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藏法會開示》 

地藏王菩薩的由來 

地藏王菩薩，梵語：Ksitigarbha，在《地藏十輪經》中，是這麼

描述的，「安忍不動，猶如大地，靜慮深密，猶如秘藏」，崇山峻

嶺、一切生命皆依地而生成，比喻世間一切自利利他的功德善法，依

地藏王菩薩而存在；地藏王菩薩像大地一樣，能含藏種種功德、含藏

一切妙法，能負載一切眾生，從痛苦的此岸到光明極樂的彼岸。 

佛教寺院中的地藏王菩薩形像很有特點，菩薩多為頭戴寶冠、身披天

衣、瓔珞裝飾，而地藏王菩薩則多為光頭或是頭戴毘盧冠，身披袈裟

的出家僧人之相，一手持錫杖，一手持蓮花，或是手持幡幢、寶珠

等。 

據《地藏菩薩十輪經》記載，地藏菩薩在五濁惡世(即劫濁、見濁、煩

惱濁、眾生濁、命濁)中濟度眾生，為了讓眾生能深信因果，皈依三

寶，所以顯示出家僧人相。 

「地」意指腳下的大地，世間萬物皆出生於大地，故地有出生和承擔

一切事物的意涵。 

根據《華嚴經》，菩薩十地精進修行，能以十種智在內心生起法，未

來成就佛位，所說的地就是心地，而心能生出、支配和承擔一切。 

因而，地藏菩薩的名號具有心含藏出生一切和承擔的涵義，我們要從

中學習地藏菩薩發願承擔。 

《地藏經》詳述地藏菩薩修行的遠因，立下弘願，度盡眾生方成佛

道。四大菩薩悲、智、願、行各具特質。 

我佛說法度生四十九年，機薪已盡，應火將熄，特於涅槃前三月，以

應身上昇忉利天宮，說法度母，說此《地藏菩薩本願經》。事前放種

種光明，出種種音聲，召集十方世界分身地藏菩薩，稱揚讚歎其四種

不可思議的功德，最後以自入涅槃至彌勒出世中間所有眾生，囑累地

藏菩薩一肩擔任。此何意哉？誠以地藏大士，過去因地身為婆羅門女

及光目女，悉皆救拔母難，發大誓願，度盡眾生，方證菩提。於此證

明世尊以世出世間之大孝，垂訓十方三世的四眾弟子。 



地藏王菩薩在過去世中，曾經幾度救出自己在地獄受苦的母親；並在

久遠劫以來就不斷發願要救度一切罪苦眾生尤其是地獄眾生。所以地

藏王菩薩同時以「大孝」和「大願」的德業被佛教廣為弘傳。也因此

被普遍尊稱為「大願地藏王菩薩」。 

地藏菩薩的大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廣為佛教徒所認知，然而更

需要深入認識地藏菩薩大悲大願的內涵。 

《地藏經》第三品「觀眾生業緣」敍述閻浮眾生因不孝和種種罪而受

到無間地獄的苦;  

第五品「地獄名號」說明地獄名稱和墮入地獄的因果。 

第七品「利益存亡」描述若是犯了五無間罪(弒父、弒母、弒阿羅漢、

破和合僧、出佛身血），墮入大地獄要受千劫萬劫的苦報，永無止

境，連同其他十品都是教導我們要恭信地藏菩薩、進德修業、行為向

善。 

《地藏經》的重點是善惡因果昭然、勸導世人行孝和實踐大悲大願菩

薩行，能夠入心是非常重要。佛教最高的目標是希望每一個人都能成

佛，下手處就是《地藏經》所說的，要明白善惡因果，「人成即佛

成」，把人做好，成佛就有希望。 

大願心建基於大悲心，勉勵大眾要效法地藏菩薩對生命作出承擔，甚

至透過逆境長養大悲心，更要提起菩提心，數數發起，此生必定圓

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