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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目抄 
 

夫攝受、折伏之法門，如水火。火厭水，水憎火。攝受者嗤笑折伏，折伏者哀憐攝受。無智、

惡人充滿國土時，攝受為先，如安樂行品。邪智、謗法者眾時，折伏為先，如常不輕品。 (御書 五七五

頁) 

 

［通釋］ 

攝受、折伏的法門就像水與火。火討厭水、水憎惡火。做攝受的人嘲笑折伏，行折伏的人悲憫攝受。當

國土充滿無智者、惡人時，以攝受弘通佛法，如同安樂行品中所說。當邪智者、謗法者多時，則要以折

伏弘通佛法，如同常不輕品中所說。 

  

［主要用語解說］ 

【無智】指對佛法沒有智慧。 

【安樂行品】對於文殊菩薩提問的，在惡世中安樂修行法華經的方法，釋尊說身、口、意、誓願的四安

樂行，明示初心菩薩的修行法。 

【邪智】不懂佛法的淺深、勝劣，擾亂正法的聰明智慧。 

【常不輕品】教示常不輕菩薩的菩薩行，說誹謗法華經行者的罪報，以及護持者的功德。 

 

［背景與大意］ 

本篇御書是文永九年(一二七二年)二月，大聖人五十一歲時，於佐渡的塚原三昧堂所著。本篇御書

表面上是賜給四条金吾賴基，但更深層的意義，是寫給全體門下的御書，全篇分為上下二卷。題號是大

聖人自己的意思，『開目抄』的「開目」，是打開佛法中無智的一切眾生之盲目的意思。相對於『觀心

本尊抄』為「法本尊開顯之書」，本篇御書是「人本尊開顯之書」，是御書五大部之一的數一數二的重

要御書。御書的內容，上卷部分是以五重相對，判斷外道乃至釋尊一代諸經的勝劣淺深，下卷揭明大聖

人正是主師親三德兼備的佛。本文為下卷的後半部分，列舉攝受、折伏的弘教方法，教導在邪智、謗法

者多的末法時代，須以破邪顯正的折伏去弘通佛法。 

 

［参考御書和御指南］ 

『佐渡御書』「佛法應依攝受、折伏之時。」（御書五七八頁） 

 

法華經常不輕菩薩品第二十 

「我深敬汝等  不敢輕慢  所以者何  汝等皆行菩薩道  當得作佛  (我深深尊敬你們，絕不輕忽怠慢。

因為你們都在修行菩薩道，一定會成佛。) 」(法華經 五○○頁)  

 



日如上人指南 

「經由我們在折伏中遭遇的各種困難，消滅過去世以來的罪障。這便是法華經『不輕品』中所教說的不

輕菩薩的折伏姿態。認為『跟對方說這種話會不得了。』畏懼難而不折伏，是最不好的。在這種情形

下，好好唱念題目，勇氣就會湧現。從這樣的意義來看，好好唱題極為重要。當然，不確實做早晚勤

行也不行。若確實做到，絕對會湧現出勇氣。大聖人於『御義口傳』中指南：『於末法，今日蓮等類之

修行，乃修行妙法蓮華經時，當知以難來為安樂也。』（御書 一七六二頁）從這層意義來看，希望在

今後的奮戰中，不分男女老少，每一個人都要精進於折伏。」（『折伏要文』 一六○頁） 

 

日如上人指南 

「在大聖人諸御書中，斷言看見法華經之敵而不責備、不折伏者，就是涅槃經中所說的『無慈詐親』者，

是『佛法中怨』者，也就是佛法中所怨。然而，大聖人諸多對不折伏者的嚴厲教示，反過來說，就是

教示實踐折伏者的功德有多麼大。（中略）現在尤其重要的是，就算以頭腦理解到折伏的功德有多大也

是無用，更進一步而言，不是理論，而是從自己實踐折伏中體驗此功德，最為重要。」（『大日蓮』 二

○一八年五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