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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古称康霸，又名喀木，地域大致包括今天西藏自治区东部的昌都地区、四

川省西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唐、宋、元、明朝时期，为吐蕃及蒙古所据。到了

清朝前期，为土司所掌管；末期，设厅、州、县，为省之雏型。民国成立后，改

为川边特别区，1939 年正式建省。西康以巴西为基干，巴西共分四个部分：八

宿、察雅、昌都、类乌齐。巴西有四大活佛，历受朝庭敕封，兼掌行政宗教之权。

元、明两朝，均封为大喇嘛，至清朝康熙时，乃改封为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是蒙

古语，乃圣者之意，为清代中央政府授予藏族和蒙古族地区佛教大活佛的封号，

凡获得此封号的活佛均载于清政府理藩院册籍。  
 
诺那呼图克图，西康四大呼图克图之一，于清同治三年(1864 年)甲子岁五月十五

日生于昌都类乌齐之金塘，故又称金塘活佛。诺那呼图克图，原名是嘎纳喇嘛。

诺那从西藏逃亡汉地后，为隐瞒真实身份，遂改为诺那(藏文是「财神」之意)，
故汉地人习惯称嘎纳喇嘛为诺那活佛。诺那出生于类乌齐的嘎纳家族，嘎纳(Gara)
为其姓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世家，在当地地位显赫，拥有喜木的官位，其先族

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霍古嘎时代，是著名的噶尔曲达加波(弘法国王)的后裔。  
在嘎纳家族延续到阿仲和嘎得两兄弟时，他俩共娶了出生于川边一富有的汉族徐

姓家庭的姑娘。婚后，新娘改名为久萨·诺珍。她生了三个儿子，依次为达拉、

诺那、桑巴。  
 
诺那还是幼童时，就表现出许多超越常人的非凡能力，富有灵异显现。五岁时，

某天诺那来到一处名叫古汝隆的山谷，这里曾是莲花生当年修行过的地方，此时

正住着一位名叫觉仁增的大成就者。当诺那来到他面前时，献上了丰盛的供礼，

幷请求摄收为徒。成就者对诺那说：  
 
「孩子，你真是吉祥圆满，是一位特别殊胜的大士，如能遍舍一切俗事，住在此

幽避之地修行，那么活到一百多年后，你将虹身而去；如不这样而到其它地方去，

也将能够利益许多众生。」 
 
成就者如是授记之后，又为诺那授了皈依戒，领其进入了佛门，幷取法名为索朗

热登(福德坚固之意)。  
 
诺那七岁时，被迎入类乌齐寺，取法名逞列匠磋(事业大海之意)，类乌齐寺是公

元 1276 年达隆噶举派僧人桑杰温在类乌齐建的寺庙，它包括二个拉章、三座札

仓、六座禅院。二个拉章分别是洋根拉章、夏仲拉章，三座札仓分别是新派札仓、



旧派札仓、达隆派札仓。诺那十二岁时，开始闭关修诸尊法；几年后又与表兄杰

忠仁波切一起，从杰忠的老师苯噶(白苯)拉章巴威色学习梵藏语法(声明)、逻辑

(因明)、工世美术(工巧明)、医学(医方明)和佛学(内明)。二十岁时，又从大堪布

扎西威色(吉祥光明)和噶玛派的堪布仁青达吉(宝隆)受了比丘戒，幷作为新派僧

院的喇嘛，担任了金刚阿阇黎一职三年。二十三岁这年，诺那皈依了金刚上师贝

雅达纳，修学佛部、金刚部、莲花部三部密宗。二十四岁时，即绍红教祖师，次

年被被推接掌类乌齐政教大权。  
 
为求法，诺那与杰忠又前往号称第三那烂陀寺的德格宗萨寺，从大班智达绛央钦

则旺波学习达隆噶举派教法为主的众多无偏法类，特别是获得了近传受命法类之

一—「九乘之颠」的深法。同时又从五大藏的开创者强根工珠．阿旺云登加措那

里受学了《教戒藏》、《唯密咒藏》、《所知藏》、《不共秘密藏》四大藏，以及其它

共同显教和不共密教的深法。在大伏藏师曲久格巴的狮子才旺洛布那里又受学了

《大宝伏藏》。根据二大师的授记，诺那和杰忠分别找到了察雅的明妃白玛，色

冈的明妃楚珍。不久诺那和白玛在类乌齐寺附近的一处名叫洋根珠巴喀的地方举

行了婚礼。在以后的岁月里，诺那和杰忠活佛一起共同发掘了许多伏藏。  
 
清宣统三年(1911 年)阴历四月，驻藏大臣联豫电请四川总督赵尔丰率领边军会攻

波密。赵尔丰接电后随即派副都督凤山领兵二千前往。为抵御达赖政教势力在西

康的扩大，诺那也率类乌齐地方武装配合作战，两军同心协力，收复了被藏军占

据的波密，二十五族及三十九族地区，事后诺那被赵尔丰封为西康大总管，由此

诺那也与十三世达赖交恶。1914 年，民国政府已成立，新政权无遐顾及西藏事

务，达赖便妄图借助英帝国主义势力通过占领西康将西藏从祖国版图分离出去，

遂于九、十月份派兵太昭、三十九族地区布防，准备进犯西康。当时川军统领彭

日升率三个营的兵务驻扎在昌都、类乌齐、三十九族一带。因川军武力强大，达

赖未敢轻举妄动。  
 
1917 年 9 月，驻守类乌齐的川、藏军发生武装冲突，战事逐渐扩大，英国为达

到自己目的，乘机向达赖藏军提供新式步枪五千枝、子弹五百万发。由于藏军武

器精良，兵力充足，而川军统领彭日升刚愎自用，指挥无方，致使川军连战连败。

此时被彭日升任命为昌都地区西、北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诺那率领的民兵在配合川

军的作战中也遭到了重大损失。  
 
1918 年 4 月 19 日，在藏军的强大攻势下，彭日升在昌都城率兵缴械投降。由于

诺那遭旧友洛绒得钦的出卖，于 5 月 15 日被藏军逮捕，关进了昌都监狱。一余

月后，押至拉萨。达赖判诺那终生监禁，幷投进布宫下的雪勒空监狱里的地牢。  
诺那在地牢期间，十三世达赖曾三次下令在食物中放剧毒妄图谋害诺那，但每次

都被诺那察觉，化险为夷。鉴于诺那的法力及威望，达赖只好打消除掉诺那的念



头，不久将诺那转至朗措仓监狱。几年过去后，达赖逐渐减少了对诺那的戒备心，

就将诺那流放到隆子宗的甲域益卓庄园，交给庄园头人雪仲聂隆巴朗喀旺和僧官

称我曲则二人监管。  
 
诺那来到庄园后，与头人、僧官二人的关系日渐融洽，后来他们二人甚至同意诺

那在庄园附近的扎日山岩洞中闭关修行，此时诺那已有逃亡汉地的打算。1924
年 10 月某日，在诺那修行的地方，天空一连几天出现彩虹，当地人都十分惊奇。

诺那认为食报已尽，机会来临，为了不连累头人、僧官，遂在岩洞里留下头发、

衣物，伪装成圆寂化虹而去的样子，随后披上二张羊皮，连夜逃走。  
 
诺那夜行昼伏，逃到了尼泊尔。在路过扎希孔时，从街上布告得知尼泊尔王子的

女儿病魔缠身，久治不愈，诺那毛遂自荐，进到宫里，用密宗推拿及真言医好了

王子女儿的病。王子欣喜如狂，愿建喇嘛庙供养诺那，但诺那去汉地决心已定，

婉言谢绝。王子便赠盘缠印银七百元，诺那旋赴印度礼佛，后经波罗克抵孟买乘

船，于 1925 年夏抵上海。  
 
诺那为了隐瞒自己真实的身份，未用真名嘎纳喇嘛，而是用诺那喇嘛名字开始在

汉地的活动。先是挂单海潮寺，后往南海礼观音，印证了当年上师贝雅达纳的预

言。这年 10 月，诺那来到了北京，试图与北洋政府联系上，实现他收复西康失

地的愿望。  
 
诺那首先去了蒙藏院，然后又去拜谒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段祺瑞系北洋军阀皖

系首领，1924 年被奉系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信佛，晚号自正居士，

对于诺那的来访，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诺那向段呈述了在西康的整个经过，同

时献上收复西康失地之策。段祺瑞被诺那的爱国行为所感动，便先拨付千元作为

诺那在北京暂时的安置费用，幷承诺西康之事相机而行。诺那随后往五台山礼文

殊菩萨，以结早年的夙愿。  
 
1926 年 3 月 18 日，段祺瑞制造了「三．一八」惨案；4 月 10 日，驻北京的国民

军鹿钟麟部推倒了段政府，北洋政府改组，段祺瑞下台，诺那的愿望随之破灭。

在这期间，曾发生一件事，西藏噶厦派驻北京中央政府联系代表，北京雍和宫住

持贡觉仲尼发现一来自西藏自称诺那喇嘛的人在京活动频繁，他甚觉蹊跷，便设

法搞到一张诺那照片寄往拉萨。拉萨当局也曾听说有一反对西藏噶厦的西藏喇嘛

在汉地活动，但不知是谁，收到贡觉仲尼的照片大吃一惊，这不就是已化虹圆寂

的嘎纳喇嘛吗？达赖得知十分恼怒，但也毫无办法。 
  
诺那在京期间，某次在九世班禅活佛寓所遇见了北洋政府国务院参事四川人李公

度，两人一见如故，甚为投机。事后，李公度将诺那情况介绍给川康边防总督刘



湘，刘湘闻知，电请李公度礼迎诺那入川。1926 年冬，诺那、李公度一行经武

汉抵达重庆。诺那到了重庆，前后驻锡三年，举办了多起法会，传红派密宗，幷

受中央政府邀请，诺那于 1929 年夏历 4 月经武汉抵达南京，诺那到达南京后，

受到中央政府热情接待，幷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兼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同

时准设南京、重庆、成都、康定四办事处。1933 年 7 月，又受中国佛教协会聘

请，任名誉会长。诺那在汉地十年间，曾先后在北京、天津、重庆、上海、杭州、

广州、香港、南昌、武汉、长沙、莫干山、庐山等处，弘扬藏密，先后传了二十

一度母、九节佛风、宝瓶气、拙火定、等觉母、红白观音法、长寿法、五文殊、

九金刚等红教密法。同时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对求诊者，无论寒暑昼夜，必应

满足；为遭劫难者，禳灾祈福，利益众生，前后皈依他的人达数万之多。更为重

要的事是，诺那将其祖位留在了汉地。这是一段不为人知尘封多年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