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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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九二 不懈怠就是成功，不懦性便是進步。誡絕逸樂，恥於賴倖、

抛卻利名，振命根，奉獻身心踐佛法者，始能永不懈怠，絕

不懦性哩！

四一九三 最能自覺自在的心靈，菩提心降伏、消融作主、作威、作

禍的頑強主觀，平靜得虛默清醒、清涼。最能自（施）捨自賞

（恩）的願力，菩提願掖勵、激提不賴、不弛、不減（只增）的

旺牢德能，勇銳果敢得（為眾）耐勞、（為世）耐怨。最能自求，

自發的行者，菩提行執持、導踐不誤、不懼、不退的燦淨前

程，坦豁得浩蕩無邊無遮。

四一九四 自覺之基，喝得落、截得斷種種雜染妄想，無聲無臭中做個

正正直直的人；覺他之道：積得著、發得開一切（淨）福（能

捨、正）慧（息狂）有光有熱中為人為得淨淨懇懇。

四一九五 最能發心的人：放不下菩提心—佛道與眾生交互體現得無

極無已，出世捨己與入世為人的菩提行，全憑這麼種放不下

的菩提心推動、策提而展開的。

四一九六 時間上展得開眼光的，把生命看得幻幻化化—不常不斷，

則能不執真我，善用假我，活脫脫地絕相，通廓廓地做人。

空間上探得出頭面的，把生活過得健健正正—不怠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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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能調治惑業，覺持道業，決決了了地擇理，淨純純地作事。

四一九七 人面前把菩提心用活了，不著於人情人相之愛惡，生生世世

則能於一切人中作佛事；一切人都成為自己的知音。拖著內

能捨我不畏苦，外不戀人能厭（欲）樂，這番知見與精神提得

著、練得足，觸處覺得，立刻用得，發願起行做這麼種人，

則真能生生世世於一切人中作佛事；我們要想於一切人中作

佛事，牢記著把菩提心先用活了。

四一九八 知見導提得平平正正的，勘驗、緊策、銳持得不肯含混，敷

衍一念，揚棄我見「主宰」，覺護智觀默寂默寂中化融主

宰，平平正正知見中的一切，則能體悟自他平等，寧捨己為

他，不主宰他人，人間世才會減少許多無謂苦難。

四一九九 佛法中成大器的，沒一個爭財爭氣，修得一片清淨澹泊；

世法中立（無私）大功的，沒一個集權集威，做得一致平易親

和。學大乘道，無論在家出家，一切的一切都以此二大為範

型、作光標，胸襟與氣象包羅的，涵豁與透脫的，則能從活

心活臉中，做成一群透頂透底光靈靈的人了。

四二○○ 怎樣學大解脫？菩提心立時消融鬥諍，不暴一點氣忿。怎樣

練大荷擔？菩提願觸處備嘗苦難，不存一芥悔意。怎樣展大

勤進？菩提行隨念體踐道業，不涉一步小徑。

四二○一 大心情的拓展、開豁，忍化得了無針鋒相對之念，和易坦平

得能與人人相處、相通，久久相見伏我見。大眼界的徧察、

洞照，烈振得盡絕萬藤相纏之見，淨健廓朗得能以諸佛為

師、為則，切切立行憶（持）佛行。見不著我，行必傚（諸）佛

（菩薩）者，總是直從俗常氣質中徹底脫胎換骨，翻身揚眉縱

目，就這様，（舊的雜染）卸（之又）卸（新的純淨）荷（之又）荷做人、

為人不倦，懇懇到到學佛、見佛不（昧）忽。

（本文由果慶法師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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