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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SGI會長指導

  任何人都擁有尊貴的佛之

生命，所以無論如何都要珍

愛「每一個人」，不懈地為鼓勵

「每一個人」而努力行動。

創價與教育廣播電台合作製

播的「寶島美術館」節目，8

月11日專訪中華民國畫廊協會

理事長、策展人鍾經新，分享

她10多年來投入策展領域的歷

程。

與談人廖新田教授首先稱讚

集花藝設計、油畫家及藝術策

評於一身的鍾經新理事長，其

近年來籌畫的藝術博覽會是叫

好又叫座。

為什麼能有這麼好的成績？

鍾理事長說：「『學術先行、市

場在後』，一直是我推展藝博

會的理念。」她以2017年藝博

會為例，除了與國際藝術家合

作創造亮點之外，同時，也與

白適銘教授合作規劃「世紀先

鋒－台灣現代繪畫群像展」，

讓前輩藝術家有更好的展現平

台。

對此，廖教授感謝鍾理事長

的努力，開拓了台灣藝術家作

品在世界的能見度及價值。

寶島美術館節目，每週二上

午10：05～11：00在教育廣播電

台播出，播出內容保留60日，

可在電台官網（網址：https://

www.ner.gov.tw/）線上收聽。

創價與教育廣播電台製播「寶島美術館」

專訪策展人鍾經新

戶田城聖先生逝世3個月後，

1958年6月30日，池田先生擔任

統籌學會運營的「總務」，肩負

起學會的指揮大任。

池田先生當時傾注全力承繼戶

田先生的精神。在日記中，他寫

下：「因為是生死不二，先生今

在此」、「我會奮戰，先生，請

您看著吧」的誓願。

1959年元旦，在池田先生提議

下，幹部代表一起聆聽收錄戶田

「創價學會將空中解

體」，池田先生拂去

同志的不安，給予嶄

新前進的勇氣。

1959年1月，池田先

生前往煤礦工會事件

舞台的北海道夕張，

對同志說：「為了實現

與戶田先生的諾言，我

來到夕張。」

前一年的3月，戶田

先生對著從夕張趕來

靜岡的女子部說：「絕對不饒恕

欺負學會員的權力者，我戶田會

去夕張，夕張的青年要奮起，青

年要奮起！青年要奮起！」隨侍

在恩師身邊的池田先生，代替過

世的恩師完成了這項「約定」。

池田先生曾寫下對戶田先生的

為紀念池田先生就任第三任會

長60週年，本報特地刊載「擔任

總務的奮鬥」。

先生演講內容的錄音帶。「歲月

使精神風化，對學會來說，這意

味著廣宣流布會失敗。他憂慮戶

田的呼籲愈來愈微弱。」(《新

‧人間革命》)

於是，池田先生著手製作收錄

恩師講座、問答會指導的唱片。

第一張唱片收錄〈可延定業書〉

御書講座。唱片封套上印著金色

的字「創價學會會長 戶田城聖

先生的教導」，這是池田先生強

勁有力的題字。

池田先生的鼓勵之行遍及全

國。透過御書講座等來鼓勵會

員。恩師逝世後，社會鼓噪著：

感謝：「如果沒有那長達10年

師匠給予的訓練，就沒有現在

的我」、「我要將受師匠培育

的生命奉獻給師的宿願『廣宣

流布』」。因為有不二弟子的奮

戰，才能實現師的理想。

（譯自6月25日《聖教新聞》）

紀念池田先生就任會長60週年紀念池田先生就任會長60週年    師弟凱歌的記憶師弟凱歌的記憶

擔任「總務」的奮鬥

1959年元旦，池田先生與弟子代表一起聆聽收錄戶田

先生演講內容的錄音帶。        《聖教新聞》提供

9月，是大學及研究所新生迎

向嶄新人生的起點。

為迎接這群新鮮人，9月12至

27日，全台各區將在會館、講

堂盛大舉行「迎新活動」。

為讓在異地求學的莘莘學子

能很快地融入陌生環境，順利

展開求學生活。學長姐及育才

部的愛心媽媽們，開始積極地

各區積極籌備大學部、研究生部迎新活動
聯繫、家訪新生，邀約大家參

加這項活動。

今年的迎新活動，除了有

各大學會、研究生會的介紹之

外，並將透過「大家談」分享

彼此的前進目標，期相互勉

勵、締結友誼繫絆，攜手共

創最美好、最有意義的求學生

涯。

大學部、研究

生部迎新活動

（ 本 報 檔 案

照）
中華民國畫廊協會理事長鍾經新（右）

接受廖新田教授（左）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