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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游客经常有机会
在少林寺看到“十八罗汉铜
人”展示功夫，再现少林武
术精髓，也有机会和周星驰
电影《食神》中的搞笑场景
进行对照，而这些铜人的扮
演者均来自少林寺罗汉院。

“少林寺罗汉院”一词
经常出现在武侠小说和影
视剧中，它的出现又总是和
高手、绝学分不开。现代少
林寺罗汉院的建立则与刁

俊卿、刁山多父子的推动和
努力分不开，正是有了两代
人的努力，才让广大少林功
夫爱好者有了一处习文研
武的绝佳场所。

“文以修身，武以养德，
以德育人，文兴武强”作为
少林寺罗汉院院长，刁山多
认为少林功夫是登封的特
色，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千
百年来传承一直不断，少林
功夫讲究禅武合一，内在的

修炼是非常重要的，罗汉院
的学生在练武之时也要注
意修心，文武结合才能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刁山多致力于传统武
术，他创办了少林永智传统
武术院，还多次在传统武术
赛事上夺取拳术、刀术等项
目的一等奖。1998年在少
林寺拍摄的《十大名拳》中演
练的《大洪拳》被誉为传统经
典和代表，并曾编著《中国嵩

山少林寺武功传世秘笈》系
列丛书和《浅谈少林禅武文
化的内涵》等著作。

“‘少林七十二绝技’不只
是传说，练习功夫一定要体会
真正的精髓。”他说，只要能
够保持初心坚持传统，学会
少林功夫成为“武林高手”的

“武侠梦”，在现代社会中依
然还有很多实现的可能。
记者 汪永森 刘德华
袁建龙/文 马健/图

本报讯（记者 董艳竹
孙庆辉 卢文军）1月 8日，
郑州市人民政府官网发布
郑州市第八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和郑州市
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扩展项目。其中，第八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共计 53 项，扩展
名录共计19项。

其中，高新区申报的传
统髹漆技艺、锔瓷、烙画、玉
雕和维谊膏药制作技艺 5
个非遗项目名列其中。截

至目前，高新区的市级非遗
项目共计14个。

另外，记者获悉中牟
县申报的箜篌音乐、糖画
艺术、双流星 3 个非遗项
目成功入选，中牟县的市
级非遗项目在原来 37 个

的基础上，又增添 3项。

40项阅读活动等你来
“春满中原 老家河南——图
书馆里过大年”系列活动启幕

本报讯（记者 秦华）辰龙辞岁，
巳蛇迎新。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河
南省图书馆策划的“春满中原 老家
河南——图书馆里过大年”系列活动
于1月7日腊八节当天启幕，活动将持
续至农历二月初，伴大家度过一个充
满书香的春节。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将开展系列讲座、主题书
展、新春喜乐会、公益课堂等 40项阅
读活动。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洋
溢着浓浓的“年味儿”，主要包括：“出彩
河南 我来绘”少儿美术作品巡展；图书
馆里过大年——“国潮乙巳”小年喜乐
会；图书馆里过大年——元宵喜乐会；
豫图公益课堂，主要包括古琴素养、“阅
读·陪伴”系列活动、“童阅读·共成长”
少儿阅读活动3项子活动；中国传统文
化体验活动；传统技艺体验活动。

此外，数字资源体验活动、“豫荐
好书”读书会、“春节·年味·乡情”主题
书展、树洞图书馆、元宵节猜灯谜活
动、小小图书馆员职业体验、“过小年
迎大年 吃啥都是年滋味”——春节美
食书展、“四季童读”冬季卷阅读挑战
赛等活动也将如期举办，届时读者们
可以猜灯谜、观5D电影、体验仿真书、
看各项主题展览等。

线上活动方面，省图书馆将在
公众号上推出“豫荐好书”图书推
荐、“书香盈门，悦读迎春——听书
打卡活动”、“月圆人团圆，书香伴元
宵”线上阅读活动、非遗点翠·共沐
春光、“环球探索”——春节乐翻天
有奖竞答、“福蛇盈门”有奖答题、辞
旧迎新 有奖答题、“书香盈门，悦读迎
春”、“月圆人团圆，书香伴元宵”、喜迎
蛇年春节线上答题抽奖活动、“新年书
香，喜阅绵长”名著文学知识竞答活
动、“辞旧岁·迎新春”春节传统文化
知识趣味竞答、七色花少儿系列活
动、豫图@你、豫图主题书单、豫图美
文时刻——阅读分享活动、豫图朗
读时间——线上读书会、豫图二十
四节气、豫图主播说等多项活动。

民族交响音画
《黄河新畅想》启动

本报讯（记者 秦华）昨日，记者
从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获悉，民族交
响音画《黄河新畅想》的创作签约仪
式 1 月 7日在该集团举行，标志着又
一部极具文化底蕴与艺术创新的力作
正式开启。

民族交响音画《黄河新畅想》是河
南民族乐团继《孙子兵法回响》之后推
出的又一巨作。此次的主创团队也是

《孙子兵法回响》团队的再次集结，总
创意依旧由河南歌舞演艺集团音乐总
监杜宏亚担任，张一兵继续担任作曲，
文学撰稿仍然由林天泉担任，指挥由
著名指挥家张列担任。

民族交响音画《黄河新畅想》蕴含
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内涵。黄河，作为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所孕育的文化源
远流长。这部作品共包含“大河之源”

“黄河入川”“陇上黄河”等9个乐章。
据悉，预计《黄河新畅想》将于

2025年下半年与观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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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武僧团教头

文武结合让武侠梦想成为现实
他是许多习武者练习大洪拳、小洪拳的模板，他积极推动

将传说中的少林寺罗汉院、少林“十八铜人”重现于游客面前，
让不少人的“武侠梦”落在了实地，还曾教过演员吴京七星拳。

50余年的时光走过，刁山多以传承少林功夫为己任，他
坚持传统的少林功夫习练方法，倡导恢复少林功夫原生态，
持续展现传统少林功夫的独特魅力。

1月6日，登封市招止园
中，56岁的刁山多在青砖黛瓦
间演练起少林武术，动静之间
一招一式的转换形神兼具。

“练拳不露形，露形非
为能。伸手不见手，见手不
为精。如果已经形成动作
成为死式，那就毫无用处，
一点意义也没有了……”刁
山多法名释永智，4岁跟随
父亲刁俊卿修习少林传统
武术，少年时即取得一定造
诣开始武术教学，至今依然
保持着晨起练拳的习惯。

刁俊卿是少林寺第三
十二代高僧释行书，他自幼
被少林寺和尚收养，4岁拜
在德立和尚门下，武功传自
僧人贞俊，曾见证寺院遭遇
火焚的惨痛一幕。当逃散

的僧人重新回到寺中时，他
和五六名小和尚成为重点
培养的根苗，被寄予了传承
少林寺千年功夫的希望。

刁山多讲述，父亲还俗
后练武不辍，曾一掌将“闹罢
工”的耕牛打得卧倒难以起
身，出拳速度也让年轻人望
尘莫及，自己幼年练武不敢
有丝毫懈怠。

“我们几代人和少林寺
有着特殊的感情，4岁习武的
习惯会代代相传，传承真功夫
的努力不会断！”斗转星移，50
余载时光匆匆而过，他潜心研
究少林传统功夫及武术理论，
坚持按照传统的方式修炼传
承，在禅学、功夫等多方面均
有较深造诣，还被授予“国家
武术八段“的称号。

共72项 郑州市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扩展项目公布

电影《少林寺》拍摄之
前，编剧曾向刁俊卿“取经”
了解相关历史文化，一番交
谈后顿感拨云见日，后者则
向编剧和摄制组推荐少林
弟子参与到武打动作场景
之中，认为拍摄以少林寺为
主题的电影不能少了正宗
的少林武功。

父亲的言传身教激励
刁山多将传承和推广少林功
夫当作责任，他作为少林寺

第三十三代功夫传人担任武
僧团教头后，使得寺内习武
热情得到空前释放，不光扫
地僧、守殿僧，就连厨房师傅
都加入了习武大军，许多僧
人都修炼了自己的绝活。

刁山多带领武僧团到
世界各地进行少林文化交
流和表演，自己被称为少林
寺武僧中的“十八罗汉”，演
员吴京曾向他表达学武愿
望。他却说：“想学武，先去

后院锄地半小时！”之后，看
到吴京因为锄地双手起泡，
感受到对方的真诚，他悉心
地教授对方七星拳，这套拳
法后来曾多次被吴京在节
目中提及和演示。

“少林的功夫每一个动
作都隐藏着三个招式，起、
随、追，梢节起、中节随，根
节追，打中有防、防中有打，
每一个动作都可能是真的，
每一个动作也有可能是假

的……”他坚持传统少林功
夫的习练方法，摒弃愚昧的
打拳方式，旨在恢复少林功
夫原生态，展现传统少林功
夫的独特魅力。

30多年来，他以弘扬少
林功夫为己任，不断地研
究、传授少林真功夫，研究
濒临失传的武术绝学，力求
把最“原始”、真实的武术精
华延续下去，立志教出“铜
墙铁壁”的弟子。

父子相传练就一身少林真功夫

担任教头把推广功夫当作责任

“少林七十二绝技”不只是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