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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曇密教悉曇密教悉曇密教悉曇密教－－－－咒語研究考證咒語研究考證咒語研究考證咒語研究考證    

八十四句大悲咒悉曇讀音分析八十四句大悲咒悉曇讀音分析八十四句大悲咒悉曇讀音分析八十四句大悲咒悉曇讀音分析((((6666))))    

(本篇文章為
上
善

下
祥師父所撰，未經同意，請勿引用轉載，以免犯戒。)    

 

 
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祈求本文分解悉曇讀音順利祈求本文分解悉曇讀音順利祈求本文分解悉曇讀音順利祈求本文分解悉曇讀音順利，，，，使大悲咒原音再現使大悲咒原音再現使大悲咒原音再現使大悲咒原音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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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大悲咒漢譯音分析大悲咒漢譯音分析大悲咒漢譯音分析大悲咒漢譯音分析 

(1)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650~656)譯版本譯版本譯版本譯版本 T1060 

醯唎摩訶皤哆沙咩(羊鳴音)(十三) 薩婆阿他豆輸朋(十四)  阿逝孕(十五) 

薩婆薩哆那摩婆伽(十六) 摩罰特豆(十七)  

(2)(2)(2)(2)不空法師不空法師不空法師不空法師     （（（（705705705705～～～～774774774774））））T1064T1064T1064T1064    

醯唎摩訶皤哆沙咩(十三) 薩婆阿他豆輸朋(十四) 阿逝孕(十五) 

薩婆薩哆那摩婆伽(十六) 摩罰恃豆(十七) 

 

�第十三句 

醯唎 摩訶 皤哆沙咩 

咱   亙扣 扔凹好伙 

Hri  mah2 pata=ame 

咻者具有謙遜、謙卑、虛心之義，若以陰性八大詞類表觀之，業格是 hiriyam，

此處無此 yam 之音。若以名詞觀之，其業格、呼格都是咱 Hri 者，則合乎醯唎

漢譯音。 

 

 

 

 



 

法爾禪修中心                   3                       http://www.dharmazen.org 

 

 

摩訶 mahā，意譯為大，乃大、多、勝、妙之意。大智度論卷三：「摩訶，

秦言大，或多，或勝。」是用來形容後面之 pata=ame。而此句於高麗版及房山

3 洞及 9 洞版本都翻譯成「醯唎摩 皤哆沙咩(13)」，若是這樣翻時，此句意義亦

無衝突，只是 ma 是我義，以阿為基法，即是無我慢義，同樣意為我要能心柔和，

謙虛、謙卑、謙遜、…等義。 

 

 

 

又在《自在青頸大悲心陀羅尼》T1113B 中，古德翻為 heri ma vadha =ame，

詳如下表解。Heri 無此詞句。Mavadha 亦無此句詞。而 vadha 則有毀壞義，似

不宜用於此處，前後文似不聯合故。 

 

 

 

至於 pata=ame，pata 者神主也，=ame 者是 me=a 倒裝句，即是羊神主之

義，如 T1064《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悲心陀羅尼》大唐三藏不空大師譯醯唎摩

訶皤哆沙咩，註有(羊鳴，此是羊頭神王，共諸天魔為眷屬。十三)�。若此註是無

誤的話，pata=ame 是羊頭神主之義，因不空大師亦如是註解。 



 

法爾禪修中心                   4                       http://www.dharmazen.org 

再觀《佛光大辭典》云，羊宮 Me=a，音譯迷沙，十二宮之一，又稱白羊宮、

持羊神主。即太陽於黃道三月之位置，相當於春分。此宮位於北斗曼荼羅第二院

之西方，胎藏現圖曼荼羅、胎藏舊圖樣之外院東方。其形像為伏臥之羊；或為天

女，左手作施無畏印，右手握拳置於胸前而豎食指，坐於圓座上，座前有羊。種

子為伙（me）。真言為：歸命(nama`)，迷娑（me=a，羊）婆多曳（pataye，

主）娑縛賀（svāhā）；或為「唵 迷沙 娑縛賀」。 

同源之夫婦宮 Mithuna 中說，其”主”亦用 pataye，Mithuna 音譯彌偷那，為

辰星位，又作男女宮、陰陽宮、雙女宮、雙鳥神主。於密教，位於北斗曼荼羅第

二院西方，胎藏現圖曼荼羅外院東方，於胎藏圖像為月天眷屬，住外院西方。此

宮之形像，於各書所載有差異，或謂男女二體；於胎藏現圖中，則有二尊或一尊

之說；於胎藏舊圖樣、胎藏圖像、北斗曼荼羅中，亦另有不同之說法。種子為亦

（mi）。真言為：歸命(namo)，彌陀那（mithuna，夫婦）婆多曳（pataye，主）

娑縛賀（svāhā）。 

所以此句是指持大悲咒者，當能得如白羊神主柔和之特性，白羊神者具有純

潔不染，又具溫順柔和義，是故持大悲咒者，最後當能如羊大神主般地柔和溫順，

心地柔和。若以悉曇深密義來分析，此句 Hri mah2 pata=ame 咱 亙扣 扔凹好

伙，從 Hri 始有一切塵垢(ra)根(i)之因(ha)，mah2 塵垢之因(ha)要得寂滅就得依

無我(ma)，入寂靜 2 玅，當依「無我」觀始能入第一義諦空理扔 pa，得凹 ta 如

如之佛性，如此即應鈍化好=a 自性回歸無執本來之清淨性，求得(e)找回真正的

無我ma，是為咱 亙扣 扔凹好伙。 

現只留有一疑問點是，白羊宮之神主是伙好me=a，咒語中為何要倒裝伙好

詞句，變為沙咩=ame，是秘密義？或尾聲咩 me 才能顯示其本來義？或是另有

押韻？無從而得知其理。但依漢譯字音，沙咩應是=ame 無誤。 

 

�第十四句 

薩婆   阿他 豆 輸朋 

屹湱   狣飲 加 圩乓 

Sarva  artha tu 0ubham  

    

薩婆阿他豆輸朋屹湱狣飲加圩乓，分別解釋如下。 

「薩婆薩婆薩婆薩婆屹湱 sarva 秦言一切。」薩婆者意為一切的，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乃總賅眾物之詞，

音譯作薩婆薩婆薩婆薩婆。《翻譯名義集》：「一以普及為言，切以盡際為語。」此詞之實際

用例頗多，如一切世間、一切眾生、一切種智等用語皆是。然一切又分為全分與

少分二種，全分指不限定在特殊範圍內者，包含廣的一切；少分指在某種限定範

圍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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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a 狣飲是為義利」，義義義義 artha，音譯阿他、阿陀。意指：意思、道理、

意義、價值、利益等。其中，意義與義理相通。道理指正義（正確的傳統道理）

而言，反之則稱為不正義、邪義、異義等。顯示完全明了究極之道理，稱為了義；

反之則稱為不了義（未了義）。了義與不了義合稱二義。凡所立義理之狀態，稱

為義相，乃為義理與相狀之意。若是「義路」一語，則指道理之程序、步驟。此

外，於諸經論中，常用「第一義諦」或「第一義空」等語，而以真諦為第一義，

俗諦為第二義。以上為義之解釋。而利利利利，即獲得義利義利義利義利，謂眾生未得善法之味時，

為免其心退，遂導之勤苦修行，則可得法味大利益。 

加 tu 者是祈禱、祈求之詞，求菩薩能為我作利益事。此 tu 僅接尾於感情顯

露之告白詞，也是中性單數代名詞為主，如下英文所說明。加 Tu 也用在複合詞

上，此處有俱得義利 artha 又有 0ubham(安祥、亮麗、…)之兩者利益。  

 

 

 

 

圩乓 0ubham 是 0ubha 的業格，0ubham 是美妙、怡人、精彩、亮麗、…。

(詳下圖表解)。此句 0ubham，依漢譯音”輸”之廣韻等是讀為 0obham，0obham、

0ubham都是同源於 0ubha，若依河洛音讀，”輸”要讀成 0u。如此連結上句 arthatu 

0ubham發音上比較順口。(詳下圖表解) 



 

法爾禪修中心                   6                       http://www.dharmazen.org 

 

 

 

整句意為：我禱告、祈求一切義利與吉祥，希能轉成幸運、亮麗、安祥與開

朗。 

 

此句在「青頸觀音咒」裡，有兩版本有不同的翻譯法，當然是不同於大悲咒，

但大略的意思是一樣的。一者房山石經 28 冊 13 卷 23-26(遼本)，薩嚩引喇他二合

娑引南上十二戍蒲憾反十三，此句應是 sarvqrtha s2dh2n2m 0ubham，中譯

為一切義利皆完成，順遂如意。二者房山廿七冊 p.507 三藏法師慈贀大師所譯─薩

嚩囉他(十九)娑喃輸伴，此處與上所述意思皆同，sarvqrtha s2dh2n2m 0ub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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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句 

阿逝孕 

狣兮兇 

Ajeyam 

 狣兮兇 Ajeyam 是原動詞為 aj所變化，是願望詞 optative，是可能性的語

氣，為主動詞第一人稱單數，轉化成為 ajeyam，引伸為有推進、引導、完成、

實現等意，亦有無能勝、不被征服的。英文網言 2j亦可，義為驅使前進之意，to 

drive towards。

 

 

 

阿逝孕句有一異說，《叢林公論》云：「乾道間伊菴權和尚董天台平田。有

士人陳德夫訪之曰：大悲神呪舊本作「阿遊孕」，新改為「阿逝孕」。謂神人現

而正之，如何？庵曰：呪乃如來祕密之言，十師未甞譯也。字或可改，呪已譯矣。」

現觀十二版本僅 T1113B 不空大師譯、T2409(行林第廿六嚴覺洪道阿闍梨)及 T2843

版本(譯者不詳)，是用「阿遊孕」。遊者【唐韻：以周切 ju→yu】、【集韻、韻

會：夷周切 ju→yu】、【正韻：於求切 iu→yu】， ʝ ǐ依古今音表：中古音 əu→

yǐu→yu ʝ ǐ ɤ、吳語 →yo、閩南音 iu→yu，廈門音：iu→yu。若是如此，前兩字

擬音應是 ayu，但後面接字查不到”孕”之字音。 

再參照「青頸觀音咒」裡兩版本，有慈贀大師所譯「阿上薺自曳反琰十四」，及

遼本「阿 琰(二合)(二十)」，「薺」者【廣韻、正韻：在禮切 ze→je 上聲】、【類

篇：才詣切 ze→je 去聲。才資切 zi→ji 平聲】，而古今音表：中古音 dziei→jie→

je、閩南音 tse→ce、 tsi→ci，廈門音：chi、che，由此等觀之，”薺”是第二句

門的語音聲，je 或 ji 都有可能，故此處是 aje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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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觀「 」字音，有「若」之音聲，也是第二句門的音聲，有 ja 之聲音，而

房山遼本是 ajayam。兩者意思並無不同，亦是不被打敗、不被征服的。故結論

是「阿遊孕」改為「阿逝孕」是無有問題。 

 

 

或以發音來講，ajeyam 一詞，因韻母 a 為喉內聲，要轉為 je 之 e 舌內聲，

還是以 2 長音為讀聲，故後來才有 2jeyam 之字詞出現。若是用短音 ajeyam，

還是要唸成 a` jeyam，a`涅槃音就有頓一下始唸下文之作用。又 ajeya 亦可當

形容詞用，其八大詞類語詞變化為業格(accusative)，即是 ajeyam，意為不可

被打敗的，不可抵擋的。詳下列各圖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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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曇音聲分析悉曇音聲分析悉曇音聲分析悉曇音聲分析：(續) 

�第十三句 

醯唎 摩訶 皤哆沙咩 

咱   亙扣 扔凹好伙 

Hri  mah2 pata=ame 

1.醯扛 hi 字音： 

醯扛 hi 字音，【廣韻：呼雞切 he 平聲】、【集韻、韻會：馨奚切 he 平聲】

【正韻：馨夷切 hi 平聲】，擬音似有 he 與 hi 兩音。若依古今音表：中古音呼

雞切 he 平聲，閩南音 he，又廈門音：he 等，好像都是以 he 為擬音比較多，但

其實應唸為 hi 較符合實際音聲，詳如下面說明。 

 

 

 

 但觀諸多詞典漢譯之譯音時發現，除摩醯首羅天(Maheśvara)是出現”醯”讀

成 he 之音，其他大多讀成 hi 之音，此因 Mahe，後接 śvara，讀成 0uvra 之 0uv(首)

讀音，與 he 發音位置相靠近故。其他如”盧醯多迦 rohitaka”，”惡醯掣呾邏

Ahi-cchattra”，”摩醯河 Mahī”，”醯羅城 Hidda”，…，”醯”漢譯字之漢譯音都是讀

hi 為主。(詳如下圖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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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唎共 ri 字音： 

  唎共 ri 字音，【集韻：力至切 li 去聲】、利之聲音在古今音表：中古音力至

切 li 去聲，閩南音亦為 li。依古梵文 hl1 亦通於 hr1，詳下表解，言衍生於 hl1 之

字詞。故此處 hl1、hr1 互通用也。又因中國古代無 r 之音，都是讀 l 之音發，前

已述明。 

 

 

 

 但有人認為此「醯唎」有可能是種子字猭 hr1`，現在來探討一下，先依連音

字來判別，猭 hr1`後接 mah2，連音後成為 hr1r mah2，hr1`要讀成 hr1r，惟漢譯

音沒有 r 之音，因本咒漢譯者亦不標示”入聲”等形式義，故無能知悉此處有 r 聲

音。但再依一般咒語，若猭 hr1`是阿彌陀佛之種子字，猭 hr1`大多用”紇利”漢譯

字來發其音比較多，因為 hr1`之 r1 是長音故，大正藏中都以”呬、紇、纈”來發 h1

之音聲。又如蓮華部咒語中，猭亦翻譯成纈利，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中，猭亦翻

譯成纈唎。詳下中文字圖片解。又如紇唎(二合)娜焰(引)是 h4dayam，讀 hirida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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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摩亙ma 字音： 

摩亙ma 字音，【廣韻：莫婆切 ma 平聲】、【集韻、韻會、正韻：眉波切

ma 平聲】、 【廣韻：模臥切 ma 去聲】、【集韻：莫臥切 ma 去聲】、【集韻：

忙皮切 me 平聲】，擬音似應為 ma。若依古今音表：中古音莫婆切 ma 平聲、

莫臥切 ma 去聲、吳語 mo、閩南音 bo 鼻音，廈門音：mo，此音後接 h2，故知

是讀 ma 應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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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訶扣 h2 字音： 

訶扣 h2 字音，【廣韻、集韻、韻會、正韻：虎何切 ha 平聲】，再依古今

音表：中古音虎何切 ha 平聲、閩南音 ho、ha，廈門音：o，由此觀知，訶扣 h2

擬音讀成音訶扣 h2 是合理的。 

 

 

 

 

 

5.皤扔 pa 字音： 

皤扔 pa 字音，【廣韻：博禾切 pa 平聲】、【集韻：逋禾切 pa 平聲】、【廣

韻：薄波切 ba 平聲】、【集韻：蒲波切 ba 平聲】、【韻會、正韻：蒲禾切 ba

平聲】、【集韻：蒲官切 ban 平聲】，以上皆是第五句音，只有男女聲之別，

故擬音應為 pa 似無問題。又依古今音表：中古音薄波切 ba 平聲、吳語 bu、閩

南音 po，廈門音：po、pho，若依閩南語音，是可以發為 po，若是 pa 後接 ta

─pata，ta 是為女聲音，故前一字 pa 要發涅槃音，成為 pa`，如此也有 po 之

音聲含隱在聲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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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哆凹 ta 字音： 

哆凹 ta 字音，【廣韻：陟駕切 ṭa 去聲】、【集韻：丁賀切 ṭa 去聲】、【集

韻：丁寫切 ṭa 上聲】、【集韻：陟嫁切 ṭa 去聲】，【廣韻：丁可切 ta 上聲】、

【集韻：典可切 ta 上聲】、【廣韻：丁佐切 ta 去聲】，【廣韻：敕加切 ṭha 平

聲】、【集韻：抽加切ṭha 平聲】、【集韻：丑亞切ṭha 去聲】，依上述”哆”音

聲有 6a、6ha、ta 之音聲，閩南音 cha，廈門音：to、cha、chi。觀前後連字，ta

後接=a，=a 為九遍口音之一，ta 應發為 ta`音，有涅槃音故。 

 

 

 

 

 

 

 

 

 



 

法爾禪修中心                   14                       http://www.dharmazen.org 

7.沙好=a 字音： 

沙好=a 字音，【廣韻：所加切=a 平聲】、【集韻、韻會、正韻：師家切=a 

平聲】、【廣韻、集韻、韻會：所嫁切=a 去聲】，【集韻：蘇和切 sua 平聲】、

【正韻：桑何切 sa 平聲】、【集韻：山宜切=e 平聲】，由此觀知，沙似應發為

好=a 音，好=a 又是九遍口音之一，故要讀成尖=a`。再依古今音表：中古音所

加切=a 平聲、吳語 so、閩南音 sa、sua，廈門音：sa、sa，僅供參閱。 

 

  

  

8.咩伙me 字音： 

咩伙me 字音，依【篇海：迷爾切 me 上聲】 (同音字為弭)，咩【廈門音：

bi】，古今音表無此字，查”弭”字，依古今音表：中古音 綿婢切 me 上聲、

閩南音 bi or mi。古德云是羊叫聲，是為咩 me 聲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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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句 

薩婆  阿他  豆  輸朋  

屹湱  狣飲  加  圩乓 

Sarva  artha tu 0ubham  

1.薩屹 sa 字音： 

薩屹 sa 字音，薩【廣韻：桑割切 sa 入聲】、【古今音表：中古音桑割切
sa 入聲、吳語 sah、閩南音 sat】、【廈門音：sat】。上中古音之集韻、廣韻來

擬音時桑割切(入聲)，擬音成為 sat。以漢字古今音表比較之，薩者是讀 sat，吳音

為 sah，河洛音為 sat，三者都具有涅槃音。因此字後接 va 九遍口音之一，故此

處之薩屹 sa 是要讀成 sa`具涅槃音，這樣是正確地合乎悉曇原則的發音。此處

sarva 前後兩字都有涅槃音，並有隱藏 r 不發音之隱密義，但讀 sat、sa`時要發

促音，也就是要頓一下後發音聲。 

 

 

 

 

2.婆向 va 音：  

婆向 va 字，【廣韻：薄波切 bua/ba/va 平聲】、【集韻：蒲波切 bua/ba/va

平聲】、【韻會、正韻：蒲禾切 bua/ba/va 平聲】，擬音都似有唇音。用上中古

音之集韻、廣韻來擬音時，蒲波切(平聲)擬音成為 ba，有薄波切(平聲)va，及蒲禾切

(平聲) va，古今音表：中古音薄波切 bua/ba/va 平聲、吳語 bu、閩南音 po，廈門音：

po，擬音成為 bua，成為 va。綜上觀之，婆是向 va 音，因是遍口音之一，要發

va`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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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阿狣 a 音： 

阿狣 a 音，【廣韻：烏何切 a 平聲】、【集韻、韻會、正韻：於河切 a 平聲】、

集韻：倚何切 a 上聲】、【字彙：阿葛切 at→aḥ入聲】、【正字通：阿讀如渥 uk

→uḥ入聲】、【韻會小補：音屋 uk→uḥ入聲】，故知此音有兩音，a、a`兩者。

再依古今音表：中古音烏何切 a 平聲、吳語əu→ə→aḥ、閩南音 o、a，廈門音：

o、an、a。因阿狣 a 字後接 tha 為女聲音，故此處阿狣 a 要發 a`之涅槃音。此處

涅槃音亦隱藏有 r 不發音，但讀 at、a`時要發促音，也就是要頓一下音聲。 

 

 

 

 

 

4.他卉 tha 字音： 

他卉 tha 字音者，【廣韻：託何切 tha 平聲】、【集韻、正韻：湯何切 tha

平聲、上聲，0a 平聲、上聲】、【集韻：唐佐切 da 去聲】，再依古今音表：中

古音託何切 tha 平聲、閩南音 tho、tha，廈門音：to、than、tha，綜上觀之，此

音應發為他 tha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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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豆加 tu 字音： 

豆加 tu 字音，【廣韻：徒候切 du 去聲】、【集韻、韻會、正韻：大透切

du 去聲】、【正韻：當口切 tu 上聲】、故擬音有二音，tu 與 du，此處梵文是

arthatu，故豆似為加 tu 字音無疑。再看依古今音表：中古音 dəu→də→daḥ、吳

語 dʏ→di、閩南音 tɔ→to、tau，廈門音：tou→to、tau。綜合中古音與閩南音，

似宜讀作 tau、dau 等音。再依後面接詞連結討論 0ubham，0u 是舌唇內音，而

tu 也是舌唇內音，兩者太接近故，難以連貫發音，故此處 tu 宜讀為 tau 之音聲，

也符合河洛音發 to 或 tau 之音聲，或是要接後面之 0u 遍口音，若是讀作 dau 更

是易順口。 

 

 

 

 

6.輸圩 0u 字音： 

輸圩 0u 字音，【廣韻：式朱切 0o 平聲】、【集韻、韻會：春朱切 cho/ jho/ 

0o 平聲】、【正韻：商朱切 0o 平聲】、【廣韻：傷遇切 sjyo→śyo→śio→śo 去

聲】、【集韻：春遇切 cho/ jho/ 0o 去聲】，依上述資料觀之，”輸”似應發為

0o 之聲音。再依古今音表：中古音 ɕiu→0u、吳語 sɥ、閩南音 su，廈門音：su，

此處都有 0u、su 之 u 聲。如上述，此句依漢譯音”輸”之廣韻等是讀為 0ob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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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obham、0ubham都是同源於 0ubha，若依中古、河洛音讀之，”輸”要讀成 0u。

若讀成 0ubham，如此連結上句 arthatu 0ubham 時，其發音上比較順口，故此

句選用 0u。 

 

 

 

 

 

 

7 朋乓 bham 字音： 

朋乓 bham 字音，【廣韻：步崩切 bong 平聲】、【集韻、韻會：蒲登切 bon
平聲】，此音韻都帶有 o 之音，而漢譯音未標示去聲(有氣音)。再觀古今音表：

中古音步崩切 bəŋ→bon 平聲、吳語 bən→bon、閩南音 biŋ→bin，廈門音：pen，

都是第五句門男聲音無誤。但此處所得資訊都不能彰顯其真正讀音。又此句有 m

大空鼻音，但詞後接 ajeyam，連音後 0ubham 之 m 不成為鼻音 3，只是讀一般

尾音 m 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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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句 

阿逝孕 

狣兮兇 

Ajeyam 

1.阿狣 a 音： 

阿狣 a 音，【廣韻：烏何切 a 平聲】、【集韻、韻會、正韻：於河切 a 平聲】、

集韻：倚何切 a 上聲】、【字彙：阿葛切 at→aḥ入聲】，故知此音有兩音，a、

a`兩者，但此聲韻應有涅槃音，因標”入聲”故。再依古今音表：中古音烏何

切 a 平聲、吳語əu→ə→aḥ、閩南音 o、a，廈門音：o、an、a。因阿狣 a 字後接

je 女聲韻母音，故此處阿狣 a 要發 a`之涅槃音。觀後連詞 je 一字，因韻母 a 為

喉內聲，要轉為 e 舌內聲(je)，還是以涅槃音讀之，故要唸成 a` jeyam，a`涅

槃音就有頓一下，始唸下文就有涅槃音之作用。 

 

 

 

 

 

2.逝兮 je 字音： 

逝兮 je 字音，【廣韻、集韻、韻會：時制切 je 去聲】、【集韻：食列切 je

入聲】、【集韻：征例切 ce/je 去聲】，由此觀之，”逝”這裡當是 je 之擬聲音。

而依古今音表：中古音ʑǐɛi→jie→je、吳語 zɥ、閩南音 se、廈門音：se，此處似

不適用，因 aceya、aseya 等都無此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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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孕兇 yam 字音： 

 孕兇 yam 字音，【廣韻、集韻、韻會、正韻：以證切 jin→yin 去聲】，擬

音似有可能是 yin 之音聲。若依中古今音表：中古音 ʝǐəŋ→yən→yan、吳語 jyn

→yin、閩南音 iŋ→in、廈門音：in 等觀之，似有孕兇 yam 字音，故此處應似有

兩音，可讀為 yam，及前述 yim。若是參照慈賢大師及房山遼本之「青頸觀音咒」，

有句”阿薺琰”之「琰」，琰者是 yam 也。但也可讀 yin 之音(孕)，故整句讀因

可成為 ajeyam 或是 ajeyin，當然詞句還是 aje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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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大悲咒悉曇音譜大悲咒悉曇音譜大悲咒悉曇音譜大悲咒悉曇音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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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