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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从年轻时起，就曾在内心里深深地坚决发誓：　　“中国是一个尊重‘尚文’，在文化上对我
国有大恩的国家。
而战前的日本却极其残暴地对她施加武力。
绝对不能再犯这样的罪过。
为了开拓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女士等前辈们所期待的日中两国的子子孙孙友好的道路，我要学习‘尚
文’的精神，在两国之间，架起多条文化交流的桥梁、教育交流的桥梁、青年交流的桥梁。
”　　在这一意义上，为了繁荣文化艺术，培养优秀人才，一向从事宝贵的出版事业的中国文联出版
社，决定以《池田大作文集》为题名，将我的著作和对谈集再版。
对此，我感到无上光荣，无比喜悦。
　　据说这次将要出版的有拙著《人生箴言》、《孩子们是“未来的宝贝”》和《谈幸福》，以及我
和20世纪代表性的经济人、已故的松下幸之助先生的对谈集《人生问答》，和俄国著名的儿童文学
家A．里哈诺夫先生的对谈集《孩子的世界》，共五册。
　　回想起来，我和松下幸之助先生第一次见面是1967年的秋天，也即是我发表中国与日本《邦交正
常化建议》约一年前。
松下先生也是一位强烈希望两国永远友好的人士。
对谈集《人生问答》基本上是以书信来往的形式完成的。
这一切至今仍留在记忆里。
　　1974年5月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一位与松下先生有关的人赶到机场，交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说：
“是松下让我交给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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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池田先生和松下先生以书信往返的形式交谈的问答集。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给日本的文化带来了无限的恩惠。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无数光辉夺目的伟大的人物形象。
他们是人生应当学习的榜样。
”这是他们交谈中的一个重大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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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池田大作，1928年出生于日本东京。
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会长。
创立创价大学、美国创价大学、创价学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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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不断与世界各国有识之士对谈，推进和平、文化、教育运动。
荣获“联合国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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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关于人　　人的任务　　一个人的一生一般是七十年。
从长久的人类的过去和未来来看，这么短短的岁月简直可以说是转眼即逝的一瞬间。
但是，不论是什么人，都是人类的长河中连接过去和未来的重要的存在。
在这一意义上，所有的人都有反思过去、考虑未来的责任。
　　松下 在我们的人生中，令人感到好似有一种人的力量无可奈何的巨大的力量，即所谓的命运在起
作用。
我们应当怎样来考虑和看待这种命运。
有人说要“尽人事以待天命”。
也有人说“对待命运不应当听从，应当开拓”。
关于这种命运，如能听到您的高见，将感到荣幸。
　　池田 我们生活在人生的风波中，一定会感到命运的存在。
贫富的差别、容貌的美丑、有无疾病等自不用说 ，就连性格的特征、事业顺不顺利，也认为好像是有
一种自己无法对付的巨大 力量在左右着自己的人生道路。
作为反论也可以这么说，人把这种无法通过自 己的努力来解决的东西，起名为命运。
　　人通过其智慧和努力，逐渐具有了变革 和支配过去只好认命的所谓“命运”。
但是，在各种人生中，至今仍然有着广 大的人力无法达到的领域，仍然可以认为我们的人生好像是随
着命运之风漂荡的小舟。
　　不过，把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看作是命运在作祟，应该说这显然太过分了。
如果是哪怕要做某一种事业，也认为其成功与否均归之于命运，甚至连 最初是否决心要开展事业，也
认为是由命运来决定的。
这恐怕只能得出认命或 逃避的乐天主义之类的结论。
　　我认为“尽人事以待天命”和开拓命运并不是矛盾的。
所谓“尽人事，听天命”，意思就是自己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尽全 力去做。
在竭尽全力中，就包含着要尽量缩小过去认为人力达不到的领域的努力。
所以这就是“开拓命运”。
从根本上来说，命运本身不过是自己造成的。
也就是说，并不是自己以外的谁——比如说是神——制造或决定自己的命 运，而是自己制造了自己的
命运。
　　举一个眼前的例子。
人的容貌的美丑，一般 认为似乎是难以改变的。
但就连这样难以改变的人的容貌，往往也会受该人的行为、态度长期积累的影响。
有的人年轻时容貌看起来并不太好，但随着年岁 的增长，该人诚实的人品渗透出来，到了中年时，就
有着一种自然的诱人的魅力，有的人有着令人羡慕的漂亮的容貌，但由于生活放荡堕落，脸上就会不
知不觉地露出一副“凶相”。
　　据说林肯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到了40岁就应当对自己的面孔负责。
人的行为的积累，大概是不知不觉地会给肉体带来微妙的变化吧。
　　在古代印度社会里，尤其是婆罗门阶级，据说是把自己的人生道路分为 四个时期来考虑。
第一是学生期，第二是家长期，第三是林栖期，第四是云游期。
学生期是从七八岁开始学习当时最高的学问婆罗门学的时期，一般认为是 十二年左右。
学习期满之后，就回到家中结婚，承担起家长的任务。
这就是第二期家长期，据说是20岁到50岁左右约３0年期间。
完成了家长的任务，有了继承人，就进入了林栖期，在清静的林野中，省察自己五十年的人生，在大
自然中完成自己的人格。
这种修行告一段落后，就走出林野，身边不带一物 ，到各地托钵游历。
这就是最后的云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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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在我们的人生中，我认为也有着相当于第一、第二的时期，但大多数人基本上没有明确地意
识到第三、第四具有哲学意义的、反省性的人生的完成期。
　　松下 人要度过较好的人生，而且要考虑这样的达到自我完成的人生道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
　　不过，今天各个 方面都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人们走着各种各样、互不相同的人生道路。
所 以我觉得，很难考虑、也没有必要考虑过去那样适合所有人的人生道路。
各个人对人生的意义都有自己的想法，可以考虑适合各种人生的人生道路。
　　池田 人们都说现代是价值多元化的时代。
可能是由于这一影响，现代人的生活态度也 分裂为各式各样。
如果提出“人应当怎样生活”的问题，年轻人恐怕会立即提 出反驳。
但是，尽管人有着各种各样的生活态度，作为一个人还是有着不可偏 离它的普遍性的准则，忽视了它
，我们的社会和文明就会失去人性。
　　松下 今天的社会令人感到充满了所谓的不信任感。
人们往往因此而陷入一种错觉。
比如说，明明是一个绿色的东西，都不老老实实把它看做是绿色的，而把它看做是红色的。
　　我觉得人们还是应当更冷静一点，要尽可能互相信任；即使有时会受人欺骗，也要具有不骗人的
基本的品德。
　　在哪里去寻求这种基本的品德呢?我觉得归根结底人要互相尊重人，同时要做有利于共同生活的事
情。
这可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极其平常的事情。
但今天的社会就是不做这样理所当然的事情。
 口头上高呼要尊重人，但实际上甚至是相反。
所以要正确地识别什么是真正的对人的尊重，我觉得其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是自由的活动。
　　当然，这种自由的活动不能使他人不自由，不能欺骗陷害他人。
在这样的社会里，才能产生真正的 对人的尊重和共同生活的提高。
　　关于人的幸福，人们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池田 一般可以举出身体健康、经济富裕、社会地位稳定等等。
这些确实可以说是幸福的客观条件。
尤其健康是无价之宝。
佛法认为“身财”高于“藏财”，并 主张“心财”是首要的，比“身财”更重要。
　　所谓“心财”，我认为是一个人自身生命深层的一种充实感，只有这种充实感才是幸福的实体。
与所谓的“欲 望的满足”相比，它是生命更深层的一种满足感。
比如人们想吃好吃的东西，想看电影，希望经济状况更富裕一些，希望提高社会地位等等。
当这些欲望获得满足时，会有一种幸福感。
但一旦满足之后，这种满足感很快就会消失。
接 着就与他人相比，对自己获得的东西感到不满足，又开始考虑新的欲望的对象 ，觉得自己的现状
并不幸福。
——永远是这样没完没了地循环反复。
　　与这种在满足欲望的范畴中所感到的幸福相对照，真正的幸福是立足于更广阔的社会 视野，决定
自己的目标，并朝着这一目标努力，主体地点燃自己生命的热情，从而感到一种生命的充实感。
如果说前者是依存于他人、外界的被动的幸福， 我认为后者则是更积极的、持久的、主体性的幸福。
　　松下 自古以来就有所谓飞黄腾达之类的说法，令人感到有一种社会风气，把那些获得了社会地位
和发家 致富的人当做成功者，加以尊敬。
但是，可不可以把所谓的成功不限定在这样 狭窄的范围内，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考虑呢比如说，即
使在一件工作或某种 职业中，由于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天分而取得了成功。
　　池田 一个人是否取得了成功，仅从某种部分情况来看是无法判断的。
我们都知道，那些一代发家致富的人或事业上获得成功的人，那是由于他们做了相应的不懈努力和钻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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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这些成功事例的共同点，可以说大多是在经济预测上偶然猜准了，或者是巧妙地赶上了潮流，
再加上他们个人的努力和钻研，起作用的还是偶然地顺应了社会难以确定的动向。
　　那么，所谓“一个人的成功”究竟是什么呢让我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渗透着真
正的人的生活态度。
　　人的生活有经济 活动、文化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等等极其复杂的许多方面。
特别在现代 ，其中经济活动在人的各种活动中受到格外的重视。
因而在经济方面的成功者往往被等同地看做是人生的成功者、作为一个人的成功者。
这样的看法也不是不可理解的。
　　但是，应当说这里有着很大的错误。
它用局部的成功来代替对人的整体的看法了。
　　举一个例子来说，在过去的作家、画家中，确有不少人在一贫如洗的生活中留下了非常杰出的作
品。
我们决不能说这些人是人生的失败者。
　　总之，诚实地艰苦奋斗一辈子的人，其价值才会像熏过的银子那样超越时代 而发出光辉。
　　人逐渐衰老，到了最后时，财富、地位、荣誉等，可以说都不会起任何作用了吧。
人为了能够随着年岁的增长，精神境界日益丰富，坚信自己 的人生是无悔的人生而面临死亡时，请问
最需要的是什么。
　　松下 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所以，请允许我谈谈个人的想法。
　　要想面对死亡而感到自己的一生是无悔的人生，恐怕还是需要回顾一下自己走过的历程，能够说
自己干得还不错。
　　人生历程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因人而异。
不论是伟大还是渺小，我觉得这一点都是重要的。
即使是极其平凡的人生，如果回顾起来觉得还不错，那也就可以了；为了能以这样的心境来迎接死亡
，我认为重要的是，在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阶段，也要就这个问题作自问自答。
　　比如说，回顾一下十年的历程结果如何，或者回顾一下一年的情况，想一想是否有后悔的地方。
一个人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尽是好事。
每个人都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既有正确也有过错。
但从一贯来看，两者相抵是否是正数。
回顾十年是否是如此，回顾一年是否是如此，甚至回顾一天是否可以说是这样。
这样的情况积累起来就是人的一生。
这样来通观一生，如果两者相抵仍是正数，那就可以说很不错了。
　　如此看来，重要的也许是每天都要就这个问题作自问自答，同时要毫不懈怠地诚实地度过每一天
的日子。
　　池田 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如果说有着可以作为人生的指针、箴言的话，您认为是什么？
　　松下 就我个人来说，我是经常不忘“纯朴的心 ”。
不过，一提起纯朴的心，一般总是把它单纯地理解为老实、温顺、听话， 好坏都按别人说的去做。
我想的和这种意思还略有不同。
　　我认为纯朴的心的真正意思是没有私心的、没有阴影的心，或者说是不受某一种观点束缚、按事
物的本来面貌来看待事物的心。
人有各种各样的感情和欲望。
人在考虑和对待事物时，往往受到这些感情、欲望或自己的利害得失、主义主张的束缚。
　　我想这也是人的一面——无法避免的一面。
但是，如果心经常受到这样的束缚，我觉得那就好像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事物，很难掌握事物的真相，
因而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结果往往会做出错事。
　　我认为重要的还是要尽可能排除这种束缚，培养和提高纯朴的心，原封不动地 把红的东西看做是
红的、白的东西看做是白的。
从纯朴的心中会产生掌握事物 真实面貌的力量，基于这种力量，会鼓起做该做的事、排除不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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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勇气。
简单地说，我认为纯朴的心能使人正确、坚强和聪明。
　　我们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产生各种各样的苦恼。
这种所谓的苦恼，归根结底可以认为是人生来具 有的。
但也有人说要“斩断烦恼”。
　　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种苦恼，如何处理它 才能度过真正幸福的人生呢？
　　池田 我们人都有烦恼，应当承认这个大前提。
如果没有烦恼，结果将会是怎样呢如果没有想快点到达远方的烦恼，交通工具肯定就不会发达。
如果没有希望活下去的执著之念，恐怕就不会有医学的发展。
没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就不能指望有生活的各种智慧和文明的进步。
换句话说，说烦恼是人的行动的动力，恐怕也不算是过分。
　　所以，所谓斩断烦恼，不外是 要否定生命的存在和延续。
如果烦恼不可能斩断，那就有必要索性承认它，从 “利用”烦恼、“改变其方向”的角度来加以考虑
。
　　佛法终极的意义主张“烦 恼即菩提”。
所谓菩提，就是“悟”。
就是说，看透了烦恼，就会有一种悟。
佛法的根本观点是，不是避开烦恼，或是与其对立，而是可以看清其本质，把它转变成一种更大的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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