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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仁俊 
 
 
三四○○  
正法成為心頭之光，欲私照治得昧萌不了，一念不茍一切正。心把佛法用得明決

決，印得虛廓廓的，扎根處全憑這麼一念不茍。 
 
三四○一  
最有力的開始—智慧之手把心執持得不離佛法。最有德的發端—慈悲之膽把命奉

獻得直為眾生。 
 
三四○二  
活活脫脫的人—觀真空不墮寂滅，不住不捨三界；決決穩穩的人—行幻有能度惑

困者，必耐必受諸苦（惱）。 
 
三四○三  
怎樣學自由人？不為真我逗撩、慫恿、指揮、誤導、圍困、敗毀，以智慧巧用假

我，不離人際，不著人相，直觀幻化悟本寂。 
 
三四○四  
永不顛倒的人—智觀的人格分量重得莫可動撼，邪情妄識盡鎮伏；決不刻削的

人—慈行的人性境地厚得難以測知，劇苦大難當頂承。 
 
三四○五  
為人想透了，自家的煩惱就少得等於零了；學佛學通了，世間的苦惱就忍（化）

得不在乎了。 
 
三四○六  
凡是豁得開大頭面的，沒一個為自己爭體面、鬥心機的；凡是邁得出大步伐的，

沒一個為自己做手腳、留後路的。 
 
三四○七  
忍辱把自我化融得空空了了的，毀惱激刺就滿不在乎了；慈悲對眾生護念得懇懇

到到的，精誠穆溫則與時俱增了。 
 



三四○八  
把我看透了—了無自性常自在；把人做活了—活得身心盡通豁；惟有把我看透

了，人才會做得活絡絡哩！ 
 
三四○九  
惟一的大智慧—勘破自我離顛倒。無盡的真道德—涵轉他人致通廓。 
 
三四一○  
以無私之心見十方三寶，見熟了，則不見自我；以無畏之行為一切眾生，為決了，

則能學菩薩。大公大健與淨智摯悲的配應，全憑如此的熟與決所致。 
 
三四一一  
佛法成為念頭之鏡，緣頭之光，洞照得明了淨徹，內不執我，外不取相，遠離貪

圖遣怖慮；這個遣字猛快得絕情剿見，做人、為人的眉目與心肝，才一起開張得

永不（鎖）閉（藏）縮。 
 
三四一二  
怎樣學最有力的人？不與自我共存共混，如防毒蛇避猛虎。怎樣學最有德的人？

盡為他人必獻必致，如迎佛陀見菩薩。 
 
三四一三  
私字絕透了情的，說話作事就沒什麼吞吐含糊的神態了；公字敞得開心的，學佛

為人就沒什麼遲疑打量的念頭了。 
 
三四一四  
最有智力的—戰勝自我，把假我用得善徹淨通；最有德能的—攝涵眾生，憑真空

（願）勘發得健極明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