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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感
故
形
有
殊
別─

           

亞
洲
的
觀
音
造
像

王
鍾
承

傳
播
至
亞
洲
各
地
的
佛
教
信
仰
有
如
種
子
一
般
，
因
文
化
有
別
，
吸
收
不
同
養
份
地
成
長
，
發
展
出
各
具
特
色
的
造
像
果

實
，
正
如《

法
苑
珠
林》

卷
三
十
三
所
言
：「

法
身
無
像
，
因
感
故
形
，
感
見
有
參
差
，
故
形
應
有
殊
別」

。
然
其
造
像

的
本
質
不
變
，
即
為
了
令
眾
生
離
苦
得
樂
，
得
到
終
極
解
脫
的
初
衷
不
變
。

的
佛
典
中
譯
為
﹁
觀
音
﹂
或
﹁
觀

世
音
﹂
，
因
為
︽
法
華
經
．
普
門

品
︾
提
及
若
稱
其
名
號
，
祂
將
觀

其
音
聲
，
受
難
者
即
得
解
脫
；

而
到
了
唐
代
的
玄
奘
︵
六○

○
—

六
六
四
︶
對
該
梵
名
有
了
不
同
的

解
釋
，
著
重
其
智
慧
通
達
無
礙
，

譯
為
﹁
觀
自
在
﹂
。
在
東
南
亞
常

見
的

就
是
觀
音
，
而
其

稱
謂
則
為
﹁
世
自
在
﹂
或
是
﹁
世

主
﹂
。
而
觀
音
造
像
的
多
樣
化
更

是
令
人
目
不
暇
給
，
本
次
﹁
探
索

亞
洲
﹂
特
展
之
中
就
有
一
個
單
元

展
示
院
藏
的
觀
音
像
，
試
圖
勾
勒

觀
音
信
仰
在
亞
洲
的
多
元
面
貌
。

含
苞
待
放—

觀
音
像
的
肇
始

前
言西

元
前
六
世
紀
釋
迦
牟
尼

創
立
了
佛
教
，
試
圖
令
個
人
自

覺
，
以
悟
得
解
脫
之
道
，
離
苦
得

樂
。
然
而
隨
著
時
代
和
教
義
的
演

進
，
利
他
主
義
逐
漸
萌
芽
，
以
智

慧
教
導
諸
有
情
解
脫
的
菩
薩
因
應

而
生
。
祂
已
達
成
佛
的
境
界
，
但

在
所
有
眾
生
得
度
之
前
，
不
願
離

開
人
世
、
獨
自
成
佛
。
菩
薩
的
出

現
反
映
著
大
乘
佛
教
︵
約
西
元
一

至
六
世
紀
︶
教
義
的
演
進
，
祂
是

大
乘
佛
教
諸
神
祇
之
中
的
最
佳
典

範
。

在
諸
多
菩
薩
之
中
，
觀
音

是
最
重
要
且
最
受
信
徒
信
賴
的
菩

薩
之
一
，
就
從
收
錄
於
大
藏
經
的

中
文
譯
經
來
看
，
有
關
觀
音
的
經

典
多
達
八
十
餘
部
，
可
見
其
重
要

性
；
而
其
信
仰
遍
佈
亞
洲
各
地
，

甚
或
至
今
仍
盛
行
不
墜
，
其
受
信

賴
的
程
度
可
見
一
斑
。

觀
音
信
仰
的
發
展
十
分
多

元
，
以
其
宗
教
意
涵
而
言
，
在

中
日
韓
等
漢
文
化
圈
的
地
域
之

中
，
祂
被
視
為
慈
悲
的
化
身
，
此

乃
承
襲
印
度
的
傳
統
；
在
東
南

亞
則
奉
祂
為
宇
宙
的
主
宰
，
藏
傳

佛
教
的
信
徒
則
堅
信
祂
為
雪
國

的
守
護
神
，
轉
世
為
其
統
治
者
和

宗
教
領
袖
。
觀
音
信
仰
發
展
的
多

元
性
還
不
僅
只
止
於
此
，
甚
至
連

祂
的
名
稱
也
不
例
外
：
梵
名
為

在
中
國
早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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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像
的
出
現
應
該
在
紀
元

的
前
後
，
而
菩
薩
像
的
造
作
也
應

隨
著
大
乘
佛
教
的
興
起
和
傳
播
而

產
生
。
以
貴
霜
王
朝
︵
西
元
一
至

三
世
紀
︶
造
像
的
兩
大
中
心─

─

秣
菟
羅
和
犍
陀
羅
而
言
，
約
在

西
元
二
世
紀
就
已
經
出
現
了
觀

音
造
像
，
印
度
早
期
觀
音
造
像

的
特
徵
並
未
定
型
，
有
左
手
持

瓶
、
右
手
施
無
畏
印
的
華
麗
王

子
裝
束
造
型
，
也
有
手
持
蓮
花

的
觀
音
造
像
，
是
為
印
度
常
見

之
造
像
；
而
稍
後
，
出
現
冠
有

化
佛
的
觀
音
像
，
即
根
據
佛
典

︵
即
漢
譯

的
︽
觀
無
量
壽
佛
經
︾
︶
所
創
作

出
來
的
菩
薩
像
；
甚
至
也
產
生
了

右
手
支
頤
的
思
惟
觀
音
。
思
惟
觀

音
像
一
直
到
七
、
八
世
紀
仍
然
盛

行
，
尤
其
是
斯
瓦
特
河
谷
︵S

w
a
t 

V
a

lle
y

︶
地
區
，
如
圖
一
的
蓮
花

手
觀
音
就
是
以
思
惟
的
姿
態
呈

現
。
該
菩
薩
呈
舒
姿
之
坐
式
，
祂

的
髮
髻
高
聳
，
所
戴
的
華
冠
之
中

有
化
佛
，
新
月
般
的
陰
刻
雙
眉
、

細
長
柔
和
的
雙
眼
和
微
笑
的
雙
唇

令
人
有
親
切
祥
和
之
感
；
右
手
指

頰
作
思
惟
狀
，
左
手
持
蓮
，
袒
露

的
上
半
身
只
有
簡
單
的
瓔
珞
和
手

環
，
下
裳
的
衣
紋
稠
密
，
壯
碩
的

體
態
和
身
軀
量
感
的
表
現
頗
有
笈

多
︵
約
三
二○

—

六
世
紀
末
︶
造

像
風
格
的
遺
風
。

作
思
惟
狀
乃
是
因
為
觀
音
正

在
思
惟
眾
生
的
解
脫
之
道
，
而
其

左
手
所
持
的
含
苞
蓮
花
則
象
徵
一

切
有
情
自
性
清
淨
的
心
蓮
。
菩
薩

以
其
大
悲
之
心
，
將
渾
沌
眾
生
的

心
蓮
打
開
，
故
觀
世
音
又
名
蓮
花

手
菩
薩
。

綻
放
光
芒—

觀
音
像
的
傳
承

佛
教
自
恆
河
流
域
開
始
向
外

傳
播
，
其
路
線
大
致
可
分
為
向
北

和
向
南
兩
個
方
向
。
往
北
首
先
傳

到
印
度
中
部
的
秣
菟
羅
地
區
以
及

巴
基
斯
坦
北
部
和
阿
富
汗
東
部
的

犍
陀
羅
地
區
，
然
後
再
往
中
亞
、

中
國
、
韓
國
、
日
本
、
越
南
等
地

發
展
；
而
往
南
則
傳
到
南
印
度
、

斯
里
蘭
卡
和
東
南
亞
等
地
。
觀
音

信
仰
自
然
也
是
隨
著
該
路
線
在
各

圖一    蓮花手觀音    印度    八至九世紀    彭楷棟先生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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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觀音菩薩坐像    中國    遼代（907－1125）    
彭楷棟先生捐贈

衣
，
是
遼
代
菩
薩
常
見
的
裝
束
；

一
改
微
笑
之
慣
例
，
此
尊
觀
音
像

表
情
嚴
肅
，
帶
有
濃
厚
的
內
省
神

韻
，
同
時
，
此
造
像
重
視
身
體
量

感
和
衣
褶
流
暢
的
表
達
，
皆
顯
示

此
尊
菩
薩
保
有
唐
代
造
像
之
餘

韻
。

除
了
顯
教
的
觀
音
像
之
外
，

密
教
觀
音
也
盛
行
於
中
國
，
早
在

西
元
六
世
紀
中
葉
至
八
世
紀
上

半
葉
之
間
，
許
多
高
僧
如
開
元

三
大
士
的
金
剛
智
︵
六
七
一—

七
四
一
︶
、
不
空
︵
七○

五—

七
七
四
︶
等
，
他
們
陸
續
翻
譯
大

量
密
教
經
典
，
如
︽
十
一
面
觀
音

神
咒
經
︾
︵
五
六
四
︶
、
︽
十
一

面
神
咒
心
經
︾
︵
六
五
六
︶
、

︽
千
手
千
眼
無
礙
大
悲
心
陀
羅

尼
經
︾
︵
七
世
紀
︶
、
︽
七
俱

胝
佛
母
准
提
大
明
陀
羅
尼
經
︾

︵
七
二
三
︶
等
，
內
容
介
紹
十
一

面
觀
音
、
千
手
千
眼
觀
音
、
準
提

觀
音
等
菩
薩
的
形
象
與
其
相
應
的

供
養
禮
拜
儀
軌
、
咒
語
，
使
得
觀

音
信
仰
能
因
應
各
種
信
徒
之
需

求
，
進
而
造
作
出
各
種
不
同
形
象

的
觀
音
像
，
而
影
響
其
造
像
盛
衰

的
因
素
則
十
分
複
雜
。

地
播
種
，
繼
而
開
花
結
果
，
使
得

亞
洲
各
地
的
觀
音
造
像
綻
放
出
無

比
的
光
芒
。

以
中
國
為
例
，
觀
音
受
到

重
視
和
禮
拜
應
是
受
到
自
西
元
三

世
紀
末
以
來
，
諸
多
高
僧
譯
經
和

宣
揚
的
影
響
之
下
，
以
其
大
悲
性

格
之
故
，
順
應
諸
有
情
之
不
同
根

性
，
變
現
教
化
眾
生
，
觀
音
信
仰

受
到
廣
大
信
眾
的
歡
迎
，
至
今
已

有
一
千
七
百
餘
年
的
歷
史
。
在
此

長
期
的
薰
習
之
下
，
其
信
仰
的
內

容
豐
富
，
不
但
承
襲
印
度
信
仰
的

傳
統
，
其
圖
像
可
分
為
顯
教
和
密

教
觀
音
兩
大
類
，
更
有
脫
離
正

統
經
典
之
外
的
自
創
圖
像
︵
後

詳
︶
。目

前
發
現
最
早
的
觀
音
造
像

應
屬
甘
肅
永
靖
炳
靈
寺
第
一
六
九

窟
︵
四
二○

︶
北
壁
第
六
龕
的
脇

侍
菩
薩
立
像
，
然
其
造
像
特
徵
與

一
般
的
菩
薩
無
異
，
所
幸
其
頭
光

左
側
墨
書
﹁
觀
世
音
菩
薩
﹂
之
題

記
，
得
以
辨
認
；
而
最
早
冠
有
化

佛
的
觀
音
像
應
該
是
山
西
大
同
雲

岡
石
窟
的
第
十
七
窟
︵
開
鑿
時
間

四
六○

—

四
六
五
︶
南
壁
第
二
層

東
側
佛
龕
的
脇
侍
菩
薩
立
像
，
自

此
，
冠
有
化
佛
的
觀
音
圖
像
盛
行

於
中
國
各
地
，
直
至
今
日
。

本
次
展
出
的
遼
代
︵
九○

七—

一
一
二
五
︶
觀
音
菩
薩
像

︵
圖
二
︶
就
是
屬
於
這
一
類
的
圖

像
，
華
麗
的
寶
冠
之
中
，
見
一
禪

定
的
阿
彌
陀
佛
，
顯
示
兩
者
之
間

傳
承
的
關
係
，
即
觀
音
在
祂
入
滅

之
後
，
為
其
補
儲
，
承
其
遺
志
，

繼
續
救
渡
諸
有
情
；
冠
繒
披
肩
而

下
，
右
手
拳
屈
至
胸
，
似
有
持

物
，
可
能
是
未
敷
蓮
花
，
也
有

可
能
是
灑
淨
之
用
的
楊
柳
︵
後

詳
︶
，
衣
服
層
次
繁
多
，
內
著
長

袖
衣
，
外
有
雲
領
半
袖
的
短
衫
，

其
上
再
穿
右
袒
式
袈
裟
，
肩
披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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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明
代
︵
一
三
六
八

—

一
六
四
四
︶
的
準
提
觀
音
菩
薩
坐

像
︵
圖
三
︶
為
例
，
該
像
所
依
據

的
經
典
為
︽
七
俱
胝
佛
母
准
提
大

明
陀
羅
尼
經
︾
和
︽
七
俱
胝
佛
母

所
說
准
提
陀
羅
尼
經
︾
，
雖
然
該

經
典
早
在
唐
代
分
別
為
金
剛
智
和

不
空
所
譯
，
但
是
隨
著
唐
密
的
式

微
，
準
提
信
仰
有
如
埋
在
土
中
的

種
子
一
般
地
沈
潛
著
；
一
直
到
了

遼
代
天
祐
皇
帝
︵
一○

五
六—

一
一○
一
︶
時
，
該
信
仰
才
現
出

生
機
，
即
歸
功
於
︽
顯
密
圓
通
成

佛
心
要
集
︾
之
完
成
，
因
為
該
書

將
密
教
的
準
提
法
融
於
顯
教
的
華

嚴
義
學
之
中
，
令
準
提
法
有
了
復

甦
機
會
。
而
明
代
著
名
的
禪
師
們

和
權
貴
們
對
於
靈
驗
的
準
提
法
更

是
篤
信
不
疑
，
如
震
棲
袾
宏
禪
師

︵
一
五
三
五—

一
六
一
五
︶
、

憨
山
德
清
禪
師
︵
一
五
四
六—

一
六
二
三
︶
、
名
宦
項
蘭
齋
︵
活

動
於
十
六
世
紀
末
︶
及
其
孫
項
謙

︵
活
動
於
十
七
世
紀
︶
都
十
分
熱

衷
該
法
的
修
持
，
故
準
提
信
仰
在

明
代
甚
為
流
行
，
準
提
觀
音
造
像

的
數
量
自
然
也
開
始
增
加
。

圖
三
的
準
提
菩
薩
頭
戴
華

冠
，
雙
頰
豐
圓
、
五
官
呈
寧
靜

沈
思
之
感
，
結
跏
趺
坐
於
蓮
台
之

上
，
上
身
頎
長
，
瓔
珞
、
臂
釧
、

衣
紋
的
表
現
皆
趨
概
念
化
，
具
明

代
造
像
風
格
之
特
點
；
其
圖
像
特

徵
為
三
眼
十
八
臂
，
手
或
結
印
，

或
持
法
器
，
如
劍
、
數
珠
、
鉤
、

金
剛
杵
、
如
意
寶
幢
、
蓮
花
、
澡

灌
、
索
、
法
輪
、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夾
等
等
，
修
法
者
若
欲
求
得
十
八

不
共
之
法
，
即
佛
、
菩
薩
所
特
有

之
功
德
，
則
應
依
上
述
經
典
之
儀

軌
，
觀
想
該
尊
菩
薩
的
十
八
臂
。

這
種
多
臂
並
持
拿
各
種
法

器
的
密
教
造
像
屢
見
不
鮮
，
異
於

常
人
的
形
貌
象
徵
其
法
力
無
邊
，

早
在
西
元
七
世
紀
印
度
奧
利
薩
︵

︶
就
已
經
出
現
四
臂
觀
音

像
。
圖
四
是
一
件
西
元
八
至
九
世

紀
中
爪
哇
時
期
的
四
臂
觀
音
像
，

然
惜
前
二
臂
已
殘
，
不
過
，
左
肩

上
的
蓮
花
、
右
上
手
的
念
珠
和
其

冠
上
的
彌
陀
坐
像
都
能
確
定
此
尊

造
像
確
為
觀
音
菩
薩
。
祂
頂
梳
高

圖三    準提觀音菩薩坐像　中國　明代（1368－1644）    彭楷棟先生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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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四臂觀音像　印尼　中爪哇時期　八至九世紀    彭楷棟先生捐贈

髻
，
頭
戴
華
冠
，
表
情
肅
穆
，
長

髮
及
肩
，
上
身
裸
露
僅
斜
披
天

衣
，
而
下
半
身
雖
著
有
長
裾
，
卻

也
曲
線
畢
露
，
展
現
肌
肉
的
彈

性
和
身
軀
的
渾
圓
。
祂
的
體
態
壯

碩
，
很
顯
然
的
是
受
到
帕
拉
美
術

的
影
響
。

西
元
七
世
紀
末
，
正
值
義

淨
︵
六
三
五—

七
一
三
︶
於
東

南
亞
旅
行
，
而
在
︽
南
海
寄
歸

內
法
傳
︾
描
述
在
盛
行
上
座
部
佛

教
的
東
南
亞
之
中
，
室
利
佛
逝

是
唯
一
屬
於
信
仰
大
乘
佛
教
的

國
家
。
而
稍
後
的
賽
蘭
陀
羅
王

朝
︵

，
約
七
五○

—

九
二
九
︶
護
持
佛
教
不
遺
餘
力
，

不
但
派
遣
留
學
僧
至
佛
學
中
心─

─

那
爛
陀
研
習
，
甚
至
在
該
地
建

立
寺
院
，
以
供
該
王
朝
留
學
僧
停

留
學
習
之
所
，
而
印
度
帕
拉
王
朝

︵
約
七
五○

—

十
二
世
紀
︶
也

為
了
維
持
該
寺
院
的
開
銷
，
將
五

個
村
落
捐
獻
給
該
寺
院
的
爪
哇
僧

人
，
可
見
前
者
與
後
者
的
關
係
匪

淺
，
其
美
術
自
然
受
到
帕
拉
風
格

的
影
響
，
其
遺
例
頗
多
，
許
多
出

土
的
金
銅
佛
像
皆
可
以
為
證
，
例

如
上
述
的
觀
音
像
。

果
實
累
累—

觀
音
像
的
變
化

相
同
的
圖
像
在
柬
埔
寨
也

遺
存
了
不
少
例
子
，
本
次
展
出
一

件
訂
年
於
西
元
十
二
至
十
三
世
紀

的
四
臂
觀
音
像
︵
圖
五
︶
應
為
一

佳
例
。
該
菩
薩
的
高
冠
中
有
一
化

佛
，
雙
眼
微
開
下
視
，
具
有
典
型

吉
蔑
︵K

h
m

e
r

，
亦
稱
真
臘
，
今

之
柬
埔
寨
︶
民
族
的
面
相
特
徵

︵
額
寬
頤
闊
、
塌
鼻
豐
唇
、
鼻
翼

寬
厚
︶
，
神
秘
微
笑
的
神
情
不
但

充
分
顯
示
觀
音
慈
悲
的
特
質
，

也
似
乎
令
人
感
覺
祂
正
在
寂
靜
的

沈
思
之
中
；
此
外
，
祂
的
上
身
裸

露
、
下
身
包
裹
著
華
麗
的
山
樸
裙

︵s
a
m

p
o

t

︶
和
精
美
的
腰
飾
，
並

戴
腳
環
，
在
在
皆
說
明
此
件
造
像

具
有
強
烈
的
吉
蔑
藝
術
特
色
。

柬
埔
寨
的
觀
音
信
仰
早
在

西
元
七
世
紀
就
已
經
盛
行
，
但

是
該
信
仰
似
乎
因
為
受
到
爪
哇
佛

王
思
想
的
洗
禮
，
進
而
蒙
上
一
層

與
眾
不
同
的
面
紗
。
所
謂
佛
王

思
想
就
是
認
為
帝
王
是
佛
的
化

身
，
為
宇
宙
的
主
宰
。
由
於
吉
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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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四臂觀音像　柬埔寨　十二至十三世紀    彭楷棟先生捐贈

臂
，
外
加
四
十
手
，
而
深
受
唐
宋

文
化
薰
陶
的
大
理
國
︵
九
三
七—

一
二
五
四
︶
自
然
也
有
相
關
的
造

像
，
例
如
圖
六
的
千
手
觀
音
菩
薩

倚
坐
像
。

圖
六
的
大
理
國
造
像
在
華

麗
的
典
型
高
冠
之
中
，
見
一
化

佛
，
面
部
表
情
肅
然
，
端
正
地
倚

坐
著
，
衣
著
繁
複
、
瓔
珞
華
美
，

其
手
或
合
什
，
或
持
法
器
，
如
念

珠
、
索
、
塔
、
輪
、
劍
、
金
剛

杵
、
金
剛
鈴
、
螺
等
四
十
隻
手
。

這
每
一
隻
手
都
包
含
著
二
十
五
有

界
，
即
佛
教
將
眾
生
輪
迴
的
欲

界
、
色
界
、
無
色
界
等
三
界
，
以

及
地
獄
、
餓
鬼
、
畜
生
、
阿
修

羅
、
人
間
、
天
上
、
佛
等
六
道
，

分
為
二
十
五
種
，
故
稱
為
二
十
五

有
界
；
因
此
，
觀
音
的
手
盡
持
慈

悲
，
能
遍
及
全
宇
宙
，
救
濟
諸
有

情
，
故
四
十
二
手
觀
音
與
千
手
觀

音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是
中
國
獨

創
的
圖
像
。

大
理
國
佛
法
隆
盛
，
尤
其
是

皇
室
信
仰
甚
篤
，
甚
至
在
其
所
有

的
二
十
二
個
國
主
之
中
，
就
有
九

位
禪
位
出
家
，
在
此
虔
誠
的
宗
教

氛
圍
之
下
，
想
見
當
時
造
像
必
然

王
闍
耶
跋
摩
二
世
︵
七
九○

—

八
三
五
在
位
︶
就
是
來
自
於
盛
行

佛
王
思
想
的
爪
哇
，
吉
蔑
王
朝
吳

哥
時
期
︵
八
八
九—

一
四
三
二
︶

極
有
可
能
因
此
開
始
流
行
該
思

想
，
相
關
的
造
像
層
出
不
窮
，
甚

至
連
國
寺
巴
揚
寺
觀
音
像
的
面
容

與
當
權
的
君
主
闍
耶
跋
摩
七
世

︵
一
一
八
一—

一
二
一
八
在
位
︶

的
形
貌
極
為
相
似
，
該
寺
充
分
體

現
該
思
想
，
將
王
權
與
神
權
緊
密

結
合
，
觀
音
信
仰
因
其
特
殊
的
文

化
背
景
而
豐
富
了
內
容
。

多
臂
的
造
像
在
中
國
亦
不
乏

其
例
，
根
據
文
獻
的
記
載
，
早
在

西
元
七
世
紀
的
上
半
葉
，
千
手
千

眼
觀
世
音
的
造
像
就
已
經
在
中
國

長
安
出
現
，
祂
的
千
眼
乃
是
想
要

遍
見
一
切
而
生
，
觀
見
在
苦
難
中

的
有
情
，
其
千
手
則
是
為
了
利
樂

眾
生
而
現
。
由
於
皇
室
的
殷
殷
護

持
，
此
圖
像
開
始
流
布
於
中
國
，

到
了
宋
代
還
是
十
分
的
流
行
。
但

由
於
千
手
千
眼
觀
音
像
的
製
作

十
分
困
難
，
因
此
，
出
現
簡
式
的

千
手
千
眼
觀
音
像
，
即
本
有
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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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極
一
時
，
現
存
的
造
像
以
崇
聖

寺
千
尋
塔
所
出
土
的
文
物
最
為
著

名
，
其
中
出
現
大
日
如
來
、
阿
閦

如
來
、
寶
生
如
來
、
無
量
壽
佛
和

不
空
成
就
如
來
等
造
像
數
十
尊
，

可
見
該
地
所
流
傳
的
密
教
必
然
有

純
密
的
成
分
。

本
次
展
出
的
觀
音
菩
薩
像

︵
圖
七
︶
具
有
獨
創
的
圖
像
，
因

在
其
華
冠
之
上
不
但
出
現
了
阿
彌

陀
佛
，
還
有
其
他
四
尊
化
佛
，
故

其
頭
冠
為
五
佛
冠
，
即
為
純
密
的

圖
像─

五
方
佛
。
居
佛
冠
之
中
的

為
大
日
如
來
，
其
手
作
智
拳
印
，

其
側
分
別
為
手
作
觸
地
印
的
阿
閦

佛
、
禪
定
的
彌
陀
和
作
無
畏
印
的

不
空
成
就
如
來
、
作
與
願
印
的
寶

生
佛
。
菩
薩
臉
龐
圓
潤
飽
滿
，
面

帶
笑
意
，
令
人
有
親
切
之
感
，
右

手
高
舉
至
胸
，
食
指
上
指
，
其
他

四
指
拳
握
，
似
乎
持
有
某
物
，
左

手
扣
執
插
有
蓮
花
的
淨
瓶
；
內
穿

右
袒
式
僧
祇
支
，
外
披
半
袖
短

衫
，
下
著
長
裙
；
服
飾
極
盡
華
麗

之
能
事
，
瓔
珞
嚴
身
。

像
這
樣
獨
特
的
圖
像
在
張

勝
溫
梵
像
卷
︵
一
一
七
六
？
︶
的

畫
作
中
也
有
一
例
，
畫
作
之
中
清

晰
可
見
其
右
手
所
持
的
為
柳
枝
，

甚
至
還
有
榜
題
，
得
知
該
圖
像
應

為
﹁
易
長
觀
音
﹂
。
學
界
原
來
以

佛
王
信
仰
解
釋
此
觀
音
的
出
現
，

即
在
統
治
者
的
名
字
之
中
加
上

佛
名
，
因
為
大
理
國
主
段
政
興

︵
一
一
四
七—

一
一
七
二
︶
自
稱

為
﹁
段
易
長
﹂
；
但
是
根
據
最
近

的
研
究
，
該
圖
像
的
出
現
實
早
於

段
政
興
主
政
時
期
，
若
以
佛
王
思

想
釋
其
名
稱
，
似
乎
有
待
商
榷
，

而
其
意
義
極
有
可
能
是
依
據
不

空
所
譯
之
︽
葉
衣
觀
自
在
菩
薩

圖七    觀音菩薩像　中國雲南　大理國（937－1254）十至一十世紀    
彭楷棟先生捐贈

圖六    千手觀音菩薩倚坐像　中國雲南　大理國（937－1254）    
彭楷棟先生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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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觀音菩薩三尊像　中國　隋代（581－618）    彭楷棟先生捐贈

環
仍
不
失
其
華
麗
之
感
，
右
膝
微

屈
，
柔
軟
修
長
的S

形
身
軀
略
帶

一
點
寫
實
的
風
格
，
正
是
朝
向
唐

代
寫
實
風
格
的
隋
代
造
像
。

上
述
造
像
雖
然
沒
有
印
度

的
原
型
，
但
卻
似
乎
皆
有
佛
經
的

儀
軌
可
循
，
而
更
有
趣
的
是
，
觀

音
造
像
在
中
國
甚
至
有
脫
離
儀
軌

的
發
展
，
圖
九
的
宋
代
︵
九
六

○
—

一
二
七
九
︶
觀
音
菩
薩
坐
像

左
手
輕
撐
於
地
，
右
手
擱
在
翹
起

的
膝
蓋
之
上
，
閒
適
的
坐
姿
完
全

脫
離
經
典
儀
軌
之
束
縛
；
豐
腴
飽

滿
的
臉
龐
透
露
出
沈
思
專
注
的
神

情
，
身
軀
雖
然
壯
碩
，
但
其
肌
肉

卻
呈
現
出
柔
軟
輕
鬆
的
質
感
，
使

得
祂
不
再
是
遙
遠
、
令
人
敬
畏
的

菩
薩
，
而
是
世
人
易
於
親
近
的
神

祇
，
願
意
耐
心
專
注
地
傾
聽
眾
生

的
疾
苦
。
這
種
世
俗
化
的
造
像
表

現
不
但
豐
富
了
觀
音
造
像
的
多
樣

性
，
也
使
得
觀
音
信
仰
的
層
面
更

加
擴
大
，
吸
引
更
多
的
信
眾
，
是

中
國
獨
創
的
造
型
。

圖
十
的
明
代
觀
音
菩
薩
半
跏

坐
像
更
是
為
了
滿
足
眾
生
所
需
而

產
生
的
圖
像
，
即
送
子
觀
音
，
祂

是
觀
音
信
仰
民
俗
化
的
例
子
。
雖

一
件
現
藏
在
美
國
舊
金
山

亞
洲
美
術
館
、
紀
年
為
南
齊
建
武

二
年
︵
四
九
五
︶
鎏
金
觀
音
像
應

該
就
是
拉
開
中
國
創
造
楊
柳
觀
音

像
的
序
幕
，
由
於
祂
能
治
病
的

大
悲
性
格
和
信
徒
的
崇
拜
，
造

像
之
例
不
絕
於
史
，
例
如
隋
代

︵
五
八
一—

六
一
八
︶
觀
音
菩
薩

三
尊
像
︵
圖
八
︶
。
主
尊
的
左
手

上
舉
持
楊
柳
和
右
手
自
然
垂
下
執

淨
瓶
，
具
有
楊
柳
觀
音
基
本
的
特

徵
；
祥
和
的
豐
腴
面
容
刻
劃
著
祂

慈
悲
的
性
格
，
簡
單
的
瓔
珞
和
手

經
︾
，
講
述
設
壇
除
袪
災
禍
、
不

祥
、
疾
病
、
夭
壽
之
苦
難
，
令
信

徒
﹁
易
養
易
長
﹂
的
儀
軌
。

因
應
各
地
信
徒
所
需
而
產

生
的
圖
像
在
中
國
更
是
時
有
所

見
，
如
楊
柳
觀
音
，
祂
是
根
據
經

典
︽
請
觀
世
音
消
伏
毒
害
陀
羅
尼

經
︾
所
獨
創
的
，
該
經
敘
述
毘
舍

離
城
遭
逢
惡
病
降
臨
，
全
城
民
眾

命
在
旦
夕
，
故
備
楊
枝
淨
水
，
授

與
觀
世
音
菩
薩
，
祂
因
其
大
悲
之

性
格
，
以
楊
柳
淨
水
灑
淨
全
城
，

為
眾
生
消
災
解
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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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觀音菩薩坐像　中國　宋代（960－1279）    吳承澔先生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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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觀音菩薩半跏坐像　中國　明代（1368－1644）   彭楷棟先生捐贈

的
觀
音
等
，
在
在
都
使
得
該
信
仰

在
不
同
時
期
、
不
同
的
地
域
蓬
勃

地
發
展
，
成
為
亞
洲
文
化
的
一
大

特
色
，
正
如
佛
典
的
百
科
全
書

︽
法
苑
珠
林
︾
卷
三
十
三
所
言
：

﹁
法
身
無
像
，
因
感
故
形
，
感
見

有
參
差
，
故
形
應
有
殊
別
﹂
。
由

於
各
地
各
時
的
信
徒
感
見
不
同
，

因
此
，
其
造
像
的
多
樣
化
是
無
可

避
免
的
，
然
其
造
像
的
本
質
不

變
，
即
為
了
令
眾
生
離
苦
得
樂
、

得
到
終
極
解
脫
的
初
衷
不
變
。

觀
音
信
仰
內
容
十
分
豐
富
，

不
但
有
傳
承
發
源
地
的
大
悲
觀

音
，
也
有
吸
收
各
地
文
化
菁
華
而

加
以
變
化
的
觀
音
，
如
各
地
造
像

風
格
雖
有
傳
承
，
但
卻
也
脫
離
不

了
當
地
當
時
的
文
化
氛
圍
，
並
非

一
味
地
複
製
形
像
；
同
時
，
在
造

作
佛
像
時
，
也
常
以
當
地
人
的
形

象
作
為
造
像
的
範
本
；
又
圖
像
除

了
保
有
原
始
的
意
義
之
外
，
還

順
應
了
各
地
文
化
而
附
加
新
的

意
涵
，
如
東
南
亞
的
宇
宙
主
世
自

在
、
中
國
自
創
的
圖
像
和
民
俗
化

然
在
六
朝
時
，
觀
音
送
子
的
觀
念

就
已
經
存
在
，
但
是
由
於
靈
驗
事

蹟
每
每
發
生
，
宋
代
筆
記
小
說
出

現
記
述
數
量
可
觀
的
相
關
故
事
，

可
見
此
信
仰
一
直
到
了
宋
代
才
頗

為
盛
行
。
此
尊
菩
薩
頂
上
雖
然
安

住
禪
定
的
阿
彌
陀
佛
，
然
豐
潤
的

面
容
透
著
慈
母
的
光
輝
，
左
手
殷

殷
護
持
著
腿
上
的
孩
童
，
衣
紋
和

身
軀
結
構
處
理
的
概
念
化
是
明
代

造
像
的
風
格
特
徵
。

餘
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