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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 The Tibetan People Group  
 
人口數目人口數目人口數目人口數目：：：：    

� 由由由由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的的的 5555,,,,416416416416,,,,021021021021 人人人人，，，，降至 2006200620062006 年年年年 2222,,,,818181810,0000,0000,0000,000 人人人人。

(編案：藏族下降人數原因不明。)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教教教教信徒人數及比率信徒人數及比率信徒人數及比率信徒人數及比率：：：：    

� 根據研究藏族人員資料，藏族當中約有300名基督徒，約佔其總人口的0.01%0.01%0.01%0.01%(按

2222006006006006年人口計算) 。 
 
分佈分佈分佈分佈：：：：    

� 根據 2002002002006666 年中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資料，藏族是一個聚居的民族，主要分

佈在西藏自治區(簡稱藏) 和青海(簡稱青)、四川(簡稱川、蜀藏)、甘肅(簡稱

甘、隴)、雲南省(簡稱滇、雲) 的部分地區。 
 
� 藏民聚居地有：西藏自治區(西藏地方劃分「前藏」、「後藏」。前藏是拉薩的布

達拉寺為達賴的駐錫地（僧人住的地方），後藏日喀則的札什倫布寺是為班禪

的駐錫地。自中國政府重劃省區後，1965196519651965 年把原來的西藏地方增加了西康省

金沙江以西的地區，合稱為「西藏自治區」，政治中心仍在拉薩)，青海省的海

北、黃南、果洛、玉樹等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甘肅省的甘南

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縣，四川省的阿壩、甘孜兩個藏族自治州和木里藏

族自治縣，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為聚居地。 
 
� 藏族為漢語稱謂，藏民自稱為「博」(藏語譯音)。對居於不同藏族地方的族人，

也有不同的稱謂：居於西藏阿里地區的自稱為「兌巴」，居往在後藏地方的自

稱為「藏巴」，在前藏地的自稱為「衛巴」，居於西藏東境、四川西部、青海省

南部的自稱為「康巴」，居住在西藏北境和四川西北部、甘肅南部、青海省大

部分地區的自稱為「安多娃」。統稱為「博巴」。 
 
� 除中國境內以外，藏民也少部分散居在尼泊爾、不丹、印度等國家。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 藏族聚居之地形： 

一. 藏族集中在高山連綿，雪峰重疊，地勢高峻的青藏高原，位於平均海拔約

4,0004,0004,0004,000米。當地以祁連山、昆侖山和唐古喇山、岡底斯山、喜瑪拉雅山等山

脈，由西向東，橫亙青海和西藏全境；橫斷山系北高南低，縱貫四川和雲南

西部地區。聳立在中國和尼泊爾之間的山─世界第一高峰，喜馬拉雅 (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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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境的那段稱作珠穆朗瑪峰)，山高海拔 8,844.438,844.438,844.438,844.43米。 
 
二. 藏族地區江河縱橫，湖泊星布。舉世聞名的黃河和長江，都發源於青海境內，

黃河源在巴顏喀拉山的雅拉達澤山麓，長江北源在可可西里山，南源在唐古

拉山麓，蜿蜒而東，主要支流有洮河和通天河等，西藏西部有獅泉河、噶爾

河、象泉河，東部有怒江、湄公河(在中國境的那段稱作瀾滄江)、金沙江等

江河，布拉瑪普特拉河(在中國境的那段稱作雅魯藏布江) 橫貫西藏南部。

表海湖是中國最大的鹹水湖；藏北高原湖泊眾多，有納木錯、奇林錯等湖，

珠穆朗瑪峰北麓盆地瑪法木錯、羊卓雍錯等湖聞名於世。 
 
三. 藏族境內草原遼闊、水草肥美，生產以牧業、農業為主。藏系綿羊、山羊和

犛牛和犏犏犏犏牛，是青藏高原的特產。犏犏犏犏牛體大毛長、耐寒負重，除供食用外，

還是高原之舟─交通運輸工具；河曲馬、工布騾、大通馬等都是當地的優良

品種。農業以種植生長期短、耐寒抗旱的青稞為主，也有小麥、豌豆、蕎麥

等，還有油菜、土豆、蘿蔔、卷心菜、核桃等。南部河谷部分溫暖的地區也

種植水稻和棉花。 
 
四. 藏族地區森林茂密，盛產各種珍禽異獸和名貴藥材。林業方面有杉、松、柏、

白樺等品種。在西藏雅魯藏布江中下游廣闊地帶、青海東南部、甘肅南部和

四川及雲南西部，有大面積的原始森林，是中國著名的林業區。山谷林間，

太陽鳥、熊貓、金絲猴、長尾葉猴、石貂 (又稱岩貂、掃雪貂) 等珍貴動物，

還有熊膽、麝香、鹿茸和冬蟲夏草、雪蓮、靈芝等貴重藥材。 
 
五. 藏族位於水力資源極豐富之地，地下寶藏十分富饒。利用水力、地熱發電有

著很大潛力。天然氣和銅、鐵、煤、雲母、硫磺等蘊藏量大，內陸湖迫還盛

產硼砂、鹽、芒硝和天然鹼等。在青海柴達木盆地和藏北高原均有豐富的油

礦。 
 

� 截至 2003200320032003年年底，藏族自治地區藏族自治地區藏族自治地區藏族自治地區分別在分別在分別在分別在：：：：    

一一一一....    西西西西藏藏藏藏省省省省，，，，1111個自治區自治區自治區自治區。 

二二二二....    青海省青海省青海省青海省：：：：6666個民族自治州。    

三三三三....    四川省四川省四川省四川省：：：：2222個民族自治州、1111個民族自治縣。    

四四四四....    甘肅省甘肅省甘肅省甘肅省：：：：1111個民族自治州、1111個民族自治縣。    

五五五五....    雲南省雲南省雲南省雲南省：：：：1111個民族自治州。    
 

�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將 33338888個支系群體/部落識別，歸納在藏族名義之下。當中

有分佈在四川省西南部地區的「納木依族」。散居在四川省冕寧、西昌、鹽源

一帶的藏民自稱為「納木依」，而木里、九龍一帶的則自稱為「納木茲」。還有

德欽族、嘉絨族、白馬族等支系。 

        讚頌創造萬有的神，賜下豐豐富富的天然資源給藏族人民，深盼藏民

能透過大自然的變化，產生對創造主的尋求、認識、接受，並稱謝祂。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 藏語，依照 2007200720072007 年《中國的語言》中國語言專家劃分，藏語屬漢藏語系藏緬

語族藏語支，並且依藏民所居之地劃分為 3333種主要的方言；衛藏、康、安多。

衛藏和康方言都有聲調，安多方言則沒有聲調。而衛藏方言與安多方言差別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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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康方言則介乎兩者之間。專家在 1981198119811981 年又將前述 3333 種藏語細種藏語細種藏語細種藏語細分為若干土

語，資料如下： 

→衛藏方言，分佈在西藏自治區的大部分地方。它又分為 4444個土語： 

1. 前藏土語，分佈在拉薩市、山南專區。 

2. 後藏土語，分佈在日喀則專區。 

3. 里土語，分佈在阿里專區。 

4. 夏爾巴土語，分佈在聶拉木縣樟木口岸。 

 

→康方言，分佈在西藏自治區的昌都地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雲南省迪

慶藏族自治州、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和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部分地方。

它又分為 6666個土語： 

1. 東部土語，分佈在德格、甘孜、雅江、昌都、丁青、理塘、巴塘、波密、 

稻城、鄉城等地。 

2. 南部土語，分佈在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縣。 

3. 西部土語，分佈在改則、班戈、聶榮、申扎、安多、那曲。 

4. 北部土語，分佈在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 

5. 卓尼土語，分佈在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縣、迭部縣。 

6. 舟曲土語，分佈在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縣。 

 

→安多方言，分佈在甘肅省、青海省各藏族自治州、化隆回族自治縣、循化撒   

拉族自治縣、樂都縣的部分地方以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部地方。    

它又分為 4444個土語：  

1. 牧區土語，分佈在青海省各藏族自治州、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 

2. 農區土語，分佈在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縣、循化撒拉族自治縣、樂都縣 

的部分地方。 

3. 半農半牧士語，分佈在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甘肅省甘南藏族 

自治州夏河縣。 

4. 道孚土語，分佈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縣、爐霍縣。 

 

� 居住不同藏族地方的部落有著各種言語的差異。例如，果洛族有數十個支系部

族，各部族都有著自己的方言和土語，這些藏語無法與其他藏民溝通。格桑部

族有 19191919 種土語，都是藏語方言的一種變異。言語的差別嚴重影響群體之間的

交流。再者，儘管中國政府劃歸某些部族，如關應橋嘉戎族、司徒嘉戎族和卻

域族等歸入藏族，但他們的民族歷史、起源、背景、文化習慣均與藏語截然不

同，尤甚語言不通。 
 
� 目前，使用藏母語的人數約佔總人口的 82%82%82%82%，但與其他少數民族相比，藏民轉

用別的民族語人數的比例稍高，達 4%4%4%4%之多。 
 
文字： 

� 藏語歷史悠久，是由梵文字母演變為拼音文字，這種拼音文字至今仍然是藏族

使用的書面交際工具。藏語的書面語和口語有一定的距離。隨著經濟發展，為

了使書面語更普及便利於族人學習和使用，它有口語化的趨勢，現代各地所出

版的書報雜誌均運用一種比較接近口語的現代文體。這樣就大大的造就藏族在

地化教育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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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文有 4444 個元音符號和 30303030 個輔音字母的拼音文字，自左向右書寫，字體主要

「有頭字」楷體和「無頭字」草體兩種，通行於整個藏族區。 
 
� 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一百元紙幣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一百元紙幣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一百元紙幣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一百元紙幣，，，，上部分別印有上部分別印有上部分別印有上部分別印有蒙古語蒙古語蒙古語蒙古語、、、、藏語藏語藏語藏語、、、、維吾爾語維吾爾語維吾爾語維吾爾語和和和和壯壯壯壯

語語語語四種語言四種語言四種語言四種語言。另外，目前，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等

重要會議上都提供藏族和其他民族語言文字的檔案和傳譯。 
 
文學藝術文學藝術文學藝術文學藝術：：：：    

� 藏族的文獻中，保存著大量的文化遺產，如最早的手卷、木牘、金銘、石刻等。，

自雕板印刷傳入藏族後，書籍為橫條散葉梵篋本，除舉聞名的《甘珠爾》、《丹

珠爾》兩大佛學典籍外，還有關於韻律、文字、天文、哲理、醫藥、曆算等方

面的專著和小說、戲劇、傳記、詩歌、寓言等撰述。當中早期著作《藏文文法

三十頌》，醫藥學巨著《醫方四續》，歷史名著《賢者喜宴》、《青史》、《宗派源

流》，傳說故事《文成公主》，傳說小說《米拉日巴傳》、《頗羅鼐傳》，世界最

長的史詩《格薩爾王傳》，格言詩歌《薩迦格言》、《倉央嘉措情歌》等傳世著

作，早已膾炙人口，並已譯成多種文字，在中國內外出版。 
 
� 於於於於 20202020世紀 80808080年初，中國政府對藏族文化進行大規範和有計劃的普查、搜集、

整理、研究和編輯出版。經過 20202020 多年竭力的稽察，紀錄和保護了大批文化項

目；如戲曲戲曲戲曲戲曲、、、、舞蹈舞蹈舞蹈舞蹈、、、、器樂器樂器樂器樂、、、、民歌等民歌等民歌等民歌等。。。。西藏自治區每年出版的藏文圖書都在西藏自治區每年出版的藏文圖書都在西藏自治區每年出版的藏文圖書都在西藏自治區每年出版的藏文圖書都在 100100100100

種以上，發行數十萬冊。藏文專業術語規範化及信息技術工作取得重大進展。

藏文編碼已通過中國國內和國際標準，也成為中國第一個具有國際標準的民族

文字。 

        感謝永不改變的神，賜給藏族有如此深遠的文學藝術、醫療學術，甚

願藏民能從歷史中看見神的作為。 

        求神賜福音使者(編案：華福中心以「延福者」名稱取代之)有謙卑的心志，和

智慧學習藏族語言、文化，更能靈巧地、適切地與藏民溝通，建立友

誼。 

 
民族特色民族特色民族特色民族特色：：：：    

� 在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度統治下的藏族社會，藏族各階層人民的社會生活和

風俗習慣，具有本民族的歷史傳統和文化特徵。 
 

� 藏族風俗習慣上有名無姓。名字一般有男女性別之分，通常以兩或四字組成，

多取自佛教經典，因而同名的人很多。有鑑於此，藏民分別在名字前冠「大」、

「小」或其特徵，也有的加入出生地、居住地、或職業以示區別。貴族、活佛

在名字前面有房名、官名或尊稱，房名是世襲莊園的稱號，沒有血緣的意義。

根據 2010201020102010 年 7777月出版的《中國姓氏大辭典》資料，目前，中國唯一擁有最長

漢字姓氏，是一名藏族人，其姓氏長達十字─夥爾川紮木蘇他爾只多。 
 

� 農區藏民主食為糌粑，愛喝酥油茶和奶茶。而藏族牧民以牛、羊肉為主食。進

餐時，使用隨身攜帶的木碗和帶鞘短柄尖刀。每餐量少，一般日食五、六餐。

牧區婦女喜用酥油塗面護膚。僧尼不忌葷，可以食肉。此外，藏民因禁忌緣故

不吃奇蹄類獸肉(奇蹄類為哺乳動物中有蹄類別，後肢三趾，前肢三趾或四趾，

有的前後肢各有一趾，趾端形成一個較大的圓蹄，不反芻，盲腸大，如犀、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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驢、馬等。)大部分地區沒有吃飛禽和魚的習慣。 
 

� 藏民在服飾、飲食、住房均保持其民族傳統風格和方式的同時，在衣食住行、

婚喪嫁娶各方面也吸收了一些體現現代文明、健康生活的新習俗。如藏餐，在

保持傳統特色的前提下，新的原料不斷增加；烹調技術不斷成熟，出現了藏餐、

中餐、西餐多種餐飲文化相互融合、優勢互補的新格局。 
 

� 藏族男女衣著、裝飾如下： 

→藏族衣著上身穿綢、布長袖短褂，外著寬肥的長袍，右襟繫帶。男子腰間繫

長帶。一些農區婦女穿無袖長袍，長袍多用羊毛織成的氆氌製成。同時她們

多在腰間配上「邦單」(藏語譯音，意為圍裙)。通用裁絨毛毯作臥墊和坐墊，

蓋羊皮被或氆氌被。常袒出右肩，便於活動，或袒出雙臂而以兩袖將袍系在

腰間。袍長及腳，睡覺時寬舒腰帶，全身可以蜷伏於長袍之中，以代墊被。

牧民男女多不穿短褂，只穿無布面的羊皮長袍，在領口、袖口和衣襟上，縫

上細長皮或色布鑲邊。 
 
→男女多蓄辮，喜戴首飾。男子頭髮編成獨辮盤在頂上，也有的剪短如蓋。女

子成年後開始蓄辮，有的梳成雙辮，有的梳成許多小辮披在背上，並在辮梢

或特製的發架上掛上飾物。男女也喜受戴呢帽或細皮帽，並穿氆氌長靴或牛

皮長靴。 
 
→喇嘛的袈裟通用紫紅色氆氌製成，用長幅纏身，下穿圍裙，足登長靴，頭戴

僧帽。哈達是一種特製的絲織長巾，在拜訪客人時，雙手捧上，表示敬意。 
 

� 藏民的體育融合了地域、生活、節慶等因素，主要有登山、大象拔河、賽犛牛、

放風箏、藏棋等。2006200620062006 年，西藏有組織地實施《全民健身計劃綱要》，開展各

種健身活動和不同層次的全民健身運動會、家庭運動會等。在農村中普及科學

的健身知識，積極地在鄉鎮開展農牧民喜愛的健身活動。 

  

� 藏族的喪葬習俗，比較其他民族奇異，充滿神秘色彩。不管使用以下何種葬法，

舉行喪葬儀式後，藏民需要買白色、黃色、紅色布上面印有各種使超度亡魂，

並為家人避邪的。幡旗寬 20202020~~~~35353535厘米，長 300300300300里米，其角上有一長繩使它拴在

長木桿上，插於死者的房屋前後和葬地四周，以示祭奠和超度。 

    

一. 火葬火葬火葬火葬：：：：    

是是是是西藏地西藏地西藏地西藏地最具最具最具最具歷史歷史歷史歷史和和和和葬儀中最為考究的葬葬儀中最為考究的葬葬儀中最為考究的葬葬儀中最為考究的葬禮禮禮禮。。。。它主要它主要它主要它主要的的的的對象是活佛，以及

一些高貴著名的人士，一般平民不得使用。但是對於西藏農區一帶，患傳

染病和非正常死亡者都會實行火葬。每村寨或部落均設有一或二個火葬

場，活佛和非正常死亡的火葬場不同；前者需要卜卦測定地點，而後者的

地點地勢最低，即族人所謂的不凈之地。 

送殯儀式儀式儀式儀式在早晨 5555、、、、6666 時開始，由一人背或 2~42~42~42~4 人用長桿將棺木帶至火葬

場，沿路由喇嘛開路。到達後，把棺木放在已架好的柴堆上，死者面向西

方，然後在屍體、棺木上澆上酥油。火化儀式，首先由幾個僧侶誦經，再

燃火焚燒。藏民相信，火勢越燒越旺，視為吉兆；若火忽明忽暗，時間延

長則為不吉利。最後將骨灰，送往高山順風拋撒、或在江邊、橋頭傾倒水

中，或入罐埋於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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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天葬天葬天葬天葬：：：：    

通行於藏族牧區。由活佛或喇嘛占卜確定送葬時間後，由親人或家族人員

背屍或用牛馱到天葬場。抵達後，先由前去的喇嘛念經，天葬師將屍體仰

鋪於地，由喇嘛口中一面念經，一面在死者的腹部或背部劃上象征性的幾

刀，然後由天葬師將屍分割成塊，投以餵鷹。天葬場上，直接親屬一般不

能參加解屍分骨事宜，來的人最多十幾人，少則幾人。對於盛行天葬的牧

區、人們特別重視保護天葬場周圍的鷹鷲，因為這種鷹除吃人屍外，不吃

任何小動物。 
    

三. 塔葬塔葬塔葬塔葬：：：：    

是將火化後的大活佛之骨灰，裝在精製的罐或木箱裏，建造塔閣，深藏塔

中。有些藏族地方待大活佛圓寂(即離世)後，使其屍體盤坐，並用藥粉、

香料等塗在屍體上，使屍身被風吹乾，保存於靈塔內，作永久供奉和紀念。

大活佛的葬儀非常隆重，參加者不僅全體寺僧人，下屬各分寺的全體僧

侶，還有四周信徒均須出席，並舉行一系列繁瑣而莊嚴的儀式。塔葬分金

靈塔─塔外用金箔包裹、銀靈塔、銅靈塔、木靈塔、泥石靈塔，以及由三

合混泥土建造的靈塔。靈塔的規模是按活佛的地位而定，現在較常見的是

那種大小不一，四稜或六稜形的水石泥結構的靈塔。    
    

四. 土葬土葬土葬土葬：：：：    

是藏民族信奉苯教時期流行的一種古老葬俗。據考古發現，土葬歷史悠

久，早在 3000300030003000 多年前被建立。直至，天葬、塔葬等喪葬形式廣泛應用，

土葬才逐漸減少。土葬前，先將裹好的屍體放進棺材，裝牢、防止搖晃。

棺材分坐、臥兩種，坐棺較為普遍。土葬土葬土葬土葬儀式是由喇嘛超度亡靈、挖坑、

屍首(不用棺木，也有的用木棺或石棺等)入坑，不修墳包，在墳包上插入

瑪尼旗、刻有咒經的石扳，並將帶來的各種供品，拋撒四周後，送殯人回

到死者家熏身、洗手、接受款待。現時西藏地區的土葬演變成為對傳染病

(如麻瘋)死者，或是盜竊、殺人、屍首不全等都以土葬形式。但是土葬仍

適用於四川、雲南、甘肅的部分藏族族族族民眾。 
 

五. 石棺葬石棺葬石棺葬石棺葬：：：：    

據考古發現據考古發現據考古發現據考古發現石棺葬石棺葬石棺葬石棺葬距距距距今已有 2500250025002500~~~~3000300030003000年，適用於雅魯藏布江流域的高原

南部和東南部地區。這儀式採用石板疊建成長方形的墓室，除底部外，牆

壁以石板砌成，有的以完整一石塊，或是用許多石板拼合。石棺放中位，

旁邊放置陪葬物品，如石器、骨器、陶器等物品，墓室上方有的用石板蓋

著，也有不用，有的不留任何標記，有的在其上加封泥土。 
    

六. 寄棺葬寄棺葬寄棺葬寄棺葬：：：：    

主要流行於甘肅舟曲縣藏族地區。它適用於夫妻合葬，先去世的一方，離

世後，不會正式安葬，而是將棺木暫放置在崖邊、或是路口等。為保存屍

首，棺木一般置於較高之地，上面壓滿石板，以防止風雨的侵蝕、野獸侵

襲。直至，另一方也去世，才把夫妻同埋葬。 
 

七. 二次葬二次葬二次葬二次葬：：：：    

主要流行於四川甘孜的部分藏族地。當人離世後，第一次以火葬焚燒屍

身，第二次則以天葬，把骨灰和糌粑、酥油等物料拌合，做成團狀來餵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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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    
    

八. 室內葬室內葬室內葬室內葬：：：：    

主要流行於四川部分藏區。這種習俗僅限用於德高望重的老人。年齡在

80808080 歲以上的長者。老人去世以後，先用水凈身，再把身體捆紮起來，在

其五宮中塞滿酥油、珠寶。由喇嘛念經超度亡靈後，將屍體放置於木櫃或

大罐中，四周放入青稞殼、河沙或是鹽巴，河沙和鹽巴用作吸去屍體餘下

的水份，再以泥巴密封，放置於室內的一角。等待數年後，才移送野外火

化，再把骨灰撤入江河，或是埋入地。 

 

 

 
    
    
    

九. 水葬水葬水葬水葬：：：：    

主要由居於江河旁的藏民沿用，一般藏區只有兒童死後，還有一些乞丐及

經濟十分貧窮者使用。水葬時，將死者曲膝圈身裝入木匣，或以白布裹著，

或將屍首肢解，抬到江河急流處，將屍投入洪流中。這是較為省事的葬法。

水葬畢，要在岸邊插一桿印有經文的幡旗，以示對死者的祭奠。 
 

十. 樹葬樹葬樹葬樹葬：：：：    

主要流傳於青藏高原的東南部林區及林芝地區。這種習俗僅用於 8888歲以下

的兒童，因天葬、水葬等只限用於成人採用。孩子死後，家人用竹子編一

個竹簍，或一個木箱，將屍體安置在其中，運送到森林中特定的樹葬區域，

把竹簍或木箱掛在樹枝上。族人相信這樣的葬禮，還可以防止下一個孩子

的夭折。 
    

十一. 紅手水葬紅手水葬紅手水葬紅手水葬：：：：    

這也是兒童喪葬的一種，主要盛行於四川甘孜地區。當孩子死後，家人先

將孩童的雙手塗成紅色，再將孩子的衣物去掉，然後把裸體投入河水。據

當地民間傳說：閻王以冰雹危害人間及莊稼，而這些冰雹正是用小孩子的

屍體做成的。因此為免閻王下冰雹，人們就把死去的孩童雙手塗成紅色，

誤導閻王看見紅色的雙手，當作屍首搓弄久了，一方面不會再揉搓，另一

方面不能使用製成冰雹，而停止作惡的活動。 
 

� 藏族社會上還有許多深受宗教影響的禁忌和活動： 

→進寺院要脫帽；路上遇見寺院，瑪尼堆，佛塔等宗教設施，必須從左往右繞 

行。 

→寺院內壁畫、佛經、佛像不許觸摸，法器、火盆等不得跨越，經筒、經輪不 

得逆轉。 

→不許踩僧侶的衣服，不許觸摸僧侶和藏民的頭部。 

→禁止在寺院周圍砍伐樹木、打獵，在神山打獵、挖藥材。 

 

� 藏族日常生活的禁忌： 

→家中有危重病人或遇上不順境之事，戶外插青枝的葉或石頭上放紅線、用石 

壓刺枝，以示謝絕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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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民一般不准捕殺野生動物，如河魚、田鼠、黃羊、禿鷹都在保護之列。絕 

對禁止吃驢、馬肉和狗肉，有些地區也不吃魚肉。 

→禁止提已故親人的名字，鄰近有與死者同名的人要改名。喪期間宰殺牛羊、

過節、辦喜事。 

→家中佛壇不允許別人亂摸，也不得用手指問。 

→禁止婦女跨越男人的衣服。 
 

� 初次訪問藏民家庭和告別時均可用祝福語：紮西德勒(藏語譯音，為吉祥如

意）。並且注意以下事項： 

→吃飯時要食不滿口，咬不出聲，喝不出響。禁止在室內吐痰。 

→禁止客人未喝完主人倒的茶就告辭。 

→主人接待客人時，無論行走或是言談，總是客人或長者為先，並使用敬語，

如在名字後面加個：「啦」字，以示尊敬和親切，忌諱直呼對方其名。 

→室內就坐，要盤腿端坐，不能雙腿伸直，腳底朝人，不能東張西望。接受禮

品，要雙手去接。贈送禮品，要躬腰雙手高舉過頭。 

→喝酥油茶時，主人倒茶，客人要待主人雙手捧到面前時，才能接過來喝。手

指不能放進碗口。忌用單手接遞物品。 
 

� 藏族民間統節慶活動有；藏歷新年、薩噶達瓦節、雪頓節、沐浴節、望果節，

以及許多寺廟的宗教節慶活動得以保留和繼承，同時吸收了不少中國乃至世界

性的新興節慶活動。 
 
→藏歷新年，是其民族最重要的節日。男女都要盛裝相互拜年，並到寺院朝拜

祈福。正月 15151515 日，各大寺院舉行法事，入夜，各家點燃酥油燈盞。在青海

塔爾寺和拉薩大昭寺等寺院，喇嘛用酥油雕塑製成酥油花。 
 
→藏曆 4444月 15151515為薩噶達瓦節，當天，來自各地的信眾結伴轉經、朝佛。拉薩

的轉經路共有三條，在大昭寺內環繞一週為「囊廓」，環繞以大昭寺為中心

的老城區一周為「八廓」，而環繞整個拉薩老城區一周為「林廓」。林廓路是

信眾在重要宗教節日轉經的主要線路。轉經人和磕長頭(是藏傳佛教一種虔

誠的儀式。過程中，口、手和腳並用：口一邊念六字真言，雙手一邊合十，

高舉過頭，然後行一步；雙手繼續合十，移至面前，再行一步；雙手合十移

至胸前，邁開第三步時，雙手自胸前移開，與地面平行前身，掌心朝下俯地，

膝蓋先著地，後全身俯地，額頭輕叩地面。再站起，重新開始。）的虔誠信

徒，手持轉經桶，口中誦經，磕上等身長頭，以誦經、轉經、燒香、吃齋飯、

放生等形式，為逝者祈求安息，為生者祈求平安。 
 
→雪頓節(藏語譯音，「雪」意為酸奶，頓」意為宴會)，在每年藏曆 6666 月 15151515 日----7777

月 6666 日舉行。雪頓節即吃酸奶的節日，是西藏最大的節日之一。過去，信

徒上山修行，完畢時，親人攜著酪乳上山迎接他們回家。在途上，藏民吃酪

乳、跳舞、唱歌作慶賀。節日的序幕，由哲蚌寺展示矚目的佛像開始，還有

藏戲表演等活動。這節日已被中國國務院首批列入保護名錄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之一。 
 
→沐浴節，又名沐浴周，在藏曆 7777月 6666----12121212日舉行，歷時 7777天。「嘎瑪日吉」(藏

語譯音，意為洗澡)。每年夏末初秋，當「噶瑪吉日」即金星出現的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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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農村和牧區的男女老少全家出動，紛紛走向江、湖、河、溪畔、搭起

帳篷，圍上幃幕，在水中嬉戲、游泳。婦女也毫無顧忌地在水中沐浴。中午

一家人在外野餐，品嘗醇厚的青稞酒和噴香的酥油茶。每天日出而出，日落

而歸，盡情歡度日。 
 
→望果節，7777月糧食收成在望，農民背著經卷轉繞田間，稱旺果節，預祝當年

豐收。 

        感謝全能的神，予以藏族獨特的風俗習慣。 

        願神賜福音使者能深入明白藏族的風土人情，更能適切地引導藏民明

白福音的信息，並以心靈誠實，會合其特殊的文化敬拜神。 

 
 

 

 

 

 

民族信仰民族信仰民族信仰民族信仰：：：：    

� 藏族民間信奉藏傳佛教是大乘佛。主持儀式的是喇嘛(藏語譯音，意為上師，

是藏傳佛教較高階層的僧侶。其他族人通常把所有僧侶稱作喇嘛，這是不正

確)。 
 

� 佛教從 7777世紀傳入藏族地區後，吸收了原始苯教(俗稱黑教)的信仰和儀式，逐

漸發展成大小不同派系：寧瑪派(又稱紅教)、噶舉派(又稱白教)、薩迦派(又

稱花教)、格魯派(又稱黃教)，都曾先後在藏族地區建立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 
 

� 在藏傳佛教中佔主導地位的是，格魯派。格魯派的屬寺遍及藏族地區，著名的

寺院有拉薩的甘丹寺、沙拉寺、哲蚌寺，日喀則的紮什倫布寺，昌都的昌都寺，

甘肅的拉蔔楞寺和青海的塔爾寺等。格魯派實行活佛轉世制度，達賴喇嘛和班

禪額爾德尼就是這一教派的兩大活佛轉世系統。此外，該派嚴禁僧人娶妻，其

餘各派的僧人則可以結婚，各教派都有自己的戒律。 
 

� 為保存藏族傳統文化，中國政府給予藏民整理出版藏文《大藏經》，還印行藏

傳教佛的儀軌、傳記、論著等經典的單行本供給寺廟，滿足了僧尼和信眾學修

需求。加上北京開辦了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專門培養藏傳佛教的高級人

才。2005200520052005年成功進行了藏傳佛教首屆高級學銜授予工作。 
 

� 大部分藏民胸掛金屬的神盒，藏語譯音為「噶鳥」，手搖轉經。還有，為數不

少的男女老少身上均有一串精製的念珠和一些刻有表示吉祥的藏文飾物。有些

信徒將被活佛或高僧開光(即啟動，或開啟靈動，或入靈的儀式)之飾物，作為

護身符戴著，或貼身上。 
 

� 因著長期民族文化交流，藏傳佛教已傳入不同的民族群體中，繼有蒙古族、土

族、裕固族、珞巴族、門巴族、納西族、普米族等民族，還在中國境外的錫金、

不丹、尼泊爾、蒙古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的布裡亞特共和國等地。 

        稱頌滿智慧的神，懇求教導賜福音使者在藏民之地具體活出基督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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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生命見證耶穌基督。又有智慧使用藏族文化，解說整全福音，

讓藏族明白基督犧牲的大愛，歸回羊圈。 

        滿有慈愛，大有能力的神，求神除去藏民釋去對基督教信仰的疑慮，

又幫助藏民透過各樣的渠道，尋著屬天的真理和平安。 
 
 

 

 

交通交通交通交通網絡網絡網絡網絡：：：：    

� 按按按按 2008200820082008年底，西藏公路總通車里達 4.864.864.864.86萬公里，612612612612個鄉鎮和 3,5253,5253,5253,525個行政

村通公路，43434343 個縣通油路，油路里程達 4,7144,7144,7144,714 公里。至今，藏族地的現代化

交通運輸已初步形成以西寧、格爾木、拉薩、昌都為中心，川藏、青藏、新藏、

滇藏、甘青、甘川、中尼公路為主，青藏鐵路、航空、管道及民間運輸為輔。

輻射聯繫高原區內外的綜合性交通運輸網，從而極大地促進了高原區域經濟的

繁榮發展。 
 

� 2008200820082008 年底西藏自治區已擁有郵局 140140140140 多處，郵路及農村投遞路線單程長度為

8888萬多公里，航空郵路 650650650650公里，郵電業務總量逐步增長。拉薩對國內 200200200200 個

大中城市設有郵政快件和特快專遞等業務。國際郵路有兩條；分別經日喀則地

區章木口岸和亞東通往鄰國。經過多年發展，蘭寧拉(蘭州─西寧─拉薩)，拉

薩至日喀則、山南、林芝等地光纜工程和各地衛星地面接收站已經建成並投入

使用。 
 

� 藏族處於高地，很多村莊遠離主要公路。康巴藏族民間歌曲：「羊腸小徑難行

走，康藏交通被它擋」道出當地交通情況。公路上，路面起伏不平、不少碎石，

加上開闢和修葺公路、牲畜群、交通意外等等，使藏民經常面對塞車，塞車往

往由數小時，甚至數天才能繼續前行。因著開闢和修葺道路，導致路上塵土飛

揚，大小石塊更不時從山上滾下來，所以逗留公路上，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感謝偉大的神，在險峻難走的道路開通道。 

        求神更新福音使者的心志和眼目，專一聚焦在磐石上，以活出像基督

的生命，達至讓神每時每刻，在其生命和各個生活範疇居首位，得著

尊崇。 

        為那些居住遠離主要道路的藏民和福音使者，尤其居於貧瘠人煙稀

少、環境和天氣多變之地區。求神保守他們路途上的平安。 
 
經濟民生經濟民生經濟民生經濟民生：：：：    

� 經過 50505050多年的建設，特別是近 20202020多年大舉改善，藏族的經濟實現了重大的飛

躍，促使藏民的生活水準大幅提高。大部分農牧民基本解決了溫飽，部分藏民

的生活進入了小康水準。顯著的改變如下： 
 
→西藏農牧民以「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在高寒地區成功種植出小麥、 

玉米、水稻，也引進茶、煙、果、菜農業發展。同時，20202020世紀 80808080年代，政

府委派農業科學組對藏族進行考察，創辦農場，推廣新技術，大大地提高了

藏族糧食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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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藏區的農業普遍實現機械化裝備，機耕、機播、機收，耕地面積大幅

增長。四川省兩個藏族自治州也落實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進行農業結構

調整，並大力發展經濟作物，實現農、林、牧全面發展。雲南省迪慶藏族自

治州的藏民由傳統農業轉向現代機械化，使糧食產量逐年遞增。 
 
→藏族畜牧業經過各方的數十年的努力，已經實現了由傳統的自然牧放，轉為

建設興牧、由粗放經營走向集約化經營(集約化，原是經濟領域的術語，即在最

充分利用一切資源的基礎上，更集中合理地運用現代管理與技術，充分發揮人力資

源的積極效應，以提高工作效益和效率的一種形式)、由遊走生活趨向半定居、

或定居的生活。 
 

� 與此同時，藏族商業也得到迅速發展。西藏邊境貿易的發展是藏族市場發展的

重要部分。藏族對外貿易正從小規模、簡單的易貨，步向大規模、多形式的進

展；出口商品由過去的畜產品為轉移加工產品；出口市場從歷史上的印度、尼

泊爾等地，拓展到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及歐美等 20202020多個國家和地區。 
 

� 21212121 世紀，藏族工業已初具規模，在區域經濟日益發揮作用，並佔重要位置。

目前，建築、電力、汽車、冶金等多個行業，均具有藏族特色的工業體系。青

海省 6666個藏族自治州成了能源、冶金、石棉、天然氣、煤炭、電力、採鹽為主

體，以農畜產品加工、建材工業為基礎的資源開發工業經濟體系。民族工業與

現代工業同舉並進，逐步形成具有藏族特色的優質品牌，無污染的綠色食品備

受世人歡迎。 
 

� 旅遊業締造位於青藏高原的藏族新型的產業。經過 20202020 多年的發展，西藏旅遊

業無論是旅遊基礎設施、交通配套、從業人員的素質，都有著明顯的提高。根

據西藏自治區旅遊局數據，2011201120112011 年截止 8888 月，西藏全區已累積接待中國境內

外的遊人 621621621621萬人次，總收入 63.463.463.463.4億元，較 2010201020102010年同期的增長 22222222%%%%和 44442.72.72.72.7%%%%。。。。    

  求神讓藏民從物質的需要，轉向洞察到自己心靈上的貧窮。從而探索

人生的意義。 

  願神喚醒當地其他族裔的信徒，看見「藏民需要主」的呼聲，樂意把

握現今的機會，以尊重和愛心引領藏民以認識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 過去，西藏的文盲率高達 95%95%95%95%，入學率只有 2%2%2%2%。經過多年和各方的努力下，現

在已形成幼兒、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特殊教育和成人教育互相呼

應的教育結構。據 2007200720072007年統計，西藏重點完善了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

免除了城鎮學生義務教育階段的學費、書本費和雜費；在西藏全區普遍實行了

免費教育，並為當地的中小學配備了教學儀器和實驗室設備。數十年來，藏族

已培養大學畢業生 2222萬多人，中專畢業生 2.32.32.32.3萬餘人，有了一批藏族博士、碩

士，並已擁有大批藏族科學家、工程師、教授、名醫、文學藝術家等專業人材。 
 

� 在西藏全區除數所小學，以漢語為主進行教學外，在農牧區和城鎮絕大多數小

學把藏文作為主課學習之一，實行「藏漢」雙語教學。基於各地藏語的差別，

中國政府正透過語言專家對藏語進行採集數據、研究分析等，促使認字的橋

樑，使藏民不僅能發展所屬的方言，也展開教育和文化發展。於 2007200720072007 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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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全區中學共有 102102102102個藏語授課班，另有些中學設有部分藏語教授課程，可是

由於民族語言教學體系不完備，目前，只有幾種民族語可以從小學持續到大學

以上，如朝鮮語、蒙古語、維吾爾語。藏語，就止於中學階段，因此，不少藏

民學子避免不了，轉入漢語教學系統才能繼續升學。 
  

� 基於藏族地處豐富天然資源地帶，加上語言教學體系不完善，大部分青少年都

不願意外出到市鎮，或其他民族地找工作，只願意留守家鄉，以採藥材、售賣

土產為生。 

        感謝神讓藏民知識領域獲得造就，願神祝福校園工作，讓眾教師們有

愛心、長期持續關注和服侍，以心、以身教育學生不單有追求世間的

知識，並且渴求認識真理。 

        求神保守福音使者的兒女，不因父母的服侍，或工場上的缺乏，成為

個人身心靈健康、知識學習等的障礙。又在他們成長過程中，深切明

白父母的心志。 

        記念福音使者的兒女默然地承受著別人無法想像的成長困難，求神恩

待他們在過程中，與神建立更親密的關係。又適時提醒父母給予兒女

關愛、教導和幫助他們面對掙扎。 
 
醫療醫療醫療醫療：：：：    

� 藏族醫學歷史悠久，注重實踐經驗，講究望、聞、問、切，兼通採集動、植、     

礦物和炮製藥物的方法以及針炙、按摩、外科手術等技術，對治療風濕、關節、

胃病等，甚至在畜牧獸醫方面也有獨到之處學說。 
     

� 2007200720072007 年，西藏醫療機構有 14141414 所，有 60606060 多個縣城醫院內均設有藏醫，從事藏

醫和製藥的人員達至 2,0002,0002,0002,000多人。多年來，中國政府不斷投放資源；與建醫院、

增添醫療設備和增力職工等等。截止 2010201020102010 年底，西藏全區有各級各類醫療衛

生機構達至 1,3521,3521,3521,352個，衛生人員有 12,00012,00012,00012,000多人。 
 

� 近年，藏族地區醫療設施不繼改善，然而，在西藏一些較偏遠之地，依然存在

看病求醫困難的情況。西藏軍區總醫院院長李素芝表示：「偏遠山區醫療條件

比較差，有些地區甚至沒有手術條件。」一般當地的藏民，面對醫療設備的不

足，加上經濟緊拙，因而未能付擔前往市鎮求醫的路費，導致延誤醫治，構成

生命危險。 
 

� 因此，數十年來，促使西藏軍區總醫院的醫護人員和其他醫療團隊，以流動服

務方式，免費幫助偏遠的村子的藏民診症。按西藏軍區總醫院的數據，其醫護

人員的足跡遍佈西藏偏遠鄉鎮達 90%90%90%90%，行程超過百萬公里，為 50505050 多萬人義診。 
 

� 藏藥生產企業也增加達到 19191919所，而且全部通過中國國家認證，許可生產的藏

成藥有 360360360360多個品種。當中有 283283283283個品種，通過中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審批，

並獲發生產、銷售的「國藥准字」批准文號，也有 20202020 個品種被列入中國中藥

保護品種。 

        求神給政府領袖體恤藏民的須要，制訂切合有效措施幫助百姓，得到

醫療方面基本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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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使用眾醫護人員適當的使藏民肉體的醫治，更願藏民同時獲得主

所賜的平安，以及生命得著更新。 

  記念醫護人員和家人心身靈的安康，求神祝福使眾人免除不必要的掛

心，前者在工場服侍時無後顧之憂。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 據 2005200520052005年 2222月 25252525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所發表的《中國的民族域自治》

白皮書，截至 2003200320032003年底，西藏自治區共有 1,7001,7001,7001,700多處藏傳佛教活動場所，住

寺僧尼約 4.64.64.64.6萬人，約佔總人口 2%2%2%2%((((按按按按 2006200620062006年計算)。此外，中國政府還投放

鉅資對拉薩的哲蚌寺、沙拉寺、甘丹寺等 1,4001,4001,4001,400座寺廟作重點文物古跡的修繕

和保護。 

� 在第 5555世紀，景教 (唐朝時期傳入中國的基督教)影響了整個絲綢之路程通往

亞洲的主要貿易通道)。1900190019001900年後，基督教和天主教派傳教士到達康巴地區，

但今天，這裡並沒有教會。按資深福音使者，藏族其他地區暫時也沒有教會。 
 

� 藏傳佛教都依賴專職宗教人員來和超自然世界溝通。只有僧侶知密宗的儀式和

有法力的咒語。大多數普通藏傳佛教徒沒有時間也沒有財力去學習佛教經書，

因此，僧侶所擁有的知識是普通人無法獲得的，於是僧侶就有了凌駕於普通人

之上的本錢。如藏族一句諺語說「沒有喇嘛在眼前，叫我如何見佛顏。」正導

出喇嘛和僧侶的重要性。與此同時，按故此，在西藏地有高達 60606060----70%70%70%70%是被家

人強迫到寺院學法當僧侶，只有 30%30%30%30%是自願的。 
 

� 根據遠東擴播資料，一直以來，藏民篤信藏傳佛教。宗教不僅影響了藏族的歷

史、文化、民間習俗，甚至與藏民的生老病死息息相關。藏族的風物習俗習俗習俗習俗中，

最為人所熟識的莫過於天葬。到拉薩朝聖根深柢固的宗教思想，使藏民很難接

受基督教，當地因而公認為福音硬地。在 1853185318531853年，已有福音使者在藏族地方

展開福音工作，稍後更相繼翻譯藏文聖經，以及創立醫院和學校等的項目，但

是進展緩慢。現在，據說藏族已有 333300000000名基督徒，也有藏文聖經和福音小冊子。

此外，1990199019901990年遠東擴播更展開了康巴藏語的廣播。 
 

� 新舊約的藏語聖經於 1935193519351935年於印度翻譯完成，因著種種原因，及至 1948194819481948年才

被印刷。由於這藏文書面用語較古舊，今天只有經過專門訓練的僧侶才能讀

懂。為使藏民容易閱讀、理解真理，近年已有按照其文化、慣用語，專為藏語

三大方言（衛藏、康、安多）編訂的聖經。 
 

� 據資深福音使者資料，信徒們缺乏對真理的認識，導致涉及生命出現偏離真理

教導的行為。故此，雖然藏族基督徒人數約有 300300300300人，但有堅守信仰的信徒保

守估計約有 80808080    至至至至 120120120120 人人人人。 

        求神使福音使者有均衡的作息時間，常常親近神、研讀聖經，使其生

命、服侍方向和策略等聚焦在神，而不是在人的期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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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厚賜百物的神，求神帶領福音使者正確地使用各種資源、正確方

式，配合謙卑、愛心、尊重、對話等態度，務實地在藏族活出有基督

內在生命的馨香，吸引藏民尋求福音的好處。 

  求神幫助福音使者能以真義解開聖經的真理，讓傳遞者和聽眾雙方，

均藉神話語的更新生命，並實踐讓耶穌居首的生活。 

  感謝神，讓福音使者的家人默默接受他們不在身旁，並且遠赴他方服

侍的歲月。願神安慰福音使者無法親自陪伴家人的感受。 

  求神賜祈禱守望者一顆禱告的心，縱使未能時刻接獲禱告事項，卻有

敏銳神的心，隨時按著神的引領作多方祈禱，並適切地關懷支援福音

使者「全人」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