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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抄 
 

「申此法門，必有魔出，魔若不競起，不知為正法。第五卷云「行解既勤，三障四魔紛然競起。乃至不

可隨不可畏，隨之將人向惡道，畏之則妨修正法」等云云。此釋不僅日蓮本身，亦為門家之明鏡也。謹以

傳習為未來之資糧。」    (御書 九八六頁) 

 

【通釋】 

若是說此法門，必定會產生魔。魔若是沒有競相而起，就無法知道是正法。(摩訶止觀)第五卷中有

「努力於修行與理解時，三障四魔會混入並競相而起。然而，不可隨之，也不可畏懼。隨之則被引入惡

道，畏之則妨礙修行正法。」等。此解釋不只是日蓮本身，也是門下的明鏡。請慎重學習傳承，作為未

來的資糧。 

 

【主要用語解說】 

‧行解 

  →「行」是指修行，「解」是指了解得悟之意。 

‧三障 

  →妨礙佛道修行的三種障礙。 

① 煩惱障—由貪瞋癡等煩惱所引起的障礙。 

② 業障—由五逆、十惡等業所引起的障礙，藉由妻子等身邊的人顯現障礙。 

③ 報障—由過去的惡業之報所引起的障礙，藉由權力者或父母等顯現障礙。 

‧四魔 

  →為阻礙佛道修行的四種魔。 

① 煩惱魔—以貪瞋癡等煩惱擾亂身心的魔。 

② 陰魔—藉由五陰（色、受、想、行、識）產生阻礙佛道的魔。 

③ 死魔—因修行者本身的死亡，導致修行中斷，或藉由修行者的死亡，引發其他人產生懷疑的魔。 

④ 天子魔—指奪取精氣妨礙成就佛道，以此為樂的他化自在天，也就是第六天魔王。 

 

【背景與大意】 

本篇御書是建治二年（一二七六年）四月，日蓮大聖人五十五歲時，從居住地身延，寫給住在武藏

國池上的池上宗仲、宗長兄弟的書信。哥哥宗仲在大聖人立宗宣言三年後的康元元年（建長八年‧一二

五六年），與四条金吾、工藤吉隆等一同歸依大聖人的教說。弟弟宗長則是在哥哥的勸說下入信。然而，

因為父親康光是極樂寺良觀的虔誠信徒，因此極力反對宗仲、宗長兄弟的法華信仰。在此情況下，大聖

人教示：「魔若不競起，不知為正法。」說明一連串的考驗，都是因為正確信心所產生的魔的作用。教導

兄弟及妻子們要一心貫徹異體同心的信心。 

 

［参考御書和御指南］ 

『最蓮房御返事』：「為不讓第六天魔王入我身，加倍小心注意則不會近身。」   （御書 五八五頁） 

 

『兵衛志殿御返事』：「必有三障四魔之障出現，賢者悅，愚者退。」      （御書 一一八四頁） 

 



○日如上人猊下指南 

各種障魔在守護正確的佛法教說、構築幸福時，就會如影隨形地競相而起。魔力強盛，要從其影響

力中掙脫，雖然很辛苦，但是，正是在與魔的戰鬥中，有著佛法修行的要諦，認真唱念題目，投身於正

法廣布前進的話，必定能夠看穿魔，打開光明的未來。然而，魔必定也會在我們的信心流於惰性時，乘

虛而入。這是魔之所以是魔的緣故。為了不輸給魔，構築強盛的信心，要日日月月唱念題目，實踐折伏，

增強自行化他的信心為要。不流於惰性讓魔有機可乘，如「魔若不競起，不知為正法」的教示，反而要

喚起障魔，將之視為信心成長的契機而前進，才是重要。畢竟，信心就是和魔之間的戰鬥。確信障魔出

現時，就是成長的機會，歡喜果敢地更加努力於勤行、唱題和折伏，毅然粉碎障魔，堂堂地步上勝利之

道，這是我由衷之所願。                       (『大日蓮』 二○一五年十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