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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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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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 阿婆盧醯(十九)盧迦帝(二十)迦羅帝(二十一)夷醯唎(二十二)摩訶菩提薩

埵(二十三)薩婆薩婆(二十四)摩羅摩羅(二十五)摩醯摩醯唎馱孕(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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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 阿婆盧醯(十九)盧迦帝(二十)迦羅帝(二十一)夷醯唎(二十二)摩訶菩提薩

埵(二十三)薩婆薩婆(二十四) 摩羅摩羅(二十五)摩醯摩醯唎馱孕(二十六)  

 

�第十九句 

唵  阿婆盧醯 

  狣向刎旨 

O3 avarohe 

唵  O3 為冠於咒文最初之祈禱語，含有神聖之意。原於吠陀為應諾之義，

又用為咒文及祈禱文首先發音之聖音（pra5ava），英文言 the mystical or sacred 

syllable o3。至奧義書附加祕密之義，成為觀想之對象，進而作為梵、世界，依

此觀想之實修為達到第一義（梵）之法。唵之字義，祕藏記末列有歸命、供養、

三身、驚覺、攝伏等五種，通常僅用前三種。 

本字由 狣（a，阿）、珈（u，烏）、亙(ma，莽）三字合成。狣 a 阿，為

菩提心、諸法門、無二、諸法果、性、自在等之義，亦為法身之義。又唯識家，

分法身為總相、別相二種。總相法身為三身之總稱，即一大功德法身，以五法事

理為體。別相法身則指三身中之自性身，以清淨法界之真如為體。 

烏珈 u，為報身之義，又稱第二身；指佛之果報身，又作報佛、報身佛、受

法樂佛。或譯為受用身、食身、應身。即酬報因位無量願行之報果，為萬德圓滿

之佛身。又如菩薩初發心修習，至十地之行滿足，酬報此等願行之果身，稱為報

身。如阿彌陀佛、藥師如來、盧舍那佛等，皆為報身佛。報身以大智（無分別之

聖智）、大定（無作意）、大悲（能拔救眾生之苦）為其體，具有無量色相，及

十力、四無畏等無量功德與樂相。法性生身常有無量無數阿僧祇一生補處之菩薩

為其侍從。凡此皆指佛之實報身而言。 

亙 ma 莽，為化身之義，與自性身、受用身合稱三身。全名變化身，即佛為

地前之菩薩、二乘及凡夫等所化現之八相成道(八相示現─從降胎、出生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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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八相)之身。即法、報、應三身中之「應身」，住於淨穢二土，為地前菩薩等

變現無量隨類之身，令彼脫離惡趣，出離三界，而入於初地，稱為變化身。 

合三字共為唵字  O3，攝義無邊，故為一切陀羅尼首。密教不僅採用神咒

之形式，亦攝取各種解釋法。咒文中冠唵字者甚多，如大日真言「唵阿卑羅哞欠

娑婆訶」、西藏喇嘛教六字明咒「唵嘛呢叭彌吽」等皆是，若修觀此唵字，則三

身成現加持護祐行者，即以此功德，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持到此時，應作唵字印，印係密教用以表示說法驚覺眾生之標幟，又稱淨行

者吉祥印、淨行吉祥印、吉祥印。印相乃左手手掌上仰而側斜，屈食指而伸餘指。

或因淨行者結此印欲語時，須先唱唵字聲，故稱印名為唵字印。 

阿婆盧醯狣向刎旨 avarohe，avaruh 動詞現在式…，(p.為他)，轉化成單數

中性而成為 avarohe(詳下圖表解)，意為從上到下、從上移下、…。此句要接後

句 lokate(觀照)，即是或從上往下(觀看)…之意。 

 

 

 

 

悉曇音聲分析：(續) 

�第十九句 

唵  阿婆盧醯 

  狣向刎旨 

O3 avaro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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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唵 o3音： 

唵，集韻、韻會、正韻都是烏感切，擬音有 uam，快速唸時成一音唵 am。

若依 a、u、m 三字義，則 au 成為 o，仰月則成 a3，故慢唸時成 o-a3。 若短

咒時唸成快速音較貼切。若是長咒以三密義唸音較佳。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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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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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阿狣 a 者，阿者廈門音可讀 a 或 o，中古音為 a，上古音發 ai，吳音發

au，閩南音為 a 或 o。此處宜發 a 音為主。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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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處 “婆”者廣韻上古音、中古音都讀作 va (bua)，金剛智大師用” 嚩”，在悉

曇上漢譯音─婆、嚩、啝等都可讀成向 va，又因 va為九遍口音，且此”婆”字

要加上涅槃點，即要讀成地 va`。故 avaruh通於 av2ruh，若是 va發涅槃音，

即成為 av2r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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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盧刎 ro 音： 

盧刎 ro 音者【廣韻：落胡切 lo 平聲】、【集韻、正韻：龍都切 lo 平聲】、

【韻會：籠都切 lo 平聲】、【正韻：凌如切 lo 平聲】、【字彙：盧回切 luai 平

聲】、【廈門音：lou】。 

此處“盧”者廣韻上古音、中古音都讀作 lu，吳音發為 lau(lo)，河洛音─漢語

方言之閩南音讀 lo，因古代中國無 ro之音，故 lo者通於 ro。 

 

 

 

 

 

5.醯旨 he 音： 

醯旨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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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音表：中古音-呼雞切 he 平聲、閩南音-he，廈

門音：he。醯大部份會被讀成 hi，但依各韻分析，應該要讀 he，悉曇藏裡之文

章，亦是讀成 he 比較多(詳下圖解)。若是 he 受前後字母發音影響而轉成 hi 音

亦無不可。本句因與後兩字詞，lokate、karate 等形成押韻，還是維持原音，唸

成 avarohe lokate karate 比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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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句 

盧迦帝 

吐一包 

lokate 

盧迦帝吐一包 lokate 是 lok 之動詞，lok 又由 ruc 演化而來，現在第三人稱

單數變化成 pr.r.─lokate。Lokat2 則有世界、世間之意涵，聯合上述前後兩句之

義理，則有觀看世間之意，後接 kratte 則是痛苦呼喚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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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句 

迦羅帝 

咒渧 

kratte  

迦羅帝咒渧 kratte 者參照房山石經九洞，知”羅”者是”囉”之字母， 而

迦羅帝者有 krad、krand 之義(krad(參見 Krand)，其意思為呼喚，Krand v.1，krand 

向【受格】呼救，有嘶，吼，吠，嘆，悲，泣，鳴，哀求。用在【經典】，則有

呼叫、大哭、啼哭，懊惱、高聲唱言、…等義。Krad 轉成分詞後，即成為 kratta，

其位格即是 kratte，即是在呼號的(眾生)。Kratte 又有尋聲之意涵，尋聲觀看世

間慘叫待救援之眾生。 

前後三句連結成 avarohe lokate kratte，即成為祈請破地獄觀音，往此世間

尋聲觀看痛苦、嘶叫眾生之慘狀，以便給與慈悲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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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曇音聲分析：(續) 

�第廿句 

1.盧吐 lo音： 

盧吐 lo 音者【廣韻：落胡切 lo 平聲】、【集韻、正韻：龍都切 lo 平聲】、

【韻會：籠都切 lo 平聲】、【正韻：凌如切 lo 平聲】、【字彙：盧回切 luai 平

聲】、【廈門音：lou】。此處“盧”者廣韻上古音、中古音都讀作 lu，吳音發為 lau(lo)，

河洛音─漢語方言之閩南音讀 lo，故此處讀 lo。又因後接 ka女生音，此 lo要讀

成涅槃音，即成為 lo`。 

 

 

 

 

2.迦一 ka音： 

迦一 ka者【廣韻、集韻、韻會、正韻：古牙切 kra 平聲】、【廣韻：居伽

切 kia→ka 平聲】之韻。古今音表：中古音-古牙切 ka 平聲，閩南音 ka，廈門音： 

kia、khia、ka、hai。後一字母是 te，te 者舌內音，ka 是喉內音，若能讀成 kia，

先轉第三轉音再發根本音聲，是為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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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帝包 te音： 

帝包 te 者【廣韻：都計切 te 去聲】、【集韻、韻會、正韻：丁計切 te 去聲】，

再依古今音表：中古音-都計切 tiei→ti/te 去聲，吳語-ti、閩南音-te，廈門音：te。

故此處帝包 te者發原 te音聲即可。 

 

 

 

悉曇音聲分析：(續) 

�第廿一句 

迦羅帝 

咒渧 

kratte  

1.迦一 ka 音 

迦一 ka者【廣韻、集韻、韻會、正韻：古牙切 kra 平聲】、【廣韻：居伽

切 kia→ka 平聲】之韻。古今音表：中古音-古牙切 ka 平聲，閩南音 ka，廈門音： 

kia、khia、ka、hai。後一字母是 ra，ra 者舌內音，ka 是喉內音，若如先前讀成

kia，並不音便。所以此處應讀 ka 之音，唯後接九遍口音 ra，故前一字母要讀成

涅槃音，即要發成 ka`之音，不必轉第三轉音，發涅槃音聲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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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羅先 ra 音 

羅先 ra 者【廣韻：魯何切 la 平聲】、【集韻、韻會：良何切 la 平聲】、【正

韻：郎何切 la 平聲】、【集韻：鄰知切 le 平聲】、【集韻：郎佐切 la 去聲】等

韻，再依古今音表：中古音魯何切 la 平聲、吳語-ləu、閩南音 lo，廈門音：lo，

擬音似為 la，惟此處參照其他版本，應是”囉 ra”之聲，故發為先 ra。又先 ra

為九遍口音之一，此處要發匈 ra`之涅槃音，後接二合字渧 tte，tt 之前一字母即

形成 ra 之涅槃音聲，故 tte 只呼 te 單一聲即可，此與上一字 ra 要唸成涅槃音相

呼應。 

 

 
 

3.帝渧 tte 音： 

帝渧 tte 者【廣韻：都計切 te 去聲】、【集韻、韻會、正韻：丁計切 te 去

聲】，再依古今音表：中古音-都計切 tiei→ti/te 去聲，吳語-ti、閩南音-te，廈門

音：te。依悉曇發音原則，tte 重字大呼即可，故此處帝渧 tte者只發原後 te音

聲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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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二句 

夷醯唎 

元岝 

jih4 

夷醯唎元岝 jih4，夷元 ji者是克服、戰勝、征服之義，以分詞當形容詞用。醯

唎岝 h4者，是動詞，有帶來、給與、呈送…之義。一般 h4後面要加一禮物、獻

品等。此處禮物，即是賜與種種苦難的克服、戰勝、征服(ji)。Ji直接內連結 h4，

即是成為夷醯唎元岝 jih4。 

 

 

 

 

 

�第廿三句 

摩訶 菩提薩埵 

亙扣 白 屹  

Mah2 bodhisattva  

摩訶亙扣 mahā，又作莫訶、摩賀、摩醯，意譯為大。乃大、多、勝、妙之

意。《大智度論》云：「摩訶，秦言大，或多，或勝。」《首楞嚴義疏注經�》云：

「周遍含攝，體無不在，物無不是，非因待小，當體受稱，故名為大。」mah2

者又指大諦 mahat，《金七十論》云：「自性次第生者。自性者，或名勝因，或

名為梵，或名眾持。若次第生者，自性本有故，則無所從生。自性先生大，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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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名覺，或名為想，或名遍滿，或名為智，或名為慧，是大即於智故，大得智名。」

此”大”於覺者是名智，凡者生我慢、…。 

� 

菩提薩埵白 屹玆 bodhisatva 菩提薩埵，與上一 mah2 連成大菩薩，中國

常稱四大菩薩，一般以大悲觀音、大願地藏、大智文殊、大行普賢為四大菩薩。

若稱法華四大菩薩，則指彌勒、文殊、觀音、普賢；於密教中，分別以法相宗、

三論宗、天台宗、華嚴宗等四大乘宗派，為此四大菩薩之內證。 

密教中則以彌勒、文殊、除蓋障、普賢等為四大菩薩，分別代表大日如來之

四德，稱為四行菩薩，大日經之初即列有此四大菩薩說法盛會之大眷屬。四菩薩

中，普賢表菩提心之願行，乃自證之德；彌勒（慈氏）為四無量心之代表，乃化

他之德；文殊為化度他人而宣說妙法，乃智慧之根源；除蓋障則為去除有礙於智

慧之蓋障，乃禪定之德。行者若欲成就無上菩提，則須具足此四菩薩所代表之佛

身四德，缺一不可。 

 

 

悉曇音聲分析：(續) 

�第廿二句 

夷醯唎 

元岝 

jih4 

1.夷元 ji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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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元 ji音者【廣韻：以脂切 ji 平聲】、【集韻、韻會、正韻：延知切 jie→ji/je

平聲】，擬音似為 ji。又古今音表：中古音-以脂切 ji 平聲，吳語-ji，閩南音-i/thai，

廈門音：i，故擬音為 ji。 

 

 

 

2.醯唎岝 h4 

醯旨 he 音【正韻：馨夷切 hi 平聲】、【廣韻：呼雞切 he 平聲】、【集韻、

韻會：馨奚切 he 平聲】，古今音表：中古音-呼雞切 he 平聲、閩南音-he，廈門

音：he。但各韻分析，應該大部份要讀 he，但正韻可讀醯 hi，此處配合後一字

母 ri 音，故要讀成 hi。 

 

 

 

 

唎玹、揰 ri音，【集韻：力至切 li 去聲】，古今音表：中古音 力至切 li 去

聲、閩南音 li，唎，廈門音：li，本字母擬音為別摩多之韻母 ri，因古代無 ri 音，

故此 li 通於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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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曇音聲分析：(續) 

�第廿三句 

摩訶 菩提薩埵 

亙扣 白 屹  

Mah2 bodhisattva  

1.摩亙ma 音：  

摩亙ma 字音【廣韻：莫婆切 mua 平聲】、【集韻、韻會、正韻：眉波切

mua 平聲】、【廣韻：模臥切 mua 去聲】、【集韻：莫臥切 mua 去聲】、【集

韻：忙皮切 mie 平聲】，而古今音表：中古音，莫婆切 mua 平聲、莫臥切 mua

去聲、吳語 mo、閩南音 bɔ，廈門音：mou，此是只發 ma或mo 之音皆可。 

 

 

 

2.訶扣 h2 音： 

訶扣 h2 音為【廣韻、集韻、韻會、正韻：虎何切 ha 平聲】，而古今音表：

中古音-虎何切 ha 平聲，閩南音-ho/hia→ha，廈門音：o，此處擬音以為 h2 音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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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菩白 bo音： 

菩白 bo 字【廣韻、集韻：簿亥切 bai 入聲】、【廣韻：蒲北切 bo 入聲】、

【集韻：鼻墨切 bjo→bo 入聲】、【廣韻：房久切 biu→bu 上聲】、【集韻：扶

缶切 biu→bu/piu→pu 上聲】、【集韻：蒲沒切 buo→bu/bo 入聲】、【廣韻、

玉篇：薄胡切 bo 平聲】，而古今音表：中古音-簿亥切 bɐi 入聲、閩南音 pue，

廈門音：pou、phou、phoe。此處擬音有二，一者入聲涅槃音 bo`，或單純用

bo 即可。 

 

 

 

 

 
 

 

4.提 dhi 音： 

提【廣韻、韻會：杜奚切 de 平聲】、【集韻、韻會：田黎切 de 平聲】、

【集韻：市之切 zji→ji 平聲】、【正韻：辰之切 zji→ji 平聲】、【廣韻：是支切

zje→je 平聲】、【集韻、韻會：常支切 zje→je 平聲】、【廣韻：都禮切 te 上

聲】、【集韻、韻會：典禮切 te 上聲】，古今音表：中古音 杜奚切 diei→d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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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聲、吳語 di、閩南音 the/ti，廈門音：thoeh、theh、the 、si，本處以閩南、

廈門音較適合，但非發 thi 氣音，而是要發男聲氣音 dhi。 

 

 

 

 

 

 

 

5.薩屹 sa 音： 

薩屹 sa 字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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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前述，薩屹 sa 字用上中古音之集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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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爾禪修中心                   19                       http://www.dharmazen.org 

者都是具有涅槃音。因此字後接 ta 之音，故此處之薩屹 sa 是要讀成 sa`，本身

sa 又是九遍口音之一(舌喉音)，這樣讀法是正確地合乎悉曇原則的發音。 

 

 

6.埵 ttva 音： 

埵 ttva 音，【廣韻：丁果切 tua 上聲】、【集韻：都果切 tua 上聲】，故

擬音為 tua。依漢字古今音表，則中古音為 tua，河洛閩南音韻亦是 to，此處應

讀為 tua。ttv2 何不讀為 tav2，若是讀 tav2 其後應還要接 ya 等字母，才能讀作

tav2，如 sattv2y2，要讀成 sat ta vai ya。若是後面不接 ya 之音時，就要讀成 ttva，

第一個 t 為 sat 所用為涅槃音，而 tva 因 v 即是 u 之音，故要讀成 tua，其理已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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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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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