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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李清凌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系

，

甘肃 兰州 ����刀�

�摘 要�在讨论藏传佛教来源的时候
，

有些论者只 强调印度佛教的引进之功
，
而忽视了它与 中国传

统文化的渊源关 系
。

从藏传佛教的形成渠道
、

发展环境及教义内容等方面考察
，

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与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

藏传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
。
充分认识藏传佛教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性和历 史联系性
，

是藏传佛教民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成员加强 团结
、

共创美

好未来的思想基拙和精神动力之一
。

〔关键词�藏传佛教� 中国传统文化 �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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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是指在中国藏民族地区形成
，

在藏
、

蒙
、

土
、

裕等民族中普遍传播和信奉的具有明显民

族性
、

区域性特点的宗教文化
。
它在中国传统文化

直接影响和滋育下形成和发展起来
，

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
。

本文从藏传佛教形成
、

发展的历史回顾中
，

论证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

关系
。

不当之处
，

请读者批评指正
。

一
、

从藏传佛教形成的梁道看它与中国传统文

化的关系

公元 �世纪中期
，

佛教就从中国内地和尼泊尔

两路传人我国藏族先民聚居地—吐蕃王朝了
。

众

所周知
，

唐贞观八年 ���� 年�
，

藏王松赞干布遣

使向唐朝进贡通好
，

唐太宗派行人冯德遐到吐蕃答

礼
，

揭开了唐蕃关系的序幕
。

紧接着
，

松赞千布多

次遣使向唐求婚
。

贞观十五年 �砚�年�
，

唐太宗

以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
。
文成公主赴藏时

，

将她

平时供奉的释迎牟尼佛像带到了吐蕃 � 在此稍前
，

泥婆罗 �今尼泊 尔�王鸯输伐摩已将其女埠尊公主

嫁给松赞干布
，

挥尊公主来藏时
，

也带着她喜爱的

释逸牟尼像
。

在文成公主和挥尊公主的影响下
，

松

赞干布及其王室成员开始信仰佛教
，

并按汉
、

尼两

地建筑风格
，

在拉萨红山脚下创建了两座佛殿
，

分

别供奉两位公主带去的佛像
，

即今大昭寺和小昭寺

的前身
。

这两座佛殿的建成
，

是佛教传人吐蕃的标

志
。
只是佛教当时仅在吐蕃社会上层信奉

，

而吐蕃

民间流传的仍是传统的本教
。

传至挥德祖赞 ��以���� 年�时
，

吐蕃王室一

方面派人从天竺请来了 《金光明经》 及密教经卷 �

另一方面又向唐朝求婚
。

景龙四年 ���� 年�
，

唐

以金城公主出嫁娜德祖赞
。
金城公主积极赞助王室

崇佛
，

派人从暗室中将以前汉
、

尼公主供奉过的佛

像取出
，

重新供奉于大昭寺和小昭寺
。

埠德祖赞还

派人到内地迎请汉僧
，

帮助修建佛寺
，

翻译佛经及

其他天文
、

星相
、

历算
、

医药等方面的书籍
。

直到

他晚年
，

挥德祖赞还派吐蕃出生的汉人桑希等
，

从

唐朝请来多种佛经
。

公元 ���年
，

朗达玛继任赞普

后掀起了灭佛的浪潮
，

他下令封闭或拆毁寺庙
，

焚

烧佛经
，

杀逐僧人
，

或勒令其还俗
、

改业屠猎
。
不

久
，

郎达玛被杀死
，

赤松德赞 ����一��� 年�当

政
，

他用计坑埋了反佛的大贵族玛祥仲巴结
，

废除

了前此订立的禁佛令
，

在统治阶层恢复了佛教信

仰
。

这时候
，

印度佛教已经衰落
，

不少印籍僧人来

到吐蕃避难
、

传法
。

著名的那烂陀寺主讲堪布寂护

�静命�也被赤松德赞迎到拉萨讲经
。

为了压服反

佛势力
，

寂护向赤松德赞推荐
、

请来了邹仗那 �今

巴基斯坦瓦特河谷一带�的密教大师莲花生
。

莲花

生通过斗法
，

将本教反佛派降伏
。

同时吸收本教驱

魔
、

占 卜
、

火祭 �以香树枝
、

酥油及旅食等共焚以

祀鬼神的迷信活动�
、

祀天等仪式内容
，

为佛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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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的传播扫清了道路
。

这时候
，

赤松德赞派往内

地的使臣塞囊
、

桑布等人也带来了唐肃宗赐给的蓝

纸金字佛经及其他礼品
。

赤松德赞在桑耶寺奠基前

后
，

还两次举行倡佛盟誓仪式
，

即有名的
“
桑耶大

誓
” ，

诸王子
、

尚论
、

内外相
、

千户
、

将军们向神

欲血宣哲
，

将盟文用金银汁写出几份存档
，

或勒石

公诸于众
。

桑耶寺建有汉式
、

藏式和天竺式三种屋

顶
，

形象地反映了吐蕃佛教的多元文化成分
。

桑耶

寺设有译经
、

密宗
、

戒律
、

禅定
、

声明等部
，

是

汉
、

印结合
，

显密兼备的一座寺院
，

从它建起以

后
，

佛教就在吐蕃广泛深人地传播开来
。

首批在这

里出家的僧人中
，

有贵族子弟 �人
，

官民子弟 ����

余人
，

僧侣阶层从此开始形成
。

当时吐蕃流传的佛

教宗派
，

主要是从天竺等地引进的大乘旧密和从唐

朝传来的禅宗
。

这是前弘期佛教在吐蕃传播的情

况
。

它说明
，
在藏传佛教形成前的前弘期

，

佛教并

不是只从天竺引人
，

而是从天竺和唐朝两路同时传

来的
。

公元 �世纪中期以降
，

朗达玛灭法后的 ���多

年
，

佛教在吐蕃沉寂了
。
直到公元 �� 世纪后期

，

才又从多康 �今青海西宁一带�和印度两路再次传

人吐蕃
。
吐蕃佛教从此进人了它的后弘期

。

在藏传

佛教史上
，

人们把佛教从多康地区传人吐蕃称作
“
下路弘传，’� 而把从印度引进佛教称作

“
上路弘

传
” 。

严格意义上的藏传佛教是指后弘期形成的佛

教
。

现在
，

有些论者在谈到佛教传人西藏的问题

时
，

过分地强调了印度佛教的传播作用
，

而忽略了

其与汉地佛教的渊源关系
，

这是与事实不符的
。

其

实
，

不论在藏传佛教形成前还是其形成过程中
，

佛

教在藏区的传播都以内地为主渠道
。

离开内地佛

教
，

就至少不会有像今日这样面貌的藏传佛教
。
而

且
，

从文化性质来说
，

印度和中国内地佛教之传人

藏地
，

其意义是不一样的
。

印度佛教传入藏地
，

就

像它传人中国内地一样
，

是不同文化的引进 � 引进

以后
，

必然要经过一个与当地固有文化长时期碰

撞
，

以及被吸收
、

改造
、

消化的过程
。
而汉地佛教

之传人藏区
，

则是佛教传人中国内地
，

经过数百年

磨合
、

融化和扬弃
，

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

变成

中国传统文化一个组成部分后
，

向边远地区的延伸

和推广
。

前者是异质文化的吸纳
，

后者是同质文化

的交融
。
因此

，

在谈藏传佛教历史渊源的时候
，

就

不能见小不见大
，

而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渠道作

用
。

二
、

从藏传佛教发展的环境看它与中国传统文

化的关系

藏传佛教作为一种民族
、

地域性宗教
，

它的形

成和发展始终离不开一定的政治大环境
，

包括中原

王朝的影响和藏地政治势力的作用
。

宋元以降
，

尤

其是元朝将西藏纳人其统一版图后
，

便从中央到地

方
，

建立起一套完整
、

严密的管理系统
，

如中央机

构的总制院 �后改为 宣政院�
，

地方上的宣慰使司

都元帅府
、

军民万户府
、

千户所及与内地相同的

路
、

州
、

县等
。
在加强行政管理的同时

，

还建立了

帝师制度
，

前后任命八思巴等 �� 位帝师以及为数

更多的国师
、

禅师
、

上师等
，

扶植宗教上层
，

从精

神上加强对佛教民族的统治
。

西藏和甘青新等地的

喇嘛上层人士
，

也急于得到中央政府的封赠
，

以作

为其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政治资本
。
整个蒙藏佛教

地区
，

没有任何一支宗教势力离开中央政府的支持

能取得支配地位
。

历代中央政府给予藏传佛教上层的关注和待遇

是极高的
。

元朝的帝师
， “

帝后妃主
，

皆因受戒而

为之膜拜
。

正衙朝会
，

百官班列
，

而帝师亦或专席

于坐隅
。

且每帝即位之始
，

降诏褒护
，

必救章佩监

络珠为字以赐……其未至而迎之
，

则中书大臣驰骚

累百骑以往
，

所过供亿送迎
。

比至京师
，

则救太府

假法驾半仗
，

以为前导
，

诏省
、

台
、

院官以及百司

庶府
，

并服银鼠质孙
。
用每岁二月八日迎佛

，

威仪

往近
，

且命礼部尚书
、

郎中专督迎接
。

及其卒而归

葬舍利
，

又命百官出郭祭饯
。

大德九年
，

专遗平章

政事铁木儿乘传护送
，

赠金五百两
、

银千两
、

币帛

万匹
、

钞三千锭
。

皇庆二年
，

加至赠金五千两
、

银

一万五千两
、

锦绮杂睬共一万七千匹
。

虽其昆弟子

姓之往来
，

有司亦供亿无乏……其弟子之号司空
、

司徒
、

国公
，

佩金玉印章者
，

前后相望
。 ，，� ‘ 」�卷

��� 《释老传》�元朝政府的无比崇奉 ，

极大地提高

了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政治地位
，

帝师之命
“

与诏

救并行于西土
。

百年之间
，

朝廷所以敬礼而薄信之
者

，

无所不用其至
。 ’，� ’ � �卷 �工 �释老传�� 八思

巴卒后
，

赐号为
“
皇天之下

，

一人之上
，

开教宜文

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
、

西天佛

子
、

大元帝师
” 。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元朝皇帝对

藏传佛教优宠的程度
。

明朝继承了元朝优待藏传佛教的政策
。

洪武五

年 �����年�
，

前元最后一位摄帝师喃加巴藏 卜遣

使入贡
，

归顺明朝
。

次年亲自来京
，

按明朝政府的

要求
，

带着一个 印余人的推荐名单
。

朱元璋改摄

帝师为炽盛佛宝国师
，

推荐人员均授给职位
。

对其

他帝师后裔
、

喇嘛
，

也都给以优待
。

明朝政府虽然

不像元朝那样专靠萨迎派以实现对藏蒙地区的统

治
，

而是采取
“
多封众建

”
的政策

，

对藏区有影响

的教派首领都给予法王
、

大国师
、

国师
、

禅师等封

号
，

如噶玛噶举派的得银协巴
、

萨迩派的昆泽思

巴
、

格鲁派的释迎也失
，

都先后给以法王的称号
。

实力较强的达垄等派首领则被封为国师
，

各派受封

���



国师的有二三十人之多
。

与此同时
，

设立了一系列

政权机构
。
明初就在河州 �今甘肃临夏市�建立了

西安行都指挥使司
，

统管全国藏区事务
。

这一机构

后改为朵甘行都指挥使司和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两

部分
，

职官僧俗并用
，

分管甘青川藏地区的藏族事

务
。

还在甘肃秦州 �今天水市�
、

临潭
，

四川松潘
、

雅安等地设立茶马司
，

负责与藏族地区传统的茶马

互市
。

明朝政府的宗教
、

政治和经济政策
，

作为藏

传佛教存在的政治大环境
，

直接影响着藏传佛教的

发展
。

清沿明制
，

把宗奉黄教当作
“

齐其政不易其

宜，’� ’ 〕 �卷 ����
，

实现对藏
、

蒙
、

土
、

裕等佛教民

族统治的政治策略
。

和前代一样
，

不少大喇嘛被清

政府赐以国师等称号
。

又倡导修寺院
、

刻藏经
，

以

大量的金银绢茶等物赐给藏传佛教寺院
。

顺治以来

的皇帝
，

经常到寺院礼佛
。

雍正
、

乾隆时
，

又在刻

印汉文大藏经之后
，

刻印了全部蒙文 《丹珠尔》 ，

还将汉文藏经译成满文
，

即 《满文大藏经》 。
由于

清朝政府的支持和藏地各宗派力量对比的结果
，

黄

教势力迅即在甘
、

青
、

藏及新疆额鲁特蒙古中占了

绝对优势
。

元明清藏传佛教发展的历史清楚地显

示
，

历代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和扶植
，

既是藏传佛

教赖以存在
、

发展的政治保证和经济靠山
，

也为广

大喇嘛和信教群众到内地参佛
、

传法
、

经商
，

扩大

藏传佛教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

历代中央

政府为了维护其对藏蒙等佛教民族的统治而给藏传

佛教的呵护和支持
，

其影响作用不仅仅是经济的和

政治的
，

也不都是单向的 � 它还内涵着传统文化的

影响作用
，

包括政治制度
、

生产方式
、

风俗习惯
、

民族共同心理等方面
。

同时
，

又将藏传佛教文化纳

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
，

而给汉族及其他民族以广

泛深远的影响
。

在研究藏传佛教形成
、

发展历史的

时候
，

我们并不否认印度
、

尼泊尔
、

巴基斯坦以及

克什米尔等国家
、

民族和地区的文化输人作用
，

也

不能忘记这些国家
、

地区的高僧大德给予的无私帮

助
。

但这种帮助与中国内地传统文化
、

中央政府对

藏传佛教形成
、

发展的强大作用相比较
，

不光是性

质不同
，

而且其能量也是无法比拟的
。

在藏传佛教

形成和发展中
，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

民族或地区
，

给它提供过像中国内地那样的经济
、

政治和文化环

境
，

因此我们说
，

藏传佛教是在中国藏青地区在中

国传统文化的哺育及中央政府的呵护支持下形成和

发展起来的
，

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内在
、

本质的

联系
，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
。

三
、

从藏传佛教的教义内容粉它与中国传统文

化的关系

显密并修而以释密为特色的藏传佛教
，

其教义

包括显密两个部分
，

显教部分主要是通过
“
下路弘

传
”
和

“
上路弘传

” ，

从丹底 �今青海西宁市一带�

和印度两路传到西藏
，

又从西藏
、

青海传到蒙古等

民族中去的� 有些内地汉族僧侣也向青藏等地传播

佛法
。

从丹底传到西藏的
，

还是唐以来由文成公

主
、

金城公主和历世汉藏高僧从中国内地带到西

藏
，

朗达玛灭法时又从西藏转移到青海一带的佛

法
。

它是显教 �也含旧密�在西藏的复传
，

中心内

容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南方禅宗
。

此派教法

简练
，

没有繁文褥节
，

倡导明心见性
，

顿悟成佛
，

适应了草原民族求佛心切而又文化水平较低的特

点
，
因而深得藏蒙等佛教民族的欢迎

。

根据记载
，

朗达玛灭法时
，

西藏曲卧日 �在今西藏曲水以南藏

布江南岸�有藏饶赛
、

钥格迥
、

马尔释迎牟尼三位

僧人携经逃到朵甘藏区 �今西宁一带�
，

在那里继

续收徒传法
。

其弟子公巴饶赛 ��义卜书刀�年�学有

所成
，

得到当地藏族上层的信任和资助
，

修建了很

多的寺塔
，

名气越来越大
。
到他晚年时

，

前后藏都

有人来向他学法
。

这些人回去后
，

建寺度僧
，

在卫

藏地区复传了佛教
。

公巴饶赛在西宁一带既向藏饶

赛等学习了中国化程度很深的传统佛教
，
又得到一

次汉藏文化交流的机会 � 因为当地汉藏僧人混合
，

往往同在一寺焚修
，

汉地佛经和许多密法一起流

传
。

公巴饶赛受比丘戒的尊证师中
，

就有两位名叫

果旺和基班的汉僧
。

受比丘戒以后
，

公巴饶赛又到

甘州 �今甘肃张掖市�继续学习
。 〔 ’ �其间无疑会受

到更多汉地文化的影响
，

因此
，

仅以他个人而言
，

在他所传教理中就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
，

何况汉

文化对藏传佛教的影响还有更多的渠道
。

藏传佛教的密教部分
，

除传统的旧密外
，

主要

是印度佛教晚期的新密教吸收西藏本教的一些神

灵
、

仪式
，

如各种灵怪
、

山川草木之神
、

祭敖包
、

祭火等而形成的
。

如果说本教作为西藏原有的宗

教
，

代表了中国地方性传统宗教文化中较原始
、

落

后的一面
，

不足以反映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对藏传佛

教的影响
，

那么
，

在中印文化交流已经有了近千年

历史的背景下形成的印度密教
，

不也直接吸收了中

国传统宗教文化的一些理论
、

法术
，

包含着中国宗

教界人士的贡献吗�据学者考证
，

印度密教中的
“
吐纳术

” 、 “
男女双修法

” 、

镶灾祈福
、

驱邪治病
、

求雨止早
、

念咒作法
、

降神伏妖等等理念
、

法术
，

都与中国道教的极为相似
，
可以从中明显地看到中

印文化交流
、

融摄的蛛丝马迹
。
即在印密创立过程

中
，

中国道士也与有功焉
。
�卯�年 �月

，

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台湾法鼓山中华佛学研

究所主办的
“
佛教与东方文化—纪念佛教传人中

国�����年
”
海峡两岸佛教学术研讨会上

，

学者们

提出的论文中
，

有的就密教与道教的关系进行了深

���



人的探讨
，

指出这两个宗教不仅在理论和实践上有

很多共同的特征
，

而且在古代也有过深切的交往
。

如印度密教认为
，

世界是由男女和合而生的
，

中国

道教则主张
“

阴阳抱合
” ，

两者都崇拜女性
，

重视

精神和肉体的修炼
。

密
、

道两教在修身方面更有很

多相同的实践
，

如房中术
、

炼丹与制药技术
、

服饵

养生法
、

吐纳调息法
、

身体锻炼法等
。

印度保存的

很多古代和中世纪梵文
、

泰米尔文文献中
，

都载有

中国道教和印度密教人员修炼交流的情况
。

据印度

赖易 ��
·

凡��等教授考证
，

南印度著名的 �� 位

密教
“

成就者
”

中有两位是中国道教徒
。

他们名叫

博逸尔和普里巴尼
，

这两位
“

成就者
”
在印度传播

道教医学和炼丹术
，

他们的成就在印度密教史和化

学史中都有着卓越的地位
。 〔��对于密教传人中国后

吸收道教的思想和信仰
，

如阴阳五行说
、

俄纬说
、

神仙方术等以及两教在教义内容
、

仪礼
、

符咒
、

印

法
、

文句
、

咒声等方面相摄相融的历史事实
，

学者

也有深人的揭示
。

至于密教经典翻译中的儒家文化

影响
，

汉族僧俗学者在藏经翻译
、

释密传播中的贡

献
，

更是明显而不待言的
。
可见

，

密教不论传人中

国前还是传人中国后
，

都曾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

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饱含着道教等中国传统

文化的滋补
。
要之

，

藏传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

系
，

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与部分
、

源与流的关系
。

两种文化内在
、

密切的关联
，

也是藏蒙等信仰藏传

佛教民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联系的见证和结

果
。

充分认识这一宗教文化的统一性和历史联系

性
，

是藏传佛教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成员之

间相互团结
、

共创美好未来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

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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