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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是作者经多年研究，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发
生、发展直至消亡之历史的论著。
书中引用了一些不易见到的藏文史料，叙述了西藏地方和祖国中央政府的关系史，从而展示了西藏和
祖国不可分离的关系，并就藏族史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书中提供的丰富史料，对研究西藏社会政治、宗教制度的发展和封建农奴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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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东嘎·洛桑赤列(dung-dkar-blo-bzang-vphren-leg，1927—1997)现代著名藏传佛教高僧、藏学家。
西藏林芝县人。

民国23年(1934)7岁时，经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圈定，被认定为林芝觉木宗扎西曲林寺第八世东嘎
活佛(“东嘎”意为白海螺，东嘎活佛是受到清朝康熙皇帝册封的呼图克图之一，在藏区有较高的声
望)。
7一10岁在扎西曲林寺学经。
26年(1937)10岁时入拉萨色拉寺麦扎仓学经，于36年(1947)获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
”。
随后进拉萨上密院学习密宗，并到寺外拜师学习文法和诗学，直到 1954年。
1956年后，担任塔工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1959年，中央民族学院开办古藏文专修班，被推荐担任藏文教师。
1965年返回西藏后，开始了为期11年的劳动生活。
1978年恢复工作后，重新回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并担任藏族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0年被中央民族学院评为副教授，1986年评为教授，1987年国家人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
优秀专家”称号。
后调到西藏大学担任教授。

历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中国佛协西藏分会常务理事、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西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
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第六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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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恩格斯对德国的政教合一问题所作的一段论述对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进行初步研究后的体会一、政
教合一制度产生前的政教分离时期的情况和宗教之间的斗争（一）佛教未传入西藏前的本教和当时的
社会情况（二）佛教刚传入西藏时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三）关于佛教和本教之间的斗争（四）西藏最
早的佛教僧人和宁玛派的形成（五）佛教僧人从奴隶主演变为占有寺庙庄园的地主阶级（六）结波朗
达玛毁灭佛法及其原因（七）吐蕃地方奴隶起义后的分裂割据局面和当时祖国内地与吐蕃的政治形势
（八）吐蕃分裂割据后期，佛教在吐蕃地方的再度宏传及其原因二、政教合一制度的正式建立和各教
派上层人物利用宗教互相争夺政权的斗争（一）萨迦派掌握西藏地方政权以及萨迦和止贡派之间的战
争（二）帕木竹巴掌握西藏地方政权以及格鲁派的初步兴起（三）帕木竹巴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四
）关于仁蚌巴和格鲁派之间的战争（五）第司藏巴和格鲁派之间的战争（六）固始汗消灭藏巴汗政权
、建立原西藏地方政府，平息噶玛噶举派的反抗（七）宁玛派和格鲁派之间的教派矛盾以及上层分子
利用这种矛盾争夺政权的战争（八）政教合一制度开始衰落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斗争（九）帝国主
义侵略势力渗入西藏，部分反动上层分子背叛祖国（十）西藏地方上层反动分子打着宗教和民族的旗
帜，发动武装叛乱，政教合一制度被废除三、结束语参考文献附录（一）本书大事年表（二）萨班致
卫、藏、阿里僧俗同胞书（三）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四）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五）中央人
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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