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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西双版纳学校教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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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西双版纳学校教育的影响 
 
 
 

  常虹 
 
 
      西双版纳傣族是一个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民族,千百年来傣族形成了纯朴、团结、自尊、讲礼

仪等传统民俗民风。西双版纳的教育也很有特色，包括学校教育和寺院教育。傣族是全民信奉佛

教的民族，很多傣族男童都会经历短期出家，在寺院里度过一段时间，学经学戒，接受宗教教

育。 

   
      佛教认为，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都是命中带来的，任何人都改变不了。要摆脱今生

的苦难求得来世的荣华，就要“赕”（布施）。而他们认为为了让孩子得福，就必须把男童送入

佛寺剃度为僧，接受寺院教育，成为佛的弟子，从小修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佛教教育与学校

教育合成一体的“教教合一”。这种寺院教育就是学校教育的传统意识，至今还影响着傣族文化

教育。 

 
      傣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独特的文化习俗及宗教信仰。傣族的宗教信仰与现代教育之



间有一些冲突，虽然不太严重，但对傣族男童的学业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如傣族男童须进入佛

寺当小和尚，面临既要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又要进入佛寺念经，俗话说“一心不可二用”，

所有傣族地区的教师都有同感，只要学生当了小和尚，学业就会明显下降并且各方面表现也是如

此。因为在佛寺全部是男生，整天在一起嬉戏闹玩，加上在佛寺念经做和尚可以得到信众供奉，

就不愿去学校读书，把学习抛到脑后。佛寺的活动也很多，小和尚在学校时不想学习就推诿佛寺

有事等等。教师也束手无策，不能不尊重傣族宗教习俗不让男童去寺院。另外，傣族男童当小和

尚是父母的荣耀，如经历过短期出家也会受人尊敬，这就使得男童更加愿意去寺院。寺院生活很

大程度影响了小和尚的基础教育，而基础教育对以后的文化教育是至关重要的。 

 
      佛教本身并不反对学校教育，也不干预学校教育，但它的思想、理论在傣族人民的意识中影

响极大，从而制约傣族文化教育的发展。面对佛教与傣族文化教育之间出现的学校教育与佛教活

动在时间上的矛盾，宗教习俗与普及教育的矛盾，西双版纳州各级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

一些较为成功的经验，如西双版纳州颁布实施的《民族教育条例》，应该说是解决佛教与傣族教

育之间矛盾的法规。《民族教育条例》第35条规定：“宗教不得干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不得

妨碍义务教育的实施。适龄儿童和少年的家长或监护人，信仰上座部佛教的，必须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按规定的入学年龄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到校学习，接受义务教育，在初等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习的适龄儿童和少年,不得入寺当和尚。在学校学习的和尚及佛爷，必须遵守

学校纪律，学校对他们不得歧视。在学校内，不得进行宗教活动，禁止迷信活动。”但在贯彻执

行中难度比较大，仍有部分适龄男童和少年进入佛寺剃度为僧。 

 
      佛寺是西双版纳地区傣族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在佛寺能学到一些在学校教育中不能涉及

的文化艺术，佛寺生活也是他们宗教生活的重要部分。如何把学校教育与佛寺生活很好地结合起

来，各取所长，是需要大家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学校与佛寺的关系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种社会

关系在民族教育问题上的综合反映，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需要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首先，

地方各级政府应加强对教育的领导；其次，要办好学校，增强吸引力，以高质量的教学服务让群

众切身感到办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才能赢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再次，要融洽学校和佛寺

之间的关系，取得佛寺方面的配合。把各种教育力量整合起来，形成有利于傣族男童健康成长的教

育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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