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三三三）

 仁俊長老

仁俊長老（1919～2011），6歲半出家，曾任教於多所佛學院，19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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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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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四二 無價之寶─淨智，體照得成為三業莊嚴，世間珍寶則不息欣賞
了；無極之德─弘願，策發得化為六度標徽，一切惱刺則全不
在乎了。

四六四三 最真切而開廓的人：把握時間而不占奪空間，因為空間是最無情
的誘陷窟窿啊！古往今來不被時間淘汰，不受時代斥棄的，沒有
一個是占奪空間的。

四六四四 什麼人能不為自我唆使、中傷？無我觀成為最新的觀念；什麼人
能盡為他人設想、釋難？為人悲成為最新的行為。

四六四五 把情作為生命的滋潤劑，生活的慰藉品，則怎也不能度出生死苦
海。生命、生活不離世俗知見的─「色食性也」，總是被情作
弄、困纏得顛倒急壞，出家修學佛法的，還能蹈此覆轍嚒？！

四六四六 能探出大頭面的人，都不肯學螞蟻爬糖缸；能豁開大心地的人，
都能夠學菩薩救世間。

四六四七 自戕之目─與自我相混的自由；自救之力─與自覺相應的
自由。

四六四八 最挺拔最迅快的手腳，空性成為淨脫脫的活力；最健卓最朗坦的
身心，幻觀化為巧善善的通德。

四六四九 最懂得受用的人─無著觀成為日常心行、性格，得失窮通默了
了；最起得作用的人─無畏行化為非常能耐、膽量，生死安危
平泰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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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五○ 記取著人家給予的太多了，助人之手則永遠伸得快直闊挺；愧奮
得我給人家等於零，學佛之心則畢竟發得渾厚足實。

四六五一 一等形象，淨行把人格淬勵得堅實挺烈；一等人性，幻觀把人性
發達得活脫通聯。

四六五二 看人的眼睛亮透了，嘴臉寬和意氣平；容人的器量豁開了，胸懷
坦蕩法性湛。

四六五三 菩薩最怕的一種苦，自家煩惱所造之苦；菩薩最能忍受的苦，
人為的及自然（災害）之苦。菩薩的智覺，德行與能耐，便憑對治
著、耐受得此三苦而練成的。倡踐菩薩道的吾人，務須效範菩薩
這般的智覺、德行與能耐。

四六五四 正知見的開始：當下印持的是法，現前觸悟的是緣，忘卻中的我
不起用。把捉得明、施展得穩的學佛者，莫不這麼開始的。

四六五五 佛法性格：無淨無惱，無染無畏。學佛法，養成這般性格，說的
話和存的心，世俗情結與見利則化融掉了。

四六五六 治我的慧力足得極足，受人之惱則不鬥惱，氣貌端溫道心柔；為
法的忍德寬得極寬，耐世之苦決不怖畏，志神昂平膽骨勁。

四六五七 學佛法，時間成為念頭上最響的呼聲、最重的鞭策，劣根性與懈
怠相，則振脫得永不現形；用佛法，空間成為緣頭上最大的法
力、最明的趣向，大步伐與正途徑，則展邁得永不絆足。

四六五八 瞋心調練得柔平寧謐，說話不帶火氣，笑臉迎人自他喜；捨心展
開得渾厚充實，作事了無欲私，弘願學佛肝膽豁。

四六五九 什麼人的手腳最靈活，不為自我存後路，展伸得淨脫曠通；什麼
人的肝膽最鮮豁，盡為他人闢前途，關照得深刻周致。

四六六○ 永恆的絕對自由：不向自他情見屈服；畢竟的超越自覺：遍觀時
空因緣幻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