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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唐
西
域
記
》
卷
第
十
一
增
入
部
分
小
考

高
田
時
雄
（
日
本
京
都
大
學
人
文
科
學
研
究
所
教
授
）

壹
、
緒
言

︽
大
唐
西
域
記
︾
諸
版
本
中
在
明
代
之
後
的
幾
個
版
本
裡
，
第
十
一
卷
﹁
僧
伽
羅
國
﹂
條
裡
可
看
到
增
入

了
多
達
五
一
六
字
是
廣
為
人
知
的
。
增
入
部
分
主
要
是
在
敘
述
永
樂
年
間
鄭
和
攻
佔
斯
里
蘭
卡
的
事
記
。
唐
代

撰
述
的
︽
西
域
記
︾
中
像
這
樣
突
然
出
現
增
入
原
文
的
，
應
該
是
讓
人
感
到
非
常
吃
驚
，
但
是
對
於
被
收
錄
在

歷
代
藏
經
中
那
樣
有
淵
源
的
文
獻
所
進
行
的
變
更
，
其
背
後
所
蘊
含
的
相
當
程
度
的
作
用
力
量
，
是
值
得
探
討

的
吧
。
本
文
想
要
釐
清
這
些
羼
入
到
底
是
從
哪
個
版
本
開
始
、
如
何
被
傳
承
下
來
的
。
另
外
，
盡
可
能
的
推
測

出
有
關
進
行
增
入
的
經
緯
和
歷
史
背
景
。 

貳
、
增
入
從
哪
個
版
本
開
始
？

關
於
有
問
題
的
增
入
部
分
，
一
九
七
一
年
水
谷
真
成
氏
在
︽
西
域
記
︾
日
語
譯
解
𤩐

裏
指
出
如
下
。

現
在
流
傳
的
明
藏
中
，
在
卷
十
一
裡
，
明
成
祖
永
樂
年
間
（
一
四○

三—

二
四
）
宦
官
鄭
和
下
西
洋

（
西
南
亞
）
時
，
有
新
插
入
文
一
頁
多
，
主
要
是
在
僧
伽
羅
國
進
行
的
戰
鬥
的
記
事
。
（
此
說
法
不
是
調

查
了
明
藏
所
有
版
本
，
所
以
非
針
對
所
有
的
版
本
而
言
的
。
永
樂
以
前
的
版
本
，
例
如
在
金
陵
版
的
南
藏
等
裏
就
沒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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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入
的
文
，
也
有
可
能
是
補
刻
的
，
故
無
法
斷
言
。
）

增
入
的
問
題
在
中
國
出
版
了
校
點
本
的
章
巽
氏
也
指
出
是
在
於
﹁
明
北
藏
本
及
以
後
之
徑
山
本
等
加
入
﹂
𡡒

。

既
然
要
收
錄
鄭
和
的
事
記
，
增
入
部
分
就
當
然
必
須
是
在
永
樂
以
後
。
在
這
層
意
義
上
水
谷
先
生
所
指
出

的
金
陵
版
的
南
藏
︵
即
洪
武
南
藏
︶
沒
有
收
錄
的
事
也
是
當
然
的
。
水
谷
先
生
極
為
簡
單
的
敘
述
了
永
樂
以
後

的
明
代
藏
經
增
入
部
分
，
而
且
水
谷
先
生
也
提
到
補
刻
的
可
能
性
，
但
是
這
牽
涉
到
問
題
變
得
更
複
雜
，
在
此

不
提
。
另
一
方
面
，
章
巽
先
生
極
為
具
體
的
指
出
增
入
部
分
是
北
藏
本
及
徑
山
本
。
但
是
果
然
是
那
樣
嗎
？
現

在
我
們
首
先
應
該
做
的
是
逐
個
的
來
驗
證
明
代
以
後
︽
西
域
記
︾
相
關
的
原
文
是
否
有
增
入
的
部
分
。 

事
實
上
關
於
在
明
代
刊
刻
的
藏
經
到
今
天
為
止
本
來
就
不
是
那
麼
明
確
，
除
了
嘉
興
藏
︵
徑
山
藏
、
方
冊

本
︶
都
處
於
無
法
看
到
實
物
的
艱
難
狀
況
。
到
了
近
年
洪
武
南
藏
︵
初
刻
南
藏
︶
和
永
樂
北
藏
的
全
藏
影
印
出

版
，
另
外
雖
然
只
有
一
部
份
，
︽
中
華
大
藏
經
︾
用
永
樂
南
藏
為
底
本
，
彼
此
間
的
比
較
就
變
的
可
能
。
單
就

︽
西
域
記
︾
來
說
，
現
在
才
具
備
了
調
查
所
有
原
文
的
條
件
。

據
筆
者
的
調
查
，
結
果
如
下
。
這
裡
也
包
含
清
代
的
龍
藏
以
提
供
參
考
。

　
　

明
洪
武
南
藏　
　

×

　
　

明
永
樂
南
藏　
　

○

　
　

明
永
樂
北
藏　
　

×

　
　

明
萬
曆
嘉
興
藏　

○

　
　

清
龍
藏　
　
　
　

○

收
錄
在
︽
中
華
大
藏
經
︾
第
六
十
冊
︽
西
域
記
︾
卷
十
一
是
以
︿
金
藏
廣
勝
寺
本
﹀
為
底
本
䔮

，
在
其

校
勘
記
裡
註
有
﹁
七
三
一
頁
上
三
行
與
四
行
之
間
、
﹃
南
﹄
、
﹃
徑
﹄
、
﹃
清
﹄
有
︹
僧
伽
羅
國…

…
無
量
功

德
︺
附
文
五
百
一
十
六
字
。
此
段
文
字
為
明
代
人
後
加
。
茲
據
南
藏
本
附
于
卷
後
、
以
供
參
考
。
﹂
鐁

。
順
便

一
提
章
巽
先
生
所
指
出
的
明
北
藏
本
裏
看
不
到
增
入
的
部
分
㜊

。
我
認
為
章
巽
先
生
只
看
了
嘉
興
藏
本
，
而
沒

有
實
際
的
檢
查
了
北
藏
本
吧
。
在
嘉
興
藏
的
︽
刻
藏
緣
起
︾
︿
刻
藏
凡
例
﹀
𨫀

開
頭
第
一
條
裏
有
﹁
南
北
宋

元
四
藏
、
惟
北
藏
本
較
善
、
是
刻
故
以
北
藏
為
主
﹂
，
所
以
一
般
上
嘉
興
藏
被
認
為
以
北
藏
為
底
本
使
用
。
或

許
是
章
巽
先
生
對
於
那
樣
的
說
法
沒
有
經
過
批
判
就
採
用
了
吧
。
但
實
際
上
北
藏
本
︽
西
域
記
︾
裡
增
入
的
部

份
是
並
不
存
在
的
。
嘉
興
藏
本
採
用
冊
子
本
的
形
體
出
版
，
容
易
翻
讀
，
所
以
一
般
廣
受
歡
迎
。
加
上
因
應
世

間
的
需
求
，
在
嘉
興
楞
嚴
寺
印
刷
販
賣
，
所
以
流
傳
頗
為
廣
泛
，
近
來
過
去
︽
西
域
記
︾
的
原
文
大
體
上
都
是

承
襲
著
這
個
版
本
。
嘉
興
藏
的
刻
印
原
本
從
很
早
就
構
思
了
，
到
了
萬
曆
初
年
才
漸
漸
的
正
式
發
議
。
同
十
七

年
在
山
西
的
五
臺
山
開
始
雕
造
。
但
是
五
臺
山
位
於
北
方
寒
冷
地
帶
，
在
工
匠
的
安
排
上
諸
多
不
便
，
在
萬
曆

二
十
年
移
轉
到
浙
江
餘
杭
的
徑
山
。
該
刻
藏
除
了
正
藏
以
外
，
包
含
了
續
藏
、
又
續
藏
，
繼
續
刻
到
清
朝
初

年
。
端
看
︽
西
域
記
︾
其
版
刻
似
乎
完
成
於
西
元
一
六
四
六
年
。
看
︿
嘉
興
藏
本
﹀
的
︽
西
域
記
︾
第
十
二
卷

末
的
刊
記
，
記
有
﹁
嘉
興
府
楞
嚴
寺
經
坊
餘
貲
刻
此
大
唐
西
域
記
／
十
一
、
十
二
卷
計
字
二
万
四
百
八
十
該
銀

十
／
兩
二
錢
四
分
丙
戌
年
季
春
月
般
若
堂
識
﹂
。
這
裡
記
的
是
在
丙
戌
年
刻
成
，
沒
有
寫
年
號
。
這
時
期
、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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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本
也
是
︽
四
庫
全
書
︾
本
的
底
本
。
以
下
的
文
稍
長
，
是
引
用
︽
西
域
記
︾
的
四
庫
提
要
𤦭

。

浙
江
鮑
士
恭
家
藏
本

唐
釋
玄
奘
譯
，
辯
機
撰
。
玄
奘
事
蹟
，
具
舊
《
唐
書
》
列
傳
。
晁
公
武
《
讀
書
志
》
載
是
書
，
作
玄
奘

撰
，
不
及
辯
機
。
鄭
樵
《
通
志
藝
文
略
》
則
作
《
大
唐
西
域
記
》
十
二
卷
，
玄
奘
撰
；
《
西
域
記
》

十
二
卷
，
辯
機
撰
，
又
分
為
兩
書
。
惟
陳
振
孫
《
書
錄
解
題
》
作
大
唐
三
藏
法
師
玄
奘
譯
，
大
總
持
寺

僧
辯
機
撰
，
與
今
本
合
。
考
是
書
後
有
辯
機
序
，
略
云
：
「
玄
奘
法
師
，
以
貞
觀
三
年
，
褰
裳
遵
路
，

杖
錫
遐
征
，
薄
言
旋
軔
，
謁
帝
洛
陽
，
肅
承
明
詔
，
載
令
宣
譯
。
」
辯
機
為
大
總
持
寺
弟
子
，
撰
斯
方

志
，
則
陳
氏
所
言
，
為
得
其
實
矣
。
昔
宋
法
顯
作
《
佛
國
記
》
，
其
文
頗
略
，
《
唐
書
》
西
域
列
傳
，

較
為
詳
核
。
此
書
所
序
諸
國
，
又
多
《
唐
書
》
所
不
載
，
則
史
所
錄
者
，
朝
貢
之
邦
，
此
所
記
者
，
經

行
之
地
也
。
《
讀
書
志
》
載
有
玄
奘
自
序
，
此
本
佚
之
。
惟
前
有
尚
書
左
僕
射
燕
國
公
張
說
序
，
後
有

辯
機
自
序
，
句
下
閒
有
註
文
，
或
曰
唐
言
某
某
，
或
曰
某
印
度
境
，
疑
為
原
註
。
又
有
校
正
譯
語
，
云

舊
作
某
某
者
，
及
每
卷
之
末
，
附
有
音
釋
，
疑
為
後
人
所
加
。
第
十
一
卷
僧
伽
羅
國
條
中
有
明
永
樂
三

年
太
監
鄭
和
見
國
王
阿
烈
苦
柰
兒
事
。
是
今
之
錫
蘭
山
，
即
古
之
僧
伽
羅
國
也
，
至
祈
福
民
庶
作
無
量

功
德
，
共
三
百
七
十
字
，
亦
註
者
附
記
之
語
，
吳
氏
刊
本
，
誤
連
入
正
文
也
。
所
列
凡
一
百
三
十
八
國

中
，
摩
揭
陀
一
國
，
釐
為
八
、
九
兩
卷
，
記
載
獨
詳
，
所
述
多
佛
典
因
果
之
事
，
而
學
其
地
以
實
之
。

晁
公
武
《
讀
書
志
》
稱
玄
奘
至
天
竺
求
佛
書
，
因
記
其
所
歷
諸
國
，
凡
風
俗
之
宜
，
衣
服
之
制
，
幅
口

已
實
質
上
滅
亡
了
，
清
軍
從
北
方
如
怒
濤
般
的
不
斷
進
攻
而
來
，
丙
戌
年
在
清
朝
年
號
是
順
治
三
年
，
在
前
一

年
的
順
治
二
年
多
爾
袞
親
王
的
清
軍
降
伏
了
佔
領
南
京
的
福
王
，
隔
年
順
治
三
年
，
也
就
是
本
書
刻
版
之
年
，

在
福
州
就
任
帝
位
的
唐
王
被
捕
獲
，
在
紹
興
據
領
的
魯
王
敗
退
。
如
果
從
歷
史
上
看
的
話
，
明
清
鼎
革
的
歸
趨

是
清
楚
的
，
但
在
江
南
的
嘉
興
府
裡
依
然
有
許
多
人
不
屑
於
採
用
清
朝
年
號
。
方
冊
藏
經
的
︽
西
域
記
︾
因
在

這
一
年
刻
印
，
所
以
不
稱
年
號
，
只
寫
﹁
丙
戌
年
﹂
。
這
個
時
期
有
無
條
件
採
用
北
藏
本
為
刻
印
︽
西
域
記
︾

的
底
本
難
以
知
曉
，
至
少
南
藏
本
的
話
，
就
勿
須
懷
疑
其
使
用
的
方
便
了
。
事
實
上
，
嘉
興
藏
僧
伽
羅
國
條
裏

就
使
用
了
增
入
的
原
文
。
無
論
如
何
，
在
增
入
版
本
當
中
最
古
老
的
就
是
永
樂
南
藏
，
之
後
增
入
原
文
的
都
從

該
本
衍
生
出
來
的
。

參
、
增
入
本
的
傳
承

那
麼
永
樂
南
藏
開
始
的
增
入
本
，
明
清
時
期
中
是
如
何
傳
承
的
呢
？
︽
西
域
記
︾
的
原
文
大
致
上
可
分
為

藏
經
本
與
藏
外
本
。
在
上
節
概
述
了
藏
經
本
，
這
裡
也
想
簡
單
的
提
一
下
藏
外
本
。
若
佛
家
以
外
的
一
般
人
士

讀
︽
西
域
記
︾
的
話
，
其
使
用
的
原
文
一
般
以
藏
外
本
為
多
，
其
影
響
還
是
藏
外
本
比
較
大
。

︽
西
域
記
︾
在
明
代
以
前
藏
外
本
不
存
在
，
因
此
一
般
人
們
讀
︽
西
域
記
︾
有
一
定
的
困
難
，
而
且
事

實
上
這
著
作
到
近
代
為
止
沒
有
被
廣
泛
閱
讀
的
行
跡
。
在
今
日
對
於
享
有
古
典
名
著
的
高
譽
、
無
人
不
知
的
本

書
，
這
樣
的
事
實
或
許
可
說
是
稍
感
意
外
。
在
民
間
最
初
出
版
的
︽
西
域
記
︾
是
明
末
萬
曆
年
間
吳
氏
刊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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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廣
隘
，
物
產
之
豐
嗇
，
悉
學
其
梗
概
，
蓋
未
詳
檢
是
書
，
特
姑
據
名
為
說
也
。
我
皇
上
開
闢
天
西
，

咸
歸
版
籍
，
欽
定
西
域
圖
志
，
徵
實
傳
信
，
凡
前
代
傳
聞
之
說
，
一
一
釐
正
。
此
書
侈
陳
靈
異
，
尤
不

足
稽
，
然
山
川
道
里
，
亦
有
互
相
證
明
者
，
姑
錄
存
之
，
備
參
考
焉
。

在
這
裡
也
有
提
及
僧
伽
羅
國
條
增
入
一
事
，
但
從
提
要
看
起
來
似
乎
只
有
從
﹁
今
之
錫
蘭
山
﹂
到
﹁
祈

福
民
庶
作
無
量
功
德
﹂
三
百
七
十
字
為
註
者
附
記
而
加
入
的
，
因
註
有
﹁
吳
氏
刊
本
，
誤
連
入
正
文
也
﹂
。
前

接
的
一
百
四
十
六
字
則
認
為
不
是
增
入
的
。
確
實
關
於
這
部
分
，
如
果
沒
有
和
更
舊
的
原
文
比
較
的
話
，
只
從

文
面
上
是
難
以
輕
易
的
做
判
斷
的
，
從
當
時
原
文
流
傳
的
情
況
看
來
也
無
法
歸
咎
於
此
。
︽
四
庫
全
書
︾
本
的

︽
西
域
記
︾
是
依
據
浙
江
的
鮑
士
恭
家
藏
本
妰

。
提
要
中
提
到
﹁
吳
氏
刊
本
﹂
給
人
稍
有
唐
突
的
感
覺
，
那
可

能
是
因
為
鮑
士
恭
進
呈
本
即
吳
氏
刊
本
已
成
為
暗
默
的
前
提
，
所
以
吳
氏
刊
本
裏
有
增
入
部
分
。
那
麼
到
底
吳

氏
刊
本
是
怎
麼
樣
的
版
本
呢
？

吳
氏
名
琯
、
字
仲
虛
、
號
中
雲
。
原
籍
福
建
漳
浦
。
隆
慶
五
年
的
進
士
、
曾
任
婺
源
縣
令
等
，
離
任
後
、

在
安
徽
的
歙
縣
建
構
了
﹁
西
爽
堂
﹂
從
事
出
版
事
業
𡢿

。
西
爽
堂
的
刻
書
有
﹃
合
刻
山
海
經
水
經
注
﹄
二
種

五
十
八
卷
︵
萬
曆
十
三
年
．
一
五
八
五
︶
、
︽
三
國
志
︾
六
十
五
卷
、
︽
晉
書
︾
一
百
三
十
卷
、
︽
詩
紀
︾

一
百
五
十
六
卷
︵
萬
曆
四
十
一
年
．
一
六
一
三
︶
、
︽
古
今
逸
史
︾
五
十
五
種
等
，
可
知
主
要
從
事
比
較
大
部

頭
著
作
之
出
版
。
其
活
動
主
要
是
在
萬
曆
年
間
，
根
據
目
錄
等
在
崇
禎
四
年
也
刊
印
出
版
了
王
徵
的
︽
新
制
諸

器
圖
說
︾
一
卷
𡢃

。
︽
西
域
記
︾
也
是
吳
氏
西
爽
堂
的
刻
書
之
一
，
這
在
今
日
是
極
為
稀
有
的
傳
本
𧒄

。
很

可
能
是
在
萬
曆
年
間
刊
印
出
版
的
吧
。
該
吳
氏
在
刊
行
︽
西
域
記
︾
，
是
選
什
麼
為
底
本
的
呢
？
就
如
以
上
所

看
到
的
，
這
時
期
嘉
興
藏
未
見
刻
成
，
故
不
得
不
認
為
那
是
依
據
永
樂
南
藏
的
。
但
看
吳
氏
刊
本
各
卷
末
裏
附

載
的
音
釋
，
從
卷
一
到
卷
八
使
用
由
福
州
藏
而
來
的
相
當
詳
細
的
音
釋
覺
得
有
些
奇
異
。
卷
九
以
後
，
只
有
卷

十
對
僅
有
七
語
有
簡
單
的
音
釋
，
這
部
分
基
本
上
與
南
藏
是
一
致
的
媡

。
那
麼
如
果
說
吳
氏
刊
本
是
混
合
使
用

福
州
藏
與
永
樂
南
藏
為
底
本
的
呢
，
未
必
正
確
。
在
福
州
藏
裏
，
︽
西
域
記
︾
從
卷
一
到
卷
八
收
藏
在
轉
字
凾

裏
，
卷
九
到
卷
十
二
收
藏
在
疑
字
凾
裏
。
而
且
通
常
音
釋
是
每
一
凾
附
有
獨
立
的
字
音
帖
。
所
以
把
吳
氏
設
定

為
取
福
州
版
的
轉
字
凾
音
釋
，
再
把
它
替
換
到
永
樂
南
藏
卷
末
的
音
義
的
話
是
比
較
容
易
理
解
的
。
永
樂
南
藏

本
的
音
釋
，
卷
二
有
十
語
、
卷
四
五
語
、
卷
五
三
語
、
卷
七
、
卷
八
各
五
語
、
卷
十
七
語
、
卷
十
二
一
語
、
只

有
極
為
簡
單
的
音
釋
而
已
，
其
他
卷
裏
完
全
沒
有
附
任
何
音
釋
。
從
此
看
來
福
州
藏
的
字
凾
音
釋
對
吳
氏
來
說

是
非
常
的
有
魅
力
的
。
只
是
吳
氏
不
幸
的
沒
法
獲
得
疑
字
凾
的
音
釋
，
所
以
從
卷
九
到
卷
十
二
無
法
使
用
福
州

藏
的
音
釋
。
結
果
永
樂
南
藏
卷
末
音
義
只
存
有
卷
十
的
七
語
而
已
㛢

。

接
下
來
我
覺
得
有
必
要
在
此
整
理
一
下
有
關
永
樂
南
藏
的
問
題
。
明
朝
太
祖
洪
武
帝
計
畫
刻
印
大
藏
經

並
實
行
之
。
但
該
藏
經
的
實
物
不
見
了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
就
好
像
是
夢
幻
的
藏
經
。
然
而
正
在
日
中
戰
爭
的

一
九
三
八
年
，
根
據
支
那
內
學
院
的
調
查
，
從
四
川
成
都
市
附
近
的
崇
慶
縣
的
上
古
寺
發
現
了
該
藏
的
全
藏

𣵛

。
被
稱
為
洪
武
南
藏
︵
初
刻
南
藏
︶
就
是
該
藏
，
在
今
日
以
明
朝
最
初
的
藏
經
廣
為
人
知
道
。
然
而
到
了
永

樂
五
年
，
安
置
此
藏
經
版
片
的
南
京
天
禧
寺
發
生
火
災
，
所
有
的
經
版
都
化
為
烏
有
。
因
此
永
樂
帝
就
開
彫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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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的
藏
經
，
就
是
後
來
的
永
樂
南
藏
，
也
稱
為
再
刻
南
藏
。
此
藏
經
在
永
樂
十
七
年
完
成
㚰

。
一
般
認
為
因
為

洪
武
南
藏
的
版
片
全
部
燒
毀
，
所
以
永
樂
南
藏
全
都
是
重
新
再
雕
刻
的
。
但
是
到
了
近
年
野
澤
佳
美
氏
發
表
了

這
樣
的
新
的
說
法
：
因
永
樂
五
年
發
生
的
火
災
而
被
燒
毀
的
洪
武
南
藏
的
版
片
只
是
當
中
的
一
部
分
，
永
樂
南

藏
是
利
用
洪
武
南
藏
的
版
片
而
重
新
再
編
集
的
。
其
根
據
大
約
如
下
。
洪
武
南
藏
的
續
藏
是
在
永
樂
十
二
年
末

完
成
刻
版
的
，
隔
年
有
好
幾
個
寺
院
在
南
京
請
求
﹁
大
藏
經
﹂
。
這
﹁
大
藏
經
﹂
不
可
能
是
永
樂
南
藏
，
必
定

是
洪
武
南
藏
。
而
且
四
川
省
圖
書
館
所
藏
的
洪
武
南
藏
是
永
樂
十
四
年
蜀
王
朱
椿
奏
請
其
兄
永
樂
帝
下
賜
而
得

的
，
由
此
可
知
當
時
洪
武
南
藏
時
還
存
在
著
的
。
另
一
方
面
，
永
樂
南
藏
是
在
永
樂
十
七
年
完
成
的
，
中
間
只

相
隔
四
年
，
這
樣
的
時
間
彫
造
一
部
大
藏
經
實
在
是
太
短
了
鉟

。

那
︽
西
域
記
︾
是
否
是
利
用
洪
武
藏
的
版
片
呢
，
這
大
概
不
太
可
能
。
為
什
麼
呢
？
因
為
只
要
永
樂
南
藏

有
增
入
鄭
和
的
記
事
，
就
只
能
是
新
的
刻
版
。
以
上
是
水
谷
真
成
氏
對
補
刻
所
提
及
的
。
若
從
野
澤
氏
的
新
說

來
看
，
那
樣
的
指
摘
在
某
個
意
思
上
可
說
是
有
的
。
因
為
當
時
有
關
明
藏
並
不
那
麼
廣
為
人
知
，
因
此
水
谷
氏

不
得
不
那
樣
說
，
但
其
想
法
並
沒
有
偏
離
太
多
。
順
便
一
提
今
日
我
們
看
得
到
的
永
樂
南
藏
本
的
︽
西
域
記
︾

果
然
是
後
來
的
補
刻
，
無
法
確
認
原
刻
本
婹

。
但
這
補
刻
是
因
為
原
來
的
板
片
磨
損
不
能
再
使
用
而
補
刻
的
，

應
該
是
忠
實
的
按
照
原
刻
本
而
模
刻
的
，
所
以
僧
伽
羅
國
的
增
入
部
分
應
該
是
在
永
樂
年
間
的
原
刻
時
增
入
的

吧
。

繼
續
來
看
關
於
藏
外
本
。
吳
氏
刊
本
以
後
出
現
的
版
本
有
二
種
，
皆
收
錄
在
清
朝
而
且
是
中
期
以
後
刊
行

的
叢
書
裏
。
首
先
是
張
海
鵬
的
︽
墨
海
金
壺
︾
所
收
本
，
在
嘉
慶
十
六
年
︵
一
八
一
一
︶
刊
行
𨪁

。
這
一
版

本
裏
有
增
入
部
分
，
但
五
百
十
六
字
當
中
前
半
的
一
百
四
十
六
字
︵
從
僧
伽
羅
國
古
之
師
子
國
到
精
意
懇
祈
靈

祥
隨
至
︶
是
以
大
字
印
出
，
後
半
的
三
百
七
十
字
︵
從
今
之
錫
蘭
山
到
無
量
功
德
︶
以
雙
行
割
注
，
明
顯
的
是

承
接
提
要
的
說
法
，
將
吳
氏
刊
本
裏
以
大
字
印
的
後
半
三
百
七
十
字
改
為
這
樣
的
注
文
形
式
。
單
從
這
裡
來
看

的
話
，
可
以
考
慮
︽
墨
海
金
壺
︾
本
不
是
從
吳
氏
刊
本
，
而
是
以
四
庫
全
書
本
為
底
本
的
，
但
到
底
底
本
是
吳

氏
刊
本
還
是
四
庫
全
書
本
還
有
研
究
的
餘
地
。
因
為
在
︽
墨
海
金
壺
︾
本
裏
，
與
吳
氏
刊
本
一
樣
，
第
一
卷
的

卷
末
裏
附
有
對
從
﹁
猷
﹂
字
開
始
共
五
十
四
語
的
序
文
的
音
釋
以
及
從
﹁
屈
支
﹂
開
始
共
八
十
一
語
的
第
一
卷

音
釋
。
與
此
相
對
的
，
四
庫
全
書
本
至
少
依
據
文
淵
閣
本
來
看
的
話
，
序
文
的
音
釋
是
缺
少
的
。
因
此
，
如
果

︽
墨
海
金
壺
︾
本
全
部
都
是
以
四
庫
全
書
本
為
底
本
的
話
，
就
無
法
說
明
其
序
文
音
釋
是
從
何
而
來
的
。
從
這

點
看
來
，
不
得
不
認
為
︽
墨
海
金
壺
︾
本
也
是
直
接
的
承
接
自
吳
氏
刊
本
。

另
一
個
版
本
是
︽
守
山
閣
叢
書
︾
所
收
錄
的
，
於
道
光
年
間
刊
行
。
︽
守
山
閣
叢
書
︾
是
錢
熙
祚
在
道
光

年
間
取
得
張
海
鵬
︽
墨
海
金
壺
︾
的
殘
版
後
補
訂
刊
行
的
。
但
是
錢
氏
認
為
︽
西
域
記
︾
諸
本
有
許
多
錯
誤
，

﹁
昭
文
張
氏
所
刊
︵
即
︽
墨
海
金
壺
︾
本
︶
尤
甚
﹂
，
以
嘉
興
藏
加
以
校
正
。
關
於
問
題
的
增
入
部
分
也
認
為

後
人
的
附
益
而
非
三
藏
原
文
並
全
部
刪
除
𡡢

。
到
了
這
裡
永
樂
南
藏
開
始
增
入
的
部
分
終
於
被
刪
除
掉
鍴

。

整
理
上
述
的
內
容
，
明
代
以
後
的
︽
西
域
記
︾
諸
版
本
的
傳
承
關
係
可
圖
示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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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興
藏
本 

↓ 

青
龍
藏
本
︵
藏
經
本
︶

永
樂
南
藏
本　
　
　
　
　
　
　
　

四
庫
全
書
︵
藏
外
本
︶

　
　
　
　
　
　
　

吳
氏
刊
本

　
　
　
　
　
　
　
　
　
　
　
　
　

墨
海
金
壺 

↓ 

守
山
閣
叢
書
︵
藏
外
本
︶

肆
、
鄭
和
的
參
與

如
果
把
僧
伽
羅
國
的
記
事
最
初
在
卷
十
一
增
入
︽
西
域
記
︾
的
永
樂
南
藏
看
成
是
在
永
樂
十
七
年

︵
一
四
一
九
︶
刻
成
全
藏
的
話
，
那
增
入
的
部
分
就
是
發
生
在
可
說
是
該
記
事
的
主
角
鄭
和
︵
一
三
七
一—

一
四
三
四
︶
尚
在
世
的
時
候
了
。
為
了
推
測
增
入
的
部
分
是
什
麼
樣
的
經
緯
而
成
的
，
首
先
要
先
確
認
這
記
事

所
記
的
事
件
。
鄭
和
俘
獲
錫
蘭
山
國
王
亞
烈
苦
柰
兒
︵A

lagakkon
ā ra

︶
帶
回
南
京
是
在
其
第
三
次
航
海
的
時

候
，
該
航
海
時
從
永
樂
七
年
︵
一
四○
九
︶
到
永
樂
九
年
︵
一
四
一
一
︶
。
該
事
件
在
︽
明
太
宗
實
錄
︾
永
樂

九
年
六
月
條
裏
有
記
載
，
以
下
是
其
摘
要
㳍

。

（
永
樂
九
年
六
月
）
乙
巳
內
官
鄭
和
等
使
西
洋
諸
番
國
還
，
獻
所
俘
錫
蘭
山
國
王
亞
烈
苦
柰
兒
，
竝
其

家
屬
。
和
等
初
使
諸
番
至
錫
蘭
山
，
亞
烈
苦
柰
兒
侮
慢
不
敬
，
欲
害
和
，
和
覺
而
去
。
亞
烈
苦
柰
兒
又

不
輯
睦
鄰
國
，
屢
邀
劫
其
往
來
使
臣
，
諸
番
皆
苦
之
。
及
和
歸
復
經
錫
蘭
山
，
遂
誘
和
至
國
中
，
令
其

子
納
顏
索
金
銀
寶
物
。
不
與
，
潛
發
番
兵
五
萬
餘
劫
和
舟
，
而
伐
木
拒
險
絕
和
歸
路
，
使
不
得
相
援
。

和
等
覺
之
，
即
擁
眾
回
船
。
路
已
阻
絕
，
和
與
其
下
曰
，
賊
大
眾
既
出
，
國
中
必
虛
，
且
謂
我
客
軍
孤

怯
不
能
有
為
，
出
其
不
意
攻
之
，
可
以
得
志
，
乃
潛
令
人
由
他
道
至
船
，
俾
官
軍
盡
死
力
拒
之
，
而
躬

率
所
領
兵
二
千
餘
，
由
間
道
急
功
王
城
，
破
之
。
生
擒
亞
烈
苦
柰
兒
并
家
屬
頭
目
，
番
軍
復
圍
城
，
交

戰
數
合
，
大
敗
之
，
遂
以
歸
。
群
臣
請
誅
之
，
上
憫
其
愚
無
知
，
命
姑
釋
之
，
給
與
衣
食
，
命
禮
部

議
，
擇
其
屬
之
賢
者
，
立
為
王
以
承
國
祀
。

據
實
錄
，
鄭
和
在
永
樂
九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凱
旋
歸
國
𠪴

。
另
外
根
據
增
入
部
，
那
之
後
不
久
，
到
永
樂
九

年
七
月
九
日
舉
行
了
盛
大
的
佛
牙
奉
迎
儀
式
。
在
實
錄
的
記
事
裏
完
全
沒
有
提
到
佛
牙
，
而
在
增
入
部
裏
，
戰

鬪
的
事
跡
也
有
相
當
的
著
墨
，
但
仔
細
一
讀
，
發
現
主
題
始
終
都
是
圍
繞
在
佛
牙
的
請
來
。
讓
人
覺
得
在
這
裡

似
乎
有
什
麼
關
鍵
。

然
而
到
了
最
近
，
有
和
︽
西
域
記
︾
卷
十
一
增
入
部
幾
乎
同
樣
的
原
文
在
永
樂
帝
贈
與
西
藏
活
佛
哈
立
麻

喇
嘛
︵
葛
瑪
派
五
世 D

e bzhin gshegs pa

︶
的
敕
書
中
可
看
到
這
樣
的
驚
人
報
告
。
現
在
方
便
比
較
，
請
參
照

附
在
文
末
的
對
照
原
文
的
粗
體
。
報
告
這
一
致
的
是
南
京
大
學
的
劉
迎
勝
教
授
䪖

。
同
教
授
找
到
宋
伯
胤
氏

過
去
介
紹
的
，
西
藏
各
處
發
見
的
計
十
二
件
明
代
誥
敕
當
中
賜
與
哈
立
麻
喇
嘛
的
敕
書
的
文
章
，
和
嘉
興
藏
本

的
︽
西
域
記
︾
僧
伽
羅
國
條
的
增
入
部
基
本
上
是
一
致
的
，
因
此
推
測
這
增
入
部
的
原
文
是
從
永
樂
十
一
年
的

敕
書
來
的
，
或
兩
者
來
自
共
通
的
史
源
。
的
確
比
較
兩
者
看
看
，
其
一
致
性
是
顯
而
可
見
的
，
因
此
兩
者
應
該

有
著
什
麼
樣
的
關
係
吧
。
特
別
是
除
實
錄
外
，
︽
明
史
︾
、
︽
星
槎
勝
覽
︾
等
與
鄭
和
相
關
聯
的
史
料
裏
，
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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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
山
王
的
名
字
寫
做
﹁
亞
烈
苦
柰
兒
﹂
，
但
只
有
在
︽
西
域
記
︾
增
入
部
和
敕
書
裏
，
也
皆
作
為
﹁
阿
烈
苦
柰

兒
﹂
，
不
禁
讓
人
想
到
其
密
切
的
關
係
。
但
這
一
致
性
不
只
是
永
樂
敕
書
和
嘉
興
藏
的
問
題
。
如
以
上
所
見
，

增
入
的
部
分
從
永
樂
南
藏
開
始
，
因
此
原
文
的
一
致
必
須
重
新
考
察
其
與
永
樂
南
藏
的
關
係
。

首
先
必
須
來
看
看
哈
立
麻
喇
嘛
這
個
人
。
永
樂
早
在
即
位
當
年
就
已
經
想
到
政
治
上
應
利
用
西
藏
佛
教
的

影
響
力
而
奉
迎
哈
立
麻
喇
嘛
，
哈
立
麻
因
此
在
永
樂
四
年
十
二
月
來
到
了
京
城
㦊

。
哈
立
麻
在
隔
年
永
樂
五
年

二
月
在
南
京
主
持
高
祖
高
皇
帝
和
孝
慈
高
皇
后
的
佛
事
僴

，
更
在
七
月
於
五
臺
山
為
大
行
皇
后
建
醮
㵩

。
他
辭

歸
西
藏
大
約
在
永
樂
六
年
四
月
㵌

。
永
樂
也
盡
其
所
能
的
款
待
，
哈
立
麻
的
來
訪
朝
野
學
國
的
關
注
。

另
一
方
面
鄭
和
第
一
次
航
海
歸
國
是
在
永
樂
五
年
九
月
𡎜

，
到
隔
年
六
年
九
月
受
命
再
度
出
使
煵

為
止
，

都
留
在
國
內
。
這
之
間
鄭
和
與
哈
立
麻
接
觸
的
可
能
性
很
高
。
如
之
後
所
敘
述
的
，
深
信
並
歸
依
佛
教
的
鄭

和
，
即
使
為
哈
立
麻
所
傾
倒
也
非
不
可
思
議
。
然
而
如
以
上
揭
示
的
，
如
果
對
哈
立
麻
頒
發
敕
書
是
在
永
樂

十
一
年
二
月
的
話
，
那
就
已
經
過
了
五
年
以
上
的
時
間
。
假
使
在
前
一
年
帶
回
佛
牙
的
鄭
和
，
這
時
候
已
經
受

命
第
四
次
出
海
，
為
了
航
海
的
準
備
而
還
留
在
南
京
。
聽
聞
了
自
己
敬
慕
不
已
的
哈
立
麻
的
受
賜
的
敕
書
中
，

記
錄
著
自
己
的
佛
牙
的
請
來
的
鄭
和
，
不
難
想
像
其
熱
切
的
想
要
得
到
該
文
的
全
文
，
而
且
這
對
鄭
和
也
是
極

為
簡
單
的
事
。
照
推
測
，
也
可
想
像
鄭
和
私
底
下
要
求
永
樂
在
敕
書
中
寫
入
與
自
己
的
佛
牙
請
來
有
關
的
事

實
。
再
說
為
了
更
廣
更
長
遠
的
流
傳
佛
牙
請
來
的
事
蹟
，
在
︽
西
域
記
︾
的
原
文
裡
暗
地
裡
加
入
敕
書
的
內
容

也
是
非
常
有
可
能
的
。

鄭
和
本
姓
馬
，
雲
南
的
回
族
出
生
，
但
是
位
熱
心
的
佛
教
徒
。
眾
所
周
知
明
代
的
宦
官
多
為
深
信
佛
教
的

歸
依
者
䋻

，
鄭
和
也
不
例
外
。
有
許
多
證
據
證
明
他
是
佛
教
徒
。
永
樂
元
年
︵
一
四○

三
︶
，
鄭
和
約
三
十
三

歲
已
經
受
菩
薩
戒
，
以
法
名
福
善
的
在
家
僧
的
身
分
刊
行
了
︽
佛
說
摩
利
支
天
經
︾
𨈘

。
不
僅
如
此
，
相
傳
鄭

和
也
常
常
印
造
藏
經
布
施
給
各
地
寺
院
。
按
年
代
列
舉
如
的
話
，
就
如
以
下
渏

。

　
　

永
樂
五
年
︵
一
四○

七
︶
靈
谷
禪
寺
︵
南
京
︶

　
　

永
樂
八
年
︵
一
四
一○

︶
雲
南
五
華
寺

　
　

永
樂
九
年
︵
一
四
一
一
︶
天
界
禪
寺
毘
廬
寶
閣
︵
南
京
︶

　
　

永
樂
十
三
年
︵
一
四
一
五
︶
福
建
南
山
三
峰
塔
寺
︵
長
樂
︶

　
　

永
樂
十
八
年
︵
一
四
二○

︶
鎮
江
金
山
禪
寺
︵
鎮
江
︶

　
　

永
樂
二
十
二
年
︵
一
四
二
四
︶
靜
海
禪
寺
︵
南
京
︶

　
　

宣
德
四
年
︵
一
四
二
九
︶
牛
頭
山
佛
窟
禪
寺
︵
南
京
︶

　
　

宣
德
五
年
︵
一
四
三○

︶
北
京
皇
后
寺
︵
北
京
︶

　
　

宣
德
五
年
︵
一
四
三○

︶
鷄
鳴
禪
寺
︵
南
京
︶

這
些
當
中
關
於
雲
南
的
五
華
寺
，
鄭
和
印
造
布
施
的
記
事
在
雲
南
省
圖
書
館
裡
留
有
以
下
的
題
記
𩃤

。

大
明
國
奉

佛
信
官
太
監
鄭
和
，
法
名
福
吉
祥
，
謹
發
誠
心
，
施
財
命
功
印
造
大
藏
尊
經
一
藏
，
計
六
伯
三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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凾
，
喜
捨
於
雲
南
五
華
寺
，
永
遠
長
生
供
養
。
以
此
殊
勳
，
上
祝
梵
圖
永
固
，
帝
道
遐
昌
，
佛
日
增

輝
，
法
輪
常
轉
，
海
晏
河
清
，
民
康
物
阜
。
所
冀
福
吉
祥
凡
奉
命
於
四
方
，
經
涉
海
洋
，
常
叨
恩
於
三

寶
，
自
他
俱
利
，
答
報
四
恩
，
均
資
三
有
，
法
界
有
情
，
同
緣
種
智
者
。

永
樂
十
八
年
歲
次
庚
子
五
月
吉
日
福
吉
祥
謹
題
。

這
題
記
是
在
永
樂
十
八
年
題
的
，
上
揭
︽
優
婆
塞
戒
經
︾
的
題
記
看
成
是
漏
了
﹁
十
﹂
字
而
成
永
樂
八
年

比
較
好
䓫

。
上
記
九
藏
當
中
，
若
假
定
布
施
給
雲
南
五
華
寺
是
永
樂
十
八
年
的
話
，
從
時
間
上
來
看
，
除
了
永

樂
五
年
、
永
樂
九
年
、
永
樂
十
三
年
的
藏
經
想
像
為
洪
武
南
藏
外
，
那
之
後
的
都
是
永
樂
南
藏
，
故
不
得
不
考

慮
在
其
︽
西
域
記
︾
裏
有
增
入
部
分
。
鄭
和
這
麼
熱
心
的
布
施
藏
經
，
若
認
為
是
因
為
有
著
這
樣
的
秘
密
是
否

太
過
了
呢
。

然
而
在
這
題
記
裏
法
名
福
善
寫
成
福
吉
祥
。
附
帶
一
提
這
法
名
是
藏
語 bsod-nam

s-bkra-shis 

的
漢
譯
，

有
此
一
說
鄭
和
皈
依
的
是
西
藏
佛
教
浗

。
若
是
這
樣
的
話
，
他
與
哈
立
麻
的
關
係
就
更
帶
有
真
實
的
味
道
了
。

另
外
，
也
有
人
認
為
取
材
自
﹁
鄭
和
下
西
洋
﹂
的
︽
三
寶
太
監
西
洋
記
︾
小
說
裏
航
海
的
守
護
神
金
碧
峰
事
實

上
就
是
哈
立
麻
𧹏

。
關
於
︽
西
洋
記
︾
的
金
碧
峰
有
各
種
說
法
，
筆
者
對
此
新
說
想
要
表
示
贊
同
。
哈
立
麻
實

際
上
當
然
沒
有
和
鄭
和
一
起
參
加
航
海
。
但
小
說
的
作
者
羅
懋
登
把
哈
立
麻
看
做
是
鄭
和
航
海
的
守
護
神
，
那

也
就
是
說
明
代
人
在
民
間
認
為
哈
立
麻
和
鄭
和
之
間
有
著
密
切
的
關
係
的
一
個
佐
證
吧
。

上
述
布
施
藏
經
的
事
實
已
足
於
想
像
鄭
和
傾
心
於
佛
教
，
到
了
最
近
又
出
現
了
一
個
講
述
鄭
和
的
佛
教

信
仰
的
證
據
灧

。
那
就
是
於
二○

○

二
年
浙
江
省
的
平
湖
報
本
塔
中
發
見
的
金
泥
書
寫
的
︽
妙
法
蓮
華
經
︾
。

這
經
卷
的
卷
末
裏
附
有
名
為
圓
瀞
的
僧
的
跋
，
在
其
後
的
蓮
華
紋
的
牌
記
中
更
記
有
鄭
和
的
發
願
文
。
﹁
大
明

國
奉
佛
信
官
鄭
和
，
法
名
福
吉
祥
，
發
心
鑄
造
鍍
金
舍
利
寶
塔
一
座
，
永
遠
長
生
供
養
。
所
冀
見
生
之
內
，
五

福
咸
臻
，
他
報
之
中
，
莊
嚴
福
壽
。
宣
德
七
年
九
月
初
三
日
意
。
﹂
這
似
乎
是
鑄
造
舍
利
塔
的
同
時
讓
其
書
寫

︽
法
華
經
︾
的
，
而
且
當
時
已
經
是
鄭
和
的
晚
年
時
期
了
。
鄭
和
對
佛
教
的
信
仰
似
乎
一
生
都
不
變
。
無
論
如

何
，
鄭
和
傾
心
於
佛
教
已
是
很
明
確
，
甚
至
到
用
敕
書
的
文
句
在
︽
西
域
記
︾
僧
伽
羅
國
條
裏
加
入
奉
迎
佛
牙

的
事
實
，
其
原
動
力
就
在
於
此
。

關
於
永
樂
南
藏
的
增
入
部
分
再
做
些
補
充
。
如
以
上
所
述
，
鄭
和
布
施
藏
經
的
佛
寺
大
部
分
都
是
南
京

的
寺
院
。
從
此
也
可
以
推
測
鄭
和
作
為
一
位
大
檀
越
對
南
京
佛
教
界
行
使
了
其
影
響
力
。
不
僅
如
此
，
彫
造

永
樂
南
藏
的
是
南
京
的
報
恩
寺
，
這
寺
院
是
天
禧
寺
燒
毀
後
，
永
樂
帝
為
了
稱
揚
父
母
的
恩
德
於
永
樂
十
年

︵
一
四
一
二
︶
建
立
的
，
鄭
和
自
己
擔
任
建
寺
的
監
工
官
沯

。
鄭
和
從
當
初
刻
印
永
樂
南
藏
時
就
與
現
場
有
強

大
的
聯
繫
。
因
此
不
僅
令
人
懷
疑
鄭
和
的
參
與
是
越
來
越
深
入
的
。

那
進
行
增
入
的
時
期
是
什
麼
時
候
呢
？
應
該
以
哈
立
麻
受
賜
敕
書
的
永
樂
十
一
年
二
月
為
上
限
，
完
成
永

樂
南
藏
的
永
樂
十
七
年
末
為
下
限
。
而
實
際
上
這
時
期
有
可
能
更
早
。
在
野
澤
佳
美
氏
的
說
法
，
永
樂
南
藏
在

逃
過
火
災
災
難
的
洪
武
南
藏
的
基
礎
上
重
新
開
編
應
該
是
在
永
樂
十
四
年
十
月
㳖

。
但
就
︽
西
域
記
︾
來
說
，

在
永
樂
五
年
遭
受
火
災
之
厄
難
的
同
書
的
重
刻
，
也
有
可
能
比
十
四
年
更
早
的
時
期
就
進
行
了
吧
。
和
給
哈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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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
的
敕
書
的
時
間
差
距
不
設
定
為
太
長
，
比
較
容
易
說
明
其
與
︽
西
域
記
︾
原
文
的
一
致
性
。
筆
者
認
為
從
永

樂
十
一
年
二
月
敕
書
下
賜
後
不
久
就
加
入
的
增
入
的
部
分
。
當
然
這
是
個
人
的
想
法
，
嚴
密
的
來
說
永
樂
十
一

年
二
月
以
後
到
永
樂
十
七
年
末
之
間
才
是
正
確
的
。

伍
、
小
結

明
代
以
後
刊
行
的
︽
大
唐
西
域
記
︾
卷
十
一
僧
伽
羅
國
條
裡
，
可
看
到
與
鄭
和
有
關
的
記
事
是
眾
所
周
知

的
事
實
。
但
這
些
增
入
是
始
自
於
何
時
怎
麼
樣
的
版
本
，
經
過
了
什
麼
樣
的
經
緯
等
等
，
這
些
到
目
前
為
止
並

不
是
那
麼
明
確
。
本
文
詳
細
的
檢
討
了
各
種
版
本
，
找
出
從
永
樂
南
藏
開
始
以
及
他
們
的
傳
承
關
係
，
更
從
與

近
年
新
發
現
的
永
樂
敕
書
的
關
係
出
發
，
也
勘
案
鄭
和
的
佛
教
信
仰
，
推
測
從
永
樂
十
一
年
到
永
樂
十
七
年
之

間
，
鄭
和
親
自
關
與
而
進
行
了
增
入
。
雖
然
只
不
過
是
指
出
了
一
小
事
實
，
但
是
如
果
對
︽
西
域
記
︾
的
研
究

以
及
鄭
和
的
事
研
究
有
所
幫
助
的
話
，
則
感
到
榮
幸
。

【
附
錄
一
】
《
西
域
記
》
增
入
部
分

僧
伽
羅
國
古
之
師
子
國
，
又
曰
無
憂
國
，
即
南
印
度
。
其
地
多
奇
寶
，
又
名
曰
寶
渚
。
昔
釋
迦
牟
尼
佛
化

身
名
僧
伽
羅
，
諸
德
兼
備
，
國
人
推
尊
為
王
，
故
國
亦
以
僧
伽
羅
為
號
也
。
以
大
神
通
力
，
破
大
鐵
城
，
滅
羅

剎
女
，
拯
恤
危
難
。
於
是
建
都
築
邑
，
化
導
是
方
，
宣
流
正
教
，
示
寂
留
牙
，
在
於
茲
土
，
金
剛
堅
固
，
歷
劫

不
壞
，
寶
光
遙
燭
，
如
星
粲
空
，
如
月
炫
宵
，
如
太
陽
麗
晝
。
凡
有
禱
禳
，
應
答
如
響
，
國
有
凶
荒
災
異
，
精

意
懇
祈
，
靈
祥
隨
至
。
︻
今
之
錫
蘭
山
，
即
古
之
僧
伽
羅
國
也
。
王
宮
側
有
佛
牙
精
舍
，
飾
以
眾
寶
，
輝
光
赫

奕
，
累
世
相
承
，
敬
禮
不
衰
。
今
國
王
阿
烈
苦
柰
兒
，
鎖
里
人
也
。
崇
祀
外
道
，
不
敬
佛
法
，
暴
虐
凶
悖
，
靡

恤
國
人
，
褻
慢
佛
牙
。
大
明
永
樂
三
年
，
皇
帝
遣
中
使
太
監
鄭
和
奉
香
花
往
詣
彼
國
供
養
。
鄭
和
勸
國
王
阿
烈

苦
柰
兒
敬
崇
佛
教
，
遠
離
外
道
。
王
怒
即
欲
加
害
，
鄭
和
知
其
謀
，
遂
去
。
後
復
遣
鄭
和
往
賜
諸
番
并
賜
錫
蘭

山
國
王
，
王
益
慢
不
恭
，
欲
圖
害
使
者
，
用
兵
五
萬
人
，
刊
木
塞
道
，
分
兵
以
劫
海
舟
。
會
其
下
預
泄
其
機
，

鄭
和
等
覺
，
亟
回
舟
。
路
已
阨
絕
，
潛
遣
人
出
舟
師
拒
之
，
和
以
兵
三
千
，
夜
由
間
道
，
攻
入
王
城
守
之
。
其

劫
海
舟
番
兵
，
乃
與
其
國
內
番
兵
，
四
面
來
攻
，
合
圍
數
重
。
攻
戰
六
日
，
和
等
執
其
王
，
凌
晨
開
門
，
伐
木

取
道
，
且
戰
且
行
，
凡
二
十
餘
里
，
抵
暮
始
達
舟
，
當
就
禮
請
佛
牙
至
舟
，
靈
驗
非
常
，
光
彩
照
耀
，
如
前
所

云
。
訇
延
震
驚
，
遠
見
隱
避
，
歷
涉
巨
海
，
凡
數
十
萬
里
，
風
濤
不
驚
，
如
履
平
地
，
獰
龍
惡
魚
，
紛
出
乎

前
，
怡
不
為
害
，
舟
中
之
人
，
皆
安
穩
快
樂
。
永
樂
九
年
七
月
初
九
日
至
京
師
。
皇
帝
命
於
皇
城
內
莊
嚴
旃

檀
，
金
剛
寶
座
貯
之
。
式
修
供
養
，
利
益
有
情
，
祈
福
民
庶
，
作
無
量
功
德
。
︼
︵
依
據
永
樂
南
藏
本
。
以

︻　

︼
括
起
來
的
後
半
部
是
因
版
本
不
同
在
夾
注
裡
註
示
的
部
分
。
︶

【
附
錄
二
】
永
樂
敕
書

大
明
皇
帝
致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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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行
具
足
十
方
最
勝
圓
覺
妙
智
慈
善
普
應
佑
國
演
教
如
來
大
寶
法
王
西
天
大
善
自
在
佛
：
朕
嘗
靜
夜
端
坐

宮
殿
，
見
圓
光
數
枚
，
如
虛
空
月
，
如
大
明
鏡
，
朗
然
洞
澈
。
內
一
大
圓
光
，
現
菩
提
寶
樹
，
種
種
妙
花
，
枝

柯
交
映
，
中
現
釋
迦
牟
尼
佛
像
，
具
三
十
二
相
，
八
十
種
好
。
瞻
視
逾
時
，
愈
加
顯
耀
心
生
，
歡
佛
法
興
隆
，

陰
口
皇
度
，
貺
茲
靈
異
，
亦
如
來
攝
取
受
功
至
，
有
是
嘉
徽
。
乃
命
工
用
黃
金
范
為
所
見
之
像
，
灌
頂
大
國
師

班
月
藏
卜
等
公
佈
祝
慶
讚
。
朕
曩
聞
僧
伽
羅
國
古
之
師
子
國
，
又
曰
無
憂
國
，
即
南
印
度
。
其
地
多
奇
寶
，
又

名
曰
寶
渚
，
今
之
錫
蘭
山
是
也
。
其
地
有
佛
牙
，
累
世
敬
祀
不
衰
。
前
遣
中
使
太
監
鄭
和
奉
香
花
往
詣
彼
國
供

養
。
其
國
王
阿
烈
苦
奈
兒
，
鎖
裡
人
也
。
崇
禮
外
道
，
不
敬
佛
法
，
暴
虐
凶
悖
，
靡
恤
國
人
，
褻
謾
佛
牙
。
太

監
鄭
和
勸
其
敬
崇
佛
教
，
遠
離
外
道
。
王
怒
，
即
欲
謀
害
。
使
臣
鄭
和
知
其
謀
，
遂
去
。
後
復
遣
鄭
和
往
次
諸

番
，
並
賜
錫
蘭
山
王
。
王
益
慢
不
恭
，
欲
圖
害
使
者
。
發
兵
五
萬
人
，
刊
木
塞
道
，
分
兵
以
劫
海
舟
。
會
其
下

洩
其
機
，
和
等
覺
。
亟
日
舟
路
已
厄
絕
，□

遣
人
出
舟
師
拒
之
。
和
以
兵
三
千
，
夜
由
間
返
攻
入
王
城
，
守

之
。
其
劫
海
舟
番
兵
，
乃
與
其
國
內
番
兵
，
四
面
來
攻
，
合
圍
數
重
，
攻
戰
六
日
。
和
等
執
其
王
，
凌
晨
開

門
，
伐
木
取
道
，
且
戰
且
行
，
凡
二
十
餘
裡
，
抵
暮
始
達
舟
。
當
就
禮
請
佛
牙
至
舟
，
夷
異
非
常
，
寶
光
遙
燭

如
星
粲
空
，
如
月
炫
宵
，
如
太
陽
麗
晝
。
訇
延
震
驚
，
遠
見
隱
避
。
歷
涉
巨
海
，
凡
數
十
萬
里
。
風
濤
不
驚
，

如
履
平
地
。
狩
龍
惡
魚
，
紛
出
乎
前
，
怡
不
為
害
。
舟
中
之
人
，
皆
安
穩
快
樂
。
永
樂
九
年
七
月
九
日
至
京
，

考
求
禮
請
佛
牙
之
日
，
正
朕
所
見
圓
光
佛
像
之
日
也
。
遂
命
工
莊
嚴
旃
檀
金
剛
寶
座
，
以
貯
佛
牙
。
於
是
城
內

式
修
供
養
，□

□
□
□

，
祈
福
民
庶
，
作
無
量
功
德
。
今
特
遣
內
侯
顯
等
致
所
鑄
黃
金
佛
像
於
如
來
，
以
此
無

量
之
因
，
用
作
眾
生
之
果
，
吉
祥
如
意
，
如
其
亮
之
。
永
樂
十
一
年
二
月
初
十
日
。

︵
宋
伯
胤
﹁
明
朝
中
央
政
權
致
西
藏
地
方
誥
敕
﹂
︽
藏
學
研
究
文
集
︾
︵
中
央
民
族
學
院
藏
學
研
究
所

編
，
北
京
：
民
族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五
，
頁
九
三—

九
四
。
迻
錄
的
錯
誤
或
誤
植
的
文
字
散
見
於
中
，
今
保
持

原
狀
。
︶

𤩐
︽
大
唐
西
域
記
︾
︵
︽
中
国
古
典
文
學
大
系
︾
第
二
十
二
卷
︶
，
東
京
：
平
凡
社
，
一
九
七
一
，
頁
四
四
一
。

𡡒
章
巽
校
點
本
︽
大
唐
西
域
記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七
，
頁
二
五
九
。
這
明
北
藏
本
以
後
才
開
始
的
說
法
，
章
巽
氏
的

︿
︽
大
唐
西
域
記
︾
闕
文
考
辨
﹀
︵
︽
文
史
︾
第
十
三
輯
，
一
九
八
二
，
頁
七
十
三
︶
中
也
重
複
提
到
。

䔮
︽
中
華
大
藏
經
︾
的
︽
西
域
記
︾
只
有
卷
十
一
及
卷
十
二
用
金
藏
，
其
他
使
用
高
麗
藏
本
。

鐁
︽
中
華
大
藏
經
︾
六
十
，
頁
七
三
八—

九
。

㜊 

看
︽
永
樂
北
藏
︾
︵
北
京
：
綫
裝
書
局
，
二○

○
○

︶
第
百
五
十
一
冊
，
頁
八
四
一
。 

𨫀
︽
刻
藏
緣
起
︾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支
那
內
學
院
刊
本
，
頁
五
十
二
。

𤦭
在
方
便
上
，
依
據
乾
隆
六
十
年
杭
州
本
︽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
。
︽
四
庫
全
書
︾
收
錄
的
各
書
卷
首
裏
提
示
的
提
要
多
少
有
些
差

別
，
但
那
些
差
別
和
本
論
的
主
旨
不
相
抵
觸
，
故
不
提
。

妰
提
要
上
是
如
此
記
載
的
，
應
該
是
沒
有
錯
，
加
上
從
︽
四
庫
採
進
書
目
︾
︵
商
務
印
書
館
，
一
九
六○

︶
看
︽
浙
江
省
第
四
次
鮑

士
恭
呈
送
書
目
︾
，
果
然
有
﹁
大
唐
西
域
記
十
二
卷
，
唐
釋
元
奘
譯
，
四
本
﹂
，
可
以
確
認
這
事
實
︵
頁
八
十
九
︶
。
在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發
刊
的
︽
浙
江
採
集
遺
書
總
錄
︾
庚
集
︵
釋
家
類
︶
裏
刊
載
了
︽
西
域
記
︾
，
加
了
﹁
大
唐
西
域
記
十
二
卷
，
刊
本
。

右
唐
釋
元
奘
譯
，
乃
翻
譯
西
域
各
國
風
土
為
撰
次
之
﹂
這
樣
的
解
說
，
當
然
是
同
樣
的
書
。
據
︽
四
庫
採
進
書
目
︾
，
除
了
︽
西

域
記
︾
是
鮑
士
恭
所
進
呈
的
書
以
外
，
︽
江
蘇
省
第
一
書
目
︾
︵
頁
二
十
七
︶
，
︽
河
南
省
呈
送
書
目
︾
︵
頁
一
五
六
︶
也
可
看

得
到
此
書
。
前
者
十
二
本
，
後
者
是
兩
本
。
兩
本
或
許
不
完
整
。
在
四
庫
全
書
館
彼
此
比
較
對
照
後
，
被
認
為
是
採
用
鮑
士
恭
進

呈
本
為
底
本
，
但
其
選
擇
的
基
本
標
準
是
不
明
確
的
。
從
今
日
的
觀
點
來
看
選
用
藏
經
本
也
沒
問
題
，
不
是
那
樣
結
果
顯
得
有

趣
。
近
年
刊
印
的
︽
四
庫
全
書
提
要
稿
輯
存
︾
︵
北
京
圖
書
館
出
版
社
，
二○

○

六
︶
收
錄
的
︽
江
蘇
採
輯
遺
書
目
錄
︾
︿
歸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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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覲
元
咫
進
齋
綠
絲
欄
抄
本
﹀
裏
也
看
得
到
︽
西
域
記
︾
，
共
十
三
卷
︵
︽
四
庫
採
進
書
目
︾
附
錄
裏
也
收
錄
為
︽
江
蘇
採
輯
遺

書
目
錄
簡
目
︾
，
頁
一
五
六
︶
。
這
可
能
是
別
出
音
釋
為
一
卷
的
本
子
，
似
為
藏
經
本
。

𡢿
參
照
劉
尚
恒
︽
徽
州
刻
書
與
藏
書
︾
︵
揚
州
：
廣
陵
書
社
，
二○

○

三
︶
頁
七
十
二
；
方
維
保‧

汪
應
澤
︽
徽
州
古
刻
書
︾
︵
瀋

陽
：
遼
寧
人
民
出
版
社
，
二○

○

四
︶
頁
五
十
三—

五
十
四
；
徐
學
林
︽
徽
州
刻
書
︾
︵
合
肥
：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
二○

○

五
︶

頁
八
八—

九○

等
。
但
在
最
後
這
冊
書
裏
吳
氏
刊
本
︽
西
域
記
︾
附
有
︽
音
釋
︾
一
卷
﹁
計
二
種
十
三
卷
﹂
，
不
曉
得
是
依
據
而

來
的
。

　

至
少
在
筆
者
調
查
的
吳
氏
刊
本
裏
，
不
附
有
獨
立
的
︽
音
釋
︾
。

𡢃
這
本
書
在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裏
收
藏
一
本
，
但
未
見
。

𧒄
據
︽
中
國
古
籍
善
本
書
目
︾
，
完
整
版
在
重
慶
圖
書
館
︵
羅
斯
福
圖
書
館
︶
裡
，
上
海
圖
書
館
︵
存
卷
一
至
八
︶
，
北
京
市
文
物

局
︵
存
卷
不
明
︶
藏
有
殘
本
。
筆
者
有
幸
看
到
前
二
者
，
因
為
都
是
兩
卷
為
一
冊
，
所
以
重
慶
本
有
六
冊
，
上
海
本
有
四
冊
。
綫

裝
本
，
左
右
雙
邊
，
有
界
。
每
半
葉
十
行
，
白
口
，
版
心
題
為
︿
西
域
記
﹀
。
因
無
刊
記
之
類
的
，
所
以
遺
憾
的
正
確
的
刊
行
年

份
不
明
。
重
慶
本
為
張
起
元
︵
不
詳
︶
的
舊
藏
書
，
上
海
本
為
于
右
任
的
舊
藏
書
。

媡
更
正
確
的
來
說
，
在
永
樂
南
藏
本
卷
十
二
末
也
有
一
語
的
音
釋
，
可
能
是
被
忽
略
了
。

㛢
福
州
藏
的
音
義
使
用
反
切
的
﹁
反
﹂
字
，
而
永
樂
南
藏
使
用
﹁
切
﹂
字
。
這
也
是
兩
者
音
釋
的
體
例
上
很
大
的
差
別
。

𣵛
現
在
為
四
川
省
圖
書
館
所
藏
，
一
九
九
九
，
四
川
省
佛
教
協
會
刊
行
了
影
印
版
二
四
二
冊
。

㚰
參
照
張
新
鷹
︿
關
於
佛
教
大
藏
經
的
一
些
資
料
﹀
︽
世
界
宗
教
資
料
︾
一
九
八
一
，
第
四
期
，
三
十
七
頁
。
或
中
國
佛
教
協
會
編

︽
中
國
佛
教
︾
五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出
版
社
，
二○

○

四
︶
之
︿
三
十
一
，
洪
武
南
藏
﹀
︿
三
十
二
，
永
樂
南
藏
﹀
︵
皆
為
呂
澂

執
筆
︶
。
唯
後
者
把
天
禧
寺
的
火
災
當
成
是
永
樂
六
年
是
有
誤
吧
。

鉟
野
澤
佳
美
︽
明
代
大
藏
經
史
の
研
究
︾
︵
東
京
：
汲
古
書
院
，
一
九
九
八
︶
第
五
章
﹁
洪
武
南
藏
か
ら
永
樂
南
藏
へ
﹂
，
特
別
是

參
照
第
二
節
﹁
洪
武‧

永
樂
兩
藏
の
關
係
﹂
。

婹
山
口
縣
快
友
寺
所
藏
的
永
樂
南
藏
的
︽
西
域
記
︾
中
，
可
看
到
卷
九
裏
﹁
堂
主
福
政
募　

信
氏
蕭
聲
施
﹂
的
補
刻
記
。
︵
︿
快
友

寺
一
切
經
調
查
報
告
書
﹀
山
口
縣
教
育
委
員
會
，
一
九
九
二
，
頁
二
三○

︶
。
據
野
澤
氏
堂
主
福
政
的
募
緣
活
動
是
在
天³

七
年

以
後
，
大
概
是
崇
禎
年
間
。
野
澤
前
揭
書
，
頁
三
二
七
。
另
外
在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裡
有
太
監
李
朗
於
嘉
靖
三
十
年
的
重
印
本
，

慈
聖
宣
文
肅
皇
太
后
於
萬
曆
十
二
年
的
增
刻
本
︵
存
卷
一
、
二
、
七
、
八
、
十
一
、
十
二
的
六
卷
︶
，
皆
未
見
。
筆
者
在
國
家
圖

書
館
調
查
了
別
的
南
藏
本
，
但
可
惜
沒
有
判
斷
此
本
是
原
刻
或
是
補
刻
的
相
關
資
料
。

𨪁
在
卷
末
的
刊
記
有
﹁
皇
清
嘉
慶
十
有
六
年
，
歲
在
重
光
協
洽
陽
月
，
昭
文
張
海
鵬
校
梓
﹂
。

𡡢
錢
熙
祚
的
注
記
全
文
如
下
。
﹁
案
別
本
此
條
後
有
明
人
附
記
五
百
十
六
字
，
皆
大
書
。
原
本
半
作
大
書
，
半
作
雙
行
夾
注
，
與

下
佛
牙
精
舍
側
有
小
精
舍
一
條
聯
合
為
一
，
殊
屬
魯
莽
。
今
案
此
係
後
人
附
益
，
非
三
藏
原
文
，
故
悉
刪
之
。
﹂
別
本
即
嘉
興
藏

本
，
原
本
在
此
指
︿
墨
海
金
壺
﹀
本
。
似
乎
沒
有
錢
氏
本
身
直
接
參
考
吳
氏
刊
本
乃
至
は
四
庫
全
書
本
的
形
跡
。

鍴
但
是
那
之
後
︽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
本
︵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初
版
︶
的
︽
西
域
記
︾
依
據
嘉
興
藏
本
，
同
樣
的
保
存
了
增
入
的
部
分
。

但
還
是
認
為
敘
述
鄭
和
的
事
蹟
的
後
半
段
不
穩
當
，
而
刪
除
後
半
的
三
百
七
十
字
。

㳍
︽
明
實
錄
︾
臺
北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影
印
本
第
十
二
冊
，
頁
一
四
七
七—

一
四
七
八
。

𠪴
乙
巳
是
六
月
十
六
日
。

䪖
︿
明
嘉
興
藏
本
﹃
大
唐
西
域
記
﹄
﹁
僧
伽
羅
國
﹂
條
的
史
源
問
題
﹀
二○

○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
佛
學
研
究
網http://w

w
w

.
w

uys.com
/

的
佛
學
論
文
ｂ
３
﹁
研
究
綜
論
﹂
中
可
看
到
。

㦊
︽
明
實
錄
︾
第
十
一
冊
，
頁
八
九
六
：
﹁
︵
乙
酉
︶
尚
師
哈
立
麻
至
京
，
入
見
上
御
奉
天
殿
。
﹂

僴
同
上
，
頁
九
一○

：
﹁
庚
寅
。
尚
哈
立
麻
奉
命
率
僧
於
靈
谷
寺
建
普
度
大
齋
，
資
福
高
皇
帝
，
孝
慈
高
皇
后
。
﹂

㵩
同
上
，
頁
九
七
七
：
﹁
癸
酉
。
命
如
來
大
寶
法
王
哈
立
蔴
於
山
西
五
臺
建
大
齋
資
薦
。
﹂

㵌
同
上
，
頁
一○

五
七
：
庚
子
。
如
來
大
寶
法
王
哈
立
麻
辭
歸
，
賜
白
金
綵
幣
佛
像
等
物
，
仍
遣
中
官
護
送
。

𡎜
同
上
，
頁
九
八
七
：
﹁
壬
子
。
太
監
鄭
和
使
西
洋
諸
國
還
。
﹂

煵
同
上
，
頁
一
一
一
四
：
﹁
癸
酉
。
太
監
鄭
和
等
賚
敕
使
古
里
，
滿
剌
加
，
蘇
門
答
剌
諸
國
，…

…

賜
其
王
錦
綺
紗
羅
。
﹂

䋻
何
孝
榮
︿
明
代
宦
官
與
佛
教
﹀
︽
南
開
學
報
︾
二○

○
○

，
第
一
期
，
頁
十
八—

二
十
七
。

𨈘
釋
道
衍
︵
即
廣
孝
，
一
三
三
五—

一
四
一
八
︶
在
此
刊
本
裏
加
了
題
記
﹁
今
菩
薩
戒
弟
子
鄭
和
，
法
名
福
善
，
施
財
命
工
，
刊
印

流
通
，
其
所
得
勝
報
，
非
言
可
能
盡
矣
。
福
善
一
日
懷
香
過
余
請
題
，
故
告
以
此
。
永
樂
元
年
歲
在
癸
未
秋
八
月
二
十
又
三
日
，

僧
錄
司
左
善
世
沙
門
道
衍
。
﹂
據
鄭
鶴
聲
、
鄭
一
鈞
編
︽
鄭
和
下
西
洋
資
料
彙
編
︾
下
冊
︵
齊
魯
書
社
，
一
九
八
九
︶
的
卷
頭
圖

版
。

渏
根
據
附
在
︽
優
婆
塞
戒
經
︾
卷
七
鄭
和
的
題
記
。
鄧
之
誠
︽
骨
董
瑣
記
全
編
︾
︵
生
活‧

讀
書‧

新
知
三
聯
書
店
，
一
九
五
五
︶

﹁
骨
董
三
記
﹂
卷
六
，
頁
六
一
三—

六
一
四
。
但
題
記
裏
記
有
﹁
今
開
陸
續
成
大
藏
尊
經
計
十
一
藏
﹂
，
實
際
上
只
舉
以
下
的
九

藏
，
後
面
的
二
藏
不
知
為
何
寺
所
收
藏
。

𩃤
李
希
泌
︿
鄭
和
印
施
︽
大
藏
經
︾
題
記—

鄭
和
皈
依
佛
門
的
左
證
﹀
︽
文
獻
︾
一
九
八
五
，
第
三
期
。
因
附
載
圖
版
關
係
，
有
些

地
方
有
更
改
若
干
文
字
。

䓫
這
藏
經
是
﹁
六
伯
三
十
五
凾
﹂
也
支
持
了
那
是
永
樂
藏
。
永
樂
藏
是
從
洪
武
藏
加
上
大
幅
度
的
改
編
，
凾
數
從
六
百
七
十
八
凾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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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到
六
百
三
十
五
凾
。
參
照
野
澤
前
揭
書
頁
一
五
六—

一
五
七
。

浗
陳
楠
︿
鄭
和
與
藏
傳
佛
教
﹀
︽
傳
承
文
明‧

走
向
世
界‧

和
平
發
展—

紀
念
鄭
和
下
西
洋
六○

○

周
年
國
際
學
術
論
壇
論
文
集
︾

︵
北
京
：
社
會
科
學
文
獻
出
版
社
，
二○

○

五
︶
頁
六
三
六
。

𧹏
馮
漢
﹁
哈
立
麻
來
京
的
影
響
﹂
︽
中
國
藏
學
︾
一
九
九
一
，
第
一
期
，
頁
一
二
八—

一
三
一
。

灧
程
傑
︿
浙
江
平
湖
發
現
署
名
鄭
和
的
︽
妙
法
蓮
華
經
︾
長
卷
﹀
︽
文
物
︾
二○

○

五
，
第
六
期
，
頁
五
十
四—

六
十
一
；
程
傑‧

楊
根
文
﹁
平
湖
鄭
和
︽
妙
法
蓮
華
經
︾
的
發
現
及
其
意
義
﹂
︽
傳
承
文
明‧

走
向
世
界‧

和
平
發
展―

―

紀
念
鄭
和
下
西
洋
六○

○

周
年
國
際
學
術
論
壇
論
文
集
︾
︵
北
京
：
社
會
科
學
文
獻
出
版
社
，
二○

○

五
︶
頁
六
三
六
。

沯
見
︽
鄭
和
下
西
洋
資
料
彙
編
︾
上
冊
︵
齊
魯
書
社
，
一
九
八○

︶
頁
五
二—

五
三
所
引
的
張
惠
衣
︽
金
陵
大
報
恩
寺
塔
志
︾
。

㳖
野
澤
上
揭
書
，
頁
一
五
九
。

從
十
二
至
十
三
世
紀
日
本
古
寫
經
看
《
開
元
錄
》
的
成
立

落
合
俊
典
（
日
本
國
際
佛
教
學
大
學
院
大
學
學
術Frontier
研
究
員
）

壹

唐
開
元
十
八
年
︵
七
三○

︶
，
智
昇
編
撰
了
︽
開
元
錄
︾
，
對
武
則
天
時
代
所
編
集
的
︽
大
周
錄
︾
進
行

徹
底
地
批
判
。
該
書
是
一
部
相
當
高
水
平
的
經
典
目
錄
，
成
為
此
後
藏
經
的
編
藏
標
準
。
長
期
以
來
，
有
關
經

錄
的
本
文
內
容
，
雖
然
存
在
高
麗
版
和
宋
版
、
元
版
、
明
版
等
刊
本
系
統
間
的
若
干
不
同
，
但
對
其
文
獻
本
身

幾
乎
沒
有
抱
任
何
疑
義
。
然
而
，
曾
經
由
宮
崎
健
司
氏
發
表
論
文
指
出
𤩐

：
在
經
錄
寫
本
中
存
在
有
與
刊
本
不

同
的
異
文
，
對
經
錄
的
本
文
問
題
，
有
必
要
進
行
檢
討
。 

傳
到
日
本
的
︽
開
元
錄
︾
，
隨
著
藏
經
書
寫
事
業
的
展
開
，
目
前
存
在
有
許
多
轉
寫
本
。
至
十
世
紀
，

北
宋
刊
本
敕
版
大
藏
經
︵
開
寶
藏
︶
傳
到
日
本
之
後
，
雖
然
以
此
作
為
底
本
廣
泛
地
被
利
用
，
但
此
前
十
二
至

十
三
世
紀
時
期
，
在
日
本
所
書
寫
的
眾
多
經
典
中
，
基
本
上
是
八
世
紀
以
來
奈
良
寫
經
的
轉
寫
本
。
不
言
而

喻
，
奈
良
寫
經
忠
實
地
反
映
了
盛
唐
佛
教
的
資
料
面
貌
，
尤
其
是
作
為
唐
代
中
原
地
區
的
佛
教
文
獻
，
可
謂
是

值
得
依
賴
的
第
一
手
資
料
。

宮
崎
氏
曾
指
出
：
存
在
異
文
的
︽
開
元
錄
︾
主
要
是
指
法
隆
寺
藏
經
中
該
經
錄
的
卷
第
十
九
部
分
。
法
隆

寺
藏
經
大
多
是
書
寫
於
平
安
末
期
，
依
該
經
錄
寫
本
卷
十
九
末
尾
所
存
大
治
二
年
︵
一
一
二
七
︶
的
書
跋
，
我

z-s139.indd   42-43 2011/8/1   上午 09:5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