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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入寻常百姓家
———略论少林文化的传播

李正学

（洛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２）

［摘　要］在古代，少林文化以讲禅说法、习武御敌为主要传播形式，出版物不多。现代的少林文化
研究蔚成规模，传播媒介和途径多元多样。少林寺能够走向全球、走进大众世界，因缘在于它的文

化属性、庞杂性和以武见禅的佛学品性。如何把少林文化在传播意义上不可避免的“入世”性与释

家“出世”的立教宗旨结合起来，把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和慈悲宽容的教义精神贯通起

来，从而凝聚成宗教文化当代传播的新范型，已成为今后少林文化传播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少林文化；古代传播；现代传播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８

　　少林文化体系庞大、包罗万象，而又自成一家、
独立一门，成为我国寺庙文化发展史上的奇观。在

现代文化产业中，少林文化积极开拓新的传播空间

和传播形式，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从文化传播的

角度看，少林文化古今传播的途径和因缘值得总结，

时下一些论者的片面质疑也使这种总结尤显必要。

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以期为少林文化的当代传播

提供借鉴。

　　一、少林文化的古代传播

少林文化在古代的传播途径主要有高僧讲禅说

法，武僧习武御敌，文人墨客吟咏，学人自发研究等。

１．高僧讲禅说法
北魏太和十九年（４９５年），孝文帝在少室山峰

下的丛林中敕建少林寺，印度僧人跋陀遂落迹传教，

一时四方学者闻风而至，徒众数百。北魏孝昌三年

（５２７年），印度高僧菩提达摩在少林寺修行，面壁９
年，始创中国禅宗，并传法于二祖慧可。此后，禅宗

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宗派，有别于印度佛教，少

林寺也获得了“禅宗祖庭”称号。唐代武则天时期，

与玄奘齐名的大德高僧义净，曾在少林寺重设戒坛，

弘扬“有部律”。元代蒙哥汗八年（１２５８年），少林
住持福裕参与了历史上著名的“戊午佛道大辩论”，

战胜道教，使少林寺再次声名大振。

２．武僧习武御敌
少林僧人出于自卫和锻炼身体的需要，在中国传

统技击术的基础上，自南北朝开始，经过唐、宋、元、明

等朝代的研练，逐渐发展起了一种支脉繁多、精深纯

熟的武术套路。历史上，少林武僧佳话频仍。隋末唐

初，昙宗等十三棍僧解救唐王李世民，活捉王仁则，逼

降王世充，使少林寺名扬天下，被誉为“天下第一名

刹”。明代嘉靖年间，小山和尚曾三次挂帅印征边建

功；月空和尚也曾带领僧兵开赴淞江前线，抗击日本

倭寇侵袭。至清代，福建九莲山南少林分院成为反清

复明的大本营。辛亥革命后，少林功夫进一步在民间

发展，各地纷纷建立大刀队、梭标队等，练武强身，在

反清斗争中屡建奇功。又据传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

胤和民族英雄岳飞，都曾得过少林真传；明代抗倭名

将俞大猷曾到少林寺传授棍术。［１］这一系列历史故事

使少林寺这一武林圣地声名远扬。

３．文人墨客的吟咏
“长歌游宝地，徙倚对珠林。”（沈?期《游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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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中岳嵩山优美的自然风光，少林寺驰名天下的

佛学，吸引着历代学士骚人前来寻觅拜访、流连交

游、咏哦吟唱。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诗海中，与少

林有关的诗词达二三百首之多。唐代如唐太宗李世

民、武则天、李白、王维、岑参、白居易、刘禹锡、韩愈

等，宋元如范仲淹、苏轼、元好问等，明清如李梦阳、

袁宏道、清高宗乾隆等，都曾留下了精美的吟诵少林

寺的篇章，为少林文化的传播增添了浓郁的色彩。

４．学人的自发研究
首当其冲的是高僧研究，以梁代惠皎《高僧传》

为代表，第成系列，影响深远。次之，少林武学研究

被神化和民俗化，如流传颇广的《少林拳术精要》，

记载岳飞与少林事迹；明代武术家程宗猷所著《少

林棍法阐宗》，记载西藏喇嘛在少林寺授武事迹；清

末民初卢炜昌《少林拳术秘诀》（原载上海《天铎报》

１９１１年），宣传反清情绪等。此外，以嵩山为名的方
志类研究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如北魏卢元明《嵩

高山记》（已佚）；唐代卢鸿《嵩山记》（１卷），张景俭
《嵩岳志》（３卷）；明代燕汝靖《嵩岳古今集录》（２
卷），隆庆年间陆柬《嵩岳志》《嵩岳文志》（８卷），万
历年间傅梅《嵩书》（１３篇）；清代叶封《嵩山志：嵩
阳右刻集记》（２０卷），焦钦宠《少林寺志稿》，景日
!

《说嵩》《嵩岳庙史》等。尤其是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
年），时任登封县令的施奕簪主持编辑出版了有史

以来第一部《少林寺志》（４卷），可谓集大成之作。

　　二、少林文化的现代传播

当历史走到近代与现代的交叉口时，少林文化

的传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其原因有三：

一是少林崇武，然此时火器逐渐取代冷兵器使之练

武防身的作用大大降低；二是军阀混战，石友三在

１９２８年火烧少林寺（史称“二八火厄”），使这座千
年古刹蒙受自隋唐以来最惨重的一次浩劫，陷入凋

敝；三是社会发展转型和新兴传播媒介的出现，也不

断拷问着出家人的世俗底线。然而，新中国成立以

来，经受住种种考验的少林寺，重新获得了发展的良

好契机，并步入少林文化的全盛期，这主要表现在以

下３个方面。
１．文化出版物蔚成规模
少林文化出版物颇多，有少林寺自己编辑或组

织力量编辑的书刊，如《嵩山少林寺》（中华书局）、

《少林武功秘笈》（中华书局）、《新编少林寺志》《少

林武术系列丛书》《中华禅诗》《禅露集》（宗教出版

社）、《少林寺资料集》《禅林意趣诗》《中国嵩山少

林寺建寺１５０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以及
不定期刊物《禅露》等；有少林文化的爱好者、研究

者的专著，如赵宝俊的《少林寺》，徐长青的《少林寺

与中国传统文化》，温玉成的《少林访古》等；有对古

代文献的整理出版，如张惠民、王关林编的《嵩岳文

献丛刊》；有站在时代新高度对少林文化的整合与

创新，如张国臣的《中国少林文化学》；有综合系统

介绍少林禅、武、医的著作，如赵国成的《嵩山访禅

记》等；也有专门讲禅论道的宏论，如毛荣生的《禅

宗文化纵横谈》，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等；有

专门谈武教艺的普及性著作，如滕磊与吕宏军的

《少林武功》、王长青的《少林功夫精华》等；有医学

养生类著作，如释延亿的《少林禅医说养生》、林胜

杰的《少林养生功夫》等；也有专门服务旅游的大众

书籍，如释永信主编的《少林寺旅游手册》；有严肃

认真的学术研究著作，如暨南大学马明达的《少林

编年史》（待版）；也有轻松幽默的小画册《少林寺》

（１０种），漫画作品如蔡志忠的中英文《少林寺：天
下武学的殿堂》……少林文化出版物品类繁多，蔚

成规模。

２．传播媒介从单一走向多元
在传统纸质媒介之外，各种新兴媒介也在少林

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少林功夫的影视传播。香港邵氏电影公司较早触及

到这一题材，先后出品了《少林寺》（１９７６）、《南少林
与北少林》（１９７８）、《少林三十六房》（１９７８）、《少林
英雄榜》（１９７９）、《少林搭棚大师》（１９８０）、《少林与
武当》（１９８０）、《三闯少林》（１９８３）、《少林传人》
（１９８３）、《霹雳十杰》（１９８５）等几十部电影佳片，台
湾也拍摄有武侠片《少林寺传奇》（１９８１）。但是，真
正让少林功夫风靡海内外的是张鑫炎执导的两部国

产片《少林寺》（１９８２）和《少林小子》（１９８４）。受少
林影片在亚洲及世界影视界的广泛影响，河南登封

少林寺这座现实中存在的寺庙被传奇化了，少林功

夫作为中华武术的杰出代表被品牌化了。此后，大

陆、台湾电视公司合作推出古装电视连续剧《情定

少林寺》（１９９３），香港巨星周星驰推出喜剧功夫片
《少林足球》（２００１），使少林功夫成为当代影坛备受
瞩目的主打元素之一。面对这一背景和良机，作为

少林文化资源所在地的河南也主动出击，河南电视

台参与制作了 ２２集功夫电视剧《少林武王》
（２００１），并主创大型电视连续剧《少林寺传奇》，上
映后引起观看热潮，成为当下一部精品电视剧。借

助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之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与央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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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动画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励志功夫动画片《少林海

宝》，是上海世博会唯一授权的剧情类动画片，受到

少年儿童的喜爱和欢迎。少林寺文化传播（登封）

有限公司还与香港影视公司合作，拍摄了被誉为２１
世纪武打功夫巨制的《新少林寺》（２０１１）。

其次是舞台功夫剧传播。著名的少林武僧团自

１９８７年就开始在世界巡演，到过６０多个国家，让外
国人现场感受少林文化、见识少林功夫，在全球掀起

了少林功夫热。新世纪以来，少林寺武术馆又着力

打造“少林寺传奇系列”演艺剧，先后与天创国际演

艺公司合作《少林魂》（２００２）、《功夫传奇》（２００４），
与台湾优人神鼓合作演出《禅武不二》（２００５），启动
大型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２００６）；特别
是与东上海国际文化影视集团合作的《慧光的故

事———少林武魂》（２００６），在美国百老汇Ｍａｒｑｕｉｓ剧
院演出２４场，场场爆满，好评如潮，开创中国优秀文
化产品首次进入百老汇剧院之历史，并于２００９年５
月获得美国“托尼奖”、“剧评人奖”提名，被文化部

评为“优秀出口文化产品”。此外，借助少林特色文

化资源，河南电视台打造的精品节目“武林风”

（２００４），郑州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大型原创舞剧
“风中少林”（２００５），也均获得巨大成功。

再次，少林网络传播风生水起。１９９６年，当互
联网在国内尚未普及之时，少林寺设立“少林寺网

络中心”，开通官方网站 ｗｗｗ．ｓｈａｏｌｉｎ．ｏｒｇ．ｃｎ，成为
中国首家寺院网站，２００４年该网站点击率达到 １５
万人次。２００５年，授权玩酷科技制作网络游戏《少
林传奇》。同年，本着“网络结缘千年古刹，少林文

化传播世界”的意旨，开始筹建英文网站。２００８年
少林寺网店上线。受少林寺建设网站的影响，泉州

南少林网ｗｗｗ．ｑｚｓｌｓ．ｃｏｍ以及少林网 ｗｗｗ．ｓｈａｏｌｉｎ
ｎｅｔ．ｃｏｍ等也纷纷开通，一时之间网络“少林”品牌
大噪，少林文化广泛传播。

３．传播途径多种多样
正如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所言：“一切当代喜闻

乐见的文化作品、现代科技等现代形式都可以用到

少林文化当中。”［２］现代以来的社会发展转型，促使

少林文化从以往的信徒、游客传播，走向多途径、多

渠道传播。

首先是以实体组织机构为单位的传播。少林寺

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传播实体。少林寺自１９８６年
起先后创立少林寺拳法研究会、少林武僧团、少林寺

红十字会、少林书画研究院、中华禅诗研究会等组织

机构。１９９４年 ２月创立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为

“希望工程”募捐义演，定期资助贫困学生，为缺水

村庄打深井，为少数民族贫困村民发放救济粮，向贫

困乡村卫生院捐赠药品，组织义诊团在省内巡回义

诊，资助学术团体，向洪水灾区群众捐钱捐物等，广

播善行。［３］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９日成立少林文化研究所，
编辑出版了《少林文化研究论文集》和《少林文化》

季刊，建立了少林文化研究所网页。后又成立少林

书局，已出版了释永信的《少林功夫文集》（２００３）、
《少林文化丛书·塔林》上下册（２００７）等。受少林
文化品牌效应影响，社会上也成立了众多借重“少

林”符号的文化传媒／传播公司。
其次是教育传播。少林寺注视武术教育和功夫

教育，除设馆招生纳徒外，还建立专门的“河南嵩山

少林弟子招生网”，以方便各地学子报名。近年又

在欧美国家广设分寺武馆，教授洋弟子，传播中国功

夫。沾惠少林武术之光，登封市塔沟教育集团等也

成立了诸如“少林塔沟武术学校”等民办武术教育

机构。据登封市体育局相关人士介绍，登封市有武

术馆校６２所，常年在校学员达５万多名，从而使河
南省登封市成为全国最负盛名的武术教育之乡。少

林文化还走进高等学校，成为高等教育研究关注的

热点。郑州大学成立了少林文化研究院，郑州大学、

河南大学等都开设了少林寺与传统文化之类的选修

课程。在中国知网上，以“少林文化”为篇名的研究

论文有２０余篇，并出现了分别从文化产业管理、体
育人文社会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专业角度论述少

林文化的硕士和博士论文。

再次是商业传播。少林寺早在１９９８年就成立
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走产业化道路，经营少林素

饼、少林禅茶等，在国内注册了２９大类近１００个商
标，向一些企业特许授权使用“少林”商标，并努力

在国内外开展“少林”商标维权行动。现在，“少林”

商标已成为河南省著名商标和全国驰名商标。少林

寺网店上销售的商品，不仅包括禅修所用的禅修服、

禅修鞋、禅香、烛台等，还有注入少林僧人元素的 Ｔ
恤、烛台、手表等年轻人喜爱的文化创意产品。

　　三、少林文化的传播因缘

“深山藏古寺，碧溪锁少林。”经历过１５００年风
雨沧桑的少林寺，能从封闭与半封闭式的出家人静

修、不问世事，走向全面开放，走近大众，这恐怕远不

止于作为传播主体的少林方丈或众僧的态度问题。

作为传播信源的少林究竟有什么因缘能让全世界的

受传者乐于接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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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少林文化之所以盛行，最根本的原因

在于其文化属性。也就是说，少林寺不是一座隐藏

在深山丛林中的简单的寺庙，“少林寺”≠少室山的
“少”＋丛林的“林”＋寺庙的“寺”。少林寺从原初
目的和状态上就是为宗教文化传播而兴建的，因此

是一种无限且无形的文化存在，是带有民族想象性

质的、含蕴特殊意义的巨大符号标志。正是基于此，

当代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才在作品中把少林奉为

武林至尊，欧美发达国家才愿意承办“少林文化

节”，少林文化也才具备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口

头和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的资质。

少林文化的盛行还在于其庞杂性。如开篇所

述，少林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涵盖面极广，内容

极其丰富，涉及学科门类极多，故能吸引广泛的群

体。以饮食养生论，依据僧人素食开发的特色宗教

食品“少林素饼”，就很适合全球各地２０００万素食
主义者食用。［４］也正是因为少林文化所具有的庞杂

繁复性质，当代国学泰斗饶宗颐先生等才提出了建

设“少林学”的学术理念。［５］

少林文化盛行显在层面的原因在于其以武见禅

的佛学品性。少林寺自古讲求“以武弘法”，保持着

“寺以武显，武以寺名”鲜明特色。少林武术不同于

其他武术门派的特点是禅拳一体，禅拳并传，以武悟

禅，以禅导拳。［６］有些批评者指出，少林文化在当下

的交流传播中过于强调功夫、武术，而忽略了最重要

的禅宗，不免有些片面了。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早

就说过，禅宗是“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７］。

要完全拿它来满足、吸引广大的社会群众，让国内外

的人们很轻易地接受它，是绝对不可能的。而武术

活动是作为打坐诵经疲劳之余修习锻炼的，是每一

个追求身体健康的人所喜欢的。在禅宗发展史上，

武术禅成为“中国传统佛教文化最为通俗、传播最

广的表现形式”［８］，全部原因就在于它易于接受。

综上所述，少林文化的传播经历了从古代走向

现代、从单一媒介到多元媒体、从半封闭式到全面开

放的变迁，已经越来越为大众群体所接受。诚然，少

林文化的当下传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泛滥化倾向，

也掺杂了不少喧嚣和噱头。如何把少林文化在传播

意义上不可避免的“入世”性与释家“出世”的立教

宗旨结合起来，把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和

慈悲宽容的教义精神贯通起来，从而凝聚成宗教文

化当代传播的新范型，已成为今后少林文化传播中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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