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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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二五六 活得最清醒的人，黑暗中淨智之光照灼得不昧不沈，就這樣，三

業清正得自覺、自度，整整潔潔地做到頭，探展面目（決）定（永

遠發達人）形象。

四二五七 最好的形象─菩提心做人做出大典型來，氣貌開豁脫俗套；最

健的意象─菩提願為人為出大膽概來，難苦叢集堪耐鎮；最正

的跡象─菩提行導人導出大路頭來，步履上進（淩）越險黑。

四二五八 慈柔的德行成熟了，話說得朗朗涌涌，契應無諍意平寂；久久從

平寂中涵運、展佈慈柔，柔得韌堅虛融，安得怡暢恢廓，世法中

好嘴臉，佛法中大根器，就會配應得相成，攝化暴惡，廣作福善。

四二五九 菩提心養成發揮智化慈涵的性格、氣度、識量、德能，口頭吐露

與胸襟抱負的，平正曠遍得不詭不偏，意念、意象空廓得如蔚藍

晴空。善於調伏、消解自家熱惱，倡揚、造成他人和樂，進而徹

底弭平自他對壘、對衝，唯一妙法：菩提心體驗、體持、體印智

化慈涵。

四二六○ 一新透底的人─脫掉自我之眼察覺一切，無常無性無貪囿，真

肯得為人、為法、為世者，莫不這麼一新透底，聲色中手腳施展

得淨淨穩穩，因緣中佛法提示得的的明明。

四二六一 怒能損福，福損則面貌陋傖，所倡雖善少回應；悶能障慧，慧障

則心地荒昧，所思雖正難契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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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六二 正法成為念頭的大呼聲、強持力，立己做人處便有一番淨淨烈烈

的特質─不逸不昧常頓振。不戀不味「欲」「定」樂，正智之

觀與正法之光，繋續導照得窮通安危一致無間，生命、生活與生

死，隨時隨地都提得住、用得了這番頓振之勢，我們才真能成為

以法為念，為法捨命，依法成身之人哩！

四二六三 菩提心用得自自然然的，接人待物的氣度，則不落尋常計較，

一味溫厚誠切；菩提願助（扶）得迅迅敢敢的，為人效力的能

量，則超越一般設限，盡其所有─不藏不己；菩提行（統）攝

得如如實實的，導人（舉目）起步的光標，則度脫世間險黑，眼界

畢竟開豁。

四二六四 智慧學得、用得見功力的：都先從個己之私制得徹徹絕絕，不肯

讓佛一念；慈悲練得、做得夠公德的：都先將眾生之苦救得迅迅

敢敢，不忍誑他（她）一霎。

四二六五 什麼人耳根最靈？聽不到自我說話，法慧之音響（徹）心頭。什麼

人意根最健？勘得破他人作（弄）幻（惑），道諦之力（猛）警業緣。

四二六六 學，最應用心、決心處：當下勘破內在因惑，正直、利猛得堵截

自我盤迴，光光灼灼底法納於心，心與法應；法，成為觀與行的

前導者，觀行中的法成為一切思惟、作略的依準、示範，身心接

觸、貫注與肯決的，法的印象不再模糊、褪消，生活中襯持與表

現的，則堅定清晰得不是老樣相、舊格套。學佛法的「法」必須

這麼用心用力，才能從智悟法化中扭轉、解脫識計著的、情化的

困累哩！

四二六七 最有活力的人─菩提心活絡得成念成片，不說空話作偽

事的品性，都憑這樣的念與片養成的；最有通德的人─

菩提願通擴得成（志）興成（天）責，受得劇苦耐重挫的意

勢，都憑這樣的興與責練就的；最有（開）展（氣）象的人─

菩提行都展舒得成光（察照根機）成熱（育培德智），不隨有漏必能

（有）為的身手，都憑這樣的光與熱顯出的。

（本文由果慶法師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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