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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中的 

梵文陀罗尼复原及其西夏字标音 
 

孙伯君 

 

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于 1991 年 8 月至 9 月出土于宁夏贺兰山拜寺沟的西夏方塔废墟中，现

存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5 年刊布于《拜寺沟西夏方塔》一书。①据考证，此书是一部藏传

密教经典，内容讲述的是萨迦派道果法中的喜金刚修法，其藏文原本已佚，内容与现存迦耶达啰（Gāyadhara）

和卓弥·释迦益西（vbrog-mi shākya ye-shes）所译《真实相应大本续》非常接近。②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为木活字印本，蝴蝶装。原为 5 卷，现存第 3、第 4、第 5 卷，其中第 4、第 5

卷为完本，全书存 4 节 15 品，共 36 叶。卷首款题“西天大班智达迦耶达啰师之座前、中国大宝桂路赞讹

库巴拉拶蕃译、报恩利民寺院副使白菩提福番译”。根据款题，参考藏文史籍的相关记载，西夏学者认为

此书是 11 世纪后期由克什米尔高僧迦耶达啰（Gāyadhara）和吐蕃僧人桂· 枯巴拉拶（vgos khug-pa 

lhas-btsas）译为藏文，大概在 12 世纪后期到 13 世纪初由吐蕃僧人弥啰·不动金刚传到西夏，同时由西夏

僧人白菩提福译为西夏文。③ 

最近，孙昌盛博士率先对《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卷 4 做了全面的研究，除给出西夏字的逐字对译外，

还参照藏文《真实相应大本续》对其进行了汉文翻译，并对其中的很多专有名词作出了详尽的注释。正如

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解读这样一部原本已经佚失的藏传密教典籍，不仅需要扎实的西夏语文基础，还

需要深厚的藏学、佛学知识，其中的艰难自不待言，而作者敢于涉猎这一艰深的领域并作出这样的成绩，

筚路蓝缕，实属不易。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论文中涉及梵文陀罗尼的翻译存在两点不足：一是作者只是根

据藏文转写对梵语真言做了试拟，没有结合考虑梵文的相关词义还原成真正的梵文；二是对音写梵文的西

夏字进行汉字对译时没能采用西夏时期梵汉对音的规范用字，因而需要重新加以梳理。 

事实上，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有几部汉文佛经是西夏时期

新译的，④  其中标音汉字的使用遵循了某种特定的规范。这些佛经包括宝源译《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

                                                        
①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拜寺沟西夏方塔》，文物出版社，2005 年，第 20~76 页。 

② 孙昌盛：《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6 年，第 8页。 

③ 聂鸿音：《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所出〈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译传者》，《宁夏社会科学》2004 年第 1期。孙昌盛：《西

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题记译考》，《西藏研究》2004 年第 2期。 

④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52~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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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经录》《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① ，德慧译《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

经要门》 ②《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
③
 《圣大乘圣意菩萨经》

④
 ，失译《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

陀罗尼经》
⑤
， 西夏兰山通圆国师智冥集，夏仁宗皇帝御校《四分律行事集要显用记》⑥ 。 

此外，另有几部存世的汉文佛经也是西夏时期翻译的： 

1.《密咒圆因往生集》，款题“西夏甘泉师子峰诱生寺出家承旨沙门智广、北五台山大清凉寺出家提点

沙门慧真编集，兰山崇法禅师沙门金刚幢译定”，卷首有西夏天庆七年（1200）中书相贺宗寿序，收录于

日本《大正藏》卷 46 密教部。 

2. 北京房山云居寺保存的 1 卷明正统十二年（1447）复刊藏汉文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
⑦
。 

3.《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款题“兰山云岩慈恩寺护法国师一行沙门慧觉依

经录”，今存明崇祯十四年（1641）常熟毛氏汲古阁刻苍山载光寺沙门普瑞补注本，42 卷，分装 61 册，为

明末云南丽江土司木增校订并捐资雕刊。
⑧ 

4.《圣妙吉祥真实名经》，款题“元讲经律论习蜜教土番译主聂崖沙门释智译”，据其对音汉字可以判

定实际上是西夏时期翻译的。⑨ 收录于《大正藏》卷 20密教部。 

5.《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款题“元天竺俊辩大师唧口捺铭得哩连得啰磨宁及译主僧真智等

译”，此经的梵汉对音用字方式与上述佛经一致，故应为西夏译本。有《中华大藏经》第 71 册影印宋碛

砂藏本，《大正藏》收录于卷 19 密教部。⑩

上述夏译汉文佛典显示，宝源等西夏译经师在为梵语真言对音时秉承了唐代以来梵汉对音的传统，标

音汉字的使用遵循了严格而固定的规范。我们知道，密教特别强调对经典陀罗尼的翻译和诵读，由于梵语

中有些音节很难在汉语中找到对当的字音，所以为了能够反映梵语的语音原貌，传统的汉译密咒从一开始

就采用了很多注音辅助手段。这些辅助手段被历代译经师沿用下来，逐渐形成了佛典翻译中一套独有的标

音用字规则。与唐宋时期的梵汉对音采用长安方音有所不同，西夏僧侣所用汉字音为 12 世纪汉语河西方

音。其特点可以简括如下： 

1. 与梵文 cha、wha、tha、pha 对音用汉语並、定、从等全浊声母字，而唐宋时期中原密咒全浊声母字

往往与梵文浊送气辅音相对。 

                                                        
① 孙伯君：《西夏宝源译<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考》，《敦煌学辑刊》2006 年 2 期。 

② 聂鸿音：《西夏译本<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述略》，《宁夏社会科学》2005 年 2 期。聂鸿音：《黑水城所出〈般

若心经〉德慧译本述略》，甘肃省藏学研究所编《安多研究》第 1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 年。 

③ 《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共有两个印本，俄藏编号分别为 TK. 121 和 TK. 122。全文照片刊布于《俄藏黑水城文献》

第 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49~56 页。 

④ 《圣大乘圣意菩萨经》俄藏编号为 TK. 145。全文照片刊布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235~237 页。卷首题记已残，孟列夫曾根据“兰山智昭国师沙门”等字样猜测此经也出自德慧。 

⑤ 《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俄藏编号为 TK. 129。全文照片刊布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3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77~79 页。 

⑥ 《四分律行事集要显用记》俄藏编号为 TK. 150，写本册叶装，存卷 4。是经为“四分律”的注释，不见以往著录。原

件照片刊布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280~345 页。 

⑦ 罗炤：《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83 年第 4期。 

⑧ 此书卷42述及《华严经》从印度到中国的传承，其中谈及“大夏国弘扬华严诸师”，计有：讲经律论重译诸经正趣净

戒鲜卑真义国师、救脱三藏鲁布智云国师、真国妙觉寂照帝师、新圆真证帝师、卧利华严国师、咩海印国师、智辩无碍颇

尊者觉国师、兰山云岩慈恩寺流通忏法护国一行慧觉法师。 

⑨ 孙伯君：《西夏佛经翻译的用字特点与译经时代的判定》，《中华文史论丛》（86），2007 年，第 307~326 页。 

⑩ 《大正藏》本《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中有些对音汉字是错的，应以宋碛砂藏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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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梵文元音i/e对音的除了汉语河西方音的止、蟹摄字外，还有梗摄字，与梵文o/u对音的除了河西

方音的果、遇、流摄字外，还有宕摄字。唐代不空密咒也有用“莽”“忙”对梵文ma，“铭”“迷”对梵

文me的例子，
①
 不过，以“光”译ko、以“”译ro、以“商”译 1o/1u、以“当”译tu的情形比较少见，

说明 12 世纪河西方音宕摄字的元音伴随韵尾的脱落发生了高化。 

3. 为清塞音声母汉字加上“口”旁表示同部位的梵语浊塞音 j-，与中原汉译密咒多用日母字与梵文浊

塞音 j-对音不同，如梵文 vajre，宝源对音是“末呤（二合）”，宋代法天的译音则是“嚩日哩（二合）”。 

4. 用汉语影母字“遏”与梵文 ga 对音，与中原密咒用疑母字“誐”不同。 

5. 用“嘿”与梵文 ñā对音。 

6. 经常使用“丁六”“寕六 切身”“寕永  切身”等切身字，分别对译梵文tu、nu、dve等，与唐宋时期中原

密咒常使用“儞也 切身”“亭也”对应梵文dya、dhya不同。 

此外，为了准确描摹梵语的实际音色，上述西夏汉译佛经的梵汉对音还采用了很多注音辅助手段，可

概括如下：②

第一，在当用汉字前加“口”旁，表示三种意义： 

1. 在来母字前加“口”旁比况梵语中的颤舌辅音 r-或颤舌元音 3：加“口”旁的“浪”代表梵语的 ro；加上

“口”旁的“里”代表梵语的 ri/3（＞ri）。 

2. 为清塞音声母字加上“口”旁表示同部位的梵语浊塞音，如加“口”旁的“拶”代表梵语的 ja，加“口”旁

的“撮”代表梵语的 jva,加“口”旁的“精”代表梵语的 ji。 

3. 为鼻音声母汉字加上“口”旁表示梵语的浊塞音，如加“口”旁的“捺”代表梵语的 da/dha。 

第二，创制新的“切身”字，表示梵语有而汉语没有的音节，如“丁六”“丁六切身”代表梵语 tu，“寕六 切身”
代表梵语的 nu，等等。 

第三，在基本对音字后加注“二合”以比况梵语中的复辅音，如“厮啰二合”对应梵语的sra，“不啰二合”对

应梵语的pra。③

第四，加注“引”代表梵语的长元音，如“怛引”对应梵文的 tā，“钵引”代表梵语的 pā。 

第五，在开音节字后加注“合口”，表示梵语中以-m、-/收尾的音节，如“啰合口”对应梵语中的 ra/，而 

“涅合口”对应梵语中的 dyq/。 

第六，在加注了“口”旁的汉字后再加注“重”代表梵语的送气浊塞音，如：“重”对应梵语的 bhi/bhe。 

与梵汉对音相应，西夏时期用西夏字为梵文陀罗尼标音也有一套独有的用字规则，概言之，有以

下几种： 

1. 表示梵语中的复辅音声母用两个西夏字，并把其中后一西夏字小写，与汉译密咒加注“二合”的

形式相当，如：对应梵文 jra；对应梵文 gri；对应梵文 am3-。 

2. 梵文的长元音用在基本西夏字后加注“”表示，相当于汉字“引”，如对应梵文 svāhā。 

                                                        
① 刘广和：《音韵比较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年，第 60 页。 
② 孙伯君：《西夏新译佛经中的特殊标音汉字》，《宁夏社会科学》2007 年 1 期。 
③ 夏译佛经还有加注“三合”的情况，表示用三个汉字对译梵文的一个音节，这个音节包括复辅音声母、元音和韵尾

（虽然梵语都是开音节，但古代经师总是习惯把后一音节的起首音当作前一音节的辅音韵尾来译），如宝源译《胜相顶尊总

持功能依经录》中用“（三合）”，对应梵文的 jrō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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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梵文中-n、-/、-z、-w、-r 收尾的音节分别用小字、、、、来表示，如：对应梵文

ban；对应梵文 phe/；对应梵文 hr]z；对应梵文 phaw；对应梵文 sar。 

我们还注意到，刊于乾祐二十一年（1190）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中使用的特殊标音汉字与汉译佛

经陀罗尼是一致的。由此我们知道，在西夏时期，无论是夏汉对音还是梵汉对音，其标音汉字的使用

都严格地遵循了当时佛学界约定的规范，同时，用西夏字音写梵文陀罗尼时所依从的对音规则也是这

种规范的翻版，因此，我们在把这些对音所用的西夏字对译成汉字时，首先必须明确西夏时期的梵汉

对音规律和梵夏对音规律，然后根据梵文，按照西夏时期梵汉对音的用字规范，把西夏字所对应的汉

字标示出来。 

下面我们即尝试对《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卷 4中的西夏字音写的梵文陀罗尼进行重新复原，并根据西

夏时期翻译的几种汉文佛经重新给出西夏字的汉字标音。同时在西夏字下边附有孙昌盛在其博士论文中对

《真实相应大本续》中相应陀罗尼的藏文转写，以资对照。①

 

F018-9 第六叶左面： 

          ②
      

o/   ba dzra       be ro tsa ni③      swāhā 

o/   vajra         vairocaniye       svāhā 

唵   末日啰二合     拶祢英     莎引诃引 

 

F018-10第七叶左面： 

                                 

o/  dzwala  dzwala  h[/ [h[/]④ phaw    bhyo      swqhq 

o/  jvala    jvala    h[/        phaw    bhyo      svqhq 

唵    辢   辢   吽          发怛    灭舌上重
⑤   莎诃 

 

F018-11 第八叶右面： 

                     

o/  ba dzra     dha rmq     hri      swāhā 
                                                        

① 按，本文的藏文转写对孙昌盛博士论文中的个别地方做了一些改动。梵文转写参考了林光明编修《新编大藏全咒》，

台北：嘉丰出版社，2001 年。此外，西夏汉译陀罗尼表示梵语中以-m、-/收尾的音节，往往用在开音节字后加注“合口”，

如“啰合口”对应梵语的 ra/，而用西夏字对译梵文中-n、-/、-z、-w、-r 收尾的音节时则分别用小字、、、、来

表示，本文在标定对音汉字时依照西夏字的标音习惯进行了统一。 
② 西夏字，保定经幢和居庸关刻石“尊胜陀罗尼”往往用于为梵文 bhe 或 be 对音，宝源译《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

录》“陀罗尼”中对音汉字为“口命”，此处用于与梵文 vai 对音恐怕是受藏传译经传统的影响，即梵文 v 一律译 b。实际上，

早期汉译佛经 b、v 也往往不分，唐代密咒对音多用微母字与梵文 v 对音，如慧琳译音中梵文 vi 用汉字“尾”对音，但也有

用并母字译 v 的情况，如：慧琳译音中梵文 licchava，对音为“栗呫婆”，va 对“婆”。因此，学者推测这一译法与梵语的读

音有关。下文也有以藏文 b 译梵文 v 的情况，如梵文 vajra，藏文转写为 ba dzra。 
③ 此处藏文无 ye，见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68 页，第 3 栏，第 3 行。 
④ 此处藏文有两个 h[/，见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68 页，第 3 栏，第 8 行。 
⑤ 梵文 bhyo 对音为“灭舌上重”，为真智等译《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中的译法，见《中华大藏经》第 71 册影

印宋碛砂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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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vajra       dharma      hr]4     svqhq 

唵  末日啰二合  呤麻二合
   
哩二合 莎引诃引 

 

F018-11 第八叶左面－F018-12 第九叶右面： 

    

                                                       

                       

o/ ka ra   ka ra  ku ru ku ru  bandha    bandha    trq sa ya      trq sa ya  

o/ kara   kara   kuru  kuru  bandha    bandha    trasaya       trasaya  

唵 葛啰  葛啰   孤噜 孤噜  末舌齿 末舌齿   嘚啰二合萨也 嘚啰二合萨也 

                               

k2o bha ya k2o bha ya  hrau/    hrau/   hra4     hra4     phe/ phe/ phaw phaw 

k2obhya   k2obhya   hro/     hro/     hra4    hra4     phe/ phe/ phaw phaw 

閦钵也二合 閦钵也二合 二合祢  啰二合祢 啰二合 啰二合 毗没 毗没 发怛 发怛 

         ①             

da ha da ha  ba tsa ba tsa bha k2a  bha k2a  bha sa ru dhi rā ndra mā lā          bī lī 

daha  daha  paca  paca bhak2a  bhak2a  bhasarudhir     nāndramala        vila/- 

诃 诃 钵拶 钵拶 末屹折 末屹折  末萨噜殢哩二合 捺啊你嘚啰二合麻辢  觅辢没 

                   

pi ni  gri han       gri han      sa pta pa ta la   ga ta bhu dzanggā  sar ba  

vini   grihan       grihan       saptapatala     gatabhujaxga      sarva 

觅尼  哩二合诃捺 哩二合诃捺 萨不怛钵怛辢  遏怛末祢遏    萨哩嚩 

                         

ta dzdza ya    ta dzdza ya     ā ka ffha ya   ā ka ffha②      hr]/     hr]/ 

trijaya        trijaya         agaffhaya    agaffhaya      hr]/      hr]/ 

嘚哩二合   也 嘚哩二合 也 啊遏嘚怛二合也 啊遏嘚怛二合也 诃哩二合祢 诃哩二合祢 

                                   

dznyau/ dznyau/    k2ma/    k2ma/     hā/hā/  hr]/   hr]/    h[/ h[/ ki li 

jña/     jña/      k2ama/    k2ama/    hā/hā/  hr]/   hr]/     h[/h[/ kili 

谒娘二合祢 谒娘二合没 屹折二合麻祢屹折二合麻祢 含含 诃哩二合祢 诃哩二合祢  吽吽    鸡哩 

                   

ki li  shi li shi li  tsi li tsi li  dhi li dhi li  h[/ h[/  phaw③       swāhā 

kili   sili  sili   cili  cili  dhili  dhili  h[/ h[/  phaw  phaw   svāhā 

鸡哩 呬唎 呬唎 至哩 至哩 殢哩  殢哩  吽  吽  发怛   发怛   莎诃 

 

 
① 西夏字未见于保定和居庸关“尊胜陀罗尼”，这里对译梵文 k2a。此字又见《同音》。 

② 此处藏文无 ya，见《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68 页，第 5 栏，第 1 行。 
③ 此处藏文无 phaw，见《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68 页，第 5 栏，第 2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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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8-13第十叶左面－F018-14第十一叶右面： 

          
①
           

    om． bra sa nām   tā re②      a mri ta mu khri  a mri ta lo      tsa ne  sar bā 

    o/ prasana/    trema      am3tamu        am3talo        cani   sarva 

唵 不啰二合萨捺 嘚唥二合麻 啊弥哩二合怛呣   啊弥哩二合怛罗 拶你   萨嚩 

                          

rtha sā dha ni   sar ba    satwa  ba sha d③ ka ri stri        ba bu ru   2o 

arthasadhani    sarva    sattva  va1a/   gri1ri           paburu    2aw  

啊哩达萨你 萨嚩     萨咄   斡折祢   遏哩二合实哩二合  钵布噜   折怛 

              

bārā dzā no   bā basha/  ku ru  taz   swāhā 

parajano     pabha2aw    kuru   taz   svāhā 

钵啰诺  钵末折怛    枯噜  怛祢   莎诃 

 

F018-15第十二叶左面： 

                             

o/  sarba   mo ha  ni tā re  tu ttā re tu re  sarba    du 2wān         mo ha ya  

o/  sarva   moha  nitare    tutare       sarva    du2wān          mohqya 

唵   萨嚩   么诃   你怛呤  丁六 怛呤    萨嚩    寕各切身厮怛二合你 么诃也 

           
④
      

mo ha ya  bha ga wa ti sarba   du2wa      nā ma   bandha     bandha⑤

mohqya   bhagavate   sarva  tu2wan      nama4  bandhaya   bandhaya    

么诃也   末遏斡帝   萨嚩  丁六厮怛你   捺麻   末你也  末你也 

                

h[/ h[/ h[/  phaw   phaw   phaw   swāhā 

h[/ h[/ h[/  phaw   phaw   phaw   svqhq 

吽  吽  吽   发怛    发怛   发怛   莎诃 

 

F018-16第十三叶右面： 

                                

o/  h[/ h[/  buddha buddha  khā da  khā da  tshin dha  tshindha  dhuna 

                                                        
① 此处原文无西夏字，据藏文补。 
② 此处藏文无 ma，见《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69 页，第 1 栏，第 3 行。 
③ 此处藏文 d 疑误，见《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69 页，第 1 栏，第 3 行。 
④ 此处的西夏字，据藏文补。 
⑤ 此处藏文 bandha 后无呼格 ya，见《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69 页，第 3 栏，第 1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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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h[/ h[/  buddha buddha  khadha  khadha  cchindha cchindha  dhuna 

唵   吽  吽   目 目   伽  伽   秦  秦   寕各切身捺 

              []
①
   

dhuna    matha matha  bam ．dha  bam ．dha [a mu kam． a mu ke na sa ha bi dhe s．a ya] 

dhuna    matha matha  bandha   bandha    

寕各切身捺 麻达 麻达   末你          末你 [某甲及某甲愿分离] 

           

hūm ．hūm．  phat．  phat．  swāhā 

hūm ．hūm．  phat．  phat．  svāhā 

吽  吽   发怛   发怛  莎诃 

 

F018-16第十三叶左面： 

      

o/ pa tā②   pa tāni  swāhā 

o/ patani   patani   svāhā 

唵 钵怛你  钵怛你  莎诃 

              

    o/  dza mbhe ni  dza mbhe ni swāhā 

o/  ja/bhani    ja/bhani    svāhā 

唵  没末你   没末你    莎诃 

         

o/  mo ha   mo ha ni   swāhā 

o/  mahāni   mahāni   svāhā 

唵  麻诃你   麻诃你   莎诃 

             

o/  sta/ bha       sta/ bha ni    swāhā 

o/  sta/bhani      sta/bhani     svāhā 

唵  厮怛二合没钵你  厮怛二合没钵你  莎诃 

 

F018-17第十四叶右面： 

  
③
  ④

   

                                                        
① 此段西夏文义为“愿某甲及某甲分离”，非陀罗尼内容。 
② 此处藏文无 ni，见《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69 页，第 4 栏，第 4 行。 
③ 此处西夏字（ra），与藏文和梵文 da 均无法对应，疑误。按，此咒的汉字对音完全依照《密咒圆因往生集》中的

“摩利支天母咒”，见《大正藏》卷 46，第 1012 页，下栏。梵文转写依照林光明编修《新编大藏全咒》，台北：嘉丰出版

社，2001 年。 

④ 西夏字往往用于音写梵文 h3，对音汉字是“口纥哩二合”，《密咒圆因往生集》“摩利支天母咒”中此处无梵文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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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pa dā kri ma si  bar kri ma si     [d ya ma si  ne ra ma si  

o/  badqkramasi    parakramasi[h3]  udayamasi   nairamasi  

唵  把打吃剌马厮   巴啰吃剌马厮   呜打耶马厮  啰马厮                                              

     ①
          

②
 

ar ka ma si   mar ka ma si  [r ma ma si   ba na ma si  gul ma ma si   tsi ba ra ma si 

arkamasi    markamasi    urmamasi    banqmasi    gulamamasi   c]baramasi 

哑哩

                                                       

哿马厮  马哩哿马厮   呜哩麻马厮   末捺马厮   古噜麻马厮   巴啰马厮 

   ③
       

ma hā  tsi bar ma si  a na tar dha na ma si  swāhā 

mahq  cibaramasi   andhardhanamasi     svqhq 

马合  执巴啰马厮 暗捺马厮    莎诃 

       

F018-20第十七叶右面： 

                           

o/  ma zi dha ri ba dzri zi    ma hā  pra ti sa re    hū/  hū/  phaw  phaw  swāhā 

o/  mazidhari  vajrizi      mahā  prati1ari       hū/  hū/  phaw  phaw  svāhā 

唵  麻祢哩 末日哩二合祢 麻诃  不啰二合帝萨呤 吽   吽   发怛   发怛  莎诃 

              

o/  a mri ta      bi lo ka ni   ga rba sa/  ra k2i ni   a ka r2a zi  

o/  am3ta        avalokini    k3pāsa/   rak2azi    akar2azi 

唵  啊没哩二合怛  啊斡逻机祢 遏哩钵萨没  啰屹折祢  啊葛哩二合折祢 

             

hū/ hū/  phaw   phaw   swāhā 

hū/ hū/  phaw   phaw   svāhā 

吽  吽    发怛   发怛   莎诃 

 

F018-20第十七叶左面－F018-21第十八叶右面： 

                

o/ sum bha ni  sum bha④  h[/ h[/  phaw  phaw 

o/ sumbhani   sumbhani  h[/ h[/  phaw  phaw 

唵  三末你    三末你    吽  吽   发怛   发怛 

 
① 西夏字往往与梵文 ku 对音，此处用于对译 u，与例不合。 
② 根据藏文、梵文以及《密咒圆因往生集》中 “摩利支天母咒”的汉字对音，此处似乎少一西夏字。 
③ 西夏字一般用于为梵文 bhi 或 vi 对音，《尊胜陀罗尼》中对音汉字为“觅”，此处与梵文 ba 对音与例不合，同时对

照相应的梵文和对音汉字，此字之前似少一字。 

④ 此处藏文无 ni，见《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70 页，第 3 栏，第 3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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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gri hnq    gri hnq    h[/ h[/ phaw  phaw 

o/  grihna     grihna    h[/ h[/ phaw   phaw 

唵  吉哩二合捺 吉哩二合捺 吽  吽  发怛   发怛 

                    

o/  gri hzq pa ya   gri hzq pa ya    h[/ h[/  phaw  phaw 

o/  grihzapaya    grihzapaya      h[/ h[/  phaw  phaw 

唵  吉哩二合嘿钵也 吉哩二合嘿钵也  吽  吽   发怛  发怛 

   ①                

o/  q na ya ho   bha ga bqn  bidya rq ya  h[/ h[/  phaw   phaw [swqhq]②

o/  ānayaho    bhagavqnni  vidyarqja   h[/ h[/  phaw    phaw 

唵  啊捺也和   末遏剜祢   觅涅啰  吽  吽   发怛    发怛 

 

F018-22第十九叶右面： 

                 

o/ bra san tq re      a mri ta      lo tsa ni  sarba  a rthq sq dha ni  swqhq 

o/ prasanture        am3ta       locani   sarva   arthqsqdhani    svqhq 

唵 不啰二合萨你丁六 呤 啊没哩二合怛 逻拶你  萨嚩   啊哩达萨你  莎诃 

 

F018-22 第十九叶左面： 

                              

o/  sar ba  mohq ni tq re   tu ttq re [tu re]③ sar ba   du 2wa na         mo ha [ya]  

o/  sarva  mahqnitre      tuttre         sarva    du2wana/        mqha  

唵   萨嚩  麻诃你怛呤二合 丁六 怛呤二合   萨嚩   丁各切身厮怛二合喃 麻诃 

                           

mo ha [ya] bha ga ba di sar ba  du 2wa za/       bandha  bandha h[/ h[/ phaw  swqhq 

mqha     bhagavate  sarva  du2wana/         bandha  bandha h[/ h[/ phaw svqhq 

麻诃     末遏斡帝  萨嚩  丁各切身厮怛二合喃 末你   末你 吽   吽 发怛  莎诃 

 

F018-25 第二十二叶右面－左面： 

                

o/  e hye hi  ma hq de bi  pri thbi lo ka     mq④ ta re  sar ba 

                                                        
① 西夏字，音 yi，与藏文标音对应不上，疑误。 
② 此处藏文有 swqhq，见《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70 页，第 3 栏，第 4 行，而西夏文无。 
③ 此处藏文有 tu re，见《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70 页，第 5 栏，第 1 行，而西夏文无。 
④ 此处藏文夺 hq，见《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71 页，第 3 栏，第 1 行。 

 - 36 - 



o/  ehyehi   mahqdeve   prithiviloka       mahqtare   sarva 

唵  形兮  麻诃寕觅   布哩二合提觅逻葛  麻诃怛呤   萨嚩 

         □□□ 

rat na sa/ bu ze di pyq    la/ ka ra    pu 2i te     hq rn[ p[ ra ni rgho she 

ratnasa/burzedhibhya4   ala/kara    budha2ite   hqrn[busuranirgho1e 

啰捺萨没布哩你殢眉羊        啊辣没葛啰  目怛石帝   诃哩努目苏啰你哩匡世 

          □□              

badzra  sqtwa   pra p[dza te     gri t] tq       i da/     arga ho/    kar ma 

vajrasattva      prabujate       grit]dq        ida/      argamhoma  karma 

末日啰二合萨咄 不啰二合目帝 吉哩二合帝口捺 口盈口捺没
  
啊哩遏没和麻 葛哩麻 

                  

su sa dha ye ta  hr]       h]  h]  h]   b[/  swqhq 

susadhayet     h34      h]  h]  h]  bq/  svqhq 

苏萨达英怛    哩二合 兮 兮  兮  末没   莎诃 

 

F018-27 第二十四叶右面： 

                      

[o/]ehye hi   mahq bh[ ta  de ba ri 2i dwa  di san ta [gri]①  h] tq [ma hq] 

[o/]ehyehi   mahqbuddha  depari1iddhe   disata          matrehitva 

[唵] 形兮 麻诃目怛    寕钵哩石殢    殢萨怛        麻怛呤二合兮咄 

         

hu ti   ②ra       sq smin     sanin hi to bha ba 

ahuti   ahara     asmin       sanihitobhava 

啊呼帝 啊诃啰   啊厮弥二合你 萨你兮多末斡 

                     

                                                       

  

o/  agne dī bya       dī bya    a bi shu   mahā shrī ye     ha bya   ka bya 

o/  agnenidhibhya4   dhibhya4  vi1oddhe  mahā1rīya       habhya4  kabhya4 

唵  啊遏你二合祢殢眉羊   殢眉羊        觅商   麻诃石哩二合也   诃眉羊        葛眉羊 

    

bā ha na ya  swāhā 

bhāhanaye  svāhā 

末诃捺英   莎诃 

 

 
① 此咒由此以下有些西夏字对音与藏文对应不上，见《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71 页，第 5 栏，第 2 行。 
② 此处藏文无 aha，见《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71 页，第 5 栏，第 2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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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8-34 第三十一叶右面： 

       ①              

    o/  ba dzara   fq ki n]   a mu ka sya② ra kta mq   ra k2a ③ya    h[/  phaw 

o/  vajra      fqkin]    amukatya    ragatq/   rak2akri2aya   h[/  phaw 

唵  末日啰二合  鸡你  啊么葛怛上腭  啰遏怛没  啰折葛哩折也  吽   发怛 

 

F018-35 第三十二叶右面： 

                             

    o/  ba dzra    rq k2a      sa ba      k2a ya     i ti     phaw 

    o/  vajra      rqk2a      mahq      k2aye      iti      phaw 

唵  末日啰二合  啰屹折二合 麻诃   屹折二合英    帝   发怛 

 

F018-37 第三十四叶左面： 

□  □□□□   □□□□  □   □□□     □     

o/  su mbha ni  su mbha   h[/  ba dzra     mu2a le na   ts[ rzaz ya  

o/  sumbhani   sumbha   h[/   vajra      musalena    ts[rzaya 

唵   苏没末你   苏没末    吽    末日啰二合  麽萨令捺   足哩捺也 

       

bgh]n④    h[/   phaw  

naravika   h[/   phaw 

捺啰觅葛  吽    发怛 

                       

    o/   badzra    nq rq ya  za z] rba ba ya  ba bni na bq  tsa bq mbu me ghe h[/ 

o/   vajra     nqrqya   zaz]rbabaya     vahinava    qmbhumogha    h[/ 

唵   末日啰二合 捺啰也  捺你哩钵钵也  末兮捺末    啊没目麽葛      吽 

 

F018-38 第三十五叶左面： 

               

    o/  mahqsuka    badzre te dza⑤       h[/ 

o/  mahqsukya   vajrati2wha          h[/ 

唵   麻诃苏伽   末日啰二合帝实怛二合  吽 

                                                        
① 西夏字读音为“斡”，与藏文对音和梵文对应不上，疑误。 
② 此处藏文 sya 所对应的西夏字为 tya，藏文疑误，见《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73 页，第 2 栏，第 5 行。 
③ 此处藏文无 kri2a，见《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73 页，第 2 栏，第 5 行。 
④ 此处藏文与西夏字对应不上，见《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73 页，第 5 栏，第 4 行。 
⑤ 此处藏文与梵文对应不上，见《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74 页，第 2 栏，第 1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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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8-39 第三十六叶左面： 

                      

    o/  tsan dra      a rka mā   tsa la mā  tsa la   ti 2wha     ti 2wha  

o/  candra       arkama    calama    cala   ti2wha      ti2wha 

唵  拶祢怛啰二合  啊哩葛麻  拶辣麻    拶辣  帝实怛二合  帝实怛二合 

       ①

he  ba dzra ya②          [swāhā] 

he  vajraya       phaw   [svāhā] 

形  末日啰二合也  发怛   [莎诃] 

                 

o/  ba dzra     kartta ri   he  ba dzrq ya    swāhā 
o/  vajra       artari     he  vajrqya      svāhā 

唵  末日啰二合  啊哩怛呤  形  末日啰二合也  莎诃 

 

F018-40第三十七叶右面： 

                               

o/  ba dzra    kufwha ra  sphāwaya     sphāwaya      phaw [phaw] ③  swāhā 

o/  vajra      kufwhara  spqwaya       spqwaya      phaw  phaw    svāhā 

唵  末日啰二合 孤达啰    厮菩二合怛也  厮菩二合怛也 发怛  发怛     莎诃 

 

F018-40第三十七叶右面－左面： 

  

                                                       

                               

o/  ghu ru  ghu ru  ghu wa      ghuwa④                    sha ma sha ma 
o/  ghuru⑤ ghuru   ghufu      ghufu      ghudhya ghudhya sama  sama 

唵  噜  噜  丁各切身      丁各切身     涅  涅   萨麻  萨麻 

□□  □□ □□□  □□□      

gha wa gha wa gho wa ya gho wa ya  a nā nta k2o bha ka rā ya 

ghawa ghawa  ghowaya  ghowaya  anantak2obha   karaya 

遏怛 遏怛  匡怛也  匡怛也   啊捺你怛閦钵  葛啰也 

□□□□□□   □□ □□  □□ □□□□□       
⑥
 

nā gā dhi pa ta ye hehe  ru ru  ka/  subta        bqta la       gta nan gq nqn  

 
① 据藏文和梵文，此后西夏文少。 
② 此后藏文无 phaw，见《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74 页，第 2 栏，第 7 行。 
③ 此处藏文有 phaw，见《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74 页，第 3 栏，第 2 行。 
④ 此处藏文较梵文和西夏文少 ghudhya ghudhya，见《藏文大藏经》第 2 卷，第 274 页，第 3 栏，第 7 行。 
⑤ 按，此咒的梵文据宋法护《佛说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仪轨经》拟定，见《大正藏》卷 18，第 589 页，上栏。 
⑥ 此处西夏字较梵文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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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āgādhipataye   hahe  ruru  ka/  sapatapqya    [kabatala]①    gatqnanagqnq 

捺遏殢钵怛也   诃兮 噜噜  葛没  萨钵怛钵也   葛钵怛辣    遏怛捺遏捺 

                           

kar 2a ya    bar 2a ya  gardza ya   tar dza ya   ph[4 ph[4 ph[4 ph[4 ph[4 ph[4 ph[4 ph[4 

kar2aya     bar2aya   garjaya②    tarjaya    ph[4 ph[4 ph[4 ph[4 ph[4 ph[4 ph[4 ph[4 

啊葛哩折也 啊葛哩折也 怛哩也 怛哩也  扑   扑  扑  扑   扑   扑  扑  扑 

               

h[/ h[/ h[/  phaw  phaw  phaw  swq hq 

h[/ h[/ h[/  phaw  phaw  phaw  svqhq 

吽  吽  吽   发怛  发怛  发怛   莎诃 

                    

    o/  ta rdza ya  ta rdza ya  shma shq na  pri yq ya      phat．   swq hq 

o/  tarjaya    tarjaya    samasana    priyaya        phat．   svqhq 

唵  怛哩也 怛哩也    萨麻萨捺    布哩二合也   发怛   莎诃 

 

（作者通讯地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① 据宋法护《佛说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仪轨经》，此处梵文无 kabatala。 
② 此处藏文和梵文同，均为 garjaya，唯西夏字对译的是 tarj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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