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人文學院宗教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College of Humanities 

Nanhua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相・像－賴奕淨觀音繪畫創作研究 

Characteristic and Image: Research on Yi-Ching Lai's Guanyin 

Painting Creation 

 

賴奕淨 

Yi-Ching Lai 

 

指導教授：黃國清 博士 

          葉宗和 博士 

Advisor: Kuo-Ching Huang, Ph.D. 

Tzong-Ho Yeh, Ph.D.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July 2019 



 
 
 
 
 
 
 
 
 
 
 
 

 



 
 
 
 
 
 
 
 
 
 
 
 

 

I 

謝  誌 

本創作論文，歷經了四年的時間，在求學的過程中劃下了句點，也代表著「相·

像-賴奕淨觀音繪畫創作研究」已到完成階段了，研究者就讀研究所，在宗教與藝

術領域上不斷探索與學習，從懵懂到成長，將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不論結果如何，

度過了一段具有價值的學習時光。 

首先，研究者非常感謝指導教授黃國清老師悉心的指導，再撰寫創作論文期

間給予指導與鼓勵，使得創作論文可順利的完成，也非常感謝共同指導教授葉宗

和老師在研究所階段，對於水墨創作研究上的知識傳授，使研究者能夠更加成長

卻也更加了解到自己的不足。十分感謝江美英老師與王晴薇老師在百忙之中，擔

任研究者論文指導的口試委員。 

最後感學校老師們的指導與朋友的幫忙，才能順利的完成這本論文。再整個

的創作論文過程當中，還是要再次感謝指導教授，再研究者剛開始撰寫創作論文

的迷惘與迷失方向時，不斷的與指導教授討論，理出脈絡方向，以及許多寶貴的

意見，也謝謝在研究所期間的共同指導教授葉宗和老師，在創作上的指導與鼓勵，

傳授水墨技法，讓研究者再繪畫技巧上更上一層樓。 

現階段的完成，也是一個嶄新藝術階段的開始。在學校所學的知識，能延續

並融合更多外在的經驗，才能夠填補自己所沒察覺到的空缺，希望未來在繪畫上

及內容想法上都能因此更加進步成長。最後，要感謝家人與朋友，在這期間的支

持與幫忙，讓研究者能順利的完成此論文，在此，非常感謝您們。 

 

賴奕淨謹誌 

中華民國一○八年七月 



 
 
 
 
 
 
 
 
 
 
 
 

 

II 

摘  要 

觀世音菩薩是變化最為豐富的一位菩薩，在中國歷史上，觀音菩薩的繪畫風

格常以不同形式呈現在大眾面前，觀音信仰的體系，在中國所依據不同的佛典文

獻系統，所呈現出來的觀音菩薩形象與思想也不同。 

本論文以觀音菩薩圖像為創作，與現代佛教思想的轉化作為連結，以「相・ 

像－賴奕淨觀音繪畫創作研究」，藉著東西方繪畫技法的融合，在閱讀大量

相關觀音菩薩圖像及經典，配合視覺藝術的觀看理論與省思，達到觀音畫像與現

代佛教的契合。 

關鍵字：觀音菩薩信仰、圖像、水墨創作、觀音繪畫、觀音菩薩



 
 
 
 
 
 
 
 
 
 
 
 

 

III 

Abstract 

Guan Yin Bodhisattva takes one of the most variety forms of Bodhisattva. In 

Chinese history, Guan Yin Bodhisattva has been presented into different forms and 

styles for the public views. In China, different sect of Buddhist system was recorded, 

therefore, Guan Yin Bodhisattva also has different images and ideologies.  

The creation of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Guanyin 

Bodhisattva’s imag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Buddhist ideology.Title of 

thesisis' Characteristic and Image : Research on Yi-Ching Lai's Guanyin Painting 

Creation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ainting techniques. After a 

long research of Guan Yin Bodhisattva’s image and classic Guan Yin Bodhisattva 

through literature, the researcher has insight through visual art to achieve the gap 

between the Guan Yin portraits and modern Buddhism.  

It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introduction, describing the 

research motivation and purpose,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steps. The second chapter 

is the literature discussion, exploring the images, beliefs and modern creations of 

Guanyin Bodhisattva.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researcher's creative’s concept and 

analysis. The fourth chapter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searcher's works, and the fifth 

chapter is based on reflection, rethink of the creation and direction. 

 

Keywords : Guanyin Bodhisattva, Image, Chinese painting creation, Guanyin 

painting, Guan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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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宗教與藝術在生活、文化關係十分密切，藝術能讓人抒發情感與思想，宗教

則是能寄託情感的地方。將佛教思想與藝術做為結合，形成一種非經典模式的傳

遞，藉由藝術，傳達佛教經典的思想，為研究者研究方向。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動機 

在還沒文字的時期，都是用符號、圖像作為紀錄，如崖窟壁畫與宗教場域壁

畫等，隨著時代變遷及進步，文字發展迅速，使用文字結合圖像紀錄者越多，記

錄不同時期的文化變遷。圖像能作為溝通與思維的媒介，透過圖像能讓觀看者，

感受創作者想表達的意境。在研究者有印象以來，家中的長輩帶著還小的研究者

去廟宇附設的幼稚園上學，或是假日帶著研究者到處參拜廟宇，印象最深刻的便

是，幼稚園作業是要將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的《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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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子。色不異空。

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取法空相。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

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

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

心無𦊱礙。無𦊱礙故。無有恐佈。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

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

是無人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虗。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呪即說呪

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阿」1，背誦起來，因此，每天

研究者帶著學校發的印有注音符號《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紙張，在自家的佛

                                                 
1 唐義淨 三藏法師譯，《金剛經科儀》，卷 1，CBETA，X74，no.1494，頁 659。 

http://greatbook.josephchen.org/GREATBOOK/DIC/03436.htm
http://greatbook.josephchen.org/GREATBOOK/DIC/00911.htm
http://greatbook.josephchen.org/GREATBOOK/DIC/02878.htm
http://greatbook.josephchen.org/GREATBOOK/DIC/018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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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前認真的唸誦，自小認為，念誦經文必須在佛堂或佛桌前，直到進入南華宗教

學研究所就讀後，才發現這只是其中一部經文。 

念廟宇附設幼稚園關係，加上長輩帶去的廟宇裡，都會供奉著觀世音菩薩，

因此所接觸的第一尊菩薩便是觀世音菩薩。小時候便知道觀世音是位慈悲的菩薩、

憫念眾生的一位菩薩，來幫助眾生的等故事。 

因觀世音菩薩的故事版本眾多，也有不同形象造型呈現在不同地區，每看到

不同的觀音造像就會問身邊的長輩，但都無法為困惑的研究者解答，因此一直困

惑著研究者至今。 

研究者在大學及研究所時期就讀美術系，在 2015 年的 8 月份，因緣際會之

下去了一趟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所舉辦的雲南移地教學，當時在路邊看到一

尊特別的菩薩，引起好奇，詢問身邊的師長們問這是哪尊菩薩呢？師長回答研究

者說，是一尊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祂是一尊男相菩薩！怎麼會是觀世音菩

呢？觀世音菩薩應是女相才是，據研究者了解觀世音菩薩，是位女性菩薩。   

因此，師長們輪流一番解釋之後，了解觀世音菩薩有男相與女相，在這之前

存在的疑惑加上這次的問題，使得研究者想深入去了解觀世音菩薩的形象演變，

便著手研究繪畫觀世音菩薩的動機種子。 

進入，南華宗教學研究所後，了解到觀音菩薩幻化出不同面貌，來渡眾生，

本論文藉著研究者在宗教學研究所的學習過程中，將所認知的佛教經典，透過自

身的繪畫技巧，轉化成圖像傳遞不一樣的宗教圖像，以觀世音菩薩作為繪畫探討

的對象。繪畫是一種視覺的藝術，不只能滿足感官也能透過圖像表現的手法，表

達更深沉的思想內涵，以創作圖像分析為基礎，在藝術美學、宗教義理上思考，

與經典及創作圖像和現代相關思想等為詮釋，進行宗教藝術的探討，並呈現宗教

思想內涵。 

佛教在中國傳播的歷史當中，出現了無數的寺廟和佛窟，也帶起佛教藝術的

興起，其中以觀世音菩薩的繪畫與雕塑居多，至今，仍然可感受到觀音菩薩受眾

人喜愛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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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繪畫源自印度，早在佛陀時代，寺廟就已經有佛教繪畫的紀錄。根據三

藏法師義淨奉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 17：「緣處同前。給孤長者施

園之後作如是念：「若不彩畫便不端嚴，佛若許者我欲莊飾。」即往白佛，佛言：

「隨意當畫。」聞佛聽已，集諸彩色并喚畫工，報言：「此是彩色，可畫寺中。」

2，由此段經文，便可知道，佛陀當時請繪畫師，繪畫出佛教義理，使得圖像流傳

至今，在佛教藝術裡，以敦煌壁畫最為顯赫，其中已「經變」最為著名，以當時

流傳的佛教思想有關，以佛教故事居多，內容豐富變化，有維摩詰經變、金剛經

變等，這樣的方式能作為講經說法，讓觀者印象深刻。以圖像說故事，不論在哪

個地方或民族，都是這樣的方式。 

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1926-2006）：「任何東西都能扮演一個

有助於社會運行的角色，繪畫與雕塑也不例外。…把一種特定的心靈樣式帶進外

物的世界，使他人得以觀看。」3由此可知，藉由圖像來表達創作者想傳遞的訊息，

透過圖像來了解，創作者當時的氛圍與理解的佛法教義。在印度佛教思想傳入中

國後，因與當地文化交融，促進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特別是經典的轉譯及改造，

如佛教的「敦煌石窟」、「變相」等藝術，都是當時佛教傳播的重要訊息傳遞。 

閱讀宗教藝術相關研究中，發現有關東方宗教信仰與圖像藝術之觀世音菩薩

研究非常豐富而深入，已形成一種文化現象，整理出與本論文相關藝術性、宗教

性的密切關係。創作是一種心靈層面產物，作品保持著具有意義的連續性，在某

種意義上，成就一種真誠之道，在佛教藝術中，觀音菩薩圖像，普遍偏向傳統工

筆畫，此研究者藉著在宗教學研究所薰陶之下，繪製出不同氛圍的觀音菩薩畫像，

以水墨技法為基底，呈現出不同韻味的觀音菩薩畫像創作。研究者將所學的技法

搭配佛教意涵，創作出具有現代感的佛教圖像。 

觀音菩薩在佛教中是一名聖者，祂是四大菩薩的其中一位，觀音菩薩(如圖 1-

                                                 
2  三藏 義淨奉制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 17，CBETA，T24，no.1451，頁

283。 
3 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著，楊德睿譯，《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

台北：麥田出版，2002 年，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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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殊菩薩(如圖 1-2)、普賢菩薩(如圖 1-3)、地藏菩薩(如圖 1-4)，又稱為西方三聖

之一，即阿彌陀佛、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從這就能知道觀音菩薩在佛教中具

有代表性，也是大乘佛教中有影響力的一尊菩薩，尤其在中國最為流行。 

現今，大部分的人們對於佛像繪畫的觀點，都停留在臨摹和傳統技巧與用色

上，不過還是有少部分的創作者結合不同形式繪畫技巧與媒材，創作在作品上。

佛像繪畫需跳脫傳統，與時代接軌，不同已往放在寺廟讓人們膜拜的畫作，這樣

才能拉近與人彼此之間的距離，研究者已現代水墨做為表現傳遞意涵，研究者在

大學攻讀美術系，偏西方的非定型主義4，作品較多偏向於抽象繪畫。如同石濤

說：「我之為我，自有我在。5」意思說，不管用什麼方法來呈現，始終不會是同

樣的方法，但是，「心」是法的本源，只要創作者找到這個本源，如同佛法的內

涵精神，領悟到這樣的內在層次，就像發現新大陸般，靈感湧泉，在這樣的情況

下若能透過，佛教經典的輔佐下，且清楚的善加利用，在研究者的天馬行空之下，

所創作出的佛像，便能呈現研究者所要傳遞的意涵。 

  

圖 1- 1：觀音菩薩，107cm×59 cm，絹畫，華
盛頓弗利爾美術館館藏，館藏號 30.36 號。6 

圖 1- 2：文殊菩薩，28 cm×19.5 cm，紙本，法

國吉美博物館館藏，館藏號 E 1215。7 

 

                                                 
4 非定型主義：這一名稱源自批評家米歇爾‧達比埃。強調自由式的繪畫方式，材料和媒介的

重要性被凸顯出來，創作方式先是對創作媒介的表象與情感進行審查，然後揭露媒介的結構，

去發揚形態的歧義性。非定型藝術則是沒有脫離藝術體系，專注於技術的實驗性表達。 
5 姜一涵 著，《石濤畫語錄研究》，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1982，頁 176 
6 圖片來源：敦煌研究院 http://public.dha.ac.cn/content.aspx?id=964396518287 (2018.10.25) 
7 圖片來源：慧日佛艺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9fb5f30102wfjv.html (201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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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3：四觀音文殊普賢圖，20.6 cm×13 cm，

版畫，大英博物館館藏。8
 

圖 1- 4：地藏菩薩，106 cm×58 cm，絹畫，華

盛頓弗利爾美術館館藏，館藏號 35.11 號。9 

 

 研究目的 

本論文希望從宗教思想與圖像觀察中，切入多元性的圖像象徵意義，從圖

像與佛教典籍對照呼應下，達到圖像象徵與宗教美學的理解。藉著研究者的繪

畫技巧，創作出個人風格的佛像圖像，藝術就是不斷的創作，不斷的創新，結

合佛教經典的思維，創作出以往不同的佛相。 

藉著藝術創作，將圖像與佛教典籍的概念結合，讓觀者可從中感受到，觀

音菩薩多樣貌的作品。透過畫面來傳遞的訊息，與特殊技法的搭配，感受研究

者想傳達的意涵，同時透過佛教典籍分析，了解到佛像不只是像，而是付諸於

給眾人看得懂的一種手法，並非真正的與佛像相似，然而，研究者有別於傳統

的佛教繪畫技巧，而是採用多種媒材技法來創作，孕育出符合觀音菩薩多樣變

化的作品。 

日本評論家，金子筑水 (1870-1937) 說過：「藝術由時代所產生，更進一

步去創造時代，這是藝術家的最偉大的本領。藝術一方面根據一定的時代精神

去創造作品，而又在此作品中，顯示思想上特殊的傾向或潮流，使一代人類翖

                                                 
8 圖片來源：鳳凰佛教網 

https://fo.ifeng.com/special/emeipuxian/guideline/detail_2014_07/01/37112025_0.shtml  

(2018.10.25) 
9 圖片來源：敦煌研究院 http://public.dha.ac.cn/content.aspx?id=964396518287 (201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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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從風，這是藝術創作的本來面目。藝術創作能使當時的時代思潮加深加强，

有的能使時代精神產生特殊傾向，有的能促成各種改造或革新，或竟產生與自

己時代迥然不同的新的時代。」10所以要創造藝術的生命，若是抽去創造的特

性，那麼藝術便無任何價值，就像研究者原先以西方抽象繪畫為創作，要如何

將西方的繪畫技巧帶入佛像創作，又能帶入佛法的精神，及更現代化佛像圖

像，打破以往大眾所觀看到的佛像，這樣才能是自身所創造出的藝術生命。 

研究者期望所創造出的作品，能夠發揮以往傳統佛相的藝術價值外，更希

望藉由作品，本身具有無言說法的能量連結，讓創作者和觀賞者，彼此之間都

能自覺觀察體悟的意義，對於現代人以心靈、美感形象的思維作為媒介進行省

思，藉著宗教圖像與相關佛教典籍的對照、信仰，藝術美學與宗教意涵之間的

聯繫。本論文研究目的有二項： 

（一）了解觀音菩薩相關佛教典籍研究 

觀音菩薩相關佛教典籍思維內涵，以利於將所蒐集到的文獻，分別了解其

內涵。根據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經典提到：「若菩薩摩

訶薩欲得佛身，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隨好圓滿莊嚴，應學般若波羅蜜

多。……若菩薩摩訶薩欲得世世具諸相好，端嚴如佛，一切有情見者歡喜，發

起無上正等覺心，速能成辦諸佛功德，應學般若波羅蜜多。」11，經文有提到三

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在《大乘百福莊嚴相經》中對於佛的三十二相有詳細

記載，由於佛陀在因地上精進不懈，長劫修持淨戒而得，是行一切菩薩善行才

有的圓滿果報。所謂「相由心生」，堅持諸佛淨戒，廣修一切善法，饒益有

情，就是成就莊嚴法相之因，經文有提到，每修一百福，才莊嚴一相，因此菩

薩修行需經過一百大劫，才能成就相與好，因佛陀在因地上精進不懈，經過九

十一劫才圓滿相好的業報，所謂諸菩薩萬行，即是成佛之因。所以經典是文字

                                                 
10 虞君質 著，《藝術概論》，台北市：大中國，1981，頁 107。 
11三藏法師 玄奘奉詔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1 卷-第 200 卷)》卷 3〈學觀品 2〉，

CBETA，T05， no.220，頁 13，a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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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觀音菩薩像則可稱為圖像般若，透過文字思維與圖像思維，完整地呈現

祂的生命境界。 

在現今宗教與藝術是分離的，宗教仍藉著它的精神與能量滋潤著藝術，但

現代對於真正落實在佛像藝術創作的作品甚少，研究者以「相．像」實踐，以

創作來完成佛像精神的展現，透過文字思維與圖像思維，完成自我對佛學的了

解創作，學習佛法完整的生命境界，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希望如此的結合和落

實。 

（一）觀音菩薩圖像符號 

藝術一直是人們潛意識中的獨特的心理意識，通過心靈來建構，不同於人

們生活周遭所能體驗、體悟的世界，而是另一個不同經驗的世界，藝術與宗教

一樣能時我們得以暫時擺脫身處現實世界所遇到的困境，能夠讓我們在精神領

域戰勝現實世界中的所有壓抑與不滿。 

在人類的宗教存在模式中，心靈世界擺脫天地萬物的束縛，由此獲得了精

神的自由和詩意的氣氛。在人類的藝術存在模式中，我們將天地萬物包容在心

靈世界中，使精神變得更充實豐富。宗教是一種詩化了的精神，藝術則是精神

的一種詩化了的表現形式。12 

佛教經典文字蘊含著精神意義，藉由圖像藝術呈現的意境，較容易抓住世

人的目光，更容易將佛法精神植入人心，研究者運用東方與西方的繪畫技巧，

將所學習的經典中的精神思維，結合在圖像的意境當中，達到不同視覺感受的

觀音圖像，繪畫出創新的觀音菩薩畫像，讓觀者能有所觸動與省思。

                                                 
12傅謹《宗教藝術比較研究論綱》，台北市：文津，1994，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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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研究方法 

本論文已實作及理論兩部分共同進行，分別有「文獻蒐集與探討」、「圖

像學研究」、「行動研究」等三種，分述如下： 

（一）文獻探討與圖像學研究 

閱讀研究者所繪畫的觀音菩薩像相關資料與佛教典籍探討，透過期刊、美學、

哲學、觀音經典、繪畫技巧等資料研讀，將蒐集的資料加以分析，提供宗教、藝

術理論架構，透過主觀的想法，建構研究者整體的創作理念，完成作品與論文的

研究。 

圖像學一詞是中文對於德文藝術學名詞「Ikonologie」及其英譯「Iconology」

的翻譯13，圖像學的主要目的是發現和詮釋作品的象徵價值，因此需要透過圖像

學研究，讓觀看者了解其作品內容與描述，透過分析來解釋作品深層的意義，傳

達作品的意象內涵。圖像的形式，主題和素材的確認，及符號間的象徵與意義的

結合，最後依據圖像的背景時代進行詮釋，已達到創作主題要傳達的內容，使得

更能深入探討作品的中心理念。 

德裔藝術史學家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 - 1968），他將圖像研究

分為三個層面解釋：描述、分析和解釋，由此導出圖像學的區分藉由藝術造型的

線條、形狀及色彩，看出自然意義的區別，對造型進行分析的工作，再來是判斷

                                                 
13 陳懷恩 著，《圖像學 : 視覺藝術的意義與解釋》，台北市：如果出版，2008，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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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的人物是觀世音菩薩，或是從畫中的手勢、坐姿的樣子來判斷是法界定印還

是自在座，來進行圖像分析的工作，藉著圖像學解釋，分析解讀作品意圖和蘊涵

相關的象徵精神和內在意義。 

在了解造型的產生背景動機和圖像相關的故事及寓意的表現之後，就能將這

些元素進行研究，本研究將藉由圖像學分析圖像與宗教之間的關聯性，使圖像操

作方法和宗教理論的依據。 

（二）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是要將「行動」與「研究」兩者合二為一，是一個理論與創作交互

作用的過程， 創作研究是由創作者研究自己的行動，且在研究過程中試圖瞭解

自我，進而反省並改善，也具行動研究之精神與邏輯。行動研究歷程包括「觀察、

計畫、行動、反省」之循環順序。應用在藝術創作研究時，可運用以下五個階段： 

1. 創作研究者可先「自我觀察與檢視」。 

2. 尋找「欲探討之創作問題與方向」。 

3. 思考初步之「創作計畫與方案」。 

4. 進入「創作表現與實踐」歷程。 

5. 對創作成果與歷程進行「反省與檢討」14。 

  本論文針對創作過程進行檢討，在過程中加以分析、紀錄、探討有系統

的理論與創作思維架構，利用筆墨與色彩表現，傳達研究者想傳達的意象，經由

                                                 
14 劉豐榮 著，《視覺藝術創作研究方法之理論基礎探析：以質化研究觀點為基礎》，台北

市： 

藝術教研究期刊，8 期，2004，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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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探索與反思，期能創作出屬於不同的觀音菩薩畫像。 

 研究步驟 

綜合上述，根據個人創作之模式擬定研究步驟，在過程中採取彈性循環方式

進行。本研究分為六個步驟，分述如下： 

（一）生活體驗與經驗 

研究者創作與自身信仰，透過生活經驗與學習佛法過程中，尋找研究者所需

之題材，加以探索整理，將這樣的想法投射在作品上。 

（二）研究方向與思考 

佛像繪畫是人們寄託於心靈深處的祈望，因此呈現出多面相的觀音菩薩畫像，

針對研究者的創作方向和表現形式，進而探討觀音佛「像」如何轉化成研究者所

創作的佛「相」，作為研究方向與思考。如何將具體的佛「像15」轉變成由內心

轉化成現佛「相」，透過創作所傳遞出來，形成作品。 

（三）文獻資料蒐集與整理 

蒐集理論與意象的文獻資料，分別為兩個方向進行，觀音理論資料與創作意

象資料部分。觀音理論部分，從佛法上取得相關觀音經典分析、信仰與形象以及

繪畫技巧…等，創作意象的部分則從歷代觀音菩薩像蒐集與分析整理，從中取得

符合研究得文獻，使整個論文研究更牢固。 

  

                                                 
15 這裡研究者意指形象或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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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作理念形成與實踐 

依創作理念蒐集素材，將作品構想及草圖，與指導老師共同研討創作方向的

可行性。然後透過媒材應用，技法的表現，將作品轉化為具體的形式呈現出來，

找到方向後，運用不同的技法進行創作。 

（五）統整創作與理論 

將理論與意象的資料統整運用，不斷的修正與省思，再針對研究內容作出部

分的調整與歸納，進而組成新的創作與結構，使得理論與創作理念相呼應。 

（六）完成創作與論文 

將初步完成之創作論文與指導教授研討、修正，在進行下一階段，逐步完成

創作與研究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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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觀世音菩薩稱號 

觀世音菩薩（梵文：अवलोकितेश्वर，Avalokiteśvara），根據日本學者後藤大用

對於 Avalokitaśvara 一詞所做語意學上的解釋，他認為這是由，Avalokita 和-śvara

兩個詞彙所組合而成的名詞，而 Avalokita 又是語根 lok 加上接頭語形成的過去

分詞。此 lok 有「觀」的意思，又有「世界」、「世間」的意思。「觀世音」是

增字翻。又有「光」的意思，因而又譯為「光世音」。16 

而在中文佛典裡觀音菩薩的譯名分為好幾種，鳩摩羅什譯為「觀世音」、竺

法護譯「光世音」、而玄奘將其譯為「觀自在」，或是日譯 Kannon，觀世聖者。

如今通用的則是鳩摩羅什翻譯。觀世音菩薩，在佛教菩薩中，位居各大菩薩之首，

與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地藏菩薩，為四大菩薩，是佛教菩薩中影響最大的。 

觀音菩薩的異稱，共有七種之多，分別是「窺音」、「觀音」、「現音聲」、

「光世音」、「觀世音」、「觀自在」、「觀世自在」等，但對照梵文原義，又

譯可為「聖觀音」、「觀世音自在」等。根據梵文原語的本義，「觀世音」意指

觀世間眾生的聲音，菩薩本身是觀者。 

如在《法華經義記》卷8〈觀世音品 24〉中所紀載的以下一小段經文： 

觀世音者可有四名：一名觀世音，正言觀世間音聲而度脫之也；二名觀

世音身，即是觀眾生身業而度脫之；三言觀世意，即是觀眾生意業而度

脫之也；四者名觀世業，此則通前三種。17 

從上述經文可知觀世音菩薩會因不同需求而現身為眾生救渡，「觀世音」指

的就是觀世間眾生的聲音，而菩薩本身是個觀者，說菩薩是觀者由下述的經文中

提到。 

                                                 
16 後藤大用 著，黃佳馨 譯《觀世音菩薩本事》，台北：天華出版社，1994，頁 7～8。 

17 《法華經義記》卷 8〈觀世音品 24〉，CBETA， T33，no.1715，頁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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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義疏》卷12中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25〉也說明著： 

觀是能觀之智，世音是所觀之境，境智合題名觀世音也。18 

觀之智指的是一心三觀，而觀之境，是一切的善音、惡音，有漏音、無漏音

等，菩薩以一心三觀的智慧，觀於一境三諦的真理，無前後，無差別，因此為名

觀世音。因此，「觀」為主體由「觀世間音聲」、「觀眾生意業」、「觀世業」、

「觀眾生身業」都被轉移為「能觀之智」、「所觀之境」。 

在沙門大乘基譯《妙法蓮華經玄贊》裡有提到：「「觀」者察義，俯救悲慧。

「世」者可破壞義，體即生死有情世間。「音」謂音聲有情語業，世間有情起音

聲以歸念，菩薩以大悲慧俯觀隨救，名觀世音。正義應云觀自在。」19的經文敘

述，竺法護譯《正法華經》中也有提到：「聞光世音菩薩名者，輒得解脫無有眾

惱」20，以上這些經典的敘述，可知觀音菩薩的稱謂由來，透過經文來了解觀世

音菩薩可求解脫的想法，反映了傳統思想性格的變遷，也因為這樣「觀世音」、

「觀音」的音譯才能一直流行。 

然而，會一直使用「觀世音」來稱呼菩薩，是因《妙法蓮華經》中的第二十

五品＜普門品＞盛行的關係，經文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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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如經文

所說的，凡有眾生，若在苦惱之中，只要誠心的默念觀世音菩薩的聖號，觀世音

菩薩便能聽到每位眾生的聲音同時給予救度，因此叫觀世音。 

 符號學 

符號學，這個專門研究符號傳達意義的學問，是一門神祕又引人好奇的學問，

                                                 
18 胡吉藏 撰，《法華義疏》卷 12〈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25〉，CBETA,T34,no.1721，頁 623。 

19 沙門大乘基 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 10〈觀世音普門品〉，CBETA,T34,no.1723，頁

846。 

20 竺法護 譯，《正法華經》卷 10＜光世音普門品 23＞，CBETA,T09,no.263，頁 128 。 
21 姚秦‧鳩摩羅什 譯，《妙法蓮華經》卷 7〈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25〉，CBETA, T09, 

no.262，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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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古老又現代，屬於人文科學領域。人類是心思細膩而擅長使用符號的動物，若

想表達事物時，便藉由語言、聲音、動作、姿勢、文字、圖像、表情、情緒等許

許多多的形式呈現，而這些形式就是符號。因此，符號學除了研究符號本身的形

式之外，更是一門研究 符號所衍生意義的學問。22 

也是美學、文藝學的研究方法論，在當今被廣泛的運用，在每個藝術形象，都有一

個特定涵義的符號或符號體系。若是要了解藝術作品，先理解藝術形象，然而要了解藝

術形象，必然先理解構成藝術形象的藝術符號。如同人類符號學李幼棻提到「今日關於

符號學的辭典是定義是有關記號（sing ,signe ,Zeichen）或有關記號過程（Semiosis）或

有關記號功能的研究。」23，本研究論文中的符號，以表示成分（能指）和被表

示成分（所指）為分析，表示成分（能指）指的是表達方面，被表示成分（所指）

指的是內容方面24，依據這兩方面來了解作品的形象。 

  

                                                 
22 楊裕隆 著，《符號理論與應用》，台北：科學發展期刊，478 期，2012，頁 17。 
23 李幼棻 著，《人類符號學》，台北：唐山論叢，1996 年，頁 3。 
24 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著，《符號學美學》—〈能指和所指〉，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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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分成四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共分為四小節，第一節說明研究動機

與目的，第二節說明研究方法與步驟，針對觀音菩薩的經典蒐集與圖像作為分析

探討，第三節為名詞釋義，第四節為論文架構，說明本論文研究主題，「相・像

－賴奕淨觀音繪畫創作研究」之論文架構，及概述各章節大意。 

第二章為文獻探討，共分為兩小節，第一節為觀音菩薩的信仰與形像，說明

觀音菩薩傳播的淵源以及歷代觀音菩薩的造像，第二節為觀世音的信仰與形象。 

第三章為創作理念與實踐，共分為三小節，說明繪畫觀音的由來，以及研究

者創作的觀音發想及創作歷程。第一小節為梵‧水月賴奕淨觀音菩薩繪畫創作，

第二小節為空‧法相賴奕淨觀音菩薩繪畫創作，第三小節為聖‧自在賴奕淨觀音

菩薩繪畫創作。 

第四章為作品詮釋，第一小節為梵‧水月創作發想，第二小節為空‧法相創

作發想，第三小節為聖‧自在賴奕淨創作發想。 

第五章為結論，根據前四章的論述與分析，說明研究成果。以及觀音菩薩的

藝術為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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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佛像，有一定的造像規矩，因為每個形象都有「教化」的涵義存在，因此，

並非像藝術品一樣，可以隨著作者的心意，自由創作。因此，要了解每個觀音菩

薩的造型、手式等，以及它所代表的意思，要先參考畫作以及經典依據，才能了

解到象徵意義。 

在中國四大菩薩中，觀音菩薩最為受歡迎與喜愛，大家都將最好的與讚美都

供養觀音菩薩，觀音菩薩盛況，在唐朝就流傳著「家家有阿彌陀，戶戶有觀音」

來描述著，之後更是以「半個亞洲的觀音信仰」來形容，由這可知，便能知道觀

音菩薩的魅力。除此之外，觀音菩薩，也是唯一一個從菩薩界，被說是佛的菩薩，

許多人都會說「觀世音佛」又或者是「觀音佛祖」······等許多稱號，因此能知道，

觀音菩薩的信仰在中國，不單單是在經典中的觀音，而是以融入在大家的生活與

思想當中。 

觀音菩薩的源起於西元 1~2 世紀印度佛教，從傳播來看，在亞洲已成為最重

要的菩薩信仰。在大乘北傳和藏傳佛教中，觀音菩薩特別受到人們的景仰，觀音

信仰深入各階層，成為最受歡迎的菩薩。從尼泊爾傳到西藏、蒙古等地的藏傳佛

教，觀音與文殊並列為佛教的信仰中心。 

劉其偉在現代繪畫理論：「傳統藝術是屬於事物的詮釋，而現代藝術則為時

代的預言。」25探討宗教圖像是為了解它背後的意義，了解宗教與藝術相互作用

之關係甚至作為深入比較，著重以圖像學方式探討圖像造型背後的典故與發展脈

絡，對觀音菩薩相關經典的傳遞，經典的教義分析，為本論文的基底。

                                                 
25 劉其偉 著，《現代繪畫理論》，台北市：雄獅圖書出版社，1989，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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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觀世音菩薩相關經典 

要創作菩薩相，首先要先認識所要繪製的菩薩相相關經典，若是不了解祂的

精神所在，便無法傳達祂的慈悲與智慧。透過佛典的引導，可最快速了解，菩薩

的慈悲與聖德，佛教在中國傳播歷史當中，各地出現無數寺廟與佛窟，同時也帶

來佛教藝術的興盛，其中以觀世音菩薩的繪畫與雕像居多，隨著時代的演進到現

代，太虛大師等人弘揚觀音菩薩的精神，所以佛像不單只是形式的表現，同時也

有著思想的演變，當要創作研究觀音菩薩，就必然要對觀音菩薩所象徵的精神做

個了解，從信仰觀音菩薩期時代的歷程，而深入了解觀音菩薩精神，才能作為觀

音菩薩像的探究。 

 觀世音菩薩經典及其弘傳 

在印度與中國的佛教史上，出現許多著名的菩薩，不論是在印度佛教、漢傳

佛教還是藏傳佛教，觀世音無疑是菩薩信仰中，最尊崇的一位，因此，觀音信仰

得到廣大佛教徒的信奉，而成為中國菩薩信仰的典型。在經律論三藏的大乘經典

中，散說觀世音菩薩之處的經典很多，單純以觀音菩薩信仰為中心的經典，高達

八十幾種26，研究者列出以下十部有關於觀音菩薩經典如下： 

表 2-1 有關於「觀音菩薩」經典 

時間 譯者 經典名稱 

姚秦 鳩摩羅什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27 

北周 耶舍堀多 《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呪經》一卷28 

北涼 藏曇無讖 《悲華經》十卷29 

西晉 竺法護 《正法華經‧光世音普門品》30 

東晉 竺難提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咒經》一卷31 

                                                 
26 後藤大用 著，黃佳馨 譯《觀世音菩薩本事》，台北：天華出版社，1994，頁 227。 
27 姚秦‧鳩摩羅什 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CBETA, T09, no.262，頁 56。 
28 北周‧耶舍堀多 譯，《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呪經》一卷，CBETA,T20,no.1070，頁

149~152。 
29 北涼‧藏曇無讖譯，《悲華經》十卷，CBETA,T03,no.157，頁 167~233。 
30 西晉‧竺法護 譯《正法華經‧光世音菩門品》，CBETA,T09,no.263，頁 128~134。 
31 東晉‧竺難提 譯，《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咒經》一卷，CBETA,T20,no.1043，頁

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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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宋 曇無竭 《觀世音菩薩授記經》32 

隋 闍那堀多 《添品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24》33 

隋 闍那堀多 《不空罥索咒經》34 

唐 玄奘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35 

唐 義淨 《佛說觀自在菩薩如意心陀羅尼呪經》36 

由上列表中，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光世音普門品》、鳩摩羅什譯《妙法蓮

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闍那堀多譯《添品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24》

特別視為觀音菩薩信仰的根本經典，還有相當多的觀音思想經典就不一一列出。 

 觀音菩薩信仰的修持法門 

觀音信仰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發展，「觀音法門」包含兩重意義、兩種法要－

其一、涉及觀世音菩薩修行成佛的獨特法門。過去遠劫以前，即有一名「觀音古

佛」，以修行「耳根圓通法門」，而究竟證成佛果。由觀音古佛所教導出的弟子

也便依他獨持的修行法門，名為「觀世音菩薩」37。 

其中有經典提到觀音法門的修持，在《楞嚴經如說》卷 6 中有提到「觀音法

門」的特性：「爾時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憶念

我昔。無數恆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

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此耳根法門。廣陳功德。表殊勝圓通也。觀世音者。

觀世音聲。圓悟圓應之號。於音言觀者。以觀智照之也。見六根互用之義。所師

之佛。亦名觀世音者。．．．．．．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

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

生滅既滅。寂滅現前。」38，在經文中的意思是指，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是

                                                 
32 劉宋‧曇無竭譯，《觀世音菩薩授記經》，CBETA，T12，no.371，頁 353~357。 
33 隋‧闍那堀多 譯，《添品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24》，CBETA,T09,no.264，頁

191~193。 
34 隋‧闍那堀多譯，《不空罥索咒經》，CBETA,T20,no.1093，頁 399~402。 

35 唐‧唐三藏法師玄奘 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卷 1，CBETA,T08, no. 251，頁 848。 

36 唐‧唐三藏法師義淨 譯，《佛說觀自在菩薩如意心陀羅尼咒經》卷 1，CBETA,T20, 

no.1081, 頁 196～197。 
37 釋聖嚴 著，《法鼓全集》(第四輯禪修類、法門指導類－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台北：法鼓

文化，1999，頁 23。 
38 明‧鍾惺著，《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如說》卷 6，CBETA, X13, no. 

286，頁 438 // Z 1:20，頁 436 // R20，頁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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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耳根成佛的境界，也是耳根修持的至高法門。這當中包含了兩個層次：第一

層次指的是觀無聲之聲，意思是在禪定之中，有一種境界稱之為「光音無限」，

這現象出現於在禪定的初期，還沒真正的禪定前，會聽見一種平穩悅耳的聲音，

可以稱之為「元光」或是「天籟」，是由內視及內聽的功能與宇宙頻率的交感所

得的反應。經文中提到的「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是由能聞的我耳，聞所聞的

聲音，深入之後，便不再感覺有所聞之境，也無能聞之我，超越一切，便合於諸

佛的本妙覺心，也合於一切六道的眾生，便進入了第二個層次。第二層次便是「聞

所聞盡。盡聞不住」，指的是一般人用耳朵、耳根傾聽，因此，總是往外的，聽

著外面的聲音。經文中有一段提到「反聞自性。性成無上道39」中的「反聞自性」，

就是完全放下耳根，向內聽聞「自性的聲音」，耳根圓通的重點，也僅是「破執」

－契入空性，破除生命萬相的執著，而自在解脫於一切情境中。40 

另部經典《妙法蓮華經》卷 7〈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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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者，設入大火，火不能燒，由是菩薩威神力故。若

為大水所漂，稱其名號，即得淺處。」41這邊的經文指的是，能以耳朵聽聞聲音。

不管在哪邊，只要有眾生的種種聲音，不論是喜悅、痛苦、悲傷等種種的聲音，

都能同一時間內聽聞到，便施以救度。由於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的特質，稱為「觀

音法門」。42根據以上兩部經典卷，了解兩個重要的法門，一個是自我修行的法

門，一個悲濟眾生的法門，前者是自利，後者是利他。有關於觀音菩薩修持法門

經典，整理如下： 

 

                                                 
39 明‧鍾惺著，《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如說》卷 6，CBETA, X13, no. 

286，頁 446 // Z 1:20，頁 444 // R20，頁 887。 
40 釋聖嚴 著，《法鼓全集》(第四輯禪修類、法門指導類－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台北：法鼓

文化，1999，頁 39～41。 
41 姚秦‧鳩摩羅什 譯，《妙法蓮華經》卷 7〈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25〉，CBETA, T09, 

no.262，頁 56。 
42 釋聖嚴 著，《法鼓全集》(第四輯禪修類、法門指導類－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台北：法鼓

文化，1999，頁 24。 

file:///C:/us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04&B=X&V=13&S=0286&J=6&P=&502012.htm%230_2
file:///C:/us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04&B=X&V=13&S=0286&J=6&P=&502012.htm%230_2
file:///C:/us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04&B=X&V=13&S=0286&J=6&P=&502012.htm%230_2
file:///C:/us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04&B=X&V=13&S=0286&J=6&P=&502012.htm%230_2
file:///C:/use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04&B=X&V=13&S=0286&J=6&P=&502012.htm%230_2


 
 
 
 
 
 
 
 
 
 
 
 

 

 

20 

表 2-2 有關於「觀音菩薩修持法門」經典 

序號 經典名稱 修持法門 

1 《楞嚴經如說》卷 643 耳根圓通法門 

2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卷 144 照見五蘊皆空法門 

3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

心陀羅尼經》卷 145 
大悲神呪 

4 
《妙法蓮華經》卷 7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25〉46 
普門品 

5 《密呪圓因往生集》卷 147 觀自在菩薩六字大明心呪 

由上列五種法門中，唯有《楞嚴經如說》的「耳根圓通法門」與《般若波羅

蜜多心經》的「照見五蘊皆空法門」，兩個修持法門是為透徹、深入，能入佛心

髓，抵達真正的圓滿。其餘的經典，當然不能說不圓滿，假如持〈大悲神呪〉及

觀世音聖號等，不是以自我中心的自私心修持，而能以尋聲救苦的大悲心來持誦，

也是能達到圓滿，還有相當多的觀音法門經典就不一一列出。 

                                                 
43 明‧鍾惺著，《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如說》卷 6，CBETA, X13, no. 

286，頁 438 // Z 1:20，頁 436 // R20，頁 871。 
44 唐‧唐三藏法師玄奘 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卷 1，CBETA, T08, no. 251，頁 848。 

45 唐‧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 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卷

1，CBETA,T20, no.1060，頁 106。 

46 姚秦‧鳩摩羅什 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CBETA,T09, no.262，頁 56。 
47 宋‧智廣、慧真編集，《密咒圓因往生集》卷 1，CBETA,T46,no.1956，頁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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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觀世音菩薩的信仰與形象 

 經典中的觀音信仰與形象 

觀音菩薩是大眾都熟知的大乘菩薩，觀音信仰不只從印度傳入至中國，也遍

布半個亞洲區域，甚至流傳於歐美國家。關於觀音菩薩信仰的研究與其他神祀信

仰研究的面向更為廣泛，有朝著學科方向進而研究，例如：美術學者與歷史家共

同合作探討龍門等石窟的觀音信仰史。關於觀音菩薩的信仰和圖像的研究，不論

是專書、論文或期刊中，不外乎從佛教史、宗教學、藝術與考古和觀音佛典的研

究和整理等許多專業角度切入進行探討，研究者從兩個角度來分析觀音信仰與圖

像的形成，以下是研究者所蒐集到的資料： 

（一）觀音信仰（由筆畫排列） 

一、于君方 著《觀音》48： 

觀音的各個面向，在書中詳細的討論著，以女性觀音為主題，針對觀音的形

象、圖像等仔細研究，書中有提到作者從事田野調查，有蒐集到民間資料，是位

專門研究觀音信仰的宗教學者。于君方的《觀音》是從宗教學的角度來研究觀音

菩薩信仰。 

二、于君方著，釋自衎譯《女性觀音：中國的觀音信仰(下)》49： 

要了解中國觀音信仰，必須先從觀音「女性化」的問題進行探討，而探討

此問題，不得不注意到女性觀音的幾個形象；如水月觀音、魚籃觀音、南海觀

音······等觀音菩薩，作者從中國藝術中，歸類出幾種女性形象的觀音菩薩，透過

                                                 
48 于君方 著，《觀音》，台北：法鼓文化，2009。 
49 于君方著，釋自衎譯《女性觀音：中國的觀音信仰(下)》，香光莊嚴第 61 期，200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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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中國人能夠認識觀音菩，也能看到觀音菩薩由男轉變成女的性別改變，

同時文中也舉例四個地區的觀音信仰作為說明，讓讀者可以明瞭各地區如何運

用藝術方式呈現觀音菩薩。 

三、李利安 著《觀音信仰的淵源與傳播》50： 

作者深入分析觀音信仰的淵源，從古印度觀音信仰的發展、變革等的基本

特徵面向，總結了中國觀音信仰的基本特徵，即滲透性、簡易性、世俗性等許

多特性，論述著印度的觀音信仰傳入中國的歷程，以及觀音信仰在中土的變化

與發展等文獻。 

四、後藤大用 著《觀世音菩薩本事》51： 

書中有提到觀音菩薩的形成是其內在因素與外在的影響，觀世音菩薩是由世

尊轉化而來的，同時也受到印度教濕婆神配偶烏摩妃等的影響。從佛教思想方陎而

論，佛陀入滅後，佛教徒對佛陀恭敬崇拜之思念，隨著時日之侵染， 逐漸升高，

佛陀宏大無邊的慈悲和圓通不可思議的特性，也逐漸加重信徒們的幻想，世尊尌是觀世

音，由法身佛便成應身佛，再轉化成為觀音菩薩。另外，在外來影響方陎，例如

希臘孜產神 Irichuya、繫馬產房孚護神 Lukyna、印度教濕婆神（Siva）配偶烏摩

妃（Vmà）等，都是觀音形成的外在影響。 

 

 

                                                 
50 李利安 著，《觀音信仰的淵源與傳播》，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51 後藤大用 著，黃佳馨 譯，《觀世音菩薩本事》，臺北市：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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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黃國清 著《聖嚴法師的觀音思想與法們研究》52： 

書中提到聖嚴法師對主要觀音經典的修持方法或思想內涵做了詮釋，分成

兩大類型，一類型為救濟型，二類型為智慧型。以經典〈普門品〉為舉例，聖

嚴法師將此經典歸類為救濟型，只要心持念聖號祈求願望就會實現；另外智慧

型經典，則以大眾較為知道的《心經》中的「五蘊皆空」，緊扣著生命現象以

思維空性，消解執著，無所願求而能生發智慧作用。53 

六、樓宇烈＜《法華經》與觀世音信仰＞54： 

文章中有提到，關於觀音菩薩的經典實在太多，不過中國觀音信仰是由《法

華經》的“觀世音菩門品”中的佛尊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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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經文

當中，都說明了觀世音菩薩能幫助眾生，解決現在生活中的苦惱與禍害。 

七、釋印順 著《印度佛教史思想》55： 

書中指出印順法師對於「佛法」是從緣起入門，而「初期大乘」是直顯諸

法的本性寂滅，菩薩大行為主的「初期大乘」經，是直顯深義－涅槃、真如、

空性等都是涅盤的異名。所以，初期大乘佛教信仰中，觀世音菩薩的「般若」

智慧展開，是經由經典的書寫與流通，及讀誦和供養等的種種行為，使得觀音

信仰能在印度地區流傳開。 

 

                                                 
52楊蓓 編，《聖嚴研究 第十輯》， 臺北市：法鼓文化，2018 年 5 月。 
53楊蓓 編，《聖嚴研究 第十輯》， 臺北市：法鼓文化，2018 年 5 月，頁 204。 
54 智根  編，《普覺－以觀音之心為心，以觀音事之為事》，第 3 期，2015 年 3 月，頁 28～

37。 
55 釋印順 著，《印度佛教史》，臺北市：正聞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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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釋聖印 著《普門戶戶有觀音—觀音救苦法門》56： 

聖印法師提到觀音菩薩音信仰歸類為大乘思想，觀音在《法華經‧觀世音菩

薩普門品》中，大慈大悲的胸懷和救苦救難的精神，受到大眾的宣揚，因此很快

地被接受與信仰。聖印法師同時也指出，觀音信仰起源於大乘思想，並且在龍樹

出生前，而大乘經典成立後，觀音信仰便普遍的宣揚。 

上述論文與期刊便都可看出，觀音信仰依據的經典最為流通的便是《觀世音

菩薩普門品》，祂是為神通無礙，穿梭在時空之間，慈航普渡眾生的菩薩，歷年

來對於觀音信仰所依據的經典，研究者、學者眾多，因此成果相當豐富，即可從

經典切入，以探討觀音信仰與來源。 

九、邢莉 著《華夏諸神‧觀音卷》57： 

除了從宗教學角度來研究觀音信仰之外，同時也從民俗文化角度，來探討

對千百年來更深地固的觀音信仰作為研究，從印度傳來的佛教諸神當中，與大

眾結緣最深者，莫過於觀音菩薩，觀音的由來以及民間的諸神關係、觀音的形

象及其流變等加以描述。 

十、王儷娟 著《敦煌《觀音經》變相的發展與形制之研究》58： 

從探討敦煌壁畫與藏經洞中的圖畫和寫本的《觀音經》變相面貌多樣，不

論是已顯教基礎來開展，還是以密教修學軌則而造象，都不失其圖像本質之特

色，圖像多元化呈現，都充分凸顯觀音法門的應化化身特質。以圖像形式和分

                                                 
56 釋聖印 著，《普門戶戶有觀音—觀音救苦法門》，臺北縣：新店市：圓明出版，1993。 
57 邢莉  著《華夏諸神‧觀音卷》，臺北市：雲龍出版，1999。 
58 王儷娟 著《敦煌《觀音經》變相的發展與形制之研究》，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3 年，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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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位置，來論述圖像發展所呈現的現象與特色，根據圖像的構成型態，進一步

的推測當時繪畫者如何操作的範疇。 

十一、 王儷蓉 著《普門化紅顏—中國觀音變女神之探究》59： 

在中國觀音已完全變成女神，此論述以中國觀音為主題進行深入研究，先

是有女相觀音的呈現，才演變有觀音女神的形成，而這樣的演變過程，分成三

個階段，由宗教感應→繪畫與雕塑→傳說故事等不同媒介流傳下來，因此這樣

的流傳導致大眾的集體記憶一部分，歷代下來，信徒們不斷的從觀音菩薩的集

體記憶中攝取與建立對觀音菩薩的印象，久而久之觀音菩薩的女相便就固定。 

十二、 李翎 著《圖像與佛典 : 藏傳佛教流行的供養像式研究》60： 

書中討論西藏最流行的供養造像，其種類分成兩類圖像，有阿彌陀和觀音菩

薩像，從化身角度進行研究，會發現祂們是個神像系統，阿彌陀為本尊佛，觀音

為其化身菩薩。但從藏傳佛教的諸神像透過「本尊」與「化身」，卻是個有組織

有秩序的體系。選取了圖像系統進行三種個案進行研究，作者結合考古發現、各

地收藏等，廣泛收集藏傳佛教的圖像，建立譜系，分析圖像，並加以系統性的分

類還原、對應到經典出處，並綜合前人之研究成果，藉以理出圖像樣式變化的線

索，分析具有典型意義的圖像。 

從以上的敘述，無論是專書、學術論文還是期刊，都可以看出觀音菩薩信仰

與圖像的研究成果，相關的文獻研究也在這幾年集中增多，已經不是宗教所與藝

                                                 
59 王儷蓉 著《普門化紅顏—中國觀音變女神之探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4 年，5 月 
60 李翎 著《圖像與佛典 : 藏傳佛教流行的供養像式研究》，台北縣中和市：空廷書苑，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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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所或者是哲學所等專門研究，研究觀音信仰的領域擴大，除了觀音信仰的議題，

研究方法方面，大部分已不見相較於傳統觀音菩薩相關文獻資料，蒐集整理的方

式來做為研究，而是結合西方理論一起進行研究。觀音信仰與圖像在發展上，幾

乎是以本土化、民俗化為方向，許多的形象觀音在歷代流傳著，不論是以論文或

期刊，有的單一圖像來探討分析，有的是以多樣貌的觀音形象來深入研究，呈現

多元的觀音菩薩特質。 

「觀音信仰」牽扯到的領域除了涵蓋宗教學、歷史學等之外，同時與藝術學

有相關聯，因此，研究者也依循這樣的方式做為方向，參閱相關的圖像、佛教典

籍等相關文獻，從不同的觀音經典中分析、比較，有系統的整合，以便能在研究

者所創作的觀音畫像中更能表達經典的教義，研究者一方面從佛教史的角度切入，

來剖析軌跡來追溯觀音信仰的發展面貌；一方面從藝術角度切入，來探討觀音菩

薩多面向的造像；再從宗教學角度切入，比對不同的經典，作為分析，探究觀音

信仰與造像的形成。 

信仰是人們心靈的寄託，不論是現在或者是以前，人們在遇到困境時，往往

不知如何面對，往往陷於失望與絕望的境地，然而，信仰成了大家的最大心靈寄

託。信仰除了抒發人們的心靈悲憫與痛苦，讓人們有所心靈上的解放，在香菸環

繞在神佛面前，有了釋放的出口。祂是一種虛構的幻影，然而，人們一旦信以為

真的時候，就無限豐富、無比的想像，觀音信仰是人們心智神與物的結果，不論

是大大小小的寺院，都可以看到觀音，供奉觀音的「圓通殿」或「觀音殿」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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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裡不可缺少的殿閣。觀音菩薩所具有的「有求必應」和「心願悉成」的宗教

特質，不但滿足了信眾的要求，也讓人們得到心靈上的寄託。 

在信仰觀音菩薩來說，在佛像前膜拜，盼望的佛像代表著佛力的救護，作為

一個情感歸依的對象，能獲得心靈的安寧，心中產生一種歸屬感，這種堅定的信

仰，不但能使自己心安，同時也能獲得一份希望，觀音菩薩以無限變化出現的思

想，讓膜拜者心中多了份安心。因為不知道觀音菩薩何時何地，會再變化成什麼

形像出現，也因此這樣多了份神祕的期待，信仰觀音的情感是擺脫恐懼產生希望、

感謝以及尊敬。 

因觀音信仰是以救度思想為核心，透過翻譯與觀音的相關經典，就能發現光

是〈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高達三種翻譯本，加上之後的注疏等，強調觀音菩薩誓

願特色為慈悲、聞聲救苦的特性，依據眾生的需求，以自身的功德來救度患難中

的眾生。例如竺法護譯的《正法華經》的〈光世音普門品23〉經文中提到觀音菩

薩名號的定義： 

若有眾生，遭億百千姟困厄患難苦毒無量，適聞光世音，適聞光世音菩薩

名者，輒得解脫無有眾惱，故名光世音61。……光世音境界，威神功德難可

限量，光光若斯，故號光世音。62 

 

                                                 
61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 10〈光世音普門品 23〉，CBETA，T09，no.263，頁 128。 
6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 10〈光世音普門品 23〉，CBETA，T09，no.263，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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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法華經》的〈光世音普門品23〉經文中有提到的觀音化身形象有佛身、

菩薩、帝釋身……等化身救難，透過經典的翻譯就可知道觀音菩薩的形象，因經

典的翻譯帶入中國本土，其形象清楚的烙印在眾生的心中，觀音信仰非常廣泛。 

若以經典來說的話，現存古代印度觀音信仰經典中，保存最為完整的漢文經

典分成五種類型：救難類、淨土類、般若類、華嚴類、密教類。63不光只有這五

大類型的經典，在唐宋時期由印度輸入中國的密教觀音信仰經典，已高達108種

之多，然而，在各個國家的觀音信仰研究學術課題來說，李利安以＜觀音信仰研

究現狀評析 ＞文中提到，中國大陸學術界、台灣學術界以及國外的學術界的觀

音信仰研究進行宏闊性的綜述與分析。
64 

在中國大陸的觀音信仰研究，是以歷史學、宗教學、文學、民俗學、藝術與

考古……等角度，進行分析觀音信仰的形成、傳播等地區性的發展脈絡，雖然在

中國大陸觀音信仰研究已有相當的成果，但是到目前為止卻還沒有一個有系統性

的論述觀音信仰，如何從印度到中國的傳播演變。 

在台灣的觀音信仰研究，是以經典整理、形象研究、密教咒法、法門修持……

等角度，進行分析觀音信仰研究，在台灣的學術界，觀音信仰研究是具有多方面

的優勢，重學術規範，資料翔實可靠，分析論證嚴密，有相當的學術深度，不過

在於石窟造像方面，就沒有大陸學術界那麼豐富。 

                                                 
63 李利安＜漢譯古代印度觀音經典概述＞，佛學研究網，2018 年 11 月 16 日。

http://www.wuys.com/news/Article_Show.asp?ArticleID=7919 
64 李利安 ＜觀音信仰研究現狀評析 ＞，佛學研究網，2018 年 11 月 18 日。 

http://www.wuys.com/news/Article_Show.asp?ArticleID=7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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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外學術界的觀音信仰研究，是以觀音造像、觀音信仰的流傳、演變、神

話傳說、宗教禮儀、神秘信仰……等角度進行研究探討，國外的學者再進行的觀

音信仰研究時，除了使用宗教學、歷史學的方法之外，特別注重用考古學、人類

學等方法進行研究。不過也因是國外學者關係，對於漢文能力的限制和對中國文

化深刻性把握不足，所以，有關於中國觀音信仰的研究有顯得不足夠。 

以上所述，是現代學者對於觀音菩薩信仰研究進而分析，會發現大部分都是

以歷史、藝術、宗教學、演變等角度進行的研究居多，相對深入探討佛教精神的

義理研究較少，導致整體的研究就顯得更為罕見。 

再將時空背景推回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觀音經典，在方力天指出初期譯經，

是根據譯人口頭誦出經本的內容，再加以翻譯，例如東漢時期的安世高、支婁迦

讖就是如此，甚至東晉時期的僧伽跋澄、僧伽提婆、曇摩耶舍等，也是憑記憶口

誦經本，再翻譯書寫為漢文。在南北朝後，佛經原本才被廣泛傳入中國，然而，

佛經原文是由各種文字所寫成的，如印度佛經就是以梵文經典佔主要的部份，曾

經在印度西北部通行的傳留文，這文字因梵文的復興而淘汰消失，再來就是印度

南部的口語，經過演變而成為的巴利文，還有許多不同文字的佛典文本，後來，

也都成為漢譯佛典的原本。
65 

  

                                                 
65 方力天 著，《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臺北市：桂冠圖書公司，1990 年，頁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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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音菩薩圖像‧法相 

（一）觀音菩薩造象 

在原始佛教時代，佛門弟子都是以修持解脫為重心，並無瑕從事藝術，同時

也不贊同將偶像當作禮敬對象。在佛教經典裡，沒有一個佛像，像觀音菩薩這樣

有這麼多變化的造像，而且令人驚訝的是，呈現在人們面前的觀音菩薩造像，不

像其他佛像那樣的固定化、形式化，而是千變萬化幻化的造型以及各種姿態呈現。 

在《十誦律》卷 48：「世尊！如佛身像不應作，願佛聽我作菩薩侍像者善。」

66意思是說孤獨長者因佛身不可造，而請求准許作佛在菩薩時的像，以留存至今

的作品來看，除了釋迦牟尼佛前世事蹟的本生故事圖以外，再來就是行菩薩道了，

從成道前的和悟道後的釋尊樣貌，都不是以人的形象來表現。在印度地區，是以

記號或者象徵物來表現釋尊，或者釋尊的行為，如：蓮花則是佛陀的誕生的象徵、

菩提樹象徵成道、法輪象徵說法……等許多佛陀的象徵物來暗示當時的時代。 

神奇的變化是觀世音菩薩的一個特點，觀音菩薩可以幻化出不同的應身，當

人們遇到危機時迫切虔誠地呼喚觀音菩薩名號時，祂就可以幻化不同的化身前來

救苦救難。在觀音菩薩分身來說，分別有六觀音、七觀音、八大觀音、三十二觀

音及三十三身觀音。 

以面相來說：分別有九面觀音、十二面觀音、四觀音、魚頭觀音...等眾多觀

音菩薩。由於觀音菩薩是以大慈大悲來度眾生的緣故，因此變化多端，所以就不

                                                 
66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共羅什 譯，《十誦律》卷 48，CBETA，T23, no.1435，頁 352，

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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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舉列出來，在上述都是大略的敘述而已，只要了解觀音菩薩在不同事件會有

不同形象出現就可以了。 

有關於觀音菩薩形象的相關經典，以下舉例兩個經典：鳩摩羅什譯《妙法蓮

華經》卷 7〈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25〉67，此版本為目前最廣為流傳，經典裡面提

到觀音菩薩救七難68、離三毒69、滿二願70，並且以三十三應化身化現救度眾生，

隨緣變現：「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

71」，意旨如是眾生有苦難，觀世音菩薩便會應化出佛的形相來度化及解脫救度。 

在＜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的經文有提到觀世音菩薩的三十多種應化身：辟支

佛身、聲聞身、梵王身、帝釋身、自在天身、大自在天身、天大將軍身、毘沙門

身、小王身、長者身、居士身、宰官身、婆羅門身、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身、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應以天、

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身
72。 

在觀世音菩薩的應化身中，就屬佛身最為特別，因觀世音菩薩是古佛再來，

在很早以前就已經成佛道了，聖號「正法明如來」，根據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

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73紀載：「菩薩名『觀

                                                 
67  姚秦‧鳩摩羅什 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CBETA, T09, no.262，頁 56。 
68  救七難：火難、水難、黑風難、刀杖難、羅剎難、刑難、賊難。慧炬雜誌，第 584 期，

2013，頁 12。 
69 離三毒：貪、嗔、癡。慧炬雜誌，第 584 期，2013，頁 13 
70 滿二願：求男、求女。慧炬雜誌，第 584 期，2013，頁 13～14。 
71 姚秦‧鳩摩羅什 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CBETA, T09, no.262，頁 57。 
72 姚秦‧鳩摩羅什 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CBETA, T09, no.262，頁 57。 
73 唐‧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

CBETA, T20, no.1060，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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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音自在』，亦名『撚索』，亦名『千光眼』。此觀世音菩薩，不可思議威神之

力，已於過去無量劫中，已作佛竟，號『正法明如來』。大悲願力，為欲發起一

切菩薩，安樂成熟諸眾生故，現作菩薩。」74，所以祂救慈悲願力，發心來幫助

阿彌陀佛接引眾生，因此倒駕慈航，所以現菩薩身作為阿彌陀佛身旁的助手，幫

助阿彌陀廣度眾生。 

觀音菩薩在西藏：表現出統治者即為觀音化身之政教合一特質。觀世音與大

日如來密教系統密切相關；亦有觀音化身之度母、金剛，以及千手千眼觀音之經

典造像。觀音菩薩是眾所皆知的一尊菩薩，「家家有彌陀，戶戶有觀音」75，這

句俗語流古至今，這就說明了，大家對於尊敬供奉觀音菩薩的盛況，以及觀音菩

薩對此的影響。 

觀音菩薩進入佛教系統成為佛教神話的救度象徵代表，有著從吠陀神話和印

度教神話中承襲的眾多神祇、神化人物與題材，並與宗教、哲學等思維以及民間

或土著等的信仰習俗之綜合，而觀世音菩薩之成為佛教系統彰顯的菩薩，在許多

相關文獻可以尋出串聯的演化。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觀音菩薩造象增多，北魏初

期時，觀音菩薩造像一般沿用著印度傳來的樣式，其面相為男相(如圖 2-1)，臉上

有鬍鬚，頭部披髮，衣服從左肩斜坡而下，右胸和右肩在外的「偏袒右肩式」，

另一種是「通肩式」，隨著身體的起伏形成若干的弧線，在領口的地方披肩自胸

                                                 
74 唐‧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

CBETA, T20, no.1060，頁 110。 
75 邱素雲 著，＜從對聯談觀音信仰（下）＞，普門學報，第 12 期，2002 年 11 月，頁 321～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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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肩後其造型，隨著北魏到西魏(如圖 2-2)，觀音菩薩造型產生了變化，從原本

的圓潤面相改為清瘦，身形修長，衣服以改成斜披式，觀音菩薩形象呈現秀股相

式。到了唐代(如圖 2-3)，觀音菩薩各呈其態，有的呈男相有的呈女相，在體態方

面，男相觀音體態較為粗壯，女相觀音體態較為勻稱、健美，在這時期，觀音菩

薩造象出現了全新的樣貌，造型也豐富多彩。自魏晉進入唐代，會發現觀音菩薩

的形象一步步地朝世俗化方向發展，祂不像在北魏時期的秀骨清像，也脫離隋代

的拙重質樸變得端莊美麗。到了宋代(如圖 2-4)其造型更為新穎豐富，可以與唐代

相媲美。元代的觀音(如圖 2-5)造像種相當的多種，有石雕、玉雕、銅鐵鑄像...等

許多造像，至明清兩代，觀音菩薩的造型朝著為世俗化、民俗化的方向發展，從

魏晉南北朝經隋唐兩代至宋元明(如圖 2-6)清(如圖 2-7)，觀音菩薩的形象經歷了一

個從佛國至人間、高尚至世俗的轉變。 

  

圖 2- 1：甘肅天水麥基山 127 號窟的正壁龕76 圖 2- 2：隋代觀音77 

                                                 
76 圖片來源：翻拍自清‧曼陀羅室主人 著，《觀世音菩薩的故事》，臺中市：好讀出版有限

公司，2010，頁 23。 
77 圖片來源：翻拍自清‧曼陀羅室主人 著，《觀世音菩薩的故事》，臺中市：好讀出版有限

公司，2010，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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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北魏 持花及幡的引路觀音78 圖 2- 4：宋朝木雕觀音79 

  

圖 2- 5：元代 觀音80 圖 2- 6：明代 如意輪觀音81 

觀音菩薩的行善從產生到人們開始流傳的過程中，因朝代的審美觀、宗教和

環境等因素下，其形象隨著時代的變遷因而不斷的變化。從古今出現的觀音像中，

有是動物化身、有是女性化身，有是男性化等許多不同幻象，是男性還是女性眾

說紛紜，不過在《華嚴經》中說「勇猛丈夫觀自在」，在唐代以前觀音像都屬於

                                                 
78 圖片來源：翻拍自李翎 著，《圖像與佛典 : 藏傳佛教流行的供養像式研究》，台北縣中和

市：空廷書苑，2007，頁 21。 
79 圖片來源：翻拍自清‧曼陀羅室主人 著，《觀世音菩薩的故事》，臺中市：好讀出版有限

公司，2010，頁 25。 
80 圖片來源：翻拍自清‧曼陀羅室主人 著，《觀世音菩薩的故事》，臺中市：好讀出版有限

公司，2010，頁 26。 
81 圖片來源：翻拍自李翎 著，《圖像與佛典 : 藏傳佛教流行的供養像式研究》，台北縣中和

市：空廷書苑，2007，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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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像，而印度的觀音也是男像。 

在唐太宗李世民避諱人們稱「觀世音」，因此將「世」去除掉，改稱為觀音

菩薩，到了武則天的時代，佛教得到了空前的繁榮發展，因此藝術家在女皇的影

響下，觀音像演變成一尊女神，體態婀娜多姿、大方，也符合當時的唐代審美觀。 

關於觀世音（Avalokitewvara，觀自在）菩薩之救度示現之行相的完整經文，

最早出現在《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中的應聲隨類說法之教化救護。觀世

音菩薩顯現以三十三種身份來救渡眾生，這三十三身依次是︰佛身、辟支佛身、

聲聞身、梵王身、帝釋天身、自在天身、大自在天身、天大將軍身、毗沙門天身、

小王身、長者身、居士身、宰官身、婆羅門身、比丘身、比丘尼身、優婆夷身、

優婆塞身、長者婦女身、居士婦女身、宰官婦女身、婆羅門婦女身、童男身、童

女身、天身、龍身、夜叉身、乾闥婆身、阿修羅身、迦樓羅身、緊那羅身、摩侯

羅伽身、執金剛神身。在《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 6

也有提到三十二應，普現色身三十二種形象。將列成一表： 

表 2-3 三十三身依次 

分類 次序與稱號 

三聖身 佛身、辟支佛身、身聲聞身 

六種天身 
梵王身、帝釋天身、自在天身、大自在天身、天大將軍身、毗沙

門天身 

五種人身 小王身、長者身、居士身、宰官身、婆羅門身 

四眾身 比丘身、比丘尼身、優婆夷身、優婆塞身 

四眾婦女身 長者婦女身、居士婦女身、宰官婦女身、婆羅門婦女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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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三十三觀音的形象，都是個體的圖像，也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呈現，雖

然源自於《普門品》，但經典依據不多，而是在創造中加以變化定形，因觀音菩

薩幻化造象及經典流傳，滲入人們的事常生活，也因此這樣創造許多造象。因此，

研究者將三十三觀音的名稱與形象特點如表下82： 

表 2-4 三十三觀音的名稱與形象特點 

名稱 形象 

楊枝觀音 手持淨瓶、楊枝的立象，為近代最常見的形象。 

龍頭觀音 畫作雲中乘龍之像，是為三十三觀音內天龍身。 

持經觀音 坐在岩石上，手持經卷閱讀象，是為三十三觀音內的帶聞身。 

圓光觀音 背後畫出熾盛火光焰圓光，可使人免災消禍。 

遊戲觀音 乘五彩雲，左手安放於偏臍處，做遊戲法界狀。 

白衣觀音 
左手持蓮花，右手作與願印，是為三十三觀音內的比丘、比丘

尼身。 

蓮臥觀音 合掌坐於池中的蓮花座上，是為三十三觀音內的小王身。 

瀧見觀音 倚身於斷崖上觀瀑布的姿勢。 

施樂/藥觀音 常為右手掌撐臉頰上，左手於膝頭捻蓮花之像。 

魚籃觀音 

其象乘於大魚背上，一手提著大魚之籃，可排除羅剎、惡龍等

障礙，在於民間有「馬郎婦觀音」之稱，表明觀音菩薩在民間的

民俗化與民族化。 

德王觀音 右手持綠葉一支，跌坐於岩石上，是為三十三觀音內的梵王身。 

水月觀音 坐觀水中月影狀，是為三十三觀音內的辟支佛身。 

一葉觀音 乘一蓮花飄於水上，是為三十三觀音內的宰官身。 

                                                 
82 佛光大藏經 http://etext.fgs.org.tw/search02.aspx (2018.11.20) 

兒童身 童男身、童女身 

八部身 
天身、龍身、夜叉身、乾闥婆身、阿修羅身、迦樓羅身、緊那羅

身、摩侯羅伽身、執金剛神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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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頸觀音 
坐於斷崖上，右膝立起，左手扶岩壁，是為三十三觀音內的佛

身。 

感德觀音 
右手著地，左手持蓮花，在岩石上觀水的姿勢，是為三十三觀

音內的天大將軍身。 

延命觀音 
右手掌頰，倚在水邊，在《普門品》中「咒詛諸毒藥」的象徵，

能除毒害壽命之物。 

眾寶觀音 
右手著地，左腳伸展，左手放在立著的膝上，是為三十三觀音

內的長者身。 

岩戶觀音 
端坐於石窟內，欣賞水面，是《普門品》中的「蚖蛇及蝮蝎」一

句的象徵。 

能淨觀音 
佇立在海邊岩石上，做寂靜相，是《普門品》中的「假使黑風

吹」一句的象徵。 

阿耨觀音 
左膝蓋倚在岩石上，兩手相交，眺望海警，可避海上遭遇龍魚

諸鬼大難之險，《普門品》中有「龍魚諸鬼難」一具象徵。 

阿摩提觀音 

即無畏觀音，三目四臂，白肉色，乘白獅，身有光陷，天一瓔

珞，左膝倚於岩石上，兩手置放在膝上，是為三十三觀音內的

毘沙門身。 

葉衣觀音 

坐在有草的岩石上，身穿千葉衣，頭戴玉冠，冠上有無量壽佛

像，四臂，右第一手持吉祥果，左第一手持鉞斧，第三手持羈

索，是為三十三觀音內的帝釋身。 

琉璃觀音 
又稱為「高王觀音」，乘一片蓮花，輕浮水面，雙手捧香爐，是

三十三身中的自在天身。 

多尊羅觀音 
又稱為「救度母」，做直立乘雲的姿勢，是《普門品》中「或直

怨賊繞」一句象徵。 

蛤蜊觀音 出現在於蛤蜊貝殼中，是三十三身中的菩薩身。 

六時觀音 右手持經夾的立像，是三十三身中的居士身。 

普照觀音 雙手披衣，立於山嶽之上，是三十三身中的大自在天身。 

馬郎婦觀音 即「魚籃觀音」，觀音菩薩幻化為美麗女子勸大家學佛，手提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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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為主，是三十三身中的婦女身。 

合掌觀音 合掌立於蓮花台上，是三十三身中的婆羅門身。 

一如觀音 
坐在雲中的蓮花座上，左立膝，是《普門品》中的「雲雷鼓掣

電」的一句象徵。 

不二觀音 
兩手垂直，乘坐浮於水面上的荷葉，是三十三身中的執金剛神

身。 

持蓮花觀音 
乘坐在荷葉上，雙手持蓮莖的姿勢，是三十三身中的執金剛神

身。 

灑水觀音 
右手執灑仗，左手執灑水器，做灑水像，是《普門品》中「若為

大水」一句的象徵。 

另有關於觀世音菩薩之又名千手觀音、馬頭觀音、十一面觀音、聖觀音、如

意輪觀音、准胝觀音、不空罥索觀音、白衣觀音、葉衣觀音等等，亦即此一應聲

救度的緣故。總之，觀世音菩薩雖然被稱為菩薩，但實際上應視之為「應身佛」

或者是「化身佛」。 

（二）手勢 

佛像的雙手位置、指頭觀區的方式，亦稱為「印相」或「印氣」，以雙手擺

成特定的姿勢，用來象徵特定的教義或理念。觀音菩薩的手勢並非創作者隨意畫

上的，而是依據經典所記載的規範來有所繪製，都是傳達菩薩所具有的悲心與誓

願，可作為信仰者辨認菩薩的一種方式。而觀音菩薩的手勢如同人一般，用來表

達心意的肢體語言，利用肢體語言，來傳達娑婆世界的眾生。 

菩薩的手勢分別為手印與持物，手印，又稱為印契，持物則是有特定的法器

或寶物，如果我們都了解這些手印與持物的話，便能迅速的了解到佛教的諸位菩

薩。佛的手印，象徵佛教的不思議願力與慈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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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典《佛說大乘觀想曼拏羅淨諸惡趣經》卷 1 提到：「手作禪定印。憐愍

三界一切眾生」83禪定印是佛陀入於禪定時所結的手印，亦可稱為定印、法界定

印，表安坐澄心，靜心。 

(1)與願印(如圖 2-7)84 

又稱為施無謂印。持印者有觀音菩薩、釋迦如來、  阿彌陀如來、藥師佛等。

姿勢為一隻手自然平伸下垂，手心向上，表示普救眾生的慈悲之心，滿足眾生所

願的意思。 

右圖十一面觀音菩薩像

繪製日本的鎌倉時代（1192-

1333），觀世音菩薩採取結半

跏趺坐於蓮花座上，右手結與

願印，左手持淨瓶。 

 

 

 

 

 

                                                 
83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佛說大乘觀想曼拏羅淨諸惡趣

經》，CBETA,T19,no.939，頁 89。 

84 圖片來源：翻拍自總監修：釋星雲，主編：羅世平、釋如常，《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

典》，長沙市：湖南美術，2017，頁 026。 

與願印 

半跏趺坐 

圖 2- 7：十一面觀音菩薩像，鎌倉時代（1192-1333 年），

108.6cm×41.1cm，絹本設色，美國紐約市大都會藝術博物

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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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轉法輪印(如圖 2-8)85 

又稱說法印，用拇指捻中指或食指、無名指，其它手指自然舒張，手心可以

向上也可以向下，左手捻手心向右，右手捻向左均可。象徵觀世音菩薩說法的手

印，姿勢通常是雙掌至於胸前，拇指按觸中指彎曲成環狀。如下圖觀音菩薩像，

出土於甘肅省酒泉市敦煌市莫高窟第 17 窟，觀音菩薩立於蓮花上，左手結說法

印，右手持蓮花的玻璃碗。

                                                 
85 圖片來源：翻拍自總監修：釋星雲，主編：羅世平、釋如常，《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

典》，長沙市：湖南美術，2017，頁 770。 

說法印 

圖 2- 8：觀音菩薩像，晚唐（846-907 年），

166cm×52 cm，麻布，甘肅省酒泉市敦煌市莫

高窟第 17 窟出土，俄羅斯聖彼得堡，艾爾米

塔什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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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印(如圖 2-9)86
   

是佛陀入於禪定時所結的手印，又稱為禪定印、法界定印。姿勢為在膝上臍

前，左掌朝上手指伸直，其次右掌也以同樣的姿勢至於左掌上，兩拇指頭相接，

交互疊放於兩腿之間。下圖為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結雙跏趺坐坐於蓮花座上，

胸前上面兩手各持蓮花，中間雙手為合掌印，下面兩手置於腹前結定印。 

                                                 
86  圖片來源：翻拍自總監修：釋星雲，主編：羅世平、釋如常，《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

典》，長沙市：湖南美術，2017，頁 205。 

圖 2- 9：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晚唐（846-907 年），

165cm×125.3 cm，絹本設色，甘肅省酒泉市敦煌市莫高窟第 17

窟出土，印度新德里，印度國家博物館藏。 

定印 

合掌印 

雙跏趺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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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坐姿 

佛造像中的禪定作為佛特徵，就如經典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7〈序品 

1〉：「諸坐法中結加趺坐最安隱，不疲極；此是坐禪人坐法，攝持手足，心亦

不散；又於一切四種身儀中，最安隱。此是禪坐取道法坐，魔王見之，其心憂怖。」

87，經文中提到的結加跌坐又稱為「雙跏趺坐」，是將雙腿互相交疊，這樣坐為

最安穩也較不累，研究者將最常見的坐姿以下列出： 

(1)雙跏趺坐88
(如圖 2-10)89 

即是雙盤，將雙腿互相交疊，

右足在下為降魔坐，反之則為吉

祥坐。此為最佳坐姿，全身重心

不偏不斜，最安穩持久，修定容

易成就。左圖為十八臂准提觀音

圖軸，圖中的觀音菩薩結雙跏趺

坐於蓮花座上，十八臂中，胸前

二手結說法印，右邊第二手結與

願印，剩下的手各持寶物，就不

一一列出。 

                                                 
87 後秦龜茲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 詔譯，《大智度論》卷 7〈序品 1〉，CBETA,T25, 

no.1509，頁 111。 
88 網路資料：https://www.ctwm.org.tw/glossary-12.htm  (2017.01.07 ) 
89 圖片來源：翻拍主編：釋妙功，《慈悲妙相-首都博物館典藏中國古代觀音菩薩造像展》，

高雄市：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出版，2017，頁 47。 

雙跏趺坐 

與願印 

圖 2- 10：十八臂准提觀音圖軸，清（1644-1911 年），

216.5 cm×104 cm，絹本設色，首都博物館藏。 

說法印 

說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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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半跏趺坐(如圖 2-11)90 

又稱半跏正坐、半跏坐、半結跏、半跏、半坐、賢坐。俗稱單盤坐。即單趺

一足，跏於另一足上之安坐法若兩足互交，置於兩股之上，則稱結跏趺坐、如來

坐。半跏坐有吉祥、降魔二種。91在《四分律》卷 49 有提到：「比丘尼結跏趺坐，

血不淨出，污脚跟指奇間，行乞食時蟲草著脚，諸居士見皆嗤笑。諸比丘白佛，

佛言：「比丘尼不應結跏趺坐。」彼疑不敢半跏趺坐，佛言：「聽半坐。」92 

右 圖 為 大 隨 求 菩 薩 ， 梵

名 Mahā-pratisāraḥ，音譯作摩訶鉢

羅底薩落。是觀音菩薩之變身，略

稱隨求菩薩。93此觀音的坐相是吉

祥之坐，因右腳於左腳之上是為吉

祥坐，在密教採較多的作法。 

在《佛說瑜伽大教王經》卷 2〈三摩地品 4〉中有段經文提到：「大智化成

大隨求菩薩。八臂四面面各三目。身現金色具大威德。作貢高無畏勢。右第一手

持劍。第二手持輪。第三手持三又。第四手持箭。左第一手持金剛杵。第二手持

羂索。第三手持鉞斧。第四手持弓。坐於蓮花上放大光明。如千日輪能除諸惡。

此三摩地法。所有女人胎中子死者。時阿闍梨依法觀想。自身為妙吉祥。持彼祕

                                                 
90 圖片來源：翻拍自總監修：釋星雲，主編：羅世平、釋如常，《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

典》，長沙市：湖南美術，2017，頁 180。 
91 佛光大辭典：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2017.01.07 ) 
92 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四分律》卷 49，CBETA,T22, no.1428，頁 930。 
93 佛光大辭典：http://etext.fgs.org.tw/search02.aspx (2017.02.09) 

半跏趺

圖 2- 11：大隨求菩薩像，鎌倉時代

（1192-1333 年），133.3 cm×108.2 

cm，絹本設色，日本大阪河內長

野，觀心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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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曼拏羅內諸賢聖閼伽瓶灌女人頂。復想彼女胎中。所有非人薄福之子。以印及

真言。為發遣淨除罪障已。復想彼胎攝入福子。時彼女人得子安隱。此名觀察一

切胎藏隨求大智最勝金剛三摩地。94是密教胎藏界曼荼羅觀音院中之一尊。此菩

薩常隨眾生之願求而施予，故稱大隨求。 

(3)自在坐(如圖 2-12)95 

右膝曲起，左足半趺，

右臂直伸，置於膝上，左手

撐於膝後；或有右膝曲起，

左足垂下，右臂直伸，置於

膝上，左手撫於座上，呈自

在舒坦之姿勢。96右圖為楊

柳觀音菩薩，出土為莫高窟

第 17 窟，此觀音的坐相是盤

右腿，左腳踏在蓮花座上，

呈現自在坐的畫面。 

                                                 
94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佛說瑜伽大教王經》卷 2〈三

摩地品 4〉，CBETA,T18,no.890，頁 568。 
95圖片來源：翻拍自總監修：釋星雲，主編：羅世平、釋如常，《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

典》，長沙市：湖南美術，2017，頁 834。 
96 網路資料：中台世界博物館－佛教藝術事典：https://www.ctwm.org.tw/glossary-18.htm

（2017.01.07） 

自在坐 

圖 2- 12：楊柳觀音菩薩像，北宋（960-1127），63cm×45 

cm，絹本，法國巴黎 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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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代觀音繪畫研究 

宗教美學的觀點來看，宗教文化中的造像藝術，被認爲是宗教經驗的美感具

方式之一，宗教經驗指向真實存有的神秘體驗,無以言喻的，但藉由宗教造像藝術

的美感體驗，剎那之間，神妙不可測之神聖蹤跡便隱然臨現。 

由於，近代的世俗化,以及當代科學文明解除神話的傾向，儘管世界各宗教文

明中，自古流傳下來與宗教相關的藝術作品不計其數，而且保留在世界各地廟宇、

博物館、甚至私人收藏室，各種不同的文化理由，也是很受人崇敬,不過其宗教意

義並不那麼明顯，宗教的價值遠於歷史考古、經濟利益、甚至文物藝術的價值。 

當然，對於宗教藝術之圖像史學的蓬勃研究，確實有助於人們對於宗教圖像

之質料與形式意義的瞭解，例如佛像造型、容貌表情、姿態手勢、甚至衣飾妝扮

的研究，可以區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佛像造型之形像特徵，並且能發現互影響

的發展關係，或者從佛像造型在中國歷代的演變，可以瞭解佛教藝術的創作技巧、

創作形式或創作理念在中國文化中的發展等等。 

到了佛教的大乘佛教創立後，簡單的圖形已經無法滿足傳播度人的需求，因

此鼓勵信徒造像並供養禮拜，造像的風氣才因此盛行。而佛教繪畫的創作者主要

分別為，僧侶、文人雅士大夫與民間的繪畫師，僧侶繪製的佛像繪畫，主要是出

自修持和弘法的動機，文人雅士大夫繪製佛像繪畫，大都數都是在家的佛教徒、

參禪的居士或是對於宗教的感情繪製佛像，民間的繪畫師，也就是藝術創造者，

藉由自己的想像力和創作力傾注至畫像當中。 

而真正的宗教藝術作品，不用懷疑都是信仰與美感結合的創作物，大部分流

傳下來的宗教藝術作品的原創作者，原本都是虔誠的信徒。例如，西方中世紀繪

製基督宗教聖像畫(Icons)的作者，幾乎都是修道院的僧侶；而各地佛教洞窟之佛

像、菩薩像、經變圖等與佛教信仰有關的作品,也多牛都是修行僧眾所遺留下的參

悟見證，這些作品明顯地散發出信仰的光芒,即便離開教堂廟宇,成爲博物館裡的

陳列品，也仍會因其神聖的光輝令觀賞者爲之動容。 



 
 
 
 
 
 
 
 
 
 
 
 

 

 

46 

德國佛像藝術史家赫爾穆特・吳黎熙在《佛像解說》一文中，描述著當時他

第一次站在薩爾納特博物館中，面對從笈多王朝流傳下來的一座佛陀坐像，所曾

有過的心靈震動經驗。他寫道：「當我第一次在薩爾納特博物館,，站在薩爾納

特那尊著名的坐佛面前的時候，我明顯地感覺到自己完全被征服了。我似乎在還

未意識到這一古典主義的每一特徵時，便感覺到了這件成功的藝術傑作表現手法

之獨特性、卓越性，這絕不僅僅表現在佛陀的面部表情上，其身體的所有部位以

致於松松的相互疊加在一起的雙手的指尖，都被刻畫得極其細膩入微。此乃進入

大解脫者的寫照。忍受一切、固守著自我的道路、回向於內心,這一切乃印度殘

多藝術之特徵,也是印度佛教古典主義之標誌。」97，從圖像的色彩、造型和線條

來分析作品的藝術價值，並以欣賞主體的美感觀照的依據，正是西方當代形式主

義或結構主義藝術理論的基本主張。有關圖像藝術的閱讀理論，或圖像藝術史的

研究，也傾向於把宗教圖像視爲美感觀照之藝術對象來研究，有別於信徒把宗教

圖像視爲頂禮膜拜對象的宗教行爲。 

把美感觀照與宗教感受加以區隔的美學思想，主要來自純粹美感主義的要求，

以及對康德《判斷力批判》中所謂「無所待於利之滿足」的美學思想的誤解。事

實上，康德美學之所謂「無所待於利之滿足」，是指美感作爲主體感受事物之美

的能力，具有不受限於感覺慾望之滿足感的超越性。因此，不同於郝克果所批判

之沉溺於感性愉悅滿足的純粹美感主義。此外，所謂美感的「無所待於利之滿足」

的愉悅感，並不是指美感經驗必須排除一切非美感經驗的愉悅，包括認知、道德

與宗教經驗的滿足與愉悅，正好相反的是，對康德而言，美感經驗由於與悟性相

關，因此得以銜接認知層次的的必然與道德層次的自由，同時與理性相關，因此

亦指向宗教層次的崇高與超越。總之，美感銜接了認知與道德的自由，是康德美

學的真知灼見，以崇高的藝術銜接內在和超越，則更是宗教美學最高境界。 

 

                                                 
97 赫爾穆特・吳黎熙 著 ，李雪濤譯，《佛像解脫》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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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的造像有非常多種的樣式，若是造造型分類，可分成兩種類型，

一為平面二為立體雕塑，其中平面的觀世音菩薩的使用範圍較為廣泛，如廟宇壁

畫、家中廳堂所供奉的觀音媽等，以神佛的圖為主的繪畫，並非一般的裝飾繪畫，

而是平時當作祭祀膜拜的畫作，而這是源自民間信仰的需求，因這樣的信仰反映

在藝術之中，一件成功的宗教畫像，是可以其生動具體的形象達到感染與教育的，

當然以神佛像為主的畫像，在一般大眾的生活當中，並不屬於裝飾或是觀賞用，

而是祭祀、祈福等作用，因此，作品講究的並非筆墨的趣味，而是神韻的造像。 

（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觀音畫 

佛教繪畫成為當時代的繪畫中心和主題，當時只要會繪畫的人，幾乎都能繪

製佛畫，因此，在這時期傳世的觀世音菩薩畫較少，不過這時期也出了知名的佛

畫家之作創，如：曹不興（生卒年不詳），一作佛興，三國吳興（今屬浙江）人。

曹不興「見西國佛畫儀範寫之，故天下盛傳曹也」，因此被稱為「佛畫之祖」98，

作品有《維摩詰圖》、《釋迦牟尼說法圖》等作品。 

戴逵（約公元 325-396 年），字安道，東晉譙郡銍縣(今屬安徽宿縣)人。99在

《歷代名畫記》中記載著「逵既巧思，又善鑄佛像及雕刻。曾造無量壽木像，高

丈六，並菩薩，逵以古制朴拙，至於開敬，不足動心，乃潛坐帷中，密聽眾論，

所聽褒貶，輒加詳研，積思三年，刻像乃成。」。100戴逵並不是一成不變地翻克

佛菩薩像，而是對造型進行改革，而其作品目前已不存在，因此無法得知三尊像

中的觀音菩薩圖像特徵為何。在戴逵與其子戴顒之前的佛畫像，是以臨摹外國的

範本為居多，到戴氏父子「範金賦采，棟有楷模」101，開始講究造型的比例，佛

像畫也逐漸有中國人的樣貌，在米蒂《畫史》中記載著「戴逵觀音，在余家。男

                                                 
98 章利國 著，《中國佛教百科叢書 8－書畫卷》，高雄市：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5，頁

43。 
99 章利國 著，《中國佛教百科叢書 8－書畫卷》，高雄市：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5，頁

43。 
100 張彥遠 著，《歷代名畫記》，臺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5 年，頁 198。 
101 章利國 著，《中國佛教百科叢書 8－書畫卷》，高雄市：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5，

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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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無髭。皆貼金。」102「天男端靜，舉世所賭觀音作天女相者，皆不及也。」

103從這就可知道當時繪製觀音菩薩畫像大都是以女相居多，而戴逵畫的是男相，

可惜的是觀音菩薩畫作被為流傳下來。 

陸探微（生卒年歲不詳），吳（今屬江蘇蘇州）人，活動於南朝宋文帝至明

帝（公元 424-472 年）。作佛化，移書法的用筆於畫法，筆跡周密，勁利如錐刀，

運筆緊細連綿不斷，因被稱為「一筆畫」。陸探微筆下的人物 「秀骨清像，似

覺生動，令人懍懍若對神明」104，「秀骨清像」是為當時的審美觀，在當時的朝

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造型，曾繪製《觀音像》，但並未流傳下來。 

（二）隋唐時期的觀音畫 

在中國佛教繪畫到了盛唐，

已完全去除摹仿的痕跡，唐代的

佛教繪畫較之前的朝代內容更為

豐富，隨著佛教的宏揚，隋唐的

觀音信仰也趨於盛大，在這時期

的觀音信仰內容相當的豐富，圖

像的種類也千變萬化。南北朝時

主要流行於南方的楊柳觀音，隋

唐統一後，圖像便迅速流傳開來，

遍佈全國。這時期的觀音造像也

出現了大量的獨尊觀音菩薩像，

顯示了觀音信仰已逐漸成為一個

獨立的體系。到了唐代淨土思想

盛行，修淨土法門者希望臨終由

                                                 
102 沈子丞 著，《歷代論畫名著彙編》，台北：世界書局，1900 年，頁 92。 
103 沈子丞 著，《歷代論畫名著彙編》，台北：世界書局，1900 年，頁 98。 
104 張彥遠 著，《歷代名畫記》，臺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5 年，頁 204。 

圖 2- 13 ：引路菩薩圖，唐代（ 618-907 ），

80cm×53.8cm，絹本，英國倫敦 大英博物館藏。 



 
 
 
 
 
 
 
 
 
 
 
 

 

 

49 

觀音菩薩能夠來接引，往生淨土，因此唐代畫師創造出新的觀音圖像－引路觀音

(如圖 2-13)。105 

隨代至唐代的觀音造型較多女性特質，如：儀態端莊，高貴典雅，具備了陰

柔之美。到了盛唐時期，觀音像之創作達到黃金時期，觀音菩薩的形象因朝代關

係，也朝向世俗化發展，體態優美，衣飾華麗，有雍容華貴與健康明快之感覺，

音菩薩的女性特徵已相當明顯，縱使是男相的觀音，身姿或是表情也十分的女性

化。 

隋唐時期大部分都是人物畫家兼擅道釋畫，有許多作品在寺廟壁畫上，單獨

觀音畫像的流傳甚少，而且有許多敦煌佚名畫家的壁畫。以下是有記載曾繪畫過

觀音像的畫家： 

初唐閻立本（？—公元 673 年），雍州萬年（今屬陝西西安）人。人物、車

馬、觀樓、道釋畫俱佳，擅長於寫真，曾為佛寺壁畫，馳譽丹青，畫跡有「維摩

像」、「觀音感應像」等畫作106，然而，並未留存下來。但，現今在浙江普陀山

楊枝禪院，有個「楊柳觀音碑」高 2.3 公尺，寬 1.2 公尺，厚度 0.17 公尺的石刻

觀世音菩薩像。(如圖 2-14)107 

這個石碑是由明代萬歷 36 年時，根據唐代畫家閻立本所繪製的楊枝觀音畫

像所雕刻的，觀世音菩薩在唐代為仕女形象，珠冠錦袍，妙麗莊嚴，經歷數百年

來，楊枝觀音碑被保存的良好，被譽為鎮山之寶之一。 

盛唐吳道子（約公元 985-792 年），陽翟(今屬河南禹縣)人。在唐代是傑出

的繪畫大師，人稱「畫聖」。然而唐玄宗將他召入宮後，將更名為「道玄」，在

佛畫不論是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是唐代之冠，再繪畫技巧上線條粗細的變化，

線行圓潤似「蓴菜條」之線條，磊落揮灑筆勢所畫出的衣紋有迎風飄舉的感覺。

                                                 
105 李玉珉 著，《觀音特展》＜中國觀音的信仰與圖像＞，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頁

23。 
106 章利國 著，《中國佛教百科叢書 8－書畫卷》，高雄市：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5，

頁 65。 
107 圖片來源：https://read01.com/zh-tw/kE3oyL5.html#.XQXc6xYza70 (2017.0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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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的觀音菩薩畫像(如圖 2-15)108，此圖觀音像為男相，頭戴蓮冠，臉型橢圓飽滿，

神情嫻雅，體態較為健碩，仿佛若有所思，在這件作品上的線條細而圓潤，衣紋

則粗細有變化，富有動感。記載的畫跡有《大悲菩薩像》、《思維觀音像》等，

今存有的作品為《送子天王圖》、《觀音像》，讓後人摹刻本。 

楊庭光（生卒年歲不詳），是吳道子的弟子，曾在吳道子講課時，偷偷畫下

吳道子樣貌，讓吳道子嘆服其繪畫功夫，在當時的朝代有「吳楊」齊名。他擅長

繪佛像經變與山水，在唐玄宗開元（公元 713-741 年）時與吳道子一同到長安慈

光寺、慈恩寺、光寶寺等寺院畫佛教壁畫，因繪畫風格較為細膩，所以都將佛、

菩薩像安排在山林背景前。記載的畫跡有《觀音像》、《如意輪菩薩像》等。 

  

                                                 
108 圖片來源：翻拍自曼陀室主人 著，《觀音菩薩的故事》，台中市：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2004，頁 68。 

圖 2- 14：閻立本 繪，《楊枝觀音碑》，

明代，2.3m×1.2m×0.17m，石刻，浙江

普陀山楊枝禪院 

圖 2- 15：吳道子 繪，《觀音菩薩像》，

唐代，170cm×77cm，石刻，西安碑林

博物館原碑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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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代、兩宋朝時期的觀音畫 

唐代後出現了五代十國，直到趙匡胤於公元 960 年奪取政權，建立了宋國，

在這樣的歷史時代，佛教繪畫已不如魏晉南北朝和唐代，但還是擁有自己當時時

代的風格，因朝代的動盪不安，觀音信仰日漸的普遍，觀音菩薩的造型也受到觀

音傳奇的故事影響，呈現不同的面貌。這時期的民間傳說，觀世音菩薩都是以女

性出現的，在這樣的觀念下影響下，女相的觀音造像就因此產生109。 

唐末五代到兩宋，因經濟開始發

達，市民憑著自身的經濟實力，社會

地位不斷的提升，對文化生活的需求

也提高的情況下，其審美觀也影響至

宗教藝術上，菩薩的造型也逐漸的平

凡化，不再衣飾華麗同時也淡化了神

聖的色彩，因此觀世音菩薩的形象也

呈現平民化與世俗化。在現今最早有

紀年的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如圖 2-

16)110，為後晉出帝天福 8 年（943）

所作，這幅作品是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與水月觀音所組合一起繪製的，千手

千眼觀音為主圖，在圖的左側為華麗

的女性供養人，右側題記為水月觀

音。 

  

                                                 
109 李玉珉 著，《觀音特展》＜中國觀音的信仰與圖像＞，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頁

31。 

110 圖片來源：翻拍自總監修：釋星雲，主編：羅世平、釋如常，《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

典》，長沙市：湖南美術，2017，頁 206。 

圖 2- 16：《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五代後晉

天福八年﹙943﹚，123.5cm×84.3cm，絹本設色，

法國巴黎 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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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仲元（生卒年不詳），建康豐城（今屬江西）人，五代南唐畫家，畫道釋、

鬼神，一開始學習吳道子繪畫技巧不成，逐漸用筆細密，其畫作博彩精妙，自成

一格。記載畫跡有《觀音像》、《如意輪菩薩像》、《白衣觀音像》等。 

五代畫家有觀音菩薩畫作記載於典籍的有周文矩《盧舍那佛像》、朱繇《觀

世音菩薩像》、楊棐《立觀音像》、杜子懷《觀音像》、《如意輪菩薩像》、《白

衣觀音像》，在《圖畫見聞誌》中有提到宋卓的白畫《菩薩》、富玫《白衣觀音》

的記載111，然而有些作品並未被流傳下來。 

北宋武宗元（？－公元 7050 年），初明宗道，字總之，白波（今屬河南孟

津）人，擅長佛道鬼人，筆法具曹仲達、吳道子之妙。繪畫技巧運筆如流水，神

采活動，大抵如寫草書，筆術精高。曾為龍興寺、經藏寺各寺繪製大量的壁畫，

記載畫跡有《觀音菩薩像》、《天帝釋像》等。 

李公麟（公元 1049-1106 年），字伯時，舒州（今屬安徽潛山）人。在宋哲

宗元符三年（公元 1100 年）病痹告老，隱居龍眠山，自稱「龍眠居士」。將繪

製壁畫的粉本白畫加以創新，發展出「白描」的畫法，掃去粉黛，淡毫輕墨，不

施丹青而光采動人，因此確立了白描畫法在畫史上獨立的美學格調與地位。創造

《長帶觀音》與《石上臥觀音》等佛像新圖式，在宋代李薦《得隅齊畫品》中提

到《長帶觀音》是這麼說：「非世俗可彷彿，而紳帶特長一身有半，蓋出奇玄異，

使世俗經感，而不失其勝絕處也。」，同時也提到延安呂吉甫作《石上臥觀音像》：

「前此未聞有此樣，是亦出奇也。」112，從這就能看出他別出新栽於經典之外加

以創新在畫作上。宋人鄧椿《畫繼》有記載李公麟「又畫《自在觀音》，跏趺合

爪，而具自在之相，曰：『世以破坐為自在，自在在心不在相也。』」113，從這

就能知道，李公麟打破當時的既定的自在觀音造型，不刻意的已自在隨意的坐姿，

                                                 
111 郭若虛 著，《圖畫見聞誌》/ 鄧椿 著，《畫繼》，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頁

55。  
112 王雲五 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 262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 年，頁 8。 
113 郭若虛 著，《圖畫見聞誌》/ 鄧椿 著，《畫繼》，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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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呈現觀音的自在，反而用盤腿合掌的觀音來呈現自在，完全著重於觀音內在的

精神傳遞。 

張勝溫，南宋孝年間（公元 1163-1189 年），大理國(今屬雲南)人。在台北

故宮收藏《宋時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畫梵像》，簡稱《畫梵像》，全長共 1636.5 公

分，為其傳世傑作，但畫作的畫面繪畫技巧水準不一，非出自一人之手，張勝溫

是此畫作主要作者。                                                                                                                                                                                                     

《畫梵像》中的觀音菩薩像種類繁多，可分為顯教觀音菩薩、密教觀音菩薩、

和具有大理國地區的觀音菩薩像。然而，大理國文化受唐代影響關係，可以從畫

作中發現「𦬇」、「圀」114等字，發現保存唐代的風格，在這畫卷中，也發現了

一個較為特別的，畫面中寫著《普門品觀世音𦬇》(如圖 2-17)115，主尊觀世音菩薩

位於中間，結半跏坐於蓮花座臺上，右手作說法印，左手為與願印。兩側觀音因

是表現八種應化觀音救難眾生的情境，左右各繪製四種難，以這張圖來說，觀音

菩薩為主尊，左右兩邊描繪八種應化觀音菩薩救難的畫面，稱之為「八難」。 

繪製這樣圖像的創作應是受了《妙法蓮華經》的啟發。《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為觀音信仰的一部基礎經典，經文中有提到觀音菩薩慈悲為懷，每當信徒遭遇危

難，只要禱念觀音菩薩聖號，便可去除災難，化險為夷。 

從右上而下，分別是「除怨報觀世音」、「除水難觀世音」、「除象難觀世

音」、「除蛇難觀世音」、「除火難觀世音」、「除獸難觀世音」。左邊在裱裝

時略被裁去，以至部份榜題被截，不過可根據圖畫內容，仍可辨識。上方繪製山

間有二行旅行走，後有追趕的盜賊，前有足踏蓮花化現的觀音，應是《觀世音菩

薩普門品》經文中提到的「或值怨賊繞，各執刀加害，念彼觀音力，咸即起慈心。」

116，由這段經文來解釋，它原來的標題很有可能是「除盜難觀世音」。在畫面下

                                                 
114 徐嘉瑞 著，《大理古代文化史稿》，臺北市：民文書局，1982 年，頁 139～140。

「圀」，古文國字，唐武后所作。」唐人寫經常見「圀」字。除此之外，唐人寫經常以「南

旡」代「南無」，「仏」作「佛」，「𦬇」作「菩薩」，均屬唐人別體。 
115 圖片來源：翻拍自 劉芳如 主編，《國寶的形成－書畫精華特展》，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

院，2017，頁 127。 
116 姚秦‧鳩摩羅什 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CBETA, T09, no.262，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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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從圖像來看，應與《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文中提到的「或遭王難苦，臨刑

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或囚禁枷鎖，手足被杻械，念彼觀音力，釋

然得解脫。」117，這段經文有相關，它原來的標題很有可能是「除獄難觀世音」。 

再者就是，這種以觀音為主尊畫作，並在左右兩側配八種應化觀音救助眾生

脫離災難的畫面，將觀音菩薩慈悲精神表露出來，通常稱之為「普門觀音菩薩」，

或稱為「八難觀音菩薩」。 

 

                                                 
117 姚秦‧鳩摩羅什 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CBETA, T09, no.262，頁 58。 

圖 2- 17：張勝溫 繪，《畫梵卷》（局部），宋時大理國，30.4cm×1636.5cm 紙本設設 卷，

台北故宮博物院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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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釋法常（？－約公元 1291 年），號牧溪（一作谿），俗姓李（一作薛），

蜀（今屬四川）人，年輕時曾中舉過，中年出家，為徑山寺住持無準師範佛鑑禪

師法嗣。118他是位佛教宣揚者，又是位天才畫家，作佛像菩薩、山水花卉、人物、

龍虎、猿鶴、禽鳥、樹石、蘆雁等，隨筆點墨，線條極簡，追求形象之外的意境

創作，表現簡潔凝鍊的風格。 

  法常師父所繪製的《觀音猿鶴圖》

三幅中的《觀音菩薩圖》(如圖 2-18)119，

圖中觀音結跏趺坐於岩石上，。如《大

方廣佛嚴華經》卷 68〈入法界品 39〉

中提到：「巖谷之中，泉流縈映，樹林

蓊欝，香草柔軟，右旋布地。」120，姿

態嫻雅自然，旁放置淨瓶，靜靜凝視前

方水面。此作品以水墨來表現，岩石渾

凝厚重，畫中雲霧區隔前後的岩石，表

現出空間感，用淡墨的方式繪製觀音，

整體的畫作充分表達了觀音菩薩的內

在精神。記載的畫跡有《觀音寒山拾得

圖》、《白衣觀音》、《水月觀音》等

作品。 

                                                 
118 章利國 著，《中國佛教百科叢書 8－書畫卷》，高雄市：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5，

頁 97。 
119 圖片來源：翻拍自總監修：釋星雲，主編：羅世平、釋如常，《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

典》，長沙市：湖南美術，2017，頁 799。 

120 于闐國 三藏實叉難陀 奉制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8〈入法界品 39〉，

CBETA,T10,no. 279，頁 366。 

圖 2- 18  ：牧溪 繪，《觀音菩薩圖》，南

宋，172.2cm×97.6cm，絹本設色，日本京都

北區 大德寺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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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明清時期的觀音畫 

  元代開始，文人畫興起，佛教繪畫大多是密宗畫，以世俗化繁榮場面為

時代的象徵，但在大部分的畫評人認為佛教繪畫，出自於工匠之手，乏善可陳，

因此使得佛教繪畫的地位逐日漸衰。到了明清時期，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期的那

種金碧輝煌、壯闊宏大的佛教藝術和五代兩宋那種簡淡悠遠的禪畫，在明清時都

已成為歷史了，在這時期的文人士子的佛教繪畫題材作品，大多偏向於具有個人

風格的特色，雖然有宗教虔誠的心，但還是著重於抒發性追求筆墨的樂趣，而非

傳教弘法，因此不一定會被納入宗教膜拜的體系。 

元、明、清時期的觀音信仰是以本土化、民俗化為發展，此時的觀音信仰已

成整個民間信仰的核心，流傳許多和觀音菩薩有關的傳說、感應、寶卷、話本 

等，使得元、明、清的觀音形象相當的豐富。不過《普門品》、《楞嚴經》

的影響扔然存在，明朝民間流傳三十三種不同的觀音形象，和《普門品》中的觀

音三十三身相對應，這些觀音形象大部分不見於經典記載，有許多是從中國本土

發展出來的，這些觀音的形象廣為民間喜愛與熟悉。另外《楞嚴經》的＜二十五

元通法門＞中提到的觀音以三十二身應現為依據，進而製作出三十二尊觀音像，

到了明末三十二觀音像已增為五十三觀音像了。121 

趙孟頫（公元 1254－1323 年），字子昂，號松雪道人，湖州（今屬浙江）

人。詩文書畫俱精能，繪畫題材則是廣泛，工筆、寫意皆擅長，是元代第一書畫

大師，並且啟發後人。在當時朝代的社會關係，轉而誠心向佛，自稱為「信佛弟

子」，寫經繪製佛像作品皆精妙。其佛教繪畫作品有《觀音大士圖》、《魚籃觀

音圖》等見於記載傳世。 

  

                                                 
121 李玉珉 著，《觀音特展》＜中國觀音的信仰與圖像＞，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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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輝（生卒年歲不詳），字秋月，盧陵（今

屬江西吉安）人，一說江山（今屬浙江江山）人，

在大德年間（1297－1307 年）曾為輔順宮作壁畫。

以畫人物、道釋、鬼神見長，造型奇特，工拙有

度，擅長以水墨烘暈，使畫面呈現出凹凸效果，

富有立體感。畫作記載《水月觀音菩薩像》（如圖

2-19）122、《觀世音像》等傳世。 

明代蔣子成（生卒年歲不詳），一作子誠，

陽羨（今屬江蘇宜興）人，又學山水，中年開始

攻繪製道釋人物，後被徵為宮廷畫師，所作佛畫，

用色精研，擅長繪製水墨《觀音菩薩像》，曾奉

昭繪製佛像贈與外國。 

仇英（1368-1644）明代，字實父，一作實甫，

號十洲，太倉（今屬江蘇太倉）人，移家吳縣（今

江蘇蘇州）。勤於臨摹宋代名家，與沈周、唐演、

文徵明並稱為「明四家」。123他的風格細密精緻，

擅人物畫、佛像，善於用粗細不同的筆法表現不

同的對象，圓轉流暢或頓挫勁利，既長設色，又善白描。人物造型準確，形象秀

美，線條流暢，刻畫細膩，尤其是繪製觀音菩薩像，筆法流暢靈活。 

  畫作記載《觀音菩薩像》（如圖 2-20）124，圖中觀音菩薩踩著青色蓮花，手

持楊柳、水杯乘雲而來。細膩的線條鉤勒輪廓，臉、手和天衣上以暈染的方

式，表現立體效果。在畫面中有許多款印，其中一個款題寫著「實父仇英敬

                                                 
122 圖片來源：翻拍自總監修：釋星雲，主編：羅世平、釋如常，《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

典》，長沙市：湖南美術，2017，頁 337。 
123 總監修：釋星雲，主編：羅世平、釋如常，《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長沙市：湖南美

術，2017，頁 790。 
124 圖片來源：翻拍自總監修：釋星雲，主編：羅世平、釋如常，《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

典》，長沙市：湖南美術，2017，頁 790。 

 

圖 2- 19：顏輝 繪，《水月觀音菩薩像》，

元代（1206-1368），111.2cm×76.2cm，絹

本水墨，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城 納尔逊

-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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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蓋上「仇英之印」，「實父」為仇英之字，

但不代表此觀音像便是仇英之畫，很可能為後人

偽拖的作品，雖然從作上面印有仇英的款印，但

款印卻與仇氏傳世真跡不符，用線雖然精緻，卻

沒有仇英用筆之力道。 

  丁雲鵬（公元 1547-1628 年），字南羽，號

聖華居士，休寧（今屬安徽）人，為宮廷畫家，

工詩善畫，佛像、人物像、花卉、山水，尤其佛

畫作品更為細膩精緻。其作品《大士像》畫冊，

全部有十六幅作品，

是他在七十二歲時所

繪製的，每一幅作品

都有一尊大士像，人

物的輪廓都是用細筆

方式進行勾勒，極其

纖細，衣紋的線條都

會有各種不同的變化，有些是運筆流暢，有些是線

條細而圓潤，以轉折頓挫的方式來處理衣紋的紋

路，還有幾幅作品是以極簡的筆法來處理的。 

  十六幅觀音，每幅的樣貌都不同，造型多變，

有女相、男相，充分表現觀音菩薩隨緣化現的神通

字在。然而，繪製的題材來源，有的是以佛教經典

儀軌來依據，有的是以民間文學，還有無根據佛教

經典與民間文學的創作。作品有《觀音菩薩像》

（圖 2-21）125、《五相觀音圖》、《觀音三十二聖

相》等作品。 

                                                 
125 圖片來源：翻拍自總監修：釋星雲，主編：羅世平、釋如常，《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

典》，長沙市：湖南美術，2017，頁 79。 

圖 2- 20：仇英 繪，《觀音菩薩圖》，

明代（1368-1644），（偽）仇英（約

1501-1551），104.2cm×52.2cm，紙

本設色，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 2- 21：丁雲鵬 繪，《觀音菩薩像》，

明萬曆十年，97.2cm×33.1cm，紙本設

色，遼寧瀋陽 遼寧省博物館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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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丁觀鵬（生卒年歲不詳），乾隆時任宮廷畫家，師法丁雲鵬之筆意，擅

長道釋人物、山水畫，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法界源流圖》(如圖 2-21)126，是臨摹宋

代張勝溫的《畫梵像》而繪製完成的。篤信佛教的乾隆皇帝為《畫梵像》極為愛

惜，因此便命於當時宮廷畫家丁觀鵬，在四大活佛之一的佛學專家章嘉國師指導

下，重新整理與臨摹，這件作品集結了，佛學、藝術、歷史與民俗研究，歷經多

年，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完成，命題為《法界源流圖》，也因此成為佛教

藝術中的御賞極品，也是研究佛學的重要參考。 

《法界源流圖》會堪稱為佛教百科全書是因為它共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為

規模：十界儀像再現、第二部分為卷首：乾隆皇帝御識、第三部分為卷末：般若

波羅蜜多心經。圖像細分成九部分，分別為：護法天王與神龍八部、觀世音、佛

陀、菩薩與佛母、十八羅漢、禪宗六祖、藥師琉璃光佛、護法神、帝釋、梵王和

舍利寶塔。 

                                                 
126 圖片來源：翻拍自吉林省博物館 藏，《法界源流圖》，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

1992。 

 

圖 2- 22：丁觀鵬  繪，《法界源流圖》（局部），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33cm×1635cm，紙本設

色，吉林長春 吉林省博物館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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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頤（公元 1840-1896），字伯年，清朝山陰

人，繪畫題材極為廣泛，人物、花鳥、山水、走

獸無不精妙。他的用筆墨豐富多變，構圖新巧，

主題突出，疏中有密，虛實相間，濃淡相生，富

有詩情畫意，創造了一種獨特風格，吸收了西畫

的速寫、設色諸法，其中一件作品是《送子觀音》

（圖 2-23），畫中的觀音菩薩， 

手裡抱著孩童，行走而來，裝扮樸素，如民

間一般婦女，在曼陀室主人的《觀音菩薩的故事》

提到：「觀音看上去像一個剛分娩不久的年輕媽

媽，疲勞而有些浮腫，以此來象徵多子多孫。」

127，畫中的觀音菩薩，手中的孩童，手足有色澤

外，一文是以流暢轉折的線條勾勒，僅以淡墨渲

染，整幅作品非常的簡潔，完全營造出觀音菩薩

可親近的形象。 

（五）當代的觀音畫 

葉宗和為南華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教授，作品《生命舞曲》（如圖 2-24）

128，作品當中有尊觀音菩薩，是傳達有種生命物體在無生命載體上面所存在的意

義，營造出生命力強烈的對比，在意識與對象之間形成擺鐘效應，以匍匐方式慢

慢爬型，身體透過空間的影像，使存有者得真實活動穿越物質平台，是生命最直

接的反應，用最虔誠的知覺與佛像影像進行互動，凝視，生命在未知領域中逐漸

茁壯與成長。129  

                                                 
127 曼陀室主人 著，《觀音菩薩的故事》，台中市：好讀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 133。 

 
128 王源東、莊連東，陳建發，葉宗和著，《台灣 當代水墨 特殊技法》，新北市：全華圖書，

2013，頁 171。 
129 王源東、莊連東，陳建發，葉宗和著，《台灣 當代水墨 特殊技法》，新北市：全華圖書，

2013，頁 171。 

圖 2- 23：任頤 繪，《送子觀音》，

清代，尺寸不詳，紙本設色，天津藝

術博物館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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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源東為長榮大學書畫藝術學系教授，作品《菩薩》

（如圖 2-25）130，觀世音菩薩為主題，觀音菩薩在大眾的

心目中為優雅、慈祥的菩薩，祂能聞聲救苦，這種無限

慈悲心與般若智的具體發揚，使祂成為民間信仰中最受

歡迎的菩薩。 

整幅畫面以紅色為大部分面積，在這樣的氛圍下，

充滿了喜慶的感覺，為表顯「觀世音菩薩」在大眾的心

目中的崇高地位，整幅畫面，呈現著心與物、靜與動、

簡與繁中達到祥和平靜的境界。131 

                                                 
130 圖片來源：翻拍自王源東、莊連東，陳建發，葉宗和著，《台灣 當代水墨 特殊技法》，新

北市：全華圖書，2013，頁 99。 
131 圖片來源：翻拍自王源東、莊連東，陳建發，葉宗和著，《台灣 當代水墨 特殊技法》，新

北市：全華圖書，2013，頁 99。 

圖 2- 25：王源東 繪，《菩

薩》，2012，45cm×70cm 

 

圖 2- 24：葉宗和 繪，《生命舞曲》2012，45cm×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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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創作理念與實踐 

太虛大師曾說：「造像、圖像等美術，亦足只是最高的真理，其結果，其功

用，皆是相同的。譬如某一件美術的作品，能引人入勝，導人為善，其感化的力

量，或比文字還來的廣大……美術即是由自覺悟，而用各種方法表顯出來，使他

人也能得到同樣的覺悟，這就是佛教藝術的真義；所以由佛教產生美術，而美術

可通達佛教的真際！」132因一個因緣，意外走上佛像創作之路，因寫論文關係，

整理出觀音的故事與畫像，在一般來說觀音菩薩形像，外觀大部分呈現善美、清

淨、莊嚴的樣子，較顯現其形像，方便教化眾生，不管外在的形象如何，皆可達

到淨化眾生的或者撫慰眾生的作用，研究者在繪製觀音菩薩法相，採用一種新的

觀看方式來繪製，讓觀看者有不同的視覺享受。 

第一節 創作理念 

在繪製佛像的目的可分成三種類，第一種類為佛教徒供養所用，第二種類為

殿堂莊嚴所用，第三種類為書畫家信仰或是怡情之作，不拘佛教的傳統形式，自

由揮灑。研究者自覺作品屬第三種類，繪畫的技巧能力有限，但還是將心中對觀

音菩薩的感覺繪製出來。 

在繪製觀音法相時，應抱持著虔誠的心，如印光大師所說：「欲得佛法實益，

須向恭敬中求。有一份恭敬，則消一分罪業，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則消十

分罪業，增十分福慧。」133希望研究者所繪製的觀音法相，讓觀看到畫像的人，

能心生歡喜，讓有緣者見到此畫像，能感受到研究者要傳達的意涵。 

研究者不敢說能繪製出一件能感化人的菩薩像，但是所繪製出的菩薩像，卻

可以帶給觀者不同的視覺上衝擊。也因如此，研究者必須提升自我的能力，才能

                                                 
132 張曼濤主編，《佛教藝術叢談》，釋太虛＜佛教美術與佛教＞，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

1979，頁 140。 
133 釋印光，《印光大師文鈔精華錄》，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2，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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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菩薩的形貌自在、智慧、包容轉化成畫面呈現出來，所以研究者在繪製觀音時，

朝著觀音菩薩的功德智慧前進，在畫觀音菩薩像時，能靜心的觀察自身心念的變

化及自淨心念，如唸心經、禪坐等，都是當下的修行。 

就如同果梵法師說的：「畫佛像是精神生命的體驗；如禪修之鍊心－淨化自

我之身心使臻於自善。因為紙菩薩的眼睛全是自心的投射－剛強之念竟創造觀音

菩薩微慍的表情，而自己善感的習性卻使菩薩的眉頭也緊蹙深鎖；是故，欲求靜

謐莊嚴，慈悲柔和的觀世音，必先求己。」134，所以創作佛菩薩繪畫和人物畫不

同，需抱以誠敬的心，將菩薩的真善美，莊嚴與清靜呈現出來，讓能看到作品的

觀看者有不同視覺上的感受。 

一、系列創作觀音菩薩故事 

（一）水月觀音  

水月觀音，是三十三觀音應化身的居士身，梵語譯為「那迦室利」，又意為

「水吉祥」，又稱為「水吉祥觀音」，或者也稱為「水吉祥菩薩」，這尊觀音是

由一心觀水相的應化身。 

在密教的觀音像中，表現最自由的便是水月觀音，儀軌最少的便是水月觀音，

其形象來源，大多都相信與華嚴經有影響，所以水月觀音來自顯教，也是密教的

造像。水月觀音的觀音，宴坐於水邊，有岩石、花草、竹林或樹枝為伴。 

在唐朝有位叫周昉的畫家，生卒年不詳，字景玄，又字仲郎，京兆（今屬陜

西西安）人，主要活動於代宗與德宗（766-804）時期，以仕女圖流傳於世，擅長

繪製佛像、鞍馬、鳥獸、草木等，其作品華麗，許多人效法，被稱為「周家樣」，

同時被傳到新羅（今朝鮮）等國。 

在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卷十中提到：「衣裳勁簡，彩色柔麗，菩薩端嚴，

妙創水月之體。」135，再段文字中，就可知道周昉擅長於仕女畫，是創水月觀音

                                                 
134 釋果梵，《果梵畫冊甘露》，台北：鈺心出版社，法鼓文化發行，2000，頁 17。 
135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十，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71，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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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始者，會這們說是因在朱景玄的《唐朝名畫錄》中有一段是這麼說的：「今

上都有畫水月觀自在菩薩。」136，這樣更能確定他是繪畫水月觀音的創始者。 

如《大方廣佛嚴華經》中有提到與水月觀音相關經典，但眾所皆知，與觀音

信仰有關的經典相當甚多，包括《法華經》、《心經》、《楞嚴經》、《淨土三

經》、《千手大悲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等經典，以及民間廣為流傳的《高

王觀世音經》、《佛頂心觀世音 菩薩大陀羅尼經》等偽經。在這之前水月觀音

圖像的研究之所以著重在《華嚴經》依據經典來說研究，是因為經文中所提到的

善財童子，其實，碰到的便是觀音菩薩。 

有關於水月觀音的起源，有各種說法，其中之一是水月觀音的出現，與最初

對觀音菩薩莊嚴相的描述有關，而且，水月觀音的名稱可能是由「觀」，觀音如

水月般的莊嚴相而來。水月觀音傳由唐代的周昉(766-804)所創，不過在最早周昉

創水月觀音之前，在唐朝一位詩人王勃(650-679)，製作一首關於觀世音菩薩的詩

《觀音大士讚第六》137詩中藉由「水」、「月」、「光」來譬喻觀音。此詩後來

常被引用形容觀音法相。由於，「水」、「月」是佛教常用來譬喻現象界「空」

與「虛幻」本質的哲理，同時也對應到研究者所創作出的《梵‧水月》的觀音菩

薩圖像，在作品的畫面中，研究者將「月」轉化為「虛空」，用水墨技法呈現出

效果，在作品詮釋會詳說。 

（二）持經觀音 

又稱：「般若觀音」也稱為；「讀經觀音」，三十三觀音的應化身為帶聞身，

坐在岩石上，手持經卷閱讀象。在《妙法蓮華經》卷 7〈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25〉

經文中，所述：「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138，是觀音菩薩其

一化身，所以持經觀音是身聞之身的現世，因為持經觀音是聽到如來說法而得到

                                                 
136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四川：美術出版社，1985，頁 6 

137 唐‧王勃 製，《補陀洛迦山傳》卷 1《觀音大士讚第六》，CBETA, T51, no.2101，頁

1139。 

138 姚秦‧鳩摩羅什 譯，《妙法蓮華經》卷 7〈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25〉，CBETA, T09, 

no.262，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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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以手持經卷為示現。 

依據傳說約在唐代末年，在浙江有為叫錢戮的人，招集全鄉裡鄉外的勇士，

一起來保護家園，但因為他生性膽小，怕自己一旦起兵就會背上「犯上作亂」之

罪名，雖然招集了不少勇士，但就是不敢行動。有一天，他在睡覺時夢到觀世音

菩薩，觀世音菩薩便在夢中指點錢戮：「錢戮，你別猶豫了，既然你有保衛家鄉

之意，想要救人民於水火之中，是一片難得的善念，老天自會保佑善人的，保佑

你百戰百勝，那你就應即刻起兵，到時候你起兵成功之後，希望你能皈依佛法，

以慈悲為懷，利益眾生。如果你能做到這些的話，可以在二十年後到天竺山接受

我的點化。」，他一覺醒來，非常的驚訝，因此，便聽觀音菩薩在夢中的指點，

立刻起兵保衛百姓。後來，在錢戮的這支大軍在他的指導下，果然百戰百勝，不

僅保衛了百姓，也當上吳越王。 

二十年後他如約到天竺山，就在他快到山上時，突然遇到了狂風暴雨，於是

他跑到一個小茅草屋躲雨，沒想到茅屋裡還有位坐在石頭上念經的僧人，而僧人

是行山路過，遇見觀音菩薩坐在岩石上持經閱讀，而觀音菩薩囑咐僧人在這等候

錢戮的，等他知道緣由後，錢戮便在那裏建一座寺廟，內供俸一尊觀音菩薩手持

經典的造像，據說，觀音菩薩造像之下的石雕蓮花座，是用當時菩薩做過的岩石

製作的。同時也對應到研究者所創作出的《空‧法相》的觀音菩薩圖像，在作品

當中，有運用小段經文來創作，在作品詮釋會詳說。 

（三）聖觀音故事 

  又稱為「正觀音」、「大聖觀自在」、「大悲聖者」、「大精進觀世自

在」等名，聖觀音是六觀音之一，在密宗稱為聖觀音，天臺宗稱為大慈觀音。 

  聖觀音的法像為觀世音菩薩的本像，是觀音菩薩各種法像的總體代表，

也可以說是觀音菩薩的正理標準像。聖觀音沒有像十一觀音菩薩、千手千眼、十

八臂等菩薩那樣異相。聖觀音祂是六觀音、七觀音的總體或正體。 

  在民間所說的觀音菩薩，其實指的就是聖觀音和正觀音，觀音菩薩其他

的化身，都是從這而演變而來的。同時也對應到研究者所創作出的《聖‧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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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音菩薩圖像，在作品詮釋會詳說。 

觀音菩薩主要以大悲救度為主要德行，對眾生的無限慈悲心與般若正智、圓

融無二則是祂的具體表現。在祂大悲的背後，也隱藏著無邊的大智，就是因為它

無所不在的示現，使其成為娑婆世界中與眾生最契合的一尊菩薩。凡是世界有苦

難，都在其悲憫的心中，所以說，只要有受難者虔誠的祈求，觀音菩薩就會尋聲

來救難。藉由文獻探討之觀世音菩薩化相，從中擷取與本論文的創作構思的水月

觀音菩薩、持經觀音菩薩、聖觀音菩薩的法相，進行創作，呈現出獨創的風格。 

二、觀音菩薩「相」的定義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非常重視用造像來宣揚佛法，透過菩薩的造像來造

化來教化眾生，如釋道高云：「夫如來應物，凡有三焉：一者見身，放光動地；

二者正法，如佛在世；三者像教，仿佛儀軌。仿佛儀軌，應今人情，人情感像。」

139，這段是再說因應眾生之需求，而有佛菩薩的形像以世俗化人，讓人可以歡喜

接近佛法與修習佛法。 

在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中解釋到：「相，梵語攞乞尖拏 Lakṣaṇa，見梵語雜名。

事物之相狀，表於外而想像於心者。大乘義章三本曰：「諸法體狀，謂之為相。」

唯識述記一本曰：「相謂相狀。」法華嘉祥疏三曰：「表彰名相。」」140。 

在佛光大辭典則是解釋為：「即形相或狀態之意；乃相對於性質、本體等而

言者，即指諸法之形像狀態。在《大乘入楞伽經》卷 5《剎那品》：「此中相者，

謂所見色等形狀各別，是名為相。」，另外在經典《大智度論》卷 31〈序品 1〉

所敘述：「一切法有二種相：總相，別相。」141，大乘起信論言真如有體、相、

用三大，所說相大者，謂真如之自體，有大智慧光明、遍照法界、真實識知等諸

功德義，故稱為相大。142
 

                                                 
139 曾祖蔭 著，《中國佛教與美學》，台北市：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頁 284。 
140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網址：http://www.muni-buddha.com.tw/buddhism/dictionary-google.html 

(2018.06.01) 
141 後秦‧龜茲國 三藏鳩摩羅什 譯，《大智度論》卷 31〈序品 1〉，CBETA, T25, no.1509，

頁 293。 

142 佛學大辭典 網址：http://www.muni-buddha.com.tw/buddhism/dictionary-goog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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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在佛法中的定義，即是形相或狀態之意，指的是諸法之行像狀態，相

對在於性質和本體上，其實是沒差異的，只有在名有差別而已，佛說一切法有＂

總相＂、＂別相＂兩種，法有法相，空有空相，火有火相等等，說性則為說相，

說相則為說性。相其實是可以看的見的，性是看不見的，如「真如」自體能顯現

的、體悟的，卻難以見到，也為之相「真如」是宇宙間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

增不減的實體相。只要能洞察體悟，一般人不可見，即為心性，所有事物之「相」

狀，表於外在想像於「心」者。 

在現象大師梅洛龐帝認為，身體絕對不是所理解的身體，它既有精神的、又

是物質的，示可見的身體，不可見的精神。梅洛龐帝有一個重要的理念：「肉」，

他說：「肉就是大寫存有的「培元素」。」，而這裡的培元素，不等於化學元素，

而是中國古代的金、木、水、火、土，五行那樣的形上物質條件。143 

在梅洛龐帝的《可見與不可見》一書中，開始建構新的一個存有論，根據理

論提到：「人們總是在談論他者和主體間性等問題，事實上，需要理解的是人之

外的存在，我們根據存在來理解人，而這種存在又是我們所有意識和無意識經驗

沉積的意義。144」，依據梅洛龐帝的另本書《眼與心》提到：「意義是不可見的，

但是不可見的不是可見的對立面：可見的本身有一種不可見的支架，不可見的是

可見的秘密對等物，它只出現在可見中，它不是可呈現的，它像呈現在世界中那

樣像我呈現，人們不能再世界中看到它，所有想在世界中看到它的努力都會使它

消失，然而他處在可見的線中的，它是可見的潛在家園，它是處在可見中的。」

145，他強調，意識與身體是不可分離的關係，意識和身體並不是對立的，而是意

識是身體的一部分，一切物的結構、意義之所以可以看見，是因為來自於它。不

可看見不是指沒有被看見，而是一個原則性被藏匿起來，它的理由是在我們的「看」

                                                 
(2018.06.01) 
143 梅洛龐帝 著，龔卓軍 譯，《眼與心：身體現象學大師梅洛龐帝的最後書寫》，台北市：典

藏，2014，頁 40～41。 
144 梅洛龐帝 著，羅國祥 譯，《可見與不可見的》，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頁 224。 
145 梅洛龐帝 著，羅國祥 譯，《可見與不可見的》，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頁 272～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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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中。將絕對的觀看達到存在之所是，將這種確信，應用到事物那裡，才能將

不可見當作事物。 

如同王惕在《佛教造像法》中提到對造像的定義解說：「造像，又寫作造象。

造，有製作、成就的意思，古文字為走字之側加一個吉字，謂創造的作為，實踐

產生成果為吉祥。像者，仿真製造的形象。相：容貌，樣子，存在狀態。從目，

有觀察審視之義。」146 

研究者所創作的觀音菩薩像，意義不在於「造像」上，而是想超越心所想像

的，不能只滿足於在外在的觀看，雖然繪製觀音菩薩圖像，是以人的具體形象呈

現，但要呈現菩薩的超凡，是真正的往內心觀看和感受身、心樣貌狀態，從《梵‧

水月》至《聖‧自在》的作品呈現，藉著「相‧像」的繪畫過程，把既定認為觀

音菩薩畫像的觀者，帶到不同的視覺感受，如梅洛龐帝所說的，它能使得可見者

成為可見，使得不可見得以有物質條件轉化為可見。  

                                                 
146 王惕 著，《佛教造像法》，台北市：文橋出版社，2001，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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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創作實踐 

繪製觀音菩薩不單是將形像繪製出來就好，須加入研究者的理念與情感，作

品才能顯現出其生命力，若是研究者心中有個很好的構思，卻在技巧上無法呈現

出張力，則無法將心中的想法、意境表現出來。如何將畫出心目中理想的觀音形

象呢？要怎們傳達研究者內心想表達的意涵，而觀看者也能接收到呢？擅長繪畫

白描觀音菩薩畫像的奚淞在《三十三堂札記》中提到：「觀音真的有固定形象嗎?

其實，『慈悲』和『智慧』是流傳於眾生中的生命精神，不可能成為固定形式。···

『慈悲』和『智慧』是抽象的光，而可見、可觸的觀音菩薩造像，只是窗框而已。

無論如何，對營造窗框的工匠而言，窗總該造的更監牢、更寬敞、更透亮···」

147，唯有持續的練習自己會畫的功夫，才能將觀音菩薩的外在形象掌握好，並且

由研究者的生命經驗與體悟，才能融入到觀音菩薩的造像。 

一、構圖 

研究者在繪製觀音圖像時，會先決定觀音菩薩的姿勢為立姿或是坐姿，手與

腳的擺置方式，在構圖時會依照以上的要點進行整體的氣氛與背景的設置，再將

每個元素配置妥當。如同唐代張彥遠在《論書六法》中有提到：「至於經營位置，

則畫之總要······」148，就能知道構圖的重要性，一件作品要成為加作，在訂定主題

後，需安排布置位置，由大主題至細部，每個環節部分都要注意到互相呼應、虛

與實之間的關係、遠與近的空間感等，經過一番的排列與修減後，畫面中的每個

部份，便會在恰當的位置上，呈現出與心中的畫面最佳狀態。 

構圖的布局與應用，全在創作者的用心與想法上，背景簡單但不空洞，繁複

時卻不覺得壅塞，如何將物像配置的得宜相互呼應，唯有在構圖時進行排列，就

像清代沈宗騫在《芥舟學畫編》中提到將人物與背景如何配置：「作人物布景成

局，全藉有疏密，疏者要安頓有致，雖略施樹石有清虛瀟灑之意，而不嫌空鬆··

····密者須要層層掩映，縱極重陰疊翠，略無空處，而清去自存：極往來曲折，不

                                                 
147 奚淞 著，《三十三堂札記》，台北：雄獅圖書有限股份公司，2008，頁 176。 
148 張彥遠 著，《歷代名畫記》，臺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5 年，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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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臆計，而條理愈顯。」149，所以說，構圖位置安排的好，可以使整件作品，富

有變化和充沛的生命力。 

二、技法 

在作品畫面上，使用較多的自動性技法，主要彰顯水墨材質的不確定性，水

與墨以及其他材質的混合，會有著隨機的意想不到的特性，呈現出各種不同以往

的筆墨呈現的肌理質感。就像呂松穎《當代水墨「材料學」初探》中提到的：「自

動性技法則更為豐富，其使用方式包括利用墨水的潑灑、溶劑的使用、膠鹽的排

水性、油水分離效果等，效果具有隨機偶然的性質，而呈現出各種非筆繪的肌理

質感變化。」150，從這就可知，水性顏料的流動性，基底材的吸水性等，都可以

影響到創作過程不可預期的結果，因為這樣，所以讓創作的過程與結果上都充滿

著不確定性與抽象性，最終畫面呈現初的效果也會是特別的。因受西方繪畫影響，

自動性技法是個滿普遍手用的技法，並非是將傳統筆墨肌理推翻，相反的，是將

筆墨肌理的範圍無限擴大，兩者是可互相呼應的。 

三、色彩 

色彩是為整件作品表現形式的主要媒介之一，但凡畫面的氣氛營造與藝術的

感染力，都能透過色彩來呈現，色彩應用上基本原則為「隨類賦彩」，著重在物

像上所呈現的顏色描寫，較不著重於偶然性的複雜變化的光影，在上色的方式，

便會採取適當的暈染方式，呈現獨特的韻味與趣味。 

研究者在繪製觀音菩薩像，在用色上較為鮮豔色彩，因這樣較能呈現出繽紛

的效果，在視覺上較能聚集。色彩的運用並沒有固定的方法，只要能過靈活運用。

就如同方薰所說的：「設色妙者無定法，合色妙者無定方，明慧人多能變通之。

凡設色須悟得活用，活用之妙，非心手熟習不能，活用則神彩生動，不必合色之

工，而自然妍麗。」151，所以說，心和手都要熟練，才能使色彩的功能活運，也

                                                 
149 余崑 著，《中國畫論類編 上》，沈宗騫 著，《芥舟學畫編》，台北市：華正書局有限公

司，1984，頁 533-534。 
150 呂松穎 著，《當代水墨「材料學」初探》，書畫藝術學刊，第五期，台灣藝術大學，頁

334。 
151 沈子丞 著，《歷代論畫名著彙編》，台北：世界書局，1900 年，頁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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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將觀音菩薩的內在精神、慈悲為懷、清境自在等特點呈現出來。 

    用繪畫的方式呈現觀音菩薩法相，要表現出菩薩的內在精神，藝術的表

現力是必須的。造型、比例都需要拿捏好，物象表現需「以形寫神」的要求，才

能足夠的表現出外在精神及內在的氣質，色彩的調和，物象的設置，這些各種繪

畫的元素，都須投注相當的時間與心力，才能踏實的實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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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作品詮釋 

現階段的創作當中，對於水墨材質的探索，同時也對創作題材的思考，更重

要的是找到一個適合研究者本身的方向。研究所階段的作品主要依循著學習內容

與自身想法進行階段性的創作，本章節的內容將詳細的介紹與解說，詮釋創作作

品的理念、表現形式與過程技法分析。 

第一節 梵‧水月 創作的發想 

研究者創作是以觀音菩薩為主要主角，從雲南回來後，觀音菩薩造像的好奇，

因而引起研究者的好奇心，藉此查閱許多相關書籍與佛像繪畫，水月觀音在宗教

意義裡，代表著佛教思想與美感經驗相關的兩個修行層次：觀音菩薩道的修行與

頓悟萬有性空如水月的修行，兩者皆涉及美感中的「觀」的概念。 

在陳南嶽思大禪師的《諸法無諍三昧法門》中，以水月爲譬，以喻身本及真

心：「身本及真心，譬如虛空月，無初無後,無圓滿，無出、無沒、無去來。眾

生 妄見謂生滅，大海江河及陂池，溪潭渠浴及泉源，普現眾影似真月。身身心

心如月影，觀身然欲甚相似,身本真偽亦如是，月在虛空無來去。凡夫妄見在眾

水，雖無去來無生滅，與空中月甚相似。」152，造像的象徵意義來說，水月觀音

以「水月」象徵修行觀音菩薩道的真如，又象徵的是覺悟真理的生命情境。以宗

教為主，藝術為輔，研究者選擇最為多面向的觀音菩薩為創作主題，第一幅為水

                                                 
152 陳南嶽思大禪師 撰，《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卷上，CBETA, T46, no.1923，頁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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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觀音菩薩為主題進行創作，水月一詞，譯自梵文 khasarpana，亦譯爲「空行」

153，與般若思想以「空」(Śūnyatā)的思想相關。從藝術領域跳脫不同領域時的時

空轉換，在於不同領域的思想範疇中，努力地將兩者結合一起。 

水月觀音菩薩，大多出現於月光底下，讓人有愜意悠閒感覺，對於研究者來

說繪畫是種放鬆紓壓的一個管道，在選擇畫觀音菩薩的情況下，尋找到水月觀音

無薩這幅觀音像，使用梵文加上觀音圖像，呈現出水流暢度，讓觀者在觀看上，

眼鏡不自覺也跟著上下移動著。文字從實到虛，如同念誦經文般的語調般的流暢，

使得空間有前後流動的感覺，觀音菩薩跌枷坐於石頭上，濃淡墨表現出虛與空的

前後空間感，讓觀看者在觀看時可以感受出水流的視覺享受。 

一、表現形式 

在觀音菩薩造像的背面，以觀世音菩薩的印度梵文文字為背景，讓整張圖呈

現較為神祕的空間感設計，利用文字的實虛，使得讓觀者在觀賞時，能覺得有流

動感的感覺。佛像是一種藝術的圖像式呈現，經文則是一種邏輯式的呈現，這兩

種的組合有如水月觀音在宗教意義一樣，思想與美感的綜合體。佛像因朝代不懂

所呈現的樣貌也有所不同 而經文就不同了，不論經過多少年或朝代，依舊一樣，

因此，這樣的想法，創作出以往不同格的作品。 

二、創作技法 

先將水月觀音菩薩放置要繪製的位置上，整體構圖上完整後，先將觀音菩薩

繪製完稿，再將空白處，上一層膠，重複二至三次後，調出濃淡墨後，以大筆慢

                                                 
153  李翎 著《藏密觀音造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頁 14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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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的暈染，在半乾時，使用裝有乾淨水的噴水器，噴灑畫面，使得背景氛圍產生

深淺不一的層次感，最後再以金色為文字上色，完成整體作品的氛圍。 

  

圖 4-1：以點描方式描繪水月觀音 圖4-2：開始暈染背景 

 

圖 4-3：最後將文字繪製上去，接近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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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賴奕淨，梵‧水月，2017，101cm×76cm，棉紙、墨、壓克力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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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空‧法 相創作發想 

因開始創作觀音菩薩系列作品，喚起小時候每天念誦的心經經文，因此，開

始構想，如何將經文與觀音菩薩做個結合，創作出不同氛圍得觀音菩薩畫像，將

文字結合為一幅作品，想到的就是三十三觀音其中之一的「持經觀音」，因觀音

手上拿著卷書，較接近研究者想表達的意境。 

 表現形式 

運用自動性技法在作品上，畫面中呈現出散片與碎片是已念誦方式為主概

念構思，念誦經文的同時，逐漸在心中形成佛或觀音菩薩的造像，專心一致的

念誦著，已碎小片為念誦經文的代表，念誦時逐漸形成觀音菩薩的法像。 

 技法表現 

先將棉紙揮灑顏料(如圖 3-5)，等待顏料在紙上乾後，

在將文字與觀音菩薩位置確定好後，開始將觀音菩薩法

相描繪在棉紙上，再描繪心經文字在進行彩繪觀音菩薩

(如圖 3-6)，繪畫完成後，在進行修改，使作品更能呈現研

究者心中的持經觀音相(如圖 3-11)。 

  

圖 4- 5《空‧法相》局部 

圖 4- 6《空‧法相》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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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賴奕淨，空‧法相，2018，135cm×68cm，棉紙、墨、壓克力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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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聖‧自在創作發想 

前兩張作品以文字為背景，由觀世音菩薩的梵文名號至較簡短的經典《般若

波羅蜜多心經》的結合創作，在第三張作品，研究者想走向於較無形象狀態的觀

音菩薩創作畫像，觀音菩薩在經典有提到共有許多面向，研究者便朝這方向為創

作發想。 

 表現形式  

在上一張作品，逐漸將觀音菩薩的法相，走向於無相的狀態，此時，研究

者想創作一幅符合觀音菩薩多面向的樣貌，便朝三十三觀音中之一的聖觀音法

相，具經典來說聖觀音是觀世音菩薩的本像，也就是說觀音菩薩各種法相的總

體代表，也可以說是觀音菩薩的正理標準

像。選擇總體代表，意指著要找自我的目

標，因此創作出此作品。 

 技法表現  

將聖觀音菩薩輸出為紙板，接著將紙板由

大至小剪出觀世音菩薩的形狀，先由大的紙板

放置在紙張上，在空白處上噴灑色彩，之後再

將紙板拿起來放置較小的紙板(如圖 3-8)，同時

將已有色彩的部分遮住，在將空白處噴灑不同

的色彩上去，以此類推的至到最小觀音菩薩像。 圖 4- 8：《聖‧自》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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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賴奕淨，心‧自在，2018，180cm×90cm，棉紙、墨、壓克力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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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創作研究，是由觀音菩薩為出發主體創作，藝術是生活中的一環，它不僅

能表現人生，更能表現時代精神，而繪畫創作，更是能表達創作者想傳遞的訊息。

在現階段的創作研究過程中，除了閱讀許多佛教相關書籍，及圖像，同時也攝取

當代水墨藝術的新知，並予以應用與創新，因此在創作研究上，先學習運用對的

策略與方法，再從中求新，並經由部段的自我省思，最後確定，並規劃本創作研

究方向。 

第一節 回顧與省思 

回顧「相‧像」觀音繪畫創作研究論文裡，完成了理論與創作的部分，本

結就現階段的創作研究，如下： 

一、回顧與省思 

在藝術創作過程中，主要描繪的都是研究者個人主觀思維，所完成的作品，

為了傳遞更多不同觀音繪畫創作。但要如何將個人思維能夠清楚的傳遞給觀看者，

這不僅是考驗研究者的創作功力，和包括研究者在研究所所學習的佛典與圖像等

獲得知識都能影響著作品的傳達。 

在研究所就讀當中，深深體會到研究著對於知識上的不足，於圖書館找尋相

關觀音佛典與創作資料，這些都能使研究者對於畫面的規劃與思想上都有莫大的

幫助，利用觀音菩薩的形象作為創作題材，經典閱讀，在閱讀過後，再往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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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進研究所所寫的報告，仍然有許多需要修改與加強的部分。 

不過，有明顯的感受到自我成長，藉由參加美術競賽，不斷的充實自己的技

法，在比賽當中看到不同的表現形式與手法，學習優點並不斷的嘗試，找出個人

的獨特風格。 

二、創作歷程 

藝術創作的靈感來源是一直挑戰每個藝術家的神經，要讓靈感源源不絕，就

是憑藉著一種直覺和自我表現的思維模式，在創作初期為了構思畫面能符合自我

研究的創作目標，不斷的找相關圖像意義，並在經典中排回構思，並不斷的進行

反思與重新構圖。而在工具媒材部分，尋找適合的紙張來進行創作，能使研究者

更快速的呈現傳達觀音畫像的作品。 

第二節 期望與展望 

在此階段創作論文結束，並不是創作的結束，而是踏上新的旅程開端，在研

究與創作的過程當中，仍然還有許多加強的地方，對於未來的期望與展望如下： 

一、 收與精進創作 

知識的學習與繪畫創作，沒有所謂的開始與結結束，在於題身個人的內在知

識吸收更要有源源不絕的書籍來閱讀，不僅局限於觀音繪畫相關領域之書籍，哲

學、批判及各種領域的書籍，都有助於在寫作上或者創作上，讓自己的創作更加

多元化。 

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先創作，在寫文字，會發現創作完成的作品，與事後所

寫的文字連結不上，在於繪畫方面都是用感性去創作執行的，所以導致要用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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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書寫，就會發現，創作在畫作上的元素不知如何解說，這都是因為閱讀數

量不夠的關係，所以期望以後，在創作一個主題前，先將理念寫下來，這樣有助

於未來的創作，才不會偏離主題。 

二、佛像藝術傳統與創新 

藝術是創作，而其根源來自人的心靈，而心靈的感受來自於生活的體驗，在

現今的藝術世界中，創作和欣賞已經沒有一定的觀看角度與規範，時代的進步及

科技的發達，使得創作媒材不斷的推陳出新，創作者的技法不斷的進步。 

藝術不僅能帶領著觀看者，觀照內在的自我，了解時代的進步，可以沉浸在

作品的氛圍內，使得心靈獲得真正的平靜，期望本研究成果能夠給予現代佛像藝

術不同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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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張勝溫 繪《畫梵像》154 

                                                 
154 圖片來源：翻拍劉芳如（主編）（2017）。《國寶的形成－書畫精華特展》，台北市：國立

故宮博物院。頁 11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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