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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天理之道的进展 

━━以专心拯救的教会为目标再出发 

 

 

━━首先请您谈谈，身为表统领，现今正在思考的事情。 

 

  现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全世界都陷入混乱的状况；一方面，身为天理之道信仰者，

因为甘露台的枝节或真柱先生的身疾等，先后发生了必须深刻思索的重大事件。我认为这一

次由于新冠肺炎所引起的世界性的混乱，不外是父母神全能祐护的表现。 

  考虑到这些状况，为了克服枝节，并活用枝节，要反省以往的态度并加以检验，然后以

如同再出发的心念来励行才是。 

  如果反省教会或自己本身的信仰的话，或许会想到，以往自以为是的信仰态度是否真的

正确呢？有没有忘却重要的事情呢？我认为应该会有种种必须反省的内容。我想必须确实掌

握现今天理之道的状况，全教要抱持齐心一致再出发的坚强意志才是。 

 

━━关于再出发，您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呢？ 

 

  天理之道的信仰，是遵循教祖教导“要拯救人”，而付诸实践这个教导的专心拯救之道，

我相信这正是我们应该要走的路程。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天理之道，拯救人的场面逐渐地减

少。全教必须一齐来增加拯救人的场面。为了实现这一点，我想必须要增加从事拯救任务的

人才。世上有很多处于困境，因为身疾而感无奈、受苦的人。我们应该确实注视这事实，并

付诸行动才是。 

还有，提及时限的话题，就是十五年后的教祖一百五十年祭；先前，我时常提及，以此

为指标，各自下定前进的具体目标，并为了实现而向前迈进。关于这一点，也是以拯救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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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而思考的。 

 

━━若听到十五年后，在教会长当中，也许会有人以为跟自己已没有关系。对这一点，您有

什么想法呢？ 

 

  这一点，我也可以十分理解。我的年龄也差不多了，因此我也不知道十五年后的自己能

不能健康地励行神务。但是，重要的就是，先不要想自己届时到底会怎样，而要考虑到自己

所属的教会，十五年后会变成怎样的状况？希望各自能想像十五年后的理想状况，并也为了

实现其理想，确实踏上十五年的路程，我想这样才是极为重要的。 

  而且，并将十五年后的目标，与教会长家族以及教会的教友分享，并以此为目标，内心

怀着踊跃的心。要推动这个任务，就是我们现任教会长的职责。 

 

━━请您谈谈，以教祖年祭为目标的意义。 

 

  教祖于一八八七年（明治二十年）隐去身影，并谕示：“现今开始拯救。”教祖随时都

会在背后，推着走在专心拯救之道上的我们。因此，要将一八八七年（明治二十年）的枝节，

在我们的内心里视为是自己的枝节，且为了能在年祭的时节回应教祖的期待，专心一意来励

行才是极为重要的。 

  各教会的转折点，都会有教会长交接或纪念祭典等各种时节，可是只有教祖的年祭正是

全教共通的时节，是承受相同时旬之风，互相鼓励共同前进的宝贵时节。 

 

━━您提及当再出发之际，要“专心拯救”。关于这一点，表统领于今年一月，对直属教会

长、教区长等，提出了如下三项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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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对解救需求者的拯救活动 

 ・对处于困难状况者的援助 

 ・以圣劳精神帮助别人及为社会贡献的活动 

一、学好教理 

一、细心培育 

关于这些方针，请谈谈您的想法。 

 

  刚才说过，要迈向一百五十年祭。但在这之前，五年后将是迎接教祖一百四十年祭的时

节。因此，两年后就是即将开始迈向，教祖一百四十年祭的三年千日。希望利用这两年的时

间，催促全体教会各自想像十五年后的具体面貌，并以实践拯救为基础，实现想像中的具体

面貌。为此，与全体教会长共同约定三项方针，希望各教会、各教会长，以具体的型态去实

行，并竭尽努力去实现。 

 

━━第一项“面对解救需求者的拯救活动”，具体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教祖教导的重要教会活动，是“圣舞”与“神授”，我认为只有拯救的实践才能使其充

实。 

  考虑到教会拯救活动的现状，其对象是教会所属的用木及信者比较多吧。因为这是教会

的重要拯救工作，所以必须确实恳切地付诸实践才对。同时，希望大家要抱持着针对没有天

理信仰者的拯救活动，也就是要积极推动注视社会上的拯救活动。对于没有信仰天理者的拯

救方面，不得不说现在的天理之道的确是不热烈的。 

  天理之道自从立教以来，至今的历程上，光明正大地面对了种种艰难，或各时代中艰困

者的拯救活动。因此，希望现在也要明确意识到“面对解救需求者的拯救活动”，具体地付

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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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方针下提出两个细目，就是“对处于困难状况者的援助”、“以圣劳精神帮助别

人及为社会贡献的活动”，这是出自于怎样的心意而来的呢？ 

 

  这两点到底只是为了寻求拯救的入口，与寻求拯救对象的接触点，因此并不是一定要如

此去做才行。希望大家要了解这一点。 

  现代与昭和时代比起来，生活水准突飞猛进地上升，对生活的需求意识也有了改变。因

为医疗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也更加进步、充实，由我们来看，也难以窥视到有拯救需求者的存

在。以前，如果人们面临苦难的状况，不少人就会向天理教等各宗教祈求解救，可是现今社

会，除了宗教以外，可以商量的窗口也很充实。行政单位以及医疗设施、福祉设施等互相联

系，为了帮助烦恼的人们，不断地想方设法。既然有这样的社会状况，若我们也能跟这些设

施互相联系，就能与处于困难状况者进行接触。 

  尽管医疗及社会制度充实，但是因身体疾病或事情烦恼而苦的人，或者对未来的生活不

感乐观而烦恼的人，现在也是很多。这一点跟昔日一样。我认为其中不少场面，是只有天理

教的教会才能给与拯救的。 

  在这里所说的“处于困难状况者”，是指因身体疾病或事情烦恼，以及在社会方面、经

济方面陷于困难的状况等等，所有需要援助的人们的意思。这也是意味着，我们必须思考要

如何去寻找，在教会周围有这些状况的人。 

  同时，现在的一般社会人士们，也对志工活动或社会福祉活动有兴趣，而且大家都很积

极地参与。我认为教会长以及用木们，也要考虑积极参与这些社会上的救济圆圈。当然，我

也可以了解关于福祉活动或志工活动，与天理之道的拯救、圣劳活动，在意义上不相同的意

见。可是，如果因拘泥于言语上的概念，反而会使天理之道的人们不能投入社会上所出现的

拯救活动的圆圈中。 

 

━━若听到刚才的谈话，也许会出现“今后的天理之道，要将重点放在福祉活动吗？”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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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一点您有怎样的想法呢？ 

 

  我可以了解你说的意思。可是，我认为这完全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我的意思是，透过与

社会或地区的人们互动，以获得拯救的机会。同时也意味着积极地寻求与拯救对象认识的接

触点。 

  但是，由于进行福祉活动，而损毁原本应该进行的教会活动，以及作为拯救场所等的教

会功能，或者是将其往后推的话，会导致本末倒置，而成为不理想的状况。我们的拯救活动，

到底是要祈求父母神的祐护，以蒙获拯救的，因此这一点必须要正确无误地确实传达才是。

这也就是说，以“圣舞”与“神授”，或者透过“专心讲解教理”来传达教导，祈愿父母神

的祐护，以引导至能够得救之道。这就是我们的拯救准则，千万不能有误解。 

  若要争取与需要拯救者的接触点，由我们主动付诸行动才是最为重要的。不能只等待拯

救机会的来临。 

  这跟挨家挨户走路拜访或进行街头演讲，其意义是一样的。加上以往的方法，今后还要

积极又具体地追求拯救的接触点，且增加拯救的机会才是。 

 

+++++++++++++++++++++++++++++++++++++++++++++ 

 

━━另一项的“以圣劳精神帮助别人及为社会贡献的活动”，指的是什么样的活动？ 

 

  例如，现今在各教会的周遭或者社区里，有相当多的教友积极地继续着清扫活动等。并

且天理教内也有许多教友，透过担任社区委员、家长教师联谊会的委员、观护人或者教诲师

等立场，获得了行政机关的信赖，而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所谓“圣劳”，诚如『天理教教典』里写着“圣劳是出自于热诚信仰的喜悦表现，其方

式千百种”。对于任何事皆以感谢之心，默默且不辞辛劳，喜悦地去励行的精神和态度，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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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圣劳的真义。 

  我们天理之道的信仰者，已充分地具备了“圣劳之态度”的精神。我认为由于如此的圣

劳态度和实际的行动，才能够获得社区的信赖，这种情况也不少吧。在地区社会里出现困难

的状况时，天理之道的信仰者要积极地联系，并且发挥已具备的圣劳精神，而能使他人感到

高兴。我们需要积极地付诸行动。由这样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可以找出拯救他人的接触点。 

 

━━以“对处于困难状况者的援助”、“以圣劳精神帮助别人及为社会贡献的活动”为一个

入口，我们可以推动教会活动。您的意思是否是如此？ 

 

  我们励行的“拯救”或“圣劳”活动，以世上人们的眼光来看，就是福祉活动或志工活

动。我觉得这样也没有关系。 

  虽然我已提过好几次，但这些活动仅仅是找出拯救他人的接触点之一，重要的是我们该

如何去拯救他人，其重点应该是在这里。我希望各位首先要具体地思考，自己能做到什么样

的拯救，以及想要做什么样的拯救活动。 

 

━━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解救需求者”的讯息呢？ 

 

  关于拯救的接触点或入口等契机，教会本部的佈教部可以提供种种询息。例如有相关最

近逐渐增加的“儿童食堂”或者寄养家庭的网络，并且也有以各种方式展开拯救工作的教友

网络。我认为知道这些网络，也能够得到提示。 

  另外，各地区的行政单位里，都有援助需要帮助者的体制，但因为只有行政的力量实际

上是无法充分地对应，因此他们也需要民间人士们的协力合作。除此之外，也有不少社会福

利协议会或 NPO 法人等，可成为应对身处困难者的窗口。这些场所收集了援助需求者的询息

与要求，我们可以前往该处，向地区的行政单位提出合作的要求，进而获得地区社会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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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开始着手拯救工作。我认为此流程也是个拯救他人的方法之一。 

 

━━各间教会为了承蒙父母神赐与拯救对象，应该以种种方式来寻找接触点，您是这个意思

吗？ 

 

  我们天理之道具有至今已积累的良好基础。刚才提到的“圣劳的态度”已获得地区社会

的信赖也是如此，近几年来获得社会好评的“救灾圣劳队”也一样。这些都是由于教祖的教

导、拯救和圣劳的基础才能做得到的。我们每个人应该确实地了解如此的事实。我也认为各

教会都要有自信，并且思考自己所能做的拯救工作，更加主动、具体地付诸行动才是最重要

的。 

 

━━我们每个人应该确实地了解天理之道具有的潜力，为了能使艰困者得救，我们必须注视

困苦的人们，进而为了能使教会成为真正的拯救场所，更应该主动地付诸行动。您的意思是

如此吗？ 

 

  长久以来，天理之道的前辈们，认真又拼命地展开拯救工作，才有现今天理之道的发展。

例如“天理教会接受任何人，而且会贴心地照顾人家”、“不会要求任何回报，尽心帮助他

人”、“天理教就是圣劳”等，仍会听世人说出这些话。但是坦白地说，那样的情况却逐年

缩小了，这就是现今天理之道的实情。我觉得这应该有各种理由，例如，拯救活动的不积极、

不能踊跃励行拯救等。由于这样的情况，形成现今年轻人酝酿信仰心的阻碍。我相信只有活

跃于拯救活动，及踊跃励行圣劳的姿态更加表现于天理之道上，才能奠定年轻人积极寻求信

仰，进而成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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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第二项“学好教理”，请说明您的想法。 

 

  首先要说，进行拯救时的判断基准以及传达的内容，就是教理，就是教祖的典范。 

  我们拥有千真万确的教祖教导与典范。因为有这些，才能让碰壁或迷惑的人获救，我们

本身也才能坚持下去。这就是天理之道最可靠的地方。 

  因为根据教导与典范，所以基础非常牢固，不会发生错误。教会长必须率先将此教理了

悟在心，并努力于每天付诸实践。 

  我有时会想，如果自己活在教祖在世的时代，教祖看到现在的我会说什么？我尽量透过

这样的思维，来思考现在的自己所必要的事情。 

  赐与拯救的主体是父母神，父母神显现出神能，我们才能蒙获祐护。我们进行的拯救活

动，是蒙获父母神的祐护才能达成的。父母神是接纳我们的真诚而赐与祐护的。不是依愿赐

祐，而是依心赐祐。 

  为了蒙获父母神的祐护，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真诚地付诸实践。这一点我们不要弄错，要

能确实蒙获祐护，才能使教会绽放光芒。 

  也为了能这样，重要的是现在要重新审视自己，教理到底领会多少？我们的信仰，应该

随着年歳一步步地加深才对，不能一直停留在年轻时的领会。但是，我们往往会过于自信，

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因而导致误传教义，而且有时自己并不自觉。我想，“我已经知道”

这种毫无自觉的自信，是非常可怕的。希望各位能严谨对待自己，随时保持着追求父母神意

的谦虚之心、谦虚之态度。 

  我想必须趁着种种机会来检讨，自己的理解是否有陷于自以为是的错误解释，或是否有

扩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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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将教理传达给别人是不容易的事，那么教会长应该留意什么才好？ 

 

  这与后面要说的“细心培育”有关连，我想教会长本身将教理传达给别人的机会，是比

以前减少。甚至连对生病的人行使神授时，也往往会不讲解教理。 

  在演讲或传达教理时，我们是否没有考虑到对方的理解度或信仰程度，而只说自己想说

的内容？我想，传达神意与传达教义是教会长的重要任务，因此为了能确实传达，需要竭尽

努力与下工夫。也就是说，需要努力摸索，使用对方容易了解的话语及态度来传达教理。平

时努力地充实自己，是很重要的。 

 

━━关于第三项“细心培育”，您的想法是如何？ 

 

  关于培育这件事，我们应该重新加以思考，为了培育更是需要细心，要比现在注入更多

的心力才对。我觉得现在“培育力”真的是不够。 

  我们是否持有对所有用木、信者，都以同一个方法进行培育的想法？是否对所有用木、

信者，都要求在教会里负责同样的任务？譬如说，没有担任奉行圣舞的信者也可以前来参拜

教会月次祭，但是教会里是否有能让这些信者想要再来参拜的气氛？教会应该要让信者一步

步接触到教理，逐渐培养信仰，奠定信仰基础之后，再让信者担任圣舞奉行者即可。我想，

我们好像对信者太过于期待能早日担任圣舞奉行者。 

  想到培育，应该要这样、要那样，或说培育用木应该怎样，如果如此地将培育的方式形

式化，反而会忽略对方心灵成长上所必要的事情也说不定。因为每个人的年龄、性别、开始

信仰的经过及现况、身疾的经历，或距离教会远近等，都是因人而异的。 

  重要的是，时常想起每一位信者的容貌，并努力去了解对方现在处于怎样的状况。如果

做到这样，互相之间就能建立信赖关系，进而会产生能敞开心胸倾诉烦恼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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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住在距离教会较远的信者的培育，您的想法是如何？ 

 

  现在，移动住处比往昔频繁，因此住在距离教会较远的用木也不少。甚至也有教会的子

女，都住在远处的情形。因此，对这样的人需要时常用寄信或电子邮件等保持联络，或实际

前去探望，这是不必多说的。不过，距离的问题还是无可奈何的。面临这种情形时，可以要

他们前往当地的教会参拜，如此也能心系？父母神。我想，我们可以摸索这些手段，想办法

积极地引导远方信者，过着能时常感受到父母神存在的信仰生活，这是现在非常需要的。 

 

━━关于培育，其他还有什么想法？ 

 

  如前所述，为了增加拯救的机会，可以利用社会福祉制度，不过社会福祉活动与我们的

拯救活动，两者之间其目标有明显的不同。 

  社会福祉活动的目标，是支援人们脱离当前的困境，以自立回归社会。我们拯救活动的

起步也是一样。首先要让人们脱离当前的困难、痛苦、烦恼，但对我们来说这是真正得救的

开端。 

  对我们来说，还需要让人们知道拯救根源的父母神教导，进而扫除心尘，使心灵获救，

更进一步了悟自己的因缘，努力化解恶因缘，并且除了自己本身以外，还要让子孙也获救。

为此祈愿并竭尽努力的，就是我们的拯救活动。因为这么深入地引导，所以拯救者的细心照

料是不可或缺的。这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因而需要经年累月地持续进行培育工作。 

  教祖用口、笔以及行动来明示旨意，想方设法地用心教导人们。这就是我们所敬仰的教

祖典范，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去了解拯救对象，确实掌握时机，细心地照料，全心全意从事培

育工作才是。 

 

━━为了透过拯救活动蒙获心灵得救，我们必须将教导确实领会在心，进而细心地进行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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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拯救对象一起走向心灵得救才对吧。 

  最后，如果有期待教会长必须铭记于心的事情，想向您请教。 

 

  虽有很多，但总而言之，要心系原地。鉴于教会长的立场与角色，希望教会长将这一点

确实铭记于心。与一般的用木、信者比起来，教会长肩负的任务是不一样的。 

  教会长必须心系原地，是有何意义？用木、信者乃是透过各地教会，承受原地之理而蒙

获祐护。因此，教会长必须成为，是承受原地之理的管道。这就是教会长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正因为如此，教会长必须心系原地，以真诚之心献诚、致力，并确实持有潜修的精神。希望

各位教会长彼此能将这一点牢记在心。进而透过各个教会系统的联系，希望能更加强心系原

地。 

  御指图里教导： 

  “因有本部之理，方有其他教会之理，乃同一气息。如不了悟此一真理，天不赐祐。” 

（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如同此神言明示，原地与教会是同一气息的，这也表示如果原地与教会以同一气息脉动，

父母神就一定会显现出神能。我想这是教会活动上，为了蒙获祐护之非常重要的一点，可说

是身为教会长最需要铭记在心的要点。 

  身为教会长，我想会有种种的烦恼。但是，希望各位不要因为自己教会有不周到的现状，

而太过自卑或过于客气。如果有不周到的话，今后只要努力成为周到的教会即可，希望各位

坚定信心，勇往前进。 

  各位的教会，在当地将会成为光辉灿烂的存在。希望各位能矢志使教会成为如此的拯救

道场，并为了十五年后能够获得朝着目标确实前进的成果，希望能在心中具体地描绘蓝图，

且为了实现目标而勤奋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