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三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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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三六七 最可貴的一等人：情不戀己，見不誤人，內外光正覺自他；最

稀有的無上法：緣能破我，智能出世，心眼廓寂超時空。

四三六八 菩提心把個正字驗得、用得的的實實，立在人前的形象，則永

遠峙矗得不受惑染，不肯敗倒；菩提願把個健字振得、勘得畢

畢真真，活在人中的膽概，則必然壯絕得能耐恐怖，能償誓

諾；菩提行把個（與慈忍相應的）寂字觀得、悟得了了當當，托在人

後的手臂，則決定淨健得永恆親切，永不縮沒。

四三六九 生命中最大的出路─不讓自我出頭，深觀無我絕情見；絕得無

染無畏，有為有守，生活上的嚴正律軌，生死中的健強威能，

則能與身心相應得不脫不離，從生活、生死中練成如此的生命，

日常氣概與非常氣象中所持所印的，就會鎮鎮平平地體解寂滅。

四三七○ 最有力的心─以菩提心做人，做得絕絕欲私；最有德的願

─以菩提願為人，為得不惜所有；最有光的行─以菩提行

導人，導得盡脫險黑。

四三七一 讀經必須注意，對根本佛教沒有正確體肯，對晚期大乘經缺乏

精嚴擇定，對於佛陀的「證法」與一般（宗教）的「證我」，混

雜得了別不清；寢致以「證我」取代了「證法」，佛法就會由

「質變」而傾向於銷聲匿跡，印度（最）後期的佛教就是最顯著

的鐵證！

四三七二 菩提心把心用活了，活得不讓自我繃臉，心就豁得開了；菩提

願把願發徹了，徹得不讓自我護命，願就決得致了；菩提行把

行學通了，通得不讓自我堵路，行就練得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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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七三 活在法藏義味中的身心，思惟與體踐的真切扎實，做給自己看

的，就會明決質直；業緣對應得遠離觸著，意念繋聯得淨持印

會的，都離不開這様的明決質直。

四三七四 什麼人最有作為？菩提心不造有漏苦，能立有為德，不盡有

為，為而不佔；什麼人最能含容？菩提願不捨惡人，不怕惱

害，必度劣頑，廣修慈喜；什麼人善學無上（法）？菩提行不故

步自封，依古（仙人）道直趣，不計時空，不墮偏歧。

四三七五 最有力的身手，黃金與自我一起拋卻，觸的與持的，全都以正

法作依作鏡；最有光的心眼，幻象與實相一致體會，觀的與決

的，悉皆以空淨為導為趣。

四三七六 以菩提心開口說話，所說的則虛豁也落實得無著無誑；以菩提

願發力作事，所作的則公誠也健強得無私無撓；以菩提行襯足

行道，所行的則清正也曠坦得無偏無險。

四三七七 安心處─淨智與正法相應，不為我屈，不乞佛憐；發心處

─大悲與劇苦互緣，能耐人惱，能捨己樂。

四三七八 如何對治悶愁雜慮？菩提心察照、活絡、開通得坦坦豁豁，所

思極正脫滯礙；如何建立大用公誠？菩提願激振、斡運、觸練

得真真肯肯，所許必償恥虛誑；如何曉悟真理幻事？菩提行學

習、修為、擇覺得淨淨廓廓，所趣能寂緣無生。

四三七九 正見豁得開眼、持得著心，平實得不狂不倖，從容肅檢，道

業增明能立己；淨行轉得了（染）緣、作得決意，貞固得必徹必

致，勤勇頓振，德量充廓不匱人。

四三八○ 心境昭昭曠曠的：菩提心不盤（世）間是非，不搬閑口舌；願誓

畢畢真真的：菩提願能鎮大恐怖，能度大怨害；行門敞敞直直

的：菩提行能入大空門，能消大惑障。

四三八一 最善於用心的人，不執我而用法，法不離心心無礙，以心導身

與法應，遠離顛倒少憂惱。如此的善於用心，才能解除心為我

使之苦哩！
（本文由果慶法師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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