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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无 自  性  (八) 

 

  

 

 
释继程法师■本期特约 

 

  

 

无自性的法，用有自性的法传达。 

无自性的真谛，需要用有自性，相对自性的语文来加以说明，传

授。 

这原本即是此世间的需要，这之间就必须恰到好处的贯通。 

只是当人类以有自性的角度看一切时，相对的自性也往往成绝对的

自性了。 

因此当觉悟无自性而觉悟者被称为佛，他的教法就称为佛法。觉悟

的真谛称佛法，佛法即成为阐述一切法的最高真理。学习佛法者即

在学习此终极真实，并实证终极目标。 

而当学佛者将佛法二字执以为实，视相对自性的文字相为绝对自性

之真理时，佛法便成为了学佛者的执著。於是便会将之置以最高

处，而视一切其他法门为外道，为较低的，将这些也是法性显现的

法在二分後绝对化，分化之，分别之，并偏执一边。 

   

 

因此佛教徒对佛法的生灭，佛教的兴亡有著强烈的

使命感，担心佛法灭，佛教亡，故为使佛法存续，

佛教兴盛而舍有种种的行为，乃至舍命护之。 

  

这当然是很可贵的精神，但若忽略了佛法的无自性义，以为一定要

有佛法的名相，佛教的形式才是真理，那就可能忘失了无自性的

法，不知一切显相与力用皆依相对 的自性，无自性的本性而立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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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若见一切法，即一切相与用皆无自性，那即是见法，见真理

了，是否有佛，有法的字眼，非属重要。 

当人类的智慧提升而至於能见一切法的无自性时，还需要佛教的形

式来宣扬佛法吗？当然目前的世间还有这个需要，但却无碍於本来

的不需要，因此不必担扰，只需依现今的相对自性的因缘中，精进

学佛，勤於修行。便是最好的护法了。 

 

继程  2001年 8月 16日於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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