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二三七） 
 
釋仁俊 
 
三三七九 
大利根者，總是不許自我狂縱一念，善根培護、植奠得深深固固。佛法中捨得了

身心，擴得大膽識、器量，守為作止中的一切，明決果斷得沒任何含糊、改變。

許多鈍根或無根者獲得這種利根者作前導、做中衛、為後盾，其知見、作略與質

品，則能從善巧的漸漸次次的獎掖、提扶與推挽中，由無根轉為鈍根，由鈍根的

驚愧、奮發中修學成利根。我們亟應祝願這樣的大利根者出現，更應該肯定責勉

自己由無根轉為鈍根，從鈍根中紮紮實實地練磨成利根者。 
三三八○ 
人性發揮得沒折扣的，總是把人做得清醒明決，存的做的見得一切人。 
佛法發達得極堅貞的，總是對佛瞻得深淨朗廓，學的修的不悖一切佛。 
三三八一 
悲與智明明決決地從「愛與見」中透脫出來，舒展開去，覺己立己的淨信之根，

為人度人的精進之力，則堅蔚、深固、充盈、挺實得莫可撼拔。無論困屈，直趣

菩提不旁騖，直顧眾生必承擔。 
三三八二 
最健全的開始，削奪了自我權威，淨淨平平內外安。 
最純正的發端，覺得夠佛陀器量，雍雍和和彼此喜。 
三三八三 
他人的一切都不看作自己的，就有智慧了，因為不被貪心覆蔽呀！自己的一切盡

看作是他人的，就有福德了，因為常行施捨不爭啊！ 
三三八四 
學佛法當下見效應：不為個己生命耽一念愁，直直了了地出世印法，生死一如泯

憂喜。 
行佛法當前發力處：普為眾生身心（湃）湧一片悲，迅迅決決地入世償願，安危

一致不戀怖。 
佛法之學之行，當下與當前，學得這麼分明，行得這麼切實，體持諸佛本懷，酬

還眾生本願，則能無間地相續現前，相應交融；我們最急需這樣的現前與交融！ 
三三八五 
「理」，體見得直透底裏，智劍斬斷了自我戀著之根，了卻內顧印法空。 
「事」，作為得盡遣體面，慈德攝護著眾生恐怖之苦，活脫外吸悟幻相。 
三三八六 
最有力的學，做給自己看的非常認真，透過這番認真，自我作踐永解除！ 
最無私的德，乞求諸佛證的絕對畢淨，體持這般畢淨，佛法顯現不動惑。 
三三八七 



學佛法最善於覺心的人，一切時處用得了佛法，動靜不忘必體持。 
行佛法最敢於發心的人，無限時空瞻效著佛陀，苦樂不退常安忍。 
三三八八 
念頭的佛法體現得活活絡絡，活絡得相應無間；緣頭的世法辨擇得了了決決，了

決得透明無疑（畏）；關頭上的生死、禍福、苦樂、窮通等等，則一概鎮定、寧

默得安詳從容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