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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

记者手记

陕西西安法门寺曾因出土佛指舍
利而震惊世界，当地政府———西安曲
江新区管委会大力打造佛文化而建立
了法门寺文化景区。建立文化景区，一
方面能更好地保护世界级文物，另一
方面，也能通过引进现代经营和管理
的手段满足大众、信徒参观、参拜需
求，同时，还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这
本是一举多得的好事。然而，却不断有
人质疑，陕西法门寺风景区借宗教文
化之名，将佛指舍利打造成“舍利提款
机”，同时借此打造寺院周围“阴间地
产”，并计划上市融资，不仅严重损害
了宗教形象，而且，也为文化产业化带
来了错误的示范效应。

法门寺风景区到底是文化创新，
还是借宗教圈钱敛财的“假文化工
程”？为此，《中国企业报》记者赴西安
展开了实地采访。

微博质疑：
公民联名抵制法门寺景区

5月 30日，著名艺术评论家岳路
平以西安曲江普通公民的身份在新浪
微博发起了抵制法门寺风景区公民联
署行动，截至记者发稿时，已经有近千
人实名参与了联署行动，其中包括很
多著名寺院住持名僧、文化学者、媒体
人等。

岳路平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他是西安美术学院教师。他说：“西安
是华人认同之所在。西安的一小步，将
会影响华人认同的一大步。法门寺的
问题不仅仅是法门寺一个寺院的问
题，类似的问题全中国都有，只不过因
为这一次，他们动了佛祖的手指头（指
佛指舍利）。”
记者得到一份法门寺景区股权结

构数据：陕西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1亿元，其中西
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 3亿元，占 27.27%，宝鸡市法门
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出资 2亿元，
占 18.18%，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出资 2亿元，占 18.18%，金
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5 亿
元，占 13.64%，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出资 5000 万元，占
4.55%，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出资 2亿元，占 18.18%。
“其实这个股权结构可能已经发

生改变，这只是公司的原始资料。”岳
路平谨慎地说，“这是一位内部人士提
供的，出于安全考虑，我不能说出提供
人的名字。”
他认为，法门寺风景区耗资 50亿

建成的“合十舍利塔”，是紧紧地把佛
教圣物佛指舍利攥在钢结构的“拳头”
里，成为一部“佛祖舍利印钞机”。通过
高价门票及所谓的“与佛同在”的“灵
境”地府高房价，“曲江系”每天都从这
部“舍利提款机”中提款。
“圈地圈文物圈人———造亿元级

假古董———高门票高房价（打通阴阳
界）垄断销售，这就是所谓的国人震
惊、世界震撼的曲江美丽新世界。”岳
路平痛心地说，“但是所有身临其境的
人，都会看到真相：慈悲被贪欲欺压，
宗教被商业凌辱，历史被泡在赝品的
泡沫中。”
法门寺风景区是西安曲江文化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参股并控股企
业，因此，岳路平把法门寺风景区也归
为曲江系。“曲江系的人说我们的观点
不过是一些专家、学者的局部意见、片

面牢骚，其实老百姓都说法门寺和曲
江系美得很。”岳路平摇摇头，“可是，
西安网站‘在西安’发布了一条让大家
评价‘法门寺景区三周年’的微博，下
面的 200条评论，一边倒地都在批评
无良的法门寺景区糟蹋了法门寺、侮
辱了佛祖，盘剥了百姓……曲江系却
假装没有看见。”

岳路平因此还发起了“假方乙方
2012———曲江问题公民独立调查”，同
时，在微博开始征集“抵制法门寺景
区，舍利归还寺院”公民联署行动。
“十年以来，西安已经被曲江模式

的假古董地毯式覆盖。这张地毯虽是
坚硬的钢筋混凝土打造，但是只要我
们诚心，善意，真善美的种子就会慢慢
复苏，最终溶化这张谎言地毯。”岳路
平对记者说。

记者调查：
与商业有染，与宗教无关

为了调查法门寺风景区的真实情
况，《中国企业报》记者于 6月 6日以
游客的身份对法门寺风景区进行了暗
访。

从登上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
有限公司由西安至法门寺风景区的免
费大巴开始，记者就已经体会到了风
景区旅游景点导游的普遍工作习惯，
在购买了已经高过北京故宫的 120元
门票后，又经历了推销指定素餐—38
元自助餐、指定景区游览车费 30元等
增项费用。
为了采访，记者选择了步行。
根据景区内发放的《法门寺文化

景区旅游线路图》介绍，法门寺文化景
区是依托法门古寺而建，景区一期工
程总占地 1300亩，由台湾著名建筑设
计大师李祖原主持设计，整个景区主
要由山门广场、佛光大道、法门寺寺院
及合十舍利塔四大部分组成。建成后
的法门寺文化景区，则成为继兵马俑
之后的“陕西第二个文化符号”、“千载
佛家圣地，万世人文经典”的世界文化
景区。
放眼望去，法门寺景区果然是一

个全新的人文景区，且似乎每走一步
都会感觉到商业氛围。

记者发现，法门寺风景区主要有
两种募款方式：一是明码实价如供奉
一个佛龛、蜡烛、石象、碑上刻名字等，
净水莲花池边石象可以认捐，导游介
绍，价格要 60万，凡是眼睛亮的，就是
已经被认捐了；所有的石碑均称为功德
碑，上面都可以花钱刻上姓名；再往里
面，法门寺慈善基金会正在募捐的建造
18罗汉圣像的善款，只要捐款，名字就
会出现在功德碑上。当然还有景区简介
上标明的餐饮住宿、按五星级标准投资
兴建的佛文化体验宾馆（舍），也都是明
码实价。按法门寺禅心阁网站报价，供
养佛龛 2万到 100万起不等，入会费
6800元到 26800元不等。

另一类是诱导式。如进入第一道
门———佛光门开始，导游让所有人接
过穿着僧人服装的人手里的免费香，
焚香后，会有人拉你去签名，签名者赠
送一条红丝带，一位拿着红丝带的女
士在进入第二道门———般若门之前，
被请进了一个帐篷内，记者也欲进去，
被一位穿着僧服的人拦住，记者问：这
里谢绝参观吗？得到的回答是：能进，
不能参观，等一下。

直到那位女士出门来，记者向其
询问，她很无奈地说：“进去能做什么？
还不是让你掏钱。最少 3位数。算了，
反正也是来玩的，就当全家买个平
安。”

在主要景点合十舍利塔，商业化
手法显得更加有创意。比如，参观者可
以免费在大殿抄写一段经文，然后去
大殿两侧盖上寺院方印便可带回家。
但是，负责盖印的穿着僧人服的人会
先和你讲经，然后给你看相，最后才说
到你将有什么灾难，最好请一件开光
的法物带回去。据说，曾有游客因带钱
不足而在此享受了刷银行卡服务，不
过记者因断然拒绝购买商品而没有体
验到。

因佛指舍利只有每月农历初一、
十五和平时周六、日及法定节假日才
能从地宫升起供游客、信众瞻仰、朝
拜，所以，记者此行无缘佛指舍利。

真正的法门寺原址要沿着景区侧
面一条小路进去，这里依然能看到古
寺的旧貌，一旁的法门寺博物馆里面
陈列的也都是国家级出土文物，一位
游客感慨：直接到这儿来就行了，还去
什么景区啊？

记者一路询问，没有见到一位真
正的出家僧人，那些穿僧服的工作人
员也向记者承认，自己不是出家人，但
是修行中人。难怪有游客说：“这里已
经感觉不到寺院的庄严与神圣，感觉
那些和尚（其实是穿僧服的工作人员）
都是商人。”

司机告诉记者，只能按他们规定
的时间、乘来时的车回西安市，否则这
里根本没有公交车，而当地人也不允
许公交车拉散客，只能乘坐“黑车”到
扶风县城，所以记者没有来得及去岳
路平所说的阴间地产———灵境景区，
但记者在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网站上看到，该公司网站
确实链接了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灵境
置业有限公司，而当记者欲点开网站
时，却显示“网页无法访问”。不仅如
此，连法门寺景区发放的简介上写明
的法门寺景区的网址也提示“您访问
的网站未备案或备案信息不真实，暂
时禁止访问。”

随后记者从陕西省工商局网站查
询到，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灵境置业
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确实包括文化景区
开发、建设；墓园建设、经营；骨灰安
葬；殡葬用品及纪念品的生产、经营；
墓地销售。

那么，其控股股东———西安曲江
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
曲江新区政府，对于法门寺风景区这
种“博物馆+寺院+企业”的模式以及社
会反响又是什么态度呢？

6月 7日，记者又来到位于西安
市区的曲江新区管委会，欲与区政府
宣传部门取得联系，宣传部门要求记
者必须先去省委宣传部开具介绍信，
先传采访提纲，再预约采访时间，记者
解释说当天晚上要赶回北京，但对方
依然要求只能按程序办。记者只得抱
憾而归。

西安法门寺被指“舍利提款机”

本报记者 张艳蕊

关于宗教产业化，一直以来争议不断，但最终结论一般会一
边倒：拒绝宗教产业化。

在做这期选题讨论会时，一个记者突然说：几年前我就见过
一个景区运作过这种宗教产业化。那里没有寺庙，根据策划盖了
一个寺庙，然后找人来做和尚……

现今，寺院政出多门、经济滥用、混乱重重，在一系列混乱现
象中，寺院被承包是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
馆长圆持法师曾指出，寺院是国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将其经济化
加以承包，本有的价值势必遭受毁坏。承包问题凸显了社会利益
关系的严重错位。

曾记得今年的春末夏初，北京西郊的戒台寺和潭柘寺凭借怡
人的景色和悠久的历史吸引了众多游客和佛教信徒。然而，非国
有资本控股公司———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报显示，两家寺庙与这家公司为“长期承包经营”关系。除了潭
柘寺景区，峨眉山景区也是上市公司，正在上市没有成功的有少
林寺景区、陕西法门寺景区等。日前，财神庙终于曲线上市的消息
再次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这可能将是国内首个实现 A股上市的
庙宇———如无意外，财神庙作为核心资产之一，将通过曲江文旅
借壳 ST长信取得上市，目前，该重组方案已履行完毕相关监管手
续，6月 6日，ST长信发布公告称，重组将进入资产交割程序。尽管
财神庙并非首批进行上市公司的资产，但其收购报告书称，财神
庙运营管理业务将在资产权属证明手续完成后，进入上市公司。

曾有人调侃：那这叫什么版块呢？信仰版块？以后财经新闻会
不会这样报道：今日是佛诞日，恒生指数上涨 9个百分点，其中信
仰版块大涨……

早在 2009年前后，少林寺上市传得沸沸扬扬。在强烈的反对
声中，少林寺上市无疾而终。随后，原本定于 2013年上市的法门
寺文化景区暂时搁置动议，如今，财神庙的上市终于跨出了 A股
上市庙宇零的突破。

庙宇道观等宗教场所上市，历来是敏感且无明确法规边界的
话题。6月 5日，国家宗教局负责人表态称，反对以任何形式把寺
庙捆绑上市，因为“综观世界其他国家，从没有将宗教活动场所打
包上市的先例。发展市场经济应该有边界，要符合社会的基本底
线。”

回望法门寺这个倒 U型景区，让人感觉似乎是一个巨型婴
儿，通过那如脐带样的、通往法门寺母体的小路，每天都在吸吮着
母体的营养，成长着自己。只不知何时能脱离母体？

写这段文字时，我耳边一直放着当年王菲为法门寺佛指舍利
入合十塔时所唱的那首空灵的《心经》，一个词跃然脑海：“经济开
发区的原罪”。

很多经济开发区在资源匮乏、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一路发展过
来，经历了民营企业同样的野蛮生长过程，如今，很多甚至已经成
为国有资产中的良性资产，那么该如何摆脱原罪？如何偿清当年
成长时所欠下的债务？这才是当务之急，毕竟信仰是不能被产业
化的。

曲江系被疑为幕后推手

信仰能产业化吗？
张艳蕊

业内人士解密宗教产业化利益链

从目前公开资料看，法门寺风景区所涉及的问题已经不
是简单的寺庙承包问题了，因涉及佛教（宗教）、企业（经济）、
博物馆（公益）、墓地（地产），很多边缘问题难以界定。为此《中
国企业报》记者电话联系了公益律师、曾担任多家寺院法律顾
问的北京市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黄雪涛，就目前我
国宗教寺庙产权、法人模式等问题进行了专访。

寺院是权益“易侵”的低谷地带

黄雪涛律师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目前，寺院的产权
非常模糊，这主要是一些历史原因造成的。中国近百年来，有
过宗教改革，民国时期推行“十方丛林”制度。在中国佛教流传
史上，存在着子孙庙和十方丛林两种制度，换句话说，子孙庙
是属于私有制的产物，而“十方丛林”则属于公有制的产物，就
是说寺院的资产是所有佛教徒的，这种丛林规则导致了寺院
的代理人性质，现在一般寺院经常由被监院授权管理财务问
题，住持并不能真正管理和支配财物，这样就很可能造成监院
一权独揽，架空住持，也造成了寺院内部的权利结构和产权结
构的模糊。

另一方面，很多寺院土地来源不一，产权不明晰，也是寺
院成为权利受侵的原因之一。

寺院距法人地位仅半步之遥

“和中国上市公司改制问题一样，寺院也亟须厘清法人治
理结构。”黄雪涛介绍说，目前，寺院不具备法人主体资格，只
有宗教活动许可证，行政地区宗教协会才是法人资格，但是，
目前，寺院有资产、有人员、有经济活动，有自己的决策机制，
其实已经具备了法人应具备的实质条件，寺院目前是准法人
地位，在民法上争取法人地位，只是半步之遥。有了法人地位，
内部理顺权力架构，将丛林规则翻译成现代法律语言的《寺院
章程》，同时寻找比较合理的治理模式，根据自己教义的宗旨
开展活动，建立好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则可能更利于寺院管
理和发展。

而若继续沿用目前的寺院管理模式，掌权人只是代表，只
有代理权利，授权不清晰，很可能因为短期代理权而滥用职
权，伤害到寺院利益。

寺院应主动表达法律需求

黄雪涛向记者坦陈，“佛教经济学，是一门很玄的学问。供
养献给修法之僧人，还是献给投资商、股市的买手礼佛之道，
需僧人出来解读。我等门外之人不好造次。”但她表示，希望宗
教领袖们，对法律专业积极表达需求。

她给记者举了一个她曾经担任过法律顾问的寺院案例，
某寺院监院上任后，发现该市佛教协会会长和副秘书长等长
期向该寺索要财物，并安排亲属担任该寺财会、出纳和执事等
职务，造成该寺账目混乱（如安排担任该寺出纳的法师携款潜
逃）。尤其是以扩建寺院为由，征用土地并出售，所得 400多万
元；而除补偿款 100多万元外，余款下落不明。监院上任后即
整顿寺院财务：清查账目、公开财务并要求聘请会计事务所进
行财务审计。这位法师因此而被解职，于是主动聘请了律师。
“无论怎样，这个法师很有现代权利意识，懂得请律师护法。搞
财务公开运动，可惜手法有些问题，过于强硬。”黄雪涛律师表
示：“我期待有大智慧的僧人继续尝试。”

本报记者 张艳蕊

律师观点

寺院产权界定和
法人治理结构亟须完善
本报记者 张艳蕊

“要理解宗教产业化的利益链，
其实并不难。回想一下冯小刚的电影
《大腕》中的情景：一个艺术界的大腕
将死，于是，一些疯狂想追求经济效
益的商人竟然把这个大腕的葬礼进
行包装，然后开始了融资，并计划纳
斯达克上市。”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一位熟知宗教产业化流
程的业内人士这样说。

宗教产业化的过程正如这个荒
唐的葬礼一样。

当然，另一个很让人担忧的问题
已经摆在曲江系面前，据法门寺内部
人士透露，一份内部报告显示，今年
法门寺文化景区的经营目标是“全年
经营收入1.3亿元，全年实现利润总额
400万元”，但目前每月要支付的银行
贷款利息就高达2000万，如此算来，
本来一个清静的寺院，经过包装炒
作，反而成了负债单位。这其中的奥
秘在哪里？恐怕只有缔造了曲江模式
的管理者们能解其中味。

西安市副市长、西安曲江文化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段先
念曾在2010年接受《时代周报》专访
时承认：我们做这些项目也挣不到

钱。法门寺距离宝鸡和西安都很远，
法门寺一期耗资32个亿，打造世界佛
都，但周边的土地远离城市，是无法
炒地的。

地方政府要追求政绩，GDP是最
有说服力的，然而如何拉动GDP，却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据上述业内人士透露，宗教产业

化的操作程序一般包括：
一、成立开发区；
二、开发区成立投资公司；
三、投资公司对宗教场所这个产

品进行全面策划、包装，讲有一个美
丽前景的故事，完成第一次融资；

四、成立风景区股份公司；
五、再一次用那个美丽前景的故

事圈地；
六、圈来的地和故事一起完成银

行贷款；
七、对圈来的地进行部分开发，

此时必须把宗教场所这个产品圈进
来，把“故事框架”初步搭建起来；

八、边经营边还贷边进行招商融
资；

九、进行上市准备；
十、上市套现。
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这个

利益链里，最大的获益者是地方政
府，因为刺激了内需，拉动了GDP，招
来了其他项目，搞活了当地经济。通
过做文化使土地增值，解决了开发
资金的问题。这里面最大的风险是
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因涉及宗教
问题，但这反而更加刺激了利益集
团在可控范围内最大化地透支宗教
资源。

该人士认为，在这个利益链里，
最大的可能被侵害者就是宗教品牌，
商业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而宗教品
牌在传统观念里面，是应该非营利的
类似公益性组织，这就造成了两者的
绝对冲突，加之宗教品牌不具备独立
法人资格，在这方面是没有话语权和
自我保护能力的。

上图：功德碑分企业碑和个人碑，根据
名字所占面积大小区别收费的高低。

下图：经营指定素餐的素食馆。
本报记者 张艳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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