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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正
藏
》
、
《
高
麗
藏
》
、
《
卍
續
藏
》
等
大
藏
經
數

位
化
工
程
已
經
完
成
，
基
本
解
決
了
佛
學
研
究
者
查
詢
資
料
的

需
求
。
如
此
豐
富
的
資
料
，
已
經
讓
我
們
對
佛
教
各
時
期
、
各

派
別
的
思
想
，
建
立
了
相
當
完
整
的
認
識
。
很
多
人
的
研
究
興

趣
已
經
轉
向
針
對
特
定
的
一
部
經
論
，
使
用
古
本
或
善
本
進
行

精
校
，
乃
至
運
用
多
語
種
資
料
進
行
對
讀
，
通
過
還
原
經
文
的

早
期
形
態
，
探
討
某
些
概
念
的
發
展
演
變
。

佛
學
研
究
工
作
最
為
流
行
的
工
作
文
本
是
《
大
正
藏
》
、

《
卍
續
藏
》
，
這
些
現
代
鉛
字
排
印
大
藏
經
的
紙
本
及
其
電
子

版
。

但
是
如
果
細
心
檢
驗
的
話
，
就
會
發
現
這
些
現
代
大
藏
經

存
在
相
當
多
的
文
字
錯
誤
。
第
一
種
是
排
印
失
誤
，
這
是
出
版

過
程
中
意
外
引
入
的
錯
誤
。
第
二
種
是
校
勘
的
失
誤
，
比
如
該

出
校
的
地
方
沒
有
出
校
，
或
者
不
該
出
校
的
地
方
反
而
出
校
了

，
沒
有
忠
實
反
映
所
用
底
本
或
校
本
的
經
文
原
貌
。

文
本
的
錯
誤
自
然
會
帶
入
到
研
究
工
作
中
，
很
多
時
候

這
種
錯
誤
無
傷
大
雅
，
並
不
會
給
研
究
結
論
帶
來
根
本
性
的
影

響
，
也
不
會
對
理
解
文
意
產
生
太
大
困
擾
。
因
為
文
字
的
意
義

，
是
由
其
本
義
與
上
下
文
環
境
共
同
決
定
，
其
實
在
大
多
數
情

況
，
甚
至
把
一
個
字
從
文
本
中
挖
掉
之
後
，
僅
憑
上
下
文
環
境

就
可
以
還
原
出
本
字
，
就
算
不
能
百
分
百
有
把
握
的
還
原
出
本

字
，
也
可
以
將
這
個
字
跳
過
而
不
影
響
到
整
體
的
理
解
。
這
在

語
言
學
中
叫
做
「
分
布
假
設
」
，
即
詞
的
含
義
是
由
上
下
文
決

定
的
（a 

word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any 

it 

k
e
e
p
s

）
，
  1
此
假
設
在
自
然
語
言
處
理
上
有
著
廣
泛
的
應
用

。

然
而
詮
釋
不
完
整
時
，
文
字
差
異
也
會
對
文
意
理
解
產
生

重
大
的
影
響
，
甚
至
有
可
能
導
致
研
究
者
得
出
錯
誤
或
片
面
的

研
究
結
論
。
這
種
情
況
主
要
出
現
在
否
定
詞
、
數
詞
、
專
用
名

詞
上
面
，
上
下
文
環
境
在
此
時
可
能
失
去
必
要
的
指
引
作
用
，

「
沙
門
法
華
筆
授
」
，
便
是
文
字
差
異
出
現
在
專
用
名
詞
上
的

典
型
謬
誤
。

大
藏
經
的
版
本
問
題

賢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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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正
藏
》
中
《
大
乘
法
界
無
差
別
論
疏
》
提
到
，
提
雲

三
藏
在
唐
代
垂
拱
年
代
與
十
大
德
共
同
翻
譯
包
括
《
大
乘
法
界

無
差
別
論
》
在
內
的
多
部
經
論
，
其
中
筆
授
者
為
法
華
，
  2
《

卍
續
藏
》
的
版
本
也
是
「
法
華
」
，
這
兩
個
版
本
都
是
較
晚
的

版
本
。
更
早
的
版
本
是
《
大
正
藏
》
的
底
本
「
正
德
元
年
刊
本

」
，
和
金
陵
刻
經
處
「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刻
本
」
，
兩
個
版
本
中

的
筆
授
者
則
都
是
「
法
藏
」
，
也
就
是
本
疏
作
者
。
既
然
法
藏

是
該
論
的
筆
授
者
，
那
麼
再
為
此
論
作
疏
，
也
就
順
理
成
章
，

否
則
無
法
解
釋
他
列
舉
參
與
此
次
譯
事
的
諸
位
大
德
，
卻
不
明

確
寫
上
自
己
的
名
字
。
而
「
法
華
」
則
是
無
中
生
有
的
人
物
，

僅
僅
在
卍
續
藏
、
大
正
藏
的
《
大
乘
法
界
無
差
別
論
疏
》
出
現

過
一
次
，
在
其
他
經
論
史
籍
再
無
出
現
。

根
據
進
一
步
的
版
本
比
對
，
發
現
《
大
正
藏
》
本
偏
離
底

本
之
處
，
絕
大
部
分
都
能
從
《
卍
續
藏
》
本
找
到
出
處
，
這
說

明
《
大
正
藏
》
本
雖
然
號
稱
以
正
德
元
年
本
為
底
本
，
但
是
實

際
的
工
作
本
應
該
是
《
卍
續
藏
》
本
，
是
將
正
德
本
轉
錄
到
《

卍
續
藏
》
本
而
形
成
《
大
正
藏
》
本
。

所
以
，
筆
授
者
「
法
藏
」
被
錯
改
為
「
法
華
」
，
首
先
發

生
在
《
卍
續
藏
》
，
繼
而
沿
襲
到
《
大
正
藏
》
，
這
個
謬
誤
幾

乎
被
各
種
相
關
書
籍
、
論
文
引
用
，
  3
導
致
法
藏
在
譯
經
史
的

貢
獻
被
學
術
界
低
估
甚
至
忽
略
；
唯
有
引
用
光
緒
本
的
個
別
書

籍
，
才
對
此
謬
誤
做
出
公
允
的
評
價
。
  4 

這
種
以
《
卍
續
藏
》
本
作
為
《
大
正
藏
》
工
作
本
的
線
索

，
從
智
儼
《
金
剛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略
疏
》
也
可
找
到
。
《
大
正

藏
》
聲
稱
以
「
光
緒
二
十
六
年
刊
大
谷
大
學
藏
本
」
（
簡
稱
光

緒
本
）
為
底
本
，
沒
有
其
他
校
本
。
光
緒
是
清
朝
年
號
，
說
明

此
版
本
出
自
中
國
而
非
日
本
；
再
者
，
金
陵
刻
經
處
在
該
年
也

出
版
了
此
疏
。
可
以
推
斷
，
光
緒
本
即
是
金
陵
刻
經
處
本
，
在

光
緒
本
之
前
，
還
能
找
到
更
早
的
日
本
享
保
年
間
的
版
本
。
再

對
比
享
保
本
、
光
緒
本
、
《
卍
續
藏
》
本
、
《
大
正
藏
》
後
發

現
，
竟
有
若
干
處
明
顯
的
異
文
，
  5
表
示
《
卍
續
藏
》
本
和
《

大
正
藏
》
本
一
致
偏
離
享
保
本
和
光
緒
本
。
因
此
，
《
卍
續
藏

》
本
和
《
大
正
藏
》
本
若
是
兩
種
獨
立
的
版
本
，
發
生
這
種
情

況
的
概
率
微
乎
其
微
。

目
前
學
術
界
已
經
逐
漸
體
認
《
大
正
藏
》
以
《
頻
伽
藏
》

作
為
工
作
底
本
的
事
實
，
《
頻
伽
藏
》
復
刻
的
是
日
本
《
縮
刻

藏
》
，
收
錄
的
經
目
仍
然
遵
循
傳
統
大
藏
經
的
收
錄
範
圍
，
以

傳
譯
而
來
的
經
律
論
三
藏
為
主
，
輔
以
某
些
主
要
的
漢
地
祖
師

著
述
。
而
《
大
正
藏
》
的
收
錄
範
圍
比
以
往
大
藏
經
大
為
擴
展

，
新
增
收
錄
不
少
僅
在
日
本
留
存
下
來
的
漢
傳
佛
教
祖
師
著
述

，
其
中
大
部
分
也
都
同
時
收
錄
在
《
卍
續
藏
》
中
。
從
時
間
上

看
，
《
卍
續
藏
》
在
前
，
《
大
正
藏
》
在
後
，
兩
者
相
差
十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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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這
些
著
述
是
以
往
大
藏
經
沒
有
收
錄
的
，
因
此
《
頻
伽
藏

》
不
可
能
作
為
這
些
著
述
的
工
作
底
本
。
根
據
對
其
中
幾
部
著

述
的
校
勘
結
果
可
以
基
本
推
斷
，
《
大
正
藏
》
新
收
錄
的
漢
地

祖
師
著
述
，
主
要
採
用
了
《
卍
續
藏
》
作
為
工
作
底
本
，
用
於

記
錄
其
他
版
本
的
異
文
，
而
形
成
最
終
的
《
大
正
藏
》
文
本
。

而
《
大
乘
法
界
無
差
別
論
疏
》
也
不
乏
否
定
詞
、
數
詞
上

出
現
文
字
差
異
的
例
子
。
例
如
，
正
德
本
、
光
緒
本
都
是
「
有

餘
梵
行
成
故
不
純
」
，
《
卍
續
藏
》
本
、
《
大
正
藏
》
本
則
都

是
「
有
餘
梵
行
不
成
故
不
純
」
。
問
題
的
複
雜
性
體
現
為
這
段

文
字
的
原
始
出
處─

─

《
勝
鬘
經
》
各
個
版
本
中
本
來
就
有
「

成
」
和
「
不
成
」
兩
種
異
文
。
《
勝
鬘
經
》
不
同
注
疏
對
此
處

的
解
釋
，
也
是
依
據
不
同
異
文
所
給
出
的
。
再
如
，
正
德
本
、

光
緒
本
都
是
「
二
、
性
義
是
界
義
」
，
《
卍
續
藏
》
本
、
《
大

正
藏
》
本
則
是
「
三
、
性
義
是
界
義
」
。

儘
管
存
在
這
麼
多
問
題
，
學
術
界
仍
然
普
遍
使
用
少
數
幾

部
現
代
大
藏
經
作
為
最
主
要
的
引
證
來
源
。
在
有
限
的
時
間
內

製
作
出
收
錄
經
文
如
此
大
而
全
的
大
藏
經
，
其
結
果
必
然
是
犧

牲
了
經
文
品
質
，
存
在
諸
多
漏
洞
無
可
避
免
。
如
果
沒
有
獲
得

最
初
底
本
，
那
麼
後
來
版
本
的
錯
誤
便
無
從
查
驗
。
但
是
很
多

經
文
的
原
始
底
本
或
校
本
塵
封
於
圖
書
館
、
博
物
館
甚
至
私
人

手
中
，
諸
多
版
本
的
圖
像
至
今
沒
有
公
佈
，
且
複
印
本
獲
得
不

易
。

相
似
的
問
題
何
止
存
在
於
那
幾
部
現
代
大
藏
經
之
中
，
很

多
古
籍
整
理
工
作
也
都
是
僅
公
布
最
終
的
校
勘
成
果
，
並
沒
有

同
時
公
布
底
本
和
校
本
圖
像
，
不
僅
讓
其
他
學
者
難
以
核
實
，

且
因
資
料
的
封
閉
性
根
本
無
法
驗
證
，
故
而
校
勘
成
果
無
法
讓

人
徹
底
放
心
。
之
所
以
不
能
公
布
底
本
或
校
本
，
源
自
尚
未
獲

得
所
有
者
的
授
權
，
由
此
也
意
味
著
未
來
有
再
次
核
實
的
可
能

，
造
成
重
複
勞
動
。
所
以
僅
僅
是
公
布
一
個
現
成
的
校
勘
結
果

，
卻
不
能
同
時
公
布
底
本
和
校
本
，
其
價
值
意
義
是
相
當
有
限

的
。

據
此
，
獲
得
開
放
的
古
籍
版
本
圖
像
是
所
有
工
作
的
基
礎

，
最
佳
解
決
方
式
是
獲
得
古
籍
實
物
，
並
將
圖
像
開
放
給
外
界

自
由
使
用
。
一
般
情
況
下
，
古
籍
早
已
過
了
版
權
保
護
期
限
，

古
籍
的
掃
描
者
或
拍
照
者
可
以
將
圖
像
自
由
發
布
。
其
次
，
搜

集
允
許
自
由
使
用
的
古
籍
圖
像
，
由
圖
書
館
將
古
籍
照
片
發
布

到
網
路
上
，
並
允
許
下
載
者
在
注
明
出
處
等
條
件
下
自
由
使
用

。
最
後
，
則
是
宣
導
開
放
圖
像
版
權
的
理
念
，
引
導
藏
書
機
構

主
動
開
放
收
藏
的
古
籍
圖
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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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選
人
宋
楚
瑜
，
以
及
立
法
院
前
院

長
王
金
平
、
台
中
市
長
盧
秀
燕
，
以
及
大
甲
鎮
瀾
宮
董
事
長
顏
清
標

、
立
委
顏
寬
恒
父
子
等
人
到
場
參
與
。
佛
教
正
德
醫
院
院
長
王
德
芳

說
，
正
德
開
山
和
尚
常
律
法
師
體
察
國
人
罹
癌
攀
升
、
費
用
不
貲
，

發
願
照
顧
弱
勢
，
減
輕
弱
勢
族
群
龐
大
醫
療
負
擔
，
籌
建
以
安
寧
緩

和
醫
療
為
主
軸
的
社
區
型
安
寧
緩
和
專
科
醫
院
，
經
歷
申
請
、
四
年

的
興
建
完
工
。
整
棟
正
德
醫
院
醫
療
大
樓
斥
資
三
十
億
元
，
地
上
八

樓
、
地
下
兩
層
，
設
安
寧
緩
和
病
床
九
十
床
，
明
年
一
月
二
日
營
運

看
診
。

 

台
中
佛
教
正
德
醫
院

 
 

醫
療
大
樓
落
成
典
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