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
（二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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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 最有力的心：平得下來，挺得上去，情吸不著，願發

得開，願勝於情度有情。最有義的德：正得不苟，浄

得必淳，樂捨得了，苦受得耐，視（有義）苦為樂不

避苦。

四○八三 智力改造了自家心術，厭絕一般世俗機心，忍德涵廓

著菩薩器量，發揮一切出世功德。隨時隨處都以此自

勉自覺，自荷自致，這麼慣習得安心發心，內觀與外

行相應無間。學空直了無自性，學有常能為眾生，說

的兌現，做的泯寂，佛法則能從三業六根上觸會得明

明的的，啟迪得了了直直，解除掉尋常的慮疑與情

怖。我們亟應著力、致力做成這樣的人啊！

四○八四 業緣不與情見相應，的了了、直離離的起心動念，沒

掛絡而有展施的猛利根性，莫不如此。身心常與佛法

相見，浄振振、廓通通的觸事合理，能荷受而不怯退

的厚牢質品，大抵如此。修學，行住坐臥中所驗、所

持與所印的，顛沛流離與安適遂順之際，沒一念介乎

此，離乎此，意底裡體現的與人形上流露的，才會徹

底翻身，通體著力，澹真摯切中無得無捨地忘掉我

（不忘眾生）、做到頭（直趣菩提）。

四○八五 眉稜舒豁得直與菩提心相應，世俗慮顧拋得開、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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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安閒中作息素。心念警注著說的、學的，沒花巧，

不錯亂，能精致，必明達；明達得不觸「故我」，不住

（煩惱）中流，直駛「彼岸」而往來濟渡無盡。緊抱著

如此的濟渡胸懷，體悟「非常非斷」的緣起人生，植

奠、貫續而開擴自覺覺他。無盡的浄嚴福智，生命的光

熱與德義，則能從眉稜間燦豁而廓涵不已。活得寧貼而

做得奮發，不向諸佛乞憐求倖，不對眾生敬善厭惡。一

切都從平靜中安心（振心不昧定），平衡中發心（察心

不偏錯），平等中用心（治心不離異）。就這樣，始能

於長時大空中以諸佛為師而不捨（不叛），與眾生作友

而不離（不著），稱得上是個有體有用的人。

四○八六 注意呀！不肯讓人看到我們的黑心，我們說的才會變

為人們心頭的光明。警心啊！不忍讓眾生掙扎在血淚

中流離（呼喊、號泣、倒仆），我們做的才不敢為自

己賺取或藏護一切。

四○八七 菩提心成為習慣之心，存持的說出的，才不會讓人

家意味著為自己釣誘、套取什麼。就這樣，人際中

才有光潔者出現。菩提願成為決然之願，施捨的迴

向的，就都能從空（性）假（名）中倡踐得揮揮灑

灑、宴宴寂寂。就這樣，佛法中才有真健者可效。

菩提行成為莫奪之行，學悟的修應的，則不為極有

極無困惑得顛倒乖錯，時時活脫脫地醒豁、透徹徹

地攝取（福慧）。就這樣，人前人後及人中，才做

得個手不粘、腳不滑的平穩人。

四○八八 一等的血性透頂者，絕不肯讓「軟暖」腐蝕、埋沒自

己，奮迅迅的健性總是一躍即起。道念警策鍛毅力，

銳邁精勤無底極。一流的人身作業者，決定能以寬和

慰撫、循誘眾生，懇切切的慈性總是關注備至。德行

振發必致身，忍涵攝化無種界。

（本文由果慶法師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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