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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傅璇琮    2001年，泰山出版社编纂、出版一部千万言的大书：《中华名人轶事》。当时我应邀撰一序
言，认为这部书“为我们提供了开发我国丰富史学资源的经验，使学术资料性与普及可读性很好地结
合起来，也可以说是新世纪初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次有意义的探讨”。我觉得，这也可以用来评估
这部《阅读中华国粹》，作充分肯定。且这部《阅读中华国粹》，种数100种，字数近2000万字，不仅
数量已超过《中华名人轶事》，且囊括古今，泛揽百科，不仅有相当的学术资料含量，而且有吸引人
的艺术创作风味，确可以说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即国粹的经典之作。    国粹者，民族文化之精髓也。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依靠勤劳的素质和智慧的力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从文学到艺术，
从技艺到科学，创造出数不尽的文明成果。国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显示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渊
源以及技艺发展轨迹，这些都是民族智慧的结晶。    梁启超在1902年写给黄遵宪的信中就直接使用了
“国粹”这一概念，其观点在于“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当时
国粹派的代表人物黄节在写于1902年的《国粹保存主义》一文中写道：“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
也。”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里，也提出了“用国粹激动种性”的问题。   
1905年《国粹学报》在上海的创刊第一次将“国粹”的概念带入了大众的视野。当时国粹派的主要代
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为应对西方文化输入的影响，他
们高扬起“国学”旗帜：“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
，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谓之国奴，奴于东西之学，亦何得而非奴也。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
亡，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以告海内。”(章太炎：《国粹学报发刊词》)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艰难跋涉，中华民族经历着一次伟大的历史复兴，中国崛起于世界之林，随着经
济的发展强大，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    20世纪，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学已是社会和学界关注的
热学。特别是当前新世纪，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更有大的发展，我们就更有需要全面梳理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华，加以宣扬和传播，以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予以重新认知和用心守护。    因此
，这套图书的出版恰逢其时。    我觉得，这套书有四大特色：    第一，这套书是在当下信息时代的大
背景下，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重视学术资料性，约请各领域专家学者撰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煌煌百种全面系统阐释中华国粹。同时，每一种书都有深入探索，在“历史——文化”的综合视野下
，又对各时代人们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作具体探讨。它既是一部记录中华国粹经典、普及中华文明
的读物，又是一部兼具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中华文化典藏之作，可以说是学术性与普及性结合。这当能
使我们现代年轻一代，认识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感受中华国粹之独特魅力，进而弘扬中华文化，激
发爱国主义热情。    第二，注意对文化作历史性的线索梳理，探索不同时代特色和社会风貌，又沟通
古今，着重联系现实，吸收当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鲜知识，形成更为独到的研究视野与观念。
其中不少书，历史记述，多从先秦两汉开始，直至20世纪，这确为古为今用提供值得思索的文本，可
以说是通过对各项国粹的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总结规律，并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发展策略。    第
三，既有历史发展梳理，又注意地域文化研索。这套书，好多种都具体描述地方特色，如《木雕》一
书，既统述木雕艺术的发展历程(自商周至明清)，又分列江浙地区、闽台地区、广东地区，及徽州、
湘南、山东曲阜、云南剑川，以及少数民族的木雕艺术特色。又如《饮食文化》，分述中国八大菜系
，即鲁菜、川菜、粤菜、闽菜、苏菜、浙菜、湘菜、徽菜。记述中注意与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相结合
，确能引起人们的乡思之情。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整体，但它是由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区文化所组成
和融汇而成。不同地区的文化各具不同的色彩，这就使得我们整个中华文化多姿多彩。展示地区文化
的特点，无疑将把我们的文化史研究引向深入。同时，不少书还探讨好几种国粹品种对国外的影响，
这也很值得注意。中华文明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已经形成一种异彩纷呈，底蕴丰富的文化形象，现
在这套书所述，对中外文化交流提供十分吸引人的佳例。    第四，这套书，每一本都配有图，可以说
是图文并茂，极有吸引力。同时文字流畅，饶有情趣，特别是在品赏山水、田园，及领略各种戏曲、
说唱等艺术品种时，真是“使笔如画”，使读者徜徉了美不胜收的艺术境地，阅读者当会一身轻松，
得到知识增进、审美真切的愉悦。    时代呼唤文化，文化凝聚力量。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
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建设。我们当遵照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大力发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我们希望这
套国粹经典阐释，不仅促进青少年阅读，同时还能服务于当前文化的开启奋进新程。铸就辉煌前景。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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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傅璇琮编著的《阅读中华国粹》是一部记录中华国粹经典、普及中华文明的读物，又是一部兼具严肃
性和权威性的中华文化典藏之作，可以说是学术性与普及性结合。
    《青少年应该知道的少林武功》为其中一册，内容包括少林武功的起源、少林武功的分类、少林武
功奇闻轶事、少林武功在今天的发展、文艺作品中的少林武功。
    《青少年应该知道的少林武功》可以说是图文并茂，极有吸引力。同时文字流畅，饶有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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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你知道少林寺吗    少林寺，坐落在中国五岳之一的中岳嵩山西麓。嵩山，在我国的河南省登封
市西北部，由两组群山组成，东面的叫做太室山，西边的叫做少室山。每一组群山都拥有36个山峰，
并且每一座山峰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少林寺坐落在少室山五乳峰上。五乳峰竹林茂密，少林寺就处
在这茂密的竹林中，四周被山峦环抱，山峰与山峰紧密相连，错落有致，所以这座寺院才起名为“少
林寺”。清代景日畛的《说嵩》中日：“少林者，少室之林也。”意思就是说，少林是少室山的竹林
。    少林寺，也叫僧人寺，有“禅宗祖廷，天下第一名刹”的美誉。少林寺有着久远的历史，始建于
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相传，在北魏孝文帝时，天竺僧人跋陀尊者(又名佛陀跋陀罗、觉贤，印度
人)，从西域长途跋涉来到中国传播佛教，得到虔信佛学的孝文帝的礼敬。当北魏迁都洛阳后，孝文帝
曾在洛阳为他建造寺院。后来，因为跋陀游历嵩山的时候，发现嵩山很像一朵莲花，而他本人又非常
喜欢幽静，“学务静摄”、性爱幽栖”，于是便有了在“花”中立寺之意，并且他“屡往嵩岳”，人
们都可以看出他想将寺院立于嵩山的意图。所以孝文帝便于495年在嵩岳少室山下为跋陀建造了寺院，
这座寺院即现在的少林寺，而跋陀便是少林寺的创立者和第一位住持。    后来，大约过了32年，即在
北魏孝昌三年(527年)，南天竺僧人、释迦牟尼的第二十八代佛徒菩提达摩，长途跋涉，历经3年的时
间来到少林寺，广泛收罗弟子，面壁9年，弘扬禅宗。道教分很多“派”，佛教分很多“宗”，禅宗
是其中之一。释迦牟尼的传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得以接受禅宗的传授，所以达摩成为中国佛教禅宗
的开山祖师，他被称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少林寺也被世界佛教界统称为“禅宗祖庭”。    禅是“
禅那”的简称，巴利语Jhana的音译，梵语Dhyana的简称，汉语意译为“思维修”或“静虑”，也有译
为“弃恶”或“功德丛林”的。原出自《奥义书》，为印度教术语，是“六支瑜伽”的第三支、“八
支瑜伽”的第七支，是修习瑜伽的高级阶段。后为佛教所吸收，为“三无漏学”与“六度”之一，是
佛教禅宗的一种修持方法，其中有祖师禅与佛祖禅(如来禅、清净禅)的区别。    禅那与禅定可视为同
义词，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禅那的范围窄而禅定的范围宽。禅那专指色界以上的四禅境界，而欲界
诸定因智慧狭小，不能称为禅。《大智度论》卷二八日：“四禅亦名禅，亦名定，除四禅，诸余定亦
名定，亦名三昧，不名为禅。”因为佛陀与其弟子多以四禅力证人涅槃，所以四禅又称根本定。    《
六祖坛经．坐禅品第五》日：“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禅定者，外在无
住无染的活用是禅，心内清楚明了的安住是定，所谓外禅内定，就是禅定一如。对外，面对五欲六尘
、世间生死诸相能不动心，就是禅；对内，心里面了无贪爱染著，就是定。参究禅定，那就如暗室放
光了。    禅的意义就是在定中产生无上的智慧，以无上的智慧来印证、证明一切事物的真如实相的智
慧。    《心经》中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谓“行深”，就是禅
定、深定。观自在菩萨在禅定中发现，当五蕴皆空也就是“无我”的时候，一切的烦恼与痛苦就解脱
了，观自在菩萨正是在定中得到这个清净的大智慧而证得大自在成就。    禅学，是佛教的一种思想，
其大意是放弃用已有的知识、逻辑来解决问题。禅学认为真正最为容易且最为有效的方法是直接用源
于自我内心的感悟来解决问题，寻回并证人自性。其理论认为这种方法不受任何知识、任何逻辑、任
何常理所束缚，是真正源自于自我(你自己)的，所以也是最适合解决自我(你自己)的问题的。也可以
把禅理解为是一种最为简单也是最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禅是无，禅是有，禅是实，禅是虚，
禅是天地万物。就是在生活中静静过滤碎片，修正错误的思维，抛弃恶念。佛教普遍采用的一种修习
方法，源于婆罗门经典《奥义书》所讲的方法，即静坐调心、制御意志、超越喜忧以达到“梵”的境
界。修禅，能以静治烦，实现去恶从善、由痴而智、由染污到清净的转变。使修习者从心绪宁静到心
身愉悦，进人心明清空的境界。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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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依靠勤劳的素质和智慧的力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从文学到艺术，
从技艺到科学，创造出数不尽的文明成果。国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显示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渊
源以及技艺发展轨迹，这些都是民族智慧的结晶。《阅读中华国粹》丛书囊括占今，泛揽百科，不仅
有相当的学术资料含量，而且有吸引人的艺术创作风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    傅璇琮编著
的《青少年应该知道的少林武功》介绍了少林武功的起源、少林武功的分类、少林武功奇闻轶事、少
林武功在今天的发展、文艺作品中的少林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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