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
二
日
上
午
放
映
了
影
片
。

◇

　
　
　
　
　
　
　
　
　
　

◇

　
　
「
諸
位
越
十
餘
國
之
境
，
不
顧
身
命
來

訪
之
志
，
定
只
為
聞
問
往
生
極
樂
之
道
也
。
」

（《
歎
異
抄
》
第
二
章
）

　
　

六
十
歲
過
後
，
親
鸞
聖
人
離
開
了
令
人

懷
念
的
關
東
，
回
到
了
自
己
的
故
鄉
京
都
，

全
心
投
入
到
寫
作
之
中
。
聖
人
的
很
多
著
作
，

都
是
在
七
十
六
歲
以
後
所
寫
的
。

　
　

然
而
，
聖
人
回
到
京
都
後
，
關
東
發
生

了
多
起
事
件
，
令
同
朋
們
的
信
仰
產
生
了
動

搖
。
其
一
，
是
日
蓮
宣
揚
「
念
佛
無
間
」
的

大
謗
法
。
日
蓮
在
整
個
關
東
地
區
狂
熱
地
煽

動
說
：
「
念
佛
的
人
會
墮
入
無
間
地
獄
」
。

而
在
內
部
，
還
有
聖
人
的
長
子
善
鸞
捏
造
的

邪
義
在
關
東
橫
行
等
等
，
這
些
都
嚴
重
動
搖

了
同
朋
們
的
信
仰
。
在
一
片
騷
然
之
中
，
即

　
　
五
月
十
二
日
，
十
三
日
兩
天
在
親
鸞

會
館
盛
大
地
舉
行
了
《
開
啟
歎
異
抄
》
十

周
年
紀
念
大
會
。
全
世
界
的
法
友
雲
集
一

堂
，
共
同
慶
祝
歎
異
抄
解
說
書
決
定
版
的

發
行
。
《
北
國
新
聞
》（
石
川
縣
），
《
富

山
新
聞
》（
富
山
縣
）全
版
登
載
的
法
會
介

紹
的
廣
告
也
成
為
了
熱
門
話
題
，
以
至
於

兩
千
張
講
堂
擠
滿
了
參
詣
者
。

超滿堂！
彌陀願力聚集世界二十個國家

遇善知識已是難，知識教授也艱難，

正確聞法亦難事，獲得信心則尤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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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豁
出
性
命
也
想
直
接
向
聖
人
詢
問
事
情
真

相
的
幾
位
同
朋
，
最
終
下
定
決
心
遠
赴
京
都
。

　
　

當
時
，
從
關
東
到
京
都
要
走
幾
十
天
的

路
程
，
其
間
不
僅
有
箱
根
山
、
大
井
川
等
天

險
之
地
，
還
有
山
匪
、
盜
賊
出
沒
，
危
險
重

重
，
根
本
無
法
保
證
能
夠
活
著
回
來
。
他
們

確
實
如
聖
人
所
說
，
是
「
不
顧
身
命
」
踏
上

旅
途
的
。

　
　

「
佛
法
是
就
算
豁
出
性
命
，
也
要
去
聽

聞
的
事
情
。
」

　
　

這
是
聖
人
一
直
以
來
的
教
導
，
他
們
從

沒
有
忘
記
。

◇

　
　
　
　
　
　
　
　
　
　

◇

　
　

下
午
，
擔
任
《
開
啟
歎
異
抄
》
D
V
D

朗
讀
版
的
日
本
殿
堂
級
聲
優─

─

鈴
木
弘
子

女
士
，
登
台
為
大
家
現
場
朗
讀
了
《
開
啟
歎

異
抄
》
（
二
部
二
章
）
。
聲
情
並
茂
的
朗
讀

讓
人
滿
為
患
的
兩
千
張
鴉
雀
無
聲
，
而
當
最

後
一
句
「
詳
細
敘
述
了
這
攝
取
不
捨
利
益
之

妙
法
的
，
正
是
親
鸞
聖
人
」
念
完
時
，
全
場

立
刻
被
沸
騰
的
掌
聲
淹
沒
了
。

　
　

鈴
木
女
士
這
樣
說
道
「
一
直
以
來
都
想

和
親
鸞
學
徒
們
一
起
分
享
《
開
啟
歎
異
抄
》

的
文
章
。
這
次
有
幸
，
讓
我
在
超
過
一
萬
人

的
兩
千
張
朗
讀
，
我
感
受
到
眾
人
那
股
強
烈

的
氣
勢
，
感
受
到
具
有
重
大
意
義
的
『
十
周

年
的
歲
月
』
，
這
一
切
的
一
切
都
遠
遠
超
出

我
的
想
像
，
讓
我
無
比
地
感
慨
。
我
更
感
受

到
現
場
朗
讀
才
有
的
那
份
不
可
思
議
。
這
和

在
錄
音
棚
裡
的
感
覺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
」

　
　

兩
天
中
，
高
森
顯
徹
老
師
以
《
歎
異
抄
》

第
七
章
中
的
「
念
佛
者
，
無
礙
之
一
道
也
」

這
句
話
為
主
旨
，
為
我
們
做
了
詳
細
的
解
說
。

（
請
看
三
頁
）

　
　

而
當
地
的
新
聞
報
社
《
富
山
新
聞
》
的

記
者
，
也
是
兩
天
都
有
來
採
訪
。
他
親
眼
目

睹
兩
千
張
講
堂
充
滿
了
參
詣
者
，
包
括
來
自

國
外
的
法
友
們
，
也
都
和
大
家
一
起
跪
著
正

坐
，
認
真
地
聞
法
。
他
為
大
家
熱
心
的
態
度

驚
嘆
不
已
。
講
演
內
容
和
整
個
活
動
都
有
登

載
在
《
富
山
新
聞
》
中
，
成
為
了
十
分
熱
門

的
話
題
。

念佛者，無礙之一道也

2012年6月（２）2018年７月



是
指
煩
惱
如
烈
火
般
熾
熱
燃
燒
、
罪
惡

極
為
深
重
的
全
人
類
。

　
　

關
於
古
今
中
外
所
有
人
的
實
相
，

聖
人
這
樣
教
導
我
們
：

「
所
謂
『
凡
夫
』
，
無
明
煩
惱
溢
滿
我

等
之
身
，
欲
亦
多
、
瞋
怒
嫉
妒
之
心
多

而
無
間
斷
，
直
至
臨
終
一
念
，
不
止
不

消
不
絕
。
」　
　
　（
一
念
多
念
證
文
）

〝
所
謂
人
，
就
是
由
欲
望
、
憤
怒
、
嫉

妒
之
心
等
煩
惱
所
構
成
的
。
這
些
煩
惱

直
到
我
們
死
去
，
既
不
會
平
息
，
也
不

會
減
少
。
當
然
，
也
絕
對
不
會
斷
絕
。
〟

　
　

直
到
我
們
生
命
終
結
，
煩
惱
既
不

會
減
少
，
也
不
會
消
失
。
親
鸞
聖
人
在

《
正
信
偈
》
中
，
將
因
煩
惱
而
一
直
造

下
可
怕
惡
業
的
人
的
實
相
表
述
為
「
一

生
造
惡
」
。
這
是
到
死
為
止
不
斷
造
下

罪
惡
，
因
其
果
報
而
無
法
脫
離
痛
苦
的

所
有
人
共
通
的
實
相
。

　
　

我
們
不
知
道
人
生
為
什
麼
而
存
在
，

從
苦
到
苦
，
重
複
著
痛
苦
的
循
環
。
阿

彌
陀
佛
悲
憫
這
樣
被
煩
惱
、
罪
惡
徹
底

污
染
的
我
們
，
發
誓
「
必
定
拯
救
」
，

這
就
是
阿
彌
陀
佛
的
本
願
。

　
　

那
麼
，
是
要
怎
樣
拯
救
我
們
呢
？

　
　

聖
人
在
《
歎
異
抄
》
第
七
章
中
一

語
道
破
：
是
要
讓
我
們
進
入
「
無
礙
之

一
道
」
。

　
　

「
無
礙
」
，
並
不
是
說
「
煩
惱
消

失
了
」
，
而
是
「
煩
惱
不
成
為
障
礙
」

的
意
思
。
「
一
道
」
，
指
的
是
絕
對
的

世
界
。

　
　

「
無
礙
之
一
道
」
就
是
指
，
煩
惱

也
好
罪
惡
也
好
，
任
何
事
物
都
無
法
破

壞
的
、
永
遠
持
續
的
幸
福
。
煩
惱
完
全

不
變
，
卻
得
以
新
生
為
必
往
淨
土
的
大

安
心
之
身
；
不
管
煩
惱
的
波
濤
多
麼
洶

湧
，
幸
福
都
不
會
有
絲
毫
動
搖─

─

親

鸞
聖
人
正
是
把
這
種
令
人
驚
歎
的
幸
福
，

宣
稱
為
「
無
礙
之
一
道
」
。

　
　

吃
了
美
味
的
蛋
糕
，
感
到
歡
喜
；

買
了
智
慧
型
手
機
，
覺
得
方
便
。
升
學
、

就
職
、
結
婚
、
生
孩
子
、
建
新
房
等
等

…
…
所
有
這
些
，
全
都
是
會
冷
卻
、
會

褪
色
的
幸
福
，
即
使
當
時
感
到
開
心
滿

足
，
也
只
是
曇
花
一
現
，
不
久
就
會
變

成
理
所
當
然
。

　
　

人
生
的
目
的
，
並
不
是
那
種
短
暫

的
幸
福
。
我
們
出
生
為
人
，
是
為
了
依

靠
阿
彌
陀
佛
的
本
願
力
，
進
入
無
礙
之

一
道
，
得
到
「
生
而
為
人
真
好
」
這
樣

　
　

被
阿
彌
陀
佛
所
救
而
念
佛
之
人
，
將
活
在

任
何
障
礙
都
不
再
障
礙
的
美
好
世
界
裡
。

令
人
震
驚
的
「
無
礙
之
一
道
」

　
　

親
鸞
聖
人
九
十
年
的
教
導
就
只
有

「
阿
彌
陀
佛
的
本
願
」
這
一
件
事
，
除

此
之
外
別
無
其
他
。
所
謂
本
願
，
就
是

指
真
正
的
願
望
，
也
是
諾
言
的
意
思
。

　
　

《
歎
異
抄
》
用
平
易
近
人
的
話
語
，

教
導
了
我
們
彌
陀
的
本
願
是
怎
樣
的
誓

願
：
「
因
其
乃
為
拯
救
罪
惡
深
重
、
煩

惱
熾
盛
眾
生
之
願
也
」
。

　
　

「
罪
惡
深
重
、
煩
惱
熾
盛
眾
生
」
，

歡
喜
滿
溢
的
絕
對
的
幸

福
，
成
為
往
生
一
定
之

身
。

　
　

阿
彌
陀
佛
發
誓
要

拯
救
什
麼
樣
的
人
，
要

怎
樣
拯
救
呢
？
讓
我
們

認
真
聽
聞
這
阿
彌
陀
佛

的
本
願
，
直
到
對
本
願

疑
心
盡
消
為
止
。

念
佛
者
，
無
礙
之
一
道
也
。

在不自由的世界中得以盡享自由，

這「無礙之一道」才是所有人

追求不已的終極目的。

2018年７月（3）



問
（3８）

　
　
親
鸞
聖
人
曾
經
以
一
段
文
字
，
講
述

了
直
到
完
成
名
號
為
止
阿
彌
陀
如
來
所
付

出
的
辛
苦
。
請
寫
出
親
鸞
聖
人
的
這
段
話

語
及
其
出
處
。

答
（3８）

◦
三
業
所
修
，
一
念
、
一
剎
那
，
無
不
清

淨
，
無
不
真
心
。
如
來
以
清
淨
真
心
，
成

就
圓
融
、
無
礙
、
不
可
思
議
、
不
可
稱
、

不
可
說
至
德
。
　
　
（
教
行
信
證
信
卷
）

　
　

「
阿
彌
陀
佛
一
直
使
心
、
口
、
身
保
持
清
淨
，

並
以
其
清
淨
真
心
，
全
心
全
意
地
投
入
修
行
，
成
就

了
圓
滿
無
缺
的
不
可
稱
、
不
可
說
、
不
可
思
議
的
無

上
之
功
德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
」

・
三
業
所
修
…
…
阿
彌
陀
佛
身
口
意
三
業
之
所
為
。

・
一
念
、
一
剎
那
…
…
一
瞬
間
。

・
無
不
清
淨
…
…
沒
有
絲
毫
不
純
淨
。

・
無
不
真
心
…
…
完
全
沒
有
虛
偽
之
心
。

・
清
淨
真
心
…
…
純
淨
真
實
之
心
。

・
圓
融
…
…
圓
滿
無
缺
。

・
無
礙
…
…
任
何
事
物
都
無
法
阻
礙
。

・
不
可
思
議
、
不
可
稱
、
不
可
說
…
…
無
法
想
像
、

無
法
表
達
、
無
法
解
釋
。

解
說

・
至
德
…
…
至
高
無
上
的
功
德
，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之
名
號
。

◦
我
們
自
從
久
遠
的
過
去
以
來
就
充
滿
了
污
穢
，
沒

有
絲
毫
真
實
之
心
，
而
因
此
無
法
脫
離
痛
苦
。
彌
陀

憐
憫
這
樣
的
我
們
，
他
以
一
顆
熾
熱
之
心
挺
身
而
出
，

無
論
如
何
也
要
拯
救
眾
生
，
於
是
在
無
比
漫
長
的
時

間
裡
，
經
過
誠
心
誠
意
、
全
心
全
力
的
修
行
，
終
於

將
大
宇
宙
所
有
的
功
德
（
善
）
都
凝
聚
在
一
起
，
製

成
了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這
六
字
名
號
。

◦
因
為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是
彌
陀
為
了
實
現
本
願

中
所
許
下
的
諾
言
而
成
就
的
名
號
，
所
以
，
「
南
無

問
（3９）

　
　
什
麼
是
法
體
成
就
的
機
法
一
體
？

答
（3９）

◦
是
指
從
十
劫
以
前
就
已
經
完
成
的
，
在

阿
彌
陀
如
来
手
中
的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之
大

功
德
。

◦
在
阿
彌
陀
如
來
的
手
中
已
經
完
成
的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
由
於
是
「
南
無
」
之
機
與
「
阿
彌
陀
佛
」

之
法
兩
者
合
為
一
體
所
成
，
因
此
被
稱
為
「
法
體
成

就
之
機
法
一
體
」
的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
南
無
」
是
指
「
相
信
彌
陀
之
心
」
。
這
本
應

該
是
我
們
自
己
發
起
的
心
，
所
以
稱
之
為
「
機
」
。

　
　

「
阿
彌
陀
佛
」
是
指
「
拯
救
的
力
量
」
，
所
以

稱
之
為
「
法
」
。

　
　

彌
陀
看
透
了
我
們
是
沒
有
絲
毫
相
信
彌
陀
之
心

的
人
，
因
此
，
製
成
了
「
相
信
之
心
（
南
無
）
」
和

「
拯
救
之
法
（
阿
彌
陀
佛
）
」
，
並
將
二
者
合
為
一

體
，
成
就
了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之
名
號
。

　
　

關
於
「
法
體
成
就
之
機
法
一
體
」
的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
蓮
如
上
人
這
樣
說
道
：

「
『
南
無
』
二
字
，
乃
眾
生
『
信
阿
彌
陀
佛
』
之
機
。

而
『
阿
彌
陀
佛
』
四
字
之
意
，
乃
彌
陀
如
來
救
眾
生

之
法
。
故
言
『
法
體
成
就
之
機
法
一
體
』
者
，
即
此

意
也
。
」　
　
　
　
　
　
（《
御
文
章
》
三
帖
七
通
）

解
說

阿
彌
陀
佛
」
具
有
「
無
論
什
麼
樣
的
極
惡
之
人
，
都

能
將
其
救
攝
為
絕
對
幸
福
之
身
的
力
量
」　
　「
無
上

甚
深
的
功
德
利
益
」
。

◦
垂
名
示
形
之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
垂
名
」
是
「
以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的
意
思
，

「
示
形
」
，
是
用
我
們
能
夠
認
知
的
形
式
表
現
出
來

的
意
思
。
阿
彌
陀
佛
為
了
把
自
己
的
大
慈
悲
心
（
佛

心
）
賜
予
我
們
，
使
我
們
成
為
絕
對
的
幸
福
之
身
，

而
製
造
了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之
名
號
。
因
此
，

「
六
字
名
號
」
就
是
彌
陀
大
慈
悲
心
的
顯
現
，
被
稱

為
「
垂
名
示
形
之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

・
法
体
成
就

　
　

在
阿
彌
陀
如
來
（
法
体
）
手
中
的
，
已
經
完
成

（
成
就
）
的
。

・
機
法
一
体
…
…
「
機
」
與
「
法
」
合
二
為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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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知
道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
名
號
）

的
真
正
價
值
而
已
。
真
正
的
事
實
是
，

在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這
六
字
之
中
，

有
著
無
論
什
麼
樣
的
惡
人
都
能
夠
被
拯

救
，
得
到
絕
對
幸
福
的
摩
訶
不
思
議
的

力
量
。
〟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是
凝
聚
了
無

限
無
極
的
大
宇
宙
之
寶
的
大
船
。

　
　

所
謂
乘
上
大
悲
願
船
，
指
的
是
與

大
宇
宙
之
寶
結
合
成
為
一
體
。
就
是
說

充
滿
慾
望
、
憤
怒
等
煩
惱
，
原
原
本
本

地
成
為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即
使
我
們
擁
有
無
上
的
寶
物
，
如

果
是
鑽
石
或
金
塊
的
話
，
也
會
擔
心
被

偷
走
或
丟
失
吧
。

　
　

然
而
，
如
果
與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的

大
功
德
成
為
一
體
的
話
，
既
不
會
有
丟

失
的
擔
心
，
也
不
會
有
被
偷
走
的
不
安
。

　
　

既
不
用
害
怕
遭
遇
火
災
，
也
不
用

提
防
被
洪
水
沖
走
。
生
活
本
身
就
是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的
活
動
。

　
　

對
此
，
親
鸞
聖
人
在
《
和
讚
》
中

這
樣
告
訴
我
們
：

　
　

「
五
濁
惡
世
之
有
情

　
　
　
若
信
選
擇
之
本
願

　
　
　
不
可
稱
說
不
思
議

　
　
　
功
德
充
滿
行
者
身
」

（
正
像
末
和
讚
）

　
　
〝
擁
有
深
不
見
底
的
極
惡
本
性
之

人
，
被
載
上
大
悲
願
船
，
和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成
為
一
體
的
話
，
不
可
稱
、
不
可

說
、
不
可
思
議
的
功
德
就
會
溢
滿
他
的

全
身
。
〟

　
　

接
下
來
的
「
眾
禍
」
，
是
指
各
種

各
樣
的
不
幸
、
痛
苦
、
災
難
。
即
使
被

彌
陀
的
本
願
（
選
擇
本
願
）
所
拯
救
，

因
果
的
道
理
也
不
會
改
變
，
自
己
種
下

的
種
子
，
結
出
的
果
實
必
須
自
己
收
割
。

所
以
做
了
壞
事
就
會
遭
遇
不
幸
或
災
難
。

然
而
，
本
來
會
使
我
們
痛
苦
的
難
度
海

的
波
濤
卻
轉
為
了
歡
喜
，
這
就
是
「
眾

禍
波
轉
」
。

　
　
那
麼
，
怎
樣
才
能
乘
上
大
悲
願
船

呢
？

　
　
關
於
「
乘
大
悲
願
船
之
路
程
」
善

導
大
師
以
「
二
河
白
道
的
譬
喻
」
加
以

解
說
。
　
　
　
　
　
　
（
請
看
六
頁
）

　
　

「
乘
大
悲
願
船
，
浮
光
明
廣
海
，

至
德
風
靜
，
眾
禍
波
轉
。
」

　
　
　
　
　
　（《
教
行
信
證
》
行
卷
）

　
　

〝
乘
上
大
悲
願
船
看
到
的
人
生
苦

海
，
是
一
個
不
可
思
議
的
劇
場—

—
廣

闊
的
大
海
波
光
粼
粼
，
至
福
之
風
在
靜

靜
地
吹
拂
，
眾
禍
之
波
也
全
都
轉
化
為

幸
福
。
〟

　
　

「
至
德
」
，
指
的
是
阿
彌
陀
佛
凝

聚
了
大
宇
宙
之
寶
製
成
的
無
上
功
德

─
─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

　
　

蓮
如
上
人
這
樣
明
白
易
懂
地
告
訴

我
們
：

「
所
謂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
其
字
數

不
過
六
字
，
表
面
看
來
，
似
覺
無
何
功

能
，
但
這
六
字
名
號
之
中
，
所
含
無
上

甚
深
的
功
德
利
益
之
廣
大
，
卻
無
極
無

限
。
」　
（《
御
文
章
》
五
帖
十
三
通
）

〝
說
到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
因
為
字

數
只
有
六
個
字
，
大
概
沒
有
人
會
認
為

其
中
有
什
麼
了
不
起
的
力
量
吧
。
然
而
，

就
像
俗
語
中
說
的
給
貓
金
幣
、
給
豬
珍

珠
一
樣
，
那
是
因
為
我
們
沒
有
智
慧
，

乘
上
大
悲
願
船
，
染
滿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之
色
的
人
生

2018年７月（５）



二
河
白
道
的
譬
喻

　
　

有
一
位
旅
人
，
在
百
千
里
之

遙
的
路
上
，
從
東
向
西
步
行
走
去
。

　
　

不
久
，
他
發
覺
群
賊
惡
獸
追

趕
上
來
，
由
於
害
怕
被
他
們
所
殺
，

於
是
旅
人
開
始
奔
跑
，
卻
忽
然
發

現
一
條
從
南
向
北
流
淌
的
大
河
橫

亙
在
前
方
，
擋
住
了
去
路
。

　
　

這
條
大
河
右
邊
是
水
河
，
左

邊
是
火
河
，
二
河
之
間
有
一
條
寬

僅
四
、
五
寸
的
白
道
。

　
　

水
火
二
河
波
濤
洶
湧
，
淹
沒

二
河
之
間
狹
窄
的
白
道
，
因
此
完

全
不
知
道
白
道
是
否
通
向
對
岸
。

　
　

在
此
岸
，
釋
迦
牟
尼
佛
指
著

西
方
，
拼
命
地
勸
說
旅
人
向
西
前

行
：
「
向
著
西
方
前
進
就
一
定
能

夠
獲
救
，
你
要
順
著
這
條
路
往
前

走
！
」
然
而
旅
人
由
於
害
怕
過
於

激
烈
的
水
火
二
河
的
滔
天
怒
浪
，

在
白
道
上
遲
遲
不
敢
前
行
。

　
　

但
是
，
在
釋
迦
牟
尼
佛
無
比

熱
切
的
勸
導
下
，
旅
人
雖
然
重
復

著
進
進
退
退
但
還
是
一
點
一
點
地

向
前
走
去
。
終
於
，
旅
人
陷
入
了

「
進
亦
死
，
退
亦
死
，
止
亦
死
」

的
絕
地
（
三
定
死
）
，
心
知
必
死

無
疑
。

　
　

就
在
這
時
，
旅
人
聞
到
了
彼

岸
阿
彌
陀
佛
的
呼
喚
聲
（
招
喚
之

敕
命
）
。

　
　

「
汝
一
心
正
念
直
來
，

　
　
　

我
能
護
汝
。
」

　

（
釋
義
）

　
　

「
你
就
這
樣
來
，

　
　
　

我
必
拯
救
你
。
」

　
　

此
後
，
旅
人
所
有
的
不
安
和

恐
懼
（
疑
怯
退
心
）
全
都
消
失
了
，

得
以
安
然
地
到
達
了
彼
岸
。

「你，依循這條路前行吧，

　絕對不會死的。

　如果停下腳步的話，則會死去。」

釋迦牟尼佛的話語

　
　
「
二
河
白
道
的
譬
喻
」
是
善
導
大
師

的
教
導
，
告
訴
了
我
們
直
到
被
阿
彌
陀
佛

本
願
拯
救
為
止
的
心
的
路
程
。

「快回來這裡吧。

　何必要走在波濤洶湧的水火二河之間那條痛苦

　不堪的道路上呢。

　你一定是被騙了。

　我絕對不是不安好心地在跟你說這些事情的。

　我是希望你幸福才跟你說這些、阻止你的啊。

　如果你不肯接受我的好意，

　執意要繼續往前的話是必死無疑的。

　回來吧，回來吧！」

厲聲嚇阻的群賊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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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裡
，
將
所
有
的
人
都
譬

喻
為
「
旅
人
」
，
將
激
烈
的
欲
望
、

憤
怒
等
煩
惱
以
「
水
之
河
」
「
火

之
河
」
來
解
釋
。

　
　

「
白
道
」
比
喻
的
是
聞
法
心

（
追
求
彌
陀
拯
救
的
心
）
，
然
而
，

即
使
有
追
求
佛
法
的
心
也
是
微
弱

的
，
因
此
說
是
四
五
寸
寬
的
狹
窄

道
路
。

　
　

「
群
賊
」
或
是
「
惡
獸
」
則

是
妨
礙
聞
法
心
的
所
有
一
切
事
物
。

　
　

在
走
投
無
路
的
三
定
死
時
，

聞
得
彌
陀
「
你
就
這
樣
來
」
的
呼

喚
聲
，
指
的
是
旅
人
確
知
自
己
無

疑
可
往
生
極
樂
，
成
為
了
大
安
心

的
「
聞
即
信
」
的
瞬
間
。

這
是
在
譬
喻
什
麼
呢
？

二
河
白
道
不
偏
離
，

是
人
必
為
最
勝
人
。

二
河
之
中
筆
直
行
，

唯
以
呼
喚
為
依
循
。

「汝一心正念直來，我能護汝。

　我必定會守護你。

　千萬不要畏懼會否墮入

　水火之河。」

彌陀的呼喚聲

201８年７月（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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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真宗 親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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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會館

香港.九龍.九龍灣.臨興街21號 美羅中心二期810室
TEL: +852 3705 8727

光壽中心講堂

　
　
在
世
界
各
國
，
作
為
聞
法
和
法
施
據
點
的
法
城
也
大
放
光
芒
。

　
　
特
別
是
在
台
灣
，
雖
然
土
地
面
積
和
日
本
九
州
差
不
多
，
然

而
由
於
阿
彌
陀
佛
的
御
念
力
，
目
前
已
經
有
兩
座
會
館
和
五
個
講

堂
了
。
每
一
處
法
城
都
是
由
學
徒
的
布
施
建
立
並
且
維
持
運
營
。

這
次
為
大
家
介
紹
其
中
的
台
中
講
堂
。

　
　

台
中
講
堂
所
在
的
台
中
市
位
於
台

灣
中
西
部
，
離
首
都
台
北
市
坐
高
鐵
大

約
一
小
時
左
右
。
十
年
前
，
林
秀
美
支

部
長
為
會
館
的
建
立
作
出
了
相
當
大
的

貢
獻
，
現
在
也
擔
任
著
會
館
負
責
人
工

作
。

　
　

林
支
部
長
不
僅
在
每
個
周
日
聞
法
，

平
時
也
有
很
多
聞
法
的
緣
，
還
常
常
是

一
家
人
一
起
聽
聞
。
聞
法
結
束
後
，
林

支
部
長
都
會
準
備
新
鮮
美
味
的
水
果
招

待
大
家
，
邊
吃
邊
進
行
佛
法
讚
歎
。
在

支
部
長
的
帶
動
下
大
家
都
很
踴
躍
積
極

地
發
言
，
每
次
至
少
會
談
論
一
個
小
時
，

有
時
甚
至
超
過
兩
小
時
。

　
　

台
中
的
學
徒
邱
嘉
儀
女
士
，
在
會

館
建
立
前
的
二
十
年
一
直
在
聽
其
他
的

宗
教
，
因
此
邱
女
士
對
遇
到
真
實
佛
法

的
喜
悅
特
別
地
強
烈
：
「
多
虧
了
講
堂
，

讓
我
每
週
都
能
夠
聽
聞
，
真
是
太
幸
福

了
。
」
她
的
母
親
，
大
兒
子
和
大
女
兒

都
是
親
鸞
學
徒
，
他
們
經
常
一
起
來
會

館
聽
聞
。

兩
座
會
館
，
五
個
講
堂

台
灣
學
徒
旺
盛
的
布
施
精
神
①

林秀美女士（右起第３位）和邱嘉儀女士（左起第２位）的
家人在台中講堂。最右邊是林秀美女士的丈夫·何瑞莊先生。
何先生左側是在台灣弘法的早田直樹講師。

去年來日本聞法時的林秀美女士
（左）和長女・何采蓁小姐。

2018年７月2012年6月（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