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二三五） 
 
釋仁俊 
 
三三六○ 
活在智光中做人，淨豁寧暢無惱悔；練在慈德中為人，淳厚親敬無量極。 
 
三三六一 
為法的大念頭提得緊緊實實，緊實得不脫不忘，能用能印，情與見則怎也惑不著、

轉不了，則能成為佛種、僧種、法種的培育者。 
為人的快手頭展得（熱熱）挺挺淨淨，（久久）挺淨得不縮不污，能提能（施）

捨，命與財則決定看得輕、獻得足，則能成為智業、悲業、願業的集匯者。 
具有發揮這般意念與業緣的人，有為中做得血汗旺烈，有漏中破得品概昂奮，做

人氣質與學佛（菩薩）器量，則一齊發達得不負諸佛，不捨眾生，往來娑婆承佛

囑。 
 
三三六二 
不讓心頭的「我」作主，盡用佛陀的「法」待人，就不會因煩惱困累自他了。 
 
三三六三 
學佛學得淳淳懇懇，面如春風常含笑；為人為得誠誠足足，語如甘露久滋潤。肯

得實驗如此的學與為，才會從福德智悲中體現佛法、開豁肺腑。 
 
三三六四 
把緣起緣依的「假名我」用熟了、切了、足了，為人之心則發得、用得、展得真

誠懇切，因為畢竟了知自身的學習、存活與成就，都是由於眾多、極多的因緣的

資持、助援與勵慰所獲致。所以，知道了自己的成就，是由於極多因緣的惠澤給

予，就必然酬償、回饋得重敬、淳厚而充分得盡絕虛誑。 
 
三三六五 
對三寶修學、憶念、體認、觸會得能現能行，不間不悖，必用必當，一切都憑三

寶的開示作前導、作評析、為基準，真我破得徹，妄識轉得決，透過了這樣的徹

與決，三業中的三寶則時時明現，三寶中的三業則處處整（合）頓（振）。活在

如此的明現與整頓中，就能直直切切地與諸佛菩薩通聲氣，為一切眾生獻（捨）

身心。 
 
三三六六 
三業覺警得不離三寶者，則處處安詳端整，一味淡平一切捨；三寶明現得不昧三



業者，則時時慎儆猛毅，一切（善根）勤進，一味（行願）淬荷。 
 
三三六七 
挺得也捨得無畏無貪，才畢竟攝得也荷得苦惱眾生，一等的心肝與肺腑，超等的

德行與法器，禍患中承頂得堅毅果決，義無反顧；福樂中振策得篤奮頓躍、氣不

挫泄者，總是這麼挺捨得堅貞卓絕，攝荷得懇篤勤快。修學佛法，勘驗得這麼切

入、交投，在在處處則能從明明準準的時光中引發智光，直直豁豁的空力中發揮

空德，所作所為的一切，直請三寶作證，直對眾生作為，學佛學得興致盎然，為

人為得胸襟廓然。 
 
三三六八 
熱沸沸的悲心鮮旺得一念也不敢忘眾生苦，直感直應；明切切的智心洞察得一息

也不肯戀個己樂，深治深伏。如此的沸沸切切配合，交涉運持得貫聯緊固，生生

世世中見佛之眼與為人之膽，則永不昧蔽怯縮，浩蕩前程氣健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