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教简介--  

      悉昙 51 字母简介(之 1) 

        ─51字母发音分类 

       (本篇文章为张玄祥居士所撰，未经同意，请勿引用转载，以免犯戒。)   

 
 

一、要学好悉昙先持下咒 

行菩萨道行者，要祈求开显一切智，得从悉昙真言门下手，始得能进入陀罗尼

门殿堂。要学好悉昙就请每次学习悉昙前，就要先持诵此咒语。 

南无 菩陀耶 (皈依佛) 

Namo buddh2ya 

南无达摩耶 (皈依法) 

Namo dharm2ya 

纳谟曷 僧伽耶 (皈依僧) 

Nama` sa{gh2ya 

纳谟曷 萨嚩枳娘耶    悉昙 (归礼  一切智  成就吉祥) 

Nama`  sarvaj#2ya  siddh23 

      

二、悉昙 51 字母发音分类组别分析 

(一)、前言 

近代人学习悉昙(帆 siddh23 吉祥成就学)字母，或者是梵文(sanskrit)以为把

五十一字母分元音、子音两部份学习，就能把悉昙字母学好，其实不然，不经过一



 

番理解组成结构，不能充分掌握其悉昙真髓。若要能深入悉昙领域，就要研读古德

先贤所遗留下来的智慧结晶，仔细详加以分列，当能深切地、自在地掌握悉昙字母

的学习，也能准确地掌握发音的位置，才能发出正确的梵音，尤其是大空、重空等

字元音。但无悉昙基本知识者又看不懂古德的心髓结晶，这是必然的现象，也是末

法时期的无奈。 

在我佛慈悲的加持下，本人能走入悉昙领域，洞悉其无上密意，了解悉昙的来

龙去脉，除开课显示密义外，也在此之时，令我能为世界佛弟子尽一份心力，让古

德悉昙心声开显，在网站上透露一些无上密意。在此特别感恩三宝加被，能让本人

好好来介绍悉昙。若有意要行菩萨道，进入陀罗尼门行者，就依本文所介绍，深入

体会无上密法之真谛，也希望能学好悉昙，让密教悉昙能再发扬光大，如千余年前

的辉煌的唐密，是所祈求。 

  

(二)、悉昙字母组成分类 

悉昙五十一字母由三大部份组成，三大部份者：一为元音(韵母)、二为子音(声

母)、三为遍口音(某些字含有半元音之功能)等三部份，详述如下。 

1.第一部份元音 (摩多 m2t4k2)，是由阿狣 a 字母转化成十二音，再加别摩多

(n2n2-m2t4k2)四字母，共合成十六字元音。十二字元音 (摩多 m2t4k2)中，四字元

音为阿狣 a 字母本字，外加点画的男声音，另八字元音为阿狣 a 字母转化的女声音。 

2.第二部份是子音(声母)五句门，依发声部位有牙声句、齿声句、舌声句、喉声

句、唇声句等五部位发音。因此依发声部位次第，特订出此句门，详如下： 

第一句门为迦一 ka 字门； 

第二句门为遮弋 ca 字门； 

第三句门为咤巴 6a 字门； 



 

第四句门为多凹 ta 字门； 

第五句门为波扔 pa 字门。 

每句门各五个字母，合共廿五字母。每一句门五个字母发音又分成三种类： 

第一类为每句门第一、二个字母，要发女声音，即发清柔声音； 

第二类为每句门第三、四个字母，要发男声音，即发怒浊声音； 

第三类为每句门第五个字母，发不男不女之声音，非柔非浊之声音，发声后再

加发鼻声音后送出成声。 

第一类、第二类合共有「五乘四」得廿个字母，最后第三类五句门各一字母，

合共有五字母，总共五句门有廿五字母。另第三类五字母有两种读法，一为一般音，

二为大空音、重空音、菩提果声音，此五字母发音正确与否，在咒语持诵上是非常、

非常、非常地重要，所以大家要特别体会其发音精髓，好好注意学习，不能疏忽略

过。 

3.第三部份是遍口音，遍口音有八、九、十字母等说法之分别，若八字者为野

伏 ya、啰先 ra、逻匡 la、嚩向 va、舍在 0a、沙好=a、屹娑 sa、贺成 ha 等前八字

母；若是说九字母者，即是野伏 ya、啰先 ra、逻匡 la、嚩向 va、舍在 0a、沙好=a、

屹娑 sa、贺成 ha、乞洒(叉) 朽 k=a 等九字母。若是说到十字母时就是指野伏 ya、

啰先 ra、逻匡 la、嚩向 va、舍在 0a、沙好=a、屹娑 sa、贺成 ha、乞洒(叉) 朽 k=a、

滥孬 lla3 等十字母。 

遍口音也分三种始音发声，然后才转成遍口声发音出来，所以若以十字母来分

类，则分类如下： 

第一类为喉内始音，再发遍口声，如野伏 ya、贺成 ha、乞洒(叉) 朽 k=a 等三

字母。 

第二类为舌内始音，再发遍口声，如啰先 ra、逻匡 la、舍在 0a、沙好=a、屹



 

娑 sa、滥孬 lla3 等六字母。 

第三类为唇内始音，再发遍口声，如嚩向 va，仅一字母。 

以上元音(韵母)十六字母，加上子音(声母)廿五字母，再加上遍口音十字母等合

成全部悉昙五十一个字母。 

  

(三)、五十一字母分类简表 

依上所述各节字母细分，共大略分为三类，共五十一字母，全是由一阿狣 a 字

母所发生，此道理、原理已于前述「悉昙简介」中述明，总结除阿狣 a 字母本身外，

所衍生之其它五十字母，合成五十一字母，用简表细列如下(详下表分类组别)： 

1.阿狣 a 字母宇宙根本声，转十二转音成十二韵母，再加别摩多四字母，总成

十六元音声。 

2.五句门子音(声母)共廿五个字母。 

3.遍口音十字母， 

以上三部份总共成五十一字母。 



 

 

 

三、悉昙 51 字母内容分析 

(一)、前言 

悉昙五十一字母都有其世间字意与出世间字义，所谓字意是指世间相，有字形、

字相始能依之发声，声一发就能表世间情见(入世间智之意思)。世间相中又要能用

出世间智观之，不执取其世间知见，这样才能解脱(具足出世间智慧、般若智慧)。 

例如阿狣 a 字本无所有义，但能生万法智，这是世间知见，这是属于字意。但

阿狣 a 字又有本不生义、无所有义、不可得义，这就是出世间智慧、般若智慧，此

即所谓的字义。学悉昙字母除要认识字相、会书写、会发声音外，还要认识此字母

之字意与字义，于观字轮或持咒中就要观各悉昙字母中深秘密之字意与字义。所以

悉昙字母字形要背，要会书写，还要各别知其字母之义理。当然各字母意义非独一，

世尊于每部经典中所解释之字意会有不同，但字母的字义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可

得」，既然懂得「不可得」，就不要执着一切相。以下悉昙自母学习就要以这样的内

涵、态度去学习，学习世间意思时，要能以出世间无执取智慧处理之，要学好悉昙



 

密教，就要好好记得此种观念也。 

  

(二)、五十一字母总表 

此五十一字母表已出现于「悉昙简介」文章中，还没有学习到发音、书写笔顺

时，于此再复习一次，摩多韵母十二字母，别摩多韵母四字母，五句门(五类声)共

廿五字母，遍口音共十个字母，总共五十一字母，详下表。 

 

  

(三)、摩多韵母内容说明 

1. 对对元音顺抝音分析 

由阿狣 a 根本字母，转化成十二韵母，是为阿狣 a、阿引狣 2、伊珌 i、伊引珂 1、

坞珈 u、污珅 9、噎珫 e、爱玿 ai、污珇 o、奥玾 au、闇珃 a3、恶珆 a`。此十二



 

韵母声分成六对，即如下： 

阿狣 a、阿引狣 2  一对， 

伊珌 i、 伊引珂 1  一对， 

坞珈 u、污珅 9   一对， 

噎珫 e、爱玿 ai   一对， 

污珇 o、奥玾 au  一对， 

闇珃 a3、恶珆 a` 一对。 

以上六对中，前一字母为短音，后一字母为长音，以正纽而发音。六对中由阿

狣 a 根本字母所生十一字是，如前「悉昙介绍」文中所述，故知一即十二，十二即

一。阿狣 a、阿引狣 2、闇珃 a3、恶珆 a`四字，都是由阿狣 a 正纽发音，未有抝音

转音。伊珌 i、 伊引珂 1 一对，正纽发音，未有抝音转音。坞珈 u、污珅 9 一对正纽

发音，未有抝音转音。污珇 o、奥玾 au 一对，正纽发音，未有抝音转音，因 o 是由

au 合读发音而成。另一对噎珫 e、爱玿 ai 也可说是旁纽、抝音而发声。 

  

2.十二韵母同源于阿狣 a 声字 

上述对对字母除自正纽而生短长音外，所有韵母长短音字母都由阿狣 a 字母根

本声音生，也就是说所有韵母字母都由阿狣 a 字母声正纽或旁纽抝音而生，生出其

它十一字母，合共十二韵母字，此理念已于「悉昙简介」中交代。所以狣 a 字母正

纽生出 2、a3、a`，旁纽抝音生出 i、1、u、9、e、ai、o、au 等八音，其旁纽、抝

音原理是 ai→i，ae→e、au→u，…。而因十一韵母中都含有阿 a 声，除长短音不

说外，ia→a、ea→a、ua→a、…，所以说十一字韵母声都与阿 a 字声无别。 

  

3.悉昙字母「界畔」之意义 

界者地域，畔者边缘，「界畔」有族群、地界分野之意。由前述得知，阿狣 a、

阿引狣 2、闇珃 a3、恶珆 a`四字母都是由阿狣 a 根本字母正纽(顺韵音)所生，而闇



 

珃 a3、恶珆 a`两字被放在十六韵母最后两个位置，除有菩提、涅盘果之意外，因

此二字母由韵母音(元音 a)与声元音(子音 m、h)所组成，所以此二字被称为「界畔」，

因为此二字闇珃 a3、恶珆 a`，都含有韵母 a 声，故属于韵母 a 声；又同时此二字

闇珃 a3、恶珆 a`含有声元音如摩、贺(m、h)二音，因此属于子音声母，因此放在

十六字韵母(连别摩多一起算)最后两个字母，之后接下来是五句门廿五字母之声元

音字母，所此闇珃 a3、恶珆 a`两字，上属韵母字母，下又接畔有声母廿五字母，

故说是界于两者之畔，称为「界畔」字母。  

所有悉昙字母群，都含有「界畔」意义于其中，除韵母「界畔」闇珃 a3、恶

珆 a`二字母外，五十一字母之「界畔」为乞洒(叉)k=a 朽，因为乞洒(叉) 朽 k=a

意思为「尽」之意，悉昙字母到第五十一字母时已「尽」了，所以说以乞洒(叉) 朽

k=a 为「界畔」。又若您有学过华严四十二字母，当其界畔为荼丙 7ha，也因此字母

放在最后一字母，而荼丙 7ha 意为无执之义，意思就是说依法修持华严四十二字母

后，要能无执一切相、观其根本不生义，故以荼丙 7ha 作为圆满、结尾义。 

  

4.梵王所传韵母只有八字元音 

尔时太子，既初就学，将好最妙牛头栴檀，作于书板，纯用七宝，庄严四缘，

以天种种殊特妙香，涂其背上，执持至于毘奢蜜多(Vi?vamitra，彩光甲)阿阇梨前，

而作是言：尊者阇梨，教我何书？或复梵天所说之书(今婆罗门书正十四音是)。」又曰：

「尔时，复有五百释种诸臣童子，俱共太子，齐入学堂，学书唱字，以是太子威德

力故，复有诸天神力加故，诸音响中，出种种声：唱阿痦 a 字时，诸行无常，出如

是声；唱伊硁 i 字时，一切诸根门户闭塞，出如是声；唱优竦 u 字时，心得寂定，

出如是声。唱咽腍 e 字时，诸六入道皆证知故，出如是声；唱呜菼 o 字时，当得渡

于大烦恼海，出如是声。」 



 

        以上段经文当知世尊在时，即有婆罗门书，婆罗门书即是梵书。但据云印度历史悠

久，惜无文字可资记载历史古梵文出现时间，至阿育王(a0oka，意译无忧王)时，

始有正式的文字出现，之前似都是用口传，读诵古梵文为主，未有文字记载留传，

就像震旦中国自仓颉造字象形字后始有文字流传。我们去印度朝圣时，见到阿育王石柱上

刻有古梵书文字，故说印度有文字记载源自于阿育王时代，虽世尊已入灭两百六十年后，

阿育王始出世，阿育王时代古梵字是否同于世尊在时之梵文未可知，但依其韵母字

数相同仅五字韵母 (a、i、u、e、o)基本声字，可能世尊住世时已有此相同文字流

传于婆罗门与剎帝利上层社会中。 

据印度鹿野苑历史博物馆中之印度文字历史记载，前离车子时期(pre- licchavi 

period)，即有古梵文(brahmi)，相当于印度孔雀王朝时期。古梵文(brahmi)主流传

于印度上等种性社会中，即是婆罗门与剎帝利两族姓上层社会所使用，婆罗门用于

祭祀，剎帝利学习能与婆罗门沟通，也显示高贵族群。世尊住世当时，在于阿育王

出世之 260 年前时，所以当时古梵文(brahmi)应已面世，但也是仅止于上层社会所

用。一般下阶级人民还是以巴利(pali)文沟通为主，所以世尊讲经说法也是要适应

下阶层民众，主要还是以巴利文讲经为主，所以阿含经大部份以巴利文记述，但后

期世尊说咒语时，都是以古梵文为主的。 

印度孔雀王朝是古印度王朝，自公元前三二一年至前一八四年(B.C.321 - 184)，

计历经一三七年之久，由旃陀罗笈多王（Chandragupta）所建立，其孙为阿育王。

阿育王时期在记念世尊各圣地石柱上所用的古梵文(brahmi)，韵母仅有八个字，即

是阿痦 a、阿引睍 2、伊硁 i、坞竦 u、噎腍 e、污菼 o、闇菞 a3、恶菃 a`。主要

还是以阿痦 a、伊硁 i、坞竦 u、噎腍 e、污菼 o 等五元音，加上阿 a 字声正纽之

三字母，即阿引睍 2、闇菞 a3、恶菃 a`。 

到离车子时期(pro-licchavi period) 古梵文(brahmi)韵母增加至十一字母，除原

有八字外增加某韵母字长音，同时字形亦已作了些许改变。其十一字母之元音为：

阿痝 a、阿引睅 2、伊硭 i、伊引 祴 1、坞竤 u、噎脺 e、爱艵 ai、污菶 o、奥菘 au、



 

闇萑 a3、恶菬 a`。此时期所增加出来的元音是伊引 祴 1、爱艵 ai、奥菘 au 等三

个韵母长音，也就是伊硭 i 、噎脺 e、污菶 o 等长音，是为伊引 祳 1、爱茻 ai 、

奥菿 au 等三字母长音。 

到后离车子时期(Aft-licchavi period)，又增加了污筅 9 长音，同时也增加了别

摩多(n2n2-m2trk2)四字元音纥里絖 4(读音 ri)、纥棃絔 }(r1)、罦 8(li)、嚧胾 p(l1)，

到此时期韵母才正式成为十六字元音。到此后离车子时期各字形又被重新更改过，

惟此种字形是与传入西藏之梵文极相似，但对于我们所熟悉的唐密梵文或传入日本

的梵文而言，此种字形仅稍微接近于北传悉昙古梵文字形而已，因很多字形已被更

改较大些了。其十六韵母字母为：阿痟 a、阿引睊 2、伊硱 i、伊引 祳 1、坞筊 u、

污筅 9、纥里絖 4(读音 ri)、纥棃絔 }(r1)、罦 8(li)、嚧胾 p(l1)、噎脺 e、爱茻 ai、

污萐 o、奥菿 au、闇萆 a3、恶菮 a`。 

我们目前学习大正藏中的悉昙韵母字母为阿狣 a、阿引玅 2、伊珌 i、伊引 珂 1、

坞珈 u、污珅 9、纥里玹 4、纥棃玶}、玵 8、嚧玴 p、噎珫 e、爱玿 ai、污珇 o、

奥玾 au、闇珃 a3、恶珆 a`。 

  

5.古梵字之字形组成的奥密        

从后离车子时期梵字之变化，一直在维持一个原则，就是阿 a 声能显现于各个

转化韵母或者子音字形中，初期此种现象比较不明显。譬如说在前离车子时期所造

之古梵文(brahmi)韵声字母，阿痦 a、阿引睍 2、伊硁 i、坞竦 u、噎腍 e、污菼 o、

闇菞 a3、恶菃 a`，代表阿声音者有「一」、「│」、「◆」。阿痦 a 字中之竖画「│」

为阿 a 声记画，伊硁 i 字中以「◆」为阿 a 声记画，其它字母以「一」为阿 a 声记

画。但到后来梵文学家在制造梵字字形，都充分显示出各字形中都含有阿 a 声影画，

如兰扎体文(ra#jana)、那支城体(nacin2gar1)、城体(n2gar1)、天城体(devan2gar1)

等等，所以在当初梵文北传到中国后，此观念还是很严谨的，各字母形中定要含有



 

阿 a 字声影画。但悉昙字母中有些字已违反此原则，如将叻、卉、斗等字改成无阿

a 声影画，不见阿 a 声影画怎能成声音，此部份在五句门时再详加解释。 

到离车子时期(pro-licchavi period)，其十一字母元音为：阿痝 a、阿引睅 2、伊

硭 i、伊引 祴 1、坞竤 u、噎脺 e、爱艵 ai、污菶 o、奥菘 au、闇 萑 a3、恶菬 a`。

除保持阿 a 声记画「一」、「│」外，使伊硭 i、伊引 祴 1 改变写法，i 可以看出是由

ai→i，古代为表是此理，伊硭 中含有 a、i 影画在，「│」阿 a 声记画，两圆圈％代

表 i 声音，形成 ai 旁纽得 i 之声。其它 ae→e、au→u 等字，亦可看出其组成字阿 a

声影画在。 

到后离车子时期(Aft-licchavi period)，世尊住世同时增加了别摩多(n2n2-m2trk2) 

纥里絖 4(读音 ri)、纥棃絔 }(r1)、罦 8(li)、嚧胾 p(l1)等四字元音于咒语中，到此时

期才正式将韵母改曾为十六字韵母音。此时期四别摩多正式列入字母表中，但一般

相信此四别摩多世尊住世时已存在，可能是祂提出来的，未被一般婆罗门所接受，

到后离车子时期听说国王以行政命令教大臣等列入，此时期韵母声正式成为十六字

母，其十六韵母字母为：阿痟 a、阿引睊 2、伊硱 i、伊引 祳 1、坞筊 u、污筅 9、

纥里絖 4(读音 ri)、纥棃絔 }(r1)、罦 8(li)、嚧胾 p(l1)、噎脺 e、爱茻 ai、污萐 o、

奥菿 au、闇萆 a3、恶菮 a`。此十六韵母中，除伊硱 i、伊引 祳 1、罦 8(li)、嚧

胾 p(l1)四字母外，皆可分辩其字形中全有阿 a 声影画(横画、点画)，伊硱 i、伊引 祳

1 两字母的阿 a 声影画在于下点桮 ，上面两圆圈、三圆圈是代表 i、1 声影画。所以

一切字形、字声，离不开阿 a 字声，十二转音与别摩多亦不能例外，下述五句门或

九遍口音亦复如是，离不开阿 a 字声，各字形中亦会涵有阿 a 字声影画、点画等。 

  

6.十六韵母之字义 

要学悉昙行者，不仅要能认识悉昙字形、字声，还要好好认识悉昙字义。下面

是十六韵母声之字义，请好好背熟，以备以后能利用于悉昙修持上，或咒语认识字



 

义上。前面以大正藏字形列出，后面所附为后离车子时期字形亦同列出，以做为时

代变化影响到字形的变异过程。 

狣阿 a：「无」、「不」、「非」也。阿字者是一切法教之本，凡最出开口之音皆有

阿声。若离阿声则无一切言说，故为众声之母，又为众字之根本。又一切诸法「本

不生义」，内外诸教皆从此字而出生也。(阿 痟 a)(后离车子时期古梵文(brahmi)字

形) 

玅阿引 2：一切诸法「寂静」不可得义。(阿引睊 2) 

珌伊 i：一切诸法「根」不可得义。(伊硱 i) 

珂伊引 1：一切诸法「灾祸」不可得义。(伊引 祳 1) 

珈坞 u：一切诸法「譬喻」不可得义。(坞筊 u) 

珅污引 9：一切诸法「损减」不可得义。(污筅 9) 

玹哩 4(ri) (弹舌呼)：一切诸法「神通」不可得义。(纥里絖 4(读音 ri)) 

玶哩引}(r1)(弹舌去声呼)：一切诸法「类例」不可得义。(纥棃絔 }(r1)) 

玵 8(li) (弹舌去声)：一切诸法「染」不可得义。(罦 8(li)) 

玴嚧引 p(l1) (弹舌长声)：一切诸法「沉没」不可得义。(嚧胾 p(l1)) 

珫曀 e：一切诸法「求」不可得义。(噎脺 e) 

玿爱 ai：一切诸法「自相」不可得义。(爱茻 ai) 

珇污长 o：一切诸法「瀑流」不可得义。(污萐 o) 

玾奥去引 au：一切诸法「化生」不可得义。(奥菿 au) 

珃闇 a3：一切诸法「边际」不可得义。(闇萆 a3) 

珆恶 a`：一切诸法「远离」不可得义。(恶菮 a`) 

  

7.悉昙韵母字义偈诵句              

古德为便于记忆各悉昙字母，常做些偈语以利背诵，底下先把韵母部份列出，

读者有空没空，都要把此偈语背熟，以后才能一见悉昙字母，便知其「世间意」，观

其实相就能导入「不可得义」。下图表第一行是单字偈语，第二行是梵字发音，第三



 

行是罗马发音，第四行是古汉字发音，请各自理解后背诵于心，有利于以后悉昙的

学习。若单字偈语看不懂其意，请看上面(6)项整句的意思说明。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