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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一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论文探讨了藏学中两个问题：夏嘉同音与羌蕃同源。  

    分为四个部分：  

    一、论存在于汉藏历史研究中的偏见。①汉文古籍及近人一些论述中对藏族族源的探讨存在不顾藏

文史书的记载，无视地域的区别、羌藏历史关系之渊源；所谓“樊尼北来说”是大民族主义作祟的产

品。②藏文史籍引用“印度南来说”，是藏传佛教否定本教观点的自我吹嘘。应正视藏史神猴后裔传

说，从而肯定羌藏同源都是当地土著人。  

    二、论羌汉关系。汉文古籍记载羌人与华夏人同源而异流，藏族传说嘉人与羌蕃人之兄长关系。  

    三、论嘉夏同音。初步探讨藏族自古称华夏人为“嘉人”，华夏地区为“嘉域”，对民族称 谓与

朝代名号，互不混同，相沿至今的问题。华夏人之称为嘉人，是否源于夏代与羌人之密切关系，嘉即夏

之对音。按夏字古音有三：胡雅切、亥雅切和举下切，嘉人是否从举下切的夏人之音而来？本教史传说

中，列举西周之王不季为嘉域之王，与本教教祖辛饶文化往来密切，但民族称谓与朝代名号则嘉与周的

区别明确；藏族古史传说中“四方四寇”中东方嘉域嘉人，即指汉族，汉族之被称为嘉，并非起于汉代

而源于远古，是否历史发展中汉文夏字之音有所变化，而羌人的称谓则一直相沿未变？文中列举了藏汉

文相对的人名地名之古今区别，作初步的探讨。  

    四、论羌藏同源。论文认为古代称生活于青藏高原和川甘等地的羌人为诸羌，它包括许多来源不同

的分散部落，其中以蕃（译音有附、发等）为共名，操相同相近语言的羌人是羌蕃人的先民，与藏蕃土

著先民有共同渊源，它们①民族来源传说相同，皆称神猴后裔，西藏的人和甘青的羌人都有此传说。②

宗教文化皆源于本教穤（雍仲）。出土的卡若、卡约文化文物，都饰有穤形图纹。③习俗相同，如陶瓮

葬、父子联名等等。④语言相同方言近似：A、以蕃为共名；B、汉以后，唐以前汉籍中所载的人名、地

名之译名概与今藏语相同。C、姓氏相同，人名音义相关习俗至今相似。D、党项人为西夏主体民族，所

操语言，相当一部分与今安多语相同。西夏被蒙古族称为“唐兀惕”，“唐”即“党”地区名异译，

“兀惕”即蕃 之对音，与唐时译吐蕃为“鹘提”之读音，皆是蕃之异译；蒙古又称西夏为密那克，即

唐时弭药，后此的木那克、木雅等不同译法。E、自吐蕃徒居甘青等地移民及派驻的屯军等所语言与当

地土著羌人无歧异。F、以初创制古藏文字母拼写的敦煌文书《南语》，经国内外研究者认定为川青羌

人某部语言的拼写，有一大部分与安多主语相近相似。“南”部落似即唐初之难磨（多弥人），藏语作

南巴人，当时居于长江源头（今玉树治多境）。这份藏文资料充分证明羌蕃同源，语言一致。  



    基于以上诸原因，说明羌蕃人与吐蕃人都是以蕃为共名的语言相同，宗教习俗相同，以神猴后裔为

种源的青藏高原、甘青等地的土著人，由于经吐蕃王国百余年政治统治，武力摄服的外因，在后此虽吐

蕃灭亡，部落分散，但在历史发展中，相互依宗教、语言、文字等客观存在，融铸磨合，形成共同体。

有些研究者称，“是吐蕃的武力统治同化了羌人，形成了藏族”，似过分强调武力作用，忽视数千年以

来的羌蕃种源一致，文化相同的因缘。

 

责任编辑：宗哲

文章出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本文注释信息： 

 

   标签：吴均

无法找到该页 

您正在搜索的页面可能已经删除、更名或暂时不可用。 

请尝试以下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