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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出家人，却常驻少林寺
既做“公关部长”，又当“新闻发言人”

朱炳帆：
在少林寺“就业”4年的“研究僧”

“根据我的调研，发现其实
少林寺的文化产业非常薄弱，这
也是我决定来少林寺工作的原
因之一。它有足够多的空间、足
够大的平台让我学习。”朱炳帆
告诉记者。

但与之相对应的现实是，少
林无形资产管理公司条件很简
陋，人力资源也很薄弱。2009年
7月，在朱炳帆调研时，这间位于
郑州花园路上的办公室，大部分
空间被堆满了物料，整个公司只
有 3 个人，总经理、助理和一名
会计。

因为这个中大研究生对少林
文化热爱有加，总经理钱大梁决
定让他在少林寺里“锻炼锻炼”，
没想到这一“锻炼”就是三年多。

在寺里，朱炳帆直接协助方
丈释永信开展部分工作。负责
一些资料的整理编辑，接待各大
媒体和名人要人，以及做一些媒
体公关工作。

2011年初，释永信在北京大
学举办的“第八届文化产业新年
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少林
寺在海外开设了40家海外中心，
用于传播功夫和禅修等少林文
化。这被媒体解读为“少林寺
海外开40家公司”。这条新闻被
愈传愈烈，继而引起网民热议。

方丈口中的少林寺 40 家海
外中心被媒体误解为 40 家公
司，引发网民对少林寺“过度商
业化”的指责。“公众对少林寺都
有猎奇心理，少林寺之所以容易
陷入舆论风波，很大程度上是大
家不了解真正的少林寺。包括

后来的少林寺上市风波。”
朱炳帆与同事一起认真研

究了那篇报道，对诸多误解予以
梳理，不久后少林寺发布公告

《媒体报道所谓“少林寺海外 40
家公司”的误读与误导》，才得以
澄清事实。

2011 年，“释永信包养北大
女学生”的桃色绯闻传得沸沸扬
扬。《环球人物》杂志联系到了少
林寺，要求进行独家采访。朱炳
帆连夜筛选采访内容，与记者沟
通采访问题的尺度范畴。

“其实师父当时并不想面对
媒体澄清，他总是说‘再待几年
你且看他’，认为清者自清，真相
终会随着时间水落石出。但我
个人认为，从少林文化品牌保护
的角度出发，这种利用宗教炒作
的行为必须得到制止，对谣言要
立即反驳、澄清，及时给公众一
个真相。”朱炳帆回忆。

之后的几天，在朱炳帆的协
助陪同下，采访顺利完成，《环球
人物》杂志用事实对少林寺和方
丈释永信进行了翔实解读。“在
当今的传媒时代及时回应公众，
对少林品牌文化是有益的。”朱
炳帆说。

在寺里，少林寺的品牌公关
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向外界
展示真实的少林寺和少林寺的
出家人，有效地传播少林文化。
日本的 NHK，国内的中央媒体
采访或拍摄时，朱炳帆有时候会
全程陪同，协助调度工作人员，
安排日常行程，商量采访内容，
俨然少林寺里的“新闻发言人”。

除了参与少林寺的宣传工
作，朱炳帆还参与辅助少林寺文
化项目的决策和管理。“很多事
情我都会参与，我就是少林寺的
一个‘勤杂工’。”朱炳帆笑称。

少林寺的常住院、塔林、初
祖庵、达摩洞、少林功夫、少林
禅医……在考察整理了大量少
林寺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后，作为一个在家人

（指不曾剃度的人），朱炳帆更
加体会到古寺禅修带给人的宁
静与欢乐。如果让更多的在家
人体验寺里的禅修生活，这对
少林品牌和文化不是一种很好
的传扬吗？

“少林文化遗产体验”的概
念应运而生。释永信方丈指派
朱炳帆与寺院的法师一起负责
筹备这个项目。

在朱炳帆的操作下，少林
寺跟清华、北大经管学院的
MBA、EMBA 机构，联合开发制
订相关课程方案。参加的企业
家学员将在少林寺与僧人一起
在寺中吃住打坐、听寺内高僧
讲学、欣赏“禅宗少林·音乐大
典”或世界遗产“天地之中”的
美景，学习养生、健身的少林功
法，每期3~5天。

“这个项目主要是对外传
播少林文化，让更多的人有机

会接触到少林寺的真实一面，
少林寺禅修不排斥任何人，有
钱的没钱的，当官的和百姓，都
可以到少林寺体验禅修。这个
项目不为赚钱，参与者只需要
支付自己食宿部分的成本费
用。”朱炳帆说。

朱炳帆还参与整理了由释
永信口述的《我心中的少林》一
书；参与重建了少林图书馆（藏
经阁），并出任图书馆副馆长；参
与少林寺申报“全国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三年多时间，朱炳帆
参与过少林寺大大小小的几项
事务，他笑称自己是少林寺文化
项目中不折不扣的“勤杂工”。

甘做传播少林文化的“勤杂工”

很多人都不理解朱炳帆的
选择，包括他的家长与师友。在
来少林寺工作前，以前总盼着儿
子能留在身边的母亲，宁愿儿子
待在广州，也不想他去少林寺；他
的另外一个导师叶春生教授也劝
他在广州发展。“就在前段时间，
叶老师还劝我回广州发展。”

“这份工作确实也曾给我
带来一些来自外界的压力。老
爸老妈不放心，刚到少林寺的

第一个月，他们就曾亲自到少
林寺考察我的工作环境和生活
状态；朋友介绍的女孩子一听
我在少林寺工作，转身就说拜
拜。”刚开始时，朱炳帆在人前
会尽量避免谈及自己的工作，
以免迎来大家异样的眼光。

“到后来，自己会有个心态
上的变化。为什么不能坦然面
对自己作出的选择呢？我喜欢
少林文化，我认为传播少林文

化是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
情，而我正在做这件事。”

如今，父母已经完全接受
了朱炳帆的工作，昔日的同窗
也开始羡慕他。“以前的同学到
少林寺来看我，都说很羡慕我
的工作。他们说这里工作环境
好，有山有水没雾霾，工作时间
自由，上班不需要朝九晚五的
打卡，闲暇时间喝茶写字，有机
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他记得刚来少林寺调研
时，方丈释永信曾邀他一起用
斋。“那是第一次近距离地跟方
丈交流，开始我很紧张，毕竟
在我看来释永信方丈是闻名
全世界的大和尚，但没想到跟
我聊的都是在哪儿读书、家庭
情况等家常话，非常让人亲
近。少林寺地处嵩山，冬天特
别冷。有一次我去见方丈，就
穿了一个薄薄的外套。方丈
见面就问我冷不冷，嘘寒问
暖。不光是对我，对寺里的僧
众也是关心体贴入微，关怀有

加。”朱炳帆说。
“同时他也是一位严厉的

师父。在我参与负责管理禅修
营的时候，他曾因为我弄错了
一个数字而批评我，这提醒我
以后做事必须更加认真仔细。
他的徒弟做错了事，他也会很
严厉地批评。这时候，大家对
他是又敬又畏。”

在他眼中，释永信也是一
位知识渊博、充满智慧的长
者。“在各种公众场合，方丈几
乎都不会按事先给他准备好的
材料演讲，大都是根据现场情

况即兴发挥，但每每却又恰到
好处，不脱主旨。他的思维特
别活跃。”

对外界盛传的释永信为
“少林 CEO”的说法，朱炳帆摇
头表示无奈。“有这种说法，是
因为媒体没有真正了解少林寺
和释永信方丈，也不了解什么
是真正的少林寺。包括少林寺
上市等的很多事，其实并不是
少林寺自身能决定的。少林寺
的商业化与少林寺本身来说，
关系不大。这里面有太多的利
益纠葛。”

他眼中的释永信：
慈悲，智慧，热衷传统文化

“事实上，少林寺并不像外
界所说的那样商业化，仅有的
一些也是属于寺院经济的范
畴，再具体说就是‘以商养佛’，
不得已而为之。”朱炳帆说。

“少林寺外所有的武校，都
与少林寺无关。酒店、宾馆甚
至医院都挂着少林或者是少林
寺的名头，这都属于品牌的滥
用。”朱炳帆介绍，很多以少林
品牌挂名的商业项目，与少林
寺并没有多大关系。

“包括音乐剧禅宗少林·音
乐大典等商业项目，少林寺不

会从中拿一毛钱。演员也与少
林寺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方丈
也只是担任了音乐大典的文化
顾问，少林寺确实有5%的干股，
相当于品牌授权费用而已。”

“少林寺的经济其实并不
宽裕。目前的寺院经济主要
靠景区门票，我们与景区三七
分成。然后是香火钱，但北方
因为信众基础有限，香火钱也
没多少；演出是一部分收入，
也很有限。剩下的是有限的
几个商业项目，目的也在于

“以商养佛”。比如少林寺把

‘少林素饼’、‘少林禅茶’等品
牌授权给商业公司，收取一定
的费用。其实这个商业公司
本身的资产与少林寺并没有
关系。”朱炳帆说。

朱炳帆介绍，少林寺目前
的收入来源基本上能维持“自给
自足”，花钱的地方在于少林寺
本身的文物保护与修复、下院和
海外文化中心的建设、少林慈幼
院的 100 多个孤儿的抚养以及
少林寺僧才的培养和少林文化
交流与传播等几个方面。
郑州晚报记者 路文兵 文/图

朱炳帆在少林寺藏经阁接待外国学者

（上接A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