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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专 著
：
Ｊｏｎａ ｔｈａｎＡ ．Ｓｉ ｌ ｋ 著有 《僧侣管理 ：

印度寺院文化中 的管理者和管理方法 的角 色 》
Ｗ作者主

要从佛教戒律和 印度的寺院管理为中 心展开
， 将中 国 的 清规和斯里兰卡 、

缅甸
、泰国等不同 国家和地区

的寺院管理方法做 比较
，
以管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主 。 ＢｅｒｔｈｅＫａ ｔｒｉｅｎＪａｎ ｓｅｎ 的 《寺院寺规 ：早期西藏

的佛教寺院组织
：Ｐ

１
—文主要利用管理学的方法从等级制度和 管理制度来展开藏传佛教寺规研究 。 全文

共有九章 ， 前 四章是寺规与法律 的关系 ；第五 章是寺规和寺院经济之关系 ；第六章是僧俗关 系和 目前藏

区僧俗之间存在的问题
；
第七章是寺院教育

；
第八章是藏区社会 中僧人的角色

；
第九章是遗 留程序

，
主要

讲述寺院的管理与 藏族社会之关系 。 从资料利用的情况看 ，
共利用 了６５ 篇寺规 ，其中最早的寺规是五世

达赖撰写的 。 大部分资料都取 自西藏 自 治区档案馆编写的 《寺规集 》 ，作者编录寺规的成书 年代和记录作

者的生平年代出现的错误较多 ，
尤其是藏文的数字九和 四相混淆而导 致的错误居多 。 此书是 目 前国 内 外

学术界专门研究寺规的第
一部专著 。

（
二

）论文和会议 ：
Ｃ ｅｃｈ Ｋｒ

ｙ
ｓｔｙｎａ 于 １ ９８ ８ 年写成的 《

后藏地 区本教寺院 曼 日 寺之寺规考》 （
ＡＢ

ｃｍｐｏ

ｂ ｃａ
’

－

ｙ
ｉ

ｇ： ｔｈｅＲｕｌｅ ｓｏｆｓＭａｎ
－ｒｉＭ ｏｎａｓ ｔｅｒ

ｙ ） ，
收录于嗔 白 齐和先巴 罗桑主编 的 《第 四次国 际藏学会议论文

集》 （慕尼黑 ）第 ６９
－

８５ 页 。 另 ２０ １ 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至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１ 日美国纽约 ？布法罗 大学南校区举办了

主题为
“

佛教信仰 区域的法律与社会
”

的 （
Ｂｕ ｄｄｈｉ ｓ ｔＬａｗ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Ｌａｗ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

ｉ 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国际学

术会议 。 会上主要讨论了佛教梵文 、 巴利文戒律文献的不 同版本 ， 以及佛教戒律在古代和 当代使用过程

中 的传承流变情况 。 此外 ，
还讨论了寺院寺规和 国家法律文献中 的各种理念和实践。 参会学者的论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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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 前 学术界关 于藏传佛教寺 院 寺规文献 的 相 关研 究 中
，

收 集 的 资料 为 数不 多
，

且部 分资

料并未对外公开
，
导致现有 的 学术研 究 不 够深 刻 ，

仅有 的 相 关论文也都是从法 学 和管 理 学 的 角

度去 分析 。 因 此很 多 学 者对此选题 的 关 注度不 高
，

认识度不 够 。 本文 主要叙述 国 内 外寺规文献

的研究现状
， 并对其 成果进行评价 。

关键词 ： 藏传佛教
；
寺规文献

；
研 究现状

寺院是藏传佛教僧尼集团生活 的主要场所 ， 同时也是开展宗教教义 、宗教活动 的主要场所 。 自古 以

来
，藏传佛教比较重视僧尼的言行举止 ，尤其重视寺院具体生活 中的个人言行的规制 。 僧尼行为的适度

控制
，
不仅成为宗教团体的职责

，
同时受到历代政权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 藏传佛教的寺院行为规范包括

佛教戒律 、仪轨和寺规等 ，其中 ，
戒律和仪轨是宗教行为 的规制

；

世俗生活的规制则在 国法框架 内
，
采用

僧规或寺规为 主 。 无论是针对个人宗教行为 的戒律和仪轨 ，
还是面 向集体生活 的寺规或僧规 ，

无疑都是

宗教行业的 自 治 、 自 律的 基本手段 。 无论是藏传佛教 ，
还是汉传佛教 ；无论是大乘 ，

还是小乘 ，
佛教 的戒律

都是针对个人学佛和修行而设立的 。 在家修行有在家修行的戒律
，
出家修行有 出家修行的戒律 。 在不 同

＠ 的修行次第上 ，
均有相应的戒律 。 但对具体生活 中个人应遵循的行为规范

，

没有非常具体的规定 。

―

、 国 外的相关研究状况

藏传佛教寺规文献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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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涉及寺院寺规的实践 、国 家宪法与佛教戒律的关系 、法律文书和文献 、各种法规 、寺庙管理和佛教圣地

管理及 当代佛教合法活动等 。 参会学者主要来 自 于佛 教盛行的 中 国 、
日本 、蒙古 国 、 不 丹 、韩国 、斯里兰

卡
、
緬甸 和 印度等 国家 。 会议论文 中 与本选题最为相关的是 ＢｅｒｔｈｅＫａｔｒｉ ｅｎＪａｎｓｅｎ 女士的论文 《从惩罚 角

度探析藏族早期 寺院寺规和俗人法律 》 （ Ｂｅｒｔｈ ｅＪａｎ ｓｅｎ
－

Ｍ ｏｎａｓｔ ｉｃＬａｗｓａｎｄＬａ
ｙ
Ｌａｗｓｉ ｎＰｒｅ

－ｍｏｄｅｍＴ
ｉ

－

ｂｅ ｔｒｅｇａｒｄ
ｉｎｇ

Ｐｕ ｎｉ ｓｈｍｅｎ ｔ
） 〇

二
、 国 内 的研究状况

国 内专门研究藏传佛教寺规文献的成果为数不多 ，
尚 未形成专题性研究 ，

因此可 以说在学术界基 本

处于一种空 白 状态 。 对于清规的研究成果颇多 ， 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 ，值得参考
，其学术价值对研究藏传

佛教寺规文献有很大的启 发 。

具体而言 ，
国 内对藏传佛教寺规文献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

一

）佛教戒律研 究

严耀中 著的 《佛教戒律与中 国社会》
１
３
１

，
对如何光大佛教 ，

如何协调佛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戒律以及

成为佛教界人士关注的 问题
，

作者在这个背景 下考察历史 上 的佛教戒律
，
也就突 显 了 其对这个问 题认识

的前瞻性 。全书 紧扣佛教规范约束 和世俗规范约束的关系 ，
尤其是佛教戒律和世俗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而

深人展 开 。 书中着重地论述 了 佛教伦理道德规范与儒家伦理和礼制 的交流 、
互动

，
展示 了 中 国佛教与 中

国社会关系 的一个重要侧面 。 指 出 了 中国古代社会对佛教戒律进行了方向性的改造 ，使之成为从属于官

方的制 度化的约束体系
，

进而使之成为社会的
一个稳定因素 。 本书不仅富有创新的见解 ，

还拓展了相关

的研究领域
，
如佛教戒律与法律 、

戒律与 法律之间的 僧尼财产的纠 葛 、戒律在法律和 司法 中的反映 、
八关

斋戒与 中古时代的 门 阀 、僧兵 与戒律
，

以及佛教异端与社会异端等 。 总之
，
本 书从宗教社会学的视角

，
全

面 、深刻地探讨 了佛教戒律的内容 、 性质
、
作用 ，

以及它在 中 国佛教发展过程 中的 演变 、
特点等诸多 问题

，

其 中对 中 国 佛教 中戒律与僧制关系 、佛教戒律与社会多重关 系的探讨
，
多有新意

，
值得参考 。 刘 淑芬著

《中古的佛教与 社会Ｆ １

，
描绘 了中古时期 的佛教与 中古社会的 种种关 系

，
其 中既有佛教与政治权利的 冲

突
，
有臣官与佛教 的相互利用

；
也有佛教对中 国传统地方的影响

，
包括断屠 、斋戒等 民俗的 兴起和地方公

共工程 与福利 事业的建设
；

还有佛教独特的丧葬习俗对中国 民间社会的影响 ， 产生 了林葬 、石窟瘗葬 、 塔

葬和舍利信仰 。 最后
一部分讨论唐宋寺院中茶 、

汤药 、酒药 、乳药等对世俗社会养生方式的影响及佛教戒

律中 的药与酒来展开寺院养生药物的背景和唐宋世俗社会中 的养生 风气对寺院养生的影响 。 作者更多

的关注点是社会下层或地方社会
，
对于 中 古 中国 史 的研究者来说

，

如果仅仅依靠传统的正史
、
文集 、僧传

是难以细致考察的
，但作者 以

“

上穷碧落 下黄泉
”

，
举凡传奇小说 、灵验故事 、

石窟造像 、
经幢塔铭 、墓记碑

志等取材 ， 利 用这些民间 社会书写 的材料 ，
重新塑造了 中古时期佛教影 响 下的 中古社会景象 。 总之

，作者

立足 资料丰 富
，
通过深人 分析与细 密梳理

，
挖掘 出 佛教带给 中古生活 的诸多新风 尚 。

（
二

）藏传佛教研 究 与 寺规 文献研究

罗发西主编 的 《拉 卜 愣寺概况Ｆ是
一部研究拉 卜 愣寺历史 的综合性著作 ，

对拉 卜愣寺 的组织概况 、

拉章和磋钦措兑组织 、议仓及其主要惩罚条例 、六大学院及僧人学习制 定和拉 卜 楞寺的法会活动等进行

了全面的研究
，
具有很高 的史料和学术价值 。 蒲文成主编 的 《甘青藏传佛教寺院沪 ，

本 书全面介绍 了 青

海
、
甘肃地区近 ８００ 座寺院 的名 称 、位置 、

沿革 、派属
、
规模

、
组织

、
经济 、文物 、 现 状等 ，

对重要寺 院的学经

制度
、
宗教 活 动 、建筑艺 术 、主要 活佛系统及其事迹以及部分寺院在历 史上进行政教合

一统治 的 基本情

况等 ，亦作了扼要 的阐述 ， 并附有青海教寺院 简介 。 全书汇集 了 甘青地区藏传佛 教 寺 院的历史 和现实 资

料
，
反映 了该地 区藏传佛教的兴起 、传播和寺院林立的历史概貌 ，

材料翔实 ，
条 目 清晰 ，

为研究甘青藏 、

蒙 、土族宗教 、历史和文化提供可靠的资料 。 丁汉 儒 主编 的 《藏传佛教 源流及社会影响 》＇对藏传佛教 的

形成
、传播及其

“

政教合
一

”

制 度 和藏传佛 教寺庙 的僧伽组织 、活佛转世等作 了全面的论述 。 赵改萍 《元 明

时期藏传佛教在 内地的 发展及影 响 》＇系统论述 了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 内地 发展的背景 、教 派 、思想教

义 、历史演进 、
分布 地域 、人物及寺院建筑等 ，

并重点论述了 藏传佛教在 内地政治 、
经济及 文化等方 面所产

生的影 响
，
历史地 、

真实地 、深刻地 、较为 完整地展现 了 西藏与 内地通过藏传佛教 寺院为媒介所进行的 文

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 。 拉先加 著 《格鲁派 主属寺 系统的历史 ： 以 明 清时期青海境 内 的 寺院为例Ｆ１以明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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柰

教
研

时期格鲁派寺院之间的层次结构为 主题
，
探讨了格鲁派主属寺系统的历史变迁与文 化内涵

；
分析了其内

在的
“

教
”

与
“

人
”

的 因素及外在 的政治因 素 、
经济 因 素 ；

提出
“

教
”

的因素 即宗喀 巴大师佛学思想是格鲁派

在青海形成主属寺系 统的 内在理论依据 人
”

的因素 以及经济 因 素 、政治因素影响着格鲁派主属寺分布

格局的变化 。 基于这种 主属寺 系统组织性的特点
，
格鲁派在青海获得 了 广 阔 的发展空 间

，

逐渐成为青海

藏 区主要 的教派 。 本书填补 了格鲁派主属寺系统历史 文化研究方面的空 白
，
极具学术价值 。

阿旺郎杰 、俄 日 才让 、 陈金钟的 《达旺甘丹 朗杰寺寺规 》 对该寺寺规的产生 、
内 容等问题作了考证

和阐述
，
指 出达旺寺系奉五世达赖喇 嘛之命于 １６ ８０ 年创设

，
而 《达旺甘丹朗杰寺寺规》系 以第司桑杰嘉

措所撰 《寺规 》
为范本而编成的 ，两者均反映 了 达旺地区历来 由 中 国西藏地方政府 直接管辖的事实 。 罗 布

的
《
论甘丹颇章政权宗教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以 五世达赖喇嘛

〈
哲蚌寺寺规

〉
为例 》

［
｜ １

１甘丹颇章政

权作为政教合
一体制 的某种典型形态

，
其有关宗教事务管理的法律与规范在其整个制度体系 中 占有十

分重要的 地位 。 五世达赖喇嘛等在继承格鲁派寺院原有组织体系和 管理制度的基础 上
，
进一步以法律规

定的形式 明 确和完善 了格鲁派寺院 内 部的组成形式
、
执事僧人 的任免升迁制度 、

寺产管理方式 、 学经制

度以及寺内 纪律仪节等 ，
从而形成了

一

套 比较 完备的宗教法规体系 。 华热 ？ 多杰 、位长城的 《藏传佛教寺

院寺规研究》
［
１ ２

１从定 义寺规人手
，
就其内容以及 与戒律 、 国 法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探索 ，

通过总结藏传佛教

在规制僧尼行为和寺院集体生 活方面 的历史经验 ，
以促进我国正在推行的 宗教寺院的规范化管理工作 ，

完善相关的制度 ，
构建 和谐 、

稳定的政治关系 。 作者认为无论是针对个人宗教行为 的戒律和仪轨 ，
还是面

向集体生活 的寺规 ，
无疑都是宗教行业 自 治 、 自 律的基本手段 ，

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 尕藏尖措 的 《试析

隆务寺寺 规的 内容和功能 》
％—文指 出

，
隆务寺作为安多地区较具有影响 力 的格 鲁派寺院

，
除了严格执

行宗喀 巴大师所确立的戒律外
，

为 使戒律落到实处
，
还制定 了行为规范 。 这些规范在寺院 内部管理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
有重要 的研究和 利用价值 。 房继荣的 《藏传佛教格鲁派寺 院寺规考述——以

“

五戒
”

的

乘袭与实施为 中心ｙ
ｉ
４

ｉ 认为格鲁派寺院为 加强 对学经人员 的管理 ，
制 订了全面而又系统的寺院规制制

度 。 寺规 内 容以
“

五戒
”

为核心
，
涉及学经人员学习 生活的方方面面

，
且随着时代 的发展

，其 内容有所扩

充 。 为 了确保寺规的执行 ，寺院还专门设置僧职进行督查 ，
也制订了相应的处 罚措施 。

＾此外 ，仁青关于寺规文献的研究成果 《藏传佛教戒律与寺 院寺规研究 》 ，该文被录入 《中 国敦煌吐鲁
Ｗ

番学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业学术年会会议论文集 》 （
２０ １ ６ 年 ） ，

此文 中主要通过对藏传佛教戒律与 寺

规的 内涵进行分析 ，
对藏传佛教戒律的主要源流和藏传佛教戒律与寺院寺规的关系 以及传统寺规的特

征 、戒律的分类 、寺规的内 容及其传统寺规的社会功能进行探讨与论述 。 《 〈拉 卜 楞寺寺规 〉 的内容及其文

献价值ｙ
１ ５

１

，
主要讲述拉 卜 楞寺寺规文献创制 的历 史 背景及其寺规在拉 卜愣寺 的 属寺 中 的地位 、

以及拉

卜 愣寺寺规文献的具体内 容细 化为 ３２ 部
，

一一进行解读 。 《宗喀 巴所著 〈 昌 巴林寺全体僧侣寺规小部 〉之

内容与文献价值研究》
１

１６
１

，
此寺规是宗喀 巴大师撰写 的

，
故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初寺规 。 文 中主要从此

对寺规在藏传佛教寺规文献中 的历史地位及其当时宗喀 巴大师为何要撰写此寺规的历史使命着手 ， 寺

规的 内容进行解读 ，
对后期格鲁派寺规文献产生的影响 、

地位等进行梳理 ，
力求弥补藏传佛教格鲁派寺

规文献的发展史 。 《 〈哲蚌寺寺规 〉与 〈百丈清规 〉之比较研究 》
｜
｜ ７

）

，
应用 主要指 出 五世达赖 喇嘛在撰写《哲

蚌寺寺规 》
时继承 了格鲁派原有的寺院组织体系和管理制度 ，

进一步 以法律规定 的形式制 定和 完善 了寺

Ｈ院 内部 的组织形式和管理 、学经制度 、考试制 度 、生活准则 、纪律仪节等 比较完备的 宗教法规体系 。 同样

ｇ怀海禅师在佛教的生存和发展 、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制定 了 《百 丈清规 》 。 两者 内容上除 了地方性 的特征外

＾大同小异 。 进而通过文献比较法对 《
哲蚌寺寺规 》和 《百 丈清规 》的 内容 、寺规与清规的来源进行对 比 ，

对

２二者
“

为何要制 定
”

到
“

如何要发展
”

的历史使命加 以 阐述 ，
从而论证无论是汉传佛教的清规还是藏传佛

２教 的寺规 ，都是佛教本 土化的产物 。 《 〈
八辫子 密宗行者寺规 〉 内容及其价值研究 》

｜

｜ ８
１

，
指 出此寺规是 当前

＞藏传佛教寺规文献中最早 的
一篇寺规文献 。 作者是藏传佛教宁玛派大师绒松班智 达 ？ 曲 吉 桑泼 （

１ ００２
－

＾１ ０６２ ） 。 文 中对藏传佛教寺规文献的渊源及 内 容进行分析
，
廊清当时为何要撰写寺规文献 的历史背景 。

Ｃ《藏传佛教寺规文献 的分类研究 》

［ ｜
９

１

， 将不同教派和不同 时期 的近 ４００ 多篇寺规文献从 内容进行划分为

ｇ寺院总寺规等 １ ９ 种分类 。 《拉加寺寺规文献价值探析》
？

，
梳理 出拉加寺寺规的发展史及其 当时安多地

吾
区 的蒙藏关系 、拉加寺与扎什伦布寺之间的属 寺与主寺之关系等文献 中原有的历史信息 。 并明确拉加寺

ｉ寺规文献在安多寺规文献中 的历史地位 。 《
初探曼 巴扎仓之

“

佳由
”
——五世达赖所著 〈 曼 巴扎仓寺规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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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１
２１

］

，此寺规是属于藏传佛教寺规分类 中 的
“

扎仓类寺规
”

，是具有代表性的最初 的一篇曼 巴 扎仓的 寺

规 。 文章对五世达赖所著 的曼 巴扎仓寺规和
一切知久美旺布的 《拉 卜楞寺曼 巴扎仓寺规 》 、赛道罗桑慈称

嘉措所著的 《塔尔寺曼 巴扎仓寺规 》进行比较 ，

以不同时期和不同教派 的
“

曼 巴扎仓寺规
”

文献为着手
，
挖

掘寺规的发展历史及其整个
“

曼巴 扎仓寺规
”

文献中的 历史地位
，

以及作为一名合格的 医务人员 的修养

标准和配种草药等规章制度 。

总体而言 ，
在寺规的践行过程 中

，
老一辈藏传佛教高僧大德堪为楷模 ，

起 了 表率作用 。 在新时期 ，
利

用原有寺规中与 时代发展相适应的 内 容既有利于对学经人员 的规范化管理 ，
同时对藏传佛教 的发展也

具有重要意义 。

（三 ）藏传佛教管 理制度研 究

丁汉儒 、 温华 、唐景福的 《喇 嘛教形成的特点 问题 》
｜
２２

１

，
论述 了活佛转世制度和政教合

一制度 的产生

发展过程及其社会意 义 。 吴均的 《论安木多藏 区 的政教合
一

制统治》
１

２３
１认为

，
安多藏区的 政教合一制统治

的组织形式可归纳 为 三种模式 ： 即 西纳模式
、
隆务模式和郭隆模式

，
使我们对安多藏区 的政教合一制 的

类型上有了
一个宏观的认识 。 昂 巴 、伦珠旺姆的 《拉 卜 楞寺院僧侣等级制度及文化现象论述 》

１
３４

１

，
对拉 卜

楞寺僧侣等级制度进行研究 ，
指出拉 卜愣寺院僧侣等级制度的形成是藏传佛 教活佛转世制度 日趋兴盛

的产物
，
它与 拉 卜愣寺院的兴建 、稳定和 发展有 着极为紧 密的联系 。 郑堆的 《探索藏传佛教寺院管理的新

模式——从萨迦
“

模式
”

看寺院管理 向 民主化的过渡 》
｜
２１文 以西藏萨迦寺为例

，
就政教合

一制度和社会

主义制度下的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所包含的政治制度 、人寺管理 、学经制度等方面 的内 容进行
一些初步探

讨 。 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 ，寺院管理也发生 了 实质性的 变化。 通过两种 制度下的萨迦寺寺院管理模式的

比较研究
，

总结出 了
“

萨迦模式
”

的寺院管理特点
，

为新时期藏传佛教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实践和

理论 的参考依据 。 钟小毛 的 《寺院规范化管理浅议Ｆ
６

１
—

文指 出
，
寺院 管理是一个古 老 的课题

，
自 从寺院

诞生 的那一天起
，
就存在着管理的 问题

，
在不 同的历史年代 ，

寺 院管理有 不同 的环境
、
组织 、形式 和 内容

在积极 引导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 应的今天
，

如何加强寺院 的规范化管理
，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 崭新课

题 。加强寺院规范化的管理
，
既是寺院 自 身 发展的必然选择

，
也是时代发展对寺院管理的必然要求 。次旦

扎西 、次仁 的 《
略述藏传佛教寺院组织制度 ：Ｐ

７
１

，
论述了藏传佛教 的形成 、发展 以及对西藏社会 的影响进

行阐 述的基础上
，
对藏传佛教寺院的组织形式 ，

学经制度和学位授予等方面进行研究和分析 ，
提 出 了 藏

传佛教组织制度从传统的 同质性同 亲构成的结构 向异质性 同亲构成 的结构转变的观点 。施东颖 的 《
藏传

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 及其管理
—文 认为

，
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 院规模庞大 ，

是格鲁派 的势力 中心 。

六大寺 院寺 内组织严密 ，
学经制度完善 ，

在藏区有重要的 影响 。 探索新时期藏传佛教寺院 的发展模式 ，
依

法加 强对宗教事务的 管理 ，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 与社会主义 相适应 ，

是维护藏区社会稳定 的重要工作 。

尕藏加 的 《藏传佛 教寺院 内 部管理体制 的演进Ｆ
９

１

，
主要以 田 野调研和 个案分析为 主要依据或研究

柰

教
研

〇

方法
，
对西藏 自 治区境 内部分具有典型意 义的 藏传佛教寺院 内部管理体制作 了 考述 ，

不仅梳理了藏传佛

教寺 院内 部管理体制 的历史演化过程 ，
而且 阐述 了 当 前藏传佛教寺院 内 部管理体制与 藏区经济社会发

展相适应的 主客观 因 素 。 华热 ？ 多杰 的 《试析寺院社会化管理及其得失
——以青海寺院推断藏传佛教寺

院社会管理之 实践》
１

３０
１

—

文指 出
，

寺院的 社会管理是融行政管理 与公共服 务 于
一体化的管理模式

，
其本

质在于强化政府对寺院社 区的公共服 务 力度 ，
推行情况对 过参半 ， 僧 众评说不一

；
据理论之

，
有 利有弊

， Ｈ

利大于弊 。 唐小蓉 、陈 昌 文的 《藏传佛教寺庙 的社 区类型及其功能定位 》
１
３ １

１
—文认为藏传佛教寺庙的社区 胃

类型对于理解青藏高原及其东缘地带的 宗教社会特征具有重 要作用 。 作者按 照西藏及其他藏区 的 田 野￥

调査资料 ，
初 步把藏传佛教寺庙 分别划分为河谷农田 寺庙

、
半 山 寺庙 、

牧 区寺庙 、城镇寺庙 四种类 型的社２

区形态
，
描述 四种不 同地理类型 的社群聚落及其信仰生活的环境条件 ，

探讨地理空 间 、社群聚落 、宗教信Ｐ
仰度及其藏传佛教寺庙社会功能定位之间的 内在联系 。 美 朗宗贞 的 《藏传佛教格鲁派

“

三大寺
”

制 度化分Ｉ
析 指 出

：

藏传佛教格鲁派坚持出 家制度
，
规范僧侣宗教生活 ，奉行一切有部戒律 ，

严格按照戒律建立Ｉ

寺院 ，
以格鲁派 的三大寺为最为 典型 。 其教义 制度 （学经制度 ） 、教阶制度 、属寺制度 、游学制度与噶厦政Ｇ

府寺规制度 内外制度结合 ，
确立 了藏传佛教寺院制度化的典范 。该论文主要 以政治学

、制度学 、宗教学与３
文化人类学视野

，
深人探究三大寺组织制 度的设置 、 运作与制 度化的 问题 。 华热 ？ 多杰的 《论宗教 团体 自§

律——从藏传佛教视角 的思考 》
１
３３

１

—

文
，

指 出 在 国家治理的背景 下 ，
政府管理宗教的 尺度是 目 前宗教管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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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
一大难题

，宗教团体立法的进
一

步完善又受到某些 旧观念的制约而难 以 自拨 ，
只有加强宗教行业 自

律才是破冰之举 ，
首先要 明确宗教 团体 的法律属性

，
解决宗教团体有无 自 治权

，

以及如何 自 治等认识问

题
，

在此基础上
，
宗教 自治或 自律才能有所 突破和发展 。 张生寅的 《

后弘初期卫藏地区藏传佛教寺院 的发

展及特点 》
［
３４

］通过梳理后弘初期卫藏十弟子的建寺弘法活动 、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过程 中寺院 的建设 ， 勾

勒 了后弘初期卫藏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发展 的大致轮廓 ， 并简要分析藏传佛教寺院在地域分布 、 数量和规

模 、僧伽来源 、相互关系 、寺院功能等方面所具有 的
一些主要特点 。

三 、其他相 关研究

Ｈ

５

＞

＞

Ｔ１

东噶 ？ 洛桑赤列 的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Ｐ５ ＞

，
这是 国 内第一 部全面系统论述西藏政教合

一制度 的专

著 ，
由 于学术价值极高 ， 陈庆英教授将其翻译成汉文 ，

为后者研究提供方便。 该书详细叙述 了西藏政教合
一制度 的发生 、发展和消亡 的历史 ，

分析和探讨 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形成之 因 。 此外
，
本书对研究西藏政

教合一制和藏传佛教组织制度亦有所涉猎 。 智观巴 ？ 贡却乎丹巴饶吉所著 《安多政教史Ｆ
６

１

，
成书于公元

１ ８６５ 年 （清同治 四年 ） ，
全文共三编十八章 ，

叙述今甘肃南部 白龙江流域 、洮河流域 、大夏 河流域及青海

的黄河 、湟水 、隆务河 、 大通河等流域 ，
河西走廊 、

四川 的松藩
、
阿坝 、大小金川等地大小寺 院 （主要对象为

格鲁派 ） 的建立 、发展过程 、大小政教合一 的形成和 中央政府对这些地 区各主要寺院的敕建与 其历史作

用
，
各 中心寺院 的形成与兼并

，
主要历史人物的成长与作用

，
部落的形成与发展

，
以及

一

些地 区的宗教斗

争及青海与卫藏的关系等等 。 此外 ，书中罗 列各大寺院之各学院的设立 、讲学制度 、学级 、课程 、学位 、僧

侣数 目 、活佛府邸 以及法会等 。 尤其对于各寺院所属 的谿卡庄园 ，
更缕述其隶属 关系 。 本书对研究安多藏

区 的经济文化 、 佛教传播均有很高 的学术价值 ，

１ ９８９ 年由 吴均 、 毛继祖 、
马世林三位学者 翻译成汉文并

由 甘肃民族出 版社 出版发行 。 此外
，
还有土观 ？ 却吉尼玛著的 《佑宁寺志 》

１
３７

］

、索南才让的 《藏族传统法律

概论 》
［
３８

］等
，
后者共有 １ ３ 章

，

主要按年代来划分藏族法律 的渊源 和形成 、发展等
，
尤为萨 、 帕 、仁 、

藏时期

的法律行研究 和梳理 ，资料翔实 ，
对本选题研究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

华热 ？ 多杰所著《藏族古代法新论 》
［
３９

１运用法史学和法学理论 ，
以藏族历史上的 法律文本和 习惯法调

查 资料为依托 ，
以基本法律概念 、法律 的制度为切人点 ，

并就其历史渊源 、 发展规律 、基本 内容 、文化特点

和现实影响做 了深人浅地分析论证。 此书共分为三部分 ： 第一部分
，
藏族古代私法研究 。着重就藏族古代

法和习惯法中 的私法规范做了解析 ，其中包括财产制度 、婚姻家庭制度 、损 害赔偿制 度等 。 第二部分 ， 藏

族古代公法研究 。 着重就藏族古代法和民 间习惯中涉及公法的 内 容 ，
如行政法 、刑律及诉讼规则等作 了

分析 。 第三部分藏族传统法律与现状 。 这部分主要着重藏族传统法律的 内涵 、形态 、特点 ，
以及对藏族现

代社会的影响作 了分析 。 其中
一小节专门探讨藏传佛教寺规与法律之关系 。 作者主要采用 以点带面 、史

论结合的方式 ，
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藏族古代法发展变化 的历程

，

同时
，
对习惯法的历史作用 、现实影响 以

及传统法律观与现代法的冲突及其解决作 了分析论证。 此书对 了解藏族传统文化 、认识藏族社会生活 、

促进藏区 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益喜邓珠的 《藏区寺院历史档 案分类初探 ； 作者为便于整理 、编 目 、利用 ，
根据档案 的 内 容将藏区

寺院历史档案分为 ：
综合类 、所依类 （寺庙建筑 ） ， 人员管理类 、财产管理类 、经济类 、诉讼类 、 文化类 。 此

外
，作者还简述寺规的书写与收藏方法 。 达哇的 《藏传佛教僧服浅述ｙ

ｑ—文以为藏传佛教服饰不仅承袭

了印度僧服的戒律定制又结合本地地理气候的特征形成了一套规范 的服饰 。 作者主要从藏传佛教的渊

源及性质 、等级在僧服中 的表现 、渗透在僧服的宗教理念及不同 教派僧服的 区别中 阐述藏传佛教僧服戒

律 中定制
，

特点和内 涵 。

总之
，
寺规的功能

，
就是弥补戒律上的不足 ，

也可以说寺规因社会生活 的复杂性而产生 。 所以 说藏传

佛教的寺规是以佛教戒律为原则而制定的 ， 是佛教戒律的延伸 和扩张 。 从佛教寺院寺规的历史文本来

看
， 其内容 ，

因 制定者 、制定 目的 、适用对象 、教派的不同而略显差异 。 寺规文本中明确规定 了寺院 内部的

组织形式 、执事僧人的任免制度 、寺产 的管理方式 、学经制度和考试制度 、主寺与属寺之间 的关 系 、 寺院

与俗人之间的关系 。

？

系

教
研

免



２０ １ ９ 年 １ 月第 １ 期第七卷 总第二十五 期 离親惠願论场

参考文献 ：

［
ｌ
ｊ
ｊ ｏｎａｔｈａｎＡ ．Ｓｉ ｌｋ ．２００８ ．Ｍ ａｎａ

ｇ
ｉ ｎ
ｇ
Ｍｏｎｋ ｓ

－Ａｄｍｉ ｎ
ｉ
ｓｔ ｒａ ｔｏｒｓ ａｎ ｄＡｄｍｉ ｎ

ｉ
ｓ ｔｒａ ｔ ｉｖｅＲｏ

ｌ
ｅｓ ｉ ｎ Ｉ

ｎ ｄｉａ ｎＢｕｄｄｈ ｉｓ ｔＭｏｎａｓｔ
ｉ
ｃ ｉｓｍ ．Ｏｘ？

ｆｏ ｒｄＵｎ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ｅｓ ｓ．

［
２

］
Ｂｅ ｒｔｈｅＫａｔｒｉｅｎＪａｎｓｅｎ ．２０ １

４ ．ＴｈｅＭｏｎａ ｓｔｅｒｙＲ
ｕ

ｌ
ｅｓ －Ｂｕｄｄｈ ｉ

ｓ ｔＭｏｎ ａｓ ｔ
ｉｃＯｒ

ｇ
ａｎ ｉ ｚａｔｉ ｏｎ ｉｎＰｒｅ

－

ｍｏｄｅｍＴｉｂｅｔ ．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ｔ
ｙ

Ｌｅ ｉｄｅｎＰｒｅｓｓ ．

［
３

］
严耀 中 ．佛教 戒律 与 中 国 社会

ｆ
Ｍ

］
． 上海

：
上海 古 籍 出 版社

，

２００７．

［
４

］
刘 淑芬 ． 中 古 的佛教 与社会

丨
Ｍ

］

． 上 海 ：
上海 古藉 出 版社 ， ２００８ ．

［
５

］
罗 发西 ．拉 卜 楞 寺概 况

［
Ｍ

】

． 兰 州
：
甘肃 民 族 出 版社 ， １ ９８ ７ ．

【
６

］
蒲 文成 主编 ． 甘青藏传佛教寺 院

［
Ｃ

］

．西 宁 ： 青海人 民 出 版社
，

１９９０ ．

［
７

］
丁 汉儒 主编 ． 藏传佛教 源流及 社会影响 ［

Ｃ
］

． 北 京
：
民族 出 版社 ， １ ９９ １

．

［
８

］
赵改 萍 ． 元 明 时期 藏传佛教在 内 地的发展及 影 响 丨

Ｍ
］

． 北 京 ： 中 国 社会科 学 出 版社
，
２００９ ．

［
９

１

拉 先加 著 ．格 鲁 派主 属 寺 系 统的 历 史
：
以 明 清 时 期 青海境 内 的 寺 院 为 例

丨
Ｍ

ｊ
． 北 京 ： 中 国 藏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６ ．

［
１ ０

］
阿 旺郎 杰 、

俄 曰 才让
、
陈金钟 ．达 旺甘 丹 朗 杰 寺 寺规

丨
Ｊ

ｊ

． 中 国 藏 学 ， ２００７ ， （４ ）
．

［

１ １
】
罗 布 ．论甘 丹 颇 幸政权 宗教 法律 制 度 的 构 建 与 完善——以五世达 赖 喇嘛 《哲 蚌寺 寺规 》

为 例
｜
Ｊ

｜

． 西藏 大 学 学报 （社会

科 学版 ） ， ２０ １ ３
， （
２

）
．

［
１ ２

］
华 热 ？

多 杰 、位 长城 ． 藏 传佛教寺 院 寺规研 究
［
Ｊ
］

．青 藏 高 原论坛 ， ２０ １
４

，（ ４
）

．

［
１ ３

】
尕 藏 尖措 ． 试析降 务寺 寺规 的 内 容 和 功 能

［
Ｊ

］
． 武 汉 交通职 业 学 院 学报

，
２０ １ ５

， （
３

）
．

【
１ ４

１
房 继 荣 ．藏 传佛教格 鲁 派 寺 院 寺 规考 述——以

“

五 戒
”

的 乘 袭 与 实施 为 中 心
丨
Ｊ

］
． 西藏 大 学 学报 （社 会科 学版 ） ， ２０ １ ５

，

（
１

）
．

［
１ ５

】
仁青 ．

《
拉 卜 楞 寺寺 规 》

的 内 容 及其 文 献价值
［
Ｊ

１
． 青 海 民族 大 学 学报 （藏 文版 ）２０ 丨 ７

， （ １ ）
．

【
１ ６

］
仁青 ． 宗喀 巴所 著 《 昌 巴林 寺 全 体僧侣 寺规小 部 ）之 内 容 与 文 献 价 值研 究

［
Ｃ

］
． 第 三 届 宗喀 巴学 术研讨会论 文 集 ， ２ ０ １ ７

年 ７ 月 ．

【
１
７

】
仁青 ． 《哲 蚌 寺 寺规 ＞与 （莨 丈 清 规〉之 比较研 究 ［

Ｊ
］

． 西 北论 丛
，
２０ １ ７ ．

［ １
８

１
仁青 ． 《

八辫 子 密 宗行者 寺规 》 内 容及 其价值研 究
［
Ｊ
］

． 西 藏研 究 （藏 文 版 ） ，
２０ １７

， （
２

）
．

［
１ ９

］
仁青 ． 藏 传 佛教寺 规文献的 分 类 研究

［
Ｊ

］
． 中 国 藏 学 （

藏文 版 ） ， ２０ １ ８ ， （ １ ）
．

Ｐ〇
ｌ
仁 青 ． 拉加寺 寺 规文 献 价值探析⑴ ．佛 学 之光

（
藏 文版

）
青海佛 学 院 内 刊

，
２０ １ ８ ．

［
２ １

］
仁青 ． 初探 曼巴扎 仓之

“

佳 由
”
——五世 达 赖所 著 ｛曼 巴扎仓 寺规 》为 例

［
Ｊ
］

． 青 海 师 范 大 学学 报 ， ２０ １ ８ ，
（ ２ ）

．

［
２２

］ 

丁 汉儒 、 溫 华 、唐 景 福 ．喇 嘛教形 成 的特 点 问题
［
Ｊ
１

．世界 宗教研 究 ， １ ９８ １
， （
２

）
．

［
２３

］

吴 均 ．论安 多 藏 区 的政教合一 制 统治
［
Ｊ

】
．青 海 民 族 学 院 学报

， １
９８２

，  （４
）

．

［
２４

ｊ

昂 巴 、 伦珠 旺姆 ．拉 卜 楞寺 院僧侣 等级制 度及文 化现 象论述
［
Ｊ ］

． 西 藏艺 术研 究
，

１９９９
，
（２ ） ．

［
２５

】

郑 堆 ．探索 藏传佛教寺 院管 理 的 新 模 式——从 萨 迦
“

模 式
”

看 寺 院 管理 向 民主 化的过渡
［
Ｊ

】
． 中 国 藏 学 ，２００２ ，

（
２ ） ．

［
２６

］
钟小 毛 ． 寺 院 规范 化管理 浅 议

丨几 中 国 宗教 ， ２００ ２ ， （２ ）
．

［
２ ７

］
次旦扎 西 、

次 仁 ．略述藏传佛 教寺 院组织 制 度
丨
Ｊ

１

． 西藏 大学 学报
，
２００５

，
（４

）
．

［
２８

】
施 东 颖 ． 藏 传 佛教格 鲁 派六 大寺 院及 其 管理

［
Ｊ

丨

． 西 南 民族 大 学 学报
，
２００７ ，

（ ２ ）
．

【
２ ９

丨
尕 藏加 ． 藏 传 佛教 寺 院 内 部 管 理体 制 的 演进 丨

Ｊ
］

．世界 宗教研 究
，

２００７
， （

２
）

．

【
３ ０

】

华 热 ？

多 杰 ．
试析 寺 院社会 化管 理及 其得 失——以青海 寺 院推 断 藏 传 佛教 寺 院社会 管 理之 实 践

［
Ｊ
】

． 青海 民族 研 究 ，

２０ １ １ ， （４ ）
．

［
３ １

］
唐 小 蓉 、

陈 昌 文 ．藏传 佛教寺庙 的社 区 类 型 及其 功 能 定位
［
Ｊ

｜

． 西 北 民族 大 学 学报 ， ２０ １ ３
， （ ５ ）

．

［
３ ２

］
美朗 宗 贞 ．藏传佛教格 鲁派

“

三 大 寺
”

制度化分析
丨
Ｊ

】
． 宗教 学研 究

，
２０ １ ５ ，

（
１ ） ．

［
３ ３

］华 热 ．

多 杰 ．论 宗教 团 体 自 律
——从藏传 佛教视角 的 思考

［
Ｊ
］

． 青 海 民族研 究
，
２０ １ ６

， （ １ ） ．

［
３４

］
张 生 寅 ． 后 弘 初 期 卫藏地 区 藏传佛教 寺 院 的发展及特 点

［
Ｊ

］
．青 海社会科 学 ，

２０ １ ５
，
（ ６ ） ．

［
３ ５

］
东 噶 ？ 洛 桑 赤 列 ．论西 藏政教合 一制 度

［
Ｍ

］
．
北 京 ：

北京 民族 出 版社 ，
１ ９８ １

．

［
３６

丨
智 观巴 ？ 贡 却 乎 丹 巴饶 吉 ． 安 多政教 史

［
Ｍ

】
． 兰州 ：甘 肃 民族 出 版社 １ ９８２ ．

卩７
］

土 观 ？ 却 吉尼玛 著 ． 尕 藏 ， 星全 成注 ．佑 宁 寺 志
［
Ｍ

］
． 西 宁

：
青 海人 民 出 版社 ， １９９０ ．

［
３ ８

】
索 南 才 让 ．藏族传统法律概论 ［

Ｍ
］

． 北 京
：
民族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４ ．

［
３９

】
华 热 ．

多 杰 ．藏 族古 代法 新论
［
Ｍ

ｊ

． 北京 ： 中 国 政 法 大学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０ ．

［
４０

】

益喜邓 珠 ．藏 区 寺 院历 史档 案 分 类初探
［
Ｊ

］
． 西 藏研 究

， ２００９ ，（
４

）
．

｜
４ １

丨
达哇 ．藏传 佛教僧服 或述

丨
Ｊ］

． 西 藏 艺术研 究
，
２０ １ ２

， （２ ）
．

．

系

教
研

走

Ｔ
Ｉ

Ｂ

Ｅ
Ｔ
Ａ
Ｎ


Ｐ
Ｌ
Ａ
Ｔ
Ｅ
Ａ
Ｕ


Ｆ
Ｏ
Ｒ
Ｕ

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