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二○七〉 

■ 釋 仁 俊 

  

編按：仁俊長老，現年八十四歲，六歲半出家，曾任教於多所佛學院，一九七二

年應聘赴美宏法迄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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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四 

逐漸成為佛菩薩的化身，人間佛教便憑這樣的化身而久住，我們發心練就而持續

這樣的化身吧！ 

三一○五 

最善於活動的人：活透了身心忘掉了我，內無慮顧外無染。最能夠發達的人：發

展著智悲不求速證，苦不厭怖樂不戀。 

三一○六 

無我觀洞照得透明脫底，做人學佛，就這麼坦然上路，真為眾生不為己。現實實

踐的大乘行者，三業流露在人面前和顯現在人心底裡的，總是這麼永恆透明，廓

清蔽障無後遺。 

三一○七 

平易得不讓人討厭，不讓我起慢傲的，說的與學的才見得了人，用得上法，盡從

親切樸淳中勘檢人形、琢磨身心。 

三一○八 

菩薩道體持得無時或忘，眾生（人類）苦體見得無微不至，這般的二無，配應而

豁融得現念現行，慈德之手與智慧之心的拯展與洞照，則永不脫節或昧忘。現代



中國佛教（或社會）最急需的，是這麼種不脫節昧忘的人，我們立刻發心做這麼

種人吧！ 

三一○九 

念頭把佛法用活了，活得斥覺真常自我；緣頭把世法察通了，通得了達緣幻無性。

從緣幻中念念真覺無我，事事觸會「唯（假）名」，生死關頭就沒有命根愛著了。 

三一一○ 

時間為利人用得爭分爭秒，所爭的祇是這個，利名與體面，則竄不上念頭；時光

就這麼成為智光的。空間為學佛行得不沾不汙，所行的不昧這個，愛見與世（見

積）習，則汰得脫源頭；空性就這麼化為悲潮的。大乘行者維護佛法命脈與形象

的，全憑這樣的智光與悲潮。我們策勵身心，成為這種智光悲潮的標徽吧！ 

三一一一 

剛得挺骨振氣，不動聲色，不著人情不戀命，正法是這麼傳持下去的。柔得虛心

化見，不昧因緣，不離人見不忘佛，「本願」是這麼振荷起來的。 

三一一二 

不辜負時間也不佔領空間，這等人永遠活得時鮮而作得空靈。 

三一一三 

心用得不離法性，人做得不昧人性，法性從人性中體思得的的了了，真做人真護

法，是這麼開始的。 

三一一四 

有悲心者氣必壯，壯則為人不倦而愈壯。有智心者意必淨，淨則克己不汰而愈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