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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the Lotus - Buddhism in Everyday Life（活用法華經～生活中的佛教）在這個標題中，包含了在日常生活中活用法華經的教義，就像

在污泥中綻放的美麗的蓮花一樣，豐富人生，並把這個人生變得更有價值這個願望。我們將通過這份刊物，利用網路把可以在日常生活

中活用的佛教帶給全世界的人們。 

立正佼成會是1938年由開祖庭野日敬、脇祖長沼妙佼創立

的以法華三部經為所依經典的在家佛教教團。是一個在家

庭、職場、地域社會中實踐釋尊的教誨，以構築世界和平

為理念的人們聚集的地方。目前，在會長庭野日鑛的指導

下，全體會員以佛教徒的身份，致力於弘法傳道的同時，

偕同宗教界及各界人士在日本國内及海外開展著各式各樣

的和平活動。  



  會長法話 

「耕耘心田」，不斷精進  

立正佼成會會長 庭野日鑛  

「精進就像一頭背著重擔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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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新年快樂。 

西行法師曾經詠過一首慶祝新春到來的短歌：「門前立小松，各戶迎春

暉」，描繪作者在看到春天造訪家家戶戶後晴朗的心情。在新年期間會用松樹

裝飾在門前的家庭雖然變少了，但我依然想與各位一同懷抱心曠神怡，宛如日

本舒爽正月景致的心情，在充滿希望及元氣中度過新的一年。 

話說回來，我們都在學習佛陀的教義，並祈願能藉此更加提升自己作為人

類的層次。而這絕非無法實現的願望。曾有人說，只要起心動念，決定要像佛

陀一樣生活，並跟隨教義精進，那麼無論何時，我們都能感受到自我成長及提

升所帶來的喜悅。 

不過，似乎有很多人一聽到佛道修行和精進，就覺得必須要刻苦努力，成

為一個出色的人才可以。但釋尊在早期的經典──《經集》中提到：「精進就

像一頭背著重擔的牛，會將我們帶往安穩的境界」。這樣的表達方式，讓人絲

毫沒有緊張激烈或嚴謹的感覺，反倒會讓人在腦海中浮現牛隻慢慢牽引著牛

車，或是拖著犁默默耕田的樣子。有鑑於此，我認為我們也該不急不躁，透過

佛陀的教誨耕耘心田，慢慢地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是很重要的，於是在約25年前

付梓出版了《耕耘心田》一書。 

我在書中也介紹了先前摘錄的一節。這是因為我希望能跟各位一起，透過

最接近釋尊話語的聖典詩偈，去思考超越宗派與經典差異的共通之處，也就是

佛教教導我們的做人基本道理。除此之外，我認為當我們純然接受釋尊想傳達

的觀念，並在日常生活中量力而為並加以實踐，這就是朝向安穩境界的精進

吧。 

那麼，釋尊想傳達的究竟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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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法話 

堅持不懈     

開祖恩師曾明言：「『眾生皆同』，『皆為一體』……這就是佛教的根本思

想」。若覺察到這一點，我們看待事物的觀點就會改變，生活方式也會跟著起變

化。而當許多人都抱持這種觀念時，大家就可以融洽的生活在一起──這就是佛

教的教義。就我看來，即使教團或宗派有所不同，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也都同等

尊貴難得」，「大家都是為同一種『生命』所相連的同伴」，都在釋尊的教誨下

結為一個整體，而人們會根據自己與生俱來的特質及各式各樣的追求，而有各種

不同表現生命的方式。 

擔任過曹洞宗永平寺貫首的山田靈林師曾在雜誌上寫道：「無論看見什麼，

聽聞什麼，道元禪師都感受到那就是『自己本身』。（中略）禪師會將我們通常

說的『他人』稱為『他己』。儘管仍是『他』，禪師卻能直接將他人感受為

『己』，將他人的快樂與悲傷當作『己』之快樂，『己』之悲傷」（「大法輪」

第三十六卷第三號），並說這才是「人類真正的生活」。 

佛道中嚴格的修行雖然也屬於精進，但我認為的精進是在日常生活中，每當

我們的心因為以自我為出發點的慾望，忿怒，嫉妒而起了波瀾時，就藉由「眾生

皆同」，「皆為一體」的觀念平復心情。我們人類在生活中應該堅持不懈的去執

行這件事，而這也才是貫徹釋尊願望的生活方式。我期許能耕耘心田，以便讓這

樣的情緒在背後支持日常平凡的言行舉止，並健康平安的度過每一天。   

 

（『佼成』2024年1月號） 



呆症的父親，對我說：「你父親還好嗎？我過逝之後

你要好好地照顧他。」佛教教導我們要珍惜當下。 

我深切的感受到，母親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都在教導

我「努力地活在現在的瞬間」。那是母親送給我的禮

物，就像賦予我生命一樣的尊貴。  

 

您在教會中曾擔任什麼樣的任務，並參與過什麼樣的

活動呢？  

 我在教會以作為英語支部的主任，每週日都擔任法

華經和法話學習會的講師。 講課的前4天，在深入閱

可以分享就任紐約教會長的心情嗎？   

 教会教會的幹部和工作人員們真的很棒，透過他們

的姿態，我强烈地感受到了開祖恩師所展示的為他人

而活的菩薩精神。從現在開始我只想著我能為大家做

些什麼貢獻，讓我能夠追隨開祖恩師，會長先生和光

祥小姐的腳步。  

 

紐約教會誕生了第一位美國人教會長，您對此有何感

想？  

 我相信歷代的教會長都全心全意地熱愛美國，他們

用那個慈悲和行動力擁抱了紐約，他們都成為了紐約

人。我這次就任紐約教會的第一位美國人教會長，這

是歷代教會長至今為止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傳達佛陀的

教義來引導我，衷心的表示感謝。 我想不急不休一

步一步地走在教會長們為我鋪好的道路上。  

 

您是什麼時候開始信仰的呢？也可以分享那個機緣

嗎？  

 立正佼成會是母親在1992年入會的，我是第二代的

會員。 母親有著非常堅定的信仰，每當在紐約發生

歧視，暴力等犯罪和社會問題時，她總是心碎地說：

《身為佛教徒的我們能做些什麼呢？》。 

 2007年，我的母親被診斷患有肺癌，以此為契機我

開始認真地探求佛法。有一天，母親對我說：「請代

替我去教會，為我祈願病情的恢復。我需要你的幫

助。」。 現在回想起來，我想那句話是為了引導我

走向真正的佛道的方便法吧。  

 2008年，我的母親住進入了「安養醫院」（提供治

療和護理以減輕末期痛苦的設施）。而且在2009年3

月去世之前，即使是臥病在床也擔心患有心臟病和癡

紐約教會長  

詹姆斯·林奇    

我想推廣佛陀的教義，改造紐約的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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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林奇 紐約教會長  

1963年出生。 畢業於布朗大學，從事律師工作。 在布魯

克林市立大學任教期間，還擔任紐約教會的英語部主任和

外交部長參予活動。擔任立正佼成會聯合國代表，WCRP

美國委員會財務負責人。 信仰第二代。 2023年12月，就

任紐約教會的教會長。  

採訪  



讀著書的同時，先跟我太太做預習講課之後才參加

學習會。透過我的講課，我試圖以很多種方法將佛

陀，開祖恩師，會長先生與會員連結起來，並用心

建立透過佼成教義改變參加者的人生。 

 還有，負責對外活動的外交部長的立場加入紐約

佛教協會，參加了紐約市的許多社會福祉企劃。 紐

約佛教協會是超越宗派的佛教團體，是在中國，韓

國，臺灣等地設立80個據點的團體，約90萬人加盟

的全美最大的佛教聯合體。 到目前的主要活動是，

以廣島·長崎的犧牲者的慰靈供養為首，對亞裔市民

舉行了反對仇恨犯罪和黑人歧視的抗議集會與和平

遊行的指揮等活動。 

 在積極致力於這樣的活動的過程中，我擔任了紐

約佛教協會的事務局長，2017年在眾多的寺院住持

等佛教指導者當中，雖然我是一位在家佛教教團的

信徒，卻是第一次被選任為會長。 這對我來說是非

常大的驚奇，不過，以作為『要比現在更為紐約市

做貢獻』這樣的佛陀的安排，並且以開祖恩師，會

長先生所追求的目標作為我的目標，對我來說是非

常重要的。 之後經過了2期4年，現在擔任副會長，

支持繼任會長。 

 我在會長的任期內，發生了令人吃驚的事情。 有

一次在市政廳第一次舉行了佛教指導者們的集會。 

當時，我作為佛教徒代表發表演講後，紐約市長埃

里克·亞當斯說了意想不到的發言。 「為了讓紐約成

為大家都能幸福生活的都市，我們需要佛教的智

慧。現在，我們需要像你們這樣的佛教徒。」聽到

這樣意想不到的話，我再次為開祖恩師，會長先生

的優秀教誨，並為自己是立正佼成會的一員而感到

自豪。  

 

在經典中你重視的經文是什麼？  

 懴悔經（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中有一段：

「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

相，眾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 透過真理之光，

如實看到事物的實相，即使有許多的罪孽，就像陽

光和熱量融化了雪一樣，也會瞬間消失。懺悔最重

要的是認識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反省，實踐教誨。 

這樣的話人生就會馬上改變。 因此，我確信這一節

是我們只要實踐佛陀的教義，就能讓人生開朗積極

地生活下去的充滿希望的名句。  

 

請告訴我開祖恩師，會長先生的教義中明記在心的

話。  

 「珍惜所有的相遇」和「首先為他人」這句話支撐

著我每一天。 就像我們出去旅行需要指南針和地圖

一樣，人生中需要開祖恩師和會長先生的教導。如

果不明確目的地和應該走的方向，就會在旅途中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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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已故的母親瑪麗安一起  



失人生也會迷茫，失去方向。例如，開祖恩師的話是

人生中的指南針，會長先生的話就像人生中的地圖。

在一個未來充滿不確定的世界裡，我相信，為了讓我

們過著安穩，豐富的人生，開祖恩師，會長先生給我

們展示的人生指南針和地圖都是不可缺少的。如果這

樣想的話，就不會走錯路，保證可以幸福的。  

 

請問您今後的抱負與對未來的夢想是什麼？  

今後今後也將繼續尊重和珍惜向我們傳達佛陀教義的

日本人僧伽的存在，他們是教會的歷史根源。 並且，

正如紐約市長亞當斯所期待的那樣，我們僧伽將繼續

共同努力團結一心，將佛法更進一步的推廣到紐約，

透過佛教改變紐約的街道，並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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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教會長就任式之際和會員一起（前排右邊第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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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寶  

漫畫 立正佼成會入門 

成為會員之後  

 佛  

法   

僧    

佛祖教導我們要珍惜「三寶」。 三寶是指「佛・法・僧」，是成為優秀

佛教徒的基本心靈依靠。 

「佛」是指佛陀、御本尊（久遠實成大恩教主釋迦牟尼世尊）。 

「法」是佛陀的教導。 

「僧」是遵守教誨、實踐的夥伴。 也稱為僧伽。 

以這三寶為歸依，實踐教誨的話，就能過上幸福的生活。 

我們會遵守 

佛法   

我們會和夥伴們 

一起走上佛道   

我們相信

佛陀  

小知識  

以「佛・法・僧」的「三 寶」為 根 據，稱 為

「三寶歸依」。 歸依三寶被認為是佛教徒的

根本，立正佼成會也很重視這個思想。  

※除私人使用外，請勿擅自複製或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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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 立正佼成會入門 

會員綱領  

「會 員 綱 領」是 立 正 佼 成 會 創 立 的 精 神、目

的、作為會員修行的目標等用短的語言表示

的。 

 

立正佼成會會員 

應歸依本佛釋迦牟尼釋尊 

遵循開祖恩師之教誨 

體認佛教救渡眾生之本質 

樹立正確在家學佛的精神 

為完成高尚之人格 

以虔誠信仰為基礎・勵行研修・行解二道 

在度化廣大群眾之中,精進自己的道行 

為建設家庭・社會・國家・ 

乃至世界大同之境界（常寂光土） 

獻身菩薩道  

建設世界 

大同之 

境界！  

行學二道 

！  

菩薩道！  

在家佛教！  

完成高尚

之人格！  

歸依本佛

釋尊！  

小知識  

「行解二道」的「行」是實踐法華經的教誨。 

只有實踐了才知道哪裡學習不足，也能知道

「解」的重要性。 學而行，行而學。 這兩個就

像車子的兩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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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起菩提之萌   第一章  

我的 「發 」 

向人解說，自己也會跟著開悟      

讓所有人朝著「佛的境界」前進          

立正佼成會開祖  庭野日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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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菩提之萌   

《法華經》裡提到了「五種法師」，其中第四項是「解說」。就我看來，

這是比「受持」，「讀」，「誦」這些被動的態度稍稍跨出一步的積極作為，

也是「五種法師」中最重要的修行。 

理由有兩個。 

第一，《法華經》的教義是引導所有人前往佛的境界，因此就算自己在受

持，讀誦經文的過程中得到「救渡」，距離釋迦牟尼對眾生說法這部經的慈愛

之心依舊很遙遠。 

說到「佛的境界」，大部份的人都會認為「自己根本達不到」而產生放棄

的念頭，但其實並非如此。「佛」指的是「覺醒之人」的意思。能夠對宇宙與

人生的真相醒覺，開悟的人即是「佛陀」。 

那麼，為什麼需要將許多人引導至「佛的境界」呢？簡而言之，我們可以

思考一下目前的世界局勢，並細細推測在不久的將來，人類將會怎麼樣生活。 

總體而言，現今的人類都不斷追尋著「貪慾」，並因此造成環境破壞，資

源枯竭，由人為氣候異常引發的大飢荒等發生。有科學家預測，若繼續這樣下

去，不出百年，人類就將滅絕殆盡。現在的地球就是《法華經》＜譬喻品＞裡

提到的「火宅」，換句話說，就是一棟正在燃燒的大房子。只有一條路能逃出

這棟「火宅」。 

＜譬喻品＞裡有一句話，「其家廣大，唯有一門」。這「一門」指的是什

麼呢？就是節制「貪慾」，恢復到「少慾知足」的生活。但儘管嘴上說說是很

簡單，要實際執行就不容易了，相信各位都有這種知易行難的經驗吧。 

那麼，該怎麼做才好呢？＜譬喻品＞裡的「三車火宅喻」教導我們，我們

應該尋求「火宅」門外佛陀備好的「羊車」（聲聞境），「鹿車」（緣覺

境），「牛車」（菩薩境），趕快跑出房子。 

亦即，我們除了尋求成為「覺者」以外，沒有其他救渡之道。換句話說，

就是要讓所有人皆具備的「佛性開顯」。只要做到這點，「貪慾」就會在不知

不覺中自然消滅。「唯有一門」指的就是「佛性開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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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的「自淨其意」          

Director’s Column 

國際傳道部長  

赤川惠一    

 新年快樂！ 

 今年是我開此撰寫 《部長專欄》 的第4個年頭。 今年也希

望透過專欄，不斷鑽研佛學，繼續與各位讀者對話。 

在教團成立60周年的時候，制定了教團方針「耕耘心田」，經

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 這句話的原點是釋迦牟尼在世時對婆羅

門說的「你耕耘土地，我耕耘人們的心田」的逸聞。 會長先生

從去年開始，在法話中強調「充滿元氣的精進」，但我確信只

有豐裕的耕耘心田才能實現。 

為此，作為佛教徒的基本戒律的「七佛通戒偈」說法的淨

化自己的心注入意業（自淨其意），詢問自己為了度過豐富的

2024年，是否按照釋尊的願望生活，還是傾向於以自我為中心的

思維方式，我想再次反思自己每時每刻都在變化的心。 我想養

成以作為佛教徒生活的基本習慣，為了能安心地度過充滿希望

的日子來和大家一起精進。今年也請多多關照。  

出席2023年12月17日舊金山教會長就任典禮的赤川部長（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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