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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
光
大
師
文
鈔
選
讀
》  

補
充
講
表  

◎
附
表
十
二
： 

※
其
人
後
來
生
大
慚
愧
，
發
大
菩
提
心 

《
佛
遺
教
經
》
云
：
「
慚
恥
之
服
，
於
諸
莊
嚴
，
最
為
第
一
。
慚
如
鐵
鉤
，
能
制
人
非
法
，
是
故
常
當
慚
恥
，
無
得

暫
替
。
若
離
慚
恥
，
則
失
諸
功
德
。
有
愧
之
人
，
則
有
善
法
；
若
無
愧
者
，
與
諸
禽
獸
無
相
異
也
。
」 

《
靈
峰
宗
論
》
卷
第
五
之
三
‧
慈
悲
緣
苦
眾
生
論
云
：
「
故
尊
崇
賢
善
，
名
之
為
慚
。
輕
拒
暴
惡
，
名
之
為
愧
。
…
…

詎
知
慈
悲
慚
愧
，
恰
恰
相
成
。
有
慚
愧
者
，
方
有
慈
悲
；
無
慈
悲
者
，
卽
無
慙
愧
。
蓋

由
了
達
心
佛
眾
生
三
無
差
別
，
觀
佛
卽
心
，
是
生
慚
愧
；
觀
生
卽
佛
，
是
起
慈
悲
。
尊

崇
本
有
賢
善
之
性
，
隨
願
與
一
切
眾
生
性
德
之
樂
；
輕
拒
迷
真
暴
惡
之
習
，
隨
願
拔
一

切
眾
生
性
德
之
苦
。
有
一
分
慚
愧
，
方
有
一
分
慈
悲
；
有
十
分
慈
悲
，
方
為
十
分
慚
愧
。
」 

◎
禪
淨
雙
修
，
理
事
無
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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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
公
師
父
於
《
蓮
音
》
‧
佛
七
開
示
第
一
期
云
：
「
念
佛
的
人
，
怎
麼
禪
淨
雙
修
呢
？
就
是
在
本
來
無
一
物
處
，
舉

心
念
佛
，
竭
誠
盡
敬
念
佛
；
在
不
思
善
、
不
思
惡
的
時
候
，
舉
心
念
佛
，

也
是
竭
誠
盡
敬
，
妙
妙
妙
妙
！
在
過
去
心
不
可
得
、
現
在
心
不
可
得
、

未
來
心
不
可
得
，
三
心
了
不
可
得
處
舉
心
念
佛
，
這
是
禪
淨
雙
修
。
」 

又
云
：
「
講
到
極
處
，
就
是
觀
音
菩
薩
反
聞
聞
自
性
，
三
千
大
千
國
土
的

怨
賊
、
夜
叉
羅
剎
，
心
裡
一
背
他
，
朝
著
不
生
不
滅
、
清
淨
本

然
的
心
一
觀
照
，
那
是
我
們
的
自
性
，
也
是
無
量
光
明
無
量
壽

命
，
稱
作
自
性
彌
陀
。
以
自
性
彌
陀
的
心
，
舉
心
念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大
慈
悲
父
｜
｜
西
方
的
彌
陀
；
念
到
虔
誠
處
，
自
他
不
二
。
」 

《
靈
峰
宗
論
》
卷
第
五
之
三
‧
念
佛
即
禪
觀
論
云
：
「
梵
語
禪
那
，
此
云
靜
慮
；
靜
即
是
定
，
慮
即
是
慧
。
靜
即
止
， 

慮
即
觀
。
靜
即
寂
，
慮
即
照
。
是
故
、
定
慧
也
，
止
觀
也
，
寂
照
也
，
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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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而
異
名
也
。
或
謂
：
寂
照
約
性
，
餘
約
修
；
止
觀
約
因
，
定
慧
約
果
；
不 

過
一
往
語
耳
。
夫
吾
人
現
前
一
念
心
性
，
雖
昏
迷
倒
惑
，
靈
知
終
不
可
滅
； 

雖
流
轉
紛
擾
，
本
體
終
未
嘗
動
。
此
豈
非
寂
照
真
源
，
止
觀
血
脈
，
定
慧
根 

據
乎
。
…
…
究
此
現
前
一
念
心
性
，
名
為
參
禪
；
達
此
現
前
一
念
心
性
，
名 

為
止
觀
；
思
惟
憶
持
此
現
前
一
念
心
性
，
名
為
念
佛
。
蓋
念
者
，
始
覺
之
智
； 

佛
者
，
本
覺
之
理
也
。
…
…
夫
雙
念
自
他
佛
者
：
了
知
心
、
佛
、
眾
生
、
三 

無
差
別
。
乃
託
他
佛
，
助
顯
本
性
。
由
悟
本
性
，
故
與
禪
觀
非
異
；
由
託
他 

佛
，
故
與
禪
觀
非
同
。
是
謂
勝
異
方
便
，
無
上
法
門
。
」  

《
虛
雲
和
尚
法
彙
》
云
：
「
法
法
本
來
可
以
互
通
，
圓
融
無
礙
的
。
譬
如
念
佛
到
一
心
不
亂
，
何
嘗
不
是
參
禪
； 

參

禪
參
到
能
所
雙
忘
，
又
何
嘗
不
是
念
實
相
佛
。
」 

《
虛
雲
和
尚
法
彙
》
云
：
「
參
禪
的
目
的
。
在
明
心
見
性
。
…
…
萬
緣
放
下
，
一
念
不
生
，
是
參
禪
的
先
決
條
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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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走
路
的
是
誰
，
看
睡
覺
的
是
誰
，
都
是
一
個
樣
子
。
誰
字
下
的
答
案
，
就
是
心
話
從
心

起
，
心
是
話
之
頭
，
念
從
心
起
。
心
是
念
之
頭
，
萬
法
皆
從
心
生
；
心
是
萬
法
之
頭
，
其

實
話
頭
，
即
是
念
頭
。
念
之
前
頭
，
就
是
心
。
直
言
之
，
一
念
未
生
以
前
，
就
是
話
頭
。

由
此
你
我
知
道
，
看
話
頭
，
就
是
觀
心
。
父
母
未
生
以
前
的
本
來
面
目
，
就
是
心
；
看
父

母
未
生
以
前
的
本
來
面
目
，
就
是
觀
心
。
性
即
是
心
，
『
反
聞
聞
自
性
。
』
，
即
是
反
觀

觀
自
心
。
『
圓
照
清
淨
覺
相
，
』
清
淨
覺
相
即
是
心
，
照
即
觀
也
。
心
即
是
佛
。
念
佛
即

是
觀
佛
，
觀
佛
即
是
觀
心
。
所
以
說
，
「
看
話
頭
，
」
或
者
是
說
，
︻
看
念
佛
是
誰
︼
，

就
是
觀
心
。
」 

《
金
剛
經
講
義
》
卷
三
云
：
「
正
以
禪
門
用
功
，
是
宗
般
若
空
之
又
空
，
極
力
遣
蕩
學
人
之
偏
執
故
也
。
故
吾
常
謂

自
唐
以
後
，
中
國
佛
法
端
賴
禪
宗
者
，
因
此
。
由
是
可
知
遣
蕩
功
夫
之
要
矣
。
亦
即
般
若

三
空
之
義
趣
不
可
不
明
矣
。
但
遣
蕩
時
，
應
深
觀
圓
觀
經
中
圓
融
義
諦
。
不
然
，
便
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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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者
為
偏
？
何
者
為
執
？
何
者
應
遣
？
甚
或
自
以
為
是
遣
，
其
實
反
增
偏
執
。
此
禪
門
所

以
雖
不
談
教
義
，
而
必
須
有
嚴
明
師
友
，
時
時
為
之
痛
下
鉗
錘
也
。
所
謂
痛
下
鉗
錘
者
，

即
是
遣
之
又
遣
。
所
謂
百
尺
竿
頭
，
還
須
更
進
一
步
是
也
。
」  

《
金
剛
經
講
義
》
卷
三
云
：
「
更
有
極
要
之
義
，
必
須
一
說
者
。
既
是
遣
蕩
法
門
與
圓
融
法
門
，
無
二
無
別
。
何
以

前
云
必
須
從
此
經
入
耶
。
當
知
此
二
法
門
理
雖
無
別
，
而
用
功
則
大
有
利
鈍
。
所
以
當
從

此
經
入
者
，
以
一
切
凡
夫
無
不
偏
執
病
深
，
必
得
極
力
遣
蕩
，
而
後
乃
能
圓
融
也
。
否
則

偏
執
之
凡
情
未
去
分
毫
，
便
觀
圓
融
經
論
，
何
能
領
會
，
那
得
受
用
。
至
多
不
過
學
得
一

二
教
相
，
作
為
清
談
之
助
而
已
。
」  

《
金
剛
經
講
義
》
卷
三
云
：
「
名
為
第
一
義
空
者
，
因
其
一
空
到
底
故
也
。
一
空
到
底
者
，
有
亦
空
，
空
亦
空
也
。

換
言
之
，
便
是
有
亦
遣
，
空
亦
遣
。
遣
有
，
所
謂
不
著
有
也
；
遣
空
，
非
所
謂
不
著
空
乎
。

然
則
遣
蕩
之
第
一
義
空
，
與
二
邊
不
著
之
圓
融
中
道
，
請
問
又
有
何
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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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剛
經
講
義
》
卷
三
云
：
「
華
嚴
、
法
華
等
是
表
詮
。
表
詮
者
，
用
彰
顯
圓
融
之
語
，
以
明
性
體
是
也
。
故
其
辭

句
義
味
，
一
一
皆
趨
圓
融
。
即
說
遣
蕩
之
法
，
亦
寓
在
圓
融
之
中
。
故
必
已
有
遣
蕩
功
夫

之
人
，
即
是
執
見
已
薄
之
人
，
方
能
徹
底
領
會
。
不
然
，
便
只
知
其
是
說
圓
融
，
而
不
知

其
是
說
遣
蕩
。
所
以
從
此
入
手
者
，
往
往
學
之
多
年
，
而
偏
執
之
病
依
然
。
雖
或
依
據
教

相
，
說
得
圓
融
。
而
於
本
分
上
并
無
交
涉
。
況
執
情
未
化
，
其
所
說
者
，
不
過
表
面
文
章
。
…
…

而
般
若
則
是
遮
詮
。
遮
詮
者
，
用
遣
蕩
偏
執
之
語
，
以
明
性
體
是
也
。
故
其
辭
句
義
味
，

一
一
皆
趨
遣
蕩
。
雖
說
圓
融
之
理
，
亦
寓
在
遣
蕩
之
內
。
…
…
由
是
可
知
般
若
之
妙
矣
，

必
當
先
學
矣
。
何
以
故
？
執
情
遣
蕩
得
一
分
，
性
相
便
圓
融
得
一
分
。
遣
蕩
至
極
處
，
亦

即
圓
融
至
極
處
矣
；
慧
徹
三
空
，
便
是
圓
融
中
道
。
」  

※
禪
者
，
即
吾
人
本
具
之
真
如
佛
性 

《
靈
峰
宗
論
》
卷
第
四
之
一
云
：
「
《
金
剛
經
》
如
幻
如
夢
者
，
為
破
凡
外
二
乘
，
我
法
二
執
言
之
。 

夫
夢
境
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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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
而
夢
心
即
是
覺
心
； 

幻
事
雖
虛
，
而
幻
本
亦
不
全
虛
； 

泡
雖
無
實
，
而

非
無
水
； 

影
雖
無
實
，
而
非
無
質
。
」 

《
金
剛
經
》
云
：
「
佛
告
須
菩
提
：
凡
所
有
相
，
皆
是
虛
妄
。
若
見
諸
相
非
相
，
即
見
如
來
。
」 

《
彌
陀
要
解
》
五
重
玄
義
云
：
「
深
信
西
方
依
正
主
伴
，
皆
吾
現
前
一
念
心
中
所
現
影
； 

全
事
即
理
，
全
妄
即
真
， 

全
修
即
性
，
全
他
即
自
。
」 

《
華
嚴
疏
鈔
》
卷
二
十
七
云
：
「
如
幻
，
似
有
不
實
故
。 

似
有
故
假
，
不
實
故
空
。 

此
二
不
二
，
成
中
道
智
。
」 

《
徹
悟
禪
師
語
錄
》
云
：
「
又
妄
心
不
可
得
，
則
全
妄
即
真
；
眾
生
不
可
得
，
則
全
生
即
佛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