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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继程法师■本期特约 

 

  

 

已无自性见，则会明白乃至见到一切法，一一法皆无自性，故不

再执其不变主体，但会依其相对自性及其相与用来认识，了别。 

对於众生也知其无自性，故依其相对自性显现的个性及心用来认

识，并从中观其根机，而施以应机的教法。让其受用乃至悟入。 

此时也对名相，语文等自性看清其相对的而非绝对，故应用时，就

是真正的活用，依世间的认知，善巧应用，俾其对当机者发挥功

能，对治或使契入。 

如此善巧应机应用文字相，不被文字缚住，又不离文字的功能，往

往会在应用中，因教学的需要，在文字相上现出矛盾。 

但对无自性者而言，已无此矛盾，因执文字相有自性者，才会将文

字定义为绝对义，才会因文字的差别中见其矛盾。 

佛经里常有此现象，执自性者为这些文字分别，争论，辩解，甚至

分裂教派，执己为正，他人为不正。 

然而这无损於佛经的义理，也无损於不去争辨者的理解。 

其实一旦明白无自性，能无自性见，便不再为这些自性见而烦恼，

也不为这些文字相而辩论，却从各各经论中，透见其本性的不二，

并在无自性的文字相中见到契理契机的教学，必为此美妙的智慧赞

叹，也将会依此而施教化。 

此时，任何语文，只要能对当机者有用，不论是破执或理清观念，

建立正见，在无自性见者手中，皆可信手拈来，皆成良方。 

继程  2001年 8月 11日於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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