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二一四） 
編按：仁俊長老，現年八十五歲，六歲半出家，曾任教於多所佛學院，一九七二

年應聘赴美宏法迄今。現任美國佛教會會長，曾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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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釋仁俊 
  三一七三 
絕情地振脫掉貪圖中的粘粘搭搭，做人立己的心術察治得光光正正，做出來的才

見得一切人。開懷地消溶掉（他人）瞋暴中的惱惱刺刺，學佛（菩薩）的本願擴

充得虛虛融融，修練著的才吸得一切人。徹底地廓清掉癡邪的纏纏繞繞，教人的

淨智運照得了了當當，詮顯出的才度得一切人。佛法的學與行，注力點：處處遠

離貪圖、瞋暴及癡邪。展力面：時時（世世）見一切人，吸一切人，度一切人。

忽視了這注力點、展力面，便完全是業識中的兒戲了！ 
  三一七四 
把自己都看空了，為人的事才做得畢畢真真。把佛法都學真了，閱世之眼才舉得

淨淨豁豁。 
  三一七五 
時間把智慧用活了、正了，就沒什麼瑣瑣陋陋的了。空間把慈悲發開了、足了，

便感到夠暢暢快快的了。 
  三一七六 
提得著平平正正的三寶念，念得直現心頭、直襯眼前，內心外境的一切，不受三

毒之根││自我盤戀、威脅、困惑、作害，日常中的行住坐臥、語默動靜，三寶

與三學，則成為必然準則、自然規度，（般若）理性與（五度）事相的脫與荷，

攝持得絕不馳滑、隔絕，菩提道上就了無迷昧悵惘之感。到此，形象端嚴，意象

澄廓。 
  三一七七 
從壁立千仞中放下一切，普為一切，了無茫然、怯然之感，生生世世以三寶印決

而發揮而奉獻身心者，莫不這麼札根發力、落礎奠基，做得奮迅，受得瀟灑的。 
  三一七八 
以自我作膽的人，很少不驚破了膽，嚇壞了心的。以佛法作眼的人，無一不看清

前途，邁入正軌的。請問：這二者中，我們究竟要那一種呢？ 
  三一七九 
義解的最大障礙││我見，必須撤除掉它。法注於念，學得專而敬，用得明而準，

一切時中成為警（誡）號（角）導光。法與念，能這麼當下融合久了，體會得深

廣、確的而整貫，則能解除義解之障，漸入勝（義）境。利行的最大卡堵││我

愛，必須廓清了它。佛現於眼，瞻得久而切，做得真而足，一切處中化為道軌德

標。眼觀佛，能這麼當前透視明了，步起得正常，健穩而寬醇，則能踢開利行之



卡，永發大心。 
  三一八 
沒有遺失時間的人，永遠不會為時潮吞滅，汰時導時不負時。沒有盤佔空間的人，

必然能空性中悟入，行空詮空不沉空。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