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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俊長老的生命觀：  

導讀<做三寶裔，淨健二三> 

弟子周德禎敬撰 

7/1/2024 

我們在<做三寶裔，淨健二三>一文裡讀到仁俊長老教我們如何修身業，那麼師

父自己是如何修身的？我們可以從師父對抗病痛的經驗中窺出一二。 

師父年輕時多病，從 1951年至 1965年(30多歲到 40多歲時)大大小小手術經歷

過十多次，得過腹膜炎及皮膚癌，貧血失血都非常嚴重，但師父終究能挺過病

魔的糾纏，恢復健康，後來更堅強地邁開步履到美國弘法。這一切除了醫藥的

救治和師友居士的護持，師父的修練可以從兩方面來說，一是善於調身調心調

息，一是抱持無我無畏的精神，死生不掛懷。我曾在 1993年於紐約莊嚴寺跟隨

師父禪修，師父當時指導的禪修準則就是：調身、調心、調息，他說，禪修不

要追求什麼玄妙，只要身心安住，氣息平穩，專注一坐，既不要被腿痛身痛或

妄想紛飛困擾，也不要沉浸於禪悅之境不肯出來。這應該就是師父生病時所用

的方法，簡單清淨的調養身息，不因病痛而心慌意亂，灰心喪志。再者，師父

向來效法佛陀大雄大力的勇猛精進，所以養成無我無畏的精神氣度，遇到病的

折磨也是毫不軟弱退卻，以弘法為己志，將死生置之度外。在那些病痛不斷的

歲月裡，師父在 1963年的海潮音雜誌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究竟走哪一條

路>，他發誓說： 

我今後決定以堅毅的生命氣勢激發我的學心，鼓運我的悲心。我的心著在

三學上才會明，我的心著在悲上才會活。我學佛的目的，就在求空明與圓

活。這就是我今後所走的一條路，我唯有先走這條路，對佛法才能深入、

發揮，對有情才能關注、度脫，對生命才能發達、把握。 

 

這就是師父對生命的態度了，即使在病中，，也心心念念專注戒定慧三學，以及慈

悲關心度脫世人。這樣的師父就是我們要效法的榜樣了！師父總是叮嚀我們，要

瞻仰佛陀，、憶念佛陀，、效法佛陀，可是我們離佛世已遠，而我們曾這樣親切地靠

近過師父，他的典範，他的言行，他的身影，是如此深深的銘刻在我們心頭。 

 

師父寫作的目標一向很明確，：闡揚正法邁向成佛之道，但每一篇著重點不同，用

的例子不同，，經典不同。他寫得最卓越的是修行的境界，一個修行者要修到什麼

境界，因此而能完成什麼事情，這是他著墨最多，寫得最清楚的地方。例如在<

做三寶裔，淨健二三>一文裡他說：學習菩薩道可以鍛鍊出生命的志性，開發出

生命的力德，。身心中，，佛法用得如響斯應， 耳根中，，不離佛法， 意根中，，不著世

法，。禍福不變的真健氣，，和苦樂不易的大明心就能相應成片。這樣的人能以佛法

轉變世法，並掌握世法隨順佛法，在佛法中練就了健氣，在世法的實踐中，，能剛

能柔有充沛的活力，得以自利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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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修習佛法的人，常想知道自己修得如何？修到哪裡了？在本篇中，，師父很清

楚的說出做三寶嫡裔的條件、修行的次第及判準。對於修行判準師父是這麼說的，： 

學得不誑己，修得不炫異。 

沉得住----不離佛法 

明得了----放下私欲 

安得決----永不動搖 

發得開----悲智不退。 

活得觸不到「實我」，做得昭顯出緣起「假名我」。 

出世、為人，就從這樣的基礎根本上出發、進展。 

師父標舉出檢查身心行為的標準，以此教導我們如何評量自己對佛法已確實明瞭，

已準確落實。師父把他身體力行的體證講給我們聽，他做到了，希望我們也做到，

即使我們目前還做不到，但是至少我們多聞、多薰習、多思惟、多修練，一定有

一天會做到的。 

 

師父又說，大乘行者要廣修遍學，接引眾生，完成佛道，但是即使有膽略、器識、

基礎，若沒有無我無畏的願誓，根本不能學菩薩行。師父在 1980 年(61 歲)的時

候，在《慧炬》雜誌發表<願重>詩： 

 

沸耳秋聲萬馬來，人潮惦記眺天台；從今願重身輕後，碧眼丹心徹底開。 

 

師父於此發心立願，看輕身體性命的安危，重視菩薩悲願的實踐。從此以後師父

一步一腳印，，弘法利生，，建置道場，，創立基金會，，開辦佛法度假研習營，以及世

界走透透演講開示，為法捨命忘軀。 

最後，本文題目裡說的，淨淨健二三 究竟是指何而言？師父沒有明說，像是老師

給學生們布置了一個考題，要學生們自己解答。答案可能有很多種，在此我用自

己的淺見來解這一題。 

淨淨健二三 的淨二 是指兩種人： 

1. 三業清淨的人，在本文的第五、六、七，三個大段師父提出了修習身語意業

的重點，學佛法就是要把自己鍛練成一個放下自我、消融自我、不為自我盤

算的有智慧的人。 

2. 健活的人，在本文第八、九、十、十一，四個大段，師父提到淨真健氣、大

明心 ，，呼籲人間最需要健活的人。他說，，淨健 是永恆探頭，，淨活 是決定透

底。探出頭來，承擔重擔，關懷救度世人 穿透底裡，讓自己內心深處的私

欲也滌蕩一空，活出空明的智慧。健活的人就是慈悲智慧具足的人。 

淨淨健二三 的淨三 是指三件事： 

1. 生命，：夫 是雜染生命，聖者是清淨慧命。大乘行者的生命觀：願誓與光力，，

發願以無我無畏抖落對生命的貪戀，以智慧消融煩惱，發揮光熱和力量拯救

苦難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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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死：夫 是在生死中輪迴，聖者則成就法身慧命----不盡有為，不住無為，

生死中深觀緣起，，不滅盡有為法，不住在無為法，踐行，淨布施、愛語、利行、

同事 四摄法，勇敢奮進，提攜如幻眾生。 

3. 生活：夫 生活難免放逸驕縱，聖者生活中充滿自覺的活力。大乘行者活得

生氣蓬勃，以大雄大力的志氣和精神，在人群中做中流砥柱。儘管知道緣起

緣滅，但卻勇於創造大緣，起大作用。見得了佛，度得了人。 

 

師父在《悲智願行》的法語集裡說： 

淨何謂上等人？不為自我所傷而悟法。何謂超等人？拋卻身心一切而為人 。 

前面一句是健活，後面一句是捨己為人，我們要學習這兩種人，利用時間和空間

創造出大的因緣，發揮大的功用，帶給時代光明與希望。 

以此仁師妙法祝福大家，慧福雙修，悲智雙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