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新闻中心｜资料中心｜视听中心｜卓玛在线｜西藏旅游｜西藏图库｜西藏图书｜西藏黄页｜分类信息｜文化｜涉藏网群｜爱西藏联谊会 

  

分类检索 

    经济

    民俗

    宗教

    艺术

    医药

    文学

    历史

    地理

    社会

    交通

    学术

    藏学

    传媒

    人物

    教育

    体育

    科技

    政法

    语言

    书评

    环保

    文化 

 

 

 

 

 

 

 

 

快速查询      搜索

-中国涉藏期刊全文检索数据库→期刊导航 -特色子库→西藏图片库 专题库 

-中国涉藏图书题录检索数据库→图书导航 涉藏人物库 藏传佛教寺庙库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 资料中心 > 藏学

根敦群培带给今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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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根敦群培，这个藏族近代史上的奇人，不能不想起一些严肃的话题。

在历史上，通过墨守成规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社会稳定的，只有不断向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向社会

成员提出理性而富有刺激性的新的奋斗目标，才能促进社会繁荣。社会演变是不可能停止的，停

止的只可能是人们的进取与奋斗。而统治者一旦丧失了开拓的动力，丧失了努力的方向，力图维

持眼前的局面，沉醉于已有的名声，各种危机和矛盾就会酝酿和滋生。而在这种时候，一些仁人

志士就会勇敢地站出来，喊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旧西藏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的统治者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囿于传统，反对变

革，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禁锢思想的做法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这种不顾时势，人为地隔

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佛教圣地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自然使社会处于凄风苦雨、萧条冷落之中。

这里我可以举上几个典型的例子：如，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时可谓显赫一时，但即使是他也不得不

屈服于旧的传统势力。修电站，无人用;挖金矿，遇蛤蟆即停工。再如像第穆呼图克图这样在社

会上颇有威望的人，要搞新生事物也遭到非议。他背着相机去拍摄辩经的场面，被僧人怀疑是外

教的走卒，是来施放妖术的，差点遭受棍棒之灾。 

  而根敦群培在这种社会中正如漆黑夜晚的一只萤火虫，在黑暗中闪烁。他“是一位很有头脑

的藏族学者，……他主张社会要进行变革，他的思想很激进，以致不为寺院所容。在寺院的辩论

会上谁也辩不过他，但僧侣上层都视他为危险人物，因为在这期间国内的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

之中，西藏地方政府隐隐感到威胁，他们对任何有进步意义的事物都很敏感，对共产主义思想则

视为毒蛇猛兽，偏巧根敦群培却不断地表现出他希望社会出现变革”。“他醉心于马列主义的政

治哲学和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思想，从而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在西藏进行重大改革乃至发动一场革

命”。“他赞成给喇嘛僧众发放薪俸而不赐予庄园份地，要求喇嘛专心修习佛法而不要去经商。

据说他还赞成进行土地和法律改革，主张实行民主政治。”在当时的社会，根敦群培很清楚适者

生存、与时俱进是必走的道路，他大胆地对藏传佛教的改革，对社会的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并

宣传进步思想，当然为社会所不容，是不受欢迎的人，被捕最终招致死亡是人们可以预料的结

果。但是，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是一场悲剧吗?我想，我们更多地是应该反思，他这个被当时社会

视为“异端”的人，其所作所为能给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带来些什么启迪?否则，在21世纪谈根

敦群培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一种文明或者说民族精神的内涵需要随时代而不断丰富、发展。一种民族精神的先进与落

后，要看它能不能适应时代潮流，能不能跟上历史的步伐。古代世界曾经产生过众多不同的文

明，但大部分都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文明或者说民族精神不能适应新

的世界，没有不断地调整自己，自然不能不退出历史舞台。根敦群培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鹤

立鸡群，用自己的言行去与强大的黑暗势力作斗争。 

  史学研究与其说是面对过去，不如说是面对未来，正因如此，每一时代的人对历史都有不同

的感受。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根敦群培，亦可以从中得到新的启发。我们应该像根敦群培那样有创

新的思路，有改革的精神。只有这样，民族的精神才能发扬光大，而这一点是尤为重要的。因为

“要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要丰富和发展伟大的民族精神。” 

  [作者简介]喜饶尼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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