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樟木根雕&驱邪/镇宅摆件/根雕独品 精品观音

产品名称 香樟木根雕&驱邪/镇宅摆件/根雕独品 精品观音

公司名称 象山区利梓木艺苑

价格 16000.00/个

规格参数 类别:佛像
材质:樟木
制作工艺:雕刻

公司地址 桂林市平山北路（市锁厂内）

联系电话 86 0773 3620670

产品详情

类别 佛像 材质 樟木
制作工艺 雕刻 造型 神佛

规格 &长约70公分、宽约38公分、高约213公分

香樟木木质细密，有天然的美丽纹理，质地坚韧，不易折断，也不易产生裂纹，是自古以来雕刻工艺的
首选材料。另外，香樟木是传统的名贵木材，能够散发出特殊的浓郁的香气，经年不衰，这种香气使得
香樟木家具有着独一无二的实用功能：防虫防蛀、驱霉隔潮。毛、皮、丝、麻等高档衣物以及字画书籍
放入其中，不再需要气味刺鼻的樟脑丸，物品不但不生虫、不发霉，而且还能染上芳香的气味。香樟木
木质坚韧，气味芳香，制成衣橱贮藏衣裳等物品，可防蛀、防霉和杀虫等

个人收藏，家具摆设，送礼的最佳选择

【观音菩萨簡介】

观音全称“观世音”，又称“观自在”、“观世自在”、“光世音”。梵语是“阿缚卢多伊伐罗（ａval
okitesvara）”，意为观照世间众生痛苦中称念观音名号的悲苦之声。“观”为观照之意，但它不同于一
般的观察，而是以佛教的无漏（无烦恼）圆通大智来观照。“世音”是菩萨观照的对象、境界。这里的
“世”并不单指人世，还包括六道，即：人、天、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音”是六道众生遇难
时念佛念观音名号的悲切之声音。一言以蔽之，“观世音”三字名号就是菩萨以无漏圆通大智观照六道
众生因痛苦而念诵其名号的声音。如果菩萨听到有人念其名号，就会立即去寻声解救。

观世音名号的含意在佛经里多处有解释。《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称：“观世音以何因缘名
‘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
观世音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正法华经�光世音普门品》记载：“若有众生遭百千亿困厄、患
难，苦毒无量，适闻光世音菩萨名者，辄有解脱，无有众恼。”



可见，观世音这个名号实际蕴含了菩萨大悲济世的思想和功德。 观音以寻声救苦为度化众生的法门，但
是世间众生无量，众生痛苦又无限，观音何以去面对、接引这芸芸众生的悲苦之声呢？显然，这不是一
般凡夫俗子所能做到的。依大乘佛教的说法，这是菩萨因地修得的慈悲和智慧两种功德的作用。 慈悲是
一切菩萨的本怀，是佛教大乘思想的根本。菩萨为梵语音译，意为“觉有情”，就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
之意。觉有情是菩萨的任务，也是菩萨慈悲精神的具体表现。当然，必须说明一点，佛教讲的慈悲并不
是世俗理解的意义。《大智度论》卷二十七解释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菩萨
正因为具备了这种大慈大悲精神，所以才能积极主动地去化度众生，利益众生；如果没有这种精神，纵
有大智也难实践“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崇高伟业。

在佛教诸大菩萨中，观音菩萨更是以慈悲著称，他的慈悲心愿最伟大、最突出。他以观照众生音声为方
便，号召众生危难之时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他听到后，即时寻声解救。观音这一快速、方便的救苦
方法完全体现了他慈悲济世的迫切心愿。正因为如此，观音成了佛教大慈大悲的象征，被誉以“大慈大
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大悲观音”、“救世观音”等种种美称。

慈悲是观音济世的根本动力，而观音济世的功用则主要依赖于他宿世修得的渊深的智慧。据《楞严经》
卷６说，观音在无量恒河沙数劫前即已修成“六根大圆通智”。六根大圆通智是佛教一个很深奥的名词
。六根指众生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觉器官。佛教认为，一个凡夫修行达到圆满的境地，六种
感官功能便会大大增强，变为“六根互用”。也就是眼不仅能见色，还能闻声、嗅香、尝味、感触、知
法。耳鼻舌身意亦然，都各具其它感官的作用。六根互摄互容、圆融无碍。《涅槃经》说：“如来一根
，则能见色、闻声、嗅香、别味、知法。一根现尔，余根亦然。”《法华经》亦称：“六根清净者，于
六根中，悉能具足见色、闻声、辨香、别味、觉触、知法等，诸根互用。”《楞严经》说得更具体、清
楚，所谓“无目而见”、“无耳而听”、“非鼻而闻声”、“无身觉触”、“圆明了知不因心念”。观
音正是具备了这种神通力量，所以能于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遍观十方之音，接应无边众生。

【观音菩萨来历】

观音是佛教里的大菩萨，可是在佛典里他也没有一个具体、真实的身世。关于他的来历，诸经也是众说
纷纭。有的说他在过去无量劫前就已成佛，名叫“正法明如来”（《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有的说他是转轮圣王无诤念的大太子，他与其弟尼摩共同发愿修行，修成正果后，成为阿弥陀佛的左
右二胁侍。有的说他是莲花化生的，所以有“莲花之王”的称号。有的说他是公元前６世纪时古印度释
迦牟尼佛的大弟子、大菩萨，如此等等。对以上说法，用佛教“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的观点来
看都是可信的，因为观音久远以前便已成佛，他为度众生而活动于三界，随类化现，自然要现不同身份
，有不同身世。

作为释尊的弟子，观音菩萨还有其专门的弘法道场。《华严经�入法界品》对观音道场有一段生动而详
细的描述：“ 瑟胝prefix = st1 罗居士告善财言，善男子！此去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
，汝诣彼问。⋯⋯尔时善财童子，渐次南行，至于彼山，处处寻觅此大菩萨。见其西面岩谷之中，泉流
萦映，树林芬郁，香草柔软，右旋布地。观自在菩萨于金刚石上，结跏趺坐，无量菩萨皆坐宝石，恭敬
围绕，而为宣说大慈悲法，令其摄受一切众生。” 观音道场名叫补怛洛迦。补怛洛迦是梵语ｐotalaka的
译音，又作“普陀洛迦”、“布达拉”，意为“光明山”、“海岛山”、“小花树山”等。据史料记载
，唐朝时我国高僧玄奘，西藏优婆塞（居士）寂光、月宫等人先后游历过此山。玄奘大师在《大唐西域
记》里还对此山的地形特点作了详细的描述。据奘师记录，它的位置在今印度提纳弗利县境内，位于西



高止山南段，秣剌耶山以东的巴波那桑山（papanasam），即北纬８.４３度，东经７７.２２度的位置。
观音道场的位置虽然确定了，但昔时佛教的盛观已不复存在。普陀山与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
九华山合称四大佛山，也是四大菩萨观世音、文殊、普贤和地藏的四大道场。

观音信仰始于东晋。据史料记载，东晋义熙四年（４０８年），太原郭宣被关在狱中，心念观世音，遂
被恩赦，出狱后乃为观音菩萨造像。这是观音信仰及观音造像见于文献的最早记载。

相传唐朝大中年间，有一位印度僧侣来到我国浙江舟山群岛的梅岑山（普陀山），在潮音洞前焚烧十指
，礼拜观音。他的虔诚举动感动了菩萨，观音为他现身说法，并授以七色宝石。此后，后梁贞明二年（
９１６年），日本僧人慧锷来华求法，学成归国前，到五台山请得一尊观音像，准备带回日本供奉。当
他取道宁波，航行至梅岑山新罗礁时，顿时狂风大作，巨浪涛天，海面上忽然涌现出许多铁莲花，拦住
了他的去路。被困三日三夜后，他跪拜在观音圣像前祷告祈求，祷告之时，铁莲花逐渐消失，他从中悟
到观音不肯去日本的灵示。于是捧像登陆，在当地一位张姓渔民帮助下，在梅岑山潮音洞前建起了一所
“不肯去观音院”，供奉观音圣像。观音道场从此开基。

观音道场定基后，历代帝王为求延生永祚，纷纷赐予资财，扶持普陀山佛教寺院建设。宋太祖乾德五年
（９６７年），赵匡胤派太监朝山进香。神宗时敕令为观音建寺，并亲赐寺名曰“宝陀观音寺”。南宋
绍兴元年（１１３１年），朝廷下令迁出山中所有渔民，并将岛上原有佛教各派统归于禅宗门下，名为
“佛地净土”。明清时统治阶级热心佛教，普陀山佛寺得到大规模增建。民国初，普陀山形成了３大寺
、８８个庵院、１２８处茅蓬和数千僧众的宏大规模。今天，普陀山寺庙棋布，大小数十座。其中以普
济寺（前寺）、法雨寺（后寺）和慧济寺三大古刹最为著名。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比肩接踵，终年不绝
。 观音是男还是女？ 在佛教寺院殿堂里，我们看到的观音大都是女性形象，他面目清秀，头戴花冠，衣
着华丽，宛如我国古代的贵妇人。可是，在印度佛经里，他却被称为“善男子”，印度和中国的早期造
像艺术中，他的形象也都是长有胡须的男子像。因此经常有人会问，观音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呢？根据
佛教的教理，菩萨是无漏（断除了烦恼，证得菩提）圣人，是法身大土，无所谓男性女性，亦无男女之
别。

圣观音，又称正观音，是观音最基本、最常见的形象。圣者意为端正、庄严、妙好。《无量寿经》描述
圣观音相好说：“此菩萨身长８０万亿那由旬，身紫金色，项有圆光，面各百千由旬。⋯⋯其余身相，
众好具足，与佛无异。唯顶无肉髻及无见顶相，不及世尊。”他常见的形象是头戴宝冠，上身赤裸或披
天衣，肌肤白皙，项佩璎珞，腕臂戴钏，腰束罗裙，全身装饰华丽，雍荣华贵。他左手持未敷莲花，表
示一切本来自性清净；右手作出要打开莲花的姿势，表示众生本来清净的自性一时被无明覆盖，而不得
显现。一般有两种姿势：一为站势，一为坐势。坐势一般是一腿盘起，一腿下垂，示现自在庄严之相。
圣观音通常供奉于佛寺大雄宝殿后的圆通殿中。“圆通”是“大圆通智”的简称，是指观音所具备的智
慧。所以圆通殿内的观音又称为“圆通大士”。同时，他还作为胁侍菩萨与大势至菩萨一起侍奉于阿弥
陀佛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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