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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民共和国佛教现状

嘉木扬 ？ 凯朝

［摘要 ］ 蒙古 国佛 教是藏传佛教 与 蒙 古 国传 统文 化相 结合 的 产 物 。 作 为 蒙古 国 的 主 导 宗教 ， 对其 国 民

身份认 同 与 社会生 活均有 重要 影 响 。 文章 采用 文献解 读与 实 地 调查相 结合 的方法
，
从蒙古 国 宗教概况 、

佛教发展现状 、 中 蒙佛教友好交流入手 ，介绍 蒙古 国 佛教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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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蒙古国宗教槪况

蒙古人 民共和 国 （ 以下简称蒙古国 ）地处亚洲中部 的蒙古高原 ，东 、南 、西三面与 中 国接壤 ，北面 同俄

罗斯 的西伯 利亚为邻 。 蒙古国领土面积约 １ ５ ６万平方公里 ，人 口约 ３ １ １万 （ ２ ０１ ６年 ） ，是世界上人 口最稀少

的 国家之
一

。 喀 尔喀蒙古族约 占全 国人 口 的 ８０％
，
此外还有哈萨克族等少 数 民族 。 官方语言为蒙古

语 。

１ ． 信教人 口 情 况 从 ２ ０世纪 ７０年代到 ２ １世纪初 ，蒙古国先后对该国宗教信仰人 口展开过 ４次调査 。

第
一

次调查是 ２０世纪 ７ ０
—

８０年代 ， 由 蒙古国科学院哲学与社会学法学研究所主持 ，
结果显示 ： ８０％

＿

８５％ 的受访者无宗教信仰 。 第二和第三次调查分别是 １ ９９ ４年和 ２０ ０３年
，
均 由 蒙古国 总统办公厅与国

家安全委员会主持 ，
１９ ９４年的调査结果显示 ，

有宗教信仰者 占 比 ７２ ． ８％
 ，
２０ ０３年这

一

数字上升至 ７ ９ ． ５％
；

第四 次调查是 ２０ １ ０年
，
蒙古国政府根据联合国建议开展了人 口与住房普查活动 ，

同时在该普查活动框架

下对国 民宗教信仰状况展开了调查 ，
调查结果显示 ，

有宗教信仰者跌至 ６ １
．
４％ 。

表 １１ ９ ９４年、 ２０ ０３年 、 ２０１ ０年蒙古国各宗教信徒 占全国信徒总数比例 （％ ）
？

藏传佛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萨满教 其他宗教

１ ９ ９４年 ７ ９ ． ５ ３ ．
８ １ １

． ６ ２ ． ０ ２ ． ７

２０ ０３年 ８５ ． ５ ９ ． ６ ３ ． ２ １ ． ０ ０ ．
２

２０ １ ０年 ８ ６ ． ２ ３ ． ５ ４ ． ９ ４
．
７ ０ ． ６

① 资 料 来 源 ： Ａｊｉ
ｒａｆｉｆｉａａｉａｐ ，

ＭｏＨｒｏｊｉｆｌａｘＢｉｎａ ｉ ｉ ｉＨＨｍ
Ｙ
Ｔ ＪｉａｒＨＨＨｅｈｏｅｒＨＨＨｄａｉ ｉｆｆａＪｉ ，？ｒＹＹ ＪＵ ｉＨＨＨａｘＨｂＩＵＹＡ

－

ｈｈｈ
＊ ＊

Ｏｈｊｉｏｃｏ＾ｈ ，

３ｐｘ３Ｙ＆Ｈｃｙｔｔ Ｊｉａｊｉ

”

ｃ３ＴｒＹＹｊｍｆｉＨ ＸＸＶＩＩ ６〇Ｔ＆（ ２０ １ ２ ）

－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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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阿勒泰 巴特尔 ： 《蒙古国宗教发展现状 〉 ， 《哲学与法律研究 〉

２０ １ ２年第 ２７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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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显示 ，
在蒙古 国藏传佛教信徒 的 比例

一直高居不下 ， 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
基督教信徒在增长之后

转而 下降 ，伊斯兰教信徒 的数量在下降后又 出现 回升趋势 ，萨满教的 信徒也有所增加 。

表 ２２ ０ １ ０年蒙古国不同年龄结构信徒占宗教信徒总数比例 （％ ）

佛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萨满教 其他宗教

１ ５
—

２ ９ 岁 ３ ６
． ６ ４７

． ３ ４ ４ ． ９ ４ ８
．
８ ３９ ． ９

３０
—

４９ 岁 ４ １ ． ７ ３６ ． ２ ３ ７
．

９ ３８ ． ８ ４ １ ． ０

５ ０
—

５９ 岁 １ ７ ．

３ １ ４
．

５ １ ３ ． ５ １ １ ． ０ １ ５
． ２

７０岁 以上 ４ ． ４ ２ ． ８ ３ ． ７ １ ． ４ ３ ． ９

资料来源 ： ２ ０ １ ０年 蒙古 国人 口 和住房普查结 果

表 ２显示 ，
从年龄结构看 ，

７ ０岁 以上岁的信徒 中 ，佛教信徒 比例最低
，但３ ０

—

４ ９岁 的信徒中 ，佛教信徒

比例最高。

据蒙古 国 总 统宗教文化顾 问呼兰介绍① ，到 ２０ １ ９年 ，
蒙古 国佛教徒 占其 总人 口 的 ６５％ ，僧众约 ２００ ０

多人 。

２ ． 宗教组 织 情况 到 ２ ０ １ ９年 ， 蒙古 国 目 前有 ６种宗教形式 、 ２０多个派别 、 ２０ ０多个宗教团体 。 宗教形

式主要分为传统 宗教和非传统宗教两类 。 传统宗教指 的是藏传佛教 、萨满教和伊斯兰教 。 传统宗教在

蒙古 国 已经有数百年的 发展历史 ， 其宗教思想尤其是佛教思想 已经成为 民族精神的
一

部分 。 非传统宗

教是指 ２ ０世纪 ９０年代之后传入蒙古的基督教及其流派 、
巴哈伊教 、阿难答 ？ 玛 日 嘎教 （

Ａｎａｎｄａｍａ ｒ
ｇ
ａ

） 、

摩尼教等宗教 。
②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 ，
在东欧和苏联剧变 ， 国 内 保障宗教信仰 自 由 呼声高涨的形 势下 ，蒙古国政府的 宗

教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 １ ９９ ０年 ２月
， 蒙古大人民呼拉 尔主席 团决定准许对额尔德尼 召等寺院进行修复并

开展佛事活动 。 同 年 ５月 ，蒙古信徒联合会成立 ，这是宗教组织在蒙古 国恢复活动的标志性事件 。 该联

合会的主要 目 的是恢复 、修缮各地方佛教寺庙并向信徒开放 。 １ ９ ９ １年 ９月 ，蒙古佛教中心成立 ，该 中心的

任务是协调 国家与寺庙关系 ，
组织蒙古佛教 的对外交往 ，

统筹安排全国佛教组织问题 ，联络 、协调与其他

宗教的关系 。

除佛教组织外 ，其他宗教组织也开始在蒙古国恢复 。 １ ９９０年 １０月 ， 蒙古穆斯林协会成立 。 １ ９９２年 ７

月 该协会改名 为
“

蒙古伊斯兰教 中心
”

。 根据该中心 的倡议 ， 在巴彦乌勒盖省省会 乌列 盖市修建了首座

清真寺 ，并于 １９ ９２年 １ １ 月 交付使用 。 蒙古伊斯兰教中心积极发展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 ， 因为蒙古国 的哈

萨克穆斯林为逊尼派
，
所以在宗教方面与土耳其的联系 比较密切 。 １ ９ ９０年 １ ０月

，
蒙古国 基督教 堂——

“

世界之主教堂
”

开放 ， 信徒在短期 内发展到几千人 ，
几乎在全国所有的省市都设有其分支机构 。 同年 １２

月 １ ９ 日 ， 蒙古圣经会建立 ，截至 目 前已 与５ ０多个 国家的 基督教协会建立 了联系 。

自 １ ９９４年以 来 ，
蒙古国 的宗教组织数量

一直处 于稳步增长趋势 。 １ ９９４年时 ，
全国仅有 ２４家宗教组

织
；
到 ２０ １ ０年 ，

在蒙古国 司法 内务部及国家登记注册的 宗教组织达到 ５１ ４家 ，数量为 １ ９９ ４年 的 ２ １ ． ４倍 。 其

中 ， 传统宗教机构 （包括藏传佛教 、伊斯兰教 、萨满教 ）占 ６０
．
２％

，
非传统宗教组织 （基督教各派 、 巴哈伊教

等 ）
占 ３９ ． ８％ 。 其 中佛教 的 宗教组织 占 比 达 ４ ９

． ４％（ ２５４家 ） ，
反映了佛教的优势地位 。 值得注意的 是 ，

信徒仅占全国宗教信徒 ３ ． ５％ 的基督教组织数量占 比达 ３８ ． ５％ （ １ ９ ８家 ） 。

据 ２０ １ ９年的最新统计③ ， 在首都乌兰 巴托辖 区 内共有 ３ ０６个宗教组织 （ 参见 表 ３
） ， 其中 ， 注册登记的

①呼兰女士与我是多年的 朋友 ，
她于 ２０ １９年 ４ 月 ２ １

—

２３ 日 来京
，
与 我探讨 筹办八思 巴文创制 ７５ ０周年纪念会议事宜时 ，

向 笔者提供

了这 组数据 。

② 图门 其其格 ：＜ 
蒙古宗教组织现状 及其社会 影响 ＞ ［

Ｊ
］ ， 《 当代亚太 ＞ ２ ０ ０４年第 １０期

。

③ 系蒙古国 总统 宗教文化顾 问呼兰女士提供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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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７个 ，执照过期的 １ ４９个 ，
非法营运的 ４个 。 ３ ０６个宗教组织中 ，基督教组织 １ ６５家 （

５３ ．
９％ ） ，佛教组织 １ ０５

家 （ ３ ４
．
３％ ） ，

萨满教组织 ２２家 （ ７ ．
１％ ） ，

东正教组织 ７家 （ ２ ． ２％ ） ，伊斯兰教清真寺 ２座 （ ０ ． ６％ ） ，
巴海 、 新涛

等其他宗派组织 ６家 （ １
． ９％

） 。 １ ０５家佛教组织 中 ， 格鲁派 ５ ９家
，
宁玛派２ ６家

，
萨迦派 ２家 ，

其他教 派 １ ８家 。

基督教 １ ６ ５个组织 中有 １ ４个派系
，
萨满教组织包含有 ２１家机构 。

表 ３２ ０ １９年乌兰巴托宗教组织情况 （单位 ： 个 ）

数量 佛教组织 基督教组织 伊斯兰教组织 萨满教组织 其他宗教组织

巴彦高 勒区 ５２ ２ ４ １８ ０ ９ １

巴彥珠 日赫区 ８９ ２ ０ ６ １ ０ ４ ４

宗根海 日汗区 ５３ ２ ０ ２ ９ １ ２ １

苏和 巴 托区 ４３ １ １ ２ １ ０ ６ ５

汗 乌拉 区 ２３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２

青格勒太区 ３２ １３ １ ９ ０ ０ ０

纳莱赫Ｅ ８ ３ ４ ０ １ ０

巴 格诺尔区 ６ ３ ３ ０ ０ ０

合计 ３０６ １０５ １６５ １ ２２ １ ３

二 、蒙古国佛教现状

１ ． 佛教组织 机构 主要有蒙古佛教联盟 、亚洲佛教会议组织总部 、蒙古佛 学院等机构 。

蒙古佛教联盟成立于 １９ ６ １年
，并于 当年作为地 区佛教中心 ，

加入 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
， 下设主席 、副

主席 ，
目 前与 ３０多个 国家及宗教组织建立了联系 。

亚洲佛教会议组织总部则是根据苏联 、蒙古国 、斯里兰卡 、尼泊 尔佛教徒 的倡议 ，于 １ ９６ ９年 １２月 在乌

兰 巴托成立 。 １ ９７ ０年 ６月 ，来 自 １ ５个 国家的佛教组织在乌兰 巴托召开了会议 。

蒙古佛学院创办 于 １ ９７ ０年 ，
地点在乌兰 巴托

，
主要培养蒙古国和俄 罗斯布里亚特共和 国的佛教僧侣

骨干。 蒙古国藏传佛教派别有格鲁派 、萨迦派 、宁玛派 、噶举派 、觉囊派 ，真正为佛教 比丘身份的 只有 １ ００

多人 。 他们来往于蒙古和 印度等国之间 ， 弘法利生 。 从 １ ９８ １年至今 ，
从 印度 、尼泊 尔 、斯里兰卡 、 中 国等

国 留学深造回 国 的佛教僧侣有 ２０００多人
，
现在依然在 国外留学深造 的有 １ ０００多人 。

２ ． 佛教寺 院 及佛 教遗址 满 巴扎仓寺
？玫

） ：该寺庙现有僧人 ３〇多名 ， 另有 ６〇〇多 名僧俗在此

学习蒙古医药学 。 住持那楚克道尔吉 負
丨
， 即 ：达木丁 苏伦 ？ 纳策格道尔吉 ）大喇 嘛现任蒙古国 佛教

协会 主席 。 ２０ １ ３年 ７月 ２３ 日
，
笔者一行 曾拜访住持那楚克道尔 吉大喇嘛 。 他在美国等国家 留学多年 ， 精

通英语 ，精通蒙古医药学 ，
通达佛教密宗密咒 ， 撰有多部蒙古医药学的专著和译著 。

达希乔依伦寺 坐落于蒙古国 中 国大使馆 的北侧 ， 寺院建筑采用 蒙古包的 形式 。 自

１ ９ ９ ０年蒙古 国恢复宗教信仰 自 由 以 来 ，
以达希乔依伦寺住持丹 巴扎布大喇 嘛 为首的全体僧

众积极恢复和兴建弥勒佛殿 ，
２０ ０５年斥资 ６００ ０万人 民 币新建弥勒佛大殿 。 新建的弥勒佛大殿三层楼高 ，

结合藏汉建筑艺术 ， 同 时保持和继承蒙古建筑艺术风格 。 弥勒殿供奉的 弥勒佛①铜制坐像 ，高 ２０米 ， 是

北京雍和宫赠送 的 。 大殿内 还供奉有南非黄花梨雕刻 的 １ ０８颗念珠 ，
堪称世界上最大的念珠 。 弥勒佛殿

的建造为乌 兰 巴托地 区的佛教文化 、教育 、经济的 发展起到积极 的 促进作用 。
２０ １ ３年 ７月 ２５ 日 我们拜访

了丹巴扎布 大喇嘛 。 据他介绍 ，
蒙古 国 自 古就有建造弥勒佛像的传统 ，

从哈拉哈地区大库仑 的大堪布若

① 蒙古语 称ｍａｉｄａｒ ｂｕｒｑａｎ ， 迈达拉 布尔汗 ， 即弥勒佛之意 ， 汉语意译 为慈 氏 ，
藏语意译为强 巴明？。 参 见嘉木扬 ？ 凯朝 ： （关 于蒙古

地 区弥 勒信仰 〉 ［
Ａ

］ ， （ 内 蒙古佛教 与寺院教育 〉 ［
Ｃ

］
，北 京 ： 中 国社 会科学出 版社 ， ２ ０ １３年 ， 第 １

—

２５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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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汗 （Ａｇ
ｖａｎｈａ ｉｄａｖ ）开始 ，至 五世哲布尊丹巴 呼 图克图 ， 都在大库仑 （ 乌兰巴托 ）建造过大弥勒佛像 。

甘丹寺 （Ｇａｄｅｎ Ｔｅｇｅｌ ｅｎ ｌｉｎ ｇ ） ，位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中 心西北部 ， 是蒙古 国佛教中 心 ， 由 四

世哲布尊丹 巴 修建于 １ ８３８年 ，是现今蒙古国 广大佛教徒的活动 中心 。 寺 内 建造了高达 ２６米的观世音菩

萨铜立像 ，
是近代雕塑艺术家尼 占 巴的 艺术代表作 。

２ ０世纪 ８０年代 ，蒙古国投资修建了 甘丹寺图书馆 ，

开展保护佛教寺院和研究佛教文化的工作 。
２００２年 １ ０月

，
韩国佛教真觉宗举办 国际佛教学术研讨会 ，

甘

丹寺堪布大喇嘛
一

行 １ ０多名僧众应遨参加并举行了盛大的火供仪轨 。
２０１ ３年 ７月

，
笔者拜访了 甘丹寺管

家喇嘛伊希朝克 心
１

） 。 据他介绍 ，甘丹寺现有僧众 ８０多名
，
毎天都举行佛事活动 ，用 蒙古语和藏

语念诵经典。

丹 巴达杰楞寺 （ ：兴建于 １７ ５４年 ，
主要为该寺二世活佛洛 桑旦 巴 （ 穿 建

造 ，迄今 已有２ ４８年的 历史 。 该寺最兴旺时僧众达５ ００多人 ， 现仅有２ ６名僧人。

Ｕｖ
ｇ
ｕｕｎＨｉ ｉｄ和额尔＿尼堪布寺 （Ｅｒｄｅｎｉ Ｋ ａｎｂｕｋ ｉ

＞

ｄａ
 ）

： ２０１ ３年 ７月 ２５ 日
，
笔者来到位于乌兰 巴托 以

西２ ８０公里的胡根汗 山 （Ｈｕｇｍｕ Ｔａｒｉｎ Ｈ ｉｉｄ ） 。 其岩石和峭壁后面是
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扎纳 巴扎

尔 时 为纪念 他 的 老师修 建的 两座寺 院 ＵｖｇｕｕｎＨ ｉｉｄ和额 尔德尼堪 布寺 。 Ｕｖｇ
ｕｕｎＨｉｉｄ原名 Ｈｕｇｍｕ

ＴａｒｉｎＨ ｉ ｉｄ ，
１ ６８８年被毁 ，现改名重建并开放。 额尔德尼堪布寺修建于 １ ６９３年 ，

１ ９３９年被拆毁 ，
１ ９９２年 由

出生在此寺院的 大喇嘛堪布的女儿重新主持修建 。

额尔 德尼 召 （Ｅｒｄｅｎｉｚｈａｏ ） ： ２ ０１ ３年 ７月 ２ ６ 日
，
笔者来到距离胡根汗山 ９０公里的 哈拉和林 ，这里是 １ ３

世纪蒙古首都的遗址 ，
也是蒙古国唯

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项 目 。 遗址 中有蒙古最古老的 佛教 中

心——额尔德尼 召 。 额 尔德尼 召始建于 １ ５８５年
，
目前有５ ０多 名僧人 ，

办有喇嘛中学 ，
学 习旧蒙古文和藏

文经典 。 ２０ １８年 ８月 ， 笔者再次在蒙古国总统宗教顾问 呼兰女士陪同 下赴额尔德尼召调研 ，
现任寺院住

持大喇嘛年轻有为 ， 他讲经说法注意与时俱进 ， 能 以说唱的 形式把深奥 的佛教 思想以通 俗易懂的语言为

普通民 众解说 ，深受广大蒙古民众的爱戴 。

３ ． 主要佛 事 活动 根据蒙古古历法
“

霍尔历
”

（＾＾巧 ） ，毎年的正 月 蒙古人称
“

白 月 节
＂

（Ｃａｇａｎｓ ａｒ春

节 ） 。 蒙古人崇尚 白 色 ，所以称正 月 为
“

白 月
”

。 从初一至十五 ，诸多蒙古人到寺院里过节 ， 祈求一年事事

顺心 ，家庭和睦 、工作如意 、孩子们学业进步等。

毎年蒙古历法 ４月 ７ 日 、 ８ 日 和 １ ５ 日
，举行纪念释迦牟尼佛

“

诞辰 、成道 、 涅槃
”

的法会 。 ６月 ４ 日 或 ６月

１５ 日 举行绕寺祈福大愿法会 ，俗称
“

转弥勒祈愿大法会
”

，
法会历时两天 ，

僧人诵经、转经 ，与会者人数众

多 。

此外
，每年蒙古历法 １ ０月 ２５ 日 还有燃灯节

，
这是纪念藏传佛教格鲁派祖师宗喀 巴大师的涅槃纪念

日 ， 寺内外燃灯礼佛 ，故称燃灯节 。

三 、

“
一带一珞

”

倡议背景下中蒙藏传佛教界的友好往来

１ ．

“
一 带一路

”

中 蒙互联互通 ２０ １ ３年 ， 习近平主席访问蒙古国 、哈斯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 了

共建
“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

和
“

２ 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的构想
， 可以说 ，在

“
一

带一路
”

倡议形成伊始 ， 蒙古

国就具有重要的 战略地位 。 ２０ １ ７年 ５月 １ ２ 日
，
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 出席

“
一

带一路
”

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蒙古国 总理额尔登巴特。 习近平指 出
， 蒙古国是

“
一

带
一路

”

重要沿线国 家 ，
中方欢迎

蒙方积极参与
“
一带一路

”

建设 ，支持蒙古国发挥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 要推进中蒙俄经济

走廊建设 ，助 力 三方共同 发展 。 额尔登 巴特表示 ，开放 、包容的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对解决人类发展 不平衡

不稳定问题、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蒙古国愿发挥连接亚欧大陆的桥梁作用 ，积极参与
“
一

带

一路
”

建设框架下互利合作 。

“
一

带
一路

”

倡议 自 提出 以来就受到蒙古国 的重视 ，
也成为推动 中蒙关系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 。

２０１ ８年 １月 １ ７ 日
， 中 国驻蒙古国大使邢海明 出席了 蒙古国

“
一

带
一路

”

中 资大型企业俱乐部揭牌仪

式 。 该俱乐部 由 中 国银行 、中 国国航 、 中 国工 商银行 、 中 国石油 、中 国有色 、中 国 中铁 四局 、 中 联水泥 、 中



？１ ６４
？ 中国藏学 ２０ １ ９年第３期 （总第 １３９期 ）

国烟草等企业驻蒙分支机构联合倡议成立 ， 旨在为在蒙大型 中资企业搭建合作共赢新平台 ，推动会员企

业间 资源分享 、优势互补 、实现共 同发展 ，促进中蒙关系 。

２ ０ １ ８年 ８月
， 中 国 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长 王毅在访 问蒙古国期间 ， 与蒙古国外交部长朝格特 巴特 尔共

同 宣布了 乌 兰巴托成吉 思汗国 际机场
“
一带一路

”

便捷通道正式开通 ，具体举措包括 ： 为
“
一

带
一路

”

沿线

国政府和 商 务人员 提供落地签证待遇 ；
蒙古国驻外使领馆为沿线 国家商务人员发放多次入境加急签证

等内容 。
２０ １ ８年 ４月

，
朝格特 巴 特尔批准了

“
一

带
一路——旅行便利化倡议

”

计划 ， 目 前 已 经或即将在多

个 口 岸开通便捷通道 ，包括 己经开通的 乌兰 巴托成 吉思 汗国 际机场 、蒙中 边境扎门 乌德一二连浩特 口

岸
， 以及即将开通的 蒙俄边境阿拉坦布拉格一恰克图 口 岸等 。

２
． 雍和 宫 捐 赠 蒙 古 国 达希乔依伦寺弥 勒 大 佛２０ １ ４年 ，

北京雍和宫 向蒙古国 著 名 的佛教寺院达希

乔依伦寺赠送 了
一

尊高达 ２ ０米的 铜鎏金弥勒大佛佛像 。 ２０ １ ８年 ７月 １ 日 ，在乌兰 巴托举行了 弥勒大佛开

光仪式 。 邢海明大使率领 中国 驻蒙古 国大使馆外交 官 出 席了仪式 。 蒙古国呼 日 勒苏赫总理 、 总统宗教

文化顾 问 呼兰 、 前总统奥其 尔 巴特等政要 及达希乔 依伦寺住持丹 巴扎布等蒙方高僧大德莅 临仪式现

场 。 由 演觉大师率领 的中 国佛教协会代表 团和胡雪 峰①住持率领的北京市佛教协会和雍和宫僧众代表

团 参加开光大典等活动 。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韩国 、 日 本 、越南 、老挝等 国驻蒙使馆官 员和 国际佛教界

代表也来到现场共襄盛举 。 邢大使热烈祝贺 中 国北京雍和宫捐赠达希乔依伦寺弥勒大佛像圆满落成开

光
，
他还指 出

， 中蒙两 国 山水相连 ，
两国人民和佛教界

一直以 来就是好邻居 、 好朋友 。 佛教作为 中蒙历史

和文化的共 同 元素 ， 是连结双方的 重要纽带 。 弥勒大佛落成开光这一盛事既是两国 宗教友好交流 因 缘

的 继承与发展 ，也是中方
“
一带一路

”

倡议 ，与蒙方
“

发展之路
”

战略对接指 引 下的伟大成果和光辉典范 ，

是中蒙宗教友好合作的
一座新的 里程碑 。

３ ． 中 国 藏语 系 高级佛 学 院 举 办 蒙古 国 僧 人培训 班 近年来 ， 中蒙两国佛教界交流 日 益紧 密 ，
佛教 团

体时有互访 。 ２０ １ ５年 ７月 １ ５ 日
，班禅额尔 德尼 ？ 确 吉杰布在 中 国藏语 系高级佛学院所在地北京西黄寺接

受了 以蒙古佛教会会长达木丁苏伦 ？ 纳策格道尔吉大喇嘛为 团长的蒙古佛教代表 团
一行 ８人拜见 。 中

国 佛教协会也 曾 邀请蒙古国佛教 界代表参加 了 四届 由 中 国两岸三地佛教界联合主办 的世界佛教论坛 ，

两次邀请蒙古国佛教界来中 国参访 ，并于 ２ ０ １ ６年受邀前往蒙古国进行 回访 。

２０ １ ７年 １ １月 ３ 日
， 中 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蒙古 国僧人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北京举行 ，

包括 国家宗教事

务局在 内 的有关部 门负责人以及 中 国佛教协会 、 中 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雍和 宫 的相关负责人 出席 了开

班仪式 。 蒙古国 塞音诺门寺住持 、辅导 员 、学僧和 中 国藏语 系高级佛学院 的经师 、学僧代表共 １ ００余人参

加了 开班式 。

此次蒙古国 塞音诺门寺共选派了１ ０位年轻学僧和 ２名辅导员 参加培训 。 在近
一年的 留学生活 中

，
他

们在中 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学习藏文文法、藏文书法 、汉 语文 、佛教基础理论 、 宗教仪轨 、计算机等课程 ，

并到五台 山等地参观 。 为迎接他们的到来 ，
中 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课程设置 、生活条件等方面都作了

充分细致的 准备 。 笔者也有幸承担了蒙古 国学僧 的教学任务
，
为学僧讲解了 中 国宗教和佛学知识等内

容 。 此次蒙古国僧众培训班的举办 ，是中蒙两国佛教界的大事 ， 为两国佛教界继续深入友好交往架起 了

彩虹之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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