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创价学会会员们一同缅怀恩师——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暨国际创价学会会

长池田大作先生，为其卓越的一生与贡献至上崇高的敬意。 

 

池田大作先生是一名佛教哲学家、教育家、作家和诗人，毕生致力透过对话推进和平，并

带领创价学会发展成扎根于社区的佛教组织。创价学会在全世界有逾 1200 万名会员，池田

先生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安详辞世，享耆寿 95 岁。 

 

<Insert sensei portrait photo> 

 

池田大作先生于 1928 年 1 月 2 日在日本东京出生，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家中以养殖

海苔为业。年轻时受肺结核所苦，曾被医生预测活不过 30 岁。 

 

童年时期，他笼罩在军国主义膨胀的阴影之下，度过了艰辛的日子，当时的教育体制旨在

培养忠于报国的天皇子民。在他 13 岁那年，日本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池田先生的兄长们亦被征召入伍，长兄曾向年幼的他描述在中国发生的战争是多么惨酷，

最终于缅甸的英帕尔战役阵亡。1974 年，当池田先生看到母亲得知兄长战死消息时的悲痛

身影，他深刻地体会到战争是多么残酷、愚昧且毫无意义。 

 

我的和平活动原点就是我的母亲。纵使四个儿子被相继征兵，母亲仍十分

坚强。可是在战后当接获长兄战死的公报时，母亲顿时变得悲哀颓丧。我

一辈子都不能忘记母亲当时的情况。 

 

来源： 2006 年 4 月 23 日《圣教新闻・与世界的对话》 

 

在战后废墟的时代背景下，池田先生与读书会的伙伴们互相交换阅读战后仅存的书籍，几

个月后，一起出席了在当地民宅里举行的一场哲学相关的讨论会。会场上，他结识了户田

城圣（1900－1958）先生，户田先生所分享的日莲佛法与其教义旨在为民众解开苦恼的枷

锁，建设一个以所有人的尊严与平等为核心的社会。秉持《法华经》使人自强的哲学，为日

本战败后遭受经济匮乏与绝望之苦的一般民众带来了希望。 

https://www.sokaglobal.org/chs/
https://www.daisakuikeda.org/chs/sub/resources/works/essays/global-citizens/wangari-maathai.html
https://www.sokaglobal.org/chs/about-the-soka-gakkai/lives-of-the-founding-presidents/josei-toda.html
https://www.sokaglobal.org/chs/about-the-soka-gakkai/lives-of-the-founding-presidents/josei-tod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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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田先生神态自若，与一些单是注重形式权威而轻视人民的宗教家或政治

家迥然不同。让初次见面的我，也可以没有顾虑地发问。……户田先生受

到军国主义政府弹压入狱两年的事实，是我决定追随他的理由。……我期

望成为一个决不屈服于任何蛮横权力的勇者，为此而追求实践的哲学。 

 

编自： 《新・人间革命 随笔 19》第 18、19 页 

 

户田先生是一名致力于和平行动的教育家，亦是佛教组织创价学会的领导人。他强调每个

人的生命中本就存在无限的潜能，并致力重建二战时受军国主义政府压迫的创价学会组织。

池田先生受户田先生的影响而归依日莲佛法，他们之间的师弟关系，对他之后的人生有着

至关重要的影响。 

 

回顾我的人生，令我惊讶的是，户田先生对我的影响何其深远！身为一介

平庸之辈，户田先生逝世以后，我竟然能继承创价学会的志业。继承广宣

流布此空前事业的使命，去弘扬佛法真正的精神与教导，哪怕是一瞬间，

我的脑海中也从没有忘记过户田先生。我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追随

户田先生以他为师，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贯彻此师弟之道。 

 

来源： 《池田大作全集 18》第 95 页 

 

<insert photo of Sensei and Mr Toda> 

 

户田先生对年轻的池田先生倾囊相授，其广博的学识深刻影响了池田先生的一生。池田先

生伴随在他身侧，两人在全日本弘扬日莲的教导。户田先生在 1958 年逝世前不久的 1957

年，当时冷战渐趋白热化，他发表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呼吁禁止核武器。此宣言成

为了池田先生毕生为废除核武器奋斗的起点。 

 

为了不受核武器恐怖主义的威胁，就要认清真正“敌人”为何。我们的真

正“敌人”，既不是核武器本身，也不是储备或研制核武器的国家，而是

把所有妨碍自己达到目的的人和事物都视为抹杀目标、将核武器正当化的

思想。 

 

来源： 池田大作于 2009 年 9 月 8 日发表的《反核武器倡言：全民一心，共建无核

武器世界》 

  

1960 年 5 月，正值 32 岁的池田先生就任了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他毕生为创价学会的发

展全力以赴，并走访日本各地关心鼓舞当地的会员，特别是对青年们爱护有加。 

https://www.daisakuikeda.org/chs/sub/resources/works/props/disarm_proposal.html
https://www.daisakuikeda.org/chs/sub/resources/works/props/disarm_propos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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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一国之宝，是下一代世界的财宝。没有任何力量胜过这项财宝。而

腐蚀这些青年的未来，夺取青年的生气，就像将财宝丢进海里。 

 

来源： 《创造幸福与和平的智慧：第二部人间革命的实践》 

 

他亦肩负拓展创价学会组织的使命，致力于和平、文化和教育。在他的引领下，创价学会

在日本的会员已逾 800 万户，在日本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法华经》是教示人们如何以这如宇宙般广大的“心之秘宝”，去战胜无

能为力的感觉。它告诉人们以宇宙的大生命，度过朝气蓬勃的人生，并教

导我们变革自己，尝试真正的探险。 

 

来源： 《法华经的智慧 1》 

 

池田先生于 1960 年就任会长不久后，为支持日本以外的创价学会会员的佛法信仰，首次踏

上了远赴海外的旅程。1975 年，设立了国际性组织“国际创价学会”，以连结世界各地的创

价学会构成团体，他则担任了会长一职。 

  

池田博士将个人变革化作为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就是所谓的“人间革命”

（人性变革），他的愿景深深影响了我的决策方式，令我受益良多。不仅

影响了身为音乐家的我，也影响了身为配偶、父亲、老师、朋友以及佛教

徒的我……归根究底，造就了身为人的我。 

 

来源： 赫比・汉考克于 2013 年 5 月 24 日在美国创价大学的毕业典礼致词《我们要

蜕变为崭新的自己了吗？》（Is We the New Me?） 

 

<insert Herbie photo> 

 

池田会长同时也是位远见卓识的作家，其著作包含译本总计逾 250 部，内容从有关佛法的

见解到自传式散文、诗歌及童话故事等，作品不可胜数。他亦撰写了描述创价学会历史的

长篇小说《人间革命》（共十二册）及《新・人间革命》（共三十册）。 

 

鼓励的精神是池田创作诗歌时的构成要素，与诗歌本身密不可分……一位

与池田长期共事的同志说道：“对他来说，鼓励他人就是一切。当他创作

诗歌时，无论篇幅长短，他一心一意要让这个人变得幸福。一定要为对方

做些什么。”这种精神、这种真心瞬间凝结成诗歌，化作为语言。 

 

https://www.sokaglobal.org/chs/resources/study-materials/buddhist-study/the-wisdom-for-creating-happiness-and-peace/chapter-20-1.html
https://www.daisakuikeda.org/chs/main/philos/essays-on-buddhism/buddh-lotus.html
https://www.soka.edu/about/our-stories/commencement-address-herbie-han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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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萨拉・安・维德（Sarah Ann Wider）的〈池田大作的鼓励之诗〉（Daisaku Ikeda’s 

Poetry of Encouragement） 

 

<insert photo of Sensei and Sarah Ann Wider > 

 

1970 年起，池田会长会晤了多位各界的重要人士，透过对话及相互理解推动和平。他亦不

遗余力地促进日中的关系，深信与中国进行有建设性的交流，是稳固区域和平的关键。 

 

他与中国、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展开对话，致力于缓和冷战的紧张局势。他日后回顾当时，

说自己处于有利的立场，因为不像政治家会受到拘束，表示自己能以同样身为人的立场与

他人进行对话。正是如此，他期许尽自己微薄之力，凝聚各方的和平意志。 

 

池田会长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教育以及信仰传统各异的著名人士进行对话，包括英

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以及前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等，探究人类面临的复

杂问题的解决方法。其中逾 70 篇对谈内容已出版成书。 

 x 

池田会长详尽地记录了我们的对谈内容，令我印象深刻。我感受到他真诚

恳切、不造作、坦诚相待且丝毫不带一点架势。他是真心重视非暴力且关

怀人类的谦逊之人，令我虽然与他相处了短暂时间，依然感受到自己完完

全全地被聆听、被关注、被理解和被接受。 

 

来源： 劳伦斯・爱德华・卡特（Lawrence Edward Carter Sr.）的《一名浸礼会牧师

的佛教导师》（A Baptist Preacher’s Buddhist Teacher） 

 

池田会长坚信联合国作为建构人类和平的议会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自 1983 年至 2022 年每

年都发表一份《和平倡言》，从佛法视角提出具体的对策，以解决现今面临的重要挑战。当

中包括裁军和废除核武器、环境保护以及促进人权。他倡导以佛法理念为基础的人本主义

哲学，以及全球公民教育。1983 年，国际创价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简称 SGI）

作为非政府组织，获得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咨商地位。 

 

从未有人像池田博士一样，一直以来毫不间断地强调联合国的作用与职责。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他的年度《和平倡言》为造福人类提供了卓越的想法

与建言。令我深受启发的是，池田博士强调建设和平文化的关键在于使人

自强。 

 

来源： 2022 年 1 月 26 日第四十届年度《和平倡言》的新闻发布中，联合国前副秘

书长兼高级代表、全球和平文化运动创始人安瓦尔・K・乔杜里大使的发言。 

 

https://www.daisakuikeda.org/chs/sub/books/full-list-of-published-dialogues.html
https://www.daisakuikeda.org/chs/sub/resources/works/props/
https://www.sokaglobal.org/chs/in-society/action-on-global-issues.html
https://www.sokaglobal.org/chs/contact-us/media-room/press-releases/peace-proposal-2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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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会长创办了创价教育体系学校，包括遍及世界五个国家的幼稚园、于日本的小学至大

学、于巴西和马来西亚的学校，以及在美国设立的以博雅教育为核心的大学。创价（创造

价值）教育是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其概念源自于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1871

－1944）深信教育的变革过程是重塑时代的关键，因此池田会长视教育为人生最终的志业。 

 

“地球市民”可以说，就是： 

一、具有深刻认识生命相关性的“智慧之人”。 

二、对人种、民族、文化的差异，不畏惧、不排斥，而是去尊重、理解， 

并视这些差异为成长资源的“勇敢之人”。 

三、对受苦受难的人，无论远近，都能给予关怀提携的“慈悲之人”。 

 

来源： 池田大作于 1996 年 6 月 13 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发表的演讲《探

讨“世界公民”的教育》 

 

池田会长亦创办了推进和平与文化的机构，包括民主音乐协会、东京富士美术馆、东洋哲

学研究所、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以及池田和平、教育、对话中心。他还于日本创立了

旨在促进社会福利与和平的公明党。 

 

池田大作先生是一名对生命充满热忱的诗人、杰出的自然摄影家，亦是三个儿子的好父亲，

其中一位儿子早逝。他与支持他一切的妻子香峯子相濡以沫共 71 年，他形容香峯子是他一

生奋斗中最好的战友。 

 

<insert photo of Sensei and Mrs Ikeda> 

 

池田大作先生是一位启发无数人的导师、作家、哲学家以及对话高手，他的精神将通过不

计其数的著作流芳百世。 

 

我觉得，池田会长是今日世界最熟练的对话达人。会长自从与驰名的汤因

比博士对话以来，在长达半个世纪里透过“倾听对方”的艺术，以促进世

界和平。藉由与世界各地许多有识之士的对谈，大大地扩大了智慧的水平，

给予现代诸多思想家深深批判自我与省察的机会。池田会长是推动“文明

对话”的斗士，对于世界精神界的贡献是很大的。 

 

来源： 杜维明与池田大作的对谈集《对话的文明——谈和平的希望哲学》第 268 页 

 

在他所撰写的小说《人间革命》序文中，浓缩了他一生坚定且积极的态度：“一个人伟大的

人间革命，将能转换一个国家的宿命，进而能够转换全人类的宿命。” 

 

https://www.sokaglobal.org/chs/about-the-soka-gakkai/lives-of-the-founding-presidents/tsunesaburo-makiguchi.html
https://www.daisakuikeda.org/chs/sub/resources/works/lect/lect-08.html
https://www.daisakuikeda.org/chs/sub/resources/works/lect/lect-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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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价学会 

国际广报局 

池田大作网站管理委员会 

  

媒体相关咨询 Joan Anderson（anderson[@]soka.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