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二○九〉 
編按：仁俊長老，現年八十五歲，六歲半出家，曾任教於多所佛學院，一九七二

年應聘赴美宏法迄今。現任美國佛教會會長，曾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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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二五 
最平穩的心境：不忘佛法，不為自我擔心。最淨遠的眼界：能透世法，能學菩薩

振氣。 
三一二六 
最有模範的身形：立得挺當下，荷得足未來。最有義利的語言：活化了一切，消

通了當前。最有光明的心智：灼破了自我，照導著眾生。 
三一二七 
放落心頭巨石——我見，精神界的壓力就立刻鬆脫了。爆破意底暗礁——法執，

事象界的（惑）吸力就頓時遠離了。 
三一二八 
智慧學得深厚、用得明決，說話作事就沒什麼含糊或粘困。慈悲涵得真切、融得

坦曠，待人接物就有無量照拂與關注。 
三一二九 
透過空慧的體察，探尋體解無我永無畏。觸赴有幻的呼應，提護健發無上（心）

毅不倦。世出世間的真活人與大通人，無一不從這種無我無畏無上無倦中策練來

的。 
三一三○ 
藉人之財而驕者，則必無愧而損智，智損則永絕見佛之緣，沉淪濁世。（廣義的）

為人之情而汙者，則必損格而悖（律）法，法悖則失卻悟理之因，困墮異生。 
三一三一 
為人之心眼豁不開，注不切入學佛，見佛的器量與器識，則被封堵得無由仰傚、

體察；如此之心與眼，捫心自問：能安嗎？能繼續下去嗎？ 
三一三二 
三寶學得、見得活活現現，現得無間增明，起心動念與接人待物中用得靈而快、

暢而和、識而足，無聲無臭中體持得不落無記，有光有熱中提憶得施展有為者，

大抵都從這般活活現現中來。修學大乘者，現生與未來，乃至無盡未來，決定而

進化性的人身的獲得，最基本的條件，即這般的學與見。 
三一三三 
暗地裏把心用得敞豁淨脫，明地裏把人做得鮮活壯絕，久學不證而愈精勤，深行

能啟而恆毅員強，生不炫我惑世，死不負佛汙法，若學若行的見地，所觸所應的

宗趣，一皆總匯乎此。心穎之智察清了、用正了、擴充了，眼前之緣即振卓得無

盡之願，明暗中則能身心整合，佛法廓通。現代教界中，最急需這等人，青年們



發心吧！ 
三一三四 
操護著自家厚重的心地，不讓它滑亂、昧沉、狡詭、刻薄，開闢得敞展壯闊，培

灌得滲透深遠，於其中行思的無二無量，觸會的不著不了，人的形象與佛（菩薩）

的氣象，就這樣持立、融現得念念培明，時時淨廓，盡從自利利他中振發、體踐、

考核，只知利他的絕對行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