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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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二六八 用些時間關注他人，學學菩薩，慈悲才不是句空話；提大氣勢

調伏自我，想想佛法，智慧才會起得實用。

四二六九 坦直處─一念不苟見三寶，三寶明現伏三毒，法門中猛利而

深厚的根性，大都這麼生根發力，成性成習成「 決定」（者）。

四二七○ 生命的大鎮持者，菩提心拗轉、攝回、降伏妄識，降伏得減損

染著、迷謬，內外整嚴離雜倒。（大期）生死的大踴躍者，菩提

願鼓運、振提、創儲淨德，創儲得深廣豐盈、足實，因果迴施

不執取。生活的大展施者，菩提行察擇、定奪、（能）動（能）出

塵勞，動出得決絕寂滅、淨脫，往來如幻修（六度）無極。

四二七一 不肯墮落的人，菩提心都提得放不下，不盤妄識直捨我，深念三

寶，三寶入念、成念，念頭與三寶交融得成力、成德、成光。剛

健而卓持的菩提願絕不屈退，愈挫愈銳，明淨而坦直的菩提行決

定徹貫、能達能圓者，最得力處─菩提心提得放不下。

四二七二 日常中最真切的受用：淨智覺照得化融自我體面─善淨無爭；

非常時最穩定的效用，正法體持得了卻命根情結─不戀不畏。

四二七三 從何處自立、自覺不顛倒？明暗中徹頭徹尾清醒：盡絕情私不失

念。從何處立他、覺他能濟度？生死中無始無終徹貫：常隨佛學

能持（大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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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七四 法持得健健明明，人做得活活透透的，都從「我我所」上直絕

直透，真膽概、大心量、好品質、厚心地、淨施設等等，都憑

如此的直絕直透練出來。注意呀！我們的精神、氣勢，把捉不

住、發揮不出直絕直透的佛法宗趣，談什麼入世出世，都不過

口頭名相，情見絞繞的「異生」噢！

四二七五 說的話都透過菩提心，舌根就靈柔得善用「愛語」，令人聽得

耳根與意根一起暢豁，說種種法，闡種種義，許多人就會從義

中獲得新知見，揚棄舊因循，人做得上路，心發得（改）變（雜

染）質了。

四二七六 人品以佛法執持得正直堅定的，都諦察得不讓得失慮掛盤

纏、困惱、累害，一心虛默踐（八正）道。法門中能延續諸佛慧

命、培育眾生慧命的有心人，莫不這麼注意、注力、執持、

諦察的。

四二七七 驗心處─不忘菩提心，現願處─不匱菩提願，起行處─

不離菩提行，語默動靜中前導的、中持的、後撐的，都與這

三不扣緊得一貫相應，則不肯昧己、誑人、捨沾，三業能圓

三善根。

四二七八 如何琢鍛一等品操？聲色當前不放逸、不失念，志神清醒挺

脫，光光潔潔見人。如何承受極端酷怖？面對獰惡能鎮定、能

觀寂，（與）意（相應）智寧貼堅穩，假假幻幻悟我我（所畢竟空）。

四二七九 心力最強的人，菩提心內不為我困，外不受人惑，能解人惑能

脫苦；願力最健的人，菩提願處樂不懷安，耐苦能度怨，久度

眾怨常慰敬；行道最直的人，菩提行明裡不著（他）相，暗中能

離（自）性，深觀法性知見正。

四二八○ 高瞻遠矚的人─不讓自我之手掩蔽眼光，洞照一切直心行；

深護大涵的人─都為眾生之苦施捨財法（無畏），呼援一片丹

忱擴。

（本文由果慶法師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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