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信佛教與民間信仰的差別 

 

    同樣信仰觀世音菩薩，正信的佛教與民間的一般信仰，究竟有何差別？ 

   〈普門品〉出自於《法華經》，又與《法華經》的思想內涵，有何關聯呢？ 

   《法華經》是於王舍城的耆闍崛山（即靈鷲山）由釋迦牟尼佛所親口宣說的，

於一切經典中別具崇高的地位。它指涉三乘歸一，更指涉一切有情皆能成佛。也

期許一切眾生皆能回歸佛的地位，到佛境界。 

    一部分的經典認為，有情修行的至高境界僅能是阿羅漢，而另一部分的經典

則認為，眾生永遠沒有機會接觸佛法，永遠無法成佛，也無法悟入佛法真髓。而

由世尊所金口宣說的《法華經》，卻清晰指出，一切眾生皆有機會成佛，即使是

出佛身血，陷害佛陀的提婆達多也不例外。這是個極高的層次與境界。 

   〈普門品〉強調，人只要有信心，一心持誦觀世音菩薩，即使是五逆十惡，

至大至重的罪業，也能夠迴轉，仍能於未來成佛。僅要淨念觀世音聖號，一切困

難災厄，應有的業報苦受，即應時消散、應時解除－這樣看來，觀世音菩薩宛如

變成了一個全能的神祇，將眾生的所有問題皆包攬、解除了；相對地，則可能使

人產生某種依賴心，而失去自我努力修持的「自願」與「本願」。 

    事實上，〈普門品〉與《法華經》的中心思想並不衝突。 

以「起信」而言，〈普門品〉正是為了接引一些信心不足，生命、行為、心靈偏

差，而處於非常困擾、煩惱和痛苦中的人。置身於這樣泥濘般的狀態下的人，直

接告訴他們：「你可以成佛！」－由於一己已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因之，

無論如何，也決計不肯相信自己能夠成佛。但是，一旦「起信」，相信菩薩的救

拔力量，之於菩薩具足足夠的信心信念，自然，自己也會轉變，向內凝聚起自我

的信心，也能學習菩薩、模倣菩薩，放射出慈悲光芒，變成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一

般廣濟有情；如此，也就與《法華經》所說的「一切眾生皆能成佛」的觀念銜接、

相應了。 

    表面上，觀音信仰宛如與民間信仰十分接近，也很能結合－因為，民間信仰



的特質即是，不管自己是好人或壞人，能不能修行，只要信神、求神，便能獲得

幫助、救濟，也便能逢凶化吉。觀音信仰恰恰在這點上與之交疊－意思是，只要

持念觀音，即可得到觀世音菩薩的慈悲救拔，解決諸般問題。以致，即若是一般

的民間信仰者，也願意接受觀世音菩薩。只要信，即能得救，這與西方的基督教，

以及其他的宗教皆是相通的。因為容易，也因而廣泛信仰，人人皆能接受，也皆

能進入。 

    由於，這個層次的人於我們的世界中占絕對多數，為「起信」故，也開啟了

觀世音菩薩普度眾生，廣攝眾生的特殊方便法門。唯願有情於蒙受接引後，當真

正解厄、平安、獲益了，便能一點一點，慢慢接觸正信的佛法，深入佛法的精義，

而能更進一步自民間信仰的層次提昇，開發一己的智慧，發揮一己的慈悲精神，

圓成一己的菩提種性。終極點，所指涉的仍是《法華經》的「一切眾生皆將成佛」。 

    觀世音菩薩，看起來人人皆能接受；慈悲，也是。它並不是超過人，而是根

植於人性人心中，之於所有人類皆彌足重要的生命準則與品質。所謂「大慈大悲，

廣大靈感，救苦救難」－人類永遠於苦難中渴望著一種無限的慈悲、涵容與撫慰。

理解觀音，學習觀音的本懷，人人也自然可以具足如斯的心性品質，成為觀音的

諸多化身一樣，協助、慈愍於所有同體的有情。 

 

 

—法鼓文化《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