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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尊(1902—1980)，汉族，俗姓温，法名妙贵，字法尊，河北深县人。现代著名高僧、佛学家、翻译家、藏语文专家。 

 

    法尊(1902—1980)，汉族，俗姓温，法名妙贵，字法尊，河北深县人。现代著名高僧、佛学家、翻

译家、藏语文专家。 

    早年于五台山显通寺玉皇顶出家。民国11年(1922)在北京法源寺受具足戒，后去南京宝华山学法。

12年(1923)入武昌佛学院，受教于太虚法师，学习法相、因明和显密各宗教义。14年 (1925)转入北京

藏文学院学习藏文，并从大勇法师学习藏密。次年，随大勇法师组织的赴藏学法团离京，经打箭炉(康

定)到达甘孜，师从昌都的安东格西学习藏文和佛经。1933年人藏，进拉萨哲蚌寺，师从东本格西研习

《藏文大藏经》及各种经论。是年受太虚法师之托，离开西藏到武昌，任教于汉藏教理院。1935年，为

了迎请安东格西到内地(汉藏教理院等处)传道授业，再次经海路由印度进藏，于1936年到达拉萨，后因

安东格西圆寂而使计划落空。同年取道印度等地回到重庆缙云山，代理太虚法师主持汉藏教理院，并往

返于重庆等地讲经传法。1950年到北京，主持菩提学会藏文译事，为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文件(汉

译藏)。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被选为常务理事。1955年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稿。1956年兼任

中国佛学院院长，并在佛学院主讲佛教经论。 

    其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佛教教育、佛经翻译和藏学研究三个方面。民国25年(1936)代理太虚法师主

持专门培养佛学人才和弘传佛法的汉藏教理院，历时10余年，解放后又担任中国佛学院院长，培养了一

批佛学人才，为中国现代佛教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精通藏文、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并曾获藏传

佛教格鲁派的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为了沟通汉藏佛教文化，终生致力于藏文佛典的汉译，并且将

部分汉文佛典译成藏文，所译佛典近百部，促进了汉藏文化交流。作为学者，他还致力于藏学研究，撰

写了《现代西藏》、《我去过的西藏》、《西藏民族政教史》、《藏文读本初稿》等专著，编译出《宗

喀巴大师传》、《阿底夏尊者传》、《格西曲札藏文字典》(与张克强等合译)等。其中，《西藏民族政

教史》是汉族佛教僧人撰写的第一部藏传佛教史广专著，在藏学界和佛学界都有一定的影响。《格西曲

札藏文字典》翻译出版后，长期成为学习藏文、研究藏学的重要工具书。他还为中国佛教的组织领导工

作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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