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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題的同時，也實踐廣宣

流布、立正安國，自身生命

就會躍動，感到歡喜，達成

人間革命與宿命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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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間，創價持續舉辦《新‧人

間革命》線上學習會，鼓舞會員

在防疫期間，透過閱讀池田先生

指導深化信心、相互砥礪，朝向

下半年的目標奮勇邁進。

13日，大勇地區（高雄中區）

舉行婦人部學習會。過去，原本

因為工作關係無法出席活動的

人，此次，在防疫期間透過通訊

軟體，反而能參加學習會，與大

家熱絡互動。

對此，地區婦人部長林麗玲

說：「感謝創價推動『信心精

進、關懷會員』運動，讓會員能

持續深化信心。」受疫情影響，

麗玲販售甜點的店面雖然營業時

間變短了，她則善用多出來的時

間，不僅認真地唱題、閱讀創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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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信心相互砥礪 朝向目標前進
書籍，更主動關心、電訪地區會

友，讓大家備感溫馨。不可思議

的是，麗玲開心地說：「信心愈

是努力，甜點的銷售業績愈是成

長。妙法真是太偉大了。」

16日的嘉西本部（嘉義區）男

子部線上學習會，大家共同閱讀

《新‧人間革命》〈嚴護〉篇，

內容介紹池田先生對創價班的鼓

勵：「『青年要成長，就不能有依

賴之心』或者『工作太忙，疏於

參加學會活動也是不得已』，如

果有一點點這種想法，就無法鍛

鍊自己。」林奕昇在發表心得時，

說：「讀到這段指導，深受鼓舞。

不管多麼辛苦，都要勤勵信心、

鍛鍊自己，為廣宣流布祈念、盡

力。」支部男子部長施大正則表

示，師匠的指導，讓我重回信仰

原點，自我期許要以創價班的鍛

鍊為基礎，將其落實在每天的生

活中，進而在工作上發揮力量。

疫情期間，大家都非常珍惜每

次線上學習會的互動機會，無論

是池田先生的指導、創價家族間

的溫暖關懷，明朗的鼓勵聲音，

都為彼此注入滿滿的正能量，成

為不斷前進的動力。

（相關新聞，詳見第2版）

教育廣播電台「寶島美術

館」，6月2日，廖新田教授

特別專訪擔任節目背景音樂演

奏的「台灣魅力二人組─—鋼

琴家卓甫見及小提琴家麥韻

篁」，介紹他們致力推廣台灣

歌謠、傾注心力投身教育數十

載的奮鬥軌跡。

「古典流行化、流行古典

化」是兩位教授一直以來的理

想。15年前，兩位教授首次在

台東演出大獲好評後即合作至

今，演出足跡遍及各級學校、

監獄、安養院等。他們專業的

展現及推動音樂的熱情，獲得

「建國百年藝術成就獎」的肯

定。對此，麥教授說：「古典

音樂總讓人覺得高不可攀，因

此我們在20年前就決定演奏台

灣本土歌謠，讓音樂貼近民眾

日常生活。」

兩位傑出教授，多年來經常受

邀前往國內外各地演出，也曾

多次蒞臨創價舉行音樂講座、

音樂會，兩人以精湛技巧、奏

出大家耳熟能詳的台灣歌謠。

對此，麥教授說：「很感謝創

價學會，邀請我們到離島金馬

澎、東部宜花東等地巡迴表

演，場場爆滿，帶給社會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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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

卓教授則說：「我

們演奏的懷舊老歌，

呈現台灣早期農業社

會的氛圍，能深入民

心。今後，懷抱著使

命感，我們要繼續將

它們傳承下去。」

至於，這些台灣歌謠代表

何種精神呢？卓教授說：「這

些歌曲呈現早期農業時代前人

辛苦打拚的情景，回味往昔的

同時，讓人更珍惜現在的日

子。」

當天，與談人廖新田教授除

了感謝「台灣魅力二人組」傳

承美妙的台灣歌謠，為年輕人

樹立好榜樣之外，並邀請他們

在節目中現場演奏〈黃昏的故

鄉〉及〈青春嶺〉。最後，大

家更同心期許：未來要與更多

有志之士一起為台灣音樂的傳

承、奮鬥下去。

寶發區美濃支部壯年部/7.14

分享閱讀《新‧人間革命》心得 相互鼓勵 

雲林一區和平支部壯年部/7.16

台北北區行義支部女子部/7.16

鋼琴家卓甫見（左）、小提琴家麥韻篁（中），接受

廖新田教授（右）專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