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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观音亭谈观音法门 

 

               吉隆坡文良港观音亭开光讲 

 

    明智法师於一九六九年重建这间观音亭，金碧辉煌，俨然成为首都的名刹了。 

    法师创立此亭，以观音命名，无疑的、是要崇仰观音的圣德，弘扬观音的法门。观音菩萨，古佛再

来，随机赴感，十方世界，寻声救苦，在法华经普门品中说他有十四无畏，三十二应，随意摄受，莫不奏

功。缩小范围来说，在东南亚各国，不论信佛或不信佛的人士，都有听过观音菩萨的大名，甚至远在欧美

各国，只要是华侨足迹所到之处，就有人供奉观音菩萨的。这是什 缘故呢？照佛经的道理研究，是有几

种要素的： 

    A、与此有缘：观音菩萨与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缘份特别深厚，佛陀在地藏经中告诉观音菩萨说：

「汝於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乃至六道罪苦众生，闻汝名者，见汝形者，恋慕汝者，

赞叹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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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诸众生於无上道必不退转，常生人天，具受妙乐，因果将熟，遇佛 授记。」这个「大因缘」的缘，

在众生方面讲，是自己多积福德善根因 缘，故得遇佛法，信受资益。在菩萨方面讲，是菩萨有大愿力，为

众生修 善之助缘，故修善的众生，喜闻菩萨名号，得到他的摄受。平常说：「佛 门广大，无缘不度。」

现在我们常见菩萨之形，常闻菩萨之名，足证我们 已具福德善根，与佛有缘了。  

    B、慈悲为怀：慈悲为佛陀立教的根本，而观音菩萨的救世心肠， 充分表现了佛教慈悲的精神。慈为

慈爱，与人之乐；悲是同情，拔人之 苦。泛泛而说，慈爱之心，人皆有之，惜多我见未忘，爱心不普，菩

萨的 慈悲就不然，普遍平等，接近佛陀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的缘解作 分别，即无界限、无阶

级、无种族、无男女老幼、无宗教、无贫富贵贱的 分别，爱心普遍平等，不计亲疏厚薄。同体是指我与众

生同体，万物与我 为一的理性。因此他所表现出来的救苦精神，是冤亲平筝，视人如己。有 了这种普遍

平等的博爱，故能在人类众生中，感召无限的爱戴与崇敬。  

    C、智慧甚深：菩萨所以能启示慈悲，爱人如己，是由於他自己的真 修实学，得大智慧，了知诸法无

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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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四相皆空，五蕴非有。」既知性空非有，理自如如，而又能从如如理 体，起如如相用，故能广荫群

品，妙化无穷。心经说：「观自在菩萨行深 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正是说明

了菩萨从闻 思修，入三摩地，悟得甚深的智慧，了知诸法缘生，毕竟空无自性，无我 相而空我执，无法

相而空法执，不造诸般恶业，故能度脱一切苦厄。自既 无苦，方能救人之苦，比如人自无缚，才能解人之

缚；如果自己尚未解 缚，如何有力量解他人之缚呢？所以菩萨能发大慈悲，救苦救难，全从他 所悟得的



甚深般若，无相无缚。  

    D、方便具足：方便、是指做事的技巧，观音菩萨导俗利生，有种种 方便变化的技巧。普门品中说他

有十四无畏，三十二应，还有救七难，除 三毒，应二求，种种作用，使用自在。华严观自在章说：「一切

世界诸群 生，心行差别无央数，我以种种方便力，令其见闻皆调伏。」大悲陀罗 尼经中，则说菩萨有大

慈大悲，千手千眼。菩萨的「法身无相，无疵无 瑕。」本来一身一手，已嫌多事，何更来千手千眼？可知

千手千眼，都是 尽利益众生所示现的方便技巧，所谓「千眼照见，千手扶持。」菩萨的千 眼是雪亮的，

你做好做坏，他看得很清楚，规善诫恶，毫厘分明；你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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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恶业最好，即使大错铸成，恐招恶报，只要自己有忏悔改过的惭愧心， 有勇於向善的好胜心，菩萨的宝

手，是无不提携的，菩萨能慈悲援人，就因 他具足了许多方便的技巧，才能起了许多微妙的作用。  

    今日社会纷扰叠起，人心杌陧不安，世界战祸频仍，和平毫无保障， 我们生逢斯世，蒿目时艰，曷胜

太息！但我们如果学习了观音菩萨的法 门，首先得到辐凑福缘，互助互成，共存共荣，大家便可以和乐相

处。同 时学了菩萨的慈悲，谁肯蓄意伤人，世界便无争杀；不做不义的事，社会 便无盗贼；不为非礼之

举，家庭便无乱伦；不走欺诳的曲径，人间便会建 立正直的信用。杀盗淫妄绝迹，仁义礼信抬头，这个世

界便可趋於升平快 乐的境地。所以我们在观音亭开光的今日，希望大家多宣扬观音菩萨大智 大悲的法

门，自己努力行善，扩展慈济事业，并祈求菩萨的慈悲加庇，达 到世界和平，人类安居乐业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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