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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池田先生关于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所有根本观点，也即他的友好和感恩的“中国
观”；带您目睹和见证几十年来池田先生及其领导的创价学会为促进中日友好关系以及在中日人民之
间架设通向和平和友谊的心与心之间的“金桥”所付出的坚忍不拔和持续不断的巨大努力。
    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关系，池田先生关于中国的观点还有许多此次未能收入本书中，例如书中的四个
主要篇章都是从一个角度而非全方位辑录的(特别是“中国文化篇”，仅仅是从他写的“中文本序”这
一狭小角度来选辑的，但在实际上，池田先生在其大量的对话著作和其他著作中，还包含着许许多多
关于中国文化的深刻洞见)，而且即使从一个角度也只是选编了其中少数而非全部内容。
尽管如此，相信本书内容也足以使广大中国读者感受和体会到池田先生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真诚之意
和拳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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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池田大作 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SGI）会长，创价大学、创价学园、民主音乐协会
、富士美术馆、东洋哲学研究所和公明党的创始人，世界著名社会活动家和宗教活动家，佛教哲学家
、教育家、作家及诗人。
 
    1928年诞生于日本东京，亲身经历了战争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现实，造就了他追求和平的决心。
长年以来，与世界各国许多有识之士和领导人进行对谈，共同寻求解决全球问题的对策，并著书立说
广泛探讨与和平及人类处境相关的种种问题。
 
    著述甚丰，题材广泛，主要有《人间革命》、《新·人间革命》、《展望21世纪》（与汤因比的对
谈）、《21世纪的警钟》（与贝恰的对谈）、《20世纪的精神教训》（与戈尔巴乔夫的对谈）、《畅
谈东方智慧》（与季羡林、蒋忠新的对谈）、《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与金庸的对谈）、《敦煌的
光彩》与常书鸿的对谈）等。
其中许多著作被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
 
    曾获得过联合国和平奖、巴西南十字国家勋章、法国艺术文化勋章、桂冠诗人以及中国艺术贡献奖
、教育贡献奖及和平友好杯等荣誉，为世界600多个城市的荣誉市民，还获得过莫斯科大学（俄罗斯）
、索菲亚大学（保加利亚）、圣马科斯大学以及中国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
学等250多所大学和学术机构颁发的名誉博士、名誉教授、名誉校长等名誉学术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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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篇  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  中国问题正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著名的1968年9月8日“日中邦交正
常化倡言”）第一篇  访华演讲篇  从敞开的大门进行相互理解的友好往来（1974年5月31日在北京欢迎
宴会上的致词）  坚持信义，永远友好（1974年6月6日在北京答谢宴会上的讲话）  齐心协力迈向光辉
的未来（1974年12月3日在北京大学赠书仪式上的讲话）  把热情的友好培育成未来的参天大树（1974
年12月4日在北京欢迎宴会上的致词）  在民众之间架设多条“金桥”（1974年12月5日在北京答谢宴会
上的致词）  进一步加强人民与人民的友谊（1978年9月11日在上海欢迎宴会上的讲话）  继承尊敬的先
辈们开拓的道路（1978年9月17日在北京欢迎宴会上的讲话）  打开青年交流的道路（1984年6月7日在
北京答谢宴会上的讲话）  民众向未来携手共进（1990年5月28日在北京欢迎宴会上的致词）  即将开始
的“金桥”第二期的往来（1990年5月31日在北京答谢宴会上的讲话）  “人民的幸福”是两国友好的
根本（1992年10月13日在北京欢迎宴会上的讲话）  日中民众的“友谊的名画”（1992年10月15日在《
西洋绘画名作展》开幕式上的致词）  感谢“金秋”的“黄金历史”（1992年10月16目在北京答谢宴会
上的讲话）  “深圳的挑战”是“亚洲的焦点”（1994年1月30日在深圳欢迎宴会上的讲话）第二篇  大
学演讲篇  寻求新的民众形象（1980年4月22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走向和平之康庄大道（1984年6月5
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人才是创造历史的主角（1984年6月9日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教育之道，文化
之桥（1990年5月28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通往新世界秩序之道（1991年1月30日在澳门东亚大学的演
讲）  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1992年1月30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  21世纪与东亚文明（1992年10
月14日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教授”称号之纪念讲演）  “人本主义”大地万里无垠（1994
年1月31日在深圳大学的演讲）  南开大学名誉教授、周恩来研究中心名誉所长受聘仪式上的谢词
（1998年11月25日）  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受聘仪式上的谢词（1999年7月24日于牧口纪念会馆）第三篇  
中国友人篇  20世纪的诸葛亮    中国周恩来总理（1898—1976）  保护民众的大树    周恩来总理夫妇  日
中友好的桥梁    已故廖承志先生  弘扬“人间佛教”    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  笔的战士    中国作家协
会主席巴金先生  世界著名的数学家    中国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先生  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    上海
大学校长钱伟长先生  丝绸之路的宝石敦煌的守护人    常书鸿画伯（1904—1994）  抓住全世界华人的心
的大文豪    金庸先生  现代中国画的巨匠    画家方召麟女士  用艺术的花朵激励民众   深圳大学教授苏东
天画伯第四篇  中国文化篇  《展望21世纪》中文版序  《我的佛教观》中文版序  《续·我的佛教观》
中文版序  《我的天台观》中文版序  《我的释尊观》中文版序  《理解·友谊·和平——池田大作讲演
·随笔》中文版序  《理解·友谊·和平——池田大作诗选》中文版序  《畅谈东方智慧》中文版序  《
敦煌的光彩》中文版序  《我的人学》中文版序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中文版序  《社会与宗教》中
文版序  《池田大作佛教对话丛书》中文版序  《人生箴言》中文版序未完成篇  向着未来  “心的金桥
”：迈向21世纪的光彩  赠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各位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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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卷首篇 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中国问题正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著名的1968年9月8日“日中邦交正常
化倡言”）福利的提高才是最好的安全保障在进入具体的问题之前，首先必须要触及的问题是，如何
评价毛泽东主义，以及中国是否是侵略性的危险的国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我国的保守派的人们中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思想，认为中国是侵略性的危险的国家，所以要加
强日美安保体制，不应该和中国过多交往。
如果就这一点来谈谈我的意见，我认为毛泽东主义在本质上较之马列主义更接近民族主义；而且虽是
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但继承了东方传统的精神主义的血统。
其中充满“中华”骄傲的中国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例如中国大陆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时候，据说台湾和香港的人们为此高兴得流出了热泪。
另外，在中印边境发生纠纷的时候，台湾地区也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大陆。
说它更多地具有精神主义的性质，还因为毛泽东非常重视人的思想变革。
从现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来看，它不像同是革命初期的苏联那样简单地把人处死，而是不
管身份地位由大家来批判，以示警戒。
这种做法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看起来是要采取一种思想革命的方式。
向外国扩大势力也是基于这种传统的思想方式。
而且从现在中国的国力和经济建设的阶段来判断，也根本不可能想象中国会以武力直接发动侵略战争
。
所以，只要这些国家的国情稳定，大众生活富裕，也决不会因为同中国加深交往而发生革命。
据我看，与其徒然制造侵略幻影的威胁，加强武装，增厚反共的硬壳，巩固安全保障体制，还不如提
高大众的福利，这才是最高的安全保障，才是对付暴力革命浪潮的最强韧的防波堤。
(鼓掌)当然，假如中国有着武力侵略他国的行为，我的想法也就不得不改变。
总之，中国是一个拥有七亿一千万人口的巨大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具有三千多年大河一般历史源流的
伟大民族。
她的思考方式是非常复杂的。
如果简单地下结论，必然会碰壁；如果气量狭小地来谋算，一定会犯意想不到的错误。
我还想强调，在解决恢复邦交问题、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日中贸易问题等具体事项时，也必须充分
懂得这样的前提和知识，根据长远的预见，进行耐心的交涉。
立即举行日中首脑会议首先我想谈一谈日中邦交正常化。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日本政府采取的立场是，认为1952年已和台湾当局缔结了日华条约，因而日中媾
和问题已经解决。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无视大陆中国七亿一千万民众，好像他们根本不存在似的唯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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