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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藏族传统寺院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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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发祥,普华才让 

摘要：关于师生关系,藏族传统寺院教育中不仅有一套完整的实践体系,而且有系

统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指导。 

虽然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有关师生关系的传统主要是针对出家人而言,且有许多规定和

方法不符合现代教育之理念,甚 

至相互抵触。但也有不少内容,如对老师品德修养的要求、学生在确定师生关系时的主

动性以及对课堂内外师生互动的 

规定等, 对改善和确立现代教育中新型的师生关系仍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和一定的借鉴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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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前6 世纪在印度形成迄今,佛教一直非常重视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很多佛教

经典中,都把老师称之为“智慧之友”(wisdom teacher) 。大乘佛教认为,一个人如不

依靠智慧之友, 就不可能成佛。而藏传佛教更加强调导师的重要作用,认为上师与佛佗

没有差别。历史上,许多中外高僧大德大都曾对师生关系做过专门的论述,其中最为著名

的要数印度佛教大师马鸣所著《上师五十颂》(Bla- ma - lnga -bcu - ba) ①和近代

康区大学者降贡衮珠②(1813 - 1899 年) 所著的《论师生关系,如何跟随上师,如何教

授和聆听佛法》(slob - dpon dang slob - ma’i mtshan - nyid dang bsten -

 t shul‘chad - nyan bcas bshad - pa’i skabs) 。深入研究藏族传统寺院教育中

的师生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探明千余年来佛教文化之所以在雪域高原源远流长久经不

衰的根本原因,而且还可为当今新型和谐师生关系的形成提供借鉴。本文通过分析降贡

衮珠上述著作的主要内容,拟探讨藏族传统寺院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

发。 

一、智慧上师的类型和品质 

根据佛教的基本理念,人生有八种苦难③,若要从这些苦难中解脱,进而达到涅槃成

佛的境界,就必须学习佛法。而要学习佛法,仅仅阅读经卷还远远不够,必需找一个合格

的向导,即精神导师或上师。马鸣大师曾说: 

“居住十方每块土地上的所有过去、现在和将来之佛,都对密宗上师尊敬有加,皆因他们从上师

处得到了通往证悟之路的最高加持。”④ 

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 - 1588 年) 也曾经说到: 

“从无劫之时起,我等就一直徘徊在六道轮回⑤⑥ 之中,皆因我等未能遇到精神导师。或者即

使遇到了也未能与其建立行之有效的关系。我们应充分利用此生提供的机会,下定决心,在一位上师

指导下进行精神修持。”⑦ 

既然上师对人的一生乃至来生如此至关重要,那么,如何才能找到合格之上师呢? 降

贡衮珠阐述了四种传统合格智慧导师及他们应拥有的品格和特点: ⑧ 

1.普通人. 

2.菩萨( bodhisattva) . 

3.佛的化身(the nirmanakaya of the Buddha) 

4.佛的报身(the sambhogakaya) 

降贡衮珠认为,由于业力的原因,大部分众生选择的是普通人类型的智慧导师。至于

后三位上师,很多人毕其一生,甚至连他们的面都见不到。作为普通人的上师,须精通大

乘佛教教义,并持有菩萨戒。菩萨戒则体现于三个不同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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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象国王一样的菩萨:即首先掌握权力,然后带领其臣民得到福祗。 

2.象船夫一样的菩萨:与众生同时得到解脱,与乘客同时抵达彼岸。 

3.象牧羊人一样的菩萨:先普渡所有的众生,然后再自己觉悟。就象牧羊人首先把羊

群安全带领回家,给它们食物和庇护, 然后再考虑自己的需要。 

根据所受戒律,精神上师还可以更详细地分为三大类: 解脱规范师(so-sor- thar-

pa’slob-dpon) 、菩萨规范师(byang-chub-kyi slob -dpon) 和密宗规范师(sngags-

kyi slob-dpon) ,每一类上师都应具有各自不同的品质。每类导师在寺院里具有各自的

功能,但都应具有以下三种品质: 

1.坚忍不拔(brtan-pa) ,恪守近圆戒(bsnyen-par rdzogs)至少十年以上。 

2.精通所有戒律(‘dul-ba) 。 

3.做利益所有众生之事(phan-‘dogs-pa) ,主要是通过传授佛法和为人提供物质之

需要。 

但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上师仅适合于出家人,而不包括男女在家俗人。 

二、如何选择和跟随智慧上师 

在决定是否选择某位喇嘛作为自己的上师时, 学生因首先按照有关佛经中的规

定, 看看导师是否过着有道德的生活, 是否恪守戒律;是否精通大乘佛教之经典,并通过

禅定取得个人修行之成就;最重要的品格之一是他是否关心众生之幸福和福利。如果他

关心自己的既得利益甚于关心他人的利益,他就不是一位合格的导师。学生要全面检查

和考虑所选老师之品质,不要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或误导。对此,降贡衮珠说: 

“无论上师的社会地位多高,名声多大,声誉多隆,具有洞察力的学生都应谨慎考察所要选择的

智慧之师。” 

与不合格老师学习的结果会妨碍或破坏精神之追求。有些学生第一次选错导师后,

从此会远离所有的老师,甚至对佛法都敬而远之。为避免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应远离那些

不合格之老师。 

即使已经选择了一名喇嘛做老师,但随后发现其不符合,也要立即远离之,这样做不

会受到人们的批评或非议。但要找到符合所有条件之老师也非常困难。所以,学生要选

择老师时要特别谨慎。但人的一生又非常短暂,应选择那些缺点较少或微不足道, 但品

格非常优秀的喇嘛作自己的导师。 

此外,很多品质的东西是内在所有,而我们的判断大部分基于对外表的观察,因此很

难看清内在的品格。商人也许比朋友还对我们亲热友好,但他的动机是为了从我们这儿

赚钱。表面上善良友好的人亦不见得就慈悲和无私。因为我们很难看清其内在的动机,

所以,不能只看他的名声和有多少学生。 

降贡衮珠认为,师生关系应分两步建立和发展。首先,师生双方应仔细地彼此审查。

然后,再建立正式的师生关系。如此,学生可以获得觉悟,老师也可完成引导众生觉悟之

使命。因此,建立纯洁、不受任何消极因素影响且持续不断的师生关系至关重要。 

对师生关系进行审查也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师生关系始于不合格的老师或不合格的

学生,那么,师生双方以后都会遇到大麻烦。如果上师将密宗传授于不能恪守戒律的学

生,那么, 老师就会转生恶趣,大大延长了其取得果位的时间。如果学生遇到不合格的老

师,那么,他会误入歧途,不能成佛,会浪费其宝贵的一生。 

经过仔细审核后, 学生可以放弃建立师生关系,这基于两条基本理由:老师不合格,

或者即使合格,其风格和个性不符合学生。学生一旦认为自己所要选择的老师既合格,也

适合自己,那么, 就应完全依靠老师,以老师为自己获得觉悟的必要条件。但依靠老师的

态度要恰如其分。如果是为了个人的所得,或为了得到别人的尊敬,或为了扩大自己的名

声而依靠上师, 就是怀有非常错误的动机。 

确立了合适的态度后,就要以实际行动跟从上师。降贡衮珠认为有三种追随喇嘛的

主要方式:给老师自己所有的物质资料和尊严;尊敬老师;实践老师之教义。他解释道,学

生应该将自己所有的一切物质资料都奉献给老师。历史上,一些著名的高僧如纳若巴、

玛尔巴(1012 - 1097 年) 、米拉日巴(1040 -1123 年) 等,除了自己的所有物质和身、

语、意外,甚至连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奉献给了上师。 

老师进屋时,学生要站立起来,等老师落座后,行三跪之礼。进到老师所在的房间后,

也要行三跪之礼。学生不能用老师的餐具,穿老师的衣服,坐在老师的座位,不能当老师

的面躺着,打哈欠时应用手遮嘴,不能脚指头冲老师而坐。 

降贡衮珠强调要拒绝那些既不合格,又没有真才实学, 而假装成喇嘛的人为师的重

要性,他认为应尽量避免不合格的老师,以免走错误的道路。佛经中把此类人称之为“没



有精神气质的老师”(mi-dge-ba’i-bshes-gnyen) ,或者”有害的精神老师”(sdig-

pa’i-bshes-gnyen) ,而降贡衮珠将此类人定义为: 

“所有那些执著于今生之现象, ⑨热衷于从事毫无德性活动的喇嘛、教师、法弟和

法妹。” 

学生还可以根据以下表现认识假老师:脾气糟糕,自夸自大,鄙视他人,对真才实学者

嫉妒诋毁,这些都是无德性之活动。在所有德性之障碍中,邪恶老师为最。所以,一个人

不应与其发生任何关系,不要与其说讲话,甚至不要被他的影子所触及,因为与此类不合

格的老师接触,不但会妨碍学生得到觉悟之过程,而且会培养和增加学生的不良品质。 

即使跟随了智慧之师,也会遇到各种障碍,佛教称之为‘魔’(bdud) 。降贡衮珠强

调这里的魔不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魔(demon) 或者鬼(ghost) ,而是指学习、修习中遇

到的各种困难,包括认识和心理方面的困难,降贡衮珠将魔分为六外魔,三内魔,八 魔,

但他没有具体解释每一种分类。 

降贡衮珠还认为,如果跟随水平比你还低的老师,你的水平会变得更低;如果跟随那

些水平与你一样的老师,你的水平会原地不动;而跟随水平比你高的老师,则你的水平会

提高得更快。所以,一个人应该拜那些水平比自己高的人为师。而老师和学生,就象珍

珠,应不时彼此检验相互间之关系。 

三、学生的类型和品质 

根据所受戒律之不同,降贡衮珠将合格的学生分为三类,每一类都有不同的品质,这

三类学生和应具备的品质如下: 

1.受解脱戒(Pratimoksha vow) 的候选学生 

(1)尊重:对老师必须尊重。学会尊重和虔诚也是一个人成熟和放松自我羁绊的一个

标志。 

(2)戒之能力:不能做奸淫、偷盗、抢杀和谎说修炼成就。 

(3)禅定:彻底消除不良或消极习惯、倾向之必要过程。 

(4)学习勤奋:包括背诵经典之能力。 

(5)自制:能够控制自己的意识和身体。 

(6)忍耐:能够和老师同时工作,能够控制和处理与别人的争吵。 

2.受菩萨戒的候选学生 

从自己纯洁之品格熟悉智慧菩提之传承,就象根据烟能够判断出火, 从岸边能知道

水一样。除了受解脱戒(Pratimoksha vow) 的候选学生所必须具有的条件外, 还需要以

下品质: 

(1)信仰:对大乘佛教经典和上师的信仰。 

(2)慈悲:以慈悲心看待所有六道轮回中的众生, 视世间所有的众生为自己母亲。 

(3)智慧:能够理解和吸收空及其大乘佛教深奥教义。 

(4)接受广泛之菩提之道。 

(5)以带领众生得到解脱为己乐:首先考虑的是众生,然后才是自己。 

(6)精进:大乘佛教的修习,如六渡等,非常艰难,要求全身心投入。 

(7)从空之教义中受到鼓舞:不应畏惧空,也_______不应为之感到沮丧。 

此外,降贡衮珠还认为要与智慧上师保持关系,候选学生还应该具备如下三种品质: 

(1)无派别门户之见:不诋毁其他的传承或教派。 

(2)有分别能力。 

(3)热衷于实践大乘之道。 

3.受金刚戒(Vajrayana vow) 的候选学生 

除了要具有以上两类候选学生的所有品质外,还需要以下品质: 

(1)虔诚:对自己的根本上师仅仅欣赏和尊敬是远远不够,第一和最重要的是要对其

虔诚,这是接受上师祝福的先决条件。 

(2)能够理解深奥之观念,也就是金刚乘(the Vajrayana ,即藏传佛教) 的“正见”

(‘dag-snang) 。 

(3) 对密宗修炼效果之信心:尤其是禅定的时候,必须全心全意, 不能有丝毫的怀

疑,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4) 恪守誓言。 

降贡衮珠指出,上师应拒绝具有如下品质的人作自己的学生:自私、骄傲、对三宝

⑩ 缺乏信仰、不诚实、好斗、鄙视和看不起灌定、不知羞耻、缺乏慈悲心、轻易破戒

等。但在实际生活中, 很难发现具有所有优良品质的学生,或者集所有不良品质于一身



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 降贡衮珠建议, 应接受那些渴望学习和实践大乘佛教教义之学

生。他认为智慧是是否接受一个学生所要考虑的最小标准: 

“身体完整无缺,具有突出之高贵品质,不患病任何疾病,来自令人尊敬之家族,且具有信仰和恪

守誓言的学生非常罕见。总之,大部分的众生信仰三宝,在大乘佛教之体系中非常快乐,且具有美

德。所以,那些渴望且努力欲实践 密曼陀罗的人,尽管其出身低下,因智慧问题,不具备高贵品质,

也应该引导其进入大乘之道。” 

四、如何教授和聆听佛法 

合格的上师有了合格的学生之后,就可以开始学习过程,降贡衮珠将教授和聆听佛法

的过程分为四步骤: 

1.为准备教授,师生应做什么: 

上师应预先做好如下的准备事宜: 

(1)适当的安排:教授佛法是为了众生之利益,而不是为自己谋取财富、名誉等,应穿

着整洁得当,安排好座位。按传统习惯,座位一般高于地面,下面有八只雕刻的狮子,上面

铺有质量上好的丝绸。 

(2)念诵佛经、清除障碍:主要是指在教授佛法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困难和障

碍。 

(3)举止得当:使自己的身、语、意协调一致。 

而作为聆听和学习佛法的学生,应该做好如下准备: 

(1)向老师敬礼,并献礼物:这样做不仅仅是表示对老师的尊敬,同时也是对佛法的尊

敬。 

(2)举止庄重:进入上师的禅房时,要向三宝顶礼。如果上师已经落座,可直接向老师

顶礼;要坐在 

地板上,或不高的垫子上;切忌举止轻浮、托沓、懒散,不能在供有佛像的房间躺卧等。 

(3)对有机会聆听佛法应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倍加珍惜。佛法在世间出现的机会很少,

而能够生为人身也非常困难,所以,应具有信仰,并聆听佛法,世间如此的机遇实在难得。 

2.教授佛法的过程中,双方应做什么: 

首先,上师必须精通自己所讲授的科目(与‘意’相关) 以及与之相关的经典,要详

细向学生阐述所讲授之科目。其次,上师应熟练掌握授课技巧(与‘语’相关) ,做到口

齿清楚,引经据典,要言不烦,不喋喋不休,也不少言寡语。切忌在讲授过程中犯八种错

误:懒散授课、对讲授科目缺乏了解、谈论与讲授科目无关之话题、对所讲科目内容不

能肯定、不能消除学生之疑难、不能确定学生是否有问题、带着悲伤或压抑的心情授

课、拒绝教授合格的学生。最后,应特别注意自己的举止(与‘身’有关) 。身、语、意

要符合道德。为有效地教育学生,要了解每个学生的爱好、个性、习惯、能力等。对学

生要有爱心和慈悲心,带着所有众生通过此种教育皆能解脱的动机教育学生。如果没有

这样的动机,那么,至少不能带着获利或追求名誉的想法教授。如果担心其他人掌握自己

的知识,而不给学生教授全部的知识,这也是一种‘魔’。此外,老师需要包容学生所犯

的错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教授,什么时候不应该教授。因为对没有充分准备的学生在

不恰当的时候传授不适当的材料会造成消极的影响。 

降贡衮珠认为,老师解释课目的方法有两种:概括和详解。所谓概括,就是教师授课

时应该包括如下六点: 

(1)清楚所要讲授科目,即知道讲什么。 

(2)讲授科目的意义或者重要性。 

(3)学习的原因。 

(4)向学生清楚,明白地解释科目。 

(5)学习的结果。 

(6)更高一级的知识。 

而详细地解释也有六种基本方法: 

(1)概括,明确地解释教授的目的及其学习的益处,以引起学生的兴趣。 

(2)不间断地介绍所要讲授的文本,集中阐释要点,但不一个词一个词地予以解释。 

(3)解释完大纲后,对专门术语予以阐述。 

(4)解释大纲与词汇,术语与文本之间的关系。 

(5)根据经典回答学生提出的有关问题。 

(6)运用推理分析的方法进一步回答学生之问题。 

上师回答学生的问题时,最好引经据典,进行逻辑分析,并给予实例。还应因材施教,



对能力和智慧不一样的学生,应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对智慧较高的学生,应给予

深奥而广博的解释;对资质较差的学生,应使用容易记忆的词汇解释,以便于理解;对于那

些懦弱胆小者,鼓足他们的勇气。如果他们情绪激动或心不在焉,就应该纠正他们的这些

缺点。 

以上谈的是教授和学习佛法过程中,上师应该做些什么。降贡衮珠还例举了学生不

能正确聆听佛法的障碍形式有三过失和六污点, 具体内容如下: 

三过失: 

(1)注意力不集中:就像倒置之容器,把水倒进倒置的玻璃杯,什么都不会留下。 

(2)亵渎神灵(defilement s) :就像脏的容器,如果把清水倒进脏的玻璃杯内,水也

会变脏。如果学生带着不纯的动机和错误的观点聆听纯洁的佛法,那么, 佛法也会被扭

曲。不能怀着为了出名,获得利益等不良动机学习佛法。 

(3)悲伤:即有漏泄的容器。如果玻璃杯是破的,那么,无论你倒进多少水,也留不住

一滴。如果学生不专注于学习,而被悲伤、压抑等情感所压倒,听到的内容什么也不会记

住。 

六污点(dri-ma drug) : 

(1)骄傲自大。 

(2)不信奉老师和佛法。 

(3)不努力聆听和理解教授内容。 

(4)受外部环境如街上之交通、冷、热等影响。 

(5)注意被内心活动所分散,如白日做梦等。 

(6)被内心感情所支配,悲伤,压抑,无法集中注意力听讲。 

降贡衮珠指出,要做一个合格的学生,并渴望真正掌握佛法,就必须坚决清除和克服

以上的缺点和错误。 

3.教授结束后应该做什么: 

每次教授和学习佛法结束后,上师和学生该做如下三件事情: 

(1)老师用祈祷的方式,检讨自己在讲授过程中所出现的错误,并以同样的方式,将自

己在教授过程中可能获得的资量奉献给众生。 

(2)学生应向老师敬礼,并献曼扎,表示衷心感谢。 

(3)学生应该全面温习老师所教授之内容。降贡衮珠建议找一个安静而不易受干扰

的地方,先禅定五分钟,然后开始学习。如遇到不明白的地方, 拿回去再向老师请教。在

学习和教授佛法的过程中,闻(thos) 、思(bsam) 、修(sgom) 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4.讨论教授和聆听佛法所获得的裨益 

降贡衮珠指出,上师和学生应从六个层面讨论教授和学习佛法所得到的裨益:聆听和

反思教授内容的普遍裨益、聆听教授的特殊裨益、教授佛法的特殊裨益、理解佛法的特

殊裨益、聆听和教授的裨益、将讲授内容付之于实践以及将学习和修炼融为一体的裨

益。 

五、对现代教育的启发 

以上我们归纳和总结了降贡衮珠《论师生关系,如何跟随上师,如何教授和聆听佛

法》中关于师生关系的主要思想。一种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离不开教育,佛教文化亦是如

此。就藏传佛教而言,虽然自公元十世纪以后, 涌现出了众多教派,每个教派的教授重点

也各不相同。但总体的教育方法和核心的教学内容都基本保持一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

说,正是藏传佛教中如此完备而系统的教育体系,保证了藏传佛教文化的长盛不衰。 

教育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千秋大业,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无论是传

统教育模式,还是现代新型教育,师生关系是最基本、最普遍的人际关系,也是教育过程

中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在提倡“以人为本”、注重素质教育的今天,良好的师生关系

仍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基础。虽然以上我们主要论述的是藏族地区传统寺院教育中的师

生关系,但对当今21 世纪的现代教育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首先,根据降贡衮珠和其他一些佛学大师的论述,在传统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体系中,

要做一位合格的上师并非易事。不但要有渊博的知识,而且还要有崇高的人品。这与中

国古代“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的主张不谋而合。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充当老师,也并非

所有的老师都是合格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作为学生有资格,也应该有能力甄别合格

与不合格的导师。然后,可以自主选择合格导师。而如今高校校园内,敷衍了事或品德低

劣的教师不乏其人,投机取巧、不安心于学业的学生也为数不少。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藏区许多僧人来到内地, 或传播佛法,或学习



汉语或外语;每年也有大量内地人涌入藏区,或拜师求法,或旅游采风,展现了汉藏两个民

族间文化交流的新视角。这本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同时也出现了众多鱼目混、珠滥

竽充数等令人担忧的现象。在此形势下,有必要重提和强调藏传佛教传统教育中有关上

师资格和品质的规定。 

其次,有关“师道尊严”的问题。从上文中可以看出,藏传佛教传统寺院教育中,对

上师的言行、举止都有严格的标准,对上师准备授课、授课的内容和方法皆有明确的要

求,对学生的操守也有详细的规定。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令人瞩目,但随着市场经

济进入大学校园,传统的师生关系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人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

圆”,既是时代再向前发展若干世纪,笔者认为“师道尊严”仍应坚如磐石,不容置疑。

而如今的大学课堂内,学生穿短裤、拖鞋、嚼口香糖、打手机、发短信、睡大觉等现象

司空见惯,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正常师生关系的维持。 

最后,关于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问题。传统的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师生互动贯穿

于整个教学过程中,也就是说,不仅体现在课堂上,而且还体现在课堂以外的学习活动

中。这与我们今天大部分学校中“填鸭式”教育方式和只提倡课堂上的师生互动有所不

同。实际上,授课质量的高低与师生互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当然,传统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所倡导的师生关系中并非全部都是精华。有些做法不

但有失偏颇,而且有悖于人性常理,不应继承和提倡,如学生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包括自

己) ,甚至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要献给老师、教授内容皆以佛法为主等等。既有扬弃,又

有继承和发展,这应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对藏传佛教文化也不例外。 

注释：
 

①成书于公元2世纪, 11世纪由藏族大译师仁青桑波和天竺译师白玛噶热瓦玛共同翻译

为藏文,收在《甘珠尔·本续解》(bsTan-vGyur-vGyud-Gral) 。关于该书中所反映出来

的师生关系见扎洛著《〔上师五十颂〕与藏传佛教的师生之道》,载王尧主编《贤者新

宴》,河北教育出版社,126 —138 。 

②降贡衮珠(1813 - 1899) ,父亲索南培,苯教师,母亲名札西措,其家族属于琼波族

(‘琼波’意为雄鹰,据说是释迦牟尼的化身之一) , 米拉日巴、香巴噶举的创始人琼波

南觉等即属于此支系。十四岁之前,接受完全之苯教教育。1827 年, 其父亲因参与当地

的械斗而被捕入狱,这改变了降贡之一生。之后,拜宁玛巴著名僧人降贡具麦图道南嘉为

师。1832 年, 受戒成为一名宁玛派僧人。1883 年,到八邦寺,被司徒认定为前世司徒一

位仆人的转世灵童。前后拜六十名著名学者为师, 遍学各个教派之传承, 成为19 世纪

后半叶“无派别运动”(rimay movement) 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主要著作有《所知藏》、

《不共秘密藏》等。 

③佛教术语,八苦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略摄

一切五取蕴苦。见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第1466 页,民族出版社,2000 。 

④

Ashvaghosha , Fifty Stanzas of Guru Devotion , P173 ,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 1989 。 

⑤佛教术语,也称六趣:天、非天、人、旁生、饿鬼、地狱。 

⑥

Theird Dalai Lama ,Essence of Rerined Gole ,p73 ,trans. Glenn H. Mullin , Ithaca :Snow Lion ,1985 。 

⑦

Third Dalai Lama , Essence of Refined Gold , P73 , trans. Glenn H. Mullin , Ithaca : Snow Lion , 1985 。 

⑧以下未特别注明者皆直接或间接引自《论师生关系,如何跟随上师,如何教授和聆听佛

法》。 

⑨ 所谓“执著于今生之现象”,主要是指被三毒所控制和驱使,一心只为自己着想。三

毒(dug-gsum) 为:贪(‘dod-chag) ,嗔(zhe-sdang) ,痴(gti-mug) 。 

⑩ 佛教术语,三宝(the Triple Gem) 为:佛(the Buddha) 、法(the dharma) 、僧

(the sangha) 。 

上一篇：略论达扎摄政时期西藏的局势  

下一篇：论邓小平民族理论的主要实践（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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