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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罕苏布尔嘎是蒙语，“察罕”意为“白”,“苏布尔嘎”意为“塔”，合起来是“白塔”的意

思。察罕苏布尔嘎是指辽代时期的一座著名的白塔，其所在地在现今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境

内，当时的察罕苏布尔嘎古城遗址及其周围地区因此白塔而被称作察罕苏布尔嘎。 

    俄国深通蒙古文的学者波兹德涅耶夫，曾于1892年6月至1893年10月期间赴内蒙古进行了考察，并

撰写了《蒙古及蒙古人》上下两部书，书中收集了蒙、藏、满等多种文字的碑文。本文拟探析察罕苏布

尔嘎古城遗址近郊发现的古物中两座塔的碑文，即《蒙古及蒙古人》（下）中所收录的蒙藏合璧之藏文

碑文，该碑文主要记述的是察哈尔林丹汗及其妹索拉斯瓦蒂在三百多年前所建造的两座塔的碑文。而

今，这两座塔已无踪迹可寻。 

    文章主要从碑文所在地及其内容、碑文的刻写年代、碑文的特点与历史意义等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全文约计一万多字。通过初步分析,有以下几方面的认识: 

    1．塔这种建筑形式的起源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有密切的联系，佛塔最初的功能具有一定的纪念

意义，所以该碑文在记载有关塔的内容时，首先简要地介绍了佛陀诞生、佛陀涅槃、佛陀舍利等；其

次，介绍了塔的形状和种类, 以及在印度、新疆、西藏、蒙古等地诸多法王扶持圣教建造了无数宝塔的

情形；最后讲述了林丹汗专为曾祖图门札萨克图汗修建了法身崇拜的对象——‘大神变塔’，又为实现

母后之愿望，建造了‘天降塔’，以及建塔的功德等。其中，重点阐述了蒙古林丹汗以西藏夏尔巴阿南

达为上师,并以上师和施主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 为弘扬藏传佛教所做出的贡献。 

    2．由这个蒙藏合璧的碑文可知, 碑文刻写年代应该是佛祖示寂三千七百五十九年（丙寅），即公

元1626年，至今已有三百八十二年的历史，这对研究蒙藏关系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3．从塔的起源与佛教的关系，以及从编写塔的碑文时作者依据《方广大庄严经》、《能仁奥义

疏》、《大瑜伽本续经教明灯》，以及《塔论》、《妙音莲花经》、《佛说楼阁针法甘露鼓经》、《大

方广总持宝光明经》等书,按藏族传统的写作格式描述的特点看，我们以惯例或历史地推测，蒙文碑文

是从藏文碑文逐字翻译过来的，也因此藏文碑文显得更为珍贵。整个塔的碑文, 其内容丰富、文笔流

畅、结构合理紧凑、极为完整，对研究藏族塔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4．从碑文的内容涉及历代蒙古汗王与萨迦派的关系、林丹汗与夏尔巴喇嘛的关系、佛祖示寂的历

算法推崇萨迦班智达的观点，以及碑文编写者超凡的藏文水平等, 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编写碑文的作者是

位萨迦派僧人，而且应该是位学识非常渊博的高僧，还可以看出当时林丹汗的属下中不仅有很多萨迦派



的人，而且有不少萨迦派的大学者。 

    5．在碑文中提到林丹汗是大转佛法宝轮的菩萨的化身，而他的上师夏尔巴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从

另一角度体现了当时执政者和传法者两者水乳交融、相互依存关系的历史共识。 

    6．从碑文目录中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林丹汗最初信奉格鲁派, 后改信萨迦派，毫无疑问他是

个藏传佛教信徒，同时从中可见林丹汗的宗教信仰也服务于他的政治需要。碑文中关于林丹汗的信息,

说明历史上因教派影响藏文史书对这一人物的记载有一定的误差, 也对我们正确认识这个历史人物提供

了一个可靠的证据,而且也是对个别藏文史书中将林丹汗与却图汗混为同一人的正误。 

    7．通过碑文目录可进一步证明，夏尔巴喇嘛阿南达属萨迦派，他作为上师不仅给林丹汗传授灌顶,

还主持翻译了《甘珠尔》、修建了寺庙、发展了僧团等，功勋卓著，在蒙藏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大贡

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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