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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9 年 1 月 28 日，第十世班禅大师在西藏
圆寂，并就活佛转世问题留下遗愿：“我想在释
迦牟尼像前，采取‘金瓶掣签’的办法来确定。”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制度，在党中
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寻找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
工作随即严格按照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展开。

于是，西藏那曲地区嘉黎县一户普通人家
的儿子坚赞诺布，在转世灵童寻访僧队找到他
之后，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1995年11月29日，第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
童的金瓶掣签仪式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
前隆重举行。生于1990年2月13日的坚赞诺布

（第十一世班禅俗名）被法断为十世班禅转世真
身，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1995 年 12 月 8 日，位于西藏日喀则市的扎
什伦布寺法号齐鸣，经中央政府批准认定，第十
一世班禅在这里正式坐床继位。

坐床典礼那天，这个不满 6岁、来自高原牧
区的男童，在众人瞩目中，坐在宝座上几个小
时，法相庄严，稳稳地接受着各种礼仪，俨然活
佛气象。此后，坚赞诺布正式以活佛的身份，面
对世人。

“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其意义首
先在于，明确了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中央
政府颁行‘金瓶掣签’制度在今天的延续，并在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完整实践。也就是说，达
赖、班禅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的产生要在报请
中央政府批准后，按宗教仪轨寻访出几名候选
灵童，在释迦牟尼像前‘金瓶掣签’认定，最后再
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大活佛转世事务都要按这
个规矩办。”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
群对本报记者说。

朱维群曾亲历第十一世班禅的寻访认定过
程，此后与第十一世班禅长期近距离接触，在他
的印象中，第十一世班禅聪慧勤勉，谦虚平和，
佛学造诣日益精进，言谈举止庄严得体，非常好
地继承了历世班禅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

（二）

曾有记者问班禅：金瓶掣签时，你只有 5岁
多，当时是什么想法？班禅回答说：“当时就感
觉很重大的历史使命落在我肩上，后来知道了，
继承历代班禅大师的优良传统，这是历史和现
实赋予我的重任。”

班禅的父亲也曾说：“班禅大师没有和其他
孩子一样的童年，这是为了利众和佛法。”

为了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班禅勤勉精进，
度过了近20年正规严谨的修习生涯。

在学生时代，班禅每天清晨六点半起床，拜
释迦牟尼佛像，然后开始诵经；上午念经、学经、
辩经，下午、晚上或学经或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
识，每天安排得满满当当，这样的刻苦学修始终
不辍。

有关第十一世班禅聪慧的故事有很多。
朱维群微笑着描述了第十一世班禅坐床继

位后，第一次到北京来拜见中央领导的情形。
拜见时，服务人员给班禅送上了一块热毛巾。
随行人员有些紧张，因为没人告诉过班禅如何
使用这块毛巾。只见年幼的班禅不慌不忙坐在
那儿，没动毛巾，而是先看领导怎么用。领导很
自然地拿起毛巾，因为有点烫，抖了一下，才擦
擦手。班禅看得很仔细，他拿起毛巾，也先抖了
一下，再擦擦手……

还有一次，在学习汉字时，老师讲了“开”
字，说这是“开门的开”，班禅
马上就写了一个“关”字，说
这一定就是“关门的关”字。
老师问，你是学过吗？班禅
回答说，没学过，但在电梯里
看到过这两个字，既然这个
是“ 开 ”，那 个 字 应 该 就 是

“关”……
班 禅 的 汉 语 老 师 回 忆

说：“班禅大师不仅天性聪
明，还很刻苦。比如我讲

《论 语》， 上 一 次 课 ，《论
语》 我讲了六条，第二次，
大师就能很熟练地背下来，

而且背得很有语气。”
谈及第十一世班禅，朱维群总是赞赏地说：

“班禅最难得的是能潜心修佛，有弘扬佛法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坐得住、学得进的沉稳性格，加
之聪慧勤勉，悟性颇高，使班禅在此后的修习生
活中能耐得住一般成年人都难以承受的严格戒
律，勤学精进，成为一个颇有学识造诣的优秀的
大活佛。”

在接受我们专访时，说起修习往事，班禅有
了更多新的认识和感慨。他说，现在是一个经
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我
们面对的信众已经不像以往那样单一单纯，信
众不分国籍不分地区不分种族，是面向全球的，
信众的知识水平、分辨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作
为新时代的活佛，只有具有较深的佛学造诣和
高尚的品德修养，才能服众。

为此，除了对佛教的研习，班禅还努力学习
语文、英语、数学等各门学科。他尤其喜欢历
史、书法，对现代科学知识、高新科技也很感兴
趣。他阅读广泛，有很强的求知欲。每天晚
上，班禅还看新闻联播，了解国内外大事。

在与班禅接触过的人眼中，从汉、藏、
英、梵文各种语言的掌握，到佛学经典的研习
和宗教教义的领悟创新，从历史文化修养，到
科学知识的钻研，班禅的博学，经常会令旁人

“感到吃惊”。
班禅在切磋书法时，写唐诗宋词和传统名

句，会谈到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写佛教内容，
会谈佛教教义、佛学理论。平时他也谈奥运
会、世界杯，议论以巴冲突、伊拉克形势、日
本核电站，谈他在各地参观游历的感受。班禅
还关注现代科技的发展，思考技术在为人们带
来生活便利的同时，如何减少副作用。他关心
环境保护，认为这是全世界都必须重视的问
题。他关注世界和平，期望国与国之间和平相
处，避免战乱和冲突……

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学诚
法师至今仍清晰地记得，2009年在第二届世界
佛教论坛大会上，19岁的班禅“出人意料”地
用英语进行演讲，让各国高僧和文化精英感到

“震撼”。学诚法师说：“班禅大师的英语、藏
语和普通话都很好，我刚才遇到一些英语国家
的佛教界代表，他们也都赞叹班禅的英语水
平。”

现在，班禅已经进入了工作与学习并重的
时期。他的日常生活分成三部分，一是继续从
经师、老师那里学习知识，二是自己学习和思
考，三是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弘法利民。他
说，他要尽力多做工作，调查调研，但工作的
同时，也不会放松学习。

（三）

坐床 20 年来，第十一世班禅经常会谈起
“我的使命”“我的目标”“我的梦想”。

他说，他的梦想是世界和平、祖国安定、
人民幸福、佛法弘扬。“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
团结，佛法的继承和传播，这是历世班禅在任

何时代的目标，也是我的目标。”
他说，历世班禅大师，都具有爱国爱教的

光荣传统。这一传统完全符合大乘佛教的教
义。佛陀在讲经的时候，很多地方讲到要爱惜
自己的国土，爱惜自己的人民。

班禅多次表示，活佛不只是个名号，更重
要的在于功德，是要以实际行动弘扬佛法、普
度众生。弘扬佛法，首先是修行；普度众生，
很重要的就是要在护国利民方面做出贡献。

“护国”，就是要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发
展，因为只有社会稳定和发展了，人民才能过
上好日子。关于“利民”，班禅认为大体是说
两个方面，一是物质，二是精神。物质方面和
社会发展、社会公平有关；精神方面，应该是
以佛法教义安慰众生心灵，使他们心身清静，
得到解脱。

今年6月10日，班禅拜见了国家主席习近
平，介绍了他坐床20年来的情况，习近平对他
在各方面的进步表示祝贺。

回忆此事，班禅表示“永生难忘”。他
说：“历届中央领导人对我的亲切接见，以及
对我成长的关怀，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关怀，
更是对整个宗教界，对西藏人民的关怀。”

班禅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习主席对他的三点
希望：希望他继承藏传佛教爱国爱教的光荣传
统，胸怀祖国，心系人民，坚定不移维护祖国
统一和民族团结。希望他积极开展教义阐释，
弘扬藏传佛教教义中的扬善抑恶、平等宽容、
扶贫济苦等积极思想。希望他精进学修，不断
提高宗教学识和道德修养，学习人类一切文明
成果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不断开阔自己的眼
界和胸襟。

“习主席对我提出的希望，将是我一生的
座右铭。”班禅表示，一定牢记习主席的谆谆
教导，为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和西藏的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2010年 2月，班禅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
长，2 月 28 日又成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2013年3月，班禅当选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
会常务委员，是目前最年轻的全国政协常委。
今年，班禅在两会上作了题为 《大力培养人
才，以使藏传佛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的发言，发言同时作为提案提交大会。

“如今的时代，与历世班禅生活的时代相
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与
时俱进，对藏传佛教教义进行正确的阐释。最
重要的是要爱国爱教。爱国要守法，爱教要守
戒。佛教里面有很多阐述是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相一致的，我们在弘法时要多做这样的阐
述，这是宗教界人士的责任。”班禅说，我们
对世人讲佛法，是为了让他们接受佛的教化，
向善行善。为了这个目的，首先就要让人们能
理解，能理解才能接受。班禅举例说，我们直
接讲佛法的教义，可能不太容易理解，而提出

“内心科学”，就会有很多共鸣。再比如，《般
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心”讲起来很深奥，讲

“无上正觉心”可能一时不好理解，但如果分
解成“凡夫的心、圣者的心、成佛的心”，讲
从凡夫的心如何修成圣者的心、修成佛的心，
就比较好理解了。

（四）

随着班禅佛学造诣日益精深，以及身体力
行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班禅的威望也与日俱
增。外出时，他的车队经常需要停下很多次，满
足信众摸顶赐福的愿望。有时等待摸顶的信众
队伍会长达几公里。最长的一
次，他连续坐了10个小时给信众
摸顶。摸顶时，班禅总是面带笑
容，口诵佛经，有时还会应信众
请求，为他们加持佛珠、转经筒，
祛除病痛。从坐床继位至今，班
禅为信众摸顶已经超过150万人
次。

班禅回忆说：“记得 2005 年
我们去四川，路过雅江县，当时
正下着冰雹，可道路两旁还是有
很多信众冒着冰雹等我摸顶，那
情形真的令我十分感动。这就
是信仰的力量。”

有人曾经问过班禅，你一坐

10个小时，不停地诵经摸顶，一定很累吧？班禅
回答说：“不累的，很高兴。摸顶对信众来说是
赐福，信众快乐是我的期望，所以我很高兴。”

作为深受信众爱戴的大活佛，班禅慈悲为
怀，身体力行。汶川、雅安、玉树、鲁甸地震发生
以后，班禅都亲自主持了为遇难同胞举行的祈
福法会，而且每次都独诵祈愿。

今年 4 月 30 日，班禅又在北京雍和宫主持
了为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地震灾区的祈福法会。
班禅先是与众僧一起念诵了《圣普贤行愿》《皈
依经》《忏断经》《始终善愿经》《投生极乐世界回
向》以及象征一切佛菩萨慈悲与加持的《大明
咒》等十一种经文，随后，班禅又独诵了《回向
经》，祈愿逝者得乐，生者离苦，世界和平，众生
安康。在1个半小时的法会中，班禅始终端坐于
高台之上，慈悲仁爱之心，从绵绵不绝的诵经声
中传递出来，令闻者动容。

他还多次给灾区捐款。1998 年，他向遭遇
严重雪灾的西藏那曲、阿里、日喀则等灾区捐款
3万元；2008年，向遭遇严重冰冻灾害的贵州灾
区捐款 3 万元，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 10 万元。
2013 年，他又向遭受洪涝灾害的家乡嘉黎县捐
款10万元。

班禅说：“我热爱祖国的每一块土地，佛
教没有国界，活佛有祖国。” 他认为，建设好
国家，是祖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理想。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
会各族各界的共同责任，是所有热爱家乡、热
爱祖国的人们的责任。

至今，班禅已去过 23个省区市参观学习、
考察调研。每到一地，班禅总是用心去感受祖
国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记得 2013 年 1 月，我去黑龙江，从冰城
哈尔滨走到油城大庆，参观了1205钻井队、东
北烈士纪念馆和北大荒博物馆。当时室外温度
达零下 33℃，我看到了革命烈士的英勇精神，
也感受到了油田工人的辛勤劳动，这些都令我
印象深刻，所以我在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用
藏文留言‘铁人精神永垂不朽’，又在东北烈
士纪念馆献上了花环。当时，哈尔滨西客站刚
刚建成投入使用，这是世界首条高寒地区高速
铁路——哈大高铁。我是在新闻里得知哈大高
铁开通的，希望下一次我能坐高铁去哈尔
滨。”班禅说。

班禅的谦和有礼，也给身边的人留下了很
深的印象。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所副所长、研究员
豆格才让，曾经给班禅的一次采访活动做过翻
译。豆格才让说，那天，由于活动时间很长，
中间休息时，班禅亲手拿了一瓶水递给他，向
他表示慰问，令他觉得很温暖。后来在多个场
合，豆格才让都看到，对于年长的高僧大德，
班禅经常主动让道或搀扶；对于信众提出的摸
顶、合影等需求，班禅也总是尽量予以满足。

班禅的身边人员回忆了2012年一幕动人的
场景：那天下着雨，从颇章的饭厅到班禅的住
所之间，有二三十米露天的距离，班禅把伞递给
了一位老师，他自己则冲进了雨里。

班禅平日的课程很多，有时老师下课后，工
作人员不在，他便提起老师的包，送老师下楼，
给老师开车门，跟老师挥手致意，直到老师离
开。

班禅喜爱运动，经常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
起打篮球。闲暇时，他也会用手机上网，或是
玩一些电脑游戏，甚至尝试过网购。这时，大
家看到的，十足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90 后”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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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2日，北京大雪纷

飞。第十一世班禅冒雪而

来，在红墙黄瓦、古朴巍峨

的古寺接受本报专访。端坐

记者眼前的班禅沉稳谦和，

庄严得体，侃侃而谈。20年

前的灵童，而今已经展现出

藏传佛教大活佛的良好风范。

1995 年，坚赞诺布经金瓶掣
签仪式中签为十世班禅转世灵童。

2010年6月，班禅为释迦牟尼佛像镀金。2010年6月，班禅为释迦牟尼佛像镀金。

2011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
会议开幕，班禅在现场听报告。

2011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
会议开幕，班禅在现场听报告。 2012年，班禅在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上演讲。

班禅在扎什伦布寺举行长寿灌顶班禅在扎什伦布寺举行长寿灌顶。。

2009 年 7 月 25 日，班禅的
经师江洋嘉措向班禅 （图右） 授
比丘戒。

2009 年 7 月 25 日，班禅的
经师江洋嘉措向班禅 （图右） 授
比丘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