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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章论述了藏区本土化的佛教流派，藏传佛教在国内的概况，藏传佛教在世界各地

的传播，以及全球化下的交往与互动，指出藏传佛教存在着传播的现实基础，藏传佛教的西化趋势为

自身创造了发展空间，藏传佛教与外界的交流互动加快，藏传佛教西方本土化已初见成效。

［关 键 词］ 佛教；藏传佛教；本土化

人类社会始终处在相互联系之中，社会各组织机构与公众环境之间总是有着沟通和传播关系，通

过双向交流，相互达到沟通和了解。在这种联系中，宗教交流是重要内容之一。藏传佛教是佛教的重要

流派，已有世界性宗教特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了解它的形成、传播历程和发展趋势，将有助于世

界文化交流和公共关系服务。

一、藏区本土化的佛教流派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出现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历史现象。 20 世纪 90 年

代，世界总人口 58.82亿，信仰宗教（包括民间信仰）的人口约 50亿，占总人口 85%。 其中，作为世界三

大宗教的基督教和天主教近 22 亿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穆斯林 13 亿多，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

一；佛教徒 3.11亿多人，占世界总人口的 6%。 佛教主要在亚洲，占 95%。 其中东亚 1.54 亿，南亚 1.56

亿。佛教徒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其他国家佛教徒占总人口的比例是：柬埔寨 99%，泰国 94%，蒙古 90%，

缅甸 80%，日本 74%，不丹 63%，老挝 58%，越南 51%，韩国 37%，锡金 31%，新加坡 28%，尼泊尔 13%，

朝鲜 1.7%。

3.11亿佛教徒中，藏传佛教徒占 6%，约 1866万人，主要分布在我国和南亚的尼泊尔、不丹、锡金、

克什米尔、印度等国和地区。 另外，在西欧德、法、英等国有数十万人，前苏联 100 万，美国 30 万，拉美

50万，大洋洲 2万，非洲 1万人。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 6 世纪的古印度，先是小乘部派佛教，有上座部（十八部）、大众部之分。 公元

2-3世纪，出现大乘佛教，由龙树、提婆师徒创立中观学派，坚持执著“有”、“无”的中道立场，主张“缘起

性空”，故称“大乘空宗”。

约公元 4-5 世纪，无著、世亲兄弟所创瑜伽行派，主张“万法唯识”，则称“大乘有宗”或“唯识宗”。

公元 7世纪兴起金刚乘（密宗）。 这是在当时社会潮流影响下大乘佛教吸收印度教和民间信仰，以大乘

教为理论基础，实践上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咒术、礼仪、本尊信仰为特征的佛教流派。

全球化视域下的藏传佛教

蒲文成

全球化视域下的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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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多研究 》 （第十一辑 ）

公元前 3 世纪，小乘佛教首先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和我国云南的西双版纳等地，史

称“南传佛教”。 公元初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 58—75年），汉廷遣使从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标志

着佛教传来中国，此后，在汉地广泛传播，再由我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以大乘显宗为主，兼有

密宗，称之为“汉传佛教”。 公元 7 世纪中叶，佛教分别从尼泊尔、印度和我国内地等渠道传入藏族地

区，再从藏土传入蒙古、土、满、裕固、纳西等民族地区，乃至世界各地，以传承大乘中观学派和密宗为

特色，称之为“藏传佛教”。 从而形成世界佛教的三大流派。

藏传佛教的形成，经过了一个长期本土化的过程。 据藏文一些文献记载，约在公元 5 世纪佛教初

传西藏，即存在雍布拉康宫堡天降神物的传说。 说某一天从天空降下一包东西，内装一些佛教经卷和

法器，吐蕃赞普拉托托日年赞不知何物命人供于宫中，先以苯教习俗用牺牲供祭，社会出现灾难不祥，

后改为素供，社会祥和，且赞普增寿 60年，共享寿 120岁。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古印度的一

位叫洛山措的佛学班智达和一位叫黎特塞的译师，带着一些佛教经籍和法器来西藏，试图传播佛教，

但由于当时西藏无统一的社会基础，且无统一文字，传统的苯教根深蒂固等，未能成功。

公元 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拓疆迁都、创制文字，为了统治的需要，引进佛教、兴建

寺庙、翻译佛经，使佛教在西藏初具规模。 此后，赞普赤德祖赞迎娶金城公主，建寺弘佛。 赤松德赞时

期，寂护、莲花生等先后来藏，建成桑耶寺，出现藏族僧团，扩大译经规模，统一佛教思想，确立中观自

续派的见修观点。 赤祖德赞时期，建寺译经，确立七户养僧制，僧人任职朝廷，干预军政，寺院始有属民

和生产资料成社会实体。

然而，作为舶来的佛教文化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和与本土文化的结合，最终苯教势力与反佛贵族相

结合，杀害崇佛赞普赤祖德赞，拥立达摩，全面禁佛。 从 7世纪中叶到 9世纪中叶，凡 200年，史称西藏

“前弘期佛教”。 吐蕃本土发生佛难后，个别僧人转辗逃来青海河湟谷地，保存佛教火种，再由青海名僧

喇钦·贡巴饶赛及其西藏弟子复燃佛教余烬，值 10 世纪后叶西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为卫藏

佛教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佛教在西藏再度传播，史称“后弘期佛教”，并以公元 978年为后弘始年。

佛教在西藏再次复兴后，扎根民众，与传统苯教进一步碰撞交融，吸收其部分信仰成分，依据不同

传承和世俗势力的支持，出现各种教派和活佛转世制度等制度，形成独特宗教文化特色，出现西藏化

了的佛教流派，称为“藏传佛教”。 又因以藏语文为主要传教工具，也称“藏语系佛教”。

藏传佛教是在青藏高原特殊的人文地理、历史环境中形成，具有浓厚藏族文化特色的大乘显密

二宗兼容的佛教。 它宗教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结合青藏高原的文化自然环境，形成既有戒律传承、系

统教义、宗派见地，又有独特修持方法、活动特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完整体系。 其教义原则是，显

密结合，闻思修并重，戒定慧全修，以大乘中观见为指导，实践金刚乘密法，特别重视菩提慈悲心的

培育和理性智慧的开发，称之为“悲智双运”。 汉藏佛教同源，共属大乘，均以利益众生为目的，主张

三皈持戒、抑恶扬善、以六度修福慧等，基本教义相同。 但由于本土化的社会、人文、自然环境所处的

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积淀、信徒的生存条件和生活习俗等的不同，在宗见、显密学修、寺院经济、传承

制度、经院设置、学经制度、饮食禁忌、典章制度、服饰特点、学修生活、信仰习俗、供祭方式、信众心理

素质，以及佛像塔殿的造型、名称、类别、形态、风格等等方面，出现差异，与汉传佛教有不同的文化内

涵。 同时，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除全盘引进佛教典籍外，与藏族本土文化相结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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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涉及语言、文字、历史、文学、逻辑、哲学、医算、风水、雕塑、绘画、建筑、音乐、舞

蹈、戏剧、节庆婚丧礼仪、生活习俗等几乎一切领域，在历史上具有文化的垄断性。 遍布各地的寺院曾

是教育机构和文化艺术宝库，为保存、继承和传播文化起过重要作用。 至今有坚实的信仰基础和广泛

的影响。

二、藏传佛教在国内的概况
藏传佛教形成后，很快在广大藏族地区传播，并不断传播到国内蒙古、土、满、裕固、纳西等少数民

族和汉族地区。 目前，除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六省区外，在内蒙古、新疆、北京、香港、台湾等

地有不少藏传佛教寺院，信仰者遍布全国各地。

据西藏自治区地方编纂委员会所编 《宗教志》，1737年， 七世达赖向理藩院呈报： 卫藏地区寺庙

3477座，僧尼 316230人。1958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寺庙 2716座，僧尼 114103人。2011年，西藏共

有藏传佛教寺庙 1886 座，僧尼共 46380 人。 教派情况是：格鲁派寺院占 46.33%，即 874 座；宁玛派寺

院占 24.79%，即 468座；噶举派寺院占 18.76%，即 354座；萨迦派寺院占 10.12%，即 191座。 另有苯教

116座（亦云 88座），教徒 3000多人。

据年治海、白更登主编《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明鉴》记载①，1958 年，青海省境内共有藏传佛教寺院

756座，其中格鲁派 427座、宁玛派 181座、噶举派 109座、萨迦派 32座、觉囊派 7座。 20世纪 90年代

初，全省有藏传佛教寺院 719 座，其中格鲁派 406 座、宁玛派 179 座、噶举派 95 座、萨迦派 30 座、觉囊

派 8座。 另有苯教寺院 14座。 《藏传佛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人员统计表》②中称：全省共有藏传佛教寺院

746座，僧尼总数 46654人。 以上三个数据虽略有变化，但基本接近。

根据《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大系·四川、云南卷》③统计，四川省现有藏传佛教寺院 646 座，其中宁玛

派 290座、格鲁派 185座、萨迦派 91座、噶举派 55座、觉囊派 25座。 另有苯教寺院 95座。 ④云南省共

有藏传佛教寺院 37座，其中格鲁派 19座、噶举派 13座、宁玛派 5座。

根据《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大系·甘肃卷》⑤统计，甘肃省现有大小藏传佛教寺院 268 座，其中格鲁派

257座、宁玛派 9座、萨迦派 2座。

根据《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大系·内蒙古卷》⑥统计，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藏传佛教寺院主要分布在呼

和浩特市、包头市、阿拉善盟、巴彦绰尔盟、鄂尔多斯市、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呼

伦贝尔盟和兴安盟，共有 67座，均属格鲁派。

《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大系·北京卷》称“北京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绝大多数是由元明清三朝的皇

室兴建的，只有少数是贵族大臣和掌权的太监出资兴建的，而且他们建寺也要得到皇室的批准”⑦。 据

①年治海、白更登主编：《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明鉴》，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②《藏传佛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人员统计表》，2011年5月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印行。

③冉光荣、刘勇主编：《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大系·四川、云南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年。

④据《甘孜州志》、《阿坝州志》、《凉山州志》等统计，四川藏区约有藏传佛教寺院711座，其中宁玛派322座、格鲁派216座、

萨迦派100座、噶举派42座、觉囊派31座。 另有苯教寺院107座。

⑤郎建兰、旺谦：《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大系·甘肃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年。

⑥乔吉：《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大系·内蒙古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年。

⑦陈庆英、李德成编著：《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北京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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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统计，北京地区已消失 36 座寺院，现存藏传佛教寺院 26 座；与之联系密切的河北省承德市现有

藏传佛教寺院 9座，山西省五台山有藏传佛教寺院 12座。 这些寺院的派属虽不很清晰，但大体上可视

为格鲁派寺院。

远在唐代，吐蕃曾统治西域长达一个世纪，提倡佛教，新建寺院，翻译佛经。 藏文典籍《汉藏史集》

载，当时的和田地方藏传佛教“大寺院有 68座，中等寺院有 95座，小寺院有 148座。另外，荒地小庙及

不属寺庙之佛像、佛塔等，共计 3688处。 据桂·措衍金波鼠年统计，和田地方共有比丘 1万来名” ①。 直

到元末明初，和田地方藏传佛教依然兴盛。 此后，来自贝加尔湖一带的厄鲁特（瓦剌）蒙古占据天山南

北后皈依藏传佛教，现信仰者约 15万人。 另外锡伯族、部分达斡尔人亦信奉藏传佛教。 20 世纪 50 年

代，新疆境内有藏传佛教寺院 98座。 据藏族文化网介绍，现在我国新疆境内藏传佛教寺院主要分布在

巴音郭楞、伊犁、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等地区，共约有 62 座，主要为蒙古族等群众信仰的格鲁派寺

院。

据以上数据，兹将大陆范围内的藏传佛教寺院统计如下：

据上表，现全国共有藏传佛教寺院 3731座。 加上港台等地，估计在 4000座以上。 其中，宁玛派共

951 座寺院，著名的寺院有西藏扎囊县的桑耶寺和敏珠林寺、贡噶县的多吉扎寺，四川白玉县的噶陀

寺、德格县的佐钦寺、红原县的麦哇寺，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的白玉寺、达日县的查朗寺、甘德

县的龙恩寺，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的南宗尼姑寺，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的当家寺，玉树藏族

自治州囊谦县的改加寺等。

全国有噶举派寺院 516 座。 噶举派以口授传承为特色，是内部支系最为繁多的一个教派，总分香

巴、塔布两大系统，塔布噶举又有“四大八小”之分，仅在青海玉树地区就有 7个支系。 噶玛噶举黑帽系

是噶举派中最有影响的派系，西藏拉萨附近堆龙德庆县的楚布寺是其主寺，四川甘孜德格县的八邦寺

地区 宁玛派 噶举派 萨迦派 觉囊派 格鲁派 合计

西藏 468 353 191 874 1886

合计 951 516 314 33 1917 3731

青海 179 95 30 8 406 718

五台山 12 12

承德 9 9

北京 26 26

新疆 62 62

内蒙古 67 67

云南 5 13 19 37

甘肃 9 2 257 268

四川 290 55 91 25 185 646

①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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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派在康区最大的寺院。 西藏桑日县境内的丹萨替寺，是帕竹噶举派 1158年所建的最早的寺院，后

由朗氏家庭成员历任寺主，教派和地方势力二位一体，曾取代萨迦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该

派上层于元明两朝多受朝廷封赠。 青海玉树的当卡寺、禅古寺、达纳寺、觉拉寺、苏莽寺等，或为历史上

的政教合一寺院，或极具特色，很有影响。

全国萨迦派寺院共 314座，其中西藏萨迦寺是萨迦派的主寺，文物典籍丰富，被誉为“中国第二敦

煌”；四川甘孜德格的更庆寺，亦称“德格大寺”，建于明正统年间，为原德格土司家庙，该寺于清雍正七

年（1729年）所建印经院，在藏区规模最大，被誉为“藏族文化宝库”。此外，在今西藏日喀则市境内的俄

尔寺、前藏的贡噶寺，是该派历史上修密法的主要道场。 青海萨迦派寺院均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东三

县，著名的有玉树县的结古寺、称多县的尕藏寺、囊谦县的宗达寺等。

觉囊派是兴于元代，清代以来不断萎缩、濒临消亡的一个教派，现仅存于川青交接地带的果洛和

阿坝二自治州，共有寺院 33座。 该派最大的寺院是四川壤塘寺，川青觉囊派寺院多从此寺发展而出。

四川 25座寺院，分布在马尔康、壤塘、阿坝三县；青海共 8 座寺院，均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班玛、甘德、

久治三县。

格鲁派是最晚形成而寺院、僧人最多的一个教派。 现全国约 1917座寺院，约占藏传佛教寺院总数

的 51.38%。 西藏拉萨的哲蚌寺和色拉寺、达孜县的甘丹寺，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青海湟中县的

塔尔寺，甘肃夏河县的拉卜楞寺，总称为“格鲁派六大寺院”。 其中，甘丹寺是格鲁派祖庭，其住持“甘丹

赤巴”为宗喀巴法座继承人，以佛教学识选任，多为达赖喇嘛经师和摄政王。 青海省是格鲁派的发源

地，塔尔寺为宗喀巴的出生地，著名的寺院除塔尔寺外，还有佑宁寺、广惠寺、夏琼寺、东科寺、德千寺、

隆务寺、石藏寺、赛宗寺、拉加寺、龙喜寺、拉布寺、都兰寺等等。

藏传佛教在广大藏区和蒙古族等民族地区历史悠久、传播极广，可以说几乎全民族信仰。 我国历

史上，汉族地区曾有不少有志者学习藏语文，藏传佛教文化是必修的课程。 从 20 世纪初开始，有些学

者深入藏区寺院，学习藏文经典，有的甚至出家为僧。 目前，藏传佛教已成为不少汉族群众的信仰，祖

国内地、各大城市的藏传佛教居士随处可见，有的克服语言、气候、生活障碍，亲往藏区拜师学法，其毅

力、决心令人敬佩。 如今，在四川、浙江等地有少量的藏传佛教寺院，内地不少寺院有藏传佛教的法脉

传承，宗喀巴大师等藏传佛教高僧的著作已是汉族地区寺院僧人和居士的学修教材。 在港台等地，藏

传佛教也已为人们所熟悉，兹作如下扼要介绍：

藏传佛教在台湾的传播，主要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从大陆去台湾的章嘉、甘珠尔等大师。 在台湾

有的高校设有藏语文专业，学习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 20世纪 50年代后，曾建立几座藏传佛教中心。

1980 年以后，随着台湾经济复苏和政治解严，南亚一些藏传佛教上师不断到台湾传教授法，藏传佛教

迅速传播。各地纷纷建立学修藏传佛教的中心，估计目前有 300多个。其中，宁玛派的贝诺法王在台湾

发展了空间，他凭借在印度、海外的影响，在台湾新店建立白玉中心，是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藏传佛教活

动点，参加经常性活动的达 30多人。 宁玛派的敦珠仁波切在台湾也极有影响，曾主持审定了不少宁玛

派的经典译本。 格鲁派有两大系统，一是雄天护法系统（即杰钦修旦护法，后受到达赖非议），从 50 年

代起建有中心；二是达赖喇嘛系统，始于民进党上台、十四世达赖去台湾，由梭巴仁波切在台北建立大

乘法脉中心，于台中、高雄等地设有分部，现已有台湾籍僧人。 90年代以来，萨迦派僧人也在台湾建立

全球化视域下的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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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经常不定期地从印度、尼泊尔请来喇嘛讲经授法。 据 2009 年台湾蒙藏委员会统计，台湾有藏传

佛教中心 233个，其中宁玛派 102 个、噶举派 75 个、萨迦派 26 个、格鲁派 14 个、觉囊派 2 个。 信徒近

五六十万人，以信仰噶举派（以直贡噶举为主）的居多，约占 25%。在台湾，甚至有了藏传佛教活佛的转

世灵童，如出生于台湾的菩曼仁波切是青海囊谦县直贡噶举派洛吉佩仁波切的转世，传为台湾的第

一位转世活佛。 有的资料还说，在台湾已找到章嘉国师的转世，台湾籍的赤珠仁波切在台南建立了

噶举派的噶居寺。 时至今日，又有新的发展，特别是有人热衷于藏文经典的研究和中文翻译，成绩不

菲。

19世纪 20年代初，藏传佛教开始传入香港，最早以宁玛派和格鲁派为主。 当时，中国藏区的个别

僧人到香港弘法，但传播有限，未能普遍流行。 1953年，在香港筹建宁玛派的藏密组织金刚乘学会，作

为香港本土的藏传佛教团体，创办《金刚乘季刊》，至 1997年停刊，共出 75期。20世纪 60年代，藏传佛

教宁玛派、噶举派、格鲁派的不少法王、仁波切陆续到香港灌顶传法。 70年代，欧美社会崇尚东方神秘

主义，为藏传佛教的发展不断拓展了空间，西藏格西格桑嘉措创办香港噶当巴禅修中心。 格桑嘉措后

受邀传法英国等地，在欧美建噶当巴传承的佛教中心，多达 1100多所。 80年代，藏僧在香港传法的规

模进一步扩大，他们主持讲座，举办灌顶、放生、火供等法会，习密渐成风气。 1981年，第十六世噶玛巴

大宝法王日必多杰（1924—1981 年）在香港创立噶玛噶举（香港）佛学会。 1985 年，尼泊尔的创古仁波

切创立创古密宗佛教中心。 进入 90年代，更呈发展趋势。 有影响的，如 1990年，宁玛派贝诺法王建香

港密宗宁玛派白玉佛法中心，以印度南卓林寺为主寺；1995 年，四川马尔康县大藏寺祈竹仁波切及其

弟子在香港成立佛教显密研修院香港分院，传承宗喀巴格鲁派法流，以大藏寺为根本寺院。 兹录各教

派的主要学修中心如下：

宁玛派：金刚乘学会（1953 年成立）、香港密宗宁玛派白玉佛法中心（1990 年）、敦珠佛学会（1998

年）、密乘佛学会（1990年）、宁玛巴噶陀龙称显密佛学会（2001年）。

噶举派：噶玛噶举（香港）佛学会（1981 年成立）、创古密宗佛教中心（1985 年）、宗南联合学佛会

（1992 年）、佛国密乘中心（1997 年）、殊利大手印佛学会、妙境佛学会（菩提佛学中心）、噶玛禅扬（香

港）佛学中心（2003年）、阿弥陀佛协会（直贡噶举）、竹巴传承香港中心（1998年）。 近年，青海玉树的噶

举派活佛公保在铜锣湾建有寺院。

格鲁派：护持大乘法脉联合会（1975 年）、大乘佛学会（亦名慈悲寺，1989 年成立）、佛教显密研修

院香港分院（1995年）、香港噶当巴禅修中心、香港金刚持佛学禅修中心。

另外，香港现有藏传佛教研究团体 20个左右，以噶举派居多，宁玛派次之，格鲁派第三。 著名的如

早期的志莲夜书院（1934年成立）、近期的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2000年 3月成立）等。

2009年 12月，藏僧阿旺加措仁波切应请到澳门，主法祈请大日如来坛城加持，举行由众多信徒参

与的大威德金刚火供和烟供仪式，阿旺加措向众信徒灌顶，介绍藏传佛教先显后密、显密兼修，注重闻

思修并重的教义特色，以及主要教派，传授文殊、观音、金刚手、绿度母、黄财神等的心咒及其观想法。

信仰者纷纷赶来，奉献供养、鲜花、食品，随上师持咒唱诵，感受加持法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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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藏传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①

（一）早期最先传入西藏毗邻地区和国外蒙古人群
藏传佛教向国外传播，向南最先传播到与西藏毗邻的南亚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和孟加拉国、印

度西北部、克什米尔等地区。 向北最先传播到外蒙古，再从外蒙古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传播

到俄罗斯等国。 宁玛派的祖师莲花生大师、格鲁派的前身噶丹派传出者阿底峡尊者等早年都在尼泊尔

生活过。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后，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等均相继传入尼泊尔。宁玛派于 14世纪传入

不丹、尼泊尔，20世纪中叶传入印度，在大吉岭建有寺院。 17世纪，西藏噶举派领袖纳布加尔将噶举派

传入不丹，成为不丹第一代法王。 17 世纪初，宁玛派由西藏喇嘛拉钦博及其弟子传入锡金，1730 年前

后，噶举派亦传入锡金，并在拉兰建寺，作为传教中心，宁玛派和噶举派后成为锡金的主要宗教，该国

的陆姆特克寺，是藏传佛教在国外最大的噶举派寺院。20世纪 50年代末起，藏胞先后在印度、尼泊尔、

不丹、锡金等国建立藏传佛教寺院 145座 。 在外蒙古，20世纪 30年代，全国有 800多寺院、2300多小

庙，相传僧人多达 9000名，有乌兰巴托的甘登寺、额尔德尼寺、观音庙等著名寺院。

早在 16世纪，卡尔梅克人住居新疆准噶尔时，就已经皈依了藏传佛教，后徙居里海西岸。17世纪，

藏传佛教格鲁派通过蒙古人又不断传播到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南西伯利亚的图瓦，以及赤

塔、伊尔库茨克、彼得堡等地。 藏传佛教成为操蒙古语的卡尔梅克人、布里亚特人、图瓦人和少数俄罗

斯人的信仰。 俄国十月革命前夕，俄罗斯境内有藏传佛教寺院 150座，喇嘛约 1.3万人。 后经一段萧条

后，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复兴，部分寺院恢复，并在布里亚特新建 16 座扎仓，有四个著名的活佛转

世系统，其中比季亚·丹达龙（1914—1974年）相传是我国章嘉活佛的转世。

（二）传教士率先探秘西藏
16 世纪初，步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西欧一些国家，为了掠夺更多的黄金、白银、香料等财富，积

极拓展海外殖民地，便利用传教士为这一战略服务。 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在印度莫卧儿帝国宫廷

的耶稣会传教士安东尼奥等人首次经过印度东北部进入我国西藏阿里南部的古格地方首府扎布让，

开启了西方传教士考察西藏的先河。 自此，西方人对西藏发生兴趣，不断有人来我国西藏考察，从明代

天启三年（1623年）至清代乾隆十年（1745 年）的一个世纪里，有十多批天主教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的

传教士从印度进入我国西藏活动。 此后考察不断，著名的如葡萄牙的德·安多德和弗雷勒、奥地利的白

乃心（约翰格鲁伯）、比利时的吴尔铎（道维尔）、意大利的德西德里等。 这些人通过考察，写出考察日

记，向西方介绍西藏的历史、宗教和风土人情，为藏传佛教后来在西方的传播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三）藏学研究揭秘西藏
19世纪初，就在传教士们对西藏发生兴趣、发表介绍考察文章后，西方的一些人类学家、宗教学者

开始介入对西藏的科学考察和研究。 19 世纪初，匈牙利学者乔玛（或作齐玛 1783—1842 年）首先于

1820年到拉达克学习藏语，然后到许多寺院考察，1834 年起陆续出书、发表文章，介绍藏传佛教，开国

外藏学研究先河，被后人尊为西方藏学的“开山鼻祖”。 之后，意大利学者杜齐（或作图齐 1894—1984

①本节部分资料来自黄维忠著：《佛光西渐———藏传佛教大趋势》，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蒲文成、参看加著：
《藏密溯源———藏传佛教宁玛派》，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06年；藏人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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