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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美德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理論研究所博士後 

摘要 

《胎藏梵字真言》（第 854 經）是胎藏界曼荼羅諸尊真言的梵字本，

於日本昭和初期被編入《大正藏》。但《大正藏》所用的底本，即東寺三

密藏平安時代寫的興然本，卻訛誤百出。九世紀的智證大師本、十世紀的

淳祐寫本及後來的高野山本、杲寶．長谷本、賢寶本、慈雲本均可糾其謬

誤訛脫，但在《大正藏》的初編及後來諸電子化的過程中均沒有得到修

正。本文通過諸本對校，詳細地論證並且修正了《大正藏》近兩百處訛

誤。 

本文首先詳述《胎藏梵字真言》的各個版本，並將正文分為上卷上

（72 條）、上卷下（72 條）、下卷（87 條）、字輪及尾卷（11 條）五部

分進行校對說明。錄入為求簡潔，梵字部分省略第一、第二歸命句及結尾

句，只在羅馬字轉寫中反映。《大正藏》底本有訛誤、缺漏的地方，主要

以智證、淳祐甲、長谷、慈雲本補正，必要的地方引用其他內容相近的真

言或者漢字注音本加以論證。底本不誤、其他異文則一般在腳註中處理。 

                                                      
  收稿日期：2019.03.04，通過審查日期：2019.04.15。 

本文於寫作過程中，曾蒙北京中華書局編輯鄒旭女士於腳註格式、孫思賢師

弟在版本及行文思路、印度友人 Pratik Rumde 在真言釋讀等方面諸多協助，

略表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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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部真言與《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第 848 經）、《大毘

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蓮華胎藏菩提幢標幟普通真言藏廣大成就瑜伽》

（第 853 經）逐條進行比較的基礎上，摘錄諸本異同及可資校勘之處。在

論證之時，必要的地方附上一些梵字的意義，便於讀者理解真言的含義。

為求直觀及便於誦讀，所有梵字真言均附有羅馬字轉寫。為了釐清《大正

藏》底本錯誤的類型，本文對底本錯誤加上編號且進行分類，作為結論。 

關鍵詞：胎藏、智證大師本、淳祐寫本、長谷本、賢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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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胎藏 梵 字真言 》 是《大 毘 盧遮那 成 佛神變 加 持經》 1（ 下文簡 稱

《大日經》）的梵字真言集抄本，是胎藏界曼荼羅諸尊真言 重要的文

本。早在唐代中葉，就有青龍寺高僧法全（生卒年不詳）為其注疏。十八

世紀的慈雲尊者飲光（1718-1805）所編《梵學津梁．本詮》、一九三八

年長谷寶秀（1869-1948）搜集影印之《大師御請耒梵字真言集》，均把

該經列為第一。在一千多年的流傳過程中，其寫本眾多，尚無精校。尤其

是《大正藏》所採用的底本，即平安時期（794-1191）興然本訛誤百出，

質量為諸本 下。其校勘記雖然錄入淳祐甲本的異文，但並沒有進行校改

且部分校記與原版不符。在後來的佛經文本電子化的過程中，CBETA 除

了沿襲其錯誤以外，還增添了幾處轉寫錯誤，日本 SAT 亦是原文錄入而

沒有任何校正。為了提供讀者一個可讀的、正確的文本，筆者廣集異本，

結合漢字對音本及《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蓮華胎藏菩提幢標幟普通

真言藏廣大成就瑜伽》（下文簡稱《青龍寺儀軌》），對《大正藏》底本

進行逐條校訂。 

二、《胎藏梵字真言》寫本 

《胎藏梵字真言》除了前文提及的興然本、長谷本、慈雲本，還有智

證本、淳祐甲、乙本、高野山本及賢寶本五個僅收藏於日本諸寺的珍貴版

本 ， 目 前 其 部 分 內 容 被 收 錄 於 《 梵 字 貴 重 資 料 集 成 》 （ 下 文 簡 稱 《 集

成》）2，筆者將各版本資料按寫本時間先後分述如下： 

  

                                                      
1  善無畏共僧一行譯於七二四年，詳松長有慶，《密教経典成立史論》，頁

172。 

2  由於《集成》每個版本只選印幾頁，智證本、淳祐甲、乙本、高野山本、賢

寶本暫時無法窺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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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日經真言．十二天真言》智證本  

此版本收藏於日本滋賀縣大津市的園城寺，總共 19 葉，紙本墨書。

尺寸：各長 28.2 公分，寬 11.0 公分。書寫於九世紀唐朝。此梵筴為圓珍

（智證大師，814-891）於大中八年（854）在福州開元寺，從般若怛羅3 

傳授；《智證大師將來目錄》中記載「中天竺大那蘭陀寺三蔵曼索悉怛羅

梵夾一、大那蘭陀寺仏殿前貝多樹皮梵夾一」。4  

由於此梵夾本係圓珍在中土直接從印僧所授，所以錯誤極少。且年代

早，可糾諸本訛誤，文獻價值極高，如「尾卷」加持句。原存 23 枚，

現僅存 19 枚，雙面書寫 5。《集成》僅收入 6r、7r、8r、13v、14v、

15v、16r、17r、18r、20r、21r 及尾（23r），共 12 面，每面 6-7 行。真

言名稱漢字豎書、梵字橫書，真言結構與他本小異。 

 

2、3. 《梵字胎藏真言》淳祐甲、乙本  

此二版本收藏於大津市石山寺的「薰聖教」6 中。甲本尺寸：縱 29.7

公分，全長 1165.0 公分，共 22 紙。用紙：楮紙，一紙長 50.3 公分。裝

訂：卷子本。原文：梵字，一行 14-17 字。卷首：第一灑凈真言；序言：

淳祐7。後記：「求學沙門淳祐手書。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

眾生，皆共成佛道。」8 

此即《大正藏》校勘記所採校本（甲）。真言題名以小字書寫於梵字

上方，無「曰」字。《集成》收入 A1-38 及「尾卷」，此次校勘上卷

                                                      
3  梵 字 貴 重 資 料 刊 行 會 編 ， 《 集 成 ． 解 說 篇 》 引 用 《 行 歷 抄 》 ： 「 於 開 元

寺 … … 過 中 天 竺 摩 揭 陀 国 大 那 蘭 陀 寺 三 蔵般 若 怛 羅 受 学 梵 字 悉 曇 章 ， 兼

授……梵夾経等」。（頁 150） 

4  梵字貴重資料刊行會編，《集成．解說篇》，頁 150。 

5  智證本簡稱「智本」或「智」，其正、反面分別以 r 與 v 表示。 

6  石 山 寺 第 三 代 座 主 淳 祐 （ 890-953） 所 親 自 書 寫 的 聖 教 類 典 籍 。 （ 阿 部 泰

郎，〈「聖教」の世界〉，頁 58） 

7  梵字貴重資料刊行會編，《集成．解說篇》：「師從東寺第九代長者觀賢律

師，二十歲左右受戒」，頁 160。 

8  梵字貴重資料刊行會編，《集成．解說篇》，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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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尾卷即以此影印本為主。 

「薰聖教」中還有一部淳祐手書本（乙）。尺寸：縱 30.0 公分，全

長 1564.0 公分，共 28 紙，用紙：楮斐交漉紙，一紙長 56.8 公分，一行

14 字前後。9 經過對照，內容與淳祐甲本一致，但是字體大異，疑乃後

世抄錄，非淳祐手書。推測只因同被收入石山寺，遂誤作大師手書。《集

成》無全本，暫無法一一對照。 

 

4. 《胎藏梵字真言》興然本  

此版本收藏於京都東寺三密藏，為《大正藏》底本，筆者未見。因

此本錯誤很多，故賢寶大師（1333-1398）後來對此進行過校勘，惜《大

正藏》未採用。後記：「書本云：長承二年（1133）九月一日，以御筆本

奉書寫畢云云，件本隆海僧都本云云，交了。興然本」10。 

 

5. 《梵字胎藏大儀軌》高野山本 

此 版 本 收 藏 於 高 野 山 金 剛 三 昧 院 。 上 、 下 二 帖 ， 尺 寸 不 詳 。 紙 數

（上）34 紙，（下）30 紙。用紙：斐紙，裝訂：粘葉裝。後記：「貞永

元年（1232）十月晦日，於成多喜房書寫了，一交了；同年十一月一日相

當先師御遠忌奉開題了。釋門（花押）」11。此本雖書者不詳，但上距興

然本百年，下距東寺御影堂（1341-1345）藏〈御請來聖教〉百餘年，有

承上啟下的作用。 

 

6. 《梵字大毗盧遮那胎藏大儀軌》長谷本 

此版本收藏於京都東寺御影堂，共二卷。據《集成．解說篇》所引杲

寶《東寶記》、《東寺百合文書》可知東寺御影堂經藏本包含了寫於曆應

四年（1341）至貞和元年（1345）的〈御請來聖教〉。12 長谷寶秀據此

                                                      
9  梵字貴重資料刊行會編，《集成．解說篇》，頁 162。 

10  《大正藏》冊 18，第 854 號，頁 172 中 2-6。括弧內西元年份為筆者所加，

以下皆同。 

11  梵字貴重資料刊行會編，《集成．解說篇》，頁 194。 

12  梵字貴重資料刊行會編，《集成．解說篇》，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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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 為 《 大 師 御 請 耒 梵 字 真 言 集 》 。 據 該 序 知 主 持 此 事 者 為 僧 都 杲 寳

（1306-1362）。由於淳祐甲本全本暫時無法目驗，本文上卷上 38 條真言

以後的校本以此本為主，以《大正藏》校勘註所引淳祐甲本為輔。 

 

7. 《梵字胎藏儀軌》賢寶本 

此版本收藏於京都東寺《金剛藏》。尺寸：上卷，縱 17.5 公分，橫

14.7 公分，34 紙；下卷，縱 17.7 公分，橫 14.7 公分，29 紙。用紙：楮

斐交漉紙。書寫於文和三年（1354）。裝訂：粘葉裝。一行 11 字前後，

封面右側有「御請來  杲寶」、「祕云  海睿」，還特以紅筆書寫「或本

云  胎藏梵字真言  上卷」。13 後記： 

（上卷）文和三年閏十月十一日於東寺 

西院僧坊以當寺御影堂本御請來聖教內書寫之畢，一部兩卷，內依欠

當卷所書繼之也。 

                                                   矛治亙仗（賢寶） 

同十一月十六日校了。 

（朱書）以興然闍梨自筆本重加校合，以朱注異本。 

（下卷）文和三年十一月十七日，以東寺西院御經藏本校合了。   

                                              大法師賢寶 

興然闍梨自筆本。 

以他本大概校合了…… 

私比校《大日經》真言出處，為弁之付押紙了。 

                                              賢寶記之14 

據此可推測，被《大正藏》作為底本的興然本有訛誤脫漏，賢寶大師

借東寺御影堂藏經本（長谷本）加以校勘，且與《大日經》加以比較並附

                                                      
13  引文之日文漢字，已轉換為中文漢字。（梵字貴重資料刊行會編，《集成．

解說篇》，頁 203） 

14  引文之日文漢字，已轉換為中文漢字。（梵字貴重資料刊行會編，《集成．

解說篇》，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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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押紙。《大正藏》採用了賢寶大師所附押紙，卻未採納他的校勘成果，

殊不可解。 

 

8. 《胎藏大儀軌》慈雲本 

此版本收藏於大阪高貴寺《梵學津梁．本詮》第一之一。上卷題跋

（前同賢寶本處略）： 

享保丁酉年（1717）五月十六日，以東寺觀智院藏本書寫，同日

校合了。             老乞士實詮 

享保十五庚戌年（1730）三月十三日，以實詮闍梨之本寫之了。

             利生護國，閑人覺心 

享保十八年（1733）三月九日於金剛峰寺真別墅寫了，一校了。  

                                            沙 弥 覺 勝 心 行

《請來錄》曰：「《梵字胎藏儀軌》二卷」。又六月上旬入學法

灌頂壇。從此以後，受胎藏之梵字儀軌，學諸尊之瑜伽觀智云云。 

安永兩年癸巳（1773）六月，於京西山善妙寺沙弥尼義文受法主

大咊上位命而敬拜寫焉。15 

此為慈雲尊者飲光自筆本，為純梵字本，字下間有批註。據其題跋可知該

本之流傳脈絡。尊者手書，加之晚出，可資校勘者不在少數。全本一九七

二年被 Lokesh Chandra 影印出版，《集成》只收入前兩頁16。 

三、《胎藏梵字真言》校正 

《胎藏梵字真言》在《大正藏》分為上、下兩卷，上卷上（A）、上

卷下（B）各 72 條真言，下卷除了 87 條真言（C），還有「字輪」及結

                                                      
15  Lokesh Chandra,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Japan, p. 20. 

16  梵字貴重資料刊行會編，《集成．解說篇》，頁 396-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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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11 條真言（為了區分，筆者稱為「尾卷」）。17 由於《大正藏》流布

廣，且為了揭示底本錯誤，本文錄入仍以此為底本，以智證、淳祐甲本

（以下簡稱「甲」）、長谷、慈雲本補正。某些暫無梵本依據的文本錯

誤，以前後內容相近的真言為主、以《大正藏》的《大日經》（第 848

號）等漢字音義本18 及其校勘註為輔加以參校訂正。 

大部分梵字真言由歸命句、主體以及讚頌三部分組成。梵字前或者

上方是真言漢語名，名後有「真言曰」或「真言」（為簡潔計，錄文中略

去 ） 。 真 言 有 兩 類 歸 命 句 ： 第 一 巧 休 屹 亙 阢 蒤 湑 觡  namaḥ samanta-

buddhānāṃ / （歸命普遍諸佛），為簡潔計，錄文省去，轉寫以「…」代

替； 第 二巧休屹亙阢向忠鉔 19  namaḥ samanta-vajrāṇāṃ / （歸命 普遍 諸 金

剛），錄文省去，轉寫以「～」替代。讚頌，即「渢扣」svāhā（成就）在

句末，錄文省略，轉寫以「//」替代。小號的日語片假名su（袎）表示逗

號，平假名so（桭）表示句號。 

縮寫：「底」=「《大正藏》本」，「智」=「智證本」，「甲」=

「淳祐甲本」，「乙」=「淳祐乙本」，「高」=「高野山本」，「賢」=

「賢寶本」，「谷」=「長谷本」，「慈」=「慈雲本」，「岩田」=岩田

教順《句義入梵文真言鈔》。 

「諸本」一詞，論文中多次出現，一般隨文指「排除前述個案的其他

本子」。 

                                                      
17  《大正藏》冊 18，第 854 經，頁 164 下－172 中 6。為求簡潔，下文各條真

言不再詳注《大正藏》出處，保留經號與頁數，若文中已有經名，則僅標示

頁數。為了顯示諸本異同及傳承源流，真言錄入諸本異同，以存各本原貌，

但不詳附頁數。 

18  《 大 正 藏 》 收 錄 的 音 義 本 除 《 大 日 經 》 外 ， 還 有 三 種 ： 1. 唐 ． 輸 婆 迦 羅

譯，《攝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入蓮華胎藏海會悲生曼荼攞廣大念誦儀

軌》，後文略稱「《攝大儀軌》」（第 850 經）；2. 法全撰，《大毘盧遮

那成佛神變加持經蓮華胎藏悲生曼荼羅廣大成就儀軌》，後文略稱「《玄法

寺儀軌》」（第 852 經）；3. 法全撰，《青龍寺儀軌》（第 853 經）。 

19  「忠鉔」，底本多作「忝冊」，據甲本訂正，下不一一出注。vajrāṇāṃ 是

vajra「金剛」的複數屬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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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本作某」的「作」字在文中一般略去。梵字及轉寫下劃線指在

正文、或腳註中論證過的底本誤處。 

（一）上卷上（1-72）  

No. 1-38 校本以淳祐甲本為主，以長谷、慈雲本為輔。 

1.  灑淨真言20 （押紙云：已下經21）： 

桮22 狣渨凸屹伙袎丫丫巧屹伙袎屹亙阤平丫包袎渨邟凸合圩渃袎叻

猣四加合夸叻市袎 

… apratisame / gaganasame / samantānugate / prakṛti viśuddhe / 

dharmadhātu viśodhani // 

「阤」 （ ntā） ， 底 、 谷 、 賢 、 慈 「出」 （ tā） ， 據 甲 改 。 samanta

「諸、一切」之義，samata 無義。「三麼多」（第 848 經，頁 5 上

10）為 samata 之音譯，而「三滿多（引）」（第 852 經，頁 129 上 1）則

為 samanta 之音譯。底本及諸本誤者頗多，下同。 

2.  持地23： 

屹湱凹卡丫出24 袎囚炂左囚炚包袎狣弋同袎合亙同袎絆先仞25 袎渨

邟凸扔共圩渃袎 

…  sarvatathāgatā / dhiṣṭhānādhiṣṭhite / acale / vimale / smaraṇe / prakṛti 

pariśuddhe // 

「炂」（ṣṭhā），底、谷、賢「沰」（ṣṭā）；「炚」（ṣṭhi），諸本

「泏」（ ṣṭi），均因形而誤。adhiṣṭhā，adhiṣṭhite 均來自動詞詞根

sthā 加前綴 adhi，表示「持」。26 

                                                      
20  對應〈入漫荼羅具緣真言品〉（第 848 經，頁 4 上 10）。甲第一、二條附

有漢字注音。賢本這行開始有「或本真言題皆在行上」。 

21  據賢本補，惜有殘缺。 

22  此符與「斗」，前者表示篇章開始，後者表示結束，注意與梵字 ṭha 區分。 

23  「持地」，甲「地神」。 

24  據梵語連音規則，此處不應分開。 

25  「絆先仞」，高缺。 

26  參渡邊照宏，〈Adhiṣṭhāna（加持）の文献学的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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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te），底「凹」（ta）；「同」（le），底「匡」（la），據

甲、谷、賢、慈改。元音 a 跟 e 梵字容易混淆。據下文「絆先仞」

（smarane）可知其前兩詞的末元音亦當作「e」。acale 是 acala 依格

（ locative）或呼格。「阿者麗 （ 四 ） 微麼麗 （ 五 ） 娑麼 （ 二 合 ） 囉 嬭

（平）（六）」（第 848 經，頁 5 中 7-8）、「阿佐麗（四）尾麼麗

（五）娑麼（二合）囉禰（平）（六）」（第 853 經，頁 146 上 7-8）

同。參 B72。 

3.  持香水：（押紙：已下經〈二・具緣品〉） 

狣蛆份27 … agnaye // 

4.  略奉持護摩28： 

嫙亙扣圭阠丫凹袎圭阠一先袎渨在亙叻猣市碤29 凹袎狣矢向辱矢向

袎叻準屹亙30 阤31 直32 挕袎 

…  āḥ mahāśāntigata / śāntikara / praśama-dharmanirjjāta / abhāva 

svabhāva / dharmasamantāprāpta //pta // 

無論漢還是和僧，其母語都無法區分元音長短。加之字體相似，導致

梵字真言長短音相混之處極多，尤其是長音誤作短音，更是不勝枚

舉。這條真言就有以下三處： 

（1）「嫙」（āḥ），底「珆」（aḥ），據甲、高、谷、賢、慈改。a、ā

在悉曇梵字極易混淆。《大日經》與《攝大儀軌》該字下作「阿

（ 去 ） 」。 33  「去」，據「字輪」表示此字為長音。 34  據《大正

藏．大日經》校註，宋、元、宮本「去」之後有「急呼」；「急

呼」即對梵音 visarga（ḥ）的描述。 

                                                      
27  「份」，高缺。 

28  「略」，甲無，其他字殘缺。 

29  「碤」，諸本同底本，慈下有批註。正確的梵語當作「蛔」（rjā）。 

30  「亙」，底缺，據甲、乙、高、谷、賢、慈補。 

31  「阤」，底「出」，據甲、乙、高、谷、賢、慈改。 

32  「直」，高、谷、慈「盲」。 

33  第 848 經，頁 11 中 23；第 850 經，頁 81 下 6。 

34  長呼也，此去聲。（第 854 經，頁 171 下 12） 



《大正藏．胎藏梵字真言》校箋．11． 

（2）「矢」（bhā），諸本「矛」（bha）。abhava 為「毀滅」義，abhāva 

是 bhāva（being）之否定。據文意推測此處當作長音且《大日經》

亦作「阿婆（去）嚩」（頁 11 中 25）。 

（3 ）「 辱 矢 」 （ svabhā ） ， 底 「 渢 扣 」 （ svāhā ） 、 慈 「 渢 矢 」

（svābhā），高「辱矛」（svabha），據甲、乙、谷、賢改。底「渢

扣」除長 短音混淆 ，還因形 近而誤， 且「渢扣」只出現 在真言 末

尾 ， 此 處 顯 誤 。 高 、 慈 亦 有 長 短 音 混 淆 。 「 辱 」 （ sva- ） 「 自

我」，《大日經》作「薩嚩（二合）婆（引）嚩」（頁 11 中 25）同。 

5.  大力大35 護明妃： 

巧休屹湱凹卡丫包湋袎屹湱矛伏合丫包湋袎合鄎觜卜湋袎屹湱卡袎

曳丈袎先朽亙扣向同袎屹楠凹卡丫凹36 袎旦触市碤包猲猲袎泣誆泣

誆37 袎狣渨凸成包袎 

namaḥ sarvatathāgatebhyaḥ / sarvabhayavigatebhyaḥ / viśvamukhebhyaḥ / 

sarvathā / haṃ khaṃ / rakṣa mahābale / sarvatathāgata / puṇya nirjjāte / 

hūṃ hūṃ trāṭ trāṭ / apratihate // 

「湋」（bhyaḥ），諸本「芍」（bhyo），據高本改。此處從古典梵

語連音規則來看，「sa」前「aḥ」不能變為「o」，不過這一規則在

梵字真言裡不一定被嚴格遵守。 

「卡」（thā），底「卉」（tha），據甲、乙、高、谷、賢、慈改。

此處 亦 長 短音 混 淆 。 tathāgata 即 「如 來 」， 拆 分 為 tathā（ 如） 加

āgata（來），故此處定為長音。「怛他（引）蘖多（六）」（第 848

經，頁 12 下 7-8），「引」即長音。 

「触」（ṇya），底、高、賢、谷「搗」（rye），據甲、乙、慈（字

下註）改。此處底本因形近而誤。puṇya 為「功德」義。「奔昵也

（二合）」（第 848 經，頁 12 下 8）同。 

                                                      
35  「大」，甲、乙無。 

36  「凹」，乙「出」。 

37  「泣誆」，高「已」，表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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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碤」（rjjā），底、高、賢、谷「嘌」（jjā），據甲、乙、慈改。r

作為字頭，在真言裡有脫漏的可能性。nir 是常見的動詞前綴。「儞

（入）闍（引）帝」（第 848 經，頁 12 下 8）。 

「 猲 」 （ hūṃ） ， 甲 「 嫟 」 （ hūṃ） ， 下 同 。 底 本 及 諸 本 多 用

anusvāra（ṃ）代表 m 及其他鼻音。而甲使用 anunāsika 表示元音鼻

音化。 

6.  入佛三昧耶38： 

狣屹伙袎注屹39 伙袎屹亙份 … asame trisame / samaye // 

7.  法界生： 

叻猣嫬加袎辱矢40 向人曳桭 … dharmadhātu / svabhāvakohaṃ 

「嫬」 （ dhā） ， 底 、 慈 「叻」 （ dha） ， 據 甲 、 乙 、 谷 、 賢 改 。

dhātu 即「界」，參 B12。 

8.  金剛薩埵： 

向猦摓人曳41 桭 ～ vajrātmakohaṃ 

9.  金剛鎧42： 

向忝一向弋猲桭 ～ vajrakavaca hūṃ 

10.  如來眼43： 

凹卡丫出弋次袎寥44 向吐一伏 … tathāgatācakṣur vyavalokaya // 

11.  塗香： 

合圩湀丫吨畬向 … viśuddha gandhodbhava // 

12. 華45 供養： 

                                                      
38  底、乙同，甲殘缺，似無「入佛」。以下為諸條真言。（第 848 經，頁 12

下 21－13 中 3） 

39  「屹」，原缺，據甲、乙及其他諸本補。 

40  「辱矢」底「渢扣」，據甲、乙、谷改。慈「渢矢」，參 A4 (3)。 

41  「曳」，底缺，據甲、乙、慈補。 

42  甲冑。（第 850 經，頁 66 下 12） 

43  甲、乙有「又云能𡨜〔寂〕母真言」。 

44  甲、乙「防」，「斫吃芻（二合）（二）尾也（二合）」（第 848 經，頁 13 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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亙扣伊摵育怐包 … mahāmaitryabhyudgate // 

13.  燒香46： 

叻猣嫬47 玆平丫包 … dharmadhātvanugate // 

14.  飲食48 ： 

狣先先一先先向雽叨只亙扣向豤  

… arara karara baliṃdade49 mahābaliḥ // 

「雽叨」（ liṃda），底「印僅」（ lirda），據甲、乙、慈改。-dada

「給予」。baliṃ 為 bali「供品」之賓格。「叨只」（dade），谷、

慈「僅包」（rdate）。 

15.  燈明： 

凹卡丫出  袎剉先仕向矢屹巧袎丫丫必叼搏  

… tathāgatārci / spharaṇa vabhāsana / gaganaudārya // 

16.  閼伽： 

丫丫巧屹交屹亙 … gaganasamāsama // 

17.  如來頂相： 

丫丫左巧阢剉先仕袎合圩湀叻猣市嘌50 包  

… gaganānanta spharaṇa / viśuddha dharmanijjate // 

18.  如來甲： 

渨弋汔51 向忝捆匡袎合卼先猲桭  

… pracaṇḍa vajrajvāla / visphura hūṃ 

                                                                                                                                         
45  「華」，甲、乙「華鬘」。《青龍寺儀軌》中，無「供養」二字。（頁 150

中 22） 

46  焚香。（第 853 經，頁 150 中 25） 

47  「嫬」，底、谷、慈「叻」，據甲、乙改，參 A7。 

48  清田寂雲，〈大日経真言の原文について〉，頁 277。 

49  《大日經》中，此詞前有「沫隣捺娜弭（四）」（頁 13 上 15），baliṃ dadāmi，

即對此之解釋。 

50  諸本「嘌」，據上文疑爲「碤」，參 A5。 

51  「渨弋汔」，據甲、谷、慈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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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 jvā），底、慈「詷」（ jva），「入嚩（ 二 合 引 ）羅」（第

848 經，頁 13 上 26），據改。 

19.  如來舌52： 

亙扣亙扣53 凹卡丫出元郡袎屹忸叻愍渨凸炚54 凹袎  

… mahāmahātathāgatājihva / satyadharmapratiṣṭhita // 

20.  如來圓光55 ： 

捆匠交印市袎凹卡丫出 袎 … jvālāmālini / tathāgatārci // 

「捆」（jvā），底、慈  「詷」（jva），「入嚩（二合引）羅（引）」

（第 848 經，頁 13 上 27），同。 

21.  無礙力：（押紙云：已下第二卷〈普通真言藏品〉56 ） 

屹亙阤57 平丫凹袎向先介叻愍市蛭凹袎亙扣亙成58 袎  

… samantānugata / varaja dharmanirjata / mahāmaha // 

22.  彌勒菩薩： 

狣元仟介伏袎屹湱屹班59 在仲平丫凹袎  

… ajitaṃjaya / sarvasatvāśayānugata // 

「伏」（ya），底、谷、慈「份」（ye）60，據甲改。ajitaṃjaya 呼

格。「阿爾單若耶」（第 848 經，頁 14 上 16），「耶」古音 ya，亦為佐

證。 

23.  虛空藏61： 

玅乙在屹亙阤62 平丫凹袎合才鈮生先叻先袎  

                                                      
52  甲其後有「相」字。 

53  「扣」，谷、慈「成」。 

54  「炚」，底、慈「泏」，據文意改，參 A2。 

55  此條在「如來舌」之前。（第 848 經，頁 13 上 27-29） 

56  第 848 經，頁 14 上 12－17 中 8。 

57  「阤」，底、谷、慈 「出」，甲有標識，參 A1。 

58  「成」，甲「扣」。 

59  慈注：「狣字脫，狣砃此五字本折帋」。 

60  慈該字下注釋：「伏份此二字本折帋」。 

61  甲此條至 28 條均有省略符「」，代表「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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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ākāśa samantānugata / vicitrāṃ varadhara // 

「玅」（ā），底、慈「狣」（a），據意改。ākāśa 為「虛空」，

「阿（去）迦（引）奢」（第 848 經，頁 14 上 19-20）亦為佐證。「去」

表長音，據該條校勘記，宋、宮本作「去=引」，「引」即長音，明

本夾註「去聲」。 

「凹」（ta），底、谷「出」（tā），據甲、慈改。anugata 據上、下數

條均當為呼格。 

24.  除蓋障： 

嫙屹玆扛63 出育怐凹袎沼沼劣劣  

… āḥ satvahitābhyudgata / traṃ traṃ raṃ raṃ // 

25.  觀自在： 

屹湱凹卡丫出向吐丁凹64 袎一冰他亙伏袎先先先猲切  

… sarvatathāgatāvalokita / karuṇāmaya / ra ra ra hūṃ jaḥ // 

「冰」（ru），底、慈「列」（rū），據文意改。karuṇā「悲」。 

26.  得大勢至： 

分分戍 … jaṃ jaṃ saḥ // 

「分分」（ jaṃ jaṃ），底「介介」（ jaja），據甲、谷、慈改。標題

「得大勢」（第 848 經，頁 14 中 1），對音「髯髯索」可證。 

27.  多羅尊： 

一冰兄畬吒袎出刑出共仗袎 … karuṇodbhave / tāre tāriṇi // 

「冰兄」 （ ruṇo ） ， 底 「 列仞」 （ rūṇe ） ， 據 甲 、 谷 改 。 karuṇā

「悲」，與後一詞 udbhava「生」，連音為 o。悉曇字 o 僅僅在 e 右

側加一長音符，寫本易混。 

28.  毘俱胝： 

屹湱矛伏泣屹市65 猲剉誆伏 … sarvabhaya trāsani hūṃ sphaṭya // 

29.  白處尊： 

                                                                                                                                         
62  「阤」，底、谷「出」，參 A1。慈其下有「阤出此二字本折帋」。 

63  慈該字下有注釋：「旨扛此二字本折帋」。 

64  「凹」，甲「出」。 

65  「屹市」，底缺，據甲、谷、慈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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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卡丫凹合好伏袎戌矛吒袎扔痧交印市  

… tathāgataviṣaya / saṃbhave / padmamālini // 

「印」（ li），底「雽」（ liṃ），據甲、谷、慈改。mālin「有花鬘

的」。 

30.  何耶揭嘌嚩66： 

猲刀叨乓介袎剉誆伏袎 … hūṃ khāda bhaṃja / sphaṭya // 

「乓」（bhaṃ），底「付」（ḍhaṃ），據甲、谷、慈改。亦作「畔」（第

848 經，頁 14 中 12）。 

「介」（ ja），底「分」（ jaṃ），據甲、慈改。亦作「闍」（第 848

經，頁 14 中 12）。 

31.  地藏菩薩67： 

成成成袎鉏凹平袎 … ha ha ha / sutanu // 

32.  文殊師利68： 

旨旨乃交先一袎合觜詵扔卉芛凹袎絆先揨渨凸慴  

… he he kumāraka / vimukti pathasthita / smara smara pratijñāṃ // 

「芛」（sthi），底「逆」（svi），據甲、谷、慈改。底本形似而

誤。sthita 來自動詞詞根 sthā，法全釋為「善道」。 

33.  金剛手69： 

弋汔70 亙扣刎好仕猲桭 ～ caṇḍa mahāroṣaṇa hūṃ  

34.  忙莾計71： 

注巴注巴袎介兇凸袎 ～ triṭa triṭa / jayaṃti // 

triṭa，「吒，半體，破壞義」（第 853 經，頁 157 下 27）。「半

體」，即無元音 a 而只有輔音 ṭ。《大日經》作「吒（輕）」（頁 14 中

25、28 中 10），亦同義。 

                                                      
66  「嚩」，甲「縛」。 

67  甲「」（菩薩）。 

68  甲其後有「童子」。 

69  「金剛手」，甲後有「」（菩薩），下條同。 

70  「汔」，甲「毛」，谷「爻」，誤。 

71  智。（頁 18r5-6） 



《大正藏．胎藏梵字真言》校箋．17． 

35.  金剛鎖： 

猲生蓗生蓗伏袎伕巴伕巴伏袎向怵畬72 吒袎屹湱厬73 渨凸成74 包袎 

～ hūṃ bandha bandhaya / moṭa moṭaya / vajrodbhave / sarvattrāpratihate // 

「怵」（jro），底、谷、慈作「怔」（jre），據甲改。參 A27。 

36.  金剛75 月靨： 

詴猲民誆袎 ～ hrīṃ hūṃ phaṭ // 

「詴」（hrīṃ），底「泳」（ trī），據甲、慈改。「頡唎（二合）」

（第 848 經，頁 14 下 3）、「曷唎（二合急呼）」（頁 28 中 20）。

「紇林（二合）」（第 853 經，頁 158 上 17）。 

「誆」 （ ṭ）， 底 、 慈「巴」 （ ṭa） ，據 甲改 。 「巴」 （ ṭa） 下 面 的

「狟」，即天城體的 ◌् （virāma），代表此字只有輔音本身而無元音

a。此符與元音符 ū 類似，極易混淆。「發吒（輕）」（第 848 經，頁

14 下 3），「輕」據校記，明本作「輕呼」，亦是此意。phaṭ，「泮

吒（叱呵一切魔障）」（第 853 經，頁 158 上 18）。 

37.  金剛針： 

屹楠叻廕市楨76 叻市袎向忝僨才向先只袎  

～ sarvadharmmanirvedhani / vajrasūci varade // 

「楨」（rve），底「吒」（ve），據甲改。nir 是前綴。「儞㗚吠達

儞」的「㗚」即為 r 之轉寫（第 853 經，頁 158 上 5）。 

「僨」（sū），底「鉏」（su），據慈改。悉曇梵字 u 跟 ū 有兩種寫

法，此處變體容易混淆。sūci 係「針」，符合真言名「金剛針」。 

38.  一切持金剛： 

猲猲猲袎民誆民誆民誆77 分分袎  

～ hūṃ hūṃ hūṃ phaṭ phaṭ phaṭ jaṃ jaṃ // 

                                                      
72  谷有修改痕跡，誤。 

73  「厬」，谷原作「泣」，修改後正確。 

74  「成」，甲誤作「扣」。 

75  甲無「金剛」。 

76  「廕市楨」谷缺，慈有「市湱叻脫歟」。 

77  「民誆」，據甲、慈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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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9-72校本以智證、長谷本為主，以《大正藏》校引甲本為輔。 

39.  一切奉教： 

旨旨寣才全伏帆袎鉎谼鉎谼袎刀叨刀叨袎扔共觢先伏袎屹楠寣78 一

全鉔辱渨79 凸慴袎  

～  he he kiṃcirāyasi / gṛhṇa gṛhṇa / khāda khāda 80  paripūraya / 

sarvakiṃkarāṇāṃ / svapratijñāṃ // 

「寣」（kiṃ），底、谷、慈「靷」（hiṃ），據甲81 改。「緊質囉

（引）也徙」（第 848 經，頁 14 下 11）。kiṃ 疑問代詞「為何」。 

「鉔」（ṇāṃ），底「冊」（ṇaṃ），據谷、慈改。底本形近而誤。

kiṃkarāṇāṃ 複數屬格。 

「辱」 （ sva ） ， 底 、 慈 「送」 （ svā） ， 據 谷 改 。 sva- 意 為 「 自

我」。pratijñā 指「發願」，若此處作長音 ā，則後一詞當拆作 a-

pratijñā，是「不發願」，不符文意。 

「慴」（jñāṃ），底「鄐」（jñā），據谷、慈改。pratijñāṃ 賓格。

「鉢囉（二合）底（丁以反）然」（第 848 經，頁 14 下 13）。「然」亦證

明梵本有 m。 

40.  釋迦牟尼： 

屹湱姦在市鉏叨82 巧袎屹湱叻廕向圬出直挕袎丫丫巧屹交83 屹亙袎  

… sarvakleśanisudana / sarvadharmmavaśitāprāpta / gaganasamāsama // 

「鉏」（su），底「屹」（sa），慈「蝂」（ rsu），據谷、岩田（頁

10）改。《大日經》與《青龍寺儀軌》對音亦作「素」。84 

                                                      
78  「寣」，谷誤書為「稍」。 

79  「渨」，慈誤書為「扔」。 

80  此四字，《青龍寺儀軌》有「珍依經加」四字，「珍」即圓珍。（頁 158 中

4） 

81  《大正藏》校勘記引甲本，為簡潔計，下文至尾卷前均簡稱「甲」。 

82  「叨」，底缺，據谷、慈補。 

83  「交」，甲、慈「亙」。 

84  第 848 經，頁 14 下 17；第 853 經，頁 159 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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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prā） ， 底 「盲」 （ pra） ， 據 谷 、 慈 改 。pra 前 綴 ， 詞 根

āp，合成為 prāp。 

41.  毫相： 

向先只向先直斿猲桭 … varade varaprāpte hūṃ 

第 一 「 先 」 （ ra ） ， 底 「 全 」 （ rā） ， 據 谷 、 慈 、 甲 改 。 vara

「願」；「只」（de），「與」。 

42.  一切諸佛頂85： 

圳圳圳猲猲民誆86 袎 … vaṃ vaṃ vaṃ hūṃ hūṃ phaṭ // 

43.  無能勝： 

豊豊犕犕87 熏熏 … dhriṃ dhriṃ riṃ riṃ jiṃ jiṃ // 

44.  無能勝妃： 

狣扔全元包袎介兇凸凹水包袎 … aparājite / jayaṃtitaḍite // 

「扔」（pa），底、慈「扒」（pā），據文意改。para 前綴，合詞根

ji，即「戰勝」義，而 pāra 為「彼岸」義，不符。第一「包」（te），

底「凹」（ta），據谷、慈、甲改。詳 A2 條。 

 

No. 45-61 禮敬諸神，梵字均採用為格（Dative）。真言名前三、四、

五、六、七、十諸數或許表示禮敬順序，因為真言本身並沒有表示數字

的詞語。 

45.  地神：坰占乳袎 … pṛthivyai // 

46.  毘紐天：合88 摽89 吒袎 … viṣṇave // 

47.  伊舍那天：冰泡伏 … rudrāya // 

「冰泡伏」（rudrāya），底「列痚仲」（rūdrayā），谷、慈「列泡

仲」（rūdrāyā），據對音改。rudra 雷神名，本意「吼、暴惡」。真

                                                      
85  此條慈無。 

86  「民誆」，甲無。 

87  「豊豊犕犕」，慈「漶漶雽雽」。 

88  「合」，底缺，據谷補。 

89  「摽」，甲「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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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標題「嚕捺囉」（第 848 經，頁 15 上 13）、正文「嚕捺囉（引二

合）也」，正確。岩田（頁 45）另作 iśana。 

48.  風神90：名伏吒袎 … vāyave // 

49.  六美音天91：屹先渢92 技袎 … sarasvātyai // 

「屹」（sa），底、慈「鉏」（su），據對音改。sarasvātī 既是「河

神」，也是「美音」。「薩囉娑嚩（二 合 ）底（丁 以 反）曳（二 合 ）」

（第 848 經，頁 15 上 17-18）；「素（上）囉娑嚩（二合）帝曳（二

合）」（第 850 經，頁 79 上 9-10）。 

50.  羅剎主93：全94 朽州囚扔凹份袎 … rākṣasādhipataye // 

51.  四閻魔95：因向辱96 出伏袎 … vaivasvatāya // 

「梅（無蓋反）嚩娑（上）嚩（三合）哆也」誤（第 848 經，頁 15 上

21-22）。「吠（無愛反）嚩娑嚩（二合）多野」（第 850 經，頁 78 上

15-16）。 

52.  三死王：猵忸吒 … mṛtyave //  

53.  黑夜神：乙匡全煻份袎 … kālarāttrīye // 

54.  七母等97：交呾湋袎 … mātṛbhyaḥ // 

「交」（mā），底「亙」（ma），據谷、慈、甲改。mātṛ 即「母」。 

55.  釋提桓因98：在咆伏袎 … śakrāya // 

「咆」（krā），底「咒」（kra），據智、谷改。śakra 單數為格即

śakrāya。「鑠吃囉（引二合）也」（第 848 經，頁 15 上 29－中 1）。 

56.  嚩嚕拏龍王99：狣僣扔凹份袎 … amāṃpataye // 

                                                      
90  此條慈無。 

91  「真言曰」，底缺。 

92  「渢」，谷、甲「辱」。 

93  「主」，甲「王」，「禰哩底」。（第 848 經，頁 15 上 19） 

94  「全」，甲、谷、慈「先」。 

95  「魔」，谷「摩」。 

96  「辱」，谷同，甲、慈「渢」。 

97  智無「等」。（頁 8r1） 

98  智「釋提王」，慈無此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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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五100 梵天：渨101 仄扔102 凹份袎渢103 扣桭 … prajāpataye // 

「仄」 （ jā） ， 底 「介」 （ ja） ， 據 文 意 改 。pra-jā「 眾 生 」 ；pati

「主」。「鉢囉（二合）闍（引）鉢多曳（平）」。（第 848 經，頁 15

中 4-5） 

58.  日天：玅司忪104 伏袎 … ādityāya // 

「玅」 （ā）， 底 「狣」 （a） ，據 智 、 谷、 慈 改 。āditya「 日」 。

「阿（去）」。（第 848 經，頁 15 中 6） 

59.  月天：弋嶆伏袎 … candrāya // 

60.  十105 諸龍：伙叉在布份袎 … meghāśanīye // 

「 叉 」 （ ghā） ， 底 「 千 」 （ gha ） ， 據 智 、 谷 、 慈 改 。 megha

「雲」。aśanīy-「嗜食」，詞根為√aś。兩 a 合為 ā。合成詞即「吞雲

的」，即「龍」。 

61.  難陀跋難陀106： 

巧吰扔巧刡份袎 … nandopanandaye // 

「 吰 」 （ ndo ） ， 底 「 厎 」 （ nde ） ， 據 谷 107 、 慈 改 。 nanda ＋

upananda，a 與 u 合為 o。 

「份」（ye），底「伏」（ya），據智、谷、慈、甲改。參 A2。 

62.  虛空眼明妃： 

丫丫巧向先匡朽仞袎丫丫巧屹亙份袎屹湱北怐出袎石州先戌矛吒袎捆

匡左伕叉108 觡袎  

                                                                                                                                         
99  「王」，據智、甲補。岩田（頁 45）梵字轉寫作 varuṇa，與漢字名合。 

100  智塗掉此字。 

101  慈下有「渨扔歟」。 

102  「扔」，慈誤書為「渨」。 

103  「渢」，底缺，據慈補。 

104  諸本「忪」，甲「忸」。 

105  「十」，智無。 

106  智「難陀龍王」。 

107  智本該字下部殘缺，上部同谷本。 

108  「叉」，慈「千」，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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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ganavaralakṣaṇe / gaganasamaye / sarvatodgatā / bhisārasaṃbhave / 

jvālanāmoghānāṃ// 

「 亙份 」 （ maye ） ， 底 「 亙伏 」 （ maya ） ， 谷 、 甲 「 伙份 」

（meye），據慈改，參 A2。 

「捆」（ jvā），底、慈「詷」（ jva），據 A18 改；《大日經》作

「入縛109（二合）羅110 那（引）」（頁 15 中 18）。 

ghānāṃ 前為「阿（上）目」（第 848 經，頁 15 中 19），即 amo。

amogha 意為「不空」。 

63.  不動主： 

弋汔亙扣刎好仕袎剉111 誆伏猲摷一詶赩桭  

～ caṇḍamahāroṣaṇa / sphaṭya hūṃ ttraka hāṃ māṃ 

「汔」（ṇḍa），底、慈「牙」（ḍo），甲「平」（ṇu），據 A71 改。

caṇḍa 即「暴惡」。112 

64.  降三世： 

成成成袎合絆份袎屹楠凹卡丫出袎合好伏戌113 矛向袎毃吐池合介伏猲切袎 

～  ha ha ha / vismaye / sarvatathāgatā / viṣayasaṃbhava / 

ttrailokyavijaya hūṃ jaḥ // 

65.  聲聞： 

旨加渨妊伏袎合丫凹一猣市蛭凹袎猲桭  

… hetupratyaya / vigatakarmanirjata / hūṃ 

「旨」（he），底、岩田（頁 64）「了」（ke），據谷、慈、甲改。

hetu「因」與下詞 pratyaya「緣」相符，《大日經》亦作「係睹」

（頁 15 中 29）。ketu「光」，不合文意。 

66.  緣覺真言曰：地114 桭 … vaḥ 

                                                      
109  宋、元、宮「嚩」。 

110  《大正藏》校註有「去」。 

111  「剉」，谷「勀」。 

112  松本照敬，〈不動明王の真言について〉，頁 2-4。 

113  「戌」，甲「屹」，誤。 

114  「地」，甲其後有 「渢扣」。 



《大正藏．胎藏梵字真言》校箋．23． 

67.  普一切諸佛菩薩心： 

屹楠蒤湑白囚屹玆袎岝叨兇沉吒在熁115 袎巧休屹楠合只袎  

… sarvabuddhābodhisatva / hṛdayaṃ nyāveśaniṃ / namaḥ sarvavide // 

68.  普世明妃116： 

吐乙吐一一全伏袎屹湱只向左丫伏朽丫蓗楔袎狣鉏先丫列毛寣巧先袎

亙旭先丸司袎岝叨仲袎沉一溶伏袎合才湥丫凸袎  

… lokālokakarāya / sarvadevanāgayakṣagandharvā / asuragarūḍakiṃnaramahoragādi / 

hṛdayāny ākarṣaya / vicitragati // 

第 一 「 一 」 （ ka ） ， 底 「 乙 」 （ kā） ， 據 智 、 谷 、 慈 、 甲 改 。

lokāloka 為 loka「世」與 aloka「非世」的組合。 

「 左 」 （ nā） ， 底 「 巧 」 （ na ） ， 據 智 、 谷 、 慈 、 甲 改 。 nāga

「龍」，長音正確。 

「巧」（na），底、慈「叨」（da），據智改。kiṃnara 即「緊那

羅」。 

「旭」 （ ho） ， 底 「扣」 （ hā） ， 據 智 、 慈 、 甲 改 。 mahoraga 即

「大蛇」，參 B68。 

69.  一切諸佛117： 

屹湱卡袎合亙凸袎合丁先摙118 袎叻猣四119 加市蛭凹戌戌成袎  

… sarvathā / vimati / vikiraṇā / dharmadhātunirjata saṃ saṃ ha // 

「戌成」（saṃha），底「亙扣」（mahā），底本形近而誤，據智、

谷、慈、甲、岩田（頁 65）改。《大日經》作「參參訶」（頁 15 下

17）。 

70.  不可越守護門120： 

                                                      
115  「沉吒在熁」，慈「沈吒在市」。 

116  智（頁 7r）、甲「普明妃」。「普世天等諸心」（第 848 經，頁 15 下 9），

據該校勘註，「普世」，宮本作「普明妃」。 

117  智「一切佛」；「一切菩薩」（第 850 經，頁 72 上 27）。 

118  「先」，智「刑」；「摙」，智、谷、慈、甲「仕」。 

119  「四」，谷、慈「叻」，誤。 

120  智「不可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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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勤溶亙扣刎好仕袎刀叨伏屹漞121 凹卡丫出慴122 乃冰袎  

… durdharṣa mahāroṣaṇa / khādaya sarvāṃ（s） tathāgatājñāṃ kuru // 

「 叫勤 」 （ durdha ） ， 底 、 慈 「 毛勤 」 （ ḍardha ） ， 智 「 叨 向 」

（dava）。durdharṣa「不可越」，《大日經》作「訥囉馱（二合）

沙（二合）」（頁 16 上 2），參 C74。 

「冰」（ ru）， 底、 慈「列」 （ rū）， 據 文意 改。kuru 是詞 根√kṛ 

（做）第二人稱單數命令式。 

71.  相向守護門： 

狣石觜几123 旨亙扣盲124 弋汔袎狣石觜几袎鉎谼刀叨伏袎寣才全伏

帆袎屹亙伏亙平絆先袎  

… abhimukha he mahāpracaṇḍa / abhimukha / gṛhṇa khādaya / 

kiṃcirāyasi / samayamanusmara // 

「汔」 （ ṇḍa ） ， 底 、 谷 「牙」 （ ḍo ） ， 據 智 、 慈 改 。 caṇḍa 即

「怒」。「係摩訶鉢囉（二合）戰拏」（第 848 經，頁 16 上 6）。 

第二「几」（kha），底「刀」（khā），據智、谷、慈、甲改。參看

該真言首四字。 

「 刀 」 （ khā ） ， 底 、 慈 「 几 」 （ kha ） ， 據 智 、 谷 改 。 khada

「硬」，khāda「食」。 

「 全 」 （ rā） ， 底 「 先 」 （ ra ） ， 智 「 匈 」 （ raḥ） ， 慈 「 刎 」

（ro），據谷改；《大日經》亦作「緊質囉（引）也徙」（頁 16 上

7）。 

72.  大結界125： 

屹湱泣平丫包袎向神伏并伐126 袎亙扣屹亙伏市蛭包127 袎絆先仕袎

狣渨凸成包袎叻一叻一袎弋先弋先袎向神128 袎叨在牄奸袎屹湱凹卡

                                                      
121  「漞」，智「幌」。 

122  「慴」，智「鄐」。 

123  此四字，於智與《大日經》（頁 16 上 6）皆無。 

124  「盲」，智「扔」，誤。 

125  智無「結」；「結大界」（第 848 經，頁 16 上 9）。 

126  徙瞞（引）。（第 848 經，頁 16 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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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出平鄐包袎渨向先叻愍匡迋甩介份袎矛丫向凸袎甩乃列甩乃同袎同

骭旦129 共袎 

… sarvatrānugate / bandhayasīmaṃ / mahāsamayanirjate / smaraṇa / 

apratihate / dhaka dhaka / cara cara / bandha / daśaddiśaṃ / 

sarvatathāgatānujñāte / pravara dharmalabdha vijaye / bhagavati / vikurū 

vikule / lellupuri // 

「 泣 」 （ trā ） ， 底 、 慈 「 摷 」 （ ttra ） ， sarvatra ＋ anugate ＝

sarvatrānugate。《大日經》「薩婆怛羅（二合引）」可證（頁 16 上 9-

10） 。 「包」 （ te ） ， 底 「只」 （ de ） ， 據 慈 、 甲 改 ， 谷 「旨」

（he），亦誤，apratihate 常見。 

「平」（nu），底、谷、慈「毛」（ḍa），據甲改，anu 為前綴。 

「迋」（bdha），底、谷、慈「湀」（ddha），據意改。 laddha 無

義，labdha 為詞根√labh 的過去分詞「得到」之義。 

「骭」（ llu），底「印」（ li），據甲改，谷、慈 「 」 （ lla）。

《大日經》與《青龍寺儀軌》對音作「魯」，130 參 C21。 

（二）上卷下（1-72） 

這一部分真言有的没有歸命句，有的沒有讚頌，有的二者皆無。可以

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類 轉寫「/」前為梵字真言名，後為種子字： 

1.  菩提131：白囚袎狣桭 bodhi / a 

2.  行132：弋渹袎玅133 桭 caryā / ā 

3.  成菩提：戌白囚袎珃桭 saṃbodhi / aṃ 

                                                                                                                                         
127  「包」，慈「凹」。 

128  滿馱滿馱。（第 848 經，頁 16 上 13） 

129  「旦」，慈「扔」。 

130  第 848 經，頁 16 上 16；第 853 經，頁 150 上 11-13。 

131  底「菩提」後衍「心」字，《大日經》（頁 16 上 17）及梵字均無。 

132  底「行」前衍「菩提」，《大日經》（頁 16 上 18）及梵字亦無。 

133  「玅」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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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涅槃：市134 楔仕袎珆桭 nirvāṇa / aḥ 

5.  降三世：氛吐池甩介伏袎殞桭 ～ tralokyavijaya / hāḥ 

6.  不動尊：詶桭 ～ hāṃ  

「詶」，底缺，據谷、甲補，慈「曳」。據《大日經》知此字「悍」

為種子字。（頁 16 上 23-24） 

6a. 無動尊：狣弋匡左漚135 桭 acalanāthāḥ 

此為真言名「不動尊」的梵字名，谷本已重出。「左」（nā），底、慈

「巧」（na），據谷改。acalana＋athāḥ＝acalanāthāḥ。136 

7.  除蓋障：珆桭 … / aḥ 

據《大日經》對音可知此字「阿（去急呼）」方為種子字（頁 16 上

25-26）。底本此條前衍 7a： 

7a. 除蓋障137：屹楠布向先仕甩訛袎示桭 sarvanīvaraṇa vighnaṃ / bhī 

「訛」（ghnaṃ），底、谷、慈「牓」（pkāṃ），形近而誤，據文意

改。vighna「障」。 

8.  觀自在：狣向吐丁包鄎先袎戍桭 avalokiteśvara / saḥ 

9.  金剛手：向忝扒仗袎向忠鉔袎地桭 vajrapāṇi vajrāṇāṃ / vaḥ 

10.  文殊師利138：彃139 內漈袎蒤湑觡袎伐桭 muṃjuśrībuddhānāṃ / maṃ 

「湑」（ddhā），底「湀」（ddha），據谷、甲改。buddhānāṃ 複數

屬格，當為長音。 

11.  虛空眼140：丫丫巧吐弋左141 袎刃桭 gaganalocanā / gaṃ 

12.  法界：叻猣四捰袎劣桭 dharmadhātuḥ / raṃ 

13.  大勤勇：亙扣吃142 匈袎丈桭 mahāvīraḥ / khaṃ 

                                                      
134  「市」，慈「巧」。 

135  「漚」，谷、慈「砷」，為異體。 

136  宮坂宥勝，〈聖不動と名づける陀羅尼〉，頁 187。 

137  此句衍，真言併入下條。 

138  妙吉祥。（第 848 經，頁 16 中 1） 

139  「彃」，慈「郘」。 

140  「眼」，谷、甲「藏」。 

141  「左」，谷「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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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水自在：介吊鄎先袎分桭 jalaiśvara / jaṃ 

「先」（ ra），底、慈「全」（ rā），據谷、甲改。ā 表示複數主

格，兩可。 

15.  多羅尊：出143 全只吃袎仟桭 tārādevī / taṃ 

 

第二類 轉寫「/」前為種子字、後為梵字真言名： 

16.  毘俱胝：湋袎妵乃弔桭 bhyaḥ / bhṛkuṭī 

17.  得大勢144：戌袎亙扣渢亙直昜桭 saṃ / mahāsvāmaprāptaḥ 

18.  白處尊：正袎扔汔先名帆布桭 paṃ / paṇḍaravāsinī 

「汔」（ṇḍa），底、谷、慈「爻」（ḍe），甲「毛」（ḍa），據智

改 。 paṇḍaravāsinī 菩 薩 名 ， 亦 見 於 其 他 佛 教 典 籍 ， 參 Franklin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Dictionary（《佛經梵語辭典》，

下文簡稱 BHSD）該條。 

19.  何耶揭哩145 嚩：曳袎成伏奔地桭 haṃ / hayagrīvaḥ 

20.  耶輸陀羅：兇袎伏夸叻全桭 yaṃ / yaśodharā 

21.  寶掌：戌146 袎先寒扒仗桭 saṃ / ratnapāṇi 

底「寶手」，據《大日經》改（頁 16 中 15）。B46、底、《大日

經》（頁 16 下 26）亦作「寶手」，梵字真言名亦同。 

22.  光網：分袎仄印布渨矛桭 jaṃ / jālinīprabha 

「仄」（ jā），底、慈「介」 （ ja），據文意改。 jala「水」， jāla

「網」。jālinīprabha 菩薩名，參看 BHSD 該條。 

23.  釋迦牟尼147：乩袎圭池觜市桭 bhaḥ / śākyamuni 

                                                                                                                                         
142  「吃」，甲「甩」。 

143  「出」，慈「凹」。 

144  谷、《大日經》同。底「得大勢至」，衍「至」，「至」、「得」義近。智

（頁 6r）第 19-27 條結構是先真言名，然後第一歸命句， 後種子字。與

《大日經》同。 

145  「哩」，底「嘌」，據智改。 

146  「戌」，甲「屹」。 

147  智，其後有「佛」字。 



．28． 中華佛學研究 第二十期（民國一○八年） 

「圭」（śā），底、谷、慈「在」（śa），據甲改。「釋迦」的首梵

字是 ā。 

24.  三148 佛頂：猲猲戌149 嵾袎猲碫袎珈鉲好湥兇150 桭  

hūṃ hūṃ saṃ huṃ / hūṃ ṭrūṃ / uṣṇīṣatrayaṃ 

「猲碫」（hūṃ ṭrūṃ），智本前有「別本云」。《大日經》之對音

「𤙖吒㘕（二合）」（頁 16 中 19-20）即此二梵字。 

25.  白傘蓋151 佛頂：吋袎帆出凹扔湥桭 laṃ / sitātapatra 

26.  勝佛頂：奸152 袎介伋鉲好153 桭 śaṃ / jayoṣṇīṣa 

27.  勝佛頂：圯并袎合介伋鉲好桭 śīsī / vijayoṣṇīṣa 

28.  光聚佛頂：豋袎包冗全圬桭 trīṃ / tejorāśi 

「冗」（ jo），底、慈「兮」（ je），據岩田（頁 4）改。 tejo 為

tejas「光」的接續形。 

29.  除障佛頂：垠袎合丁先仕正丹鉲好桭 hraṃ / vikiraṇa paṃcoṣṇīṣa 

30.  世明妃：仟曳正曳154 兇袎甩攻155 全  吐了桭 

taṃ haṃ paṃ haṃ yaṃ / vidyārāṣṭrīloke 

「  」（ṣṭrī），底「鉲」（ṣṇī），據谷改。rāṣṭrī，本意「護」，引

申為「妃」。 

31.  無能勝：嵾袎狣扔全元出桭 huṃ / aparājitā 

32.  地神：甩156 袎坰占吃桭 vi / pṛthivī 

33.  計157 設尼：丁印袎了圬布桭 kili / keśinī 

                                                      
148  「三」，底缺，據谷、甲補。 

149  「戌」，慈其下有「伐歟」。 

150  「兇」，甲「伏」。 

151  白傘。（第 848 經，頁 16 中 21） 

152  「奸」，慈「在」。 

153  「好」，慈「她」。 

154  「曳」，慈無。 

155  「攻」，慈「改」。 

156  「甩」，慈、甲「田」。 

157  「髻」（第 848 經，頁 16 下 4），下條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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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烏婆計設尼：司印袎珈扔了圬布桭 dili / upakeśinī 

35.  質多羅158 童子：亦印袎才泣159 桭 mili / citrā 

36.  財惠童子：扛印袎向鉏亙凸桭 hili / vasumati 

37.  除疑怪：成屹戊袎曲乃成印打桭 hasanaṃ / haukuhalinaḥ 

「戊」（naṃ），底「觡」（nāṃ），據谷、慈、甲改。因前後數條

真言種子字均為 naṃ，推測此處短音為正。 

38.  施一切眾生無畏：先屹戊160 袎屹湱屹班矛兇叨161 只桭  

rasanaṃ / sarvasatvābhayaṃdade 

39.  除一切惡趣：祟162 屹戊袎屹湱扒仲介有桭  

dhvaṃsanaṃ / sarvapāyājahaḥ 

40.  哀愍惠：甩墑163 屹戊袎扔共泣仕在伏亙凸164  

vihasanaṃ / paritrāṇaśayamati 

「仕」 （ṇa），甲 「巧」 （na），據谷、慈改。paritrāṇa「護」，見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哥廷根科學院）所編的

Sanskrit-Wörterbuch der buddhistischen 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und der kanonischen Literatur der Sarvāstivāda-Schulen. 17 Lieferung.

（《吐魯番出土佛經文獻梵語辭典》冊 17，頁 88）。 

41.  大慈生：毋袎亙扣伊摵育怐凹桭 ṭhaṃ / mahāmaitryabhyudgata 

42.  大悲165 纏：兇袎亙扣一冰摙邵水凹桭 yaṃ / mahākaruṇāmreḍita 

「冰摙」（ruṇā），底「列摙」（rūṇā），谷、慈「列仕」（rūṇa）。 

「邵」（mre），底、慈「渨」（pra），形近而誤，據 C56 改，āmreḍita

「重複」。 

                                                      
158  「羅」，谷缺。 

159  「泣」，甲「出」，誤。 

160  「戊」，底「觡」，據谷、慈、甲改，同上條。 

161  「叨」，慈無。 

162  「祟」，底缺，据谷、慈、甲補。 

163  「甩墑」，底缺，據谷、慈、甲補。 

164  「扔共泣仕在伏亙凸」，底缺，據谷、慈、甲補。 

165  「悲」，底缺，據谷、甲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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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ḍi），底、慈「凸」（ti），據谷、甲改。 

43.  除一切熱惱：槎袎屹166 楠叼成渨在167 亦巧桭 ī / sarvadāhapraśamina 

44.  不思議：栠袎狣才鳧亙凸叨柰桭 ū / acintyamatidatta 

底，「不」後衍「可」，甲無，《大日經》（頁 16 下 24）同，後有

「慧」，參看 C58。 

44a. 地藏旗：成成成袎甩屹幹圭168 扔共觢169 先一   

ha ha ha / visarvāśāparipūraka // 

「幹」（rvā），底「湱」（rva），據谷、慈改，sarva（一切）＋āśā

（願）＝sarvāśā。 

「先」（ra），底、慈「全」（rā），據 C58 改。 

「ha ha ha / vi」同 C59，而 sarvāśāparipūraka 同 C58。《大日經》

無此句（頁 16 下），疑為 C58、C59 之雜糅重出。 

45.  寶處170：句分袎先湓一先桭 daṃjaṃ / ratnakara 

46.  寶手：寺袎先寒扒仗桭 ṣaṃ / ratnapāṇi 

「寺」，底作「好」，據谷、慈、甲改。《大日經》作「衫」（頁

16 下 26）。 

47.  持地：干袎叻先仗神先适桭 ṅaṃ / dharaṇindharaṇaṃ 

「适」 （ṇaṃ） ， 底 、 慈 「尺」 （ñaṃ） ， 形 近 而 誤 ， 據 詞 意 改 。

《大日經》有「復次」條（頁 16 下 28），其種子字作「髯（輕呼鼻聲）」。 

48.  寶印手：瓦袎先寒觜泡成糽171 桭 phaṃ / ratnamudrāhasta 

「瓦」 （ phaṃ） ， 底 「付」 （ḍhaṃ） ， 形 近 而 誤 ， 據 谷 、 慈 改 。

《大日經》亦作「泛（普含反）」（頁 16 下 29）。此二字極易混，參

看「字輪」。 

49.  堅固意：鉔172 袎呠丙杉在173 伏桭 ṇāṃ / dṛḍhadhyāśaya 

                                                      
166  「屹」，底缺，據谷、慈、甲補。 

167  「在」，谷、慈、甲「圭」。 

168  「圭」，甲「在」。 

169  「觢」，慈「扔」。 

170  「處」，校註引「宮本」作「生」。（第 848 經，頁 16 下 25） 

171  「糽」，慈，其後有「扣」，且字下又修改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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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虛空無垢：曳袎丫丫左亙匡桭 haṃ / gaganāmala 

51.  虛空惠174：犕袎丫丫巧亙包桭 riṃ / gaganamate 

52.  清淨惠：丫仟袎甩圩湀亙包桭 gataṃ / viśuddhamate 

53.  行慧175：囚劣袎弓176 共湥亙包桭 dhiraṃ / cāritramate 

54.  安177 惠：猲178 袎芛先蒤渃桭 hūṃ / sthirabuddhe 

「芛」 （ sthi） ， 底 「帆」 （ si） ， 據 谷 、 慈 改 。 sira 無 義 ， 當 作

sthira，堅固意。 

55.  諸奉教者179：囚180 漈成181 俎袎丁一全摙桭 dhiśrīhavraṃ / kikarāṇā 

「 丁一 」 ， 底 「 丁 」 ， 甲 「 一 」 ， 據 谷 、 慈 改 。 kikarāṇa 疑 為

kiṃkarāṇa，即傭工，引申為「奉教者」。 

56.  諸菩薩所説：江毛182 凹183 先兇入袎伏右184 劁白囚屹班185 桭  

kṣaḥ ḍatarayaṃ kaṃ / yathokta bodhisatvā 

 

第三 其他類型： 

57.  淨居：亙弗先亙叻愍戌矛向甩矛向袎一卉186 巧戌戌屹包桭  

                                                                                                                                         
172  「鉔」，谷、甲「冊」。 

173  「在」，甲「圭」。 

174  底，「惠」，谷均作「慧」，下同。 

175  「慧」，底缺，據谷、甲補。 

176  「弓」，底無，據谷、慈補。 

177  「安」，底缺，據谷、甲補。 

178  「猲」，底缺，據谷、慈、甲補。 

179  「諸奉教者真言曰」，底缺，據谷、甲補。 

180  「囚」，底缺，據谷、甲補，慈「外」。 

181  「成」，谷、慈、甲「曳」。 

182  「江毛」，慈「套泣」。 

183  「凹」疑衍。《大日經》作「拏囉閻劍」（頁 17 上 12）。 

184  「右」，谷、慈「祐」。 

185  「班」，谷、慈「迓」，慈其下有「班歟」。 

186  「卉」，甲「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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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oramadharmasaṃbhava vibhava / kathana saṃ saṃ sa te // 

「亙弗」（mano），底「巧伕」（namo），據谷、慈改。manorama

「美」，《大日經》作「滿弩（輕）囉麼」（頁 17 上 13-14）。 

kathana saṃ saṃ sa te，《大日經》為「迦那（四）三三（五）」（頁

17 上 15），據此似 tha 與 sa te 衍文。然《攝大儀軌》「普華」作

「迦詑187 迦詑曩（四）三參忙縒泥（五）」，相差較大，需要更多版

本依據。 

57a. 淨居天：圩隞188 向州桭 śuddhovasā 

「州」（sā），底「扣」（hā），谷、慈「矢」（bhā），據甲改。

uvasa （當作 uvāsa）「住」。此條衍，《大日經》（頁 17 上）及諸

本皆無。「天」及梵字當併入上條。 

 

No. 58-66 條同類型二： 

58.  羅刹娑：咋189 了共袎全朽州桭 kraṃkeri / rākṣasā 

「州」（sā），底「屹」（sa），據谷、慈、甲改。rākṣasā 複數主

格。 

「娑」，底、谷「婆」，據梵字對音改；《大日經》（頁 17 上 16）

同。 

59.  諸荼吉尼：咻有袎氏丁布觡桭 hrīhaḥ / ḍākinīnāṃ 

「咻」（hrī），底、慈「猭」（hrīḥ），據谷、甲改。 

「氏」 （ ḍā） ， 底 「毛」 （ ḍa ） ， 據 谷 、 慈 、 甲 改 。 ḍākinī「 女

魔」。 

60.  諸190 藥叉女：伏朽甩攻叻共袎伏朱代觡191 桭 

yakṣavidyādhari192 / yakṣiṇīnāṃ 

                                                      
187  《大正藏》校勘註甲本作「託」。（第 850 經，頁 77 中 19-20） 

188  「隞」，谷、慈「哏」。 

189  谷、慈此後有「 」。 

190  此字據《大日經》補。（頁 17 上 20） 

191  「觡」，谷、慈「戊」。 

192  vidyādhara，詳 Oskar von Hinüber, “Das Schwert des Vidyādhara,” pp. 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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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諸毘舍遮：扑才扑才袎扑圭才布觡桭 picipici / piśācinīnāṃ 

62.  諸部多羅：榿槎榿珌伐戌包袎穴出觡袎  

guṃ ī guṃ i maṃ saṃ te / bhūtānāṃ 

「榿」（guṃ），底「么」（gu），據谷、慈改。《大日經》「喁縊

喁伊（上）懵散寧（去）」（頁 17 上 24-25），兩字一致。根據該對

音，真言名「羅」疑衍。 

63.  諸阿修羅：先支先支嵼仟初渨袎狣鉏全桭  

raṭaṃ raṭaṃ dhvaṃ taṃ mra pra / asurā / 

「渨」（pra），底缺，依谷、慈補。《大日經》「沒囉（二合）波囉

（二合）」。（頁 17 上 27） 

「狣鉏全」 （ asurā） ， 底 「狣狣渨桭」 （ a apra） ， 依 谷 改 。 而

「全」（rā），底本屬下一句，依谷、慈（「先」）合入此條。 

64.  諸摩睺囉伽：丫先吋閛193 先雽桭亙旭先丫桭  

ga ra laṃ viṃ ra liṃ / mahoraga 

「丫先吋閛先雽桭」，底與「摩睺囉伽真言曰」為一條。谷誤刪「諸

摩 睺 囉 伽 真 言 曰 」 ， 保 留 四 梵 字 ， 不 合 體 例 。 此 四 字 亙旭先丫

（mahoraga）依真言體例，已併為一條。（第 848 經，頁 17 上 28-

29） 

65.  諸緊那羅：成屹戊甩成屹戊袎丁阢先鉔194 桭  

hasanaṃ vihasanaṃ / kintaraṇāṃ 

第一「成」（ha），底、慈後衍「几」（kha），據《大日經》「訶

（上）散難」刪（頁 17 中 1-2）。hasana「微笑」。 

66.  諸人：珌琮扔劣亙弗亙份伙渢扣桭亙平併鉔桭斗195 桭  

icchā paraṃ manomayeme // manuṣyāṇāṃ / 

「 弗」 （ no ） ， 底 「 鉰」 （ ḍo ） ， 據 慈 改 。 《 大 日 經 》 「 麼 弩

（輕）」（頁 17 中 4），即「mano」。 

「渢」（svā），底「辱」（sva），依谷、慈改。svāhā「成就」。 

                                                      
193  「閛」，慈「合」。 

194  「先鉔」，谷、慈「匡冊」，誤。 

195  此字符代表章節結尾，非梵字 ṭ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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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鉔」（ṇāṃ），底「冊」（ṇaṃ），據谷、甲改。manuṣyaṇāṃ 複數

屬格，乃真言名。 

67.  無所不至 已196 下第三卷，（押紙云：已下第三卷〈悉地出現品〉197）： 

巧休屹楠凹卡丫包芍袎甩鄎觜卜湋袎屹湱卡袎狣玅珃珆桭  

namaḥ sarvatathāgatebhyo / viśvamukhebhyaḥ / sarvathā / a ā aṃ aḥ 

68.  虚198 空藏199 明妃 巧休屹湱凹卡丫包芍袎合鄎觜卜湋袎屹湱卡丈袎

栥怐包剉先并伐袎丫丫巧入200 袎  

namaḥ sarvatathāgatebhyo / viśvamukhebhyaḥ / sarvathā khaṃ / udgate 

sphara sīmaṃ / gaganakaṃ // 

「并」 （ sī） ， 底 、 谷 、 慈  「托」 （ hī） ， 據 意 改 。 sphara 「 打

破」，Böhtlingk 的 Sanskrit-Wörterbuch in kürzerer Fassung（《梵語

辭典縮本》）未收 hīma，而 sīman「界限」（A72），合成詞即「打

破界限」。 

69.  滿足一切201 金剛字句：嫙甩先猲丈桭 … āḥ bi ra hūṃ khaṃ 

70.  無礙力明妃：（押紙云：已下第三卷〈轉字輪マタラ202 行品〉） 

凹渰卡袎丫丫巧203 屹伙袎狣渨凸屹伙袎屹湱凹卡丫出屹亙204 阤平

丫包205 袎丫丫巧屹亙袎向先匡朽仞袎   

tadyathā gaganasame / apratisame / sarvatathāgatā samantānugate / 

gaganasama / varalakṣaṇe // 

「 阤 」 ， 底 、 高 、 谷 、 慈 「 阢 」 ， 據 文 意 改 。 samantānugate ＝

                                                      
196  谷無此字。 

197  第 848 經，頁 17 下 21。 

198  「虛」，底缺，據谷、甲補。 

199  《大日經》有「轉」字（頁 19 上 7），高無「藏」字。 

200  「入」，慈「丈」。  

201  《大日經》後有「智智」二字。（頁 20 上 18） 

202  日語片假名「マタラ」ma ta ra 指「漫荼羅」。（第 848 經，頁 22 中 4） 

203  「巧」，甲「左」。 

204  「亙」，底無，據谷、慈、高補。 

205  「包」，底無，據高、谷、慈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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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ta＋anugate。 

「 平 」 （ nu ） ， 底 「 呾 」 （ tṛ） ， 據 甲 改 ， 高 、 谷 、 慈 「 毛 」

（ḍa），誤。anu 常見前綴。 

71.  救世者 狣桭 … a 

72.  無能害力明妃： 

巧休屹楠凹卡丫包湋袎屹楠觜卜湋袎狣屹伙扔先伙袎狣弋同袎丫丫弁

袎絆先仞袎屹楠泣平丫包袎    

namaḥ sarvatathāgatebhyaḥ / sarvamukhebhyaḥ / asame parame / acale / 

gagane / smaraṇe / sarvatrānugate // 

「弁」（ne），底「巧」（na），甲「包」（ te），據高、谷、賢

改。gagane 與前後詞同格。 

置字句：伐桭… maṃ 已下第四卷。 

（三）下卷（1-87） 

此卷真言名之後均無「真言曰」三字206。 

1.  無等207 力三昧： 

狣屹伙袎注屹伙袎屹亙份 … asame / trisame / samaye // 

2.  淨208 法界生209：叻猣四210 加袎辱211 矛向人曳212 桭 

… dharmadhātu / svabhavakohaṃ 

3.  法輪：向忝摓人曳 ～ vajrātmakohaṃ 

4.  大惠刀： 

亙扣几213 怐甩先介袎叻猣戌叨瞀一屹成介袎屹誄214 伏呠泏琚叨一

                                                      
206  《大日經》之對應段落為頁 24 中 9－28 下 19。 

207  「無等」，底缺，據高、谷、甲補。「無等三昧力明妃」（第 848 經，頁 24 中

11）。 

208  「淨」，底缺，據高、谷、甲補。 

209  「生」，高無。 

210  「四」，底「叻」，據高、谷、慈、賢改，詳 A7。 

211  「辱」，賢、慈「渢」誤，詳 A7。 

212  「人曳」，慈「乙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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袎凹卡丫出囚觜詵市蛭凹袎甩全丫袎叻猣市蛭凹猲桭 

… mahākhadga viraja / dharmasaṃdarśa kasahaja / satkāyadṛṣṭicchedaka 

/ tathāgatādhimuktinirjata / virāga / dharmanirjata hūṃ 

「怐」（dga），底「畬」（dbha），高、賢、甲、慈修正本「絞」

（rga），據賢、谷改。「朅伽」（第 848 經，頁 24 下 5；第 853

經，頁 146 下 27）；「朅215 誐」（第 850 經，頁 70 上 1）。khadga

疑 khaḍga「劍」之誤。 

「呠」（dṛ），底、慈「叨」（da），據高、賢、谷、甲改。dṛṣṭi 即

「見」。 

「囚」（dhi），底、高、賢、慈修正本「甩」（vi），據谷、賢、

慈、甲改。「怛他（引）蘖多（引）地目訖底（丁以反二合）」（第 848

經，頁 24 下 7-8），「怛他（引）蘖多阿地目訖底（二合）」同（第

850 經，頁 70 上 4）。「怛他（引）蘖多尾目吃底（二合）」（第 853

經，頁 147 上 1-2），同底本，誤，參 C15。 

5.  法螺：珃桭 … aṃ 

6.  蓮花：嫙桭 … āḥ 

「嫙」（āḥ），底「珆」（aḥ），據谷、慈、甲改。 

7.  金剛大惠：猲桭 ～ hūṃ 

8.  如來頂：猲猲桭 … hūṃ hūṃ 

9.  毫216 相：嫙曳切桭 … āḥ haṃ jaḥ 

10.  大鉢：乩桭 … bhaḥ 

11.  施無畏：屹楠卡袎元巧元巧矛伏左217 在巧袎  

… sarvathā / jinajina bhayanāśana //  

12.  與願：向先叨向忠摓一桭 … varada vajrātmaka // 

13.  怖魔：亙扣向匡向凸袎叨在向吐218 畬吒袎亙扣伊摵育怐包  

                                                                                                                                         
213  「几」，高「丫」。 

214  「誄」，谷、賢、慈誤作「 」。 

215  《大正藏》校勘註甲作「竭」。 

216  「毫」，高、谷「豪」。 

217  「左」，慈「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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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ābalavati / daśabalodbhave / mahāmaitryabhyudgate // 

「匡」（la），底作「亦」（mi），據谷改，bala「力」。 

「伊」（mai），底「伙」（me），據谷、慈、甲改。maitri 即「慈」。 

「育」（bhyu），底、慈「肝」（bhya），據谷改。abhy-ud 前綴。 

「包」（te），底「凹」（ta），據谷、慈、甲改。參 A2。 

14.  悲生眼：丫丫巧向先匡朽仕袎一冰弗亙伏袎凹卡丫凹弋219 犓  

… gaganavaralakṣaṇa / karunomaya / tathāgatacakṣuḥ // 

「眼」，底「願」，據甲改。cakṣu 即「眼」。 

「冰弗」（runo），底「冰鉰」（ruḍo）220，甲「列毛」（rūḍa），

谷 「列鉰」 （ rūḍo） ， 慈 「列沽」 （ rūtro） 形 近 而 誤 。 參 A25、

A27，C36。 

15.  索：旨旨亙扣扒在袎渨屹刖叼搏221 屹玆嫬222加甩伕成一袎凹卡丫出

囚觜詵市蛭凹袎   

… he he mahāpāśa / prasaraudārya satvadhātu vimohaka / 

tathāgatādhimuktinirjata // 

16.  鉤：嫙223 屹楠泣渨凸成包袎凹卡丫出224 乃圭225 袎白囚弋226 搜扔

共觢先一袎  

…āḥ sarvatrāpratihate / tathāgatākuśā / bodhicaryāparipūraka // 

「搜」（ryā），底「搏」（rya），據谷、慈、甲改。caryā 陰性，尾

元音是長音。 

                                                                                                                                         
218  「吐」，慈「匠」。 

219  「弋」，慈誤作「向」，字下有修正。 

220  底本字符與梵字規則不相合，不過推測為 ḍo。 

221  「搏」，甲「伏」。 

222  「嫬」，底「叻」，據谷、慈、甲改，參 A7。 

223  「嫙」，谷、慈、甲「珆」。 

224  「出」，慈誤作「捭」。 

225  「圭」，谷、慈「在」。 

226  「弋」，慈誤作「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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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如來心：鄐弗227 畬向袎 … jñānodbhava // 

18.  如來228 臍：狣猵229 北230 畬向 … amṛtodbhava // 

19.  如來腰：凹卡231 丫出232 戌矛向 … tathāgatāsaṃbhava // 

20.  如來藏：巧休屹楠凹卡丫包湋233 袎劣劣匈匈 

namaḥ sarvatathāgatebhyaḥ / raṃ raṃ raḥ raḥ // 

21.  大結界：同骭旦共甩乃共234 甩乃同  

…235 lellupuri vikuri vikule // 

「骭旦」（ llupu），底「蒤旦」（bupu），甲「骭蒤」（ llubu），

智、谷、慈「    旦」（llapu）。後一「同」（ le），底「共」（ri），

據智、谷、慈、甲改，參 A72。 

22.  無堪忍大236 護：巧237 休屹楠238 凹卡239 丫包湋袎屹楠240 矛伏甩

丫包湋袎甩鄎觜卜湋241 袎屹湱卡曳丈242 袎先朽亙扣向同袎屹湱凹

                                                      
227  「弗」，慈誤作「觡」。 

228  「如來」，底缺，據甲補。 

229  「猵」，甲「觜」。 

230  「北」，慈誤作「包」。 

231  「卡」，慈誤作「四」。 

232  「出」，慈誤作「北」。 

233  「湋」，智「肝」，慈此字前誤作「巧休屹亙阢蒤湑觡」。 

234  「共」，智「印」。 

235  慈此處誤作「巧休屹亙阢凹蒤湑觡」。 

236  「大」，智其後有「結」字。 

237  「巧」，智其前似有另一條「巧休屹亙阢蒤湑觡狣亙扣弗亙亙成先死」。

（條目中的刪除線係寫本原有） 

238  「楠」，慈誤作「亙」，有修正。 

239  「卡」，慈誤作「四」，下同。 

240  「楠」，慈「楔」。 

241  「湋」，智「肝」。 

242  「卡曳丈」，底缺，據智、谷、慈、甲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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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丫出 243 旦 244 触市 245 蛭包桭猲猲泣誆泣誆 246 袎狣渨凸成包袎   

namaḥ sarvatathāgatebhyaḥ / sarvabhayavigatebhyaḥ / viśvamukhebhyaḥ 

sarvathā haṃ khaṃ / rakṣa mahābale / sarvatathāgatāpuṇyanirjate / hūṃ 

hūṃ trāṭ trāṭ / apratihate // 

「亙」 （ ma） ， 底 「伐」 （ maṃ） ， 據 智 、 谷 、 慈 、 甲 改 。 mahā

「大」。 

「触」（ṇya），底「搗」（rye），智「弟」（ṇyā），據谷、慈、

甲改。 

「泣」（trā），智、底「湥」（tra），據谷、慈、甲改。該二詞參 A5。 

23.  普光：捆匠交印247 市袎凹卡丫出嶊袎 … jvālāmālini / tathāgatārcci // 

「捆」（jvā），底、慈「詷」（jva），據 A18 改，亦作「入嚩（引二

合）囉（引）」（第 848 經，頁 26 上 4）。 

「交」（mā），底「亙」（ma），據谷、慈、甲改。「鬘」māla 與

「不淨」mala 不能相混。 

「嶊」（rcci），底「獃」（rcki），據谷、慈、甲改。arcci「光」。 

24. 如來甲：渨弋汔向猦捆匡袎甩卼先猲桭  

… pracaṇḍa vajrajvāla / visphura hūṃ 

「捆」（jvā），底、慈「詷」（jva），據上條改。 

25.  如來舌：凹卡丫出元郡屹忸叻猣渨凸炚248 凹袎  

… tathāgatājihvasatyadharmapratiṣṭhita // 

26.  如來語： 

凹卡丫凹向撂袎249 凹卡丫出亙扣向撂袎甩鄎鄐巧亙旭叨伏袎  

tathāgatavaktra / …250 / tathāgatā mahāvaktra / viśvajñānamahodaya // 

                                                      
243  「出」，智「凹」。 

244  「旦」，甲「蒤」，慈其下有：「旦搗旦触大疏」。 

245  「市」，慈「巧」。 

246  「泣誆」，底缺，據谷補。智、慈「泣」作「湥」。 

247  「印」，慈「共」。 

248  「炚」，底「泏」，據慈改，參 A2。 

249  此六字，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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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鄐」（ jñā），底「介」（ ja），據谷、慈、甲改。 jñāna「智」，

指如來種種智，而 jana「羣」，不符文意。 

27.  如來牙：凹卡丫出句愻袎先屹先州奇袎戌直251 扔一袎屹楠凹卡丫出

袎甩好伏戌矛向       

… tathāgatādaṃṣṭra / rasa rasāgra / saṃprāpaka / sarvatathāgatā / 

viṣayasaṃbhava // 

「先屹」（ rasa），底無，據谷、慈補。《大日經》作「囉娑囉娑

（引）釳囉（二合三）」（頁 26 上 22）。《青龍寺儀軌》亦作「囉娑

囉娑（引，味也，味中上味）釳囉（二合）」為證。（第 148 上 13） 

「州」 （ sā） ， 底 「屹」 （ sa） ， 據 谷 、 慈 、 甲 改 ， rasa＋ agra＝

rasāgra。  

28.  如來辯説：渨凸戌囚觜泡袎狣才252 慡哞凹袎列扔253 向汙屹亙阤254 

直挕袎甩圩湑255 辱先 

pratisaṃdhimudrā / … / acintyādbhuta / rūpavakṣaṃ samantāprāpta / 

viśuddhāsvara // 

「囚」 （ dhi ） ， 底 、 慈 「甩」 （ vi ） ； 「泡」 （ drā） ， 底 、 慈

「痚」（dra），據文意改。此六字（pratisaṃdhimudrā「連接印」）

在歸命句前。《大日經》與《青龍寺儀軌》亦無對應，256 當非真言

本身，而是對印（手勢 mudrā）的描述。 

「慡」（ntyā），底「鳧」（ntya），慈「肘」（bhyā），據谷、甲

改。acintya＋adbhuta，兩 a 合為 ā。 

「汙」（kṣaṃ），底「僔」（ksa），谷、慈、甲「湨」（ksaṃ），

均形誤。vakṣa「增長」。 

                                                                                                                                         
250  下文歸命句在中間的情形，詳轉寫中「…」的位置。 

251  「直」，甲「渨」。 

252  「才」，慈誤作「甩」。  

253  「列扔」，慈「先盲」。 

254  「阤」，底、谷、慈「阢」，據前文訂正。 

255  「湑」，慈「湀」。 

256  第 848 經，頁 26 上 27-29；第 853 經，頁 148 上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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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prā），底、慈「盲」（pra），據谷改，pra＋āp＝prāp。 

「直挕袎」，底「盲袎挕」，斷句誤，因為 prāpta 是一詞，不能分

開。 

29.  如來十力257：叨在向同丫叻先袎狫戌分袎  

… daśabale gadhara / hūṃ saṃ jaṃ // 

「同」（le），底「鉯」（loṃ），據智改，daśabala「十力」。「捺

奢麼浪伽（輕）達囉」（第 848 經，頁 26 中 4）。慈修正本「鉣」

（lāṃ）。 

30.  如來念處：漟抄扔芚巧258 袎凹卡丫凹漟凸袎屹玆扛班育怐凹袎丫丫

巧屹交屹亙袎  

smṛtyupasthana … / tathāgatasmṛti / satvahitvābhyudgata / gaganasamāsama // 

「芚」 （ stha） ， 底 、 慈 誤 作 「辱」 （ sva） ， 據 智 、 谷 、 甲 改 ，

sthana 來自詞根 sthā。 

「育」（bhyu），底「肝」（bhya），據智、谷、慈、甲改，abhi＋

ud＝abhyud。 

「凹」（ ta），底「凸」（ ti），據智、谷、慈、甲改。abhyudgata

「生」，《大日經》作「多」（頁 26 中 9）。gati「趣」，不符文

意。 

31.  平等開悟259：屹亙阢白外布260 袎屹湱叻愍屹亙阤261 直挕袎凹卡丫

出平丫凹袎 

samantabodhīnī / … / sarvadharmasamantāprāpta / tathāgatānugata // 

第 一 「阢」 （ nta ） ， 智 、 底 「阤」 （ ntā） ， 據 谷 、 慈 、 甲 改 。

samanta 作為複合詞前部，末元音為短音。 

「布」（nī），底「市」（ni），據智、谷、甲改。 

                                                      
257  如來持十力。（第 853 經，頁 148 上 22） 

258  「漟抄扔芚巧」，智無。 

259  「平等開悟」，智前有「如來」；《大日經》前有「一切法」。（頁 26 中 11-

12）。 

260  「外布」，慈「囚弁」。 

261  「阤」，智「出」，谷、慈「阢」，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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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 prā） ， 智 、 底 「盲」 （ pra） ， 據 谷 、 慈 改 ， pra＋ āp＝

prāp。 

「出」（ tā），智「阤」（ntā），底「北」（ to），據谷、慈、甲

改，tathāgatā＋anugata＝tathāgatānugata。 

32.  如意珠：屹亙阤平丫凹甩先介袎叻猣市蛭凹亙扣亙成袎  

… samantānugataviraja / dharmanirjata mahāmaha // 

「如意珠」，底「如來昧」，據智、谷改，甲「如來珠」；《大日

經》作「普賢如意珠」（頁 26 中 17）。 

「成」（ha），智、底「扣」（hā），據谷、慈改，參 A19、A21，

C54、C60。 

33.  慈氏菩薩：狣元仟介伏屹湱屹班在仲平丫凹 

… ajitaṃjaya sarvasatvāśayānugata // 

「仲」 （ yā） ， 底 「伏」 （ ya） ， 據 谷 、 賢 、 慈 、 甲 改 ， āśaya＋

anugata＝āśayānugata。 

34.  虛空藏：玅乙在屹亙阤262 平丫凹甩才鈮向先叻先  

… ākāśasamantānugata vicitrāṃ varadhara // 

35. 除蓋障：猱屹玆扛出育怐凹沼沼劣劣  

… āḥ satvahitābhyudgata traṃ traṃ raṃ raṃ // 

「玆」（ tva），底、谷、賢、慈「湱」 （ rva），據甲改。《大日

經》「除一切蓋障」（頁 26 下 1），對音作「阿（去急呼）薩埵」。

《攝大儀軌》作「阿（急呼）薩怛嚩（二合）」（頁 74 上 9）。 

36.  觀自在：屹湱263 凹卡丫出向吐丁凹一冰264 他亙伏先先先猲切  

… sarvatathāgatāvalokitakaruṇāmaya ra ra ra hūṃ jaḥ // 

37.  得大勢至：分分戍袎 … jaṃjaṃsaḥ // 

38.  多羅菩薩：出刑265 出共仗袎一冰兄畬吒  

… tāre tāriṇi / karuṇodbhave // 

                                                      
262  「阤」，底、谷、賢、慈「出」，參 A1。 

263  「湱」，慈「楔」。 

264  「冰」，谷、賢、慈、甲「列」，下同。 

265  「刑」，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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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ṇo），底、賢、慈 「仞」（ṇe），據谷改，參 A27。 

39.  毘俱胝：屹湱矛伏泣屹市袎猲剉誆伏袎 

… sarvabhayatrāsani / hūṃ sphaṭya // 

40.  白處尊266：凹卡丫凹267 甩好伏戌矛吒268 袎扔痧交269 印市袎  

… tathāgataviṣayasaṃbhave padmamālini // 

「 戌 」 （ saṃ） ， 底 「 屹 」 （ sa ） ， 據 智 、 谷 、 賢 、 慈 、 甲 改 。

saṃbhava「生」。 

41.  何耶揭哩嚩：猲刀叨伏270 乓介剉誆伏袎  

… hūṃ khādaya bhaṃja sphaṭya // 

「揭哩嚩」，底、谷「哩婆」，據甲改。智、《青龍寺儀軌》作

「馬頭明王」（頁 153 下 24），為梵字意譯。 

「刀」（khā），底、慈「几」（kha），據智改，khāda「噉食」。 

「乓」（bhaṃ），底「付」（ḍhaṃ），據谷、慈改。《大日經》作

「畔若」（頁 27 上 5）。 

42.  地藏菩薩：成成成鉏凹平袎 … ha ha ha sutanu // 

43.  曼珠室哩271 ：旨旨乃交272 先一袎甩觜詵扔卡芛凹袎絆先絆先袎渨

凸慴273 袎  

… he he kumāraka / vimuktipathāsthita / smara smara / pratijñāṃ // 

「芛」（sthi），底、慈「逆」（svi），據智、谷、甲改，參 C30。

《大日經》：「係係矩忙囉（二）微目吃底（二合）鉢他悉體（他以反二

合）多」（頁 27 上 14-15）。據對音，ka 疑衍。 

                                                      
266  智，後有「菩薩」二字。 

267  「凹」，智、谷、賢、慈、甲「出」。 

268  「吒」，慈「向」。 

269  「交」，智、甲「亙」。 

270  「伏」，智缺。 

271  「珠」，智、谷「殊」；「哩」，智、谷、甲「利」；智後有「菩薩」。 

272  「交」，慈「亙」，誤。 

273  「慴」，慈「鄐」，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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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光網菩薩：旨旨乃交274 先袎交275 伏丫凹276 辱277 矢278 向芛凹袎  

… he he kumāra / māyagata svabhāvasthita // 

底「辱」（sva）  後衍「扣」（hā），據智、谷删。「娑嚩（二合）

婆（去）嚩」（第 848 經，頁 27 上 20），即 svabhāva「自性」。 

「芛」（sthi），底「逆」（svi），據谷、慈、甲改。「悉體（他以反

二合）多」（第 848 經，頁 27 上 20），即 sthita「住」。 

45.  無垢光：旨乃交先袎甩才湥丫凸乃交先袎亙平絆先袎  

… he kumāra / vicitragatikumāra / manusmara // 

「旨」 （ he） ， 底 「扣」 （ hā） ， 據 智 、 慈 改 。 《 大 日 經 》 亦 作

「係」（頁 27 上 24）。 

46.  計279 設尼：旨旨乃交共了袎叨仲280 鄐觡袎絆先281 絆先盲凸慴  

… he he kumārike / dayājñānāṃ / smara smara pratijñāṃ // 

「慴」（ jñāṃ），底「鄐」（ jñā），據谷、慈、甲改。「鉢囉（ 二

合）底然」。（第 848 經，頁 27 中 1） 

47.  烏282 波計始尼283：石刡仲鄐戊袎旨乃交284 共了285袎  

… bhindayājñānaṃ / he kumārike // 

「仲」 （yā），底、 慈「伏」 （ya），據智、谷、 甲改。bhindaya

                                                      
274  「交」，谷、慈「亙」，誤。 

275  「交」，智無。 

276  「凹」，智疑作「包」。 

277  「辱」，慈「送」。 

278  「矢」，慈「矛」。 

279  「計」，智「髻」，下同，《大日經》作「繼室尼」（頁 27 上 28）。 

280  「仲」，慈「伏」。 

281  谷、甲重複「絆先」（smara）。 

282  「烏」，智「鄔」。 

283  「尼」，底「儞」，據谷改。此五字，「優波髻室尼」（第 848 經，頁 27

中 4）。 

284  「交」，甲「亙」，誤。 

285  「了」，慈「一」。 



《大正藏．胎藏梵字真言》校箋．45． 

（穿）＋a-jñānaṃ（無智），兩 a 合為 ā。 

48.  地惠幢286：向鉏亙忪袎旨絆先鄐巧了加袎  

vasumatyā /… / he smarajñāna ketu // 

「了」（ke），底「一」（ka），據智、谷、慈改。ketu 即「幢」。 

49.  請召童子：玅一溶份袎玅一溶伏袎屹漞乃冰287 袎玅慴袎乃交先兩288 袎  

ākarṣaye / … / ākarṣaya / sarvāṃkuru ājñāṃ / kumārasya // 

第一「玅」（ā），底、谷、慈「狣」（a），據甲改。第二「玅」，

底「狣」，據谷、慈、甲改。「阿（去）」（第 848 經，頁 27 中

13），「去」表長音。ā-karṣaya「招召」。第三「玅」，慈「狣」。 

「 漞 」 （ rvāṃ） ， 底 「 湱 」 （ rva ） ， 據 慈 、 甲 改 ， 智 「 慈 」

（rvaṃ）。「薩鑁（引）矩嚕」（第 848 經，頁 27 中 13-14）。 

「慴」（ jñāṃ），底「鄐」（ jñā），據智、慈改。「阿（ 去 ）然」

（第 848 經，頁 27 中 14）。 

「先」（ra），甲「刑」（re），據智、谷、慈改。「囉」（第 848

經，頁 27 中 14），kumārasya 單數屬格。 

50.  不思議童子289：玅290 甩絆291 伏布份292 袎 … ā vismayanīye // 

51.  大愛樂293：儿乃成印294 袎甩亙凸琚叨一袎  

kaukuhali / … / vimaticchedaka // 

                                                      
286  「地惠幢」，智「智慧幢」。「幢」，《攝大儀軌》校註：甲本作「童」

（頁 73 下 10）。 

287  「冰」，谷、慈「列」，誤。 

288  「兩」，智無。 

289  「不思議童子」，智「諸奉教者」。《攝大儀軌》「奉教」。（頁 76 上

18） 

290  「玅」，智「嫙」，慈「狣」。 

291  「甩絆」，底缺，據谷、慈、甲補。 

292  「布份」，慈「巧伏」。 

293  「大愛樂」，谷，前有「金剛」二字。底，其後「亦名除疑怪」，當標為小

注。 

294  「印」，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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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kau），底、谷「人」（ko），慈「乙」（kā），據甲改，

參 B37。 

52.  施無畏：狣矛伏叨叨袎 … abhayadada // 

「狣」（a），底「玅」（ā），據谷改，a-bhaya「無畏」。「伏」，慈

缺。 

53.  除惡趣：狣育湀先仗屹295 班四296 誃袎  

… abhyuddharaṇi satvādhātuṃ // 

54.  救護惠：旨亙扣亙成297 絆先渨凸慴袎 

… he mahāmaha smara pratijñāṃ // 

55.  大慈生：辱中298 北怐凹 … svacetodgata // 

56.  悲施299 潤：一冰犵邵300 水凹 … karuṇḍemreḍita // 

57.  除一切熱惱：旨向先叨向先直挕301 … he varada varaprāpta // 

58.  不思議惠：屹楔302 圭303 扔共觢304 先一  

… sarvāśāparipūraka // 

59.  地藏旗：成成成甩絆份 … ha ha ha vismaye // 

「份」（ye），底「伋」（yo），據智、谷、慈、甲改。《大日經》

作「微娑麼（二合）曳（平）」（頁 27 下 23-24）。《攝大儀軌》梵本

                                                      
295  「屹」，谷無。 

296  「四」，慈「叻」。 

297  「成」，谷「扣」。《青龍寺儀軌》「摩賀 （ 引 ） 摩賀 （ 引 ， 大 中 之 大 ） 」（頁

155 中 13-14）。慈缺「亙成」。 

298  「中」，谷「向」，慈「弋」。 

299  「施」，《青龍寺儀軌》（頁 155 中 20）、谷、甲「旋」。《大日經》

（頁 27 下 9）與《攝大儀軌》（頁 74 上 28）作「悲念」，後者《大正藏》

校註甲本「念」作「生」。 

300  「邵」，慈「伙」。 

301  「直」，谷、慈、甲「渨」；「挕」，慈「糽」。 

302  「楔」，智「幌」。 

303  「圭」，谷「在」，誤，sarva-āśā「一切願」。 

304  「觢」，慈、甲「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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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作「份」（頁 88 下 15），漢字本作「尾娑麼（二合）曳（二）」

（頁 74 中 21-22）。 

60.  寶處305：旨亙扣亙成306 袎 … he mahāmaha // 

61.  寶手307：先嵐畬向308 … ratnodbhava // 

「嵐」 （ tno） ， 底 、 谷 「牙」 （ḍo） ， 慈 「氏」 （ḍā） ， 修 正 本

「富」（tnā），據智、甲改，來自 ratna＋udbhava。 

62.  持地309：叻先詺310 叻先袎 … dharaṇiṃdhara // 

63.  寶印手311：先寒市蛛凹袎 … ratnanirjita // 

第一歸命句，「休」，底「先」，據谷、慈改。 

「蛛」（rji），底、谷「元」（ji），據慈、甲改，nir 為前綴。 

64. 堅固意312：向忝戌矛向袎 … vajrasaṃbhava // 

65. 虛空無垢：丫丫左巧阢313 亡弋先袎 … gaganānanta gocara // 

「巧」（na），底無，據谷、慈補。「伽伽娜（ 引 ）難多」（第 848

經，頁 28 上 18）。「誐誐曩難多」（第 850 經，頁 75 上 5）。 

66.  虛空惠：弋咒向魛袎 … cakravartti // 

67.  蓮花印：乃向匡314 伏袎 kuvalaya // 

觜泡觢湱嗿315 才司316 好盎一帆仟桭 

mudrā pūrvat kiṃcid iṣad vikasitaṃ 

                                                      
305  智其後有一「印」字。 

306  「成」，智「扣」。 

307  「寶手」，智「寶手菩薩」。 

308  「畬向」，底缺，據智、谷、慈、甲補。 

309  「持地」，智「持地菩薩」。 

310  「詺」，慈「仗」。 

311  「寶印手」作「寶印手菩薩」。 

312  發堅固意。（第 848 經，頁 28 上 12） 

313  「阢」，甲「凹」。 

314  「匡」，慈「共」。 

315  「嗿」，甲「塻」，慈無點。 

316  「司」，慈誤作「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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仟（taṃ），底疑作「凹」（ta），據谷、慈改。 

此真言體例與前後迥異，因為後半部不是真言，而是對真言所用印的

描述。《大日經》無，《攝大儀軌》（頁 75 上 23-25）及《青龍寺儀

軌》（頁 156 下 4）亦僅收入此真言的梵字名。317 

68.  清淨惠：叻愍戌矛向 … dharmasaṃbhava // 

69.  行惠318：扔族匡伏袎 … padmālaya // 

「族」（dmā），底、慈「痧」（dma），據智改，padma＋ālaya＝

padmālaya。 

70.  安住惠：向忝芛先蒤誁袎觢湱向319 摓湥桭 

… vajrasthirabuddheḥ / pūrvavatmatra 

「安住惠」，底「同前」，據谷、甲補，智無此條。谷「同前」為名

下小注，誤；甲「向」前有第一歸命句，可知甲本理解「同前」的含

義為此歸命句同前。 

此條《青龍寺儀軌》作「出現智菩薩」（頁 156 下 15-18），據漢字

音，前半部同，後半作 pūrvavatma mantra sara。《大日經》「同前青

蓮華印」，可見此條非真言，而是對所用印之說明。另《青龍寺儀

軌》「安住慧菩薩」下作「壤（智）弩納婆（二合）嚩（生也）」（頁

156 下 12-14），而《大日經》「安住慧印」亦作「壤弩嗢婆（二合）

嚩」（頁 28 中 1），同 C17「如來心」（jñānodbhava），可知此方

為真言本身。 

71.  金剛手320：向忝一先袎 … vajrakara // 

72.  執金剛321：弋汔亙322 扣刎好仕猲323 ～ caṇḍa mahāroṣaṇa hūṃ 

73.  金剛拳：厘巴伏向忝戌矛吒袎 ～ sphoṭaya vajrasaṃbhave // 

                                                      
317  清田寂雲，〈大日経真言の原文について〉，頁 278。 

318  「行慧」，智「行慧菩薩」。 

319  「向」，甲「扔」。 

320  谷、《青龍寺儀軌》（頁 156 下 19）作「執蓮花杵菩薩」；《大日經》無。 

321  「金剛手菩薩住大金剛無勝三昧」。（第 853 經，頁 157 下 18） 

322  「亙」，底缺，據智、谷、慈、甲補。 

323  「仕猲」，底缺，據智、谷、慈、甲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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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無能勝：摍勤溶亙扣刎好仕袎刀叨伏屹漞糽卡丫出慴乃冰324 袎  

～ durdharṣa mahāroṣaṇa / khādaya sarvāṃs tathāgatājñāṃ kuru // 

「勤」（rdha），底「楠」（rva），據谷、慈、甲改，參 A70。 

「刀」（khā），底「几」（kha），據谷、慈改，khāda「食」。 

75.  阿毘目佉：旨狣石觜几亙扣渨弋汔袎刀叨伏寣才全伏帆袎屹亙伏亙平絆先  

～  he abhimukha mahāpracaṇḍa / khādaya kiṃcirāyasi / samaya 

manusmara // 

「刀」（khā） ， 「全」 （ rā） ， 底 、 谷 、 慈 作 「几」 （ kha ） ，

「先」（ra），據對音及文意改。 

「才」（ci），底「弋」（ca），據谷、慈、甲改。《大日經》作

「佉（引）娜也緊旨囉（引）也徙」（頁 28 下 10-11），參 A71。 

76.  釋迦牟尼鉢：屹湱姦在市僨325 叨巧袎屹湱叻愍向圬出直326 挕327 袎

丫丫巧屹交屹亙  

… sarvakleśanisūdana / sarvadharmavaśitāprāpta gaganasamāsama // 

「姦」（kle），底「姻」（klo），據谷、慈、甲改，參 A40。 

77.  一切佛頂：圳圳猲猲猲民誆 … vaṃ vaṃ hūṃ hūṃ hūṃ phaṭ // 

於省略的第一歸命句中，「湑」（ddhā），底「哅」（ddho），誤，

據慈改。 

78.  阿修羅：丫先匡兇 … garalayaṃ // 

79.  乾闥婆：甩圩湑渢先名扛市袎 … viśuddhāsvāra vāhini //  

「先」（ra），底「先先」，據谷、慈、甲删一「先」。「薩嚩（二合）

囉」（第 848 經，頁 29 下 14）。 

「名」 （vā），底 「向」 （va），據谷、慈、甲改。「嚩 （ 引 ） 係儞

（平）」（第 848 經，頁 29 下 15），「引」表長音。 

                                                      
324  「冰」，谷、慈、甲「列」，誤。 

325  「僨」，谷、慈、甲「鉏」，參 A40。 

326  「出」，慈「凹」；「直」，谷、甲「渨」。 

327  「挕」，甲其後復有「直挕」，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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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藥叉：伏朽袎328 伏死329 鄎先袎 yakṣa / … / yakṣeśvara // 

81.  藥叉女330：伏朱代袎伏朽甩攻叻共袎  

yakṣiṇī / yakṣavidyādhari // 

82.  毘舍遮：扑圭弓觡331 袎扑圭弋丫凸袎 

piśācānāṃ / … / piśācagati // 

第一個「扑」（pi），底「甩」（vi），據谷、慈改。真言是 pi，故

標題亦當作 pi。 

「凸」（ti），底「市」（ni），據慈改，gati「集」，ni 形誤。 

83.  毘舍支332：扑圭丑袎扑333 才扑才桭 piśācī / … / picipici // 

84.  一切執曜334：屹湱奇成袎奇旬335 鄎搏直挕吝凸愍伏袎  

sarvagraha / … / grahaiśvaryaprāpta jyotir maya // 

85.  一切宿命：屹湱巧朽泣袎巧朽湥市腺336 叨市份337袎  

sarvanakṣatrā / … / nakṣatranirjyadaniye // 

真言名，智、「一切宿」（第 848 經，頁 30 上 6），「一切宿曜」

（第 850 經，頁 79 上 20），底本當刪「命」字。 

第 一 「市」 （ ni） ， 底 「凸」 （ ti） ， 據 慈 改 ， 「 儞 （ 入 ） 囊 捺 儞

（平）曳」（第 848 經，頁 30 上 9）。 

第二「市」（ni），底「布」（nī），據谷、慈、甲改；作「娜儞曳

（三）」（第 850 經，頁 79 上 22）。 

                                                      
328  「伏朽袎」，智、谷、慈無。智諸條（80-85）均無真言名這部分，即「扑

圭丑」等。 

329  「死」，慈誤作「朽」。 

330  谷其後有「歸命同前」。 

331  「扑圭弓觡」，慈誤作「扑丫弓巧」；「觡」，谷、甲「戊」，均誤。 

332  「支」，底「𨑤」，據智、谷、甲改；「舍」，谷「遮」。 

333  「扑」，谷「甩」。 

334  七曜十二宮神九執（第 853 經，頁 163 上 29）；慈重出一條，且與上條混合。 

335  「旬」，慈「旨」。 

336  「腺」，谷、慈「蛐」，「蛭」（第 850 經，頁 89 下 2）。 

337  「份」，慈「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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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諸羅刹娑338：全339 朽州囚扔凹份340 袎 … rākṣasādhipataye // 

87.  諸荼吉尼：氏丁布袎咻有 ḍākinī / … / hrīhaḥ // 

「氏」（ḍā），底「遉」（ḍā），據谷、慈改。底本乃 nā 與 ḍā 之混

合，不符悉曇字體。 

（四）字輪（1-6）  

此為悉曇梵字字表，故轉寫從略。「字輪」的排列遵守發音部位相近

的原則，分喉、顎、頂、齒、唇五組，每組再細分清、濁、送氣、不送

氣、鼻音。五組輔音後為半元音、流音、噝音。狣（a）與屹（sa）前為

第一歸命句，向（va）前為第二歸命句，此處錄入亦從略。 

1.  狣桭屹桭向桭 

一几丫千袎弋猌介刈桭巴斗毛丙袎凹卉叨叻桭扔民生矛袎伏先匡向袎

在好屹成袎朽桭右此一轉皆上聲，短呼之。 

「刈」（jha），底「列」（rū）;「毛」（ḍa），底「平」（nu），均

形近而誤，據谷、慈改。 

「卉」，底「卡」，據谷改。第一轉既然都是短音，此處亦當為短音。 

「右此一轉皆上聲，短呼之」，底「短呼，皆上聲，此一轉」，依

谷、甲、《大日經》之〈字輪品〉（頁 30 中 16）有小注修正。底本

句序錯亂，原因不詳，他本不誤。 

2.  玅桭州桭名 

乙刀丸叉袎弓构仄勻袎幻斤氏世袎出卡叼四袎扒氐用矢袎仲全匠名袎

圭她州扣朴袎右此一轉皆去聲，長呼之。 

此處二十九字，底本大謬，僅有「卡」（ thā）作長音。因上組是短

音，此組皆當為長音，參谷、慈本改。 

「氏」（ḍā），底「平」（nu），據谷、慈改。 

「 右 此 一 轉 皆 去 聲 ， 長 呼 之 」 ， 底 「 長 呼 也 ， 此 去 聲 ， 右 此 一

轉」，據谷、甲、〈字輪品〉（頁 30 中 22）改。 

                                                      
338  「娑」，谷「婆」，誤。 

339  「全」，慈「先」。 

340  「份」，慈「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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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珃桭戌桭袎圳桭 

入丈刃孓袎尹琤分厄袎支毋犬付袎仟叮句尼袎正瓦皿乓袎兇劣吋圳

袎奸併戌曳汙桭右此一轉皆帶第十一轉。  

「犬付」（ḍaṃḍhaṃ），底「鈶瓦」（nuṃ phaṃ），據谷、慈改。 

「乓」（bhaṃ），底「付」（ḍhaṃ），據谷、慈改。 

「右此一轉皆帶第十一轉」，底「第一轉皆帶右此一轉」，依谷、

甲改。〈字輪品〉（頁 30 中 28）小注「其口邊字皆帶第一轉，本音

呼之」。 

第 二 歸 命 句 341， 底 誤 作 第 一 歸 命 句 ， 據 智 、 谷 、 慈 、 〈 字 輪 品 〉

（頁 30 中 25）改。 

4.  珆桭戍桭地桭 

八上勺寸袎予琣切友袎文比王仔袎半叩叭巨袎母甘目乩袎兆匈各地袎

妃尖戍有江桭右一轉皆入聲呼。 

「仔」（ḍhaḥ），底「甘」（phaḥ），據谷、慈改。 

「 右 一 轉 皆 入 聲 呼 」 ， 底 「 聲 呼 皆 入 ， 右 一 轉 」 ， 依 谷 、 甲 改 。

〈字輪品〉小注「皆帶第一轉音，入聲呼之」。 

5.  珂珌珈珅342 珫玿珇玾桭 

6.  小午仕巧亙袎尢毄他左交袎干尺冊戊伐袎廾屯冬打休 

這是上述五組輔音相對之鼻音。底本有五處訛誤： 

「小」（ṅa），底「巴」（ṭa）；「午」（ña），底「午」（jhe）；

「 尢 」 （ ṅā） ， 底 「 幻 」 （ ṭā） ； 「 尺 」 （ ñaṃ） ， 底 「 午 」

（jhe）；「廾」（ṅaḥ），底「文」（ṭaḥ），據谷、慈改。 

（五）尾卷（1-11） 

1.  大真言王：狣屹交343 挕袎叻愍四344 加袎丫豦丫出觡袎屹湱卡袎鉞

丈珃珆戌戍袎曳有袎劣匈袎圳地袎猲劣匈袎咯345 有袎劣匈 

                                                      
341  「鉔」，底「市」，《大正藏》已據改，智有修改痕。 

342  智其後有四流音「玹玶玵玴」。四流音在四單元音珂珌珈珅之後正確，因為

他們也屬於單元音，〈字輪品〉（頁 30 下 6）同。 

343  「交」，谷、慈「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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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amāpta / dharmadhātu / gatiṃgatānāṃ sarvathā / āṃ khaṃ aṃ aḥ / 

saṃ saḥ / haṃ haḥ / raṃ raḥ / vaṃ vaḥ // hūṃ raṃ raḥ / hra haḥ// raṃ raḥ // 

以下即〈秘密八印品〉346 ： 

2.  大威德347 生：劣匈 … raṃ raḥ //   

3.  金剛不壞：圳地 … vaṃ vaḥ // 

4.  蓮花藏：戌戍 … saṃ saḥ //   

5.  萬德莊嚴：曳有 … haṃ haḥ // 

6.  一切支分生：珃珆 … aṃ aḥ // 

7.  世尊陀羅尼： 

蒤湑四先仗袎漟凸向匠四巧一共袎叻先叻先四先伏四348 先伏屹楹袎

矛丫向凸袎玅乙先向凸袎屹亙份  

… buddhādhāraṇi / smṛti balādhānakari / dhara dhara dhāraya 

dhārayasarvaṃ / bhagavati / ākāravati / samaye // 

「漟凸向匠四巧一共」，據甲、谷補。「漟凸」（smṛti），甲「絆

市」（smani），慈「絆凸」，均誤。「巧一」，慈「左乙」。「娑

沒㗚（三合）底沫羅馱那羯（三）」（第 848 經，頁 37 上 29－中 1）。 

「叻先叻先四先伏」，據甲、谷、慈補。《大日經》（頁 37 中）無。

《玄法寺儀軌》作「馱囉馱囉馱囉野」（頁 126 上 1）。 

8.  法住：猱吒叨合只349 袎 … āḥ vedavide // 

9.  迅疾持350：亙扣伋丫伋凡市袎伋乞鄎共袎丈介再了袎  

… mahāyogayogini / yogeśvari / khaṃ ja rī ke // 

10.  百光遍351 照：下第六卷352 珃桭 … aṃ 

                                                                                                                                         
344  「四」，慈「叻」。 

345  「咯」，甲「垣」。 

346  第 848 經，頁 36 下 27－37 中 13；第 853 經，頁 152 上 29－中 21。 

347  「大威德」，底缺，據甲、谷補。 

348  「四」，甲、谷、慈「叻」。 

349  「只」，高「叨」。 

350  「迅疾持」，智「世尊迅疾持印真言」，上有「彌勒」為小注。 

351  「遍」，底「通」，據甲、谷改。 



．54． 中華佛學研究 第二十期（民國一○八年） 

11.  加持句：屹湱卡瑢瑢袎沼沼榿榿袎叻劣叻劣袎芘扔伏芘扔伏袎蒤湑屹

忸名袎娥353 愍屹忸名354袎湨355 千屹忸名袎辱一名 356 猲猲袎吒 357 

叨甩只袎  

…358 sarvathā śiṃśiṃ / traṃ traṃ guṃ guṃ / dharaṃ dharaṃ / sthāpaya 

sthāpaya / buddhāsatyavāg / dharmasatyavāk / saṃghasatyavā[k]359 / 

svakavā hūṃ hūṃ / vedavide // 

第一「芘」（sthā），底、高「勀」（sphā），慈「剉」（spha），

慈修正本「芚」（stha），據智、甲、谷改；第二「芘」（sthā），

底「勀」（sphā）、高、慈「剉」（ spha）、谷、慈修正本「芚」

（stha），據甲改。《大日經》（頁44下20-21）及其他漢字注音本均

作「娑他（ 引二合 ）跛也  娑他（ 引二合 ）跛也（ 六）」。智只有一處

「芘扔伏」。 

第一「名」（vā），底「向」（va），據智、甲、高、谷、慈改。第

三「屹忸」（satya），底、甲、高、慈後衍「一」（ka），據谷、

慈修正本刪。《大日經》為「勃馱薩底也（二合）嚩（引）達摩薩底也

（ 二 合 ） 嚩 （ 引 ） （ 八 ） 僧 伽 薩 底 也 （ 二 合 ） 嚩 （ 引 ） 」 （ 頁 44 下 21-

                                                                                                                                         
352  智無「下」字。 

353  「娥」，諸本作「叻」，據智改。 

354  「名」，高「向」。 

355  「湨」，甲「戌」。 

356  「名」，慈「向」。 

357  「吒」，底缺，據甲、谷、慈補。 

358  第一歸命句前，智本有「狣向：」。《大日經》為「阿嚩〔校註：丙、丁本

『嚩』va 前有『娑』sa〕），迦佉哦伽，遮車若社，吒咤拏荼，多他娜馱，

波頗摩婆，野囉邏嚩，奢沙娑訶，仰壤拏曩莽」（頁 41 中 25-28）。此為

〈百字成就持頌品〉，即梵字元音（「阿」、「嚩」為代表）與輔音，參看

〈字輪品〉。 

359  渡邊重朗 Shigeaki Watanabe, “The Mahāvairocanābhisaṁbodhi-vikurvitādhiṣṭhāna-

vaipulyasūtrendrarāja-nāma-dharmaparyāyaḥ Chapter 29 with Buddhaguhya’s 

Bhāṣyam and Vṛttiḥ,” pp.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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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攝大儀軌》作「沒馱娑底野（二合）嚩（八）達磨娑底野（二

合）嚩（九）僧伽娑底野（二合）嚩（十）」同（頁86中7-10）。 

「 辱 」 （ sva ） ， 底 、 慈 「 渢 」 （ svā） ， 據 甲 、 高 、 谷 改 。 sva

「己」，為前綴。此三梵字於《大日經》與《攝大儀軌》中無，360 

疑 衍 。 《 玄 法 寺 儀 軌 》 作 「 娑 嚩 佉 嚩 」 361； 《 玄 法 寺 儀 軌 》 （ 別

本）作「娑嚩迦嚩」362；《青龍寺儀軌》作「娑嚩（二合）迦嚩」363。  

斗桭屹交挕桭斗袎 samāpta 

谷、底此句接上句，高作「亙屹交挕亙」，依甲另起行。samāpta 即

「圓滿」、「到達」，為梵書書末常用語，表示一書或一章之完結。 

四、結論：錯誤類型分析 

《大正藏》本除了缺漏，大部分錯誤是由於悉曇梵字字體的相似而

造成的，比如 常見的長短音以及 a 與 e、e 與 o 的混淆。有時因為對梵字

原意區分的困難，導致斷句也出現一些錯誤（如A2、C28）。 

1. 整條真言的重出、錯訛： 

（1）重出：B6「不動尊」後重出「無動尊」，B7「除蓋障」兩出，B57

「淨居」及B57a「淨居天」，B64「諸摩睺囉伽」及「摩睺囉伽」

（已刪後者）。 

（2）錯誤：B63「阿修羅」與64「諸摩睺囉伽」混為一條；C67所用印的

描述誤入真言，C70「安住慧」誤作「同前」。又如「字輪」1-4，

底本「短呼皆上聲此一轉」，詞序誤；「字輪」2，長元音底本均

為短元音；「字輪」，第三條歸命句誤。 

（ 3 ） 真 言 名 多 有 錯 誤 ， 如 ： B1 、 B2 分 別 衍 「 心 」 、 「 菩 提 」 ， B58

「娑」誤作「婆」，C14「眼」誤作「願」，C32「如意珠」作「如

                                                      
360  第 848 經，頁 44 下 23；第 850 經，頁 86 中 9。 

361  第 852 經，頁 126 下 27。 

362  第 852 經，頁 143 中 19。 

363  第 853 經，頁 164 上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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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昧」。「慧」（mati）多作「惠」364。 

（4）第一歸命句出現錯誤：C63、C70、C77。 

 

2.  真言中單字的錯誤分為以下幾種情況，按照梵字字母順序排列（「倒

置」指錯誤情況相反）： 

（1）元音長短：「玅」，底「狣」（A23、A58、C49），倒置（C52）；

「嫙」，底「珆」（A4、C6），倒置（C16）；「矢」，底「矛」

（ A4 ） ； 「 辱 」 ， 底 「 渢 」 （ A4 、 A7 、 A39 、 A49 ） ， 倒 置

（B66）；「成」，底「扣」（A19、A21、C32）。 

（2）元音 a 與 e：「了」，底「一」（C48）；「包」，底「凹」（A2、

A44 、 C13 ） ； 「巧」 ， 底 「弁」 （ B72 ） ； 「份」 ， 底 「伏」

（A61、A62），倒置（A22）。 

（ 3 ） 單 元 音 混 淆 ： 「才」 ， 底 「弋」 （ C75 ） ； 「凹」 ， 底 「凸」

（ C30 ） ， 「 出 」 ， 底 「 北 」 （ C31 ） ； 「 湑 」 ， 底 「 哅 」

（C77）； 「育」 ， 底「肝」 （C13、A30）；「鉏」，底 「屹」

（A40），倒置（A49）。 

（4）雙元音：「姦」，底「姻」（C76）；「冗」，底「兮」（B28）；

「怵」， 底「怔」 （A35）；「兄」， 底「仞」 （A27、C38）；

「吰」，底「厎」（A61）；「伊」，底「伙」（C13）。 

（ 5） 輔 音 形 近 而 誤 ： 「怐」 ， 底 「畬」 （ C4） ； 「袋」 ， 底 「牓」

（ B7a ） ； 「 平 」 ， 底 「 毛 」 （ A72 ） ， 「 氏 」 ， 底 「 遉 」

（C87）；「水」，底「凸」（B42）；「触」，底「搗」（A5、

C22）；「凸」，底「市」（C82）；「囚」，底「甩」（C28）；

「嵐」 ， 底  「牙」 （ C61） ； 「盲」 ， 底 「邵」 （ C56） ， 倒 置

（ B42 ） ， 「 瓦 」 ， 底 「 付 」 （ B48 ） ； 「 乓 」 ， 底 「 付 」

（ C41 ） ； 「矢」 ， 底 「扣」 （ A4 、 A7 、 B57a ） ； 「炂」 ， 底

「 沰 」 ， 「 炚 」 ， 底 「 泏 」 （ A2 、 A19 、 C25 ） ； 「 芛 」 ， 底

「逆」（A32、C30、C43、C44）。 

（6）「 r」頭音有無：「蛛」，底「元」（C63）；「碤」，底「嘌」

                                                      
364  此處或許跟日語漢字有關，如漢語「智慧」日語寫作「知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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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 ） ； 「 叨 」 ， 底 「 僅 」 （ A14 ） ； 「 楨 」 ， 底 「 吒 」

（A37）。 

（7）「ṃ」脫漏：「分分」，底「介介」（A26）；「慴」，底「鄐」

（ A39、 C46、 C49） ； 「仟」 ， 底 「凹」 （ C67） ； 「寺」 ， 底

「好」（B46）；「戌」，底「屹」（C40）。 

（8）「ḥ」的有無：「咻」，底「猭」（B59）。 

（9）衍一字：「先」，底「先先」（C79）；「辱」，底「辱扣」（C44）；

「成」，底「成几」（B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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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ntras of the Mahāvairocanābhisaṁbodhisūtra is a Sanskrit version of 

the mantras of the Garbhadhātu sect in Tantric Buddhism, which is 

exclusively found in the Taishō-Canon (no. 854).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e 

Taishō-Canon, which was written by Master Kōzen (Xingran) in the Heian era 

and was kept in the Sammitsu-Collection of the Temple Tōji in Kyoto, is full 

of errors. Certain manuscripts written by Master Enchin (9th century AD), 

Master Junnyū (10th century AD), an anonymous Master in Kōyasan (13th 

century AD), Master Gōhō, Master Gempō (14th century AD) and Master Jiun 

Onkō (18th century AD) had helped correct these errors. However, they were 

not corrected in the editio princeps of Taishō-Canon as well as later in all its 

digitalized versions. In this article an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correct these 

errors numbering to around two hundred by comparing verbatim various 

versions of the Taishō text and record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is article first giv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text. That Taishō text is divided into two volumes. The first volume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halves having 72 mantras each. The second has 87 mantras 

followed by a chapter named “Word-Wheel 字輪” and hereafter ends with 11 

more mantras. In the Sanskrit text presented in the article, I omit the fir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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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salutation phrase (i.e. namaḥ…) and the concluding phrase (svāhā), 

whenever it appears in the text. However, I would indicate the omitted part 

with specials symbols in my Roman transliteration. Whenever the Taishō-

Canon has errors or lacunae, I correct or fill it up mainly on the basis of 

versions mentioned above. If necessary, I refer to mantras with similar content 

found at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Taishō text as well as its Chinese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Da ri jing no. 848). Wherever the basic text is flawless the 

variae lectiones from other versions would be mentioned in footnote. 

On the basis of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aishō text (no. 854), the Da ri 

jing and Faquan Annotation (no. 853), the similaritie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various versions would be recorded. In order to assist the reader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mantras I have provided explanation at various 

places. If necessary, the meaning of some Sanskrit words suggested by me has 

been attached. For the sake of clarity and ease to read, the Sanskrit text is 

accompanied by Roman transliteration. In conclusion I also number the errors 

in the Taishō-Canon and classify them. 

Keywords:  

Garbhadhātu, Enchin-Version, Junnyū-Version, Hase-Version, Gempō-

Ver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