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一、以教证安立诸法无自性 ……………………………………………：如佛经所说，虚诳妄取相。诸行妄取故，是名为虚诳。

壬一、破无实为教义………………………………………………：虚诳妄取者，是中何所取？佛说如是事，欲以示空义。

诸法有异故，知皆是无性。无性法亦无，一切法空故。

若诸法无性，云何而有异？

丑一、无有自性成立之异法………………：若诸法有性，云何而得异？

寅一、变异不成立之理 ………：是法则无异，异法亦无异。

卯一、壮老之喻……：如壮不作老，老亦不作老。

卯二、乳酪之喻……：若是法即异，乳即应是酪。离乳有何法，而能作于酪？

丑一、正破 …………………………：若有不空法，则应有空法。实无不空法，何得有空法？

丑二、除违教之难……………………：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

庚二、以教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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