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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SGI會長指導

信心的別名是「勇氣」。

希望大家要唱題目，拿出「獅

子王之心」，遇到任何阻礙都

不畏懼地挑戰！

疫情期間疫情期間  掀起線上共讀《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 文白並列本》運動掀起線上共讀《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 文白並列本》運動

以御書為根本以御書為根本  湧現勇氣挑戰現實課題湧現勇氣挑戰現實課題
現今，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確

診者逐漸增加，許多人面臨公司

放無薪假、裁員、親友間無法往

來等情況，讓許多人感到惶惶不

安。對此，許多區的壯年部紛紛

發起《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 文白

並列本》線上共讀運動，激勵黃

金柱的壯年部以《御書》為根本

湧現希望與勇氣，以挑戰現實生

活上的各種課題。

「御書是照覽人類幸福的明

燈」，新莊區壯年部地區級以上

幹部5月24日，率先展開「與大聖

人有約」每晚線上共讀《御書》

20分鐘。

線上朗讀過程，是先由一位

幹部開啟line麥克風，帶領大家

一同朗讀御書白話文，其他人則

以關閉line麥克風方式，一起朗

讀。丹鳳支部長曾俊雄提到，疫

情擴散初期感到很焦慮，幸而透

過閱讀〈一生成佛抄〉、〈立正

安國論〉讓自己的心安定下來，

不慌不亂、有勇氣與智慧地做好

自我健康管理。他說：「雖然現

在無法與大家見面，但彼此的心

卻因共讀《御書》而變得更加緊

密。」婦人部朱月瑛也說：「擔

任副支部長的先生葉勝民開始參

加共讀御書活動後，變得更有活

力了！」

苗竹區壯年部是從5月31日起，

每週舉行四次線上共讀《御書》

活動。在幹部們一一打電話向每

一個人說明、邀約之後，每次幾

乎都有60人踴躍上線參加，迴響

熱烈。南新本部長尤新輝就說，

透過線上閱讀《御書》，凝聚共

戰氣勢，深化信心、備受鼓舞，

一掃疫情籠罩的陰霾，使每個人

生命更加明朗、躍動。苗南本部

長蔡獻堂則說：「一人走百步、

不如百人走一步！持續推動《御

書》共讀，讓每個人的信心大大

地成長了。」竹寶支部企劃員江

寶島美術館 專訪藝術家陳東元 
不斷突破創新 描繪故鄉美麗風情

廖新田館長特別

在宜蘭文化會館

專訪藝術家陳東

元（左），介紹

他的創作歷程。

創價與教育廣播電台合作製

播的「寶島美術館」節目，4月

20日，播出與談人廖新田館長在

創價宜蘭文化會館專訪知名水彩

畫家陳東元，介紹其創作歷程。

陳東元1953年出生於宜蘭翠

峰湖山區，從小在美麗的大自然

環境下長大，以乾筆水彩描繪

鄉土景物為其創作特色。對於自

己的創作風格，陳東元表示，他

經常畫「牛」藉此來展現自身情

感。他以牛象徵憨厚、無悔奉獻

一生、刻苦耐勞地耕耘，以創造

出最大的價值來勉勵自己。

陳東元的「重疊法」，是在畫

作上一層層地疊加上色彩，與多

數水彩畫家仿效中國畫的「濕畫

法」不同。他的水彩作品在藝壇

令人耳目一新，更帶動鄉土寫實

繪畫的風潮。

雖然在水彩畫壇已頗富盛

名，但他後來卻決定要「重新歸

零」，開始創作巨幅油畫。此

次，他特別為座落在其故鄉的宜

蘭文化會館精選出〈大霸尖山雪

景〉、〈群牛戲水〉等畫作來展

出。其中，雪山的氣勢磅礴、孩

童及牛群的天真無邪，都讓人心

生嚮往。對此，廖新田教授說：

「陳東元老師不斷向前、突破創

新，讓人非常欽佩，是我心目中

的英雄！」

中守表示，疫情期間，閱讀到

〈立正安國論〉描述當時疫病盛

行情況，更激勵自己要以信心來

改變我們的國土世間。

婦人部也舉辦了文白御書線上

共讀運動，在疫情嚴重的台北西

區萬城本部，6月2日，本部婦人

部長楊蕊棻率先發起這項閱讀運

動，獲得大家熱烈響應。許多婦

人部紛紛表示，疫情期間能好好

拜讀御書讓人感到很安心、每次

20分鐘意猶未盡，真希望能延長

共讀的時間。大家都決意要以題

目為根本祈求疫情早日平息，展現

佛法「變毒為藥」的勝利實證。

新莊區壯年部

苗竹區壯年部 台北西區婦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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