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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藏传佛教对 西藏社会有 着 深层设 、宗教事务活动等等 ，都要 以 宗教实体 的经济实

次和全方位 的 影 响
，

但这种影 响 是双重性的 ， 力为基础
，
否则其运转 寸步难行 。 藏传佛教 的神圣

有积极的 一面
，

也有 消极一 面 。 本文对藏传佛功能和世俗功能的发挥
，
都 以 其雄厚 的 经济 实力

教的 消极作 用 在 旧 西藏社会 中 的表现作 简 要为基础 ，寺庙 享有更多的经 济特权 。 表现在 ：西藏 的

探讨 。经济是 以农牧结合 为主体的经济结构 。 其 中 藏传

关 键词 ： 藏传佛 教 ；
消 极作 用

；
西 藏 社会佛教传统寺 院经济 是封建经济 的 主导部分

，
其影

表现响面涉及到农 、牧 、商 、贷等诸多方面 。 旧西藏的生

产资料所有制 ，
总的 情况是 ：

“

旧西藏 的全部耕地 、

正如藏学家丹珠 昂 奔所说
“

宗教浸 透藏牧场 、森林 、 山 川 、
河 流 、

河滩 以及大部分牲畜 ， 都

人 的脊髓 ， 雪域大地成为香烟缭绕 的宗教王由约 占人 口５％的 官家
、
贵族 、 寺庙上层僧 侣三大

国 。

”
［

１
］藏传佛教对藏 民族有着深层次和全方领主及其代理人 占有 。 占西藏人 口９０％左右 的

“

差

位的影 响
，
但这种影 响是双重性 的 ，有积极 的巴

”

（领种份地 ，
向农奴 主支差役的人） 、

“

堆穷
”

（意为

一 面
，
也有消极

一面
，
其消极作用在旧西藏社冒烟 的小 户 ）是农奴 ，

他们没有生 产资料 和人身 自

会 中的表现如下 ：由
， 靠耕种份地维持生计 。 另有约 ５％的

“

朗生
”

是

一

、 旧 西藏 宗教特权 的表现世代奴隶 ，
被 当成

“

会说话的工具
”

。 据 １７ 世纪清

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经济之上生存着强大朝初年统计
，
当 时西藏约 有耕地 ３００ 万克

（
西藏地

的寺 院集 团 。 旧西藏的政治 、经济 、 文化都离方 的面积单位 ，

一

克约合
一 亩

） ，
其 中 ３ ０． ９％为 封建

不开寺院和僧人。 藏传佛教
“

政教合
一

制度本地方政府 占有 ，
２９ ．６％为贵族 占有 ，

３９ ． ５％为寺院和

身就标志着寺 院在藏族社会的非凡作用 。

”

上层僧侣 占有 。 此后 ，
三大领主垄 断生产资料的状

“

自 公元 ７ ６７ 年 建成藏 区 第一座寺 院桑耶寺
，

况基本没有改变 。

”
［
３

］加上藏传佛教 的布施理论
，
使

有 了第
一批僧人

“

七试人
”

以来 ，僧人参政 ，
主得信教者 的 自 愿布施 和奉献成为藏传佛教经济集

持 、号令一方 ， 寺 院操纵藏 区政治 、经济 、 宗资和积累 的来源 。

教 、文化 ，
已成为藏族社会 的突 出特点 。

”
［ ２ ］宗总之

， 在西藏封建农奴制 中 ，
社会财产的多半属

教在旧 西藏享有诸多特权 。 寺院所有 。 西藏生产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为寺庙的消

（

一

）经济特权费而进行的 ， 寺庙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 社会 的经济

经济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
，
宗教活动命脉 。 藏传佛教寺院迅速膨胀 ， 占有 了全 国大量的免

也不例外 。 宗教功能作用 的发挥 ，
如宗教组织税土地

，
引起社会财富大量地积集 于寺庙而不能用

体系 的构建 、 宗教意识的传播 、 宗教设施建于社会扩大再生产 ，
导致西藏社会的普遍贫困化。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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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我们可以说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在其初期 曾同议事 。 处于政治领导地位 的寺院僧侣 ，充分发挥Ａ

起过一定积极作用
，
促进 了藏区经济的发展。 着在政权机构 中的作用 。

”
［６ ］作为政府和宗教领袖＼

然而
，到 了封建社会末期 ，

由于寺院经济 自 身的的达赖喇 嘛所受寺庙影响 相 当之深 ， 譬 如五世达Ｉ
弊端而走 向没落 。加上多如牛毛的乌拉差役和赖及七世 、十世达赖等均系在 坐床之前 ，先送至哲 枝

名 目 繁多的苛捐杂税 ，寺庙经济渗透到社会的蚌寺学经 ，
而后才 执政 。 每年春季举行法 事活动§

每
一

个角落 ，严重地影响着西藏经济活动的方时
， 拉萨市 政直接受哲蚌寺喇嘛的管辖 。 西藏地方

式和发展轨迹
，
延缓 了西藏社会前进和发展的政府 的历 次重大会议 （研究 战争 、达赖坐床等 ）都

步伐 。必须有三大寺的代 表参加 ， 宗教集 团实 际上控制

（
二

）
政治特权了 西藏社会 。

也 因此
，

“

美 国藏学家梅 ？戈尔斯坦就

随着西藏 政教 合
一

制度 的 兴起 ， 寺庙也曾
一 针见血地指 出

，
政教合一是

“

西藏社会 进步 的

就
一跃 成为西藏封 建农奴主政教合一 的 政沉重桎梏

”

，

“

正是 由 于全 民族信教 和宗 教首领执

权中心
，
宗教领袖即是政治领袖

，
集政教权力掌政教大权这

一

因 素
，

导致西藏丧失 了适应不断

于一身 。

“
一

个地 区 的寺院往往是这
一地区变化 的环境和 形势 的能力

”

。
［
７

］

的政治中 心和最高权力 机构
，
拥 有庄 园 、牧 （

三
）
文化特权

场 、农奴 和立法权 。 与官家 （地方政 ）和世袭
“

藏传佛教寺 庙作为西藏宗教文化 的集成载

贵族两大领主一样
，
寺院 的上层僧 侣实际上体 ，从建筑 、装 饰 、壁 画 、塑像 、宗教活 动及仪轨等

操纵着西藏的政权 、族权 和神权 。

”
［４］此时寺方面展现了 西藏悠 久 的历史和灿烂独特的 民族文

庙不 光是起着统治人 民 的工具作用 ， 自 身业 化 。 寺庙在藏传佛教 中不仅是修行和拜佛 的场所 ，

已成 为领主阶级 的一员
，
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而且也是学 习 文化知识 的场所和群众文化 活动 的

主要 席位 ， 直接掌握政治 、 经济权及各种特中心 。 藏族群众非常重视寺庙建设 ，
虽然 自 己住房

权 。

“

寺 院不但代表 了 大大小小 的教权一单简陋 、衣食朴素 ，但却会拿 出劳动收人 的很大一部

位 ， 同时也多充任大大小小的 政权单位 ，

”
［
５ ］分去修寺造佛 ，

供养寺庙 。 金 碧辉煌的寺庙 、佛像

一定程度上可以 说 ，

“

宗 教可以 干预政治 、三和佛塔 ，
和周边 的 民居形成了 强烈 的反差 。

”
［
８

］在藏

大寺可 以决定西藏前途
”

。 不仅如此
，
在原西区实 际上一座寺院 同样是一个地 区的 文化中 心

，
甚

藏地方政府一噶厦的组织 系统 中 ， 僧官必须 至起着 文化书 院和博物馆的作用 。 几乎 所有 的经

占全部僧俗官 员 的一半 以上 。 其中达赖喇 嘛书 和大部分药书 、文学作 品 、历史著作等都 由 寺庙

是三大领主的总代表 ， 噶厦政府 中 的 首席噶印刷 。 民建艺术大都为寺庙服务
，
宗教节 日 也演变

伦和各 基巧 的首席 长官也都 明确 规定必 须为民族 、 民 间节 日 。

由僧官担任 。

“

噶厦设噶伦四人 ，统理西藏事 （
四

）教育特权

务
， 其 中

一僧 三俗 ，
僧官 为主 。 噶厦下设两个西藏的寺院不仅在政治 、 经济上享有特权 ，

还

办事机 构
，

一

称
“

译仓
”

（秘书 机构 ） ，
由 四 名垄断 了西藏社会的 文化 、教育 、 出版事业 。

“

自 吐蕃

僧官任仲译钦波 （
秘书长 ） ，

既 隶属 噶厦 ，又受王朝创造藏文字至今 ，
西藏的文化教育有

一千多年

达赖 喇 嘛直接领 导
，
权 力很大

；

一

称
“

孜 康
”

的历史
，

不可谓不长 。 但是 ， 由于西藏长期处在政教

（
人事 审计机构 ） ， 由 四 名 俗 官任

“

孜本
”

，
管 合一封建农奴制统 治下 ，

而教 育的普及 、 人民文化

理地 方财政
，
发 布政 令 。 达赖 喇 嘛既是格鲁水平 的 提高 ，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 ，将直接威

派 的 最 高领袖 ，
也是 噶厦政 府 的 首脑 ，

僧俗胁到封建农奴主的 统治利益
，

因此
，

旧西藏的统治

重权
，集于

一人 。 从行政地位看 ，寺 院 和僧徒阶级
一

直垄断教育 ，
阻止普通 民众接受教育 。

”
［
９

Ｈ午

在政府 中 也高人一头
，
如遇重大 事务

，
还要多世纪以来

，
藏 区教育也主要 是寺庙承担的

，
藏族

请拉萨三大寺 （哲蚌 、 噶丹 、色拉 ） 的堪布 、堪学 习文化的主要途径是进寺庙 当僧尼 。

“

寺院教育

苏 （卸任堪 布 ）与 噶伦 、 仲译钦波 、 孜本 等会可说是唯一 的藏区教育形式 （贵族学校等出 现较



胃 晚 ） ，

一地区 的寺 院也是这
一地区 的教育 中心对劳动者生产资料与劳动成果 的剥夺

；

对劳

＿ （当然它是有别于新型教育的 ） 。 寺院的培养 目动者人性尊严的蔑视
；
对劳动者主体权利 与创造

ｊ 标基本上是造就宗教职业者和三大领主的代言精 神的压制一这是封建农奴制 的本质 。 但是
，

旧

＿ 人
， 为封建农奴制 服务 。

”？西 藏政教合
一的封建农奴制 更加黑暗 ， 更 加残

１ ９５ ２ 年
，
拉萨城镇人 口 为 ３ ．７ 万人

， 其中酷 。 在 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 ， 占 西藏人 口９５％

１ ．６ 万人是僧尼 。 僧尼是藏族社会受教育机会最以 上 的农奴和奴隶 ，
没有任何人身 自 由

，
深受官

多的人 。 但在寺庙里
，
僧侣也有高低之分

，
劳 动家

、
贵族 、上层僧侣 的压迫和剥削 。

“

解放 前
，
作为

人 民的 子弟作为下层僧 侣 ，
也没有

“

学经
”

的 权三大领主之
一 的寺庙

，
在政治 、经济等方 面 ，亨有

利 。 只有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才能长期接受教育 ，
极 高的特权 ，

…

。 他们不参加生产劳动 ，
不创造物

而后进人寺院管理阶层
，
被任命为 高级官 员 。 质财富

，

一

切靠人民供给 。 他们利用藏族人 民对

“

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还 明文规定
，
不准铁匠 、 释迦牟尼 的信仰

，
在袭装的掩护下

，
横征暴敛 ，

巧

屠户子女进人学校
；
平 民子弟即使有幸陪读 ，

也取豪夺 ，
以 宗教的 名 义对广 大藏族人民进行名 目

不得和贵族子弟坐在
一起 。 在西藏解放前夕 ，

全繁多的剥削 。

”
［

１４
］表现在如下 ：

区儿童人学率不 足 ２％
，

文盲率高达 ９５％ 。

”
［

１
１ ］（

一

）
政 治压迫

所谓
“

舍寺院外无学校 ，舍 佛教外无教育 ，
舍喇列 宁指 出

：

“

所有
一切压迫 阶级 ，为了 维护 自

嘛外无教 师
”

，
正是当 时西藏教育的真实写照 ，

己 的统 治 ，都需要两 种社会职能 ，

一

种是刽子手

而教育 的 目 的则带有鲜明 的阶级性和浓烈 的宗的 职能
，

另 一种是牧师的 职能 。

” “

旧西藏 的上层

教色彩 。僧侣 和贵族联合专 政 的政教合一就是集 这两种

（
五

）
法律特权职能于

一

身的统治工具 ， 宗教与政权在这里得到

ＱＩ旧西藏从法律上将封建农奴主的暴行合法紧密的结合 。 三大领主既用藏军 、法庭 、
监狱等专

化 。

“

无论是等级制度 ，还是 以此 为基础建立的政工具来压迫广大农奴 ，
又通过教权来压迫广大

“

法律
”

制 度
，
所维护的

，
都是统治集团政教合一 农奴 。 旧西藏的寺庙不仅成为三大领主使农奴就

的最高利益 。依照 旧西藏 《十六法典》规定 的 ，
不范 的统治工具 ，

而且本身直接压迫 和剥 削农奴 ，

能反抗 。 农奴 如果
“

触犯
”

了
“

三大领主
”

的利益 ， 使农 奴受到双重 压迫 。
口口声 声宣 扬

“

普渡众
“

按其情节不同挖其眼睛 ， 削其腿肉 ，
割舌

，截生
”

、

“

慈悲为怀
”

的寺庙和上层僧侣 ，

一

方面在 观

手
，推坠悬崖 ，

抛入水 中 ， 或杀戮之 ，惩戒将来 ，
念上禁锢广大农奴的思想 ， 使农 奴安 于现状 ，

忍

以儆效尤 。

”？受压 迫和剥削 ；
另 一方面 ，凭借政 教合

一

获得 政

（
六

） 商业 贸 易特权治上 、经济上 的种种特权 ， 赤裸裸地压迫 、 奴役广

旧西藏寺 院除了放高利贷 、 出租土地 、牧租大农奴
，
不遗余力地吸食农奴 的血汗乃至生命 。

剥 削外 ，
还经营商业贸 易 ，

且投 资经营资金之这从甘丹寺赤降拉让的暴行就可 以 看出
一斑

，
从

多 ，规模之大 、范围 之广 ，
为其他汉 、藏商人和土１０８ 名苦主的控诉和 １ ２００ 名 群众调查 的材料看

，

司所不及 。 如
“

许多寺 院还放债 、经商 ，
把持

一

方有 ５ ４ １ 人被打
，
其中 １ ６５ 人被打伤致残

，

１ ２ １ 人坐

经济命脉
，
而老百姓生活窘 困

，饥寒交迫 ｃ／
’ｍ他过监狱

，
８９ 人被流放过 ，

５３ ８ 人被逼 当奴 隶 ，

１ ０２ ５

们经营的 货物品 种很多 ， 有印 度 的手表 、 毛料 、 人 被逼逃亡在外 ，
２ ６５ 户 的亲人 被活活打死 或被

金属器具
、
佛像 和汉地的 茶叶

，
藏区 的 虫草 、鹿用 其他手段残 害致死

，
有 ７２ 人被拆散婚姻

，
有

茸 、麝香 、
贝母等名贵药材 。 有的 寺院商家还从４８４ 名 妇女被强奸或轮奸。 从 １ ９ 个庄园 的不完全

曰 本 、法 国 、美 国进 口毛毕 叽 、
呢绒杂货 ，牟取暴调查看

，在几年间 ，支乌拉差役路上因 伤 、病 、 累 、

利 。除此之外 ，藏 区各寺 院都设有专门 的经商机残 或事故而死 ４７ 人
，
被打死 ７ 人

，
逃 离 出 去无法

构 ，有严格的经营管理制度 。生 活 因病 困 而死 的 １９ 人
，
支不起乌拉差役而逃

二 、 旧 西藏宗教压迫制 度的表现跑 的 ２９４ 人 。 散发着血腥气 的这些数字 ， 就是寺



庙上层僧侣 以
“

佛
”

的名 义 ，在政教合
一

制度下
，

给农奴摊派 各种临 时差役 ，
主要有 ： 修整领主住＆

对
“

苦难众生 的超度
”

。

［ ｜ ５ ］宅
，
为领主搬运粮食 、 牛粪 ，

捻毛线
，
背水

，
砍柴

， ^

（
二

） 经济压迫拾牛粪 ，炒青稞 ，磨糌粑 ， 鞣皮 张
，
炸油

，
做 口 袋等 ￥

讼

在 旧西藏 ，政教合
一

的 封建农奴统治 ，
不仅等劳役 。 另外还要给领 主交纳马草 、酥油 、粮食等 炫

钳制着人们 了解外部世界 的思想意识 ， 还剥夺实物差 。 只要领主生活 、生 产需要 ，领主亦派差§

了人们走 向 外部世界的经济基础 。

“

旧西藏封建役
，
农奴要支付多少差役 ，

没有什么 明文规定
，
由Ｓ：

农奴制度经济的运作正是 以三大领主 占有全部领主说 了算 。 这样农奴每年要 以 ２ ／３ 甚至 ３ ／４ 的

生产资料和通过超经济的强制 占 有农奴人身为时间
， 为领主提供无偿劳役

，

在 自 己份地上 的劳

基础
，
对广大农奴采取非人的压榨和剥削来进动时间非常少

，
实际上农奴 的很多份地 因没 有劳

行的 。 这种剥削 又主要通过乌拉差役和高利贷动时间而荒芜 了 。 长年差加上临时摊派 的各种差

盘剥来进行 。

”
［

１６
］役

，
农奴所要承受 的剥削是极其沉重的 。

“

如墨竹

第
一

、
沉重 的乌拉差役和宗教课税 。乌拉差工卡宗 向农奴支派 的 主要实物差就有菜油差

、燃

役给寺院提供无偿 的人力 租财物 。 在一定情况料差 、牲畜差 、鸡蛋税 、草税 、水税 、 山税 、
扫帚差 、

下
，农奴主可以 占有农奴 的私人财物 。 至于

“

人皮绳差 、降神差 、红土差 、 花盆差 、念经费 、酥油罐

权
”

之类
，
无从谈起 。 西藏宗教课税制带有宗教差等等 。

”
［ １７１农奴为 了生活

，
既种有 内差地要为领

义务的强制性 ，
这对于低收人的信教群众来说主支应 内差

， 同 时又种有外差地要给噶厦支应外

确实是
一

种沉重的 负担
，

特别是 当宗教运用神差
，惊人 的剥削 ，

沉重 的乌拉差役
，

使农奴的 生存

权统治的权力来加重宗教课税时
． ，
就把宗教义受到严重威胁 。

务性的负担转变成
一种剥 削性质的变相的宗教第二 、高利贷盘削 ：

“

西藏 的三大领主 同 时也

课税或经济剥削 ，
具有 明显的世俗性

，
使广大农是西藏 的三大债主

，
农奴的普遍欠债是与 三大领＿

牧民承受着不堪忍受的经济负担 。主普遍放债 同时并存 的 。噶厦设有好几个放债机

西藏 的宗教课税和
“

乌拉差役是西藏封建构 ，
如

“

朱颇列空
”

、

“

拉恰列 空
”

、

“

则恰列空
”

、

“

特

农奴制 度下
，

三大领主对农奴进行残酷剥削 的不加列空
”

等 。 历代达赖喇嘛设有专管 自 己 放债

主要形式 。 西藏 的乌拉差役是个包括徭役 、
赋的

“

孜布
”

和
“

孜穷
”

两个机构 。 据 １ ９５０ 年达 赖的

税
、
地租等在内 的含义 十分广泛 的差税 总称

，
这两个机构有关账簿 的不完全记载 ，共放高利 贷

其名 目 之繁多 ，
给农奴 的 负 担之沉重

，
使 农奴藏银 ３０３ ８５８ １ 两

，
年收利息 ３０３８ ５８ 两 。 贵族 放债

成年 累 月 地辛勤劳动
，
却难以 维持生计 。 有载的利息

一

般 占贵族家庭收人的 ］ ５％－２０％ 。 日 喀

人册籍 的各种永久性乌拉差役 ，
有 临时加派的则贵族索 朗 旺杰全年土地收入为 ２ ８５３ 克

，
放 高

各种 乌拉差役 ，
形式上可分为 内差 和外差 。 内利贷 １ ５０００ 克

，
每年收人利息粮 食 ３０００ 克

，
利 息

差是农奴 向所 属贵族或 上层 僧侣和寺庙及 其超过土地 的收入 。 由 此可见
，贵族通过放高利贷

代理人所支应 的各种劳役和实物差役 。 领主土大量攫取 了农奴的 劳动财富 。

“

农奴欠三大领 主

地的经营方式是把土地划分为两个部分 ，
其中的很多高利贷是还不起 、还不清

、
利滚利 的

“

子孙

大部 分肥沃 的 土地作 为领 主 自 营地 ， 小部分贫债
”

。 农奴们甚至根本不知道这种债是从何时借

瘠 的 土地作为份地 （差地 ） ，
以 给领 主支应各种的

，

最初借了 多少
，

已 经还 了多少
，
只 知 自 己 现在

差役 为条件 ， 分租给农奴耕种 。 耕种份地 的农仍欠很多债 。 据朗塘 、卡则 、林周 、 旁多等拉萨以

奴每年要 自 带农 具 、

口 粮等
，
在领 主代 理人的北四个宗 的 调查 ， 各宗负 债

一

般 占 户 口 总数 的

监督 和鞭打下
，
在领主 自 营地上为领主从事 以９０％左右 。 这些负债户 中负债 １ ００００ 克粮食 以上

积肥
、播种 、除草 、浇水 ， 到收割 、打场 、人仓 ， 提的 １２ 户 ，

５０００ 克 以 上 的 １ ４ 户
，

１ ０００ 克 以 上 的

供无偿 的 劳役 ，
这便是 内差 中 的 所谓

“

长年 １ ５９ 户
，

５００ 克 以 上的 １ ０６ 户
，

１ ００ 克 以 上 的 ２６６

差
”

。 除此之外 ，
领主还 根据 自 己 的需 要

，

随时户 。 这些农奴 的债务 ， 都是上辈遗留 下来 的
“

子孙



胃 债
”

，有 的 已经有 １ ２０ 多年的历史 ，
是世世代代（

四
）等级压迫

＿ 也还不清 的 阎王债 。 墨竹工卡农奴次仁贡布 的生而平等 ，是人 权的基本要 义 。 但在 旧西藏 ，

ｊ 祖父 曾 向 色拉寺借 了５０ 克粮食
，
还 利息还 了政教相结合

，
通行了 几百 年的 《十三法典 》和 《十

＿
１８ 年 ，他父亲接着又还利息还 了４０ 年 ，他又还六法典 》 却把人分成三等 九级 ：

“

人分上 中 下三

了 １ ９ 年 ，
总共还 了３０００ 多 克粮食 ，

可 是领 主等 ，每一等人又分上 中下三级 。 此上中下三等 ， 系

说他还欠债粮 １０ 万克 。 子孙债是三大领主剥就其血统贵贱
、
职位高低而定

”

。 上等人是为数极

削农奴的无底洞 ，
是 吸干血后的 敲骨吸髓 。

”
［ １８

］少 的大贵 族 、大活佛 和高级 官员 ； 中 等人是一般

这种残酷之极 的 多重剥 削 ， 把广 大农奴剥削 得僧俗官员 、 下级军官 以 及三 大领主所豢养 的 爪

一无所有
，
使农奴无论怎么 当牛做马 ，

也无法牙
；

下等人是 占西藏总人 口９５％的被压迫被剥削

维持生计 。 农奴 中流传着这样的话
：

“

能带走 的的农奴和奴隶 。

”
［２０ ］与此同 时

，
相应 的等级还划成

只是 自 己 的身影 ， 能留下 的 只有 自 己 的 脚印 。

”

相应 的命价 ：

“

上 等上级 的人如王子 、 大活佛等 ，

正是 旧西 藏封 建农奴 制度 对广 大农奴 的残 酷其命价为与其身体等 重的黄金
，
而下等 下级人如

盘剥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
，

导致整个西藏经济妇女
、
屠夫 、 猎户 、匠 人等

，
其命 价仅为 一根草

的衰败 、萎缩 、
凋敝和人 口减少 。绳 。

”
［
２ １

］这种不公的社会等级 ，体现统治阶级意志

（
三

）
人 身压迫的

， 是三大领主维护其利益和森严 的社会等级
，

“

在 旧西藏
，
占人 口９０％左右的是

“

差巴
”

、 更有效地压迫广大农奴
，
随心所 欲地践踏广大农

“

堆穷
”

这样 的 农奴 ，
而另 有 约 ５％的人 则是

“

朗奴人权的重要工具 。

“

美 国纽约州 立大学 藏学家

生
”
——世代奴隶 、奴隶 主家

“

会说话的工具
”

。 谭 ？ 戈伦夫在 《现代西藏 的诞生 》 中 曾 指 出
，并未

农奴一旦丧失 劳动能力 ， 就会被收 回 牲畜 、 农能阻止统治者在这个信奉 藏传佛 教 的地 方建立

ｍ具 、差地 ，
沦为奴隶 。 无论农奴还是奴 隶

，
都是 自 己 的等级制度 。

”
［２２］

农奴 主 的 私有
“

财产
”

，
可供赌博 、买卖 、转让 、 （

五
）
刑 罚压迫

赠送 、
抵债和交换

，
毫无人身 自 由 。 通过通婚限

“

旧 西藏地方政府设有法庭和监狱
，
大寺庙

制 、
出 生登记等严格 控制

，
农奴 的后代也注 定也设有法庭 和监狱 ，

僧俗领主还可以设立私牢 。

”

要终 身 为奴 。

” “

旧西 藏 的 领主 和官 家是世 袭当 时的 刑罚 极其野蛮残酷 ，

“

清末 宣统三 年徐光

的
，
广大农奴 根本无法参 与政事 ， 更谈不上 选世 、蔡晋成编的 《西藏新志 》记载 ：

西藏地方
“

刑法

举权利 。 而政教合一的 统治者又通过一系列制根于 藏地之 习惯者有 四 十一条
，
极 为残酷

”

，

“

抢

度设计 、 法律制定维护 自 身 的特权。

”
 ［

１９
］据 《西夺 劫杀者 ，

不分首从皆处 死罪 。 其法 ： 缚犯 人于

藏历史档 案公文选 ？水 晶明鉴 》 记载 ， 在旧 西柱 ，
以炝或箭较射死 ，

否则斫头悬示 ，或生缚送往

藏
，
哲蚌寺拉基 （

总管委员 会 ）负责人颁布给属蝎子之洞穴使螫之 。 盗人财物者
，
监禁其一家

，
追

民百 姓 的永久执照说道 ：
上官大人对该 （哲 蚌比倍数 ， 待追完则 抉盗者 目

， 劓鼻或 断其手 足 。

”

寺 罗 色林 ）扎仓无限关怀 照顾 ， 颁发 了 永久 执
“

根据美 国学者谭 ？ 格伦夫 引 证 的资料 ，

“
一

位在

照
，
各信徒奉献 的所有男 女 奴隶

、
土 地 、 草场 牧西藏住 了２０ 年的英 国居 民说

，

她看见 了无数挖

地等统归 罗 色林所有 ；
此外 ， 在 未 向本扎仓 报眼睛 和使人致残 的事件 。 ４０ 年代末 ，

另 一位居 民

告之前 ，
不许暗地里勾结 ， 将土地租给他人 ；

不说 ，

‘

在西藏全境 ，
可到处看到 因 盗窃而被砍去 了

许奴隶外逃
；
不许与其他领土 的属 民 结婚

，
造手臂 或大腿的 人 。

’ ”
［
２３

］

“

曾 感慨 旧西藏人 民还停

成属 民 外流 。 下 属百姓理应安分守 己
，
小心 谨留在 中世纪年代的英 国每 日 邮报记者埃德蒙 ？ 坎

慎地支付各 自 负担的差税 ，
不得拖欠 。 这说 明德勒 ，

面对布达拉宫 ， 曾语气严厉地指出 ，

“

这座居

寺 院里 的 奴隶没有人 身 自 由 ，他们被 固 定在 寺住着佛教领袖 、菩萨化身的宫殿 比起欧洲血债最

院的领地上
，
禁止逃跑 、没有通婚的 自 由

，
只能多 的 中世纪城堡来

，
它 目 睹的 杀人场面和怂恿人

安分守 己地为寺院服役缴税 。去犯罪的情景更多
”

。
［
２４

］



（
六

）精神 压迫［
８

］张宏伟 ， 《
藏传佛教对藏 区 社会稳定的 影 响Ａ

“

普渡众生
”

是大乘佛教的基本精 神 。 但及对策 》西 北 民 族大 学 学报 （ 哲 学社会科 学版 ）２０ １ ２＼

是
，

在 旧西藏政教合
一 的 统 治者 那里 ， 宗教年 第 ６ 期 ．￥

不过是 维护
、
巩 固其封建农奴 主统治的 另 一［

９
］ ［

１ １
］邢 宇皓 ， 《旧 西藏政教合一 的封建农奴 械

种手段而 已 。

“

由 于历史 文化 的原 因 ，
西藏很制 十 问

》
之八

《
旧 西 藏社会发展 陷入停滞状 态 的根§

多百 姓都信奉佛 教 ，
相信来生 转世之说 ，

而源何在 》光 明 曰 报／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 ／第 ２ 版 ．
￥

旧西 藏的统治 阶级正利用 了这一点
，
加强 了 ［

１２ ］ ［ ２２ ］邢 宇 皓 ， 《
旧 西藏政教合一 的 封 建农

对宗教和思想的垄断与控制 。 政教合——不奴制 十 问
》
之六

《
政教合一 的 旧 西 藏是

“

慈 悲之地
”

分彼此 、叠加作用——使统治者不仅通过行吗 》光 明 日 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２ 日 第 ３ 版 ．

政权力
，

对广 大人 民进行人身统治 ，
还要通 ［

１ ４ ］ 宋 晓榜 ， 《民主改革前寺 庙 剥 削 之一二 》西

过宗教 垄断 ，
对他们进 行精 神 控制

；
不仅要藏研究 １ ９８ ９ 年特刊 ．

让他们在今生忍 受当 牛做 马 的 痛苦 ，
还要用［

１５ ］ ［ ２０ ］徐醒 生 ， 《
旧 西藏封 建农 奴制 度 的反

所谓赏罚
“

来世
”

，
对他们实施精神恐吓 。

”
［
２５

］动 本质之四 》
人 民 曰 报 海外 版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曰

“

美 国 学者多尔施 ？ 玛丽 ？ 德 ？ 弗在 《侗登林事第 ５ 版 ．

例 ：
西藏难 民 生活 以 及有关改革 的建议 》

一

［ １ ６ ］ ［ １ ７ ］徐醒 生 ， 《
旧 西藏封 建农奴制 度 的 反

文 中 在谈到农 奴 主利用 宗教 进行 精 神控制动本质之二 》
人 民 曰 报 海外 版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２ 曰

问题时说 ，

“

如果完全从世俗的观点看 ，
这一 第 ４ 版

．

说法是设想 出 来 的
一 种最狡猾 、

最有 害的社 ［ １ ８ ］徐醒生 ， 《旧 西 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本质

会控制方式 。 对普通 的 藏人来说 ，接受 了这之三 》
人民 日报海外版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３ 日 第 ４ 版 ．

个教 义就使他
一生都不能改变 自 己 的命运 。［ １９ ］邢 宇皓

， 《

“

旧 西藏政教合一 的 封建农奴制

按照
‘

业
’

的说法 ，
如 果 一个 人生下 来 是 奴十 问

”

之五达赖喇嘛统治下 的 西藏人 民有
“

民 主
” “人

隶
，
那不是奴隶主的错

，

而是奴隶 自 己 的错 ，
权

”

吗 ？ 》光明 日 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 １ 日 第 ４ 版．

因为他们前世肯定犯 了什 么错误 。 而奴隶主 ［
２４

］ ［
２５

］邢 宇 皓
，
《

“

旧 西 藏政教合一 的 封 建

则是 因 为前世做 了好 事 ，
因 此这辈子受 到奖农奴制 十 问

”

之 三亲 历 旧 西藏 的 西 方人为 何会联

励 。 对奴隶来说 ，
如果他想砸碎身上 的 抛锁 ，

想 到 黑 暗 的 中世纪西 欧 》光 明 曰 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那他来世的命运注定 要 比今世更坏 。

”
ｗ因曰 第 ４ 版 。

此
， 借助宗教教 义对 教 民进行精神 压迫 ， 来

强化 自 身的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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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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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
旧 西 藏政教合一 的封建农奴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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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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