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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宗教之旅》

内容概要

《西藏宗教之旅》共分7章。第一章吐蕃的前弘期佛教介绍了前弘期佛教在吐蕃的传播以及从印度、
汉地两处传入的佛教在吐蕃的冲撞。第二章吐蕃的后弘期佛教阐述了佛教在吐蕃的复兴，藏族大泽师
仁钦藏卜和印度高僧阿底峡对佛教在吐蕃传播的贡献以及后弘期吐蕃出现的大寺院。第三章西藏喇嘛
教的基本特点则就藏传佛教的教理基础、重要教派、教派之争以及喇嘛的个人行为进行阐述。第四章
西藏主要教派的教理，先分五部分介绍藏传佛教的曼陀罗、受度、灌顶仪式、法身。幻身、智慧身以
及心、光明等佛教概念及教理；再就觉囊派、噶举派、宁玛派、断派以及密宗的教理加以分析；最后
总结了藏传佛教解脱教理的特征。第五章重点介绍藏传佛教寺院僧众的组织、等级、职能、宗教历法
、节日，以及寺院的财产和管理。第六章则对一般学者较少关注的西藏民间宗教加以分析。图齐认为
，藏传佛教中存在的诸如仪轨、信仰、口头传说等结构系西藏民间宗教的遗产。图齐着重就人类和房
宅的保护、灵魂、死亡、神香及焚香、预兆、财产和畜群的保护等西藏民间宗教的重要表现形式进行
了阐析。第七章则扼要介绍了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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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宗教之旅》

精彩短评

1、简单看了一下，是本不错的藏教的普及读物。
2、我十分想知道读这本书的其他读者的看法。个人认为现今看来这本书并不严谨，它的价值应该在
多年前它所存在的那个当下。有一些细节可供参考，但如果当成一本入门的教科书则不够精准，而且
渲染外在表象的成分更多，一些地名也有问题。如果这是中国读者看到的第一本藏传佛教类的书籍，
我只能说真是太不走运了。
3、真不好，怎么翻译的，很晦涩，像谷歌翻译的，估计他自己也看不懂。啰嗦半天到底他要讲什么
？不懂宗教也就算了，语文也没学过？
4、很重要的一部著作.
5、历史上的西藏政教合一。都说藏传佛教是西藏苯教与印度佛教融合的产物，何谓达赖和班禅，要
了解凡此种种的西藏宗教，请选择此书。
6、收集很多年西藏的书，竟然把这本书落下了，这回赶上了新版，偷笑中
7、藏传佛教应该是人类宗教传播史上的一个特殊例子，好多东西是奇怪的紧！
8、对藏传佛教会有一个很深的认识。
9、也许我过于敏感了，也许是文字转换的问题，但对于这样著名的藏学家（尽管我不了解他），在
一本宗教相关的著作里，我觉得应保留一丝起码的尊重。或许他认为是客观，但我不认为他在谈及上
帝或基督教、天主教时，也会使用类似“巫术”、“容易吸引没有文化教养的人”这样的词语来形容
。
10、刚开始看，对藏传佛教充满敬意。
11、迄今为止读过的最艰难晦涩的书籍    尤其是各个教派的教义方面  十分难懂  建议先了解一下佛教
基本教义再来看这本书
12、了解民族宗教
13、西藏宗教之旅（新版）
14、读的昏昏欲睡
15、对于厘清繁复的藏传还不错～纯学术的书。
16、我觉得，翻译的一些名词不够佛教术语~整体来说，这本书写的不错啊~~
17、好好读的
18、有点像教材的科普书！很好！
19、很是注重佛身论
20、这几册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书都很不错的，即能让一般群众做了解，也适合于藏学爱好者的研
究与收藏。
21、写的比较晦涩，再加上翻译的**，完全没法看，整书都是大病句，全是洋文语法语序的中国字
，google翻译的都比这强！想看懂这东西，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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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宗教之旅》

精彩书评

1、最有价值的还是对于藏传佛教教理和苯教的部分.p11 从宗教观点来看,低下阶层最为顽固倔强和最
为保守.(m主义?p16 成就派和禅宗之间的差异主要不在于教理的特定原则,而在于成就派强调修习瑜伽
和巫术的特殊要求.p29 阿底峡等,印度大师大量进入吐蕃的时间段,决定.p41 藏传佛教中的仪轨,瑜伽修
习,以及巫术.p57 师徒秘传的极端重要性.以及梦幻的重要体验.p65 大乘.积累时,交合之道,见道,静修之
道,佛陀.p66 曼陀罗乘与诺斯替教派的相似值得注意,不是智慧上的意识,而是一种心醉神迷的意识....性
冲动和烦恼都可以变成解脱的手段(有趣的路径,海德格尔)p70 修行瑜伽过程中的光的反复吸入,将众生
带到解脱的路上.p82 西藏宗教注重于心和意识的研究,因此对荣格等心理学观点影响巨大.p120 咒语和
性的感受在密教修持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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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西藏宗教之旅》的笔记-第1页

        最有价值的还是对于藏传佛教教理和苯教的部分.

p11 从宗教观点来看,低下阶层最为顽固倔强和最为保守.(m主义?
p16 成就派和禅宗之间的差异主要不在于教理的特定原则,而在于成就派强调修习瑜伽和巫术的特殊要
求.
p29 阿底峡等,印度大师大量进入吐蕃的时间段,决定.
p41 藏传佛教中的仪轨,瑜伽修习,以及巫术.
p57 师徒秘传的极端重要性.以及梦幻的重要体验.
p65 大乘.积累时,交合之道,见道,静修之道,佛陀.
p66 曼陀罗乘与诺斯替教派的相似值得注意,不是智慧上的意识,而是一种心醉神迷的意识.
...
性冲动和烦恼都可以变成解脱的手段(有趣的路径,海德格尔)
p70 修行瑜伽过程中的光的反复吸入,将众生带到解脱的路上.
p82 西藏宗教注重于心和意识的研究,因此对荣格等心理学观点影响巨大.
p120 咒语和性的感受在密教修持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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