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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州宗教志》编纂委员会名录

第一届编纂委员会(90．7--91．12)

主任委员：

剐主任委员：

委 员：

贾克荣(州民委主任)

杨学攻(云南省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杨宗藩(州民委副主任)

刘群(州志办主任．副编审) ．

郜兆镒．和耀，吉树华．陈纪 、

洛丹，杨群．李国文、韩军学

李荣昆，刘鼎寅，和泰华．杨正文，

第二届编纂委员会(1992．1一1993．12)

主任委员：贾克荣 ‘-

夏

副主任委员：杨宗藩．刘群
‘

委’．员：和耀．洛丹，吉树华，杨正文

编辑人员，杨学政．勒安旺堆．李国文．韩军学

． 李荣昆，刘鼎寅．杨群，杨正文．杨增适

张国华．吉树华．和泰华
：

统 稿：勒安旺堆
-



序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的民族事务工作要强调认真贯彻

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还要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以帮助宗

教界适应社会主义。对从事民族工作的同志而言，把握区域内宗

教的历史和现状就必然地摆在了面前。现在全面反映迪庆州的宗

．． ”教志的权威性材料得以出版．实在是一件喜事．

1989年．迪庆州委，州人民政府部署编撰各级地方专志。我

委立即与云南省社科院宗教所联系编辑迪庆州宗教志有关事宜．

之后。宗教研究所杨学政副所长等五位同志亲莅迪庆收集资料，、

实地调查．一年后，即交出修改稿。这一稿收进了大量汉文文献

中迪庆宗教史料及地方档案材料．为此迪庆各族人民将十分感谢

． 宗教研究所的同志为该稿付出的辛勤劳动． ，‘ “‘

．1991年5月州志编纂委员会领导会同宗教志编纂领导小组共

一 饲讨论并决定：对原志稿进行修订及充实．并且修改及最终审定

由州内的同志承担．具体要求一．充实。政教合～’方面的事实材

料；二、充实藏文文献中的迪庆史料；三，做到遵循地方志。叙

’。而不议”原则，追求客观，准确，严谨．
“

}
：

。编纂人员遵循上述要求。西出康藏、东上北京，收集近百万

字资料，后又埋头伏案两载，经宗教志领导小组负责认真审读，

， 方成此稿． t

’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体例来看，这本志书是所有宗教志中
! 做到别具一格而又严格按地方志编纂要求写成的藏区宗教专志，

足以填补我州宗教研究中的某些空自．该志做到通古今，总结厉

史，突出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是一部服务当代，影响深远的好

· l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书．对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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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迪庆藏族自治州宗教志》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编修

。
‘。

。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予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t．，i为准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
’1

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记述迪庆州境内各宗教的历史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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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藏族自治州是多民族的地区，境内有本教、藏传佛教．’ ·，“

1、 +冻巴教、汗规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毕摩教等

I．|． 、 多种宗教流传。一
‘

，’‘⋯一： 1～ √‘：， ．

l ，、 、r．州内各种宗教都有独特的承传史和丰富的内涵。藏族是境内

l
’，。．。 主体民族．信奉本教和藏传佛教。约于公元前七世纪．，象雄王朝的 ，

j ‘势力已抵迪庆，从境内发现的多处石棺墓葬遗址看产本教已传到 。‘

l
’

迪庆。据《西藏本教源流》记：。赤松德赞于公元八世纪灭本时， ，．

I～
、 ，j，象雄维达尔等本教高僧用多头牲畜驮运本教经书来到藏区东部的。 ．。

}‘ 。． s霍尔和东南部的姜域”．金沙江流经迪庆一段是时为吐蕃神州都
‘

督府辖地，当时吐蕃军队中尚有本教巫师翩度．，+?， ．7 i一． 一

． ’。总之境内本教流传可谓源远流长j迨至明朝末期，本教在迪’

庆还有相当势力，清中叶便趋于零落了．■J‘”。一 ，+ ∥ ，

I一
．“ 从公元六世纪吐蕃南下经营的资料看，，迪庆境内曾设吐蕃神·

e 。j ，． 州都督和铁桥节度．这样赞普赤热巴巾时期崇尚佛教的做法势必．

：
’

。影响迪庆藏族．佛教亦已传入境内．在迪庆，关于伏藏及莲花生 、。

f 韵故事广为流传，，当是早期宁玛巴传入的证据．十一世纪中叶，
‘

l 藏传佛教各教派次第形成，与此同时各教派都继续从西藏和四Jil ’，

} t 。两条线路传入迪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迪庆境内各教派的兴 、

，

’

衰与康区各教派的兴衰保持着同步的轨迹。迪庆教史亦即康区教 ，

}～， 史． ．‘二。、n i⋯ -|。 ．。， ，

一。： 迪庆历史中，藏传佛教各教派表演了许多闹剧及悲刷，然而，．

}
’

．”也就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凝成了显著的地方特色j，。

} 一“ ，。 藏传佛教从开头就力争借助政权兴教，萨迦派领袖贵为元帝 1，。

卜j．，。， ·，，， 一_．，．‘．。1'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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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元帝赏赐八思巴。卫藏十三万户。封地，萨迦领袖就集教主
‘|

． ．．与领主于■身．其时，藏传佛教其他教派亦与诸多蒙古王子过从，，·v+ ·

u．-．甚密．各教派领袖为了传教兴教积极靠拢中央的结果，藏族与中 ：一’：’{

。 华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中央王朝的统治及藏汉民族的绕 。．

。．。一得到实现．到帕木竹巴政权时．。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各教 ： 。’：r

”。

派更是纷纷进京要封诰．’。大宝法王一， “灌顶国师-等封赠纷 ’：

沓而至．。，’ 。‘，‘．?一． 7 ． 。一，。 、；

’～
。 ，

o． 迪庆地区是噶举巴大宝法王与灌顶国师到“姜”地传教的必一 ．

．

经之路i由于噶玛巴黑帽系活佛、红帽系活佛与。姜”的深厚法 ，。一

·

。缘．双方过从甚密．迪庆地区僧俗亦以领袖马首是瞻，与境内及．． ，． {
‘|

周边地区的纳西族及自族，傈僳族等兄弟民族亲密友善、团结和。 *’

·， 睦。：一，j。’。。n ，．

：‘一』一 ⋯
1‘-： l

t”‘．。．’ 藏传佛教政教合一的做法也常导致各教派误入歧途且迷不知_。，。
’

返．迪庆地区噶玛巴各宗派借助丽江木氏土知府的武力j秉承西。 一 j

。。藏。噶玛政权”旨意，迫害格鲁派懵人．而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 、 {
。

五世请来固始汗等蒙古兵攻占康区，洪台吉率兵进驻迪庆地区中。+． 一

-， 甸等地．境内噶玛派及宁玛派和本教的武装在木里兵，蒙古兵及．}． ：
。， 格鲁派武装攻击下全面溃败．结果．噶玛等各教派的寺院被毁，

‘

。!

．各派僧侣则或被迫解散或接受改宗格鲁派。，t’
‘

∥，。。 。
i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迪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j

。 翻身作了主人．为了争政治方面的权力，。为了维护僧侣贵族的特． 。：

权，。部分上层僧侣于1957年悍然发动了武装叛乱，结果当然地以 ．“量l
‘

翻身农奴的胜利为终结。但历史告诉未来，为了政治特权，佛陀 ．I．’!
I|

． 亦曾大开杀戒，一部教派兴亡史亦饱浸了斑斑血迹，
j

一。 ·’7：

，， 境内藏传佛教僧侣及信教群众，曾高举反帝爱国爱教大旗同 ‘。’：’，j
． ．．帝国主义分子作过可歌可泣的斗争：．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_

’．’ 为半殖民地社会。·英法俄等列强乘机染指藏区：f十九世纪末西藏一．
、‘ 僧俗在噶厦政府的号召下掀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浪潮。迪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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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纷纷响应。德钦县红坡寺i’东竹林寺．德钦寺等寺僧俗发动
“

的“阿墩子教案”，’。维西教案”等斗争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反：，

。帝爱国主义运动中的有机成分，充分表现了迪庆各族人民的爱国 。，

热情。，f．j‘ _．，、_3’，r。一p：’，，，_t_ ‘一

，_．历史还给迪庆藏传佛教各派提供了充分表现自己的机会。’ ，

1936年j’7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路过中甸。中甸松赞林寺‘

。僧侣以实际行动表示了对红军的拥护，为了感谢少数民族对红军 一

的尊敬。’二方面军首长手书?兴盛番族”横幅回赠该寺寺主松谋

．活佛等僧侣。一。。j，· ． 。，r

7。

·’

t。

’．

迪庆是云南藏区的主体，是沟通藏族与汉族，纳西族，自族、

傈僳族等兄弟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等交流的通道和桥梁。迪庆藏传

佛教有符合当地藏族入民之外还有影响境内其他民族的精神文化

和宗教活动需要的一面。：藏传佛教成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双向交‘。

硫载体，t而正由此产生了许多具有地域特点的品格。如对政治体

’制剖析，，迪庆地区仍未脱．。政教合一”窝臼；但在罗列政权组合

形态时，’就会给人以僧侣，贵族与流官之间结合时而松散时而紧7．

密的不同表现，也正是出现。政教合一”亦或、。政教联盟”讨沦 。

的根源；就寺院制度看迪庆藏区各寺院在僧伽制度和学位制度方。 ．

。面也有不同于其他藏区寺院的做法，即令是称谓，也会因香火部 。

落的民族属性而发生变化，如。阿楼玛”j，。阿叔玛”等纳西语

的词汇会出现在藏传佛教寺院中作为僧侣组织中的专有名词；迪。

庆地区的藏传佛教派系林立，即令和硕特部曾强行改宗，亦未能

实现统一。各派间虽有争斗，’但也能相安共处一隅，这种局面， ’

亦应属特点。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藏传佛教深刻地影响了境内

纳西族和普米族的原始宗教，这些教派都吸收了藏传佛教的许多√、

神祗以充实自己的，万神殿”一：但也要指出迪庆藏传佛教各寺中

又吸收了境内及周边各兄弟民族的神祗进入神殿。可以说，迪庆

境内流传着以藏传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它们之间既争斗、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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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共生、共容．一共存．还有一个互相影响的问题。，，．
‘

=
一

．： 十九世纪中叶，天主教传入迪庆，．二十世纪初基督教传入遵． 。

’t

j；庆．天主教的传入与英法帝国觊觎藏区有联系，故受到境内藏族社．．。’‘
b

⋯ 会各阶层人士的强烈的抵抗，由子英军入侵西藏。引发了藏民族的～．： i’

民族宗教和其他方面的敌忾情感，1888年．迪庆境内爆发。阿墩 ．． I

。一子教案”，．1905年又爆发。维西教案。．上述驱逐洋教斗争之后，．、：

， 丧权辱国的清政府却以向教会赔偿的方式收坊，但境内藏民反洋 ’

教的愿望更加炽烈。．予是，天主教教士退出藏区腹地，’集中设教 。

‘堂于维西，。德钦的几个点上，’即藏区边缘．基督教亦曾试图进入。 ：、
一 藏区，因受到抵制便转向附近的傈僳族地区传教并得到迅速发展．．

’

一’‘ 据1990年统计全州有基督教徒6000多人。‘j。“ ，一；+ 。‘。。

。

，， ．，j迪庆州部分民族还不同程度地承传着各自的原始形态的宗“1
‘

教。’还保持有鬼魂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崇拜的复杂。√：’

仪轨。其中，尤以中甸三坝乡白地一带的东巴教最典型，．研究东
。

--

一巴教的学者认为东巴教及东巴文化的发源地即为白地．东巴教不‘
。

． 、仅对纳西族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啊，而且对毗邻 -”，

地区的藏族。普米族?苗族、、彝族等民族瞧有一定影响．在傈僳 ：。
，．

族，彝族j普米族，怒族中信仰本民族原始宗教仪轨的现象较为’-7 。^

7，突出．．_’1。t ．．■‘。．，，Jv’⋯一，。、一．
‘

．，’

，：。，’迪庆境内的伊斯兰教，是明朝随迪庆采矿业兴旺，回族商人和 ，。

，。 矿工进入境内传入的，清代迨至民国时期，中甸县城和维西县城、 一

． 德钦县城内伊斯兰教．汉传佛教及遭教仍有一定影响． ‘‘
．

： 。～综上所述，迪庆州宗教的主要特点和特征是以藏传佛教为主，‘，
。

多种宗教并存。而这一格局的形成是各宗教派别之问互相制约j一；．

·：．互相渗透才形成的。．这种现象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其中丰富多一、
’_

彩的内涵便蕴育而成为独特的地域宗教文化．，．√一． 。。，’，、7 ，

．． 一．、1950年，．迪庆州全境和平解放．．，宗教被逐步从政治中剥离出 “．

。

珠，．专横倾轧等特征不复存在，走上按自身轨迹运行和发展的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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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路．直到1966年，迪庆各级党委和政府较好地遵照党中央的民族。
!． √’：i政策和宗教政策．信教群众和僧侣的宗教需要基本得到满足． 。，

’一 ：’ 一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迪庆境内各宗教团体与全国各地_

’，，，样受到冲击。寺院(庙)被毁，僧侣被强令还乡，信教群众的宗
‘‘

‘．教活动逝被禁止。．： r 。 ，，
·．

“

，

。，
’， ．t978年，中共党的三中全会召开后。自治州党委和州政府清．．

．’一 除了。左倾”思想在宗教工作中的影响，并开展了大量的．。拨乱’
‘

：，。 反正”工作。为境内影响较大的松谋，更觉两位宗教领袖公开平‘
，

’

一’反，涉及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全部予以纠正．中央，省、州，． ，

县各级拨款逐步修复被毁坏的寺院并基本开放寺院以满足信教群
、 ，一众宗教生活需要等．’+’ ．

”

·一，， -，

”’

一

4

‘1979年以来，党委和政府加强了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各级政 ．

一! 。、 府的宗教事务部门相应成立，加强了对宗教工作的管理．1979年． 咛

?- 一．迪庆州佛教协会成立，1985年维西县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成立．
’

这样，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得到全面准确的落实．宗教界在接受 、‘

’
，、+ 共产党的领导，在爱国，爱教，走社会主义道路，逐步达到与社 ，

、1’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道路上迈开了新的步伐。各种宗教都享有平 ，

‘

一 等地位．得到应有的尊重，各种宗教在全新的意义上得到健康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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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七至八世纪，象雄王朝的势力进入滇西北地区，同

时，本教也传入滇西北今藏族居住地区。，∥7，?、?：．．：蚤’?

赤松德赞时期，(公元742叫97年)，：出现了々大蕃”和。蕃●{
的称谓，吐蕃王朝版图才有了现在西藏和西康的全部．迪庆藏区亦

在。大蕃。的范围．是时颁布了-十善法。，予全吐蕃．佛教开始。

在吐蕃广泛传播。+’ 7·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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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仪风三年(公元678年)，，吐蕃势力进入滇西北及洱海地

区．此前吐蕃已于境内金沙江上架起铁桥．i：，一．+。‘，‘j?：’。

一t-(唐) (公元680年)：。吐蕃在今迪庆维西塔城一带置神州都

督，’并辖铁桥东西十六城。。是时军中有本教巫师，本教为国教．‘

、．唐武周(武则天，国号。周：)’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冬，．

吐蕃赞普赤德松赞薨于降域(4-大理一带)?葬于剑川t’_。．。。

： 唐天宝十‘年，(公元752年)南诏国王皮逻阁接受吐蕃册封
一 为。“赞普钟南国大诏”．‘一 ：’一，： ’。，1i，，、 ‘．一：一．

二

·．

’

．(唐)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公元755年)时，出现出家．。七试一
+。

人”并建桑耶寺，藏传佛教发展迅猛．当时还流放本教徒，部分。
． 本教徒来到川、滇交界的今迪庆及宁蒗、木里等藏族，纳西族人 ，

民居住区域． ．‘?。一 ．，～．⋯ +t一．，‘4 ，：

．

，。 (唐)元和年吐蕃赞普赤热巴巾(公元915—838年)时僧但
二 参政并代表吐蕃与唐和盟，‘又广建寺院；作译经新规定并诏令吐 。．

蕃各地实行。七户养僧制”，极大地提高僧侣地位．‘j：一、4，， 。} ，‘

，

。， (唐开成)吐蕃赞普达磨(公元839"--842年)时．兴本灭佛，7
“

禁止佛教流传：佛教徒携经典逃往康区．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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