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二三一） 

◆ 釋仁俊 
編按：仁俊長老，現年八十七歲，六歲半出家，曾任教於多所佛學院，一九七二

年應聘赴美弘法迄今。現任美國佛教會會長，曾任美國佛教會紐約大覺寺住持。

仁老深入經藏，戒行嚴謹，親近印順導師多年，深得導師器重，讚曰：「志性堅

強，在這末法時代是很難得的。」並言：「與我同住中以仁俊最為尊嚴。」仁老

學養俱佳，時以文章、詩詞、偈語示人「慈悲，智慧」，激發菩提心。 
 
 
  三三二一 
不讓自我覆心、扼心、毀心的人，佛心就會從人心中漸漸出現，發力起用。從發

力起用中學佛，從發德拯苦中為人（眾生），人心與佛心的接合、溝通，佛心給

人心的點導、闢拓，就這麼懇懇切切、明明決決地合而為一的，也就這麼從人心

中時時見佛學佛，從（觀）佛心中處處感（敬）人為人。 
 
  三三二二 
怎樣測驗修學進度？心量一天比一天大，膽概一天比一天壯；壯絕得愛纏脫落，

三施清淨學菩薩。怎樣推展消通張度？弘誓一念比一念切，健行一念比一念（旺）

奮；奮猛得見（網）縛破碎，三覺湛廓瞻佛陀。 
 
  三三二三 
為人忙得勁頭旺足，旺足得忘倦忘我，迴施財法福緣淨。為己立得關頭端莊，端

莊得念佛念僧，獻捨身心智光明。 
 
  三三二四 
佛法從意底裏扎根發力，口頭上詮說的明明了了，身體上表現的正正淨淨，聽到

見到的，感受得深刻真切，憶持久契堅牢。學佛法，說佛法，行佛法，印（持）

佛法，自利中捨卻自私自了，利他中振練不疲不厭，到處才能形成安定、信敬、

嚮往、依止的象徵。我們必須苦苦嚴嚴地策逼、責成自己成為此種象徵，佛法才

能久住世間。 
 
  三三二五 
真能有大作為的人，作一切事都請三寶作証，所作的盡皆迴施（眾生而向菩提），

斥絕貪染，不求解脫。悲心策呼得不求解脫，直為眾生代苦與樂；智心導治得捨

卻貪染，直對佛法盡心致力。三業與三學上的三寶，就這麼配應交錯得極緊而堅

牢無間，生生世世施為得有光有熱，不敗不壞。 
 



  三三二六 
智觀深治，猛斥自我，斥得絕情絕見，了了直直地直從緣起中學佛、見佛，決不

為個己鑽營、賺取、藏護什麼，慧命端憑這麼培育、體持的。悲行堅耐，眷顧眾

生，顧得披肝瀝膽，切切實實地從緣依中感恩、償恩，決定為他人奔走、呼籲、

奉獻，福德都是如此修為、施捨的。 
 
  三三二七 
直直了了，了卻自我，胸門洞闢見佛法。倡踐佛囑不敢忘，柔柔涵涵，涵化眾生，

器量恢廓彌虛空，體解空義能發（菩提心能）立（世出世法）。 
 
  三三二八 
正法將心執得不滑、不昧、不亂。一切時處，法不離心，心契於法，法成為心之

力素，心成為法之場所；法與心交融不脫，心與法配應緊固。日常中眼前因緣，

非常中關頭境象，則洞照、透脫得淨落明通，法之大力大光與心之大用大能，就

這麼切切實實地將導、提掖我們邁入法自在、心自在的境地。 
 
  三三二九 
修為得真切充實的，活得不馬虎空缺，死得不迷糊顛倒；練磨得鎮韌卓挺的，當

得不推諉閃避，捨得不吝嗇藏掩。 
 
  三三三○ 
怎樣學真活人？念念避開自我，受持佛法，佛法用活了，鮮鮮豁豁地人做得一新

永新，新新不已。怎樣做大通人？處處笑迎他人，觀摩菩薩（與）菩薩溝通了，

空空健健地發得一決永決，決決不（肯空）缺（虛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