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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演禅:少林功夫的宗教文化内涵分析
*
 

 

刘泽亮  田青青 
 

 

                                                                           

作为一种武术文化，少林功夫是在中国佛教文化背景下中国武术与禅宗心地法门经
过长期和合而成的、以“紧那罗王”信仰为核心、以以武演禅为表现形式，历史悠久的
佛教文化体系。同时，少林功夫也体现了鲜明的禅道特色，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过
程中最为耀眼的“软实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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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中国武术正是以这一传统文化背

景为根基经过长期发展演变而来的：先民们在历代战争实践中，以止戈为武为基本旨

趣，以生命为代价，以攻防格斗动作为核心，以套路为基本单位逐步形成并日益完善了

武术这种特殊的文化表现形式。少林功夫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武术以和平为习武目的的尚

武精神，将佛法中的金刚护法神信仰具象化为武术表现形式；同时与禅宗语默动静皆如

如的心地法门相结合，将达摩祖师“理入、行入”及其明心见性的禅道智慧善巧地融为

一体。千百年来，少林功夫以其特有的宗教文化特质吸引着广大尚武重德的武术爱好

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佛教信仰者和世界各地的东方文化崇拜者，彰显出中国传统文

化在当代举世瞩目的“软实力”。因此，保护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深入发掘少林功夫的

宗教文化内涵，从而以其特立独行的文化吸引力去影响感化其他的国家和民族，树立中

国在当今世界的新形象，成为少林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和现实使命。 
 

一、武术与护法传统：少林功夫与紧那罗王 
 
佛教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各种外道的非难和不同敌视势力的打压，在信仰多元

化的天竺，佛教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一国显教并逐渐突破国界走向世界，除了佛

法在教理上超越其他外道而揭示出宇宙人生的实相外，也是和佛教一贯重视护法护教的

传统分不开的：佛陀善巧说法，度化各种外道为佛门护法（如天龙八部），同时在教内 
—————————————— 
* 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成果（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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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培养了无量无数佛门金刚以护持正法；少林寺紧那罗王（那罗延王）信仰即是观音菩

萨信仰的表现之一。那罗延执金刚神信仰，紧那罗王（那罗延王）护法神通经过佛法与

武术的会通而体现于历代少林武僧一脉传承的少林功夫之中，是中国武术在佛教护法传

统中的具体化。 
紧那罗王（那罗延王）被历代少林武僧尊为“武圣”，享有崇高的地位。紧那罗王

（那罗延王）信仰来源于佛教教义中固有的护法神信仰，这一信仰始于姚秦时代鸠摩罗

什所译《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

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

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

那罗、摩侯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却皆现之而为说法；应以执金刚神得度

者，即执金刚神而为说法。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

土，度脱众生。 

由此可见，观音菩萨能“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也就是说观音菩萨可

以针对不同身份和根器的弘法对象应机变现为相应的形质。随着佛教的东渐，观音信仰

的表现形式也随着经文的分疏而日益发生分化，“在少林寺流传的那罗延执金刚神信

仰，后来省简误传为紧那罗王信仰，正是观音菩萨信仰多种表现形式之一”。①紧那罗

王与那罗延王在少林寺金刚护法神信仰中，两者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

也仅是名号之别而已。从其护法的功能性上来说，二者其实就是同一个护法神；从信仰

的层面上来说，紧那罗王以善神通变化而护法，其护法神仅具有形上象征意义：为历代

少林僧众自卫护法活动提供一种教理上的合理解释并建构相应的精神支柱，从而向少林

武僧灌输金刚加持的护法信念——习武护法是佛法中应有之义。对金刚神通的信仰外化

于少林武僧的习武活动中，经过漫长的历史流变和积淀， 终结晶为少林功夫这种特殊

的文化表现形式。 
基于金刚护法神信仰的少林功夫主张持戒习武，强调习武与修行并重。为了保证少

林武僧的习武活动如法如律，凡习武僧伽必须遵守“少林习武戒约十条”，撮其要略如

下： 
习武术者，以强健体魄为要旨，宜深体佛门悲悯之举。纵于技术精娴，只可备

以自卫，切戒呈血气之私、有好勇斗狠之举，犯者与犯清规同罪。不得恃强凌弱，

任意妄为；宜以忍辱救世之主旨，不可轻显技术；戒恃强争胜之心，及贪得自夸之

习。 

由此可见，少林武僧的习武宗旨是“强健体魄、自卫护法和忍辱救世”。少林功夫

贯穿着佛门同体大悲和拔苦与乐的博爱精神，习武之人因一技之强异于常人，如果只重

技术而忽视武德修养，则会滋生“恃强凌弱、好勇斗狠、贪得自夸”之心，这是有悖于

佛法悲悯救世之旨的，所以必须加以规制和约束——“犯者与犯清规同罪”，轻则废其

                                                        
①
 阿德：《紧那罗王考》，《少林功夫文集》第 99 页，少林书局 2003 年 3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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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重则逐出山门，不得再为少林弟子。从一定意义上说，少林僧众尚武更注重武

德，习武必先修武德，而武德的基本规范是以佛教的基本伦理德目进行定义的。在护法

活动中强调以德服人，先礼后兵，功夫只是对武德的一种必要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补

充。或者说少林功夫本身就是一种修习和宣示佛法的善巧方便：习武者在习武活动中体

证佛法，以“金刚戒”为律仪，以“金刚持”为依处，以“金刚定”为法忍，以金刚勇

猛无畏的精神维护佛教正信。所以少林功夫时时表现出节制、忍辱、谦和之气，在格斗

之前，总是以佛法大义，再三规劝，攻心为上，以理服人，尽量避免格斗的发生；在格

斗之中，总是以防为先，反击为后，动作含蓄内敛，点到即止，示强于对手而不以强力

压服对手，反而处处忍让，时时手下留情，以德服人。在格斗结束后，再次向对手晓以

佛法，用事实证明少林功夫所蕴涵的忍辱悲愍之胜义，以期对手“放下屠 ，立地成

佛”。与其说少林功夫体现了中国武术的“侠骨柔肠”，倒不如说其再现了佛陀悲天悯人

的博爱情怀。因此，少林功夫同时具备护法和弘法的双重功能，护法活动同时也就是弘

法活动，二者是不一不异，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在中国佛教史上，少林功夫服务于多重现实目的：护寺、护僧、护法。少林寺作为

享有盛誉的禅宗道场之一，随着禅宗一脉日益弘传光大而积累了可观的寺产，所谓“匹

夫无罪，怀璧其罪”，必然会使各种势力生起觊觎之心。虽然佛教宣扬万法皆空，一切

俱舍，但是佛法要藉道场立，法身须假色身修，道场无存则三宝无地容身。因此护寺、

护僧从而护法成为历代少林僧众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建立一支用佛法武装起来的少林

武僧力量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少林寺特有的紧那罗王金刚护法神信仰为这

支武装力量的建立提供了如法的理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少林功夫实际上是历代少林僧

众契理契机的时代杰作，其根本目的不在于攻城掠地，而在于自保求安。历史以史实证

明了少林功夫是少林禅宗道场至今保存完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诸法因缘生，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地独存于封闭的时空之中，游离于其存

在的环境之外，历代少林武僧们同样参与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如“少

林十三棍救唐王”的传奇、明代少林僧兵参与抗倭的史实、抗日战争时期众多少林武僧

还俗参加各种抗日武装的义举等等，反映了少林僧众将佛法大义与民族大义圆融会通，

将护法使命与护国使命等量齐观的历史自觉。少林武僧慷慨赴国难的护国壮举其实是少

林功夫护法功能的进一步延伸，佛门向来具有以金刚勇猛无畏之神通降伏妖魔，拒斥外

道的护法传统，因此，护法卫国，抵御外敌侵略正是这一传统的现实化和具体化。同

时，法运常随国运移，依王者则法事立，佛门弟子通过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行为，昭

示了佛法有助于王道教化的功能，这就为统治者接受佛法进而成为佛门护法开辟了道

路。护国的终极旨趣仍然是为了护法，表明了少林僧众以整个东土为弘扬佛法至大道场

的悲愿大行。 
综上所述，少林功夫是基于紧那罗王信仰，武德与武功并重，经过长期修习而形成

的特殊的中国文化体系和表现形式，目的是为了维护佛法正信长传不衰，而其表现形式

又是多元化的：在教内是为了自保求安，在教外则是为了持国护法。虽然有着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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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式，但是又都以维护佛法本位为终极依止。 
 

二、武术与禅道智慧：少林功夫与动静空圆 
 
少林寺因为是禅宗主要道场而久负盛名，少林功夫作为佛教文化的表现形式，自然

是以禅道智慧作为修习武功的方法论指归的，换句话说，少林功夫本身也是少林禅僧进

行禅修的主要途径之一。禅宗摒弃一切繁琐的修行方式，去除各种外在的执着，追求随

缘任运、横超直入、直指人心而顿悟成佛的向上一路。这种汪洋恣肆、仪态万方的活泼

禅风同样一览无余地渗透在少林功夫的内功心法、演练套路和印证标准等诸多方面，动

静皆禅，禅武同源；禅即武，武亦禅。禅与武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武与禅只不

过是一体而分之二用。 
动静皆禅——少林功夫中的动与静。达摩祖师创立“二入四行”的禅道修习法门，

其本意是要求习禅僧伽理行并重，因为理入是修行的先导，行入则是对理入的印证。然

而在禅宗的发展流变过程中，对这一修行法门的理解随着宗门的分化而各有侧重，“说

道者多，证道者少”，所以少林禅僧更注重如理行禅，以行入契入禅境，证得空性。所

谓“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①，少林功夫同样是在禅的动与静中涵养修习

的：达摩祖师主张通过“壁观、禅坐”而“安静而止息杂念”，内观自心，净化自心进

而断言语道，灭心行处， 终契入妙有真空。所以少林功夫中的各种拳功都十分注重静

养功法，通过禅定而摄心，通过数息而练气，在禅道基础上吸收道教及民间气功的内养

之法，在整个修练过程中以禅宗“无念”合道的思想为旨归，以不起念、亦不执无念为

调心原则，顺其自然，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达到人我俱空、空亦复空，强

调心意的持守、内功的涵养。如《少林拳术秘诀》上说：“上乘技击术，总以有几分禅

机，方能活泼镇静，所谓超乎寰中，得其象外民也。”意思是说，武功技击要象参禅悟

道一样，首先必须念念正定以破我执法执，然后破除我空法空，达到如如不动之境，这

时人的身心处于非动非静之际，外息攀缘，内守真如。这样身心一如，在搏击时才能对

外来能量的入侵作出直觉的反应，察敌先机而后动，虽后动而处处主动。所以说少林功

夫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亦动亦静，亦静亦动。动静之际，皆合禅道。 
禅武同源——少林功夫中的空与圆。禅宗以佛性论和般若空观开宗立派，强调一切

众生皆有佛性，因蔽于客尘烦恼而不能自了，提倡以平常心对治攀缘心，以无念持正

念，破除一切所执障、所知障，当下直指人心而亲证般若空性。少林功夫所呈显的三重

境界，突显了禅道佛性论与般若空观的理论特色：初重习其套路，以形似为要；中重形

神兼济，以形传神；上重化有招为无招，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这三重境界依次第而

进，与习禅悟道之途如出一辙：初习禅道，以壁观、打坐、念诵为始，渐积资粮；中习

者精研佛理，观心、澄心，理行并重，以行显理；上习者破除法我双执，扫荡一切知

见，祖来杀祖，佛来杀佛，即心即佛，心佛不二。由此可见，三重境界实“归渐顿于一

                                                        
①
 唐玄觉撰《永嘉证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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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合藏圆于一体”，正如近代少林寺主持妙兴法师所云：“处于心灵，发于性能，似刚

非刚，似实而虚，久练自化，熟极自神。” 后使武功达到“法本无法，无法法亦法。

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之境。①同时，少林功夫以禅道空慧观为基础，继承了中国

武术所追求的 高境界——天人合一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空”与“圆”的观念，

把“空”与“圆”作为衡量武功高低的标准，圆则灵活多变，空则轻灵无碍。即圆而

空，则收发自如，云卷云舒，生生不息；即空而圆，则人我俱泯，根本性离，虚室生

白。不难看出，这里的“空”与“圆”实际上是禅道佛性论和般若空性在少林武术文化

中的异名，名虽别而义同轨。 
禅武互参——少林功夫中的体与用。禅宗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为基础，以破

法我二执为方便，以顿悟解脱为究竟。一言以蔽之，是以参透生死之机为终极目的的。

这一目的表现在禅武体用关系上就是“以武演禅，以禅证武，禅武合一”：其一、以禅

为体。通过如律参禅，彻悟自性本空，达到无我、亦无我所之境，入十地金刚定，武功

自然达到不可思议的境地。这种境地超言寻思、不可言说，个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

自知。从这个意义上说，少林功夫的上乘境界是金刚神通在修习者身心所表现出来的极

具个性化的体验，是习武者技艺精熟到极至而豁然贯通所获得的禅悦体验。其二、以武

为用。禅修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获 终解脱，得大自在，少林禅僧习武必先习禅，通过习

禅入定而发空慧，知万法皆如幻不真，才能放下万缘而无所羁绊，从而发精进心、勇猛

心、无畏心；起慈悲心，行大愿行。在搏击中才会随缘任机，挥洒自如，同时因悟透生

死而置生死于度外，舍色身为法身，为法而亡躯。其三、互为体用。禅宗主张在经教文

字之上、之外开悟自性。同样，对于少林武僧而言，要修习上乘武功，靠的是习武者自

身的悟性和多年的习武体验。禅修是一种内在的体验，而武术则是内外兼修，两者 高

的境界都要经过“悟”才能获得。从这个意义上说，修禅即习武，习武即修禅，禅武合

一是少林功夫的 高境界。 
由此可见，少林功夫是历代少林武僧所创造的、为少林寺所独有的参禅悟道的方便

法门。禅道智慧所蕴涵的语默动静、渐顿空圆之义都直下融摄于少林功夫的修习功法之

中；禅即武，武即禅，二者圆融于少林功夫这一特殊的文化表现形式之中。 
（责任编辑  黄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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