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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北京藏学讨论会提要 

 

    中国藏传佛教又名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是佛教三大传承之一，属大乘系统。由后期佛教与中

国藏族地区原有的苯教文化融合而成。它经论浩瀚，显密兼融，且具独特的宗教仪轨、修持方法和传承

体系，以藏语文为传播工具，从而形成颇具特色的教育体系。 

    目前，中国有藏传佛教寺庙3000余座(西藏1700余)。住寺僧尼13万余人(西藏3．4万)，大小活佛

1800余位。 

    遵照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续佛慧命，宏法利生，中央和地方各级佛协创办和指导的佛学教

育，规模相当可观，既有传统的经院式教育，又有现代的学院式教育。 

    传统的经院式教育 

    指寺院中历史上形成的教授、学经、传承、修持和考核体系。 

    779年桑耶寺的建成，是经院式教育的开端，迄今已1200余年。随着各大教派的形成，其主寺和大

寺内，设各具教派特色的经院式教育，以宏扬本派教义。20世纪中叶以前，它是佛学教育的主流体系。 

    目前，中国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中，有此类学经班600余所，学僧万余人。 

    现代的学院式教育 

    在继承和发扬经院式教育的基础上，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加快僧才培养，提高学僧水平，采用现

代的教学组织、教授方法和管理模式创办的藏传佛教院校。这类院校有国家办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1所。省、自治区办的佛学院4所，(不含云南巴利语系佛学院)、学经班3所。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是

以佛学专业为主，以藏传佛教为特色，教学与研究相综合的结合性的院校。办院方针是维护祖国统一，

加强民族团结，宏扬藏传佛教，培养爱国守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宗教上显密融通．有较高造诣，从事

教学与研究以及寺庙管理、国际佛学交流的骨干人才。学员以活佛为主。兼收少量基础较好的专业学

僧。学院宗旨是庄严国土．宏法利生，维护和平。 

    教学有如下特点： 

    l、倡导教派平等、互敬互学、和衷共济。有利于教派之间的交流，有利于各派僧团和合宏法，有

利于信众的团结和社会稳定。 

    2、本求根本教理之大同、存各有侧重之小异来设置课程。 

    基本教理课：菩蒂道灯论、入行论、修心论、现观庄严论、喻法论、兰色手册、上师五十颂等； 

    源流及念诵：蒙藏佛教史、各教派源流以及各教派念诵集； 



    纪念法会：释尊纪念法会、各教派祖师纪念法会以及第六、第十世班禅大师纪念法会； 

    3、克服寺院和教派在师从上的局限性，选聘全国范围内的高僧、专家任教，提高教学水平； 

    4、改变教学方法，编印有关精要教材，强调学修并重，加强管理，加快人才培养； 

    5、抢救危急学处，续佛慧命。举办二年制的天文历算班、三年制的声明班。培养了一批青年专业

骨干人才； 

    6、发挥首都优势，教学与参观考察相结合，广开思路，广开眼界，广积功德，促进藏传佛教与社

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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