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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蹈
、
間
程
師
兆
熊
巳
於
今
年
七
月
初
仙
逝

，

心
中
竟
已
無
喜
無
非
心

。

來

，
早
已

經
由
陸
續
讀
其
著
作

，

受
到
程
師
學
問
及
人
格
的
影
響
。

記
得
程
師
上
課
時
常
稱
道
歷
代
禪
師
多
享
高
壽
，
頗
有
夫
子
自
道
之
程
師
留
學
法
國
，
出
身
農
學
專
業
，
卻
主
講
中
國
傳
統
經
典
的
六

意
，
果
不
其
然
，
程
師
亦
高
齡
近
百

。

這
緣
由
於
他
生
活
真
誠
簡
易
，
經
及
諸
子
課
程
，
兼
及
文
學
方
面
的
《
文
心
雕
龍
》
、
詩
學
、
散
文
，

對
傳
統
文
化
具
有
深
厚
情
感
、
真
切
體
認
，
以
及
辛
勤
著
作
講
學
，
理
均
編
寫
講
義
，
立
言
層
面
廣
闊
而
深
刻
，
理
論
解
析
把
要
而
清
楚
，
特

當
享
有
「
仁
者
壽
」
的
生
命
化
境
。
能
以
簡
御
繁
。
理
由
無
他
，
中
心
有
本
，
自
能
源
泉
滾
滾
，
不
擇
地
皆

回
顧
廿
世
紀
，
有
感
於
國

旅
磨
難

，
文
化
斷

滅
之
憂
懼
，
不
容
己
可
出

。

程
師
曾
自
述
其
文
章
內
涵
說

.. 

「
凡
此
所
述
，
中
心

所
藏
，
總

於
心
的
當
代
大
儒
，
曾
見
證
抗
日
及
國
共
戰
事
，
或
至
香
港
新
亞
或
至
不
外
是
儒
家
性
情
之
教
，
道
家
生
命
之
學
，
以
及
禪
宗
叢
林
之
慧
而

台
灣
各
大
專
院
校
，
傳
揚
傳
統
文
化
，
重
振
文
化
生
機
者
，
除
了
錢
已
。

」

(
《
道
家
思
想
》
前
言
)

穆
、
徐
復
觀
、
牟
宗
三
、
唐
君
毅
諸
先
生
外
，
程
師
兆
熊
講
學
的
貢
獻
比
較
獨
特
的
是
他
視
人

7
日
「

遍
大
地
都
是
病
」
，
很
早
就
表
述
對

及
文
哲
造
詣
，
也
同
樣
是
不
容
忽
視
的
。
生
態
環
境
的
關
懷
。
他
看
到
不
僅
是
人
病
，
相
連
於
我
們
所
存
活
的
世

記
得
第
-
次
親
炙
程
師
的
教
導
，
是
在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就
讀
文
化
界
也
病
了
，
他
又
說

•. 

「
故
性
情
。
之
教
、
生
命
之
學
與
叢
林
之
慧
，
實

大
學
哲
學
研
究
所
博
士
班
時
，
還
修
「
禪
宗
哲
學

」

。
當
時
只
有
二
人
儘
可
互
通
於
易
，
並
可
通
於

一
，
對

今
日
之
世
界
而
言
，
亦
會
都
是
一

修
這
門
課
，
另

-
位
是
韓
國
同
學
，
總
是
遲
至
第
二
節
課
才
來
教
室
，
種
藥
，
可
以
醫
治
各
種
病
。

」

(
同
前
引
)
他
是
把
中
華
﹒
祖
先
的
文
化

因
此
，
一
早

八
點
常
常
是
我

單
獨
坐
在
教
室
正
前

方

，
面
對
著

陶
醉
於
遺
產
歸
宗
於
易
經
，
比
是
受
熊

十
力
先
生
影
響
，
至
於
把
傳
統
文
化
當

禪
師
風
采
，
而
滔
滔
講
論
的
老
師
，
確
實
是
很
難
忘
的
經
驗
。
當
時
老
做
是
一
種
藥
方
，
則
是
他
個
人
的
關
懷
面
向
與
生
命
情
調
有
以
致
之
。

師
已
八
十
八
高
齡
，
依
然
神
清
氣
爽
，
而
且
老
師
於
天
色
朱
光
時
已
踏
因
為
他
不
是
大
張
旗
鼓
、
大
聲
疾
呼
地
宣
揚
傳
統
文
化
，
給
予
他
人
道

土
征
途
，
走
了
紗
帽
山
一
函
回
來
，
及
至
教
室
上
課
時
，
依
然
精
神
奕
德
感
土
的
震
撼
，
製
造
壓
力
與
反
感
，
而
是
採
取
柔
順
簡
單
之
道
，
通

奕
，
游
刃
有
餘
，
據
說
數
十
年
如
一
日

。

老
師
宏
傅
的
學
養
及
體
能
毅
過
他
氣
韻
活
絡
的
生
花
妙
筆
，
哲
思
猶
如

-
道
道
清
沒
的
溪
流
，
婉
蜓

，
刀
，
真
是
令

人
感
佩
。
曲
折

，
緩
緩
流
蕩

，
滋
潤
、
孕
育
，
撫
慰
大
地
上
的
生
命
，
故
能
舒
通

其
實
未
修
老
師
的
課
以
前
，
早
在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時
就
已
接
觸
到
世
人
的
徬
徨
、
憂
疑
及
心
靈
的
黏
著
沾
滯
，
因
此
讀
其
作
品
，
總
令
人

程
師
的
著
作
。
當
時
我
是
師
大
化
學
系
大
戶
學
生
，
寒
假
時
至
關
結
束
探
有
如
沐
春
風
之
感
，
與
清
明
在
躬
的
效
用
。

望
外
婆
，
返
家
前
等
火
車
的
空
檔
，
在
一
家
小
書
店
看
到
程
師
所
著
無
疑
地

，

就
學
術
取
向
來
看
，
程
師
應
是
寸
位
學
植
深
厚
且
在
修

《中
國

文
學
論
》
1

被
其
中
內
容
深
深
吸
引

，
隨
即
購
下
，
雖
然
當
時
，
養
上
深
透
儒
家
性
情
之
教
的
真
儒
，
從
他
詮
解
六
經
之
簡
潔
深
入
，
及

我
理
解
能
力
尚
淺

。

後
來
我
轉
到
國
文
系
，
兼
習
哲
學
，
二
十
多
年
行
文
中
徵
引
之
一
本
捕
時
，
可
以
看
出
不
僅
論
孟
易
庸
而
已

，

群
經
子
史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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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
湖
月
刊
第
二
七
卷
第
三
期
總
號
第
三
一
五

文

，

乃
至
希
臘
神
話
、
西
哲
諺
語
、
聖
經
請
文
字
，
均
趨
走
筆
下
，
隨

意
拈
來
，
竟
成
有
梭
的
彩
錦
、
串
珠
，
文
旭
日
了
然
，
意
韻
天
成

，
令
人

歎
服
。
另
一
方
面

，
若
就
生

命
的
風
貌
與
人
格
的
呈
現
上
言
，
他
是
較

近
似
於
曾
點
光
風
齋
月
的
胸
懷
。
其
生
活
態
度
也
像
是
陶
淵
明

「
悠
然

見
南
山
」
的
怡
情
於
自
然
，
物
我
兩
忘

。

不
同
的
是
程
師
是
農
學
專

家

，
不
會
「
種
豆
南
山
下
，
草
盛
豆
苗
稀
」
，
其
內

心
世
界
也
波
有
淵

明
〈
詠
荊
軒
詩

V
的
激
情
及
江
山
易
主
的
忠
償
。
程
師
所
有
的
應
該
只
是

縱
身
於
自
然
、
鐘
情
於
土
地
的
淡
泊
與
怡
悅
。
實
則

可
以

說
是
老
子
所

言
「
道
法
自
然
」
的
生
命
體
現
。
程
師
所
關
心
的
是
文
化
精
神
的
價
值

闖
揚
及
對
讀
者
人
格
上
提
的
期
勉
，
而
更
多
的
是
一
份
對
整
個
世
界
的

生
態
平
衡
，
及
自
然
環
境
的
關
懷

。

程
師
的
行
文
格
調
可
以
遊
開
儒
家
因
正
面
立
教
，
難
免
會
令
人
感

到
道
德
的
壓
力
，
而
招
致
排
斥
。
而
且
儒
家
思
想
的
教
化
作
用
，
類
比

而
言
，
應
該
比
較
像
日
常
三
餐
所
吃
的
飯
，
而
不
是
如
老
師
所
言
的
治

病
之
藥
。
不
過
以
程
師
的
才
情
及
機
敏
，
文
章
中
所
詮
釋
的
儒
家
，
應

該
是
比
較
能
令
人
欣
賞
的
吧
!
程
師
在
《
大
地
人
物
》
前
言
中
，
曾
敘

述
唐
君
毅
先
生
來
信
中
對
他
的
評
論
說

.• 

「
兄
論
宋
明
理
學
家
叉
，
弟

亦
見
到
一
篇

。

兄
文
之
機
之
活
，
無
人
能
及
，
、
亦
易
對

人
，
加
以
啟
發
，

但
有
時
嫌
太
流
走
，
即
不
免
使

人
當
作
欣
賞
對
象
滑
過

..•.•. 

」

似
乎
會

令
人
覺
得
唐
先
生
對
他
的
評
價
是
褒
中
寓
，
敗
，
其
實
應
不
是
貶
抑

，
而

是
褒
揚
。
畢
竟
在
當
今
世
界
里
並
不
必

人
人
做
學

究
式
的
儒
家
，
而
應

是
將
儒
家
性
情
之
教
當
做
是
普
世
之
人
皆
應
具
有
的
人
格
修
養
及
對
政

治
社
會
文
化
的
關
懷
，
因
此
程
師
的
著
作
若
能
對
不
同
科
系
、
不
同
專

長
、
不
同
行
業
的
人
，
有
所
啟
發
，
豁
握
其
精
神
心
靈
，
向
上
提
昇
，

關
懷
人
問
世
界
，
使
人
人
能
真
正
活
出
自
己
的
一
條
路
，
其
價
值
豈
不

更
大
?

程
師
掌
握
到
道
家
思
想
對

人
類

前
途
可
有

的

價
值

及

貢

獻

，
堅
持

，
wv
s
t熱
心•• 

臨
別F
‘

a
E
W
ι
•• 

s
p
h
U
H
P
陸
Em
u
-
m叮飽
他
心
a
k瓜
，

必
悟
"
n
a
A吋
必
說
，
們
巴，
#
h
h毆
m
h
戶

，
ι
侖
山「
7
、
心
呦
，
、S
M
削
川
t
俯
恤，
此
咽
地
!
'弘
H悔

《
道
家
思
想
》
的
前
言
中
，
曾
舉
例
說
，
二
次
大
戰
結
束
時
，
德
國
曾

風
行
《
老
子
》
之
譯
本
，
而
美
國
哲

人
梭
羅
民

撰
寫
《
湖
潰
散
記
》
亦

深
受
老
子
影
響
。
而
上
舉
德
、
美
二
圓
，
無
論
戰
爭
勝
敗
，
都
面
臨
一

共
同
課
題

•• 

「
仍
是
一
樣
因
生
活
環
境

之
污
染
與
生
態
平
衡
之
破
壞
，

以
致
人
的
非
人
化
，
而
不
可
終
日
。
」
又
例
如
他
在
《
大
地

人

物
》
前

言
中
言

•• 

「
試
於
-
草
一
木
，
二
化
一
據
中
體

認
中
國
文
化
，
從
而
草

成
《
中
國
庭
團
花
木
與
性
情
之
教
》

•••••• 

」
都
可
看
出
程
師
著

眼
於
人

與
大
地
深
相
聯
結
，
並
逕
從
大
地
生
長
之
故
。
他
來
台
後
推
展
農
藝
，

行
腳
遍
及
全
台
各
大
山
脈
，
一
如
傳
統
農
業
世
界
中
人
，
敬
天
知

，命
，

樸
實
勤
懇
，
生
活
簡
單
而
自
在
。
若
與
唐
、
牟
、
徐
等
新
儒
家
前
輩
們

相
較
，
程
師
的
關
懷
面
顯
然
在
於
自
然
界
及
全
人
類
的
命
運
，
表
面
看

來
較
少
危
亡
之
感
及
對
政
治
社
會
的
熱
情

，
不
似
牟
宗
三
先
生
看
到

的

是
觀
念
的
災
害
及
意
底
牢
結
對
國
族
文
化
的
斯
喪
，
唐
君
毅
先
生
重
建

人
文
世
界
的
精
神
價
值
，
並
懇
摯
體
驗
生
命
負

面
的
幽
暗
駁
隸
，

徐
復

觀
先
生
則
嚴
辨
是
非
、
捍
衛
真
理
，
揭
露
政
治
帶
給
人
性
的
扭
曲
變

質
。
程
師
所
突
顯
的
關
懷
方
式

，
則
是
柔
順
之
道
，
返
樸
歸
真
於
大
地

的
文
化
母
壤
(
詩
經
以
降
的
文
學
傳
統
)
，
及
農
業
世
界
的
簡
樸
生

活
，
重
視
自
然
與
人
文
的
互
動
。

程
師
的
著
作
豐
富
而
深
宏
，
博
阻
竿
而
能
化
，
詮
釋
說
解
的
範
圍
融

貿
儒
、
道

、
釋
三

家
的
經
典
、
人
物

，

表
達
方
式
能
深
入
淺
出

，

看
似

簡
易
而
義
蘊
豐
富
。
此
因
中
心
有
得
，
融
化
經
史
子
集
，
乃
至
佛
典
及

西
哲
名
言
於
其
生
命
之
中
，
慰
貼
無
間
，
當
他
將
這
些
觀
念
化
為
-
己

生
命
體
驗
，
表
而
出
之
於
文
字
時
，
信
手
拈

來

，
卻
又
一
-
是
其
生
命

中
的
在

腳

，
作
者
與

經
典

二
者
互
相

融
入

、
互
相
轉
注
、
互
相
印
證
，

總
令
人
浩
歎

其
深
造
自
得
之
佳
境
。
讀
其
文
者
常
會
不
自
覺
地
受
到
啟

迪
，
無
形
中
對
於
傳
統
文
化
的
精
神
意
蘊
得
到
深
摯
的
體
會
。
程
師
封

於

丈
化
薪
傳
的
責
任
，
早
已
竭
盡
芷

γ

心
力

，

精
川神
長
存

，
們

是
可
無

德

3

他
呎
治
哇
皂
白
畢
垠
的
W

i之
必
悴
，
但
甸
品
也
平

d
k
q
l
﹒

t
b

叫
U
川
n
u
n
4

、
司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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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閉
門
品
品
，
7
小
偷
吋
岫
丹
心
軾

=團

稿

約

一
、
本
刊
以
復
興
中
國
文
化
，
發
揚
傳
統
中
國
哲
學
為
宗
旨。

與
中凡
中
國
哲
學
、
文
學
、
史
學
、
藝
術
等
論
述
，
若
能
切

實
興
發
國
民
之
心
志
，
建
設
國
民
之
文
化
理
想
者
，
皆
屬

本
刊
誠
懇
歡
迎
之
文
字

。

二
、

本
刊
認
為
今
日
文
化
建
投
玉
作
絕
非
封
閉
自
守
之
心
態
所

能
完
成
，
是
故
對
西
方
文
化
之
各
種
成
就
予
以
翔
實
報
導

或
評
論
之
叉
字
，
亦
屬
本
刊
歡
迎
之
列
。

三
、

本
刊
以
全
民
之
文
化
教
育
、
思
想
教
育
為
職
志
，
是
故
是

理
深
入
文
筆
淺
出
之
論
著
，
尤
為
本
刊
深
切
企
盼
。

四
、
本
刊
困
地
絕

4月
公
闕
，
惟
為
擴
大
參
與
，
除
特
約
成
特
拉
軾

稿
汁
，
凡
專
業
論
文
請
勿
超
過
一
萬
二
千
字
，
譯
作
亦
比

照
之
，
其
他
非
專
業
論
文
則
以
四
千
五
百
字
為
土
限
。

i
、

本
刊

「
害
與
學
」

為
常
放
性
之
專
欄
，
凡
嚴
謹
公
允
之
會

刊
評
介
，
本
刊
必
優
先
採
用
，
文
長
約
三
千
字
且
以
近
兩

年
出
版
之
人
文
、
社
會
類
新
作
為
對
辜
者
尤
佳。

六
、
本
刊
對
所
有
來
稿
均
聘
邀
學
者
專
家
匿
名
審
金
，
為
審
金

作
葉
之
依
據
，
請
隨
文
提
供
作
者
簡
歷
•• 

簡
歷
內
容
包
括

中
英
文
姓
名
、
最
高
學
歷
、
目
前
服
務
單
位
和
級
職。

七

、
本
刊
為
國
際

流
通
之
學
刊
，
來
稿
應
附
英
文
題
目
，
發
表

時
用
本
名
或
筆
名
由
作
者
決
定
﹒
但
在
簡
歷
中
務
先
，
說

明
;
譯
稿
須
取
得
合
法
授
權
或
保
證
不
逾
越
法
律
之
規

定
，
且
應
社
咧
著
作
來
汲
、
出
版
時
地
及
原
作
者
之
姓
名

與
國
籍
，
並
請
盡
可
能
附
寄
原
文
。

八
、
本
刊
除
接
受
繕
寫
格
清
之
稿
件
外
，
是
歡
迎
以
哇
。
已
排

版
之
磁
片
投
稿
，
或
直
接
以
電
子
部
件
投
稿
，
惟
來
稿
時

應
隨
附
列
印
清
楚
完
整
之
文
章
內
容
一
份
。

九
、
本
刊
有
刪
改
權
，
不
顧
者
請
先
聲
明
並
同
意
文
責
自
負
。

十
、
本
刊
創
辦
至
今
，
編
作

、
審
查
及
撰
稿
悉
由
自
顧
，
故
來

稿
登
出
後
，
唯
奉
贈
本
刊
當
期
三
本
以
酬
雅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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