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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陀羅尼 

節錄於遠參老法師主講的《法華經·序品》 

 

「菩薩摩訶薩八萬人，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 

皆得陀羅尼，樂說辯才，轉不退轉法輪。」 

 

講「皆得」者，八萬人，人人皆得。這個「陀羅尼」的名目在佛經裏，本來到

處都有講；雖然到處有講，但是佛教徒對這句話，完全蒙蔽了，不知道什麽叫

做「陀羅尼」。 

  （也許有人會說：）「譯者不翻譯，我們當然不知；如果翻譯了，我們不會

不知。」 

  話又不是這樣講，你說譯者不翻譯就不知，即使翻譯了，我可以斷定你也

是不知。譯者把「陀羅尼」譯作總持，依「總持」兩個字來解釋，你又如何解

釋？很多人都作如是解釋：「總者，總一切法；持者，持無量義。」 

  （有人說：）「這樣解釋我就無法明白，你這句話究竟是解義還是解文？」

解釋的人會說：「文也解釋了，義也解釋了，就是這樣解。」 

  那人說：「我真是蠢了，我總是聽不懂你這句話，總一切法，總什麽一切

法？持無量義，持什麽無量義？我是蠢人，你既然會解釋，就要令我得知。你

只把翻譯的名字告訴我，我就比以前更糊塗。」 

  因為古人都沒有解釋，只是這樣說「總者總一切法，持者持無量義」，像留

聲機一樣死板。又有人作另一種解釋，解作咒那方面，把咒叫做陀羅尼，長咒

叫做多字陀羅尼，短咒叫少字陀羅尼，還有不多不少的咒，叫中等陀羅尼，甚

至一個字也是陀羅尼。以咒為陀羅尼，這就歸到咒那方面來講。 

  （若問他們：）「這些咒你明瞭不明瞭？」（他們會說：）「咒語不應該明

瞭。」（若再問他們：）「你的名稱為咒，為何咒又不該明瞭？」（他們又會

說：）「咒是密語，秘密是有音聲，或者有義也好，我們向來不講。」這就算了

事，只有念一念，就謂之咒，叫做陀羅尼。 

  （若再次問他們：）「這些咒是不是總持？」他說：「都是的，總一切法，

持無量義。因為咒的功能大，所以持無量義。」 

若是這樣，什麽咒都是總持，外道種種咒，凡夫種種咒，也是持無量義

嗎？（他們說：）「恐怕是吧。」 

  有關此事，我勸你以後不要這樣講，不要用「總持」二字來解釋「總一切

法，持無量義」；也不要把咒認為是總持，叫做陀羅尼。這些不合佛教，佛教根

本上都沒有咒，一句咒都沒有。你說有咒，這是冤枉佛教、冤枉佛、冤枉佛教



2 
 

徒，不可以這樣冤枉。講到「總一切法，持無量義」，你也沒有下文。既然沒有

下文，你不能令不知者知道，他也都不相信你所講。 

那應該怎樣講？我就可以這樣講：總者；那一類物裏面很參差，千萬種參

差；而千萬種參差，是屬於一種，但一種裏面參差甚多。參差無論如何之多，

菩薩都能了了，這就叫做「總」。「持」就不會有錯謬，也不會有忘記。 

  這是什麽？是菩薩的智慧，不是神通。菩薩的智慧，就是菩薩的果報，他

行菩薩道當然有好處，就有大陀羅尼，有小陀羅尼。大陀羅尼即是廣博，小陀

羅尼較狹窄，看你懂得多少知識，或大或小。你懂得多就大，你懂得少就小，

這就叫做總持。 

  在我們佛教裡有一個阿羅漢，這個人，差不多佛教徒都知道。是誰呢？他

名叫阿難，他以前未成阿羅漢，現在就說他是阿羅漢。他未成阿羅漢以前的事

不必講了，我就說他有一種總持，叫做聞持總持，叫做聞持陀羅尼。聞什麽

呢？聞就是耳聞，耳聞當然是聞語言音聲；聞誰的語言音聲呢？是聞一切，上

至諸佛與菩薩，下至畜生、惡鬼，一切風聲雨聲、一切音聲，如何的差別，甚

至音樂也是聲，十方世界所有音聲，他都能聽聞。 

  有個這樣的人，佛所說的話，無論如何複雜，他同時能聽到，就像錄音

機，除非沒有聲音傳到他那裏，你若有聲音傳到，他就能錄下你的聲音。這個

錄音機可算是總持。錄音機乃是一個無情之物，阿難是阿羅漢，或未證阿羅

漢，他是一個人，他這個人就有如是本能。 

  阿難有如是本能，其他的阿羅漢有沒有？或有，但未曾講及此事；沒有提

及，即使有我們也不知。不過，這種本能最出名的就是阿難，阿難未出家以前

也有這種功能。當然，這是他的果報，小孩子之時都有，他未出娘胎也有，他

未到這個世界做人，也有這種功能，不是來到這裏證阿羅漢才有這種功能。 

  阿難就得到一種這樣的陀羅尼，叫做聞持陀羅尼，他的記憶力特強，是自

然強，不須去強記。對於音聲那一方面來講，種種音聲，他皆能攝持，這就叫

做音聲陀羅尼，叫做音聲總持。 

如此類推，類推其他一切，你說各種差別裏有多少事情？菩薩都有這種力

量，了知一切之中各種差別。這不單單是講音聲，語言和音聲是隨之而來的，

有音聲就有語言。難道你只聽音聲不聽語言嗎？只聽語言不聽道理？不會這

樣。音聲既然如是，其他文字也是一樣的講法。一切十方世界眾生的文字，或

者天人的文字，他不必讀書，一了就一切了，也不必打開書本，他就看到你那

本書裏面是什麽文字。 

  這是讀書陀羅尼嗎？不是，他並未有讀書，講什麽讀書陀羅尼。這就算他

對於文字上總能持，就叫做總持。我們是這樣解釋總持。 

  還有其他屬於凡夫者、屬於聲聞者、屬於菩薩者、屬於外道者，還有種種

又如何？那就照樣講，照樣講才容易。 

  我們中國人也有一個這樣的人，不過這個人的力量不是很大，只有很小。

他是誰呢？他叫公冶長，是我們中國孔子時代的人，是孔子的學生，也是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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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戚。他有什麽特長？人人都這樣說：他能通曉鳥獸的語言音聲。因為他是

人，世界上有很多種鳥，有很多獸，他都能聽。 

  他能聽，又能否會講？這又沒有講及。能聽是一回事，能講又是另一回

事。他果然能聽，就叫做聞持陀羅尼。 

  他這個聞持陀羅尼，與阿難的聞持陀羅尼，是同還是別？此事恐怕相差很

遠。如何差得很遠？我們說阿難的陀羅尼是聞十方世界諸佛諸大菩薩、一切凡

聖各種語言音聲。公冶長有沒有呢？我相信他一定沒有，他只是聽懂鳥獸音聲

而已。他聞懂鳥獸音聲語言，究竟有多廣博是他的力量呢？他也沒有講，那時

代的人也沒有講，這就算了。 

  陀羅尼的大小，我相信不成很大的問題。如果大家都是有這種本事，也是

各有大小。在中國就有一個這樣的人，這個人如果在佛教裏做一個佛教徒，足

可以安立一個名稱，說他得到語言陀羅尼。不過，在我們人類裏，一、二千多

年來，也沒有誰說他得到總持。因為當時沒有這個名稱，他自己也不會安立這

個名稱，其他人也不會安立這個名稱。 

我們現在講佛教有一件這樣的事，就引用他來作證，說他也有，用此事實

作例子。此事靠得住嗎？是否靠得住，不是我們應該去判定，我們不過是按照

這樣來講，就叫做語言陀羅尼。 

  現在的人或從前的人，學很多種語言，學人類中各國的語言，學得很好，

十種八種語言，十多種語言，隨便講得很流利，算不算是語言陀羅尼呢？好像

是，其實不是。為什麼呢？他是學習而得，不是他的果報，這就不算。就如讀

書那樣，你讀書學習而得，就不算是文字陀羅尼。 

  按照這樣講，似乎是天然的，但又決不是天然，而是果報，有什麽天然？

他的果報有因在內。是什麽因？現在我們怎會知道他是什麽因？不過總之叫做

有因。有前因就不須學了嗎？是呀，有因就不須學。把因作學可不可以？你說

他可以也講得過去；你說不可以，他不是學，就是不可以。 

  現在經文講八萬菩薩，一一皆有陀羅尼，究竟他們得多少陀羅尼？經文又

沒有講，總之大菩薩的陀羅尼一定多，超過千種、萬種那麼多的陀羅尼。這些

陀羅尼有分權實嗎？當然有，權教人的力量與實教人的力量不相同，豈有不

分？ 

  解釋陀羅尼的兩個字，名叫總持，絕對不能依所謂什麼注解、什麽辭典、

什麽翻譯文義的參考書，那些通通要不得。以此類推，陀羅尼這句話都不能瞭

解，其他的亦復如是不能瞭解，這樣做一個佛教徒出來宣傳佛教，講些什麽

呢？此事就有些糊塗。講什麽呀，各講各的，一塌糊塗，一言以蔽之，老實講

通通不是佛教。如果要講佛教，要另外從頭講起，如果不另外重新開始，就沒

有新佛教，即是沒有佛教。 

（有人問：）「以一句話來作比例，那些淺的都有佛教吧？」淺的也沒有，

淺深實在一樣如此說。「皆得陀羅尼」就是這樣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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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 

未經遠老法師修改，若有錯漏，以錄音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