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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中 Gadgadasvara 菩薩的再考察—「妙⾳」？還是「訥⾳」？ 

⽩ 景皓 

（⽇本⾝延⼭⼤學佛教學部特任講師） 
 

壹、問題之所在 

梵典《法華經》第⼆⼗三章 Gadgadasvara（噶德噶達品），《妙法蓮華經》譯作「妙

⾳菩薩品」。顧名思義，其中作為主⼈公的菩薩名號被認為是「妙⾳」。傳統認為，

該章節講述的是：東⽅世界的妙⾳菩薩來此娑婆世界聽聞法華經，並借由釋尊之⼝

介紹其證得的普現⼀切⾊⾝三昧，及他的法華經流通⾏的故事。 

然⽽從現⾏梵⽂本中所出的菩薩名號 Gadgadasvara⼀詞，對應的是「訥⾳」（不

能正常發⾳）之含義。這不僅與漢譯本之⼀的《妙法蓮華經》的「妙⾳」相反，還

與藏譯本的 sang sang po’i dbyangs（如光亮⾳）相⽭盾。 

為何會有如此完全相反的解釋呢？對此，約百年前的泉芳璟和本⽥義英，到如今

的植⽊雅俊與岡⽥⾏弘等先⽣都有系統地討論過，但是對 gadgadasvara 的語⽤分

析及其含義的可能性，都⽐較順從漢譯的理解，除岡⽥⾏弘以外，其他研究者都試

圖通過梵語的轉訛或語根分析，闡述 gadgadasvara⼀詞與「妙⾳」含義的關聯，唯

有岡⽥⾏弘指出，該詞就應按「訥⾳」去進⾏理解。 

對於該詞的理解，先⾏研究概無定論，更遑論對《法華經》中導⼊該菩薩的意圖，

有更深⼊的分析。因此，筆者通過本研究，⾸先對先⾏研究對噶德噶達菩薩的名號

Gadgadasvara是妙⾳還是訥⾳的問題進⾏批判性的分析，再參考《妙法蓮華經》諸

注釋書對菩薩名號「妙⾳」的理解闡述，⼒圖證明的是菩薩名號 Gadgadasvara ⼀

詞是在俗語寫本體系和梵語寫本體系中，可以有兩種正相反的解釋。在此基礎上，

再解決噶德噶達菩薩的「訥⾳」之說，是否與《法華經》的菩薩法師定義、法華流

通⾏產⽣⽭盾的問題。以此推測，《法華經》導⼊噶德噶達菩薩的意圖和動機。 
 
貳、解釋菩薩名號 Gadgadasvara 的先⾏研究 

泉芳璟先⽣和本⽥義英先⽣，在近百年前的 1933年對《法華經》的 gadgadasvara

⼀詞進⾏了追本溯源的分析，但兩位得出的結論互為對⽴。本⽥義英先⽣對先其出

版的泉芳璟先⽣的結論進⾏了客觀的評議。爾後，對於《法華經》該章節的研究完

全停滯，直到 2011年植⽊雅俊先⽣的翻譯研究與 2014年岡⽥⾏弘再次對該章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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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考察。 

因此在這裡，我們概覽泉芳璟（1933）乃⾄岡⽥⾏弘（2014）對 gadgadasvara⼀

詞的研究成果，並給予筆者的論評。 

 

（⼀）泉芳璟先⽣之學說 

泉芳璟（1933），參考的是梵典《法華經》的 Kern 南條校訂本的腳注提⽰，其中

有說某些梵本將 gadgadasvara 寫作 gaṁgadasvara。 

泉芳璟（ 1933），以此作為根據並解釋 gaṁgadasvara 為「殑 伽 施⾳」

（gaṁgada→gaṅgādā + svara）。「殑伽」即是恒河。 

泉芳璟（1933），援引了古印度⽂學中的恒河傳說以及辯才天傳說為依據，認定

「殑伽施⾳」的理解是合理的。即：以恒河為本源，送出河川之⾳聲。以此，指出

漢譯中「妙⾳」的解釋，很可能來⾃於古印度崇拜的恒河之流⽔聲。 
 
對於泉芳璟之學說的批評： 

對於此種泉芳璟（1933）的觀點，本⽥義英在 1933年論稿中的附論中已給出翔

實的批評。 

其⼀是，將 gaṁga 直接視作是等同於 gaṅgā是毫無根據的，本⽥先⽣認為 gaṁga

的寫法和 gaṅga 可以互通。⽽其中 ṅ 的字形與 d 酷似，因此該寫法僅是

gadgadasvara的寫誤⽽已。 

其⼆是，本⽥先⽣認為若僅以古印度⽂學中的恒河傳說以及辯才天傳說為依據，

去斷定「殑伽施⾳」的解釋，這屬於主觀臆斷。因為，在其他梵語⽂獻中並沒有類

似表達。 

其三是，本⽥先⽣對於泉芳璟未參考藏譯本中的 sang sang po’i dbyangs（本⽥譯：

「清淨⾳」）表⽰遺憾。 

對於這些來⾃本⽥先⽣的批評，筆者表⽰⾼度贊同。 

 

（⼆）本⽥義英之學說 

本⽥義英（1933）考慮漢譯中的「妙⾳」（《妙法蓮華經》《添品妙法蓮華經》）；

「妙吼」（《正法華經》）以及藏譯中的 sang sang po’i dbyangs（「清淨⾳」），對梵本

中的 gadgadasvara（訥⾳）的含義提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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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先⽣認為現⾏梵⽂本中的 gadgadasvara（訥⾳）或與之類 似 形 態的

gaggarasvara（快⾳）都是源於擬聲詞 gargarasvara（雷⾳/⿎⾳）的轉訛。 

在該章節的故事中，菩薩曾⽤伎樂供養雲雷⾳王佛的段落。他推測，或許因此，

才有漢譯的「妙⾳」及「妙吼」、藏譯的「清淨⾳」的解釋。因為，雷⾳或⿎⾳，

都是神聖美妙的聲⾳。 

另外，本⽥義英⽒⼜給出另外⼀種假說，那就是 gadgadasvara 中的 gadgada 有

「⽔⽜」的含義，那麽 gadgadasvara 也可理解成「⽜⾳」，⽽古來印度都對⽜族有

普遍的信仰，因此「⽜⾳」也可被視作美妙的聲⾳，依此邏輯，才有漢譯的「妙⾳」

及「妙吼」以及藏譯的「清淨⾳」的表記的出現。 
 
對於本⽥義英之學說的批評： 

本⽥先⽣的分析中，較為合理的是在於他給出了 gadgadasvara（訥⾳）是轉訛於

擬聲詞 gargarasvara（雷⾳/⿎⾳）。即：本⽥先⽣認為應將 gadgadasvara（訥⾳）看

作是 gargarasvara（雷⾳/⿎⾳）的俗語化現象。 

僅就將雷⾳或⿎⾳，解釋成美妙之⾳這⼀點，⿎是樂器，⽽雷也被古印度詩家看

作是天神的樂器，因此雷⾳或⿎⾳的確是「妙⾳」。 

本⽥先⽣的觀點，給予我們的啟發是：在 gadgadasvara作為「訥⾳」來解釋的可

能性之下，隱藏著的是，與之相反的「妙⾳」。在俗語與梵語的兩個體系下，會出

現同⼀種表記的詞語有兩種不同⽅向的解釋。 

事實上，梵典《法華經》的菩薩名中，亦使⽤過能進⾏多重解釋的詞語。例如：

Sadāparibhūta。 

第⼀，可以解釋成：如《妙法蓮華經》等所出的「常不輕」（Sadā-aparibhūta），

根據故事，這是說該菩薩踐⾏著永遠不輕視任何⼈的修⾏。 

第⼆，可以解釋成：如《正法華經》所出的「常被輕慢」（Sadā-paribhūta），根據

故事，這是說：該菩薩不修餘⾏，便常經受他⼈的辱慢。 

不管基於何種⽅式去理解，該梵語名都符合故事主旨，這是利⽤梵語的連⾳法

（sandhi）⽽形成的多義的複合詞語。 

然⽽，本⽥先⽣過度依賴譯本的解釋，來還原梵語本來的含義，這是犯了本末倒

置的錯誤。 

本⽥先⽣為了與漢譯及藏譯本的解釋對應，僅將 gadgadasvara理解為「妙⾳」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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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不合理的。 

另外，本⽥先⽣的第⼆種假說中也存在不合理的地⽅，那就是「（⽔）⽜⾳」是

否等同於「妙⾳」這⼀點。 

古 印 度⼈雖然以「⽜」為崇 拜對象，但根據《俱 舍論世親 ⾃ 註》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2.46b中，⽜的性徵必須有：「垂⽪」（sāsnā）和「駝峰」

（kakuda）。從這⼀點來看，擁有這些性徵的⽜，應是⽩⾊的印度⽜（gavya），絕

⾮⿊⾊的⽔⽜。另據在古印度《毗濕奴法上古傳》（Viṣṇudharmottarapūraṇa）對閻

魔（Yama）的描述，⽔⽜（mahiṣa, gadgadasvara）因是他的座騎（vāhana），往往

包含著死亡等消极含義。因此，筆者認為將「⽔⽜⾳」理解為「美妙的聲⾳」來解

釋 gadgadasvara的話，則對於古印度⽂化背景過於輕率了。 

筆者在後續的其他梵語⽂獻分析中，已發現「⽔⽜⾳」等同於⼀種不美妙的「顫

抖磕巴的聲⾳」，由此可⾒，該聲⾳，不應視作「妙⾳」，⽽是「訥⾳」。 
 
（三）植⽊雅俊之學說   

植⽊雅俊先⽣在現代和譯的《法華經》的注釋中，加⼊了他⾃⼰對 gadgadasvara

中 gadgada部分的理解。 

植⽊雅俊（2011）認為 gadgada⼀詞來源於動詞詞根 gad（清晰地表達）與其接

尾詞 gada（說話）的複合詞語。植⽊先⽣將其解釋為「清晰地說話（的⼈）」或「明

了流暢地說話（的⼈）」，因此漢譯中以「妙⾳」來命名。 

植⽊先⽣認為，該菩薩名號，意指該菩薩顯現種種⾝形講說《法華經》的道理。 

 

對於植⽊雅俊之學說的批評： 

植⽊先⽣的這種解讀，完全背離了梵語⽂獻學。 

筆者認為，植⽊先⽣應是沒有參考任何梵語辭典⽂獻的解釋，才作出的這種「所

謂的梵語解釋」。實則是遵從了各種譯本的「妙⾳」含義的，極其任性的解釋。 

在《詞匯網羅》（Vacaspatyam）中對 gadgada的給出的解釋是：vākskhalane（話

語磕磕絆絆）； ⼜在《詞匯如意樹》（ Śabda-kalpadrūma）中的解釋是：

luptapadavyañjanābhidhāyī（語⾳不清楚或斷斷續續的說話者）。 

因此，筆者遵照梵梵辭典中的解釋，可以確定植⽊先⽣的解讀從根本上是謬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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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岡⽥⾏弘之學說 

岡⽥⾏弘（2014）⾸先概括了作為先⾏研究的本⽥先⽣及植⽊先⽣的指摘。 

岡⽥先⽣僅批評了植⽊先⽣的結論，他同樣表⽰了不贊同。他認為，植⽊先⽣的

解釋⽅式缺乏其他梵典案例的⽀持。但岡⽥先⽣認為植⽊雅俊⽒的部分觀點——

即：「意指該菩薩顯現種種⾝姿講說《法華經》的道理」的分析是合情合理的推測。 

岡⽥先⽣給出⾃⼰對 gadgadgasvara⼀詞的解釋，應按照梵語本⾝的「訥⾳」去

理解。岡⽥先⽣補充道：不應僅把該名號當作⼀個種貶義來理解，也應該把它看作

是該菩薩講說教法時，因真情表露⽽導致語⾳渾濁不清。岡⽥先⽣認為，像「訥⾳」

這類菩薩，代表的是在《法華經》世界中籍籍無名的，但卻為弘揚教法奉獻著的⼀

類菩薩。《法華經》通過這類菩薩，將《法華經》中所說的「⼀切皆成佛」的思想

普遍化。 
 
對於岡⽥⾏弘之學說的評價： 

筆者認為，岡⽥先⽣⽀持 gadgadgasvara的「訥⾳」之解釋，這⼀點尤為可貴。 

但是，「訥⾳」⼀詞的在其他梵語⽂獻中的語⽤背景還需要進⾏探討，究竟是因

為恐懼導致語⾳不清晰，還是因為真情流露的喜悅導致的，這需要更多相關的⽂獻

研究才能明確。 

另外，關於岡⽥先⽣所分析的噶德噶達菩薩的創造意圖，即：「⼀切皆成佛」思

想的普遍化之結論，對筆者給予重⼤啟發。 

從《法華經》的編撰⾓度看，最後期編⼊的末後⼋品（「藥王品」〜「勸發品」），

主要陳述菩薩眾以善巧⽅便流通《法華經》的故事。⽽這些菩薩眾的故事，無⼀不

是作為「⼀切皆成佛」和「法華流通者」的例證的。但具體對應了何種法華流通⾏，

仍需要進⼀步的分析。 

 

參、各梵本譯本中本中菩薩名號 Gadgadasvara 的解釋 

（⼀）梵語校訂本 

Gilgit本，TH本，WT本和 KN本，無⼀例外地都寫作：gadgadasvara。 

筆者參考上⽥真啟・堀⽥和義（2023）對《俗語之光》（Prākṛtaprakāśa）及其注

釋《悅意》（Manoramā）中的翻譯研究，可知 gadgada（訥⾳）實是梵語⽽⾮俗語

中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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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俗語規則中，有將 d代置為 r的條⽬（2.13: gadgade raḥ［在 gadgada當中，d

被 r代置］），此處舉出的例⼦就是 gadgada。即：梵語中的 gadgada，如果在俗語中

轉訛之後，則會變成 gargara（雷⾳/⿎⾳）或巴利語中的 gaggara（快⾳/怒吼）。 

該分析，已完全推翻了本⽥義英（1933）所認定的 gadgada 是俗語轉訛，源於

gargara的說法。這與實際情況是完全相反的。gadgada（訥⾳）正是梵語，在這基

礎上才有發源⾃梵語的俗語表達，如：gargara（雷⾳/⿎⾳）或 gaggara（快⾳/怒吼）。 

 
gadgadasvara在梵語體系，則是「訥⾳」的含義。⽽梵語是婆羅⾨，刹帝利等

上等種姓所使⽤的語⾔。從梵語中演變出來的俗語體係中，則對應的是「妙⾳」

的含義。⽽俗語是其他中下等種姓所使⽤的語⾔。 

這樣可雙重解釋的菩薩名號，暗⽰的是，該菩薩對於上等種姓的梵語使⽤者來

說就是「訥⾳」（聲⾳顫抖，無法講說教法）的。但是，對於中下種姓的俗語使

⽤者來說，則變為「妙⾳」（能⽤美妙⾳聲講說教法）了。 

⼤膽推論，這位噶德噶達菩薩實被打造成⼀位中下種姓者的代⾔⼈和利益者，

為那些在種姓制度中被差別的眾⽣，提供了慈悲平等的關懷。 

若完全按梵語體系進⾏解讀，在《詞匯網羅》（Vacaspatyam）中對 gadgada的

給出的解釋是：vākskhalane（話語磕磕絆絆）、avyaktāsphuṭaśabde（聲⾳模糊不

清）。 

在《詞匯如意樹》（Śabda-kalpadrūma）中對 gadgada的解釋則為：

luptapadavyañjanābhidhāyī（語⾳不清楚或斷斷續續的說話者）。這是把 gadgada當

作⾏為主體「⼝吃者」來進⾏解釋的。 

另外，關於 gadgada的詞源問題，《詞匯網羅》中提⽰了這樣⼀條語法： 
kaṇḍvāṃ bhāve ghañ karttari ac vā malopaḥ 
在 kaṇḍu（發癢）的意思下，是表⽰動作的 GHaÑ或表⽰動作主體的 aC。尾⾳ m

的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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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注釋》（Mahābhāṣya）中的⼀條語法條⽬有關係:  
MBh on A 1.1.58: kaṇḍūyater apratyayaḥ kaṇḍūḥ 
沒有添加詞綴到動詞 kaṇḍūyate（發癢），就成為派⽣名詞 kaṇḍūḥ（發癢）。 

《詞匯網羅》意圖解釋 gadgada這個名詞，也是從動詞 gadgadayati（⼝吃）當

中直接派⽣出來，派⽣過程中沒有添加任何詞綴，但可以表⽰⾏為或⾏為主體。 

回到 gadgadasvara ⼀詞的語⽤背景的探討上，筆者揀取了各種包含該詞的梵語

⽂獻。 

⼈在什麽狀態下會發出 gadgadasvara（訥⾳）呢？在古印度⽂學中看到，⼀是

與狂喜有關，⼆是與恐懼有關。 

在《梵卵古傳》（Brahmāṇḍapurāṇa）中就有因狂喜⽽出現訥⾳的狀態： 
etac chrutvā tu te sarve naimiṣeyāstapasvinaḥ / 
bāṣpaparyākulākṣāstu praharṣād gadgadasvarāḥ // 3, 2.111 // 
聽到這些，所有住在眼瞬林的苦⾏者們，眼中充滿了淚⽔，由於喜悅⽽訥⾳

（聲⾳顫抖）。 

在《⼗王⼦所⾏》（Daśakumāracarita）中，有⼀個⼥孩因恐懼⽽產⽣訥⾳的狀

態： 
sāpi bālā gatyantarābhāvād bhayagadgadasvarā bāpyadurdinākṣī baddhavepathuḥ 
kathaṅkatham api gatvā maduktamanvatiṣṭhan 
那個⼥孩因為沒有其他去處，恐懼到訥⾳（聲⾳顫抖），在惡劣的天氣中發抖

著，勉強跟隨我的指⽰⾏動。 

但是，在佛教梵語⽂獻中提到 gadgadasvara的⽂脈⽐較少，出現過的有且只有

與恐懼有關的內容。⽐如《聲聞地》（Śrāvakabhūmi）對於「無所畏者」

（viśārada）的解釋中，出現了 agadgadasvara（不訥⾳）。 
(I)-C-IIl-9-a-(1)-vii Ms.58a2L: kathaṃ viśārado bhavati / asaṃlīnacittaḥ parṣadi 

dharmaṃ deśayaty agadgadasvaro ’saṃpramuṣitasmṛtipratibhānaḥ / na cāsya 
śāradyahetoḥ śāradyanidānaṃ bhayaṃ vākrāmati samāviśati / nāpi kakṣābhyāṃ 
svedo mucyate romakūpebhyo vā / evaṃ viśārado bhavati // 
什麽是「無所畏者」呢？他在會眾中，⼼無執著地開⽰教法，不訥⾳（＊

註：⽞奘譯為「聲無戰掉」），記憶⼒與辯才⼒都不受幹擾。他不會由害羞，

不會由害羞⽽恐懼，退縮，或就地停下。腋下不會出汗，⽑孔也不會冒汗，

如此就是「無所畏者」。 

雖然在古印度⽂學作品中，確實出現了因喜悅⽽訥⾳的⼈，但絕⼤多數的情況

下，特別是從佛教梵語⽂獻的語⽤案例來分析的話，gadgadasvara更偏向於因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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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聲⾳顫抖，無法正確發聲的含義。 

會發出 gadgadasvara（訥⾳）的⼈，就是那些由於在會眾⾯前產⽣緊張恐懼的

情緒，導致發⾳不順暢的⼈，甚⾄他們的記憶⼒和辯才能⼒也都會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響。這⽤現代定義來說，訥⾳者是選擇性緘默症（社交焦慮障礙）患者。訥

⾳，是在該狀態下，進⽽產⽣的⾔語障礙。 
 
（⼆）藏譯諸本 

藏譯諸本，如：北京版（P），宮殿版（S），德格版（D），皆將該菩薩名號，翻

譯成：sang sang po’i dbyangs。 

sang sang po是形容詞，在藏語詞典中的含義是「光芒朗朗的」（’od gsal lhang 

lhang gi rnam pa）或「光明亮的」（snang ba gsal po），常與⽉光（zla ’od）、電光

（glog sgron）、星光（skar ’od）搭配在⼀起，鮮⾒能與「聲⾳」（dbyangs）搭配

在⼀起使⽤的案例。因此，該名號 sang sang po’i dbyangs在藏⽂中也是頗令⼈費

解的。 

本⽥義英（1933）譯解為「清淨⾳」，如果直譯的話則為：「擁有如光明亮的⾳

⾊的⼈」。從這個藏譯來看，sang sang的重複部分，可能是在試圖與 gadgada的

重疊部分進⾏對應。 

藏譯者的理解⽅式和先⾏研究中的植⽊雅俊（2011）⼀樣。將 gadgada拆分成

兩個詞，即：gad和 gada，這兩個梵語詞本⾝，確實都有「清晰明了」的含義。 

然⽽，gadgada並⾮是梵語中的複合詞語，因為只有兩個名詞才可以進⾏複

合，此處不符。因此，可以說，藏譯實際上是對梵語的 gadgada的⼀種誤譯。 
 
（三）漢譯諸本 

《正法華經》將該菩薩名號翻譯成「妙吼」；《妙法蓮華經》與《添品妙法蓮華

經》將該菩薩名號翻譯成「妙⾳」。 

漢⽂譯者，可能根據的都是 gadgada的俗語體系 gargara（雷⾳/⿎⾳），再在這

基礎上進⾏了意譯，最終形成了「妙⾳」或「妙吼」的解釋。 

還有⼀種可能是漢譯者是基於梵語的 gada（說話清晰），形成了「妙⾳」或

「妙吼」的解釋。然⽽ gada和 gadgada 雖然字形相似，但意思卻呈現完全相反的

狀態，gadgada當中絕不可能包含「說話清晰」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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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很有意思的是，《正法華經》中「妙吼」這⼀譯詞，既包含了「妙」（美

妙）⼜包含了「吼」（巨⼤的聲⾳）。這個複合的譯詞，將令⼈震撼⼜可怖的

gargara（雷⾳/⿎⾳）賦予了「美妙」的含義。 

另外⼀種筆者的猜測是，《正法華經》中的「吼」⼀詞，常常在梵語中對應的

是 nāda，或許《正法華經》的翻譯者竺法護所看到的梵語詞語並⾮是 gadgada，

⽽是 nādanāda（吼聲）。從此⼜聯想到佛菩薩講說教法時的「獅⼦吼」

（siṃhanāda），才有了現在的意譯「妙吼」。 
 
肆、《妙法蓮華經》諸註釋書對菩薩名號「妙⾳」的理解 

從六世紀的吉藏到⼗七世紀的徐昌治的《法華經》諸註釋書，都是對鳩摩羅什

譯出的「妙⾳」進⾏解註。 

可分成三種觀點： 

（1）該菩薩本⾝具備妙⾳流通教化 

（2）該菩薩以妙⾳為善巧⽅便對機說法 

（3）該菩薩的化⾝具備妙⾳流通教化。 

（4）「妙⾳菩薩」⼀詞具有深意 

⽀持觀點（1）的有吉藏、聖德太⼦、窺基與東⼤寺明⼀；⽀持觀點（2）的有

戒環和徐昌治；⽀持觀點（3）的有智顗、圓珍與德清；⽀持觀點（4）的有⽇

興・⽇蓮。 
 
（⼀）觀點（1） 

吉藏《法華義疏》T34.621c18–22：⾔妙⾳者。此菩薩過去以⼗萬種伎樂供

養於佛故得美妙⾳聲。因以⽴名。舊經稱師⼦吼菩薩。今可得兩⾳會之。即

以妙⾳作師⼦吼。⼜衆⽣樂聞稱爲妙⾳。⾳能顯理伏物名師⼦吼也。 

窺基《妙法蓮華經⽞贊》T34.845b11–14：⾳謂⾳聲。妙謂殊妙。昔住因中

好設樂以供佛。今居果位善説法以利⽣。雙彰業徳以標其名故稱妙⾳菩薩。 

吉藏按「善因樂果」理論，對「妙⾳」名號進⾏解釋。他認為，該菩薩過去世

中⽤伎樂供佛，因此今⽣就能得到美妙⾳聲。窺基也持該觀點，明確說出，該菩

薩是以過去供養伎樂為因，感得妙⾳說法利益眾⽣的果位，所以得名「妙⾳」的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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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寺明⼀（728–798年）《法華略抄》T56.143a08–12：釋名者。⾳謂⾳聲。

妙謂殊妙。昔住因中。好設樂以供佛。今居果位。善說法以利⽣。雙彰業德

以標其名。故名妙⾳菩薩。此品明彼事。故名妙⾳菩薩品。 

東⼤寺明⼀的解釋亦按吉藏與窺基的「善因樂果」解釋，「妙⾳」暗⽰的是

「善說法利⽣」的該菩薩的利他事業。 

聖德太⼦《法華義疏》T56.126b11–14：此中明妙⾳菩薩事。故仍爲品⽬

也。此品與觀世⾳品。明流通⽅法中。第⼆明普現⾊⾝弘經益物。⾔若欲弘

通此經。應如此⼆⼤⼠所爲也。 

聖德太⼦雖未明⾔「妙⾳」含義，但暗⽰了該菩薩以妙⾳與普現⾊⾝為兩種流

通《法華經》之⽅法，該菩薩與觀世⾳菩薩⼀同作為流通《法華經》救濟利益眾

⽣的模範。因此，聖德太⼦提⽰的此種解釋，能⽀持觀點（1）。 
 

 
（⼆）觀點（2） 

戒環《法華經要解》X30.350c5–6：能以妙⾳隨應演說。⽽流通是道者也。

名雖妙⾳實彰妙⾏。 

徐昌治《法華經卓解》X32.290b11：此品明菩薩。以妙⾳隨類宣揚此經。 

戒環與徐昌治雖然沒有解釋該菩薩過去世的因⾏與現在得果之間的關係，但強

調了「妙⾳」是⼀種演說經教的善巧⽅便，為的是對應不同眾⽣。戒環更指出，

⽤「妙⾳」名號，實則彰顯的是《法華經》的流通⾏。 
 
（三）觀點（3） 

智顗《妙法蓮華經⽂句》T34.144a17–21：昔奉雲雷⾳王佛⼗萬種妓。今遊

化他⼟⾳樂⾃隨。昔奉⼋萬四千寶鉢。今爾許道器眷屬圍遶。昔得⼀切衆⽣

語⾔陀羅尼。今以普現⾊⾝。以妙⾳聲遍吼⼗⽅弘宣此教。故名妙⾳品。 

智顗按古今照應的因果關係，對妙⾳名號進⾏解釋。智顗認為，如今的妙⾳宣

教，是在普現⾊⾝之後。普現種種⾊⾝，實際是該菩薩的化⾝，化⾝可以⽤妙⾳

流通法義調伏眾⽣，這是⼀種善巧⽅便。智顗的這種解釋，也似乎暗⽰著該菩薩

本⾝，未必會⽤妙⾳說法。 

與智顗的學說極其相似的是，⽇本天台宗寺⾨派宗祖圓珍（814–891年）的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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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珍《⼊真⾔⾨住如實⾒講演法華略儀》T56.200a21–23：昔得⼀切衆⽣語

⾔陀羅尼。今以普現⾊⾝。以妙⾳聲。遍吼⼗⽅。弘宣此教。故名妙⾳菩薩

品。 

⽤妙⾳流通《法華經》的⾏為，是在該菩薩普現某種⾊⾝之後。因此，可推測

圓珍的觀點與智顗的學說實是⼀脈相承的。因為該菩薩的「普現⼀切⾊⾝」本為

善巧⽅便，那麼，來⾃於種種化⾝，也必定能發出「妙⾳」或「⾮妙⾳（訥

⾳） 」之聲。 

德清《法華經通義》X31.592a24–b2：進九地位。發真如⽤。⾊⼼⾃在。得

如幻三昧。居法師位。以⾄覺等分⾝說法。無思⽽應。特以妙⾳名。 

德清與智顗⼀致的部分，都是認為該菩薩以化⾝進⾏說法，在說法中體現妙

⾳。但不同的是，德清引⽤了「菩薩地」的理論，認為該菩薩處於第九地法師

位，才能有如上所述的化⾝功⽤。然⽽《法華經》「法師品」中所說的「法師」，

不需要到達菩薩之第九地也可成為。因此，此處的解釋與《法華經》前⽂不合。 
 
（四）觀點（4） 

  《御義⼝傳》被認為是⽇興（1246–1333年）轉錄整理其師⽗⽇蓮（1222–1282

年）⼝述的《法華經》闡釋⽂，其中的分析⼗分有新意。 
御義口伝に云わく、「妙音菩薩」とは、十界の衆生なり。「妙」とは、不思

議なり。「音」とは、一切衆生の吐くところの語言音声、妙法の音声なり。

三世常住の妙音なり。所用に随って諸事を弁ずるは、慈悲なり。これを

「菩薩」と云うなり。 

（《御義⼝傳》云：「妙」者，意為不可思議。「⾳」者，乃⼀切眾⽣所發出的

語⾔⾳聲，皆為妙法之⾳聲，是三世常住之妙⾳。隨緣應⽤以明辨諸事者，

為慈悲。此即稱為「菩薩」。） 

  此處認為，「妙⾳菩薩」對應⼗界（六道・四聖）的⼀切眾⽣，「妙」不作「美

妙」解，⽽作為「不可思議」來解釋。「⾳」則是⼀切眾⽣的⾔⾳。⾃此處來

看，該觀點將「妙⾳」解釋為「不可思議的眾⽣⾔⾳」，眾⽣的語⾔及聲⾳，包

羅萬象，因此如「妙⾳」與「訥⾳」的相互對⽴的⾳聲，也都包含在該觀點闡釋

的「妙⾳」中了，這是對「妙⾳」的新解。 
 

（五）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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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觀點（1）的「妙因得妙果」的解釋，確實符合同類因與等流果的

因果論，但僅限於名號為「妙⾳」的可能性下。 

觀點（2）與（3），認為「妙⾳」顯⽰的是菩薩流通法義時所使⽤的善巧⽅

便，即善巧⽅便是化⾝出妙⾳。這樣的解釋暗⽰了菩薩在不向眾⽣流通教法時，

或許⾃⾝不需妙⾳的道理。這樣的解釋中，既包含了妙⾳，⼜包含了⾮妙⾳的可

能性，為我們提供了解讀該菩薩名號 gadgadasvara的思路，即：該菩薩⾃⾝雖是

訥⾳，但為了流通《法華經》，可以通過善巧⽅便的化⾝，再演出妙⾳。 

觀點（4）則是對「妙⾳」⼀詞包含的其他深意進⾏了新解。筆者認為，因為

該菩薩名號 Gadgadasvara的含義中，確實包含了⼀語雙關的可能性，所以在漢譯

中遵從⽞奘的「含多義故不翻」⽽⽤⾳譯的「噶德噶達菩薩」更為妥當。 
 
伍、「妙⾳」「訥⾳」與法華流通⾏ 

有⼈可能會質疑，gadgadasvara⼀詞如果被理解為「訥⾳」，那是與《法華經》

的流通⾏相違背的。因為他們認為，訥⾳者有⾝⼼障礙，無法承擔在⼤眾⾯前宣

教的法師職責。因此，必須將該詞理解成「妙⾳」才可以解決這個過失。 

對此，筆者認為不然。對於 gadgadasvara名號的「訥⾳」和「妙⾳」兩種理

解，反映的是該菩薩的修⾏狀態，⼆者皆可與《法華經》的流通⾏及菩薩⾏相匹

配。 
 
（⼀）法華流通⾏的定義 

梵典《法華經》「法師品」中所提⽰的關於流通《法華經》的修⾏⽅法，與

《妙法蓮華經⽂句》的「五種流通」、《中邊分別論》（Madhyāntavibhāgakārikā）

的「⼗種法⾏」（daśadhādharmacarita）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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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筆者稿（⽩［2019］）的分析，《法華經》的流通⽅式可以分為兩⼤類，⼀是

財物供養；⼆是法供養（其⼀是，對於法的供養；其⼆是，基於法的供養）。 

此兩種供養，⼜可分為⾃利的流通和利他的流通。此兩種供養是同樣重要的，

財物供養是法供養的前⾏。 

 
在如此多種多樣的法華流通⾏下，妙⾳者和訥⾳者各有他們⾃⼰擅⾧實踐的流

通⾏。妙⾳者是流通能⼒強的⼈，訥⾳者是流通能⼒弱的⼈。 

回顧前述兩個圖表，妙⾳者應是⾃利利他流通⾏全部完備之⼈，⽽訥⾳者則是

去除與聲⾳有關的修⾏項⽬（為他⼈解說、令他受持等）之⼈。雖然其流通能⼒

微弱，哪怕書寫⼀字⼀句，也都被視為法華流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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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法華經》將訥⾳者也納⼊了法華流通⾏中，這就擴⼤了法華經流通⾏

的修⾏範圍，以期達到「廣宣流布」的⽬的。 
 
（⼆）法華菩薩的定義 

《法華經》中的「菩薩」可以分成兩種。 

第⼀種，是指那些完全接受「三乘⽅便・⼀乘真實」的《法華經》的眾⽣們，

不管是什麽性別，種族，⾎統，都是「菩薩」（參⾒「法師品」SP (10) [KN224.2–

7]）。筆者將這種意義下的「菩薩」，命名為「⼀乘菩薩」。從這個意義上看，妙⾳

者與訥⾳者，只要流通《法華經》，都是⼀乘菩薩。 

第⼆種，是本已按般若經類中所提⽰的菩薩⾏去修⾏的菩薩，他們在⾃⼼中⼜

摒除了對「⼤⼩各別」的執著，能夠如第⼀種菩薩⼀樣，完全接受《法華經》的

「三乘⽅便・⼀乘真實」的思想。這樣的菩薩，是《法華經》的⼀乘菩薩的同時

也是菩薩乘（⼤乘）的菩薩。筆者將這種意義下的「菩薩」，定義為「⼀乘菩薩

法師」（參考：⽩［2020］）。 

這兩種菩薩的差異在於，「⼀乘菩薩」與「⼀乘菩薩法師」的修⾏境界與流通

能⼒。雖然前者確實⽐後者低劣，但是兩者都是能受持《法華經》的眾⽣。 

另外，雖然⼀切流通者的流通對象都是《法華經》，但是根據其流通內容的份

量，使得不同法師的修⾏也有區別。即：是流通《法華經》中的⼀偈，還是《法

華經》全卷，根據此，能斷定法師本⾝在修⾏境界上的差異。 

根據筆者稿（⽩［2023］）的分析，從修⾏境界來講，⼀偈流通的菩薩法師必

定劣於《法華經》全卷流通的菩薩法師。但兩者都能信受⼀乘，因此必將速疾成

佛。 

從這樣的法華菩薩的定義中，可以推論的是妙⾳者與訥⾳者，都是「菩薩」，

雖然⼆者在修證上有著明顯差異，但不應排斥⼀⽅⽽推崇另⼀⽅。或許因此，

《法華經》才選取 gadgadasvara⼀詞作為菩薩名號，「妙⾳」與「訥⾳」統合在

⼀起，以宣揚基於《法華經》⼀乘思想的⼤平等之意。 
 
陸、結論 

綜上所述，本研究對 Gadgadasvara菩薩名號解釋的問題進⾏了深⼊分析，並得

出以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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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adgadasvara這⼀名號，在梵語與其俗語的不同體系中，既包含「訥

⾳」（梵語）的可能性，也包含「妙⾳」（俗語）的可能性。兩者皆有其語⽤

和⽂獻依據。或許 Gadgadasvara這⼀名號是為了應對上中下等的⼀切種姓者

⽽設置的。僅對使⽤俗語的中下等種姓者顯現「妙⾳」之名，體現了《法華

經》將中下等種姓者，納⼊⾃宗的救濟和流通範圍的意圖。 

（2）噶德噶達菩薩，無論是顯現出「妙⾳」或「訥⾳」的哪⼀種狀態，他都

是能流通《法華經》的菩薩法師。 

《法華經》的末後⼋品，通過噶德噶達等菩薩的故事，共同將「⼀切皆成佛」

的思想推廣，意在創造⼀個理想的法華⼈間佛國⼟。本研究，為理解平等無有歧

視差別的法華菩薩⾏與流通⾏的實踐，提供了新的視⾓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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