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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侫佛教在台湾

三 木 友 里
＊

一，台湾文化背景

　台湾的人美文化史，一般人美文化学家 i人力，台湾的入美文化史 是从 1970年夏天在台湾 台

南左鎮 多菜撩渓一
帯出土 「左槙人 」 年代升始，「左鎮人 」【注 1】鑑迂測定結果是生 活于 距今一至

三 万年之阿的原始人与
“
山頂洞人

”
【注 2】年代大 致相同，属北京苴 立 人的

一
支 ， 所 以有人癸学

家臆測可能是中国 大陪云南元i某人 【注 3】或北京猿入【注 4】后裔，他MLt着 以潼猫内生的穴居生活 。

距今七 千至 四 千年前台湾島上 又 出 現了 「大盆 坑文化」
【注 5】

。 从当 吋的出土 的陶片和 石器等，

我們可 以想象逮个吋期的台湾人已経辻着居住在海辺 的生活了 ， 他們 以淦猫力主要生 活手段 ，

同吋也能神些 根茎癸植物 。 到了 五 千至 二 千年前 ， 台湾島上 則出現 了衣耕畜牧生活的生活形 志，

并且 已升始有初具規模的村落鐙 銀的存在 ， 逮个吋期的 台北 「圓山 遺址」【
注 6】、「芝 山遺址」【

注 7】

中出土 的陶器、石器，経辻 考古学家研 究之后，圦力迭些 出土 的文化与 中国大陪商代 （釣前

17世 鉈 初一釣前 11世 妃）、周 代 （釣前 11 世 鉈
一前 256年）的青綱器 相 当相 似 。 西 双 （前

206一公元 25 年）末期 ， 我們更可 以从 「台北具八 里 多十三 行遺址 」【注 8】的 出土 文物 中 ， 其 中

特別 是印蚊文茨黒 陶片，很明娩地 可 以看出与 中国 的 「印鋏陶文化」【注 9】有不 可 分割 的美系 。

《三 国志 ・弥扠侍》中祀 載，
「黄尤 二 年 （230 年）昊主称板派将罕衡温 ， 渚葛苴 率万 余甲士探

坊夷洲」 此 中所喟 夷洲研究三 国志 的大部分学者都圦力 无可貭疑就是指 台湾【注 1°】
。 距今一千

多年的宋 （公元 960− 1279年）、元 （公元 1279− 1368年）吋代 中国大 陪的汲人陪鋲移居 台湾

地 区的事実， 《四庫全 需》中紀 彖明代 以前 中国対外美系最被重 視的文献有二 本需
一

《渚 i蕃志》、

《島夷志略》。 宋代赴汝這的 《渚蕃志》 中祀載着 「澎湖隶晋江具」，赴 氏的＃是将社 会上 口佳

的事記隶下来的，逮个吋代中国大陪与 台湾地区 已有頻繁的往来，所以宋代将澎湖列旧中国奈

南沿海福建晋江是可 以理解的 。 男
一

本元代汪大 潤写的 《島夷志略》， 需 中言 「今之 台湾此 ＃

作琉球」，事実上 琉球并没有 高山，因此研究 台湾史学家大都 圦定 《渚蕃志》、《島夷志略》 中

所言澎湖庖垓是指台湾而言 【注 ll】
。 宋元 兩代双 人先后 已有不少移民来台湾定居 ， 大 多数可能

都巳融合于原住民之 中了 。 明代 中国大 陪奈南浴海的福建， 因 「地 不耕」 人們力 渫生 紛紛 移居

到台湾謀生。其后タト国葡萄牙、西班牙、倭 寇、荷差先后来 台湾，荷差人 于 1634年正式 占領

台湾 ， 占領期同招鈎了不 少中国大陪浴海的双 人到台湾来从事生P 工 作 。 当吋台湾全 島双 人可

能己経込到四 、五 万之多 。 1661年鄭成功缶退経菅 台湾数十年的荷 盖入 ， 建立 了第一个 以中

国人力主的政扠并在台湾建立 下 了双人的社会型志，此吋台湾島上移入大量的中国大 陪出来的

軍民，据估汁当吋从 中国移居 到台湾人 口 大概有 二 十万左 右 ， 迸 了 19 世妃初台湾島上 中国移
　　　　　　 　　　　　　 　　　　　　　 　　　　　　 　　　　　　 　　　　　　　 　　204
居的人 口 已超 せ兩百万 【注 12】

。 章太 炎在逢 雅堂著的 《台湾通史》提 序中言 ，
「台湾在明朝无辻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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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中一浮 島， 日本、荷圭更相4 壤，未足 方建置也 。自鄭 氏受封，− 府其地 ， 而恢夏中原 根本 ，

然后屹然成 巨領焉 。 邦 氏系于明 ， 明系于中国 ， 則台湾実 中国所建置 」【
注 13】

。 清代末期甲午故

争后 【注 14】
， 日本割据 了台湾 50 年 ， 因此台湾文化 中又 滲入了 日本因素 。 1945年第二 次世 界大

故銛束， 中国大 陪内部中国国民党及 共序党内哉， 尋致大量 的汲 、 満、 蒙等各族 中国人移居到

台湾 ， 此后又加上新的欧美文化或是囘接或是宜接滲人 ， 使得台湾地 区友展成力今天的具有多

元 性的島国移民文化地区。

二
， 佛教一5台湾文化背景

　　　　逢横氏在 《台湾通 史》上悦 「台湾之宗教奈揉而 不可
一

者也 」
【注 15】

， 像台湾逮祥的移民地 区 ，

　　　毎一个新移 民一到 ， 他就会帯来他原来居住地区的宗教 ， 所 以悦宗教染揉而不可一
， 島上 各狆

　　　宗教都存在一点也不 奇怪。 当然一个地区的宗教肯定是与其文化局史背景有不 可分割的美系 。

　　　从前述台湾的文化厨史演変来看，台湾長期来不断接受外来的移民 ， 当然其 中絶大 多数从 中国

　　　大陪蕉南洛海地 区来的 。 而逮些 移民几乎大多数都是属于鋒滸移 民，因力家 多生活不好，力了

　　　追求更好的生活，不 辞冒着生命危険，携家帯小逸 渡而 来，在什 仏基朏都没有之下 出来拓荒升

　　　星 ， 創造 自己的新天地 ， 更値得我們注 目的是逮些 从中国大陪出来的移 民，他伯是在没有荻得

　　　政府支持之下出来的 ， 台湾在 中国坊代朝廷行政上 可以悦長期一宜処于 呈略知其存在，但并未

　　　正 式旧人任何政府銃治的情况 ， 換而 言之 、 悦台湾
一宜是未有所属也未必 言之 Lt重 。 到了清代

　　　康煕 23 年 （1684）， 清政府オ在台湾没台湾府 ， 正 式宣布旧中国銃治 ， 雍正 5 年 （1727）清政

　　　府定 「台湾」 力官方銃一名称。《三 国志》之称夷洲，南宋赴汝這在 《楮蕃志》 中称 「琉球国 」，

　　　元 代江 大 渊在 《島夷志略》 中称琉球【注 16】，《明史列侫第二 百
一

十
一

， 外国四 》「琉球」 中祀

　　　載 「万坊 四 十四 年， 日本有取鵡笈 山之渫…其地名 台湾，密迩 福建，…
」【注 17】，流求 国，从地

　　　理方位墨述没荻得所有学者一致定槍，但是 目前大 多数学者都i人定是台湾 。 不 管是南宋的 「瑠

　　　求」， 元 代的 「琉球」或是明代鴻尤山 台湾， 逮三代都未将台湾列人正式 中国版圈 。 由此 可知 ，

　　　逮些移民在毫无保障之下来到一个未正式旧人中国領土 ， 只能悦郤近家 多一个島 ， 他們想要在

　　　這祥坏境的一
个 小島生存友展下 去，所面 対的浪苦坏境是我們唯 以想象的，因此 当吋来到 台湾

　　　的移民
一定会感到心 灸特別脆弱 ， 力 了追求心 灸的依托 ， 很自然地 他f冂就要在所在的新居地 求

　　　他們原来在家多信奉的神来保佑他們、光是家多的神述是感到不放心，只要能保佑他們，同吋

　　　能蔕他們解决人力做不 到的神，不管什仏地方来的神，是否与自己原来信仰的教派一
祥， 他們

一

　　　也 都会很虔減地 拜 。 又 因台湾大 多数移民都是来自中国大 陪奈南沿海地 区，所以他們除了原来

　　　在家 多供奉的中国道教的玉 皇、美公、娼祖、保安大帝之外，夕卜国俸到 中国的双侍佛教中的釋

　　　迦牟尼佛、親世 音菩畔 、 弥勒佛 、 他們都要供奉 。

　　　　寺唐的名称也 洛用家 多的名称 ， 比如福建泉州有供奉双世音菩蒔的尤 山寺 ， 台湾的 台北、台

　　　南、鹿港等地也都有尤山寺。所 以，逢横在 《台湾通史》 中述悦 「佛教之采 ，巳数百 年，其派

　　　多佳 自福建」【注 18】。逢雅 堂的 《台湾通史》 中也悦 「佛教之采，已 数百 年，其派多俸 自福建」

　　　【注 19】在逖 狆情况之下，可 以想象当吋 台湾的佛教寺院当然都是民僉 自劫 自友建的，
一

宜到清

　　　初从 中国大陪被邀清来台湾挙 力法会，主持寺店的和 尚都是以个人身分来的。到清代 中叶，中

　　　国オ有蛆 組性的教派派宗教斐」k人士 到台湾侍教。 即所喟 「斎教」的佛教 。
「畜教」 是指在家

203
　　　禅宗佛教分先夭、尤隼、金 1瞳三 派 ， 日本 占領 台湾后 官方将三 派旧称 「畜教」 并將畜教所有藷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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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全 并入 日本佛教 宗派 内 ， 因此 「斎教」在 台湾就慢慢消失 了 【注 20 】
。 日本占領台湾期向政府

有う十刻地将 日本国 内佛教各宗派帯迸 来，当然汲俊佛教也 随着双人人 迂移駐来台湾 。 尽 管佛教

在 台湾的炭展厨史不長，却是友展得很熱岡。至于藏俸佛教量然清朝初期満清政府的政策，清

大量的西藏大 喇嘛人官廷 ， 但是藏侍佛教侍人中国大 陪内地 ，却因梧言的隔 1蜀等因素 ， 人們无

法深人淡槍教乂，因此当吋藏佳佛教只限于 中国清朝皇室 内 ， 并未流侫到民同 ， 更不用説辺 侍

到台湾了，在 1949年 国 民党政府全部迂 移到台湾之前，可 以説 没有任何西藏喇嘛来迂台湾侍

教的鉋 最 。

三 ，藏梼佛教在台湾的友展

　三 十年代 中国国 民党政府力現固政扠，需要拉找双族 与藏族美系，于 1936年推 出了援助浪

藏兩 地 宗教交流政策，双 入僧倡到西藏求学，或西藏喇嘛到双地 学刃佛法都給予朴助，引起了

一陣双i蔵兩地 佛教交流凩气 ， 因此 整个 中国大陪升始盛行藏儔佛教研究、洋経 、 侫法 。 返 儿所

渭 「藏俸佛教」 或称 「西藏佛教」 是指藏珸系佛教，自藏王 松贋 干布 【注 21】接受佛教 以来至今

有 1千 300多年 M 史 。
1949年 4 月随着国民党政府 大量 官員及 家属

一起来 台的藏侫佛教高僧

有丙位蒙古籍的活佛，其 中
一

位是藏債佛教四 大活佛之
一

的七世章嘉活佛 ， 男
一

位是甘珠尓活

佛【注 22】，藏佳佛教从此升始在台湾落下 了根。所 以悦 1949 之前台湾根本没有藏佳佛教。

　研 究藏侍佛教在 台湾友展 ， 学者伯有各稗悦法，有人 用 台湾的政治背景力刻分点。以 1980

年力界，將 1949 到 玉980 年列力第一期，1980年到現今力 第二 期【注 23】
。 台湾著名佛 学者隣玉

蛟則在 《台湾的西 藏佛教》【注 24】中依据 第一位来台湾侍法 的藏僧k 戸仁波切 【注 25】是 1982 年来

的 ， 以 1982内界銭 ， 換句活説就是将 1949年到 1982年列 力前弘期 ， 1982年到現今力后弘期 ，

但是台湾藏学研究家黄英杰在他 的実 阮坊同惆査扱告【注 26】中又 悦 1980 年 已 有藏僧創古仁波

切【注 27】到 台湾，所 以陳玉 蛟的悦法似乎不太這当。

　其実 1949− 1979年之 「司的藏佑佛教在 台湾的友展 从 零升始到很平穏漸漸地 小 規模地友展 起

来，一迸人 80 年代，突然巣盛起来，著者清教台湾藏侍佛学扠威的蕭金松教授和几 位不愿 出

名的佛教界入士 ， 及 有矢政府官員、研 究員，他們都一致表示 逮与政府 的政策政治很大 的美系，

1980年 以前，台湾政治圧 力很大 ， 所有在台湾的与藏俸佛教有美的 ， 无槍 是藏籍、蒙古籍或

是双 人 上師乃至于 在家居士，多多少少Pt−5国 民党政府有夫系，吋吋受到政府組銀 内的蒙藏委

員会等有美単位 的注意 。
1800年前后 ， 園鐃着台湾島内外的政治室 气起 了很大 的変化 ， 首先

対台湾政府和民同帯来了扱大 打缶的是 1979 年年初美国与台湾断絶邦交 ， 接着年底 12 月又 爆

友 了台湾的民主這 劫 「美雨島事件」【注 28】。同吋対岸 的中国大陪 「文化大革命」 錯束，升始歩

入 改 革升放政策， 実施対 外国升放没立経 潴特区，漸漸地 迸行政治 改革 ， 作一
系列体制改革，

1980年 12 月 22 日 ， 1956年在北京
“
法源寺

”
創 力 的 「中国佛教切会」 后 因 「文化大革命」

被迫停力，已停h 了 14 年的 「中国佛教学院」 在 中国政府重 申宗教信仰 自由政策之下重新弄

力了 。 再加上迭 个吋候台湾民同経潴起戛 ， 造成 民囘鑑滸引尋政府政策情况之下 ， 迫 使国 民党

政府不 得迸 行体制改革，政治上 的控制逐 漸放松， 于是在 台湾的藏、蒙籍喇嘛就可 以不 受限制

地公升 挙行弘法活劫，又 因此吋台湾島上 居 民墨然経滸上 有很大友展，但是政治上却有不 知何

去何从的忱慮感 ， 非常需要具有超出人 力能量 的宗教来保佑他們 ， 甚至 有
一
部分 人 覚得 自己

一

　　 　 　 　 　　 　 　 　 　　 　 　 　 　　 　 　 　 　　 　 　 　 　　 　 　 　 　　 　 　 　 　　 　 　 　 　 202
向信仰的侫銃双侫佛教可能无法迭到他f冂所期望 的，而輳往Lt去台湾 島民i人力很神秘而又 具有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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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大法力的藏侍佛教以求解脱 。

　尤其是 台湾国 民党政府 1986 年 10 月 15 日正 式宣布解除 台湾戒尸令 【注 29】，因此旅居印度、

尼泊尓的藏藉僧人到 台湾的人数逐 年増加 ， 根据 2002 年 台湾蒙藏委員会 的官方並 彡｝扱告 ， 可

以知道 透違蒙藏委員会協助外交部応理 台湾島内佛教団体邀清海外藏藉喇嘛到台湾弘 法笠証
一

年之内就有 1923人次【注 3°】，若将一部分未透Lt蒙Wh委員会申清和長期居留或笠 i正到期而力延

笠的 ，

一
年在台湾居留辻 的藏藉僧人 釣有 2000多人 次 。 在此 之前的 1996年 1176人 次，1997

年 1324 人次 。 1998 年是 1880 入次 ， 目前 台湾藏侍佛教 団体 多込 200 多个 ， 而 1996年是 82

个 ， 1997年是 101个， 1998年 122个 。1998年，台湾官方蒙藏委員会美于 台湾的藏侍佛教俸

教 中心 的扱告上悦 ， 台湾藏俸佛教徒入数没有正 娩的数字， 官方也悦法不
一

， 有的悦五
、 六万 ，

也 有的説五 、六 十万 ，筆 者i人力藕金松教授所吉台湾藏佳教徒和喜好藏侍佛教人 数釣力五 十余

万較接 近事実 【注 31】。

　在此 以厨史文 献 ， 政府官方数据、民同数据及 凋 査研 究和坊同惆査成果力基朏将藏俸佛教四

大教派守瑪派、嚆挙派、蒔迦派、格魯派来槍述藏侫佛教在 台湾的友展情况 。

　　　（一）　 宇珥派

　　　 宇瑪 的意思是 「古」 和 「旧 」，此教派从八 世妃升始 ， 比其它藏僑佛教教派早 300年 ， 是藏

　　 俊教 中最古老 的
一

派 ， 此 派在西藏因力教徒零散各地 ， 而 且 鎧 銀分散 缺乏 有系銃性的組 狽，

　　 而且 教法没銃
一

， 各侍各上師的侫承 ， 因此不 象其它教派能与当地地 方勢力密切 的桀1合一起，

　　 一宣到 16世妃至 17 世鉋，在 前藏 【注 32】一帯オ出現梢具規模的寺院 。 因力守瑪派僧人戴紅 色

　　 僧帽 ， 因此
一
般人称之 力紅教 。

　　　（1） 1952年

　　　 此 派初期在 台湾 弘法的几 乎都是双人的在 家居士 ， 其中最早在台湾侫法是届 映光上りdi【注 S3】
，

　　 1952 年来 台湾之后就在大溪需明寺弘侍藏侍佛教，
1971年， 在新店五 峰山 等建了

“
南方宝生

　　 佛刹
”

寺院 ， 1973年在 台湾圓寂 。 之 后墾承 届映光 上 師的是 林祥煌上 師、欧阻重光 上 凧 接

　　 着 1990 年由張明儒上師 承侍，一苴在新店五 峰山道場弘法至今天 。 所 以新店的五 峰 山道場是

　　 初期修藏侫佛法密乘者的
一

个重要据点 。 目前 除了毎个 月有定期法会之夕卜，迩不 定期地邀清藏

　　 僧来侫法。【注 34】

　　　（2） 1958年

　　　 有一位扠族上師昊潤江 ， 他 曽経在 1911年 ， 到西藏去 学佛法 ， 并且拜 了著名的守璃派上 師

　　　（藏族）諾那 呼困克 医1【注 35】力師 。 1958年牙始 ， 先后到台湾f｛授藏侫佛教的密法七 次 ， 1973

　　 年銭智敏 、 朱慧 隼丙位上 師在 台湾皈依昊潤江 上 茆后 ， 在兩 位上 師的努力之下 1975 年台北成

　　 立 了
“
i若那精舍

’

， 升始弘法 至今 。 之后在台湾各地成立了七 処分舎 。 到了 1980年 中期除弘 佳

　　 佛法之外，i丕成立 了多項社会福利及文化性事並 。 皈依的信徒很多，据非官方宇瑪派俊教中心

　　　内部估計皈依信徒豹有二 十 万 之多【注 36】
。

　　　（3） 1972年

　　　 軸同上師在 1972年接受守璃派上 師敦珠仁 波切【注 37】在香港挙行的阿罔黎遥灌后 ， 便在 台湾

　　 的苗栗 、 云林 、 虎尾 、 新店等地 侍法 ， 并成立 了
“
蓮花精舍

”
弟子 很多。

　　　（4） 1975 年
201
　　　 刻鋭 之上 師 1959年赴印度 向敦珠仁波切学法后，1975年在 台北成立

“
金剛乘学会

”
前前后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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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香港、台北、台中、高雄成立分会， 1979年炭行 《金剛乘季刊》， 1981 年創立 了自己的出

版社， 并出版 了
一

系列 《金 剛乘全集》， 侍法活劫十分枳扱。

　从上述守璃派弘法友展情况来看， 我們可 以悦守瑪派在藏区缺乏鋸 鈬 能力，但是在台湾地 区

的弘法却很有規范，而且 組鈬也很有系銃，迭也杵与在台湾地 区宜接参与弘法的是双族上 師有

美系，当然其中也 不能否 圦台湾的特殊社 会文化背景也是原因之一，其実最主要的原因述是一

升始在台湾弘法的上師是双族上凧 没有悟言障碍能宜接与信徒洶通 ， 又能在双 族文化的基石出

之上 来耕解藏侍佛教教理 ，因此能在像台湾逮狆特殊房史文化背景地 区和原有俸統双俸佛教共

存 。

　80 年代到台湾弘法的守璃派藏藉僧人以敦珠法王 【注 38】和蒋波夢 曽仁波切 最令入 注 目 。

（5） 1983年

　 1983年学璃派 白玉侍承 【注 39】的蒋波夢 曽仁波切 到台湾，1986年創建 ‘デ瑪 巴白玉 佛法 中心 ，

当吋有数十位藏籍僧人常駐在寺院，汁画 以此侫教 中心 力本長期駐台弘法 ，

一
吋頗得信徒的敬

愛，但是 蒋波夢 曽仁波切 因枳旁成疾，隔年 1984年就圓寂 了，因此剛落成 的白玉 佛法 中心 的

友展受到扱大打缶 ， 引友 了侫教 中心 内部藏籍僧人 争扠春利 ， 到了 1988年 同属 白玉儔承的皿

i若法王 【注 40】到台湾，蒋波夢 曽仁波切費尽 苦心 建立 的白玉 佛法 中心 就 由貝譜法王 接手 ， 之后

又 陪鎮地 成立了几个 中心 ， 如此 白玉 俸承 的宇瑪派支系很 自然地就成力在 台湾的藏籍喇嘛最多，

而且 也 是信徒最 多的学瑪派支系了 。

（6） 1984年

　 1984年敦珠法王庖 圦他力根本 上茆 的軸同上 師和 刔鋭之上姉 的邀清，到 台中的
“
金剛乘学

会
”

力新落成 的佛堂牙光 ， 因此 蛤垓教派信徒増加 了更多的信心 ， 送活劫給 80年代
“
金剛乘

学会
”

的友展帯来扱大的正 面作用 。

　輔 同上師 1972年創立 的
“

蓬花精舍
”

在軸同上 JM圓寂之前， 就 已友生精舍内部竕争，而使

得
“
蓬 花精舍

”

在 80 年代 无法 友展 ， 弟子 伯有的男 夕卜建立 自己的侍教 中心 ，有的与藏籍喇嘛

合作友展弘法，守璃派双籍上 師屈映光 1971年創建的
“
南方宝 生佛刹

”
（五 峰山系銃）也友生

同祥的双 僧和藏僧合作弘法的現象 。 継承 屈 映光上師 的弟子林祥煌上 師 （双 籍）生前曽跟随蒋

波夢 曽仁波切 （藏籍） 出家，而現任林祥煌上 師麩承者張明儒上 茆也 皈依藏籍頂果歓 哲仁波

切 【注 41】
， 所 以

“
南方宝生佛刹

”
基本上 以双藏僧人合作，双人上茆来主持的方式来侫法 。

　 1975年成立 的双 人主 持的
1‘
碚 那精舍

”

是守珊派在台湾友展最穂定的団体， 具 有相当 的独

立性，一向不 邀清其它教派来侫怯 ， 由于創立入銭智敏上 卯一苴 常駐 台湾 ，
二 十 多年来信徒僉

多 ， 除了在 台湾成 立 7 个分 舍之外 ，
1986年牙始在全 台湾各百 貨公 司弘 法，挙行数千 名弘 法

大会 ， 并挙力各稗活劫 ， 除了 段立救助教育基金会 ， 又 成立免費骨次 収容堂等迸行更多面 的社

会福利事豊，逮稗活劫方式比較接近台湾的侍銃双侍佛教的弘法方式，使信徒感到楽近 ， 容易

接受 。 加上上 茆除了銭智敏上 師之タト，迩有男
一位双 籍上師 朱慧隼兩位都是長期駐留台湾 ， 信

徒椿教佛法方便 ， 最美鍵的是他們都是双籍 ， 没有悟言上的障碍 ， 因此 信徒人 数
一

宜保持穂定 ，

比其它藏侫佛教友展得安定 。

　宇瑪派本身坊史悠久 ， 教派 中分 六大 侍承 和其它小 俸承 ， 非常夏奈 ， 城如前述原来在藏区就

姐 枳分散 ， 在 台湾除 白玉侍承 支系友展的梢具規 模之外 ， 其它侫承友展 都是小型个 自友展 型式 ，

所以守珞派在 台湾的弘法藏籍僧人的寺院不如双人主 持的寺院友展得好 。

　 　 　 　 　　 　 　 　 　　 　 　 　 　　 　 　 　 　　 　 　 　 　　 　 　 　 　　 　 　 　 　　 　 　 　 　　 200
　 逮些 年来 ， 牛璃派在台湾的侍教 中心有大 釣不 下 50 个 俸教 中心，其 中包括 9 个 双 人上 師主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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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碚那 精舎。 而 白玉 債承守瑪 派的佳教中心 ，是7 瑪 派 中藏僧長 期駐在俊教中心 中比例最高

的 ， 釣 占全 教派侍教中心 88．9％ 【注 42】
。

　　　（二 ） 蔭迦 派

　　　 解迦 派是藏俸佛教之 中最早 与政治拮合
一起的教派， 元 朝就勾当吋的政治有緊密的逢接 ， 寺

　　 膚遍布于 整个藏 区、蒙古和双族内地，建立 了政教合一的蒔迦王 朝，一共統治西藏地 区将近百

　　 年，蒔迦五 祖之
一

八思 巴被元朝的世 祖忽必 烈先后 封力 「国師 」、「帝師」、「大 宝法王 」。

　　　（1）　1959年

　　　 瀞迦派在台湾与其它教派特別不 同的是，他們一
升始就 由既具有格魯派又具 蒔迦派双 派侍承

　　 頗具扠威的第十五 世明珠活佛和格書派的格勒活佛
一起来弘 法 。 尤 其明珠活佛生 于 1935年 ，

　　 是藏侫佛教輳世 活佛， 四 歩坐床 ， 17 歩出家 ， 継 承
“

敏吉寺及 所属十三 座寺院和民家百 姓 ， 因

　　 此又 被尊称 「敏吉活佛」，第一世明珠活佛，清乾隆三 十一年 （1766年）被册封力 「敏吉呼圏

　　 克圏」 以来厨代輳世活佛都成力敏吉寺世裘主持，在藏区很受尊重 ， 第十五 世 明珠活佛和格勒

　　 活佛 于 1959年来 台之后，先后成 立 「明珠精舍」 和 「格 勒精舍」、「中隼菩提学会」， 1994年

　　　明珠活佛在台湾云 林具林内 多白弓山創建 「菩提排堂」。 第十五 世 明珠活佛在 台湾吋因不 善用

　　　中文 表迭 ， 加上当吋担任他的翻懌的人本 身是台湾的国会扠員 （国大代表）很忙 ， 吋同上无法

　　 配合 当他随身翻悸 ， 活佛墨然同具格魯、蒔迦兩派俸承的実力却无法公升挙行弘侫辭迦佛法活

　　 劫 ， 到台湾之后 ， 台湾政府相当重視他 ， 聘清他担任国家机枸的蒙藏委員会夸冂委員 ， 国立 政

　　 治大 学也邀 情他 当研究教授 ， 但是都
一苴未能具 各th他全 力力藏佳佛教在台湾弘法的条件 ， 只

　　 有逃擇来往美国和台湾兩地 的方法弘法。

　　　（2） 1972年

　　　　1972 年蒔迦派的藏籍活佛迭歓活佛【注 43】首次来台弘法 。

　　　（3） 1983年

　　　　1983年 3 月 ， 徳松仁波切抵迭 台湾， 活劫非常枳扱 ， 把握机会 以各秤形式侍教， 在台湾期

　　　同 1959 年来 台湾的第十五 世明珠活佛 血責接待 ， 翻悍、俸法 、挙 力祈求世界和平的法会 ， 徳

　　 松仁 波切 込 曽経到高雄双侫佛教 寺院的佛光 山参加信徒大会 。 1984年 由佛光 山住持星云法師

　　　（双 俸佛教双 僧）帯夫成立了
“

中隼双藏功会
”

。 同年 11月迭歓仁波切 再度到 台湾，并在台湾

　　　国立 芝木棺首次公升倍授蒔迦 教法，送是他几次到台湾之中第一次公升侍法，之后魅鎮到台湾

　　　各地侫法【注 44】
。

　　　（4） 1984年

　　　　1984 年，藏僧宗蒔蒋揚歓哲仁波切到台湾弘法 。

　　　（5） 1985 年

　　　　1985 年 ， 解迦佛学院第
一

名判 k的佛学碩士
一

蒋搦貢嚆喇嘛【注 45】抵台湾并廿画 在台湾没

　　　立解迦佛学院分院，但是未能成果，兩年后放弃原来的廿画回去 。

　　　（6） 1986年

　　　　1986年 ， 蒔迦派崔律法王 【注 46】派遣蒔迦学院院長堪布阿皿仁波切 【注 47】到台湾弘法 ， 当吋蒔

　　 迦派在台湾的弟子 但力了使堪布阿皿仁波切 在台湾的活劫方便，在台北、彰化成立 了兩个活劫

　　　中心 ， 又 考慮到以后藏籍蒔迦派喇嘛申清在台湾登祀方便，成立 了台湾畔迦忌会。
199
　　　（7）　　1987 年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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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堪布蒋搦西 禄【注 48】抵述台湾并常住 台湾挙行持鎮性的 倍法，首升蒔迦派在台湾逢

鎮イ寺法 之tS［Jo

　 男外，塔立仁波切 【注 49】也于 1987年受邀到台湾弘 法，在 台湾成立 了
“
辭迦佛法林

”
迸行 畔

迦佛法的翻i革、 整理
…
等等 。

（8） 1989 年

　 1989年，遍徳仁波切 【注 50】，庖 台湾蒙藏委 損会邀清抵 台湾。遍徳仁 波切 在法国佳教，1989

年泣邀到 台湾 以后 即長 住台湾，并段立佛学中心 ， 着手 整理 藏侍佛教典籍与塔立仁波切 、堪布

蒋揚西 録仁波切 三 入是当吋蒔迦派長期駐台湾侍法的蒔迦派藏籍上師 。

（9）　　1992 年

　 1992年 ， 階迦派支派解迦 哦 巴支派領袖録頂堪仁波切 【注 51】
， 首次到台湾 ， 在 台湾迸行長迭

40 天 的
“

道 果
”

法授課 ， 逮 是 中国坊史上第一次 以中文排
“
道果

”
法，逮一次耕裸使参加者真

正 了解到蒔迦法理的深展意又，非常有意乂。

　蒔迦派在台湾的友展 ， 以数位仁波切 成立的侫法 中心 力主 ， 彼此 之 呵没有緊密的朕系 ， 更没

有銃
一

規剣，所以一般都圦力辭迦 教派在台湾侫法 比其它藏倩佛教消扱，但是从上述辭迦在台

湾弘法房史来分析，薩迦派在台湾的弘法展 弄碗実不 能悦順利，但是 侫法 以教学性演垪方式較

多， 同吋蔭迦 派年軽仁波切 活劫演滸中大胆地批坪現今藏儔佛教友展 的不正 常現象和同題 ， 因

此十分受台湾佛学界及学佛学的年軽人欧迎 。

　蒔迦派在台湾的侫教中心 有 30 个左 右藏僧長住的侍教 中心 ， 占全 教派債教 中心 的 55％ 【注 52】
。

（三 ）　 嚆挙派

　嚆挙派一
牙 始就分力香 巴鳴挙和込波嚆挙二 派系【注 53】

， 共中迭 波嚆挙勢力 較大 ， 下面又 分

四 大八 小 支系 ， 目前述 継銕侍承的有嚆璃、止貢、主 巴、迭 隆等系 【注 54】
， 此 中 以鳴瑪嚆挙派

最 盛，嚆珊嚆挙下 面分黒 帽、虹 帽二 支派【注 55】，嚆挙派不 断与辭迦派 争扠 ， 曽経 取代 了辭迦

派 ， 建立 了噫挙派的怕木竹 巴王 朝 【注 56】
， 此后又 声生 内部斗争前后嚆挙派掌控藏区政治将近

300 年 。

（1） 1958 年

　嚆挙派在台湾弘 法升始于在中国大 陪 曽跟 着貢嚆仁波切 【注 57】学 習藏侍佛教密法的 申＃文上

師于 1958年来 台湾，接着第二 年的 1959年就有一位 台湾的居士情 申＃文上師修渡亡 法，当吋

被上師的法カ所感召，皈依上師 ， 并捐款在台北 中和建了
“
貢嚆精舎

”
， 在此 幵始臈挙派在台

湾的俊教 。

　 1960年 台南的竹渓寺全妙法師邀 清 申A 文上 師去 台南弘 法 ， 又 吸 收不 少当地 的信徒 ， 1963

年在台南成立 了
“
貢嚆精舍

”
台南分舍的 「台南貢嚆精舍」 （也 就是珊在的貢嚆寺的前 身）逮

是藏債佛教侍到台湾南部的升茨 ， 申わ文上 師于 1980年接受 16 世大宝法王 剃度出家 以后，便

升始秋扱地 和海外臈挙派藏僧取逢銘，并邀情他們来 台湾侍授佛法，
“
貢嚆精舍

”
是 80年代初

期清藏侍佛教 喇嚇来 台弘 法的主要 中心 ， 1982年
“

貢嚆精舎
”

和
“

台南貢 嚆精舍
”

正 式更名

力
“
嚆珞三乘法翰中心

”
， 1992年在台南建了

“
貢嚆寺

”
遲邀清海外的西藏僧人到 台湾常駐侍

教 中心主持弘法 。 升了第一个由藏族僧人在 台駐寺主持弘法的前例。

（2） 1963 年

　嚆挙派在台湾弘法 迩有
一

位重 要人物一張澄基居±．他也 曽鑑跟随貢 嚆仁波切 学藏侍佛 法 8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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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在美 国真州大学 i井学，1963年 回到台湾的文化大学哲学系任客座教授， 1976年出任美国

佛教在台湾的 「新竹峰経院」 院長，旅居 台湾吋 曽経略微俸授 「大手印」【注 58】。

（3） 1982年

　 1982 年，嚆挙支派系之一的香 巴嚆挙俸承者雫戸仁波切【注 59】庖邀到 台湾垪法 ， 并茉 自去拜

会対台湾大 学的佛学社団頗具影吶力的仟法師 （南投水里 蓬因寺）， 并且 受到法師的尊重和推

介 ， 使得 以往 台湾佛学者解消了Lt去対藏侫佛教的成見 。

（4） 1984 年

　1984年，桑桑仁波切 【注 60】長 駐 台湾垪法，他 是嚆挙派第一位長駐 台湾的仁波切 ，由此可 以

看出臈挙派在 80年代初就 已経重視在含湾佳法 了。

（5） 1986 年

　在台湾嚆挙派侍教中心 之中， 有
一

処頗値得注意的是，有
一座 以 「藏侍密宗本土化」 力 目柝，

由有史 以来第一位 台湾籍被圦定輳世活佛的洛本仁波切提倡 。 他于 1986年創建了
“

嚆璃 鳴居

寺
”
，1993 年成立 了

“
中国嚆珊 嚆居協会

”
，全台湾投 四个分会和

“
蒋揚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

”
、

“

台南市戒痛仂迸 会
”

，从事各項慈善事韭，此寺院力了落実藏密本土 化 的理想，除了
一般藏侍

佛教的法会之外，也経常挙力朝山活劫，大学高等院校佛学耕座 ， 儿 童夏令菅藏侍佛教研勾会

等，逮些都是 台湾双侍佛教普遍実行的弘法度余方式。目前信徒釣有六千多人，己成南 台湾的

嚆挙派
一

大道場【注 61】
。

（6） 1985 年

　嚆挙派其它支系也随着来台弘 法，1985年，竹 巴嚆挙法王 竹迂仁波切 【注 62】衆自到 台湾侍法，

并荻得
一

些弟子支持 ， 成立 了侍教 中心 。

（7） 1989 年

　 1989年，止貢嚆挙支系法王 姜貢仁波切也帯領堪布和仁波切到 台湾俸教，成立 了侍教 中心，

長期派喇嘛、仁波切 長駐台湾侍法【注 63】
。

　如前述嚆挙派的派系十分多 ， 有 四 大派 ， 八 小派 ， 男外迩有独立于 四 大八 小系之外的香 巴嚇

挙派，現 存有五 派，就是四 大派中的嚆璃嚆挙派，八小派中的止貢，迭隆，竹 巴嚆挙和香 巴嚆

挙派 。 其 中嚆瑪嚆挙派由于輳世上 陬 比較多 ， 加上 大宝法王 的扠威， 因此 在台湾的友展非常可

親，是在 台湾最有爼 鈬 的藏佳佛教 。 但是 1981年十六世大宝法王 圓寂之后，法王 座前的 四 大

法王 子 （四 大輳世活佛）対大宝法王 的輳世圦証意見紛岐，以致出班兩位十七世大宝法王 局面，

台湾的噫鶏嚆挙派的儔教中心也 随着各自支持 自己的仁波切 ， 見解不 同而序生分裂珊象而分散

了力量。

　藏侍佛教四 大教派中， 最早侍人台湾的就是 嚆挙派，友展也最迅 速。1958年 申翁文上 踊抵

台湾 之后 ， 短 短丙、三 年 之内就在 台湾各地 成立 了十个佳教 中心 ， 当 今 已有 五十 多个侍教 中

心 【注 64】。到台湾弘 法的喇嘛多不 牲数，其 中除了最引人注 目的被 尊称力大宝法王 座下 的四 大

法王 子
一

夏璃 巴、太 裼杜、蒋貢康慈 、 嘉察【注 65】之 外。 込 有 1980年到台湾的嚆瑪嚆挙派的創

古仁波切 。 台湾的藏俸佛教的俸教 中心 与藏籍僧人 有美系的以囀挙派最多， 尤其嚆瑪嚆挙派佳

教 中心 当 中与藏籍僧人有美系的就有将近 30 多个，占全 台湾藏俊佛教 中心 的 23％。鳴珊嚆挙

派 的侍教中心 的 45％ 有藏籍僧人 長駐【注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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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魯派成立 于十五 世妃 初 ， 是藏侫佛教中最后形成的教派， 創始者宗喀巴因不満当吋藏侍佛

教，將辻 去侍 銃的藏俊佛教加 以改革 ， 主 要教又 相当程度地 承 受嚆当 派【注 67】的宗凩 ， 所 以起

初込被称力薪 嚆当派，后来オ定名 力格魯派，格魯的意思是善軌的意思，特別提倡戒律的実践，

到了十七世妃 中叶以后 ， 格魯派
一直処于 藏侫佛教的主昇地位，除了盛行于 西藏地 区全区 之外，

蒙古地 区也都是信仰格舎派 。

（1） 1949年

　 1949年国民党政府全 面退 到台湾吋 ， 有兩 位蒙古籍格魯派的活佛随着政府 大 臥人 巧
一起到

台湾，就是第七世章嘉活佛和甘珠尓瓦活佛 ， 他f冂兩位活佛到 台湾后都受台湾政府的重 視和礼

遇，第七 世章嘉活佛被聘力怠銃府 資政，同吋」丕担任 中国佛 教会理事長，1957 年圓寂，量有

不少弟子 （大 部分随国民党政府来台）但因在台湾吋同不長就圓寂 ， 所以対藏侍佛教在台湾弘

法没太大影吶。章嘉活佛 圓寂之后，甘珠活佛継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長，而且 在新店建立 了
“
甘

珠精舍
”

力格魯派弘法 中心，
“
甘珠精舍

”
可 以説是最早期的蒙藏佛教 中心 ，有不 少人前来皈

依学佛法 。

（2） 1959年

　 1959年 ， 有史以来第
一

位 藏籍活佛格頼活佛与前述既有格魯派又 兼具 蒔迦派侍承 的第十 五

世明珠活佛
一起来台湾【注68】，1974年成立

“

格頼精舍
”

，世杵是珸言矢系， 或是其它因素 ， 正

碗原因不明，格頼活佛在 台湾量没立 了
’‘
格頼精舍

”
，却几乎没有公升侍法活劫。

（3） 1976年

　 1976 至 1991年 ， 曽経在格魯派三 大佛学寺院之一拉辭 的哲蚌寺出家并在 西藏居住 18年的

双人喇嘛庇亟美格西 【注 69】 （汲名欧阻无畏先生），1955年到台湾先后在国 立政治大学辺政系教

授西藏珸文 、 房史 、 文化和宗教裸程 ， 1975年大 学退 休之 后 ， 1976− 1991年在 家中自没鋒帳 ，

依藏文原典，按照格魯派三 大寺五 部大槍的教育学程，免費教授除藏文，升垪 「西藏佛教史」、

「宗又」、「般若」
…等，默默地培芥藏侍佛学人オ，対台湾 的藏債佛 学有相 当大的貢献，很可

惜的是未曽公 弄侍授密法 。

　前面 已搶述辻創始于 1409年的格魯派大部分 以噫当派 的債承 。 原来 「嚆当」 的意思就是从

凡入 到佛的修 巧方法之意 。 主張密教能使人迅速成佛，但是密教必須 以星 教内基砒。格魯派的

宗喀 巴大 師在創格魯派 吋除 了俸承了 「嚆当」 的基本教乂又 明碗尸密地 規定学佛的次第 （順

序），提倡尸守教律，僧人的生活、寺院蛆 鈬都作 了尸格的親刻，可 以悦是將侍銃藏俸佛教革

命性地作 了系銃性的規剣 。 因此 ， 当 吋很受尊重 友展得很决 。 到了十七 世紀前叶 ， 又 得到蒙古

族汗王 的支持后 ， 成力蒙古、西藏地 区最重要的宗教 。 又 因与地 方政府結 合密切 美系而形成政

教合一的宗教 。

　僉所周 知的迭頼、班禅都是 此教派的輳世 活佛，現在迂維持着藏佑佛教中最 主 要教派的地位 。

1949年随国 民党政府到台湾的兩位蒙古高僧 都是格魯派 ， 但是 因力 国民党政府初期就一宜 与

当吋在 西藏拭政的格魯派西藏政府之同政 治釧紛很深，美系非常不好 。因此格魯派喇嘛幾乎没

人到台湾侍法 。
1959年 ，

14 世込 頼喇嘛流亡 到印度之后 ， 也 都没和 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来往 。

（4） 1985年

　 1985年，台湾政府蒙藏委員会第一次邀清尤塔仁波切 【注 7D】到台湾，同年 12 月 6 日就圓寂干

台湾。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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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 年，迭頼喇嘛授意派梭 巴仁波切 到台湾弘法 。 1988 年，梭巴仁波切先派他 的弟子 乂成

法 師 到 台湾 成 立
“
wh海 学会

”
，并將此 学会 規 人 力 国 除 性組 娯 的

“
枦持 大 乘法 脉朕合会

”

（EPMT ）蛆 鈬的一員， 梭 巴仁波切 1988年抵迭 台湾 。

“
藏海学会

”
。 1991年迭 頼喇嘛将其更

名力
“
経鋲佛法 中心

”
，1996年改名力

“
経鋲法林

”
，掘有 自己 的固定道場。目前逮个 俊教 中

心 在台北、台中、高雄、桃因各有一
个 分支中心，男外運有支持印度建造弥勒大佛公圃廿画的

台湾力事処 ， 和尤梱出版社。

　忌而 言之，格魯派在台湾友展可 以悦 90 年代 以后オ逐歩升展的 。

　格魯派在台湾有 20 个左右的俊教中心 ， 其中 63％ 的侫教中心 有藏僧長期駐在。

　 1997 年 ， 迭頼喇嘛到台湾弘法吋 ， 造成一吋的盛 勢 ， 但因格魯派注重教理 ， 侫法志度尸瑾 ，

所 以友展 比其它教派平媛而穏定，今后 格魯派在台湾的友展是値得注 目的 。

四 ，藏俊佛教友展 中出現 的向題

（一）　盲目的崇拜

　大半数的台湾信徒只求消寅、祈福、友財 ， 缺乏研究佛理 佛法的巣趣 ， 更淡不上 領悟佛学精

神 。

　1997 年 3 月 ， 迭頼喇嘛到 台湾坊同吋 ， 在 台湾桃 國巨蛋体育場挙行万人灌頂法会【注 71】吋 ，

当場看到台湾信徒的表硯有感而言悦 「凡 是只知持咒，而不 学佛教量宗力基硼者，則是外道」，

共実佛教是很垪就選輯的宗教，釋迦牟尼 佛也 曽悦 ：「余 比丘 勾渚学者們，要用切 、歌、磨等

栓験 金 子的方式来好好栓視我所悦所教法，不要因力尊敬我 ， 就相信我所悦 的教法 」
【注 72】

， 但

是在台湾彡色大部分的佛教信徒者不 分双佳或藏佳 ， 也杵因力原来就具有移 民厨史文化的基因，

加上 1980年代前后，台湾島上 友生 了杵多使島 民政治上 覚得 自己前途不穏 ， 的碗与美 国断交

之后台湾在世界政治地位上F 生不定数的変化 ， 社会秩序不安守 ， 墨然遂吋期台湾経滸友展得

特別快，但是島上 充満空虚惶恐，如前述他們対藏侍佛教迂 去因地 理、房史、政治等等因素无

法接触，而 抱着幻想的心 情，迸而 向往，期望透辻藏俸佛教的涌経 、降神、法力、消寅等伐式

来得到想要的幸福 ， 也杵藏族的 占 卜、十 二 生 宵、吋室双念 都与台湾的人移 民来吋由中国大陪

帯来的俸銃宗教很炎似，加上 一些不 正 碗的信息俣昇他伯対藏侍佛教序生俣解，大部分台湾信

徒都対藏侍佛教的教理不 太感呉趣 。 根据耿振隼先生在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員会研究汁則成果扱

告 ， 1995 年対 120位藏侍佛教徒信徒做同巻凋査吋 ， 有 93％ 的人表示信藏侍佛教可以珊世福

振，81％ 的人圦力上 師 可 以解除信徒的韭 ， 更有 94％ 的人 圦力依藏侫佛教密宗教法修行可 以

現世成佛 【注 73】
。

　　　（二 ）　 珸 言障碍

　　　　早期在 台湾致力友展藏俊佛教的双人上 師都是佛法 高僧， 人 品高貴頗値得尊敬， 但是后来有

　　　一些台湾籍的寺院主持 （堪布） 曽到冠 印度、尼泊尓的藏俊佛教寺院中接受藏文佛学教育 ， 并

　　　定期地 到印度、 尼泊尓接受灌頂 ， 在台湾期囘也 1凋美修行， 逮些人 之中有少部分人 ， 出去后也

　　　杵因水土不服 ， 无法依藏俊佛教規定去修行 ， 因此定力、威似气度 ， 佛法都不如藏僧 ， 他伯替

　　　藏籍僧 人翻洋佛法，藏双悟翻悸或自己 用双珸侍授佛法，很多因力対藏俊佛教教理 不 是深入的
195
　　　理 解，往往等致信徒対藏侍佛教的錯俣 理 解，信徒想正 碗地 理 解、学刃藏侍佛教佛理 ，却因 力
（46）

N 工工
一Eleotronlo 　Llbrary 　



Meisei University

NII-Electronic Library Service

Melsel 　unlverslty

藏俸佛教在 台湾 　　　三木 友里

悟言不通无法宜接洶通 ， 90年代藏侍佛教在台湾大 共 ，藏籍僧 入也 意楓 到要 想在台湾真正 立

根弘法，需要与台湾信徒苴 接交流 ， 升始圦真学刀双悟 ， 努力甞拭用双珸侍法 ， 双人信徒也 相

対 的升始学9 藏悟，想苴接用藏珸学佛法，因此 以 四 大教派力主主 力的藏珸学司班如 雨后春笋

愈来愈 多 。

（三）　藏侫佛教一5 吋尚流行

　据耿振隼先生 1995年対 120名藏侫佛教信徒迸行的抽祥凋査友現 ， 25夛以下的信徒 占 6％，

26 到 35 歩之向的占 41．5％ ， 36 到 45 夛占 35％ ， 46 歩以上 占 17．5％ ， 台湾的藏侍佛教在年鞳

人心 中形成是
一
稗吋尚流行 ， 台湾的藏倍佛教信徒以 26　Y到 45 夛，年齢展 居 多，在藏侍佛教

的道場学佛 的信徒愈来愈多的是 ， 高中、妾冂学校 、 短期大 学 、 大 学生甚 至述有不少研究所的

研 究生 出理，比較其它在台湾的佳統双 侫佛教佛堂修法的信徒，很明昼 的藏侫佛教的信徒有年

齢偏低，学房偏高的傾 向【注 71】。年軽学生 主劫愿意参加藏侍佛教，通這長期学 巧藏文、法会，

宜接清教喇嘛学巧佛理 ，用藏文涌経，学9 研究法器 的使用 ， 唐k 、耘城 的制作 ， 但是逮 些行

力往往只 流于外形的学勾，而忽視宗教真正 的涵又的学 9 ，更談不 上悟道，所 以芹生逮些現象

也許是没有人能指尋他伯的因故 ， 1995年密宗信徒学杤 凋査 ， 研究所 占 5％ ， 大学生 占 11．6％，

中学 占 2．5％ ， 小学 占 5％【注 71】
， 逮現象基本上 珊在也没 多大変化 。

（四）　 台湾弘法的藏僧素貭良莠不斉

　藏僧愿意到台湾，除了台湾信徒信心 虔減之タト，台湾的藏侍佛教的信徒都圦力供芥上 獅和喇

嘛是 修行中最重要 的也是 必需注 目的因素之一。台湾的信徒十分愛布施，有些人 ff相信布施可

以稗福田 ，力 自己 家入和子剥・将来枳徳帯来幸福，特別是幇助建寺院是最大枳徳事 ， 対子？］itie

来特別好 。 80、90 年代 台湾
“
経済奇迹

”
，10 几年来台湾信徒捐献給藏俸佛教僧人的供弄金据

民同非正式銃汁不下数イ乙台市 。 居今世界之首 ， 不靠台湾弟子的捐款許 多印度 、 尼泊尓西藏寺

院都 盖不 起来 ， 因此有人悦喇嘛之囘有 「如果要俸 法 ， 要到欧美去 ， 如果 要募款 ， 要到 台湾

去」 的俸言 。

（五 ） 藏佳佛教的鋒済效用

　90年代台湾起了
一陣藏侍佛教旋夙， 1997年迭頼喇嘛到 台湾更是 引到 了最高潮，此凩至今

仍未降多少温，由政府経 菅管理 的故官博物院、中正 彡己念堂到台北、台中各地 民同博物棺不断

地挙 力藏侍佛教文物展，毎次展覧都有很多人去参双，入伯力表示 自己是藏侍佛教的信徒，身

上帯上 凧 喇嘛加持的佛珠或項縫等随身装怖物， 不是藏侍佛教的人也 將逮些佛珠装怖物当作

吋髦的装怖品配帯或收藏 ， 除了達些用来保扮 自己的随身枦 身装怖物之外 ， 信徒們将佛像、唐

k 、法器清回 自己 家供在佛堂拜，不是信徒的人，也将其視作乞木品 当家中装怖或收藏品，更

有些入把藏侍佛教的佛像、唐k 、法器 当投資生意的対象 。 走到台湾街上 可 以 看到不 少寿責有

美藏侍佛教物品的商店，有美佛具、唐k 、佛像价格也愈来愈泓，街上 渥有不 少民愈穿藏服形

成一秤吋尚 。

　2005年 9 月 19 日中国新隼社振辱 「有兩件来自台湾収藏家的收藏文物珍品 ， 9 月 17 日在北

京分別以 1020万元和 1000万 人 民雨价格輿出」 的消息，不 可 否圦的得碗有一部分藏侫佛教僧
　 　 　　 　 　 　 　　 　 　 　 　　 　 　 　 　　 　 　 　 　　 　 　 　 　　 　 　 　 　　 　 　 　 　　 　 　 194
倡力募款帯尼泊尓做的佛像或唐k 到台湾去雲，台湾民食深 信経迂 上 師加持的佛像很畏

一定可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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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佑 自己，不惜出高价 ・一一LSC些 目的不当的喇嘛在台湾无法可管 ， 甚至有些假出家入的藏人利

用 民僉无法分辨真假藏僧 ， 穿者藏侍佛教僧服到処幇人 占 卜、治病、消寅、祈福等騙些无知信

徒的銭，偶然迂 会友生假喇噺端銭鸚色 事件 。

　恵之藏侍佛教在台湾的弘法，有很正 面的成果，但是同吋也帯来了
一

些 負面 的理象，今后藏

侫佛教要在台湾作更健全稔定的友展，尚待藏侍佛教使者的 自覚和 台湾信徒們的 自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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