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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密圓融的觀音法門顯密圓融的觀音法門顯密圓融的觀音法門顯密圓融的觀音法門     17/10/2003 釋心宏 敬編 

一一一一、、、、菩薩名號菩薩名號菩薩名號菩薩名號：：：：                                  （講於新加坡佛教總會） 

「觀自在」、「觀世音」。其他有「聖觀自在」、「梵音」、「妙音」、「海潮音」…等。

名號無量，表慈悲、智慧、功德亦無量無邊。 

（一）自利（智慧）：觀自在菩薩。 

◎ 《般若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

度一切苦厄。……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

竟涅槃。……」 

◎ 《楞嚴經、觀音耳根圓通章》云：向「古觀音如來」學習，修學聞思修

幻化三昧，因此而證的耳根圓通。 

（二）利他（慈悲）：觀世音菩薩。 

◎ 《法華經、普門品》云：「善男子，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

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 

二二二二、、、、菩薩緣起菩薩緣起菩薩緣起菩薩緣起：：：： 

（一）過去佛：《大悲心陀羅尼經》，《觀音三昧經》中說：觀音菩薩早已成佛，

號「正法明如來」。釋迦如來在因地時，曾為其苦行弟子。 

（二）現在佛：本師釋迦牟尼佛，與觀音同時成正覺。 

（三）末來佛：《觀音勢至授記經》說：西方極樂世界，在阿彌陀佛於上半夜滅

度之後，下半夜觀音菩薩立刻補佛位，號「普光功德山王如來」。 

三三三三、、、、菩薩功德菩薩功德菩薩功德菩薩功德：：：：現身十方佛剎土，悲願專利此娑婆。 

◎ 《普賢行願品》經云：「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体故，因於眾生而起大悲，因

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 

→覺悟心：第一是大智文殊菩薩－－－－－表根本智啟發。 

大悲心－－－→平等心：中間（27）是大悲觀世音菩薩－表大悲為體。 

（廣大無邊）→清淨心：末後（53）是大行普賢菩薩－－－表後得智圓滿。 

◎《普賢行願品》經文：「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故，是故菩提屬於眾生，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 

◎《普賢行願品》云：「以於眾生心平等故，則能成就圓滿大悲。 以大悲心隨眾生

故，則能成就供養如來。」 

（一）普門示現：1．《無量壽經》云：「此二菩薩（觀音、勢至），於娑婆界，

修菩薩行，往生彼國，常在阿彌陀佛左右。欲至十方無量佛所，隨心則

到，現居此界（note:指極樂世界），作大利樂。」 

2．《普門品》云：「具足神通力，廣修智方便；十方諸國土，無剎不現身。」 

（二）尋聲救苦：1.《無量壽經》云：「世間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難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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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歸命觀世音菩薩，無不得解脫者。」 

2.《普門品》云：「眾生被困厄，無量苦逼身；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 

四四四四、、、、同共發心同共發心同共發心同共發心：：：：心、願、行、解；悉同觀音。 

◎《大悲心陀羅尼經》指出「大悲心的十種相貌」：（1）大慈悲心是、（2）平等

心、（3）無為心、（4）無染著心、（5）空觀心、（6）恭敬心、（7）卑下心、（8）

無雜亂心、（9）無見取心、（10）無上菩提心。 

（一）清淨平等的心。《楞嚴經觀音耳根圓通章》經云：「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

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

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二） 慈悲喜捨的心。法華經偈：「慈眼視眾生，悲心度有情，喜聞無上道，捨盡

道方成。」 

（三） 廣大誓願的心：觀音菩薩發十二大願  

1、觀「音」拔濟（口業免七難）：【1】免火難【2】免水難【3】免羅剎【4】

免刀杖難 【5】免惡鬼難【6】免枷鎖難【7】免怨賊難 

2、觀「心」拔濟（意業離三毒）：【8】離淫欲【9】離瞋恚 【10】離愚癡 

3、觀「身」拔濟（身業滿二求）：【11】福德智慧之男【12】端正有相之女 

（四） 神通妙用的心： Ex: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聖十一面觀音菩薩 

        千眼（体）：智慧圓滿      眼到手到      救護眾生 

        千手（用）：能力無窮      知行合一      得大自在 

 ○觀想所需要的條件有三：（1）實設【能緣境】。 （2）意變【所緣力】。

（3）禪定力【三昧力、心量】。 

（五） 善巧方便的心：「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Ex:馬頭觀音、準提觀音、

水月觀音等等。 

  慈悲濟物      千處祈求千處現。 

  隨機應現      苦海常作度人舟。 

（六） 智慧說法的心：「佛以一音而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 

五五五五、、、、修持方法修持方法修持方法修持方法：：：： 

(一)、 供養：早、晚各一次，燃香供養觀世音菩薩的聖像。 

(二)、 拜佛：專拜大悲觀世音菩薩（108 拜/天）。 

(三)、 拜懺：專拜大悲懺、法華三昧懺（1~2 次/天）。 

(四)、 持名：專唸觀音聖號（3000、5000、10,000 遍/天）。 

(五)、 唸咒：唸六字大明咒（唸滿 30、50、100 萬遍）、準提咒（唸滿 30、50、

100 萬遍）、大悲咒（唸滿 10 萬遍）、「如意寶輪王陀羅尼」、「觀音靈感真言」

（唸滿 30、50、100 萬遍）【在課誦本的大悲、十小咒中】。 

(六)、 誦經：《法華經、普門品》、《楞嚴經、觀音耳根圓通章》、《華嚴經、觀自

在菩薩章》、《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每部經都唸滿 3000，5000 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