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秩父三十四觀音靈剎巡禮：歷史概觀 

 

秩父巡禮路是「日本百座觀音靈場巡禮路」中的一段。與坂東、西國巡禮路相交，連結

了秩父、坂東、西國三地共一百座供奉觀世音菩薩的靈場。這百座觀音靈場巡禮路全長

約 1200公里，始於和歌山縣的青岸渡寺，結束於秩父地區皆野町的水潛寺。沿途的所有

寺廟均供奉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塑像。據長野縣岩尾城遺址發掘的石碑記載，這條朝聖

路線的形成至少可溯源至 1525年。不過，該朝聖路線可能早已存在於數世紀前。在平安

時代（794-1185）的民間口傳故事集中，就曾記載過一位「每逢十八日，必沐浴淨身，遍

朝百座靈場」的男子。 

在眾多佛教宗派的基本經典《法華經》中，觀音被描繪成三十三種各異形貌。於百座觀

音靈場巡禮儀式確立之前，秩父、坂東、西國三個地區都各有尋訪當地靈場，朝拜三十

三態觀音的巡禮路線。16世紀初，秩父第三十四座觀音寺，現巡禮路線的第二寺「真福寺」

建成後，完成了今日可一路遍訪百座觀音靈場的朝聖之路。 

步行朝拜坂東、西國兩條巡禮路所有寺廟通常需耗時數週，秩父巡禮路卻因其相對輕

鬆方便而廣受歡迎。該路線總長約 90公里，各寺院緊密地分佈於秩父盆地內，步行僅耗

數日便可一一巡遊，一部分路段還可開車造訪。 

日本中世紀（12-16 世紀）時，地域間的往來受到嚴格管制。但因秩父巡禮路的寺院

分佈密集，巡訪其間無需通過管制關卡，從而受到巡禮者青睞。到了江戶時代（1603-

1867），各地通行管制逐步開放，為秩父的觀音靈場博得了更多人氣。 

17世紀後期起，觀音崇拜普遍風行，三十四觀音巡禮同樣受到信徒愛戴矚目。18世紀

時，江戶（現在的東京）曾多次舉辦三十四態觀世音佛像展，秩父巡禮更是廣受民眾關

注，巡禮人數爆增。1804年至 1830年間，秩父三十四觀音靈場巡遊的人數甚至高達每日

兩萬到三萬人。直至今日秩父巡禮路的人氣仍經久不衰。1996年 4月到 6月，歷時兩個

月的三十四觀音總開帳（日本寺院的佛像通常被供奉在隱密的神龕中，以數年為期限定

期開放，供信眾參拜，謂之開帳）期間，曾吸引超過 18萬人造訪。 

儘管如今的巡禮從服裝到裝備等側面要素完全忠於傳統，但在巡禮順序上其實無需循

規蹈矩。沿著巡禮路線的寺院序號順行參拜稱為「順打」，逆向拜謁則稱「逆打」。但參拜

者也可根據喜好需求尋訪。此外，參拜時還有在造訪的寺院收集參拜記錄的慣例，通常

是在「御朱印帳」上請寺院加蓋專用印璽「御朱印」。此外，可在各寺求取精緻小巧的「御

守」護身符，以祈求觀音庇護與福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