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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法實相抄 
 

「日蓮一人首唱南無妙法蓮華經，繼而二人、三人、百人次第傳唱之。未來亦然。此豈非地涌之義乎。

且廣宣流布之時，日本舉國奉唱南無妙法蓮華經之事，應以大地為標的。總之，應揚名於法華經而委身

之。」   (御書 666 頁) 

 

【通釋】 

日蓮一人首先唱出南無妙法蓮華經，接下來二人、三人、百人陸續傳唱。未來也是如此。這才真正

是地涌菩薩的意義。不僅如此，於廣宣流布之時，日本國中的人們一同唱念南無妙法蓮華經，就如同以

大地為標靶射箭一般，為確實之事。總之，請以法華經行者之名揚名，一切交付給御本尊。 

 

【主要用語解說】 

‧地涌 

指於法華經『涌出品』中，以上行菩薩為上首的六萬恆河沙菩薩。上行菩薩於『神力品』中，接受

釋尊的付囑，受託末法的法華弘通。此上行菩薩的本地，即是久遠元初自受用報身如來，大聖人於龍口

法難拂去垂迹上行之身，開顯出久遠元初之本佛的立場。地涌之義是指於末法弘通大聖人妙法的人不斷

出現，如地涌菩薩湧出一般。 

 

【背景與大意】 

本篇御書為文永十年(一二七三年)五月十七日，日蓮大聖人五十二歲時，於佐渡一谷所作，賜給同樣

住在佐渡的最蓮房日淨。內容是大聖人針對由天台學僧成為大聖人門下的最蓮房，提出關於法華經方便

品中說的「諸法實相」之問題的回信。在御書的結尾，大聖人教示，「務必勵行行學二道。」(御書 668 頁)

勸勉我們，要實踐以信心為根本的修行，以及鑽研教學，然後以「若有力，縱一文一句亦當為人言語。」

(御書 668 頁)教導我們，盡最大的努力精進於折伏行。 

 

【参考御書和御指南】 

諸法實相抄「若與日蓮同心，豈非地涌之菩薩乎。」                              （御書 666 頁） 

 

御法主日如上人猊下指南： 

「我們的一生，就是指我們所擁有的時間。因此，奉獻生命，也可以說是在一生中，能夠奉獻多少 

尊貴的時間給佛的意思。」                                        （信行要文 7―104 頁） 

 

諸法實相抄 

「日蓮一人首唱南無妙法蓮華經，繼而二人、三人、百人次第傳唱之。」            （御書 666 頁） 

 

御法主日如上人猊下指南： 



「折伏都是一對一。畢竟，『希望對方幸福』的心，在一對一開誠布公的談話中，才會奏效。（中略）

所謂折伏，就是像大聖人的行為一樣，先從一個人開始，接著二人、三人、百人陸續傳唱開來。這

就是折伏的原型。」                                                （折伏要文 145 頁） 

 

御法主日如上人指南 

重要的是，每一個人不是以旁觀者，而是以主體者的身分奮鬥。旁觀者與主體者有著明顯的差別。主

體者是行動的人。（中略）那麼，要怎樣才能成為主體者呢？首先，抱持著堅定的自覺是必要的，不

是嗎？也就是說，每一個人都要確實抱持著身為地涌菩薩的自覺。大聖人於『諸法實相抄』中教示： 

「無論如何，此次既已致力信心，徹底為法華經之行者，始終為日蓮之一門。若與日蓮同心，豈非 

地涌之菩薩乎。」                                                      （御書 666 頁） 

應詳加拜察「若與日蓮同心，豈非地涌之菩薩乎。」之文。 

（大日蓮・2007 年 5 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