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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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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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羅遮羅(三十三)摩摩罰摩囉(三十四)穆帝囇(三十五)伊醯移醯(三十六)室那室那(三十七)

阿囉嘇佛囉舍利(三十八)罰沙罰嘇(三十九)佛羅舍耶(四十)呼嚧呼嚧摩囉(四十一)呼嚧

呼嚧醯利(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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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囉遮囉(三十三)摩摩罰摩囉(三十四)穆帝囇(三十五)伊醯移醯(三十六)室那室那(三十七) 

阿囉嘇佛囉舍利(三十八)罰沙罰嘇(三十九)佛羅舍耶(四十)呼嚧呼嚧摩囉(四十一)呼嚧

呼嚧醯利(四十二)  

    (3)(3)(3)(3)不空法師不空法師不空法師不空法師     （（（（705705705705～～～～774774774774））））TTTT1113B1113B1113B1113B((((新增比較版本新增比較版本新增比較版本新增比較版本))))    

地利尼(二十九)囉耶(三十)遮囉遮囉(三十一)罰摩羅(三十二)穆帝曬(三十三)伊醯移醯(三十

四)室那室那(三十五)阿羅參佛羅舍利(三十六)罰沙罰參佛羅舍耶(三十七)呼嚧呼嚧麼

囉(三十八)呼嚧醯唎(三十九)沙囉沙囉(四十)悉唎悉唎(四十一)蘇嚧蘇嚧(四十二)菩提

菩提(四十三) 菩提耶菩提耶(四十四) 

 

(一)咒語粗淺義 

((((題外語題外語題外語題外語))))    

不空法師的 T1113B 第卅句 

T1060、T1064 兩版本都沒有此句囉耶先伏 raya，此句囉耶先伏 raya，是指

河流、急速流轉、…等之意。後接遮囉遮囉(三十一)罰摩羅(三十二)car2cara bh2mara

就大略與 T1060、T1064 兩版本意思一樣，但此版本是用遮囉遮囉 car2cara，而

另兩版本是用 cal2cala，兩者在運動、運轉之意思似一樣，但前者 car2cara 較

不具有人類輪回之義理在內，其意義是沒有時間轉輪(輪回)之概念在，此要詳下

面說明。 

(回本文回本文回本文回本文) 

伽梵達摩伽梵達摩伽梵達摩伽梵達摩(650~656)譯版本譯版本譯版本譯版本 T1060 

�第卅三句 

遮羅遮羅 

弋匠 弋匡 

Cal2c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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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羅遮羅弋匠弋匡 cal2cala 是指於…中，不能自主而不斷地跟著進進出出

地移動著，意思是說眾生於六道輪轉中，不自主地、無知地，跟著”時間轉輪

timewheel”無奈地輪回著。如英文解釋所說是為 ever-moving(the wheel of 

samsara)，梵文 samsara 者即是指世俗人之生命，依其幻夢妄想而輪回於六道

中。(詳下英文說明)。 

此處”遮羅遮羅”是弋匠弋匡 cal2cala，不是 car2cara 弋先弋先，因”羅”者是

la 也，不是囉 ra。惟不空大師 T1113111311131113B 翻成”遮囉遮囉 car2cara”，若是指世間人

的行動、前進、進行何事等，兩者意思並沒有不同，古代梵文 cala、cara 是互

通的，…。而 Cara 僅具有─給於拉動、推進的力量，行動的動作。故此 car2cara

詞中似無有如 cal2cala，因幻夢業力所感而進入於六道輪回中之意思。故總結是

cal2cala、car2cara 在意思上指行動、移動、…等義時，兩者的意思是一樣的，

但英文網對於 cal2cala 還特有解釋，文義中特指人類於六道中輪回之意涵在內。 

此處達梵伽摩大師還特別翻成”羅”，”羅”是”la”也，所以此咒中唸弋匠弋匡

cal2cala 是較合於原咒義的，如下漢譯字圖所示，羅、邏、攞、…等音，都是翻

成 la 匡。房山石經中大悲咒、青頸觀音咒中，此句也翻成左攞左攞，也是用攞

譯音字來表示弋匠弋匡 cal2cala 之梵字。故此處”遮羅遮羅弋匠弋匡 cal2cala”

者，於咒音、咒義都是較能符合原咒之內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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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四句 

摩摩 罰摩囉 

亙亙  矢亙先 

mama bh2mara 

 摩摩亙亙 mama─第一人稱代名詞─我，mama 亦是 mad 之屬格所變化，

《具舍論》、《菩薩地》中謂─mama 指我、我所，可言我執所造諸業。我、我

所者，我係指自身；我所者 mama-kāra，係指身外之事物，執之為我所有，故

有此名我所。《大智度論》云：「”我”是一切諸煩惱根本，先著五眾(五蘊─

色受想行識)為我，然後著外物為我所。」有我所則成為我所見 mama-kāra-drsti，

我所見係指妄執五眾、五蘊之法為我所有，稱為我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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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阿毘達磨雜集論》記載，我所見有三，即： 

(1)相應我所─謂我有物質之形；如謂「我有色」、「我有受」、「我有想」

「我有行」，乃至「我有識」，如是即執著色等五蘊與我身相應，故稱相應我所。 

(2)隨轉我所─謂物質之形屬於我；如謂「色屬我」、「受屬我」「想屬我」、

「行屬我」，乃至「識屬我」，如是執著五蘊之法從屬於我，由我之自在力而轉，

故稱隨轉我所。 

(3)不離我所─謂我在物質之形中；如謂「我在色中」、「受在色中」、「想

在色中」、「行在色中」，乃至「我在識中」，如是即執著實我不離色等諸法，

乃處在蘊中，遍體隨行，故稱不離我所。  

  以上五蘊之法，一一皆具此三義，故總稱十五我所見；此十五我所見再加上

五種我見，即成二十種薩迦耶見(satkāya-drsti 身見)。五見中之薩迦耶見即包含

此二見。即指執著有實我之妄情，稱為我見；執著僮僕、住宅等為我所屬之妄情，

則稱我所見。 

所以 mama 加在前句 cal2cala 詞句之後，言以上所述諸我、我所等法，即

成 mama 之我、我所法，於是成為輪回根本之煩惱法。眾生無明不學佛法，不

知如何脫離此種輪回根本。若能如法持此大悲咒者，即能得無上智慧，破解我、

我所之執著，斷除廿種薩迦耶身見(satkāya-drsti)。 

罰摩囉矢亙先 bh2mara 一句， bh2 者顯示、呈現、存在於…之意，取其八

大詞類變化之業格(accusative)，即是 bh2m，此 bh2m 與 ara 連結成 bh2mara(詳

如下圖連結之表解)。ara 是指快速的時間，或指無始劫之時空幅輪(the spoke of 

the timewheel)之旋轉中，…，亦即是說處於此六道輪回中(the spoke of the altar 

formed like a wheel)，如何、如何…等事進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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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四句整句意思為─摩摩 罰摩囉亙亙 矢亙先 mama bh2mara 之麁淺義

可以翻譯為─因 mama 之五蘊見濁所產生之我執、法執等，讓自己留存於無始

劫來的轉輪回漩時間中，總是煩惱無量，因此於此六道中浮浮沉沉輪回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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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五句 

穆帝囇 

仿 刑 

muktere 

穆帝囇仿 刑 muktere，此句由 mukta 與 1re 所連結組成，mukta 者是名詞，

有解脫之義。1re 是由 1r 動詞變化而來，其字根是 1r→使移動、促進行動、離開、

退出，另 1re，也有我離開…之意。1r 若是現在式中性第一人稱、單數時，則是

轉為 1re。此字用在印度宗教上，是在任何有前置句詞後接此字時，將是表示前

面所提到的事(包括智識、解脫智慧、…等)，能「確實地發起、做到、成就…等

之意」。故有「勢在必得」之決定心，祈求菩薩摩訶薩給與…之義。所以 muktere

用在此咒中，即希望破地獄觀世音菩薩能助我斷 mama 我、我所之執，在六道

輪回中能確實地解脫、釋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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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語的解脫亦作 mukti，意謂解放，指由煩惱束縛中解放，而超脫迷苦之境

地。但此處不是用此詞句 mukti，因與 1re 連結後成為 mukt1re，而漢譯音為”帝”，”

帝”者 te 之音也，故顯非此 mukti 來連結演變。也不是用 mukta 之位格 mukte(或

是用 mukt2 呼格之 mukte)來連結而成，若是 mukte 與 1re 連結，則成為

muktay1re。故此處是用 mukta 與 1re 連結，即成為 muktere，如漢譯詞為”穆帝

囇”，”帝”者 te 之音，不是 t1 也不是 tay1 之音，故還是以 mukta 與 1re 連結

成為仿 刑 muktere 是對的語法。(詳如下諸圖表說明) 

此解脫義以能超度迷妄之世界，故又稱度脫；以得解脫，故稱得脫。廣義言

之，擺脫世俗任何束縛，藉由宗教修行能得精神上感到自由，均可以用此稱之。

佛法事說要從三界束縛中獲得解脫出來，才稱為解脫，故有三層次─分別稱為欲

纏解脫(欲界)、色纏解脫(色界天)、無色纏解脫(無色界定)。修行過程間能於世間

三界禪法中都不執取諸善境界，才能解脫出三界。 

此三層次與解脫之內心清淨程度上是大不同的，由修習所斷煩惱之不同，可

分為見所斷煩惱解脫、修所斷煩惱解脫等，前者對於外境現象得解脫，後者對於

內心執著妄心得解脫。故佛教所說解脫有其特殊論點，是指斷絕生死原因，不再

拘於業報輪迴，能入涅槃、圓寂之境界，故解脫有涅槃含意，唯佛能得大圓滿涅

槃。  

   佛教原以涅槃與解脫表示實踐佛道之終極境地，細分就有─有為解脫（指阿

羅漢─得解脫者─能明白了解心之作用，即勝解）與無為解脫（涅槃），或性淨

解脫（指眾生本具離煩惱之清淨本性）與障盡解脫（由於現實之煩惱污染本來之

清淨，故今斷其煩惱而得解脫），或心解脫（指心離貪愛欲等）與慧解脫（以智

慧觀照，而遠離無明），或慧解脫（阿羅漢未至得滅盡定者）與俱解脫（阿羅漢

至得滅盡定者）。此外，佛說菩薩應有十種解脫─所謂：煩惱解脫；邪見解脫；

熾然解脫；陰界入解脫；超出聲聞、緣覺地解脫；無生法忍解脫；不著一切佛剎、

一切眾生、一切諸法、住無量無邊諸菩薩住，離一切菩薩行，住如來地解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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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中，悉能了知一切三世諸法解脫。此是為菩薩摩訶薩十種解脫，若菩薩摩訶

薩住此解脫，則能普為一切眾生而作無上佛事。 

    第卅五句─穆帝囇仿 刑 muktere，係指持大悲咒者祈願破地獄觀世音菩薩

摩訶薩，確實助我得解脫，得世間、出世間、出出世間等三界解脫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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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六句 

伊醯移醯 

珂扛珫扛 

1hi ehi 

伊醯移醯 1hi ehi，前一字詞是 1h2 之變化，其位格為 1hi。1hi 者在古宗教經

典中，於 manu-sm4ti 章節中之有努力發揮，勇猛活動等向上處…怎麼、怎麼…

之意。1hi 者亦有在祈求、渴望、希望等上事，能怎樣、怎樣、…之意思。此後

面 1hi 之意思，是出現在古宗教經典中，mah2-bh2rata 章節中。1hi 在古宗教經

典中 r2m2ya5a 章節中，亦有以企圖 attempt 義來解釋，此等企圖 attempt 意思，

可參閱 9rdhv2 之 1h2 梵文意思，此時則有向上發起、生起之意思。英文亦有 the 

same + effort, exertion, labour; wish, desire 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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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一字詞為移醯 ehi，ehi 是由 eh2 變化而來(詳下圖表解)。eh2 本身是名詞

時，其字義是有─渴望、希望之意(desirous、wishing)，若是作這樣的意思，只

是前一字詞 1hi 的強化語句而已，即 1hi ehi 兩字同表─渴望、更希望、…之意。

若是取其 ehi 單獨直接用語來講，則會有 come near 之意，亦即靠近來，若是連

接上句來說，即有渴望、祈望靠進來、或說來到。若是如此之意，即指有個對象，

即是說求破地獄觀世音菩薩能前來、善來。若是混合用之，其兩者意思皆可兼顧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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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之意思，是當 ehi 翻”善來”時之意，一般世尊對於來受戒比丘言”善來”

者，梵語是 sv2gata，本是為印度比丘歡迎來客所用之客套語，即「其來正好」

之意。義淨大師《南海寄歸內法傳》云：客舊相遇條，記載印度寺眾之禮法，凡

弟子門人等應先對來客說「莎揭哆 sv2gata」；客即答「窣莎揭哆」（susvāgata，

譯作極善來）。  

   當佛陀對欲受比丘戒者稱「善來比丘」時，該比丘即已得具足戒，此謂「善

來」比丘、或「善來得」比丘，為十種得戒緣之一，此係僅限於釋尊一人特授之

作法。但世尊講這句「善來比丘」為人受具足戒，不是每見初來要受具足戒者都

如是說，而是已觀察來者之過去世因緣才說此句：「善來比丘」給予受戒。據經

典所述，被佛陀說「善來比丘」而成受出家具足戒者，是過去世已有出家過，今

生又來求出家者，世尊才會對此等人說：「善來比丘」，然後此人即鬢髮自落，

袈娑著身，即成比丘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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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七句 

室那室那 

圯巧圯巧 

01na 01na 

室那室那圯巧圯巧 01na 01na 者，原意為凝固、濃厚、密集、豐富、…之意。

若這樣解釋不能融會貫通前後咒文之義，所以可以再觀其英網解釋說，01na 亦

含有 m9rta 梵字之義。若再查 m9rta 之字義，即有堅實形體，強化身心意志力

之意思，如此即能明白連貫其前後咒句義了。如英文所說 settled into any fixed 

shape , formed , substantial , material , embodied , incarnate ; real。 

 

 

 

 

 

 至此，前後咒義有─於六道輪回的時輪(timewheel)間，渴望破地獄觀世音菩

薩能善來，給與持咒者解脫煩惱、心病、痛苦、…等。讓持咒者能強健身與心，

於有形實體、於無形心靈都能堅實不移，…等之義。 

�第卅八句 

阿囉嘇 佛囉舍利 

玅溫   合全在印  

2r=a3  vir20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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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囉嘇 佛囉舍利玅溫 合全在印 2r=am virq0ali，阿囉嘇玅溫 2r=am 是阿囉

沙玅溶 2r=a 的業格，在古吠陀經典用語上來講，2r=am 意思為 holy speech 聖

言句，即是持咒語義─這樣”持如此勝義咒語禱祈(holy speech)言句後”，virq0ali

讓我於軟弱時發起能量、動能(a0ali)，讓意志力燃燒起來，使我能成為一個不軟

弱的英勇、桀強之修行者(vira)。vira 是 a brave or eminent man , hero , chief，vira

與後一詞句 a0ali 連結則成為 virq0ali(詳如下表)。 

另外 a0ali 與 a0ari 意思是沒有兩樣，都是可以互用的，但漢譯音為”利”，若

依中古音為 li，上古音為 lie，有可能是發 le。但檢驗其發聲法，似應用 li 為佳。

另一理由是，前一字為舍在 0a，是舌內外音�，若此時”利”發成”ri”音，則

發音部位重復在�位置，不能善發出音便之聲，故要發 li 音教佳，轉為舌內中音

�位置易讀。故此處選用利 li�是正確的發音法，唯兩者字義並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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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九句 

罰沙罰嘇 

矢好矢寺 

Bh2=abh2=am 

罰沙罰嘇矢好矢寺 Bh2=abh2=am，若依本咒中各漢譯用字”嘇”，此”嘇”

好像是要發=am 之音，若發”嘇=am”音聲，則 bh2=abh2=am，意思僅用在於此

咒聲及其咒聲之功用上。罰沙矢好 Bh2=a 者，是位格(locative)詞句，在古吠陀

經咒中，義指語言、演說，也就是指所持大悲咒之咒音聲。後一字詞罰嘇矢好

Bh2=am 者，Bh2=am 是業格。如此罰沙罰嘇矢好矢寺咒義為─在咒語上起咒語

之業用效果。前一字是原形呼格，後一字是業格，這樣都是指本身咒語之音與用

之意思，此種意思比較簡單明瞭。 

但 Bh2=abh2=am，若看成是 Bh2=abh2sam，其意思也是可以說得通，罰

沙罰嘇矢好矢戌 Bh2=abh2sam，Bh2=a 者咒語聲，bh2sam 心中想像成為佛光

普照，此佛光是由咒聲而來，所以此處後一字若改用 bh2sam，後接 bh2sa 之業

格矢戌 bh2sam，意為此大悲咒音聲(矢好 Bh2=a)能使我印象深刻地想像成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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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矢戌 bh2sam)，此聲衍化成佛光明亮無限地流入我心中，讓我心發起歡喜

心。故全句 Bh2=abh2sam 有使咒語音聲後能發光明之意，但 sam 還是要發捲

舌遍口音的=am 聲。另一種想法是─古梵文 sa、=a 有時是互用的，此兩字母都

是遍口音，有可能可互用，若真是這樣，上述兩種解釋都是可以說得通的。(參

閱下各圖表解) 

 

 

 



 

法爾禪修中心                   18                       http://www.dharmazen.org 

 

  

�第四十句 

佛羅舍耶 

吃全在伏  

v1r20aya 

 佛羅舍耶吃全在伏 v1rq0aya，v1ra、vira 如上所述，都有英勇、驃悍、杰強

之義，而 20aya 在佛法上言為意樂。此處意樂為善意樂，善意樂持此大悲咒能

促使我於身心上得堅強、勇健。有時 20aya 於思惟、見解上能起寂靜、安祥，

尤其在瑜伽修行上來講，更是有此義。 

 

20aya 在佛經上翻譯作意樂，即是指有很強的心意、思惟要做何事，做於善

即稱為善意樂，特意樂意做諸惡事，即稱為惡意樂。據《俱舍論》載，阿世耶

（2śaya，意樂），有善惡分別，即稱愛行與見行。人類行為中，依其性格可大

別為二類：(1)隨順他人之教誨而行動者，稱為愛行(善意樂)。(2)不樂聽從他人之

意見，而專恃己見以行動者，稱為見行(惡意樂)。愛行者（2śaya，意樂）惡之

極為躁動故，不斷善根；見行者惡之阿世耶，極堅深故，能斷善根。又《大毘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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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論》謂，見行者由空入正性離生，愛行者由無願入正性離生。上述愛行，梵語 

trsnā-carita；見行，梵語 drsti-carita。 

 

�第四十一句 

呼嚧呼嚧 摩囉 

收吉收吉 交先 

Huluhulu m2ra 

呼嚧呼嚧 摩囉收吉收吉 交先 huluhulu m2ra，呼嚧呼嚧 huluhulu 是感嘆之

聲，亦是歡呼聲，亦有驚呼、叫喊、呼喊等等感歎句(詳下圖解)。此處呼嚧呼嚧

huluhulu 是重復雙語句，不能用單句呼嚧 hulu，若用單詞呼嚧 hulu 不是歡愉呼

叫聲，便會成為公羊(ram)或衝擊、塵等之義，這樣意思就不符合了。另本字亦

有可能是 hru，因 hru 可讀 huru，hru 是 hv4 之轉化字，但意思不合，是有偏離

正道、入偏向路之義。  

摩囉 m2ra，此處用呼格之 m2ra。此 m2ra 與第廿五句摩羅摩羅交先交先

m2ra m2ra 之囉，譯漢字是有不同，唯以相同 m2ra 之意思較佳，摩羅交先 m2ra，

某經典章節中指熱情的愛、神、菩薩、佛等的愛，如英文解釋是 the passion of 

love，God of love，此如在 haravijaya、k2vya、kath2sarits2gara 等章節中才用

m2ra 為正面的慈愛心來對諸眾生。此句做歡愉呼叫聲後，即說破地獄觀世音菩

薩之慈悲心 m2ra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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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句 

呼嚧呼嚧醯利 

收吉收吉 岝 

Huluhulu h4 

    呼嚧呼嚧 醯利收吉收吉岝 huluhulu h4，呼嚧呼嚧 huluhulu 如上句是感嘆之

聲，亦是歡呼聲，亦有驚呼、叫喊、呼喊等感歎句(詳如上句圖解)。此處呼嚧呼

嚧 huluhulu 是雙語句，不能用單句呼嚧 hulu，若用單詞不是歡愉呼叫聲，會便

成公羊(ram)或衝擊、塵等之義，這樣意思就不符合咒義了。但如不空大師 T1113B

呼嚧醯唎(三十九) 就只有一句呼嚧，其他好多版本亦是如此，僅有一句呼嚧，這與

達梵伽摩大師所翻是不同的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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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句醯利者是岝 h4，有接上句感謝破地獄觀世音菩薩，把大慈、大悲之心

賜與，醯利岝 h4 者是─to offer , present (esp. with %{balim}(bali 之業格 balim，balim

是指禮物、賜與物)，此處指大慈大悲之菩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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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曇音聲分析：(續) 

�第三十三句 

遮羅遮羅 

弋匠弋匡 

cal2cala 

1.遮弋 ca 字音： 

遮弋 ca 字音者，遮【廣韻：正奢切 ca/ja 平聲】、【集韻、韻會、正韻：之

奢切 ca 平聲】、【集韻：之夜切 cah 去聲】。古今音表：中古音-止奢切 tɕǐa

→cha 平聲，廈門音：jia、chia，擬音有二音，一為 ca 平聲，二為 ca`。本處因

遮後接羅，羅為九遍口音之一，要發涅槃音，故此處宜發 ca`音，即發遮時稍頓

一下即讀羅 l2�位置音聲。 

 

 

  

2.羅匠 l2 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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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匠 l2 字音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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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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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音擬音還是以 la 為主，且要發�位置長音 l2 音聲。 

 

 

 

 
  

�第三十四句 

摩摩 罰摩囉 

亙亙  矢亙先 

mama bh2mara 

1.摩亙 ma 音： 

摩亙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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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古今音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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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音擬音直發 ma`之音聲，即有 mo 之音

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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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罰矢 bh2 字音： 

罰矢 bh2 字音，【廣韻、集韻、韻會：房越切 bya 入聲】，或依古今音表，

中古音-房越切 bǐwɐ入聲，吳語-vah，閩南音-huat，廈門音：hoat，依上述擬音

本字有涅槃音，發音為 bha`，而本音節又是長音 bh2，故已符合其發涅槃音之

條件。三密鈔言，罰者有矛 bha 之音(詳下圖)。  

 

 

 

 

 

 

3.囉先 ra 音： 

    囉先 ra 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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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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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音擬音還是以 la 為主，而 la 即是 ra 音，古中國無此音故，此 ra 音發音位置在�

舌內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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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句 

穆帝囇 

仿 刑 

muktere 

1.穆仿 mu 字音： 

穆仿 mu 字音，依【廣韻、集韻、韻會：莫六切 miuk→muk 入聲】、【古今

音表：中古音-莫六切 mǐuk→muk 入聲】、【廈門音：bok】，本音擬音要有涅

槃音，但本字後接 k 之字已自形成涅槃音之狀了，故即可發為 muk 之音聲。 

 

 

 

2.帝 kte 字音： 

帝 kte 字音，帝【廣韻：都計切 te 去聲】、【集韻、韻會、正韻：丁計切

te 去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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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字擬音似有 te、ti 二音，而 kte 之 k 已被上一字連音用去讀成

涅槃音，故此處無音可發。此處取 te 之正音，又本字又有都計反之音，te`，可

發涅槃音，因後接字是 re 之長音，故 te 可發 te`之涅槃音，才能發後一字 re 之

長音。 

 

 

 

3.囇刑 re 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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囇刑 re 字音，囇漢譯字音從缺，但因同。者【字彙：郎計切 leh 去聲】。

若用麗字去代囇字擬音，則有 li、le 二音，大正藏中將囇用 re 音來表示。故知

用此音發 re 應是無問題。唯此處之 re 要發特別的延長音，這是印南梵文 otl

字典所示，如下圖表所示 iRE，大寫 E 者於 otl 字典代表 e 之長音，e 在梵文韻

母本是有點長音之聲，但此處更要加長發音。故此句 muktere 則要發音為 muk(涅

槃音)-te(短音)-re(長音)，如此即可顯示此字詞其發音之特殊不同處，特表示

其解脫之義。 

 

 

 

 

 

 

�第三十六句 

伊醯移醯 

珂扛珫扛 

1hi ehi 

1.伊珂字音： 

伊珂字音，伊【廣韻：於脂切 qjii 平聲】、【集韻：於夷切 qii 平聲】、【正

韻：於宜切 qie 平聲】，故此字擬音有長 i 之聲。又依【古今音表：中古音-於脂

切 i 平聲、吳語-ji、閩南音-i】、【廈門音：in、i】，故知中古音還是發長音(平

聲)，此處長音 1 已隱含有涅槃音之味道，因後一字為 ha 之九遍口音故，故要發

i`，則有長音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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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醯扛字音： 

醯扛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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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古今音表：中古音-呼雞切 he 平聲、閩南音-he，

廈門音：he。此處因前字舌內音，若用 hi 是喉舌內音，再有前一字 i`為涅槃音，

如此 i`hi 發音應不會有問題。 

 

 

廈門音 醯 he 

 

3.移珫 e 字音： 

移珫 e 字音，支韻為弋支切(je)，古今音表中古音為 jie，吳音 ji，閩南語為 i，

此處取中古音與支韻聲似應為讀 e 之音聲。 

 
 

4.醯扛字音：如上所述。 

 

�第三十七句 

室那室那 

圯巧圯巧 

01na 01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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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室圯 01 音： 

 室圯 01 音，室【廣韻、集韻、韻會、正韻：式質切 sji 入聲】、【集韻、韻

會：式吏切 sji`去聲】，sj 擬音應為 0，後加 i 則成為 0i，又因有入聲，故表示有

涅槃音，即要發 0i`(0it)之音，而此字後面接那字音，是空音，此室圯 01 音應有

涅槃音在。而此室圯 01 音是長音，已隱含有涅槃音之意味在，故讀 0i`。詳下圖

解表。 

 

 

2.那巧 na 字音： 

  那巧 na 字音，依【廣韻：諾何切 na 平聲】、【集韻、韻會：囊何切 na 平

聲】、【正韻：奴何切 na 平聲】、【廣韻、正韻：奴可切 na 上聲】、【集韻：

乃可切 na 上聲】、【廣韻：奴箇切 na 去聲】、【集韻、韻會、正韻：乃箇切 na

去聲】，再依【古今音表：中古音 諾何切、奴箇切 na 平聲、奴可切 na 上聲，

閩南音 lo】，【廈門音：to、 ta、 na 、lo】，依此等資料觀之，本字有平聲、

上聲、去聲等三聲，唯依上一字─室圯 01 之發音連結，此”那”字宜發 na 平聲

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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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句 

阿囉嘇 佛囉舍利 

玅溫   合全在印  

2r=a3  vir20ali 

1.阿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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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入聲】、【正字通：阿讀如渥

uk→u`入聲】、【韻會小補：音屋 uk→u`入聲】，故知此音有兩音，a、a`兩者。     

此處阿玅 2 音是長音，唯此字後接囉 ra 字音，囉 ra 者是九遍口音之一，故

前一字要加涅槃音，故此處宜發 a`之音聲，然此音正好已是阿玅 2 長音，已隱

含有涅槃音之意涵，正吻合悉曇發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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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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囉先 ra 字音： 

    囉先 ra 字音已如前述，此處囉先 ra 是二合字，並沒當涅槃字音隱沒掉，故

還是要發囉先 ra 字音。 

 

3.嘇寺字音： 

    嘇寺字音，嘇【廣韻：師咸切=em 平聲】、【集韻：桑感切 som 上聲】、

【集韻：七粓切 somx 去聲】(粓-廣韻缺)，嘇-古今音、廣韻缺如。此字是捲舌音，

故嘇加口邊，又一般 sam 時會用”三”漢譯字，此處用嘇顯然是與 sam 不同，故

發捲舌之=am 應是沒有錯。 

 

 

 

 
 

4.佛合 vi 字音： 

佛合 vi 字者，依【集韻、韻會、正韻：薄宓切 bi 入聲】、【廣韻：符弗切

byo 入聲】、【集韻、韻會、正韻：符勿切 byo 入聲】、【集韻、正韻：薄沒切

buo 入聲】，若以古今漢音表，中古音為 but，吳音有 v�`，河洛閩南音韻 h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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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 等來讀。廣韻 by 可擬音為 v，此處應有 bi、vu、bo 等唇內音，因此三者都

是唇內音，又都具入聲，故有涅槃音之勢。鑑於下字”囉 ra”音有舌內音之樣，

故此處 bi、vu、bo 三音中 bi 被選用，bi 者即是 vi 也，宜讀 vi`。詳下圖解表。 

 

 

 

 

5.囉全 r2 字音： 

    囉全 r2 字音已如前述，此處囉全 r2 是長音，後一字接舍在 0a 字音，舍在

0a 音是九遍口音之一，囉全 r2 讀成長音是已隱含有涅槃音，故還是發長音全 r2，

即匈 ra`即有長音之味道。 

 

6.舍在 0a 字音： 

舍在 0a 字，舍依【廣韻：始夜切 sjah→śah 去聲】、【集韻、韻會、正韻：

式夜切 sjah→śah 去聲】、【集韻、韻會、正韻：始野切 sjox→śox 上聲】、【韻

會：始隻切 sjek→śek 入聲】、【正韻：施隻切 sjek→śek 入聲】等聲，再依【古

今音表：中古音 書冶切ɕǐa→śa】、【廈門音： sia→śa】。此字有涅槃音之勢，

唯要轉音，本處又不需轉音，故只要發去聲即可，即是śah 去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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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利印 li 字音： 

利印 li 字音，利者依【廣韻、集韻、韻會：力至切 lih 去聲】、【正韻：力

地切 lik 入聲】，似有涅槃音之勢，唯是最後一字，故發去聲亦可。【古今音表：

中古音 力至切 li 去聲】，【廈門音： li、lai】，此字音讀舌內音 li 應無問題。   

 

 

 

 

�第三十九句 

罰沙罰嘇 

矢好矢寺 

Bh2=abh2=am 

1.罰矢 bh2 字音： 

罰矢 bh2 字音，此音上已有之，依上述擬音。本字有涅槃音，發為 bha`，

而本音節又是 bh2 長音，故已符合其發涅槃音之條件讀 bha`。 

 

2.沙好=a 字音： 

    沙好=a 字音，【廣韻：所加切=a 平聲】、【集韻、韻會、正韻：師家切=a 

平聲】、【廣韻、集韻、韻會：所嫁切=a 去聲】，【集韻：蘇和切 sua 平聲】、

【正韻：桑何切 sa 平聲】、【集韻：山宜切=e 平聲】，由此觀知，沙似應發為

好=a 音，好=a 又是九遍口音之一，故要讀成尖=a`。再依古今音表：中古音所

加切=a 平聲、吳語 so、閩南音 sa、sua，廈門音：sa、sa，僅供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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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罰矢 bh2 音： 

罰矢 bh2 字音，此音上已有之，依上述擬音本字有涅槃音，發為 bha`，而

本音節又是 bh2，故已符合其發涅槃音之條件。 

 

4.嘇寺=am 字音： 

此字音已如上述，若依本咒中各”嘇”漢譯字，”嘇”好像是要發=am 之音，

但若發”嘇=am”音聲，則 bh2=abh2=am，前一字是原形呼格，後一字是業格，

如此僅是在咒語上起咒語之業用效果而已，未有發光明之意思。 

此處若用 bh2sam，有使咒語音聲發光明之意，但 sam 還是要發捲舌遍口

音的=am 聲(或兩者古代是互用之字，詳如上述)。 

此字嘇若發戌 sam 字音，似有”三”之聲音，若是發” 嘇”音則應為=am，如

是發罰沙罰嘇矢好矢寺 Bh2=abh2=am，本咒語義為使咒語音聲(bh2=a)發起咒語

妙用之意(bh2=am 業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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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句 

佛羅舍耶 

合全在伏  

v1r20aya 

 

1.佛吃 v1 字音： 

佛吃 v1 字者，依【集韻、韻會、正韻：薄宓切 bi 入聲】、【廣韻：符弗切

byo 入聲】、【集韻、韻會、正韻：符勿切 byo 入聲】、【集韻、正韻：薄沒切

buo 入聲】，若以古今漢音表，中古音為 but，吳音有 v�`，河洛閩南音韻 hut、

put 等來讀。廣韻 by 可擬音為 v，此處應有 bi、vu、bo 等唇內音，因此三者都

是唇內音，又都具入聲，故有涅槃音之勢。鑑於下字”囉室 ra”音有舌內音之樣，

故此處 bi、vu、bo 三音中 bi 被選用，bi 者即是 v1 也，宜讀 vi`，就有長音 1 之

音聲。詳下圖解表。 

 

 

 

 

2.羅全 r2 字音： 

囉全 r2 字音已如前述，此處囉全 r2 是長音，後一字接舍在 0a 字音，音是

九遍口音之一，囉全 r2 讀成長音是已隱含有涅槃音，故還是發長音全 r2，即匈

ra`即有長音之味道。 

 

3.舍在 0a 字音： 

舍在 0a 字，舍依【廣韻：始夜切 sjah→śah 去聲】、【集韻、韻會、正韻：

式夜切 sjah→śah 去聲】、【集韻、韻會、正韻：始野切 sjox→śox 上聲】、【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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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始隻切 sjek→śek 入聲】、【正韻：施隻切 sjek→śek 入聲】等聲，再依【古

今音表：中古音 書冶切ɕǐa→śa】、【廈門音： sia→śa】。此字有涅槃音之勢，

唯要轉音，本處又不需轉音，故只要發去聲即可，即是śah 去聲。 

 

 

 

 

4.耶伏 ya 字音： 

耶伏 ya 音者，依【廣韻：以遮切 ja→ya 平聲】、【韻會：余遮切 ja→ya 平

聲】、【正韻：于遮切 ya 平聲】、【正韻：徐嗟切 jia→ya 平聲】，依古今音表：

中古音-以遮切 jǐa→ya 平聲，吳語-i →ɐ ya，閩南音-ia→ya、廈門音：ia→ya，故

此字發成 ya 之音似無問題。 

 

 

 
 
 

�第四十一句 

呼嚧呼嚧 摩囉 

收吉收吉 交先 

Huluhulu m2ra 

1.呼收 hu 字音： 

呼收 hu 字音，依【廣韻：荒烏切 ho 平聲】、【集韻、韻會、正韻：荒胡

切 ho 平聲】、【集韻：虛交切 hau 平聲】、【集韻、正韻：荒故切 hoh 去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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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韻：許箇切 hah 去聲】、【集韻：虛訝切 hah 去聲】，【古今音表：中古音 

荒烏切 ho 平聲】、【廈門音： khou、hou、au】，如是觀知，”呼”者應發 hau

或是 ho 之音，雖然梵字是”hu”之字形，其實依古梵音應發為”ha”+”u”，

如此即形成”hau”之音，或直接唸成”ho”之聲，au 等於 o。 

 

 

 

 

2.嚧吉 lu 字音： 

嚧吉 lu 字音，依【廣韻：落胡切 lo 平聲】、【集韻：龍都切 lo 平聲】、【廈

門音：lou】，再藉盧字音來擬音，中古音為 lu，吳音為 lau，閩南語為 lo。故此

字依古梵音應發為”la”+”u”，如此即形成”lau”之音，或直接唸成”lo”之

聲。此”嚧”因有口邊，故既有捲舌之意味，即是於��位置發”lau”之音。 

 

 

 

3.摩亙 ma 音： 

摩亙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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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古今音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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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音擬音直發 ma 之音聲，但後接字為囉

九遍口音之一，故 ma 轉發為 ma`之涅槃音，發時頓促一下，再發囉 ra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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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囉先 ra 字音： 

    囉先 ra 字音已如前述，此處單純發囉先 ra 音即可。 

 

�第四十二句 

呼嚧呼嚧醯利 

收吉收吉 岝 

Huluhulu h4 

 

1.呼收 Hu─此音如上述，發 hau 或 ho 之聲音。 

2.嚧吉 lu─此音如上述，發 lau 或 lo 之聲音。 

3.醯利岝 h4 音： 

 此二合字要讀做 hiri。醯扛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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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古今音表：中古音-呼雞切

he 平聲、閩南音-he，廈門音：he。此處因前字 lu 是唇內音，若用 he 是喉舌外音，

比較不好唸，還是選用 hi 喉舌內之音較好。 

 

 

廈門音 醯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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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玹 4(ri)音，此處別摩多利玹 4(ri)音，借唎、 利韻讀，【集韻：力至切 li

去聲】、利，古今音表：中古音 力至切 li 去聲、閩南音 li，唎，廈門音：li。此

處讀利玹 4(ri)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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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