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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术，和中医、书法、京剧一起，被列为四大国
粹。可见，武术在中国文化的地位，不同一般。

武者，按象形文字的解释，乃止戈为武，就是通俗所
说的化干戈为玉帛，以和为贵，和气生万物，和谐赢天下。
换成现在的话，即通过不使用武力，而是以和平方式解决
问题，达到和谐共荣的目的，才是上上之策。

尚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电影《少林寺》《南拳王》和电
视剧《射雕英雄传》热播大江南北。当时，有多少热血青年
做过侠义走天下的武侠梦，内心激荡过扶危济困的济世
情怀，但偏有两名青年，在观看武侠电视剧时，因抢位置
而拔刀相向，导致一死一伤，这样的悲剧，便走向武术以
和为贵精神的反面，值得引以为戒。

在中国古代主流思想家看来，武学的高远绝妙境界
是以无招胜有招，这与“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有
异曲同工之妙。

禅武一体，是中国本土禅宗对习武与修禅的基本认
知，所谓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到返回看山还是山，习武
与修禅的路径，大抵都需经历这三重境界。习武者重在领
悟无我的境界，在武术练习中心内有禅，以禅入心，用超
脱外物的境界，以有法为无法，以有限为无限，达到随心
所欲的境地。这也是练武之人“练时有招，用时无招”“无
拳有拳，有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的最高追求。

李耳《道德经》强调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巧若拙，
有为万物之母，无为万物之始。无胜于有，这就是无招胜
有招，化有形于无形的境界，也是中国武术追求的境界。

要达到武学至高境界，则必须推己达人。武者德才兼
备，心如止水，做到“仁者无敌”四个字，才是最难达到的

“武学最高境界”，听起来很玄乎，其实金庸在《射雕英雄
传》中，曾借周伯通的话，也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射雕英
雄传》第十六回中提到：“周伯通道：‘这道理本来明白不
过，可是我总想不通。师哥当年说我学武的天资聪明，又
乐此而不疲，但一来过于着迷，二来少了一副救世济人的
胸怀，就算毕生勤修苦练，终究达不到绝顶之境。当时我
听了不信，心想学武自管学武，那是拳脚兵刃上的功夫，
跟气度识见又有什么干系？这十多年来，却不由得我不信
了。兄弟，你心地忠厚，胸襟博大，只可惜我师哥已经逝
世，否则他见到你一定喜欢，他那一身盖世武功，必可尽
数传给你了。’”

武术有强身健体、防敌制胜之功能，但这些只是外在
的目的，中国武学思想的精髓，从其问世以来，就在于强调
和平共生、兼容共赢，而非以武力压人。当然，素重辩证思
维的中国人，既讲和谐之道，也强调以实力为前提方能实
现和谐。两千多年前，极力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子，就认为只
有以实力为前提，才能保护和平，保持和谐的外交环境。

中国武术，最晚在商周时期即已诞生，至今已传承三
千多年，并衍生发展为多种流派。流传于福建的著名拳种
就有五祖拳、龙桩拳、虎尊拳、福州鹤拳等七大拳种，这些
拳种皆有各自独特技法和风格，既有内家功夫，又有外家
拳法，文化底蕴深厚。中国武术在海外的流播演化，也至
少千年以上。和中国古代以和为贵的主流思想一样，中国
武术不管在国内还是海外，都坚守“止戈为武”的和平思
想，练武之人，世代强调传承武德。在当代，中国人在面
对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坚持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这和我们几千年来的和平发展观，正是一脉相承、一
以贯之。

经过 70 多年发展，中国已迈上富起来强起来的康庄
大道，但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而非复制西方历史上国
强必霸的模式。就像中国武术，虽无敌于天下，但其核心
仍是“止戈为武”的和平之道！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
议，推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输出的核电高铁等高
端技术，都是旨在与相关国家或地区共建共享、互联共赢
的和平发展之举，在国际上深受欢迎。

止戈为武
和赢天下

□刘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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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印尼首都雅加达。
来自亚、非、欧等地的 11 个国家 43 支五

祖拳代表队，踊跃参加 2023 国际五祖拳暨南
少林传统武术大赛。演武场上，世界各地跨
海而来的各路功夫好手，就五祖拳等传统南
少林拳术以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十八
般兵器武术展开角逐。最终，这些以武术团
体、武校、馆社、俱乐部为骨干的参赛团队，
分获传统拳术、传统器械及对练等 55 块金
牌。其中，泉州武术协会和泉州少林寺代表
队夺得 25 块金牌。

开幕式上，作为主办方负责人的国际南
少林五祖拳联谊总会主席、泉州少林寺方丈
释常定表示，希望借助印尼雅加达这扇面向
亚太的“重要窗口”，向世界讲述中国传统文
化的生动故事，展 现 南 少 林 武 术 的 勃 勃 生
机 ，助 推 五 祖 拳 在 国 际 范 围 更 好 传 承 和
发 展 。

五祖拳是中华传统优秀拳术南拳之一。
千年传承，威名远扬。1998 年 9 月 3 日，时任福
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来到泉州少林寺调研指
出：“作为祖国灿烂文化的一块瑰宝，以南少
林武术为载体的南少林文化，千百年来薪传
不衰，融入泉州民俗民风，丰富了泉州这座历
史文化名城的内涵，而且随着海上丝绸之路
的开辟、延伸而远播海内外，成为海外乡亲与
祖国联系的一条感情纽带。”

流传千载，五拳绽放

中国武术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南
拳北腿，不相伯仲，各擅所长。

南拳中的佼佼者——南少林五祖拳，自
宋以迄，风靡大江南北，更跨海越洋，远播世
界各地。而泉州，这个闽南文化的发祥地，海
外华侨人数最多的城市，正是五祖拳的故乡。

在泉州古城，老一辈人聚在一起，常常三
句话不离“拳头、烧酒、曲”！这种令人惬意、令
人羡慕的生活状态里，人们用来强身健体的

“拳头”竟摆在了第一位。这里说的“拳头”，指
的正是所谓的南拳，确切地说，是特指在泉州
流传最广的南少林五祖拳。

“五祖拳是我们泉州地区流传最广的一个
拳种，也是福建省七种民间传统武术之一，而
且是七大拳种中最大的一个门派，传播很广，
随着华侨传到世界各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五祖拳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国际南少林五
祖拳联谊总会创会主席周焜民如是说。

周焜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五祖拳
是五种拳种，它的特点就是一门五拳，有太祖
拳、罗汉拳、达尊拳、行者拳、白鹤拳五种拳
术，合起来叫“五祖拳”。

一门五拳，这种形制在全国的各种武术
体 系 中 是 很 独 特 的 。那 么 ，五 祖 拳 何 以 曰

“祖”？释常定法师解释说，就是以这五种拳为
“法祖”，演练技术是按照每种拳术的要求来
进行。比如说太祖拳以宋太祖为法祖、达尊拳
以达尊拳的拳术规范为法祖、白鹤拳以永春
的方七娘为法祖。泉南五祖拳馆中供奉有太
祖、达尊、行者、罗汉、白鹤等先师神位。入馆
拜师，必先拜五祖，跪叩如仪，古已有之。

五祖拳历史悠久，如果从太祖拳源脉追
溯，它可能从宋太祖时就开始流传，至今已有
超过千年的历史。周焜民认为，南宋时在泉州
设南外宗正司，作为朝廷专门管理和服务在
泉州皇家子弟的机构，当时在泉州南外宗正
司的人数以千计，太祖拳正是随着皇家子弟
南迁和定居泉州而流行开来。

一代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单拳独手、硬
功直进的拳术—太祖拳，就这样随着南外
宗正司传入泉州，从皇家传至民间，又变成老
百姓强身健体、保家卫国的技艺。其后又不断
发展、壮大，直至清朝年间方七娘白鹤拳的成
形形，，最终形成了五拳相容并蓄于一门的形制最终形成了五拳相容并蓄于一门的形制。。

方七娘是少林拳师方种的女儿方七娘是少林拳师方种的女儿，，其创立其创立
白鹤拳白鹤拳，，有一段神奇的传说有一段神奇的传说。。方七娘年轻时在方七娘年轻时在

寺中织布，看见一只白鹤飞宿梁间，昂首振
翅、舞脚弄翼。她仔细观察，只见它纵跳自如，
姿态奇妙，心中十分诧异……感悟之余，认真
揣摩衍化，把白鹤的种种灵动舞姿糅合于少
林拳法之中，几经数年精研不辍，创出似刚非
刚、似柔非柔的白鹤拳法。

方七娘后与弟子曾四结婚，并一起回曾
四故乡永春教授白鹤拳。从此永春成为白鹤
拳发祥地，白鹤拳也被称为永春拳，传播到广
东、香港、东南亚和美国等地，风靡各大洲。该
拳种也被称作咏春拳，叶问、李小龙等一代宗
师闻名遐迩。

五祖拳拳风相仿、拳理相若，因此泉州人
习拳兼容并蓄，不少拳师对太祖、达尊等五种
拳术兼学兼练兼通。“因为这五种拳术步马、
技手、身法、腿法等技术内容大体都差不多，
风格都很相近，兼学兼通是完全可能的。”一
位拳师告诉记者。

五祖拳拳势激烈威猛、刚柔相济，包含多
种技击法、内外兼修，一攻一守，解拆分明，无
花草步，实战特点显著，是南少林拳系中最具
代表性、传播最广的门派。“无论从拳理或是
从拳械套路看，都是南少林的上乘拳法和宝
贵财富。”有关学者这样赞誉。

北宋刘昌言诗云：“遗迹清源兴国建，泉南
到处少林风。”一千多年以来，泉州士、农、工、商
各界，从城镇到乡村，从武馆、学校到寺庙，都有
学习演练五祖拳的人。特别是近代以来，泉州
五祖拳名家辈出，蔡玉鸣、林九如、魏文豹、尤凤
标、潘世讽、潘孝德、苏显忠等大师名震闽南、港
澳乃至东南亚，他们的弟子遍布世界各地。尤
其是一代宗师蔡玉鸣，在清朝光绪年间还曾考
中武秀才，他博采众长，开创形成五祖拳体系，
培养出前、后“五虎”等著名传承弟子，是五祖拳
发展史上重要代表人物。解放后，五祖拳继续
弘扬光大。1964 年，泉州黄清江曾获全国南拳
冠军，并入选国家代表队，出访日本，曾参加福
建省、全国武术观摩比赛，获得一等奖。

风靡海外，联谊五洲

明清以来，随着大批泉州人漂洋过海，迁徙
东南亚各地，五祖拳也传播到香港、澳门、琉球
和东南亚等世界各地。一些泉州籍拳师在海外
开馆授徒，使五祖拳在世界的影响逐渐扩大。

清朝中期，与日本冲绳（琉球）的民间交
往日渐频繁，一些白鹤拳弟子前往东瀛传授
武艺；许多到大陆从商就业的日本人也开始
学习白鹤拳，并传回日本。

1877 年，冲绳人东恩纳宽量在福州学得
永春白鹤拳，三年后艺成回国，结合冲绳空手
道形成“冲绳刚柔流空手道”，成为冲绳空手
道的中兴之祖。

随着永春白鹤拳在海外声名鹊起，“永春
师”任侠尚义走天涯，以武学打开世界。一直
追求“强国梦”的华侨旗帜陈嘉庚先生，为了
洗雪“东亚病夫”耻辱，扬我民族之威，1929 年
8 月邀请以潘孝德为骨干的 20 多名“永春师”
组成“‘中央国术馆’闽南国术南游团”下南

洋、访新马，这是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的武术
代表团，开创中华武术对外交流之先河。“永
春师”打出“三战七步”、108技法、“千字打”白
鹤拳组合拳，响亮告诉世界：“我们是龙的传
人，不是‘东亚病夫’。”

改革开放后，泉州少林寺僧人和海外华
侨武馆以武为媒，积极搭建联结港澳台地区
乃至联结世界的连心之桥、友谊之桥。据介
绍，目前少林武僧已在世界 20 多个国家展示
中国佛教禅武文化，曾受到时任新加坡总统
纳丹和时任斯里兰卡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
萨的亲切接见，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也曾亲临
现场观看表演。

上世纪 80 年代的一次五祖拳寻根之旅，
在周焜民和海外拳师之间播下了友谊的种
子，并且为世界五祖拳拳友打开了一扇通往
家乡祖地的大门。

1989 年，周焜民带领泉州武术团到菲律
宾马尼拉交流。菲律宾光汉国术馆的馆主卢
庆辉先生是泉州人，上世纪 80 年代寻根到泉
州，邀请泉州武术界组团出国参加光汉国术
馆 50 周年的金禧大庆，同时组织了一个东南
亚的少林拳表演大会。此间，卢庆辉发起倡议
成立一个世界性的联谊总会——国际南少林
五祖拳联谊总会，第二年即 1990年，联谊总会
就在泉州正式成立，周焜民被推举为首任主
席。释常定于 2018 年接任国际南少林五祖拳
联谊总会第十五届主席。

作为五祖拳演练和传播的圣地，不少海外
少林弟子前来泉州少林寺认祖或参访。2002年
8月，加拿大武术总会会长吴家文率领弟子 64
人前来朝拜认祖；2003 年 1 月，黄飞鸿第三代
弟子、国际洪拳总会负责人赵志凌先生率领来
自美、德、英、法、荷兰、瑞士、波兰、意大利等 8
个国家 40 多名少林弟子前来认祖归宗；2017
年，来自波兰、捷克、意大利等 11 个国家的 12
位政府官员和国际友好组织代表团一行前来
参观考察；2018年，来自墨西哥、巴西、德国、美
国、瑞士等多个国家百余名洋弟子前来拜谒祖
庭；2019年，国际南少林五祖拳联谊总会 30周
年庆典在泉举办，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印
尼、美国、澳大利亚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多名五祖拳名家及数千名南少林武术代表
齐聚泉州共话南少林武术发展。

港澳台侨胞、佛教界前来泉州少林寺参
访的现象也呈逐年增长态势。1998 年、1999
年，香港警察武术团先后两次组织 270多人前
来进行武术交流。自 2008年开始，闽台之间每
年组织举办南少林武术交流大赛；2017 年香
港民政局、中国星火基金会共同组织的香港
西贡区青年“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泉
州考察交流团一行 50余人前来参观礼佛。

武风重振，泽被世人

泉州少林寺是五祖拳演练和传播的中心，
1992年在各级相关部门的批准下，该寺复建。

31 年来，这里从一片人迹罕见的荒凉之
地，到规模宏大、殿宇庄严、绿荫遍满的寺院；

从偏僻的清源山南麓的一角，到成为一张闻
名海内外的文化名片；从当初几个清苦驻守
的年轻僧人，到弘扬南少林禅武文化的丛林
寺院。目前，泉州少林寺已被中国侨联批准为

“中国华侨文化交流基地”，被省台办批准为
“福建省对台交流基地”。

南少林重建后不久，就成立了武僧团，弘
扬光大南少林五祖拳文化。特别是国际南少
林五祖拳联谊总会成立 33 年来，已发展成为
横跨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有 42个国家和
港澳台地区参加的国际性民间武术组织。释
常定带领少林寺武僧团和泉州五祖拳代表到
过世界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武术交流，不
懈弘扬传播中国的武术文化、禅医文化，他们
走到哪里都受到各界人士的赞赏，让外国人
看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为了扩大传承，少林寺参与了青少年五祖
拳健身操的编创，针对中老年编创五祖拳健身
功，开展五祖拳进学校、进社区、进军营、进警营
活动；参与国际南少林五祖拳联谊总会活动，搭
建平台，联络世界同门武术家及研究者、爱好
者，促进各国各地区五祖拳同门的友好交往。

泉州南少林五祖拳已于 2008 年 6 月经国
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如
今五祖拳操已走进泉州校园，融入中小学生的
课间操，同时，泉州国际五祖拳联谊总会又针
对中老年身体特点，编创一套五祖拳健身功。

“哼”“哈”“嘿”……每天上午课间操期间，
经过泉州市鲤城区实验小学校门口，总能听到
校园里传来打拳声。虎虎生威的五祖拳，让这
所学校的孩子更添活力。从 2006 年 5 月始，该
校正式将五祖拳引入体育课堂及教师活动中，
全校师生共同学习“三战八法武术操”。

一种拳术要流传下去，拳谱留史存真尤
为重要。由于年代久远，五祖拳谱资料大多散
失，存世较少，宋朝以来未有完整的拳法记
录。作为五祖拳热心推动者，周焜民年轻时在
学拳的过程中就认真仔细地记录师父戴火
炎、林祺燕等人所授的拳法套路，并坚持习拳
练拳，强健体魄。成为五祖拳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后，他更是怀抱开放的心态，热心于五祖
拳的传承、发展，致力于拳谱资料的编撰。为
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缺，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
学习、传承五祖拳，周焜民耗时 45 年，严谨治
学，先后三次进行整理、编撰；并花费巨大的
精力，收集、整理、比对、校订不同版本的老拳
谱，最终完成了内容宏富、资料翔实的《五祖
拳谱》，整理出 100 多套拳法，具有极高的学
术价值，颇受武术界和学术界肯定。

国际五祖拳联谊会每年都举办大型的五
祖拳交流和比赛活动。新冠疫情期间，泉州少
林寺也未放松向世界推介南少林五祖拳文
化，2021 年，常定法师通过华侨大学论坛，在
线上向海外几十个国家的华文老师分享南少
林五祖拳武术文化。

“五祖拳是中华武术文化的一块瑰宝，是联
系海内外闽南人的独特文化纽带。”释常定表
示，将发挥联谊总会的作用，在国际多元文化的
对话交流中，当好南少林五祖拳的守望者和传
播人，让中华传统武术文化在世界焕发新光彩。

泉州五祖拳泉州五祖拳：：传承千载传承千载 风靡海外风靡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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