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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必访的108佛教圣地(五)
佛教五大名山能有多绝，一眼便终生难忘

一，千百年来，香火
旺盛，高僧辈出，与
天 竺 天 宁 万 寿 永 祚
寺、南京蒋山太平兴
国寺等9寺并称“天
下禅宗十刹”。

据寺志记载，西
晋元康元年（291）
， 有 尼 结 庐 山 顶 ，
名“瀑布院”，是为
雪 窦 山 梵 刹 开 创 之

始。咸平二年（999
），宋真宗赐寺额“
雪窦资圣禅寺”。宋
景祐四年（1037），
仁宗因弥勒感应而梦
游雪窦山，故敕名“
应梦名山”。

据载，五代梁时
有一位奉化长汀人，
称他“长汀子”，于
岳林寺出家，法名“

契此”。他长得蹙额
皤腹，笑口常开，常
杖荷一布袋，向人行
乞，自称：“我有一
布袋，虚空无挂碍，
展开遍十方，入时观
自在”，人称“布袋
和尚”。

布袋和尚常在雪
窦寺弘法。其举止虽
看似疯癫，实则蕴藏
深意。乃是以种种应
化事迹教化众生，使
令悟晓真谛。

布袋和尚在圆寂
时 曾 自 作 一 首 别 世
偈：

弥勒真弥勒，分
身千百亿。

时时示时人，时

人自不识。
从此，随着其传

奇逸事的流传，布袋
和尚是弥勒菩萨化身
的说法便日渐传扬开
来。

1932年，太虚大
师就任雪窦寺方丈，
弘扬“慈宗”，并将
雪窦山奉为佛教五大
名山之一，奉雪窦寺
为弥勒根本道场。

1 9 8 7 年 赵 朴 初
视 察 雪 窦 寺 时 曾 寄
语：“雪窦乃弥勒应
化之地，殿内建筑应
有别于他寺，独建弥
勒殿，并称雪窦为五
大名山。”

1988年，雪窦寺

正式对外开放，接待
中外游客，服务四方
信众。2005年，经国
家宗教局批准，开始
建设露天弥勒大佛。

今天，人们走近
雪 窦 山 ， 远 远 就 能
看 到 笑 口 常 开 的 大
肚弥勒佛像。从瀑布
边茅庐里僧尼的清幽
苦修，到山林中讲堂
里法师的与时俱进；
从金銮殿上飘来的一
纸敕书，到乳窦峰上
修建的一座大佛；从
千年古刹禅门法窟的
学侣参修，到应梦名
山弥勒道场的缁素云
集，虽未曾一一领略
古刹的兴衰沉浮，却
也读诵到祖师大德禅
灯 晦 暗 时 发 的 大 行
愿。

来五大名山吧，
与纷扰的世间先暂时
告别，放下繁杂的琐
事，去体验一座山，
一段故事，留下一片
欢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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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佛学院

雪窦山大佛

陈泽太先生终生为华社和华文教育鞠躬尽瘁(上)
～～印尼华教杰出精英风雨沧桑介绍之20

提 起 陈 泽 太 先
生 ， 这 位 毕 生 致 力 于
华 人 社 团 工 作 的 华 社
精 英 ， 谁 人 不 知 ， 哪
个 不 晓 呢 。 当 我 还 念
小 学 时 ， 陈 先 生 就 已
活 躍 在 当 时 的 梭 罗 玉
融 公 会 主 席 兼 梭 罗 新

民 学 校 教 育 委 员 会 主
任 ， 梭 罗 中 华 总 会 秘
书 主 任 ， 受 主 席 团 授
权 统 筹 对 内 对 外 常 务
工 作 ， 梭 罗 中 学 倡 办
人 并 历 任 梭 罗 中 学 董
亊 会 领 导 人 之 一 ， 而
且 还 连 任 了 十 多 年 ，

任到1966年全印尼所有
侨 团 侨 校 被 封 闭 接 管
为止。

提 起 梭 罗 中 学 ，
不 能 不 提 起 陈 泽 太 先
生 ， 因 为 这 间 梭 罗 唯
一 的 华 文 高 级 中 学 的
创 立 ， 里 面 有 着 陈 泽

太 先 生 的 一 番 心 血 和
努力。

话 说 当 时 的 梭 罗
有 新 民 学 校 、 华 侨 公
学 、 新 中 学 校 三 间 初
级 中 小 学 ， 这 三 间 学
校 每 年 造 就 的 初 中 毕
业 生 都 会 有 上 百 名 ，

因 为 梭 罗 还 没 有 一
间 高 级 中 学 ， 这 些 初
中 毕 业 生 不 得 不 去 外
地 继 续 升 学 ， 而 一 部
分 得 留 在 家 里 帮 忙 生
计 的 学 子 们 ， 就 无 缘
踏 入 高 级 中 学 的 校 门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