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何謂無自性 

事物存在的形態，主要是依靠主體的心識，不同的主體心識，看到不同的客體

呈現。三自性是說主體以三種不同的見地和態度去看這世界，看到三個不同的

世界。 

1。遍計所執自性，即以世俗諦的見解和態度去看這世界。什麼是世俗諦？即以

一般世俗人的觀點去看世界。他們覺得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實在，都有實體。

以為事物的名稱和概念就是事物本身，以為’人’這個名稱，這個概念，就是指一

個實在、不變、永恆的一個實體’人’。原來’人’只是一個概念，只是一個名稱而

已，離開概念和名稱，’人’是不存在的。’人’本身只是一個心理和身體的活動而

已。他是剎那變化，沒有實體，沒有實質的東西，亦即是説’人’的存在只是概念

和名稱上的存在。若以’人’是一個實體的見解看世界，也㑹用同樣的見解看其他

事物，這就是遍計所執自性的其中一個錯誤態度去看世界，看到的世界當然不

是實相世界，只是看到一個虛妄的世界，一個不是事物真正存在的狀態的世

界。 

2。依他起自性就是依’緣起法’的態度看這世界，看見這世界的事物，不是自己

存在自己，而是要依因緣和合而生起的，這就符合事物的實相。 

3。圓成實自性就是能夠看到事物的本來面目，是要達到一定的般若智慧才能看

到一切事物本然真相，可能要到菩薩或佛的境界，才能看清楚世界的本來面

目，所以叫圓成實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