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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是史学大家，不但在学术上颇有造
诣，还十分乐于助人。

丁明南先生回忆说，他于 1950年 6月在清
华大学通过了研究生论文答辩，急于找工作，导
师邵循正和系领导吴晗都劝他到范文澜身边工
作。当时近代史研究所仍实行包干制，只提供食
宿，定期发给制服，每月还有一点为数不多的生
活津贴。他当时“对过这样辛苦的日子能否习惯，缺乏信心”。范文
澜约他面谈后，才下决心到所工作。“他（范文澜）知道我曾因顾虑
生活问题，对是否来所工作一度犹豫不决，建议我写文章在报刊上
发表，使手头宽松些，还鼓励我将义和团运动的毕业论文复印……
此事可以看出范老对我是多么关怀。”

荣孟源先生回忆说，范文澜不仅关心青年研究人员的成长，也
十分关心勤杂人员的思想和学习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
的几年间，近代史所的勤务员都是小同志。范文澜常在传达室找他
们谈话，并且亲自检查他们学习的作业本和业余学校的成绩单。该
所从解放区来的小同志在范文澜的关怀培育下，有几人已经大学
毕业，一般都成了国家的干部。

董郁奎先生在《范文澜传》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彝族学者刘
尧汉写了题为《一个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讫解放
前的发展过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之一例》的论文，全文长
约3万字。范文澜看到后，在1956年5月24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
了《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一文，称赞刘尧汉实地进行调查研
究，提倡实事求是的历史科学工作。说：“我觉得这篇稿子的妙处，
正在于所用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我们研究古
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像上和诗经书经等等中国的名门老
太婆或者和希腊罗马等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
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斜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
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
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刘尧汉先生
的文稿，我看就是许多妙龄女郎之一，我愿意替他介绍一下……”

范文澜的乐于助人不仅体现在对青年学者的关怀上，也体现
在他对学术研究的支持和鼓励中。他的行为不仅帮助了个人，也为
整个学术界的进步做出了贡献。通过他的帮助和鼓励，许多年轻学
者得以在学术道路上坚定前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范文澜的这种
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和传承。他的故事提醒我们，无论在
什么领域，乐于助人和支持他人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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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杭州电视台综
合频道，近日，杭州一
中学邀请临安本土语
言专家，教学生学说
临安话。目前学校已
将方言教育纳入课后
服务特色课程，在全
校选拔方言推广员带
动学生来共同学习。
（2025 年 4 月 12 日澎
湃新闻）

越来越多的地方
都鼓励与教当地学生
说本土方言。鼓励学
生家长和孩子多说方
言、鼓励孩子多用方
言交流，或是倡议家
长和孩子多说方言。

与此形成鲜明反
差的是，在以往，一些
地方为了推广普通
话，“从娃娃抓起”，比
如不让孩子在课堂上
说家乡话，而只能说
普通话。不仅如此，一
些地方还不准公务员
工作时讲方言……现
实中，一些地方不当
推广普通话，给方言
的使用传承带来了危
机，让方言的生存空
间更加逼仄。

在不少地方，地
方方言都出现了传承
危机，存在代际传递
断裂。如像年轻一代
就鲜少能说出纯正的
地方方言了，小孩子
大多说普通话，一些
小孩子连当地方言都
听不懂。

孩子是我们的未
来和希望，推广普通
话要“从娃娃抓起”，
方言传承也要“从娃
娃抓起”，这样才能避免方
言出现代际传递断裂。鼓
励学生家长和孩子多说方
言，营造方言保护、传播的
良好环境，这是对过去一
些地方不当推广普通话的

“纠偏”，能更好地传承与保
护当地方言文化，也是在保

护地方文化之根。
方言出现传承

危机，遭遇“尴尬处
境”，与普通话的“强
势崛起”有关，但推
广普通话和使用传
承方言并非“此消彼
长”“你死我活”的关
系，两者可以并存。
除了一些地方政府

“强制推广”，让方言
的生存空间更加逼
仄，诸如人口流动加
大等原因，都对文言
的传承与延续带来
了很大挑战。

“从娃娃抓起”
为方言代际传承夯
实基础，有助于让方
言走出“断代危机”，
摆脱没落命运。要鼓
励家长和孩子多说
方言，要让“方言文
化进校园”，从家庭、
学校到地方，都要为
孩子营造学习地方
方言文化的良好氛
围。当地人对方言也
不要有“母语羞耻”，
而要拥有方言自信。
还要能给方言多一
些展示与传播的平
台。比如通过短视频
平 台 、当 地 电 视 台
等，推广、传播方言
文化等等。

各 地 需 要 真 正
重视方言的使用与
传承，给方言留下充
足的生存空间，让方
言 文 化 能 够“ 活 起
来”，能够向下扎根，
还能向上生长。要对
方言文化实行全方
位保护与推广，要培

厚方言文化生长的土壤，还
要提供能够促进方言文化
生长充裕的空气、阳光与雨
水。加强对地方方言文化的
保护，让普通话与方言和谐
共生、和谐共存，方言才可
能摆脱没落命运，走出传承
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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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热心村民引领，有幸见到又
一通龙磜陂碑，碑额《两院司道详允
龙磜水利碑记》，碑文题目

“邑侯钟峰朱公复龙磜水利
碑记”，立碑时间是明万历
七年。算起来这是见到的第
二通龙磜陂碑了，之前见到
的是《马平水利碑记》，立碑
时间是明嘉靖四十五年。

龙磜，是个古地名，原属南靖县
居仁里，今龙海程溪镇辖下人家、官
园、洋奎三村接壤处。陂，是水利设

施，龙磜陂可灌溉稻田 3000余亩。历
史上，毗邻水利的村民为争得水资源
发生纠纷。特别是遇干旱季，由此引
发大规模械斗。争水事件惊动官府，
官吏亲赴现场进行勘测，并经各级官

员裁断，发布告示。上述两通碑即是
明代官府两次对龙磜陂争水重大事
件的判案告示。

龙磜陂争水事件并没有因告示

颁布而停息，在之后的岁月，争水纷
扰时有发生，邻村异姓结下夙怨，发
誓互不通婚。查乾隆版《南靖县志》，
收录一篇雍正年间龙磜陂碑记，内容
还是争水案件。

万历七年碑附近有一座小庙，主
祀三官大帝，配祀一位“老爹”神像，
据村民说，这尊神像就是碑文主人
公，当年为断案，亲临现场，在山涧不

幸跌马摔死。村民为感念他为民办
事，特雕像奉祀。此说表达村民对为
民谋利的官员朴素的感恩情愫，难能
可贵。

历史事实是，这位官员（老爹）在
断案中并没有出事故，而且
还在此布告的次年，又做了
一件大事，即在郑店村主持
修建了郑店陂。这项工程竣
工后，立了一座石碑，碑额

《南靖县朱侯筑郑店陂记》，
立碑时间在万历八年。

这位官员姓朱，名衮，字文龙，别
号钟峰。江西德化人，举人，万历六年
任南靖知县。

龙 磜 陂 碑龙 磜 陂 碑
☉江焕民

缘起：
宋代碑文里的历史掌故
中国古代素有刻石立碑以铭史的

传统。近年，作为苏轼文章和书法传世的
新发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
题跋《唐广济大师行录碑》拓本一经面
世，便引起广泛关注。此碑刻立于宋代，
该拓本是明嘉靖墨拓本，有历代递藏者
的题跋、笺注、收藏印等，弥足珍贵。

据《四库全书》史部十四《金石文
考略》载:“苏文忠广济大师行录小楷
书《唐广济大师行录碑》，王沨撰。沨与
禅师同时，苏文忠书并跋。其字圆劲不
必言，妙在运笔天然，若不知作小楷
者，故为小楷中所难也。”可见此碑的
书法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史料价值和
宗教研究价值都极高。

《唐广济大师行录碑》碑文内容由
唐代王沨（即王讽，唐吏部侍郎，谪守
漳浦，乾符中入为工部尚书）撰写，记
载着唐代广济禅师的生平事迹。二百多
年后，苏轼在宋代重修的碑文上跋文，
讲述了广济禅师的教诲与修行精神。

广济禅师俗姓杨，名义中，祖籍陕
西高陵，因父仕闽，唐建中二年（781
年）出生于福唐县（今福清市）。从小不
食荤腥，少年时随父宦居泉州。14 岁
时，随父仕官至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
睢阳区），投宋州律师玄用出家，27岁
时受具足戒。他精通经史，尤其擅长

《周易》，先修习奢摩他（止）和三摩钵
提（等持），后来修习禅那（静虑，即住
心一境以静息念虑和思维真理）。为求
证佛法，云游参学、遍访高僧，先依百
岩怀晖禅师，历奉西堂智藏禅师、洪州
百丈怀海禅师、抚州石巩禅师，再侍潮
州大颠禅师，并成为大颠的法嗣弟子。

禅师于唐宝历初（约 825年）回福
建弘法，至漳州，入平和、漳浦，最后在
漳浦与平和交界的三平山上“因芟剃住
持，敞为招提”。当时他的弘法吸引学众
云集，“学人不远荒服请法者，常有三百
余人”。唐会昌五年（845年），因武宗毁
佛，避居平和九层岩山，在大柏山麓建
成三平寺继续弘法，并传授百姓桑麻耕
织技术，带领民众垦创田地、兴修水利、
发展生产。大中三年（849年），唐宣宗即
位后，重新尊崇佛教。漳州刺史郑薰特
请禅师出任漳州开元寺住持，并将其事
迹上疏朝廷，宣宗敕封为“广济禅师”。
咸通十三年（872年）十一月六日，广济
禅师宴坐示寂，世寿92，僧腊65。

此文书写的年代初步断定是宋神
宗元丰年间，落款“东坡居士轼跋”。约
是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
案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后所著。“东
坡”是当时黄州东门外一块山间坡地，
苏轼在此处养牛一头，垦田半顷，播植
稻麦，自号东坡居士。受佛家思想的熏
染，苏轼心情发生巨大改变，在《黄州安
国寺记》中反观自己过去言行皆不中
道，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
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
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苏轼是在何种渊源之下书跋《唐
广济大师行录碑》，还有待深入挖掘和

考证。但在字里行间，苏轼表达了自己
对广济禅师的景仰：“余独爱其载师最
后语云：‘吾生若泡，泡还如水，三十二
相皆为假伪。汝等有不假伪底法身，量
等太虚，无生灭去来之相。’呜呼！大
师，吾得而见之矣！曹溪法门，惟论见
性，斯非其一语印南宗者与？”读罢广
济禅师的法语，苏轼发出感叹，表示自
己有幸仿佛亲眼见到了大师！

苏轼对禅宗有着深刻的理解。禅宗
南宗要义即是强调人人本具先天佛性，
只要真智显露，就能明心见性、内外彻
悟、见性成佛。在他看来，广济禅师印证
了南宗曹溪法门要旨。他还在跋文中摘
录广济禅师的偈子：“只此见闻非见闻，
无余声色可呈君”，发出体用不二之慨。
该偈末两句云：“个中若了全无事，体用
何妨分不分？”——广济禅师“全无事”
这一心无所住、无有所得的禅悟，与苏
轼的人生意趣是极为契合的。

广济禅师的禅法同样影响了被誉
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唐广济大
师行录碑》言及广济禅师“复引韩愈侍
郎，通入信门”。元和十四年（819年），
韩愈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舍利，上书《谏
迎佛骨表》，被贬潮州任刺史。虽是被
贬谪，但韩愈上任后因俗施教、移风化
俗，结果潮州大治。元祐七年（1092年）
苏东坡撰写《潮州韩文公庙碑》，称韩
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碑文中高度赞扬了韩愈的文学成就以
及任职潮州的政绩。而后两句“忠犯人
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颇有东坡自
况之意。可惜《潮州韩文公庙碑》的真
迹已不能得见，而《唐广济大师行录
碑》碑帖存世更显珍稀至极。

据《祖堂集》记载，韩愈曾到大颠
禅师处参问治理潮州事宜，禅师良久
未答。侍者广济禅师在背后敲禅床，大
颠乃云：“作摩？”对曰：“先以定动，然
后智拔。”广济禅师以禅言慧语替大颠
禅师解答了如何治理好潮州的良方妙
策。韩愈豁然开朗，对广济禅师钦佩不
已，云：“和尚格调高峻，弟子罔措，今
于侍者边却有入处。”在潮州期间，韩
愈与大颠禅师、广济禅师的往来，成为
儒释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广为流传。

演变：
从禅师到祖师的发展脉络
广济禅师所处的时代，正是禅宗

流派纷呈的时代，南宗由洪州、青原向
五家七宗过渡。他四处参学各宗派高
僧，博采兼容，对禅法有着深刻的领
悟。《五灯会元》记载着著名的禅宗公
案“三平受箭、石巩张弓”。广济禅师拜
学于石巩禅师时,石巩以弓箭接机，他
毫不犹豫擘胸以对。石巩 30年间以弓
箭接引学徒，只有广济禅师略明其旨，
得到了他的首肯，他称自己终获“半个
圣人”。后来广济禅师再悟得石巩张弓、
直指本原的机锋，说：“登时将谓得便
宜，如今看却输便宜。”自唐末以后，禅
宗五家七宗有将近百位禅师在禅悟教
学、开示和教化中都用过这则公案。在
诸多禅宗典籍里，都有关于广济禅师问
禅悟道的记录，可见他是一位师承南

宗，对达摩禅法有着透彻理解的高僧。
宋以后至明清时期，广济禅师由

一位禅宗高僧演变成被广大民众崇奉
的“三平祖师公”，三平祖师信仰逐渐
形成。

诸多碑文记载了广济禅师精于神
通法术的传说故事。宋大观四年（1110
年），三平寺第一次重修寺内碑刻时，
当时的住持僧云岳在所附的修碑题识
中提到广济禅师“鬼窟活计”的传说：“世
之比拟广济大师鬼窟活计，乃谓小乘。如
斯言议，涉在常情。俗谚井谈，道听途
说。”在修碑时，云岳将其时已广为流传
的禅宗典籍中所记载的广济禅师的语
录，以及民间有关其传说补缀于碑。

《唐广济大师行录碑》以及寺内现
存的明清碑碣中，加入了不少关于广
济禅师的民间神话传说，相比于唐代
最早关于广济禅师的史料内容有了较
大的变化。这些故事还见载于当时所
撰修的一些志书，如嘉靖《龙溪县志》、
明代何乔远《闽书》等等。这些传说故
事结合闽南地理环境以及民间动物崇
拜、神灵崇拜的背景，把三平祖师塑造
成一位佛法无边、本领高强、能够驱妖
降魔的地方保护神。

类似这种由高僧大德转变为神明
祖师的例子在闽地还有不少，例如闽
东平麓祖师、闽南清水祖师、闽西定光
古佛和伏虎禅师、闽北三佛祖师、闽中
卢公祖师等。

三平祖师自唐宋以来就被当地民
众广为崇仰。从寺内碑刻记载来看，其
信众以漳州地区民众为主，上至漳籍
朝官，下至地方文武官员、乡绅士庶以
及黎民百姓。著名者有宋吏部尚书颜
师鲁、颜颐仲祖孙二人，明万历年间礼
部侍郎林釬，明崇祯年间吏部主事陈
天定，清乾隆《四库全书》正总裁、文华
殿大学士蔡新，清康熙“一等海澄公”
黄梧及其曾孙黄仕简等。他们或捐修
三平寺，或增置寺田，对三平祖师信仰
的深化和传播，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平寺迄今香火绵延不绝，每年
都会举办内容丰富的信俗活动。2014
年，“三平祖师信俗”被列入第四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传播：
交流交往的桥梁纽带

三平祖师信仰作为佛教与闽地文
化相融合的产物，其信仰体系、文化内
涵等经过不断丰富与演变，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信俗文化。三平祖师信仰形
成之后，主要流行于漳州地区，后来逐
渐向周边地区辐射，扩散到整个闽南
地区。据碑刻资料显示，早在元代就有
温陵（泉州古称）人助三平寺修碑，乾
隆年间又有“泉厦分府蒋元福等人”参
与捐修三平寺。

明清时期，随着一些闽南人逐步
迁移至台港澳及东南亚等地，三平祖
师信仰也随之播迁。在台港澳及海外，
有诸多三平祖师庙、三平宫、三平院、
三平广济宫等庙宇，都是在三平寺祖
庭庙名基础之上的演化。三平祖师文
化包含的“广济、和谐、发展”“慈善大

爱、济人利物”等理念，植根于中华文
化，深受海内外信众的认同与尊崇。

闽台一衣带水、渊源深厚，三平祖
师信仰也在明清时期随先民迁徙传播
到台湾，并发展绵延至今。据统计，台
湾有三平祖师分庙 50多座，信众数十
万人，分庙常常举行盛大的三平祖师
信俗活动。当前，三平寺以及三平祖师
信仰已成为对台文化交流的重要窗
口，在联系台胞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
梁和纽带作用。

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从广济
禅师到三平祖师，这一信仰传承生生
不息。作为闽台文化血脉相承的历史
见证，深入研究阐释三平祖师信仰及
其内涵，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对于进一步凝聚人心、增进两岸情
谊具有重要意义。

从广济禅师到三平祖师
——由苏轼题跋《唐广济大师行录碑》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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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题《唐广济大师行录碑》跋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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