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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寺管委会主任却西·洛桑华旦隆日嘉措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塔尔寺文献研究所翻译小组翻译

誉为"三地注( 1 )唯一明灯"的宗喀巴大师，名扬海内。他的诞生地塔尔寺〈藏

语称"褒本贤巴林"意为十万狮子吼佛像的弥勒寺) ，是广大黄教徒心往神驰的圣

地。本文就塔尔寺的沿革及寺内佛像佛塔的来历，略述于次z

第-部分 宗喀巴大师及塔尔寺各佛殿的历史
-、宗喀巴大师生平

文殊菩萨在《大慧妙吉祥广论》中曾预言道"从东北方向将出现一位显密合修的

教主，名宗喀巴，未来在清净胜地圆满完成狮子吼如来正觉"如是云云。宗喀巳大师

诞生的地方，正是现在塔尔寺大金瓦殿所在处。

宗喀巴大师的生年，据《大疏论注》记载，是元至正十七年，藏历第六甲子的丁西

年〈公元一三五七年)十月十日上午，迄今已有六百二十五年了。父名鲁本格，母名香

萨阿切。宗喀巴诞生时，曾出现瑞兆。

宗喀巴三岁时，元至正十九年，己亥(公元一三五九年〉从噶玛巴·饶贝多吉受

近事戒.这位大师预言"在此尊者脐血滴落处，将生出一株不同寻常的树"后来果

然如是。是年，至夏琼寺，敦珠仁钦大师异常器重，爱之如目。元至正二十三年，葵卵

〈公元一三六三年) ，从敦珠仁钦大师出家，受沙弥戒，命名为罗桑扎巴。又得到金目。

怖畏，上乐法轮、大法轮等密法灌顶，取密号为顿越多吉〈不空金刚〉。此时除学习

藏文写读外还教授其他多种佛教显密经论。十六岁，明洪武五年，圭子， (公元一三七二

年) ，在顿珠仁钦大师的鼓励资助下，赴卫藏求学，先后在直贡寺、聂塘寺、萨迦寺等许

多经院研习显密经论。在卫藏，他能依"四部伦"注( 2 )立宗答辩，博得"噶希巴洛

桑扎巳"的称号〈意为能依四部论立宗答辩者) ，声誉大振。

宗喀巴三十岁时，明洪武十九年，丙寅〈公元一三八六年) ，从租称仁钦等足数之

僧伽前受比丘戒。尔后，曾为其弟子察科·阿旺扎巴等广大僧众宣讲四部论，之后住拉

萨河下游之蔡寺阅读藏文大藏经《甘珠尔>> ，在极乐寺讲经传法。尤其在学者会萃的门

喀扎喜栋寺，为僧众同时宣讲十七部论注( 3 )。这是他在卫藏讲学宏法的杰出业迹。



17、如来八培

清蛇隆四十一年，丙申(公元一七七六年) ，第三十一任大法台关嘉·扎巴坚参
时，拉科头人桑杰珠龙在塔尔寺广场内建立了如来八塔，以纪念释迦如来从诞生到涅策
的八件大事。

这八个塔从东到西是，

1.莲聚塔

2.菩提塔

3. 转法轮塔

4. 降服外道培

5.天降塔

6.息谛培

7.祝寿塔

8.涅棠塔

每个大塔底周长为九点四米，高六点四米，座底商积为五点七平方米。

18、公告碑

塔尔寺前的马路边，立有一碑，其碑文是国务院公告z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塔尔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颁布

青海省人民委员会立

19、 E月十五的酥油花灯

关于酥油花的来历， ((宗喀巴犬师传》中说，宗喀巴大师宜十三岁时，己丑〈公元一

四O九年)从正月一日至十五日在拉萨举行的祈愿大法会上〈一评传召大会〉陈列的供

I~I中，有无数的奇珍异宝，诸如转轮王七宝、吉样八宝以及八供等，五光十色，灿烂夺

目。这一切都是由宗喀巴大师应用密咒、手印、禅宗等，亲身加持，使十方佛子，皆大

欢喜，祈愿佛教在肚界上永恒不灭，饶益众生，常时安乐。上述情形，在宗喀巴大师的

密传中曾做过总结。

在这次大法会之前，在宗协和贾索堡等地也曾出现过一些映景幻相，因此以十方诸

佛作为供养境地，建立了每年一度的正月析愿法会，创立了供养酥油花的传统习惯。

20、大厨房

建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公元一六八九年〉。内有五口大生铜锅(铜占主要成份

的合金锅) ，其口径为一点六五米到二点六米，深零点九米到一点三米。

第二部分 塔尔寺各佛殿中的佛像、佛经、佛塔等供物
-、大金瓦殿内

在这个被誉为"世界一壮严"的大金瓦殿里，主要供着以白旗檀树为核心，经过佛

力加持、辉煌灿烂的银壳神变大灵塔(相传宗喀巴诞生后，从脐血黯处长出一株白旗擅

树，上有十万树叶，每叶上又自然现出-尊狮于吼佛像，树皮上还有藏文字母) ，在座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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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久美堪布的《塔尔寺志》 、 赛多 · 益喜土旦茹措的《塔尔寺志》 、 噶玉瓦 · 措雄若维

泊哲的《塔尔寺志)) ， 赛多 · 洛桑曲称嘉措的《塔尔寺志》等四部寺志编写的。我们在

翻译过程中 ， 自始至终得到了侯生帧副教授、沈桐清先生、温存永先生的悉心指导， 温存

智副教授故后审阅了译文，在此， 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 1) "三域"叉上、 地上和地下。

塔尔寺文献研究所翻译小组

马连龙、卓永强、马占林

( 2) "四部论((俱舍论 》 、 《 中论 》 、 (( ，见 1见庄严论 》和《 戒经论 》。

( 3) "十也部论"总氏五论五部 、 中观五论五部 、 及《集论》 、 《供合论》 、

《量释 》 、 《 入中论 》 、 《 入菩提什论 》 、 《四百论》等十七吾I~ 论。

(4) "丈珠菩萨地身说法" 括佛教传说，宗喀巴曾亲见丈珠菩萨现身，聆听丈

珠菩萨为他讲解佛法。

( 5) "三世佛"过去佛〈迦叶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 〉 和未未佛 〈弥勒佛〉

( 6) "尸盐" 用未防止尸体腐烂的盐类。

( 7) "我执" 谓对 "我"的执着。佛教所妥破除的一种主妥观念。

( 8 ) "三界" 佛教把世俗世界划分为欲界、 色界和元 色界， 皆处在"生死轮

迫"的过程中，认为是有情众，生存在的三种境界。

( 9) "苦谛"谛是真理的意思。 "苦谛"则是对于社会人生以及自民坏境所作

的价值判断。以为世俗世界的切， 本性都是"苦" 有 "四苦" "八苦"

等。

(1 0) t，集谛"指i立成世间人生及其苦痛的原因 ， 即 "业"。

(1) "长寿三尊"元量寿佛、 尊脏佛母、 白皮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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