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碑记,与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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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麻加 吉毛措

明代汉藏佛教之间有着多种多样的交往与互动%从北京地区出土的碑刻文献看'明廷出于巩

固皇权'安定边疆的目的'从护国佑民&普济众生等角度接受和肯定了有助于实现"大一统#思想的

藏传佛教文化%明廷以建寺造塔&赏赐加封等多方策略加强了西藏等地民众对中央政权的认同%

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碑等实物史料反映了明廷以礼治国&以佛治藏的统治策略'对于研究明代

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以及明朝与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等问题都有一定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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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完麻加'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副教授$吉毛措'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

研究所藏学与西藏发展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地址!北京市'邮编
$###'$

%

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由于阴翊皇度&利乐民物等丰富的文化内涵获得多位帝王及皇室成

员的尊崇和庇佑"明代对西藏采取%多封众建'的策略!笼络各教派僧人!广封法王&西天佛子&

大国师&国师等名号"这一时期进京僧人颇多!并久居大隆善寺&大能仁寺&大慈恩寺等佛寺"

明代藏传佛教高僧大多精通汉藏梵三种文字!并频繁来往于北京&藏地和印度等地!推动汉藏

佛教文化之间的交流"

近十几年!学界以汉藏传世文献为据!探讨了有明一代藏传佛教在北京的传播和汉藏佛教

之间的交流历史!相关研究成果众多"既有通史性和专题性的著作出版!

!也有相关主题的大

量论文发表!其中研究比较深入的包括对明代政教互动关系的考察!

"对藏传佛教高僧事迹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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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地区出土的藏传佛教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

&#BE=##%

)&国家社科基

金专项研究项目%历史经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

&#OE=##$

)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承蒙+民族研究,编辑部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8

如陈楠&熊文彬主编$+西藏通史.明代卷,!中国藏学出版社
&#$3

年版*张润平&罗癤&苏航编著$+西天佛子源流

录---文献与初步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
&#$&

年版*安海燕$+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
&#$%

年版*

李帅$+以文治边$文物考古视瞰下明朝对西藏的经略,!社会科学出版社
&#&$

年版等"

如才让$+明洪武朝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及其相关史实考述,!+西藏研究,

&##!

年第
&

期*+明武宗信奉藏传佛教史实

考述,!+西藏研究,

&##3

年第
&

期等"



动的梳理!

!以及对相关文献和艺术品与汉藏文化交流关系的探索等"

" 这其中!北京地区出

土的明代汉藏等多文种合璧碑铭具有补史&证史&校史等功能!是探究明朝接受藏传佛教的缘

由和汉藏佛教文化双向互动融合的重要史料"

护国寺作为元明清时期联络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重要桥梁之一!先后居有定演&智学&

智光&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妙济阐释淖巴札释&桑渴巴辣&张公大国师&大觉法王著肖藏卜和藏

卜坚参等精通汉藏梵文等多文种的佛教高僧"他们是促进汉藏佛教交流融合和各民族文化繁

荣发展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本文研究的+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碑记,(以下简称+御制碑,)载

有明正德皇帝和藏传佛教高僧大觉法王著肖藏卜等重修护国寺的经过及竣工后的佛寺格局"

目前学界在北京地区搜集到的明代藏文碑有+妙济禅师塔铭记,+御制碑,+领占之塔,等
)

通!

而只有+御制碑,属御制类石碑"从现有史料看!此碑也是北京地区较早镌刻的一通藏文类御

制碑"黄颢先生曾抄录此碑文!但录文只有原碑的第
$

&

$#,$!

&

$',&"

&

!&

行"

#

+藏文碑文研

究,

$和+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

%转录了黄颢的录文"+北平研究院北平庙宇调查材料

汇编,一书附有北平研究院北平庙宇调查组制作的拓片!

&

+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附有现藏于

巴黎亚洲学会图书馆的拓片影印件!

'并录有碑文全文"我们查阅和对勘藏于国家图书馆的

+御制碑,原拓片(和现有拓片影印件及录&译文时发现!目前的录&译文中存在诸多错脱漏现

象"鉴于此!本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碑文的录译文!并结合相关史料

第一次完整翻译和解读了碑文内容"同时!以+御制碑,等载有各籍佛僧事迹的碑文为据!探讨

护国寺在明代汉藏佛教交流史上的地位"

一&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碑记录文与翻译

!一"碑铭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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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出的%有损于兵民'与前后句子意思不通"从前后句意看!该处可能把%

U2C

'字误刻成%

L

/C

'字"原意应为%对劳

役者施佣钱而不劳苦于兵民'"

+在北京的藏族文物,和+藏文碑文研究,均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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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额题依照旧例'"

+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中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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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拓片碑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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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碑铭译文

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碑记"朕惟人君奉命治国教化!圣恩浩荡
###

功德"化育天下而有不得其所

者!犹如水之流谷使朕未尽赞誉之功"有道为民积德积福!往往心向而奉之"其之道广而能安泰仁和!皇图

永固!物产富饶"其之道小而可六发愿六供奉!能为病痛患者
###

!祭祀祈福之术繁多!需为生民积福积

德"但此道穷尽!朕惟佛法有利资粮福田!慈悲为心!化民其善!犹如圣恩浩荡!民物俱沾利乐"

自东汉以来!国家崇奖侍奉佛法!时时建置佛寺僧舍!铸造金色佛像承侍!为民积德积福"帝王以佛慈悲

阴翊皇度劝善化俗!故其教法兴隆长存"金城西北隅有一寺!曰大隆善护国寺"元代称崇国寺"至元乙酉!皇

庆(延及至正间建造修葺"历岁滋久!新者复弊"宣德己酉!我皇高祖命御司监修缮寺院"佛法护佑国政!

历代供奉!故赐名大隆善寺"成化壬辰!皇祖重新修缮!加赐%护国&二字!今称大隆善护国寺"后又岁久而颓

弊"朕闻经听法虔诚发心!向内臣谕示祖宗皇帝敬佛奉法之理!命太监谷大用(张永率领出资修缮"又因旧

%%

+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碑记,与明代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
!

!

"

#

+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中录为
YW/CY+@

!原拓片碑文为
Y@W/1

!意为%刻'"

根据上下文此处为偈颂体!每句为七字!且依句意可推论原碑缺藏文%

U.

'字!意为%阴翊皇度'"

+在北京的藏族文物,和+藏文碑文研究,均录为
Y.*

;

-+@

*+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中录为
9.*

;

C+C

!原拓片碑文为

9.*

;

-+C

!即汉文%正德'之音译"



寺佛地狭隘无僧舍!于是买下民众田宅!开拓寺院规模"正德五年十一月始建!次年八月工告成"寺院部分

旧屋修葺一新!又拓荒地新建房屋"建寺金帛出于内帑而不伤于有司!工匠之佣施以金帛而不劳于兵民!修

缮事宜依照前例而不得违误"寺院建山门三间!中门寺名题额依照旧例"山门后第一层金刚殿!第二层天王

殿!东西两侧有钟鼓楼"其后建三大殿!曰大延寿殿!曰大崇寿殿!曰三圣千佛殿"两侧建六间配殿!曰千钵文

殊殿!曰大崇秘密殿!曰伽蓝殿!曰祖师殿!曰大悲殿!曰地藏殿"佛殿四周建有房屋!殿堂房梁雕刻如云"金

相庄严装饰灿烂!五色金光照耀万丈"寺内有宝盖幢(寺院器具(宝灯妙香和吹击法器等"后建僧房(藏经阁(

仓房(斋堂!规模宏壮"其后左右两侧为僧房!东西各有通道!石刻前各有水井!寺院清净庄严"四周砌墙!内

外有别"昨日内监向朕呈报佛寺情形!朕心甚悦"遵循祖宗圣志!建寺供奉佛法!为民众积德修福"又!历代

崇仰佛法建寺供奉!故记其绩而刻于石!以冀昭示于后世"

又!敕谕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和大觉法王著肖藏卜等率领僧众!完毕加持庆庆功仪式"赞曰)皇帝崇奉尤

利佛法!为民积聚福德资粮"民众承受疾病痛苦!如同己身得病患难"起始获得财富安乐!世间万物皆如逢

春"领悟性空万事胜成!熟通咒术则为神巫"如奉殊胜如来之法!慈悲怜悯双运具足"如来佛法阴翊皇度!普

济利乐有情众生"先祖敬仰供奉佛法!尔后同风礼俗供养!寺院辉煌常年昌盛"皇统兴隆千秋至此!佛法庙

宇屡废屡兴!朕
###

!功德圆满"钦奉祖宗成宪圣志!祈福护佑天下生民"列祖列宗在天福德!护佑嗣继繁

衍生息"循朕志
##

!朕臣宣示海宇内外!善乐长存万世兴隆!普及臣民均沾利乐"所建佛寺在金城巍峨高

大!钟鼓击声深沉洪亮!寺内僧众应声而醒!

####

不懒怠!诛法咒语如影随行"聚殊胜福德资粮!诸行相

顺五谷丰"春夏秋冬四季和!疾病灾殃皆消除"民物归于仁和中!虔诚祈祷供养佛"若汝未闻猜疑妙法!尽可

观看贞石碑记"正德七年十月初一"

二&碑文内容考释

刘敦桢于
&#

世纪
)#

年代发表的+北平护国寺残迹,梳理了寺庙的历史和当时情况"当

时!护国寺已历经光绪二十六年(

$%##

)&三十三年与
$%&#

年的三场大火!但据刘氏文章!仍基

本保持寺庙的原状"该文提到延寿殿前立有两碑!东碑为正德七年(

$($&

)立!西碑镌藏文"

!

但未记述石碑的形制特点"

&#

世纪
%#

年代黄颢调查护国寺文物遗迹时对+御制碑,等
"

通与

藏传佛教有关的碑文进行了初步考证!

"但仍未记录石碑的造型结构等"

&##!

年!护国寺失火

后!寺内建筑仅剩金刚殿!许多文物被损坏或挪动"据黄氏介绍护国寺石碑可能藏于护国寺眼

镜店的地下防空洞!

#笔者多次前往此地调查!但未获知相关情况"该碑属双面类石碑!一面

是藏文刻写的+御制碑,!一面是汉文刻写的+护国寺四至及职名碑,"

$ 我们在国家图书馆查

阅到的原拓片有八思巴篆书体刻写的
$&

字汉语碑额!即%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之碑'!但刻

写不太规范!发音有变"碑额以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汉文古籍行款形式书写"从碑文内容和

行文看!应属明正德御制后!从汉文译成藏文"此碑文与明时期刻写的其他御制类藏文碑%相

比!译文质量较为逊色"依据碑文无法断定译者的族属等问题"碑文正文基本由明中央给西

藏上层人物颁布敕&诏&诰书时采用的藏文草楷之间的朱擦长脚字(

CYF9+*<Y@F-1D+1F

;

@.*

;

)刻写"可能因刻于贞石而碑文!与正规的朱擦长脚字相比稍有变形"碑文中的%

*

;

2C

'

%

*

;

+<.

'(朕)!%

@

;L

+H

:

/

'%

;

/*

;

U+

'(帝王&皇帝)!%

;

*+U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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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图)!%

@

;L

+H1@.C

'(国

##$

!

+民族研究,

&#&&

年第
)

期

!

"

#

$

%

刘敦桢$+北平护国寺残迹,!+中国营造学社会刊,

$%)(

年第
&

期"

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第
$#,$$

页"

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第
)

页"

+护国寺四至及职名碑,!明代刻写!具体年月不明!拓片编号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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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卷!第
$'(

页"

明代用藏文刻写的御制类碑文有大明皇帝敕谕碑&御制瞿昙寺金佛像碑&御制大崇教寺碑&救慈感恩寺碑记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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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国家)!%

HF*

;

'(敕谕)!%

L

+YU21

'%

1*

;

+@

;L

.@

;L

+H

:

/

'(列祖列宗&先祖&先帝)!%

C@.*

;L

.

@

;L

+9D2*

:

/

'(圣恩浩荡)等表示至圣至明&圣洁威严&贤身贵体的词语前刻有藏文蛇形符号

%'!藏语称%珠协'(

1Y@FH1D+C

)!表示身份和地位尊贵"现代藏文书写为%'"拓片除了可能

由于原石碑有脱落或裂缝而有个别不清晰之外!基本能认清全文"

+御制碑,共
!&

行!主要记载
)

部分内容"碑文第
$,%

行阐述了佛法从汉代传入中国以及

历朝历代侍奉佛法!以安邦定国!利济民众的历史"从%朕惟佛法有利资粮福田!慈悲为心!化

民其善!犹如圣恩浩荡!民物俱沾利乐"自东汉朝以来!国家崇奖侍奉佛法!时时建置佛寺僧

舍!铸造金色佛像承侍!为民积德积福"帝王以佛慈悲阴翊皇度劝善化俗!故其教法兴隆长存'

等碑文看!明正德皇帝在把握历代帝王利用佛法护持国政&安定民心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希望

运用藏传佛教思想中护国佑民&劝善教化&慈悲济世等无形的内在力量来稳固朝政&治理边疆"

碑文第
$#,)&

行阐述了修建护国寺的历史脉络及正德帝修缮佛寺后的格局"碑文载!护

国寺位于京城西北隅!元朝称崇国寺"结合相关史料分析!护国寺建于元前!在金元战争中受

损后!由忽必烈命定演和尚重新修建"历时三年后!于
$&'3

年竣工!并称北崇国寺"从此有了

南北崇国二寺"此后!皇庆&延及至正间也被修缮"+崇国寺碑,中载!元仁宗皇庆间修建前

门!延二年(

$)$(

)又建造佛舍利塔"至正五年(

$)!(

)!时任住持僧智学又捐资修缮法堂&云

堂&祖师伽蓝二堂!厨库&僧房&侍者&僦赁等
(#

余间!并新建了钟楼&法堂东廊庑&南方丈等
(#

余间"元代护国寺属佛教还是道教庙宇现无法考证!但刻于
$&'!

年的+崇国寺札子碑,

!载!

当时掌管佛教事宜和涉藏地区事务的总制院上奏!将大都路蓟州遵化县(今河北遵化)般若院

交付于崇国寺下院"对此!皇帝下旨由总制院桑哥相公处理事务"还值得一提是!元代护国寺

内一舍利塔俗称%帕布(八思巴)喇嘛塔'!

"又清顺治九年(

$"(&

)刻的藏文碑+敕建大隆善护国

寺碑记,载$%寺内所供之主尊为三世佛!其后为八思巴喇嘛塑像和佛塔一座"右塑宗喀巴大

师!左立一切便知"'

#由此分析!元时期护国寺与藏传佛教萨迦派有一定的联系"然而!至正

五年寺院住持智学和尚以汉传佛教%迦蓝七堂'的建筑布局修缮了护国寺"据此推理可知!元

时期护国寺内就已集聚汉藏佛教僧侣!而且是处理西藏等边疆民族和宗教事务的重要场所"

明代护国寺是京城最重要的佛寺之一!曾多次修缮"碑文载%宣德己酉!我皇高祖命御司

监修缮寺院!因佛法护佑国政!历代供奉!故赐名大隆善寺"成化壬辰!皇祖重新修缮!并加额

护国二字!今称大隆善护国寺'"明宣德&成化帝及皇室贵族修葺佛寺的历史载于+班丹扎释寿

像残碑,

$

+护国寺题名碑,

%

+御制大隆善护国寺碑,

&

+护国寺碑,

'等石刻文献!且经过详细可

$#$

+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碑记,与明代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
!

!

"

#

$

%

&

'

+崇国寺札子,!元至元二十一年(

$&'!

)二月二十七日刻!拓片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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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故此不赘述"+御制碑,载有正德皇帝建修寺院的缘由&经过及竣工后的格局"碑文%朕惟

佛法有利资粮福田!慈悲为心!化民其善*朕闻经听法虔诚发心!向内臣谕示祖宗皇帝敬佛奉法

之理'!以及%聚殊胜福德资粮!诸行相顺五谷丰"春夏秋冬四季和!疾病灾殃皆消除"民物归

于仁和中!虔诚祈祷供养佛'等体现了帝王认可佛法护持国政&稳固皇权!使民康物阜&风调雨

顺的积极作用"明正德帝出于治理边疆的考虑!命%正德八虎'中的谷大用和张永!两位太监

修缮佛寺"从%建寺金帛出于内帑而不伤于有司!工匠之佣施以金帛而不劳于兵民'等碑文可

知!明正德重修大隆善护国寺时所需物资皆出于皇室!并对工匠兵民施以佣钱"竣工后!佛寺

前门为三间山门!中门石匾额内刻额题%大隆善护国寺'"山门内依次为金刚殿和天王殿"天

王殿东西两侧建有钟鼓楼"第四至六排为大延寿殿&大崇寿殿&三圣千佛殿"三大殿两侧建有

千钵文殊殿&大崇秘密殿&伽蓝殿&无量殿&大悲殿&地藏殿等六间配殿"此后建有僧房&藏经

阁&仓房&斋堂等"从寺院布局看!应属九进院落!并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分布!呈现了汉传佛教

%迦蓝七堂'的布局特点"这与清乾隆十五年绘制完成的+京城全图,中的布局基本一致!也与

&#

世纪关振生&刘敦桢等所述的寺院布局基本相似"+帝京景物略,载%正德壬申敕西番僧大

庆法王领占班丹&大觉法王著肖义藏卜等居此!寺则大作'"

" 然而!明正德修缮护国寺的历史

却鲜为人知"刘敦桢就认为$%此寺自定演创建以来!迄今六百五十余年!经元皇庆&延佑&至正

及明宣德&正统&成化与清康熙数度增修!蔚为巨刹"然考元代诸碑!其时主要建筑仅大殿&经

阁&钟楼&山门&舍利塔&法堂&云堂及伽蓝&祖师二堂!似较现寺规模不逮远甚"又以遗物推之!

明以前者!唯存千佛殿残壁与舍利塔及元碑数通!皆萃聚于殿之前后"其余北部护法&功课二

殿!与南部崇寿&延寿&天王&金刚诸殿!及钟鼓二楼&廊庑杂屋!依式样判断!咸属明清二代所

建!而主要建筑属于明代者尤多"则现寺规模!决为明宣德&成化间增扩无疑矣"'

#

明代护国寺内的神癨塑像属典型的藏传佛教神灵"明代文人袁宏道称%观曼殊诸大士变

像!蓝面猪首!肥而矬!遍身带人头!有十六足骈生者!所执皆兵刃!形状可骇!僧言乌斯藏所供

多此像'"

$

+安多政教史,亦载$%宣德元年火马岁!敕封彼师为0净觉慈济大国师1!敕赐重二

百两之黄金印!钝金铸造的法冠!让住在春华寺"奉皇上的圣旨著+喜金刚修法甘露海,及大

轮&大威德十三尊&普明&阿弥陀佛九尊等曼荼罗的仪轨!+多闻子修法,+中有解脱,等!并将这

些经典&仪轨等!连同藏文+喜金刚续第二品释,都译为汉文"'

%结合不同文献可知!明代护国

寺内聚集着汉藏印等佛僧!在寺院建筑布局&供品法器&神癨造像等方面呈现了汉藏文化融合&

汉藏佛教圆融的景象"

第
)&,!&

行记载了藏传佛教僧人大觉法王著肖藏卜等为该寺举行加持仪式和皇帝赞誉佛

法的情况"史籍对%大觉法王'的册封加封记载比较清晰!学界对此也无争论!但对%大庆法王'

的身份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明正德自封为%大庆法王'!史料中所载的大庆法王或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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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宦官!为正德年间受到皇帝宠信的太监之一!身居高位!权倾中外!是当时著名的宦官%正

德八虎'之一*张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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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领占班丹就是明武宗*

!而有人认为大庆法王是一位藏传佛教僧人!与明武宗不是同一

人*

"还有人认为!最初明武宗自封为大庆法王!尔后此封号又封给一位藏传佛教僧人"

# 目

前!学界主要依据+明武宗实录,

$中的记载!认为大庆法王是一名藏传佛教僧人"然而!+御制

碑,中的大庆法王和大觉法王应是同年同日刻写的+僧众职名碑,中的%万行清修庄严妙悟真乘

衍教隆善弘慈护国赞化能仁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领占班丹'和%万行通明真静

仁慈圆融湛默履善崇祥裕国阐教广惠大觉法王西天弘济端严守诚大欢喜佛著肖藏卜'

%两位

法王"而+职名碑,中的大庆法王的封号与正德五年六月皇帝自封为%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

自在大定慧佛'的封号一致"+殊域周咨录,亦载$%六年!上方好佛!自名0大庆法王1"外廷虽

闻之!无可据以进谏"会番僧奏讨腴田百顷为0大庆法王1下院!乃书0大庆法王1与圣旨并"礼

部尚书傅皀佯不知!执奏曰$0孰为大庆法王者8 敢并至尊书之!亵天子坏祖宗法!大不敬当

诛"1诏勿问!田亦竟止"皀居闲类木讷者"及当大事!依然执持!人不能夺!卒以此仵权辛

去"'

&由此可知!当时礼部尚书傅皀对皇帝崇尚佛法而自封%大庆法王'的行为有所反对!认为

有损皇帝形象!败坏朝纲"尤其是黎吉生(

>F

;

DK8G.9D+@C1/*

)在西藏楚布寺查阅到于正德

十一年(

$($"

)九月十五日明武宗以大庆法王领占班丹的名义给八岁的第八世噶玛巴弥觉多吉

(

$(#3

-

$((!

)写的一份汉藏对照的邀请书信"

' 依据上述资料!我们也认为明武宗和大庆法

王为同一人"藏文史籍+贤者喜宴,也记载了明武宗自封%法王'的历史"该史籍载%就如同法

王却扎嘉措所言 $0若吾转世只有一位噶玛巴!则无法完成佛法弘业!故要转世为两位噶玛

巴"1第八世法王(噶玛巴)降生与皇帝登狮子坐骑几乎是同年"故正德皇帝为噶玛巴的一个化

身"此皇帝戴黑帽!自言是0噶玛巴1"'

(又载$%正德皇帝与您(噶玛巴弥觉多吉)同法脉!正德

皇帝为霍尔&蒙古&纳西等族颁赐圣谕"'

)依据上述史料分析!明武宗自封%法王'%大庆法王领

占班丹'而在藏传佛教信徒的精神世界建构了一位%法王'的形象!并以%神通'%感应'等佛法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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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晟$+明武宗,!+故宫博物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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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

期*冯汉镛$+哈立麻来京的影响,!+中国藏学,

$%%%

年第
$

期*陈

楠$+明代藏传佛教对内地的影响,!+中国藏学,

$%%'

年第
!

期*陈庆英$+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中国藏学,

&###

年第
)

期*何孝荣$+论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世界宗教研究,

&#$#

年第
&

期*李帅!朱德涛$+大庆法王领占班丹考实
,

从大庆法王

给大宝法王的一封致书谈起,!+藏学学刊,

&#$3

年第
&

期"

黄颢$+略述北京地区的西藏文物,!+西藏研究,

$%'&

年第
$

期*欧朝贵$+大庆法王领占班丹修施普贤菩萨像考释,!

+西藏研究,

$%'3

年第
&

期*陈锵仪$+护国寺,!+北京档案,

$%%"

年第
(

期"

才让$+明武宗信奉藏传佛教 史实考述,!+西藏研究,

&##3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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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熊文彬$+龙椅与法座$明代汉藏艺术交流史,!

中国藏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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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驼马!求赏"礼部执奏无例"诏特给之'"又载%正德八年十一月!赐大庆法王领占班丹番行童度牒三千!听自收度"先

是!有旨度番汉僧行道士四万人!其番行童!多中国人冒名者!为礼部所持!故领占班丹奏欲自便云'"详见+明武宗实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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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践行了皇帝的%弘法事迹'"这对藏传佛教僧人和信徒来说是容易接受或乐于接受的!而对

帝王来讲不费一兵一卒就得到了西藏信众对皇帝和朝廷的尊崇和认同"这种文化互动弱化了

皇权与神权之间的张力!加强了西藏民众对明中央王朝的认同"

三&明代护国寺各籍僧侣与汉藏佛教交流

汉藏等民族佛教僧侣作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承

担了接受&取舍&重塑和传播佛教文化的主体作用"护国寺内的+御制碑,等出土文献载有汉藏

印度佛僧在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间起到的桥梁作用和推动汉藏佛教交流的功绩"

明朝帝都从南京迁移北京时!许多佛教僧侣跟随皇帝迁徙北京"班丹扎释是当时最重要

的一位藏传佛教高僧"他多次来往于明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为巩固汉藏关系&稳定边疆做出

了重要贡献"他
)#

多年居于护国寺!与汉&印等佛教僧侣合作翻译&校正佛典&修建佛寺!被明

朝皇帝先后封为%弘通妙戒普慧善应慈济辅国阐教灌顶净觉西天佛子大国师'和%大智法王'"

妙济禅师绰巴札释作为班丹扎释的侄子!早年在噶玛噶举派第五世得银协巴前受戒!又在格鲁

派宗喀巴大师前授灌顶"

$!&(

年!绰巴扎释应召赴京!获明宣宗崇信"

$!&"

年被封为%妙济禅

师'"从+妙济禅师塔铭,

!等史料看!班丹扎释有意培养妙济禅师!欲其能成为衣钵传承人"

但
$!&%

年年仅
&(

岁的妙济禅师不幸去世"+明武宗实录,载$%大慈恩寺禅师领占竹升灌顶大

国师!大能仁寺禅师麻的室哩塔而麻拶耶那卜坚参&大隆善护国禅师著肖藏卜俱升国师给与诰

命"'

"

%正德四年八月!司礼监传旨升大隆善护国寺著肖藏卜为法王辣麻"'

#又载$%正德五年

四月!升大隆善护国寺剌麻绰即离竹为佛子"'

$据上述记载!著肖藏卜和绰即离竹来京时间不

详!但居于护国寺!且分别赐法王和佛子名号"此外!与+御制碑,同一年刻写的+?建大隆善护

国寺僧众职名碑,上有
(

名法王&

)

名西天佛子大国师&

)

名国师和
(

名禅师等佛僧的法名"

%

在明嘉靖二十二年(

$(!)

)刻的+敕建大隆善护国寺藏卜坚参承继祖传住持碑,

&载有嘉靖时期

护国寺的住持藏卜坚参和三竹藏卜!领占扎巴!扎巴远丹!班麻藏卜等
!#

多位佛僧的名字"明

朝先后册封的大善法王星吉班丹&大应法王札实巴&大敬法王锁南坚赞等诸多僧侣也与大隆善

护国寺有密切联系"由此分析!明前中后期护国寺内聚集着诸多藏传佛教僧侣!且与汉印佛僧

之间的交往频繁&关系亲近"

忽必烈时期!定演和尚修建护国寺后!寺内居有许多汉传佛教僧侣"+定演道兴碑,+崇国

寺碑,+善选法师传戒碑,等载有元代护国寺的住持僧!皆属汉僧"明代护国寺为%西番僧香火

地'!但仍住有许多汉僧和西天僧"智光作为一名汉僧!拜天竺来华僧人萨诃咱释哩为师!取梵

语法名为%雅纳哕释密'"他先后多次前往今西藏!以及尼泊尔&印度等地!精通显密佛法"

$!#"

年!奉命迎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噶玛巴来北京朝觐"永乐十五年(

$!$3

)!智光奉旨前往

!#$

!

+民族研究,

&#&&

年第
)

期

!

"

#

$

%

&

+妙济禅师绰巴扎释墓塔记,!明宣德五年五月(

$!)#

年
(

月)刻!拓片编号京
(%'(

"参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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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居于崇国寺!蒙受皇帝召见!赐国师冠&金制袈裟&禅衣等"仁宗时!赐号%灌顶广善大国

师'!英宗加封%西天佛子'"在明代汉僧中除智光外无人有过此称号!足知智光在梵文&藏文及

印度佛教&藏传佛教等领域的造诣"智光在京时期!居护国寺&大能仁寺和大觉寺!培养天竺僧

人桑渴巴辣等千人弟子!并翻译佛典&广说佛法而世人称其功%不在鸠摩罗什之下'"

!

$!)!

年

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圆寂后!由藏传佛教僧人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亲手点燃遗体!隆重举行火化

仪式!其塔葬于大觉寺侧"英宗遣官赐祭!天顺四年(

$!"#

)又被追封为%大通法王'"大隆善护

国寺西天佛子大国师张公也是一名汉僧"他久居西藏!对藏传佛教颇有深造!且为西藏社会文

化的发展及汉藏印文化交流方面颇具建树"+明故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大国师张公墓塔

记,

"载!张公为山后人!藏语法名桑节朵而只!生于正统乙丑年(

$!!(

)十月十七日*景泰辛未

年(

$!($

)拜清心戒行国师班卓儿藏卜为师*成化六年(

$!3#

)奉宪宗皇帝命差往乌思藏!封阐化

王*成化十五年回京!蒙赐宴赏升国师!封净慈利济*庚戌年(

$!%#

)隐迹于五台山圆照寺!修习

本佛哑曼绕葛功课!加持六字真言"辛亥年(

$!%$

)孝宗皇帝召桑节朵而只到皇庭!为皇帝讲说

密法修行要门!翻译密宗经典*壬子年(

$!%&

)封%清觉广智妙修慈应翊国衍教灌顶赞善西天佛

子大国师'"正德七年八月初五日!桑节朵而只卒于大隆善护国寺"张桑节师从藏传佛教僧人

班卓儿藏卜!精通显密教法!又招朵而只坚参&朵而只扎奴&朵而只藏卜等僧为弟子"同时!以

使臣身份受皇命前往乌斯藏!办理西藏事务"他为边疆安定和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

贡献"由此!明皇帝也嘉奖加封!并将其伟绩勒刻于石而昭示天下"

除汉藏佛教僧侣居于护国寺外!许多西天僧也与护国寺有密切联系"西天大喇嘛桑渴巴

辣就是一名天竺国人!生于
$)33

年!自幼出家!出游天竺!修习佛法!精通密教"他抵达西藏

时!遇奉命出使西藏的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并拜为师"此后桑渴巴辣%倾心归服!执事左右'

于智光上师"永乐三年!智光携归南京!成祖命居西天寺"此后!他被成祖招至北京!居崇恩

寺"不久!奉圣旨!于%内府番经厂教授内臣千余员!习学梵语+真实名经,&诸品梵音赞叹以及

内外坛场'"

# 在京期间!智光大师广招徒弟!讲习佛法!推动了明代汉藏佛教的交流与发展"

同时!他为皇帝举行密宗仪式!服务和满足皇室成员的宗教需求"碑文载$%凡遇朝廷修 秘密

斋筵!其偕无隐上师预会!或得掌坛!或辅弘宣!善满主繁!四灌顶戒!以广发
!

秘乘食尧益上根

利器傍及法界有情则其累受赏赐金帛尤多"'桑渴巴辣因才华出众&功绩显赫而得到皇帝的赏

赐恩惠"如正统元年至四年!重修桑渴巴辣所居地崇恩寺*四年至九年!桑渴巴辣重修五台山

法藏寺!并赐寺名%普恩寺'"桑渴巴辣于
$!!"

年寂于定州上生寺!后由%大徒弟敕赐西域寺住

持勃答室哩等前往迎其全身!归来阜城关西域丛林之所荼毗!收取舍利遗骨'!并建塔院"

$

明朝时期!大隆善护国寺是一座兼有汉&藏&印度等佛教僧侣的佛寺"各籍僧侣消弭文化

冲突&寻求共同价值!诚心服务明廷!奉命来往于中原&藏地及印度&尼泊尔等地"他们之间的

互动交流加强了边疆的统一和稳定!促进了明廷与西藏地方&明廷与南亚各国间的文化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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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各籍僧侣间称师道弟&传承法脉&取梵藏法名!共同讲经传法&翻译佛典&刊印佛经&建寺

造塔&举行佛事活动!积极建构和丰富了中国佛教文化"他们又尊崇明廷的加封赏赐!奉命主

持不同祖籍的佛教高僧的遗体火化仪式!并砌立灵塔"佛僧之间的亲密联系加深了北京地区

佛寺之间的联系!也加强了北京&河北&南京和藏地佛寺之间的互动联系!进而推动了汉藏佛教

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这为我国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互鉴&互动融合&共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

用!体现了汉藏印等各籍佛教徒高度认同明代中央政权和中国佛教文化的历史事实!也体现了

明朝统一&开放&自信&灵活的治藏政策"

四&结 语

御制类石碑作为皇权的象征!表明了明廷对藏传佛教的选择和接受"+御制碑,强调了佛

法具有安邦宁国&四海安定&利济民物&劝导化俗的作用"从%护国'%大隆善'%大觉'%大庆'等

寺名&法王封号等能反映明廷以佛&以礼治国和安定边疆的心理趋向!也表明了朝廷认可和肯

定藏传佛教具有护持国政&护佑民众的积极作用"碑文中的%有道为民积德积福!往往心向而

奉之"其之道大而能安泰仁和!皇图永固!物产富饶"其之道小而可六发愿六供奉!能为病痛

患者
###

!祭祀祈福之术繁多!需为生民积福积德"但此道穷尽!朕惟佛法有利资粮福田!慈

悲为心!化民其善!犹如圣恩浩荡!民物俱沾利乐'!以及明正德自封法王等与儒家对宗教的%怪

力乱神'态度!和历代帝王以儒治国的理念格格不入"然而!明正德时期!以佛教史观调和或消

弭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张力!进而强化了藏传佛教僧侣为主的西藏信众对明正德皇帝或中央

王权的认同!也加强了王朝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定"法王是明廷册封藏传佛教僧侣的最高名号!

藏传佛教僧侣也被视为最高的荣誉"法王作为嵌入明廷的权力机制和社会阶层中的一种名

号!是明廷既接纳和选择&又控制和约束藏传佛教僧侣的表现!也是藏传佛教僧侣高度认同和

服从中央王权的体现"

(责任编辑 贾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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