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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體同心事 

「若異體同心萬事可成，同體異心諸事不成，此於外典三千餘卷中已定之。(中略) 日本國之人雖眾，若

同體異心，諸事難成。日蓮一門，若異體同心，人雖寡亦得成大事，法華經料必可弘通也。惡雖多不勝

一善。」                                    (御書 1389 頁) 

 

【通釋】 

若是異體同心，所有的事都可以成就；同體異心的話，任何事都無法達成。這在外典三千餘卷中已

有定論。 

日本國的民眾雖然很多，但若是同體異心，不管什麼事都難以達成。日蓮一門因異體同心，雖然人

少也能成就大事，確信法華經(三大秘法的正法)也必能弘通。所謂惡雖多，也無法勝過一善。 

 

【用語解說】 

①. 異體同心 

身體雖然不同，但團結一心，同心協力。 

②. 同體異心 

即使身體相同，但內心和想法卻不同。指同處一集團內，心卻四分五裂、各自為政之意。 

③. 佛典三千餘卷 

指佛教以外的眾多經書。 

④. 一善 

指日蓮大聖人教說的正法（三大秘法）。 

 

【背景與大意】 

本篇御書是圖顯本門戒壇之大御本尊兩個月前的弘安二年（1279 年）8 月，日蓮大聖人 58 歲時，從

身延寫給在駿河國富士上野（現在的總本山一帶）擔任地頭的南条七郎次郎時光的信。 

內容是首先對時光供養的小袖和服與錢財等表示感謝，接著指出，熱原法華講眾要克服頻頻發生的

法難，必須要有異體同心的信心。並說述媚世的謗法無法勝過正法，最後稱讚時光至今為止的認真奉公，

作為結語。 

 

［参考御書和御指南］ 

『生死一大事血脈抄』： 

「日蓮之弟子檀那等，無自他彼此之心，成水魚之思，異體同心奉唱南無妙法蓮華經，云生死一大事之

血脈也。然今日蓮所弘通之究竟，此也。若然，廣宣流布之大願亦可成歟。」   (御書 五一四頁) 

 

日如上人御指南 

「原本，本宗的寺院就是作為各地區大法弘通的法城而建立，以此意義與目的為主體時，即有其存在意

義與重要的使命。並且，為了實證寺院作為寺院的效用，最重要的就是僧俗一致、異體同心的團結。在

指導教師之下，講頭、副講頭、幹事和全體講員，異體同心努力於妙法廣布時，一天廣布的大願必定實



現。（中略）相反的，若每一個人各自為政，什麼事都無法達成，此事，大聖人於『弁殿御消息』中教

示，『磕破頭之祈，尚未應驗者，覺其中有心退轉之人。』（御書 九九八頁）『磕破頭』意思是說，即

使為了祈念磕破了腦袋，仍然沒有應驗，是因為其中有『心意反覆之人』，也就是有異體異心者。正如

『若異體同心萬事可成，同體異心諸事不成』的教示，唯有異體同心的團結，才是勝利的關鍵。然而，

所謂的異體同心，絕不是指單純的感情融洽而已，而是指講中每一個人雖然性格、容貌、外形各異，但

將焦點聚焦在廣宣流布上，同心奮戰之意。」     （大日蓮・平成二十八年(二○一六年)六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