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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宗教在我们所经历的世纪之交、千纪之交空前活跃，并在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
如何去认识、研究和理解世界宗教，这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中国当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氛围中，人们已体会到宗教的普遍存在，并开始关注宗教问题，关心
宗教研究，将宗教的作用及影响与现实社会的生存及发展密切关联。
不过，在对宗教的认知和理解上，人们的见解和观点显然仍存有分歧，这给我们争取达到宗教审视之
共识带来了种种困难，却也提醒并促使我们多层面、多角度地认识世界宗教的存在，观察其演变发展
。
　　在对各种世界宗教的复杂体认中，大致有如下两种视角：一是把宗教作为人类精神及社会生活的
“常态”来看待，从世界宗教中体悟出人的社会性、人本性、文明性和超越性。
对此，宗教研究者有诸多表述，反映出其对宗教所关涉的主体或客体、集体或个体、内心或外在的不
同侧重。
例如，奥托认为宗教是“与神圣的交往”，在此突出人对神圣，或“神圣者”的信仰。
缪勒也指出宗教是人“领悟无限的主观才能”，即人的内心的本能、气质、人寻求超越的渴望。
斯特伦把宗教理解为“使个人和社会经历一种终极的和动态的转变过程”，其所言“终极转变”即从
深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扰而彻底转变为体验到一种“最可信的和最深刻的终极实体”，由此在这种“构
成生命的终极源泉”中确立自己的存在，使自己的精神变得充实和圆满。
斯塔克则认为宗教是人之本性寻求补偿的体现，因而要追求一种具有超越性的信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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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发展之源、精神之根和一个地区的活力，而且是维系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坚
强纽带；同时，民族文化既是发挥地区优势、参与市场竞争的无形资产，也是融入经济一体化的品牌
。
本书不仅从历史与理论的层面探析了宗教文化与自然、经济、社会之间业已存在的纵横交错的互动关
系，而且从个案和实证的角度对当前藏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多元文化、多元宗教以及寺院文化功能、
百姓宗教信仰等诸多宗教实况进行深度分析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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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尕藏加(Ka1sang Gya1)：藏族，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常任研究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哲
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研究方向为藏传佛教历史、宗派、密宗以及现状。
 
    学术成果主要有《人类奧秘大开放——藏传佛教密宗》、《西藏宗教》、《吐蕃佛教——宁玛派前
史与密宗传承研究》、《雪域的宗教》、《藏传佛教与雪域高原》等专著，以及《中国佛教基础知识
》、《雍和宫——藏传佛教著名古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宗教·儒学》和《市场化与基层公共
服务——西藏案例研究》等合著，用藏汉两种文字发表50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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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历史上看，“即身成佛”论，源于印度后期佛教的密宗理论。
印度古代唯物主义派别顺世论曾提出过“四大说”，把地、水、火、风四大物质元素作为万物的本原
。
后来密宗便吸收了此学说，又增加上空和识形成“六大元素”。
实际上，这是把物质元素和精神元素作为世界本原，并构成心物平行的二元论。
佛教密宗认为，宇宙的本体和森罗万象的现象界是合二为一的。
二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宇宙的本体和现象都是由六大（地、水、火、风、空、识）所构成。
又将六大分为“随缘六大”（随缘而起的六大）和“法尔六大”（固有的六大）。
其中“法尔六大”是指一种本体的绝对实在，有相应的属性和作用。
如地性坚，有保护万物的作用；水性湿，有摄受万物的作用；火性暖有促使万物成熟的作用；风性动
，有长养万物的作用；空性无碍，有不起障碍的作用；识性了别，有决断或判断的作用。
这些就是宇宙万有的本性和作用。
而“随缘六大”是假托于“法尔六大”而存在的一种相对的现象界，是随因果条件而显现出来的。
“法尔六大”与“随缘六大”是能生和所生的关系，就像月亮和月光的关系，离开了“法尔六大”就
没有“随缘六大”，若离开了“随缘六大”，也同样没有“法尔六大”。
总之，“六大元素”是指六种周遍一切法界、造成有情无情世界的基本元素。
前五大即地、水、火、风、空，属于色法，归胎藏界范畴；后一大即识，属于心法，归金刚界范畴。
无情和有情世界，佛与众生，无一不是“六大元素”所造。
因此，佛与众生，也无根本差别，每位凡夫只要修持“三密加持”，即可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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