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袁徽学尧藏学尧敦煌学并称为三大显学遥一般

认为袁徽学是以朱子理学渊儒学冤为主体的徽州区域

文化袁它是国学中最为完整的部分袁是深深扎根于徽

州土壤而孕育出的一种野后儒文化冶曰藏学则是中华

文化的瑰宝袁它一方面反映出对中原文化的内聚力袁
另一方面反映出有史以来汉藏交融的记忆遥 由历史

视角入手袁从国学视角看袁两学同属儒学内涵袁均为

中华文化的典型标本袁 分别从不同角度显示了中华

文化的生命力遥

一尧徽学与藏学的文化内涵

一般而言袁 广义上的徽学是指以徽州譹訛文化为

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袁 而狭义的徽学则是指朱子理

学遥徽学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袁全息包容

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尧社会尧生活与文化的

基本内容遥自隋末唐初袁徽州就正式进入了儒学的版

图譺訛袁到元代袁野徽学冶就被作为野徽州府儒学冶的简

称袁开始成为一门野学问冶袁从此袁以宋明理学为基础

的徽学研究袁其核心就是新安理学袁而新安理学又是

儒家文化至两宋发展到了理学阶段后在徽州的典型

投影袁代表着程朱理学之正宗遥
1907 年袁黄质在叶国粹学报曳上发表叶滨虹羼抹曳

一文袁揭开了徽学研究的序幕曰1932 年袁黄宾虹提出

野歙学冶和野宣歙国学冶名称譻訛曰当时的学者傅衣凌很

有预见地说袁野徽州研究正形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袁
活跃在我国的史学论坛之上遥 冶[1]1985 年袁安徽学者

叶显恩率先在学术界提出了野徽州学冶[2]的概念遥 从

此袁野徽学冶 开始成为一门极富生命力的新兴学科曰
1993 年袁野中国首届徽学学术讨论会冶的召开袁标志

着徽学研究开始走向全国遥今天袁徽学已经成为国内

外学者共襄盛举的学术事业遥
历史学家陈寅恪说院野每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袁

都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冶遥国学大师王国维说院野古
来新学问起袁大都由于新发见渊现冤遥殷商有甲骨文的

发现袁而产生甲骨学曰噎噎敦煌文书的发现袁而产生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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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学曰宋至民国有徽州文书的发现袁而产生徽学遥 冶[3]一
般来说袁 徽州文化崛起于北宋袁 在明清时期达到鼎

盛袁徽州文化在全国独领风骚已有约 800 年之久遥近
年袁徽州各种契约尧谱牒尧官书尧家书尧鱼鳞图册等历

史文物被发现袁它们上溯两宋袁下讫民国袁被誉为是

与甲骨文尧汉简尧敦煌文书尧故宫明清档案等齐名的

野中国五大发现冶袁 其意义可与殷墟出土文物以及敦

煌发现的藏书相媲美袁 徽学文书必将对明清社会思

想文化研究带来革命性变化遥 徽学专家王振忠教授

则说院野徽学涉及的地域范围并不囿于徽州本土的一

府六县袁而是涉及整个中国曰是耶小徽州爷和耶大徽州爷
的有机结合遥 冶譼訛也就是说袁徽学既是徽州的袁又是全

国的曰它不仅是区域的袁更是整体的袁徽学已经成为

中华文化的一个袖珍版本遥
和徽学一样走向世界的还有藏学遥 雪域高原是

藏族生息之地袁充满祥和尧宁静和神秘色彩袁从形态

奇异的宗教护法袁到壅塞雪域的三界诸神袁藏地这种

独特的社会文化景观为藏学打下了鲜明的烙印院野一
个是高原地域特点袁一个是宗教文化特点冶[4]遥 藏学成

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令人无限沉迷和震撼的风景遥
那么袁何谓野藏学冶钥 藏学著名学者王启龙尧邓小

咏在叶中国藏学之研究及分期曳一文中说院野藏学的研

究对象是整个藏族与藏民族文化遥 冶[5]著名藏学专家

王尧先生认为袁野简单地说袁耶藏学爷 就是研究西藏的

学问遥 冶结合两位学者的定义袁可以肯定藏学概念应

该包含以下基本内容院 藏学是研究藏族文化的方方

面面袁凡是研究与藏族和藏区有关的科学都叫藏学曰
藏族已有的语言文字尧文学艺术尧政治经济尧宗教信

仰尧历史考古尧藏医藏药等等精神尧物质文化成果以

及藏族正在进行的社会和自然的改造活动袁 都是藏

学的研究对象曰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织部分遥无
论国内国外如何理解藏学袁 但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

统一袁 反对分裂都应该是藏学研究的基本方针及无

法回避的第一要义遥
中国是藏学研究的故乡遥野中国对于藏族历史的

研究和记述起于隋唐甚至可以远溯先秦袁如孔子编纂

的叶尚书窑禹贡曳中袁就记有藏族地区的山川风物浴 冶[6]

野藏学研究在中国起步早袁成果多袁至迟在公元 7 世

纪中叶就已经出现冶[7]遥 唐代的刘元鼎所著的叶使吐

蕃经见纪略曳 是今天所能见到的较早的一篇关于西

藏记述遥 另外袁叶唐书窑吐蕃传曳叶卫藏通志曳叶西藏志曳
叶西藏图考曳等史籍都对藏区的历史尧社会尧宗教尧风
俗尧地理等进行记载遥除汉文史籍外袁藏文的典籍尧文
献尧档案卷帙浩繁袁仅次于汉族遥 今天仅西藏自治区

的藏文档案就有近 300 万件之巨袁而高高的尧厚厚的

萨迦佛经墙譽訛至今仍然遗留着元代的尘埃袁 这些珍

贵文献数百年来都被封存于秘密暗房袁 普通人难以

接触遥直到建国后袁这些被禁锢尧湮没尧鲜为人知的藏

学典籍才重新回到人民手中遥所以在藏学研究中袁加
强对各类藏汉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意义非常重大袁这
不但为藏学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袁而且也

为揭穿野西藏独立冶的阴谋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证据遥

二尧野大国学冶视野下的徽学与藏学

大国学袁是季羡林先生提出的一个学术观点袁他
指出国学不是野汉学冶野儒学冶等狭隘的国学袁而是集

全中国 56 个民族文化财富于一身的野大国学冶遥季羡

林先生曾说袁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虽有不同的表现

形式袁但其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冶遥 也就

是说袁野国学冶的野国冶是中国的野国冶袁不是汉族的

野汉冶袁 因此袁野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袁 都可称为

耶国学爷遥 冶

渊一冤徽学与藏学是儒学区域化的两种路径

西藏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袁也存在于人们的意念

中袁野在不同的人眼中袁 无疑都有一个不同的西藏冶[8]

渊P110冤袁正如瑞士藏学家米歇尔窑泰勒在叶发现西藏曳
所说院野西藏除了是一种地理现实外袁 还是一种思想

的造物遥 冶西方藏学充满着对野西藏的想象冶袁把西藏

当作野观看冶的场所袁导致了世人种种浪漫的野误读冶袁
使得西藏野比远方更远冶遥所以袁藏学研究必须要在西

藏历史中求是袁既要从历史的尧当下的中国来认识西

藏袁更从西藏看西藏袁把西藏视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去

理解西藏遥 西藏是真实生动的袁从野大国学冶视野来

看袁 西藏和中原文化的地理和心理都没有距离遥 当

前袁全国各地野藏学热冶说明藏文化没有因为汉文化

而有所削弱就说明了这一点袁 正如史学家陈寅恪所

说院野每闻人言袁汉族文化最高深遥汉族文化自为一极

高之文化袁然遂谓其最高袁则读藏文的正续叶藏曳袁则
可知西藏人的学问甚高遥 冶[9]

1.藏学是一种特殊的儒学

由于地缘性因素尧 文化的相融性因素和中原文

明的凝聚力因素袁野西藏文明是一种在地域空间上明

显地向东倾斜的文明遥 冶[10]也就是说袁西藏文明摄取

了中原文明儒学的营养袁一定意义上说袁藏学是一种

特殊的国学遥 佛教传入中国后袁和中国文化相结合袁
经历了本土化和民族化的过程袁 这个过程也是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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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徽学的两条不同的学术理路成长院一是藏化袁在
藏地经过佛苯渊教冤斗争和融合袁建立了转世制度袁形
成了藏传佛教袁 并成为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曰一是汉化袁在内地袁佛教与儒学文化相糅合袁形成

了汉传佛教的典型宗派要要要禅宗袁 后来儒释道三教

合流袁形成理学袁而徽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就是理学的

集大成者袁所以袁徽学内在地含有佛教的文化和佛教

的心性内容遥佛教无论是藏化还是汉化袁其过程都是

佛教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的过程遥野吐蕃文化是集多

种文化于一身的文化体系袁 儒家文化是其中重要的

一部分遥 冶[11]可以说袁儒学的传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

了吐蕃文化遥随着藏文化对汉文化的接受认同袁儒学

的代表人物孔子也逐渐地被转化为藏学的一种文化

符号袁藏文化还对孔子进行了本土化改造袁孔子又被

认为是文殊菩萨的弟子或化身遥公元 729 年渊唐开元

十七年冤袁叶旧唐书窑吐蕃传曳载院吐蕃使者来到长安袁
公开要求赐予孔子的儒家书册譾訛遥 这种文化现象无

疑可以说藏学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野儒学冶遥
2.徽学是一种普遍性的儒学

徽学之野徽冶渊野徽州冶冤代表了古代中国自宋代以

来的主流文化袁徽学之野学冶袁是一种能正确地尧合理

地呈现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的学理和学说遥 可

见袁徽州不仅体现了中国最正统的儒学袁同时还成为

儒释道三教的圣地遥 历史上袁东汉尧西晋尧晚唐尧南宋

四次大规模的民族南迁到徽州袁相应地儒学也经历院
淤孔孟寅于周尧 张寅盂二程寅榆朱子这样的发展历

程遥由于朱子将儒学传至徽州袁徽州文化在各个层面

都贯穿着儒家思想袁 使得徽地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

厚实的沉淀区袁成为重要的中华传统文脉遥在中国文

化版图上袁徽州素以野程朱阕里冶闻名海外袁西藏以

野藏学故乡冶享誉全球遥
一般认为袁徽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院即宋

代朱熹理学尧清代戴震朴学尧近代胡适新学袁逐渐使

得徽州成为了野三代礼仪袁尽在此也冶的儒学圣地袁并
集中涌现出了朱熹尧江永尧戴震尧程瑶田尧胡匡衷尧朱
升尧程大位尧郑复光等旷世大儒遥其中的朱熹尧戴震都

是百科全书式学者袁野解读历史上的朱熹和戴震袁可
能也是解读徽州文化的又一个关键遥 冶[12] 与徽学相

比袁藏学不仅是一个宗教的问题袁也是一个现实的问

题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袁野现代化发展冶则成为

了各民族共同的追求目标和中国 野最大的意识形

态冶遥 如何在藏学研究中袁从学术视角来展现藏文化

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之间的重要关系袁 维护西

藏的社会稳定袁促进西藏经济发展袁是新时期藏学的

重要目标遥

渊二冤雪域高原的野儒学印记冶
儒家思想的辐射面不仅局限于中原汉地袁 边远

少数民族地区也曾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

印遥 历史上袁汉族士人大多是以野戍边冶尧野宦游冶尧野贬
谪冶尧野出使冶等身份和目的来到西藏袁在他们眼中袁西
藏地理风物俱以野奇异冶进入诗文遥 文成公主入藏更

是儒家文化的一次大规模传入袁 她带去了大唐的政

治尧礼仪制度尧文化典籍袁还有儒家思想遥传统徽州是

一个宗族社会袁 儒家文化是一种注重尊尊亲亲血亲

文化曰而藏民族的崇祖意识尧尊亲习俗袁在客观上也

为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极其深厚的

文化土壤遥 美国汉藏语言学家 Christopher Beckwith
指出袁野吐蕃冶两个字原本的读音就是野发羌冶袁人类学

家王明珂指出野羌在汉藏中间冶袁今天的汉族和藏族

人身上都还流着古代羌人的血液[13]渊P5冤遥 另外袁藏族

的原始苯教和汉族的原始道教同源于上古华夏民族

的原始宗教袁所以袁土观活佛罗桑确吉尼玛渊1737~
1802 年冤认为院野道士教即苯教之起源者袁老君与苯

教教主辛饶为一人冶[14]渊P13冤遥土观还认为院野耶儒爷字是

文字之名袁意谓文字之道袁阿努阿阇梨说院耶字为学处

本袁为诸明之因袁为名句文基袁故说缀字法遥 爷与此说

之理相同遥 冶[15]

历史上袁 儒家思想的辐射面不仅局限于中原汉

地袁 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也曾或多或少地打下了儒家

文化的烙印遥 在藏汉交界地带袁 孔子被看作道德圣

贤袁在西藏腹地则被改造成名为野贡则楚吉杰布冶袁孔
子成为一位精通占卜和历算的野圣尧神尧王冶三位一体

的神圣人物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藏族人的世俗生活遥
另外袁藏历节日时袁许多人都会到当地的关帝庙遗址

挂经幡袁 这不仅是纪念清朝时汉藏人民共同抗击廓

尔喀进犯西藏的历史袁也是儒家野大一统冶思想深植

于藏族民众心中的表现[16]渊P118冤遥 可见袁藏族和汉族

有着共同的信仰袁有着交融袁有着碰撞袁野这种碰撞是

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一种方式袁 是文化交流的重要

部分遥 冶[16]渊P119冤藏学专家廉湘民研究员说袁在世界语

言学分类中袁藏语和汉语同属一个语系袁藏语中存在

着大量的从汉语中借用的词语遥 如藏语称汉人为

野嘉冶渊RJA冤袁野嘉冶同野夏冶袁是夏的转音袁叶康诰曳句云

野肇造我区夏冶袁释义为院野夏袁中国也袁始自西夷袁及于

内地冶遥 可见袁野夏冶作为野夏王朝冶名称袁野即有国家认

同的背景袁也有同一地域渊耶中爷国冤尧同一心理渊耶大爷
邦冤相交融之民族共同体认同之意遥 冶[17]藏经还记载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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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是藏族野年冶渊guyan冤人祖先袁野炎冶字的古读音与

野念冶野年冶相同袁读野nian冶遥 土观活佛还认为院儒佛两

教的野教主冶孔子尧释迦佛都是具有德行的圣人曰儒家

的修齐治平与佛教的修圣道相符合曰 科举制度与学

经制度有相似性袁精通儒书后所得先生尧秀才尧状元

等名位袁与博通佛典后所得格西尧迦居巴尧然降巴等学

位的规制相同遥
西藏的本土宗教是苯教袁 中原土生土长的宗教

是道教袁佛教西来途中与苯教在吐蕃尧与道教及儒学

在中原都发生了碰撞和融合袁 由此产生了两种灿烂

的古老文化要要要汉文化和藏文化遥有趣的是袁藏传佛

教中活佛转世制度袁 只有在中国道教中才能找到相

似的先例和相关的神学解释遥藏地宁玛派的野大园满

法冶就与汉地禅宗的野明心见性冶如出一辙遥朱熹与宗

喀巴分别是两学的代表人物袁宗喀巴大师被誉为野佛
陀第二冶尧野雪域圣哲之首冶曰朱熹是理学野集大成者冶袁
其作用和影响是世界性的袁 朱子学在日本曾被奉为

野官学冶遥两学的研究都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轨迹院
藏学体现了藏族的文化发展脉络袁 徽学则是展现了

徽州文化处处有迹可寻袁两学再现了中华民族野多元

一体冶的民族格局模式遥

三尧儒学野大一统冶视野下的
藏学与徽学

一部中国史袁就是一部中国各民族诞生尧发展尧
交融的历史袁儒学野大一统冶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

中华文化遥 尽管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尧经济有所差异袁
但野大一统冶都对各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遥 学者

石硕说袁野青藏高原的统一袁吐蕃国的出现袁寂静无闻

的中国广大西部袁变得生气盎然遥冶后来袁吐蕃占领西

域河陇等地袁藏区地域概念从早期野域外冶地理概念

变成了野域内冶地理单元遥从此袁野吐蕃冶一词也作为民

族地域共同体的概念普遍使用袁 成为不断外延的地

理政治概念袁反映了藏族逐渐融入野大一统冶国家的

历史进程遥

渊一冤走向历史深处的显学

徽学与藏学在藏汉两地之间进行互动与传播袁
这既是汉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尧经济尧宗教尧
交通的实际需要袁又是多种现实原因使然遥两学都有

宗教学情节袁宗教是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遥徽州

既是地理概念尧经济概念袁又是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

化概念遥 明清的徽州佛教世俗化的盛行尧禅教合一袁

可以说袁自从佛教传入中土之时起袁中国佛教就具有

深厚的徽州情结遥据叶黄山图经曳记载袁南朝刘宋元嘉

年间渊424~455 年冤就有新罗僧到黄山结茅袁传经布

道袁 并在钵盂峰下创建新罗庵袁 到唐宋达到鼎盛时

期袁此时的徽州可谓野家家弥勒佛袁户户观世音遥 冶在
佛教交流史上袁宗喀巴大师的野道次第冶思想袁为后来

的汉尧藏佛学的理性交流奠定了基础袁近代的九世班

禅大师尧白普仁尧喜饶嘉措等活佛高僧野怀着爱国心

愿来到内地袁 为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交流提供了历

史契机遥 冶[18]这些交流不仅有利于学术繁荣袁也体现

了在藏汉野大一统冶思想文化的认同袁这在野西藏问

题冶已经成为国家核心利益的今天尤为重要遥
藏学与徽学的研究也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提

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遥 在徽学中袁徽州文书尧徽州文

献尧 徽州文物袁野形成了一个十分典型而又相当完备

的传统文化生态遗存冶[19]遥 在藏学中袁藏文碑铭和古

文书袁不仅反映了西藏的历史袁也展现了西藏是祖国

一部分的重要历史依据遥从历史遗存入手袁比如通过

对徽州谱牒和藏地碑刻的对比研究袁 这在某种程度

上就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野名片冶的野解剖冶袁通
过这种野解剖冶袁我们得出结论院一千多年的藏汉关系

实际上就两个阶段院唐时袁是联盟关系曰唐后袁是中央

和地方关系遥 唐蕃关系的发展是奠定我国统一国家

的重要基础之一遥 从历史经验来看袁守中治边尧因俗

而治尧 多元一体便成为中国边疆治理的方略遥 早在

1247 年的野凉州会谈冶譿訛再次明确规定了西藏成为中

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袁 使得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加巩

固遥 所以袁野西藏的历史包括吐蕃王朝时期都是中国

历史的一部分冶[20]遥

渊二冤民族认同的使命与两学理论的创新

西藏自吐蕃时期开始袁 藏汉文化交流一直没有

中断袁藏族喇嘛东传与汉族和尚西取袁促进了藏地和

中原文化互动袁 强化了藏族的向心力和藏族文化的

内向发展袁也加速了中华文化对藏族尧藏文化和藏传

佛教的接纳和认同遥野宗教的接触实质上表现为文化

的交流冶[21]袁汉藏文化交融源远流长则是无可争辩的

事实遥 野汉藏交融自然不可能是一条狭窄的单行道袁
而是一条双行袁甚至多向的通衢大道遥 冶[13]渊P6冤历史

上袁藏族和中华民族形成了命运的共同体袁藏学的命

运与国家的发展相辅相成遥藏学同样是野中国冶最深层

的精神追求袁代表着野中国冶独特的精神标识袁在藏学

研究中找到对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的历史必然性袁这
无疑是藏学研究在新形势下的顺势扬帆之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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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民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袁 创造了苯教遥 实际

上袁西藏真正的本土文化是苯教袁在佛教传入藏区之

前袁它是藏民的精神支柱遥 7 世纪后袁藏民根据自身

民族发展的需要袁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要要要佛教袁佛教

逐渐发展成为该地区主流思想文化袁野佛教渗透到了

西藏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之中冶[22]遥 因为在雪域高原的

自然环境下袁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背景中袁将藏族个

体扭结成共同体的最大力量无疑就是宗教遥 从历史

事实来看袁 西藏的佛教不完全来自印度袁 也来自中

原袁 无论佛教从何地传入西藏袁野但它在西藏的传播

过程中已经与儒学伦理道德相互交融尧渗透冶袁所以袁
相对于藏传佛教历史上的野前宏期冶和野后宏期冶划
分袁建国后的野十世班禅大师曾把新中国党的宗教政

策誉为藏传佛教的耶再宏期爷冶[14]渊P14冤遥从这个意义上

看袁今天藏族人口虽只有 560 万袁但藏族对佛教的贡

献可以与汉族对佛教的贡献相媲美遥所以说袁如果离

开了藏传佛教文化及藏学袁中华文化就不完整遥
两学的共性远远大于个性遥从共性上看袁两学包

含了相似的民族价值观尧 共同的追求以及深远的中

华文化传统袁两学研究有着共同的儒学基础袁正如余

仕麟先生在叶藏族伦理思想史略曳一书中说野儒家伦

理文化对藏族伦理文化的影响最为深刻冶[23]袁汉藏长

期交往所形成的野大一统冶天下观则是两学内在的基

因和联系的纽带遥藏学研究表明袁野大藏区冶是一个公

认的死结袁即使从今天政治实践来看袁野世界上 99豫
的国家都是由多个族体组成的遥 冶[24]绝对的单一民族

国家是不存在的遥一些西方人在观察西藏与内地尧藏
族和汉族时袁常常习惯带有一种探求差异尧忽视共性

的嗜好遥 但是西方人似乎忘记了西藏不仅是藏族人

民的西藏袁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西藏袁野皮之不存袁毛
将焉附?冶藏学与中华文化之间是互相依存的血肉关

系袁岂容割裂钥藏学研究者首先要做好野三藏冶渊藏区尧
藏族群众尧藏传佛教冤工作袁必须在野西藏问题冶尧野民
族身份冶与野藏学理论创新冶三者之间找到结合点袁为
藏学研究带来生机遥

渊三冤从野小文化冶到野大文化冶
中华文化是由众多的地域文化构成的袁 徽学与

藏学都是其中的典型样本袁两学和中华文化相比袁无
疑是野小文化冶到野大文化冶的依存关系遥 两学研究从

野小文化冶入手袁这既丰富了学术研究袁又增进了各民

族之间的了解认同袁这样袁相交尧相融尧相亲袁汉藏文明

研究才会显得异彩纷呈袁诚如司马谈在叶论六家要旨曳
中引述叶易曳大传所言院野天下一致而百虑袁同归而殊

途! 冶[25]在藏学研究中袁藏汉同源在医学上也得到了旁

证袁如医学界野对藏族进行的白细胞抗源(HLA)研究发

现袁藏民族与中国北方人群属人类学的同种族遥 冶[26]今
天袁 学术界对两学的自身发展及特色区域文化研究

方兴未艾袁野随着近年台湾和大陆收藏的相关档案资

料逐步对公众开放袁可以期待的是袁有关近代西藏历

史和汉藏关系的研究在不久的将来会有突破性进

展遥 冶[27]野越是民族的袁也就越是世界的冶袁作为藏学的

故乡袁 我国藏学研究者完全有能力建构和发展有中

国特色的藏学研究体系遥
两学文化价值取向的核心袁 应该倡导儒学之

野礼冶袁儒学最大的野礼冶袁则是文化认同与人心向一遥
有此野礼冶袁国家和民族也就有了秩序遥西方的藏学使

得西藏成为野比远方更远冶袁在想象中建构了一个野香
格里拉冶神话遥 中国藏学一直保持西藏野原初文化在

场冶尧野家园的在场冶尧野汉文化的在场冶尧野中国的在

场冶袁这样的两学研究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与政治

一体的共同主张和内涵遥通过两学的对比研究袁历史

已经证明了藏汉民族之间的相融尧相亲袁藏学与徽学

之间所蕴含的民族政治情怀已经跃然纸上遥 完全可

以说袁野藏学研究范式不应该只是西方人的专利冶[8]

渊P110冤袁野大一统冶的中国是古代各族人们认同的主要

目标[28]遥 因为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袁 这既是严肃的政治问题袁 也是深刻的学术问

题遥 冶[29]了解这些袁对于我们爱党尧爱藏尧爱国袁齐心协

力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遥

藏学研究揭示了藏族传统文化与统一多民族国

家的文化认同袁 徽学研究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

和思想文化发展及演变规律的使命袁 这些都不是地

方学所能承担的遥所以把两学放在一起考察袁有助于

丰富对汉藏文明历史融合的认识袁 也为正确处理宗

教与民族的关系提供科学依据遥 两学的研究一方面

表明藏族源于远古的民族多样性和文化的复杂性曰
另一方面显示了历史上藏汉民族之间文化孳乳尧繁
衍的历史进程遥无论是从血缘尧文化尧经济袁还是从宗

教和历史看袁藏汉人民都有着紧密的联系遥 今天袁雪
域高原人文日新袁茶马古道尧唐蕃古道等历史遗存展

现了野多元一体冶民族关系的现实意义遥 所以藏学和

徽学都具野儒学冶或者野大国学冶 文化的概念袁故提到

中国的传统文化袁只提徽学和敦煌学袁不提藏学袁只
提孔尧孟尧荀尧韩诸子袁不提藏传佛教的圣哲和宗喀巴

大师袁这无疑是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片面理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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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
淤 徽州袁作为一个地域的名称袁有着悠久的历史遥其前身经历

了从野三天子都冶野蛮夷冶之地属吴尧越尧楚秦置黟歙袁新都

郡袁新安郡袁歙州的漫长历程遥 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 1121
年)改歙州为徽州遥在此后的 866 年中袁徽州的名称一直延

用袁直至 1987 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地级黄山市时止遥
于 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颐尧程颢兄弟祖籍便是徽州袁而程

氏家族一千年来直至今天袁都是徽州的儒学大族袁其后代

的杰出代表程大位又是野珠算之父冶遥
盂 许承尧所指的野歙冶并非指野歙县冶,而是指唐宋之野歙州冶袁

故野歙学冶实际上指的是野徽学冶遥
榆 王振忠认为袁徽学研究涉及的地域范围并不囿于徽州本土

的一府六县渊野小徽州冶冤袁而是涉及整个中国袁特别是徽商

活动的核心地区长江中下游渊野大徽州冶冤遥
虞 萨迦寺始建于 1073 年袁1961 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遥 萨迦寺内的经书墙有 900 多年历史袁 高 10
米尧长 60 米袁经书约有 8.4 万卷遥

愚 叶旧唐书窑吐蕃传曳载袁开元十七年(729)袁吐蕃使奏云院野公
主请叶毛诗曳叶礼记曳叶左传曳叶文选曳各一部袁制令秘书省写

与之冶遥
舆 萨迦班智达窑贡嘎坚赞是西藏佛教史上第一位被誉为班智

达者袁被称为雪域三大文殊化身之一遥 1247 年袁阔端与萨

班在凉州举行首次会谈袁会谈结果产生了叶萨迦班智达致

蕃人书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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