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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初心成佛抄 
「當世之人，雖無行惡事，然依違背法華經之失，墮地獄無疑，總之，須強說法華經使其聽聞。信者可

成佛，謗者成毒鼓之緣，亦可成佛也。無論如何，法華經之外無佛種也。」 

 (御書 1316 頁) 

 

［通釋］ 

今世之人，總因違背法華經之罪，死後墮入地獄無疑。因此，無論如何應強說法華經令對方聽聞。

信的人能成佛，誹謗的人成為毒鼓之緣而成佛。總之，除了法華經之外，別無佛種。 

 

［主要用語解說］ 

⚫ 雖無行惡事～墮地獄 

→意思是說，雖然沒有直接誹謗法華經，但信仰邪宗教的行為，就是違背正法，會墮地獄。 

⚫ 毒鼓 

→涅槃經中所說的「擊打塗了毒藥的太鼓，即使無心聽聞，只要其音入耳，聽的人也會死亡。」 

（大正藏 12-420A） 

⚫ 佛種 

→以植物的種子譬喻眾生為了成佛得道的因，也就是法華經之肝心‧南無妙法蓮華經。 

 

［背景與大意］ 

本篇御書是弘安元年(一二七八年)，日蓮大聖人五十七歲時，於身延所寫的信函。據說對告眾是住在

駿河國岡宮(靜岡縣沼津市)的信徒妙法尼，但並不明確。 

御書篇名中的「初心」，是指開始發心立志於佛道修行。出生於末法的我們，是在過去一次也沒有

接受下種結緣的本未有善的眾生，因此從這層意思上來說，大家都是初心的眾生。 

本篇御書是採用問答的形式，論述法華經與方便權教的正邪，明示文底下種的南無妙法蓮華經的教

說，才是初心之行者最初聞法下種的唯一本法。又在此文前面，大聖人教示： 

「本來末法之世，對無智之人，無論機之適合與否，唯強說法華經五字之名號，使之受持也。」  

  (御書 1315 頁) 

教導我們於末法，全然說南無妙法蓮華經的教說，也就是實踐折伏，是符合「時」的佛道修行。 

更在後段說述，實踐折伏時，三類強敵必然競相而起，教導我們絕對不屈服於三類強敵，一心一意

貫徹正法流布的信心，才是成佛之道。 

 

［参考御書和御指南］ 

一念三千法門： 

「唱念妙法蓮華經時顯心性之如來。耳聞者滅無量阿僧祇劫之罪。一念隨喜時即身成佛。縱雖不信，

成種成熟，必依之成佛。」                                              （御書 109 頁） 

 



御法主日如上人猊下指南： 

「宗門自古以來即訓誡，以謗法嚴誡為宗是。因此，雖然拚命努力信心，想累積功德，但若有絲毫 

的謗法，至今累積的功德會立即消失殆盡，所以對謗法必須經常不懈怠地小心注意。為此，我們經

常不忘折伏，破折謗法，挺身於妙法廣布，最為重要。」           （大日蓮・2018 年 9 月號） 

 

御講聞書： 

    「今末法乃弘通南無妙法蓮華經之七字，而有利生得益之時也。」  （御書 1818 頁） 

 

御法主日如上人猊下指南： 

末法今時本未有善的眾生，就算沒有直接誹謗法華經，也因相信誹謗法華經的邪義邪宗，不管知或

不知，都成為誹謗法華經的罪，墮入地獄無疑，因此，總之應強說法華經。因為相信的人會成佛，誹

謗的人也會結下毒鼓之緣而成佛。                                （大日蓮・2016 年 9 月號） 

 

御法主日如上人猊下指南： 

我們在折伏時，即使當時遭到對方的反對，但在對方心田下種妙法成為緣，此人最終會入信，因此，

如「總之，須強說法華經使其聽聞」的教示，深深體會此文，以不輸給障魔的勇氣和確信，奮起折

伏，極為重要。                                                 （大日蓮・2016 年 4 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