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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继程法师■本期特约 

 

  

 

 

以有自性的语言文字，要讲清楚无自性的真谛，应该是很困难

的事。  

越精确，定义越明确的语文，其自性作用越强，而想精确的说明无

自性，似乎又不得不用这类的语文。人心真是矛盾啊！ 

自性见的形成，非自然，非无因，非自生，他生，共生，而是在生

住异灭的过程中。由成而住时，渐渐凝住而有，在自性见生起後，

因自性见之坚固作用，对生有著自性的执著，也就将异与灭也当成

有自性的变化与灭去。 

因此执著，而灭中有自性见，故灭而再生，而住而异而灭，周而复

始，形成轮回。 

以此知见已形成坚固成见，要去见无自性的本性，当然也是困难的

事。 

因任何想转入无自性的历程，皆由自性见进行。 

因而大多数学说，包括佛法的某些体系，也不得不落回自性见中去

安顿。 

但佛法终极为无自性的正见，虽非马上或能完整，透彻见证，时时

忆念此正见，也还是在朝此目标去，纵使一些法门是先建立自性的

见到，也会在见到的深细无明中，去破此自性见。 

因全无见到自性的经验，还是不易察觉此自性的的本性是空，无自

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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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如何，都得以有相入而见无相，以有自性入而见无自性，重点

关键在正见的确定，然後立用种种善巧，在巧破巧立，巧立巧破

中，层层剖入，终而破自性见，而见无自性之本性。 

此时已不再有任何执著，不再有自性见，任何流露的语文，皆无自

性作用，但听者学者的心仍有自性，仍会执著。於是有待破之。 

   

 

继程  2001年 8月 9日於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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