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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之主题乃以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来进行研究。创价学会于 1960 年代初期

开始传入马来西亚，而正式获得政府所承认之全国性佛教组织为 1984 年。作为一

个新兴之佛教团体，在进入马来西亚仅 30 年之时间发展为一个全国家喻户晓之团

体，其主要的发展迅速之原因是在推动佛教活动的同时，也与社区产生了互动，尤

其在通过表演与文化艺术活动来宣传其组织的理念。 

 

          本论文主要以创价学会每月所发行之《宇宙》刊物作为研究之蓝本，以探讨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的创建与发展。笔者将于第一章对创价学会与《宇宙》的历史背

景与其创刊之种种宗旨、目的等进行探讨。其目的是要让读者对《宇宙》有个认

识，同时也透过月刊对创价学会有清楚的了解。此章，笔者乃以《宇宙》内所刊登

之内容、相关人士所提供之数据与口述历史、创价学会的出版书籍与外界人士对创

价学会的研究加以分析，以探索创价学会的历史背景。 

 

         创价学会有今日之规模，其功劳莫过于《宇宙》内所贯彻之佛法的内容。因

此，笔者于本论文的第二章探讨《宇宙》内较固定之五个版位，以得出创价学会对

内部之发展的活动与巩固创价学会员归属感之版位设计的用意。于此章节内，笔者

亦可得出其创价学会内部之发展虽较不显露，但所有之内部对佛法的教导是使到创

价学会员效忠日莲佛法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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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内部之发展，必有对外之发展。笔者于论文中第三章以三小节来探讨创

价学会所一直推行之教育、文化与和平的三个方向。这三者乃是池田之理念，而马

来西亚创价学会仅跟随之。创价学会对教育与文化两方面的活动，其最终目的仅是

达到和平。笔者亦认为此四者乃是创价学会发展迅速之原因的一部分。笔者将在第

三章节内探讨马来亚创价学会对外之发展，以此得知其在马来西亚发展迅速的原因

之一。 

 

         本论文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以数量庞大之《宇宙》作为本体来研究创价学会

的建立与发展。然，本论文亦仍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创价学会三代会长之理念、其

创价学会内之佛教的教义等等。笔者希望日后对此课题深感兴趣之研究者能够从各

个角度作进一步之分析，以探讨出创价学会成为一个新兴宗教对人类与社会有什么

价值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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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论文研究范围为 1977 年至 2000 年间马来西亚创价学会（Soka Gakkai 

Malaysia，可简称为创价学会）出版之月刊--《宇宙》的所有内容。其研究时

限定于 1977 年至 2000 年，其上限为《宇宙》创刊之首要年份，而下限乃是国

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1928 - ）（以下简称为“池田”）第二次到

访马来西亚的年份。此年，《宇宙》在编撰的风格上虽无太大的转变，但却是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里的一大盛事。其时限长达 24 年，相信这时限已具有足够的

材料使笔者对马来西亚创价学会之创建与发展进行一番研究。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的“创价学会”是指创造自我人生价值的学会。1此学会

是源自于十三世纪日本佛教高僧日莲（1222-1282）大圣人的佛法（简称“日莲

佛法”）和教义。此日莲佛法乃是以佛教的经典—《妙法莲华经》2（通常略称

为《法华经》）为其依据。这是因为日莲认为《法华经》是释尊教义中最高的

经典，因为它阐释了每一个人的生命皆具有尚未显现出来的佛界，所以每一个

                                                           
1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创价学会以日莲正宗名义行世。长期以来，创价学会与日莲正宗宗门对

如何阐释与弘扬日莲佛法方面存在着极大之分歧。创价学会所强调的是以日莲佛法为指导，积

极地吸收近代思想中的进步因素，大力推进和平文化运动，因而引起了日莲正宗宗门上层僧侣

的不满。他们认为推动和平文化是“离经叛教”，并表示创价学会“背离本宗教以”。为了保卫

二十年来艰苦创业的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柯腾芳先生于 1990 年 7 月正式向政府社团注册局提出

申请，于 1991 年 8 月 30 日，正式将马来西亚日莲正宗（Nichiren Shoshu Malaysia）改称马来西

亚创价学会 （Soka Gakkai Malaysia）。参考自苏庆华、濮文起：《普世价值的实践：马来西亚创

价学会的和平、文化与教育运动》，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年，页 96-106。 
2
 《妙法莲华经》（Saddharma Pundarika Sutra）：本经以喻而立经名，Saddharma 译为“妙法”，

系指本经微妙而不可思议的深奥法义，或云“第一最胜之法”；Pundarika 则意为“莲花”。“莲

花”在佛教中是最常见的譬喻和形象，有“微妙香洁”的功德，而又以“微妙”之功德代表智

慧，以“香洁”代表慈悲德行，以喻大乘菩萨智悲双运，为悲悯众生，而发弘愿，于五浊恶世

中行难忍之行救度众生，却又不为五浊所染，王彬译注：《法华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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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应予以至高的尊重。
3
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日莲佛法与创价理念开始

由日本传播至世界各地。于 1964 年开始，此佛法正式由泰国与香港分别传入马

来西亚的槟城与巴生二地。4 

 

马 来 西 亚 创 价 学 会 会 员 都 实 践 着 国 际 创 价 学 会 （ 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现任会长—池田的“和平”、“文化”和“教育”之理念。5

池田的这三项理念乃是透过日莲佛法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佛的教义与第二任会长

—户田城圣先生（1900-1958）对生命的尊重所延伸出来的。6曾身处于战乱之

中的二人，在经历了失去家园的痛苦心情后得知和平之重要。他们也因此开始

将日莲佛法实践在现今混乱的社会中，借以改变世界的残酷。7在经过马来西亚

会员们三十多年来的广宣流布8后，其组织也从最初的小规模发展至今具有受政

府所承认的全国性佛教在家信徒之团体，其发展之速度目前是一个值得注意之

现象。 

 

另外，作为有别于其它佛教的新兴佛教团体，它一直实践着池田的理念。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也于 1977 年创办了《宇宙》作为机关报，并将池田人本主义

理念下的三大方向推广至马来西亚的每一个角落。此月刊之内容也引导着各阶

层人士如何面对困难，并灌输学习与实践日莲佛法的重要性。例如“池田先生

的指导”、“基本教学”、“御书学习”等版位以指导或辅导会员拥有正确的

                                                           
3 参考自创价学会教学部编：《教学基础》，台北：正因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 年，页 59。 
4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编：《宇宙》，吉隆坡：吉隆坡日莲正宗出版，1982 年 9 月刊号，页 4。 

5
 苏庆华、濮文起：《普世价值的实践：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的和平、文化与教育运动》，页 1。 

6
  何劲松：《创价学会的理念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页 214-240。 

7
  参考自池田大作：《人间革命》，吉隆坡：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出版社，2011 年，页 131-160。 

8
 广宣流布：“广宣”是指“广泛宣扬”，广泛地向世界更多人传达佛法之意。“流布”则指，扩

展到世界各处。创价学会教学部编：《教学基础》，页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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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修行，并且能从御书中理解日莲佛法。然，若要真正了解创价学会的历

史，就应由《宇宙》着手。因为此刊物是最接近会员的一份机关报，读者也可

透过《宇宙》得知创价学会的整个发展。因此，本论文将从掌握一切组织动

态，且以宣传日莲佛教理念为己任的《宇宙》来探讨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的创建

与发展。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动机 

 

    在笔者未决定进行何种研究前，曾有不少外界人士向笔者询问关于“日莲

佛法妙在何处”或“为何创价学会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有如此蓬勃之发展”

等问题。身为创价学会员的自己却无法一一回答其问题，而哑口无言的对着发

问之人，笔者深感愧疚。基于这些问题，笔者开始向各方前辈讨教并从此引起

了对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历史的兴趣。在大学生涯中的论文中，笔者想将本身对

创价学会的兴趣及了解，以学术研究之方法来研究创价学会的历史。 

 

    《宇宙》乃是一本唯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所独有之月刊。由 1977 年开始，此

月刊内便含有日莲佛法之教义、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的宗旨、国际创价学会池田

的演讲与马来西亚创价学会一系列活动之报道等。《宇宙》除内容外，它所肩

负之工作以宣弘日莲佛教之教义为主。创价学会创建之历史虽是《宇宙》出版

前之事情，但从《宇宙》亦可了解创价学会的整个发展趋势及其主要推动之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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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众多学者们对创价学会之研究可谓是多不胜数，但至今仍无从《宇

宙》着手研究创价学会之前例。在此，笔者亦有幸获得黄文斌教授之指导，以

引导学生如何跳出自身为学会员，并从学者之客观角度完成此论文。基于黄教

授对《宇宙》这月刊之兴趣，笔者亦决定以此月刊作为研究案例，以探讨马来

西亚创价学会之创建与发展。 

 

第二节、 研究方法 

一、 文献研究 

 

    由于笔者所进行之研究范围并无前人研究，因此笔者所参考之文献都是一

些涉及创价学会之文章与书籍，以下为笔者所使用之书籍与本论文对引用该书

的原因。 

 

    （一）由马来西亚创价学会于 1977 年至 2000 年所发行的《宇宙》月刊。

本月刊主要用来宣弘日莲佛法之精神与创价学会之理念。每一个版位的设定都

是有用意的，且透过《宇宙》的内容报道，大致可归纳出其发展的趋势，因此

笔者以此作为本论文研究创价学会之蓝本。本月刊是每月为会员而出版，乃属

最接近会员之机关报。笔者认为欲探讨创价学会的创建与发展过程，本月刊乃

不可或缺之资料。 

 

   （二）苏庆华与濮文起二人所著之《普世价值的实践·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的

和平、文化与教育运动》乃是一本介绍马来西亚创价学会以“和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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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教育”的实践为主的书籍。本书详尽探讨了日莲佛教创办人日莲大圣

人、创价学会三代会长至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的发展经过。此书籍虽非信徒而

作，但却有现任最高顾问柯腾芳先生与总秘书长许锡辉先生在旁协助并提供资

料。因其研究范围乃是从创价学会等等方面着手，而笔者是从《宇宙》内容内

着手，故有相异之处。因此，对笔者而言，此书籍乃是一本参考书。 

 

    （三）台北创价学会出版之《教学基础》明示了日莲大圣人佛法的概要，

并针对御书所说的提出具体性的指导来加以解说与分类。不仅如此，它同时也

提到了信徒们肩负宣弘日莲佛法的创价学会历史与运动。笔者从书中获取了不

少词语解释之资料，得以针对一些笔者陌生之佛法词语获得进一步的了解。此

外，此书也将日莲佛法内的重要词语，即“御本尊”、“法华经”等进行详尽

之解释，可说是初信仰者所需具备之小字典。 

 

   （四）台湾创价学会出版的中文版《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是一部收录日莲

所执笔的论文、书信等著作的书籍。其发行目的是希望能以御书来教导众生如

何实践慈悲之行动、教示着做人的道理与提出为何应该信仰此佛法之理据。创

价学会员认为若有任何疑惑或难题发生都应以御书为价值中心而以此去面对挑

战。因创价学会是以御书为中心，笔者认为创价学会的发展应与御书有关，故

将此书籍列为文献研究之一。然，此书最早之版本是于在第二代会长—户田城

圣所发起，并于 1952 年 4 月 28 日发行此书，其主要媒介语为日文。由于笔者

不擅长于日文，因此使用 2000 年由台湾所出版的中文版本，以能够更顺利的完

成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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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口述历史 

 

    除文献研究外，笔者亦通过口述历史来进行论文研究，以补充其文献研究

之不足。笔者主要采访了目前担任马来西亚出版部总秘书许锡辉先生。于访谈

过程中，笔者才得知《宇宙》所设定之版位含有个别之用意。此外，许先生亦

针对创价学会之三大方向，即教育、文化与和平的运动做深入之恳谈。透过本

次之访谈，笔者更能了解整个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的方针和发展趋势。（访谈详

情见附录。） 

 

    同时，笔者也与身为创价学会内其中一名干部李育刚进行访谈。李育刚在

针对创价学会的人本主义之理念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另外，他与笔者在对创价

学会所使用之经典《法华经》及日莲大圣人所撰写之御书与笔者进行交流。于

此交流中得知御书对创价学会员的重要性，并解释出《法华经》内重视每一个

人都是佛之理据。透过本次之访谈，笔者更能了解创价学会内之教义与其跟随

之经典，如何影响创价学会内部之发展。 

 

第三节、 章节结构 

 

    本篇论文中，笔者共分三个章节，并逐一由《宇宙》来探讨马来西亚创价

学会这三十年来的创建、对内与对外之发展。首章第一节，笔者探讨马来西亚

创价学会之创建与《宇宙》之创刊。马来西亚创价学会之创建乃是由一名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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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日本人—高健文（1918 - ？）
9
于 1964 年因到日本公干时，透过一商

船学校教官的折服而将此佛法带入了当时尚未独立的新加坡。然而，创价学会

也各由泰国与香港两地开始进入马来西亚，并以槟城与巴生为首二发祥地。第

二节内，笔者将对《宇宙》创刊的宗旨、目的、销售量及其《宇宙》的转变作

为主要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宣弘日莲佛法的机关报而言，它不仅是马来西亚创

价学会会员们的精神粮食，更是会员间的佛法恳谈会所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 

这亦是本论文主要研究之蓝本依据。 

 

    第二章，笔者将从《宇宙》的一系列报道及资料中，探讨马来西亚创价学

会内部的发展。此章共有五节，全属《宇宙》在历年来较固定之专栏。其中包

括日莲佛法原点之御书、献给未来栋梁之少年部、修行及人生指导之社论、鼓

励会员之指导与成为会员后对日莲佛法的体悟。因其每一项专栏都有它自己的

功能与使命，而这些功能与使命给予不少会员在精神上的鼓励与寄托。然，笔

者亦认为这五项专栏是创价学会所一直巩固内部发展的主要因素。基于这个原

因，笔者将创价学会内部之发展与此五者之关系联系在一起探讨。 

 

第三章，笔者主要谈及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对外之发展。这发展都是针对教

育、文化与和平三者与外界互动而形成。这三者乃发源于池田之人本主义理

念，而马来西亚创价学会跟随之。创价学会积极地推动教育与文化两方面的活

动，其最终目的是希望达到人类所向往的世界和平之社会。池田先生曾说欲希

望每一位青年都能够上大学，这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理想，更希望藉由教育的道

                                                           
9
 高健文：高健文是日本人，他于池田先生在新人间革命小说里为他取的名字为高康明。受访

者：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出版部总秘书许锡辉先生所提供，采访者：顾心惠。电邮访谈，2011 年

11 月 17 日，早上 9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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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让更多人可以贡献于社会，并达致世界和平。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对于文化活

动的推着不遗余力，多年来通过许多的展览、舞蹈、音乐等文化表演来带出和

平的信息。他们希望能实践池田所发表之“和平倡言”，向全球人类提倡和平

运动。笔者将在第三章节内探讨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对外之发展，以此得知其在

马来西亚发展迅速之外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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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组织之创建与刊物之创刊 

 

    国际创价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遍布香港、台湾、巴西、

美国等全球 192 个国家与地区，而马来西亚创价学会（ Soka Gakkai 

Malaysia）仅是其中一个分行。这个以日莲佛法为根本的佛教团体于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初期传入马来西亚这多元种族的国家，为了让会员都能掌握全马的情

况与达到宣弘日莲佛教之目的，马来西亚创价学会于 1977 年正式出版了《宇

宙》这一刊物。其创刊之宗旨、目的、销售量及其《宇宙》的转变亦成为了每

隔几年《宇宙》特刊报道的其中一部分。因此，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的创建与

《宇宙》的创刊可说是密不可分的。换言之，若无创价学会的发起，《宇宙》

将不存在；反之，若无《宇宙》之创刊，创价学会将无法巩固每个会员对创价

学会的归属感。因此笔者将于本章节进一步地探讨马来西亚创创价学会的创建

及《宇宙》的创刊。 

 

第一节、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之创建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成立于 1984 年，是国际创价学会（ 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的分行之一。早期之日莲佛法尚未形成组织前，它是以一人传

一人之方法来传教。最早将日莲佛法带入马来西亚之人为日本人—高健文先

生，他将其在日本所学到之佛法带入马来西亚。每当看见有人苦恼时，他便会

对对方说出日莲佛法，这也是创价学会一开始宣弘之方式。10虽创价学会成立于

                                                           
10

 参考自池田大作：《新·人间革命—SGI》，吉隆坡：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出版社，2009 年，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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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创价学会传入马来西亚各地的确切时间却是在高健文传入的 60 年代

初期，以下为早期日莲佛法传入马来西亚部分州属之时期： 

表一、 早期创价学会传入马来西亚各州之时期11 

州属 日莲佛法传入 正式获得州政府承认日期 

雪兰莪 1960 年初期 1979年 3月 5日 

槟城 1960 年中期 1971年 7月 30日 

霹雳州 1960 年中期 1975年 4月 1日 

吉打州 1960 年末期 1976年 3月 13日 

吉隆坡 1969 年初 1973年 12月 13日 

柔佛 1979 年 1981年 7月 15日 

 

    

    纵观表一，创价学会可说是遍布全马东南西北各地，但因雪兰莪与槟城乃

是两个最早发展之地，所以谈论创建时期属不能不谈的地方。此外，目前创价

学会的总部设立在吉隆坡，所以笔者在此节内仅以此早期发展的三地作探讨。

雪兰莪与槟城同为 1960 年初期所传入，而其正式获得州政府承认的又属这两个

最早之州属，可说是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的最先锋。巴生省是全雪兰莪最早开始

拥有日莲佛法的地区，其会员之人数增长较快。1965 年，巴生省建立了全马第

一个区；1967 年，建立了全马第一个支部。12当时，其内部组织的阶级之分为

班-区-支部阶段。这三个阶段乃随着组织内人数的多寡而决定，该地域之范围

的人数若达致一定之标准便可形成班、区、支部以此类推。虽巴生的会员人数

迅速增长，但因马来西亚槟城日莲正宗首任主席柯廷龙（1924-1982）常驻守于

槟城，所以其本营并非巴生，而是槟城。 

                                                                                                                                                                      
49-58。 
11整理自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编：《宇宙》，吉隆坡：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出版社，1982 年 9 月刊

号，页 3-5。 
12

 参考自《宇宙》，1982 年 9 月刊号，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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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槟城之日莲佛法以尊重人人皆有佛性，这哲理深深的打进了当时经济困

难、家庭不幸、身体生病而陷入心理与生理痛苦深渊的华裔社群当中。根据数

据显示，于短短的七年中，拥有御本尊13之家庭已有 70 户。1971 年，槟城已有

14 个班14，其班的数量越多，该地区之会员能够分散得更广，间接能够更加巩

固每个地方会员对学会的归属感。1984 年 6 月 15 日，创价学会全国性组织获

得政府批准而成立，柯廷龙也于槟城正式获得州政府承认后担任第一届主席，

其较主要的会议场所为他的店屋兼住家—槟城新街头 22 号。15然，早期的创价

学会阵营是槟城，但于 1980 年担任本部长的柯腾芳（1941- ）因考虑到吉隆坡

乃是首都且其处于交通四通八达之地段，才将创价学会的阵营搬迁至吉隆坡，

借以能够更快的在马来西亚宣弘这个宗教。 

 

    1980 年 9 月，因会员人数逐渐增加，创价学会在短短的 20 个月内筹足资

金，于 1982 年 5 月购置了一所独立二层洋房作为当时吉隆坡佛教日莲正宗的会

馆。16由于阵营迁至首都，使得创价学会与社区的交流面更广了。在 1982 年 8

月，创价学会在吉隆坡国家室内体育馆举行了“82 年马来西亚日莲正宗文化

节”。17此文化节，不仅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其政治人物对该文化节之评价也

报道于《宇宙》内。根据当时警察总部助理总监—Mr Maurice Cheong Koon 

                                                           
13

 御本尊：御本尊是妙法的根源—南无妙法莲华经的日莲大圣人所写之生命的呈现。日莲佛法

之信徒相信这是佛的当体，并确信御本尊对众生而言，是成佛的种子、幸福的泉源、救济的根

本。台北创价学会编：《教学基础》，页 169。 
14

 班：创价学会内部组织以人数的多寡分为班、区、支部三大阶段。若该州属内地区之会员人

数达到一定的标准后便形成班，以此类推。访谈者：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干部程秀香，访谈者：

顾心惠。电话访谈，2011 年 11 月 14 日，下午 2 时。 
15

 参考自《宇宙》，1982 年 9 月刊号，页 3。 
16

 参考自《宇宙》，1982 年 9 月刊号，页 7。 
17

 参考自《宇宙》，1982 年 9 月刊号，页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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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w 表示：“由于创价学会是一个佛教团体，原以为其文化表演会有浓厚的宗

教色彩，但这全都出乎他意料之外，表演中所带出的三大民族之文化舞蹈的水

准仿佛像该民族所呈现的一样。”18由此可见，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不论是政

府、外界人士等对创价学会开始不陌生，而使创价学会这佛教组织的发展范围

也逐渐扩大。 

 

    根据《宇宙》之报道来看，巴生与槟城二地在会员之发展方面较占优势。

因吉隆坡乃继巴生与槟城二地后才有日莲佛法之传入，吉隆坡之发展便不能由

会员人数来定夺。吉隆坡乃处首都之繁忙地段，其接触政府之机会甚多，社区

活动发展也比其他地区蓬勃。早期该地区的创价学会人数在短短的 20 年间增长

迅速，创价学会的组织核心也因此而搬迁至吉隆坡。这不仅有助于日后之发

展，更使创价学会在外界的眼里产生了有别于其他佛教而色彩浓厚的新兴佛

教。 

 

第二节、 《宇宙》（Cosmic）之创刊 

 

    《宇宙》是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的机关报，此名称是由池田所命名的。其含

义与日莲佛法有关，即创价学会员相信“南无妙法莲华经”是宇宙的法则，指

望通过《宇宙》报，将此宇宙法则无限的弘扬开来。19《宇宙》的创刊年份为

1977 年 1 月份，其创立之宗旨是成为宣弘佛法之工具，并为人类带来希望的光

明和世界和平。 

                                                           
18《宇宙》，1982 年 9 月刊号，页 7。 
19

 整理自《宇宙》，1977 年 1 月刊号，页 2。 



13 
 

 

    根据《宇宙》编辑总秘书--许锡辉先生表示，《宇宙》是创价学会与会员

间的一道桥梁。例如《宇宙》内所设立“活动报道”版位乃是为了让不同地域

的会员，都可了解各地创价学会所举办的活动。然，出版《宇宙》的动机乃从

日莲大圣人所撰写之御书的其中一篇《法莲抄》中得出，即 

 

今法华经之文字，皆生身之佛也……天台赞云：“稽首妙法莲华

经，一帙、八轴、四七品，六万九千三八四，一一文文是真佛，真

佛说法利众生”。……以此思之，法莲法师是每朝从口现出金色文

字，此文字数五百十字，一一文字变日轮，日轮变释迦如来，放大

光明，穿透大地，……遍寻过去圣灵所在之处而语之云：“我为

谁？我是汝子法莲，每朝所诵法华经自我偈之文字。此文字将为汝

作眼、作耳、作足、作手。”20 

 

以上之含义是指佛乃依靠文字来普渡众生，而文字具有放大光明，穿透大地之

作用。除外，文字就像是佛之双目、耳、足与手，即如同佛自己本身。创价学

会之《宇宙》的创刊动机便是如此，而其目的便是希望通过《宇宙》来鼓励会

员在遇到任何困难时都能够有勇气的跨越，并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他们也深

信《宇宙》鼓励会员的这个作用，能够达到世界和平与人人幸福。 

 

基于创刊时期所志愿担任编辑人员的是一群受英文教育背景之会员，而

《宇宙》之三十年来之变化如下： 

                                                           
20台湾创价学会编：《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页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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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宇宙》之变化 

年份 事项21 销售量22 

1977年 《宇宙》创刊。 1,000本 

1980年 以中、英文双版出版，篇幅增加至 24页。 3,000本 

1982年 -- -- 

1984年 -- 10,000本 

1987年 创刊 10周年。增加彩色封面、画页及篇幅增至 52页。 -- 

1991年 聘请全职职员。 15,000本 

1992年 创刊 15周年。篇幅增至 64 页。 -- 

1993年 篇幅增至 68页。 -- 

1994年 《宇宙》增设国语版，成为三语月刊。 15,000本 

1995年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出版部成立。 -- 

     

纵观上表，《宇宙》于创刊时期 1977 年至 1979 年为止是以英文为主要媒介

语。虽以英文为媒介语，但其通晓华文之会员占大多数，因此为配合通晓华语

之会员的要求，1980 年开始《宇宙》也从仅含英文增加至至双语（英文与华文

月刊）。笔者认为以此两种语言为主要媒介语，除了要配合广大数量的中文会

员外，亦是为了巩固通晓中文之会员对创价学会的归属感。 

 

    随着语言的增加，其销售量也因此增加了三倍之多。笔者认为然，其影响

《宇宙》之销售量并非仅是媒介语，其篇幅与内容也是其中因素。此外，也因

媒介语的增加，其《宇宙》之篇幅也从 12 页增加至 24 页。1987 年为了庆祝

《宇宙》创刊 10 周年，编辑部增加彩色封面、画页，使篇幅增加至 52 页。于

1994 年，《宇宙》增设了国语之版位，并成为三语月刊。根据许锡辉先生表

                                                           
21整理自《宇宙》，2007 年 10 月刊号，页 26。 
22

 受访者：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出版社总秘书许锡辉先生所提供，2011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3

时，创价学会综合文化会馆，采访者：顾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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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此增设是为了配合因政府改变教育政策而仅受国文教育之青少年能如他人

一般的能够接受创价学会的指导而设。23 

     

    篇幅之增加，使得《宇宙》之内容也逐渐多元化。从一开始仅提供给会员

之内容，转变到老少咸宜之刊物。相较附录之索引就能得知，增长篇幅后之

《宇宙》不仅对创价学会内活动的报道有所改善，其内容也变得较符合各年龄

层之会员。例如有适合小朋友之“少年组”一栏、适合刚信仰日莲佛法且还未

深入了解的新会员之“给新入信者”一栏、适合上了年纪且已信仰较些日子的

信仰者之“研修会教材”等都是一家大小可阅读之刊物。《宇宙》之内容不只

符合其创刊之宗旨，更带出了其作为宣弘日莲佛法之用途。 

 

纵观以上二节，笔者亦可发现其《宇宙》与创价学会显然不可分割，因为

创价学会是一个以《宇宙》传承其佛法的团体，而它亦是巩固会员们之归属感

最好的工具。对外界人士而言，《宇宙》是一个能够了解创价学会发展之管

道。然，对创价学会员而言，《宇宙》更是其每月所不可缺少之精神粮食。另

一方面，若缺少了这个精神粮食，则创价学会便不能将各州所发生的事情或举

办的活动告知全马来西亚，而组织也不能达致统一。因此若要使全马来西亚会

员能够更清楚的了解创价学会，且增加会员们的归属感便必须阅读此月刊。 

 

 

 

                                                           
23受访者：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出版社总秘书许锡辉先生所提供，2011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3

时，创价学会综合文化会馆，采访者：顾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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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创价学会内部发展 

  

    如前言所示，《宇宙》的创刊犹如每月都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一般。然，

笔者于附录三内的表四至表八的《宇宙》索引中，得出由 1977 年创刊开始《宇

宙》便有几个版位较受出版部重视。因此笔者以此藉由《宇宙》内较稳定之栏

目，如御书、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的指导、少年组与社论四栏目来探讨出版

部对每一版位之设定及用意，以此来探讨马来西亚创价学会（Soka Gakkai 

Malaysia）内部的发展。 

 

第一节、 御书 (Gosho Study) 

 

    “御书”是日莲所执笔的论文、书信等著作，内容大致可分为述说法门的

论文、给予弟子、檀那（在家信徒）的书信、要文抄录和系谱等。24于《日莲大

圣人御书全集》序文内提及“信仰必须是修行、实践与求学，表里一体才行。

座右打开御书，勤励行学二道，赢取最高峰之人才好，须是祈求。”25创价学会

认为为了将自己的宿命改变，信仰日莲佛法的基本修行便是“信、行、学”
 26

三者。然，“学”这部分也是指会员们所必须对“御书”深入的钻研并了解日

莲大圣人所要表达之教义与哲理。创价学会对犹如佛经一般地位之《宇宙》本

因更加谨慎，但经查阅《宇宙》后发现之三项问题。 

                                                           
24

 台湾创价学会编：《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台北：正因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 年，页 5。 
25台湾创价学会编：《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页 7。 
26信、行、学：信是指确信日莲大圣人的佛法是正确的法门，特别是御本尊；行是指改革自

己，并开拓别人之生命；学是指学习及探求佛法的教义，给予正确信心与实践的指针，成为辅

佐“行”与加深“信”的力量。创价学会教学部编：《教学基础》，页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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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于资料方面，《宇宙》内“御书”栏目乃是从《日莲大圣人御书全

集》某一则，摘录其中几句作为该月份的资料内容。例如《日莲大圣人御书全

集》内之<覆千日尼御前之信>本共有八段之多，但载于 1980 年 2 月与 1992 年

10 月刊号之《宇宙》却仅刊登其中之两段，并且毫不连载。二、资料内容方

面，《宇宙》所刊登与《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书内之御书文字有所出入。

三、《宇宙》有刊登重复之御书段落。 

 

    根据许锡辉先生表示，编辑部对筛选且无连载整部御书是为了配合时下年

轻人之喜好。若采用整篇御书，时下年轻人并不会仔细且耐心的阅读，反之觉

得枯燥乏味，所以出版部选择了摘选御书之举。针对摘选却无连载之问题，许

先生亦解释有些御书的篇幅非常长，但编辑部仅刊登重要的御文以鼓励每一个

人。他亦表示与其刊登整部御书，不如选其精要之部分来深入了解。27针对第二

与第三项问题，笔者所提出之证据为：《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内<覆千日尼御

前之信>的内容为： 

 

持有法华经之狮子王，此女人不畏一切地狱、饿鬼、畜生等之百

兽。譬如女人一生间诸罪如干草，法华经“妙”之一字如小火。

众草接小火，不仅一时烧失，大木大石亦皆烧失。以妙之一字智

火亦如此，不仅诸罪消失，众罪转成功德，此是变毒药为甘露

                                                           
27

 访谈者：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出版部总秘书许锡辉。采访者：顾心惠。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综合

文化会馆，2011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2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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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譬如黑漆涂以白粉则作白色。女人之罪如漆，南无妙法莲华

经之文字如白粉。28 

  

然，1980年 2月与 1992年 10月刊号的《宇宙》之内容则为： 

 

持法华经之狮子王之女人，无恐于一切地狱、饿鬼、畜生等之百

兽。譬如女人一生间之罪如干草，法华经妙之一字如小火。如小

火点上众草，不止众草烧尽，大树大石亦皆烧失。以妙之一字之

智火，不只消去如此诸罪，反令众罪便功德，毒药变为甘露是

也。譬如黑漆入白物则变为白色。女人之罪障如漆，南无妙法莲

华经之文字如白物。29 

 

    相较二者后，可得知《宇宙》与《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内容之含义虽相

同，但经校对之后可发现文字并不相符。作为犹如经典般之地位的御书，所刊

登之原文理当与《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相同，且经文之原文乃不可修改之。

针对这项问题，许锡辉先生表示是因《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的版本问题。早

期的《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为日语，而编辑部是采用由香港创价学会翻译后

刊登于香港本身之报刊上，因此与笔者所采用的 2000 年《日莲大圣人御书全

集》（继日语版后的中文版）版本有所不同。 

 

                                                           
28

 台湾创价学会编：《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第二版），页 1384。 
29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编：《宇宙》，1992 年 10 月刊号，页 54。 



19 
 

    如以上例子所示，《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内有众多御书，相隔 12 年之久

《宇宙》再次重复该资料。但日莲佛法之御书种类各异且众多，有些却没有被

刊登。根据许锡辉先生表示，重复之资料乃配合团体内或四周环境所发生之事

情而筛选刊登。 

在编稿时，为了鼓励那些于环境恶劣之情况下的会员们不受环境影响，编辑部

会不惜重复之举来刊登适合之御文。因此，笔者可得出《宇宙》所刊登之“御

书”内容，主要是配合创价学会内的情况而筛选的。例如为配合团体内的会员

激增，《宇宙》于 1987 年 1 月份便刊登了关于信仰日莲佛法之意义与好处。许

先生亦表示御书即使是横贯千年历史都不会过时，更何况是刊登于《宇宙》的

内容。因此，重复之举乃根据巩固会员对日莲佛法之归属感而行。 

 

    然，纵观 24 年来之御书一栏，主要刊登的内容较倾向学会的教义与巩固会

员们对日莲佛法之归属感。从以上论点来看，创价学会的内部发展是以御书为

主要依据。虽创价学会的表面较偏向对外，且对外之活动与佛法并无任何关

联。但内里之创价学会对佛法是非常的重视，并成为了整个团体发展的主轴。

从此处，亦可看出创价学会与佛法之关系，且其内部发展的其中一项不可或缺

之素材。 

 

第二节、 少年组(Junior Division/ Junior Group) 

     

纵观表六，于 1987 年开始，《宇宙》便增设了“少年组”这一版位，而此

刊登之频密也是继“御书”与“社论”之后的版位。以下为依据附录三整理出



20 
 

来的表九，即“少年组”刊登状况，其打勾（√）之部分为整年之月刊都有刊

登，而其数目字为该年共有多少个月份有此栏目： 

 

表九：1987年至 2000年《宇宙》所刊登之少年组索引 

    

     年份 

 

目录 

1
9
8
7 

1
9
8
8 

1
9
8
9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1
9
9
3 

1
9
9
4 

1
9
9
5 

1
9
9
6 

1
9
9
7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少年组 5 11 11 √ √ √ √ √ √ √ √ √ √ √ 

 

资料来源：整理自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编：《宇宙》（见附录三），1987 年至 2000 年全年。 

 

从以上表内可察觉，从一开始便毫不停载的“少年组”，可谓是创价学会

极其重视的一环。笔者认为增设“少年组”一栏之用意乃与俗语“青少年为国

家之栋梁”有关。然，这全因创价学会清楚明白到少年组乃创价学会之后继

者，若无他们，创价学会将不会继续的发展下去。 

 

    此“少年组”之专栏主要是要献给创价学会内之少年组。此小团体成立于

1990 年 7 月 3 日，主要参加成员仅限介于 7 岁至 12 岁的小学生。少年组之方

针有三，即好好发挥生命的宝石—南无妙法莲华经、努力读书来报答父母亲与

勤力于唱题、培育自己成为广布之大树。30口号为“希望”、“勇气”与“友

谊”三者。设计此口号者乃是国际创价学会池田会长，主要原因是希望少年部

每一日都能有拥有希望、有勇气去解决每一件事情及在与同学、朋友间互相友

爱。少年组之负责者是创价学会里的会员，而他们负责的每一项活动都保持着

希望少年部们能够在活动中学习成长，并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中。 

                                                           
30《宇宙》，1991 年 8 月刊号，页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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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此栏目内，《宇宙》较多使用少年组们所喜爱的故事来教导少年组。故

事可分为池田先生自行编写、佛法故事、世界各地名人故事或一些佛法上的教

导。相较于其他栏目，虽“少年组”仍是有触及佛法上的哲理，但则较多采用

插图，而笔者认为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少年组们的注意，并尝试将佛法教育给

下一代。 

 

    在每一期少年组栏目的上方，都附有池田国际创价学会会长的指导，例如

1992 年 11 月刊号《宇宙》中池田先生指导为“严格锻炼自己”，而故事乃引

用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夫·哥伦布的航海事迹。他借此教导少年部们为

“‘广布的哥伦布’，掌着妙法广布大船的舵，向和平的‘新世界’开航。”

他也说：“少年组是先驱者，以根底去挽救人类，是‘和平之道’和‘成佛之

道’的开拓者，引导人们走向三世‘永远的幸福’”。31从此处可看出，《宇

宙》除了教导少年部名人的事迹以外，更将佛法和通往和平的理念灌输给孩童

时代的他们。《宇宙》不仅使用了既能教导外界知识，也能融合佛法知识的方

法，使少年组们小小年纪已能够清楚且确信这个佛法。 

 

    然，笔者认为少年组也是创价学会“教育”理念中的一项活动。孩童时期

是关键时期，若此时期的孩子学坏，在未来的路将有较大的可能性会倾向坏的

方向。然，少年的心智更是重要。少年的心非常脆弱，而其学习能力犹如海绵

般。由此，《宇宙》更不停的刊登佛法故事、名人故事作为的内容，想必是希

                                                           
31《宇宙》，1992 年 11 月刊号，页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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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够藉此栏目来使孩子学习更多佛法的知识、名人之故事与生活上之教导，

以在孩童的日常生活中渐渐的实践着“信心即生活”32的哲理。 

 

第三节、 社论 (Editorial) 

 

    根据词典所示，“社论”之含义是报刊以该社名义发表的有关当前重大问

题的评论。33对《宇宙》的“社论”而言却并非如此，主要原因为《宇宙》有别

于每日之报纸。报纸乃每日出版，并针对每日所发生之时事作为该日所要发表

的内容。反之，《宇宙》是每月仅发表一次的月刊，若其社会的重大事件发生

在月头，距离《宇宙》月尾发行期则较远，到那时便将失去该新闻的时事性。

因此，《宇宙》的“社论”并非是针对社会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加以评论，而是

以学会内的教导为主。 

 

     除了针对学会内的教导为主，但编辑人员亦会将在一些社会的问题中，加

入佛法的指导以鼓励会友们能够以佛法的指导克服生活的问题。因此，社论较

多包括团体内的某些节日、该年所发生的事情、传达佛法理念或人类普遍会遭

遇的问题进行评述。例如该年发生了严重的经融风暴问题，《宇宙》虽知许多

会员亦会遭受其中，而社论便会刊登一些如何跨越问题或一些亲情更重要的文

章，以鼓励受影响的会友不会因金融风暴而自暴自弃。 

 

                                                           
32

 信心即生活：日常生活的地方，就是佛道修行的场所，也是展现自身以信心为根本之生活方

式的场所。创价学会教学部编：《教学基础》，页 235。 
33

 《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编：《古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页 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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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价学会亦相信在生活中实践着日莲佛法的教导，该会员必定会获得好

报。以下为依据附录三整理出来的表十，即“社论”刊登状况： 

 

表十：1977年至 2000年《宇宙》所刊登之社论索引 

    年份 

 

目录 

1
9
7
7 

1
9
7
8 

1
9
7
9 

1
9
8
0 

1
98
1 

1
9
8
2 

1
9
8
3 

1
9
8
4 

1
9
8
5 

1
98
6 

1
9
8
7 

1
9
8
8 

Editorial √ √ √ √ √ √ 8 11 √ √ √ √ 

社论 × × × √ √ √ √ √ √ √ √ √ 

 

    年份 

 

目录 

1
9
8
9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1
9
9
3 

1
9
9
4 

1
9
9
5 

1
9
9
6 

1
9
9
7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Editorial √ √ √ √ √ √ √ √ √ √ √ √ 

社论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整理自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编：《宇宙》（见附录三），1977 年至 2000 年全年刊。 

 

由此可见，“社论”于《宇宙》内占有一席之地的“社论”，并毫无断载之迹

象。此版位早在《宇宙》1977 年仅有英文版时就已存在。于 1977 年 1 月开

始，《宇宙》所刊登的首期“社论”乃是以《宇宙》之命名、意义、目的与思

想为题材，而 2 月份则是论及实践与学习佛法的知识—“御书”34，3 月份则论

及创价学会的大日子—3.16 广宣流布之日35，并以此带出师匠与弟子间的纽

带。以此来教导着创价学会员，如何在生活内加入日莲佛法之指导。 

 

    从以上三个例子来看，“社论”不仅是一个与创价学会有关的栏目，更是

另一个为灌输“信心即生活”的栏目之一。在论述的过程中，《宇宙》会加入

                                                           
34《宇宙》，1977 年 2 月刊号，页 2。 
35《宇宙》，1977 年 3 月刊号，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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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御书、佛法的知识、户田先生或池田先生的指导作为辅助材料，以充实的

资料来带出在修行的道路中如何将佛法实践在生活当中。例如 1991 年 8 月刊号

则在“社论”一栏位的主题为“以妙法为根本的清丽人间关系”。其中说明

“人间关系优劣的扼要，往往是介于感情和利害关系而开始的。无论如何，都

需以妙法这最高之法作为根本和中心去谋求和合。”36于此栏目中，可看出佛法

与生活不谋而合的迹象。 

 

第四节、 指导 （Guidance） 

 

    对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的会员来说，指导犹如每日所需的补品。由 1977 年

《宇宙》创刊开始，指导已成为了每一期所不能或缺的版位。即使像似 1977 年

的几句指导，即 

 

1. Be warm to the people you encounter, both within our 

organization and out in society.（译文：无论在创价学会内或在社

会里都应将温暖带给你遇到的人。） 

2. Become an expert in your own career. That is actual proof of 

faith. The man who keeps striving diligently at his work will 

be a winner in the end.37 （译文：成为自己职场上的专家。这是信奉

此佛法的实际证明。在工作上保持勤奋努力的人将会是最终的胜利

者。） 

                                                           
36《宇宙》，1991 年 8 月刊号，页 64。 
37《宇宙》，1977 年 2 月刊号，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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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例子，可得知创价学会所刊登的指导是以正面之角度鼓励他人之。相信

当一个人在失落之时是否都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扶持，而创价学会便是采用

《宇宙》来鼓励别人，以让每一位会员都能够在工作、生活或创价学会上获得

他人之扶持与鼓励。然，纵观 24 年来的《宇宙》可发现每一年的一月份月刊都

会有充满希望的新年贺词。例如 1982 年 1 月月刊中，柯廷龙先生表示：“人，

往往是容易被色彩缤纷的社会现象所迷惑；若要开启痛苦和烦恼的枷锁，唯有

依靠日莲佛法之力量。所以，对于信奉和实践佛法的人，即使怎么样苦恼也

好，是不会构成对生命否定的因素，且能够将苦恼转换为无限的勇气、确信和

活力的。”38笔者认为此设计是根据华人传统，即“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

在于晨”的价值观。创价学会除了希望会员们能够借着新年新气象来指导会

员。 

 

    另一方面，《宇宙》由 1988 年开始较稳定性的增设“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

田指导”一栏目。虽栏目之标题在历年来曾进行改变，即“池田国际创价学会

会长信心指导”、“池田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指导摘要”或“池田国际创价学会

会长指导选辑”等，笔者相信这都是池田先生所给予之指导。然，《宇宙》所

刊登之资料由池田在每个国家、每个会议内所给予的指导节录并刊登在每期的

《宇宙》，如 1989 年 2 月份刊号内的“池田国际创价学会会长信心指导”乃是

采用池田在 1988 年 5 月，假东京创价文化中心的第四届青年部干部会上所给的

指导。39其指导都以鼓励作为指导，例如 1987 年 4 月《宇宙》于此栏目中刊登

                                                           
38《宇宙》，1982 年 1 月刊号，页 2。 
39

 《宇宙》，1989 年 2 月刊号，页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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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建设值得自豪的人生”，内容明确指出“最重要的是自己对自己的人生作

怎样评价，有多大的自豪。如此忠实于自己信念才是衡量价值人生的尺度”40。

根据以上之例子便可得知马来西亚创价学会会员是依据池田先生之指导来度过

自己每日的生活。 

 

    根据以上之例子，笔者可总结“指导”对创价学会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何

创价学会由 1977 年创刊开始至今都从不间断的刊登“指导”一栏，并将刊登的

方式从一开始的几句到 1984 年的整个页面。因此，若谈及创价学会的内部发展

并不可缺少指导一栏。创价学会的整个发展亦依靠会员们在创价学会内、工作

与生活中不断的实践广宣流布，创价学会才有今日之规模。例子如下： 

 

1. 不要有丝毫像轻蔑他人般的态度，任何人也尊重，尊敬下去的，才是继

承不轻之迹底，我等地涌的实践。 

2. 敏锐地客观分析，我们不被任何事情所左右，着实的建立起勤行、座谈

会、教学的传统吧！41 

 

以上例子乃笔者作为整体指导之总结。如例子一表示于生活中之待人处事之态

度，而例子二乃表示无论会员们遇到任何的困难，都要着实的参加创价学会之

活动与学习日莲大圣人之御书。于此二例子中显示出指导不仅可用于生活上，

更是创价学会为巩固会员对日莲佛法认同之心。 

 

                                                           
40

 《宇宙》，1987 年 4 月刊号，页 37。 
41

 《宇宙》，1982 年 4 月刊号，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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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体验（Experience） 

 

《宇宙》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栏目是“体验”。此栏目一是会员们在信奉

日莲佛法后所得之体悟及感受而发表的文章。本章的前四节乃以创价学会或日

莲佛法的立场为主，但此栏目的不同之处是与创价学会的教义无关，纯粹是信

徒们对信奉日莲佛法感受与体会。会员们发表此感受的目的，仅是希望能够鼓

励更多的会员在潦倒或遇到困境时能够勇敢振作起来。 

 

从《宇宙》创刊之际，“体验”一栏便无间断地载之，并由不同的会员在

《宇宙》发表自己的体验。以下为依据附录三整理出来的表十一，即“体验”

刊登状况： 

表十一：1977年至 2000年《宇宙》所刊登之体验索引 

    年份 

 

目录 

1977 

1978 

1979 

1980 

19
81 

1982 

19
83 

1984 

1985 

19
86 

1987 

1988 

Experience √ √ √ √ √ √ √ 11 11 √ √ √ 

Overseas 

Experience 
× × × × × × × × 1 1 × × 

体验 × × × 11 √ 9 11 √ 11 √ √ √ 

海外体验 × × × × × × × × × × 1 × 

 

    年份 

 

目录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Experience 3 × 11 √ √ √ √ √ √ 11 √ √ 

Overseas 

Experience 
2 8 11 6 6 5 5 2 × 1 × 2 

体验 √ √ √ √ √ √ √ √ √ 11 √ √ 

海外体验 1 1 2 2 2 3 4 × × 1 1 4 

妙法家庭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整理自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编：《宇宙》（见附录三），1977 年至 2000 年全年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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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上表，体验若在该月并无刊载便会以海外体验代替之，而有时也出现两者

并存的情况。其一年内刊登体验之次数并不少于两次，最高纪录为 1977 年至

1981 年与 1992 年至 1996 年全年。然，体验着标题有时亦有变化，例如 1991

年中文版之《宇宙》虽已有体验一栏，编辑部仍增设妙法家庭一版位来借以鼓

励更多会员对日莲佛法的确信，而海外体验亦是编辑部借他国创价学会刊物内

的报道刊登于《宇宙》。笔者认为这是为了让本地会员感受海外会员的体悟，

以增强本地会员对日莲佛法的确信或信心。 

 

    笔者认为虽“体验”的内容并非确切报道日莲佛法的教义或创价学会的理

念，但由于是从会员本身之体悟而发表，所以里面的一句话更胜于《宇宙》内

的任何报道。因为此报道除了鼓励遇难之人外，更能鼓励那些还未信奉此宗教

之人。例如 1987 年 1 月份之《宇宙》是刊登一名来自吉打的妇人部42—蔡金莲

的体验。她表示： 

于 1976 年的某天，她突然感到肚子痛。原以为乃是平常之事，但几个

月内看过几个医生都无好转的现象。在这个时刻，她向着御本尊祈

求，希望有一位医生能探出病因，对症下药。之后，在另一位医生的

诊断下，证实是肠有问题需动手术与输入四包血。在紧急之下无法向

亲戚求助，且经济能力无法负担输血费用的情况下，她唯有再次向御

                                                           
42 妇人部：创价学会会员共分四个部门，即壮年部、妇人部、男子部及女子部。壮年部

是由已婚男性组成的组织；妇人部是由已婚女性组成的组织；男子部与女子部是由未

婚的青年男女所组成的组织，统称青年部。参考自苏庆华、濮文起：《普世价值的实

践：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的和平、文化与教育运动》，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页 14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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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尊祈求手术顺利又不用输血。奇迹的事再次发生，她所祈求的事情

一一实现，并在 10天后方可出院。
43
 

 

从以上例子来看，虽科学仍无法证明这奥妙，但于宗教的观点上却是可以成立

的。根据此妇人部的体验来看，若单靠向御本尊祈求是不可能医治好病，但却

能够通过向御本尊祈求一位适当之人成为解救他的人。然，纵观 24 年的《宇

宙》，无论是海外体验或本地之体验的内容横跨生活问题、经济问题、家庭问

题、病业问题、事业问题等，可谓是人类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囊括在内。这不仅

带出了“信心即生活”的教导，更带出了只要遇到问题便以祈求来解决的指

导。笔者认为非会员经阅读体验一栏，更能让会员针对非会员所发生之事给予

鼓励或使他成为创价学会的会员之一。 

 

纵观以上五节，笔者认为此五者与创价学会内部之发展是有联系的。御书

是创价学会员在学习佛法过程中的主要依据。虽创价学会表面上较偏向于对对

外界之社区活动，但内部之创价学会乃是透过御书来学习佛法，并以御书作为

整个内部发展的主轴。在对学习佛法之余，创价学会亦明白到青年与少年乃国

家之栋梁。因此对少年部的培育也是不可缺少之。然，作为一个老少咸宜的月

刊，其以佛法鼓励遇到问题之各阶层人士的内容越是重要。《宇宙》便由社会

与指导的版位带出鼓励会员之信息。体验则更是重要，它带出信奉此宗教的好

处可作为宣教之用。因此，笔者认为创价学会乃是以增加会员对佛法与学会的

信任而创刊。 

                                                           
43

 参考自《宇宙》，1987 年 1月刊号，页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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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创价学会外部发展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Soka Gakkai Malaysia）在理念方面乃跟随国际创价

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之步伐，即提倡凡是以人为本—人本主义的

理念。为了达到“人本主义”之理念，马来西亚创价学会依照国际创价学会提

出了“教育”、“文化”与“和平”三大实践方向。然，《宇宙》也因而跟随

此三大实践之方向来刊登其内容以作配合。因此，本章将从《宇宙》所刊登之

内容来探讨“教育”、“文化”与“和平”之三大实践方向。 

 

第一节、 教育 

 

    英国童话家王尔德史密斯（Wilde Smitchs）与池田会谈时表示：“世界的

各项问题起因于人类的‘无知’，因此，我相信‘教育’，特别是对儿童的教

育，才是对抗‘恶’的‘特效药’。”44对此世界名人而言，教育成为了现今社

会所不可或缺的一个名词。这名词不仅成为了改变人的良药，更成为了改变世

界的解药。然，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内，教育也是其发展的三大方针之一。不论

是孩童、少年或青年都好，都是创价学会所关注的人类成长阶段。对于“青少

年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一句老话而言，创价学会不仅在组织会议内常灌输其重

要性，更以《宇宙》来推广这个理念。 

 

                                                           
44

 池田大作：《创价精神》，台北：正因出版社，1992 年，页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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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幼儿之方面，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建立了一所创价幼儿园。它的每一项活

动，即开幕典礼或每一届的毕业典礼等都成为了《宇宙》所固定之报道。其成

立年份为 1994 年 12 月 1 日，校舍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市，所招收之学员有

30% 为创价学会员，其 70%是非创价学会员。45于 1995 年 1 月之《宇宙》刊登

了创价幼儿园之开幕典礼与家长之感受。从家长之感受中，可明确了解到无论

是巫族还是印族同胞，此幼儿园对孩子们的用心培育都是平等的。根据创价学

会干部—程秀香表示，虽创价幼儿园乃创价学会所开办，但其中并无宣弘日莲

佛法之教导。46在校内，教师们仅以人本主义教育的概念引导学生向善。然，开

办创价幼儿园可说是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在实践教育理念的一大发展。 

  

    青少年也是创价学会所关注的其中一项课题。时下青少年之问题日益严

重，轻则顶撞父母，重则离家出走。针对这一系列之问题，《宇宙》刊登不少

劝勉青少年应做良好市民，且对社会做出贡献之栏目。例如 2000 年 12 月《宇

宙》之“池田 SGI 会长指导”一栏标题为“青年，赢取全胜！”。池田明确指

出：“21 世纪的一切都将由青年来主持，并表示青年无论遇到任何之磨难，都

要以‘有意义的青春’、‘无悔的青春’、‘奋斗的青春’和‘绝对全胜的青

春’去赢得胜利”。47对现今之社会而言，青少年之问题是一项烦恼。若提到青

少年之问题时，大多人仅会提及“此青年无可救药”等话语。反之，《宇宙》

对青少年之问题所抱有之劝勉、鼓励的态度。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创价学会对青

少年寄予厚望而增设的版位。 

                                                           
45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编：《宇宙》，1995 年 1 月刊号，页 33-42。 
46

 访谈者：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干部程秀香，采访者：顾心惠。电话访谈，2011 年 11 月 14 日，

下午 2 时。 
47

 整理自《宇宙》，2000 年 12 月刊号，页 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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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例子看来，创价学会对幼儿或青少年的学习、举止、态度都有所关

注。笔者认为，这关注乃关系到团体之命运。人会老，其创价学会草创前辈亦

会老去，若无青年接棒组织则无法延续。然，青少年之心志可从幼儿时期培养

起来。倘若创价青年并无上进之心，亦将影响组织的后继发展。因此，《宇

宙》编辑部极力看重青少年这一环，并希望通过此刊物可引导青少年走向较正

确之道路。这可使到团体、国家得到更好的发展与融合，以达致和平的最终目

标。 

 

第二节、 文化 

 

在马来西亚这多元种族的国家里，大体涵盖了华、巫、印三大民族，而不

同的民族所体现出的文化与宗教信仰亦有不同，因而引起了许多方面的争议。

于 2000 年 2 月《宇宙》内，现任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最高顾问—柯腾芳先生表

示，只有文化的兴隆才能把民众的自主意识高扬起来，也能消除由武力对抗与

权力对抗所带给人类的不幸。48然，创价学会便是在这文化的定义下发展其对外

的活动。 

 

于 1986 年，创价学会便开始举办一系列的和平文化节。文化表演中，带出

了马来西亚三大种族之舞蹈，也带出了国内的土族舞蹈。许锡辉先生表示，他

在 1989 年第四届文化节担任记者时，当创价学会的健身操在完成了四层塔的演

                                                           
48整理自《宇宙》，2000 年 2 月刊号，页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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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后不论自身是什么种族都好，那一刹那让所有观众都感动得落泪。
49
除舞蹈表

演外，音乐也是振奋人心的一种艺术，例如贝多芬所创作出来的是世界级之音

乐，是那不分国界、国族并受到各国的接纳一般。因此，无论是华乐或西洋

乐，创价学会在文化表演中都不会放过推广文化。此外，以上所有活动亦会刊

登于《宇宙》的活动报道内，以供全马来西亚会员欣赏，以将和谐之理想传达

至观众及读者。 

 

    然，于创价学会各州都设有文化组以推广创价学会之三大方向之一的“文

化”。此文化组内含有三大民族之舞蹈、健身操、合唱团等等。文化组内的参

加者多来自青年，而成员并不限于创价学会员。尤其透过文化组之练习与表

演，能够增加创价学会员、非创价学会员与外界社区的互动，以让他们能够以

文化活动来提高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笔者认为这是创价学会借《宇宙》推广文

化为主轴的当儿，也间接让不是文化组会员的能够更了解创价学会而开始信奉

日莲佛法。 

 

    创价学会也透过对话与其他种族进行种种课题的交流，例如宗教间的活

动、睦邻友好文化晚会、艺术讲座或展览等都是管道之一。于《宇宙》2000 年

6 月马来西亚国大妇女协会与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妇人部进行交流之报道，主要

内容为探讨 21 世纪妇女在社会上应扮演的角色，乃如何实现一个爱心社会。50

在交流会间，邀请了巫族与华族以外的国大医学系巴尔万特副教授（Dr. 

Balwant Singh Gendeh）发表《过敏症的症状与治疗》使到各个参加者获得更

                                                           
49

 访谈者：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出版部总秘书许锡辉，采访者：顾心惠。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综合

文化会馆，2011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3 时。 
50参考自《宇宙》，2000 年 6 月刊号，页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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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医学知识。
51
这打破了种族间的隔膜，更明显带出了虽各族间仍存些许的问

题，但当谈论到为社区服务、贡献一环时已产生了共鸣。 

 

    纵观以上例子，创价学会对想要达到和谐社会的目标十分明确，其所进行

的每一项运动都是达致和平的方法，笔者认为创价学会是以社区互动作为其发

展的主要因素，且以《宇宙》作为将发展之速度告知会员们的桥梁。然，笔者

认为若与各族间产生互信之关系，对创价学会欲展开每一项活动都比其他宗教

来得容易。这也间接使得马来西亚国民能够得知此宗教团体，对创价学会的发

展可达到事倍功半之效果。 

 

第三节、 和平 

 

    三十年来，马来西亚创价学会跟随国际创价学会实践池田对于“和平”的

理念。池田认为“和平并不是个抽象的概念，其关键在于我们每个人如何实现

生活、生命深处散播和平的种子。”52然，《宇宙》内之“池田和平之旅”、

“池田大作与世界智者之访谈”或池田所发表之“和平倡言“等都是以池田对

和平的理念出发。 

 

“对话是和平的王道”一句乃出自池田之笔。53创价学会相信透过对话能将

误会解开，并产生谅解与互信。在池田看来，对话是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可

谓是人类所面临的全球问题探求解决之道。此外，根据许锡辉先生表示，《宇

                                                           
51

 参考自《宇宙》，2000 年 6 月刊号，页 33。 
52

 何劲松：《创价学会的理念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页 214。 
53

 《宇宙》，1992 年 7 月刊号，页 35。 



35 
 

宙》在创刊时期已向内政部注册为“佛教信仰者读物”，并表示《宇宙》便不

是公开发售之刊物，且仅让创价学会员订购。54虽然如此，创价学会亦有将所刊

登之《宇宙》赠送给某些机构，例如学校、政府图书馆等。笔者认为将《宇

宙》送于他人是要将创价学会理念传达于外界之举，此举动不仅将创价学会的

所有活动、日莲佛法之教义等等都告诉他人，更是会员间对话的最好工具。 

 

    然，于《宇宙》的 1992 年与 1993 年间，创价学会对“池田 SGI 会长和平

之旅”一栏共刊登了七次，以下为其和平之旅的编年史： 

表三、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历访 50个国家编年史55 

编号 国家 初访日期 访问次数 

1 美国 1960 年 10月 24 

2 加拿大 1960 年 10月 2 

3 巴西 1960 年 10月 4 

4 香港 1961 年 1月 12 

5 斯里兰卡 1961 年 1月 2 

6 印度 1961 年 1月 5 

7 缅甸 1961 年 2月 1 

8 泰国 1961 年 2月 5 

9 柬埔寨 1961 年 2月 1 

10 丹麦 1961 年 10月 2 

11 西德 1961 年 10月 6 

12 荷兰 1961 年 10月 4 

13 法国 1961 年 10月 13 

14 英国 1961 年 10月 6 

15 西班牙 1961 年 10月 2 

16 瑞士 1961 年 10月 6 

17 奥地利 1961 年 10月 3 

18 意大利 1961 年 10月 7 

19 巴基斯坦 1962 年 1月 1 

20 伊朗 1962 年 1月 2 

21 伊拉克 1962 年 1月 1 

                                                           
54

 受访者：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出版部总秘书许锡辉，采访者：顾心惠。2011 年 11 月 17 日，早

上 9 时。 
55

 《宇宙》，1993 年 6 月刊号，页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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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土耳其 1962 年 2月 2 

23 埃及 1962 年 2月 2 

24 希腊 1962 年 2月 1 

25 黎巴嫩 1963 年 1月 1 

26 澳洲 1964 年 5月 1 

27 菲律宾 1964 年 5月 2 

28 捷克 1964 年 10月 1 

29 匈牙利 1964年 10月 1 

30 挪威 1964 年 10月 1 

31 墨西哥 1965 年 8月 4 

32 葡萄牙 1965 年 10月 1 

33 秘鲁 1966 年 3月 3 

34 巴拿马 1974 年 3月 3 

35 中国 1974 年 5月 8 

36 俄罗斯 1974 年 9月 5 

37 保加利亚 1983 年 6月 1 

38 罗马尼亚 1983 年 6月 1 

39 比利时 1983 年 6月 1 

40 多米尼加 1987 年 2月 1 

41 马来西亚 1988 年 2月 1 

42 新加坡 1988 年 2月 1 

43 瑞典 1989 年 6月 1 

44 韩国 1990 年 9月 1 

45 澳门 1991 年 1月 1 

46 卢森堡 1991 年 6月 1 

47 哥伦比亚 1993 年 2月 1 

48 阿根廷 1993 年 2月 1 

49 巴拉圭 1993 年 2月 1 

50 智利 1993 年 2月 1 

 

    以上图表显示，池田至 1993 年共花费了九年访问这 50 个国家。无论是否

该国有创价学会员都好，池田之旅程是本着“有人在的地方便到那里”的心去

访问。56在访问的过程中，池田不仅与各国的智者对话，且有举行一系列的会议

与该国会员进行交谈。这一系列的和平之旅都收录在小说《新·人间革命》一

书。笔者认为创价学会会员会对池田或创价学会有如此深厚的归属感，乃与池

田的亲身实践与莅临有关。试问一个领袖到访自己的国家、与自己去恳谈是多

                                                           
56参考自《宇宙》，1993 年 6 月刊号，页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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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然，池田却亲身在实践着，以让会员们能够加强自己对此

日莲佛法的确信，且继续的宣弘广宣流布。 

 

除此之外，1975 年 1 月 26 日开始，池田每一年都会发表一篇和平倡言。

其目的是为了探求佛法的核心教义与全球社会在提倡和平及提升人类安全的努

力中所面临的挑战和相互关系。于这些倡言中，池田的言论都涉及教育改革与

环境问题的倡言，这些倡言也获得联合国、世界和平与教育机构的重视。每一

年的和平倡言都以该年所发生的事情为主要重点。57这些倡言也于 1994 年开始

刊登在《宇宙》内供会员阅读。笔者认为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刊登此和平倡言之

目的除了让每一位会员得以了解其时代之危机，更希望透过和平倡言推广和平

的运动，让所有会员更了解池田之人本主义之理念。从以上例子，笔者认为和

平是每一个人民的理想。池田透过对话与发表和平倡言，将和平的理念传达至

世界各地。然，创价学会将此人民之理想融入日莲佛法当中，且有佛教团体带

出这艰难的信息，可谓是创价学会的另一项特点。 

 

从以上三个小节中，笔者亦可得出创价学会对外的对话与社区的贡献皆来

自池田个人的思想与理念。然，笔者认为创价学会之教导为要达致世界和平，

就必须完成人本主义的理念。若要完成人本主义的理念，便必须通过文化、教

育与和平为主的运动来实行。 

 

 

                                                           
57

 参考自高桥强主编：《平和·文化·教育》，日本：创价大学平和问题研究所，2004 年，页

14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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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纵观整体而言，若仔细探讨历年来的《宇宙》，可知《宇宙》由创刊以

来，经历了不少变化。在创价学会的发展中成长的它，不仅受到会员的青睐，

更是创价学会宣弘佛法之工具。可说是少了它，创价学会将无法巩固会员对创

价学会的归属感。由于创价学会的所有活动与理念都刊登于此，因此更可将它

视为创价学会发展过程的历史见证。笔者在进行此论文后，得出创价学会于短

短的三十年内得以迅速发展，乃透过对内与对外的配合。 

 

透过两者间的配合，创价学会得以在三十年内让外界人士更了解创价学

会。这也使得创价学会在举办任何大型活动时，较受马来西亚各界人士之欢

迎。无论《宇宙》所刊登的是以宗教来引导人类的御书、指导或社论，还是以

培育青年、贡献社会的教育、文化或和平，都是与其他佛教有其不同之处。因

此，作为一个新兴的佛教团体，虽有别于一般的马来西亚佛教组织，但仍能获

得马来西亚人民的认同，可说是得来不易。 

 

 若想对创价学会有更深的了解，本篇论文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介于

时间的局限，笔者无法对创价学会所依据之日莲佛法的思想或教义进行深入之

探讨而深感惋惜。笔者毅然相信日莲佛教之教义才是创价学会内最重要的核

心，希望日后有兴趣研究类似课题之学者得以发掘与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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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与许锡辉先生之访谈稿件 

受访者：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出版部总秘书—许锡辉先生 

访谈者：顾心惠 

日期：28-10-2011 

时间：3pm- 3:45pm 

地点：吉隆坡创价学会综合文化中心 

1. 请问出版部出版《宇宙》的目的是什么？ 

《宇宙》是创价学会的机关报，且是创价学会与会员间的一道桥梁。它是创

价学会推动广宣流布的一个工具。出版《宇宙》的动机方可从日莲大圣人所

撰写之御书的其中一篇《法莲抄》中得出，其主要内容为佛乃依靠文字来普

渡众生。除外，文字就像是佛之双目、耳、足与手，即如同佛自己本身。其

目的亦是希望通过《宇宙》来鼓励会员在遇到任何困难时都能够有勇气的跨

越。 

 

2. 纵观 24 年《宇宙》，其较固定之栏位为御书、少年组与社论三项，请问其

主要用意为何？ 

御书 ：御书是日莲大圣人的教义、日莲佛法的根本，具有指导会员们如何

赢取胜利之内容。针对筛选御书作为《宇宙》内容一题，许先生表示编辑部

对摘选且无连载整部御书是为了配合时下年轻人之喜好。若采用整篇御书，

时下年轻人并不会仔细且耐心的阅读，反之觉得枯燥乏味，所以出版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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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摘选御书之举。针对摘选却无连载之问题，许先生亦解释有些御书的篇幅

非常长，但编辑部仅刊登其重要的御文以鼓励每一个人。他亦表示与其刊登

整部御书，不如选其精要之部分来深入了解。另一方面，针对一般经文而言

经文之原文乃不可修改一题，许锡辉先生表示是因《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

的版本问题。早期的《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为日语，而编辑部是采用由香

港创价学会翻译后刊登于其本身之报刊上，因此与笔者所采用的 2000 年

《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继日语版后的中文版）版本有所不同。对资料重

复一题，许锡辉先生表示其重复之资料乃是因团体内所发生之事情而筛选刊

登。他亦表示御书横贯千年的历史都不会过时，更何况是在《宇宙》的刊

登。为了鼓励那些受环境所影响之会员们，编辑部会不惜重复之举来刊登其

适合之御文。 

 

少年组：随着少年组版位的增加后，《宇宙》变成了老少咸宜的月刊。少年

是国家未来之栋梁。若没有他们，就没有以后的创价学会。也因如此，创价

学会如此注重少年部一版，其主要内容为教导名人事迹等。以此希望能够培

育少年部，并使少年部能够成长起来成为创价学会、国家的栋梁。 

 

社论：《宇宙》所刊登的社论并不同于外界之社论，主要原因为《宇宙》

有别于每日之报纸。报纸乃每日出版，并针对每日所发生之时事作为该日

所要发表的内容。反之，《宇宙》是每月仅发表一次的月刊，若其社会的

重大事件发生在月头，距离《宇宙》月尾发行期则较远，到那时便将失去

该新闻的时事性。因此，《宇宙》的“社论”并非是针对社会所发生的重

大事件加以评论，而是以学会内的教导为主。在其内容中编辑人员将一些

社会问题中，加入佛法的指导以鼓励会友们能够以佛法的指导克服生活的

问题。因此，社论较多包括团体内的某些节日、该年所发生的事情、传达

佛法理念或人类普遍会遭遇的问题进行评述。例如该年发生了严重的经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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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问题，《宇宙》虽知许多会员亦会遭受其中，而社论便会刊登一些如

何跨越问题或一些亲情更重要的文章，以鼓励受影响的会友不会因金融风

暴而自暴自弃。 

 

3. 请谈谈出版部增加《宇宙》媒介语的原因。 

1977 年之编辑人员乃是一群受英文教育背景之会员，因此《宇宙》在创刊

时期 1977 年至 1979 年为止是以英文为主要媒介语。创刊期间，柯腾芳先生

已是其中主要之领导人。虽以英文为媒介语，但其通晓华文之会员占大多

数，因此为配合通晓华语之会员的要求，1980 年开始《宇宙》也从仅含英

文增加至至双语（英文与华文月刊）。然而，1994 年《宇宙》亦增设国语

版位，其主要目的为马来西亚的新一代曾因国家的政治问题而仅可接受马来

文教育，因此编辑部考虑到这些会员而增设国语版位。 

 

4. 请谈谈教育、文化与和平这三大理念在马来西亚的发展。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于 1984 年成立。由于此创价学会乃于多元种族国家之马

来西亚建立，因此无论在推动任何活动都应谨慎处理。创价学会其实是一个

很新的团体，它对马来西亚这片土地所贯彻的人本主义仍处于起步的阶段。

身为一个佛教的团体，创价学会所提出的这三大理念，已超越了宗教的色

彩。教育与文化最终所要达到的便是和平，而和平也是创价学会在对外推动

活动的最终目标。然，此三大理念其实仅是对外界宣弘人本主义思想的管

道，其在举办任何的公开活动内亦并无宣教之成分。于此三大理念的背后，

创价学会员仍学习御书、佛法，因其才是最终之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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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访谈记录 

 

受访者姓名 成为创价学会

会员年份 

访谈日期 访谈地点 访谈时间 

许锡辉 早于 1988 年 2011 年 10 月 28 日 马来西亚创价学

会综合文化会馆 

下午 3 时 – 下午

3 时 45 分 

许锡辉 早于 1988 年 2011 年 11 月 17 日 电邮访谈 早上 9 时 

李育刚 1986 年 2011 年 10 月 27 日 电话访谈 傍晚 5 时- 6 时 

程秀香 1988 年 2011 年 11 月 14 日 电话访谈 早上 9 时 – 9 时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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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图表 

 

表一、 早期创价学会传入马来西亚各州之时期58 

 

州属 日莲佛法传入 正式获得州政府承认日期 

雪兰莪 1960 年初期 1979 年 3 月 5 日 

槟城 1960 年中期 1971 年 7 月 30 日 

霹雳州 1960 年中期 1975 年 4 月 1 日 

吉打州 1960 年末期 1976 年 3 月 13 日 

吉隆坡 1969 年初 1973 年 12 月 13 日 

柔佛 1979 年 1981 年 7 月 15 日 
 

 

表二、 《宇宙》刊物更新版及销售量 

 

年份 事项59 销售量60 

1977 年 《宇宙》创刊。 1,000 本 

1980 年 以中、英文双版出版，篇幅增加至 24 页。 3,000 本 

1982 年 -- -- 

1984 年 -- 10,000 本 

1987 年 创刊 10 周年。增加彩色封面、画页及篇幅增至 52 页。 -- 

1991 年 聘请全职职员。 15,000 本 

1992 年 创刊 15 周年。篇幅增至 64 页。 -- 

1993 年 篇幅增至 68 页。 -- 

1994 年 《宇宙》增设国语版，成为三语月刊。 15,000 本 

1995 年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出版部成立。 -- 

 

                                                           
58整理自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编：《宇宙》，1982 年 9 月刊号，页 3-5。 
59整理自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编：：《宇宙》，吉隆坡：马来西亚综合文化中心，2007 年 10 月，页

26。 
60

 访谈者：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出版部总秘书许锡辉提供，采访者：顾心惠。马来西亚创价学会

综合文化会馆，2011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3 时。 



46 
 

表三、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历访 50个国家编年史
61
 

 

编号 国家 初访日期 访问次数 

1 美国 1960 年 10 月 24 

2 加拿大 1960 年 10 月 2 

3 巴西 1960 年 10 月 4 

4 香港 1961 年 1 月 12 

5 斯里兰卡（前锡兰） 1961 年 1 月 2 

6 印度 1961 年 1 月 5 

7 缅甸 1961 年 2 月 1 

8 泰国 1961 年 2 月 5 

9 柬埔寨 1961 年 2 月 1 

10 丹麦 1961 年 10 月 2 

11 西德 1961 年 10 月 6 

12 荷兰 1961 年 10 月 4 

13 法国 1961 年 10 月 13 

14 英国 1961 年 10 月 6 

15 西班牙 1961 年 10 月 2 

16 瑞士 1961 年 10 月 6 

17 奥地利 1961 年 10 月 3 

18 意大利 1961 年 10 月 7 

19 巴基斯坦 1962 年 1 月 1 

20 伊朗 1962 年 1 月 2 

21 伊拉克 1962 年 1 月 1 

22 土耳其 1962 年 2 月 2 

23 埃及 1962 年 2 月 2 

24 希腊 1962 年 2 月 1 

25 黎巴嫩 1963 年 1 月 1 

26 澳洲 1964 年 5 月 1 

27 菲律宾 1964 年 5 月 2 

28 捷克 1964 年 10 月 1 

29 匈牙利 1964 年 10 月 1 

30 挪威 1964 年 10 月 1 

31 墨西哥 1965 年 8 月 4 

                                                           
61

 《宇宙》，1993 年 6 月刊号，页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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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葡萄牙 1965 年 10 月 1 

33 秘鲁 1966 年 3 月 3 

34 巴拿马 1974 年 3 月 3 

35 中国 1974 年 5 月 8 

36 俄罗斯（前苏联） 1974 年 9 月 5 

37 保加利亚 1983 年 6 月 1 

38 罗马尼亚 1983 年 6 月 1 

39 比利时 1983 年 6 月 1 

40 多米尼加 1987 年 2 月 1 

41 马来西亚 1988 年 2 月 1 

42 新加坡 1988 年 2 月 1 

43 瑞典 1989 年 6 月 1 

44 韩国 1990 年 9 月 1 

45 澳门 1991 年 1 月 1 

46 卢森堡 1991 年 6 月 1 

47 哥伦比亚 1993 年 2 月 1 

48 阿根廷 1993 年 2 月 1 

49 巴拉圭 1993 年 2 月 1 

50 智利 1993 年 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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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977年至 1981年《宇宙》索引 

 

           年份 

目录 

1
9
7
7 

1
9
7
8 

1
9
7
9 

1
9
8
0 

1
9
8
1 

New Year Messages × × × 1 1 

Congratulatory 

Messages 
1 1 × × × 

Editorial √ √ √ √ √ 

Theme for that Year 1 × × × × 
New Year Messages 1 1 × × × 
Experience √ √ √ √ √ 
News Focus 8 5 1 × × 

Study Examination 1 × × × × 
Miscellaneous 8 × × × × 
Panel Discussion × × 3 × × 
Fundamentals of 

Buddhism 
√ 21 √ √ √ 

Gosho √ √ √ √ √ 
Buddhist Terms 10 11 8 × × 

Faith, Practice & Study 1 1 × × × 
NSKL Gen Meet 4 × × × × 
Study Movement 1 × × × × 
Poems 6 × 3 3 1 

Life History of Nichiren 

Daishonin 
2 × × × × 

Monthly Guidance 10 10 √ √ √ 

Roving Report 1 × × × × 
Living Drama 4 × × × × 
President Ikeda Gosho 

Lecture 
5 × × × × 

Activity Report 9 2 1 × × 
Basic Points of Faith 1 6 5 × × 
Question and Answer 1 6 6 5 6 

The Set-up of Cosmic × 1 × × × 
Local News × 3 × × × 
Reader Column × 1 × × × 
Reader Contriution × 4 4 1 4 

Important Figure × 3 11 5 × 
The Creative Family × 4 7 × × 

What is a Capable 

Member 
× × 1 × × 

World Peace × × 1 × × 
Song × × 1 × × 
Nichiren Daishonin and 

His Teachings 
× × 2 × × 

Advice to Women × × 1 × × 
View of Life, Death and 

Rebirth 
× × 3 2 × 

My Conversion × × 1 × × 
Buddhist Tales × × × 1 × 
Guidance for Living × × × 4 5 

Gosho in my Life × × × 1 × 
Overseas Experience × × × 3 1 
Panel Discussion × × × 1 × 
News × × × 3 2 

Life of Nichiren 

Daishonin 
× × × × 11 

活动报告 × × × 2 4 

新年贺词 × × × 1 1 

一般讲义 × × × √ √ 

佛教基本用语 × × × 3 3 

社论 × × × √ √ 

体验 × × × 11 √ 

信仰与理解 × × × √ 10 

指导 × × × √ 8 

问答 × × × 3 4 

御书 × × × √ √ 

宇宙之窗 × × × 7 8 

基本教学 × × × √ √ 

日莲正宗特辑 × × × × 11 

给初入信者 × × × × 8 

吉隆坡佛教日莲正宗

第一届不别佛法研修

会 

× × × × 1 

日莲大圣人一生 × × × × 4 

第一届男子部研修会

报道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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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982年至 1986年《宇宙》索引 

 

           年份 

目录 

1
9
82 

1
9
83 

1
9
84 

1
9
85 

1
9
86 

New Year Greeting 1 1 1 1 1 

New Year Greeting by 

Nichiren Shoshu 
× 1 1 × 1 

Guidance × × 1 × × 

Guidelines of Living 4 4 × × × 

Editorial √ 8 11 √ √ 

SGI President 

 Ikeda’s Guidance 
× 2 6 √ √ 

NSM General 

 Director’s Guidance 
× × × × 11 

Poems √ 1 × 1 1 

Monthly Guidance √ × × × × 

Nichiren Shoshu Malaysia 

`82 Cultural Show 
1 × × × × 

Fundamentals of Buddhism √ √ √ 11 √ 

Lectures on the Lotus Sutra 4 × × × × 

Study Materials × 3 5 √ √ 

Seminar Study Material ×  2 2 1 

Gosho Study 11 √ √ √ √ 

The Set-up of NS in the 

Various States 
1 × × × × 

Overseas Experience × × × 1 1 

Experience √ √ 11 11 √ 

History of Buddhism and 

Three Periods 
1 × × × × 

Activity Report × 1 8 × 9 

Special Feature ×  3 × × 

Questions and Answers 4 5 × 8 × 

Nichiren Daishonin's 

Budddhism 
1 × × × × 

Reharsal For the Cultural 

Show 
1 × × × × 

Relationship Between 

Gohonzon & Ourselves 
1 × × × × 

Impression 3 × × 1 1 

Grand Finale 1 × × × × 

Basic Terms/SGI 

President’s Gift 
× × 1 × × 

Reader’s Contribution 3 × × 1 1 

Announcement × × 1 × × 

Checklist/ Basic Terms × × 1 × × 

Special Feature on 

Shakubuku 
× × × 1 × 

News 4 × × × × 

Photo News × 6 × × × 

活动报告 3 3 2 × × 

新年贺词 × × 1 1 1 

指导 × × 1 × × 

信心指导 √ 4 √ √ 11 

登山会的意义 × × 1 × × 

柯腾芳理事长指导 × × × × 10 

一般讲义 10 11 √ √ √ 

佛教基本用语 1 3 × × × 

SGI 之歌  1 × × × 

御书/御书讲经教材 11 × √ √ √ 

座谈会教学资料 × × 4 √ 11 

广布音讯 × × 4 × 6 

人生一束 9 11 √ √ 10 

基本教学 10 10 √ √ 11 

广布音讯 × × × 9 2 

佛法与宇宙 × × 3 6 9 

日莲大圣人一生 9 4 × × × 

体验 9 11 √ 11 √ 

今日发心 × 5 4 2 × 

为了理解佛法 × × 4 × × 

为了实践佛法 × × √ 1 × 

研修会教材 × × 4 3 1 

给新入信者 6 × × 8 6 

无疑曰信 × × × × 1 

少年组 × × 11 11 9 

问与答 5 8 5 1 3 

社论 √ √ √ √ √ 

来宾的话 × × × 1 × 

场边絮语 × × × 1 × 

读者投稿 × × × × 3 

献给尊贵和亲爱的马来西

亚会友们 
× × × 1 × 

会友文化节感想 × × × 1 × 

宇宙之窗 9 7 7 × × 

日莲正宗及化仪上的问题 × 9 × × × 

霹雳日莲正宗第二届青年

部佛法研修会 
× 1 × × × 

文化节图片 1 × × × × 

供养的佛教故事 1 × × × × 

生命的哲学 1 × × × × 

御本尊与我们的关系 1 × × × × 

日莲正宗简介 1 × × × × 

宇宙五周年佛法研修会 1 × × × × 

宇宙五周年纪念研修会感

想 
1 × × × × 

御授戒和御本尊授予仪式 1 × × × × 

释尊佛法与日莲大圣人佛

法的关系 
1 × × × × 

第三届研修会报告 1 × × × × 

全国各地日莲正宗简史 1 × × × × 

马来西亚文化节报告 1 × × × × 

贵宾与报章的佳评 1 × × × × 

诗歌--文化与大地 1 × × × × 

记文化节花花絮絮 1 × × × × 

文化节感想 1 × × × × 

第一届青年和平文化节报

告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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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1987年至 1991年《宇宙》索引 

 

           年份 

目录 

1
9
87 

1
9
88 

1
9
89 

1
9
90 

1
9
91 

New Year Messages 1 1 1 1 1 

Cosmic- 10th Anniversary 1 × × × × 

Guidance × 11 1 × × 

Editorial √ √ √ √ √ 

SGI President 

 Ikeda’s Guidance 
√ × 10 √ √ 

NSM General 

 Director’s Speech 
9 × 7 2 × 

President Ikeda  

Meets with Mandels 
× × × 1 × 

Poems × 1 × 1 1 

Fundamentals of Buddhism × × √ √ √ 

Study Materials √ 11 √ × √ 

Gosho Study √ 11 √ √ √ 

NSM Guidelines 

 and Objectives 
× × × 1 1 

Youth and Society × × × 1 × 

Nichiren Daishonin and 

His Disciples 
× × × 10 8 

Overseas Experience × × 2 8 11 

Experience √ √ 3  11 

Theme and Objectives  1 × × × 

Activity Report √ 9 √ √ √ 

Feature × × × 5 2 

Special Feature × × 1 × × 

Questions and Answers 9 4 × 5 1 

Impression × 3 2 1 × 

Buddhist Terms × 2 1 1 × 

Student Page × × × 7 7 

Readers’ Contribution 

/Reader’s Column 
2 2 × × 7 

Announcement × × × 1 × 

Buddhist Practise in Action × × 11 × × 

Pioneer of Organisation × × 11 × × 

Basics of Buddhist Practise × × × × 3 

Theme of 1993 × 10 × × × 

Photo News 6 × 9 10 √ 

活动照片 × × × 1 √ 

活动报告 7 9 11 10 11 

回顾当年，迎接第二年 × 1 × × × 

NSM 活动指标（当年） × 1 1 × × 

该年主要行事表 × 1 × × × 

新年贺词 1 1 1 1 1 

该年之主题介绍 × × × 1 × 

指导 × 11 × × × 

池田 SGI 会长指导 √ × 11 √ √ 

池田 SGI 会长指导特选 × × × 1 × 

池田 SGI 会长诗作 × × × × 1 

池田 SGI 会长新年和歌 × × × 1 × 

柯腾芳理事长指导 9 × √ 1 × 

一般讲义 1 × × × × 

学习资料 11 11 √ √ √ 

御书/御书讲经教材 √ 10 √ √ √ 

座谈会教学资料 1 × × × × 

基本教学 1 × × × × 

青年舞台 × × × √ × 

日莲大圣人与门下 × × × 11 8 

海外体验 1 × 1 1 2 

体验 √ √ 3 × × 

妙法家庭 × × × × √ 

新佛法入门  6 4 6 7 

今日发心 1 2 × 1 3 

故事随想 7 9 8 11 × 

实相扫描 × × 11 × × 

初入信者 × 8 2 6 × 

少年组 5 11 11 √ √ 

少年组感言 × × × 1 × 

问与答 6 3 × 6 11 

社论 √ √ √ √ √ 

学生部/学生园地 × × × 7 10 

第四届青年和平文化节访

谈录 
× × × 1 × 

贵宾观感 × × × 1 × 

佛教故事 × × × 2 √ 

和平与发展之年的意义 × × × × 1 

给新入信者 10 × × × × 

读者投稿 2 × 3 × × 

读者心声 × × × × 4 

转载【NSA 世界圣报】之

问答 
× × × × 1 

创价学会与日莲正宗宗门

问题的发言 
× × × × 2 

佛教对话 × × × × 5 

专题 × × × × 1 

佛法与宇宙 11 6 7 6 × 

生命的哲学 × 3 × × × 

读者来稿 × 4 × × × 

宇宙十周年纪念 1 × × × × 

生命的哲学 10 × × × × 

草创前辈体验 × × 9 × × 

第三届青年和平文化节观

感及访谈 
×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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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1992 年至 1996 年《宇宙》索引 

 

           年份 

目录 

1
9
92 

1
9
93 

1
9
94 

1
9
95 

1
9
96 

New Year Messages 2 1 1 1 1 

Editorial √ √ √ √ √ 

SGI President Ikeda’s 

Lecture 
× √ 3 1 4 

SGI President Ikeda’s 

 Dialogue for Peace  
5 × × × × 

SGI President Ikeda’s 

Peace Proposal 
× × × 1 1 

SGI President 

 Ikeda’s Guidance 
10 √ 10 10 9 

SGI President Ikeda’s 

Guidance Excerpts 
× × 3 4 2 

SGI President Ikeda’s 

Guidance Excerpts on 

Caring Society 
× × 1 × × 

Comments on the Lecture × × × 2 × 

Poems 1  1 1 × 

The New Human 

Revolution 
× × √ × × 

Fundamentals of Buddhism √ √ √ √ √ 

Reference Materials × × 1 × × 

Study Materials √ √ √ √ √ 

Gosho Study √ √ √ √ √ 

Gosho Excerpts × × √ × × 

Overseas Experience 6 6 5 5 2 

Experience √ √ √ √ √ 

Halaman Pelajar × × √ √ √ 

SGM Objectives 2 1 1 × × 

Theme and Objectives × × 1 × × 

Activity Report √ √ √ 11 √ 

Laporan Aktiviti × × × 7 3 

Feature 4 3 4 1 3 

Essay Series × × 8 7 9 

Special Focus × × × 1 × 

Faith Our Basic × × × 4 × 

Questions and Answers 1 4 5 × 3 

Impression × × × 4 1 

Buddhist Terms × × × 6 5 

Congratulatory Messages 2 × × × 1 

Student Page 2 4 × × × 

Reader’s Column 2 1 2 × 2 

Announcement × 2 × × 1 

Dialogue with Youth 3 8 × × × 

Faith in Our Basics × × × × 5 

Silent Prayer 1 × × × × 

Basics of Buddhist Practice 3 1 × × × 

Voyage of Peace × 1 × × × 

Panel Discussion × 1 × × × 

SGI's Peac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News 
× 11 11 9 11 

SGM Memorable Years × 1 × × × 

Special Interview × × × × 1 

Ceramah President SGI 

Ikeda 
× × 4 4 4 

Theme of 1993 1 × × × × 

Berita Bergambar/活动彩

色画页 
× × × × √ 

Photo News √ √ √ √ × 

活动照片 √ √ √ 11 × 

活动报告 √ √ 11 √ √ 

亚洲宣言 1 × × × × 

新年贺词 1 1 1 × × 

柯腾芳理事长新年贺词 1 × × × × 

该年之主题介绍 × × 1 × × 

教学任用考试通告 1 1 × × 1 

池田 SGI 会长指导 √ √ √ √ 8 

池田 SGI 会长指导摘要 × × 2 4 2 

池田 SGI 会长诗作 × × 1 1 × 

池田 SGI 会长纪念演讲 × × 1 × × 

池田 SGI 会长特别演讲 × 1 1 1 3 

池田 SGI 会长嘉言锦语 × × 1 × × 

秋谷 SGI 理事长新年贺词 1 × × × × 

池田 SGI 会长文选 × × × × 2 

柯腾芳理事长讲话 1 × × × × 

创价精神复兴之年的意义 3 × × × × 

SGM 广布推进基本方向 2 × × × × 

新人间革命 × × √ × × 

学习教材 √ × × × × 

御书/御书讲经教材 √ √ √ √ √ 

座谈会教学资料 × 8 √ √ 11 

讲经会教学资料 × 4 × × × 

人本主义教育特辑 × 1 × × × 

基本教学 × √ √ √ √ 

青年话廊 × 8 × × × 

海外体验 2 2 3 4 × 

体验 × × × √ √ 

信心入门 × × × 5 4 

少年组 √ √ √ √ √ 

问与答 √ 9 4 11 11 

社论 √ √ √ √ √ 

学生园地 11 √ 10 11 √ 

佛教故事 √ 4 × × × 

读者心声 1 × 1 × 1 

佛教对话 6 6 7 × × 

体验 √ √ √ × × 

《宇宙》小品 10 6 × × × 

《宇宙》话题 10 7 3 8 6 

池田 SGI 和平之旅 5 2 × × × 

《宇宙》15 年 1 × × × × 

新观念文 1 × × × × 

青年对话 3 × × × ×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预

备会议 
1 × × × × 

塔普洛庭宣言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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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新策略 1 × × × × 

专题小组讨论会 × 1 × × × 

特写 × 1 5 8 4 

SGI 和平、文化、教育活

动讯息 
× 9 11 9 11 

现年 SGM 广布活动方向 × × 1 × × 

《宇宙》20 周年贺词 × × × × 1 

《宇宙》20 周年感言 × × × × 1 

畅谈世界领导者 × × 8 × 10 

佛教词语解释 × × 6 × 5 

SGI 和平倡言 × × 1 × 1 

历史回顾 × × × × 1 

对谈 × × × × 3 

专访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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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1997年至 2000年《宇宙》索引 

           年份 

目录 

1
9
97 

1
9
98 

1
9
99 

2
0
00 

New Year Messages 1 1 1 1 

Commentary × √ √ √ 

Editorial √ × × × 

SGI President Ikeda’s 

Lecture 
× 1 × × 

SGI President Ikeda’s 

Peace Proposal 
2 1 1 1 

SGI President 

 Ikeda’s Guidance 
11 10 11 11 

SGI President Ikeda’s 

Guidance Excerpts 
5 3 × × 

Peace Lecture 1 1 5 2 

Fundamentals of Buddhism √ √ √ √ 

Study Materials √ √ √ √ 

Study Material for SGM 

Buddhist Study Seminar 
× × 1 × 

Gosho Study √ √ 11 √ 

Overseas Experience × 1 × 2 

Experience √ 11 √ √ 

Halaman Pelajar √ 10 √ 11 

Activity Report √ 11 11 √ 

Laporan Aktiviti × 1 × 5 

Feature 6 4 4 5 

Special Feature × × × 4 

Essay 5 2 × × 

Essay Series √ 7 8 × 

Photo Essay × × × 11 

Questions and Answers 4 5 5 2 

Earth Charter × × × 1 

Impression × 1 × × 

Buddhist Terms 4 3 3 × 

Reader’s Column/Voices 

from the Readers 
4 3 2 × 

Faith Our Basics 1 × × × 

Report × 1 × × 

Announcement 1 × × × 

Special Announcement × × × 1 

Peace Dailogue × × 1 × 

SGI's Peac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News 
7 10 9 9 

The Temple: An Untold 

History 
× × 2 × 

Ceramah President SGI 

Ikeda 
3 1 × × 

Next Year Activity 

Schedule 
× 1 × × 

Berita Bergambar/活动彩

色画面 
√ √ √ √ 

Photo News × × × 1 

活动报告 √ √ 11 √ 

教学任用考试通告 1 × ×  

摄影比赛通告 1 × × × 

地球真美妙-池田 SGI 会

长摄影纪行 
× × × √ 

池田 SGI 会长指导 11 10 9 11 

池田 SGI 会长指导摘要/

选辑 
6 3 2 × 

池田 SGI 会长纪念演讲 × 1 × × 

池田 SGI 会长特别演讲 × 1 × × 

御书/御书讲经教材 √ √ √ √ 

座谈会教学资料 √ √ √ √ 

基本教学 √ √ √ √ 

海外体验 × 1 1 4 

体验/体验专访 √ 11 √ √ 

信心入门 1 × × × 

少年组 √ √ √ √ 

问与答 6 3 5 6 

社论/漫谈信心、广布与

人生 
√ √ √ √ 

学生园地 √ 10 √ 11 

《宇宙》话题 5 2 6 1 

专稿 5 2 × × 

特写/特稿/特辑 10 15 11 9 

SGI 和平、文化、教育活

动讯息 
5 9 10 10 

畅谈世界领导者/池田

SGI 会长畅谈世界指导者 
11 9 10 × 

佛法词语解释 4 3 3 × 

池田 SGI 会长和平倡言 1 2 1 1 

和平讲座/SGM 和平讲座 1 × 4 2 

女性乐园 × × 5 9 

第 16 届共和联邦运动会

专访 
1 × × × 

新会友感想 3 × × × 

第二年之学会行事 1 × × × 

学习宗门资料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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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1987年至 2000年《宇宙》所刊登之少年组索引 

 

    

     年份 

 

目录 

1
9
8
7 

1
9
8
8 

1
9
8
9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1
9
9
3 

1
9
9
4 

1
9
9
5 

1
9
9
6 

1
9
9
7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少年组 5 11 11 √ √ √ √ √ √ √ √ √ √ √ 

 

资料来源：整理自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编：《宇宙》，1987 年至 2000 年全年刊号。 

 

 

表十：1977年至 2000年《宇宙》所刊登之社论索引 

 

    年份 

 

目录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Editorial √ √ √ √ √ √ 8 11 √ √ √ √ 

社论 × × × √ √ √ √ √ √ √ √ √ 

 

    年份 

 

目录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Editorial √ √ √ √ √ √ √ √ √ √ √ √ 

社论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整理自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编：《宇宙》，1977 年至 2000 年全年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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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1977年至 2000年《宇宙》所刊登之体验索引 

    年份 

 

目录 

1
9
7
7 

1
9
7
8 

1
9
7
9 

1
9
8
0 

1
98
1 

1
9
8
2 

1
9
8
3 

1
9
8
4 

1
9
8
5 

1
98
6 

1
9
8
7 

1
9
8
8 

Experience √ √ √ √ √ √ √ 11 11 √ √ √ 

Overseas 

Experience 
× × × × × × × × 1 1 × × 

体验 × × × 11 √ 9 11 √ 11 √ √ √ 

海外体验 × × × × × × × × × × 1 × 

 

    年份 

 

目录 

1
9
8
9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1
9
9
3 

1
9
9
4 

1
9
9
5 

1
9
9
6 

1
9
9
7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Experience 3 × 11 √ √ √ √ √ √ 11 √ √ 

Overseas 

Experience 
2 8 11 6 6 5 5 2 × 1 × 2 

体验 √ √ √ √ √ √ √ √ √ 11 √ √ 

海外体验 1 1 2 2 2 3 4 × × 1 1 4 

妙法家庭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整理自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编：《宇宙》，1977 年至 2000 年全年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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