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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簡介— 

悉曇十八章綴字法簡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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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悉曇十八章總論說 

悉曇十八章章名複習，第一迦迦引章(一 ka、乙 k2)。本體法軌也。(接十二轉

音點畫)一切法在五五句和九遍口音三十四個字裡面產生一切法，所以是本體法軌，

每個字都可以轉十二轉音加上韻母的點畫變成四百零八字，除了重複的字拿掉以

外，一般正常十二轉音是四百零八字。 

第二章名枳也、枳耶(池 kya)，這是二合字，第一個字的一 ka 加九遍口音的第

一個字伏 ya，一是代表第一章的第一個字，後面還有三十四個字都是要來接伏。 

第三章名迦上略上(咒 kra)、迦平略平(咆 kr2)，先 ra 就是九遍口音的第二個字，

也是用第一個字的一加九遍口音的第二個字先 ra 來代表第二章的第一個字。 

第四章名迦欏(姣 kla) 、迦欏 (姨 kl2)，舌頭要捲高，捲高的話發的音與先 ra

就會不一樣了，咒 kra 音是平平的，姣 kla 舌頭捲高，舌頭捲高怎麼可能念高音？

舌頭捲高姣 kla 自然 a 音就會降音，用一加九遍口音的第三個字匡 la 成第四章。 

第五章名迦嚩上(唇 kva)、迦嚩平 (哽 kv2)，用一加九遍口音的第四個字向 va，

每次都會複習，這些章節一講您就要很清楚了。 

第六章名迦麼(高 kma)、迦麼(鬥 km2)，這裡就變了，不用口音，而用第五句

的第五個字母亙 ma，一是這三十四字的代表，所以第一字是高 kma。 

第七章名迦娜(莞 kna)、迦娜 (莘 kn2)，倒回來是用第四句的第五個字母巧 na

連結。為什麼用巧作結尾呢？因為宇宙之間的一切相，你起分別心就有名，不分別

名就不見了，但相依然存在，告訴你離一切相，無法讓世間相滅掉，心能入相中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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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無二即無分別。 

所以業力也一樣，心裡的起心動念，恐怖、歡喜、快樂、煩惱、、、，這個念

不會滅，但你不受它影響，這是離名相。不起分別心的話，恐怖也沒什麼叫做恐怖，

歡喜也沒什麼叫做歡喜，反正就是你心裡感知什麼事就是什麼事，很清楚的，能夠

離名、離相，修行就是在做這個工作，所以一般悉曇章綴字法都以巧作結尾。大法

炬經你們這邊上課沒上過，台北的研究班在研究大法炬經的一些咒語，那裡面就提

到狣、一、巧， 你要能觀這三個字就能獲得成就，觀這三個字不是一兩天，起碼

要觀十一年，到巧字時最難觀，至少要觀六年；一要觀六個月；狣認真一點要一兩

個月就可以觀起來。所以這個巧表世間相太多了，說明一下讓你了解為什麼以巧作

結尾，就是一切法要能離名相。 

第八章到十四章就是第一章到七章前面加個先 ra，先就是燃燒、火燒，一切你

所造的業把它燒光，當然不是用有形有相的火去燒，而是用智慧的火光燒掉，這樣

你就沒煩惱。我們是在講心，當然世間相用火燒會滅盡，水也浸不了一切物質，風

也吹不了一切物質，只有火可以毀滅一切，不管多堅硬的物質，金、石或其它碰到

高溫就一樣被燒掉，所以火大可以滅掉一切。因此一到第七章以後，第八章起每一

句前面都加個先 ra。 

第八章名阿勒迦(硬 rka)，一定要加一個有聲沒有形的阿 a，來引出音(棇連第一

章字母)。第九章名阿勒枳耶(瑛 rkya)，第九章開始等於是三合字(棇連第二章二合

字)。第十章名阿勒迦略(氳 rkra)(棇連第三章二合字)。第十一章名阿勒迦攞(潭 rkla) 

(棇連第四章二合字)。第十二章名阿勒迦嚩 (唇 rkva)(棇連第五章二合字)。第十三

章名阿勒迦麼(轅 rkma)(棇連第六章二合字)。第十四章名阿勒迦娜(孀 rkna)(棇連第

七章二合字)。這兩部分（一到七章和八到十四章）很好學，你會了一到七章，就知

道八到十四章，因為只是前面加個先，但要懂得加先是什麼秘密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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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面兩張表格就是一到七章和八到十四章的字母組合簡表，學悉曇組合字的

概念一定要弄清楚。上次稍稍講到十五到十七章，已經一個月沒上課了，把它複習

一下，第十五章名盎迦(丱{ka)，前面不能加阿 a，加了阿 a 就很難念，這是大空音，

五句門的每一句用它的第五字加在他那一句門的前面四個字上，稱為空音，那為什

麼要稱為空音？你要有一個概念，因為要念得很柔合、轉得很順口，要轉成鼻子音

出，所以需要加盎（小{a）、安（及#a、偑 5a、巧 na）、唵（亙 ma）在前面，如

果是九遍口音不能加別的字，只能加第一句門的盎，為什麼呢？你學語音學的學到

現在，可以了解盎是不是喉嚨發音然後從鼻子出去，那後面的伏 ya、先 ra、匡 la、

向 va、在 0a、好=a、、、等等之阿 a 音，結尾大部分都是在喉嚨發音，因為遍口

音嘛！ 

所謂遍口就是不管你發音的起點在哪裡，最後都回歸到喉嚨深處 a 聲，既然要

回到喉嚨深處，那只有盎小可以跟它搭配，因為盎小是喉嚨發音，所以盎耶佞{ya、

怀{ra ‧扰{la ‧旵 {va‧氙 {0a、汭{=a‧犿 {sa ‧町{ha ‧芐{k=a 等，都得用

盎音，這個語音學要去體會的話，如何發音都有它的必然性，這樣學才能融會貫通，

不能只有死背是那樣、是那樣？您們要懂得它的道理所在。 

這第十五章也稱異章，因為跟別章都不一樣。本章有生字，即有廿九字需十二

轉音生字。這一章有產生綴字，但只有二十九個字，悉曇所產生的字不能重複，重

複的要列到別章，34－5＝29 少掉五個字，所以有二十九個字，需十二轉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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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六章名紇哩(玹 4、玶}，玵 8 、玴 p)。這四個別摩多都以揰連接上字下，不

管是哪一個字，雖然是四個字，但看成短音兩個字，兩個字又看成一個字，所以都

是以揰為代表，好像秤子的鉤鉤，它有 34 字而已，哪 34 字呢？五五句加九遍口音

(25+9)，每個字下接紇哩，紇哩接下後就沒有辦法再變了，要從哪裡變出字來呢？

就從前面的字去作十二轉變，如果是邟 k8 ，碰到 8 就死定了，只有變前一字母一

Ka、乙 k2、丁 ki、七 k1、乃 ku、九 k9、、、，前面的字可以變生字來，下面的是

固定的，不能變它，所以它產生的字不是在後面。因為下面不管用哪個字，一般的

咒語來講就是用這個字 4，不管它用} 或 8 或 p 都是用 4 來代表，既然這個字固定了，

要產生字就是前面變一 Ka、 几 kha、、、這麼去綴生字來，這是第十六章的特性。 

第十七章名阿索迦(弨 ska)。本來是薩迦念作阿索迦，為什麼念索呢？這裡 sah

念涅槃音，ah 有惡的音，跟 s 連在一起有索的音，所以唸阿索迦。第一個字阿索迦

(弨 ska)當作它的章名。 

在十七章裡面，每個字前面都要加一個 a 阿無形有聲的引出音。第十五章不能

用 a 阿，因為很難念，所以不必用 a 阿帶出來。第十六章注重在後面的 4。十七章

開始都要加一個 a 阿，總共有 33 個字，上一回有一張表格給你們，這 33 個字跟本

體規則的 34 個字是不一樣的，它是一連貫好幾個字母組合在一起，你會說為什麼特

別就是這 33 個字？因為每一個字之間的組合都有悉曇的秘密之意義在裡面。你要綴

變出字時，只能變最後那個字母，第十七章的每個字最後面那個字母可以十二轉音，

中間第二、三、四、五…等合字都不能變，念法是可以轉變，但不能變出字來，最

後那個字是可以變出字的。比方最後面字母是一 Ka，那一 Ka 再加十二轉音一 Ka、

乙 k2、丁 ki、七 k1、乃 ku、九 k9、、、，但前面不管二、三、四…合字都不能變，

用迦等字體參互加之。阿索迦弨 ska、怙阿索佉 skha，…，各生十二字，共有卅三

字，故本章有生字 396 字。第十七章最多到七合字阿勒叉微釐耶 rksvrya，只能變字

尾的字母 ya、y2、yi、y1、yu、y9、、、十二轉音。 

第十八章是孤合章，孤合就是孤單，孤單這有很多意思，等一下我們會說明為

什麼叫孤合。＂合＂就是兩個字以上相合，有三合、四合、五合、六合、、、，它

跟別章沒有重複，所以叫孤，這是好幾個意思之一；孤合章也叫無盡章，為什麼呢？

這個字除了十七章以外的字，只要二合、三合以上，不在十七章裡面都列在這一章

裡，或者諸佛菩薩的種子字，或者它的咒語基本種子字都含在這一章裡，因為是沒

有規則可遵循，所以只有這樣做，叫孤合也叫無盡，這個所產生的字就無量無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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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悉曇一般就依照智廣大師所講的為主，所以主要產生字數是 17,832 個

字，但悉曇字不是只有這些而已。我們人間像中國漢字就一萬多字已經不得了，天

天在用的只不過兩三千字，一超過就很艱澀，是智慧高、語言能力強的人在使用的。

同樣道理，悉曇能學到 17,832 個字已經很不得了，到後面的悉曇十五、十六、十七、

十八章，有一些是可以用到，像我們在咒語上可以看到，有一些光看大正藏悉曇藏

裡列的就知道沒有心力去把每個字研究出來。如果有興趣的人，悉曇課結束，你就

可以好好耐心的去看看，這個字是加那個字和加那個字，然後用悉曇的第二層密意

去解釋，一般人持咒語沒學悉曇的就不會去管它。 

舉幾個例子來講，用 a 阿聲帶出阿跛多挕 pta，因為 ta 是女聲音，所以前面的

pa 要加涅槃音，所以念阿跛多挕 pta─apa` ta。十八章講完了就要講怎麼念悉曇音

聲，所以悉曇音裡的涅槃音跟大空音就在講這些原則，為什麼要用此漢字這樣翻譯

其音？這跟悉曇涅槃音脫離不了關係，如果學到悉曇十八章這裡了，你不去學這部

分，等於是沒有學到悉曇，學半天看網路文章還是照羅馬字去念咒，等於沒有學悉

曇學。 

你一定要用古代漢字來發音，才知道裡頭有涅槃音、有大空音、有轉音、變

音、…，其實這些軌則懂了，你就會念而且念得很順。因為古代人不懂涅槃音跟大

空音，所謂古代就是一千多年前或者一千五百多年前，西元五、六世紀時，他們已

經搞不懂悉曇怎麼念，只是聽大德或天神好像這個字是念長音，好像那個字是念短

音，然後就把涅槃音弄成似長音，還念得有點像樣，但他們不懂它的道理。也不會

觀想，念到這裡要觀想說涅槃就是寂靜、心不動。他們只知道梵文念到這裡要長音，

念到那裡要短音，但是什麼意思就不知道，悉曇失傳啦！印度都失傳了，傳到中國

來，再傳到日本去，大部分現在也失傳了，已經兩千多年。 

我們現在在做恢復的工作，你們學了這個，等於是基本悉曇的種子一樣，如果

有心要盡一份力量，可以一個教十個，十個教一百個，把悉曇知識再恢復起來。現

在沒有人懂了，包括日本人。當初我本來想找人去學密法的，但腦筋一句話告訴我：

沒有人可以教你的！既然這樣就自己看、自己學，天天看這幾本大正藏的文章，這

麼去翻呀翻的，到現在終於搞懂，它是分散各個地方角落，然後重複又重複，這邊

抄一點，那邊抄一點，抄的人也是迷迷糊糊，為什麼？因為它沒有更仔細的說明，

所以最原始的悉曇智廣三藏法師，他寫的很簡潔，十八章就這麼一張紙而已，後人

有新的就加一點，也只有兩三張紙，悉曇略記、悉曇字記、…，裡面談到理論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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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是「悉曇藏」，跟悉曇裡面有圖的那篇 2710 文章，已經不是只有談悉曇而已，

這個包括範圍更廣，連宇宙現象、算命的，也都寫進去了。 

所以你學悉曇要懂它的道理，充分的自利利他。阿跛多挕 pta、阿吒迦昦 6ka，

ka 是女聲音，前面的 6 一定要加涅槃音，這是下一次要講的，涅槃音要怎麼念？基

本軌則是不變的。阿娜薩嚩柲 dsva、阿吒瑟車囉  6=chra，=用第三轉音，所以你

如果不用漢字來念，怎麼念得出來，每個人都會念阿吒薩車囉，這樣不是很彆扭嗎？

每個字都念阿 a 的音，所以它會轉念成阿吒瑟車囉  6=chra，因為女聲音的前面=

要加涅槃音，所以要頓一下，這樣才像梵文悉曇，蠻有意思的，你懂的話就覺得我

學了這個，真的持咒是很順口不會抝口咬牙。 

呵叉夜狣朽伏ak=aya 為什麼用”呵＂呢？”呵＂代表有涅槃音在裡面，不能念＂

阿＂，這個字不是叫聲的＂阿＂，是口邊有 ah 惡的音，要頓一下，表示有涅槃音，

這樣念起來很順，若是念”阿”的音，嘴巴好像喘不過來。狣朽伏 ak=aya 意為不滅、

不朽，翻的比較傳神叫無盡，為什麼呢？產生字不是永遠就那麼多，五合、六合、

七合，至無盡，像一一一一一一一七合字，七合字看起來覺得很多，八、九、十合

還有，是更多，因為我們人的智慧不夠，不必用到七合，但天神、梵天嘴巴很溜，

可以發的很好，不是只有我們這個世界有講這種語言，在梵天以上，梵天王管一千

個世界，所以表示一千個銀河系都在講這個梵天語，那其它的是世界呢？也是一樣，

到大梵天程度的話，所有宇宙世界梵天以上的天界都在講梵語，所以語言之音聲不

是只有我們這裡才有。 

毘盧遮那佛講：如果凡夫包括梵王在內所造的梵字祂並不隨喜。不隨喜就不會

去弘揚，因為梵語是宇宙之間的自然語言，所以佛才隨喜教你咒語，每個佛都知道，

他們知道用梵天語來持咒語，梵文的音和義理不會變，但字形會變，字形是隨時空

在變，哪一個人心血來潮就就把它改一下，所以阿狣 a 一個字，到現在已經好幾變，

最古代梵天傳下來的阿狣 a 字，是很簡單像個左右反面的 k 字，丨是代表阿聲點畫，

到現在天城體變成像個 3 字 ，還有新城體…等，這些網路文章上有可以參考。所

以字型會改變，字不會傳遍全宇宙，不可能娑婆世界的字會去到別的梵天那邊，他

們那邊有另一套，但聲不會變，它的意思也不會變，比如阿狣 a 是本不生，不會到

那裏變成其它的意思，聲音也是，所以宇宙傳來傳去都是聲音，聲音傳最遠，像現

在黑板這個字只有你們看得到，不會傳到哪裡去，有些天眼通的他還可以觀，來這

邊聽一些課，然後看一看知道這個字，因為傳不出娑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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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產生無量無邊的字，但這一章不生字，只是念法不一樣，所以用第三

轉音、第五轉音母音合成讀之，三、五只是代表，有三、五、七、九…可以轉，但

轉最多的音是第三轉音。第五轉音 u 也有一些，e 就比較少，少不能說沒有，o 也

不能說沒有，我們上研究班時特別去查 o 轉音還是有，o 第九轉音。它是合字，但

它就是要念 o 的音，屬第九轉音。 

 

四、悉曇十八章秘密義釋 

就智廣大師字紀，而能顯明十八章，古人異解區分，故致解釋非能一致。先石

記(悉曇集記 T2705)云，初章爲本體法軌也，本體種即指眾生之本性，或宇宙之本

體，一心不外宇宙本體。三千諸法內含真如本體，萬法軌持之體性。密法中本體包

括：(1)體大─謂地、水、火、風、空、識等六大遍滿一切有情、非情。(2)相大─謂

大曼荼羅、三昧耶曼荼羅、法曼荼羅、羯磨曼荼羅等四曼之相狀歷然。(3)用大─謂

身、語、意等三密之作用於深祕中彼此相應。一切法均依真如，真如有離言真如與

依言真如。離言真如之本體唯為觀智之境，離一切言說之相者，稱為離言真如。依

言真如，依言相狀可依言說而分別者，稱為依言真如。或言空真如與不空真如，空

真如者謂其自體真空虛明而離一切諸妄染，如虛空之空。不空真如，乃其自體具一

切之性功德，如虛空含有一切萬象。 

第二章以伏字爲派用者，是伏字者乘義也，欲至於所詣之處，當先乘此”野”字

之寶乘。次第三章用先字者，是乘寶乘故，既能離塵垢，故無相也。故第四章用匡

字今無相者，是言語道斷故。第五向字現成也，言語道斷故則等大空。故第六章用

亙字也，今雖云空而尚有名言殘。故第七云巧字門之時，萬法擧而告無名體也。 

以上七章第一章是萬法本體鬼則，有萬種象，但得修入空，要能修入空，當得

依二至七章悉曇字義觀其本不生故，故知此七章僅導行者入空門。 

今此等七章唯歸偏空之理，而未表眞實之宇宙真理，所以第八章爲首，至第十

四章以羅字加諸字之上，先字皆悉以先智火燒掉上七章所證之空執之理，故知羅字

是火之薪，能毀”空有”諸有相。故從第八章起從原有之七章前各家一羅字，意阿聲

帶引而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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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顯非空非有之中道之理，故此章中用小、及、偑、巧、亙之眞實五智

空之義。第十六章用玵加諸字者，此字者是沈沒之義也，沈沒者即又入義也，彼證

眞實五智空之時，須入大涅槃，故爲表入涅槃之義，此章中用玵字也。 

第十七章以阿狣 a 字聲令帶諸字者，是阿者即生義無生義也，入涅槃故已無生

也。涅槃之後更以大悲方便，顯後得智門，現隨類應機之形，化衆生界，是則生義

也，從無生門又更是生故也。此後得智可別為五種：(1)通達思擇─於真決定，於真

現觀，故稱通達；由後得智思擇如是所得通達，即於中自內審察此事如是，故稱通

達思擇。(2)隨念思擇─謂於後時隨念通達，念言「我曾通達是事」，故稱隨念思擇。

(3)安立思擇─謂從此出，如所通達為他宣說，故稱安立思擇。(4)和合思擇─謂以總

相觀緣一切法，由此觀故進趣轉依，或轉依已，重起此觀，故稱和合思擇。(5)如意

思擇─謂智現前，隨所思惟，一切如意，如令地等變成金等，故稱如意思擇。一般

凡悟根本空者，即能生此後得智，此後得智當為化導眾生之利用。 

第十八章名孤合者，是如其名示也，稱孤字，又孤字又合成一合孤字，故又稱

為合，是為孤合章之義，如猲 h9m 是孤字，又是數字合成一孤字。此孤合字是三身

究竟大果圓極故，萬徳悉集合會一身畢。又古德云，孤名孤合也，獨一法身，唯一

不共之義，此章之意也。獨一法身是五智圓滿之義，此章均以種子字為主。言五智

者： 

(1)法界體性智（dharma-dhātu-svabhāva-jñāna），第九阿摩羅識(amala-vijñāna)

從有漏(sāsrava)轉為無漏(anāsravah)時所得之智，即世間、出世間等諸法體性之

智。漏者 āsrava 流注漏泄之意，煩惱之謂，煩惱滅盡即稱為漏盡。謂眾生因為煩

惱，常由眼耳等六根門漏泄過患，又於生死中流轉三界，故此煩惱，稱為漏。密教

中，將法界體性智配列於中央大日如來與佛部裡。 

(2)大圓鏡智（ādarśa-jñāna），第八識(ālaya)從有漏轉為無漏時所得之智，若能

圓明了知，則凡觀一法，皆具足無盡德相，即能顯現法界萬象圓明無垢之智。大圓

鏡智配列於東方阿閦如來(Aksobhya-buddha)與金剛部，又作金剛智。 

(3)平等性智（samatā-jñāna），第七識(manas vijñāna 思量之義)從有漏轉為無

漏時所得之智，平等是諸法體相，於一切法悟平等性，入大總相，究達一切所知邊

際，遠離增益、損減二邊，順入中道。如是即具現諸法平等性之智。平等性智配列

於南方寶生如來(Ratna-sajbhava-buddha)與寶部，又作灌頂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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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妙觀察智（pratyaveksanā-jñāna），第六識(mano-vijñāna)從有漏轉為無漏時

所得之智，即巧妙觀察眾生機類而自在說法之智。妙觀察智配列於西方阿彌陀佛

(Amita-buddha)與蓮華部，又作蓮華智、轉法輪智。 

(5)成所作智（krtyānusthāna-jñāna），前五識(pañca vijñānāni)從有漏轉為無漏

時所得之智，即成辦自他所作事業之智。五識係指眼識（caksur-vijñāna）、耳識

（ śrotra-vijñāna ）、 鼻 識 （ ghrāna-vijñāna ）、 舌 識 （ jihvā-vijñāna ） 與 身 識

（kāya-vijñāna）等五，因列最前，故稱前五識。成所作智配列於北方不空成就佛

(Amoghasiddhi- buddha)與羯磨部，又作羯磨智。 

 

問：十八章之合字成文(或稱字)之時，以遍口中野伏、羅先、欏匡、縛向字，

并五五中麼亙、曩巧二字，合諸字下，不用餘字，有何以乎？ 

答：以野伏等字次第用之，至在奢字處，當濫弋者等(註：意為在、好、屹等易

混淆，爲用異音，限此四字(註：野伏、羅先、欏匡、縛向字)，不用餘字歟。又用

五五字中第五字，逆次用之時，舌聲偑拏字，喉聲凹拏，其音相似故不用之。次在

及重合之時，其音相濫小(註：及、小音易混淆)。成合用之時，其音亦相似，故不

用之歟。孬字全闕生用，不合之有由。朽字本是一、好二合，若重合之，當成三重，

全異餘字，故不同之也。 

 

問：若有聲濫(混淆)之字，更不用之者。遍口中縛向字全似脣内音，何今用之

乎？答：所難雖爾，用縛向合重之，當有別意歟。謂縛向字，又音和向文，此音全

不相似餘字，以此義故，用縛向字歟。但付扔字，雖別有府下反，尋其音，全相似

脣内音，仍猶不用之也。 

  

悉曇生起等次，今誠以聲韻之分別來說明，以解諸章之大徳，兼付反切之法度，

以辨合字之軌則。 

初章以體文摩多配聲韻文，前者為聲，後者為韻。初章，第一一者，相對前 k

聲與狣 a 韻呼之，則所生得一 ka 字也。不是直接就是體文一字為字首也。何以《悉

曇字紀》云，如用迦字之聲，對阿狣、伊珌、鴎珈等十二韻呼之，則生得下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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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丁、鉤乃矩侯反等十二字文是也。是知此所生一字，聲韻同和，兩字混合者也。

又云，此伏、先、匡、向、亙、巧六字，清濁難辨之音也，更非如一、弋、巴、凹

等。夫清濁難辨字者，即是相類狣、玅等十二韻音，列而撰彼六字(即六對十二韻母)

各接合在初章字母之下。如次爲第二已下六章也，是則相同彼反切圖中正反二字之

義。何者其上象聲合聲者，音響始故主上(即指聲母)。其下由韻合，韻者音響終故

主下(即指韻母)。 

依之，第一章來，但彼初章，以體文(五八)摩多(韻母)配聲韻。此六章一向於字

母分聲韻也，若此等後加摩多，摩多定爲韻，體文合爲聲。後章皆爾，常如分別。

次以先囉半體合前七章字上，又立後七章事。謂前六章對以伏等六字，約正反圖位

字下合之。此後七章標以先囉半體擬到翻次第字上加之，所以後七章係由前七章次

來也。已上十四章訖。 

主第十五章，以小等五字各加當句四字等上，釋名異章之由。不由韻合，名爲

異章等義應明知。以前章中以彼伏、先、匡等字，撰加諸字上下者，皆由韻合云事，

無疑者也。若不如此由韻合來解釋，故知此十五章不由韻合，特別以異章名之。 

第十五章，異于以前諸章，或爲顯有五處、三類，穩便、不穩便連聲，於此章

能知之。故前十有四章，此第十五異章名稱之由來也。言五處發音者，次第合於迦

一、者弋、吒巴、多凹、波扔。何故說迦一爲牙聲等耶？以舌中近腭上，開於脣跓

牙鋒，自兩牙間而出此聲，非喉脣之所發，故以迦一爲牙聲。者弋字，此開脣合齒，

自齒間初發上聲，漸開齒後究竟聲，故者弋字云齒聲。吒巴字者，此彈舌初發聲，

而後漸開口自舌端聲初生，故云吒巴為舌聲。多凹字者，此以舌端著齒根間放之發

聲，聲猶喉中發，後即帶喉聲，故云多凹喉聲。波扔字者，此二脣相合，初開發聲，

故云波扔為脣聲也。以上是謂五處發音。 

何以吒巴不云腭聲，云舌聲耶？因以佉几字等爲腭聲，以吒巴字等爲舌聲也。

今多凹字此非腭舌，故猶從喉也。此五聲配中國發音為宮、商、角、徴、羽。即迦

是宮一音，者弋商音，吒巴是角音，多凹是徴音，波扔是羽音也。宮商等音，即牙

齒等聲耳。各五者，宮音有五，乃至羽音有五。故云各五，即迦一、佉几、伽丫、

伽重千、哦小等也。遍口之聲者，野伏等十字也，皆遍口中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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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六章，彼邟 等四字，雖須皆用當章字體，生字正章意。一箇字母次第上

重不可用，別字母位故。且約第三刈字所合邟、 等，共三十四字作此別章也。此

悉曇中刈、及等，摩多(母音)而有體文之義。彼餘單章伏、先等，體文而有點畫(韻

母十二)義。連接紇里之本章連字，不以紇里做彼十二音點畫音。 

第十七章，前來諸章，或撰伏、先等六字之字下合之。或用棇囉半體，字上加

之，或冠小等五字，連三内之空點，或合刈紇里摩多，顯重成字用，如此體文，三

十四字中兼撰所用字。雖定二合、三合章，末後一等字參互究數字重準的，仍正章

終結此章也。 

第十八孤合章者，此章如前諸章，莫令定字體生十二，只聚集前來章中當體重，

乃於字母不次字，或兩重摩多字，或連字聯聲，乃至半體印文等字，以成章也。故

梵文中，若有上十七章所不攝字，皆入此章。 

 

前七章表隔歴三諦，後七章中道先通加表圓融三諦也。次約五十二位者，初章

信、伏住、先行、匡向、向地、亙等覺、巧妙覺，以上前七章表權位。後七章表實

位也。 

 

五、悉曇章節別論 

《大般涅槃經義記》云，其悉曇章以為第一，於中合有五十二字，悉曇兩字是

題章名，餘是章體。所謂噁狣、阿玅、億珌、伊珂、郁珈、憂珅、咽珫、野玿、烏

珇、炮玾、菴珃、阿珆(以上十二韻母)，迦一、佉几、伽丫、千、 千、俄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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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一句門)，吒巴、咃 、荼毛、袒丙、拏偑(以上第三句門)，多凹、他卉、陀叨、

彈 、那巧(以上第四句門)，遮弋、車云、闍介、饍刈、若及(以上地二句門)，波扔、

頗民、婆生、滼矛、摩亙(以上地五句門)，蛇伏、囉先、羅匡、啝向、奢在、沙好、

娑屹、呵成、荼朽(以上九遍口音)。魯玹、流玶、盧玵、樓玴(以上四別摩多)。魯玹、

流玹、盧玵、樓玴，外國正音名為億力玹、伊離玹、栗玵、離玴(此是中印度及南印

度發音之差別)，此是初章。 

就此章中，迦一、佉几已下三十四字是其字體。初十二字是生字音(韻母點畫生

字)，末後四字是呼字音。將初十二呼彼迦一等生字之時，有單有複。其單呼者依後

四中栗玹離玶二音。其複呼者用後億力玵、伊離玴二音，單複呼中並有長聲短聲之

別，故有四音。前後合說有十六音(摩多十二加別摩多四)。而經說言十四音者，前

十二中後二助音非是正音，故除此二說十四音，初章如是。(此說法是義記所述，非

為正論。因菴珃、阿珆於密教中站重要地位，因有菩提與涅槃義，且世尊在時，也

就有此二字存在，故知十二韻母分為六對，加體文、別摩多合成十四音。詳如下圖

及下述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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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初十二單呼迦一等三十四字為第二章，用十二音呼一迦字生十二字即為一

遍。乃至呼荼朽類亦同爾，三十四遍合為一章。 

就複呼中有其十章，相狀如何？就彼三十四字體中，前之五五二十五字是其毘

聲(五句門)，備如下辨。蛇羅等九是其超聲(九遍口音)，亦如下說。就毘聲中有其五

句，最初迦一字歷配其餘三十三字，入十二音，為第三章。 

以迦配佉入十二音生十二字以為一遍，乃至配荼朽類亦同爾，是則合有三十三

遍為一章矣。取初句中末後俄小字歷配其餘三十三字入十二音為第四章。 

第二句中最後拏偑字歷配餘字入十二音為第五章。 

第三句中最後那巧字歷配餘字入十二音為第六章。 

第四句中最後若及字歷配餘字入十二音為第七章。 

第五句中最後摩亙字歷配餘字入十二音為第八章。 

就超聲中具有九字，取前四字伏、先、匡、向歷配餘字入十二音復作四章，通

前合為十二章矣。(以上是取十二章之說) 

若以諸字盡具相配入十二音，通合應有三十六章。不能煩廣，略舉斯耳。(以上

是取卅六章之說) 

今此偏說悉曇一章以為半字，半名字本，是義云何？今言半者，以悉曇章顯此

經中一切義體，而未廣辨，故名為半。依於此義廣開以為一部之經，方名為滿。此

半與滿大乘不同，向前四相章中。小乘為半，大乘為滿。良以是中半亦是大。是故

學之得解此經，即此半字與廣為本故名字本。文中初就噁、阿等音，以辨字義。次

就迦、佉、伽、 、俄等三十四字以辨字義，後就魯玹、流玶、盧玵、樓玴等四字

以辨字義。 

就初音中有十二字，而經文中云十四音，義如前解，除却後二加後魯流盧樓四

字為十四耳。文中初音有十四音名為字義總以摽舉，所言字者名涅槃等總顯其義。

字者外國名阿察羅(ak=ara)，此方義翻名為無盡，與彼涅槃常義相同故名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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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悉曇十四音之實義 

《大般涅槃經》佛告迦葉：「初十四音名為字本，是十四音常為一切不盡之本。

不盡有何義？不破壞義、不漏義、如來義，名不盡義。如來法身金剛不壞，故名不

壞。如來無有九道諸漏，故名不漏。如來常住，故說不盡無作之義。」 《瑜伽論記》

亦云：字本母者，十四音也。  

依《大般涅槃經》中經文之段落，可以判知佛陀所指十四音義為： 

(1) 狣 a、玅 2，珌 i、珂 1，珈 u、珅 9，珫 e、玿 ai，珇 o、玾 au，珃 a3、

珆 a`等韻母合六對合六。  

(2)體文迦一 ka 者、遮弋 ca 者、吒巴 6a 者、多凹 ta 者、波扔 pa 者等五句合五。  

(3)遍口音蛇伏者等九為一。  

(4)別摩多玹、玶，玵、玴兩對合二，共合十四音。  

以上是韻母與體文合生十四句表世間一切法，若回歸到實相義則無所有、不可

得也。十四音中用到吸氣舌根隨鼻之聲，長短超聲隨音解義，皆因舌齒而有差別。 

結論：韻母生世間體文字，體文(五句九遍口)依韻母能綴字、生字，達無量、

無邊並無盡 ak=aya。 《大般涅槃經》如來性品之十四音五十字義等，乃佛陀入滅

後，由文殊、彌勒、阿難等結集而傳於世。 

(悉曇綴字篇完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