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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藏族文化走过的历程，可大体分为四个阶段，即史前时期的藏族文化、苯教统治时期的藏族文化、藏
传佛教文化和社会主义藏族新文化。
这四个时期，既神魂一致，又各具特色。
史前时期的藏族文化以泛灵崇拜和祭把禳祓为特点，是藏文化的根脉；苯教时期的藏族文化以三界观
念和二元论为特点，是藏人独特的哲学理念和生活特点的形成和确定时期；藏传佛教文化时期的藏族
文化是以佛教哲学为指导，以活佛转世制度为特点，是藏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体系庞大，结构
宏伟，气势雄浑，风格独特；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藏族文化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藏族文化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为特点，是藏族新文化发展的生长点和基础。
这里讨论的所谓藏族文化主要是指藏传佛教时期的藏族文化。
用活佛转世的方法解决教派领袖的接班、继承问题，是藏人对佛教文化的一大创造，也是当今世界藏
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不同教派的众多转世活佛中，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活佛，是近300年西藏社
会政教运作的核心。
一、转世活佛的由来藏、汉佛教名称不同，意义相近，所谓活佛，是汉族称呼，藏语称“知格”
（sprul－sku），均指转世者、化身，赵朴老对其之解释比较通俗而全面。
他说，佛教界的人都知道，佛菩萨转世，包括西藏活佛的转世，目的都是行菩萨愿，救人救世的。
活佛和菩萨都是以发愿为本，行愿为宗，一世不成，转世再来，所以叫乘愿再来，即再来继续行愿也
。
这个愿就是密教尊称的“三昧耶”，就是活佛和菩萨的“平等本誓”。
违背了这个愿，就是违背了“平等本誓”，违背了“三昧耶”。
乘愿再来，就要寻找灵童。
藏传佛教中创立活佛转世制度的是噶玛噶举派。
噶玛噶举派的创世人都松钦巴师从塔布拉杰，先后从宁玛巴学习“大圆满”法，从萨迦巴学习“道果
”法，1187年修粗浦寺，声名显赫，为一代宗师。
都松钦巴去世11年后噶玛拔希（1204—1283年）出生，师从都松钦巴再传弟子崩扎巴（spom－prag
－pa），成为一代名僧，讲经说法，广收门徒。
此时正是蒙古帝国兴起之时，整个藏族地区也处在剧烈变化时期。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汗国，甘、青地区藏人归顺蒙古。
成吉思汗曾致信萨迦派大喇嘛愿意皈依佛法。
1229年，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继汗位，将甘、青及西夏旧地划归其二子阔端（1206—1251年）。
阔端驻守凉州，后世称其为凉州王。
1239年阔端命大将多达那波入藏驻扎在拉萨北部热振寺一带，对西藏形成强大的军事威胁。
藏区各地方势力和各教派领袖也都积极奔走，准备抗击蒙古军队。
本来一触即发的战争，由于另外一些因素的介入而有了新的变化。
大约是由于先期归顺蒙古的那些藏传佛教僧人们的斡旋和多达那波了解到的藏区的情况，阔端对西藏
的战争采取了新的策略。
多达那波在西藏了解到：在西藏，噶当派的寺庙最多，达隆噶举派法王的德行最高，止贡噶举派的京
俄大师很有法力，萨迦班智达的学问最好，并且建议阔端迎请萨班到凉州会晤。
阔端接受此建议，致函邀请萨班到凉州会晤。
1244年，62岁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带着八思巴、恰那多吉两个幼小的侄子前往凉州，于1246年到达
，1247年见到阔端，深得阔端的信任，遂写著名的《告蕃人书》，以金、西夏等灭亡的实例，劝说西
藏各界归顺蒙古。
1251年，萨班和阔端均在凉州辞世，蒙哥汗继位，阔端的辖地由忽必烈统领。
1253年，忽必烈南征云南，路经康区时召见噶玛拔希，要其随待左右，为噶玛拔希拒绝。
噶玛拔希因何拒绝忽必烈，史家多有争论，而我以为其原因不外有三：一为蒙古军队烧杀掳掠，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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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信仰所不容；二为当时的忽必烈还不是大汗，噶玛拔希尚不值得为其奔走；三是此时有可能八思
巴已得宠。
尤其是后二款可能是主要原因。
此后，噶玛拔希到内蒙古、宁夏一带传教，1256年，受蒙哥汗召见。
噶玛拔希与其会晤于和林，蒙哥汗送给他一顶金边黑帽和一颗金印。
1259年，蒙哥汗死。
1260年，忽必烈自称大汗，封八思巴为国师。
此后，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自称大汗，与忽必烈争夺汗位。
1261年，阿里不哥兵败，噶玛拔希有帮助作乱之嫌，被忽必烈投入监狱，后于1264年释放，辗转八年
回到粗浦寺，1283圆寂。
由于当时各教派及地方势力竞争激烈，也为了使噶玛拔希的显赫声望永不泯灭，噶玛拔希第一次使用
活佛转世制度，将1284年生于后藏贡塘地方的让琼多吉（1284—1339年）立为噶玛拔希的转世活佛，
并追认都松钦巴为第一世活佛，噶玛拔希为第二世活佛，称噶玛噶举黑帽系。
至今已传十七世。
噶玛噶举派最初采用活佛转世制度并不像后世这样复杂，只是一教派选择一继承人而已，其形式、内
容都比较简单。
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系统的由来14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已出现颓靡状态，宗教人
士追逐世俗权力，致使戒律废弛，道德沦丧，西藏社会一片乌烟瘴气。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宗喀巴（tsong－kha－pa1357—1419年）大师立志整顿宗教，提倡僧人严守戒条，
并以黄色僧帽表示奉持古代持戒风范。
他的行动得到阐化王的支持。
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的教法认为，释迦牟尼的一代正法，不外教、证两种，而一切教的正法，又摄在
经、律、论三藏之中；一切“证”的正法摄在戒、定、慧三学之中。
所以三藏不可偏废，三学亦须全修。
对于经藏多闻深思，对于律藏努力持奉，对于论藏力求通达了悟，把菩提心、六度行作为以闻、思、
修入境、行、果的纲要。
在修行方法上，主张显宗密宗并修，但必须在显学的基础之上，由显入密，不可逾越。
与其他专修密法的教派有明显的不同。
他的思想集中地表现在所撰《菩提道次第》和《密宗道次第》、《辩了不了义》、《五次第明灯》等
著作中。
宗喀巴大师整饬佛教，让僧人恪守清规，在当时的西藏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大师谢世后，其事业落在弟子们身上。
先是由贾曹杰（1364—1432年）继承法位，后由克珠杰（1385—1438年）继承法位，史称“师徒三尊”
。
除贾曹杰和克珠杰外，宗喀巴弟子中知名的有：嘉样却杰（1379—1449年），于1416年建哲蚌寺，释
迦意希（1352—1435年），1414年明永乐皇帝封其为“西天佛子大国师”，1435年建成色拉寺（se－ra
），1434年又被明宣宗封为大慈法王；根敦珠巴（1391—1474年）是宗喀巴最小的一个弟子，1447年在
日喀则修了札什伦布寺；朵喜饶桑布在芒域修达摩寺，其侄喜饶巴在阿里建敕赛寺，将格鲁派势力扩
展到阿里地区；麦喜饶桑布，约在1437年建昌都强巴林寺，以后导出帕巴拉活佛系统。
1474年，根敦珠巴辞世，格鲁派迅猛发展的势头逐渐降低。
1486年，11岁的根敦嘉措（1475—1542年）被当作根敦珠巴的转世灵童迎进札什伦布寺，当时并无活
佛、达赖喇嘛等称号，反而受到一些人的冷落和反对。
1481年，噶玛噶举派红帽系四世活佛曲札益希（1453—1524年）指使仁蚌巴兴军万余人攻入卫地，赶
走支持格鲁派的内邬宗宗本阿旺索南伦波。
1493年，明孝宗朱佑堂封京俄阿格旺波为王。
京俄阿格旺波未即位就死了。
趁其子年幼，曲札益希实掌政权，禁止格鲁派三大寺僧参加一年一度的“默朗钦默”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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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嘎·洛桑赤列教授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中说：“在此后二十年，由拉萨附近的噶举和萨
迦派等教派的僧人参加拉萨祈愿法会。
”1503年，噶玛噶举派还在拉萨之萨纳修一土丹却科寺。
阿格旺波之子阿旺扎西扎巴年长继王位后，对格鲁派的态度稍转，恢复了色拉、哲蚌、甘丹三寺僧人
参加“默朗钦默”法会的权利。
1526年，止贡巴与格鲁派发生冲突，先后夺去止贡地区和墨竹地区的许多寺院，强令格鲁派僧人改宗
。
面对这种处境，根敦嘉措云游四方，传经授法，扩大格鲁派的势力，他去过前藏、后藏、山南、塔布
等许多地方，还留下了修建在拉毛南措湖畔的却科寺。
此后，诸世达赖喇嘛的灵童在此湖中观鉴；留下了扎西扎巴别墅，即以后的甘丹颇章。
1542年，根敦嘉措圆寂，格鲁派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正式寻找根敦嘉措的灵童。
1544年认定索南嘉措（1543—1588年）为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称活佛，于1546年迎入哲蚌寺。
聪明颖悟的三世达赖喇嘛很快在佛学上得到发展。
成年之后为了一改格鲁派以往的被动地位，积极扩大影响，四处讲经说法，其声名与日俱增。
1559年，土默特部俺答汗自内蒙古率部进入青海，对明王朝形成严重威胁，使明对此无之奈何，只得
以羁靡之法，封其为“顺义王”。
同如阔端之对于萨班，俺答汗得知格鲁派索南嘉措的学识、声名和民众中的良好影响，即派员前往拉
萨邀请。
1577年索南嘉措应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的邀请至青海。
很显然，俺答汗的刻意邀请和索南嘉措的爽快成行，都是基于对各自利益的考虑。
青海多为藏人居住区，俺答汗在青海立足，没有藏人的合作是十分困难的；同样，索南嘉措要弘扬格
鲁派，没有一支力量的支持也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各有所思，各有所取，彼此携手合作。
俺答汗给索南嘉措献上500两白银的曼札、盛满珠宝的黄金碗、1000两白银、100匹骏马及布帛、绸缎
等物，并举行了10万人参加的大型集会。
集会隆重而热烈。
索南嘉措赠俺答汗以“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尊号，俺答汗赠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
喇嘛”尊号，自此便有了“达赖”之称谓。
事件的主人公们何曾知道，他们当时的举动，将会长远地影响到以后的蒙藏社会。
以此事件为滥觞，藏蒙两民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交流、发展时期。
此后追认根敦珠巴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为第二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本人便是第三世达赖喇
嘛。
三世达赖喇嘛死后，俺答汗的曾孙被定为灵童，为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1589—1616年）。
1603年，四世达赖喇嘛到达拉萨，遭到第悉藏巴政权的反对。
四世达赖喇嘛只活了28岁，于1616年圆寂于哲蚌寺。
格鲁派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此时掌握西藏政权的噶玛政权首领对格鲁派采取的是一种限制、扼制、打击的政策。
藏巴汗怀疑自己多病是由于达赖喇嘛诅咒的原因。
因而明令不许四世达赖喇嘛的灵童转世。
1617、1618年，藏巴汗彭措南杰攻下三大寺，杀僧俗5000余人。
被禁止转世的四世达赖喇嘛得以转世，据藏史记载完全是一种机缘。
藏巴汗久病不愈，请了许多名医均不见效，后请札什伦布寺主罗桑确吉坚赞（1567—1662年）治疗，
则很快恢复健康。
藏巴汗以一庄园为酬谢，罗桑确吉坚赞不受，只请求使四世达赖喇嘛的灵童转世，藏巴只好答应。
罗桑确吉坚赞既是四世达赖喇嘛的老师，也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老师。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年）成年以前格鲁派所处的环境仍然十分严峻。
从三件事可以看出这一点：一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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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达赖喇嘛的出生背景是耐人寻味的。
他出生于琼结一个世代信奉宁玛巴却又同情格鲁派的家庭，其父曾任帕木竹巴（噶举派）的一个宗本
（相当于县长）。
这可能是精明的政治家和宗教大家罗桑确吉坚赞的精心策划，目的在于格鲁派在西藏如此复杂的环境
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即保持与执政的噶举派系统的友好关系，又结好宁玛派，以求有更多的支持者。
二是固始汗（1582—1654年）入青。
蒙古各部虽信仰藏传佛教，但各部因信仰教派不同，围绕教争的斗争也显得的尖锐而激烈。
三世达赖喇嘛与蒙古土默特部建立了牢固的友好关系，实际上此举的社会作用无疑是向社会宣布：格
鲁派已与土默特部建立了政治联盟，自然地要受到信仰其他教派的蒙古信众的不满和仇恨。
17世纪30年代，信仰噶玛噶举派的漠北却图汗在征服游牧青海的土默特部后，遣人入藏，拟联合藏巴
汗一举摧毁格鲁派。
格鲁派危在旦夕。
或许还是罗桑确吉坚赞的运筹，1637年信奉格鲁派的蒙古卫拉特和硕特部，在固始汗的率领下自新疆
进入青海，打败了却图汗；1639年，又率部消灭了四川信奉苯教的白利土司。
三是固始汗部入藏。
固始汗部的入青虽然粉碎了却图汗与噶玛政权连手，从而彻底消灭格鲁派的企图，但并没有解决噶玛
政权对格鲁派的强烈威胁和压制。
于是，五世达赖喇嘛与罗桑确吉坚赞商议，密招固治汗部入藏，推翻噶玛政权，巩固格鲁派的地位。
1642年，固始汗率兵入藏，推翻了噶玛政权，支持格鲁派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
虽然，失去统治权的噶玛派僧人，不断地进行暴动，但西藏的政教大权已由噶玛派转移到格鲁派。
这是西藏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这一变化形成了此后300年以格鲁派主导政教大局的格局。
五世达赖喇嘛未成年时，格鲁派一切政教事务均由罗桑确吉坚赞主持。
即使五世达赖喇嘛执政以后，许多谋划和决策亦多出自罗桑确吉坚赞之手。
他的博学多才和中庸、谦逊赢得了蒙藏僧俗的广泛尊崇。
1645年，固始汗赠罗桑确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的尊号，导出班禅额尔德尼活佛系统。
追认克珠杰（1385—1438年）为一世班禅，索南秀朗（1439—1504年）为二世班禅，恩萨巴罗桑顿珠
（1505—1566年）为三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为第四世班禅。
推动格鲁派发展的两大杠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转世系统正式确立后，格鲁派进入
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
四世班禅为格鲁派势力在特殊环境中的生存、巩固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1644年，受清朝顺治皇帝的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到达北京，被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
普通瓦赤喇但喇达赖喇嘛”。
此后，格鲁派势力发展更为迅猛。
据《圣武记》记载，当时“达赖喇嘛所辖寺庙三千百有五十余所，刺嘛（喇嘛）三十万二千五百有奇
，百姓十有二万千四百三十八户。
班禅所辖寺庙三百二十七所，刺嘛（喇嘛）万有三千七百有奇，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户。
”可见势力之雄厚。
五世达赖喇嘛时，任命桑结嘉措为第巴，虽与蒙古汗王争夺权力，但格鲁派在政治上已居主要地位。
至七世达赖喇嘛，废除世俗藏王、郡王、贝子与宗教领袖共同掌政之制度，改由七世达赖喇嘛总理政
教事务。
其他教派中多有改宗信奉格鲁派的。
格鲁派再度稳定发展。
至今，达赖喇嘛已传十四世，班禅额尔德尼已传十一世。
三、灵童的遴选1.寻访。
有如下几项工作为灵童寻访之基础：其一，前世活佛圆寂时的面向；其二，前世活佛的遗言；其三，
乃穷降神；其四，观湖。
以寻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为例：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时面向东，以宗教说法此即暗示灵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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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东方；乃穷神降神也说十三达赖喇嘛将转世于东北汉人地方；经过热振呼图克图观湖显示，在
一马路的尽头有一农家，门前有一株巨大的柳树，旁边拴一匹白马，有一妇人抱一小孩站在树下。
热振饬画师详细画出，依此向东方寻找，历时两年，才在青海省湟中县的祁家川（现划归青海省平安
县）找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
有些活佛寻访前的占卜、遗言中还明确地指出灵童父母的姓名和灵童的属相。
寻访工作是秘密地进行的，即通常所谓“秘密寻访”。
寻访人员装扮成商贾模样或以别的身份，带着前世活佛的用物，诸如佛珠、碗、法鼓、铃杵之类，有
些还牵上前世乘用的马匹，让所选孩童辨认，据说有些灵童可以准确地认出前世用过的东西。
寻访的范围虽有方向，但只是大概。
有时寻访人员分几路进行，同如普查性质。
比如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灵童的寻访，根据观湖显影所确定的方向、属相和灵童所在地的情况，对种种
吉兆，逐一分析，最后从28名男童中筛选出7名重点男童和5名需要核实的男童，其余无明显特征的男
童一律淘汰。
2.确定候选灵童。
当进入灵童选择的最后阶段，须选择三名灵异儿童至拉萨，由三大寺和驻藏大臣等再次验看后报请朝
廷，允予掣签。
3.金瓶掣签。
皇帝允准掣签后，即有如下一些程序：第一，将金奔巴瓶从大昭寺迎到布达拉供有清朝皇帝唐卡画像
的殊胜三界殿。
第二，将灵童的名字用满、藏、汉三文字写在签牌上，放于金瓶之中，进行为期7天的诵经供养仪轨
（有些资料介绍为11天）。
第三，正式掣签。
清时在正式掣签之日，众人诵念经文，请求圣者大悲菩萨和三宝慈悲，念三遍真言和祈愿偈颂，然后
驻藏大臣向皇帝画像行三跪九叩大礼，继而摇动金奔巴瓶，使瓶中写有灵童姓名的签牌转动，从中取
出一签，由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共同验看，并对众宣布。
众人高呼“拉嘉洛！
”（神胜利了！
）《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此有明文规定，而且列为该章程的第一条：关于寻找活佛和呼图克图
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
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事，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
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
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
假如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假如
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和父子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
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虚作假作弊。
这个金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护净洁，并进行供养。
在向众人宣布的同时，驻藏大臣还要向掣定的灵童的父亲宣布这一喜讯。
灵童的父亲要向皇帝的画像叩头谢恩，并向驻藏大臣和相关人员敬献哈达。
4.剃发、命名。
剃发标志着灵童正式出家，因而担任剃度师的人多是高僧和被剃度者的经师。
比如十一世、十三世达赖喇嘛由八世班禅额尔德尼剃度，十二世达赖喇嘛是由热振呼图克图剃度。
因为有师承关系，经师在为弟子取名时必取自己名字的一部分。
比如：十三世达赖喇嘛名为“吉尊阿旺洛桑土登嘉措久赤旺觉却勒南巴加哇贝桑布”，九世班禅额尔
德尼取名“洛桑确吉尼玛格勒南杰贝桑布”，其中之“洛桑”即取师父名字中的一部分；八世班禅额
尔德尼名为“确吉扎巴丹贝旺秀贝桑布”，十一世达赖喇嘛名为“阿旺格桑丹贝准美克珠嘉措贝桑布
”，其中之“丹贝”即取师父名字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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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经师为中国西藏佛教协会会长、代理甘丹赤巴、拉仁巴格西波米强巴洛
珠活佛，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法名为“吉尊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贝桑布”，其中之“强巴”即取
“波米强巴洛珠”活佛名字中的“强巴”二字。
5.皇帝颁诏核准。
金瓶掣签后，要将确定的转世灵童上报朝廷批准。
皇帝批准后，方可确定吉日举行坐床仪式。
6.坐床。
坐床实际上是新达赖喇嘛的即位仪式，此项仪式往往隆重而热烈。
1879年6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坐床时，光绪皇帝于五月降旨拉萨：达赖喇嘛转世已经确定，今年六月十
三日良辰吉时举行坐床，甚佳，朕深喜之！
现赐达赖喇嘛黄哈达一条，佛像一尊，念珠一串，铃杵一套。
达赖喇嘛坐床之后，可启用前世达赖之金印，并将用印时日上奏。
前请乘用黄轿及黄色鞍辔均予准用。
佛父贡噶仁钦封为公爵，赏戴宝石顶子，着孔雀翎，依旨遵行，钦此。
6月12日，摄政陪同达赖喇嘛从日加三丹林出发，至噶厦政府预先在拉萨东郊堆古塘扎好的帐篷里宿营
。
13日，达赖喇嘛乘坐黄色大轿，在仪仗队及各色人等陪同下，浩浩荡荡前往拉萨，十余里中，僧俗百
姓载歌载舞，夹道欢迎。
十三世达赖喇嘛先到大昭寺向柱上挂的“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的牌子献挂了哈达，尔后进入大殿，
向释迦牟尼佛像献了哈达。
后至布达拉宫日光殿与驻藏大臣会晤，互献哈达，举行坐床仪式。
坐床仪式之后，达赖喇嘛要上表谢恩。
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仪式也是盛况空前。
仪式由国务院特派专员、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江村诺布主持，国务院代表、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宣
读国务院关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认定坚赞诺布为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批复”。
该“批复”写道：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你区1995年11月29日关于《请国务院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
坚赞诺布继位为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请求》悉。
国务院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1990年2月13日（藏历第十七饶迥土蛇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的西藏自治
区嘉黎县坚赞诺布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四、金瓶掣签制度的确立李瑞环在《在班禅转世灵
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宗教仪轨在历史上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自1792年清
朝政府颁布金瓶掣签制度以后臻于完整，形成定制，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成立以札什伦布寺活佛、
高僧为主的寻访班子，二是按照宗教仪轨和程序进行转世灵童的寻访，三是把参加掣签的候选儿童报
请中央政府批准，四是由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举行金瓶掣签，五是把掣签认定的灵童报请中央政府正式
批准继位，六是由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举行转世灵童坐床典礼。
在这几条中金瓶掣签特别重要，它既坚持了中央政府的主权，在宗教上又体现了释迦牟尼的‘法断’
，又有助于排除各种干扰，杜绝营私作假的流弊，为广大藏传佛教信徒所信服。
”在第十一世班禅的寻访过程中，金瓶掣签制度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金瓶掣签制度的产生源于18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宗教弊病。
有两件事使朝廷和乾隆皇帝下定了革除宗教（主要是格鲁派，即汉文典籍所说之“黄教”）弊病的决
心。
一件事是沙玛尔巴勾结廓尔喀入侵西藏，劫掠札什伦布寺。
沙玛尔巴和仲巴呼图克图都是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同胞兄弟。
1779年6月，六世班禅从札什伦布寺启程，千里迢迢前往承德为乾隆皇帝祝贺七十大寿，深得乾隆皇帝
欢喜；前来朝拜者，络绎不绝，盛极一时。
后班禅额尔德尼染天花在京圆寂，乾隆皇帝赐黄金7000两造金龛安放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法体，并赐班
禅额尔德尼的两个兄弟诺门汗和札萨克的封号和职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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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京城及往返途中，皇帝、王公大臣、蒙古地区头人、百姓等送有大量金银珠宝。
这些财物运回札什伦布寺后，遂由代管札什伦布寺的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之兄仲巴呼图克图收留，引起
其弟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七世活佛沙玛尔巴的强烈嫉恨。
1788年，廓尔喀入侵西藏，理藩院侍郎巴忠以银9600两贿和。
1791年，廓尔喀派人索要赔偿银两，达赖喇嘛拒绝支付，没有分到财物的沙玛尔巴唆使敌方趁后藏空
虚侵掠之。
廓尔喀人进入札什伦布寺大肆抢掠。
札什伦布寺损失惨重。
1792年，乾隆皇帝派福康安大将军率军入藏进剿，战争赢得胜利。
但这一事件中暴露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多个活佛出于一族的弊端最为突出。
乾隆皇帝对当事人的处理是严厉的：沙玛尔巴被终止转世，并将其财产全部充公；对携带财物临阵脱
逃的仲巴呼图克图命军机大臣押解至京；对洛桑丹巴喇嘛等“剥黄正法”。
一件是蒙古地区佛教的一些情况。
蒙古地区的转世活佛也多出于王公贵族之中，有些做法甚至闹出笑话来。
比如：锡哷图呼图克图为喀尔喀亲王固伦驸拉旺多尔济之叔，达克巴呼图克图为阿拉善亲王罗卜藏多
尔济之子，诺颜绰尔济呼图克图为四子部落郡王拉什燕丕勒之子，堪布诺门汗札木勒多尔济活佛是图
舍图汗车登多尔济之子等。
尤其荒唐可笑的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圆寂后，图舍图汗的福晋（妻子）正身怀六甲，人们就认为孕
中之人即为其转世，结果生出一女孩来，舆论哗然。
活佛转世出于一族，同如世袭爵禄，显然是世俗的私心在作怪。
乾隆皇帝针对这种情况写了著名的《喇嘛说》。
其中说道：敦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毕）勒罕（转世活佛），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
异，予意以为大不然。
盖佛本无生，岂能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
去岁廓尔喀之听沙玛尔巴之语，劫掠藏地，已其明验。
虽兴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藏地以安，然转世之呼必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
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
瓶中，掣签以定。
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
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认识可谓深刻，出于对巩固政权的考虑，对“去一族之私”的措施可谓果断，
自始至终，十分重视。
他在一处谕示中再次强调：再向来藏内出呼毕勒罕，俱令拉穆吹忠降神附体，指明地方人家，寻觅其
所指呼毕勒罕不止一人，找寻之人，各将所出呼毕勒罕生年及伊父母姓名，一一记明，复令拉穆吹忠
降神祷问，指定真呼毕勒罕，积习相沿，由来已久。
朕思其事，近于荒唐，不足凭信。
拉穆吹忠，往往受人嘱托，假托神言，任意妄指，而藏中人等，因其迹涉神异，多为所愚，殊属可笑
。
此等拉穆吹忠，即系内地师巫，多以邪术惑人耳目。
闻拉穆吹忠降神时，舞刀自扎，身体无害，是以人皆信之。
此等幻术，原属常有。
但即使其法果真，在佛教中已最为下乘，若使虚假，则更不值一噱，其妄诞不经，岂可仍前信奉！
福康安等见在整饬藏务，正应趁其破其积弊，莫若在藏即令拉穆吹忠，各将其法试演，如用刀自扎等
项，果能有验，则藏中相沿日久，亦姑听之。
若福康安亲加面试，其法不灵，即当将吹忠降神荒唐不可信之处，对众晓谕，俾僧俗人等共知其妄，
勿为所愚。
嗣后出呼毕勒罕，竟可禁止吹忠降神，将所生年月、相信数人之名，专用金奔巴瓶，令达赖喇嘛掣签
指定，以昭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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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载皇帝特意颁发金瓶两个，一放于北京雍和宫，一放于拉萨大昭寺，凡在理藩院注册的大活佛都要
抽签掣定。
上文以及《钦定章程》二十九条之第一条对此有所规定。
五、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及其在藏族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同许多事物的发展变化一样，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建立和他们在后世如此
显赫的地位的确立也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普通到特殊的发展过程。
1.在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中，僧人参政、执政和政教合一的特点，曾经历过如下几个阶段：第一，吐
蕃王朝后期。
这一时期出现了赤热巴巾的老师担任大相职务等情况。
僧人对政权的影响已十分明显。
古格王朝等时期亦大体相类似。
第二，萨迦政权时期。
虽设萨迦本钦，但仍以僧人主政为特点。
第三，帕竹政权时期（第司政权）。
自大司徒绛曲坚赞（1302—1364年）始历十三世法王，凡264年。
第四，噶玛政权时期。
噶玛政权虽然时间不长，但它与格鲁派的斗争却十分尖锐。
第五，甘丹颇章政权时期。
从以上扼要的叙述可知，在僧人参政议政和主持政权的过程中，曾有萨迦、噶举、格鲁三个教派主持
过西藏地区的政权。
因而，可以说西藏僧人的关心政治、过问政事是有历史源渊的，即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藏区的僧人
始终与政权有联系或关系，在政教合一阶段处于政权的核心，而不像别的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教派不问
政事，潜心佛事。
这是由建立在封建农奴制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教合一制度所决定的，是由藏传佛教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作
用所决定的，也是藏区特殊的社会文化赋予藏传佛教的特殊使命。
我以为这是藏传佛教的一大特点。
这一特点也是后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具有同如日月的崇高地位的根本的社会历史原因
。
2.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在藏区的地位和作用是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建立的。
上文已述，第一、二世达赖喇嘛，第一、二、三世班禅额尔德尼都是后世追认的。
虽然由于宗喀巴大师的盖世威望和驻世时打下的雄厚基础，格鲁派在14世纪末叶至15世纪时就有相当
规模。
但是与当时的其他教派比较，在西藏政治事务中并没有多少分量。
格鲁派和达赖喇嘛系统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是三世达赖喇嘛到蒙古地区的传教，此举决定了蒙古地区
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信仰，也和蒙古的王公贵族建立了关系；其二是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额尔德尼
联合蒙古王公，推翻噶玛政权，建立甘丹颇章政权，赢得教争的胜利。
此举为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代表的格鲁派掌握整个西藏政教大权奠定了基础，也完成了达赖
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由宗教首领成为政权首领的过渡。
宗教首领和政权首领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两大地位，也是自16世纪以后其他教派未曾取代的
两大作用。
3.活佛文化是藏传佛教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在藏族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自13世纪以来的700年的发展中，活佛文化已形成自己的完整而丰富的文化系统，发挥着独特的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功能。
其特点主要在于：第一，广泛性。
以噶举派和格鲁派为主体，藏传佛教各派基本都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
因此，藏区的活佛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第二，层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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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的活佛虽然很多，但从实质的影响、作用看，存在着层次，即存在着佛位的高低问题。
比如，像哲蚌寺这样的大寺院，既有代表全寺的大活佛，代表札仓的活佛，也有代表康村的活佛；以
现在的行政区划观之，既有相当于自治区一级的大活佛，有州、县一级的活佛，也有乡、村一级的活
佛。
即如现在社会上一些人戏称的“部级活佛”、“局级活佛”、“处级活佛”、“科级活佛”等。
第三，系统性。
据有关资料反映，全国的转世活佛大约上千，而每一个活佛都有一转世系统，形成一网状结构。
第四，历史性。
每一个活佛的转世系统都代表着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比如，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活佛自让琼多杰至噶玛巴乳金赤列已传十七世，凡700多年。
因而现在某世活佛的影响往往是自此活佛系统建立以来的历世活佛影响的积累。
第五，权威性。
活佛是神权的典型代表。
可不可以称“活佛崇拜”，我想未必刻意如此用词，但是，由于藏民族历史上形成的长期的全民信教
现象，使藏人的崇佛（活佛依然）意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佛，作为藏人的精神导师，备受尊崇，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号召力和渗透力。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系统中，像达赖喇嘛五世、十三世，班禅额尔德尼九世、十世等都曾以其独
特的身份，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藏族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科学的每一个进步都将进入、影响到藏传佛教内部。
未来的活佛转世将如何发展，我们尚难做出准确的估计。
但是无论在理论或形式上活佛转世要发生变化这是自然的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
1996年7月5日在英国爱丁堡市郊罗斯林研究所威尔莫特实验室生下的世界上第一只利用成年动物细胞
无性繁殖的“克隆羊”——“复制动物”的出现，给活佛转世的理论思想提出了不同以往的论证材料
。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

书籍目录

序历辈达赖喇嘛  一世达赖喇嘛根敦朱巴  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  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  四世达赖喇
嘛云丹嘉措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七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格桑嘉措  八
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  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嘉措  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  十一世这赖喇嘛克珠嘉措  十二
世达赖喇嘛成烈嘉措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历辈班禅额尔德尼  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克珠杰  二世班禅
额尔德尼索南确朗  三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顿珠  四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确吉坚赞  五世班禅额尔德尼罗
桑益西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班丹益西  七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丹贝尼玛  八世班禅额尔德尼丹白旺秋  九
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确吉尼玛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藏、汉、公历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
尼生卒年参照表后记又后记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

章节摘录

水鸡年（1393年，洪武26年）3岁宗喀巴师徒前往真纠（rdzing－phyi）寺，重修弥勒佛铜像，宗喀巴
作慈氏赞文及发愿文。
木狗年（1394年，洪武27年）4岁宗喀巴师徒在真纠寺讲经，颇受僧众欢迎。
木猪年（1395年，洪武28年）5岁随父母来到卡堆通门（mthomg－smon今谢通门县境内），为一户富
农家庭放羊。
火鼠年（1396年，洪武29年）6岁随父母来到纳塘格登（snar－thang－dge－steng今日喀则县曲美chu
－mig乡境内），打短工度日。
火牛年（1397年，洪武30年）7岁父亲去世。
为超度先父的灵魂，手写《药王经》。
因家境贫寒，母子来到纳塘寺，向僧众乞食。
不久在纳塘寺出家为僧。
在纳塘寺堪布朱巴西饶（1357—1423年）处受近事戒，后拜嘉敦增札巴为师，学习藏文基础知识及《
藏文文法》、《因明学》、《菩萨行论》等。
火狗年（1406年，永乐4年）16岁3月1日在纳塘寺堪布朱巴西饶处受沙弥戒，取法名为根敦朱巴。
并学习《诗镜论》和《词藻集》。
第一次离开纳塘寺，前往江钦寺（byang－chen在今昂仁县境内），拜周钦索南洛仲、温栋土巴贝桑、
栋巴格哇欠哇为师，学习密宗的灌顶法，及传承、密授、指导、午赞、画坛等一切事相。
火猪年（1407年，永乐5年）17岁在江钦寺学习密宗修法。
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得银协巴（1384—1415年）应永乐皇帝之邀，抵达南京，被册封为“万行具
足十万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简称“大宝法王
”）。
土鼠年（1408年，永乐6年）18岁在江钦寺学习密宗修法。
永乐皇帝诏请宗喀巴进京，使臣因阐化王扎巴坚参及内邬宗本南喀桑布见宗喀巴于色拉其顶（se－ra
－chos－sdings）。
宗喀巴上书辞谢（此文存《宗喀巴全集》第2函）。
释迦益西（1352—1435年）代表宗喀巴进京，永乐皇帝赐见，并广为宣讲佛法。
土牛年（1409年，永乐7年）19岁返回纳塘寺，拜江钦洛丹为师，学习因明七论中的《释量论》原著和
宁欧贡噶贝哇著的《释量论释疏》。
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首次举行祈愿大法会，参加僧俗计数万人，祈愿大法会的总施主是阐化王扎巴坚
参。
祈愿法会结束后，宗喀巴决定兴建甘丹寺，建寺施主为阐化王属下大贵族仁钦贝和仁钦伦布父子为首
的阐化王臣民。
铁虎年（1410年，永乐8年）20岁2月11日在纳塘寺堪布朱巴西饶处受比丘戒。
拜江钦洛丹为师，学习《噶当六书》和《入菩萨行论》。
铁兔年（1411年，永乐9年）21岁在纳塘寺宁增钦波（nyer－rdzin－chen－po）处受《喜金刚》九种灌
顶。
是年宗喀巴撰写《五次第释》。
水龙年（1412年，永乐10年）22岁在纳塘寺依《释量论》立宗答辩。
水蛇年（1413年，永乐11年）23岁在纳塘寺学习因明学的其它著作。
萨迦喇嘛贡噶扎西（1349一1425年）应永乐皇帝之邀，抵达南京。
在京二年期间，讲经说法，弦歌不辍，赢得了永乐皇帝的欢喜，册封为“大乘法王”。
木马年（1414年，永乐12年）24岁在纳塘寺学习因明学著作《定量论》等。
是年宗喀巴著《四家合注》（vgrel－ba－bzhi－sbrags）。
木羊年（1415年，永乐13年）25岁春天，第二次离开纳塘寺，前往昌珠寺（khra－vbrug，在今乃东县
昌珠乡境内），拜松巴钦波贡桑（sems－pa－chen－po－kun－bzang）为师，学习《集量论》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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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论》。
6月前往塘波且（在今琼结县境内），拜荣栋夏加坚赞（rong－ston－shakya－rgyal－mtshan）（1367
—1449年）为师，学习《现观庄严论》等慈氏五论。
8月应阐化王扎巴坚参之邀，宗喀巴来到扎西垛喀（在今乃东县境内）。
这是根敦朱巴从塘波且前往扎西垛喀，首次拜见宗喀巴，并从宗喀巴学习《定量论释疑》、《辨了不
了义论》、《中论概说》、《事师五十广论》、《密宗十四根本戒》等经文。
9月返回塘波且，大师尼玛坚赞为其传授《密宗道果不动摇》、《十三大威德》、《十三阎罗》、《
十三阎神》的灌顶、传、承、密授、指导、午赞、画坛等一切事相。
10月从塘波且前往甘丹寺，住20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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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本书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八·五”重点项目。
2.本书主要使用藏文第一手材料写成。
藏、汉、公历历辈达赖喇嘛、历辈班禅额尔德尼生卒年参照表为主编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3.本书编写过程中曾得到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有关专家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支
持和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4.由于编者、著者能力有限，舛误之处在所难免，尤其是使用公历以后有关谱主的藏历和公历月日的
换算，敬请读者指正。

Page 1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

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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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