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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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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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耘心田，回歸佛性  

釋尊曾開示，若我們在心中播下信仰的種子，持續努力耕耘，便能從「一切

煩惱中解脫」。這句話不只是對當時釋尊眼前的人們帶來影響，即使是生於現代

的我們，也能從中感受到強烈的共鳴。因此，我們只需直率的接受這則充滿威信

的教誨，步上佛道即可。 

 但是，如果相信上個月提及的「心田只要耕耘一遍，便不會再有苦痛煩

惱」，不免有些太過天真了。我想，唯有藉由能鬆軟土質的言行，日日耕耘心中

田地──即在反覆菩薩行的過程中，一次次將自己心中的佛，也就是佛性挖掘出

來，人生才能少些煩憂苦悶。 

 即使在某一瞬間，在自己與他人身上察覺到與佛性相同性質的尊嚴，又會生

出疑問，甚至遺忘。然而，當有機會關懷有困難的人，思索著「想要幫上什麼

忙」的同時，便會想起自身的佛性，並又加深了自覺。如此反覆的過程，是相當

重要的。 

 這個月，即將迎來入寂會的開祖恩師也不斷重複講述每個人覺醒自他佛性的

重要性。我們遵循的經典之一的法華經是「諭示人類覺醒自身佛性之重要性」的

典籍。若是能夠明白這名為佛性的「良心，真心，善意」是存於所有人心中的

「寶物」，便能夠時常以開朗的心，度過安詳的生活。 

 然而，只要稍微忘了耕耘心田，我們心中的土壤便會固化，失去柔軟性，變

得看不見自己與他人的佛性。就如古文獻所記載的「不知自身有佛性者，稱己為

凡夫」那般，實際上人們隨時都能回歸本來佛性，卻因為忘了本性，而把煩惱纏

身的自己認定為真正的自己。  

深耘佛性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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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法話 

立正佼成會會長 庭野日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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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慈悲心挖掘佛性  

那麼，該如何回到本來佛性的自身呢？從前開祖恩師曾說過「佛性」即是

「慈悲心」，這句話便是個提示。如同前文所述，當我們生起慈悲心並有所實

踐，每一次都會挖掘出我們內在的佛性。譬如，在看見平日厭惡的蜘蛛有著和自

己同樣的生命光輝後，若是打消了殺生的念頭，那便是慈悲心讓人對蜘蛛的佛性

產生敬意，甚至藉由蜘蛛挖掘出自身的佛性，促進了自覺。 

  但在一步步加深自覺佛性的過程中，一有不如意的事情發生，我們總會不知

不覺的抱怨，生氣，做出思慮不周的言行。又或許，會有人對於沒有關懷心的自

己與有佛性自覺的自己兩者的差距感到羞恥而煩惱不已。 

  即便如此，也不需要有「佛性自覺對我而言太難了」這種卑微的想法。縱然

是從前的高僧，同樣有「大悟十八遍，小悟難以計數」的情況，不斷的反覆察覺

與反省，常以「想活得像佛菩薩一樣」的心念耕耘內心。因此，倒不如說，當察

覺到羞恥的念頭，正是成長進步的開端。而最重要的，是能明白「一切眾生皆有

佛性」，感謝自身獲賜予的可貴生命，能善解人意與不忘關懷他人。 

 我一直相信開祖恩師所說，「在累積能帶給他人喜悅的行為中，我們心中的

大慈悲心，也就是『佛性』會更加閃亮耀眼」，而如構築起的「『佛性』與『佛

性』相互共鳴的佛世界」那般，人們本來就是從一切苦惱中解脫的存在。  

 

（『佼成』2024年10月號） 

會長法話 



請告訴我您認為學習家庭教育最棒的地方。  

在家庭教育中，以「父母改變了孩子就會改變」

的理念為基礎，首先教導了身為父母的人「自己

先改變」。 我們往往不會改變自己，而是只想改

變對方。 因此，在家庭中也會想「希望先生能改

變」，「想辦法改變孩子」。 但是，在家庭教育

中，從孩子的姿態，言行中學習，並重視改變自

己的重要。 而且，我認為透過家庭教育最棒的事

是，親子能共同培育，共同成長。  

 

現在在教會中有擔任任務嗎？ 是否還有繼續工

作呢？   

立正佼成會是什麼時候，以什麼樣的契機入會

的呢？   

我多年來一直在公立學校教書，當時我工作的佛

教系學校裏安置著佛像，給佛祖俸仕是我每天的

功課。 那天是星期六，因為離我家很近，我照常

去學校給佛祖俸仕，學校正在舉辦家庭教育研討

會，聚集了很多人。做完俸仕之後，我參加了研

討會不知不覺的被那演講所吸引，感受到了從體

驗過的新鮮的感動。 

   特別是在研討會上，講師強調在家庭中父母

主動使用「早安」的問候語，「謝謝」的感謝語

有多麼的重要。可能認為那個在家庭裏是理所當

然的事吧。 但是，即使知道語詞，父母也是很難

付諸實踐的。之後，我知道了主辦家庭教育研討

會的團體是日本的立正佼成會。然後我也想學習

和實踐這個很棒的家庭教育，後來去了位於科倫

坡的斯里蘭卡教會，於2018年9月9日入會。  

 

從那之後，聽說您好像很努力推動家庭教育。   

因為我本身很感動，所以希望向學校的老師學生

們的父母傳達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在之前赴任過

的小學，中學等很多學校舉辦了家庭教育研討

會。 結果，不僅讓很多人瞭解了家庭教育，還瞭

解了佼成會的存在和法華經的教義。  

   另外，斯里蘭卡有一個重要的節日，每月一

次，來源於佛教，在滿月之日參拜寺院。 斯里蘭

卡教會也在這一天，作為「月圓日的典禮」，像

御命日典禮一樣，在供養後舉行了會員的說法和

鈴木啟修教會長的講話等。 我邀請了參加家庭教

育研討會的人參加這個「月圓日的儀式」，至今

為止引導了15人。 另外，雖然來歷不足道，但在

會員們的協助下，現在以作為講師傳達家庭教育

的重要性。  

斯里蘭卡教會 庫斯瑪瓦蒂・波迪梅尼克女士  

希望透過家庭教育親子共同培育・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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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里蘭卡教會說法的波迪梅尼克女士  

採訪  



斯里蘭卡教會在各地區有家庭據點，以會員的

家作為御供養和法座的場所，現在斯里蘭卡全

部有82個據點。 我是離科倫坡的教會搭乘巴士

約3小時的凱加拉縣的家庭據點長。 在日本來

說，我認為是像地區主任一樣的任務。另外，

兩年前從公立學校退休，目前在一所國際學校

擔任教師。  

 

去年，授領了佼成會的教師資格，從那時起心

情有什麼變化嗎？   

為了教師授予儀式，我第一次參拜了立正佼成

會的根本道場大聖堂。我原本就是信仰上座部

佛教，所以也參拜過很多國家的有名寺院，但

感覺和當時大不相同。 當我拜見大聖堂莊嚴的

建築，柔和的佛像的容顏時，我產生了無法用

語言表達的感動，不知為何眼淚奪眶而出。

《我為自己的出生感到非常高興。 能夠透過教

師的工作與佼成會結緣，與《法華經》相遇，

並且參拜大聖堂》。我的腦海裡閃過種種念

頭，心裡充滿了感激。  

  另外，很多海外會員也參加了教師授予儀

式，我們會員如果把佼成會的教義傳達給周圍

的人的話，一定能實現沒有戰爭和紛爭的和平

世界。 並且，以授領教師資格為契機，向本佛

立下新的虔誠誓言，今後也會積極地學習佛的

教義，並將這些教法盡可能地傳達給更多的

人。  

 

法華經之中有成為妳心靈支柱的教誨呢？   

法華經的法師品中有講說五種法師，為了廣宣

法華經，我每天都以法師的自覺來修行，銘記

受持・讀・誦・解說・書寫的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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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家與先生合影  

在斯里蘭卡教會舉行的御本尊拜受儀式之後，與鈴木啓修教會

長（右）合影  



妳認為立正公成會的魅力是什麼呢？   

作為佼成會社會貢獻活動的一環，斯里蘭卡教

會注重於家庭教育。在家佛教的佼成會是生活

佛教，以在日常生活中活用佛的教義，實踐是

最大的特徵。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能讓我們把

佛的教義具體地付諸實踐，家庭教育是佼成會

的魅力之一。在每天彼此互相感謝，互相尊敬

的夫妻關係，構築親子關係上，家庭教育在今

日是非常重要的。斯里蘭卡的國民對教育很熱

心，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為培育孩子而煩惱的

母親。而且，我相信家庭教育在斯里蘭卡社會

中將擔任越來越重要的任務，也是斯里蘭卡人

民培養未來的人才所需要的。  

 

最後，請告訴我妳現在的願望和今後的目標。  

我作為教師經驗尚淺，希望能比以前學習更多

佼成會的教義和法華經。我很慚愧地直到現

在，我都不常使用「謝謝」這個詞。 但是現

在，當我早上醒來時，我能夠表達對佛和大自

然的恩惠的感激之情，說：「感謝今天也讓我

活著。」我也自然地對身邊的家人和我周圍的

人說「謝謝你」。成為一個可以說這樣的話的

人。像這樣一點點地學習，實踐並成長也都是

托了佼成會的教義的福。 所以今後也會更加努

力學習，盡可能地向更多的人傳達佛的教義和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令人高興的是，11月將在

我工作的國際學校舉辦第一次家庭教育研討

會。我真的很期待這次的活動，希望當天有很

多人來到會場。  

  日本是世界上最和平富足的佛教國家。 祈

願日本人的精神能傳達給世界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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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聖堂舉行的教師授予儀式之後，與海外教會的授領者 

（前排右起第2位）  

教師授予儀式的參加者和（從左到右依次是波迪梅尼克，赤川

惠一國際傳道部長，同樣是斯里蘭卡教會的授領者，當天擔任

任務的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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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1月7日，在大聖堂舉行的典禮儀式。 

當在這一天，會長先生在年頭向全國的會員明

示立正佼成會本年一年的活動宗旨和年度目

標。 並向每位會員講說今年一年的精神準備。 

御親教  

漫畫 立正佼成會入門 

教團行事  

  會長先生的指導 也透過衛星轉播播送到全

國各個教會。 

 會員們聚集在大聖堂，教會，依照會長先

生的指導而重新下定新年的決心。  

恭喜新年  新年恭喜  

今年也 

請多多指教

啊  

迎接了 

新的一年 

…… 

我的 

決心是 

不要忘記做功課  

私は毎朝 

ご宝前の 

お給仕をする 

ことよ！ 

※除私人使用外，請勿擅自複製或轉載。 

1月7日被稱為「七日正月」，是新年的結束，也

是人們回歸正常生活的日子。另外也有習慣吃

「七草粥」，包括水芹，薺菜等7種的蔬菜，祈願

今年一年的健康之日。  

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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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中誦經修行   

 進入大寒（1月20日）到立春的節分（2月3

日）之間以大聖堂為首，會員們聚集在全國各

地的教會道場，舉行法華三部經的讀誦修行。 

在大聖堂從早上6點開始，為期15天。 

  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時候早起是件很痛苦的

事情。 但是，能做到這一點時的喜悅和充實

感，應該會帶給自己更多的力量。 而且，透過

努力的讀誦經典，能感受到神清氣爽。  

おーい  

わ～～～～ 

ゴミだらけ 

だ！ 

私たちに 

できるこ

とから 

はじめよ

う 

漫畫 立正佼成會入門 

※除私人使用外，請勿擅自複製或轉載。 

立春(節分)是「季節的分界」的省略詞。 

這天，家家戶戶都有拋豆驅邪的習俗，同時念著「福

內，鬼外」這句話，而把心裡的壞心趕走的習慣。  

小知識  

嗚嗚～～ 

好冷啊～～   

好睏啊

～～   
加油哦！    

 哦 

身，心 

都感覺暖暖的 

心情舒暢啊 ～～  

有愛著者 

起能捨心。    

諸慳貪者 

起布施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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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貫徹應行走之道       

因佛而受生活著   

 發起菩提之萌   第一章  

我的 「發 」 

立正佼成會開祖  庭野日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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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華經》中處處可見，我們因佛而受生活著的段落。 

＜譬諭品＞也有「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眾生悉是吾子。而今此處多諸患

難，唯我一人能為救護」這段話。 

 佛說，我們所有人「都是佛的孩子」。這意味著我們「因佛而受生活著」。 

 而「多諸患難，唯我一人能為救護」意味著，儘管這個世間充滿很多困難的

問題，佛總是護佑著我們。 

 另外，＜如來壽量品＞寫道：「常說法教化，無數億眾生，令入於佛道」。 

 這也是在說，我們之所以會發心「入佛道」，都要歸功於佛的教化，大家生

下來都是為了入佛道，並因此受生活著。 

 而＜如來壽量品＞最後說「每自作是意，以何令眾生，得入無上道，速成就

佛身」。這是在說，佛總是顧念我們，希望我們快點成佛。 

 當我們讀到這些經文時，可以清楚知道我們是因佛而受生活著。既然這些經

文清楚表明了我們是因佛而受生活著，我們只需坦然堅定地走上佛道即可。  

發起菩提之萌   

庭野日敬平成法話集1『發起菩提之萌』p.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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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進入10月，日本也終於迎來了收穫的秋天。 

  本月我們接到了「佛性的自覺知」的法話。 大家在什麼時候自覺到自己

的佛性呢？ 我想從最近的經驗談談這個主題。 

  我每年都會做健康檢查來進行健康管理。 這次就診後，收到了「腎臟需

要再次檢查」的通知，上面寫著「如果放任現狀，最壞的情况需要腎臟移植

或是洗腎」。震驚之餘，我馬上去做複檢，詢問醫生檢查的結果。 醫生的指

導是：「幸運的是，雖然還不是必須開始治療的數值，但建議控制鹽分的均

衡飲食生活，繼續適當的有氧運動。在回家之前請接受飲食顧問的建議。」 

  腎臟負責「排泄廢物、調節體內鹽的濃度、維持體內的弱鹼性」，這些

都是每時每刻都在進行的神奇生命活動。 以這個複檢為契機，我誓願「按照

生命的意義，即是依照佛性來生活」。 

  並且，正如本月的法話所教導的那樣，我想積累讓他人歡喜的行為，讓

自身獲賜予的佛性更加閃耀。 這個月我也以善解人意與不忘關懷他人的心精

進。  

  從健康檢查中學到的教訓  

在國際傳道部的事務所迎接訪問本部的海外會員。  

右上：歡迎紐約教會會員（後排中央）的赤川部長和國際傳道部工作人員， 

左下：與烏蘭巴托支部會員座談的赤川部長。  

Director’s Column 

國際傳道部長  

赤川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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