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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滅後五五百歲始觀心本尊抄 
 

天台云「見雨猛知龍大，見花盛知池深」等云云。妙樂云「智人知起，蛇自識蛇」等云云。天晴則地明，
識法華者可得世法矣。為不識一念三千者，佛起大慈悲，將此珠裹於五字之內，懸於末代幼稚之頸矣。          
(御書  661~2 頁) 
 
 
［通釋］ 

天台大師云：「見雨傾盆而下的樣子，就知道龍之大，看見花盛開的情形，就知道池子之深。」妙樂
大師云：「智人知道佛法的興起，而蛇自然知道自己是蛇。」如同天晴時大地的樣子也隨之明朗清晰一般，
了解法華經者也能夠得到世法。 

對不知一念三千法門的人，佛興起大慈悲，將此珠裹於妙法蓮華經五字之內，懸掛於末代幼稚之人
的頸上。 

 
 
［主要用語解說］ 
●天台大師→中國隋代的智者大師，中國天台宗的開祖。 

 

●妙樂大師→中國唐代的天台宗第六祖。 

 

●一念三千 

→指一念的心中，具足三千諸法。剎那的一念中有十法界，此十界各具有十界而成為百界，再具有十如
是而成為千如是，千如是又具有三世間而成為三千世間。 

 

●末代幼稚→指貪瞋癡三毒強盛、迷惘痛苦的末法本未有善的眾生。 

 

 

［背景與大意］ 

本篇是文永十年(一二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大聖人五十二歲時，於佐渡的一谷所作，賜給富木常忍
的御書。自古以來，即稱『開目抄』為「開顯人本尊之書」，此御書則稱為「開顯法本尊之書」，為五大
部御書之一。 

本篇御書首先教示法華經中說示的地涌菩薩之出現，及其真實的意義。然後再明示於五五百歲，也
就是末法，上行菩薩之再誕‧內證久遠元初之御本佛日蓮大聖人出現，才開始顯揚弘通的觀心之本尊。
從這個意義上，第二十六世日寬上人指南，題號應讀為『如來滅後五五百歲始觀心本尊抄』。 

末法之觀心即是受持御本尊，此本尊乃文底下種的南無妙法蓮華經之御本尊，此外無他。 
這次拜讀的段落，是本篇御書結尾的部分，敘述地涌菩薩出現於末法的先兆，教示對於不識一念三

千者，御本佛日蓮大聖人發起大慈悲，建立事之一念三千的御本尊，救濟末法的一切眾生。 
 

 

［参考御書和御指南］ 

 

觀心本尊抄「此時地涌千界出現（中略）一閻浮提第一之本尊，應立於此國。」   （御書  661 頁） 

 
日寬上人『觀心本尊抄文段』：「知世法者，即知天變地夭為地涌出現之先兆也。」  （御書文段  285 頁） 

 

 



御法主日顯上人： 

「所謂『識法華者得世法』，即是識法華者，因四大菩薩及其出現而得以成就。正像時未曾有的大地
震、大彗星等的發生，即是日蓮大聖人出現，圖顯大御本尊的先兆，了解這件事，就是真正了解法華，

得到世法。因此，具有透過大法弘通及其大利益，天晴地明的世法才現出之深意。」 
   （觀心本尊抄講話 5-2  57~8 頁） 

 

日寬上人「當我們信受御本尊，唱念南無妙法蓮華經時，我身即與一念三千之御本尊、宗祖日蓮大聖人
成為一體」                            （御書文段 285 參照） 

 

『種種御振舞御書』「於末法之始，弘揚於一閻浮提之瑞相，日蓮為先驅也。」  （  御書 1057 頁） 
 

『上野殿御返事』「願我之弟子等，發起大願。」                 （  御書 1428 頁） 

 

日如上人指南 

我們一同以正法正義為基礎努力於信心，實踐折伏的話，一定會發生種種的難，阻礙正法流布。

誠為「申此法門（中略）魔若不競起，不知為正法。」（御書  986 頁）因此，不擊敗此大難，無法獲
得真正的幸福。『御義口傳』教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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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2 頁）要了解，喚起難，再將難擊敗時，才能消滅過去遠遠劫以來的罪障，
達到一生成佛。                        （大日蓮・平成 31 年 1 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