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者
按
：
現
代
社
會
，
吃
得
越
﹁
好
﹂，
罹
患

心
腦
血
管
疾
病
的
比
例
也
越
高
，
故
素
食
人
口
日
漸

增
多
。
大
家
認
為
只
有
揚
棄
各
類
肉
食
，
才
能
保
持

健
康
。
吃
素
，
不
再
只
限
於
某
些
宗
教
因
素
，
只
要

食
之
均
衡
得
法
，
身
心
感
覺
更
加
輕
鬆
健
康
。
吃
素

是
一
種
生
活
態
度
，
是
身
心
靈
的
同
步
修
養
，
慈

悲
、
對
生
命
的
尊
重
，
希
望
大
家
都
成
為
圓
滿
的
素

食
者
！
本
單
元
特
別
感
謝
悅
智
文
化
出
版
社
提
供
連

載
。

素
食
主
義
在
中
國

中
國
古
人
在
祭
祀
或
遇
重
大
事
件
時
，
事
先
要

有
數
日
沐
浴
、
更
衣
獨
居
並
食
素
和
戒
酒
，
以
達
到

﹁
淨
其
身
，
清
其
心
﹂
的
目
的
，
顯
示
對
神
靈
的
敬

畏
，
稱
為
齋
戒
。
後
來
則
演
變
為
每
月
初
一
和
十
五

吃
齋
，
以
示
清
心
寡
欲
，
並
開
始
在
民
間
流
傳
，
這

可
以
說
是
最
初
的
素
食
。

我
國
的
素
食
真
正
形
成
於
漢
代
，
發
展
則
始
於

魏
晉
時
期
和
唐
代
。
兩
漢
時
期
佛
教
傳
入
中
國
，
出

現
了
吃
素
修
行
的
僧
侶
和
不
得
食
肉
的
門
規
，
到
了

南
朝
的
梁
武
帝
頒
佈
︽
斷
酒
肉
文
︾
後
，
佛
教
徒
吃

素
便
成
為
正
統
。
魏
晉
南
北
朝
時
期
佛
教
的
盛
行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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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院
的
發
展
，
使
素
食
、
素
菜
發
展
進
入
一
個
重
要

階
段
。素

食
古
已
有
之
，
作
為
素
菜
，
主
要
原
料
是
蔬

菜
、
瓜
果
之
類
。
到
西
漢
之
前
，
無
論
皇
家
貴
族
還

是
平
民
百
姓
，
素
菜
的
品
種
都
大
同
小
異
。
到
了
西

漢
初
期
，
淮
南
王
劉
安
發
明
了
豆
腐
，
從
此
，
素
菜

出
現
了
一
個
新
品

豆
腐
菜
，
把
素
菜
的
發
展
推
向

一
個
新
階
段
。

魏
晉
南
北
朝
時
期
，
佛
教
傳
入
中
國
，
並
得
到

較
大
發
展
，
全
國
各
地
佛
寺
林
立
。
佛
教
宣
揚
的

﹁
戒
殺
放
生
﹂
與
儒
家
傳
統
的
觀
點
﹁
仁
﹂
相
結

合
，
使
素
食
之
風
大
盛
，
出
現
了
有
目
的
地
專
門
吃

素
的
人
群
。
此
後
，
吃
素
不
再
僅
僅
是
普
通
平
常

事
，
甚
至
蒙
上
一
層
﹁
莊
嚴
﹂、
﹁
清
高
﹂，
也
出
現

﹁
寺
院
素
菜
﹂。

隋
唐
時
期
，
素
菜
得
到
很
大
發
展
，
已
形
成
獨

特
風
味
。
到
了
南
宋
時
期
，
再
次
掀
起
了
素
菜
的
高

潮
，
在
汴
梁
已
有
專
門
的
素
菜
館
。
到
了
清
朝
時

期
，
素
菜
發
展
達
到
很
高
的
水
準
，
與
享
有
盛
名
的

四
大
菜
系
並
列
。

我
國
傳
統
素
菜
可
分
為
寺
院
素
菜
、
宮
廷
素
菜

與
民
間
素
菜
三
個
流
派
。
寺
院
素
菜
講
究
﹁
全

素
﹂，
禁
用
﹁
五
葷
﹂
調
味
，
且
大
多
禁
用
蛋
類
；

供
帝
王
享
用
的
宮
廷
素
菜
，
講
求
用
料
的
奇
珍
、
考

究
的
烹
調
技
法
、
外
形
的
美
觀
；
民
間
素
菜
用
料
廣

泛
，
美
味
而
經
濟
，
為
人
們
所
普
遍
接
受
。

﹁
全
素
﹂
派
與
﹁
以
葷
托
素
﹂
派
是
我
國
傳
統

素
菜
發
展
的
兩
大
方
向
。
﹁
全
素
﹂
派
追
求
﹁
清

淨
﹂
，
用
料
上
絕
對
排
除
肉
類
、
蛋
類
、
﹁
小
五

葷
﹂、
甚
至
乳
類
製
品
；
﹁
以
葷
托
素
﹂
派
力
求
好

味
道
，
用
料
廣
泛
，
不
僅
可
用
蛋
類
，
還
可
用
肉
湯

甚
至
海
參
等
作
為
調
味
料
或
主
料
，
很
難
再
冠
以

﹁
素
菜
﹂
之
名
了
。

在
中
國
由
於
宗
教
因
素
，
素
食
常
常
和
吃
齋
混

淆
，
寺
院
素
食
中
禁
用
的
五
辛
和
道
觀
菜
中
禁
用
的

五
葷
，
在
現
今
意
義
下
其
實
都
屬
於
素
食
。

素
食
主
義
在
西
方

據
說
西
方
最
早
的
素
食
主
義
者
是
西
元
前
六
世

紀
的
希
臘
哲
學
家
畢
達
哥
拉
斯
，
他
主
張
杜
絕
肉

食
，
代
之
以
豆
類
及
其
他
素
食
。
西
元
前
五
世
紀
的

另
一
位
希
臘
哲
學
家
安
培
多
克
勒
也
持
有
同
樣
的
觀

點
。
他
們
之
所
以
倡
導
素
食
，
是
因
為
相
信
靈
魂
可

以
輪
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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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漫
長
的
古
羅
馬
統
治
時
期
，
基
督
教
各
宗
派

的
修
行
者
、
猶
太
人
，
以
及
一
些
其
他
宗
教
的
信
徒

都
認
為
肉
食
是
一
種
殘
暴
和
代
價
高
昂
的
奢
侈
行

為
。
在
羅
馬
帝
國
衰
落
後
的
幾
個
世
紀
裡
，
歐
洲
大

部
分
虔
誠
的
修
行
團
體
都
禁
戒
肉
食
，
例
如
，
西
多

會
︵

︶。
儘
管
今
天
絕
大
部
分
的
基
督

徒
都
不
再
信
奉
素
食
主
義
，
但
是
，
仍
然
有
一
些
教

派
嚴
守
著
類
似
的
教
規
，
禁
止
食
肉
、
魚
和
蛋
。
例

如

，
一
個
十
七
世
紀
從
西
多
會
分
離
出

來
的
反
對
改
良
運
動
的
教
派
，
其
信
徒
至
今
仍
信
奉

素
食
主
義
。

在
十
八
世
紀
，
由
於
經
濟
、
倫
理
和
營
養
學
等

方
面
的
原
因
，
素
食
主
義
逐
漸
引
起
了
人
們
的
興

趣
。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
英
國
和
大
部
分
歐
洲
國
家
有

過
極
盛
的
素
食
運
動
，
素
食
運
動
就
此
傳
到
大
部
分

的
殖
民
地
。
素
食
運
動
的
黃
金
時
間
介
於
兩
次
世
界

大
戰
之
間
。
在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時
，
人
們
對
不
含

肉
或
含
肉
少
的
食
物
是
否
具
有
足
夠
的
營
養
產
生
疑

惑
。
當
時
由
於
同
盟
國
家
的
交
通
封
鎖
，
丹
麥
政
府

擔
心
出
現
缺
糧
危
機
，
要
求
丹
麥
素
食
者
協
會
和
著

名
的
海
因
博
士
設
計
糧
食
配
給
計
劃
，
結
果
丹
麥
人

的
健
康
得
到
極
大
改
善
，
死
亡
率
也
大
大
降
低
。
士

兵
們
所
吃
的
只
是
粗
糙
的
麵
包
、
穀
類
、
麥
片
粥
、

馬
鈴
薯
、
蔬
菜
和
奶
品
。

挪
威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時
也
有
同
樣
的
經

驗
，
他
們
的
肉
食
消
耗
量
降
低
，
五
穀
和
植
物
大
量

地
增
加
，
導
致
循
環
系
統
疾
病
造
成
的
死
亡
也
大
為

減
少
，
後
來
戰
爭
結
束
，
這
裡
恢
復
了
戰
前
的
飲
食

習
慣
，
死
亡
率
又
回
升
到
戰
前
的
水
準
。

十
八
世
紀
著
名
的
素
食
主
義
倡
導
者
有
班
傑

明
·
富
蘭
克
林
和
伏
爾
泰
。
素
食
主
義
運
動
正
式
誕

生
於
一
八
○
九
年
英
國
的
曼
徹
斯
特
。
當
時
，
有
些

教
會
的
成
員
一
起
發
誓
禁
食
酒

肉
。
一
八
四
七
年
，
這
個
修
行
團
體
脫
離
了
教
會
並

成
立
素
食
者
協
會
。
同
一
時
期
，
素
食
主
義
運
動
也

相
繼
在
其
他
西
方
國
家
展
開
。
美
國
於
一
八
五
○

年
，
德
國
於
一
八
六
七
年
，
法
國
一
八
九
九
年
分
別

成
立
了
素
食
者
協
會
。
一
九
○
八
年
，
國
際
素
食
者

聯
合
會
在
北
愛
爾
蘭
成
立
。
一
九
四
九
年
，
美
國
素

食
者
聯
合
會
成
立
，
一
八
六
○
年
，
美
國
嚴
格
素
食

者
協
會
成
立
，
他
們
都
被
國
際
素
食
者
聯
合
會
接
納

成
為
分
支
機
構
。︵

本
文
感
謝
悅
智
文
化
館
提
供
連
載
︶

︵
續
下
期
︶

2 0 0 5年 7月 58

新素食主義  7/6/2005  5:12 PM  頁面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