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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经过历时
12天的辩经考试、论文
答辩及学衔授予活动，
尕托特秀完成了在中国
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学
习，顺利获得了高级学
衔，圆满地带着佛学造
诣上的进步，即将收拾
行装返回他的家乡青海
甘德县龙恩寺。

与他同期的，一共
有11名学僧获得了“拓
然巴”高级学衔，28位学
僧获得了“智然巴”中级
学 衔 。获 得 这 样 的 学
衔，相当于他们获得了
传统寺庙学经体系中的

“博士”和“硕士”。同
时，还有 21 位高僧同
期获取了高级佛学院经
师资格。

日前，本报记者走
进位于北京西黄寺的中
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独家访问了在这所藏传
佛教的最高学府担任了
28 年副院长的那仓·向
巴昂翁活佛，以及佛学
院的授课经师和多位学
员，听他们讲述藏传佛
教佛学教育是如何从经
院式传统学修方式转变
为学院式现代教学模
式，以及全新的学衔教
育与学位晋升体系是如
何打造的。

走进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揭密藏传佛教
如何培养“硕士”“博士”

本报记者 叶晓楠

▲5 月 20 日，中国佛
教协会副会长班禅额尔德
尼·确吉杰布，在北京西
黄寺接受中国藏语系高级
佛学院第十一届“拓然
巴”高级学衔获得者的朝
拜。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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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春 节 ，
僧人们举行篮球比赛

陈卫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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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们举行篮球比赛

陈卫国摄

▲ 2015 藏
历新年，学院
举办藏文书法
比赛

小 小摄

▲年轻僧人在阅读各种经
书学习佛法 刘 震摄

▲佛学院阳光楼 朱 茜摄

话渊源
佛学院在十世班禅大师的

亲切关怀下创立

75 岁高龄的那仓活佛脚步稳健，一路引领
着记者走向他那位于阳光楼3层的办公室。

融合了藏、汉传统民族特色与现代建筑元素的
阳光楼看上去显得很别致，这座回字型建筑启用刚满4

年，集教学、办公和校舍、食堂等多功能为一体。
时值上午，天气晴朗，从那仓活佛办公室的窗口望出

去，西黄寺里的清净化城塔（俗称“六世班禅塔”）的塔尖，在
阳光下殊胜庄严。

从学院筹建开始，那仓活佛在这里度过了整整28个春秋。
在两个小时的交谈中，那仓活佛的讲述，也是从回忆中国藏

语系高级佛学院与十世班禅的密切关系开始的。
那是在 1986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的十世班禅大师

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着手筹划并亲自主持创建这所佛
学院，当时校址就选定在北京西黄寺。真正开始整修工作，已经到了

1987年2月，由于计划9月1日开学，工期变得异常紧张，当时有7个藏
族同志和8个汉族同志一起参与这项工作。到了当年5月，十世班禅大

师又抽调那仓活佛参加筹建工作，到了 8月，又安排那仓活佛参加外出
招生工作。终于在9月1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佛
学大专班开学典礼如期举行，来自藏传佛教地区多个教派的43名活佛成
为第一届学员。

开学后，那仓活佛成为首届佛学大专班学员并当选为班长，毕业后又
留下来担任了佛学院的副院长，直到今天。

那仓活佛回忆说，当年，十世班禅大师对于佛学院的规划，是有比较完整
的设想的，亲自主持制定并签发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学生守则》，作为
学院一项重要规章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当时，十世班禅大师就提出，办活佛班
只是一个开始，今后，还要办高级班、中级班，并要将学院办成教学和研究两个
高等中心。现在，十世班禅大师的愿望，正在逐步实现。2003年3月至今，中国藏
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是由第六世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活佛担任的。
在嘉木样院长的带领下，学院在新时期担负起实施藏传佛教新的学衔制度和藏
传佛教教义教规阐释两大重要工作任务，积极推进学院的建设与发展。

2004 年，经国家宗教局批准，藏传佛教新的学衔制度正式建立，同年 9 月 1
日，首届高级学衔班开学典礼举行，新的学衔制度正式实施。2005年10月，首届高
级学衔班11名毕业学员通过辩经考试和论文答辩，成为首批“拓然巴”高级学衔
获得者。2011年，高级佛学院成立藏传佛教经师资格评审委员会，开展对佛学课经
师资格的评审工作。2013年 10月，学院又举行了首届中级学衔考试与授予活动，
来自西藏和四省藏区、涵盖各个教派的61位第一至五届中级学衔班毕业学员，通
过了辩经考试和论文答辩，获得了“智然巴”中级学衔。

“这样，通过从中级到高级学衔，以及经师的培养和考试，藏传佛教学衔体系建
设更加完备。”那仓活佛说。

怎么学
6个教派一起早诵、辩经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面向西藏、四川、甘肃、青海、云南等省区的藏传佛教格
鲁、噶举、萨迦、宁玛、觉囊和苯波教等6个教派的寺庙招生。新的学衔制度，涵盖藏传
佛教各大教派，面向国内藏传佛教各寺庙招生、分教派轮流办班，统一开展学衔教育，
公开、公平、透明地进行学衔评审与学衔授予。

记者看到，在学院大经堂，在主供的释迦牟尼佛两侧为各教派传统供奉的佛像；学
院藏经阁不仅藏有多种版本的《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同时藏有藏传佛教各学
派的经典和各教派高僧的典籍专著；学院除宗教课外还安排了一些宗教佛事活动，既有
共同的佛陀诞辰等诵经法会，又有各教派不同的宗教节日和佛事活动；在校学员不分教
派，一同参加早诵、一起进行晚间辩经。

据了解，来这里报考高级学衔班的学员，都需要提前掌握《释量论》等五部大论的经
义，年龄原则要求在35岁以上，优秀者也可适当降低年龄，考僧报考时还须持所在寺庙寺
管会和所在地县以上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推荐函，以及本人所在寺庙或佛学院的学力证
明等。“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即使从幼时开始学经，一般至少也需要15年以上才能掌握
五部大论，而花上大半辈子时间都在学五部大论的僧人不在少数。”那仓活佛解释。报考中
级学衔班的学员，需要掌握四部大论的经义。

在这所佛学院的学习，分为专业课、公共课和基础课三大类。专业课占总课时的60％，公
共课和基础课共占40％。专业课主要是继续研讨五部大论的精要，基础课主要学习汉语文、
藏文文法与修辞，藏文书法、写作及电脑操作与互联网应用等，还有公共课，以学习政策理论、
法律法规、中国历史和社会常识为主，也学习中国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状况、国际政治关系和
时事政治等。

佛学院聘请了多位有学识、有影响的知名经师为学员讲授佛学课。今年5月，82岁高龄的特
级经师、扎什伦布寺堪布嘎钦·洛桑平措也来到这里为学员们讲学，他结合贡唐大师《闻思劝诫》
和龙树菩萨教言，劝诫学员珍惜学习机会，积极服务社会。

这里的学习不放寒假，高级学衔班在校集中上12个月的课，中级学衔班在校集中上16个月的
课，另外，还会安排学员回寺院进行为期一个学年的实习，并安排学员到寺庙进行集中辩经实习。

上课的方式是传统与现代结合。曾经是第一届中级学衔班的学员，现在任中级学衔班班主任并教
授辩经课的更登索巴介绍说，在这里上专业课时基本采取传统的方式，老师在上面讲，基本都是口述的
形式，其他的课程如基础课、公共课等，老师也会采用黑板板书、投影等现代授课方式。另外，还有一些特

别勤奋的学员，主动去学英语等课程。

怎么考
高级学衔班毕业生实行末位淘汰制

学员毕业的综合成绩学员毕业的综合成绩，，是依照平时成绩、考试成绩、实习成绩等多项成绩来综合评定的。考试

项目中，论文答辩
是参照高等院校论文答辩形
式进行的，辩经（或讲经）考试则参
照各教派辩经惯例进行。

5月14日，正值今年度的学衔和经师资
格考试，当天一共有 7个考点，进行宁玛派、噶
举派、格鲁派、觉囊派4个教派的辩经考试。辩经考
试的考评老师和辩经人员，也都是佛学院提前联系从
各个教派寺院请来的高僧。

辩经，就是以辩论的形式提高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水平，
是藏传佛教学习显宗经典的传统方式。在阳光楼大厅等各个
考场里，记者看到，3位考评老师坐在最上面，辩经者身披黄袍，
头戴黄帽，坐在中间的垫子上，向他发问的，有时是 1人，有时也
有多人，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大声发问，有时还会猛地跳跃向前，经
常做出大声击掌的辩经经典手势，“啪啪”之声不绝于耳。旁边是两
排旁听者，间或有人从旁听席上站出来问。一般只有辩经者回答正确
时，才能戴上黄帽，否则就要把帽子摘下来放在一边。据介绍，通常越
是水平高的辩经者，问者越多，场面越是激烈。

辩经这种藏传佛教最经典的传统方式，在这里的学习和考试中得到
了很好的继承。

据介绍，高级学衔班毕业生实行末位淘汰制，根据报考学衔人数和水
平确定考取高级学衔资格人选，每届每班通常授予“拓然巴”学衔11名。当
年没能考取学衔的学僧可参加此后同教派的学衔考试。再次申请报考高级
学衔，均需通过资格审查，然后参加学衔考试。另外，中级学衔班考试通过者
最终能获得“智然巴”学衔。

平时生活怎么样
既传统，也现代

记者看到，佛学院的阳光楼里，共有教室十余间，分为三类：具传统特色的佛
学课教室、有投影设备和电子背板的文化课教室、设施齐全的计算机课教室。此
外，还有现代化的电子阅览室。学员宿舍有100余间，可容纳150人住宿，既有两人
间，也有单间，房间干净整洁，还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洗浴设备。

来自云南丽江扎美寺的格鲁派学员顶珠，为我们描述了他在这里一天的学习
和生活内容：早晨6点半起床，马上去佛堂诵经，7点半早餐，8点开始上课。上午主要
是专业课，要上到11点半，下午从2点开始，上基础课、公共课等，一直上到5点才下
课。晚上自行修习，或是组织辩经，在课间、节假日等休息时间，学员会自行组织打篮
球、乒乓球比赛或是去健身房锻炼。

“最近在考试，大家都起得早些，我们有的人4点半就起来做准备了。”高级学衔班
的宁玛派学员尕托特秀这样说。

学员们也使用电脑和上网。特秀说，他既用手机，也用Ipad上网。
只有24岁的顶珠，来这里上中级学衔班之前，几乎不曾接触过电脑，不过现在他已

经学会了在电脑上打毕业论文，还学会了用手机上网购买车票、机票。
学员在校享受的是免费教育，生病了可以根据规定报销实际花费，用餐也是免费

的。记者看到，学员餐厅里，酥油茶、奶茶、糌粑等各式特色饮食和中餐品种很全。国家还
给报销假期往返路费等相关费用。按照规定，学员还可以定期领取一定的生活费，用来购
买洗漱用品、水果、食品等物品。

为激励学员潜心修学，佛学院还实施了学分制、奖学金制等制度。今年首次实施奖学
金制，按照学员学科考试和日常考核的综合成绩换算为学分，以学分高低，将奖学金划分
3个等级，每班学分排名前 20%的学僧获得一等奖学金 4000元，学分排名在 20%—40%的
学僧获得二等奖学金3000元，余者获得三等奖学金2000元。

反响如何
教育培养宗教界代表人士近千名

来自青海的觉囊派学员三排闹吾，曾经是第九届高级学衔班毕业生并获得了“拓然巴”
学衔，在他所在寺庙里已经是一名堪布。这次，他又回到高级佛学院参加第三届经师资格考
试，获得了高级佛学院经师资格。

在三排闹吾看来，在这所佛学院里，不仅能同本教派其他寺庙的高僧进行交流，还能
跟其他教派的高僧进行交流，相互切磋和辩经的过程中，可以大大提升自己的佛学造诣。
一番学习下来，学员们既学习了本教派经典内容，又了解了其他教派经论的精华；既研修
了佛教知识，又学习了政策法律、历史文化，还了解到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管理等知识。
另外，在这里如果能成功考取经师资格证，也相当于获得了更高规格的认证，今后可以更方
便地开展经学教学。

在那仓活佛看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建立，标志着藏传佛教佛学教育从经院式传统学
修方式转变为学院式现代教学模式的历史性变革。新的学衔制度，满足了藏传佛教各教派爱国爱
教僧尼开阔眼界、提升学识水平的需求和建立各教派统一平等的学位晋升制度的愿望。现在，藏传
佛教各教派及各个寺院，纷纷支持并积极推荐条件优秀的僧人，参加招生考试来这里学习。

学院还一直遵从十世班禅大师将学院办成教学和研究两个高等中心的嘱托，在认真开展教学
工作的同时，积极组织开展藏传佛教研究与文献典籍挖掘抢救工作，编辑出版了《藏文文选·雪域知
识百科金钥》（31册）等系列丛书，组织抢救整理、翻译出版了多部藏传佛教典籍，并数次再版成为藏
区各寺院僧人所珍爱的佛教典籍。学院创办时，十世班禅大师亲自邀请了61位高僧大德、专家学者为
第一届藏传佛教研究员，此后第二届是34位研究员，去年刚刚换届的第三届有31位研究员。

从 1987年开始，佛学院先后共举办了佛学大专班 13届、活佛培训班 5期、民管会主任培训班 3
期、高级学衔班12届、中级学衔班8届，教育培养宗教界代表人士近千名，其中活佛375位、“拓然巴”
高级学衔获得者121位、“智然巴”中级学衔获得者112位。同时，经过三届经师资格评审，共有68位高
僧分别获得高级佛学院特级、一级或二级经师资格。近3年，每年有3—6名“拓然巴”在教义阐释工作
研讨会上发表阐释文章。

“这些爱国爱教的活佛、高僧毕业回到藏区后，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满足信教群众的
信仰需求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他们中间有的进入了各级人大、政协及佛协组织，积极建言献策；有
的则被聘为佛学院校的经师或社会大学的客座教授，成为专家学者或学术权威；更多的回到本寺庙成为
经师、堪布或民管会、寺管会主任，发挥出重要的积极作用，深得信教群众的拥戴和社会各界的赞誉，
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藏传佛教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那仓活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