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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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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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每年到了這個時節，我總會懷念起翻土，整地等，那些幫忙做插秧準備

的日子。還記得大約是小學五六年級或國中一二年級的時候，我拉著耕牛鼻子

上的鼻環，在田裡做著「牽牛」的工作。雖然因為耕牛體型巨大，導致當牠

「呼」的對我噴出很大的鼻息時，曾經讓我感到害怕，但對我們而言，那頭牛

仍是同住在一個屋簷下的重要家人。初次造訪開祖恩師位於新潟縣菅沼的老家

時，當我打開門，踏入昏暗居所的那一刻，我便聞到了一股自牛廄 飄出的氣

味，而那股氣味至今依舊鮮明的留存於我的記憶中。 

 對曾經像這樣與牛馬一起過日子的我而言，《經集  》這部彙整釋尊話語的

經典中所記載的「柔和是放開牛軛」一節，讓我非常能連結到自己與飼養過的

牛馬間的交流，以及從中生出的關懷之情，教人印象深刻。農活結束後，從耕

牛身上取下名為軛的裝具時，心底想必會萌生出想向牛傳達「你今天也辛苦工

作了一天呢，謝謝你」的感謝與關懷之情。這樣的舉動，可以用「柔和」一詞

來表示。「柔和」的意思是「溫柔沉穩的樣子」。如同農夫對家庭成員之一的

耕牛展露關懷之情一般，這一段經文也蘊含著釋尊希望所有人皆能變的「溫柔

沉穩」的願望。  

  

放開牛軛  

22 

  會長法話 

柔和的人，心亦自由  

立正佼成會會長 庭野日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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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擺脫束縛   

換個角度來看，「放開牛軛」也是一種象徵性的說法，教導我們人類擺脫束縛自

己的事物，活出自己的重要性。 

我們人類的心中存在思惑以及對事物的執著等諸多束縛，讓我們無法像動物或植

物那樣不被任何事物所限，自由自在的活著。而苦惱也從這些束縛中相應而生。不

過，縱使無法達到如佛或菩薩那般遊戲三昧的境界，每個人也都渴望能夠稍微遠離這

些心理束縛，少煩躁，悠閒安穩的度過每一天。 

至道無難禪師這位江戶時代的禪僧曾說：「不思不慮，乃佛之修行」，「一切行

事皆以不思不慮的態度進行即可」，平時便注重不拘泥，不受任何事物所束縛的心

境。有這樣一則軼事流傳下來。 

從前，有位富裕的老人相當敬重禪師，為了挽留他，甚至在自己居住的村裡蓋了

間僧房。然而有一天，他發現女兒有了身孕。老人不斷逼問對方的身分，女兒便撒謊

答道：「是那位和尚大人……」。他在盛怒之下立刻跑到禪師的住處破口大罵，並將

對方趕出村子。但沒過多久，女兒說出了真相：「我很害怕遭受責難，以為只要說對

方是大家都尊崇的和尚大人就沒事了」。 

於是老人連忙拜訪禪師，流著淚向他道歉。根據留下的文獻記載，禪師「莞爾一

笑，毫無一絲責備之意」。毫無疑問，至道無難禪師便是一位內心不受一切束縛，對

待任何人都充滿慈悲的柔和之人。 

順帶一提，「至道無難」是一句禪語，指的是「抵達真實之道一點也不難」。只

要注意，別被自己的好惡或定見所束縛就行了。這便是所謂的佛道。 

關於柔和，開祖恩師也曾說過：「即使從徒具形式的微笑主義開始也無妨，只要

努力提醒自己保持柔和的心態，自然而然就會內化到精神之中」。因此，希望各位在

祈願自己成為如佛一般柔和且自由之人的同時，也盡量以笑臉迎接一切事物。  

 

（『佼成』2024年5月號） 

  

會長法話 



學到了「因為自己的改變，現在的狀況和關係會發

生變化的」。  

 

在學林鑽研了佛教和法華經，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呢？  

    立正法華經的提婆達多品中的「提婆達多是善

知識」這一節印象最深刻。佛陀對提婆達多多次試

圖殺死他並沒有懷恨在心，但他很感激提婆達多讓

他能夠加深證悟。因此，如果我們能像佛陀視提婆

  5 月刊和 7 月刊，我們將採訪 2024 年 3 月從立正佼成會學

林畢業的兩位青年。 

 學林是「實踐性的佛教」和為了「宗教間的對話與合作」的

全球培訓中心。 透過以佛教和法華經為基礎的全人格教育，培

養實踐性的佛教指導者以及從事國際宗教合作和建設和平的國內

外領導者。  

請告訴我回顧在學林的兩年，你印象最深刻的事

情。  

  對我來說，我最深刻的回憶是我第一次在宿舍共

同生活的經驗。尤其一開始，由於語言、文化等隔

閡，很難向他人表達自己的感受，曾經與同學的關

係也出現了問題。起初，那個人即使我打招呼她也

不回答，無論我如何嘗試與她交談，她也不會聽我

說話。 

  《為什麼那個人總是採取那樣的態度呢？》我

和當時的大友次長商量了和那位同學的關係，她教

導我「不是想改變對方，而是先改變自己是很重要

的」。 

   之後，《我自己該如何地改變呢？》的自問自

答的同時，一邊不管對方的言行如何，我都會積極

地跟她打招呼，站在對方的立場上繼續努力地傾

聽。 於是漸漸的，對方的表情和態度變得溫和，變

成了互相能夠說真心話的關係。 我透過這個體驗，

孟加拉教會  

一個克服國家、種族和宗教差異，人人都能和平相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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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採訪的穆克塔小姐  

和學林的夥伴們一起迎接特別講師（學林講堂，前排右

邊是穆克塔小姐）  

採訪  

學林英文網站  



達多為善友一樣進行徹底的禮拜，相信對任何人都

不會有歧視和偏見，而是會變成尊敬和尊重的看

法。  

 

畢業研究發表會發表了以『實踐一乘精神～當地

市民和羅興亞難民的和平共存』為主題，請告訴

我選擇這個主題的理由。  

  我出生成長於一個居住在孟加拉科克斯巴薩爾

地區的佛教徒家庭。 從我19歲的時候開始，在報

紙和電視上報導了關於伊斯蘭教信徒的少數民族羅

興亞難民，家人和周圍的人對接受羅興亞難民感到

不安。 當時的我，因為緬甸是佛教國家，應該不

會做壞事，問題是出在羅興亞難民，同時藉助周圍

人的批評態度，對羅興亞難民抱有排他性的想法。 

  然而，進入學林後，我開始對自己的想法產生

疑問。 在學習剛才法華經的提婆達多品和各種宗

教對話的過程中，我只是批判羅興亞難民，到底能

不能稱之為佛教徒呢。 

  所以我開始思考羅興亞難民和科克斯巴扎爾的

公民如何才能共存，因為我想探索這個問題才選擇

了這個主題。  

 

回國後，打算如何將這個主題具體化，付諸行動

呢？  

    2017年夏天，在佛教徒占90%的緬甸，伊斯

蘭教徒的羅興亞人們遭遇了激烈的武力鎮壓和迫

害，在孟加拉避難已經過了6年以上。 現在孟加拉

境內大約有97萬的難民，其中我居住的科克斯巴

薩爾大約有93萬人過著野營生活。 而且，其中半

數以上是女性和孩子們。 現在，聯合國機構和

NGO（非政府機構）的人們繼續支援羅興亞難民

的人道活動，不過，以我個人托佼成會的福能說日

語，首先想從能做的事開始行動這樣的心態進入日

本的NGO在難民營從事支援活動。 

  此外，還考慮與孟加拉教會科克斯巴薩爾支部

的青年們一起進行難民營周邊的清掃志工活動，加

深當地市民對羅興亞難民的關注，同時為了跨越宗

教障礙，想設定佛教和伊斯蘭教的對話交流場所。 

  在法華經中，所有的人都和佛一樣是尊貴的存

在，講說了互相認同，互相支持的「一乘精神」。 

為達成羅興亞難民和科克斯巴薩爾的人們透過互相

交談來相互理解，來打開彼此的心扉需要繼續堅持

不懈耐心地的活動，我想跨越國家，民族，宗教的

差異，以每個人都能和平生活的世界為目標。  

  

最後請告訴我你未來的夢想。  

  以前的我從未想過畢業後的希望在立正佼成會

俸職。 但是，在佈教實習的福井教會，每天都看

到信徒們的佈教活動和奉獻的姿態，《我該怎麼做

才能報答開祖恩師和會長先生的恩情？》的想法越

來越强烈了。 回到孟加拉後，想將在學林學到的

東西在工作和教會活動中活用並實踐，為了更深入

地學習文化和宗教也有考慮出國留學等多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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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教實習地的福井教會與會員們合照  

入住宿舍當天和學林的夥伴們一起（前排右數第二位是

穆克塔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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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私人使用外，請勿擅自複製或轉載。 

 立正佼成會的御本尊是「久遠實成大恩教

主釋迦牟尼世尊」（久遠本佛）。 法華經記

載，久遠本佛從很久以前就在這個世界上，用

各種各樣適合很多人的方便法來說法。 開祖恩

師根據這一節，以久遠本佛為御本尊。 還有，

立正佼成會的御本尊   

漫畫 立正佼成會入門 

成為會員之後 

立正佼成會的御本尊是立像，表現了救渡一切

眾生的活動姿態。 

 在御本尊的內部，供奉著開祖恩師傾注全

力抄寫的法華經。  

御本尊的背光（背光的象形裝潢），配置了多寶如來

和四尊的菩薩像。 

中央上面為多寶如來，面向右上為上行菩薩，右下為

無邊行菩薩，左上為淨行菩薩，左下維安立行菩薩 。  

小知識  

我 

自很久以來 

就向很多的人   

以按照對各自

合適的方便法 

來說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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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晚的御供養   

 早晚進行兩次供養（誦經供養）。 掛上護

念，拿著經典和念珠坐在御寶前。 每天確實地

誦 經 供 養 的 話，心 情 會 變 得 很 神 清 氣 爽。 

在誦經之前，先供奉水、茶、飯，更換花瓶裏

的水。 在蠟燭上點火，燒香的時候要注意點火

喔。 

 這樣準備齊全了。 早上，立下當天一天的

誓願，傍晚懷着感謝之心誦經吧。  

供茶  供花  

誠心誠意的

誦經  

南無 

妙法蓮華經  

南無 

妙法蓮華經  

漫畫 立正佼成會入門 

南無 

妙法蓮華經  

南無 

妙法蓮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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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人引導至佛道的菩薩行        

立正佼成會開祖  庭野日敬  

有任務的人  

 發起菩提之萌   第一章  

我的 「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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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所謂的「任務」是說，只要是以作為人出生在這個世界上，無論處於

怎樣的境遇，無論從事什麼樣的工作，任何人都持有的。。不，不只是人類而

已。一切眾生，甚至空氣或水，甚至是土壤這樣的非生物皆具備「任務」。 

 例如，許多人或許都認為蚯蚓存在的意義就是當釣魚用的餌，但事實絕非如

此。蚯蚓會不斷吞食孔洞前方的土壤，再從後面排出，代表牠經常在耕土。此

外，這種孔洞會幫助空氣流通，而蚯蚓吃過的土會成為肥料，對植物的生長也

有助益。 

 在土壤裡面，比蚯蚓更小的微生物，實際上也有非常大的作用。一小匙的土

裡驚人的含有數以億計的微生物，而這些微生物會分解落葉跟動植物的屍體，

具有讓屍體重歸大地的作用。如果微生物不再發揮作用，地球上就會被動植物

的屍體所覆蓋，我們就無處可住了。 

 即使是肉眼不可見的微生物，也都像這樣為了他人的利益而出色的完成自己

的任務。 

 更別說身而為人的我們了。如果我們不為世界，為人類完成自己的「任

務」，不就成了比蟲豸都不如的生物嗎？ 

 人類還有一項不同於其他生物的優秀之處。就是我們可以有意識的為其他眾

生盡力。其他的生物在為自己努力的同時，自然為其他眾生帶來益處，但只有

人類可以有意識的為其他眾生盡力。我們人類不只有為自己的工作付出精力的

自然任務，更可以積極的為其他眾生的利益有所作為。 

 義工活動就是其中之一。而最有價值的活動，就是引導他人踏上佛道的菩薩

行，此自不言自明。正如我在開頭談到的，這是遵循佛陀出世的「一大事因

緣」的任務。  

發起菩提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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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五月份是一個綠意盎然的月份。在日本，5月初有

一個長假，是很多人內心喜不自禁的時期，但是由於觀光地區

和高速公路的塞車，會遇到預想不到的混亂情况應該不少見

吧。  

 會長先生也許已預料到了那樣的事態，在本月題為「柔和

的人，心亦自由 」的法話中，指導我們應該持有怎樣的心態和

行動來用心做才好。 

 首先聽到「柔和的人」，我的心裡浮現出的是《法華三部

經》的「安樂行品第十四」中的一段「住忍辱地，柔和善順而

不卒暴」。「安樂行品第十四」是個博大精深的一品，以至於

會長先生將其選作為研究所碩士論文的主題。 如同生活實用書

的一樣，充滿了紮根於生活的智慧。好像能聽到釋迦牟尼平靜

的聲音說「有耐心，溫柔地行動哦」。 

從安樂行品中學習柔和忍辱之心  

國際傳道部長  

赤川惠一    

2024年3月22日和23日兩天，赤川部長（前排中央）參加了在洛杉磯教會召開的北美教會長及法人理事會

議  

Director’s Column 



Living the Lotus，招募大家的意見·感想。如需諮詢，請聯系以下電子郵寄地址。 

Email:  living.the.lotus.rk-international@kosei-kai.or.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