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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
心

淨
土



序
言

慈
山  

建
築  

體
驗

營
建
伽
藍
是
一
項
需
要
莊
敬
之
情
的
事
業
。
然
營
造
的

目
的
在
何
？
道
世
師
《
法
苑
珠
林
》
有
言
：
「
建
苦
海

之
舟
航
。
為
信
根
之
枝
幹
。
睹
則
發
心
。
見
便
忘
返
。

益
福
生
善
。
稱
為
伽
藍
也
。
」
故
知
伽
藍
當
是
信
慧
的

長
養
增
益
之
所
。
此
即
是
慈
山
寺
的
設
計
指
歸
。

基
趾
是
修
持
空
間
的
標
顯
，
其
劃
立
的
目
的
不
單
在
界

別
真
俗
，
更
欲
實
現
《
大
智
度
論
》
中
「
出
入
來
去
。

安
庠
一
心
」
的
功
用
，
使
得
行
者
能
夠
正
念
精
進
。
當

山
環
牆
迴
廊
周
匝
列
布
於
庭
宇
外
圍
，
透
顯
著
伽
藍
應

有
的
寧
靜
與
祥
和
。

前
往
中
堂
的
參
詣
道
路
始
於
山
門
。
檐
下
左
右
，
各
有

金
剛
力
士
護
衛
寺
域
，
而
之
後
的
蓮
池
歡
喜
地
則
顯
發

著
崇
禮
場
所
的
淨
潔
無
染
。
復
行
數
步
，
即
至
彌
勒

殿
。
殿
中
奉
兜
率
內
院
慈
氏
補
處
，
並
妙
高
四
方
護
世

天
王
。
作
為
中
軸
上
的
第
二
重
殿
堂
，
彌
勒
殿
為
其
後

的
寺
院
核
心
鋪
陳
了
前
導
。
升
入
須
彌
山
的
體
驗
隱
喻

著
即
將
步
入
佛
陀
的
清
淨
剎
土
。

大
庭
院
圍
廊
環
繞
，
一
側
洞
開
，
朝
向
庭
外
的
觀
音
大

像
。
四
隅
秀
木
不
僅
投
下
了
陰
涼
，
並
且
柔
化
了
轉

角
。
庭
院
尺
度
配
合
於
殿
堂
，
為
各
類
儀
式
的
舉
行
提

供
了
場
地
。
大
雄
寶
殿
之
中
，
釋
迦
、
彌
陀
、
藥
師
三

尊
巍
然
趺
坐
，
而
殿
堂
的
規
模
也
堪
為
「
世
尊
」
所
寓

之
處
。
郁
起
的
前
檐
，
典
雅
的
堂
宇
，
端
然
的
列
柱
，

堂
皇
的
尺
度
，
使
得
該
殿
能
夠
成
為
禮
敬
、
修
持
與
祈

念
的
境
域
。
總
此
內
外
，
莊
嚴
之
感
得
到
了
淋
漓
的
詮

現
。
而
當
參
訪
者
步
出
大
殿
凝
視
吐
露
港
之
際
，
自
然

之
美
景
也
儘
顯
無
遺
。

殿
旁
別
有
廊
道
，
可
通
達
至
位
於
寺
院
另
一
軸
線
上
的

觀
音
聖
像
。
供
奉
如
意
輪
觀
音
的
殿
宇
座
落
在
參
詣
道

起
首
，
為
參
訪
者
在
敬
拜
聖
像
前
提
供
了
一
處
敬
奉
思

念
空
間
。
觀
音
聖
像
望
之
雲
表
的
體
量
，
宣
示
著
娑
婆

慈
怙
、
曠
劫
遐
津
的
悲
智
願
力
。

巡
禮
於
當
山
空
間
、
殿
堂
與
圖
像
之
間
的
體
驗
無
時
不

盈
注
著
莊
嚴
和
靜
謐
。
正
是
這
種
體
驗
，
使
得
經
歷
者

能
夠
控
蕩
塵
勞
，
長
養
淨
心
。
《
涅
槃
經
》
云
：
「
往

僧
坊
者
有
其
七
法
。
一
者
生
信
。
二
者
禮
拜
。
三
者
聽

法
。
四
者
至
心
。
五
者
思
義
。
六
者
如
說
修
。
七
者
回

向
大
乘
。
利
安
多
人
。
」
慈
山
寺
的
佈
局
、
建
築
、
景

觀
與
圖
像
不
僅
為
浸
潤
其
間
者
提
供
了
修
習
聖
道
的
空

間
，
也
將
佛
與
淨
土
的
影
像
映
射
在
了
當
下
的
紅
塵
一

隅
。

何
培
斌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建
築
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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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有
故
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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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生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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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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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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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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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坊

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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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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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沿
革



相
傳
在
南
北
朝
劉
宋
時
期
（4

2
0
-
4
7
9

）
，
天
竺
僧
人

杯
度
禪
師
來
到
屯
門
山
。
《
高
僧
傳
》
中
記
載
杯
度
禪

師
具
有
神
力
，
曾
遊
歷
於
交
廣
之
間
。
《
新
安
縣
志
》

中
亦
提
及
：
「
元
嘉
五
年
（4

2
8

年
）
三
月
，
憩
邑
屯

門
山
，
後
人
因
名
曰
杯
渡
山
。
」
杯
渡
禪
師
因
此
成
為

佛
教
傳
入
香
港
之
第
一
人
。

自
南
北
朝
時
期
直
至
十
九
世
紀
以
來
，
香
港
佛
教
基
本

上
以
清
淨
修
行
為
主
，
寺
廟
地
處
山
林
，
與
當
時
的
香

港
社
會
並
無
過
多
交
集
，
發
展
較
為
緩
慢
。

二
十
世
紀
初
辛
亥
革
命
前
後
，
由
於
北
方
政
局
混
亂
，

逃
亡
的
中
國
難
民
大
量
湧
入
香
港
，
形
成
了
一
股
移
民

潮
。
其
中
也
有
很
多
來
自
北
方
的
僧
侶
，
包
括
大
悅
、

頓
修
、
悅
明
、
妙
參
、
海
仁
、
顯
奇
、
若
舜
、
紀
修
和

靄
亭
法
師
等
，
他
們
將
中
國
江
浙
一
帶
的
叢
林
制
度
帶

到
香
港
，
取
代
了
此
前
以
民
間
信
仰
為
主
導
的
佛
教
信

仰
形
式  

。

抗
日
戰
爭
勝
利
後
，
香
港
佛
教
聯
合
會
於
一
九
四
五
年

成
立
，
當
時
香
港
佛
教
界
的
諸
山
長
老
、
法
師
及
大
德

居
士
均
參
與
其
中
，
並
逐
漸
成
為
香
港
最
具
代
表
性
及

最
具
規
模
之
佛
教
團
體
。

國
共
內
戰
爆
發
後
，
中
國
社
會
更
加
動
蕩
。
隨
著
政
權

更
易
，
大
批
難
民
再
次
湧
入
香
港
，
其
中
也
包
括
來
自

中
國
各
地
的
僧
侶
。
此
後
，
很
多
出
家
人
由
香
港
轉
赴

台
灣
、
南
洋
或
西
方
國
家
弘
法
，
如
印
順
法
師
、
妙
蓮

法
師
等
。
而
留
在
香
港
的
僧
人
各
自
建
立
道
場
團
體
，

對
於
香
港
佛
教
的
發
展
貢
獻
良
多
。

1

六
、
七
十
年
代
，
中
國
大
陸
發
生
「
文
化
大
革
命
」
。

正
是
因
為
之
前
大
批
僧
侶
得
以
在
戰
亂
期
間
來
港
或
由

港
轉
赴
台
灣
等
地
，
漢
傳
佛
教
之
諸
多
法
脈
才
能
夠
較

完
整
地
保
存
與
延
續
。
八
十
年
代
佛
教
在
中
國
大
陸
重

新
興
起
之
時
，
兩
地
佛
教
界
從
此
建
立
了
友
好
交
流
。

同
時
，
由
於
香
港
的
多
元
化
社
會
環
境
，
藏
傳
佛
教
、

南
傳
佛
教
與
漢
傳
佛
教
一
樣
在
香
港
紥
根
並
得
以
自
由

發
展
，
各
放
異
彩
。
一
九
九
八
年
，
在
覺
光
長
老
大
力

爭
取
下
，
佛
誕
日
正
式
成
為
香
港
公
眾
假
期
，
是
香
港

佛
教
地
位
得
以
提
升
的
重
大
標
志
。

香
港
佛
教
一
路
走
來
，
逐
漸
由
早
期
的
山
林
佛
教
邁
向

都
市
佛
教
，
由
單
一
的
清
靜
修
行
延
伸
至
多
元
的
市
區

弘
法
。
目
前
，
在
香
港
有
超
過
一
百
萬
名
佛
教
徒
及
數

百
個
佛
教
團
體 

。
佛
教
已
成
為
香
港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宗
教
之
一
。
有
些
遺
憾
的
是
，
由
於
香
港
的
佛
寺
空
間

有
限
，
尚
不
能
完
全
滿
足
信
眾
的
需
要
，
這
無
形
中
也

會
影
響
到
佛
法
在
香
港
的
普
及
。 

慈
山
寺
的
興
建
，

定
有
助
於
紓
緩
諸
困
，
為
信
眾
開
方
便
之
教
門
。

2

1 何建明，《人間佛教與現代港澳佛教》。頁26。
2 2012.9，香港政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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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寺
因
緣

慈
山
寺
由
李
嘉
誠
居
士
發
心
興
建
。
李
先

生
為
長
江
集
團
及
李
嘉
誠
基
金
會
主
席
，

自
幼
受
先
輩
熏
陶
，
與
佛
教
締
結
甚
深
法

緣
。
早
年
事
業
有
成
之
際
，
成
立
基
金

會
，
將
所
有
資
產
三
分
之
一
捐
出
，
興
醫

辦
學
，
救
濟
貧
困
，
推
動
奉
獻
文
化
。
冀

以
此
實
踐
「
不
為
自
己
求
安
樂
，
但
願
眾

生
得
離
苦
」
之
佛
教
理
念
。

十
餘
年
前
，
李
先
生
有
感
於
香
港
市
民
的

生
活
與
工
作
壓
力
日
益
沉
重
，
消
極
情
緒

漸
趨
增
長
，
遂
興
起
建
設
清
淨
道
場
之
心

願
，
期
以
此
淨
化
人
心
，
導
引
大
眾
紓
緩

壓
力
，
融
佛
法
於
生
活
中
，
並
推
動
慈
濟

善
業
，
以
佛
法
利
益
社
會
大
眾
。

「
此
有
故
彼
有
，
此
生
故
彼
生
」
，
一
切

事
物
皆
由
因
緣
而
生
。
李
先
生
之
心
願
得

到
已
故
香
港
佛
教
聯
合
會
會
長
覺
光
長
老

的
讚
許
與
支
持
，
長
老
欣
然
出
任
慈
山
寺

董
事
會
主
席
。
二
〇
〇
三
年
十
二
月
，
發

展
慈
山
寺
的
計
畫
正
式
開
展
。



因
緣
和
合
。
自
此
，
興
建
慈
山
寺
之
計
畫

歷
時
逾
十
年
，
在
覺
光
長
老
悉
心
指
導
與

教
界
支
持
下
，
集
長
江
實
業
發
展
部
及
基

金
會
同
仁
之
力
，
圓
滿
落
成
。
全
部
建
設

資
金
逾
十
五
億
港
元
，
皆
由
李
先
生
名
下

基
金
會
捐
助
，
經
常
費
用
亦
由
基
金
會
奉

獻
，
以
此
護
持
正
法
，
利
益
香
港
社
會
。

慈
山
寺
將
集
合
四
眾
弟
子
之
力
，
弘
揚
漢

傳
佛
法
，
利
樂
有
情
，
並
注
重
發
揚
觀
音

菩
薩
慈
悲
、
智
慧
與
承
擔
之
精
神
，
透
過

舉
辦
弘
法
、
修
持
、
文
化
、
教
育
等
活

動
，
為
社
會
大
眾
提
供
一
個
淨
化
心
靈
、

清
淨
無
染
的
修
行
道
場
，
為
弘
揚
佛
法
貢

獻
一
份
力
量
。



寺
名
與
寺
徽

《
觀
無
量
壽
經
》
云
：
「
佛
心
者
，
大
慈
悲
是
。
以
無
緣
慈 

，

攝
諸
眾
生
。
」
寺
院
以
「
慈
山
寺
」
命
名
，
旨
在
體
現
慈
山

叢
林
注
重
發
揚
觀
音
菩
薩
慈
悲
、
智
慧
與
承
擔
之
精
神
。

「
拔
一
切
眾
生
苦
，
與
一
切
眾
生
樂
」
為
菩
薩
之
慈
心
宏

願
。
寺
徽
簡
約
素
樸
，
以
寺
名
「
慈
山
寺
」
為
主
體
設
計
元

素
，
底
色
為
啡
色
，
呈
八
仙
嶺
山
脊
線
形
狀
，
彰
顯
寺
院
建

築
之
整
體
基
調
。

「
慈
山
寺
」
三
個
字
由
李
嘉
誠
先
生
書
寫
供
養
，
以
示
其
虔

誠
禮
敬
佛
法
之
心
意
。 

3 在佛教中，「無緣慈」意指平等相待一切眾生，無論與我們有無關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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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3年

20
04年

20
05年

20
06年

20
08年

20
09年

20
10年

20
11年

選
址
大
埔
汀
角
地
段
一
幅
約
五
十
萬
平
方
呎
的
用
地

向
城
規
會
正
式
提
交
改
變
土
地
規
劃
用
途
（R

e
z
o
n

in
g

）
的
申
請

獲
城
規
會
批
准
改
變
土
地
規
劃
用
途

刊
登
憲
報

向
城
規
會
提
交
慈
山
寺
《
發
展
建
議
書
》

通
過
城
規
會
審
理
，
開
始
進
行
批
地
及
計
算
補
地
價
程
序

完
成
手
續
，
落
實
補
地
價
金
額
，
隨
即
支
付
地
價

舉
行
奠
基
灑
淨
儀
式
，
慈
山
寺
工
程
隨
即
正
式
動
工 

航
天
晨
光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簽
署
慈
山
寺
觀
音
像
建
造
工
程
合
約

觀
世
音
菩
薩
聖
像
基
座
灑
淨
典
禮 

觀
世
音
菩
薩
聖
像
面
部
鑄
銅
灑
淨
儀
式 

（
在
南
京
舉
行
）

大
雄
寶
殿
結
界
儀
式

初初 8月5月26日 6月2日 4月3月23日 1月3日 12月5月8日 7月4月8日

附
件
二
：
慈
山
寺
建
設
大
事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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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2年

20
13年

20
14年

鑄
鐘
典
禮
（
在
上
海
舉
行
）

大
雄
寶
殿
灑
淨
暨
上
樑
儀
式

迎
請
佛
舍
利
暨
安
奉
典
禮

觀
世
音
菩
薩
聖
像
銅
面
灑
淨
及
安
裝
儀
式

觀
世
音
菩
薩
聖
像
圓
頂
竣
工
典
禮

迎
接
菩
提
聖
樹
儀
典

佛
菩
薩
裝
藏
儀
典

船
灣
村
民
參
觀
慈
山
寺
工
地

地
藏
菩
薩
安
座
暨
焰
口
普
利
法
會 

四
大
部
洲
瑜
伽
焰
口
普
利
法
會

諸
佛
菩
薩
安
座
灑
淨
典
禮

普
門
如
意
輪
觀
音
聖
像
安
座
灑
淨
暨
菩
提
聖
樹
安
奉
儀
式

試
開
放
接
待
各
界
來
寺
參
學
，
并
舉
辦
四
次
公
眾
體
驗
日
，

期
間
來
寺
人
次
達
四
萬
之
眾

圓
滿
落
成

9月23日10月26日
至27日

5月16日 12月15日2月18日 3月20日 11月20日12月13日 11月4日 2月20日2月19日3月至12月 7月15日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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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記 

發
現
心
中
明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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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切
有
為
法
，
如
夢
幻
泡
影
，
如
露
亦
如
電
，
應
作
如

是
觀
。
」

《
金
剛
經
》
的
如
幻
觀
，
對
於
一
個
自
小
歷
經
戰
亂
、
與

家
人
生
離
死
別
、
掙
扎
於
饑
貧
苦
海
的
過
來
人
，
要
參
透

箇
中
意
義
，
實
在
不
易
；
如
今
觀
省
明
澈
，
感
慨
彌
深
，

一
個
企
業
家
置
身
人
生
隱
隱
隆
隆
的
風
雨
中
，
面
對
全
球

的
逆
變
與
生
機
，
在
職
守
與
公
義
之
間
，
對
佛
法
所
言
之

苦
與
無
常
，
漸
有
深
刻
體
會
。
許
多
年
來
，
對
於
八
方
世

界
，
我
心
存
感
恩
，
譭
譽
之
頃
，
但
求
啟
悟
智
慧
，
貫
開

慈
懷
，
力
求
以
出
世
之
精
神
，
做
入
世
之
事
業
。

在
混
沌
之
間
，
心
中
常
閃
過
六
祖
慧
能
的
偈
語
：
「
菩
提
本

無
樹
，
明
鏡
亦
非
台
，
本
來
無
一
物
，
何
處
惹
塵
埃
。
」

六
祖
「
自
悟
」
的
重
心
，
要
「
識
自
本
心
，
見
自
本
性
」
；

覺
悟
，
是
一
股
激
濁
揚
清
的
內
心
力
量
。 

我
深
信
，
佛
法

能
引
導
眾
生
走
上
慈
悲
與
智
慧
之
路
。
我
深
信
，
凝
聚
眾

心
，
放
下
迷
障
，
憑
「
應
無
所
住
」
之
佛
家
精
神
，
就
能

共
同
踐
行
明
道
，
貢
獻
社
會
。

人
生
短
促
，
譬
如
朝
露
，
去
日
苦
多
。
生
老
病
死
，
壓
力

糾
纏
，
心
魂
疲
憊
。
世
人
誰
不
追
求
安
定
和
平
之
逸
，
蒼

生
誰
不
嚮
往
有
所
依
止
之
甘
？
憑
著
求
道
的
志
向
，
在
若

悟
真
悟
之
間
，
遂
發
願
捐
建
佛
寺
，
開
拓
一
方
學
習
與
修

持
的
淨
土
，
紓
緩
身
心
，
醞
釀
思
智
。

我
與
覺
光
長
老
相
識
多
年
，
當
我
與
他
分
享
我
的
心
願
、

希
望
建
設
一
所
弘
揚
正
信
之
漢
傳
佛
教
道
場
時
，
長
老
非

常
歡
喜
，
深
感
共
鳴
。
他
認
同
建
設
一
片
兼
具
傳
統
特
色

與
現
世
管
理
功
能
的
弘
法
心
堂
，
至
為
重
要
。
覺
光
長
老

說
過
：
「
佛
教
，
出
世
而
不
離
世
，
入
塵
而
不
染
塵
。
佛
教

的
發
展
既
要
與
時
俱
進
，
又
不
能
偏
離
佛
教
的
教
義
，
如

此
才
能
發
揮
應
機
度
眾
的
功
效
。
而
香
港
佛
教
的
發
展
，

實
質
上
就
是
如
何
更
好
地
『
應
』
當
今
社
會
的
『
機
』
，
更

好
地
發
揮
佛
教
內
在
的
生
命
力
。
」

因
緣
和
合
，
在
覺
光
長
老
和
教
界
諸
賢
支
持
下
，
基
金

會
、
長
江
實
業
發
展
部
諸
同
事
與
專
家
及
志
願
工
作
者
共

同
努
力
下
，
慈
山
寺
計
劃
開
展
，
勞
逾
十
載
，
今
終
落

成
。
我
安
慰
無
限
，
但
願
匯
聚
眾
心
，
共
發
菩
提
。
我

想
，
覺
光
長
老
也
會
在
常
寂
光
中
，
頷
首
微
笑
。

我
深
信
，
慈
山
寺
在
四
眾
仝
人
盡
心
竭
智
之
下
，
在
喧
囂

塵
世
之
外
，
當
成
為
弘
揚
佛
法
、
淨
化
人
心
、
服
務
大

眾
、
澤
潤
人
生
的
一
個
正
信
的
所
在
。

宋
代
茶
陵
郁
禪
師
云
：
「
我
有
明
珠
一
顆
，
久
被
塵
勞
封

鎖
，
今
朝
塵
盡
光
生
，
照
破
山
河
萬
朵
。
」
在
我
們
每
個

人
心
中
，
都
珍
藏
著
一
顆
摩
尼
寶
珠
，
這
顆
寶
珠
寓
意
我

們
與
生
俱
來
的
佛
性
，
本
來
是
光
明
澄
澈
的
，
只
因
俗
念

而
蒙
塵
，
當
我
們
洗
淨
心
中
的
煩
惱
塵
勞
，
明
珠
的
光
芒

便
會
顯
現
，
照
亮
我
們
的
心
，
也
照
亮
山
川
河
流
的
大
千

世
界
。

 
這
顆
明
珠
，
只
要
重
新
發
現
，
就
能
幻
照
心
海
，
你
找
到

了
嗎
？

李
嘉
誠

二
〇
一
五
年
三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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