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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簡介— 

悉曇連音讀法簡介(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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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祥  比丘    Bhik=u Suma{gala   

講於 法爾禪修中心-台中班 2010.10.16. 

悉曇字母連音讀誦法，連音就是上下兩個字不同或二、三、四合…字不同連在

一起時，要怎麼唸？怎麼連聲發音？我們學了幾個月的悉曇字母，最重要的就是要

學會咒語怎麼正確的讀誦出來。所以今天再複習一下麁顯、耎密發音的連聲法。 

 

卅五體文之中，前廿五字云五句，亦名五類聲，即謂牙、齒、舌、喉、唇之五

類聲。其後十字云遍口音，有時稱八字，即除去孬、朽二字故也。順便告訴你們一

個密教裡面的密意，就是一落叉先朽 ra k=a 在密教裡面有十萬遍的意思，密教咒語

一個字最少要唸一個先朽，就是十萬遍；例如一字金輪佛頂咒狤 bhruj，要唸十萬

遍，而六字大明咒有六個字，所以最少要唸六十萬遍，即六個先朽落叉。一字金輪

佛頂咒狤，雖然只有一個種子字，但發三個音布魯唵 bhruj，不是一個字只有一個

音。如果持一個咒很長，如楞嚴咒，4 百多句、每句又好幾個字，你看要唸幾千萬

遍！所以若依六字大明咒言，最少要唸六十萬遍，根基好的就能成就，根基不好的

要加倍用功。所以密咒要成就，要唸得很熟，要唸到能觀梵字的影像，心唸一閃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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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唸一遍，不用動嘴巴就能很快唸過。 

而五句之字主空點，空點即菩提點揲，尤其是五句的第五個字，配合自己本句

的前四字產生空點；遍口音之字主涅槃點揵也。 

雖然卅五體文皆可以讀空點、涅槃點，一般的基本原則是男聲音字母前面要加

空音，女聲音字母前面要加涅槃音，但這不是絕對的軌則。五句之字在下，其上之

字讀空點。遍口字在下讀涅槃點，屬於麁顯之連聲也。所謂連聲是兩個字二體相續

的發音法，就是字相連以後再發音；若是聯聲，聯合國的聯，二、三、四合…的字

（二、三、四合…結合成一個字）則以上字的尾音成為下字的首音，然後再發自己

的音稱聯聲。這兩種要分別清楚，前者是字連結後再發音，後者是聲音聯結後再發

音。 

亦者五句字在下，其上一字讀涅槃聲，遍口之字在下，其上字讀空點者，是屬

耎密之連聲也。這就打破一般的基本原則，成為隱密讀法的耎密音。 

 

悉曇音便、不音便之內涵： 

三内（喉內、舌內、唇內）連聲各有音便、不音便兩種。連音以後，讀起來順

暢就是音便，讀起來不順就是不音便。順就是上下字發音位置較靠近，就較好讀，

例如上字是喉部發音，下字也是喉部發音，這樣就發音較順好讀。不音便就是上下

字發音位置不相同、或跳很遠，讀起來不順。所以常會加入空音或涅槃音，用來轉

音或頓一下轉折使發音順暢柔和，這就是大空音、涅槃音的重點義理。 

音便者謂如下：有喉内音之字在下，上字呼喉内空點、涅槃點。舌内之字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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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字呼舌內之空點、涅槃點。脣内之字在下，上字呼唇內之空點、涅槃點。喉、舌、

唇等三部位都復如是。以前我們唸咒語那有什麼順不順？因為我們都唸平音，沒有

將音調上下轉折；但正確悉曇發音要有音調上下轉折，升沉之勢，所以真正唸對悉

曇，用悉曇發音來唸咒語應該唸不快。 

不音便者謂如下：有喉内之字在下，上字呼舌内空點、涅槃點或呼脣内空點、

涅槃點者。有舌内之字在下，上字呼喉内空點、涅槃點或呼脣内空點、涅槃點者。

有唇内之字在下，上字呼喉内空點、涅槃點或呼舌内空點、涅槃點者。學悉曇要常

常對照一下悉曇發音圖表，因為它的發音規則排列的非常清楚、整齊，非常美妙易

懂、易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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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寺、台密悉曇音便不音便： 

 

東密（東寺）是最早到中國去留學的空海大師所傳，而以東寺為根本道場之日

本真言密教，又稱東寺流。另外，有所謂台密是指日本天台宗所傳之密教，最澄大

師以叡山延曆寺、園城寺為中心。因別於空海大師所傳之東寺密教（東密），故稱台

密。日本天台宗係承受台、密、禪、律四宗思想而成，其中除發展天台本宗之宗義

外，以發展密教為最可觀。 

最澄大師主要是到中國天台宗學習，大部分都親近天台宗智顗大師(538～597）

為我國天台宗開宗祖師的道場，它也是密教的道場，當然不是只有這個道場，但主

要是到這個道場。東密則是到其它一個地方，即陜西的東龍寺系統的道場。 

這兩個大系統，以悉曇來講台密比較有規則留傳下來，所以悉曇藏裡的文章大

都由台密流傳下來。而東密則較注重口頭傳授，這樣當然可以達到保密，但一代傳

一代就會有誤差、訛傳，這樣久了以後就容易失傳。所以台密流傳下來的悉曇藏或

其他有關悉曇文章，我們還可以依此來揣摩古人的意思，推測出當時是怎麼唸法，

雖然不是百分之百對，但起碼八九不離十。 

由上述觀之，所謂音便者即是上下兩字發音位置(三處)沒有大變動，當此之時

所加發的空音、涅槃音，也在該發音處位置，這樣也是比較容易發音的。如此即是

稱為音便(東寺)  ，也有古德稱為穩便(台密)。 

反之，若是上下兩字發音位置不同，或當時所加發的空音、涅槃音，也改在其

他位置發音，這樣就比較不順的發音，如此即是稱為不音便或不穩便。這種例子後

面的講義會講到，如明明是第五句 m 的空音要接第五句的字母，這樣就很好唸，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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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卻轉其他位置的音，如加涅槃點後跳到喉音，就成為不音便。 

 

悉曇音便不音便三處發聲：一 ka、几 kha、丫 ga、千 gha、小{a、伏 ya、成

ha、朽 k=a 等，以上八字為喉內也。伏 ya 怎麼是喉音呢？因為伏是遍口音，所以

發音最後都要大張嘴巴，發低沉根本音 a 回到喉嚨發聲。弋、猌、介、刈、及、巴、 

 、毛、丙、  、凹、卉、叨、 、巧、先、匡、好、在、屹、孬等，以上廿一

字為舌內音。扔、民、生、矛、亙、向等，以上六字為唇內音。 

 

連聲、聯聲之讀法： 

 

《悉曇字記》（印度智廣大師著）（附記：悉曇字記是悉曇的武林秘笈只有數頁

而已）中有兩種解釋連聲、聯聲之別，看似相似，實有點不同。連者連續也，兩個

字相連接的發音；聯者聲不絕也，二、三…合字聲音不斷發為一音，把二、三…合字

第一個字的尾聲借給第二個字的首聲(始聲)，然後一起發一音。故知二體相續(指字

體連聲)，是為連聲，一體不絕是為聯聲(指聲音聯聲)，所以聯聲二、三…合字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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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音不能斷，且音調的高低要相銜接一致，不能任意變動第二個字的聲調。例如

珃 aj 唸 aj 就以 a 的尾聲接 aj 字的首聲為聯聲。而湡 oj 唸 au aj ，唸出佛的

法報化三身之音，我們為什麼唸的跟別人不一樣？不唸 oj 唵一音？因為有人不懂

悉曇，所以不會唸悉曇音；佛、菩薩都是在定中入定，如果依法唸得正確的話，佛、

菩薩就不能不來，這是真的情況，不是亂說的！ 

有些負責任的大師所翻譯的漢譯字音就有顯示出來如何唸，如 o3 他可能翻”

烏吽 au a3”，你們可以慢慢研究。以前我們看到咒語，出現同樣的梵字卻翻譯不同

的漢譯字來，當時會有些疑惑？但其實它都有一定的道理，不是誤植的。否則同樣

的一部經，同樣的字，同一大師翻譯的，為什麼會用不同的漢字？因為都有不同的

轉音或隱密音…等等因素存在。如曳 ka{可以讀【ka{講、gan 桿、kam 唅】等三

音，所以如果不依漢譯音，就很難體會它的唸法，此處 ha3 要唸 ka3，他們用不

同的漢字譯音來表示不同的意思或表示它有不同的本尊。所以學悉曇會增加我們的

智慧跟學佛的廣度。 

 

 

字記解釋─兩箇連聯之字別，或釋中：連與聯，別而書之，頗有其故乎？字記

就是《悉曇字記》，而釋中就是後來日本大和尚來解釋悉曇字記的文章，如三秘抄、

悉曇集記…等文件。我们學悉曇已經半年多，我把我懂的全部教給你們，半招都沒

有留下，如果你們全都懂就跟我一樣，希望你們多用功超過我，然後回來告訴我新

的見解。因為有些同學很用心、用腦筋，告訴我說：師父這裡應該這樣才合理，我

想一想後認為對的都欣然接受同學的看法。 

林記(宗睿大師)云：問連與聯有何異耶？答：共得力延反，訓釋有少異。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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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也，聯(者)不絶也。故知二體相續名爲連，一體不絶方稱聯，以爲異耳。 

已上廣韻平聲（附記：這些聲韻學名詞都是道場的小老師教我的），屬仙韻(下

平韻之一)云：連─力延切，合也，續也。又云：聯同前切，聯綿不絶也。 

 

 

悉曇連聲成韻是何道理？ 

問：如此連聲成韻，頗有所以耶？答：一切諸法皆從衆縁而生，假下字助縁上

字生韻。是其義也。悉曇發音是假借下字來發音，上面的音是你加上的空音或涅槃

音，不然就唸得不很順。假借下字，這個字是男、女聲音或九遍口音…都沒關係，

如果知道規則，加上前面字的就能順暢發音；悉曇的密義就在這裡，如沒有緣就加

助縁空音或涅槃音來生韻。是顯教意。若約密教，諸法生起必假増上縁而起自用。

猶如榖種待雨日水土縁生起本有萌芽。顯教都講自然現象，密教則講増上縁，増上

是意願、願力或者好要讓它更好的意思，如發音發的順你要讓它更順，即是増上縁，

就是你要達到増上唸的目的。世間法要等待因緣就比較被動。故五祕密經云：三密

金剛以爲増上縁，能證毘盧遮那三身果位。三密就是身、口、意三密以金剛定成就

毘盧遮那三身果位，法身無相、報身圓滿具 32 相、化身千萬億無量無邊。以上是

其義也，應思擇而知耳。所以沒有學悉曇，只用梵文就來唸咒語，就跟用英文來唸

一樣，也不會加東西(空音、涅槃音)進去，該轉音的地方就不會轉音，這樣梵文就

只是一種溝通語言。如果學懂悉曇，才知道何處要加大空音、涅槃音等轉折音，學

這些悉曇規則即是増上縁，讓我們讀誦咒語能達到最好的持咒效果。                         

註：五部祕經即大日經、金剛頂大教王經、蘇悉地經等三。加上要略唸誦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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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祇經成五部。(要略唸誦經乃大日經卷七之同本異譯) 

 

東寺悉曇連聲、聯聲之發聲法： 

1.二體相續─二體相續者，數個字連綿之時，上下二字各呼其音，是名為二體。

但下字之功，使上字呼成空點音、涅槃音，此則名為相續。是依字記十五章，或釋

中第二所建立也。此與台密所言「自音成他聲」同。 

2.一體不絕─所謂一體不絕者，數字(中有二合字)聯屬之時，上下二字全體密

合，一音合呼之，故云一體；又兩音不間絕，故云不絕。兩個音要聯結起來唸，並

且讀得要很順。此是依字記十五章或釋中第六所建立也。此發音方法即是台密之「他

音屬自聲」中之沒下一分乎。 

東寺悉曇只分為二項，1.二體相續 2.一體不絕。台密悉曇則細分為四項，1.第

十五章聲 2.加他摩多聲 3.自音成他聲 4.他音屬自聲。但是這二種理論相通，沒有兩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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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寺二體相續連聲、一體不絕聯聲法(1) 

二體相續連聲─釋云，或異體字重之，即連聲合呼謂悉多羅    stra 等是也。已

上此字者，上屹字本無涅槃點，而呼悉音(sit)。我們去查漢譯音「悉」，就是注 sit

即 sa 轉第三音再加涅槃音，若中古音後面加 t、k、p 等不同的字尾，就是代表後面

要接不同部位發音的字；所以古德翻譯的漢譯音，不是隨便找一個相近似的譯音而

已，他要看後面的字是要接什麼字音，還要考量兩字的接續音，如何讓它們的發音

連結順暢。 

例如後面要接的字是喉音，字尾即是留有喉音 k、舌内音接 t，若是唇音，則接

p 等等，都是找同一發音部位相同的字來接續。則屹凹二字相連之故，下凹字使上

屹字呼入聲(涅槃點)也。這就是五句耎密舌内音便之連聲也。早期的漢譯音咒語沒

有註明入聲的，都直接以漢字來表示；後期的，即西元 700 多年以後，不空大師那

時期的咒語，就有註明入聲、平聲、上聲…等等，平聲就是長音，入聲就一定有涅

槃音，上聲就有轉折音。悉多羅    stra 的 ra 是九遍口音，韻母聲音要降下來，最

後嘴巴要全部張開，所以 sit 涅槃音頓一下，才比較容易接 ta 之聲，前一字舌內 t

尾聲，始可接 ta 之舌內始音 t。而此 ta`也是涅槃音，唸涅槃音後就可以把 ra 聲音

降下來，唸悉多羅    sit ta` ra，就會唸得很順暢。   

一體不絶聯聲─如上註，即是他音屬自聲也。是則依字記十五或釋中第六所建

立也。彼文云：或兩字聯聲文形其後聲彰其前，如麼盎迦炡(三合)等字，本來{a 字

在後面，即形在後，但是它聲音提前到 ma 字來發音，發音成「麼盎」變二音 ma{，

然後再接 ka 聯聲，似云莽迦 ma{ka 等也。已上是則小字居亙字後，故云文形其後。

其音連亙字先本字而呼之，故云聲彰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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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寺二體相續連聲一體不絕聯聲法(2) 

莽迦 ma{ka 發音再述：謂亙終狣韻與小盎始聲狣全同，即亙的尾音是狣韻與

小盎的首音也是狣聲相同，所以聯聲一體不絕，故下狣連上狣擧體全收一音 a 合呼。

小盎終宇韻爲狣所牽，同彰其前也。此故云爾。 

名之一體不絶者，上亙下小兩字全體密合一音合呼，故云一體。亙麼與小盎兩

音不間絶，即兩音中間聲音不能中斷，要唸成『莽 ma{』，故云不絶。一體約表，

不絶約遮，而立斯名也。遮就是禁止的意思，如戒律中所講的遮戒，即不應犯之意。 

 

台密四種連聲法(1) 

(1)悉曇第十五章聲者，盎迦章字，以連上字即呼上字如空點字。此盎迦等字頭

小(gian 仰)等，是大空點故也。如果有菩提揲點及仰月 點，有這兩點出現就是在

講重空，重空的唸法通常會轉第三轉音 i，重空發音會影響前面字的讀音，它會借

a3 的音來唸，如前面講過的獻丹 gan taj 等唸法，也是借菩提點來唸。麁顯局空

點，耎密局涅槃。通常耎密涅槃點不唸，但又不一定不唸；有時有合字第一字卻不

唸，省略掉不唸，來顯示涅槃，若以一般文字來看就很難理解，但是用悉曇就能搞

通，如 buddha，之 d 是當涅槃點隱密不發音，這都是耎密局的涅槃意。所以爾者，

小、及、偑、巧、亙五字之外，無連聲字故也，五字都當空音用。此與後他音屬自

聲相同，但局限於盎迦章字為異，東寺攝之一體不絕，彼此開合，無強所妨。即兩

者意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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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密四種連聲法(2) 

(2)加他摩多聲─加他摩多聲者，是二合字以上借他韻母來成聲者；台密立義─

圓點（菩提點）珃字，本來主摩多德，我們修行者就是學這個德，所有字也都表示

這個德，故名本韻摩多。仰月小、及、偑、巧、亙五字異形，如加上菩提揲點及仰

月 點等異形，為分別本韻摩多，名為他摩多(他母音)。珃字通常被借用的情形很

少，一般講第三、五、七…等轉音被借用，在此處珃aj被借用，才有用到十一轉音

珃，二合字以上借它成韻稱為他摩多。借用自摩多（本韻）而稱他摩多，自摩多者

狣a、玅2、珌i、珂1、…等十二韻母也。本韻摩多，加他摩多，則與諸字能為通聲，

故立此連聲也。所以爾者，重加揲圓點仰月 之字為下，諸字為上，上下連續，則

圓點仰月二空相共而發聲故，其聲高大，故能為鄰次上字通聲。二空即重空，意思

是把空也空掉，不要執著空，這在密教、顯教的道理都一樣；你修證到空，解脫了，

你就不必躲在深山裡面，應該到大都市裡面跟大家攪和，但還是能沒有煩惱，這就

是重空的意思。 

所以菩薩修證到這功夫，他不會躲避眾生，而阿羅漢修證到空，則維持他的莊

嚴、威儀十足，不茍言笑。菩薩已修證到重空的境界，眾生可以跟菩薩隨便談話、

開玩笑，但與眾生應緣之間同樣沒有煩惱，不受眾生的語言、行為所干擾，眾生的

語言、行為對你好或不好？都好！譬如此寺鐘鼓，其聲高大故，能通鄰寺。順便告

訴你們一些戒律中的事情，戒律中規定比丘尼出門不能單獨行動，如果要單獨行動，

不能離開對方超過鐘聲所傳播的距離（大約1公里），約略可以看到對方的距離，如

果超過就犯戒，女眾出家要特別注意，不然很容易犯戒，像這個例子是第二重罪‐‐‐

僧殘，如果不加以急救，戒命就會斷送。此是依字記十五，或釋中第九仰月所建立

也。是亦麁顯局空點，耎密局涅槃。到底要用空點或涅槃，就要看前後文當時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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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唸而定，悉曇難就難在這裡！因為沒有絕對的用法軌則。 

 

台密四種連聲法(3) 

(3)自音成他聲─數字連屬之時，上字為他，下字為自，下之字之功，下之字為

主角，上字則依下字來變音，使上字呼空點、涅槃點，而不失自聲，主要是讓發音

順暢，高低音轉折柔順，像階梯一樣可以容易上下，悉曇就是在講這些道理。是則

自音能成他韻故，云自音成他聲，即依字記十五或釋中第二所建立。 

 

台密四種連聲法(4) 

(4)他音屬自聲─所謂一體不絕者，數字(其中有二合字)聯屬之時，上下二字，

全體密合，一音合呼之，故云一體；又兩音不間絕，故云不絕（東密的講法）。是依

字記十五或釋中第六所建立也。此發音方法即是台密之他音屬自聲中之沒下一分

乎。沒下一分就是下一個字不出現、不發音，把它隱藏，也就是涅槃義；例如觀世

音菩薩的咒語araulik，應該唸arauli隱藏ka不唸。你只要專心、認真的光唸arauli arauli 

arauli…..，觀世音菩薩就給你加持，身心如果不大安的，唸它很好，也很容易記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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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力增強。 

台密所謂他音屬自聲者，此連聲論沒上沒下。沒上之時，上字為他，下字為自；

到底是隱藏上字或下字音？這就不一定，要看前後文如何而定。沒下之時，上字為

自，下字為他。他聲屬自，不讀他音，故名他音屬自聲。 

依此兩點揵 a`，此音而分麁顯耎密。同前。或有不帶二點之音，不論顯密，但

能沒所沒，口處相當，就是發音的位置要互相搭配，不然就抝口難唸，所以唸得不

順時就隱藏不唸，或多餘的音不唸，或故意不讓一般人知道前面在唸什麼？而隱藏

中間的字…等等，謂之穩便（音便）。相乖則不穩便（不音便）。悉曇發音的目的，

不論是轉音、借音、沒字…都是為了發音穩便（音便）；但不穩便（不音便）不是故

意造成的，是已經加了很多方法後，仍然不很順暢，才會變成相乖、不穩便。三內

分別（喉內、舌內、唇內），或據能沒自字，或約二點之音（空點、菩提點），餘三

種之外，一切連聲，皆攝此中。東寺一體不絕，似今沒下中之一分乎，沒下中之一

分即隱藏下字或中間字的一種方法。義門不同可見一端。 

 

 

悉曇二合字之連聲音便不音便(1)  舉例如下     

麁顯即空音。小{a 跟一 Ka 都是喉內音，即為音便；小{a 跟矛 bha 是喉內音

跟唇內音，即為不音便。帎 mbha 本來應該唸 ma bha 轉變成 ma a{ bha 插入一個

空音小{a，從第五位置轉第一位置又回到第五位置，很不音便，一般不音便的都是

轉到不同發音位置所造成。所以刎帎省略掉 ma{，把它涅槃、隱藏，直接唸 ro bha

漊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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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例子舌內音 a5、唇內音 am 等音便不音便也是同樣道理。 

 

  悉曇二合字之連聲音便不音便(2) 

    軟密就是要加涅槃、隱密。sa 加涅槃點`，sa`的發音變成索 so，而小{a 也

被涅槃、隱藏，所以屹丱 sa` {ak 唸為索迦 so ka，即為喉內音便；不音便的例子

伏妠 ya` pha，它的二合字妠 ma pha 的 ma 也被涅槃，只唸藥頗 ya` pha，這就是

軟密。舌內音不音便的例子 ka bha bha 的二重字 bha 只能唸後字 bha，不能唸二個重

字音，而 ka 因為不音便，所以要轉音成 kiat，唸成秸婆 kiat bha。唇內音音便的例子

扒妠 pa` mpha 的 pa`唸「法」，但「法」要用古代的音，發 po 或 pau 的音。 

 

  悉曇二合字之聯聲音便不音便(3) 

    喉內音不音便的 ha k=a 轉音讀為 ka`(k) =a 覺沙，ha 轉 ka`比較難唸，所以

是不音便。但唇內音的音便辱 sa  va 的 sa 是第二位置與 va 是第五位置怎麼是音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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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因為 sa 加了涅槃點變成 sip 的唇音，所以拾吠 sip vai 都是唇內音而成為音便。 

 

 

悉曇二合字之聯聲音便不音便(4) 

   喉內音‐‐‐音便的 k2 ha轉音讀成 ko` kou 勾古，此轉音轉的比較特別，不是發

ko` ha 勾哈，而是 ko` kou 勾古，前後都轉音，所以只能以漢譯音去推敲咒語怎麼

發音。其他例子都是因為前後發音位置的不同所產生的音便與不音便。 

所以結論就是你能夠分辨發音的位置，然後加入空音、涅槃音等來轉音，使得

發音位置一致就是音便；如果加入空音、涅槃音等轉音後，反而弄亂了發音位置，

產生不順這就是不音便，但是不音便，你懂了就好，不能說這樣就不能唸咒，也不

要硬弄成音便，這樣發音有時候會變得太離譜。所以不音便的時候，你就小心的唸、

有耐心的唸，把它唸得順一點。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