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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观察

城市化进程中的成都市藏族移民宗教信仰变迁
◎吴碧君（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四川 成都 610110）

摘要：移民是全球化、现代化、都市化的伴生现象之一。信仰主体的都市化必然带来该

宗教的都市化。信仰环境变化是导致信仰表达形式变化之原因所在。制度空间直接影响

信仰场景的都市化（或称复制）程度，进而影响信仰行为的结构变化。藏传佛教本身是一种

二元结构信仰体系，这为藏族移民和藏传佛教的都市化提供了教理依据，从而使藏民在入

世和出世之间自由转换而较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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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世界经济图景的急

剧变化，而开放中的中国，不可避免地也卷入到世界

发展的大环境中，开始了现代化之路。城市化与现

代化通常是相伴发生的，西部大开发的加速实施，更

是使藏区与中国各地一样，发生着大强度的都市

化，进而使大规模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和移民成为

中国不可回避的现象。信仰主体的都市化，必然带

来该宗教的都市化。都市藏族移民值得关注的缘由

在于其不断扩大的迁徙速度、规模及其自身所拥有

的藏传佛教信仰。都市藏民不仅包括境内移民，还

包括境外移民。基于研究条件限制和成都市藏族移

民之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针对成都市的藏族移民

中的藏传佛教行为、观念进行了专题研究，场景转换

与移民信仰表达形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本文的研究

主题。虽然“全民信教”这个词语不够严谨，但就目

前来说，我们还未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替代它，

至少它反映了绝大部分藏族人信仰藏传佛教这一不

争的事实。在这一前提下，我们需要讨论以下问题：

当信仰的主体离开自身信仰所赖以生存的各种环境

后，他们会如何来应对新的环境及其对自身信仰的

影响？

笔者认为，环境的影响依然无处不在，只是这个

影响的程度之大小和侧重点不同。虽然关于宗教与

社会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对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宗教变

迁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分析，但宗教变迁始终处

于社会的影响之下。在这些理解和分析中，宗教信

仰、形式、象征、符号、制度、礼仪等要素会随着它所

处的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场景的变化不仅仅是

位置的改变，还包括不同场景中所意味着的自然和

社会环境，诸如气候、地理环境、制度、人口、价值体

系等等。

之所以将调查点确定为成都市，主要在于成都

市在地理和历史上的特殊性，从而使其藏族移民在

全国都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尤其是在武侯

祠所形成的藏区聚落，可以说是在成都乃至全国，都

是较为典型的一个藏族羁留点。该辖区常住少数民

族人口3万人左右，70~80%是藏族人。武侯祠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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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的形成，最初是源于一种制度性移民。少数民

族干部培训制度的实行、西南民族大学的招生形成

了武侯祠藏族聚落里的首批藏族人员流动和迁移；

之后，西藏驻成都办事处搬迁至此。再后来，“成都

西藏中学”、“甘孜州驻成都办事处”、“甘孜宾馆”、

“民族用品一条街”等节点逐一形成。甘孜二郎山隧

道的开通、九环线的修建、川藏路的改善、来往藏区

的班车的增多、各藏区航线的增加，乃至最近开通的

青藏铁路等等，都促使着武侯祠藏族聚落的不断扩

大。目前，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驻蓉办事机构越来

越多，几乎涵盖了西部的各个少数民族地区，行业横

跨党政事业单位，有的地区甚至把政务中心也搬到

了成都，仅武侯区就有县以上的驻蓉办事机构28

家。除了武侯祠，在成都市的双流县，设有甘孜州驻

双流离退休老年协会，到此购房养老的人非常多。

据有关部门称，仅在双流县就有四五万藏族人。另

外，据外迁户口和买房居住的人口数据计算，仅在都

江堰，从阿坝州和青海来的就有13万人，其中包括了

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人员，但不包括就读人员。而民

族用品一条街的货源，除了来自藏区以外，成都市周

边的乡镇企业也为他们提供充足的产品。郫县安德

镇的西部民族贸易市场也发展成为了一个辐射西

藏、甘肃、青海和甘孜、阿坝两州的民族商品物资集

散地，年交易额达16亿，目前已被国家民委和省、市

挂牌。①

随着成都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西部少数民族

地区的吸引力必然会越来越强，加上退耕还林政策

的推进，成都市的少数民族必然会越来越多。这些

特征和问题都使本研究具有了现实性和迫切性。

二、都市藏族移民宗教行为的变化

史密斯认为，“累积的传统”是指这样一种公开

的客观的素材之聚集体——它构成了某一社团以往

宗教生活的历史性的积淀。它是信仰的外在表现形

式，是任何能够从一个人、一代人传递给另一个人、

另一代人的东西以及任何能够为我们所观察得到的

东西。②寺庙、神学体系、习俗惯例、道德法典、神话

等都是传统的形式。很明显地，传统是多样的、不固

定的、变化着的和累积着的。那么，在城市化进程中

的藏族移民，其生活环境与信仰环境的变迁又使其

宗教信仰在外在表现形式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信念最重要的行为方面是它在仪式中的表达。

祈祷、赞美、忏悔、供奉、表达委身有关结婚及丧葬的

崇拜仪式，都是与信念有关的宗教行为形式。甚至

一些人类学家坚持认为，仪式是宗教的原始形式。

在仪式过程中所用到的言辞，作为仪式不可或缺的

部分也自有其意义。因此，本文将主要以仪式的参

与为中心来进行分析。仪式的种类很多，结合藏传

佛教和本研究的实际，笔者将把藏族信众的仪式分

类为日常仪式和特殊仪式两大类。

（一）日常仪式的改变与保留

通过对藏族移民念经、磕头、放生、转寺庙等几

种较为基本的日常仪式的分析发现：首先，那些越是

依赖客观环境的小的行为，越是被完整地保留了。

念经是变化最小的宗教行为，这来自于此种宗教行

为本身的隐秘性和方便性。我们的访谈记录解释了

这些变化：

对学生的访谈：

LEYJ是我的同学，我们都来自拉萨，也同住一

个寝室。他是一个比较虔诚的人。三年来，他每天

早上6点多就要起床念经和磕头，一般要磕1个小时

左右，磕的是等身头，晚上睡觉前，他也要念经和磕

头，跟早上一样。在学校不是很方便，所以他一般不

转经，但是念珠是有的。③

对打工者的访谈：

在这里平时也要念经，跟家里一样。在家里的

时候，爸爸和妈妈每天都要磕头，不过我不经常磕

头，每个月磕一两次，每次只磕几十次。不过每次到

寺庙的时候都要磕头。成都寺庙不多，我们一般是

去昭觉寺。④

其次，对环境依赖大的行为，诸如磕头和放生等

仪式在具体表达方式上变化较大，这主要在于都市

居住格局对容纳日常宗教行为的经堂设置之影响。

笔者在成都的调查支持了这一观点，95%的被

调查者在迁出地的家中都设置了经堂，而在成都，他

们中设置经堂的仅有20%（见图1）。按照被调查者

的解释，没设置经堂的原因主要是在成都没有自己

的房子，有房子的也因为空间不够和安全考虑（有老

鼠，怕火灾）而没能设置。他们一般是到昭觉寺或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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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寺院点灯，或寄钱让迁出地的家人买好酥油送

到家乡的寺庙，请他们代为点灯。而设置经堂这一

前提行为的缺失导致了点酥油灯、每天早上奉净水

仪式的消失。

图1 被调查者迁出地——迁入地经堂设置状况对比图

另外，数据分析也显示，居住环境与经堂的设置

之间相关度较高。这可以从被调查者回答没有设置

经堂的原因中获得：在64个没有设置经堂的被调查

者中，在问及不设置经堂的原因时，有40人回答“没

有房子，不方便”，13人回答“怕老鼠、火灾”，仅有11

人回答“没有必要设置”（见图2）。

图2 移民没有设置经堂的原因

（二）特殊仪式的环境依赖

按照传统人类学的方式，仪式被分为了生命危

机仪式（life crisis rites）与季节性或年度性仪式

（seasonal or calendrical rites）。一般而言，生命危机

仪式属于地位提升的仪式，年度性仪式和群体危机

的仪式有地位逆转的功能。本文所涉及到的藏传佛

教的特殊仪式都囊括在了生命危机仪式和年度性仪

式之中。相对而言，特殊仪式对公共空间的依赖更

大，主要指信仰对寺院及信众居住环境的公共活动

空间之依赖。

几乎任何一个普通的传统西部乡村社区，都有

着以寺庙为中心的格局。这里的“中心”，既可以为

物理空间的中心，也可以是心理意义上的中心地

位。就信仰社区来说，一个村落社区的中心就是寺

院。社区的格局实际上是对藏传佛教空间图式的模

仿和再现。社区在最初的构建上遵循和体现了宗教

所要求和禁忌的，当这一格局形成之后，它反过来又

不可避免地对居住者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产生影响。

就成都市而言，藏民较为认同的寺院仅有昭觉

寺、石经寺和文殊院，以我们在藏区所调查的寺院分

布密度来看，这寥若星辰的寺院显然无法满足10万

人以上都市藏民的信仰需求。可以推论的是，只要

都市藏民还有宗教需求，在都市重建寺院的行为就

会被表达出来。这一假设可以从成都市民宗局2004

年宗教工作汇报材料中得到证明：“五年来，取缔乱

建乱塑（乱建寺庙、乱塑神像）200多处、非法宗教聚

会数十处，灵岩寺、双庙子等一批乱建乱塑的老大难

问题得到了取缔和整治。”⑤

成都市藏传佛教寺院的缺失以及当前居住环境

与迁移前居住环境之间的异质性，必然会导致两个

结果：一是成都市藏族流动僧人增加；二是藏族移民

将部分宗教行为转移到迁出地去实现。我们的问卷

调查和访谈都证实了这一点。

案主32：ZM，女，38岁，随迁者，民族用品饰品店

老板。

我爱人是MD的老师，他先来这里，过了2年我

才搬来的，开始是租的房子，后来爱人在单位买了房

子。在老家的时候，搬新家都要请喇嘛测算和打卦，

所以开始我也想搬家的时候打电话回老家，请以前

经常请的喇嘛过来念经。但是爱人说成都跟老家不

一样，如果声音太大，邻居会有意见。因为周围邻居

都是爱人的同事，打扰他们不太好，所以最后我们还

是没有请喇嘛过来念经，只是打电话让家人在老家

念的。

正是由于都市传统宗教组织无法满足藏族移民

的宗教需要，进而发展出了一些松散、自发的民间自

组织关系（或群体）。而组织者通常具有较强的经济

实力，正如调查对象DZ一样，他既热爱自己民族的

社会学研究

48



社会观察

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

文化，同时有自己的书店，经济状况比较好，他自己

拥有汽车，能将组织起来的参与放生的信众一起带

到郊外放生。可以说，民间领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这种非正式聚会或活动的特色。

三、都市藏族移民信仰的现代转换

（一）藏传佛教的现代性转换

佛教的现代性转化主要表现为回归传统，即重

新回到印度原始佛教教义本身，从中发现和挖掘解

释宗教现代性变迁的依据。从而使不同宗派不同信

众重新获得认同和统一。“人间佛教”的提出和实践

就是这样一种尝试。现代佛教从释迦牟尼“和合精

神”解释出的“见和同解、心和同悦、口和无诤、身和

同住、利和同均、戒和同修”的“六合”；将佛教“报四

重恩”解释为“报众生恩、报父母恩、报国土恩、报师

傅恩”；提出佛法原本是源出人间并要恩泽人间的，

因此应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等等都是注重传统教

义的表现。从明国时期太虚大法师提倡和实践“人

生佛教”，新中国以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提

倡“人间佛教”，到近年来，中国佛教界“大力提倡‘觉

悟人生、奉献人生’为主旨的生活禅，倡导‘在尽责中

求满足，在义务中求心安，在奉献中求幸福，在无我中

求进取，在生活中透禅机，在保任中证解脱’的修行理

念，并且‘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

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同时也是

佛教内在本质的要求和佛教社会价值的具体体现”。

这些都是中国汉传佛教实践“人间佛教”的表现。

藏传佛教同样具有汉地佛教的上述特点，在当

代藏区，藏族高僧都在自觉和不自觉地践行着“人间

佛教”。如自20世纪80年代起，十世班禅大师、嘉木

样活佛、贡唐仓活佛等，所践行的“庄严国土，利乐有

情，爱国爱教，护国利民，改革藏传佛教的学经制度

和寺院管理方式，学习现代科学知识……”等活动。

另外，有的活佛把佛教教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政

策联系起来，融合贯通，在讲经时，给广大农牧民讲

一些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医药卫生与计划生育知

识。所有这些实践，都为藏传佛教打上了鲜明的时

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总而言之，佛教在人间化的过程中，照顾到宗教

与世间法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并不断厘清自己与

世俗生活之间的交集与便捷也是必要的，也即是说，

一方面要保持自己在公共生活的世俗领域之外，同

时又把自己的论域放在对于人类生活具有基本意义

的信仰和时间的价值规约上。⑥

（二）都市藏族移民信仰的现代转换

作为哲学体系的藏传佛教，无论是其“缘起”还

是“性空”思想，对普通的信众来说，信仰的逻辑起点

在于一个“苦”字。认识到诸“苦”之后，就要思考如

何避免坠生恶道？怎样才能超生善道呢？对众生来

说，就需要皈依三宝、信仰业报、弃恶行善。

正是基于上述缘由，藏族人相信生死轮回和因

果业报。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藏族不重现实而重

来世，把追求生命的解脱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在

这些思想的影响下，藏区成为了一个有着天道、人

间、地狱三维观念的社会。正是藏传佛教的这种心

理导向成就了藏民族豁达的生死观和合群性，这同

样使藏民族缺乏创造性以及工具理性的不发达。因

此，本文主要就这两个最为核心的方面来分析藏族

移民宗教信念的变迁。

可以说，佛教传教已成为藏族人的一种生活方

式。其教义已经被信徒潜移默化为自己思考与行为

的准则。但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移民的这些行为准则

正在逐渐脱离教义的禁忌范围，受到迁入地主流社会

价值观的影响。这意味着，藏族移民在争取和享受

现代化带来的利益之时，会对其传统信仰带来或多

或少的冲击。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将信念进一步表

层化，将考察的内容延伸到藏族人的价值观系统中。

根据移民动机的不同，不同类型的藏族移民其

宗教信仰呈现不同的样态：生存型（比如打工者）和

发展型⑦（包括创业人员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

员）移民在宗教价值观上有所变迁，趋利性上升，更

加重视此世的生存状况。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藏族

移民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对待自身宗教信仰上，包

含了更多的民族情感因素在里面。

对家庭团聚者来说，其内部也存在差异，其中一

部分人最后发展为了生存或发展型移民，与家庭成

员一起参与到整个家庭的发展中，把自己置身在开

放的都市之中，并独立从事生产活动，比如一些随迁

人员最后成了个体户，这部分人的宗教价值观也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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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变迁。另一部分人则仍然被局限在了自己家庭

内部或是本民族成员之间，较为封闭，对这部分人来

说，宗教价值观的变迁不是很明显。但这部分人一旦

与开放的社会系统接触，可能会产生较多的不适应。

退休人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从主流

社会的生产生活中退出来，游离在主流与边缘之间，

良好的社会资源和经济条件使他们能保持较高的生

活水准，在没有生存压力的情况下，年龄的增长使他

们开始面临“死亡”问题，对宗教信仰产生更多的需

要。同时，从“体制内”“解放”出来，使他们能更加自

由、开放地释放自身的宗教信仰。于是，在这个群体

中，信仰的复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另外，生存型和发展型藏族移民价值观变化的

方向是往主流价值观靠拢。这是现代社会分工精细

化所支配的人际关系变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即信

仰与道德的分割。虽然信仰可以通过道德行为表达

出来，但不等于信仰就是道德行为或道德观念。而

多数研究者简单的将部分藏族移民道德观念和道德

行为的变迁等同于其宗教信仰的变迁，甚至将部分

藏族移民的不良道德行为等同于信仰衰退或消失的

结果，这是极其危险的。事实上，这只反应了宗教信

仰的道德约束力下降了。在传统藏区，道德、宗教信

仰和法律的认可是一体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

受到这种一体化的社会形式的支配，而现代社会，三

者相互分离，各司其职。在民主改革以后，藏区实行

政教分离，宗教不再承担律法的功能，而代之以我国

统一的法律制度，但道德与信仰之间的关联由于现

代化进程的缓慢而相对滞后，但仍然渐进地发生着

变迁。而移民到内地都市，直接为藏族移民呈现了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如何在道德与信仰之间搭建一

种平衡的关系是他们需要面对的新问题。

移民信仰现代性转化的另一个特征则是功能替

代的产生。默顿指出，“正像一个项目可以有多种功

能一样，同一功能也可以由各种不同的项目来完

成。”⑧这一观点在笔者的调研中同样获得了支撑。

传统藏区，藏传佛教为藏族人提供意义解释，并以道

德的形式将藏族社会整合在一起。而在内地都市，

社会的多元状态，为移民提供了一套能替代过去由

信仰所承担的那部分功能。另外，宗教信仰在社会

整合上的正、负功能都有所发挥，在族群内部，信仰

仍然是社会整合的重要纽带，它不仅将迁入地的移

民整合在一起，同时将移民与藏区紧密的联系在一

起。这种整合形式在将移民生活有序化的过程中，

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移民对主流社会之间的互动。

通过上述对藏族移民宗教信仰状态的描述和分

析，可以看出，成都市藏族移民宗教观念和行为的变

化是与宗教信仰实现的场景变化相关的。而从变化

趋势和特征上看，都市移民的宗教观念和行为正在

经历一个分化-重组的过程。该过程是中国都市与

都市化下的藏传佛教以及移民一起在全球化大背景

下的重组。

应该说，藏传佛教是一种开放而非封闭之体系，

它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通过长期的民族文化交

流，藏传佛教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藏区，而我们未来

的城市规划似乎也需要将这种多民族、多元宗教共

存的特征考虑在列。

需要指出的是，成都市只能代表西部的中心城

市，无法完整的代表东部地区藏族移民的具体情况，

更没有涉及到境外藏族移民。这就使本研究结论的

普遍性受到折损。如何进一步对这些城市少数民族

的宗教信仰变迁进行归纳、对比、总结，是笔者正在

进行的工作。

注释：

①以上数据、资料均由成都市民族宗教局提供。

②[加]史密斯著，董江阳译.宗教的意义与终结[M].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5.
③案主30，LEYJ，男，22岁，来自拉萨，大三学生。(来自作者

的助手DJCR的观察，LEYJ是其室友。)
④案主9，HY，女，20岁，来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⑤资料来自于成都市民宗局2004年宗教工作汇报材料。

⑥Roland Robertson，Modernity and Religion: Towards the
Comparative Genealogy of Relig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Zen
Buddhism Today , No.6.

⑦一般认为，生存型移民的主要原因是迁出地区的推力，而

发展型移民的主要原因是迁入地区的拉力，而实际上从性质上来

说，移民都是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而进行人口迁移的，生存型的

移民中也包含了主动求得发展的移民，生存与发展似乎很难割裂

开来。

⑧ [美]罗伯特·K·默顿.理论社会学[M].华夏出版社，19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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