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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ryuka  art and old Asian philosophy rooted in nature KARIN-EN � 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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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东
京
・
驹
入
的

古
流
会
馆
内
的
『
华
林
的
华
之
会
』
按

照
惯
例
和
「
古
流
松
盛
会
花
展
」
一
同

举
办
。 

以
华
林
的
彩
流
华
为
中
心
，
礼
华
和

古
典
插
花
等
艺
术
元
素
在
华
林
的
书

画
作
品
中
得
以
很
好
的
体
现
。 

                         

 

                        

    

 

                   

彩流华・五华 山茶一色 (从左至右依次是、风之华・水之华・剑之华・土之华・火之华) 

 ／华林、八卷九华、东森久华 

挂画：从左至右依次是、圆相-风 圆相-水 圆相-剑 圆相-土 圆相-火／华林  装裱／永岛明 

器具：圆形陶花器  设计／华林 制作／前田弥富   

华
林
的
华
之
会 

东
京 

驹
入 

古
流
会
馆 

 

11
月
23
日 

接
前
页 

【右】 

礼华 沉香（紫杉）､其他 

／冈本理敏 

挂画：剑图／华林 

         装裱／永岛明 

容器：陶镜形花器  设计／华林 

        制作／前田弥富 

  四足花台 

【下】 

插花 右：『老松』(赤松)／ 牧野理正 

左：五叶松  ／ 松井理富美 

题字：『青松』／华林 

        装裱／永岛明 

容器 右：四角陶花器 设计／华林 

          制作／前田弥富 

  左：铜薄端 泥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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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大黑天之庄严 左：彩流华・火之华／荒清照华 

（华为山茶一色） 右：彩流华・水之华／东森久华 
 插放在三面大黑天前面的两个相对的瓶身内   

用竹子和纸进行的新型艺术创作『天河』 

／中村胜美   在三面大黑天的对面。 

古典应用花 

左：长柄双花木、土耳其桔梗、其他  ／ 小泉青香 

右：素馨、百合、其他 ／ 越山风佳 

容器：四角陶花器（左右相同）   设计／华林 

放置在三面大黑天尊像挂画前左右相对的瓶身内 

                         

                         

                  

    

 

金泽  深谷 本莲寺 
  

８月２７-２８日   
  农历  七夕节  

“三面大黑天之庄严” 

礼华・山茶一色／荒清照华 

容器：四根装饰柱､方形陶花器 

来参拜的人可以

在不是构树叶的
桑叶的背面写下

自己的愿望，这
已经成为一种约
定俗成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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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话会中的华林 

 

           

             

                         

       

               

彩流华・山茶一色 右・剑之华 左・土之华 ／ 华林 

挂画：从左至右、圆相-火 圆相-剑 圆相-水 ／华林 

容器：镜形陶花器 扇形陶花器   设计／华林 

        放置在新本堂的祭坛处。 
   

新本堂中金屏风前的礼华（两侧）和古典应用花。华林的画作。右图竹笼筐内是秋海棠。 

彩流华・水之华・山茶一色 

／山崎理惠 

题字：『羽衣』 

／华林 

 
 

农
历
七
夕
与
华
之
会
相
结
合
起
来
，

以
金
泽
市
著
名
的
本
莲
寺
三
面
大
黑
天

的
庄
严
肃
静
为
题
。
在
新
旧
趣
旨
大
为

不
同
的
本
堂
中
，
“
彩
流
华
”
和
“
礼

华
”
都
得
以
完
美
呈
现
。(

前
页
图
是
旧

本
堂
，
本
页
图
是
新
本
堂
的
照
片)

 
 

 
 

在
本
莲
寺
中
除
了
举
办
华
林
的
华
之

会
之
外
，
还
有
荒
木
智
启
主
持
的
解
说
，

荒
木
明
日
子
寺
庭
妇
人
关
于
“
七
夕
”

的
讲
解
，
以
及
香
司
友
代
香
关
于
“
熏

香
和
织
女
的
故
事
”
的
演
讲
等
活
动
。 

 华
林
的
华
之
会 

金
泽 

本
莲
寺 

８
月
27
・
28
日 

接
前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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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赏
月
的
时
节
是
八
月
十
五
日
和
九
月
十
三
日
。
八
月
十
五
日
赏
月
是
亚

洲
各
国
相
通
的
风
俗
，
然
而
九
月
十
三
日
的
赏
月
却
是
日
本
独
有
的
习
惯
。 

 
 

此
处
所
指
的
赏
月
时
节
是
农
历
的
八
月
十
五
日
和
九
月
十
三
日
。
分
别
指
代

以
新
月
为
始
的
八
月
第
十
五
天
和
九
月
的
第
十
三
天
。
虽
说
八
月
十
五
日
很
经

常
被
人
们
认
为
一
定
是
满
月
之
日
但
其
实
并
不
尽
然
，
在
八
月
十
六
日
才
是
满

月
的
时
候
也
时
常
有
之
。
但
是
，
亚
洲
人
对
于
带
有
阳
数
的
十
五
这
个
日
子
有

特
殊
的
偏
执
，
人
们
通
常
会
忽
视
科
学
上
关
于
满
月
日
期
的
正
确
计
算
而
选
择

八
月
十
五
日
作
为
赏
月
的
时
节
。
这
一
点
也
和
古
代
时
候
起
人
们
对
于
数
字
的

无
比
重
视
有
一
定
的
相
关
性
。 

 
 

那
么
，
只
有
日
本
特
有
的
九
月
十
三
日
赏
月
的
习
俗
又
是
从
何
而
来
呢
。
其

实
这
是
在
平
安
时
代
宇
多
天
皇
（
法
皇
）
在
延
喜
十
九
年
（
９
１
９
）
开
始
定
下

来
的
传
统
。
当
时
正
好
是
赏
月
这
个
风
俗
习
惯
从
中
国
流
传
到
日
本
大
约
半
个

世
纪
之
久
，
八
月
十
五
赏
月
的
风
俗
在
日
本
贵
族
阶
层
中
关
于
这
一
话
题
正
是

比
较
暧
昧
的
时
期
。
当
时
正
值
遣
唐
使
派
遣
制
度
废
止
了
二
十
多
余
年
，
日
本

本
国
本
土
文
化
酿
成
时
期
等
，
这
些
都
是
日
本
独
有
的
农
历
九
月
三
十
日
赏
月

习
俗
形
成
的
背
景
因
素
。 

 
 

宇
多
天
皇
重
用
诸
如
菅
原
道
真
等
有
才
能
的
人
以
平
衡
当
时
的
权
贵
藤
原
北

家
的
势
力
范
围
。
在
当
时
的
清
平
盛
世
，
很
多
优
秀
的
文
化
思
潮
都
接
连
应
运

而
生
，
日
本
国
风
也
在
当
时
逐
渐
形
成
。
宇
多
天
皇
在
让
位
之
后
于
熊
野
闭
关

修
行
，
也
有
传
说
在
他
皈
依
于
空
海
（
日
本
真
言
宗
创
始
人
）
门
下
的
真
言
密
教
。

空
海
在
处
于
高
野
山
的
纪
伊
半
岛
山
岳
地
带
的
南
端
部
分
建
造
了
金
刚
峰
寺
，

此
处
也
是
在
玉
置
山
被
称
作
“
熊
野
深
庭
”
的
地
方
。
由
此
也
可
以
认
为
空
海

的
踪
迹
已
经
深
入
熊
野
腹
地
范
围
。
并
且
宇
多
法
皇
皈
依
于
空
海
真
言
宗
门
下

的
背
景
也
与
古
时
熊
野
信
仰
、
山
岳
修
行
文
化
甚
至
是
哲
学
思
潮
萌
发
有
一
定

的
相
关
性
。 

华林苑 公开演讲（2017年10月） 赏月和阴阳哲学              讲师／华林 

八月十五 和 九月十三的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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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苑公开讲座以亚洲・日本古时流传下来的哲学（阴阳五行等）对传统文化和艺道进行解说。并且在观察衍生出这些哲学思潮的自然基础的同时、
也对随着时代变迁以及科学根据而不断产生变化的传统哲学的正确存在方式加以思考。 

 
 

在
此
大
约
一
个
世
纪
之
前
，
嵯
峨
天
皇
将
现
在
的
京
都
定
名
为
平
安
京
。
嵯

峨
天
皇
也
皈
依
于
同
时
代
的
空
海
真
言
宗
门
下
。
虽
说
二
人
最
初
以
书
信
往
来

时
空
海
对
于
嵯
峨
天
皇
是
以
一
种
十
分
谦
恭
的
态
度
进
行
交
谈
，
但
随
着
交
往

逐
渐
深
入
，
空
海
之
于
差
峨
天
皇
更
像
是
一
种
师
之
于
徒
的
关
系
。
由
此
我
们

不
难
推
断
出
，
嵯
峨
天
皇
在
当
时
东
寺
（
教
王
护
国
寺
的
统
称
）
的
建
立
等
问
题

上
可
能
一
定
程
度
上
也
受
到
了
空
海
的
影
响
。 

大
约
一
个
世
纪
之
后
，
宇
多
天
皇
即
位
。
虽
说
过
去
十
年
后
宇
多
天
皇
让
位
，

但
经
历
深
受
信
任
的
菅
原
道
真
中
了
藤
原
一
族
的
奸
计
而
被
贬
职
等
诸
多
变
迁
，

宇
多
天
皇
之
后
又
重
掌
朝
廷
并
且
深
有
影
响
力
。
此
时
也
是
九
月
十
三
日
正
式

作
为
赏
月
的
时
节
的
开
端
。 

 
 

由
此
我
们
不
难
看
出
，
空
海
的
思
想
对
于
平
安
时
代
很
多
传
统
风
俗
的
形
成

都
有
巨
大
的
影
响
。
尤
其
是
对
于
和
风
文
化
的
奠
基
作
用
，
无
论
空
海
在
世
与

否
，
他
的
贡
献
我
们
无
法
忽
视
。 

 
 

接
下
来
相
较
于
京
都
让
我
们
着
眼
于
奈
良
的
街
市
规
划
。
平
安
时
代
以
后
，

各
家
门
前
仁
王
像
和
狮
子
狗
“
啊
呜
（
拟
声
词
：
张
口
闭
口
的
声
音
）
”
一
左
一

右
的
摆
放
被
认
作
常
规
，
但
是
在
平
安
时
代
以
前
则
与
此
正
好
相
反
。
仁
王
像

和
狮
子
狗
的
左
右
摆
放
和
阴
阳
交
融
的
思
考
方
式
隶
属
同
源
，
但
是
比
如
福
井

县
的
若
狭
现
在
还
维
持
着
平
安
时
代
以
前
仁
王
像
和
狮
子
狗
的
位
置
摆
放
方
式
。

注
① 

 
 

对
于
奇
偶
数
的
重
视
与
否
也
可
以
看
作
是
平
安
和
奈
良
的
一
个
不
同
点
。
奈

良
的
“
修
二
会
”
和
印
度
文
化
相
通
，
对
于
二
月
尤
其
重
视
。
其
实
在
东
大
寺

修
建
初
期
可
以
看
到
印
度
僧
人
参
与
其
中
，
甚
至
在
若
狭
也
能
寻
找
到
被
认
作

是
印
度
僧
人
出
入
的
踪
迹
。
注
②

由
此
我
们
可
以
看
出
，
奈
良
通
过
古
时
佛
教
的

传
播
，
一
定
程
度
上
也
受
到
了
古
代
印
度
文
化
的
影
响
。
甚
至
于
平
安
时
代
以

后
日
本
神
话
中
关
于
阴
阳
五
行
的
解
读
也
和
中
国
远
古
时
代
的
传
说
一
根
同

源
。 想

必
空
海
对
这
一
点
亦
有
深
刻
的
认
知
。
由
此
我
们
也
可
以
推
断
出
这
也
是

空
海
真
言
宗
将
胎
藏
界
与
金
刚
界
曼
陀
罗
两
者
密
法
传
入
日
本
的
理
由
之
一
。
注

③

特
别
要
提
及
的
就
是
奈
良
时
代
中
没
能
形
成
的
对
于
奇
数
的
重
视
以
及
阴
阳
五

行
的
相
互
转
化
在
平
安
时
代
以
后
逐
渐
应
运
而
生
。 

 
 

在
熊
野
和
东
寺
对
于
空
海
的
哲
学
思
潮
理
解
颇
为
深
入
的
宇
多
法
皇
，
仿
佛

被
空
海
附
体
般
，
随
后
将
八
月
十
五
日
赏
月
的
传
统
习
俗
议
定
至
九
月
十
三
日
。

这
一
传
统
风
俗
从
那
时
起
逐
渐
传
播
开
来
形
成
习
惯
，
迄
今
已
经
成
为
日
本
独

树
一
帜
的
赏
月
习
俗
。 

 
 

但
是
为
什
么
一
定
要
选
定
九
月
十
三
日
而
非
八
月
十
五
日
这
个
问
题
可
以
从

以
下
几
个
角
度
进
行
解
读
。
比
如
，
阴
历
各
个
月
份
对
于
五
行
的
分
配
、
对
于

被
称
作
“
数
灵
”
的
数
字
的
重
视
以
及
根
据
不
同
时
节
月
亮
偏
移
轨
迹
高
度
角

的
差
异(

随
着
冬
天
的
临
近
，
月
亮
接
近
正
南
方
高
度
角
的
角
度
就
会
越
大)

等

因
素
。
虽
然
说
有
如
此
种
类
繁
多
的
原
因
，
但
是
追
根
究
底
我
们
可
以
把
它
全

部
归
结
成
一
个
要
素
，
那
就
是
这
些
都
是
古
老
亚
洲
东
方
哲
学
阐
述
的
一
种
。

(

照
片
拍
摄
于
二
零
一
七
年
阴
历
九
月
十
三
日 

华
林)

 

注
①
／
仁
王
和
狮
子
像
的
左
右
配
置
以
左
〈
阿
・
阳
〉
相
对
右
〈
吽
・
阴
〉
在
奈
良
很
是
时
代
很
是
常

见
。
而
在
平
安
时
代
之
后
左
右
摆
放
顺
序
则
与
之
相
反
。
在
江
户
时
代
房
间
布
局
摆
放
的
相
关
书
籍
中

一
间
取
后
者
，
两
间
房
取
前
者
的
布
局
准
则
也
与
之
相
关
。 

 
 

注
②
／
东
大
寺
・
修
二
会
的
创
始

者
实
忠
僧
人
在
福
井
县
的
若
狭
曾
经
受
到
印
尼
僧
人
的
指
点
，
实
忠
僧
人
的
老
师
东
大
寺
的
创
始
人
良

弁
也
是
若
狭
出
身
。
由
此
可
见
修
二
会
和
若
狭
之
间
有
深
远
关
系
并
不
是
一
种
牵
强
附
会
的
说
法
。 

 
注
③
／
金
刚
界
密
法
与
奈
良
型
文
化
相
对
应
，
胎
藏
界
密
法
与
平
安
型
文
化
相
对
应
。 



 
 
华林苑 公开演讲（2017年11月） 陆岬植物・赤杨与绿树    讲师 华林 

赤杨 
 
 
  

 
 

赤
杨
生
在
在
土
壤
贫
瘠
的
土
地
，
因
此
也
经
常
被
说
具
有
先
锋
精
神
。
近
年
，

特
别
是
在
最
近
以
二
十
年
为
一
周
期
而
进
行
火
山
喷
发
运
动
的
三
宅
岛
地
区
，

于
喷
发
出
的
火
山
灰
处
形
成
的
瘦
地
中
生
长
尤
为
常
见
。
即
便
是
白
山
，
山
体

部
分
崩
塌
而
形
成
的
瘦
地
底
层
场
所
也
可
以
看
到
有
赤
杨
生
长
的
踪
迹
。
因
为

赤
杨
可
以
吸
收
空
气
中
的
氮
从
而
合
成
“
固
态
氮
细
菌
”
，
并
且
与
之
共
生
，

从
而
土
壤
逐
渐
变
得
肥
沃
富
饶
，
渐
渐
适
合
其
他
生
物
的
生
长
。
由
此
赤
杨
的

培
植
地
也
变
成
的
其
他
植
物
的
生
存
场
所
。 

 
 

成
型
的
赤
杨
相
较
于
金
缕
梅
而
言
枝
叶
更
加
肥
大
，
因
此
当
用
作
插
花
修
剪

下
来
插
入
瓶
中
时
枝
叶
会
很
快
垂
落
。
因
此
，
赤
杨
很
难
以
作
为
插
花
用
的
材

料
，
但
是
刚
刚
冒
出
新
芽
时
的
赤
杨
作
为
插
花
素
材
在
市
面
上
尤
为
常
见
。 

 

 
 

因
为
不
同
地
域
的
原
因
，
赤
杨
在
其
他
地
域
也
被
叫
做
“
小
畔
柳
”
。
单
看

下
图
中
赤
杨
树
上
结
出
松
塔
般
的
果
实
可
能
会
让
人
感
到
惊
异
，
但
是
如
果
将

赤
杨
移
至
温
暖
的
地
方
任
其
生
存
，
花
朵
枝
桠
会
肆
意
生
长
，
开
花
时
会
产
生

大
量
的
花
粉
。
近
年
来
由
此
原
因
引
起
过
敏
的
实
例
不
在
少
数
，
因
此
希
望
大

家
在
赤
杨
结
出
花
时
引
起
注
意
。 

 
 

大
型
赤
杨
树
皮
和
松
树
相
似
，
如
此
可
以
略
微
感
受
到
树
木
自
身
的
风
骨
。

越
是
深
入
赤
杨
的
生
长
的
不
毛
之
地
，
其
他
品
目
不
相
同
的
树
种
越
难
生
存
，

因
此
荒
地
中
易
形
成
成
片
壮
阔
的
赤
杨
林
。
特
别
是
在
多
岩
石
的
海
滨
处
这
种

情
况
尤
为
常
见
。 

 
 

赤
杨
，
属
于
桦
木
科
落
叶
乔
木
。
和
夜
叉
五
倍
子(

同
属
于
桦
木
科
的
落
叶

林)

是
相
近
科
属
。
下
图
的
照
片
拍
摄
于
石
川
县
南
部
。
四
月
十
六
日
，
与
此

同
时
绿
树
环
绕
，
丁
香
樱
和
蔷
薇
也
争
相
竞
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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