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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次 

乙
未(

一O

四)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正
鸞 

陳
宗
顯 

扶 

藍
采
和  
仙
師 

降 

偈
曰
： 

      

神
爽
清
靜
悟
障
無 

      

遊
歷
娑
婆
針
向
為 

      

太
和
多
惠
素
乎
而 

      

虛
心
務
本
謙
卑
為 

      

榫
合
三
千
侔
義
利 

      

元
方
季
方
返
諸
己 

      

灵
炁
融
貫
恪
恁
他 

      

聖
示
：
「
成
、
住
、
壞
、
空
」
大
道
衍
化
真
章
：
眾
生
因
為
我
見
、
我
執
不
明
心
識
作
用
有
此
四
大
假
合
現
象
，
而 

            

將
萬
緣
認
假
當
真
，
以
致
生
命
、
生
活
、
物
能
、
位
能
、
陰
陽
、
五
行
往
來
關
係
真
相
模
糊
紊
亂
，
該
識
執 

            

作
用
力
引
四
生
六
道
於
斯
焉
生
輾
轉
輪
迴
不
已
。「
歸
宗
禪
道
灵
修
」
榫
應
宇
宙
大
道
「
成
、
住
、
壞
、
空
」 

            

自
然
衍
化
真
詮
闡
釋
如
何
應
用
既
有
元
灵
來
處
「
知
、
感
、
傳
的
本
愿
」
，
藉
由
後
天
假
我
的
精
、
氣
、
神 

修
鍊
證
悟
回
歸
灵
鄉
來
路
，
經
由
「
歸
零
、
歸
靈
、
歸
灵
」
不
同
階
段
灵
修
吐
納
，
兌
應
眾
生
不
同
根
器
業 

緣
所
產
生
迷
失
、
迷
思
在
我
見
我
執
猶
如
夸
父
逐
日
般
妄
逐
娑
婆
世
界
暫
像
幻
影
，
予
以
鎮
攝
元
神
、
魂
魄
， 

來
榫
陰
陽
物
能
、
位
能
與
五
行
運
轉
來
臻
知
止
而
能
靜
（
清
靜
）
定
（
針
向
）
慮
（
多
惠
）
安
（
謙
卑
）
得 

（
義
利
）。
初
階
（
歸
零
吐
納
）
乃
築
基
於
專
注
、
鬆
馳
好
將
心
識
之
不
清
不
靜
、
當
假
為
真
、
以
暫
為
恆 

等
業
緣
識
執
援
引
三
放
心
法
以
利
“
放
下
”
無
明
無
知
的
“
塵
緣
”
慣
性
思
考
行
為
得
適
時
“
轉
念
”
，
進 

而
“
放
鬆
”
緣
相
價
值
的
“
感
覺
”
建
立
標
的
效
能
控
管
“
情
緒
”
，
如
此
“
放
空
”
萬
有
以
我
為
中
心
的

“
我
見
”
而
成
萬
緣
湛
然
常
寂
的
“
無
我
”
心
境
，
如
此
晉
階
（
歸
靈
吐
納
）
運
用
「
貫
地

神
」
「
煆
精

化
神
」
來
將
物
種
原
始
生
命
能
量
與
生
活
物
質
基
本
需
要
煆
鍊
去
蕪
存
菁
達
到
最
“
精
”
華
，
而
“
氣
”
化

周
流
內
外
，
接
收
、
傳
遞
元
“
神
”
、
“
靈
通
”
、
“
通
靈
”
，
終
階
（
歸
灵
吐
納
）
煆
神
還
虛
、
神
遊
太

虛
：
乃
讓
心
識
元
神
爽
朗
常
清
常
靜
，
參
悟
業
障
苦
途
源
繫
我
見
我
執
，
心
若
放
空
無
我
、
無
為
而
為
則
苦

難
自
然
遯
化
全
無
，
如
有
所
為
也
只
是
遊
戲
人
間
、
遊
歷
娑
婆
極
致
祥
和
、
樸
素
如
常
又
有
方
針
定
位
定
向
，

多
元
惠
施
於
己
他
共
利
，
所
云
之
為
亦
是
虛
懷
若
谷
、
當
仁
不
讓
的
謙
卑
行
徑
，
實
踐
義
務
本
份
利
益
同
存

共
榮
耶
而
。
「
歸
宗
禪
道
灵
修
」
的
應
天
承
運
，
契
應
末
法
人
心
價
值
取
向
隨
著
眾
生
根
器
業
緣
予
以
不
同

助
渡
，
好
能
榫
合
其
元
神
價
值
需
求
來
讓
元
神
有
爽
朗
清
靜
，
參
悟
三
千
大
千
世
界
「
成
、
住
、
壞
、
空
」

自
然
衍
化
真
詮
妙
諦
，
遯
化
累
世
業
障
了
解
娑
婆
的
不
圓
滿
；
悉
解
陰
陽
五
行
順
逆
法
則
「
元
神
心
意
」
就

不
拘
泥
我
見
、
我
執
，
不
受
業
緣
無
度
迫
役
三
魂
七
魄
恣
意
肆
行
，「
灵
修
吐
納
」
要
詣
能
徹
底
將
累
世
原

始
物
質
慾
愛
掀
悉
，
行
使
極
致
祥
和
、
無
為
而
為
之
己
他
共
利
的
多
元
惠
施
，
應
用
在
最
平
常
的
生
活
三
善

三
惡
六
處
兌
乎
眾
生
相
又
不
失
自
己
的
核
心
價
值
需
求
，
依
循
“
知
道
”
“
知
性
”
“
知
能
”
的
“
感
官
”

“
感
覺
”
殊
途
歸
相
互
心
靈
“
感
應
”
生
活
、
生
命
頻
率
共
振
，
如
此
極
致
祥
和
的
思
行
定
位
定
向
、
多
元

惠
施
、
虛
心
務
本
、
謙
卑
制
約
即
是
符
合
陰
陽
、
三
摩
、
四
相
、
五
行
輪
迴
的
開
悟
，
此
種
內
省
克
己
心
法

與
外
在
的
態
度
行
為
交
相
謀
合
讓
後
天
的
物
質
“
精
”
要
變
成
“
氣
”
化
入
成
“
元
神
”
遊
歷
娑
婆
靈
通

萬
有
而
不
執
著
，
祥
和
自
在
、
覺
行
圓
滿
入
太
虛
與
自
然
融
貫
合
為
一
體
，
誠
於
衷
者
行
於
外
超
越
五
行
氣

數
，
恁
行
使
清
靜
無
為
而
有
對
立
的
陰
陽
狀
況
時
，
也
是
才
智
與
福
德
的
相
互
見
賢
思
齊
而
已
，
這
也
是
世

人
流
為
美
傳
的
元
方
、
季
方
昆
仲
，
當
有
人
讚
賞
時
就
會
謙
卑
的
返
求
諸
己
，
反
省
自
己
的
才
華
智
慧
、
福

份
德
行
是
不
如
對
方
的
，
要
更
積
極
克
己
實
踐
義
利
仁
德
，
無
我
的
觀
照
：
視
眾
生
如
昆
仲
手
足
即
可
突
破

三
魂
七
魄
所
囿
曳
引
宿
世
無
明
無
知
業
障
，
得
讓
元
神
爽
朗
常
清
常
靜
，
遊
歷
娑
婆
三
千
大
千
世
界
乘
願
轉

世
脫
離
輪
迴
業
障
苦
難
，
歸
灵
吐
納
之
神
遊
太
虛
：
是
由
腑
內
感
官
而
榫
心
靈
意
境
延
展
至
外
在
行
為
藉
假

修
真
要
詣
，
不
與
現
實
生
活
脫
序
更
能
在
各
種
的
心
識
價
值
行
為
當
中
構
築
習
慣
，
無
時
無
刻
皆
處
在
圓
滿

祥
和
自
在
虛
空
實
相
，
道
炁
灵
脈
融
合
貫
穿
所
有
生
活
生
命
的
點
滴
，
讓
元
神
無
牽
無
罣
、
不
著
不
染
遊
歷

虛
空
照
見
真
如
實
相
如
來
：
無
人
相
、
無
我
相
、
無
眾
生
相
、
無
壽
者
相
，
五
濁
即
是
成
就
蓮
花
邦
畿
。
如

斯
清
靜
、
針
向
、
多
惠
、
謙
卑
、
義
利
，
懿
行
本
末
始
終
兼
顧
之
大
道
衍
化
自
然
真
詮
，
無
垠
無
量
、
無
為

而
為
常
存
太
虛
道
炁
灵
脈
：
充
塞
元
神
融
貫
回
歸
元
灵
與
天
地
陰
陽
五
行
同
在
同
存
是
也
。 

可 

吾
回
！ 

      

本
宮 

司
禮
神 

登
臺
： 

      

聖
示
：
仙
師
聖
藻
妙
諦
闡
釋
大
道
神
遊
太
虛
真
詮
，
來
助
眾
生
修
鍊
回
歸
灵
鄉
路
向
免
受
累
世
業
障
所
苦
所
囿
，
輪 

迴
四
生
六
道
苦
海
，
常
思
參
悟
則
能
覺
行
圓
滿
自
在
無
礙
，
利
益
己
他
的
無
為
而
為
思
行
：
神
遊
太
虛
融
貫 

生
活
品
質
、
生
命
意
義
，
乘
願
往
來
三
千
大
千
蓮
邦
世
界
當
下
頓
悟
解
脫
榫
合
元
灵
妙
詣
。 

今
夜
扶
鸞
就
此
停
筆
下
一
鸞
期
移
駕
台
中
玄
德
道
院
。 

可 

吾 

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