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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純淨的佛國領域裡，以輪迴轉世的方式不停的重覆著他的使命，與他的人民一

起共盡甘苦，給他的人民無比的力量去面對惡劣困苦的生活環境，他是慈悲與智

慧化身的和平使者―達賴喇嘛，一位偉大的宗教家，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更

是一位支柱西藏人民的信仰領袖。這些世人對於他的恭敬與讚許讓筆者不禁想一

窺這位帶領西藏的代表性人物，更想揭開世人對於活佛轉世的種種問號。筆者將

先以歷史地理的地緣角度來淺談西藏，再以略談藏傳佛教來揭開探討達賴喇嘛的

神秘面紗。 

 

貳●正文 

 

一、藏傳佛教的世界 

 

01.淺談西藏 

西藏自治區位於中國的西南邊疆，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它北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和青海省毗鄰，東連四川省，東南與雲南省相連，南邊與西部與緬甸、印度、不

丹、錫金和尼泊爾等國接壤。西藏總面積約為 250萬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是世界上面積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美稱。〈註一〉 

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自稱「博」。「博」是集民族、地域、政體於一體的總

稱。中國人稱「博」為「西藏」，在歷史上還有「吐蕃」、「唐古特」、「圖波

特」、「西番」、「西羌」等眾多的稱謂。西藏人民長期生活在高原，早已適應

了高原特殊的自然環境，並形成了極富特色的民俗風情。〈註二〉 

1950年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地區。雖然中共政府與達賴達成協議，在西藏暫不

進行政治制度的變更，但由於解放軍宣佈解放西藏農奴，併進行土地、經濟和社

會方面的改革，引發西藏農奴主、世俗貴族和宗教人士的不滿，最後終於在 1959

年 3月西藏人民發生大規模暴動。中共政府強力鎮壓，同時部分農奴不與暴動勢

力合作，造成暴動失敗。第 14世達賴喇嘛於 1959年 3月 17日逃離至印度北部

尋求國際協助。3月 28日，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佈解散西藏政府的命令，

第 14世達賴喇嘛隨後在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成立流亡政府。  

02.淺談藏傳佛教 

在佛教傳入西藏之前，西藏原有的當地信仰為「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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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首在西藏出現是在吐蕃王朝第二十九代國王時期出現但當時未普遍流傳。到

了西元七世紀初，吐蕃王朝第三十三代國王時，佛教受到王室的扶植。曾派人到

印度學習梵文和佛法，回國後創造了西藏文字並翻譯了一部分的佛經。國王也迎

娶了尼泊爾公主與和唐朝文成公主，並建立大、小昭寺，供奉二位公主帶來的本

尊釋迦牟尼佛像。到了八世紀中葉，藏王迎請寂護菩薩與蓮華生大師由印度入

藏，興建桑耶寺並大力倡佛，於是佛教在西藏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並融合了當地

的原始信仰而形成了一種帶有濃厚西藏風情的宗教。 

 

西藏人民相信把屍體以天葬的方式給予神鷹，靈魂便會被帶上天國，不再輪回受

苦。藏語稱天葬為"杜垂傑哇"，意為"送屍到葬場"，或稱"恰多"，意為"餵老鷹"。

文中之"恰"是一種專門食屍肉的禿鷹，謂之"恰桂"，據此可知"天葬"亦可稱為"鳥

葬"。若有吃剩的屍體，必須燒成灰燼撒在山坡上，才能使死者升天。天葬雖然

殘酷，但藏人相信它合乎"菩薩捨身佈施蒼生"的宗教涵義，能使死者靈魂早日升

天、投胎轉世。天葬始自何時，未見具體而確切的記載，但與佛教密切相關，這

是被世人所肯定的。 

 

藏傳佛教有五大派流。寧瑪派俗稱紅教，迦當派俗稱新教，薩迦派俗稱新紅教，

格舉派俗稱白教，格魯派俗稱黃教。其中，格魯派是最大的宗派，融合顯教及密

教，並嚴格遵守戒律，是西藏喇嘛教的核心宗派。宗喀巴無子嗣，其弟子根登珠

巴被封為第一世達賴喇嘛，另一弟子喀魯布差被封為第一世班禪喇嘛。達賴住在

布達拉宮，被視為觀音菩薩的化身；班禪住在札什倫布寺，被視為阿彌陀佛的化

身。第五世達賴統一西藏，確立政教合一制度。〈註三〉 

 

1995年流亡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宣佈，當時 6歲的格登秋吉尼瑪為第十世班

禪喇嘛轉世，但格登秋吉尼瑪隨即遭中國當局軟禁，成為中國與西藏政治上對立

的一只棋子。 

 

二、達賴喇嘛 

 

01.關於達賴喇嘛 

 

西元 1933年 12月 17日，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圖丹嘉措在西藏首府拉薩圓寂，享

年五十七歲。1935年 7月 6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誕生於西藏安多地

區塔爾寺附近一個稱為「塔采」的小鎮農家中。二歲時，依照西藏傳統的宗教儀

規，他被認定為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他就是當今西藏人民的政治與精神領

袖。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其遺蛻在趺坐接受瞻仰期間，他的頭曾兩次從朝南

轉向朝東；同時，為安置其遺體，而在廣場上所設立之新祠堂，其朝東方向一支

上好木柱上的東側，長出一顆菌菇。許多其他的暗喻也指出：下一世達賴喇嘛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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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東尋找。1940年，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在布達拉宮隆重舉行，達賴喇嘛正式升

座為西人民的精神領袖。不久，在大昭寺接受攝政熱振仁波切的剃度儀式，並開

始接受佛法教育。〈註四〉 

 

關於他相信否自己是前十三世達賴喇嘛，觀音菩薩的再世，他說：「常有人問我，

是否真的相信這些。這個答案不容易回答，但如今我已五十六歲，檢視此世的經

歷，以及以佛弟子的信念見證，我毫無遲疑地認定，我在精神上與前十三世達賴

喇嘛，白觀音及佛陀本人相應。」〈本段文章摘錄於台灣《當代》雜誌第 12頁〉 

 

02.流亡印度與其理念 

 

1949年，中共軍隊開始入侵西藏東部邊境，西藏局勢日趨惡化。次年 11月 17

日，年僅十六歲的達賴喇嘛，正式即位，並全權承擔管理西藏的政教事務。1959

年，年僅二十四歲的達賴喇嘛獲得格西拉然巴學位即佛學博士，也在當年被迫於

情勢流亡印度。之後，達賴喇嘛於印度北部達蘭薩拉，成立西藏流亡政府。被暱

稱為小拉薩的達蘭莎拉，現是西藏流亡政府教育、文化和政治的中心。 

 

1967年 9月及 11月，達賴喇嘛首度離開印度訪問日本與泰國，與他的前世截然

不同的是他的足跡遍及世界各大洲。「在達賴喇嘛自傳《吾土吾民》一書中曾述

及：他始終感覺，若他生於一個富貴的家庭，他將永遠無法了解西藏人民，尤其

是來自卑微階層百姓的感受及情感。然而，正因為他的出生低微，因此更能體會

並知道人民心中所想的一切。這也是為什麼他能強烈的感受到其需要，同時嘗試

盡全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原因」〈註五〉。 

 

達賴喇嘛強調以愛和慈悲對待所有人，沒有預設的立場與界線，面對世界不同宗

教信仰，達賴喇嘛扮演著培養包容及和諧關係的重要角色，同時也因為肯定他對

西藏人民的領導能力，1989年榮獲舉世矚目的諾貝爾和平獎殊榮。〈註六〉 

 

「達賴喇嘛從中國流亡到印度已經有 40年，40年來，達賴喇嘛堅持不以暴力抗

爭，不求獨立於中國之外，這樣和平的訴求，不曾為他贏得寸土尺地，但也正是

這樣真誠的善意，為他贏得全世界無數人心。西藏人民的現實命運是窘迫的，但

也正是這窘迫的命運，強烈撞擊著地球上每一個有愛的心靈。」〈註七〉 

  

西藏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區域，因此，此次研究，筆者一一查閱可運用的網路資源。

不僅要從歷史地理的地緣關係了解起，甚至政治的紛爭問題、神聖的藏傳佛教，

這些都與此次研究主題息息相關。宗教，是一個爭議性相當大的問題。因此如何

以客觀的角度、如何讓非藏傳佛教信仰者之讀者理性的了解關於這位宗教色彩濃

厚的達賴喇嘛，這些都是撰寫此研究內容中所遇到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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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達賴喇嘛，諾貝爾和平獎的得獎者，也是世人眼中的聖者。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

聖人，因為他給了世上的人寬大的包容和很多的愛，但他也是一位平凡人，他沒

有死亡的豁免權，他也得歷經平凡人所歷經的生老病苦。達賴喇嘛從小就肩負了

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的身分，他沒有玩耍任性的童年，他必須去承擔成為西藏

人民精神領袖的責任，他也必須擔憂那些恐怕是他無法負荷的國家問題。他是西

藏人民最為推崇的精神領袖，但他必須放下他的人民，逃亡於印度，過著顛沛流

離的生活，奔走各地尋求支持。達賴喇嘛今年已六十餘歲，他的畢生都致力於在

與中國和平協議給予西藏獨立，受世人肯定的不只是他的身分，更受世人尊敬的

是他的博學廣識，是他的不分種族、不分宗教、不分國籍的接納心。達賴喇嘛曾

被世人喻為是歷任達賴喇嘛中最具有西方民主思想和開放胸懷的一位。 

 

筆者從小生長在民間信仰的家庭，對於佛法一竅不通，也完全沒有深入過了解達

賴喇嘛，但是在深入了解達賴喇嘛後，他讓筆者非常的尊敬。他領悟了大大小小

的人生道理，他肩負了所有西藏人民的精神寄託。流亡印度的他，依然沒有忘記

還在西藏飽受痛苦的人民。他沒有把泥土變黃金的能力，也沒有改變命運的神

力，但是他依然記得他的使命，盡他所有的力量為他的人民爭取和平。對藏傳佛

教信仰者而言，他是一位活佛，是一位背負著希望的使者；而對於世人而言，他

是一位世上不可多得的和平使者，是一位會讓世人永遠尊敬，卻再平凡不過的智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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