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二二七） 
◆ 釋仁俊 
編按：仁俊長老，現年八十六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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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八九 
為人的義命與光熱十足，學法的義味與光明並湧，思在也行在這樣的志性或形象

中，人與法則永遠相融，法與人則必然相順，因緣中的若身若心，故態與沈痼，

則振刷、嚴治得不復萌、不再發。 
 三二九 
養成為人不厭、學法不倦的意興，志神與氣度，諸佛菩薩的真心腸、大行願、健

步趨、挺承荷，才會刻意體會、透（脫凡俗）心發揮；也才會感召許多人跟著學

習、修練。 
 三二九一 
從絕大愧沸中蒸化了自我，說出來的不讓我見開口，做開去的不許我愛縮手，於

一切眾生中盡將自己學得的佛法，毫無慳惜地隨分開演，隨力奉獻，隨願策勵。

一切時體解的不離緣起性空，一切處印持的不離性空緣起；從緣起性空中翻身豁

眼││蕩絕邪惡，從性空緣起中展足奔波││培創因果，構因淨善，獲果（報回

施）快爽，一切人中永遠能見一切人，一切佛前畢竟能學一切佛，這等人全憑從

絕大愧沸中蒸化了自我啊！ 
 三二九二 
知見透過了經論的糾正、核真，學的與行的，（解）悟的與印（証）的，才會的

實得不自誤誤他。談修學，首須把緊落實這般肯決、體持，才不會忘卻「教授」、

「教誡」無比、無上的價值、意義、力量與威德。 
 三二九三 
平時將「我愛」痛呵猛絕得不現念頭，不懼艱危，充分而果決的即感即應，立赴

立拯的悲心悲行，便沒一念慮疑、遲徊了。 
 三二九四 
學佛法，日常中面對一切，不知道，不肯得善用「假我」。把假我用得活絡通融，

依舊被「真我」作弄得同樣哭笑、喜怒、好惡，這麼樣的修學與沒有修學的，有

什麼差別？所以，要想做得善巧，活得穩定、安詳、和樂、吉祥，就得善知、善

學、善用假我。把假我用活了，活得與一切人繫聯得通通融融，才永遠不會被真

我作害得極慘酷、極苦惱，才會從假我中做出完成世出世間無比大事；度生作佛

永不倦，成佛度生常不輕。 
 三二九五 
最夠力、最徹底的革命：佛法持得、驗得一念不隔，不讓自我威竄襲心頭，人做



得光鮮澄清，平實健全，為人為得盡捨一切所有，學佛學得貫攝無量福慧，人中

間決不虛誑，佛面前決定作証，一切的一切，都活在三寶作証中，便從此盡絕虛

誑，虛默中觸不著自我，分分明明觸現的，不離三寶與眾生。 
 三二九六 
平降躁氣，猛斥慢性，人為應對則必然溫婉淳厚，道業增長德業展。昂策疲心，

堅汰劣志，動靜察觀中則決然卓絕砥礪，（法）忍力韌足（生忍）進力強。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