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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孙悟湖博士所著《汉族、藏族、蒙古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研究》一书，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
花数年时间补充拓展而完成的，立意新颖，内容丰富，从民族关系史和宗教文化史相结合的角度，论
述了中国历史上值得关注、令人回味的汉、藏、蒙交往的盛事，总结三个民族文化互动的经验和智慧
，意在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和多元通和文化生态模式提供有力的论证，以便推动民族团结和
文化交流，这是很有意义的。
中央民族大学多民族多文化的环境为他的写作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哲学与宗教学系的民族宗教学
学科建设和多民族师生的融洽相处，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动力。
他是蒙古族青年，又长期生活在北京，对蒙、汉文化较为熟悉，在大学受过哲学理论的系统训练，在
研究生期间又学过藏文、藏传佛教和宗教学，有着探讨这一课题的良好素质。
他刻苦钻研，又虚心向周围专家学习，终于结出学术硕果。
　　国内外学界对汉、藏、蒙古三族文化的研究，成果颇多；有些论著研究蒙、藏关系，也有论著谈
到汉、藏关系，但直接以汉、藏、蒙古三族文化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则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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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族 藏族 蒙古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研究》以汉、藏、蒙三个民族互相组合而分上、中、下三
篇，上篇为蒙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主要从藏传佛教向蒙古族地区的传播，包括传播的背景、过程、
意义，从藏传佛教的政治地位和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信仰状况上分析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发
展；藏传佛教与蒙古萨满教的内在紧张等论题进行论述。
中篇为汉藏宗教思想文化的交流，主要从汉藏民间层面、汉藏学者、僧侣层面等角度探讨汉藏宗教思
想文化的交流。
下篇为汉蒙宗教思想文化交流，主要分析蒙汉宗教政策、蒙汉宗教观念、蒙汉宗教礼制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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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上篇：蒙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研究第一章藏传佛教向蒙古族地区的传播一、藏传佛教向蒙古族
地区传播的背景二、藏传佛教向蒙古族地区传播的过程三、藏传佛教向蒙古族地区传播的意义第二章
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发展一、藏传佛教的政治地位二、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信仰状况第三章
藏传佛教与蒙古萨满教的内在紧张一、佛教取代苯教的背景与藏传佛教取代萨满教的背景二、藏传佛
教与萨满教的冲突中篇：汉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第一章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上)--唐代及
其以前汉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考一、唐以前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二、唐代汉藏民间层面宗
教思想文化交流第二章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中)--宋、元时期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
交流一、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二、元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第三章汉藏民
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下)--明、清、民国时期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一、明代汉藏民间
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二、清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三、民国时期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
文化交流第四章汉藏学者、僧侣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上)--唐代汉藏学者、僧侣层面宗教思想文化
交流第五章汉藏学者、僧侣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中)--宋代汉藏学者、僧侣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
第六章汉藏学者、僧侣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下)--元代汉藏学者、僧侣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一、
儒士、道士与藏传佛教僧人的交流二、汉地佛教僧人与藏传佛教僧人的交流下篇：蒙汉宗教思想文化
交流第一章元代宗教文化的特点第二章蒙汉宗教政策的交流一、吸收借鉴儒家的一系列治国方略二、
对汉地佛教和道教的推崇与利用第三章蒙汉宗教观念的交流一、蒙古族的天神观与华夏传统宗教的天
神观之比较二、蒙古族的天神观吸收借鉴汉族天神观的部分思想而演变为重伦理的宗教第四章蒙汉宗
教礼制的交流一、吸收借鉴汉族的礼乐制度二、借鉴汉族的祭祀制度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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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藏传佛教向蒙古族地区传播的过程　藏传佛教向蒙古族地区传播可分六期：成吉思汗时代为
第一朗；窝阔台与蒙哥时期为第二期；忽必烈时代为第三期；忽必烈以后至元朝灭亡为第四期；俺答
汗与索南嘉措时期为第五期；清朝时期为第六期。
　第一期。
成吉思汗时代。
藏传佛教已开始向蒙古族地区传皤，但这种传播是非官方性的和非大规模的，只是一种局部的和浅层
的。
蒙古汗国在扩张过程中，曾一度面临对吐蕃的经略。
成吉思汗之时，几次对西夏的征战和对印度用兵都曾兵临藏地边境，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至于是否发生战争，史料记载互有矛盾。
《蒙古佛教史》中说：“火兔年(1207年)，梵天法王博克达成吉思汗亲自派人从西藏的前藏到后藏去
，与萨迦派的萨钦·贡噶宁布结成施主与上师的关系，并从前后藏地方迎请佛像、佛经、佛塔，使得
蒙古人对佛法获得坚固不坏的信仰。
对佛法信奉和有持居士戒者出现，这是佛教在蒙古地方传播的开始。
”①《青史》记载：“(成吉思汗)四十五岁，丙寅年(1206年)出征西藏。
西藏的爱门部的诺颜朱加与呼和杜利等来迎，设宴奉献无数的礼物，并且奉献出阿里三部，卫藏四族
，拉母三岳地方，其国全部降服。
成吉思汗大喜，乃备仪礼致书与西藏萨迦派大喇嘛呼和宁布说：‘早就想聘请喇嘛你，然而迄今因为
政事俗务军事未能就绪，所以未能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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