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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4年12月的北京。
一个寒冷的冬天。
中国经历着大变动。
“文化大革命”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头。
整个社会在动荡。
一方面报章上宣传“形势大好”；而另一方面，在众多的民众心里，渐渐产生了各种疑惑。
刚刚复出不到一年的邓小平，坚定地走到了中国和世界政治舞台的前台，主管当时中国日常工作，他
大刀阔斧，想要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弄乱的各方面的秩序。
此时，虽说林彪集团已经垮台，但是江青集团，依然在政治上占有相当的势力。
一直挺立在中国政治风口浪尖的周恩来总理，患癌症动手术住进了医院，毛泽东主席也患了重病，这
些在当时中国的领导层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整个中国，风云激荡，变幻莫测。
12月5日上午，百忙中的邓小平副总理接见了日本创价学会第二次访华代表团。
当时，中日虽然已经复交，但是还没有签订友好条约，也没有直接通航。
日本代表团是12月2日从香港经深圳转入中国内地的。
在两天的时间里，团长池田大作一行活跃地和中国各方进行交流，展开了友好活动。
回国前，邓小平副总理接见了他们。
在会见中，池田大作向邓小平副总理提出，希望见周恩来总理。
邓小平说：“这七八个月来，总理一直住院。
病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坏。
他已经77岁了。
这些年来，他事情多，太累了。
一般说来，总理是非常高兴和你见面的，但是我们党要尽量‘管制’，不让他工作。
”并表示，一定向周总理转达他的问候。
委婉地回拒了池田大作的请求。
池田等一行对此表示理解。
晚上，在北京的国际俱乐部举办告别答谢宴会，招待各界人士。
当时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等出席了宴会。
宴会将要结束时，廖承志靠近池田，小声地说：“池田会长，有点事要和您说。
”两个人到了旁边的一个房间。
廖承志说：“周总理在等着您呢。
”池田一听，又惊又喜。
惊的是，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因为上午邓副总理已经说过，总理病重，他以为这次是见不到周
总理了；而喜的，当然是总理在重病的情况下，还愿意会见他。
然而，他考虑到周总理的身体状况，说：“我由衷表示感谢，然而，我不能去。
这对总理的身体不好，我是不应该去的。
”这下轮到廖承志会长为难了：“这怎么好呢？
”他可不能违背总理之命。
池田看出了这一点，客气地说：“那就遵命了。
用两三分钟，只见一下面吧。
请容我失礼。
”于是，他们一行，就在翻译林丽韫的陪同下，乘车前往离宴会厅不太远的305医院。
周总理已经在等着他们了。
根据后来当事人的回忆，周总理在知道池田一行的愿望后，力排众议，坚持要见他们。
当时邓颖超曾加以劝阻，说总理的身体状况并不乐观，就等下一次再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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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们的意见也是如此。
但是，周总理坚持要见。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是有关的人们还时时谈起那次被称为永世难忘的会见。
癌症进入晚期的周恩来总理，在住院期间，为什么还一定要会见这个既不是什么政要巨头，也不是旧
朋老友，还比他整整小30岁的日本人？
这池田大作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思想家在论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时，会想起汤因比还和池田大作有过那么一段交流，会想起他似
乎强调过“东方文明”；政治家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则比较关心池田大作和周恩来、邓小平、胡锦涛
等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关系，以及他在中日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文学家介绍的是他对文学的评论，是他
的《我的人学》，是他和巴金的友情，是他和金庸的对谈；带有宗教色彩的人士，则会记得他领导的
“创价学会”是一个宗教团体，似乎和佛教有关；艺术家们会谈起他在中国举办的摄影展览和文化部
颁发给他的艺术桂冠；教育家们也一定忘不了创价大学，会谈到从那里留学回国的各类人物。
凡此等等。
说实在的，在当今的中国，没有哪一个日本人被赋予了这样多的头衔，扮演着这样多的角色：他是一
个佛教教徒，是一个政治人物，是一个作家，是一个诗人，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教授；他是一个日
本人，又自认是一个世界的公民；他是一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是一个学者，又是一个平民百姓。
有的媒体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有的民众又把他敬奉得宛若圣人转世。
他被打上了许多光圈。
他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物。
听到过他名字的人们，往往从自己的特定角度来描述他，但是若追问一下他究竟是怎样的人，大概就
没有多少人能回答了。
所以，可以说，他既广为人知，又不太被人了解。
他首先是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日本人。
他是一个普通的庶民之子，没有权势的背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一路走来，留下了一行行脚印，留
下了一片片色彩斑斓的思想和情感的云霞。
他是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一个面向未来的人。
他所处的时代，虽在某种程度上说，比我们稍微早一些，但基本当属同一个时代。
他80年的人生经历，有些也许我们也曾经历过。
他思考的问题，有的也许我们也思考过或正在思考。
在这样的时代，他是如何度过的？
如何行动的？
有没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呢？
在他身上映现出来的那些社会现象和问题，他是如何对待的？
如何思考的？
有没有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的地方呢？
那么，就让我们来追寻一下他走过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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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撰写了一个人的生平事迹——池田大作，因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不可能写下每个细节，这里只
是根据公开的资料，进行勾勒速写，所以，只能是一个概略的轮廓。
全书原则上按年代的顺序展开，但是，鉴于有些事情前后有关，为了便于叙述和阅读，做了适当的调
整。
本书主要是面对一般读者的“教养”性读物。
传主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物，他的很多活动，都是思想文化层面的“对谈”，涉及的问题带有深刻性
。
所以引用了一些资料，包括池田自己的叙述和已经发表的资料，以便读者正确了解传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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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庆，日本国立金泽大学教授，兼任中国复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五卷本《日本汉学史》、《中国文化中人的观念》、《顾千里研究》、《中国文学史》(合
著)、《东瀛遗墨》(编注)、《中国文化史名著举要》(执笔)；译著：《气的思想——中国文化中的自
然观和人的观念》、《六朝道教史研究》、《唐代研究指南》、《中国小说世界》、《明季党社考》(
合译)、《中国人的机智》(合译)、《中国诗史》(合译)多种；发表论文百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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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海风的洗礼生在北京皇城根儿的人，喜欢自称“咱老北京”，以区别住在郊外的或后来迁入北京
的外来户。
生在上海市区的人，对自称为“我是上海人”的新一代，时而会从眼角瞥出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神色
，情不自禁地冒出句：“侬阿(第三声)是上海人？
”据说，日本正宗的“东京人”，也讲究这一套。
如果不是祖孙三代都在现在的神田附近出生、长大的人，就不被认为是标准的“江户之子”。
池田大作把自己称为“江户之子”，但他加了一点说明，这里的江户，大致就是现在的东京，而不是
严格意义上只限于东京的“神田”。
他在东京湾边上的海风中出生，从小就经受了海风的洗礼。
东京湾边的弃儿东京荏原郡大森町(现在的东京都大田区大森北)，有一个商人家庭，这家人姓池田。
1928年1月2日，主人池田子之吉的第五个儿子诞生了。
这个婴儿刚出生就遭到了“被抛弃”的厄运。
那年，他的父亲41岁。
按日本算命的说法，当年正是在遭“厄运”的前夕。
日本当时有一种民间的风俗，要把刚出生的孩子丢弃到外面，再被人捡起送回来，这样一来，就可以
消灾。
于是，刚出生的这个孩子，就成了父亲消灾的特别用具。
当然，捡孩子的人是事先都说好的，原本不会出什么事情。
但是，事情总会有意外。
那一天，不知怎么的，家里把婴儿放到了村中的某个地方，事先说好要去捡的人还没到，却被过路的
人看到了，以为真是被丢弃的婴儿，于是便把婴儿送到村的管理机构。
而这一边，去捡的人到了约定的地点一看，婴儿不见了，慌了神，连忙跑到池田家报告，全家人这下
全乱了套。
后来总算找了回来，虚惊一场。
这个婴儿，就是池田大作。
池田家，从大作的祖父一代起，就一直生活在东京。
在东京大森(在今天东京的大田区)海边，从事海苔的养殖和生产。
海苔，中国一般统称为“紫菜”，但是，日本的海苔种类颇多，所以，笔者在本书中，还是用“海苔
”这样的说法。
当时大森的海苔，在整个日本堪称“一霸”，流行全国。
每年的秋天，池田家在海中插上竹竿，到了冬天，当一般日本人过年的时节，就要冒着寒风，到海中
去采集海苔，那是他们家最忙的时节。
由于经营得法，20世纪初期，在大森众多的海苔经营者中，池田家的规模一度处于屈指可数的地位。
买了有动力的渔船，雇用了30多名打鱼的工人从事渔业。
此外，还参与了当时对北海道的开发。
1919年，池田家想在北海道的钏路购买国家发卖的土地，进行开拓。
为此，大作的父亲子之吉多次往返东京和北海道之间。
后来因为家业不济，才不得不放弃。
池田家家道中落，一方面是由于这一行业赚钱，加入的人多了竞争激烈，而更主要的是因为1923年的
“关东大地震”，池田家附近海岸的海底下沉，于是投资的那些养殖场都付诸东流。
父亲子之吉在遭灾以后，仍然从事海苔生产这一行。
他是池田家的第二个男孩。
在大作2岁时，子之吉分家独立，住到■谷(也在现在东京的大田区)附近的海边。
子之吉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用中国话说——倔得可以。
大作曾这样谈到父亲：他的这种倔头脾气是从祖先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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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江户时代的后期(日本的天保时期，约1836年前后)，天气异常，全国都闹饥荒。
于是幕府放粮救荒。
大家都去取救济粮，就是池田家不去，因为“拿那里发的粮食不合道理。
我们就是吃草也总能活下去”。
池田认为，这个传说虽有后来人添加的色彩，但是，反映了他们家族的某种性格。
大作的父亲继承了家庭的这种“倔”传统。
果断决行，少言寡语，大凡做事，就认准一条路走下去，即使碰得头。
破血流也决不回头。
同时也要求孩子们，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尽力做好。
有一次，幼年的大作在池塘边玩耍。
夏秋之际的关东地区(东京一带)蓝天白云、和风丽日。
海水是青色的，树木依然带着浓郁的绿色，这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
年幼的池田大作，自然也免不了受大自然的吸引，看着那在蓝天上忽上忽下飞舞的蜻蜓，几乎忘记了
周围的一切。
他追赶着想要抓住蜻蜓问个究竟，结果，蜻蜓没追到，他却一下子落到了路边池塘里。
池塘里的水虽说并不很深，但落下去，还是没过了他的头顶。
大作不断地挣扎，一瞬间，感觉就要不行了。
当时，他的父亲正在旁边。
看见儿子落了水，在水中扑腾挣扎，快沉下去了，却毫不慌张，冷静地下水，把大作救上岸。
此时大作已经失去了知觉。
后来，大作这样回忆：在自己已经绝望时，感觉到两腋下有一双大手插了进来，身体不知怎么就被举
起来了。
“那是父亲。
我在梦中抱住父亲，想，有救了，便一下子失去了意识。
当有知觉时，已经躺在房间里了。
”后来，医生也被叫来了，但是在这期间，子之吉一句话也没说。
这位父亲对子女们的要求非常细致和严格。
比如，打扫卫生，必须把家中所有的地方都擦得一尘不染。
日本的房子有许多纸糊的窗，他要孩子们必须把每个窗格子都擦得干干净净，如果用手指抹一下，发
现有点灰尘，那就免不了挨一顿训斥。
子之吉在大作小学二年级时得了病，一直卧床，前后长达五年。
即使生活难以自理，周围的亲朋都伸出援助之手，他还是顽固地拒绝：“麻烦了别人，你们长大了就
抬不起头。
就是舔盐巴也别接受援助。
”这就是他的话。
由此可见其性格之一斑。
大作的父亲在文化观念上，也和当时一般的日本人有些不同。
他不受当时日本社会风潮的影响，没有那种盲目的日本自大狂，对于朝鲜和韩国比较有好感。
他坚持认为，朝鲜的文字是非常好的。
大作很小的时候，他就教大作朝鲜语的发音，所以，长大以后，大作还记得。
他到过朝鲜半岛，不止一次地提到，釜山的夜景，是世界上最好看的。
也许那块土地在他心里打上了深刻的印记。
这一些，都对池田大作的思想观念和人格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
生活是现实的。
父亲病倒，失去了主要的支撑者，池田家的家业彻底地衰败了。
家庭落入了贫穷的沟底，有时连维持日用开支的钱都没有。
有一次，一个亲戚来看望卧床的子之吉，留下了100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万日元吧)，大作的母亲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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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感动，一直记着这件事。
直到大作长大，还叫大作报答那个人。
大作的母亲是个勤劳的妇女，坚韧，乐观。
她是当时东京“古市场”(现在大田区)一个农家的女儿。
1915年和池田大作的父亲结婚。
此后，就一直默默地和丈夫一起支撑着这个家。
冬天，是海苔采集最忙的时候，早饭是在凌晨2点前后，午饭在上午10点，晚饭在下午5点左右。
在午饭和晚饭之间，还要准备一顿点心。
作为海苔业家的主妇，要做好这些，起早摸黑乃是家常便饭。
母亲常常连吃午饭的时间也没有。
不仅如此，她也要和男人一样，驾着采海苔的小船，出海采集。
虽然如此，大作很少看到过母亲愁眉苦脸的样子。
她一生生育了七男一女，还从亲戚家领养了两个孩子。
要养大这么多孩子，可想而知，决不是件容易的事。
池田大作后来这样回忆自己的母亲，她“一直在劳动，家务的针线活也从不停手”，“手上一直都裂
着口子，刚过五十便已经满头白发”。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池田大作传>>

后记

总算到了可以告一段落的时候了，这本书，是在完成了一项长期的著作计划后的间歇写的，也算是做
了一件事情吧。
在中国虽然已经出版了不少池田大作的著作，在报上时而也可见到他的名字，但至少笔者写下这些文
字的时候，似乎还没有一本比较完整的他的传记，也还没有一本比较全面地介绍他生平和思想的书—
—也许有，笔者未见。
那就务必请宽恕我的孤陋寡闻。
撰写一个人的生平事迹的书，按照现在一般的说法，被称为“传记”，而传记又有各种不同的写法。
可以是素描式的，可以是速写式的，甚至可以是漫画式的。
或详细，或简略；或注重时间的排列，或着眼大事的描绘。
池田大作是一个公众人物，不可能写下每个细节，这里只是根据公开的资料，进行勾勒速写，所以，
只能是一个概略的轮廓。
全书原则上按年代的顺序展开，但是，鉴于有些事情前后有关，为了便于叙述和阅读，做了适当的调
整。
还有，这本书主要是面对一般读者的“教养”性读物。
传主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物，他的很多活动，都是思想文化层面的“对谈”，涉及的问题带有深刻性
。
所以我引用了一些资料，以便读者正确了解传主的思想。
这样，有的地方或许就稍显冗长，也请读者谅解。
在写作中，引用了不少是池田自己的叙述和已经发表的资料，有的在国内已经有了中文的译本，笔者
自然要加以引用和参考，因此要对先行的研究者表示感谢，不敢掠美。
而有些部分，因为手边只有日文原本，则由笔者直接从日文译出。
凡是引用的，一般都注明出处，同时在书后列出征引文献目录，以便查考核对。
写池田大作，是因为通过这个焦点，可以反射出有关人生的各种问题和这个时代各方面的情况，可以
使我们一起，进一步地思考。
在这个急剧变化，各种“速成”品行销全球的时代，不知道这样比较花费时间、或许会让人思考的书
，有多少生存的余地。
应当也还有存在必要的吧。
最后，要对促使此书得以问世的责编章依表示由衷的感谢。
写下这一句话，我立刻就感到颇为俗套，但还是不想抹去。
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随着时光的流去，都会渐渐淡漠、消逝。
墨写的文字，当然没有现实生命那样丰富和感性，但是，总还会存在下去，因为，它可以引发人的思
忆。
李庆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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