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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原始宗教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
在当时，原始宗教的意识笼罩着整个社 会，其他意识都必须依附原始宗教才能存在和发展。
 古往今来，沧海成桑田。
随着岁月的流逝，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自然 崇拜、动植物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
信仰观念及其祭祀仪 式、风俗礼仪等已濒于灭绝，但在有的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中，原始宗教的祭 祀
活动、礼仪风俗仍有存留。
这是原始宗教的文化遗留，也是人类原始思想 文化的活化石，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
 原始宗教是孕育原始思想文化的母腹，也是培育远古文明的摇篮。
原始 宗教中包含着丰富厚重的人类思想文化信息，蕴藏着原始哲学、原始思维、 原始教育、原始天
文历法、原始医药、原始音乐舞蹈、原始雕塑艺术、原始 伦理法规、原始风俗民情等，它是原始思想
文化的载体，宛如一棵根深叶茂 的意识之树。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
我国原始宗教 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具有显苦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其精华是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
瑰宝，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石。
 从历史意义而言，今天我们去领悟中华民族远古原始宗教文化的真谛， 如同我们去认识世界失落的
文明，即古印度文明、爱琴文明、巴比伦文明、 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玛雅文明⋯⋯以今人的眼
光看我们原始先民的思 想活动、社会活动、生存环境等，确实有难以理解之处，但如果我们置身于 
人类童年时期，就不会惊奇了。
毕竟古人和今人的心灵是能沟通的，昨天是 源，今日是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就是这样一脉相承的。
 中国原始宗教宛如一层神秘的面纱，覆盖着我国许多远古的文明。
如距 今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的遗迹，墓地遗骸头东足西的葬式、遗留的赤铁 矿粉，显示了灵魂
观念的产生。
没有灵魂就没有观念，没有观念就没有文化 。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我国远古文明的曙光。
雪域高原的古老苯教，象雄 王国的故垒废墟，大漠孤烟中的萨满鼓声，丽江白水台的东巴灵洞，泸沽
湖 畔的格姆女山⋯⋯这许许多多的文化遗迹，仿佛向我们诉说着遥远年代的文 明。
许许多多依然存在的文化景观，企盼我们去认识、观赏和开发，拂去历 史的尘埃，展示它们独特的文
化魅力。
 《中国原始宗教文化图文丛书》，力求展示我国多民族原始宗教文化的 亮点。
首批问世的《心灵的火焰——苯教文化之旅》《信仰的灵光——彝族 原始宗教与毕摩文化》《走进图
画象形文的灵境——神游纳西占王国的东巴 教》《银苍玉洱间的神奇信仰——白族本主崇拜》《大漠
神韵——神秘的北 方萨满文化》，是我们撷取的我国原始宗教文化长河中的五朵浪花，每本书 各具
特色，魅力四射。
 本套书的作者都是多年研究、介绍中国原始宗教的专家学者，他们长年 在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调
研，书中内容多是他们在实地考察中获取的第一 手资料。
各书均是本民族作者写该民族原始宗教文化，读来亲切感人。
 本套书融知识性和欣赏性为一体，图文并茂，相互呼应，让读者在阅读 的愉悦中获取许许多多原始
宗教的信息⋯⋯ 本套丛书因系初创编著，不足之处，请读者赐教，以臻完善。
 杨学政 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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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苯教是中国西藏古代盛行的一种原始宗教，也是藏族传统文化的根基。
 它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既蕴藏着中国藏族古代灿烂的文明，也体现着南亚印度古代文明和中亚波斯一
伊朗一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内涵。
苯教文化还辐射中国西部广袤的地区，在西藏雪域高原，在云南香格里拉，四川康巴草原；无不渗透
着古老的苯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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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辛饶米沃（又称丹巴喜饶）被奉为至高无上的苯教始祖，苯教徒将他尊崇 至似佛祖释迦牟尼、汉
地圣贤孔子般的先哲，并赋予各种神通和成道故事， 是蕃域高原本十宗教的奠基人和远古藏民族精神
文化的象征。
 辛饶米沃的一生同样有着从凡人到神的十二项成道功业事迹，即：明述 本典，弘扬苯教，调伏众生
，引渡众生，主持国家，神变子嗣，降妖伏魔， 果道必旺，成道明相，断除轮回，正果解脱，终得成
就。
 苯教经典《朵堆》、《赛米》等记述平饶米沃的生平说： 在什巴叶桑天囤，有达巴、塞巴、希巴二
兄弟，他们都拜苯教最高神灵 奔赤洛格杰巾为师，学习苯牧教理。
学成后，三兄弟又一起到辛拉俄格尔神 处，请教面对人间占难的修身济世良策。
辛拉俄格尔神告知他们要分三个阶 段研修苯教教理，之后便可成为上师，相当于佛教之佛。
老大达巴完成了筇 一阶段的研修，成为第一阶段的上师，相当于佛教的前世佛。
老二塞巴完成 了第二阶段的研修后成为第二阶段的上师，相当于佛教的现世佛，并化身为 辛饶米沃
。
老三希巴则一生等待，以图研修第三阶段教理，承担未来某个时 期的职责，相当于佛教的未来佛。
 传说辛拉俄格尔神是辛饶米沃的保护神，他答应帮助辛饶米沃使世界众 生皈依苯教，让苯教传布世
界各地。
于是辛饶米沃化身为王子降生到象雄魏 摩隆仁，大约在公无前5世纪，他创建丁苯教。
实际上在辛饶米沃以前，青 藏高原普遄存在着各种原始巫教“苯”，如：天苯、魔苯、赞苯等。
天苯崇 天，窿苯崇魔，赞苯崇赞。
灭是代表整个自然力量的意象概念；魔是某种神 秘力量的象征；赞则是苯教历史中主宰人间的主神。
还有后求的达拉 （Stagta）、巴色（dbalgsas）、盖阔（gekhod）等苯教占芑的神祗，都足古代藏 区具
有不同起源和不同仪式的原始崇拜偶像。
这些原始崇拜形式允斥着古 代藏族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
辛饶米沃以各种原有的苯为基础，吸收了以波 斯为主的邻近部族的文化，刨建了具有独特理论和仪轨
的 苯教。
 辛饶米沃出生时便显现出圣人的l憩慧和特异的形体。
他的言行能启迪 世俗众生的智慧；他的形体发圯，世人难以比拟。
其光芒普照万千世界，光 芒所至之处，亿万性生皆虔诚信仰。
苯教经典这样记述辛饶米沃一生成道功 业的传奇故事： 辛饶米沃1岁至12岁讲夏辛乘、朗辛乘、斯辛
乘、楚辛乘、居七乘、隐 仙乘、叶辛乘、阿格降魔乘、卮上乘等苯教经典和仪轨。
12岁至13岁时向神 、龙、人三类徒众讲苯经、苯法，开始弘扬苯教。
 13岁至17岁时，辛饶米沃用禳解之法，引导罪孽众生解脱。
应帝释天等 所求，到魏岭等三百六一旧必建寺庙、修法堂、供塔等三百六十个。
这期间 ，辛饶米沃还化身降玛神，娶霍。
嘉姆、波唐茂等三百六十个生育兴旺者为 妃，所生之子皆能弘扬苯法。
他又赴魏摩隆仁和瞻部洲诸国所辖山、神、花 、人所居之地，讲授苯教经典及仪轨。
直到20岁时，始由恰巴拉仁迎去蕃地 ，降伏众魔，化解教难。
化自己天神之子“赞普”的地位，一改过去崇奉苯 教而转为崇信佛法，并以观音菩萨化身自居，引进
佛教。
苯教与佛教并存的 时期，两者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但是，世代信仰苯教的臣民们无法轻易放弃自己固有的信仰。
因此，松 赞干布在修建大昭时就曾出现“昼口所筑，入夜悉为魔鬼摧毁，小见余痕” 的情况，这便
是被苯教徒所捣毁。
作为藏王的松赞干布只好在大昭寺门上画 “刑”雍仲图符以娱苯教徒，画方格以娱平民。
松赞干布去世后，苯教徒噶 氏专权，在藏族历史E掀起了第一次禁佛运动，禁止佛教传播，禁止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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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经典籍，外域的佛教僧人遭到放逐，文成公主带左的释迦牟尼佛像被埋在地 下有两代人之久。
 公元8世纪中叶，第三十八代藏干赤松德赞受母亲唐朝金城公主熏陶， 是个笃信佛教的国王。
他与他的曾祖父松赞干布一样，积极倡导佛教，以保 障权力的集巾，采取了兴佛抑苯的政策。
他与主张佛教的大臣秘密策划，清 除了禁佛运动的主谋者，并迎请大乘佛教显宗的著名大师——静命
（寂护）到 吐蕃传教。
静命到藏后，在龙塘宫中安居数月，为藏王等传经讲法。
当雷击 玛波（红山），洪漂龙塘宫，瘟疫流行时，不信佛教的人认为是教之过，请藏 王停止弘扬佛
法，民间喧扰不安。
赤松德赞清问静命大师，静命说须请佛教 密宗莲花生大师前来才能止息灾害，他自己也就暂回印度去
了。
 藏王又派人去印度迎请莲花生大师。
莲花生大师到达西藏后，发现以深 奥的文字为教义的佛教显宗，在当时的雪域尚无发展条件，于是采
取依附苯 教的方法，开始传播佛教密宗。
因为佛教密宗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和原始气 息，很容易被具有苯教文化传统的藏族民众所接受。
莲花生大师一方面在吐 蕃传播佛教，建桑耶寺，翻译佛典，剃度僧人；另一方面，他致力于把佛法 
融入苯教中，把苯教众多的神祗都收归为佛教的护法神，诸如四魔女、四叉 女、四神女被佛教收为十
二丹玛女，并吸收了苯教的许多仪轨，使佛教在西 藏以特殊形式存在。
佛教再次被藏族社会认识，藏族群众面对佛教寺庙中的 苯教神祗不再感到陌生，当他们看到佛教的仪
式中，已宽容地糅进了一些苯 教仪式的内容时，佛法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苯教徒，佛教在苯教神祗的
护法 下，传入了吐蕾。
莲花生大师的包容和智慧，使部分苯教徒放弃了自己的信 仰，改信佛教。
莲花生大师从印度带来的原始密宗，被因地制宜地加入西藏 苯教的色彩，使得西藏佛教变得十分神秘
高深，进而成为独树一帜的藏密。
 与此同时，赤松德赞主持在墨竹苏浦之江布园，让佛教和苯教的代表人 物互相辩论两种宗教的优劣
，当辩论结束时，早已明显地倾向于佛教的赤松 德赞宣布苯教失败。
他把信奉苯教的人集中起来，给他们指出三条出路：一 、改信佛教；二、放弃宗教职业，做吐蕃王朝
的纳税百姓；三、如果不愿意 改教，又不愿意当平民，就流放到边地。
赤松德赞先活埋了宫廷苯教火臣马 尚仲巴结，又流放了另一名苯教大臣达扎路恭，并将大批苯教徒流
放到阿里 。
有一批苯教徒则向东逃亡到川康滇地区，苯教也就随之进入了门巴族、纳 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等民
族聚居地区。
赤松德赞还下令焚烧苯教经典，强 迫苯教徒改崇佛教，禁止苯教的杀牲祭祀，对苯教采取坚决消灭的
政策。
苯 教受到很大的压制，导致了苯教史上的第二次大法难。
 苯教由于遭受了这一致命的打击，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未能复兴。
大约 在公元9世纪至10世纪之间，三名尼泊尔香客在桑鸢寺意外地发现了大量的 苯教经典，拉开了苯
教复兴的帷幕。
在苯教史上，三香客。
P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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