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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8_B8_E8_80_83_E8_c34_518778.htm 各位朋友，大家好!首

先欢迎你们的光临，请让我用藏语向各位贵宾表示问候：“

扎西德勒”!我向各位解释一下，这是吉祥如意的意思。今天

我们要参观的是著名的大昭寺，位于拉萨老城区的中心，距

今已有1350年的历史。它是西藏现存最辉煌的吐著时期的建

筑，始建于公元647年，由松赞干布、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赤

尊公主共同兴建，经历代多次扩建，才形成了如今占地25100

余平方米的宏伟规模。它有5座金顶，108个佛殿，统摄苯教

、宁玛、萨迦、噶举、格鲁等西藏佛教的五大教派和各教派

所崇奉的佛、菩萨、本尊、祖师、护法诸神像。 关于大昭寺

的来历有一段传说故事。那是1300年前，那时的拉萨平原还

是一片荒原和湖沼，藏王松赞干布的尼泊尔妃子赤尊，试图

在这里建一座神庙，供养她从家乡带来的明久多古神像，即

释迦佛祖八岁等身像。她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神庙白天建起

，夜里倒塌；今天建起，明天倒塌。正当尼妃苦恼和沮丧之

时，文成公主经历了千辛万苦从长安来到了这里。赤尊听说

文成公主懂得阴阳八卦，善于勘舆地形，便派女仆带上一升

金粉的礼物，到文成公主驻地登门求教。文成经过勘舆和测

算，测出西藏地形如一巨大魔女仰天而卧，拉萨城中心是魔

女的心脏，卧塘湖(牛奶湖)是魔女的心血汇成，在此处填湖

建寺可以镇魔。史书记载：“为了使仰天躺在地上的女魔四

肢受到控制，人们在她身上钉了12根钉子用以固定。”这12

根钉子相传就是现今大昭寺主殿内的12根柱子。要建成供奉



释迦牟尼的神庙，还必须调集looo只白山羊．从北郊的果噶

拉山驮运土石，把卧塘湖填平，才能完成这样的功德。 松赞

干布和尼泊尔公主采纳了文成公主的主张，征集了许多民夫

和1000只白色山羊，开始填湖建寺。一时从湖边工地到果噶

拉山麓，驮运土石的白山羊络绎不绝。这段路程实在太远，

驮的东西太重．不少山羊倒毙路边，还有更多的腰背磨烂，

痛苦万状。大昭寺开光的时候，松赞干布和他的两位妃子，

感念白山羊的功德和付出的牺牲，吩咐匠人雕出一只白色山

羊，安置在大殿一角，让它和大昭寺其他神柢一样，享受信

徒香客的朝拜和祭祀。神庙也定名为“热阿曲朗祖拉康”，

意为“山羊负土幻化的释迦神庙”。 现在大家请看，在大昭

寺的正门入口处前面，竖立着两块石碑，这块就是唐蕃会盟

碑，又称“长庆会盟碑”或“甥舅和盟碑”。碑高342厘米，

宽82厘米，厚35厘米，用汉藏两种文字刻成的。这是公元823

年，吐蕃赞普为纪念长庆元年至二年问的唐蓄会盟所建。碑

文记载：“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

渝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碑文中强调了

唐文成、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赞普，缔结了舅甥姻好之事；追

溯唐蕃的历史和功业，并记载了这次会盟的经过、立石年月

以及双方参加登坛会盟的官员名单。表达了汉藏历史悠久的

亲密关系，是汉藏历史上一件可贵的文物。另一块是“劝人

种痘碑”，高3.3米．宽1.2米，碑额刻有二龙戏珠图案，公

元1794年由驻藏大臣和琳撰立。乾隆期间，西藏流行天花，

致使很多人死亡。驻藏大臣和琳命人在藏北修房安置天花病

人，使不少患者生返。和琳并劝令达赖喇嘛和班禅拨口粮作

为定例，随后立了这块“痘碑”。由于迷信，百姓常用卵石



敲砸，年深日久，现已遍体鳞伤，形成了许多臼形窝坑。致

使文字大多损毁，难以辨认。在唐蕃会盟碑的两侧种有著名

的“唐柳”，相传是文成公主将皇后在长安灞桥赐的柳枝带

来西藏亲手种于大昭寺周围，所以也称“公主柳”。公主柳

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尽管它现已枯萎，却依然为人们珍视

。据传西藏原无柳树，而现在各地的柳树都是从文成公主所

带树苗而发展起来的。 大昭寺坐东向西，太殿高4层，殿顶

覆盖着独具一格的金顶。殿门边框上，雕刻着莲花、飞天、

禽兽，具有唐代建筑风格。主殿二、三层檐下，有成排的木

雕伏兽和狮身人面泥质的半圆雕塑。说来有趣，狮身伏兽的

鼻子全是扁的，这里还有一段神奇的传说：大昭寺修建中，

松赞干布亲自挥斧上梁，惊动了九天之神纷纷前来助阵。一

天，女仆送荼时见梁上梁下全是松赞干布，不禁大惊，连忙

禀告赤尊公主。赤尊公主来到工地大喊“赞普”，松赞干布

闻声扭头下望，手中斧子不慎斜挥将承檐上面狮身伏兽的鼻

梁给削平了。大家看，整个建筑飞檐雕兽，雕刻精美，既保

存了藏族传统的建筑形式和特点，叉融合了唐代建筑具有的

浑厚古朴的风格。 现在我们由正门进入后掊顺时针方向进入

一宽阔的露天庭院．这里是举行拉萨传召大法会的地方。在

这里我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传召大法会。每年藏历一月初四

至二十四，是规模盛大的传召大法会，届时拉萨三大寺的僧

人数万人聚集犬昭寺，举行丰富多彩的宗教法事活动。传召

大法会始于1409年，当时藏传佛 教格鲁派祖师宗喀巴为纪念

释迦牟尼佛以神变之法击败六种外道的功德，召集各寺庙僧

众，在大昭寺举行法会15天。祈祷诵经是传召的主体活动，

成千上万的僧人在领经师的率领下用训练有素的胸音低吟高



诵，声音像大海的渡涛汹涌澎湃，具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

，场面极为壮观。最引人人胜的项目，是大昭寺南侧“松曲

热”广场进行的考格西的公开辩论。格西是藏传佛教格鲁派

的最高学位，在场所有的僧人，都可以轮流向被考人发难，

和他论辩经学，这种辩论声音抑扬顿挫很有音乐感，辅之以

击掌、喊叫、不停的比画，更有长串的念珠随着手势飞舞，

构成非常精彩的场面。 庭院四周的柱廊廊壁与转经回廊廊壁

上，因绘满佛像而被称为千佛廊。壁画主要描述释迦牟尼佛

和藏传佛教改革家、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生平事迹。西面

墙上的一幅壁画描绘了五世达赖、固始汗以及第司桑杰嘉措

会谈的情景，其余部分描绘了本寺内将要出现的一千尊佛。

大昭寺壁画面积4400平方米，内容涉及宗教故事、历史人物

传记、纪念性人像、重要历史事件、西藏风土和民间传说等

等。我们将看到的文成公主进藏图和大昭寺修建图、白山羊

驮土图等，都是大昭寺壁画里的珍品。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内

转经道，佛教徒按顺时针方向沿佛教圣物转经。如果以释迦

牟尼像为中心，拉萨共有内、中、外三条转经道。外转经道

叫“林廓”，是一条沿拉萨老城转经的道路。中转经道叫“

八廓”，是沿大昭寺的转经路。而内转经道是环绕着大昭寺

的转经道，转经道两旁的墙上绘的是佛本生一百零八个故事

。这些故事是在克什米尔诗人克斯门达拉所著的《如意宝树

》，即《释迦牟尼传》的基础上绘制而成的，是十三世达赖

喇嘛在20世纪初下令绘制的。 我们现在沿顺时针方向参观这

些重要的佛殿和经堂。一跨人大昭寺内殿，迎面有几尊大的

塑像。左面是莲花生大师，右面是弥勒佛(即未来佛)。这两

尊佛像稍往后处是干手千眼观音菩萨。主尊弥勒佛的右面还



是两尊面向内的弥勒佛，像这两尊中较小的那尊是巴协家族

出资制作的，因而被称为“巴协强巴”，而较大的那尊是贵

族颇罗弥旺出资制作的，故被称为“弥旺强巴”。 宗喀巴及

其八大弟子殿：这间佛殿是为了纪念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而

建的。佛殿中央的主尊是宗喀巴，其余八尊是他的八大弟子

，其中最著名的两大弟子克主杰和贾曹杰分别位于宗喀巴像

的左右两侧。宗喀巴年事渐高到偏远的山洞隐修时，这八大

弟子曾陪伴在左右服侍他。 神变塔：据说7世纪时，松赞干

布将戒指抛向空中，以戒指落下的地方来确定大昭寺的寺址

。这枚戒指落到卧塘湖里，于是从湖里升起了一座幻化的白

塔，表明已找到了合适的寺址。在13世纪，萨迦班智达按照

幻化的白塔的样子建了一座白塔，后来这座塔被毁坏了，现

在的主座是为了代替萨迦班智达所建的白塔而重建的。 八药

师佛殿：主座小殿中供奉的是被尊为药神的八药师。生病时

或为了祈求身体安康时，信徒们认为朝拜这间佛殿能够使他

们祛病强身。 千手千眼观音佛殿：观音菩萨以慈悲为怀，他

的双手和双眼远远不能满足救度众生的需求，因此，他为了

提高自己做善事的效率，就幻化成了千手千跟观音。这尊干

手干眼十面观音，据说是在松赞干布时期神奇地出现的，另

一种说法是松赞干布及其两个王妃死后，他们的神灵被吸入

了这尊佛像中。这座佛殿是除释尊殿最神圣的佛殿。 弥勒佛

殿：主尊弥勒佛像右边的沿墙供奉有四尊小巧而精致的四大

菩萨像。对面墙上绘的是一幅宗喀巴像，其两侧各绘有一座

佛塔。 宗喀巴佛殿：宗喀巴在世时，曾由他的弟子出资制作

了几尊他的塑像。据说，宗喀巴见到这尊像时，评价这尊像

特别像自己。另一种说法是，这尊佛像是由护法神阎罗神奇



地制成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这尊佛像是由后来的一位蒙占

皇帝出资制作的。宗喀巴像后边左侧供奉着一排他的萨迦派

老师的塑像。这座佛殿的楼梯下是通向下面的湖的一扇活板

门。 无量光佛殿：这座佛殿的人口处由两尊愤怒相的护法神

镇守。左边是蓝色的金刚手菩萨，右边是红色的马头明王身

相之一的措利麦瓦次嘎巴。在佛殿里，主尊无量光佛两侧是

两尊小的愤怒相护法神，两侧的墙边分别供有四尊跏趺的佛

像。这座佛殿有时又被叫做“业障之殿”。由于这座佛殿紧

挨着释尊殿前，信徒们在这里祈祷能够排除他们朝拜释迦牟

尼的障碍。 在无量光佛殿和释尊殿之间有四尊跏趺的佛像。

中央的主供佛像是藏王松赞干布，左边是他的尼泊尔王妃赤

尊公主，右边是他的另一位王妃唐朝文成公主。墙角边的第

四尊小佛像是一尊古老而叉备受人们崇奉的莲花生像。这尊

佛像的艺术手法富有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与其他拘泥于传

统的莲花生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我们到了著名的“觉

康”佛殿，它就是大昭寺的主体，也是大昭寺的精华所在。

藏传佛教徒认为拉萨是世界的中心，而宇宙的核心便位于此

处。释迦牟尼佛堂是大昭寺的核心，这里是朝圣者最终的向

往。此殿供奉的释迦牟尼像，也称“觉卧佛”，是文成公主

人嫁松赞干布时所带来的。下面我向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尊

不同凡响的佛。 藏文史书记载，这尊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

是他在世时塑戚的。颜色像熟金子，一只手做结定的姿式，

另一只手做压地印的姿式。相好庄严，慈祥美妙。据说，凡

是见到这尊像的人，都能够解脱三毒的痛苦，生起真实的信

仰，具足一切见、闻、念、触的功德，与见到了佛陀本人一

模一样，没有丝毫差异。当时佛祖在世，亲自为身像开了光



，散花加持，最后藏于印度金刚座寺。南北明时期，印度国

王将这无价之宝送给中国。叉过r几百个春秋，唐太宗李世民

将美丽聪慧的文成公主许配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临行之际

，唐太宗将中华国宝，供奉在洛阳自马寺的释迦牟尼十二岁

等身像赐予文成公主携同进藏。当时专门打制一辆手推车，

装载释迦牟尼佛像，公主一行翻过无数高山峻岭，渡过无数

江河急流，遇到过无数狂风暴雪、地震_山崩，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拉萨。在松赞干布的主持下，尼泊尔公主修建了太

昭寺，供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文成公主修建了小昭寺，

供奉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大小昭寺修成后不久，出现了

两尊释迦牟尼佛像互相换位的事情。据说，藏王松赞干布去

世后，孙子芒松芒赞继承了王位。当时盛传武则天将派出大

军攻打拉萨，夺回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

吐蕃王臣在惊恐之余，匆忙把这尊佛像转移到太昭寺南门里

面隐藏，并用泥土封好，上绘一幅文殊菩萨像。同时把大昭

寺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明久多吉挪到小昭寺正殿供奉。公

元8世纪初，金城公主来到西藏，她先后到大小昭寺均没有找

到释迦牟尼佛像，后来在佛殿的度墙内找到了内藏的释迎牟

尼佛像，她将佛像安置在大殿中央，从此这尊佛像成了大昭

寺的主佛。它是大昭寺的主神，藏传佛教的精髓，千百万佛

教徒的信仰中心。那些极度虔诚的佛教徒用人间罕见的方式

表达对佛的祟信，他们从西藏各地甚至从千里之外，一步一

个长头仿佛用自己的身体丈量世界屋脊的土地，最后匍匐在

佛的脚下。 藏族人称头戴王冠的释迦牟尼像为“觉卧”，而

没有王冠的就叫佛主释迦牟尼或佛。每一位朝圣者都用前额

碰一下“觉卧”的膝盖，认为可以为自己、为朋友甚至为朋



友的朋友祈祷。偏远地区来的信徒们替同村人给“觉卧”献

上捎来的哈达，哈达的主人已事先对着哈达口头做了祈祷。

许多人请朝圣者代献哈达时，就像给觉卧带口信一样向朝圣

者口述他们的祈祷词。 "#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