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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一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全文共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藏文佛经翻译和集结的简况。  

    从松赞干布时代创制文字，开始翻译佛教经典，到热巴坚时期整理译典、编订目录，前后约200余

年，史称西藏佛教前弘期。这期间，将大量佛典从梵文、汉文译成藏文，并陆续编成三个译经目录，所

收经论约700余种，为发展佛教，丰富藏族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0世纪后半期，佛教在西藏再度兴起并迅速发展，史称西藏佛教后弘期。先后形成宁玛、噶当、萨

迦、噶举等主要教派。各教派里都涌现出一批译经大师和佛学大师，从事佛经的翻译、注疏和阐释工

作。对吐蕃时期旧译经论，依据梵文原本进行了校订，又新译了大量佛教经典，特别是一些晚出的密教

典籍，“三藏经典，得以大备”。13世纪60年代，由觉丹热智主持，在那塘寺编辑成第一部藏文《大藏

经》。1504—1510年间，舍玛尔巴·法称将藏文《大藏经》首次刻版印刷。1410年，明朝永乐皇帝在南

京刻版印刷了全套《甘珠尔》，这是藏文《甘珠尔》在祖国内地首次刻版印刷。在卫藏地区第一次刻版

印刷藏文《大藏经》是由颇罗鼐于1724年至1730年主持完成的。另外，在祖国内地尚有1594年明朝万历

皇帝刻印的全套《甘珠尔》和《丹珠尔》，1683年清朝康熙帝刻印的全套《甘珠尔》和1724年雍正帝刻

印的全套《丹珠尔》。在藏区有德格版、卓尼版、塔尔寺版、昌都版、拉萨版《大藏经》。总之，自唐

代以来，汉藏两种文字的佛学典籍互译互补，一直没有中断，这充分说明汉藏文化自古以来相互影响。

 

    第二部分，藏文佛经的翻译和集结对藏族文化的影响及对祖国文化发展的贡献。 

    首先，佛教传入西藏，不只是佛教教义的单纯输入，随着传统经典的翻译，科学、技术、医药、工

艺、天文、历法、文学、艺术等优秀文化也随之传入西藏，促进了西藏文化的发展。  

    其次，藏族是一个善于学习他人之长的民族，也是一个富于创造精神的民族。藏传佛教的理论体

系，不是对外来佛教教义的简单移植和翻译，而是根据西藏本土社会文化的实际需要，在吸收、消化的

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使佛教理论融合于西藏传统的思想文化之中，具有浓郁的西藏社会特性、民族特点

和地方特色。  

    第三，佛教经典的集结，藏文《大藏经》的编辑和刻版印刷，藏文《大藏经》与国内汉文、蒙文、

满文、西夏文《大藏经》相互校勘、互译互补，促进了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和祖国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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