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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及其《颐和园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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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伟大祖国几千年的灿烂文化是各兄弟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屉过程中共同缔造和发扬光大的。藏族是中

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成员，历史上曾创造出自己光辉夺目的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增添了异彩。在大量的优秀民歌、民间说唱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藏族诗歌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颗明珠。早在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的吐蕃王朝时代，随着民族统一政权的建立，社会经

济的发展以及藏文的创制和使用，藏族就用藏文记录下了生动活泼、文采绚丽的浩瀚诗章；公元十一世纪，随着佛教在藏族地区的复兴

和封建经济的发展，藏族文学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一时期著名的宗教活动家米拉日巴通过歌吟来教授门徙，他的歌由其弟子记录整

理，流布民间，称之为道歌。米拉日巴的道歌虽然以宣传佛教教义为主，但是部分道歌却是反映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物生活以及赞美家乡

景物的佳作。在写作技巧上，米拉日巴道歌多采用比喻手法，写人状物郡十分生动细腻，继承和发展了藏族诗歌的特色。继米拉日巴之

后，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十三世纪初写下了著名的格言诗集《萨迦格言》，它吸收了古代藏族人民生活斗争的丰富经验，通过对社会

的深刻观察，总结出很多富有哲理性的名句，把藏族诗歌的题材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摈弃其中的佛教对世俗生活的简单否定和

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萨迦格言》的大部分不愧为藏族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高峰，在藏族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元、明、清三朝，随着国家统一的巩固和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施政的加强，西藏与祖国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更加紧密，藏

族的文化也更加繁荣发达。由于造纸和印刷事业的发展，从“萨迦五祖”起，许多藏族学者的著作被整理成全集，刻印刊行。数百年

间，藏族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入学者，有著作全集遗留于世的即达几百人之多。他们的著作中除宗教、历史、哲学、科技外，文学也占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藏族的书面文学，包括了小说、剧本、传记，诗歌，是我国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予以高度重视，认真

地进行发掘和整理，以飧各族广大读者。 

藏族学者的诗歌创作不乏歌颂我们祖国壮丽山河的作品。元代以来，藏族人土到内地传教、任职或游历的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大大加强

了西藏与内地的政治交往，还担负了各族人民文化交流的使命，北京、南京、五台山，承德等地，当时均是各民族文人学者汇聚之地，

它们壮丽的湖光山色，自然也成为各族学者共同讴歌的对象。元代八思巴的著作中，就有赞颂五台山和中都 (今北京)的诗篇；到了清

代，藏族学者歌颂北京、承德等地的诗歌就更多了。这些诗篇不仅抒发了作者对这些风景名胜的赞美，也表达了藏族人民对我们伟大祖

国的热爱心情，因而在中国文学史和藏族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清代藏族著名学者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颐和园礼赞》，

可说是这些诗歌中的代表作。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是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松林乡人，藏族，公元一七三七年（藏历第十二饶迥火蛇年）生，六岁时被认定为青海

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佑宁寺土观呼田克图阿旺却吉嘉措的转世灵童，被迎请到佑宁寺坐床，成为第三世土观活佛，并跟从当时青海著名学

者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受戒。土观呼图克图是清代青海著名的转世活佛，为甘青藏区八大驻京呼图克图之一。第一世土观活佛名罗桑拉

丹，出身于今青海互助县李土司家，故称其转世系统为“土官’，后以土官一词不够文雅，改称“土观”。第二世土观活佛名阿旺却吉

嘉措(1680--1736)，于一七O四年任佑宁寺第二十四任法台。一七二O年奉康熙帝之命护送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从青海塔尔寺去拉萨坐

床，得到西藏和蒙古各部上层人士的敬重。一七三七年乾隆帝追封已故二世土观活佛为“静修禅师”，并赐印信。乾隆帝的这一封赐，

大大提高了土观活佛系统的地位，为三世土观活佛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年青时在佑宁寺学习佛教因明学多年，十九岁时(1755年)前往拉萨，入哲蚌寺郭茫扎仓学经。在拉萨七年，他主要

从甘南拉卜楞寺的二世嘉木样活佛晋美旺布为师学习因明，同时向六世班禅贝丹益西、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等人学习密宗典籍。

一七五七年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到西藏处理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的政务，解决认定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的问题，土观·洛桑却吉

尼玛在拉萨与章嘉活佛交往甚密。一七六一年，他返回青海，任佑宁寺第三十六任往台。一七六三年 (乾隆二十八年)，他二十七岁时

奉诏进京，在北京曾任掌印喇嘛，御前常侍禅师等职，颇受乾隆帝垂青。他在京任职期间与章嘉·若必多吉在清廷活动奔走，使毁于青

海罗卜藏丹津之乱的佑宁寺得以全面修复，井参与了《四体清文鉴》、《满文大藏经》的编纂工作，因而得到朝廷和佛界人士的敬重。

他从北京返回青海后，于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三年任青诲塔尔寺法台，在塔尔寺建立土观噶尔哇(活佛公馆)。后来他常住佑宁寺，专心



 

著述，于公元一八O一年(藏历第十三饶迥铁鸡午)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是我国著名的佛学大师．宗教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著作甚多，全集共计十七函五千七百余叶。他的名作有

《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传》，《宗派源流晶镜史》、《佑宁寺志》、《密宗经义》，《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自传》及诗集等。《宗派

源流晶镜史》成书于一八O一年，全面而扼要地叙述了印度早期各种宗教及佛教、藏传佛教各教派及苯教、汉地道教的历史和教义，是

研究西藏佛教史的重要著述。此书在十九世纪末由印度人达斯译成英文，流布各国，现在有日文等译注本，国内有刘立千先生的汉译

本。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全集首先由青海佑宁寺刻版刊行，拉萨布达拉宫印经院和四川德格印经院都曾翻刻印刷过他的著作。 

    一七六三年，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奉诏进京，当他到达北京时，正值乾隆皇帝下命修建的清漪园(颐和园的前身)落成。 

清朝前期国力比较强盛，皇室在北京大兴土木，营建了许多园林，以西山群峰为屏障而修建的京西一组大规模的园林，统称为“三山五

园”(即畅春园，圆明园，五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和万寿山清漪园)，这些园林以宏大秀丽著称于世。万寿山原名瓮山，山下有一瓮

山泊，元代水利学家郭守敬修建白浮堰时，导引昌平县的白浮泉和玉泉山的泉水入瓮山泊，形成一个大水域，称为西湖。明代在瓮山上

修建了一座圆静寺。一七五—年，乾隆皇帝的母亲六十大寿，乾隆帝为了给母亲祝寿，于一年前将圆静寺改建为大报恩延寿寺，特瓮山

改名为万寿山，西湖改名为昆明湖，全园命名为清漪园。一七六四年，清漪园全面竣工，费时十余年，耗银四百八十多万两。清漪园建

成后，乾隆帝常到园中休憩游乐。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作为乾隆皇帝的禅师，自然有许多机会随侍皇帝到这皇家林苑中游览。乾隆皇帝

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不仅在文治武功方面有许多建卧在语言文学方面也颇有造诣。他在巡幸时喜爱题咏，各地风景名胜多有其墨

迹。乾隆皇帝除自己写御制诗外，常命臣工唱和。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颐和园礼赞》有可能是酬和之作。此诗组笔调清新明快，想

象奇特，堪称君臣唱和诗作中之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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