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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康乾之世，对藏传佛教进行了多方面的禁约和整顿，诸如严肃国师禅师的封赠，禁止随意私 

自剃度或私行建寺，严禁喇嘛游方他地或久居京师，并对喇嘛的服饰及饮食制度作了规整。这些禁约整 

饬办法的颁行，对于整饬藏传佛教 中的诸多流弊，严肃教戒僧规，促使其健康发展不无益处。但更多的 

效果是在政治方面，即经过整饬的藏传佛教，更成了统治者用之而得心应手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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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者虽然取三教共奖的政策，但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关系最为亲近，他们不时发国帑修筑寺 

庙，封赠喇嘛，创行国家养僧的衣单粮制度，给藏传佛教给予诸多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促进了藏传佛 

教的发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学者们已从多层面给予过研究。但另一方面，清朝贵族针对藏传佛教内 

部的流弊，又实施了多种禁约和整饬，肃整了教戒僧规，使其得以健康发展。笔者试对其作一些试探性 

讨论，权作引玉之砖。 

一

、 严肃国师禅师的封赠 

明初朱元璋出于“招徕番僧，藉以教化愚俗，弭边患”①的政治目的，确立了封赏藏传佛教高僧的政 

策。不过当时制度新创，纪纲肃整，故封赠办法尚称严谨，洪武一朝封赠的大国师、国师不过四五人而 

已。明成祖即位，继续取崇奉藏传佛教的政策，曾封赏西天佛子2人，大国师9人，国师18人。显然，永乐 

封授是藏区喇嘛国师封号由严谨转向伪滥的转折。延至宣德、成化时期就更加滥封滥赏了，藏区大小派 

系的僧首和一些部落头人，或以军功，或因贡马，或因宗教地位，便诏给一个国师、禅师名号；且始有一位 

僧首受封，以后就会有若干弟子袭号。结果到了明末，国师、禅师到处可见，有人作过考证，统计得仅甘 

肃洮、岷、河州一带，有国师号者19人，西宁一带有16人②。 

明代所奉行的多封众建、分而治之的做法，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对羁縻藏族部落，稳定甘青川藏等地 

藏区的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又产生了诸多流弊，主要是受封的僧首凭借政治影响和宗教地 

位号令僧徒，控制信教民众，征赋收租，包揽诉讼，如同土司，个别的地方还形成了以寺庙为中心的小范 

① ‘明史>【Z】，卷三三<西域二>，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见张维、鸿汀遗稿、张令暄辑订：<甘肃青海土司志>【J】，<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1—2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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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政教合一的体制。这种情况不利于佛教内部的统一乃至中央政府事权的统一。需要革除这种多封 

众建的局面，已是摆在当政者面前的大事。 

清朝定鼎中原之初，制度草创，多因袭明代旧制。又加之当时抗清势力遍布各地，清政府也采取了 

羁縻之策，规定凡明代旧封喇嘛缴回诰敕、印信、札符者，由理藩院查验注册后均予换给清之诰敕、印 

信。检索文献，见载入 《大清会典事例》中的师号对换事例达l6次之多，其大致情况可整理为表l： 

表l 清顺治康熙朝对明旧封国师禅师诰敕印信对换事例表 

序号 时间 明封赐对象 明封赏名号诰敕兑换情况 资料出处 

1 顺治七年 河州宏化寺韩禅巴 明封总理国师敕印予以对换 (大清会典事例>卷975 

2 顺治八年 显庆寺丹巴坚错 明封赠灌顶大国师敕印予以对换 (大清会典事例>卷975 

3 顺治七年 河州宏化寺诺尔布坚错 明封赠普应禅师银印予以对换 (大清会典事例>卷975 

4 顺治十年 西宁瞿昙寺公葛丹净 明封赠灌顶净觉宏济大国师诰敕予以对换 (大清会典事例>卷975 

5 顺治十年 西宁瞿昙寺渣思欢卓尔 明封赠灌顶广济宏禅国师敕印予以对换 (大清会典事例>卷975 

6 顺治十年 净宁菩提寺沙拉索南 明封赠妙胜惠济灌顶国师敕印予以对换 (大清会典事例>卷975 

7 顺治十年 净觉寺班球尔坚错 明封赠净慈优善国师敕印予以对换 (大清会典事例>卷975 

8 顺治十年 慈利寺札思巴统珠 明封赠宏善演教国师赖印子以对换 <大清会典事例>卷975 

9 顺治十年 延寿寺张舍拉朋措 明封赠广济宏修国师敕印予以对换 (大清会典事例>卷975 

10 顺治十年 普法寺丹增坚措 明封赠妙善通惠国师敕印予以对换 (大清会典事例)卷975 

11 顺治十年 吉祥寺洛藏拉旦 明封赠福教禅师敕印予以对换 <大清会典事例>卷975 

12 顺治十年 西纳演教寺班珠尔朋措 明封赠国师赖印予以对换 (大清会典事例>卷975 

13 顺治十年 慈利寺毛措南宫哈 明封赠妙胜禅师敕印予以对换 <大清会典事例>卷975 

14 康熙十一年 延寿寺张哈完 t- 原已对换明封赠广济宏修国师印再次予以对换 <大清会典事例>卷975 

15 康熙十四年 岷州圆觉寺后只即丹子 准承袭明封宏济光教大国师号 一 <大清会典事例>卷975 

16 隶熙五十二年 洮州阐定寺杨昂望 明代封赠崇梵净觉国师敕印对换 (大清会典事例>卷975 

由上表看出，清政府实行对换明旧封国师、禅师敕印的时间，主要集中在顺治中期和康熙前朝；而得 

到对换敕印的喇嘛又主要是甘肃洮、岷、河州和西宁附近寺院的喇嘛。 

康熙亲政以后，接连取得了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军事斗争的胜利，接着又粉碎了准噶尔部上层 

反动分子的叛乱，清朝的统治更趋稳定。在此大背景下，清政府调整了对藏传佛教的政策，由当初的羁 

縻笼络转向了全方位的整顿和控制。 

对藏传佛教的整顿主要发生在康熙后期和雍乾之世，整顿的重点是国师禅师的封赠问题。雍正四 

年(1726)议准：“西宁所属百里外，僧寺九十四处，河卅l所属仅止三处。此内有名国师、禅师而曾颁有敕 

印者，有国师而并未颁给者⋯⋯。此等处所，原系土番杂处，明初颁给敕印之后，我朝亦曾颁有敕印。缘 

边居之人，野性难化，故令其信任有名之喇嘛承袭管辖。若因循旧制，不酌量更定，恐相沿 日久，竞恃为 

世守，所关匪细。嗣后令各寺族佃归并内地为民，所给敕印，尽行收取，不令管辖番众。”①结果原来所对 

换的敕印全部被收缴。但由于尽行收缴国师禅师敕印之后，导致了寺庙喇嘛无人约束管理的后果，故延 

至乾隆十二年(1747)再议订：“甘肃所属各寺喇嘛自收国师禅师印信以后，各自梵守静修，其属下僧众， 

虽各设有法台，但约束不无涣散，自应照依地方之大小，喇嘛之多寡，定为职衔，以备稽察。”②遂设名号 

① <大清会典事例)【Z】，卷九七五 <理藩院、喇嘛封号)。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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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微的都纲3人，僧纲l4人，僧／E3人，均由理藩院给以札符，令其管理寺院，约束喇嘛。并再次申令：今后 

“国师之号，均不准承袭”。至此，明代滥封国师、禅师的流弊基本解决了。 

在清理解决明代滥封国师、禅师流弊的过程中，清政府也曾封过一些国师、禅师。我们从《大清会 

典事例>和 《蒙藏佛教史>等文献中，统计得其封赏情况如表2： 

表2 清代封赠国师禅师情况表 

序号 时 间 封赠对象 封号 所在寺院 资料出处 

1 顺治五年 乌斯藏阐化王贡使锁南必拉式 妙胜慧智灌顶国师 西藏寺院 <蒙藏佛教史>六篇三章 

2 康熙四年 东科尔呼图克图 蛮朱什哩禅师 青海东科寺 <蒙藏佛教史>五篇三章 

3 康熙三十七年 墨尔根绰尔济 灌顶普惠宏善大国师 库伦 <大清会典事例>卷974 

4 索熙四十四年 章嘉呼图克图 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 青海佑宁寺 <大清会典事例>卷974 

5 雍正十二年 土观呼图克图 静修禅师 青海佑宁寺 <大清会典事例>卷974 

6 雍正十二年 噶勒丹锡嚼呼图克图 慧悟禅师 青海塔尔寺 <大清会典事例>卷974 

7 乾隆十八年 济隆呼图克图 慧通禅师 拉萨寺院 <大清会典事例>卷974 

8 乾隆四十六年 敏珠尔呼图克图 净照大禅师 青海广惠寺 <蒙藏佛教史 >五篇三章 

9 嘉庆三年 阿嘉呼图克图 显能禅师 青海塔尔寺 <蒙藏佛教史 >五篇三章 

10 咸丰三年 帕克巴拉呼图克图 敉远禅师 西藏寺院 <大清会典事例 >卷974 

11 同治七年 伊勒固克森呼图克图 通善禅师 蒙古寺院 <大清会典事例>卷974 

12 不详 果蟒呼图克图 禅师 拉萨寺院 韩儒林 <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 

13 不详 那木喀呼图克图 禅师 西藏寺院 韩儒林 <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 

14 不详 鄂萨尔呼图克图 禅师 蒙古寺院 韩儒林 <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 

15 不详 贡唐呼图克图 禅师 甘肃拉楞寺 韩儒林 <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 

从表2看出，清代的严肃封赠与明代的滥封众建形成明显反差，清政府的封赏原则十分严谨，他们认 

为“国师名爵甚大，非有功绩，不得滥授”①。故从顺治五年(1648)至清后期，仅封赠国师禅师l5例，其中 

国师号3例，禅师号l2例。从封赠对象看，多集中在清海的章嘉、土观、敏珠尔、阿嘉、噶勒丹锡嚼等系统 

的活佛中。这些活佛受封以后，便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出任漠南多伦、归化城等地的札萨克达喇嘛或掌印 

达喇嘛，主管蒙古各部的宗教事务。其反映了清廷着意扶持青海的宗教人物，以之作为亲信工具，派往 

蒙古，借以削弱达赖、班禅在蒙古宗教界的影响，并防止蒙古王公把持当地教权的可能。同时，清政府对 

受封的国师、禅师也多有限制，如规定各封赠的国师和禅师名号不得兼任，更不得世袭，只封赠给当世之 

活佛，待伊圆寂，所有国师、禅师印信及国师所用金顶黄轿、九龙黄坐褥便要指定专人保管存放，待下世 

灵童坐床后，视情况另加恩赏后才能启用。清代的这种严肃做法，革除了明代滥封所造成的诸多弊端， 

尊贵了国师禅师名号，但也使国师等僧爵僧官职位更浓地染上了政治色彩，使之完全成为统治者运用自 

如的工具。 

二、禁止随意私行出家建寺 

唐宋以降，历朝中央政府对汉传佛教中的建寺度僧事实行严格的控制政策，甚至使用法律手段打击 

社会上的私筑寺院或私自剃度行为，而对藏传佛教中的筑寺、剃度现象，则采取宽容的政策。延至清朝 

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七五 <理藩院、喇嘛封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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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对民众出家为喇嘛者作了许多限制。 

1．规定蒙古民众不得私自送家人子弟为喇嘛。谕令凡“喇嘛徒众，除(理藩)院册有名者，不得增设。 

‘外番蒙古民众’欲送家人为喇嘛徒弟及留住外来之格隆(比丘)、班第(沙弥)，皆令开具姓名，送(理藩) 

院注册，违者坐以隐丁之罪”。不仅一般民众，甚至是蒙古王公贝勒也不得私自送子弟入寺。还规定蒙 

古骁骑丁壮不准私为乌巴什(居士)，违者照私为格隆、班第例治罪。 

2．规定蒙古王公不得私自送家奴入寺为格隆、班第。清前期订令：凡蒙古王公贝勒私自送家奴入寺 

为班第者，要罚俸一年，当地都统等官员失察者，要一并交刑部议处治罪。又规定：“凡喇嘛将自己家奴 

及受他姓送到之人作为班第，并容留无籍之格隆、班第者，将该管之达喇嘛革退，罚牲畜三九，格隆班第 

等各罚三九。”文中所称“罚牲畜三九”者，是建立在牧业经济基础上的一种罚服办法，据称当初的“蒙古 

例，罚有十二等，罚牲至九九，罚马至百头。番例曾经奏定，罚服牲畜，均不得过五九之数”。依清朝奏定 

的番例罚服规定，“凡罚服一九之数：马二匹、犏牛二条、乳牛二条、三岁牛二条、二岁牛一条，二九者倍 

之”①。可见，对私为格隆或班第的家奴及有关喇嘛罚以“三九牲畜”，即罚没各色马、牛等27头的处罚是 

很重的。 

3．规定蒙古台吉不得私为喇嘛。康熙朝订制，蒙古台吉不得私自出家当喇嘛。这条规定在乾隆四 

十年(1775)有了松动，清高宗谕令：“蒙古等素敬佛教，台吉中有愿当喇嘛者，亦可不必禁止”②。延至道 

光朝，对之再作条理，规定若“台吉当喇嘛，照例报(理藩)院清领度牒，如未领度牒私自出家者，勒令还 

俗，失察之盟长札萨克罚俸”③。 

4．规定蒙古妇女不得私自出家。康熙朝有令：“蒙古妇女，不准私为齐巴罕察(即尼僧)，违者，亦照 

私为班第例罪之”。乾隆元年(1736)，便对蒙古妇女出家的年龄作了严格限制，规定凡处于生育年岁的 

青壮妇女，未经批准不得出家。④ 

从上列禁令来看，当初清政府颁行的禁止私度为喇嘛的禁令，主要限于蒙古各部。表面上看，这是 
一 种政府干预宗教事务的行为，其实背后寓有更深刻的政治因素。清统治者的用意有两点：一是维护兵 

源，二是限制蒙古王公子弟充当喇嘛，而对蒙古的宗教，并未如一般所说的那样，鼓励蒙古男儿出家，相 

反的予以了严格的限制。从保证兵源而论，清代在蒙古推行的是举族皆兵的政策，蒙古八旗的军事力量 
一

直是满洲贵族打天下和保天下所借重的主要兵力，故而才设计了蒙古民众不得私自出家，蒙古妇女不 

准私度为尼的禁条。从限制王公贵族子弟充当喇嘛作论，主要是防范王公们借机在寺院中安插羽翼。 

清代治理蒙古的总原则是实行政教分离，限期不愿让宗教领袖干预政务，又不想让蒙古王公干预教务， 

限制台吉及贵族子弟出家，这是一种有远见的防微杜渐之策。 

除禁止私为喇嘛外，又禁止擅自筑寺。清入关之前已有禁令：“私为喇嘛建盖寺庙者，治罪。”康熙时 

又谕令：“以民田展修庙宇，有碍民生，嗣后凡修庙有碍民地者，著永行禁止。”⑤同时满洲官员郎谈针对 

青海境内民众筑寺无禁的状况，亦曾建言：青海各地“番下愚民，无日不修庙寺，渐增至数千余所。西海 

境诸民，尽衣赭衣，鲜事生产者几万户”。他建议：“凡自古所有寺庙应存留者令梵修者居之，其余剌麻愚 

民，任意盖造者，宜悉毁之，驱游惰之徒，归于田亩，‘以收取 ’国赋充而游民少的效果。”⑥到乾隆朝而订 

制：蒙古各部内，“如有建筑五十楹以上之寺宇，需申请赐下寺名之时，则由(理藩)院奏请下赐名号”⑦， 

无赐名而擅 自私筑者治罪。不难看出，这是远绍唐宋以来实行的颁赐寺额的成制。 

不过，从总体情况看，清政府禁止擅 自筑寺或私度为喇嘛的谕令，主要是针对蒙古各部和甘青藏族 

① 见周希武编著、吴均校释：<玉树调查记 -政治>[M1，附录 ·番例六十八条，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②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九三 <理藩院 ·禁令 ·喇嘛禁令)。 

③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七四<喇嘛封号 ·驻京喇嘛)。 

④ 以上引文除注明出处者外，均见<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九三 <理藩院 ·禁令 ·喇嘛禁令>。 

⑤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九三 <理藩院 ·禁令 ·喇嘛禁令)。 

⑥ 杨应琚：<西宁府新志>[M1，卷三四<艺文、条议附>，郎谈 <清禁约剌麻等不得任意出边并除异端疏)。 

⑦ 妙舟：<蒙藏佛教史>[M1，第六篇第三章第三节<高宗朝之喇嘛禁令)，民国排印本。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清代对藏传佛教的禁约和整饬 ·173· 

部落而制订的。但这些地区由于特殊的民族因素和地理因素，清政府的行政力度相对疲软，故而形成了 

折扣行令或有令不行的状况，历次颁布的禁止私度出家或私创寺庙的令文，在实际上并没有认真贯彻执 

行。 

三、严禁喇嘛游方他地或久居京师 

游方本是佛教所倡行的传统梵修方式之一，但唐宋以来，历朝政府多有禁止僧人游方的规定，析其 

原因，大多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如宋辽对峙时期，北宋政府曾严禁僧人云游到五台山：而宋金对峙期 

间，南宋政府又禁止僧人随意出入利州路和夔州路。显然这种规定是从军事上考虑的，即担心敌方奸细 

混迹云游僧中而进入重要军事设防区，刺探军情。出于同样的目的，清政府也多次禁止喇嘛游方。 

1、禁止喇嘛在蒙古各部间或蒙藏地区间游方 

清顺治、康熙时期，蒙古地区多事，故清政府重点禁止喇嘛在蒙古备部之间或者在蒙藏地区间游方， 

以期杜绝蒙古王公间或蒙藏上层分子间私相往来，暗通信息的可能。顺治四年(1647)，谕令：“喇嘛不许 

私自游方，有游方者，著发回原籍”①。又订令：“游方之徒，不得擅留，违者治罪。”②顺治十七年(1660)题 

准：“归化城喇嘛有事往额鲁特、喀尔喀地方者，均令具题请往，都统不时稽查，毋许妄为。额鲁特、喀尔 

喀往来人、格隆班第等亦不许擅留，违者治罪。”③康熙前期，又多次发出禁令，规定“唐古特喇嘛徒众非 

奉旨不许私来”。“外番蒙古地方，除册籍有名之喇嘛外，其游牧之喇嘛班第，皆令驱逐，倘不行驱逐或隐 

匿容留及将备该属家奴私为班第者，事发，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台吉等备罚俸一年，无俸之台吉罚 

马五十匹入官，仍革职。”④ 

如果说，上引皇帝的令文中还有某些隐讳之语，没有将禁止游方的目的说明白的话，那么康熙朝曾 

官任将军的郎谈的话就直率坦诚了，他上折子说：“窃查边内非蒙古所居之处，寨口非剌麻任意来往之所 

⋯ ⋯ 臣意欲严令诸隘口官吏，不得令剌麻任意出入，俾内地消息泄于边外蒙古”。⑤ 

清政府又以严厉的手段，打击那些犯禁进入蒙古地区的云游喇嘛。乾隆五十七年(1792)，有噶勒丹 

锡嚼呼图克图的弟子额尔德尼达赉等赴科布多备部落旗下化缘，被当地军政官员伍弥乌逊拘留，并将 

主要人犯解送北京，乾隆派王子等会同军机大臣审讯得知，此事竞系噶勒丹锡嚼所使。乾隆帝为此发 

出龙吟：“朕现在保护黄教，清理喇嘛一切弊端⋯⋯，若不严行办理，断难整饬”，遂将噶勒丹锡嚼所 

任札萨克达喇嘛一职革去，又以噶勒丹锡嚼呼图克图“年少不谙事务”为辞给予以开脱，将责任全推到 

商卓特巴札萨克罗 卜藏丹身上，结果将罗剥黄后发往江宁服苦役，其押在科布多的喇嘛全部解送刑部， 

给予严惩。乾隆还因此向蒙藏的地方官发出警告：“此案伍弥乌逊若苟且完事，不行具奏，朕必将伊一并 

治罪⋯⋯”⑥。并要顺便寄知驻藏办事大臣福康安、和琳，传谕达赖喇嘛、济隆呼图克图，以示清廷振励 

佛教、整顿喇嘛流弊的决心。谁都明白，此案若仅是一桩化缘事，那绝不会惊动皇帝的大驾，动员那么多 

官员查处此事，显然这里面有更深刻的政治因素。 

雍乾时期，是青藏地区的多事之秋，清政府又重点禁止喇嘛在蒙藏地区间游方。对那些由北口蒙古 

备部到西藏游方的喇嘛，制订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议准：“嗣后凡遇蒙古王 

公等延请喇嘛者，令西宁办事大臣行文赴藏，再由驻藏大臣给予执照，并咨明西宁办事大臣，庶彼此备有 

关会，来往时日，皆可按照而稽，永杜私相往来之弊。”⑦道光四年(1824)奏定：“青海地方凡有北口备部 

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五0一 <礼部 ·方伎 ·喇嘛禁例>。 

②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九三 <理藩院 ·禁令 ·喇嘛禁令>。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三四<艺文、条议附>，郎谈<清禁约剌麻等不得任意出边并除异端疏>。 

⑥ <清高宗实录>【z】，卷一四一七，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下，中华书局影印本。 

⑦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九三 <理藩院 ·禁令 ·西藏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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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蒙古喇嘛赴藏熬茶，十人以上仍留原处请票，十人以下无票出口者，由西宁何处营卡行走，即责令该营 

卡官弁，查验人畜包物数目，报明青海衙门，复给执照，一面移咨驻藏大臣查照，将票缴销。回时由驻藏 

大臣发给路票，在青海衙门查销。”①又规定：凡五台山等地喇嘛前往普陀山进香者，由该地“督抚咨明理 

藩院，转咨兵部给发路引，仍令该管督抚咨浙江省，饬令守口员弁查验放行。回棹后，守口员弁验明人数 

放进，呈报浙江巡抚，于年终将出入人数造具清册，分送兵部并理藩院，以凭查复。如出口人数与部发路 

引不符，守口员弁照盘查不实例议处”②。 

2、禁止喇嘛随意来京或滞留不返 

明代后期，许多藏区的喇嘛出于觊觎朝贡所得赏赐的丰厚或京师的繁华，随意来京并长期滞留不 

返，他们勾结官府，串联阉宦，生出了许多弊端。针对明代的流弊，清政府对喇嘛来京事进行了整顿，规 

定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归化城、察哈尔、阿拉善及喀尔喀的达喇嘛，除哲布尊丹巴不列年班外，其余均分 

编为六班，依年轮流，每年一班，于十一月中旬来京朝贡，并于次年正月十五日宴毕后，由理藩院代奏，令 

其各归游牧处所，在京逗留时间不得超过60天。甘肃岷州等地喇嘛分编为四班入京；甘肃庄浪卫红山堡 

报恩寺喇嘛，可五年来京一次；西藏喇嘛非奉旨不许辄来，达赖、班禅可每年遣使一次；驻京呼图克图的 

转世灵童坐床后若需要来京者，得由理藩院代奏后方可成行。这一套规定，把喇嘛来京及居京的班次时 

日，条理得清清楚楚，避免了许多混乱。 

3、禁止喇嘛游乡串户或止宿民家 

清政府针对元明以来，个别喇嘛借端游乡串户、止宿民宅而引出的种种破戒违法事端，多次下令，整 

饬戒规，禁止喇嘛游乡串户、止宿民宅。早在天聪七年(1633)就定令：盛京居民“有请念梵经治病者，家 

主治罪”③。顺治十四年(1657)题准：“格隆、班第等如为人治病，必告知达喇嘛，限定 日期，方许前往。 

若有私往违限，并擅宿人家、或借端留妇女于寺庙者，皆依律治罪”。可能因为喇嘛游乡串户，擅宿民家 

的现象禁而未绝，雍正三年(1725)又再次谕令：“洮岷地方喇嘛以治病禳灾为名，诓骗蒙古，即令札萨克 

严禁，如果治病有益，分别保留，其余一概逐回原籍。嗣后有隐藏者，发觉，将札萨克等一并议处”。道光 

十九年(1840)又重申，内外蒙古各部所属喇嘛“如遇治病念经前往他处以及朝贡，除报明该管喇嘛外，并 

报名该管札萨克，方准行走”④。雍正、道光朝的令文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督责各蒙旗札萨克，要其切实 

负责，加大处罚游乡串户喇嘛的力度，以期达到禁绝这种现象的目的。 

除以上规定外，清廷还有一些禁约条令，如规定喇嘛宿于无夫之妇人家，无论是否犯奸，均剥黄、鞭 
一

百，勒令还俗。寺院房舍容留妇女行走者，大喇嘛要罚二九牲畜，德木齐罚一九牲畜。喇嘛容留犯罪 

盗贼者，与犯人一律科罪。驻京喇嘛奉使赴西藏，回京之日不得携带彼处喇嘛来京；外寺迁升之达喇嘛， 

不许将徒众带赴新任，违者从重治罪。 

四、规范喇嘛的服饰饮食制度 

元代由于过分崇信佛教，僧侣阶层贵族化倾向十分严重，寺院中往往是“官、民、僧服，相杂其间”。 

到明初，朱元璋整顿佛教，规定天下僧道服饰，令寺院按禅、讲、教区分僧服色别，规定“禅僧茶褐常服．青 

条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条浅红袈裟；教僧皂色常服，黑衣条红袈裟。僧官皆如之”⑤。但对喇嘛 

的服饰并未作政策性规定。到了清代，始对喇嘛的常服坐褥、车饰帏幔作出了详细规定：顺治十二年 

(1655)题准，喇嘛、格隆服用黄红色常服，非奉御赐，不得用五爪团龙袈裟；班第用黄帽黄衣。康熙六年 

(1667)题准，喇嘛人等许服金黄、明黄、大红等色，班第可服用大红色。但班第不得服用金黄色和黄色， 

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九三<理藩院 ·禁令 ·西藏禁令>。 

② <大清会典事例>，卷五0一<礼部 ·方伎 ·喇嘛禁例>。 

③ 同上。 

④ 以上引文均引自<大清会典事例 >，卷九九三<理藩院 ·禁令 ·喇嘛禁令>。 

⑤ <明太祖实录>【Z】，卷一五0，洪武十五年十二月乙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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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巴什、伍巴三察不许服用金黄色、黄红色，其余色服亦不得擅 自使用。违犯者，喇嘛罚牲畜一九，班第 

以下鞭一百。又规定受封为国师者可用金顶绿轿或金顶黄轿，九龙黄坐褥。嘉庆十五年(1810)又奏准， 

驻京及来京觐见的呼图克图，曾已转世多次、且同系统各世活佛共来京三次以上者，坐褥可以冬用狼皮， 

夏用红褐，并可乘坐绿色帏幔车；若转世次数较少，同系列各世活佛共来京仅一二次者，其坐褥冬用獾 

皮，夏用红褐、绿青褐，可乘坐青色帏幔车。道光十九年(1839)订制，驻京札萨克喇嘛及由藏调任京师各 

寺的堪布，可服貂皮、海龙皮褂，其余喇嘛不得僭用。又定例，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等四大活佛 

坐床后，可乘坐黄车黄轿，出游途中可搭用黄布帏幔墙，其余活佛不可僭用。① 

除服饰外，清代还规则了喇嘛的饮食办法。 

汉传佛教徒向有“吃斋”的饮食习俗，吃斋就是素食，这是汉地佛教中特有的制度。印度佛教徒是禁 

荤不禁肉，荤即葱、薤、蒜、韭、兴蕖等五种有强烈气味和刺激作用的蔬菜，被称作“五辛”或“五荤”。《十 

诵律》规定，出家人严禁食荤，但可以食用“不见、不闻、不疑”的“三净肉”。佛教东传早期，中国僧人守 

持这一饮食习俗，只是到南北朝，笃信佛教的梁武帝受佛教普渡众生、慈悲为怀观念的影响，开始提倡素 

食，主张僧尼禁断肉食，对于不守戒规而饮酒吃肉的僧尼严加惩罚，并从上层僧侣开始整顿，使素食成为 

汉传佛教徒的一种独特的饮食制度。但藏传佛教徒并不守此戒规，每遇诵经法会或佛教节目，照样宰牲 

食肉。延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帝对在京的喇嘛颁出上谕，称“喇嘛每说念经可救生灵，凡为尔等 

念经杀生供食者，岂非生灵?尔等若能不食，并传内外寺庙众喇嘛，俱照此例，一年可活二三十万生灵。 

如此乃合喇嘛之道，尔等会议具奏”。随之京城喇嘛章嘉活佛等“遵旨议淮，嗣后凡进内廷念经及佛生 

日、朔望等日，与凡往人家念经，俱停止肉食”。并将这一规定“传知盛京、五台山、归化城、察哈尔八旗、 

西安等处众寺庙住持喇嘛，一体遵行”②。自此始，形成了藏传佛教寺院的新的饮食制度，即平素不禁荤 

腥，而每遇佛教节 日，大型诵经法会日，每月初一、十五、十八日，主要宗师(如宗喀巴)诞生日或圆寂 日， 

必须持斋素食。至今，格鲁派寺院中还严格遵守这种主要宗教活动日吃斋的习俗。 

从以上叙述看出，清康乾之世曾对藏传佛教进行了多方面禁约、整饬，而大部分是针对蒙古各部而 

出台的，是为限制蒙古王公势力而精心设计的，从而使这些措施超出了宗教范畴，带上了很浓的政治色 

彩。经过整饬，一方面清整了藏传佛教中的诸多流弊，严肃了教戒僧规，促使佛教健康发展。而另一方 

面，使藏传佛教增加了更多屈从性，更成了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政治宗教，变成了统治者用之而得心应 

手的精神工具。 

[本文责任编辑 赵云田(特约) 黄维忠】 

[作者简介】 白文固，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宁 810008) 

① 以上见<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九二 <理藩院 ·仪制 ·喇嘛服色)。 

② <蒙藏佛教史)，第六篇第三章第二节 <圣祖朝之喇嘛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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