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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稚小般若十萬頌》



編輯的話 

因緣 
佛子 

至心禮敬上師與諸佛菩薩！ 

那一段時日，我剛好住在 Jasper 師兄的家裡。 

有天早晨，聽師兄說：「有位朋友的孩子，病了兩、三天，一

直不見好轉，有各種症狀顯現：臉腫、頭和脖子疼痛，腹部也

疼脹，腳上還長出一些紅疹子。這位孩子的身體似氣球般腫

脹，每晚疼癢，不太喝水，嘴脣乾裂，並且也無法進食，身上

還連接了好幾條心電圖儀器的線。」 

聽到這種狀況，我內心不忍，請教了一位長年閉關修行的長

者，依他的指示，到醫院為小孩修法：我從歸依發心開始修起，

接著修四無量心、心經迴遮法，並將《般若八千頌》置於小孩

頭頂，再點燃驅魔加持物，最後唸誦《童稚小般若十萬頌》《扎

戈十三儀軌》等。 

後來小孩有好轉。 

修行長者說，若小孩經常有很多毛病發生，但查不出原因，可

唸誦《童稚小般若十萬頌》，非常有效。 

Jasper 師兄聽我這麼轉述，請我將此經翻譯成中文。於是我邀

請阿旺松丹居士由藏譯中，阿旺洛卓格西、釋自來校對，最後

我再協助審定、編輯及出版發行等事宜，圓滿完成任務。 

希望此譯作，能令所有世界上的小孩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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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稚小般若十萬頌》 

梵語曰：夏達薩哈思嘎般若波羅蜜多 

藏譯言：無謬攝集聖般若波羅蜜多十萬頌義 

敬禮能生一切之聖母！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從「甚深明照」三摩地起已，
世尊於王舍城靈鷲山中，與五千餘大比丘僧
俱同安住——彼眾亦皆為阿羅漢、諸漏已

盡、無復煩惱、已作證、心極解脫、如聰慧
馬及大象王、所作已畢、能作已辦、捨諸重
擔、隨得自利、有結悉盡、正教誡故令心極

解脫之大菩薩，並及聖觀自在、善現、阿難
等，天及人等無邊有情，見薄伽梵、如來、
阿羅漢、正等覺釋迦能仁放出六億毫光，復

呈三十二相、八十隨好極善莊嚴。諸具壽稽
首禮拜，陳奉衆供。 
爾時，世尊告諸具壽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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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聖觀自在、善現及諸大菩薩未來出離①

成就般若波羅蜜多，爾等亦當隨學！ 

應照見六境； 

五蘊——色、受、想、行、識； 

十二處：六根——眼、耳、鼻、舌、身、

意，色、聲、香、味、觸、法； 

識者，義謂：眼識、耳識、鼻識、舌識、

身識、意識； 

觸者，義謂：眼觸②、耳觸、鼻觸、舌觸、

身觸、意觸； 

以觸為緣所生受者，義謂：眼觸為緣所生

受、耳觸為緣所生受、鼻觸為緣所生

受、舌觸為緣所生受、身觸為緣所生

受、意觸為緣所生受； 

六界者，義謂：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空界、識界； 

十二緣起者，義謂：無明、行、識、名色、

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

死。 



 
 

3 
 
 

作者之十二處者，義謂：我——有情、命

者、眾生、養者、士夫、補特伽羅、

意生③、人、作者、受者、知者、見者。 

有欲界諸天——四大王眾天、三十三天、

夜摩天，覩史多天，樂變化天、他化

自在天； 

有色界十七處諸天④——梵眾天、梵輔天、

梵會天、光天、少光天、無量光天、

極光淨天、淨天、少淨天、無量淨天、

無量廣天、廣果天、無熱天、無煩天、

善現天、善見天、色究竟天； 

有四無色界諸天——空無邊處天、識無邊處

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⑤ 

布施波羅蜜多⑥、淨戒波羅蜜多、安忍波羅

蜜多、精進波羅蜜多、靜慮波羅蜜多、

般若波羅蜜多； 

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

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⑦、無際

空、散空、本性空、一切法空、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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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

性自性空； 

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

七等覺支、八聖道支； 

四聖諦、四靜慮、四無量及四無色定、八

解脫、九次第定⑧； 

解脫之門——空、無相、無願； 

五神通、諸三摩地、諸陀羅尼門。 

如來十力——⑨開示清淨義為： 

具壽舍利子，色清淨、受清淨、想清淨、

行清淨、識清淨，眼清淨、耳清淨、

鼻清淨、舌清淨、身清淨、意清淨。 

善現，彼復，色皆清淨。色清淨故聲清淨，

聲清淨故香清淨，香清淨故味清淨，

味清淨故觸清淨，觸清淨故法清淨，

法清淨故，眼識淨已，意識清淨。 

四無所畏、四無礙解⑩、大慈、大悲、十八

佛不共法； 

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獨覺； 



 
 

5 
 
 

道相智、一切相智，及於過去時無礙、無

貪之智也。」 
世尊作是說已，彼諸大菩薩眷屬、善現、阿

難、諸具壽及其比丘僧眾，乃至天、人、非
天、乾闥婆、鳩槃荼、摩睺羅伽⑪等世間眾
悉皆隨喜，讚佛所說。 

《童稚小般若十萬頌》 

 
公元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阿旺松丹  恭譯 

阿旺洛卓格西校對 

釋 自 來  校對 

佛  子  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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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 「出離」作為專有名詞有二層含義：脫離如獄三界輪迴，

安然往趨涅槃樂處，故名「出離」。 

② 藏文 མགི་ག་ིའ�ས་ཏ་ེརགེ་པ། 直譯為「眼之集而觸」，此處之

「集」，是指根、境、識和合（會遇），如玄奘大師所譯

《法蘊足論》中説：「三和合故生觸。」《大乘五蘊論》

亦云：「云何為觸？謂三和合分別為性。」也就是「觸」

本身就代表了三和合的結果，故沒有另加「三和合」的

字面表達；藏族前輩譯師在翻譯時，則加上「འ�ས།」——

「集」字，表義更完整。今為行文簡潔，仍沿用奘譯用

詞。 

③ ཤདེ་ཅན། 直譯是「力者」，指劫初形成的人類不需觀待父母

精血，僅由意相即可出生，故沿用玄奘大師用詞「意生」。 

④ 按《現觀總義》所述，色界中，初禪、二禪、三禪各能

引生三種天身，四禪能引生八種天身；無色界之定能引

生四種無色界天身。本經中色界十七天的名數與《大般

若經》名數有出入，是開合不同。 

⑤ 《十萬頌般若經》若就法的品類分，有一百零八句。其

中雜染品有五十三法，即五蘊、六根、六境、六識、六

觸、六受、六界、十二緣起支。至此已全部攝集完畢。 

⑥ 「布施波羅蜜多」此句以下，屬於清淨品的法。自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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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無貪之智也」之間，總攝了清淨品的五十五法。

包括：所修之道（六句）、見解之道（十八句）、瑜伽道

（七句）、奢摩他止道（六句）、毘鉢舍那觀道（一句）、

殊勝功德道（三句）、果道（六句）、補特伽羅所證之道

（五句）、智（三句）。 

⑦ 以下數個「空」為玄奘大師譯詞。按藏文譯言，分别為

「無初後際空、散無空、自性空、一切法空、自相空、

不可得空、無實空、體性空、無實體性空」。 

⑧ 藏文直譯為「九邊際所住等捨」，指四靜慮與四無色八種

根本定，加上滅受想定共九。 

⑨ 此處的破折號起插入說明的作用。因「如來十力」至「十

八佛不共法」之間共六句是說明果之道的，佛在此插入

指出色乃至十力等果德均不可得故清淨。 

⑩ 此為玄奘大師用詞，按藏文譯言「四各別正解」。 

⑪ 「乾闥婆、鳩槃荼、摩睺羅伽」三詞均為玄奘大師用詞，

按藏文譯言分別為：尋香、瓶腹鬼、大腹行（某種蛇類

魔）。 

 

 



 
 

 
 

 

學習傳授佛陀經論典 

研討力行佛陀正知見 

建立傳承佛陀正教法 

利益廣大群眾諸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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