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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即起，练功诵经
释永汉，俗名毛文化，又名毛永汉，家住登

封市中岳办事处新店村，出生于1930年1月26
日（农历十二月十二日）。昨日，记者在少林寺
西面的甘露台上见到了释永汉，他正在练功。
从大洪拳、小洪拳、炮拳，练到双刀、单刀、大
刀、长枪，最后一项是“扛桩”（运气之后，用身
体各个部位猛烈撞击树桩）。

只见他马步下蹲，双拳平伸，气沉丹田，蓦
然身体扛向一棵大杨树，大杨树剧烈地震荡起
来，树枝沙沙作响，树叶簌簌飞落。毛永汉面

不改色，气不长出，从容收势，谈笑自若，丝毫

看不出他是一个80岁的老人。

释永汉告诉记者，他之所以身体这么好，

是因为现在他还一直保持着在少林寺养成的

很多习惯：每天总是 4时起床，先是顺着村里

的小路跑一圈，然后到村后的杨树林里，从基

本功练起。

老人练完功，记者跟随老人来到家中。在

二楼有间佛堂，他每天和寺里的僧人一样，烧

香、诵经、敲木鱼……所有功课做完后，他和记

者聊起了封尘心中多年的往事。

6岁出家为僧，20岁还俗返乡，曾多次参加全国比赛和表演，并多次
获奖，是赫赫有名的“十八拳师”，他开办了登封市首家武术学校，为国
内外培养了大批的武术精英和专业人才，他还多次出国交流，为少林武
术走出国门作出了贡献。昨日，少林寺第三十三代还俗武僧释永汉对
记者讲述了他早年的武僧生活，他想寻找当年和他一起练武的少林武
僧，共庆他的80岁寿辰。 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张朝晖 文/图

80寿辰和师兄弟们一起过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当时政府规定，

凡是在此之前被“卖”到少林寺出家的和尚，
一律还俗回家。于是释永汉告别少林寺，返
乡务农，取名毛永汉，被安排在登封县国营林
场做饭。他闲暇之余教人武功。上个世纪
80年代，随着少林寺电影的热播，少林功夫
热席卷国内外，毛永汉经常被邀请参加国内
外的比赛和表演，并多次获奖，成了登封赫赫
有名的“十八拳师”。退休后，他在登封率先
创办了第一所武术学校——少林武术院。

1987年，河南电视台《少林武僧——毛永
汉》专题片在黄金时段开播，这是改革开放
以来开播的第一部少林寺武术专题片，对
以后少林武术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
促进作用。

斗转星移，60年过去了，当年僧人住宿

的地方现在成了素菜馆，当年的客房如今成

了方丈室，当年“当家老”（寺院住持）住的地

方现在成了“静中静”，当年的学堂成了现在

的少林书画阁。

释永汉回忆说，当时的护院僧有一半是

登封本地人，一半是外地人。有长青、素来、

行道、应方、应长等师兄弟，长青和素来解放

后参军入伍进了北京。时间已经过了60年，

当年的护院僧如今都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不

知健在还有几人。

释永汉说，人到老年总爱回想起以前的

事情，他特别想念以前的师兄弟们。几十年

了，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特别想见到他

们。他80岁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能看到以

前的师兄弟将是他最开心的事儿。

僧人外出要穿长衫，戴礼帽
寺院对护院僧的要求非常严格，譬如赶集，

所有僧人外出赶集、赶会一律穿长衫，戴礼帽，
不能穿和尚衣。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外界对和
尚的干扰，也是为防止个别和尚惹事，避免外人
找到少林寺来，给寺里添麻烦。

释永汉 16岁那年，非常想念父母和家人，
苦苦哀求师父要去陕西探望逃荒在那里的亲
人，法根大师对他约法三章后准许他上路。

释永汉说，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师傅的交
代：一、天黑宿店，日出三竿上路。二、少管闲
事，莫惹是非。三、不准说自己来自少林寺，更
不准说师父是谁。四、不准炫耀自己的武功。
五、慎重行事，遇事将就。

释永汉说，他第三天中午便赶到了灵宝县
城，正准备寻饭店吃点饭，突然听到身后有很多
人大叫：“马惊了！快闪开！”

释永汉扭头一看，只见一匹大黑马发疯似
的奔跑，后边拖着一个犁，转眼之间就冲到了释
永汉眼前。他来不及多想，转身一个旱地拔葱，
腾空而起，一把抓住马脖子，飞身上马，用出千
斤坠功夫死死地把惊马压爬在地上，刹那间后
边拖的犁“嗖”的一声从他的头上飞了过去。

惊马被制服了，周围群众惊魂未定，释永汉
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大步流星而去。围
观的人纷纷议论：“该不是从少林寺来的吧。”

大年初一也得练功夫
晨练后，日上三竿，僧人们开始吃早饭。

早饭一般是小米煮红薯。午饭比较丰盛一些，
6个和尚围坐一张桌子，桌子上放3菜1汤——
一般是萝卜丝、白菜、豆腐，小米汤，一人一个玉
米饼。晚饭是糊涂面条。

释永汉说，每逢初一和十五，寺院内就改
善一次伙食，众师兄弟们可以饱餐一顿“面
皮”，就是豆腐炒粉条再加素面片。八月十五
中秋节，寺院里就会蒸一次枣糕，用枣糕代替
月饼，称“枣月饼”。

除夕之夜，僧人们早早上殿诵经，一般是晚
上6时到夜里8时。大年初一，僧人们早晨燃放鞭
炮后，上殿诵经，到早上7时方才吃饺子，饺子是
豆腐、粉条和萝卜馅的。早饭后，僧人们便开始

“念供”，所谓“念供”，就是僧人们抬着供品到寺院
殿内的每座神像前诵经，一直诵到中午。下午，终
于有了半天的“自由”时间，于是几个小和尚们一
起就走出寺院，到山中玩耍。但是到了晚上，仍然
要练习武功，直到夜里10时才能睡觉。

上文化课，打瞌睡要打手心
除了练武，释永汉说，刚进少林寺的小护院

僧还要学习文化课，主要学习国语、常识、算术
和历史4门课。当时小和尚们和寺院周边村庄
的孩童们一块儿在寺院内上课。

凌晨起来练功，上午上课时，释永汉免不了
在课堂上睡觉，少不了被老师体罚——罚站、打
手。罚过之后老师要问今后怎么办，他必须回
答下次一定改正，然后跟着老师大声朗诵：“看
看看，看新书，新书有文又有图。”

家贫被“卖”到寺里当和尚
释永汉说，小时候家境贫寒，兄弟姊妹 6

个，他排行老三，父母给他起名毛文化。1936
年夏秋之际，当时他才 6岁，登封大旱，庄稼绝
收，父母为了不使全家人饿死，决定举家往陕西
逃荒要饭。前路生死未卜，临行前，父母忍痛将
他“卖”到了少林寺的下院玄天庙，出家为僧。
母亲抱着他，哭着说：“文化，你一定要坚强，如
果爹娘这一去不能再回来，你一定要学武、学文
化。”家里人用他出家换来的两斗玉米做盘缠，
往西部（陕西）逃荒而去。

百里挑一，他当了护院僧
毛文化入寺之后取法名释永汉，先是在玄

天庙释行朝大师门下为徒，后因他练功刻苦，
有武术天赋，被少林寺生根大师收为弟子，后
来又被克诸大师收为关门弟子。

“当时少林寺共有和尚 109人，虽然许多
僧人也练武，但护院僧仅 18人，被外界称为十
八罗汉。当时的少林寺武僧叫护院僧，并不是
所有出家到少林寺的和尚都能当上武僧。”毛
文化回忆说，“一是要根据被拜师傅的身份而
定，二是看个人是否有练武功的潜能。当武僧
挑选非常严格，百里挑一。”

一旦成为少林武僧，主要任务就是练功，
其次才是诵经上殿。

6岁的释永汉牢记母亲的嘱咐，每天 3时
起床，先跑步到少林寺后山，来回跑几趟，身体
活动开了，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练功夫。释永
汉说，这叫练“闷功”，也就是自己偷偷练功。
当时师兄弟们几乎都练“闷功”。

集中练习的时间到了，师兄弟们就聚集到
少林寺西面的甘露台集体练功。

释永汉在少林寺 14年，练就了一身本领，

轻功、硬功及少林拳、械都非常精通，有“飞毛
腿”之称，尤其是他的双刀滚趟，堪称少林一绝，
练开之后，几乎水泼不进。

释永汉的“提钟”功夫也很了得。释永汉回
忆说，少林寺里的大钟有200公斤重，刚开始他
练习时仅仅只能提离地面一点，后来慢慢提高，
最后竟然能提到胸部，每天提50次。释永汉臂
力惊人，被誉为“铁臂僧”。

夜睡板凳，三更即起练功
稍有成就的释永汉，后来也像其他武僧一

样进入千佛殿，先是练习套路。“殿里的脚窝，也
有我一个。”释永汉说，随着功夫的增进，开始练
习打桩、扛桩，目的是练成“护身金箍罩”功夫。

小时候练功的情景，释永汉至今记忆犹
新，历历在目。

释永汉说，练功首先要出“三层汗”，第一层
叫“慌汗”，第二层叫“粘汗”，第三层叫“凉汗”。

“慌汗”就是刚练功时出的汗，没有用；练到第
二层“粘汗”时才渐入佳境；第三层练功练到身
上出的似汗不是汗，似油不是油，这叫“凉
汗”。到了这种境界才叫“功夫”，有了功夫才
可以“睡觉”。

那时候一般和尚睡觉是大通铺，护院僧睡
的床是“椿凳子”，也就比现在的板凳宽一些，大
约 40厘米宽，好像是量着身体做的“床”，一翻
身就会掉下去。

夏天还好些，冬天少林寺特别冷。释永汉

说，他当时和3个小和尚合盖一床薄被子，睡在

三张铺着凉席的“椿凳子”上。小和尚们冻得睡

不着觉，半夜纷纷起来到藏经阁练功。有时哼

哈声惊醒了师傅，师傅就过来在指导练功。

释永汉说，当年练功的方法和武姿，又原始

又危险，因此不少护院僧中途退出。

多年习惯

出家为僧

清规戒律

释永汉和孙子对练释永汉和孙子对练

释永汉天天练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