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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藏传佛教作为佛教的重要流派之一，有着广泛的信仰基础。
它之所以能深深扎根于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和部分汉族地区，有着复杂
的历史和文化根源，除了佛教本身所主张的“众生平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慈悲为怀，
普渡众生”等这些基本教义受到信众的欢迎外，至少还有这样几条不可忽视的原因：其一，佛教的本
土化。
佛教于世纪中叶传入我国藏族地区，首先在以吐蕃王室和部分贵族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中传播，特别是
在吐蕃三大法王的支持下，一度成为吐蕃主流文化，佛教僧人有过很高的地位，然而终因缺乏牢固的
信众基础，在尖锐复杂的佛本斗争中，时胜时败，乃至反佛势力占据统治地位，开展大规模的禁佛运
动，吐蕃本土佛教一度濒临灭绝的境地。
只是到了后弘期，作为舶来的佛教，在藏族地区注意与藏族传统的本土文化相结合，融合吸收部分本
教文化，并扎根于民间，通过这种佛教的本土化过程才真正形成了藏传佛教。
其二，佛教理论体系的完备性。
佛教自创立以来，通过历代怫教大师的继承、弘扬和完善，有一个庞大、系统、丰富的理论体系，它
对宇宙世界、事物本体、社会现象、人的生命、修持阶次方法⋯⋯都有自己比较成熟的理性思维，其
“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教理，依学三藏、全修三学，以断除烦恼等主张，无不表现
出理论的完备性。
早在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的“顿渐之争”中，佛教就已充分显示出它的优势，而使藏区传统的本教
不得不认输。
此后，藏传佛教的大师们一如古印度的佛教先哲，阐释佛典，讲、辩、著述，使佛教理论更曰臻完善
，佛教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其三，教理、教法的传承性。
藏传佛教形成后，保持了古印度佛教注重师承关系的传统和特点。
以宁玛派为例，该派虽始终未能成为占一定统治地位的宗教，但从前弘期的旧密起，一直按远者经典
传承、近世伏藏传承、深奥净相传承方式代代相传其教法：教理以及修持法门。
期间，一些高僧曾集该派教法之大成，特别在经典传承中多有创新和发展，但其传承脉络一直清晰，
在许多法门的修持中，念诵、赞颂、皈依历代上师是不可少的程序。
其四，传播中的多民族性。
佛教始由汉地和尼泊尔两个渠道传入藏族地区，后因跨出民族和地域界限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藏传佛教高僧传法于历代王朝宫廷和其他民族地区的事例不绝于各种佛教史籍，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
巴大师，其宗教改革的内容之一，是改变以往藏传佛教各派只和单一地方势力相结合的局限，冲破地
域和民族界限，广泛地与各种世俗势力建立联系，争取整个社会对佛教的支持。
明末，格鲁派最先从蒙古族中寻获其最高宗教领袖，继而在和硕特蒙古贵族的支持下取得了西藏的统
治地位。
目前，佛光西渐，欧美各国藏传佛教的弘兴，亦是其多民族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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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派者　朗日唐巴·多杰僧格——噶当派著名佛学家　俄·洛丹喜饶——著名翻译家　芮邬素巴·
益西贝——噶当派著名修禅大师　侠尔瓦·云丹扎巴——噶当派无与伦比的大格西·　夏域哇·循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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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国师　索南坚赞——达隆噶举派后期大德　岭热·白玛多杰——竹巴噶举派创始人　藏巴嘉热·
益喜多杰——竹巴噶举派开拓者　郭仓巴·衮波多杰——上竹巴支派创始人　洛热巴·旺秀尊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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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祖　嘎·阿宁胆巴——元代萨迦派高僧　夏尔巴·嘉央仁清坚赞——萨迦派大元帝师　西纳堪布·
喜饶益西——元代萨迦派著名喇嘛　喇钦耿嘎·罗哲坚赞——萨迦“灵童”大帝师　索南坚赞——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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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吉多杰——金刚持瑜伽师　嘉哇帕巴拉——昌都帕巴拉呼图克图　班钦·索南札巴——拉萨三大
寺知名堪布　克珠桑杰益西——四世班禅大师的上师　厄其格喇嘛拉尊·乃济托因——卫拉特蒙古族
高僧　却藏·南杰班觉——却藏寺的创建者　丹麻·崔臣嘉措——具性空证悟的成就师　咱雅班智达
·南喀嘉措——厄鲁特蒙古高僧　夏日仓·噶丹嘉措——一世夏日仓活佛　多居嘉措——青海东科尔
寺创建者　一世敏珠尔活佛和二世敏珠尔活佛——广惠寺敏珠尔呼图克图　阿嘉·喜饶桑波——塔尔
寺寺主　嘉纳巴·阿旺洛哲嘉措——清廷的和谈使者　罗桑丹贝坚赞——一世哲布尊丹巴　章嘉·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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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为佛寺的慧悟禅师　松巴·益西班觉——清代安多额尔德尼班智达　堪钦·格敦嘉措——清代安多
高僧　雍增班智达·益西坚赞——八世达赖喇嘛的经师　章嘉·若白多杰——清代国师三世章嘉　嘉
木样·官却晋美旺布——二世嘉木样呼图克图　隆多喇嘛·阿旺罗桑——清代多康高僧　土观·洛桑
却吉尼玛——三世土观呼图克图　藏班智达·丹巴嘉措——石藏寺的创建者　咱日喇嘛·阿旺东珠—
—土默特蒙古族高僧　波薄·香曲却佩——四川理塘格鲁派高僧　合作赛赤·洛桑坚赞僧格——甘肃
甘南合作寺额尔德尼班智达　香萨班智达·罗桑达杰嘉措——青海拉加寺《甘珠尔》版校勘者　贡唐
·贡却丹白仲美——拉卜楞寺著名高僧　阿莽班智达·贡却坚赞——二世阿莽仓活佛　阿旺洛桑丹贝
坚赞——江隆班智达　赛康巴·罗桑丹增嘉措——安多密宗成就师　琼诺·洛桑龙珠——十一世达赖
喇嘛的经师　塔秀·格敦曲郡嘉措——瑜伽修证士　赛朵·罗桑慈臣嘉措——六世赛多活佛　夏玛尔
班智达·格敦丹增嘉措——化隆支扎上寺创建者　帕旺喀巴·强巴旦增程列——拉萨近代名僧　格当
经师·罗桑华丹——格当寺经师班智达　道帏格西·喜饶嘉措——“爱国高僧，法界栋梁”　章嘉·
罗桑华丹旦白仲美——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　法尊法师——藏传佛教汉族佛学家　才旦夏茸·晋美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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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罗哲——甘青当代著名佛学家　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第五世热振活佛　居巴堪苏·坚白赤列
——西藏现代著名佛学家附录：藏传佛教主要寺院简表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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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有了佛教，就会有各种传教活动，也就会造就出终生孜孜不倦弘扬佛法的名僧大德。
而我们这本《藏传佛教高僧传略》系统地介绍恶劣藏传佛教各教派173位至尊上师。
本书编排体例得当，颇有独到之处，使它作为“传略”，既具有资料性，有具有学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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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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