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字与般若

———试论梵语声字在般若经典中的形态与功能

周广荣

梵语“阿剎罗” ( ak ara) 一词在印度古代文化背景中具有哲学、语言学两个方面的意义。

从哲学层面言之，ak ara 一词具有不灭、不朽之义，因而用来指称常住不灭的终极存在; 就语言

学层面而言，其义项为不可分析、不可拆分之义，通常指音节、字母，即梵语言文字最根本的拼

读、书写单位。在汉译佛典中， “阿剎罗”通常被译作声字、字、字本、字母，以陀罗尼、真

言、明、咒、秘密语等形式，在以 《般若经》为代表的大乘佛教经典中有广泛应用。在早期般

若经典中，声字是以陀罗尼的形式出现的。六、七世纪以后，随着秘密佛教的兴起，梵语声字在

新出现的般若类经典中应用的更为普遍，其形态也更为多样，其功能也越来越丰富。从梵语声字

的前后变化中，可以看出它在般若经典的形态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样化的过

程，其功能与属性也经历了一个由方法到本体，即由方便到究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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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般若经》在佛教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最早成立的大乘佛典，是大乘佛教成立的

标志。它又是成立时间跨度最久的佛典，从早期的八千颂般若到晚出的 《一字般若》，其时间跨

度或达一千二、三百年。它还是规模最大的佛典，此经总有十六会，其汉译本达六百卷，除此之

外，尚有《了义般若》《帝释般若》《小字般若》《佛母般若》等多种，是卷帙浩博的丛书式佛

典。它更是义理最为丰富的大乘经典，明末憨山大师说，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我们也可以

说不读般若则不知佛家之汪洋幽玄。缘于般若经典的上述特点，要完整、准确把握其教义体系，

殊非易事，因此全面探究般若经典教义体系的著述非常有限，在汉传佛教史上仅有明代藕溢智旭

《阅藏知津》卷、清代葛 《般若纲要》作提要钩玄，近人欧阳渐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叙》述

其要旨。本文试图从梵语声字在般若经典中的形态、功能与应用入手，揭示佛教语言文字观念的

变化、般若经典的发展，乃至整个佛教的发展趋势。

这里所说的声字指的是梵语 “阿剎罗” ( ak ara) 一词。在印度古代文化背景中，这个词语

具有哲学、语言学两个层面的意义。从哲学层面言之，阿剎罗一词具有不灭、不朽之义，因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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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指称常住不灭的终极存在; 就语言学层面而言，其义项为不可分析、不可拆分的梵语言文字单

位，即音节、字母等。在印度宗教文献中，这两种义项往往是统一的，比如对印度弥曼差派、吠

檀多派中的声论学派或称声常住论者 (S' abdanityatāvādin) 而言，世界的本源即来自 o爞 这个音，

它被称为声梵 ( abdabrahman) ，是最重要的声字，又是创生世界的终极实在。因此，ekāk ara 一

词既可以理解为不灭的唯一，也可以指代单音节。对声论者而言，o爞， abdabrahman，ekāk ara，

pra爟ava ( 圣音) 四个词语所指的皆为创生世界的终极之音。
声字这种声义互举的情形也见于佛教经典中。如 《大乘大般涅槃经》 ( Mahāyāna-Mahā-

parinirvā爟a-sūtra) “文字品” ( var爟a /ak ara parivarta) 即运用声字的语言与教理的双重属性，诠

表涅槃之义: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 世尊! 所言字者，其义云何? 善男子! 有十四音名为字义。所言字

者，名曰涅槃，常故不流，若不流者，则为无尽。夫无尽者，即是如来金刚之身。是十四音

名曰字本。”①

经文中所说的不流 ( 常) 、无尽 ( 金刚) 、字、字本、音都可以从 ak ara 的双重义项中获得准确

地理解。唐代惟谨《大毘卢遮那经阿阇梨真实智品中阿阇梨住阿字观门》有云: “梵有二音，一

名阿剎啰，是根本字，亦名不动义，不动者是菩提心义。”② 这也是对声字双重义项的准确解释。
在汉译佛典中，阿剎罗通常被译作声字、音、字、字本、根本字、字母等，以陀罗尼、真

言、明、咒、秘密语等形式，在以《般若经》《华严经》《大般涅槃经》等为代表的大乘佛教经

典中有广泛应用。不过，其形态、属性、功能与应用在不同的经典、不同的时期都有显著的差

别，本文拟就声字在不同时期的大乘般若经典的形态与功用作些讨论。

二、早期般若经典中的陀罗尼与四十二字门

在早期般若经典中，声字是以陀罗尼的形式出现的。《大般若经》开篇即以陀罗尼门、三摩

地门作为大乘菩萨所具备的功德或修习的法门，故《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 “初分缘起品”
第一之一开篇即云:

如是我闻: 一时，薄伽梵住王舍城鹫峯山顶，与大苾刍众千二百五十人俱，皆阿罗汉，……
复有无量无数菩萨摩诃萨众，一切皆得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住空、无相、无分别愿，已得

诸法平等性忍。③
在接下来的经文中，与十方诸佛对谈的十位菩萨，即普光、离忧、行慧、胜授、离尘勇猛、莲花

手、日光明、宝胜、莲花胜、喜授，从诸佛教赐，请往堪忍世界，观礼、供养释迦牟尼如来及菩

萨众，得无碍解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神通自在。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陀罗尼门与三摩地门是

菩萨修行中必备的基本功德。龙树《大智度论》在解释这段文字时即明确指出 “以得诸陀罗尼、
三昧及忍等诸功德故，名为菩萨摩诃萨”。《大般若波罗蜜经》卷五十六 “初分赞大乘品”第十

六之一更把三摩地、陀罗尼门作为大乘佛法的重要标志: “复次，善现! 如是大乘当知即是三三

摩地，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复次，善现! 如是大乘当知即是文字陀罗尼等一切陀罗尼门。”④
何谓陀罗尼门? 何谓三摩地门，二者在早期般若经中具于什么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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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罗尼，梵文作 dhāra爟ī，dhāri爟ī，来自梵文词根√dhr． ( 执持、拿着) ，意译总持、能持、
能遮。龙树《大智度论》卷五释云: “云何陀罗尼? 答曰: 陀罗尼，秦言能持，或言能遮。能持

者，集种种善法，能持令不散不失，譬如完器盛水，水不漏散。能遮者，恶不善根心生，能遮令

不生，若欲作恶罪，持令不作。是名陀罗尼。”① 根据龙树的解释，可以把陀罗尼理解为摄持佛

教正法、遮持不善法的慧念 ( smr． ti) 之力。②
在早期的佛典中，与陀罗尼类似的词已出现。巴利藏 《毗奈耶经》载: “学文字，学忆持，

为守护 而 学 咒 文，……不 犯。”③ 此 处 的 “持”，或 译 执 持、总 持，音 译 为 陀 罗 那，梵 语 作

dhāra爟a，是一种淬练心智的修行法门。在此之前，或与之同时，印度六派哲学中的瑜伽派把

“持”或“忆持”视为瑜伽八支之一，把它与禅那 ( dhyāna) 、三摩地 ( samādhi) 视为八支中的

内三支，即精神层面的修行法门，称为“总御” ( samyama) 。④ 在瑜伽修行实践中，这三种法门

是依次递进的观想法门，陀罗那是第一步，即摒除外界干扰，将注意力集中到所要观想的对象上

面。其对象或为一种，或为多种，注意力集中于对象之上，心不散乱，故言总持。第二步为禅

那，或译为禅，义作止寂，静虑，观想者的注意力集中于对象的某一点上，注意力进一步集中，

是更深层次的观想状态。最后的三摩地，或称三昧，义作等持、定，是最深层次的观想。在这种

状态下，观想者与对象达到平等一如的无分别状态，无观者，无所观，即所谓物我两泯的深层入

定状态。⑤ 我们不妨从能观 ( 观想者，我) 与所观 ( 境) 的关系阐述三者的差别，即陀罗那是

有我之境，禅那是无我之境，三摩地是无我无境的俱泯状态。
与瑜伽派的修行实践相类，《般若经》也把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并举，作为大乘菩萨修行的

标志性法门，而且把陀罗尼、三摩地、忍等作为由浅入深的修行次第。龙树认为，就其法性而

言，陀罗尼法门 “或心相应，或心不相应，或有漏，或无漏，无色，不可见，无对，一持，一

入，一阴摄，法持，法入，行阴，九智知 ( 丹注云: 除尽智) ，一识识 ( 丹注云: 一意识) ”⑥，

尚处于心智修行的初始阶段。三摩地门，即三昧，包括空、无相、无作三种三昧，“思惟近涅盘

故，令人心不高不下，平等不动”，为 “第一实义实利，能得涅槃门”⑦，是陀罗尼法门的深化

与提升。简单地说，陀罗尼法通染静，三摩地门跡近涅槃，二者是方便与解脱的关系。⑧
就陀罗尼的外在相状而言，陀罗尼通常是以不同的声字组合形式出现，如无著 《显扬圣教

论》 ( Prakara爟āryavācā- āstra) 卷三谓: “若欲略说陀罗尼相者，谓诸菩萨成就字类，通达于名

句文身，如意自在，得如是种类念持之力。”⑨ 因此，《般若经》在言及陀罗尼的命名时，往往

从音声、言语与文字着眼，如闻持陀罗尼、入音声陀罗尼等: “若人欲得所闻皆持，应当一心忆

念，令念增长，……所闻皆持不忘，如是等名闻持陀罗尼门。复次，菩萨闻一切音声语言，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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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末，观其实相，……是名入音声陀罗尼。”① 更有以声字之数划分其类别，“一字门者，一字

一语，如地名浮。二字门者，二字一语，如水名阇蓝。三字门者，如水名波尸蓝，如是等种种字

门”。②《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八十一 “初分诸功德相品”第六十八之三亦详列不同字

数的陀罗尼门: “善男子! 汝应善学引发诸字陀罗尼门，谓应善学一字、二字、三字、四字、五

字、六字、七字、八字、九字、十字，如是乃至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九十、若百、若千乃至无数，引发自在。”③

在 《般若经》中的所有陀罗尼中，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则是被称为文字陀罗尼门的四十

二字门。四十二字门的相关内容分别见于 《般若经》卷第五十三 “初分辩大乘品”第十五之

三、卷第四百一十五第二分念住等品第十七之二、卷第四百九十第三分善现品第三之九，即十

六会 《大般若经》中的初会、二、三会，系世尊为须菩提 ( 善现，) 分辨大乘空义，所讲的内

容基本相同，都把四十二字门作为 “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之一，通过对四十二字受持、读

诵、通利、解说，悟入诸法空义。为了对四十二声字及其诠表教义有相对清晰地了解，今列其

经文如下:

复次，善现! 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谓诸文字陀罗尼门。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 世

尊! 云何文字陀罗尼门? 佛言: 善现! 字平等性、语平等性，言说理趣平等性入诸字门，是

为文字陀罗尼门。世尊! 云何入诸字门?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
入 字门 ( a) ，悟一切法本不生 ( anutpanna) 故。
入洛字门 ( ra) ，悟一切法离尘垢 ( rajas) 故。
入跛字门 ( pa) ，悟一切法胜义 ( paramārtha) 教故。
入者字门 ( ca) ，悟一切法无死生 ( cyavana /cavana) 故。
入娜字门 ( na) ，悟一切法远离名相 ( nāma) 无得失故。

入砢字门 ( la) ，悟一切法出世间 ( lokottīr爟a) 故，爱支因缘 ( tr． 爟ālatā-hetu-pratyaya)

永不现故。
入柁字门 ( da) ，悟一切法调伏寂静真如平等无分别故 ( dānta-damatha-paricchinna) 。
入婆字门 ( ba) ，悟一切法离系缚 ( bandha) 故。
入荼字门 ( a) ，悟一切法离热矫秽 ( ama) 得清净故。

入沙字门 ( a) ，悟一切法无罣碍 ( a爞ga) 故。

入缚字门 ( va) ，悟一切法言音道 ( vākpatha-gho a) 断故。

入 字门 ( ta) ，悟一切法真如 ( tathatā) 不动故。
入也字门 ( ya) ，悟一切法如实 ( yathāvat) 不生故。

入瑟咤字门 ( a) ，悟一切法制伏任持相 ( stambha) 不可得故。

入迦字门 ( ka) ，悟一切法作者 ( kāra /kāraka) 不可得故。
入娑字门 ( sa) ，悟一切法时平等性 ( samatā) 不可得故。
入磨字门 ( ma) ，悟一切法我及我所性 ( mamakāra) 不可得故。
入伽字门 ( ga) ，悟一切法行取性 ( gagana) 不可得故。
入他字门 ( stha) ，悟一切法处所 ( sthāna) 不可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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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阇字门 ( ja) ，悟一切法生起 ( jāti) 不可得故。
入湿缚字门 ( va) ，悟一切法安隐性 ( vāsa) 不可得故。
入达字门 ( dha) ，悟一切法界性 ( dharmadhātu) 不可得故。
入舍字门 ( a) ，悟一切法寂静性 ( amatha) 不可得故。
入佉字门 ( kha) ，悟一切法如虚空性 ( khasamata) 不可得故。
入羼字门 ( k a) ，悟一切法穷尽性 ( k ara / k aya) 不可得故。
入萨 字门 ( sta) ，悟一切法任持处非处令不动转性不可得故。
入若字门 ( ja) ，悟一切法所了知性 ( sarvaja) 不可得故。
入辣他字门 ( rtha) ，悟一切法执着义性 ( artha) 不可得故。
入呵字门 ( ha) ，悟一切法因性 ( hetu) 不可得故。
入薄字门 ( bha) ，悟一切法可破坏性 ( bhan． ga) 不可得故。
入绰字门 ( cha) ，悟一切法欲乐 ［Skt． chanda? ］ 覆性不可得故。
入飒磨字门 ( sma) ，悟一切法可忆念性 ( smara爟a) 不可得故。
入嗑缚字门 ( hva) ，悟一切法可呼召性 ( hvna) 不可得故。
入蹉字门 ( tsa) ，悟一切法勇健性 ( utsha) 不可得故。
入键字门 ( gha) ，悟一切法厚 ( ghana) 平等性不可得故。
入搋字门 ( ha) ，悟一切法积集性 ( vi hapana) 不可得故。
入孥字门 ( 爟a) ，悟一切法离诸喧诤 ( ra爟a) ，无往无来行住坐卧不可得故。
入颇字门 ( pha) ，悟一切法遍满果报 ( phala) 不可得故。
入塞迦字门 ( ska) ，悟一切法聚积蕴 ( skandha) 性不可得故。
入逸娑字门 ( ysa) ，悟一切法衰老性相不可得故。
入酌字门 ( ca) ，悟一切法聚集足迹 ( Skt. cary) 不可得故。
入咤字门 ( a) ，悟一切法相驱迫 ( a爞kār． a) 性不可得故。
入择字门 ( ha) ，悟一切法究竟处所 ( ha爞kāra) 不可得故。①

略如上列，四十二字门是以四十二个声字 ( 音节) 依次悟入种种法义，诸种法义皆以无所得而
为方便，故皆以遮诠的方式，诠表种种不可得之义，以悟入法空边际，即大乘空义。声字与所诠
法义的关系，是建立在每一法义中的关键词中都含有相应的声字，即所谓 “因字有语，因语有
名，因名有义”② 这种通过声字 ( 音节) —关键词—文句的表述方式，在以口耳相承为主要经
典传承方式的印度，有非常久远的传统。早在吠陀时代，传承经典的婆罗门祭司通常把吠陀经典
析为单个的声字，通过声字符串联起经典语句，记住了这些声字，也就能够持念相关的经典。在
《奥义书》中，就有很多通过声字联贯经典文句的例子。继之而兴起的弥曼差学派，更把单个的
声字 ( var爟a) 而非完整的句子，作为经典传承的基本单位，因之此派又称为 “声 论 学 派”
( var爟avāda) 。③ 因此，四十二字门的这种音义 ( 声字与教法) 诠表关系应该是印度相沿已久的
传统。

对四十二字门的语音性质，龙树 《大智度论》载云: “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因字有
语，因语有名，因名有义。菩萨若闻字，因字乃至能了其义，是字初阿后荼，中有四十。”从
龙树的释文中可以推测，作为一切字根本的四十二字应该是派生言语文字的根本字母。玄奘译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七十第二分 《众德相品》的一段经文中，即明确称之为 “本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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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 mātr． kā-var爟a) 。① 意谓以此为母，可以拼合派生出种种语句。因此，四十二字应该是一种

字母表。不过，对四十二字母的流行地域与应用情形，古今论者颇有争议。龙树在解释四十二字

诠表的教义时，常以南印度的方言，如 “若闻荼字，即知诸法不热相。南天竺荼阇他，秦言不

热” ( d． ajjha爞da = G Dhp. d． ajama爟a) ， “若闻他 ( 土荼反) 字，即知诸法无住处。南天竺他那，

秦言处” ( Pkt. h爟a = Skt. sthna) 。因此，近人印顺法师由此判断，四十二字门应出自南印度，

是南印度方音系统，相应的二万五千颂 《般若经》也应该编撰于南印度地区。② 近代以来，欧

美佛教研究者利用中亚与西北印度出土的种种写本，对四十二字母的来源问题作过不少研究，目

前已经达成相对一致的认识，即由美国华盛顿大学专门研究犍陀罗语 ( 佉卢文) 的邵瑞祺

( Ｒichard Saloman) 所提出的，四十二字母出自古代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地区，主要以佉卢文书写。
他利用在犍陀罗及中亚地区发现的佉卢文与于阗文写本，尤其是师徒教授佉卢文 arapacana 的雕

塑，证实四十二字门作为犍陀罗语根本字母或字母表的可靠性。③
就四十二字门诠表的教义而言，基本都按照“入某字门，悟一切法……故”，尤其是 “入某

字门，悟一切法……性不可得故”式的套语，即通过字门 ( 声字) 悟入一切法的性相或性相不

可得为方便，悟入般若空义。④ 四十二声字诠表的四十二教理之间是否有内在关联、次第抑或内

在的逻辑，尚不清楚。值得注意的是，经文在通过遮诠的方式对诸法性相的列举后，指出佛法过

一切名字，为无字法，即所谓言音道断，不着言语文字。这种藉声字言语悟入实相与真际的方

式，在《蛙氏奥义书》 ( Mā爟 ūkya Upani ad) ，亦有类以的诠表方式，如对 o爞 音节中蕴含的奥义

亦作了形而上的阐发，指出 “o爞 是一切，一切是梵，梵是自我，自我四足”，从四个方面探求

其形上奥义。

Om

四足 意识状态 名称 音素 释义

第一足 觉醒 一切人 a
或出于获取 ( āpti) ，或出于位居第一 ( ādimattva) ; 明乎此，可以获得一

切愿望，成为第一。

第二足 睡梦 光明 u
或出于提高 ( utkar爟a) ，或出于双重性 ( ubhayatva) ; 明乎此，可以提高

智慧，成为平等者

第三足 熟眠 具慧 m
或出于建立 ( miti) ，或出于淹没 ( apti) ; 明乎此，可以建立一切，淹没

一切

第四足 第四 第四 不可言说，灭寂戏论，吉祥不二。

其中的第一、二、三足皆通过 a、u、m 三字诠表相应的法义，其第四足则通过无声之字诠

表 o爞“不可言说，灭寂戏论，吉祥不二”的真如之义。《蛙氏奥义书》产生的年代约在公元前

后，与二万五千颂《般若》出现的年代相近。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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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言，藉四十二字门可以悟入法空边际，诸法空义或称诸法实相亦借此字门方得显了。
除此之外，通过受持、读诵、解说此四十二字门，可以获得二十种殊胜功德:

谓得强忆念，得胜惭愧，得坚固力，得法旨趣，得增上觉，得殊胜慧，得无碍辩，得总

持门，得无疑惑，得违顺语、不生恚爱，得无高下、平等而住，得于有情言音善巧，得蕴善

巧、处善巧、界善巧，得缘起善巧、因善巧、缘善巧、法善巧，得根胜劣智善巧、他心智善

巧，得观星历善巧，得天耳智善巧、宿住随念智善巧、神境智善巧、死生智善巧，得漏尽智

善巧，得说处非处智善巧，得往来等威仪路善巧。善现，是为得二十种殊胜功德。善现，若

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所得文字陀罗尼门，当知是为菩萨摩

诃萨大乘相。①
上述二十种功德主要立足于言语、心智，以及诸种法相的觉悟与种种心智的善巧。

三、陀罗尼与咒语的合流及结集

八千颂《般若经》中盛赞般若波罗密多时，即称其为大明咒、无上咒与无等等咒:

佛言: 如是，如是! 憍尸迦! 般若波罗蜜是大明呪，般若波罗蜜是无上呪，般若波罗蜜

是无等等呪。何以故? 憍尸迦! 过去诸佛，因是明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未来诸佛，

亦因是呪，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今十方现在诸佛，亦因是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

菩提。②
也就是说，在 《般若经》刚成立时，经文即以种种咒语比况般若波罗密多之盛德，在后出的

其他各品中亦多次出现类似的内容。之所以咒语比况般若波罗密多之功德，显然与在印度源

远流长、功德甚著的咒语即曼陀罗传统密不可分。藉助今存梵语写本佛典，《小品般若》中

的大明咒 ( mahāvidya-mantra ) 、无 上 咒 ( anutara-mantra ) 、无 等 等 咒 ( asamasama-mantra ) 中

的咒皆为梵语 mantra 一词的义译。在后出的汉译佛典中，mantra 通常音译作曼怛罗，或意译

作真言。
从字源学角度来看，mantra，由动词词根√man 与后缀-tra 组成。√man 意 为 思 想，思

考，思虑，观想等。后缀-tra，作为一个中性词，表示工具，或事件发生的处所。将词根与

后缀合起来，即是思考或思维的工具。在吠陀时代，真言指吠陀本集中婆罗门祭祀唱诵的韵

文。在婆罗门看来，真言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它与梵天等同，常住不变，是世间万物

的起源，是婆罗门与神灵交流的工具，具有超世间的威力 ( sakti ) 。在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

时期，佛教对婆罗门教所推崇的真言教法是持排斥态度的，禁止佛门僧徒学习婆罗门声论学

派的种种梵语念诵法与相关伎艺。只是从大乘佛教兴起的公元前后，也就是 《小品》般若兴

起的时期，才开始对以真言为代表的婆罗门教 ( 尤其是弥曼差派) 的声论传统予以关注，将

其作为传播佛教的方便法门，此举正好开启了佛教融摄、吸收婆罗门教声论传统的先声。龙

树在解释以明咒譬况般若的原因时，也指出大乘佛教是为随顺、超越婆罗门教即外道圣人的

权宜之法:

问曰: 释提桓因何以故名般若为大明呪?

答曰: 诸外道圣人有种种呪术，利益人民。诵是呪故，能随意所欲使诸鬼神。诸仙

人有是呪故，大得名声，人民归伏。贵呪术故，是以帝释白佛言，诸呪术中，般若波罗

蜜是大呪术。何以故? 能常与众生道德乐故。余呪术乐因缘，能起烦恼，又不善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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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三恶道。
复次，余呪术能随贪欲、瞋恚自在作恶; 是般若波罗蜜呪能灭禅定、佛道、涅盘诸着，

何况贪、恚粗病! 是故名为大明呪、无上呪、无等等呪。复次，是呪能令人离老、病、死，

能立众生于大乘，能令行者于一切众生中最大，是故言大呪。能如是利益故，名为无上。先

有仙人所作呪术，所谓能知他人心呪，名抑叉尼; 能飞行变化呪，名揵陀梨; 能住寿过千万

岁呪，于诸呪中无与等。①

抑叉尼咒 ( yak i爟ī-mantra?) ②、揵陀梨咒 ( gandhāri-mantra，持地咒) 都是婆罗门教功效显著、

影响巨大、流传久远的咒语。尽管如此，《小品》中的般若咒术也仅仅是譬喻的说法，事实上早

期般若经典对婆罗门教的持咒、行咒之法仍是排斥的，如 《般若经》第一会即上品般若中仍对

咒术、占相之法持反对态度:

复次，善现! 若不退转位菩萨摩诃萨，成就无上菩提作意，常不远离大菩提心，为净命

故不行呪术、医药、占卜诸邪命事，不为名利呪诸鬼神令着男女问其凶吉，亦不呪禁男女、
大小、傍生鬼等现希有事，亦不占相寿量长短、财位、男女诸善恶事，……何以故? 善现!

是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自相皆空，自相空中不见有相，不见相故远离种种邪命、呪术、医

药、占相，唯求无上正等菩提，究竟利乐诸有情类。③
咒语出现并广泛应用于佛典中大约是在公元三到五世纪间的事情，其时约当印度的笈多王朝时

代，梵语文学的创作、传承与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弥曼差派的声论传统，尤其是以伐致柯

利 ( Bhartr． hari) 为代表的梵语学者，从本体论意义探讨梵语言文字的真实常住属性，即所谓

“声常住论”或“常声说” ( spho avāda) ，在当时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以无著世亲为代表的佛

教徒对真言咒语亦融摄吸纳，将真言经咒应用于佛教经论之中，也就是佛教经论中开始出现种种

不同形式咒语，其中最为典型的即是陀罗尼咒语 ( dhāra爟ī-mantra) 的出现，并成为陀罗尼四大

部类之一:

云何菩萨妙陀罗尼? 当知如是妙陀罗尼略有四种: 一者法陀罗尼，二者义陀罗尼，三者

呪陀罗尼，四者能得菩萨忍陀罗尼。……云何菩萨呪陀罗尼? 谓诸菩萨获得如是等持自在，

由此自在加被，能除有情灾患，诸呪章句，令彼章句悉皆神验，第一神验无所唐捐，能除非

一种种灾患。是名菩萨呪陀罗尼。④
在《瑜伽师地论》中，大乘佛教中的种种陀罗尼明确被分为法、义、咒、忍四部，意味着陀罗

尼在佛教中的应用，以及佛教僧众对陀罗尼的认识 ( 诸如其形态、功能与类别) ，都已达到相对

成熟的阶段。在早期般若经典中，虽然提及为数甚多的陀罗尼，比如常见的四十二文字陀罗尼、
闻持陀罗尼、分别知陀罗尼、入音声陀罗尼等，略说有五百陀罗尼，广说则有无量陀罗尼。⑤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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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得是陀罗尼者，一切语言诸法耳所闻者皆不忘失。是名闻持陀邻尼。复有分别知陀罗尼，得是陀罗尼

者，诸众生诸法大小好丑分别悉知，如偈说: 诸象马金，木石诸衣，男女及水，种种不同，诸物名一，贵

贱理殊，得此总持，悉能分别。复有入音声陀罗尼，……分别诸法地陀罗尼，明诸法义陀罗尼。如是等略

说五百陀罗尼门，若广说则无量，以是故言诸菩萨皆得陀罗尼。”《大正藏》第 25 冊，第 96 页。



义呪忍四类陀罗尼分类法的出现，标志着大乘佛教的陀罗尼开始与婆罗门教或印度教徒使用的咒语

融和，这是新兴起的大乘瑜伽学派为应对笈多王朝时代印度教的全面复兴，尤其是针对以伐致柯利

为代表的声论者所推动的宗教语言神学的勃兴而做出的革新。受此风习影响，般若经典中亦开始出

现多种形式的陀罗尼咒语，如月婆首那所译《胜天王般若经》 ( Pravara-deva-rāja-paripr． cchā) 卷五

“无所得品第八”所载般若波羅蜜神呪法门，即有如是陀罗尼:

多侄他 阿吼罗 ( 理我反，下悉同) 吼罗婆 ( 蒲我反，下悉同) 底 ( 都履反，下悉

同) 厚罗拏 ( 弩假反，下悉同) 莎臼茶 ( 杜假反) 柘柘柘柘柘 祢 ( 宁履反，下悉同)

富拏簉多 ( 覩饿反，下悉同) 叉多 叉延多叉也莎摩 ( 暮舸反，下悉同) 奢摩祢柯罗瓯

楼瓯楼婆底杞 ( 枯履反) 罗婆底金 ( 季侵反) 阿毘 ( 彭履反) 奢底祢莎罗祢 阇 摩

底 阿婆柂祢婆柂跋多跋多羺莎履裒多羺悉蜜履底 提婆多羺悉蜜履底。若龙、夜叉、干闼

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一切众生皆得安隐。①
此陀罗尼又称大神咒，能使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一切众生

皆得安隐，消灭怨贼恶难魔障。
到公元 6 世纪中期出现的《金刚大道场经》，即把般若经中的陀罗尼咒都为一处，编集成立

“般若部”，收录编排当时般若经典中的种种咒语。 《金刚大道场经》或称 《金刚大道场神咒

经》，是大明咒藏之少分，被称为“陀羅尼三昧神呪法印坛等祕密法藏”或“总持三昧神呪法印

坛等秘密法藏”②，是后来各系秘密成就法门的基础。它所宣说的内容被称为 “陀罗尼印坛法

门”，为“众经之心髓，引万行之导首。宗深秘密，非浅识之所知; 义趣冲玄，匪思虑之能测。
密中更密，无得称焉。”③ 《金刚大道经》所载各系密法包括了咒法、印法与坛法三项基本要素，

即陀罗尼法、母陀罗法与曼荼罗法。可以说，正是此三种法门的相互结合，互为表里，才摧生了

秘密佛教的诞生。
从唐代阿地瞿多 ( Atikū a，无极高) 据 《金刚大道场经》编译的 《陀罗尼集经》卷第三

《般若波罗蜜多大心经》中可见其仿佛。经文中收录了九种咒法，依次为般若无尽藏印呪、大神

呪、般若波罗蜜多聪明陀罗尼、般若大心陀罗尼、般若小心陀罗尼 ( 两种，内容有别) 、般若心

陀罗尼、般若闻持不忘陀罗尼、请十六药叉大将真言。今依林光明先生编修 《新编大藏全咒》
第 4 册所载④，列诸咒名称、形态 ( 转写) 、功能与经典出处于下。

名称 形态 功能 经典出处

般若无尽藏陀罗尼咒

( 般若眼咒、般若根

本 咒、金 剛 般 若 心

咒)

Namo bhagavati prajāparamitaya /o爞r
．

idehi /

ri rutabhi aya svāhā/ /

出生无量无尽修多罗藏; 诵习

此印咒，方能行余般若法; 照

了一切般若波罗蜜法; 摧灭一

切障碍，住 持 一 切 诸 佛 菩 萨

功德

玄奘译《大般若波

罗蜜多经》卷第四

百四十九第二分转

不转品第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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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大正藏》第 8 冊第 713 页。依林光明《新修大藏全咒》第 12 冊所载 ( 台北: 嘉丰出版社，2001 年版，第 512 －

513 页) ，此段咒文转写为: Tad yathā，ā hula hula bati / hulara爟ā / saku 爟a / ca ca ca ca ca / ni ura爟ā / k uta

ksata / k aya ak aya / ama amanikar
．
ā / hā hula hula bati / bilabati / kina abhi iti /nissara爟ī / ja ja ja ja mati /

aba a / bartabartānusāri爟i / bhutanu smr
．
ti / hemānu ānu smr

．
ti / ho devānusmrti / ho nāgānā爞 / yak 爟ā爞 /

gandharvānā爞 / mahorāgānā爞 / svastir bhavatu.
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卷三，《大正藏》第十八册，第 885 页。
玄楷: 《佛说陀罗尼集经翻译序》，《大正藏》第十八册，第 785 页。
林光明编修《新编大藏全咒》第 4 册，台北: 嘉丰出版社，2001 年版，第 43 － 53 页。



书书书

续表

名称 形态 功能 经典出处

大般若波罗蜜多陀罗

尼( 大 般 若 咒、大 神

咒)

Namo bhagavati / mahāprajāparamitaya /pak

itibasaraya / aparamitagu爟aya / sarvatathāgata /
parapūjadhaya / sarvatathāgata /nujata nujata /
pijadhya / tad yathā / praj爟ā praj爞ā
mahaprajā-prajā-pābakari / prajālokagari /
andhakara / pita ma爞i / siddhi susiddhi /
siddhyanaduma爞 / bhagavati / saba爞ga
sundhari / bhagatipasari / prasvaritahajiti /
samasvabhagari / bodhi bodhi buddhaya / cidi
cidi ka爞pa ka爞pa / kara kara / cara cara /
apa apa / aksa aksa / bhagavati /
mabila爞bha svāhā / /

救拔生死大苦，灭一切障，疾证

无上正等菩提。
《理 趣 般

若》第一咒

般若波罗密多聪明陀

罗尼( 小般若波羅蜜

多神呪、十方一切諸

佛母呪)

Namo bhagavati / nama mahāprajāparamita

ya / tad yathā / munidharme /san
．
grahe dharme /

anugrahe dharma / bimukti dharme /
sadānugrahe dharme / bai rama爟a dharme /
samanta anuparivartana dharme / gu爟agra

hasan
．
grahe dharme / sarvatra anugatadharme

/ sarva ghara parivarta dharme / smr． ti a

apramu ana dharme svāhā / /

为诸佛母，能灭一切罪，常见诸

佛，得宿 住 智，疾 证 无 上 正 等

菩提。

《理 趣 般

若》第二咒

般若大心咒
tad yathā / gate gate / pāra-gate /
pārasa爞gate bodhi svāhā / /

与大心印，通用于一切坛法 《心经》

般若小心陀罗尼
tad yathā / gate gate / pāramitā-gate /
prajāte svāhā / /

用小心印，通一切用。

般若心陀羅尼 tad yathā /smr． ya smr． ya / re a svāhā / / 用奢摩 他 印，得 不 忘 力，闻 持
一切。

般若闻持不忘陀罗尼 namo bhagavati / prajāpāramitāya / tad
yathā / riye / riye / riye / riyasya svāhā / /

消除业障，所闻正法总持不忘，
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理 趣 般
若》第三咒

般若小心陀罗尼 tad yathā / riye / riye / riye / re a svāhā/ / 与般若身印合用，治种种病。

请十六药叉大将真言

Namo ratnatrayāya / tad yathā / haha / hihi /
huhu/ hili hili / mili mili / tume dhudhume /
begabahini / bimalabahini / trinetra /
pratikranta / biti hacitraketu / prabhāsabare

/ guhyali / gandhari / ca爟 ali / k acani /
kulacalini / ca爟 abegatabahini / maitrayo
svāhā/ mārada爟 ilabhagaya svāhā /
mata爞kakula pa爞cāya svāhā / tri a爞kaya
svāhā / i āya svāhā / namo ru asya /
mata爞karājāsya / siddhyantu mantra padai
svāhā / /

诵此真 言，不 须 供 养，即 得 成
就; 可驱使十六药叉大将; 能灭
四重五逆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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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般若经咒的分类编排，标志着公元六世纪前后，般若经典随着大乘佛典的秘密化倾向加

剧，出现了不同形式的般若印咒法门，或称之为般若经法或般若成就法。在这种法门中，密法行

者 ( 或称咒师) 通过结界作坛，以灯、花、香、食等作种种供养，把咒语与身印、观法结合起

来，“三密”相互为用，可以成办诸事，获得种种成就。如用于治病的 “般若小心陀罗尼”，其

行法即是咒师作坛供养后，通过作般若身印、诵般若小心陀罗尼、心作空观，咒师以口中气息为

病人治疗疾病。① 在这种秘密行法中，主持其事的僧人通常被称为 “咒师”，足见咒语或陀罗尼

在整个事仪行法中的统领作用。

四、般若理趣经法中的梵语声字

继《金刚大道场经》之后，各种形式的陀罗尼印咒法门得到空前的发展，其数量、规模与

体系愈益繁复细密，并在七世纪发展出《大毗卢遮那成法神变加持经》与《金刚顶经》，学界通

常把这两部经典的成立作为秘密佛教自觉与独立的标志。公元八世纪中期，不空在其 《总释陀

罗尼义赞》明确以“波罗蜜道”与“真言道”，以“显教”与“真言密教”，来区分大乘佛法与

秘密佛法，大小乘佛教与秘密佛教: “于大乘修菩萨道二种修行，证无上菩提道，所谓依诸波罗

蜜修行成佛，依真言陀罗尼三密门修行成佛。……如上陀罗尼、真言、密言、明，义依梵文，复

于显教修多罗中称说，或于真言密教中说。”② 此后秘密佛教作为与既往的大、小乘佛教迥异的

教法体系迅速发展壮大，推陈出新，形成不同体系的秘密教法。其中以早期陀罗尼密典为经典依

据，以相应本尊为崇拜中心，具有息灾、增益、降伏、呼召等特定功用的秘密经法，即是其重要

类型。这类经法将佛教早期的陀罗尼经典与新兴的密教行法结合起来，形成特定的密教仪轨。仪

轨 ( kalpa、vidhi) ，或称秘密仪轨、密轨、供养法等。自古吠陀时代起，印度人即将礼拜诸神的

方法，称为 kalpa，秘密佛教沿袭这一传统，将有关佛菩萨、诸天之造像、念诵、迎请、灌顶、
供养、遣散等系列行法与轨则，称为仪轨。7、8 世纪之交，先前在佛教内部流传的各种陀罗尼

经典也发展出系统化的修习体系，出现了配合这类经典的仪轨、念诵法与陀罗尼释，形成经典与

仪轨相结合的秘密修行法门，如孔雀明王经法、佛顶尊胜经法等，仁王经法、理趣经法、金刚经

法则是由般若类经典发展出的秘密行法。其中，般若理趣经法是最能体梵语声字在后期般若经典

的形态与功能。此种经法是《般若理趣波罗密百五十颂》 ( Prajā-paramitā-naya- atapacā atikā)

为根本经典，以金刚萨埵、大日如来、降三世、观自在等为本尊，通过真言 ( mantra) 、坛场

( ma爟 ala) 、印法 ( mudrā) 、供养 ( pujā) 、布字 ( nyāsa) 、护摩 ( homa) 、灌顶 ( abhi eka) 等

种种密教事相，修习灭罪、息灾、敬爱等成就法门的统称。
《般若理趣经》的翻译虽从玄奘开始，但经末咒文已由波颇密多罗 ( 626 年来华) 传与玄模

( 见《法苑珠林》〈咒术篇〉) 。又《理趣经》末的经咒也已收入阿地瞿多的 《金刚大道场经》抄

译本《陀罗尼集经》中，可以推知 《理趣经》成立的时间应该在七世纪之前。从目前 《大正

藏》的处理方式来看，《般若理趣经》的经文属般若部，依次有如下六种

1. 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七十八第十般若理趣分

2. 菩提流志译《实相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3. 金刚智译《金刚顶瑜伽理趣般若经》一卷

4. 不空译《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么耶经》一卷

5. 施护译《佛说徧照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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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卷三，《大正藏》第十八册，第 807 页。
不空: 《总释陀罗尼义赞》，《大正藏》第十八册，第 898 页。



6. 法贤译《佛说最上根本大乐金刚不空三昧大教王经》七卷

上过前五经的基本内容基本一致，但经文之间有不少出入，当系不同时期、不同传本的差异

所致。宋代法贤所译有七卷篇幅，经题中的“大教王经” ( mahārājatantra) 即以怛特罗命名，是

《理趣经》不断秘密化的结果，属瑜伽怛特罗经典。
其行法属密教的《金刚顶》类经典，计有不空译 《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经般若波罗蜜

多理趣释》二卷、《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经大乐不空三昧真实金刚萨埵菩萨等一十七圣大曼茶罗义

述》一卷、《金刚顶瑜伽他化自在天理趣会普贤修行念诵仪轨》一卷、以及宋施护译 《佛说金刚

场庄严般若波罗蜜多教中一分》一卷，前后共三种。就其行法而言， 《理趣经》的行法是属于

《金刚顶经》的第六会还是第十三会? 从说法地点、内容来看，似乎与第六会相应: “第六会名

大安乐不空三昧耶真实瑜伽，于他化自在天宫说。此经中说普贤菩萨曼茶罗，次说毘卢遮那曼茶

罗，次后说金刚藏等，至金刚拳菩萨及外金刚部，说般若理趣。一一尊具说四种曼茶罗，各说引

入弟子仪，授理趣般若波罗蜜多法及受四种印法，品中各说求世间出世间悉地法。”① 而且不空

所译《金刚顶瑜伽他化自在天理趣会普贤修行念诵仪轨》的内容也与 《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经大

乐不空三昧真实金刚萨埵菩萨等一十七圣大曼茶罗义述》所述十七尊相通，但不空译 《般若波

罗蜜多理趣经大安乐不空三昧真实金刚菩萨等一十七圣大曼茶罗义述》一卷载: “如是等大菩萨

十七清净三摩地智，依文广述，有无量名义、体用、理事成证之门。今但粗举纲目而已，出

《金刚顶经》第十三会大三昧耶真实瑜伽略钞大意”，② 明确说此理趣经法出第十三会大三昧耶

真实瑜伽。总体说来，笔者目前尚未厘清现存般若理趣经法的体系与源流。
在理趣经法中，梵语声字以更为丰富的形式出现，诸如陀罗尼、真言、密言、明、字轮、种

子字等; 其功能也更具多样化，计有息灾、增益、降伏、呼召等种种成就; 其在密教事相中的应

用也更为广泛，诸如真言念诵、身印标帜、曼荼罗的布置、本尊观想等各个环节。今选择其中的

三种主要类型、功能与应用分列于下。
( 一) 陀罗尼真言

陀罗尼真言或称陀罗尼咒，是般若理趣经法中最常见的声字形式。在施护译 《佛说徧照般

若波罗蜜经》中，遍照如来为白金刚手大秘密主宣说二十五种般若波罗蜜秘密法门，每种秘密

法门都是以真言的形式出现:

尔时，世尊遍照如来白金刚手大秘密主言: “我今复说二十五种般若波罗蜜秘密法门。
汝今谛听! 真言曰:

唵 ( 小字注: 引) ，曩谟萨哩嚩 ( 小字注: 二合) 没驮冐地萨埵喃 ( 小字注: 引) ;

唵 ( 小字注: 引) ，冐地唧多嚩日哩 ( 小字注: 二合) ;

唵 ( 小字注: 引) ，稣啰多娑怛鍐 ( 小字注: 三合) ; ……
尔时，世尊说此真言已，告金刚手菩萨言: 如是印呪，能破一切罪暗，能作一切吉祥，

一切如来金刚秘密最上成就。若人得此，持诵听闻，是即名为持金刚清净如来。若有众生于

此般若波罗蜜经，受持读诵随喜听闻，是人已曾于无量佛所，种诸善根植众德本。③
( 二) 种子字与字轮

种子字 ( bījāk ara) ，又作种字、体字，是本尊真言的高度浓缩，是真言修习者修习观行的

对象。作为佛教经咒中最简单的形式，它或为单个的音节，或为单个的字母。之所以被称为种子

字，是因为它具有含藏、出生与本具等义项，意谓种子字含藏本尊智慧，能够生出本尊功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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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本尊之根性，是本尊的标帜 ( mudrā) 或法智印 ( jāna-mudrā) ，与本尊一体不二。另外，种

子字又具有自一字可生多字、多字复可赅摄于一字的语文属性。种子字包括字义与字相，字义即

种子字诠表的佛法义理，字相是种子字在观想、书写时显示的形色。修行者悟解其字义后，即观

其字相，由字相再转生出本尊。念诵真言要具备五个步骤，依次为供养 ( puja) ，念诵 ( japa) ，

献祭 ( tarpa爟a) ，护摩 ( homa) ，劝慰 ( samārādhana) ，这些环节出了问题，真言就难以产生

功效。
在不空译《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么耶经》首章说十七清净句义之后，诸本尊即次说三么耶

心明 ( 心咒) ，即各自的种子字，如金刚胜萨埵说大乐金刚不空三么耶心— “吽” ( 长，hū爞) ，

毘卢遮那如来说一切法自性平等心— “恶” ( 引，重 ā ) ，金刚手大菩萨说金刚吽迦 心—
“吽” ( 短，hu爞) 等。

将种种心明依次布列，成旋转无碍曼荼罗，即成为字轮 ( ak aracakra) ，在宋法贤译 《佛说

最上根本大乐金刚不空三昧大教王经》卷第二“金刚字轮三昧大仪轨分”，即有对相关字轮的记

载: “ ( 文殊) 从定出已，说转字轮三昧曼拏罗法: 若建此曼拏罗者，当于外曼拏罗中，依法画

八辐轮，于此 轮 围 中，次 第 书 心 明 ( 种 子 字) 。后 四 方 四 隅 分 列 八 位，于 其 中 位 安 妙 吉 祥

菩萨。”①
( 三) 法智印与法曼陀罗

依据不空编译《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经般若波罗蜜多理趣释》，理趣经法的行法 ( 或称

羯磨法) 系以本经初始的十七清净句作为本尊，每位本尊都有相应的种子字 ( bīja) 。依十七清

净句而有十七本尊及其眷属，依次各各说其供养念诵次第，即成十七会曼荼罗。

十七种子字、本尊、法智印 十七会曼荼罗

( o爞) 唵字者，金刚萨埵法智印明也。 大日尊会

( ma) 么字者，欲金刚法智印明也。 金刚萨埵会

( hā) 贺字者，金刚悦喜法智印明也。 毗卢遮那会

( su) 苏字者，爱金刚法智印明也。 降三世会

( kha) 佉字者，慢金刚法智印明也。 观自在菩萨般若理趣会

( va) 嚩字者，意生金刚法智印明也。 虚空藏菩萨会

( jra) 日啰字者，金刚髻离吉罗法智印明也。 金刚拳理趣菩萨会

( sa) 娑字者，爱金刚法智印明也。 文殊师利理趣菩萨会

( tva) 多嚩字者，金刚傲法智印明也。 才发心转法轮菩萨会

( ja ) 弱字者，春金刚法智印明也。 虚空库菩萨会

( hū爞) 吽字者，云金刚法智印明也。 摧一切魔菩萨会

( va爞) 鑁字者，秋金刚法智印明也。 金刚手菩萨会 ( 降三世教令轮会)

( ho ) 縠字者，冬金刚法智印明也。 摩酼首罗天会 ( 外金刚会)

( su) 苏字者，色金刚法智印明也。 七母天会

( ra) 啰字者，声金刚法智印明也。 三兄弟会

( ta) 多字者，香金刚法智印明也。 四姊妹集会

( stva爞) 萨多鑁字者，味金刚法智印明也。 五部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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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不空的解释，上列十七声字为十七清净句 ( 十七本尊) 的种子字真言，或称法智印。
以之为基础，将各会的主尊及其眷属的种子字依次排列，各书本位，则成为各会的法曼荼罗

( dharma-ma爟 ala) ，如第二会的金刚萨埵理趣会的法曼荼罗即为如下所示。①

如上布列所示，密法行者入金刚萨埵理趣会的法曼荼罗，口诵十七字真言，心念一一理趣清

净句，即得入于一一理趣法门，臻于十七本尊次第与境界，周而复始，得种种三摩地。在此种修

习法门中，除了以种子字为表征的法曼荼罗 ( 法智印) 外，还有大曼荼罗 ( 大智印) 、三昧耶曼

荼罗 ( 三昧耶智印) 、羯磨曼荼罗 ( 羯磨智印) 为契入的行事与观想仪则，四种曼荼罗或智印相

互为用，即可获得种种不可思议的成就与功德，比如袪除覆蔽身心的客尘烦恼与习气，使行者得

离垢清净; 获得种种决定不异的胜福，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于现生证一切法平等金刚三摩地，于

一切法皆得自在受于无量，适悦欢喜等等。②

五、结语

略如上述，梵语声字是梵语言文字中的基本单位，又是印度宗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缘于

印度古代语言与宗教之间纷繁复杂的诠表关系，声字在大多数情况下兼具语言与教义双重功能而

应用，由此在很多印度古代宗教文献中，声音与义旨之间形成互为诠表的修辞效果。
在早期般若经典中，声字是以陀罗尼的形式出现的。其中最根本、最典型的陀罗尼即是被称

为陀罗尼门的四十二字门。它一方面沿袭了婆罗门教的梵语声字传统，四十二字门诠表的法义，

是初期大乘佛教义的浓缩与集粹。另一方面又是不同文化交流的产物，四十二字实为犍陀罗语的

根本字母或字母表，这种字母最初是用佉卢文来书写的。陀罗尼虽为大乘佛教所专有，但就其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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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来看，作为大乘佛教训练心智的重要法门，它与当时六派哲学中的瑜伽派的修习实践或有相通

之处。
公元 4 至 6 世纪的笈多王朝是梵语文化发展的高峰期，陀罗尼在新出现的般若类经典中应用

的更为普遍，其形态也更为多样，其功能也越来越丰富，法义咒忍四部陀罗尼分类法的出现标志

着陀罗尼与真言咒语出现合流。6 世纪上半叶，在初期的密教经典《金刚大道场经》中，编纂者

将此期依据般若经发展出的印咒法门都为一集，是为般若陀罗尼印坛法门。
伴随着佛教秘密化倾向的加剧，出现了依般若经成立的秘密经法，如理趣经法、仁王经法

等。在理趣经法中，梵语声字以多种形态出现，如陀罗尼、真言、种子字、字门、字轮、布字、
曼陀罗等，几乎遍及整个秘密行法的各个环节。

从梵语声字的前后变化中，可以看出它在般若经典的形态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

到多样化的过程，其功能与属性也经历了一个由方法到本体，即从 “总持无文字，文字显总

持”，到“以方便为究竟”“一一声字皆具实相”的言语观念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佛敎自身也

经历了从载之空言到兼及行事 ( 教相与事相) 的转变，即从波罗蜜道到真言道的转变。康德说，

人的最后文明是实践的，是伦理的。大乘学派的谈空 ( 中观) 说有 ( 瑜伽行) 最终向具体的行

事与仪式的转型，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 责任编辑: 李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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