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佛法應有的基本概念

——仁俊法師《成佛之道》講記序前開示

一、三世流轉明因果

時通過未及現在，佛說三世明因果，

革立創發策寢饋，計時升進徹開新。

二、相依相存知因緣 

空賅十方超際域，世間劃分立彼此，

無相無主了無定，智觀達空空趣圓。

三、知作用安三十二法 

三知1省內頓驚改，三作2致己勤集備，

三用3日增離堵礙，三安4置心不悔喪5。

仁俊法師法語：

一、

　　時間上豁得開智慧之眼，把因緣果報看清楚了，做清楚了，則永不迷惘、顛倒敗壞，

佛法頭目探舉得平空、端整、高遠，過好日子，做好事，成好人。空間上邁得開慈悲之足，

將苦難血淚觸驚怵了，躍頓振了，則絕不怯懦、折撓、退縮，菩薩氣膽鼓激得旺烈、昂挺、

堅充，伸大手臂練難忍、淬難行。凡真能發揮時間價力與發達空間義德，都是這麼於長時

大空中，翻身豁眼學沒量大人，揚眉吐氣修六度無極。

二、

　　佛法，為世出世間「正覺」之本。學佛法，一開始，就認清、肯定著這，日常中接觸

到的一切，則能立刻理解、辨別他的是非、善惡、邪正，因為佛法的開示，成為念頭上、

1 三知：知劣，知愧，知奮。
2 三作：作福，作善，作緣。
3 三用：受用，作用，效用。
4 三安：安於變，安於苦，安於明。
5「我是難僧勿再造，難潮騰掀悲直赴」。



緣頭上、（大）關頭上判斷的準則。學佛法能得力獲益者，全靠這樣的準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