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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海云集－观音法门 

观世音法门的殊胜 
颜尊严 

前言 
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世界各地的佛教寺庙都会举办隆重的法会，

广设斋筵以纪念观世，音菩萨圣诞、出家和成道的日子。  
 
观世音菩萨，悲愿宏深。在久远劫前，他早已成佛，号称「正法明如来」。为了救渡有缘人，

观世音不惜倒驾慈航，循声救苦。因此，从历代以来的佛教史传中，对于菩萨的信仰与灵感事

迹，俯拾皆是，笔不绝书。  
 
从妙法莲华经与般若波罗蜜心经去了解，观世音菩萨是圆满智慧与慈悲，大乘佛教崇高德性的

理想象征。观世音的慈悲威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大乘佛教道场，观世音菩萨是最受欢

迎、受恭敬的一位大菩萨。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的人，不计其数。  
 
然而，在信仰与称念观世音菩萨的人群当中，鲜少人知道观世音是修甚么法门而成就无上菩

提；很多人也不明白，为甚么观世音菩萨能无条件地、善巧方便地救渡有缘人?至于观世音法

门有甚么殊胜，知道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我想，如果我们能进一步去认识观世音，了解观世音菩萨修持的经历与观世音法门的殊胜，这

将增强我们对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心，进而学习与发挥菩萨救世的伟大精神。 

 

从闻思修入三摩地 
关于观世音菩萨修行的方法，华严经与楞严经里有详细的记载。在楞严会上，观世音菩萨向本

师释迦牟尼佛和在座的二十五位菩萨报告修行的经过与心得。经文记载如下：「世尊，忆念我

昔无数恒河沙劫，于时有佛出现，名观世音，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闻思修，人三摩

地，初于闻中，人流亡所。所人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

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即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获二殊胜。 
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

同一悲仰。。。」 从以上经文，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观世音菩萨是从闻思修而进入三摩地。    
  
甚么是「闻思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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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陀的教导，完整的学佛过程，从初学发心到现证，基本上有四个阶段，即「亲近善知识，

多闻熏习，如理思惟，法随法行」。每一个学佛的人，不管他所修的法门是显是密、是禅宗或

净土都必须经过这四个根本阶段，才能获得无漏现证慧(三摩地)。佛法认为有情众生皆有佛

性、皆能成就佛道。然而，这世间上绝对没有「天然的释迦、自性的弥陀」。要沾上佛法的利

益，得佛法的内涵，行者们一定要依循一般进修轨则，脚踏实地去修行，去实践。 
 
亲近善知识是成就多闻的先决条件。从观世音的修行报告中，我们发觉观世音佛便是菩萨修学

的善知识。我们亲近善知识固然可以学习他们的良好德行，但更重要一点应该是为了坚固自己

对「佛、法、僧」的敬仰心与信念，并以净信心，进一步去思惟、考辨、分别、抉择与实践佛

法，以达到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功用。佛法的修行者，往往有一个通病：「只停留在听经闻

法，没有进一步去思惟，更谈不上实践的智慧。」因此，我们发觉一些行者，对佛法虽有所了

解，甚至能说空说有，说心说性，但在面对利害关系或生命的威胁时，所作所为却与佛法背道

而驰。有者甚至投奔外道寻求庇护。所以，亲近善知识，听闻佛法后÷应通过内心的清净心

念，建立正确与清净的信仰心，分析与理解佛法的根本理趣才对!    
 
在教典中，「闻思修」是长养智慧、成就一切清净功德的根本方法。从闻思修而成就的智慧，

佛法称之为「加行慧」。当我们从多闻熏习中，得知并确信佛法是唯一的人生正道，接著应如

实去谛观无常、无我、涅盘寂灭，把握佛法的核心并发诸身心行为，尽形寿皈依「佛法僧」。

这样才能成就闻慧。换句话说，闻慧的成就，即正见与正信的具足。     
 
考佛陀的教法，不外是契理与契机。契理，便是契合三法印，缘起法真理；契机，即是契合时

机与众生的根器。佛法原是一法一味，无所谓的大小，但为了契机而不得不广设无量的方便法

门。于是，无上甚深微妙法，便有了了义与不了义之分。思慧的修习，以了义教为准绳，合乎

正理的思惟抉择。在思的过程中，行者们从听闻信解，转人身心合一的实际行动，踏出了实践

的第一步。    
 
 
按照佛法修学的根本意趣，思慧的修习必须建立在闻慧的基础上，因为佛法反对盲目的修习。

这一点，可以从八正道中看出。在八正道中，先是正见、正思惟，然后才有正语、正业、正

命。有了正见与正思惟，则一切行为造作，自然而然都符合佛法正轨了。所以，思慧的成就，

也意谓著净戒的具足。 
 
依据大乘佛法的清净戒行而言，在清净戒中，自然会流露出饶益有情的大悲行。因为大乘修学

者持戒的动机与目的不外是自利利他，达到信智一如、悲智交融的无边功德，因此，我们不难

了解，成就闻慧与思慧的观世音菩萨，能以众人苦难为己难，流露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

神，发挥救苦救难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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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慧成就的解说，印顺导师在学佛三要一书中说：「修慧，即本著闻思所成智慧，对佛法

所有的解悟，在与定心相应中，观察抉择诸法实相，及因果缘起无边行相。止观双运而引发深

慧，名修所成慧。」用简单的话来说，行者们必须从自我身心的观察、推扩到外界的无边有

情，心安住于当下一境，照见万法平等，视众生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我痴、我慢、我爱、

我见等不良心态将自然而然地消失；外达自他的无我，内证身心的无我，便能激发自己的慈悲

心。 
 
慈悲越广大、智慧越深入；智慧越深人，慈悲越广大。经过定慧相应，悲智交融，引发出的便

是无漏现证慧。所以，成就三摩地的观世音菩萨，理所当然是圆满智慧与慈悲，大乘佛教崇高

德性的理想象征。   
 

入法性流，心念空寂    
观世音法门，依据楞严经卷六所说，最初的修行方法是耳根不向外闻，而是向内自闻耳根中能

闻的闻性。这种法门的特殊，在于行者们不受外在的诽谤与赞誉所动摇。当声尘生起时，让听

只是听，上下左右十方一切音声都不执著，欢喜与烦恼也无从生起，由此做到「动静二相，了

然不生。」 
 
六祖惠能曾经说过：「自性不归，无所归处。」我们学习观世音法门，若能将散慢浮动的心，

变为安定与理智的清净境界，让六根还归一心之源，那是无上的感应、无量功德的成就。六根

回归一心之源，不住于任何六尘，自然会得清净大安乐。 
 
 值得一提的是，修习观世音法门，称念观世音圣号，应充满了亲切诚恳的归属感才对。心中要

保持宁静安详，耳根要回转来听自己的念佛声。这样的修习，久而久之，就会人于能闻的自性

之流。这时的心念是清净的，没有杂染的。任何外在与内在的声音，都变成寂灭相。念头不

生，动来知动、静来知静，没有分别心。如此继续的修持，便能「闻所闻尽」 、「尽闻不

住」 ，不执著于一切，达到开悟的境界，圆满自在而超越世出世间。 
 
 观世音菩萨在总结自己修持的心得时，认为观世音耳根圆通法门最适合娑婆世界的有情众生。

「此亦真教体，清净在音闻。」不管是在行住坐卧，都可以修习听自己内在声音的呼唤；在静

态之时，行者们可以听自己内在的声音，在热闹的人群中，也一样可以修习听自己内在的声

音。所以，观世音法门的修习，随时随处，不限时间与地点，自己的耳根 

和内心就是清净的道场，理想的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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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妙觉心  同仰大悲   
修习观世音法门，达到圆满的成就时，依据经典上的解说，能同三世一切诸佛所具的大慈大悲

之心祖互吻合、澈澈底底，感同身受众生的苦难，并以种种善巧方法给于救济。 

 

楞严经本处，在谈完耳根圆通的修法后，更指出观世音在成就无上菩提时，亦成就了「四不思

议无作妙德」。经文如下：「一者，由我初获妙妙闻心，心精遗闻，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成一

圆融清净宝觉，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护众生，

得大自在。」 

 

由此可见，菩萨修行到圆满境界时，六根是圆满无碍、无所不能的。常人的眼根只能视不能

听、耳根能听不能见，若能依观世音法门修习，也能成一圆融，清净宝觉。「二者，由我闻

思，脱出六尘，如声度坦，不能为碍。故我妙能现一一形，诵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无畏施

施诸众生。是故十方微尘国土，皆名我为施无畏者。」观世音菩萨能随缘示现，教化有情，因

为他已从六根六尘中解脱出来，不受任何物质与精神的阻碍，如声音能穿墙一样，来去自如。  

 

 

「三者，由我修持本妙圆通清净本根。所游世界，皆令众生舍身珍宝，求我哀愍：四者，我得

佛心，证于究竟。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傍及法界六道众生。求子得子。。。如是乃

至求大涅盘得大涅盘。用简单的话来说，观世音法门能让我们悟澈诸法性空，依中道而修习，

长养悲心与智慧，渡生不住相。若能诚心依此法门而修习，则一切杂染、空有不二的音声都能

转化成微妙清净之音。所以，法华经在称颂观世音法门时，如此说道：「真观清净观、广大智

慧观、悲观及慈观。」又说：「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 

 

结语     
观世音菩萨是显密两教所敬仰与学习的对象。过去如此，现在如此，若干世纪以后，观世音将

继续赢得大众的心悦诚服，是大众学习与敬仰的理想对象。观世音慈悲济世教化的精神，是人

类本有善良而光明的显现。 

 

观世音法门，甚深微妙，是上圣下凡共修之妙法。我们信仰观世音，一定要发心学习观世音法

门、学习菩萨的伟大慈悲精神。若能以自己的信仰行为和愿力，向观世音菩萨学习，多亲近善

知识，听闻佛法，建立正智与正见的信仰心，进一步去思惟、分辨、抉择与实践佛法，必定能

与观世音的愿力相应，得菩萨的感应。 

 

我们谈观世音菩萨的种种德行、种种事迹、法门的殊胜，千言万语难以言尽。如果我们能以求

观世音菩萨的恳切心情来求自己，我们肯定会迅速地成就慈悲与智慧道心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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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无观世音菩萨!  

 

向观世音菩萨学习 
                            颜尊严 

 

我们信仰观世音，祈求观世音保佑与赐福，并不一定先要了解观世音是甚么人，他是依甚么法

门而修行。只要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虔诚称念观世音圣号，菩萨便会寻声救苦，给予救济。 

 

然而，如果我们能认清观世音的意思，了解观世音菩萨修行的经历，这样的认识，肯定会增强

我们对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心，并学习与发扬观世音菩萨的伟大精神。 

 

民间有句话：「家家弥陀佛，人人观世音。」这一句古老的话，至少传达了两个重要的讯息。

一是观世音菩萨与娑婆世界里的我们非常有缘份，这主要是因为观世音菩萨悲愿宏深，随处寻

声救苦。菩萨渡化有缘人，「瓶中甘露常遍洒、手内杨枝不计秋，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

渡人舟。」这种大慈大悲的伟大精神，是所有佛门弟子所应学习的好榜样。 

 

另一个讯息则是，信仰观世音菩萨，学习观世音菩萨伟大精神的人非常多，在印度、西域、日

本、韩国、台湾、东南亚各国，观世音菩萨一直是佛教徒学习的好榜样。过去如此，现在如

此，若干世纪以后，观世音菩萨将继续赢得大众的心悦诚服，成为大众崇拜与学习的理想对

象。 

 

观世音菩萨有甚么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呢?观世音菩萨的修持法门有甚么了不起呢?我想，如果能

进一步地了解与介绍，将使已信仰观世音菩萨的行者们更加虔诚、更加有信心，而那些尚未信

仰与学习观世音菩萨的人，必定会生起恭敬心，进而发心学习菩萨的伟大精神。 

信仰观世音的好处 

 

我们生存的这一个世间，佛法称为娑婆世界，意思是堪忍，充满苦迫缺陷的。一般而言，人类

无时无刻都在面对无常所带来诸多的烦恼与威胁。 

 

在这浩然的宇宙里，人类如沧海之一粟。宇宙的奥妙，人类的无知，使我们在面对天灾人祸

时，往往要感到无限的旁徨与无奈。战乱时，有人祈求和平：苦难发生时，我们无不希望有人

能及时伸出援助的手。在妙法莲华经里，佛告诉无尽意菩萨，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

恼时，只要专心虔诚称念观世音圣号，菩萨将听其声音并立即给予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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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信仰观世音菩萨的第一个好处是，它能带给我们无限的希望与生机，给我们必需的力

量。 

 

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事情发生、任何苦厄临头，不管其严重性多大，最重要是看我们以怎样的

态度、怎样的心境去面对它。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并对事情作出适当的

反应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外是因为我们的心，一直都蕴藏著贪欲、嗔恨、害怕与激动

的情绪。观世音菩萨的信仰，能增加我们的自信心，使我们能更积极地面对现实的挑战。  

 

以佛法的眼光来说，信仰观世音能改变我们的因缘与命运，主要是因为自己身心虔诚恳敬的动

作，多少能净除内心的秽行、污染与忧虑，若加上坚强的求生意志与外在因缘的鼓励，便能激

发一股莫测的力量，进而创造出奇迹，使我们渡过难关。若我们能常常虔诚地称念观世音，我

们也能有效地清除内心的忧虑，保持一颗醒觉之心，明察秋毫。这样，在顺境里便能掌握最佳

时机：在逆境里则能将危机转化为生机。所以，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带给我们无限的希望与光

明。我们之所以得救是因我人之心，奇迹的本源却在于对观世音菩萨的虔诚信仰。说清楚一

点，信仰观世音菩萨的第二个好处是，它能启发我们更积极地生活，引导我们自净其意。 

 

佛经说：「心是一切行为的前导。」又说：「心是工画师，能画种种物。」要得到信仰观世音

的种种好处，我们的求生求存的坚强意志，是接收圣恩的先决条件。观世音菩萨的感应，是需

要以虔诚与恭敬之心去祈求的。 

 

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的人想知道观世音是男人还是女人。唐宋以前，观世音菩萨多是比丘

相，现在五台山雕塑的观音也是男身。以女性化身出现，则是母爱最崇高的象征。 

 

事实上，菩萨修行到圆满境界后并没有男女之分。此非男非女之相并非阴阳人，而是超越男女

相的局限，可以随缘示现，应化无穷。法华经普门品上说：「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

说法。」楞严经卷六也说，观世音菩萨可以化现三十二种应身以适应各种不同根器与类别的有

情众生。有人会认为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天方夜谭，是神化故事。可是，世间上的确到处都

有以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空间，作悲天悯人的菩萨事业，为人类的清净福乐

而努力。他们都是观世音化身千百万亿的慈悲精神显现。所以，在逻辑上，观世音菩萨现时是

生活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观世音菩萨的精神，永永远远地留在我们的心坎上。 

 

放下一切偏见，我们便不难接受，观世音菩萨不但是遍满十方世界，永恒存在过去现在未来一

切劫数，而且还以其大慈大悲、不可思议的行愿，无条件地、永不休止地在为所有轮回中的有

情众生，救苦救难。若我们能接受这简单且真实的论调，则关于观世音的国籍、出生地点与日

期，并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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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观世音的慈悲 
在传统的佛教艺术雕刻上，观世音菩萨的各种姿势与形象，其手中的物件均有特别的意义。莲

花出污泥而不染，这象征著修习观世音法门的行者，生长在这充满污浊的世间，不应被物质与

色情所迷惑。这样才能拓展人类本性原来清净的智慧。  

 

净瓶与甘露，表示行者们应常学习菩萨的信愿，先落实于自我心灵的提升，后亦净化他心。佛

经上说：「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而其国土净。」若我们能培养良知、净化心

灵，理想的社会、清净的人间净土是绝对有实现的可能。 

 

千手及千眼，象征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纵然全宇宙的众生在一时间同时祈求，菩萨也将善

巧方便地，不分彼此，同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给予救济，从来不望回报。这是「三轮体空」的

布施，「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精神显现。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由于我见的缘故，往往只顾

虑自己的要求而忽略了他人的感受。观世音菩萨爱世人。，并不因为我们能为它做些甚么，而

是因为弛深切地知道自己能协助有情众生离苦得乐。如果我们力行布施等慈善事业，却无时无

刻地盼望回报，这不是真正学习菩萨的慈悲精神。因此，当你在帮助他人时，心里若还隐藏著

一丝为自己著想的动机，千万不要自欺欺人，到处宣说自己也在寻声救苦，是学习菩萨伟大的

慈悲精神! 

 

观世音菩萨为甚么能无条件、善巧方便地救渡有缘人呢?菩萨的修行究竟如何呢?楞严经上有这

样的记载：「尔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

劫、尔时有佛出现于世…我于彼佛发菩提心……从闻思修人三摩地，初于闻中，人流亡所。所

人即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获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

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楞严经卷六所说观世音菩萨最初

的修持方法，是耳根不向外闻，而是向内自闻耳根中能闻的闻性。这样如实地观察、分析世间

声音之虚妄不实、不受所动而得证清净大解脱的境界。 

 

用简单的话来说，观世音菩萨常听自己内在声音的呼唤。因为观世音菩萨是依修音声法门而成

道的，就其本身修行的因地上说，此称呼最为适当不过了。悲华经中则说：「宝藏佛授记云：

汝观众生，生大悲心，欲断众生诸烦恼故，欲令众生住安乐故，今当字汝，为观世音。」可

见，楞严经是依观世音自修而言，悲华经则是依观世音的度他而言。这也意谓著我们学习观世

音法门，必须要「自觉觉他」。 

 

依音声修持而证菩提的观世音，「耳根圆通」 ，能澈万法根源，十方世界来去自如：贯澈三

世、无不自在。所以，观世音菩萨又称为「观自在菩萨」 。这一名词，据说是唐朝玄奘大师

的新译，出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第一句。太虚大师曾经说过：「因为观世音菩萨有般若的智

慧、照见五蕴皆空，所以能救苦救难。平常人执五蕴为世界，为我，就是不能照见五蕴皆空，

有自、有他、有人、有我。要能照见五蕴皆空，则人我，是非皆能消除。真正做到无人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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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能以众人苦难为苦难，这样才能成就无我的大慈大悲，才能成立大公无私的伟大人格，发挥

救苦救难的功用。」 

 

由此可见，我们之所以不能无条件，善巧方便地救度他人，主要是因为我们常执假相为真实，

颠倒梦想。在贪、嗔、痴的心魔作祟之下，一切行为造作皆以「自私的假我」为出发点。如果

我们能学习观世音菩萨慈悲的精神，长养智慧心，我们便能济世利物、牺牲小我而成就大我。 

     

结语     
观世音菩萨，悲愿宏深，感应广大；观世音法门，博大精微、浩瀚无边。观世音菩萨的威德，

深深的印烙在我们的心目中。 

 

我们若能信仰观世音菩萨，苦难时必会得到菩萨的救济。若我们能更进一步去了解观世音的修

持法门，学习菩萨的悲心与愿力，自觉觉他、自利利他，为社会注入一股新的清流，这是一件

可喜可赞的善业。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落实慈悲行时，千万要学习观世音菩萨如何「用心」倾听自己内在声音

的呼唤，时时起「观照」 。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照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情感与智慧

才会有所突破并臻于圆满成熟。    

 

能够倾听自己的心声，是智慧成长的表征，能够倾听别人的心声并给予适当的援助，是慈悲行

为的显现。我们学习观世音法门，一定要「悲智双运」才对! 

 

南无观世音菩萨! 

 

 

马佛青总会佛教文摘社 

佛教文摘读者印经会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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