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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一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藏传佛教是一种道德、伦理色彩十分浓厚的宗教。它重视人们道德价值，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并把

它的宗教实践建立在道德实践基础上，认为成佛的前提是修持，修持的起点则是戒律，由戒生定，依定

而发慧，戒即是藏传佛教的道德伦理规范。藏传佛教道德作为一种宗教道德，乃是人类道德发展的一种

特殊形式。人们把道德奠定在宗教世界观基础上，一方面赋予宗教教义、神学理论以道德戒律意义；另

一方面，又把某些世俗道德神圣化和宗教化，以此来约束信徒的行为和调整信徒之间、信徒与社会之间

的关系。并使信徒们在对宗教道德的体验中证明其信仰的价值。藏传佛教道德也和其他宗教道德一样具

有相当复杂性。它是社会现实在人类道德中的曲折反映。它既有非人道、反人道的一面，也有反映人民

群众理想、愿望和感情的一面。如藏传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反对在现实人群中区分等级的道德观念，便

有进步性和合理性。因此，对藏传佛教道德同样存在批判继承的问题。自印度佛教传入西藏后，它的道

德观念一方面在与藏族传统道德作过长期的冲突、妥协与调和之后，逐渐走上藏族化的道路；另一方面

也对藏族道德伦理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在西藏民间影响巨

大，成为西藏传统道德伦理思想的重要补充。笔者认为，藏传佛教道德是一种既有别于印度佛教道德，

也有别于西藏传统道德的特殊道德体系。批判地继承藏传佛教道德，将对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发展起推

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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