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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古代教育，可以追溯到吐蕃时期。西藏妇女从不同的角度，曾经为古代教育做出了贡献，对这

一点我们不应忽视。笔者认为，了解古代教育中的西藏妇女教育状况，以及妇女对古代教育的贡献，有

助于西藏古代教育史研究的完整性，丰富藏族女性研究的内容、推进藏族妇女的研究。因此，本文主要

依据藏文史料和有关藏族女性的传记，结合其他资料，就上述问题作一些简述。 

    （一）本文所指的古代教育即通常所说的西藏传统教育，它是由私塾教育、寺院教育、官办教育等

三个大的方面构成的：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古代教育的萌芽时期，当时吐蕃王室贵族妇女中的绝大部分

接受过教育。可以认为，西藏妇女的教育开始于吐蕃时期，这种早期私塾形式的教育，为她们日后接受

寺院教育奠定了基础。  

    由于私塾历来都不限制女性，所以在西藏妇女中进行扫盲和普及藏文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

而，寺院教育在劳动妇女中颇具吸引力更受欢迎。然而，西藏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孜康”

和“孜拉扎”这两所官办学校是直接培养僧俗官员场所，所以任何女性都无法进入官办学校。这充分显

示了西藏古代教育中的男女不平等和对妇女的歧视。  

    （二）益西错杰早年从吐蕃的大学者和大译师处学习了文字和大五明，后来成为莲花生的亲传弟

子，学识渊博，在西藏各地传经说法，广泛地传播了西藏宗教和文化知识。她既是寺院教育的开创者之

一，又是尼姑教育的先驱者之一。玛吉拉珍非常有学问，她的弟子很多，其中不少人很有名。她为古代

教育特别是为妇女教育的贡献很大。据说著名尼姑雄色杰尊仁布切，培养了一群有文化的尼姑，值得一

提的是，撰写她本人传记的作者之一赤列也是其中有文化的尼姑之一。这些女性宗教人物以传教的途

径，私塾教育的方式和寺院教育的形式，不仅在妇女中普及知识，而且为妇女提供学习场所等，她们的

行为推动了古代教育的发展。  

    过去西藏私塾的教员基本上是男性，但是，仍不乏有一些女性。据说在公元18世纪中叶，就有一位

妇女在拉萨办了一所私塾，学生较多。拉萨最著名的私塾之一“聂绒夏”，两个女教员即亦列卓嘎和亦

列白珍一直替父亲教书，她们不仅是出色的教师，而且是医道高明的藏医。这种替父亲，替丈夫、兄长

教书的情况在过去私塾里比较普遍。 

    （三）以上所述，一部分曾经接受过古代教育的西藏妇女，后来在某一个方面有一定的造诣，个别

人在历史上很有名气，不管她们的背景和经历如何，正如在她们的传记当中所叙述的那样，在求知和成

功的道路上她们付出了比男性更加艰辛的代价。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接受过古代教育的西藏妇女



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普通妇女没有得到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是，无论是有文化的妇女，还是没有文

化的妇女，她们曾经为古代教育所起的促进作用，值得充分肯定。如果没有西藏妇女的参与和支持就没

有历史上古代教育的发展，古代教育的发展离不开西藏妇女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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