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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金刚心真言」顾名思义，是要得金刚般若心智者所应持诵的真言，所以显教

诵《金刚经》时要持之，密教修前加行做大礼拜时要持之，故对于显密教佛弟子来

说，可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真言。本研究分析比较五出处的「金刚心真言」，结论是

古汉文：「唵  乌伦泥 沙   娑婆诃」，悉昙梵文：「  珈 弁 好 送扣」，罗马发音：

「oṃ  ul-l9ne  =a  sv2h2」。其浅略意义为：「极赞启请佛三身，祈请诸佛垂迹加

持佛身加持，愿在一切烦恼、过患上，以金刚般若智悉断除，证入大空、涅盘境界，

得圆满成就。」本咒流通本：「唵 乌轮尼 娑婆诃」「oṃ  ul-l9ne  sv2h2」，咒中

无有沙好=a 字，并不影响全咒之真实义。 

  



 

壹、「金刚心真言」 报告内容： 

(一)、「金刚心真言」各家版本比较分析 

(二)、「金刚心真言」各译本比较分析 

(三)、「唵 oṃ 」字浅义解 

(四)、「乌伦泥  沙」之古今音对照分析 

(五)、「乌伦泥」之翻译分析 

(六)、「=a」翻为「沙」字义分析 

(七)、「ull9ne =a」字义分析 

(八)、「莎婆诃 sv2h2 」浅义解 

(九)、「金刚心真言」整句浅义解 

(十)、结语 

  

贰、前言 

碍于千多年前，玄奘大师于译经之「五不翻」明示，其一律定最重者为秘密不

翻，即陀罗尼神咒不翻也，故千年后末法学子如瞎子摸象，不着头绪，均以国语（北

京音）对译唐代诸位译师菩萨大德所译神秘咒音，牛头对马嘴，差以千里；或有用

心持咒，稍有感应或异象即窃窃自喜，或许已遭魔难而不自知，既无奈又可惜。 

近代网络昌明，「藏经咒语」垂手可得，号称悉昙专家，随处兴起，后学者不识

圣学，又苦无门径，惟以其为马首是瞻，致使今日以盲导盲， 修学者恐未蒙其利，

甚或堕入魔道，吾人须慎之！慎之！。殊不知「陀罗尼门」悉昙咒语一音徧具多功，

密默遮恶，唯圣乃知，非是 凡夫所能窥其一二，故错解圣咒密意，错翻咒语，比比

皆是。今唯有「字音、字相、字义」浅义解，以致后续的能「观字轮」及通晓咒语

秘密深解等等，全盘贯通，方是究竟陀罗尼门；倘不把「字相、字义及咒意」全数

译出，而未尽其意，或语焉不详，均未尽权责，况正确与否，后人难免存疑，哪敢

大声持咒。 



 

诚如「一行阿阇梨」于《大毘卢遮那成佛经疏卷第七》云：「而今此真言门，所

以独成秘密者，以真实义所加持耳，若但口诵真言而不思惟其义，只可成世间义利，

岂得成金刚体性乎。故偈 云：最胜真实声，真言真言相行者谛思惟，得成不坏句，

此声即是真言门。」故近来 吾师传授「悉昙字音、字形及字义」课程，同学修 习

并记忆之，方略能悟其义，再伴修「观字门、四十二字门」，若能成就，也才初步进

入陀罗尼门殿堂！ 

咒是诸佛密语，唯佛与佛自相解了，非是余圣所能通达，更况吾辈妄想能识，

故历来求法之门，均无有入处，倘强依藏经古音今诵，勿言感应，均是着魔有份，

或恐错解其意，故自古不翻。历千年后，身为末法众生，业障深重，更难一窥「悉

昙密咒」之神妙，惟望咒兴叹矣。 

不知是过去宿世殊胜因缘种子萌芽，或是诸佛菩萨谛观因缘成熟，让 吾师 随

缘施设，应机教化，让殊胜的佛菩萨神咒沉寂了一千多年后，风云再起。法尔同修

有幸，依止  张老师学悉昙字母，牙牙学语，仿圣持诵，虽四不像，至少能不入魔

眷。 

现代佛子欲读正确「悉昙梵咒」，但苦于大部分经典中「咒语」旁无「悉昙字」

对照，无法判断其发音正确与否，藏经于三武佛难后，更不可考，千年来文化的隔

阂与语言的变异，让「悉昙梵咒」翻译更加困难，还好有千几百年前雕刻的「房山

石经」可对照，但欲精准的对译藏经咒语还原回千年前的原貌，尚要： 

（1）「字形」之「中文字」与「罗马拼音」或「悉昙字母」对译需逐字对应； 

（2）「字音」与「罗马拼音」或「悉昙字母」相对应字需准确； 

（3）「字义」则前后意思需能互相连贯，才符合原咒浅略意。 

故吾以为能正确熟读悉昙字母及深知字义，方能尽情通晓梵典读音，亦有助于

梵咒之学习。 吾师 研究悉昙多年，怀着菩萨的精神带领大家探究佚失千年之「悉

昙咒语」，使我等同修能依正确发音持咒与诸佛菩萨法身相应，趋入毘卢性海，同修

们均感欢喜雀跃，无不欢喜。 

去（2007）年 9 月 15 日初学「悉昙咒语」迄今已历八月余，《佛顶尊胜陀罗尼

真言》 云：「如拟学梵音念诵者，先须学梵音。」在 吾师督促下，大众不断戮力学

习，吾亦于「咒语作业」压力下，稍懂皮毛。今奉 师命缴交作业，以吾孤陋之学，

野人献曝，对译诸圣悉昙神咒，诚感惶恐，个人智慧浅薄，倘有辱及「陀罗尼门」，



 

祈请  诸佛菩萨原谅、加持及护佑。 

感恩 吾师每次辛苦准备教材，谆谆教诲，让我终于敢大声持咒。此「悉昙咒

语研究班」之开课，真正千载难逢（佚失千年），让我见识到「密咒」之奥妙，一字

摄一切义之深意，令人叹为观止，更觉自我之渺小。现今「法尔 悉昙咒语研

究班」在张老师的带领下，期望能按部就班地探讨「失落千年」的悉昙，从「字音、

字相、字义」浅义解及至秘密深解、「手印的变化」及「观字轮」等等。希望有缘网

友，能从中获得法益！ 

  

参、研究内容与讨论 

一、「金刚心真言」各家版本比较分析 

目前仿间有本流通版「金刚心陀罗尼」（注一），直接把「唵 乌伦泥沙娑婆诃」

写为「o3 u=#1=a sv2h2」，此翻译法似有商榷之处。 

吾以为「乌伦泥沙」不发「u=51=a」音的理由有四： 

（1）单字发音不合：其中有二个字有问题，「伦」不可能发为「=」音、「泥」

古代音不发「51」音，有可能「ne」或「ni」。「尼」在唐朝有发「ne」音（尼波

罗 nep2la（今尼泊尔）。（注二） 

（2）与咒部不合：《苏悉地羯罗经》：「若有真言。字数虽少。初有唵字。后

有莎(去)诃字。当知真言速能成就扇底迦法。」其中「扇底迦法（02ntika 息灾法）」，

若「乌伦泥沙」表示「u=51=a」 （佛顶），本咒就没「息灾」之意。 

（3）与咒意不合：依「o3  u=51=a  sv2h2」浅义解应为「极赞、启请  佛顶  圆

满成就」，「佛顶」后面没下文，意思不全；且「佛顶」已是最尊贵、最稀有了，

何必再靠凡夫持咒语来「圆满成就」。（u=51=a：意为如来顶上肉髻团圆当中涌起

高显端严犹如天葢，又一译云无见顶相各有深义也。） 

（4）与经意不合：《金刚经》经文中，须菩提问世尊「云何降伏其心」不应扯

到「佛顶」（乌瑟尼沙），若是去除习气毛病等才符合经文原意，故「金刚心真言」

把「乌伦泥沙」当「u=51=a 」（佛顶、髻、顶髻）翻，太牵强。（注三） 

由以上四项论点知，该版本翻译似有问题。 



 

  

二、「金刚心真言」各译本比较分析 

 

各译本中此真言均非出自某正式经典中，不是诵本就是批注。其比较表中，「唵」

与后面「娑婆诃或萨婆诃」的「音、义」译，是常见字，故毫无疑问。 

较有争议的部分为「乌伦泥」或「乌伦泥沙」之「音、义」，应如何翻译？ 

（1）前二个译本「乌伦泥沙」与后三个译本「乌伦尼」，相差一个「沙」字，

故「乌伦尼」可能是单独一字。  

（2）《金刚经批注》中，标示「乌伦尼(二)」为单独的一个字。 

（3）《金刚经音释直解》中，标示「唵 乌轮尼 娑婆诃」，以空格分开来标注

（分开来断句），表示「乌轮尼」亦为单独的一个字。 



 

（4）因 Sanskrit, Tamil and Pahlavi Dictionaries（梵英字典）与 The Sanskrit 

Heritage Dictionary（梵法字典）均无「ull9nesa」、「ull9ne=a」、「ull9nisa」、「ull9ni=a」

等字。（详如后述） 

  

使用 Sanskrit, Tamil and Pahlavi Dictionaries（梵英字典）查「ull9nesa」字 

 

查询结果，无「ull9nesa」此字。 

 

  

另查「ull9ne=a」、「ull9nisa」、「ull9ni=a」等字，亦无这些字。 



 

 

  

使用 The Sanskrit Heritage Dictionary（梵法字典）「index」查「ull9nesa」

字， 

 

  

查询结果，无「ull9nesa」此字，只跑出相近的字，但差很多。 



 

 

  

另查「ull9ne=a」、「ull9nisa」、「ull9ni=a」等字，亦无这些字。 

  

令使用 The Sanskrit Heritage Dictionary（梵法字典）「reader」去分析，

「ull9nesa」此字无法拆字。 

 

另用 The Sanskrit Heritage Dictionary（梵法字典）「reader」去分析，无法拆

解「ull9ne=a」、「ull9nisa」、「ull9ni=a」等字。 

  

由以上四项探讨说明得知，「乌伦泥沙」可能是由「乌伦尼」与「沙」两个

字句所合成，故应分开来探讨。 

  

三、「唵 o3」字浅义解 



 

唵字，为具足法报化三身之种子字。 

（1）《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卷第九》：「善男子！陀罗尼母所谓唵 o3 字，所以

者何？三字和合为唵字故。谓婀狣 a、乌珈 u、莾亘 ma。 

一婀狣（a）字者，是菩提心义是诸法门义，亦无二义亦诸法果义，亦是性义，

是自在义，犹如国王黑白善恶随心自在，又法身义。 

二乌珈（u）字者即报身义。 

三莾亘（ma）字者是化身义。以合三字共为唵 o3 字 。摄义无边，故为一切

陀罗尼首，与诸字义而作先导，即一切法所生之处，三世诸佛皆观此字而得菩提，

故为一切陀罗尼母，一切菩萨从此而生，一切诸佛从此出现。」 

故知此「唵 o3」字，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从此而生，皆观此字，而得菩提，而

具足法报化三身。 

（2）「唵、唵(引) o3」具「极赞、启请佛三身」义（注四）。 

（3）依《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卷下》：「唵 o3 字已下持之。唵「唵 o3 字已下

持之。唵 o3 字已上是归敬辞。唵 o3 字等是正呪也。」 

  

四、「乌伦泥  沙」之古今音对照分析 

「ullūne sa」翻为「乌伦泥  沙」古今音对照分析表（注五） 



 

 

「乌伦泥  沙」之古今音对照分析 

「乌」发[u]、[o]音之缘由？ 

在「《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一书中（注六），唐代以前，梵文的[u]，汉译

是用「忧、优」来对音；梵文的[o]，汉译是用模韵「乌」来对音。唐玄奘大师以后，

[u]改用模韵「污」来对音。 

因模韵有[u]介音，汉音把「乌」写成[uo]，梵文的[u]、[o]都用复合韵[uo]来对

译（对音）。故模韵的「乌、污」既译[u]又译[o]。 

在《梵汉对音与中古音研究》一文中（注七），提到「遇摄模虞韵历代均对 u、o」。

（即乌、污等模韵字均对音为 u 或 o） 

而在《怎样读广韵》中（注八），遇摄模韵的「乌」均对译为「u 或 o」。故「悉昙

字母」中，「乌」字才会有发[u、o]的音，所以「乌」发[u]音。 

对照表中，「伦」有发[liuen]、[liwen]、[lun]音。「伦」的发音古代原为复合元

音[liuen]、[liwen]是如何转变为单元音[lun]？因元音具有对应音（半元音），故在高

元音具相对应的半元音，而与[u]对应的半元音为[w]，故[liuen]与[liwen]发音古代是

相同。 



 

而复合元音[liuen]是如何转变为单元音[lun]？在《声韵学》中（注九）提到，在

语音的变化中，「元音的弱化」：当元音在非重音节中，会改变其性质，而发生「复

元音」变「单元音」。元音后发音者力道较大、位于字尾会发生音长、低母音响度

最大。 

因[liuen]中[i]在[u]的前面，元音后发音者力道较大，故[liuen]会弱化转变为

[luen]，[luen]中的[uen]为「下降复合元音」（响度大逐渐变小），最后会变成[un]，

即复合元音[luen]会转变为单元音[lun]。故从古至今，「伦」的发音由古代的复合元

音[liuen]、[liwen]转变为近代的单元音[lun]。（注十） 

另对照表中，「泥」发[nie]、[ni]、[ne]、[le、li]音。[nie]（为二元合音）如何

变化为单元音[ni]或[ne]？因[nie]中，[ie]之[i]位于[e]（高响度低元音）前，[i]为介

音，会先弱化再消失掉。另[le]（l 为边音或半舌音）与[ne]（n 为鼻音），[l]与[n]

响度 level 相同，且具相同声母之浊音，会发生转化。故「泥」在「悉昙字母」中

发[ne]音。近代音中，因[e]、[i]均为高元音，响度即近，均为展唇元音，易发生「元

音异化」，故「泥」发[ni]音。（如「泥」（nie）「巴」（pa），连音读为「nipa」） 

「尼」发[ni]、[niei]、[ne]、[li]音，道理同上述，[niei]先弱化变成[nei]，再变

成[ni]或[ne]。（因 e 响度较大，可能保存；i 在字尾音亦可能保留）。 

而对照表中，「沙」发[∫a]、[∫eai]、[ζa]、「sa」、「=a」音，[∫ eai]先弱化变

成[∫ai]，再变成[∫a]（∫擦音清音）。∫（正齿音）与 s（齿头音）均为「擦音清

音」易发生混淆或转换。「sa」音与「=a」（卷舌音）亦常发生转变现象（台湾发音

与大陆的卷舌音就有明显差异）。依经典记载，「沙」发「=a」音为准（后有详述）。 

  

五、「乌伦泥」之翻译分析 

（1）「乌伦泥」 翻为「ull9ne」之「音、义」分析 

（2）「ull9ne」梵文组成涵义分析 

（3）「ull9ne」字义分析 

  

以上三点分析如下： 



 

（1）「乌伦泥」 翻为「ull9ne」之「音、义」分析 

（i）依「音」翻－「乌」发「u」音；「伦」发「lun」音，「泥」发「ne」音，

「尼」发「ni」或「ne」音，「沙」发「=a」或「sa」音。「乌伦泥」合起来为「ulune」，

而字典上查无此字，但「梵汉大词典」（注十一）有「ul-l9na」，再依 The Sanskrit Heritage 

Dictionary（梵法字典 Grammar 文法的词类变化）可找到「ull9ne」与「乌伦泥或乌

伦尼」音相近。  

（ii）依「组合字义」翻－  

「ull9na」梵文字组成涵义： 

「ull9na」是由「ud」转「ut」和 「l9na」外连结组合而成。 

 

 

由上述知，ul 本身不是「动词接头语」是由 ud 转化而来的。即 ul 是由 ud 与 l

的外连音法则变化而来。由《梵文入门》可查得（d、t 与 l 连音法相同）。（注十三） 

依《梵汉大词典》可查得「ud」（接头词），常与动词、名、形词连用，字义表

示「在…..之上」、「在…..之外」。（注十四）另由《梵语初阶》可查得「ud」为介系词（副

词状的接头词），常与动词连用。（注十五） 

  

（2）「ull9ne」梵文组成涵义分析 

依咒部意，翻「唵  乌伦泥 沙  娑婆诃」为「扇底迦」（02ntika 息灾法）标准



 

咒部型态，本处「乌伦泥」应具息灾义，l9na 当形容词有切割、截断、断绝之义，

此处意为求以金刚智断烦恼义。由《梵汉大词典》可查得「l9」（动词、他）切断，

其过去被动分词为「l9na」（过被分）被切断的、被破坏的、被分离的。（注十六）因「l9na」

的发音接近「伦泥」；且「ullūna」的发音接近「乌伦泥」。l9na 是 l9 动词的过去被

动时词所变来，√l9→「l9na」。（注十七）、（注十八） 

再依《梵文入门》，其中「过去被动分词」表此被动式分词是被动的意思，必须

翻为「被动式」。（注十九）故「l9na」（呼格）含有「为他….所去除掉」的意思；其「l9ne」

（位格）亦具有「为他….所去除掉」的意思。「ull9na」（呼格）再由词类变化转为

「ull9ne」（位格） 

 

  

（3）「ull9ne」字母字义分析 

于《大毘卢遮那成佛经疏卷第七》（一行阿阇梨） 云：「而今此真言门，所以独

成秘密者，以真实义所加持耳，若但口诵真言而不思惟其义，只可成世间义利，岂

得成金刚体性乎。故偈云：最胜真实声，真言真言相行者谛思惟，得成不坏句，此

声即是真言门。」故持诵真言需谛思其义，方是契入真言性中。这也是法尔与一般悉

昙咒语专家不同之处，强调须做字义分析并思维其义。 

（i）梵文字义分析：  



 

「u」－具「烦恼」义。 

「ud」－为「在…..之上」。 

「na」表「名色、贪」。另此为大空五字，具「大空」义 

「e」表「过患、求」。a 转 e，具有「祈求」义。  

「la」－为「轻、断爱」义。 

「9」－表「损减」。 

「l9」－表「切断、去除、破坏」。 

「l9na」－表「被切断的、被去除的、被破坏的」。 

「l9ne」－祈求    被去除的（依此真言咒语而被去除）。 

 依「ull9ne」字义分析，可满足「在所祈求（u 烦恼）上，为佛咒印所去除掉」

的意思。」 

（ii）「ull9ne」字义，就「事相（有）」言： 

u 字门带头，表「烦恼」，中间「l9」，表「切断、去除」，最后字尾「e」具有

「祈求」义，入 e 字门，意表「祈求烦恼去除」。 

祈求（e）在烦恼（u）、名色、贪（na）等一切（a）过患（ne）上（ud），能

断爱（la）、损减（9）、被去除（l9）。 

（iii）「ull9ne」字义，就「理地（空）」言： 

「u」－具「最殊胜、大涅盘」义。 

「ud」－「在…..之上」 

「la」－「大乘精修」。 

「na」表「三宝安住、不动」。另「na」为大空五字，具「大空」义。 

「e」－「求、证智、法性涅盘」。  



 

「9」－「最尊贵、无上正念」 。 

「l9」－表「切断、去除、破坏」。 

「l9na」－表「被切断的、被去除的、被破坏的、无」。  

祈求（e）在大乘精修（咒印 ）（la）上（ud）能去除（l9na）烦恼，依三宝安

住（na），得入大空（na），而证智（e）最尊贵（9）、最殊胜之大涅盘（u）。 

依上述「字音及字义」分析知，「乌伦泥」选「ullūne」来对译，应符合咒语原

意。 

  

六、「沙」翻为「=a」字义分析 

「沙」字发 「=a」音之探讨：理由有二： 

（1）此真言「唵 乌伦泥沙 娑婆诃」中，「沙」字后面有「娑婆诃（sv2h2）」

的「娑」字，字不同，发音亦不同，其中「娑」发「sa」音，故「沙」不发「sa」

音，而是发「=a」音。 

（2）《摄大毘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大悲胎藏转字轮成三藐三佛陀入八秘密六

月成就仪轨》卷第三：「=a 沙字门一切诸法性钝故。sa 娑字门一切诸法一切谛不可

得故。」故知「沙」发「=a」音；而「娑」发「sa」音。  

由《梵汉大词典》查得，「沙=a」：=a=（数、复）六。（注二十）。 

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十三》（玄奘）：「入沙字门，悟一切法无罣碍故。」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七：「唱沙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为海藏。」  

《观察诸法行经》卷第二：「沙字超过着义故。」 

《方广大庄严经》卷第四：「唱沙(上声)字时。出制伏六处得六神通声。唱娑字

时。出现证一切智声。」（六处：六根。处，出生之义，即出生六识之处。）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沙字门，诸法六自在王性清净故。」 



 

《宗镜录》卷第二十八：「经云：六自在王常清净 ，所以称王。王是自在义，

是以眼根任运观色，自在无碍。」   

由以上经文知，「沙=a」可引申为「使六根清净无着。」另「=a」为遍口音八字

之一，可转化为「涅盘」义。 

由上述「字义」分析、经文及「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所翻「乌伦泥沙」的「沙」

与「娑婆诃（sv2h2）」的「娑」（发 sa 音）字不同，故知此「沙」绝不是发「sa」

音，同理「梁朝招提寺僧琰师」「呜伦泥沙」之「沙」与「莎婆诃（sv2h2）」之「莎」

（sa）发音亦不同，故此「沙」字必发「=a」音。 

  

七、「ull9ne =a」咒义分析 

「ul-l9ne =a」由上述字义分析，具「祈求（e）在烦恼（u）、名、色、贪（na）

等一切（a）过患（ne）上（ud），能断爱（la）、损减（9）、被去除（l9），使六根

清净无着，而证入大空（na）」义。以=a 沙好字门;一切诸法性钝，故一切烦恼不可

得义。 

最后一切法导入字尾入 a 字门，「ul-l9ne =a」意表「祈求在六根（六处）的烦

恼、名、色、贪等一切过患上能（被）去除，使六根清净无着，证入大空，入大般

涅盘，使诸患本不生、不可得」。 

  

八、「莎婆诃 sv2h2」浅义解 

佛说高王观世音经注释：「莎婆诃。娑者。一切法平等。婆者。无言说义。诃者。

一切法无因。寂静无住。清净不生不灭之义。言佛无言说。无分贵贱智愚。尽致之

清净不生不灭也。」 

莎婆诃者，速疾令前所作速疾成就故也。咒语常用结尾语，具吉祥，圆满成就

义。警觉一切贤圣谓作证明。 

  

九、「金刚心真言」定稿及整句浅义解 



 

（1）「唵  乌伦泥 沙  娑婆诃」「oṃ  ull9ne  =a  sv2h2」：极赞启请（诸佛真

言加持），祈求在烦恼、名色、贪等一切过患上，能断爱、损减、被去除，使六根清

净无着，能证入大空、涅盘，得圆满成就。（沙：使六根清净无着） 

（2）「唵 乌轮尼 娑婆诃」「oṃ  ull9ne  sv2h2」：极赞启请（诸佛真言加持），

祈求在烦恼、名色、贪等一切过患上，能断爱、损减、被去除，而证入大空、涅盘，

能圆满成就。 

  

十、结语： 

再次感恩 吾师 辛苦教导，特开设此「悉昙咒语研究班」，让吾等能见识到「密

咒」之浩瀚，每次想到今生何其有幸得逢此「微妙悉昙密法」，内心无比的雀跃，从

「字形、字音及字义」之解析，到「手印的变化」、「观种子字」、「观字轮」，所有课

程，无一不让人惊叹，吾资质愚昧，虽然无法一一深入学习，但至少能种点善根，

以备未来世资粮，所幸能从「悉昙咒语研究班」中，体会一点佚失千年「密咒」之

奥妙，感染隋唐密法兴盛的气息，更见识了「悉昙密咒」内含甚深之密意，令人

叹为观止，每当研究至深夜，均感欲罢不能，可叹隔天还要上班，不能一气呵成

持续下去，专心研究，真是可惜！ 

学习「悉昙咒语研究班」，熬夜到欲罢不能是家常便饭，这是蛮伤肝的（虽然贪

求佛法也不好）；但是很多 没报到名学习「悉昙」的同修很郁卒伤心，倘两者择其

一，伤肝总比伤心好。 

  

附注： 

注一：《唐密三大咒‧修持法要全集》新鸣远出版社  果滨居士（p157）。 

注二：《大唐西域记》三民书局出版 陈飞、凡评注译（p354） 

注三：《梵汉大词典》嘉丰出版  林光明先生编（p1353） 

注四：同上（P819） 

注五：《汉字古今音表》中华书局  李珍华、周长楫编撰 



 

注六：「《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黄笑山先生（p196） 

注七：《梵汉对音与中古音研究》（古汉语研究 1998 年第一期）储泰松先生（p51） 

注八：《怎样读广韵》学海出版社  李善馨（p122） 

注九：《声韵学》文史哲出版社  陈维新 着（p200~ p201） 

注十：同上（p197） 

注十一：同注三（p1327） 

注十二：《梵语语法简介词性总结》一文（Mahaguru.cn  梵文与印度文化）

shamanfeng 着 

注十三：《梵文入门》鹅湖出版社  吴汝钧  着（p23） 

注十四：同注三（p1315） 

注十五：《梵语初阶》法鼓文化  释惠敏 释赍因 编译（p26） 

注十六：同注三（p665~ p666） 

注十七：同注十三（p143） 

注十八：同注十五（p94） 

注十九：同注十三（p145） 

注二十：同注三（p1041、p1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