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二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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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六四 菩提心用得、思得熟熟悉悉，思路清廓得坦平暢遂，所向、

所見與所悟的：一片光明一切正，身心就這麼整合得安穩固

牢。菩提願載得、容得怡怡慰慰，容徳恢宏得雍穆概摯，能

（施）捨、能（令）離（苦）與能致的：畢竟真誠不推宕，誓願必

如此責成得堅定充實。菩提行觀的、依的正正常常，（法）依

力久踐得深確明決，不混、不怠與不退的：一逕毅猛一味學

（菩提、涅槃），行門就這様洞闢得精致徹達。

四一六五 何謂學真智慧？善用清清醒醒的覺知，不昧緣起，不縱自

我，深觀緣起破（常、獨、實、主宰）真我，巧立假我，依法做人

無著。何謂用大慈悲？數發肯肯決決的德行，能耐苦迫，

能警樂腐，必（為人）受（有）義苦治樂腐，遠離（世）俗（邪染欲）

樂，獻身度人無畏。

四一六六 真信心—菩提心不動、不存一念誑倖，以所信驗所思，以法

自決不猶豫，念法安心—不（悶）悔而愈安。大誓願不屈不匱

的精誠與精神，淨緣行必增必滿的毅性與毅力，都必須憑這般

與菩提心相應的真信心激發、練就之。

四一六七 利根，都從大刺激中奮發堅強大心，把身心財物一起看空了，

猛決決、淨落落地不走一步回頭路，自覺、自提與自當，成

為無形的震動的呼聲與警念；這種呼聲與警念把膽魄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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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策得敞敞豁豁，面貌氣象與精神氣勢，則怎也看不出衰縮

頽唐氣息了；最光燦最淨坦的新途程，則步步落實，也念念

趣空，新得平平穩穩，真得了了決決。

四一六八 一念也不忘菩提心，念念都會疏、透入菩提心，也憑菩提心，

念念體念眾生，念頭的眾生慘難警奪掉個己腐縱麻痹，便敢於

為眾生說話、求援而奔呼。入世之手展開得直落落，拔提得快

緊緊，不取一物，不捨一人；出世之道體察得明現現，持用得

懇到到，能印一（實）相，能發一（大）心的特出根器，念頭總

是這麼與菩提心扣緊得惑不著、撼不動、顛撲不破的。

四一六九 何謂學？當前不迷，當下起用，意地分明，身語平正。何謂

修？一念不苟，一切必擇（建材喻），耐受苦惱，猛節福安（驚覺

享受必腐毀）。

四一七○ 不忘卻菩提心的，心地、心力與心量，總是一味曠平，健明

而闊大，猛心絕私，大心為公；不放棄菩提願的，願性、願

勢與願能，總是一貫練習，增積而強大，策願斷怯，提願承

（當艱）危；不乖背菩提行的，行誼、行軌與行門，總是一致

善利，精嚴而中正，久行愈堅，深行極明（洞照一切無相無礙）。

四一七一 人，做得纏纏掛掛的，佛法怎也不能入心，依然故我增惑

業；緣，觀得透透脱脱的，怎也不許情識覆心，盡以智光治

惑業；於此二者間，以無比的猛決心，從緣起的智觀中透透

脫脫地勘破故我，我們才會有最清新的面目：見佛見人，學

佛做人—不失人身常見佛，常度人！

四一七二 菩提心穩操明察得不亂不雜，嚴嚴正正地默默消融，脫落識

情，識情脫落得身心澄清、語義了決，內存的不盤得失，外

現的能振（不避有義）苦（不圖苟安）樂，菩提心這般的牢牢固固，

我們說的與做的，才禁得起人們看，耐得著人們聽；導人入

法解脫，行己致力徹覺。
（本文由果慶法師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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