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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SGI會長指導

每個人的生命中，原本就

具有佛的生命。超越人種、

民族與性別等一切差異，每

一個人都能發揮各自如櫻梅

桃李般的個性。

推動座談會推動座談會、、建立完善教學體制建立完善教學體制
林釗理事長訴說廣布史林釗理事長訴說廣布史————廣布兩大支柱座談會與教學廣布兩大支柱座談會與教學

創價首次於國家音樂廳舉辦「古典名曲演奏會」�（1989.3）

本報特別企劃的「林理事長訴

說廣布史」專欄，此次介紹1970

年林理事長赴日觀摩當地座談

會，返台後，決心推動教學運動

及培育婦人部「文化推廣員」，

帶動組織前進的情形。在這段

期間，不僅建立了完整的教學

體制，更完成翻譯、出版《御

書》等工作，寫下一篇篇感人

的廣布史頁。

早期的座談會是以談論

體驗為主，經過一段時

間後，開始實施「新制

座談會」，不僅成為會員們的

「心靈綠洲」，更培育出許多優

秀人才。請問：1970年，您赴日

本觀摩當地的座談會，返台後，

帶回甚麼樣的新想法，進而成為

整個組織發展的動力呢？

Q
林理事長：草創時期，創價

被迫解散，在朱名譽理事長帶領

下，許多會員仍堅持信仰。受限

於當時的嚴酷環境，祇能舉辦以

體驗談為主的「座談會」。會

員們的感人體驗雖然能引起與會

者共鳴，但缺乏「教學」的座談

會，就像少了一根支柱一樣，能

發揮的力量相當有限。因此，

踐日蓮佛法，每位庶民都能創造

超越煩惱與困難的感人體驗，相

互鼓勵一同邁向「正道即幸福」

的人生。

停留日本期間，在我參加的每

一場座談會，指導幹部不但言之

有物，且都是以《御書》為根本

進行指導，內容非常精彩而讓人

獲益良多。在羨慕之餘，我更好

奇日本究竟是如何建構如此縝密

的教學體制呢？

除了以《御書》為根本的指導

之外，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

每場座談會都設有「民音推進委

員」。除了培養對音樂、藝文活

動有興趣的會員擔任推進委員、

接收第一手藝文資訊之外，她們

還有一項重要的任務是協助「民

主音樂協會」（簡稱「民音」，

池田先生於1963年所創辦）推廣

音樂會的票，藉此提升一般會員

的藝文涵養。

據瞭解，池田先生創辦「民

音」的出發點是，他認為藝術不

是特權階級的專利品，而是為了

使音樂能為一般人所共享、普及

於大眾，於是，透過「民音」在

日本各地的推進委員及約120萬

位贊助會員的努力，逐漸樹立起

良好口碑，更培養了許多音樂方

面的一流人才。

「民音」初期，曾經有一則膾

炙人口的軼事。某擔任民音推進

委員的婦人部，其本身工作是在

日比谷公園幫人擦鞋。有一天，

一位風度翩翩、高尚優雅的紳士

來到擦鞋攤請她擦鞋，過程中，

擦鞋婦拿出民音公演海報，很熱

誠地向紳士推薦民音所舉辦的音

樂會，她說：「這是知名音樂家

朝比奈隆指揮N H K交響樂團演出

的音樂會喔，非常難得。」紳士

心想：「這位擦鞋婦怎麼可能認

識朝比奈隆？」

接著，擦鞋婦進一步介紹了朝

比奈隆的出身、演奏曲目等詳細

內容。紳士在訝異之餘，反問擦

鞋婦說：「妳怎麼會想要為這場

音樂會進行宣傳呢？」擦鞋婦答

說：「我是民音推進委員，民音

是我的人生之師池田大作先生所

創辦。音樂會門票，一般都只有

有錢人才買得起，而池田先生希

望能舉辦庶民都能來觀賞的音樂

會，所以，我特地將這場音樂會

推薦給您。」

聽完這番介紹之後，紳士在離

開前特別叮嚀擦鞋婦，說：「這音

樂會的票我就買下來了，但演奏會

開始前，我們先在後台見個面。」

擦鞋婦依雙方約定，於演奏開始前

到了後台之後，才赫然發現原來那

位紳士就是朝比奈隆啊！

之後，享譽國際的朝比奈隆多

次與民音合作舉辦音樂會，並協

助民音規劃徵選指揮的國際性比

賽等，培養出許多優秀的指揮人

才。� （文接2版）

在座談會中，會

員們暢談信仰的

喜 悅 ， 相 互 鼓

勵、觸發。�

1988年起，在民音協助下，創價引進國際團體來台演出。公演前邀

請學者專家舉辦啟蒙講座。（2007年，「與阿根廷探戈的對話」）

1970年時朱先生囑咐我去觀摩、

學習日本學會如何舉辦座談會，

以作為推進座談會運動的參考。

首任會長牧口先生將座談會命

名為「大善生活實驗證明座談

會」，也就是說，透過信仰及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