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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
非常非常

9 月 4 日上午 10 时，北京千年古刹龙泉
寺里，佛号梵音阵阵。24 位高僧拈香主法，
在场缁素善信诵经祈祷。这是海峡两岸佛教
界，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举行的祈祷法会。

法会前，学诚法师宣读了 《中国宗教界
和平文告》，此时学诚法师的身份已是中国佛
教协会会长。就在 5 个月前，49 岁的他从传
印长老手中接过重任，成为中国佛教协会有
史以来最年轻的会长。

深耕互联网

参观龙泉寺就像经历一场时间旅行。
在这座始建于辽代的千年古刹里，既有

古老斑驳的单孔石桥、清幽肃穆的古塔禅
房，也有 3D 动画制作团队、漫画弘法的僧
人。

让一座普通寺庙变得不普通的，正是方
丈学诚法师。

在学诚法师会客室的门上，记者注意到
一张小告示：招募泰语翻译。泰语是学诚法
师微博的语种之一。法师告诉记者，10 月 1
日，他的多语种微博将迎来第11个语种——
越南语。

学诚法师是大陆较早使用网络弘法的高
僧大德之一。从 2006 年开通个人博客至今，
学诚法师的微博粉丝总数已超过90万，吸引
100多个国家的网友访问。“在网络时代，佛
教也当与时俱进。运用网站、微博、微信等

新媒介传播佛法，才能让佛教文化
焕发时代风采。”学诚法师说。

一年 365 天，每日更新，学诚
法师用心维护着“微博道场”。短
短的 140 个字，既有格言警句，也
有法师对佛法、人生的感悟，图文
并茂，简明易懂。

一位英文粉丝留言：“以前都
是洋教士到中国布道，今天终于有
中国法师向洋人讲经了。”

学诚法师坦言，微博持续更新
的背后，是义工们的默默奉献。在
这些义工里，还有不少外国人。法
国人安吉丽卡现在身居巴黎，一直
承担法语微博的校对工作。在中国
高校任教的日本人高野泰彦做义工
已经很多年。曾有人问他，是什么
样的动力让你坚持每天校对微博？
他回答说：“感恩的心。”

在学诚法师的感召和带领下，
龙 泉 寺 成 了 “ 最 强 科 研 实 力 寺
庙”。在 4 年前的一次 IT 大会上，
一大群程序员正在讨论代码，旁边
突然走过一位穿淡黄长袍的僧人，
许多人顿感诧异。这位僧人是龙泉
寺信息技术组的负责人，他是专程
下山参会的。如今，龙泉寺的技术
实力越发强大，寺里出品的“贤二
动画片”刚刚在国内大赛中获奖。

一路“最年轻”

除了龙泉寺，学诚法师还是福
建莆田广化寺、陕西扶风法门寺
的方丈。学诚法师的故事，要从广
化寺说起。

学诚法师俗名傅瑞林，1966年
8 月出生于福建省仙游县。祖母学
佛并出家，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
徒。受祖母和母亲的熏陶，法师12
岁便开始诵读佛经。

有一次，学诚法师从附近寺院
得到一本玄奘大师的传记，如获至
宝，一气读完。玄奘大师西行求
法、弘法的经历深深感动了他。

1982年农历二月初八，16岁的
学诚法师在福建莆田广化寺出家。

“二月初八是释迦牟尼佛出家的日
子，你今后必成正果。”监院法师

对他说。
一年后，在剃度恩师定海长

老主持下，学诚法师落发为僧，
并依止近代二位高僧——印光大
师、弘一大师的弟子圆拙长老修
学佛法。

此后，学诚法师开始了求学
经历。1983年，法师考入福建佛
学院预科班，一年以后，又考入
了中国佛学院。1988年法师本科
毕业后继续攻读研究生。

就在同一年，广化寺方丈毅
然法师退居。经毅然法师举荐和
全体执事通过，学诚法师被推上
了住持的位置。但学诚法师认为
自己德才不堪重任，几度推托后
不辞而别，后来终于被毅然法师
劝说了回来。就这样，1989 年，
年仅23岁的学诚法师成为全国汉
传佛教寺院中年纪最轻、学历最
高的名寺方丈。

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
初，这样评价这位最年轻的方
丈：“有些人说他太年轻，我
说，这有什么关系？抗战时我们
一些20几岁的年轻人就当了司令
员。学诚法师干得很好。”

出家 33 年后，49 岁的学诚
法师从传印长老手中接过重任，
成为中国佛教协会有史以来最年
轻的会长。如今，法师已经有了
一长串的头衔：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国宗教界和
平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佛学院院
长……

学诚法师身兼数职，工作繁
重，却能将事务处理得有条不
紊。他的心得是：“我平时用
30% 的 心 力 考 虑 现 在 的 事 情 ，
70%的心力考虑未来将要发生的
事。今天的事我以前已经考虑
过，所以不用花太多心思。”

入世有大局

著名学者朱光潜曾说：“佛
教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
业。”学诚法师正是这句话的诠
释者。

他认为，佛教与“中国梦”的价值追求
深度契合；他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
是中国宗教界的基本遵循；他呼吁，佛教为

“一带一路”推进提供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智慧
力量……

作为网络红人，学诚法师上网除了与粉
丝交流，还特别喜欢浏览国内外时事。因
此，法师的入世之举往往能契合国家大局、
社会热点。

“佛教的兴衰存亡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国家兴则佛教兴。爱国爱教，体现了佛教界
人士和信教群众与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
性。”学诚法师说。

学诚法师入世，有所为、有所不为。寺
庙商业化就是法师很排斥的事情。他认为，

“名山被上市”“寺庙被承包”等乱象应该被
及时制止。“理想的寺院应该是清净持戒、道
风纯正、见行合一的。寺院应该成为民众心
灵提升、道德涵养的基地。”他说。

经常有人问学诚法师：出家人应该怎么
修行？法师清楚地记得，刚出家时师父给他
讲了一个故事：过年时，庙里有分橘子的习
惯。分好后，你不要去挑最大的，也不要去
挑最小的。因为前者贪利，后者贪名。离你
最近的就是你的，出家人一切随缘。

（本文照片由北京龙泉寺提供）

他是大陆较早使用网络弘法的高僧大德之一，他是中国佛教协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会长。从最年轻的方丈到

最年轻的会长，从制作动漫到成为微博“大V”，他身上有诸多的与众不同。他就是学诚法师。

学诚法师 古刹藏“大V”
本报记者 潘旭涛

学诚法师在广化寺。

2012 年，学诚法师在看刚出
版的八语微博书。

2012 年，学诚法师在看刚出
版的八语微博书。

2015年9月4日，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界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祈祷世界和
平法会现场。

2015 年 5 月 28 日，学诚法师在第十二届“联合国卫
塞节”国际佛教交流大会开幕式上作主旨演讲。

2015 年 8 月 27 日，学诚法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
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发言。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
水向东流。”粗通文墨的人都知道，此
诗作者乃南唐后主李煜，但这位大才
子用什么墨水写下这首千古传唱的

《虞美人》，不少人可能就不甚了了
了。笔者在此为大家揭秘，李煜用的
正是徽墨。原来，唐朝末年，易州制
墨大家奚超为避战乱，携家人南逃歙
州 （今安徽歙县），见此处松树质优，

江水清澈，便留此重操旧业。其子廷
珪，向当地墨工虚心求教，改进了捣
烟、和胶的方法，制成了“拈来轻、
嗅来馨、磨来清”“丰肌腻理、光泽如
漆”“其坚如玉，其纹如犀”的佳墨，
受到李后主赏识，被召为墨务官，并
获 赐 “ 国 姓 ”。 北 宋 宣 和 三 年

（1121），酷爱书画的宋徽宗将徽墨之
都和歙砚之乡——歙州改为徽州，“徽
墨”之名正式诞生，流传至今。

徽墨以松烟、桐油烟、漆烟、胶
为主要原料，经点烟、和料、杵捣、
制墨、晾墨、锉边、洗水、填金、刻
模等 11道工序精制而成，成品具有色
泽黑润、坚而有光、入纸不晕、舔笔
不胶、经久不褪、馨香浓郁和防蛀等
特点。徽墨特征鲜明，技艺独特，流

派品种繁多，科技内涵丰富，在中国
制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为了保护这项古老的技艺，2006
年，徽墨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7
年，又确立周美洪为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徽墨制作技艺”传承人。

周美洪，历任中国文房四宝协会
第三、第四、第五届副会长，现任安
徽省歙县老胡开文墨厂、安徽歙砚厂

（歙县工艺厂） 厂长，兼任徽墨研究
所、歙砚研究所所长。周美洪 1957年
生于徽墨世家，自幼耳濡目染，对徽
墨制作产生了浓厚兴趣。1979 年，周
美洪进入老胡开文墨厂工作，他勤学
苦练，潜心揣摩，加之受其父嫡传，
得墨法真谛，技艺日益精湛。其间，
他继承明清两代传统，研制生产了成
套的“集锦墨”，不仅品质精良，而且
造型融绘画、书法和雕刻于一体，具
有很高的观赏性。1992 年，他就任老
胡开文墨厂厂长、徽墨研究所所长，
又大胆创新，开发研制了超细油烟松
烟墨，代表作“李廷珪牌超漆烟墨”

“李廷珪牌宝墨”和“贡墨”等，堪与
历史名墨媲美，深得国内外书画家喜
爱。“李廷珪牌徽墨”1994年荣获第五
届亚太国际博览会金奖，并于 2000年
在中国文房四宝协会举办的专业博览
会上被评为“20世纪名墨”，此后又多
次荣获“产品质量金奖”和“国之
宝”等称号。

为了传承徽墨技艺，周美洪决定
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蓄水养鱼，用符
合经济规律的商业活动，实现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社会再生产中永续保护；

另一方面大力培养徽墨制作技艺的传
承人。

为此，周美洪努力扩大经营门
路，研制开发了旅游纪念墨、精鉴观
赏墨和极品收藏墨等适应各种消费需
求的徽墨新产品，并将老胡开文墨厂
开辟为涉外旅游窗口，使得企业集徽
墨生产、非物质遗产展示、科普教
育、旅游购物于一体，获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为了培养传承人，周美洪成立了国
内首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墨）
传习所”，亲自传帮带，先后培养了数百
名学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徽墨行业
后继乏人的问题。2009 年，企业员工中
有 3 人被确立为市级非遗传承人，有 7
人被确立为县级非遗传承人。

●什么是文学？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也就是关于
人的学问，这个总结也有道理。一个作家如果做不到世事洞
明，做不到洞悉人情，没有对人性的深入了解，没有对社会
生活深入全面的体会，写出来的东西至少是不够深刻的。

——作家野夫认为。

●营造更加良性的电影生态环境和电影生态链，不能只
着眼于一个环节、一个链条，而应真心诚意地厘清观念、梳
理思路、综合治理，一手引领电影创作健康发展，一手规范
电影市场。

——电影剧作家赵葆华认为。

●文学本身有其规律，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给出答案，至
少我们可以去除一些遮蔽，对作家而言，去除遮蔽就是说出
真相。作家的责任是唤醒大家，去除遮蔽，从而得出正确的
结论或解决方案。

——作家阿来认为。

●谈起作曲技法，不少国内作曲家都有丰富经验和高深理
念，但深入基层、贴近生活才是音乐家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文联副主席徐沛东谈音乐创作。

●经典作品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社会存在、命运存在，
这是超越时空的。用各种经典作品中透彻的人性表达，拓展
当代观众对人生的思考，在观看角色中反省、反观、丰富、
提升自己人性的真善美。这是经典剧目赋予我们的最好礼物
——超越了舞台艺术本身的礼物。

——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认为。
（刘格非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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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美洪和他的弟子们在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习基地制墨。

周美洪近影周美洪近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