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三二五）

 仁俊長老

仁俊長老（1919～2011），6歲半出家，曾任教於多所佛學院，19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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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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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九五 心行入了正軌的，靜中的一心相續無間，正法印持不昧倒；身

（語）行隨順淨業的，動中的諸緣策誡不染，善根植紮極奮勤。

四四九六 慚愧成為煩惱心最嚴格的監管者，生死業則被包圍、斂束得無力

竄擾，無處潛伏，暗地裡腳跟著地，明地裡眼光銳相的，總是先

憑如此的慚愧做起的。

四四九七 踏踏實實地頓伏惑業、頓提佛法，開開廓廓地深趣義境、深捨利

養，身心看得輕於鴻毛，慧命（感）警得直觀法性者，平常非常時

悉皆如是。

四四九八 知見落實了的，世俗的相對感就泯除了，身心宴默無諍；行思趣

於空的，出世的相融感就起用了，風度豁朗無量。

四四九九 平常中學佛之心用活了、做真了，就有好臉色給人看了；非常中

持法之心覺徹了、印淨了，就有大念力給己鎮了。

四五○○ 不為命根擔心，直蕩蕩平淡淡的做人意趣、興致，便沒什麼遮攔

了。不受遮攔而能豁通得沒底止者，一發心便不為命根擔心。

四五○一 直能安身明心的人，總是先放下命根；最能獻身發心的人，莫不

先植奠慧根。

四五○二 最有發達的起步，步步都向無我坦途邁進，不入世間常徑；最有

開展的發心，心心都向無礙妙法察照，脫落塵勞俗數。

四五○三 正法觀得直透心底，正念持得直覺念頭，內在存持與照見的，不

穢不謬常泰穩。學佛學得永能見佛，為人為得盡能知人者，都與

這二直相應得綿密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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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四 佛法學得明心（幻）見性（空），做得手淨腳捷，驗得法重命輕的，

總是一味直豁豁渾落落地默了平消，於無聲無臭中見得佛，有光

有熱中為著人。

四五○五 佛法學得豁開了眼，所見所觸的則明察得了不受惑；世法悟得驚

透了心，所有所受（用）的則淨了得決不盤佔。

四五○六 學得有了真受用的，一念抱怨心都不起，因為正知見從佛法上攝

取的太多了─受用無盡，內在一味澹泊；修得起了大作用的，

一句牢騷話也不說，因為淨作略從世法上施展的太廣了─作用

無限，外在一片闊朗。

四五○七 真見證處：佛法學得分分明明，做得清清楚楚，見不前蔽，行無

後遺；真考核處：因緣看得假假幻幻，培得足足實實，財不自

佔，法必施衆。

四五○八 徹底翻得了身的，智觀明正得直破罪惡之我；打頭為得了世的，

德行淳懇得深憶苦惱之人。

四五○九 給自己受苦惱的─還是自己，給他人享快樂的─才是菩薩。

四五一○ 真行慈悲的人，決不讓自己被人看作最可憐者，氣韌志健恥屈

懦；真學智慧的人，決不讓自己被人視為最可厭（賤）者，心空行

淨不染墮。

四五一一 最公正的人，為人而不為己；最廣淨的心，忘情（私）而不忘

（正）法；現代法門中，最急需這二種人：我們挺起脊梁學這兩

種人吧！

四五一二 一心中把人做得穩妥整齊，了卻雜瑣心態，正思觀理意郎廓；一

行中把法擇得諦實明決，撇脫偏邪意氣，淨行導事態端嚴。

四五一三 骨力與志性最挺烈的人，暗地裡光淨得一念不苟，行己無愧身

心安；器量與知見最寬正的人，明地裡誠厚得一味不誑，持法

不負品德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