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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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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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婆薩哆那摩婆伽(十六)摩罰特豆(十七)怛姪他(十八)唵阿婆盧醯(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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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婆薩哆那摩婆伽(十六)摩罰恃豆(十七)怛姪他(十八)唵阿婆盧醯(十九) 

 

�第十六句 

薩婆  薩哆   那摩    婆伽 

屹楔  屹枲   左亙    向絞 

Sarv2 satt2  n2ma    varga 

薩婆屹楔 Sarv2 此處與前述的形容詞之”一切如來”等不大一樣，此處是以代

名詞來謂言”這一切”。此處所指”這一切”，是指少分的這一切，是我等持咒中所

作之”這一切”，即三歸依，稱讚觀世音菩薩之聖名號後，及稱觀世音菩薩化身

之本尊破地獄觀音菩薩之聖名號後，…等等這一切。若是 sarva 或 s2rva，才是

一般形容詞用的一切…，如一切如來等。詳如下之圖表解。 

 

 

 

薩哆屹枲 satt2 者是名詞，尤其是在哲學上特別的名詞，此處薩哆屹枲 satt2

有具備、俱體地存在著之語義。 

 

 

那摩左亙 n2ma，是疑問詞(interr.)，問要依何心態持咒？與後面 varga

連成複合詞，此句是複合詞之第一句首，用其原形呼格。此處係指前作完某事(稱

讚觀世音菩薩之聖名號、…後)，然後就要做祈禱(pray)之語了。此處英網有提

到做完”kath2m”後，就要”pray”了。kath2m意為談話、稟告、…，然後就要正

式入正文之咒語了。詳下諸圖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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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伽向絞 varga 是形容詞，八大詞類變化為呼格，是複合詞之詞尾(ifc)，是

後有(我)”所選擇的”之意思在。”我”一詞在下一句─「摩罰特豆」之摩 ma。上句

n2ma 疑問代詞、形容詞，此句說要以何心態持咒呢？接著說”我”選擇謙卑地，

求救世主觀世音菩薩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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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句「薩婆薩哆那摩婆伽屹楔屹枲左亙向絞 Sarv2 satt2 n2ma varga」，翻

譯成中文時，意思為：(稱讚觀世音菩薩化身之本尊破地獄觀音菩薩之聖名號

後)，一切俱體敬語作已，(我)所選擇的，…(是以謙卑、虔誠地祈禱著…)。  

    本處再來探討所收集到的十二版本中，有一句翻譯是不一樣的，一者本咒之”

薩哆”，二為另一些版本之”菩哆”、”菩多”。 ”薩哆”者如上所述，satt2 是陰性名

詞，有具備、俱體地存在；而菩哆 bh9ta 者也是名詞，確實地發生的事實，實際、

真實、…。Satt2 與 bh9ta 兩者在世間法語義上是相似的，但 satt2 一詞上述已

特別提示，是用在哲學 (in phil.) 方面的，表示存在之義理，在用法上是比較宗

教性的。 

若依悉曇第二層密義來分析，satt2 可分為 sat、ta，前 sat 單詞即有存在義，

sa 是諦實義，ta 是如如義，sat 之 t 又有涅槃音義，後再加 ta，則有如如，更住

如如義。Bh9ta 詞義分解，則 bh9 是 bha+9，bha 者發生義，9 者是減損義，bh9ta

是減損發起，能入如如 ta 之義。 

故依此悉曇密義，還是用 satt2 為佳，因持大悲咒要讓其發生無量效力，自

己當然最後能入”如如真實諦”自在解脫之義，故此字為原始咒語所用之密義，大

有其深密義存在。後來不空大師雖於 T1113b1113b1113b1113b 再將此字翻譯成 bh9ta，好像只注

重世間義理之表達而已，若用悉曇密義言之，反有減損其咒義發生效力之義味，

唯以阿狣字本不生義觀之，兩者亦不會有太多的分別義，因此是相似、相似，心

誠持久必靈驗也。詳如下表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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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圖是大正藏 T1113111311131113B 古德所翻之梵譯字，僅就其音而讀，字母是否合乎原

義，無從評論。 

 

 

 

�第十七句 

摩   罰特  豆 

交   矛湷  加 

M2  bha66e tu 

 摩交m2者是我義，梵文語法，”我”放於後，此”我”應與上句「薩婆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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哆那摩婆伽」連貫之業格位，表第一人稱單數。意為”我”所選擇的，故知m2是

為業格，…(是以謙卑、虔誠地祈禱著…)。 

 

 

 

罰特矛湷bha66e是bha66a之位格，罰特矛湷bha66e者，是演說者、持咒語者，

以似祈求救世主(lord)之樣式，語氣要選用以謙卑、謙遜、恭謹之心，來稱讚大

悲觀世音菩薩聖名，而後就要進入作”禱告”、”持咒”，持本來真正的大悲咒本心

之咒語。 

據《華嚴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二字母義言，唱矛bha 婆(蒲我反)字時，能

甚深入般若波羅蜜門，名圓滿莊嚴一切宮殿。唱巴6a 侘(上)字時，能甚深入般若

波羅蜜門，名說無我法開佛境界曉悟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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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句「摩罰恃豆」不空法師 T1064 翻成「「「「摩罰恃豆」，其中「恃」若不是”

特”字之誤刻，那「恃」古今音表擬音為，(ʑǐə→śǐə→śi)，廣韻為 zjix，如此即有

可能是 m2 bha66i tu 之音聲。 

 

豆加 tu 者如前一句「阿他豆輸朋」已述明，加 tu者是祈禱、祈求之詞，求

菩薩能為我作利益事。此 tu 僅接於詞尾，有感情顯露之告白詞尾，也是中性單

數代名詞為主，如下英文所說明。  

 

 

本句「摩罰特豆」，可以翻譯成─我用謙卑、謙遜、恭謹之語氣，來祈求、

禱告救世主大悲觀世音菩薩，尤其是本尊破地獄觀世音菩薩，加被於我，而後就

要進入持本咒中，真正的”大悲咒”部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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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句 

怛姪他 

凹渰卡 

Tadyath2 

怛姪他凹渰卡 tadyathā，用 reader 引擎分析，此句由 tat、tad 與 yath2 連

結而成。詳下列圖解。 

 

 

此處 tad，用於主格、呼格，其變化格式有 tat、tac、tan…，是第三人稱

單數。Yath2 者有按照，換言之，…。前接 tad，即能為按照下面…的狀態、語

句等來演說，一般意譯為「即說咒曰」。詳下圖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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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曇音聲分析：(續) 

�第十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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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va，ra、va 等都是九遍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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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要頓一下後才發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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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婆湱 rv2 音：  

婆湱 r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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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字後接 rva，ra、va 等都是九遍

口音之一，r 隱藏不唸成涅槃音，故婆是向 v2 音，要發 v2`之音。 

 

 

 

 
 

3. 薩屹 sa 字音：上已有此字，此處敘述略，但此字音要讀成 sat 之音，詳如上

1.之說明。 

 

4. 哆柰 tta 字音： 

哆柰 tta 字音，依悉曇發音原則，遇有自重聲母字時，如 tta 要大呼 ta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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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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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那左字音： 

左 n2 字，中古音為諾何反平聲，故此處要發長音(n2)，係因後接摩亙字音，

故字典注此為長音 n2ma。若不注長音時，因接後一字母─摩亙字音，當是女聲

音時，前一字母亦要唸成涅槃音，如此即有 na`之音，na`之音亦有長音之意味

在，即成為 n2ma左亙，或讀 na` ma。

 

 

6. 摩亙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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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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婆向 va 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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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字後接 rva，ra、va 等都是九遍

口音之一，r 隱藏不唸成涅槃音，故婆是向 va 音，要發 va`之音。 

 

 

 
 

8. 伽絞 rga 字音： 

伽絞 rga 字音，此處 r 是隱密音，不發聲但讀涅槃音，剛好配合上一字 va`，

即成涅槃音。伽 ga 字音，【廣韻、集韻、韻會：求伽切 gia→ga 平聲】、【正

韻：具牙切 gya→ga 平聲】、【廈門音：kia、khia、ka】，擬音有 ka、ga，都是

第一句音，僅是發男女聲音之別。古今音表缺無此字。依上述韻音探討，此伽字

當讀為 ga 男聲音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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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句 

摩罰特豆 

交亙湷加 

M2bha66etu 

1.摩交m2 字音： 

摩交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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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故

知是讀 m2 應無疑義。 

 

 

 

 

 

2.罰矛 bha 音： 

罰矛 bha 音者，在【廣韻、集韻、韻會：房越切】入，擬音有 byat 之聲韻。

依漢字古今音表，吳韻為 va`，河洛閩南音韻亦是 hua`。三密鈔言，罰者有矛

bha 之音(詳下圖)。因後接有重字 66 之字母，故有涅槃音之音，即是要發 bha`，

頓一下始發後字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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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湷 66e 字音： 

特湷 66e 字音，66 重字大呼 6e 字音，6e 字母【廣韻：徒得切 do 入聲】、【集

韻、韻會、正韻：敵得切 do 入聲】，古今音表：中古音-徒得切 dək→da`入聲，

吳語-dɤh/diɪh，閩南音-tik/thik、廈門音：tiau、tek，由中古音表所示，各發音都

有涅槃音，故此字亦要唸成 6e`之涅槃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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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音與上一字 arthatu，之豆加 tu 字音讀為 dau，因

後接男聲舌內韻母聲 0ubham 之 0u，故唸 dau 必較順暢。 

但觀此處上字是 66e` 二合字涅槃音，是舌內音清聲，後接此祈禱句加 tu，

同樣是舌內音，故似要讀成清音、女聲音較適合，故此處應讀 tau。大家當知

古老梵天語，從原卅四字體文轉成其他之韻母時，其原字韻母讀音並不被去

除，如 ta 接 u 後，還是讀 tau，不是直接讀 tu。但後代人已積習成性，已不

再唸原阿 a 韻，而直接唸其轉韻聲 tu 了。因此處擬音為豆，故宜讀 tau 之豆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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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句 

怛姪他 

凹渰卡 

Tadyath2 

     1.怛凹 ta 音： 

此字怛凹 ta 音，中古音當割反入聲，擬音為 tat，後接 d 是男生音，本不該

發涅槃音，ta、da 都是舌內音，只是女男聲之差別，故此字發涅槃音是為合理

的，即是 ta`。 

 

 
 

2.姪渰 dya 字音： 

姪渰 dya 字音，【廣韻、集韻、韻會、正韻：徒結切 de 入聲】、【廣韻：

直一切 dri→7i 入聲】、【集韻、韻會、正韻：直質切 drii→7i 去聲/dri→7i 入聲】，

擬音又為 dia，很似河洛之”姪”音。又因後一字音 ya，悉曇發音原則，ya 之前

一字韻母後當加 i 第三轉音，此 dya 是二合字，d 無有韻母，故直接加第三轉音

於 d 之後，再發 ya 之音，即成 diya。古今音表：中古音- ɖ ĭ ě直一切 t→di/de 入聲，

吳語-zɤh，閩南音-tit，廈門音：tit，且都有涅槃音，t 與 d 是同一聲源第四句音，

而知此音讀 diya 是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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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他卡 th2 字音： 

他卡 t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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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音因是平聲，是

有長音之式，故為 th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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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注有上聲、平聲，故知此音，應發為長

音他 th2 音無疑。 

 
 

 

 

 

 
 

三、大悲咒悉曇音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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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