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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對空性、空相錯誤的理解 

   無法失—行者，都無所行，是名為行 

                           非有行義 

       正義：譬如幻士，而有所作 

             雖無實作，非無似者 

             待因緣聞，信學證說 

             曾無暫捨，然無分別 

             不見行相，是謂行義，非都無行 

             以病說除，非除法故   

       顯過失—若本無法，何行？何除？ 

                   即愚法者稱已成覺 

                   說有迷悟，深自毀傷 

                   翳花體空，可不資療 

          喻說—   翳既非有，如何假除？ 

                   翳既不除，初無真眼 

                   由何勝義，照花體空 

   雙失非—若無所行無所不行，是則為行 

           若有所行有所不行，非為行也 

       顯過失—若無所行，無所不行 

               有情無明，無所不明   

               應從無始，一切皆明 

               其先未明，今明誰也？ 

               使同異道，無所不為 

               背理乖宗，何成覺慧 

    無心失    動念攀緣為生死根，非為行也 

              懲心絕慮為出世本，是名為行      

           

法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