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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簡介 

一、題前概說： 

《普門品》又稱《觀音經》，是《法華經》的第 25 品，由於觀音信仰流

行，所以成為受持讀誦的單行本。它是《法華經》的流通分，也是《法華經》

「本門」的流通分；《文句》說：是約化他勸流通；是舉菩薩化道力大，以

勸流通；以「三昧乘乘」（詳後）而化他流通。 

本品主要宣說觀世音菩薩的普門示現說法。分為「長行」與「偈頌」，

長行敘述無盡意菩薩和佛的兩番問答：初番明菩薩得名因緣，次番為眾生說

法的方便。初問答菩薩得名因緣，是由眾生身口意三業為機，感得菩薩威神

力攝受，尋聲救苦，故能「免七難、離三毒、應二求」。次番問答是觀世音

菩薩得現一切色身三昧，現三十二應身，為眾生說法的方便。 

（一）認識觀世音菩薩 
1.觀世音菩薩住在哪裡？行化道場在哪裡？ 

（1）事相－西方極樂世界（根本道場），或補怛洛迦山（Potalaka，出華

嚴經，相傳位於印度南方海上；西藏布達拉宮的「布達拉」是梵文的

音譯），浙江南海普陀山、千處祈求千處應（化迹）。 
（2）理性－感應道交難思議，誠心稱念聖號，觀音法界身入眾生心想中而

現。 

2.觀世音菩薩的性別？ 

（1）事－卅二大丈夫相（極樂世界）、柔和慈愛如母相（娑婆世界）。 
（2）理－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隨類化身） 

3.觀世音菩薩多首、千手、千眼的意義？ 

（1）首－表法身德、六用之總。身含十虛，法身自在。 
（2）手－表化身救度、慈悲接引。 

（3）眼－表照了之智、不可思議甚深智慧。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卷 1：「我於是時，始住初地，

一聞此呪故，超第八地。我時心歡喜故，即發誓言：『若我當來，堪能利益、安樂一

切眾生者，令我即時，身生千手、千眼具足。』發是願已，應時身上，千手千眼悉皆

具足；十方大地，六種震動；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觸我身，及照十方，無邊世界。」

(T20,p.106,c3-9)《楞嚴經正脈疏》卷 6：依根本六用、根本智悲。而泛應塵勞。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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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在。或曰。八萬四千特表法耳。一身何所施乎？是特以有思惟心。測度菩薩圓通

境界也。」(X12,p.360,a6-9) 

4.菩薩的譯名？ 

（1）光世音－竺法護譯《正法華經‧23 品》 
（2）觀自在－玄奘《般若心經》、般若《40 華嚴經》卷 16 

（3）觀世自在－菩提流支《深密解脫經‧聖者觀世自在菩薩問品 10》卷 4 

（4）觀世音自在－智慧輪《般若心經》 

（5）觀世音－梵音 Avalokiteśvara「阿縛盧枳．低濕伐羅」；另一梵名為

Āryāvalokiteśvara，音譯「阿唎耶．跋盧枳．羝鑠筏囉」，為聖觀世音

之義。 
（6）《千光眼觀自在菩薩祕密法經》列舉代苦、與智、不動等二十五觀音

名，以及三十三觀音等甚多名號。 

5.觀世音菩薩的法門？ 

1.顯教：（1）悲智－無我的智慧(自利)與慈悲度眾(利他)。～千手千眼大悲咒 
 （2）耳根圓通－反聞聞自性，入流忘所。～楞嚴經 

 （3）一心稱念聖號－稱名念佛。～普門品 

 （4）觀想聖相－觀想念佛。～十六觀經. 

 （5）修持「大悲懺」～知禮大師《千手千眼大悲心咒行法》 

2.密教：（1）持誦「大悲咒」，（2）持誦「六字大明咒」，（3）持誦

「觀音靈感真言」，（4）持誦「綠度母心咒」等密教真言陀羅

尼。 

（二）觀世音菩薩的經典 
1.普門品 

～《妙法蓮華經》卷 7〈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25〉(T09,no.262,p.56,c) 

2.耳根圓通章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 6〈廿五圓通〉

之第 25(T19,no.945,p.128,b) 

3.般若心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T08,p.848,c) 

4.華嚴經觀自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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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華嚴經》卷 68〈入法界品 39〉(T10,no.279,p.366,c)、《40 華嚴

經》卷 16〈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T10,no.293,p.733,a) 

5.大悲心陀羅尼經及密教諸經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

(T20,no.1060,p.106,a) 

6.偽經 

1.高王觀音經（小觀音經），2.延命十句經，3.白衣神咒，4.觀世音

十大願經、詠託生經、往生淨土本緣經、懺悔除罪咒經、救苦經、所

說行法經、三昧經等。 

（三）認識〈普門品〉 
1.在《法華經》中的位置 

（1）全經 28 品之第 25 品。 
（2）《法華經》的流通分，也是「本門」的流通分。 

（3）約化他勸流通：是舉菩薩化道力大，以勸流通。（23～27 品） 

（4）以「三昧乘乘」而化他流通。自行，住法華三昧、首楞嚴三昧，修福

慧、斷煩惱；利他，依三昧神通感應。自行、化他、因果，皆不出實相，

乘於所乘(實相)以利物，故曰乘乘。 

2.別行流通的因緣 

（1）南北朝前之北涼王沮渠蒙遜（西元 401-433）患重病，曇無讖教誦此經而

痊癒（羅什於西元 406 譯法華經；421 年，河西王請曇無讖譯出大涅槃經），故涼陳已

來，講者甚眾。（南朝：宋、齊、梁、陳。北朝：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 

（2）多有持誦此品而獲靈驗者。 

3.偈頌的有無 

《法華經》有 3譯本，〈普門品〉在竺法護《正法華經》、羅什大師

《妙法蓮華經》，僅有長行，隋代闍那崛多和笈多補譯《添品法華經》，

才有重頌，與較晚出的梵文本和藏文譯本相一致，故後人將其增補至《妙

法蓮華經》中。 

4.此品注疏 

（1）重要注釋，有天台智顗大師說、灌頂記之《觀音玄義》、《觀音義

疏》各二卷，宋代四明知禮各為作《記》四卷等（天台五小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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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闡天臺宗自家的義趣，可謂觀音思想的天臺化。歷代《法華

經》注疏甚多，近代亦有很多單行本的解說。 

5.與〈圓通章〉、〈觀自在章〉、《般若心經》的同異 

（1）〈普門品〉之長行敘述無盡意菩薩和佛的兩番問答。初番明菩薩得名

因緣，次番為眾生說法的方便。初問答菩薩得名因緣，是由眾生身口意

三業為機，感得菩薩威神力攝受，尋聲救苦，故能「免七難、離三毒、

應二求」。次番問答是觀世音菩薩得普現色身三昧，現三十二應身，為

眾生說法的方便。 
（2）《首楞嚴經》〈耳根圓通章〉，有敘說菩薩修法次第，章後之「三十

二應」、「十四無畏」與此普門品不僅是開合不同而已，尚有幾點不

同： 

1.所說法異：此品為流通法華，純說一佛乘。彼章為顯從妙體起妙

用，無剎而不現，無法而不說。 

2.因果異：楞嚴敘因（圓初住），法華敘果（圓等覺）。 

3.體用實權異：法華實智、體大，顯實。楞嚴權智、用廣、施權。 

（3）《華嚴經》〈觀自在章〉：善財童子 53 參之第 27 位善知識，表第七

迴向位－隨順一切眾生迴向；修「大悲行解脫門」，與眾生同體大悲

故，普門示現，救諸眾生皆得免離一切怖畏，究竟離二死怖。 

（4）《般若心經》，『心』字含有精要、心髓等意，以觀自在菩薩行深般

若波羅蜜多為「空相應行」，文句簡約而賅攝《般若經》甚深廣大義，

得其心要，故名為《心經》。全經舉出五蘊、三科、四諦、十二因緣等

法，以總述諸法皆空之理。諸佛菩薩皆依甚深般若觀慧相應無所得實

相，而得一切智智。 

5.持誦此經的功德利益 

（1）消災免難。（2）離煩惱。（3）增福慧。（4）長善根。（5）證果位。 

二、品題詳說－如《會義》卷七之一，P.716～P.745。 

三、入文解釋－如《會義》卷七之二，P.746～P.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