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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這篇報告根據作者的碩士論文《魚山聲明集研究》。《魚山聲明集》收錄於《大

正藏》第八十四冊。「聲明」的原義不是指梵唄，而是指文字、聲韻、訓詁之學。

此於呂徵的《聲明學》書中提過，而日本則是指梵唄。 

  作者對佛教梵唄很感興趣，認為念誦法門有益於身心，尤其在「定」的方面。

由於作者是中文系出身，注意到梵唄的唄詞有六句讚及八句讚，而《爐香讚》屬

於六句讚。根據學者的研究，六句讚的詞體屬於「詞曲牌」。它的字數及聲律是

套用《華嚴讚》。 

  佛教於東漢明帝時開始傳入。既然《爐香讚》屬於詞曲牌的讚偈，不是東漢

時代的文體，可見梵唄曾經被改過一次。那麼，在詞曲牌之前，唱讚是採用怎樣

的形式？ 

  《大正藏》第八十四冊的《魚山聲明集》並無《爐香讚》，換句話說，在唐

朝時並無此讚，而是宋以後的作品，可見中國梵唄曾經產生變化。因此值得探討

中國的梵唄為何會變：因為宗教是神聖的，不是隨意變更的，既然它會改變，應

該是很有趣的現象。 

  《魚山聲明集》所收的曲目，其文體大部分是整齊的五言詩或樂府詩，而很

少詞曲牌。作者曾經前往日本京都大原的魚山大原三千院，找到《魚山聲明集》

之原出處，並帶回較清晰的本子。 

  日本的傳承是在唐朝會昌法難之前，日僧圓仁前往揚州、長安、山東、五台

山等地參學，並把所學的梵唄帶回，此事記載於其著作《入唐求法巡禮記》內。

本篇作者由此產生研究的靈感：既然中國梵唄有詞曲牌體及詩歌體，是什麼原因

造成改變以及梵唄有無創作的原理、原則？既然梵唄有流變的現象，那麼梵唄的

發展史是怎樣的情況？ 

一、研究佛教梵唄的意義 

(一)梵唄的定義 

  梵唄的定義記載於南朝慧皎的《高僧傳‧經師篇》，有關佛教的唱唸，除了

《經師篇》之外，於《唱導篇》亦提到。《經師篇》敘述：「東國之歌也，則結詠

以成詠，西方之贊也，則作偈以和聲……，故奏歌於金石，則謂之以為樂，設讚



於管絃，則稱之以為唄。」亦即於中國稱為詠歌。印度的讚是先有偈文，再加以

和聲。若以歌配上樂器，則稱為樂；若將讚偈配以管絃演奏，則稱為唄。所以依

佛教的定義是設讚於管絃稱為唄。《大正藏》中的《魚山聲明集》除了有樂譜，

另有樂理。於樂理中提到兩種樂器──笛與琴，一個是管樂器，另一是絃樂器。

因此梵唄是否有樂理、樂器，可以再進一步研究。 

(二)佛教梵唄研究的基本問題 

甲、為何梵唄成為中國佛教修行法門的主流 

  胡適說過中國佛教的特色在禪宗，而本文作者認為禪宗固然是一特色，但梵

唄是另一大特色，特別念經。因為念誦法門自東漢傳入佛教以來，至今仍延續不

絕。佛教修持的主流文化是禪坐，但傳入中國後，念經、梵唄、唄經凌駕於禪坐

之上。 

  梵唄可以達到禪定的效果。在中國，梵唄顯然比禪坐更盛行，取代禪坐而成

為佛門主流的修行文化。即使於禪宗叢林，仍有課誦本，並且以念誦為五堂功課。 

  為何唱誦會凌駕於禪坐，可由智者大師的《法華三昧懺》說起。智者大師除

了止觀法門之外，另一貢獻是提倡懺儀。以智者的《法華三昧懺》而論，四種三

昧不只是打坐，尚包括唱誦。亦即配合唱念與打坐之修行法門。 

  在宋朝贊寧的《宋高僧傳》卷二十七之《含光傳》中談到：「湛然與光相見，

問西域傳法之事。光云：有一國僧，體解空宗，問及智者教法。梵僧云：『曾聞

此教定邪正，曉偏圓，明止觀，功推第一。』再三囑光，或因緣重至，為翻唐為

梵，附來，某願受持。屢屢握手叮囑。」在此傳後面，贊寧用尼拘律陀樹舉例，

因為此樹之根能夠延伸到別的地方，長出新的樹：「世所知者，知枝葉不知根幹，

而不知枝葉土亦根生幹長矣。尼拘律陀樹（梵文：nyagrodha）是也。蓋東人之

敏利，何以知耶？秦人好略，驗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樸，何以知乎？天

竺好繁，證其言重而後悟也。由是觀之，西域人利乎念性，東人利在乎解性也。」 

  作者引這兩段資料，重點是要說明梵唄傳到中國後，智者大師的《法華三昧

懺》對佛教徒有很大的啟示。智者大師非常強調懺悔，他認為大小乘皆有懺法，

唯獨五逆重罪於小乘無法懺除，只有用《法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以及《觀普

賢菩薩行法經》之原理，依佛經修止觀，運用普賢菩薩懺法才可以除五逆重罪。

所以在許多懺法中經常可見普賢菩薩的名號。 

  《法華經》主要修行方法是聽、說、讀、寫，其中一項即是念誦。在整個《法

華三昧懺儀》中，禪坐只是後面的一小部分，前面如勸請等儀軌，皆屬於念誦方

面。天台宗在隋代之影響力很大，所以作者認為中國重視梵唄，此與天台宗有很

大的關係，而且天臺儀軌影響到華嚴宗與淨土宗之儀軌。因此《法華三昧懺儀》

是使梵唄成為中國主要修行法門之一的重要典籍。 

  另外，贊寧所說「西域人利乎念性，東人利在乎解性」，這句話表明印度人

對於經教的態度在於念，中國人重視解性，即是思想方面。「念」(sm  ti)，一

般用法是憶念、惟念。根據季羨林的說法，是指「全部的神聖傳統」，所以有時

譯為傳承。佛教的梵唄即是與憶持有關。相對的另一詞 ruti，通常譯為天啟，



是指仙人直接聽到的。印度婆羅門認為語言是天神所傳，非常神聖，不可破壞，

故重視口傳。由季羨林的說法可知口耳傳承在印度是非常重要的。 

  念有心念與口誦兩種，而梵唄的發展與「聽」有很大的關係。因為佛教大約

起源於西元前五世紀，但印度有文字大約在西元前後。於佛經寫成文字以前，佛

教之教學皆是口耳傳承。在帕尼尼的文法書中提到梵語有高低之讀音，而且很強

調音律，形成類似音樂的讀誦方式，所以梵唄可能與音律有關。印度的此種傳統

傳到中國，成為梵唄。此為原因之一。再者，佛教梵唄與憶持有關。由師父口頭

宣說，弟子耳聽，然後背誦及朗誦，亦是形成梵唄的原因。 

乙、從教制（戒律）來觀察佛教梵唄存在的位置 

音聲有礙禪定，為何佛門戒律可以開許梵唄的存在？ 

  這個問題很重要。大家皆知有佛教梵唄，但在戒律提到佛陀不希望佛教徒接

觸音樂，因為音樂有礙禪定。即使是到現在的八關齋戒──這是在家人要受的戒

──仍有一條戒是不許往觀歌舞倡妓。這是從禪定修行的立場來談。 

  既然如此，為何梵唄存在於佛門文化之中？作者認為它是一種教育方法。梵

唄的存在不是因為唱出來很好聽，而是用來傳法。在經典未寫成文字之前是靠口

傳，而口傳的重點在於聽力，不可以聽錯，所以著重於語言。語言學是致力於音

樂的學問，稱之為聲明。印度傳統的宗教唸誦，不論是詩歌、偈頌或經文的唸誦，

都在於聲音。唸誦時的聲音高高低低，好像有旋律，但每個字都咬字清晰。若將

它的高低聲韻計譜，大致得知吠陀的音調集中在 2-3-4，而南傳巴利語之唸誦為

2-3-5。 

  慧皎的《高僧傳‧經師篇》末尾就提到梵唄的美學必須音律與聽解二者並重。

亦即聲音及法義能夠透過嘴巴，準確地傳達出去，使聽者能夠清楚並聽懂。所以

作者認為印度人重視聲音的高低及清晰就是聲明的重要條件及內涵：如何用音聲

達到準確、清楚地傳遞。根據美國學者 Louis Rowell 的研究，梵文有三個音調

而可配合音律： 

1.上昇音(ud tta) →為 3，7音階，配合梵文的 Ga，Ni 

2.混合音(anud tta)→為 1，3，4音階，配合梵文的 Sa，Mi，Pa 

3.下降音(svar ta) →為 2，6音階，配合梵文的 Ri，Dha 

因此印度所謂的唸誦是指這種具音樂性且緊密的讀唸、唱唸。印度的唱唸重視聲

音的傳遞不可以有誤失，此為印度傳統把梵唄當作教育之用。 

  唐朝道宣律師《四分律刪繁補闕行事鈔》引《出要律儀》：「……翻為止斷也，

又云止息。由是外緣已止、已斷，爾時寂靜，任為法事也。」重點在念誦時止息

外緣、雜念，而專心一意的從事法事。所從事的法事有五種： 

甲、向十方諸佛菩薩懺悔，引發三昧：此種說法見於龍樹的《十住毗婆沙論》。 

乙、演說佛法，以三昧力超薦亡魂：利用梵唄的念誦進入三昧，以超薦亡魂。 

丙、迎請佛菩薩降臨，承事供養：供養佛菩薩。 

丁、迎請佛菩薩降臨，稱念名號，發願往生。 

戊、迎請佛菩薩降臨，請施以法力成就眾生菩提之願：如「大悲水」是以三昧



力加持水以治病。藉由寂靜以引發、進入三昧，請佛菩薩施以法力。 

  佛陀在《十誦律》卷三十七提到梵唄有五種利益：身體不疲、不忘所憶、心

不疲勞、聲音不壞、語言易解。另有五種利益：身體不疲、不忘所憶、心不懈怠、

諸天聞唄心則歡喜。可見佛陀鼓勵梵唄，因此梵唄成為佛門重要文化。 

(三)略論梵唄的種類 

甲、如何找到梵唄 

  1.從寺院的清規：如《百丈清規》、天台宗的《國清百錄》。清規是寺廟的作

息，包括行事曆，早晚五堂功課、六時禮拜。清規中可以找到梵唄。 

  2.由法會儀式：如梁皇寶懺、三昧水懺、金剛懺、藥師懺或誦經儀式。 

  3.早晚課誦的誦本。 

乙、從儀式中看梵唄的種類與結構： 

  1.三啟經：三啟經是指三個段落。第一段是啟請、歸依，第二段是本經，亦

即要誦的經，第三段是迴向。三啟經為印度佛教原有的法會基本三段，傳入中國

後，中國佛教的許多法會模式按照三啟經予以擴充。《大正藏》第十七冊中的《佛

說無常經》即是三啟經。在《根本說一切有部律雜事》，佛陀曾提到三啟經。三

啟經不僅於印度部派佛教使用，在大乘佛教中亦採用，其重點在於三段。 

  2.懺儀：如智者大師所製作的懺儀。印度佛教有自己的懺儀，但中國人接受

印度傳來的佛教，不是照單全收。中國祖師亦創制儀軌，而智者大師是很重要的

人物。他所創作的儀軌可以取代印度佛教的儀軌，對於中國佛教的影響深遠，至

今仍在使用。 

  3.誦經儀：基本上是以三啟為內容，但予以擴充。在誦經儀式如《金剛經》

或《法華經》的課誦，前面有爐香讚，南無××佛菩薩三稱，接著誦本經，後面附

加幾個咒，然後是三歸依、迴向。此為基本格式。 

  4.密教法儀。亦可用此途徑研究。 

丙、整個法會的結構即是梵唄的種類： 

  一般人認為佛教梵唄即是佛教的音樂，亦即重點在於音樂，但作者認為文學

（文詞）比音樂還重要。佛教儀式基本上是由梵唄與儀節的文章構成。例如早晚

課誦的早課儀式開頭是爐香讚，其次是三稱，然後是十小咒、心經，接著是迴向

發願文。基本課誦應該到此結束，但後面還有一些儀式，乃至二時齋儀，最後以

三歸依為結束。 

  這些儀節皆是梵唄的讚偈，屬於儀式的主體。所以梵唄的意義是整個儀式的

過程。從佛教研究的角度而言，此儀式過程是研究梵唄的重點。例如迎請佛菩薩

的儀節是爐香讚及三稱南無佛，請佛菩薩降臨壇場，才繼續接著課誦。心經、十

小咒皆為課誦，晚課則為彌陀經及往生咒，其後尚有一些功課亦在佛前誦念。最

後才是迴向及發願。由於佛教許多儀式皆有此種結構，所以作者認為這一切結構

似乎是佛陀講經說法的重現。在道場中有佛像，乃至諸花供養，接著進行梵唄，

將佛菩薩迎請到現場，我們在佛菩薩面前課誦、懺悔、迥向、發願。龍樹於《十

住毗婆沙論》中談到，若在佛菩薩面前懺悔，利益極大，乃至可以證得不退轉位



（阿鞞跋致）。由於佛教梵唄是以儀式為主而成之結構，所以不同的儀式採用不

同的梵唄。 

二、如何研究中國佛教梵唄史 

(一)佛教梵唄的研究方法，梵唄模型論 

甲、歷史觀：研究作者、淵源與流變現象。 

乙、功能論：研究梵唄背後的指導思想與作用性質。例如梵唄中的咒具有怎

樣的功能。 

丙、角色論：研究梵唄在儀式裡的存在位置。梵唄很少以單曲的形式存在，

而是以儀式的方式呈現。 

丁、結構論：梵唄聲曲本身的主要結構，包括梵唄的文體、音律等。 

(二)中國佛教梵唄歷史的分期： 

  第一期東漢到魏晉前：曹植的魚山梵唄已失傳，但韓國、日本仍然使用「魚

山」這個名詞來稱其梵唄。在《高僧傳》提到一些梵唄，如六言梵唄、菩提言句

等，今亦失傳。 

  第二期六朝到隋唐以前：南齊竟陵王曾經集京師的善聲沙門研討梵唄，用意

在保存古代的梵唄。雖然經過這次大會，但許多梵唄仍然失傳了。不過有個有趣

的現象就是梵唄大多集中在南朝，亦即在南方。至於北方是否有梵唄，尚在研究

中。另外，與梵唄相關的事情就是佛教的轉讀音律影響到中國文學的發展，亦即

「永明體」。此時期尚有智者大師以及梁武帝等人製作的懺儀。 

  第三期隋唐以後至五代北宋：隋唐時期的梵唄現象是天台宗的梵唄影響到中

國佛教儀式的體制，所以中國佛教的唱念多以天台宗為主。例如華嚴宗、法相宗

皆有各自的修行法門。日本尚保存法相宗的修行法門，其修行法門亦是梵唄唱念

的法門，但比較屬於講經、議論方面的法門。這是很有趣的現象，值得再研究。

唐朝淨土宗的梵唄結合民歌而具特色；密宗之梵唄亦具特色。 

  第四期宋以後到現代：第三及第四期的梵唄是以詞曲牌為主。《太和正音譜》

可證明宋元即有此一詞曲牌。據學者研究，中國梵唄發展到明朝以後就南北統

一。大約在明成祖時，天下寺院就以百丈清規為主，而唱念是以常州天寧寺的梵

唄為主，其後幾乎沒有再改動。 

三、餘論 

  甲、以戒定慧為主的佛教音樂研究：重點是希望能以行門的立場來研究佛教

儀軌。 

  乙、重視佛教梵唄史的研究，做跨國際的佛教梵唄比較研究：臺灣過去幾年

來研究梵唄僅有七篇左右，外加一篇博士論文《敦煌禮懺文研究》。那篇博士論

文是以敦煌禮懺文之比較、校勘的立場研究，其餘皆以音樂為主。七篇中有一篇



是中文研究所研究淨土，另六篇則是音樂研究所的研究。音樂研究所作品的特色

是保存音聲記錄，非常的好。不過由這些記錄來看，佛教音樂的研究仍限於音樂

的研究，希望以後能做宗教的研究。例如佛門本來反對音樂，後來音樂如何流行；

佛教贊成音樂的尺度以及音樂美學的標準是什麼。 

  丙、佛教音樂美學的標準：如何令眾生不執著音聲，而能善巧傳遞法義。作

者認為這是音樂美學的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