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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王英东　郭兴荣

正值自治县 65 岁华诞之际，天祝县政协主持编纂的《天

祝藏传佛教寺院》一书，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一本专门介绍天

祝藏区十余座藏传佛教寺院的史料书，它原汁原味地记载了藏

传佛教在天祝藏区传播发展和演绎的过程，较详细介绍了县内

各寺院在历史沿革、活佛传承系统、寺院经济、佛教文化、寺

院重大佛事活动、宗教节庆、高僧大德以及寺院管理等诸领域

多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既反映了天祝一千多年来藏传佛教及其

佛教文化发展传承和变迁的状况，又承载了对天祝美好未来的

憧憬和希冀。

天祝藏区是藏传佛教盛行的一块吉祥圣地，亦是安多藏区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苯教的信仰盛行或是佛教的传播

发展，藏传佛教在天祝有其自身发展延续的漫长过程。天祝藏

区最初接触到佛教，可追溯到八世纪初期的吐蕃时期，武威天

梯山石窟中的吐蕃文物壁画证明。宋、元年间藏传佛教各派逐

步传入天祝藏区。自 15 世纪初，藏传佛教得到了迅速发展，

许多格鲁派高僧前来天祝传教弘法，创建寺院，天祝境内的所

有寺院改宗为格鲁派。值得一提的是六世达赖喇嘛在天祝期间，

曾重建了石门寺，并担任石门寺、东大寺、先明寺等 13 座寺

院的法台，为藏传佛教在天祝的传播和发展留下了弥足珍贵的

精神遗存。天祝藏区的数十座寺院，大多始建于明末清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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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年间已有“三十六族，十四寺院”之称谓。

藏传佛教寺院历史悠久，在传统意义上它既是集工艺学、

医学、声律学、正理学和佛学为一体的学院，也是传播佛教文

化的枢纽，更是人才辈出的中心，天祝藏区的寺院也不例外。

天祝这块人杰地灵的沃土，既产生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也

哺育了许多杰出的人才。章嘉·若贝多吉、土观·罗桑曲吉尼

玛、东科·多居嘉措、达隆·洛桑旦巴却吉尼玛和华锐·罗桑

饶布萨尔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当中既有满腹经论的高僧

大德，才华横溢的学者，也有妙手回春的良医，誉满雪域的技

艺百工，献身革命事业的仁人志士，数百年的悠悠岁月，他们

虽属不同时代，但却胸怀桑梓，服务社会，为弘法利生、社会

和谐，留下了耕耘的足迹，发挥了聪明才智，建立了不朽的业

绩，为天祝历史增添了光彩。

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历届县委、县政府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

和顺与社会和谐稳定，规范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

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紧密结合天祝的实际，不断强化宗教活动

场所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进“和谐寺院”创建活动，极大地

调动了广大宗教界人士积极投身于自治县小康社会建设和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的崇高事业，天祝宗教界始终保持了爱国爱教，

遵纪守法，服务信众，服务社会的良好局面，为自治县社会稳

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做出了积极贡献。

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宗

教文化又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爱国

情，传递正能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加强文化建设，

就要挖掘宗教本身的优良传统，使之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鼓励宗教界人士对宗教教义的内容做出符合社会进

步的阐释，使宗教文化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引导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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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教群众正信正行，使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

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保持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群众和乐。

岁月沧桑，日新月异。大自然的恩赐与历史的积淀，孕育

出了具有天祝特征的文明元素。我们相信，广大读者将会通过

《天祝藏传佛教寺院》这本书，沿着天祝藏传佛教发展的脉络，

去追溯藏传佛教文化的渊源，去领略藏传佛教文化的深邃与神

奇，去感悟藏传佛教文化的根与魂。

　　　　　　　　　　　　　2015 年 7 月 

　　　　　　　　　王英东　天祝藏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

　　　　　　　　　郭兴荣　政协天祝藏族自治县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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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多　识

华锐藏区属于卫藏、康、安多三大藏区中的安多下部，称

多斯玛。此地历史上以盛产骏马著称，称多斯玛骏马区，与卫

藏佛法区、康巴美人区遥相对称。根据吐蕃时期古藏文史料记

载，守护吐蕃边疆的军事部落共分上、下两部。驻守在长城脚

下的下部，在一个英勇无比的女首领的带领下，获得累累战功，

因此获得英雄部落（དཔའ་སྡེ）之称。这个华狄，就是华锐人的

祖先。

华锐藏区除天祝外，还包括肃南皇城区、马蹄区，互助县

北山藏区（加定镇、巴扎乡、松多乡）、乐都县（北山）、大

通县、门源县仙米乡、朱固乡等。

华锐藏区具有与其他藏区截然不同的三大特点：一是语

言：华锐藏语中保存了许多古词古语，有华锐藏语接近文字语

的美称。二是服饰：主要是妇女服饰特色明显。在西夏墓葬中

的书简所描述的“胸佩金、腹佩银”情况正符合华锐妇女服饰

特点。三是家畜：唯有藏区才有牦牛，而唯有华锐藏区才有白

牦牛。因此，白牦牛便成了华锐藏族的特有家畜。

华锐藏区史称六谷蕃部，比其他藏区文明程度较高。北宋

初的六谷英雄首领潘罗支见于史书，佛教文化名人更是层出不

穷。乾隆朝国师三世章嘉若贝多吉、三世土观曲吉尼玛，十三

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华锐铙布萨尔，著名海内外的天文学家俄科

阿旺勒协尼玛，把元朝历制引进藏区的玛央班智达，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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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锐岗见、华锐罗斋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松巴佛教

史》注明格鲁派创世人宗喀巴大师出生于华锐部落。这是我华

锐人的最大骄傲。

藏区的主体文明是佛教文明。历史上佛教文化比较发达。

天祝县有三十六族、十四寺之称。明清佛教盛世，天堂寺有

八百僧人之称、石门寺辩经院有八十位拉然巴格西同堂辩经之

佳话。由此可见当时天祝的佛教盛况。我六岁至九岁，在南冲

寺就读，当时南冲寺有僧人八十多人；从九岁至十七岁在天堂

寺就读，当时天堂寺僧人有二百七八到三百人。当时大经堂是

辩经院，学者众多，学修环境良好。天堂寺地处险要，周围寺

院屡次遭劫，唯有天堂寺幸免于难。天堂寺的文物和经书也很

多。如“文革”期间，造反派焚烧佛经资料，烧了三个月才烧完。

天祝的藏传佛教是整个藏传佛教的一个缩影。历史上的

十四寺，都是清朝初年创建的，建寺后大部分寺院都经历了四

次劫难。第一次是雍正年间年羹尧进军青海时甘青两地藏传佛

教寺庙大部分惨遭毁灭。第二次同治五年、第三次光绪二十一

年，这两次都是西北回族造反中佛教寺院被毁的。第四次是

1958 年反封建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佛教文化的摧毁比历

次劫难更为深重。主要的损失是把各个寺院的历史档案和文物

都给毁了。现在写寺院概况，只能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恢复寺

庙写起。历史条件如此，只好如此了。

还要补充一点，过去历史上天祝境内曾经有过苯教、噶玛

噶居、萨迦诸派寺院，但后来的十四寺纯属格鲁派，没有其他

教派的成分。其中，天堂寺和石门寺是学院式的寺院，其余各

寺都是禅修式的寺院。

看完书稿后，随便写几句话，就充当开篇序言吧。

　　　　　　　　　　　　　　　2015 年 3 月写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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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名为《天祝藏传佛教寺院》（藏汉文两名）。

二、本书由总述、寺院概况、民间佛塔、佛协、高僧大德、

著作文献、大事记等七大部分组成。共六章。

大事记不列入正文而另设。

三、本书资料贯穿古今，上限不等，下限止 2014 年底。

四、本书横排竖写，设章、目、小目，不设篇节。以文为主，

辅以表和照片。大事记采用编年体或纪实本末体。

五、本书基本采用记叙文体，有时夹叙夹议，对文字不作

大的修饰、渲染，对人物事件不拔高不夸大，也不压低缩小，

只记事实，少作评述，寓观点于资料中。

六、历史纪年，民国以前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用汉字。

七、本书所称“解放前”或“建国前后”，系指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前后。

八、书中重要藏语人名、地名、佛教殿堂、特殊词汇等在

括号内加藏文，有的加以解释。

九、注释用夹注和尾注结合的方法。尾注注在介绍每座寺

院或每篇文章之后。

十、数字写法，凡表示数量的都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

词汇、成语、专门名称、表述性语言的数字，则用汉字。百分

比用阿拉伯数字，几分之几用汉字，旧纪年的年、月、日用汉

字，公元纪年的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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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资料以文字资料为主，口碑资料为辅，有关知情人

的回忆资料，经鉴别后使用。

十二、冗长的词语、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在文

中注明简称，第二次出现时用简称。

十三、本书一律采用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简化字。标点符

号按标准点标。地理位置写明现在标准地名。

十四、本书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地记述寺院发展历史，把握好

政治关、思想关、资料关，发掘民族文化优良传统，为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服务。

　　　　　　　　　　　　　　　　　　201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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