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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六門教授習定論》三種「罈定

對象」的分類看佛教禪法的特色

釋惠敏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提要

約西元五世紀頃之《六門教授習定論》是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

(yogacara)大師無箸(Asaiiga; 約395-470)菩蔭 、世親(Vasubandhu ; 約

400,.....,480)菩薩所著 「 大乘佛教禪定指導手冊」，敘述學習和指導禪定

時，須具備如下六個要點。

一 、基本條件： (1)具有求解脫的動機，(2)能積集修行的條件，

(3)令心善住於禪定對象。

二、修行禪定的步驟： (4)獲得適當的指導者以及熟悉禪定對象與

注意力的訓練，(5)能淨化分別力、戚受力、意志力 ，修習止襯，(6)獲

得世間及出世間的定慧圓滿之果。

本文將比較《瑜伽論》＜罄聞地＞之四種所緣（禪定對象），配合

世親菩蔭的《止襯門論頌》來探討《六門教授臂定論》對於三種禪定對

象的分類的特色。

1. 外緣 「 白骨」等觀所現影像，是初學境界。

2. 上緣＿ 「 未至定」緣 「 靜」等相。

3. 內緣 從其 「 意言」所現之相為所緣境。

並且參考無著菩蔬之《攝大乘論本》、世親菩蔭《攝論釋》，來討

論大乘佛教瑜伽行派所謂 「 意言」的意義，與大乘瑜伽行派 「 唯識所現」

以及佛教 「 無我論」的關係，此也可說是佛教禪法的特色。

關鍵詞所緣、意言、瑜伽行、唯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