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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皖北农村，当地说书的很

多，说书人经常会说到出家人的生活，我

就想，长大了能不能也去出家，像说书人

说的那样，过着惬意的生活，云来雾去，像

神仙一般。

我父亲当时在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工

作，母亲一人在家带着五个孩子务农。我

排行老三。家里当时是商品粮户口（意为

“非农户口”），上学、找工作都不成问题。

不过，16岁那年，我还是选择了出家。1981

年，过完年之后我趁着家人外出，拿了点

钱和几件衣服就直奔少林寺。

几经周折，我找到了当年的住持行正

长老。老方丈简单地问了我一些家庭情

况，我说，我是农村出来的，什么活都会

干，也不怕吃苦。行正长老听了点点头，

说我“很有佛缘”，就同意接收我当弟子，

但要我回家去开介绍信。

当年的少林寺，刚经历十年浩劫，佛

堂破败，众僧离散，香火几乎断绝。20多

个僧人，再加28亩薄地，连口粮都不够吃，

早晚两顿玉米糊糊，仅中午一顿馒头，且

限每人两个。但即便如此，我总能感觉

到，少林寺的灵气还在。

在皈依仪式上，行正大和尚正式收

徒，赐法号“永信”。

1.我是怎么会出家的？ ——最初是听说书听的

释永信出书解读“少林”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最新出版了《我心中的少林》一书。在书中，他首度向公众讲述自己

与少林的深厚缘分，追溯自己的信仰根源，分析当下少林寺及佛教的生存环境，解读为弘扬

少林文化所做的探索，描绘他心中的少林。

在《我心中的少林》这本书中，释永信详细讲述了围绕他的纷纷扰扰。

1951年到1987年，少林寺最困难的几

十年，是行正方丈带领着大家度过的。没

有师父的言传身教，也不会有我的今天。

师父6岁出家，9岁双目基本失明，对

面坐着个人，只能看到个大概的轮廓，但

师父的记忆力和心算能力过人。当年公

社生产队分东西的时候，往往把他请去，

因为别人打算盘，还没他心算快。

当时寺院经济困难，方丈去登封县

城，三角五分的车票也舍不得花，一大早

爬上少林寺周边拉水泥、拉砖的货车上

路。到了出差地，我们经常睡澡堂子。

当年，北京的中国佛协对面有家澡堂

子，连洗澡加睡觉总共才一块钱，师父去

北京，都是住在那里，连澡堂子的工作人

员都和我师父熟悉了。 1985年，少林寺有

了门票收入，没想到老方丈还是要去找澡

堂子，为了能让师父去住旅馆，我只好对

师父说那家澡堂子已经拆了，师父这才住

旅馆，而那时少林寺每年已经有十几万的

收入了。

为了少林寺的恢复和发展，师父他什

么都不怕。当年有人要把塔林炸掉，他第

一个站出来，大声说道：“若要炸塔林，先

把我炸了。”结果，把对方吓跑了。

2.师父如何教我做人？——出差宁可住澡堂

至今，少林寺的地下仓库里还存放着

大量的粮食。有人问，为什么不藏金银，

而去藏粮食？师父当年就特意关照我“多

存些粮”，的确，遇到荒年，金子银子能吃

吗？现在少林寺地下仓库里的存粮足够

寺庙所有人吃两年。

不仅要备粮，我们还要备人才。

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都是受行正师

父的影响和激励，他教给我最重要的东西

不是如何做方丈，而是如何真心向佛、踏

实做人。这些年，有不少人问我：你是不

是高僧？我对这个事看得很淡。

少林寺的塔林，历代高僧大德云集在

此，我师父行正是其中不可逾越的一座。

每当我信心不足时，师父总会给我激励。

我没想过自己将来能不能进塔林，那是后

人的事情，我的是非功过历史会说了算，

我只想着把现在的事做好就是了。

3.我是不是高僧？ ——那是后人的事情

我在少林寺中学了很多功夫，包括各

种兵器和拳法、功法，练过的套路应该有

100套以上。我学功夫时要背歌诀，会背歌

诀，就能很容易掌握每套功夫的特点。

我经常一个人晚上去练功，找一些没

人去的地方。后山的坟场，练功时静得出

奇，一招一式，都能发出声响，思想不集中

也得集中；峡谷之间的黑龙潭，在这样的地

方练功，注意力高度集中，练一趟，抵得上

平时两个月的功力；还有就是在千佛殿前

练功，千佛殿前是青石地，被香客磨得光光

的，练功不小心很容易摔倒，所以必须专

注，专注了功夫长进就快。

少林功夫不同于其他门派的特点，就是

禅与武的结合：以参禅之心习武，以习武作参

禅手段之一。我们不说“少林武术”，而用“少

林功夫”。武术是技术层面，而功夫不仅有技

术层面，还有文化层面、信仰层面。

4.我是如何练功的？ ——人迹罕至的地方容易专注

我主张佛教入世。出家后不可能完全

与世隔绝。少林寺的入世和交流，是为了

让社会更多的人参与佛教、认识佛教，是为

了更好地了解众生，提供更多机会，这是我

们的历史使命。

需要认清的是：我们并没有把少林本身

拿出来进行商业化的运作，我们拿出来的是

经过提取的少林文化，以此进行文化的产业

化运作。当然，我也可以什么都不做，躲在清

净之地独享悠闲；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传

承千年的少林文化在我们这代得不到弘扬，

那我们岂不是成了历史的罪人？

5.少林为何要走向社会？ ——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随着少林寺影响力的扩大，人们看到

了“少林”两个字背后蕴藏的无限商机。于

是，在世界范围内抢注少林商标的事情接

连发生。 2002年4月，我收到一份意外的

礼物，是日本商标事务所的一名负责人送

给我的，一份日本国内注册“少林”、“少林

寺”、“少林拳”、“世界少林寺”等272项相关

商标的报告。这名负责人善意地提醒道：

你们再不行动，这个世界都快搞不明白谁

才是正宗的少林寺、少林文化继承人了。

有一年我们出席海外演出，当场就有

人要求先向他们申请许可，因为他们注册

了少林寺商标。少林寺历经 1500年的传

承，我在日本、韩国以及世界各地，不能堂

堂正正合法地用“少林寺”三个字，这几乎

是难以相信的事情。

6.海外演出为啥要别国许可？——少林商标被抢注

2004年前，寺庙门前成了一条商业街，

街上假的“少林秘方”，冒名的“少林武僧”满

天飞。1993年10月，漯河市某食品厂在电视

台公然打出了“少林牌”火腿肠的广告。出于

无奈，我们只得向对方发起诉讼，这场官司一

打两年，最终以少林寺胜诉告终。

但类似这样侵害少林寺名誉权的案例

太多了，我们决定主动注册。但按照我国

当时的法律规定，少林寺是无权注册商标

的，只有成立一家有限公司才有资格。河

南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这样的

背景下成立了，也引来了世人诸多的不解

和质疑：寺院成立公司是不是太商业化了？

但对我们来说，别无选择。少林寺至

今已拿到29个相关类别、43项商标的注册

证书，2006年11月“少林寺”商标还被国家

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今天的

寺庙开展与宗教有关的文化商业活动，招

致了更多的曲解和非议，再加上传说中的

“佛教界第一个读 MBA 的人”、“少林寺

CEO”等头衔，说少林寺商业味太浓了。对

此，我的态度一直很坦然。据《新闻晚报》

7.少林寺为何产业化？——缘起于一个火腿肠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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