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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自公元八世紀的桑耶論諍以來，大部分藏傳佛教學者都批評摩訶衍的教法。本文的目的有二： (1)據藏傳史冊

追溯藏傳佛教學者對摩訶衍的論述，並考察其間不同階段的變化。 (2)據《頓悟大乘正理抉》及摩訶衍教法的

斷簡殘章分析摩訶衍的思想，說明藏傳佛教學者對摩訶衍的理解未必公允。本文並試圖指出，摩訶衍實已對桑

耶論諍所呈現的頓漸兩難提供一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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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藏傳佛教史上，約於公元792年，拉薩發生了一個後來被稱為「拉薩論諍」或「桑耶寺論諍」的重大事

件[1]。涉事的一方是禪宗漢僧摩訶衍及其追隨者，另一方是來自印度的瑜伽行自立量中觀師(Yogaacaara-
Svaatantrika-Maadhyamika)蓮花戒(Kamala`siila)和追隨他的一眾印度及西藏僧人。當蓮花戒及這些印度僧人應邀

入藏時，摩訶衍是西藏皇室的禪師。雙方對佛教的解與行各持己見，相爭不下，最後在藏王御前舉行法義抉

擇，以判定何者方為正法。

這事件記載於藏文史籍，如布頓(Buston，1290-1364)的《布頓佛教史》（成書於公元1323年）[2]，並吸引了十

九世紀末西方學者們的注意。但直到二十世紀初在敦煌文獻中發現了題為《頓悟大乘正理抉》（以下簡稱《正

理抉》）

＊送審日期：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接受刊登日期：民國九十年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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