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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一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辛亥革命后，以德王为中心的蒙古王公等展开了自治运动，1933年召开了百灵庙自治会议。在运动

策划中，1929年郭道甫向德王提议，为了团结各阶层的力量，需要班禅的支持。那么到底在革命时代的

蒙古人心目中，班禅的形象如何？当时几乎全蒙古人都是佛教徒，所以格鲁派领袖之一班禅自然有号召

力。不过这也通过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而形成的。为了探索“班禅活佛系统和蒙古”的问题，首先要溯

源到第四世班禅时代。本文旨在通过考证第四世班禅和喀尔喀三大活佛系统（哲布尊丹巴、扎雅班第

达、额尔德尼班第达）之间的关系，了解第四世班禅在蒙古的发展。通过这篇文章，除了了解17世纪班

禅和蒙古之间的关系之外，还可以看到以往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如果继续按照严格的教派派别来进行研

究、记述西藏、蒙古历史，我们对不少问题将无法回答。  

    本文分下面几个方面：  

    1、走出温萨寺——全国性活佛系统的形成  

    2、班禅活佛系统的发展和蒙古  

    3、在喀尔喀蒙古地区佛教的兴旺和班禅  

    1）哲布尊丹巴前身问题和班禅  

    2）喀尔喀三大活佛系统的建立和班禅  

    1658年萨迦寺夏仲法王及漠北蒙古达根诺颜汗前往扎什伦布拜见班禅，夏仲在撰写的永生长寿文中

高度评价德高望重的大师为“北方一切佛教宗派之怙主”。对班禅的这些荣誉和喀尔喀三大活佛系统的

发展有很紧密的关系。通过第四世班禅和蒙古关系的探索，我们发现班禅活佛系统对蒙古上层活佛来说

一个很重要的佛法根源。这样，对班禅的印象——“北方宗教怙主班禅”——便铭刻在蒙古人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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