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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该书通过文献考证、实地调查，研究藏族文化在北京传播的历史，及其对北京历史文化的影响。
    该书主要内容共分11部分，另加附录。
    一、随着元大都的建立，忽必烈与喇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的政治结缘，藏族文化开始在历史上的
北京传布。
    1247年，萨迦派高僧萨班携侄儿八思巴等赴凉州，代表西藏各地、各教派势力，与蒙古王阔端举行
了历史上著名的凉州会谈，西藏地方正式归顺蒙古汗国。
萨班圆寂后，八思巴继承为萨迦派教主，并与夺得蒙古汗国大汗、后成为元朝开国皇帝的忽必烈政治
结缘，被封为帝师。
与此同时，历史上的北京随着元朝统一全国事业的发展而地位不断提高。
至元九年（1272年）定为国都，称为“大都”，由金朝地方政权的政治中心（金中都），上升为国家
京城，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二、帝师和一大批喇嘛僧为大都带来了藏族文化。
    由于历史原因，藏族关于政治、历史、自然、文学、绘画、医药、科技等知识，都汇集于宗教，因
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喇嘛教是藏族文化的载体，喇嘛是藏族文化的主要传播者。
元朝崇奉喇嘛教，封赠八思巴和萨迦派的历任教主为帝师。
同时，设置宣政院，掌管吐蕃及全国佛教事务，而以帝师领其事。
元朝共封十余名帝师，他们带领大批徒众（包括维吾尔及其他各族皈依喇嘛教的僧人），为大都带来
了藏族文化。
    三、建立喇嘛庙，把藏族文化写在了大都的蓝天。
    元朝历代皇帝都崇奉喇嘛教，因此，不惜耗费大量财物，在大都建造了一大批喇嘛庙，作为帝师和
喇嘛们的居住、焚修之所，同时也成为帝王和达官贵族的精神寄托。
凝聚了藏族文化的喇嘛庙，林立于大都，这是以特殊的建筑语言，广为宣扬藏族文化。
本文结合实地调查，并通过大量文献考订，考证了元大都的主要喇嘛庙。
    四、皇家“做好事”，藏族文化笼罩在香烟缭绕中。
    元朝皇宫里，每年都要做大量的佛事活动，主要内容是由帝师为帝后传授佛戒，举行灌顶等宗教仪
式，或者率领僧众做法事，为帝后祝寿祈福、禳灾祛难等，总名之为“做好事”。
其名目非常繁多，仅见于史事记载的就多达30余种，每次“做好事”都要耗费大量钱财，新皇帝登极
前都要先受佛戒，死后“御容”要供奉在喇嘛庙。
大喇嘛的这些宗教活动，规模很大，广为人知，在香烟缭绕和梵呗声中，令人体验到藏族文化神秘的
一面。
    五、藏族文化在元大都结硕果，中国文化史上添奇葩——蒙古国子学和藏汉大藏经对勘。
    藏族文化从西藏高原传到元大都之后，与传统的汉族文化和元朝从草原带来的游牧文化，经过数十
年的碰撞、交流、融合，终于结出了硕果。
帝师八思巴根据梵文字母，结合蒙古语特点，创造了蒙古新字（史称八思巴字），在官文书中使用。
元朝还仿照汉族设国子监教授儒家文化的传统，在大都和全国各地设立蒙古国子学，以大喇嘛教教八
思巴字，推动了汉、藏、蒙文化的交流；13世纪80年代中期，元朝组织藏、汉、维吾尔等各族高僧人
大德和学者，历时三年，对藏汉两种不同文字的大藏经，加以核对，勘其异同，是藏汉佛教文化交流
的一次大规模总结，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
    六、明清两代崇奉喇嘛教，一大批藏族喇嘛常驻北京。
    元朝灭亡之后，云集北京的大喇嘛返回了西藏。
明朝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后，由于对西藏采取“因俗为治”的政策，又有大批喇嘛
由西藏返回北京。
明朝曾在藏封赠三大法王和五王，他们每年都要派大批喇嘛晋京朝贡。
每年约有二三千名大喇嘛常驻北京，其中不少人被封为法王、西天佛子、国师等荣誉职衔，他们在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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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经传法、收徒布教，或者翻译佛经，成为藏族文化的传播者。
    清朝也采取“因俗习为治、利用喇嘛教统治蒙藏民族的政策。
其核心是优礼喇嘛教的首领人物。
顺治时五世达赖、乾隆时六世班禅各率大批喇嘛晋京朝觐，曾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
章嘉胡图克图和一批青海大喇嘛常年驻京，为清朝奔走效劳。
藏区和蒙古地区的喇嘛按年分班，轮流晋京朝见皇帝。
另外，京城各喇嘛庙共有定额喇嘛约3000名，由官府供给钱粮。
他们客观上对传播藏族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七、明清两代遍布京城的喇嘛庙。
    喇嘛庙是藏族僧人从事宗教活动和居住之所。
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喇嘛则是藏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也是藏族文化的文物宝库和博物馆。
明、清两代由于各自的政治需要，大力推行尊崇、扶植、利用喇嘛教政策的同时，都在北京大力建造
喇嘛庙。
本文根据有关文献和实地调查，考证了明朝的10余座重要喇嘛庙，以及清朝的20余座著名喇嘛庙。
这些喇嘛庙数量多、规模大、外观宏伟壮观，极大地丰富了北京的建筑形像，强化了北京作为统一多
民族国家首都的历史性格，同时也是藏族文化在北京的形像说明。
    八、大小金川一批藏族成为北京的永久居民。
    清朝乾隆时期，在平定四川藏区大、小金川的过程中，曾将其中的一部分藏族迁至京师，使之成为
北京的永久居民。
第一次是在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1747—1749年）的大金川之役后，这次迁京的主要是大金川的士兵
和工匠，人数不过一二十人。
第二次是在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71—1776年）的小金川之役结束之后，这次迁京的约计200人
，主要是士兵和男女艺童。
这些迁京的大小金川藏族被安置在香山附近，编为一个佐领，隶属于内务府正白旗。
艺童则供奉于宫廷，把藏族音乐歌舞带进了清宫。
    九、藏族文化为皇家园林添彩。
    中国古代园林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山水园林。
南宋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士大夫园林为代表的江南园林和以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北方园林。
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是宫廷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塑北京历史形像和性格的重要素材。
皇家园林臻于成熟并达到历史的艺术高峰，是以清代的北京三山五园和承德的避暑山庄为代表，这是
与吸收、融汇了藏族文化分不开的。
其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极大地丰富和拓宽了园林设计思想；其次是极大地丰富了皇家园林的
建筑形像；第三，藏式喇嘛庙一般是皇家园林的建筑重心，也是重要的借景和风景观赏点，因而成为
园林风景构图的中心。
    十、故宫秘藏的藏族文化。
    故宫做为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对北京的历史形像和性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从文化 的角度来说 ，它也是北京历史上藏族文化的荟萃之处：1、清朝在紫禁城内不仅建有喇嘛庙，
还有大批藏式佛堂。
按建筑形式可分为两大类，以雨花阁、梵华楼为代表的独立性建筑，约有35处，含于建筑之中的藏式
佛堂不下10余处；2、紫禁城内设有负责管理宫中喇嘛教事务的“中正殿念经处”；3、故宫藏有大量
的、丰富多彩的藏族文物，例如佛经、佛像、唐卡、法器等，不仅数量多、种类齐全，而且品相好
；4、喇嘛教不仅渗透于清朝宫廷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同时也贯穿于生日大庆和丧葬活动中。
    十一、藏族文化与老北京的社会风俗。
    藏族文化从元代开始传入北京之后，与以汉族为主的老北京文化，经过数百年碰撞、相互交流、融
合，终于在北京落地生根，成为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表现就是融汇于老北京的庙会
，以及节庆活动和丧葬文化等社会风俗中。
许多著名喇嘛庙定期开设庙市，成为人们进行商贸活动和游玩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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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和宫打鬼等喇嘛教宗教活动，变成了老北京节庆文化的活动内容。
一些喇嘛教的宗教仪式被老北京的丧葬文化吸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附录：民国初期藏族文化在北京的传播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朝皇帝退位，北京不再大建喇嘛
庙，大批皇帝的御用大喇嘛也离开了北京。
但是，藏族文化并没有远离北京远去，而是以新的形式活动在北京。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编印《藏文白话报》，二、是创办蒙藏学校，教授藏文，培养藏族青年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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