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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北京藏学讨论会提要 

 

    藏文名著《巴协》是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重要史籍。对于研究吐蕃历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今谨就《巴协》中的有关记述，就以下五个历史问题谈点研究心得。 

    一、佛教到底何时传人西藏，是8世纪，还是7世纪，抑或更久远。 

    二、松赞干布享年一直是史学界之迷团，布顿大师认为其享年为32岁，旬努贝认为是84岁；根敦群

佩在其所著《白史》中认为事隔久远，资料繁杂，难说究竟。近人恰白先生依据汉文《唐书》所载有关

史料考证，松赞干布享年32岁。松赞干布到底享年多少。 

    三、藏族石刻艺术中充满了佛教内容．于是有种说法“藏族的石刻艺术就是石刻的佛教文化”，此

说是否准确，同时，藏族的佛教石刻文化到底始于何时。 

    四、在西藏第一个出家受比丘戒的是谁，此人来自何方。在西藏首获藏传佛教特色尊称“仁波且”

者是谁。 

    五、就《巴协》中所载皇甫惟明进藏的情况，顺便谈谈反映唐蕃联姻的“甥舅”之称始于何时，

“甥舅之亲”这种称呼的最早源头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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