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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初识真禅长老是二十
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
那日，正和数位海外游人
在玉佛寺游览。忽然，迎面
走来一位善眉慈目的长
者，定睛一看，原来竟是心
仪已久的玉佛寺方丈，一
代大德高僧真禅长老。只
见他一袭布衲，和颜悦色，
俨然一派学者风
度。还未等我开口，
长老便跨前一步，
紧紧拉着我的手，
打趣道：“我们乃荧
屏老友也，只不过
我看得见你，你看
不见我而已。”说
完，发出一阵爽朗
笑声。随后，他又饶
有兴致地陪我们四
处参观，还耐心倾
听我那些颇为幼稚
唐突的问题，譬如
“迷信”，“智信”与
“正信”之间有何区
别？“七情六欲”与
“五戒”，“十善”究竟有何
差别？“来世”，“今世”与
“前世”彼此何等关系？等
等。对此，真禅长老不厌其
烦地一一作答。他由这些
问题，进一步深入阐述：
“佛学是文化，参禅就是日
常生活。譬如，参禅未必一
定盘腿坐于蒲团，放下腿
子运水搬水同样是参禅；
看经不一定非要对着白纸
黑字，离开本子，大千微尘
也是经。能将法门与我融
为一体，才是真会参禅，真
会读经，方能臻法空，我空
之境界。”见我脸上露出些
许茫然神情，他笑了笑，呷
了口茶，又说：“你想，如果
彼此都是过来之人，相视
一笑，这般境界，何等风
光。否则，我与法门分了

家，就会产生‘荤口念佛，
素口骂人’的怪现象。如果
我们把修行落实到行、住、
坐、卧等日常行为上，如此
这般，世俗中任何尘俗烦
恼都会随之烟消云散。所
以，我们要在净化思想和
语言行为上下功夫，使自
己的身口意三业无一不合

乎道。”其实，真禅
大师之佛学思想与
太虚大师所倡导的
“人间佛教”可谓一
脉相承。因为太虚
大师就认为：“人间
佛教，是表明并非
教人离开人类去做
神做鬼，或皆出家
到寺院山林里去做
和尚的佛教，乃是
以佛教的道理来改
良社会，使人类进
步，把世界改善的
佛教。”无怪乎真禅
长老嫡传弟子，觉
醒大和尚感叹：“真

禅长老是太虚大师‘人间
佛教’最佳实践者。”

自从那次会面后，我
便成了玉佛寺常客，隔三
岔五地去寺院聆听老人家
教诲。真禅长老认为，一个
人只要放下身心，摆脱俗
虑与妄念，才能看清事物
本质，真正懂得自我，成就
人生大业。故此，老人家为
我精心撰写一副对联：“山
静无人水自流，庭小有竹
春常在”。希望我能摆脱都
市喧嚣，名利纠缠，保持一
颗淡泊、宁静的心。

说起“放下身心”，
这其实与真禅长老童年经
历有关。长老出身寒门，
降临人世不久，家乡连遭
灾荒，食不果腹，衣不蔽
体，幸而得到家乡“净士

庵”老和尚收留，方得以
延续生命。虽然每日伴随
他的只是糙米饭、咸菜以
及草席，但小小年纪便从
佛经窥得人生真谛。即便
日后成为众人拥戴的高僧
大德，一切仍以“一瓶一
钵”俭朴生活为乐。每日
青菜豆腐，照样喜不自
胜。对穿过的衣服，用过
的什物，即使有破损，也
从不舍得丢弃。如今已成
为玉佛寺方丈的觉醒大和
尚回忆，真禅长老
有天凌晨于庭院里
打太极拳，偶然发
现角落里有一双半
新不旧的袜子，老
人家便顺手捡起，询问究
竟是何人丢弃。觉醒法师
只得如实承认。大师并未
一味责怪，只是淡淡吐出
两字“惜福”。虽只简单
两字，觉醒法师听来却犹
如醍醐灌顶，从此以后，
遵循恩师教诲，把每件旧
衣裳，哪怕磨损不堪，均
整整齐齐折叠起来，这一
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另一
方面，因为童年的困顿与
苦寒，真禅长老对孤残儿
童尤为关心，特意捐资在
上海儿童福利院开设“真
禅学校”。承老人家厚爱，
我曾陪他多次往访学校，
主持捐款仪式。他常说，办
这样的学校主要是使不能
或不便到普通小学教育的
孤残儿童与普通孩子得到
同样受教育权利，体现“众
生平等”思想。每次看到他
与孩子其乐融融地相拥在
一起，嘘寒问暖，内心满是
欢喜。
甲戌岁末，适逢真禅

长老八十华诞，深受大师
法乳的广大信徒及海内外

锱素弟子云集玉佛寺，共
庆盛事，以报老人家恩德。
长老亦满怀激情写下一首
《八十述怀》：“童真入道快
先鞭，玉佛皈依八十年。南
海寄归曾经胜，春风拂槛
不知妍。赤鸟月好心同湛，
汴寺钟寒声暗传。一笑人
天真似客，禅边风月不须
钱”。在法会上，他反复强
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
苦”之思想，将香仪悉数捐
给儿童福利院与希望工

程，广种福田，造福
大众。之后，老人家
又风尘仆仆回到故
乡东台，修缮当年
接纳他的“净士

庵”，兴建“真禅学校”，回
馈乡梓。原本那次返乡，老
人家邀我同行，可惜因杂
务羁绊，未能如愿。不想，
这一别竟成永诀！
“钵翁”苏渊雷先生曾

在《玉佛丈室集》序文中写
道，真禅长老对佛教思想
流布最大的贡献在于“对
于华严教诲，博大精深之
意理，充满法喜……又对
菩提达摩禅法与惠能禅三
种法门所谓‘三层楼’者的
理解，以及‘一心为宗’之
旨趣，真参实悟……同时
生性敦厚，悲心洋溢，以出
世精神做入世事业，广施
饶益，利乐有情……”因
此，从应慈、震华、圆瑛、太
虚、弘一、持松、虚云，直至
真禅诸长老，我们可以看
出近代佛学思想的承续，
流变与发展。而真禅长老
则是那条长长思想之河无
法绕过的转折点，这也奠
定了他作为近代大德无可
撼动的地位。
真禅长老思想博大精

深，非吾等门外所能窥尽，
非吾等拙笔所能描摹。值
此真禅长老百岁诞辰，不
揣浅陋，谨以短文表达对
大师深深的怀念。

乐为!中坚"立新传
吴孟超

! ! ! !翻完《王仁华
人物速记集》的书
稿，我的内心被震
撼了。呈现在我眼
前的这些鲜活的人
物：将军、司令、劳模、医生、专家、教授、
记者、作家、画家、主持人、艺术家、优秀
园丁……他们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我。

读罢这本书，第一感受是两个字：
真实。王仁华笔下的这些人物，都是真
实地生活在我们中间的平凡人物。有些
人的名字你可以非常熟悉，因为你经常
能够从媒体上见到。但他们不是作为影
视明星为人熟知的，是在各自的行业里
作出了非常出色的贡献而被大众关注
的。像“生命卫士”中的名医、院长、
专家，他们是因为在医学领域作出突出
贡献而被人们所尊敬；像“铁汉柔情”
中的将军、英模、监狱干警、退伍老
兵，他们是因为抗击外侮、保卫国家立
下赫赫功绩而被人们敬仰的；像“名流
贤达”中的部长、院士、设计
师、总指挥、烈士后代、人大代
表，都是在社会各阶层作出非同
寻常的贡献而被人们记住的；像
“劳模风采”中的劳动模范、三
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都是
在国家建设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而令人
瞩目的；像“文苑采珠”、“书画寻
奇”、“艺林留声”、“杏坛撷果”中的
高级记者、知名作家、书画名家、模范
教师、表演艺术家、节目主持人，都是
在各自领域创作精品、铸魂育人的社会
精英。
他们的故事没有半点虚构，许多人

都是我认识的，有的还经常接触。读着
这些平凡中显伟大，平淡中藏奇崛的故
事，他们一个个就好像站在我的面前，
与我交谈，给我感悟。
王仁华的文章我时有读到。她写东

西，随情随性，一切以情相牵，率性为
之。她的文章读起来感觉很朴实，朴实到
就像两个人路上遇到，站在那里随便聊
天一样。也正因为这样，她的文章才让读
者觉得充满“生活的味道”。这种“不讲技
巧”的“技巧”，我觉得更适合表现这些在
生活中不讲“技巧”，只讲“性情”的主人

公。
看了王仁华写

的文章，你一定会
觉得有些奇怪：这
些主人公的故事为

何那么丰富？那么富有感染力？她怎么会
知道得这么多？我与王仁华认识多年，对
她为人为文有所了解。她写文章不是“完
成任务”式的临时采访，回家闭门造车。
而是先和这些人交朋友，善于观察生活
细节的她，熟悉、了解他们后，觉得确实
值得写才动笔。这时的她，无须琢磨，只
要把主人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真实地
记录下来，就是一篇亲切的好文章。所
以，有些人，是王仁华认识了几年、十几
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才动笔写的。你们
说，这样的文章能不真实吗？能不朴实
吗？能不感人吗？
与共和国同龄的王仁华曾是一名纺

织女工，!""#年 $月下岗内退，%月应聘
到《中国纺织报》上海记者站工作，没有

大学文凭的她从基层做起……
&""'年，她到《立功竞赛》内刊当
了 (年的编辑，后又在其他报刊
杂志社工作。这让她有机会接触
到各个层面的人，渐渐地，她了解

到领导干部有自己的烦恼，平民百姓更
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下岗、待退休的
经历使王仁华更同情弱者，闲事也越管
越宽。这个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因为她把
“闲事”管到了我这里。青年演员王晓东
与她素昧平生，患了肝癌后，王仁华不但
带头捐款，还辗转找到我，请我为王晓东
手术。就这样，她的“闲事”越管越宽：她
把“闲事”管到大学里，资助贫困大学生；
把“闲事”管到监狱里，帮教失足青年
……
更难能可贵的是，十多年来，王仁

华在社会上串起一个闪闪发光的“爱心
链”———“上海市百老德育讲师团、上
海海事大学、王仁华等好心人爱心助学
基地”，凝聚了 #))多人次的社会各界
好心人，先后资助了上海海事大学 ())

多名品学兼优的贫困生，成为“好人中
的好人”。所以，在我眼里，王仁华同
样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中坚，也
是构成共和国脊梁的一分子。

艺术要热情拥抱社会
郭 宇

! ! ! !上海的华山路是人们熟知的。在常熟路
到江苏路这一段，多少年来是一条宁静的马
路，两旁的梧桐树与各类大小欧式建筑、庭
院相映成辉，古朴与淡雅，在朝霞与晚霞的
映射下，别有一番风情。随着时代推移，现
在这一地段，道路宽窄依旧保持原样，但却
早已车水马龙。
在与日俱增的繁华和热闹中，每逢金秋

十月，则另添了些许文化气息。一年
一度在上戏华山路校园举办的上海国
际艺术节“青年创想周”活动，已经
成为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向往的地方
了。
五十多亩的空间里，通过丰富别致的艺

术活动，让民众有了探究艺术大学校园的机
会，也是大学生对重大文化活动的直接参
与，达到了“文教结合”的目的，两全其
美。可以说，三年来，每个十月中下旬，这
段华山路着实要热闹七天，为“青年创想
周”拉开阵势，摆开艺术展示的舞台。看着
校园里热闹的景象，有人误以为是“嘉年
华”活动，其实并非如此。开放中的校园活
动，其内核始终有着强烈的艺术教育学术性
探讨与先锋实验性的展示。
“嘉年华”里，在十来个大、中、小或

微型剧场以及教室等异形空间里会举行各种
诗歌朗诵会、讲座、演讲、小型表演和大型
演出等。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或年
轻艺术家，如约而来，表达思考，展现才
艺，交流心得，同时也感受这个坐落在上海
大都市热闹商圈中的“弹丸艺术殿堂”里的
艺术与青春。
作为身处上海的国家级艺术院校，上海

戏剧学院多年来培养了诸多艺术精英，他们
以个体的智慧与能力，融入到整个国家的文
化建设之中。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学校作为
身处这个城市的艺术实体，如何参与到整座
城市的文化建设中。当各地的戏剧节、艺术
节竞相开展、深度发展起来时，艺术节中心
意识到，青年艺术家人才的培养以及让青年
更多地走进艺术中来的责任，也应该是艺术
节的一种新职能。这样的思考与学校一拍即
合。每年十月，学校恰好也有一个学生社会
实践周，于是，就有了“青年创想周”。
我们的校园不大———每年来上戏读书的

莘莘学子抱着梦寐以求的心情进入上戏，表
达了千好万好的学习感受后，都会不约而同
地说出，学校很好，就是太小，从华山路校
门一眼就望得到延安路的校门。些许善意的
揶揄中，其实也表达了学院身处繁华都市中
心地区的自豪。
但不论地方大小，校园的开放是要有胸

怀的。“青年创想周”的举办，使上戏有了
热情拥抱社会的机会，也体现了一份
对艺术普及的承诺。这也是人们了解
艺术院校的很好机会。
许多民众进入校园后，都不约而

同地感受到上戏校园与华山路拥有气
质的趋同性。其实，艺术的殿堂永远都是属
于大众的，校园亦是。从这一点来看，上戏
校园的开放，在契合了教学中的“学生艺术
实践周”的安排外，也借了上海国际艺术节
之力，使得学生受益，实乃教育与文化的双
赢。
于是，这样的热闹还将继续，上戏还将

热情拥抱社会。

最宝贵的
张玉清

! ! ! !上小学一年级的
时候玩弹球，以桃核
多少论输赢。

我有几个玻璃
球，还有一小袋桃核。
我对玩比对学习痴迷，上课时盼着下课，
下课了就跑到院子里跟同学玩弹球。到
了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数着桃核，不
用计算，一天的输赢早就在心里
了，数一遍是为了享受拥有，那对
我是一笔最宝贵的财富。
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风行

玩火柴皮，就是火柴盒的正面有
图案的那个皮，而且规定了面值，最普通
的是“&”、“*”，好点的有“&)”“*)”，不常
见的有“&$)”，罕见的就有“*)))”了，至
今仍记得我的一个同学艳羡地说某某有

一个火柴皮值“五万八”
的情景，也就是这个印
象极深的情景，让我能
确定那时候我正上初
一。后来，我得到了一张

更为罕见的火柴皮，图案是宇宙星球，我
给它规定值“五亿”，握着它的那种满足
感，至今记忆犹新。当然，这种财富在心

里持续的时间不很长，桃核是二
三年，火柴皮是一两年。
长大了，这些也曾经一度让

我觉得好笑。
但现在，我五十岁了，“知天

命”了，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和认
识，我知道，它们真的是我的财富啊。放
在人的一生当中，它们真的是“最宝贵
的”。

草亭散曲
王养浩

! ! ! ! ! ! ! !重阳

惊艳黄花开! 笑吟重

阳来" 登高望远双鬓白!

壮志会云海" 神州放眼华

彩! 朗月菊坛! 陶令醉

怀"

望月

九月半! 月儿圆! 又

似中秋照无眠" 挥手莫道

愁绪添! 揽月当将豪情

燃"

莲花岛

西风拂湖面! 湖天一

线" 飞舟似箭浪花溅! 知

向谁边# 芳洲夕阳前! 宛

如翠莲" 菊黄蟹肥酒酣

间! 醉歌晓天"

跳广场舞的母亲
赵玉龙

! ! ! !我母亲是个
比较害羞的人。
很多事物都是不
愿意去尝试的。
但她竟然在学广

场舞，令我感到惊讶。
我问她为什么要学的时候， 她说，想多活几年

呀！她跟我说什么《佳木斯舞》和《最炫民族风》的
时候，那种目光中的期待，似乎是想让我接着她的话

茬说下去。
只可惜我不温不火完全没有热情，

这让她有些泄气。从她的目光中我看
到，她是多希望我可以多和她说说广场
舞。在她看来，这个广场舞并不是广场

舞那么简单的吧？这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一件很有
精神文化内涵的事情。而她现在正在赶时髦，追求精
神文化层次的提升。那么我做了什么呢？我好像在浇
冷水，至少不够支持不够
鼓励。
在黑暗中，有十来个

乡村妇女，在我姑妈家农
机场前面的空地上，对着
电视里的镜头学广场舞。
音乐声响起来，粗壮的腰
肢扭动起来。而我看到扭
动着的，分明是夜空下村
庄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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