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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池田大作被誉为世界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作家、桂冠诗人和摄影
家。
他一生致力于推进和平、文化和教育事业，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对话与理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伟大贡献。
池田大作一生经历丰富，足迹遍布世界五大洲，是一个颇具传奇式色彩的人物。
下面将对池田大作先生的人生际遇做一粗略的介绍，并从中梳理出池田人生际遇对其德育影响因素的
轨迹。
　　1928年1月2日，池田大作出生于东京荏原郡大森町（现在的东京都大田区大森北），在家排行老
五。
自从池田祖父时代，家里就一直在东京大森的海边，从事海苔（我国将其统称为&ldquo;紫菜&rdquo;
）的养殖和生产。
由于经营得法，在20世纪初期，池田家的海苔生产业在当地众多的经营者中一度处于屈指可数的地位
。
后来由于海苔业竞争激烈，以及1923年&ldquo;关东大地震&rdquo;对他们投资的养殖场的破坏，池田
家逐渐家道中落。
不过，尽管这样，池田家仍然一直从事海苔生产这一行。
池田大作的父亲叫&ldquo;子之吉&rdquo;，母亲名&ldquo;一&rdquo;。
他的父亲性格倔强，平时少言寡语，但是做事果敢。
子之吉对孩子们也要求很严，要他们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全心尽力、一丝不苟地去做好。
应该说，父亲倔强而独立的人格和果敢认真的行事风格对池田大作的人格形成和思想观念有着很大的
影响。
&ldquo;在我的记忆中，我父亲一直是个很硬气的人，不管如何困难，他在坚持做人要正派上从不含糊
。
同时他总是竭尽所能地帮助别人。
现在想起这些，我越发认识到他是个多么难得的好人，即使自己经济上问题再大，仍然想着去帮助别
人。
&rdquo; 池田的母亲是一个出身农村的勤劳的妇女，她每天不但要起早摸黑做好家务，而且也要和男
人一样，出海去采集海苔。
母亲坚毅、乐观的人生态度，从小就一直激励和影响着池田大作，池田大作最终成为一个在学术思想
上造诣颇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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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研究国际教育界、社会活动家、中日友好使者池田大作道德教育理论思想及其实践。
该书主要从池田大作道德教育理论思想的历史渊源、德育思想微观视阈、实证考察、理论思考等方面
进行研究，该书获得2007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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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出生于1958年湖北省黄石市。
中山大学博士。
社会科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科学教育学院“池田大作与亚洲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广
东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思政部主任。
2001~2002年日本国际交流关西国际交流中心研修；2003~2004奶奶日本创价大学客座研究院。
曾经主持并完成国家哲学社科基金、全国教育规划“十一五”重大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广东省特别委托两个项目、创价大学中日友好学术交流项目等。
独著《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和《当代中日道德教育比较研究》；主编《高校人本德育》
《广东改革开放党建三十年》《国共传奇人物传记》等；在中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60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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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池田大作曾经于1996年6月4日在美国西蒙&middot;维森塔尔中心做了一个演讲，他在其演讲中就
将牧口常三郎的一生评价为&ldquo;道义与正义&rdquo;的一生， 牧口他从一个船工之子成为日本近现
代的教育大事，他终其一生确实都在与强权恶势进行对抗。
　　牧口常三郎出身贫寒卑微，是船工之子，于1871年在靠近日本海的一个小村落，日本柏崎县的荒
浜村（现新泻县荒浜）诞生。
该村庄土地 、气候恶劣，可耕种的土地又比较少，因而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但值得庆幸的是，柏崎县的小樽港是一个向北通往北海道、向西连接大阪贸易航线上的港口，既安全
又宽敞，装卸货物也很方便，所以这里的村民又都大多以从事渔业和海产品交易为生，此外村民们所
编织的渔网享誉整个北方渔场，畅销于往来的各地渔船。
正因为得此渔利及渔网之利，牧口所出生的这个小村庄虽然农业十分落后，但仍是那一带200个村庄中
屈指可数的大村庄，在当时户数就总达400户之多。
 牧口常三郎是船工渡边长松的长子，父亲给他取名叫渡边长七。
1877年，由于生活拮据，长七的父亲长松抛妻别子，前往北海道打工挣钱，自此杳无音信。
不久，母亲伊莱改嫁给本村的柴野右卫门，长七由姑姑托利抚养，成为牧口常三郎善太夫的养子。
对于牧口来说，他从不避讳其贫寒卑微的出身，据池田大作称&ldquo;牧口一直引以为傲地说他
是&lsquo;出身贫穷寒村的一介庶民&rsquo;&rdquo;。
　　牧口并未一直接受正常的教育，自小学毕业后，为帮助拮据的家计，打消升学的念头。
后来，单身前往北海道，一边工作，一边找时间看书，不断地学习，后来才通过自学考上师范学校。
但对于当时大多数贫寒无法读书的人而言，早年小学求学的经历对其后的人生发展仍有一定影响。
当时虽然日本政府明治维新后也一直将国民教育视为振兴国力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念书的花销并不
低，以及日本国力尚弱，大部分贫寒的百姓很难有机会接受正规的新式教育。
尽管如此，善良的善太夫夫妇视长七为己出，疼爱有加，他们在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咬紧牙
关坚持送长七读了四年初小。
长七时年7岁，他理解养父母的用意，也珍惜这得来不易的读书机会，一有时间就埋头学习，在校则
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遇上在家帮忙不能上学时，就谦虚地邀请上过课的同学去海边，以沙滩为黑
板，把当天落下的课程补上。
由于学习勤奋刻苦，长七念完四年初小后，深谙读写之妙，被同学们称作&ldquo;优等生牧口&rdquo;
、&ldquo;秀才牧口&rdquo;。
也正是因为长七的向学之心甚笃，所以当他初级小学毕业后为生活所迫辍学在家帮养父干活时，周围
的人颇为惋惜。
 当时日本虽然想西方学习引入西式教育，但日本政府仍强调各类学校仍要延续儒家传统道德的教育
：&ldquo;五伦道德是教育的根本，我朝和中国一向崇尚。
虽然欧美各国也有修身之学，但把它运用到我朝(指日本)还不得其要领。
方今学科多端，而本末误置者亦不鲜。
年少就学应当以忠孝为本，以仁义为先。
因而命儒臣编纂此书，颁赐部下，由此得知明伦修德之要领。
&rdquo; 因而，在读小学期间，牧口不仅简单地学习了西方各科知识，还深受儒家各种伦理道德之熏
陶，这对其后的价值观及教育观都有一定影响。
　　由于家境困难，牧口在小学毕业后就投入工作，这样的逆境后来居然成为牧口人生当中的重要转
折。
1885年，为谋求出路，也是为了聪明的长七不至于被埋没，牧口养父母在村里一些德高望重者的大力
支持下，将年仅14岁的长七送到当时正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北海道港口城市小樽，并拜托在北海道
的叔父照顾。
在叔父的关照下，长七来到小樽警察署当杂役，帮助倒茶、跑腿、整理文件，没事时，就倚桌看书。
下班后的长七更是刻苦学习，晚上常常抽空至叔父家附近的寻常高等小学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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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的长七还把不多的薪水都用来买书，而且只要有空闲，就抓紧时问埋头苦读。
署员们亲切地称他为&ldquo;学生杂役&rdquo;。
幸运的是，长七的勤奋、责任心和向学之志得到了由小樽郡长兼任的警察署长森长保的赏识。
1889年3月，森长保由小樽调往札幌的时候，也让长七作为署长家的寄食生一同前往。
同年，森长保将长七以郡区长的名义推荐送入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学习。
学校采取寄宿制，不仅发制服，每个月还有一些助学金。
这对贫寒的长七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师范学校的学习经历对牧口常三郎的人生道路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一段经历，这既是他终生从事教育的
起点，也为他后来形成创价教育思想提供了重要契机。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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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部2007年度人文社科项目、创价大学2006年度中日友好学术交流项目、中山大学三
期&ldquo;211&rdquo;专项基金等最终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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