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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通和”这个概念是有牟钟鉴先生提出来的。牟

先生认为“中国宗教史源远流长，多元起源，多样性互

动，在发展中不断整合成中轴信仰，又保持对各种信仰

的开放包容，和谐共生，形成多元通和生态模式”。[1] 多

元文化主义形成的先决条件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而

解决复杂且多样性的文化交流融合的关键是和平交流，

而和平交流的则需要以公平和公正的方式进行沟通，从

而在解决民族文化融合时避免复杂化和主观化。在纵观

中国历史上，汉族、藏族之间的宗教和文化交流经历可

以概括为“多元通和”。在文化传播方面，两个民族都将

儒家、道家和佛教文化视为信仰的中心轴，形成了一种

多维的传播方式。几种思想在和谐共存的发展模式下，

枝叶繁茂，创造出了属于西藏地区特有文化。此外，它

还为各民族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形成了一个具有悠久

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虽然汉人和藏人有着不同

的文化和生活背景，但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在随着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相互融合，碰撞后形成了感

情相通，和谐相处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而这种良好

的的开端，不仅为民族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路径提出和

形成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各民族文化中多元通和的生

态模式路径形成了重要链接枢纽。

一、汉、藏多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唐、宋两代

自唐代吐蕃王朝不仅从文化、军事、政治都有了进

一步的发展和提升。使吐蕃王朝在短时间内的迅速崛起

后，便开始了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政治联姻。而随着

文成公主的到来，汉藏之间不仅从宗教文化、军事、政

治文化都有了进一步的融合和交流，并形成了良好的循

环模式，而这种开端不仅为后世的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

和融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载入历

史史册的开端。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在唐中后期，

随着两国边境的战乱与冲突摩擦不断，从而也形成了战

战和和的局面。但在“公元 882 年，唐蕃双方举行“长

庆会盟”，在长安和拉萨立碑，现保存于拉萨的‘唐蕃会

盟碑’，刻有‘社稷如一’”。[2] 从上述来看，从石碑中刻

有的“社稷如一”这四个字来看，双方都为平定战乱和

冲突，采取了有效的外交措施，来为修复两国紧张而复

杂的关系。随后双方各派使臣进行文化、经济和政治等

多方面的交流，从而让文化交流有了更深一步的交流融

合。

虽然是政治的联姻，但是随着文成公主的入藏，不

仅促进了汉藏之间多层面的文化交流，并从中原地区带

来了大量的文学、医学、农学等经典书籍，诸多的经典

文献与书籍不仅在历史文献上均有记载，更多的是为文

化融合的传播路径提供了良好的开端。由于这种良好的

开端为后来金城公主入藏并向大唐求请诸多经典书籍中

得到进一步的体现。从而使一些儒家经典和古典文献逐

渐被译成藏文，并在西藏传播，有效地促进了汉藏之间

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其次，文成公主进入西藏时，带来了大量的佛经和

佛像的同时并建立了小昭寺，让小昭寺成为传播藏传佛

教文化的重要路径之一，从而一场“宗教文化”之间的

交流在汉藏之间拉开帷幕。在官方层面交流的同时，也

在民间、寺院、日常生活等多方面上也得到极大的扩大

和发展。但后来由于吐蕃的军事更为强大并占领了河西

地区，使河西地区成为汉藏文化、经济与政治交融的中

心。这也使中原许多求教的汉族学者和僧侣来到以文化、

经济与政治为中心的河西地区，与吐蕃僧侣进行文化交

流融合。人们聚集在一起，翻译经典，教授方法，交流

经验，撰写书籍和理论。这种交流融合不仅是文化融合，

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藏族宗教文化的瑰宝。

宋代以来，以西北汉族与藏族混合生活与居住的地

区，虽然文化、经济、政治的不同，但是共同生活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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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都经历了三个政权的统辖与管理，分别为藏族的六谷

部政权，青唐政权与西夏政权。随着管辖的政权不同，

但使自由经济贸易、互通互市、军民屯田等多方面的交

流融合，都从生活、经济和政治等多层面上促进了汉藏

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尤其是儒道佛层面得到了极大

地融合扩展。从而自宋以来，汉藏民间文化交流的显著

特征不仅是生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而是体现在地

域版图的扩伸。“党项首领李继迁所管辖的河西、陇右地

区，依然是汉、藏、回鹘、党项等多民族杂居相处之地，

而李继迁‘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3] 可见地区的

逐步扩张促进了汉族与藏族之间生活、经济和宗教文化

的融合，为往后元、明、清等朝代开启了历史多元化的

良好开端。

综上所述，从唐朝到宋朝，汉族和藏族都注重宗教

文化交流，从政府到人民，从世俗文化到宗教文化。汉

地和西藏的宗教文化形成了各方面互利的局面。使各族

民族文化在多元文化汇聚在儒家、道家和佛教文化河流

中渊源流淌。

二、汉族、藏族宗教文化交流——元代

元朝在历史上是个神秘而活跃的时代，曾一度把

中国的国境扩张到了北海，鄂毕河一带。由于元朝版图

的扩张，宗教文化也随着版图的扩张和不同民族文化相

互冲突中融合并进行传播。汉藏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在

元朝也扩大了。元朝藏传佛教僧侣在汉族地区著书、传

法、传训、建寺、建塔、造像、译经、行佛教等行为均

被“合法化”。虽然元太祖铁木真、元睿宗拖累、元太宗

窝阔台等历代君主都对佛教礼拜有加，但是在元朝刚建

立初期对于各个宗教文化政策出于包容平和的态度，没

有形成压迫任何一方的宗教文化的局面，如佛教、道教、

伊斯兰教等多民族信仰教派在国境内和平共处。而成吉

思汗与海云禅师和丘处机道长讨教过佛教与道教禅理，

还下令元朝后代君主不论在任何管辖下都要给与宗教一

视同仁的生存环境和以礼相待的待遇。虽佛教和道教在

元代后世统治者下谁为国教产生了分歧，但由于佛教和

道教的起源、地位等不同使分歧越来越难以协调，促使

元代统治者为了解决分歧，从而形成了以辩论的方式来

解决争端。虽元代佛教与道教有过四次辩论，但都以道

教的失败告终。“据《佛祖历代通载》说：昔在宪宗皇帝

朝，道家者流，出一书曰《老君化胡成佛经》及八十一

化图，镂板传布其言，鄙陋诞妄，意在轻蔑释门而自重

其教，罽宾大师喇嘛总统、少林长老福裕，以其事奏闻。

时上居潜邸。宪宗有旨，令僧道二家同诣上所辩析。二

家自约：道胜则僧冠首而为道，僧胜则道削发而为僧。”[4]

可见当时佛教的传播力比道教更加具有影响力。而元朝

灭亡后，汉朝和西藏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没有中断。虽

然中间时有发生了战争，但宗教和文化交流仍然存在历

史的长河中。在汉族和藏族在以往各朝代中，虽然元王

朝统治者后期以佛教为国教，但是儒家文化的主导意识

形态在汉族和藏族地区被广泛引用，使儒家文化结合藏

族文化同时更加形成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更广泛的外延，

已成为汉族和藏族的精神纽带。

三、汉族、藏族宗教文化交流——明、清、民国时期

根据《明史》卷 331《西域三》的记载，明朝君主

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册封了西藏的多位高僧，并赏赐了

大量的奇珍异宝。可见明朝政府更加注重汉藏两族的关

系，这也为汉藏文化交流形成了良好的铺垫。为清朝和

西藏地方政府文化融合形成了有利的开端。

而在清朝进入中原，全国统一后，儒家文化和道德

伦理得到了更大的弘扬。在藏汉关系方面，清朝政府采

取了怀柔政策使藏传佛教寺庙在汉地得到了广泛的建立。

随着藏传佛教传入汉地，它被汉地民众所接受。清朝政

府和西藏不仅建立了友谊，而且促进了藏传佛教文化在

汉族地区的传播和交融。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在汉藏交

界地区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在西藏地区建立了书院，将儒

家文化引入西藏地区。这也为清朝和西藏这两个地方的

文化交融和交流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体系，让两个更加自

然地吸取文化、经济和政治制度所带来的的文化营养，

让其在往后的发展更加的自由化和平和化，而不是以战

争的方式来进行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融合和交流，来

实现大元文化交流。

中华民国时期，国家政府在西藏地区建立了学校，

开展了教育项目，加快了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在西藏

地区的传播，同时也促进了藏区人民对汉地文化、经济、

政治等多方面的了解。“1924 年，在释大勇、胡子笏居

士等的鼓励筹划下，组织留藏学法团，公推大勇为团长，

前往康藏学法。”[5] 可见国民政府对汉藏两地文化采取互

通学习。互通学习的方式不但促进汉藏两地僧人的“距

离”，也同时促进了汉藏两地僧人的文化学习和交融。也

为以后汉藏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同时也为以后西藏地区汉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起

到了跳板式的作用。民国政府的政策，也为汉地后来崇

拜藏传佛教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明清到中华民国，汉藏之间的宗教文化、经济、

政治交流在某些领域以及在学者和社会阶层之间频繁发

生。通过不断的合作和频繁的书写和歌颂，不仅出版了

满族、汉族和蒙古族的藏文经典，而且促进了儒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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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了各民族的文化，在民族和宗教文化中自然地融入

了以儒家、道家和佛教为主导的中国民族文化。除西藏

以外各族也在不同程度上的文化交融中，深受儒家、道

家和佛教文化的影响下不仅充满了自己民族色彩和民族

特点外，也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体现出属于自己

的那份“美丽”，让属于自己的那份美丽在原有的“外

衣”下来体现出交融后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

丰硕成果。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文化交流——1951—

2021

随着 1951 年的 5 月 23 日签订《十七条协议》后，西

藏地区进入了和平解放时代。而西藏和平解放不仅是对

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而且对巩固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西藏和

平解放后从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入手，国家制定

了多条从实际出发的惠民政策。这也为汉藏文化交流融

合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不在以僧侣和

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为中心，而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自由、民主的新时代为中心。通过民主改革让广大农

奴去掉了“三把刀”与“三条路”。迎来了翻身农奴把

歌唱的新时代。新时代的到来不再是“黑暗”而是“光

明”的体现，这也为民族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相互融合

带了“光明”，而不是僧侣和贵族专政的“黑暗”。在文

化和教育方面，随着解放军的入藏，带来了和平。汉藏

文化方面的交融传播也随着解放军带来的民主和自由的

“文化”而打破了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主义“文化”。

让更多的农奴加入到这场“文化”传播中，让这种文化

在旧西藏广泛传播和交融。这也是从旧西藏到新西藏这

场“文化战役”中体现出广大农奴渴望民主自由的强烈

愿望和中国共产党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决心。

70 年来，西藏从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方面，都

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汉藏文化、经济等方面也在

交流和融合中应用到新时代的各个方面，这也体现出汉

藏两族文化在和谐共生。70 年来，西藏不仅从生活还是

各项事业都得到有效的进步和发展，和平解放时西藏人

民的民主和自由的心愿得到实现，这一切是沿着西藏和

平解放开辟的道路前进的必然结果。在党的领导下，西

藏各族人民将更加团结继续沿着这条光明大道勇往直前，

走向更加和谐共生的康庄大道。

五、总结

沟通和沟通可以加深沟通，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可以创造新的文化。和谐共处，使原始文化在冲突和创

新中继续存在之外创造新文化。根据汉藏宗教文化交流

的历史来看，藏族宗教文化，同时也是融合了宗教、政

治、经济和其它方面并有效吸收和融合了汉文化、儒家

文化和道家文化。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宗教文化、经济、

政治等观念的同时，将原有的宗教文化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改革和进步，去除原有的糟粕而留下适合现代发展

西藏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文化。也就是说，在两个民族

之间复杂的文化符号体系中，中华民族这个大的文化体

系符号中除了表达文化和宗教观念外，在许多方面也存

在着具有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特征，从而更好地形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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