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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吐蕃《礼仪问答写卷》的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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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简要分析了敦煌古藏文文本《礼仪问答写卷》中所蕴含的伦理思想，以揭示其在

伦理学上的价值。 

  伦理学是人类社会最早产生的意识形式和文化现象之一，它体现的是人类要求完善自己、完

善他人以及社会的道德愿望和道德思考。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人们都有对善恶的评价标准。

在藏族早期著作《礼议问答写卷》中体现了当时人们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观念，本文对此作一简要

分析。 

  一 

  《礼仪问答写卷》见诸敦煌本古藏文文书P.T.1283号卷，堪称吐蕃时期一部极其重要的伦理

学文献。王尧先生在《礼仪问答写卷》译解中提到这是“八、九世纪之间的卷子”，索平教授在

他的一篇关于《礼仪问答写卷》初探的论文中提出七世纪末产生的观点，本人倾向于第二种看

法。公元八世纪中叶的藏王赤松德赞时期吐蕃强势达到顶峰，他广建寺庙，大力兴佛，八、九世

纪是佛教的一个兴盛时期，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影响非常大。如果《写卷》是体现当时人们伦理

道德的著作，那么多多少少会有佛教思想的浸染，而《写卷护是唯一一卷没有受到宗教香烟熏染

的集合了吐蕃时期藏族人民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方法的伦理学著作。”① 

  《礼仪问答写卷》以兄与弟对话的形式，详细而又全面地论述了如何协调人际之间的各种伦

理道德关系及如何待人接物的礼节等问题，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从它的写作意图来看，

其出发点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想用道德舆论和道德说教这一特殊的“润滑剂”与“缓冲

剂”来调和社会矛盾。藏族学者丹珠昂奔曾把它与汉民族的《论语》相比拟，认为它的出现使吐

蕃时期的藏族伦理思想达到相当高的高度。 

  二 

  《写卷》中的伦理思想：关于公正。在伦理学中对于公正的定义，传统的定义是“给人以应

得，”较新的关于公正的定义是指同等的利害相交换的平等对待。“王之国法……均等，则谓公

正；若虽非出于正法，但真实与虚假，是与非，二者有别，则枝节即可无误而事成。若为长官，



 

应如虚空普罩天下；应如称赞一样公平。”②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但

事实上要做到公正，只有可能是在对统治阶级有益，不损害他们利益的前提下方可能实现的。

“为官公正，现时即于己有益。”③只有在“于己有益”的基础上能为官公正。“应设身处地，

役使要恰如其分。若对子、姪与奴仆能如此行事，则对己有利，他人亦欣然愿意亲近。如此行而

不变，即为公正之法。”④提出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尊重别人，如同尊重自己，自己方便

与人方便，体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公正则是不

完全同等的利害相交换的平等对待。 

  关于善恶。善与恶是人类最一般的道德意识，也是最普遍最基本的道德情感。人们把那些有

利于自己、他人及社会群体的行为和事件当成是善，而把那些有害于自己、他人及社会群体的行

为和事件当作是恶。“对人有益，对己永远有利；危害他人，对己长远有碍”。“行恶得善者百

中得一。行善得善者比比皆是。”⑤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劝人们行善，对当时建立

和平安宁的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主人仁慈，比授予政权还好。官长仁慈地给予智慧、

教诲乃是最大的仁慈。”⑥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主人”的“仁慈”对不同阶级的人来说方法和

程度是很不一样的。对劳动人民的“仁慈”充其量不过是把他们当人看待，赋予某种同情而已。

提出要明辨是非、善恶分明。“（别人）怀疑自己有过错……忠实地说出，指出自己的过错，这

是对自己爱护。……故从财物和甜言来欺骗而说好话，这对己有害。”⑦鼓励直言进谏，不偏听

偏信，这对治国治家，都有积极作用。 

  关于良心。良心是人所特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也是人对其行为的自我评价能力。马克

思说：“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⑧良心是由人的使命在于唤起人们善善

恶恶，爱其所爱，恨其所恨的正义感。“心安为殊胜之安。若心不安，其他任何安乐亦不安

乐。”⑨良心对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动机予以肯定，对不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动机予以抑制或否

定。“不义之财见之如鬼不善不乐。诱饵之食，见而欲呕而不觉其香。”（10）认为出发点不

纯，获得财富也会受良心谴责。“珍宝、食物二者若是起意不良，则成重压，自应视为死故

矣。”（11）古人能提出这样的观点，可见当时人们的伦理道德水平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相对于

现在，一些观点仍然适用。 

  关于权利和义务。权利是一种强制力量，根本性质仅为管理者、统治者所有，义务是必须

的，受权利保障，义务是应该且必须的贡献。要求别人尊重自己，首先要尊重别人。“居高位而

不欺凌、役使下人，行为正直。下人应能瞻前顾后，为未来永久平安，能不断做出成绩。”

（12）权利和义务有相等的关系，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同样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对国家尽义

务，就是忠于社稷“生命与社翟不能抛弃。”（13）大到国家，小到对家庭都如此。“儿辈能使

父母、师长不感遗憾抱恨，即为最上之孝敬。”（14）父母有抚养、教育培养子女的权利和义

务，子女又有孝敬长辈的义务。表明孝敬长辈是为人的重要道德。 

  关于婚姻家庭道德。婚姻家庭是人类社会发展到阶段的产物，随着一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

变化。婚姻家庭的形式，结构和性质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与此相适应，人类社会的婚姻家庭道

德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婚姻，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是一种为人类所独有的社会现象。从人类

与动物分道扬镳的时候开始，婚姻已承受了人类祖先赋予它的文化意义，并逐渐地习俗化、社会

化、道德化、科学化。”（15）《写卷》主张建立和谐安宁的家庭生活：“若有情义，同心协

力，不仅眷属和睦，行至何方相安无事，子与你同心，弟与兄民心，……妻与夫同心。”（16）

从中可以看出男性家长是绝对的主宰，夫权为大。“妻子无论怎样美貌都可以买来，找到。”

（17）男尊女卑倾向明显，将女性当成一种附属品。“娶妻要选有财富与智慧者，若两者不兼

备，应选有财富者。”（18）把娶妻当成增加财富和廉价劳动的一种手段。“父母年老，定要保

护、报恩。养育之恩，应尽力报答为是。”（19）表明孝敬父母、尊老爱幼是为人的重要道德。

还提到如何处理、协调婆媳关系，“公婆对媳妇勿当面呵斥、指责，……媳妇也应将公婆作父母



 

看待。”（20） 

  在为人处世方面，提出做人的道德标准是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不怒、报恩、知

耻、谨慎而勤奋，全力反对非做人之道“偏袒、暴戾、轻浮、无耻、忘恩、无同情心，易怒、骄

傲、懒惰。”21 

  认为对人要“施以真言”“不说谎言”才能取得“信任”，对凡是“可信赖者”，一定要

“依靠之”，而对“不可信赖者”，则切勿依靠。处世要廉卑逊让，知足寡欲，创造而不占有，

成功而不据傲。不以金钱衡量人，而以人的道德品质来衡量人，“敬重正直穷人，应胜过富

人；……敬重（乞丐）应胜过盗贼”22可以看出，在早期的藏族社会，人们就已经开始注重人的

道德修养，人们对伦理道德的重视是伴随着社会发展，伴随着文明产生、发展的。在原始社会时

期由于实行公有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还不太尖锐，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随

着私有制产生，人与人出现利益冲突，人们为了避免彼此的利益被侵犯，用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行

为，从而调和人们之间的矛盾，达到社会基本安定。 

  三 

  总之，《写卷》伦理思想的出发点是和睦安宁的社会和家庭，其道德规范和行为要求都围绕

这一主题展开：要求统治者公正、宽厚，要求普遍百姓守法、忍耐，个人的道德规范中，公正和

温顺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这种重整体而不重个人的特点，与汉民族的伦理思想极为相似。 

  其次，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也是《写卷》伦理思想的重要特点，其处理人际关系的出发点

和最终目的都着眼于是否于自己有利这一中心命题，特别是从人生经验而来的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的技巧部分最为明显，比如其提出“为官公正”就是“于己有益”，侍奉、孝敬父母问题的提出

都以“有何利益”为出发点。 

  从以上粗浅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写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中

也有许多我们值得借鉴的东西，我们要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对待它，不断地丰富伦

理的内容。 

  注：①丹珠昂奔，藏族文化散论[C ] P261 

  ②③④⑤⑥⑦⑨10 11 12 13 14 16 17 18 19 20 21 22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C]。 

  ⑧马恩全集，[M]，第6卷P152 

  15杨明，藏族传统道德探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P89 

  ①收稿日期：2000-11-15 

  作者简介：罗央，女，藏族，现为西藏大学政史系讲师。（西藏大学政史系 拉萨 

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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