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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北京藏学讨论会提要 

 

    本文拟从以下七点论述“唐蕃甥舅会盟碑”之历史意义及其史料价值。 

    第一，该碑历时一千余年，在西藏各类石碑遗迹中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碑文所刻吐蕃王朝乃至中

原、印度、尼泊尔、大食、门域等周边国家地区之情况，是研究当时历史的极好资料。 

    第二，仅就官位，名号排列而言，碑文将吐蕃赞普名号列前，以此记叙盟誓内容，即便汉字碑文书

写亦以藏文内容为原版；使碑文保持浓厚的民族风格，并首改古藏文书写法，创用简易文字与碑文之

中，内容清晰明朗，语言优美简练。这一独特现象，无疑对研究与之同时代的敦煌古藏文卷书、牍文等

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第三，据碑文所记，雪域高原原为一片汪洋，之后海水逐渐干枯而显露陆地，进而有人类始居于

此。“鹘提悉勃野”一词，在早期史书中屡见不鲜而备受关注，实指一名曰鹘提的男子统霸雅龙诸地，

成为吐蕃第一辈赞普——聂赤。碑文对此陈述颇详。 

    第四，自公元7世纪起，唐蕃之间往来日繁。尤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兼有睦邻友好之政治联

系。其间。吐蕃先后迎娶两位唐朝公主人藏，关系友善有加，即便偶有冲突，但仍能以互派友好使臣化

干戈为玉帛。碑文对唐蕃之间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之联系有明确记录。 

    第五，以碑文盟词可见，当时吐蕃境内宗教派别林立，公众信仰可谓五花八门。佛教徒崇信三宝，

而苯教徒以日月星辰为图腾；这时，佛教虽已传入吐蕃，然难成一统，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百家争鸣。 

    第六，有史书记载，赤松德赞之首要功绩当为宏扬佛法，然其在位期间，虽对莲花生、寂护等佛家

高僧大德尊奉有加．但并不曾令他们参予政务。至赤热巴巾时．赞普首创“七户养僧制”，使僧人拥有

土地、牧场、牲畜和奴隶，不少僧人开始转化为有产阶级。更有甚者，赤热巴巾允许佛教僧侣参政议

政，使僧侣地位空前提高。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仅从碑之所记参预盟誓之吐蕃官员名号排列顺序可见

一斑。 

    第七，唐蕃交往的历史中，既有兵戈相见之插曲，亦有互遣友好使者以求和平安宁之主旋律。永结

友好，共同繁荣发展无疑是当时双方共同的愿望。《唐蕃甥舅会盟碑》便是这一美好愿望的有力见证。 

    同样．上述诸多珍贵史料将有助于我们解决历史研究方面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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