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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相隔 20
多年后的初夏，又来
到浙江省普陀山的普
济寺采访，首次遇到
普陀山佛教协会驻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门肃
法师。他告诉记者一
个数字：今年正月初
四这一天，普陀山进
出的香客和游客人数
多达14万人。

或许是因为是登
上了佛国，所以 14
万人的进出，并没有
打架吵闹之事，人人
礼佛，个个行善。这
一种气氛，让普陀山
保持了异常的寂静与
神圣。

在普济寺，当你
闭上眼睛，听到的只
是祈祷声和念佛声，
没有人喧哗。而睁开
眼睛，却又会发现，
香客已经挤满寺院。

这就是普陀山让
人喜爱的一个理由：
让你静心，远离尘
世。

普陀山位于东海之上，相传为观世音菩萨的应化道
场，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四大名山之一。

进入普济寺一般都要经过一个石牌坊。此坊四柱三
门，高约20米，柱上横楣雕刻有精致的云绫和石葫芦。坊
内北侧，竖一石碑，上书“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到此下马。”

普济寺前有一个广约15亩的莲池，名叫海印池，亦名
放生池，建于明代。池上筑桥三座。中间一座，桥面平
阔，北接普济寺的正门，南衔御碑亭。桥中有一湖心亭。

普济寺大殿亭，正对普济寺山门。周围玉液拥抱，粉
墙环绕。值此夏日荷花盛开，绿叶田田，红花亭亭。景色
迷人，寺观庄严，顿觉暑气全消，令人心旷神怡。

桥南的御碑亭，在湖心亭前，与海印池相连。亭系清
雍正九年 （1731 年） 所建，中竖雍正所书丈六白玉碑一
方，高3米，宽1.5米。东面一座桥为拱桥，称永寿桥，长
40 米，宽 7.5 米，高 6 米，系明万历十四年 （1586 年） 所
建。桥上石栏柱头，刻有狮子 40 座，形态各异，生动逼
真。石桥古朴典雅，为雕刻中的珍品。桥前有菩萨墙影
壁，上书“观自在菩萨”五个大字，字高五尺，苍劲有力。

西面一座桥为长堍拱桥，四隅镂有龙首，下雨时水从龙
嘴喷出，似袅袅轻烟。

莲花池三面环山，四周古樟参天，每年6月莲花盛开，池
中树影、亭影、桥影倒映，构成一幅美妙的图画。

圆通殿，即观音菩萨正殿。我们入殿后迎面看到的就
是本山主佛毗卢观音。她头戴毗卢天冠，天冠上有阿弥陀
佛像，慈眉善目，脸呈微笑，在莲花座上结跏蚨坐，右手
擎一枝平开莲花，左手以横臂挡胸，拇指尖顶在食指尖
上，中空成圆形，其余三指微微分开，结大悲施无畏印。

这种形象，就是“圣观音”，又称“正观音”。善财童子和
童女侧立两旁。殿两侧是观音三十二化身，展示了观音在

“十方世界”以不同身份出现的各种形象，包括神佛天王、
文官武将、僧俗男女和龙、蛇、大鹏鸟等动物和拟人塑
像，以显示普度众生的“法力广大”。这些像是1980年重塑
的，出自中国美院雕塑系的师生和 82 岁高龄的民间老艺
人詹振辉等之手，造型优美，雕刻精细，姿态庄严逼真，
表情丰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

普济禅寺又叫前寺，坐落在普陀白华山南、灵鹫峰
下，是供奉观音的主刹。全寺占地37019平方米，建筑总面
积 15289 平方米。寺内有大圆通殿、天王殿、藏经楼等，
殿、堂、楼、轩共计357间。

由于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每年来这里的香客
和游客人涌如潮。但这次来这里采访时有一个现象让我深
深惊叹，就是这里环境的宁静。

走入普济寺大门，你只要花一元钱，就能请到三支清
香，从容地走进大殿到指定的香炉上香或者自动供奉到佛
像前。人们来这里烧香，高雅多了，内心平静多了。

在这里，你看不到满大街小贩们的卖香叫喊声，同时
也看不到向游人强行推销的商人。到节假日时，虽然香客
游客云集，但这里没有人烧高香、头香等，铺张浪费的现
象似乎在无形中失去了市场。

无论在朱家尖至普陀山的码头上、摆渡客船上，还是
在这里能接触到的各种佛事介绍材料上，都有普陀山佛教
协会有关文明礼佛的各种公益广告。

为了体验僧人们的真实生活，本报记者专门半夜 3 点
半，赶到普济寺大殿。凌晨4点整，便听到了清脆而有节奏
的敲板声，接着传来浑厚而宏亮的撞钟声，僧人与香客们
随着悠扬的钟声而起，走进大殿共做早课。

普济寺香火鼎盛，每天早上礼佛的人挺多的。僧人们庄
严的外相、直指人心又洪亮有力的诵经声，以及渐入佳境的
香客们，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许多网站、微信、微博
上都能看到普陀山的早课。

而更为记者折服的是，常慈法师通过视频给我演示的
僧人们每天都要进行的过堂仪规，也就是常人所说的用餐
过程。无论是餐具摆放、要餐多少、开始结束，还是上
茶、上饭粥、上菜等，都有一个标准的仪规，整个过程据
说也是一个修行观相过程，非常安静，不会发出任何杂
音，令人叫绝。

当记者问到普陀山如何营造出这样的新气象时，门肃
法师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初，妙善法师根据
普陀山的实际情况，加强了普陀山佛协的实体化建设，开
始实行由佛协对全山寺院实行人事统一调配、经济统一核
算、修建统一规划的“三统一”管理模式。

这个管理模式能够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为佛教界本
身和社会办大事、办好事。在当地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指导
下，普陀山佛协的“三统一”管理模式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形
成了“一个法人（佛协）、二级管理（寺院）、统分结合”的机制。

在这个管理机制中，佛协会长办公例会为集体领导
层，常务理事会为民主决策层，理事会为规范管理的执行
层，对全山寺院实行管理。这种做法克服了过去佛协与寺
院管理关系上存在的微观过死、宏观过乱，缺乏制度保障
等问题，避免了各寺庙间为利益而形成恶性竞争。同时，
通过科学地整合资源，合理安排各项费用开支。

本报记者在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采访时，会闲法师
介绍说，该学院坚持“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
方针，配备学监和班主任，加强学与修的管理，制订上
殿、过堂、修观、念佛以及僧仪、僧纪等一系列管理制
度，坚持分项逐日登记，按月公布，期末评比，并作为升
级，毕业考核的内容之一。经过全院师生的齐心协力，每
逢观世音菩萨圣诞全体师生以虔诚的心情，肃穆的僧仪，
三步一拜朝礼佛顶山； 女众班学员利用寒暑假期间，齐集
观音洞举行“法华七”，礼拜 《法华经》 49 天；在闻思修

“三慧”的熏陶下，一代传灯新人，茁壮成长。
近30年的实践证明，普陀山佛协的“三统一”管理制

度是佛协各项事业有序不乱、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2015 年 6 月 30 日上午，台湾新北市万福禅寺教旗飘
扬，信众夹道欢迎远道而来的舟山市佛教文化交流团，普
陀山佛协在台湾万福禅寺举行捐赠100万元人民币仪式。

百万元捐赠仪式体现了两岸一家亲的主旨，正如中国
佛教协会副会长、普陀山佛教协会会长、普济寺方丈道慈
大和尚所言：“今天我们践行诺言，把净资善款送过来，圆
了我们一家人心愿。”

万福禅寺原初名“般若堂”，唐德宗赐名“建福禅
寺”，明朝万历皇帝赐额“万福禅寺”，是中国禅宗主流
——临济宗的发源地，世界黄檗宗福庭。普陀山佛教协会
惊闻台湾新北市万福禅寺遭遇火灾，大雄宝殿被烧毁，明
空法师不幸罹难，同感悲恸。为表达对明空法师为两岸及
普陀山佛教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怀念和发扬观世音菩萨的
慈悲精神，普陀山佛教协会决定向台湾万福禅寺捐赠100万
元人民币用于修复万福禅寺。

而普陀山佛协最大的一次捐款发生在4年前。2011年9
月13日，由普陀山佛教协会捐款建成的浙江舟山朱家尖大
桥扩建工程 （观音大桥） 正式通车。普陀山佛协一次捐款
4.5亿元建设朱家尖大桥工程，创下了迄今为止中国宗教界
单笔捐款的最高纪录。此善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道慈法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普
陀山佛教事业已进入转型升级的新时
期，由修建寺院向回报社会转型，由香
火兴寺向文化弘法兴教转型。改革开放
初期，普陀山佛协资助社会教育、福
利、救灾、济困、安老、环保等事业，
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开发等，
累计捐款上亿元。自 1990 年开始，在浙
江省佛教协会会长、普陀山全山住持妙
善法师的倡导下，普陀山佛协设立了

“妙善文教慈善基金”，专款用于慈善活
动，现在每年捐款达2000万元。

普陀山佛协除了朱家尖大桥建设工程捐赠外，还在舟
山市内的慈善项目上支出 680 多万元。每逢“六一”儿童
节、“八一”建军节，普陀山佛协都会到普陀山当地幼儿园
和驻地部队进行慰问。

对于舟山地区以外的灾难与困难，普陀山佛协同样慷
慨布施。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普陀山佛协组成“灾区
心灵抚慰团”，奔赴四川地震灾区，参加了全国佛教界在成
都宝光寺举行的大型祈福追荐赈灾法会，并向成都、都江
堰、彭州三市灾区捐款 300 万元；2009 年，向台湾“8·8”
风灾地区捐款500万元；2010年，向西南旱灾地区捐款137
万元，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助 200 万元，并捐助 70 万元
支持贵州毕节试验区改善民生工程等。

普陀山佛协在向社会捐款的同时，也重视僧团内部的
福利事业。在舟山市民宗局、市社保局的帮助支持下，普
陀山佛协宣传、发动僧尼参加社会保险，并制订了合理的
内部实施办法，同时继续认真做好颐养堂的安老工作。

道慈法师说，近年来，普陀山佛协每年用于社会服务
和公益事业的支出达数千万元。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的同时，也引领着良好的社会风尚，彰显着一种社会公德
和社会责任，体现着佛教的济世精神。

海上有仙山，佛国展新貌海上有仙山，佛国展新貌

香客文明礼佛，僧人仪规庄严香客文明礼佛，僧人仪规庄严

一次捐款4.5亿元，普陀功德永传扬

道慈风骨
本报记者 陆培法

2014年11月21日上午7时30分，第十
二届中国普陀山南海观音文化节活动内容
之一的“僧尼礼佛顶、万信齐朝拜”法
会，在法雨禅寺至慧济禅寺的香云路上举
行，近500名僧众和信徒参加了本次朝拜法
会。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普陀山佛教协
会会长、普济禅寺方丈道慈大和尚为前来
参加朝拜法会的僧众和信众做慈悲开示，
随后亲自率领大众三步一拜朝拜了佛顶山。

朝拜佛顶山，是“海天佛国”普陀山
历代高僧大德历境炼心、自觉觉他的一种
修持方法。

道慈法师，俗名翁兴旺，汉族。1953
年 6月生于佛教家庭，浙江舟山普陀区人。
1980 年在普陀山慧济禅寺依了开大师剃度
出家；1982 年，就读于南京栖霞山寺首届
僧伽培训班，近亲赵朴老和茗山老和尚；
1983 年在栖霞山寺依茗山老和尚受具足
戒；1986 年任普陀山慧济禅寺副监院；
1990 年，发心骑自行车朝礼九华山、峨眉
山、五台山，途经 12 个省，180 个县市，
行程1万多公里，巡礼名山圣境，遍参诸善
知识，历炼身心，圆成宏愿。

道慈法师为人平实，道风严谨，坚持
过午不食，热心公益慈善事业，自 2005 年
开始在重庆万州地区设立“慧济慈善基金
会”，每年捐赠 5 万元善款，资助 100 名贫
困学生，并发愿持续 10年。道慈法师讷于
言而敏于行，诚恳朴素，廉洁务实，本分
待人，从容处事，修崇净业，行具禅风，
语默动静，皆具宗门特色。他曾经在普陀
山三大寺任过监院，爱护大众，关心后
学，成就闭关阅藏法师数十人，慕名皈依
者遍及海内外。道慈法师以清净戒行为世
人作福田，以服务常住为丛林作表率。

道慈法师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普陀山佛教协会会长。2010 年 8 月 10 日上
午，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山普济禅寺盛大举
行道慈法师方丈升座法会。1994 年至今，
道慈法师出访过日本、泰国、新加坡、意
大利、罗马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动佛
教交流，弘扬观音文化，深受海外华人佛
教徒的尊敬和爱戴。

链接

普济寺的历史沿革

普济禅寺又叫前寺，坐落在白华山
南、灵鹫峰下，是供奉观音的主刹。全寺
占地 37019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15289平方
米。寺内有大圆通殿、天王殿、藏经楼
等，殿、堂、楼、轩共计357间。大圆通殿
是全寺主殿，人称“活大殿”，供奉着高
8.8 米的毗卢观音。普济禅寺与法雨禅寺、
慧济禅寺并称为普陀山三大禅寺。普济禅
寺的前身为不肯去观音院，创建于唐咸通
年间，后宋神宗于 1080 年将其改名为“宝
陀观音寺”，专供观音菩萨，香火始盛。到
南宋嘉定年间，御赐“圆通宝殿”匾额，
指定普陀山为专供观音的道场。

明初朱元璋实行海禁毁寺，直到明万
历三十三年 （1605 年） 朝廷拨款重建，并
赐额敕建“护国永寿普陀禅寺”，使普济寺
成为当时江南规模最大的寺院。清康熙年
间，遭荷兰殖民侵略者践踏，寺院被劫掠
一空。1689 年海疆平息后，康熙下旨重新
修缮、扩大规模，至雍正九年 （1731 年）
时基本完成，现在的大部分建筑都是这期
间完成的。抗日战争后，寺院萧条败落。

“文革”期间，佛像尽毁，僧侣被遣散。
1979 年开始全面修复原貌，重筑了毗卢观
音等佛像和楼阁，形成了现在的规模。

“不得开山门”的来历

普济寺是岛上最大的寺院，山门却不
能开，所有人必须从两旁的小门出入。

据说，当年乾隆来此游玩，天晚敲门
投宿。小和尚说：“本寺天黑以后正门不
开，请走边门”。乾隆说：“告诉方丈，就
说京城的高人来了”。小和尚请示方丈，方
丈说：“京城的高人，除非是皇上来了才
开”，于是让小和尚去问清楚。

小和尚往外走时，因寺院的门槛较
高，急匆匆跌了一跤，起来后头晕，传错
了话，说“皇上来了也不开”。乾隆回到京
城后，越想越气，一怒之下，下旨勒令永
远不得开门。

后来方丈托人讲情，乾隆于是收回成
命，改为只有天子去时才能开正门，或者
寺里方丈继位、圆寂时可开，再或者每 60
年开一次。

普济寺正门

寺内的游人香客

放生池放生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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