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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宗教对话肇始于基督教为谋求教内各派和解而进行的探索,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

热门的宗教理论之一,为世界各大宗教所接受。我国学术界对宗教对话理论的研究还停留

在引介西方理论,进行消化吸收的阶段,正在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对话理论体

系。本文运用宗教对话理论对藏汉结合部的宗教对话模式进行研究。文章根据笔者对陇

西走廊中的藏汉结合部舟曲地方的田野调查,探讨藏汉两族作为苯教、藏传佛教、民间信

仰和基督教等宗教的信众所进行的冲突和对话,勾勒出当地多种宗教并存的宗教格局,展

现藏汉信众如何成为复合型宗教信徒,实现民族融合的过程,总结出藏汉结合部的地方性

宗教知识和宗教对话模式。苯教、藏传佛教和民间信仰是舟曲地方的传统宗教,由藏、汉

两族信仰。历史上,民间信仰是与苯教和藏传佛教对立的宗教,发挥了团结汉族移民,与藏

族争夺自然资源,谋求生存与发展的作用,这在明朝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直至清朝初期,

随着舟曲地方二次移民的完成和生番土司的归附,形成了藏汉杂居的分布格局,双方最终

达成了和解。这一时期舟曲地方的苯教逐步佛教化,依附藏传佛教而存在,藏传佛教与民

间信仰构筑了山水相依的平衡格局,藏汉两族也成为复合型宗教信徒。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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