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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大作先生指導

  不讓任何人掉隊，不論任何

人也非救不可！這種慈悲胸

懷就是日蓮佛法的平等大慧

精神。

■創價美術館第一檔展覽..... 2版
■靠自身消費幫助環境永續發展 11版

創價公演將舉辦「日本民族藝能之夜」創價公演將舉辦「日本民族藝能之夜」

民文連若竹舞蹈團 帶來精彩視覺饗宴
享譽國際的「民族藝能文化聯

盟」（民文連）即將於4、5月來

台巡迴公演。為了推廣「日本民

族藝能之夜」這難得一見的音樂

饗宴，2023年12月24日上午，創

價特於桃園文化會館舉行「公演

推廣暨培訓課程」，邀請若竹舞

蹈團團長野本智子來台介紹日本

藝能之美及此次公演的特色，當

天來自全台各地有300多位解說員

及助理解說員踴躍出席。

創立迄今已有53年歷史的民

文連，長期致力於民謠、民族舞

蹈、鄉土藝能的研究與推廣，其

旗下的若竹舞蹈團成立以來即巡

迴於世界各地公演，廣獲好評。

1986年曾榮獲第三屆舞蹈大賞冠

軍殊榮。

野本團長表示，若竹很榮幸5

度受邀來台演出，屆時將帶來日

本各地及列島別具特色的傳統祭

典、民謠與舞蹈表演，並將編排

以師弟為主題的〈青葉之誓〉、

〈美麗的寶島〉等曲目。此外，

更邀請年輕備受矚目的民謠歌手

劍持雄介、澤潟秋子來台演出，

期帶給台灣觀眾豐富的日本藝能

饗宴。

當天，她特別為與會人員示範

舞蹈創作〈迎風而立〉，以優美

的舞姿、充滿生命力的表演，引

領大家走進日本傳統舞蹈之美。

最後，文化教育會議議長謝秀生

期許大家，透過推廣優質的文

化，讓人們能凡事正向思考，感

受生命之美。

解說員培訓課程中，大家欣賞若竹舞蹈團團員舞蹈示範。

為深入瞭解創價於宗教、社

會等領域的影響與貢獻，1月18

日下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

究所副研究員齊偉先（下圖右

1）、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范

綱華（右2）蒞會訪問，受到共同

執行長林澤、常務副理事長盧怡

孝等人熱情接待。

「創價會務運作開放透明、組

織架構縝密，在宗教界是很少見

的組織型宗教。」談話中，兩位

學者表達了對創價的肯定。

范教授表示，國科會過去曾委

託中研院執行「台灣社會變遷基

本調查」，其中屬於宗教部分的

篇幅有限，而與創價相關的研究

也不多，未來，希望能透過雙方

合作，對會員信仰與個人身心福

祉狀況有所探討。齊教授則認為

創價的活動相當多元、明朗，頗

能吸引青少年、大學生參與。

因此，希望有機會對於教義傳

播及全球化等議題進行研究，

期讓社會大眾多認識創價對社

會產生的影響與意義。

共同執行長林澤表示，創價秉

持池田大作先生「以文化、教育

來推進世界和平」的理念，透過

舉辦各項藝文展覽、教育活動，

期為台灣這塊土地的和諧發展貢

獻心力。今後，也將更積極透過

宗教力量，豐富民眾的心靈、掌

握每個人的幸福。

最後，盧副理事長引用林釗理

事長所說，「一

個宗教要能夠在

社會立足，就要

獲得學術界認

同」，對於兩位

學者給予創價諸

多寶貴意見及期

許，致以衷心的

感謝。

中研院社會所暨東吳大學社會系 

學者專家蒞會訪問

若竹舞蹈團團長野本智子示範演出

《創價新聞》開始連載

池田大作先生〈御義口傳〉講義
1月30日起，本報開

始連載池田大作先生的

〈御義口傳〉講義。

《大白蓮華》「照

耀世界的太陽佛法」

單元，連載池田先生

的〈御義口傳〉講義，

其中不僅引用〈御義

口傳〉要文，更逐品

解釋《法華經》的意

義、闡明日蓮佛法的深邃哲理。

未來，本報將依S G I通訊

提供譯稿之時間，陸續予以

轉載，期作為讀者學習《御

書》、《法華經》，深化信心的

資糧。

池田大作先生為學生部進行御義口傳講義（1962

年8月東京）                《聖教新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