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隋唐观音信仰中国化的基本特征
成绩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重庆 )

  隋唐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菩萨信仰是大乘佛教的核心,而

观音信仰又是菩萨信仰中最流行的一种信仰形态。观音信仰自

从汉魏时代传入中国以后, 很快就流行起来。达到 "家家阿弥

陀, 户户观世音 "的信仰盛况。成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思想文化

现象。

观音信仰在中国的形成、流变及其中国化, 因为其传入中国

的不同地域, 从而形成汉族化、藏族化、傣族化、白族化等许多不

同的体系, 本文的中国化则指汉族化。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至隋唐时期而形成的中国化的观音信

仰, 虽然继承了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许多重要因素, 但已具有了

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适应性  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 宗教与社会政治之间

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 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 不同宗教那里,

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会有不同的表现。有时是社会政治处于绝

对主导的地位, 而有时则是宗教居于主导的地位。隋唐时期, 传

入中国汉地的观音信仰主动适应封建统治,在与皇权的关系上处

于依附和从属的地位。例如, 唐朝初期法琳在佛道斗争中著 5辨

证论6,惹怒了唐太宗, 被投进监狱。因其所著5辨证论 ) )中有念

观音临刀不伤的话, 太宗给他七日时间, 让其念观音名号,看其能

否应验。期限到后, 法琳说: "自隋季扰攘, 四海沸腾, 役毒流行,

千戈竞起, 兴师相伐, , ,琳于七日已来, 不念观音, 惟念陛

下。"6问其为何不念观音惟念陛下, 法琳答: "伏承观音圣鉴, 尘

形六道, 上天下地,皆为师范。然大唐光宅四海, 九夷奉职, 八表

刑清, 君圣臣贤,不为枉滥。今陛下子育恒品如经,即是观音。既

其灵鉴相符, 所以惟念陛下。" [ 1]法琳的话可视为观音信仰向封

建皇权妥协的一个典型事例。总之,对社会政治环境的适应是隋

唐时期观音信仰在中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2 简易性  在整个观音信仰体系当中, 除了 5心经6和 5楞

严经6所阐释的磐若思想含有较强的哲学思辩色彩之外, 观音信

仰之中并没有高深难解的理论,也不需要有文化程度与理论兴趣

的前提条件。观音信仰在理论上主要是围绕着树立一种不需要

理论证明的 "他力 "的形象而展开的; 在实践上主要是围绕如何

获得 "他力 "的感应而展开的, 只需要虔诚的信仰和努力的奉行。

而在实践上, 观音信仰最核心的修持方式就是称名, 即称 "观世

音菩萨 "就行, 或者再加上 "南无 "、"大慈大悲 "、"广大灵感 "等

表示归依和赞扬的词语。最流行的密教观音法门就是六字真言

(嗡嘛呢叭弥 ), 另外一种非常流行的大悲咒, 也只有 84句, 410

个汉字。唐代还出现了许多自编的观音咒, 例如 5白衣大士神

咒6: "天罗神,地罗神, 人离难, 难离身, 一切灾殃化为尘。"[ 2]就

是从唐朝开始流传下来的, 这是中国人自己添加的咒 ,更加顺口

易诵。

3 普及性  古代印度的观音信仰自魏晋时代传入中国之

后, 由于正好填补了中国文化中慈悲救世宗教思想的缺失, 适应

了当时动荡不宁、苦难深重的社会特征。在外来佛教信仰者的推

动下, 观音信仰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后秦鸠摩罗什重译5法华

经 6之后,伴随着这个权威译本的流行, 观音信仰更加深入中国

社会的各个领域。与此同时,古代印度各种观音信仰的经典都相

继传入中国,不断推动着观音信仰的传播。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

的中国人的理解、吸收并逐渐接受, 到了隋唐时期,观音信仰已经

在中国达到非常普及的程度。这种普及,不但表现在来自古代印

度的各种观音信仰在中国的广泛流行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中国

社会各个阶层对这种信仰的普遍接受上。总之, 隋唐时期, 观音

信仰在中国所达到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了佛教体系中的其他佛

菩萨信仰。

4 渗透性  观音信仰并非一种内涵单薄的神灵崇拜, 而是

一种结构庞大、内容丰富的宗教文化体系, 其中所包含的伦理观

念、文学形式、艺术内涵、宗教礼仪、民间风俗等许多文化因素,对

隋唐社会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唐代马郎妇

观音形象的出现,说明观音被赋予伦理教化的社会功能。而送子

观音的出现又是儒家子嗣观念的一种反映。如在 ( (续高僧传#

感通6中记载了魏晋至唐初大量有关称念观音冥佑事。如一心

称念观世音可驱鬼、疗疾、刀斩不伤。"释僧融 "条、"释慧达 "条、"

释法力 "条等所记即是。诗文中亦有大量表现观音信仰的。王

勃还著有5观音大士赞 6 ( 5全唐诗6卷七百九十二 )。另外, 在

5全唐文6中亦记有大量造观音像、绣观音像修功德的记载。观

音等佛教人物常常是画家笔下的素材, 盛唐 "画圣 "吴道子的宗

教画迹, 仅在长安、洛阳两地的作品,就有三百余壁之多。明代诗

人梁时过江宁,见吴道子画的观音刻石, 赋诗记其事, 其中有句

云 : "真迹渺难得, 摹迹遍江东。"[ 3]

5 融合性  古代印度的观音信仰自从传入中国以后, 不断

根据中国具体的社会与文化环境而随时对自己进行改变, 以便同

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如魏晋时期就传入中国的净土往生型观

音信仰无法在中国立足,东晋南北朝时期依然难以引起中国人的

热烈回应,这种信仰形态只好听命于中国人的选择。当时救难型

观音信仰形态的一枝独秀, 并不是西来弘法僧们选择推广的结

果 ,而是中国社会与文化选择接受的结果。还有智慧解脱型观音

信仰,尽管在很早的时候就传入中国, 可是直到唐玄奘之后才兴

盛起来。另外,密教观音信仰在晚唐以后为了在中国存续自己的

生命,只好省去复杂的礼仪规定, 改掉不符合中国人习惯的各种

做法,只留下能为中国人接受的部分。隋唐时期, 观音信仰受中

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在身世、显化、灵感、道场等信仰因素上发生

改变, 同时吸收儒家伦理观念, 掺入孝道、仁善等思想, 受道教文

化的影响而出现 "观音签 " 、"观音课 "等信仰内容, 都是观音信

仰不断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结果。可以说, 没有这种融合,也

就没有隋唐时代中国的观音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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