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
（二八三）

 仁俊長老

仁俊長老（1919～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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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美國佛教會會

長，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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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三八 把時間用活了，活得不為己困，不受人惑，則活得通

暢自在；把空間立穩了，穩得情不失足，法不離念，

則穩得寧貼牢強。時光透過智光的警導，空境透過空

觀的體悟，才會把時間用得活，空間立得穩，做成個

不沉悶、沒顛倒的人哩！

四○三九 什麼人不虛生浪死？智觀襯警在年齡裏過活：「諸惡

莫作，眾善奉行」。什麼人能（從明豁中）出頭露

面？（與悲忍相應的）福行植積在苦難中照護：一物

不佔，一（無我）心迴施。

四○四○ 學空，勝解緣起無自性，念頭上體會的、印證的，都

與緣起相順、相應，這是有漏中自覺的導因─唯一

準量。學有，諦觀事變（如幻）斷自私，緣頭接應

的、過從的，都以事變（無常無盡）相警、相勉，這

是有為中自發的（淨善）動力─不可破壞。

四○四一 菩提心對惡人作善人觀，見一切人就有平平易易的眼光

了；菩提願對怨人作恩人想，學一切佛就有空空闊闊的胸

襟了；菩提行對（頑）愚人作智人看，說一切話就有柔柔

和和的口氣了。

四○四二 最正確的知與行：生死如幻無所畏，信願的鑿遍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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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坦坦地不戀、不離根塵而為佛事，常報生佛無盡

恩；生命如（燈）燄（相續）無有（斷）常，智觀寂

虛泯內（心）外（身），淨挺挺地必策、必鼓氣志而

學「法」（不偏邪）「律」（離雜污），深念智忍積

眾德；生活如（行）雲（流水）永無滯，財務輕淡若

土粒，笑怡怡地能敬、能捨珍異而活艱窘（者），揮

灑身手義不（反）顧。

四○四三 菩提心對人應作之事，作得盡心盡力，盡得了無後

悔，深厚的心地、心德與心量，以此為因；菩提願

為人應受之苦，受得耐勞耐怨，耐得非常安默，重

穩的願諾、願性與願勢，依此起用；菩提行對人應

負之責，負得極勤極真，真得不匱不愧，盡忠（眾

生）的行業，行足與行門，從此發端。

四○四四 知見落實處，生死關頭決不含糊閃爍，靜靜毅毅地

印決分明；行思發力處，繁華境緣決定寂忍不惑，

恬恬澹澹地修為的歴。

四○四五 何謂正學？從聞熏思觀中勘破身心，不為身心、福

樂、利名所誘困，情不著相，見不撥（「假名」）

緣，藉緣（性空）悟（諸）相（如幻），活化身心

離倒礙。何謂淨行？從靜安動明中了抉事理，不為

（邪）事（謬）理、因素、論議所裹纏。忍能化惱，

智堪伏（五蘊）魔，智深忍增，健化（生死大）事

（不怖中道妙）理（空不惑）趣坦平（無上道）。

四○四六 不讓自我牽著鼻樑走，這等人的嘴臉、表情、說

話，事理通明入化境；盡讓他人說出意見來，這等

人的胸懷、悲涵、智察，光澤具足能濟世。處於如

此的化境中濟世，才真能盡脫粘搭、通體荷擔，做

得個了卻兒女情態，豁露菩薩─心量的柔忍攝

護，意志的剛健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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