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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SGI會長指導

  唯有在奮戰中，才能綻放

自身的生命光輝，擁有黃金

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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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座談會影片「御書學習」、「林釗理事長紙上教學」單元。

「池田先生的攝影作品是『以

眼睛吟詠的詩』。」曾擔任法國

羅浮宮繪畫部長的美術史學家路

奈‧尤伊古如此給予評價。

池田先生是在1970年左右開始

拿起相機拍照。當時，因過於勞

累導致身體狀況不佳，這時候，

某位友人送來一部相機，池田先

生為了回應對方的真心，特地將

拍攝的相片回贈給那位友人。

但是，「無法自由地進行攝影

鼓勵奮鬥的友人，一有機會就

會拿起相機攝影。無論是在車

上、到海外訪問的旅程，或在

公務繁忙空檔捕捉到「瞬間之

美」的作品，集結為「與自

然的對話——池田大作攝影

展」。從1982年首次舉辦這項

攝影展以來，迄今已在世界上

41個國家、區域的151個城市展

出，廣獲迴響。

有一張屢次在展覽海報上使

用、廣受喜愛的相片，那是1995

年11月所拍攝的喜馬拉雅山。

「這張相片裡有故事」，國外著

名畫家對這張相片讚不絕口。

天候多變，「世界第一高峰」

的雄姿被難得一見的夕陽染上

顏色，在雲層撥開的瞬間，捕

捉到那個畫面。

那時，池田先生鼓勵聚集而

來的孩子們說：「佛陀看著偉大

的喜馬拉雅山長大，你們也要

努力成為像群山一樣的人，造

為紀念池田先生就任第三

任會長60週年，本報特地刊載

「攝影作品——以眼睛吟詠的

詩」，作為祝賀。

旅行」，「於是，選擇在出遠門

參加活動時，學習運用觀景窗拍

照。」

第一次的攝影是拍攝「月

亮」。1971年6月，在北海道函館

近郊的大沼湖畔，一輪明月當空

照耀，那時，池田先生在心中祈

願：「希望日以繼夜奮戰的每位

學會員，能在這月光照覽下成為

輝耀英知的人。月天子啊！請守

護我的友人」，按下了快門。

抓住現在「這一瞬間」。對池

田先生而言，攝影就是「與自然

的對話」，同時也是他鼓勵會

員、瞬間瞬間展開行動的結果。

從1971年以來，池田先生為

就自己成為堂堂聳立的勝利者」、

「一定能成為了不起的人」。

「自然很偉大！生命很偉大！帶

給所有人希望！」——蘊含著池田

先生深切祈願的攝影作品，持續

鼓舞著觀賞的人。

（譯自6月16日《聖教新聞》）

在北海道鼓勵會員的空檔，池田先生伉儷

在花園裡拍攝相片。 《聖教新聞》提供

師弟凱歌的記憶師弟凱歌的記憶
攝影作品——以眼睛吟詠的詩

紀念池田先生就任會長60週年

8.31台灣廣布原點之日8.31台灣廣布原點之日

創價將榮獲「宗教公益獎」
創價於日前接獲內政部正式通

知，將於8月31日獲頒「宗教公

益獎」的好消息！

1962年8月31日台北支部成

立，正式踏出台灣廣布的第一

步。創價並特別將這一天訂為

「台灣廣布原點之日」，對於今

年能在這意義深遠的一天，連續

第18度榮獲象徵績優宗教團體榮

耀的「宗教公益獎」，林釗理事

長表示，這一切都是全體會員秉

持池田先生要「成為好國民、好

市民」的指導，積極推進文化、

教育、和平運動，對社會和諧繁

榮作出貢獻所獲得的肯定。

林理事長除了對於再次獲得這

項殊榮表示感謝之外，值此新冠

肺炎（COVID-19）疫情仍在國際

間蔓延、人心惶惶之際，作為宗

教團體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呢？

他表示，現階段最重要的工

作就是落實「防疫新生活運

動」。他再次呼籲全體會員要

「誠實地」做好勤洗手、在會館

及其他密閉空間務必戴口罩、保

持社交距離、落實實名（聯）制

及個人衛生防護等工作。一旦身

體有不舒服應立即就醫、不參加

活動。尤其，要強盛祈求國際疫

情早日平息。
每逢佳節，創價的文化團隊前往老人院進行慈善義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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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投入災區、偏鄉、原住民部落等，為當地孩童舉

辦「創價歡樂夏令營」。                 本報檔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