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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处与辩浄 ：

一

部 １ ５ 世纪藏文传记所描述的

佛教徒与非佛教徒
“

他者
”

的对话
？

玉珠措姆 海德噶 ？ 丁伯格

［
摘要 ］ 从 一部 １ ５ 世纪 的传记 中 有关

“

苯教徒
”

的描述 出 发 ， 可 以 详细探讨在 当 时 的 宗教氛 围 中

以及特别 的佛教叙事 的语境 中 ， 该术语 意 味着什 么 。 贡塘
“

公主
”

曲 吉准玛 （１ ４ ２ ２ １ ４ ５ ５
） 的传记

描述 了 在其早期 生 活 中 与 苯教徒 的 一 系 列 冲 突 。 在违背其意愿 的 情况下 ， 她嫁给 了 南部拉堆
“

王 囯
”

的
“

王 子
”

， 后 者被认为 是苯教活 动 的 热 心 支持者 。 最终她 离开 了 其丈夫 ， 成 为 了
一

名 尼姑 ， 后来

成 为 了 第 一世桑顶 ？

多 吉 帕姆 。 在这部其 圆 寂后 不 久撰 写 的传记 中 ，
曲 吉准玛被描绘 为 一位佛教英

雄 ， 详述其 与 被称 为
“

佩戴羊毛 头 巾 者
”

的
“

辛 绕 宗教
”

的 信徒 间 的 矛 盾和冲 突 。 传记作者在佛教

与 苯教二元对立 的 普遍性观 点 的 影 响 下 ， 突 出 地运用
“

苯教徒
”

等 术语 ， 有选择性地展开叙事 。 传

记作者运用 一 系 列 真实 的 ， 但可 能 不 同且相 互无 关联 的 现象 ， 将 曲 吉准玛 与 其丈夫 间 的 冲 突 ， 描绘

为 佛教徒和 非佛教徒 间 有关 世界观 的 激 烈 对抗 以 及最高德行 与 人类彻底 失败 间 的 显著 区 别 。 文章探

讨该传记 中提及这些
“

苯教徒
”

的诸段落 ， 认为 他们 是 当 地诸 多 信仰 的代表 ， 同 时也是将
“

苯教徒
”

的观念建构 为
“

他者
”

的佛教文学 比 喻 的
一种 反 映 。 而且

“

苯教
”

和
“

苯教徒
”

等 术语指 一种信仰

类别 ， 即表 明 特别 的政治和 宗教立场 ，
而不是指 一个具体 的 宗教传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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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１ ５ 世纪成书的 曲吉准玛 （ 妄 １ ４ ２ ２ １ ４５ ５ ） 传记 ， 是 了解
一

世桑顶 ？ 多吉帕姆 （ ｑ切５Ｔ

？

苟
１

） 身世的重要著作 。 其 中有关
“

苯波教徒
”

的描述 ， 促使笔者反思
“

苯教徒
”一

词 ，

在当时社会环境 以及在那种特别的佛教叙事语境中 ， 所表达的宄竟是什么意思 。

① 本文获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宄基地专项基金资助 ， 也得到剑桥大学
“

康河计划
”

四川大学工作站暨 四川大学

喜马拉雅多媒体数据库项 目 资助 。



共处与辩浄 ：

一

部 １ ５ 世纪藏文传记所描述的佛教徒与非佛教徒
“

他者
”

的对话 ？

８ ７
？

贡塘
？ “

王 国
”

公主 曲 吉准玛 的传记描述 了在其早期与苯波教徒所发生的
一

系列冲

突 。 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 ， 曲 吉准玛与南部拉堆 （又译为
“

拉堆洛
”

，

“

王 国
”

的
“

王

子
”

成婚 ， 后者被认为是苯教 （ 与
５ １

） 的热心支持者 ， 而且与王室的宗教上师间 的互动较为复杂 。 后

来她离开其丈夫 ， 成为
一

名尼姑 ， 过着佛教徒的宗教生活 ， 最终成为第
一

世桑顶 ？ 多吉帕姆 。 因此 ，

在其逝世后不久撰写的这部传记中
？

， 曲吉准玛被描绘成
一

位佛教英雄 ， 并详述其反复地与
“

辛绕宗

教
”

的追随者之间发生的矛盾和斗争 ， 而这些追随者的特征为佩戴
“

羊毛头 巾者
”

（ ｑｗ象亩１
） 。 这

些人的身份可能是当地苯教寺院的成员 ， 也可能是在南部拉堆王室专 门进行祖先崇拜行为 ， 以保护

该
“

王国
”

统治家族的神职人员 。

本文将探讨该传记 中提及这些
“

苯教徒
”

的叙事 ， 认为他们是诸多 民 间信仰 的代表 ， 也是文

学和宗教叙事中 比喻的
一

种反映 。 这些叙事为我们提供 了
一

个古代印度有关
“

异教徒
”

的观念

梵文 ： ｆｉｒｔｈｉｋａ）
？

， 是如何被用来解释藏族非佛教传统宗教的显著例子 。 它们也是从佛教徒的

角度 ， 将对当地真正修习者的指称概括为
一

种类别 的典型例子 ， 而该类别是用来确认非佛教徒
“

他

者
”

的 。 因此 ， 与其认为
“

苯教徒
”

这
一

概念仅仅指
一

个具体的宗教传统 ， 在这样的语境下 ， 将它

视作
一

个表示相互关系 的概括性术语可能更富有成效 ： 即
一

种对非佛教徒
“

他者性
”

（或
“

相异性
”

）

的表演性及语境的构建 ， 而且这是
一

种涵盖各种不
一

定相互关联的宗教实践及文学指称的 比较灵活

多变的类别 ， 而这
一

类别正是用来显示
一

位佛教徒的英雄行为的
？

。 曲吉准玛的苯教徒丈夫是
一

个著

名 的佛教徒统治家族的儿子 ， 这 明显和其家族的宗教信仰是相违背的 。 本文将显示这
一

概念的构建

是基于对相关事件的有选择性的诠释 ， 并涵盖
一

系列不 同 的现象 ， 而且这些现象很可能是真实的 ，

但它们之间并不
一

定是相关的 。

一

、 曲吉准玛与其苯教徒丈夫

曲吉准玛的传记 ， 将她描述为 自 儿时起便是
一

位虔诚的佛教徒 ， 但是和次旺扎西 （ 至

①贡塘王国 ， 又名下部阿里 ， 是吐蕃王室的
一

个分支 。 关于贡塘王 国 的历史 ， 参见 Ｋ ． Ｈ ． Ｅｖｅｒｄｉｎ
ｇ ， Ｄｏｓ心

Ｇｕｎｇ ｔｈａｎｇ ｙＶｏ ｌｓ ． １ ａｎｄ ２ ． Ｂｏｎｎ ：ＶＧＨ Ｗｉ ｓ ｓｅｎｓ ｃｈａ ｆｔｓｖｅｒｌａｇ ，２ ０ ０ ０ ．

② 详情参见 
Ｈ ｉｌｄｅｇ

ａｒｄ Ｄ ｉｅｍｂｅｒｇｅ
ｒ ａｎｄ Ｇｕｎ ｔｒａｍ Ｈａｚｏｄ ，

“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 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Ｄｅ 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 ：Ｍｙｔｈｏ ｌｏ
ｇｙ ， 

Ｒｉｔｕａ ｌ ｓ

ａｎｄ Ｐｏ ｌ ｉｔｉｃ ｓ ．
ｗ

Ｉｎ Ｓ ． Ｋａｒｍａｙ 

ａｎｄ Ｐ ． Ｓａ
ｇ
ａｎｔ ，ｅｄｓ ．  ， Ｌｅ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ｕｒ ｏｆＡ ｌ ｅｘａｎｄｅｒ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 Ｐａｒｉ ｓ ， Ｎａｎｔｅｒｒｅ ：

Ｓｏｃ ｉ６ｔ６ ｄ
’

６ｔｈｎｏ ｌｏｇ ｉｅ
， １ ９９ ７

； 在 《当
一

位妇女变成
一

个朝代时 ： 西藏的桑丁
？ 多吉帕姆 》 职 沙 ：

—

书中 ， 笔者之
一

对传记进行了翻译 ， 并探讨 了其编撰情况 。 本文将 引 用翻译得更为详细 的
一

些

段落 。

③ 将用来翻译梵文术语
“

提尔提噶
”

（ Ｔ ｉｒｔｈ ｉｋａ） 的藏文术语木德 巴理解为
“

异教徒
”

是有 问题的 ， 而且有学者己经对此提出

质疑 （ 比如噶尔美 ？ 桑丹 ， Ａｒｒｏｗ办如价 ， ２ ． 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Ｍ ａｎｄａｌａ Ｐｕｂ ｌ 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ｓ
， ２ ００５ 年 ， 第 １ ５ ９ 页 ） 。 将它译为

“

非佛

教徒
”

可能更准确 。 然而 ， 由于将它译为
“

异教徒
”

是最普遍的用法 ， 而且从
一

个佛教徒的观点而言 ， 它强调教义上违背基于
一

个

共 同 的 印度宗教背景的原意 ， 因而 ， 在本文中笔者仍然译为
“

异教徒
”

。 将这
一

类别扩展为包括藏族的诸多非佛教传统本身是
一

个

非常有意思的过程 。

④ 斯坦因注意到
“

苯教徒
”

的地位可能与在 中 国 的道教 的地位相似 ， 即道教在其 自 身体系 的基础上 ， 倾 向于包括
一

些无

组织且不 同 的 民 间 习 俗和宗教技能 ， 或者有 时这些无组织且不 同 的 民 间 习 俗和 宗教技能均被归功于道教 。 Ｒ ． Ａ ． Ｓｔｅ ｉｎ
，

７＾油ｍ

Ｃｉｖ ｉ 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ａｂｅｒ ａｎｄ Ｆａｂｗｅｒ ，１ ９ ７ ２ ， ｐ ． ２ ２ ９ ，３ ５ ６ ．



？

８ ８
？ 中 国藏学 ２ ０ ２ ２ 年第 １ 期 （ 总第 １ ５０ 期 ）

＃ １

） 的婚姻粉碎 了其宗教理想 。 其丈夫是邻近的南部拉堆
“

王 国
”

统治者的儿子
？

。 后者不仅代表

曲 吉准玛在世俗生活 中 的纠葛 ， 也是对敌视佛教的
“

他者
”

追求其宗教理想的反映 。 曲吉准玛传记

中记载 ， 次旺扎西通过使者给她送去 了
“

据说是属于辛绕
”

， 即苯教创始人的
一

顶帽子和
一

些衣物 ，

作为结婚礼物 。

？
新娘接受 了衣物和

一

些珠宝 ， 但
“

扔 了苯教徒的那顶帽子
？ ”

。 表明她拒绝接受

“

异教徒
”

的宗教思想 ， 以免使她陷入对其丈夫负有道德和宗教义务的 困境 。

婚礼如期举行 。 当婚礼队伍抵达南部拉堆的首府协噶尔 今西藏 自 治 区 日 喀则市定 日

县协格尔镇 ） 时 ， 传记对其丈夫作 了如下描述 ：

作为 辛绕 的信徒 ， 该王子派来 了 身着 翠绿色长毛大氅
？

、 头戴羊毛 头 巾 、 手持作为 法

器的鼓和
“

相
”

（ 叫卩 ）

？
的 ６ ０ 名 苯教僧人 ， 开始举行禳灾驱鬼 的仪式 。 ［ 她

感觉 ］ 就像看见须摩提女
？

贫 ）

？
离开 了 在 ［ 其父亲 ］

“

给孤独
”

（ 阿那他摈荼

陀 ５
１，兮

５

？

明ｒ

｜
ｇ

ｐ 的衹园精舍住处的佛 陀 ， 成 为 在满 富城 （ 旁达拉瓦达纳城 ，

确⑷ 的异端耆那教上师 的信徒
一样

？
， 身 心 变得非 常 的疲条 。 ［ 于是 ］ ， 对其侍从们说 ：

“

这是我根本无法 忍受 的
？

！ 扔石头 ， 彻底把他们赶走 ！
”

其随从们也没有 ［ 丝毫 的 ］ 懈怠 ，

［ 立刻 ］ 按照其吩咐做 了 。 ［ 这些苯教徒们 ］ 做鸟 兽状散 了 ， 在十 字路 口 像扔掉破碎 的 瓦

片
一样扔掉他们 的鼓和

“

相
”

， 只 能试 图保护其 四肢而 已 。 看到这一幕时 ， 伟大 的 女瑜伽

师 ［ 曲 吉准玛 ］ ［ 对众人 ］ 说道 ：

“

让我们 吟诵
‘

祈愿神得胜
’

， 来欢庆吧 ！

”

 ［ 该公主 的 ］

这一做法为 ［ 在此地 ］ 首次顶 礼膜拜佛法创造 了 有利 的条件 。 当 ［ 她 ］ 以
一

名 化身 （

“

朱

贝古增 巴
”

） 的 身份 ， 凝视围观 的人们 时 ， 那些人又不敢 ［ 与 她 ］ 对视 。 有人议论道 ：

“

［ 这

位 ］ 新娘 ［ 不仅 ］ 容貌 出 众 ， ［ 而且 ］ 也很威 武 ！

”

后来 ， 当 ［ 她通过别人 ］ 听说 了 ［ 这

些人的评价 ］ 时 ， 便说道 ：

“

这是一个非 常好的征兆 ！
” ？

① 司徒 ？ 拉赞加 的儿子 ， 即 司徒 ？ 曲 吉仁青的孙子 ， 也是萨迦本钦维色僧格 的后代 。 宝
ｐ

《协噶尔

教法史 》 ，

巧
叫 志勿 历伽７

“

概“ｅ伽 ／

”

 ？ 办 ／初 ｏｗ尸〇 ／脱ｊ ｉａ 伽 Ｔｒａｎ ｓ ， ａｎｄ ｆａｃ ｓ ｉｍ ｉ ｌ ｅ ｅｄｉ ｔ 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 ｔａｎ  ｔｅｘｔ ｂｙ 

Ｐａｓａｎ
ｇ 

Ｗａｎｇｄｕ ａｎｄＨｉ ｌｄｅｇ
ａｒｄ Ｄ ｉ ｅｍｂ ｅｒ

ｇ
ｅｒ ｗｉ ｔｈ Ｇｕｎｔｒａｍ Ｈａｚｏｄ ． Ｖｉ ｅｎｎａ ：Ｏ ｓ ｔｅｒｒｅ ｉｃｈｉ ｓ ｃｈｅ Ａｋａｄｅｍｉ ｅ ｄｅｒ Ｗｉ ｓ ｓ 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ａｎ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ｔｈ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
ｇ

ｉｏｎ Ｔｉｂ ｅｔ ，１ ９ ９ ６ ，ｐ ． ４ａ ８ａ ） 描述了 
该家族的宗谱 

Ｑ

③ 同上 。

④ 这些翠绿色的斗篷可能与米拉 日 巴遇到 的
一

位苯教徒村 民所穿 的蓝色 的斗篷相似 。 这是
一

位富有 的村民 ， 尽管其社 Ｋ 的

人都反对 ， 他希望米拉 日 巴可 以操办其葬礼 。 就与苯教徒有关 的这
一

段落 的讨论 ， 参见 Ｒ ． Ａ ． Ｓｔｅ ｉｎ ， ｒ／ｔｏｆｌ ／ ｚ Ｇ
’

ｖ ｚ７／ｚａｆｔ
＇

ｏ？ ， Ｌｏｎｄｏｎ ：

Ｆａｂｅｒ ａｎｄ Ｆａｂｗｅｎ１ ９ ７ ２ ，ｐ ． ２ ３９ 。 米拉 日 巴的许多事迹发生在 曲吉准玛的家乡而且其生平和道歌集 由藏弄 ？ 黑茹噶编撰 ， 并得到 了

曲吉准玛的弟弟 ， 即贡塘国王赤朗杰德的赞助 。 藏弄 ？ 黑茹噶可能熟悉像 曲吉准玛传记 中描述的那些苯教神职人员 ， 也清楚了解佛

教徒和苯教徒间相互竞争的氛围 。

⑤ 相 （ｑ
ｆ
Ｏ 是

一

种手鼓 ， 在藏文 中也写作
“

ＶＲ
”

， 为
一

种苯教仪式上用 的法器 ， 而且当地敬奉山神 的叫
“

阿 甲
”

的僧人

现在仍然用这
一

法器 。 Ｒ ． Ａ Ｓ ｔｅ ｉｎ
， ｐ

． ２ ７ ２ ．

⑥ 这是指须摩提女 的故事 ， 是释迦牟尼佛 的
一

个主要施主给孤独 （ 阿那 陀摈荼驮 ） 的女儿 。 该故事被收录在藏文 《大藏经 》

中 ， 而且在藏族文学中这个故事非常受欢迎 。

⑦ 须摩提女是
一

位佛教徒 ， 但嫁给 了旁达拉瓦达纳城统治者的儿子 ， 在该城市 中耆那教 占主导地位 。 最终她得 以使其丈夫和

整个城市都皈依佛教 。

⑧ 在这里指上述苯教僧人举行的仪式 。



共处与辩浄 ：

一

部 １ ５ 世纪藏文传记所描述的佛教徒与非佛教徒
“

他者
”

的对话 ？

８ ９
？

曲吉准玛作为
一

名新娘 ， 试图努力遵循当地社会对她的传统期望 。 然而 ， 在其传记中 ， 她也被

描绘为已经公开反对苯教仪式和苯教修习者 ：

然后 ， ［ 他们 ］ 前往王 宫 ， 当苯教徒们 意欲进行 ［ 由新娘 ］

“

立幡祀神
”

ｑ
） ［ 的仪式 ］ 时

？
， 她说道 ：

“

由 于我 自 己是 一名 佛教徒 ， 让我立幡祭祀 ［ 佛教 的 ］ 神

衹 ， 我并不是戴羊毛 头 巾 的 ［ 苯教徒 ］ 的 尊奉者 。

”

并请求道 ：

“

请满足我 的愿望 。

”

于

是 ， ［ 其丈夫 ］ 仲次 旺 ［ 扎西 ］ 自 己 的 那位苯教上师 独 自 进行苯教 的祈福仪式 （苟

改 而 已 ， 而且 ［ 这位上师 ］ 请求 ［ 曲 吉准玛 ］ 无论如何成为这一仪式 ［ 所需 的 ］

四 名 助手之
一

。 当 ［ 他们 ］ 开始做上述仪 式 时 ， 杰哇 汪姆
？

苟
丨

指 曲 吉准玛 ）

冥想其本尊 （ 即金刚瑜伽母 ） ， ［ 对他们 ］ 怒 目 而视 。 因 而 ， 使包括施主 、 福 田及随从在

内 的所有 的 辛绕 的信徒们
？

［ 感 受到 ］ 难 以 忍 受 的 恐惧感 ， ［ 做仪式 的人们 ］ 不 由 自 主地

连 自 己 的法器都掉到地上 了
③

。

在
一

段时间里 ， 曲吉准玛试图适应在协噶尔的新生活 。 同时 ，

一

方面她试图运用佛教的传统方法 ，

即辩论来表达与其丈夫的宗教观念形成鲜明对比的观念 ； 另
一

方面 ， 也运用辩论来将其丈夫争取过来 ：

尽管她请求道 ：

“

正如萨迦班智达与 异教徒 以佛法为 赌注
＠
来进行辩论一样 ， ［ 让我们 ］

以佛 陀 薄伽 梵伟大 的 宗教与 辛绕邪 恶 的 宗教为 赌注 ， 仅通过下 一场 ［ 藏 式 ］ 围棋 ， 来决定

尊奉 ［ 获胜者 的 宗教 ］ 。

”

但 由 于业力 非 常 强大 ， 她未 能如愿 实现其愿望
？

。

上述引 文 中提到的辩论是指约在 １ ２ ３ ８ 年 ， 萨迦班智达和外道措杰噶瓦 （ｑ麥
？

贫
丨

） ， 以

及可能包括湿婆教徒在 内 的其他重要的 印度大师间在吉隆 进行的那场著名 的辩

论
？

。 尽管 曲 吉准玛做 了诸多努力 ， 但她没有能够用 自 己的宗教观念改变其丈夫的宗教信仰 。 不过 ，

她得以捍卫 自 己有关女儿教育的立场 ：

后来 ， 当 次 旺 ［ 扎西 ］ 问道 ：

“

任命雍 忠岭 巴 为教导这个孩子的老师 ， 行吗 ？
”

贝 吉

旺 曲玛 （ 指 曲 吉准玛 ） 答道 ：

“

如果 ［ 这个孩子 ］ 是个男 孩 ， 你一定有权 ［ 来做决定 ］

？
。

［ 然而 ， 这个孩子是个女孩 ］ ， 由 于 ［ 我们之 间 ］ 有
一个有关妇女财产 的协议 ， ［ 她 ］ 将

皈依我们 自 己 的 至 宝 （ 指佛教 ） 。

” ？

曲吉准玛通过依靠藏族有关亲缘关系 的传承习俗 ， 宣称对女儿的信仰有决定权 ， 该习俗通过确

定子女父系骨系或母系血 肉系 ， 分别传承财物及社会角色 。 但是 ， 他们 的女儿并没活很长时间 ， 曲

吉准玛在贡塘探望父母时 ， 就接到 了其女儿夭折的消息 ：

①
“

拉朵 巴
”

仪式通常也被译为
“

立幡祀神
”

仪式 。 根据藏族传统习俗 ， 在婚礼散后 ， 新娘持娘家送来的彩色神幡 ， 插于屋

顶 以祀夫家家神 。 参见张怡荪 ： 《藏汉大字典 》 ， 北京 ： 民族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３ 年 ， 第 ３ ０８ ３ 页 。

② ｑ 这
一

短语的字面意思为
“

高举辛绕胜幢之人
”

。

③３
．

平
？

喷
＊

ｑ芴
气

－

气
辦 龛

－

ｑ
豸气 气 今

Ｊ

］

．

办ｒ ｉ ７ｑ １ ８

气

④ 在藏文中 ， 用 的是 这一短语 ， 字面意思为
“

以
… …为证

”

， 在这
一

语境下 ， 应理解为
“

以… …为赌注
”

。

⑤３
■

平 笏
气

’

气
习灼 會ｑ

豸气
冷
气
閃

’

ｇ习 平］

．

办ｒ ｉ ９ｑ ２ ０

气

⑥ 就此辩论的相关研究 ， 参见 
Ｇ ｉｕｓｅ

ｐｐ
ｅ Ｔｕｃ ｃ ｉ ， Ｂａｎ

ｇ
ｋｏｋ ：ＳＤＩ ， １ ９９９［ １ ９４９ ］ ， ｐ

． ６２ ６
；Ｋ ． Ｈ ． Ｅｖｅｒｄｉｎ

ｇ ，

Ｄａｓ Ｋｏｅｎ ｉｇｒｅ ｉｃｈ Ｍａｎｇ ｙｕｌ Ｇｕｎｇ 

ｔｈａｎｇ ，ｖｏ ｌｓ ． １ ａｎｄ ２ ，Ｂｏｎｎ ：ＶＧＨ Ｗ ｉ ｓ ｓ ｅｎｓ ｃｈａｆｔｓｖｅｒ ｌａｇ ， ２ ０ ００ ， ｐ ． ３ ５ ３ ．

⑦ 字面意思是 ：

“

如果是个男孩的话 ， 你
一

定会 ［对他拥有 ］ 绝对的权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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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去阿里期 间 ， 正如她所料 ， ［ 其 ］ 孩子 已 经不在 ［ 人世 ］ 了 。 起初 ， （ 其婆婆 ）

赞江及 （ 其丈夫 ） 王子没有 勇 气告诉她 ［ 女儿夭折一事 ］ 。 最终 ， 伟大的 司徒 ［ 即其公公 ］

给她寄 了
一封信 ， ［ 信 中 写道 ］ ：

“

阁 下您 远道来此 ， 不 负 众望 ［ 尽到 了 作为儿媳的 职责 ］ ，

而 我方却未 能尽职尽责 。 然而 ， ［ 我们 ］ 圆 满地办 了 ［ 后事 ］ ， 积 累 了 功德 。

”

伟 大 的 女

瑜伽 师认为 ， 这似乎显示女儿 的父亲做主请苯教僧人来抚养她 ［ 从而 导致 了 其女儿 的夭折 ］ 。

［ 于是 ］ ， 她在 回信 中 写道 ：

“

［ 人 ］ 有生必有死 ， ［ 为 此 ］ 担心是没什 么 用 的 。 ［ 这个孩子 ］

本应该活得更长 一些 ， ［ 但是 ］ 由 于 ［ 采取 了 ］ 反对至 宝 （ 指佛教 ） 的行动 ， 才 只 活 了 这

么 长 。 这个孩子会找到她 自 己 的 归宿 的 ， 无需担忧
？

。

曲吉准玛在失去其女儿时 ， 尽管表现得异常镇静 ， 但显然她将其女儿的夭折归咎于苯教伩式及

苯教的治疗方法 ， 认为这些都是其丈夫鼓动的 。 在其心 目 中 ， 这些行为都与佛教形成了鲜 明 的对比 。

在协噶尔逗留期间 ， 她
一

直坚持支持佛教 ， 极力反对苯教徒 ， 并将后者当作必须批评的异教徒行为 。

其传记指出她比王室的僧人更能保证该王 国 良好的天气和 民众的幸福 ：

对应被赞颂 的 宝贵佛法的威望大力 赞颂 ， 对应批评的辛绕 的胜幢 （ 即苯教 ）等大力批评 。

像海洋 一样宽广 的 十方 的福德不 召 而 至 ， 汇聚在 ［ 此 ］ ， ［ 使得 ］ 该 万 户 府五谷 丰登 ， 干

涸 的土地上涌现 出水流 ， 且风调雨顺 。 因 此 ， 整个 ［ 自 然 ］ 环境都 变得 富足而 生机盎然
？

。

女儿夭折后不久 ， 曲吉准玛就感觉到放弃世俗生活的时刻 已经到 了 。 于是 ， 为 了 出家便开始 了

与其婆家和娘家的斗争 。 其斗争最终 以让我们想起大成就者拉克希米噶拉 （Ｌａｋ§
ｍｆｆｉｋａｒｇ）

？
故事的

一

个

场景 ， 而这
一

场景在某种程度上与佛陀本人的故事相似 。 曲吉准玛剪 了 自 己的头发 ， 并弄伤 了 自 己 ，

让每个人都感到震惊 。 极度悲伤的公公 同意她离开 ， 去实现 自 己的愿望 ， 她在 贝姆 曲丁寺 （

５
＾＾

＇

纤

剃度出家为尼 了 。 她在离开去静修前 ， 最后
一

次去看望丈夫 ， 请求他也允许 自 己离开 ：

他答道 ：

“

这一世你不会 留在我身边 了 ， 而且在来世也没有 ［ 什 么 ］ 希望让你成为 ［ 我

的 ］ 庇护者 。 当 你只做 自 己想做的事 时 ， 为什 么还来 问 我 呢 ？ 做你想做的 。

” ？

次旺扎西痛苦地承认他们 的婚姻完全失败 了 。 为 了报复 ， 趁其父亲不在家 的机会 ， 他发动 了

一

场针对贝姆 曲丁寺和贡塘
“

王 国
”

的战争 。 其父亲
一

回到协噶尔 ， 备受争议的军事行动就被停止

了 。 次旺扎西
一

直是
一

个情绪不稳定且多变的人 ， 几年后 ， 早于其父亲去世前就英年早逝了 。 他最

后
一

次出现在 曲吉准玛传记 中 ， 是在她听到其逝世的消息时 ， 不顾旁人的不满 ， 坚持为其丈夫的精

神解脱而祈祷 。 显然 曲吉准玛传记的作者利用这件事情 ， 来颂扬其慈悲心 ， 虽慈悲心违反 了 自 己的

宗教习俗和人们的期望 。 她后来成 了
一

名受过剃度 的
“

格隆玛
” “

比丘尼
”

） ， 并通过追

随诸如玻东 ？ 确勒朗杰 （ 苟 １ ３ ７ ６ １ ４４ ５ ） 、 汤东 ． 杰布 １ ３ ６ １

Ｉ ４８ ５ ） 、 那 吉仁青 （Ｙ］

巧
？

笑３＾７ 梵文名 为 Ｖａｎａｒａｔｎａ ，Ｉ ３ ８４
—

Ｉ ４６８ ） 、 贝 其美珠 巴
？

奇
气

？

③ 在阿 巴雅达塔所著 的 ８ ４ 大成就者 的故事 中简略地叙述 了 她 的故事 ， 参见 Ｊａｍｅ ｓＲｏｂ ｉｎ ｓｏｎ ， ｔｒａｎｓ ． ， ７％ｅ

Ｌ 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ｉｇｈ ｔｙ
－Ｆｏｕｒ Ｓｉｄｄｈａｓ ｂｙＡｂｈａｙａｄａｔｔａ ， Ｂ ｅｒｋｅ ｌｅｙ 

：Ｄｈａｒｍａ Ｐｕｂ ｌｉ ｓｈｉｎｇ ，１ ９ ７９ ，ｐｐ ． ２５０ｆｉｆ． ；Ｍ ｉｒａｎｄａ Ｓｈａｗ ，Ｐａｓｓｉｏｎａ ｔｅ Ｅｎｌｉｇｈ ｔｅｎｍｅｎ ｔ ，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 ｉｎｃ ｅ 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Ｐｒｅｓ ｓ ，１ ９ ９４ ，ｐｐ ．  １ １ Ｏ ｆｆ．



共处与辩浄 ：

一

部 １ ５ 世纪藏文传记所描述的佛教徒与非佛教徒
“

他者
”

的对话 ？

９ １
？

等上师 ， 最终成为
一

位著名 的女瑜伽师 。

二 、 文学比喻的力量

曲吉准玛的传记虽然有非常显著的特征 ， 但它仍然遵循在藏文中被称作
“

囊塔
”

的宗

教传记的
一

般写作模式 ， 即精神解脱叙述模板 。 因此 ， 该传记把佛陀的
一

生作为模板来写作 ， 本身佛

陀的
一

生正是
一

个典范的佛教徒生活的原始范式
？

。 该传记在记叙 曲吉准玛与非佛教徒斗争中 ， 将她描

述为
一

名佛教英雄 。 这些反面人物的所作所为 ， 让人想起 了早期佛教徒所面对的
“

异教徒
”

。 因此 ，

早期宗教冲突的描述显然影响 了传记叙事 ， 萨迦班智达与异教徒的辩论即为其中最常见的 比喻之
一

。

另
一

个非常可能影响上述传记的文学 比喻是有关 ８４ 位大成就者之
一

拉克希米噶拉的故事 ， 后

来 曲吉准玛被认为是拉克希米噶拉的转世
？

。 这位印度公主被迫嫁给邻近国家
一

个非佛教徒国王 。 当

人们庆祝其婚礼时 ， 她反对国王丈夫派来欢迎她的僧人 ， 并迫使他们逃离 。 结婚后不久 ， 她就假装

发疯 了 ， 剪 了 自 己的头发 。 后来 ， 成为
一

名苦行者 ， 住在骨灰覆盖的墓地里 ， 最终她使其前夫皈依

佛教 。 尽管在 曲 吉准玛的传记中并没有 明确地提到这个故事 ， 但 曲吉准玛的上师玻东 ？ 确勒朗杰的

传记作者 ， 提到 了拉克希米噶拉为 曲吉准玛的前世 （其上师的传记是在 曲吉准玛传记前撰写 的 ）

？
，

曲吉准玛传记的作者
一

定知道拉克希米噶拉的故事 。 这种文学模式可能深刻地影响 了人们对 曲吉准

玛丈夫次旺扎西的描绘 ， 即将他描述为
一

位虔诚的苯教信徒 以及
一

位不受欢迎的且敌视佛教的丈夫 。

像拉克希米噶拉的丈夫
一

样 ， 次旺扎西派了王室的上师们去迎接其新娘 ， 并试图将其本人的宗教信

仰强加于后者 ， 而 曲吉准玛对此的反应与拉克希米噶拉的
一

模
一

样 。 在 曲 吉准玛的传记中 ， 故事的

结局更为平淡 ， 即她未能改变其丈夫的信仰 ， 这可能是为 了 与真正发生的事件相吻合的缘故 。 尽管

曲 吉准玛未能改变其丈夫的信仰 ， 但还是宣称直到其丈夫觉悟为止 ， 将努力使他皈依佛教 。 因此 ，

我们仍然能看出 曲吉准玛的传记与拉克希米噶拉传记是用 同
一

个思路撰写的 。

文学 比喻的力量 ， 常常在于它们能组织相关的叙事 ， 而不是预先提供
一

个框架设定某种形象 。

特别是写作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 比较接近时 ， 现实细节的描写是不可或缺的 。 因此 ， 在 曲吉准玛的

传记中 ， 我们可以看到细节的渲染超出 了文学 比喻本身 。 比如 ， 对次旺扎西 的行为和心理特征的描

写显得非常逼真 。 传记 中描写他长了
一

个 甲状腺肿瘤 ， 精神不稳定 ， 还患有风疾 感情

生活 曲折 ， 不惜发动不正当 的战争 。 并进
一

步指 出他
一

直生活在父母的阴影之下 ， 每当做重要决定

时 ， 因其意见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而耿耿于怀 。 他作为传记中 的
一

个非正统派主角 ， 传记描述对其持

批评态度就不足为奇了 。 为了证 明 曲 吉准玛是完全有道理的 ， 对他发动 的导致混乱局面战争的描述

中 ， 传记作者对其进行 了
一

定 的
“

人格谋杀
”

。 但是 ， 次旺扎西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 至少在起初有

关他的描述 ， 可能很容易唤起亲 自 见过他 ， 或听说过其事迹的人们的 回忆 。

① 就相关研％ ， 参见 Ｓ ｔｗ也ｙ ３ ． Ｔａｍｂ ｉａｈ ，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 ｉｓ ｉ Ｓａ ｉｎ 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Ｆｏｒ＾ 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ｈ ｏｆＡｍｕｋｔｓ 
？

？Ａ Ｓｔｕｃｆｙ ｏｆＣｈａｒｉｓｍａ ， Ｈａｇｉｏｇｒａｐｆｙ ，

Ｓｅｃ ｔａｒｉａｎ ｉｓｍ
 ｙａｎｄ Ｍｉｌｌｅｎｎ ｉａ ｌ Ｂｕｄｄｈ ｉｓ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 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Ｐｒｅ ｓ ｓ
，１ ９ ８４ ．

②Ｈ ｉ ｌｄｅｇ
ａｒｄ Ｄ ｉ ｅｍｂｅｒｇｅ

ｒａｎｄＧ ． Ｈａｚｏ ｄ ．
ｕ

Ａｎ ｉｍａ ｌＳ ａｃ ｒ ｉｆｉ ｃ ｅ ｓａｎｄＭ ｏｕｎ ｔａ ｉｎＤ ｅ ｉ ｔ ｉ ｅ ｓ ｉｎＳ ｏｕ ｔｈ ｅ ｒｎＴ ｉｂ ｅ ｔ ：Ｍｙｔｈｏ ｌｏｇｙ ，Ｒ ｉ ｔｕａ ｌ ｓ

ａｎｄ Ｐｏ ｌ ｉｔｉｃｓ 

”

， Ｌｅｓ ｈａｂ ｉｔａｎｔｓ ｄｕ ｔｏ ｉｔ ｄｕ ｍｏｎｄｅ ，ｅｄｉ ｔｅｄ ｂｙ
Ｓ ａｍｔｅｎ Ｋａｒｍａ

ｙ 
ａｎｄ Ｐｈｉ ｌ ｌ ｉｐ

ｅＳａｇ
ａｎｔ ，Ｖｏ ｌｕｍｅ  ｉｎ Ｈｏｎｏｕｒ ｏｆ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

Ｐａｒｉ ｓ ，Ｎａｎｔｅｒｒｅ ：Ｓｏｃ ｉｅｔｅ ｄ＾ｔｈｎｏ ｌｏ
ｇ

ｉｅ ，１ ９９ ７ ，ｐｐ ． ２ ３ ９ 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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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叙事中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 ， 次旺扎西被描绘为
一

名虔诚的苯教徒 ， 而其父亲则被塑造为

一

位贤明 的佛教统治者 ， 而后者的这
一

形象在后来的材料中被进
一

步强调
？

。 这就使这位年轻的
“

王

子
”

与其父母间 的宗教思想形成 了 明显的矛盾 。 另
一

个有趣的文学 比喻特征 ， 是对苯教僧人及其仪

式用具的描述 ， 这与我们 目前知道的古代西藏王室上师们的情况 ， 以及 ２ ０ 、 ２ １ 世纪有关该地区神 山

崇拜的描述产生共鸣 。

三 、 致力于祖先崇拜的王室上师

１ ５ 世纪 ， 在拉堆 贡塘地区确实有苯教寺院 。 比如 ， 位于佩枯湖畔 的拉

布或巴拉普寺院
？
是在这

一

时期重新修复的 ， 并画有独具特色的壁画 ， 这是当时
一

座 比较兴盛的苯

教寺院
？

。 因此 ， 被邀请到南部拉堆统治者的王室举行仪式的苯教上师们 ， 可能是来 自这些苯教寺院

团体的成员 ， 而这些团体正与佛教团体处于竞争状态 。 也有可能在南部拉堆统治者的王室里 ， 有
一

个致力于祖先崇拜的上师 ， 有可能这位上师与苯教寺院团体有关系 ， 但在宗教信仰上并不
一

定与他

们完全
一

致 。 这
一

观点被我们所 了解的该地区神 山崇拜的情况所证实 。

协噶尔 以北的牧区是波绒 （ｆ６＾
１

） 统治者的领地 ， 他们也是玻东派的热情支持者 ， 并与拉堆

和贡塘的统治家族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 波绒的统治者们也与被称为
“

阿雅
”

泗？
１

）

？
的上师有关 ， 后

者致力于当地山神崇拜 ， 并在王室的仪式 中扮演重要角色 。 阿雅 曾通过其骨系关系 ， 将其举行仪式

的能力传授给儿子 。 直到 １ ９ ５ ９ 年为止 ， 阿雅上师 曾为 山神达炯 举行
一

年
一

度的杀

牲祭祀仪式 。 举行祭祀仪式时 ， 波绒统治者与阿雅上师到该神 山上 ， 上师献祭
一

只 白绵羊 ， 并举行

招福仪式 并通过观看这只绵阳 的 内脏来 卜卦 。 当地社区 的人们在神 山脚下等候 ， 共

同参加
一

次盛宴 ， 在宴会上大家分享被献祭的绵羊 肉
？

。

《协噶尔教法史 》 记载 ， 南部拉堆的主要保护神为 山神 岗玛 这是
一

座位于定 日 附

近的红色 山峰 ， 被认为与古代吐蕃王室有关 。

？
据传 ， 当 曲吉准玛的公公 ， 即 司徒 ？ 拉赞加 的父亲

①在 《协噶尔教法史 》 中 ， 他是勇敢的南部拉堆统治者佛教家族 中
一

位备受赞誉 的成员 ， 而在汤东 ？ 杰布的传记中 ， 他是汤

东 ？ 杰布的施主 。 参见 气

，

§

＊

两
￥ｇ

ｗ
、叩

讯伽 決ｅ

“

财如 ． 及

Ｌａｓ ｔｏｄ ． Ｔｒａｎｓ ， ａｎｄｆａｃ ｓ ｉｍ ｉ ｌ ｅｅｄ ｉ 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Ｔｉｂ ｅ ｔａｎ ｔ ｅｘｔ ｂｙ
Ｐａ ｓａｎ

ｇ
Ｗａｎ

ｇｄ
ｕａｎｄＨｉ ｌｄｅｇａ

ｒｄＤ ｉ ｅｍｂ ｅｒ
ｇ
ｅｒ ｗ ｉ ｔｈＧｕｎｔｒａｍＨａｚｏｄ ． Ｖｉ ｅｎｎａ  ：

Ｏｓ ｔｅｒｒｅ ｉｃｈｉ ｓｃｈｅ Ａｋａｄｅｍｉ ｅｄｅ ｒ Ｗｉ ｓ ｓｅｎｓ ｃｈａｆｔｅｎ ａｎｄ Ｔｉｂｅ ｔ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ｅ

ｇ ｉｏｎ Ｔｉｂｅ ｔ ，１ ９９ ６ ；

气
發

■

淳气
？

＊

今ｆ＾｜

＿

之叹
＊

２ ６９ ２ ７ 〇

② 根据克里斯托夫 ． 鲍曼 （ Ｃｈｒｉ ｓ ｔｏｐｈＢ ａｒｎｎｅｒ） 的叙述 ， 巴拉普寺 （寺名 的意思为
“

巴神之洞
”

） 被认为是 １ １ 世纪时 由 巴 氏族

的
一

个成员在佩枯湖东岸建立的 ， 并于 １ ５ 世纪得到维修 。 他也提到吉隆地区 的雅都尔寺与 巴拉普寺有关 。

③Ｃｈｒｉｓ ｔｏｐ
ｈ Ｂａｕｍｅｒ ， 及ｅ ／／ｇ ｆｏ？ ：Ｔｒｕｍｂｕ ｌ ｌ

，
ＣＴ ：Ｗｅａｔｈｅｒｂ ｉ ｌ ｌ ， ２ ００２ ， ｐ

．  １ ３ ７ ．

④ 目 前我们不知道
“

阿雅
”
一

词 的词源 ， 这是用来指协噶尔等地致力于神 山崇拜的上师 ， 在贡塘 、 南部拉堆及北部拉堆
“

王

室
”

的仪式中均扮演重要角色 。

⑤Ｈ ｉ ｌｄｅ
ｇ
ａｒｄ Ｄ ｉｅｍｂｅｉｇｅｒａｎｄ Ｇ ． Ｈａｚｏ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ａｃｒ ｉｆｉｃｅ ｓ ａｎｄ Ｍｏｕｎｔａ ｉｎ Ｄｅ 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  ：Ｍｙｔｈｏ ｌｏ

ｇｙ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ｏ ｌｉｔ ｉｃｓ
， 

ｎ

１ ９９ ７ ，ｐｐ ． ２７ １

＿

２７ 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ａｍｂ ｌｅ ，

ｗ

Ｔｈｅ Ａｙａ ：Ｆｒａ
ｇ
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ｎ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ｒｉｅ ｓｔｈｏｏｄ ， 

ｗ

２００ ７ ？ｐｐ ． ６８３ ７２０ ，

⑥
？

号气

’

ｇ

’

印宝
’

ｊ至列 ｉｆ扮〇▽ 

〇／決ｅ 

“

抓打ｅ
”

及ｅ／扭
■

〇？历ｃｓ功ｅｒｗ ｋ 对ｏｃ／ ， １ ９９６＋

⑦ 在 《贡塘王统世系 》 里提到的这位神灵 （参见 《西藏史籍五部 》 第 １ ３ ０ 页 ） 被认为与古代吐蕃王室的保护神 ， 即若 巴 甲顿

有关 。 对该神灵 的探讨 ， 详情参见 
Ａｒｉａｎｅ Ｓｐａ

ｎ ｉｅｎ Ｍａｃｄｏｎａ ｌｄ ，

“

Ｕｎｅ ｌｅ ｃｔｕｒｅ ｄｅ ｓ Ｐ ｅ ｌ ｌ ｉｏ ｔ ｔｉｂ＾ｔａｉｎｓ１ ２ ８ ６ ， １ ２ ８ ７ ， １ ０ ３ ８ ， １ ０４７ ， ｅｔ１ ２９０

Ｅ ｓ ｓａｉ ｓｕｒ  ｌ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 ｔ  １ 

’

ｅｍ
ｐ ｌｏ ｉ ｄｅｓ ｍｙｔｈｅｓ

ｐｏ ｌ ｉ ｔ ｉｑ
ｕｅｓ ｄａｎｓ  ｌ ａ ｒｅ ｌ ｉｇ ｉｏｎ ｒｏｙａｌ ｅ ｄｅ Ｓ ｒｏｎ

ｇ ｂｔｓａｎ ｓ
ｇ
ａｍ ｐｏ 

ｗ

 ， ｉｎ Ｅｔｕｄｅｓ  ｔ ｉｂｅ ｔａ ｉｎｅｓ ｄｅｄｉｅｅｓ ａ  ｌａ

ｍｅｍｏ ｉｒｅ ｄｅＭａｒｃｅｌｌｅ Ｚａ／〇Ｍ ． Ｐａｒｉｓ ：Ｍａ ｉｓｏｎｎｅｕｖｅ ，１ ９ ７ １ ，ｐ ． ３ ０ ０ ．



共处与辩浄 ：

一

部 １ ５ 世纪藏文传记所描述的佛教徒与非佛教徒
“

他者
”

的对话 ？

９ ３
？

司徒 ？ 曲吉仁青 （矣
？

今 被北部拉堆统治者的军队俘获时 ， 为 了营救他 ， 该 山神 以
一

个

红色骑士的形象出现了
？

。 该忿怒身相的神灵被当地人认为是波绒地区保护神达迥的弟弟 。 直到 １ ９ ５ ９

年 ， 当地人还为该山神进行同样的杀牲祭祀仪式
＠

。 从佛教徒的观念来看 ， 这样的祭祀仪式是令人难

以容忍 的 。 但是 ， 据那些 曾经参加过这样祭祀仪式的人们 回忆 ， 当地寺院 的
一

些成员和
一

些地方世

俗精英也常常参加这些仪式 。 在藏语语境里 ， 这通常会被认为是不合常规的行为 。 不过在蒙古藏传

佛教徒中 ， 这是
一

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

。 而且 ， 这种现象在西藏可能 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普遍 。

在协噶尔 以南帕竹地区 的辛琼 附近 ， 有近期 的阿雅祭祀活动 ， 这里被认为是协噶

尔寺的保护神本来的居住地
？

。 嘉尔地方的阿雅上师 曾献祭
一

只活的
“

神羊 而且协噶尔寺

院团体的成员们通过负责煨桑 仪式来参加这些祭祀仪式
？

。 查尔斯 ？ 兰博和笔者之
一

在采访

时 ， 无意间发现 了
一

种特别的阿雅上师传统 ： 协噶尔寺的住持洛桑喜绕是
一

名受过正规训练的格鲁

派僧人 。 当我们 问他是否知道有关阿雅上师时 ， 他 回答说 ：

“

我就是
一

位阿雅上师 ！

”

他接着说明他

是如何拥有阿雅
“

骨系
”

的 ， 这使他可 以举行防止冰雹 、 祈求降雨 的特别仪式 。 他又补充说 ， 对格

鲁派僧人而言 ， 这并不是很好的事情 。 但是 ， 当地社区 的人们坚持要他扮演这
一

角色 。 因此 ， 他感

到 自 己有义务这么做 。 然后 ， 他给我们详细解释 了与他 自 己相关的嘉尔地区阿雅上师的传统情况 。

查尔斯 ？ 兰博的文章 ， 在探讨阿雅这
一

类上师时 ， 指 出他们 中 的
一

些人 曾佩戴羊毛头 巾
？

， 这使

我们想起了前面提到 的
“

佩戴羊毛头 巾者
”

的事 ， 也让我们想起了对保护西藏古老王室上师们通常

的描述
？

。 这类上师认为 自 己起源于象雄 ， 并属于苯教
？

， 但他们并不是苯教机构的成员 。 他们出现在

西藏的边远地区 ， 被视作
“

拉本
”

上师 ， 与保护古老西藏王室仪式实践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 １ ５ 世

①《协噶尔教法史 》 对该传说进行了史诗般的叙述 ， 宣称
一

份被称为 《僧宗历史 》 的较早 的史料提到解救司徒的红色骑士为

颇拉拉赞 岗玛 。 参见 Ｒ 叼
５

＾

叫
■

气气馭
习宝

？

丨 ｇ
ｗ
气

妄呀
？

丨

册加７ 〇／汍ｅ

“

脱 块ｅ⑶

ｓ ｔｏｄ ，１ ９９ ６ ，ｐ ．  １ ３ａ ．

②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ａｍｂ ｌｅ ，

“

Ｔｈｅ Ａｙａ ：Ｆｒａ
ｇ
ｍｅｎｔ ｓ ｏ ｆ ａｎ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Ｔｉｂ ｅ ｔａｎ Ｐｒｉｅ ｓ ｔｈｏｏｄ 

”

， ２ ０ ０ ７ ， ｐｐ
． ２ ６８ ２ ７ ０ｆｆ．

③Ｃａｒｏ ｌ ｉｎｅ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ａｎｄＪａｍｅ ｓＬａ ｉｄ ｌ ａｗ ，
＾

Ｓ ａ ｃ ｒ ｉ ｆ ｉｃ ｅａｎｄＲ ｉ ｔｕａ ｌ ｉｚａ ｔ ｉｏｎ ，

ｗ

Ｔｈｅ Ａ ｒｃｈａｅｏ ｌｏｇｙ
ｏｆ 

Ｒ ｉ ｔｕａ ｌ ，ｅｄ ｉ ｔ ｅｄ ｂｙ
Ｅｖａｎｇ ｅ ｌｏ ｓ

Ｋｙｒｉａｋｉｄｉ ｓ ，Ｌｏ ｓ Ａｎｇｅ ｌｅ ｓ ：Ｔｈｅ Ｃｏ ｔｓ ｅｎ  Ｉｎｓ ｔ ｉｔｕｔｅ 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 ｌｏ
ｇｙ 

Ｐｒｅ ｓ ｓ
，２ ０ ０ ７ ， ｐｐ

． ２ ５ ５ ２ ７ ６ ．

＠ 这被称为
“

扎西卫巴
”

。 就有关的神话 ， 参见 （３１１１１１１３１１１ １１〇２０ （１ ，

“

１）＆１＾ ８ １１１８

’

０ （１ １肛 （ ９２＾叹冷＾
（＾３

；

１

） ． 〇１１ １ １１６ １１紐０１７ （＾ １^

Ｒｅ ｌ ｉｇ ｉｏｕｓ Ｐｒｏ ｔｅｃ 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Ｂｏ ｄｏｎｇ ｐ
ａ ．

ｗ

Ｉｎ Ａ ． Ｍ． Ｂ ｌｏｎｄｅａｕ ，ｅｄ ＿  ，Ｔｉｂｅ ｔａｎ Ｍｏｕｎ ｔａ ｉｎ Ｄｅ ｉｔｉｅｓ ． Ｖｉｅｎｎａ ：Ｖｅｒｌａｇ 

ｄｅｒ Ｏｅ ｓｔｅｒｒｅ ｉｃｈｉｓｃｈｅｎＡｋａｄｅｍ ｉ ｅ

ｄｅｒ Ｗｉ ｓ 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１ ９９８ ，ｐｐ ． ６ ８ ７２ ．

⑤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ａｍｂ ｌｅ ，
“

Ｔｈｅ Ａｙａ ：Ｆｒａ
ｇ
ｍｅｎｔ ｓ ｏ ｆ ａｎ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Ｔｉｂ ｅ ｔａｎ Ｐｒｉｅ ｓ ｔｈｏｏｄ ，

”

２ ０ ０ ７ ， ｐｐ
． ７０３ ７０４ ．

⑥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ａｍｂ ｌｅ ，
“

Ｔｈｅ Ａｙａ ：Ｆｒａ
ｇ
ｍｅｎｔ ｓ ｏ ｆ ａｎ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Ｔｉｂ ｅ ｔａｎ Ｐｒｉｅ ｓ ｔｈｏｏｄ

，

”

２ ０ ０ ７ ， ｐｐ
． ６８ ３ ７ ２ ０ ．

⑦ 比如该术语也出现在 《西藏王统记 》 （又译作 《王统世系 明鉴 》 （第 ５ ７ 页 ） 中 。 参见 Ｃｈａｒｌｅ ｓ Ｒａｍｂｌｅ ，

“

Ｔｈｅ Ａｙａ  ：Ｆｒａｇ
ｍｅｎｔｓｏｆ

ａｎ ｕｎｋｎｏｗｎＴ ｉｂ ｅ ｔａｎ
ｐ

ｒ ｉｅ ｓ ｔｈｏ ｏｄ ， 

ｎ

 ｉｎＢ ． Ｋｅ ｌ ｌｎｅｒ ，Ｈ ． Ｋｒａ ｓ ｓ ｅ ｒ
，ＨＬａ ｓ ｉ ｃ

， Ｍ ． ＴＭｕｃｈａｎｄＨＴａｕ ｓ ｃｈｅｒ
 （ ｅｄｓ ） ， Ｐｒａ－ｍａｎａｋ ｉｒｔｉｈ Ｐａｐｅｒｓ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ｒｎｓ ｔ Ｓｔｅ ｉｎｋｅ ｌｌｎｅｒ ｏｎ ｔｈｅＯｃｃａｓ ｉｏｎｏｆ 

ｈ ｉｓ７ ０

ｒｔ
Ｂ ｉｒ ｔｈｄａｙ ，Ｖｉ ｅｎｎａ ：Ａｒｂ ｅ ｉ ｔ ｓｋｒｅ ｉ ｓｆｕｅｒ ｔ ｉｂ ｅ ｔ ｉ ｓ ｃｈｅ ｕｎｄ ｂｕｄｄｈ ｉｓ ｔ ｉ ｓ ｃ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ｎ ，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ａｅｔ Ｗｉｅｎ ，２ ０ ０ ７ ，ｐｐ ． ６ ８ ７ ６８ ８ ． 在 １ ４ 世纪编纂 《西藏王统记 》 这部历史著作时 ， 有可能
“

羊毛头 巾
”

不仅是吐蕃时期 的
一

个文学 比喻 ， 而且也是
一

个使人们想起当时存在的宗教传统的
一

种提法 。

⑧ 比如 ， 在有关 昌珠寺的创建神话 中 ， 提到 了作为主持开光仪式 的上师的阿雅苯教上师 。 参见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ａｍｂ ｌ ｅ ，

“

Ｔｈｅ Ａｙａ ：

Ｆｒａ
ｇ
ｍｅｎｔｓｏｆ ａｎ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Ｔ ｉｂｅｔａｎ

ｐ
ｒｉｅ ｓ ｔｈｏｏｄ ， 

ｗ

２ ０ ０ ７ ，ｐ ． ６ ８ ３ ；Ｐ ｅｒ Ｋ ． Ｓ ｅｒｅｎｓ ｅｎａｎｄＧｕｎｔｒａｍＨａｚｏｄ ，Ｔｈｕｎｄｅｒｉｎｇ 

Ｆａ ｌｃｏｎ ：Ａｎ Ｉｎｑ
ｕ ｉｒｙ

ｉ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 ｔｒｏｙ 
ａｎｄ Ｃｕ ｌｔ ｏｆＫｈ ｒａ

－ 

＇

ｂｒｕｇ
Ｔｉｂｅ ｔ

＇

ｓ Ｆｉｒｓ ｔ Ｂｕｄｄｈ ｉｓ ｔ Ｔｅｍｐ ｌｅ ． Ｖｉ ｅｎｎａ  ：Ｖｅｒｌ ａｇ 
ｄｅｒ Ｏｅ ｓｔｅｒｒｅ ｉ ｃｈ ｉ ｓｃｈｅｎ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 ｄｅｒ Ｗｉ ｓ ｓｅｎｓ ｃｈａｆｔｅｎ ，

２００５ ， ｐｐ ． １ ５ ５ １ ５ ６ ． 在
一

次访谈中 ， 提到 了尼木的阿拉这
一

地方为他的象雄传统的古老的发源地 。 参见 Ｃｈａｒｌｅ ｓ Ｒａｍｂ ｌｅ ，

“

Ｔｈｅ Ａｙａ ：

Ｆｒａ
ｇ
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ｎ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Ｔ ｉｂｅｔａｎ

ｐｒｉｅｓｔｈｏｏｄ ， 

”

２ ０ ０ ７ ，ｐｐ ． ７ ０ ５ ７ ０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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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南部拉堆统治者可能与这种上师有密切联系 。 这类上师戴着羊毛头 巾 ， 并运用诸如
“

香
”

和其他

类别的鼓等仪式器具 。 他们是
“

参与确保对其社区保护和繁荣 昌盛的当地上师
” ？

， １ ９ ５ ９ 年以前 ， 他

们
一

直致力于对南部拉堆统治者祖先神的崇拜
？

。

这类上师的仪式不仅引 起
一

些佛教大师的反对 ， 还导致改革这些仪式的举措 。 贡塘国王赤拉旺

坚赞的上师喇嘛 曲 贝桑布不仅与苯教徒斗争
？

， 而且撰写 了
一

部遵循宁玛传统的阿雅上师仪式文本 ，

并 以此而闻名
？

。 这使查尔斯 ？ 兰博感到 困惑不解 ， 这可能是 曲 贝桑布试 图提供
一

部标准的佛教文

本 ， 让阿雅上师们使用 。 作为贡塘王室的上师 ， 他间接地操纵 了贡塘的政治和宗教 问题 。 他通过改

革苯教 口传的传统仪式 ， 成为阿雅传统的改革者 。

曲吉准玛很可能是追随其父亲上师的脚步 ， 试图通过坚决反对与当地信仰不 同 的异教徒 ， 来净

化宗教环境 。 曲吉准玛的传记中 明确地提到萨迦班智达在吉隆与
“

异教徒
”

的辩论 ， 成为 曲 吉准玛

与苯教徒斗争的灵感之源 。

每位施主可 以 同 时支持不 同宗教传统 的环境 中 ， 各种宗教并存和亲密互动可能是
一

个普遍现

象 。 比如 《青史 》 提到 了
一

位施主 同时邀请 了
一

位苯教僧人 、

一

位密宗修行者和
一

位佛教僧人 ， 他

们决定共同修建
一

座庙宇 ， 但最终他们三人间发生了争吵
？

。 在拉堆以南的喜马拉雅河谷 ， 笔者之
一

也遇到 了类似的情况 ：

一

位宁玛派的喇嘛与
一

位拉本上师共同拥有
一

些祭坛 ， 尽管后者进行杀牲祭

祀仪式 ， 他们之间也能互相容忍 。 这种现象当地人认为完全可以接受 ， 然而到该地区访 问 的佛教徒

却持批判态度 。 但是 ， 拉本上师绝不会认为他们 自 己是属于某
一

个苯教传统的 。 现实往往比任何佛

教 ／ 非佛教二元对立更模糊 ， 且多层次信仰的存在 ， 可 以允许像洛桑喜绕那样 ， 既拥有格鲁派僧人 ，

又拥有阿雅上师双重信仰的存在 。

曲吉准玛很可能 以佛教改革家和正确教义的传播者为榜样 ， 来推行宗教改革 。 其行为举止可能

是整个地区正在发生的
一

个佛教化过程的
一

部分 ， 该过程正在试图根据
一

个二元选择模式来使
一

个

模糊 的宗教环境变得理性化 。 这也被认为在元朝 ／ 萨迦统治后财富 的增加 ， 以及交通条件的
一

定改

善 ， 在这样的环境中通过激烈地竞争 ， 各方获得更多施主有关
？

。

①Ｃｈａｒｌｅ ｓ Ｒａｍｂ ｌｅ ，

“

Ｔｈｅ Ａｙａ ：Ｆｒａ
ｇ
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ｎ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Ｔ ｉｂｅ ｔａｎ Ｐｒｉ ｅ ｓ ｔｈｏｏｄ ，

”

２ ００ ７ ， ｐ ． ７ １ ５ ．

② 在婚礼仪式上这类上师所扮演 的角色也被卡尔梅 ？ 桑丹描述的
一

部仪式文本 中 的
一

个证据所证实 。 该文本 由工珠 ？ 云丹嘉

措 （ １ ８ １ ３ １ ８９９ ） 为德格
“

王 国
”

的
“

王子
”

与卫藏地区 的
一

个贵族家庭的女儿 的婚礼所著 ， 该大师原本是
一

位苯教徒 。 它将苯教

仪式 的框架与怫教的神灵融为
一

体 。 在该文本 中 ，

一

位被称为
“

推噶
”

， 即
“

白头 巾
”

的
“

拉本
”

主持庆祝神灵与人类间最初的婚

姻 。 参见 Ｓａｍｔｅｎ Ｋａｒｍａｙ ，
決ｅ ５＾＞？＾ｅ ． Ｖｏ ｌ ． ２ ，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Ｍａｎｄａｌａ Ｐｕｂ ｌ 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ｓ

， ２ ００５ ， ｐｐ
． １ ４ ７ １ ４８ ．

③ 参见 司

？

全 （ 《喇钦 曲 贝桑布传 》 ） ， 第 ４ 页背面 。 该传记为
一

部共有 ４ １ 页 的手抄本 ， 由 曲 阔

译师江 白益西于 １ ４４６ 年在贡塘撰写 。 该传记的扫描件 由波绒夏喀的
一

个家庭珍藏 。

④Ｃｈａｒｌｅ ｓ Ｒａｍｂ ｌｅ ，

“

Ｔｈｅ Ａｙａ  ：Ｆｒａ
ｇ
ｍｅｎｔｓ ｏ ｆ ａｎ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Ｔｉｂ ｅ ｔａｎ Ｐｒｉ ｅ ｓ ｔｈｏｏｄ ，

”

２００ ７ ， ｐ ． ７０ ７ ． 该文本属于荷兰莱顿 国立民族学

博物馆所收藏的 内 贝斯基 ？ 沃捷科维茨 （ １ ９ ２ ３ １ ９ ５ ９ ） 藏 品 的
一

部分 ， 其标题为 《有关阿雅
“

堆
”

仪式 的笔记 》 （网
？

叫女

§刊
－

ｑ ｊ
ｆ

ｊ气
？

与
ｐ

。

⑤ 叫网
’玢

气 专 丨

较
亩气
奇今

１和
’

知
＊

１ ４５ １ ４ ７ －

⑥ 比如 ， 由于元代 ／ 萨迦的统治在其领地 内 积极促进 贸 易 、 交通及经济发展 ， 南部拉堆 的统治者们就 出现 了 。 参见

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

Ｗｈ ｉ ｔｅ Ｃｒｙｓ ｔａＶ
＇

．Ｒｅ ｌ 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 ｌ ｉ ｔｉｃｓ ｏｆＳｏｕ ｔｈｅｒｎ Ｌａ ｓ ｔｏｄ ， １ ９９ ６ ，

ｐｐ ． ３ ３ ３

＾

３ ３＾ 〇

尽管在后来 的
一

些编年史著作 中 ， 他们 因积极地推行佛教机构而 闻名于世 ， 但他们也很可能是佩枯湖畔苯教寺院直接的或间接 的

施主 。



共处与辩浄 ：

一

部 １ ５ 世纪藏文传记所描述的佛教徒与非佛教徒
“

他者
”

的对话 ？

９ ５
？

四 、

一

个佛教徒家庭中 的苯教徒王子

西藏地区的家庭中 ， 信仰某
一

个宗教是代代相传的 ， 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 但是 ， 在 曲吉准玛的

传记中 ， 笔者惊讶地发现在
一

个佛教统治家族中有
一

位虔诚的苯教支持者 。 如何理解这
一

矛盾现象 ？

这涉及南部拉堆统治家族里的心理状态 以及人际关系 。 司徒 ？ 拉赞加在协噶尔 的地位稳固 ， 其

父亲司徒 ？ 曲吉仁青是地方史诗中备受赞颂的著名佛教统治者
？

。 司徒 ？ 拉赞加娶了
一

位来 自北部拉

堆统治家族的妇女 ， 这是其父亲实行的婚姻联盟模式的重复
？

。 司徒 ？ 拉赞加及其妻子都非常关心他

们 的儿子 ， 但儿子的性格不太好 ， 有时显得精神不稳定 。 司徒 ？ 拉赞加情绪非常稳定 ， 而且十分宽

容 ， 以便使其儿子保持平静 。 当 曲 吉准玛剪 了头发决定 出家时 ， 他很不情愿地同意 了她的要求 ， 但

他请求 曲吉准玛在其丈夫面前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 以便让其儿子保持平静的情绪 。 于是 ， 曲 吉准

玛特意盛装打扮 ， 并戴 了
一

个头套 出现在丈夫面前 。 次旺扎西 的精神状态并不
一

定与其宗教兴趣有

关 ， 但在传记中 ， 次旺扎西生活的这两个方面表现得密切相关 。 传记作者热衷于支撑 自 己心 目 中 的

叙事模板 ， 可能过度强调 了次旺扎西个人的缺点 ， 并将其缺点与其宗教情绪联系起来 。

次旺扎西支持苯教的原 因 ， 可能与其父亲对各种宗教的态度有关 。 尽管司徒 ？ 拉赞加是佛教

大师们的积极支持者 ， 但也与祖先崇拜的神职人员和苯教团体建立了联系 。 传记作者对其支持祖先

崇拜
一

事保持沉默 ， 突 出受人尊敬的慈悲统治者的佛教徒特点
？

。 司徒 ？ 拉赞加不仅是
一

位强有力

的政治人物 ， 并且是
一

位佛教大师们 的重要施主 。 把在协噶尔地区支持反佛教活动的责任归咎于司

徒 ？ 拉赞加 的儿子 ， 是理所当然的 。 非常引 人注 目 的是 ， 曲吉准玛关键的协商活动都是与其公公进

行的 ， 而其丈夫却去接触那些不祥的宗教修习者 。 他们 的女儿生病时 ， 举行苯教仪式及相关治疗 ，

没有父亲许可 ， 次旺扎西不可能进行上述活动 。 这些情况表 明 ， 司徒 ？ 拉赞加和次旺扎西都可能是

诸多佛教和苯教团体的支持者 ， 同时他们也都是当地诸多祖先崇拜信仰的追随者 。 传记中 曲 吉准玛

“

批评辛绕的胜幢
”

这
一

行为 ， 也可能间接证实了上述推测 ， 如果司徒 ？ 拉赞加没有让
“

苯教
”

在协

噶尔存在的话 ， 就不会有这个 问题 。 如果这个推测是正确 的话 ， 那么传记作者在描绘次旺扎西 的性

格时 ， 似乎将几个并不
一

定相关的 因素糅杂到
一

起 了 ， 其中包括其个人的弱点 、 可能特别偏爱其家

族进行的祖先崇拜活动 、 女儿夭折的过失 、 发动战争等文学 比喻 。 在这种情况下 ， 传记 中苯教徒 ／

辛绕的追随者 ／ 异教徒是 以文学建构的形式 出现的 ， 而这种建构对真正发生的事件可 以进行高度的

选择 ， 也是将
一

系列真实的 、 但可能不同且相互无关联的现象放在
一

起 。

①特别是 ， 《协噶尔教法史 》 中描述 了 司徒的 １ ３ 种丰功伟绩 ， 而这些丰功伟绩原本是从 目 前 已失传 的名为 《僧宗历史 》 的

一

部早期 的典籍中 引 用 的 。 参见 宝
丨 ／ｆｉｓ ｆｏ ｊｙ

〇／決 Ｏ
ｊ
ｗｔｏ／． 

”

ｆｌｅ ／ｉｇｉｏｎａｗ／ Ｐｏ ／ｉｒｉｃｓ 〇／

Ｓｏｕ ｔｈｅｒｎ Ｌａ ｓ ｔｏｄ
，１ ９９ ６ ？ｐｐ ． ８ｂ ３ ４ｂ ．

② 根据 《协噶尔 教法史 》 （第 ７ 页正面 ） 的记载 ， 司徒 ？ 拉 赞加娶 了 北部拉堆
“

国王
”

朗杰扎 巴 （这

１ ３９５ １ ４７５ ） 的女儿为妻 ， 生 了 曲吉准玛的丈夫次旺扎西 。 司徒 ？ 拉赞交的父亲司徒 ？ 曲吉仁青娶 了北部拉堆
“

国王
”

降央 （邑Ｒ
＇

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 （

Ｗｈ ｉｔｅＣｒｙｓ ｔａｌ
＂

Ｒｅ 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Ｓｏｕ ｔｈｅｒｎ Ｌａ ｓ ｔｏｄ ｙ １ ９９６ ，ｐｐ ． ８ｂ ３４ｂ ．

③ 显然司徒 ？ 拉赞加疏于很好地保管保存在协噶尔 的
一

部重要的佛教典籍 ， 这也使得人们怀疑其宗教信仰 的实际强度 。 而 曲

吉准玛发现这部典籍被杂乱无章地堆放在那里 ， 于是她坚持要很好地看管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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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非佛教徒
“

他者
”

的建构

藏文典籍 《韦协 》 对吐蕃赞普赤松德赞逝世后 ， 发生的
一

次佛教徒与苯教徒间辩论的描述 ， 为

我们提供 了
一

个佛教徒与其对手间相互斗争的状况 。 在 《韦协 》 中
“

苯教徒
”一

词是指
一

个 由
“

邪

恶 的大臣们
”

纤 ３

＾］

句
丨

字面意 思为
“

黑 心 的大 臣们
”

） 支持 的非佛教修行者 的组合体 。 这个

词也被用 来指举行丧葬仪式 的诸多神职人 员 ， 在 《韦协 》 中有如下叙述 ：

“

来 自 彭域 的诸如
‘

阿

先
’

（ ＧＴ响 气 Ｉ

） 、

‘

吉布
，

（！
．

卻
） 、

‘

次 ［米 ］ 觉 ［拉 ］

’

（至
？

［ 自
？

］ 奢可
［ Ａ

｜

］ ） 和
‘

央额
’

（
ｕｒｗ

｜

） 等

１ ２ ７ 名苯教徒 。

” ？ “

苯教徒
”
一

词指
一

个非佛教信仰系统和其支持者 ， 该系统将王权与 山神崇拜相

联系 。 在辩论中该大臣请求保持对祖先 山神雅拉香波的崇拜 、 王室葬礼 以及 由王室神职人员们主持

仪式等在 内 的传统 习 俗 。 据他所说 ， 所有这
一

切都会极大地提高该王 国 的威严 增强

很大的政治权威 ｗ亩
？

贫
｜

） ， 而王 国要紧紧依靠神圣 的法律 和保护 国王的诸如次

米和觉拉的神职人员 。 他警告说 ：

“

如果不保持这些 习俗的话 ， 基于 国王与大臣间关系 的政治权威

就会衰落 。

” ？
在上述发言 中 ， 这位

“

苯教
”

大臣提到与苯教传统 （ 苟 相对的佛教时 ， 将它

称为
“

来 自 印度 的宗教传统 其支持苯教的言论被佛教的代表抨击 了 。 在
一

种

对抗的语境下 ， 苯教和苯教徒这些术语似乎是指
一

种信仰类别 ，

一

种特别 的政治和宗教立场 ， 而不

是指
一

个具体的宗教传统 。 上述 《韦协 》 的这
一

段 中
“

苯教
”一

词 的用法 ， 也与我们发现 的诸如

Ｐ ． Ｔ ．９ ７ ２ ，Ｐ ． Ｔ ．１ ２８ ４ 和 Ｐ ． Ｔ ．２ ３ ９／ １ １ 等敦煌文献 中 的用法
一

致 。 这些敦煌文献描述佛教徒对藏地原

有的宗教的批评 ， 将它与
“

异教徒之苯 ［教 ］

”

苟
％

） ， 即
“

非佛教徒
”

等同
？

。 这些文献反映

了在
一

个诸多宗教信仰的组合体的背景下 ， 佛教徒所做的是意欲让这些宗教信仰改宗的尝试 。 在许

多佛教大师的传记中 ， 最著名 的是米拉 日 巴传记 ， 都有诸多与苯教徒之间竞争的叙述 。 这种竞争在

后吐蕃时代被加强 了 。 在佛教徒叙事的语境 中 ， 苯教团体逐渐形成 了他们 自 己独特的
“

苯教徒
”

叙

事 ， 苯教徒这
一

术语被定义为
一

种信仰类别 。

非常 引 人注 目 的是 ， 当 曲 吉准玛赶走其丈夫派来迎接她 的苯教徒神职人员 时 ， 人们评论说她

确实享有崇高的地位 。 实际上 ， 她敢于挑战作为统治者的宗教和政治赋权以及保证

王政繁荣 昌盛的
一

个重要源头的苯教 ， 并与之竞争 。 下述段落进
一

步强调 了这
一

竞争关系 ， 即 当 曲

吉准玛赞颂佛教 ， 并批评
“

辛绕的胜幢
”

时 ， 据说当地得到及时的雨水 ， 而且土地也变得肥沃 ， 确

保当地繁荣 昌盛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苯教徒这
一

表述后面有
“

拉索 巴
”

即
“

等等
”

的意

思 ） ， 表 明该术语包括
一

系列 的象征符号和宗教实践 。 尽管到 了１ ５ 世纪 ，

“

苯教徒
”一

词常常指 的

是与佛教传统相似且与它竞争的
一

种有组织的传统 。 在这
一

语境下 ， 运用
“

苯教徒
”

这
一

术语时 ，

其概念可 以很容易地与佛教徒和非佛教徒间二元对立建构 中 的
“

异教徒
”

相重叠 ， 这在噶尔梅 ？ 桑

丹所探讨 的敦煌文献中 ， 以及在 曲 吉准玛传记 中所记述的事例所证实 。 这些
“

他者
”

， 即古印度的

（Ｉ）Ｄｂａ
＇

ｂｚｈｅｄ ． Ｆａｃｓｉｍｉｌ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ｔｅｘｔ ｂｙ 

Ｐａｓａｎ
ｇ
Ｗａｎ

ｇ
ｄｕ ａｎｄ Ｈｉ ｌｄｅｇ

ａｒｄ Ｄｉｅｍｂ ｅｉ

ｇｅ
ｒＭｅｎｎａ  ：Ｖｅｒｌａｇ 

ｄｅｒ Ｏ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 ｓｃｈｅ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 ｆｔｅｎ ，２ ０ ００ ，ｐ ． ２ ６ ａ ．

？ＤＷｆｅ办ｅｄ ２ ０ ００ ，ｐｐ ． ２ ７ｂ ２ ８ ａ ．

③Ｓ ａｍｔｅｎ Ｋａｒｍａｙ ，決衫 分如价 ， ２ ０ ０ ５ ， ｐｐ ． １ ５ ７ １ ６ ８ ．



共处与辩浄 ：

一

部 １ ５ 世纪藏文传记所描述的佛教徒与非佛教徒
“

他者
”

的对话 ？

９ ７
？

“

异教徒
”

这
一

概念与藏族的非佛教的宗教实践合二为
一

来定义 ， 最恰当不过了 。 古印度
“

异教徒
”

这
一

概念本来是用来定义耆那教徒 以及诸多 印度 的非佛教传统的 。

“

他者
”

这
一

类别 ， 可能包括诸

多现象 ， 即 当地诸多 的祖先崇拜习俗 、 从外地来到藏地的诸多非佛教传统 ， 以及在政治上反对佛教

的行为 ， 可能还包括
一

些被佛教徒认为是不能接受的诸多佛教传统所作的让步和调整 。 因此将
“

苯

教徒
”

视为
一

种类别关系的术语 ， 效果可能会更好 ， 即是对非佛教
“

他者性的
”一

种语境性的建构 ，

一

种可能包括诸多不
一

定相关的宗教修习 的灵活易变的类别 ， 政治上或个人间 的信仰对立 ， 还涉及

对文学叙事模式 。 但是 ， 组成这
一

类别 的
一

些因素很可能是真实的 ， 而且是可 以被经验所证实 ， 这

种描述某
一

个具体情形的叙事模式是可信的 。

六 、 结 论

祖先崇拜与苯教和佛教传统并存这
一

史实 ， 很可能构成 了 曲 吉准玛作为西藏佛教化的
一

位英雄

人物的生平故事的背景 ， 她成为 了莲花生大师和米拉 日 巴事迹的后继者 。 曲吉准玛传记作者突出地

运用
“

苯教徒
”

或其他诸如
“

羊毛头 巾
”

以及
“

辛绕之胜幢
”

等类似的术语 ， 在这种情况下反映 了

一

种对抗性和普遍的观点 ， 这与这些词在更具体的 以及不那么妄下判断的情境中使用 的情况形成了

对比 。 正是上述观点影响 了作者如何围绕 自 己亲眼 目 睹的或听到 的故事展开传记叙事 。 因此 ， 他将

曲吉准玛与其丈夫间 的冲突 ， 描绘为佛教徒和非佛教徒间有关世界观的激烈对抗 ， 而且也被描绘为

所谓 的最高德行与人类彻底 的失败间 的显著 区别 。 作者这种叙述是 以现实生活的模糊性为源泉的 ，

同时也试图超越这种模糊性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 尽管 曲吉准玛有其个人特有的诸多 习性 ， 她却

能成为
一

个富有挑战精神 ， 且拥有同情心 的佛教英雄形象 。 在这
一

强烈 的文学形象的 中心 ， 苯教徒

集中体现了所有人类缺点 ， 而为 了信徒和施主的利益 ， 曲吉准玛被歌颂为
一

种终极佛教道德准则 的

胜利 ， 而这
一

道德准则违背 了对其周 围世界的混乱而传统的理解 。

曲吉准玛传记里提到的苯教徒不仅仅是
一

个文学创造 ，

“

头戴羊毛头 巾
”

的所谓苯教徒很可能

是真实的 ， 但是各个不同传统间 的界限仍然不是 固定不变的 。 早在吐蕃时期 ， 佛教和原本存在的诸

多宗教传统间
一

直处于
一

个不断对话的状态 ， 两者间相互地定义对方
？

。 在后来的数百年间 ， 这种

对话状态被加强 ， 而且逐步改变了对立状态 。 赞颂与苯教徒相对立的佛教徒的叙事 ， 使得他们 曰渐

在公共话语 中 以
一

个独具特色的形象 出现 。 因此 ， 在争夺施主 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 的时候 ， 构

建并加强
一

种二元对立状况 ， 可能不仅有助于定义诸多独具特色的佛教传统 ， 也有助于定义苯教

传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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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ｗｈｉｔｅｂｏｏｋ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９ ５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ａｃｅｔｏｔｈｅＷｈ ｉｔｅＨｉｓ ｔｏｒｙ ，

ｗｈｉｃｈ ｉ ｓｎｏ ｔ ｉｎｋｅｅｐ ｉｎｇ
ｗ 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 Ｍｏｎｇｏ ｌｉａｎａｎｎａｌｓ

，

ｇ ｉｖｅ ｓａ ｌ ｌ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ｉｔｓａｕｔｈｏｒ
，

ｉ ｔ ｓ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ｅｄｉｔｏｒ

，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
，ｔ
ｈｅｄａｔｅｏｆ ｃｏｍｐ ｌｅｔ ｉｏｎ

，
ｉｔｓ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ｒ
（
Ｔｉｂ ．

ｇ ｔｅｒｓ ｔｏｎ
） ，ｔｈｅ

ｐ ｌａｃｅｏｆ  ｉｔ ｓｄ ｉ ｓｃｏｖｅｒｙ，ｅｔｃ ．Ｉｎｆａｃ ｔ
，ｔｈｅ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ｉｔｓ

ｐｒｅｆａｃｅｅｘａｃ ｔｌｙ

ｆｏ ｌｌｏｗｓｔｈｅ
ｐｒａｃ ｔ ｉｃｅｏｆ 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ｔｅｒｍａ

（ｇｅｒ
－ｍａ

）
ｌ 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ｗｏｒｄｉｎｇ

ａｎｄｆｏｎｔ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ｏｆ ｔｈｅ

Ｗｚ ／鉍
？

对０７
ｌｉｋｅｗ ｉｓｅ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

’

ｓｉｎｔｅｎｔ ｉｏｎｔｏｉｍ ｉｔａｔｅｔｅｘｔｓ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ａｎｄｔｏ

ｇ ｉｖｅｃｒｅｄ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ｌ 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ｓ ｒｅ 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Ｍｏｎｇｏ
ｌ ｓｏｆ ｔｈｅ Ｙｕａｎｄｙｎａｓ ｔｙ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财 Ｔｅｒｍａ ｌ 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Ｍｏｎｇｏ ｌｉａ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 ｉｏｎ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ｂａｔｅ ：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Ｏｔｈｅｒ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我 １５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ｉｂｅｔａｎ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ＹｕｄｒｕＴｓｏｍｕ
，
Ｈ ｉｌｄｅｇａｒｄＤ ｉｅｍｂｅｒｇｅｒ

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ｕｔ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ｔｏ

‘

Ｂｏｎｐｏ ｓ

’

 ｉｎａ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 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ｅ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ｅｔｈｉ ｓｔｅｒｍ

ａｎｄｗｈａｔ ｉｔｍａｙ
ｈａｖｅｍｅａｎｔ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 ｔｈｅｒｅ ｌ ｉ

ｇ
ｉｏｕｓｃ ｌ ｉｍａｔｅｏｆ ｔｈｅｔ ｉｍｅａｎｄ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 ｔｈａｔ

ｐａｒｔ ｉｃｕｌａｒｆｏｒｍ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ｎａｒｒａｔ ｉｖｅ ．Ｔｈｅ ｂ 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Ｇｕｎｇｔｈａｎｇｐｒｉｎｃｅ ｓ ｓＣｈｏ ｓ

－ｋｙｉｓｇｒｏｎ
－ｍａ

（
１ ４２ ２

＿

１ ４５ ５
）
ｄｅ ｓｃｒｉｂｅｓｈｏｗ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ｅａｒｌ ｉｅｒ
ｐａｒｔｏｆ ｈｅｒ ｌｉｆｅｓｈｅｈａｄａｓｅｒｉｅ ｓｏｆ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ｗ ｉｔｈＢｏｎｐｏ 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ｅｒｗ ｉｌｌｓｈｅｗａｓｍａｒｒｉｅｄｔｏ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ｅ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Ｌａ－

ｓ ｔｏｄｄｅｆｉｎｅｄａｓａｋｅｅ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ｏｆ Ｂｏｎｐｏ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ｈａｄｃｏｍｐ ｌｅｘ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ｓｗ ｉ ｔｈｈｉ ｓｃｏｕｒｔ
ｐｒｉｅ ｓ ｔ ｓ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 ｌｙ

ｓｈｅ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ｈ ｉｍ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ｕｎａｎｄ



？

２ １ ６
？

ｆｏ ｌ ｌｏｗ ａＢｕｄｄｈｉｓ ｔｒｅｌ ｉ
ｇ

ｉｏｕｓｌ ｉｆｅａｎｄｗｏｕｌｄｅｖｅｎｔｕａｌ 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ｆｉｒ ｓ ｔ ｂＳａｍ－

ｓｄｉｎｇ 
ｒＤｏ

－

ｉ

ｊ
ｅＰｈａｇ

－ｍｏ ．Ｉｎｔｈｉｓ

ｂ 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ｍｐ
ｉ ｌｅｄｓｈｏｒｔｌｙ

ａｆｔｅｒｈｅｒｄｅａｔｈ
，
Ｃｈｏ ｓ

－ｋｙｉｓｇ
ｒｏｎ－ｍａ ｉｓｔｈｕｓｄｅｐ ｉｃｔｅｄａｓａＢｕｄｄｈ ｉ ｓｔｈｅｒｏａｎｄｈｅｒ

ｃｏｎｆｌ ｉｃｔ
－

ｌａｄｅ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ｉｏｎｓｗ ｉｔｈｆｏ ｌ ｌｏｗｅｒｓｏｆ ｔｈｅ
‘

ｒｅ ｌ ｉ
ｇ

ｉｏｎｏｆＳｈｅｎｒａｂ
’

，

ｔｈｅｗｅａｒｅｒｏｆ ｔｈｅ
‘

ｗｏｏ ｌｅｎｔｕｒｂａｎｓ

’

（
ｂａｌｇｙ ｉ ｔｈｏｄ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ｚ ｉｎｇ

ｖ ｉｅｗｏｆ ｔｈｅｂ ｉｎａｒｙ
ｏｐｐｏ ｓ 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ｕｄｄｈｉ ｓｍａｎｄＢｏｎ
，

ｔｈｅｂ ｉ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ｄ ｉ ｓｔ ｉｎｃｔｉｖｅ ｌｙ
ｕｓｅ ｓｔｈｅｔｅｒｍ

“

Ｂｏｎｐｏ
”

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ｖａ ｌｅｎｔｓｔｏ

ｗａｖｅａ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ｅ 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ｙ．Ｕ ｓ ｉｎｇ
ａ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
ｎｅｏｕ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ｔｈａｔａｒｅ ｉｎａｌｌｌ ｉｋｅｌ ｉｈｏｏｄｒｅａｌｂｕｔ

ｎｏ ｔｎｅｃｅ ｓ ｓａｒ ｉ ｌｙ
ｒｅ ｌａｔｅｄ

，

ｈｅｄｅ ｓｃｒｉｂｅｄｔｈｅｃｏｎｆｌ ｉｃ 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ｏ ｓ
－ｋｙ ｉｓｇｒｏｎ

－ｍａａｎｄｈｅｒｈｕｓｂａｎｄａｓａｓｔａｒｋ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ａＢｕｄｄｈｉ ｓ ｔａｎｄａｎｏｎ－Ｂｕｄｄｈ ｉ ｓ ｔｖｉｅｗｏ ｆ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
ｂｅ ｔｗｅｅｎａｌ ｌｅｇｅｄｈ ｉｇｈｅ ｓｔｍｏｒａ ｌ

ｖｉ血ｅ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ｆａ ｉ ｌｕｒｅ ．Ｔｈｉ ｓ
ｐａｐｅｒｅｘｐ ｌｏｒｅ ｓｔｈｅ

ｐａｓ ｓａｇｅ ｓ ｉｎｔｈｅｂ 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ａｔｒｅｆｅｒ ｔｏｔｈｅｓｅ

ｃ

Ｂｏｎｐｏ
’

ａｒｇｕｉｎｇ
ｔｈａｔ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 ｉｖｅ ｓｏｆ ｌｏｃａｌｃｕ ｌｔ ｓａｎｄａｒｅｆｌｅｃ ｔ ｉｏｎ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 ｓｔｔｒｏｐｅ ｓ

ｔｈａｔ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 ｔｅｄｔｈｅ ｉｄｅａｏｆ

“

Ｂｏｎｐｏ
”

ａｓ

“

ｏ ｔｈｅｒ ．

”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

ｅｒｍ ｓｓｕｃｈａｓ
“

Ｂｏｎ
”

ａｎｄ

“

Ｂｏｎｐｏ
”

ｈａｖｅａｌｓｏ

ｂｅｅｎｕｓｅｄａｓａｎｏｖｅｒａｒｃｈｉｎｇ
ｃａｔｅｇｏ

ｒｙ
ｔｏ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ｏ

ｌｉｔ ｉｃａｌａｎｄｒｅ ｌｉ
ｇ

ｉｏｕ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ｇ
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ａ

ｓｐｅｃ ｉｆｉｃ ｒｅ ｌｉ
ｇ

ｉｏｕ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Ｓａｍ－

ｓｄｉｎｇ
ｒＤｏ

－

ｉ
ｊ
ｅＰｈａｇ

－ｍｏ
；Ｃｈｏ ｓ

－ｋｙｉｓｇｒｏｎ
－ｍａ

；
Ｂｕｄｄｈｉ ｓｔ

；
Ｂｏｎ

；
Ｂ 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Ｗｏｏ ｌｅｎｔｕｒｂａｎｓ
；

Ｄｅｂａｔｅ

Ａ Ｎｅｗ Ｌｏｏｋａｔ ｔｈｅＧｕａｎＧｏｎｇ
Ｂｅ ｌｉｅｆ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ＷＡＮＧ Ｓｈｕａｉ

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ｂｅ ｌ ｉｅｆ ｉｎＧｕａｎＧｏｎｇｏｆ Ｔｉｂｅ ｔａｎＢｕｄｄｈｉ ｓｍ ｉ ｓａｔｙｐ 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ｐ ｌｅｏｆ 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Ｈａｎ
，

Ｍａｎｃｈｕ
，
Ｍｏｎｇｏ ｌ ｉａｎａｎｄＴｉｂｅ ｔａｎｃｕ ｌｔｕｒｅ ｓ ．Ｄｕｒ ｉｎｇ

ｔｈｅＷａｎｌ ｉ
ｐｅｒｉｏｄｏｆ ｔｈｅＭ 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ＧｕａｎＧｏｎｇ

ｂｅ ｌ ｉｅｆ ｗａ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ｕａｎｄｗａ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ｂｙ
ｉｔ ｓＳｈａｍａｎ ｉ ｓｍ

，
ｂｅｃｏｍ ｉｎｇ

ｔｈｅ
“

Ｇｏｄｏｆ Ｗａｒ
”

ａｎｄ

“

Ｇｏｄｏｆ Ｓ ｔａｔ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ｏｆ 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ｕｓ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ｅ ｓ ｔａｂ 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
Ｑ ｉｎ

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ｐｏ ｌ ｉｔ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

“

ａｃ ｔ ｉｖｅ ｌｙ
ａｄｖｏｃａｔ ｉｎｇ

Ｔｉｂｅ ｔａｎＢｕｄｄｈ ｉ ｓｍ
”

，

ｔｈｅｒｕｌｅｒｓ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ＧｕａｎＧｏｎｇ
ｂｅ ｌ ｉｅｆ  ｉｎｔｏ

Ｔｉｂｅｔａ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ｔｗｏｍａｉｎｗａｙｓｆｏｒＧｕａｎＧｏｎｇ
ｂｅ ｌ ｉｅｆ ｔｏｅｎｔｅｒＴｉｂｅｔａｎＢｕｄｄｈｉ ｓｍ ：ｆｉｒｓｔ

，
ｗ ｉｔｈ

ｔｈｅｍ ｉ ｌ 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 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

Ｑ ｉｎ
ｇ
Ｄ＾ａｓｔｙ

ｉ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ｄ ｉ ｔ ｓｓｕｒｒｏｕｎｄ 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
ｉｔ

ｐ
ｌａｙｅｄｔｈｅｒｏ ｌｅｏｆ ｗ ｉｎｎｉｎｇ

ｖ ｉｃ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ｏ ｔｅｃ ｔｉｎｇｐｅｏｐ ｌｅａｓｔｈｅＧｏｄｏｆ ＷａｒａｎｄＧｏｄｏｆＳ ｔａｔｅＰｒｏ ｔｅｃ 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ｗ ｉｔｈｔｈｅＤｈａｒｍａ

ｐｒｏｍｏｔ 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 ｉｅ ｓｏｆ Ｍｏｎｇｏ ｌ ｉａｎｍｏｎｋｓ
，

ｉｔ
ｐ

ｌａｙｅｄｔｈｅｒｏ ｌｅｏｆ ｅｒａｄ ｉｃａｔ ｉｎｇ
ｅｖｉ ｌａｎｄ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

ｇ ｊ
ｕｓｔｉｃｅａｓ

６ ＜

Ｄｈａｒｍａ＾ｒｏｔＱｃｔ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ＧｕａｎＧｏｎｇ
ｂｅ ｌ ｉｅｆ  ｉ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ｒｅ ｌ ｉ
ｇ

ｉｏｕｓ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 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ｔｈｅｎｒｅａｌ ｉｚｅｄｅ ｔｈｎｉ ｃｕｎ ｉ ｔｙ

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ｂ ｉ ｌ ｉｔｙ，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 ｓｔｈａｔｒｅ ｌ ｉｇ ｉｏｎ
ｐ ｌａｙｓａｎｉｒｒｅｐ ｌａｃｅａｂ ｌｅｒｏ ｌｅｉｎｓ 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ｎ 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ｔｈｅＣｈｉｎｅ ｓｅ

ｎａｔ 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ｕａｎＧ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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