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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条兵衛七郎殿御書 

 

縱為何等大善，書寫法華經千萬部，得一念三千觀道之人，若不責法華經之敵，則得道難矣。譬如入朝

之人，雖奉公十年二十年，知君之敵卻不稟奏，己亦不怨，非但奉公皆失，還得咎矣。當知，當世之諸

人乃謗法者。                                (御書  三二二頁) 

 

［通釋］ 

無論累積了多大的大善、抄寫法華經千萬遍、領悟一念三千觀道的人，若不責備法華經的敵人，就

無法成佛。例如，在朝廷任職十年、二十年的人，雖然是奉公，但知道主君的敵人卻不稟告，而且自己

也不責備此敵的話，不但奉公的功績全部消失，反而更會遭到責罰。當知，現在的人們皆為謗法者。 

 

［主要用語解說］ 

【一念三千觀道】領會自己的一念中具有三千諸法的修行。了悟天台大師依據法華經方便品的十如實相

之文，所立的十界互具、一念三千的法門。這裏是指只有自行的修行。 

【法華經之敵】敵對法華經的人。在末法，即是違背日蓮大聖人三大秘法的邪義邪宗的謗法之人。 

 

［背景與大意］ 

本篇御書是大約在小松原法難一個月後的文永元年(一二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蓮大聖人四十三

歲時，從安房(千葉縣)寫給南条時光的父親南条兵衛七郎的信函。兵衛七郎是侍奉執權北条家的武士，原

本住在伊豆國南条鄉，但因為之後移居富士，成為掌管上野之地的地頭，而被稱為「上野殿」。原為念佛

信徒，但據說於弘長年間，接受大聖人的教化而入信。 

如『聖人御難事』中的： 

「頭部負傷，左手折斷。」   (御書 一三九六頁) 

大聖人在小松原遇難，但是在傷勢尚未復元下，獲悉兵衛七郎病重，立刻寫了這篇御書。首先慰問

臥病在床的兵衛七郎，接著以宗教的五綱，破折念佛的邪義，說法華的正義，繼續敘述小松原法難的情

形，最後諭示： 

「如果比日蓮先死的話，請自稱是日本第一法華經行者日蓮的弟子。不過，念佛和法華經並行的信

心，成佛是不會實現的。」   (御書 三二六頁‧取意) 

拜讀的御書部分是指，並非只有自行的信心就好，斷言若不呵責法華經之敵的諸宗謗法，不做折伏

行的話，就沒有成佛得道，強力地督促實踐折伏。 

 

(参考御書和御指南) 

南条兵衛七郎殿御書 

「現在更是發起大信心，破折錯誤教說之時。」            （御書 三二五頁・取意） 

 

阿佛房尼御前御返事 

「見聞卻置之不誡，眼耳二德忽破，大無慈悲也。章安云『無慈詐親即是彼怨』等云云。」 

（御書九○六頁） 

 



日如上人指南 

『中庸』中有：「人能一之己百之，人能十之己千之。」（『漢籍國字解全書』一四  五一七頁）是說

如果別人一次能做到，自己就做一百次；別人十次就達成的話，自己就重複做一千次。任何事都以這

樣的決心去面對的話，即使是愚鈍之人，或是非常柔弱的人，也能夠成就大事。現在，我們的信心

中，特別是折伏，要像這段話所說，別人做一次，自己就試十次，別人做一百次時，自己就做一千

次。我認為應該要好好自省，不是嗎？           （『大白法』  二○一八年一月一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