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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绪论部分，对蒙古族地区佛教文化艺术的形成过程与蒙古族文化进行了综述。
从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人就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
影响最大的是，当时的汉传佛教居士禅人宰相耶律楚材（119-1244），他从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期
至后来的近30年间，为蒙古帝国出谋献策并传播佛教思想。
所以，蒙古人最初接触佛教应归功于蒙古帝国时期的耶律楚材。
也就是说，蒙古人最初接受汉传佛教文化影响的可能性最大，这与耶律楚材的倾心尽力有着密切的关
系。
但是，为什么蒙古人最终又接受了藏传佛教文化，并确立藏传佛教为国教呢？
笔者认为这与藏族人、蒙古族人都是游牧民族，有许多相同的生活方式有关；尤其是这两个民族自古
以来都有共同的崇拜“天”的原始宗教意识。
藏语中的“天”是“拉”。
藏族宗教意识中的“拉”，即佛教的“佛、菩萨和天”之意。
佛教从印度和尼泊尔传播到藏族地区之后，藏传密宗里的护法之一“吉祥天母”在藏族地区和蒙古族
地区广泛受到民众的信仰。
蒙古人的宗教意识中也崇拜“天”，所以对蒙古人来说，藏族人信仰的佛教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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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与蒙古佛教的净土思想比较研究》，并在相关刊物上发表了“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蒙古地区
佛教与金刚驱魔神舞”、“中国‘念佛打七’信仰的发展与现状”、“蒙古历史中所见到的宗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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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有《蒙古佛教的研究》，出版于日本法藏馆，与他人共同编译《无上瑜伽部大威德金刚十三尊成
就仪轨》，汉译北京雍和宫住持嘉木扬·图布丹大师的藏文著作《释尊本生记》和《吉祥果聚塔缘起
及佛塔浅论一一见而获益稀奇莲花乐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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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且，萨满为了氏族、家族的利益还经常与外氏族、外民族的萨满搏斗。
对萨满来说，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是异教徒，与他们搏斗是常有的事情。
因此，萨满首先是一个武士。
萨满的神衣与武士的盔甲很相似。
在神衣的关键部位上都缀有铜镜，如前胸缀有护心镜，容易被人暗算的后背也缀有大小五面铜镜。
这些铜镜将整个腰背及肾脏等要害部位都严严实实地遮盖住了。
神衣前身裤腰带以下，顺着两条腿还挂着四排24面铜镜，以此来保护生殖器、腿关节等部位。
神衣一般用鹿皮或犴皮制成，一方面是为了护身，可以箭射不透，刀插不进，另一方面也因为铜镜
有10-20斤重，悬挂在一点上，别的皮子是承受不住的。
另外，萨满的神帽和披肩也都具有武士盔胄的特征。
　　萨满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因此萨满大多为女性，因此萨满神帽、神裙上五颜六色的布条和飘带
、前额的丝锦垂缨、神衣袖上的镶边，以及神衣下摆的数排铃铛、装饰铃等都与女性服装上的装饰品
相似。
　　神镜，通古斯各民族称萨满的神衣上的铜镜为（托利）。
神镜和神衣帽上的一切发光体、闪烁物象征着日月星辰的神光，代表着光明。
神镜明亮发光，能照映万物，极有神力和威严。
人们还认为神镜本身就是神灵，可自行其是，通达四面八方。
因此，萨满要与天神沟通，就必须依赖神镜的力量。
装饰在萨满神帽、神衣上的这些神镜不仅可以照亮萨满上天人地的征途，而且还是驱邪的武器，安全
的卫士，它们可以帮助萨满打败恶魔，使萨满能够顺利地到达光明的神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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