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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敦群培是近代藏族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奇才，不仅是他留下的大量著作在藏学研究日益深入

和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且有关他的生平和事迹也引起与藏学有关的人们的极大

兴趣。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不少的专家学者投入研究他的作品和生平的工作中，并在这方

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版了根敦群培的文集，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杜永彬博士还以研究根敦

群培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出版发行。在今天，人们已经很容易地读到他的著作，并且通过各

种渠道去了解和认识他，因此也就能够从藏族历史发展和藏学研究发展的历程，从近代藏族知识

分子的命运，从藏族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的结合等多个角度去思考和纪念根敦群培。 

  我是在1978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读研究生时知道根敦群培的，当时是同学端智嘉向我介绍根

敦群培的作品和事迹，因为他和根敦群培是黄南的同乡，而且他们在写作和生活方面似乎是有相

近的气质，因此端智嘉的描述具有很大的热情和感染力。其后，在我们共同翻译新旧唐书《吐蕃

传》的过程中，对根敦群培的《白史》进行过认真的阅读。1983年我到拉萨参加西南民族学会举

办的藏学讨论会时，有幸结识西藏社会科学院的霍康·索南边巴老先生，听他讲过和根敦群培的

交往以及他保存和收集根敦群培著作的情况。霍康先生在研究和介绍根敦群培的工作中的执著和

努力，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虽然后来由于工作安排的原因，我没能如霍康先生所希望的

那样从事对根敦群培的研究，但是对根敦群培的研究始终是我所关注的课题。 

  正如学术界所公认的那样，根敦群培所处的时代，正是藏族社会由传统的社会(政教合一的

封建农奴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也是藏族思想文化在现代科学文化的冲击下发生变

化的转型时期。他的学术成就和启蒙思想上承传统，下启近代，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从某种意

义上说，藏族传统藏学的终结和现代藏学的开端以及藏族启蒙运动的滥筋，是以根敦群培为标志

的。欧洲近代历史学的发达主要表现为观念的更新、研究材料的挖掘和研究方法的扩充。根敦群

培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所开创的藏族现代史学即是以这三方面为主要特征的，这也是藏族现代史学

区别于藏族传统史学的标志。因此可以说根敦群培是藏族学术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这

是从时代特点上来看根敦群培以及他的学术成就。 

  在根敦群培的成长过程中，地域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根敦群培1903年出生于安多热

贡(今青海省同仁县)双棚西村，其父母都信奉宁玛派。他在宁玛派寺庙亚玛扎西齐寺出家，后到

化隆的格鲁派古刹地察寺学经，再到甘肃夏河，入安多的两大格鲁派寺院之一—拉卜楞寺学习因



 

明，后离开安多老家，赴卫藏朝圣、游历，并入哲蚌寺深造。他的家乡安多地区，从明清以来就

是青藏高原和祖国内地来往交通的要道，在这一地区的藏族僧俗知识分子往往同时受到中原文化

和西藏文化的影响，并从这两方面吸取学术的营养。清代安多地区的著名藏族学者如二世和三世

章嘉活佛、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二世嘉木样活佛晋美旺波等，都有过在西藏和内地游学的经

历，他们的学术活动对汉藏文化的交流都起过重要的作用。根敦群培的学习经历，可以说是继承

了安多藏族学者的这一传统。在他的著作《白史》中，不仅因为接触到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献而

对藏族的古代史特别是吐蕃王朝的历史研究作出了新的成绩，而且由于他对安多历史的了解和对

新旧唐书《吐蕃传》的了解，使他在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认识上也超过了当时西方的权威学者。

根敦群培在继承安多藏族学者的游学传统上，甚至超过了许多前辈。1934年，根敦群培前往佛教

圣地印度，在佛国度过了12年的旅居生涯，他在印度、斯里兰卡朝圣、学习、著述、翻译，成为

藏族文化和印度文化交流的使者。根敦群培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的生活，使他受惠于西方现代学术

研究，但是同时，他作为一个平民学者在异国他乡也感受到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印度的统治，激发

他对西藏和家乡安多前途的忧思，他的诗歌中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阴谋表示了义愤和谴责。我们

可以看到藏族学者的爱国主义的传统在他身上的影响。 

  1945年，根敦群培告别印度返回阔别已久的西藏，不久便被噶厦政府逮捕入狱。在朗孜夏监

狱和雪监狱度过了3年的铁窗生涯，身心俱受摧残，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夕含恨离开人世，

一代藏族学术大师终于在西藏封建农奴社会的压制下夭折了。根敦群培的命运是不幸的，他坎坷

的一生中，有许多封建农奴制度和帝国主义侵略加给他的痛苦，他的学术成就并没有得到社会的

承认和赏识，甚至他的许多作品因此而散失。不过根敦群培又是幸运的，他去世不久西藏就走上

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他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学术研究成果并没有完全埋没，在今天受到了

他的祖国和学术界的重视，在藏学研究的事业中正在发挥应有的作用。以根敦群培的人生和学术

历程为个案，反思藏族社会历史和学术文化的命运，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

的中国，藏民族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藏族的学术文化才能走向繁荣。这正是我们今天要纪念根

敦群培的意义之所在。 

  [作者简介]陈庆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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