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教佈道

妙善故事：佛教文化與中土倫理融匯的典範       羅立群、陳慧

158 RC 文化雜誌•第109期•2020年

妙善故事：佛教文化與中土倫理融匯的典範

摘   要  妙善故事是中國化的觀音本生故事，它的產生受到佛經的影響，並以各種文
學藝術形式在民間廣為流傳。千手觀音信仰自唐初傳入中國，貞觀年間流
布天下。妙善故事對千手觀音進行了中國化的改造，隋唐之際已有流傳，

其成型當在千手觀音信仰傳入中土後。妙善故事將佛教教義與儒家孝道倫
理相融會，宣揚了中國化佛教的孝道觀。

關鍵詞  妙善故事；千手觀音；出世之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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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 善 故 事 是 具 有 鮮 明 的 中 華 民 族 文 化 特 徵
的 觀 音 本 生 故 事。 依 據 現 有 的 資 料， 妙 善 故 事
自 唐 代 已 經 在 民 間 廣 為 流 傳， 它 從 民 間 傳 說 到
文 人 撰 寫 的 傳 記 文 本， 再 到 小 說、 戲 曲， 再 到
寶 卷， 以 各 種 文 學 形 式 延 續 至 晚 清。 它 的 形 成
與 傳 播 是 佛 教 傳 入 中 土 逐 漸 漢 化 並 最 終 完 成 文
化 過 濾、 變 形 適 應 的 過 程， 也 是 中 國 本 土 文 化
與 外 來 文 化 相 互 融 合 的 過 程。 有 關 妙 善 證 道 的
故 事 既 體 現 着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的 善 惡 有 報 思 想 和
以 德 報 怨 的 精 神， 也 反 映 出 佛 教 信 眾 的 虔 誠 皈
依、 度 化 親 人、 超 脫 輪 回 的 宗 教 思 想， 是 外 來
佛教文化與中土文化融匯的典範。

一、妙善故事與佛經

妙 善 故 事 是 中 國 本 土 化 的 觀 音 傳 說， 它 對
觀音證道修行的艱苦歷程記敘詳盡，描述生動，

表 現 出 鮮 明 的 中 國 化 特 色， 是 觀 音 信 仰 中 國 化
的重要標誌——在此故事成型之前，觀音只是外
來 宗 教 的 神 祇； 在 此 故 事 之 後， 觀 音 則 成 為 中
國化的宗教神靈。

妙 善 故 事 是 佛 教 觀 音 信 仰 與 中 國 民 族 文 化
相 結 合 的 產 物， 雖 然 佛 教 內 典 對 此 沒 有 記 載，

但 我 們 從 這 個 故 事 的 主 要 人 物 及 情 節 框 架 中 還
是可以發現佛教典籍的影響。

先 從 人 物 名 字 和 人 物 關 係 來 看。《 妙 法 蓮
華 經 》 第 二 十 四 品《 妙 音 菩 薩 品 》， 敘 述 妙 音
菩 薩 在 往 昔 無 量 壽 劫 中， 曾 用 十 萬 妓 樂 供 養 雲
雷 音 王 佛， 具 微 妙 不 可 思 議 之 聲 音， 得 解 一 切
眾 生 語 言 三 昧， 智 辯 無 礙。 妙 音 與 妙 善， 名 字
僅 一 字 之 差， 而 妙 善 故 事 裡 國 王 的 三 個 女 兒，

長 為 妙 顏， 次 為 妙 音， 小 者 妙 善。《 妙 法 蓮 華
經 》 第 二 十 七 品《 妙 莊 嚴 王 本 事 品 》 講 述 妙 莊
嚴 王 證 道 出 苦 海 的 故 事， 妙 莊 嚴 王 的 妻 子 名 為
淨 德 夫 人， 而 妙 善 故 事 裡 國 王 為 妙 莊 王， 王 后
名為寶德夫人，他們的名字也十分接近。1 在《妙
法 蓮 華 經 》 中， 妙 莊 嚴 王 前 身 是 一 位 修 道 的 比
丘， 後 迷 戀 世 俗 享 樂， 信 奉 邪 教， 於 是 心 中 有
了 邪 知 邪 見， 而 他 的 兩 位 兒 子 淨 藏、 淨 眼 則 是
“ 久 修 菩 薩 所 行 之 道 ” 之 人。 妙 莊 嚴 王 父 子 之
間 信 仰 的 對 立 與 妙 善 故 事 中 的 妙 莊 王 父 女 之 間
因為信仰而產生的矛盾極為相似。

其 次，《 妙 法 蓮 華 經 》 講 述 的 故 事 與 妙 善
故 事 的 情 節 也 有 雷 同， 如 對 佛 教 持 否 定 態 度 的
國 君 在 孝 順 的 子 女 善 導 下， 開 佛 知 見， 放 棄 原
本 所 統 領 的 塵 世 間 國 度， 率 領 國 人、 家 人 一 同
皈 依 佛 法， 終 得 正 果； 妙 莊 嚴 王 的 兩 位 兒 子 為
了使父親皈依佛法，不惜施展神通：

於是二子念其父故，踴在虛空，高

七多羅樹，現種種神變：於虛空中行住坐

臥；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

上出火；或現大身滿虛空中，而復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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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復現大；於空中滅，忽然在地；入地如

水，履水如地。現如是等種種神變，令其

父王心淨信解。2

終使妙莊嚴王“得一切淨功德莊嚴三昧”，

並 拋 棄 世 俗 榮 華 富 貴， 與 家 人 一 同 成 佛。 妙 善
故 事 裡， 妙 善 獻 出 手 眼 治 癒 父 親 頑 疾， 妙 莊 王
率 妻 女 王 族 前 去 答 謝， 為 使 父 親 迷 途 知 返， 妙
善 亦 施 展 神 通：“ 忽 失 妙 善 所 在， 爾 時 天 地 震
動， 光 明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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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妙莊王大為震動，悲號懺悔，

拋 棄 一 切， 率 領 皇 族 虔 心 向 佛。 佛 經 與 中 土 妙
善故事在人物行為與結局描述上如出一轍。

再 者， 妙 善 故 事 中 有 關 妙 善 自 毀 形 體、 捨
身佈施的敘述，在佛教典籍中也是有跡可循的。

《 妙 法 蓮 華 經・ 藥 王 菩 薩 本 事 品 第 二 十 三 》，

講 述 藥 王 菩 薩 的 前 身， 名 字 叫 喜 見， 他 在 供 養
日月淨明德佛舍利的塔前焚臂，並“於大眾中，

立 此 誓 言：‘ 我 舍 兩 臂， 必 當 得 佛 金 色 之 身，

若 實 不 虛， 令 我 兩 臂 還 復 如 故。’ 作 是 誓 已，

自 然 還 復， 由 斯 菩 薩 福 德 智 慧 淳 厚 所 致。 當 爾
之 時， 三 千 大 千 世 界， 六 種 震 動， 天 雨 寶 華，

一 切 人 天 得 未 曾 有。” 4 這 與 妙 善 割 手 剜 眼 救
父 後，“ 舍 雙 眼 今 得 千 眼 報， 舍 雙 手 今 得 千 手
報 ”， 以 千 手 千 眼 觀 音 的 形 象 現 身 的 情 節 極 為
類似。

通 過 上 述 比 較，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中 國 民 間
流 傳 的 妙 善 故 事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是 受 到 佛 教 經 典
的 影 響 的， 其 人 物 的 名 字、 故 事 情 節 的 脈 絡 以
及結局都能在佛教典籍中找到出處。

二、妙善故事的流傳

依 據 現 有 文 獻 資 料， 中 土 的 觀 音 信 仰 於 魏
晉 時 期 在 社 會 上 流 傳， 而 妙 善 故 事 的 流 傳 則 大
約 在 隋 唐 之 際。《 香 山 大 悲 菩 薩 傳 》 的 作 者 蔣
之奇，在傳文後專門談及寫作此傳文的經過：

元符二年仲冬晦日，余出守汝州，

而香山實在境內。主持沙門懷晝遣侍僧命

予至山。安於正寢，備蔬膳，禮貌嚴謹，

乘閑從容而言：“此月之吉，有比丘入山，

風貌甚古，三衣藍縷。問之，云居長安終

南山，聞香山有大悲菩薩，故來瞻禮。乃

延館之。是夕，僧繞塔行道達旦已，乃造

方丈謂晝曰：‘貧道昔在南山靈感寺古屋

經堆中，得一卷書，題曰《香山大悲菩薩

傳》，乃唐南山道宣律師問天神所傳靈神

妙之語，敘菩薩應化之跡。藏之積年，晚

聞京西汝州香山即菩薩成道之地。故跋涉

而來，冀獲瞻禮，果有靈蹤在焉。’遂出

傳示晝。晝自念住持於此久矣，欲求其傳

而未之得。今是僧實攜以來，豈非緣契？

遂錄傳之。翌日，既而，欲命僧話，卒無

得處。乃曰：‘日已夕矣，彼僧何詣？’

命追之，莫知所止。晝亦不知其凡耶、聖

耶。”因以其傳為示予。讀之，本末甚詳，

但其語或俚俗。豈義常者少文而失天神本

語耶？然至菩薩之言，皆卓然奇特，入理

之極談。予以菩薩之顯化香山若此，而未

有碑記此者，偶獲本傳，豈非菩薩付囑欲

予撰著乎？遂為綸次，刊滅俚辭，採菩薩

實語著於篇。5

從 蔣 之 奇 的 敘 述 中 可 以 看 出， 他 撰 寫 此 傳
文 是 有 所 本 的。 也 就 是 說， 在《 香 山 大 悲 菩 薩
傳》問世之前，妙善故事已經在社會上流傳了。

史 料 文 獻 也 證 明 在 隋 唐 時 期 民 間 就 有 關 於
妙善故事的傳說。《隋書・王邵傳》記載：

仁壽中，文獻皇后崩。邵復上言曰：

“佛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

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

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

后盛德仁慈，福壽禎符，備諸秘記，皆云

是妙善菩薩。”6

史 稱 隋 朝 文 獻 皇 后 獨 孤 伽 羅 喜 愛 讀 書， 識
達 古 今， 博 雅 謙 和， 體 恤 下 民， 人 們 將 她 比 作
慈 悲 可 親 的“ 妙 善 菩 薩 ”。 由 此 可 見， 妙 善 故
事此時在朝野已廣為流傳，可惜沒有留下文本，

沒法和蔣之奇創作本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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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大理國（十一至十二世紀）青銅鎏金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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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蔣 之 奇 同 時 代 而 略 晚 的 蘇 門 四 學 士 之 一
張耒，在《書〈香山傳〉後》一文中寫道：

佛法自東漢明帝時始入中國，因此

傳天人所稱莊王者，以為楚王，則時未有

佛。所謂觀世音者，比丘之號，無從而有，

與史載不合。然未可廢也。予嘗讀《宣律

師傳》，其載天人語甚多，有一天人說穆

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

之事略同。不知子寓言也，抑實事也？ 7

張 耒 看 到 的《 香 山 傳 》 應 該 不 是 蔣 之 奇 創
作本，因為傳文提到的是“楚王”（即楚莊王），

而 蔣 之 奇 本 則 是“ 莊 王 ”， 張 耒 所 見 本 應 是 當
時 民 間 流 行 的 另 外 的 本 子， 也 許 就 是 蔣 之 奇 寫
作所依據的俚俗本。

蔣之奇的《香山大悲菩薩傳》創作完成後，

元符三年（1100 年）九月即在汝州香山寺刻成
碑 文， 由 朝 廷 要 員 蔡 京 書 寫。 第 二 年， 蔣 之 奇
到 杭 州 做 官， 杭 州 天 竺 寺 也 根 據 蔣 之 奇 文 本 刻
成 碑 文《 香 山 大 悲 成 道 傳 》。 兩 次 刻 寫 碑 文，

使 妙 善 故 事 得 到 較 大 範 圍 的 普 及。 由 於 妙 善 故
事 沒 有 直 接 的 佛 教 經 典 依 據， 主 要 是 民 間 的 傳
說附會，在流傳過程中時有詰難之聲。 8 雖有學
者 提 出 質 疑， 但 此 故 事 數 百 年 來 仍 以 各 種 文 學
形 式 在 中 國 社 會 廣 為 傳 播。 以 妙 善 證 道 故 事 作
為 重 要 敘 述 情 節 的 小 說、 戲 曲 和 寶 卷， 筆 者 略
作梳理，便有如下數種：

小說：

[ 宋 ] 蔣之奇《香山大悲菩薩傳》

[ 元 ] 管道升《觀世音菩薩傳略》

[ 明 ] 朱鼎臣《南海觀音菩薩出身修行傳》

[ 清 ] 曼陀羅主人《觀音菩薩傳奇》

[ 清 ] 江村《觀音得道》

戲曲：

[ 明 ]《香山記》

[ 清 ]《海潮音》

寶卷：

《香山寶卷》

《巍巍不動泰山  深根結果寶卷》

《觀世音菩薩本行徑》

《觀音濟度本願真經》

此 外， 祖 琇 的《 隆 興 佛 教 編 年 通 論 》 和 覺
連 的《 銷 釋 金 剛 科 儀 會 要 註 釋 》 將 此 故 事 改 寫
為 經 卷 閱 讀 文 本， 而《 新 編 醉 翁 談 錄 》《 增 補
搜 神 記 》《 搜 神 大 全 》 等 筆 記 小 說 集 亦 記 錄 此
傳說故事。

三、妙善故事與千手觀音

千 手 觀 音， 即 千 手 千 眼 觀 音， 這 種 奇 特 的
形 象 出 自 佛 教 密 宗。 隋 唐 之 際， 異 域 神 僧 闍 那
崛 多、 智 通、 善 無 畏、 金 剛 智、 不 空 等 相 繼 來
華弘傳佛教密宗，千手觀音信仰始傳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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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呪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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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布天下不墜靈姿。9

依 據 此 經 序 言 記 載， 千 手 觀 音 信 仰 是 在 唐
初傳入中國，至貞觀年間始“流布天下”。 

史 料 文 獻 也 記 載 了 千 手 觀 音 信 仰 在 中 土 民
間的流傳情況，如《異物志》“李元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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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元平，故睦州刺史伯誠之子，

大曆五年，客於東陽寺中。讀書歲餘，薄

暮，見一女子，紅裙繍襦，容色美麗，娥

冶自若，領數青衣，來入僧院，元平悅之，

而窺見青衣，問其所適及姓氏。青衣怒曰：

“誰家兒郎，遽此相逼；俱為士類，不合

形跡也。”元平拜求請見，不許。須臾，

女自出院四顧，忽見元平，有如舊識。元

平非意所望，延入，問其行李。女曰：“亦

欲見君，以論宿昔之事，請君無疑嫌也。”

既相悅。經七日，女曰：“我非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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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為志。常持千眼千手咒，每焚香

發願，各生富貴之家，相慕願為夫婦，請

君驗之。”元平乃自視，實如其言。及曉

將別，謂元平曰：“托生時至，不可久留，

後身之父，見任刺史。我年十六，君即為

縣令，此時正當與君為夫婦未間，倖存思

戀，慎勿婚也。然天命已定，君雖別娶。

故不可得。”悲泣而去，他年果為夫婦。10

在 這 篇 文 獻 裡， 女 子 為 了 能 嫁 給 李 元 平，

“ 常 持 千 眼 千 手 咒， 每 焚 香 發 願 ”， 大 悲 咒 確
實 顯 示 了 神 力， 二 人 最 後 終 於 如 願 成 為 夫 妻。

又《 廣 異 記 》“ 李 昕 ” 條， 記 敘 李 昕“ 善 持 千
手 千 眼 咒 ”， 憑 藉 千 手 觀 音 大 悲 咒 的 神 力， 驅
鬼 鎮 魔， 為 民 治 病， 護 佑 家 宅 平 安。 他 客 游 在
外，其妹被惡鬼纏身，眾鬼聽說她是李昕之妹，

怕 被 大 悲 神 咒 禁 治， 放 其 生 還。 從 唐 代 文 獻 記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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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本 學 者 小 林 市 太 郎 認 為： 密 宗 以 神 秘 的
經咒和詭異的面貌招攬信徒。11 千手千眼觀音信
仰 正 是 以 帶 有 異 域 神 奇 色 彩 的 陀 羅 尼 神 咒 和 奇
特 詭 異 的 形 貌 吸 引 信 眾， 從 而 引 發 信 眾 的 極 大
宗教熱情。蔣之奇依據中土妙善傳說創作的《香
山 大 悲 菩 薩 傳 》 敘 述 三 公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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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傳 文 敘 述 的 重 心 是 妙
善 為 救 父 疾“ 舍 雙 眼 今 得 千 眼 報，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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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一 敘 述 巧 妙 地 把 妙 善 的 救
父 行 為 與 大 悲 觀 音 奇 特 的 形 貌 聯 繫 起 來， 從 而
創 造 了 中 土 化 的 千 手 千 眼 觀 音 本 緣。 而《 千 手
千 眼 觀 世 音 菩 薩 廣 大 圓 滿 無 礙 大 悲 心 陀 羅 尼
經》對千手千眼觀音形象的本緣敘述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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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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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依據此經
典， 觀 音 現 千 手 千 眼 之 形 貌 是 利 益 眾 生 宏 願 所
致。 很 明 顯， 對 於 千 手 千 眼 觀 音 奇 特 外 形 產 生
的 本 緣， 中 國 民 間 文 學 作 品 的 表 述 對 佛 教 經 典
進 行 了 相 當 程 度 的“ 改 造 ”， 使 之 成 為 中 國 化
的千手千眼觀音。

依 據 已 知 的 文 獻 記 載， 蔣 之 奇 創 作《 香 山
大悲菩薩傳》之前，社會上已有妙善故事流傳，

蔣 之 奇 創 作 時 有 藍 本 所 依， 只 是 早 期 的 妙 善 傳
說 沒 有 文 字 傳 世， 因 此 無 法 窺 探 其 基 本 面 貌。

流 傳 至 今 的 妙 善 故 事 將 千 手 千 眼 觀 音 進 行 了 中
國 化 的“ 改 造 ”， 於 是 我 們 可 以 這 樣 認 為： 妙
善 故 事 的 成 型 與 普 及 應 當 是 在 千 手 觀 音 信 仰 傳
入中土後。

對 於 佛 經 與 中 土 傳 說 的 不 同 敘 述， 宋 人 朱
牟在《曲洧舊聞》中指出：

蔣穎叔守汝日，應香山僧懷晝之請，

取唐律師弟子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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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嚴經》及大悲

觀音等經，頗相函失。華嚴云：善度城居

士鞞瑟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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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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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清代周璕觀音像（拓片），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而今香山乃大悲成道之地，則是生王宮，

以女子顯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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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以傳後世，豈未之思耶？ 13

朱 牟 既 指 出 佛 教 典 籍 的“ 喜 誇 大 自 神 ”，

也 批 駁 蔣 之 奇 脫 離 經 典 的 隨 意 粉 飾， 清 代 俞 樾
在《 茶 香 室 續 鈔 》 中 也 認 為 妙 善 故 事“ 要 是 俗
說， 非 其 實 也 ”。 但 正 是 這 種 依 託 經 典 而 又 不
囿 於 經 典 的 世 俗 衍 化 的 民 間 思 維， 實 現 了 千 手
觀音的本土化。

四、妙善故事的孝道觀

觀 音 信 仰 文 化 包 含 觀 音 宗 教 信 仰 文 化 和 觀
音 世 俗 信 仰 文 化 兩 個 層 面， 妙 善 故 事 無 疑 屬 於
觀音世俗信仰文化。14 妙善故事有着明顯的民間
宗 教 信 仰 特 點， 即 不 受 正 規 宗 教 經 典 和 教 義 的
約 束， 在 傳 播 信 仰 的 過 程 中， 對 正 規 佛 教 的 觀
音 信 仰 體 系 進 行 隨 意 而 大 膽 的 改 造， 並 摻 雜 了
較 多 的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元 素， 由 此 形 成 了 適 合 本
土信眾需求的充滿生命活力的新的觀音信仰。

妙 善 故 事 與 佛 教 觀 音 經 典 有 一 個 重 要 的 差
別： 前 者 在 傳 播 觀 音 信 仰 的 同 時 , 也 宣 揚 了 孝
道 倫 理， 而 佛 教 觀 音 經 典 則 只 傳 揚 慈 悲 教 義，

沒 有 言 及 孝 道。“ 孝 ” 的 觀 念 在 殷 周 時 期 已 經
產 生， 先 秦 文 獻 屢 屢 提 及， 秦 漢 之 際 還 出 了 一
部 專 門 闡 述 孝 道 的 經 典《 孝 經 》。 在 中 國 的 倫
理 觀 念 中， 孝 道 的 作 用 被 不 斷 地 擴 大 乃 至 絕 對
化， 如《 孝 經 》 云：“ 夫 孝， 天 之 經 也， 地 之
義也，民之行也。” 又云：“天地之性，人為貴。

人 之 行， 莫 大 於 孝。” 孝 道 不 僅 體 現 出 中 國 社
會的倫理道德觀念，還規範着人們的日常行為，

如“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

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 15。可
以 說， 孝 道 是 中 國 社 會 普 遍 遵 循 的 傳 統 道 德 倫
理規範。

印 度 佛 教 對 於 孝 道 觀 念 十 分 淡 漠。 佛 教 常
講 無 緣 之 慈， 同 體 大 悲， 就 是 說 對 大 眾 要 無 條
件 的、 無 分 別 的、 絕 對 平 等 的 慈 悲。 佛 教 觀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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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典 也 認 為， 觀 音 絕 對 平 等 地 對 待 一 切 眾 生，

解 救 一 切 眾 生 的 苦 難， 不 會 因 任 何 血 緣 以 及 世
俗 社 會 的 人 際 關 係 的 因 素 而 產 生 親 疏 遠 近 的 差
別 對 待。《 華 嚴 經・ 入 法 界 品 》 觀 音 菩 薩 對 前
來問道的善財童子說：

善男子！我已成就菩薩大悲行解脫

門。善男子！我以此菩薩大悲行門，平

等教化一切眾生相續不斷。善男子！我住

此大悲行門，常在一切諸如來所，普現一

切眾生之前……善男子！我修行此大悲行

門，願常救護一切眾生。16

觀 音 菩 薩 的 大 悲 行 門 是 絕 對 平 等 的 教 化、

救護一切眾生的。

佛 教 初 傳 入 中 土 時， 其 教 義、 儀 軌 和 戒 律
與 中 國 社 會 固 有 的 文 化 傳 統 多 不 符 合， 尤 其 是
削髮毀形、棄家離親  、不養父母、不敬王者等
行 為 舉 止 更 是 與 主 張 積 極 入 世 的 儒 家 倫 理 格 格
不 入。 為 了 儘 快 融 入 中 國 社 會， 中 國 的 佛 教 高
僧 有 意 識 地 將 儒 家 道 德 觀 念 化 入 佛 理， 撰 寫 了
從 佛 教 思 維 論 述 孝 道 的 著 作《 佛 說 父 母 恩 重 難
報 經 》《 法 苑 珠 林・ 忠 孝 》《 孝 論 》 等， 創 立
了 中 國 佛 教 特 有 的 孝 道 理 論。 中 國 佛 教 孝 道 理
論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方 面 就 是 將 孝 道 分 為“ 入 世 之
孝 ” 和“ 出 世 之 孝 ”。 所 謂“ 入 世 之 孝 ” 即 世
俗 社 會 的 孝 道 觀， 包 含 養 親、 尊 親、 顯 親 三 個
的 層 面。 養 親， 即 侍 養 父 母， 及 時 供 給 父 母 衣
食， 努 力 讓 父 母 衣 食 無 憂。 這 也 是 常 說 的“ 孝
養 ”。 尊 親， 是 指 恭 敬 服 從 父 母， 大 事 小 事 均
按 父 母 的 意 思 去 辦， 不 惹 父 母 生 氣， 不 讓 父 母
擔憂，即常說的“孝敬”。顯親，就是立功立德，

揚 名 天 下， 讓 父 母 和 整 個 家 族 都 因 此 而 獲 得 榮
耀， 風 光 顯 赫。 顯 親 揚 名 在 世 人 看 來 是 做 子 女
的最大的孝。

中 國 佛 教 雖 然 不 排 斥 養 親、 尊 親、 顯 親 等
孝 行， 但 從 佛 教 觀 點 看 來， 這 些 只 不 過 是“ 小
孝 ”“ 世 俗 之 孝 ”， 算 不 得 真 正 的“ 孝 ”， 真
正的孝是“出世之孝”。《佛說孝子經》云：

世尊又曰：“子之養親，甘露百味

以恣其口，天樂眾音以娛其耳，名衣上服

光耀其身，兩肩荷負周流四海，訖子年命

以賽養恩。可謂孝乎？”諸沙門曰：“惟

孝之大莫尚乎茲。”世尊告曰：“未為孝

矣。”⋯⋯佛告諸沙門：“睹世無孝，唯

斯為孝！耳能令親去惡為善，奉持五戒，

執三自歸。朝奉而暮終者，恩重於親乳哺

之養無量之惠。若不能以三尊之至化其親

者，雖為孝養猶為不孝。”17

此 經 借 佛 祖 與 眾 比 丘 之 間 的 問 答， 說 明 甚
麼 才 是 真 正 的 孝。 佛 祖 指 出， 世 間 的 養 親、 尊
親、 顯 親， 即 使 讓 父 母 吃 各 種 美 食， 聽 最 美 妙
的音樂，穿最華麗的衣服，帶着父母遊山玩水，

這 也 算 不 上 真 正 的 孝。 真 正 的 孝 是 能 使 父 母 聞
法得戒，斷惡行善，修習三昧，成就無上智慧，

最 終 獲 得 解 脫。 只 有 這 種“ 出 世 之 孝 ”， 才 能
真 正 報 答 父 母 的 養 育 之 恩， 是 真 正 的 孝 行。 可
以 看 出， 中 國 佛 教 的 孝 道 強 調 的 是 對 尊 親 的 精
神救渡，這是中國佛教孝道的根本。

在 妙 善 故 事 中， 妙 善 自 出 生 便 喜 歡 吃 齋 禮
佛，但其堅貞向道的思想和言行不被父母理解，

父 親 妙 莊 王 更 是 逼 她 成 婚。 面 對 父 親 蠻 橫 苛 刻
的 懲 罰， 妙 善 默 默 地 忍 受 折 磨， 沒 有 絲 毫 的 反
抗， 也 沒 有 絲 毫 的 抱 怨。 但 妙 善 的 行 為 並 不 符
合 儒 家 孝 道 的 標 準， 她 對 父 親 的 旨 意 雖 然 沒 有
反 抗 和 抱 怨， 卻 也 沒 有 順 從， 依 然 我 行 我 素，

一 心 向 佛。 當 父 親 病 重 時， 她 捨 身 療 疾， 終 使
妙 莊 王 幡 然 醒 悟， 率 領 皇 族 皈 依 三 寶， 擺 脫 六
道 輪 回。 因 此， 妙 善 的 孝 不 是 世 俗 的 孝 養、 尊
親， 而 是 對 妙 莊 王 夫 婦 的 精 神 濟 度， 是“ 出 世
之孝”。

中 國 傳 統 的 孝 道 倫 理 注 重“ 續 ”“ 養 ” 和
“ 祭 ”。“ 續 ” 就 是 延 續， 是 指 延 續 祖 先、 父
母 的 生 命， 所 謂“ 不 孝 有 三， 無 後 為 大 ”， 還
有 就 是 延 續 和 發 揚 光 大 祖 輩 的 德 行；“ 養 ” 是
指 孝 養， 即 侍 養 父 母， 供 給 父 母 衣 食 和 住 所；

“ 祭 ” 指“ 祭 禮 ”， 是 喪 儀 中 對 已 故 去 的 父 母
的 祭 奠 以 及 人 生 禮 儀、 四 時 祭 儀 中 對 祖 神 的 祭
拜。 傳 統 孝 道 由 養 親、 愛 親 到 思 親、 禮 親，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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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抒 發 人 情 發 展 為 對 道 德 禮 儀 的 遵 循， 把 世 人
的行為納入人格化甚至神格化的倫理規範中。

與 傳 統 孝 道 倫 理 不 同， 妙 善 故 事 宣 揚 的 佛
教 孝 道， 不 關 注“ 續 ”“ 養 ”“ 祭 ”， 而 突 出
“ 戒 ”“ 善 ” 和“ 果 報 ”。 宋 代 高 僧 契 嵩 著 有
《孝論》，被認為是中國佛教理論的《孝經》。

他 在 書 中 將 佛 教 五 戒 和 儒 家 五 常 相 比 附：“ 夫
不 殺， 仁 也； 不 盜， 義 也； 不 邪 淫， 禮 也； 不
飲 酒， 智 也； 不 妄 言， 信 也。 是 五 者 修， 則 成
其 人， 顯 其 親， 不 亦 孝 乎。” 18 認 為“ 孝 名 為
戒”“戒為孝先”“戒為孝蘊”。傳說故事裡，

妙 善 信 仰 堅 定， 持 戒 守 身， 不 順 父 命， 不 懼 災
難， 不 改 初 衷， 甘 願 為 信 仰 獻 身， 體 現 出 中 國
佛教“孝戒合一”的精神特質。妙善心存善念，

踐 行 善 業。 她 生 長 在 皇 宮，“ 體 態 尊 重， 清 潔
義 讓， 謙 和 忠 孝， 知 廉 識 恥， 慈 悲 忍 辱， 不 貪
不 愛， 自 然 齋 戒， 晝 則 看 經 禮 誦， 夜 則 入 定 坐
禪，時時如此，勤修不懈。”19 妙莊王火燒白雀
寺， 她 禱 告 佛 祖， 天 降 紅 雨， 澆 滅 大 火， 救 了
全寺僧尼性命。入地獄之後，看見眾鬼囚慘狀，

發誓願：“ 度盡鬼囚， 方證菩提！” 於是“ 鑊
湯 變 成 功 德 水， 刀 山 化 作 百 花 林 ”。 妙 善 的 善
念 善 舉 表 現 出 佛 家 的“ 慈 悲 心 腸 ”， 同 時 也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宣 傳 了 因 果 報 應 的 意 識， 要 求 人 們
諸 惡 莫 作， 諸 善 奉 行， 人 生 的 命 運 受 到 因 果 律
的支配和主宰。妙莊王因為殺戮、毀寺、謗佛，

終於遭到報應，怪病纏身，千般受苦：

初病來時，渾身寒熱，頭目沉重，

百骨酸疼。後來皮風燥癢，遍身迸裂，膿

流血淋，臭氣遠徹……未經一月，手拳腳

曲，滿頭生瘡，眉須墮落，皮肉生蟲，攅

潰肉痛，耳塞、鼻蹋、眼突、牙蛀，唇露

舌大，指節寸斷……癢時癢疼骨髓，痛時

痛拔肝腸。自此萬般不喜，金銀寶貝，怪

如牢獄；羊羔美酒，怪如糞土；皇冠龍袍，

怪如枷鎖；百般喜樂，怪如啼哭；象牙龍

床，怪如刀劍；宮妃彩女，怪如蛇虎。一

日一夜，如過千年，狂惶號哭，驚天動地。

眼耳鼻口，膿血交流，動轉艱難，痛不可

忍。20

此 時， 妙 善 感 念 父 母 養 育 之 恩， 甘 願 獻 出
手 眼 為 父 皇 療 疾， 使 得 妙 莊 王 病 體 痊 癒。 妙 善
的 孝 行 終 於 感 動 了 妙 莊 王， 使 其 羞 慚 不 已， 痛
改 前 非， 皈 依 佛 門。 妙 善 的 孝 戒、 善 行 與 捨 身
療疾圓滿地闡釋了中國佛教的“出世之孝”。

中 國 民 間 廣 泛 流 傳 的 另 一 則 佛 教 孝 道 故 事
是“ 目 連 救 母 ”。 目 連， 即 目 犍 連， 又 稱 摩 訶
目 犍 連， 婆 羅 門 種 姓， 佛 陀 十 大 弟 子 之 一， 譽
為 神 通 第 一。 目 連 救 母 的 故 事 最 早 見 於《 佛 說
盂 蘭 盆 經 》。 目 連 跟 隨 佛 陀 修 行， 得 神 通， 以
天 眼 觀 世 界， 見 亡 母 在 地 獄 餓 鬼 道 受 苦， 心 生
悲 哀， 以 缽 盛 飯， 供 奉 母 親。 其 母 得 飯， 食 未
入 口， 化 為 火 炭。 目 連 向 佛 哭 訴， 佛 告 目 連，

七 月 十 五 日 是 眾 僧 自 恣 日， 用 百 味 飯 食 五 果 等
供 養 十 方 僧 眾， 可 令 七 世 父 母 及 現 世 父 母 脫 離
苦 難。 木 蓮 依 言 行 事， 其 母 應 時 解 脫。 千 百 年
來，這個故事以變相（佛經故事圖畫）、變文、

戲 曲、 小 說 和 寶 卷 等 各 種 形 式 在 中 國 民 間 廣 為
播 揚， 成 為 最 受 百 姓 歡 迎 的 佛 教 故 事 之 一。 本
來《 盂 蘭 盆 經 》 的 基 本 思 想 是 通 過 供 僧 的 功 德
救 度 亡 故 父 母， 以 此 宣 傳 佛 教 信 仰。 但 人 們 關
注 的 是 目 連 救 母 行 為 傳 遞 出 的 孝 道， 這 更 契 合
中 國 社 會 的 倫 理 道 德 觀。《 錄 鬼 簿 續 編 》 列 入
的 雜 劇《 目 連 救 母 》， 其 正 名 為“ 發 慈 悲 觀 音
度生   行孝道目連救母”，將觀音與目連並列；

明 代 刊 行 的《 佛 說 二 十 四 孝 賢 良 寶 卷 》 也 選 入
“ 目 連 救 母 ”“ 妙 善 療 疾 ” 兩 則 故 事。 人 們 將
兩者並列是因為故事裡都宣揚了孝道。

“ 目 連 救 母 ” 與“ 妙 善 療 疾 ” 雖 然 都 講 孝
道， 但 其 孝 道 是 與 因 果 報 應 緊 密 關 聯 的。 目 連
母 親 生 前 罪 孽 深 重， 死 後 被 罰 入 餓 鬼 地 獄 中，

嘗 盡 苦 頭； 妙 莊 王 不 敬 三 寶， 燒 寺 殺 僧， 以 致
身 患 怪 病， 受 盡 折 磨。 目 連、 妙 善 的 報 恩 孝 行
化 解 了 其 父 母 的 孽 緣， 使 其 得 到 解 脫。 目 連 的
“ 救 慈 親 ” 和 妙 善 的“ 療 父 疾 ” 都 是 出 自 孝 心
報 父 母 恩 德， 尤 其 幫 助 父 母 脫 離 輪 回 苦 海， 更
是 一 種 精 神 救 贖。 這 種“ 出 世 之 孝 ”， 佛 教 視
為根本孝道，即從精神上施予受難者永恆救度，

使 其 斷 絕 了 六 道 輪 回 之 苦。 出 世 之 孝 將 佛 門 教
義 與 儒 家 倫 理 相 融 合， 體 現 了 中 國 化 佛 教 的 特
色， 也 是“ 妙 善 療 疾 ” 與“ 目 連 救 母 ” 在 中 土
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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