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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北京藏学讨论会提要 

 

    一、藏传佛教现状扫描 

    80年代以来，国家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纠正“文革”时期的错误，为正常的宗教活动创造了宽

松、和谐的氛围。从经济上提供必要支持和帮助，维修、开放宗教活动场所，满足信众宗教生活的需

要。1982年，中央印发19号文件以及其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宗教事务的单行条例。规范了政府的宗教工

作和佛教界的宗教活动，把藏传佛教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藏传佛教的发展与现实生活的碰撞 

    l、思想观念方面：商品经济的竞争机制与求利原则与佛教传统观念(五戒、六度、四无量心等)的

某些方面不完全协调，不利于藏族群众商品观念的建立和藏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2、经济生活领域：当今藏传佛教信众相对贫弱的经济能力与供施的经济需求存在较大反差。不利

于农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战略目标的实现； 

    3、社会秩序方面：皈依上师、听从神断与遵纪守法、实行法治的社会机制间，存在评判标准二元

化，不利于藏区社会的法制建设和社会稳定； 

    4、政治生活领域：某些寺庙及某些活佛喇嘛干预行政、司法、教育，与政教分离，依法管理寺庙

的原则相抵触；  

    5、藏僧不事农桑的传统戒规和现代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及生产自救、以寺养寺的宗教经济政策的

要求间，存在二律背反的理性差异。 

    三、藏传佛教健康发展的机遇与抉择 

    1、面对21世纪，藏传佛教要像宗喀巴等大德那样，敢于面对现实，随缘化物。随顺时代前进，不

可因循，特别不可沉溺在某种历史诱惑中而自我外化于时代潮流； 

    2、藏传佛教必须毫无顾盼地摆脱某些国外势力(特别是分裂主义集团)的阴影和蛊惑，坚持走爱国

爱教的路，使“扶正祛邪”这个佛法的根本宗旨不致迷失； 

    3、必须对藏传佛教的某些传统模式(如僧俗不分的大型法会、常年转经朝圣等)做必要反思，对某

些教理、戒规进行必要诠释，高举“人间佛教”的旗帜，真正为“利乐有情”，“庄严国土”而使法轮

常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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