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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E_97_E4_B8_8E_E6_c122_479438.htm （中国人不知道少林

寺的恐怕不多，但真正了全面和深刻了解它的历史和现状的

人恐怕也不多。了解更需理解。作为少林寺的法律顾问，从

法律的角度告诉大家一些少林寺的现状以及自己对于少林的

感怀。希望关心中国文化的同仁们，希望爱好中国武术的朋

友们，读此文后能和我一样心系少林，关注少林，为少林的

下一个1500年做出一分贡献。） 少林寺，一个熟悉而又神秘

的名字。 跋陀建寺，达摩面壁，十三棍僧救唐王，小山和尚

抗倭寇，许世友师出少林，李连杰一片成名⋯⋯史实，传奇

，以及更多的在金庸、古龙、梁羽生笔下那些光怪离奇而又

令人荡气回肠的武侠故事，使“少林寺”这三个字深深地嵌

入了人们的脑海，家喻户晓，老幼皆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 新时代少林寺的再次辉煌，不仅促进了周边地区的旅游经

济的发展，更带动了武术教学这一产业的繁荣，不仅为电影

电视提供了更多的素材，更成为一些反应快、商业意识强的

企业和个人发财致富的门道。于是，少林寺门口挤满了小摊

小贩。周边六七十家武校和数万名学员也是颇为壮观的一景

。各种冠以“少林”或“少林寺”名称的产品，如门、车、

烟、酒，甚至是火腿肠应运而生。各种冠以“少林”或“少

林寺”的服务场所，如武校，宾馆、餐厅也层出不穷。无论

是国内还是国外，盗用少林寺名义、假冒少林寺僧人进行演

出、卖药、募捐的情况也屡屡见诸报端。如果仅是牟取一己

之利，也罢。但越来越多的出格行为已经开始严重地影响到

少林寺特有的佛、寺、僧、武、医、艺为一体的传统文化的



统一性、纯洁性以及少林寺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圣洁。 “禅

宗祖庭，武学圣地”是少林寺在过去的这1500多年的历史长

河中的辉煌和骄傲，而“深山藏古寺，碧水锁少林”更是少

林寺在过去的这1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然而在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后的今天，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所

产生的这些情况，是少林寺所始料不及的。 毫无疑问，少林

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指的都是位于中岳嵩山脚

下这座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佛教寺院。就如长江、黄河，本不

应该会产生任何疑问。不要说在元朝少林寺曾受政府指派统

领全国佛道教，基于这种显赫的政治地位，无人敢用“少林

”或“少林寺”的名称开酒馆、旅店和卖包子。就是现在，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少林寺也属于法律所保护的民

事主体，依法享有名称权和名誉权等权利。其名称也不应当

是任何人可以肆意使用的。“少林”火腿肠案件在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的胜诉，假冒武僧团演出案件在德国柏林州法院

的胜诉，均证明了少林寺对于自己名称的合法权利不容任何

不法侵害。中国佛教协会关于少林寺的历史和法律地位的声

明中也对此予以了强调。然而即使是这样，面对日益增多的

盗用、滥用以及通过注册商标、域名等方式侵害自己名称权

，和由此衍生的侵犯自己名誉权的情况，当少林寺最终决定

“为了下一个1500年”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时，却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颇为尴尬的境地：昔日作为皇家寺

院所带来的威严不复存在，现行法律保护措施又存在诸多缺

陷和障碍。 首先是对“少林”与“少林寺”辩异。有人认为

，这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只有后者才属于少林寺的名称权保

护的范围。并举白云机场为例加以证明。如将白云与机场分



开，白云与白云机场就无任何联系。因此，少林与寺分开单

用，则也不能指代少林寺，或使人产生任何与少林寺有关的

误解。然而事实上，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提到“少

林”时，没有不与“少林寺”相联系的。《洛阳伽蓝记》明

确记载“少林，少室之林也”。这是少林寺的名称的由来。

而“少林”这一名称显然不同于“法王寺”、“普贤寺”、

“雍和宫”等寺院名称。无论是历史的延袭，还是人们的习

惯，“少林”这一相当于“微软”、“索尼”等商业字号的

“寺院”字号，已牢牢了成为了少林寺的特称。少林寺存在

一千五百多年来，在关于少林寺的诗、词、赋及历朝皇帝相

关的檄文中，随处可见“访少林”、“过少林”、“宿少林

”、“少林访古”、“少林观雪”、“少林观武”等单用“

少林”来指代“少林寺”的情况。就是著名的清朝乾隆皇帝

在他的诗中也说道“明日瞻嵩岳，今宵宿少林”。如果少林

是少林，少林寺是少林寺，那么少林寺内的“方丈”也就不

会因为这位皇帝住过而被称为“龙庭”。史学家们也可大有

作为地去考察这位皇帝当时的去处了。向国人解释相对容易

，告诉他们少林寺的历史传承就基本可以理解。而对那些生

活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中国文化缺少了解或缺少全

面了解，而又受国内外一些不适当的宣传以及一些另有企图

的人恶意解释影响的外国人而言，事情似乎就麻烦了许多。

英国和澳大利亚商标局的官员们就错误地，并且是固执地认

为，“少林”指的就是武术，就是中国功夫，是一个泛泛名

词。对这样的观点，没有一个中国人会认同。首先少林不是

指功夫。其次，少林功夫也只是中国门派种类繁多的功夫中

的一种。虽然是中国功夫的代表，但毕竟并非中国功夫的全



部。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少林寺现在只好反复地、耐心地向

存在于历史一瞬间的人们反复解释“我是谁”。 其次，中国

法律关于名称权保护的规定不足，也致使少林寺的名称权目

前依法得不到全面保护。对于少林寺这种宗教法人名称权，

法律并没有给予特别的保护。没有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他人

使用少林寺以及其他类似的寺院名称作为其他商业或非商业

机构名称。如按一般企业名称注册及保护的方法，那么少林

寺似乎只能限制其他寺院不得使用该名称，而且还也存在地

域限制。这对少林寺以及其他类似的寺院来说，已经不仅仅

是个遗憾的问题了。也许这就是那些冠以少林寺名称的武校

、宾馆、酒店及其他场所堂而皇之存在的原因之一。也许这

就是一些曾在少林寺学过武或者自称在少林寺学过武的人，

大张旗鼓地在美国、奥地利、匈牙利、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成

立所谓的“少林寺”的原因之一。也许这就是有关机构称是

代表政府授权一些和少林寺没有任何联系的企业或个人使用

少林寺名称的原因之一。有人称“少林寺”是地名，有少林

村，少林路为证。因此在他们的武校或其他场所名称中使用

“少林寺”并没有错。少林村也好，少林路也罢，何时确定

的这样的名称我们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中国的行

政区域规划中，并没有“少林寺”这一非省非市，非县非镇

的行政区。少林寺仅是嵩山脚下那悬着康熙爷御笔“少林寺

”匾额，已经历了1500多年沧桑历史的寺院。 以“少林”、

“少林寺”注册商标是另一类损害少林寺权利的行为。 勿庸

置疑，商标的特性决定了其是用于商品和商业服务的。把“

少林寺”这一净土和圣地，以牟取商业利益为目的，赋予商

业价值，本身就让人遗憾。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一些与佛



教教规教义相悖，严重地伤害少林寺僧人宗教感情的领域内

进行商标注册和使用。“少林”火腿肠是一个极端。另外，

在烟、酒等产品上使用“少林”、“少林寺”商标也是同理

。陕西省某知名寺院的名称被当地企业作为手纸的商标加以

使用也可谓同病相怜。中国民事立法中的缺陷也由此可见一

斑。除非民事主体的名称已被自己申请商标注册并被确定为

驰名商标，否则无法阻止他人使用自己的名称作为商标使用

。在此情况下，对名称权的保护形同虚设。同时，对于诸如

此类损害佛教寺院名称，损害佛教宗教感情之类的商标注册

申请，根本不应予以批准。如果同意注册，也应当授予真正

的权利人，以避免这种不正当后果的发生。并且也应当规定

更全面的救济措施。 最令人头痛和确惊心的是以“少林”、

“少林寺”名称进行的国际商标注册。在委托中国商标专利

事务所对五大洲11个国家和地区帛样查询后，我们发现，除

中国香港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在抢注“少林”和“少林

寺”商标以及其他和少林寺名称有关的商标。平均每个国家

和地区10多项。最严重的是在日本。有“少林”、“少林寺

”、“少林寺拳法”等于72项相关商标。连在中国不允许注

册的一些佛教专用符号日本人都予以了注册。国外大规模抢

注的原因只有一个，正如一位外国友人所说，“少林是中国

在世界著名也最有价值的品牌”。在这些海外注册商标中，

绝大多数是一些中性的，不会直接损害少林寺僧人宗教感情

但却是最有商业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类别，如茶、服装、文具

、电影、影碟、电脑游戏等等，甚至包括演出、比赛和武术

教学。如果国外的这些权利人行使其权利，全球闻名的少林

寺武僧团的出访似乎还得先取得其同意和授权。少林武术的



国际化似乎也得先办个手续。中国想把武术列为奥运会比赛

项目的努力似乎也得再考虑。如果对于国内的企业和单位，

我们尚可以通过行政措施及法律途径加以挽救的话，对于海

外的情况，无论是从法律角度，经济承受能力、社会影响各

方面加以衡量，我们只能承认依靠少林寺自己的力量是远远

不够的。毕竟在这些申请商标注册的人中，并不都像德

国DEYHLE家族及澳大利亚华侨黄兆邦先生等人那么尊重中

国、尊重少林寺。我们不可能奢求少林寺在海外的这些权利

都无偿地或以最小的代价取回。 与时代相连的另一种情况就

是互连网域名抢注。在网上查Shaolin、 Shaolinsi,、Shaolin

Temple和其他与Shaolin相关联的名称，就会发现无论是.Com

、.Org 或者 .Net，等国际域名，还是国内域名，几乎都是各

国各地各类的武校。少林寺只好注册一个www.shaolin.org.cn

。曾有人提出愿意将www.shaolin.com转让给少林寺，但开

价1000万美元。正是这些杂七杂八的“少林”成为了导致英

国和澳大利亚商标局的官员们产生错误认识的原因之一。至

于还有多少人通过这样的网站参少林寺和少林文化产生错误

的认识，对此就不得而知了。 涉及到损害少林寺名誉权的，

主要和那些盗用少林寺名义，假冒少林寺僧人的不法演出团

体有关，尤其是在海外。互联网上时时有消息发出，说是发

现了一些假冒的少林僧人。我也时时接到咨询电话，落实卖

艺僧人的真假。刚告诉一位新认识的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朋

友我是少林寺的法律顾问，这位朋友就讲“正准备曝少林寺

的光”，其实他所反映的事和少林寺没有任何关系。在澳大

利亚曾经出现三四个少林寺方丈，以至于释永信大师被质疑

真伪，以至于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官员和中国佛教协会也面



澄清事实真相。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也出现了“少林僧卖

艺筹款修庙”这种丧权辱国的闹剧。而这些演出事实上均是

“因私”而出的违法境外演出活动。受利益趋动是这些情况

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简单地以发表声明，或以名称权、名

誉权受损提出法律救济申请，力量太单薄。除了常规的诉讼

成本等因素外，对于涉外的案件还存在着向外国人解释“我

是谁”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海外不法分子在受到了限制后，

又开始试图利用所谓的南少林混淆视听。 面对着这些法律规

定和法律实践中的问题，我们在反复思索，如何能最有效、

最全面和最低成本的来保护少林寺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

宝。按现行中国立法，以“少林”和“少林寺”申请商标，

并进而在国内申请确定为驰名商标，不仅可以阻止更多新的

商标注册申请，限制对已申请商标的不当使用，而且可以弥

补现行法律规定对少林寺名称权保护的不足。届时，少林寺

可以突破行业、地域对名称权保护的限制。并可以以商标为

基础，制止和限制对相关域名的不当使用。如果少林寺在海

外商标注册工作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对于少林寺在海外对

商标、域名、名称及名誉的保护都是事半功倍。毕竟，微软

、索尼等跨国公司对其权利在全球的保护也是建立在商标这

样一个平台上。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少林寺于1997年8月

成立了河南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来专门争取和保护少

林寺的上述知识产权。就商标而言，截止2002年8月底，少林

寺在国内陆续拿到了共计29个类别43项注册商标的注册证书

。在国外从德国DEYHLE家族中无偿取回了其在欧盟注册的

商标，从澳大利亚华侨黄兆邦先生等人处以1美和5美元的象

征性价格取回了相关商标在澳大利亚的在先申请权。但少林



寺的努力仍然是一波三折。国内仍然存在着基于部门利益之

争而设置的障碍，国外存在着一些不法商人恶意提出的异议

及文化差异所致的理解差异。同时，少林寺还面临着各种不

理解，甚至是误解。毕竟少林寺是和宗教密切相连的。在人

们的印象中，出家人应当是“避世”和“清修”的。对于那

些有利益冲突的企业和个人而言，也在质疑少林寺是否竟图

搞“龚断”。对于所有这一切，少林寺一方面呼吁政府的理

解和支持，一方面作耐心的解释，一方面在积极探讨各种可

行的方案以协调各方利益，更重要的是少林林仍在继续努力

。少林寺投资建设自己的网站，继续加强海外文化交流向世

人介绍真正的少林寺和他特有的少林文化。少林寺也在申请

世界文化遗产认定，以取得更为广泛和有利的发展环境和支

持。 有人问，少林寺所处的这种情况是个案，还是具有普遍

意义。正如陕西省那家知名寺院的名称被用作手纸的商标所

反映出来的情况，即使是在短期内，少林寺所遭遇的这种尴

尬也已不是个例。很难讲明天是否就会出现“寒山寺”牌火

腿肠或者“雍和宫”牌手纸。只是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少

林寺基于自己在全球的知名度和轰动效应，是最为典型和突

出的一个。 在登封市，人们似乎已习惯了随便把什么都和少

林寺联系在一起，而且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让人搞不清究竟

谁是本，谁是末。当这种习惯被打破时，如政府为了少林寺

景区更好的明天进行规划整治时，受撤迁影响的人们就难以

接受。这毕竟是有限的。但如果十二亿中国人都养成了这种

习惯，而这种习惯再出口至海外，当满街充满了变了味的“

少林寺”时，我们心中所剩的只能是悲哀了。 所幸，各级政

府对此已开始重视，海内外少林弟子和其他了解、尊重少林



寺和他独具魅力的少林文化的国人、华侨和外国人也已团结

起来共同努力。而对于少林寺的全面发展，释永信方丈心中

有着宏伟的蓝图和发展的规划。眼前这些问题的妥善处理只

是其中的一部分。记不清是谁说的这么一句话，“越是民族

的，才越是世界的”。为了少林寺这一属于中华民族和世界

人民的文化瑰宝的“下一个1500年”让我们携手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