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代佛教弘法高僧，法語「菩提道上」連續刊登於

慧炬雜誌，長達二百七十九期，與慧炬建立深厚因緣的

仁俊老和尚，以高齡九十三，戒臘七十五的嵩壽，於今

年二月九日，安詳捨報圓寂。消息傳來，慧炬機構同仁

及《慧炬雜誌》讀者，無不深感難捨與悲仰。

仁俊長老祖籍江蘇省泰興市黃橋鎮，俗姓劉，名寶

根，生於民國八年（西元一九一九年，歲次己未）七月

十一日。長老自幼童時期，即入佛寺，剃度為沙彌，承師

父傳道取法號「仁俊」。及長，入叢林古剎受具足戒，進

佛學院就學，其後深入經藏，修行弘法。因值戰亂，為避

戰禍，遂在盛年之際，即遠離家鄉道場，南下尋求駐錫場

所，隨著逃避戰事因緣，棲止的道場，便一再遷移。據統

計，由江蘇、浙江、福建、香港，入臺灣，再飛北美，一

生所駐錫的道場，不下一、二十餘處。

為紀念這一位長年為《慧炬雜誌》執筆撰寫法語的

慧炬老作者，本文便循著俊老歷來所棲止駐錫的佛寺道

場，一一踏查俊老走過的足跡，探訪每座道場的創寺源

流與史蹟，以作尋根巡禮之旅。但由於俊老棲止的道場

數量眾多，僅舉著名具代表性者，依駐錫時間之先後為

序，述之如下：

一、江蘇句容市隆昌寺

民國二十四年，長老年方十七歲，在師父傳道法師

的鼓勵下，獨自由江蘇家鄉佛寺直赴句容市寶華山隆昌

寺，受具足戒，此次有幾百人同時受戒。

寶華山隆昌寺是江南律宗第一道場，群峰圍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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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秀麗。隆昌寺始建於南梁天監元年（502），初名千佛寺，有高

僧寶誌登山結庵說法，因名寶華山。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因妙峰

禪師的奏請而擴建。依《寶華山志》所載，寶華律宗為金陵四百八十

大梵剎之最，故稱律宗第一山。其研習律法以《十誦律》、《四分

律》、《摩訶僧祇律》、《五分律》等為基本經典。

明代以下，隆昌寺殿堂巍峨，氣勢軒昂，有堂九九九間，歷朝皇

帝御書匾額，羅列其間。其中如大雄寶殿、戒壇、大悲樓、銅殿、文

殊無樑殿、普賢無樑殿、方丈樓、藏經樓等是具代表者。

俊老在此律法最完備的江南律宗第一道場寶華隆昌寺受具足戒，

自是因緣殊勝。

二、常州天寧寺

民國二十七年長老二十歲，赴常州天寧寺，進入天寧佛學院受學。

天寧寺始創於唐貞觀年間，一千三百年來，歷盡滄桑，經大德祖

師的努力維護，使殿宇宏偉，香火興盛，而與鎮江金山寺、揚州高旻

寺、寧波天童寺等，並稱禪宗四大叢林。

長老就讀天寧佛學院之前，已由中興祖師冶開募捐修復了天王

殿、文殊殿、普賢殿、地藏殿、羅漢堂等，殿宇多達六百餘間。長老

在此初次拜見大醒法師。當長老於閩南佛學院畢業後，於民國三十二

年，又回天寧寺，在天寧佛學院擔任訓導主任。

三、廈門閩南佛學院

受到大醒法師的鼓勵，民國三十年八月初，隨大醒法師到閩南佛

學院，長老考入廈門「閩南佛學院」受學。

廈門南普陀寺位於廈門大學北端，背倚五老峰，氣象宏偉。初建

於唐代陳肇，初名普照寺，宋僧文翠曾募款修葺殿宇，明清以下，歷

巡禮仁俊長老踩踏過的道場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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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興廢。清康熙初年，施琅重建寺宇，改名南普陀寺。

南普陀寺有山門、大雄寶殿、大悲殿、藏經閣、鐘鼓樓等，殿頂

覆琉璃瓦，屋脊飾有剪黏雕塑雙龍護塔，充分展現閩南殿宇華麗的建

築風格。殿宇右側即閩南佛學院，為民國十四年由會泉法師創建，並

任首任院長，是新式學制的佛學院。二年後太虛大師繼任院長，增漳

州南山寺的佛學院為第二院，民國十九年又增設研究部。其後常惺法

師繼任第三任院長，弘一法師也曾講學其間，是近代名僧雲集，佛教

人文薈萃之勝地道場。

仁俊長老在閩南佛學院就讀了三年，而於民國三十二年畢業。

四、奉化雪竇寺

民國三十六年長老二十九歲時，曾離開常州天寧寺赴浙江奉化參

訪雪竇寺，並在此閱藏，那是雪竇寺住持大醒法師所允准的。

雪竇寺位於浙江奉化四明山，相傳晉時即有尼僧在此修行，唐

末稱「十方禪院」，五代時屬吳越國領地，永明延壽曾住此，北宋末

年雪竇重顯駐錫此地，盛興教化，長達三十年，大弘雲門宗風，增廣

寺基。南宋中葉，石室祖瑛在此弘傳臨濟禪風。元代受帝賜額「天下

禪宗十剎」之一。民國初年，太虛大師住此寺，定為彌勒道場，與普

陀、九華、峨嵋、五臺並稱。民國三十五年大醒法師繼任住持。寺內

安奉百丈、黃檗、臨濟三祖木像，寺庭尚存六角石幢下段殘部，山門

外，千丈岩下松林中，有重顯禪師塔。

五、新竹福嚴精舍

民國四十二年長老三十五歲，由香港申請入臺。六月一日，長老

與續明法師由港抵臺。十月十八日，新竹福嚴精舍舉行落成開光禮。

福嚴精舍位於新竹市郊青草湖附近，由印順老法師於民國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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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創立，最初七年，學眾以大陸來台之僧青年為主，長老受印老感

召，與演培、隆根、唯慈、正宗、妙峰、幻生、印海等，均為早期僧

眾。民國五十年，福嚴精舍改稱福嚴學舍，計收學員十八名。長老與

印順導師、續明、幻生等為常住法師，續明為學社主持，教授佛學者

有道源、演培、妙通等法師，教授世學有許巍文、龐慎言、楊家禮、

吳巨卿等居士。學社開始招收臺灣青年比丘為學僧。

此時的福嚴學舍，儼然是臺灣佛學院的泰斗，而在台駐錫福嚴的

仁俊長老，十餘年間追隨印老，由受教的學生，而成為師長。

福嚴精舍於民國六十六年，成立福嚴佛學院，真華法師任院長，

招收女眾學生，包括出家與在家二眾。此時仁俊長老已然離臺赴美。

六、新竹靈隱寺

民國四十八年長老開始於新竹靈隱佛學院任教，秋季開學前離去。

靈隱寺位於新竹香山青草湖畔，創辦於一九二四年，最初原供諸

葛孔明於前殿，因稱感化堂，其後大殿供觀音菩薩，而稱靈隱寺，住

持保真師，其後無上師繼任。

七、同淨蘭若

民國五十三年。春間，仁俊長老住進新店「同淨蘭若」，與日

常、惟覺等法師同住。

八、屏東東山禪寺

由高雄道宣法師介紹，前往屏東東山寺，在圓融比丘尼的護持

下，閉關於東山寺半年。

東山禪寺創建於一九二四年二月，初名「屏東佛教臨濟宗佈教

所」，由吳錦和、林慶雲、莊阿隨、林石宇、黃水權、陳和尚、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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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頭、林英、藍利、許振元等信徒

共同發起，由日僧東海宜誠任首任

住持，一九二八年詮淨法師繼任住

持，民國三十八年圓融法師再繼任

住持，增建寺宇、重塑佛像，並創

辦「東山佛學院」，聘道源老和尚

為院長。

九、紐約大覺寺、紐約莊嚴寺

民國六十一年，長老與日常法

師一同赴美弘法。民國六十三年九

月出任大覺寺住持，並任美國佛教

會副會長。民國六十五年十月，親

自參與紐約莊嚴寺開山建設工程。

十、新澤西州同淨蘭若

民國六十八年七月，長老移居新州同淨學舍。

同淨蘭若占地非常廣大，原是基督教神學院，仁俊長老移居後，

將主建大教堂改為大雄寶殿，大殿中上供緬甸玉石釋迦牟尼佛，大

殿門口供觀音菩薩坐像，十分別致，大殿之外，尚有圖書館、齋堂、

大寮、寮房等大建築物，相當寬敞完備。寬謙法師每年應邀赴美弘法

時，經常駐錫此道場。（見插圖）

十一、紐約東初禪寺

民國六十八年十月間，長老贊助聖嚴法師於紐約皇后區的道場，

此為東初禪寺創辦之始。

■ 新澤西州同淨蘭若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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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仁俊長老一生受教最

深的師長，是大醒法師與印順長

老，所踩踏過的道場，包括

一、出家、受戒、就學、

聽法的道場：有寶華山隆昌寺、

常州天寧佛學院、廈門閩南佛學

院、新竹福嚴精舍。

二、閱藏、閉關的道場：奉

化雪竇寺、屏東東山禪寺。

三、香港逃難時讀經、寫

文、吟詩的道場：南天竺、鹿野

苑、青山淨業林。

四、任教、講學的道場：上

海靜安佛學院、新竹靈隱佛學院。

五、晉山任住持、講經弘

法的道場：紐約大覺寺、新店同淨蘭若、新澤西同淨蘭若、紐約

莊嚴寺、紐約東初禪寺、新竹十方禪林、洛杉磯觀音寺、南加州

法印寺等。

而早年在江浙地區的道場，或禪或律，都是歷史悠久，宗風遠

播遐邇的大叢林。而就學的佛學院，由傳統舊規制者，而至具創新

學制者。是故走過一世紀的仁俊長老，處於新舊文化交替之際，既

能繼承過去豐富的禪學與戒律精華，又能迎向新世紀的文明；既涵

養了東方佛教的叢林規制，又遠赴西方播向新大陸的異民族。所駐

錫的道場由東方最傳統的禪院律寺，到西方歐洲教堂式的蘭若。仁

俊長老的一生，奔馳於菩提道上，由舊而新，由東而西，以法語感

化，環顧全球，週遍圓融。但願長老蓮生上品，乘願再來。

巡禮仁俊長老踩踏過的道場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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