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菩薩修證的心髓密碼 

陀羅尼，即「咒」，又稱為「總持」，意思是「持善不失，持惡不起」－持

了它，即可不失善念，不起惡行。它是諸佛菩薩修持得果的心要，也是他們獨特

的精神密碼，日日持誦，長久薰修，自然能與諸佛菩薩「感應道交」。它也是唐

玄奘於譯場中所提出的「五不翻」之一。「不翻」，就是不採取意譯，直接使用

音譯。陀羅尼，正屬於此五大項「不翻」的狀況之一。 

為什麼「不翻」呢？ 

第一，它是祕密語，一種獨樹的密碼，含藏了每一尊佛菩薩修證的心髓。同

時，也是一類「音聲法門」，直接透過音聲的共振與佛菩薩相應、共感。是拍給

諸佛的電報系統。 

第二，陀羅尼的每一個字、每一個音，皆含藏了無量義。無論翻出哪一個，

皆只是它的一個斷片，也皆無法涵蓋它的全貌，以及深廣的指涉。因此，翻譯永

遠是掛一漏萬，殘缺不全的。因而，不翻，始能周全涵攝所有。 

正如我，聖嚴，這個字詞該怎麼翻呢？無論如何翻譯，皆很難表達我個人的

生命全貌。但若直接喚「聖嚴」，便很清楚了，就是指涉我這個人，而非其他。 

所以，歷來咒都保留梵文原音，採取直譯。由於直接譯音，自然隨著各地區

的口音、習慣與表達的不同，會有些微的誤差。 

然而，持咒貴在於行者的虔誠。只要一心專注，虔心持誦，誦至一念不生，

便自然能感受到內在的定靜安和，也自有心蓮啟綻。 

要點，也僅是持之以恆，念念相續，不忘不失。將每一次的持誦，皆當作一

次虔心的呼喚與祈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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