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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1月份教學 

 

開創人人輝耀的「人本主義世紀」④ 

青年才是社會的希望！要成為職場最優秀的人才 

 

講義由加拿大國際創價學會教學部 

Sachie Motohashi撰寫 
 

大家好! 我是 Sachie，好高興為大家呈上「開創人人輝耀的『人本主義世

紀』」5回講義的第 4回「青年才是社會的希望！要成為職場最優秀的人

才」。 

 

11月對大多數的我們來說是非常繁忙，因為我們要準備地區總會。這個時候

我們還要反思過去一年，重新審視年初時所立下的決意，看看我們達成了多

少。池田先生在講義開首描述了他對櫻花的欣賞，櫻花象徵春天的開始和新

生命的綻放。雖然對我們來說，我們可能要經歷短一些的日光和冷一些的天

氣，但我們的身邊總會有同志、御本尊和師匠，他們會讓我們湧現智慧、勇

氣和慈悲，來面對人生上一切的障礙和挑戰。 

 

池田先生鼓勵我們說： 

 

然而，能把一切變毒為藥的就是日蓮佛法。即使前途未卜，只要賢明

地活下去，必能從中找到希望，這就是佛法的無量法力。能夠把一切

轉換為前進與勝利泉源的就是日蓮佛法信心的功力。心愛的青年，現

在正是要「抬頭挺胸」的時候。 

 

池田大作描述了他本身也經歷過苦鬥的青春時代。雖然這裡的描述很簡短，

但如果我們深入研究他的著作，《人間革命》和《新人間革命》，我們看到

他的一生，以及許多的修行者，他們在面對難以克服的困境中變革生命。憑

著御本尊的力量，以及把聖訓付諸行動，我們就是現代的楷模，把不幸變為

幸福，日復一日地奮戰到底，直至取得勝利實證。 

 

讓我們一起拜讀第一段取自《一生成佛抄》的御文： 

 

眾生心污，則土亦污，心清則土亦清；云淨土，云穢土，土無二隔，

只因我等之心有善惡耳！（御書 4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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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情並沒有按照自己所想的發展，又或是情況對自己不利，我們很容易

會歸咎於環境或是其他人。然而，在佛法上，這就是「迷」。日蓮大聖人很

嚴格地指出，我們的環境是怎樣，全基於己心的一念。 

 

這很難讓人全然理解。我們經常覺得自己處於無法掌控的環境。池田先生提

醒我們： 

 

佛法是講求生命變革的宗教。佛所住的「淨土（清淨國土）」，與凡

夫所住的「穢土（污濁國土）」，並非不同的世界。國土本身原本就

沒有固定的區別，差異是來自住在該處的「人心的善惡」。因此，透

過改變人本身的內在，也將能改變自身周遭的環境。 

 

我們希望改變環境中的甚麼東西？與其在外面尋覓，倒不如看看內在的自

己，並把生命境涯變革過來。凡夫的「眾生」與「佛」並非各別的存在，人

的生命狀態將視其為「迷」或「悟」而定。 

 

在變革的過程中，我們會出現維護自己的前輩、同志或家人。師匠提醒我

們，擁有能跟自己一起煩惱、為自己祈求的人，是何其可貴？我們在學會組

織裡，尤其在自己地區所締造的情誼，實在是值得我們珍惜的人生瑰寶。池

田先生提醒我們，要緊的是不要獨自苦惱，去請教可以信賴的人很重要。只

要認真祈求，絞盡智慧，佛菩薩一定會回應。 

 

一如講義題號所言，工作的地方就是「鍛煉場所」，尤其對青年而言，挑戰

就是創造現證的機會。創價學會初代會長牧口常三郎先生所說的「美」、

「利」、「善」價值，就是選擇職業的重要標準，不過它們並不容易達成。

然而，在我們考慮轉職或是反省自己現時的工作時，我們可以停一停，驅使

自己好好反思一下。 

 

讓我們拜讀第二節摘自《諸經與法華經難易事》的御文。 

 

佛法漸顛倒，世間亦濁亂。佛法如體，世間如影，體曲則影斜。（御

書 1031頁）  

 

「體」曲，「影」會斜，這個影像好容易聯想到。「體」動，則「影」也會

動。把這個比喻放在我們的人生中，在遇到困難時，我們是作為「體」還是

「影」？換言之，我們是堅定不移，還是輕易被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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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職場上參加了一個小領導職位的面試。這個位置會有一些額外的

責任，我對這個職位好感有趣。我以為自己已經做好了事前準備，不過，我

竟然在這個簡短的面試中表現得很慌亂。我在自己的管理團隊面前這樣，讓

我感到尷尬，好想爬進洞裡去。我無疑就是被環境所左右而感到徹底失敗的

「影」。然而，在第二天，我看到了這份教學資料，並讀到了戶田會長以下

的說話： 

 

青年絕不能氣餒。要傾注全力好好在自己現在的職場奮鬥，成為『不

可或缺的人』。一邊向御本尊祈求，一邊努力工作，最後一定會找到

對自己而言『既喜歡，待遇好，並能為社會帶來大善』的工作。這就

是信心的功德。」 

並說：「不僅如此，當回顧的時候，會發覺一直以來所嚐過的勞苦沒

有一點是白費的，全都化成寶貴的財產發揮作用，並且能體會到一切

勞苦都是有意義的。就我本身的體驗來說，也可如此斷言。信心即生

活，信心即社會，這就是佛法的力量。 

 

這翻話是鼓勵我要從這個體驗中繼續前進。不僅如此，我決意，為了下一個

機會，我會更加努力地做好準備。雖然，這並不是我最初預期的結果，但我

很有信心，這個體驗將會在我的人生上產生很大的意義。事實上，這個經歷

已經轉變成了創造價值，因為它作為燃料令我更加努力工作和上進。 

 

池田先生鼓勵地說： 

 

「體」的信心這一念確立起來，作為「影」的工作及一切事情才能轉

往更好的方向。 

即使在工作等事情上遇到困難，只要以信心為根本，拼命、勤奮、踏

實地面對，將能徹底湧現出必能打開困局的智慧與力量，令自己大大

成長。 

 

在我們投身職場和在各自社區推行學會活動的當中，讓我們緊記我們每個行

動就是令「立正安國」越能成就。有時候，我們會感到世界面臨的問題似乎

無法克服，但是，池田先生說：「只要有追求變革現實的世界青年網絡就絕

對沒有跨越不了的阻礙。」 

 

此外，我們的地區也有很多會友通過信心展現了他們變革生命的體驗。雖然

並不是每一個地區在 11月份會舉行教學會，讓我們在之後的教學會中把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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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內容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來，並繼續互相分享和鼓勵。讓我們繼續聯絡每一

位會友，鼓勵他們閱讀教材，並不斷要和每一個人分享信心的體驗。 

 

祝大家有一個成功的教學會。若有任何問題，請電郵

study@sgicanada.org。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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