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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佛經中的觀音本生敘述零散而又相互矛盾，宗教氣息濃重。妙善故事是中國本

土信眾對觀音本生題材的創造，也是中土千手觀音信仰的重要依據，主要記載

於小說、戲曲、寶卷等敘事文學中，情節生動，形象豐滿，內容基本一致。不

同文體的觀音本生題材相互影響，不斷豐富、完善，越來越本土化、世俗化，

更加適應中土民眾的文化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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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信仰是十分重要的宗教文化現象。在中土

流傳過程中，觀音信仰在很大程度上融匯了民間宗

教的內容，體現了民間宗教的文化特色。民間宗教

的最大特點就是宗教信仰的民間化、世俗化，而其

民間化、世俗化的形成又得力於俗文學推波助瀾。

宗教俗文學“表現的內容往往是通俗化的、形象化

的，經常有意無意之間對教義作了自由的發揮以

至‘歪曲’。這實際上正表現了作品創造者和流

傳者當時、當地的佛教理解，從而也就造成了佛

教本身的演化”。1 可以說，觀音信仰在中土傳播

與發展的主要動力來自民間的俗文學（主要是小

說、戲曲和寶卷等），其本身的俗文化特質與俗

文學的影響是密不可分的。本文試圖對中國古代小

說、戲曲及寶卷中的觀音本生題材進行梳理、對比

和分析，並與佛經中的觀音本生敘述相互比較，力

求真實描述觀音信仰的發展和觀音形象的演變以及

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以便全面、準確地了解觀音

信仰和觀音文學。

一、佛經中的觀音本生敘述

觀音本生題材是指觀音成道之前的家庭身世、

苦難經歷、修道過程以及成道因緣等故事內容。最

早涉及觀音本生題材的是佛經。劉宋時期，沙門曇

無竭譯《觀世音菩薩授記經》云：往昔世界有國王

名威德王，懺信佛法，入於三昧，“左右有二蓮花從

地踴出，雜色莊嚴，其香芬馥，如天旃檀。有二童子

化生其中，跏趺而坐，一名寶意，二名寶上”。威德

王後來修成正果，成為佛陀，二童子分別成為觀世

音菩薩和得大勢菩薩。阿彌陀佛正法滅後，觀世音

菩薩成等正覺，號普德功德山王如來。2 按此經描

述，觀世音菩薩是由蓮花化生的童子修成正果的。

劉宋曇無讖所譯《悲華經》對觀世音的出身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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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記載。《悲華經》云：“往昔恒河沙阿僧衹劫有

轉輪聖王，名無諍念。王有千子，第一王子名不

絢，第二王子名尼摩，第三王子名王象，第八王子

名泥圖。轉輪聖王皈依佛陀，發下誓願，要解除眾

生的一切苦難。後修成正果，成為阿彌陀佛。不絢

成為觀世音菩薩，尼摩成為大勢至菩薩，王象成為

文殊菩薩，泥圖成為普賢菩薩。”3 按此經說法，

觀音菩薩前世是轉輪聖王的第一王子。

天息災譯《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以佛陀的

親身經歷，講述觀音前世是一匹能飛行的聖馬，

佛陀前世是一位王子，王子與一群商人經商到獅

子國，遇到眾多羅剎女。羅剎女假意討好王子和

商人，實則要吃掉他們。危急時刻，聖馬救助王

子離開險境：

即時速疾而往於聖馬王所，到已見彼馬

王，吃草𩥇已振擺身毛。是時师子國地皆震

動。馬王三復言云：“今者何人欲往彼岸？”

時諸商人作如是言：“我等今者欲往彼岸。”

時聖馬王奮迅其身而作是言：“汝等宜應前

進，勿應返顧師子國也。”彼聖馬王如是說

已。是時我乃先乘馬王，然後五百商人俱

升馬上。時彼師子國中諸羅刹女忽聞諸商人

去，口出苦切之聲，即駛賓士趁逐，悲啼號

哭，叫呼隨後。時諸商人聞是聲已，回首顧

眄不覺閃墜，其身入於水中，於是諸羅刹女

取彼身肉而啖食之。是時唯我一人往於南贍

部洲。彼聖馬王屆海岸所，我當下已，而乃

旋繞彼聖馬王三匝畢已，即離彼處，尋路而

行往於本地，歸自所居，到其家已……佛告

除蓋障菩薩：“聖馬王者即觀自在菩薩摩訶

薩，於是危難死怖畏中救濟於我。”4

缺失譯者姓名的《觀世音菩薩往生淨土本緣

經》這樣描述觀音成道前的身世：許多年以前，

南閻天竺有一個國家，名叫摩涅婆吒。其中住著

夫婦二人，丈夫名曰長那，妻子名曰摩那斯羅，

夫妻恩愛，家境富有。因為膝下無子，難免心中

悲傷，於是祈禱天神，希望能生養子女。不久，

他們果然生了兩個兒子，長子取名早離，次子取

名速離。早離七歲、速離五歲時，摩那斯羅病勢沉

重，去世前囑咐二子：生老病死，人間常態，若要

尋求解脫，惟有發菩提願心。摩涅婆吒去世後，長

那又娶了一個名叫毗羅的女子。時值饑荒，財穀漸

盡，長那決定前往檀羅山採摘妙果。他預計這趟行

程七天，臨行前囑託毗羅要好生照顧兩個孩子。走

了十四天，長那仍然沒有回家，毗羅開始擔心，如

果丈夫回不來，自己怎麼有能力養育兩個孩子呢？

即使丈夫採集妙果回來，也只會與兒子分食，不會

有自己的份。於是她僱了一艘船，帶著兩個孩子假

意說去海上孤島覓食。船行駛到孤島，她讓兩個孩

子下船尋找食物，自己卻偷偷地駕船返家。兩個孩

子發現被遺棄時，悲傷哭泣。哥哥早離想起生母臨

終告誡，就發下誓願：“我須發無上道心。成就菩

薩大悲。行解脫門。先度他人。然後成佛。若為無

父母者。現父母像。若為無師長者。現師長身。若

為貧賤者。現富貴身。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宰官

婆羅門。四眾八部。一切隨類。無不現之。願我常

在此島。於十方國。能施安樂。變作山河大地。草

木五穀。甘果等。令受用者。早出生死。願我隨母

生處。不離父生處。”這樣發了一百願，壽終。長

那採集果實歸來，不見兩個兒子，就詢問毗羅。毗

羅謊稱他們出外覓食不歸。他向朋友打聽，朋友告

之真相。長那悲痛自責，遂僱船前往孤島尋子，只

見到一堆白骨和散落的衣衫。他收拾骸骨衣物，含

淚發誓：要度脫諸惡眾生，速成佛道，變化成各種

事物為眾生作依止。他如是發了五百誓願，並決心

常住婆娑世界，對眾生說法教化。經文中觀音菩薩

對人物身份作了說明：“爾時梵士長那者，今釋迦

牟尼如來是也；母摩那斯羅者，西方阿彌陀如來是

也；兄早離者，我身是也；弟速離者，大勢至菩薩

是也；朋友者，總持自在菩薩是也。昔檀那羅山

者，今靈山是也；昔絕島者，今補陀落山是也。”5

除此之外，關於觀音菩薩的身世，佛經中還

有其他一些記載。如在《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

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中，觀世音菩薩自

稱是 “ 千 光 王 靜 住 如 來 ” 的 弟 子 ， 師 從 此 佛 修

習 “ 大 悲 咒 ” 。 又 如 《 十 一 面 神 咒 心 經 》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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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世 音 菩 薩 在 過 去 世 為 大 仙 人 ， 拜 百 蓮 花 眼 無

障礙頂熾盛功德王如來為師，誦持十一面神咒，修

成正果。再如《不空羂索咒心經》則稱觀音菩薩在

往昔九十一劫“勝觀”世界，是“世主王如來”的

弟子，蒙授不空羂索咒心，教化無量百千子，功德

圓滿，修成正果。最有趣的是《楞嚴經》。此經敘

述觀世音菩薩在過去無數恒河沙劫，師從觀世音如

來，從聞、思、修入三摩地，習得耳根圓通法門，

緣心自在，成就菩提。觀世音如來因感歎弟子善得

圓通法門，於大會中授記弟子“觀世音”名號，使

其觀聽十方圓明，於是觀音名號遍十方界。《楞嚴

經》是大乘佛教極其重要的經典，按此經說法，觀

世音菩薩本是觀世音如來的弟子，“觀世音”名號

也是觀世音如來授記給弟子的。

佛經中有關觀世音本生故事的敘述，零散而又

相互矛盾，有著強烈的宗教信仰，說教性極強，除

了《大乘莊嚴寶王經》和《觀世音菩薩往生淨土

本緣經》有一定的情節之外，其他典籍幾乎沒有

情節描述，人物形象更是十分模糊，所述無非隨

佛修行、成就菩提以及得到如來授記等內容，且

著力渲染得道後的法力，沒有多少文學色彩和世

俗生活氣息。

二、小說、寶卷中的妙善故事

與佛經敘述的零散雜亂不同，中土有關觀音修

行成道的描述十分具體，且內容基本一致，主要表

現於小說、寶卷文本以及戲曲舞臺表演。

北宋元符二年（1099），蔣之奇根據傳說潤

色加工撰成《香山大悲菩薩傳》，敘述千手千眼觀

音修道緣起，豎碑刻文，樹立於汝州香山寺內。碑

文敘述過去國莊王三女兒妙善，虔誠修道，為救父

疾，獻出自己的手眼，最終化身千手千眼觀音，而

香山即大悲觀音成道之地。南宋朱弁《曲洧舊聞》

曾記載此事。至元代，趙魏公夫人管道昇據此撰成

《觀世音菩薩傳略》。明代朱鼎臣依據上述傳說

故事，撰寫了章回小說《南海觀音菩薩出身修行

傳》，將觀音修道地點從香山改成南海，情節上

又多有發揮，增加了點化善才、龍女故事，以及平

妖護國救民等神魔內容。清代曼陀羅室主人編寫了 

《觀音菩薩傳奇》，亦寫觀音出身修道、普渡眾生

之事，小說捨棄了斷手抉眼救父疾的內容，時間提

前到周朝末年，地點則是西方興林國，觀音最終成

道地仍是南海普陀山。清末民初又有江村著述的 

《觀音得道》。此外，卷首題記“宋崇寧二年天竺

寺普明禪師編撰”的《香山寶卷》，以說唱的形式

搬演大悲觀音本緣故事，在明清兩代廣為流行。鄭

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曾對《香山寶卷》給予

充分肯定，認為作品“描寫一個女子堅心向道，歷

經苦難，百折不回，具有殉教的最崇高的精神”，

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罕見的。6

宋代朱弁在《曲洧舊聞》中對此曾有一番評述：

蔣穎叔守汝日, 用香山僧懷晝之請, 取唐

律師弟子義常所書天神言大悲之事,潤色為

傳。載過去國莊王, 不知是何國, 王有三女, 

最幼者名妙善, 施手眼救父疾。其論甚偉。

然與《楞嚴》及《大悲》、《觀音》等經, 

頗相函矢。《華嚴》云: 善度誠居士鞞瑟眡

羅頌大悲為勇猛丈夫。而天神言妙善化身千

手千眼以示父母, 旋即如故。而今香山乃是

大悲成道之地, 則是生王宮以女子身顯化。

考古德翻經所傳者, 絕不相合。浮屠氏喜誇

大自神, 蓋不足怪, 而穎叔為粉飾之, 欲以傳

信後世, 豈未之思耶! 7

清 代 學 者 俞 越 在 《 茶 香 室 叢 鈔 》 中 也 認

為：“今世俗說以觀世音為妙莊王第三女本此，

然但曰莊王，不言妙莊王，妙善乃其女之名，不

知何以有‘妙莊’之說也。”8 並指出妙善故事“要

是傳說，非其實也”9。

從北宋元符二年(1099)蔣之奇作《香山大悲菩

薩傳》始，到晚清曼陀羅室主人編寫《觀音菩薩傳

奇》，妙善故事在中華大地流傳了約800年，故事

的內容幾經改編，不斷增刪，越來越適應中土信眾

的文化心理需求。為了便於了解妙善故事內容的演

變，我們選取幾個有代表性的作品，編制了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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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北宋至晚清妙善故事內容的演變

表格中列舉的作品，創作時間從北宋至晚清約

800年，敘述的是同一個題材——觀音菩薩出身修

行證道的傳說故事。上述作品包含了兩種文體，一

是小說，一是寶卷。兩者雖然都屬於敘事文學，然

小說主要是散文體的敘事形式，寶卷則是民間流行

的說唱形式，偏重於韻文敘事。兩種不同的文體講

述同一個故事，相互影響、借鑒。北宋蔣之奇的

《香山大悲菩薩傳》記載了民間流傳的妙善修道

故事，《香山寶卷》在此基礎上增飾生發，地點

標明須彌山西，國名興林，年號妙莊，並增加了妙

善地獄誦經的情節。明代朱鼎臣的《南海觀音菩薩

出身修行傳》以《香山寶卷》為藍本，不但承襲了

國名、年號，也保留了地獄誦經的情節，且又增加

了觀音度化善財和龍女、獅象興妖、朝中平叛等內

容。曼陀羅室主人的《觀音菩薩傳奇》對前人作品

大幅取捨，保留了妙善堅心向道、抗旨拒婚、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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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難的故事，擯棄了手眼療疾、地獄誦經、獅象興

妖、朝中平叛等情節描寫，增添了觀音菩薩慈悲度

化的靈跡，將妙善修道故事與觀音濟人救世傳奇融

為一體，內容有所變化，情節也更加豐富。    

三、戲曲中的妙善證道

觀音本生題材也是明清戲曲熱衷表現的內容。

除了明代傳奇《觀世音香山修行記》（簡稱《香山

記》）、清代傳奇《海潮音》外，還有許多劇種編

排演出這一題材，如京劇《大香山》、粵劇《觀音

得道》、閩劇《觀音出世》、傀儡戲《觀音得道》、

漢劇《大香山》、曲劇《香山傳》、越劇《觀音得

道》、川劇《火燒白雀寺》等，而秦腔、高腔、目連

戲、柳子戲等劇種也有相關題材的劇碼。本文主要分

析明清兩部傳奇《香山記》和《海潮音》。

《香山記》，現存明萬曆年間富春堂刊本，

《古本戲曲叢刊》據此影印，編入兩集，全名為

《新刻出像音注觀世音香山修行記》，分為三十

齣，每齣內容以四字概括，並配有插圖。《曲海

總目提要》謂劇本前有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

羅懋登作的序，據此判斷劇本的作者是羅懋登，但

現存劇本沒有這篇序，也不題撰人，因此該劇本的

作者也就成為一個謎。不少學者仍相信《曲海總目

提要》的記載。孫楷第認為：“《曲海提要》所據

既為懋登序本，所言當可信也。”11 周秋良對《曲

海總目提要》的內容敘述和現存明刊本的情節加以

比照，指出六處不同，由此認為《香山記》有兩個

版本，羅懋登編撰並作序的本子現已佚失12。

從劇本的情節內容來看，《香山記》應該是依

據《香山寶卷》改編而成，將民間傳說的妙善故事

套入唱腔、科白、舞蹈等舞臺表演形式。劇情大致

為：莊王祝壽——彩樓招親——拒婚幽禁——鬼神

助力——妙善出家——歷盡磨難——火燒庵寺——

法場行刑——黑虎馱屍——遍遊地獄——五十三

參——莊王生病——捨身救父——現身說法——正

果團圓。《香山記》雖改編自《香山寶卷》，卻也

做了一些改動，如“祝壽”、“婚宴”、“彩樓招

親”等情節內容都是《香山寶卷》中所沒有的。這

些內容熱鬧、喜慶，適合大眾演出場景，切合市民

欣賞口味，雖然對推動劇情發展意義不大，且又游

離於觀音修道的宗教主題，卻是戲曲演出時吸引民

眾的重要關目，能產生相應的舞臺演出效果。第六

齣“花園受難”，莊王為了阻止妙善出家修行，將

她幽禁在後花園，並設下難題：若桃花、菊花一起

開放，便同意她出家。此時佛祖顯靈，命花園土地

鬼神前來相助，將“菊花移在桃花處，桃花移在菊

花處，桃、菊一起開”13。這類改動很明顯是融入

了民間創作手法。劇本第二十五齣名為“五十三

參”，這也是小說、寶卷中沒有的內容。“五十

三參”出自《大方廣佛華嚴經》，敘述善財童子

堅心禮佛、跋山涉水、求知證道，聆聽了五十三

位菩薩的教誨，終成大道，其中參拜的第二十八位

善知識就是觀音菩薩。善財童子“起正直心專求佛

法”與妙善“發大悲意普攝眾生”的動機、信念都

是相同的，劇本借佛典表述妙善的修道意志和最終

結果。妙善禮佛之後，身份轉換成為法力無邊的觀

音菩薩。接下來，她在舞臺上誦讀《普門品》，宣

講佛法。劇本中的這一段宣經文字很長，凸顯了整

個戲劇的宗教主題。

《香山記》偏重於表演，曲詞過於口語化，民

間宗教色彩濃厚，文學性欠佳。明末清初戲曲理論

家祁彪佳曾譏評此劇：“詞意俱最下一乘，不堪我

輩著眼。” 14 祁氏指出這部戲文辭粗劣，缺乏意

境，美感不足，可謂一語中的。

清初傳奇《海潮音》也是搬演妙善修道故事

的戲曲，作者張大復，又名彝宣，字心其，號寒

山子，蘇州人氏，明末清初戲劇家，有多種傳奇

作品存世。“海潮音”，喻指佛菩薩應時適機向

大眾說法的音聲。《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

門品》云：“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世

間音，是故常須念。”15 唐代窺基《法華經玄贊》

卷十對此句解釋為：“猶如海潮，必定應時，能滅

諸苦。”唐代道暹《法華經文句輔正記》卷十註釋

曰：“海潮音者，若有念者，菩薩即應而不過時，

如潮不過限也。”海潮漲退準時，信而有徵，故比

喻法音應時適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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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潮音》今存“程氏玉霜簃藏舊抄本”，文

學古籍刊行社據此影印，編入《古本戲曲叢刊》第

三集。今存抄本分上下卷，上卷從第一齣至十五

齣，其中第一、第二兩齣皆殘缺不全；下卷從第

十六齣至二十八齣，其間缺二十四、二十七兩齣，

只有十一齣。兩卷合計共存殘卷二十六齣。《海潮

音》敘妙莊王拜妖道修羅剎（實乃一條作孽火龍）

為師, 聽信其“真陰流通, 純陽自足” 的長生之術

的蠱惑, 挑選三至五歲的童男三百六十名，“取其

腦髓, 加以丹砂”，名為“蓮花飲”，每日服用；

又要十三至十六歲幼女三百六十名，“每夜幸其

一”，名為“海棠丹”。眾臣苦諫，被加重刑；

妙善面諫, 被打入冷宮。西方善思羅漢前來接引妙

善, 途中收火雲洞聖嬰, 又以神力使妙莊王不得殘殺

嬰兒。修羅剎施離間計, 欲借妙莊王之手除掉妙善, 

皇后等苦苦請求, 妙莊王遂將妙善發往白鵲寺終身

為尼。妙善矢志苦修，修羅剎又施陰謀，讓妙莊王

招其文、武二弟子為駙馬。妙莊王命接回妙善，妙

善拒絕回宮。武駙馬（實為一蟒蛇精）率兵燒寺殺

尼，被聖嬰殺死。修羅剎命殺盡和尚，遣散尼姑，

並以有辱王名之罪絞死妙善。聖嬰追殺修羅剎，妙

善魂遊地府，歷見慘狀，矢志普度眾生。皇后因女

兒之死悲痛萬分，致使雙目失明，妙善捨己雙目使

母親恢復光明；妙莊王患毒瘡百醫無治，妙善又捨

出雙手治癒父病，“血囊皮肉還父母”。妙莊王夫

婦帶女兒妙音到香山寺拜謝, 方知寺中觀世音是妙

善修成，於是大悟，“拜求弟子之禮”。
將《海潮音》與《香山記》相互比較，可以看

出，雖然都是敷演妙善修道故事，但兩者之間有很

大差異，其最大的區別是《海潮音》劇本突出了正

義與邪惡的鬥爭。修羅剎為了達到攫取國家權力、

霸佔王后公主的邪惡目的，化身雲遊道士蠱惑妙莊

王，屢進讒言，唆使其倒行逆施、禍害百姓、屠戮

忠良；妙莊王昏庸愚昧，一味迎合；妙善等人為了

國家和百姓苦苦勸諫，反而遭到迫害。全劇的主要

矛盾不再是婚姻與出家的衝突，而是忠奸善惡之間

的鬥爭，如第五齣妙善勸諫妙莊王：

兒聞神仙修煉要仁慈濟物，清靜無

為，未聞已邪以枉殺而能長生者，況殺人

之命而欲延我長生，可為仁乎？聽邪人之

外教，傷君臣之大和，可為義乎？居天子

之尊，反下黃冠之拜，可為禮乎？政治一

廢，外邦起謀，國亂身危，可為智乎？邪

人加之以師禮，直臣責之以重刑，邪正不

分，賞罰倒置，可為信乎？五倫皆失，三

綱不正，妄言神仙，豈不誤邪？16

妙善的這一番勸諫完全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依

據，充滿了入世的道德情懷，從而使得妙善修道故

事本身具有的濃重宗教色彩大為減退。

《海潮音》劇本的情節衝突反映了社會上佛道

之間的宗教鬥爭。妙莊王欲求長生之術，拜修羅

剎為師，修羅剎抓住其急於求成的心理弱點，故

弄玄虛，以旁門邪術引誘妙莊王。妙莊王受其蠱

惑，不辨是非，開始搜求嬰兒、幼女製煉“蓮花

飲”、“海棠丹”。妙莊王迷信丹藥方術，行為

荒唐，卻有着歷史真實的投影。明代皇帝大都醉心

道教，尤其推崇以齋醮祈禳為能事的正一道。明代

皇帝中，崇道最甚的是明世宗。他重用道徒方士，

委以高官厚祿，道士邵元節、陶仲文更是受到格外

恩寵。邵元節不僅被賜予封號，且官授禮部尚書，

贈予田莊、僕人，死後又追封少師，從伯爵禮，諡

曰“文康榮靖”。陶仲文被封為“神霄保國弘烈宣

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官拜禮部尚書，加少

師、少傅、少保。史稱：“一人兼領三孤，終明

世，惟仲文而已。”17 明世宗特別迷信仙方丹藥，

道徒方士以此獲寵者達數十人之多。《萬曆野獲

編》記載：“嘉靖間，諸佞幸進方最多，其秘者不

可知。相傳至今者，若邵、陶則用紅鉛，取童女初

行月事，煉之如辰砂以進。若顧、盛則用秋石，取

童男小遺去頭尾，煉之如解鹽以進。此二法盛行，

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餌此及他熱劑，以

發陽氣，名曰長生，不過供秘戲耳。至穆宗以壯齡

御宇，亦為內官所蠱，循用此等藥物。”18 統治者

的荒誕行徑給社會和百姓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也對

道教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海潮音》劇本譏諷

邪道，崇佛斥道，加入儒家倫理觀念，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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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反映了作者的社會批判意識。

與民間表演劇本《香山記》的粗糙、散亂不

同，《海潮音》是較為成熟的文人傳奇。全劇結

構嚴密，情節集中，綫索發展分明，戲劇衝突明

顯。全劇的尖銳矛盾產生於善惡雙方的鮮明對立，

雙方的人物形象都塑造得十分豐滿。主角妙善、善

思羅漢自不必說，反面人物修羅剎、配角王后、義

僕李監等也非常有個性，而火雲洞大王聖嬰的性格

由惡趨善發生轉變。聖嬰本是西天羅剎女之子，神

通廣大，與佛門勢不兩立，被善思羅漢降服後，誠

心改過，盡力伏魔，終成為佛門的護法使者。聖嬰

在劇中由丑角扮演，唱詞不多，但其說白和動作誇

張、詼諧，表演性強，能活躍舞臺氣氛，具有相當

的審美情趣。

四、千手觀音

千手觀音，即千手千眼觀音，其種種奇特的形

象出自佛教密宗。在中國內地流傳的有關千手觀音

的經典主要有四個本子：（1）《千手千眼觀世音

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唐西天竺

沙門伽梵達摩所譯，全一卷，收於《大正藏》第20

冊。內容有述因緣，發願，十五善生，不受十五惡

死之功德，千手陀羅尼，咒詛法等。（2）《千手千

眼觀世音菩薩大悲心陀羅尼經》，係伽梵達摩譯經本

旳不同譯本，全一卷，譯者為唐代不空。（3）《千

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經》，唐代菩提流志譯，

全一卷，收於《大正藏》第20冊；其內容首述姥陀

羅尼與功德，次述總攝身、總持陀羅尼，次述千手

觀音畫壇法與咒詛法，後述辯才、成等正覺、神變自

在、請千眼觀音王心印咒等。（4）《千眼千臂觀世

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唐代智通譯，兩卷本，為菩

提流志譯本的異譯。

關於千手觀音信仰傳入中國的時間，《千眼千

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序》言道：

千手千眼菩薩者，即觀世音之變現，伏

魔怨之神跡也。自唐武德之歲，中天竺婆

羅門僧瞿多提婆，於細氎上圖畫形質。及

結壇手印經本至京進上，太武見而不珍，其

僧悒而旋轡。至貞觀年中，復有北天竺僧，

齎千臂千眼陀羅尼梵本奉進。文武聖帝勅令

大總持寺法師智通，共梵僧翻出呪經並手印

等……又佛授記寺有婆羅門僧達摩戰陀，烏

伐那國人也，善明悉陀羅尼咒句。常每奉制

翻譯，於妙氎上畫一千臂菩薩像並本經呪

進，上神皇令宮女繡成，或使匠人畫出，流

佈天下不墜靈姿。19

依據此經記載，千手觀音信仰是在唐初傳入中國，

至貞觀年間始“流佈天下”。唐代筆記小說對千手觀

音信仰的流傳有所記載，如《廣異記》“李昕”條：

唐李昕者，善持千手千眼咒。有人患瘧

鬼，昕乃咒之。其鬼見形，謂人曰：“我本

欲大困辱君，為懼李十四郎，不敢復往。”

十四郎即昕也。昕家在東都，客遊河南，其

妹染疾，死數日蘇，說云：“初，被數人領入

墳墓間，復有數十人欲相凌辱。其中一人忽

云：‘此李十四郎妹也，汝輩欲何之？今李十

四郎已還，不久至舍。彼善人也，如聞吾等

取其妹，必以神咒相困辱，不如早送還之。’”

乃相與送女至舍。女活後，昕亦到舍也。20

小說中李昕憑藉千手觀音大悲咒的神力，驅鬼

鎮魔，為民治病，保祐家宅親人的平安。又《異物

誌》“李元平”條，敘述李元平在東陽寺與一女子

相愛，女子自稱是鬼，並向李坦陳兩人的前世姻

緣：“頃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身為門吏長

直。君雖貧賤，而容色可悅。我是一小女子，獨

處幽房，時不自思量，與君戲調，蓋因緣之故，

有此私情。才過十旬，君隨物故。余雖不哭，殆不

勝情。便潛以朱筆塗君左股，將以為誌。常持千眼

千手咒，每焚香發願，各生富貴之家，相慕願為夫

妻”。大悲咒確實顯示了神力，二人“他年果為夫

妻”。上述所引可以看出，佛教密宗傳入以後，千

手觀音信仰在中國民間流傳較廣。

關於千手千眼觀音形象的由來，《千手千眼觀

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云：觀音

聞千光王靜住如來說大悲心咒，心生歡喜，“即發

誓言：‘若我當來堪能利益安樂一切眾生者，令其

即時身生千手千眼具足。’發是願已，應時身上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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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千眼悉皆具足”21。依據此經，觀音現千手千眼

之身是利益眾生宏願所致。而《香山大悲菩薩傳》

與《香山寶卷》則敘述妙善為了治療父親頑疾，甘

願獻出自己的手眼作為藥引，於是“天地震動，光

明晃耀，祥雲周覆，天樂發響，乃見千手千眼大悲

觀音，身相端嚴，光明晃耀，巍巍堂堂，如星中

月”22。在這裡敘述的重心是妙善為救父疾“捨雙

眼今得千眼報，捨雙手今得千手報”，最終成為千

手千眼觀音，其堅心向道、抗旨拒婚、艱辛備嘗的

修行經歷都是這一敘述重心的鋪展。可見，對於千

手千眼觀音奇特外形產生的本源，古印度佛經與中

國本土的文學作品的表述是明顯不同的。

對於千手千眼觀音形象的表述，清末民初曼陀

羅室主人創作的《觀音菩薩傳奇》，則完全捨去了

斷手剜眼的內容，並在小說中通過觀音菩薩對孝婦

割股療親的行為提出批評：“世上哪有用人肉才治

得好的病呀！毀傷了父母賜給你的身體救人，也是

有悖常理的。”23 關於千手千眼觀音形象的產生，

小說是這樣敘述的：唐朝末年，天下動亂，生靈塗

炭。浙江臨安人錢繆意欲起兵自衛，保護鄉土，拯

救黎民，又怕落得個犯上作亂的罪名，遲疑不決。

觀音託夢給他，在夢中現出千手千眼丈六金身，告

誡他“為人要有千般手眼，才做得千秋事業”24。

於是錢繆放膽去做，果然保障了東南半壁江山。

這部小說將各種觀音化身及顯靈傳說銜接串聯，

逐一敘述，其對千手千眼觀音信仰的描述，反映

了中土民間觀音信仰的發展變化和觀音故事的流

傳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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