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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藏传佛教格鲁派当代发展新态势
０

和晓 蓉

［ 摘要 ］ 由 西 藏
“

流 亡政府
”

挑起并发酵 至今 的
“

多 杰雄登 护 法神事件
”

，给海外 格鲁 派带来严 重挫 折 的

同 时 ， 以脱 离
“

流亡政府
”

， 寻 求 非政治化发展 的
“

供派
”

为传承 主脉的 新 的 教派发展格局初步形 成 。 文章

从 宗教人类 学视 角 ， 结合文献与 田 野 资料 ， 通过对护 法神事件 的 学理性梳理 、教派分裂后 的 发展局 面分

析 ， 初 步 呈现 当 代海外格鲁派裂 变与 传承发展新态 势 ， 并就相 关 问 题提 出 初步 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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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藏传佛教的发展现状研究是我 国宗教学和藏学等相关学科较少关涉的领域 。 海外藏传佛教格

鲁派 的 当 代发展牵涉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和 民族宗教政治背景 ，
多种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绞合其

中 ，
全面论述为笔者力之不逮 。 本文的书写逻辑是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政教合

一制及其所引发的历次重

大危机—— 当代海外格鲁派 由
“

后政教合一制 度
”

与
“

西藏流亡政府
”

挑起的 护法神事件危机—— 由 此危

机所导致的教派分化新格局 。 旨在说 明 ， 历史和 当下的政教合
一

制 ，与当代海外格鲁派 的教派分裂及新

格局 形成有极大的相关性 。 在此视角 下 ， 可以清晰看到 ，
当代海外格鲁派

“

供派
”

对教法历史 的梳理 、寺

院的兴建 、僧人在迁移后的重新集结 以及传承的清晰化等 ，使其呈现 出与之前整体的格鲁派不
一样的气

质与面貌 。 脱离
“

流亡政府
”

的
“

供派
”

僧众虽然历经打压 ， 但作为
一个发展中 的整体来看 ，

则意味着最终

脱离残 留于
“

西藏流亡政府
”

的政教合
一

框架和
“

藏独
”

阴影 ，走上
一条相对 自 然传承发展的路径 ，其传承

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 同 时
，

“

供派
”

对多杰雄登护法神信仰 的强化 ，
加深了 海外格鲁派对十世 、十

一世班

禅大师 的认 同 和尊崇 ？
，
从而祖 国归 属感得以强化 。

？这一过程对于宗教在全球化时代和平发展的 实

①本 文为 国家社科基金 西部项 目
“

中 国藏传佛 教
‘

杰钦多杰雄登
’

护法神信仰现状与发展趋势研 究
＂

（ １ ６ＸＤＪ０ ３４ ） 、 云南大学民族学

一流学科建设 招标项 目
＂

藏传佛教格 鲁派海外传承发展新格局研究
”

（ ２ ０ １ ７ ｓ
ｙｌ

０ ００３ ）阶段性成果 。

② 包括十世 、 十一世班禅在内 的历世班禅 均为多杰 雄登法门的拥护者和实践者
；
参见本页下条注释 。

③ ２０ １ ８年 １月 ４
一

６ 日 ， 第一届杰 钦雄登世界 大会在 尼泊尔加德满 都举行 ，来 自 世界多国 的代表参会 。 会议 确立 了作为雄登协会会

员 的四 个 条件 ： 永远 断绝与达赖喇 嘛的关 系 ； 不参与任何政治 活动 ；
全世界信仰杰钦修丹 的 信徒都以第十

一世班禅大 师为 宗教 领袖 ，
信

仰墀江活佛 ； 不分 国家不分 民族 团结 一致 、信仰佛法 ， 利益 国 家 、
利益社会 、利益 众生 ； 每 个国家 的信 徒要尊重各个 国家的法律 。 成立

“

杰

钦雄 登联合总会
”

， 颁发会员证书 。 确定每年 ８月 ２ ４ 日 为
“世界雄登 日

”

。 资料来源 ＝ ２ ０ １ ８年 ４月 ２７ 日 访谈于尼泊尔雄登协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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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总结和理论建构等方面均有着重大意义。

一

、护 法神 之殇

十四世达赖在北印 度喜马偕尔邦西北山 区达兰萨拉小镇落脚后 ，
成立了 以

“

西藏独立
”

为宗 旨的
“

西

藏流亡政府
”

，
对海外藏人政教事务实施控制和管理 。 至２ ０世纪 ８ ０年代

，原本属于藏传佛教历史文化范

畴的多杰雄登护法神供奉事宜 ，在十 四世达赖集团 的 蓄意炒作下 ，演化升级为 同 门相残 、教派分离 ，引 发

海外藏人社会及西方佛教信仰 团体冲 突 的国 际性宗教政治事端 ， 国 内藏 区亦受严重影响 。

依据藏传佛教教义 ，
护法神是佛教中 誓愿保护佛法 、护持信众 、遣除修行违缘的神灵统称 ，

概分为 已

证悟护法 （超世间护法 ）和未证悟护法 （世间护法 ）两大类 。 超世间护法是圆满成就者或佛菩萨的忿怒化

身 ，其主要使命是护持佛法 ，
帮助修行者在修持过程 中去除 内在和外在的障碍 ，创造有利条件以 实践佛

法 ， 如吉祥天母 （度母化现 ） 、 六臂玛哈嘎拉 （观音化现 ） 、犀 甲护法 （阿弥陀佛化现 ）等 ；
世间护法指 尚 未证

悟
， 但因 自 身善缘或被大德高僧调服而誓愿护持佛法的灵性存在 ，这一类护法在整个藏传佛教 中数量众

多 ，
其 中与多杰雄登

一道作为西藏政教合
一

政权的政务神灵的乃琼护法 ， 即为莲花生大师所调服的世间

大护法 。 而多杰雄登护法则是显现世 间相 的超世间护法① ，也是藏传佛教史上新近生成 的
一位护法 ，被

认为是文殊菩萨 的化现 。

“

多杰雄登
”

护法神全称
“

杰钦多杰雄登
”

（汉语
“

大王金刚具力神
”

） ， 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主要护法神

之一② ，传承至今 已 有 ３００多年 ，在西藏寺院和 民间被普遍供奉 ，也被流亡海外的格鲁派所供奉 。 多杰雄

登护法神的 独特之处还在于其所承担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教事务宣喻神的 角色 。 宣喻神有专 门 的代言

神巫负责转述其 旨意 。 正是这种双重身份致使多杰雄登处于政教敏感地位③ 。

１ ９８０年代初始 ，格鲁派当 代两位宗师暨雄登护法神传承持有者赤江和林仁波切相继 圆寂后 ，十 四世

达赖 日 渐被
“

流亡政府
”

及其他政治宗教势力裹胁 ，
推动反护法神 问题升级 。 自 ２ ０世纪 ９ ０年代起 ，

“

西藏

流亡政府
”

与十 四世达赖 ，
指责其原先

一直供奉的多杰雄登护法神是邪灵 ，会损害其寿岁 ，
危害西藏政教

事业 ，但响应者甚微 ；
到 １ ９ ９６年 ，

“

流亡政府
”

进而指责依止该护法者为
“

恐怖主义邪教
”

，并发布禁令 ，要

求所有组织和藏人
一

律不得供奉信仰多杰雄登 ，并签名发誓 ，拒签的僧人被开除僧籍赶 出寺院 ，平民被

赶出 藏人社区 ，
取消一切福利 ，

拒发难 民证 、捣毁神像 ，
甚至谋害有威望的高僧大德再进行栽赃 ，

在海外

藏人社 区掀起 了反 多杰雄登护法神 的宗教迫害活动 。 自 ２０ ００年以来 ，
印度和西方坚持供奉多杰雄登护

法神 的信众的抗议运动 日渐扩大 ，众多西方信仰者的游行抗议 ， 引发各界更多关注 ，使得流亡集团挑起

的反护法神事端不断国 际化 。 此过程中 ，
格鲁 派坚持供奉者被统称为

“

供派
”④

，
放弃供奉者被称为

“

废

供派
”

。

作为
一起 当代宗教政治事件 ，截至 目 前的相关研究 ， 能够公开的 多停留在 实事和政论报道 的层面 ，

①多杰雄登护 法神的 基本形象在格 鲁派传承里 为
一

头戴 圆 顶金帽 ，
额生慧眼 ，

身着袈裟 ， 右手上执宝 剑 ，
左臂 横傍金 刚 钩和吐 宝

鼠 ， 左 手托一红色心 脏 ， 足登虎 皮靴 ，
骑在 忿怒雪狮 上的 怒相僧 人 。 据格鲁派教义 阐 释 ， 多杰 雄登护法 显现 世间相的 旨意之一在于其更

大 的包容亲 和性 以及回 应的疾速性等 ， 以应对 物质科技高度发展而 人们的 痴 、 贪 、嗔 日 益深重 的现 状 。 在萨迦 派传承 中常见 的多杰雄登

护法形象稍有区别 ， 其坐骑 是一 匹黑马 ， 因 此被称为
“

骑黑马的 多杰雄登
”

。 萨迦派为首先供奉多杰雄登护法的教派 。

② 在 多杰 雄登护法生成 之前 ， 格 鲁派的主要护 法神有大威德金 刚 、 玛哈嘎拉 、 密修 阎 罗王 、 吉祥天母 、 多闻天王等 。 藏传佛教各教

派都 有各 自 的 护法 神体系 。 有些护 法神是各教 派共 同供奉的 ，
有 的是某

一教派所独有 的 。 多杰雄登护法 为格 鲁派主供 ， 萨迦派和部分

宁玛派 、噶举派也有供奉 。

③ 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在客观上给诸 多以护法 神的名 义行政治利 益操作的行为提供了便 利条件 ， 造成政教腐败现象 。

④
“

供 派
”

为 他称
。
坚持 供奉者认 为他们并未改 变什么 ， 只不 过坚守 了格鲁派历 史以 来的传承 而 已 。 笔 者认同此 观点 ， 文章沿用

“供派
”
一

词 ，
仅为便于叙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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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性梳理 的 尚不多见 。 国外相对有较多文论面世 。
①

综合各方观点和现有调查材料看 ，

“

流亡政府
”

及十 四世达赖挑起反护法神事端的 目 的和实质可概

括为 ：振兴低落的士气 ，缓和集团 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 ；
利用

“

利美运动
”

（ １ ９世纪 中后期 出 现的不分教派

运动 ）壮大实力 ；
打击以英国格西格桑嘉措为领袖 的西方新甘丹派 ？

（新格鲁派 ）
；
祸藏乱教 ，

分裂中 国 藏

区 。 至于在这些表象之下还有着什么更深的谋略 ，则不得而知 。

境外有
“

供派
”

僧人对达赖的这
一

举动总结道 ： １ ９８ ５年至 １ ９８ ７年期 间 ，达赖常说不到 ２ ０００年我们就可

以实现独立了
，
因为他有神通 ，

所以西藏很多人相信他 ，
但他所讲的很多事情都没有

一

个正确 的答案 。

于是到 １ ９ ９６年 ，达赖就说 ， 多杰雄登对
“

流亡政府
”

的 政治运作不利
；
多杰雄登对他的 寿命有障碍 ；

多杰雄

登是 中国汉人的
“

鬼灵
”

。 就全部怪在多杰雄登身上 。
③

国内西藏及四省藏区部分僧人百姓 ，
出 于对达赖 的盲从盲信 ，与坚持供奉者反 目

，孤立打击供奉者 ，

导致部分地 区的和谐稳定与 民族 团结受严重影响 。

二
、护 法神事件所 导致 的海外格鲁派发展新态势

在格鲁派错综复杂的 发展进程中 ， 可看 出海外格鲁派分裂 、 分化 、蜕变与重构的 发展路径 。

先略谈海外
“

废供派
”

的倒行逆施及其后果。 其实所谓
“

废供派
”

包含了 不 同情况的人群 ： 以达赖为

核心 、

“

流亡政府
”

为支撑 、 以达兰萨拉居 留区为基地的 政要核心群体 ， 以印度三大寺 （哲蚌 、甘丹、色拉 ）

等寺院僧人为主的 宗教核心群体 ，
以及普通 民众群体 （包括普通流亡藏人和新兴西方格鲁派信众 ） 。 第

一类为坚定不供④ ， 并以强权打压供奉者 ； 第二类有 自 愿追随达赖 的
，
也有迫于强势而表面放弃供奉的

僧人
；
第三类 同 样有被

“

流亡政府
”

洗脑的 盲 目 跟从者 ，但更多 的是被迫放弃供奉或表面放弃者 。

“

废供

派
”

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开始生发事端到 １ ９ ９６年强势禁令 ， 到 ２０ ０８年后捉襟见肘地编织各种政治宗教混搭话

语应付 日渐升级的西方
“

供派
”

僧俗的抗议活动 ，
到 目前逐渐被外界以及西方舆论质疑和冷落 ，其颓势 日

趋明 显 。

这
一

颓势还反应在教务本身层面 。 首先 ，

“

流亡政府
”

在废除多杰雄登护法神后 ，重新扶持了
一个代

言女巫
“

拉姆茨仁切 昂
”

作为
“

流亡政府
”

的政务神灵 ，
其人来历和表演性降神活动被教 内外知情者传为

笑料 ；
另外又将早在达赖集 团流亡印 度前 即 已 宣喻不再承担护法神任务的乃琼护法抬 出 。 这些行为显

然无视和践踏 了教法本身 的 神圣性 。 其次 ，

“

流亡政府
”

在寺院和学校里强制僧人和学生观看他们炮制

的反面宣传资料 ，并要求学生和僧人将这些偏激而漏洞百出 的政治宣称 内容用于 日 常辩经 ，企图从学校

教育角 度和宗教义理层面强化或合理化其
“

藏独
”

思想 。 再者 ，
达赖本人有关护法神 的言论经常前后矛

盾 ，
无法 自 圆其说 ，西方信徒的游行抗议标语也是直指达赖 ， 称其为

“

谎言者
”

。 这些事实使得其追随者 ，

包括西方的 崇拜者们倍感纠结 ，信心渐失 。

“

流亡政府
”

所挑起 的同 门 内 斗 、不崇正法 、宗教政治化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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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国 内有 学者将英 国格西格桑嘉 措及其所 创新的
“

新甘丹 派
”

（
新格鲁派 ）翻译成

“

新 嗔当 派
”

， 这是不对 的 ，
二者藏语读音不同 、 含

义也不 同 。 例如刘 秧 ：＜新 噶当 派源流及其历史特 征 〉 （ 《 宗教学研究 ＞ ２０ １ ５年第 １期 １ ３３
—

１ ３ ８页 ）

一文 ， 由于没有 分辨二者藏语读音的 Ｅ

别 ， 将格西格桑 嘉措 所倡导 的
“

新甘丹 派
”

误以 为是
“

新 噶当 派
”

， 并将其作为一 个有别于格鲁派的全新教派加以推演 阐释。 实际情况是 ，

英国格西格桑嘉措 所倡导 的是
“

新甘丹 派
”

， 即纯格鲁 派的意思 。 而 当代也确 有一名从云南香格里拉 去到 中 国 台 湾的藏人被称为
“

台湾

赤追
”

的 ，创建了
“

新噶当 派
”

， 宣称要重新 阐扬阿底峡大师 的教法
。

③ ２０ １ ８年上半年访谈于 印度有关寺院 。

④ 继 １ ９９ ６年 ４ 月 ２２ 日 正式发布禁供令后 ，

“

流亡政府
”

的
“

西藏议 会
”

修改
“

宪法
”

， 其 中第 ６ ３条规定
“

最髙法院 首席法官和全体陪审 人

员必须是西藏人 ， 而且不得信 奉多杰雄登神
”

。 此外还编 写了
一系列论述 多杰雄 登并 非护法神而是怨鬼的若干 宣传册子 ， 如 《 凶天善 恶

类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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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将其带 向 自 我消弭 。
①

两相对照 ，

“

供派
”

则从佛教义理 、 弘法方面加 以梳理 。

（

一

）重新梳理教法史相关文本
——凸显教派宗风法理

一

方面 ，在低调讲经传法 、 主动避免正面冲突 的 同 时 ， 教 内 资深喇 嘛开始整理 阐述历史上有关多杰

雄登护法神 的 资料文本 ，
如萨迦诸教主撰写的 赞颂文 、祈愿文和修持仪轨 ，

包括十世班禅②在内 的历代

格鲁派大德的赞颂文 、祈愿文等 ；
另 一方 面 ，

以格鲁派 当代大德帕绷卡大师的完整传承及其文集为蓝本 ，

开始着手对该护法进行 系统性 阐释 ， 并逐步公开该护法 的修持方法 。 例如第三世墀江仁波切撰写 《 护

法之海喜悦音 》
③

，
对近代大成就者塔波 ？ 格桑克珠大师的著作 《无量劫 》进行了详细说 明 ，并著 《护法

多 杰雄登传 》 （原名＜ 护甘丹教大天变化法王金刚威 力三密稀有本生传 ＞）
？

。 该著作依据佛法教理展

开 ， 逻辑清晰 ，对于教外研究者从教理角 度了解该护法乃至藏传佛教诸多护法神的生成机理 ，也有重大

意义 。 另有第三世赤江仁波切弟子泽美仁波切所著 〈雄登产生过程师父 口传甘露 〉 等 ， 旨 在论证多杰

雄登护法神 的教法合理性及殊胜性 。 英 国格西格桑嘉措的 《 心宝 》

一书也详 细介绍了 多杰雄登历史和

修行法 门⑤ 。 《天降金刚霹雳雨 （斩断假借格鲁派 名义的 邪说 ） ＞为上述诸论著的 汇编 。 旅居马来西亚

的詹杜 固仁波切也以其寺院
“

克切拉禅修 中心
”

为依托 ， 以 自 传的形式 阐明雄登护法的 来历 、冲突原 因 、

护法法 门等
一

系 列 问题⑥ ；
２ ０ １ ７年 １ ２月 ３ 日 又 以 《藏传佛教萨迦传承与多杰 雄登 》 为题撰文论释多杰雄

登在萨迦传承 中的具体情况 。 尼泊 尔毗杰林寺扎恭仁波切所作的 《 文殊怙主耳传大护法多杰雄登传 〉
⑦

为 一归纳性论著 。 这些著作文论的 面世不仅起到理清护法神 问题的 作用 ，也在客观上重新 阐释了 多杰

雄登护法神渊源及其法门的 功德 。

（二 ）

“

供派
”

新寺崛起
——

再铸弘法基础

随着
“

流亡政府
”

打压
“

供派
”

行径不断升级 ， 印 度格鲁派寺院
“

供派
”

僧人纷纷被迫集体出走 ，另行建

寺 。 目 前印度新建 ４个寺院 ，
分别是位于南印度班加罗 尔 省麦苏尔地区 的东甘丹寺 、 色邦寺 以及印 度北

部大吉岭附近的 两个寺院 。

东甘丹寺为 印度甘丹寺
“

供派
”

僧人将甘丹寺夏孜扎仓独立出 来而成立 的寺院 。 其他扎仓或寺院的

供派僧人加入进来 。 目前僧人在 ６ ４０名 左右⑧ 。

色邦寺与东甘丹寺情况类似 。 在原印度色拉寺内被孤立打击后 ，

“

供派
”

僧人集 中 于坚持供奉的邦

布拉康村 ，并将此扩建为
一个大寺院的 规模 ，

目 前在寺僧人有 ５６ ０人左右。 寺院除藏族僧人外 ，
尼泊尔僧

人 、欧美国家僧人不断增加 ，僧人构成 国际化趋势明 显 。 寺院实行严格的 闻思修程序 ， 不问政治 ， 僧人学

养和成就为教 内 外所称颂 ，
在某种意义上 已经成为 印度格鲁派非政治 化发展的代表性寺院 。

①笔者 与在印度 、 尼泊尔 、旅居 欧美的多位 藏传 佛教髙僧访谈时 ，
有人坦言

，

“

以前大家都很相信达赖喇嘛
，
他说什 么都听 ，

他 说要
‘

独立
’

，所 以很多人都期待这样一个
‘

国 家
’

。 但是后来 ， 慢慢 的也有很 多藏人去西藏探亲 ，
探 亲时发现今天的 西藏和

‘

流亡政府
’

之前所

说的好像不 太一样 ， 他们亲眼看到西 藏在 教育 、文化 、道路等方面 的发展变化 以后 ， 回来就像变了
一

个人 ， 就 比较不相信
‘

流亡政府
’

说的

了 。 另外就是宗教层 面护法神这个 事情 ， 有人 心里面也是清楚的 ， 但 是他不敢说 、也不敢反 抗 。 也有
一些去国外读书的学 生 ， 他们 看到

中国 的 实力 ， 在西藏 各方面的发展 等 ， 也觉得 是不得了 的 事情 。 但也有一些
‘

流亡政府
’

的 人出 去后受到 欧美等 国 的赞助支 持 ，就将
‘

藏

独 ’

当 作一 门生意来做
”

；

“

教派里真正有信仰的人 ， 绝不会放弃供奉 ， 也不会去掺和这件事
。
他们不会拿灵魂的前途来换现世 的利益

”

。

② 十世 班禅曾 为多杰雄 登撰写赞颂 文 ，
详见＜ 十世班禅 文集＞ 【 Ｃ ］第 二卷

， 西宁 ： 青海 民族 出 版社 ，
２０１ １年

，
第 ２ ３８

—

２６４页 。
从 四世

班禅到十世班禅都有关于多杰雄登的文论传世 。

③ 第三世墀江仁波切 ：＜ 护法之海軎悦音 〉 ［Ｍ 】 ， 台北市 宗喀 巴佛 学会 ， １ ９９８年 。

④ （ 善说德赞 ＞ ［Ｍ 】 （ 藏文 ） ， 印度东甘丹寺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６年
。

⑤ 参见维基百科ｗｗｗ ？
ｗｅ ｓｔｅｒｎ ｓｈｕ

ｇ
ｄｅｎ ｓｏ ｃｉｅｔ

ｙ
？

ｏｒ
ｇ
ｋｋｋ

，
２ ０ １ ４

－

２
－

２ １。

⑥ 参见新浪博客 ｈｔ ｔ
ｐ

：／／ ｂｌｏ
ｇ

． ｓｉ ｎａ ？
ｃｏｍ ？

 ｃｎ ／ｚｈａｎｄｕ
ｇ
ｕ

，
２ ０ １ ５

－

５
－

１ １ 。

⑦ 印度东甘丹寺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７年 。

⑧ 由于统计口 径的不同 ， 人 数会 有出 入。 后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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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蚌寺僧人以
“

废供派
”

占 大多数 ， 没有公开分裂 。

在尼 泊 尔则有毗杰林寺① 、色玖 巴寺
， 以及帕绷卡拉章等 。 僧人总数大概 ６０ ０人 ，其 中 ２００

—

３００人为

尼 泊 尔本地人 ，并 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 位于加 德满都佛教 圣地斯瓦 杨布塔 山 脚 的 毗杰林寺始建于

１ ９７４年 ， 为尼泊 尔 最大的格鲁派寺院 ， 因供奉有仅有米拉 日 巴等身像以及五世达赖喇嘛亲手制作的多杰

雄登护法泥塑像而备受各教派关注 。 教派分裂后为数不多的
“

废供派
”

离开寺院 ，
由

“

供派
”

坚守并扩建
，

由 扎恭仁波切住持 （ 已 圆寂 ） 。 现有 ５０多位僧人 。 其中 １ １位藏族僧人 ，
其余为尼泊 尔 当地人 。

（三 ）格鲁派僧人再迁移
——越洋 、回归与留守

在藏传佛教海外发展诸教派 中 ，格鲁派为主流教派之
一

。 海外格鲁派 以印度为大本营 ，
经过５０多年

的发展
， 不仅在印度 、尼泊 尔等南亚国家建立了相 当规模的寺院 ， 以传统的方式培养 了数以万计的僧人

，

其 中 的部分佼佼者 不断前往欧美西方国家 ，建立诸多寺院或禅修中心 ，培养西方弟子 ，
加之传统上蒙古 、

中亚等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 的 国家和地区 的复兴发展 ，
至 今的海外藏传佛教格鲁派 已 经发展为

一颇具

世界性规模的佛教 教派 。 当 代欧美 国 家在藏学 、宗教学等学术领域 ，
对包括格鲁派在 内 的教派 问题及教

派哲学思 想进行了 相对去政治化的新 的反 思和体验 ， 特别是对中观哲学的研究 已经达到相对较高的程

度
；
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认知渐趋理性和客观化 。

护法神事件过程中 ，
印度

“

供派
”

僧俗被迫再次迁移 。 再迁移路径大致分为迁居尼 泊 尔 、迁居欧美国

家和东南亚国家 ， 以及 回流 中 国三个方向 。

移居尼 泊 尔 的人数相对较少 ， 主要依托在毗杰林等寺院 ，致 力 于收 留 藏人和 尼 泊 尔学僧 ，讲经传

法 。 在尼泊 尔相对 宽松的宗教和政治环境中 ，
藏传佛教尼泊 尔本土化趋势 已 现端倪②

。

移居欧美 国家 的大德高僧有不少 已经建立精舍 、 禅修 中心或寺院 ；
而一般僧人多投靠某一既有寺院

或禅修中心 。 著 名 的有英国格西格桑嘉措领导 的新甘丹巴佛教联盟 、德国 绷朗仁波切住持的禅修 中心 、

瑞士及奥地利 的恭萨仁波切与格西若丹禅修 中 心 、意大利 的 刚坚仁波切禅修 中心 、 法国第 １ ０ １任甘丹 巴

龙仁南杰住持 的禅修中心、第四世墀江仁波切在美国佛蒙特等地住持 的佛学院与禅修院 、 北美扎恭仁波

切住持的甘丹旦松林 、护法神代言人古登拉在美国 印第安纳州 创建的黑汝噶禅修中心 、马 来西亚詹杜 固

仁波切住持的克切拉禅修林 。 此外 ，俄罗斯 、蒙古人民共和 国境 内 萨迦 、格鲁 、噶 举三派也有供奉雄登护

法的若干寺院或禅修 中心等 。 这些寺院或 中心虽然各具特色 和 发展 旨 向 ，
但在维护护法神及其传承方

面却是
一致的 。 其 中 较为激进的 属英国

“

新甘丹派
”

的创 建人和领导者格西格桑嘉措 ，他指 责
“

流亡政

府
”

操控下格鲁派的 发展背离 了宗喀 巴 的纯净教法 ，掺杂了太多政治 因 素 ， 因此为了 回 归源于宗喀 巴大

师的清净传承 ，他只 供奉宗喀 巴大师和 多杰雄登护法神 ， 只招收西方弟子 （他认为大多流亡藏人已 经被

政治所污染 ） 。

选择回 国的格鲁派
“

供派
”

僧人 ， 多为学有所成的中青年 ， 他们看到 了 国 内政治经济和宗教信仰 的 良

好环境而选择回 到原寺院 ， 经过当地主管部门 审 核通过后 ，
正式加入寺院

，领取僧人证 。

此外尚有部分僧人选择 留守他们在印度新建的 寺院学 习 、服务或讲经传法 ，
其中 以南印度麦苏尔 的

色邦寺和东甘丹寺 为代表 。

综上 ，护法神事件的结果之
一

，是海外格鲁派一分为二 ， 以达赖喇 嘛为首 的走宗教政治路线的
“

废供

派
”

渐 失人心 ，
渐呈颓势 。

“

供派
”

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 ，
在教 内 外明 确 了雄登法门 的来历、 具体修持及其

在宗喀巴 核心教法 中 的地位 、 作用 和意义 ，
阐扬宗风 ，

另启清流 ，
从宗教安全发展 、 和平发展的 角度看有

其特殊的 积极意义 。 结果之二 ， 海外格鲁 派护法神废供之争 ， 间接导 致我 国藏 区信众 内 部产生对立矛

盾 ，宗教信仰 自 由 政策被歪 曲利 用 ， 民族传统文化正常传承受严重干扰 。

①西 藏的毗杰林寺建于 １ ５６ ２年
，
在 日 喀则 的边界 樟木 口岸附近 ， 原 来是 噶举派 ， 第五世达 赖剩嘛时期改宗为格鲁派 ， 成为扎什伦布

寺 的属寺 之
一

。

② 有关藏传佛教 在尼泊尔的 复兴问题 ， 笔者将另行著文说明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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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余论

？１ ５ ９？

如何看待和把握海外格鲁派分裂及其发展态势 ， 以及
“

供派
”

的非政治化和平发展路径 ，是藏传佛教

重要的 现实 问题 ， 同时还可能有着宗教去极端化 的案例启示 和理论建构意义 。 据此 ，提 出 以下初步思

考 。

就如何看待和阐释
“

供派
”

的非政治化和平发展态势问题 ， 我们认为 ， 当代海外格鲁派的分裂存在
一

种去浊扬清的 趋势和效果 。 达赖及其分裂主义集团 ，作为
一

个有历史传承 的宗教 团体而言 ，废供活动实

际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 自 废武功的做法 ，最终走 向 自 我消弭 。 在这一过程中
，
强化对供派的认 同度 ，

有

利于扶正祛邪 ，善用
“

供派
”

非政治化和平发展的取 向与特质 ，来把握藏传佛教世界传播 的主流群体和正

向发展趋势① 。 相应地 ，对不 同宗教 、不 同教派和不 同宗教性组织的 正邪认定 、 扶正祛邪 ，应当是我们 国

家宗教管理的坚定取向 。

有关宗教去极端化的 案例启 示和理论建构意义问 题 ， 我们认为 ， 海外格鲁派的护法神之争及其
“

供

派
”

的另启 清流 ，去政治化和平发展案例 ，在彰显佛教护国利 民与和平发展特质 的 同时 ，也正是宗教去极

端化亦即 去政治化的过程 ， 不仅具有消解
“

藏独
”

势力 的 作用 ，对于我国 乃至世界宗教的去政治化和平发

展有着理论启示意义和实践借鉴意义 。

［ 本文责任 编辑 （特 约 ） 季 垣垣 ］

［作者简介 】和 晓蓉 ，
云 南大 学 民 族学 与社会学学 院宗教 文化研 究所 副研 究 员 。 （ 昆 明 ６５０ ０３ １ ）

① 如前所释 ，现 当代 藏传佛教 四大派别 中 ， 不仅格鲁派 ， 萨迦 和噶举也是 多杰雄登传承的持有 者或 部分修持 者 。 护法神 问题的正

确认识和妥善解决在某种层面上是关乎藏传佛教整体的问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