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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次
丁
酉(

一O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正
鸞
陳
宗
顯 

扶 

本
宮
觀
世
音
菩
薩  

登
臺 

偈
曰
： 學

篤
三
放
識
執
無 

習
非
做
是
失
真
我 

成
規
立
矩
界
垠
無 

長
此
以
往
賡
恆
常 

戒
貪
嗔
癡
為
律
首 

定
位
定
向
助
渡
要 

慧
性
福
德
歸
宗
詣 

聖
示
：
歸
宗
文
化
「
學
習
成
長
」
乃
「
學
佛
、
修
道
」
名
謂
，
其
旨
在
於
教
導
眾
生
如
何
在
生
活
中
「
學
佛
、 

      

修
道
」
來
得
「
戒
、
定
、
慧
」
以
契
「
放
下
、
放
鬆
、
放
空
」
三
放
驗
證
真
道
的
無
我
、
無
常
真
如
妙
諦
。 

「
學
習
成
長
」
首
要
造
詣
「
戒
」
之
在
「
貪
、
嗔
、
痴
」
是
要
從
律
己
下
功
夫
，
因
「
貪
圖
名
利
，
貪
取 

物
慾
，
貪
得
功
勳
」
乃
眾
生
苦
源
共
通
識
執
習
性
，
而
淪
為
貧
窮
、
貧
困
、
貧
賤
的
輪
迴
苦
果
；
戒
慎
「 

嗔
怒
，
嗔
恨
，
嗔
謫
」
，
不
然
無
理
智
的
「
嗔
怒
」
會
像
一
把
無
名
火
燒
掉
整
片
功
德
林
，
而
「
嗔
恨
」 

則
會
仇
視
怨
恨
無
期
，「
嗔
謫
」
就
會
無
的
譴
責
怪
罪
；
戒
除
「
痴
情
、
痴
想
、
痴
頑
」
的
慣
性
思
緒
， 

否
則
「
痴
情
」
於
任
何
人
、
事
、
實
、
數
、
務
就
會
失
去
自
在
而
陷
落
牽
絆
罣
礙
，
有
了
「
痴
想
」
就
會 

與
實
相
悖
逆
，
只
是
空
想
漫
無
邊
際
建
樹
，「
痴
頑
」
是
痴
愚
、
頑
固
、
鈍
為
在
自
己
一
隅
所
見
、
所
聞
、 

所
行
，
不
得
融
入
理
想
目
標
目
的
。
戒
律
三
毒
「
貪
、
嗔
、
痴
」
是
為
了
讓
身
、
心
、
性
、
靈
契
榫
「 

三
放
：
放
下
、
放
鬆
、
放
空
」
在
二
六
時
中
做
好
時
而
學
著
改
變
、
改
善
思
想
、
情
緒
、
行
為
、
態
度
管 

理
的
識
執
習
慣
。「
放
下
」
不
是
放
棄
而
是
有
如
手
中
（
握
物
、
提
物
）
面
對
衝
擊
、
傷
害
之
時
要
先
將 

手
中
所
提
所
握
物
品
給
「
放
下
」，
而
會
優
先
來
處
理
衝
擊
或
面
對
傷
害
。
故
而
時
時
事
事
學
會
「
放
下
」 

才
能
戒
除
「
痴
情
、
痴
想
、
痴
頑
」
的
慣
性
思
行
，
也
才
能
戒
慎
於
「
嗔
怒
、
嗔
恨
、
嗔
謫
」
無
明
無
知 

閃
燃
暴
衝
做
為
，
也
能
因
戒
離
「
貪
圖
名
利
、
貪
取
物
慾
、
貪
得
功
勳
」
，
免
淪
苦
海
淵
藪
輪
迴
果
報
。 

篤
志
漸
次
升
第
畜
養
修
煉
「
放
鬆
」
功
夫
，
就
能
有
更
寬
鬆
的
延
展
見
的
空
間
來
超
越
突
破
宿
命
識
執
見 

解
，
並
能
免
淪
於
生
活
習
慣
將
錯
誤
認
知
當
做
是
正
確
的
見
解
目
的
之
「
習
非
成
是
」
的
慣
性
思
行
而
讓 

人
失
去
真
我
核
心
價
值
、
回
歸
宗
趣
極
樂
天
堂
的
桎
梏
枷
鎖
。
俗
言
：
無
規
不
成
圓
、
無
矩
不
成
方
，
運 

用
「
放
鬆
」
來
建
立
內
方
外
圓
的
思
想
價
值
行
為
，
以
至
正
知
、
正
見
、
正
行
習
慣
養
成
，
而
臻
定
位
定 

向
的
生
活
品
質
提
升
、
生
命
意
義
進
化
；「
放
鬆
」
更
是
在
幫
助
自
己
的
福
份
或
慧
命
的
修
持
與
渡
化
困 

苦
煩
惱
，
能
夠
有
確
榷
的
定
位
定
向
，
慧
燈
高
懸
照
見
福
份
德
操
澤
施
，
歸
納
畢
生
的
終
極
宗
旨
目
的
要 

詣
。
眾
生
寓
寄
娑
婆
世
界
旅
途
最
難
的
莫
過
於
放
不
下
，
因
為
宿
命
經
歷
造
就
了
我
執
、
我
見
！
什
麼
東 

西
什
麼
事
情
都
以
自
我
經
驗
價
值
需
求
來
判
斷
解
讀
是
非
、
對
錯
、
好
壞
、
得
失
、
有
無
，
歸
宗
文
化
誥 

傳
諸
生
要
將
「
放
下
」
奉
為
圭
臬
首
要
學
習
篤
志
的
要
詣
，
練
習
「
放
下
、
放
鬆
」
是
為
了
讓
情
緒
、 

思
維
有
更
完
整
健
全
的
縝
密
思
考
、
情
緒
管
理
，「
放
下
、
放
鬆
」
是
為
了
要
在
憖
然
繁
忙
懵
懂
生
活
中 

有
提
綱
挈
領
標
的
，「
放
下
、
放
鬆
」
更
是
積
極
理
智
的
「
修
道
、
利
己
及
他
」
功
夫
，
能
將
貪
得
無
厭 

的
名
利
、
物
慾
、
功
勳
過
度
索
取
經
由
「
放
下
、
放
鬆
」
適
得
其
中
而
來
擁
有
「
威
名
福
利
、
生
活
品
質
、 

德
澤
功
勳
」，「
放
下
、
放
鬆
」
的
修
煉
更
能
將
業
力
慣
性
之
「
嗔
怒
、
嗔
恨
、
嗔
謫
」「
痴
情
、
痴
想
、 

痴
頑
」
給
應
用
在
「
無
我
」
是
非
、
對
錯
、
好
壞
、
得
失
、
有
無
的
同
理
心
圓
滿
思
行
，
如
此
思
行
的
寬 

度
與
深
度
就
不
那
麼
緊
繃
，
只
著
在
「
我
見
」
的
那
個
點
上
，
時
而
感
同
身
受
對
方
的
所
言
所
為
進
而
深 

入
眾
生
無
垠
、
無
量
、
無
界
的
福
慧
價
值
需
求
，
如
此
修
煉
就
能
臻
於
「
放
空
」
境
界
而
跳
脫
三
界
、 

四
生
、
六
道
「
無
常
」
苦
報
，
有
了
這
三
放
「
放
下
、
放
鬆
、
放
空
」
良
好
習
慣
應
用
在
日
常
生
活
當
中 

，
最
直
接
受
益
受
惠
的
就
是
擺
脫
遯
化
過
去
生
的
我
見
我
執
的
主
觀
價
值
意
識
型
態
，
破
除
只
用
自
己
立 

場
價
值
需
求
而
批
評
論
斷
他
人
的
是
非
、
對
錯
、
好
壞
、
有
無
、
得
失
，
豈
知
這
種
「
單
指
」
指
謫
批
判 

論
斷
時
乃
「
四
指
」
在
指
謫
自
己
呢
？
這
也
是
積
造
累
世
冤
親
債
主
的
由
來
。
眾
生
原
本
是
娑
婆
寄
籍
旅 

客
，
為
了
無
明
無
知
過
度
在
意
他
人
的
是
非
、
對
錯
、
好
壞
、
有
無
、
得
失
，「
習
非
成
是
、
認
假
當
真
」 

失
去
原
來
寄
籍
道
旅
的
「
真
我
、
真
心
」，
二
六
時
中
時
時
畜
養
「
三
放
」，
於
內
明
確
規
範
不
染
三
毒
「
貪
、 

嗔
、
痴
」
戒
律
方
寸
之
地
，
於
外
在
言
語
行
為
則
能
寬
鬆
兑
應
任
何
眾
生
相
而
圓
融
無
礙
，
成
就
真
如
妙 

智
無
上
福
德
，
悠
然
自
在
乘
願
結
伴
來
往
娑
婆
道
旅
。  

吾
應
此
鸞
期
示
以
隻
字
片
句
，
冀
能
喚
醒
眾
生 

找
到
「
真
我
」
灵
鄉
來
處
歸
途
是
為
宗
旨
要
詣
可  

吾
退
！ 

本
宮 

司
禮
神 

登
臺
： 

聖
示
：
菩
薩
慈
悲
妙
諦
闡
釋
歸
宗
九
大
文
化
之
「
學
習
成
長
」
章
程
，
諸
生
要
能
將
「
三
放
」
融
入
「
戒
、
定
、 

慧
」
參
悟
在
「
萬
緣
無
我
、
無
常
如
常
」
這
般
即
能
應
用
在
真
修
實
煉
生
活
常
境
而
無
牽
絆
罣
礙
、
悠
然 

自
在
乘
願
往
來
娑
婆
不
忘
回
歸
灵
鄉
來
處
。
可  

今
夜
扶
鸞
就
此
停
筆
下
一
鸞
期
移
駕
玄
德
道
院  

吾
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