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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系博士生导师多识•洛桑图丹琼排教授

[ 作者 ] 中国藏学网 

[ 单位 ] 中国藏学网 

[ 摘要 ] 多识•洛桑图丹琼排，简称多识，笔名多识•东舟宁洛，藏族，生于1936年，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朵什寺第六世寺主活佛。曾在天

堂寺和拉卜楞寺学习藏文和藏传佛教十明学科，后从事藏语文教学工作，期间自学了汉语言文学。主要专业研究方向：藏语语法研究，藏

传佛教哲学，藏传佛教哲学与伦理学研究等。 

[ 关键词 ] 西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藏语语法;藏传佛教哲学;藏传佛教哲学与伦理学研究

       多识•洛桑图丹琼排，简称多识，笔名多识•东舟宁洛，藏族，生于1936年，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朵什寺第六世寺主活佛。曾在天堂

寺和拉卜楞寺学习藏文和藏传佛教十明学科，后从事藏语文教学工作，期间自学了汉语言文学。 1983年调至西北民族学院少语系任教，

1985年起任藏文专业研究生指导小组组长，1992年到1996年任少语系系主任。现为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学中

担任的课程有《藏语语法》《藏文修词学》《藏文代历代文选》《因明学》《藏传佛教》等。兼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干事，中国藏语系高

级佛学院研究员，甘肃省藏学研究会副会长，甘肃省民族语文翻译专业委员会主任，甘肃省学位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

究所特约研究员等多种职务，是当代深孚众望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  已发表出版的藏文著作有：《藏语语法论集》《云使浅释》《诗学

概论》《藏密典籍选编》《多识论文集》《多识诗文集》《佛教总论乐道灯塔》等。汉文专著、译著有：《爱心中爆发的智慧》《大威德

之光》《佛理精华缘起理赞》《藏传佛教疑问解答120题》《佛教理论框架》《宗咯巴大师佛学名著译解》 等（详见论著目录）。曾应邀

去蒙古国、日本、美国、韩国等举办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讲座。入选香港出版的《中国当代高校教授大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享受政府

特殊津帖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名录》（1992年卷），曾获得“甘肃省园丁奖”、“甘肃省高等学校教书育人奖”、“甘肃省劳动模范”

等光荣称号。   主要专业研究方向一、藏语语法研究：藏文语法以吞弥桑布扎（藏文创始人）的《三十颂》和《字性颂》为藏语语法界历

来所遵循的“金科玉律”。一千多年来藏文经过了几次文字改革，藏语语法词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但藏族学者除了一代一代地继承

而外，“二颂”的理论体系几乎没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多识教授从藏文语法教学和阅读写作中发现，传统藏语语法理论体系极不完善，不

能解释很多语法现象，和语文实践严重脱节。故从50年代起，他就潜心钻研，运用普通语言学的方法，借鉴外语和汉语语法对藏语文进行

分析研究，创建了一套藏语语法新的理论体系。如将传统的八格归纳为四格二十八式，将动词三种时态分为五类、三时、九态、四十一种

用法等，系统地解释了语法格和动词时态应用规律。阐述新语法规律的藏文专著《藏语语法论集》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后，1989年获得

国家民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该书现已被许多大专院校藏文专业作为教材和参考书，在学术界获得了普遍的认可。二、藏

族传统文化研究：在藏族传统文化领域内，多识教授从事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以下三个： 1.藏族传统文学。藏族有包括书面文学和口头文

学在内的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学。如何正确继承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学，积极促进社会发展，以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求是摆在每个文学

工作者面前的主要课题。长期以来，多识教授从事藏族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培养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已有30多人，发表的相关论文有

二十多篇，出版专著有：《文学创作精要解说》《云使浅释》等。他的有些文学作品已被选入大学和中学藏语文教材。 2.藏族历史文

献。藏汉两种文字的藏族历史文献资料在藏族和西部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相互参照和相互补充作用，在历来的研究中

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在解读古文献中的人名、地名、民族和部落名称时产生了许多错误，致使很多历史问题蒙上了一层烟雾。多识教授

利用通晓藏汉两种语言文字的优势，较成功地解读了藏汉历史文献中的许多人名、地名和民族部落名称，根据研究心得撰写了《藏汉民族

亲缘关系探源》和《松赞干布等吐蕃诸王年代考证》论文，这两篇论文在藏学界获得了较大的反响。 3.藏传因明学。因明学也称佛教逻

辑，与西方形式逻辑构成了性质不同的两大逻辑体系。因明发源于古印度，但在藏传佛教中经过长期的研究、补充、深化，使因明学发展

到了新因明的高级阶段。正如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巴尔次基所说：“新因明已发展到了数理逻辑的高度”，有人说“因明是藏文化中最有价

值的思想成果”。多识教授曾受过良好的因明学教育，并从事因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指导因明硕士研究生已有十多名，发表的论文有：



《藏族对因明学的贡献》、《因明不是迷信》等。他正在撰写中的《理性与正见》一书将全面介绍因明逻辑和中观哲学原理。三、藏传佛

教哲学与伦理学研究：藏传佛教文化体系庞大，内容十分丰富，已成为藏族文化的主干和精髓。要想了解藏族和藏族文化，必先了解藏传

佛教，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藏传佛教的精髓是它的哲学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多识教授毕生致力于藏传佛教的研究，在藏传佛教方面先

已出版的专著有八部，其中以《佛教理论框架》为主导的《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书系，已成为藏传佛教领域的畅销书，获得了国内外广泛

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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