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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法話 

時時充滿元氣 
──疾病與辛苦皆為善知識              

立正佼成會會長 庭野日鑛 

「災難來臨時……即應遭逢災難」   

十二月八日「成道會」，是我們為釋尊開悟之日獻上祝福與誠摯感謝的節

日。我希望我們能藉此機會，在心中細細體會，能夠遇見釋尊所說的法，是一

件多麼美妙且值得感恩的事情。 

同樣在文政十一年（一八二八）十二月八日成道會的時候，良寬禪師曾將

釋尊所領悟的真理寫成一封信，寄給剛遭逢大地震的朋友，傳達「有血有肉的

活法」。 

他在信中首先附上一首詩詞：「如能驟死尚好／然無可死而久觀此慘況／

該是多麼苦痛」（沒辦法立刻死去，而要長久活著看這人間煉獄，是一件多麼

痛苦的事啊）來寬慰友人，卻又隨後寫下「然而」， 

「災難來臨時即應遭逢災難，死亡臨頭時即應接受死亡，此乃避開災難之

妙法」這樣一段教誨。 

這個意思是，世上無人可以逃脫災難及生老病死所帶來的痛苦。因為這種

事情是人力所不能及而又無可奈何的，所以要不被這種磨難所壓垮，我們唯一

的方法就是全然接受。 

「於災難來臨時即應遭逢災難」這句話雖然乍看不近人情，但每次我看到

這句話，並宣之於口的時候，總能感受到這句話的乾脆俐落，心情也就隨之變

得釋然。傳達真實的嚴厲，滿溢而出的慈悲，以及與具有能夠接受這些話語的

機根的朋友（僧伽）之間的信賴關係，這些都甚至讓人生起神清氣爽之感。 

所謂健康安穩的生活，想必就是抱持這種心情，每天在感恩中度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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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法話 

唯有「耕耘心田」     

話說回來，《法華經》中有一節提到了「提婆達多善知識」。提婆達多是一

個儘管身為釋尊的弟子及親戚，卻是想要殺害釋尊的人。釋尊說，提婆達多「善

知識」──而依據開祖恩師的話，這代表「在應該如何活出我們的人生這個重大

課題上，幫我們打開眼睛的朋友」。另外，京都禪林寺的永觀律師也曾說過，

「疾病方為真正的善知識」。在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感激之情，認為

「救渡了病弱的自己的，就是給予我認識真理契機的疾病」。 

無論是災難或疾病，遇到的時候想要哀嘆都是很正常的。但如果我們接受這

些磨難，將它們視為世上自然的道理以及善知識，就不會被這些辛苦打倒，反而

能夠覺醒智慧，讓我們能夠平心靜氣，勇往直前的向前邁進。 

另外，也有人認為，健康與疾病並非對立的概念。如同生死互為表裡一體，

人是因為健康才會生病，也是因為生病才能發覺健康的可貴。一言以蔽之，就是

「疾病也是健康的一部分」。 

在佼成月刊今年一月號的文章中，我曾說過，我們本質上就是充滿元氣的存

在，但現在回頭來看，我們與生俱來就擁有健康元氣的身心，以及將偶然的不適

轉化為生活動力的能力。 

有人說過，「在行動的時候全力以赴，在睡覺時睡的香甜」就是健康的秘

訣，這應該是因為，當一個人盡力去做自己該做的事情，就能激發出自己與生俱

來的「生命能量」吧。除此之外，對我們而言更重要的是跨越慾望及忿怒，保持

平和的心情，每天不斷精進，也就是耕耘心田。 

為了在新的一年過的更有元氣，我打算再用全新的心情詢問釋尊，並結合拙

作，去思考「耕耘心田」的意義。  

 

（『佼成』2023年12月號） 



了。可是，不久之後學校的課程越來越很忙碌，

參加佼成會活動的機會也變少了。 

  2015年，我參加了WCRP孟加拉委員會推進

的「洗手專案計劃」，以此為契機，我再次去了

達卡支部。為了參加青年部的聚會，有時也要花

6～7個小時坐巴士去吉大港教會道場。在教會道

場，看到在東京的學林學習法華經回國的很多前

輩們的問候方式，說話的方式，在法座認真地傾

聽他人的話，產生共鳴的姿態，讓我非常感動。

我想起了小時候的活動，又從前輩們那裡聽到了

學林生活的情况，讓我想去學林學習法華經。 

  在我考慮參加學林考試的時候，父親因阻塞

性腦中風而病倒，受到了教會很多人的照顧。出

於對得到關照的感謝的心情，自己也想學習法華

經，為教會出力，為了幫助青年部發展的心情增

強了。   

  托大家的福，我在2020年底通過了學林考

試，隔年4月開始在東京的學林生活，但是由於

冠狀病毒感染擴大的影響，我不能去日本。因

此，有一段時間，我透過網路在家中學習日語，

並透過各種線上企劃與學林的老師，學長和同學

進行交流。但是，在孟加拉，由於下雨的影響，

網絡的連接常常不順，因此我經常不能參加日語

課。如果不懂日語的話，就無法學習法華經。我

  各位請指教。 

  我14歲的時候，父親第一次帶我去參拜立正

佼成會孟加拉教會的達卡支部。孟加拉的佛教是

上座部佛教，在佼成會我很吃驚在佼成會舉行的

儀式是至今我從未見過的。一邊打鐘和木柾一邊

用孟加拉語誦讀經典，看到會員們參加法座的樣

子，我非常感興趣。那時是我第一次接觸立正佼

成會。之後也和父親一起從達卡市內的家去支部

道場，被參加活動的青年部員們的開朗所吸引，

之後自己也實際參加了，非常開心，每週都去道

場。在支部的朋友家聚集，大家一起做供養，一

起做任務，談了很多話，度過了快樂的時光。

「為什麼佼成會的人們能夠珍惜每一個人，對任

何人都很溫柔呢？」這樣的疑問和對佼成會的興

趣，在供養和參加法座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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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林找到 
我的人生目標  

孟加拉教會      

舒拉布·巴魯阿先生                 

這個體驗說法是在2023年3月2日的海外修養科生的畢業說法會（青梅練成道場）上發表的體驗說法的內容， 
再加上畢業後的體驗。  

在船橋教會的會員家的供養中擔任木柾任務的舒拉布先生  



對這件事感到不安，當網路連線不穩定時我非

常擔心。不能和學林的前輩和同學在法座談話

的時候我很失望，但是這一天也有好處可以幫

助在家附近經營雜貨店的父親。   

  父親每天早上5點半起床，為了不讓我上課

遲到，總是叫我起床。 因腦中風後遺症左半身

癱瘓的父親，為了身體能正常活動，每天在家

進行復健訓練後去店裡。父親總是對我說：

「不要擔心我們，為了自己的目標努力吧。如

果是舒拉布的話，一定能做到。我覺得舒拉布

得到了不僅只是為了家人，為他人努力的機

會。」看到為我擔心的父親，儘管生病也不放

棄，這給了我很大勇氣。 

  當我因為下雨而無法上網時，我一邊在父

親的商店幫助工作，一邊閱讀日本學校的教科

書和觀看 YouTube 來學習日語。平日早上，只

要能上網，我就會去日語學校上課，下午去父

親的店裡幫忙，晚上回家做功課。不能去日

本，在父親的店裡幫忙，得知父親為了家人而

辛苦工作，心中充滿了感謝。   

  之後，由於疫情更加的擴大，導致商店關

閉了大約三個月，在此期間商店無法營業。然

而，這三個月也是我們一家五口第一次一起能

夠在家裡度過一整天的時光。疫情帶來的經濟

問題，妹妹和弟弟的學校停課等，雖然有各種

各樣的不安和痛苦，但同時由於疫情，全家人

能一起度過的時間，加深了家人的愛。早晚三

餐共食，一起做晚上的供養，每天聊天說很多

的話，度過了快樂的時光。 看到母親每天為家

人做飯，打掃家裡的樣子，我發現到父親和母

親每天都不休息地努力，養育我們兄弟姐妹，

再次感受到了父母的親情。我因為不能去日本

而沮喪，曾一度想退學，但是看到父母的身

影，我查覺到了能不能去日本不是問題，而是

自己想要學習而開始的事情，直到最後不放棄

地完成的重要性。  

  那時，我每週都會透過 Zoom 與日本學林

的老師和前輩們交談。我還參加了每個月的御

命日儀式和善友會。此外，學林的各種線上課

程，法座和研修等課程，即使我不在日本，也

讓我覺得就像和學林的夥伴在一起。 我感覺到

學林的夥伴們都在祈念我的幸福。 第一年課程

結束時，孟加拉的新冠疫情狀況終於平息，二

年級生終於許可前往日本學習。  

  2022年4月30日，我終於開始了在日本的生

活。在美麗的自然包圍下，開始了青梅的學林

生活。我很高興能夠見到去年我只能在電腦螢

幕上見到的我的同學。雖然離開家人生活很寂

寞，但是學林的夥伴成為了我新的家人。從早

上的供養開始到晚上的供養結束的宿舍生活，

全部都是新的體驗。在前輩和同期的溫柔教導

下，各種各樣的任務也漸漸能夠完成了。我感

覺到自己是受生於很多人和事物而活著的。透

過宿舍生活和不同文化風俗習慣的人們接觸，

漸漸地能用感謝來接受彼此的不同和生活的變

化，透過基本信行和法華經的實踐，能對夥伴

們感受到的高興，悲傷，痛苦產生共鳴。 

  青梅的練成道場有稻田，透過種植水稻的

體驗，我對每天得到的食物湧出了感謝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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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於人類的共同課題。開祖恩師的教義，現在正

廣宣於全世界。我想把我感動的開祖恩師的教義

傳達給孟加拉教會的僧伽的各位，透過對話和其

他宗教的人們一起分享此教義，為解決世界問題

而努力。   

  學林畢業後我懷著為孟加拉的人們貢獻的願

望來到了日本。為了實現這個願望，今後也不忘

記感恩的心，我會竭盡全力的精進。 作為第一

步，我們將在孟加拉教會內成立青年部員組群，

推進各項活動以喜悅明朗的心態向青年們傳達基

本信行和御供養的精神和形態。在畢業研究報告

中，像開祖恩師一樣透過與其他宗教的人們對

話，合作的同時，發誓致力於「推進植樹造林的

環境保護」「零饑餓」「消除貧困」「在孟加拉

實現衛生健康的生活」這4個企劃。  

  懷着這樣的抱負，我今年3月畢業，回到了

孟加拉。回國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份工作養

家。在人口眾多的孟加拉，要找到一個好工作並

不容易。不過，幸虧我會說日語，以及像我一樣

畢業於學林的前輩介紹了幾家公司，我終於在五

月在一家日語和孟加拉語翻譯公司就職了。我很

高興透過立正佼成會，能和優秀的前輩們結緣。

此外，在學林學習了「充滿元氣的問候」「總是

用笑容與人接觸」「主動的招呼幫忙」，並且知

道了「確實地傾聽他人的話」，知道了這些在工

作上是非常重要的事。 在自己繁忙的時候還去幫

助他人工作的人可能不多。 但是，不管多忙都不

抱怨，把自己的事情先放在一邊，首先為他人考

慮幫忙別人，因此我得到了同事的信賴。  

情。同時，也想起了開祖恩師少年時期所體驗的

務農的辛苦。 

  我作為每天的實踐，努力的做好「充滿元氣

的問候」「禮拜佛性」「珍惜對方」「重視任

務」「做感謝的供養」「確實地打掃」。 

  從2022年9月1日開始的一個月之間，我去了

船橋教會的佈教實習，一邊實踐基本信行，一邊

得到了很多和高齡會員們接觸的機會。托了教會

的會員們的福，讓我體驗了各種各樣貴重的體

驗。真的非常感謝。 

  另外，從10月4日開始舉行了三天兩夜的練

成會，訪問了京都和奈良的其他教團進行了交

流，得到了學習日本傳統宗教的機會。也參拜了

一般人不能進入的古寺，非常溫馨地迎接了我

們。我感覺到也是開祖恩師的和平願望和對人的

溫柔超越宗派之牆而相通的證明。開祖恩師不僅

是日本，透過WCRP的活動，所有的宗教都齊心

協力為世界和平開拓了貢獻的道路。我感覺開祖

恩師是真正的宗教指導者。現時，WCRP在世界

90多個國家擁有委員會，不同宗教的人們一起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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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前和學林的各位（前排右起第4位）  



的企畫，第一天在達卡市內選定一個地點，全天

進行清掃活動，剩下的2天從市內的學校中選擇2

所學校，向學生們分發衛生管理的方法和效果總

結的資料，並簡單易懂地向學生們傳達預防疾病

的清掃方法。然後和學生們一起打掃教室和校舍

的周圍，還有學校周邊的道路。透過4個企劃，

正如開祖恩師所示，我希望能與其他宗教的人們

友好地攜手，為建設所有人都能健康生活的社會

貢獻。  

  托立正佼成會的福，讓我成為了能够感謝現

在受生活著的自己。如同開祖恩師的教誨，與很

多人分享得到的幸福，以大家一起感受幸福的實

現社會為目標，今後也將更加精進。  

  在工作之餘，我一直在思考畢業報告中誓願

的四個企劃該從哪裡開始。回國後，我馬上有機

會在吉大港的一個教會道場和達卡的支部道場兩

個地點與青年部成員介紹我在學林學習到的內

容。當時我向孟加拉教會森康俊教會長和青年部

長報告了關於這個企畫案，得到了很多關於如何

一步步推進這個計劃的建議。  

  現在達卡支部道場租借會員的家，所以很難

自由出入，頻繁開會。為此，首先從自己身邊的

小事開始，每月1~2次，與達卡的青年部員們線

上聯絡，逐步傳達企劃的目的和內容。並且作為

具體活動，以明年的3月為目標，開始推進「在

孟加拉實現衛生健康的生活」項目的企畫。3天

6 



8 

漫畫 立正佼成會入門 

 釋迦牟尼的一生與佛教的法門    

化城寶處的譬喻                

為了某個國家的國王給了在戰爭中立功的人寶物。 但是，只有梳繫在國王

頭髮中的寶玉是不給任何人的。 那是因為寶玉非常的珍貴，收到的人會不知如

何是好。 然而，國王最終把寶玉賜給了立下大功的人。 

釋迦牟尼也是在人們的境界提高的時候初次說法法華經。 在此，法華經是最棒

的教義，同時也教導我們，為了理解最棒的教義，必須從初步開始。  

※除私人使用外，請勿擅自複製或轉載。  

小知識  

《法華經》、《安樂行品第十四》中所說，此

寶玉乃法華經之教義。 另外，國王是轉輪聖

王，是以正義治理全世界的理想之王。  

寶玉就是 

真理……   

把戰車 

給你！  

 好 

這個寶玉也 

授予給你吧  

把城堡 

給你！  

好的  

謝謝   

把村子給你！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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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醫的譬喻      

有一天，作為名醫的父親不在家的時候，

孩子們喝了毒藥。 回家後父親給孩子們解毒

藥，但是因為毒而失去真心的孩子不肯喝。 於

是父親放下藥出去旅行，請僕人幫忙告知自己

已經死了。 聽到這個消息的孩子們恢復了真

心，喝了藥得救了。 

  父親（=佛陀）本來沒有死卻裝死，這是

救渡（＝接觸佛緣）不相信藥效（=教義）的孩

子們（=眾生）的手段。  

漫畫 立正佼成會入門 

小知識  

《法華經》、《如來壽量品第十六》中說法。 

佛陀不會強迫把我們的嘴張開，讓我們喝藥。 

也就是說，教導我們信仰是主動去追求、去掌

握是很重要的。  

我好起來了！  

咕噜咕噜  

咦？ 

父親還活著

啊！？  

啊…！  

恢復健康 

太好了    

是我錯了

～！  

父親就快要

死了吧  
那麼 

就沒辦法   

不相信我

嗎……  
不過我把藥放在 

這裡， 

一定要吃哦  

你們的父親 

去世了哦…  這種東西 

能喝嗎！   

難道喝了 

毒藥嗎？  

來， 

這是 

解毒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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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起菩提之萌  

大家一起共創未來         

 第一章  

我的 「發 」 

我之所以在這裡     

立正佼成會開祖  庭野日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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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菩提之萌   

一個不珍惜過去、馬馬虎虎地生活在當下的人，很少會受到周圍人的尊

敬。反之，能夠受到尊敬的都是珍惜過去，且努力活在當下的人。不過其實還

有人更值得我們尊敬，那就是開拓未來、創造未來的人。 

我認為真正的信仰者——也就是「菩薩」——正是開拓未來的人。我堅信

能建構未來的人，會在尋求自己悟性的同時，引導更多人走上真實的道路，並

帶給遇到的人幸福。 

我對於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的有著很高的評價。他在任職總統的期間，

國民似乎提出了許多要求。而且由於過度推動緩和政策（旨在緩和美國和前蘇

聯之間冷戰狀態的政策），導致蘇聯獲得核能的優勢地位，卡特總統也因此受

到嚴厲的指責。 

但卡特總統其實是位對一切都貫徹和平信念的總統。他在十一歲的時候受

洗成為虔誠的基督徒，要做出影響國家命運的重大決定時，他總說：「關於那

個決定，我會尋求神的引導」。 

1979年（昭和54年）8月，在美國紐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召開第三次「世界宗

教和平大會」時，我在白宮見到了卡特總統。那時他對我們說：「各位最重要

的任務，就是教育領導人。不只是宗教界，政治界的領導人也是如此。我希望

藉由引導和培養所有領域的領導人，帶領世界走向和平，在此祝各位能在重大

的事業上獲得成功」。 

然後在1992年（平成4年）的今天，美俄間的冷戰已經結束，緩和政策實

現，核子武器也在朝著廢除的方向發展。卡特總統想要開拓的未來，現在正在

開花結果。誠如大家所知，立正佼成會為卡特總統的財團提供了支援，因此各

位會員們也擔負著和平活動的一環。 

想必各位都是為了最親近的人著想，希望帶給對方幸福而努力展開菩薩修

行。不過這種個人的活動累積起來，其實也能改變政治的走向，為世界和平貢

獻一份心力。我相信這才是「我之所以在這裡」最珍貴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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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s Column Director’s Column 

「健幸」的秘訣是什麼？           

國際傳道部長  

赤川惠一    

大家好，2023年也已經接近尾聲了。 

會長先生透過今年一整年的法話，祈念我們每天都活的健康又

幸福。而在具有總結意味的本月號，會長先生將《隨時充滿元氣─

─疾病與辛苦皆為善知識》的觀念展現在我們的面前。 

教導我們，在《法華經》中有一種看法，是將「提婆達多，疾

病，災難都視為幫助我們打開眼睛，看見真理的機緣」。 

然而，我們往往會以「健康與疾病」, 「災難與幸運」,「艱辛

與舒適」以及 「感恩與理所當然」等二元對立的價值觀來接觸這些

緣。 

每個人都希望每天能過的健康安穩。為此，法話再次讓我們體

認到，「耕耘自己的心田」，就是讓我們培育能說出「提婆達多善

知識」的感性，跨越任何機緣的不二法門。 

在年末將至的現在，我在此立下誓言，希望未來能更加精進，

以便看清容易以自我為優先的心理習慣，並培育出一顆明白事理的

感謝之心，讓它在心中牢牢扎根。 

衷心感謝各位讀者一年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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