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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周刊 古刹巡礼

少林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西北 13 公

里的中岳嵩山南麓，是少林武术的发源地，

由于其坐落嵩山的腹地少室山下的茂密丛

林中，所以取名“少林寺”。少林寺在唐朝时

期享有盛名，以禅宗和武术并称于世。

少林寺背依五乳峰，周围山峦环抱、峰

峰相连、错落有致，形成了少林寺的天然屏

障。嵩山东为太室山，西为少室山，各拥三

十六峰，峰峰有名。1983 年，国务院确定少

林寺为全国重点佛教寺院。

2007 年 5 月 8 日，登封市嵩山少林寺景

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4 届世界遗产

大会 2010 年 8 月 1 日审议通过，将“天地之

中”8 处 11 项历史建筑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包括少林寺建筑群（常住院、初祖庵、塔林）、

东汉三阙（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和中岳

庙、嵩岳寺塔、会善寺、嵩阳书院、观星台。

少林寺又名僧人寺，有“禅宗祖廷，天下

第一名刹”之誉，是中国汉传佛教禅宗祖庭，

始建于 495 年（北魏太和十九年）。32 年后，

印度名僧菩提达摩来到少林寺传授禅法，敕

就少室山为佛陀立寺，供给衣食。此后寺院

逐 渐 扩 大，僧 徒 日 益 增 多，少 林 寺 声 名 大

振。达摩被称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少林

寺称为禅宗的祖庭。

少林寺建寺以来，经历了数废数兴的曲

折历史。574 年（北周建德三年）武帝禁佛，

寺宇被毁。大象年间重建，易名陟岵寺，召

惠远、洪遵等 120 人住寺内，名“ 菩萨僧”。

隋朝大兴佛教，敕令复少林之名，赐柏谷坞

良田百顷，成为北方一大禅寺。唐初秦王李

世民消灭王世充割据势力时，曾得寺僧援

助，少林武僧遂名闻遐迩。高宗及武则天亦

常驾临该寺，封赏优厚。唐会昌年间，武宗

禁佛，寺大半被毁，迄唐末五代，寺渐衰颓。

宋代略有修葺。1312 年（元皇庆元年），世祖

命福裕和尚住持少林，封赠为大司空开府仪

同三司，统领嵩山所有寺院。一时中外僧众

云集，演武礼佛，僧众常有 2000 人左右。元

末农民起义，红巾军至少林，僧众散逃。明

代先後有八位皇子到寺内出家，屡次诏令大

修，寺院规模有所发展。清代康熙、雍正、乾

隆诸帝亦关心少林寺，或亲书匾额，或巡游

寺宇。1928 年军阀混战，军阀石友三火烧少

林寺，把天王殿、大雄殿、法堂和钟楼等主要

建筑统统毁于一炬；许多珍贵的藏经、寺志、

拳谱等烧成灰烬。寺内现存有山门、客堂、

达摩亭、白衣殿、地藏殿、千佛殿、塔林、初祖

庵、二祖庵、十方禅院、达摩洞等。千佛殿内

有明代 500 罗汉朝毗卢壁画，寺旁始建于

791 年（唐贞元七年）的塔林 220 余座，如唐

法如塔、同光塔、五代法华塔、元代缘公塔

等。寺内保存唐以来碑碣石刻甚多，如《唐

太宗赐少林教碑》、《武则天诗书碑》、《戒坛

铭》、《少林寺碑》、《灵运禅师塔碑铭》、《裕公

和尚碑》、《息庵禅师道行碑》和近年建立的

《日本大和尚宗道臣纪念碑》等。1982 年后，

国家为方便中外文化交流对少林寺进行了

大规模修复重建，现已形成以山门、天王殿、

大雄殿、藏经阁、方丈室、立雪亭、西方圣人

殿为主题的嵩山少林建筑群，使千年古刹焕

发出新的光彩。

少林寺历史

东汉末年，大乘佛教传入嵩洛。随着大

乘佛经传入，佛教的影响开始波及民间。三

国时期，嵩洛间出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正

式受戒出家的汉族僧人，他就是朱士行。

出生于嵩山南麓颍川的朱士行，在嵩洛

出家之后，以弘传佛教大法为己任，专心于

佛教理论的研究。当时风行的大乘经典尚

质简约，很多观点实际上没有讲清楚。他因

此“誓志捐身，远求大本”，于魏甘露五年从

嵩洛出发，开始他的西行求法壮举。

在于阗，朱士行抄取了九十品《般若经》

梵文本，于西晋太康三年遣弟子弗如檀等

10 人护送经卷回洛阳。10 年之后，由精通

梵汉两语的天竺僧人竺叔兰和学识渊博的

西 域 僧 人 无 罗 叉 两 人 译 出，称《放 光 般 若

经》，共二十卷。

当《放光般若经》在汉地大为风行之时，

朱士行仍在于阗，最后以 80 岁高龄为求法

而客死他乡。《梁高僧传》说他死时有异相，

火化后，“薪尽火灭，尸犹能全”，后念诵咒

语，骨 架 才 散 碎，其 弟 子 们 聚 骨 造 塔 以 供

养。北魏太和二十年，即公元 496 年，少室

山北麓五乳峰下寂静的山林中矗立起一座

寺院，这便是日后声名显赫的少林寺。少林

寺是北魏孝文帝元宏为安顿印度僧人跋陀

住锡传教而兴建的。但少林寺的名扬天下，

却缘于另一位印度高僧菩提达摩。

少林寺落成 30 多年后，即北魏孝昌三

年，菩提达摩遵西天二十七代祖般若多罗之

嘱，为将佛陀正法血脉传回中国，不辞艰辛，

从南天竺国渡海来到东土，开始了禅宗在中

华大地上的传播。

人们说起禅宗时，往往会用一派“本地

风光”来表达对禅宗的印象。佛教的文化渊

源在印度，而禅宗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

派，它的文化渊源在嵩山，在被誉为“禅宗祖

庭”的少林寺。

达摩首先到了金陵，1 月之后来到永宁

寺，只见那九级浮屠“金盘炫日，光照云表；

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

自称活了 150 岁，周游列国，从未见过如永

宁寺这般精美的寺院。于是，达摩口唱南

无，合掌赞美不停，已经将心许与嵩洛。

离开永宁寺，达摩来到几十里外的嵩山

少林寺，落迹于此，终日面壁。面壁似乎是

一种追根溯源，也似乎是一种等待良机。

这时候嵩山有位名叫神光的僧人，听说

达摩大师住在少林寺，于是前往拜谒。

达摩面壁端坐，不置可否。神光没有气

馁。他暗自思忖：“古人求道，无不历尽艰难

险阻，忍常人所不能忍。古人尚且如此，我

有何德何能？当自勉励！”时置寒冬腊月，纷

纷扬扬飘起漫天大雪。夜幕降临，神光仍在

寺外站立不动，天明积雪已没过他的双膝。

达摩这时才开口问道：“你久立雪中，所求何

事？”神光泪流满面说道：“只愿和尚慈悲，为

我传道。”达摩担心神光只是一时冲动，难以

持久，略有迟疑。神光明白达摩心思，就取

利刃自断左臂，置于达摩面前。达摩于是就

留他在自己的身边，并为他取名慧可。少林

寺内的立雪亭，便是为纪念慧可断臂求法的

事迹而建。

少林武术的渊源

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经》授予慧可，慧

可就是日后禅宗在东土的第二代祖师，自

此，禅宗在中国有了传法世系。

禅，诞生地在印度，《六祖坛经》中记载，

由释迦摩尼佛首传摩诃迦叶尊者，菩提达摩

为佛陀正法第二十八代祖，传入嵩洛后，成

为中国佛教延绵不断的主流宗派，后人称为

禅宗，亦称达摩祖师为东土初祖。禅宗流传

久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教义和修行方法

的简单易行。教内传法的过程中难免会产

生教条化、形式化的弊端，只重考据文字而

不重把握精神，会丧失教义的灵魂。针对这

种偏颇的倾向，禅宗提出了“教外别传，不立

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所谓

“教外别传”，是指在教典以外别有一种教义

的传授方法。禅宗的简易性，便体现在“见

性成佛”的主张上。

禅是“静虑”，佛教称安静地深思为禅

定。达摩提出一种新的禅定方法，否定了印

度佛教那一套修行的阶梯层次和累世修行，

主张人人都具有佛性也就是“本性”，人人都

先天地具有成佛的智慧也就是“菩提”，人人

都能够通过觉悟佛性而成为佛，尽管何时豁

然大悟难以料定。众生之所以未能成佛，是

因为对自身的本性没有觉悟。一旦“拨开迷

雾见青天”，明心见性，自性就是佛，把佛变

为举目常见的平常人。

禅宗传到唐代，六祖惠能提出顿悟的主

张，连坐禅也免了，认为顿悟并不要求离开

现实生活，“举足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

同归性海”，“提水砍柴无非妙道”，在日常劳

动生活中都可以顿悟成佛。少林功夫便起

源于僧人的日常生活。相传跋陀的弟子慧

光 12 岁时，能在井栏上反踢毽子 500 下。在

井栏上踢毽子是很危险的，功夫不到家就可

能跌落井中。少林功夫的许多招式都是僧

人们受日常劳作如挑水、扫地、打柴、烧火动

作的启发加工提炼而成的。最高深的功夫

其实也是最普通的功夫。

被誉为少林功夫之源的《易筋经》，记载

的就是一种疏通人体经脉从而强筋壮骨的

功夫。菩提达摩采用壁观的方法参禅，长期

静 坐，困 倦 是 难 免 的，要 时 常 起 来 活 动 筋

骨。相传达摩走后，少林僧人在洞中发现了

一个铁盒，盒上没有锁，却打不开。聪明的

僧人用火一烤，铁盒便开了，原来铁盒被蜡

封住，以防水汽侵蚀。铁盒中有两部书，一

本是《易筋经》，另一本叫《洗髓经》，都是用

梵文写的。

当时，少林寺里真正懂梵文的只有二祖

慧可。慧可把《易筋经》留在少林，自己拿着

《洗髓经》去云游天下。

寺中也有一些对梵文一知半解的僧人，

你翻他译，依法修炼，以致后来少林功夫多

如牛毛。后来，有位僧人带着《易筋经》去峨

眉山，见到了天竺僧人般剌密谛。在般剌密

谛的帮助下，《易筋经》才有了中文版。慧可

云游归来，带回了他自己翻译的《洗髓经》。

大家两相比较，才发现《易筋经》和《洗髓经》

原来是一体的。自《易筋经》问世，少林僧人

坐禅与习武已是密不可分了。

唐初，少林寺已拥有一支勇猛善战的僧

侣队伍。武德年间，少林寺僧 13 人，在李世

民讨伐王世充的征战中助战解围，立下了汗

马功劳。李唐立国后，唐太宗李世民后来封

昙宗和尚为大将军，并特别允许少林寺和尚

练僧兵，开杀戒，吃酒肉。以后各朝代相沿

成习。庙内有一块“唐太宗赐少林寺主教

碑”，记述了这一段历史。由于朝廷的大力

支持，少林寺发展成驰名中外的大佛寺，博

得“天下第一名刹”的称号。宋代，少林武术

又有很大提高，寺僧多达 2000 余人。元朝

初年，少林寺方丈富裕曾被武功盖世的元世

祖忽必烈封为晋国公。在明朝，少林寺到达

鼎盛时期，从清朝开始衰落。

在少林寺西约 300 米的山脚下，有一塔

林，这是唐以来少林寺历代住持僧的墓地，

共 250 余座塔。这是我国最大的塔林。塔

的大小不等，形状各异，大都有雕刻和题记，

反映了各个时代的建筑风格，是研究我国古

代砖石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宝库。

少林寺内还保存了不少珍贵的文物。

山门门额上悬挂的“少林寺”匾额，是清康熙

皇帝亲笔书写的。山门后大甬道和东西小

马道旁立有碑碣数十通，称为少林寺碑林。

其中有两通碑刻是留学我国的日本禅僧撰

写的。

（王源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