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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种文化都随社会的变革而变革，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

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必须不断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世界。作为一

种文化现象的宗教也不例外。民族性和时代性，是一切文化必然具备的两种基本属性。同一个时

代，不同的民族文化具有不同的特点，有很多差别。这种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特别之

处，就表现了文化的民族性，这是一切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基础。而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时代就

有不同的文化，如奴隶制文化、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等。文化除了民族之间的区别之

外，还有古今的区别即时代的区别，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这种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化

整体发育水平的差异，是衡量一切民族文化先进还是落后、发达还是不发达的客观标准。因此，

西藏要想使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获得生机和活力，就必须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积极主动地对民

族传统文化不断做出改革与调整，以适应现代社会不断创新的要求。而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创新，

必须建立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必须根植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保持现代化进程中的民

族特色，即民族文化的独立性。 

  一、藏传佛教现代化变革的必然性 

  藏传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其存在方式必然是封闭性文化生态，它以先存的观念统辖客观

实在并以此为标准，竭力保持各个原有文化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拒绝外来文化因素，排斥异

质。这种封闭性的文化生态，必然缺少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终将在世界范围的竞争中失败，因

不适应飞速发展的世界而日趋衰竭。而世界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以开放性文化生态为其存在方式

的，它顺应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要求，不断吸收富有活力的外来文化因素，及时排除

自身陈腐、不适应现代化的原有文化因素，在不断的新旧交替中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藏传佛教

文化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把原有的封闭性生存状态转变为开放性生存状态，在开放中求生

存，在改革创新中求发展。否则，只能走向消亡或被迫转变。 

  二、藏传佛教现代化变革的可能选择 

  反思西藏的传统文化，今后西藏文化的发展道路可能有三条：一是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这

是危险的，没有前途的，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二是全面接受外来文化，完全否定抛弃民族传

统，这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丧失文化的民族性，也不会真正学习外来文化。否认本民族



 

的优良传统文化，把过去的一切都看成一团糟，那就失了前进的基础，发展也成了无根之木，无

源之水。三是认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创造精神，主动吸收所有民族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进而发展自己的新文化。这是唯一正确的有前途的发展道路。只有认识自己民族的缺点，才能克

服那些阻碍进步的传统习惯势力，才能舍旧取新，大步前进；只有了解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才

能保持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应该说，在以藏传佛教为主体的西藏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的消极成

分，历史留给我们的包袱实在太多太重。但在对待藏传佛教等传统文化的态度上，首先要反对文

化保守主义、复古主义和迷信的成分，大胆吸收一切先进的东西。西藏传统文化中最大的糟粕是

两个字—迷信。迷信是解放思想的障碍，迷信是转变观念的阻力，迷信是西藏经济建 

设的消极因素，迷信是西藏社会进步的精神枷锁。迷信影响了科学的普及，阻碍了实用技术的推

广，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是西藏地方与祖国，与世界同步迈向现代化的落后之源。迷信不破，科

学不兴，西藏的进步，民族的振兴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要努力保持藏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就要

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西藏要发展，要进步，必须破除迷信，崇尚科学，依靠自身，创造幸

福。 

  三、藏传佛教变革的历史轨迹 

  现在，西藏已经超越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阶段而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时代变了，作为意识

形态之一的藏传佛教也要随之变化。纵观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改革的历

史。在吐蕃时期的佛教传入和以佛教原理为核心，大量吸收本教文化中可以利用的因素，使佛教

更适合西藏社会和民族文化的特点，完成了佛教的重大变革，为佛教在西藏的大规模发展辅平了

道路。从元朝后半期，由于宗教戒律的逐渐松弛，僧人不受戒律，沉溺于追求享乐和世俗权力的

风气愈演愈烈，宗教集团更加腐化堕落，其直接后果是宗教在民众中的威信下降，僧倡与民众之

间的矛盾加剧。这不仅使佛教日渐丧失其社会和民众基础，也导致了佛教在西藏社会中的影响，

从而使藏传佛教自身的发展陷入困境，进入被称为“法难”的时期。在这危急关头，宗喀巴顺应

时代要求，对藏传佛教进行全面总结和革新，力挽狂澜，救佛教于颓势，创出了一个新的教派—

—格鲁派，从而给当时已十分涣散并处于危机之中的藏传佛教带来了转机和新的气息。这是佛教

在西藏的第二次大变革。今天，西藏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当今世界科学文化全球化、信息化的

发展，又一次给藏传佛教带来了重大的改革契机。 

  四、世俗化，理性化应是藏传佛教现代化变革的正确选择 

  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与普及，人们宁愿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习和工作上，而不是祈祷。人们探

索、研究和解释自然、社会和精神现象时更多地把目光放在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

人们解释社会现象时，也往往求之于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和历史学，宗教思想的古老遗产必

须用新的研究和说明。宗教作用的发挥，越来越局限于科学无法完全把握的人生问题、伦理问题

和心灵问题方面，宗教在这方面的解释功能、心理消解功能、信仰治疗功能还有相当大的文化价

值优势。与此相对应，世界各个宗教也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宗教神圣化作用减退；在许多方面，

科学逐渐代替宗教；宗教对人的约束力减弱；宗教戒律的社会伦理的束缚力逐步失去了人们生活

行为的基本指导和评价标准的地位和作用，而由理性和法律取而代之。这是世界宗教的共同背景

和现实发展趋势，藏传佛教也不例外。 

  在上述的大趋势中，藏传佛教必须做出反应，不能再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听之任之了。藏

传佛教要想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最关键的是要放下架子，迈出门槛，大胆探索现代化改革

之路。而现代化改革的主要方向和任务是：藏传佛教走向世俗化、理性化，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社

会的要求和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要求。所谓世俗化，就是要求藏传佛教由封闭和神圣过渡到开放

和世俗，由出世走向入世，走多元化、个性化、理性化的发展道路，使宗教与现代社会相结合，

宗教更加关注现世生活，肯定现世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生的欢乐，主张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



人类。当西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宗教的统治地位不复存在，信教只是个人的私事，宗教的地

位由主变为客，走向世俗化应是其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另外，藏传佛教的信徒生活在现代文明

的大气候下，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和规模上接受着现代文明的熏陶和影响，藏传佛教要想维持信徒

信仰，必然走向世俗化。宗教世俗化的注重现世生活也与佛陀重视人间苦难的根本精神并不冲

突。藏传佛教世俗化也是社会理性化的过程。现代世界发展的全球化与多元性、个 

性化，没有一种文化可以超越一切成为其他文化的主宰。世俗化改革有利于藏传佛教与现代文明

接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跟上时代前进步伐，顺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如宗教学家所

说：“宗教及其神学作为人的信仰和人的思索与追求，离不开人所生存的现实社会和外在世界。

因此，宗教与社会的适应，与时代的协调就显得特别重要。神学并非空洞的玄思，而是有着丰富

的社会内涵和时代特色。宗教虽然有超然的追求，其价值、境界和精神却必然体现在现实存在之

中。从这一意义说，宗教的正常存在与发展应该是关心现实而不应遁世消隐，应是开放的而不是

自我封闭，应是对话的而不是自我独白，应是宽容的而不是唯我独尊，应是充满爱心的而不是抱

有怨恨。宗教在注重现实社会和人生中不断完善与提高，使宗教既能达到升华和超越之境，又能

为社会进步，世界发展做出贡献。”这是世界宗教改革的方向，也是藏传佛教的改革之路。 

  国务院新闻办《西藏文化的发展》白皮书中指出：“西藏文化的发展态势发生了实质性的变

化，打破了封闭、停滞和萎缩状态，形成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的开放和发展态势。在传统文

化得到弘扬的同时，现代科技教育和新闻传播文化从无到有，获得了空前发展。”这就对藏传佛

教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藏传佛教向理性化方向发展，就是要求宗教关注科学，

强调理性和信仰，用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来充实和变革宗教理论，以新事物丰富和

完善旧事物。这就要求佛教僧人更多地研究科学，掌握当今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信息，更科学更

理性地帮助信徒发展自我，实现自身价值。藏传佛教理性化要求宗教自身现代化，使其适应现代

社会信徒的需求，大胆突破中世纪的教条主义，引导信徒肯定今世、尊重人格、尊重人生、尊重

良心；尊重妇女的尊严、婚姻的神圣、工作的高尚、个性自由的价值；引导信徒积极努力，追求

幸福，创造财富与智慧；引导信徒提高信仰层次，摒除封建迷信。 

  五、藏传佛教的发展必须与当代社会相适应 

  在世俗化、理性化的改革中，藏传佛教还要顺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发展形势做出调整，在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这个根本宗旨的前提下，以爱国主义为基

础，以法律为准绳，不断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发展的需求，实现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协调发

展。概括地说，主要做到以下几方面的适应： 

  （一）政治上的适应。藏传佛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不断的

改革，逐步适应社会主义的总体要求。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对它具有可容性。这是历史发展

的总体趋势。无论社会现实还是宗教自身，都需要这种适应。 

  （二）经济上的适应。一方面寺院组织要教育信教群众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破除迷信和陈

旧观念，响应政府号召，学习科学技术，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大力发展产业经济。另一

方面，寺院也应利用自身优势，创办寺院经济，主动服务社会。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

必经之路。只有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才能从根本消除小农社会和封建奴隶制社会遗留的思想观

念，才能建立新的文化价值体系。 

  （三）思想上的适应。宗教组织要致力于民众思想的改变解放和观念的更新，对不适应时代

要求的传统观念要逐步改变：自我满足，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想；改变民族自信心的缺乏和

等、靠、要思想；改变轻商贱利思想；改变封闭保守，地区封锁，对外戒备与排斥的思想；改变

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囿于传统的思想；改变崇尚宗教迷信，轻视科学技术的思想等等。 



 

  （四）道德规范上的适应。藏传佛教戒律要求的道德规范要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

求加以改变，尤其要弘扬藏传佛教中“护国利民”的进步思想和全社会共同遵崇的与人为善，遵

守诺言，诚实守信，遵老敬贤的道德规范。以培育 

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人们道德规范的目标。 

  （五）心理上的适应。直到今天，人们抵抗自然和社会压力的能力仍然十分有限，人与人、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远未达到和谐状况，挫折与失败、压抑与无奈对个人来说普遍存在。

寺院组织要在这方面给人安慰和力量，使人们增强自信心和安全感，解除孤独感，建立归属感，

减轻心理压力，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与安适。 

  （六）文化上的适应。寺院僧倡利用寺院丰富的典籍、文物，藏语文人才众多的优势，致力

于藏族传统文化、历史的研究与整理，为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做出应有的贡献。另外，要加强

现代治学思想指导下的学术研究，引导和支持佛教的文化、心理和哲学趋向，摒弃混杂在宗教信

仰中的迷信色彩，消除宗教迷信对群众的训导。 

  综上所述，藏传佛教与现代化的适应性是历史的必然。要使西藏传统文化不断发展，为使西

藏的明天更加进步、更加富裕、更加文明、更加开放、更加美好。要克服、摒弃藏传佛教中的不

利因素和糟粕，科学的继承和弘扬西藏传统文化，以健康的、文明的传统文化服务于社会，教育

于人民，以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作者简介：江夏·德吉卓嘎，女，藏族，1964年出生，西藏教育厅电教馆教研培训科副科

长，翻译，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历史及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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