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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見習：永不止息的西藏教育精神 

從 2014年 7月 8日到 8月 20日，我倒雪域藏傳佛學院參學。這四十天中所

學到的東西也不少。雖然在藏文方面的學習只學會拼音，但是在精神方面所得到是

無價值的。以下是我的簡單心得報告： 

1.緣起 

我來自印尼，未來想在印尼佛教的教育界有所貢獻。俗云「秀才不出門，能

知天下事」，這指的是博學的好處。我覺得，只是光讀書，擁有一肚子的學問

而不懂得運用，那也枉然，等於是一無所有。所以讀書故然重要、但有些事情

總不如親眼所見來得親切，有些道理總不如親身體悟來得踏實。知道有機會到

藏傳佛學院，南印度參學，我馬上報名。我想參訪他們辦學的制度，管理，設

備，經營等等，做來參考。我想知道藏傳在印度教的社會，是怎麼堅持和發展。

他們的情況與印尼佛教有很大的相同點。印尼以伊斯蘭教為主，而印度以印度

教為主。所以我抱著這樣的心態去雪域藏傳佛學院。 

2.研修機構簡介 

雪域藏傳佛學院藏語名為「舉麥扎倉」（Gyud med dra tsang）的「下密

院」，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僧侶學習密續的最高學院。位於南印度卡納塔卡邦

（Karnataka State）麥索區（Mysore Dist.）的洪素縣（Hunsur Taluk）。

「雪域藏傳佛學院」（School of Snowland Tibetan Studies）就位於「下密

院」旁，屬於藏人保護區的範圍。2007 年 1 月，當達賴喇嘛尊者來訪下密院，

建議開辦一個新的中心，讓任何人，不論種姓、信仰、性別或國籍，都可以來

參學藏傳佛教。建造的工程啟建於 2007 年 10 月，並在 2010 年 4 月完成，達賴

喇嘛尊者為學院加持，並且把學院命名為雪域藏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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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外研修課程之學習 

在七月至十二月，雪域藏傳佛學院舉辦“六個月密集學藏課程“。課程重點

以藏文基本語法，西藏宗教史，佛教辯證法，佛教哲學，包括中道等。我參學

只有 40 天，所以只上西藏宗教史和藏文基本語法，包括 20 輔音字母，四個元

音字母，和拼字。 

上課時間從早上 9.00至下午 12.00，再來下午 1.30至 3.30，每一堂課一個

小時。所以一天會有四位喇嘛教書，每一天的科目都一樣。星期六和星期日也

上課，只有星期三放假一天沒上課。依西藏的習俗，是常常放假的。很多有在

日曆沒在日曆的大日子，學校都會放假。 

 

雪域藏傳佛學院從側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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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遭遇之困難 

基本上在學校沒遇到困難，因為我們都在保護區。如果想要說困難那就是晚

上很多蚊子,常常停電（一天可以 5-6 個小時停電）。沒有地方沒有蚊子的，雖

然已經躲在蚊帳裡，蚊子還是會追上而被咬了。但是如果看到喇嘛們和藏人學

生們，在廣場背經或辯經時，雖然喇嘛們的僧服都沒袖子的，但是他們沒感覺

到蚊子是一種干擾，還是很自由自在的呆在廣場到晚上十點多。 

6.研修之具體效益 

 從辯經訓練體會到永不止息的教育精神 

因為我是初學者，所以沒有參加辯經訓練。只有他們藏族的大學生們才

接受辯經訓練。但是我能感覺到他們喇嘛們和學生們教授和受教的精神。在

停電，風大，和蚊子多之下，他們每天傍晚到晚上十點都練習辯經。看到他

們天天辯經，引起了我的興趣。所以有時候在上課中，我會發問，想了解辯

經是什麼回事。 

在傳統藏傳佛教教育中，尤其是由宗喀巴大士創立之格魯派，辯論佛法

占了一個很重要的席位。在歷史上，辯論教義是佛教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本

在黑暗中大學生們還是繼續背經和辯經。整個過程中都有喇嘛們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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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釋迦牟尼曾與外道師辯論多次而勝利，才令佛教發揚光大，取得外道信眾

之信服而投向佛法﹔唐朝高僧玄奘大師遠赴印度，亦曾與教內僧眾辯經而獲

勝，取得印度各派僧眾的敬重。佛陀亦親口開示過，鼓勵信眾不要盲從，要

考驗佛語，如試金一樣，在知道正確的佛法後方能接納奉行。 

僧人自年幼起就要開始學習辯經，透過辯論來學習及引証所聞學的佛

法。  辯經大多在戶外露天的廣場集合，然後分組，分組時有分為一對一的、

一對數位的、數位對一位的及全體對一位的多種辯論組合。發問者站立，答

辯者席地而坐，由問者厲聲喝問問題，問題可以是任何佛法上之提問，例如：

「既然世上所有事物皆由地、 水、火、風四大組合而成，請問冰塊中的

『火大』何在？火焰中的『水大』又何在？」或者「『我』究竟存在腦中，

還是身體中，還是身體以外呢？」等。辯者必須不加思索馬上答問。在辯至

深入時，問方會瞪眼怒目，手揮念珠分散答方之注意力，并大力擊掌以壯聲

威。擊掌時右手向下拍代表降伏邪見，左手上揚代表提弘正見。 

在佛法辯論上，辯者只可答「是」、「不是」或「不定」三種可能之一，

絕不可能以胡言應付過去，所以勝負結果是很明顯的。即使對不懂藏語的觀

眾而言，整個辯經過程也不枯燥。單單觀看問者那種近乎電視節目中飾演律

師的演員那種咄咄逼人的聲威及有如京劇「造手」般的辯經手勢，已經令人

大開眼界了。 

雖然我每天晚上所看到的只是大學生的辯經訓練，辯經的過程不會覺得

很刺激，好像一年一度的格西考場一樣，但是大學生們都很認真。有時候在

黑暗中，如果學生們對辯經有不了解的，他們會和喇嘛們討論到半夜十二點。

關於一年一度的格西考試，僧人必須一個人與多位長老同時辯論，方可考取

最高的「格西拉然巴」學位(相當於一級榮譽之「博士」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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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感想與建議 

雪域西藏佛學院從 2011年 12月起到現在，就已經舉辦推廣教育的活動到第

九屆了。推廣教育的對象包括藏族小學學生到格西們，從在家人、出家人、印

度人和外國學者。給藏族學生的教育是一個月到兩個月之久。每星期三早上九

點到十二點為藏族的在家人說法，而每年都要口考一次。為印度人開設的課程

包含說法和教禪修，最短的是三天，最長的是十天。給外國學者的課程最短的

時間是半年，最長的是五年。學院每年都很忙，只有在一月才是放假期間。我

很佩服學院在設備簡單下有不止息推廣教育的精神。我的建議是學院的推廣教

成年的喇嘛們在邊境 喇嘛們教大學生們辯經不需

要看課本 

一片紅色在廣場 喇嘛們從幼年都已經學辯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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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宣傳的信息做的更周全。讓更多人知道在南印度有免費的學院可以學藏傳宗

教和文化。 

我在學院有稍微幫助學院做影片介紹學校。在常停電和緩慢的網路之下，用

一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一個多小時的影片。用藏文，中文和英文說明學院的成立

和活動。我這麼做是因為被他們的教育精神感動。雖然陪著我一起做影片的喇

嘛不太會講英文，以比手劃腳的方式，最後還是完成了我們想要在影片中傳達

的信息。我還教了兩個喇嘛怎麼做影片。我想用影片傳達學院的精神到整個世

界也是一種很好的方法。 

最後我的感想，從他們在很純樸的環境下，能保持永不止息的教育精神，最

讓我感動的地方。從這一點讓我學到依佛法為樂的生活。我想當我回印尼時我

也要帶給每個人這樣的生活，以佛法為樂的生活。 

兩百多的藏族學生在聽校長開示 學生們在學習辯經 

一年一度通過口試的居士們得到

達賴喇嘛的法相。 
2014印度人學藏傳靜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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