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
先
讓
各
位
前
賢
大
德
領
會

的
是
一
貫
道
的
傳
承
是
有
其
天

命
的
，
是
有
它
的
時
代
使
命
及

沿
革
。
因
此
，
一
貫
道
在
天
恩

師
德
加
被
、
祖
師
鴻
慈
大
愿

中
，
能
夠
傳
遍
世
界
各
國
，
這

些
都
是
師
尊
、
師
母
的
德
光
，

因
為
師
尊
師
母
承
繼
了
道
統
、

天
命
、
心
法
的
真
傳
，
透
過
一

貫
儀
禮
傳
授
給
我
們
三
寶
心

法
，
為
此
，
﹁
三
寶
心
法
﹂
即

是
一
貫
道
整
體
道
場
修
持
生
命

的
精
華
。

所
謂
﹁
三
寶
心
法
﹂，
即
是

傳
心
，
不
傳
法
，
為
什
麼
？
因

為
﹁
心
即
是
法
﹂，
﹁
心
能
生
萬

法
﹂
，
至
於
﹁
心
法
﹂
，
須
得
到

身
擔
天
命
的
點
傳
師
，
代
表
師

尊
師
母
口
傳
心
授
後
，
若
能
依

法
修
持
就
能
夠
有
所
成
就
。

老
子
整
個
哲
學
系
統
的
發

展
，
可
以
說
是
由
宇
宙
論
伸
展

到
人
生
論
，
再
由
人
生
論
延
伸

到
政
治
論
。
老
子
哲
學
的
哲
學

理
論
基
礎
，
是
由
﹁
道
﹂
這
個

觀
念
開
展
出
來
的
。
他
所
預
設

的
﹁
道
﹂，
就
是
依
他
在
經
驗
中

所
體
悟
的
道
理
，
再
以
體
悟
的

道
理
附
托
給
所
謂
﹁
道
﹂
，
以
作

為
它
的
特
性
和
作
用
。
當
然
，

我
們
也
可
以
視
﹁
道
﹂
是
人
的

內
在
生
命
的
呼
聲
，
乃
是
應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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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內
在
生
命
需
求
與
願
望
，

所
開
展
出
來
的
一
種
理
論
。

﹁
道
﹂
的
各
種
意
義
│
有
些

地
方
﹁
道
﹂
是
指
形
而
上
的
實

存
者
，
有
時
﹁
道
﹂
亦
是
一
種

規
律
，
或
是
指
人
生
的
準
則
、

指
標
，
或
典
範
，
因
此
，
﹁
道
﹂

就
能
略
規
為
下
面
這
三
個
層
面

來
談
：１

實
存
意
義
的
道
：
﹁
道
﹂

雖
沒
有
固
定
的
形
體
，
卻
超
越
了

我
們
感
覺
、
知
覺
的
作
用
。
因

此
，
它
並
非
空
無
所
有
，
而
是

︽
道
德
經
二
十
一
章
︾
﹁
其
中
有

象
、
其
中
有
物
、
其
中
有
精
、
其

中
有
信
。
﹂
都
說
明
了
﹁
道
﹂
是

一
個
實
有
的
存
在
體
。

２
規
律
性
的
道
：
﹁
道
﹂
體

固
然
是
無
形
而
不
可
見
，
恍
惚
而

不
可
隨
，
但
它
作
用
於
萬
物
時
，

卻
表
現
了
某
種
規
律
是
可
作
為
人

類
的
行
為
的
效
準
。
如
：
﹁
反
者

道
之
動
。
﹂
︽
道
德
經
四
十
章
︾

﹁
反
﹂
可
作
﹁
相
反
﹂
，
也
可
作

﹁
返
回
﹂，
它
蘊
涵
兩
個
概
念
：
相

反
對
立
，
返
本
復
初
。

３
生
活
準
則
的
道
：
形
而
上

的
﹁
道
﹂，
落
實
在
生
活
層
面
，

是
可
作
為
人
間
行
為
的
指
標
，
更

可
成
為
人
類
生
活
方
式
與
處
世
的

方
法
了
。
同
時
，
形
而
上
的
道
，

落
實
到
物
界
作
用
於
人
生
，
便
可

稱
它
為
﹁
德
﹂。
道
和
德
的
關
係

是
二
而
一
的
，
老
子
以
﹁
體
﹂
和

﹁
用
﹂
的
發
展
說
明
﹁
道
﹂
與

﹁
德
﹂
的
關
係
，
德
是
道
的
作

用
，
也
是
道
的
顯
現
。

聖
人
老
子
的
哲
學
思
想
常
被

稱
為
﹁
自
然
﹂
哲
學
，
自
然
觀
念

的
重
要
性
，
可
以
從
這
句
話
中
看

出
來
，
老
子
說
：
﹁
人
法
地
、
地

法
天
、
天
法
道
、
道
法
自
然
。
﹂

這
不
僅
說
明
了
道
要
法
﹁
自

然
﹂
，
包
括
天
、
地
、
人
也
要
效

法
其
﹁
自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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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謂
道
法
自
然
是
說
﹁
道
﹂

以
它
自
己
的
狀
況
為
依
據
，
以
它

內
在
原
因
決
定
了
﹁
本
身
的
存

在
﹂
，
而
不
必
靠
外
在
的
其
他
原

因
。
可
見
﹁
自
然
﹂
並
不
是
名

詞
，
而
是
狀
詞
，
也
就
是
說
﹁
自

然
﹂
並
不
是
指
具
體
存
在
的
東

西
，
而
是
形
容
﹁
自
己
如
此
﹂
的

一
種
狀
態
。

１
無
為
：
聖
人
老
子
的
無

為
，
並
非
什
麼
都
不
做
，
並
不
是

不
為
，
而
是
含
有
不
妄
為
之
意
。

所
謂
﹁
無
為
﹂
是
一
種
處
事
的
態

度
和
方
法
，
﹁
無
不
為
﹂
是
指

﹁
無
為
﹂

不
妄
為

所
產
生
的
效

果
。
換
言
之
，
無
為
而
無
不
為
是

指
不
妄
為
，
就
沒
有
什
麼
事
情
做

不
成
的
。
亦
即
是
說
﹁
順
其
自
然
﹂

便
沒
有
一
件
事
做
不
好
的
，
如

︽
道
德
經
第
三
章
︾
所
言
：
﹁
為

無
為
，
則
無
不
治
﹂
的
意
義
是
相

通
的
。２

虛
靜
：
﹁
虛
﹂
是
形
容
道

體
。
老
子
說
：
﹁
致
虛
極
，
守
靜

篤
﹂︽
道
德
經
第
十
六
章
︾，
他
認

為
萬
物
的
根
源
是
虛
靜
狀
態
的
，

﹁
虛
﹂
這
個
觀
念
應
用
到
人
生
方

面
時
，
便
含
有
﹁
深
藏
﹂
的
意

義
，
而
虛
狀
的
東
西
，
必
然
也
呈

現
靜
的
狀
態
。
如
﹁
萬
物
並
作
，

吾
以
觀
其
復
，
夫
物
芸
芸
，
各
歸

其
根
，
歸
根
曰
靜
，
靜
曰
復
命
﹂

︽
道
德
經
第
十
六
章
︾，
萬
物
蓬
勃

的
生
長
現
象
中
，
有
它
往
復
循
環

的
道
理
，
萬
物
紛
紛
紜
紜
，
千
態

萬
狀
，
最
後
總
要
返
回
自
己
的
本

根
，
而
本
根
之
處
乃
呈
現
虛
靜
的

狀
態
。３

柔
弱
：
老
子
說
：
﹁
弱
者

道
之
用
﹂︽
道
德
經
四
十
章
︾，
柔

弱
的
工
作
，
運
用
到
人
生
方
面

時
，
老
子
認
為
﹁
柔
弱
勝
剛
強
﹂

︽
道
德
經
第
三
十
六
章
︾，
並
且
認

為
﹁
堅
強
者
死
之
徒
，
柔
弱
者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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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徒
﹂︽
道
德
經
七
十
六
章
︾，
他

說
：
﹁
人
活
著
的
時
候
，
身
體
是

柔
軟
的
，
死
了
之
後
就
變
成
僵

硬
。
﹂
﹁
處
下
﹂
也
是
﹁
柔
弱
﹂

道
理
的
另
一
種
運
用
，
含
有
謙
虛

容
物
之
意
，
常
用
江
海
作
比
喻
，

由
於
它
的
低
窪
處
下
，
所
以
百
川

都
匯
歸
於
海
。

４
不
爭
：
老
子
的
﹁
不
爭
﹂，

並
非
對
自
我
或
其
他
人
、
事
、
物

的
放
棄
。
他
仍
要
人
去
﹁
為
﹂，

而
所
為
要
能
﹁
利
萬
物
﹂，
﹁
為
﹂

是
順
著
自
然
的
情
狀
去
發
揮
人
類

的
努
力
，
而
努
力
所
得
來
的
成

果
，
卻
是
不
能
據
為
己
有
，
這
也

可
說
是
一
種
偉
大
的
道
德
行
為
。

如
老
子
所
說
﹁
功
成
而
弗
居
﹂

︽
道
德
經
第
二
章
︾，
﹁
功
成
而
不

有
﹂︽
道
德
經
三
十
四
章
︾，
﹁
功

成
名
遂
身
退
﹂
︽
道
德
經
第
九

章
︾
，
都
是
﹁
不
爭
﹂
的
思
想
引

申
。
由
此
推
知
﹁
謙
退
﹂
、
﹁
居

後
﹂
的
觀
念
都
蘊
涵
在
﹁
不
爭
﹂

的
思
想
?
。

玄
關
：
一
真
觀
，
借
指
見

月
，
身
中
之
中
，
制
心
一
處
。

性

口
訣
：
慈
心
觀
，
讚
佛
功

德
，
洗
濯
業
識
，
定
慧
雙
修
，
降

伏
妄
念
。

心

合
同
：
赤
子
觀
，
見
素
抱

樸
，
赤
子
之
心
，
合
道
同
德
，
萬

緣
放
下
。

身

１
玄
關
：
﹁
借
指
見
月
﹂
，

借
著
點
傳
師
的
手
指
指
出
內
在
的

本
性
，
一
指
見
性
，
告
訴
我
們
內

在
有
其
靈
性
的
存
在
，
用
﹁
一
真

觀
﹂
來
看
玄
關
的
真
實
意
。
玄
關

是
一
真
觀
，
觀
照
、
觀
想
﹁
全
身

都
是
假
，
唯
一
玄
關
真
。
﹂
制
心

一
處

守
玄

將
念
頭
集
中
於
一
個

地
方
，
甚
至
於
把
它
消
除
掉
，
此

為
制
心
一
處
。

２
口
訣
：
口
訣
是
對
祖
師
做

﹁
無
上
偉
大
的
佛
彌
勒
﹂
讚
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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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語
，
祖
師
的
慈
愿
是
﹁
不
殺

生
、
不
食
眾
生
肉
﹂
，
是
初
發

心
、
基
本
愿
力
，
大
乘
愿
，
成
就

在
那
?
？
讓
人
間
淨
土
的
實
現
。

唸
口
訣
有
祖
師
的
傳
承
、
天
命
的

傳
承
，
有
祖
師
的
聖
號
在
?
面
，

有
愿
懺
的
功
能
在
?
面
，
一
面

﹁
讚
佛
功
德
﹂
，
一
面
﹁
洗
濯
業

識
﹂
，
一
聲
南
無
佛
，
眾
生
皆
解

脫
，
有
讚
嘆
祖
師
功
德
的
殊
勝
。

３
合
同
：
﹁
見
素
抱
樸
﹂，

素
是
沒
有
顏
色
、
沒
有
造
作
、
沒

有
加
工
就
叫
﹁
素
﹂。
留
有
樹
皮

沒
有
加
工
的
原
木
叫
﹁
樸
﹂
。
恢

復
本
來
自
性
，
自
在
無
礙
的
真

如
，
所
謂
的
﹁
自
在
﹂
就
是
見
素

抱
樸
。合

同
，
亦
是
赤
子
之
心
，
合

道
同
德
，
因
子
亥
相
抱
象
徵
赤
子

之
心
。
如
用
心
性
譬
喻
赤
子
之

心
，
就
是
心
能
保
持
純
然
，
天
真

無
邪
，
不
受
塵
緣
污
染
其
心
。
同

時
，
合
同
亦
在
啟
示
我
們
，
修
道

必
須
合
道
同
德
，
同
於
道
，
才
能

修
持
正
確
目
標
，
同
於
德
，
才
能

渡
化
別
人
、
德
化
別
人
，
誠
如
道

德
經
的
﹁
和
其
光
，
同
其
塵
﹂
的

意
思
。﹁

赤
子
觀
﹂
即
是
在
恢
復
赤

子
之
心
，
使
自
己
修
持
到
﹁
無
念
﹂

的
境
地
，
最
後
再
進
一
步
學
到

﹁
無
心
﹂，
無
心
才
是
真
正
的
赤
子

之
心
，
此
番
境
地
，
雖
很
難
修

持
，
但
只
要
依
三
寶
心
法
修
持
，

便
能
漸
入
佳
境
，
只
怕
不
修
，
只

要
真
修
實
煉
，
必
能
成
就
，
才
能

返
本
還
源
，
恢
復
天
真
的
本
性
。

師
尊
在
道
義
中
曾
慈
示
：

﹁
看
經
原
為
求
法
，
既
已
得
法
，

即
不
看
經
，
亦
無
妨
礙
，
只
要

守
著
﹃
觀
照
﹄
一
點
性
靈
，
即

是
一
部
﹃
無
字
真
經
﹄。
﹂

性
理
真
傳
，
乃
頓
教
法
門
，

無
住
心
法
，
無
為
大
道
，
唯
有
參

得
透
，
當
前
即
是
；
解
得
開
，
轉

瞬
即
成
。

從
世
尊
的
﹁
拈
花
示
眾
﹂
，

及
孔
聖
的
﹁
吾
道
一
以
貫
之
﹂
，

與
六
祖
的
﹁
三
更
受
法
﹂
，
與
現

今
應
運
三
曹
普
渡
的
﹁
一
貫
心

法
﹂
，
所
傳
的
皆
是
相
同
的
不
二

法
門
，
唯
有
自
修
、
自
行
、
自

悟
，
方
能
自
成
佛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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