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
（二四六）

 仁俊長老

仁俊長老，現年八十八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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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九一 對時代有補的人，都把時間用在佛法因緣上—視人

如佛不負人。對現實不戀（厭）的人，都把性空驗在

自家身心上—不住涅槃不離世。

三四九二 體持佛法最得力處︰了卻身心苦樂，直直淨淨的自

依法依，明暗一心不怠逸。酬應世法最警意處：不

計利名得失，澹澹豁豁地罄力為世，窮通（安危）

一致恆頓振。

三四九三 厭絕了茍混之念，為法為人的志神與氣象，則處處振

頓得俐落光靈，盡脫世態情見。法門中能練就真骨

力、大器識、淨手眼的，起頭痛著鍼砭處—剿絕茍

混之念。

三四九四 淨智從何處體悟？作事不與自我商討，究理不為世

智所蔽。摯慈從何處兌現？學佛不讓眾生受苦，獻

身不許情私著意。

三四九五 最聰明也是最顢頇的人，不自覺地為自我欺誑得顛

倒暈轉，一般的俐靈剔透者，大抵不過爾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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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九六 智慧成為做人準尺，把自我測量得越縮越短，則不再

彈展、縱逸得作害自他；慈悲成為待人誠心，對他

人接應得極摯極久，便不會慳澀、閃避得忘卻菩薩。

三四九七 如何體驗自覺？提得著心，點得破我，光光正正地做

人。如何學習覺他？抹得掉臉，記得著佛，淨淨廓廓

地待人。

三四九八 為人的菩提心發足了、用活了（不著不捨），就不

會忘卻佛陀囑累，奉獻身心盡未來。耐苦的菩提願

振決了、練透了，就不會喪失菩薩精神，披剖肺膽

當現前。踐法的菩提行踏實了、開廓了，就不會誤

導眾生步伐，起舉足目趣正途。

三四九九 佛法不離念頭，情絲便不會盤錯自我，朗廓的意境與

智光，一切時處則能將生命安頓而明導得夠力了。

三五○○ 大安心處—不為自我安排。大發心處—直為眾生

發揮。

三五○一 何謂有漏智？智不離情著情樂，昧情起惑造業苦。何

謂無漏智？智必策願拯眾苦，願健行淨練安穩。

三五○二 對人體念、體貼得忘我的，沒一個肯盤體面的。對法

提注、提持得透（無自）相的，沒一個敢負世間的。

三五○三 修學應從何處著力？證明中細斂得不見我、不執法。施

為應從何處發心？誠摯中常作得能捨物、能捨身。

三五○四 我們最急需的兩種東西：智慧之聲喚得醒自我，慈悲

之潮活得透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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