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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池田大作先生的思想体系中 ,和平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而且在冷战后

世界格局的重组方面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池田大作的和平思想有其深厚的宗教渊源 、

师承渊源和战争渊源;他重视教育 ,创办创价大学 ,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 ,为中日两国 21世纪

的友好合作及东南亚乃至世界和平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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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大作先生①作为当今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宗教领袖 、摄影家和桂冠诗人 ,以其奋进不辍的

精神 ,建构了独具特色的世界和平思想 。据此 ,本文拟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 、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的渊源

故人云:“夫千金之珠 ,必在九重之渊” [ 1](《列御寇》)、“源清流洁 ,本盛末荣 。”[ 2](泗水亭碑铭)世事皆有

渊源 。从这种意义上讲 ,池田先生和平思想同样有其深刻渊源:

(一)宗教渊源。1993年 9月 24 日 ,池田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了《二十一世纪文明与大乘佛

教》的重要讲话 。他站在世界社会发展史的高度指出:“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 tus)曾留下了一句

名言 :̀万物不断转化' 。 ……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现象 ,一切都在变化 、不断地变化 ,一刻也不会停

止 ,长久观之 ,就算是多么坚固的金石也难免受到岁月的磨蚀。” [ 3]
(第 31 页)他认为:20世纪是战争与革

命的世纪 ,是人类社会令人瞠目的变化世纪。此乃佛教之眼所把握的“诸行无常”的真相。从宇宙观的

角度讲 ,就是所谓的“成住坏空” ,即世界由成立 、变化 、崩坏 ,然后再到成立 。正因为这样 ,他以其独到的

智慧 ,确认大乘佛教是 21世纪开创和平的源泉。他明确强调:“自古以来 ,佛教具有和平的形象 ,最大的

理由就在于摈除暴力 ,彻底重视对话或言论。”[ 3]
(第 34 页)他认为释尊是主动对话的人 ,因为雅斯贝斯

(Karl Jasper s)将弟子痛悼释尊之死的悲哀 ,评价为“痛失自在使用言语的人” 。因为佛典记载释尊是

“以欢喜待人 ,不颦眉蹙额 ,春风满面 ,主动对话的人” 。有史为证:在释尊所处的时代 ,霸权主义大国摩

揭陀国(M agadha)企图征服邻国跋祇(Vajji),释尊巧妙陈述国家盛衰之理 ,毅然制止了战争 。池田先生

认为 ,值得推崇释尊其人的理由如次:一是释尊主张“拔掉无形之箭” ,亦即在人们心中消除“对差异的固

执” ,只有克服对人的歧视意识 、对差异的固执 ,才是开创和平与普遍人权的第一要义和实现开放对话的

黄金法则 。二是释尊的人格力量可以带来和平。释尊在仲裁部族之间的纷争时 ,为了使恶匪洗心革面 ,

总是着眼于使其发现内在之恶这一支箭 ,从而反映了释尊的对话特征 。正因为这样 ,别人用武器不能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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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的人 ,释尊却能不用武器降伏。不难看出 ,大乘佛教的释尊主张以对话消除对抗和纷争的事迹 ,正是

催生池田先生和平思想得以产生的宗教渊源 。

(二)师承渊源。池田先生的两位恩师对其和平思想的产生有着直接影响。池田大作先生的第一位

隔代恩师是牧口常三郎② 。牧口先生认为当时日本的教育系统不但窒息独立性的思考 ,并阻碍了学生

对于幸福的追寻和创造力的发挥。因此 ,他殚精竭虑 ,为日本的教育制度寻求改革 ,坚决反对把教育贬

为助长国家政策的工具。确立将学生的幸福确立为最终目的 ,并将其视为教育的真正义务。此即牧口

先生的教育理念 ,而这种教育理念就是其所创立的“创造价值”理论 ,这种理念有效地推翻了日本军国政

府的歪理邪说。此外 ,牧口先生在日本发动了影响巨大的宗教革命。1928年 , 57岁的牧口归宗于日莲

佛法 ,两年后又与学生户田城圣创立了创价教育学会 ,此即当今之创价学会和国际创价学会 。当时 ,日

本政府为了拉拢国民 ,以强硬手段 ,把充满法西斯主义色彩 、并推崇祭拜天皇的日本神道确立为全民必

随的宗教 ,企图博得他们对战争的支持 。对此 ,牧口先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 。牧口先生是创价学会

的开创者 ,而作为优秀晚辈和创价学会的卓越继承人的池天大作正是在接受牧口先生上述的理念之后 ,

才在创价学会乃至国际学术思想界倡导和弘扬和平思想。池田先生的另一恩师是户田城圣③(1900年

-1958年)。户田是日本的著名教育家 、出版者和企业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牧口和户田因反对军政

府的独裁政策 ,招致被捕入狱 。在狱中 ,户田对日莲佛法潜心钻研 ,精益求精 ,从而对“万人皆怀佛性”加

深了理解 ,坚信实践日莲佛法是敞开这一佛性的必经之道。二战结束后 ,户田获释 ,在狱中逝世的牧口

与他辛勤创立的创价教育学会濒临瓦解 。为此 ,户田投身于学会的重建工作 ,并将其改名为创价学会。

户田教导全体信众 ,修行佛道 ,進行“人間革命” 。战后的日本人民饱受贫穷 、病痛等痛苦煎熬。户田解

说日莲佛法 ,使他们从心理的深处得到了慰藉 。户田在坚持日莲佛法高深教义的同时 ,又将其活用于人

们的日常生活。通过他那切实易懂的教导 ,使广大中下层日本人民重新点燃了希望火花。户田反对核

武器的制作 、试验和使用 ,并于 1957年 9月 8日发表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 。他认为 ,核武器亵渎生

命的尊严 、威胁人类的生存 ,并呼吁创价学会的青年为废除核武器和构建和平世界倾注全力 。由此可

见 ,牧口 、户田关于人类幸福和平的教诲 ,乃是池田先生和平思想得以产生的第二个渊源 。

(三)战争渊源。池田先生不仅亲身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 ,而且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进

行了坚决批判。在池田先生的诸多诗篇中 ,有一篇著名的《黎明的八月十五日》[ 4]
(第 64-87 页),其基本内

容为:“八月十五日 ,傲慢愚劣的 、掌权者统领的 、日本国战败之日。 ……八月十五日 ,日本打输了 ,全面

败北 。自以为了不起 ,虚荣傲慢的日本 ,被反击炸弹和利剑彻底击溃。 ……我们对那场战争 ,一直抱否

定态度;我们对那场战争 ,从来也不予承认。”

正是日军的不义战争 ,使先生从内心萌生出了对于世界和平的热望。他高呼:我们站起来了 ,为了

广宣流布这一世界和平运动 ,站起来了 ! ……因为那是人间之道 ,信仰之道 ,和平之道 ,正义之道! 他作

为日本的有识之士 ,将日本的战败投降视为世界和平的新曙光。他说:“八月十五日 ,愿把这一天变成:

亚洲各国人民 ,称许的日子;世界各国人民 ,尊重的日子 。今年的八月十五日 ,是新世纪之青年处罚的日

子。又是永久和平的纪念日 ,生命之世纪的光荣的纪念日。”

这些诗句 ,重点抒发了三个方面的情怀:既深刻批判了日军对华侵略的滔天罪行 ,又据实揭示了不

义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同时也对世界和平进行了热情地讴歌和礼赞!

事实证明:池田大作先生的世界和平思想的确有其深厚的宗教渊源 、师承渊源和战争渊源 ,之所以

对池田大作这些和平思想的渊源进行专门探讨 ,其原因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这些渊源作为一

种特定的社会存在 ,对池田大作世界和平思想的整体形成起到了极大的催生作用。

二 、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的内涵

池田先生曾经说过:“理性的作用是将复杂的对象分解为单纯的构成因素。与此相反 ,直觉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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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对象作为整体来认识 ,并直接探索其内部的本质。”
[ 5]
(第229 页)倘若用理性加直觉的方法对池田大

作先生的世界和平思想进行研究 ,就不难发现 ,其内涵非常丰富:

(一)反对战争 ,坚持世界和平 。大量材料证明:池田先生在反对战争 、坚持和平方面有着系统的探

索和研究 。他在与汤恩比博士的对谈时就明确指出:“战争的本质 ,一直被认为是以武力进行的政治 、外

交的一种形态。现代的战争及战争准备 ,当然有政治因素 ,不过 ,更重要的还是源于经济因素……关于

从地球上消灭战争的方法 ,当然得从各种角度讨论 。现在各国的军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百分比很大 ,

其背景大概有种种原因。然而经济的巨大发展是与战争相关的一个重大因素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在这样的状态中 ,如能找到不停止经济发展而又能杜绝战争和战争准备的途径 ,这对人类可以说是一个

很大的进步”
[ 5]
(第 24页)。

这是关于新世纪消弭战争 、坚持和平的伟大倡言! 也是鉴于人类经由 20世纪充满战争却未能从根

本上解决人类发展的诸多问题而对 21世纪坚持和平发展的全新探讨 !这一倡言 ,得到了汤恩比教授的

积极回应:“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变态的外交行为 。” ……我觉得……战争是外交失败的报

复 ,更逼近真实 。的确 ,通过外交解决不了的纠纷 ,实际上往往会付诸战争手段的。但是通过战争解决

问题往往要以大规模的死亡和荒废作为代价 。由此又引起新的问题 。这些问题往往还要通过下次战争

来解决 ,这样就不断诱发出很多战争。历史证明 ,通过战争圆满解决纠纷的事例几乎是没有的 。所以也

很少有通过战争长久解决问题的事例”
[ 5]
(第 24 页)。

他们的对话 ,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讲谈 ,而是就 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走向所进行的探讨。

在这种探讨中 ,池田先生旁征博引 ,坚决摈弃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肯定论” ,指出“战争是绝对的坏东西 ,

是向人的生命尊严的挑战 。”他一方面肯定“战争一直是经济发展的巨大因素” , “战争准备是市场需要扩

大 ,起到了刺激经济发展 ,掩盖不稳定的巨大作用 。这样 ,战争进而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另一方面 ,

他认为“现代人经历了太多的战争 。我们必须消灭破坏文明 、夺走宝贵生命进而招致人类灭绝的战争。”

其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对经济状态这个战争最大的源泉进行根本变革……比如社会保险 ,充实教育 、

建设住宅 ,对外援助等等 。这些都需要巨额资金 ,足以刺激各国的经济发展 。”
[ 5]
(第 250 页)在战争的本

质及其未来方面 ,池田先生认为战争是人类“同种之间的相互残杀” ,所以他所关心并特别研究的是:“需

要什么条件 ,才能避免战争? 特别是怎样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建立持久和平?”在与汤恩比博士探

讨这些有关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后 ,池田先生极其鲜明的阐发了自己的观点:“所谓和平是相互之

间不加任何恐怖于对方 ,相互衷心信赖 ,相互爱护的一种状态 ,这样的和平状态才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状

态。惟有这样才可以称之为人类社会。我想说建立这样的社会才是人类的政治指导者 、思想家 、所有知

识分子最大的课题”[ 6](第 32 页)。

显而易见 ,反对战争 ,坚持和平是池田大作先生世界和平思想的基本内涵 ,其所希望的是建成以不

加任何恐怖于对方 、相互衷心信赖 、相互爱护为特征的人类正常社会 。建成这样的社会 ,是所有政治家 、

思想家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基本课题和重要任务。

(二)珍爱生命 ,主张以人为本 。在池田先生的世界和平思想体系中 ,珍爱生命是其坚持人本思想的

重要前提 。在他看来 ,不重视和珍爱生命 ,就谈不上以人为本。他从科学的角度尊重苏联奥帕林和英国

潘纳尔等关于生命起源的学说 ,但更为重要的是 ,他想探讨的不是生命“怎样”从无生命的物质世界中诞

生 ,而是探讨“为什么”诞生的问题 。也就是说 ,他所探讨的重点乃是生命的本质 。他说:“`生命是什

么?' `生命是从哪里来的 ?' ———这些问题似乎很容易 ,其实谁也不清楚 。但是 ,不能因为不清楚就置之

不问 。何况现代这个时代 ,可以说是`压迫生的力量' 的时代 。换句话说 ,是`人越来越远离人的时代' 。

正因为如此 ,就必须要破除这道墙壁 ,必须要恢复对一切众生的同情和景仰 ,大力扩大`生命的力量' 。

所以 ,我希望现在要极大地关注永恒的 、广大无边的生命。 ……一定要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人权的世

纪' ,一定要造成一个不受眼前的利害得失束缚的社会。为此 ,首先要自己珍视自己 ,怀着骄傲 ,毅然地

生活下去 。这样的人也会珍视他人的”[ 6](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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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先生在此将生命的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 ,希望人们相互同情和支持。他所说的“人权

的世纪” ,实际上就是人类和谐的世纪 、摈弃眼前利害的世纪 、勇于生活和生存的世纪乃至珍视他人的世

纪。这是传统生命观的理性反映和理论升华 ,可谓言简意赅 ,发人深省。如果这些珍视生命的丰富内容

能够成为前所未有的前提 ,那么 ,中国孟子早就倡导的以民为本就会成为 21 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不可抗拒的正气和潮流。

诚然 ,早在先秦时代 ,孟子就提倡以民为本。尔后的学者们对其研究 ,说明其影响的确深远。但是 ,

真正实施起来总是那么困难。原因何在 ?池田先生在我国的深圳大学谈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 。他说:

“归根结柢 ,问题就是`人' 本身 。因为人逐渐忽视了`做人的根本条件' ,所以现代文明的危机的本质 ,的

确是`人的危机' 、̀人性危机' ”
[ 3]
(第 50 页)。

他从深圳巨变切入 ,系统阐述了后冷战时代的人类将建构怎样的和平世界体系 ,同时也谈及了马克

斯·韦伯 ,并充分肯定了中国人本主义的绪脉及其作用 。他认为:人是基点 。倘若在这个基点上出了问

题 ,就会出现“人的危机”和“人性危机” 。所以 ,只有有效地认识和克服这些危机 ,才能真正做到珍视生

命 ,履践以人为本。

(三)奋进开拓 ,推进中日友好。1968年 9月 8日 ,池田大作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

言》
④
。研究所及 ,认定该《倡言》是先生奋进开拓 、为架设中日两国友好金桥的伟大创举 。他认为:从当

时日本的情况看 ,必须打破中日两国隔绝的坚冰 ,恢复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 ,建立中日两国邦交正

常化的国交关系 。所以 ,他明确指出:“在现在的世界形势下 ,中国问题已经成为实现的道路上的一个非

常重大的难题” ,“现在中国遭到紧紧的封锁。从历史的传统 、地理的位置和民族的亲近来说 ,握有打开

这种封锁的最强有力的钥匙的 ,非我们日本莫属。”其实质就是还中国以应有的国际地位 ,让中国参加国

际问题的讨论。所以 ,先生明确倡言:“第一 、要正式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第二 、要为中国准备在联合国

的合法席位 ,让其参加国际讨论的场所;第三 、要广泛推进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7](第 4-5 页)。

当时 ,日本右倾势力攻击先生倡言 ,西方列国联手孤立中国 。在那种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中 ,先生

直接呼吁日本政府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 、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并积极推动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

交流 ,充分体现了先生极大的政治智慧和革命胆略 。正是先生这一对华友好的倡言 ,拉开了战后中日邦

交正常化的序幕 ,为中日两国的 21世纪的友好合作和东亚乃至世界和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

三 、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的特质

纵观人类社会已经走过的历程 ,无不伴随血雨腥风的战争。当然 ,在非正义战争和分裂战争一次又一

次爆发之后 ,作为回应 ,正义战争和世界局部的统一战争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起到过

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 ,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因为战争这种特殊工具的使用和作用的发挥都是以

人的生命的大量伤亡和对文明的巨大破坏作为代价的。故此 ,池田先生重点思考:能否在人类经历以往战

争苦难的基础上 ,以人类和平共处和和平发展的方式共建新的区域文明和世界文明 ?深入研究考察之后 ,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大体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而这三个方面正好构成了先生和平思想的特质:

(一)增加理解。21世纪是人类社会的新世纪 ,人与人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要相互尊重 ,增加理

解。这是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的首要特质 。在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方面 ,他做了大量而又成效显著的工作:

如上所述 ,1968年 9月 8日 ,先生在东京发表了著名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 。这个《倡言》不仅是理

解日本和中国的经典文本 ,而且是日本乃至东亚地区相互理解的时代宣言 。因为在这个《倡言》中 ,先生

从理解的角度就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问题阐述了以下观点:“所谓的邦交正常化 ,是彼此的国民之间能相

互理解和交流以增进彼此的利益 ,乃至能为推进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才有意义”
[ 7]
(第 9 页)。

为了增加理解 , 1974年 12月 5日 ,池田大作先生访问中国 ,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这次具

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不仅使先生更加理解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 ,而且在理解的基础上为中日邦交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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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实现开启了大门 、架设了金桥 。把眼光从中日两国的利益放开去 ,池田先生为了增加世界各国人民

之间的理解 ,他远涉重洋 ,飞越千山 ,先后在世界各国的重点大学发表了《从文明摇篮出发的新丝路》、

《二十一世纪与东亚文明》 、《探索新的统合原理》、《二十一世纪文明与大乘佛教》 、《人生必需的是创造》、

《通过人类团结建设和平世纪》等催人奋发的讲话 ,由此而构成了弥足珍贵的人类 21世纪加强理解的精

神府库。

(二)增进友谊。在伟大的 21世纪 ,人类应该增进友谊 ,这是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的第二大特质 。在

增进友谊方面 ,池田先生作为创价学会的第三任会长 ,就一再申明:(创价)学会的会员无分上级或下级

的“纵向”关系 ,也不是为了某种利益关系而结成的团体 ,而是超越利益 、超越立场 ,是人与人“横向”扩大

的“平等的人间爱” ,借更深的友爱构成的团体 。池田先生不仅在创价学会内部如此倡导人间友情 ,而且

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大力提倡友情 ,并将增进中日两国的友谊视为世界和平的重要条件。在这方面 ,他和

周恩来总理有过推心置腹的交流 ,周总理曾说:“人家越是有困难 ,我们就越要在这个时候去访问以示支

持” [ 7](第 129 页)。

周总理在准备动身访问加纳之际发生了暗杀恩格尔总统的事件 。然而 ,总理如期前往访问 ,并在后

来向池田讲了当时的立场 。池田先生对此深有感触 ,表示要像周总理那样做人 ,并在对华友好方面做些

实事 。他说:“我从我的角度出发尽可能提供与中国友好的机会 。于是组成了约三百人的大型访华团。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风雨雨 ,我都要为中国人民尽一份力 。这是我的信条 ,也是我对周总理的誓

言”
[ 7]
(第 130 页)。

池田先生对周总理有着深厚的感情 ,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所以 ,先生在美丽的创价大学校

园栽植了 “周樱”和“周夫妇樱” , “周樱”和“周夫妇樱”凝聚了以池田先生与周恩来为代表的中日两国

人民友好的深厚情谊 。池田先生的 10次对华友好访问 ,卓有成效地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友谊 。

(三)创造幸福。在伟大的 21世纪 ,彻底消灭战争 ,以和平的方式创造人间幸福 ,是池田先生和平思

想的第三大特质 。如果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只有痛苦和灾难的话 ,那么 ,和平将给人民降下欢欣和幸

福。因此 ,必须重视教育 。更深一步讲 ,教育创造幸福的思想特质 ,体现了池田先生对人类教育与人类

幸福的积极关注 。也就是说 ,在历尽艰辛而换来的和平环境中 ,要有创造性的教育 ,因为创造性的教育

可以给现世的人民和子孙后代带来幸福 。他说:“不论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社会 ,教育都是最大的焦点。

教育成功的社会会日渐繁荣 ,总体会朝幸福的方向迈进 。培育承担下一代重任的青少年的失败的社会 ,

那就会走下坡路 ,是一场悲剧”
[ 6]
(第 109页)。

教育是创造人类幸福的基础 ,成功的教育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和繁荣 ,反之 ,就会酿成社会悲剧。

毫无疑问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创造人的价值 ,而人类价值的充分发挥 ,本身就是幸福 。这是池田先生继

承户田 、牧口两位恩师遗志并重视教育 、兴办教育的根本原因 ,也是先生创办创价大学的思想动力 ,更是

先生关心儿童教育并将创造人类幸福的总体目标寄希望于未来的进步宗教情怀 。

池田大作先生非常幸福 ,因为他在和平思想体系形成之前就成功地把握了诸多幸运 ,这些幸运就是

其和平思想形成的宗教渊源 、师承渊源和战争渊源 。先生深知“幸福”的本质确实有着不为表面的“幸

运”所左右的深度 ,因而奋发进取 ,英勇斗争 ,将个人的幸运和幸福传播开去 、撒向人间。所以 ,这里认定

池田先生幸福 ,是因为上述三大渊源归聚一身之后 ,他就奋进无辍 ,为了人间的幸福努力探索和工作 ,而

正是在这种努力探索和工作的长期实践中 ,升华成了池田先生的和平思想体系 。反对战争 ,坚持世界和

平;珍爱生命 ,主张以人为本;奋进开拓 ,推进中日友好 。这些深邃的和平思想内涵是经由先生在日本这

个近岸型的岛国发掘出来的珍宝 ,其作为巨大的思想能源无疑会带来人类 21世纪的伟大和平和进步。

唯此 ,他呼吁增加理解 、增进友谊 、创造幸福! 这种和平思想的特质虽然是一种时代特定的走向和过程 ,

但可坚信 ,先生的世界和平思想正在并继续有效地指导世界和平运动的伟大实践! 21世纪必将是在人

类痛定思痛后共同营建的和平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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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池田大作先生 1928 年生于东京 , 是国际著名的宗教活动家 , 世界和平运动的领袖 , 著名的教育家 、思想家 、文学家 、

诗人 ,并以著书 、摄影 、诗歌 、演讲等形式将自己的思想及主张广为传播 , 是世界知名的和平人士。池田大作先生是

日本东方哲学研究所 、民主音乐协会 、富士美术馆 、创价学会的创始人。为世界和平事业 ,池田大作先生远涉重洋 ,

历访 50 多个国家 , 先后获得“联合国和平奖” 、“联合国荣誉表彰” 、“桂冠诗人”等荣誉称号 ,也先后被世界 100 多所

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及名誉教授称号 ,被世界 100多个城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他曾与世界各国的著名科学家 、作

家 、政治家和文化人“对谈” , 尤以与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的对谈录《21 世纪的对话》最为著名。池田大作先生的主

要著作有:《人的革命》 、《展望 21世纪对话录》 、《21 世纪警钟》 、《第三座虹之桥》 、《我的人学》 、《探索一个灿烂的世

纪》 。

②　牧口常三郎(1871-1944 年)是日本著名教育改革家 、作家和哲学家。他于 1930 年创立了创价教育学会(创价学会的

前身)。他的一生波澜万丈 , 尤以与强暴权势的对抗为特征。身为一名教师 ,牧口的仁慈广为人知。为了他心爱的

学生 ,竭其所能 , 把学生的利益确立为教育的目的 , 使教育更人性化。但其做法却遭到腐败的教育势利反对而被迫

提前退休。后因反抗日本军国主义政策而被捕入狱。他在牢里因营养失调而逝世 , 享年 73 岁。在最近的几年 , 牧

口提倡的人性教育理念开始备受国际教育界的瞩目。

③　户田城圣(1900 年-1958年)是日本著名的教育家 、出版者 、企业家。户田 20 多岁时从北海道来到东京 , 在牧口常

三郎担任校长的学校执教 ,并对牧口的教育理念敬佩认同。1928 年 ,他跟随牧口归依日莲佛法。 1930 年 , 师徒两人

共创了“创价教育学会” ,此即当今创价学会之前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担任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

④　该《倡言》题名为《中国问题正是世界和平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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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aisaku Ikeda' s Thinking of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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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Daisaku Ikeda's ideology , peaceful thinking get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 and it play s a

posi tve and effective role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pattern reforming.Therefore ,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rigins , features and connotations of his peace ideological , meanwhile demonst rates the practical contribution

he had made to achieve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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