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
（二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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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何處持心護「法」？淨淨豁豁地直驗三學，猛伏

「粗重」深治（惡罪中）我。從何處立志踐「律」？

精精致致地遍護三業，遠離俗（穢汙）習不累人。

四○三一 菩提心豁現得如晴空燦日，身心的一切都敞敞亮亮

地給人看個究竟，就過著鮮明熱烈、無（陰）私無

邪（逸）的生活；菩提願昂揚得如健士（菩薩）氣

（象）意（勢），承允的種種都篤篤實實地讓人察得

致極，則盡得雄渾雍穆、無畏無悶的生命；菩提行牢

穩得如佛陀（無上）寂滅（忍），性相的面對（神

會）都的的實實地教人學得清楚（修得清淨），就有

番取捨卓識、無著無盡的生死（智見與膽概）。

四○三二 眼光最亮豁的：不著他人情相，塵俗中交往的不即

不離，察擇根機巧逗教。內鑑最澄攝的：不隨自我

妄識，道業上省治的能整（頓）能完（固），伏斷

（猛）利惑諦學智。

四○三三 起大用從何處開始？對面前的人用得上菩提心，菩提心化

融了一切相，翰運著一片淨心應對，受惡之念不動心、

不脫口。凡能緣苦、觸苦，不懼「有義苦」，能觀惑、伏

（重）惑，不困於惑而以智覺利自他者，一開始，都是

這麼鎮持得不動心、不脫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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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四 做人做得最有價值的：盡絕貪圖，了無一念後遺症

─逗人之貪，淨落落、直覺覺地無貪無憂。為人為

得最夠功力的：治平瞋暴不「橫」一息當前惱（刺）

─鬥人之瞋，和雍雍、寬融融地不亢（激）不瞋。

教人教得最盡（智）義（法）味的，凌越癡邪，不染

一切揭「蓋」（脫）「纏」─轉人之癡，明正正、

坦曠曠地離囿離癡。

四○三五 立己立人最急需的一種心─活脫脫、熱切切的菩

提心，不著己不捨人，聲氣互通中化融氣惱，行於

氣惱披胸襟。學佛學法最必須的一種願─空寂寂

（平平）、有明明（確確）的菩提願，能效佛能依

法，意念體思中攝集力德，運展力德振志神。入世

化世最積極的一種行─虛蕩蕩、深了了的菩提

行，不著邊不墮底，足目淨健中勇赴前程，諦察前

程（種種）如幻（本性自空，依緣立有）化。

四○三六 學智慧最應著力處，直從性空廓清身心，潔潔白白

地不染人情，不離人事，善巧地藉人事點脫溺情

者；行慈悲急需致德處，諦察緣幻奉獻所有，健健

振振地不忘佛陀，不讓菩薩─「不應自輕而退

屈」，雄渾地學菩薩而不負佛陀。

四○三七 菩薩心知足得與「無貪」相應，行布施（應該的）

就沒有什麼捨不得的東西，喜喜敬敬地和盤托出。

菩提願渾篤得與「無瞋」相應，修忍辱就沒有什

麼（立即）化不了的怨懟，暢暢怡怡地（搶前）

握手言歡。菩提行明寂得與「無癡」相應，學智慧

就沒有什麼透不過的困纏，決決實實地以（人）法

（空）為印，所修與所學的，應對交往中都以此為

的，藉此為（定）量，入世為人與出世學佛，一致

一味的淨快手臂，寬宏面容，新穎意境，才不會脫

節、曝氣或失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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