黨
性
究

竟
到
遠
何
種
程
度
。

因
此
，
倘
要
重
建
耶
穌
的
生
活
及
其
行
使
牧
澈
的
情
形
，
便
不
能
不
把
這
些
一
軌
道
作
一
番
研
討
。
可
是
我
們
看

一
種
矛
盾
的
心
理.. 
一
方
面
在
神
學
上
有
一
種
大
家
都
同
意
的
先
設
，
即
基
督
徒
信
仰
的
歷
史
性
基
鏈
，
並
不
是
一

梵
三
以
後
的
基
神
，
叫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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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赤
裸
操
的
事
實
或
純
粹
的
啟
示
，
而
是
在
神
學
的
反
省
中
，
經
過
詮
釋
後
的
經
驗
﹔
在
另
一
方
面
又
有
一
種
強
烈

的
趨
向
要
回
到
歷
史
上
的
耶
穌
，
而
以
歷
史
上
耶
穌
作
為
一
切
後
﹒
來
神
學
的
絕
對
標
準
和
規
範
。
這
種
矛
盾
在
不
同

的
作
者
如
皆
可
戶
口
夕
切
。
戶
只D
D
m及
ω
口
京
口m
E
R
E

等
人
身
上
均
可
看
出0
億
管
在
神
學
家
中
存
在
布
重
大

的
歧
見
。
倒
如
，
對
梵
二
以
後
基
督
論
的
處
理
方
法
，
開
向
E
M叫
和
P
E
－
－o
g
m
n冒
便
不
相
同
＠
。
但
要
緊
的
是

我
們
應
注
意
，
在
耶
穌
以
後
，
基
督
徒
信
仰
還
生
了
新
的
疑
問
與
開
題
。
這
些
疑
問
和
問
題
不
能
單
單
向
歷
史
上
的

耶
穌
尋
求
解
答
。

這
個
問
題
的
種
種
型
態
，
可
由
r
E
Z
E
R

育
的
基
督
論
裹
著
由
。
就
釋
罷
法
上
說
，
ω
n
E口
各
個
o
n
W
M

的
基
督
論
乃
是
最
偽
微
妙
夜
雜
的
。
他
辯
稱
？
最
早
的
詮
釋
是
把
耶
穌
視
作
宣
講
末
世
信
息
的
先
知
。
正
因
此
稜
詮

釋
變
成
「
主
啊
，
請
來
吧
」
信
盔
，
或
耶
穌
一
一
度
來
臨
宣
講
的
一
部
份
，
它
乃
成
為
一
切
以
後
基
督
論
標
題
的
母

體
＠
。
可
是
他
還
要
越
過
這
個
信
盤
，
設
法
去
重
建
耶
穌
的
「
阿
爸
」
經
驗
，
並
蹲
稱
，
這
個
經
驗
有
基
本
的
重
要

性
。
此
外
，
他
把
加
里
肋
亞
的
危
機
當
做
一
件
歷
史
事
件
，
而
不
視
之
為
一
種
神
學
主
題
，
儘
管
他
這
樣
做
法
乃
是

假
設
性
的
。
即
使
是
耶
穌
的
復
活
，
∞nE
E
Z
E
E

也
是
從
歷
史
上
耶
穌
的
觀
點
來
詮
釋
，
雖
然
他
比M
N
E
a同

宮
的
n
v
更
進
一
步
，
把
耶
穌
死
攘
的
新
經
驗
作
為
復
活
信
仰
的
基
礎
＠
。

究
竟
「
阿
爸
」
經
驗
能
否
被
視
作
者
基
本
的
重
要
麓
，
究
竟
加
里
肪
亞
危
機
是
否
一
項
歷
史
事
實
的
危
機
＠
’

究
竟
復
活
信
仰
的
興
起
是
否
獲
得
圓
滿
的
解
釋
，
這
些
都
有
問
題
，
我
都
要
提
出
質
詢
，
但
我
不
想
在
這
里
討
論
這

些
問
題
。
我
願
意
指
出
的
是
，
在
這
種
詮
釋
中
顯
示
親
野
業
已
改
變
。
耶
穌
的
死
亡
被
詮
釋
為
一
位
宣
講
末
世
信
息

的
先
知
的
死
亡
。
「
藉
蒼
白
甘
受
死
以
完
成
自
我
給
予
的
高
尚
行
為
」
這
一
類
觀
念
，
又
用
另
一
種
詮
釋
來
補
充
，

即
把
耶
穌
的
死
亡
視
作
不
顧
反
對
而
繼
續
其
生
活
方
式
、
講
道
、
及
忠
於
使
命
的
結
果
。
這
種
詮
釋
業
已
越
過
存
在



性
的
和
超
驗
的
觀
點
。
因
篇
從
那
種
觀
點
看
來
，
耶
穌
的
死
亡
與
他
的
生
活
和
牧
職
無
醋
。

觀
然
現
代
對
於
基
督
論
的
處
理
辦
法
，
是
以
對
歷
史
上
耶
穌
的
最
早
詮
釋
講
起
點
，
則
我
們
批
評
他
們
為
「
非

加
未
東
」
便
是
沒
有
對
準
目
標
。
這
種
批
評
可
以
加
諸
較
平
的
著
作
，
倒
如2
2

皆
﹜H
O
g
g
g
品
＠
的
著
作
。

那
些
著
作
都
是
以
加
采
束
的
定
義
作
為
基
督
論
的
起
點
。
今
以
歷
史
上
耶
穌
的
最
早
詮
釋
為
起
點
，
故
強
調
耶
穌
與

欠
的
關
係
（
這
是
強
烈
地
受
訝
。
5
個
三

M
G
S
S
E

品
妙
的
影
響
）
。
凡
以
後
的
加
采
東
公
會
議
用
本
體
論
的
名

詞
來
說
明
基
督
的
他
們
都
用
功
能
、
關
係
’
臨
在
等
名
詞
來
說
明
。
我
們
不
能
否
認
的
白
皮
宏

Z
R
E

所
喜
歡
用
的

「
二
性
問
位
」
（
因
右
。
由
E
E

注
B
E

古
巴
古
自
）
與
「
二
住
一
位
」
（Z
U
O白
宮
門
戶
口
巴
巴O
S
之
間
仍
有
區
別
。

但
ω
n
E
E
E
R
W
M
的
用
意
是
要
顯
示
其
出
發
點
的
合
理
，
並
把
此
出
發
點
與
加
采
東
定
義
連
在
一
起
。

現
代
經
驗
之
曖
昧
不
明

假
如
現
今
對
基
督
論
的
處
理
辦
法
，
是
要
把
現
代
基
督
徒
和
一
般
人
的
生
活
經
驗
加
以
分
析
，
並
以
立
與
基
督

一
誦
的
歷
史
根
源
蓮
在
一
起
，
則
這
種
做
法
亦
並
無
何
新
奇
之
處
。
因
為
這
也
就
是
閏
立
克
的
互
相
關
聯
的
神
學
方
諧

。
同
時
也
是
末
爾
﹒
拉
內
的
超
驗
方
法
的
原
則
。
不
過
這
種
方
法
的
布
其
新
的
幅
度
。
假
如
存
在
的
和
超
驗
的
基
督

之
文
批
評
為
把
基
督
論
形
式
化
，
因
其
係
從
具
體
歷
史
材
料
中
抽
象
而
來
，
則
別
同
樣
的
批
評
似
乎
亦
能
適
用
於
現
代

提
驗
詮
釋
怯
，
因
為
那
也
是
把
具
體
的
基
督
徒
與
一
般
人
的
經
驗
以
及
政
治
經
驗
，
予
以
抽
象
的
處
理
。

存
在
主
義
神
學
把
人
的
經
驗
詮
釋
為
對
於
布
限
性
的
經
驗
。
同
時
又
把
它
詮
釋
為
人
對
超
錯
界
的
開
放
。
但
人

的
有
限
佐
與
社
會
、
經
濟
、
文
化
和
故
治
等
因
素
不
能
分
離
。
受
苦
雖
然
是
全
人
類
的
共
同
命
運
，
但
痛
苦
賞
不
僅

僅
是
一
種
人
性
的
架
構
﹔
人
的
受
若
是
不
公
平
的
，
有
的
受
苦
較
多
，
有
的
較
少
。
成
干
成
萬
的
人
在
挨
餓
，
這
不

M
A二
以
後
的
基r
T
F
川

六



一
州
學
冷
笑
＠

一
九
八
三
年
春

六
四

僅
是
因
為
社
會
生
態
的
不
平
衡
，
同
時
也
是
經
濟
上
的
彼
此
倚
賴
及
政
治
上
的
互
相
料
萬
的
結
果
。
問
蓊
歧
視
、
壓

迫
、
仇
恨
，
與
忽
觀
等
所
產
生
的
痛
苦
，
有
非
人
的
生
理
上
的
自
然
命
運
所
能
概
括
者
。
即
使
是
最
為
值
體
性
的
，

最
為
孤
立
的
事
件
如
死
亡
，
也
是
在
一
種
文
化
的
背
景
襄
發
生
的
。
有
的
文
化
不
能
接
受
死
亡
這
個
事
宜
，
有
的
文

化
則
能
夠
與
死
亡
達
成
協
議
。

人
所
體
驗
的
有
限
性
，
有
其
社
會
和
文
化
上
的
背
景
，
這
個
了
解
有
助
於
我
們
對
救
恩
的
了
解
。
正
因
所
謂
救
恩

乃
是
人
的
得
救
，
故
救
恩
必
須
被
經
驗
為
人
的
傳
救
，
故
被
了
解
億
人
的
得
教
＠
。
救
贖
既
是
典
人
的
有
限
性
右
閥
，

則
救
贖
不
僅
是
便
有
缺
點
的
更
加
成
全
，
而
是
把
人
從
所
經
驗
的
，
所
了
解
的
，
和
研
生
活
的
有
限
中
解
救
出
來
。

假
如
耶
穌
的
具
體
生
活
及
其
牧
職
導
致
了
耶
穌
的
被
處
死
，
則
數
恩
的
教
果
不
能
與
人
的
消
極
生
活
經
驗
相
並
存
。

救
贖
比
人
性
的
成
全
或
人
性
的
自
我
超
昇
更
富
有
內
容
。
救
贖
與
我
們
所
生
活
的
，
所
實
臨
的
，
和
所
加
以
詮
釋
的

人
性
和
社
會
也
不
能
並
存
。
道
出
這
些
矛
盾
，
在
為
今
天
的
人
詮
釋
耶
穌
的
意
義
與
重
要
性
時
，
是
極
為
重
要
的
。

詮
釋
耶
穌
的
意
義
和
分
析
現
代
的
生
活
，
彼
此
有
這
帶
的
關
係
。
這
種
連
帶
關
係
存
在
主
義
神
學
和
超
驗
神
學

都
極
力
主
張
。
布
特
晏
S
Z
H片
白
宮
口
）
看
出
，
閱
讀
新
約
聖
經
須
對
人
的
存
在
意
義
先
，
有
了
解
（
妙
。
因
此
，
尋
求

人
的
存
在
意
義
乃
是
閱
讀
新
約
學
經
的
先
行
預
備
。
卡
爾
﹒
拉
內
認
為
了
解
人
性
與
基
督
論
有
關
。
了
解
基
督
才
能

使
有
缺
點
的
人
性
論
進
至
使
人
性
充
份
發
展
。ω
n
y－
－Z
E
R

育
指
出
，
我
們
應
把
現
代
功
利
的
個
人
主
義
與
真
正

的
人
性
形
成
對
比
。
我
曾
經
為
如
下
的
主
張
作
辯
護
：
我
們
需
要
詮
釋
耶
穌
這
個
人
的
意
義
，
以
便
對
暗
含
在
不
同

的
文
化
與
社
會
中
許
多
若
不
見
的
宗
教
信
仰
里
的
救
恩
神
話
，
加
以
矯
正
＠
。
。
z
E
R
B
N

強
調
基
督
徒
信
仰
如

何
說
拒
了
利
己
主
義
和
構
成
倚
輯
關
係
之
基
體
的
狹
塵
中
眼
光
＠
。
這
一
切
的
詮
釋
也
許
是
可
以
爭
辯
的
。
倒
如
，

出
呂
血
肉
E
m
對
ω
口
甘
心
﹜
﹜
串
串
門
宮
之
用
功
利
主
義
和
個
人
主
義
來
詮
釋
現
代
釷
會
，
使
大
唱
反
調
＠
。
不
過
重
要



的
是
經
驗
與
救
恩
之
間
的
關
係
，
需
要
加
以
反
省
。

關
於
這
一
點
，
現
代
的
各
種
方
法
論
皆
一
致
贊
成
，
極
少
倒
外
。
正
如
神
鑿
的
啟
示
與
人
的
經
驗
並
不
互
相
對

立
，
而
是
藉
著
特
殊
經
驗
和
特
殊
詮
釋
，
神
擎
的
啟
示
才
脫
穎
而
出
，
成
為
明
顯
而
可
見
的
﹔
同
樣
地
，
救
恩
典
人

的
希
望
與
抱
負
亦
並
不
互
相
對
立
，
而
是
彼
此
息
息
相
關
。
這
一
重
點
乃
是
現
代
基
督
論
所
引
起
學
搏
的
因
素
。
基

督
救
恩
的
宜
講
和
現
代
解
放
運
動
立
闊
的
關
係
，
仍
然
是
現
代
神
學
反
省
的
下
手
之
處
。
說
它
們
之
間
彼
此
有
關
係

’
不
是
說
救
恩
的
訊
息
已
經
內
在
化
了
，
而
是
說
教
恩
的
訊
息
正
面
臨
繁
耍
的
關
頭
。
因
此
，
現
代
的
基
督
論
必
須

走
繩
索
。
一
方
面
它
必
須
從
基
督
徒
的
早
期
信
仰
中
尋
其
根
源
，
俾
免
陷
入
基
要
主
義
q
s
e
s
g
E
E
8
）
的

陷
阱
之
中
，
因
基
要
主
義
只
信
第
一
世
紀
的
一
切
，
看
不
出
在
教
義
和
倫
理
方
面
有
發
展
的
必
要
﹔
在
另
一
方
間
，

現
代
基
督
論
必
須
分
別
對
現
代
的
一
般
人
，
現
代
基
督
徒
，
以
及
現
代
社
會
等
的
經
驗
，
加
以
分
析
，
而
避
免
把
它

們
視
作
同
出
一
源
。
現
代
基
督
論
的
處
理
方
法
之
多
元
論
與
分
歧
盤
，
乃
是
針
對
多
方
面
需
要
的
一
種
積
極
的
反

應
。本

文
踴
S
H
J
S
R
m
W
E
8

日
叩
門E
D
B
H
H
N
p
z
n
2

月
革
已
。
間
可
〉
冉
冉
月
〈
且
一

n
S
H
－2

．
4
3穹
制
言
道

s
r
p
〈
o
－
H少

2
0
．
a

r
z
巾S
σ
叩
門
，o
n片
吝
惜
『w
H
S
O‘
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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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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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5主

G
H
J
N
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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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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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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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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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
m
M
Y
可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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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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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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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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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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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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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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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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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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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
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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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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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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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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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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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m

pare the positive 
interpretation 

by 
C

hristopher 
M

ooney,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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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d
 

de 
C

hat'din a
n

d
 

the 
M

ystery o
f C

h
rist (N

ew
 Y

ork: H
arper &

 R
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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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鉛

6)·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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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ristology in an evolutionary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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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E
ugene 

T
eSelle, 

C
h

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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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text 
(Philadelphia: 

F
ortress Pres峙，

1975).

®
 

A
lthough R

ahner constantly 
claim

s 
that 

his 
transcendental 

m
ethod 

takes 
the 

historical 
into · 

account, he avoids such 
historical 

questions 
in 

his 
C

hristology. A
 

sim
ple 

com
parison 

betw
een 

Scbillebeeckx and R
abner am

ply docum
ents R

abner ’s deficiency in this regard.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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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od g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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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T
illich

’s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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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 by John E. Steel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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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rigina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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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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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pels" i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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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chillebeeckx. C

om
par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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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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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n. 

T
h

e T
itle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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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ristology 
(C

leveland
;

W
orld 

Publishing, 
1969).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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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ng's assersion to the contrary-cf. C
onsensus in 

T
heology" 

edited by 
L

eonard S
w

idler 
(Philadelphia: W

estm
inster, 1980)-S

chillebeeckx·s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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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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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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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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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u
n

d
 

der 
E

r!O
sung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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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rder,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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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 Schillebeeckx defends him
self against such accusations by P

rofessors K
asper and L

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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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66-91 and 88-91 

w
here 

the w
eaknesses of the system

atic conclusions 
from

 
the 

historical 
argum

ents 
in 

regard to the 
”abba experience" and "rejetion crisis" are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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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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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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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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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upposition 
in 

T
h

e C
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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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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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
 

Y
ork: H

arper &
 R

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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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ancis Fiorenz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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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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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spectiv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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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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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analysis o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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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學
會

意
一
九
八
二
年
春

g 

叩
門
上
文
承
接
閏
八
頁
）
便
弟
兄
們
在
真
理
和
愛
內
合
而
為
一
’
，
本
是
聖
伯
多
祿
的
羅
馬
宗
盛
的
主
要
任
務
。
事
實
上
，
主
耶

m

m
穌
會
把
堅
固
兄
弟
們
的
責
任
，
交
給
了
伯
多
帳
宗
徒
〈
路
廿
二
也
）
，
因
為
主
要
在
伯
多
祿
身
上
，
建
立
她
的
教
會
（
瑪
十
六
泌
叫

叫
l
u
u
o
「
羅
馬
教
宗
繼
承
伯
多
被l
l
梵
蒂
岡
第
二
扇
大
公
會
黨
重
申l
l
對
主
教
們
和
信
友
群
眾
，
是
一
個
永
久
性
的
、
可
叫

做
見
的
統
一
中
心
和
基
礎
」
〈
教
會
憲
章
幻
號
）
。
教
宗
使
主
教
職
保
持
統
一
不
分
（
同
上
站
號
）
。
因
此
，
與
伯
多
祿
宗
鹿
和
其
你

m
宗
座
職
之
關
係
’
是
與
天
主
教
大
家
庭
合
一
的
不
可
或
缺
的
條
件
。
師

叫
近
代
教
宗
比
約
工
盔
、
若
望
廿
三
位
、
保
藤
六
位
和
若
望
保
緣
一
世
勢
在
中
國
教
會
的
關
切
，
成
了
說
教
宗
任
內
特
別
而

m

叫
叉
經
常
的
掛
慮
，
就
像
我
會
不
止
一
次
而
以
各
種
芳
式
所
表
達
的
。
這
種
掛
慮
出
自
教
會
大
公
性
的
本
質
，
教
會
是
一
個
和
普
世
叭

卸
的
，
閻
著
成
員
的
不
間
而
是
多
元
的
，
可
是
同
時
在
信
仰
的
基
礎
和
共
融
的
關
係
上
是
同
一
的
。
梵
二
贊
調
說

.. 
「
在
世
界
的
－
m

m
切
民
族
中
，
天
主
的
民
族
只
有
一
個
...... 

其
公
民
則
由
各
民
族
而
來

...... 

然
而
基
督
之
圈
，
不
屑
於
此
世
（
審
閱
若
十
八
弱
了
所
叫

恥
以
天
主
的
民
族
！
！
教
會
，
為
建
設
基
督
之
函
，
絲
毫
不
損
及
任
何
民
族
的
現
世
爾
科
，
反
而
促
使
採
納
各
民
族
的
優
長
和
善
良
圳

仰
的
風
俗
，
採
納
時
即
加
以
淨
化
、
加
強
與
提
昇

...... 

這
種
大
公
特
點
是
夫
主
子
民
的
美
賀
，
是
主
的
恩
賜
」
（
教
會
憲
章
口
號
以
。
明

叫
大
公
會
議
叉
設
.. 

「
基
於
這
種
大
公
精
神
，
每
一
部
分
部
向
其
他
部
分
及
整
個
教
會
貢
獻
自
己
的
優
長
，
這
樣
使
全
體
及
每
叫

叫
一
部
分
，
大
家
彼
此
相
遍
，
在
統
一
中
頭
謀
圓
滿
而
增
長

.... 

這
援
，
在
教
會
的
共
相
交
融
之
下
，
也
有
個
別
的
教
會
合
法
存
在
叫

一
心
，
擁
有
獨
特
的
傳
統
，
不
過
要
保
全
伯
多
祿
乘
座
的
昔
日
席
權
，
比
宗
座
領
導
因
愛
而
團
結
在
一
起
的
普
世
團
體
（
娶
依
納
爵
絢
道
叫

叭1
1

致
羅
馬
人
書
）
，
衛
護
合
法
的
差
別
怪
，
同
時
監
督
各
種
特
殊
事
物
，
務
使
不
僅
不
損
害
統
一
，
反
而
有
利
於
統
一
。
最
後

M

帥
，
在
教
會
的
各
部
分
之
間
，
對
於
精
神
財
富
，
傳
教
人
具
，
及
物
質
支
援
等
事
，
也
有
一
種
密
切
相
通
的
聯
繫
。
女
主
子
民
的
成
伽

咖
員
被
召
分
享
財
富
，
為
個
別
教
會
來
說
，
怕
多
般
的
語
也
同
樣
有
效

.. 
每
人
因
按
照
其
所
領
受
的
恩
寵
，
應
用
在
他
人
身
上
，
猶
湖

叭
如
天
主
各
種
恩
繭
的
良
好
分
施
者
（
他
前
四
間
）
」
（
教
會
憲
章
口
號
）
。
如

m

羅
馬
教
會
猶
如
慈
母
，
一
直
願
意
（
以
混
良
而
堅
定
的
愛
，
雖
然
右
時
免
不
了
有
人
性
的
缺
點
）
推
動
其
子
女
在
整
一
個
世
界
問

帥
的
增
長
，
使
他
們
不
要
缺
少
合
適
而
有
能
力
的
牧
人
，
傳
教
人
員
和
傳
佈
一
磁
脅
的
資
源
。
當
一
個
國
（
不
艾
轉
至
一
。
因
頁
）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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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義

張
春
中

今
天
一
般
用
語
中
，
甚
至
教
會
舟
語
中
，
「
墓
召
」
一
詞
顯
得
足
侈
廣
泛
。
不
只
司
鐸
、
修
女
修
士
是
墓
召
，

婚
姻
生
活
也
是
學
召
，
甚
至
會
士
的
特
殊
工
作

.. 
教
育
、
醫
療...... 

稱
為
塾
召
中
的
墓
召
。
那
磨
棍
蟑
鑿
輯
與
神
學

，
娶
召
應
當
限
定
在
那
些
一
對
象
上
呢
？
本
文
將
分
三
部
分
加
以
說
明
。
片
墓
經
服
絡
中
墓
召
的
意
義
﹔
同
教
會
形
成

時
期
塾
召
鷹
。
有
的
意
義
﹔
因
今
天
誰
是
蒙
召
的
人
。

付

聖
經
脈
絡
中
聖
召
的
意
義

不
論
在
舊
約
或
新
約
中
，
塾
召
不
是
一
個
獨
立
的
名
詞
，
它
與
另
外
兩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學
經
名
詞
密
不
可
分
，

那
便
是
「
天
主
的
旨
意
」
與
「
天
主
的
揀
選
」
。
天
主
的
旨
意
，
簡
言
之
便
是
人
類
的
得
殺
。
為

7
賞
現
這
個
旨
意

，
帕
擦
選
團
體
與
個
人
﹔
因
而
她
召
吽
那
些
被
選
者
：
於
是
出
現
了
車
召
的
概
念
。

雖
然
「
天
主
的
旨
意
」
這
個
名
詞
，
今
天
也
用
得
極
濫
，
但
墓
盤
中
它
指
天
主
的
救
援
計
劃
。
這
不
是
根
攝
自

點
神
學
思
考
的
結
論
，
而
是
天
幸
的
一
啟
示
。
保
祿
在
弗
一
二

5
t

泊
中
勾
劃
出
天
主
的
旨
意
具
體
站
在
耶
穌
基
督
內
顯

示
出
來
。
基
本
上
可
以
這
樣
說
：
「
因
為
她
願
意
所
有
的
人
都
得
欽
，
並
得
以
認
識
真
理
。
」
（
弟
前
二

4

）

為
了
完
成
她
的
旨
意
，
在
已
經
墮
落
的
人
聽
歷
史
中
，
天
主
揀
聽
了
舊
約
和
新
約
的
天
主
子
島
，
亦
即
以
色
列

民
族
與
教
會
。
關
於
以
色
列
民
族
揀
選
為
完
成
天
主
的
旨
意
，
可
以
在
這
個
民
族
的
始
祖
亞
巴
郎
的
事
跡
中
見
到
。

「
我
要
使
你
成
為
一
個
大
馬
族
。
我
必
祝
福
你
，
使
你
成
名
，
成
為
一
個
一
唱
源
。
我
要
祝
福
那
說
福
你
的
人
，
咒
罵

副
董
君
的
意
義

可立



神
學
論
集
＠

一
九
八
三
年
春

七

那
咒
罵
你
的
人
：
地
上
萬
民
都
要
因
你
獲
得
祝
福
。
」
（
創
十
二

2
1
3

）
由
此
而
論
，
來
自
亞
郎
的
民
族
，
被
選

罷
地
上
萬
民
受
到
天
主
祝
福
的
關
鍵
。
接
代
以
色
列
民
族
清
楚
意
聶
到
自
己
的
被
選
。
「
上
主
喜
愛
你
們
，
揀
還
你

們...... 

」
（
申
七
7

）
，
「
出
世
界
上
一
切
種
族
中
，
我
只
揀
選
了
你
們
...... 

」
（
亞
一
一
－
2

）
。
至
於
新
約
時
代
的

教
會
國
鹽
，
同
樣
肯
定
自
己
的
被
選
，
罷
了
宣
揚
天
主
的
旨
意
。
「
至
於
你
們
，
你
們
都
是
特
選
的
種
族
，
王
家
的

司
祭
，
車
潔
的
國
民
，
屬
於
主
的
民
族
，
噶
吽
你
們
宣
揚
那
由
黨
暗
中
召
吽
你
們
進
入
他
奇
妙
之
光
芒
的
榮
耀
。
」

（
伯
前
一
－
9

）
J

天
主
揀
選
團
體
為
貴
現
自
己
的
旨
意
，
但
是
為
了
建
立
與
發
展
團
體
，
首
先
拋
揀
選
了
一
些
人
物
。
舊
約
中
天

主
揀
選
了
亞
巴
郎
、
梅
瑟
、
達
殊...... 

。
而
新
約
時
代
扣
耶
穌
自
己
揀
選
了
十
二
位
宗
徒
。
那
些
一
被
選
的
個
人
，
在

團
體
中
與
團
體
一
起
，
完
成
天
主
救
援
人
穎
的
計
劃
。

﹒
揀
選
可
說
偏
是
一
個
厲
於
意
念
層
次
的
名
詞
，
至
少
在
墓
經
服
絡
中
，
揀
選
實
現
在
召
時
時
。
於
是
在
舊
約
中

，
出
現
了
繼
續
不
斷
的
召
吽.. 
天
主
召
時
亞
巴
郎
（
創
十
二1
）
﹔
召
吽
梅
瑟.. 

「
所
以
你
來
，
我
要
派
你
到
法
郎

那
里
，
率
領
我
的
百
姓
以
色
列
出
離
埃
及
。
」
（
也
三
叩
）
﹔
召
科
亞
毛
斯
（
亞
七
時
）
﹔
召
吽
依
撒
意
亞
、
耶
肋

米
亞
（
依
六
9

﹔
耶
－
1

）...... 

。
那
些
都
是
舊
約
時
代
布
單
召
的
人
c

因
為
他
們
蒙
受
召
吽
，
建
立
、
發
展...... 

以
色
列
民
族
。
因
此
，
以
色
列
民
族
也
自
稱
是
蒙
召
的
民
族
。
至
於
在
新
約
時
代
，
耶
穌
親
自
召
吟
了
十
二
宗
徒
（

谷
三
口
）
，
同
她
常
在
一
起
，
並
派
遣
他
們
去
宣
講
。
宗
徒
是
新
的
時
代
有
學
召
的
人
，
為
了
宣
講
天
國
以
及
服
務

教
會
團
體
。

所
以
在
學
躍
的
脈
絡
中
，
聖
召
的
意
義
故
不
浮
泛
，
而
具
有
確
切
的
內
容
。
天
主
召
叫
吋
個
人
，
為
了
在
她
揀
選

的
團
體
中
，
賓
現
她
的
救
人
計
劃
或
旨
意
。
再
說
得
清
楚
一
此
一
一
，
以
色
列
民
族
是
蒙
召
的
團
體
，
在
它
的
歷
史
中
，



擔
負
特
殊
使
命
的
人
實
際
蒙
受
天
主
的
召
吽
，
他
們
才
是
有
垂
召
的
人
。
同
樣
，
教
會
是
蒙
召
一
的
團
體
﹔
宗
徒
是
有

鑿
召
的
人
，
他
們
在
教
會
中
擔
負
特
殊
的
使
命
。

八
尸
」
卜教會
形
成
時
期
聖
召
應
有
的
意
義

神
學
將
教
會
的
時
期
分
為
新
生
與
形
成
兩
個
階
段3新
生
時
期
的
教
會
，
一
切
尚
未
定
型
，
正
在
自
我
確
定
的

過
程
之
中
。
它
的
來
自
耶
穌
基
督
的
要
素
，
由
於
指
定
的
目
擊
證
人
i
l

宗
徒
的
臨
在
與
教
導
，
繼
續
不
斷
地
出
現

。
漸
漸
地
，
作
為
信
仰
標
準
的
書
本
寫
成
，
作
為
表
達
信
仰
的
禮
儀
大
家
在
舉
行
，
作
為
結
合
信
仰
團
體
的
基
本
緝

構
也
事
糞
土
產
生
。
一
般
說
來
，
公
元
一
百
五
十
年
左
右
，
新
生
時
期
結
束
，
教
會
已
輝
形
成
。

形
成
的
教
會
是
生
活
的
團
體
，
來
自
基
督
的
要
素
在
生
活
中
發
展
，
不
過
沒
有
新
的
教
會
因
素
發
生
，
因
此
它

只
是
繼
承
來
自
新
生
時
代
的
一
切
。
這
便
是
普
通
所
說
，
天
主
的
啟
示
已
經
在
最
末
一
位
宗
徒
死
後
結
束
：
亦
即
在

人
類
歷
史
，
中
，
此
後
直
到
末
日
來
臨
再
沒
有
新
的
啟
示
了
。

不
過
新
生
和
形
成
兩
個
階
段
中
，
耶
穌
羞
營
建
立
的
教
會
只
有
一
個
。
它
是
天
主
在
救
恩
中
揀
選
的
團
體
，
為

了
實
現
她
的
旨
意
c

那
麼
，
如
果
在
新
生
階
段
，
耶
穌
基
督
召
時
申
訴
徒
作
講
教
會
的
基
攝
閱
（
弗
二
油
）
，
遣
聽
他
們

傳
播
福
音
（
谷
十
五
臼
）
，
他
們
是
教
會
中
的
蒙
召
者
，
是
有
學
召
的
人
，
我
們
可
以
悶
：
在
形
成
階
段
中
，
誰
在

教
會
中
蒙
召
，
有
舉
召
呢
？
教
會
形
成
時
期
，
擎
召
應
，
布
什
麼
意
義
呢
？

在
具
體
答
覆
之
前
，
原
則
上
可
以
說
，
在
教
會
形
成
時
期
，
一
切
繼
承
宗
徒
的
人
是
蒙
召
的
，
是
有
甜
苦
召
的
人

。
形
成
時
期
的
教
會
與
新
生
時
期
的
教
會
是
同
一
教
會
。
前
者
是
後
一
者
的
延
長
，
讀
者
可
以
說
前
者
權
承
後
－
者
。
臨

然
在
新
生
的
教
會
中
，
宗
徒
是
蒙
召
者
，
是
有
車
召
的
人
，
那
麼
在
形
成
的
教
會
中
，
繼
承
宗
徒
的
人
自
然
是
蒙
召

學
召
的
意
發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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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者
，
是
有
塾
召
的
人
了
。

的

今
天
誰
是
蒙
召
的
人

經
過
第
一
部
份
中
塾
召
的
車
經
意
義
之
研
討
，
以
及
第
二
部
份
中
教
會
形
成
時
期
學
召
的
意
義
之
確
定
，
在
這

第
三
部
份
中
，
我
們
具
體
地
問
：
今
天
在
教
會
中
誰
是
蒙
召
的
人
？
也
等
於
間
﹒
－

A
呵
，
天
在
教
會
中
誰
繼
承
宗
徒
白
人
﹒

自
國
體
而
論
，
首
先
可
說
，
整
個
教
會
是
蒙
召
的
。
這
基
本
意
義
，
在
本
文
前
兩
部
份
都
有
所
肯
定
。
今
天
的

教
會
應
當
是
怕
多
帳
前
毒
所
說
的.. 

「
特
選
的
種
族
...... 

為
吽
你
們
宣
揚
那
由
黑
暗
中
召
吽
你
們
進
入
奇
妙
之
光
者

的
榮
耀
。
」
（
二
9

）

寄
一
於
在
這
個
蒙
召
的
教
會
中
，
究
竟
誰
是
繼
承
宗
徒
的
人
呢
？
由
於
宗
徒
跟
隨
基
督
，
一
方
面
同
她
生
活
在
一

起
？
另
一
方
面
自
祂
領
受
了
傳
播
天
國
的
職
務
，
對
於
繼
承
的
問
題
，
可
以
分
儷
兩
面
討
論
，
雖
然
生
活
與
職
務
無

法
完
全
劃
分
儀
一
了
但
是
自
教
會
歷
史
中
演
變
的
事
實
而
論
，
有
分
閱
讀
明
的
必
要
。
因
此
這
部
份
分
為
南
農

.. 
第

一
段
，
學
秩
霎
召
繼
承
宗
徒
跟
隨
基
督
傳
播
夫
國
的
職
務
﹔
第
二
段
，
修
會
墓
召
緣
承
宗
徒
跟
隨
基
督
，
接
受
她
的

生
活
方
式
。
而
本
文
特
別
注
意
的
是
第
二
段
。

第
一
段

聖
秩
聖
召
繼
承
泉
徒
跟
隨
基
督
傳
播
天
國
的
職
務

今
天
在
教
會
中
，
誰
是
宗
徒
傳
播
天
國
職
務
的
繼
承
人
？
問
題
能
移
衍
生
得
非
常
夜
雄
，
不
過
黨
在
不
是
本
文

研
討
的
對
象
。
我
們
只
讀
根
捧
梵
三
大
公
會
議
教
會
黨
章
到
號
，
這
樣
肯
定
說
：
「
因
而
，
神
聖
大
會
確
認
主
教
們



由
於
天
主
的
安
排
，
繼
承
了
宗
徒
們
的
職
位
，
作
教
會
的
牧
人
，
聽
從
他
們
的
，
就
是
聽
從
基
督
，
拒
絕
他
們
的
，

就
是
拒
絕
基
督
及
那
位
派
遣
基
督
者
」
﹔
「
於
是
，
主
教
們
和
他
們
的
助
手l

苟
鐸
及
執
事
I
l
a－
接
受
了
為
團
體

服
務
的
職
務...... 

」
o

可
見
，
今
天
是
那
些
在
嬰
秩
聖
事
中
領
受
職
務
的
人
，
繼
承
了
眾
徒
的
塾
召
﹔
具
體
而
論
是
主
教
，
以
及
主
教

的
助
手.. 
司
鐸
及
執
事
是
蒙
召
的
人
。

第
二
段

修
會
聖
召
繼
承
泉
徒
跟
隨
基
督
接
受
她
的
生
活
方
去

當
我
們
開
始
探
討
修
會
生
活
的
來
源
時
，
我
們
得
承
認
在
耶
穌
的
時
代
並
沒
有
修
會
的
存
在
。
在
她
的
公
開
生

活
中
，
並
沒
有
建
立
任
何
修
會
。
可
是
我
們
礎
教
會
的
歷
史
中
均
可
以
看
出
修
會
與
教
會
生
活
有
著
長
遠
及
非
常
密

切
的
關
係
。
究
竟
修
會
生
活
是
如
何
產
生
的
呢
？
由
於
侈
會
真
，
社
會
有
蒼
密
切
的
關
係
’
在
探
討
修
會
生
活
的
來
源

時
，
我
們
自
然
而
然
會
去
追
溯
在
耶
穌
的
生
命
中
，
在
祂
的
這
行
中
寫
後
代
的
修
食
生
活
所
鏽
的
路
。
因
為
單
然
教

會
是
來
白
天
主
的
團
體
，
我
們
不
能
想
像
修
會
生
活
只
是
人
在
某
個
時
代
中
的
一
種
創
舉
。
它
即
使
是
時
代
中
的
產

物
，
也
必
然
與
耶
穌
基
督
的
生
命
息
息
相
關
。

下
面
我
們
分
三
部
份
來
講
解
修
會
生
活
的
來
源
。
首
先
我
們
看
傳
統
神
學
的
解
釋
，
然
後
進
一
步
研
討
混
代
神

之
揚
，
最
後
我
們
署
提
出
幾
個
反
省
問
題
。

v 
左九

第
一
節

傳
統
一
神
學
的
解
釋

根
據
可
諒
的
歷
史
記
款
，
修
食
生
鵲
起
頭
於
第
一
一
一
世
紀
。
這
襄
我
們
賽
時
，
究
竟
是
何
種
緣
由
驅
使
那
些
開
始

學
召
的
意
義

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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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修
道
生
活
的
人
選
擇
這
種
生
活
方
式
呢
？
他
們
在
耶
穌
基
督
的
生
命
中
究
竟
體
驗
到
什
麼
呢
？
﹒
傳
統
神
學
是
這
樣

解
釋
的
：
早
期
那
些
選
擇
到
曠
野
里
去
度
修
道
生
活
的
人
，
無
疑
的
，
是
在
耶
穌
基
督
公
開
生
活
的
言
語
中
領
悟
到

一
種
勸
諦
。
這
種
勸
論
是
針
對
著
修
道
生
活
的
四
大
要
素
，
指
團
體
生
活
、
服
從
、
貧
窮
、
良
潔
而
言
。
國
著
這
種

勸
論
產
生
了
修
道
的
生
活
方
式
，
簡
言
之
，
傳
統
神
學
語
鴛
修
道
生
活
的
來
源
基
於
耶
穌
基
督
的
勸
諦
，
與
她
密
切

相
關
遠
。
這
樣
的
解
釋
，
賞
際
上
有
若
一
些
困
難
。
在
這
里
我
要
先
做
個
分
析
，
然
後
做
個
評
判
。

「
勸
諭
」
一
詞
含
有
「
勸
導
」
立
意
，
亦
即
勸
導
人
做
某
一
件
事
為
引
人
走
向
「
完
美
」
。
而
拒
絕
此
種
「
勸

論
」
並
不
構
成
罪
過
，
人
一
樣
可
以
生
存
得
救
。
但
是
誰
若
接
受
了
這
種
勸
識
，
他
的
生
活
將
是
更
「
成
全
」
的
，

更
接
近
耶
穌
基
督
的
要
求
。

與
勸
識
相
對
的
一
個
名
詞
是
、
「
識
命
」
’
誠
命
意
味
蒼
命
令
。
擔
的
是
天
主
的
命
令
。
面
對
誡
命
人
必
須
去
遵

守
，
否
則
不
能
「
得
救
」
。
傳
統
神
學
指
出
，
在
福
音
中
有
許
多
「
誡
命
」
，
人
必
須
無
條
件
的
去
遵
守
才
能
得
救

。
而
其
中
也
右
一
些
僅
是
「
勸
講
」
’
規
勸
人
遵
循
以
尋
求
完
美
成
全
。
這
些
一
福
音
的
勸
論
研
包
含
的
就
是
貧
窮
、

長
潔
、
服
從
的
生
活
方
式
。
這
是
傳
統
神
學
的
見
解
。
下
面
我
們
要
探
討
是
否
這
樣
的
見
解
符
合
今
日
聖
經
學
的
註

解
。

關
於
修
道
生
活
的
服
從
題
，
傳
統
神
學
認
為
耶
穌
所
說
的
「
聽
從
你
們
的
，
就
是
聽
從
我
﹔
拒
絕
你
們
的
，
就

是
拒
絕
我
」
（
路
十
、
十
六
）
，
指
的
就
是
服
從
的
勸
諦
。
而
模
樣
今
日
翠
輕
學
家
的
註
解
，
耶
穌
所
說
的
這
段
話

事
實
上
是
針
對
東
徒
們
傳
播
天
園
的
喜
訊
而
言
。
誰
接
受
宗
徒
們
傳
播
的
天
國
喜
訊
，
就
是
接
受
耶
穌
基
督
所
傳
播

的
天
國
審
訊
。
而
「
接
受
天
國
的
喜
訊
」
與
人
的
得
救
是
有
若
切
身
關
係
的
，
不
能
說
是
一
種
勸
禱
。
嚴
格
而
諦
，

我
們
很
難
在
福
音
的
這
段
話
真
找
出
耶
穌
對
服
從
勸
議
的
根
墓
。



其
次
，
就
此
潔
出
而
論
，
在
一
幅
背
中
牽
涉
到
長
潔
問
題
的
是
在
瑪
竇
福
音
第
十
九
章
。
耶
穌
談
論
婚
姻
不
可
分

離
，
宗
徒
們
為
此
感
嘆
婚
姻
生
活
的
不
易
，
不
如
獨
身
生
活
來
得
好
，
耶
穌
回
答
他
們
說
：
「
這
話
不
是
人
人
所
能

頓
悟
的
，
只
布
那
些
得
了
恩
賜
的
人
才
能
領
悟
。
因
為
有
些
閹
人
，
從
母
胎
生
來
就
是
這
樣
﹔
有
些
閹
人
是
被
人
闊

的
﹔
有
些
閹
人
，
均
是
為
了
天
國
而
自
閣
的
，
能
領
梧
的
，
就
領
悟
吧
！
」
（
瑪
十
九
日

t
M
）
。
耶
穌
的
這
按
話

是
否
含
有
勸
識
的
成
份
呢
？
事
質
上
，
她
的
話
里
並
未
指
出
為
天
國
度
獨
身
生
活
來
得
更
完
羹
。
在
保
祿
宗
徒
書
信

中
我
們
也
能
從
保
祿
的
話
里
證
實
耶
穌
並
沒
有
把
「
貞
潔
」
當
做
是
一
種
勸
諦
。
他
說

.. 
「
論
獨
身
的
人
，
我
沒
有

主
的
命
令
，
只
就
我
蒙
主
的
仁
慈
，
作
為
一
個
忠
信
的
人
說
出
我
的
意
見
」
（
格
前
七
品
）
。
接
蒼
保
臉
說
出
了
獨

身
生
活
的
優
點
，
以
及
寡
婦
能
守
寡
是
最
好
的
（
格
前
七
的
）
。
從
上
面
的
分
析
，
我
們
也
無
法
斷
定
在
耶
穌
的
言

語
中
含
有
良
潔
的
勸
議
。
否
則
保
祿
不
可
能
說
沒
有
主
的
命
令
。

最
後
談
到
貧
窮
的
觀
諦
。
一
般
傳
統
神
學
研
採
舟
的
是
「
富
貴
少
年
」
的
那
股
福
音
章
節
（
瑪
十
九
時
t
m
）

，
描
述
耶
穌
勸
勉
富
少
年
若
顧
意
獲
得
成
全
，
須
寶
寶
一
切
，
施
捨
給
窮
人
，
然
後
跟
隨
她
。

為
能
了
解
這
段
福
音
的
含
義
，
首
先
我
們
須
與
瞭
「
成
全
」
這
句
話
在
瑪
竇
福
音
中
的
含
義
。
「
成
全
」
這
兩

個
字
在
瑪
蠻
福
音
中
代
表
的
不
是
「
更
完
美
」
，
而
是
一
個
新
時
代
的
標
記
。
就
是
指
耶
穌
基
督
帶
來
的
「
成
全
」

吟
守
付
。
在
造
成
全
的
時
代
中
，
人
必
須
變
買
一
切
，
跟
瞳
耶
穌
，
才
能
進
入
「
天
國
」
。
顯
然
這
里
所
指
的
不
是

一
種
「
勸
識
」
，
而
是
一
種
新
時
代
的
要
求
。

在
瑪
貫
一
福
音
第
五
章
，
耶
穌
也
會
提
到
類
蝕
的
問
滴

.. 
「
你
們
不
要
以
為
我
來
是
廢
除
法
律
或
先
知
﹔
我
來
不
﹒

是
為
廢
除
，
而
是
為
成
全
。
」
「
我
告
訴
你
們
，
餘
非
你
們
的
義
德
超
過
經
師
和
法
利
塞
人
的
義
德
，
你
們
決
遲
不

了
天
圈
。
」
（
瑪
玉
叮
i
m
）
。
在
這
一
袋
，
耶
穌
也
同
時
列
出
了
一
連
串
新
時
代
的
要
求
。
最
後
，
在
第
四
十
八
節

翠
召
的
立
義

七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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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了
一
個
總
結
說
：
「
所
以
你
們
應
當
是
成
全
的
，
如
同
你
們
的
天
父
是
成
全
的
一
樣
。
」

指
一
般
所
謂
的
更
加
美
好
，
而
是
天
欠
教
恩
計
劃
賓
現
，
天
國
來
臨
的
成
全
。

當
富
少
年
告
訴
耶
穌
他
從
小
說
守
好
誡
命
時
，
耶
穌
告
訴
他
還
少
一
樣
，
該
去
變
賣
一
切
。
當
時
寓
少
年
一
聽

這
話
就
憂
悶
的
走
了
，
耶
穌
說
富
人
要
進
天
國
實
在
不
容
易
。
指
的
說
是
這
新
時
代
的
要
求
。
人
必
讀
答
覆
這
樣
的

要
求
才
能
進
入
－x
圈
，
顯
然
不
只
所
謂
「
勸
融
」
。

這
章
節
里
指
的
不
是
「
勸
議
」
的
問
題
，
而
是
進
入
天
國
的
問
題
。
所
以
今
天
神
學
上
的
解
釋
認
為
，
假
如
要

在
一
福
音
耶
穌
的
言
語
中
分
出
「
勸
誡
」
與
「
誠
命
」
來
實
在
大
成
問
題
。
在
耶
穌
的
教
訓
中
並
沒
有
提
到
度
貧
窮
、

服
從
、
良
潔
的
生
活
是
更
成
全
的
勸
諦c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說
傳
統
神
學
用
來
解
釋
修
會
生
活
來
源
的
說
法
是
沒
有

足
侈
的
聖
經
根
攘
的
。

具
體
請
來
，
如
果
我
們
想
在
福
音
中
明
顯
的
分
出
兩
種
觀
念

.. 
一
種
是
罷
了
達
到
「
成
全
」
的
「
勸
誡
」
﹔
另

一
種
是
為
了
得
救
的
「
誠
命
」
不
是
容
易
的
。
在
耶
穌
的
宣
講
中
沒
有
能
將
人
分
成
爾
頓
：
一
類
只
要
守
好
誠
命
就

做
瞥
了
﹔
另
一
類
卸
績
，
遵
守
「
勸
講
」
。
論
「
誠
命
」
耶
穌
會
說
一
切
的
誠
命
可
歸
為
兩
條
：
愛
天
主
與
愛
人
。
面
對

著
這
兩
條
誡
命
，
沒
有
人
敢
說
自
己
已
經
守
得
很
完
美
，
可
以
進
一
步
的
度
「
勸
識
」
的
生
活
了
。
因
噶
誡
命
所
包

含
的
是
愛
天
主
及
愛
人
，
這
是
一
個
永
遠
無
法
辦
全
的
理
想
。

總
之
，
用
勸
誡
與
誡
命
相
對
立
來
解
釋
修
會
生
活
的
來
源
，
有
許
多
缺
點

.. 
第
一
，
沒
有
人
敢
自
詞
已
守
好
愛
天

主
及
愛
人
的
誡
命
。
第
二
，
使
如
一
福
音
中
真
有
「
勸
諦
」
及
「
誡
命
」
之
分
，
這
無
疑
是
給
天
主
于
民
分
等
級
，
將

修
道
者
置
於
更
高
層
次
，
一
一
、
盟
與
梵
二
大
公
會
議
第
五
擎
的
思
想
不
舍
。

（
瑪
六
揖
）
成
全
不
是



第
二
節

現
代
神
學
的
立
場

在
這
一
節
里
，
我
們
要
以
現
代
神
學
的
立
場
來
操
討
修
會
生
活
的
來
源
。
我
們
的
問
題
是
究
竟
修
會
生
活
是
如

何
開
拍
的
？
而
那
些
開
始
度
修
會
生
活
的λ
與
基
督
文
有
著
何
種
關
係
？

首
先
我
們
看
，
在
福
音
里
耶
穌
整
個
的
生
命
是
為
宣
講
「
天
圓
的
來
臨
﹞
。
在
柚
整
個
的
生
命
中
所
尋
求
的
就

是
承
行
天
父
的
旨
意
。
祂
說
：
「
我
的
食
糧
就
是
法
行
欠
的
旨
意
」
。
抽
付
出
所
有
的
能
力
為
宣
講
天
圈
，
承
行
天

欠
的
旨
意
。
這
是
基
督
對
天
欠
絕
對
的
服
從
。
耶
穌
在
她
的
生
命
中
遍
的
是
獨
身
的
生
活
方
式
，
她
沒
有
家
庭
妻
室

見
女
的
牽
掛
’
她
隨
時
隨
地
都
能
自
由
的
付
出
自
己
，
還
是
她
良
潔
生
活
的
一
圈
。
在
耶
僻
的
生
活
真
也
有
清
貧
窮

的
一
面
。
她
一
無
保
留
，
將
自
己
的
所
有
完
全
分
享
於
人
。

在
福
音
中
另
有
一
個
名
稱
「
跟
隨
基
督
」
。
這
個
名
稱
在
三
部
對
觀
福
音
里
講
得
很
多
。
不
、
過
，
我
們
得
仔
組

的
分
析
，
「
跟
隨
基
督
」
這
個
名
稱
其
實
包
括
著
聽
種
不
同
的
方
式
。
一
福
音
里
記
載
有
一
些
人
他
們
聽
了
耶
穌
的
宜

講
就
相
信
了
她
，
並
且
改
變
了
生
活
態
度
。
這
些
人
可
以
說
是
跟
隨
了
基
督
。
他
們
跟
隨
基
督
的
方
式
是
在
自
己
的

家
庭
中
。
在
福
音
中
還
有
另
一
筆
人
，
他
們
是
耶
穌
很
親
密
的
朋
友
，
如
伯
達
尼
一
家
兄
妹
，
尼
苛
德
摩
等
，
他
們

是
那
攘
的
接
近
耶
穌
，
聽
從
耶
穌
，
更
可
以
說
他
們
是
「
跟
隨
基
督
」
。
但
是
，
我
們
可
以
明
顯
的
看
出
他
們
「
跟

隨
基
督
」
的
方
式
與
耶
穌
自
己
的
生
活
芳
式
截
然
不
同
。
事
實
上
，
在
耶
穌
的
公
開
生
活
里
，
還
有
一
華
人
他
們
以

另
一
種
方
式
跟
隨
了
基
督
。
耶
穌
實
際
的
召
吟
了
他
們
跟
隨
祂
。
她
對
安
德
肋
、
怕
多
聽
說

.. 

「
來
，
跟
隨
我
，
我

要
使
你
們
成
為
捕
人
的
漁
夫
」
（
瑪
四
、
十
九
）
﹔
對
雅
各
伯
及
若
望
說

.. 

「
來
，
跟
隨
我
」
，
他
們
立
即
放
下
了

網
，
辭
別
他
們
的
父
觀
，
跟
腫
了
基
費
（
見
嗎
四
、
二
十
一
）
。
這
些
人
跟
隨
革
營
的
方
式
是
如
同
馬
爾
谷
一
唱
會
第

擊
一
召
的
意
曲
曲

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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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章
所
描
寫
的
：
罷
了
一
福
音
一
即
捨
棄
了
房
屋
、
兄
弟
、
父
親
、
母
親
、
兒
女
、
困
地
、
和
一
切
。
他
們
跟
隨
基
督
的

方
式
與
他
人
不
同
。
他
們
把
耶
穌
的
生
活
方
式
當
傲
自
己
的
生
活
方
式
，
與
耶
穌
成
為
一
個
團
體
，
如
同
耶
穌
離
開

自
己
的
母
親
，
家
人
，
他
們
也
離
開
自
己
的
家
庭
﹔
如
同
耶
穌
一
條
所
有
，
捨
棄
一
切
，
他
們
也
捨
棄
了
自
己
的
田

地
，
房
屋
﹔
如
同
耶
穌
過
的
是
獨
身
生
活
，
他
們
也
離
開
了
自
己
的
妻
子
兒
女
。
他
們
與
耶
穌
生
活
在
一
起
共
同
組

成
了
一
個
團
體
，
過
著
一
種
特
殊
的
生
活
方
式
。

接
藉
，
我
們
要
看
看
究
竟
在
教
會
歷
史
中
修
會
生
活
是
如
何
產
生
的
，
它
產
生
的
緣
由
叉
是
什
麼
？

在
教
會
歷
史
中
，
修
會
生
活
起
源
於
第
三
世
紀
，
第
三
世
紀
中
有
一
摹
基
督
徒
他
們
嚮
住
過
若
與
耶
穌
基
督
同

樣
的
生
活
方
式
，
他
們
放
棄
一
切
，
到
曠
野
里
去
生
活
，
這
種
生
活
方
式
後
來
繼
續
在
歷
史
中
延
續
，
這
就
是
修
會

生
活
的
來
源
。

在
修
會
生
活
產
生
初
期
，
最
早
的
學
人
之
一
就
是
有
名
的
隱
修
士
！
’
塾
安
賞
。
從
他
的
傳
記
襄
可
以
君
出
他

的
舉
召
與
我
們
所
講
的
問
題
有
相
五
的
關
聊
。
他
生
長
在
一
個
富
裕
的
家
庭
，
父
母
留
下
許
多
產
業
，
他
將
自
己
的

家
產
分
給
婊
妹
及
其
他
親
衷
。
布
一
天
在
彌
撒
中
他
聽
到
了
當
天
的
一
帽
者
馬
爾
谷
第
十
章
耶
穌
召
時
宗
徒
跟
隨
她
的

一
設
話
，
他
毅
然
下
定
決
心
按
法
宗
徒
們
跟
隨
基
督
的
方
式
，
到
曠
野
里
去
生
活
。
我
們
可
以
君
出
他
跟
隨
基
督
的

動
機
是
爵
了
按
法
耶
穌
自
己
及
宗
徒
們
跟
隨
基
督
的
生
活
方
式
。

為
了
證
賞
這
一
點
確
實
可
靠
，
我
們
要
分
析
一
個
西
文
名
詞
：
〉
莒
叩
門
色
？
’
字
義
為
「
宗
徒
住
」
。
今
天
這

名
詞
已
與
n
g
g
g
在
丘
吉
仿
「
獸
觀
性
」
相
對
。
但
是
最
初
在
歷
史
，
中
，
並
非
是
那
些
傳
教
工
作
者
自
稱
為
「
宗

徒
性
」
’
相
反
，
倒
是
那
些
隱
修
士
自
稱
為
「
申
訴
徒
佳
」
，
因
為
他
們
深
入
曠
野
，
髓
的
如
同
宗
徒
一
般
，
捨
棄
一

切
跟
隨
基
督
，
他
們
繼
承
了
宗
徒
生
活
中
的
這
一
面
。
「
宗
徒
性
」
一
詞
很
久
保
持
這
個
意
義
，
所
以
以
後
的
隱
修



團
體
也
自
認
保
持
宗
徒
跟
隨
基
督
捨
棄
一
切
的
生
活
方
式
。
直
到
後
代
的
道
明
會
建
立
，
漸
漸
地
「
宗
徒
佳
」
指
的

傳
教
。
所
以
今
天
的
傳
教
修
會
反
而
為
「
宗
徒
性
」
，
而
體
修
修
會
認
為
是
「
默
觀
」
者
。
為
此
，
根
據
「
宗
徒
性

」
的
演
變
，
也
可
見
出
修
會
生
活
的
來
源
，
乃
是
為
了
在
教
會
中
保
持
宗
徒
跟
隨
基
督
的
生
活
方
式
，
這
方
式
具
體

地
包
含
後
代
的
團
體
與
三
愿
生
活
。

第
三
節

反
省
問
題

經
過
上
述
研
討
，
如
果
再
問
：
今
天
誰
是
蒙
召
的
人
，
那
麼
可
以
加
上
那
些
在
一
教
會
中
、
繼
承
宗
徒
跟
隨
基
督

接
受
她
的
生
活
方
式
的
會
士
，
以
及
類
似
的
團
體
。
他
們
在
生
活
方
式
方
面
，
繼
承
了
宗
徒
的
藝
召
，
是
蒙
受
召
峙

的
人
。其

次
，
對
於
「
勸
識
」
一
詞
，
尚
得
有
些
說
明
。
如
果
有
人
以
為
修
會
生
活
的
來
源
出
於
耶
穌
的
勸
識
﹔
勸
論

與
誠
命
相
對
，
那
麼
我
們
已
經
有
所
批
判
，
認
為
不
能
根
據
聖
經
成
立
。
不
過
，
由
於
在
教
會
用
語
中
，
稱
修
會
生

活
爵
度
福
音
勸
論
生
活
，
因
此
這
個
名
詞
似
乎
仍
應
保
持
。
一
般
說
來
，
教
會
並
不
參
與
神
學
討
論
﹔
我
們
可
以
接

受
這
個
名
詞
，
但
是
所
謂
福
音
勸
誡
僅
指
跟
隨
基
督
的
生
活
方
式
，
並
不
表
示
與
誠
命
有
任
何
相
對
的
意
義
。

、
h
a
z

’
，

叮
叫
叫
J

／
一

，

h
N
U、

結

·＝益，k

iifflJ 

本
文
自
鑒
經
與
科
學
，
確
定
今
天
在
教
會
中
誰
是
蒙
召
者
。
我
們
的
結
論
是
那
些
一
繼
承
宗
徒
，
跟
隨
基
督
傳
播

福
音
，
以
及
採
取
特
殊
生
活
方
式
的
人
。
更
具
體
而
論
，
是
儷
受
翠
秩
霉
事
，
以
及
度
修
會
生
活
或
類
似
性
質
的
團

體
生
活
的
人
c

不
過
他
們
蒙
受
召
科
不
是
氣r
個
人
，
而
且
為
了
一
個
蒙
受
召
吽
的
教
會
寓
體
。

學
益
的
含
義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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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
，
雖
然
我
們
區
分
了
宗
徒
的
職
務
與
宗
徒
的
生
活
方
式
，
兩
者
事
實
上
不
可
能
完
全
分
清
，
因
此
在
學
秩

車
一
事
中
的
蒙
召
者
，
接
受
類
位
宗
徒
捨
棄
一
切
而
生
活
﹔
而
修
會
辜
百
，
一
般
說
來
也
參
與
傳
教
工
作
。
不
過
作
為

教
會
中
兩
種
不
同
的
制
度
，
是
應
當
分
別
討
論
的
。



路
加
福
音
中
「
旅
程
敘
述
」

l
l

訓
練
門
從

的

唱團”..... 

個
意
義

高
慧
琳
譯

（
土
）

本
文
是
菲
律
賓
東
亞
敘
室
等
龍
（
E
A
P
I

）
合
作
祈
究
小
姐
，
參
考
了
路
加
福
音
「
旅
程
敘
述
」

中
的
培
育
精
神
，
針
對
初
學
會
去
及
大
修
說
修
生
培
育
計
童
提
鼠
的
建
議
。
作
索
拉
育
有
六
抖
抖

.. 
〉
悅
目
。
由

切
g
d
Z
O
M
N
ω宮
”
H
U
E－M旬
們
也
E
m『g
p
ω
ζ
﹒
U
S
B
。
口
已
一
間
。
宅
建
已
叫
什
呈

ω
－
Z
0
月

3
訪
問
‘
冊
。
可U
Z
ω
戶

只
皂
白M『
戶
口
。
－
Z
且
可
ω
ω也
ω
‘
回E
E
m
竄
。
頁
。
口
冊
。ω
m
J
I

－
－
譯.. 
才
謹
識

言

路
加
福
音
寫
成
時
的
基
營
徒
團
體
，
已
不
再
認
為
基
督
第
二
次
來
臨
是
一
樁
迫
在
眉
麗
的
事
了
。
因
此
路
加
福

音
作
者
所
急
切
期
望
散
擋
的
訊
息
是
如
何
建
立
基
督
徒
團
體
，
並
培
育
真
正
的
鬥
徒
，
好
能
髓
天
國
價
值
作
罷
。

「
旅
程
敘
述
」
（
九
日i
十
九
叫
“
）
是
路
加
福
音
的
一
大
特
色
。
旅
程
甫
始
，
耶
穌
率
領
門
徒
「
訣
意
面
朝
耶

路
撒
冷
走
去
」
’
邁
向
旅
程
的
終
點
。
旅
途
中
，
耶
穌
著
手
訓
練
門
徒
，
讓
他
們
逐
漸
了
解
天
國
的
性
質
，
並
讓
他

們
認
清
自
己
在
歷
史
中
作
謹
的
角
色
和
責
任
。
因
而
一
福
音
中
充
滿
了
濃
厚
的
教
育
意
味
。

跟
隨
耶
穌
的
門
徒
是
被
召
徹
底
委
身
於
她
的
，
所
以
旅
程
一
開
始
，
就
可
看
出
他
們
的
著
無
反
顱
，
絕
無
「
手

扶
著
響
往
後
若
」
或
是
重
行
審
遁
的
現
象
發
生
。
由
此
可
知
培
育
們
徒
是
件
寮
績
不
斷
向
前
進
展
的
冒
險
事
業
。
其

間。

路
如
一
揣
一
管
中
「
旅
程
L
E述
」
的
一
個
意
說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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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本
的
動
力
在
於
要
求
與
主
同
行
的
門
徒
（
或
朝
辜
者
）
，
先
做
一
個
斷
然
的
基
本
抉
擇
，
而
覺
還
要
求
他
們
的
行

為
必
須
與
此
基
本
抉
擇
一
致
。

用
心
研
究
過
了
「
旅
程
敘
述
」
後
，
我
們
確
信
.. 
今
日
本
論
對
修
會
中
的
成
年
會
士
或
是
年
輕
的
初
學
會
士
，

都
應
有
一
套
完
發
布
殼
的
培
育
計
劃
。
「
旅
程
敘
述
」
中
有
許
多
主
題
，
但
耶
穌
一
再
強
調
的
都
是
信
仰
、
祈
禱
及

財
富
。以

下
我
們
將
要
由
某
些
角
度
討
論
「
旅
程
敘
述
」
’
這
些
一
角
度
都
是
經
過
我
們
祈
禱
、
深
思
、
研
究
、
註
釋
和

討
論
後
所
決
定
的
。
我
們
建
議
從
下
列
兩
方
面
開
始
深
入
「
旅
程
敏
述
」
的
核
心
。

的
與
團
體
一
起
伴
隨
耶
穌
而
行
：
在
培
育
者
的
指
導
下
，
團
體
分
享
、
反
響
和
祈
禱
是
有
價
值
的
，
能
修
因

此
而
建
立
起
種
間
的
基
督
徒
團
體
。

ω

個
人
獨
自
伴
隨
耶
穌
而
行
：
每
位
門
徒
被
召
由
人
性
深
處
自
獻
於
基
督
i
l
l－
這
過
程
須
人
不
斷
的
悔
改
皈

依
（
5
2
g
a
m
）
和
自
我
棄
捨
（w
g
g
凹
的
）
。
按
照
「
旅
程
敘
述
」
’
這
方
面
每
人
都
需
要
培
育
者
給
予
個
別
的

神
修
指
導
。

、
朝
聖l

！
走
向
聖
坡

雖
然
我
們
大
部
分
的
人
都
對
朝
擎
的
觀
念
和
經
驗
不
很
熟
悉
，
但
是
此
處
我
們
還
要
用
朝
擎
的
觀
念
來
看
「
旅

程
敘
述
」
’
是
因
為
最
先
伴
隨
耶
穌
走
往
耶
路
撒
冷
塾
撓
和
巴
斯
卦
奧
跡
之
路
的
是
宗
徒
們
，
而
後
又
有
許
多
人
加

入
了
這
行
列
。
這
見
我
們
將
蒼
蒼
對
耶
穌
和
宗
徒
們
來
說
，
這
「
旅
程
」
意
殊
著
什
麼
。
宗
徒
對
這
旅
程
的
看
法
一

如
耶
穌
，
做
篤
這
朝
聖
旅
程
一
分
子
的
我
們
︱
！
基
督
徒i
l

應
把
我
們
的
生
活
視
為
正
在
走
向
耶
路
撒
冷
舉
棋
。



韌
學
期
也
可
被
視
為
如
同
門
徒
們
是
的
這
段
旅
程
的
期
間
。
所
以
我
們
要
略
述
「
朝
墓
」
的
意
義
。

「
所
謂
朝
塾
，
是
信
友
們
所
從
事
的
旅
行
，
其
民
的
地
是
一
處
被
天
主
明
顯
祝
聖
遍
的
墓
地
，
以
便
在
那
學
善

的
環
境
中
祈
禱
。
」
在
這
定
義
中
，
我
們
可
考
慮
幾
個
名
詞
－

l
i
l

「
旅
行
」
、
「
信
友
」
、
「
祈
禱
」
j
1
1

的
意
義

.. 
這
些
一
是
獻
身
於
信
仰
的
人
表
達
可
「
讀
美
」
與
「
朝
拜
」
的
一
些
一
行
動
。
因
此
朝
車
是
追
尋
典
主
遇
舍
的
過
程
。

祁
縣
典
索
徒
（
路
九t
十
九
）

宗
徒
們
獻
身
跟
隨
耶
穌
，
和
她
一
起
生
活
一
段
時
間
之
後
，
耶
穌
才
開
始
這
次
的
朝
娶
旅
行
。
「
當
她
被
接
升

天
的
日
子
快
要
來
到
時
」
（
九
日
）
，
她
開
始
做
她
的
最
後
一
次
旅
行
，
是
要
走
去
與
父
完
全
的
結
合
。
這
朝
聖
旅

程
的
起
初
階
段
包
括
九
日
1

十
二
間
。

各
章
主
題
如
下.. 

第
九
章.. 
旅
程
的
方
向

旅
途
的
缺
乏
安
全
感

第
十
章.. 

「
傲
門
徒
」
的
意
義

第
十
一
輩.. 
祈
禱

第
十
二
章.. 
「
做
門
徒
」
的
意
義

耶
穌
沿
途
一
一
再
提
醒
門
徒
，
必
須
接
受
和
祂
同
樣
的
償
命
，
這
使
命
不
給
人
安
全
感
，
連
每
夜
安
枕
之
處
何
在

也
不
得
而
如
（
九
抽
）
。
面
對
無
所
知
的
眼
前
的
途
徑
，
所
以
門
徒
必
須
目
不
皮
顧

i

︱
放
棄
以
往
所
有
的
安
全
感

（
九
位
）

路
那
輛
宮
中
﹒
「
旅
程
敘
述
」
的
一
個
意
義

J、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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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

一
九
八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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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然
後
耶
穌
打
聽
門
徒
們
出
去
，
獲
取
一
些
一
「
使
徒
的
體
驗
」
，
他
們
體
驗
和
老
師
一
樣
的
任
務
、
力
量
、
貧
窮

和
困
難
（
十
－
t
m
）
。
他
們
回
來
之
後
，
文
教
給
他
們
「
宗
徒
」
的
其
他
含
義

.. 

與
主
結
合
（
n
t
m
）
，
愛
的

法
律
（
泊
1

品
）
，
罷
被
遺
棄
的
人
服
務
（m
t
訂
）
及
聆
聽
天
主
的
墓
言
（
品
i

招
）
。

講
解
完
作
耶
穌
門
徒
所
必
備
的
基
本
心
墳
之
後
，
耶
穌
叉
教
給
他
們
祈
禱
生
活
的
要
素
。
柚
和
門
徒
們
一
起
分

享
她
對
欠
的
祈
禱
。
他
們
從
父
那
兒
接
受
怎
樣
的
寬
恕
，
他
們
也
應
如
何
寬
恕
別
人
。
耶
穌
答
應
派
遣
墓
神
來
給
那

些
祈
求
的
人
，
她
是
與
父
合
一
之
神
。

第
十
二
軍
再
度
回
到
「
做
門
徒
」
意
義
的
主
題.. 

做
門
徒
缺
乏
安
全
感
若
有
寬
恕
的
精
神
及
對
天
主
的
信

仰
，
就
會
獲
得
「
不
靠
財
富
」
而
會
有
的
安
全
感
了
。
耶
穌
要
求
門
徒
們
接
受
與
祂
同
樣
的
考
驗
、
危
機
（
十
二
日

t
U
）
、
同
樣
的
信
賴
和
平
安
（
十
二21
7

）
、
同
樣
的
一
生
（
十
一
－81
9

、
自
1

臼
）
。

鬥
徒
們
開
始
上
路
了
，
他
們
如
道
要
往
何
處
，
說
期
待
些
什
麼
及
如
何
達
到
他
們
所
尋
求
的
典
主
合
一
。
不
管

怎
樣
，
這
旅
程
剛
開
始
。
未
來
漫
長
的
旅
程
將
使
他
們
逐
漸
意
識
到
.. 

現
在
對
老
師
教
導
內
涵
的
了
解
是
太
膚
淺

了
。

往
耶
路
撒
冷
的
途
中
，
各
章
主
題
如
下
﹒
．

第
十
三
章
：
耶
路
撒
冷
i

旅
程
的
方
向

第
十
一
－7
十
四
章.. 

悔
改
l
l

尋
求
自
由
！
1

愛
及
成
長
的
內
在
、
自
由

第
十
三
t

十
四
章.. 

慷
慨
i

服
務
的
準
備

第
十
五
章
﹒
﹒
亡
羊
遲
棧
時
團
體
的
喜
值1！
悔
改

第
十
六
章.. 

悔
改
的
阻
礙
！l
財
富



第
十
七
章.. 

信
仰

老
師
現
在
已
使
門
徒
們
走
在
正
確
的
海
徑
上
了
。
爵
能
達
到
旅
程
的
終
站
，
就
必
須
培
養
出
並
非
一
朝
一
夕
就

能
布
的
態
度
與
價
值
觀
。
耶
穌
每
天
不
斷
的
指
出
悔
改
及
寬
恕
的
必
要
性
。
悔
改
之
前
，
鬥
徒
讀
先

7
解
由
於
人
性

的
喝
點
所
造
成
的
人
額
無
助
的
情
況
（
十
三
叩
J

打
，
十
四
l
j
6

）
。
耶
穌
顯
示
了
她
的
仁
慈
典
棒
憫
（
十
一
一
－

6

t
9

）
，
但
她
不
勉
強
人
接
受
，
這
種
內
在
的
自
由
，
表
現
於
芥
架
子
的
成
長
及
酵
母
發
酵
的
比
喻
中
。

漸
近
旅
途
的
終
站
，
門
徒
們
日
漸
了
解
老
師
所
說
好
客
的
真
義
。
一
路
上
，
他
們
全
仰
仗
他
人
棋
膳
食
宿
，
十

四
章
宴
席
的
比
喻
乃
講
述
待
客
之
道
。

與
老
師
同
行
朝
鑿
的
旅
途
並
不
孤
獨
。
在
十
五
章
中
，
耶
穌
周
三
個
比
喻
說
明
團
體
對
迷
連
個
返
者
的
歡
迎
，

這
是
用
來
說
明
門
徒
之
間
需
要
有
一
個
團
體
存
在
。
在
團
體
中
，
一
方
面
對
悔
改
的
罪
人
表
示
歡
迎
﹔
另
一
芳
面
，

他
們
也
和
那
九
十
九
隻
羊
一
般
，
分
享
老
師
重
獲
亡
羊
的
喜
棍
和
歡
欣
﹔
這
和
蕩
子
回
頭
比
喻
中
，
長
子
所
表
現
的

態
度
大
不
一
樣
。

他
們
並
常
為
眼
前
的
事
，
使
自
己
對
派
程
的
終
點
的
意
識
模
糊
不
清
。
因
此
在
十
六
章
中
，
耶
穌
告
訴
門
徒
，

應
以
「
天
主
的
眼
光
」
來
君
財
寶
．
，
而
法
科
套
人
、
投
猜
的
管
家
和
富
翁
等
人
物
，
卸
以
「
人
的
眼
光
」
來
看
他
們

的
財
富
。一

路
上
朝
夕
相
處
︱
︱
或
聆
聽
老
師
的
前
一
苔
，
或
觀
察
他
人
對
耶
穌
及
情
壇
的
反
應
︱
︱
門
徒
蠹
暈
試
著
去
了

解
耶
穌
所
表
現
的
態
度l

在
十
七
章
中
，
門
徒
學
得
信
仰
使
人
與
天
災
交
往
所
需
的
信
仰
課
度
。

信
仰
表
現
於
團
體
作
證
中
（
十
七It
3

）
、
寬
恕
他
人
中
（
十
七
4

）
、
祈
禱
中
（
十
七5
t
6

）
、
服
務

中
（
十
七
7
t
m
）
。
因
著
信
仰
，
撒
瑪
黎
雅
的
擴
病
人
獲
得
徹
底
的
痊
癒
l
l

首
先
是
身
體
，
按
著
是
整
個
人
。4

路
加
霜
且
一
日
中
「
旅
程
敘
述
」
的
一
個
意
義

八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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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仰
生
活
就
是
對
那
隱
而
不
顯
的
天
父
臨
在
的
信
念
（
在
心
中
的
天
國
）

了
自
己
的
信
仰
。

旅
程
的
終
點
已
經
在
孽
，
耶
穌
再
次
強
調
祈
禱
的
態
度
。
寡
婦
的
信
心
表
現
在
她
祈
禱
的
恆
心
（
十
八

1
1
8

）
。
稅
吏
向
天
主
祈
禱
，
法
利
賽
人
都
對
自
己
祈
禱
（
十
八

9
I
M
）
。
祈
禱
時
，
鬥
徒
們
須
有
見
童
般
的
虛
心
開

放
，
不
迷
戀
世
物
（
十
八m
t
m
）
，
並
準
傭
伴
隨
老
師
前
往
耶
路
撒
冷
迎
向
旅
程
終
點
的
十
字
架
和
天
國
（

十
八
也
！
也
）
。

耶
里
哥
城
外
的
育
者
和
城
內
的
區
凱
都
認
出.. 
旅
逾
中
的
老
師
就
是
他
們
所
要
尋
找
的
主
f

一
個
是
由
於
個

人
的
需
要
，
另
一
個
均
是
由
於
自
己
的
好
奇
。
因
蛇
渴
望
與
耶
穌
相
遇
是
祈
禱
的
另
一
必
要
的
必
態
。

耶
路
撒
冷
近
了
，
但
鬥
徒
們
對
夫
圓
的
真
義
仍
是
愴
懂
無
知
。
耶
穌
就
寫
給
他
們
講
另
一
個
比
喻
，
髓
的
是
在

未
來
能
鼓
舞
他
們
，
他
們
必
氛
善
用
天
賦
的
才
能
，
信
賴
老
師
的
支
持
。

光
榮
並
完
全
獻
身
給
父
的
最
後
時
辰
已
近
，
耶
穌
允
許
門
徒
們
視
他
為
君
王
、
默
西
亞
。
進
入
耶
路
撒
冷
時
，

她
同
時
也
是
衷
哭
耶
拔
命
運
的
受
苦
僕
人
，
然
後
的
進
入
學
毆
，
對
父
獻
上
崇
拜
者
的
赤
誠
。

伴
主
同
行
時
，
下
列
主
題
一
再
重
覆
.. 
第
一
是
耶
穌
對
事
物
意
義
的
準
確
透
視
，
當
然
其
間
也
變
雜
著
鬥
徒
們

及
其
他
人
的
著
法
﹔
其
次
乃
是
門
徒
們
藉
著
各
種
的
情
境
，
逐
漸
在
心
靈
上
領
悟
了
許
多
事
，
這
也
是
重
要
的
﹔
最

後
是
以
天
主
的
眼
光
來
看
事
情
，
這
才
是
旅
程
的
終
極
目
標
。

。
因
此
門
徒
們
在
與
主
同
行
朝
墓
中
加
深

準
確
的
透
視

旅
程
一
開
捕
，
耶
穌
警
告
門
徒
，
不
要
回
顧
往
目
的
足
跡
（
九
位
）
，
他
們
必
須
面
朝
耶
路
撒
冷
（
天
堂
〉

i



i

旅
程
的
終
點
走
去
。
沿
途
耶
穌
告
訴
他
們
，
看
見
你
們
所
看
見
之
事
的
人
是
有
一
唱
的
，
因
為
這
些
事
是
許
多
人
夢

寐
以
求
，
都
又
不
得
一
見
的
（
十
品
）
。
門
徒
們
驅
逐
孩
盞
，
耶
穌
翊
吸
引
他
們
，
並
和
他
們
一
岡
遊
戲
，
而
且
祝

福
他
們
（
十
八
的
）
。
沿
途
耶
穌
注
意
到
人
們
的
需
要
，
如
病
魔
纏
身
十
八
年
的
婦
女
（
十
三

U
M
、
十
個
礦
病
人

（
十
七H
）
、
恆
凱
（
十
九
口
）
。
當
她
看
到
耶
路
撒
冷
時
，
痛
哭
它
的
需
要
，
因
為
它
不
知
道
自
己
的
貧
乏
和
需

要
。心

靈
的
領
悟

門
徒
對
於
耶
路
撒
冷
旅
程
中
各
種
事
情
的
領
悟
，
有
如
逐
步
揭
開
的
韓
嫂
。
旅
途
中
，
耶
穌
藉
著
每
一
階
段
的

比
喻
，
幫
助
他
們
了
解
更
多
路
上
的
所
見
肘
閉
，
這
些
比
喻
一
點
一
點
揭
示
某
些
必
要
的
教
訓
，
那
就
是
以
天
生
的

眼
光
來
看
周
遁
的
情
一
物
（
十
二
缸
，
十
六
臼
）
，
這
不
再
屬
於
心
靈
之
見
，
而
是
超
佳
之
見
了
。

黑
暗
使
人
若
不
見
，
魔
鬼
常
和
黑
暗
有
闕
，
所
以
心
富
的
人
，
常
受
邪
惡
的
影
響
（
十
一
叫
“

t

呵
呵
）
那
些
把
燈

屋
於
燈
臺
上
荷
跟
朋
心
清
的
人
，
即
是
準
備
接
受
耶
穌
治
癒
的
人
。
自
知
貧
乏
的
人
，
耶
穌
也
知
道
他
的
需
要
並
治

滋
他
（
十
三
門
叫
‘
十
四5

，
十
五
凹
，
十
七
凹
，
十
九
的
）

F

九
五
椅
略
光
看
﹒
事

各
個
比
喻
的
目
的
，
都
是
要
人
體
會
到
對
事
物
的
深
入
觀
察
是
必
要
的
i
i
1

每
人
都
該
不
斷
地
探
索
，
直
到
發

現
天
主
願
自
己
具
有
的
憩
度
講
，
止
。
這
在
下
列
章
節
美
妙
的
表
達
出
來
尋
找
無
花
菜
（
十
一
一
－

6

）
，
在
祈
禱
，
中

尋
找
（
十
一
叩
）
，
迷
失
的
亡
羊
（
十
五
4
1
7

）
，
浪
子
回
頭
（
十
五
日
t
n
）
。

路
加
強
音
中
「
旅
程
綾
述
」
的
一
個
意
義

八
九



神
學
論
集
＠

一
九
八
二
年
春

九

。

區
缸將

近
旅
程
終
點
，
區
凱
出
揚
了
。
這
一
幕
對
「
君
」
（m
g

戶
口
也
有
一
總
括
的
說
明
，
它
用
很
多
字
眼
，
表
達

那
可
見
的
行
動
︱
！
「
出
現
」
（
且
還
m
m
E
D
n
o
）
、
「
君
見
」
（
話
。
）
、
「
瞥
見
」
（
包
g
u
m
o）
、
「
定
睛
注
祖

」
（
古
典
皇
）
、
「
尋
找
」
（
m
B
F
C

︱
︱
：
看
見
耶
穌
本
人

︱
︱
讓
耶
穌
君
見
我
們

！
！
接
受
天
主
子
一
瞥
中
所
舍
的
意
義

i
o
l
l
讀
尋
找
我
們
的
牧
人
發
現
我
們

旅
程
終
點
，
一
位
陌
生
人
，
也
是
罪
人
的
區
凱
「
意
見
」
了
，
然
而
伴
同
耶
穌
走
完
全
程
的
門
徒
都
「
視
而
不

見
」
。
（
十
九
口
）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耶
穌
及
其
門
徒
的
朝
墓
旅
程
，
可
以
與
基
督
徒
生
命
之
旅
作
平
行
的
對
照
。
門
徒
們
在
生
活
中
，
踏
著
老
師
的

是
跡
，
走
向
耶
路
撒
冷
。
如
同
門
徒
在
加
里
肋
亞
時
一
樣
，
基
督
徒
的
旅
程
開
始
於
他
成
熟
的
自
獻
於
主
耶
穌
。
那

時
基
督
徒
再
次
學
習
作
「
門
徒
」
的
意
義
和
祈
禱
的
重
要
性
。

整
個
生
命
旅
程
之
中
，
他
將
在
悔
改
、
寬
恕
、
好
客
及
共
融
的
氣
氛
中
成
長
﹔
並
且
學
習
和
他
人
分
享
自
己
的

財
簣
，
講
信
得
到
天
上
的
產
業
。
這
雖
是
一
段
漫
長
的
旅
程
，
但
當
他
內
心
的
自
由
不
斷
成
長
，
他
與
天
主
相
吏
的



結
合
也
越
來
愈
深
。
旅
程
逐
漸
接
近
終
點
，
一
般
說
來
，
基
督
徒
會
在
老
年
再
次
學
到
祈
禱
的
意
義
和
耶
穌
對
他
是

誰
。
最
後
，
他
如
老
師
一
樣
地
對
天
主
完
全
投
順
﹔
這
種
崇
拜
行
動
是
為
了
能
面
對
面
地
看
見
父
。

初
學
培
育

我
們
也
可
拿
門
徒
的
旅
程
來
與
初
學
過
程
相
對
照
。
朝
辜
者
、
門
徒
們
及
初
學
會
士
都
是
在
從
事
一
次
旅
行
，

其
目
的
是
為
了
去
朝
拜
。
進
入
修
會
接
受
培
育
的
人
，
都
是
己
獻
身
於
主
的
。
一
，
叩
門
徒
，
初
學
會
士
必
須
明
白
旅

途
中
是
沒
有
安
全
感
的
，
也
不
可
依
賴
世
俗
的
貪
財o初
學
們
可
出
外
，
分
擔
老
師
（
或
團
體
）
的
使
命
，
體
會
「

宗
徒
經
驗
」
。
回
來
經
過
檢
討
評
價
之
後
，
就
能
學
到
更
多
，
有
關
作
門
徒
的
意
義
和
祈
禱
的
意
義
。

初
學
期
開
始
，
是
他
們
在
靜
默
中
與
主
結
合
而
成
長
、
發
展
（
如
同
芥
菜
子
和
酵
母
般
）
的
時
候
。
在
初
學
訓

練
期
中
，
聽
講
團
體
生
活
的
價
值
，
如
喜
樂
、
悲
哀
、
寬
恕
、
好
客
和
自
我
拾
棄
奠
定
基
聽
。

自
我
交
付
的
日
子
近
了
，
耶
穌
一
一
再
強
調
祈
禱
和
認
識
「
抽
」
是
誰
的
重
要
性
。
初
學
會
士
在
完
全
自
我
交
付

、
並
室
發
誓
願
的
時
刻
近
了
峙
，
應
如
老
師
一
樣
﹔
在
一
切
的
讀
美
和
崇
拜
行
動
主
後
，
他
們
也
應
如
門
徒
殼
，
再

次
對
辟
有
的
人
宣
報
福
音
。

為
使
初
學
會
士
更
深
刻
的
意
識
到
這
旅
程
的
意
義
，
帶
他
們
旅
行
一
次
是
一
樁
再
適
合
不
過
的
事
了
，
讓
他
們

親
歷
其
境
，
儘
可
能
在
外
耀
祖
幾
天
，
如
說
，
缺
乏
安
全
感
、
好
客
、
國
窮
、
寬
恕
、
和
諧
共
融
的
喜
樂
和
祈
禱
等

，
這
些
活
生
生
的
經
驗
，
將
永
遠
銘
刻
他
們
心
頭
。

二
、
主
題
與
象
歡

時
岫
加
續
－
一
中
「
旅
程
敘
述
」
的
一
個
意
羲

九



神
學
論
集
＠

一
九
八
三
年
春

九

甲
、
旅
程
鍍
述
中
的
主
題

耶
穌
在
前
往
耶
路
撒
冷
的
旅
程
中
，
由
加
里
肪
亞
起
，
就
一
直
被
門
徒
及
男
女
畫
眾
所
跟
醋
。
她
領
頭
前
行
（

十
七
訟
，
十
八
詣
，
十
九
－
t
3

日
路
）
，
不
時
轉
過
身
來
跟
他
們
說
話
（
九
伍
，
十
四
品
）
，
她
在
旅
程
中
的
一

切
教
訊
和
言
論
彼
拉
相
揍
，
均
不
與
任
何
特
定
的
時
間
或
地
點
相
關
。
耶
穌
常
單
單
把
「
正
道
」
指
給
門
徒
，
對
自

己
的
言
行
教
導
跟
隨
者
天
圓
的
要
求
和
遠
景
。
她
引
導
門
徒
經
歷
掙
化
和
成
長
的
過
程
。

在
意
種
境
遇
中
，
耶
穌
廣
泛
地
說
論
各
種
事
情
或
主
題
。
但
他
把
童
心
放
在
強
調
財
富
、
權
勢
和
名
掌
上
。
跟

隨
她
的
門
徒
績
有
良
好
的
心
理
準
備.. 
放
棄
物
資
保
障
﹔
將
遭
受
到
的
會
是
被
拒
、
甚
至
迫
害
﹔
做
門
徒
的
代
價
是

要
付
出
全
部
生
命
。
另
外
的
兩
個
主
題
特
別
提
到
「
信
德
」
和
「
祈
禱
」
。
門
徒
發
現
他
們
唯
一
的
保
障
在
於
「
信

」
’
郎
對
天
欠
的
信
賴
。
耶
穌
教
導
鬥
徒
正
確
的
祈
禱
方
式
期
望
加
深
他
們
的
信
仰
，
在
心
握
主
能
和
耶
穌
合
而
為

財

富耶
穌
宣
稱
自
己
沒
有
枕
頭
的
地
方
（
九
回
）
，
也
嚴
格
地
如
此
要
求
她
所
召
喚
的
人
，
一
個
人
對
財
富
和
權
勢

的
態
度
是
顯
示
他
接
受
或
排
斥
天
國
主
要
的
標
記
。

作
為
鬥
徒
的
人
常
處
於
被
考
驗
的
情
境
.. 
他
對
財
富
的
態
度
和
抉
擇
表
明
他
自
己
內
心
的
傾
向
。
若
有
肯
定
的

答
覆
，
是
皈
依
的
記
號
，
就
是
對
天
欠
的
照
顧
無
條
件
地
順
服
。
他
儡
買
賣
家
產
去
施
捨
’
就
會
使
自
己
不
受
掛
慮
和

錯
謬
的
安
全
感
所
束
縛
，
而
能
更
自
由
地
去
室
報
天
國
已
經
來
臨
，
因
為
他
已
把
天
國
的
宜
報
看
成
比
其
他
任
何
事



情
更
迫
切
、
更
要
緊
的
了
。
這
樣
的
人
才
是
準
備
好
一
切
迎
接
天
主
的
人
。

否
定
的
答
覆
顯
示
他
內
心
已
為
財
神
爺
這
奪
偶
像
所
伯
領
，
想
藉
著
積
審
財
富
，
確
保
自
己
的
生
命
、
權
勢
和

威
望
。
如
此
他
說
無
韓
答
覆
老
師
的
召
喚
，
終
至
失
去
自
己
的
錢
財
和
生
命
。

相
反
的
，
一
個
人
放
棄
了
錢
財
，
才
能
展
示
真
我
、
接
納
鄰
人
、
和
他
人
分
享
一
切
，
也
才
能
創
造
和
諧
共
融

，
擁
有
天
圓
的
財
賽
。
因
為
他
變
賣
了
一
切
，
施
捨
給
窮
人
，
就
和
窮
人
一
起
分
享
天
國
了
。

放
棄
財
產
的
章
節
如
下
﹒
．

九
叮.. 

狐
狸
有
穴

十
1
.. 

旅
途
中
不
要
穿
鞋

十
二
3
.. 

糊
塗
的
富
翁

十
二
扭.. 

信
賴
天
主
的
照
顧

十
二
泊.. 

真
正
的
寶
藏
在
於
施
捨

十
四
認
﹒
﹒
捨
棄
財
富
，
轉
算
費
用

十
六
1
.. 

不
忠
信
的
管
家

十
六
時
﹒
﹒
富
翁
和
拉
區
祿

十
八
w
m﹒
﹒
富
少
年

十
九
1
.. 

耶
穌
和
區
凱

材

持

路
加
福
音
中
「
族
在
敘
述L的
一
個
意
義

丸



持
學
論
集
＠

一
九
八
三
年
海

九
四

門
徒
看
到
耶
穌
常
祈
禱
，
老
師
的
榜
樣
鼓
舞
他
們
請
求
說
：
「
主
！
請
教
我
們
研
禱
。
」
由
此
，
他
們
曉
得
了

耶
穌
的
祈
禱
和
猶
太
宗
教
有
所
不
同
。
耶
穌
教
他
們
唸
「
天
生
經
」
’
並
且
指
出
接
近
天
欠
的
新
方
式
。
「
天
主
觀

」
是
新
式
的
祈
禱
，
是
基
督
徒
團
體
的
祈
禱
。

祈
禱
是
門
徒
和
天
主
及
天
圈
關
保
的
指
標
。
只
有
一
個
人
意
識
到
自
己
對
天
主
的
依
賴
，
並
無
條
件
的
信
任
她

之
後
，
才
能
做
真
誠
的
祈
禱
。
門
徒
也
只
有
在
曉
得
自
己
有
什
麼
需
要
之
後
，
才
會
伸
手
助
人
。
經
常
讓
處
的
祈
禱

，
天
父
就
會
賜
與
鬥
徒
們
聾
富
的
恩
寵
！
l

天
主
鑒
神
及
其
浦
益
的
喜
樂
。

十
剖.. 
耶
穌
的
新
禱
「
欠
啊
！
說
稱
謝
你
！
」

十
招.. 
瑪
爾
大
忙
碌
工
作
，
瑪
利
亞
靜
聽

十
一
1.. 
主
的
祈
禱

十
一
5.. 
半
夜
懇
切
新
求
的
朋
友

十
一
9.. 
祈
求
、
尋
找
、
散
門
。
塾
神
的
賜
與

十
一
封
：
聽
天
主
的
話
並
持
守
一
小
瀚
的
人

十
一
一
的
.. 
認
識
時
代
的
記
號

十
八
1.. 
不
義
的
法
官
和
寡
婦

十
八
站.. 
耶
穌
的
祈
禱
丈
l
l
i

耶
星
哥
的
瞎
子

十
九
路.. 
耶
穌
榮
進
耶
路
撒
冷
，
門
能
歡
欣
讀
羹
。

信

建



耶
穌
滿
懷
歡
欣
及
信
頓
天
父
之
心
「
出
發
」
’
面
朝
耶
路
撒
冷
走
去
（
九
日
）

是
耶
穌
對
天
欠
將
「
學
揚
柚
」
的
信
念
是
不
可
勘
擋
的
。

門
徒
很
難
接
受
只
靠
信
仰
建
立
安
全
感
的
生
活
方
式
。
他
們
沒
有
把
握
能
排
臉
一
切
的
煩
惱
和
畏
懼
〈
十
一
－

6

1
7

、

m
t
剖
）
的
信
仰
。
信
仰
是
天
主
辟
自
由
賞
賜
的
。
如
果
一
個
人
以
全
心
接
受
天
主
的
話
來
答
覆
天
主
恩
賜

給
他
的
信
仰
，
他
的
全
身
必
將
充
滿
光
明
。
只
有
在
完
全
委
順
於
天
主
時
，
他
才
能
認
識
耶
穌
。
一
個
人
必
頌
接
受

信
仰
之
光
（
十
一
站i
抽
）
，
才
能
露
出
天
主
的
啟
示
。

鬥
徒
領
悟
信
仰
的
意
義
之
後
，
才
能
體
會
不
論
做
什
麼
都
是
要
服
侍
天
主
。
他
對
天
主
不
能
要
求
什
麼
權
利
。

他
聽
天
主
的
話
並
照
樣
去
傲
，
只
為
了
單
純
地
順
服
天
主
。
他
所
接
受
的
一
切
都
是
天
主
的
恩
寵
。
如
此
在
毫
無
保

密
的
服
待
中
所
顯
示
的
信
心
，
能
移
完
成
一
切
不
可
能
的
事
，
能
使
人
原
諒
他
的
弟
兄
，
跟
他
們
和
諧
相
處
。

信
仰
就
是
對
天
主
恩
賜
感
謝
的
答
覆
。
人
由
於
認
識
了
天
主
救
援
的
行
動
，
而
被
整
個
的
、
完
全
的
治
癒
’
成

了
天
國
的
一
員
（
十
七
的
）
。
一
福
音
中
的
治
癒
通
常
不
只
包
括
肉
體
方
面
，
當
一
個
人
君
見
了
主
（
十
八
叫
“
）
，
才

顯
示
他
的
信
仰
是
健
全
的
。

天
主
的
國
並
非
以
可
見
的
神
蹟
方
式
來
到
世
上
﹔
相
反
的
，
天
國
就
在
你
內
心
中
。
它
雖
隱
密
均
真
賓
存
在
。

門
口
方
法
比L
J
7除
了
信
仰
外
，
沒
有
其
他
的
保
障
，
藉
著
天
主
嬰
神
恩
賜
的
信
仰
，
他
在
此
世
即
可
君
到
天
國
的
臨

在
。
（
十
七
訂
）

信
仰
和
祈
禱
是
緊
密
連
在
一
起
的
（
十
八
－t8

）
，
儘
管
人
子
遲
遲
不
來
，
門
徒
必
須
繼
續
祈
禱
，
絕
不
失

墓
。
假
如
不
義
的
法
官
只
因
寡
婦
不
斷
要
求
，
而
答
患
了
她
的
請
求
，
天
主
文
將
如
何
寬
厚
的
應
允
門
徒
不
斷
的
祈

禱
呢
？
耶
穌
鼓
勵
門
提
傲
持
久
不
悍
的
虔
識
禱
告
，
如
此
，
當
入
手
來
臨
時
就
能
在
世
上
找
到
位
德
（
十
八

8

）
。

，
在
那
見
她
將
蒙
難
受
死
。
但

路
加
種
旦
旦
中
…
扒
拉
敘
述
」
的
一
假
意
毅

九
五



神
學
治
集
＠

于
九
八
二
年
春

九

J、

獻
身
天
國
的
決
定
，
包
括
對
人
子
命
運
的
認
識
。
耶
穌
的
命
運
是
按
天
主
的
計
畫
而
實
現
的
（
十
八
品

t

品
）

。
因
為
門
徒
缺
乏
信
心
，
所
以
他
們
不
懂
。
藉
著
對
盲
丐
的
治
癒
’
耶
穌
指
出
門
徒
必
須
睜
開
眼
睛
，
才
能
認
識
達

味
之
子
（
十
八
品
t

叫
“
）
。
價
了
意
見
主
，
認
出
她
是
默
西
亞
，
需
要
有
信
心

b

從
加
里
肋
亞
一
路
跟
隨
耶
穌
的
鬥
徒
，
在
旅
途
的
終
點
，
終
於
宣
稱
她
是
「
默
西
亞
」

九
日
﹒
巾
耶
穌
堅
定
的
信
仰

十
一
的
品
.. 

身
體
的
盤

十
一
站.. 

警
醒
的
僕
人

十
二
6

、
扭.. 

信
賴
眷
顧
人
的
天
主

十
七
5
.. 

信
仰
l
i

增
進
我
們
的
信
德

十
七
7

．
﹒
僕
人
的
責
任

十
七
的
﹒
﹒
返
回
謝
恩
的
廟
病
人

十
七
到
﹒
﹒
天
國
的
來
蝠

，
十
八1
.. 

法
官
和
寡
婦

＋
八
缸.. 

耶
穌
第
三
次
預
言
死
亡

十
八
品
﹒
﹒
耶
穌
治
癒
瞎
子

十
九
H
﹒
﹒
金
幣
的
比
喻i
i

無
懼
的
冒
險

十
九
扭.. 

旅
程
的
終
點
！
︱
門
捷
表
自
信
仰

，
規
定
「
主
」
了
。



喜

車接
旅
程
敘
述
的
另
一
重
要
主
輯
是
「
喜
樂
」o
耶
穌
在
前
往
耶
路
撒
冷
的
途
中
宣
布
了
教
授
的
喜
謊
。
她
在
喜
樂

中
引
專
門
徒
確
信
自
己
經
歷
考
驗
和
痛
苦
所
要
得
到
的
光
榮
。

門
徒
很
高
興
得
到
了
驅
鹿
的
能
力
，
這
使
他
們
親
身
體
驗
天
國
已
降
臨
此
世
。
但
是
耶
穌
提
醒
他
們
，
快
樂
最

深
的
泉
源
來
自
與
天
主
的
相
如
相
寞
，
並
與
她
為
友
（
十
七
部
）
。

耶
穌
完
滿
甜
苦
神
的
喜
樂
，
因
為
天
父
把
救
恩
的
計
畫
啟
示
給
窮
人
和
不
學
無
術
的
人
。

耶
穌
治
癒
嘔
縷
婦
人
的
奇
跡
，
是
一
文
團
來
臨
的
記
號
。
「
歸
宿
的
人
莫
不
歡
喜
」
（
十
三
口
）
，
因
為
天
主
的

救
恩
日
來
到
這
世
界
，
因
此
天
主
的
國
帶
給
乘
人
喜
樂c

天
主
無
限
的
慈
愛
，
不
鷗
在
尋
找
迷
失
的
人
，
一
旦
找
到
，
使
歡
喜
慶
祝
。
回
頭
的
罪
人
恢
緩
了
和
天
父
之
間

的
父
子
關
係
’
能
參
與
天
圓
的
擂
宴
和
父
再
度
結
合
，
因
此
他
的
喜
樂
是
圓
滿
的
。

教
恩
賜
與
眾
人.. 
窮
人
、
教
吏
和
罪
人
。
耶
穌
指
名
召
喚
每
一
個
人
，
當
人
們
和
耶
穌
相
遇
的
一
剎
那
，
即
是

救
恩
的
時
刻
。

區
凱
變
成
了
最
小
的
人
物
中
的
一
個
：
他
悔
改
，
把
錢
財
分
給
窮
人
，
邀
請
耶
穌
到
自
己
家
中
，
然
後
分
享
了

天
主
子
女
的
喜
樂
，
因
為
他
也
變
成
了
亞
巴
郎
的
後
裔
。

十
叮
I
m
－
－
七
十
二
門
徒
歸
來
使
命

十
位
2

叫
的
.. 
耶
穌
的
喜
樂

十
三
m
J
白.. 
耶
穌
治
癒
儷
種
病
掃

路
加
稿
是
目
中
「
接
種

z

敘
述
」
的
一
祖
怠
讀

九

七



神
學
諭
集
＠

一
九
八
三
年
泰

九
j\_ 

十
五
－
t
7

.. 
亡
羊
的
比
喻

十
五
8
t
m
﹒
﹒
失
鍾
的
比
喻

十
五
H
i
m
－
﹒
蕩
子
的
比
喻

十
九
－
t
m
﹒
﹒
耶
穌
和
區
凱

其
他
的
主
題

耶
路
撒
冷

九
日.. 
耶
穌
面
朝
耶
路
撒
冷
走
去

九
叫
做
.. 
撤
瑪
黎
雅
人
不
接
納
耶
穌
，
國
為
她
是
面
朝
耶
路
撒
冷
走
去
的

九
訂
﹒
﹒
他
們
正
朝
耶
路
撒
冷
走
去

十
站.. 
耶
穌
和
門
徒
綠
續
前
行

十
三
妞.. 
耶
穌
續
朝
耶
路
撒
冷
走
去

十
三
站.. 
我
必
須
（
往
耶
路
撒
冷
）
前
行

十
四
站
﹒
﹒
青
草
眾
與
耶
穌
同
行

十
七
日.. 
耶
穌
往
耶
路
撒
冷
去
時
，
經
過
撒
瑪
黎
雅
及
加
里
肋
亞
邊
界

十
七
U
﹒
﹒
他
們
去
的
時
候
便
潔
淨
了

十
八
缸.. 
君
哪
！
我
們
上
耶
路
撒
冷
去

十
九
站.. 
耶
穌
領
頭
前
行
上
耶
路
撒
冷
去



十
九
訂.. 

當
她
走
近
耶
路
撒
冷
時

十
九
4
．
﹒
抽
更
近
耶
路
撒
冷
時

喜
宴十

二
訂.. 

主
人
邀
請
僕
人
入
蹄
，
自
己
前
來
伺
候

十
四
7
.. 

在
宴
席
上
昏
，
還
首
位

十
四
臼.. 

選
擇
被
邁
的
朋
友

十
四
曰
：
盛
宴
︱
︱
被
謂
的
人
本
來

十
五
1
.. 

祂
交
接
罪
人
，
文
同
他
們
吃
飯

十
五
U
﹒
﹒
浪
子
回
頭
的
歡
宴

十
六
戶
的
﹒
﹒
拉
回
蘇
海
華
吃
到
從
富
翁
宴
桌
上
摔
下
來
的
碎
屑

先
知十

1
.. 

使
命
！
！
被
派
道
和
傳
囑
膏

十
一
叫
“
.. 

不
妥
協

十
－
m
u－
－
法
利
賽
人
︱
︱
他
們
聽
害
先
如

十
一
－1.. 

公
開
無
畏

十
二
的
叩
.. 

苦
難
i
i

投
火
在
世
上

十
二
日.. 

分
裂
的
原
因

十
三
招.. 

如
狐
狸
的
思
落
籠
，
先
如
不
宜
死
在
耶
路
撒
冷
以
外

路
加
福
音
中
一
「
法
程
設
述
」
鈞
一
個
意
義

丸
九



神
學
論
集
＠

一
九
八
三
年
春

一O
O

十
三
路.. 

耶
路
撒
冷
，
耶
路
撒
冷
，
你
拒
絕
了
技

人
間
的
關
係

九
招.. 

任
憑
死
人
去
埋
葬
死
人
，
不
要
回
頭

十
－
u.. 

懷
過
你
的
胎
是
有
一
福
的
﹔
那
聽
天
主
的
話
而
遵
行
的
人
更
是
有
福
的

十
二
曰
：
不
是
和
平
而
是
分
裂
，
欠
親
反
對
兒
子

十
四
站
：
一
個
人
除
非
惱
恨
父
母
...... 

十
八
時.. 

富
少
年
1
l

伯
多
祿
！
我
們
怎
樣
？

悔
改十

臼.. 

不
信
的
城
市

十
一
招.. 

悔
改
的
尼
尼
徽
人
和
不
悔
改
的
猶
太
人

十
三
5
.. 

如
果
你
們
不
悔
改
，
你
們
都
要
同
樣
喪
亡

十
五
1

．
﹒
悔
改
的
罪
人
和
自
以
為
議
人
的
法
利
鑫
人
的
對
照

十
五
7
.. 

一
個
罪
人
的
悔
改
，
在
天
上
要
歡
樂
，
比
對
九
十
九
個
無
須
悔
改
的
義
人
歡
樂
更
大

十
五
叩.. 

在
天
上
一
個
罪
人
悔
改
的
歡
樂

十
五
扭.. 

人
們
悔
改
歸
向
父
，
而
非
歸
向
法
律

十
六
油.. 

悔
改
的
必
要
富
翁
的
五
個
兄
弟

十
七
4
.. 

友
愛
的
規
勸
﹔
悔
改
、
寬
恕

十
八
9
.. 

謙
虛
的
悔
改
或
自
充
義
人

' ' ' r、



天
生
是
父

十
缸.. 
稱
謝
天
父
的
禱
詞

十
位.. 
耶
穌
、
唯
一
的
子

十
一
2.. 
天
主
是
我
們
的
父
親
，
是
仁
慈
寬
恕
人
的
父
親

十
一
叫
“
.. 
天
欠
給
人
更
好
的
禮
物

十
二
泊.. 
天
欠
知
道
門
徒
的
需
要

十
二
扭.. 
天
災
召
遲
了
你
們
，
並
把
天
圈
賜
給
你
們

十
五
日
﹒
﹒
以
父
親
的
角
色
比
喻
天
主

王
權十

三
路.. 
預
言
耶
穌
以
救
世
主
的
姿
態
進
入
耶
路
撒
冷

十
四
時
﹒
﹒
耶
穌
自
述
為
君
王
式
的
邀
請
者

十
八
路.. 
育
者
以
「
連
味
之
子
」
默
西
亞
式
的
頭
銜
稱
呼
耶
穌

十
九
泊
﹒
﹒
耶
穌
君
王
式
的
進
入
耶
路
撒
冷

普
種
得
教

九
曰
：
耶
穌
斥
責
門
徒
意
欲
焚
毀
撒
瑪
黎
雅
的
村
莊

十
口.. 
被
斥
責
的
諸
棋
！
特
別
是
田
間
教
徒

十
站.. 
慈
善
的
擻
瑪
發
雅
人

十
三
路
：
從
東
方
和
西
方
來
的
外
邦
人
獲
得
敘
恩

路
加
福
音
中
「
旅
程
設
述
」
的
一
個
意
義

。



一
腳
學
論
集
＠

一
九
八
三
年
春

一O
－

十
三
叩.. 

最
後
的
將
成
為
最
先
的
，
最
先
的
將
成
鶴
最
後
的

十
七
時.. 

只
布
一
位
撤
瑪
黎
雅
人
回
來
感
謝
天
主

乙
、
旅
程
敘
述
中
的
象
徵

旅
程
敘
述
中
只
右
三
個
右
意
義
的
象
徵
﹒
．

品，

司長

會耶
穌
通
常
在
進
餐
或
宴
會
峙
，
以
生
動
活
潑
的
方
式
教
導
鬥
徒
，
訓
誡
法
和
塞
人
，
並
駁
斥
反
基
督
的
價
值
觀

。
基
督
、
車
保
磯
和
許
多
早
期
基
督
徒
團
體
中
的
使
徒
，
都
負
有
逃
祖
傳
教
的
使
命
，
他
們
獻
身
為
福
音
徹
底
的
作

見
置
。
他
們
從
一
個
團
體
到
另
一
個
團
體
，
和
人
們
接
觸
，
也
就
利
用
機
會
，
把
進
餐
和
宴
會
當
作
最
理
想
的
場
所

，
來
勸
告
教
玄
，
鼓
勵
他
們
增
進
對
基
督
的
忠
信
。

財

富
人
心
或
是
傾
向
天
主
，
或
是
傾
向
財
富
。
一
個
人
決
定
加
入
基
督
徒
團
體
時
，
就
把
田
地
和
房
產
變
賣
了
，
並

帶
著
價
款
來
見
宗
徒
，
把
錢
放
在
宗
徒
的
關
前
。
這
象
徵
人
們
把
自
己
的
生
命
和
幸
福
託
付
給
基
督
徒
團
體
。
尤
有

甚
者
，
它
顯
示
了
人
心
最
深
沉
的
皈
依
和
資
行
天
國
的
價
值
觀
。

耶
路
撒
冷



路
加
福
音
的
寫
作
間
在
寫
這
一
旅
程
結
述
時
，
已
陸
明
瞭
，
耶
路
撒
冷
是
整
個
事
件
的
高
擊
，
因
此
它
象
徵
著

基
督
在
世
時
代
的
結
束
及
教
會
時
代
的
聞
胎
。
跟
隨
基
督
的
門
徒
，
在
接
受
她
的
培
育
立
麓
，
應
該
由
還
真
開
始
繼

續
向
前
邁
進
，
為
天
圓
的
福
音
作
誰
。

本
文
譯
自
A
A
F
E
z
－
由
、
叫
，
『
自

4
且
一Z
R
S
t
4
m
u旬
之
皂
晶
宮
E
R
a
－
－
－
h
a
h
H
k
h
h

叫S
M
V
E
芯
E
N
N
N
R
h
E
t
H
∞
C
S
C
S
t
a
h

H
ω∞3
、
H
A串
串
﹒

路
－m
竊
音
中
「
一
旅
程
料
到
述
」
的
一
般
意
義

－c
z一



車申

學

童話

意
一
九
八
三
年
春

一
。
因

叩
門
上
文
承
接
七
0
頁
）
體
發
展
成
熟
時
，
羅
馬
教
會
保
持
信
仰
的
共
融
和
從
共
同
信
仰
所
產
生
的
共
周
教
裁
。
在
擊
個
拉
屎
的

m

m
主
教
圈
中
越
來
越
多
的
本
地
主
教
，
以
及
羅
馬
車
一
部
種
各
大
洲
的
主
敬
和
教
長
，
足
以
置
明
歇
會
重
視
其
子
弟
的
工
作
，
不
問
其
間

叫
是
那
摸
出
生
，
更
不
會
有
什
麼
霸
權
主
義
。
尤
其
是
在
梵
三
大
公
會
議
之
後
，
為
了
，
本
地
一
衷
的
利
益
，
給
予
各
國
主
教
團
非
常
叫

叫
大
的
創
意
權
﹔
而
且
各
地
主
教
國
都
知
道
，
在
有
任
何
困
難
，
任
何
需
要
時
，
常
能
從
羅
為
教
會
得
到
支
持
、
臉
解
和
協
助
。

m

叫
我
們
很
清
楚
我
們
在
中
國
的
兄
弟
姊
妹
，
在
這
三
寸
年
程
，
經
歷
了
困
苦
和
長
久
的
考
驗
。
在
那
嚴
酷
的
痛
苦
中
，
他
們
為

m

m
了
忠
於
基
督
和
她
的
教
會
而
作
了
見
誰
﹔
這
種
男
毅
的
覓
證
，
可
以
與
初
期
歇
會
的
華
督
徒
的
見
設
相
燒
笑
。
當
我
們
獲
悉
在
中
叫

伽
圓
的
天
主
激
徒
，
如
此
必
於
他
們
祖
先
的
信
仰
，
以
及
對
倍
多
除
宗
座
如
此
的
忠
誠
，
為
我
們
是
何
等
的
安
慰
。
當
我
們
在
深
切
刷

一
心
的
敬
佩
之
餘
，
更
要
獻
的
我
們
對
他
們
的
深
情
支
持
，
和
熱
誠
）
祈
禱
的
支
援
。
一
心

叫
不
久
前
，
在
那
偉
大
的
國
家
極
，
宗
教
自
由
的
要
求
曾
獲
得
較
大
的
了
解
。
因
此
，
我
們
要
懇
求
全
飽
的
天
主
、
萬
國
之
王
叫

峙
，
在
路
用
這
種
自
由
的
原
則
峙
，
我
們
在
中
國
的
兄
弟
姊
妹
，
能
修
沒
有
阻
礙
地
度
信
仰
的
生
活
，
保
持
與
大
公
教
會
的
合
一
。
研

叫
宗
座
不
放
棄
機
會
，
尋
求
便
在
中
國
的
教
玄
知
道
，
他
們
深
刻
地
存
留
在
天
主
教
會
的
心
中
，
天
主
教
會
特
別
敬
仰
並
愛
護

m

帆
，
那
組
成
偉
大
中
國
的
過
去
和
現
在
祖
業
的
，
美
妙
傳
統
和
文
化
、
崇
高
的
人
性
和
富
饒
的
靈
修
，
猶
如
我
於
去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叭

間
在
馬
尼
拉
斯
誤
的
。
區
著
「
勢
眾
教
會
的
按
慮
」
（
格
後
十
一
部
）
使
我
們
結
合
在
一
起
，
教
懇
切
要
求
你
們
各
位
主
教
弟
兄
，
閻

明
邀
諒
你
們
所
屬
的
信
友
一
齊
鑄
在
中
國
的
弟
兄
姊
妹
們
祈
禱
。
一
心

肌
翁
們
同
聲
祈
禱
，
為
使
他
們
在
信
仰
上
保
持
堅
強
，
在
愛
德
的
工
作
上
恆
心
。
我
們
祈
求
天
主
，
賞
熔
他
們
熱
切
而
高
興
地
叫

帥
期
待
寫
一
夫
他
們
的
教
會
的
重
生
，
能
右
一
個
新
的
車
輛
腳
降
臨
，
在
那
可
愛
的
土
地
上
讓
耶
穌
的
福
音
重
開
花
朵
。
技
們
祈
求
夫
叫

咖
主
，
感
動
那
些
為
懷
疑
和
恐
懼
所
圓
的
人
，
以
及
那
些
在
嚴
酷
的
考
驗
中
讓
步
的
人
的
心
，
為
使
他
們
所
按
受
的
信
仰
寶
庫
能
不
明

叭
受
損
傷
。
最
後
，
我
們
為
整
個
的
高
貴
的
中
爾
向
天
主
獻
上
我
們
的
祈
諧
，
使
它
常
能
走
在
公
義
和
真
正
的
進
步
的
途
徑
上
。
仰

的
尤
其
我
們
以
外
邦
入
京
徒
的
信
念
祈
求
，
因
為
女
主
「
能
成
就
一
切
，
遠
超
過
我
們
所
求
所
恕
的
」
（
弗
三

m
v
’
她
將
「
師

師
佼
一
切
協
助
那
些
愛
她
的
人
」
（
羅
八

m
V
G

（
不
文
轉
至
一
三
四
頁
）
問



生

本
符
的

靈
修

果
是
講
述

系
索
美
學
錄

本
篤
會
神
修
是
以
基
餐
靄
中
心
，
在
塞
神
領
導
下
的
基
督
徒
團
體
，
具
體
來
說
，
便
是
在
一
部
會
規
、
一
位
會

女
及
會
士
組
成
的
修
道
團
體
。

本
篤
會
的
神
修
過
程
是
奠
定
神
修
基
醋
的
神
修
﹒
－

L

揭
望
天
主
o

z
τ
 .. 
降
至
自
我
的
最
底
層
而
使
被
學
揚
，
也
就
是
先
面
對
真
賞
的
自
我
，
才
能
面
對
天
主
o

a

靜
。

也
在
天
主
內
肯
定
。

本
篤
會
的
神
修
方
誰
是
體
驗
基
督
的
救
恩
而
回
歸
天
欠
，
這
方
法
可
以
四
個
字
來
表
達

.. 

尋.. 
離
開
世
俗
、
尋
求
天
主
。

聽.. 
以
心
耳
傾
聽
天
主
的
話
。

體
驗.. 
以
懂
常
的
精
神
在
修
道
團
體
生
活
中
體
驗
主3

奔
﹒
﹒
以
善
行
奔
赴
天
主
。

本
篤
會
的
神
修
攬
界
是
以
一
顆
真
誠
的
心
，
懷
著
痛
悔
的
眼
誤
，
在
生
活
中
表
達
自
費
基
督
在
萬
有
之
上
，
並

意
識
到
主
的
國
度
臨
在
著
，
以
禮
、
以
敬
顯
出
對
主
的
希
望
及
擁
有
基
督
的
平
安
，
並
歸
光
榮
於
天
主
。

學
本
懦
的
前

F
E
修

一O
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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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本
第
及
本
篤
會
神
修
由
來
概
述

草
本
借
用
的
單
純
神
修
完
全
在
於
他
的
會
規
，
草
本
駕
會
規
共
分
七
十
三
章
，
外
加
原
序
。
會
競
賽
充
滿
學
艇
的

話
語
，
鑒
本
篤
順
口
的
引
用
古
新
缸
，
尤
其
是
新
徑
，
來
表
達
他
對
神
修
的
一
看
法
和
感
受
。
他
用
的
那
麼
多
，
那
麼

騙
，
就
如
一
福
音
中
的
基
督
在
會
鏡
里
講
話
一
樣
。
跨
國
偉
大
的
神
修
家
切
。

m
m
C
叩
門
（5
均
1

口
2

）
說
，
草
本
簿
會

規
就
是
福
音
的
縮
影
。
「
尋
求
天
主
」
是
嬰
本
篤
在
會
規
里
所
強
調
的
，
他
在
ω
c
E
R
。
山
洞
的
幾
年
中
，
在
克
己

修
身
的
過
捏
尸
里
，
一
定
親
自
領
受
了
天
主
塾
神
的
教
導
，
使
他
深
入
基
督
的
福
音
精
神
。
當
他
受
過
了
各
種
試
躁
，

他
開
始
了
解
到
人
性
的
軟
蜀
，
一
種
最
切
實
際
，
最
能
幫
助
一
般
人
度
福
音
生
活
，
食
行
革
營
單
訓
的
方
法
，
莫
過

於
團
體
的
神
修
。
所
以
他
在
會
規
的
第
一
章
里
立
即
提
出
四
種
修
道
人
，
而
第
一
種
是
他
所
推
崇
的
團
體
會
士
，
生

活
在
修
駐
中
，
在
會
規
及
會
欠
管
轄
立
下
的
團
體
。
草
本
鶯
稱
他
們
為
最
英
勇
的
會
士
。
這
部
娶
一
本
駕
會
規
就
是
塾

本
鴛
為
他
們
所
寫
的
。

這
都
會
規
不
是
一
部
接
典
，
如
有
多
少
條
文
．
要
守
，
不
守
就
如
何
處
罰
等
等

.. 

娶
本
篤
會
規
的
特
點
是
在
訓
導

及
建
立
團
體
。
學
本
篤
用
當
時
羅
馬
人
的
一
個
觀
念
給
他
所
要
建
立
的
團
體
命
名
為
「
侍
奉
天
主
的
學
校
」
。
學
校
是

追
求
智
識
的
地
方
，
但
在
這
學
校
里
所
追
求
的
不
是
人
世
間
的
智
識
，
而
是
追
求
永
生
的
天
主
，
即
是
天
國
和
它
的

義
德
。
在
這
學
校
里
的
人
受
了
個
人
追
求
人
生
意
義
的
驅
使
，
將
「
基
督
帶
給
世
人
天
國
喜
訊
的
生
活
」
貨
踐
出
來
。

書n-

導

草
本
篤
像
一
位
蔥
失
、
導
師
、
長
兄
講
話
。
他
說
：
「
我
見
，
你
要
注
意
我
的
訓
霄
，
側
耳
傾
聽
我
的
教
導
。



」
（
會
規
序
）
他
也
請.. 

「
親
愛
的
弟
兄
們
...... 

請
看
，
上
主
慈
悲
為
懼
，
給
我
們
指
出
了
生
命
的
道
路
。
」

規
序
）
。
「
照
每
人
所
需
要
的
分
配
.. 
, ... 
顧
及
人
的
軟
弱...... 

無
論
如
何
不
要
抱
怨
。
」
（
會
規
第
三
四
章
）

們
所
以
主
張
必
須
召
集
所
有
的
人
來
開
會
e
i
－
－
c
」
（
會
規
第
三
軍
）

藝
本
鴛
即
使
在
立
法
的
時
候
，
他
的
話
也
有
訓
導
的
一
面
。
他
居
於
父
親
的
地
位
，
但
他
也
把
自
己
化
為
團
體

中
的
一
分
子
，
表
達
團
體
是
大
家
一
起
建
立
的
。
「
讓
我
們
因
蒼
天
幸
的
助
祐
，
為
那
英
勇
的
團
體
會
士
訂
立
會
規

吧
！
」
（
會
規
第
一
章
）

說
像
基
督
降
世
，
建
立
天
主
的
園
，
基
督
鸝
度
的
客
觀
是
邀
請
，
「
天
閻
像
是
閻
王
邀
請
人
參
與
祂
的
宴
席
」

（
瑪
二
二2
）
。
草
木
篤
也
說
：
「
土
主
的
眼
鼠
，
處
處
都
在
，

...... 

察
若
有
無
尋
覓
天
主
的
智
者
。
」
（
會
規
第

五
章
）

我會

－~ 
一

建
立
團
體

娶
本
駕
會
規
的
目
標
是
建
立
團
體

付

福
音
的
團
體

擎
本
篤
首
先
要
建
立
的H
E－
－
個
福
音
前
團
體
，
也
就
是
一
個
基
督
的
攝
體
，
﹜
個
侍
主
的
學
授
。
對
尋
求
上
幸

的
人
，
在
會
規
序
里
舉
本
續
用
這
樣
邀
請

.. 
「
上
＋
且
在
人
墓
中
...... 

誰
是
蠻
好
長
久
生
活
的
人
？
誰
是
喝
呵
護
長
壽
享
福

的
人
？
」
學
本
瀉
的
要
求
與
基
督
在
福
音
里
一
樣
嚴
格
，
基
督
說
，
一
個
人
不
能
事
串
串
兩
個
主
人
（
瑪
六
叫
的
）
。
只

有
那
十
分
溺
囂
的
人
才
能
獲
得
謎
語
，
如
若
望
福
音
所
說
.. 

「
好
使
你
愛
我
的
愛
在
他
們
內
，
我
也
在
他
們
內cL

塾
，
本
寫
的
靈
修

一
O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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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十
七
路
）

娶
本
篤
在
他
所
建
立
的
團
體
里
，
首
先
把
基
督
擺
對
了
位
置
，
「

...... 

有
什
麼
能
比
上
主
邀
請...... 

甜
蜜...... 

指
出
了
生
命
的
道
路
？
」
（
會
規
序
）
在
這
里
舉
本
篤
要
我
們
體
驗
基
督
的
邀
請
，
體
驗
自
己
的
需
要
及
生
命
的
意

義
，
一
如
福
音
含
有
「
存
在
」
的
意
味
。

墓
本
篤
是
一
位
非
常
清
楚
的
基
督
團
體
的
創
造
者
，
看
他
怎
麼
說
：
「
以
信
德

...... 

在
福
音
的
領
導
下
」
﹔
「

上
主
，
誰
能
在
你
的
帳
幕
襄
居
住
？
」
甚
至
於
「
當
惡
念
萌
生
立
初
，

...... 

粉
粹
於
基
督
面
前
」
（
會
規
序
）
。
因

為
是
基
督
的
團
體
與
基
督
同
在
，
所
以
基
督
的
思
想
、
面
貌
、
生
活
成
為
這
團
體
的
思
想
、
面
貌
與
生
活
，
團
體
的

成
長
及
見
澄
即
是
基
督
面
貌
的
明
朗
化
。

歸
化
椅
團
體

（二j

這
個
團
艘
說
然
是
一
福
音
的
團
體
，
也
必
然
是
歸
化
的
團
體
，
回
歸
天
父
家
鄉
的
團
體
。
草
本
駕
引
用
塾
保
碌
的

話.. 
「
難
道
你
不
知
道.. 
天
主
的
慈
愛
是
願
引
你
悔
改
嗎
？
」
（
會
規
序
）
要
使
基
督
的
思
想
、
面
貌
、
生
活
表
露

出
來
，
把
基
督
的
福
音
生
活
出
來
，
需
要
無
丘
壞
的
努
力
歸
向
基
督
，
如
在
會
規
序
擎
本
篤
說
「

...... 

為
了
矯
正
惡

習
或
保
持
仁
愛...... 

千
萬
不
可
氣
餒
而
離
開
救
恩
的
道
路
，
」
及
會
規
第
二
三
l

三
十
章
的
犯
過
部
分
，
這
些
都
可

君
出
整
個
修
道
方
向
是
不
斷
的
歸
向
福
音
的
精
神
。

同

技
恩
的
團
體

聖
本
篤
建
立
的
是
「
救
恩
的
團
體
」
’
基
督
帶
給
人
闊
的
救
恩
是
無
限
的
去
發
現
天
父
的
恩
寵
、
天
欠
的
慈
愛



及
天
闊
的
真
理
，
在
這
樣
一
個
團
體
衷
，
封
處
都
可
發
現
天
主
的
臨
在
，
她
的
救
恩
就
在
我
們
中
間
，
尤
其
是
在
學

言
之
中
。
這
樣
一
個
尋
求
天
主
的
團
體
是
好
的
，
可
以
讓
天
主
娶
一
宮
發
芬
滋
長
。

個1

本
世
的
團
體

教
恩
的
團
體
有
基
督
的
臨
在
，
再
引
伸
下
去
就
有
末
世
的
幅
度
，
基
督
以
死
亡
與
復
活
戰
勝
了
這
個
世
界
，
這

個
團
體
在
今
世
為
這
勝
利
作
證
，
作
證
方
式
不
以
宣
講
為
主
，
而
是
以
具
體
的
修
道
生
活
表
達
了
福
音
勸
識
的
生
活

，
基
督
如
何
在
人
性
援
基
本
的
層
面
上
與
天
主
父
合
一
，
我
們
也
在
最
其
實
的
人
性
層
面
上
通
過
死
亡
而
復
活
。

（日

生
神
的
團
體

學
本
駕
團
體
是
單
神
的
團
體
，
專
本
篤
說.. 

「
他
們
屬
於
一
位
會
欠
管
轄
」
（
會
規
第
一
章
）
。
塾
本
篤
用
兩

大
章
講
解
會
父
的
教
導
及
管
理
，
充
滿
了
如
何
去
分
辨
天
空
的
墓
神
，
團
體
的
人
也
是
在
嬰
神
的
領
導
下
召
集
弟
兄

閣
會
。
按
個
人
的
需
要
來
分
配
食
物
、
用
品
、
甚
至
接
受
長
上
所
命
不
可
能
之
事
。
所
以
這
團
體
是
在
一
齊
體
驗
舉

辦
的
工
作
，
一
同
死
亡
，
一
同
復
活
，
在
一
個
會
院
內
忠
貞
的
一
步
步
走
向
天
主
。

內

社
禮
丈
主
椅
團
體

這
是
一
個
敬
禮
天
主
的
團
體
，
是
祈
禱
的
閹
鐘
。
會
規
第
十
九
章
的
神
業
及
默
唸
擊
毒
p
m
n
t
o已Z
E
己
的

部
份
，
可
蒼
白
學
本
黨
把
團
體
的
祈
禱
做
為
生
活
的
中
心
，
他
嚮
往
初
世
紀
的
團
體
，
「
你
們
都
應
該
以
詩
歌
讚
揚

。
」
（
會
現
第
十
九
章
）
“
祈
禱
持
要
用
什
麼
態
度
呢
？
「
應
以
敬
畏
之
情
事
奉
上
主
。
」
（
會
規
第
十
九
章
）
也
說

學
本
寫
的
萃
修

－O
九



神
學
龍
集
＠

是
在
恭
敬
的
態
度
中
與
天
主
契
合
。

舉
本
篤
以
默
唸
翠
書
及
工
作
來
調
合
一
天
的
生
活
，
使
它
有
一
種
韻
律
，
在
默
唸
草
書
中
個
人
聆
聽
天
主
的
學

一
百
並
默
疇
。
在
工
作
上
即
微
有
益
的
事
。

學
本
篤
沒
有
教
導
祈
禱
的
步
驟
，
但
他
的
指
示
是
清
楚
的
，
以
純
真
的
心
靈
、
痛
悔
的
眼
淚
時
常
祈
禱
，
就
像

耶
穌
對
撤
瑪
黎
雅
婦
人
所
說
的
.. 
「
以
心
神
以
真
理
去
朝
拜
祂o
」
（
若
四
M
）

一
九
八
三
年
春

一
一
。

（甘

服
潑
的
曲
體

這
團
體
也
是
服
務
的
團
體
，
翠
本
驚
強
調
自
食
其
力
，
不
能
懶
惰
，
因
「
開
散
是
接
體
的
大
敵
。
」
（
會
規
第

四
八
章
）
弟
兄
們
彼
此
服
務
，
尤
其
要
關
心
病
患
、
老
劫
，
在
招
待
賓
客
芳
圈
，
要
以
腫
、
以
敬
待
走
，
尤
其
不
能

忽
略
窮
人
。
（
會
規
第
五
三
章
）

草
本
篤
從
沒
宿
制
定
本
篤
會
士
應
從
事
某
種
工
作
，
因
為
他
建
立
團
體
峙
，
並
不
以
某
時
代
需
要
的
工
作
為
出

發
點
。
學
本
篤
主
要
的
是
建
立
一
輯
苦
的
閻
健
，
與
耶
穌
一
起
度
福
音
的
生
活
，
做
天
主
要
我
們
傲
的
一
切
有
益
的
工

作
，
缸
合
當
代
的
需
要
。
其
實
，
天
主
要
我
們
傲
的
，
自
然
會
配
合
當
代
的
需
要
，
具
體
來
說
，
只
要
不
違
反
會
規

所
勾
劃
出
的
修
道
生
活
及
修
道
精
神
，
任
何
工
作
都
包
括
在
內
，
試
看
鑿
本
篤
的
會
士
們
如
何
影
響
了
歐
淵
文
化
，

宜
揚
了
基
督
的
一
福
音
。

草
本
鴛
要
求
會
士
們
工
作
時
要
把
工
作
做
好
，
並
且
謙
恭
的
去
傲
，
「
...... 

洗
乾
淨
、
整
理
好...... 

付
出
什
麼

和
收
回
什
麼
o

」
（
會
鏡
第
三
五
章
）
「
他
們
應
極
謙
恭
的
揖
作
手
工
藝
。
」
（
會
規
第
五
七
章
）
對
於
社
會
，
本

篤
會
士
也
有
服
務
的
一
面.. 

「
當
修
陸
有
成
品
出
售
，
物
品
的
價
格
要
比
一
般
售
價
低
些
。
」
（
會
規
第
五
七
章
V



的

信
賴
的
團
體

在
修
道
臨
生
活
的
這
一
盞
是
平
凡
的
人
，
就
如
基
督
卅
三
年
體
驗
意
論
天
父
、
天
國
及
祂
自
己
的
使
命
﹔
草
本

篤
很
清
楚
的
向
會
士
們
要
求
信
賴
的
精
神
，
在
會
規
第
六
八
章
里
所
講
的
，
如
果
弟
兄
被
命
做
不
可
能
的
事
，
這
弟

兄
要
向
長
上
說
明
，
但
若
長
上
堅
持
要
他
去
傲
，
這
弟
兄
就
信
賴
上
主
的
助
一
瞄
吧
！

入
會
的
人
不
向
父
母
要
求
什
麼
，
一
切
需
要
都
來
自
會
模
、
長
上
，
鼓
然
走
天
主
的
路
，
就
要
完
全
以
信
賴
的

心
去
生
活
。

四

本
篤
會
的
三
願

UU 

·~琵

．會

但
常
來
自
基
督
的
邀
請
，
基
督
與
門
徒
們
的
團
體
，
最
顯
著
的
一
個
特
色
是
「

l

來
清
清
吧...... 

往
下
了
。
」

（
著
一
招
〉
他
們
的
生
活
是
教
恩
的
生
活
，
最
後
晚
餐
時
，
耶
穌
的
話
表
達
了
「
留
下
來
」
，
父
、
子
、
神
住
的
關

係
。
「
我
在
欠
內
，
父
在
我
內
。
誰
遵
守
我
的
誡
命
，
就
必
定
住
在
我
的
愛
內
，
就
如
我
進
守
我
欠
的
誡
命
，
住
在

她
的
愛
內
一
樣
。
」
（
若
十
五9
t
m
）
「
你
們
如
果
住
在
我
內
，
我
的
話
也
存
在
你
們
內
。
」
（
若
十
五

7

）
。

這
是
在
神
業
及
默
唸
舉
一
番
可
體
驗
得
到
的
。
「
真
理
之
神

...... 

祂
與
你
們
悶
在
，
並
在
你
們
內
。
」
（
若
十
四
叮
）

學
本
篤
建
立
團
體
的
樹
度
，
首
先
是
桓
常
。
大
家
被
召
吽
在
基
督
的
團
體
內
，
一
心
一
意
、
一
個
方
向
、
在
共

同
生
活
的
各
種
情
況
中
去
找
、
去
廳
、
去
體
驗
天
主
的
愛
及
她
的
誡
命
。
在
人
間
的
團
體
，
在
人
性
的
本
位
上
把
天

一
一
一

娶
．
本
驚
的
靈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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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的
救
恩
忠
黨
的
生
活
出
來
，
讓
天
主
當
天
主
，
人
當
人
。
我
們
所
要
求
的
忠
實
的
對
象
，
不
是
表
面
的
修
會
團
體

、
公
規
，
主
要
的
是
忠
賞
於
那
生
活
在
此
修
會
的
主
，
生
活
在
每
位
弟
兄
姐
妹
心
內
的
主
，
也
就
是
領
導
此
修
會
團

體
的
單
神
，
具
體
的
是
耶
穌
基
督
的
話
及
福
音
所
帶
給
我
們
的
天
圈
。

1立

歸

f匕

我
們
進
入
修
會
與
基
督
同
往
下
來
，
由
此
進
入
生
活
中
的
另
一
境
界
幅
度
，
也
就
是
天
國
所
要
求
的
，
從
自
我

的
價
值
體
系
改
變
偶
基
督
的
觀
念
、
思
想
、
一
輔
音
勸
議
所
提
供
的
摸
一
幅
八
端
的
境
界
。
會
規
序
言
提
到

.. 
「
上
主... 

... 
日
夜
期
待
我
們
以
善
行
答
覆
她
的
割
誠
。
我
們
此
生
的
歲
月
所
以
延
長
，
是
僑
了
給
我
們
時
間
，
好
能
改
正
惡
習

。
」

福
音
生
活
的
歸
化
是
脫
去
舊
人
，
穿
上
新
人
。
是
從
假
我
的
不
自
由
中
進
入
真
我
，
使
我
要
的
是
自
我
肯
定
，

也
就
是
山
以
東
西
來
肯
定
自
己
。
的
舟
權
利
肯
定
自
己
。
間
用
面
子
來
肯
定
自
己
。
歸
化
是
從
喂
我
的
矛
盾
中
看
到

基
督
的
話
、
民
一
隔
几
端
所
給
的
解
放
自
我
的
光
明
。

耶
穌
降
生
，
取
了
人
性
，
借
了
我
們
的
緣
故
，
她
在
我
們
的
人
性
中
體
驗
了
人
性
的
軟
麗
及
各
種
誘
惑
：
她
也

嚼
了
我
們
而
喪
失
人
形
，
卅
三
年
傌
她
是
一
種
成
長
，
她
意
識
到
自
己
，
也
意
聽
到
天
父
及
與
天
父
緝
令
的
過
程
。

因
而
塾
本
篤
在
第
七
骨
干
論
謙
遜
里
，
以
長
達
十
三
級
的
階
梯
來
講
解
謙
遜
，
表
達
學
習
基
督
的
表
樣
，
以
克
己
、
修

身
、
自
律
、
在
基
督
內
肯
定
自
己
而
找
到
真
我
。

q 

鞋、

命



聽
命
在
全
部
的
會
規
中
，
佔
有
相
當
重
的
分
量
，
並
且
意
義
也
寬
廣
，
聽
命
主
要
是
棄
絕
私
意
，
會
規
序
言
與

第
七
三
章
都
提
到
生
活
正
直
而
服
從
的
會
士
，
也
就
是
會
規
的
開
始
與
結
束
，
都
以
服
從
的
精
神
為
主
。

會
規
第
二
章
提
到
會
父
也
要
聽
命
。
第
四
章
整
章
是
服
從
一
福
音
的
教
導
，
第
五
章
，
草
本
篤
很
大
膽
的
說

.. 
『

服
從
長
上
的
就
是
服
從
天
主
。
」
娶
本
篤
要
求
長
上
聽
天
主
的
話
，
他
也
要
求
長
上
負
責
屬
下
的
聽
命

.. 
「
會
欠
該

時
刻
提
高
警
覺
，
在
天
主
可
怕
的
審
判
時
，
有
兩
件
事
要
被
審
問.. 
即
他
的
訓
導
和
弟
子
們
的
聽
命
。
」
在
第
七
一

叢
里
所
講
的
是
弟
兄
間
的
彼
此
聽
命
。

總
之
，
本
第
會
士
在
服
從
的
車
願
中
，
學
習
基
督
的
服
從
，
迅
速
的
服
從
，
也
徹
底
的
服
徒
，
因
而
把
貞
潔
與

神
貧
也
包
括
在
服
從
的
墓
願
內
、
本
篤
會
士
的
良
潔
與
神
貧
是
在
服
從
的
精
神
內
而
守
頤
，
這
樣
的
基
贖
回
走
建
在
努

石
上
，
是
穩
固
的
。
這
樣
的
守
願
也
真
能
為
一
福
音
作
證
。

玉

結

歪歪

m:::r 

以
上
所
敘
述
的
就
是
學
本
篤
所
提
供
的
會
巍
、
團
體
、
組
織
、
制
度
、
範
醋
、
情
況
等
生
活
方
式
。
事
實
上
，

本
篤
會
的
修
道
生
活
就
是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
也
是
初
期
教
會
基
督
徒
所
表
達
的
生
活
方
式
，
爵
福
音
作
證
的
生
活
，

一
了
卅
一
百
年
來
，
本
篤
會
的
團
體
還
存
在
薯
，
多
少
本
篤
會
士
成
功
的
度
了
這
種
生
活
。
這
樣
，
我
們
可
向
世
界
宣

怖
，
這
種
生
活
是
有
效
的
，
也
是
有
意
義
的
，
本
篤
會
是
可
以
找
到
天
主
及
天
主
旨
意
的
一
種
生
活
方
式
。

重
要
害
目

擊
本
終
會
哎
，
聖
本
給
修
女
會
也
版
，
民
盟
六
六
年
六
月
初
版
。

覆
中
本
怯
的
的
位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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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依
納
爵
神
操
害
的
結
構
和
動
力

高

士

傑

墓
依
納
爵
神
操
書
包
括
許
多
因
素
，
其
中
有
默
想
與
默
觀
的
題
材
、
口
禱
、
省
察
良
心
、
倒
言
、
附
規
、
注
意

及
附
錄
。
乍
若
起
來
，
好
像
是
一
本
很
平
凡
的
小
書
﹔
然
而
教
會
均
一
直
很
重
視
它
，
認
為
它
對
整
頓
人
心
具
右
奇

妙
的
功
殼
。
教
宗
比
約
第
十
二
世
稱
它
為
三
本
渺
小
而
不
可
限
量
的
書
」
，
也
稱
它
為
「
金
書
」
＠
。
它
的
偉
大

價
值
何
在
？
答
察
是
，
在
於
它
的
結
構
和
動
力
.. 
這
便
是
本
文
要
介
紹
的
內
容
。

本
文
首
先
要
提
出
墓
依
納
霄
神
攝
害
的
目
標
和
為
達
此
自
標
所
用
的
方
法
。
它
的
目
標
是
什
麼
？
神
操
書
第
1

號
便
清
楚
地
說
出
「
使
人
除
去
一
切
錯
亂
的
心
情
﹔
並
使
在
除
去
之
後
，
尋
覓
並
獲
得
天
主
的
舉
意
，
因
而
處
置
自

己
的
生
活
，
達
到
靈
魂
的
得
救
。
」
且
號
文
說
：
「
使
人
得
勝
自
己
，
並
整
理
自
己
的
生
活
，
不
致
受
任
何
錯
亂
的

心
情
而
決
定
自
己
的
生
活
。
」
我
們
都
布
七
情
六
慾
，
因
而
多
次
背
離
天
主
的
旨
意
，
辜
負
天
主
對
我
們
的
慈
愛
，

並
導
致
個
人
的
自
我
毀
誠
。
墓
依
納
且
對
神
撮
賽
就
是
要
人
準
鱗
，
處
置
並
消
除
這
種
錯
亂
的
心
情
，
並
尋
獲
、
黨
從

天
欠
對
我
的
旨
意
。
換
言
之
，
全
部
神
操
都
是
指
向
這
個
目
標
，
並
引
導
人
達
到
這
個
目
標
的
方
法
。

塾
依
納
爵
在
神
操
害
的
開
端
便
提
出
「
原
則
與
基
礎
」
＠
’
說
明
他
人
生
的
基
本
觀
點
。
全
部
神
操
誓
就
是
要

領
導
人
一
步
步
達
到
這
基
本
觀
點
。
這
個
觀
點
也
兢
攝
全
部
神
操
的
歷
程
。
因
此
稱
為
全
部
神
攝
的
「
原
則
和
基
礎

我
們
不
僅
要
知
道
人
生
的
基
本
觀
點
，
而
且
要
使
它
遴
傳
於
人
整
個
的
生
命
中
！

l

思
想
、
心
態
和
渴
望...... 

。
如
果
想
要
達
到
這
個
目
標
，
我
們
絕
不
只
是
在
－
2、
三
次
默
想
後
就
可
說
已
完
成
了
，
實
跨
上
，
需
要
恆
心
努
力

聲
一
依
側
，
留
腳
踩
費
的
社
恥
構
和
動
力

一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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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能
要
花
三
十
天
的
功
夫
，
藉
各
種
的
神
性
揖
練
而
向
這
個
目
標
奔
馳
。
骰
使
我
們
願
意
這
此
目
標
，
單
靠
個
人

的
努
力
是
不
侈
的
，
也
應
常
求
天
主
協
助
。
其
實
，
辜
依
納
爵
希
望
人
在
每
次
操
練
之
拍
即
唸
預
備
誦
＠
’
這
預
備

話
就
是
「
原
則
與
基
獲
」
的
道
理
。

神
操
就
是
要
人
達
到
「
原
則
與
基
礎
」
所
給
人
指
出
的
境
界
。
墓
依
納
霹
把
神
撮
分
為
四
階
獸
，
即
昕
謂
的
「

四
週
」
＠
。
每
一
遍
都
有
一
特
定
的
目
標
，
即
是
應
有
的
教
果
。
四
遇
的
教
果
含
有
一
個
先
後
次
序
，
第
一
遁
的
故

呆
在
具
體
的
生
活
申
彰
顯
了
，
然
後
才
進
入
第
二
週
﹔
而
第
三
、
第
四
週
攝
的
固
定
加
強
第
二
遇
的
欽
果
，
部
依
照
天

主
的
舉
意
做
一
抉
擇
，
或
調
整
當
前
的
生
活
。
每
遇
都
包
括
許
多
揖
練
，
每
一
操
練
也
都
有
其
特
殊
目
的
或
教
菜
，

即
鑿
依
納
爵
所
說
「
祈
求
說
所
顧
意
的
」
包
。
這
樣
，
每
次
的
操
練
都
是
邁
向
人
生
基
本
態
度
的
一
步
，
而
此
態
度

文
光
照
並
領
導
全
部
轉
操
的
歷
程
。

下
面
要
更
詳
盡
介
紹
神
揖
四
適
的
結
構
。

第

週

學
依
納
爵
令
人
思
考
「
原
則
與
基
嘴
」
後
，
便
讓
人
憶
起
自
己
不
順
從
天
主
的
這
一
事
實
。
天
主
本
著
愛
心
願
意

把
自
己
過
傳
給
人
，
但
人
拒
耙
接
受
。
人
不
但
不
接
受
天
主
，
反
而
把
自
己
交
付
給
魔
鬼
，
這
便
是
研
謂
的
「
罪
」
。

甜
苦
依
納
齡
在
神
揖
中
，
先
使
人
作
有
關
罪
的
默
想
，
讓
人
活
潑
地
意
識
到
犯
罪
就
是
與
愛
他
的
天
主
隔
離
﹔
罪

如
同
毒
瘤
，
使
人
走
向
毀
識
。
他
同
時
也
使
人
意
識
到
雖
然
他
這
麼
不
知
恩
，
但
天
主
還
伸
展
般
的
雙
臂
，
企
圖
拯

救
飽
，
那
天
主
鑒
于
白
為
他
犧
牲
使
命
。
退
省
者
默
想
到
這
一
事
實
，
便
會
從
內
心
悔
改
，
並
做
一
個
愛
的
答
覆
。

這
麓
的
答
覆
不
是
盧
布
其
名
的
空
話
，
而
是
行
動

.. 
「
幸
，
林
頓
意
我
為
你
做
什
麼
？
」
＠
此
時
，
他
整
個
人
便
堅



決
地
歸
鷹
於
天
主
了
。

這
是
塾
依
納
脅
要
人
走
的
一
條
路
.. 
羞
愧
、
悔
改
，
藉
一
個
慷
慨
的
愛
而
完
全
歸
屬
於
耶
穌
。
這
時
他
也
產
牛
一

一
個
內
心
的
渴
望
了
﹒
樣
願
事
奉
耶
穌
。
一
方
面
為
賠
補
己
罪
，
另
一
方
面
也
為
還
愛
耶
穌
。
還
里
有
三
郡
的

.. 
首
先

意
識
到
自
己
的
罪
而
悔
過
，
自
悔
過
前
，
有
愛
心
，
由
愛
心
而
產
生
為
耶
穌
奉
獻
的
願
墓
。

在
第
一
迫
中
，
學
依
納
爵
要
人
從
罪
惡
、
偏
情
和
自
我
中
跳
出
來
，
並
轉
向
耶
穌
，
把
自
己
受
託
給
她
。
說
是

以
耶
穌
備
我
的
中
心
。
在
此
，
我
們
可
以
明
白
一
件
妙
箏
，
即
譯
本
是
件
壞
事
，
但
它
在
人
得
救
上
都
扮
演
，
另
一
角

色
，
讓
人
羞
愧
、
悔
過
、
贖
罪
及
熱
愛
天
主
，
為
才
耶
穌
的
嚴
故
，
不
再
怕
吃
苦
﹔
帶
領
人
走
向
得
敦
的
道
路
，
甚

至
成
舉
成
賢
。
單
依
納
爵
願
意
退
告
者
一
開
始
就
默
想
罪
和
它
的
種
種
後
果
，
實
在
有
其
道
理
。

第
二

在
第
一
遍
中
，
退
省
者
曾
問
耶
穌.. 

「
一
你
題
意
我
聽
你
做
什
麼
？
」
耶
穌
是
否
會
給
他
一
個
肯
定
的
答
寮
呢
？

右
。
這
便
是
神
操
中
「
基
督
君
王
的
號
召
」
的
獸
觀
。

在
這
默
裁
中
，
耶
穌
說
：
「
我
的
志
頓
是
征
服
一
切
仇
敵
，
然
後
進
入
我
欠
的
先
榮
中
。
誰
若
願
意
跟
隨
我
，

該
向
我
吃
一
樣
的
、
穿
一
樣
的
﹔
自
天
勞
苦
工
作
，
晚
上
還
要
熬
夜
c

這
樣
，
誰
向
我
一
起
勞
音
，
將
來
也
要
分
享

我
當
光
榮
勝
利
」3
。
依
納
爵
願
意
人
進
到
心
靈
深
處
，
思
想
我
要
給
耶
穌
怎
樣
的
答
覆
。
我
若
裝
聾
作
啞
，
還
是

決
不
可
以
的
。
擎
依
納
爵
要
人
多
懇
切
祈
求
主
，
帶
引
他
響
應
基
督
君
主
的
號
召
，
這
樣
做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
然
而

，
我
是
否
願
意
給
耶
穌
一
個
更
慷
慨
的
答
覆
呢
？
這
就
是
擎
依
耕
爵
願
意
人
面
對
天
主
而
有
的
答
覆
。
所
以
，
辜
人

要
人
春
獻
說
：
「
寓
，
有
的
主
宰
l
l
－
－

... 
：
」
一
妙

週

耳
一
手
叭
訕
帕
晶
的
一
洲
投
書
的
結
構
和
動
力

七

學



一
神
學
為
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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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神
操
書
中
，
這
個
默
叡
佔
有
很
重
要
的
地
位
。
這
是
第
二
週
甚
至
第
三
、
第
四
遁
的
基
礎
。
當
人
面
對
耶
穌

的
召
略
有
了
慷
慨
之
心
時
，
就
要
瞻
仰
耶
穌
的
言
行
，
在
他
的
生
活
中
更
認
識
、
愛
慕
耶
穌
，
並
顧
意
更
親
近
祂
和

無
條
件
的
追
隨
耶
穌
，
以
尋
覓
主
對
他
具
體
的
旨
意
。
在
不
講
錯
亂
心
情
左
右
的
情
況
下
，
按
主
的
意
願
做
一
抉
擇

或
整
頓
自
己
的
生
活
：
這
便
是
第
二
遍
的
工
夫
。

現
在
要
更
詳
細
地
介
組
第
二
遇
內
容
。
第
二
適
可
分
為
三
部
份
.. 
第
一
是
瞻
仰
耶
穌
童
年
的
奧
蹟
，
如
降
孕
、

學
龍
及
其
他
童
年
史
。
第
二
先
有
「
考
慮
地
位
」
的
前
導
，
接
下
來
就
是
暗
仰
耶
穌
的
公
開
生
活
。
第
三
是
選
擇
終

身
地
位
（
或
整
頓
生
活
）
的
方
法
。
先
論
選
擇
的
性
質
、
對
象
，
後
來
講
解
天
主
那
方
面
的
因
素
，
即
選
擇
的
三
種

時
間
。
然
後
再
議
論
人
這
方
面
的
因
素
，
即
選
擇
的
兩
種
方
法
。
最
後
論
及
「
整
頓
自
己
的
生
活
」
。

華
依
納
且
對
僑
幫
助
人
做
好
選
擇
（
或
整
頓
生
活
）
的
工
作
，
在
第
二
週
中
文
加
舔
了
幾
種
操
練
，
即
二
旗
的
默

觀
二
二
等
人
、
三
級
議
遍
。
以
上
的
這
一
﹛
一
個
接
鍊
十
分
寞
耍
。

二
旗
的
默
觀
1

︱
在
第
一
週
中
，
雖
然
退
省
者
已
承
認
並
痛
恨
了
自
己
的
罪
、
備
情
、
世
俗
﹔
但
在
第
一
一
適
中

，
還
會
有
私
慾
備
情
的
包
袱
。
這
時
，
他
應
努
力
識
破
微
妙
的
備
情
並
加
以
淨
化
。
其
實
，
在
基
督
君
王
的
號
召
中

，
人
已
有
了
掙
化
，
但
還
嫌
不
移
具
體
。
學
依
納
爵
進
一
步
地
把
撤
聲
與
耶
穌
的
精
神
擺
在
人
眼
前
，
讓
人
認
出
是

哪
種
精
神
在
主
宰
飽
。
此
即
二
旗
的
默
載
。

撤
彈
使
人
貪
財
富
、
貪
尊
榮
、
增
長
傲
慢
。
而
耶
穌
的
糟
神
要
貧
窮
、
要
屈
厚
和
謙
卑
＠
。
平
心
而
論
，
財
富

、
尊
榮
本
身
並
不
是
壞
事
，
但
人
心
傾
向
這
一
切
，
說
表
現
了
一
個
基
本
的
事
實
，
即
以
自
我
為
中
心
。
以
前
我
們

曾
向
耶
穌
說
過.. 
「
主
！
我
顛
意
跟
隨
都
！
我
願
意
做
你
也
顯
拔
萃
的
兵
士
。
」
他
那
時
只
有
一
個
籠
統
慷
慨
的
心

，
但
我
們
在
二
旗
默
觀
中
，
即
可
若
出
人
的
帳
慨
之
心
應
如
何
表
達
才
對
。
即
棄
絕
撒
薄
的
精
神
，
追
隨
基
督
的
路



線
。
並
祈
求
耶
穌
收
錄
自
己
在
她
揖
職
之
下
，
即
貧
窮
、
鹿
島
神
和
謙
卑
。

三
等
人
︱
︱
照
理
講
，
我
們
做
了
二
旗
的
默
觀
後
，
日
識
破
撤
憊
的
精
神
，
揚
棄
邪
惡
的
影
響
，
而
追
隨
耶
穌

。
但
我
們
應
承
認
，
人
錯
亂
的
心
情
在
我
們
身
上
，
一
個
相
當
深
的
板
，
這
根
尚
未
消
失
，
它
隨
時
會
阻
磚
人
把
自
己
完

全
交
給
塾
神
的
領
導
。
因
此
，
學
人
在
神
釀
中
，
說
出
退
省
者
應
作
「
三
等
人
」
的
默
想
。
第
一
等
人
只
有
泛
泛
的

想
望
而
不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
第
二
等
人
比
較
好
些
，
然
而
仍
緣
不
足
﹔
因
為
他
還
為
自
己
保
留
一
份
，
不
肯
犧
牲
。

第
三
等
人
是
這
樣
的.. 

他
願
意
放
棄
一
切
，
而
只
願
意
賣
錢
天
主
的
旨
意
。
是
否
我
們
願
意
做
第
三
等
人
呢
？
唯
一

合
理
的
答
覆
是
「
要
！
」

三
鼓
謙
遜

f

學
依
約
每
願
意
真
正
地
準
備
人
做
最
好
的
選
擇
工
作
。
因
此
，
他
要
人
考
慮
一
一
一
級
議
遍
。
第
一

級
謙
遜.. 

謙
卑
自
己
並
服
從
天
主
。
即
使
人
們
立
我
做
世
界
的
主
宰
，
或
為
保
存
自
己
的
性
命
，
我
也
決
不
肯
犯
一

個
大
罪
。
第
二
級
謙
遜.. 

為
傅
全
世
財
物
或
為
保
全
世
命
，
就
連
一
個
小
罪
也
不
肯
犯
。
並
且
如
果
可
以
相
等
地
事

奉
天
主
並
救
靈
魂
，
我
不
顧
意
也
不
動
心
去
追
求
財
物
一
過
貧
窮
。
第
三
殼
謙
遜
：
使
便
為
先
樂
天
主
，
有
同
等
的

光
榮
，
只
是
為
更
相
位
吾
吏
，
我
選
擇
貧
窮
而
捨
棄
財
富
，
只
是
為
和
貧
窮
的
耶
穌
在
一
起
受
貧
窮
。

三
級
謙
遜
的
考
慮
賓
在
提
弄
人
靈
升
到
最
高
境
界
。
第
三
級
的
謙
遜
實
則
包
括
全
部
神
攘
的
精
神
。
一
個
人
達

到
這
種
境
界
才
可
完
全
消
除
偏
惰
的
影
響
，
並
能
做
最
好
的
選
擇
。
這
三
級
謙
遍
的
考
慮
還
采
指
出
天
主
要
我
傲
的

具
體
事
情
是
什
麼
。
但
可
為
尋
找
天
主
的
旨
意
而
舖
路
，
同
時
也
幫
助
我
們
準
備
自
己
的
內
心
，
好
好
負
起
選
擇
聾

的
償
命
。

選
擇
︱
！
選
擇
假
定
對
立
。
基
本
的
對
立
是
善
與
惡
，
在
第
一
過
中
我
們
已
做
了
這
種
選
擇
。
在
第
二
週
，
選

擇
骰
定
的
樹
立
是
天
主
的
旨
意
與
我
個
人
的
意
願
。
在
人
心
中
就
布
這
二
者
的
對
立
或
分
裂
．
，
說
們
在
瞻
仰
兩
旗
時

連
一
依
納
爵
神
謀
害
的
結
構
和
對
方

二
九



門
洲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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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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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
。

，
就
會
發
現
這
一
點
（
一
是
自
我
安
全
，
一
是
隸
屬
於
天
主
主
變
）
。
選
擇
就
是
在
於
接
受
天
主
的
邀
請
，
甚
至
最

輕
微
的
邀
請
。
學
依
納
爵
神
攝
害
到
處
都
指
向
這
一
點
，
即
準
備
人
的
心
靈
，
使
人
君
清
天
幸
的
旨
意
，
也
慷
權
地

跟
醋
。
神
操
書
的
目
標
就
是
準
備
人
的
心
靈
，
為
好
好
做
選
擇
。
基
本
上
，
選
擇
不
靠
人
的
理
性
，
按
福
音
的
原
則

而
做
選
擇
。
而
是
在
作
選
擇
時
，
人
把
自
己
完
全
交
給
塾
神
的
推
動
，
換
言
之
，
是
讓
天
主
在
我
身
上
做
出
她
的
選

擇
，
我
只
要
向
天
主
完
全
開
放
就
好
了
。

在
第
二
週
中
，
人
受
渴
草
補
贖
和
遺
愛
耶
穌
之
心
所
驅
使
，
在
耶
穌
的
召
吽
和
她
具
體
生
活
的
感
召
下
，
符
合

生
命
的
宗
旨
或
天
主
的
旨
意
而
做
丁
選
擇
終
身
地
位
或
整
頓
生
活
。
但
是
，
為
把
我
們
的
道
擇
或
整
頓
生
活
的
計
劃

加
以
實
膜
，
要
做
不
少
的
犧
牲li

蟻
牲
那
些
一
來
自
人
本
性
的
要
求
，
而
實
聽
天
主
的
旨
意
﹔
而
天
主
的
旨
意
往
往

讓
人
走
上
一
條
苦
路
。
耶
穌
會
說
過
.. 
「
誰
若
願
意
跟
隨
我
，
該
分
擔
我
的
勞
苦
。
」
你
肯
不
肯
吃
苦
呢
？
是
否
我

們
願
意
分
擔
主
耶
穌
為
人
所
受
的
勞
苦
？
學
依
納
爵
要
人
不
怕
吃
苦
，
他
要
給
人
吃
苦
的
動
機
和
神
力
，
因
此
使
人

膽
仰
耶
穌
的
苦
難
奧
蹟
1

！
這
便
是
神
揖
第
三
週
。

單
依
納
層
對
使
人
在
第
三
週
艙
仰
耶
穌
的
苦
難
奧
墳
。
苦
難
是
耶
穌
的
自
我
奉
獻
。
耶
穌
不
僅
受
者
，
而
且
是
甘

心
願
意
受
苦
﹔
不
是
願
盡
苦
難
的
本
身
，
而
是
為
翁
合
主
旨
並
救
贖
人
額
。
所
以
耶
穌
為
了
覽
天
失
和
人
穎
而
自
我

奉
獻
。
我
們
在
晴
仰
耶
穌
的
苦
難
時
，
也
要
追
隨
耶
穌
，
分
擔
祂
的
苦
難
，
以
置
踐
天
父
的
旨
意
。
選
擇
基
本
上
說

是
接
受
天
主
的
旨
意
。
我
們
不
袒
願
意
和
耶
穌
一
起
吃
苦
，
而
且
看
到
耶
穌
為
了
愛
人
受
了
那
廣
大
的
苦
，
我
為
還

受
耶
餘
，
還
布
什
慶
苦
不
龍
忍
受
呢
？
這
時
，
我
們
使
得
到
一
致
力
量
，
使
我
們
能
承
擔
苦
難
。
載
伯
籠
的
兩
個
兒

第

週



子
願
意
進
入
耶
穌
的
王
園
，
耶
穌
問
道
：
「
你
們
能
喝
我
將
要
喝
的
爵
嗎
？
」
他
們
說
：
「
我
們
能
。
」

二
十
m
t
m
）
我
們
也
是
一
樣
。

（
參
閱
瑪

第

四

週

人
的
本
性
好
逸
惡
勞
，
不
肯
吃
苦
，
也
無
法
長
久
生
活
在
苦
難
中
。
但
我
們
了
解
苦
難
的
結
果
是
復
活
，
是
喜

樂
。
這
個
思
想
會
給
人
一
番
鼓
舞
，
使
我
們
內
心
多
有
一
分
力
量
承
擔
眼
前
的
苦
難
。
因
此
，
依
納
揖
即
使
人
在
瞻
仰

耶
穌
的
一
苦
難
後
，
再
瞻
仰
耶
穌
復
活
的
奧
蹟

o

第
四
週
中
，
藝
人
吽
人
看
耶
穌
是
一
位
光
榮
的
勝
利
者il
t

她
自
死
亡
中
復
活
了
。
學
依
納
偉
也
使
人
看
出
耶

穌
是
一
位
施
行
安
慰
者
。
她
在
復
活
後
顯
現
給
許
多
人
！

l

︱
鑿
母
瑪
利
亞
、
宗
能
們
及
其
他
的
單
婦
1
︱
同
時
也
安

慰
他
們
G

他
們
曾
和
耶
穌
一
起
受
苦
，
如
今
耶
穌
把
自
己
復
活
的
光
榮
顯
示
出
來
，
讓
他
們
分
享
並
安
慰
他
們
。
此

時
，
他
們
完
全
分
享
了
主
耶
穌
復
活
的
光
榮
、
勝
利
和
喜
樂
。
這
正
體
驗
7
耶
穌
的
話
「
誰
和
我
一
起
吃
苦
，
將
來

也
要
和
我
一
起
分
享
光
榮
、
勝
利
。
」
＠

基
督
是
人
穎
的
領
袖
，
她
在
升
天
以
前
派
遣
宗
徒
們
（
包
括
後
世
的
千
萬
使
徒

V到
世
界
各
地
去
使
萬
民
成
為
門

徒
。
雖
然
她
升
了
天
，
但
邁
向
我
們
在
一
起
，
協
助
鼓
勵
並
安
慰
我
們
。
當
我
們
想
到
這
－
點
，
自
然
便
會
產
生
一

股
力
量
，
使
我
們
勇
敢
地
接
受
苦
難
，
不
怕
攜
牲
自
己
去
賣
踐
我
們
在
第
二
適
中
厝
傲
的
定
志
。
因
為
喜
樂
會
增
加

承
擔
苦
難
的
勇
氣
，
也
使
我
們
值
久
地
承
擔
苦
難
。
在
第
四
遇
，
退
省
者
和
耶
穌
有
一
種
親
密
的
友
情
，
在
喜
樂
中

結
合
為
一
，
為
建
設
基
督
神
國
而
努
力
。
因
而
神
操
的
第
四
週
布
其
作
用
與
必
要
性
，
並
與
整
個
神
操
密
切
相
連
。

摯
愛
睛
想
1

：
第
四
週
末
有
一
接
練
，
吽
作
「
塾
愛
臆
想
」
。
這
在
依
納
爵
的
神
揖
書
中
佔
有
恁
樣
的
地
位
呢

車
依
喃
們
爵
已
將
操
脅
的
結
構
和
動
力
一
立
一
一



神
學
論

1

集
＠

一
九
八
二
年
卷

一

- 一一一

？
有
人
說
第
四
迪
在
默
觀
耶
穌
升
天
及
宗
徒
們
在
耶
路
撒
冷
等
儷
擎
神
降
臨
時
說
結
束
，
而
摯
愛
臆
想
只
是
一
個
附

錄
。
另
一
個
設
法
則
認
講
還
不
是
附
錯
，
而
是
屬
於
神
操
結
構
中
的
，
是
屬
於
第
四
週
神
攝
的
工
夫
＠
。
我
們
根
接

第
二
鐘
韓
偉
來
載
。

「
塾
愛
晴
空
和
第
四
遍
的
目
標
相
同l
︱
要
人
在
喜
樂
中
跟
隨
耶
穌
。
但
它
提
供
一
些
軒
的
材
耕
，
使
人
獸

觀
天
主
冊
腸
的
各
種
恩
窟
，
和
柚
愛
我
的
各
種
表
現
。
藉
著
這
種
光
照
和
推
動
，
因
而
也
願
愛
驀
並
事
串
串
至
串
串
的
天

主
。
這
個
默
強
加
擇
了
我
們
在
第
四
過
中
所
得
到
的
數
果
，
同
時
也
協
助
退
省
者
把
它
帶
遲
到
人
具
體
的
生
活
中
，

並
努
力
在
還
種
略
帶
神
秘
性
的
體
驗
中
去
生
活
。

結

這主E
R口

華
依
納
齡
在
神
揖
賽
中
論
及
一
系
列
的
攝
練
。
這
些
一
操
線
組
成
一
個
有
計
劃
的
行
程
。
如
果
人
不
故
意
加
以
說

拒
，
就
會
被
催
促
著
一
步
步
走
向
神
操
書
耍
，
他
達
到
的
目
標
。
田
在
依
納
爵
神
攝
的
力
量
也
就
在
忱
。

@@@@@@ 

誰
主
昌
祉
，
辦
鎳
詮
釋
，
頁
三
七

神
謀
害
二
十
三
號

企
上
四
六
、
四
九
號

仝
上
四
號

企
上
四
十
八
、
五
十
五
、
六
十
六
號

企
上
五
十
三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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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申

學

論

集
@ 

一
九
八
三
年
春

三
一
凰

間
（
上
文
承
接
一
。
因
質
〉
我
們
將
我
們
的
祈
求
委
托
於
鑿
母
瑪
利
亞
的
大
力
轉
求
，
中
國
信
玄
常
在
中
圈
之
后
的
名
字
不
熱
叩

叫
切
而
有
信
心
地
新
讓
她
，
請
她
祈
求
其
車
子
翁
們
的
主
耶
穌
基
督
，
．
賜
給
她
在
中
國
的
子
女
們
鹽
宮
的
聖
宙
間
和
一
叉
上
的
助
佑
。

m

m

正
好
中
國
新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V
的
慶
祝
，
給
我
良
好
的
機
會
，
再
一
次
地
府
掙
國
人
民
表
示
說
對
他
們
一
直
有
愛
和
尊
叫

咖
敬
。
在
此
快
樂
的
新
年
中
，
我
取
意
與
各
地
所
諧
的
中
國
大
家
庭
的
人
，
一
齊
高
興
，
並
祝
賀
大
家
新
年
快
樂
平
安
。
向

叫
以
極
大
的
主
愛
，
說
給
你
們
宗
座
遐
福
。
訓

教
宗
若
望
保
祿
三
世
一
九
八
三
年
一
月
六
日
品
主
顧
節
叫

…
，
在
書
里
，
舊
書
是

叫
基
督
內
親
愛
的
兄
弟
姊
妹
們

.. 

m 

M

在
赴
亞
洲
作
牧
軍
訪
問
峙
，
有
機
會
與
中
國
教
友
講
話
，
說
認
為
意
義
十
分
重
大
。
對
買
彥
文
總
主
教
及
同
行
各
位
主
教
，
叫

恥
在
發
菲
律
賓
牧
靈
訪
問
期
間
，
趕
來
參
加
，
特
別
感
謝
。
袋
也
真
誠
感
謝
各
位
，
華
人
教
玄
團
體
代
表
，
在
此
地
馬
尼
拉
和
我
兒
叫

仰
面
。
各
位
在
菲
律
賓
或
在
其
他
亞
洲
地
區
，
有
的
已
經
居
住
數
代
’
，
有
的
是
最
近
移
到
的
。
我
知
道
各
位
切
頓
和
僑
居
地
的
生
活
咖

叫
完
全
融
合
，
並
且
努
力
成
為
一
個
好
國
民
，
為
僑
居
國
的
繁
樂
而
工
作
﹔
但
同
時
各
位
顧
意
在
精
神
上
和
在
中
國
的
親
支
聯
繫
在

M

m

一
起
，
顧
意
繼
續
保
持
祖
齡
的
傳
統
道
德
文
化
”
，
願
意
永
常
熱
愛
中
國
，
並
為
協
助
它
的
繁
榮
和
發
展
而
貢
獻
力
鐘
。
倒

叫
各
位
也
是
本
地
歇
會
團
體
的
一
份
子
，
這
鷗
係
能
加
強
各
位
勢
基
督
的
牽
獻
，
使
各
位
具
有
歷
代
散
居
世
界
各
地
的
華
僑
教
肌

趴
女
團
體
所
具
有
的
基
督
精
神
。
貴
國
歷
史
上
認
識
基
督
而
成
為
基
督
徒
的
著
名
人
士
，
均
因
接
觸
這
種
虔
誠
而
富
有
生
氣
的
教
玄

m

m
團
體
而
皈
依
。
如
果
各
位
繼
續
侏
持
此
種
精
神
，
在
基
督
信
仰
啟
發
下
，
生
活
於
中
國
留
有
道
德
的
黨
稱
之
中
，
各
位
將
成
為
這
叫

叫
地
的
基
督
徒
和
真
正
的
中
圓
人
，
使
整
個
歡
會
獲
益
良
多
。
間

叫
透
過
在
嗡
的
各
位
，
我
頓
向
所
有
生
活
在
中
國
史
民
致
意
，
草
草
案
斃
的
心
情
，
向
這
廣
大
土
地
上
，
在
基
督
內
…

帥
紋
的
一
切
兄
弟
姊
誅
間
安
。

助
我
也
顧
向
貴
國
，
以
說
卑
微
的
話
，
表
達
室
，
貴
國
確
實
偉
大
，
不
僅
由
於
寶
康
被
人
口
…

（
不
文
轉
至
一
五0頁
）



4毛主

捏
技
射
與
信
仰
成
熟

徐
可

之

一
年
今
前
，
有
位
大
專
膏
年
給
我
寄
了
一
塊
剪
報
＠
’
以
後
又
特
別
來
找
我
說
T

一
些
宗
教
問
醋
。
「
宗
教
到

底
是
位
痠
回
事
？
」
並
不
是
一
個
新
問
題
﹔
但
近
五
十
年
來
，
布
不
少
人
文
學
者
用
「
心
理
」
方
誰
來
說
明
宗
教
，

而
這
些
心
理
解
釋
可
說
給
宗
敢
帶
來
了
「
新
」
的
貢
獻
和
寶
貴
的
參
考
資
料
。
八
、
九
年
前
，
筆
者
還
在
芝
加
哥
讀

書
時
，
在
研
讀
的
心
理
科
目
和
參
考
書
中
，
曾
留
心
閱
讀
過
一
些
有
關
「
宗
教
心
理
」
的
著
作
，
其
中
尤
以
心
理
分

析
派
的
見
解
最
為
「
新
頡
」
突
出
。
當
時
也
覺
得
，
自
己
所
聾
的
體
商
心
理
，
在
十
年
內
一
定
會
普
及
國
內
各
女
教

團
體
﹔
而
心
理
分
析
派
的
「
宗
教
分
析
」
，
也
將
隨
心
理
如
識
的
普
及
而
影
響
國
人
對
宗
教
研
持
有
的
傳
統
看
法
和

信
念
。
這
些
一
「
新
」
見
解
現
在
慢
慢
在
國
內
的
書
刊
報
章
上
出
現
了
，
筆
者
想
利
用
這
「
初
與
」
的
好
機
會
，
陳
述

一
些
一
個
人
在
這
方
面
的
看
法
和
了
解
，
來
給
「
熱
心
」
信
仰
的
兄
弟
姐
妹
共
同
分
享
，
並
儷
「
有
心
」
追
求
信
仰
的

熱
誠
背
年
當
作
參
考
。
全
文
分
三
部
分
：
心
理
分
析
下
的
「
宗
教
新
解
」
﹔
心
理
投
射
與
迷
信
．
，
信
仰
的
淨
化
與
成

熟
。

、
心
理
分
析
下
的
「
宗
教
新
解
」

心
理
分
析
學
派
，
特
別
是
佛
洛
伊
德
及
其
派
系
的
「
宗
教
」
見
解
，
可
說
是
乾
脆
俐
落
，
「
一
刀
兩
斷
」

.. 

宗

教
是
幻
想
，
是
「
揭
草
有
一
位
全
能
父
親
」
的
心
理
投
射
。
這
種
幻
想
不
僅
無
益
，
而
且
宿
害
﹔
它
使
人
「
轍
」
於

發
展
自
身
的
才
能
，
創
造
未
來
，
而
是
將
一
切
委
託
於
「
神
」
的
宰
治
和
支
配
。
當
然
，
每
種
學
話
都
看
其
時
代
背

心
理
投
射
與
信
仰
成
熟

三
－E



神
學
論
集
＠

一
九
八
二
年
春

一
二
」
八

景
和
作
者
本
人
的
「
心
理
」
意
義
，
現
在
就
先
從
這
方
面
，
來
介
韶
一
下
佛
民
有
瀾
宗
教
的
變
本
著
作
。

「
票
數
是
迷
信
」

西
格
蒙
﹒
佛
洛
伊
德
（
一
八
五
六l

一
九
三
九
）
生
於
摩
拉
維
亞
（
竄
。
旦
旦
間
，
當
時
為
奧
國
之
一
省
，
現
屬

捷
克
）
，
四
歲
時
移
居
維
也
納
妒
，
于
七
歲
進
入
維
也
納
大
學
醫
學
院
就
讀
，
二
十
五
歲
通
過
學
業
考
試
，
獲
得
醫
師
，

學
位
。
此
後
不
久
即
進
入
母
校
醫
學
院
服
務
，
同
時
特
別
研
究
神
經
精
神
醫
學
，
從
事
心
理
分
析
。
一
九
三
八
年
納

粹
侵
佔
奧
地
利
，
驅
逐
猶
太
人
﹔
佛
括
以
八
十
二
歲
高
齡
流
亡
倫
敦
，
次
年
九
月
在
該
地
病
逝
。
佛
氏
的
浩
瀚
著
作

自
然
大
都
是
有
關
心
理
分
析
方
面
的
研
究
和
經
驗
，
但
於
中
年
後
他
又
特
別
對
「
宗
教
現
象
」
發
生
了
極
大
的
興
趣

寸
其
主
裹
著
作
者
四.. 
圖
臉
與
禁
忌
（
一
九
三
二
）E﹔
「
幻
想
」
的
未
來
〔
一
九
三
七
）
﹔
文
明
及
其
不
滿
（
一
九

三
0
）
﹔
梅
瑟
與
甘
神
宗
教
（
一
九
三
九
）
＠
。

佛
氏
在
奧
京
讀
書
時
（
十
九
世
紀
發
半
期
）
，
歐
洲
正
彌
漫
若
「
科
學
至
上
」
的
氣
氛
﹔
一
切
必
須
以
「
黨
證

」
爵
基
礎
l
i
t

能
準
確
計
算
並
以
實
驗
證
朗
的
才
是
與
理
！
不
能
如
此
證
寰
的
東
西
就
一
概
視
作
神
話
、
迷
信
，
無

稽
之
訣
。
「
科
學
是
真
理
，
宗
教
是
迷
信
」
均
可
說
是
當
時
學
術
界
對
宗
教
的
一
般
看
法
和
態
度
：
因
著
自
然
科
學

的
驚
人
發
展
，
使
人
了
解
、
控
制
、
利
用
自
然
，
解
除
了
無
知
時
代
人
對
自
然
能
力
所
續
有
的
恐
懼
與
迷
信
﹔
同
樣

，
隨
著
人
文
科
學
的
深
入
研
究
和
進
步
，
人
也
將
更
信
任
、
發
展
自
身
的
潛
能
，
來
代
替
、
破
除
宗
教
迷
信
中
對
「

神
」
的
信
仰
和
依
賴
。
如
孔
德
的
「
人
性
至
上
」
，
馬
克
斯
的
「
宗
教
是
鴉
片
」
’
尼
采
的
「
上
帝
死
了
」
等
，
都

是
這
個
時
代
以
「
科
學
」
來
批
判
宗
教
的
代
表
貴
側
。
佛
洛
伊
德
生
長
在
這
樣
的
學
術
環
境
中
，
深
受
此
「
賞
證
」
：

精
神
的
影
響
﹔
再
加
上
其
自
身
師
一
比
一
一
因
素
，
使
他
成
了
一
位
十
足
的
「
自
然
無
神
」
論
學
者
。
在
他
以
前
的
宗
教

r一吟



批
對
，
就
如
上
面
指
出
的
幾
位
代
表
人
物
，
尤
其
是
尼
采
，
已
在
努
力
追
究
宗
教
「
生
成
」
的
根
源
，
並
特
別
指
出

這
根
源
就
是
人
心
的
一
些
一
「
隱
密
活
動
」
，
由
此
活
動
而
產
生
幻
想
，
藉
此
幻
想
而
製
造
出
宗
教
神
話
。
佛
民
承
先

啟
後
，
以
心
理
分
析
爵
基
嘴
，
直
指
這
些
「
宗
教
神
話
」
本
身
，
說
明
它
們
「
生
成
」
的
主
要
關
鍵
是
在
於
人
的
「

心
理
投
射
」
。
他
的
這
項
「
宗
教
新
解
」
，
在
近
幾
十
年
中
一
直
在
深
深
地
影
響
蒼
許
多
人
對
宗
教
的
看
法
和
態
度

。
下
面
就
引
用
一
些
佛
民
自
己
的
話
，
來
介
紹
他
本
人
對
「
宗
教
」
的
見
解
，
以
免
狡
們
會
於
不
知
不
覺
中
也
陷
入

「
強
作
解
人
」
的
主
觀
成
見
裡
。

「
票
數
是
心
理
投
射
」

在
「
幻
想
的
未
來
」
一
書
中
，
佛
民
對
「
宗
教
生
成
」
者
很
清
楚
的
說
明

.. 

「
人
在
大
自
然
和
命
運
的
超
人
力

量
前
，
時
時
感
到
威
脅
和
無
奈
。
面
對
這
此
一
聶
奈
的
威
脅
，
人
怎
樣
來
與
之
周
旋
以
免
遭
不
幸
？
第
一
步
是
由
『
人

化
自
然
』
而
得
到
前
解
。
自
然
和
命
運
的
力
量
雖
然
遙
不
可
及
，
但
如
果
我
們
能
以
應
付
強
悍
者
的
方
式
來
看
待
它

們
，
我
們
便
可
以
用
懇
求
、
賄
路
來
使
它
們
平
息
：
這
樣
去
影
響
它
們
，
我
們
就
會
減
弱
、
解
除
它
們
的
恐
怖
力
量

。...... 

這
種
情
形
並
無
什
麼
新
奇
之
處
，
賞
際
上
這
只
是
小
孩
對
父
母
的
原
始
型
態
的
重
演
和
延
續
。
因
溝
人
小
時

在
父
母
前
都
曾
有
過
相
似
的
無
助
感
﹔
一
方
面
有
理
由
怕
他
們
，
尤
其
是
相
父
親
，
但
同
時
叉
知
道
父
親
一
定
會
保

護
他
，
使
他
免
遭
危
臉
的
打
擊
。
人
對
自
然
的
力
量
也
是
這
樣
，
使
它
們
有
「
欠
」
的
特
徵
’
視
它
們
為
神
。
在
長

期
的
發
展
過
程
中
，
人
對
台
然
現
象
日
益
了
解
，
因
此
自
然
的
力
量
也
就
失
去
了
這
些
「
人
」
的
特
徵
﹔
但
是
人
的

無
助
感
一
直
存
在
，
因
此
他
也
一
直
渴
望
有
位
大
能
的
失
和
神
。
「
神
」
保
有
三
種
任
務
：
怯
除
自
然
界
的
恐
怖
﹔

使
人
與
殘
酷
的
命
運
，
特
別
是
無
法
避
免
的
死
亡
，
相
互
和
好
.. 
，
捕
償
人
生
遭
遇
的
痛
苦
和
災
害
。
」

心
理
投
射
與
信
仰
成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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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樣
一
來
，
善
心
的
神
學
眷
顧
』1．4欠
，
減
輕
或
消
除
我
們
對
生
命
危
險
所
懷
有
的
種
積
恐
懼
﹔
來
世
的
倫

理
秩
序
使
一
切
正
義
得
以
實
現
，
而
這
峰
在
人
的
社
會
中
往
往
無
法
實
現
﹔
未
來
的
生
命
使
現
世
的
存
在
繼
續
不
斷

，
因
此
而
滿
足
人
的
一
切
希
求
和
夢
想
。
人
的
好
奇
心
所
追
求
的
謎
底
，
比
如
字
宙
如
何
聞
摘
，
身
心
之
間
有
何
闌

珊
等
，
也
自
然
在
這
體
系
的
前
提
下
而
找
到
解
答
。
入
自
於
小
時
候
的
『
父
親
葛
藤
』
所
造
成
的
內
心
衝
突
︱
！
這

衝
突
從
未
完
全
克
服
遍
，
如
果
因
此
而
能
除
去
，
並
由
此
而
獲
得
一
種
大
家
都
能
接
受
的
一
解
決
的
話
，
那
篇
僧
人
的

必
理
情
況
確
是
一
種
巨
大
的
解
脫
和
舒
暢
，
0
，..... 

我
說
這
些
都
是
幻
想
時
，
一
定
要
先
把
幻
想
一
詞
交
代
清
楚
。
幻

想
和
錯
誤
不
是
一
聞
事
，
幻
想
也
非
必
然
就
是
錯
誤
。
幻
想
的
特
徵
是
：
它
來
自
人
心
的
渴
求
和
想
墓
。
所
以
我
們

說
信
仰
是
幻
想
時
，
就
是
指
在
這
種
信
仰
後
面
的
推
動
力
中
，
望
梅
丘
渴
的
心
理
滿
足
是
某
最
主
要
的
因
素
。
這
樣

我
們
不
必
再
去
管
它
和
賞
酷
的
關
係
，
正
如
幻
想
本
身
無
法
實
際
證
閉
一
樣
。

...... 

我
們
自
己
說
明
了
自
己
的
立
場

和
看
法
，
現
在
讓
我
們
再
回
到
宗
教
道
理
身
上
。
我
們
可
以
舊
話
重
提
.. 
一
切
宗
教
道
理
都
是
幻
想
，
無
法
證
明
。

」
＠

八

「
科
學
取
代
景
教
」

在
「
圖
鵬
總
與
禁
忌
」
一
書
中
，
佛
民
把
宗
教
比
作
小
孩
對
父
母
的
依
賴
﹔
就
如
人
長
大
成
熟
，
一
定
要
擺
脫
兒

童
期
的
享
樂
原
則
而
學
會
去
適
應
具
體
的
責
際
環
境
，
同
樣
，
人
類
發
展
到
「
科
學
時
期
」
的
時
候
，
韓
會
以
面
對

並
接
受
自
己
，
來
取
代
宗
教
中
對
神
的
信
仰
和
依
賴
。

「
如
果
我
們
接
受
了
前
面
所
提
的
，
人
頓
對
宇
宙
觀
的
三
段
演
化
看
法

l

精
靈
說
時
期
、
宗
教
時
期
、
和
科

學
時
期
，
那
麼
我
們
不
難
發
現
，
「
全
能
的
觀
念
』
在
這
些
不
同
時
期
中
作
了
不
同
的
演
變
。
在
蜻
軍
說
時
期
，
人



們
認
為
自
己
全
能
。
在
宗
教
時
期
，
人
們
將
它
歸
詩
於
上
幣
，
可
是
並
沒
有
完
全
放
棄
它
，
因
溝
人
們
仍
然
保
留
了

一
種
在
某
種
情
況
下
，
可
以
依
照
自
己
的
期
望
來
影
響
神
闊
的
看
法
。
然
而
在
科
學
的
宇
宙
觀
裡
’
這
種
全
能
的
想

法
已
無
法
容
身
﹔
因
為
人
們
開
始
發
現
自
己
的
渺
小
，
同
時
絕
無
可
避
免
地
必
須
接
受
死
亡
和
自
然
定
律
的
控
制
。

不
過
，
這
種
全
能
的
觀
念
即
使
到
現
在
，
仍
然
或
多
或
少
地
存
在
於
人
們
對
人
類
心
靈
力
量
的
熱
誠
自
信
。
．
．
．
．
．
．
．
要

是
我
們
把
存
在
於
藤
椅
民
族
中
的
這
種
『
思
想
全
體
』
觀
念
，
認
為
是
對
『
白
戀
』
偎
設
的
有
利
證
呀
，
那
麼
，
我

們
將
在
就
人
類
對
宇
宙
觀
念
的
演
化
，
和
個
人
原
慾
的
發
展
之
間
所
傲
的
進
一
步
探
討
，
充
滿
信
心
。
精
靈
話
時
期

，
在
次
序
和
內
涵
上
都
和
自
戀
時
期
相
似
﹔
宗
教
時
期
就
像
小
孩
崇
敬
他
們
的
欠
母
一
樣
，
相
似
『
目
標
選
擇
』
時

期
﹔
至
於
科
學
時
期
，
它
就
如
一
個
人
達
到
了
完
全
成
熟
的
階
跤
，
人
們
已
放
棄
了
純
粹
的
享
樂
原
則
，
而
能
就
事

實
對
自
己
作
適
當
的
調
節
，
並
且
將
他
的
慾
雙
目
標
轉
移
封
外
在
世
界
。
」
＠

此
外
佛
民
更
用
「
巒
母
軾
欠
」
的
心
理
萬
藤
（
他
自
己
認
為
這
是
他
在
心
理
分
析
上
的
最
大
發
現
）
，
來
解
禪

宗
教
中
的
祭
獻
、
分
食
祭
物
等
各
種
儀
式
的
「
心
理
意
義
」
，
特
別
是
在
「
圖
騰
與
禁
忌
」
和
「
梅
瑟
與
一
神
宗
教

」
二
書
中
，
對
此
右
長
篇
的
「
值
設
與
求
證
」
。
最
後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也
於
他
對
強
迫
心
理
症
的
觀
察
和
臨
床
經

驗
，
他
認
為
這
種
患
者
的
行
動
芳
式
和
宗
教
的
儀
式
之
間
，
有
資
很
多
相
似
的
情
形
。
在
一
篇
題
名
為
「
強
迫
性
行

動
與
宗
教
儀
式
」
（
一
九O
七
）
＠
的
文
章
中
，
他
細
心
地
將
二
者
詳
加
比
較
和
分
析
，
然
使
對
宗
教
提
出
7

一
種

非
常
「
有
趣
」
的
君
法.. 

「
由
於
還
且
一
相
位
之
處
和
分
析
，
我
們
甚
至
可
把
強
迫
心
理
症
竄
作
宗
教
的
另
一
面
﹔
這

種
心
理
症
可
說
是
個
人
的
宗
教
體
系
，
而
宗
教
可
說
是
（
人
類
的
）
一
種
普
遍
的
強
迫
心
理
症
。
」
＠

佛
氏
的
這
些
宗
教
新
解
對
他
本
人
，
一
份
何
「
心
理
意
義
」
？
他
的
這
些
「
發
現
」
對
宗
教
又
有
怎
樣
的
貢
獻
？
還

在
最
後
的
部
分
將
布
所
說
明
，
現
在
先
要
簡
述
一
下
心
理
投
射
與
迷
信
的
相
互
關
係
。

心
理
投
射
與
信
仰
成
熟

三
一
九



驗
學
論
集
＠

－
九
八
三
年
春

。

二
、
心
理
投
射
與
迷
信

佛
氏
在
與
京
讀
書
時
酷
刑
接
觸
到
的
「
科
學
主
義
」
和
精
神
，
在
我
國
也
會
「
盛
行
」
一
時
﹔
民
初
時
從
歐
美
留

學
問
來
的
學
者
和
專
家
，
其
中
許
多
人
也
麓
把
當
時
風
靡
歐
美
的
「
科
學
是
真
理
，
宗
教
是
迷
信
」
的
思
潮
帶
回
了

國
內
。
由
於
這
些
學
人
在
政
治
、
教
育
、
社
會
、
文
化
等
各
方
面
的
領
導
和
影
響
，
幾
十
年
來
圍
內
各
地
，
尤
其
是

在
受
過
高
等
教
育
的
人
士
心
目
中
，
深
深
印
上
了
純
種
觀
點
和
信
念
.. 
科
學
是
真
理
、
是
進
步
、
是
繁
榮
富
強
的
康

莊
大
道
：
宗
教
是
逃
信
、
是
無
知
、
是
貧
窮
落
後
的
溫
床
和
麻
醉
人
心
的
聽
斤
。
這
些
一
民
初
的
學
者
，
不
論
是
隨
政

府
來
臺
或
身
陷
鐵
幕
，
現
在
聽
乎
都
已
作
古
﹔
他
們
的
「
流
風
」
所
及
1

雖
然
也
時
過
境
潭
，
但
其
影
響
的
痕
遊
仍

是
清
楚
可
見
。
在
這
「
科
學
」
之
浪
漸
趨
平
靜
的
時
鶴
，
「
心
理
」
之
浪
叉
隨
歐
美
的
餘
風
雨
還
漸
高
起
。
我
們
既

生
逢
其
時
，
現
在
就
讓
我
們
先
把
這
「
風
浪
」
的
戚
，
刃
和
方
向
弄
清
楚
，
這
樣
不
僅
能
避
免
隨
巖
逐
流
，
而
且
會
更

進
一
步
把
握
時
梅
，
因
地
制
宜
。

心
理
投
射
i
l

自
我
防
禦

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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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日
常
的
生
活
接
觸
中
－
，
我
們
都
知
道
什
麼
吽
敏
感
。
有
的
人
很
會
觀
察
、
了
解
別
人
的
心
情
﹔
和
這
樣
的
人

接
觸
、
交
談
，
很
容
易
在
內
心
產
生
共
鳴
，
使
你
覺
得
獨
暖
親
切
）
，
如
坐
春
風
。
可
是
也
有
人
非
常
精
明
、
細
必
，

但
對
人
常
保
持
距
離
﹔
和
他
們
交
接
來
役
，
你
會
覺
得
「
莫
測
高
潔
」
，
甚
至
會
忽
然
發
現
受
排
斥
、
有
敵
意
，
使

你
莫
名
其
妙
。
前
者
是
積
極
的
敏
感.. 
推
己
及
人
，
以
心
種
心
。
後
者
是
懷
疑
、
猜
忌
，
是
消
極
的
敏
感
和
自
我
肪

禦
。
這
裡
所
說
的
心
理
投
射
特
別
是
和
後
者
有
關
。
為
何
有
人
會
很
容
易
懷
疑
、
猜
忌
、
敵
視
他
人
？
因
為
他
覺
得



「
草
木
皆
兵
」
，
不
得
不
加
強
自
我
紡
禦
，
以
免
遭
受
隨
時
可
來
的
打
擊
和
傷
害
。
能
使
人
在
心
理
上
受
到
傷
害
的

「
東
西
」
很
多
，
研
以
人
保
護
自
己
的
方
式
也
因
「
害
」
而
異
。
合
理
化
、
潛
抑
I
否
定
、
轉
移
、
仿
同
等
都
是
，

總
稱
之
為
「
心
理
自
衛
機
轉
」
＠
（
我
們
簡
稱
為
自
我
前
禦
）
。
心
理
投
射
也
是
其
中
之
一
，
它
的
意
義
可
自
下
面

的
解
釋
看
得
清
楚
。
「
布
些
一
病
人
常
常
整
日
疑
神
疑
鬼
，
無
中
生
有
地
認
為
別
人
要
害
他
。
因
此
常
常
氣
憤
在
心
，

對
人
懷
梁
不
己
，
常
常
與
人
發
生
學
執
。
如
果
分
析
他
的
心
理
，
有
時
可
以
發
現
，
原
來
他
自
己
本
來
有
個
念
頭
，

非
常
討
厭
別
人
，
仇
恨
別
人
。
可
是
由
於
某
種
原
因
，
可
能
是
自
小
養
成
觀
念
認
為
不
應
該
恨
別
人
，
不
敢
意
識
到

自
己
恨
別
人
這
件
事
，
因
而
把
這
種
恨
人
的
惡
念
推
到
別
人
身
上
，
認
為
是
別
人
在
恨
他
。
這
樣
他
自
己
變
成
為
無

辜
的
受
害
人
，
而
非
壞
人
，
心
裡
就
好
受
多
了
。
而
且
因
為
別
人
恨
他
在
先
，
所
以
他
就
可
以
名
正
言
順
的
恨
別
人

，
打
罵
別
人
了
。
」
＠

可
章
）
一
心
理
自
街
的
方
式
，
我
們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都
會
不
知
不
覺
地
在
使
用
，
分
別
只
是
多
少
而
已
。
比
如
聯
考

失
敗
後
有
人
可
能
會
說
，
「
考
上
臺
大
文
有
什
聽
了
不
起
，
不
讀
大
學
的
人
也
照
樣
可
以
當
總
經
理
！
」
這
就
是
所

謂
的
「
合
理
化
」
，
它
可
使
遭
受
挫
折
者
！
！
溺
墓
得
到
而
實
際
上
划
得
不
到
的
人
，
在
心
理
上
覺
得
比
較
舒
服
一

些
了
因
而
更
易
於
承
受
西
挫
折
而
帶
來
的
打
擊
和
痛
苦
。
再
如
我
自
己
覺
得
恐
懼
、
緊
張
（
比
如
考
試
前
）
，
很
不

訐
位
﹔
如
果
有
朋
友
在
一
齊
，
可
能
我
會
不
知
不
覺
地
拍
拍
他
的
肩
膀
，
給
他
說
：
「
這
種
考
試
沒
什
麼
了
不
起
，

不
必
緊
張
害
怕
！
」
這
是
我
的
心
理
投
射
︱
︱
把
我
的
緊
張
和
恐
懼
投
射
在
朋
友
身
上
，
時
他
不
要
緊
張
害
怕
﹔
因

為
說
自
己
緊
張
恐
懼
，
很
不
好
意
思
，
時
他
不
要
如
此
那
我
就
覺
得
容
易
並
舒
服
得
多
了
。
日
常
使
用
這
些
一
方
式
來

減
輕
心
理
上
的
壓
力
，
使
自
己
能
因
此
而
輕
鬆
舒
服
一
下
，
並
非
「
不
智
」
之
學
﹔
但
如
果
使
用
太
多
，
那
就
會
有

百
害
而
無
一
利
。
因
為
心
理
上
的
這
些
自
我
防
禦
並
不
解
決
問
題
，
使
用
太
多
更
會
使
人
與
現
實
脫
節
，
甚
至
使
人

心
理
投
射
與
信
仰
成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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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
想
、
錯
亂
，
精
神
失
常
。
佛
民
及
其
心
理
分
析
學
派
說
宗
教
是
幻
想
，
是
心
理
投
尉
，
就
是
針
對
此
種
有
害
無
益

的
自
我
肪
禦
而
言
﹔
它
不
但
不
解
決
間
題
，
而
且
更
使
人
逃
避
現
實
，
說
如
畫
餅
究
凱
、
墓
梅
丘
喝
一
梭
，
都
是
「

一
相
情
願
」
的
憑
空
幻
想
，
完
全
不
切
實
際
，
於
事
毫
無
助
盎
o

宗
教
是
否
真
的
如
此
，
等
下
再
說
，
現
在
先
看
君

宗
教
和
迷
信
究
竟
有
何
關
係
。

假
宗
教
i
l

真
迷
信

宗
教
與
迷
信
在
很
多
人
的
心
目
中
幾
乎
是
兩
個
同
義
詞
，
兩
者
之
間
沒
有
多
大
分
別
。
筆
者
小
學
畢
業
那
年
，

通
到
一
件
與
此
有
關
的
事
，
印
象
非
常
深
刻
。
一
位
自
然
科
學
老
師
，
有
次
在
開
椅
上
課
時
，
用
樹
叢
在
黑
板
中
間

劃
了
一
條
直
線
，
然
後
在
獄
的
右
邊
寫
上
「
科
學
」
兩
個
字
，
左
邊
寫
「
宗
教
」

o

隨
使
他
用
司
令
從
右
向
左
推
，
「

科
學
」
越
來
地
方
越
大
，
「
宗
教
」
曲
來
地
方
揖
小
﹔
最
後
整
個
黑
板
都
是
科
學
，
宗
教
完
全
消
失
。
然
後
他
鄭
重

地
對
我
們
說
：
這
就
是
科
學
與
宗
教
迷
信
的
相
五
關
係
！
他
的
解
釋
是
，
原
始
人
不
懂
得
自
然
的
能
力
，
愚
眛
無
知

使
他
們
把
雨
、
雷
、
閃
電
等
都
當
作
是
神
﹔
現
在
科
學
給
我
們
說
明
了
這
一
切
，
宗
教
迷
信
的
鬼
神
也
就
不
存
在
了

。
老
師
的
話
說
得
那
麼
肯
定
、
乾
脆
，
深
深
扛
動
了
我
劫
小
的
心
。
由
於
學
校
是
教
會
所
辦
，
事
後
不
久
我
去
找
訓

導
神
失
問
這
問
題
（
那
時
我
不
是
教
友
）
。
想
不
到
困
若
這
件
事
使
我
開
始
知
道
把
宗
教
和
迷
信
分
間
，
最
後
﹒
也
接

受
了
教
會
的
信
仰
，
放
棄
了
與
信
仰
不
相
干
的
迷
信
。

科
學
趣
發
展
，
人
越
了
解
宇
宙
萬
布
的
奧
秘
.. 
太
空
星
囂
的
浩
大
，
核
子
中
子
的
渺
小
，
可
說
這
兩
端
的
「
無

垠
」
都
令
人
不
可
思
議
﹔
但
其
闊
的
運
行
、
速
度
、
光
熱
、
能
量
等
，
一
方
面
是
那
麼
巨
大
驚
人
，
一
方
面
又
是
那

麼
井
然
有
序
。
進
入
生
命
的
領
域
，
從
微
生
物
到
人
自
己
，
從
一
個
細
胞
到
整
個
身
體
，
處
處
都
是
巧
「
得
」
天
功



，
令
人
嘆
為
觀
丘
。
這
樣
的
秩
序
、
規
律
、
巧
妙
、
「
奧
秘
」
，
不
是
人
的
心
理
投
射
﹔
它
們
早
已
先
人
而
存
在

τ

無
數
個
世
耙
。
我
們
每
晚
躺
下
，
一
覺
起
來
時
，
地
球
已
帶
若
我
們
跑
了
八
十
多
萬
公
里
l
s
i
它
的
時
速
是
十
萬
多

公
里
，
我
們
的
最
快
交
通
工
具
還
差
得
遠
呢
。
這
也
不
是
心
理
投
射
，
因
為
我
們
平
常
誰
也
不
想
這
事
，
而
它
卸
「

規
規
矩
矩
」
地
已
如
此
運
行
了
好
多
億
年
。
面
對
這
不
可
思
議
、
無
法
幻
想
的
浩
大
、
渺
小
、
秩
序
井
然
、
奧
妙
難

言
的
具
體
事
賞
，
萬
物
之
「
靈
」
的
人
想
從
其
中
找
出
一
種
「
道
、
理
」
和
解
釋

.. 
他
不
滿
意
「
就
是
如
此
，
沒
有

解
釋
」
的
頓
情
說
法
，
他
苦
心
追
究
的
結
論
是
，
「
這
後
面
有
坦
人
的
智
慧
」o
肯
定
宇
宙
萬
物
有
其
最
終
的
「
道

、
理
」
’
相
信
驚
人
的
「
井
然
，
一
份
序
」
之
後
有
超
趙
的
「
智
慧
」
三
返
回
疋
宗
教
的
開
捕
和
根
源
。
設
法
了
解
、
師
法

此
不
可
道
的
「
道
、
理
」
，
以
參
天
地
之
化
有
﹔
努
力
尋
求
並
接
觸
到
這
超
越
的
「
智
慧
」
，
好
使
人
的
生
命
更
和

諧
、
更
完
美
，
還
是
宗
教
的
中
心
、
目
的
、
和
真
諦
貴
意
。
這
歷
經
「
慎
思
明
辨
」
的
真
實
信
仰
，
和
無
知
的
迷
信

以
及
心
理
投
射
的
幻
想
，
完
全
不
在
一
個
平
面
上
，
自
然
也
不
應
該
混
為
「
一
說
」
，
不
是
嗎
？

把
風
雨
日
月
視
為
神
明
是
無
知
和
迷
信
﹔
說
阿
波
羅
是
太
陽
神
或
嬌
娥
奔
月
，
那
是
美
麗
的
神
話
故
事
﹔
想
註

生
娘
娘
會
使
人
早
生
貴
子
，
乃
是
「
一
棺
情
願
」
的
心
理
投
射
和
幻
想
。
文
明
進
步
使
人
了
解
並
面
對
其
實
，
自
然

就
不
再
相
信
神
話
和
迷
信
﹔
醫
學
很
快
要
發
展
到
能
「
保
誼
」
生
男
育
女
，
註
生
娘
娘
也
將
因
此
而
逐
漸
引
退
、
消

失
。
如
果
把
這
些
無
稽
之
說
看
作
是
宗
教
的
話
，
那
最
多
只
能
說
是
使
宗
教
－

1

，
但
胃
宗
教
之
名
，
全
無
宗
教
之
賞

。
佛
究
及
其
學
派
酷
刑
訝
的
「
宗
教
是
心
理
投
射
」
，
如
果
應
用
在
這
些
真
是
神
話
、
迷
信
的
東
西
上
，
那
的
確
是
真

如
怕
見
，
一
下
就
可
使
此
種
「
人
造
鬼
神
」
原
形
單
一
。
露
，
非
向
成
熟
的
人
甘
心
拜
服
不
可
。
如
果
把
宗
教
和
遞
信
混

γ
一

龍
一
說
，
誤
以
傌
宗
教
說
是
迷
信
，
相
信
科
學
﹒
特
別
是
心
理
分
析
，
能
解
釋
、
破
除
、
取
代
一
切
宗
教
和
信
仰
，

那
就
未
免
太
想
當
然
、
太
強
作
解
人
了
。
其
賞
這
種
以
鋪
蓋
全
，
甚
或
道
聽
途
說
的
「
科
學
寓
能
i

！
眾
教
迷
信
」

心
海
投
射
與
信
仰
成
熟



神
學
諭
集
＠

一
九
八
二
年
春

三
＝
一
間

的
見
解
和
君
法
，
如
果
加
以
心
理
分
析
的
話
，
其
中
倒
大
有
「
一
相
情
願
」
的
心
理
因
素
在
呢
！
下
面
一
部
分
中
將

對
此
有
更
多
介
賴
和
說
明
。

一
二
、
信
仰
的
淨
化
與
成
熟

上
面
已
簡
略
提
出
，
迷
信
的
主
要
心
理
因
素
是
無
知
或
幼
稚
的
幻
想
，
是
自
我
肪
勢
和
滿
足
希
求
的
一
種
方
法
，

和
「
機
轉
」
。
而
真
實
的
宗
教
信
仰
則
是
建
基
於
萬
物
的
靜
觀
自
得
，
「
秩
序
井
然
」
’
宇
宙
間
的
明
顯
可
見
但
又

妙
不
可
言
的
「
道
、
理
1
智
慧
」
﹔
特
別
是
生
命
的
奧
秘
和
人
自
身
具
有
的
「
靈
明
」
，
使
人
「
不
能
不
」
舉
一

反
三
、
飲
水
思
源
地
去
尋
求
這
奧
秘
生
命
和
靈
闊
的
「
棍
、
源
」
。
佛
民
及
其
學
派
的
「
宗
教
分
析
」
在
這
方
面
有

雙
重
的
積
極
貢
獻
，
雖
然
他
們
在
自
己
的
心
目
中
並
不
分
什
麼
是
真
貴
的
信
仰
和
遞
信
，
而
是
把
一
切
宗
教
都
視
為

心
理
投
射
和
幻
想
。
澆
在
就
從
積
極
方
面
來
看
看
這
些
貢
獻
，
其
消
極
之
處
也
將
因
此
而
顯
露
出
來
，
不
需
要
再
多

加
什
麼
評
斷
。

、
心
理
投
射li

分
別
崇
敬
與
迷
信

佛
氏
的
宗
教
新
解i
l
s

心
理
投
射
，
億
澄
清
宗
教
對
象
的
真
質
或
做
假
，
可
說
是
說
簡
便
又
徹
底
的
一
種
方
怯

和
原
則
。
對
很
多
原
始
民
族
的
宗
教
來
說
，
就
如
佛
氏
在
「
圖
騰
與
禁
忌
」
中
所
指
出
的
一
樣
（
澳
、
非
、
美
、
亞

等
地
的
土
著
民
族
的
原
始
信
仰
）
，
一
體
「
心
理
投
射
」
的
捌
轍
，
大
都
一
覽
無
遺
地
呈
現
出
「
滿
足
人
心
希
求
」

的
本
來
面
目
。
這
在
說
們
的
民
間
宗
教
和
期
間
俗
櫻
’
俯
拾
即
是

.. 
婚
、
喪
、
開
張
等
大
事
都
要
選
個
黃
道
吉
日
，
過

年
過
節
時
的
許
多
拜
拜
（
祈
一
瞬
消
災
）
，
符
咒
、
神
像
的
鎮
宅
社
邪
等
，
不
勝
枚
學
。
這
些
民
俗
信
仰
在
儀
式
上
能



夠
多
采
多
姿
，
或
不
論
是
如
何
莊
嚴
、
隆
重
、
神
秘
，
但
其
內
涵
都
不
外
乎
是
「
滿
足
希
求
」
的
心
理
投
射

i
1
1

人

自
覺
沒
有
把
揖
時
，
需
要
有
一
種
外
在
的
「
侏
證
」
來
支
持
、
肯
定
自
己
，
使
之
更
有
信
心
和
勇
氣
。
其
實
所
謂
的

黃
道
吉
日
，
酷
了
天
氣
的
清
爽
朗
朗
或
陰
祝
寒
熟
能
很
影
響
人
的
情
緒
外
，
其
他
不
都
是
「
萬
事
吉
祥
，
絕
無
凶
害

」
的
想
望
和
希
求
嗎
？
符
咒
、
籤
k
l

、
神
像
的
「
靈
驗
」
，
如
果
不
是
由
於
人
心
的
「
萬
無
一
失
」
的
渴
望
（
但
實

際
上
往
往
是
毫
無
把
握
）
，
那
究
竟
有
什
麼
在
使
它
們
靈
驗
呢
？
就
是
不
用
心
理
分
析
，
而
只
以
「
續
第
興
辦
」
的

心
去
追
究
的
話
，
我
國
也
有
不
少
賢
者
、
「
悟
」
者
，
早
已
洞
悉
、
看
穿
了
這
些
「
執
、
迷
」
的
真
相

ι

比
如
「
心

平
何
勞
持
戒
，
行
直
何
用
修
禪
」
＠
（
只
要
心
安
理
得
、
行
為
正
宜
，
吃
齋
念
佛
便
是
可
有
可
無
）
﹔
「
若
無
閒
事

掛
心
頭
，
自
日
都
是
好
時
節
」
＠
’
如
果
把
「
閒
事
」
竄
作
恐
懼
、
焦
慮
等
，
那
每
天
就
都
是
大
吉
大
利
的
好
日
子

了
，
不
是
嗎
？
當
然
，
對
破
除
迷
信
來
說
，
這
些
徹
悟
的
體
驗
很
難
使
一
般
人
了
解
，
不
像
心
理
投
射
的
解
釋
那
樣

簡
開
拓
耍
，
使
人
稍
加
「
反
求
諸
己
」
，
便
會
覺
得
合
情
合
理
，
心
悅
誠
服
。
但
可
惜
的
是
，
佛
民
將
此
有
力
的
說

明
視
作
一
種
封
閉
的
論
斷
l

‘
一
切
宗
教
都
是
幻
想
，
把
在
心
理
投
射
之
外
仍
能
另
有
宗
教
基
硬
的
可
能
性
，
也
都

一
概
抹
毅
、
否
定
了
。
東
方
文
化
的
賢
者
可
說
比
較
開
放
，
以
偏
蓋
全
的
情
形
似
乎
較
少
﹔
尤
其
在
論
及
天
命
、
生

死
等
與
宗
教
有
關
的
問
題
時
，
更
是
以
「
未
如
生
，
焉
知
死
？
」
來
表
現
自
己
的
所
知
有
限
，
而
不
顧
貿
加
論
斷
，

強
作
解
人
。

對
在
心
理
投
射
之
外
另
有
其
真
實
基
礎
的
宗
教
信
仰
來
說
，
佛
氏
的
見
解
也
有
積
極
澄
清
的
作
用
，
雖
然
還
不

是
他
的
本
意
，
也
是
他
抬
料
未
及
的
事
。
上
面
指
出
的
宇
宙
秩
序
、
生
命
奧
秘
、
人
的
靈
明
等
，
都
是
客
觀
具
體
的

實
右
，
絕
非
憑
空
航
構
的
幻
想
﹔
而
這
些
天
然
之
道
可
說
是
昭
然
若
搗
’
這
裡
無
頭
贅
述
。
在
此
客
觀
賞
有
的
基
嘴

上
，
我
們
還
有
其
他
的
信
仰
事
實1
i

和
心
理
投
射
毫
不
相
干
，
甚
且
恰
恰
相
反
。
這
裡
特
別
提
出
「
基
督
信
仰
」

心
淒
投
射
與
信
仰
成
熟

一
一
一
一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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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
六

，
也
說
是
佛
氏
所
謂
的
「
基
督
神
話
」
＠
。
這
信
仰
是
真
實
可
靠
或
只
是
幻
想
、
神
話
，
那
首
先
要
澄
清
兩
件
事

.. 

新
約
l
l
l
基
督
的
生
活
言
行
，
是
事
質
還
是
最
稽
。
．
基
督
團
體
，
這
裡
特
別
是
指
天
主
教
會
，
是
生
活
傳
真
抑
或
以

訛
傳
訛
？
甚
而
迷
惑
謊
騙
？一

福
音
真
實
可
靠

福
音
的
真
偽
可
由
歷
史
、
考
古
、
版
本
、
傳
承
川
等
不
同
方
面
去
研
究
、
考
證
，
歷
代
的
學
者
專
家
，
不
論
贊
成

或
反
對
，
一
一
但
在
為
此
種
考
證
、
解
釋
而
貢
獻
心
力
，
甚
至
終
生
研
讀
，
樂
此
不
疲
。
反
對
者
所
舉
出
的
理
由
，
如

果
收
集
起
來
，
可
說
是
「
集
想
像
之
大
成
」
！
人
能
想
出
的
解
釋
都
用
過
了
﹔
但
彭
響
現
代
最
深
的
仍
是
佛
民
鐘

書
時
（
十
九
世
紀
末
期
）
，
正
流
行
歐
洲
的
唯
理
主
義
學
者
（
自
由
派
）
所
提
出
的
歷
史
批
判

.. 

福
音
中
的
一
切
奇

跡
都
是
傳
奇
和
神
話
，
毫
無
歷
史
價
值
苟
言
。
這
些
專
家
的
解
釋
以
及
佛
民
對
基
督
生
平
的
見
解
，
雖
然
在
方
法
上

有
所
不
悶
，
但
其
基
本
出
發
點
則
完
全
一
致
.. 

任
何
起
自
然
事
件
（
脊
跡
）
都
是
不
可
能
的
，
所
以
福
音
中
的
奇
跡

全
是
神
話
：
然
後
為
解
釋
這
些
一
神
話
而
盡
力
找
出
「
合
理
」
的
解
釋
。
但
是
這
些
風
靡
一
時
的
福
音
「
歷
史
批
對
」

’
禁
不
住
歷
史
的
批
倒
而
已
成
為
往
事
陳
述
，
日
為
今
天
的
歷
史
和
車
經
學
者
所
揚
棄
。
更
開
放
、
更
符
合
歷
史
真

寰
的
新
批
判
方
式
不
斷
興
起
，
福
音
的
真
宜
俊
不
但
沒
有
誠
少
，
反
而
在
剔
除
一
切
「
神
化
」
的
傾
向
與
可
能
之
後

，
更
顯
得
真
實
可
靠
，
禁
得
起
歷
史
的
一
切
考
驗
和
批
對
峙
。

如
果
我
們
把
同
樣
的
批
判
方
法
（
不
先
天
地
肯
定
什
麼
，
而
只
就
事
論
事
地
去
研
讀
）
，
也
應
用
在
其
他
的
宗

教
傳
說
上
，
比
如
「
憂
灣
神
話
」
。
以
及
其
他
顯
蝕
的
傳
讀
和
信
仰
，
那
會
很
容
易
分
別
出
什
麼
是
有
根
有
攘
的
歷

史
人
物
和
事
朴
，
什
麼
是
歷
史
人
物
的
神
化
或
完
全
出
們
成
構
的
幻
想
神
話
。
就
如
關
羽
、
岳
飛
、
鄭
成
功
、
個
央
鳳



等
，
都
是
真
，
一
份
其
人
其
事
的
歷
史
人
物
，
但
他
們
之
被
奉
為
神
，
那
就
是
「
英
、
賢
在
天
之
靈
仍
會
保
佑
我
們
」
的

神
化
過
程
﹔
至
於
蛻
陸
、
神
瓷
、
龍
王
、
蛙
君
等
，
則
完
全
沒
有
什
麼
歷
史
依
釀
，
關
於
他
們
的
傳
說
，
都
是
由
「

但
願
如
此
」
而
籲
成
的
神
話
故
事
。
福
音
的
民
賞
可
靠
和
這
神
化
傳
說
或
神
話
故
事
，
實
在
是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佛

氏
的
心
理
投
射
方
法
，
能
很
容
易
給
我
們
分
清
這
兩
者
之
間
的
真
偽
虛
實
，
使
人
可
清
楚
君
出
，
真
賞
的
宗
教
信
仰

和
幻
想
迷
信
是
玉
、
石
右
別
，
一
經
「
麗
磨
」
’
就
會
顯
得
迴
然
不
同
。

教
會
生
活
傳
真

宗
教
信
仰
不
僅
有
其
內
涵
本
身
的
真
偽
，
同
時
更
有
其
信
梁
、
團
體
的
具
體
生
活
在
宜
示
這
信
仰
的
意
義
。
這

裡
僅
就
基
督
徒
團
體i
︱
天
主
教
會
，
來
略
加
說
明
。
這
個
教
會
團
體
，
從
基
督
和
她
所
選
定
的
十
二
個
弟
子
開
始

，
一
直
到
今
天
已
有
將
近
關
于
年
的
成
長
歷
史
。
～
在
這
期
間
，
人
類
經
歷
了
不
少
的
人
事
滄
桑

l
i

各
種
社
會
、
政

策
、
國
家
、
民
族
以
及
宗
教
團
體
的
興
亡
褒
替
。
基
督
的
這
個
團
體
，
在
其
他
不
同
人
的
團
體
中
，
一
開
始
就
顯
得

十
分
貧
、
弱
、
渺
小
，
微
不
足
道
（
不
必
說
在
當
時
的
整
個
龐
大
羅
馬
帝
閩
中
，
就
是
在
當
時
巴
勒
斯
坦
的
猶
太
顯

要
組
織
中
，
納
恆
助
的
一
個
木
匠
，
和
幾
個
漁
夫
、
稅
吏
等
非
常
平
凡
，
甚
而
庸
俗
的
人
所
組
成
的
一
個
小
團
體
，

系
得
上
什
麼
？
）
。
當
基
督
的
宣
講
稍
有
「
轟
動
」
時
，
擴
警
的
猶
太
政
教
首
領
立
即
接
取
措
施
，
並
和
當
時
的
羅

馬
總
督
取
得
協
調
，
很
快
說
把
他
們
認
為
的
「
危
險
人
物
」
，
以
最
差
煒
、
最
聲
隘
的
十
字
架
刑
給
處
決
了
。
他
的

那
幾
個
弟
子
也
因
此
逃
散
、
嚴
匿
，
不
敢
再
公
開
露
面
。
照
人
的
常
理
來
說
（
這
也
是
當
時
猶
太
政
教
領
抽
們
的
計

劃
和
用
心
）
，
基
督
被
殺
以
後
，
他
的
那
個
無
如
無
能
的
小
團
體
也
就
自
會
消
散
，
不
了
了
之
。
但
奇
怪
的
是
，
他

們
逃
散
後
不
久
叉
聚
集
了
起
來
，
並
且
還
敢
在
首
都
耶
路
撒
冷
當
眾
宣
講
，
包
括
面
對
那
些
鹿
死
他
們
老
師
的
政
教

心
頭
投
射
與
信
仰
成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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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要
在
內
，
堅
決
肯
定
那
被
他
們
這
些
一
民
眾
首
領
蔚
判
決
釘
死
的
納
區
肋
人
耶
穌
，
確
實
如
其
研
言
的
死
而
復
活
了

。
為
了
這
樣
的
宣
講
和
作
證
，
他
們
給
自
己
惹
來
許
多
麻
煩
和
災
繭
，
甚
至
一
個
個
都
因
此
而
先
使
被
殺
害
，
一
如

他
們
的
老
師
所
遭
遇
的
一
樣
。
更
奇
怪
的
是
，
這
個
貧
弱
卑
微
的
基
督
小
團
體
，
不
但
不
困
殺
害
而
擴
少
，
反
而
越

來
越
多
。
從
那
時
到
現
在
，
歷
經
二
十
世
紀
的
風
雨
滄
桑
，
它
的
發
展
和
成
長
，
如
果
我
們
留
心
回
顧
一
下
的
話
，

那
確
實
是
「
生
於
憂
患
」
戶
，
長
於
艱
辛
，
不
斷
在
遭
受
著
各
種
的
迫
害
和
考
驗
。
就
是
今
天
，
它
仍
然
在
世
界
上
的

不
同
地
方
面
臨
蒼
同
樣
的
遭
遇
，
不
斷
地
在
被
判
決
，
被
殺
害
（
比
如
在
鐵
幕
國
家
中
，
在
恐
佈
政
權
下
，
我
們
不

是
時
常
聽
到
、
若
到
這
些
一
「
被
逮
捕
、
送
勞
改
、
被
判
決
、
遭
殺
害
」
的
新
聞
嗎
？
）
。
但
它
依
然
挖
立
人
間
，
而

且
真
真
實
實
地
傳
遍
了
世
界
各
地
﹔
它
的
這
種
真
實
的
臨
在
，
不
會
是
心
理
投
射
吧
？

和
它
向
時
代
的
各
種
團
體
，
特
別
是
那
些
討
厭
它
，
一
心
想
把
它
消
誠
掙
蠢
的
龐
．
大
組
織
（
其
中
有
強
大
的
替

國
和
政
黨
，
通
過
他
們
的
政
治
、
軍
事
、
經
濟
、
教
育
等
各
種
組
織
和
機
構
，
不
惜
以
威
脅
、
利
誘
、
說
臘
、
勞
改

、
殺
害
等
一
切
手
段
和
方
法
，
堅
決
要
把
它
「
剪
草
臉
根
」
而
後
已
）
，
都
在
歷
史
洪
流
的
神
激
中
，
一
個
一
個
地

隨
蓊
「
大
江
東
去
，
浪
淘
盡
，
千
古
風
流
人
物
」
的
歷
史
規
律
而
成
為
往
事
陳
述
﹔
而
這
個
毫
無
反
就
能
力
的
基
督

團
體
l

天
主
教
會
（
在
政
治
、
軍
事
、
經
濟
等
各
芳
面
都
微
不
足
道
）
，
不
但
沒
有
被
這
些
「
人
的
」
龐
大
勢
力

所
消
誠
，
而
且
也
沒
有
隨
若
「
歷
史
」
的
規
律
而
為
興
亡
盛
衰
的
浪
濤
所
沖
去
。
它
究
竟
有
什
麼
與
眾
不
同
的
才
能

呢
？
﹒
仔
細
研
究
一
下
它
的
成
員
︱
︱
人
一
方
面
的
索
質
和
才
能
，
他
們
一
點
沒
有
什
麼
驚
人
之
處
，
而
只
是
一
些
簡

單
、
平
凡
、
甚
或
庸
俗
的
民
眾
百
姓
。
就
是
在
今
天
，
我
們
仍
可
用
它
初
期
所
得
的
評
語
來
描
述
它
歷
代
的
成
員
（

包
括
它
現
在
的
一
切
信
聚
在
內
）.. 

「
以
人
的
眼
光
來
窘
，
你
們
中
有
智
慧
的
人
並
不
多
，
有
權
勢
的
也
不
多
，
顯

貴
的
也
不
多
。
」
＠
除
了
這
在
才
智
方
面
的
平
庸
之
外
，
它
的
成
員
更
布
生
活
倫
理
方
面
的
軟
屬
和
困
難
。
他
們
和

神
學
品
集
＠

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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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什



其
他
人
的
團
體
一
樣
，
特
別
是
在
其
領
導
階
層
裡
，
也
不
時
會
有
鉤
心
聞
角
、
爭
權
奪
勢
的
情
況
發
生
﹔
貪
錢
財
、

愛
面
子
、
好
享
受
、
不
稱
職
、
不
忠
實
等
人
的
缺
點
和
資
倒
，
也
是
屢
見
不
鮮
，
時
有
所
聞
﹔
甚
至
更
嚴
重
的
生
活

腐
化
，
演
職
褻
惡
、
溼
亂
閥
殺
等
，
也
曾
在
他
們
中
間
「
流
行
」
過
一
時
＠
。
就
人
的
團
體
發
展
過
程
來
說
，
一
般

到
了
這
樣
腐
化
墮
落
的
階
踐
，
下
一
步
說
是
崩
潰
瓦
解
，
很
少
再
會
有
「
中
輿
」
的
情
況
出
現
（
就
是
有
的
話
，
此

後
仍
會
囡
腐
化
、
分
裂
而
重
歸
消
失
與
滅
亡
）
。
世
界
人
類
的
歷
史
發
展
，
各
個
朝
代
、
政
權
的
興
替
，
以
及
一
切

思
潮
、
學
派
、
或
什
麼
主
義
的
流
行
與
沒
落
，
都
是
這
「
人
海
潮
汐
」
的
顧
問
賞
倒
，
不
是
嗎
？
但
是
基
督
的
這
值

團
體
l
l
l

天
主
教
會
，
雖
然
歷
經
這
些
一
內
在
的
無
能
、
腐
化
、
分
裂
，
均
並
未
崩
潰
瓦
解
，
而
且
仍
是
充
滿
活
力
的

繼
續
存
在
，
日
益
發
展
。

這
樣
一
個
人
的
軟
弱
團
體
，
完
全
生
活
在
人
類
的
歷
史
中
，
時
時
面
臨
蒼
各
種
的
「
內
憂
與
外
患
」
，
而
它
一

直
都
能
化
瞳
為
夷
，
好
像
常
在
超
越
人
顯
歷
史
的
興
廢
存
亡
的
風
浪
和
規
律
﹔
這
不
也
是
一
項
罕
見
的
歷
史
現
象
和

事
實
，
也
很
值
得
留
心
研
究
、
分
析
一
番
曙
于
可
是
它
並
沒
有
什
麼
「
青
春
永
駐
」
的
秘
方
。
如
果
說
是
秘
訣
或
「

能
源
」
的
話
，
那
叉
是
非
常
簡
單
，
可
以
說
簡
單
的
令
人
難
以
置
信
。
儘
管
它
本
身
充
滿
著
人
的
軟
弱
和
缺
點
，
但

其
中
常
有
一
些
人
，
在
真
真
寅
貴
並
不
惜
蟻
牲
一
切
地
生
活
若
一
個
一
脈
相
傳
的
事
實

.. 
基
督
死
而
復
活
，
為
使
所

有
的
人
都
含
而
講
一
﹔
死
而
復
活
的
基
督
和
他
們
生
活
在
一
起
，
繼
續
為
促
使
「
四
海
之
內
皆
兄
弟
」
的
早
日
黨
或

商
貢
獻
一
切
。
這
樣
捨
己
為
人
的
生
活
事
實
！
﹔
甘
心
「
付
出
自
己
的
生
命
為
大
眾
作
贖
價
」
’
和
「
自
我
防
禦
」

的
必
理
投
射
或
幻
想
，
如
果
說
它
們
是
風
馬
牛
不
相
及
，
不
算
是
言
過
其
實
吧
？

求
一
輯
兔
攝
！
！
顯
示
信
仰
幼
稚
與
成
熟

心
理
投
射
與
信
仰
成
熟

一
一
一
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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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氏
及
其
學
派
的
宗
教
新
解
，
除
了
能
幫
助
我
們
更
易
於
分
清
什
麼
是
真
實
的
宗
教
和
迷
信
之
外
，
它
還
會
有

助
於
真
實
信
仰
的
淨
化
，
使
之
能
及
時
擺
脫
其
幼
縫
的
幻
想
而
順
利
走
向
成
熟
。
保
祿
﹒
黎
格
爾
在
這
方
面
有
很
深

、
長
的
分
析
輿
論
述
＠
’
我
們
這
裡
只
能
以
更
淺
、
鍾
的
方
式
來
說
明
這
淨
化
的
意
義
。
上
面
已
指
出
基
督
信
仰
和

其
他
迷
信
、
神
話
完
全
是
兩
聞
事
，
它
和
自
我
防
禦
的
心
理
投
射
不
但
不
在
一
個
平
面
上
，
而
且
是
恰
恰
相
反
！
！

在
心
理
上
不
但
不
保
護
自
己
，
而
更
是
要
法
必
捨
己
為
人
，
還
是
「
心
理
自
衛
」
不
可
能
使
用
的
方
式
。
基
督
信
仰

說
有
其
真
實
的
基
礎
，
那
這
樣
的
信
仰
生
活
做
乎
就
自
然
會
真
貪
可
靠
，
不
是
嗎
？
不
一
定
，
問
題
並
不
那
麼
簡
單

。
有
真
實
基
麗
的
信
仰
一
定
不
是
迷
信
、
幻
想
，
還
是
一
回
事
﹔
在
真
實
信
仰
的
生
活
中
，
能
否
有
幼
稚
、
幻
想
，

甚
至
「
迷
信
」
的
成
分
在
，
那
是
另
一
回
事
。
這
裡
要
特
別
指
出
的
，
就
是
在
真
貴
的
基
督
信
仰
生
活
中
，
也
會
有

很
多
幼
稚
、
幻
想
的
東
西
慘
聽
其
間
。
而
佛
氏
所
提
供
的
心
理
投
射
方
法
，
很
能
幫
助
我
們
澄
清
這
些
真
實
信
仰
中

的
混
難
成
分
，
還
而
使
信
仰
變
得
更
純
淨
、
真
實
、
成
熟
、
動
人
。

一
哪
學
諭
來
＠

凶

。

「
求
輻
兔
繭
」
愈
多
，
信
仰
愈
幼
稚

我
們
說
迷
信
是
心
理
投
射
，
就
是
因
講
這
種
信
仰
主
要
是
建
立
在
「
求
福
免
蝸
」
的
心
理
希
求
上
。
一
般
民
俗

信
仰
中
的
求
神
悶
k.. 
、
進
吞
許
頤
等
都
是
這
方
面
的
很
好
寅
倒
，
隨
處
可
以
找
到
印
諦
。
很
多
人
在
獲
得
所
求
時
（

比
如
生
意
順
利
、
喜
獲
麟
見
、
遂
仙
化
古
等
）
，
自
然
覺
得
他
們
所
信
的
神
很
靈
﹔
如
果
不
幸
事
與
願
違
，
適
得
其

反
，
當
然
有
不
少
人
會
自
認
倒
帽
，
時
運
不
濟
，
但
此
外
也
有
不
少
人
會
怪
罪
到
他
們
的
神
身
上
，
不
再
為
之
焚
吞

膜
拜
，
甚
或
將
其
神
像
焚
毀
丟
棄
而
另
迎
其
他
神
祇
來
供
奉
。
這
樣
的
神
和
信
仰
正
是
佛
氏
所
說
的
心
理
投
射

i
l

滿
足
人
之
「
求
福
兌
禍
」
的
一
種
心
理
自
衛
芳
式
，
還
是
道
道
擋
地
的
宗
教
幻
想
。
但
在
真
實
的
基
督
信
仰
生
活
中



’
慨
然
和
這
此
一
一
幻
想
、
迷
信
是
風
馬
牛
不
相
及
，
那
叉
怎
麼
會
有
這
些
因
素
肇
雄
其
間
呢
？
這
裡
我
們
也
可
借
用
佛

氏
對
宗
教
發
展
的
一
種
說
法
而
改
變
一
下
它
的
內
容
＠.. 
就
如
人
的
長
大
成
熟
，
一
定
要
擺
脫
見
章
期
的
快
樂
原
則

，
而
去
學
會
適
應
具
體
的
賞
際
環
境
，
同
樣
，
在
真
賞
的
信
仰
成
長
上
，
也
必
須
逐
漸
除
去
見
章
期
的
幼
稚
幻
想
，

進
而
是
向
成
人
的
更
真
貫
具
體
的
成
熟
信
仰
。
有
不
少
的
基
督
信
眾
i
l

這
裡
特
別
是
指
天
主
教
會
的
信
來
，
雖
然

在
很
多
方
面
都
已
是
長
大
成
熟
的
人
，
但
往
往
在
信
仰
生
活
方
面
仍
是
停
留
在
「
兒
童
期
的
快
樂
原
則
上
」

i
i

把

信
仰
視
為
滿
足
其
「
求
一
祖
先
禍
」
的
護
身
符
和
萬
靈
藥
。
他
們
的
信
仰
生
活
，
特
別
是
在
祈
禱
的
時
帳
，
大
都
是
祈

求
天
主
多
多
賜
福
而
兔
除
一
切
災
禍
。
說
得
更
清
楚
一
點
，
他
們
認
僑
祈
禱
就
是
求
天
主
賞
賜
成
功
順
利
（
比
如
考

試
、
留
學
、
婚
姻
、
生
意
等
）
﹔
如
果
是
身
體
不
好
或
家
人
生
病
，
他
們
的
祈
禱
是
「
一
定
」
要
得
到
治
癒
︱
︱

I

最

好
是
奇
跡
性
的
治
癒
。
如
果
不
獲
所
求
，
很
多
人
會
抱
怨
天
主
不
聽
他
們
的
祈
禱
﹔
如
果
有
更
大
的
不
幸
發
生
（
比

如
求
病
癒
而
人
死
了
，
求
考
試
順
利
而
完
全
失
敗
）
，
不
少
人
會
團
此
而
放
棄
祈
禱
，
甚
或
連
信
仰
也
一
齊
丟
掉
。

這
燒
的
情
形
不
只
是
在
一
般
的
信
支
身
上
常
會
著
到
，
就
是
在
一
些
度
獨
身
春
獻
生
活
的
人
身
上
，
也
時
常
會
布
類

似
的
反
應
出
現
。
比
如
有
人
懇
切
祈
求
天
主
，
使
自
己
能
得
封
「
充
分
發
展
才
能
」
的
機
會
和
地
方
（
去
讀
自
己
有

興
趣
龍
的
書
，
得
到
自
己
渴
望
有
的
學
位
，
作
自
己
最
擅
長
的
工
作
，
同
自
己
喜
歡
的
人
一
起
生
活
等
）
，
嚼
的
是

能
愈
顯
主
榮
，
並
為
教
會
和
同
胞
作
出
更
大
更
多
的
貢
獻
。
如
果
獲
得
研
求
，
自
然
會
高
唱
「
我
還
頌
揚
上
主
！
」

一
切
都
顯
得
和
諧
、
美
麗
。
如
果
適
得
其
反
呢
？
比
如
被
派
去
讀
一
些
自
己
討
厭
的
東
西
，
也
沒
有
什
麼
學
位
可
得

﹔
讀
完
後
因
服
從
學
願
而
去
作
自
己
毫
無
把
握
的
工
作
﹔
在
生
活
的
團
體
中
自
己
覺
得
無
法
溝
通
，
甚
至
對
其
中
的

幾
位
首
次
是
一
兒
就
煩
...... 

。
在
這
處
處
不
對
勁
的
情
形
下
，
本
少
獻
身
者
也
是
怨
天
尤
人
（
天
主
不
幫
忙
，
長
上
不

了
解
，
別
人
不
合
作
等
）
，
自
嘆
生
不
逢
時
﹔
整
個
生
活
顯
得
陰
沉
消
極
，
毫
無
喜
樂
、
活
力
可
「
兒
」

o

覽
有
甚

一
囚
一

心
理
投
射
與
信
仰
成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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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在
少
數
的
個
案
身
上
我
們
也
不
時
會
看
到
，
他
們
自
於
得
不
到
自
己
的
希
求
（
就
如
上
面
所
說
的
「
充
分
發
展

自
己
，
為
能
愈
顱
芷
榮
」
等
）
，
使
現
確
地
向
長
上
提
借
條
件
：
如
果
不
讓
我
如
此
如
此
，
我
就
要
退
出
這
個
團
體

。
有
的
人
也
會
因
這
些
撲
空
、
挫
折
，
不
但
離
開
修
會
，
而
且
連
信
仰
也
棄
置
不
顧
了
。

分
析
一
下
這
樣
的
信
仰
生
活
，
我
們
會
很
容
易
賓
出
，
其
中
的
最
大
寢
結
就
是
「
求
福
兌
蝸
」
的
心
理
投
射
，

也
就
是
信
仰
上
的
見
童
時
期
之
幼
稚
幻
想
。
就
扣
人
在
小
的
時
候
，
常
以
父
母
是
否
滿
足
自
己
的
希
求
（
要
糖
果
、
』

玩
具
、
圖
畫
、
遊
鐵
等
）
來
評
定
父
母
的
愛
心
多
寡
，
同
樣
，
幼
稚
的
信
仰
生
活
也
是
以
天
主
是
否
賜
我
所
求
而
肯

定
她
慈
善
與
否
、
軍
或
不
靈
，
甚
至
存
在
或
不
存
在
。
蔚
以
這
時
期
的
祈
禱
大
都
以
「
滿
足
自
我
希
求
」
為
中
心
，

所
說
的
「
榮
主
救
人
」
也
是
要
若
是
否
「
如
我
所
願
」
來
決
定
，
其
心
目
中
的
天
主
形
象
和
真
實
的
天
主
之
間
有
著

很
大
很
大
的
不
同
。
但
這
裡
要
分
清
兩
件
事.. 
這
樣
的
幼
稚
信
仰
，
就
其
本
身
來
說
，
仍
是
真
實
的
信
仰
，
而
不
是

迷
信
（
因
為
天
父
、
基
督
、
舉
神
是
真
實
具
體
的
天
主
，
和
心
理
投
射
毫
不
相
干
）
﹔
但
就
人
的
幼
稚
想
法
來
說

i

︱
以
為
天
主
就
是
要
滿
足
自
己
的
希
求
，
這
是
心
理
投
射
，
和
一
般
迷
信
中
的
劫
稚
幻
想
沒
布
什
麼
兩
樣
。
這
可
使

我
們
君
出
，
信
仰
生
活
中
的
「
求
一
幅
兔
繭
」
成
分
越
多
，
這
信
仰
就
越
是
在
紛
稚
的
幻
想
階
段
﹔
反
之
，
此
一
贊
成
分

最
少
，
那
這
信
仰
就
愈
趨
成
熟
。
依
攝
這
些
不
同
的
心
理
反
應
，
宗
教
心
理
學
者
設
計
出
一
些
問
卷
或
一
測
驗
，
來
衡

量
信
仰
幼
稚
或
成
熟
的
深
淺
高
下
等
不
同
程
度
。
比
較
簡
明
的
問
卷
如

.. 
你
於
兒
童
時
對
天
主
的
想
法
是...... 

，
現

在
天
主
為
你
好
像
是....... 

，
祈
禱
為
你
是....... 

，
祈
禱
時
你
求....... 

，
如
果
天
主
一
定
會
滿
全
你
三
項
希
求
，
你
要

求...... 

＠
。
這
些
方
法
能
很
有
助
於
信
仰
的
自
我
了
解
，
使
在
成
長
過
程
中
更
易
於
知
所
取
拾
，
更
易
於
順
利
地
走

向
成
熟
。



「
逸
越
奧
跡
」
出
現
，
信
仰
閒
抬
成
熟

就
如
人
的
長
大
成
熟
，
一
方
面
自
己
必
頭
擺
脫
兒
童
時
期
的
快
樂
原
則
︱
i

只
以
滿
足
自
我
需
求
靄
中
心
的
生

活
方
式
，
同
時
在
人
際
關
係
上
也
應
學
會
以
面
對
真
質
來
接
納
別
人
，
建
立
起
真
切
關
懷
、
服
務
，
甚
至
捨
己
為
人

的
成
熟
友
誼
﹔
在
信
仰
上
的
長
大
成
熟
也
有
著
相
似
的
情
形
.. 

一
方
面
人
必
須
擺
脫
只
以
「
求
福
兔
禍
」
靄
中
心
而

和
天
主
交
往
，
同
時
也
應
該
學
會
「
接
納
」
（
相
信
並
面
對
）
真
實
的
天
主
︱
l

一
如
她
本
是
怎
樣
就
怎
樣
接
納
、

相
信
，
而
不
是
自
己
在
心
目
中
以
禱
祂
應
該
如
何
才
覺
得
舒
服
滿
意
。
天
人
之
間
建
立
起
這
樣
真
賞
、
成
熟
的
關
係

之
後
，
此
成
熟
信
仰
也
必
然
會
滲
透
人
的
整
個
生
活
，
特
別
是
人
際
關
係
的
生
活
。
學
倒
說
明
誼
會
顯
得
更
清
楚
。

比
如
伯
鐸
跟
隨
基
督
，
看
祂
驅
魔
治
病
，
受
群
眾
的
熱
情
歡
迎
和
擁
戴
，
要
推
拋
出
來
作
君
主
（
領
導
他
們
，

趕
走
羅
馬
人
，
恢
復
以
色
列
的
國
家
和
光
榮
）
，
伯
鐸
自
然
覺
得
興
高
采
烈
，
因
為
這
也
正
是
他
的
希
求
和
渴
望
︱

i

而
這
比
一
頁
眼
看
蒼
就
要
食
現
！
但
如
事
與
願
違
呢
？
基
督
堅
訣
拒
絕
作
這
樣
的
君
王
，
並
且
還
確
切
地
告
訴
他
，

老
師
要
「
交
出
自
己
的
生
命
為
大
眾
作
贖
價
」
︱
︱

i
必
須
受
苦
、
被
殺
害
，
但
第
三
天
要
復
活
。
伯
鐸
對
此
種
說
法

認
為
是
不
可
理
喻
i
i
f

「
絕
對
不
可
能1
．
」
基
督
重
覆
說
明
這
事
一
定
要
來
，
伯
鐸
便
對
此
無
心
再
去
過
間
，
完
全

鍵
不
起
精
神
來
c

結
果
事
情
真
如
老
師
所
言
的
發
生
了
，
伯
鐸
驚
慌
失
措
﹔
雖
然
會
堅
決
聲
明
，
就
是
為
老
師
捨
生

致
命
也
在
所
不
辭
，
但
在
兵
了
逮
捕
老
師
時
，
伯
鐸
倉
惶
逃
走
而
躲
藏
了
起
來
，
甚
至
一
有
人
問
及
此
事
，
便
立
刻

否
認
和
老
師
的
關
係
l

「
我
不
認
識
這
個
人
！
」
一
直
到
這
裡
’
伯
鐸
和
基
督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以
他
自
己
一
相
情

願
的
想
法
為
中
心
1

老
師
一
定
會
滿
足
他
的
希
求
：
事
與
願
違
峙
，
他
那
自
以
為
非
常
堅
定
的
信
心
和
熱
情
，
就

赤
裸
裸
地
顯
露
出
了
它
們
的
本
來
面
目
。
經
過
這
痛
苦
的
體
驗
之
後
，
伯
鐸
鷗
始
把
目
光
轉
向
老
師
，
「
接
受
」
祂

心
理
投
射
與
信
仰
成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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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那
她
本
來
就
是
怎
樣
，
而
不
再
以
自
己
對
她
的
想
法
（
她
必
須
作
快
復
以
色
列
現
世
光
榮
的
君
主
）
作
基
聽
才
獻

身
追
隨
她
。
他
和
老
師
的
關
係
從
這
時
起
並
國
此
體
驗
和
了
解
而
逐
漸
覺
得
真
實
、
種
固
、
．
成
熟

.. 

「
主
，
你
知
道

！
！
我
愛
你
。
」
此
時
但
他
不
再
和
同
伴
們
學
論
大
小
，
而
且
還
甘
心
為
弟
兄
付
出
自
己
的
生
命
，
一
如
老
師
所
作
的

一
樣
。我

們
的
信
仰
生
活
，
不
論
是
一
般
信
友
或
是
獨
身
奉
獻
，
其
成
長
、
成
熟
的
關
鐘
也
全
是
在
這
搜
：
只
有
逾
譴

奧
跡
出
現
，
才
能
使
人
鼎
鼎
的
成
為
基
督
的
弟
子
和
支
伴
。
基
督
所
顯
示
的
信
仰
，
一
方
面
是
全
心
中
恆
天
矢
，
「
我

常
作
他
所
喜
恆
的
事
」
﹔
另
一
方
面
就
是
為
他
人
而
無
條
件
地
付
出
一
切
，
「
交
出
自
己
的
生
命
為
大
眾
作
贖
價
」

。
這
信
仰
的
兩
方
面
都
是
以
「
他
」
為
中
心
，
和
「
自
我
滿
足
」
的
求
福
先
輯
或
自
我
防
禦
的
心
理
投
射
正
是
恰
恰

相
反
！
而
這
兩
個
方
面
不
是
別
的
，
它
們
就
是
逾
越
奧
跡
的
一
體
兩
面
.. 

基
督
鴛
「
中
悅
天
欠
」
而
甘
心
接
受
苦
難

和
死
亡
﹔
她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苦
難
死
亡
中
，
向
「
人
」
顯
示
了
無
條
件
的
給
典
和
接
納
（
包
括
那
些
釘
死
她
的
人
在

內
）
。
基
督
這
以
「
他
」
為
中
心
的
信
仰
和
生
活
，
不
是
在
苦
難
死
亡
時
才
突
然
出
現
，
而
是
她
一
生
常
常
如
此
生

活
的
「
自
然
」
結
果
：
i

誠
於
中
而
形
於
外
的
結
果
。
但
是
逾
越
奧
跡
的
重
點
（
也
許
我
們
常
以
為
就
是
苦
難
、
死

亡
與
誼
活
）
，
其
實
倒
不
是
在
這
些
一
「
事
」
上
，
而
乃
是
全
心
在
「
他
」
身
上
。
其
最
深
、
奧
的
意
義
是
中
燒
「
欠

」
和
接
納
「
人
」
，
至
於
痛
苦
、
死
亡
誼
會
腸
、
安
樂
，
那
是
因
「
他
」
而
定
，
它
們
本
身
並
非
絕
對
必
然i
l

方

法
可
以
改
變
，
「
他
」
才
是
非
右
不
行
。
在
這
樣
真
實
而
成
熟
的
信
仰
生
活
中
，
也
有
「
求
一
瞄
」
和
「
兔
禍
」
，
但

這
和
幼
稚
幻
想
的
求
一
瞄
兌
禍
均
截
然
不
同
﹔
這
裡
是
以
「
悅
樂
父
心
，
友
愛
兄
弟
」
為
中
心
和
某
礎
，
和
「
自
我
滿

足
」
的
幻
想
、
投
射
，
正
可
說
是
有
「
天
、
壤
」
之
別
，
不
是
嗎
？



結

語

我
們
看
過
7
仰
民
及
其
學
派
的
宗
教
新
解
，
也
看
到
能
種
心
理
投
射
的
解
釋
和
方
法
，
能
很
有
助
於
分
別
清
楚

什
麼
是
真
賞
的
宗
教
和
迷
信
，
並
能
使
真
實
的
信
仰
也
藉
此
方
接
而
獲
得
淨
化
，
走
向
成
熟
。
就
佛
氏
的
學
說
本
身

來
說
，
它
和
其
他
的
學
說
一
樣
，
不
久
也
將
（
現
在
已
在
沒
落
中
）
髓
歷
史
的
波
灘
而
「
杏
然
東
去
」
，
但
基
督
信

仰
及
其
教
會
卸
常
在
「
人
」
的
歷
史
中
而
「
天
人
嬋
娟
無
盡
期
」
。
我
們
已
擁
有
這
真
實
的
信
仰
，
值
得
歡
欣
和
慶

幸
﹔
為
使
這
真
實
的
信
仰
能
長
大
、
成
熟
，
使
它
日
益
真
切
、
動
人
，
讓
我
們
在
每
天
的
具
體
生
活
中
，
歡
欣
慶
幸

，
地
學
管
去
減
少
並
擺
脫
幼
雅
的
求
一
幅
兔
禍

i
l
L

自
我
滿
足
，
而
把
目
光
轉
向
基
督
，
把
「
心
」
放
在
她
身
上
，
好
更

能
和
馳
一
齊
來
體
驗
、
了
解
她
心
目
中
的
信
仰
成
熟
.. 
「
四
海
之
內
皆
兄
弟
，
盡
付
績
突
位
失
心
」
。

附

錄

※ 

※ 

※ 

佛
氏
的
宗
教
新
解
對
他
本
人
有
何
必
理
意
義
？
依
捧
一
些
，
一
個
限
的
資
料
，
可
街
時
提
出
三
點
。
叫
不
少
研
究
佛

氏
生
平
的
學
者
，
就
如
佛
洛
姆
在
其
「
佛
洛
伊
德
之
使
命
」
一
書
＠
中
所
指
出
的
，
萬
嬉
儕
氏
在
自
己
的
心
目
中
是

私
舊
約
中
的
梅
瑟
（
或
摩
西
）
相
比
而
認
同
：
就
如
梅
瑟
曾
率
領
以
色
列
人
進
入
一
福
地
，
佛
民

l
i
l

新
梅
噩
，
要
以
心

理
分
析
來
領
導
人
類
進
入
新
的
預
許
之
地
。
但
是
他
的
這
「
治
療
」
方
法
以
及
因
此
而
帶
來
的
「
性
開
放
」
’
把
人

究
竟
帶
到
7
怎
樣
的
新
一
福
地
，
尤
其
是
在
歐
美
各
地
，
已
是
﹒
有
目
共
睹
的
事
實
，
不
必
多
說
。
目
佛
氏
在
奧
京
讀
書

時
，
會
諜
受
反
猶
主
義
的
困
擾
﹔
及
至
納
粹
掌
撞
政
權
，
更
使
他
遭
受
嚴
重
打
擊
，
迫
使
他
於
八
十
二
歲
之
老
年
而

流
亡
英
倫
，
客
死
異
鄉
。
此
種
反
猶
主
義
的
迫
害
，
能
對
他
有
重
大
的
心
理
意
義
，
就
如
他
在
「
幻
想
的
未
來
」
一

心
理
投
射
與
信
仰
成
熟

一
閻
王



神

學

尚
裝
＠

一
九
八
二
年
春

一
四
六

書
中
，
「
願
便
」
提
出
了
這
樣
的
一
個
棚
子
：
「
幻
想
和
錯
誤
不
是
一
個
事
，
幻
想
也
非
必
然
就
是
錯
誤
。
比
如
亞

力
士
多
德
相
信
蟲
于
是
由
糞
便
產
生
的
，
這
是
錯
誤
﹔
同
樣
，
以
前
的
醫
生
們
認
為
性
生
活
過
度
會
造
成
背
痛
，
這

也
是
錯
誤
。
稱
這
些
錯
誤
為
幻
想
，
那
就
有
欠
正
確
。
從
另
一
方
面
來
說
，
哥
倫
布
想
自
己
發
現
了
一
條
去
印
度
的

新
航
線
，
那
是
他
的
幻
想
﹔
他
的
「
渴
草
」
在
此
錯
誤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非
常
明
顯
。
有
些
國
家
主
義
者
，
肯
定
只

有
印
歐
（
亞
里
安
〉
種
族
才
能
創
造
文
明
，
這
可
稱
之
為
幻
想
﹔
或
是
相
信
性
為
兒
童
並
不
存
在
，
也
是
幻
想
，
但
這

已
由
心
理
分
析
所
消
除
。
」
＠
閻
佛
民
個
人
的
倫
理
生
活
也
會
很
彭
響
他
對
宗
教
的
看
法
。
比
如
他
和
小
攝

Z
E
E

白
白
旦
河
曲
（
其
妻
之
胞
妹
）
問
的
不
平
常
關
係

.. 
一
八
九
六
年
，
佛
氏
時
居
不
惑
，
小
擴
來
其
家
居
住
，
一
直
到
佛

民
去
世
，
共
四
十
二
年
。
著
名
心
理
學
家
們
自
己
的
﹒
』

g
m

管
理
苔
佛
氏
的
小
搗
聲
稱
她
與
姐
夫
有
羅
曼
史
，
但
永

格
為
此
大
受
佛
氏
弟
子
的
攻
擊
。
可
是
說
整
個
事
情
來
說
，
小
旗
在
佛
氏
家
中
而
成
為
其
情
婦
，
但
乎
已
為
學
者
所

公
認
。
此
外
也
有
不
少
學
者
，
認
為
在
佛
氏
的
個
案
資
料
以
及
夢
的
分
析
中
，
有
的
並
非
事
實
，
而
只
是
佛
民
本
人

的
「
自
由
」
（
時
代
雜
誌
於
不
久
前
會
報
導
與
此
有
關
的
一
些
事
。
自
－
d
Z
F
Z
S
－
M
ω－
5
2

）

時

@ 

話

只
是
一
塊
剪
報
，
不
知
原
報
章
為
何
或
作
者
是
誰
。
就
內
容
來
說
，
作
者
對
宗
教
的
態
度
很
棍
和
，
但
立
場
也
甚
曖
昧

a

看
完

之
後
你
會
覺
得
，
宗
教
對
人
，
特
別
是
對
年
青
、
無
知
的
人
，
能
很
有
幫
助
，
所
以
不
是
件
壞
事
，
但
為
有
知
識
的
成
熟
人
，

那
就
可
有
可
無
了
。
其
原
文
如
下.. 

宗
教
到
底
是
怎
麼
回
事
？
哈
佛
大
學
的
宗
教
史
學
家
摩
爾
和
心
理
學
者
如
佛
洛
伊
德
和
容
格
等
，
都
有
個
一
致
的
君
法
，
就

是.. 
「
宗
教
起
派
於
人
們
的
心
理
活
動
，
是
一
萃
人
共
有
的
某
種
思
想
體
系
與
行
為
方
式
，
它
給
人
一
種
行
為
的
準
則
和
生
活

的
目
標
。
」

誰
叫
多
人
，
特
別
是
智
慧
未
闋
的
先
民
和
孩
童
，
也
於
對
事
物
經
驗
和
理
解
能
力
有
限
與
貧
乏
，
在
遇
到
外
在
自
然
界
線
法
抗



握
的
無
情
打
擊
時
，
或
個
人
內
在
的
慾
望
、
理
想
受
挫
，
感
到
淒
泠
無
助
時
，
會
憑
著
自
我
生
存
的
潛
能
，
希
望
能
藉
著
一
種

無
所
不
能
，
無
所
不
在
的
萬
能
思
想
，
來
消
除
或
應
付
外
在
與
內
在
的
壓
力
。

經
由
現
實
的
體
認
，
他
們
發
現
自
身
缺
乏
這
種
「
萬
能
」
的
力
量
，
於
是
求
諸
身
外
，
先
是
父
母
，
然
後
是
其
他
有
權
力
象

徵
的
保
護
者
，
如
老
師
、
英
雄
或
肉
心
兔
祟
的
人
，
這
些
一
都
是
人
類
成
長
發
展
過
程
中
智
慧
和
經
驗
的
累
潰
，
一
步
一
步
擔
任

「
萬
能
」
力
量
的
化
身
。
然
而
最
後
，
他
們
會
發
現
這
些
人
並
不
知
想
像
中
的
萬
能
，
因
此
便
會
轉
而
求
諸
宗
教
信
仰
，
藉
著

神
的
力
量
，
來
化
解
內
心
苦
痛
，
藉
養
神
的
旨
意
，
來
解
釋
自
己
的
遭
遇

...... 

在
這
過
程
中
，
「
神
」
與
「
人
」
很
自
然
地
發

生
關
係
’
也
產
生
了
宗
教
性
的
活
動
。

﹒
應
了
解
崇
敬
的
真
囊

括
就
人
與
神
的
闖
關
係
來
說
，
人
對
於
棘
的
態
度
，
決
定
了
兩
種
宗
教
型
態
，
即
「
極
權
宗
教
」
與
「
人
文
宗
教
」
。
所
謂
「

極
權
宗
教
」
’
是
指
人
類
對
一
種
不
可
見
的
超
人
力
量
的
承
認
，
這
力
量
控
制
養
人
類
命
運
，
人
類
必
須
對
它
服
從
、
敬
畏
與

崇
拜
，
否
則
便
是
罪
過
。
在
這
種
形
式
的
宗
教
中
，
一
神
是
全
能
的
、
全
知
的
，
而
人
是
無
能
的
、
卑
微
的
，
人
應
完
全
在
一
棘
的

控
制
力
量
下
，
從
神
那
免
得
到
垂
僥
與
指
示
，
並
無
個
人
的
獨
立
與
完
整
，
信
神
後
，
會
感
到
彼
全
龍
的
力
量
所
保
護
支
配
。

反
過
來
看
，
所
謂
「
人
文
宗
教
」
，
人
必
須
發
展
理
性
的
力
量
，
來
了
解
他
自
己
，
以
及
人
躁
的
關
係
’
和
自
己
在
宇
宙
中

的
地
位
。
在
這
種
宗
教
形
式
中
，
強
調
制
存
在
於
人
的
本
身
，
人
的
潛
能
是
神
，
絲
不
是
什
麼
任
何
超
然
的
力
量
，
不
代
表
權

力
及
支
配
，
而
是
代
表
善
愛
、
真
理
、
五
羲
等
德
性
，
在
此
宗
教
中
可
實
現
人
類
自
己
的
理
想
，
而
不
盲
目
的
服
從
。
人
不
一
點

是
無
助
興
卑
屈
，
人
具
有
自
己
潛
在
神
力
而
加
以
發
揮
，
這
是
何
等
自
由
快
樂
，
絕
不
如
在
飯
權
宗
教
中
，
人
迷
失
了
自
己
且

被
奴
役
。﹒

信
教
也
要
建
管
制
u
斷

很
多
有
少
年
駕
信
宗
教
，
有
些
一
甚
至
到
狂
熱
的
地
步
，
這
是
因
為
吉
少
年
的
抽
象
智
能
發
展
特
別
蓬
勃
，
對
所
有
事
物
的
要

求
特
別
嚴
奇
，
且
理
想
奇
高
，
然
而
現
實
中
的
心
少
年
，
均
是
羽
毛
未
豐
，
各
種
處
事
的
能
力
都
正
待
培
養
中
。
如
此
眼
高
手

低
所
產
生
的
自
卑
感
興
無
能
感
，
在
背
少
年
中
放
為
普
通
和
特
別
的
強
烈
。

為
了
解
決
「
無
能
」
的
出
路
，
有
些
青
少
年
經
常
求
諸
宗
教
和
神
的
力
量
，
有
的
劍
求
諸
各
種
玄
學
哲
理
，
以
期
解
脫
。
信

教
並
不
是
壞
事
，
在
宗
教
的
影
響
下
，
許
多
痛
苦
創
傷
藉
以
平
復
，
許
多
希
望
藉
以
滋
生
。
然
而
信
獸
不
可
入
迷
到
廢
囊
忘
食

，
破
壞
常
規
的
地
步
。

心
頭
投
射
與
信
仰
成
熟

一
回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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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學
論

當

一
九
八
三
年
春

一
玄
。

臨
門
上
丈
承
接
一
一
一
回
頁

V

眾
多
，
而
特
別
由
於
其
歷
史
悠
久
，
女
化
優
秀
，
以
及
貴
國
人
民
在
這
漫
長
的
歲
月
中
所
培
育
的
樂

m

m
高
道
德
價
值
。
耶
穌
會
士
利
瑪
賀
科
父
，
從
開
始
便
充
分
的
了
解
尊
重
中
國
文
化
，
他
的
務
樣
應
當
是
我
們
眾
人
的
客
發
和
楷
模
曲

切
，
不
過
當
時
也
有
人
持
不
同
的
君
法
。
總
之
當
時
不
管
發
生
什
麼
困
難
，
一
切
已
成
過
去
﹔
現
在
我
們
應
當
放
眼
於
未
來
。
叫

叫
費
留
正
在
認
真
的
集
中
力
量
，
建
設
未
來
。
努
力
發
展
科
技
，
發
動
全
民
勤
勞
合
作
，
以
便
貴
國
人
民
能
生
活
於
真
正
的
幸
枷

間
眉
之
中
。
道
地
的
虔
誠
基
督
徒
，
必
定
也
是
道
地
的
優
秀
國
民
，
所
以
我
堅
信
貧
困
的
每
一
佐
夫
主
歡
徒
，
一
定
為
建
設
貧
困
而

m

叫
畫
全
力
，
一
個
基
督
徒
，
不
識
其
屬
世
界
那
一
個
圓
家
，
對
天
主
忠
誠
之
外
，
對
其
國
家
和
同
胞
，
均
具
有
深
度
的
責
任
感
和
愛
叫

你
心
。
他
重
說
阻
攔
軍
的
事
物
，
也
為
大
聚
利
益
貢
獻
一
己
之
才
學
和
專
長
。
一
個
優
良
的
中
國
芙
主
教
徒
忠
誠
致
力
於
自
己
國
家
的

m

m
進
步
，
對
父
母
家
庭
盡
孝
，
對
國
家
盡
忠
﹔
和
其
他
優
良
國
民
一
般
，
努
力
進
修
仁
、
義
、
禮
、
智
、
信
「
五
常
之
德
」
’
並
以
明

閉

目
商
量
自
訓
誨
，
使
之
加
強
。

…
各
位
親
愛
的
兄
弟
姊
妹
們
，
正
囡
靈
感
覺
到
和
各
位
如
此
接
近
，
我
向
各
位
講
了
上
述
的
那
些
話
。
由
於
人
為
因
索
所
導
…

叫
致
的
事
實
，
使
我
們
在
這
許
多
年
中
無
法
彼
此
接
觸
，
有
關
各
位
本
身
、
各
位
的
喜
樂
、
各
位
的
希
望
和
痛
苦
，
知
之
甚
少
。
最
岫

川
近
，
自
賣
國
廣
大
幅
員
的
不
同
區
域
，
抬
得
知
會
關
各
位
的
消
息
。
在
這
漫
長
行
程
，
我
跟
在
我
們
共
闊
的
信
仰
中
，
自
內
心
深
圳

即
處
，
向
各
位
致
意
。
在
此
恩
宙
間
及
多
變
的
時
代
，
我
說
：
向
天
主
開
放
各
位
的
心
靈
理
智
，
一
切
變
故
中
均
有
天
主
上
智
的
指
引
伽

拙
，
天
主
在
這
一
切
變
故
中
實
踐
其
計
割
。
從
人
的
苦
難
中
，
甚
至
從
人
的
軟
弱
和
錯
誤
中
，
上
主
在
創
造
新
的
進
展
。
我
真
誠
由
一
心

肌
衷
的
渴
望
，
不
久
，
有
一
天
，
我
們
終
於
能
相
聚
共
唔
，
周
心
同
口
歌
頸
上
主
說

.. 

「
君
，
兄
弟
們
閑
居
共
處
，
多
麼
快
樂
，
多
叫

即
廢
韋
爾
！
」
（
詠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1

）
明

叫
說
把
各
位
托
付
給
「
大
忠
者
貞
女
」
和
「
中
國
之
后
」
的
墓
母
瑪
利
亞
，
顧
她
的
鑒
于
耶
穌
基
督
的
平
安
常
與
各
位
悶
在
，
叫

趴
顧
天
主
一
輯
佑
中
國
！
．

m

m

（
這
是
教
崇
若
望
你
祿
二
智
於
一
九
入
一
年
二
閏
月
訪
問
亞
洲
在
馬
克
拉
接
丸
華
人
教
友
代
表
，
包
給
自
中
間

的
尊

E
h鼠
的
代
求
在
肉
失
一
百
二
十
人
而
發
串
串
的
演
說
節
錄
。
V

間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中
的
三
一
個
重
要
環
節
k
g
z
n
y
d
2口
F
S
m
戶
戶
芳

胡
固
執
譯

從
事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的
雙
方
，
無
論
是
導
師
（
在
『
R
Z

己
讀
導
生
宙
語

W
O『
）
，
都
是
真
正
蒙
受
天
主
特
別

恩
寵
眷
顧
的
人
。
很
少
會
有
什
麼
活
動
，
會
比
參
與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更
能
令
人
感
到
滿
足
的
。
因
為
在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進
行
中
，
每
個
參
與
者
都
必
須
跟
另
一
個
人
緊
緊
密
切
地
結
合
，
一
起
在
各
種
來
自
人
及
天
主
的
基
本
生
活
動
力

中
奮
閣
。

神
修
輔
導
最
主
要
的
功
能
，
在
於
幫
助
導
生
與
天
主
建
立
起
最
深
厚
、
最
穩
固
的
關
係
，
進
而
廈
一
個
完
全
超

脫
、
自
由
的
生
活
，
說
能
一
揮
自
我
個
性
，
又
懷
有
滿
腔
的
愛
火
。
這
真
是
一
個
臨
嚴
肅
文
復
雜
的
活
動
：
必
須
設

法
除
去
導
生
曾
經
有
過
的
心
靈
創
傷
，
改
正
其
思
想
行
爵
上
的
虛
幻
狂
妄
，
並
且
還
應
化
解
他
對
某
些
人
、
地
、
寧

、
物
或
一
研
修
方
法
的
過
分
依
賴
才
行
。
同
時
，
活
動
的
過
程
還
能
鼓
舞
並
培
育
導
生
度
深
抗
的
祈
禱
生
活
，
進
而
找

到
他
最
深
層
的
自
我
，
護
環
天
主
在
他
身
上
的
聖
意
。

或
許
神
修
輔
導
的
某
些
教
果
與
心
理
治
療
相
同
﹔
但
二
者
的
活
動
過
程
都
是
不
同
的
。
簡
單
的
說
，
神
修
輔
導

的
目
的
遠
超
過
心
理
治
療
，
是
要
發
掘
事
實
的
「
最
深
」
層
面i
i

天
主
恩
寵
滿
盈
的
境
況
。
進
行
神
穆
輔
導
活
動

的
先
決
條
件
，
是
導
生
不
能
有
日
病
入
膏
育
的
神
經
衰
弱
或
精
神
錯
亂
（
這
些
心
理
上
的
接
病
，
都
應
先
行
治
癒
’
干
一

再
從
事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
﹔
如
仗
，
不
必
進
到
太
深
的
心
理
層
面
，
麓
可
完
全
達
到
神
修
輔
導
的
目
的
了
。
接
受
神

修
輔
導
的
導
生
，
一
定
會
比
接
受
心
理
治
療
（
調
整
）
的
患
者
收
穫
更
學
厚
，
因
為
成
功
的
神
修
輔
導
能
移
導
引
導

生
開
始
度
天
主
的
生
命
。
這
結
果
會
使
一
切
與
他
接
觸
的
人
，
在
某
方
面
被
他
改
變
了
而
不
自
知

ι
～
換
句
話
說
，
心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中
的
三
個
黨
要
環
結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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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措
攘
的
目
的
是
使
愚
者
在
心
接
上
有
辦
調
整
和
整
合
﹔
而
神
修
輔
導
都
在
啟
發
導
生
與
天
主
闊
的
心
墾
契
合
，
獲

得
超
脫
的
自
由
，
或
達
到
頭
似
的
狀
態
（
無
論
你
用
什
麼
辭
彙
l
i

傳
統
的
或
時
壇
的l
1

稱
呼
它
）
。
總
之
，
神

修
輔
導
和
必
理
治
療
的
不
同
點
，
是
在
把
活
動
的
中
心
放
在
建
立
導
生
與
天
主
之
間
的
親
發
闢
係
上
。

雖
然
在
神
修
輔
導
的
活
動
中
，
最
重
要
的
是
導
生
與
天
主
間
的
關
係
’
但
如
顧
償
還
輔
導
活
動
真
正
產
生
教
果

，
下
述
的
兩
重
關
係
也
應
相
當
強
勁
才
行
.. 
首
先
，
導
師
自
己
必
須
與
天
主
有
深
度
的
密
切
關
係
﹔
其
次
，
過
師
與

導
生
之
間
應
該
建
立
好
一
一
層
生
動
活
激
且
相
互
信
任
的
神
修
情
誼
關
係
。
只
有
當
這
三
重
關
係
都
強
而
有
力
時
，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的
進
行
才
會
服
翱
而
宿
敷
果
。

作
者
撰
寫
本
文
的
目
的
乎
是
騏
仔
細
分
析
這
三
重
闢
係
間
各
種
錯
綜
夜
雜
的
情
況
，
並
設
法
釐
清
神
修
輔
導
整

個
過
程
里
可
能
遇
到
的
各
種
動
力
﹔
如
此
就
可
向
右
志
在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中
掛
演
導
師
角
色
的
先
生
女
士
們
，
提
供

一
些
重
要
的
參
考
指
禱
。
＠

導
師
與
天
主
闊
的
關
係

在
一
個
成
功
的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中
，
導
師
與
天
主
間
的
親
密
關
係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要
素
。
當
然
，
聾
富
的
心
理

病
學
知
識
和
熟
練
的
神
修
輔
導
技
巧
也
是
重
要
的
﹔
但
若
導
師
缺
乏
上
述
與
天
主
間
的
基
本
親
密
關
係
’
雖
然
有
這

些
知
識
和
技
巧
，
也
不
可
能
得
到
什
麼
良
好
的
教
果
。
在
以
下
的
分
析
說
明
中
，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在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中
，
有
很
多
的
方
面
是
需
要
靠
導
師
與
天
主
之
間
的
這
層
親
密
關
係
！
或
稱
導
師
對
天
主
的
依
輔
之
情
l
l

而
產

生
實
欽
的
，
其
重
要
性
可
想
而
知
。

首
先
，
錯
了
耍
了
解
導
生
的
體
驗
，
導
師
需
要
布
這
一
與
天
主
闊
的
觀
密
關
係
。
很
顯
然
，
導
師
必
頸
經
常
不



斷
地
體
驗
到
影
響
自
己
神
修
生
活
的
各
種
動
力
，
如
此
才
能
深
切
體
會
導
生
每
個
時
刻
的
神
修
狀
況
。
導
師
的
神
修

體
驗
應
包
括
深
入
了
解
各
個
偉
大
神
修
作
家
的
作
晶
精
髓
，
以
及
深
入
透
視
到
自
己
辦
處
神
修
傳
承
里
的
叫
關
鍵
性
思

想
特
徵
。
要
達
到
這
個
境
界
，
導
師
必
須
已
超
越
只
以
單
純
理
智
來
探
求
知
識
的
一
範
圈
，
而
能
從
生
活
的
體
驗
中
奪

得
起
理
佳
的
知
識
和
智
慧
。
車
一
十
字
若
望
很
清
楚
地
看
到
了
，
一
位
缺
乏
神
修
體
驗
的
導
師
所
會
造
成
的
危
驗
，
他

引
用
福
音
（
瑪
十
五
U
）
來
說
明
這
情
形.. 

「
若
是
瞎
子
韻
瞎
子
，
兩
人
都
要
掉
到
坑
里
。
」
＠

其
次
，
為
了
要
有
放
地
評
對
導
生
的
體
驗
，
導
師
也
必
須
對
天
主
有
深
厚
的
依
賴
之
情
﹔
如
此
才
能
聽
任
鑿
神

在
決
定
性
時
刻
透
過
自
己
說
話
。
導
師
不
能
在
任
何
問
題
上
都
給
予
安
慰
性
的
回
答
，
也
不
能
在
特
殊
的
情
況
中
，

只
給
一
般
性
的
「
標
準
答
案
」
。
他
應
該
面
對
墓
神
開
放
自
己
，
決
意
儘
可
能
地
在
每
一
個
特
殊
情
況
中
給
予
最
適

當
的
！
i

而
非
習
慣
性
的
︱
l

答
覆
。
最
正
確
的
話
常
常
是
不
盤
思
考
地
，
由
優
秀
的
導
師
口
中
蹦
出
來
的
。
很
多

次
，
有
的
導
生
在
回
憶
時
想
起
，
自
己
的
導
師
在
某
件
事
上
的
勸
一
百
真
是
解
析
透
激
、
一
針
見
血
﹔
可
是
導
師
自
己

均
怎
也
想
不
起
曾
經
在
這
件
事
情
上
說
過
什
麼
話
了
。
當
然
，
還
可
找
到
不
少
的
實
倒
說
明
讓
車
神
自
由

τ工
作
的

成
果
。但

如
導
師
真
正
地
向
學
神
開
放
，
其
作
風
會
每
一
次
都
不
同
。
有
時
可
能
嚴
格
的
像
一
個
吹
毛
求
疵
的
監
工
﹔

有
時
又
會
溫
柔
的
像
一
位
和
藹
可
親
的
保
母
。
這
種
轉
變
連
導
師
自
己
也
不
容
易
常
常
感
覺
到
。
一
句
簡
潔
有
力
、

陳
述
事
蜜
的
話
，
每
每
會
相
當
犀
利
，
有
如
一
把
寶
劍
能
直
接
刺
透
導
生
的
心
，
攻
入
他
所
處
情
撞
的
核
心
要
塞
﹔

雖
然
如
此
，
導
師
可
能
還
朦
朦
棠
，
不
知
自
己
的
話
已
經
發
生
7
很
大
的
故
力
。

導
師
有
一
個
重
要
的
任
艷
，
就
是
該
掛
演
導
生
一
模
範
的
角
色
﹔
因
比
，
他
跟
天
主
有
親
密
關
係
很
要
緊
」
理
想

的
目
標
是
，
導
生
因
為
君
到
導
師
的
忠
言
行
為
，
而
了
解
到
更
圓
滿
地
度
神
修
生
活
究
竟
辟
指
為
何
。
導
師
的
各
項

辦
修
輔
導
活
動
中
的
一
一
一
個
重
要
環
結

二
扛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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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質
︱
l

心
靈
深
處
的
平
安
喜
悅
﹔
行
爵
上
能
隨
心
所
欲
﹔
時
時
完
滿
活
力
，
表
現
強
而
有
力
的
臨
在
惑
：
敘
事
常

有
數
率
等
1

︱
都
能
給
導
生
提
供
參
考
，
成
為
仰
望
學
習
的
對
象
，
因
而
聾
受
激
勵
，
勇
敢
堅
定
地
走
神
修
旅
程
。

導
師
若
對
天
主
布
強
力
的
依
賴
之
情
，
還
能
使
自
己
成
講
一
個
強
而
有
吸
引
力
的
「
正
極
力
場
」
q
s
z
z
o

阱
。
目
中
白
色
已
）
，
能
強
而
有
致
地
影
響
導
生
。
每
個
人
在
其
神
修
旅
程
中
，
時
時
都
有
可
能
因
著
不
同
的
理
由
而
「

偏
離
正
道
」
i
i

亦
即
不
再
以
天
主
靄
中
心
了
﹔
如
此
，
他
在
神
修
上
的
成
長
也
就
因
此
而
停
輯
，
而
且
還
會
感
覺

自
己
的
一
切
情
況
都
顯
得
十
分
凌
亂
、
不
和
諧
，
做
乎
找
不
到
出
路
的
方
向
。
在
這
種
狀
況
下
，
只
有
讓
這
個
人
面

對
一
位
能
完
全
依
賴
天
主
生
命
的
人
，
才
可
使
他
再
次
地
回
歸
正
道
。
這
就
好
像
導
生
原
本
是
一
個
振
動
和
諧
的
彈

簧
’
不
知
受
了
什
麼
外
力
的
影
響
，
突
然
歪
輯
了
一
下
，
失
去
了
原
有
的
和
諧
運
動
﹔
能
時
，
他
若
想
使
自
己
回
復

成
原
先
的
和
諧
運
動
，
唯
一
需
要
傲
的
說
是
接
近
一
個
與
自
己
原
先
振
動
和
諧
時
有
相
同
頻
率
的
「
力
場
」
’
隨
著

這
力
場
的
影
響
，
自
然
而
然
就
會
逐
漸
平
復
了
。
如
說
，
事
實
上
可
說
什
麼
也
不
必
傲
，
只
須
面
對
另
一
位
就
慘
了

。
當
然
，
還
是
找
得
到
其
他
的
辦
法
，
可
以
使
這
個
人
回
復
到
天
主
做
他
的
﹒
中
心
，
倒
如
，
花
一
整
天
的
時
間
來
祈

禱
，
常
常
是
十
分
布
殼
的
辦
法
。
但
是
，
對
一
個
剛
剛
踏
上
神
修
旅
程
的
初
學
者
來
說
，
最
快
速
、
最
直
接
有
殼
的

辦
法
常
是
讓
他
面
對
導
師
。
顯
然
，
在
這
情
視
下
導
師
自
己
若
也
心
情
紊
亂
而
迷
失
了
方
向
，
就
不
可
能
給
導
生
什

麼
幫
助
了
。
因
此
，
要
使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的
過
程
發
生
真
正
放
果
，
導
師
必
績
是
一
條
平
安
、
和
諧
及
恩
寵
的
輸
送

管
道
才
行
。

此
外
，
海
師
還
該
看
另
一
個
主
要
作
用
，
就
是
成
講
一
位
「
黑
夜
中
的
代
禱
者
」C
P
H
R
n
m
g
R
E岳
。

E
m
v
C＠
’
亦
即
在
竄
靜
的
當
見
爵
導
生
祈
禱
。
切
賞
。
自
〈

g

出
口
肉
也
是
一
位
很
有
名
的
神
修
導
師
，
他
相
當
鄭

重
地
舉
行
這
個
原
則
，
所
以
他
每
天
要
講
他
所
輔
導
的
人
祈
禱
三
次
＠
。
布
拉
一
導
師
常
常
只
能
利
用
夜
深
人
靜
的
時



候
為
他
所
輔
導
的
人
祈
禱
。
做
導
師
的
人
很
可
能
會
在
睡
夢
中
突
然
驚
醒
，
意
識
到

1此
刻
正
是
該
為
某
一
導
生
祈
禱

的
時
刻
。
屑
外
人
也
許
會
懷
疑
－J這
樣
的
祈
禱
究
竟
會
不
會
發
生
殼
果
？
但
是
，
這
個
懷
間
就
是
不
必
要
的
。
有
不
少

、
實
倒
指
出.. 
導
生
們
確
實
感
覺
，
自
已
的
導
師
利
用
祈
禱
的
方
法
，
直
接
進
入
了
自
己
的
神
修
生
活
真
面
影
響
了
自

己
。
許
多
導
生
的
問
題
及
困
境
，
都
因
導
師
為
他
的
祈
禱
而
突
然
解
除
，
而
且
從
此
開
始
進
入
一
段
平
順
豁
達
的
時
戶

光
。
還
有
實
倒
指
出
：
一
個
導
生
正
在
與
困
境
搏
門
時
，
突
然
「
感
到
」
一
股
導
師
加
給
自
己
的
能
力
！

i

滿
被
天

主
愚
佑
的
能
力
。
所
以
，
只
要
做
導
師
的
人
，
能
與
全
能
且
有
愛
人
之
心
的
天
主
，
保
持
親
密
的
關
係
，
常
常
為
自

己
所
輔
導
的
人
祈
禱
，
不
論
因
此
而
得
到
的
助
力
是
什
麼
，
都
會
對
導
生
有
助
益
的
。
更
具
體
的
話
，
這
種
神
修
經

驗
愈
深
的
導
師
，
其
祈
禱
也
愈
常
發
生
良
好
的
教
栗
。

有
時
願
使
某
些
輔
導
行
動
發
生
教
果
，
就
必
顏
先
在
導
生
身
上
除
去
某
些
心
理
上
的
壓
力
或
神
修
上
的
不
當
動

力
。
當
導
師
面
對
這
個
情
況
時
，
想
要
使
自
已
能
保
持
應
有
的
平
衡
，
也
需
要
對
天
主
有
深
切
的
依
賴
之
情
。
說
實

在
的
，
導
師
在
這
情
況
中
要
面
對
導
生
，
進
商
與
之
適
合
，
需
婆
有
相
當
自
信
的
冒
險
之
心
，
絕
不
能
使
自
己
也
捲

入
了
導
生
的
困
攪
及
其
紛
擾
的
情
緒
之
中
。
因
此
，
導
師
應
相
當
的
了
解
自
己
有
那
些
人
性
上
的
弱
點
和
欲
望
，
這

樣
才
不
會
不
自
知
地
掉
進
這
些
混
亂
的
陷
阱
之
中
。
對
天
主
的
依
賴
之
惰
，
常
能
在
導
師
面
對
導
生
該
做
冒
險
之
時

，
幫
助
他
不
使
自
己
陷
入
導
生
的
困
境
及
情
緒
之
中
，
而
採
取
最
適
當
的
步
驟
。

每
當
導
生
陷
入
岡
境
或
發
生
情
緒
甜
擾
時
，
導
師
最
有
殼
的
作
為
是
扮
演
「
鏡
子
」
的
角
色
，
萬
受
輔
導
者
聶
士

請
自
己
在
這
些
情
況
下
究
竟
成
了
什
麼
樣
子
。
如
此
，
導
生
就
能
愈
來
愈
清
楚
地
了
解
自
己
與
他
人
的
關
係
會
受
那
，

些
動
力
的
影
響
，
進
而
能
有
機
會
改
蓄c

總
之
，
在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中
所
有
的
各
方
面l
J

了
解
並
評
判
導
生
的
體
驗
﹔
做
一
神
修
生
活
的
模
範
﹔
成
鑄
導

神
修
輔
導
活
鸝
空
中
的
三
個
蠶
要
還
給

一
五
五



一
肺
學
諭
集
＠

于
九
八
三
年
春

一
五
六

生
協
助
中
心
的
「
正
極
芳
場
」
﹔
進
入
導
生
困
境
令
其
改
善
關
係
1

！
在
在
都
顯
示
尊
師
與
天
主
間
有
盛
頓
的
親
發

闢
係
是
必
要
的
。
然
而
，
這
點
常
被
忽
略
。
導
師
們
每
每
以
億
最
上
等
的
做
法
是
多
花
些
一
時
間
輔
導
，
或
接
受
最
大

數
量
的
導
生
。
這
樣
，
增
多
的
只
是
人
講
行
動
﹔
相
對
的
，
天
主
的
行
動
就
瘋
少
了
，
所
以
也
座
金
本
了
什
醒
民
正

的
效
果
。
如
此
傲
，
會
耗
費
許
多
可
以
拿
來
獨
處
前
瓏
的
時
間
，
也
就
自
由
失
去
了
許
多
導
師
自
己
與
天
主
間
增
槽

親
密
關
係
的
機
會
。
偎
如
導
師
發
現
自
己
所
負
的
責
任
已
經
過
靈
，
缺
少
足
侈
的
時
間
做
深
度
祈
禱
和
自
我
神
修
調

整
時
，
即
使
這
只
是
位
值
的
幾
天
時
間
，
也
應
斷
然
取
消
約
獸
，
多
花
時
閉
獨
處
祈
禱
.. 
這
是
給
子
導
生
的
較
佳

服
務
。

導
師
與
導
生
闊
的
關
係

在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過
程
中
還
有
另
外
一
基
本
要
素
，
就
是
導
師
與
導
生
闊
的
特
殊
友
誼
闢
係
。
人
與
人
安
往
的

最
理
想
情
況
是
，
二
人
在
彼
此
心
靈
最
深
處
！
l

天
主
就
住
在
這
里l
l
i

能
移
緊
密
結
合
。
因
說
，
許
多
人
的
努
力

目
標
就
著
重
於
獲
得
這
種
與
別
人
立
間
產
生
親
密
結
合
上
，
可
是
這
黨
的
努
力
卸
常
常
失
敗
。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就
是

要
給
人
過
成
一
種
氛
圍
，
在
這
氛
圍
中
能
移
真
正
成
功
地
與
另
一
個
人
完
全
結
合
。
這
個
目
的
是
可
能
達
到
的
，
因

為
天
主
對
導
師
和
導
生
雙
方
都
給
了
豐
厚
的
恩
寵
神
胎
，
也
因
為
二
人
所
共
同
在
觀
的
焦
點
主
要
的
在
天
主
自
己
身

上
，
，
而
非
對
方
身
上
。

然
而
，
導
師
與
導
生
闊
的
關
係
’
並
非
只
是
像
普
通
人
所
認
為
的
，
只
有
友
誼
飄
係
而
已
。
一
般
說
來
，
他
們

二
人
問
彼
此
分
萃
的
，
那
是
外
在
的
環
境
事
物
，
而
更
是
廳
於
各
人
心
靈
最
深
處
的
東
西
。
他
們
沒
有
必
要
常
在
一

起
打
網
球
、
君
電
影
、
吃
飯
或
按
說
彼
此
的
興
趣
及
嗜
好
。
事
實
上
，
值
量
避
免
這
些
活
動
，
對
於
二
人
間
產
生
真



正
的
遇
舍
，
可
能
更
有
幫
助
﹔
國
為
如
此
，
二
人
便
更
能
清
晰
閱
快
地
把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彼
此
心
靈
最
梅
、
處
的
結
合

上
。
不
要
讓
亦
相
干
的
事
物
及
氣
氛
擾
亂
了
這
份
關
係
﹔
著
一
然
，
這
份
關
係
就
會
在
生
更
大
的
放
果
。

另
外
，
導
師
和
導
生
闊
的
關
係
也
不
像
個
你
準
典
型
的
友
誼
關
係
。
囡
濤
在
使
者
攔
係
中
，
二
人
應
彼
此
重
視
對

方
的
需
要
，
而
說
卓
有
都
只
活
靈
於
滿
足
一
方
面
的
需
要
︱
︱
使
導
生
邁
向
接
近
天
主
的
旅
程
。
即
使
在
兩
位
彼
此
互

為
導
師
的
情
況
中
，
也
應
把
時
間
劃
分
清
楚
，
何
時
數
以
誰
為
關
慎
的
核
心
，
不
可
混
淆

c

在
某
些
一
芳
面
，
導
師
和
導
生
闊
的
關
係
應
超
過
朋
友
關
係
的
深
度
，
而
更
密
切
的
有
如
親
子
或
師
生
關
係
。
一

般
推
想
而
論
，
若
選
一
位
較
右
智
慧
、
較
有
經
驗
，
神
修
基
嘴
也
較
混
厚
的
導
師
，
對
導
生
來
說
，
更
能
幫
助
他
解

d

答
與
天
主
共
度
深
層
生
活
時
的
各
種
問
題
。
但
若
如
此
刊
也
可
能
是
一
種
危
險
，
因
為
這
會
很
容
易
使
導
師
和
導
生

闊
的
關
係
變
成
「
上
司
與
屬
下
」
、
或
「
知
者
與
不
知
者
」
同
樣
的
授
受
闢
係
息
。
這
蘭
種
關
係
’
會
給
人
造
成
一
個

錯
誤
的
印
象
：
以
倡
導
師
是
「
資
訊
」
的
來
源
，
理
應
提
供
資
料
給
導
生
﹔
而
導
生
郊
只
要
針
對
導
師
所
給
的
問
題

提
出
「
答
察
」
就
是
了
。
若
然
，
導
師
說
被
誤
會
該
是
一
位
偉
大
的
敬
師
、
醫
療
師
或
巫
師
了
。
導
師
當
然
也
應
提

供
自
己
的
君
怯
和
協
助
﹔
但
是
，
只
有
住
在
導
生
心
接
深
處
的
支
主
，
才
能
給
他
提
假
設
川
的
符
案
。
導
師
的
主
要

角
色
是
跟
導
生
一
起
聆
聽
天
主
在
說
什
靡
。
吋
﹜H
O
B
E

嵩
R
E
P

關
於
這
點
會
扭
過.. 

「
你
以
為
你
能
教
別
人
默

想
嗎
？
你
錯
了
。
除
了
天
主
以
外
，
沒
有
人
能
教
別
人
默
想
﹔
這
是
天
主
自
己
的
事
情
。
你
所
能
做
的
，
最
多
只
是

寫
此
一
一
什
麼
或
說
此
一
一
什
麼
，
以
便
給
人
提
供
一
些
機
會
去
了
解
天
主
要
他
做
什
麼
紅
了
。
」
句

者
E
E
B
H
N
F
h眩
目
叫
皆
是
一
位
傳
教
師
來
心
理
學
者
，
在
何
加
深
行
己
的
研
修
生
活
之
後
講
，
他
從
心
理
治
療

的
角
度
土
也
蠶
現
了
同
一
的
原
則c
他
話.. 

「
就
不
再
把
我
的
工
作
表
成
是
在
給
另
一
個
人
門
做
治
療
』
，
而
更
願

自
己
是
在
陪
這
個
人
，
與
他
一

J

相
偕
共
處
』
o

設
現
在
了
解
治
療
必
氛
品
倍
廟
、
愛
與
接
受
的
氣
氛
中
進
行
才
有
教

和
修
輔
導
訢
動
中
的
一
一
一
如
重
安
囂
圳

－
五
七



神
學
論
集
＠

一
九
八
二
年
夫
“

一
五
八

：
我
現
在
也
深
深
體
會
出
，
我
在
治
療
的
過
程
中
更
是
一
個
輸
逅
的
管
道
，
而
不
是
一
個
強
有
力
的
醫
療
師
。
我
是

在
一
旁
檢
說
成
長
、
稍
癒
、
掙
扎
、
再
分
裂
、
更
大
的
整
合...... 

等
過
程
的
進
行
，
我
只
是
協
助
這
過
程
逐
漸
地
質

現
，
而
不
是
在
這
過
程
中
信
功
。
」
＠

這
搜
話
非
常
準
確
地
道
出
一
位
傑
出
神
修
導
師
應
具
備
的
態
鹿
.. 
導
師
是
天
主
在
導
生
身
上
工
作
的
見
證
人
，

最
好
還
是
天
主
工
作
的
聽
過
管
道
，
但
絕
不
是
「
教
師
」
，
也
不
是
「
醫
療
師
」
。

過
份
強
調
導
師
與
導
生
間
不
能
有
平
等
關
係
，
會
叢
生
的
另
一
個
危
險
，
就
是
在
二
人
彼
此
分
享
各
自
深
層
神

修
經
驗
時
，
會
造
成
不
平
衡
。
這
不
平
衡
的
現
象
將
影
響
治
癒
或
好
轉
的
完
整
敷
能
。
在
這
種
不
平
衡
的
關
保
中
，

導
生
完
全
地
把
自
己
所
布
的
深
度
經
驗
、
心
理
矛
盾
和
喜
樂
課
旦
在
導
師
面
前
，
可
是
通
師
自
己
如
對
自
己
的
經
驗

及
感
受
等
守
口
如
瓶
。
如
此
，
不
可
避
免
地
會
導
致
雙
方
關
係
的
畸
型
發
展
。
當
然
，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的
中
心
焦
點

是
在
導
生
，
但
導
師
自
己
也
應
該
在
適
當
及
必
要
的
時
機
開
放
自
己
，
表
明
自
己
會
很
高
興
地
關
意
分
享
自
己
的
深

度
經
驗
。

們
自
己
』Z
D
m
同
意
上
述
說
法
，
還
更
進
一
步
強
調
醫
療
師
應
冒
險
把
自
己
整
個
地
放
在
病
患
面
前
，
與
他
適
合

。
一
切
的
故
有
成
見
都
必
須
在
開
放
的
態
度
下
接
受
挑
戰
﹔
同
樣
的
，
醫
療
師
也
應
該
布
開
放
的
態
度
，
接
受
「
自

己
也
有
改
變
可
能
」
的
事
竄
，
只
有
如
此
，
醫
療
妓
果
才
會
發
生
。

E
D
m
用
兩
個
化
學
元
素
的
接
觸
做
倒
子
，
來

說
明
心
理
治
療
的
過
程
，
他
說
：
「
若
產
生
了
反
應
，
兩
者
之
間
才
會
生
化
學
變
化
（
譯
註

.. 
在
質
上
有
真
正
的
結

合
）
。
」
＠
醫
療
師
若
在
基
本
上
有
開
放
的
態
度
，
並
自
認
也
有
弱
點
，
才
可
能
分
享
自
己
的
一
切
﹔
同
樣
地
，
神

修
導
師
若
顧
分
享
自
己
也
須
如
此
。
如
前
所
述
，
導
師
應
該
清
楚
知
道
，
自
己
在
什
麼
事
物
上
常
有
自
我
中
心
的
欲

草
和
需
求
，
這
里
就
是
陷
阱
，
而
且
面
對
這
些
陷
阱
時
，
實
質
在
在
地
信
賴
天
幸
。
若
然
，
導
師
就
可
避
免
被
導
生



的
焦
慮
及
心
理
困
境
研
迷
惑
牽
制
，
也
可
避
免
屈
服
在
一
些
強
勁
的
惡
勢
力
權
下
。
導
師
理
應
頭
腦
清
晰
，
沉
著
鐵

定
，
並
以
天
主
為
中
心
，
但
同
時
也
應
承
認
自
己
有
屠
點
，
並
開
放
地
接
受
自
己
也
有
改
變
的
可
能
。

導
師
適
時
地
臨
被
輔
導
者
分
享
自
己
曾
有
過
的
經
驗
、
掙
扎
和
看
法
，
還
有
不
少
別
的
好
處
。
這
類
的
分
享
可

使
導
生
更
深
入
地
透
視
何
謂
神
修
生
活
，
進
而
能
更
清
楚
地
看
到
前
面
該
走
的
路
種
﹔
也
能
使
導
生
不
致
曲
解
事
宜

，
把
更
大
的
神
修
境
界
觀
為
是
一
件
值
得
過
分
光
榮
的
事
情
﹔
其
所
以
會
有
這
樣
的
曲
解
，
是
因
為
深
度
的
喜
樂
與

深
度
的
努
力
常
是
同
時
展
現
的
一
韓
兩
面
。
此
外
，
這
種
分
享
也
能
幫
忙
導
生
一
看
清

.. 
人
都
是
有
限
度
的
，
都
會
者

失
敗
的
時
候
，
自
己
的
導
師
也
不
飼
外
﹔
寫
一
認
識
可
避
免
讓
導
全
把
導
師
君
的
太
高
，
以
為
這
師
能
回
答
並
解
決

一
切
問
題
，
而
把
導
師
當
成
了
最
後
的
靠
山
，
忘
了
還
有
天
主
存
在
。
導
師
在
受
輔
導
者
的
面
前
，
顯
示
惜
自
己
曾

經
有
過
的
掙
扎
以
及
曾
經
面
臨
的
陷
阱
，
還
能
揖
輕
自
己
不
少
的
心
理
負
擔
，
不
必
背
負
過
葷
的
心
理
壓
力

.. 
害
怕

自
己
把
自
己
在
導
生
、
心
目
中
所
塑
造
的
形
像
，
是
一
個
受
導
生
過
分
期
盼
依
賴
的
「
偶
像
」
。

偎
如
認
清
了
神
修
輔
導
的
特
徵i
l

第
一
個
說
關
心
的
是
「
導
生
邁
向
天
主
的
路
徑
」
i
i

！
那
麼
，
對
導
師
及

導
生
雙
方
來
說
，
檢
說
輔
導
過
程
結
導
往
究
竟
帶
來
了
參
大
的
故
益
，
說
簡
便
了
。
相
反
的
，
師
生
雙
方
也
應
如
道

.. 
餵
如
輔
導
過
程
確
貨
發
生
了
毅
力
，
導
師
同
樣
的
也
自
導
生
處
獲
得
了
幫
助
及
慰
藉
。
親
自
見
證
天
主
生
命
在
另

一
個
人
身
上
逐
漸
展
現
，
確
實
是
一
件
令
人
感
到
欣
喜
的
事
。
還
有
，
當
導
師
看
到
導
生
因
發
現
自
己
在
世
界
上
成

了
一
個
新
人
，
可
以
做
一
些
新
的
行
動
而
感
到
興
奮
時
，
導
師
自
己
也
會
囡
此
而
回
憶
起
自
己
過
去
的
穎
似
神
修
成

長
過
程
，
這
個
回
憶
會
帶
來
歡
欣
和
感
恩
之
情
。
有
時
，
導
師
自
已
經
驗
到
「
枯
竭
期
」
’
感
到
十
分
孤
獨
的
時
候

，
導
生
的
熱
心
和
喜
樂
可
能
正
是
導
師
自
己
神
修
生
活
上
的
驗
淵
。
因
此
，
反
過
來
窘
，
當
導
師
個
人
感
到
神
枯
時

，
讓
導
生
伴
著
自
己
共
度
這
搜
黑
夜
時
究
，
對
於
導
師
自
己
在
自
己
生
命
上
仍
君
出
意
義
和
目
的
是
布
助
益
的
。

可
神
傷
輔
導
站
動
中
的
一
一
一
個
軍
要
環
結

一
五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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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修
旅
程
的
路
徑
可
被
視
為
一
條
蠟
旋
線.. 
會
遭
遇
許
多
類
似
而
可
互
相
對
照
的
經
驗
讀
考
驗
，
而
這
些
經
驗

及
考
驗
是
一
次
比
一
次
深
，
一
個
比
一
個
進
入
更
深
層
面
。
學
偶
來
說
，
說
像
任
何
願
度
神
修
生
活
的
人
，
在
任
何

時
候
都
願
設
按
使
自
己
保
持
心
平
氣
和
而
中
心
安
穩
吉
它
扭
曲
n
o
E戶
口
S
Z
E
h
r
H
m
m
m
）
﹔
當
他
處
於
這
條
螺
旋
線

較
淺
的
部
位
時
，
要
努
力
使
自
己
在
默
想
靜
思
的
當
兒
，
能
保
寫
這
心
平
氣
和
的
狀
況
﹔
當
他
神
修
旅
程
走
得
較
為

深
入
，
時
，
應
該
要
求
他
能
在
日
常
工
作
中
也
能
保
持
心
平
氣
和
的
中
心
安
穩
﹔
當
他
更
深
入
時
，
在
輕
微
的
噪
音
中

能
保
持
﹔
當
他
一
冉
深
入
峙
，
面
對
人
生
危
機
，
如
親
人
死
了
時
，
也
能
保
持
。
常
常
困
天
主
的
恩
寵
而
有
「
巧
合
」

的
情
況
發
生
：
翠
師
丑
惡
生
同
時
在
跟
同
類
型
的
問
題
奮
戰
，
只
是
不
在
同
一
個
深
度
層
面
而
已
﹔
此
時
，
二
人
各

自
的
努
力
都
能
彼
此
罷
對
方
有
所
幫
助
。
導
師
透
過
天
主
嬰
神
的
工
程
結
導
生
提
供
幫
助
的
同
時
，
也
曾
給
自
己
同

樣
的
勸
言
。
這
真
是
導
師
與
導
生
關
閉
係
中
最
美
妙
的
一
一
曲
。

導
生
也
能
因
自
己
的
特
性
而
對
導
師
的
成
長
提
供
貢
獻
。
這
些
導
生
特
有
的
特
質
常
是
導
師
生
命
中
所
缺
、
而

應
加
入
發
展
的
一
些
堅
強
因
素
或
不
向
角
度
的
人
生
透
視
。
比
如
導
生
可
能
比
較
容
易
與
人
相
處
，
可
能
有
更
好
的

表
達
深
層
情
緒
的
能
力
，
或
可
能
布
夏
整
體
處
理
聽
個
自
我
鞠
係
的
能
力
。
這
些
特
貿
部
可
能
幫
助
導
師
成
為
一
個

更
寬
容
及
更
整
合
的
人
。
所
以
，
在
每
一
次
會
談
中
，
導
師
都
應
該
們
心
詢
問
：
天
主
這
次
願
意
透
過
導
生
給
我
傳

達
此
一
一
什
麼
訊
息
？

強
調
導
師
和
學
生
闊
的
彼
此
分
革
和
相
互
增
益
，
正
是
友
誼
偽
係
中
關
鍵
要
議l
愛
人
！
的
先
決
問
素
。

若
草
一
輔
音
中
根
鄭
重
地
提
問
誼
一
輔
草
原
則
.. 
「
你
們
該
彼
此
相
愛
‘
如
惜
我
噯
了
你
們
一
樣
」
（
若
十
五
臼
）

「
因
為
愛
是
從
天
主
來
的
，
凡
是
愛
人
的
，
都
是
從
天
主
生
的
，
也
能
認
識
天
主
」
（
若
壹
四7
）
c

不
必
多
講
，

認
識
天
主
自
然
就
能
完
成
先
糕
的
神
修
輔
導
過
程
已

，也



也
川
崎
識
天
主
此
叩
開
做
基
髓
的
行
動
，
如
此
的
愛
向
然
可
使
治
癒
或
神
修
成
長
有
拔
地
發
生
。

H
K且還
叫
2
2
F
m

g
g

分
衍
了
一
腳
修
治
癒
瑰
象
之
後
，
發
現
最
深
層
面
的
治
癒
是
常
「
治
療
者
」
及
「
受
治
癒
者
」
雙
方
，
都
努
力

使
彼
此
最
深
層
的
自
我
存
在
相
合
為
一
時
發
生
的
＠
’
兩
個
個
體
同
時
進
入
寬
心
的
鬆
抽
狀
態
，
並
在
默
轉
中
達
到

一
站
穩
心
靈
的
深
度
合
一
。
整
個
過
程
中
並
無
任
何
物
理
能
力
的
轉
移
﹔
事
宜
上
，
可
能
二
者
都
還
不
需
要
同
在
一
個

房
間
一
段
。
他
們
並
不
思
考
有
關
治
癒
的
事
，
只
是
彼
此
在
覽
中
含
一
了
而
已
。
然
而
，
治
癒
的
事
質
就
在
這
合
一
的

境
界
中
美
妙
的
發
生
了
。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的
導
師
與
導
生
關
係
中
最
根
本
的
要
素
誼
是
這
個
在
愛
中
的
結
合
。
不
論
導
師
在
導
生
的
問
題

上
提
供
了
多
麼
重
要
且
諜
入
的
見
解
，
也
不
論
導
師
億
遵
守
生
投
入
了
多
麼
大
量
的
時
間
，
假
如
二
人
之
間
缺
少
這
一

份
基
本
的
愛
，
不
可
能
給
予
對
方
一
點
點
賓
質
有
殼
的
幫
助
。
然
而
，
這
份
愛
並
非
情
感
上
的
愛
，
而
是
一
種
在
任

何
時
候
都
必
需
右
的
雯
，
即
使
在
最
看
不
順
眼
的
人
身
上
也
能
發
生
﹔
）
這
份
愛
能
深
入
心
靈
最
黑
暗
的
角
落
，
使
那

些
尚
未
察
覺
或
已
經
忘
懷
的
失
意
感
重
新
獲
得
光
亮
的
照
明
﹔
這
份
覽
會
使
真
理
在
不
計
任
何
代
價
的
情
況
下
展
現

出
來
，
只
因
為
願
意
導
生
能
獲
得
真
正
的
成
長
。
雖
然
如
此
，
這
份
愛
仍
然
會
使
人
真
誠
的
接
受
對
方
整
個
的
人
，

包
恬
他
的
過
錯
及
失
意
﹔
這
份
愛
也
能
使
人
欣
賞
對
方
的
獨
特
特
質
以
及
對
所
有
事
物
的
特
殊
君
法
。
導
生
若
體
驗

河
講
師
的
這
份
無
條
件
的
愛
，
就
會
開
始
更
國
繭
的
接
受
自
己
，
進
而
體
悟
出
天
主
終
極
的
愛
情
。
這
體
悟
可
給
導

生
帶
來
勇
氣
和
信
騷
，
促
成
其
改
變
設
成
長
。

這
份
無
條
件
的
雯
，
有
時
會
因
為
一
路
一
個
人
的
基
本
心
理
衝
突
而
無
法
，
種
生
，
但
是
這
時
天
主
的
恩
寵
就
再
次

發
生
作
用
了
。
在
這
輛
狀
況
下
，
獲
師
常
常
會
問
這
位
導
生
的
緣
故
而
獲
得
一
種
人
類
正
常
情
況
下
所
不
能
產
生
的

愛
的
動
力
，
促
使
他
接
透
混
到
導
生
靈
魂
深
處
的
核
心
，
如
同
天
丰
自
己
來
檢
視
這
靈
魂
一
般
。
換
句
話
讀
，
導
師

一
﹒
六
，
才

自
刺
修
輔
咖
濤
、
司
的
對
中
的
三
個
軍
要
閥
混
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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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慘
遭
遇
導
生
個
人
人
榕
的
缺
陷
、
虛
妄
的
行
為
及
情
緒
上
的
紊
亂
，
而
看
出
潛
伏
在
他
心
靈
深
處
的
一
些
基
本
善

良
因
素
及
其
蠢
蠢
欲
動
的
活
力
。
這
種
深
度
的
透
視
能
把
困
擾
人
的
一
些
人
格
不
種
現
象
、
化
解
於
無
形
，
而
不
加

重
觀
了
。
說
像
一
位
母
親
對
她
初
生
嬰
孩
所
有
的
直
覺
性
的
愛
一
般
﹔
跟
小
嬰
孩
本
身
和
其
偉
大
的
未
來
夢
想
比
起

來
，
半
夜
起
身
饋
奶
、
換
髒
污
的
尿
布
、
成
天
哭
鬧
不
休
等
煩
人
的
事
，
都
不
算
什
麼
了
。

導
生
對
導
師
的
愛
有
時
也
需
要
做
一
些
一
心
理
不
過
的
克
服
工
作
。
若
對
導
師
不
喜
歡
，
第
一
倒
反
應
常
是

.. 
「

換
一
個
導
師
嘛
！
」
更
有
甚
者
，
常
常
有
人
以
為
這
份
愛
很
容
易
產
生
，
因
露
他
能
移
很
快
地
感
受
到
輔
導
的
教
益

。
但
是
，
這
樣
產
生
的
愛
會
是
有
問
題
的
，
因
為
如
此
的
愛
是
來
自
需
求
和
欲
望
（
屬
情
緒
上
的
變

.. 
m
g
m

）
，
而

不
是
真
正
的
接
受
和
體
認
對
方
（
真
正
無
條
件
的
愛

.. 
血
肉
每
個
）
，
如
此
的
愛
常
有
強
求
和
企
圖
控
制
對
方
的
因
素

在
，
而
不
是
完
全
自
由
的
自
我
交
付
。
十
字
墓
若
望
注
意
到
.. 
受
輔
導
者
常
希
望
輔
導
他
們
的
人
是
個
安
人
喜
愛
的

人
，
能
移
跟
自
己
親
密
交
往
﹔
因
此
，
這
些
人
君
到
輔
導
他
們
的
導
師
與
別
人
也
很
熱
絡
地
相
處
，
就
會
心
生
嫉
妒

、
煩
亂
不
已
。
。
神
修
路
徑
的
過
程
，
有
一
部
份
是
在
探
索
如
何
使
自
己
能
由
情
緒
上
的
愛
（
叩
門

0
個
）
轉
變
成
真
正

無
條
件
的
變
吉
它
3

）
。
這
轉
變
過
程
首
先
發
生
在
導
生
與
導
師
立
間
的
關
係
上
，
然
後
逐
漸
推
展
到
導
生
所
布

的
人
際
關
係
里
。

總
之
，
一
次
良
好
的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的
關
鍵
，
在
於
是
否
有
線
條
件
、
全
心
奉
獻
的
愛
心
。
這
份
愛
對
師
生
雙

方
的
成
長
來
說
都
是
必
要
的
因
素
，
廢
該
使
它
不
斷
地
常
智
心
中
卜
。
導
師
不
必
掛
慮
自
己
講
導
生
做
了
比
一
一
什
酸
、
應

該
和
導
生
談
些
什
麼
、
討
論
此
一
一
什
麼
等
問
題
，
只
須
要
借
了
天
主
的
緣
故
去
愛
l

愛
導
生
、
愛
別
人i
﹔
其
他
的

一
切
，
自
然
而
然
就
隨
著
而
來
了
。



導
生
與
天
主
闊
的
關
係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的
首
要
目
的
是
發
展
導
生
與
天
主
闊
的
關
係
。
當
然
，
為
了
這
一
關
係
的
發
展
，
上
述
的
兩
種

關
係
也
必
讀
作
有
欽
的
運
作
才
行
，
不
過
導
師
與
導
生
二
者
在
討
論
和
交
往
時
，
都
應
把
主
要
的
焦
點
放
在
這
一
一
層

關
係
上
才
是
。

常
常
有
人
把
神
修
導
師
的
角
色
，
形
容
成
如
同
助
產
士
、
催
化
劑
或
恩
寵
見
證
人
一
樣
，
這
個
現
象
很
正
確
地

指
阻
擋
得
生
與
天
主
闊
的
關
係
，
才
是
最
重
要
的
。
助
產
士
幫
忙
使
小
孩
生
出
，
但
她
自
己
並
非
生
產
過
程
質
際
參
與

的
一
份
子
1

不
論
在
受
孕
上
、
在
懷
胎
上
、
在
分
挽
上
，
她
都
用
不
上
力
。
問
樣
的
，
催
化
劑
是
幫
忙
化
學
反
應

過
程
加
遠
的
物
質
，
但
它
本
身
並
不
直
接
使
化
學
反
應
賞
現
。
講
師
能
力
的
臨
在
﹒
能
使
導
生
在
天
支
內
的
成
長
加

快
，
但
他
並
不
能
直
接
干
涉
造
成
長
的
過
戚
，
因
此
，
導
師
的
作
用
是
當
事
件
發
笠
時
他
在
場
，
可
做
一
個
見
證
人

，
但
他
並
沒
有
直
接
參
與
在
事
件
之
中
。

導
師
與
導
生
雙
方
時
時
把
這
點
銘
記
心
中
是
很
重
要
的
。
在
適
當
的
時
機
，
導
師
也
應
提
醒
導
生
，
天
主
或
基

督
自
己
才
是
真
正
的
導
師
，
而
師
生
二
人
會
議
的
主
要
目
的
，
也
只
是
審
視
一
下
在
當
前
狀
況
中
，
天
主
對
導
生
的

希
望
而
已
。

導
生
與
天
主
闊
的
獨
特
關
係
’
應
該
絕
對
地
受
到
會
章
。
尊
師
及
導
生
二
人
都
無
法
得
知
導
生
與
天
主
間
的
關

係
最
後
會
變
成
怎
樣
，
因
為
每
一
個
人
都
是
以
獨
特
的
樣
式
被
召
來
事
牽
天
主
。
每
個
人
，
一
且
與
天
主
結
合
了
，

就
會
成
為
真
正
的
自
我
。
辜
人
不
需
要
有
劃
一
的
存
在
樣
式
或
同
樣
的
言
行
作
嚼
，
而
是
能
自
由
地
成
僑
他
之
所
以

被
召
、
召
他
者
願
意
他
真
正
成
為
的
一
個
人
，
不
必
顧
慮
社
會
對
他
的
指
示
或
期
待
。
因
此
，
導
師
和
導
生
雙
方
都

前
鋒
輔
導
活
動
中
的
三
個
重
要
選
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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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學
這
榮
心

一
九
八
三
年
－
G

一
六
門

不
應
以
先
入
為
主
的
先
天
觀
念
，
在
天
主
與
導
生
關
係
的
發
展
過
程
中
，
加
入
一
此
人
偽
的
努
力
。
當
然
會
有
一
比
～

閱
素
是
不
能
像
機
在
這
清
關
係
里
的.. 
單
一
人
一
定
不
會
殺
人
，
也
不
會
遠
犯
基
本
的
你
到
坤
一
把
範
。
但
是
使
每
一
個
人

成
辜
的
要
求
均
是
完
全
獨
特
的
，
不
可
能
事
先
預
見
。
囡
此
導
師
應
常
有
願
意
退
一
步
的
心
，
以
便
檢
視
發
展
的
特

殊
過
程
。
如
果
導
的
結
于
過
多
的
干
預
，
發
展
的
過
程
會
遭
到
扭
曲
，
也
在
…
生
不
出
什
麼
成
果
來
。

所
以
，
導
師
虛
不
斷
地
開
導
生
這
個
問
題.. 

「
天
主
在
當
下
這
個
情
況
宴
，
召
叫
你
去
做
什
麼
？
」
這
個
答
案

不
必
和
他
「
以
為
」
他
應
該
做
什
麼
相
間
，
這
更
屬
於
天
主
對
他
個
人
提
出
的
要
求
而
有
的
問
覆
，
甚
至
這
答
察
會

向R
U
M
祥
生
以
往
所
受
的
教
育
背
景
完
全
相
反
，
也
說
不
定
。
例
如
，
有
時
導

v生
應
該
從
花
大
量
時
間
助
人
的
情
況
中
暫

停
，
利
用
這
此
一
一
時
間
好
好
祈
禱
，
以
增
進
他
與
天
主
閉
關
係
的
發
展
。
導
牛
一
只
要
能
真
心
誠
意
地
面
對
自
己
的
泉
。

，
而
不
使
自
己
陷
入
任
何
極
端
不
道
德
的
境
遇
中
，
就
一
定
能
自
由
地
使
自
己
成
為
任
何
樣
子
的
一
個
人
，
或
能
自

由
地
去
做
任
何
事
情
。

問
此
，
導
師
應
該
店
吟
詩
几
天
主
為
導
生
神
修
成
長
所
訂
下
的
進
度
去
。
峙
的
常
即
使
導
師
根
攝
許
多
跡
象
的
顯
示
，

認
罷
導
生
需
要
前
進
了
，
可
是
導
生
均
尚
未
做
好
繼
續
前
進
的
準
備
。
連
續
幾
個
月
的
似
乎
停
滯
不
進
，
甚
或
者
向

後
倒
退
的
現
象
，
就
可
籠
右
草
本
上
的
問
題
了
，
這
時
導
生
似
乎
應
該
被
允
許
停
丘
下
來
，
因
為
他
可
能
真
的
己
走

入
了
導
師
早
日
青
山
的
「
死
巷
」
中
了
。
這
或
許
就
是
讓
他
能
再
次
更
完
備
地
去
了
解
他
沒
有
做
些
仟
腰
的
適
當
時

機
了
。
這
些
錯
誤
的
途
你
可
以
協
助
他
們
去
研
究
，
怎
樣
的
關
係
及
恁
樣
的
工
作
情
況
，
只
會
幫
人
走
向
挫
敗
、
悲

哀
和
不
長
進
而
已
。
有
時
候
，
有
人
在
神
修
輔
導
的
活
動
中
，
會
走
到
這
樣
的
地
步
：
他
似
乎
已
正
式
放
棄
了
他
整

個
的
神
修
生
活
、
祈
禱
和
悔
罪
掙
化
心
理
，
過
了
好
多
年
以
後
，
他
又
再
重
新
聞
描
繼
祺
他
的
神
修
旅
程
﹔
在
這
穎

的
神
修
發
展
衷
，
導
師
不
應
變
得
灰
心
喪
志
，
因
為
每
個
人
的
成
長
都
常
在
天
主
偉
大
的

k

智
和
照
顧
之
下
。
可
能



更
重
要
的
是
，
導
師
不
只
不
應
該
在
好
像
「
失
敗
」
時
灰
心
喪
志
，
而
且
也
不
應
該
在
「
成
功
」
時
，
自
以
為
右
功

勞
。
他
只
能
同
為
自
己
在
整
個
過
程
中
，
成
功
地
扮
演
好
了
催
化
劑
的
功
能
－
r

而
感
到
鴻
章
就
是
了
。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最
完
全
的
賞
瑰
，
是
在
使
導
生
和
天
主
間
的
關
係
能
發
展
到
圓
滿
的
極
致
，
如
此
，
人
為
的
輔

導
可
以
不
再
需
要
了
，
至
少
聽
乎
不
再
需
要
了
。
在
起
初
，
導
師
是
需
要
的
，
爵
的
是
幫
忙
導
生
分
清
何
者
是
天
主

指
示
的
道
路
，
何
者
是
導
生
自
己
想
像
出
來
的
道
路
，
或
是
何
者
是
由
別
的
因
素
而
引
發
出
來
的
道
路
。
換
個
方
向

謊
，
導
師
幫
忙
分
辨
何
者
是
較
深
層
自
我
的
意
頤
，
何
者
又
是
較
浮
面
的
心
理
需
求
。
這
個
工
作
較
古
典
的
設
法
就

是
神
額
分
辨
。
導
全
因
了
導
師
的
幫
助
，
開
始
組
驗
性
地
認
識
那
一
種
動
力
或
聲
音
來
自
深
層
的
自
我
，
亦
即
天
主

的
意
願
。
換
句
話
說
，
導
師
幫
助
導
生
增
高
其
聆
聽
及
分
辨
能
力
的
敏
銳
度
。
同
樣
地
，
導
生
應
及
時
地
學
會
，
如

何
不
需
要
看
到
導
師
，
即
可
在
環
境
迫
使
自
己
墮
落
之
後
，
立
刻
說
能
從
自
我
中
心
返
回
天
主
身
上
。
因
此
，
一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是
要
使
一
個
需
要
幫
忙
和
解
釋
的
萌
芽
式
的
天
人
關
係
，
逐
漸
發
展
成
一
個
更
直
接
、
而
不
需
要
或
需
要

很
少
中
介
的
更
圓
滿
的
天
人
關
係
。

從
未
有
人
達
到
絕
不
再
需
要
別
人
輔
導
的
境
界
，
但
是
有
導
師
幫
忙
下
的
神
修
發
展
，
會
使
需
要
別
人
指
導
的

頻
率
逐
漸
降
低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個
人
自
己
就
可
找
到
指
導
的
資
料
及
泉
源
：
可
能
是
透
過
一
個
神
修
團
體
，
或
是

藉
閱
讀
塾
躍
，
或
是
因
了
那
位
小
孩
的
一
句
話
，
或
是
經
由
其
他
種
種
的
資
料
泉
源
。
這
並
不
是
說
援
朝
的
神
修
性

指
導
不
可
來
自
己
這
些
方
式
﹔
而
只
是
導
生
在
開
始
時
，
或
是
尚
未
經
過
足
侈
的
訓
練
，
或
是
尚
未
達
到
應
有
的
平
衡

，
還
不
足
以
宿
能
力
正
確
地
解
釋
這
些
說
號
的
意
義
。
當
導
生
的
神
修
成
長
到
某
一
程
度
時
，
這
穎
的
指
導
方
式
也

就
能
開
始
逐
漸
增
加
了
，
他
會
開
拾
護
環
天
主
在
某
一
事
情
上
直
接
給
他
一
連
串
的
「
講
話
」
’
這
些

7教
訓
」
是

來
自
一
連
串
囡
們
在
、
外
在
的
刺
激
而
產
生
的
軒
見
解
！
l
z

刺
激
來
海
包
括
默
想
、
夢
、
別
人
提
出
的
問
題
或
此
時

科
修
岫
叫
場
浩
劫
叩
局
三
個
重
淒
淒
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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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學
論
集
＠

于
九
八
三
年
春

二
八
六

偶
然
讀
到
的
一
本
雜
誌
上
的
文
章
等
等
。
當
導
坐
在
某
一
方
面
的
黨
陶
足
慘
了
以
後
，
另
一
方
面
的
神
修
培
育
也
會

自
然
開
始
。

導
生
還
會
透
過
他
所
處
的
神
修
傳
承
的
本
質
，
獲
得
洞
視
，
飼
如
一
位
基
督
徒
會
愈
來
愈
意
識
到
基
督
臨
在
於

他
的
生
命
之
中
。
如
此
，
他
就
會
開
始
深
深
地
體
驗
到
基
督
的
平
安l
︱
道
教
徒
可
能
稱
之
「
無
為
」
﹔
佛
教
徒
可

能
稱
之
禱
「
空
」
或
「
悟
」
！
！
對
於
那
些
尚
未
完
全
自
由
解
脫
的
人
，
也
會
開
始
深
謀
地
體
驗
到
基
督
的
苦
難
﹔

也
會
開
始
深
深
地
體
驗
到
當
死
亡
的
束
縛
被
克
勝
‘
整
個
宇
宙
都
已
蛻
變
之
後
的
復
活
的
基
督
的
喜
樂
。
這
些
深
入

洞
視
或
體
驗
的
內
心
光
亮
，
絕
不
是
任
何
外
在
的
指
引
所
能
賦
給
的
。

鶴
說
明
導
師
面
臨
導
生
與
天
主
闊
的
關
係
時
所
應
採
取
的
態
度
，
用
父
母
親
幫
助
小
孩
學
走
路
來
做
比
喻
最
僑
、

恰
當
。
最
初
小
孩
非
常
依
賴
父
母
桔
子
的
指
導
，
但
是
父
母
的
整
個
努
力
焦
點
均
是
集
中
在
如
何
教
會
小
孩
獨
自
行

走
，
只
有
這
樣
，
以
後
他
才
有
會
關
、
會
爬
山
、
會
跳
舞
的
可
能
。
正
如
切

R
O
D
4
8

出
E
m
H說
的
一
句
很
貼
切

的
話.. 
「
金
科
玉
律
（
。
。ES
M
N
已
抽
）
乃
是
幫
忙
那
些
一
我
們
所
愛
的
人
遠
離
我
們
而
去
。
」
＠

結

論

經
過
上
述
三
重
關
係
的
分
析
，
神
修
輔
導
的
過
程
看
起
來
倒
乎
是
過
分
復
雜
了
。
一
個
人
在
輔
導
另
一
個
人
時

，
是
否
可
能
把
上
述
討
論
過
的
所
有
細
節
都
放
在
心
中
？
更
進
一
步
間

.. 
一
退
路
一
觀
點
彼
此
間
沒
者
內
在
的
矛
盾
嗎
？

導
師
和
導
生
間
的
關
係
要
求
有
深
度
的
緊
密
結
合
力
量
，
能
使
雙
方
都
建
生
改
變
﹔
但
同
時
又
要
求
導
師
只
可
站
在

一
旁
，
讓
導
生
和
天
主
間
的
關
係
在
最
少
最
少
的
人
為
干
預
下
發
展
。
還
有
別
的
位
乎
矛
盾
的
地
方
可
以
指
出
。
但

是
為
7
使
神
修
輔
導
的
效
果
圓
滿
，
這
些
一
看
似
矛
盾
的
事
項
需
要
在
彼
此
右
牽
制
的
張
力
之
下
做
到
。
只
有
當
這
三



重
關
係
都
真
正
在
運
作
、
且
已
有
互
補
的
功
能
時
，
神
修
輔
議
活
動
的
毅
力
才
真
正
開
始
產
生
。

雖
然
神
修
輔
導
的
過
程
很
復
雜
，
但
是
對
導
師
來
說
，
可
以
歸
結
到
三
條
基
本
性
的
指
南

.. 
導
師
必
須
片
儘
可

能
對
天
主
有
依
賴
之
情
﹔
闊
無
據
件
地
贊
他
的
導
生
﹒
’
的
尊
重
導
生
發
揮
他
自
己
的
自
由
，
只
站
在
一
旁
，
讓
導
生

與
天
主
闊
的
關
係
’
能
有
完
全
圓
滿
地
發
展
。
第
三
條
指
南
專
賣
上
是
第
二
條
的
必
然
延
伸
，
因
為
無
條
件
的
愛
需

要
尊
重
對
方
被
費
者
的
自
由
和
自
我
成
長
。
因
此
，
這
三
條
指
南
很
明
顯
地
與
耶
穌
所
結
的
兩
個
誡
命
遠
在
一
起

.. 

「
你
應
全
心
、
全
靈
、
全
意
質
上
主
你
的
天
主
。
這
是
最
大
也
是
第
一
條
誡
命
。
第
二
條
與
此
相
似

.. 
你
應
當
受
近

人
，
如
你
自
己
一
樣
。
」
（
瑪
廿
二
站t
抽
）
這
誡
命
蕩
起
來
很
簡
單
，
但
做
起
來
翊
很
困
難
。
不
過
要
是
真
的
做

到
這
兩
條
「
簡
單
的
」
誡
命
，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就
真
的
能
完
全
達
到
目
的
了
。

註

@ @ 

本
文
大
部
分
資
料
是
踩
自
作
者
本
人
自
己
的
經
驗el
l

－
包
括
在
當
導
師
及
教
導
生
的
雙
重
經
驗
。
作
者
頓
特
別
指
出
’
，
在
拍

寫
神
修
輔
導
活
動
的
過
程
時
，
自
己
的
導
師
』O
V口
。
相

ω
o
n戶
。
神
父
給
了
許
多
深
入
的
洞
見
，
不
學
使
本
艾
繪
色
不
少
，

作
者
自
己
也
深
感
獲
益
良
多
。
作
者
也
顯
在
此
向n
z
－g
m
g

玄
R
n
z

呈
n
r
及
自
己
間
。d
8
月
二
位
致
謝
，
他
們
在

本
文
的
寫
作
中
提
供
了
不
少
意
見
及
批
評
。

請
參
閱.. 

r
g
o
三

z
c
g
m
p
b
忘
記
。
＼
h
h
E
E
n
a
y
E
N
S目E
g
c
g
2

．
M「
－H
H皂
白
間
。
∞
g
r
p
S
印
g
．

u
－
N
印
印

這
個
名
詞
是
白
白
叩
門
戶
可

2

口
戶
口
問
畔
。
口
”
。
－

0
．ω
﹒
。
．
在
一
九
七
八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的
一
次
演
講
中
所
舟
，
該
演
講
是
針
對
當
前
社

會
情
況
而
發
表
，
議
題
為
「
神
修
之
父
.. 

基
督
徒
的
祈
禱
良
師
」
。

請
參
閱.. 
U
O
E
E
B〈
ω
Z
R
R
M
向
』
試
試
H
R泛
的
。
袋
里
立
§
叭
h
h
n
h
h
q句乳
白
白
吉
、NH
1、
言
丸
之n
v
－
s

d「0
己
的
…2
日
門
旬
呵
呵
酷
閉
目
。
若
．

H
白
白A
F〉
叫
）
．
H
N’

出
身
乳

（2
自
建

@ @ 

門
和
修
和
磚
引
恥
酌
，

d
t舵
＝
一
個
室
一
陷
于
一
設
和

一
六
七



電E
~－ 

.雪
！！＇！﹛苛﹜

1
4司
＜

11
法.，給

IKr:::'. 

@
 
得
這

1ir~1古
：
£
；
屢
有
鐘
海
灘

)jQ串
串
果
當

rilrn聽
聽
辦
單

E草
樹
蚓
村
亟
待

Jtt'-i\I!侍
$
＇
盔
哇
。
游
還
特
首
ii~

蠻
國
國
啊
！
毒
草
4f
－
＜
誼
哥
哥
丘
，
~
壞

母且
-R
：
£
－
＜
恥

l封
~'i起

迫
H<+t﹛:iii！

言
語
ffi~~幣

壘
起
干
頁
。
岳
§
述
這
！
站
起
~
~
僅
是
~
！
贅
恥
~
單
~

G
ura :£ ~

嵩
咱
哥

ff;1~ll!草
案
告
聲
響
僻

-!l-:£
躍
起
普
車
制
.
.
陸
選
擇
！
：
！
a么
總
；£

q月
寫
哈
姆
眾
啦
啦
！
毒
草
草

at:這
是
指
運
懲
制
。
愉
快
斗
趴
棚
里
草
案
鐘
韓
鱗
都
難
儷
椒
幫
司
F瓣
划
牛
單
純

草
屋
甜
甜
熄
叫
她
叫
起
草
盟
員
N
鑿
附
~
€
也
絲
縷
且
是
遺
毒
草
酬
，
＃
割
草

Iii~據
粗
-
R
~
單單喔喔

÷
!J!.!；£瓣

糧
E當
苦
苦
。

g!)m鬧
。
~
雖
有
自
甚
皇
糧

個
單
單

1
毒
草
樹
造
：
£
酬
，
嘲
，

jct'~單身喔喔有E
哥
哥
哥
草
困
難
：
£
悔
。
陸
耳
才
明

*1i!BK抽血是!di：
：
月
$
！
練
到
這
﹔
章
越
響
紛
與
海
惱
划
獄
關

a
緝
~

E忘
~
I
古
拉
熄
謝
！
〈
筒
1ι

巨若是iiH<~
(avatar

）
是
單
蜘
遍
于
＜
：
12
－
－
傅
申
司
斗
，
如
單
單
位
－
＜
~
［
車
站

w.I
o 

@
 
總
種
專
~

• • T
hom

as M
erton, 

N
e
叩

Seeds
o

f C
ontem

plation 
(N

ew
 Y

orls: 
N

ew
 D

irections, 1961), 
p. 

271. 

e 
i
午
有
亭
亭
持

I
Jm::.\lmH在

社
幣

fil恩
＆
；
經
絡
。

@
 
總
普
車
亟
•
•

C
,G

. Jung,”Psychology of the T
ransference’”

T
h

e R
asic 

W
rittin

g
s o

f C
. G

. 
Jung, edited 

by V
iolet S

taub de L
aszlo (N

ew
 Y

ork: M
odern L

ibrary, 1959). p. 
401. 

寺
j

總
普
車
里
.
.

L
aw

rence L
eShan, 

T
h

e M
edium

, 
the M

ystic, a
n

d
 the P

hysicist (N
ew

 Y
ork: V

iking P
ress, 

1966' 1973' 
1974)' pp. 

106一
107.

信
給
普
車
速
﹒
•John

of the C
ross, 

D
ark N

ig
h

t o
f the Soul (G

arden C
ity, 

N
. Y

.: Im
age B

ooks, 
1959), 

p, 
41. 

fl-悅
＊
＂
＇
~
~
樹
追
蹤
姆
（
俗

1師
~
學
服

p
東
的
，

!li{i\ i＼
時
是
且
還
〉
阿
s
H
~

o 

。
總
普
車
遐
··Steere，

握
糊

p.
12. 

＊
令
﹛
朧
也
·

• A
lice 

M
cD

ow
ell 

Pem
pel, 

l可eligious’
是
0

(1981) 3, pp. 3
9

1
-1

0
2

. 


	封面
	目录
	前言
	圣经
	圣经及中国经典中的“更圆满的意义”

	信理
	基督的救援工程与其启示工程之关系

	专题
	梵二以后的基督论
	圣召的意义
	路加福音中“旅程叙述”的一个意义——训练门徒（上）
	圣本笃的灵修
	圣依纳爵神操书的结构和动力
	心理投射与信仰成熟
	神修辅导活动中的三个重要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