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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自在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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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紹觀音世菩薩（參考聖嚴法師《佛教入門》p.245-280） 

(1) 名號：梵文音譯，中文名字有幾個。 

(2) 出典：菩薩不是歷史上的人，他是在佛典上出現的諸佛菩薩之一。 

(3) 性別：超越性別，而且化身無數。 

(4) 道場：有西藏、印度、中國浙江等說法，這是說，菩薩超越種族與地域的限制。 

(5) 事蹟：流傳的故事很多，表示很受歡迎。 

(6) 性格：慈悲為懷，有一個與佛相同的心，並且與 

 眾生心相通，能夠感同身受。 

(7) 修行方式：「耳根圓通」與「觀空自在」 

2. 菩薩：是發了菩提心，以慈悲廣度眾生的人。菩薩

不自私、不為自己考慮；廣度眾生是為了成就佛道，

並且感謝眾生而不求回報；鼓勵眾生努力行善，自

己也參與其中，才是真正的菩薩。（《禪解》p.20） 

3. 修行法門： 

（1）《楞嚴經》的耳根圓通法門 

（2）《心經》的照見五蘊皆空法門 

（3）《法華經普門品》的持名法門 

（4）《大悲心陀羅尼經》的〈大悲咒〉修持法 

（5）〈六字大明咒〉 

（6）〈白衣大士神咒〉 

（7）《延命十句觀音經》 

 
（5） 結語： 

從以上列舉的七種法門，可知觀世音菩薩的救苦方便，有深有淺，有本有

末。《楞嚴經》的「耳根圓通」，是用禪定的觀法而達到徹悟究竟的目的。《心經》

的「五蘊皆空」，是用觀照世間無常無我的方法，以證般若實相。這二部經是要

眾生還歸法性而與佛同體，除一切煩惱而親見本來面目。〈普門品〉的持名，則

強調觀世音菩薩的救濟，重於解脫現實人間的苦惱。〈大悲咒〉的持誦，則雖重

在現實疾苦的解除，也說因此而得「蓮花化生、恆在佛前。」持誦〈白衣大士

神咒〉的功能，幾乎全是為了現世的利樂，所以更為民間化和普及化的法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