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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考察時間自民國105年11月8日至11月13日共計6天，由蒙藏委員會現況部門1

人及藏事處2人前往中國大陸青海省互助縣佑寧寺、却藏寺等藏傳佛教寺院進行考察。考察

期間除與學術界人士聯繫，並與相關宗教人士訪談；另參訪塔爾寺及藏醫藥文化博物館等。

而考察成果除有助於瞭解當地藏情與蒐集第七世章嘉呼圖克圖(以下簡稱章嘉大師)相關事蹟

及照片外，亦建立未來聯繫交流管道，本會規劃撰寫章嘉大師圖錄等相關書籍所需，讓章嘉

大師法脈傳承及生平事蹟更加完整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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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章嘉大師原居於本會蒙藏文化中心原址，圓寂於民國46年，除當年出版過「護國淨覺輔

教大師章嘉呼圖克圖史蹟冊」之外，本會未曾出版過有關大師生平之相關書籍。為進一步瞭

解七世章大師法脈傳承及相關事蹟，特於105年派遣現況部門及藏事業務工作人員前往中國

大陸青海省考察歷輩章嘉相關寺院，蒐集章嘉大師生平相關檔案及照片，並與相關寺院人員

訪談，除有助於瞭解當地藏情與寺院現況外，並蒐集相關資料。 

章嘉大師出生於1890年青海省大通縣拉路塘藏族家庭。1892年3歲時，確認其轉世身

分並受清廷禮奉。1896年7歲時剃度出家，由光緒帝欽派駐西寧大臣，依蒙藏佛教儀式舉行

坐床大典。1898年9歲時清廷正式冊封欽派大臣奉迎至北京，受光緒帝及慈禧太后禮遇。1901

年12歲時赴內蒙各旗巡化後，回到青海精研大乘經論。1903年14歲便獲得滿清政府任命為

喇嘛印務處副印，1905年16歲升任掌印。章嘉大師是清代敕封內蒙古地區地位最高的宗教

領袖，掌管內蒙49旗與青海29旗，是清代蒙藏佛教「四大活佛」之一。在與歷代政府高層

的保持密切往來之外，章嘉大師更積極與漢傳佛教建立關係，並致力保存佛教文化與寺院。

他在1949年來臺前後，在漢藏佛教發展史上，更扮演著無可取代的特殊角色。身為崇高的佛

教領袖，同時也是對蒙藏地區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歷代章嘉的生平、教法與其政教關係等，

在海內外學界與教界都受到許多關注。 

 

貳、考察過程  

青海省民族概況  

青海省位於青藏高原東北部，境內有長江、黃河源頭，及大陸最大的內陸鹹水湖青海湖。

全省平均海拔3,000多公尺，面積72萬平方公里，約占中國大陸總面積的7.5%。青海省轄

有2市、6州，即省會西寧市、海東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黃南藏族自治

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樹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國大陸10個藏族自治州

中的6個藏族自治州在青海省境內)。青海省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除漢族外，世居青海省的

民族主要有藏、回、土、撒拉和蒙古族，全省漢族人口306萬餘人，占總人口53.02%;漢族

以外的民族有271萬餘人，占青海省人口46.89%。青海藏族人口大約有141萬餘人，約占青

海總人口的24%，從分布來看，青海是中國大陸藏族分布最多的省（區）之一。宗教方面藏

傳佛教、伊斯蘭教及基督教皆有傳播，現有青海省各類寺廟近2000座，藏族、土族及蒙古族

多信奉藏傳佛教;回族、撒拉族及哈薩克族幾乎全民信奉伊斯蘭教;信奉基督教的主要是漢族。  

 

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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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 行程概要 

第1天 

11/8(週二) 

去程:桃園機場-西寧 

上午10時30分搭乘立榮航空BR172班機飛往西安，於14時30分抵達，下午

17時45分搭吉祥航空HO1219班機飛青海省曹家堡機場，晚間7時20分抵達。 

徐參事則自北京來會。 

第2天 

11/9(週三) 

參訪青海省互助縣佑寧寺 

上午由西寧市前往互助土族自治縣，該縣是青海省海東市下轄縣，位於青

海省東部、海東市北部，北倚祁連山脈達阪山，與海北州門源回族自治縣相接，

東北與甘肅省天祝藏族自治縣和永登縣毗鄰，東南與海東市樂都區接壤，南以

湟水爲界，與平安區相望，西靠西寧市大通縣，西南與西寧市城東區、城北區

相接。縣境南北寬約64公里，東西86公里，總面積3423.9平方公里。 

佑寧寺，全稱「郭隆彌勒洲」，簡稱「郭隆寺」，位於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

屬藏傳佛教格魯派，萬曆12年(1584年)三世達賴來此地講經傳教，授記建寺。

四世達賴雲丹嘉措自內蒙古入藏坐床，途經此地，當地部落族人請求四世達賴

派人前來主持建寺事宜，四世達賴派第七世嘉色活佛頓悅却吉嘉措前往建寺。

萬曆32年(1604年)，七世嘉色活佛創建該寺，建成大經堂及部分僧舍，並開

設顯宗學院，後逐步建成密宗學院，成為顯密雙修的格魯派大寺。清康熙年間，

寺僧達7,000餘人，寺院建築2,000餘間，成為湟水北岸第一寺院。 

歷史上佑寧寺還以著名活佛多而聞名，有佑寧寺多名僧的說法。其中章嘉、

土觀、松布、卻藏、王嘉五個活佛轉世系統被清政府封為呼圖克圖，章嘉活佛

成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四大領袖人物之一 。清代曾向藏區主要寺院賜匾以作為管

理藏傳佛教的重要措施，由於佑寧寺的重要地位及特殊影響，清政府曾兩次賜

匾，第一次是雍正10年(1723年)，賜寺額佑寧寺，自此該寺以佑寧寺之名傳

世，希望該寺在經歷叛亂重建後出現鴻慈普佑，永載清寧之意。第二次是乾隆

14年(1749年) ，希望佑寧寺在宗教上發揮弘揚正法的作用，乾隆賜匾主要為

使青海各寺受到尊重及保護，並促進青海地區各民族間的和睦與團結。清政府

兩次賜匾佑寧寺，在不同歷史背景寄望其發揮不同的歷史作用。 

佑寧寺由於名僧輩出，加上章嘉、土觀等活佛的宗教地位，受到國內外學

者與宗教界的廣泛重視。目前佑寧寺已成為互助縣境內最著名的觀光朝聖勝地。 

第3天 

11/10(週四) 

參訪却藏寺、七世章嘉出生地 

却藏寺，藏語稱「却藏縣喜不變淵」，後易名「佛教宏揚淵」，位於互助土

族自治縣城北約20公里處，在今南門峽鎮政府所在的本明扎西灘(亦稱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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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 。由出生西藏堆龍的一世卻藏活佛南杰班覺(1578-1651)始建於1649年(清

順治6年) ，却藏活佛是清朝在青海宗教界最早受封的呼圖克圖之一。根據章

嘉大師圓寂典禮委員會編印的《護國淨覺輔教大師章嘉呼圖克圖史蹟冊》記載，

七世章嘉大師於1890年誕生於青海大通縣拉路塘(今互助縣南門峽鄉却藏

灘)，1892年「奉迎安座朝藏寺」(今通稱却藏寺)。1896年於該寺正式依佛制

出家，舉行坐床大典」。歷史上，有幾輩却藏活佛與章嘉活佛之間具有師徒、親

戚關係。三世章嘉若必多吉由二世却藏洛桑丹貝堅贊爲其剃度，三世却藏是三

世章嘉的胞弟。四世却藏是四世章嘉的胞弟。六世却藏是七世章嘉侄兒(二弟的

兒子)。文化大革命時期，却藏寺原來規模宏大的建築群被損毀大半，重要的古

建築，僅殘留著章嘉活佛昂和却藏活佛昂。 

第4天 

11/11(週五) 

參訪藏傳佛教格魯派塔爾寺 

塔爾寺位於青海省湟中縣，建於1560年，為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之誕生

地，亦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寺院之一（其餘五寺為西藏自治區之甘丹寺、哲

蚌寺、色拉寺、扎什倫布寺，與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之拉卜楞寺）。寺院建築

呈現藏漢文化交融之特色與風格，占地面積45萬平方公尺，以供奉菩提大銀塔

的大金瓦殿為中心，擁有大經堂、彌勒殿等9,300餘間建築群，內有木雕、磚

雕、石雕、尺度技藝；佛像、佛塔、佛經、僧裝服飾之製作工藝，其壁畫、堆

繡、酥油花藝術、醫學和曆算學等，名聞遐邇。 

第5天 

11/12(週六) 

參訪青海藏醫藥文化博物館 

藏醫藥文化博物館位於西寧市，建成於2006年，建築面積1.2萬平方公尺

（約3,630坪），與青海藏文化博物院為同一單位，是一座反映藏文化的綜合性

博物院，目前館內設「藏醫史」、「曼唐器械」、「古籍文獻」「藏藥標本」、「天文

曆算」、「彩繪大觀」、「藏族民間文化藝術」、「藏文書法藝術」、「藥師佛千佛殿」、

「藏經閣」等10大展館，館藏文物達2萬餘件。其中有長達618公尺，堪稱藏

文化百科全書的「中國藏族藝術彩繪大觀」，榮登金氏世界紀錄；尚有藏藥標本

展廳展出之2,000餘件分布於青藏高原之動植物、礦物標本；與古籍文獻展廳

所展出世界上最大之《四部醫典》手抄本，全長2公尺、寬1.2公尺、重1.5

噸、共490頁，由西藏著名的工藝大師和書法大師用傳統工藝製成的藏紙，採

用金、銀、珍珠、珊瑚等礦物顔料，歷時4年書寫完成。 

第6天 

11/13(週日) 

返程西寧曹家堡機場、北京→桃園 

上午10時30分搭乘中國國際航空CA1208班機飛往北京，於12時55分抵達。

下午19時45分搭乘長榮航空BR715班機抵桃園機場，晚間10時55分返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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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察心得 

一、本次前往佑寧寺考察，在「章嘉國師舍利塔」，也就是後世所建的章嘉寢宮所在地，舍

利塔佛寺內可以看到第一到第七世章嘉大師佛像，佛寺後方山坡上有一世章嘉的舍利

塔，經該寺喇嘛提及舍利塔的旁邊有顆大樹即為傘蓋，舍利塔兩旁的大樹為護法神，一

世章嘉的舍利塔處，也就是佑寧寺唯一未被破壞過的地方，顯得格外殊勝。因佑寧寺經

1958年被破壞後，寺院內多已重新翻修，於舍利塔佛寺內除一世到七世章嘉的佛像外，

僅見到七世章嘉大師 2張經翻拍過的照片，寺院原有的風貌及宗教文物實已不復見。經

翻修後屋頂多採用金色屋簷，山邊呈現富麗堂皇的寺院風貌，考察期間還有多名來自甘

肅的藏人前往朝聖，由此可看出佑寧寺仍為青海省藏傳佛教重要朝聖地之一。 

二、考察却藏寺，進寺院前經過寺院前的店家放置一張(歷史上的却藏寺)照片，歷史上的却

藏寺與現在眼前所見確實有些差異，却藏寺由一世却藏南杰班覺始建於順治六年（1649

年），清雍正元年（1723年）因被毀後重建;清同治年間再次被毀，於光緒 13年(1887

年)五世却藏羅桑圖登雪珠尼瑪重建，僧侶人數曾達 270餘人。1958年前，常住寺僧有

150餘人。經與寺院喇嘛訪談表示，寺院內千佛殿於1958年遭損毀，後經修建至現今樣

貌。現階段却藏寺顯得老舊古樸，寺院內外格外冷清，寺內僅24名僧侶，現任為十五世

却藏活佛(現年 19歲，此時在甘肅省拉卜楞寺修行) ，十四世却藏活佛是七世章嘉活佛

姪子，於却藏寺內可看見章嘉昂，於章嘉昂兩側有 2間章嘉活佛紀念堂，其中一間紀念

堂內有一尊章嘉大師金身佛像，經寺院喇嘛表示係由青海省的政府單位進行安奉，紀念

堂內呈現歷輩章嘉大師相關事蹟文字介紹及經翻拍的照片，歷輩章嘉大師文字介紹多為

繁體字體予以呈現。 

訪談期間寺院喇嘛表示七世章嘉大師出生地於寺院附近的卷槽村，經前往七世章嘉大師

故居(地址南門峽卷槽村下卷槽12號)大門入口處可看到七世章嘉大師故居碑，係由青海

省互助縣人民政府於2014年4月10日公布，2014年4月12日立碑。經與章嘉大師的

親屬見面訪談，表示該處確為七世章嘉大師出生地，現設有一處佛堂，內有章嘉大師幼

時及青年時期的照片，經說明本會來訪係蒐集章嘉大師在中國大陸期間相關照片及資

料，渠亦同意提供本會2張章嘉大師幼時及青年時期照片供本會參考。 

三、中國大陸青海省西寧市「塔爾寺」，建於西元1379年，在1560年才建成寺院。早先因

修建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紀念塔後才擴大建成寺院，形成「先有塔，

後有寺」，故名塔爾寺，如今不只是著名寺院，更成為青海省首屈一指的名勝古蹟和全

大陸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吸引旅客到青海必定造訪之地。參訪塔爾寺內有度母殿、藏經

樓、時輪經院、時輪壇城、祈壽殿、金剛壇城、密宗經院、酥油花館、大經堂、護法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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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行宮等，除少數未開放參觀的殿外，皆予以開放，但對於民眾參訪期間的攝影部分

則有較嚴格管制的規定，前往塔爾寺的參觀人數絡繹不絕，前往朝聖的民眾與寺院的規

模與佑寧寺及却藏寺有著極大的差異。 

 

肆、考察建議 

一、持續蒐集章嘉大師生平事蹟相關檔案文件: 

    本會派員分別前往考察中國大陸北京市嵩祝寺、雍和宮、智珠寺，以及青海省互助縣佑

寧寺及却藏寺等處，蒐集章嘉大師生平相關檔案及照片。但目前學界對七世章嘉的研究成果

不多，曾有學者指出，學術界不乏對章嘉活佛系統的研究，但從以往的研究成果來看，大多

偏重於對第三世章嘉活佛的研究，對其他幾世章嘉活佛關注甚少，尤其缺乏對第七世章嘉大

師的研究。建議配合本會編譯室整理修護章嘉大師書信遺物等，由本會規劃出版章嘉大師圖

錄等相關書籍，以供大眾閱讀。另考量在經費許可情況下，亦可再行前往章嘉大師生平曾駐

錫地點包括山西五臺山、內蒙古多倫及河北承德等地蒐集資料，以為完備。 

二、強化藏族與藏傳佛教發展研究： 

    青海省為多民族匯聚省分，除藏族、蒙古族外，尚有漢族、回族、土族等民族，更擁有

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寺之一的塔爾寺，乃藏族與藏傳佛教發展極為重要之地，而臺灣藏傳佛

教信眾日多，在臺藏人亦於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等地形成相當聚落，藏族文化已為臺灣

多元文化內涵之一，值得長期關注，然相關研究於國內較為缺乏。本會此次藉由實地走訪章

嘉呼圖克圖傳承地域，深入認識藏傳佛教發展起源之一，通盤了解藏傳佛教整體發展，更現

場觀察藏族於青海省城市、農牧地區發展現況，深刻掌握藏族面臨的問題與發展契機，未來

本會可先成為臺灣學界與民間人士研究藏族與藏傳佛教平臺，持續強化藏族與藏傳佛教發展

研究，以提供我政府針對在臺藏人發展參考，甚可作為未來培育宗教行政、民族研究人才之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