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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北京藏学讨论会提要 

 

    本文对唐元二代的吐蕃政治制度从宏观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 

    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均自觉不自觉地按矛盾统一的规律变化发展，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当然不能例外。

各族之间是既有矛盾和分岐，也有渗透融合。纵观我国千百年来的历史，是以融合互补和交流与统一为

主线。汉藏二族的史籍上均有较详记载，从全面的实际出发。即使发生若干争伐战斗，仍属“兄弟阅于

墙”之事。 

    根据不完全的历史资料计算，从唐太宗贞观八年到唐武宗会昌年间，在约二百一十年之中，唐代中

央政府与吐蕃赞普的正式使臣来往共达191次之多。仅从这个频繁来往方面，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出汉藏

二族紧密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关系。 

    松赞干布政权带有一定的部落联盟的性质，有其后进性的一面，其先进性主要来源于接受中原较先

进的政治军事制度。正如意大利藏学权威杜齐所说：“松赞干布只是用武力将许多部落凝聚为一，而这

些部落之间从未和睦共处”。 

    正是基于上述的政制基础，所以在达磨赞普灭法后．“其国亦自衰微，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

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赞普时代的许多部落，这时均各自为政，互不相属。各部落贵族之间争战不

休。在约四百年的部族纷争的过程中，故家旧族或被淘汰。或依然活动于各部之间，不少新的部落贵族

应运而起。当时青藏高原上的藏族社会组织大约是按“帐”——“族”——“姓”——“部落”而组

建。 

    到13世纪上半叶，萨迦班智达和他的侄子已与阔端有所联系；《萨班致藏人书》这一重要历史文

献，较详地记录了当时藏人如何进行了最明智的选择，依靠元朝中央的力量以达到保持藏族的部落贵族

政制，并进而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统一的地方政权。在元代．西藏地区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元朝中央政府

的宣政院和皇室所封的西平王。“政教合一”是其表现形式。 

    历经唐、五代、宋、元到近代，西藏社会政治组织的部落制度——虽然形式上有其差异性，但一直

沿袭下来．直到民主改革，才基本上对其后进的血缘性与地缘性加以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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