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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位人文再啓佛寺志的
『靈應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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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年，時釋印光主法雨寺，因病舊志
所載，皆屬道場興廢，於觀音大士往刼本
跡事理，以及此方感應因緣，悉皆闕略，
加以舊志流通不廣，乃有意重修。

～《普陀洛迦新志・靈異門》

震旦僻絕之地，賴有龍宮祕笈、西域梵典，得以顯著於
世……又當詳閱《華嚴》、《楞嚴》、《法華》、《涅槃》
等經，然後知名山道場實為佛所住處。～《普陀洛迦新志・靈異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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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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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李圓淨言：「文殊、普賢、
觀音、地藏四大菩薩，實為一切
眾生之恃怙。師在普陀，曾請許
止淨居士作《觀音本迹頌》，發
揮觀音之深恩重德，至為周到。
師又另修王雅三所修之《普陀
志》。何不將五臺、峨眉、九華
志，亦按此例而修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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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洛迦新志靈應故事詮釋資料-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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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涼山志靈應故事詮釋資料-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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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現—聖者主動向下對世人的顯現

感通—信徒主動向上尋求聖者而得到回應

道場靈應—聖地的反饋

慰喻—寬慰曉喻，例：安州張氏……然燈，五頂供養…至中
臺…乃見天花浮空…遂持歸，觀者甚眾。（「道場靈應」類別
中的「慰喻」）

訓誡—訓示，例如：佛陀波利…震旦有文殊住處，遠涉流沙，
特來禮謁…老人曰：既不將經，徒來何益？縱見文殊，豈能識
之？汝當速返，取此經來…（「感通」類別中的「訓誡」）

徵驗—有行、有發願而有證，例：禱雨於太華池，命僧諷
《華嚴》，以合香枝灑淨。滿七日，大雨千里。（「道場靈應」
類別中的「徵驗」）。又例如：唐梵僧…持文殊五字呪，多神
異。唐天寶間，來遊清涼…攜舍利缾，夜則放光。嘗入定於中
臺之野。天花擁膝，七日乃起。（「感通」類別中的「徵驗」）

入聖境—進入神聖空間，例如：代州謝平於東臺麓，見一老
叟，招之入深谷……茆茨石室，諸仙所居…采薇囊之而歸…平
居三月復尋，終不見焉。（「示現」類別中的「入聖境」）

懲戒—危及性命的懲罰，例如：宋王在，代州人，其家豪富，
素不孝…主僧諫曰：「此龍神之地，長者何以褻慢若是
耶？」…明日登東臺…雷火涌地，在身已裂。（「道場靈應」
類別中的「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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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

顯現之真容比較

五台山

普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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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附超自然現象之比較

五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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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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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山
五台山

主角身分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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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樹的交叉比對觀察——歷代提及的經點與佛教概念

五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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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頂瑜伽文殊師利菩薩經》
～唐不空三藏譯

《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
～唐菩提流志譯 五代（10世紀）雕版印刷五台山文殊像

10thC. Mañjusri. print. Place: The British 

Museum. 

https://library.artstor.org/asset/MIDA_STEIN_12

010796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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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樹的交叉比對觀察——
歷代提及的經典與佛教概念

普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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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透過以上幾種類別的比較，資料庫提示了幾個值得注意的資訊，意即文殊的化身強調

老人以及特異的老僧人，呈現了長年苦修僧的形象。而且文殊菩薩更樂於以這種形象來

督促修行者實現更高的理想。普陀觀音的化身不多，而且加入道教元素；而普陀山的超

自然現象中，某些關於附身與魂魄的故事，也暗示了此地對民間信仰的融合。至於，真

容的顯現，反而以觀音為大宗，文殊顯現真容的機會不多。這或許也是民眾更熱切禮拜

潮音洞、求見觀音真容的關係。

總結來說，五台山是一個強調修持佛法的道場，靈應活動與僧人緊密結合，展現出對

於文殊化境，也就是置身神聖空間的嚮往，各種超自然的燈光奇蹟往往遍及各山頂，這

展現了將整個五臺納入神聖空間的企圖，也使廣大的山區成為文殊菩薩游化的大舞台。

而普陀山雖然鮮少強調該地與佛教經典或修行的關連，但觀音在潮音洞中頻繁顯現真容，

以另一種方式吸引官民，達到勸慰、安撫人心的效果，卻是以另一種完全不同於五台山

的方式，成為平易近人的信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