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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發音說明： 

    由於國語讀音的發音極爲有限，文中「中隸書體」的音

譯僅供參考，實際讀音須以口傳或聖法大長老的巴利念誦為

準。 

    凡音譯字下有底線者，如：「不」，表示該巴利語讀音

在國語讀音中沒有相對應的漢字，所拼的字只是取其近似音

或台語來發音而已；凡音譯字下有底線加框線者，如：「特

瓦」，表示須以兩個字合為一個音節來發音，而「特瓦」的

發音，則近似抽屜的「屜」或「拖」字的台語發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