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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山西省五台山法王
寺复建开工奠基仪式于9月 25日
在法王寺旧址举行，仪式邀请诸
山长老、十方信士等各界人士共
同见证。

据介绍，五台山法王寺旧址位
于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台怀镇东庄
村，是文殊师利菩萨道场和垂迹圣
地。法王寺复建占地面积17454.5
平方米 （约26.18亩），总建筑面
积 2535.48 平 方 米 ， 绿 地 面 积
7854.52平方米，建设内容包含藏
经阁、大雄宝殿、天王殿、方丈
院、僧舍、禅堂、客堂、鼓楼、木
牌楼、五观堂等。

五台山法王寺始建于明隆庆年
间 （1567 年至 1572 年)，是五台
山境内地位显赫，集大乘研习、修
行和弘法为一体的精蓝名刹。历经
岁月沧桑，寺庙破败不堪。法王寺
众僧至诚成立筹建处，为弘法利
生，僧伽和合，历经数年努力已完

善相关手续，具备开工条件。项目
由清华建筑设计院技术指导，山西
腾翼赞助设计，社会各界及港澳台
侨知名人士给予资金支持。

筹建处成员圣明法师表示，法
王寺复建批复工作流程浩繁，幸得
各界人士、多位高僧精心筹划，各
职能部门大力支持，特别是在五台
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各级领导的全
力帮助下，才完成了全部手续。

山西佛教协会副秘书长、五台
山佛教协会副会长释义亮法师亦表
示，五台山自古以来就是祈求福慧
的吉祥之地。法王寺依托世界文化
遗产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及文殊菩萨
佛教文化优势，契合山西省佛教文
化事业发展趋势，广泛征求专家学
者和高僧大德的意见和建议，通过
全面规划，建设成为集佛教文化研
修、宗教体验、国际佛学文化交流
为一体的佛教文化圣地。

（一存）

五台山法王寺开工复建

“春风吹来布朗山，满山的茶园开
满花，布朗人民跟着党，一片茶叶一片
情。”这是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全国政
协委员张敏唱出的一首布朗茶歌。

9月15日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文体中心四楼多功能厅，茶香飘逸，气
氛热烈。参加全国政协民宗委第二期
少数民族界、宗教界委员培训班的50
多位委员围坐在一起，一边饮茶，一边
分享各自的故事，畅谈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抒发各民族兄弟姐妹休
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
共的中华儿女情怀。

在委员培训过程中，利用课余时
间，选择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一个重
要主题，组织别开生面的委员主题沙
龙活动，是十三届全国政协民宗委一
项创新性的做法。此次培训，恰值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刚刚召开，完整准确全
面地学习贯彻会议精神正是培训的重
点，所以沙龙主题就是：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许多委员结合学习感悟
和自身经历，敞开心扉，娓娓道来，讲
述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

生生不息的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故事

“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它是中
华各族儿女在文化交流、贸易往来中
形成的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符
号。”作为开场委员，身着民族服装的
张敏委员已经提前给大家沏上云南的
普洱茶。她提到了大家熟知的茶马古
道，这是一条记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历史长廊。她还提到了自己的家
乡，讲述了家乡的直过民族一步跨千
年的故事。

“对生活在大山里的布朗人来
说，茶是治病的药、是曾经物物交换
的媒介。1950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
个国庆节，毛主席邀请各民族代表
进京观礼，布朗族头人苏利亚带着
亲手采摘的春茶作为国庆献礼敬献
给了毛主席。敬献的茶叶重 2 斤 9
两，2斤是双数，代表了对新中国各
民族大团结的祝福，9两则代表了布
朗族要永远跟党走的决心。如今，直
过民族布朗族已经实现整族脱贫。
今天和大家共饮这杯茶，表达各族
儿女对党的深深感恩之情和对创造
未来更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心！”张敏
委员深情地说。

沙龙活动中，来自云南大理崇
圣寺的释崇化委员，从彝族、白族的
族源传说讲起，让大家了解到云南
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
渊源。“在云南大理，白族多数群众
认为自己的故乡在‘南京应天府，大
坝柳树湾’，这就是历史上特别是明
代以来，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而带来的认同。”

加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
不仅体现在历史故事当中。天主教
呼和浩特教区主教孟青录委员以自
家为例，讲了一个蒙汉通婚的故事。

“我们家族信仰天主教已经是第四
代了，一般来说都是找天主教徒结
婚，可是前些日子，我家里有个亲戚
的女儿与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蒙古
族男青年热恋并准备结婚。她父母
过来征求我的意见。作为教职人员，
我对他们说，虽然不少天主教徒不
愿意让子女与不同信仰的人结婚，
但天主教的神学上并没有这样的规
定。咱家的孩子看上人家，人家也看
上咱们家的孩子，我们就应该祝福
他们。”

因为这件事，让孟青录委员感触
很多。他对大家说，把这个故事放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框架下去思
考，我觉得我们宗教界应该向信教群
众讲清楚，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的
公民之间，有互相通婚的自由。“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作为
宗教界人士，要引导信教群众放下信
仰的差异性，努力增加不同民族不同
宗教信仰人们之间的共同性，共同建
设我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杨杰委员的“123456”

2019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
议上《我是教民，更是公民》的大会发
言，让委员们认识了来自新疆呼图壁
县城镇陕西寺的阿訇杨杰委员。在沙
龙上，杨杰委员的分享更是让大家印
象深刻。

“我所在的清真寺叫陕西清真
寺，有很多人问我，你是不是陕西的？
我不是陕西人。那是170多年前，陕
西籍的穆斯林到新疆经商，他们觉得
新疆是个好地方，于是就决定在新疆
定居下来，并修建了清真寺。我们全新
疆不同地方有7座清真寺叫陕西寺，

这些清真寺的建筑风格，有中华文化、有
中国元素，信教群众的思想观念、宗教理
念和生活习惯里都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基因。”

杨杰委员介绍，他所在的陕西寺可
以说是一个民族团结的窗口。“不分民
族，不分教派，只要信教群众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测体温戴口罩，就可以
到清真寺做礼拜，信教群众中有回族、
维吾尔族、东乡族、哈萨克族，还有七
八位汉族穆斯林人士。清真寺里经常组
织一些民族团结联谊活动，你到我家吃
馓子，我到你家吃包子，你到我家吃粉
汤，我到你家吃抓饭，各个民族团结和
睦、平等相待。”

杨杰还提到，呼图壁县有16万人，
有14个民族，今年成功创建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县。2020 年，县上确
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思
路，可以用123456几个数字来表示。

“1”是中国56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的
名字——中华民族。

“2”是“两个共同”——各民族共同
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3”是“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
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
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三个尊重
——尊重每个人宗教信仰，尊重各地方
风俗习惯，尊重各民族语言文字。

“4”是“四个人人”——人人都要有
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和思想，人人都要说有利于民族团结的
话，人人都要做民族团结的好事，人人都
要争当民族团结的模范。

“5”是“五个认同”——坚定对伟大
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五个维
护”——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社会主
义法治，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民
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

“6”是“六个相互”——各民族相互
了解、相互沟通、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
互帮助、相互学习。

“最后的落脚点是什么？就是各民族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助力中
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我们不但要看到每
一粒石榴籽，我们更要看到一个完整的
石榴，这个完整的石榴就是中华民族共
同体。”杨杰委员铿锵有力的话语赢得在
场委员的热烈掌声。

在雪域高原，各民族血液相通
相融

杨杰委员话声刚落，西藏自治区

人民医院副院长格桑罗布委员分享
的 3 个故事再次把沙龙活动推向高
潮。

格桑罗布委员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
位藏族医学博士。他首先从自己的名字
讲起。“格桑”是生逢盛世的意思，“罗布”
是宝贝的意思。合在一起就是“生逢盛世
的宝贝”。“这就是我的父母对共产党的
感恩，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戴，对中华民
族大团结的维护。老一辈用他们的实践，
用他们的传承，用他们的希望展示了五
个认同。”

格桑罗布委员分享的第二个故事
是关于自己的感悟和转变。作为研究心
血管疾病的医疗工作者，格桑罗布委员
认为，人最复杂的是思想，最难讲的是
思想，最难改变的也是思想。他说，这次
培训班上，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认真听了国家民委领
导对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权威解
读和辅导，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自己的
脑子发生了 3 个重要转变。第一个转
变，从原来被动地接受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这样一个概念，到主动地去吸
收、去学习。第二个转变，是从自己能够
做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主动
推动、带动周边的人一起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第三个转变，是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积极推动中华民
族共同体建设。作为政协委员，在推动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当中，一定
要发挥带头作用。

格桑罗布委员分享的第三个故事是
身边的故事。他所在的西藏自治区人民
医院是1952年9月成立的，当时的第一
批专家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可
以说这所医院的建设就是各民族团结的
结果。

“这些年，西藏各个医院血液比较短
缺，国家卫健委就召集相关兄弟省，研
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几个兄弟省都表
示全力支持，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兄
弟省的血液输送到西藏。还有许多医疗
援藏的专家、医生也都主动要求为病人
献血。可以说，在西藏各大医院，各民族
群众的血液是相通相融的……”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也会经常收
治来自祖国各地的各民族的游客，他们
很多人是因为高原反应引起肺水肿、脑
水肿，其中不少住院患者并没有亲戚朋
友陪伴，有些人身上还没钱，他们的吃饭
问题怎么解决？几十年来，格桑罗布看到
了很多令人感动的场景。患者吃不上饭，
医院的医生护士就主动轮流给他们送
饭，有时一送就是连续一两周时间。“这

已成为大家自觉的行为，各个科室都是
这样。在这个时候，你就会真正感受到什
么叫中华民族大家庭，什么叫中华民族
共同体，那不是虚的，不只是理念，而是
用鲜血凝成的，更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实
实在在的故事。”

格桑罗布委员最后做了一个很形象
的比喻。“从我的专业来看，我觉得，
中华民族是一个肌体，我们各民族就是
肌体的组织，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细
胞，如果说中华民族肌体靠血液循环来
运转，靠神经来协调的话，那么，‘五
个认同’就是我们的血液，就是我们的
神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
我们共同努力。”

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国梦

云南普洱、武夷岩茶、安吉白茶……
一个夜晚，委员们品尝了来自祖国各地
的12种茶，聆听了12位委员分享的生
动故事。

来自泰山碧霞祠的宗教界委员张
诚达，分享了道教全真祖师丘处机“一
言止杀”，促进中华民族和平融合的历
史故事。

来自贵州的水族委员潘晓慧讲述
了在她的家乡，苗族、瑶族、水族几个少
数民族人民共同居住、和平共处的美好
故事。

来自浙江杭州基督教的潘兴旺委
员，分享了他们与少数民族结对子帮扶
脱贫的故事。

来自广西柳州的毛南族委员韦震
玲，通过讲述一个三省交界的民族村
寨在脱贫攻坚奔小康的过程中，通过
经济、人员交往，使几十年的矛盾纠
纷最终化解的故事，说明了加强交
往、培育各族群众树立共同法治理念
的重要性。

梁映华委员分享了在她的家乡云南
文山，一对北京去的年轻夫妻教大山里
的壮族孩子学习舞蹈的故事。

孟宪明委员分享了在他的公司里与
台湾同事相处的故事，表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也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同
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从每个
人做起，事情无大小，只要做精做细，我
们就能够感染一个、两个、更多的人，凝
聚起更多的中华儿女。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宗性委员也结
合海峡两岸佛教界交往交流的经历，谈
了自己对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很多感悟。
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无论哪个民族、
哪个宗教，大家都是一家人。

在大家的踊跃参与下，主题沙龙持
续了两个多小时。接近尾声时，全国政协
民宗委驻会副主任杨小波即兴为大家背
诵了云南昆明滇池大观楼的长联。这副
堪称“古今天下第一联”的长联为清朝孙
髯翁所作，共180字。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
帻，喜茫茫，空阔无边……四围香稻，
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数
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汉习楼船，唐
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
功……”

“这副长联，不正是各族人民共同缔
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写照吗？”杨小
波说。

最后，虞梅、阿拉坦仓、欧彦伶、图登
克珠、金花、金群华、资艳萍、潘晓慧等来
自民族8省区的8位委员朗诵诗歌——
《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国梦》。

随着音乐响起，全体委员合唱《我
和我的祖国》，沙龙活动在茶香和歌声
中结束。

共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故事
——全国政协民宗委第二期少数民族界、宗教界委员培训班举办委员主题沙龙

本报记者 毛立军

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中
国佛教协会文化艺术委员会、
中国佛教书画艺术交流基地承
办的“翰墨赞盛世·丹青颂党
恩——中国佛教书画邀请展”
9月28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开
幕式。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
员会驻会副主任杨小波，中国
佛教协会会长演觉法师，中国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
馆馆长吴为山等嘉宾出席开幕
式。本次展览汇集了当代中国
佛教界、艺术界主要代表人士
的作品，是教、艺两界深入交
流互动的积极尝试，更是唱响

时代主旋律、弘扬社会正能量
的有益之举。

展览的举办，对于厚植爱
党为民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
弘扬我国佛教爱国、团结、进
步之优良传统，发扬佛教中道
和平、慈悲济世精神，加强佛
教自身建设，开创新时代佛教
中国化新局面，团结带领佛教
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积极投
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之宏伟事业，具有重要意
义。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翰墨赞盛世·丹青颂党恩
——中国佛教书画邀请展在京开幕

本报讯 为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积极
促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扎实推
进藏语系佛学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工作，9月 27日，佛学
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建设研讨
会暨佛学院《佛学汉语》教材评审
会在位于青海省贵德县的青海省藏
语系佛学院隆重举行。

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斯塔出席并讲话，青海省政
协副主席、省藏语系佛学院院长仁
青安杰，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全
柏音，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
长刘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所
副所长拉先加等出席。

斯塔指出，一要深刻认识在藏
传佛教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重要
意义。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是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
求，是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一项
重要且具体的举措，是推进藏传佛
教界取得进步，不断提高宗教人士
素质的必然要求。二要扎实推进藏
传佛教界学习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工作。充分发挥各级佛学院在推
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的重要
作用，统战、宗教、各级佛学院等
工作部门要积极动员，利用各种社
会资源共同推进。三要继续坚持好
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方向。既要肯定
藏传佛教完成本土化、中国化的历
史成绩；又要与时俱进、变革创
新，不断适应时代发展。要看到党
对藏传佛教的特殊关心和关爱，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坚决拥护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祖国统
一，促进民族团结，推进经济社会
发展，实现藏传佛教健康传承。

仁 青 安 杰 在 致 辞 中 指 出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于学习和使用
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遵循。在新时代，藏传佛教
界僧尼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藏语系佛
学院具有独特优势，理应在推广普
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上承担更大的
责任和义务。希望佛学院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工作站位，运用好研
讨会成果，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建设，全面
提高教学水平，铸牢全体师生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
社会和谐。

全柏音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宣读
贺信，表示此次研讨会对促进宗教
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具有重
要意义。希望借此机缘，深入挖
掘、大力弘扬藏传佛教优秀传统文
化和爱国爱教的精神内涵，为促进
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保护交流
和健康传承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为期 3天的研讨中，50余
位来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语
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民族文化
宫、浙江大学、西南民族大学、青
海省社科院、青海师范大学、青海
民族大学等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中国藏语系高
级佛学院、5省区藏语系佛学院的
代表及经师；青海省佛教协会、甘
肃拉卜楞寺、西宁塔尔寺、黄南隆
务寺等知名寺院的高僧大德、格西
经师齐聚贵德，提交35篇关于国
家通用语言、汉藏翻译、汉藏佛教
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共同
研讨佛学汉语学科建设和汉藏佛教
文化交流，热议藏传佛教界普及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青海省藏语
系佛学院全体师生300余人参加了
研讨会。 （陶舍）

佛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建设
研讨会在青海省藏语系佛学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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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民族八省区的8位委员欧彥伶、潘晓慧、金群华、虞梅、金花、阿拉坦
仓、图登克珠、资艳萍 （从左到右） 朗诵诗歌——《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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