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敦群培

作者：杜永彬

发布时间：2008-08-31        浏览数：84 打印文章

文字大小 【小】 【中】 【大】

 

    根敦群培(1905—1951)，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生于青海省同仁县秀明谢村。近代著名史学家、宗教学家和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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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家和语言学家。 

    自幼聪颖，4岁起随父学习藏文，后被认定为同仁县雅玛札西曲寺多扎活佛的转世灵童，被父母送

人该寺学法。13岁即掌握了藏文文法《三十颂》和《音势论》，且能诗会画。民国7年(1918)，入隆务

寺受戒出家，取法名根敦群培，拜该寺高僧学习因明学和佛学。由于聪慧过人，受到德东索嘉等活佛的

器重。15岁入甘南拉卜楞寺学习《释量论》，并在该寺立宗辩经，受到全寺僧众的赞扬。16年(1927)，

离开拉卜楞寺前往西藏，入哲蚌寺果芒扎仓鲁本康村，在格西喜饶嘉措等大师门下修习佛法7年。23年 

(1934)，同印度学者热胡拉一道到彭波、热振、萨迦、夏鲁等地考察寺院，对噶当派和萨迦派的经典进

行了详细的研究。 

     民国27年(1938)，应热胡拉的邀请，由西藏前往印度、锡兰等地考察学习，沿途每经一地都绘图

记下。到印度之后，不仅学会了英语，还与俄国学者罗列赫(George Roerich)合作将藏文典籍《释量

论》和《青史》译成英文出版。后来，又到印度贝拿勒斯学习梵文。随后转入锡兰梵文大学学习梵文，

为时一年零四个月。结业后到巴图纳图书馆协助达桑嘎拉图雅从事研究工作。同时拜克纳喇嘛丹增坚赞

为师，研习梵文，并翻译了《罗摩衍那》的故事。他在印度等地度过了11个春秋，遍访印度、锡兰和尼

泊尔等地的名胜古迹，并对僧伽罗地方的历史、宗教进行了研究，撰写出《锡兰纪事》。 

    民国34年(1945)，应赤江活佛和噶雪•曲吉尼玛的邀请，经不丹返回西藏。在实地考察西藏各地古

迹，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首次利用敦煌古藏文写卷资料，于35年(1946)写成论述吐蕃王朝历史

的《白史》一书。由于他用现代眼光去看待宗教，不愿受清规戒律的约束，对现实政治也很热心，个人

生活放荡不羁，冒犯了西藏地方政府。同年4月，噶厦以参与组织“西藏革命党”、宣传布尔什维克主

义的罪名将他逮捕入狱。铁窗生涯不仅中断了其蒸蒸日上的学术研究，而且使其身心受到摧残。1950年

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获释出狱，但因身体虚弱，病情恶化，于1951年8月10日去世，年仅46岁。 

    根敦群培精通藏文、梵文、英文、巴利文、汉文等，其著译作品除《白史》、《欲经》外，还有

《江湖游览记》、《龙树教义饰》、《雪山》、《微尘辨析》、《中观因明之奥义》、《印度八大圣地

志》、《梵文宝藏》、《教诗》、《善女歌》、《锡兰上座部之达磨巴经》、《三自性定》、《无我



问》等(已收入《根敦群培文集》出版)。 

    根敦群培是第一位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研究西藏宗教、历史的藏族史学家。其论著一改以往藏

族高僧、学者以注疏、叙述为主，宗教色彩浓郁，缺少考证和辨析的传统著述风气，而以较为科学的观

点和方法、客观公允的态度来撰写藏族历史和宗教，力求做到言之有据，拨开宗教的迷雾，开藏族学者

治学的一代新风，在藏族宗教、历史研究史上树立了一个新的典范，是藏族学术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划

时代的学术大师。后来的藏族学者沿着他开创的道路，继承和发扬这一史学传统，结出了新的硕果，如

恰白•次旦平措等人即是这一史学流派的重要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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