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頭 法 話 

嶄新的一年  

立正佼成会会長 

庭野 日鑛 

培育人才正是最為重要之事 

在迎向創立百年之際全心投入  

 

  新年快樂， 

  除歲送舊後迎接的新一天，可說是我們自出

生後首次經歷的一天，沒有任何一天能夠取代。

無論到幾歲，在從今往後的嶄新人生中，每一天

都會是初次的體驗。 

  中 國 的 古 典 典 籍《大 學》中，有 一 句 話 叫

「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據傳古代中國的名君會將這句話刻在每日都

要使用的水盤（洗臉盆）上，日日念誦，警惕自

身。 

  我希望我們也能夠以日日新的心情，在新的

一年充滿活力的精進自己。 

  接下來，是我在去年十一月的教團幹部會

上，曾 跟 大 家 明 示 的「二 〇 二 五 年 度 方 針」內

容： 

「人類不止步於現實，而在追求無限高尚，尊貴

和偉大的佛性時，就會產生敬畏之心。當這種敬



 

畏之心油然而生時，一定會產生回顧自己相對卑

微的現實並為此感到羞恥。人類要進步，要提

高，最 重 要 的 是 敬 畏 之 心 的 發 達 和 知 恥 的 精

神。」 

  綜上所述，基於前輩至理名言中所表達的心

靈的重要性，今年我們也將透過信仰生活，彼此

作為夫妻，作為父母，作為親人，如何來培養肩

負未來的幼少年，青年們引導走向人道，著眼於

人格的形成，如何齊家，並繼承自國的傳統，如

何建立優秀的國家，日日生機勃勃的來執行任

務。 

  雖然內容和去年幾乎相同，卻是本會會員必

須牢記的要事。 

我 以 前 也 對 各 位 說 過，我 會 在「培 育 人 才（樹

人）」這個根本命題上全力以赴。 

  中國古代的思想書《管子》中，寫道：「一

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

之計，莫如樹人」。 

  若為地區社會，國家和世界的未來著想，培

育人才正是最為重要的一件事。 

  而培育人才的基本在於家庭教育。因為只有

透過齊家（整治家政），落實人性教育，在學校

接受的教育才會更加充實，進一步於真正意義上

實現「培育人才」的理念。 

  著名的東洋思想泰斗安岡正篤先生在著作中

寫道：「父親想成為孩子尊敬的對象。母親想成

為孩子的慈愛之座。為什麼呢，因為家庭是孩子

的苗床。,」若未能備妥培育稻苗的苗床，那麼秋

收也將無望。 

  如 果 夫 婦（年 輕 世 代），父 母（壯 年 世

代），長輩（高齡世代）等人生上的前輩確實擔

任好作為「育人」原點的角色，幼少年和青年就

會自然的培育出身為人該有的人性。在迎向本會

創立百年之際，我懇切祈願能全心投入這件事

上。 

  過往，聖德太子將「以和為貴」列於《十七

條憲法》的第一條。再者，歷史上的日本將國名

稱 為「大 和」，將 始 終 貫 徹「極 大 的 和 平」，

「極大的和諧」視為建國的基礎。這種日本的傳

統精神能和世界相通，而我們的重要任務，就是

努力將此目標化為現實。  

  

 

敬畏與敬愛的重點 

在於對自身懷有敬畏與敬愛  

 

  若至於本年度的方針「敬畏之心」，是指要

抱持偉大的目標，不斷向上進取。也就是不對仍

有不足的自己感到滿足，想要盡力接近更高境界

的心。 

  當這種敬畏之心發展下去，我們自然會反省

仍有不足的自己，繼而生出羞恥心。隨後會因此

開 始 告 誡，約 束 自 己，進 而 重 新 努 力，精 進 自

己。 

  而這種敬畏之心還有應該被更加重視的面

相。敬畏與敬愛的重點，在於自己對自身懷有敬

畏與敬愛。 

  無法自覺自身尊貴之人，也就無法真的對他

人懷有敬畏之心。只有懂得自身尊嚴的人，才能

懂得他人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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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底，我們能獲得此生，真的就是奇蹟。

教育者東井義雄先生這麼說過： 

  「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憑藉自己的意

志出生的。所有人皆是因為一股未知的力量來到

世上。是受賜予的生命，這就是人生。」 

  這是句讓人感觸良深的話語。 

  同時，我們的生命深受各種事物的加持，不

僅來自太陽，還有星月，山川，空氣，水，周遭

的人，動植物和蟲，甚至連微生物與細菌都包含

在內。 

  我們越是凝視自己的生命，就越會被它的尊

貴，不可思議與難能可貴所感動，對此認真的感

到感激。 

  更重要的是，釋尊教導我們，人類生來就有

佛之領悟，認識真實之道的能力，且人人都具有

成佛的種子，也就是佛性。 

  每當看到有困難的人，就會有「想要為他做

點什麼」的想法，這便是我們心中具有與佛相同

祈願的證明。 

  我們平時都會朝佛合掌禮拜。而那樣的我們

具有與佛相同的心。因此，禮拜佛就同等於禮拜

自己心中的佛性。 

  我們總以「自己是不足的人」等理由貶低自

己。 

  但是，我們都被賜予堪稱奇蹟的尊貴生命，

心中也存在與佛相同的佛性。而且每個人都具有

認識真理與佛法的能力，以及獨立解決問題的能

力。牢記這一點，懷著自信持續精進，才是佛法

生活的根本。 

  曹洞宗的開祖宗師道元禪師有一句話：「此

一日之身命：可尊之身命，可貴之形骸也。有此

行持之身心：自可愛焉，自可敬焉。」 

  這句話是說，這一天的生命是寶貴的生命。

是值得尊敬的身體。自己應該對不懈修行佛道，

持續精進的身心表示愛惜及敬意。 

  我們要自覺，一心學習佛道，實踐佛法的身

心，是應該值得尊重的。   

 

虛歲即將迎來「米壽」八十八歲 

祈願一同生機勃勃的學習與實踐  

 

  我即將在今年的三月二十日滿八十七歲，虛

歲也即將迎來俗稱「米壽」的八十八歲。 

  我能有今天，都歸功於神佛賜予我的生命，

以及天地萬物的支持，我在此衷心感謝。 

  人們的雙親通常指的是父母親兩個人，但若

從祖父母，曾祖父母開始往上追溯三十代人，據

說人數會超過十億。托人數多到難以計數的祖先

不間斷的延續生命的福，我今日才能站在這裡。 

  在如此悠久的生命連鎖中，開祖恩師以開祖

恩師的身分度過一生，於滿九十二歲迎來入寂。

我的母親也滿八十五歲圓滿了作為人母的人生。

我受生於這樣的父母，走向屬於我自己的人生道

路，已然度過第八個十年後半段的漫長時光。從

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每個人都是在傳遞生命

的接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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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個性。以游泳來

說，就好比混合泳接力一樣。有人擅長蛙式，也

有人擅長蝶式。每個人都是接力賽的一員，並在

分配到的區間拚盡全力游著。最後再把棒次交給

下一個人，也就是託付給子孫。我認為人生就是

如此。 

  上了年紀後，就不能事事都像年輕人一樣

了。腰腿也會開始無力。但據說越是動腦，腦袋

就會動的越快。 

  江戶後期的儒學者佐藤一齋先生說過這麼一

句話：「年輕時學習，則壯年時有為。壯年時學

習，則 老 年 時 不 衰。老 年 時 學 習，則 死 後 不

朽。」 

  這句話意旨，年輕時學點東西，到了壯年便

能做出點成就。壯年時學點東西，到了老年，那

個人的力量也不會減弱。若老年時依然持續學

習，那即便生命到了盡頭，那人的人望和精神遺

產也不會枯朽，將傳承給下一代。 

  最重要的是立下誓願，在學習的時候抱持為

他人，為了世界和平的願望和意志。 

  據說人類只要學習，心中便會明亮清晰起

來，像星星一般閃耀光輝。 

  我祈願今年也能與各位一同生機勃勃的學

習，實踐釋尊明示的菩薩道（人道）。  

 

（佼成新聞 2025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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