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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千餘年來，藏族人民創造了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留下了蔚為大觀的傳統，過著千年來

幾乎很少變化的藏式生活，特別是虔誠而牢不可破的宗教信仰，尤其是如此。文化的傳統性

格強，對藏族的現代化而言，會不會是一種阻力呢？相信這是很多人關切的問題。藏族社會

要走向現代化，僧侶也必須具備現代知識，適應現代社會需求，甚至於起領導社會的責任。

本文擬就這一課題，談談個人的想法，因身居藏外，難免有隔靴騷癢之處，敬請讀者指正。 

二、藏傳佛教的問題和矛盾 

藏傳佛教雖取得一些成就，但也面臨一些問題，以下從教育、經濟、信仰和生活等方面，

稍作些剖析。 

(一)教育方面 

藏傳佛教源遠流長，也曾一度輝煌，使藏民族形成了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優越心理，這

種心理，一方面表現為對外來文化的排斥；另一方面表現為極端重視本民族文化。這樣，寺

院教育作為民族傳統文化繼承和傳播的具體形式，得到藏族的普遍認同和保護，來自外界的

現代學校教育，就容易引起排斥和消極抵制。 

生產水準的落後，使廣大農牧區民眾難以產生對現代科技、現代知識的需求，民族傳統

文化又足以滿足日常生活之所需，這樣對文化的創新，難以造成內在的衝動，從而使許多家

長不僅放棄了自己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而且對孩子的前途和幸福也十分茫然。他們對兒童是

否上學，及學習成績的好壞不大關心，對兒童入寺為僧卻很感興趣。他們寧願捐錢修寺廟，

而不願集資辦學。 

因此，藏區到處都是寺院、佛塔、經幡、佛龕等，廣大青少年從小就生活在宗教氛圍十

分濃厚的環境中，自然地受到宗教的影響，有的學生每逢宗教節日，就曠課參加宗教活動，

也有不少學生退學或畢業後去寺院出家為喇嘛的情形。據大陸相關部門統計，藏傳佛教寺院

的僧人中，有 20%以上是未滿十八歲的青少年，甚至有的僧人只有五、六歲，這無疑給藏族

地區普及教育帶來了障礙。 

(二)經濟方面 

藏區有些寺院的僧侶基於傳統不事生產的習慣，對教眾的布施「來者不拒」，這種「只入

不出」對藏區經濟的發展起相當大的阻礙作用。此外，隨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執行，藏區

僧侶人口迅速增長，導致人口發展的畸形異常，帶給藏族社會的惡果是人口增長緩慢，勞動

力匱乏，生產不能發展，影響了藏區的經濟發展。 

(三)信仰本身 



儘管中國憲法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目前在藏區還沒有很

好的落實執行。像去年有一位從拉薩回來的朋友告訴我說，拉薩的薩嘎達瓦節，中共軍警嚴

陣以待，生怕群眾人多會鬧事，先是在通往拉薩的交通要道上，設崗哨阻止藏人參加這一傳

統宗教活動。後來發現參加活動的藏族較少，又開始動員附近的藏民前往參加，藏民看在眼

裏哭笑不得。可見所謂宗教自由，受限仍然很多，像共產黨員和政府幹部也都被一紙行政命

令剝奪了自由信仰宗教的權利。此外，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也有一些藏族領導幹部沾染官僚

主義之風，他們不關心廣大農牧民群眾的痛苦，反而高高在上，壓搾民脂民膏，有些農牧民

因而自怨自艾，認為自己貧窮是前世造的孽，而少數幹部如此神氣十足是前世積德的結果，

從佛教的「業報」觀中，更加虔誠拜佛，追求來世，再也不相信任何反宗教的宣傳了。 

(四)喇嘛的生活方面 

過去，大多數藏族僧侶主要依靠教眾的布施為生。在現行的制度下，政府為使寺院自養，

劃給寺院一定的耕地、草場、林場，並給予低稅、免稅及其他一些優惠政策，使僧尼的生活

得到了保障。儘管這樣，還是有不少寺院的僧侶存有傳統「等、靠、要」的思想，即「等政

府的救濟，靠群眾的布施，要信眾（或家庭）的幫助。」在交通越閉塞，文化越落後的地區，

僧侶人口就越增長。如此，寺院規模的擴大和日常生活及宗教禮拜的消費乃增加，寺院收取

布施和化緣的現象越來越多。如此，定會給各級政府和信教群眾增加負擔，而影響藏區現代

化的進程。 

三、藏傳佛教與現代化的思考 

目前，藏傳佛教如何與藏區的社會相協調，如何適應現代化發展的潮流，如何同現代教

育有機地結合起來，實現從「文化僧用」到「文化俗用」的轉變，是當前值得去探討和解決

的問題。這裏只就觀念的轉變、寺院教育的更新和直接參與經濟等方面，作些客觀的思考。 

(一)轉變錯誤觀念，實踐佛法精神 

1.藏傳佛教宣揚「佛法無邊」，實際上是告訴信眾，到處都有佛法；認識「人生苦海」，

使更加珍惜人生，重視人本；以「眾生平等」發揚民本，以「極樂世界」闡揚心淨則國土淨

的道理，不是教人逃避現實，盡追求來世之希望。因為一般人錯誤理解，使佛法變成了迷信，

束縛人們思想，窒息了人民意志，從而影響到藏族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的罪魁禍首。因此二十

一世紀的現代僧侶必須貫澈饒益眾生、度人度己的菩薩精神，積極走入社會，引導廣大信眾

從過於追逐虛幻和輕視現實中轉變過來，建設看得見觸得著的人間淨土，才算是理事圓融。

因此僧侶要從本身做起，傚法過去大班智達們不僅要認識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超自然

的錯綜複雜的關係，而且要學習像過去的大師們，具足學問、德行和善心的所謂「克尊桑松」

（"mkhas btsun bzang gsum"，意為賢正善良）的最高風範，在佛法事業方面做個在講說、

辯經、著作三項全能的所謂「卻決仲松」（'chad rtsod rtsom gsum，意為講辯著作）的頂尖

好手，必能風行草偃，為藏族全面現代化而催生。 

2.積極引導廣大僧侶走向社會，邁向未來，面對世界。要從守舊、落後轉變到創新、進

步的軌道上，以實踐佛法回饋社會，甚至宣揚到世界，與海外藏胞接軌，為藏區實現現代化，

為藏傳佛教走向世界而努力。 



3.必須積極引導廣大僧侶在繼承和發揚藏傳佛教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本著積極進取

與勇於開拓的精神，大量地吸收現代科學中涌現出來的觀點正確、內容新穎的研究成果，不

斷地豐富和擴大自己的學術領域。或一如西方傳教士們，仍至台灣很多僧尼所做的許多學術

貢獻和影響深遠的社會救濟事業，為藏區現代化直接貢獻心力。 

(二)更新寺院教育 

1.目前的寺院教育在舊傳統已經蕩然無存，新的規章制度又不健全的情況下，師資面臨

青黃不接，教學管理十分鬆散，缺乏直接性和針對性。新時期的寺院教育必須建立一套結合

傳統優點和適應民主需要的寺院管理制度，推動前瞻性的紀律管理和學經、辯經制度。鼓勵

寺院興辦現代化學校，發展五育均衡，五明並重，能兼具現代教育理念。不僅限於訓練僧才，

也開放讓有興趣學經未必希望出家的世俗青年，也可以公開或正式的在寺院學校中學習佛

法，迎合前所說時下有些家長偏好送子女入寺院學習的心理，將寺院所興辦的學校，全部列

入各級教育的一環，在教學方式或課程內容上，給予寺院學校較多的自主和發展空間，避免

每年有成千上百的藏區青年，為了學習佛法爬山涉水地非法出境到印度，進入南印度三大寺

等地學經。即使貴為噶舉派領導人的第十七世大寶法王，也干冒大不韙地勇於出走，關鍵恐

怕還是教育環境不理想所導致的後果，如果不積極改善，也許十年之後，藏傳佛教盛行於域

外，藏區成千上萬的寺院要從外國禮聘阿闍黎和堪布了。 

2.其次，在現有藏傳佛學院的教學方法上，筆者所知有限，如果根據大陸學者們的一般

看法，認為一定要注重啟發式，避免「滿堂灌」的教學方法，要充分發揮學僧的學習積極性。

教師除在課堂上講授外，還可根據學僧提出的問題進行集體和個別輔導，解疑答難。這樣，

可避免寺院教育從師學經的單一性，可使學僧充分獲得系統的與實際相聯繫的知識。此外，

要培養學僧的自學能力，只有具備較高的自學能力和掌握先進的學習方法，才能適應未來教

育的發展需要。學僧不僅要精通藏傳佛教的經論，而且要學會一至二門外語。此外，筆者認

為：藏傳佛教的傳統教學特色，就是辯經訓練，沒有學好這套方法，註定經是學不好的，因

為無論是老師講課，學生問問題，老師答問題，同學之間切磋，乃至於前哲們著作的課本、

釋論等等，都是使用這一套工具來進行。即使是現在，方法是可以改進，但還是不能不用。 

3.要更新寺院的教學內容，編寫出適合寺院初級、中級、高級僧侶的學習教材。教材的

編寫也應由淺入深，循循善誘，文字通俗易懂，義理精要可捉摸，教學大綱要做到系列化，

以便各有側重，相互銜接，克服在教學內容上相互脫節和重複的現象。如初級學院主要教學

內容應是佛學常識、儀軌念誦、寺院規制及一般基礎知識等，中級學院應是歷史學、漢語文、

大小五明學等；高級學院應是顯宗學、密宗學等，實踐佛教的戒定慧修持方法，證悟緣起性

空之妙理。主要是因為大環境的變化日新月異，做為一位佛教法師，除了要精通佛學的義理

之外，又要為度化眾生而充實更多世出世間的學問，幾乎非全能不可。 

(三)參與藏區經濟的發展 

藏族是一個全民信教的民族，在以僧侶為媒介傳播藏傳佛教的形式下，寺院僧侶的言行

及思想直接影響著藏族農牧民的思想和行為。以故，藏傳佛教對藏區社會秩序的維持有一定

的積極作用。藏傳佛教的上層人士在廣大信教群眾中有著較大的影響力，他們的言論直接影

響著廣大信教群眾的行為，並直接左右著信教群眾的行為選擇。如何讓寺院僧侶直接投入藏



區的現代化經濟建設，的確是相當重要。但只能起帶頭的號召的作用，要僧人直接投入生產

行列，仍然有相當的困難，原則上應該走社會分工的路線，使僧侶回歸到宗教的範疇中。在

藏區生產力水準低下，經濟文化落后，接受新生事物遲緩的情況下，借助宗教力量和僧侶的

地位，來進行現代化經濟思想的宣導。 

四、結  語 

綜上所述，藏傳佛教與藏區現代化，是一個充滿矛盾而又不斷解決矛盾的過程。藏傳佛

教對藏人的影嚮將是長期的，要長期引導它與藏區現代社會相適應，使之有利于藏區現代社

會的發展，只有真正落實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緊張對立自然就會消失。 

個人認為：藏族文化之所以歷久彌新，主要是擁有盤根錯結的堅實基礎，這樣的文化基

礎，也許會對現代化的改革產生很大的阻力，但如果善於揚長補短，應該是正面意義大於反

面意義。例如過去大陸曾經雷厲風行的「除舊佈新」，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期，當時所期待的

現代化現在看來不僅遙遙無期，甚且造成文化的停滯和倒退，就是一個鮮明的例證。反而是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中，隱隱約約地看到了藏族現代化的契機， 

不可否認的，目前仍有很多人心存反宗教反傳統的想法，盡作反向的思考，認為藏族各

方面的落後，主要的原因是太固守傳統和迷信宗教，我想這是仁智互見的問題，但我願肯定

的是：藏族的現代化不是以棄置傳統，消亡宗教「就」可以達成的。唯有以更開明的態度，

發揚傳統精神，珍視宗教文化，才可以遏阻物欲橫流的歪風，為藏族的現代化插上雙翅，使

她平穩地飛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