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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北京藏学讨论会提要 

 

    藏文史籍载：“从聂赤赞普到赤德妥赞之间，凡二十六代赞普均以本教治理王政。”又称：“以上

王族共有二十七代，其在位时，咸以苯、仲、德乌三法治理王政。”可见在西藏早期历史中宗教与王政

的关系至为密切，它也是后来西藏社会特殊政教关系赖以形成的源头和基础。本文依据现有藏文史料，

对西藏早期王政与宗教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及此关系的发展演变情况作了初步探讨。文章要点如下： 

    一、“天神之子入主人间”。这一有关聂赤赞普身世来历的传说与原始本教观念中的“天神”崇拜

关系密切；卡若、曲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已发现反映当时人们宗教观念及崇拜活动的实物证据。从

这些可确认。在西藏原始本教的产生应先于王政，即先有本、后有王。西藏最初之王权是在神权土壤上

滋生和建立起来并处于浓厚的本教氛围之中。这决定了王政初期本教徒在相当程度拥有对王权的支配作

用。在作为王政支柱及将王权神圣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形成“王本同治”局面。故七赤天王时期的

王政乃由本教神权与赞普王权高度结合而成，但两者中本教神权表现得较为活跃，而王权的发展程度却

不高。 

    二、止贡赞普时期政教关系发生了重要转折。此时因外来宗教因素的传入，本教更趋兴盛和系统化

并形成雍仲本教，本教徒地位与权力随之增长，使王权受到严重挑战。故灭本之性质非宗教之争，而是

政教权力之争，是吐蕃王政朝着强化王权方向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止贡赞普之子布德贡杰即位后，政教

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1、从止贡赞普以后的各代赞普死后均行土葬，且埋葬地点也由高地逐步向平原

转移。这说明本教在神化王权方面的作用已被削弱。2、自布德贡杰起，大臣在王政中的作用日渐突

显。这标志着王权的发展已摆脱先前本教神权对它的控制而开始取得主导地位。此时的本教神权已更多

地为王权所用，成为协助赞普统治和教化民众之手段。 

    三、自布德贡杰始，一些有功之臣的家族及后裔获得特权并成为显贵。这标志着世俗权力与赞普王

权相得益彰，成为支撑赞普王权的重要基础。至达日年塞和朗日伦赞时，本教徒在政权中的作用已主要

限于祭祀等宗教性活动。 

    四、聂赤赞普至朗日伦赞时期的政教关系演变的基本趋势乃是从最初本教神权的主导和绝对支配作

用逐步朝着后期强化王权的方向发展，而止贡赞普时期是二者发生嬗变的重要转折点。就条件与社会基

础而论，这一基本趋势的形成可能以当时吐蕃社会的四个变动为背景并与之内在相关：l、止贡赞普时

期宗教因素引起整个吐蕃社会的变化。政教权力结构亦相应改变。2、雅隆吐蕃政权所统辖之联盟不断

扩大，客观上产生了强化王权的需要和可能。3、止贡赞普之后农业发展及聚落的扩大，为政权组织的



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也构成了家族政治势力兴起之土壤。d、来自于周边政权的压力亦成为促使其

强化王权的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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