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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历史》

内容概要

《藏族历史》介绍了吐蕃王时期、分裂割据时期、元朝治下、明朝治下、清朝治下、中华民国等各个
时期的藏族民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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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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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二十九条4．“酌拟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二十八条(四)金瓶掣签(五)藏区喇嘛的朝贡(六)清末西
藏地方的新政1．整顿藏务阶段(1900--1906)2．张荫棠查办藏事阶段(1906．10---1907．5)3．实施新政
阶段(1907．5—1911)4．清末西藏地方新政之评价(七)藏族人民英勇抵抗帝国主义入侵九、中华民国时
期的西藏(1911—1949)(一)中华民国时期对西藏地方的施政(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新政十、西藏和平解
放(1951——)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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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历史》

章节摘录

　　同其他民族的社会发展情况一致，藏族社会的早期发展也同样经历了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
盟等阶段。据；敦煌文献和古藏文史籍记载，藏族地区最初有小王24个，随后又是“十二小邦”，每
个小邦都有自己的“王”与“大臣”。为了扩张势力，各小邦之间战争冲突不断，属民生活极端艰难
。大约在公元前350年前后，藏族先民中出现了第一个具有“赞普”称呼的王——聂赤赞普。　　据说
有一天，牛羊在辽阔翠绿的草原上缓缓移动，牧民们悠闲地骑着马，吹着口哨。这时，聂赤赞普降落
到若波神山之顶。他看到雅拉香波雪山耸立，雅隆地方土地肥沃，于是，下到赞唐贡马山上。牧民们
看见后，问他从哪里来，他用手指指天空。人们见他膀大腰圆身材魁伟，又不言不语，便以为是从天
而降的天神之子，便以肩膀为座，把他抬回住处，尊他为王，称为“聂赤赞普”——意为“肩舆王”
。这种君权神授的色彩，即使后来吐蕃王朝建立之后，也仍然极其浓厚。吐蕃王朝第六代赞普曾引吭
高歌到：　　在七重天之苍穹，　　从神境苍天之中，　　降一天子为人之救主，　　与一切人众之
地方，　　既不相同又不相似，　　地方高耸，土地洁净，　　吐蕃地方来降生，　　为一切地方人
众之主。　　一些藏族佛教典籍记载，聂赤赞普系印度释迦王族之后裔。据说阿育王后若干代，释迦
王室有孪生兄弟甲丁王和百军王2人。因为国事不和，兄弟之间发生冲突。百军王有子3人，其中最小
的一个，虽有伟人之相，但未能继承王位。于是根据神的预言，男装女扮，逃至西藏，遂成为统治藏
地之王。但根据史料推算，甲丁王等人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公元前560——前480)属同时代人，而
聂赤赞布是释迦牟尼圆寂后一个多世纪才出现的。显而易见，这种观点与藏族起源于印度的说法一样
，缺乏史实根据，不足为凭。　　《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十六国之一的南凉有羌人头领利鹿孤，
有子名樊尼。利鹿孤死后，樊尼率兵西渡黄河，翻越积石山，遂统一西羌诸部落，建国。国名秃发，
后音讹为吐蕃。改姓悉补野。有些学者便以此为根据，认为聂赤赞布便是樊尼，樊尼便是聂赤赞布。
但樊尼西迁发生在公元414年，与聂赤赞布出现的时间相差几近800年，单从时间上看，也是不可能的
。　　实际上，聂赤赞布既不是古印度王室后裔，也不是西羌首领樊尼，而是地地道道的藏人。他是
活动在今雅隆穷结一带的悉补野部落之首领。因从今西藏波窝地方而来，故又被尊称为“赞普悉补野
”或“悉补野”(波窝地方之王)。聂赤赞布被推举为悉补野部首领以后，他先后将努部等小邦收为属
民，并修建了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第一座本教寺院——雍仲拉孜寺。从零星史料中可推断
出，此时的悉补野部落虽存在着母系社会残余，但父系的王位继承习规已经确立。　　聂赤赞布加上
以后的六位赞普，藏文史籍中称为“天赤七王”。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当自己的儿子长到能骑马时，
便攀着登天之绳而上，在空中像彩虹一样自动消失。因此，“天赤七王”在人间都没有陵墓。但这种
情形到第八代赞普止贡赞普时完全改变了。当时，悉补野部落首领的权力受到了以小邦王洛昂达孜为
首的臣属势力的严重威胁。不得已，止贡赞普只好决定通过古老的方法——决斗来维护其地位和尊严
。　　据藏文名著《王统世袭明鉴》等记载，决斗前，止贡赞普派遣自己化身的母狗年几那桑玛去侦
察。洛昂达孜知道情况后，故意扬言，如果止贡赞普想战胜他，就必须不带任何侍卫，额头上挂面镜
子，右肩上挂只狐狸尸体，左肩上挂只狗的尸体，绕着头顶挥舞宝剑，并且用红牛驮着装灰的口袋前
来。止贡赞普果然照此行事，但决斗开始后，呐喊声使红牛惊逸，装灰的口袋破裂，尘土满天，迷住
了赞普的双眼。而狐狸的尸体魇退了战神，狗的尸体魇退了阳神，止贡赞普绕着头顶挥舞宝剑，砍断
了登天绳。而赞普额头上闪光的镜子刚好成为洛昂达孜劲射的目标。最后，洛昂达孜射死止贡赞普，
夺取了赞普的位置，止贡赞普的3个儿子夏赤、聂赤和甲赤被迫分别逃亡公布、娘布和波布地方。由
于登天之绳被砍断，止贡赞普以后的历代赞普开始修建陵墓。　　　　公元8世纪中叶，吐蕃社会内
部的矛盾日趋激烈，吐蕃奴隶制社会从全盛走向衰落。由于连年不断的对外武力扩张，国库空虚，经
济衰退，加之统治阶级内部为争权夺利而斗争不断，吐蕃本部及其周围属地此起彼伏的大规模奴隶和
平民起义，吐蕃王朝似一盏耗干油的灯，摇曳在狂风暴雨之中。公元842年，吐蕃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
被佛教势力所杀，吐蕃王朝崩溃。据藏史记载，朗达玛被杀时，其侧妃蔡绷氏已怀孕，为争夺赞普位
置，其大妃纳囊氏也声称有身孕。843年，蔡绷氏生一男婴，她害怕被纳囊氏抢去，采取了许多严密的
防范措施。白昼皆派专人保护。尤其到了夜晚，在孩子的周围点燃许多蜡烛，只要有人走近，烛光稍
一晃动，立即会引起守卫人员的警觉。因此，小王子取名叫“威松”(意为光护)。眼看赞普之位就要
落人蔡绷氏之手，纳囊氏便出钱买了一个乞丐人家的男孩，佯称是她自己所生。众大臣看到这个所谓
刚出生的小孩，竟然已满口是牙，都怀疑不是大妃所生。但当时吐蕃朝政已被支持大妃一派的人所把
持，所以，无人敢当面提出异议。于是，人们给大妃买来的王子起名叫“永丹”(意为母坚，就是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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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历史》

坚持认定之意)。双方斗争的结果是永丹一派占据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卫地，而威松一系被排挤到了腰如
，活动在今西藏山南一带。从此，两派各自称王，互相混战，卫藏地区荒野千里，民不聊生。　　从
公元869年始，吐蕃各地奴隶平民起义风起云涌，势不可挡。869年，吐蕃长期统治下的河陇地区发生
了大规模的咀末暴动。咀末是屯守在今甘肃、青海地方的吐蕃奴隶，他们趁吐蕃奴隶主统治力量分崩
离析之机，再也无法忍受奴隶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聚集在一起首先发动了起义，当地各部的劳动人
民纷纷加入。接着，康区、山南、达布、公布等吐蕃本部也爆发了奴隶起义。877年，起义军掘毁了位
于吐蕃王室发源地山南穷结的藏王墓。895年，起义军在山南娘若香堡(今西藏江孜)杀死了统治该地的
威松之子贝考赞，沉重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残暴统治。　　贝考赞虽然被杀，但他的儿子吉德尼玛衮
却死里逃生，一口气向西逃至象雄故地乍布朗(今西藏札达县)，得到当地地方官的保护和支持，并娶
地方官之女没卢氏为妻。吉德尼玛衮与没卢氏生有3个儿子，吉德尼玛衮把他们安置在不同的地方，
各统治一方。其长子日巴衮占据磨域(亦作芒域)，以今克什米尔的列城为中心，成为拉达克之首领；
次子扎西德衮占据普兰，以今西藏普兰县为中心，成为当地首领；三子德祖衮占据乍布朗，继承其父
的事业，以今西藏札达县为中心，后成为古格之首领。从此，吐蕃原来辖属的象雄故区遂改称为纳里
速古鲁孙(即阿里三围)，藏史称吉德尼玛衮一系为阿里王系。阿里王系中最为著名、对后世影响最大
的当属古格王朝。古格王朝喇嘛意希沃为佛教献身的传说迄今仍是藏传佛教教法史和藏传佛教佛教徒
们津津乐道之话题，而灿烂辉煌的古格文明为何似乎一夜之间神秘消失，令当今的考古学家们百思不
得其解。　　　　帕木竹巴原是今西藏山南桑日县境内的一个小地方。公兀1158年，藏传佛教噶举派
创始人塔布拉杰的弟子多吉杰波(1110—1170)来到该地修建了一座规模很小的寺院，即后来著名的丹
萨替寺。此后，多吉杰波便在帕木竹巴地方传教收徒，直到去世。他被后人尊称为帕木竹巴，　　而
他所传播的佛教教义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支派，被称为帕木竹巴或帕竹噶举。与其他藏传佛教教派的
情况类似，帕竹噶举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当地地方势力联合，元初，已成为西藏颇有影响的一支
地方势力，是元朝在西藏分封的十三万户之一，　《元史》中称为伯木古鲁万户。1208年，帕木竹巴
的两个弟子达垅塘巴和止贡巴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双方互不相让，僵持不下。这时出身于山
南地区大贵族朗氏家族的僧人扎巴迥乃(1175—1255)出面调停，最终平息了这场斗争。而扎巴迥乃就
此登上了丹萨替寺寺主之宝座。此后，丹萨替寺的寺主职位就由郎氏家族的成员来担任。因此，朗氏
家族也被称为帕竹家族。所以，帕木竹巴是地名、人名、教派名、家族名和地方政权五位一体的名字
，可以说是政教合一在西藏地方的早期形式。　　元朝中期以后，随着蒙古皇室统治力量的衰落，萨
迦派在西藏的地位也一落千长。萨迦款氏家族内部分裂为细脱、拉康、仁钦岗和都却四个喇让，亦即
四支地方势力。而帕木竹巴地方势力乘机迅速发展。尤其是1324年绛曲坚赞(1302　1368)担任万户长后
，卫藏各地方势力纷纷　　归属帕竹。萨迦本钦虽纠集雅桑、蔡巴和止贡等万户欲消灭帕木竹巴，但
最终以失败而告终。1354年，元朝封绛曲坚赞为大司徒，赐印信，令其子孙世袭罔替。绛曲坚赞取代
萨迦正式建立了帕木竹巴地方政权，成为西藏地区的实际统治者。　　在元朝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大
司徒绛曲坚赞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发展帕本竹巴地方政权。在十三万户的基础上，在西藏推行新
的行政区划制度，将全藏划分为十三个“宗”，宗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宗本”，由大司徒直接任免，
类似于内地的流官。宗的办事机构一般都设置在一所碉堡内，地势险要，居高临下，既易守难攻，又
便于监督。这是西藏地方政治结构上的一项创举，“宗”作为西藏地方的基层行政单位一直保持实行
到1959年。此外，大司徒绛曲坚赞依据吐蕃时代的十善法，制定颁布了十五约法，结束了萨迦时代法
令无常的状态。十五约法以教训为主，辅之以惩罚，简要易行，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宗教方面
绛曲坚赞也有所革新，并身体力行。他在所居内邬栋孜设三重门，禁绝妇女人内，戒饮醇酒，过午不
食，持戒甚严。1351年，建泽当寺，广泛延请其他教派的高僧大德前来讲经，这在当时宗派林立、门
第分明的藏族社会非常难得。他还规定了一条非常严格的家法，即此后他的继承者，一律幼年先任泽
当寺寺主，然后才能承袭万户长职位。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大司徒绛曲坚赞对宗教的作用有其深刻
而独到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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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历史》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化是各兄弟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
中共同缔造的。藏族是我国历史悠久、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民族之一。据1990年7月统计，全国共有
藏族人口4593330人，主要分布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区。藏族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人
口虽不是最多的，但分布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是少数民族中居住面积最大的民族。数千
年来，藏族人民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上，在征服大自然的斗争中，在社会发展的演变中，藏族人民以
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创造了独特而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并一直为世界所注目，成为中华民族
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从公元7世纪中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开始，藏族就有了自己的
文字，从而也就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经过一千多年的积累，用藏文撰写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
、文物古迹、历史文献、宗教典籍、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建筑艺术、雕刻绘画、民间节日、民族体
育等方面的文献，浩如烟海，卷帙繁多。在中国除了汉文的书籍文献外，在55个少数民族文库中，藏
文书籍文献居于首位。目前藏族地区各大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寺院保存的书籍文献，其品种和数量之
多，令世人瞩目。如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现保存有四百多万件藏文文献；拉卜楞印书院藏有二十二万余
部文献典籍；德格印书院共保存有三十余万块印版，文字量达2．5亿之巨。这些典籍内容丰富，雕工
精细，样式考究，印刷精巧，包装华丽，有的用金银粉汁书写而成；有的用青缎、丝绸等刺绣而成；
有的还用珊瑚、玛瑙、珍珠、宝石等镶嵌而成。这些典籍不仅具有极高的保存价值，而且也是研究藏
族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正因为藏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加之他们所处的地理
位置以及宗教的影响等多方面的因素，近、现代以来，对藏族和藏区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
兴趣，甚至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藏学，为世界学术界所关注。目前，世界上不少学术团体和
专家在研究藏族的历史和文化，有几十个国家还设立了藏学研究机构，专门研究藏学。藏学不仅巳成
为国际性的一门显学，而且在中华民族文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今天加强藏学研究，不仅是一个发展
藏学学术的问题，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少数民族文化
遗产的研究和继承。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藏学研究工作。1951年，为了刚刚和平解
放的西藏工作的需要，在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了藏语文专业，并招收了第一届藏语班的学生；1981年，
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藏学　　研究所；1993年，原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藏语文教研室与藏学研究所合
并，成立了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2000年，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扩建为藏学研究院。近几年来，全国
不少民族院校都建立了藏学系、所。1986年，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两个办公厅发出《关于建立中国藏
学研究中心的通知》，在北京成立了藏学研究中心，认真地进行藏族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研究。
此后，全国各地一大批藏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更把国内藏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藏学的故
乡在中国，中国具有较国外优越许多的人文地理条件以及汗牛充栋的藏文典籍。经过数十年的耕耘努
力，一支门类齐全，集藏语言、文学、历史、宗教等学科为一体的藏学科研队伍已形成规模，且不断
发展壮大。许多藏学科研工作者多次深入藏区进行社会调查和古籍整理工作，现已整理、翻译出版了
五百多种，上百万册的藏学典籍、名著、资料和历史文献；开展了藏文《大藏经》以及对梵文贝叶经
的研究整理工作；一些藏学机构还举行过多次高水平的国际藏学讨论会和有影响的学术交流活动；并
创办了《中国藏学》、《西藏研究》、《中国西藏》、　　《安多研究》、《雪域文化》、《西藏佛
教》、《西藏社会发展研究》、《西藏艺术研究》等近30种藏、汉、英文藏学研究刊物；还培养和涌
现出一批以藏族学者为主的藏学研究人才。　　藏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藏族文化按照传统藏
族文化的范围划分，有佛学、因明学、工艺学、医药学、声明学，即大五明；以及修辞学、戏剧学、
韵律学、星象学、辞藻学，即小五明。这大、小五明即十个学科，按照现代学科来划分，有藏族语言
、藏族文学、藏族宗教、藏族历史、敦煌学、藏族逻辑、藏族工艺、藏族天文、藏族医学、藏族教育
、藏族文化、汉藏关系史、藏族科技、藏族民俗、藏族旅游以及藏族地区的现代化等。为了弘扬藏族
文化，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藏族文化、研究藏族文化，我们组织了一批中、青年学者撰写了《雪域文化
丛书》，由于时间紧、资料少等客观原因，难免会在丛书中挂一漏万，凡有错误之处，敬请专家学者
以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周润年

Page 6



《藏族历史》

精彩短评

1、粗读一遍发现三处错字两处病句。题为《藏族历史》，却从中部开始变成《西藏政治历史》，后
面插一段《西藏反帝斗争故事》。
2、特别的枯燥+生硬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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