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藏菩薩與娑婆世界眾生特別有緣，即使我們是出了名的「剛強難

化」，地藏菩薩仍毅然接受佛陀的囑託，在釋迦牟尼佛入滅之後，彌勒佛出

世之前的這段期間，陪著我們成長，栽培善根，保護攝受一切眾生不墮入三

惡道，升到人天乃至得到解脫。身為末法時代的修行人，我們何其幸運，能

夠受到地藏菩薩與其無量無邊眷屬的護持度化。

地藏菩薩的應化道場在九華山，原名九子山，山高數千丈，上有九峰如

蓮花，因李白作詩稱之為「九華」而更名。早期九華山是道家修行之地，唐

代時，一位新羅國王族金喬覺，24歲出家，法名地藏，攜白狗「諦聽」渡海

來到中國，四處參學。據說他頸項高起，骨骼清奇，身長七尺，力氣有百人

之大。金喬覺到安徽池州九華山時，看到這裡的山峰狀似蓮花，聳秀幽奇，

歎為稀有，於是棲居在深山的岩洞裡，渴了喝溪水，餓了吃觀音土，雖常被

毒蟲蟄咬，卻仍端坐泰然。地藏還到百餘里外的南陵，請俞蕩等人抄寫四部

經書，有了經書之後，他便徹底遠離凡塵，精進潛修。後來當地士族爬山時

偶然發現了地藏，大為感動，發心為他建廟，找到了九華山地主閔讓施捨土

地。閔讓也是位樂

善好施的佛弟子，

讓地藏盡取所需。

地藏說：「一袈裟

足矣」，將袈裟往

空中一拋，竟然將

九華山的大小山頭

全蓋住了。開心的

閔公馬上讓自己兒

子跟著地藏出家，

法名道明，後來自

己也追隨出家。因

此，今天九華山地

藏聖像的左右脅侍皆為閔讓父子。

化城寺建好後，各方僧人雲集於此，地藏的老鄉新羅僧人尤多。人多飯

量大，地藏便率眾開山掘地，種稻種茶，生活條件雖然艱苦了些，但大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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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向道，禪悅為食。《全唐詩》收錄有地藏的一首〈送童子下山〉：

空門寂寞汝思家，禮別雲房下九華。愛向竹欄騎竹馬，懶於金地聚金沙。

添瓶澗底休招月，烹茗甌中罷弄花。好去不須頻下淚，老僧相伴有煙霞。

唐貞元十年（794年）農曆七月三十，金喬覺99歲，忽然召來眾徒告別，跏趺圓寂。相

傳當時「山鳴石隕，扣鐘嘶啞，群鳥哀啼，地出火光」。地藏的肉身置於函中，三年後

開缸，發現「顏色如生，兜羅手軟，羅節有聲，如撼金鎖」（面容如生，手軟如綿，抬動骨節好像

撼動金鎖鏈一樣）。合乎「菩薩鉤鎖，百骸鳴矣」的菩薩應世徵兆。

再說地藏信仰的發展，隋代菩提燈譯出《占察善惡業報經》，唐代實叉難陀譯《地

藏菩薩本願經》、玄奘大師譯《地藏十輪經》，從此地藏信仰普及各地，深入民間。唐

代名士李白、司空圖等人都十分敬仰地藏菩薩，李白的〈地藏菩薩讚〉云：

本心若虛空，清淨無一物。

焚蕩淫怒癡，圓寂了見佛。

五綵圖聖像，悟真非妄傳。

掃雪萬病盡，爽然清涼天。

讚此功德海，永爲曠代宣。

明代時，因金喬覺法名地

藏，生平事跡及圓寂的瑞相又合乎

菩薩形跡，故被認為是地藏菩薩的

示現，坐化之日七月三十也成為紀

念地藏菩薩的重要節日。明清以來，九華山名聲遠播，逐漸形成與五台山文殊、峨眉山普

賢、普陀山觀音相並稱的四大道場。目前九華山上約有寺廟一百座，較著名的有真身寶殿

（供奉地藏菩薩肉身）、化城寺、甘露寺、東崖寺、百歲宮、祇園寺。

自唐至今，九華山的高僧輩出。海玉和尚於萬曆年間來九華山東崖峰結茅，用功苦

修，隔絕塵世，以28年的時間，用自己的舌血羼金粉恭書《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共

八十一卷，至今保存完好。蕅益大師也曾住九華山專修地藏法門，相關著作甚多。九華山

上有據可查的肉身裝金像即有十數尊，除地藏菩薩外，還有明代海玉（無暇），清代隆山、法

地藏菩薩與九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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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常恩，民國華德、定慧，以及現代大興、慈明、明淨、仁義師太（首尊比丘尼肉身菩薩）等。

一次結夏安居，佛陀來到忉利天宮為母親說法，內容是地藏菩薩的報恩法門，就有

了《地藏菩薩本願經》。很多人對經義有誤解，以為是專門超度冤親債主的，或是專講

因果、地獄果報，這豈不是買櫝還珠？《地藏經》講述了地藏王菩薩過去生如何發起菩

提心，發菩提心後如何護持眾生

的方法。地藏菩薩誓願宏深，慈

悲廣大，早在無量劫以前就證得

了三德密藏（已經成佛）。因度化眾

生慈悲心殷切，故未示現為佛，

分出千百億化身來度脫一切苦惱

眾生。因此不要小看我們身邊的

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是地藏菩

薩的示現。地藏菩薩安忍不動，

猶如大地，靜慮深密，猶如秘

藏。不管眾生是保護還是破壞大

地，大地都一視同仁地承載、養育眾生；菩薩的心也猶如大地一般，對一切眾生平等、

慈悲。因此，地藏菩薩度化眾生的數量之多，三世諸佛晝夜不斷宣說也無有窮盡。

凡讀過《地藏經》者，都會被菩薩的孝心純篤深深震撼。表面上，地藏王菩薩的過去

生光目女、婆羅門女是為了救母親出地獄不再受苦，且捨盡家財供養、發大願。但事實上，

她們發的願不僅為救度自己親人，而是超越時間、空間，救度一切罪苦眾生，一切眾生成佛

之後，自己再成佛道。我們經歷了無數次的輪迴，菩薩觀察到一切眾生都是我們過去生的母

親，所以菩薩的孝心不只針對現世的母親，對所有眾生都有一顆孝順、報恩的心。

因此我們誦讀《地藏經》的時候，要學習地藏王菩薩的大孝，依止發起廣大的菩提

心。對於眾生的苦感同身受，觀察他們是過去生的母親，對我們有大的恩德，此時正在

受苦。不斷地透過這種思惟觀察，菩提心就會不斷增長。但慈悲心和菩提心並不純粹是

感性的，否則容易退轉，要通過智慧的抉擇與判斷。業力不敵願力，「地獄不空，誓不

成佛」的大願非地藏菩薩專屬，是每一個眾生自性本自具足的，但大智慧才能引導成就

大願力，透過菩薩的威德力加持，自己的智慧引導，和合作用之下，定能發揮願力。願

一切眾生速脫苦海，速成佛道！
作者為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現任中國浙江省博物館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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