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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消灾吉祥咒」是禅林所用四陀罗尼之一，亦为密教通用之息灾法。出于《佛

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唐代不空译，T963)，及《佛说大威德金轮佛

顶炽盛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译于唐代，译者佚名，T964)，敕修《百丈

清规卷一》所述祈晴、祈雨，皆用此咒。 

在历代版本与现在日诵版的七种罗列中，会发现房山版较其它版本更为简捷，

因石刻之缘故，断句上亦较无传抄上的疏忽，较接近此咒的原貌，后期《释迦如来

应化录》中所录此咒相近于房山版。唐代不空版则加上了持咒前的恭敬语「怛侄他」，

「瑟致哩」较房山版重复了一次，加强语气，在形式上配合此咒除灾行动上的重复、

加强语气「入嚩囉  入嚩囉  缽囉入嚩攞  缽囉入嚩攞  底瑟姹  底瑟姹 瑟致哩 

瑟致哩  薩普吒  薩普吒」的用意，咒尾加上了「扇底迦 室哩曳」，此两句是结合



 

T964《佛说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另一咒「大吉祥真

言名破宿曜」，其真言曰：「唵(引)薩嚩 諾剎咀囉(二合) 糝摩曳 室哩曳 扇底迦 呴嚧 

薩婆訶」而来。经云：尔时如来复告大众，若人行年被金木水火土五星，及罗睺计

都日月诸宿临身，灾难竞起。我有大吉祥真言名破宿曜，若能受持志心忆念，其灾

自灭变祸为福。原消灾吉祥咒加上此两句咒，有加强消灾的强语与呈祥的祈愿。可

见不空版其实和房山版同一源流。 

 七种版本中断句有疑问的是此句「阿缽羅底賀多舍娑曩喃」，T963、T1951、近

代禅门日诵等，虽刻意有用断句，但断句为「阿缽羅底 賀多舍 娑曩喃」，续卍藏

1511 断为「阿缽羅 底賀多舍娑曩喃」，此句依字意完整的断句应为「阿缽羅底 賀

多 舍娑曩喃」或「阿缽羅底賀多 舍娑曩喃」，实际断句似宜为「阿缽羅底賀多 舍

娑曩喃」。「阿缽羅底賀多」应译为无碍、无障碍、无罣碍、无所罣碍。谓无障碍。

「舍娑曩喃」有全获得控制之意。 

此咒七种版本中「佉呬」一字发音有别，房山版「佉引呬」，其它版本「佉呬」

都是短音，用梵字分析法软件，不能解出 kh2hi；惟 khahi 可分解成 kha 与 hi 字，

各有其解释。所以「佉引呬」只能解是引者是 kh 之 h 声，似有拉长之音。另此咒七

种版本中「入嚩啰」与「入嚩攞」二字在「啰」音有异，而「啰、攞」的区分，不

空版(T963)在「入嚩囉」与「入嚩攞」用不同囉字，两者字本是互根外，意思亦似

相类似，但他用「入嚩囉」可能更利于弹舌用，以达到持咒的特殊效果。唐以后的

版本包括近代版，则大致承袭不空版。 

本报告结论基本上在房山版与不空版的比对中，发现差异与互为参照，因不空

版的加句无损咒语样貌，尚有加强除灾之功能性，拟以不空版为主，以房山版为辅，

加以修订，综合上下咒意得出结论如下。 

「消灾吉祥咒」古汉字：「曩謨 三滿跢 沒馱喃 阿缽囉底賀哆 舍娑娜喃 怛侄

他  唵 佉 佉 佉呬 佉呬 吽 吽 入嚩囉 入嚩囉  缽囉入嚩攞 缽囉入嚩攞 底瑟姹 



 

底瑟姹 瑟致哩 瑟致哩 薩普吒 薩普吒 扇底迦 室哩曳 娑嚩賀」 

 

罗马音为：nama` samanta buddh2n23  apratihata 02san2n23 tadyath2   o3 

kha kha khahi  khahi h93 h93 jvara jvara  prajvala prajvala ti=6ha ti=6ha  =6hir1 

=6hir1  sphu6  sphu6  02ntika  0r1ye  sv2h2。 

本咒浅略义为：皈礼普遍十方诸如来 无碍化导诸灾障全赐令导正。即说咒曰 

启赞佛法报化三身 等虚空 遍虚空 确实能等虚空、遍虚空，所祈求能办(若祈雨、

止水、消灾、除祸、去病、延寿、…等)，种子字 (从 h、u、9、a3 等去解释，

或参阅吽字义之说明)。激奋而起，获得激起，点燃光明，无量光明，执持着、坚

固的执持着光明，从光明中强壮而坚固成就，暴破诸障碍，摧毁诸邪恶，息灾、吉

祥降至，是所祈求。 

第一次参与悉昙咒语研讨，除可了解古代各种咒语之变迁与为何发生误植外，

让我学到很多悉昙文句方面的知识，唯末学等不才，研讨咒语可能多有误漏，唯虚

心冀求十方大德不吝指正。 

 

报告大纲： 
 
一、研究动机 

二、「消灾吉祥咒」版本表列 
三、 「消灾吉祥咒」版本研究 

（一）版本比对 
（二）分析研究  

1.同音异字表 
2.相异处 
3.分析研究 

四、综合结论 



 

（一）、房山石经版与不空大师版 
（二）、咒字词类变化 

（三）、两版比对结论 

 

一、研究动机： 

关于「消灾吉祥咒」，又称消灾真言、消灾陀罗尼，乃消除诸种灾害，成就吉

祥事之神咒。根据《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与《佛说大威德金轮佛

顶炽盛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所传录，是释迦牟尼佛为诸天圣众所说『炽

盛光大威德陀罗尼除灾难法』中之咒语，欲令「一切灾难悉皆消灭不能为害。变灾

为福皆得吉祥。」（注一）今传颂之流通版为《佛门必备课诵本》中「十小咒」之一。 

现引用经文所述部份持此咒之好处，T964 经云：「…。于未来世中若有国界，

日月五星罗睺计都彗孛妖怪恶星，照临所属本命宫宿及诸星位，或临帝座于国于家

并分野处，陵逼之时或进或入作诸灾难者，应于清净处置立道场，志心持是陀罗尼

经一百八遍或一千八十遍。若一日二日乃至七日，依法修治坛场受持读诵，一切灾

难自然消灭不能为害。若大白火星入于南斗，于国于家及分野处作灾难者，应于一

忿怒尊像前，画彼设覩噜形，念此真言加持，其灾即散移于不顺王命悖逆人身上。」 

又T963 经云：「…。此陀罗尼，一切如来同共宣说。若有苾刍苾刍尼族姓男族

姓女，受持读诵此陀罗尼者，能成就八万种吉祥事，能除灭八万种不吉祥事。若有

国王大臣及诸眷属一切庶民，或被五星罗睺计都彗孛妖怪恶星，陵逼帝座于国于家

及分野处。所属宫宿，灾难竞起，或镇星陵逼，或进或退。及宿世冤家欲相谋害，

诸恶横事口舌厌祷呪诅，以为灾难者。令诸众生依法受持，一切灾难悉皆消灭不能

为害，变灾为福皆得吉祥。」

为厘清目前流通版文句如何而来，避免历代传承中有所变误，今恭承悉昙研究

班 张玄祥老师不辞劳繁之指导，从历代版本汉音流变比对研究中，将搜罗之七个

版本藉助客观工具的辅助研究，在恢复咒语梵音原貌的理想下，进行探讨与考证。 



 

关于『消灾吉祥咒』，目前的流通版为《佛门必备课颂本》『十小咒』中所录之

真言版本（注二）： 

 

此咒在传承读诵中，字句或有遗误或变化，因此尽可能搜罗历代版本，在对照

分析中发现梵译汉字的流变，以及字句增易问题，并探讨早期版本与流通版的差异，

以期对于窥见此咒梵音的原貌，有所助益。 

 

二、消灾吉祥咒版本表列 

目前所能搜罗到六个版本，包括房山石经版(详下图档)。房山石经始刻于隋大业十

二年(公元 605 年)，天台宗静琬法师继承师志，发心刻经于石，免于受到毁灭流传

后世，其年代确实有早于唐版不空大师（公元 705--774）所译的可能性，然其亦续

刻至明朝，因此，本讨论以房山版作为左证，暂列于下表首位。 

目前所能搜罗到的六个版本加上目前流通版，按照可能时代先后罗列如下表： 



 

 

 

 

 



 

 

(一)、版本比对 

将历代版本按可能的时代先后排列比对如下，会发现后来的版本，大致分为两

个体系，分别为房山版和不空版的延续： 



 

 

 

 

(二)、分析研究 

由以上综合比对，发现房山版与不空版两方向的差异。先大致分析所有咒语之

相异处，包含同音异字变化，以及较大相异处，以有色字区分，分析研究如下，并

在此分析中，辨明房山版与不空版两版以何者为据的取舍。 



 

1.同音异字表：历代梵音流变中多为借音相近、同音异字的变化，整理如下：  

 

 

2.相异处：      

a.  怛侄他有与无 

b . 曩謨 三滿跢 沒馱喃         

曩莫三滿多沒馱南        分合句 

阿缽囉底賀多  舍薩曩喃 

阿缽囉底  賀哆舍  娑娜喃 

阿缽囉 底賀哆 舍薩曩喃     分合句 

c. 入嚩攞与入嚩囉 

d. 薩普吒、薩發吒、娑撥吒、娑癹吒 

e. 沒馱喃與母馱喃 

f. 瑟室哩與瑟致哩 

g. 句数多寡 

 

3.分析研究： 

a.怛侄他为「即说咒曰」之意，有无不害上下文意，但在仪式中加之有庄严颂

称佛所说咒之意，房山版未加，唐后版本以至流通版有加有不加。 



 

 

b.曩莫三滿多沒馱南 （房山版）   曩謨  三滿跢 沒馱喃（不空版） 

皈礼  普遍十方诸如来          皈礼  普遍十方 诸如来 

三滿多 samanta 为形容词（注三）形容作为皈礼对象的诸如来，因此念诵上分

与合不害义。 

 

c.阿缽囉底賀多     舍薩曩喃 

阿缽囉底  賀哆舍   娑娜喃 

阿缽囉底賀哆舍薩曩喃     分合句 

或因传抄的缘故，自唐版以来有分有合，甚至后来《释迦如来应化录》传录

为阿缽羅   底賀多舍娑曩喃，恐为传抄讹误；而流通版与唐不空版同，房

山版则不同，须进一步探讨词类变化与上下文意，才可确立。 

（1）.apratihata 应如何分句 

进入佛光大辞典中搜寻，发现 apratihata 有字，无碍之义： 

 

◎将 apratihata 输入 reader 中去分析，发现此句由 aprati 和 hata 组成；将 aprati、

hata 输入 sandi 连结，亦得出 apratihata，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后来许多版本将此

句分开。 

．reader 分析发现：apratihata 可以分析成 aprati hata   



 

 

．sandi 连结发现：aprati hata 可以连结成 apratihata 

 

◎aprati原形即 aprati：于 中查询 

得出： 没有对手或仇敌的之义。 

词类变化表中 aprati出现在中性主格、呼格、业格： 

 

 

◎hata从动词字根 han来： 

 



 

可见 hata 为 han 的动词第二类变化，hata 为 han 的过去被动分词，浅释为已被

消灭的、已被毁坏的，梵字义上有诸灾因都不可得，均归于如如，而如如亦不

可得： 

 

 

结论：两字 aprati hata 组合成 apratihata 字，无碍化导诸灾之意 

 

（2）. wasanan2m：输入梵法字典 index 得出： 

 

 

再查询 字典得出： 

 

字义为：惩罚者、教师、（给予）惩罚、更正、导正、旨令、法令，放在咒中有

祈求十方诸如来，无碍化导诸灾，赐令导正之意。阳性、中性词类变化表复数

属格都有 wasanan2m： 



 

 

 

（3）. San2n2m 

输入 index 中得出字义老人、老、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明智的之意： 

 

San2n2m 从 sana 来，位于阳、阴、中性词类变化复数属格中：

 

不空版虽可勉强解释「无碍呀！绝望、邪恶的，从很久远开始」，与房山版比

较还是较不圆融的。 

 

（4）.hata02 找不到字，即是无解： 



 

 

输入其它梵英字典亦无所获： 

 

只有《梵汉大辞典》（注四）中出现：hat20a 绝望的、邪恶的 

勉强取其意解释不空大师版。 

◎结论：目前可见的不空大师版文意显得牵强，推测因读颂传抄字句变化，另

唐版：「阿缽囉(二合)底(丁以反)賀哆舍薩曩喃(引)」分句不清楚不作讨论；比较

简捷通顺的房山版解决了这个问题。 

 

 

d.入嚩攞与入嚩囉 

只有不空版囉、攞并用 ，后来版本全用囉字，或全用攞字。囉、攞两字发音

的问题，拟从两方面去探讨： 

1.从古音去考证：攞音表只出现在闽南音 lo ，但明显的是攞音从上字 la 音演

变而来（注五）；而囉音表上中古音发 la、闽南音发 lo（注六），地方音发音近似，

看不出差异。 



 

 

2.不空大师译字习惯：结论：攞 la  囉 ra  举例如下表： 

附上同时期译经家菩提流志大师的例子，他解释了两字发音的差异【囉（攞

音转舌呼之）】，作为左证；可以证明在唐朝时，囉为攞的弹舌音。 

 

 

3 从咒意上探讨：jvala 与 jvara：输入梵法字典 index 中得： 

 

 



 

 

由此可见，两者字本是互根外，意思亦似相类似，在此咒中取其激奋而起，燃

起光明之意。但不空大师用「入嚩囉」可能更利于弹舌用，以达到持咒的特殊

效果。唐以后的版本包括近代版，则大致承袭不空版。 

 

e. 薩普吒、薩發吒、娑撥吒、娑癹吒：《汉字古今音表》中 

普 pho（闽南）、phuc（闽东）（注五）【phu、pho 旁纽相近】 

發 huat（闽南）、puch（闽东）（注六）【两音发音嘴型相似】 

撥 puah（闽南语、闽东语）（注七） 

癹：古今音表中无字，与发字形相似，或为发音之相似字  

可见此四字地方音是相近的，取 phu 音 

 

f. 沒馱喃与母默喃：沒 mut（客话）（注八）、母 mu（客话）（注九）应为同音字 

馱 to（湘语、闽南语）（注十）、默 mr（湘语）（注十一）应是传抄上的笔误，而且

只有宋版用默字 

 

g. 瑟室哩与瑟致哩：室 sit.sik（闽南话）（注十二）致 ti（闽南话）（注十三） 

可见两地方音发音口形上相近，可能借代同音 thi 



 

瑟室哩（三合引）【房山版】、瑟致(二合)哩【不空版】，可能均发音 sthir1 

查阅 得出： 

表示 sthiri 是在 sthira的变化中 

 

 

得知 sthira 是 sth2 的动词第一类变化过去分词 pp.，表示已完成的；同时 ti=6ha

也是其中的变化 ppr.，因此可以确定的是 sthir1 与 ti=6ha 义近，坚持、坚定、

恒持、安住之意。惟依古悉昙汉音，sthira、sthir1 中都是与=6hira、=6hir1 相通，

为忠于古汉音，咒语还是要念成 =6hira、=6hir1 为佳。 

 

h. 句数多寡：将历代版本对照，只有两版本句数较少，且少处几乎相同 

一为早期房山版『炽盛光佛顶陀罗尼』 

（怛侄他……         扇底迦  室哩曳） 

二为后期《释迦如来应化录》版『炽盛光大威德陀罗尼』 

（怛侄他…瑟致哩…… 扇底迦 室哩曳） 

可见各版本有使用或传抄中增减的可能状况；以咒文上下义而言，瑟致哩重

复可能以加强语气，加上扇底迦 室哩曳则有咒尾祈福的含意，略去仍是完

整的。 

 



 

四、综合结论 

（一）、房山石经版与不空大师版 

因为历代传抄难免咒语字句变化，先依以上分析依房山版与不空大师版目前所

见的样貌，依梵字罗马拼音与浅密义罗列如下，红字标出问题处对照，最后再比对

得出结论： 

1.房山石经版【炽盛光佛顶陀罗尼】： 

 



 

 

 

 

2.唐代不空大师所译「炽盛光大威德陀罗尼」： 



 

 

 

 

（二）.各咒字词类变化 

(1).samanta 

毗邻、接触、全部之意 



 

《梵汉大辞典》（注十四）中表示此字在经文中有周遍十方之意 

samanta出现在阳性、阴性单数呼格中： 

 

 

(2).buddh2n23 

梵法字典中相近字为 baddh2： 

 

 

buddhanaj 出现在涵盖阳性、中性、阴性复数属格中，解为诸如来 

 

 

（3）佉引呬 佉呬 kh2hi/khahi 



 

kha 

词类变化表，位于阴性呼格： 

 

于 中查得： 

 

得其字义有宇宙、天空、太空等义，取其「虚空」之义。 

 

（4）kha hi：khahi、kh2hi 均找不到字。用梵字分析法软件，不能解出 kh2hi

惟 khahi 可分解成 kha 与 hi 字，各有解释。所以「佉引呬」只能解是引者是 kh 之 h

声，似有拉长之音。 

 



 

 

hi: 咒中hi应取hi 1义，为动词变位形式，字义上有确定、肯定之意，khahi

有确实能等虚空、遍虚空之肯定义。故上述几kha以悉昙字义是等虚空，等虚空

不可得义，用在化有、祈雨是等虚空无量义，用在化无、除雨、止雨，是不可

得义。至于hi 用在adj.有肯定的、确定的;赞成的;proposition ~ve 肯定句；adv.<

俗>肯定地义。 

 

 

kha：于 MW Advanced Search 中查到： 



 

 

kha 有挖掘、泉、水井之意，确定有 kha 这个词，虽然梵法字典中无此字，但

于文意并不合。可见依房山版「佉引呬」发 kha 并不妥当。 

 

（5）h93 

输入梵英字典，得出： 

 

此字典表达出：huj 为用于咒语的一个神秘的音节，是在唱诵之前立即呼

出的前奏曲，或者唱诵中的回应。 

将此种子字 从 h、u、9、a3 等去解释，即所祈求皆办，祈求诸佛如来化

导灾殃诸法皆导入涅盘、虚空，诸法本不生、本不可得义，而得究竟解脱。 

 

（6）jvara、jvala 均在阳性单数呼格 



 

 

 

 

 

（7）prajvala   

 

pra-jvala 可解为光明炽盛、无量之义 

 

（8）tiṣṭha 

输入梵字分析法软件得出： 

 



 

tiṣṭhat是从动词stha来的

 

而tiṣṭha就在stha的第一类动词变化表中，持续、坚持、挺直、举行之义 

 

 

（9）sphu6 

输入梵字分析，得出： 

 

 

发现 sphota从字根 sphut 来， sphut 为动词字根： 

 

 

（10）02ntika  

02ntika 由 02nti、ka 组成的复合字，合起来有灾难除灭、吉祥幸福之意 



 

 

词类变化表如下，会发现 02nti 为字根： 

 

ka： 

 

 

(11) 0r1ye：0r1ye 为 0ri 的语尾变化 

 



 

 

wriye在 wri的动词第一类现在式第一人称单数被动语态中，休息、避难、

进入、到达、占领之意 

 

 

 

（三）、两版比对结论 

在以上研究中，初步结论拟以不空大师版为依据。在版本比对中，发现不空版

其实和房山版同一源流。其中房山版更为简捷，断句上亦较精确，而不空版在梵音

表示上更为精确。以后的版本包括近代版，则大致承袭不空版。 

本报告结论基本上在房山版与不空版的比对中，发现差异与互为参照，因不空

版的加句无损咒语样貌，尚有加强消灾祈福之功能性，拟以不空版为主，以房山版

为辅，加以修订，综合上下咒意得出下列结论。在尽可能客观的分析研究中，希望

得出接近此咒原貌的结论，尽身为佛弟子的一份心力。当然，因为技术与智慧的不

成熟，多有疏漏，希望十方菩萨大德不吝指正，虔诚感恩。 

唐代不空大师所译「炽盛光大威德陀罗尼」： 



 

   

 

附注： 

 

注一：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十九册 No. 963 .p0338a17(08) 
注二：《佛门必备课颂本》佛法佛教文物社（p.23） 
注三：《梵汉大词典》（下）嘉丰出版  林光明编（p.1076） 
注四：同上（p.488） 
注五：《汉字古今音表》中华书局  李珍华、周长楫编撰（ p.301） 
注四：同上（ p.105） 
注五：同上（ p.245） 



 

注六：同上（ p.248） 
注七：同上（ p.301） 
注八：同上（ p.194） 
注九：同上（ p.417） 
注十：同上（ p.305） 
注十一：同上（ p.401） 
注十二：同上（ p.190） 
注十三：同上（ p.73） 
注十四：《梵汉大词典》（上）嘉丰出版  林光明编（p.1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