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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藏族传统道德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大的作用，现在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藏族传统道德有利于藏
区社会的稳定、藏族文化的发展、藏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藏区和谐社会的构建。但是，藏族传统道德毕竟是历
史的产物，其消极性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需要引入、树立追求物质利益、敢于竞争、重视现
世和重商精神等现代道德意识，以推动藏族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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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Comment o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ibetan Traditional Morals 
LV Zhi-xiang，LIU Jia-y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China) 
  Abstract: Tibetan traditional moral has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China’s history and also at present time. Tibetan 

traditional moral is beneficial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Tibetan community,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culture, the 
protection of Tibetan eco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Tibet. But as it is a historic product, we 
cannot ignore its negative influence. Therefore, we need to introduce and help establish modern moral awareness like 
pursuing material interests, striving for competition, laying emphasis on the present earthly world and the commerce, etc. 
so a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ibetan traditional moral to a modern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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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藏族传统道德的社会功用 

藏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中藏族道德文
化就是藏族文化园林中的一朵奇葩。从纵向的视角
看，藏族道德经历了原始集体主义道德、苯教道德、
藏传佛教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等几个主要历史发
展阶段；从横向的视角看，藏族道德是由苯教道德、
藏传佛教道德和世俗民间道德等多元结构构成的
道德系统。当然，藏传佛教道德是藏族传统道德的
最高层次，也是藏族传统道德的核心，一般所说的
藏族传统道德即指藏传佛教道德。而“藏传佛教道
德又是建立在般若性空、无常无我、万法因缘等形
而上的哲学理论基础之上的”。

[1]
藏族传统道德的基

本道德规范是行善戒恶，即“众善奉行”，“诸恶莫
做”。藏传佛教属于大乘佛教，但又兼容小乘，因
此，藏传佛法就是以慈悲为核心的智（智慧）悲（慈 
 
 
 

悲利众）双运法。藏传佛教道德的道德价值主要是
虚空自我，利益众生。藏传佛教认为，因缘和合而
生万物，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均无独立自在的性质，
是为自性空。

①
正是基于此，藏传佛教否定了作为

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外在事物的客观实在性，认
为二者均是虚幻无实的，即所谓人无我，法无我。
所以，藏传佛教坚决主张斩断众生之贪欲，破除对
我的执著，

②
以利于社会和众生之利益。藏族传统

道德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大的作用，即使在现在仍
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概言之，藏族传统道德的社
会功用主要表现在： 
（一）藏族传统道德与统治阶级的统治及社会

稳定。藏族传统道德充满了佛教道德色彩，佛教注
重来世，信徒们便把来世寄托在宗教上，“忘掉眼
前之苦，寄希望于来世，求死后的解脱和谁也不能
实现的涅槃世界”。

[2]
随之而来的就是甘于现状，忍

辱忍苦，服从统治。藏族社会的宗教道德化使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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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庭到处弥漫着神圣的灵气，这种神圣性增进了
社会固有制度的权威，使人们更容易接受统治秩
序。藏族传统道德通过社会目标神圣化来稳定社
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使一个社会的一切纳入
合乎神意的轨道，使人们相信当时社会努力运作所
为的一切，最终都是符合统治者或神的旨意的，这
种神圣性为现存社会目标涂上神圣的光环，使人乐
于服从。当然，藏族传统道德在维护统治阶级统治
和社会稳定的同时，带来的却是藏区社会发展动力
的不足。 
（二）藏族传统道德与藏族社会文化的发展。

包括藏族道德在内的藏族文化是既开放又封闭的，
它对藏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也因
其封闭性使文化内在的发展活力受到制约，以至于
藏族社会的发展受到阻碍。开放性表现在藏族文化
曾吸收了印度、阿拉伯等文化，同时与我国的汉族
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交流关系。藏传佛教的
形成正是开放性的表现。封闭性表现在藏族文化在
发展过程中长期受到政教合一统治制度的制约，藏
族劳动人民创造文化和表现文化的权利在事实上
被剥夺。任何一种道德都需要发展，道德的进步代
表着一个民族的进步，如果一个民族始终保留着自
己初始的道德形态，对其他民族道德文化一概予以
拒绝，那么这个民族只能是封闭在一个特定地域中
没有发展。所以，推动藏族传统道德的转型已成为
藏族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紧迫任务。 
（三）藏族传统道德与藏区生态环境的保护。

藏传佛教是一种具有强烈生命情怀的宗教，以生命
至上和至善的慈悲之心关注生命。藏民族普遍信仰
藏传佛教，他们实践着不杀生而保护有情众生的道
德规范，在客观上保护了自然生态环境。藏传佛教
根据佛教义理，制定出一系列保护动物的行为规
范，信仰藏传佛教的广大藏族民众，也有着朴素的
生态观念，把生态环境视为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
并将其与佛教信仰紧密结合，产生了保护动物的种
种行为，譬如放生祭祀活动、封山活动，等等。藏
民族认为水是生命之源，不允许人们在泉水中洗
头、洗脚、洗澡和洗衣服，也不准把污垢之物置入
泉水之中，以保持泉水的纯洁性和神圣性。藏传佛
教信众对草木也有着特殊的感情，爱护一草一木成
为藏民族的共识，有的还借用神的名义保护草原和
森林，不准在夏天割草、砍树。显然，藏族传统道

德的“生态意识”与藏传佛教的价值观有着密切的
联系。 
（四）藏族传统道德与藏区和谐社会的构建。

藏族传统道德相当淳朴。由于生活环境比较艰苦，
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经常调适内部关系，增强内
聚力，而内部关系的调适主要是靠淳朴的道德来实
现的。藏族传统道德保留了人类的某些优良的道德
传统，而又较少受到剥削阶级道德的“污染”。它
与原始社会的道德有联系，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原始
道德。藏族传统道德中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扶弱
济贫的道德风尚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其淳朴的道德
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更高的层次上得到净化和发
展。藏民族在恋爱、婚姻关系上表现为重“义”轻
“财”，在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
重“义”轻“利”，诚实守信，讲团结。藏民族往
往把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乐善好施，助
人为乐。这一切都非常有利于形成人与人之间和谐
的关系，而藏族传统道德中的生态环境意识又非常
有利于形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显然，藏族
传统道德是构建藏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 

二、弘扬藏族优良的道德传统 

（一）继续发扬慈悲为怀、乐于奉献、利益
他人的优良道德传统。藏传佛教要求僧众心性善
良，在道德实践中行善戒恶；视一切有情众生为
自己的父母，以大慈大悲之心去普度受苦受难的
众生；不以钱财为累，大公无私，舍己为人。这
种善良慈悲、乐于奉献、利益他人的道德意识和
道德原则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藏族人，提升了他们
的道德境界，并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藏
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藏民族的善良慈悲、乐于
奉献、利益他人的道德传统不仅没有过时，而且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应该发扬光大，以
利于藏区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继续发扬热爱大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

优良道德传统。藏传佛教认为宇宙万物无不是因缘
和合而生，一切有情众生都是平等无差的，因此要
以慈悲之心去对待一切有情。藏传佛教提出要尊重
和关心一切有情众生，不仅自己不杀生，而且还要
护生。广大藏族信教群众以大慈大悲之心去对待一
切有情，自觉不杀生，甚至以施舍自己的身体去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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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众生，保护水资源的卫生。加之藏民族心目中万
物有灵的观念，他们敬畏自然神祀，禁止乱砍滥伐，
客观上体现出藏族同胞对自己的生存环境的重视
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
继承和发扬藏族人民保护生态环境的优良传统，破
除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的生态伦理自然观，对于雪域藏区的可持续发展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继续发扬爱族爱国、团结友爱的优良道

德传统。藏民族所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社
会生产方式，决定了藏族各个成员和社会集团紧密
联系，相互依存的亲情关系，进而衍生出爱族爱国、
团结友爱的深厚道德情感和道德价值。继承和弘扬
藏民族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爱国主义道德传
统具有重要而特殊的现实意义。因为迄今仍有极少
数流亡国外、披着民族宗教外衣的分裂主义分子还
在利用藏传佛教妄图搞所谓的“西藏独立”。反对
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既是藏民族和藏传佛教义不
容辞的责任，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 
（四）继续发扬师长至上、追求智慧的优良道德

传统。在藏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宗教的虔诚
和藏传佛教大师的丰富知识及人格魅力，藏传佛教信
众把上师视为智慧的化身，对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
心甘情愿的给以周到供奉。除宗教原因外，其中蕴含
着藏民族对智慧和知识的渴求，对知识传播者的尊重
及人才培养的重视。同时，尊敬年长者，特别是尊敬
父母，关怀和赡养父母，是藏民族千百年来形成和遵
循的传统美德。藏区的教育还很落后，所以，继续发
扬师长至上、追求智慧的优良道德传统，高度重视教
育事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尽快提高藏民族的科
学文化水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引入、树立现代道德意识 

（一）引入、树立追求物质利益、讲求经济效
益的现代道德意识。藏族传统道德主张的是消极入
世、积极出世、大多数虔诚的佛教信众的心愿都主
要不在现世如何致富，而是如何才能获得来世的幸
福。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淡
泊名利、不讲物质利益的道德观念。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条件下，不讲物质利益、不追求经济效益
的道德观念已经不合时宜，已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

的障碍。为了加快发展藏区经济，尽快改变藏区的
落后面貌，客观上要求扬弃不讲物质利益、不追求
经济效益的落后观念。其实，追求物质利益同利益
他人并不矛盾，只有树立讲求物质利益和追求经济
效益的现代意识，勤劳致富，才能更好地帮助别人，
利益众生。 
（二）引入、树立敢于竞争、敢于冒险的市场

经济观念。藏传佛教认为众生在六道轮回之中受
苦，是受因果规律支配的结果，人力是不可战胜这
些苦难的。只有在现世虔诚信佛，多做善事，不做
恶事，既不为名，又不为利，忍受艰苦，与世无争，
才有可能在来世获得人、天和阿修罗三善趣之身。
这种忍辱无争的道德观念使部分藏族民众安于现
状，不思进取，甚至对自己的现状麻木不仁，严重
影响了藏民族的发展和藏区社会的进步。雪域藏区
要得到较快的发展，必须扬弃藏民族长期形成的忍
辱无争、安于现状、无心致富的落后意识，树立起
强烈的关注自我、勇于竞争、敢于冒险的现代意识。 
（三）引入、树立重视现世、讲求奋斗的真实

人生观。藏传佛教视现世人生为苦如过眼烟云，是
不值得留恋的，来世才是值得重视的，所以，世世
代代信仰佛教的藏族人民把现世人生看做是六道
轮回的一个阶段，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来世的幸福
并非现世的快乐。正是由于藏族先民颠倒了真实和
虚幻的关系，把实实在在的现世人生当作虚幻不
实，把幻想出来的来世当作真实，他们看不到人生
价值和人生意义之所在，不把人生定位在不断奋
斗、不断完善自我，对社会有所贡献上，而是把人
生定位在对神佛的顶礼膜拜上，定位在虚幻的来世
上。藏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
这就要求生活于新时期的藏族民众进行观念更新，
扬弃重来世、轻现世和追求虚幻的落后意识，树立
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树立重视现世、大胆开拓、求
实创新、讲求实效的新观念。 
（四）引入、树立重商精神，培育商人阶层和

商业文化。由于藏族传统道德“重宗教而轻政治、
重农牧而轻工商”，加之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
的隔绝影响，雪域藏区最欠缺商人精神和商业文
化，导致藏区长时期发展滞后。所以，在藏族传统
道德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培育藏族商业文化，在整
个雪域藏区形成重商、崇商的良好氛围就显得特别
重要。                       （下转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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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起征圣，讫杂文）见示。因誊之纪评黄注本上，
至明诗篇。”廿五日癸卯：“仍校雕龙⋯⋯今日内山
书店寄来铃木虎雄震旦文学研究。”廿六日甲辰：
“因嘱石禅寄银（十四元一角）买内藤还历支那学
论丛，以其中有铃木氏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
也⋯⋯校雕龙。”廿七日乙巳：“⋯⋯校雕龙讫。”
[14]638-639

若此稿尚存，亦可嵌入《札记》原文，或
单列为附录。又如“申鉴杂事下，或曰：‘辞达而
已矣，圣人以文其奥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
曰要、曰文。幽深谓之玄，理微谓之妙，数博谓之
包，辞约谓之要，章成谓之文。圣人之文，成此五
者，故曰不得已。’此义《文心·宗经篇》未及甄
述”。

[15]
再如“《辨骚篇》：‘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

者猎其艳辞。’⋯⋯言才高之人能全取楚辞以为杌
范；心巧之人亦能于篇中择其艳辞以助文采也”。
[14]638

这些散见的文字亦可附录于《札记》之后，这
样，我们不仅可以得到一个“善本”，亦能窥见黄
侃“龙学”研究的全貌。 

注释： 

①学界关于黄侃任教北大时间说法不一，大体有 1913 年（民
国二年）和 1914 年（民国三年）两种说法。周勋初在《黄
季刚〈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一文中认为：“民国
二年，北京大学礼聘章太炎到校讲授音韵、文字之学，章
氏不往，改荐弟子黄季刚（侃）先生前去任教。”黄侃妻
子撰文《我的丈夫——国学大师黄季刚》云：“1913 年他
任北大教授时……”也认为黄侃是 1913 年任教北大。而
据黄焯《黄谱》：“先生以民国三年秋，应北京大学聘，见

残叶日记中。其他记载皆以为民国二年，误。”另据《北
京大学校史（1898—1949）》载：“从一九一四年六月，夏
锡锡锡任锡为文科学锡锡，……锡进锡章太炎一锡的学
者，如黄侃（季刚）、马裕藻（幼渔）、沈兼士、钱玄同等
先锡到北大文科教书。”笔者以为，黄侃 1914 年（民国三
年）到北大教书，较为可信。 

②关于四川大学所印《札记》数量，学界说法不一。台湾学
者黄端阳认为是 120 本，而祖保泉回忆是 200 本，总之数
量非常之少。 

参考文献： 

[1]李平.文心雕龙综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148. 

[2]李曰刚.文心雕龙锡诠[M].北京：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
审委员会，1982：2515. 

[3]王利器.往日印痕[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95. 
[4]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4：37-39. 
[5]钱玄同.钱玄同日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678. 

[6]徐一士.一士类稿[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49. 
[7]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
社，2002：5. 

[8]徐复.徐复语言文字论稿[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241. 

[9]潘重规.文心雕龙札记跋[M]//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台
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232. 

[10]徐复观.关于黄季刚先生[M]//陈克艰.中国知识分子精
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6. 

[1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245. 
[1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台北：花神出版社，2002：346. 
[13]潘重规.读文心雕龙札记[M]//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台
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230. 

[14]黄侃.黄侃日记（中）[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5]黄侃.黄侃日记（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7：230. 

（特邀编辑    刘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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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商业所引起的社会互动，“每能得一个时代
的风气之先”，“眼界就宽广得多了”。[3]商人阶层的
兴起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影响到
一个社会的转型，也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道
德、法律等的发展和转型。

[4]
笔者认为，在藏族传

统道德转型的过程中，培育诸如平等和自由的现代
理念、百折不挠的商业冒险精神、敏锐的市场经济
头脑和眼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创新精神、良好的
合作精神等商业精神是至关重要的。 

注释： 

①所谓自性，就是指事物的独立性、恒常不变性和实在性。 
②所谓执著就是指众生由于无明之故，紧紧抓住锡他们虚幻

出来的人和外在事物的真实不放，坚信二者都是独立自存
的实在之物。若执著于人和外在事物，就会产生出万般烦
恼，衍生出各种各样的贪欲。 

参考文献： 

[1]刘俊哲.藏族道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5. 
[2]洲塔.佛学原理研究——论藏传佛教显宗五部大论[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349. 

[3]胡适.胡适的自传[M]//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北
京：商务印书馆，2003，221. 

[4]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217-236. 

（责任编辑    刘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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