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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片归宗一少林》

内容概要

《万片归宗-少林:史上最全少林揭秘》内容简介：作为武侠电影的巅峰之作，在武侠电影史乃至整个
电影史上，《少林寺》不仅仅成为了一座里程碑，甚至为电影产业培养并巩固了近40年、横跨三个年
代的固定而又忠实的观众群。而《少林寺》的影响，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还会继续下去⋯⋯少林寺
，是一代人生活轨迹中不可缺少的娱乐记忆；而少林寺影迷的核心组成，那批生于七八十年代的中国
年轻人，他们所受到少林寺及武侠电影的影响至深。多数内地的“少林迷”非常熟悉银幕上的少林寺
，对电影情节和台词烂熟于心，却对少林寺电影的发展与巅峰没有更全面更系统的了解。《万片归宗-
少林:史上最全少林揭秘》是第一本全面忠实反映少林寺电影成长、成功的图书，全面而系统地梳理了
“少林寺”及相关武侠电影在港台及大陆的发展脉络，并用多种角度、多个层面，全面而系统地盘点
了武侠电影近三十余年的风雨历程。《万片归宗-少林:史上最全少林揭秘》亦深度剖析并详细描述了
李连杰、徐克、成龙、吴京、刘家良刘家辉等国际一线功夫巨星级超重量级导演挥之不去的少林情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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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片归宗一少林》

作者简介

　　飞鸿黄，知名影评人，于多个娱乐类期刊及综合性期刊撰写影视评论，搜狐等门户网站影视专栏
影评人，对各类电影，尤其是功夫电影有极深的研究及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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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片归宗一少林》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引子2008年，互联网上的一则消息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议论。这一年是当代中国的多
事之秋，好事、坏事交相纷至，好事中有沮丧，坏事中有振奋。要说最令人关注并引发极广泛议论的
具体事件，当属&ldquo;5o12&rdquo;地震中的&ldquo;范跑跑&rdquo;和&ldquo;北京奥运&rdquo;中刘翔
的因伤退赛未跑。这里所要说的这则消息，没有两&ldquo;跑&rdquo;的背景宏大，意义和影响也无法
与之相提并论。关注和议论它的主要是关注电影并喜爱在网络上发表议论的人群，后来又波及武林中
人。武林中人的强烈反应，反过来增加了争执的升级。事情缘自武侠电影明星吴京在一次面对媒体时
不经意对它的关注程度，导致了众人由议论转向争议的诸多言论。当记者问起他对叶问的看法时，他
以北京小伙儿惯有的带着调侃意味的语气回答：&ldquo;我不知道叶问是何方神
圣&hellip;&hellip;&rdquo;其实后面还有呢，&ldquo;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李小龙的师父。&rdquo;他却
没有想到，后面的半句已经没人要听了。人们从他的前半句中便得出结论&mdash;&mdash;这个小子竟
敢对叶问宗师大不敬！于是，风波骤起，一向敬业且讨人喜欢的吴京顿时陷入了被口诛笔伐的困窘之
中。叶问的武术传人更是气恼万分，写下了言辞激烈的挑战书，要用拳脚让他长长见识。虽然比武的
事最终流产，吴京仍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人们口中自大浅薄的典型。吴京实在冤枉得很。作为一名在北
京土生土长的原武术运动员，学的是无门无派的现代武术，对于一个南方传统小拳种的前辈拳师不知
道、不了解，是很正常的事，根本谈不上不尊重。无奈他讲实话的时候，刚好赶上这位前辈正因为一
部电影，开始了全国性的走红。这部电影就叫《叶问》，它让过去只在岭南武林和港澳地区有所影响
的咏春拳师叶问，一夜之间成为了风靡全国、万众景仰的民族英雄，风头直逼妇孺皆知的霍元甲、黄
飞鸿。这个时候你说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不是自大，不是浅薄，又是什么？不说你别有用心就不错
了。电影曾经使吴京大受裨益，这时却间接地给了他一个打击，估计会让他从此更充分地认识到它的
传播影响力。电影的传播影响力的确不容小觑。按照文化名人余秋雨先生于2006年间解读&ldquo;霍元
甲&rdquo;现象的说法，它能够将一个历史上的&ldquo;传记人物&rdquo;，完全塑造成一个&ldquo;被赋
予了精神价值与精神象征&rdquo;的&ldquo;传奇人物&rdquo;。而这样的人物，&ldquo;既然成了传奇性
的象征人物，他的名字也就成为全民共享、全民共创的集体概念了&rdquo;，从而距离历史与现实的真
实越来越远，却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崇拜。典型的例子便是前面提到的霍元甲和黄飞鸿。叶问自2008
年之后也具备了这个趋势，到2010年时已完成定型。而符合这一说法的，还远远不止人物，一个具有
不凡特色、历史与领域地位的地方、处所或组织，同样能够在这种&ldquo;塑造&rdquo;、&ldquo;共
创&rdquo;和&ldquo;传播影响&rdquo;的作用之下，成为一个似是而非，却愈发闪烁出艺术光芒的辉煌
传奇。这方面的例子当首推&ldquo;少林寺&rdquo;。少林寺是真实存在的佛门圣地，少林武术是其独
有的特色文化，少林英雄层出不穷，但人们对于它的印象和认识却主要来自于艺术作品，最初是口头
、文字，当代则是电影和电视。自打武侠电影出现伊始，&ldquo;少林&rdquo;就成为了一个回避不了
的热门话题，其历史可回溯至上世纪二十年代。进入七十年代，少林寺题材更成为武侠电影创作中一
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并逐步形成了隶属于这一大类型中的亚类型&mdash;&mdash;少林电影。真实的少
林寺在中国北方，少林电影则发端于南方，不仅最早摄制出品的是香港电影机构，而且故事题材也大
都以岭南为地域背景，以传说中的南少林英雄做主人公。兴起十年后，才回归祖庭，其标志便是那部
风靡世界的&ldquo;中原&rdquo;《少林寺》。此后绵延数十载，间中虽经起伏跌宕、螺旋反复，总的
趋势却是愈演愈烈。进入新世纪，又以《叶问》和《新少林寺》等再起高潮&hellip;&hellip;《新少林寺
》当然没的说，《叶问》也算少林电影吗？当然，理由可见后面叙述的相关内容。现实的武林中
有&ldquo;万法归宗一少林&rdquo;之说，武侠电影曾经的兴旺之地香港影坛则有针对地提出，某一个
阶段&ldquo;万片归宗一少林&rdquo;的说法。我们回顾当时的那段历史，关照如今武侠电影再度兴盛
的状况，定会得出&ldquo;绝无虚妄&rdquo;的结论。少林寺里教授武术，却并不反朝廷。少林寺始建
于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当时，北魏的&ldquo;改革皇帝&rdquo;孝文帝为安置印度来的僧人
跋陀，尊重他&ldquo;性爱幽栖、林谷是托，屡往嵩洛，高谢人世&rdquo;的意愿，按照他的选址，斥
巨资修建了这座寺院。据史记载，新寺宽敞、清幽，共有十二个院落，颇具规模。少林寺建立后不到
八十年，北周的武帝下诏普灭佛、道二教，少林寺因此被废。但三年后又被恢复，只是改了名字。到
了隋朝开皇元年，隋文帝诏赐少林寺田地一百顷，地点在数十里外的柏谷坞。隋末，割据中原的王世
充霸占柏谷屯，令少林僧众失去了生活来源，从而引发了少林寺协助唐朝军队击破其侄王仁则的行动
。著名的&ldquo;十三棍僧救唐王&rdquo;的故事即由此而来。少林寺因而在唐代倍享殊荣，到了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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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片归宗一少林》

武后执政，更进入佛日增辉的时代。进入北宋，因为临近的洛阳开始衰落，国家政治经济中心西迁开
封，少林寺也受到影响，一度冷寂无闻。北宋自仁宗起，由于帝王的提倡、政府的支持，佛教禅宗大
兴。少林寺原本是一座律宗寺院，这时全面响应号召，于哲宗年间&ldquo;革律为禅&rdquo;，成为了
一座禅寺。北宋灭，金人来。少林寺这时也没有反朝廷，接受了占领洛阳的金将为他们请来的一位高
僧做首任住持。据说少林寺又开始&ldquo;天下知闻&rdquo;。蒙古人做主的元代，少林寺达到了顶峰
。蒙元时期少林寺的第二任住持雪庭福裕，在就职四年后接受元宪宗任命，担任&ldquo;都僧
省&rdquo;官，管理天下所有僧众。这位福裕大和尚不但将历经战乱而破败的少林寺恢复到金代时的规
模，而且重整下院，建立网络，在蒙古和林、燕地蓟州、长安、太原、洛阳分设了&ldquo;五少
林&rdquo;。少林寺成为了国家级大寺院，其住持需经朝廷任命的历史便自此起始，寺院的规模日益扩
大，僧人竟达两千余众，下院达二十三所之多。一晃元朝便走到了头，少林寺也随之蒙难。元朝的反
抗者们将其一举攻下，抢掠一空，临了还放起了一把大火，将千间屋宇百重殿阁燎去一半。寺里一度
只余二十余人。明朝的开国皇帝曾经做过和尚，战乱之后扶植佛教，少林寺始得恢复，毕竟房子还留
了一半，很快就又发展到五百余众。自从协助李世民打击王世充之后，少林寺几百年来都有尚武的传
统。但据专家考证，少林武术的真正形成，其实始于元末，少林武术在明代已经形成体系，而且大大
有名了。少林武术在明代的发展，有着合适的机制保障，那就是政府批准的僧兵制度。到了清代，少
林僧兵被解散。拨开影视作品所制造的迷雾，发现清朝政府对少林寺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康熙皇帝
曾经亲手题写了&ldquo;少林寺&rdquo;的匾额；被传说迫害少林最疯狂的雍正不但没有放火烧之，反
而批准对少林寺进行整体修缮；乾隆还到少林寺里住过一宿，并留下了三首诗。时光进入到民国年间
，西北军阀部队统领石友三带领大军攻入少林寺，竟然将寺院一把火焚烧殆尽。元末烧的那把火只将
少林寺毁掉一半，所以它日后尚能很快恢复。石友三用的是煤油，而且连烧俩月，最终留下的差不多
已是断壁残垣。随后便是连年的战乱和灾难，千年古刹就此进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衰败期，直到少
林电影出现了一个高潮，加之社会环境已彻底转变，才得以再次振兴。少林合是禅栖地前面提到过，
北宋以前的少林寺是一座律寺，后来&ldquo;革律为禅&rdquo;，才成为一座禅寺。可到过少林寺的人
明明都见过，在其山门左侧的墙壁上写着&ldquo;禅宗祖庭&rdquo;四个大字。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人
对此的解释是：&ldquo;禅宗初祖&rdquo;达摩最早在少林寺传授禅宗教义，&ldquo;祖庭&rdquo;之说即
源于此。但此说依据多为传说。禅宗是真正的中国式佛教，是印度佛法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
物。其奠基者是唐代一个叫道信的高僧。道信的师父叫僧粲，是惠可的弟子，再往上推便是达摩，故
而称达摩是&ldquo;禅宗初祖&rdquo;也不无道理。道信传弟子弘忍，禅宗在此期间逐步成型，其中心
不在嵩山少林寺，而在庐山东林寺。弘忍的继承人是神秀，同时还有一个叫惠能，是个广东人。神秀
受到女皇武则天的重视，曾被誉为&ldquo;两京（长安与洛阳）法主&rdquo;、&ldquo;三帝（武则天、
中宗、睿宗）国师&rdquo;，禅宗因而大兴。与此同时，惠能在岭南地区普传自己开创的新派禅宗学说
，逐渐势大，与神秀一派分为南北两宗。相比神秀，惠能新说强调&ldquo;顿悟&rdquo;法门，更加契
合当时人们的接受心理，所以在数十年后压倒北宗（又称&ldquo;渐宗&rdquo;），广布流行。以后世
人皆以南宗（又称&ldquo;顿门&rdquo;或&ldquo;顿宗&rdquo;）为禅宗正义。有关&ldquo;顿渐之
争&rdquo;的故事很多，也非常精彩。少林电影中的《南岭传奇》、《木棉袈裟》等都与之有关。到了
北宋，因禅宗理念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需求相适应，受到朝廷提倡，全国各大寺院改禅成风。原
本是律宗寺院的少林寺，也在这种形势之下，特邀禅宗大师入寺传法，开始&ldquo;革律为禅&rdquo;
。在此之前，少林寺内只设立&ldquo;禅院&rdquo;，以供修禅，这时全寺都改成了禅寺。一座在禅宗
诞生后数百年才改为禅寺的寺院，按理说是没资格作为&ldquo;禅宗祖庭&rdquo;的。但达摩初祖确曾
在嵩洛地区&ldquo;随其所止，诲以禅教&rdquo;，遗迹俯拾皆是，故事广为流传，于是，当地政府便
在少林寺附近修建了一座&ldquo;面壁兰若&rdquo;，以应禅风大盛中对达摩的崇拜。这座面壁兰若，
就是今天的初祖庵。兰若建成之后交由少林寺管理，久而久之，二者在人们的印象中渐渐合而为一，
少林寺也就被认作了祖庭。少林寺的禅宗是惠能开创的南宗。南宗后来分为五宗七派，流传至今的只
有&ldquo;临济宗&rdquo;和&ldquo;曹洞宗&rdquo;。曹洞法脉自元代雪庭福裕起一直在少林寺传承延续
。大谈少林寺的禅宗，是为了引出少林寺独有的特色文化产品，也是少林电影中真正的主
角&mdash;&mdash;少林武术。回过头再说几句曹洞宗。五宗七派，曹洞至今，何也？有人说它真正坚
持了禅宗六祖惠能所传的佛法真谛。曹洞宗的理论依据是惠能的语录&mdash;&mdash;《六祖坛经》，
主张&ldquo;心即是佛&rdquo;，认为人人都有佛性，解脱之道不必向外界寻找，只要有觉悟，就可以
成佛。这就是南宗所谓的&ldquo;见性成佛&rdquo;，要义全在于&ldquo;顿悟&rdquo;，也就是我们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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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片归宗一少林》

说的&ldquo;一下子明白了&rdquo;。闹明白了，就会达到&ldquo;恒安乐&rdquo;的境界。俗语所
云&ldquo;放下屠刀，立地成佛&rdquo;，是对此最贴切的解释。因为&ldquo;不必向外界寻找&rdquo;，
那么一切的形式也就不重要了，包括&ldquo;累读经卷&rdquo;，包括&ldquo;长坐不卧&rdquo;，包
括&ldquo;面壁修观&rdquo;，等等，都无可无不可。禅语&ldquo;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
非般若&rdquo;，意即生活中任何看似普通的事物都可能成为你打开觉悟之门的金钥匙。诵经、坐禅，
砍柴、煮饭，莫不包含在内。这些理念显然更加顺应现实，更能够迎合人们接受心理，所以受到了广
泛的欢迎。受到欢迎，当然便于传播和持续。而在少林寺内传续的过程中，竟催生了令人意外惊喜
的&ldquo;副产品&rdquo;，就是如今名扬世界的少林武术。从有关少林寺的史料中，我们会发现，少
林僧人从来就有健体强身的传统。据说跋陀的弟子僧稠就身怀绝技，堪称&ldquo;少林武僧第一
人&rdquo;。少林寺能够在隋末乱世中协助李世民作战并取得最终胜利，这一传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少林武术真正形成体系，并导致&ldquo;寺以武显&rdquo;的效果，应该说还得益于禅
宗&mdash;&mdash;曹洞宗&mdash;&mdash;所提供的理论基础。少林寺的尚武之风，无疑缘起于僧人护
寺与自卫的需要。少林寺要自力更生，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兽斗，僧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借助武力
，以图自保。赶上国家动乱，盗匪蜂起，自我武装就更加必要。动武难免杀生，与佛门教义产生了冲
突，但既然任何事物都能成为觉悟的法门，习武也应该包括在内吧？经过研究与推敲，少林寺&ldquo;
禅武合一&rdquo;的理念最终被确立了起来，练习武术成为了僧人们修行的正途。据了解，清代之前的
少林武术，因为要适应于当时的僧兵制度，其内容主要是军事实战技术。著名的抗倭将领俞大猷便曾
经到少林寺指点过僧人练棍，对于当时出现的花巧倾向进行过纠偏。少林寺当时派了两位武僧跟随他
去了作战前线，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然后又将所学带回寺院，使少林棍法冠绝天下。后世为人称道的
少林拳晚于少林棍发展，因为拳术在军事作战中的作用并不明显。至于少林武术在形态、功法、技法
上真正形成完整的体系和独到的风格，应该是在清代。清代实行民间禁武的政策，少林寺也不在例外
。僧兵制度被取消，其军事技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但这时的少林寺业已以武名天下，习武不但
是传统，而且也是被认可与习惯的修禅手段，根本无法终止。于是，少林武术以转入地下的方式得以
存续，只是因为环境的改变，功用与内容有了较大调整，技击、健体、表演，这些近现代武术的功能
日趋完备，套路形式开始出现，各类拳械丰富多彩，外在的表现风格与特色逐步成型。人们多以少林
拳术为例说明传统少林武术的特点，如&ldquo;拳打卧牛之地&rdquo;、&ldquo;来去一条线&rdquo;
、&ldquo;似曲非曲、似直非直、滚出滚入&rdquo;、&ldquo;起望高、缩身而起，落望低，展身而
落&rdquo;等等。显然以实战技击为核心，强调攻防合一、进退一体、刚柔相济、朴实无华的辩证哲学
理念。拳为诸艺之本，由此确可窥一斑而知全豹。世有&ldquo;天下武功出少林&rdquo;之说，一来是
因为少林武术本身传播甚广，二来也由于民间武林附会少林者甚多。这与少林寺多磨难的历史有关，
也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大背景有关。少林寺本身更接受&ldquo;天下武功数少林&rdquo;的说法。因为少
林武术确实优异而丰富，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说&ldquo;数得着&rdquo;也并非自夸。仅就其内容来
讲，不但各类拳械套路以及功法、技击技术等一应俱全，而且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光拳术一项就有五
百多套，流传至今的也达二百有余。棍、刀、剑等主要兵器都有几十个套路，此外还有远不止十八般
的其他武艺和各种功夫。&ldquo;禅武合一&rdquo;理念在发展中也得到了充实与规范，寺方如今的解
释是：少林武术修炼的第一个层次是练形；第二个层次是&ldquo;神拳合一&rdquo;，即化有形为无形
；第三个层次才是&ldquo;禅武合一&rdquo;，即由武入禅，由定生慧，将少林武术视为在禅定状态下
用&ldquo;般若慧&rdquo;观照下的人体运动方式。以上是作者所了解和理解的真实的少林寺，以此为
基础，对我们认识少林寺从一个现实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艺术传奇的演进历程，以及&ldquo;万片归宗
一少林&rdquo;的影视文化现象会有所帮助。在中国武术界有&ldquo;万法归宗一少林&rdquo;之说
。&hellip;&hellip;港台摄制的武侠片（或功夫片，或功夫喜剧）也可以归纳为&ldquo;万片归宗一少
林&rdquo;，因为有过半的电影在题材上都与少林传说扯上一点关系；越渲染，旧的传说就越神化，功
夫的真实性与功夫的幻想性就越发分不开。以上文字摘自香港武侠电影研究专家吴昊先生的文章。好
个&ldquo;万片归宗一少林&rdquo;，虽然有些夸张，却也不无道理。据有关专家考证，自从上世纪二
十年代开始，中国武侠电影中便出现了&ldquo;少林功夫&rdquo;这一话题。五六十年代，武侠电影流
落香江，经过当地电影人不断地改良创新，逐步成为商业电影的主流类型，其中能够与&ldquo;少林传
说扯上一点关系&rdquo;的并不鲜见，譬如不少武侠人物的出身或武功都有着&ldquo;少林&rdquo;背景
。但这些影片大都不属于我们这里所要说的真正意义上的&ldquo;少林电影&rdquo;。少林电影应该是
自武侠片概念下的细分类型&mdash;&mdash;功夫片&mdash;&mdash;走红后，说确切点是上世纪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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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初，才真正出现的。它起码具备以下三大特点中的两项：一、以少林寺为故事背景。二、表现名
冠&ldquo;少林&rdquo;的中华武功。三、将具备少林宗师、少林弟子、少林传人身份的人物作为主人
公。这类影片自1974年起至今，虽然达不到&ldquo;万片&rdquo;的规模，却足足有数百部之多，形成
了中国武侠电影，甚至整个中国电影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泱泱奇观。少林电影与真实的少林寺密切相关
，是后者显赫的历史、巨大的声誉与独到的文化特色，使&ldquo;少林&rdquo;二字成为了这一武侠电
影亚类型的符号和标签，而它想象恣纵的创作又将后者塑造成为影响力更加强劲、传播愈发广泛的艺
术传奇。据了解，真正合乎少林电影标准的影片，最早出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粤语系列片《黄飞
鸿》最早的导演胡鹏执导的《火烧少林寺》。十年之后，又有人拍过一部与上述同名的电影。但人们
普遍认为，开少林电影热潮之滥觞的是著名武侠电影大师张彻先生，于1974年拍摄的《少林子弟》和
《方世玉与洪熙官》。《少林子弟》和《方世玉与洪熙官》，其实说的都是一伙人，故事题材取自清
末侠义小说《万年青》，以及在岭南地区广为流传的有关传说。有趣的是，这两部影片所涉及最为重
要的故事背景，都是&ldquo;火烧少林寺&rdquo;。看来少林电影的缘起，无论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还是七十年代，都和烧毁少林寺的那一把火分不开。在传统商业文化中，有&ldquo;火烧旺
地&rdquo;的说法。从北京东四隆福寺街的案例来看，此说似乎并不灵验。但对于少林电影而言，这把
大火却带来了连创作者也意想不到的一派火红。张彻所拍摄的少林电影，虽然仍主要使用武侠片时期
的演员班底，却是地道的功夫片。这在李小龙去世后功夫片方兴未艾却乏人扛鼎的时段，起到了及时
补充的作用。同时，故事题材的&ldquo;岭南化&rdquo;，在当地经济、人文环境发生巨变的大背景下
，更引发了观众极大的关注热情。《少林子弟》等成功之后，张彻与编剧倪匡趁热打铁，又于次年拍
摄了题材与&ldquo;万年青&rdquo;故事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少林五祖》。其后更一发不可收，接连
又有《方世玉与胡惠乾》和一部融&ldquo;少林五祖&rdquo;与&ldquo;少林子弟&rdquo;于一片的《少林
寺》问世。张彻的这些少林电影主要出自他离开香港到台湾组建&ldquo;长弓&rdquo;公司期间，良好
的市场反应，不但在香港兴起了&ldquo;少林热&rdquo;，也令台湾本地的电影群起跟风。台湾少林电
影以郭南宏导演的作品最为著名。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mdash;&mdash;郭南宏是以自己的&ldquo;少林
系列&rdquo;影片和张彻打擂台。当《少林子弟》出台时，他随即推出了《少林十八铜人》；《少林五
祖》公映后，他的《雍正大破十八铜人》也于当年上市。郭导演的特点是最擅跟风，他在这一期间拍
摄的两部影片《湘西赶尸》和《一代忠良》，其实和少林寺、少林武术无甚瓜葛，却因为要应时随流
，而将名字生生改成了《少林兄弟》和《少林小子》。跟风难免会慢半拍，当张彻的摄影机镜头已经
从少林寺转向民间的《南少林与北少林》，他还在《火烧少林寺》，结果在市场上大败亏输，以惨败
的结局退出了&ldquo;擂台&rdquo;之争。郭南宏与张彻的作品在背景、主题上很接近，随着二人竞争
的加剧，少林电影逐步形成了具备以下要素的类型模式，并成为主流。一、以清代至民国初年为影片
的时代背景。二、以岭南地区为故事发生的地域背景。三、以&ldquo;反清复明&rdquo;一类民族矛盾
斗争为表现的主题背景。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对于少林寺的认识多来自于这一类型的电影。原本在
河南嵩山的少林寺被认为坐落在福建九莲山，佛门禅寺只是它的一件外衣，里面机关重重、藏龙卧虎
，身怀国仇家恨的少林子弟日夜习武不辍，同时策划与开展反清秘密活动。清朝政府视其为心腹大患
，派大军一举攻入，一把火将寺院烧成白地。部分少林子弟死里逃生，有的北上发动民众起义，有的
南下与清廷走狗武当派展开斗争，还有的零散各地，或寻隙复仇或传播武术或行侠仗义。香港少林电
影主要讲述&ldquo;火烧&rdquo;及其后的&ldquo;北上&rdquo;与&ldquo;南下&rdquo;故事，台湾则更多
表现&ldquo;零散&rdquo;的部分。在此期间，港台武侠、功夫电影领域中所有的重要人物几乎都被卷
入了这股少林雄风。 譬如导演方面，除了张彻、郭南宏，还有何梦华、午马、黄枫、吴宇森、麦嘉、
林大超等都拍过少林电影。武侠明星姜大卫、狄龙、陈观泰、傅声等这时也抛弃了花枪绣剑，操起了
少林拳脚。功夫片兴起后走红的谭道良、黄家达、陈星、王道，如今享誉世界的成龙、洪金宝、刘家
辉等，也纷纷加入了这一阵容。至于在香港电影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的功夫片导演刘家良
，干脆就是在此风潮中涌现出来的。如果说张彻、倪匡是少林电影最初的开创者，那么刘家良则应该
是将这一潮流首度推向高峰的人。由他执导的著名影片《少林三十六房》，堪称少林电影的里程碑之
作，其武打动作设计与情节创意，远远超过同期该类影片的水平。时光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情况
为之一变，起因在于香港左派电影公司&ldquo;中原&rdquo;，使用内地专业武术精英主演的电影《少
林寺》。其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少林寺不再是传说中的福建&ldquo;南少林&rdquo;，而是
真实存在的河南嵩山少林寺。二、少林武术不再是南派风格的武功，而是以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的现
代竞技武术套路为主要表现。三、国内的名胜古迹、壮丽山河，成为了影片中重要的展示内容。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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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多是香港左派公司出品或中国内地与香港片商合作拍摄。如今看来，它最大的作用在于挽救中国
竞技武术走出低谷，并掀起了全球性的&ldquo;武术热&rdquo;。而当时不俗的票房收益，确也令已渐
衰落的少林电影一度出现逆转。少林电影开始走下坡路，是在以刘家良的《少林三十六房》为代表的
巅峰之后。有盛极而衰的因素，也有整个电影市场走势的影响。这时兴起的是成龙、洪金宝、袁和平
等人开创的功夫喜剧，还有其他类型的喜闹剧，以及&ldquo;新浪潮&rdquo;电影，古装武侠片已经渐
入强弩之末。以李连杰为首的中国武术人主演的《少林寺》，以全新的面貌，令广大观众对于少林电
影的欣赏热情得以持续。其后三年间，这类题材影片的数量大有回升，不仅左派&ldquo;中原&rdquo;
与合拍片，香港&ldquo;邵氏&rdquo;也同样响应，台湾郭南宏、林大超等更是起而跟风。据说郭南宏
将旧作《少林十八铜人》修补一番后推出，也赚得盆满钵满。但回潮毕竟敌不过大趋势。1985年，香
港&ldquo;邵氏&rdquo;全面停止了古装武侠片的拍摄，此后，这一辉煌了二十年的类型电影几近消失
于港台影坛。而功夫电影则被更加刺激、更加富于时代感的时装动作片所取代。少林电影尽管凭借内
地的支持仍支撑了两年，但在1987年的《南北少林》之后，便步入了全面沉寂的阶段。所谓&ldquo;万
片归宗一少林&rdquo;的恢宏局面到此即成历史。耐人寻味、令人感慨的是，《南北少林》竟是曾在少
林电影历史上先后创造过佳绩的刘家良和李连杰一干人合作的作品。沉寂并不等于消亡。前面说过，
表现少林人物的电影也应该算是少林电影，少林人物包括少林寺僧人、少林弟子、少林武术宗师及传
人等等。依照这个标准，少林电影的再度勃兴其实就在《南北少林》之后不久，兴起于徐克在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拍摄的《黄飞鸿》，和同样由李连杰主演的《方世玉》。十多年后，少林电影又一次引人
注目，先有2008年公映的《叶问》，后有刘德华、成龙等参与演出的《新少林寺》。叶问是咏春拳师
，据他自己介绍，咏春拳为少林五枚师太创立，他当然是少林传人。至于《新少林寺》，由于有经典
之名，巨星加盟，虽未如期引发新一轮的少林电影热潮，在商业上也取得了不小成功。在前面的叙述
中涉及两个重要概念，即&ldquo;武侠片&rdquo;和&ldquo;功夫片&rdquo;。按照张力先生所著之《功夫
片的秘密&mdash;&mdash;动作导演艺术》中的解释，&ldquo;凡是以武打动作表现侠义精神的影片，皆
可称为武侠电影&rdquo;。这样说来，功夫片应该属于武侠片。但在人们的习惯认识当中，这二者还是
有很大区别的。有种看法是，片中人物着清代以前的古装，用刀剑打斗的是武侠片；清代留大辫子或
民国穿唐装，以拳脚搏击的是功夫片。这种划分法显然不够严谨，难道刀剑就不是功夫吗？清代民初
的人以拳脚行侠仗义就不算武侠吗？其实还是以武功在影片中的地位来划分更少歧义。以故事情节、
人物行为为叙事重点，武功只是推动情节、刻画人物的必要手段，目的在于诠释主题的侠义内涵，这
样的影片都是武侠片。其中将手段突出表现，甚至达到刻意展示地步的影片，应该算作功夫片，它是
武侠片这一概念下的细分类型。从这个意义上讲，少林电影几乎都是功夫片，武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
表现内容。张彻在他的一系列少林电影里，明显加大了表现武功的篇幅，练功与打斗场面占到了全片
长度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十分密集紧凑。较早的几部均使用刘家良做武术指导，让&ldquo;少林五
祖&rdquo;和&ldquo;少林子弟&rdquo;大打岭南洪拳，如铁线拳、工字伏虎与虎鹤双形，大开功夫片中
的南派宗风。刘家良后来自立门户，更加热衷于表现正宗南派武术。与张彻不同的是，他特别加大了
武功修炼过程的量，在展示过程之中，申明其特点、功能，乃至绝招绝技，而这些又都会在最终运用
时被再度强调，因此为人誉为武术的&ldquo;教科书&rdquo;。郭南宏主要使用陈少鹏师父做武术指导
。陈少鹏后来单独指导过一部非常好看的《鸿胜蔡李佛》，&ldquo;蔡李佛&rdquo;是兼具南北风格的
南方拳术，可见他也是一位南拳高手。但郭南宏作品最显著的特点还不在于打什么拳，而是大规模制
作机关布景，譬如&ldquo;十八铜人&rdquo;，以杜撰的少林寺修炼课程，来表现少林子弟习武的艰辛
与武功的凌厉威猛。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黄枫与洪金宝。黄枫乐于拍摄表现国外搏击拳道的电影，像
空手道、跆拳道、合气道等。在他的少林片《四大门派》中，少林武僧的少林拳仍带有这一特色。韩
国演员卡萨伐在终场对战陈星时，所使用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腿法，显然来自于跆拳道，而与他携手并
肩的同伴权永文也是这方面的能手。洪金宝独立执导功夫片伊始，也是拍少林片，即《三德和尚与春
米六》。他是所谓&ldquo;北派&rdquo;出身，京剧武行的功夫了得，擅长翻腾跳跃，动作灵巧美观，
而又不拘一格。所以他的影片动作风格较为灵活轻松，既有南派的沉雄稳健，又有北派的高难技巧，
其他派别的优点长处也被兼收并蓄。观众对其总的印象是南派打法，但细看起来又与刘家良的那些大
有不同。仅就这一点而言，最典型的还是较后来的《赞先生与找钱华》，赞是叶问的师爷，华是叶问
的师傅，该片也可以说是一部少林电影。上述虽然在武功上各具特色，但总的来说还属于同一种类。
该种类的贯穿主线是&ldquo;南少林&rdquo;故事，主要以清代、岭南为背景，最初是反清复明的英雄
事迹，后来又延续到他们的后代传人。张彻以&ldquo;方世玉&rdquo;为发祥，一直到《少林与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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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十虎与后五虎》，几乎将前前后后所涉及事件、人物都拍遍了。刘家良则精益求精，使其更
加详实而精彩。其他人有的扯上雍正、年羹尧，有的干脆无中生有，看似任意虚构铺衍，但总的来说
都未离开这一轴心。另一大种类便是以香港左派电影公司拍摄的《少林寺》为开启的一脉了。其中较
为著名的主创有&ldquo;中原&rdquo;的导演张鑫炎，为&ldquo;嘉民&rdquo;拍片的徐小明，此外还有原
在&ldquo;邵氏&rdquo;的华山，最早来内地拍片的杨吉爻等。演员里有李连杰，以及徐向东、于承惠
、计春华等内地专业武术人士。台湾郭南宏、林大超这时也有跟风之作。由于使用武术精英担纲出演
，这些影片的武打风格主要是现代竞技武术套路所呈现出的特色&mdash;&mdash;以北方长拳的功架、
技法、演练特点为基础，舒展大方、闪展腾挪、造型优美、拳械丰富。主要演员的武术功底、体能技
巧要比&ldquo;南少林&rdquo;中的更显出色和全面。除武功之外，该种类题材也较多样，以嵩山少林
寺为背景的居多，南少林的也有；时代远可至隋唐，近可到民国；反清排满不再是唯一主题，复仇与
门派之争多被赋予反抗压迫、铲除不平的时代意义。佛门教义与武术杀伤之间的矛盾，被简单涉及并
尝试解决和阐释，用于推动情节与刻画人物，为影片增添了从前所未有的文化内容，这也算是其一大
特点。少林电影中经久不衰的是人物类题材。张彻时期，虽然也有以少林子弟为名的电影，但大都只
见武功和简单情节，而少有人物刻画。刘家良的《洪熙官》、《陆阿采与黄飞鸿》等，其实也算不得
这类电影。应该说，直到徐克的《黄飞鸿》和李连杰主演的《方世玉》，少林电影才开始有了人物。
在这一种类的电影里，表现武功退居其次，而着重将人物置于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或复杂的社会环境
中，通过展现他们的个性行为，树立典型形象并表达主创的思考涵义。这有点向传统武侠电影回归的
意思，但对于武功的表现又毫不减弱。只是这时的武功，因为有了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全新创作理
念，与较前功夫片时代的形式有了巨大的变化。到了二十一世纪，一部由具备真功夫底子的甄子丹主
演的《叶问》，应观众欣赏情趣的改变，又开始由&ldquo;虚&rdquo;向&ldquo;实&rdquo;转化，可以说
这次转变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在&ldquo;南少林&rdquo;、&ldquo;嵩山少林&rdquo;、&ldquo;少林人
物&rdquo;之外，少林电影的&ldquo;万片&rdquo;之中，还有着大量小成本的、跟风的、挂名的影片。
港片与功夫片迷们最早在街头录像厅里&ldquo;开蒙&rdquo;，看到的大多是这一种。这种电影主要表
现打斗，有的也很震撼，但大都从头打到尾，故事情节乏善可陈，特色也不明显，这里就不赘述。要
说在以上归类当中均无法囊括的，当属在&ldquo;邵氏&rdquo;与刘家良齐名的武术指导唐佳，于李连
杰那部《少林寺》之后拍摄的三部影片&mdash;&mdash;《少林传人》、《三闯少林》和《洪拳大师》
。它们既不能单独形成一个种类，却又独有特点，我们留在以后单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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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万片归宗-少林:史上最全少林揭秘》编辑推荐：它是一个文化的奇葩。它是一代人记忆的浓缩。它
是光影世界中永恒的经典，中外文化的交流在这里激起浪花；中国佛教在这里结为丛林；中国禅宗以
此为祖庭；三教合一的协奏在这里传出妙音；中国武术以此为圣地。全面展示少林功夫的博大精深，
细致梳理少林影片沉浮兴衰，追踪禅宗武术的古老真谛。中国阳刚文化的最典型代表少林迷不可多得
的珍藏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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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仿佛又回到了80年代那个热火朝天的岁月，少林寺真是伴随了一代人。这本书写的非常全面，少林
文化、影片都做了一个具体的梳理，非常专业。
2、卖家服务态度很好，物流也很给力。
3、写的非常全面，是本关于少林的好书。颇有文化味。
4、精美的一本书，内容也过硬。
5、老爸喜欢少林，送老爸一本，有料老爸肯定喜欢。
6、很好很不错的书，适合偶这种脑袋一热撞进去的人读，可以了解不少东西。。赵老师的书，赞一
个！！
7、讲有关少林的电影及真实的少林，有点意思
8、郁郁黄花，尽是法身；青青翠竹，莫非般若⋯⋯万片归宗一少林啊，收藏收藏
9、我崇拜释永信，也崇拜这本书作者，很想知道，老释看到这本书是啥感觉。
10、特别有感觉，封面尤其喜欢，准备珍藏。
11、0902：万片归宗一少林（花了功夫找了很多资料，但是文笔较差）
12、少林迷读物
13、九成内容和文风都很正经 最后几篇突然转网络化了 少林人物群考据蛮有意思的 为啥不直接做个
图表呢看起来多来劲 难道需要自己动手？
14、我以为这本书是讲少林的历史的可是读了才知道，这是一本影评，不是很喜欢，当然只是个人想
法
15、还行吧，主要是作者的角度不一般，令我比较全面的了解了一些关于少林的影片。有兴趣的可以
看一下。
16、又见少林，重温少林寺。
17、读了三分之一，非常不错，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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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据了解，作者是一位执着武术及武术电影研究几十年的学者，曾经对《少林寺》一片，仔细观看
过四十多遍，对其中每个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为了写此书，也对他们做了面对面的采访和
交往，同时对相关的少林影片做过极为专业的技术和文化的分析，可见其真诚写作之态度。作为82年
上映的少林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80一代的集体记忆，同样也是作者那个年代的青春回忆，为了圆梦
，也为了告别那段岁月，作者历经几年，笔耕不辍，书中的考究和细研，以及渗透的涓涓情愫，让人
动容。不可否认，这个年代，用激情、真心去写作的人，并不多。所以，这样的书，这样的作者，对
于我们这样的时代，应该多多益善。（深山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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