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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天多的交流和講演，“禪武文化與身心健康”國際學術交流會即將落

下帷幕，感謝各位領導的親臨指導，感恩各位高僧大德和專家學者的認真準備和

真誠的交流和分享，感恩各位義工菩薩們台前幕後的周到服務，使我們的學術交

流會得以順利進行！昨天（11月 8日）下午學術交流會進行了兩場分組討論，

時間雖然短暫，但大家暢所欲言地進行了觀點的分享和交流；今天（11月 9日）

上午的大會發言也活躍而緊湊，在廣州市宗教局副局長李慶奎熱情洋溢的講話之

後，首先出場的是日本學者小川隆、土屋太祐和柳干康三位教授，他們用流利的

中文進行了禪武與身心健康方面的研究心得與分享，接著，鄧偉仁（來自中國

台灣）、康戈武、學愚、何燕生、蔣怒海等學者先後做了精彩的發言和分享，最

後，龔雋教授對幾位學者的發言做了言簡意賅而又中肯到位的點評。[20]

交流會雖然只有兩個半天，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會議開得緊湊、實

在，沒有官腔套話，沒有口號噱頭，無論是學界前輩名宿還是後學新秀，無不坦

誠相待，各抒己見，既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觀點共用，也有針芥相投、往返

扣擊的思想交鋒，大家圍繞著粵港澳禪武文化的交流與互動、禪武文化與身心健

康、禪武文化的當代價值和禪武歷史文化等四個主題進行了觀點的交流和經驗的

分享。取得了不少共識，也留下了許多有待進一步探討的線索和話題，為我們下

次聚首羊城，再做深入探討結下了因緣，埋下了伏筆。

這次會議總共收到論文四十二篇，其中有兩位學者提交了論文，但不能前來

參加會議。以文赴會的有三十五位學者。會議原來設立的研討主題有三個，分別

是粵港澳禪武文化的交流互動，禪武文化與身心健康和禪武文化的當代價值，但

從收到的論文來看，學者們對禪武文化的歷史文化給予了極大的關注，約有十八

篇論文是禪武歷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論文，顯示了學者對“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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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烈興趣，所以我們增加了一個“禪武文化歷史”部分，共計為四個主題。

◎  一、關於“粵港澳禪武文化的交流與互動”的討論

這次提交的論文中可以歸入“粵港澳禪武文化的交流與互動”主題的有兩

篇，分別是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部李福標副教授的〈清嶺南武僧升龍禪師的“武”

與“禪”〉和釋心光大和尚的〈弘揚嶺南禪武文化，打造綠色生態寺院，助力人

文灣區〉。李福標先生的文章從人物研究的角度考察清初嶺南著名武僧升龍禪師

的修禪練武之路，呈現了一代名僧以武入禪，以禪攝武的典型個案，展示了嶺南

禪武文化的生動個案。心光大和尚的論文從禪、武的名相分析開始，論述了禪武

結合、禪武文化以及嶺南禪武文化的相互關係，並從粵港澳文化交流和寺院建設

方面論述了禪武文化在人文灣區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  二、關於“禪武文化與身心健康”的討論

可以歸入“禪武文化與身心健康”主題的共有十三篇，分別從歷史與現實、

武術與禪修的關係討論了禪武文化與身心健康之間的關係。集中討論禪修的文

章有三篇，分別為龔雋教授、學愚教授和湛源法師的文章；專門討論武術的文章

有兩篇，分別為鍾東教授和胡宇峰先生的文章；從禪武關係入手討論的文章有八

篇，分別為何燕生教授、當淨法師、康戈武主任、潘樹仁博士、耀暘法師（不能

參加會議）、智瀚法師（不能參加會議）、昌效法師和徐燕琳教授的文章。

龔雋教授的長文從禪法演變史的角度討論了“坐禪”在禪宗發展過程中作用

與地位的演變，即從“一行三昧（念佛禪）”到“遊戲三昧（生活禪）”的演化

過程；分析了禪宗南北兩宗對“坐禪”的不同理解和實踐，指出這種不同和差別

雖然有黨爭之意，但將“坐禪”融入禪修之中、融入“遊戲三昧”之中，即生活

禪之中卻是一致的；闡明了就宗門而言，“坐禪”不是禪修，禪修包括“坐禪”，

“坐禪”不礙禪修，禪修融攝“坐禪”的辯證關係。學愚教授則從一個人們關注

較少的側面，用經典文獻分析的方法討論禪修與神通的關係，論述了佛門神通的

具體表現，即六通：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宿命通，他心通、漏盡通，指出

禪乃神通之體，神通乃禪之用，神通為弘法之手段而非修行之目的，最後，指出

神通雖然神密，但也是生滅之法，不可執著，更不可刻意追求，否則有礙修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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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湛源法師的文章則討論了禪修，特別是生活禪、平常心對身體健康的重要作

用和影響。

專門從武術角度展開論述的文章，一篇是鍾東教授的〈被敘述的內家拳〉，

文章考述了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黃百家父子對內家拳及對內家拳名師王征

南的記述，論述了黃氏父子兩人對內家拳的不同理解及其所反映的遺民情結，文

章也對內家拳之“內”進行了考證，指出內家拳之“內”與“內典”之“內”實

乃同一意思，乃指佛家，內家拳即佛家拳，即少林拳。胡宇峰博士的〈武術裏的

禪意〉則從自己練武習禪的切身體會論述了以動為主之武與以靜為主之禪的內在

聯繫，論述了專注忘我、無相無念在武術對抗中的作用，據此也論證了禪武一致

性的基礎。

討論禪武關係的文章則有八篇（兩篇作者未能參會，此處不做討論）。何

燕生教授的〈禪宗與武士道〉，考察了近代日本武士道的三個淵源：禪、儒和神

道，其中，重點考察了禪與武士道的思想淵源，從新渡戶稻造到鈴木大拙關於

禪與武士道關係的論述，得出禪乃武士道的基礎的觀點，指出武士道的“殺人

刀”及“活人劍”與禪乃異曲同工，最後結合當下日本社會的“武士道熱”，闡

述了重新審視禪與武士道淵源所具有的重大意義。當淨法師的文章〈略談禪武不

二〉通過分析禪武關係，認為武和禪都孕育於中國文化之中，從佛教的“化中

國”到“中國化”推動了禪武的結合，即從禪武兼修到禪武合流再到禪武同歸，

禪與武乃體用關係，武為表相，禪為禪韻，體用兼備，禪武不二。中國武術協會

康戈武主任的〈關於習武參禪的文化思考〉認為，禪武均為中國傳統文化寶庫中

的奇葩，二者以文化的同源性和練法的類同性為基礎，相互融攝，具有各自的特

色、價值和功能，也需要區別對待。潘樹仁研究員的〈禪武文化與靜養身心〉則

從儒釋道三家養身調心的理論，論述了禪武文化的淵源和價值。昌效法師的〈略

談禪武與養生〉則從實踐經驗中總結出禪武在調養身心中的實際作用，即養身、

養神、養德的基本功能。徐燕琳教授的文章〈少林禪武在溫哥華的傳承與傳播〉

則從實際調查所得的資料，講述了以釋行武為主的少林僧人在加拿大弘揚禪武

文化、傳播禪修和少林功夫的事蹟，展示了當代禪武文化在海外的傳播和發展

實況。

總體而言，關於“禪武文化與身心健康”的討論，雖然一些學者從歷史的角

度進行了考察，但大多數學者還是將目光投向了現實問題，關注並討論禪武與身

心健康的相互關係，提出了一些極具啟發性的結論和建議。

◎  三、關於“禪武文化在當代的價值與作用”的討論

關於這一主題的文章一共有八篇，包括何方耀、張平安、周永衛、萬芝

力、方盛漢、成慶、江暉、宋躍華、梁潤煒等學者的文章。

何方耀教授的〈禪武文化與青少年素質教育〉，從素質教育的角度探討了禪

武文化在當下素質教育中的作用，特別是禪武文化所強調的整體動態平衡理念和

實踐方法對當下片面、偏頗的教育實踐的重要借鑒意義和作用，指出身心平衡是

素質教育的基礎，而禪武文化注重身心平衡的理念和豐富實踐經驗在這方面大有

用武之地。張平安、周永衛兩位教授的文章〈動中禪：把“運動”看成生活中的

一種“修行”〉指出了當代人把運動和生活分開甚至對立的弊端，認為運動不能

外在於生活，應成為生活的一部分，運動即生活中的禪修，健康的運動是內剛外

柔、內陽外陰、內方外圓的交流循環運動。萬芝力副教授的〈從現代健康食品發

展趨勢與挑戰淺談漢傳佛教素食文化智慧〉討論了素食對人類健康、環境保護和

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素食在當下，特別是在西方社會的發展趨勢。而方盛漢先生

的〈禪文化視野下的森田療法〉則介紹了源於日本治療抑鬱症的方法森田療法，

實即禪修療法、自然療法，其特點是順其自然，為其當為，讓受損、錯位的精神

狀態回歸其本來面目。成慶副教授的〈經濟轉型背後的幸福悖論：論當代上海佛

教的信仰性格〉用實地調查的詳實資料，分析了上海精英階層佛教信仰的原因和

特徵，即信仰上的盲目性、功利性和隱秘性，表現為文化佛教徒的特徵，同時指

出佛教教育的缺失是導致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中山大學江暉老師的〈禪宗思想

對職場人士的啟發〉則從職業道德與職業操守的角度，論述了禪門平常心是道及

其對職場的指導作用，指出做了本分事也是現代職場的一種內在精神。宋躍華

博士的〈佛學指引下的職業管理—以《行由品》為例的研究〉也是從佛教與

職業管理的角度出發，並以自己在職場多年工作的實際經驗，以《壇經》“行由

品”、“唯求作佛”的人生規劃為榜樣，以實際案例說明了“行由品”對職業規

劃的指導意義。同時也指出了當下佛教與管理研究方面比附多而落實少的弊端問

題，提供了以佛教經典指導職場規劃的嘗試和案例。梁潤煒的文章〈試析禪宗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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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觀對現代社會的啟迪—以大珠慧海禪師公案為例〉討論了禪修對改善睡眠

的作用，認為回歸本心、蠲除妄想，既是禪宗的法門，也是指導現代人改善睡眠

的重要方法。

綜觀這一主題的探討幾乎都是將目光投向了當下社會的現實問題，包括素質

教育、運動飲食、職業規劃、健康睡眠等當下民眾面對的一系列身心問題，試圖

從禪武文化中尋找有效的方法和途徑解決這些社會大眾所關心的問題，也提出了

一些切實可行的方法和相關案例，展示了傳統禪武文化巨大的開發潛能。

◎  四、“禪武歷史文化”的討論

關於〈禪武歷史文化〉的文章一共收到十九篇，是四個主題中論文最多的一

部分，顯示了大家對歷史文化的偏好和興趣。曹旅寧、宣方、張德偉、崔紅芬、

蔣怒海、江泓、王磊、鄧麗敏、李曈、鄢奕欽、陳識、釋廣通、釋慧安、區志

堅、高樂、釋禪海、梁萬如和白光等教授和學者的文章都是從歷史學角度展開討

論的。

十九篇文章中有七篇是介紹國外佛教和禪宗發展狀況或中外文化交流的，

各自從不同的角度論述了域外禪宗的發展歷史、現狀和特點。曹旅寧教授的〈日

本佛寺及佛教文物巡禮〉以自己親身見聞，並以〈洛陽伽藍記〉的筆法介紹了日

本奈良、東京、大阪等地著名的佛教古寺的現狀和特點，讓我們領略了日本古寺

的莊嚴、古樸和厚重。蔣怒海教授的〈歐美禪小識〉勾勒了禪法在西方的傳播、

根植和發展歷程，特別是西方文化精英對東方禪的理解、領悟和體驗，介紹了鮑

勃．狄倫、凱魯亞克、布萊恩、凱普樓、海里格等人的禪學作品及其對西方社會

禪學傳播的影響。區志堅博士的〈“即人成佛”：竺摩法師的辦學思想及其在馬

來西亞弘法〉一文，介紹了天台諦閑法師的法嗣竺摩在馬來西亞弘揚佛法、創辦

佛教學校的歷程及其辦學思想和經驗。尼泊爾高樂的文章〈尼泊爾與中國文化

關係〉簡要地勾勒了特別著名的佛教人物，如法顯、玄奘、佛陀跋陀羅、文成公

主、尺尊公主在中尼關係史上的重要作用和貢獻。越南釋廣通法師的文章〈17、

18世紀華籍僧人在越南弘法初探〉則梳理了明清之際中國僧人在越南的弘法歷

史情況。斯里蘭卡釋禪海法師的〈中斯佛教文化交流淵源探析〉一文重點介紹了

東晉高僧法顯與斯里蘭卡鐵薩羅比丘尼為兩國文化交流作出的突出貢獻。釋慧安

法師〈越南竹林寺石濂大汕和尚肖像畫淺論〉一文，則討論了越南竹林寺所藏廣

州長壽寺住持石濂大汕和尚肖像畫的特點和價值。

討論茶與禪關係的文化有兩篇，其中宣方教授的〈靈峰一滴水，信可矢千

秋—蕅益智旭大師的茶事觀〉在禪茶一味已成為許多佛文化愛好者口頭禪的

當下，釐清了許多對禪茶的誤解，闡述了“禪茶”的真義及禪茶的核心要義，從

禪修角度論述了以禪攝茶、如實知覺、不起好惡、了了分明、觀照自己的禪茶要

義。陳識博士的〈入道之媒—唐宋佛教茶道生活〉，則從文獻梳理的角度考察

了飲茶與佛門修持產生密切關係的歷史過程。

涉及佛教思想或禪宗歷史的文章有三篇，其中江泓和李曈的文章討論了宗門

的歷史，賴志成的文章則討論了王國維美學思想中的佛教意識。江泓博士的〈禪

門鼎盛與師法漸衰—以雲門斷續為例〉以明晰的邏輯、可靠的史實論述了“師

法”在禪門宗派存續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明心見性是法師的核心要義，而宗門

“傳燈”必須同一時空師徒相授又是有別於儒家“道統”和教門“法統”的重要

特點之一，雲門宗之斷續乃“師法”斷絕之自然結果。李曈博士的〈略論禪宗“五

家”觀念的形成和發展〉勾勒了禪宗“五家”觀念形成的歷史過程，同時指出了

具有宗法譜系特色的“五家”觀念與通常所說的諸子百家之“家”的區別。賴志

成的〈淺析王國維悲劇美學中的佛教意識〉則討論了佛教思想對王國維開中國現

代美學先河的悲劇美學產生的重要影響。

討論禪武文化發展史的有三篇，崔紅芬教授的〈南北朝禪法的融合與禪武

文化的發展〉論述了禪法及經典入華的歷史，指出禪法經歷了一個大小乘交流並

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過程，進而中華禪法又與傳統武術融合形成禪武文化，這

一過程是在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完成的，並非成於一時一地一人。鄢奕欽的

〈“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敘事演變〉根據相關文獻梳理了“十三棍僧救唐王”的

發展演變歷史，揭示了從“十三僧”到“十三棍僧”的變化過程。鄧麗敏的〈法

持傳小考〉則從人物傳記的角度討論了〈宋高僧傳〉中法持生平記載之準確性問

題，指出贊寧的記載有誇大成分。

從佛教文獻和碑刻材料進行研究的文章有四篇，張德偉教授的〈《嘉興藏》

五台山刊刻史新探〉從《嘉興藏》刊刻過程中由五台山遷往江南的歷史分析江南

佛教興盛的原因，揭示了江南士大夫與晚明佛教界的特殊關係。王磊副教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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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道場與僧傳敘事〉以遼代民間流行之紀念佛涅槃的“涅槃道場”儀式為例，

通過僧傳中模彷彿陀生平的敘事模式揭示了佛教大傳統與小傳統之間的交流互動

關係。梁萬如的〈詮釋《法華經的方便思想——鳩摩羅什、僧叡及慧觀的解讀》〉

深入分析了三位高僧大德對“方便”概念理解闡釋的異同。白光的〈《六祖壇經》

與漢文佛教大藏經的關係研究〉一文則介紹了《六祖壇經》的刻寫、流傳與入藏

的歷史軌跡和文化意義。

關於禪武文化歷史方面的論文實際上討論禪的比較多而討論武的比較少，這

說明了學者對禪的瞭解遠遠多於對武的瞭解，也說明學界人士參禪者可能較多而

練武者則可能寥寥無幾。

從總體而言，這次學術交流會所涉及的領域廣泛、內容豐富，既有對歷史問

題的關注，也有對現實問題的分析和思考，在一些問題上達成了初步共識，但許

多問題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  五、小結

以上是我對這次會議做的一個小小的學術總結，限於自己的學力和眼界，

對大家的文章和演講理解和領會得也比較膚淺，再加上時間倉促，一定會掛一漏

萬、臧否失當，甚至理解錯誤，還請大家批評指正。最後我要真誠感謝廣州市佛

教協會、廣州金剛禪寺的全體常住和義工為我們提供了這麼良好的環境，使我們

能安心問學、交流心得；同時也要感恩各位專家學者百忙之中撰寫論文參加會

議，共襄盛舉；更要感謝那些台前幕後為這次會議的策劃、組織提供細心服務的

義工菩薩，他們的無私奉獻，為會議的圓滿成功創造了條件。如果有什麼服務不

周和安排失當的地方，都應由我來具體負責，並在此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

學術研討會雖然結束，但各位高僧大德、專家學者們的真知灼見、金玉良

言將繞梁三日，回味無窮。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再次相聚美麗的羊城，疑義共

析，奇文共賞，共同探討廣州佛教未竟的相關問題。最後，祝大家返程順利！事

業精進，福慧雙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