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二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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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四八 掌握整個菩提心的，手腕之力總是直披熱旺肝肺，無隱無畏

得必獻必捨，敬敬懇懇不忽慢。肩荷大任菩提願的，志量之

能總是鍛鑄精強質體，堪受堪修得暢豁暢喜，矯矯振振必奮

迅。法持正命菩提行的，前程之境總是辨決深微般若，「無

住」「有為」中不觸（染）不証（偏真淨），光光了了悟虛廓。

四一四九 抱著結緣報恩、重法輕命的意趣，念念以此自勵，事事以此

自核；勵得必淨必廣，核得能決能致；從淨廣決致中建立新

人生觀，發達新人生行，入世不拖泥帶水，出世不沈空滯

寂，眼底之光與腳跟之力，看得穿透得過一切，陶冶琢磨成

如此的根性、品概，立己導人，捨己為法，則處處報償得足

實真切，體現得明決光靈，躍脫舊穽坑，直趣（無上菩提）大

路頭。無間地這麼振發、開放、增績而澄廓無量，無極的菩

薩志神與血忱，才能體肯、踐效著釋尊囑累哩！

四一五○ 菩提心與無我觀配應一致者，念頭上現行的、觸會的，不讓妄

識牽連、操縱、打轉、蓋掩，身心則明正得安詳醒持，不隨無

記醸無明、增惑習。無始的生死根從這裡截斷，無倒（智覺）的

生死力也從這裡練培、積聚、成長、發達、奠固而建充。我們

要做成如此的一群奠固而健充的行願者，就得將菩提心與無我

觀配應一致─永不脫忘不退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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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五一 如何勘驗自家心行？智觀的直覺力直伏惑業，振脫情見作

弄，不負諸佛教授教誡。如何核練自家身行？悲行的直發德

直濟苦難，斷卻命根怯怖，不忍眾生流血流淚。

四一五二 菩提心用得靈靈活活，一般煩惱則化融得淡微無力，身心輕

暢得澹恬俐明，有幾分自受用處，不壅不悶不慮疑。菩提願核

得忍忍決決，許多刺害則觸受得慈柔如（春）風（榮楊），氣宇

寬廓得坦泰溫潤，沒什麼謀算他處，能消能見能親誠。菩提

行（注）看得清清廓廓，種種障難則臨對得寧穩黙了，戒慧鎮

持得紮實昭著，得了個真掉轉處，印見印覺印守護（正法）。

四一五三 什麼人不肯逸心縦身？戒慧成為身心自然的呼聲與警光，制

導得淨嚴猛覺，不忽、不間、不忘教誡教授，身心一致整整

明明。什麼人不想厭世獨善？忍慈作為眼前必然的德標與善

根，奠立得厚充深固，久積、久培、久發（無私）耐能（無限）

耐量，（忍苦推樂的精神）氣勢一貫旺旺增增。

四一五四 菩提心苦苦猛猛地逼自家做個無私之人，身心財法都視為因

緣幻化，意底裏思熏的、憶持的、覺觸的、豁露的、頑強的

老舊惑習，其困擾纏盤的力迫與威脅，則減低、鬆繮、輕

弱、淡散得不作祟、不顯魅。止得決絕與觀得澄廓的事理性

相，成為自己性格與理智的質底、基因，能這様，現象界的

繁華徹底翻得了身，實相界的湛寂泯（絕自性）豁得透眼，不

蹈舊路覆轍，直趣坦途駕車，敞敞豁豁做人，雄雄渾渾學

佛，不耽人（情）相污道，不向佛陀求哀；一片春風待人，一

味善性學佛，直從骨底迸力，深入（「三解脫門」）法源積（儲無

量）德的，無一不如此起步，我們也應該立即起步！

四一五五 正觀相應處：一念情私也竄不上念頭，惑不著緣頭，一等手

（不粘）眼（不遮）的品質，以此為光為莊嚴。生命必須活在如

此之光與莊嚴中，出世的清淨與入世的整潔，始能落落實實

覺提自己，揮揮灑灑拯脫眾生。
（本文由果慶法師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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