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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所独有的一种宗教领袖的传承方式，从13世纪在西藏出现后，在八
百多年的时间里，在藏族社会僧俗各界的推动下，有许多时候是在西藏地方政权甚至中
央皇朝的参与推动下，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为活佛转世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制度。同时，
活佛转世本身对藏族社会和蒙古族社会（以及程度不同地对土族、裕固族、纳西族等民
族，还有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不丹等国）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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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生死流转图”表现的是佛教对生命和人生的最基本的看法，是用形象的图画向信徒和
佛门弟子表现芸芸众生的生命历程，激励人们信佛修行，在生命的轮回中积聚善业，求
得正果。同时，“生死流转图”使得生命轮回的概念、前世今生的概念、业果报应的概
念在藏族社会中深人人心。与此相配合，佛教还系统地阐述了修行佛法最终能够得到的
正果——“成佛”的理论。
“佛”是“佛陀”的简称，而“佛陀”是梵文buddha的音译，意译为“觉悟者”、“觉
者”。这里的“觉”有三层含义，即：自觉、觉他（使众生觉悟）、觉行圆满，是佛教
修行的最高果位。小乘佛教讲的佛，一般作为对释迦牟尼的尊称，即认为只有释迦牟尼
这样的圣者才能够成为佛陀，其他人所能够证得的“果位”是阿罗汉，而阿罗汉还要经
过无数劫的修行才能够成佛。早期小乘佛教的造像中，佛陀的形象是不能用常人的形象
来表现的，在需要表现佛陀的形象时，只能用法轮、佛塔、佛的脚印等图形来代表佛陀
。后来才出现用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及具有十力、四无所畏惧等神通来描述佛身的特
异，以及福德的圆满，也就是要用人类可以比拟和想象的形象来表现佛陀，以使世间的
信徒能够崇敬和亲近佛陀，由此才出现了有世间人类的身体框架但是又不同于世间任何
一个人的佛陀的形象，并用《造像量度经》等经典来规定和统一佛陀造像的形象和结构
比例。这也就是说，用与常人相近的形象来表现佛陀，本来是一种为了使世间民众便于
接受和理解的“方便法门”，不应该执著于佛就是那样的形象的认识。大乘佛教认为，
除释迦牟尼以外，在过去的无数劫中，也有许多佛陀，将来还会有众多的佛陀。一切觉
行圆满者都是佛陀。从这一认识出发，大乘佛教认为三世十方到处有佛，其数量如恒河
沙数。既然佛陀是修行的最高果位，因此成佛以后的佛陀的身体也即“佛身”就具有最
高的神圣地位和神异特征，也有极大的神秘性。大乘佛教还发展出佛有二身、三身以及
四身、五身、六身的学说，最基本的流传最为广泛的是佛陀有“三身”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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