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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份教學 

 

「本因妙」精神 

今天也要以「愈益」的生命勝利前進 

 

講義由加拿大國際創價學會教學部 

Sadaji Mori 撰寫 

 

大家好，各位近況如何？歡迎來到八月份的教學播客。我是 Sadaji。 

 

我們很久沒有收到你們的提問，不知道你們的佛法教學進行如何？不一定要是

提問，你們的分享，我們一樣很高興聽到的。 

 

我們在八月份是沒有地區教學會，但讓我們也各自修讀這一個名為『「本因

妙」精神 --今天也要以「愈益」的生命勝利前進』的教材。池田會長是於去

年一月份發表這篇講義。 

 

池田先生在講義開頭談到戶田先生在 1958年元旦講解的一篇講義，那個時候

是他逝世前的三個月。戶田先生在這個講義中闡述了「三妙合論」。 

 

《法華經•壽量品》中說出了釋尊的成佛是久遠實成。它闡明了他成佛的「本

因(根本原因)」、其所成就的佛之境界的「本果(根本結果)」，與及佛居住的

「本國土(根本國土)」。這個稱之為「三妙合論」。在講義裡，池田會長討論

到戶田先生為何選在元旦來講解三妙合論： 

 

「將秉持本因妙精神，超越生死，永遠指揮妙法流布。作為地涌菩薩，

以師弟不二精神奮戰不懈！並且誓必將此娑婆世界轉變為佛國土！」―

―此講義不就是我師匠的鬥爭宣言嗎？ 

 

相信池田會長也是秉持著同一的誓言來講解這個講義。這個月學習的重點就是

要以同一的「本因妙精神」來實現廣宣流布。 

 

現在讓我們進入第一節來自《御義口傳》的御文，當中闡明不輕的實踐正是成

為釋尊久遠成道根本原因的修行。 

 

關於把壽量品第十六「我本行菩薩道」的經文一事，親口所傳的教義

說：所謂的「我」，是指佛得本因妙之時。「本行菩薩道」的經文，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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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不輕菩薩的言行舉止。因此把「我本行菩薩道」視為是不輕菩薩禮拜

之依據。（御書 802 頁） 

 

《壽量品》中的這句：「我本行菩薩道，所成壽命，今猶未盡，復倍上數。」

說明了釋尊成佛的「根本原因」。以上學習的御文闡明久遠實成的釋尊所修行

的本因，跟不輕菩薩禮拜的修行如出一轍。就如我們在四月和上個月所學習過

的，不輕菩薩儘管被人嘲笑和攻擊，但他本著要喚醒人們本有的佛性，他仍然

向遇到的每一個人禮拜。對我們來說，這段御文的意思是說，當我們好像不輕

菩薩那樣，受持妙法、尊敬每一個人和播下佛法的種子，我們一樣可以創造成

佛的「本因妙」。 

 

接著，池田先生引用了一句著名的經文：「欲知未來果，見其現在因。」師匠

通過這句經文，教示我們「現在、從此處起」，我們可為未來創下一個新的

「因」。他說： 

 

因此，我們總是能立足於可以改變一切的本源出發點，湧現出佛的大生

命力，「現在，從此處起」，把自己的人生與生活變得多采多姿。這就

是本因妙的信心。 

 

有關這一點，池田會長引用了《致椎地四郎書》來作深入探討。 

 

從這點可見，更應該好好深化信心，以獲得《法華經》的功德。（今後

也要）像中國師曠的聽力、離婁的眼力，那樣去聽、去看才好。 

在末法一定會有《法華經》的行者出現。而當大難來臨時，更應鼓起強

盛的信心，感到歡喜。 （御書 1524 頁） 

 

大聖人教示，困難越大，喜悅越大。對嗎？我們同樣可以擁有如此高聳和堅毅

的生命境涯。絕對不會是「困難越大，挫敗越大」。我們不斷重複學習這個原

理。如果你現在事事順境，請你不要對自己說：「我知道這一切了!」現在是

你把這個教導銘刻於心的時候，好讓自己面對真正顛簸的境況時，可以不動搖

地堅持到底。 

 

在很多的御書中，大聖人都強調更加砥礪信心和認真修行的重要。池田會長描

繪了世界各地學會員體現的「本因妙精神」。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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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們的同志每當面臨人生的苦難，總會認為「現在正是成長的

時候！」、「這正是宿命轉換的機會！」，燃起愈益強盛的信心，一一

克服困難，奮勇步向人生之道，開拓出希望的未來。 

 

他接著說，「本因妙」的哲學，不僅是能轉換宿命或命運的思想源泉，也是讓

人贏得真正自由的基礎。這個原理，我們於去年的初級教學考試中已經學習

過。池田先生在這個月的教材中說： 

 

不被過去所束縛，而是一邊繼承過去，一邊以自己一念的變革來改變宿

命的內涵，是一種透過本身的行動來創造價值，能從現在此瞬間開拓新

人生的哲學。 

 

很是深邃，對嗎？對於自己的過去，我們是可以把它的意義改變過來。當我們

受挫的時候，我們會傾向認為這個苦難是過去世造成的惡業而引起的果報。但

相反地，當我們在這一刻立下決意時，我們便會認清這其實是過去世的善業而

讓自己經歷苦難。苦難有著促使我們成長的作用，讓我們可以和他人分享體

驗，並創造未來勝利的本因。那麼，是甚麼可以讓我們在困難期間湧現出「本

因妙」的精神？池田會長教示： 

 

要自覺自己是「法華經行者」，為了實現廣宣流布大願而奮戰到底。本

佛於大難競起中以身垂範，我們創價師弟正是這大聖人的直系弟子。 

 

讓我引用這篇最後的部份來總結全篇的講義。 

 

今天也可見肩負地涌使命的同志踴躍而出，於世界各地開始譜寫新民眾

凱歌的希望樂章。 

 

當下，從所處之地出發！不斷前進！永遠奮戰！――這就是本因妙的生

命。 

 

誠如，「月月、日日，須益堅強」（御書 1238 頁）所教導，讓我們熊熊

燃起元初太陽的大生命力，明朗地堂堂譜寫「廣布誓願」、「創價勝

利」的新師弟樂章吧！ 

 

構築未來的，正是「現在」！ 

 

多謝大家的收聽。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