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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仁

曾有佛教发源在印度，兴起在
中国之说。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
的说法呢？因为，外来的佛教中国
化了，而且还西来东去了。这其中，
佛教的中国化与大肚宽容、笑口常
开的弥勒化身布袋和尚也是密切相
关的。本文重点就布袋和尚与佛教
中国化的相关情况做一些探讨。

弥勒信仰由印度传入我国，并
于两晋时期开始流行。东晋的道安
法师，是中国最早信仰和修学弥勒
的高僧，亦为弥勒信仰的第一代祖
师。唐玄奘西行取经，取来一本很
重要的经书叫《瑜伽师地论》。南北
朝、唐朝是弥勒信仰在中国流行的
鼎盛时期。

唐末至五代后梁时期，由于布
袋和尚的出现，使传统信仰弥勒的
状况出现了崭新的、根本性的重大
转机。据志书记载，唐僖宗乾符二
年（875年）一个孩童经县江漂流至
奉化长汀村洪郎潭。长汀村村民张
重天发现后，将该孩童抱回家，并收
为义子。张重天夫妻俩曾亲切地问
他：“你从何处来？你的父母是谁？
你叫什么名字？”他只是无奈地摇摇

头，这些疑惑已成千古之谜。但布
袋和尚的事迹，却以传说的形态持
续传承，广泛传播。

据传，有一天该孩童在与同村
的小伙伴玩耍时，其中有一个小伙
伴问他：“怎么称呼侬啊？”他爽朗地
自号长汀子。长汀子长大后，到与
长汀村相近的岳林寺出家。岳林寺
方丈赐长汀子法号契此。出家后，
契此经常随身携带养父母送给他的
布袋出入山门，人们便形象地以布
袋和尚相称。

那时的岳林寺与奉化城区的沙
滩街市场相邻，布袋和尚为远离城
区的喧嚣，婉拒了接任方丈的安排，
坚持去裘村的天华寺静修。后因天
华寺被焚，布袋和尚不得不跟随天
华寺方丈重返岳林寺。经岳林寺和
天华寺的两位方丈协商，将天华寺
改为岳林寺的下院，并在那里建造
岳林庄，继续派原天华寺的僧人去
管理原属天华寺的田地、山林和寺
产。这一消息传出后，却无人应
声。见此情景，布袋和尚毛遂自荐
担任岳林庄庄主。对此，两位方丈
感到满心欢喜。随后，布袋和尚带
着几个原在天华寺朝夕相处的小和
尚，在天华寺下方的山岙里新建了

岳林庄。布袋和尚与同去的小和尚
管理山林、耕种田地、围涂造田、出
租寺产、救济难民等等的传说，在裘
村流传下来，成了千古美谈。

雪窦寺是十方丛林，布袋和尚
常到雪窦寺去讲经弘法。布袋和尚
在雪窦寺弘法时，把改变传统的苦
修行作为着重点。他用怡乐于山水
之间，目送悠悠白云，耳听潺潺流
水，吟风弄月，无拘无束的禅修方式
进行弘法，深得雪窦寺长期在晨钟
暮鼓中苦修行寺僧的欢迎和方丈的
赞赏。布袋和尚还曾去北山寺结夏
安居。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农历
三月初三，布袋和尚在岳林寺东廊
的磐石上说偈圆寂，偈曰：弥勒真弥
勒，化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
自不识。至此，人们方知布袋和尚
是弥勒化身。

布袋和尚圆寂后，高徒蒋摩诃
遵照布袋和尚的生前嘱托，将布袋
和尚埋骨于奉化城区锦屏山的中塔
寺。布袋和尚虽然离开我们已有一
千多年，但更多的世人只知道笑口
常开的大肚弥勒布袋和尚，而淡忘
了从印度传过来的弥勒菩萨。

公元前六世纪，弥勒出生在印
度波罗奈国劫波利村。正统的弥勒

造像身着菩萨装，常戴天冠，所以亦
称天冠弥勒。有的是坐姿交脚的弥
勒造像，称其为交脚弥勒。我国现
存最早的弥勒造像是位于甘肃敦煌
石窟275窟的交脚弥勒，塑于北凉时
期（397年或 401-439年）。现存最
高的弥勒造像是四川的乐山大佛，
通高71米。现存最大的独木雕弥勒
在北京雍和宫万福阁内，身高18米，
地下底座 8米，通高 26米。现存最
大的弥勒铜像是西藏日喀则扎什伦
布寺大强巴殿内的强巴佛（西藏人
称弥勒佛为强巴佛），这尊佛像用紫
铜11.5万余公斤。其他还有在山西
大同云冈石窟的石雕弥勒、河南洛
阳龙门石窟的石雕弥勒等。

布袋和尚的造像有写真像与摹
真像之分。现存唯一的布袋和尚写
真石刻像，位于杭州市北山路大石
佛院兜率寺的 3号龛内，建于五代
至北宋初。最早的布袋和尚摹真像
建于北宋。北宋崇宁三年（1104
年），岳林寺住持昙振募集若干银
两，在岳林寺建祟宁阁塑布袋和尚
摹真像。后来，各汉传寺院天王殿
内的布袋和尚塑像均以此为蓝本，
有的还在布袋和尚塑像的下方恭恭
敬敬地写上“皆大欢喜”。

从佛像的流传演变过程看，弥
勒造像是随着弥勒信仰的传入而开
始的。道安信仰弥勒的时间与现存
最早的弥勒造像的时间均在十六国
（304-439年）。同时，弥勒造像也
随着弥勒信仰的衰退而结束。布袋
和尚的传说，是布袋和尚于乾符二
年现身洪郎潭后开始流传的。布袋
和尚的真身石雕像建造于布袋和尚
圆寂 40多年后。布袋和尚的第一
尊摹真像，是1104年由岳林寺住持
募款建造的。布袋和尚的塑像，随
着布袋和尚传说的广泛流传，从民
间到寺院，再从寺院到民间，而且还
从国内传到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
地区。

向往美好生活是人们急切的期
盼。一千多年以来，布袋和尚的人
生传奇、造福为民、机智教化、趣闻
逸事等广为流传。2011年，“布袋
和尚传说”作为民间文学类，被列入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5年，奉化获评“中国弥勒文化
之乡”。2017年 8月 15日，《布袋和
尚传说》专集在奉化举办首发式。
2019年12月，《布袋和尚传说》获评
浙江省民间文艺“映山红奖”。2022
年1月，弥勒文化入选首批“浙江文

化标识”培育项目。
弥勒文化是弥勒信仰传入、弥勒

佛像流传与布袋和尚传说在传承、传
播过程中，人们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
物质财富的总和。弥勒文化从广义上
讲，是包括布袋和尚传说的。雪窦山
的弥勒道场，从广义上讲，也应该是包
括布袋和尚的，弥勒道场更完整的表
述应为布袋弥勒道场。这样，就更能
凸显雪窦山是布袋和尚故乡的弥勒道
场了。这样，也能明显区别贵州铜仁
梵净山以弥勒菩萨为主的弥勒道场
了。

弥勒文化的核心是弥勒精神。弥
勒精神的概念是：利他施乐。弥勒菩
萨表慈施乐，布袋和尚大肚常笑。乐
和笑是他们各自的特质体现，他们共
同的本质特征是利他施乐旳弥勒精神
和表慈施乐的弥勒信仰属性。利他是
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达到心
理平衡的必要条件；利他也是实现人
立德、立字、立言人生价值的重要途
径。

今后，我们要用弥勒精神来弘扬
弥勒文化，用弥勒文化来创造精神财
富和物质财富，实现让更多的人了解
弥勒文化，让更多的人理解弥勒精神
的目的。

布袋和尚与佛教中国化

徐国平

当今，在各个领域、各行各业，有不少新一
代的年轻工匠，爱岗敬业、刻苦钻研，练就了精
湛技艺，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
绩。他们不仅继承了“鲁班式”先辈工匠崇德笃
行、注重品质、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还把守正
和创新结合起来，练好“拧螺丝”“刮腻子”等普
通手工活的基本功，深耕现代工艺技术，创造出
优异的成绩。在 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
奥地利赛区重型车辆技术与维修项目比赛中，
代表中国队出征的奉化西坞蒋家池头村“00
后”小伙蒋昕桦战胜来自世界各国的 12名选
手，获得金奖。无独有偶，在 2022年世界技能
大赛特别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中，22岁的浙
江小伙马宏达也一举夺魁，为中国在该项目中
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

蒋昕桦是宁波技师学院的毕业生。2017
年，他因中考失利，与普高失之交臂，一度陷入
失落迷茫。考入宁波技师学院后，他尊匠崇技，
踏踏实实钻研技术，虚心向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求教，以农家子弟吃苦耐劳的精神，每天一身油
污一身汗，把提高汽车修理技能作为自己的追
求目标。重型车辆的范围很广，既包括集卡车、
挖掘机、推土车之类的常见车型，也包括各种专
业采掘设备和农机设备，蒋昕桦敢于啃“硬骨
头”，各种急难险重的活抢着干。掌握了各类重
型车辆的维修技术，大赛参赛机型是国内没有的车型。按照规
则，选手们要根据英文说明书，在规定的18个小时内，精准找出
各个问题，并逐一解决。蒋昕桦凭借自己平时练就的高超本领
和敏捷的临场应变能力，冲破重重难关，脱颖而出，勇夺桂冠。

蒋昕桦获得荣誉奖项后，将村里发的 6万元特殊育才奖捐
赠给了村里的老年食堂。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感谢父老乡亲
在我成长成才路上的关心和支持。

被称为“刮腻子”世界冠军的马宏达毕业于浙江建设技师学
院。这个“抹灰与隔墙系统”竞赛项目并非“刮腻子”那么简单，
这是一项用涂料、装饰材料等对房屋建筑进行修建、改善和整修
的项目，是考验选手的金属框架建造和石膏板安装技术，以及隔
音、隔热、防火、抹灰、装饰线条制作和安装技术综合能力的竞
赛，技术要求很高，还要体现艺术创意。“刮腻子”不仅要保证墙
面平整，而且偏差不得超过1毫米，并要在一面空白墙上自由创
作。在强手如林的世界级比赛中，马宏达一举夺魁，实属不易。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五年多高强度的训练操作
在马宏达身上留下了不少疼痛和伤病，也凝结着马宏达平时学
习这门手艺孜孜不倦、一丝不苟、勤学苦练的心血和辛劳。

世界技能大赛以鼓励各国青年技术工人成长为宗旨，被誉
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这反映了当今世界各国高度重视技术
工人的培养。高素质的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是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我
国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在世界级技能比赛中获
奖的技术人才也越来越多。

在对新时代工匠风采的一片赞誉声中，也有网民不以为然，
认为在数字化、智能化、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修理行业层
次低，只是经济活动的补充。这些质疑反映了，受传统观念的影
响，社会上有一部分人重视脑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对职校“低
人一等”的观念仍根深蒂固。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报告，去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在高中阶段
教育招生总数中的占比仅35%，远未达到规定的“五五分”。现实
情况是社会上技术工缺口仍在逐年增大，制造业等行业还存在结
构性“用工荒”。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就业难，而工厂企业却缺少能
在生产一线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工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

今年以来，我区围绕人才强区战略、“群英绘共富”行动，结
合产业工人特点和需求，以“匠心·蓝”奉化工匠成才共富计划实
施方案的引领、培育、比武、创惠、传承 5大行动为抓手，深入落
实 15项举措，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尊匠崇技、技能成才”的良好
氛围，为我区输送更多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3万多人次，还承办省市级技能比武，举办区级技能选
拔赛，遴选“浙江工匠”“宁波工匠”。各级各企业还设立奖项，对
工匠给予奖励。西坞街道蒋家池头村就设立了育才奖，连续19
年对各类青年人才进行奖励。殷切希望在全社会形成“普职同
重”的共识，各级各部门更加重视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更多高素
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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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军

以前也写过日记，但总不能持
久。长则一月二月，短则一周二周。

但这一次，破了天荒，记了已一年
出头。并且，一年多的时间，基本做到
了天天记，只偶尔落下一天两天。

说起这次重记日记的缘由，还真
有些哭笑不得。家里有个不怎么爱读
书的读书郎，每到新学期，却总要到书
店去买几本笔记本，花花绿绿，琳琅满
目。理由冠冕堂皇，想要认认真真地
做课堂笔记。可等到一学期下来，这
些笔记本，能记上八页十页的，已是待
遇优渥；大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这里
留个一鳞半爪，那里记下三瓜两枣；还
有一本两本，更是遇人不淑、命运多
舛，也不知主人哪根神经搭错，在其中
一页打了个大大的“红叉”，就被弃之

不用。看着这些被儿子淘汰下来的笔
记本，让我颇为踌躇，扔了吧，有点可
惜，不扔吧，似乎也没什么用处。这
不，思来想去，决定还是自己拿来，做
做摘抄，写写日记。

我平头百姓一个，干的是极平凡
的工作，过的是顶普通的生活，写日
记，记的也多是“吃喝拉撒”的琐碎
事。起头一般是“今天”，然后做了什
么什么，去了哪里哪里……刚开始记
的时候，倒是有些耐心，比如去了趟菜
场，买了什么，每个菜花费多少，都能
巨细无遗地记下来。但记着记着，就
产生了“审美疲劳”，结果越写越短、越
记越少。有时，纯粹为记而记，敷衍了
事，比如，“今天没什么可记的”，一篇
日记就这样完事了。

“写这样的日记，有什么意义呢？”
困惑之下，惰性再次发作，又想如从前

一般，搁置纸笔，半途而废。
这个时候，看书时看到了一句话：

“写日记，倘若流水账一样清澈，也
好。”仿佛一缕清风，吹醒了正犯迷糊
的自己。原来，也有人写日记如同记
流水账一般；原来，写流水账一样的日
记，也是好的。为了进一步坚定信心，
为了鼓励自己继续写下去，我盯着“也
好”两字，又在心里不断地给它内延外
拓，争取让这个“好”字更加立体，更加
饱满，更加鼓舞人心。

经过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挖掘引
申，我觉得，我写日记虽不能像伟人、
名人那样，具有历史和人文的价值，但
至少也能有这么些好处：一是写日记
可以减少刷抖音的时间，对眼睛有好
处；二是现在又是电脑又是手机的，每
天动笔写写日记，可以减少“提笔忘
字”的尴尬；三是写写日记，哪怕是流

水账式的日记，总归也是动了脑、调动
了一些脑细胞的，应该也能预防老年
痴呆的；四是等到七老八十蹲在墙角
晒太阳的时候，翻翻自个儿的日记，既
能减少发呆，打发时间，说不定偶尔还
能会心一笑，有助于追忆似水年华和
美好往事……

为了这些好处，为了给儿子淘汰
下来的笔记本物尽其用，看来我这个
日记还是要继续写下去的。当然，为
了在七老八十蹲在墙角翻看时能有更
多“会心一笑”的时刻，从今往后应多
记些高兴的事、美好的事。虽然，生活
平淡而琐碎，我们平凡且普通，但是，
我想只要有一颗向善向美之心，只要
不停地去追寻和创造，就算没有大精
彩，也总有些小欢喜，会向着我们迎面
走来！

日记，且行，且记，且欢喜。

说日记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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