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随着时代的发展，千百年来一直一蹶不振
的少林寺庙宇经济突然开始枯木逢春、绝处逢
生，昔日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千年古刹”也开始
变得门庭若市、车水马龙。虽然，一部分人对
少林寺走商业化之路、发展庙宇经济的行为持
反对态度，但是，站在发展旅游、提高地方经济
效益的角度，这一举措无疑是少林寺自力更
生、少林文化发扬光大的最佳手段。

一部电影引发的转型

如果说 1982年上映的电影《少林寺》提高
了少林寺的知名度，博大精深的少林功夫折服
了世人的话，那么，在最近几年里，少林寺办企
业、网上开店、接管昆明4所古刹等诸多不可思
议的商业行为，更是令人惊叹不已！究竟是什
么原因让少林寺走上这条多元化企业经营之
路的呢？

电影《少林寺》虽说火了少林寺，但是也给
少林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和麻烦，五湖四
海蜂拥而至的游客跑来一看，才发现少林寺并
没有想象中的美好，说它是山上几间破庙里住
着几个穷和尚，实不为过。

少林寺究竟何去何从？声名鹊起的少林
寺必须面对络绎不绝的海内外游客，总不能终
日形容枯槁、蓬头垢面吧。这个最大的问题摆
在少林方丈面前。

大多数人认为，寺院是青灯与古佛相伴、
诵经与念佛交替的清修场所，丝毫不能有人情
商务和世俗观念，少林寺破破烂烂才有味道，
僧人就需要那样的生存模式，衣服破旧并不耽
误念经。

但是，另外一种观点却认为，少林寺外事
活动频繁，穿得破烂简直有辱国体。如果是为

了公共事业，为了
满足广大佛教信
徒宗教生活的需
要，寺庙不仅可以
经商，而且商情还
能通达禅要。

少林寺并非
政府机关，国家是
不给僧人发工资
的，少林寺必须自
力 更 生 、自 谋 出
路，必须和商业亲
密接触。所以说，
今天的庙宇经济
在少林寺大放异
彩也就不足为奇
了。

1996 年 ，少
林寺便成为全国
第一家使用电脑

上网的寺庙，释永信也对外表示，僧人只有学
会上网，才能利用网络这个工具充实自己，扩
大视野，少林僧人并没有离经叛道。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意大利文
学家但丁的这句话在今天看来仍很精彩。少
林方丈并没有因为流言飞语而停止摸索少林
寺的出路，他们最终决定：走商业化道路、大力
发展庙宇经济。因为只有这样，少林寺才能在
今天的庙宇之林拥有一席之地。

商业化潮流势不可挡

一说佛教，很多人认为僧人们六根清净。
从佛祖释迦牟尼开始，修行者就必须脱开一切
俗务静思，他们的生存大多依靠社会布施，最
常见的就是和尚化缘，施主给什么，和尚就接
受什么。

然而，为了便于固定的修禅，后来有了寺
庙，寺庙一向有庙产，或者是土地，或者是山
林，原则上都是租给农民种的，就算遵循“一日
不作一日不食”，和尚自己种田，那么，前提也
是寺庙必须有自己的田地。

千百年以来，出家人的生存模式一成不
变。然而，这种原生态的“庙宇经济”并不能触
及问题的实质。寺庙的修缮、绿化、基础设施
建设都需要巨额经费，少林寺走商业化道路、
大力发展庙宇经济已是大势所趋。

企业要想发展壮大，多元化经营是一个很
好的选择。如今的少林寺，已开始涉足影视、
医药、食品、电子商务等诸多领域。

2005 年 10 月，少林寺和郑州歌舞剧院联
合编排的原创舞剧《风中少林》在北京保利剧
院上演。少林武僧用舞台剧的形式，把少林功
夫搬上了舞台，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该剧
在国内成功演出后，又多次赴国外演出。

如今的游客，一到少林寺山门，就可以看
到一处新建的古式院落门上写着“少林药局”
四个大字。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少林医药学，在
医学界可谓独成一派，被尊为“少林医宗”，而

“少林药局”有“中国佛门医宗”之谓。据了解，
少林药局占地 1.5亩，投资 180多万元，于 2006
年10月开始试营业，并于2007年4月正式挂牌
营业，目前，运营情况良好。少林寺已根据现
有药局内僧人的专长等情况分成三个组，进一
步开发少林秘方。培养一个品牌需要过程，僧
人们说：“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2006年12月7日，河南少林寺食品发展有
限公司成立，公司注册资金70万美元，股东有三
个：河南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昆明大东方
生物化学科技有限公司、香港籍自然人股东童
江。前两个是内地法人股东。所有股东均与中
国嵩山少林寺有密切关系，其中河南少林寺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则是现今少林寺方丈
释永信大法师。香港股东童江、昆明大东方生
物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陈发凯及自然
人股东马鹏程同为少林寺第34代弟子。

据了解，河南少林寺食品发展有限公司下
辖五家独立子公司，分别位于河南、湖北、云南
和江苏等四省区，均统一使用“少林寺”品牌，
分别生产酥类、饼干类、豆制品、素食制品、魔
芋制品、功能性饮料及糖果等产品。目前，公
司已取得“少林寺”品牌在食品领域的使用权，
本着“佛法无边、健康无限”的理念，在国内已
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销售网络，覆盖了东部经济
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省区的主要城市，终端总数
已达到近8000家。

2008年5月22日，淘宝网上首家贩卖少林
寺相关商品的网店“少林欢喜地”正式开业。这
意味着，少林寺下属的实业公司继拍电影、出国
演出、开发少林寺产品等一连串商业行为后，又
带领少林寺迈进了互联网电子商务领域。

出现在淘宝网上的这家“少林欢喜地”网
上店风格与少林寺官方网站一脉相承，其销售
的产品不仅包括禅修所用的禅修服、禅修鞋、
禅香、烛台,还包括注入少林僧人元素的 T恤、
烛台、手表等年轻人喜爱的文化创意产品。其
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套由中华书局特别编辑
出版的《少林武功医宗秘笈》，售价高达 9999
元，加上邮寄费价格已突破万元。

网店是“少林欢喜地”实体店在网络上的
延续。少林欢喜地的嵩山总店就开在少林寺
内，并计划在其他地方开设分店。据介绍，实
体店除了出售各种和少林文化有关的产品外，
还设有禅堂、讲经堂等，游人可在里面吃斋念
佛，免费体验少林文化。而开网店的目的，就
是为了让那些无法亲身体验的人，同样可以买
到自己喜欢的少林文化产品。

根据网站上公开的说明，每 100元的营业
额中，都有 1 元用以救济孤儿；每 5%的税前盈
余都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每年的库存盈余都将
协同厂商用于贫苦地区的物质支援。

“少林欢喜地”总公司的负责人钱相鹏表
示：“少林欢喜地”直接下属于少林寺，专门负
责少林寺品牌整合和商品开发，与总店销售的
几百种禅武用品相比，网店仅销售其中的40余
种，有关饮食健康和身心健康等课程用品也将
陆续登场。除了销售各类禅武用品外，网店还
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在网上传播少林
传统文化。

商业化之路能走多远

由于引进了现代经营的理念和实践，少林
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各种争议也铺天盖
地而来。少林寺的经营行为究竟是把佛教世
俗化了，还是把佛教发展壮大了？寺院的生存
方式和僧人的生活方式在顺应世俗社会的发
展中，如何才能保持“佛教”自身的特质问题？
少林寺的经营行为表现了构建新型庙宇经济
模式所进行的尝试，但它究竟是发展了佛教还
是消解了佛教，能否成为未来佛教发展的有机
构成部分，还有待历史的检验。未来佛教的持
续发展，有待于建立一套长期有效的僧才培养
机制，并为社会提供具有普遍性、可操作性，具
有竞争力的佛教产品。

在少林寺 1500 余年历史中，鼎盛时期也
常有，但都是朝廷供给，唯有这一次，少林寺是
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从内部看，
少林寺自力更生，已开始繁荣起来，并且资助
了数千名孤儿，从外部看，少林寺已经恢复了

“深山藏古寺，碧溪锁少林”的风貌。但是少林
寺的商业化之路，也许还不清晰，不过，路已在
脚下，肯定还要一如既往地走下去。

在少林寺品牌的无形资产大大提升后的
今天，如何保证“少林寺”这一中华千年品牌保
值升值、永葆青春，或许更为艰难，这不只是少
林寺实业的问题，也不只是少林寺方丈释永信
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许每一个关心少林功夫的
人都值得思考。

少林寺，不再是千年
前可独自苦练武功、继而
技冠天下的少林寺了。处
于国人乃至世界目光中的
少林寺，面对当今社会中
外文化的碰撞交流，光大
佛法，传扬武术文化，避世
已经避无可避，而入世，无
时无刻不需要面临如何与
商 业“ 结 伴 而 行 ”的 命
题。

2008 年 11 月 24 日，
河南嵩山少林寺与云南昆
明市官渡区政府在少林寺
藏经阁举行签约仪式，少
林寺正式接管昆明市官渡
区官渡古镇内的土主庙、

法定寺、妙湛寺、观音寺 4所古寺庙，约定少林
寺将以派驻僧团的形式对昆明4所古刹进行托
管。这是少林寺历史上首次对其他寺庙进行
托管，“云南少林”也应运而生，为少林文化走
向南亚和东南亚搭建了新的平台。少林寺方
丈释永信、昆明市官渡区区长刘跃进端坐在金
黄色的签字桌前，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释永信将派僧人来昆明管理上述寺庙。毋庸
置疑，托管期间，这4所寺庙所得收益、捐赠、经
销宗教用品和宗教出版物的全部收入将归少
林寺所有。

而这一切，仅是少林寺迈出的第一步，远
远没有到达终点

2009 年 2 月 23 日，又有媒体报道，继托管
昆明寺院后，嵩山少林寺的扩张步伐又加大了
一步，拟斥资4.2亿元修建香港少林寺，寺院占
地面积 5万平方米，这将是嵩山少林寺以外全
球规模最大的少林寺分寺。少林寺这一大动
作，获得了香港大牌明星曾志伟的好感，他表
示愿意为修建香港少林寺筹款。

说起兴建香港少林寺的初衷，释永信直言
不讳：少林文化多年来在海外备受欢迎，而香港
是东西文化会聚的地方，在香港兴建少林寺，更
有利于推广少林文化。香港是国际文化都市，
生活节奏紧张，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不但要接
受改革更新的考验，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受到了
双重压力。在香港建一座少林寺，除能供香港
人习武修身外，还可以弘扬佛法，净化人心，转
化社会风气，而新寺更可以成为吸引游客的新
景点。香港少林寺法师释延常也表示，正因如
此，过去两年来，他们一直在与特区政府保持联
系，希望可以在香港建设一座少林寺。

作为河南省的文化名片，少林寺以公司体
制管理寺院、组织武僧团在世界各地巡回表
演，既不悖佛祖教旨，也符合少林武术发扬光
大的思想。释永信宣讲的少林寺“商业化”之
路，是在新的社会和市场环境下，佛教与时俱
进的一种表现。只有这样，少林寺才能走得更
远，少林文化才能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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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催生少林寺多元化庙宇经济
本报记者 李明德 实习生 宗 帅 李青 文/图

漫画：卷款夜逃
上虞人阮某中了500万元大奖，欣喜若狂的他大

摆宴席，大派红包。紧接着，他家门庭若市，不仅很多
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纷至沓来，就连很多素不相识的
陌生人也开始上门找他借钱。最后他只能锁了家门，
趁夜黑时分带着老婆孩子躲到别处暂避风头。

得了横财之后，传统中国人喜欢藏富。不藏富的
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新闻中的阮某，三姑六婆，哥们弟
兄，说不尽的恩情，安顿了兄弟姐妹，还有堂兄弟姐妹；
打发了小学同学，还有初中、高中同学……

这就是世情，难说谁对谁错，人性使然。凡事有
得必有失，收获喜悦，总得搭点烦恼，上帝总是不让人
过得太舒坦。 文／小 强 图／春 鸣

飙车案激起民众对公平公正的深度渴求
日前，杭州公安部门认定胡斌在

杭州“5·7”交通事故中负全责，并以
胡斌涉嫌交通肇事罪向检察院提请
批准逮捕。对此，遇难者和肇事者的
家属目前均没有提出异议。

但网络上对此案的议论仍未平
息。有网友怀疑“遇难者家属没有异
议背后是不是受到压力”，并认为“应
以胡斌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请批
准逮捕”。

不过，一味斥责网民不理性似乎
有些“过河拆桥”，因为本质上这跟

“一边倒”的网络民意并无差异。所
以，探究“一边倒”网络民意如何形成

变得必要。笔者认为，飙车案实质上
引爆了人们对社会公平和司法公正
的深度渴求。

改革开放过程中，确有一部分人
利用制度漏洞，主要依靠“权力勾结
金钱”模式，积累起巨额财富。那么，
所谓的“仇富”，其本质是人们痛恨权
钱交易，痛恨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公。
在信息不够公开透明、权力缺乏有效
制衡的现实下，这种不公带给民众的
痛感，尤其深刻。

相比之下，被称为“最大的不公”
的司法不公，有更让人痛恨的理由。
众所周知，司法公正是实现社会公正

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不能做
到司法独立，一旦与权力、金钱狼狈
勾结就会失守，占这个国家和社会绝
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将无法“拨开乌
云见青天”。不公越积越多，就会导
致“群体性事件”等严重后果。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社会公平
还是司法公正，都是“立”难“破”易：
公平公正需要长期不懈地坚持，不公
则只需要一个不公。一旦出现了不
公，哪怕只是非常特殊的个例，人们
都会因此对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失
去信赖，而重建信赖的过程却艰巨而
漫长。 秀 水

如此回应浙江高考加分
是火上浇油

日前，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就媒体报道的《浙江高
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正式回应：“我们
测试的目的不是验证运动员证书的真伪，而是验证其
体育水平和运动能力是否达到高考加分的标准。至
于加分者的家庭背景并不在我们的验证范围之内。”

这是备受关注的浙江绍兴一中2009年参加航模
加分测试的后续报道。许多热点新闻的后续报道，一
般是相关部门用来平息事端而做出合理的解释，但这
个解释不仅未取得公众的认同，却引起了更大的质
疑。解释的结果，比不解释还差劲。因为他们顾左右
而言他的说法，离公众想要的为什么“19名考生，13
名考生的家长是副区长、建行行长、财政局副局长等
地方权势人物，其余6名全是教师子女”的答案相差
得实在太远。

浙江有关方面的说法，颇有点像古代笑话中那
个治箭伤只锯体外的箭杆而不管体内的箭头的庸
医。将原本不可分的一件事情，人为地搞成两件
事。作为考试院，他们不可能不懂“20分高考加分”
对一名普通的高考生意味着什么。据媒体报道，
2008年高考成绩统计，浙江考生每增加一分就可超
过200多名竞争者。20分，有多少没钱没闲玩航模
的孩子会被貌似公平的“PK”而落榜？

回应成为新的矛盾点，这种现象值得反思。在
某些热点新闻事件中，所谓回应，从客观上起到了放
大原发新闻的负面作用。究其原因，用一些网民的
说法便是“侮辱了广大民众的智商”。原发新闻只是
报道了一个事件，渴望寻求一个真相，以还广大非特
权考生和社会以公平。如果这只是触及了社会的
病，那后续的“回应”其实就是病根，有关部门以实际
行动回答并证实了大家所怀疑的是猫腻，很难说不
是事实。这种事例，在一些轰动新闻中并不鲜见，比
如当年越描越黑的“周老虎”。相关部门总是不惮以
挑战民众的智商且绝不避嫌的方式，将一桶桶激发
怒火的油，泼向火堆。

而笔者更愿意相信这是有关部门缺乏在新形
势下应对危机的能力。一些跨国大企业和商业运作
机构，都已出现了公关危机式的应对机制，公关人员
们颇有点像美国热剧《白宫风云》中那些精通政治谋
略和媒体运作以及民意力量的幕僚们，总能在危机
发生后，选择最佳的方式来应对。而通过众多的危
机处置案例人们可以看到，面对汹汹民意，没有什么
比直接面对真相、表现出公平解决诚意的处置方式
更有效。面对公众的质疑与困惑，直面比躲避有效，
真诚比虚假有用。毕竟我们已进入了网络时代，而
公众的公民意识，正在执著有力地成长着。

在这一点上，某些政府机构需要补的课真的
很多。 曾 颖

神木全民免费医疗的
突破与局限

自今年3月1日起，陕西神木县尝试了一种“全民免费
医疗”模式，推行全民免费医疗，该县7家定点医院病床因
此而爆满，县财政压力巨大。(5月17日《华商报》)

首先可以确认一点，神木模式并非免费医疗。门诊有
上限，住院报销有起付线。与中央政府前不久公布的医疗
体制改革新方案相比，其吸引人之处是，提高了重大疾病治
疗的封顶线，财政补贴的标准也高很多。

不过，神木模式还有一个重大突破，这就是城乡一体
化。神木的制度规定，拥有神木籍户口的城乡居民统一实
行门诊医疗卡和住院报销制。

因此，神木模式相比现有体系迈出了一大步，它打破了
城乡之间的界限，也打破了职工、居民之间的身份界限，将
城乡居民统一纳入到单一医疗保障体系中。这才真正合乎
政府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原则，也合乎财政的基本原
则。不管政府准备花费多少钱，向民众提供多少福利，最终
要实现平等地覆盖全体民众。

当然，按照这个标准，神木模式也存在缺陷。这个体系
也不是全民的，因为，未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和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的人员不能享有该福利。

另一方面，神木模式中的“免费”机制，似乎有一些问
题。毫无疑问，免费是神木试验中最吸引人们眼球之处。
但理论与历史早就证明，美好的愿望，尤其是过于美好的愿
望，未必能产生良好的结果。

从经济学角度看，全民免费模式难以长期维持下去。
神木县得资源之利，政府的财政收入规模较大，因而有了这
次免费试验。但是，起付线以上的住院费用由县财政在较
高的封顶线之下全部买单，将会诱导人们盲目住院。医院
也会与患者合谋，尽可能地让患者住院。

这样，政府财政支出将会急剧膨胀，医疗服务供应将会
严重不足，因为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没有止境。在医疗
服务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医疗服务机构也不可避免地会出
现腐败。媒体也已报道，神木县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因此，在起付线以上、封顶线以下的医疗支出全部免
费，可能不是可取的医疗保障制度。神木县可以考虑引入
一些机制，约束患者和医院。这种机制大体上可有两种：一
种是让患者承担一部分费用，以此向患者提供一种激励约
束机制，约束他控制住院时间，并通过他来控制医生、医院
的行为；另一种则是引入中介组织，比如强制个人购买医疗
保险，而医疗保险市场是竞争性的，由它们来约束医院。

那么，如何让城乡居民付得起自费部分或购买保险？
一方面，政府可以减税，将更多财富留给民众。另一方面，
可以考虑实行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建议的“负所有税”，即对
达不到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所得税补贴，让收入较低群体
得到一笔收入。

“神木医改模式”值得研究。首先，医疗保障应当以平
等覆盖所有人口为目标并为之努力，其次，有效的医疗保障
制度需要精心设计，以防其无法正常运转下去。 尚 高

经济学家不能愚弄老百姓
摩根斯坦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

家王庆15日在2009陆家嘴论坛上说中
国房市没有泡沫，房价高并不一定意味
着有泡沫，中国房市基本上是健康的，
当前房市已经开始走向复苏。王庆分
析说，从整体来看，2003年以来，全国范
围内房地产价格增长速度和全国范围
内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基本是
一致的。从这一点来讲，收入和房价之
间的关系是基本一致的，从可承受能力
来讲，并没有明显恶化。

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给人的感
觉即使不是恶名昭著，至少也叫公众

反胃。既然房价增长速度和公众人
均收入增长速度基本一致，那相当一
部分老百姓为何觉得房子贵？这根
本就是自相矛盾。就算房价增长速
度和公众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基本一
致，那公众就能买得起房子？非也。

再说关于泡沫的问题。这位经
济学家说，中国房市没有泡沫，房价
高并不一定意味着有泡沫。这个观
点表面上看没有问题，房价高当然不
一定意味着有泡沫，可前提必须是收
入要和房价成适当的比例。目前国
际上公认的“房价收入比”应该为 3

至6倍，世界银行专家的说法为4至6
倍。而目前我国很多城市的“房价收
入比”都突破了10倍，有的城市还突
破20倍了。当然这个收入还包括必
须的生活成本，如果刨去生活成本，
比例估计还要高很多倍。

当然，这是冷冰冰的数字，但现实
如何？现代资讯如此发达，除了任志
强这样盖房子的富人说房价不高外，
我们还能听到多少房价不高的言论
呢？对大多数人来说，房子已成为一
座新的大山，这个问题连老百姓都看
清了，难道经济学家看不出来？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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