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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学术界对天主教新教在藏传佛教地区传播历史的研究开始重视起来，研究成果

多集中于早期天主教在藏区蒙古地区的传播历史，对新教的研究稍显薄弱，对基督宗教藏

传佛教间相遇对话研究较少涉及，而利用基督教会所办The Chinese Recorder等刊物新材

料，研究从传教士视角观察藏传佛教文化的学术成果基本没有涉及。本文所研究的近代基

督宗教与藏传佛教的相遇即耶佛相遇，主要是根据美国基督教新教差会美以美会1867年在

福州创办7年后迁到上海的英文期刊The Chinese Recorder(1867-1941)所刊载材料为中

心，同时参考基督教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纂出版于1922年的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中华归主》)等相关材料。分为6章内容研究分析近代基督宗教

与藏传佛教的相遇。

第一章导论部分梳理了基督宗教与藏传佛教关系研究的学术成果，介绍了主要文献来

源。第二章主要研究传教士对藏传佛教地区社会情况的考察，指出传教士对祈祷仪式和鬼

舞、天葬习俗、藏民世俗化价值观等社会文化方面考察的价值贡献。第三章研究传教士对

不同地区藏传佛教考察认识及基督教佛教初步对话交流的尝试，包括传教士游历内地藏传

佛教圣地五台山，传教士与蒙古喇嘛探讨辩论基督教佛教教义优劣。认识康区打箭炉教职

人口的三个阶层。第四章研究基督教在藏传佛教地区拓植布道策略手段，通过对基督宗教

蒙藏地区医药文字游行布道事工的分析，指出它的综合传教模式，基督宗教在西藏是半截

子传教路线图。第五章分析归纳了藏传佛教地区教案冲突纠纷的特点，进而从传教士、政

治、宗教、文化等4个层层递进方面，总结基督宗教传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第六章结语

指出耶佛雪域高原蒙古草原的相遇碰撞交流对话的得失成败，对我们多方面认识蒙藏地区

的社会历史文化及其中西文化交流，对今天全球化时代的各宗教间跨文化多元平等包容的

对话，促使各民族国家间和谐相处消弭文明中间冲突对抗，仍有一定的启示推动作用。

关键词：基督宗教、藏传佛教、传教、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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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vcasstheCatholicacademicsinProtestantareasofTibehmBuddhism spread

historical researchbeguntopay attentionto，msearch resultstofocus outheearlysettlementofthe

Catholic Church in Mongolia，the spread of history，the Protestant study is slightly wf,ak．Christian

religions right in Tibetan Buddhism Encounter dialogue study less，and the use of Christian clubs

Recorder Office ofnc Chinese publications including删materials．Research mission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ofobservationofTibetanBaddhismculture ofacademic achievementdoesnotinvolve

basic．This paper studins the Christian reliigioff and modem Tibetan Buddhism encounters that

Jerusalem Dover encounters According to the Unlted States is main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to the

Unitad States in 1867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astablisbed in Fuzhou moved s目cen years alRer the

Engl曲periodicals Shanghai nc Chinese Recorder 0807·1941)published material to the center，

refer to the Christian Chinn will continue the investigation,commissioned UNSCOM compilation

published in 1922 in 1hc Chtisll an Occupation of China(the”Outreach”)，and other relevant

materials，dividea into six chapters analysis of modem Christianity and Tibetan Buddhism meet．

Chapter l Iutroduclion幻．sort outsome of the,跚stian religion and Tibetan Buddhism，the

甜adyofacademic achievements,iutroduceAthemain sourceoftheliteratare．ChapterIImissionaries

major study ofTibetan Buddhism areas ofthe community，pointing out that the missionaries prayer

ceremony and a ghost dance，celestial burial customs，Tibctan secular values,and other socio-cultural

study ofthe value ofcontributions．Chapter III study missionaries to different parts ofTibct姐

Buddhism study of BlIddhist and Christi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ialogue and exchange init锄attempt,

Mainland including missionsrins traveled Tibetan Buddhism sacred Mount Wutai．missionaries to

explorewiththeMongolianlamasdebatemeritsoftheChristinnteachingsofBuddhism，

understanding and recreational areas WARteaching three classes ofthe population．Chapter IV study

Christianity in Tibetan Buddhism expand planting areas serlnons strategy me口ns By Christian

religious text Mongolia and Tibet medicine procession se瑚om work in the analysis，pointing out that

its Comprehensive missionary mode．Christian religion in Tibct is half-Missicuaries of the road map．

Chapter V summarizes the analysis ofTibetan Buddhism regional conflicts and disputes templares

characteristics，thereby missionaries，political，religious，cultural four hierarchical groups，the

Christian”l硒off spread summed叩thc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failure．Chapter 6 compares the

snowfields Jerusalem Buddhist Mongolia meet the懿changes and dialogue between the collision of

目400e路offallare．Weunderstandmanyofwhichwereplacad underthe social andcultural historyof

cultural exchanges，Today，the etaof globalizatioooftheinter-religions．culturalpluralism equal

inelusive dialogue。promote the nation-state harmony amour civilizations avert矗conCtontation，there

is a certain role in promoting the Enlightenment．

Key words：Cllristianity Tibetan Bmidhism missionary work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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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

1．1相关学术史回顾

本节内容主要讨论基督宗教1在藏传佛教地区传播历史的学术研究概况。

我国学者二十多年来在基督宗教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公开出版了数

以百计的有关基督教的研究专著和译著，研究课题视野不断拓宽，对基督教带

给人类文化尤其带给近代中国贡献的积极方面，对基督教神学及我国边疆少数

民族地区的基督教传播问题，对当代基督教，对台港澳的基督教历史和现状的

研究等，都有涉猎深化；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毒品)”、对西方传教士“非

宗教活动”的认识、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圣经》微观研究等问题都有长

足深入的研究。2基督宗教来华与中国文化的相遇，是目前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领

域，过去学者较多关注的是基督宗教来华与儒家或佛教的相遇问题，3但关于基

督宗教与藏传佛教相遇问题甚少有入问津，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应地是比较

不系统的，基督教在藏传佛教地区的研究处在刚刚起步阶段。就蒙藏地区而言，

既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天主教尤其是早期天主教在西藏康区传播、天主教

差会团体如圣母圣心会等在西北地区蒙古地区传播，新教的成果较少，现有成

果又多为传教简史线条勾勒叙述及其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基本少有涉及耶佛两

种异质宗教交涉对话内容，而具体到主要从基督教传教士视野来分析和理解藏

传佛教的“宗教神学”4性质的研究则付阙如。兹将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动态进展

简单梳理如下．

1王晓朝的‘从外部研究摹督教》指出：基督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大宗教。。摹督教”一词在英语中称

Chtisti柚ity，是指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所肯教派。即包括罗马公敦(Catholic)、正教(Oahedox)、新救

(protestants)="大派及其它～些小教派。。基督教”这一称谓在中国的使用比较混乱，往往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广义的摹督救，也就足英语中的Christianity之意；狭义的摹督救则足指其中的新教t即英语中的

protestants。这种状况足由于历史原闪造成的，因为长期以来华人都习惯把新教称为基督教。大陆的新教

教会也从不称自己为新教．只称基督教或耶稣教，而将罗马公教称为天主教．正教称为东正教a港台华人

学者为解决这一混乱状况，把广义基督教称为“肇督宗教”，以与专指新敦的狭义摹督教相区分·这一用法

现已渐被一．些人陆学者所采用。本论文为避免混乱，用摹督宗教一词专指广义基督教，而狭义摹督教则

称之为基督教或新教。参见【英】麦格拉思著，马树林、孙毅译： ‘基督教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序言。

2乐峰；‘改革开放以来的摹督教研究'，http：／Avww5．c9160．cn／fde／2005120152047．html,2005·12-1 15：11：22．

3【莽1罗明嘉，黄保罗：‘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处境神学的中国-]11：欧会议论文集’，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页149。

‘f芬1罗明嘉、黄保罗：‘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处境神学的中国一北欧会议论文集’，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序言页5．



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近年来关于基督宗教在西藏藏区的传播情况，主要研究成果有：杨森富在

1978年出版的《中国基督教史》，辟有第十六章专门讲边疆地区的基督教，其

中二、三节是以藏传佛教为主要信仰的蒙古、西藏的基督教。它认为首先到达

西藏传基督教信仰的是景教徒，十七世纪以后才有天主教徒到达西藏，来自葡

萄牙耶稣会的一位教士达拉·德·安东尼(Father Antonio de Andrada)于1626

年到达西藏，其余的天主教徒都是十七十八世纪才来的。5伍昆明在1985年就

开始把关注目光投向《西方首批传教士进藏的活动和藏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此后继续研究天主教在雪域高原传播，著有‘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该书运

用十九世纪前西方传教士在西藏活动的有关信件、报告、文集等，对早期西方

传教士进减活动、背景、经过路线进行研究。使读者了解了西方传教士在西藏

韵活动情况。作者在“序言”中写道：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伴随西欧殖

民主义势力向东方扩张，有10多批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嘉布遣小

兄弟会)的传教士，从印度北部进入我国西藏阿里、日喀则和拉萨等地进行传

教活动。这是西方与西藏地方直接接触的开始。研究西方与西藏地方关系早期

阶段的历史，即这一百多年间传教士在西藏地方断续活动的历史，对于了解西

方殖民主义势力对我国西藏的觊觎和扩张意图，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矛盾和冲

突，藏族人民反洋教的斗争，18世纪上半叶西藏发生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以

及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等问题，均有裨益。然而，在国内，对于这一时期传教

士在西藏上述三个地区活动的历史，由于资料綦缺而少有人详加研究。在国外，

深入研究者亦为数极少，且多属各自修会的会士，他们有些人在某些方面作了

些有益的研究和资料编纂工作。⋯⋯在国外其他简介性的一般书籍中，除许多

地方论述偏颇之外，史实舛误更是屡见不鲜。7李蓉从分析早期西方传教士入藏

传教的背景、传教阶段、特点、失败的原因等方面入手，对17一18世纪入藏活动

的天主教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和评述。8董莉英也对早期天主教在西藏的传播(16

5杨森富：‘中国摹督教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页312．

‘|伍昆明：‘西方首批传教士进藏的活动和藏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民族研究》，1985第6期．
7伍昆明：‘早期侍教士进藏滔动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序言页1．

|李蓉：‘17-18世纪天主教在西藏传播概述’，‘西藏大学学报)2006ⅦI．21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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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及其影响进行研究。9王永红也研究天主教在西藏的早期活动。1‘牦

斯卡诺，G．M．。Toscano，Giuseppe M．著的《魂牵雪域：西藏最早的天主教传

教会》，详述了以葡萄牙传教士安夺德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公元17世纪初起

就不遗余力从印度翻越喜马拉雅山向西藏边陲传播基督教、进行宗教文化渗透

的一些史实，安夺德既是第一个进藏传教的天主教徒，也是第一个把藏族文化

展示给西方的传教士。”【美l约翰·麦格雷格著的《西藏探险》，全书共分为四个

部分，第一部分着重描写了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到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期间，天主

教、基督教教士在西藏进行传教活动的情况。”景雅各(James Gilmour)撰写

的Among the Mongols有两章是有关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等目前对基督教在西藏

的传播问题的研究。秦和平主要研究康藏地区的天主教基督教传播概况。13曾

经任打箭炉领事的孔贝著书描述由佛教徒转信基督教的藏人智慧保罗(谢国安)

所叙述藏人生活各个方面的宝贵资料。¨国内房建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

代初利用收集外文资料较早写出关于基督宗教主要是天主教在青海西藏传播的

文章，虽然文章深度引用资料规范方面尚不理想，毕竟起开路先锋作用。”许

广智从西方殖民主义者早期对西藏的渗透及其侵略活动角度入手深化天主教传

播研究课题，16学者们也从少数民族区域史角度研究了甘南、康区天主教基督

教传播。"。邓前程指出康区外国教会的传播与发展，经营时期上．集中于清朝

中后期至民国：经营地域方面，以甘孜藏区为中心向周围渗透，康区反洋教斗

’董莉英；‘天主教在西藏的传播(16—18世纪)及其影响一一兼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西藏大学

学报》第十九卷第3期．2004年9月。

Ⅲ壬永红：‘略论天主教在两藏的早期活动》．‘西藏研究》。1989年第3期。

”【意l托斯卡诺，G．M．．Toscano，Giuseppe M．著、伍昆明，区易柄译l‘魂牵雪域：西藏最早的天主教

传教会》，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

n【荚1约翰．麦格雷格著，向红笳译：‘西藏探险》，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秦和平：‘基督宗教在两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秦和平；‘近代藏区天

主教传插概述》，‘中周藏学》1991年第1期。

“【英1乳她蔫，邓小咏译：藏入害藏：孔贝康藏闻见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Ⅱ房建月：‘加拿大基督教传教士瑞吉纳特夫妇在青海藏族地区的传教活动及其它》，‘青海师范大学学报f哲

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02期。房建吕： ‘基督教在青海传播小史，，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

第3期。房建昌；‘西藏摹警教史'，‘西藏研究》1990年第2期。

1‘许广智； ‘试论西方殖民主义者早期肘西藏的渗透及其侵略活动'。 ‘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03

期。

"徐君；‘近代天主教在康区的传播探析'，‘史林’2004年第3期。杨健哥；‘基督救在四川藏族地区

的传播》，‘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3期。陈改玲；‘外国传教士近代来甘南的传教活动》。‘廿肃商师学

报》．第7卷第3期(2002)陈改玲： ‘再论外国传教士近代来甘南的传教活动'(‘甘肃高师学报》，第

10卷第1期(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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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具有多重性，康区外国教会在本质上．无疑扮演着西方列强侵略康藏地区先锋

角色，但创办文化教育、医疗等事业等．又在客观上有积极的作用。1s刘鼎寅、

韩军学著《云南天主教史》，是在《云南宗教概况》、《云南省志·宗教志》、《云

南宗教史》的天主教专章上扩展、丰富、深化而成，记述的内容是元代至近现

代天主教在云南的传播、发展、演变历程及其特点。该书第四章清代云南天主

教第四节天主教在藏族地区的初传第九节维西教案及其他都涉及云南迪庆藏

区天主教传播内容。，，乌兰其其格对内蒙古基督教史国内20年研究进行了梳理，

提出“20余年来．国内关于内蒙史基督教史研究的论文20多篇．专著尚无，与之

有关的著作约有20部。内蒙古地区基督教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为以后的

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研究仍有许多薄弱的方面和环节，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而：史料的翻译、挖掘和利用程度不高。近年来的研究大部分是微观

研究，对基督教传入蒙古地区后引起蒙古地区社会变化的研究还不充分，尤其

是缺乏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对其进行观察和研究。微观研究方面，也有一

此不足。如对于研究近代基督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多将着眼点限于政治史、

经济史角度。这对于全而认识基督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极为不利。关于基督

教在近代内蒙古地区传播过程中对内蒙古地区社会变迁的影响等问题有待进一

步深入”。20乌兰其其格另撰有《试论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基督宗教》的

硕士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5年5月)，从基督宗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播历程、

在内蒙古经济教育慈善事业活动、教案冲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马晓军的

《甘南多元宗教研究》(兰州大学2004年4月博士论文)，辟有专章分析研究甘

南的藏传佛教、基督教。马占军有《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在西北的传教(1873

--1911)》(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4月)，研究圣母圣心会在西南蒙古、甘

肃、青海、新疆等地传教情况，对晚清圣母圣心会西北传教的整个过程作了较

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论文按照时间线索，将该会西北传教分为四个时期。即

圣母圣心会初到蒙古传教时期、圣母圣心会西北开教、传教、传教发展时期。

在论述和分析该会具体传教过程的同时，还以专章的形式对该会在西北的教案

1。邓前程：‘试论清末至民国康区外国教会'，I民国辛等案j 2006年第3期，页51—57．

19刘鼎寅、韩军学：‘云南天正教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乌兰其j￡格：‘内蒙古箨酱教史蔺内20年研究综述'，‘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25卷第4期页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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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赔教以及其他社会事业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冯健有《圣母圣心会在

内蒙古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和影响》(宁夏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4月)，通过对大

量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系统地探讨了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及周边地区的发展状

况和它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特点，并通过梳理其活动分析了圣母圣心会活动

的社会影响及其与当时社会的关系。郭晶波有《十九世纪中叶后比利时圣母圣

心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慈善活动》(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6月)，

探讨展示十九世纪中叶后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所开展的各种慈

善活动及其给该地区造成的影响。

关于耶佛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许多成果，在耶佛教义教理比较方面、

耶佛宗教传播比较方面、耶佛交涉互融方面、耶佛对话方面等都有大量文章发

表，21藏传佛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但它与汉文系统的汉传佛教、巴利文系统的

南传佛教还是有许多不同的，2但目前具体专论基督教与藏传佛教关系的研究成

果，则不多见，似有加以重视研究的必要。

n耶佛教义毂理比较方面．宝贵贞、邹媾：‘基督教与佛教伦理思想比较研究》，(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33—37页)；姚p群：‘佛教与基督教的神观念比较》，(载‘陕两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3局第33卷第2期3l一36页)；陈登；佛教与基督教的儒学化

比较，(载t湖南大学学撤(社会科学版)》2001年9月第15卷第3期75--79页)等。耶佛宗教传播比

较方面，张晓华：《佛教与景教在华早期传教策略的比较研究》．(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63--69

页1；赵伟：‘耶合释道；利玛窦对中国佛教早期传播绛验的借鉴》。(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六期，

99一108页)；刘丹：‘基督教与佛教在中国传播命运迥异缘由的比较》，(载‘世界历史》2002年第3期。

106--112页)．孙尚扬：《利玛窦对佛教的批判及其对耶鲧会在华传教活动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

1998年第4期85—94页)等。耶佛交涉且融方面。何建明赖品超：‘基督教来华对中国佛教近代化之影

响初探》。载《宗教比较与对话》第兰辑．251-301页，宗教文化lII版社2001年10月版；壬字：‘魏晋

佛教的护教论探讨———兼论“殊途f司归”理论是构建多元宗教理论的奉土资源》。载《宗教比较与对话》

第¨辑，199--212页．宗教文化出版杜2003年8月版：[挪]诺托·R·寨勒；‘作为和解资源的佛教与基

督教》．载‘基督教学术》第二辑331--353页，上海古籍IiI版社2004年3月版：何建明；‘从二十年代基

督教本色化所受佛教的影响看中国摹督教的未来发展》．载《基督宗教研究》第三辑204--223页：赵树好：

‘晚清基督教与佛教的冲突》，(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撤(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7卷第2期75—

77页)；马晓英：‘晚明天主教与佛教的冲突及其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四期84--94页)；

赁鲲：‘基督教与中国宗教近世性格转型初探》，(载‘江汉论坛》2000年8期64一鹄页)：来光宇：‘从

中国宗教活动的三个主要功能看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宗教互动》，载‘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3期76—

9l页；陈坚：‘从榜样到边缘——。佛教范式”在中国宗教中的地位变迁》．(载《世界宗教研究》2005
年l期28—34页)。金刚、孔祥亚；r会通儒学”：外米宗敦适应封建中国的共同选择》，载人大复印撒刊

资料‘宗救》2003年3期123—126页；杨慧林；‘佛教‘i基督教对话中的三个问题》，载《佛学研究》2003

年329-338页；余日昌：<佛教与摹督教对话的理论背景>。载‘佛学研究》2000年236-245页；黔人：

‘古代佛教与基督教的交涉》，载《佛教文化，2005年第2期72--74页；吴言生；‘佛耶对话三模式l响

应1 2 31)(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10)。

耶佛对话方面，吴言生、赖品超、王晓朝：‘佛教与基督教对话》，北京：中华书局，2005。该书是西安

2003年11月21日至24日。佛教与基督教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结集．第二届耶佛对话国际学术会议

于2006年10月18-21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

船传入我国的西藏、内蒙古和蒙古、西伯利亚等地区的，为北传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其经

典属藏文系统．参见t杜继文，黄明信；‘佛教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敝社，2001。页2。

5



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2主要文献资料来源

本节内容主要讨论论文中主要利用的原始资料两种：The Chinese

Recorder(教务杂志)和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中华归主)

的概况，且以The Chinese Recorder(教务杂志)为最主要初始的论文使用资

料。

19世纪60年代，基督教传教士开始大量进入内地，各地传教士深感有相

互沟通的必要。1867年5月，《传教士记录》(The Missionary m∞n妇r——爿

Repository of Intelligence from Eastern Missions,and a Medium of General

Information)在福州由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保灵创办，一年后更名为《中国记

录和传教士杂志》(TheChineseRecorderandMissionaryJournal)，1872年5月

停刊。1874年由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在上海复刊转由美华书馆出版，为双月刊，

1885年3月恢复为月刊， 1915年再度更名为《中国记录》(The Chinese

Recorder)，现在一般均通称为《教务杂志》， 1941年12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

终刊。23全72卷。内容涉及中国历史、文化、社会风俗、自然景观、在华传教

生活等。24《教务杂志》传达全体传教师，发表有关中国的文章并讨论共通的

问题，影响传教师的思想。25

《教务杂志》是美国基督教新教差会在华办的英文期刊，拍它是研究新教

在华传播和中国教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反映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最原始、

最直接的材料，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也极具参考价值，美凯瑟琳·路德威克l 9 8

6年为《教务杂志》作了全面详细的索引，索引的问世解决了它数量大，难于

查阅的困难，大大方便了研究工作(Kathleen Lodwiek,The Chinese Recorder

Index(Wilmington：Scholarly Resources Inc。1986)．)。“

关于《中华归主》调查统计资料来历及其相关蒙古地区藏区资料情况。20

嚣汤清此谓‘教务杂志’1911年将其名缩短为ChineseRecorder，霎；毛眉汤清l‘中国基督救百年史》，
香港：香港道声出版杜，1987。页675。

M王仁芳、蒋如俊；徐家}L藏书楼馆藏早期美国传教士中国研究书目述要，载朱政惠：海外中国学评论，

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ij版社，2006．页270。

笛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香港遭声出版社，1987．页605。

拍“在组织上，规模较大的传教团体共同Hj版发行了基督教月刊‘教务杂志'，支持非教派或者跨教派的

文学团体⋯⋯”，参见：[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页

181．

打资中筠、姬虹；美目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1969--1992)，载‘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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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期，为了适应世界基督教的发展潮流，1913年，著名的布道家穆德来到

中国，发起召开了全国基督教第一次会议，成立了一个全国基督教中心机构“中

华续行委办会”，由中国著名基督教人物诚静怡担任总于事。该机构的主要任

务包括：执行全国大会的决议；与世界机构保持联系；提倡通力合作的传教事

业；发表教会的公共意见；为各教会进行咨询。1918年秋在“中华续行委办会”

下面设“特别调查委员会”，开始进行实际调查，历时三年多，担调查成果最

后汇集成册，于1922年出版，书名为《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1901．1920》(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任主编的是“特别调查委

员会”的干事、美国传教士司德敷(Milton Theobald StauffeO。本书共计14章，

该书有地图三百二十幅，各式图表一百二十五幅。其中该书涉及藏传佛教地区

的主要有第四章的第二节甘肃省的广大未开辟地区、第三节内外蒙古、第五节

川边、第六节青海、第七节西藏，在对西藏的叙述中主要提及西藏的地势、名

称、地形、行政区、人口、政府、最近的政治局势、语言文字、口语、文化程

度、文学、宗教等。这部书是了解1921年前基督教在中国活动的重要资料，

也是了解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历史的资料。8介绍本世纪初20年中基督教在

我国开展传教活动的珍贵资料，内容全面丰富，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以

及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尽管本书原出版意图，是为了在周

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但在客观上，却为我们

留下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宝贵资料。嚣

The Chinese Recorder教务杂志有关佛教的文章大约有7l篇左右。其中涉

及佛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有中国的佛教6篇连载，中国早期的佛教3篇，现代

中国的佛教及其人物太虚等的6篇。涉及佛教教义仪式、寺庙、佛教徒的等的

11篇，如佛教和尚入门式、访禅檀寺、庙宇作为崇拜场所、佛教徒、通过佛教

仪式来了解佛教、佛教冥想仪式、中国佛教的涅粲等。佛教思想、中国宗教文

化、佛教意义的9篇如三大宗教及其对中国文明的承担、佛教在中国人思想中

的魅力、佛教的意义、，佛教在中国的影响等。佛教与基督教天主教比较关系的

蕊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北京；中目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7，汉详新版序苦页3．

静中华续行委办会调直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7．出版说明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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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篇等。

The Chinese Recorder关于藏传佛教类的文章有“篇(不与前面提到的有

关佛教的文章大约有71篇统计重复的)。其中藏区33篇，旁涉甚广，诸如藏族

地区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宗教文化社会制度基督教传播等。关于文章内容及体

裁类型，文章篇幅短的是消息和通信，长篇大论的则有分五期连载，传教士信

息4篇通信2篇其余是杂志投稿，其中关于在藏区传教的文章9篇，在西藏旅

行的8篇，着重考察藏区社会风俗文化的6篇，涉及藏区入口种族地理的4篇，

有关藏传佛教、拜石教方面的7篇。关于教务杂志文章发表时间分布，在19

世纪80年代3篇90年代3篇，20世纪初期十年有8篇，10、20年代各有6

篇，30年代4篇，最晚一篇是1940年11月杂志发表利安(c．C．Hang)的“西

康朝圣之旅”，对西康省全面资料考察及青年会在那里工作介绍。关于作者方面，

后期的叶长青(J．Huston Edgar)牧师有7篇，早期的帕克(E．H．Paeker)有2

篇，在西康打箭炉地区生活23年的爱德华·阿莫德森(Edward

Amundsen，ER．GS)有“Trashihamo一个西藏少女的故事——一个关于西藏人

性格、生活、风俗、历史等的研究”5篇连载，30埃德·阿莫德森(Edw．Amundsenn)

有“穿越藏东旅行日记”2篇等。藏传佛教盛行的蒙古地区的文章33篇，文章

体裁类型方面其中通信2篇社论2篇笔记1篇时势1篇，其余是杂志投稿。文

章内容所涉基督教传教方面的9篇，蒙古旅行的3篇，其他大多是对蒙古社会

风土人情方面的介绍，诸如蒙古骆驼、窃贼、狼、法院、监狱、废墟、故事、

气象学、巫师、一次死刑执行、黑暗的蒙古、蒙古的伊索、友好的蒙古人、在

蒙古的中国人、蒙古洪水的传说、蒙古王子结婚等，这些文章集中发表在19

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二十世纪10年代有3篇，20年代有2篇，最晚是1924年，

以后基本上教务杂志就没有蒙古文章报道了，在有明确作者的26篇文章中，

Hoinos一人就写了21篇。在西藏文章部分，叶长青写的文章7篇，是比较多

的作者。这些情况是与藏区文章多种集中在二十世纪初期情况形成一个鲜明对

比的。这可以总结为，传教士对蒙古地区关注的比较早，蒙古淡出传教士视野

也很早；西藏纳入传教士文章视野的比较晚，传教士对它的关注基本持续到杂

舯【荚l孔贝着t邓小咏译：曩人言蕞：孔贝康囊闻见录，成都；Imj al民族出版社，2002，前言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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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停办的前一年，且后期文章关注方面比前期深入广泛。

当17世纪的第一批洋教士闯入中国藏区的时候，明末清初的大多数中国人

对西藏的认识恐怕还是一个属于中国领土的地理概念，而对其实际情况知之甚

少，除了当时正史官书中有关西藏干已巴冷冰冰的史料记载外，可以说根本没

有藏学这门研究藏族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学科群体。洋人传教士

们～方面办教堂宣教，企图改变西藏的宗教习俗和文明传统，将其纳入西方文

明的势力圈，另一方面将不为世入所知充满神秘气息的西藏及其历史文化介绍

到西方社会，尽管洋人的游记、探险考察记录发表的真实意图是为其侵略者探

路，他们中有些人记载仍有史料价值。“1840年后接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的绝大

多数普通知识分子，由于当时条件所限，难以亲自到藏区调查，他们在不断地

译介有机会去西藏游历考察的外国人作品来增强国人对西藏的认识了解，同时

又根据洋人发表文字材料，结合中国的历史文献和世界发展历史潮流，撰写了

一定数量的有关西藏著述。某些身在川边藏区的知识分子，利用地利之便对藏

区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查写作。个别深入藏区学习调查者则写出开创性藏学著作。

所有这些都在当时起了开创国人认识了解关心研究西藏的先河，一定程度上促

进现代藏学萌芽诞生”。乔玲希曾经仔细分析1872年一2000年百余年间国内有

关藏族宗教论文文献共3091篇，其中1872．1949年发表文章346篇。”不知道

在乔玲希1949年前研究藏族宗教文献这并不算多的三百余篇里面是否包含传

教士《教务杂志》发表的部分英语文章?

乔玲希文章专题分类1

通论 哲学 寺院 密宗与 原始宗 苯教 传播 宗教史 人物

宁玛 教

1872— 47 2 85 1 l 2 4 33 22

1949

专题分类2

虬王尧等：中国藏学史，北京t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皈社，2003。页75。

J2王尧等：中国藏学史，北京：民族H}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页76、27．

站乔玲希：‘18_72—2000年藏族宗教研究文献的调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5卷第10

期．页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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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 教义 法会节 宗教与社 宗教与 宗教与文 宗教心 藏传佛教

典籍 日议轨 会政治 教育 学艺术 理 与蒙古

1872— 5 20 38 11 7 22

1949

相比较而言，基督教会《教务杂志》所发表的那些事关蒙古藏区自然状况

和藏传佛教文化文章，是有特殊身份的传教士人群，抱着意在为基督宗教在藏

区蒙古传播扎根提供实用指导帮助特殊目的用途，其不论在深度个广度上，在

接近观察认识对象的真实性上，在认识东西方异质文化相遇碰撞交流的观察点

上，远较其同时代西方社会人士对藏区蒙古地区一般性的探险游历书籍新闻报

道介绍具有更多的价值，也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的中国内地人们对藏传佛教地区

知识的把握。其对藏传佛教的分析理解碰撞纠葛更是难得的研究中西宗教文化

相遇交流融合的珍贵史料。“

本论文立足于新材料和新视角，主要用传教士所出版《中华归主》系统宏

观的调查统计资料及英文传教刊物《教务杂志》所刊载微观深入的有关藏传佛

教材料，从传教士本身宗教立场出发，以宗教观察宗教视角，来研究基督教传

教士之“他者的眼光”看佛教分支之一的藏传佛教，从而加深对基督教在华传

播史和近代中外文化交流规律的认识。

1-3．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在这篇论文中，由于资料限制，所研究内容涉及地区主要是受藏传佛教文

一选方面情况可以比较参考：传教士卫三畏l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该书第阴幸满洲、蒙

古、伊犁、西藏地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国探险纪实擘有1912—1933年问十余篇文章报道了外国

记者发回的裴藏地区偏重于自然地理稍及人文地理方坷情况介绍：女探险家女藏学家大卫一妮尔

(AIcxand馆David～-Heel 1868—1969)等对两藏自然地理桂会宗教文化研究：美国汉学家蒙古学家拉

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Jq蒙古草原与草原游牧社会的特征第七章西藏高原内容叙述等章。参

见：【美1卫三捉著．陈俱译，陈绛校：‘中国总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李文斌：彼岸税点一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国探险纪实。中国对外翻译nj版公司，2003。耿升；‘法国女藏学家大卫·妮尔

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

人民出版社，2005。[法]石泰安著．耿舁译：《两藏的文明’，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法]古伯察

著，耿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I瑞典】斯文·赫定(Hedh，s)著，王鸣

野译：‘西极探险一一从叶羌尔到藏北'，乌鲁术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I英】斯潘塞·查普曼著，向

红箱、凌小菲译：‘圣城拉萨)，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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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统治影响的蒙古藏族地区，其中主要分析藏区情况，而藏区中康藏又是分析

重点，而对蒙古地区所涉及内容的分析研究也多集中于内蒙古地区。对内地汉

族居住区涉及藏传佛教文化影响区域主要选择作为蒙藏联系桥梁青庙黄庙并存

的山西五台山为例进行分析。同时，论文所研究分析的内容也主要集中在《教

务杂志》传教士文章中关注较多的西藏社会文化习俗、藏传佛教、在藏区的布

道策略、教案纠纷及传教失败原因等等。因为资料收集整理的困难不足和原始

资料本身视域的限制，目前还不能对基督宗教在藏传佛教地区的传播影响各个

方面，做系统性历史过程全盘梳理总结，本论文章节多用专题横切面分析的历

史文献实证方法，综合借鉴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族社会学等学科相关的知

识和研究方法进行文章分析研究。

论文主题部分共有6章内容。论文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包括3个方面：相

关学术史回顾，即基督宗教在藏传佛教地区传播及基督教与中国藏传佛教关系

研究概况；主要文献资料来源，即The Chinese Recorder(教务杂志)和The

ChristianOccupationofChina(中华归主)的概况；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即论

文的六个章节内容简介。

第二章传教士对藏传佛教地区社会情况的考察研究，其中重点分析传教士

对藏传佛教地区社会情况考察的三个方面内容，即传教士眼里的藏传佛教祈祷

仪式及鬼舞，藏传佛教转世化身说和藏民世俗化的价值取向、西藏丧葬习俗的

考察等。

第三章传教士对藏传佛教的认识及耶佛对话交流的尝试，主要包括传教士

游历汉地青黄庙并存的五台山、对打箭炉教职人口三个阶层的认识，耶佛对话

的一个案例分析部分。

第四章基督教在藏传佛教地区的拓植布道，该部分内容主要从六个小的方

面来探讨包括天主教新教在内的基督宗教在藏传佛教文化区的拓植布道：蒙藏

地区传教士变通出的综合传教模式、基督教的医药事工、基督教的文字事工、

西藏的传教工作需要何种群体类型个体类型的人、西藏半截子传教路线图等。

第五章藏传佛教地区的教案纠纷及传教失败原因分析，包括藏传佛教地

区的教案纠纷和基督宗教传教失败原因分析。主要以《清末教案》所辑的藏区

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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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宗教案纠纷为例，说明藏区教案的特点。基督宗教传教失败原因包括传教力

量的薄弱所致、清政府和蒙藏僧俗当局的防范阻挠、两种宗教自身原因、异质

文化之间存在冲突的结果，这四个方面层层递进揭示基督教在藏传佛教地区主

要是藏区宣教失败的原因教训。

第六章结语，着重指出：近代传教士对藏区自然社会风情的考察对蒙藏僧

俗的传教，主体上是一种宗教的行为，因着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

侵略的特殊历史背景，使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宗教活动与西方列强殖民政治活动

天然带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但这无掩于传教士们在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史上

所写下的积极一页，耶佛雪域高原相遇碰撞的得失成败，对今天宗教间跨文化

多元平等包容的对话仍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第二章传教士对藏传佛教地区社会情况的考察研究

本文所论及的蒙古包括近代以来的内外蒙古地区，以对内蒙古关注为主。

西藏作为一个地理、民族、宗教、文化的概念，有多种不同的含义，本文使用

藏区(康区卫藏安多)一词表示广义上西藏含义，一般单说西藏就是指藏区中

的卫藏。“就是言及蒙藏地区的社会风俗人情，它们大多染有宗教的强烈色彩，

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杂糅联系，很难把它们与藏传佛教完全分开。

传教士厄普克雷夫特(Rev．Wm．Upcraft)对藏民的总体印象是“据我在旅途中短

暂的不确定的与藏入的接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是一个宗教的民族。

宗教不仅仅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其全部生活。⋯⋯最终，他们完全缺乏个

掰20世纪20年代摹督教中华续行蚕办会调查特委会在调查中关于西藏的行政区划。指出大中小鼠的划

分：(参见：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i：版社，1987，页559。)

西藏名称的由来日，能足波斯人和土耳其人取的名字，本地人自称为博(Bed)鼠博巴(Bodpa)。西藏分大

藏、中藏和小藏三部分。大藏在东部，与”肃p日川相邻，包括青海，川边特别行政区，中藏在中部，包括

卫(前藏)、藏(后藏)．小藏在西部，包括英属拉台尔(Lahou!)、斯必底(Spiti)和克什米尔的什斯喀

(Zanskar)、拉达克(Ladak)、罗泊居(Rupehu)。西藏又可分为三个经济带；南部包括居民点及农业区t

中部为牧场，北部人部分为荒野小部分为游牧区。西藏人口总数约二百二十万人．另，20世纪30年代

藏学家李安宅主张的三个文化区的划分(参见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页7．)：藏族区就是说藏话和有藏族文化的民族聚居区，由东经73度至104度。并由北纬27

度至38度．包括三个文化区：1，西藏．又分三部分：阿里(Mnah．fis)，在最两部；后藏(Gtsan)，在中部，

首府在扎什伦布寺，即班禅0'an．chert)所在地；前藏(obus)，在东部，首府为拉萨，为西藏地方政府所在

地．也是达赖(Da lai)居住的地方。2．西康(Khams)，在两藏东．3t安多(A·redo)，在西康东北，包括

青海藏族区，甘肃西南部飙族区、四川西北部藏族区。只有西藏藏族聚居送是政治实体，直属中央·将西

藏、西康、安多称作藏族区，因它们是有藏族文化说藏语的民族聚居区．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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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色彩。个人的特征都丢失了，他们并入一个同一群体，在那里从最初或者逐

渐发展为一个完全复制版，一个人就是群体的缩影，群体是扩大了的个人”。”传

教士加哈姆(D．C．Garham)说“正是喇嘛教把他们联结为一个民族，他们有统

一的文化、统一的宗教和统一的民族意识。藏民的宗教信仰是一种多神的信仰。

它包括崇拜偶像和活人的神。””

藏传佛教地区自然情况的考察，西方探险家外交官传教士都前前后后做了

许多有价值工作。1848年入遣史会法国传教士谭卫道(Armand David)在动植

物方面发现新种甚多，其1868年抵达中国越长城至蒙古考察，1868—1870年

间游离江苏并远至川康境内。8但传教士关于藏区自然情况的专论文章几乎难

见，即使有关自然地理方面的情况考察，也大多放在综合性文章中，这似乎表

明自然情况不是传教士关注专论的重点，真正纳入传教士视野的是那些他们传

播福音的对象和制约影响欲对象生活其中的社会文化，故而自然情况这方面的

内容本文不再分析归纳。传教士埃德金斯(R刚．Edkias．D．D)研究了藏语中的地理

名词，39利安(c．C．Dang)1940年写的长文“西康朝圣之旅”，40基本是西康省

自然社会知识的百科全书，计有内地旅行、历史地理简介、康定的交通路线、

康定之城、政治变化和目前政府、教育、商业农业和矿产、去康定、青年会的

展望等标题内容，里面包括大量西康自然地理入文地理内容。传教士加哈姆

(D．C．Garham)在1931年撰文研究西藏的社会习俗，内容丰富深刻，包括动植

物农业生产、妇女地位、日常起居、婚姻、藏民族融合、安士重迁、道德、语

言、问候语、娱乐节日、丧葬等，指出西藏这个“前科学”的种族地区也对人

类文化多样性作出了值得别的民族尊重的贡献。“

1926年5月The Chinese Recorder，发表一封传教士的通信，就西藏自

然地理环境与西藏社会文化之间的制约关系，提出了独特看法：西藏的许多宗

教思想和社会习俗都是藏民试图了解认识利用他们居住的几种自然环境的结

∞Rev．Wm．upcnR：Not髓ofaJourneyoBthembetanFmufi盯，The Chinese Recorder[J】．v0130．N05，

(勋y．1899)．p234．

”D．C．Garham,The Religion ofthe Tibetans，The Chinese Recorder[J]．V0162。SoT(J．1y，1931),p439．
强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3。页671．

”RcvJ．Edkins．D．D．SomcsGeographicaltermsintheTtheumlanguc-anote,The Chinese Recorder[J]．V01

26．NOL2．(Dec．1885)pp453-454．

”C．C．“a略APflgr／magotoSikong，The Chinese Recorder[J]．V0171．Noll(Nov，1940)，pp699706．

“D．c．Gmham,Some砸betaa Social Cugtomsffhe Chinese Recorder[J]．Voll6Z。N05．(May．1931),pp31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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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过他们有高度的文明，他们的政府是专制的。⋯⋯⋯⋯拉萨成了地上天

国，喇嘛是沟通人神之间的媒介，因而他们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地理环境

制约下的一种反映，像喇嘛的独身和一妻多夫制也是对人口生长的一种控制。

在西藏所有事情中孩子是需要的，妇女在西藏完全是地理环境的特定产物，她

所做的事情与别的地区男子一样多。在游牧民族中妇女是掌舵的女主人，与粗

俗男人一样整天不会脸红的，由此常被认为失去母性细节。是这里的气候和海

拔造就了她。中国藏区的农业生产是靠天吃饭的，西藏许多地区的农业，并不

被视这里自然环境为恶劣的中国人所看好的。42关于藏传佛教之蒙古地区自然

社会情况的考察，传教士景雅各(Hoinos)从1874至1884年的十年问，集中

在The Chinese Recorder发表了20多篇关于蒙古地区的自然情况和宗教信仰社

会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以及基督教传播的资料，另有其他传教士写的关于传教方

面文章消息十多篇(见附录表格2)。蒙古这些内容不作为本文分析重点，存而

不论。下面重点论述传教士对藏族地区社会风土人情的考察。

本章主要研究传教士对藏传佛教影响统治下藏区社会情况的考察认识。传

教士对蒙藏地区社会情况的考察也是多方面的，如司法中的神判法、藏民禁忌

节日、妇女和婚姻、服饰饮食、建筑民居、交通路线、商贸物产、语言、种族

来源、中国内地与藏族蒙古族关系等等，本章选取宗教王国雪域高原环境里事

关藏民(包括草原蒙古民众)生老病死对其日常生活影响较大的三个有代表性

社会文化问题，分三节进行分析。

2．1传教士眼里的藏传佛教祈祷仪式及鬼舞
V

藏传佛教是藏族宗教文化的主体，纷繁复杂的宗教仪轨构成了藏族宗教的

重要特色。宗教的特征是对超自然的存在和力量的信仰，人们通过祈祷、献祭

和其他仪式向超自然力量祈求帮助。∞祈祷是信仰者用言辞和身体行动向神明

表达颂扬、感恩和恳求的仪式。其主要目的是向神灵祈求愿望的实现和满足，

犯NaturalSurroundings andTibetanIAfe。The Chinese Recorder[J]．V01 57．N05．(flay．1926)p372．

”【美1威廉．A·哈维兰著，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十版)’，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页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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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精神性供养。藏传佛教的祈祷朝拜仪式主要包括叩拜、转经、诵经、祈

愿等几种形式。¨宗教信仰者的祈祷可能是为了与他心目中的神上帝交谈，为

了加强和分享这种友谊，为了表达不由自主的感谢，并且会有一种某种程度上

是欢愉的宗教体验。“传教士对藏传佛教祈祷仪式的叩拜转经诵经都有考察的研

究文章发表在The Chinese Recorder杂志上。。

首先，关于祈祷仪式中的叩拜形式之一磕长头，传教士克宁翰

(R．C=Ilnningham)给我们描述了虔诚磕长头去拉萨朝拜的宗教仪式及其原因

探讨。他指出最容易引起人们兴趣的可能就是打箭炉喇嘛教人口中那个被长察

巴(chang—cha—ba)所吸引的人。这种对佛教的虔诚就是使用大长拜等身礼”来

完成他去拉萨的朝觐膜拜。他平躺他的身体用手拜倒在地，做个标志在地，他

站立起来距原来标志前行三步，再用手头拜倒在地，如此往复，这种在他家乡

和拉萨之间路途上的一步步旅行膜拜，需要三年时间得以完成任务。为了完成

这种非凡的磕长头朝觐膜拜，身体的忍耐力是绝对需要的。有三个原因促使这

种英勇事迹的出现：第一，对过去罪孽的补偿，第二。去得到一个喇嘛最大的

功勋和影响，第三，去得到佛教天堂的确定无疑的快乐“

其次，祈祷的仪式弥漫于藏民的日常生活，引起传教士探究的兴趣。外国

传教士艾迪·阿莫德森(Edy．Amundsenn)在“藏东旅行日记”中写道“旅行者

无人难以否认藏民是个祈祷的民族”：当你在夜晚就寝，在早晨起床，都会闻到

捌钟玉英：‘浅谈藏传佛教的祈祷仪式’，‘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1期。页39。另姜安认为藏传佛教的

祈祷可谓是世界宗教的祈祷仪式中最为奇特的。它主要包括以析祷法会的形式举行的众人祈祷和十二种主

要形式的个人祈祷：诵念六宁真言、手摇嘛呢、转嘛昵桶、风力水力祈祷经轮、祈祷幡、围绕寺庙神山圣

湖绕行一周数周的转螂拉，嘛呢堆、用松柏枝焚烟雾的煨桑，叩拜，洒前弹指祈祷、佛前点灯，风铃祈祷

等等。参见姜虫：‘藏传佛教》。海口：海南出敝社2003年，页102．108．

舒【英】麦克·阿盖尔(MichaelArgyle)著，陈彪译，‘宗教心理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页130-134．

帅另外泽拥指出，对藏族祈祷语的认识．法国人尤其是传教士并不陌生。这可以作为他们关于藏族文化

讨论的一个经典论题。早在1831年克拉曾洛特(HcⅡrj．JulesⅪapfoth)就在‘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c)

上发表文章‘嗡嘛呢叭咪叶的解释和来源))(Explication ct originc do la form alc bouddh iquc Om m

anipadre a houm；⋯⋯而与古们察纠行的秦神甫也撰文‘关于佛教祈祷语嗡嘛昵叭咪畔n(Noticc蛐flaP

tie二bouddhiqucOm ManiPad Me Houm)，刊登于1847年‘亚洲学报》。外方传教会德告丹神甫在其1872

年‘西藏传教会．1855．1870)xLamfissionduThibctd01855 a1870)中在同苯教祈祷语的对比中阐释它。此

外还有英、德语学者及旅行者的相关论述。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阐释链条．这一祈祷语也在这种不断地重

言中成为藏族文化具有代表性的特色之一．参见泽拥：‘异质文化击撞下的“新神话”一一从传教士个案

看灭主教‘j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交往》．‘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26卷第6期，页81．

‘7等身头也叫磕长头．磕时两手合掌高举过头，自项、到额，至胸，拱揖三次，再将整个身体匍伏在地，

双手向前伸直。划地为号。他站立起来距原来标志前行三步，在用手头拜倒在地，起立重复如是。

”R．Oanningham,Tibetaa,Prayers,PIicus，andPil垂imagcs,The Chinese Recorder[J]．V0144,N08．

(Aug．1913)p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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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声弥漫在空气中，藏民祈祷不会停歇。他们到处祈祷，利用一切动的和静

止的事物，来帮助他们实现奉献虔诚的举动。柔和的微风吹拂他们祷告的经幡

飘曳，山溪推动他们笨重的祈祷法轮转动。圣油永恒保持祈祷声的鲜活。道路，

尤其是村子的入口处，散布着祈祷的人们，桥梁上贴了文字的祈祷文，岩石和

悬崖峭壁也刻有经卷六字真言：“Ⅱ奄、嘛、昵、叭、咪、畔om Illa ni pad me hum”。⋯⋯

藏民乐意一切事情都来祷告，这证明了他对祈祷最基本的心愿。闲暇祈祷每分

钟可以有四百词语，只在吃东西时候算是休歇。”传教士厄普克雷夫特

(Rev．Wm．Upcrafi)也说，“据我在旅途中短暂的不确定的与藏人的接触，留给我

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是一个宗教的民族。宗教不仅仅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而是

其全部生活。一个无穷无尽仪式和活动的宗教。它的转经轮和风马旗、朝圣与

连声祈祷、约束力量和不能改变得执着，充斥于耳的是六字真言：喳、嘛、昵、

叭、咪、畔，骡夫咕哝它、小孩子唱它、农奴主背诵它、妇女谈论它一一它无

处不在。”。”

再次，诵经中的六字真言在传教士的文章中一再被反复提起，并注意到其

被赋予的神奇功效。埃德·阿莫德森(Edw．Amundsenn)说藏民风雨无阻地重复

那种六字真言，在一早一晚或者门内门外，在人们害怕或者有压力的时候都能

听到它。老年人一般把他们余年岁月献给转经筒去叨念六字真言，即使耳聋眼

瞎，他们低音诵唱的嘴巴和摇动经简的手却没有止息之日，他们投入其中的劳

动和时间，如果用来建造横跨太平洋的一座大桥也是一件易于完成的事情。“爱

德华·阿莫德森(Edward Amundsen，ER．GS)在(Trashihamo一个西藏少女的

故事一个关于西藏人性格、生活、风俗、历史等的研究》书中，对六字真
言的神奇效用做了记录；无论身体好坏、情绪哀乐、年长年幼，六字真言都为

其吸收了浮躁，驱赶了悲伤，它激励神圣又弥偿罪恶，也不论口念还是手摇、

水冲风烟吹拂转经筒，不论高悬在柱子上还是铭刻在石头上，都因为其发音拼

写的神秘而具有超自然的神的力量。藏民在精神领域的信仰是巨大的广泛的，

”F．dy．Amundsenn，Diary of Journey Through。East Tibet”，The Chinese Recorder U]．vol 37，N012．

(Dec，1907)．p657
so

Rev．Wm．up锄矗：No懈ofa JourneyontheTlbe／anFrontier，The Chinese Recorder[J]． V0130．N05。

(gay．1899)．p234．
M

Edy．Amundsenn。Diary ofJourneyThrough。Fast Tibet”，The ChineseRecorder[J】．Vol 37，N012．

(Dec，1907)，p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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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佛陀以尘世肉身的形式存在而加以崇拜，哪怕它是转世到一个最小的孩

子身上也是膜拜不辍。”加哈姆(D．C．Garham)文章中具体提到了喳畔含义：“吨

是存在莲花心部的宝石，畔是指观音神，藏民中的男神。另一方面，许多人坚

持吨畔的意义不确定。这个短语确实是被男女、门外汉、僧侣们不断重复诵念

的有魔力的符咒。”“神父古伯察则在比附基督教祈祷词“阿门”后指出“这句

咒语在梵文中具有复杂的不容置疑的意义，在印度人中，喳是一尊神的神秘名

字，嘛呢译为好意宝，即珍贵物，叭咪意为莲花，畔则是一个表示祈愿完成的

小品词。相当于我们的阿门，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就是；啊，好意宝，在莲花中，

阿门!”“

最后，祈祷的目的作用也进入传教士研究的视野。在穿越高原草地和白雪

皑皑的高山，藏民用祈祷来代替粗俗的嘻嘻哈哈的打闹。每个藏民都是个人化

的祈祷，他们不愿把这种个人祈祷的神圣权利交到喇嘛手里。他们相信喇嘛哲

学里的最高级女神Kun—cho，随时随地是容易接近的。“神会由此给他们赐予

力量来保卫他们脱离魔鬼，因此诵念越多越好。”阅读和诵念经书被视为一个人

积累个人功德方面好的举动办法，同时也可以获得神助，使牛羊庄稼兴旺，能

抵抗魔鬼的侵扰。把经书写在像旗帜一样悬挂的布上，当风吹动经幡飘舞一次，

就相当于它的主人读过一次，积累了功德。此外，经卷语录也可以刻划在管筒

或者圆轮上。这些筒轮的转动主要靠风力水力手动或者马牛驴等带动。”水轮每

年为那些祈祷者带来利益。各种各样刻着经文符号的石头，被放置在路边、山

道、城镇和村子显眼醒目的地方。被认为会给需要穿越危险部落和可怕路段的

路人带来益处。把经文印在墙上、岩石、树上、吉祥物上、包袋上，在西藏西

康和部分汉人居住区，它们被视为对旅行者的祝福得福。卯

“Edward Anmdsen F．R．G．S，Trashihamo(Story of a Tibetan Lassie)，The Chinese Recorder[J]．

Vol 39，N08．(Aug．1909．)，p457，

野西藏最有名的梵文咒有两种．第一种是莲花生大士咒，成为金刚上师咒，嗡阿畔班杂咕噜叭嘛悉地畔(om

ahhumvaj盯gum padma siddhihum)．第二种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咒．吨嘛呢叭眯畔om ma ni pad me hum。

，．[法]古们察著，耿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页483．

”R，Cuaningham,．Ilbctaa Prayers,tricots，and Pnlvimages,The Chinese Recorder[J]．V0144，N08．

(Aug．1913)pp486-487，

靳D．c．Oarham，TheReligioa ofthe]融qans，The Chinese Recorder[J]．V61162，N07．

Ouly．1931),p440．

盯D．c．Garham。TheReligionofthe'nhut锄u,The Chinese Recorder[J]．Voll62．N07．Ouly．1931),p440．

”J，HustonEdga：,OmManiMeHun：aT强etaaPrayer,The ChineseRecorder[J]．V0148，N07．(July．1917)

I印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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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克宁翰(R．Cunning,ham)用生动笔触记录下他亲历的藏族驱除邪

灵场面，还有与驱邪灵一样“随处可见最有趣味值得观看的怪诞活动”鬼舞仪

式，它是一种宗教神圣中夹杂为挣钱而出席的脏兮兮乞丐抢小物件的小孩子等

参与的世俗娱乐：鬼舞的队伍有200码长，在城市排出很长距离的队伍。最重

要的任务是组织几个喇嘛，穿着寺庙长袍，紧随喇嘛之后的是许多draba，做

出各种活动发出种种声音。两个僧入吹着10英尺长的大喇叭，雇佣了许多苦力

来抬着它们。喇叭的制造工艺性水平很高，即使发出最低弱的声音，也不能用

小的换气呼吸。Draba捧读经书为队列增加趣味。不过最引入注目的是许多衣

衫烂褛脏兮兮带着泥塑像乞丐，他们的衣着和行为在重大的宗教活动场所不被

人们接受欣赏，失去了许多出席典礼方面的机会。在这种活动场所他们负责泥

像和其他类似的重负，这个需要付给报酬，宗教的兴趣他们是不关心的。队伍

到了北门口外，僧侣围拢成半圆形，把泥塑像放在中心，在喇叭锣乐器奏完，

祈祷经文读后，一个喇嘛把泥塑像举过头顶，宣布对邪灵的判罪后就把泥塑捧

在地面。那些错过执行神圣仪式的小孩子们闯进队伍里，捡拾泥塑头部的饰具

和身上衣物，相互间抢夺他们最喜爱的，僧侣则用喇叭鼓锣声音填塞在空气中。

这种宗教仪式在汉族那里如song-kuei护送邪灵一样出名。”传教士加哈姆

(D．C．Garham)分析认为鬼舞最初的目的是驱鬼，后演变为藏民神圣的带有敬

畏和崇拜因素的宗教节日仪式：有许多宗教的仪式和节日，他们都由喇嘛来实

施管理。同时在阅读或者吟唱经书时伴随音乐、祈祷、拜伏神像，有时还有舞

蹈。其目的就是驱赶魔鬼和促使六畜兴旺或者其他专门目的。有时候活动场所

是房子或者帐篷，其他时间多在喇嘛寺庙。”但是在传教士眼里并没有藏民那样

的恐怖畏惧，有的是“音乐是悦耳面充满诱惑力的，风俗是美的，舞蹈是优雅

的。”“

8 R．Cunningham,13beum，Prayers’P栅，aad Pngrimages，The Chinese Recorder[J-]．V0144，N08．

(Aug．1913)pp468．

。D．C．CrⅡham．TheReligion ofthclAbclans，The Chinese Recorder[J]．VOll62．N07．

(JuIy．1931),p440．

“D,C．C-gbam,TheReligion oftheTibet,ms,The Chinese Recorder(J]．Voil62，1407．(J口ly．1931Xp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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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藏传佛教转世化身说和藏民世俗化的价值取向

传教士加哈姆(D．C．Garham)在写于20世纪30年代《教务杂志》上面的

一篇关于西藏宗教的文章中，非常明确指出，西藏不是一个种族，它是部落和

种族的混杂，正是喇嘛教把他们联结为一个民族，他们有统一的文化、统一的

宗教和统一的民族意识。藏民的宗教信仰是一种多神的信仰。它包括崇拜偶像

和活人的神。“西藏佛教各宗派全都接受了虚构的转世化身思想，“《中华归主》

的调查文章认为“直到今天，全藏所有喇嘛寺院中很难找到一个没有托言化身

的，不过这种化身一般不再是神佛化身，而是托言为有名的圣徒或已故高僧的

化身。藏人迷信思想极深，他们创造的嘛呢轮、嘛呢旗(经幡)以及到处都有

的喇嘛寺院都表明西藏是喇嘛世界一一由西藏各宗派代表的大乘佛教之主要中

心。”“传教士加哈姆写到“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的思想，被600万东亚和南亚

的民众相信。在西藏转世这件事是特别有法律手段保障的，神能复活重生，投

胎为人，变成活佛，被人们作为神来崇拜。达赖喇嘛就是一个活佛，其他的活

佛分布在西藏和蒙古的不同地区。”“

加哈姆(D．C．Garham)认为，藏民这个相信来世转生“很虔诚于宗教并视

其为他们最重要事情”的民族，“他们身上体现出一种亦神亦俗却又偏重于世俗

化倾向的生活价值观：在对居住在世界屋脊上的藏民来说，宗教就象人的呼吸一

样自然和需要。中国有三大宗教，佛教道教儒教。西藏只有喇嘛教，是佛教的一

个分支。同时在西藏，喇嘛教又有三种派别：黑教红教和黄教。黑教是继历史

配D．C．Garham．The Rell面on oftheTibetans，The Chinese Recorder[J】．V0162，N07(July,1931)，p439．

63佛教敦义中的化身转世说原来纯粹是两藏的发明，发明轮刚说完全是}H于一种政治H的：1640年蒙古吉

斯利町汗(Gnsri Khan)征服两藏，把两藏全境作为丰L物送给加拉本(Drepung)喇嘛寺火喇嘛，井赠以

达赖称号，从此选赖喇嘛就成为西藏第～法王。他为统一本区政教两权。宣称自己足两藏保护神菩名的或

观世音(Avalokitesvara)的化身，从此就fJJ现丁转世化身说，西藏人对于他们的统治肴足神佛转世一说

撤表欢迎．这种精心的安排甚得民心。达赖喇嘛地位蹋天主教救钽直到近代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地位很相似·

藏传佛教敦徒相信他足佛陀的副手在地上的化身，是两魏的精神保护者。人们称他是土结钦波辰热孜。即

大慈人悲观世音。他永远一i会死，不过有时刚厌倦了罪恶人世，将其肉身留在世上t回到拔乐世界。参见

[印]萨拉特·钱德满·达斯著，(美)罗克希尔编，陈脱胜李培茱译，‘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北

京；中国藏学l}5版挂2006年。页139．

“中华续行蚕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562。

∞D．C．C-atham,l、eReugion oftheTib烈ans，The Chinese Recorder[J]．V0162，N07(Julytl931)，P439．

‘吖壬乃强记述藏族一般民众心理是；“一，此身遭受．皆以前历世善戛!；业撤所应得。无足计较．惟力修来

世福报，为人生最大目的：二，诵持六字真言一一吨、嘛、呢，叭、眯，畔一为人生最要工作；三·瞻
礼圣城拉萨．或罄身所有布施于此，如人生最大功德”．参见桥根镄，‘西藏的文化与宗教哲学>，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页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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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包含佛教到来本地区前的最初因素，红教是正统而保守派，黄教是革新派

别。”

在西藏喇嘛教中，人们生活中心是社会政治和宗教。除了喇嘛教，别无公

民和政治的政府，因为喇嘛教政教合一就是西藏的政府。大部分商业中心就在

喇嘛寺庙。寺庙同样是社会活动的中心，每年的大型宗教节日就是社会民众集

会的最好机会场合。每个家庭最低要派出一个儿子去寺庙做僧侣。“他首先在家

庭接受教育，其次去最近的喇嘛寺庙受培训，最后再去拉萨。当他完成受训练

教育的任务后，一般地说，他往往就回到家乡去为需要宗教的民众服务。大约

有六千座寺庙和6万喇嘛在西藏。传教士加哈姆揭示出，一般的藏民所关心的

事情不是涅桀，不是转世，不是逃避转世，甚至不是西方极乐世界。而是考虑

今生今世活得好一一有许多财富，吃饱穿暖；繁殖大量牦牛羊马奶牛；子女多；

有社会地位；活的快乐开心；玩耍；去抵抗敌人、自然灾害和野生动物还有被

认为会带来疾病和灾难的魔鬼。这些事情就是他的价值观念，他的宗教就是说

用来帮助他得到这些东西。喇嘛”就是拥有美德权威和调解者的萨蛮。他负责指

训加喻姆这里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是佛教的一支。主要传播于中国藏族、蒙古族

等地区。喇嘛为藏语，是“上师”的意思。藏传佛教历史悠久．教派林立，发展到今天，有旧个大的派别：

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萨迦派． 格鲁派足藏传佛教之中最娩形成的一个教派，但也是藏传佛教繁杂

的派系中最古影响、最具规模、势力最大的一个教派。其创始人为宗教改革家一宗略巴。该派荣止喇嘛
娶妻，宗教首领采取转世相承的办法。顺治九年(1 6 5 2年)达赖五世亲赴北京朝觐，次年受清廷册封，

取得藏浆喇嘛救各派总首领的地位，此后撬鲁派即成为西藏地方的执政救派，井在藏鼗等地区广泛漉传．

因该派喇嘛戴黄帽，故俗称“黄教”。噶举派形成十十一世纪．其创始人为玛尔巴。这个教派在西藏的影

响之广泛．信徒之多，现仅次于以达赖羊口班弹蛹大活佛为首的格鲁派。噶举派圭寺多在前藏。眯I该派喇嘛

穿白色裙子和衬农。故俗称。白教”。宁玛派是藏传佛教最早的一派．十一、十二世纪时，由西藏僧人索

穹巴、卓浦巴等人创立；奉八世纪到西藏传布密教的天竺僧莲毕生为祖师。因宗信lII密咒．与当时奉行“新

法”的其他救派相对立，故称宁玛派。教派著名寺庙有两藏的多吉扎，敏珠林和四川f两部的竹庆、噶妥等。

因该派喇嘛头戴红帽，故俗称“红教”。萨迦派足豫传佛教的教派之一。刨始人富曲赞曾从卓弥译师习新

密咒，十来朝熙宁六年(1 0 7 3年)在后藏萨迦地方建寺传教，故称萨迦派。因该派寺院墙上涂有红、

白、灰三种颜色t故俗称“花救”·塾!!叠：出世里窖业。纽丛￡墨!f2Q盟：盟避氇垒nl喳i墨垫!血t卫·
黑教．苯教的异称，并非是一个佛教派别。苯教足西藏奉土的原始宗教，崇拜自然界的神灵。在佛教兼容

并蓄而一统天下的局势下，苯救一方面逐渐向周边的云南贵州等地传檑。另～方面向佛教靠拢，不仅在教

义和仪式上和佛教互相学习交换．更足宣称和佛教并不矛盾。hnpYmaike．ba／du．corn／view／659629，htm。

∞M．Huc解释丫怎么说两藏和蒙古在喇嘛教上是一个民族。他说甚董敢断言喇嘛最少足蒙古全部人口的

第三位。在几乎每一个家庭，出了长予留牲持家(他戴黑发．喇嘛剃发)，其他剩余男了：命中注定去做喇

嘛。尤其明娃的是在中国的情况是佛教及其庙宇处在废墟中．和尚农食不缳。然腼在鞑靼政府却是对喇嘛

教支持鼓lib其发展的．参见l R0malI catholic missionaries in western tartary，The Chinese

Recorder[J]．Voll，N065，(May．1867)。PP 24—25．

嘏喇嘛BlaMa一词是藏语音译。源于梵语GuRu(古日)学识渊博的老师的意译，Bla(喇)有最胜，上面

的意思．Ma(嘛)是一种副词，在这里没有实际意义，二者台称指无上者、上师等。12世纪末开始喇嘛

一词有了演变，不再有单纯上师老师之义．而特指僧侣中德岛望重、地位显赫的“活佛”这一新生的历史

人物。后来藏文喇嘛BlaMa～询在汉文中由4活佛”二字代替。喇嘛足以佛法僧三宝和信仰者媒介身份

被崇拜的，这主要是由于藏传佛教强调救义的阐释应有绝对的权威的税点导致的，对教义绝对真理存在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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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正确方向方法，完成礼节仪式。宗教通过喇嘛、魔力、符咒、仪式、读经、

宗教节日、神等的活动来得到这种潜能。”传教士70年前笔下所描绘认识的藏

民世俗化性格的特点趋向，接近轻松快乐“生活本质”的方面，时至今日在那

个虽然相对封闭却也随着改革开放青藏铁路开通渐渐向世人展露其神秘魅力面

纱的独特雪域高原藏传佛教文化区，仍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教务杂志》

上传教士对藏传佛教转世说的叙述多持公允客观立场，少有明显贬抑，这有别

于内地知名的传教士丁韪良对藏传佛教的排斥态度。”

2．3西藏丧葬习俗的考察

天葬是藏民族特有的丧葬方式，这种文化习俗已有上千年历史。”。有论者

指出，天葬的缘由略有这样几点：藏区海拔高，高寒多山多积雪的特点使得丧

葬中土葬地冻难挖火葬乏柴。秃鹫嗜食尸体腐肉能清除污染秽物的功用，是藏

民实施天葬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佛教的施舍利他转世的精神，为实施天葬的

基本原理，并赋予天葬充实的宗教内涵、规范的丧葬礼仪和丰富的象征意义。”

传教士对西藏特殊的丧葬习俗的考察是有许多记录的，也基本是准确的。

最早到西藏传教的耶稣会士葡萄牙安东尼奥德安夺德神父(Antonio de

(Andrade)1 626年于扎布让写给耶稣会长穆奇奥·维泰莱斯基的长信中曾经提

服从就很自然的变为对掌握绝对真理的人的绝对非常和虔诚信仰。信徒把喇嘛视为自己的指导者救护者带

路人。喇嘛足人佛之嫘介．参见尔藏加；雪域的宗教(上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页813、819。

”D．C．Garham．TheReligion ofthe"tibetans，The Chinese Recorder[J]．V0162。N07．(July。1931)，P439．

71藏民族的文化，是面对着一个传统的生态、生活条件下的文化，并不是一个物质主义下形成的文化。它

一方向面对非常奇特自然的环境，另一方面是建芷了非常普及的宗教体系，两藏被称为雪山中的佛国，这

是它的堆本概念。雪山是它的自然，佛足赋文化的核心。作家f力雄的一个藏族朋友，还根有民族意识。

要盖房．指定要用藏族的施工人员，在村里雇了一些藏人．但这些人干活不起劲，喝酒睡觉．打来的石头

都足一摔就破的，岗为这样的石头容易打．“如果你找汉族的施工队就完拿拔规则。速度又快”。王力雄指

出，这表商上显得藏民族避取精神4i够，其实这和文化有关系，“藏民族追求的是快乐轻松，而不是把自

己当成工作的奴隶，这更接近生活的本质”．“我们穷，但我们快乐。有酥油茶喝，有糌耙吃，然后在蓝天

白云之下唱歌跳舞放牛羊，过得很好”．参见纪硕鸣；‘青藏铁路与保护藏文化轨迹》，‘亚洲周刊》--oo

六年第二十六期。 。

“。喇嘛教足佛教的一种变体形式，在两藏和蒙古非常流行。这个教派的宗旨是；佛祖的灵魂在邪砦命

里洼定蜚掌掘精神和世俗权力的人之问不断转世一一这足和正统佛教无关的教条。由于这个救派的祈祷是

由风动、永动或者手动的旋转机械完成的，你就不要指望它能产生好粟子，塔管它并没有使他们变符贞节、

清白或诚实．”参见；[意】]r韪良著，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

帝困》，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169。

竹目前两藏共有1 0 7 5座天葬台．有近百名天葬师，八成以上的藏族人依旧遵从天葬的丧葬习俗。藏民

族独特的丧葬习俗得到了中央政府和西藏当地政府的尊重和法律上的保护，使西藏千百年来形成的丧葬习

俗得以传承和延续。hltp：／／news．xiBhuaact．com／socicty／2006-01／11／content_4037596．him。

n焦治平、陈昌文：‘论地理和宗教在藏族丧葬风速中的作用’，‘西藏研究)2003年第3期．页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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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藏葬尸有三种形式：重要人物塔葬、火葬和白鸟啄食。这些都是未做丑恶

事情的最幸运者；而那些臭名昭著者其尸体将被撕成碎片喂狗。7S1846年1月

29日抵达拉萨的古伯察神父也在其《鞑靼西藏旅行记》中记载在西藏流行的这

四种殡葬仪轨。76只是这最后一种尸体喂狗的说法多不见于其他记载，疑为有

误。传教士加哈姆(D．C．Garham)在1931年撰文研究西藏的社会习俗，指出火

葬几乎是喇嘛专用的，在山上切割尸体喂食兀鹫或者把尸体扔进水中喂鱼，在

西藏许多地方，土葬很少见到。77藏民基督徒智慧保罗提到，西藏的丧葬有多

种不同的方式，天葬就是将尸体解剖之后喂老鹰，所有的普通入以及品味较低

的喇嘛，凡是正常死亡的，一般都用这种方法；水葬，一般是将尸体装在皮袋

内，然后投入河里，这种方法适用于乞丐以及患麻风病而死的人：至于那些因

为天花或者类似传染病而死的则要土葬；火葬只有大喇嘛或高级官员才能使用。

78爱德华·阿莫德森(Edward Amundsen,ER．GS)的长篇故事(Trashihamo一

个西藏少女的故事——一个关于西藏人性格、生活、风俗、历史等的研究》，曾

经在传教士英文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从1909年6月到lO月分五期连

载，它对西藏独特的天葬习俗过程有过具体描述：可怜的三十岁藏民Aggutscring

不久后就死掉了，那时他的妻子正在田里劳动，看到她4岁的儿子通过原木爬

到屋脊对她喊阿妈，阿妈(妈妈，妈妈)，她立即回家，但是Aggutscring刚刚

闭上再也不能睁开的眼睛。面色苍白地躺在厨房的大地板上。很快他的头被放

伸在两膝间捆扎成一束。根据西藏习俗，他的朋友们把他带到Bamch附近山的

一个平台上。那里已经点起一束火把，是为了召集秃鹫的到来。一根捆着石头

绳子系在死者脖子上，尸体被天葬师用利刃分割成许多块，同时喇嘛持续地念

着超度经文。不久尸体中所剩的一点肉块也被秃鹫叼走，骨骼和着脑浆就用山

上的灰石捣成浆状，便于秃鹫全部吃掉。人们后退几步观察秃鹫把最后的尸体

吃掉。这些做法看似很野蛮和令人不快的。但是依据西藏习俗，这是最好最有

效的消灭一个肉体留在世间罪孽的方法，只有那些声名狼藉的罪犯和瘟疫病人

75托斯卡诺(G．M．．Toscano．Giuseppe M．)著、伍昆明。区易柄译，‘魂牵雪域：西躐最早的天主教

传教会’，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页164．

76[法】古伯察著，耿升译：‘鞑靼两藏旅行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页487。

”D．C，Gar衄somcl弧tan Social Customs,The Chinese Recorder[J]．V01162。N05．(May．1931),pp316．

循【英】孔贝。藏人言藏；孔肌康藏闻见录．四川民族出版杜，2002年·页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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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才被土葬。79

皈依基督教的西藏妇女Trashilhamo对自己死后的安排却是完全有别于

传统的藏人习俗，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宗教信仰对民众生活习俗的改变所带来的

影响是很大的。Trashihamo最感兴趣的是圣经第二章，特别是死后复活的部分。

她说：“当我死后你绝不能把我的尸体喂鹰也不能土葬或者投入河里水葬，我要

像拉撤路那样葬法(圣经·约翰福音的拉撒路兄弟，死后四日耶稣使他们复活)

等着耶稣来召唤我。也不要挂放其他的经幡。”说完这段话的第二天，她的儿

子起床就见到她趴在落满大雪的石板上，手里还抓着福音书，嘴里含着书的第

六章纸片离开人世了。舯

第三章 传教士对藏传佛教的认识及耶佛对话交流的尝试

众所周知，藏民和蒙古民族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占了其人口的绝大多数，

僧侣阶层在蒙藏地区具有上层统治地位。在本文第二章所分析的传教士对藏传

佛教地区自然社会情况的考察研究中，不论是祈祷鬼舞仪式还是对转世化身说

信仰，僧俗都缠绕其中难分彼此。就是藏民族特有的丧葬方式天葬，它虽然不

是一种宗教仪式而是属于文化习俗的范畴，但天葬的理念和喇嘛的超度念经的

参与，也使其染上强烈的宗教色彩，如果把第二章那些内容同样视为传教士对

藏传佛教认识组成部分，也未尝不可。本章继续选取在藏传佛教影响所及康区、

蒙古及内地喇嘛教圣地五台山之有代表性的三个地区，从游历喇嘛教寺庙、分

析僧众阶层地位、与蒙古喇嘛教义上彼此诘难对话这三种传教士认识藏传佛教

不同方式，来关照基督宗教传教士如何对藏传佛教以“他者的眼光”去“宗教

看宗教”所进行的分析理解。

3．1传教士游历汉地青黄庙并存的五台山

藏传佛教与山西五台山的不解之缘可追溯到元朝，五台山在元代成为兼弘

汉地佛教和喇嘛教的圣地。”像五台山这样一座有着特殊宗教意义的汉地青黄庙

胃EdwardAmund北D．F．RGS，Trashihamo(story of a Tibetan Lassie)．A Study of Tibetan

Character。life．Custocas，History，Etc．,The Chinese Recorder【J】．Vol 140．N胡．(Sep，t909)pSl7．

oIEdwardAmuadscn，ER．GS，Trashihamo(story of a Tibetan Lassie)，A Study of Tibetan

Character，1ife．Customs．History，Etc．The Chinese Recorder[J]．V0140．N08．(Au舀1909,)p5“．

舢从现存内地藏传佛教遗迹来分析．北京、承德、五台山最终成为藏传佛教在汉族地区的三大中心，五台

山则成为内地唯一一处汉藏佛教并存的佛教圣地．五台山藏传佛寺在管理上属于两个体系．一是由西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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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存的宗教圣地，自然也引起基督教传教士关注造访，著名的英国浸礼宗来华

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一1919)在其回忆录‘亲历晚清

四十五年》就记录他1880年6月参观五台山的情形。鸵传教士亨利佩恩(Henry

Payne)和德雷克(F．Drake)，于20世纪20年代末曾经游历五台山，并把游记

文章发表在The Chinese Recorder上。83文章内容主要记录传教士登山过程和沿

途景观、受到方丈热情友善招待及对五台山藏传佛教宗教礼仪寺庙建筑艺术的

观察，最后不忘思考“不知道何时在中国的基督教堂能把它们的责任转给它的

蒙古邻居?”三个方面内容。基督教传教士对五台山宗教的描述，李氏回忆录

和亨氏游历记又构成内容上此详彼略的互补，下面一并附带分析说明。

亨利·佩恩一行由太原府坐公路汽车到了五台山山边河谷，从河谷行到五

台山顶，大约有三天行程。在爬山方式上，传教士一行走台阶，又租赁一匹骡

子和一名骡夫携带行李。第一天行程45里，在第三天他们攀登到了最高的关口，

等到下山来到台怀街道，看到镇上建在130个花岗岩台阶上的菩萨喇嘛寺金质

顶部基座在阳光下闪亮，体现人们对天堂的渴望，远处望去就使人想到北京被人

称为瓶形浮图塔的大自塔(Patala)。与传教士亨利·佩恩游记比较起来，李提

摩太回忆录没有详细记录三天登山过程和利用交通工具方式，而是仅仅点出五

台山是“是五座佛教圣山之一，在太原府北面，只有几天路程”，并指出其中的

数千名和尚分属于两大教派：传灰色僧服的中国普通教派和穿红色法衣的西藏

蒙古喇嘛教派，又提到这里每年仲夏举行重要性相当于犹太人“赎罪日”的有

许多蒙古人前来的盛大集会。

亨利·佩恩写到拜访了寺庙的方丈并说打算花一些时间在寺庙参观，受到

赖喇嘛选派的扎萨克大喇嘛管理的寺院．约有20余处；一是由章嘉活佛管理的镇海寺和“佛爷五娃”．以

礼萨克大喇嘛为主．章嘉活佛为客。j舟政府非常重视利用藏传佛教格鲁派来加强中央政府和蒙藏地区的联

系．史称“以黄教绥柔蒙古”。从康熙年问到清末．朝廷又将统辖内蒙古，青海佛教事务的人活佛章嘉呼

圈克圈迁住五台山镇海寺，以这种蛀励蒙古族佛教徒朝拜五台山的办法来融洽民族关系、稳定边疆秩序．

十三世达赖曾经应清政府邀请一行从塔尔寺启程，由淹关渡黄河赴五台山朝佛，t908年L月18口抵五台

山后给全体僧众讲经说法，摩顶，给五台山各寺庙熬茶，放布施。后于8月3日到达北京，20日陛见慈

禧太后和光绪帝．参见：赵改萍：‘浅析五台山藏传佛教之特征)，载‘五台山研究，。2004年第3期·页

11．12：姜安：‘藏传佛教，．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页268．
n

f英1李提摩太蓍。李宪堂、侯林莉i革，‘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卒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天津人
民出版壮，2005．页148．

”Henry Payne；lama on礼Tai shan．The Chinese Recorder[J]．V0159，H鸪，(Aus，1929)，pp50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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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友善高规格用茶叶和七层盒蜜饯的接待，方丈指派人专管他们生活需要。传

教士参观了三座在建布置的金碧辉煌，富丽豪华大寺庙，它们是依靠满洲和蒙古

的捐献建立的。他们看到许多蒙古人那样几百次转圆圈，精神贯注于佛珠或者

古铜的经轮圆筒。在每一个经筒有抄自佛经的内容，当机器转动时候不仅仅是

祈祷刻写在上面的“崦、嘛、呢、叭、咪、眸”，而且放在里面的经文也会被认

为与捐资者一起读的。在最大的喇嘛寺庙，礼拜佛事好像一直进行，佛经被在

尽可能的最低声诵念，在每一章的结束都有海螺吹起，摇动手铃，钹叮喵作响，

鼓和木鱼头被敲击。给人一个印象就是喇嘛教的佛事礼仪中音乐举足轻重。寺

庙集中了许多锦绣的旗帜方格金饰的塑像，壁画的色彩特别好看，描绘的是佛

祖生活情景。在菩萨顶传教士遇到虔诚膜拜的蒙古香客。他们也看到虎皮豹皮

材料制成丑陋可怕的面具，用来在喇嘛教节日的鬼舞中加深那些文盲的香客内

心恐惧感。五台山留给亨氏的印象是“更像是蒙古西藏移植到中国的一部分”。

李提摩太回忆录里写道他为了能见到五台山最重要的人物中央喇嘛庙方丈，就

精心制作一幅后来使方丈很高兴的用汉字标出地点彩色世界地图，(这是亨氏所

没有的投其所好地做法)见到喇嘛方丈后又说明自己访问的目的是为了对佛教

有更多的理解，并请求参观喇嘛第二天的祈祷仪式，遂得如愿。祈祷法会的僧

侣用比俄国神父更具俄国韵味的声音诵经，因为戴着老虎猛禽舞蹈面具的集会

使他觉得看起来成了埃及神话中各类野兽的大荟萃，他随后又参观汉传佛教的

中心寺庙，见到祈祷仪式中规模更大令人肃敬的音乐会奏。

亨利·佩恩待在五台山的这段时间里，以下这些想法一直萦绕着他们头

脑一一藏传佛教这个宗教对这些游牧民族究竟代表着什么呢?它又满足人们的

什么渴望?西方人可能进入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吗?谁又是那些真正把神的纯洁

的恩爱带给他们的人?不知道何时在中国的基督教堂能把它们的责任转给它的

蒙古邻居?这些就是两个基督教传教士游历中可能寻找不到确切答案的对神秘

藏传佛教影响下民众以及基督教怎样给蒙古西藏民众发生联系的思考。

3．2对打箭炉教职入口三个阶层的认识

康区康定原名打箭炉，俗称炉城，相传三国时候诸葛亮曾经派出将领郭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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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设炉造箭，故而康藏人民多称呼此城为打箭炉，反而对康定之称不习惯。“传教

士利安(ccLi螂)在“西康的朝圣”中写道说，后来当地的人们就给郭达建立

了寺庙，他被康民和藏民作为神灵顶礼膜拜。“打箭炉20世纪初期有居民六千

户，为大西藏的重要门户及商场，地位仅次于拉萨。“传教士克宁翰

(R．CunnirIgham)笔下的打箭炉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寺庙之城，城市有八座大

的佛教建筑，代表藏传佛教五大不同教派。人数最多的派别是宁玛派，也叫’

红教”或“红帽派4，而影响很大的格鲁派，也叫”黄教”或”黄帽派⋯。从早晨到晚

上八点，祈祷以种种形式在这些寺庙进行，教事活动的用具最引人注目的是喇

叭鼓铃钹，喇叭的声音听起来象是从早餐空气里升起，很欢快的。每一个藏民

都有其所属于的个人寺庙和喇嘛，这样一来从宫殿家庭到寺庙，祈祷之声从未

停息。”

克宁翰(R．Cunningham)对打箭炉这座康区地位最主要的宗教之城寺庙

之城观察资料，所留给我们价值独特而最大者就是对打箭炉教职人口三个阶层

类别的认识记录。它不同子印度殖民地外交官探险家萨拉特·钱德满·达斯

对西藏僧俗分成三个明显由出生和社会地位决定的阶级及每个阶级又分为三个

阶层划分标准”，亦有别于我们一般所认识的寺院中的僧职称谓制度。”这为我

“邢肃芝(洛桑珍珠)口述，张健飞、杨客群笔述‘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三联书

店，2003，页67．

‘C．C．Liang，^PiIgwimage to$ikong，The Chinese Recorder[J]．V0171．Noll(Nov，1940)．pp699．

。，中华续行委痧会调矗特委会编：‘中华归主'，北京：中固桂会科学出版杜1987年，页555．

。R．Cunningham．Tibetan Prayers，Priests。and PiIgri衄ges，The Chinese ReCOtder[J】．Vol“，N鸪．

(Aug．1913)p487．

。萨拉特·钱德满·达斯写道：最高阶级称为热(Rab)，熟摹热(Rab-kyi-rab)．王，王室成员、已转世

多次的转世喇嘛；热摹定(Rab—kyi—ding)，摄政、一般的转世喇嘛，拉萨政府的丈臣和高级官员、有学问

的喇嘛寺主、大寺院的教授寺主；热摹达玛(Rab—kyi—Tama)，政府秘书、代本、宗本、等级牧低的喇嘛。

中等阶级定(Ding)包括：定摹热(Ding—kyi—tab)，悬上中阶级，包括从上几代人就拥有人量财富的

家族、非著名大臣或武士家族dl生的地主，仲科尔，古老世家。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个人，卓尼；定基定

(Ding-kyi ding)。包括仲尼即办事员、管家、侍从长、马官、厨师长及其他小官吏；定基达玛(Ding—kyi

Tama)，士兵和居民(农奴或佃户)．最后阶级称为达玛(Ta,Ma)。主要有这样几类：达玛热(TaMa rab)，

马夫从事家务的仆人和雇佣的其他仆人；达玛定(TaMai ding)。没有固定家庭的人、只有姘妇没有妻子的

男子、放荡的妇女、职业乞丐、流浪汉和贫民：迭玛达玛(Tamai Tama)，增大清道夫、处理死J1的人、

铁匠和金匠．参见[印]萨拉特·钱德满·达斯著．(美)罗克希尔编，阵观胜李培茱译，‘拉萨及西藏

中部旅行记》，中同藏学出版社20{)6年版。页193。

”寺院中的僧职称谓．由于藏传佛教拥有众多不同的宗派支系，备个派别都有自己的一整套僧职体制．格

鲁派作为耀传佛教中势力最大、影响商精广的宗派，它在寺院中建屯毽来的健全而完善的机构体制的僧职

制度，对其它宗派产生了巨大影响．且备个宗派纷纷参照推行格鲁派的寺院制度，从而使藏传佛教寺院中

的f}}职设置在大体上趋于一致。格鲁派火型寺院中的鸺职主要有“赤巴”、。措钦夏奥”．“措钦翁则”．“描

钦占瓦”、“堪布’、。格贵”、。翁则、。郭聂”等。参见尕藏加：‘藏传佛教称谓漫谈'之二(僧职称谓)，

‘法音'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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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研究康区喇嘛教宗教社会制度以及不同层次的喇嘛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走进

僧侣的内心世界，裨益甚众。我们从他的笔下可以看出：不同阶层僧侣宗教活

动都要收取高低不等的费用或者最低持果腹的一饭只求；酒在他们的饭食中须

臾不离，这迥异于汉传佛教要求僧侣戒除酒肉；不论贫富的藏民家庭对僧侣的

宗教服务依赖性都很大，不同阶层僧侣地位可谓天渊之别，最低者已经快演变

成活着只求温饱甘做富家子的仆佣了；能否去西藏朝拜直至受到达赖班禅接见，

直接影响僧侣在打箭炉宗教地位高低及权力大小；僧侣地位不同决定其宗教活

动场所活动范围大小不一样，喇嘛大多呆在寺庙坐等人请，中间的卓巴阶层成

了流动工作者，地位最低的阿姆措简直就把捆绑在别人的家务杂役上，其关心

的重点不是高深的佛理而是内向于家庭神祉及满足早晚读家庭祈祷文而已。

克宁翰(R．Cunningham)写道：处在第一个层次社会地位最高的是喇嘛

或者被任命的教职人员，他们是被人尊敬衣食富足的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

在寺庙度过的，只接受西藏很有财富人家的约定。去访问拉萨接受达赖喇嘛或者

班禅活佛的接见，他的祈祷很有效能的，这点从其祈祷收费的上面可以很明显

看出。他们一天宗教服务费的数目是一卢比，这还不包括吃饭和酒在内。在打

、箭炉社会活动中，喇嘛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角色，对许多富裕的家庭来说，他

实际上扮演了家庭牧师、家庭医生、家庭忠告者的角色。他对家庭的实际影响

很大，”没有他的许可家庭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第二个层次是卓巴Draba，他是比喇嘛低一些的佛教徒。他的社会地位工

作强度职业报酬生活观衣着打扮等亦有特色。因为没有去拉萨进香朝拜，他要比

其上司在宗教等级上少了些权力和影响。他的工作要求不是少了，反而是更多。

世界上穷苦的人们总是倾向便宜的物品，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无力承担昂贵

的东西。当Draba把他谦卑的服务费用要求为每一天适度的100现金，他就会

被更多贫穷一些的人们使用的起。那些邀请他去读祈祷文的人家负责管他饭吃，

他的百金现钱花费在酒上。他夜宿信得过的穷困人家，他们可以赊欠他的祈祷

钱保持着债务关系。他的工作是易流动性而好脾气的人，不会增加麻烦和搞复

∞僧侣的。另一个社会功用是为社会祈福禳灾⋯⋯倒如生育子女要请喇嘛命名；婚姻要喇嘛占卜：疾病要

喇嘛医治；灾难要喇嘛禳解：死亡螫喇嘛超度：何f|播种何f1收获亦要喇嘛决定；若天千无雨或有冰雹水

灾。均需喇嘛祷告；至于备秋佳节祭祀跳神等盛典均由喇嘛主持。参见桥根镜，‘西藏的文化与宗教哲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页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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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化，他的生活信条似乎是每天给予充足就像是一种罪恶。他的衣服如其他的

藏民一样是多种多样的耐用的。所以他就能白天黑夜以及祈祷时候的衣着各不

相同。

最后，阿姆措Amcho是佛教教职中最低的一级。在打箭炉最少他们是不体

面的和难以改造的人物。佛祖关于高层伦理道德的教导，与生命思想一致标准

的东西，对他们而言好像充耳不闻。他们的要求不超过一餐饭一碗酒。他在西

藏一些家庭中是必不可少的助手，他点火扫地喂养，当a-ya外出参观时候，他

是服务员。他特别关心的是家庭神祉，早晚都要读家庭祈祷文的。他工作没有

报酬，仅仅是接受桌子上的一顿饭菜。”

3．3耶佛对话的一个案例分析

传教士景雅各(Hoinos)在19世纪的后半期先后写出20多篇关于蒙古自

然社会情况考察以及基督宗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文章，1879年5—6月号上有

“蒙古人关于基督教的更大困难”，集中归纳总结蒙古人对基督教教义的疑问，

包括耶稣是否在佛教经典中提到过、父子灵三位一体、全知全能全善上帝为什

么制造苦难生命为什么不阻止伊甸园蛇对人类始祖欺骗、耶稣如何拯救在他降

I临前死了或者或者的人们、基督教负担轻、佛教真假、如何同时有基督教佛教

两种教藉、传教士救治蒙古人肉体与灵魂目的分离等，多为佛教优点辩护，基

本没有传教士出场回答辩解内容互动，妮而另一篇“一个蒙古喇嘛对基督教的

提问”是景雅各在The Chinese Recorderl976年5--6月份双月刊发表的了解

中西宗教文化对话交流方面饶有趣味文章。这段耶佛信徒之间直接对话体文本，

内容涉及基督教教义中的圣经论、耶稣救赎论、创世说、天堂末世论等。从对

话辩护过程看，藏传佛教喇嘛为主处于攻势，传教士为客占据守位，里面更多

的是喇嘛对基督教教义的诘问驳难，两人偶尔论及佛经经典和灵魂转世理论。

而传教士在一些对话中给出喇嘛的不知道说不清楚的回答，除了透露其对基督

教神学教义理论掌握的较少或文化水平可能偏低外，他回答疑难问题就拿喇嘛

”R．Cenningham,Tibetan，Pmyem,Priests。and Fngrimao*，The Chinese Recorder[．J]．V0144．N∞．

(Aug．1913)pp489-490．

蛇Hoi麟。Motc mongol di伍cultles about cadstlaⅡity，The Chj卫雠Recorder[／]．'％i9,N03，(May-June,
1876),pp2D3-2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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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就近取譬善于说理的能力，这体现出传教士宣教布道的基本素质还是合格

的。

下面主要就“一个蒙古喇嘛对基督教的提问”涉及的问题，打断原来对话

顺序分门别类予以探讨说明。

(1)对圣经和佛教经典的讨论：

在这部分内容中主要涉及探讨4个问题；经典阅读方法优劣比较、所读圣经内

容、圣经好处作用、对圣经总评。喇嘛首先闯传教士在读什么书，当得到的答

案是圣经且是基督徒神圣的书时，喇嘛又转而质疑传教士那种“读”经方法有

什么用，难道还没有把它们烂熟地记忆在传教士心中吗?传教士马上回答说读

经也表示基督徒对圣经的内容是很熟悉的，但是并不是如喇嘛学习经典那样的

去学习它：依照常例，基督徒每一天只是学习其中的一部分，来更好的记住他

们灵魂关心的事情，并强调说早上读其一小片段最好，它会全天都保存在信徒

心里而不时想到它。喇嘛问传教士能否将所读圣经内容含义告诉他，理由是圣

经用传教士他们民族的语言写成，蒙古喇嘛当然不能理解它们。传教士告之说

他在读的内容是耶稣的复活部分，传教士认为耶稣还活着，陪伴在基督徒身边。

随后二入还就耶稣救赎、灵魂、悲伤与快乐、天堂等问题继续对话。传教士对

喇嘛诘闯他们的神圣经书好在哪里，得到的回答就是圣经是指路明灯，它给出

去天堂之路的简明指导，它告诉基督徒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它揭示有两个

目的地，很快乐的地方和很悲惨的地方，它同时告诉信徒怎么样避免后者而去

前者。传教士比喻说这本指南就是告诉人们城镇和村庄，小山和关口，河流和

桥梁，道路和旅馆，水和水井，简而言之，包括一个旅行者在旅途所该知道的。

同样地，圣经包含去天堂之路的方向指引，它不讨论无涉旅行者安全和过程的

东西。同时，传教士还把圣经与佛经探究内容特点做一比较，并以喇嘛要去北

京只需知道如何走到那里为喻进一步来形象简洁地说明圣经起着天堂旅行指南

的伟大作用，同时为圣经没有记载传教士自己又不能确切回答喇嘛所诘问的天

堂里具体生活细节问题而辩护，这也显示出传教士宣教的艺术性护教性；“你们

佛教经卷试图去深究诸如地理学天文学医学等的很难和深奥的知识，我们的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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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给出去天堂之路的简明指导。喇嘛，假设一下，你距北京有二三千英里，你

得到一本行路指南书，你满意于它给予你简明而全面的旅行指南。所以你不会

去纠缠那些关于城市的神秘色彩东西。你只研究去北京的方向和路途。当你到

达那里后，你就会发现你要寻找知道的那些东西。当我们到达那里我们自然就

解开神秘事物的谜底。我们现在该傲的就是跟随天堂旅行指南走。”喇嘛问传教

士那些在家里的博学基督徒是否知道喇嘛的经典和宗教时，传教士给出答案是

基督徒是知道佛教的，很清楚知道佛教来自印度。喇嘛马上反驳说知道是很好

的，但是印度的佛教已经误入歧途，烂到极点啦。喇嘛的藏传佛教与其不同。

当喇嘛一再问到如果上帝悲伤的时候，他又怎么做到彻底快乐?在天堂丈夫和

妻子如何恰当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传教士回答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对此的

解释。喇嘛最后给圣经的评价就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总

是停其不当停。你们的圣经书好在哪里啊，它没有深入问题的根本并对其作出

应有的解释。”这说明藏传佛教对基督教教义的总体印象评价为鄙陋肤浅甚至自

相矛盾不能很好的自圆其说。 ．

(2)耶稣临现与全能不朽93

当喇嘛连续三次听到传教士回答他耶稣“只有一个，⋯⋯仅仅一个别外无

他，⋯⋯还是耶稣只有一个时候，”喇嘛对传教士发出的疑问仍然没有解除“真

的一个?为什么你去北方耶稣和你在一起，你的同伴从这里去南方耶稣也跟随

他，你说耶稣在北京，在你的国家，无所不在，这些耶稣都是你们的耶稣吗?怎

么会在世界上有那种事情?一个人可以做到处处显现?”传教士对这个问题的

答案只是说人做不到的处处显现，耶稣可以做到，至于耶稣怎样做到以及何以

能够做到的原因，传教士也是不知道，只是信此而己。喇嘛继续询问人能够成

为耶稣吗，能取得耶稣那样的地位成就吗?传教士回答说人当然不能，没有人

能成为耶稣，也没有人达到耶稣成就。基督徒只是希望能与基督就像所描绘的

∞我们知道在基督宗教教义中，作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圭是上帝是救主，具有神人二性．上帝的I临现

性是上帝无时不在人问活动，其最重要的作用是它的教赎意义-既然上帝临在人问，他对每一个他造的人

都关心怜爱．他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胄一个计划．并且对每个人发出生命的呼召。参见；【加]许志伟：基

督教种学思想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页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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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在天堂快乐幸福，但是基督徒不会成为耶稣，就像传教士不会成为喇嘛，

同理，喇嘛也不会成为传教士。因为耶稣是造物主，我们是被造物，他创造世

间一切事物，我们是其中之一，故而我们不能与他相提并论，我们永不可能达

到与其平起平坐的地步，他必须总能高于我们，他是不朽的，而我们是肉体凡

胎，为其所造。对喇嘛问及的耶稣真的永存吗，那么我们是否如此永存的问题，

传教士回答就是我们人做不到。并第三次拿喇嘛本人做比喻说“你的年龄有三

四十岁，但是你不会再存活超出此三四十年的时间。，而耶稣能永存。”

传教士景雅各(Hoinos)1879年记录的另一次对话中一个蒙古人问传教士：

你们基督教说耶稣无处不在，那为什么说他在末日才来临?耶稣之死是为了拯

救信徒，那些活在和死在基督降临前的人们怎么被拯救?“同时那个蒙古知识分

子对基督教三位一体”很好奇的提问：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人在一个身体内怎么居

住?圣父比圣子大多少岁?不明白如果圣父不能抚养儿子如何给予父亲恰当称

呼?最后蒙古人给出的结论是基督教和佛教的教义一样让人理解起来非常困

难。”

(3)灵魂归宿问题和好善之神创造苦难灵魂的矛盾

在关于人的灵魂是转世还是复活后永恒不朽这个基督教和佛教巨大分歧问

题见解上，传教士认为基督徒坚信人的灵魂不但开始与人的肉体相始终，而且

当其肉体不存在时候也不会结束，他们坚信灵魂是永恒存在的。唯其如此，也

就突出今生的重要性。佛教徒相信人会有数不清的来世，因此，如果他今生今

世做事做人不好，事情还不算完，他将来投生会遭报应，他会有另一种机会来

做的更好。基督教则是不认可有此投胎转世的问题存在，一个人的最终将来状

态全依赖此生的所作所为。因此基督徒很在乎对耶稣的祈祷，如果他们那样做，

主会救护他们福佑他们的，对不向他祷告的人而言，会终生悲伤受难的。对喇

*Hoinos，Mofe mun901 a11．celtics about christianity，The chj矗雠Recozdcr川．volgjq03，(May-June,
1876)，p204．
够上帝通常是指一个最高的、神圣的存在者，是一个具有人格的神．是绝对完美的终极实在。上帝是同时

具有父、子、灵三个位格的同一实件．他存创造世界和拯救世界的伟大戏剧中扮演了三个角色：造物主、

救世主、与教会和基督徒旧在者。参见；张庆熊t‘基督教神学范畴一一历史的和文化比较的考察'，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54、67、69．

”Hoinos，Mo"mongol difficulties about c知dmlanity，The Chinesc Recordeg唧．V019,N03，(May-June,

1876),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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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设想的如果一个人有段时间是好的基督徒，后来走了下坡路，基督教会怎么

办的问题，传教士说如果他有了悔改并向耶稣祈祷，基督也要重新接纳他的，

作为一个好的神父，会欢迎悔改的回头浪子，如果他不悔改，除了身心痛苦别

无他物。喇嘛坚持认为人的灵魂就象蜡烛的火焰，你点燃蜡烛，他们就出现，

你吹灭蜡烛，火焰随之消失。这些人的灵魂，同样的瞬现瞬灭，结束就不复存

在。这个观念也符合佛教的一切事物都是缘生的，万物因缘而起因缘而灭，万

物互为因缘，众生在业力的作用下生生灭灭循环往复主张。田

喇嘛连珠炮般提出疑问：传教士的神为什么要制造那些神事先知道他们要

走进地狱的苦难灵魂，这样做怎么能说明这些神是好和善的呢?上帝如何认定

鉴别那些经受苦难的灵魂?这些不会使他不宁和悲伤吗?当他悲伤的时候，他

又怎么做到彻底快乐?如何对待弃恶从善的基督徒?假如你的朋友们去了地

狱，而你去了天堂，在天堂会很快乐的同时又为地狱朋友伤感一一怎么会那样?
夫妻二人一个去了地狱一个上天堂，那个到天堂的又怎么会一方面为下地狱的

配偶悲伤一方面又为在天堂很快乐的矛盾状态?传教士对喇嘛这些问题就回答

说自己不知道，圣经没有对此的解释等等。说喇嘛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在基

督教的国度里常见讨论的问题，他可以给出喇嘛问题的答案，但是却不能说明

其来由。他相信和知道神是好的，但是他不能解释好的神为何始终创造出那些

事先知道除了苦难别无所有的灵魂，从圣经他知道神是好的，但是他不知道好

的神怎么协调自己。

同样，传教士景雅各(Hoinos)1879年记录的另一次问话中，蒙古人问传

教士的创造万物的上帝如果是好的，他为什么创造悲苦的生命诘问，并举例说

就像创造那样一条不快乐挨饿的狗⋯没有家。没有主人、没有保护、没有
食物，总之一切皆苦?基督教否认投胎转世，如果按照佛教的因果报应灵魂转

世的说法，那么疑问就解决了一一这条狗是转世灵魂寄寓其中，在赎罪接受上

世做坏事的惩罚代价。。从这里可以看出，佛教信徒对基督教在教义教理的圆满

完善性上是持有心理优势的。

"张庆熊：‘基督教种学范畴一历史的和文化比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298--301·

”Hoincs。More mongol difficultiesabout christianity，"fee Chinese ltecorderlJ]．V019,N03。(May-Jtmc,

187“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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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堂的夫妻关系．

在基督教教义中，天堂到底像什么，有什么特点昵?它是一个没有罪恶的

新秩序的时代，有身体的存在，充满快乐与平安，有位格的“我”在更新中继

续存在。”喇嘛对天堂方面的提问，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基督徒之间

憎恨是合乎律法的吗，天堂里还有憎恨吗?另一个是天堂里夫妻关系是怎样的：

在天堂丈夫和妻子会相认吗?他们会生活在一起吗?传教士对喇嘛答复就是天

堂里没有憎恨，两个信徒争吵，有适当信徒去分出是非，他们还会摒弃憎恨重

新成为好朋友的。就是对那些错误对待我们的人，憎恨也是不合法的。在天堂

夫妻会相认，他们也会生活在一起，但却不是在人世间那样，因为天堂里没有

结婚和放弃婚姻的问题。对喇嘛提及的夫妻二人，一个去了天堂，另一个去地

狱，那个进天堂的不感觉悲伤吗?在天堂丈夫和妻子如何恰当处理他们之间的

关系?传教士给予回答是因为夫妻中另一方去了地狱，那个在天堂的人会为对

方悲伤的，又因为身处天堂，所以他又是很快乐的，对于这种自相矛盾的原因

以及在天堂丈夫和妻子如何恰当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传教士直言自己

不知道，说不上来，确实不知道。传教士比较了蒙古人与基督徒对待妻子态度，

肯定基督徒以爱为基础的婚姻：“蒙古人结婚就是为了有孩子，如果他们的妻子

不能生育就考虑离婚。生育和照顾他们就是对妻子的要求。另一方面，对正规

的基督徒而言，结婚的唯一就是爱情，这是蒙古人很少或者从来不在婚姻大事

中所考虑的。他们都不知道心灵相爱是正式存在基督徒夫妻中的。”

第四章基督宗教在藏传佛教地区的拓植布道

本章主要分析总结传教士在藏传佛教地区的拓植布道中所采用的策略手

段，它们大致是采用与内地宣教工作一样的医药事工文字事工旅(游)行布道

事工，同时教育报刊出版方面成就不大。分析传教士对蒙藏地区宣教布道人选

标准的思考，提出蒙藏地区基督宗教传教策略是一种诸法渗透缠绕变通而成的

综合传教模式，由天主教新教传教士所走过的传教空间轨迹，归纳出西藏传教

是一种没有完成其最后重新把十字架竖起在西藏腹地的半截子传教路线图。

钟陈俊俸等。‘灵魂面面_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夏36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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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传教士变通出的综合传教模式

早期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创造性地实践多种使中国人容易接受福音的宣教

策略，方济会用从社会底层民众及其农村地区开始传教的策略，耶稣会则是走

上层路线，采取了“文化适应”和“科学传教”的迂回方法，瑚形成所谓利玛

窦规矩：以儒释耶和以耶附儒，以学术传教为主要手段，把西方的科学技术、

伦理和宗教思想用合法手段介绍给中国。101天主教差会的这两种各走上层下层

传教路线的方法，亦被后来的来华新教传教士发展成戴德生传播福音模式与李

提摩太文化传教上层路线模式，这两种传教模式各有千秋，但他们都对基督教

在中国传播厥功至伟。102同理，基督宗教蒙藏地区的传播也不得不考虑用何种

策略方法来使几乎集体皈依藏传佛教的藏民和蒙古民众亲近接受福音的基督拯

救，早期没有合法身份保护的天主教传教士在此过程中就有走上层路线之举。埘

近代以降，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禁教令的解除，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允

许传教士去内地传教，藏区传教士宣教既有非常注重医药文字的文化传播手段，

也多联系寺院喇嘛、部落头人以及求助当地官府受其保护。同时因为在政教合

一僧侣占统治地位的西藏“佛教各首领均反对福音”，104传教士又不得不在地

广人稀星落散布的游牧部落及城镇采用游行布道直接面对藏民的下层宣教方

法。就是这里所谓科学文化之医药文字传教也迥异于内地那种大规模设医院办

报刊开学校的惯常做法，一般是零散的小团体传教士游动售书赠书兼以药箱行

医，它似乎糅合了既往传教士先辈所走上下层路线的两种传教策略，因地制宣

加以变通为融合上下层路线为一体的综合传教模式。一个个体的或者小团体的

传教士可能身兼布道员、医生、文字发放、教育工作者等多种身份职能的一专

多能的人。如在蒙古地区，传教士还创造性设计出诸如产业传教、分季节分地

区流动对蒙古人传教一一传教士汉洛(EHanrow)写道“在我刚刚立足不久，

伦敦会就要求以在北京的中国人为基础开展蒙古人传教工作，它的首都是一个

1呻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页411．

101赵春晨、雷雨flJ、何大进：‘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上海t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页330。

m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j，香港：香港道声出版社，1983，页486．

1∞宴Ⅱ饲涛：‘论基督教在两藏的传播’，贵州师大硕士论文，2003年．页24．季蓉： ‘17一18世纪天主教

在西藏传播概述，‘西藏大学学撤’V01．21 No．12006年3月，页73．

m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l，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87年，页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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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合对冬季抵达的游牧部落传教的地点。他们数以千计的以物易物运送贡品，

然后收到帝国皇帝回赐。他们由王子或者他们妻子陪同。差会(他们倾向于增

加其目前职员)因此变换不同方式冬季做北京蒙古人，夏季做游牧草原蒙古入

的传教工作。事实上他们由家族安排和受他们部落王的领导不断迁徙，所以传

教士工作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阻挠”。105The Chinese Recorder 1912年8

月的一篇“在蒙古工作”社论指出说：“GH．Bondfield的文章包含值得严肃思

考的东西，建议尽可能立即实践那些值得的路线方针，我们希望能引起更多注

意这篇文章在那些产业传教方法的有趣经验。对一些有超级监管的农场殖民区

似乎需要不同于一般传教工作的方法。我们常常倾向于考虑会越来越完善。有

一件事情就是，作为西方人我们很勤奋地把我们的思想传给东方人，事情的另

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那些东方国家的人们，被教育如何得到最先进的东西在

他们手里。许多传教士现在有充分的培养学者的政策，但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是我们还不总是尽我们所能去培养现代的技术农业阶层，如在其他地方一样，

这个阶层继续需要且远超过知识阶层。所以我们一般倾向认为技术培训与其他

教育形式一样重要。因为此我们感到产业教育应该比过去更值得关注。”。”20

世纪20年代初期出版的《中华归主》附录全国教会中学分布表和教会医院分布

表，都没有涉及西藏内容，这就说明传教士在藏区的教育事工与医药文字布道

等比较而言，整个传教时期基本是开展工作较少成功率很低的空白领域。其中

的原因既有教会人力物力的匮乏，亦有藏区游牧为主地广人稀“邻村偏小复相

距甚远也”无法集中办学的客观因素制约：“西藏鲜有反对基督教工作或宣教师

之举动者。本会办理之教育与药品及圣经宗教短篇等类，皆颇为一般人民所欢

迎。⋯⋯西藏教育方面之特别困难，其一为职员缺乏、经费支拙，故其进步不

得与克什米尔之工作同日而语。其二则因邻村偏小复相距甚远也。”关于基督

教在藏区医药文字游行布道的资料是残缺不全的，但我们仍然可以透过这些有

限史料得窥天主教新教传播手段策略的点滴情况。

‘∞F．Han删．Mission work in mongolia，The∞雠R∞order[．1]．Vol4，N012(Dec,t867),p189．
”Wol'k in mongolia,The Chinese Re℃ordcr[_I】．V054，NoS(Au舀1912),pp442-443．

’

1∞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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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基督宗教的医药事工

与在中国东南沿海和内陆其他地区的传教手段方法方式一样，文字事工和

医药事工也是在藏传佛教地区进行传播基督教的主要手段，其中医药事工又往

往是布道文字事工不能奏效后赢得当地民众好感的补救和有力打开宣教事业的

有效工具。传教士埃德伍·阿莫德森(Edw．Amundsenn)在其藏东旅行日记写道

说，几乎每到一地，民众就来讨要药物治疗他们的各种病症，喇嘛和其他人都

热切渴望得到福音书，他心中非常期望这些基督教书籍能对雪域高原的精神领

导者喇嘛产生作用，也希望福音书能够促使那些转经筒轮停止运转，使从不停

息六字真言也中止。“在西藏地区常见的疾病类型主要有水痘、天花、狂犬病、

蛇咬伤、甲状腺肿大、传染性疾病、瘫痪、麻风病、浮肿病、消化不良症、牙

疼等，藏医都有对付它们的草本针灸以及挂“神力旗”念金刚持菩萨咒语的种

种方法。”神父古伯察提到“藏族人对天花的害怕情绪简直是不可理解的⋯⋯

在拉萨患疥疮者和麻风病人数目相当多，这些皮肤病特别是由于在下层居民中

盛行的不洁行为造成的。同样，在西藏人中也会遇到不少恐水病人”。“o传教

士景雅各(Hoinos)1880年在《教务杂志》发表10页长文“蒙古人医疗”，分

析喇嘛成为蒙民医生的三个主要条件，同时就基督教在蒙古医药传教的问题提

出详细注意事项。他指出困扰蒙古人的主要是皮肤病牙疼和眼病，最后说蒙古

医疗最大的两个困难就是，当地民众多为慢性病患者很难立即治疗好，同时在

治疗缓和期间，蒙民很难听从劝导注意解决病因的卫生问题。111《剑桥中华民

国史》指出“1900年以后，除了原教旨主义的内地会及其下属分支外，基督教

传教士的工作重点从转变个人信仰转向了使中国社会基督教化这一更大目标。

这意味着对教育和医疗事业投入更多的入力和财力，以实现一位传教士领袖所

说的福音的社会内容”。n2早期传教士能发挥其作用的也大多为眼疾之类简单外

科手术同时又发放药物，后期开始，天主教曾经在康区建有一些男女校医院麻

”Edy．Amundsenn．Diary of Journey ThrougII。East Tibet”，The Chinese Recorder[J]．Vol 37。Nol2．

(Dec，t907)，p655，p658．

109[印]萨拉特·钱德满·达斯蓍。(美)罗克希尔编，陈观胜李培茱译．‘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杜2006年，页200—203。

110[法】古伯察著．耿升译：‘鞑靼两藏旅行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页486．
“1

Boinos．Docmriug伍c Moagols,The Chinese RecorderU]．Vol 11，N02．

(IIar—Apr．1880．)．ppl29-138．

m【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页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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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病院孤儿院安老院等慈幼机构和文教事工。“3新教后来随着传教工作模式转

换发展，也有医院学校建设。”4但较之传教开拓工作较早势力较大的天主教会

团体社会事工还是逊色的。

传教士对喇嘛念咒治病的方法是持否定态度的：20岁西藏少女Trashihamo

在去未婚夫家举行婚礼的几天行程路途中被Lolos(or Nosus)族的4个土匪抢走，

后来她被一个藏族头人家庭救起，到mlifu后Trashihamo发烧得病很严重，幸

而遇到传教士Jone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一家去看望她。传教士让人去福音堂给她

寻求医药和照顾，当传教士去佻hill咖。住的帐篷里看到喇嘛用她符咒盒里拿
出一张小的神像用脏的丝线缠绕起来割下一片，让Trashihamo这个生病的女孩

吃下去，又用人头骨作盆盛放的极脏的茶倒进女孩干渴的嘴唇里面：喇嘛再把

神像中的一块撕成破布，点火后让Trashihamo去吸入烟雾。在此之前好像这个

喇嘛已经采取了许多类似的方法来治病，可能都对Trashihamo没有帮助。传教

士再也不能看下去了，就只得一声没有言语退出帐篷，他回去让她的妻子第二

天劝说Trashihamo来传教士福音堂吃药照顾她。第二天那个喇嘛去Talifu东3

天路程的喇嘛寺庙朝拜，传教士帮助西藏少女治病终得如愿，病好后在

Trashihamo返回家乡时候得到传教士送的福音书并最终皈依基督教。115

教会对医药传教的重要性和如何落实利用榜样力量由中心向外围推进方法

”3狳君； ‘近代天主教在康区的传播探折》， ‘史林》2004年第3期页66提到：康定有天主教堂2所，

分堂1所．医院1所，学校4所。陈改玲有t外国传教士近代来'}南的传教活动》(《甘肃商师学报h第

7卷第3期(2002)页53提到：基督教会1911年在m城教堂内附设汁南最早的女学堂一所，1914年在寻

巴寺教堂内附设高等小学校一所。物健哥有基督教在四川藏旅地区的传播，‘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3

期)提到：康定教区1921年刨办月出一张的法文版‘两藏【口1声撤》，1945年创办油印100份的‘祟真撤'，

中华摹督教会全国慧会边疆JI臣务部1943年台胁《边疆服务通讯'，每期印1000--3000份．
Ⅲ杨念群认为。西医传教J：进入中国大致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的相对个人化传教时期和20世纪

的制度化前面扩张的时期。19世纪的整个传教活动都是基于一种清教徒式的无形王周的概念，它强调基

督{i国韵实现要通过个人方能达至。西医传教士主张个人直接与上帝沟通，所以初期医学传教士在中国的

活动虽开始进入农村，却一般都较为分散，医院与诊所的规模也比较小，基本延续-，这砦传教士在家乡的

类似自然神学韵理念，没有形成集约化的州络和秩序。20世纪初期，由于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介入，摧

毁了古典乡村模式的梦幻理想。西医东传开始与世俗化的慈善事业密切结合。这些事业已由教育商业或推

销专家们所参与，并吸收丫大批俗人(1ayman)服务于他们的组织，而传教t本身只是这项庞大事业所构

造出的统一形式中的～个小角色ffii已。参见杨念群：‘再造“病人”一一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问政治(1832

—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页415--417。又，1920年基督会(Fo他i辨ChristianMissionaty

Society)建幼儿同初小高小各1校。人数分别是59人、钉人和5人，有信徒lO余人，参见；秦和平：‘基
督宗教在四川传播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页153．
1u

Edward Amundsen F．IL G．S．Trashihamo(Story of a Tibetan Lassie)，11le Chinese Recorder[J]．

Vol 39，N08．(Aug．1909．)。pp45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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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是很清楚的。例如，对青海传教工作，指出最适当的办法是在商业重镇湟

源“开辟一巩固之中心地，以该城为差会永久之驻在地，如能于该城建设医院

一处并派遣常驻之宣教师及其眷属等担任布道工作，以年富力强及性情和蔼之

青年三人相助为理，须至少一人为医生，如遇有机会时，即当着手游行布道工

作，且可于住院之病人痊愈时偕其晋谒家族。俟该院之声名扬溢全境，即可扩

张事业。阅时既久，即横暴之果洛族亦将踵门求诊而欢迎之不暇也。” 论及最

有效的布道方法则是“凡担任游行布道者须青年人员，以能充任医生职务或稍

有外科及医药之学识者为最适当，否则难期进步也。”“6

在西藏“又本区医药事业亦颇形棘手，盖全区绝无一处地面足以使医生有

充分之工作，故唯有以余晷兼任他项事务而已．但医生行道所至无有不立起沉

疴。至游行施医虽未睹成效，实因沿途施药不多，是以不能疗治各种旧症，且

当游行时虽以外科易奏功效，然人民除患服翳症外而他种外症又复极少。”⋯

下面就简述两个医药传教士在青海安多藏区和由青海去往西藏腹地旅行布

道成败殊异结局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19世纪末传教士蒂博特托海(Thibet

Tawhai)记录了被邀请去青海湖的南部为一个患白内障的老年男去做眼疾手术

经过。这种手术也算是一种分发药品和进行一些简单医疗的“药箱医学”

(pillbox medicine)。“8很久以来蒂博特托海就渴望能够去给那里众多的西藏

土匪送去福音。这个老人居住的地区盗匪出没，加上需要几天野营露宿的路程，

只有带有精良武装的团队才敢去那里，当时还没有欧洲人到过那里。身为强盗

中人的老年男子的儿子于是出面作了他们的向导才能避免遭到炽盛的强盗土匪

抢劫厄运。119此地藏民这种做强盗的抢劫动机心态也是是有其宗教的部落种族

历史文化传统来由的。。蒂搏特托海(Thibet Tawhai)一行携带甚多，途中就

”6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北京：中国杜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558。

¨7中华续行委办会调盘特蚕会编：‘中华归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564．

”o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46．

119。因为旅行的时候．更要成群结队，除了武器之外，还蟹随身携带猛犬以及帐幕炊具等．这种防备自然

是为了对付土匪，也为了防备非奉部落的人．⋯⋯有‘厂防备的人使町备I厄不用，譬如迎画相逢．两职行人，

常是备靠左边相让；在相当距离井，番持武器相对。彼此提防着错过去。遇有某一边不在行，或者贽力太

弱，另一边虽来预先打算抢劫，也会临时作出抢劫的行为。倘若任何一方发现对方有熟人。或者所派代表

谈及双方的熟人．则有意抢劫的也会化干戈为玉帛。如此，不能自卫又没有熟人预先介绍的，可以说在草

地是寸步难行。藏民足这样，藏民以外的人尤其是这样．所以外围传教士，一面在自己的住所预备客房马

厩，以使捌待藏民，以便旅行时多有些熟人，一匿也是枪马帐幕不假外求，才能消擞可以自卫，积毫ll可以

行动自由”．见李安宅、于式玉藏学文论选．北京；中国藏学ffi版社，2002，页330-331。

Ⅲ“除战士生活表现出来韵武勇常与抢劫相联系外，抢劫则有浪漫味，而且获剃快·有别于出家都种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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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些前些天有吃草的牛留下干牛粪，用来做燃料生火。尽管路途中他们不时地

见到抢劫团伙，但是并没有受到袭击。第5天他们到了营宿地，后等到第三天

为老人成功地进行了手术。”1

蒂博特托海这个医药传教士的经历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他的青海湖

南部之行，集合了医药传教、福音文字、游行布道事工于一体；传教士藉医传

教，是赢得当地民众官员信赖支持关键，且这种医术是可以做藏医不能解决的

白内障等简单手术的：当地民风彪悍，抢劫成性，验证传教士的一种对藏民的

普遍观感“⋯⋯每一个人都不能丢掉他的怀疑和担忧。每个男人都全副武装，

每一个男人都可能是敌人和贼”，这不是一个讲求法制而是靠熟人关系疏通排解

矛盾的社会；藏民识字率在百分之十左右，他们索受的文化教育程度是很低的，

藏传佛教是当地唯一的宗教信仰，藏民性格乐观身体健壮适应。

另一例子是加拿大医药传教士33岁瑞吉纳特(Peter Rijnhart)，因为没

有官府护卫最终途中失踪疑为土匪所害。他们夫妇作为医药独立传教士辗转多

途不畏艰险，学习藏语与当地各阶层接触往来，曾经在甘肃宣教3年，2后来

决定去实施穿越西藏腹地的医药福音布道旅行。 1898年5月20日，他们拒绝

了护照和青海当地清政府官员提供的保护要求，携带他们一岁孩子，雇用三位

仆人和经过训练的13匹马，藏文版福音书，足够5人两年的给养，还有外国医

药和外科手术医疗器械上路了。8月22日，他们的孩子查理病死在路途中，用

医药箱成殓作为夭折孩子的小棺材，把他埋葬在静静流淌过的母亲河扬子江岸

边终年积雪下。瑞吉纳特(Peter Rijnhart)他们与经过地区的游牧部落头人

交换礼品赠送福音书，不幸的是他们的部分马匹被一路跟踪土匪盗走，5匹马

跑掉3匹被杀。三个向导离开说去喇嘛寺寻求帮助一去不回，瑞吉纳特他们就

把不能带走东西藏起来，他与妻子第二天涉水过Ta-chu河，用了2天时间绕过

的艰苦的事业；另外那足受氏族集体责任所保护的：向另一群体进攻，并非不义．抢劫在氏族法律里并非

死罪，两受害一方所要求的命价，则由肇事的整个氏族来髂偿。同时又与宗教动机混杂在～起，为了取得

功德．人们常将一切贞献十寺院。为了发家致富，在有限的畜牧经济和原始的农耕中，抢劫自然是唯一出

路，然而一旦犯了抢劫的罪。个人良心又驱使自己樽做宗教贞献，对寺院贡献一多，个人的损失又要取偿

于抢劫。如此．很容易形成循环。”见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2005

年．页9-10。

埘Peter Ryaha盯：Missionarync啪，From Thibet，The Chinese Recorder[J]．<j柚．1sgs),p49．

122房建昌：加拿大基督教传教士璃吉纳特夫妇在青海藏族地区的传教活动及其它，‘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敝，)，1988年02期，页1∞一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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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阻挡的岩石。26日，瑞吉纳特告别妻子涉水去了河对岸有帐篷的部落那

里寻求食物帮助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夫人历经磨难2个月后到达打箭炉，

经过休息恢复后，这位加拿大籍的医学博士又回到美国，她的两位最亲近的人

则永远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华归主》同样也记录下这个为基督而献身

的传教士感人事情。“

对医药事工的作用评价，它在消除当地民众疑虑扩大基督教影响同时，也

为当地民众带来免除肉体痛苦的机会，“这种人道的工作有助于改变1日中国边疆

少数民族社会以巫为医的传统习俗和缺医少药的状况。”“

4．3基督宗教的文字事工

基督宗教在蒙藏地区的文字事工，我们主要依据不成系统的有限资料文献，

从传教士兜售书籍、宗教书店及出版物、影响评价等方面加以简析。The

Chinese Recorder刊载几篇关于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康区游行售书报道片

段，它透露出有数以万计的汉文藏文福音书籍宣教小册子数月内在当地大量派

送成功的记录，无论是民众还是寺庙喇嘛对传教士宣教品都表示出一定兴趣，

甚至是出钱购买作为礼物送人，在大街上寺庙前蜂拥争相讨要的“追捧”。这种

兴趣可能有出于信仰追求、还可能是对另一种教义故事好奇心吸引抑或是喇嘛

们出于了解异域洋教面对抗之的研究心态；”同时传教士在当地传教阻力较之

以前有了减少，民教冲突纠纷不再那么尖锐多发。

传教士厄普克雷布特(Rcv．Wm．Upcrafl)曾经与两个传教士一起于1899年

从打箭炉出发去理塘和巴塘旅行布道，在有3000多僧侣存在的理塘，尽管他们

很想参观喇嘛寺与喇嘛对话，这一要求遭到无情的拒绝，只是等到晚上借着黑

。"JourneythmughT『ibet andDisappearanceofMr JPetet砒h丑ht The Chinese

Recorder[J]．V01．30．N02．(Feb．1899)

讲“九十年代时在阿术多省(Amdo)布道的独立宣教师中有一个勇敢的荷兰人名叫李彼得

(PetrusRijinhart)偕其夫人李医生(Dr．Susie Rijnhart)曾冒险进入拉萨，结果，李彼得丢失了性命．

由于李彼得失人的努力，基督会派遣史德文医生及其失人偕同李彼得失人来到中国西部川藏边境地区开展

工作，并在这个‘闭关臼守’的地区内建立了著名的差会基地．”参见t中华续行委办会调盘特蚕会编：

‘中华归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lil版社t987年．页567。

掰徐永志：‘溶融与冲突一一清末民国问边疆少数民族与基督宗教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56·

126“本调壹委员会(中华续行委办会调盘特委会The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13)收到的西

藏备地喇嘛寄来的信件都表示需要基督救的出版物，可见喇嘛也开始研究基督教了”，“今天，世界上没

有任何地方、任何入比两藏人民更需蔓摹臀教的拯救与析祷了．。。仰求上帝为此方人民开放宜教之门户，

接受福音。俾皆称颂汝之令名．”见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7年，页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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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掩护相对安全时候，过来一些友好的喇嘛来到传教士住所讨要福音书和医药。

127传教士里维·利尔纳(Rev．ED．Learner)在他给英国海外圣经会关于Sining

地区工作的报告中提到：他已经卖了大约600本零星的藏文圣经，那里在过去

的时候，藏民想把圣经作为一份礼物都不可能，现在只要愿意付出10个当地通

行的现金就满足其心愿了。1勰1898年来华的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叶长青(J．Huston

Edgarl872--1936)提到，在从1922年的8月开始，卖掉和发送掉的文字材料

如下；中文书本12747，藏文书本4600，藏文小册子传单19000份，合计36347。

在Bawang与Badi，各派别喇嘛都很愿意大量接受他们的文字材料。他们可以

确定在此月有1300册好书10000份小册子发放，7月份也会有数以百计的救赎

的机会。“叶长青在另外一篇文章提到，虽然打箭炉教堂发展处在低潮衰退时

期，但是那种友好气氛仍然在藏民中存在。不仅仅小册子仍免费索取，而且那

些喇嘛还会劝告俗众去考虑加入佛教基督教的优先取舍权。当9年前他抵达打

箭炉时候，遇到的是喇嘛的敌视怀疑，但在最近的3个月(1923)他就卖出派

发14000本中文福音书和最少5000本藏文小册子。20000份藏文传单给了当地

的藏民和参观这个城市的商队。人们所见到的围着喇嘛寺门前高声吵嚷载歌载

舞的不是佛教神舞仪式，而是一些游牧民众在蜂拥讨要基督教书籍。130

教会书店出版社主要集中在打箭炉和重庆。小册子内容多是有针对性地把

佛教基督教教义作一比较，来帮助熟知佛教教义民众更好理解接受基督福音。

打箭炉诬藏宗教书店(Tibetan Regilious Literature Depot)目的是要用标

准藏文出版恰当的宗教短篇和其他基督教书籍，以便在西藏销售。该书站将书

籍免费赠送给在西藏边境工作的所有的宣教师，并雇用许多卖圣书人到处旅行

推销这些书籍和圣经单行本。 另一个重庆华西圣教书会(West China

Religious Tract Society)，该会宗旨是为中国西部地区提供宗教书籍，也为

各少数民族和西藏这块封闭的正在慢慢的为福音敞开大门的土地提供书籍，该

”lk-v．Wm．Upctafl：Not％ofaJourneyontheTibetanFrontier．The Chinese Recorder[J]．V0130’N05。

(Way．1899)

1∞。’如rk amonst M∞lrms and Tibetans”，Vol49’N02，(Fcbl918)，137．

”J．Huston Edgar：Distributing：Literature to Tibetans，The Chinese Recorder[J]．V0154。N05．

(Way．1923)pp302—303．

“J。Huston Edgar：Distributing：ilission Work∞the Tibetan Iiarchs，The Chinese Recorder

【J]．V0154，N07．(July．1923)．p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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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圣经发行量：藏语的新约42本，单行本9952本。“设在康定的西藏宗教

文字出版社拟定宗旨有三：出版标准藏文短篇经文及其他基督教书刊，分赠全

区藏民；将西藏宗教文字出版社的出版物无偿地供给边境宣教师们使用，各总

堂可雇用若干售书员旅行全区分售各种出版物及《圣经》短篇；借助于本区售

书团及宣教师在各大区域内进行特别布道。据统计1919—1920年，打箭炉的西

藏宗教文字出版社出版的短篇经文及小册子共十一万五千册，均分赠于藏人。

各种小册子所涉及内容大多是对耶佛教义义理的比较说明。”

基督教福音材料对藏区喇嘛僧侣和民众还是产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试

举两例说明。青海喇嘛领袖古伦子林(Kurung Tsering)曾经给基督教中华续

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写信要求答复“惟及不了解圣灵之性质与要旨以及贵教之

历史。⋯”爱德华·阿莫德森(EdwardAmundsen，ER．GS)讲述西藏部落头人女

儿Trashihamo这个被4个Lolos土匪绑架拐卖他乡，她发烧生病得到传教士John

夫妇治疗康复，遇藏民头人搭救在她家里仆人寻找她后，回到养育她自己的家

乡。Trashihamo把传教士送她的福音书交给在巴塘寺庙做喇嘛的弟弟Tsedng看，

被他投入火堆里欲烧毁，幸赖Trashihamo抢夺过来而得以保存，传教士同时送

给常常口诵六字真言的仆人Gezang福音书让他趁人不注意时候走到屋顶撕成

碎片。她在家人面前为传教士辩解，谈起自己对传教士的良好印象是“没有牧

师他们，我就会病死的。教士夫人像母亲一样来看望我，她跪在我床前祈祷，

第二天她的丈夫也跪下祈祷，他们给我药品食物丽不要任何回报金钱，他们没

有神、没有转经轮、没有念珠，他们好象确信上帝无处不在，不需要任何灵媒

中介，只要用心向他祷告崇拜就可以，教士他们是好人的”。二十年后，巴塘喇

嘛藏民反对传教士，Trashihamo和她丈夫商量没有舍得把那福音书烧掉而是藏

了起来不被任何人找到，因为“不能加入喇嘛队伍，但也不必反对他们，这个

1’1中华续行蚕办会调矗特委会编；‘中华归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1032．

m名录姻下：一、‘H6佛二教之解释上帝'二、‘耶佛二教之嘏释世界》三、‘耶佛二教之解释人生’四，

‘耶佛二二教之解释罪义，五、‘耶协二教之解释载思》六、‘信徒敬拜之简便仪式》七、‘绳臂》八．‘耶佛

二教论上帝、人、罪、世界及教世之异同'九、‘基督教问答》．见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

归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567。

12d“仆曾见有‘圣经》数部．开卷朗诵令人憬然归信基督。现已少悟独生子之名义及其训亩，惟及不了解

圣灵之性质与要旨以及贵教之历史．务请详细解释一切以开茅塞，俾才学疏浅，脑力薄弱如仆者亦得以窥

芟崖略也。教授医药、天文亦属蔓端．仆已知凡欲蘩神祝福者，必信上帝独生予之宗教．务祈阁下分别指

示，不可置m水答也，祗颂万福．”参见中华续行委办会调盘特蚕会编：‘中华归主》，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牡1987年，页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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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与外国传教士交往在一起是肯定会被杀掉的”。134而皈依基督教的

Trashilhamo，她平日最感兴趣阅读的福音经文是圣经第二章，特别是耶稣死后

复活的部分。””5从Trashihamo这个西藏普通妇女皈依基督教安排后事的行为

来看，传教士文字布道对一些藏民信仰上帝认可基督教葬礼仪式而抛弃西藏大

部分人死后实施天葬的做法，还是起了作用的。教案冲突激烈的非常时期，一

本福音书也可能会给当事人带来死亡之虞。

对文字事工所发挥的作用及其价值大小要给予恰当的评价是一件比较困难

的事情。在康区与安多的藏民，除了特殊阶级的喇嘛认得字外，平民能读会写

的实在很少：在西藏拉萨则不然，大多数人包括妇女在内都认识字，好些工作，

如开铺子、记帐都是女人的事情。蜥由于西藏特殊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社会演

进的独特性，基督教文字传教对当时藏民的作用是令人沮丧不容乐观的。藏民

文字识别的能力在20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仍然是很弱的，可以想象出清末民国时

期的情形也不会比民主改革后西藏民众文化水平高的。”7内地会在康定基督教

文字事工毫无成效传教基本没有发展的评价也充分说明这一点情况严重性。“

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如果文字传教的功能在藏传佛教文化区几

近于无，为什么传教士还那么热心于此，且印刷售书数量甚巨，是否还有比文

字宣教于文盲率高居住分散语言沟通不畅喇嘛又垄断知识教育的藏民更好的办

法可用吗?传教士文字事工是否还是应该给予它在促使民众归于天主教新教信

仰、搭起东西方宗教文化相互认识交流桥梁方面所发挥的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

134
EdwardAmundsen，ER．GS：Trashihamo(storyofallbetanLassie)．AStudyof'tibetan

ChaIadcr，life，CAIStO∞，HismryJ!tc．The Chin∽Recorderp]．Vot40,N09，(sept，1909)，Vol40,N010,(Oct,
1909)pp515-516．
”Edward Amundsom,F．R．GS，Trashihamo(story of a Tibetan Lassie)．^Study of Tibetan

ChaJ'acter。1ife．Customs．History。Etc．The Chinese Recorder[J]．V0140，N08．(A．eg,1909，)p584．

瑚李安宅、于式玉藕学文论选，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牡，2002，页411。

m马戎：《民族社会学一一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378--379提到。1988

年夏季我们在西藏自治区的3个地区组织了一次1312户的抽样访问卷调查。专门包括了有关语言使用与

学习情况的问题。拉萨老城区被访户中藏旗占98％，98·99％藏语很好，但藏文很好的仅占14·1％，没

有受过学校救育因而完全不会藏文的占67％，完全不识汉文的占90％．1988年在两藏备乡农牧民户主(藏

族661户，7户汉族)。72·8％完全不懂藏文，完全不懂汉文的占90·4％。汉文很好的仅占0·5％。所

以两藏农牧民通过阅读汉文藏文书籍来学习现代农业副业技术的能力普遍是很羁的。”

瑚“内地会袭用传统的传教方式。以文字布道傲先导，⋯⋯采取文字宣传，对广大文盲的民众毫无成效，

他们是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弱势群体，在H常生活中不使用文字．借助文本接受教理的方式对他们是难啦逾

越的障碍，他们需要视觉听觉类型的直脱宣传物。文字布道对掌握文化知识的僧仍也不起作用，事实上寺

庙里没有什么个人志趣‘j追求可言，更不会容忍宗教七的异端。故内地会在藏区传教数十年，成效甚微，

基奉没有发展。。见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生'，成都t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页58．



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评价昵?

4．4．基督宗教的旅行布道事工

中国边疆地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大分散小集中的空间分布的客观地理条件

和语言风俗习惯差异性大的文化生活环境，决定了初来乍到的传教士首先把旅

行布道提上活动日程。“《教务杂志》1911年的社论“蒙古的需要”指出，“我

们了解到圣经会已经考虑增加它的职员和扩展工作，在一些城市信徒的教育工

作是有许多机会的，对那些能够遇到在他们家乡的蒙古人和游牧队伍，流动传

教团直接的工作也是可能的”。⋯藏传佛教占统治地位的蒙藏地区游行布道除了

具有内地游行布道的一般特征外，“1因其地广人稀的高原草原的自然人文环境，

使得传教士的游行布道具有更加突出的地位和作用。“蒙地草原辽阔，人口散漫，

故宣教事业向以游行布道为先务。如各区对于布道事业及教会教育尚不表示欢

迎态度，即以医药事业为宣教后盾，则未有不立睹成效矣。”“2迁而广之，这

一条也完全适用于同样以游牧生活为主人口散漫共同信仰藏传佛教的藏区。下

面试以《中华归主》提到的甘肃青海西藏等地的情况加以说明这个问题。

对甘肃省的布道，传教士总结出旅行布道与设站布道的结合问题，尤其强

调“必须结识几个有势力的藏民”，并规划出具体宣教师驻扎地和旅行布道的根

据地：甘肃本省居民成分极为复杂，在各民族中进行特别工作实为当务之

急。⋯⋯对藏民布道的方式很多，旅行布道就是其中的一种。旅行布道极为艰

苦，幸而可以观赏沿途风景，体察各地风土民俗，特别是能给深居黑暗中的百

姓带来真道，诚为一大乐事。为了保证旅行布道宣教师的安全，必须结识几个

有势力的藏民，旅行布道时请他们做“东道主”，等他们到宣教地来时，则宣教

1豫永志：‘溶融与冲突一清末民国间边疆少数民族与基督宗教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页101。
1。ThcⅢ础ofmoagolia，The Chinese Recorder[J]．V0142．N04．(Avr。1911．)ppl94—195．

m内地旅行布道事工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它有什么样的目的、布道实施青及其内容方法如何呢?汤

清与道：。广传时期的绝大多数传救会和传教师认为，布道事工是传教的主要目的．所有教育、医务、文

字和社会的事工，都是为着要辅助布道事工．以求领人相信耶稣。接受教恩．建也教会．只有少数传教师

不以传教事工为传教的主要日的，面以之为次要日的。”传教事工有二：一是游行布道，二是设站布道。⋯⋯

这种游行布道工作大都是由单身传教师单或结伴或有华人传道人随行，有时不仅有师母伴同丈夫而且还有

单身女传教师参加游行布道。两腿或是轿舟车为其交通工具。船上旅含破舾街道野地甚垒纂道友或教友住

家都成为传教士过夜休息场所。宣讲福音有时向个人有时向尾随的人群，有时则设法召集群众，挂起圣经

图书，或拉起手风琴唱诗．宣讲内容有创世说、罪恶说、救赎说、末日审判说等。随着宣讲随时也分散小

册单张，即如福啻书或福音书中的章节或摘要或壤督信仰的初步介绍，大体说来。册子单张的分发，在

1877年前完全免费，其后约略取费。以求增加购买者阅看的可能性．见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

港：香港遭声出版社，1987。页553—554。

142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h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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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也要对他们“尽地主之谊”。这种布道方式的后果是宣教师必须时时注意以免

得罪“东道主”或当地僧侣。这样就限制了宜教师的布道活动。其他布道方法

则只有携带护兵及武器，或乔装旅行，但这都不是积极的办法。要想建立永久

布道事业。必须沿甘肃边境一带商业城市洮州(临潭)贵德、丹葛尔(湟源)

和为十二个藏民部族之中心保安建立宣教师驻在地。沿本省西部边境有大喇嘛

寺院一百零八座，以拉}楞寺为最重要。在北部著名的塔尔寺一带曾分发过藏、

蒙文《圣经》，其他布道工作甚少。居住于张掖以南、以西一带的藏民至今仍未

听到福音，酒泉或张掖可建成在这一带旅行布道的根据地。⋯

传教士对青海宗教现状进行研究分析，提出宣教要有应付困难心理准备和

选择什么身份的传教士去布道最为合适：青海居民尽属佛教徒，共分黄红二派，

黄派为改良派佛教徒。天主教宣教事业无。穆斯林无。可能遇到的反对与困难

是“每因异族人民之反对即感受诸般惊扰，并当游行布道时设幕而居，一切苦

楚须顺受之，并须自带一切食物。”“凡担任游行布道者须青年人员，以能充任

医生职务或稍有外科及医药之学识者为最适当，否则难期进步也。”⋯

西藏方面，“如在藏人中创始事业，则当于重要之地面着手进行，并须以该

处为中心而向各地游行布道。至担任总区之布道、教育及医药之宣教师，应派

遣充足。“5截至20世纪20年代初在西藏传教的基督新教差会名单如下：

在藏民中进行工作的差会表(<中华归主》)⋯

宣教会 总堂 开始工作时间 宣教师人数 信徒人数

莫拉维亚弟兄 列成基兰浦城 1856 3家 153

会 加拉子(克什米尔)

内地会 打箭炉 1888 1家 10

协同会 噶母(Ghoom锡金) 1894 l家3女士 无报告

宣道会 洮州卓尼Rudasi 1895 2家2人 15

苏格兰福音会 噶伦堡(印度) 1897 I家 无报告

西藏差会 大吉岭(印度) 1897 3人 无报告

m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t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526、529．

Ⅲ中华续行蚤办会调矗特委会编：‘中华归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557--558．

1‘5中华续行委办会调盘特委会编；‘中华归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565。

m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t987年。页56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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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基督会 巴塘 1904 5家 10

I五旬会 阿墩子 1912 2家I女士 无报告

4．5西藏的传教工作需要何种群体类型个体类型的人

中华续行委办会特别调查委员会在1918年秋开始为期三年全国范围内的

调查统计资料《中华归主》就清晰表明教会对藏传佛教地区工作人员需求布道

员教育医药文字懂藏语等类型及其如何面对种种困难有长期思想准备，去循序

渐进实施问题，有了明确思考对策。第一，藏区需要的传教士职业群体就是“就

惟教育之宣教师则亟宜培养领袖以便担任各乡村之教育事业。医生则须在各乡

村设立诊所，其一切普通医务可由外科之助理者摄行，如遇疑难险症方由外国

医生治疗，或送入医院亦可。又文字事业亦极关重要也。⋯““藏边目前最需要

的是到各大地区中旅行布道的布道员和医务人员；同时也需要具有特殊语言才

能的职员以便翻译《圣经》及从事文字工作。”⋯ 第二，对困难的充分估计

“藏边布道最大之困难，以予观之不外下列各项：(甲)饮食问题，藏人之食品

均不适于外国人，且不易消化。然游行藏边布道之宣教师若不进藏食，则将开

罪主人而失传布福音之机会矣。(乙)佛教各首领均反对福音。(丙)土匪扰乱，

游行多险。” “计划进藏工作的宣教会必须充分了解宣教师在本区将遇到的特

殊困难，诸如孤寂、饮食、气候等方面的磨难。本区的宣教事业，现在和将来

都必然是一项耗资费时的工作，因为话藏除喇嘛寺院外，没有可进行工作的大

城镇，居民多半以游牧为业，居无定处，宣教会不能期望西藏布道工作的成效

能像中国本部或印度那样迅速。”⋯

第三，对传教士个体身体素质商要求和对传教信众接受能力的乐观态度：

“凡派往藏人中工作之宣教师，须遴选具有健全之身体，盖本区之宣教事业较

多数地面尤形困苦，故畏难而苟安均不宜派遣前往。本会尚无宣教师用藏语编

辑短篇经文。本会在甘省及藏边宣教地之藏人中业已经营事业二十五载，深为

一般人民所信仰，故领悟救世之知识者颇不乏人。”

¨7中华续}于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564。

1螗中华续行委办会调盘特委会编：‘中华归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t页564--565·

m中华续行委办会调盘特委会编：‘中华归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568．

啪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t‘中华归主h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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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传教也是有时候入的生命不仅受到恶劣高原自然条件威胁，而且更有

可能受到当地藏民僧侣“攻击”的危险，故需要“真正敬业者”，1900年《教

务杂志》刊载一篇“对西藏教会攻击”的文章写道：⋯⋯你可以看到我们工作

形势的严峻，多次面临死神的威胁，有奇迹般地不放弃地两次死里逃生。真正

的战士说值得为战斗付出。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为西藏工作，但他们必须是真正

敬业者。“。

传教士拉普特塞(Rapetersom)提到西藏传教工作应该引起教会重视和“两

个促进为这些民众福音布道的计划”，又谈到汉人布道人员藏区工作的局限性和

掌握藏语把握藏民心理对传教工作重要性： “藏民中的教会是很少的，⋯⋯西

藏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的全部的部落和语言还不为外界所知晓，这值得中国的传

教士们就像在临近地区尤其是西藏与中国的边界地区投入布道的热情一样，但

这个工作还没有引起那些传教团体的充分注意。面前有两个促进为这些民众福

音布道的计划：一个是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另一个是由外国的传教士从其他

的工作中转移过来。”“我首先认为有汉人和藏民一起共事仍有许多要克服的困

难，在四)fl---十多年前这个想法就有一个大的教会付诸实施，汉人被派往参加

这个工作，他们努力学习藏语，我怀疑他们语言学习的能力，因为我在边区接

触到的几乎所有的汉人拒绝学习野蛮人说话，特别是藏民没有文字，导致汉人

用藏语阅读和表达出的思想里面，是汉人而不是藏民的想法，除非一个人终生

生活在他们中，否则很难掌握藏民的心理，也不能用藏民的生活背景去吸引他

们信教。””

在基督教能够找到合适藏传佛教地区布道的神职人员本来说就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而能使用藏族蒙古族布道员来为他们本民族民众宣教其所发挥效

用更好也更为难觅此类人选。叶长青非常高兴提到一个能说英语的藏民基督徒

智慧保罗(中文名：谢国安，Paul Sherab．Esp)，开始在藏民中进行主日服务。

”而这个一心做基督徒的智慧保罗，却遭到其做喇嘛的哥哥非常反对，以至付

“The Attack on our Tbibetan Wission，]he Chinese Recorder[J]．V0131，晒，，(翰y'1900)，PP 255．

”Rapetersom；Call ofTibetanborderland．The Chinese Recorder[J]．Vol6I．N04，(Apr，1930)，p226．

”J．Huston Edgar：Distributing：Wission Work oil the Tibetan Marcbs．The Chinese Recorder

[J]．V0154．N07．(July．1923)．p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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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兄弟关系疏远被藏民边缘化孤立化的困局代价。154“一个人可以想象任何一

个藏人公开其对基督教信仰而他又需要生活中旧的社会环境中会是一个什么样

的后果。这要求道德英雄主义的尝试如果成功将引发一场社会革命。”“

如果说以上是从传教士群体类别来做要求，即从事那些教育医药布道最好

要懂蒙藏语的地方语言职业类别，以及布道者如果是蒙藏等少数民族出身的种

族类别，来探讨来甄别适合藏传佛教地区工作的人选，那么内地会传教士叶长

青(J．Huston Edgar)则从个体素质选择角度着眼，曾经专门在nc Chinese

Recorder著文探讨“西藏的工作需要什么类型的人”，详细分析论证在西藏地区

特殊的工作环境中，作为传教士神职人员的个体素质基本要求是：心中要有爱、

信、望，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要有自信，要不畏危险、要有浪漫的情怀和忍

受孤寂的耐力、又有聪明才智和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的素养等等。西藏有神奇

的土地，他的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魅力十足的宗教和迷人的历史，因

而传教士的浪漫情怀不仅是一种优点而且就是恒久激情工作的需要，它是一种

精神的营养。一个聪明活泼敏锐具有科学知识背景理论思索能力的传教士可以

很好的解答喇嘛种种疑问并成为西藏喇嘛教一妻多夫制等文化的理解者观察

者。156叶长青的这种对传教士遴选训练工作的认识，不仅是基于传教实践经验

的务实之论而且是超前的指导传教事工的明智之举，1965年梵二大公会议通过

的文献《教会传教工作法令》之第四章“论传教士”就指出对传教士精神和道

德、学识和传教训练的必要性重要性。”7

154“哥哥他便发火说‘你不喜欢我，更精糕的是你还信了基督教。你必须放弃摹督教的信仰跟我走。我会

给你好多好多的牦牛和家畜。’然而我却告诉他我绝不改变宗教信仰，一定望傲摹督忠实的信徒，我告诉

他说‘不管怎样．我将永远爱你，我会从打箭炉给你写信的．但我却不能与你M住．哥哥你是个喇嘛．而

我足有妻子儿女的人。’”见礼贝‘藏人言藏：孔m康藏闻见录》，四川民族出版社r 2002年-页31．

1舒Rcv．w血uw豫n：Not嚣ofaJourneyoRthe"tibetanFrontier，The chinese Recorder[J]． V0130．N05，

(￥lay．1899)．p236．

“J．HustonEdgar：whattapyofmanis nessaryfof币bctnwork,The Chinese

Recorder[J]．V0163。N05，∞y 1932)，pp283—289．

啪从1962年10月18日到1965年12月8日共分四期举行的梵二大公会议通过的文献‘救会传教工佧法

令》之第1，q章。论传教士”指出：未来的传教士戍该接受精神和道德的特别的训练．他应当爽快地开创事

业，恒心地完成工作。在困难中坚持到底．以坚韧勇毅的心情承担寂寞、辛苦‘i徒劳。他将以豁朗宽阔的

心胸对待人；欣然接受委托给他的职务；对并民族的不同风俗以及变幻不定的环境，他蔓毅然去适应·⋯⋯

要加以学识和传教的训练，使传教上更详细地了解并民族的历史、社会组织及习惯。洞悉其道德秩序及宗

教规诫，以及这些民族接着他们的神圣传统，而形成的对天地人的深切观念．要把当地语言学的纯熟，好

能流利准确运用，丽更容易打入人的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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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西藏半截子传教路线图

早期天主教曾经成功进入西藏中心地区传教。关于基督教的十字架何时竖

立在雪域高原藏区的时闯，有不同的说法。“大多认为1624年8月耶稣会士葡

萄牙安东尼奥德安夺德神父(Antonio de(Andrade)和马努埃尔马科斯修士

(Maques)进入西藏阿里古格王朝首府札布让传教，是基督宗教最早进入藏区的

开始，1626年8月西藏第一座天主教教堂札布让教堂建成。”1718年罗马教

皇决定把西藏的传教权让给天主教卡普清派，从1704年开始到1745年，以印

度为基地的天主教卡普清教会，先后派遣十批共49名传教士，到西藏教区从事

传教活动。迟至1745年卡普清修会传教士全部被驱除出境天主教堂被西藏僧俗

夷为平地西藏，是以传教为主要目的的早期西欧天主教的渗透时期。⋯教士团

撤到尼泊尔后，曾经做过没有成功的卷土重来企图尝试，再也没能回到西藏。

以后来到西藏的欧洲传教士均不敢暴露身份更遑论传教和兴建教堂了。1661年

神父葛鲁伯(Gruber)、杜鲁非(Doryille)等人前往西藏传教道， 1716年有

神父德西德里(Desidefi)、佛莱尔(Freyre)进入西藏定居拉萨传道。1719年

方济各会的方济各德拉便拿氏(Francisco della Penna)率领12位传教士以拉萨

为中心从事宣教工作直到1760年。1821年罗马教廷成立西藏及印度斯坦宗座

代牧区，1845年成立单独的西藏代牧区，委托四川巴黎外方传教会负责，161有

教徒1200余人，1846年法籍传教士古柏察(Regie Evariste Huc)和秦噶毕

(Joseph Gabet)由蒙古经青海入西藏，被驻藏大臣琦善发现后把其押解出西

藏经四川等省驱至澳门，这是近代外国传教士企图进藏的初次尝试，也是教会

从青海入藏传教路线尝试的失败。1a21847年法籍传教士罗勒拿(Reuno Charles

ReneAlexis)从四川进入西藏昌都，亦被发现驱除出境。1856年西藏成为主教

啪杨森富著《中国基督教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认为首先到达西藏传基督救信仰的是
景教徒。十七世纪以后才有天主教徒到达两藏，来自葡萄牙目B稣会的一位教』：达拉·德·安东『已(Father

Antoaio de Aadrada)于1626年到达两藏．其余的天主教徒部足十七十八世纪才来的(页312．西藏的

基督救．)．刘锦涛‘论摹督教在弭藏的传播》(贵州师大硕}：论文．2003年．页3—9。)提出：关卡基

督教传入西藏的最早时问，盾代景教话动谎不足为信，元代景教徒或也里可温基督徒在西豫开始出现说也

缺乏可靠的史料支持，而依据现青资料明末清初说则较为可靠。

1嘴莉英；‘天主教在西藏的传播(16一18世纪)及其影响一一兼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西藏大学
学报》第十九卷第3期，2004年9月．页使。

⋯李蓉‘17．18世纪天主教在西藏传播概述'，‘西藏大学学报'V01．21No．1t 2．006年3月，页71--72·

¨1顾11民：‘中周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上海书店Ⅱ：版社。2003．页363．

”刘鼎寅，韩军学：‘云南天主教'，北京l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页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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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1857年法国传教士古儿德进入康定。1631861年拉萨三大寺和摄政热图呼图

克图地方政府要求阻止洋人入藏，19世纪90年代巴黎外方教会由西藏东南隅

退往四川藏区，而新教传教士虽然时有进入西藏，亦多为经过而已⋯。1861年

北京条约签订后，天主教会派遣7名传教士增强西藏教区的传教力量。16s1861

年拉萨三大寺和摄政热图呼图克图地方政府要求阻止洋入入藏，19世纪90年

代巴黎外方教会由西藏东南隅退往四川藏区，而新教传教士虽然时有进入西藏，

亦多为经过而已”。1860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丁盛荣受罗马教廷之命赴

西藏传教，于炉城北郊设堂传教，康区遂成为康区天主教传教的大本营。1862

年华良廷、圣保罗在巴塘城区建教堂，天主教传入康南地区，约于1879年天主

教传教士在泸定冷碛地方强占民宅修建教堂，传播天主教义。1903年法籍余司

铎以康定教徒田尚昆为从，在道孚城东修建教堂，天主教传向康北。1865年天

主教首次传入盐井。1892年，法国人倪德I逄(Giraudau)代任康区教区副主教，

主持川滇边的教区活动，他在西藏康定任职46年，卒于1943年高龄93岁。1910

年罗马教廷成立以康定为中心的西康教区，辖康巴、锡金和云南边境地区。”

1949年前，甘孜州有康定、泸定、丹巴、道孚、炉霍、巴塘六个县设教堂。”

1877年内地会的康慕伦(Dr．Cameron)进入康定巴塘等地，为最早进

入民族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1898年内地会的时常青(Edger James Huston)

等人在康定设立教堂，开展活动，为基督教传入民族地区之始。在甘孜地区，

有美以美会、内地会、安息日会三个系统，1903年基督会(Foreign Christian

Missionry Society)哈特(Susie．G．Rinehart)与史德文(A．LShdton)开始

到巴塘陆续建立教堂医院学校，正式设立巴塘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在巴塘得以

驻足并传播。螂鼎盛时候教徒达百余人，30年代部分传教士撤离。1918年基督

教复临安息日会派安德烈(John．N．Andrews)在康定泸定建立教堂开办医院，

实施间接传教的方式。1701892年苏格兰内地会的女传教士戴如意进入青海，向

瑚邛前程：‘试论请柬至民国庶区外国教会h‘民国档案，2∞6年第3期，页5I。
懈房建昌：‘两藏幕智教史》．t两藏研究》1990年第1朋页89、1990年第2期页94、98--99．

埘秦和平s‘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杜，2003．页14--16。

惭房建吕：‘西藏摹督教史》．‘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页89、1990年第2期．贞94、98--99．

川杨健吾：康藏佛光，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页6．
旧阿绒甲措、噶玛降村、麦波：藏族文化与康巴风情，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页110．

‘啊绒fiI措，噶玛降村、麦波：藏族文化与瘴巴风情，北京：民族{ll舨社，2004，页110．
1喙和平c‘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杜-2003,页54，页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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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行进在西藏那曲受阻，被迫折向打箭炉，⋯1885年新教传教士开始在西宁

传教、1909年在贵德传教，1912年圣母圣心会传入青海，”2 1877年基督教开

始传入甘肃，1878年罗马教皇派传教士来甘肃，划分为甘南甘北两大教区。”3

通过简单考察梳理以上基督宗教在藏区的宣教传播简史可知，基督宗教在

藏区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传播，似有以易搏难逐步推进把康藏打箭炉等西藏边

地作为如早期天主教士那样再次进入西藏腹地跳板的用意，借而未成。“外国教

会热衷于康区，自始就有进而””4，在西藏的东南部，是西藏、四川和云南交

界地区。这一地区的居民中，藏族较多，又多民族杂居。清末时期，由于该处

接近边境地区，地处偏僻，容易逃避官吏监督，故传教士选择此地为进藏突破

口。1筇不要说是新教没有进入西藏腹地发展信徒建立教堂，就是曾经早期一度

进入西藏腹地的天主教也没能重温昔日的美梦再现他年传教的辉煌。天主教从

西藏腹心地带撤退到西藏边缘地带即主要在西康进行传教活动，伺机寻找从东

部进入西藏传教的突破口。天主教在西康的传教活动是很不成功的。”6这是一

种由早期天主教入藏区中心传教再被驱逐退到藏边康区安多边缘地带，准备伺

机而动逐步渗透西藏之最后再欲打入西藏中心的半截子传教路线图，可惜的是

第三步设想最终是纸上画饼望藏而叹。基督宗教的藏区宣教虽有星星之火，但

始终未现燎原之势，直至最后的趋于式微匿迹，“目前伊斯兰教在西藏还有清真

寺，基督教则完全绝迹了”。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上盐井村天主教教堂是目前西

藏境内唯一的天主教堂，”

第五章 藏传佛教地区的教案纠纷及传教失败原因分析

本章内容主要归纳分析传教士在藏传佛教地区的教案纠纷和传教失败的四

点主要原因。关于教案具体纠纷交涉细节，《教务杂志》虽然有文章不时提到传

教士受到当地人们攻击，但多为传教士自己委屈遭难一面之辞的辫解伸冤：可

”1房建吕：‘两藏基督教史》，‘两藏研究'1990年第2期，页99．

m痨建吕：‘摹督教在青海传播小史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鲫年第3期·页109-110·

m陈改玲：外国传教l：近代米lf南的传教活动。《甘肃高师学报》，第7卷第3期(2002)，页5l·

Ⅲ邓前程：‘试论清末至民困康区外国教会》，‘民国档案》2006年第3期，页5l·

仍刘鼎寅、韩军学：‘云南天主教史》，昆明；云南犬学出版社．2005年。页104。

I％曹备梅：t民国时期国人对两康的社会考察及其影响，，四川师范大学硕￡论文，2006年5月。页嘶·

177保罗、泽勇：‘盐井天主教'，‘西藏研究》2000年第三期，页51．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lO期，总第

552期，页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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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为“把光明送给别人，把黑暗留给自己”宣教信念，也可能没有到尘埃落

定论输赢的最后时刻，传教士虽然有文章提到藏传佛教地区传教困难和危险，

然而在1941年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所导致基督教各差会联合机关刊物The

Chinese Recorder被迫停刊前，几乎少有公开承认宣教失败的文章发表。需要

说明的是，传教工作的成功与失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就吸收信徒和最后

结果而言，就藏区蒙古地区与中国内地基督宗教传教比较而言，说天主教新教

在藏传佛教地区的传教活动是一种失败，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目前学术界基本

占据压倒优势的观点也是传教失败论。如果就传教士在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在

促进藏传佛教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发明而言，传教士的工作也不能完全用失

败二字所能概括的。本文前面分析研究传教士对藏传佛教地区社会文化考察、

对藏传佛教理解认识、对当地僧俗的宣教布道，就不能不涉及对宣教结果的分

析及其导致结果因素的探究，所以本章的内容也是不得不说的耶佛相遇题目内

应有的话语。

5．1藏传佛教地区的教案纠纷

内蒙古地区从光绪四年1878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规模较大、影响较

深、记录在册的教案竟多达28，所涉多为天主教，究其原因既有传教士经济盘

剥、干涉地方政治偏袒教民，也有宗教文化冲突：“近代内蒙古地区的整个信仰

体系相对于内地来讲比较有包容性。以蒙古族人民为主体的游牧文化信仰体系

主要是以喇嘛教为核心内容的信仰体系。喇嘛教成为蒙古全民信仰的宗教，几

乎涵盖了蒙古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对蒙古民族施加着广泛

而深刻的影响。清朝末年，‘内蒙古地区的寺庙有1300余座，喇嘛人数占内蒙

古男子入数的40％以上’。传教士通过在蒙民中传教的实际行动中逐步认识到要

想同喇嘛教争取信徒几乎毫无可能，因而将传教对象转向外来的汉族移民。州”

中华书局《清末教案》所辑有关藏区传教交涉纠纷档案48宗，通过这些档

案记录里对时间跨度从道光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1846年3月22日)到光

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1907年6月9日)超过半个世纪的教案交涉纠纷分

l疆乌兰其格格：‘试论清末民嗣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基督宗教'．硕士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5年5月·

页36—41．页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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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特点如下： ．

第一，传教士藏区传教法律身份地位和中央西藏地方政府对传教士处置办

法处在一个不断变化调整时期。在19世纪40年代南京条约及其随后的几个条

约签字后的一段时间内，传教士只被允许在五口传教，游离内地是非法行为，

清廷和驻藏大臣对私自入藏之法国传教士噶毕约则、罗启桢等发现后一律解押

驱除出藏区。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烟台条约”后传教士到内地游历传教合法化，

中央西藏地方政府就采取拖延阻挠办法，发展到最后巴塘维西教案时候，只好

镇压民众赔款保护传教士人身财物教堂安全。

第二，传教纠纷冲突的主角是天主教传教士，新教较少涉及。内蒙古地区

的教寨冲突纠纷是这种布局，藏区亦复如是。法英美等国虽然在西藏利益上有

冲突，但他们在教案交涉中的利益勾结互助也是明显得，这个可见诸于同治七

年五月十三日(1868年7月2日)法使兰孟为请饬驻藏大臣交还所扣教士公函

事致奕诉照会、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法使兰盂为法教士于川藏交界被欺凌事

致奕新照会。

第三，教寨纠纷既有世俗层面官教、民教冲突，也有佛耶宗教间碰撞难容。

喇嘛僧侣和藏区地方土司头人在教案纠纷冲突中起了主要推动作用。“在反洋教

斗争中，藏传佛教力量担当了领导者、组织者、指挥者的重要角色，当地上司

头人暗中支助，⋯⋯康区僧俗民众格外一致对抗外国教会，这是内地教案中一

向所没有的重要特征。州∞在藏区，前期的教案冲突纠纷多是软性非暴力流血的

表现：“打教者们在所有时代的行径绝不是完全相同的，但在基本问题上却是一

致的，⋯⋯西藏人向教会的宣战恰恰既是不流血的，又完全是非暴力的．⋯⋯

归根结蒂，这是一场驱逐和抢劫的战争，丽不是谋杀和屠杀的战争。我们最好

是顺便指出其一种特征，这就是喇嘛教始终在想方设法地侮辱任何外来宗教”．
181

怫光绪二年(1876)七月二十六日，李鸿章与威妥玛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条约共三部分十六敦。附

有‘另议专条》捌定：英国如派探路队从北京经甘肃、青海赴西藏，或经四川入赋，或由印度来藏．总理

衙门应的情发给护照．或令西藏地方派员照料。参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册，北京：三联书

店．1957。页346—350．

啪邓前程：‘试论清末至民国康区外国教会’，t民国档案》2006年第3期，页56．

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第四册，北京t中华书局t 2000年·页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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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藏区规模较大的暴力性教案冲突，是发生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后1905

年僧俗参加的巴塘教案、维西教案，有不同于内地一般民教冲突教案的滞后且

参加者僧侣为重心的特点。

影响比较大的教案冲突主要有：1864年“藏中因洋人传教，人心惶惑”，

西藏官方发动僧侣参加，在全藏查拿入藏传教士。坞21865年9月29目，藏边

江卡喇嘛焚毁教士庄房，并击毙教士吕灏(项)。183 1873年“同治十二年八月

十九日，该处愚民突起祸心，将该处(巴塘)教士尽行驱逐四散，将教堂围攻

四日。初则投石向击，继则伤害抢掳，后则力奋斧斤，将教堂拆毁。”1841881

年9月8日，巴塘教堂司铎梅玉林在桃园地方被杀，1887年7月20日，巴塘

教堂被毁，教士教民被逐。螂1905年4月2日，巴塘。盐井等处教堂被毁。法

教士守仁、苏烈被杀，是为藏区影响极大的巴塘教案。娜受巴塘教案的影响，

四川里堂道孚盐井等地的藏民发起烧教堂杀教士的行动；1905年云南顺宁府洋

八景寺喇嘛聚众七百余人，围攻澜沧江沿岸法国教堂，焚烧教士房屋，遭清兵

镇压；同年，云南维西厅法教士魏雅丰横行不法伤害百姓，被中国官府追究查

办而潜逃，引发维西教案，藏民烧毁阿墩子教堂、茨姑教堂；1907年四川盐井

的民众把枪伤一中国士兵的美传教士德门拿获交重庆美领事，1909年四川盐井

藏民出售土地给法国教堂遭清廷拒绝。1871922年美传教士史德文(A．LShelton)

离开巴塘被藏民伏击毙命。瑚

S．2基督宗教传教失败原因分析

基督宗教在藏族地区的传播，从1624年葡萄牙神父安夺德(Andrade)*藏

起至民国，凡三百余年间，如果从19世纪中期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足迹开始踏上

雪域高原的圣地算起，也有近200年历史，期间宣教事业时断时续急徐不一，

一349·

m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t987。页

m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页711·

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丈学历史系；‘清末救案》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r页65·

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t页720，

722。

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救案》第六册．北京t中华书局，2006年，页竹7·

另．‘清末教案》第三册页748—757收录清政府地方丈员外务部之间关于处理巴塘教案的电旨摺片10宗·

1盯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成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7。页870、873t 874，881、885·

瑚邓前程：‘试论清末至民国糜区外国教会'，‘民国档寨'2006年第3期，页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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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虽开果难结，称之为传教失败也算公允之论。基督宗教之天主教早在蒙古帝

国时期就传入蒙古地区，最终也因为不同的民族意识和风俗习惯以及政治生活

的冲突，难以扎根于蒙古民族中。”究其布道受阻原因，试析如下：

首先，是蒙藏地区基督宗教传教力量的薄弱所致，加以教会在传教策略方

面的一些失误，这是导致天主教新教在藏传佛教文化地区信徒稀少折戟而返难

以扎根的重要原因。

在华基督教差会布道团体曾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

特委会举办的“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调查中，对各地基督教势力

薄弱之原因有过深刻的反省内视，根据他们调查总结的认识是：第一位影响大

部分地区的主导因素有二条：人力不足，缺少外国职员尤其缺少中国职员；财

力不足经费困难。占据第二位的导致各地基督教势力薄弱之原因普遍因素是：

山多民少或地广人稀导致交通不便；治少乱多，政局不稳盗匪横行促使人心浮

动。”这种人力物力的匮乏、地广人稀导致交通不便治少乱多政局不稳盗匪横

行的局面，同样贯穿于蒙藏地基督宗教的宣教活动中，甚至比中国内地和其他

边疆地区更明显。”1而蒙藏区域传教，对传教士掌握蒙藏少数民族语言、饮食

习惯、宗教习俗以及适应高原草原多自然灾害的身体条件、传教热情、不畏人

为阻力等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这样的传教士人选在教会里使他们在筹划寻

觅训练方面极为辛苦，也殊为难得。同时，在中国印度等地传教士不同团体之

间引发诸如礼仪之争争执内耗，这使基督教被视为骚乱和令人担忧的民众之教

派，这种名声使基督教提前遭到摒弃。”在西藏早期的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公

开了身份，他们不能用藏语来表达基督教教义，缺乏宗教移植以语言的研究为

先导的知识开创性，他们不能仔细研究喇嘛教教义来适应基督教传播规律，反

而用十足的宗教教条主义，处处锋芒毕露贬低喇嘛教教义毫无共存之心，以致

引起僧俗反感，同时还上告罗马教廷排挤耶稣会的德西德瑞。“

m邢亦尘：‘试论基督教往蒙古民族中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页75一加．

瑚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北京；中国杜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114页128页149

页169页187页210页254页293页269页320页345-贝372页389页413页439页462页487页509a

19l刘锦涛‘论摹罄教在两藏的传捶’(贵州师大硕士论文，2003年)页20--30。季荐‘17—18世纪天主教

在两藏传播概述》，‘西藏大学学报》2006 V01．21 No．1，页74·

忱f法1雅克玲·豢夫奈著，耿舁译：t两来的喇嘛》，济南：山东画报出J氍社．2003年，页221-237·

”房建昌：‘西藏基督教史'．‘西藏研究≥1990年第l期页s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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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清政府和蒙藏僧俗当局的防范阻挠，也是天主教新教宣教失败的

主要原因之一。

1792年福康安率兵一万余人从青海进入西藏，将受英国人唆使入侵西藏的

廓尔喀军队赶出了国境，清政府于1793年正式颁布实施《钦定藏内善后章程》

二十九条，明令禁止一切外人入藏。⋯近代以降，对于传教士及洋人入藏活动，

仅从《清末教案》辑录的四十余宗上谕摺片外交照会等档案文件，可以窥见清

廷官员上下从一开始明确反对到后来签约允许传教士内地传教暗中阻挠拖延直

至无奈施以保护传教士的政策变化。

1860年清政府被迫签约允许传教士进人内地从事与其身份相符合的活动，

允许传教士入藏就是清政府履行条约的义务，以致需要外交交涉来解决的教案

纠纷就此起彼伏地多了起来。19世纪天主教的传入，从社会的表层冲击了藏、

川、滇交界处藏族地区农奴制，传教士们最希望拯救的灵魂，恰是首先接触到

的受苦受难的农奴。在吸收农奴为教徒的过程中，必然触怒最基层的农奴主，

而天主教与藏传佛教为争取信徒也产生矛盾，传教士为此也要得罪藏区宗教上

层。所以，民教之间的冲突就在所难免。此外，清廷驻藏官员也希望维持藏区

农奴制的相对安定。因传教引发的民教冲突，也造成清廷驻藏官员的不安。”同

治三年(1864年)八月初七日驻藏大臣满庆等人再次向清廷里上奏折，请求阻

止洋人传教：“惟以前自云南及打箭炉行至擦瓦、扪孔置业之天主教罗肋拿、肖

法日等，在彼数年，任意传教，已扰乱番民数人心意，现在设法将该从教者分

别查办，并不准彼处人等擅行来藏。⋯⋯应请援情奏明大皇帝，饬由打箭炉地

方官认真查出关兵民，方免洋人潜赴藏地”。”1866年，达赖喇嘛致函驻藏大臣，

明确表示：“窃思天主乃系邪教，居心怒在西藏流传彼教，希图殄灭黄教．是以

上年曾有僧俗大众同心公议，出立誓结，纵死均甘阻滞天主之人，不准一名擅

人藏境⋯”。”蒙民藏民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就是一种属于集体皈依的情况。”西

194许广智：‘试论西方殖民主义者早期对西藏的渗透及其侵略活动》，‘西藏大学学报h 2004年03期。

1孵刘鼎寅、韩军学：‘云南天主教史》，昆明：云南大学{}{版社，2005年。页112·

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台编：‘清末教案》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页
411。

1舯秦和平：‘近代藏区天主教传播概述'，‘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页135。

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第一册，北京t中华书局，1996年，页60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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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僧侣居统治地位，在康区与西藏情况稍有不同，僧侣寺庙与世俗政权保持着

或合一或联盟的政教关系，但僧侣宗教阶层地位仍然很高，枷唯此，不难理解

传教士在几乎全民与藏传佛教牵连的藏区生活居住是举步维艰。有一篇传教士

笔记是如此抱怨的：“旅行在巴塘，我们传教士中的一个成员曾经想留在那里，

最后发现那是多么不现实，没有房子可以租赁到，没有旅馆住宿，租到两间房

子都是妄想。这里的财产都属于僧侣，埘他们不希望任何外国人留下来，与户

主争执是徒劳的。202另有一次传教士受到当地部落联合攻击，到达传教士居住

地的藏民开始毁坏房子，只留下残垣断壁和孤零零的柱子矗立那里，收留传教

士房东必须赔偿藏民40银两作为为传教士提供住所的代价，另外的100银两罚

款也要上缴，部落谴责传教士到来后藏起雨水，导致他们村落间战争、每个峡

谷河流干涸、入畜死亡、拿走他们宝贝、伤害他们每个入。他们把传教士洗劫

一空后赶出来不允许再返回。后来总督答应一有可能就送传教士回去并赔偿我

们全部损失，传教士坚持也必须回去，因为放弃这个点就等于毁掉沿峡谷的所

有布道工作。”203在蒙区藏区也毫无疑义地出现一系列暴力流血佛耶冲突民教冲

突教案纠纷。撕

再次，藏传佛教基督教两种排他性较强的宗教，当他们一旦相遇碰撞争夺

宗教统治地位，就会彼此唯我独尊势难容人，这个是天主教新教布道失败的根

本原因。
。

宗教发挥着几种重要的社会功能：首先通过提供正确和错误的观念，它约

师马戎在‘民族社会学一一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指出：宗教的传播途经可以大致归为两类；一是个体

皈依．即个体社会成员因接触某个宗教Ifi『对之产生信仰，成为信徒；二是集体皈依。一般足部落、族群、

王国领袖人物成为某个宗教的信徒后，通过其对属民的个人威信或行政权威引导整个群体皈依该宗教。由

于宗教教义中往往包含了对世俗政权的态度。所以族群或部落首领对境内出现的并自宗教也往往1}常关

注，当发现其部分属民通过皈依谢信仰他所不信仰的某个宗教．就口r能对这一宗教进行迫害，限制其发展，

以防止这个宗教集团发碰成为新的政治势力而对自己的权威形成挑战．不耐宗教町能以族群作为彼此的大

致边界，尽管族群的个别成员有信仰与本族群主流宗教不M的宗教的可能性，但是其社会影响十分有限。

见马戎：‘民族社会学一一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627．

硼杨健吾：‘康藏佛光，，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页222。

捌察雅的官员们提iif达赖喇嘛是主人，土地房屋等一切都属他所有。并对天主教的传教士说“我们不希

望两藏有一丝一毫的摹督教的踪迹。你们手中掌握的所有西藏人将要被夺走，如果他们放拜你们的基督救，

那么他们以后仍旧足奴隶：反之我们璺把他们投入江中。”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清末教案》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148。

硼Rev．Wm．UlⅪraft：NotcsofaJourneyonthel_lbetanFrontieT，The Chinese Recorder[J】． V0130-N05，

(May．1899)．p234．

弼‰Aitackon Our Thl"ocmuMission骨．Thealin澉Recorder[3]．V0131．N05．(May．1900)．
埘乌兰其格格：‘试论涛束民国时期内蘩吉地区的基督宗教'，硕士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5年5月．
页36--41。页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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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范围广泛的行为。第二，它为可接受的行为设定标准，有助于现存社会秩序

永久延续。它将做决定的负担和责任转到神的身上。第四，它在维持社会团结

方面起很大作用，提供一种精神的自信。最后是宗教还为教育服务。205排他论

和兼容论的态度是历史上处于强势扩张性的基督教固有常态，撕它在蒙藏地区

亦复如此。再来观察藏传佛教，其义理的博大精深使它在与其他宗教长期反复

的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最终征服人心。2町西藏宗座代牧丁硕卧主教1874年

10月22日予打箭炉写给罗马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提到：“佛教在这里已经

及其强有力地渗透进了人们的心灵、法律以及最基本的风俗和思想中了。以致

于为了导致这些尚处于半蒙昧状态的部族修持基督教，发动一场深刻和几乎是

彻底的革命则是势在必行的。”“。

藏区皈依信仰基督教人数少发展慢，藏族本身信仰的更少，信者所关心的

多是自身利益需求较少深究教义义理。209方面是藏传佛教足以满足藏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需要并辅之于政治经济宗教手段对社会大众进行控制，对外来西方

文化进行打压排斥，2m另一方面则是传教士乐观坚信基督拯救唯一和西方基督

教文明文化优越优势地位，必欲对藏传佛教非客观评价歪曲贬低打压后取而代

埘f美l成廉·Aol哈n维兰著，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十版)'，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页417。

脚英周当代宗教哲学家和摹督教神学家约翰·希克(}Iick,1922-．)考察了基督教对待其他宗教的三种市场

真理观；排他论认为拯救只有在追随耶稣基督的基督救中，只有一条摹督敦真理之路{兼容论认为拯救最

终篓通过基督敦．其他宗教的人也有真理的种子。他们事实上说匿名的接督徒．墨走也在】鼬§宗教中做工；

多，己论认为每个宗教都足对终板实在的有效响应，都足通向人的拯救解脱的道路、方式或者空间。第一种

态度真理观足帝国主义式的独断论，第二种是温和的排他论。参见王志成：‘和平的渴塑一一当代宗教对

话研究》，北京；宗教文化!ll版社，页48。

斯藏传佛教的教义具有深刻#富的哲学内涵和严密精致的思维方式以及完整有序的逻辑体系，大小乘兼容

而以人乘佛教为主；大乘中显密俱备。尤在密宗，并以无上瑜珈密为最高修行次第。它的灵魂转世说造就

了青藏岛熔蒙古草原独有的众多活佛人群，创造了世界宗教史上一种特殊的僧似文化现象{一句崖少皆知

的六字真占，千西年来不知为多少追求来世幸福的人们带来丫难以言传的心芡慰籍。藏传佛教浩瀚的典籍

中。包含着藏族天文地理自然历史医学数学语占文学艺术等多学科的火量原创性知识，是藏民族哲学智慧

思维智慧的宝贵结晶。参见杨链吾：‘康藏佛光》．成都：巴蜀书杜，2004年，页250、页258。

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救案》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348。
埘徐君： ‘近代灭主教在康区的传播探析'， ‘史林》2004年第3期，页66--67。

210徐君：‘近代灭主教在康区的传播探析》，‘史林》2004年第3期，页鸪撵到：藏传佛教为藏民提供

了体现在文化层画的宗教信仰6种耩本功能；心理、超越、圣化、先知、认同、超越过程等，对藏民这个

集体社会而肓，也小缺乏盘尔斯特备落克认为皈依宗教的五种经济，社会，机体，伦理、心理等“短缺”

原凼，故藏民就皈依外来其他宗教的驱动力就币如中国西南地区其他民族强烈。房建吕著有{西藏基督敦

史》(‘两藏研究》1990年第2期)页100提到：摹督教在西藏的传播史是一部失败的历史，一方面是因

为西藏本身宗教生活十分丰富，很难对基督救感兴趣．另一方面摹督教缺乏内在地得到帝国主义的立持。

杨健吾著胄‘基肾救在四川藏族地区的传播》(‘宗教学研究》2004年03期)页116认为：基督教在四

川藏区传播的不成功。反映丫藏传佛教这种成熟的人为宗教的强大排他性，也反映异质文化交流的困难。

陈改玲的‘再论外周传教If近代来lr南的传救活动》(‘甘肃高师学报》．第10卷第1期(2005))页53

提到；甘南当地的藏传佛教寺院采取了许多描墙不让群众信洋教，如鞭打，罚款、列入另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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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中华归主，碰撞冲突水火不容势所难免。西藏宗座代牧丁硕卧主教1873年

lO月7日于打箭炉致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席鲁的书简可以帮助我们很好

理解传教士这种拯救西藏心态：“喇嘛中的大部分人却直言不讳地承认，欧洲人

大量涌入中华帝国的东部，现在正在西进，在西藏被迫接受西洋人的做法已经

为时不远。⋯⋯但在等待期间，他们可能会给我们制造大量麻烦。我们并不缺

乏对策，但使用这些手段民众却如此无知。在由该民族接受的思想和欧洲所代

表的思想之间，其斗争将是长期而又艰巨的，藏族人仍处于文明的雏形阶段，

正值童年时期，仍具有童年时代的本性任性和固执，他们尚不善于推理，无分

别地放纵自己的情感，⋯⋯喇嘛们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性格，这是一种适合

所有罪行和一切真正过分狂热的手段。我们希望福音的仁慈能够战胜这类难以

驯服的本性”。“118世纪早期赴喇嘛地区的基督教会，“被一个干旱内陆地区很

少受洗礼的民族击败了，被一个蒙昧佛教僧侣集团所拒绝，被一批畏怖之神战

败，教会只有采纳其古老战略了：嘲弄它无法征服的一切。””2

最后，异质文化之间存在冲突的先天可能性，是导致天主教新教在藏传佛

教文化地区福音传播好梦难圆心想事不成的本质原因。

民族社会学的理论认为，在族群(民族)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各族群都会

根据其传统居住地的地理、气候、自然资源条件而形成各自特有的传统经济活

动(如农耕、畜牧)和传统生活方式(定居、游牧)，同时形成自己传统的价值

体系和行为规范。与其他族群的宗教和文化交流也会影响到本族群在价值观念

和生活习俗方面的转变，⋯⋯所谓“文化”，其深层内容是人们的价值体系和行

为规范，它是人与人之间行为互动的关系准则。文化的同化(Acculturation

涵化)也就蕴涵着行为准则的相互认同。“3宗教是所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有信仰和行为模式构成，“‘《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在十九世纪所有来中

国冒险的人(外国商人、外交官和军人、传教士)当中，为什么那些不是为了

2n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第阴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329。

212【瑞士】米歇尔·寨勒著．耿舁译：‘发现两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页57．
2Ⅱ马戎：‘民族社会学一一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203--204。

Ⅲ【美J戚壤．A．啥维兰著，盟铁膀、张钰译。‘文化人类学(十版)k上海：上海杜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页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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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自己的利益(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效劳)而是要给予利益的

传教士，反而引起了最大的恐惧和仇恨呢?因为“如果对这个问题有任何一个

答案的话，那就是传教士深深地不可避免地坚信这一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变

中国文化，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共同目标是使中国皈依基督教，

而且他们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2“具体到蒙藏地区文化而言，传教士克宁翰

(R．Cunningham)认为，藏区传教重重，喇嘛教是一种家庭宗教。每一个家

庭在寺庙都是有其家庭成员做代表，反之亦然。一个喇嘛如果接受信奉基督教，

那么他不仅会遭到喇嘛寺庙而且包括其家庭的排斥，如此经历在蒙藏是很稀少

的而且是不可思议的。成为基督教徒又要待在寺庙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罗马天

主教动员五十年以上在藏区艰巨的传教活动，最终也没有留下一个喇嘛皈依基

督教信仰的记录。“基督教在藏区喇嘛区的零星存在一如大海的孤叶扁舟，淹

没在藏区僧俗文化的汪洋中。宗教是西藏传统文化的灵魂，是西藏各种文化因

素构结整合的枢纽。”7藏传佛教建立了严密的宗教组织，具有庞大寺院经济，

确立了“政教合一”与活佛转世的独特统治制度，进一步强化了佛教的社会性，

把全西藏及其民众都纳入了一个共同的佛教系统，规范了人们的信仰和道德行

为，影响决定了西藏民众的整个社会生活。“。

如果基督宗教要在藏传佛教地区的宣教布道成功和蒙民藏民对它的接受

融入如愿，那么其实质就是一场改天换地的文化洗礼，219宗教信仰己成了藏民

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评价生活的方式，藏传佛教文化己深入人心，历经历史的积

淀，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心理模式，左右着西藏人们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取舍。

基督教文化与西藏传统的佛教文化类型各异，致使藏民认为基督教“与地土不

宜，佛教不合”，反对传教士在西藏传教，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心理使然，是异质

2廿『美1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599。

2坫R．Cunningham：Tibetan：Prayers．P矗龉培，and Pilgr／mages，Thc ChJllc．sc Recorder．V0144，NoS,(Aug．1913)p490．

2”桥根镄：<两藏的文化与宗教哲学》，北京：高等教育ffj版社，2004年，序言页11．

21晰根镄t‘西藏的文化弓宗教哲学》，北京：高等教育{ij版社，2004年，页21--22。
抛宗教信仰是民族认同的前提条件。是社会安定与民族得以维系发展的基础，决定着他们的价值观伦理道
德观。⋯⋯一种宗教的传播不口J能是在被传播地保持原有信仰的摹础上进行，而该过程必然会捧斥原有宗

教或者整合原有宗教而得以完成，这就意味着要摧毁传播地民族传统文化或整台传统文化，让他们改变生

活方式，接受曾令他们匪夷所思的文化规。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传播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模式代替另

一种文化模式，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一种社会维织战胜另一种社会组织的过程。这对当地

民族来说无疑是一场文化洗礼，其中必然有着激烈的文化碰撞，复杂的原因和痛苦的抉择。参见刘夏蓿：

安多藏区族际关系与区域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页212．



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文化之间存在冲突的结果。4基督教神学对“彼岸世界”的天堂地狱的建构，

其正视死的问题以及为死所建构的终极关怀，与儒家尚仁而成圣人，道家体道

而成真人至人神人，禅宗识心见性而成佛，都在此岸今生而非“彼岸世界”的

中土文化有强烈的异质性，在当时是不可调和的，由于没有找到两种文化的会

通或融合的切入点，所以历史上的基督宗教文化没有在中土真正发生象佛教那

样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基督宗教文化的强烈排他性或征服性，使其不能

象佛教那样以中土文化为根基在双向扬弃中寻求会通或融合。221例如从17世

纪30年代开始到1939年止持续三百多年的“中国礼仪之争”的冲突，就是因

其深深地根植于中西文化各自的传统之中，观察这段历史正可以促进理解中西

文化的本质差异。2221939年12月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批准传信部《众所周

知》部令中所公布的简短规定，宣告中国的礼仪之争有了一个官方结论。该指

示称尊孔本身并不是宗教行为，而是民间礼仪，基督徒可以此方式礼拜孔子。

同时，祭祖也应该被视为合法的和正当的合法礼仪。并且所有的司铎都被免除

作‘自上主圣意》宪章所规定的宣誓的义务。罗马教廷经历多次的反复之后终

于明白，要重视宽容，要对待非基督宗教民族采取文化及宗教上的开放适应的

政策态度。223在天主教梵二大公会议的文件“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指

出：“教会劝告其子女们，应以明智与爱德，同其他宗教的信徒交谈与合作，为

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作见证，同时承认、维护并倡导那些宗教徒所拥有的精神

与道德。以及社会文化的价值。”224这会是一种中西宗教文化融合双赢得结局前

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传教士传教失败的自身主观原因是人力物力

的不敷使用，如果说这个初步阻碍他们雪域草原福音事业走向成功的原因，上

天假以时日尚且可以克服掉的话，那么前面仍然有其客观对立面的清廷中央政

府蒙藏地方僧侣政权定会为争夺统治资源生存权而在国势衰弱屡战屡败节节退

拗刘锦涛：‘基督教在两藏的传播》，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5月，页23-24．

翻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学术版)第一卷“总论”，南京： 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页465。

怂苏尔诺尔编．沈保义顾卫民朱静译：中国礼仪之争一西方文献一百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i年，
中文版序页2。

勰苏尔诺尔编．沈保义顾卫民朱静译；‘中国礼仪之争一西方文献一百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页175．gI育页18一19。

翻‘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5．页470。

61



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让的屈辱无奈中放手一搏。传教士借助西方母国超宗教的政治经济军事手段，

怀着西方文化的优越感意欲改造蒙藏“番蛮”来中华归主，但是藏传佛教天主

教新教他们宗教本身骨子里具有排他性；如果视宗教为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

那种先天异质的藏传佛教所代表的东方文化与奠定西方文明根基之一的基督教

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中国必然冲突难容从而导致天主教新教传教失败的最终

结局，说明遵守基督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太--A：19)的传

教士“所撒的道种，是落在路旁，浅土上⋯⋯还是落在好土里”4的疑问冰释

若揭：基督福音道种不幸落在蒙藏文化区域的路旁瓦砾石堆里，传教士辛勤耕

耘得到的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超出其控制能力的失败结局。正是这四种主要而

关键的层层递进深入的因素，致基督宗教在藏传佛教文化区的宣教活动最终铩

羽而归无功而返。

第六章结语

近代来华传教士分析了蒙藏地区以藏传佛教为主导的宗教主宰民众日常

生活的历史文化背景，面对地广人稀地理气候条件复杂多变且以游牧农业生产

为主的雪域高原蒙古草原独特环境，他们在对当地自然条件社会文化语言习俗

考察研究基础上，借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手段，采用医药文字游行布道等当时

最适合可行的传教策略，加以综合性传教模式交通，心怀满腔热忱，来促使上

帝福音落地发芽于蒙藏地区民众心田而想方设法心思用尽，可谓岩板上种苗旱

地里插秧。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蒙藏特殊的地理空间文化空间里，由

于种种难以超越的主客观条件限制以及历史现实复杂问题的纠缠制约，似乎早

已埋伏下基督宗教与藏传佛教对垒中传教士宣教必然失败的历史宿命，遗留下

半截子的西藏传教路线图。西方远涉东土的基督宗教这种骨子里带有普世主义

情怀的宗教，在藏区高原既未扎根也鲜有硕果，只落得个风吹雨散折戟而返的

结局。传教士加哈姆(D．C．Garbam)文章说“蒙古的喇嘛教可能因为与西方国

家文明的联系已经失去根基了，但是西藏的喇嘛教仍然像Gibraltar的岩石一

墙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页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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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站立。今天它以神秘化魔鬼，一个陌生怪异魔力超自然力的潜能而成功。”226

作为两种可谓完全异质文化的基督宗教和藏传佛教，在藏传佛教居统治地位地

区的相遇，如果从蒙元时代算起，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几近千年历史过程。

同时，外来传教士对藏传佛教文化的认识过程，经历了一个从外围的观察分析

到内里的渗入布道以及交锋对话，这是一种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设计周

详的计划路线图。而具有普世主义情怀的基督教最后在雪域高原播种龙钟收获

跳蚤的结局，其失败也是传教士本身不得不承认的，内地会的传教士叶长青说

“随着依靠基督对其救恩工作的完成时间的到来，⋯⋯我怀疑的即基督教在西

藏立足的希望很少，除非它能带来喇嘛教所拥有的那些好处。⋯⋯藏民宗教的本

质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化身和可见的身体来代表他渺茫成功的前景。在这些野

蛮和偏远的地方削弱喇嘛教的做法是徒劳的”。”它也说明作为一种关于上帝和

耶稣基督信仰的基督宗教，作为一种带有神圣性和超越性文化的基督宗教，它

无法与文化割裂开来“基督教要在中国传播，就必须与中国文化相遇相容。使

两种不同特质的文化相互补充”。228这些传教士出予对彼岸世界基督信仰的坚

贞，他们排除了一切常人难以想象的随时都可能遇到的险阻，以及语言生活、

人际交往、政治压力等数不清的困难，用各种方式去传教。229如果我们不单纯

以成败论英雄，不以文化独尊心态看待宗教信仰背景，他们就是为信仰而献身

宗教事业的虔诚英雄。近代传教士对藏区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的考察，对蒙藏僧

俗各界的传教。主体上是～种宗教信仰的行为，客观上也起到西学东渐东学西

传的文化交流积极作用。因着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欺凌的特

殊历史背景，就不可避免地使西方基督宗教传教士本应相对超然的宗教活动与

西方列强殖民政治活动，天然带有千丝万缕斩而不断的内在联系。站在历史发

展大背景上观察，但这无掩于传教士们在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史上所写下的积极

～页。耶佛雪域高原蒙古草原的相遇碰撞交流对话的得失成败，对我们多方面

“D．C．C,ashan‰TheRellSlon ofthtTdMmnsJhe Chinese RecorderCJ]．V0162，N07(July,1931)，p442．

“’J．Huston F．dga‘nc Centralizing．Civilizing,and AbsodBing Power of Lamaj蛐in 1jbcl’The aIiII雠

Rccorder[J】．V0144,N07，，0ⅡIy’1913)，p420．

勰【芬1罗明嘉．黄保罗。‘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处境神学韵中国一北欧会议论文集》，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页407．

搿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学术版)第一卷“茸论。，南京t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页350、
页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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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蒙藏地区的历史文化及其中西文化交流，对今天全球化时代的各宗教间跨

文化多元平等包容的对话，促使各民族国家阃和谐相处消弭文明中间冲突对抗，

仍有一定的启示推动作用。

附录：

表格一(The Chinese Recorder教务杂志’有关藏传佛教及其西藏问题文章统计3l篇

时问 栏目 页码 篇名 作者

18“年7-8月 投稿 页262-266 中国与鞑靼人和西藏部族的关系 EH．Packer

1884年9一lO月 投稿 页351一姗 中国与鞑靼人和西藏部族的关系 E．H．Packer

(续)

1885年12月 投稿 页453-454 藏谮中的地理名辞 J．Edki船

1898年1月 传教士 页49 西藏消息 Peter Sy’nhart

信患

1899年2月 传教士 页100-102 P．rJjnbart西藏之旅及其失踪

信息

1899年5月 投稿 页232．236 藏边旅行记 Rev．Wm．Upcraft

1900年5月 投稿 页253—255 对西藏教会的攻击

1907年12月 投稿 页649--659 穿越藏东旅行日记 Edy．Amundsenn

1908年2月 投稿 页86—97 穿越藏东旅行日记(续) FAy．舢dsenn
1909年6月 投横 页334—342 Trashihamo一个西藏少女的故事一 Edward

一个关于西藏人性格、生活、风俗、 Amundse玛ER．GS．

历史等的研究

1909年7月 投稿 页402—407 同上(续) Edward

Amundsen卫R．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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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8月 投奠 页455—462 同上(续) Edward

Amendsea．F．R．GS

1909年9月 投稿 页514—520 同上(续) Edward

Anmndsen,ER。GS

1909年lO月 投甍 页579--585 同上(续) Edward

Amundsen卫R．GS

1911年3月 通信 页171 被忽略的西藏 George．Parker

1913年7月 评论 页400 藏传佛教的力量

1913年7月 投稿 页411--420 西藏藏传佛教的统一、开化、以及吸 J．Huston Edgar

收力量

1913年8月 投稿 页486—4∞ 西藏的祈祷者教士香客 R．cenningbam

1917年7月 投稿 页440--445 六字真言z一个西藏的祈祷者 J．Huston Edgar

1918年2月 传教士 页137 在穆期林与西藏人中问进行工作

信息

1923年4月 投稿 页228—229 Litholatry in Badi and Bawaag．和一 J．Huston Edgar

些非喇嘛教徒地区

1923年5月 传教士 页3舵一303 西藏的文字分发 ．· J．Huslon FAgar

信患

1923年7月 授祷 页403--404 西藏发展的差会工作 J．Hustoa Edgar

1926年5月 通信 页372 自然环境与西藏人的生活

1926年6月 投稿 页393—396 西藏考察报告 J．Huston Edfar

1929年8月 投稿 页506--510 五台山的喇嘛教(藏蒙等地区信奉的 Henry Payne

佛教)

1930年4月 投稿 页226--229 对于西藏边界问题的呼唤 Rapetersom

1931年5月 投稿 页311--316 一些藏族社会习俗 D．C．Garham

1931年7月 投稿 页439--442 西藏的宗教 DC．Garham

1932年5月 投稿 页283--289 西藏的工作需要什么类型的人 J．Huston Edgar

1940年11月 投稿 页696--706 西康朝圣之旅 CC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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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The Chinese Recorder教务杂志'有关藏传佛教及其蘩古饲题文章统计3：篇

时问 栏目 起止页码 篇名 作者

1867年5月 投稿 页24--25 在西鞑靼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

1867年6月 投稿 页42一“ 蒙古之旅

1870年12月 笔记 页189 蒙古的差会工作 F．Hanrow

1872年2月 投稿 员231--233 进入蒙古旅行记 LN．W

1874年l一2月 投稿 页3一17 对蒙古佛教的褒贬 Hoinos

1875年5—6月 投稿 页181—197 蒙古骆驼 Hoinos

1875年9--10月 投稿 页323．337 在蒙古怎样旅行
’

Hoinos

1875年11--12月 投稿 页401—409 蒙古的窃贼 Hoino口

1876年l一2月 投稿 页12—17 蒙古的狼 Hoinos

1876年5—6月 投稿 页169—173 一个蒙古喇嘛对基督教的提问 Hoinos

1877年l一2月 投稿 页24—30 一个蒙古法院 Hoinos

1877年3—4月 投稿 页124—128 一个蒙古监狱 Hoinos

1877年7—8月 投稿 页273—295 在蒙古的中国人 Hoinos

1878年1--2月 投稿 页1—5 友好的蒙古人 Hoinos

1878年3—4月 投稿 页儿8—1巧 蒙古的伊索 Hoia哪

!879年s一6月 投稿 页203—2∞ 蒙古人关于基督教的更大困难 Hoinos

1879年11--12月 通信 页462--463 蒙古洪水的传说 Hoinos

1880年1—2月 投稿 页57—59 蒙古的废墟 Hoinos

1880年3—4月 投稿 页120一124 福音在蒙古 Hoinos

1880年3—4月 投稿 页129—138 蒙古的医疗 Hoinos

1880年7—8月 投稿 页269--272 蒙古的故事 Hoinos

18舳年9—10月 投稿 页342—349 蒙古气象学 Hoinos

1881年l一2月 投稿 页57—58 蒙古巫师 Hoinos

1881年3—4月 投稿 页1∞一114 关于蒙古的谬见 Hoinos

1884年5—6月 投稿 页211--214 肇古语言 Hoi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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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7月 投稿 页275—277 蒙古Kwic Hwa Ch’cn GW．clare

1889年6月 投稿 页2鹌一254 蒙古的一次死刑执行 J．Gilulouf

1911年4月 通信 页231 黑暗的蒙古
。

1911年4月 社论 页194--195 馥古的需要

1912年8月 社论 页442--443 在肇古工作

t912年8月 投稿 页455--462 在蒙古的传教工作 GH．Bondfirld

1924年3月 投稿 页147—152 萤古王子结婚 WR．Stewart

1924年7月 时势 页476 传教士被逐出蒙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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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Recorder,1867--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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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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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l】．冯宪华：论文‘网络宗教传播模式与传播伦理——兼及以“大陆基督徒论坛”网

站为个案的分析》。参加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宗教

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举办的“网络时代的宗教”学

术研讨会(2005年4月15—17。上海复且大学)

【2】冯宪华：论文‘近代基督宗教在藏族地区的传教策略分析及其失败原因认识》(14000

字)，参加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旧金山大学利玛窦

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联合举行的“多元族群与中西文化交流——基于中西文献的新研究”

的学术研讨会(2007年3月23至25日南京大学)，论文修改后将收入论文集由上海人民

出版社出版。

[31冯宪华、孔艳梅：‘近代来华传教士藏区传教失败原因探究》，‘消费导刊》二00七年

七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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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1】编写由香港陈攒一主编的中国基督新教史(1807-1937)书稿：第三章中国基督新

教来华第二期(1843．1859)、第四章中国基督新教来华第三期(1860-1874)约4万字及

其附录：基督教新教在华主要报刊简介(50个刊物，11981字)、中国基督教新教历史大事

年表(8256字，123条目)。

【2】参与导师2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宗教学课厨：教务杂志研究。

【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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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三年前承蒙陶师不弃，得以添列门墙。三年间从学习生活身体锻炼诸方面直至如何买

书读书傲资料长编进行论文写作学术训练，恩师都对我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可谓是手把手

教会我如何做学问写文章，是他带我走进基督教史学术研究的大门，没有他我还不知道自

己还要在游学不定旁涉杂学的学术研究的弯路上摸索多久。读研期间陶师还推荐我外出参

加05年4月复旦大学和07年3月南京大学的两次学术会议，2005年7月参加华中师大基

督教署期学习班，使愚钝如我者遂以得窥学术门径慢慢登堂入室。本论文是在恩师陶飞亚

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从文章立意、框架结构、收集资料、写作初稿、修改定稿，恩

师都倾注了大量的关怀和心血。在我因为家庭生活求职就业压力骤大而变得消极懈怠时，

恩师都给与及时的引导督促，电子信箱里与他几百封往来的电子邮件是一段师生情谊缘分

的见证。恩师作为国内研究基督教史的翘楚名家，视勤于学术研究为安身立命之本，在文

学院副院长行政职位上踏实高效工作。在栽培博士生硕士生授业过程中严而有爱，是我对

恩师的最大印象。只是我自己先天禀赋以及研究方法技巧和思想觉悟的努力不够认识到位

不足，这篇学位论文远没有达到恩师所要求的目标，心中甚为惭愧，每每引以为醒，立为

今后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警木。

我想在这篇致谢里特意地对恩师说一声：

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感谢上海大学李向平教授、顾卫民教授，陈勇教授、刘长林教授、徐有威教授、朱学

勤教授、方旭东副教授、张元隆副教授等授业老师。我也要感谢复旦大学的徐以骅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刘家峰副教授、浙江大学的王志成教授、南京大学的特木勒副教授、西南民

族大学秦和平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刘鼎寅研究员等，他们在我研究生课程学位学习论

文写作和修改学术会议论文的过程中给与了大量指导帮助。刘鼎寅研究员把他有关天主教

在藏区传播的相关内容书稿电子版发送给我。热心帮助我解答疑难问题。感谢内蒙古大学

刘青瑜博士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周辉博士，她们分别在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会议上

点评我的论文。本论文第四章基督教在藏传佛教地区的拓植布道主体内容，曾经提交南京

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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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联合举行的。多元族群与中西文化交流——基于中西文献的新研究”的学术研讨会

(2007年3月23至25日南京大学)，该部分论文修改后将收入论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

还要感谢生我养我的父母双亲。来自山东孔孟之乡已过而立之年才去上海读研的我，

没能遵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圣贤古训，没能尽孝侍奉罹患脑瘤的慈父冯昭敏，他是恩爱慈祥

善良勤劳俭朴的老好人，他在经受癌症折磨与死神斗争两年后撒手人寰。我诚愿这篇短小

不成熟的硕士学位论文能告慰天堂里的先父之灵。我的年逾花甲还在山东农村老家种田自

立的老母亲，我的在家乡一中教书堪为贤妻良母好妻子中芹，我的聪明可爱读小学四年级

儿子冯开元，感谢你们带给我的快乐关爱，我愧欠你们需要回报你们的太多了．

感谢我交谊甚多的饱学才俊同门师兄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刘义、上海大学博士生江山、

上海大学硕士生师弟杨卫华，卫华师弟三年来与我同门学习，他忠诚老实勤奋好学博览群

书转益多师，富有研究学术才气写文章快而好，对我多有所助。感谢我的亲友朱定峰、覃

哲、张强、杨文波、赵飞飞、曹娟、孙开英，感谢所有提到和没有提到的关心我、支持我

和帮助过我的同学、朋友、老师和亲人，对你们，再次真诚地道声j身f谢。

冯宪华2007—05—9于上海大学宝山校区硷楼101室



近代基督宗教与藏传佛教的相遇——以The Chinese

Recorder（1867-1941）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 冯宪华

学位授予单位： 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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