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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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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八六 菩薩最致力的任務：以智心為人類造眼，導入光明脫漆黑；以悲
願為人類造膽，發達氣（志壯不餒）勢（骨挺不屈）練健雄。

四五八七 時間的善警性持得成熟，則怎也不起昧亂念，作濫混事，動靜清
醒能敬重；空間的大豁性學得極暢，則再也沒有悶鬱感，說酸腐
話，應導健徹必平溫。

四五八八 智心提在眼前做人，襯在手底作事，光正清白脫滯汚；把光正清
白視為做人作事的唯一準則，做人才做得面目醒豁，作事才作得
臂指活健。

四五八九 正知見有了深度體認、印證者，決不肯將時間浪費在無謂人情
上，惜時惜智不惜金。諸佛菩薩的上求下化，徹悟透底與遍度無
邊的志性，全從惜時智不惜黃金起步上進的。

四五九○ 學佛學得捨己為人，做人做得瞻佛勵己；談做人，必須這麽做得
能瞻能勵，學佛才學得必捨必為。

四五九一 智觀的氣度開豁了，小嘴臉就歛攝得脫脫盡盡，話語明切義味
深；慈行的器量展廓了，大心海就涵融得活活暢暢，氣貌溫淳底
質厚。

四五九二 佛法學得有了光與力，智觀成為念頭的擁護者，心不顛倒身不
敗；佛德效得化作根與膽，悲行成為關頭的奠紮者，苦能消受樂
能推。

四五九三 最有力氣的人─時時敞開心門說真話，做實事不為個己留退
步；最有豪性的人─處處配合佛法救世間，學菩薩盡為眾生開
活路。



（本文由果慶法師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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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九四 真轉機大活力：把人做活了─了無所纏無所愧；淨創緣大通
性：把法學通了─絕無所遺無所著。

四五九五 血性與覺性交融成一股巨力，則絕不甘為自我顛覆，面目開朗意
勢充；佛性與法性貫聯成一片淨德，則決不肯讓眾生沉淪，身手
挺展氣宇寬。

四五九六 福德奠基處：嘴臉溫柔得寬寬厚厚，消融鬥諍意地平；智願紮根
處：法性淨廓得坦坦泰泰，不念惱喜誓力足。

四五九七 時間成為耳根的自鳴鐘，就會從自奮自躍中自律了；空性成為意
根的自由區，就會從無著無憂中無退了。

四五九八 法性裡的見地明諦了，幻象中的作略巧善了，三業中流露的就沒
什麼俗陋故常，敞徹光脫見人佛。從血性、覺性中逬湧出無盡的
勇氣與健性，才會這麼敞徹光脫哩！

四五九九 世法看破了，則無話可說，身心平正得澹寧蕭然；佛法悟透了，
則無心可用，意地默了得淨穩坦然。

四六○○ 不爭自我體面的人，則永遠祥和快樂；能造他人根膽的人，則畢
竟誠懇健勇。

四六○一 細心把「真我」磨平了、消了，一切煩惱便竄不上心頭，說話作
事常安穩；虛心把「假我」用明了、熟了，一切苦悶便纏不著意
底，學佛做人極健朗。

四六○二 慧觀把時光用得的的分明，義味與法力則成為志神最好的導養
者；慈行把空性用得通廓徹淳，資財與肝膽則成為世間最快的奉
獻者。

四六○三 修心也修臉，慧伏與慈行才相應得不脫不昧；敬佛也敬人，等觀
與深心才相應得不局不慢。

四六○四 入世為人的要訣：忍歛得澹化默了；出世為法的至行：勤進得蕩
絕開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