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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汀村洪郎潭。相传，布袋和尚由县江漂流至此现身

洪郎潭南侧的弥勒殿。相传，此处曾是布袋和尚出家前的书房遗址 3



岳林寺内的水井。传说，井中神木能示凶吉

岳林寺山门。相传，岳林寺曾是布袋和尚出家、圆寂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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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林寺东廊的磐石。相传，贞明三年（917）
三月初三，布袋和尚在磐石上说偈圆寂

岳林寺崇宁阁。宋崇宁三年（1104），岳林寺主持昙振建此阁，塑首尊布袋和尚摹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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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村镇庄下村缠螺山。传说，布袋和尚曾用佛珠将缠螺山点化成佛山

啸天龙山。相传，布袋和尚曾选择此山与相邻的马头岩为坝址，建造十庙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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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下村移地新建的岳林庄

布袋和尚离开岳林庄后，留守的小和尚和庄下村的村民们雕塑的眯眯菩萨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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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窦寺弥勒宝殿内，形态各异的千尊布袋和尚雕塑

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005 年 9 月 23 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建造，2008 年 11 月 8 日建成开光的雪
窦寺内露天布袋弥勒。在露天布袋弥勒上方的天空中，曾出现奇特的日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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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屏山中塔寺内的弥勒宝塔。相传，该寺
曾是布袋和尚择地埋骨之处

锦屏山中塔寺台阶中的步步莲花石雕

北山寺山门、天王殿。相传，该寺曾是布袋和尚结夏安居的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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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静书

布袋和尚传说，是我国著名的民间传说之一，最早起源于唐末，孕

育于五代，在宋代已经盛传，经元、明、清以后，在全国广泛传播。而今

在宁波地区尤其是奉化，布袋和尚传说几乎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在中

国各地和海外，笑口常开、大肚容人、慈善乐助的布袋弥勒形象，深入人

心，广受敬崇。布袋和尚传说，2011 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

布袋和尚传说，始出唐代末年的奉化长汀，传说的主角是位身世神

奇的童子。传说通过对他的现身、显才、出家、云游、行善、弘法等人生

传奇的描述，生动地反映了他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慈善为怀、宽容乐观的

精神世界。传说较早见诸文字是在宋代赞宁大师撰述的《宋高僧传》

以及释道原的《景德传灯录》和释志磐的《佛祖统纪》等古籍中。但这

些古籍记载的主要是流传在僧人群体中有关布袋和尚的传述，从记述

的“或云”“人言”等文字中可以考察，其中很大部分首先来自民间传说，

特别是布袋和尚出家为僧之前的内容，更与民间传说别无二致。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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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的记述距布袋和尚生活的年代已有百年以上，而布袋和尚自其现

身起，早就自然而然在民间产生了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一个入秋的

夜晚，县江上漂来一块木板，上面趴着一个孩童 …… 孩童随即被村人

收养。因此，布袋和尚的传说首先来自于民间。自他现身以来，其神奇

的行为，惊世的言谈就开始在民间口耳相传，并且随着他传奇人生的展

开，不断滋生出各式妙趣横生的民间传说，以至持续影响到佛教领域，

成为佛教界弥勒的精神化身。

弥勒佛，源于古印度南天竺国，本是佛教尊佛，为释迦牟尼继传佛，

世称未来佛。而我国的布袋弥勒，据传是他的化身。布袋和尚，在民间

传说中，外表慈颜善目，笑容可掬，两耳垂肩，袒胸大肚；人形佯狂疯癫，

出语不定，能预卜吉凶和气象；出行手持禅杖，肩荷布袋，就地而卧，随

遇而安；所谓“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目睹人少，问路白云头”。

布袋和尚的一生，宽宏大量，仁慈为善，功德圆满。圆寂前作偈：“弥勒真

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自此，民间将布袋和尚信

奉为转世弥勒，后来成了我国大乘佛教的尊佛。因此，信奉布袋弥勒，首

先源自我国民间的一种信仰，这种民间信仰以布袋和尚的传说为基础，

以宽容大度、慈善为怀为宗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它借鉴了

外来佛教的影响，通过佛教与世俗民间生活的长期融合，逐渐演绎成中

国独特的佛教信仰。正因为原本来自布袋弥勒的民间信仰，来自布袋和

尚的民间传说，所以布袋弥勒信仰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本土产生的宗教

信仰。纵观世界文化史，一切宗教其实最初都源自朴素的民间信仰。当

民间信仰发展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教义、拥有相当数量的信众、形成一

套相符有序的程式，并通过相应的历史周期运行，这种教种也自然确立

了。因此，布袋弥勒宗教信仰也不例外。

布袋和尚的民间传说，是弥勒文化宽容大度、慈善为怀精神的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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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布袋和尚来自民间，心系民众，与民为善，受民喜爱。他以笑口常

开、慈心常在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成为人民心目中快乐、和谐、幸福、

自在的使者，成为皆大欢喜、社会和谐的幸福象征。大肚弥勒寓神奇于

平淡，示美好于丑拙，显庄严于诙谐，现慈悲于揶揄。有关他的民间传说

内容丰富，思想深广，其中饱含哲理，充满智慧，风趣幽默，具有哲学、文

学、民俗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传说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宽容、和善、智

慧、乐观的传统美德，能点拨人生，使受众获得有益的启迪。抢救挖掘这

样一项珍贵的民间文化，对于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无疑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奉化作为中国布袋和尚传说的发祥地，历史积淀深厚，传说故事丰

富多彩，在广大民众中代代相传，深入人心。这一方民间文学的富矿，

在当今盛世，国家大力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好时机中，发掘整

理、延续传承，正逢其时。奉化党委、政府和文化部门十分重视这项工

作，给予高度重视与重点支持。《布袋和尚传说》的主编夏明仁先生，长

期潜心收集弥勒文化资料，热心研究布袋弥勒文化。尤其是近几年，他

会同奉化众多的民间文艺家，专心致志搜集奉化及全国各地的布袋和

尚传说，进行认真的甄别、整理，艰辛地编成了全国第一部关于布袋和

尚的民间传说作品集，数量达一百多篇，其成果可贺，其精神可嘉。他

们为抢救保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袋和尚传说，为弘扬宁波地方

特色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们应该为他们点赞，并庆贺《布袋和尚

传说》的出版。我希冀这部作品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品，成为影

视、音乐、戏剧、动漫以及工艺美术文化创新的源本，通过多种文艺形式

的精心创作，不断拓展布袋弥勒文化艺术传播交流平台，逐步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并培育和谐、和善、和美的现代文明价值取

向。由此，我以为，所有具有国内外广泛影响的宁波地方特色文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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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主动占领全国的文化制高点，积极引领传承创新的时代风气。唯有

如此，宁波的城市文化才能光彩夺目；唯有如此，宁波全民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才能竞相迸发与彰显；唯有如此，才会有更多的宁波优秀传

统文化与时代同行，让人民共享，为中华文化增辉。

应编者盛情相邀，聊以为序。

2017 年 5 月 18 日

（作者为浙江省民协顾问、宁波市民协主席、宁波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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