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 ８
？

蕃尼古道及其历史作用
＠

熊 文彬

［摘要 ］ 蕃 尼 古道是从 我 国 西 藏 拉 萨 通往 尼 泊 尔 、 印 度 和 中 亚 的 重 要 干 线 之
一

， 也是 丝 绸 之路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之
一

。 该 道 自 开 通 以 来 ，

一

直 是 我 国 西 藏 和 内 地通往 尼 泊 尔 的 干 道 ，
至 清 代形 成 了

一

张 线 路清

晰 、 站 点 密 布 、 主 辅 路交 错 的 复 杂 路 网 。 它 不 仅 对 西 藏 的 政 治 、 经 济 、 社会 和 文 化 产 生 了 重 要 的 影 响 ， 而

且也对 元 以 来 历 代 中 央政府 对 西藏 的 治 理 、 国 家 的 统
一

和 汉藏 文 化 交 流 等 方 面 都 发 挥 了 重 要 的 作 用 ， 同

时 对 中 国 与 尼 泊 尔 、 印 度 和 南 亚 诸 国 的 交 流也发 挥 了 积 极 的 作 用 。 在 新 时 期 国 家
“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下 ， 这

条 古道 的 进
一

步 开 发 和 建设 ， 对 于 西 藏 经 济 的 腾 飞 和 社会 的 稳 定 ， 以 及 中 国 与 南 亚 诸 国 的 合作 ， 必 将 产

生 积极 而 又 重 要 的 作 用 。

［关键词 ］ 蕃 尼 古道 ； 唐 宋 元 明 清 ； 尼 泊 尔 ；

一

带
一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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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蕃尼古道的开通与发展

蕃尼古道是唐代对吐蕃 （西藏 ）通往尼婆 罗 （尼 泊 尔 ）古道 的 简称 ， 始于西藏拉萨 ，
止于尼泊 尔加德满

都 ，

②东连拉萨通往西安 的 唐蕃古道 ， 西接 加德满都通往 印 度 的 古道 ， 是我 国 西藏 、 内 地从拉萨通往尼 泊

尔 、 印 度和 中 亚 的重要干线之
一

，
也是丝绸之路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

。 至迟从 ６ ５ ８年开始 ， 蕃尼 古道就 已

开通 ， 但文献 除对该道西段 的 路线和站 点 记载较详外 ， 对其余路段 的 记述都较简略 。 唐代著 名 僧人道宣

（
５ ９ ６ ６ ６ ７

） 在 其著 作 《 释迦方志 》 中 首次 提到 了 该道 ， 将此 称 为 汉唐 以 来 中 国 通往 印 度 的 三条道路 中

的
“

东道
”

， 并对其走 向 和 线路进行 了 记载 ， 尤其是西段较为详细 ：

“
… … 吐蕃 国 ，

又西南 至 小羊 同 国 。 又

西南度咀仓法关 ，
吐蕃南界也 。 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 ， 东南入谷 ，

经十三飞 梯 、 十九栈道 。 又南或西

南 ， 缘葛 攀藤 ， 野 行 四 十余 日
，
至北 印 度 尼 婆 罗 国

”

， 并注 明
“

此 国 （ 尼 婆 罗 国 ）去 吐蕃 约 为九千里
”

。

？经

①本 文为 国 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 目
“

西藏 阿里 后 弘期 初 的佛 教遗存与多 民族交 融研究
”

（ １ ９ＺＤＡ １ ７ ７ ） 的 阶段 性成果 。

② 黄盛璋 先 生在 《 关 于古代 中 国 与尼 泊 尔 的 文化交流 》 ［
Ｊ

］ （ 《 历 史研究 ＞ １ ９ ６ ２年第 ２期
，
第 ９ ７页 ） 文 中称 其为

“

吐蕃泥 波 罗道
”

，
并

且认 为该道分 为 南 北 两段 ，
北段

“

系 青海 至拉 萨
”

，

“

南段从 拉 萨至加 德 满都 ＇ 学术 界 般认为
， 既然称 其 为

“

吐 蕃 泥波 罗道
”

，
理应 指 拉

萨至加 德 满都
，
并 无北段 之说

， 所谓
“

北段
”

应 为唐蕃古道 。

③ （ 唐 ）道宣 著 、 范祥雍 点 校 ： 《 释迦方志 》 ［
Ｍ

］ ，
北京 ： 中 华书 局

，

１ ９ ８ ３年
，
第 １ ４页 。 关于东道 的说法 ，

范 祥雍先生结合其 他文献
，
在 ５ ０

页认为称 其为南道更为合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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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 ， 这条路线大致从拉萨 出 发 ， 西行经今后藏地 区 至 吉 隆县 ， 再南下至 尼泊 尔 。

①
１ ９ ９ ０年 ， 吉隆县唐高

宗显庆三年 （
６ ５ ８

）镌 刻 的 《 大唐天竺使 出 铭 》 汉 文碑刻 的 发现 ， 证实 了 这条古道 的 存在 。
？唐朝使节 王

玄 策不仅 由 此经尼 泊 尔前往 印 度 ， 而且 吐蕃军 队也 由 此 经尼 泊 尔 帮 助 王玄 策完 成 了 使 命 。

？藏文文献

对唐代时期 的 蕃尼 古道也有大量 的记载 ， 不过也 只 载及其走 向 和 吉 隆等重要站 点 ， 对其余线路和 站 点 也

都语焉不详 。

从宋代开始 ， 蕃尼 古道 的 线路和 站 点 在文献 中 才 日 益清晰 。 例如 ， 后 弘期初期西藏著 名 翻译家和佛

学 家热译师多结札 責 １ ０ １ ６ ？
） 曾 四 次前往尼 泊 尔求法 ， 第二次沿蕃尼 古道返 回 的 路线是

从 吉 隆入藏 ， 后经定 日 、 协 嘎 尔 、 萨迦 、 拉孜等到 日 喀 则 、 山 南 、 拉萨 和 康 区等地传法 。

？与唐代碑刻 相

比
， 文献对 蕃 尼 古道线路 的 记载 显 然更 为 翔 实 。

１ ０ ４ ２年 应邀到 古格传法 的 印 度 著 名 佛 学 大师 阿底 峡

（
９ ８ ２ １ ０ ５ ４

） 由 印度沿蕃尼 古道经尼 泊 尔从 吉隆入藏后 ， 先西北行至普兰 ，
而后前往札达 。

３年后 又从札

达原路返 回 吉 隆 。 随后 在 噶 当 派 著 名 大师 仲 敦 巴 （ １ ０ ０ ５ １ ０ ６ ４
） 的 陪 同 下 ， 从 吉 隆经拉堆绛 （ 昂 仁县

一

带 ） 、 日 喀则 的 夏鲁寺 、 宁 措 、 山 南桑耶寺 ， 最后抵达拉萨传法 。

？ 从吉 隆至 拉萨 的 线路不仅与热译师 的

路线大致 吻 合 ，
而且还记载 了 经蕃尼 古道吉 隆段前往阿里古道 的 走 向 和 大致站 点 。 此外 ， 克什米 尔高僧

释迦室利 跋 陀 罗 （ Ｓ ｈ ａｋｙ ａ ｓｈ ｒ ｉ ｂｈ ａｄ ｒ ａ
，
１ １ ２ ７ １ ２ ２ ５

）
１ ２ ０ ４年在 绰普译师强 巴 贝 （ 自 貧 １ １ ７ ３

１ ２ １ ９
） 的 迎请下 ， 从西藏 的 亚东入藏后 ，

经帕 里沿蕃 尼 古道 中 段 ，
经强若 （ 毋＾今 ） 、 古尔摩 （ ＾＾句 ） 、 曲 弥

（ 秀 抵达绰普 。
？其 中 的

“

强若 、 古 尔摩 、 曲 弥和 绰普
”

位于今江孜 、 日 喀则 市和 萨迦县境 内 ， 由 此进
一

步细 化 了 宋代 蕃尼 古道 中 段 的 线路和 站 点 。 由 此可知 ， 宋代 的 蕃尼 古道经吉 隆入关后 ， 大致沿聂拉木 、

定 日 、 协嘎 尔 、 萨迦 、 拉孜 、 日 喀则
一

线前往 山 南和 拉萨 。 元 明 时期 的 蕃尼古道也大致沿袭 了 这
一

线路 。

到 清代 ， 得益 于 汉 藏 文 献 的 翔 实记载 ， 蕃 尼 古道完 全清 晰地 呈现 在世人面前 。 《 多 仁班 智达传 》

《 郭 扎教法史 》 《 次 旺诺布传 》 等藏文文献和 《 卫藏通志 》 《 西藏志 》 《 西招 图 略 》 《 西藏 图 考 》 等汉文

文献都对这条古道 的 线路 、 站 点 ， 甚 至里程进行 了 比较详细 的 记载 。 根据这些记载 ， 清代 的 蕃尼古道主

辅线并存 ， 错综复杂 ， 实 际上是
一

条辐射性 的 路 网 。 自 拉萨 向 西 、 向 南 至 吉隆县热索桥 出 关 ， 大致形成 了

北 、 中 、 南三条平行 的 主线 ， 其 中 从拉萨开始 至仁布县 的 大竹卡 ， 有
一主一辅两条线路 ； 中 路和 北路从 白

朗 县开始 ， 向 西 、 向 南 陆续从 白 朗 、 定结 、 定 日 和 聂拉木 又分 出 绒霞 、 樟木等多条 出 境线路 。 每条平行 主

线之 间 ，
又形成无数条支线 ， 支线犬牙交错 ， 错综复杂 ， 共 同 构 成 了 拉萨至 吉 隆之 间 的 蕃尼 古道路 网 。 这

三条 中 段平行线路 的 走 向 及其沿线重要站 点 分别 如 下 ：

１
） 中 路 ： 拉萨 向 西 ，

经今 曲 水 、 浪卡子 、江孜 、 白 朗 、 日 喀则 、 拉孜 ，
而后南下至萨迦 、 定结北部 ， 再 向 西

经定 日 和 聂拉木 北部 至 吉 隆贡 塘拉 山
， 由 此 向 南 ，

经 宗嘎镇至 吉 隆镇 ， 最后 至热 索桥 。
２

）北 路 ： 拉萨 向

西 ，
经 曲 水 、 浪 卡子 、 仁布 、 日 喀则 、 萨迦吉定 ， 然后沿雅鲁藏布江至拉孜 、 昂 仁 、 萨 嘎 ，

而后南 下至 吉 隆贡

塘拉 山
， 再南 至 热索 桥 。

３
）南路 ： 自 拉萨 向 西 ，

经浪卡子至江孜后 ， 南 下至康 马 ， 沿喜 马 拉雅 山 北麓 向 西

①对于道 宣 的这段记载 ，
学 术界 多有 考证 ，

如 参见 霍巍 ： 《 从新 出 唐代碑铭论
“

羊 同
”

与
“

女 国
”

之地望 》 ［
Ｊ

］ ， 《 民族研究 ＞  １ ９ ９ ６年第 １

期
，
第 ９ ６页 。

② 关于这通碑铭 的 发现 与相关研究 ，
分别 参见西藏文管 委文物普查 队 ： 《 西藏吉隆县发现 唐显庆三年 〈大唐天竺 使 出 铭 〉 》 ［

Ｊ
］ ， 《 考

古 》 １ ９ ９ ４年 ７期
，
第 ６ １ ９  ６ ２ ３页

；

巴 桑 旺 堆 ： 《 宗 嘎 唐代 汉 文摩 崖碑铭 补 考 兼述吐 蕃古道 》 ［
Ｊ

］ ， 《 西藏研究 》 １ ９ ９ ６年第 ３期
，
第 ５ ６ ６ ３

页
；
霍巍 ： 《 〈大唐 天竺使 出 铭 〉 相关 问 题再探 》 ［

Ｊ
］ ， 《 中 国 藏学 ＞ 

２ ０ ０ １ 年第 １期
，
第 ３ ７  ４ ３页等 。

③ 相关成果如 陈翰笙 ： 《 中 国 古代 与尼 泊 尔 的 文 化交流 ： 公元第五 至 十七世纪 》 ［
Ｊ

］ ， 《 历史研究 ＞ １ ９ ６ １年第 ２期
，
第 ９ ５ １ ０ ９页

；
黄盛

璋 ： 《 关于 古代 中 国 与尼 泊 尔 的 文化交流 》 ［
Ｊ

］ ， 《 历史研究 ＞  １ ９ ６ ２年第 ２期
，
第 ９ ２ １ ０ ８页

；
黄盛璋 ： 《 关于 中 国 纸和造纸 发传入 印 巴 次大 陆

的 时 间 和 路 线 问 题 》 ［
Ｊ

］ ， 《 历 史研 究 》 １ ９ ８ ０年第 １期
，
第 １ １ ３ １ ３ ３页 ；

霍 巍 ： 《 吉 隆 文物 古迹与 蕃尼 道上 古代 中 尼 文 化交流 的 若 干 问 题 》

［
Ｊ

］ ， 《 西藏研究 ＞ ２ ０ ０ ０年第 １期
，
第 ６ ５ ７ ７页等 。

④ 热 ？ 意西森 格著 、 多识仁波齐译 ： 《 热译师传威 德之光 》 ［
Ｍ

］ ， 成 都 ： 四 川 党建期 刊 集 团 、 四 川 民族 出 社
，

２ ０ １ ３年
，
第 ５ ５页 。

⑤ 廓诺 ． 迅鲁 伯 ： 《 青 史 》 （ 藏 文本 ） ， 四 川 民 族 出 版社 ，
１ ９ ８ ５年 ， 第 ３ １ ０  ３ １ １页

；
仲 敦 巴 ： 杰 瓦迥 乃 ： 《 至尊 阿底峡传 》 （ 藏文本 ） ， 西

宁 ： 青海 民族 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４年 ， 第 ２ ６ ４ ２ ８ ９页 。

⑥ 达察 ？ 次 旺杰 著 ： 《 洛绒史籍 》 （藏文本 ） ，
拉萨 ： 西藏藏文古籍 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４年
，
第 ３ ３ １ ３ ３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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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岗 巴 、 定 结 、 定 日 南部 ， 而后 至 吉 隆 。 另 外 ， 从康马 南 下 ，
经 帕 里 至亚东 ， 可进入 印 度 。 其 中 ， 中 路从拉

萨至 日 喀则 又 有两条线路 ，
主线从拉萨至 曲 水 、 浪卡子 、江孜 、 白 朗 至 日 喀则 。 与此 同 时 ， 在其北面还有

一

条辅路 ， 亦 即 从拉萨 ，
经堆龙德庆 向 北 至 当 雄县 的 羊 八井 ， 然后 由 此 向 西南大致沿今 ３ ０ ４省道 ，

经尼 木

县 的麻江 乡 、达孜 乡 、 奴玛 乡
， 抵达仁布县雅鲁藏布江 的 大竹卡 ， 渡江后与北路连接 。

从清代 中 期清军驱逐廓 尔喀侵藏 、 驻藏大 臣 巡边 、 藏族僧人经尼 泊 尔前往 印度朝圣和 尼 泊 尔朝贡等

记载来 看 ， 在这三条线路 中 ， 中 路至少 自 乾隆朝 以 后是蕃尼 古道 的 主路 。 这条路不仅设有官方驿站 ，
而

且也是驻 藏 大 臣 每年巡边所走 之道 。 按 《 西藏 图 考 》 ， 其 中 拉萨至 日 喀则 ９ １ ５里 ， 从东 向 西 以 此经过 的

站 点 分别 是登龙 岗 业党 僵里 曲 水 铁索桥 刚 把泽 马 陇 白 地 叶赛 挞鲁 朗 噶 孜 翁古

热龙 谷洗 江孜 人进 岗 白 浪 春堆 后藏札 什伦布 。

①
《 西藏志 》 《 卫藏通志 》 除里程和 个别

站 点 名 字不 同 外 ，
基本

一

致 ；

？ １ ７ ８ ８ １ ７ ９ ２年 两次 参与抗击廓 尔 喀入侵 的 噶 伦丹津班珠 尔 所走 线路和

１ ７ ９ ５年驻藏大 臣 松筠 的 《 巡边记 》 也大致 吻 合 。 其线路和 走 向 大致从今拉萨 出 发 ，
经过 曲 水 ， 翻越 岗 巴

拉 山
，
经羊卓雍湖 ， 江孜 、 白 朗 ，

日 喀则 市夏鲁春堆 ， 最后抵达 日 喀则 。
？换言 之 ， 与今天 的 ３ １ ８ 国 道从拉

萨 到 曲 水后 ， 再经 ３ ０ ７省道 自 曲 水 至 日 喀则 的 线路和 走 向 大体
一

致 。 不 过 ， 值得
一

提 的 是 ， 按 《 卫藏通

志 》 ，
至少 在 乾 隆 以 前 的 清初 至 明 代 ，

这条线行 至羊 卓雍湖 边 的 白 地后 转 向 西北 ， 由 此 至然 巴
， 再 至仁

布 ， 最后 至大竹卡加入 中 线主路 。

据 《 卫藏通志 》 ， 从 日 喀则 至定 日 的 路线和 站 点 由 东 向 西分别 是 ： 札 什伦布 拉 尔塘 刚坚 喇 嘛寺

花寨子 札 什 刚 彭错岭 札塘 拉子 白 佳纪 岗 札普 拉古 咙古 罗 罗 协 噶 尔 咱果 尔 眉

目 定 日 。
？

《 西招 图 略 》 《 西藏 图 考 》 、 松筠 《 巡边记 》 和 《 多 仁班 智达传 》 的记载与此大体相 同 ，

其线路和 走 向 大致沿今 ３ １ ８国 道经 日 喀则市 的 那塘寺 、 萨迦县 的 刚 坚寺 ， 然后在 吉定沿雅鲁藏江 ，
经扎西

岗 北上至拉孜县彭措林寺 ，
至拉孜镇 ， 然后 由 此再沿 ３ １ ８ 国 道

，
经定 日 县协 噶 尔镇 ， 再到 老定 日 刚 噶镇 。

按 《 西招 图 略 》 ， 由 此 向 西南 ， 抵达聂拉木 ； 同 时 由 此 向 西 ，
经八站抵达今 吉 隆县吉 隆镇 。 这八站从

东 向 西分别是 芒 喝布堆 目 寨 洋阿拉 山 巩塘拉 山 宗嘻城 瓦 昌 峡 察木卡 山 梁 招提壁 金 邦馨

济 咙 ， 最 后抵达 中 尼 边界热 索 桥 。

⑤
《 西藏 图 考 》 《 巡边记 》 和 《 多仁班 智达传 》 的记载也 与此 基本

相 同 。 其线路和 走 向 从今定 日 县 刚 噶镇 向 西 ， 沿 ３ １ ８ 国 道进入聂拉木县 ， 在 门 布 乡 ６ ０道班处西行 ， 沿通 向

吉 隆县 的 公路 ，
经佩枯错湖 和 贡 塘拉 山 直抵吉 隆热 索 桥 。

？过桥进入尼 泊 尔 ， 途经包达木 、 协布鲁 、 噶

多 、 东觉 马蟥 、 章站 、雍雅 、 白 果木 、 堆补 本 、 帕 朗古 、 巴 勒布宗 、 贾喀泥 ， 腔孜 冈 、 仲 康坝 、 朗卡格密 ， 最后抵

达至蕃尼古道终 点 阳 布城 （加德满都 ）
？

。

清代 的 蕃尼 古道 除 由 吉 隆热索桥 出 关外 ，
也可从定 日 南 下 ， 翻越通拉大 山

，
经聂拉木县樟木镇进入

尼 泊 尔 。 廓 尔 喀入侵西藏 时 ， 部分军 队就 由 此进入西藏境 内 ， 再沿定 日 至 协 噶 尔等蕃尼 古道干道 ， 攻掠

日 喀则 扎 什伦布寺 。

⑧ 司 徒班钦 ？ 却 吉迥乃 （ １ ７ ０ ０ １ ７ ７ ４
）
１ ７ ２ ３年第

一

次前往尼 泊 尔 时就取道定 日 、 聂

拉木
一

线前往 ， 而返程 则 经吉 隆入关 。 第二次参与驱逐廓 尔 喀侵藏 的 噶伦丹津班珠 尔和
一

些清军将领

①（ 清 ）黄 沛翅 ： 《 西 藏 图 考 》 卷 ３
，
载 《 西 藏研究 》 编 辑部 编 、 吴 丰培 校 订 ： 《 西 藏 图 考 西 招 图 略 》 合 刊本 ［

Ｚ
］ ，
拉 萨 ： 西 藏人 民 出 版

社
，

１ ９ ８ ２年
，
第 

１ ０ １ １ ０ ９
页 。

② （ 清 ）佚 名 ： 《 卫 藏通 志 》 卷 ４
，
载 《 西 藏研 究 》 编辑 部 编 ： 《 西 藏 志 卫 藏通 志 》 合 刊 本 ［

Ｚ
］ ，
西 藏人 民 出 版社

，

１ ９ ８ ２年
，
第 ２ ４ ０ ２ ４ １

页 。

③ 丹津班珠 尔 ： 《 多仁班 智达传 》 （藏 文本 ） ， 四 川 民族 出 版社 ，
２ ０ ０ ６年 ，

５ ２ ７  ５ ３ ３页 。

④ 《 卫藏通志 》 卷 四
，
第 ２ ４ １ ２ ４ ２页 。

⑤ （清 ）松筠 ： 《 西招 图 略 》 《 西藏研究 》 编辑部 编 、 吴丰 培校订 ： 《 西藏 图 考 西招 图 略 》 合 刊本 ，
第 ９  １ １页 。

⑥ 李林辉 ： 《 西藏吉 隆古代 文化线 路考 》 ［
Ａ

］ ，
载西藏 自 治 区 文物研究所编 《 西藏文物 考古研究 》 ［

Ｃ
］ 第 １辑 ，

北京 ： 科学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４

年
，
第 １ ９ ０页认为 ： 主 线从 拉 萨 出 发

，

“

溯雅鲁 藏 布江 向 西
，
经 日 喀则 萨迦 定 日 （ 协 格 尔 ） 岗 噶镇 （老 定 日 所在 地 ） 门 布 乡 经佩古

措北 岸 越 吉 隆 贡 塘 拉姆 山 、 过吉 隆县 城 所 在 地 宗嘎镇南行 ，
经 灵 瓦 昌 峡谷 擦 木 卡 沟 招 题壁 垒 邦兴 吉隆镇 中 尼 边 境热索桥

进入尼 泊 尔境 内
”

。

⑦ 黄 沛翅 ： 《 西藏 图 考 》 卷 ３
，
第 １ １ ７页 。

⑧ 丹津班珠 尔 ： 《 多仁班 智达传 》 （藏文本 ） ，
第 ７ ４ ６ ７ ４ ７页 。



蕃尼 古道及其历史作用 ？４ １
？

也是经定 日 南 下聂拉木后被俘 ， 然后被廓 尔 喀军 队押往尼 泊 尔首都 阳 布城 。

①此外 ， 清代还有
一

条经定

结县南部 的 绒霞前往尼 泊 尔 的 支线 。

唐代 以 来 ， 蕃尼古道对于西藏 的 政治 、 经济 、 文化 的 发展 ， 西藏与 内 地 的 联 系 ， 中 尼 、 中 印 之 间在经济

和文化方面 的 交流 都 发挥 了 极其重要 的 作 用 ，
因 此被誉为求法之道 、传法之道 、 贸 易 之道 、 交通之道 、通

婚之道 、 朝贡之道等等 。 下面拟就蕃尼古道在唐 以 来 的 历史作用 及其特 点进行
一

次梳理 。

二 、唐代的蕃尼古道

蕃 尼 古道在 唐代西藏 的政 治 、 经济 、 宗教 、 文化 、 艺术 和对外交往等各方面都 发挥 了 十分重要 的 作

用 ， 尺尊公主 因 沿蕃尼 古道与松赞干布成亲 ， 该道被后人誉 为通婚之道 ；
又 因 商贾络绎不 绝于途 ， 而被誉

为 贸 易 之道 ；
又 因 西藏 的 高僧藉此前往尼 泊 尔和 印度求法而被称之为求法之道 ， 或 因 印 度 、 尼 泊 尔 的 高

僧 由 此到 西藏传法而被誉为传法之道 ， 不
一

而足 。 蕃尼 古道在唐代 的 西藏所产生 的 作用 虽是全方位 的 ，

但求法和传法功 能特别 突显 ， 是唐代蕃尼古道 的 主要作用 之
一

。

７世纪 初松赞干布建立 吐蕃 王朝 ， 开始 引 入佛教后 ， 佛教于是从东面 的 长安和 西面 的 尼 泊 尔进入西

藏 ， 其 中 的 印 度佛教 主要经尼 泊 尔 沿蕃尼 古道传入拉萨 ， 然后再传入西藏各地 。 由 是 ， 往来于蕃尼 古道

的 高僧不绝于途 。 按藏文文献 ，
吐蕃 王朝 陆续派 出 王室子弟前往尼泊 尔 、 印 度求法 ，

迎请佛像 、佛经和高

僧 ，
西藏 的 求法使者 和 印 度 的 高僧 大德大都 取道蕃尼 古道 。 据 《 韦 协 》 和 《 贤者 喜 宴 》 等文献 ， 蕃 尼 古

道与佛教 文化 相关 的 最早记载 ， 是尼 泊 尔尺尊公 主与松赞干布联姻 时请入西藏 的 释迦牟尼佛 １ ２岁 等身

像 。 该像入藏经历 曲 折 ，

三度往来蕃尼 古道西藏段 。 最初 ， 在迎亲使节吞米 ？ 桑布扎 的 礼迎下 ， 该像从

尼 泊 尔 出 发 ， 途经西藏 的 芒域 ， 沿蕃尼 古道进入拉萨 。 但在赤松德赞时期 因 担心该像遭到 反佛 势 力 的 毁

坏而 被迫送至 尼 泊 尔 与西藏 交界 的 芒域 ，
反佛 势 力 随后 被剪 除之后 ， 该像被再次从 芒域迎至拉萨 ， 并供

奉在 小 昭 寺 。

？此 处所载
“

芒域 即 今西藏 日 喀则 地 区 吉 隆县 ， 该地位于 中 国 西藏与 尼 泊 尔交

界处 ， 系 蕃尼古道 中 国 西藏境 内 的 最西段 ， 为拉萨通往加德满都蕃尼古道 的 必经之地 ，

６ ５ ８年 由 此经尼 泊

尔 出 使 印度 的 唐朝使节王玄策镌刻 的 《 大唐天竺使 出 铭 》 仍矗立至今 。

到 ８世纪 的 赤松德赞时期 ， 蕃尼古道掀起 了 求法和传法 的 第
一

个高潮 。 印度佛教传入西藏 的 两位关

键人物寂护 和莲花 生大师及其前来迎请 的 使者 ， 往来都途经此道 。 据 《 韦 协 》 记载 ， 在赤松德赞 的 派遣

下 ， 韦 ？ 囊赛先从西藏 腹地抵达芒域后 ， 取道尼 泊 尔抵达 印 度求法 ， 后经尼 泊 尔从芒域返 回 西藏后 ？
， 向

赞普 力 荐迎请 印 度高僧 寂护 大师入藏传法 ， 获 准后 ， 他再次 经芒 域前往尼 泊 尔 迎请在此 寓居 的 寂护 大

师 。 寂护 大师入藏 也适逢反佛 势 力 居于上方 ，
过程 十分 曲 折 ， 也三度往来蕃尼 古道西藏段 。 最初 ， 韦 ？

囊赛经 芒域抵达尼 泊 尔后 ， 陪 同 寂护 大师从 芒域抵达拉萨 ， 为赞普讲经说法 ， 翻译佛经 。 但在反佛 势 力

强大 的 压 力 之下 ， 赞普不得不 派人暂时将寂护大师从蕃尼 古道送至尼 泊 尔 ， 以 避风头 。 直到 反佛大 臣 玛

相 ？ 仲 巴杰 被剪 除后 ， 韦 ？ 囊赛再次领命经芒域前往尼 泊 尔迎请寂护 。 寂护抵达拉萨后 向 赞普 力 荐迎

请 印 度高僧莲花 生 ， 韦 ？ 囊赛再次受 命前往迎请 ，

？莲花 生 大师也从 印 度经尼 泊 尔进入芒域 ， 尔后抵达

拉萨 。

⑤寂护 和莲花 生 大师抵达西藏后 ， 将 印 度佛教 、 尤其是密 宗首次传入西藏 ，

二人在赤松德赞赞普

的 支持下 ， 在 西藏讲经 、传法 、建寺 、 翻译佛经 、 指 导 宗教 实践 ， 尤其是在 ７ ７ ９年建成西藏历史上第
一

座佛

①丹 津班珠 尔 ： 《 多仁班 智达传 》 （藏文本 ） ，
第 ３ ３ ６  ３ ３ ７ 、 ７ ３ ２ ７ ３ ４页 。

② 韦 ？ 囊赛 著 、 巴 擦 ？ 巴 桑 旺 堆译 ： 《 〈韦 协 〉 译注 》 ［
Ｍ

］ ，
拉萨 ： 西藏人 民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２年
，
第 ７ 、 １ ５页

；

巴 卧 ？ 祖 拉 陈瓦著 、 黄颢 、 周 润

年译注 ： 《 贤者喜宴 吐蕃 史译注 》 ［
Ｍ

］ ，
北京 ： 中 央 民族大 学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０年
，
第 ５ ６ ５ ７页 。

③ 韦 ？ 囊 赛 著 、 巴 擦 ？ 巴 桑 旺 堆译 ： 《 〈韦 协 〉 译注 》 ，
第 ６页 。 该书 同 页还记载说 ： 韦 ？ 囊赛

“

归 来后在芒域修 筑 了 两座佛 寺 ，
给佛 寺

划拨 了 土地和 属 民
”

。

④ 同 上 ，
第 ８ １ ２页 。

⑤ 分别 参 见 韦 ？ 囊 赛 著 、 巴 擦 ？ 巴 桑 旺 堆译 ： 《 〈韦 协 〉 译注 》 ，
第 １ ２页

；

巴 卧 ？ 祖拉 陈瓦 著 、 黄颢 、 周 润 年译注 ： 《 贤者喜 宴 吐蕃

史译注 》 ，
第 １ ３ ８ １ ３ ９页 。 值得 提 的是

，

二 著关 于使者 的记载略 有不 同 ，
后者征 印前者 的 另 个版本 的记载

，
详 细 给 出 了 主要使 者及其

助手 的 名 字
， 同 时给 出 了 莲花生大师入藏 的 路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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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僧齐全 、 剃 度僧人 出 家 的 桑耶寺 。 自 此 ， 佛教在西藏逐渐站稳 了 脚跟 。

按 《 五部遗教 》 统计 ， 除此 二人之外 ，
吐蕃 时期入藏传法和译经 的 印 度 、 尼 泊 尔 、 克 什米 尔等地 的 高

僧 多达 ７ ５人 ；

？
《 布顿佛 教 史 》 载 及 的 高僧更 多 ， 仅传法 的 高僧 （ 班 智达 ）就 多达 １ ９ ２位 ， 译师 则 多达 ９ ３

位 。
？文献对其入藏 的 线路 虽然缺载 ， 但从前述两人 的入藏路线来看 ，

绝大多数班智达和译师也应从尼

泊 尔 经芒 域取道蕃 尼 古道抵达拉萨 。 吐蕃 时期 ， 为 了 保证 中 尼 边界芒域 的 稳定和 蕃尼 古道 的 畅通 以 及

往来求法高僧 的 安全 ， 赤松德赞专 门 在 芒域设官 ， 委任 韦 ？ 囊赛管理该地 的 军政大权 。
？

吐蕃 王朝在迎请 印 度 、 尼泊 尔等高僧入藏传法 的 同 时 ， 也从 内 地先后迎请了 金和 尚 和 摩诃衍等禅宗

大师入藏传法 ， 仅 《 五部遗教 》 记载 的 禅师就 多达 １ ５人 。
？他们 从长安沿唐蕃古道抵达拉萨后 ， 在西藏

境 内传法时也部分取道蕃尼 古道 。 此外 ， 唐朝 的 僧人在取道传统 的 路上丝绸之路经新疆和 广 州 的 海上

丝绸 之路前往 印 度传法 的 同 时 ， 不 少人也通过蕃 尼古道前往 印 度求 法 。 据义净 的 《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

传 》 ， 贞 观年 间 的 玄 照 大师是首次 经蕃 尼 古道前往求 法 的 唐 人 。 玄 照 经丝绸 之路西行求 法 ， 绕道西藏

后 ，

“

蒙文成公 主送往北天 （北 印 度 ）

”

， 归途
“

路次泥波 罗 （尼泊 尔 ） 国 ， 蒙 国 王 发遣 ，
送至土 （ 吐 ）蕃 ，

重见文

成公主 ， 深 致礼遇 ， 资给 归 唐
”

。
⑤与玄 照 同 行者还有 慧 轮和道生大师 ，

二人在 归途 中 病死于尼 泊 尔 。 此

后 ，
道方 、 玄太 、道希等不少大师也经蕃尼古道前往 印度学法 ， 如 玄太法师

“

永徽年 内 取吐蕃道 ，
经泥婆 罗

到 中 印 度
”

； 同 时 归途经蕃 尼古道 的 大师还有师鞭 、 师子 惠 、 玄会和 末底僧 诃等人 。
？ 由 此可见 ， 蕃尼 古

道不仅在佛教传入西藏 的 过程 中 发挥 了 重要 的 作用 ， 同 时也 为唐代 内 地 的 求法发挥了 重要 的 作 用 ， 为唐

代三大求法 的 主要道路之
一

。

蕃尼 古道 自 吉 隆至 拉萨沿线至今仍保存着不少 吐蕃 时期 的 佛教佛教文化遗存 ， 吉 隆县 的 帕 巴 拉康

寺 、 强 准拉康寺 、 玛 尼 拉康寺 、 三怙 主摩崖造像 、 冲 堆佛塔 、莲花 生 修行洞 ， 拉萨 的 大 昭 寺 、 小 昭 寺 、 噶 迥

寺 、 温江 岛 寺 、 查耶 巴 寺 ，
山 南 的 昌 珠寺 和桑耶寺等都是 当 时佛教沿蕃尼 古道传入西藏重要 的遗存 。 不

少佛教建筑 的 布 局 、 外形及其供奉 的 塑像都保存着 印 度 、 尼 泊 尔和 汉地 比较显著 的 特 点 。 例 如 ， 帕 巴 拉

康寺 、 强准拉康寺和 玛尼拉康寺三层楼 阁 式 的建筑外形与唐代道宣笔下尼泊 尔
“

面别 三叠 ， 叠别七层 ， 徘

徊 四 厦 ， 刻 以 奇 异 ， 珍宝饰之
”

？ 的 佛 寺相 关 。

⑧与此 同 时 ， 寺 内
一

层 的 出 檐狮子 和大象等动物木雕体现

出 浓郁 的 尼 泊 尔风格 ； 冲 堆佛塔 巨大 的 覆钵与 印度阿旃 陀石窟佛塔相似 ， 体现 出 早期 印 度佛塔 的 显著特

点 ； 大 昭 寺早 期遗存 、 以 及 中 心
一

二 层 内 院 式方形佛殿仿 照 印 度那 烂 陀 寺 修建 ， 为 印 度典型 的 毗诃 罗

（ ｖ ｉｈ ａ ｒ ａ
， 僧房院 ）建筑 ，

一

层木质 门 框和金 刚 橛型廊柱上 的雕刻 和 出檐狮子木雕也与 印 度阿旃 陀石窟第

１ 、
２ ７号僧房窟 和 １ ９号塔庙窟 和 汉 藏文献所载那 烂 陀寺 和超岩寺雕刻 十分相似 ；

？ 由 寂护 主持修建 的 西

藏 历史上第
一座 寺 院桑耶寺平面布局 采 用 的 是 印 度象征佛教 宇 宙 的 坛城模式 ， 由 中 央象征须弥 山 三层

高 的 乌 策 大殿和 四 周 象征 四 大洲 、 八 小洲 的 １ ２座佛殿 以 及 四 塔组成 。
？这种建筑模式对西藏早期 的 佛

教 寺 院 产 生 了 重要影 响 ， 例 如 ９ ９ ６年修建 的 阿里托林寺采 用 的就是这
一建筑模式 。 其 中 ， 桑耶寺三层 乌

策大殿分别按 印式 、 汉式和 尼 泊 尔风格建成 ， 其 中 供奉 的 诸佛菩萨造像都按 印 式 、 藏式等风格塑造而成 ，

①关 于这些入藏高僧 的 名 字及其籍贯 ， 详细 参见 《 五部遗教 》 （ 藏文本 ） ， 北京 ： 民族 出 版社 ，

１ ９ ８ ６年 ，

４ ０ ２  ４ ０ ３页 。

② 关于 吐 蕃 时期入藏 班 智达 和译 师 的 名 字 和籍贯 ， 详细 参见布 顿活佛 ： 《 布顿佛 教史 》 （ 藏 文本 ） ， 北京 ： 中 国 藏 学 出 版社 ， 第 ２ ０ ６

２ １页 。 同 时关于他们 所译 的佛 经 ， 参见熊 文彬 ： 《 吐蕃 时期佛 典翻译管窥 》 ［ Ｊ ］ ， 《 中 国 藏学 ＞ １ ９ ９ ２年第 ２期 ， 第 ７ ６ ８ ６页 。

③ 韦 ？ 囊赛著 、 巴擦 ？ 巴 桑 旺堆译 ： 《 〈韦 协 〉 译注 》 ，
第 ６页 。

④ 关于禅师 的 名 字 ， 详细 参见 《 五部遗教 》 ， 第 ４ ０ ５  ４ ０ ６页 。

⑤ （唐 ）义 净著 ，
王 邦维校注 ： 《 大唐西域 求法高僧传 》 ［

Ｍ
］ ，
北京 ： 中 华书 局

，

２ ０ ０ ０年
，
第 １ １页 。

⑥ 有关详细记载
，
参 见义净著 ，

王邦维校注 ： 《 大 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 第 ３ ６  ３ ９ 、 ４ ３ 、 ４ ８  ４ ９ 、 ５ ６ 、 ５ ７和 ６ ５页 。 黄盛璋早 已 对此进行讨

论
，
详见黄盛璋 ： 《 关于古代 中 国 与 尼 泊 尔 的 文化交 流 》 ， 《 历史研究 》 １ ９ ６ ２年第 ２期

，
第 ９ ９  １ ０ ０页 。

⑦ 道宣 ： 《 释迦方 志 》 ［
Ｚ

］ ，
中 华书 局

，

１ ９ ８ ３年
，
第 ３ ０页 。

⑧ 霍巍 ： 《 吉隆文物 古迹与蕃尼道上古代 中 尼 文化交流 的 若干 问 题 》 ［
Ｊ

］ ， 《 西 藏研究 ＞ 
２ ０ ０ ０年第 １期

，
第 ７ ３页 。

⑨ 详细研究参见宿 白 ： 《 藏传佛 教寺 院考古 》 ［
Ｍ

］ ，
北京 ： 文物 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６年
，
第 １ ７页 。

＠ 关于桑耶寺建筑 的 演变 ，
详细 参见宿 白 ： 《 藏传佛 教寺 院 考古 》 第 ５ ８ ６ ７ 页 。



蕃尼 古道及其历史作用 ？４ ３
？

并且 尼 泊 尔人参与 了 造像 的 创 作 。

①毋庸讳言 ， 这些遗迹 的 布 局 、建筑风格和 塑像特 点 都与文献记载 吻

合 ， 充分证实 了 吐蕃时期佛教经蕃尼 古道和 唐蕃古道传入西藏 的 史实 。

三 、宋代的蕃尼古道

据文献 ， 求法 和传法仍是宋代蕃尼 古道 的 重要作 用 之
一

， 并且迎来 了 第二个高潮 ， 佛教从西藏西部

的 阿里和 东部 的 青海化 隆
一

带再次传入西藏腹心地 区 。 来 自 印度 、 尼泊 尔 的 僧人 ， 我 国 西藏与 中 原 内 地

前往 印 度求法 的 僧 人 川 流不 息来往于这条古道 。 他们 所传 的 教法为藏传佛教 宁 玛 派 、 噶 当 派 、 萨迦派 、

噶 举派和希解派等教派在此时期 的 形成奠定 了 坚实 的 基础 。

这
一

时期 ， 西藏 各个新兴 的 封建割 据势 力 纷纷派遣贵 族弟子和译师前往 印 度和 尼 泊 尔 学法 。 藏传

佛教 后 弘 期初 期 的 不少著 名 的译师都 曾 沿蕃尼 古道经吉 隆到 尼 泊 尔 、再到 印 度学法 ， 学成返 回 后 ， 大量

译入显 密经典 。 例 如 ， 帕 日
？ 仁钦扎 （

Ｑ今今 １ ０ ４ ０ １ １ １ １
） 先后 两次前往 印 度 、 尼 泊 尔 学法 ： 第

一

次于 １ ０ ５ ５年从 曲 水经拉堆前往尼 泊 尔 、 再到 印 度 ， 师从各大 印 度高僧学法 。 学成后
“

从尼 泊 尔抵达贡

塘
丨

， 即 今 吉 隆县
一

带 ） ， 再经卓 雪抵达普兰 ， 学 习 仁钦桑布所传度母等教法
”

。 不久 ， 再次前往 印

度 ， 后来成为西藏观音教法重要 的 传承人之
一

。
②著 名 翻译家丁 巴 ？ 楚 臣琼乃

＇… ＇

１
３

＾ １

，
１ １ ０ ７ １ １ ９ ０

） 也 先 后两次 经蕃 尼 古道前往 尼 泊 尔 、 印 度师从 １ ３位高僧 学 习 显 密教 法 ， 其 中 第
一

次

在 印 度学 法 ５年 ， 第二次 在尼 泊 尔学 法 ３年 ，
返藏后 带 回 大批梵文经典 ， 并将其译入藏文 。

？恰译师 曲 杰

贝 １ １ ９ ７ １ ２ ６ ４
）
２ ０岁 时在尼 泊 尔学 习 金 刚 置 、 胜乐等显 密教法 ８年后 ， 前往 印 度摩揭 陀 、 吠

舍利等地朝圣 ，
回 藏后不仅讲经 、说法 ， 翻译佛经 ， 并先后担任绰普寺 、 唐波且寺等西藏著 名 寺 院 的 主持 ，

被萨迦班智达誉 为仁钦桑波 以 来西藏最 伟大 的 翻译家 。

？宋代 是西藏后 弘期译师到 尼 泊 尔 、 印 度学法

的 高 峰期 ， 译师来 往蕃尼 古道 的 身 影见 载于 各种藏文史籍 ， 按 《 青史 》 ， 除前述译师外 ， 前往尼 泊 尔 、 印

度学法 的 著 名 译师还有桑 噶译师 宣努楚 臣 （ 可考
？
肖
５＾

） 、 热译师多杰扎和 绰普译师强

巴 贝 等人 ， 不胜枚举 ， 其 中
一

些译师学法 的 次数多达 ７次 。
？

与此 同 时 ， 印 度 、 尼 泊 尔 的 大批高僧应邀沿蕃 尼 古道前往西藏各地传法 。 印 度此 时期 因 伊斯兰化

的 不断深入 ， 不少高僧都云集到 尼 泊 尔 ， 然后经蕃 尼古道到西藏传法 。 如 １ １世纪 的 西藏高僧桂 ？ 拉泽

到 尼 泊 尔 学法 时 ，
此地就云 集 了 ７ ２位班智达 ，

１ ０ ４ ２年 到 古格传法 的 阿底峡大师便是其 中 的

一

位 。
？ 阿底 峡入藏 后 ， 传法足 迹遍布 阿里 、 后 藏 、 山 南 和 拉萨地 区 ，

１ ０ ５ ４年 圆 寂于 今拉萨市 曲 水县聂

塘 ， 为藏传佛教 的传播做 出 了 重要贡献 ， 被尊为藏传佛教 噶 当 派 的 鼻祖 。 印度 密 宗大手 印 的 重要鼻祖之

一

纳 若 巴 的 弟 子卡若 巴 １ ０ ６ １  １ １ ０ ２
）及其弟 子尼 鲁 巴 也从 印 度来到 尼 泊 尔 ， 然后从尼 泊

尔 经芒 域到 西藏传法 ， 卡若 巴 １ ０ ８ １年入藏后 不仅学 习 藏文 ，
还身着 藏装 ， 在 藏传法 ２ １年 。

？克 什米 尔大

师 月 怙 Ｓｏｍ ａｎ ａ ｔｈａ ） 也两次前往西藏 的 芒域 、 阿里等地传法 ， 学藏文后翻译 出 《 时轮大注 》

和 《 中 观 》 等大批经典 。
⑧ 印 度大师金 刚 手 （ Ｖ ａ

ｊ
ｒ ａｐ ａｎ ｉ

）从 印 度到 尼 泊 尔传法时 ， 西藏僧人卓 觉色 多杰

帕 （ 喝Ｉ

＇

Ｓ
＇

ＳＦ巧 等前来 跟他 学 习 密 宗父续 、 母 续和 大手 印 等众 多教 法 。
１ ０ ６ ６年 ， 在 卓 觉 色 的 邀请

①韦 ． 囊赛著 、 巴擦 ． 巴 桑 旺 堆译 ： 《 〈韦 协 〉 译注 》 ，
第 １ ６ １ ８页 。

② 廓诺 ． 迅鲁伯 ： 《 青史 》 （藏文本 ） ， 四 川 民族 出 版社 ，
１ ９ ８ ５年 ， 第 １ ０ ８ ９ １ １ ９ ３页 。

③ 同 上 ，
第 １ ２ ２ ３ １ ２ ２ ６页 。

④ 同 上 ，
第 １ ２ ２ ８ １ ３ ３ ２页 。

⑤ 同 上 ，
第 

４ ３ ３ ４ ３ ４ 、 ４ ５ ５ 、 １ ０ ６ ４ １ ０ ７ １
页 。

⑥ 同 上 ，
第 ４ ３ ８  ４ ３ ９页 。

⑦ 同 上 ，
第 ９ ９ ８ １ ０ ０ ０页 。

⑧ 同 上 ，
第 ８ ９ ８  ８ ９ ９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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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前往后藏传法 ， 为 西藏 培养 出 大批僧 人 ， 仅高僧就 多达 ３ ０位 。

① 另 外 ， 大手 印重要传承者之
一

的 密答

喇 （ｍ ｉ ｔ ｒ ａ ）大师在西藏著 名 高僧 、 翻译家绰普译师 的邀请下于 １ １ ９ ６年经蕃尼 古道抵达后藏传法 １ ８个 月 ，

？

其所传 《 密答 喇 百 法 》 ） 影 响 至 今 。 对藏 传佛 教 戒 律产 生重要影 响 的 克 什 米 尔 高 僧 释迦 室 利 跋 陀 罗

（ Ｓｈ ａｋｙａ ｓ ｈ ｒ ｉ ｂｈ ａ ｄ ｒ ａ
，
１ １ ２ ７ １ ２ ２ ５

） 在 绰普译师 的 迎请下 ， 也 于 １ ２ ０ ４年从西藏 的 亚东入藏 ， 在 山 南 、 拉萨

和 日 嘻则地 区 的 纳 塘寺 、粗朴寺 、 唐波且寺 、 止贡寺等寺讲经说法 ， 传授别解脱戒 ，
１ ２ １ ４年沿蕃尼古道西

段经拉堆洛 即 今定 日 县协嘎 尔
一

带 ） 、 贡塘 、 洛卧 （ 穿芍 ， 从尼泊 尔返 回 克 什米 尔 。

藏传佛 教各个教 派 的 创 始人大多也 曾 沿蕃尼古道前往尼 泊 尔 、 印 度学法或经尼 泊 尔 到 西藏传法 。

噶 举 派创建者 之
一

的 玛 尔 巴 大师 １ ０ １ ２ １ ０ ９ ７
）
５次前往 印 度求法 ， 其 中 ４次取道蕃 尼 古道 。 第

一

次 １ １ ２ １年去 印 度 ， 在 尼 泊 尔住 了 三年 ， 然后再从尼 泊 尔到 印 度师从那若 巴 学法 ， 从 印 度经尼 泊 尔返藏 。

第二次从吉 隆到尼 泊 尔 ， 由 尼 泊 尔到 印 度东部和 南部学法 。 第三次到 尼泊 尔学法 ，
１ １ ５ ４年返藏 。 第 四 次

到 印 度学 法返藏 后 ，
又 两次 到 尼 泊 尔 学 法 。

③ 噶 举 派大师 日 琼 巴 （
￥３＾％

１ ０ ８ ４ １ １ ６ １
）也 曾 ５次经尼 泊

尔前往 印 度求法 ， 其 中 第三次 由 吉 隆 回 返藏 。
④萨迦派道果教法 的早期重要传承人卓弥释迦益西 苛Ｙ

钋职 ９ ９ ３ １ ０ ７ ５
） 也 经蕃 尼 古道前往尼 泊 尔 和 印 度学 习 般若 、 喜 金 刚 和道果等显 密教 法 ， 长达 １ ３

年 ，

？返藏后传授给萨迦派高僧 ， 最后形成萨迦派 的 主要教法 。 希解派 创始人 、 印度高僧 当 巴 桑结 （ 气
ｗ

１ １ １ ７
） 也 ５次入藏传法 ， 其 中 第三次从尼 泊 尔沿蕃尼 古道入藏 ， 在 后藏 和前藏传法 ，

１ ０ ９ ７年

在定 日 创建 朗果寺 。
？

不仅如 此 ， 宋代 内 地 的 高僧到 印 度求法 ， 除取道传统 的 路上和 海上丝绸之路外 ， 也取道蕃尼古道前

往 。 南 宋学 者 、 诗人范 成 大 （ １ １ ２ ６ １ １ ９ ３
） 在 其著 作 《 吴船录 》 中 就 留 下 了 北 宋时期汉 地僧 人从 印 度经

尼 泊 尔 ， 取道蕃 尼 古道 回 归 的 珍贵记载 。 乾德二年 （
９ ６ ３

） ， 宋太 宗赵 匡胤
“

诏 沙 门 三百人 ，
入天竺求舍利

及 贝 多 叶书
”

， 继业等 自 阶州 出 塞西行 ，
经新疆过葱岭抵 中 亚 ， 然后南 下 印 度 。 返程则 经 印 度

“

逾大 山 数

重
，
至 泥 婆 罗 国 。 又 至磨 逾里 ，

过雪岭 ，
至 三耶 寺 。 由 故道 自 此入 阶州

”

， 最后 于开宝九年 （
９ ７ ６

）返 回 内

地 。
？此 处 的

“

磨 逾里
”

， 就是吉 隆
一

带 的 古称
“

芒域
”
一

名 的 音译 ，
而

“

三耶 寺
”

就是指 ７ ７ ９年在今 山 南扎

囊县修建 的 吐蕃 时期著 名 寺 院桑耶 的 不 同 音译 。

⑧

蕃 尼 古道沿线 吉 隆县 、 定 日 县 、 拉孜县 、 萨迦县 、 日 喀则 市 、江孜县和 拉萨市沿线都保存有此 时期佛

教文化交流 的 大量遗迹 。 吉 隆县宗嘎镇 的 老贡塘王城遗址 、 萨沃普石窟遗址 、 吉 隆镇多 吉萨隆玛石狮 、

邦兴村玛尼 拉康木雕 、 查 噶达索寺 ； 定 日 县 岗 嘎镇 的 朗果村 朗果寺 （ 又 名 当 巴 寺 ） ； 萨迦县 的 萨迦北寺 、 吉

定 乡 绰普寺 ； 拉孜县拉孜镇 的 拉孜 曲 德寺石窟 、 石塔 、殿 门 木雕 以 及平措林 的 觉囊大塔 ；
日 喀则 市 的 纳 塘

寺 、 夏鲁寺和 拉萨市 曲 水县 的 卓 玛拉康 、 蔡公 堂协摩崖石刻等众多遗迹 ， 都是此 时期各大高僧大德沿蕃

尼 古道传法相 关 的 历史见 证 。 朗果寺 、 绰普寺 、 萨迦北寺 、 吉 隆卓 玛拉康 、 夏鲁寺 、 曲 水卓 玛拉康 富有代

表性 ， 并且与蕃尼 古道上 的 高僧 密切相 关 。 其 中 ， 朗果寺 由 当 巴 桑结建于 １ ０ ９ ７年 ， 绰普寺 由 释迦室 利 跋

①廓 诺 ？ 迅鲁伯 ： 《 青史 》 （藏 文本 ） ，
第 ８ ５ ５  ８ ５ ８页 。

② 达察 次 旺杰 ： 《 洛绒史籍 》 （藏 文本 ） ， 拉萨 ： 西藏藏文古籍 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４年 ， 第 ３ ３ １ ３ ３ ３页 。

③ 廓诺 ？ 迅鲁 伯 ： 《 青史 》 （藏文本 ） ，
第 ５ ２ ３ ５ ２ ４页 。

④ 嘎玛 ？ 弥觉多 吉著
，
张 新安译 ： 《 日 琼 巴传 》 ，

载 查 同 杰 布 ： 《 藏 密大师 》 ［
Ｍ

］ ，
西藏人 民 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７年
，
第 ３ ５ ６页 。

⑤ 廓诺 ？ 迅鲁伯 ： 《 青史 》 （藏文本 ） ，
第 ２ ５ ７ ２ ６ ０页 。

⑥ 同 上 ，
第 １ ０ １ ８ １ ０ ２ ０页 。 其他 ４次入藏路 线为 ： 第 次从 陈 塘〇 §气

《＾
）进入 ，

前往 咱 日 （
右芍 ，

在工布 和松 域 （ 炉 等地 区传法 ；

第二 次从 克 什 米 尔 经 阿里入藏 ，
在 阿里 地 区传法 ；

第 四 次 经夏 吾达果 （啊Ｔ們邓抵达 聂 （ ，
《

■

）地 区传 法 ；
第 五次前往汉 地

， 居住 １ ２年后
，

前 往 定 日 。 同 时参 见 王森 ： 《 西 藏佛 教 发展 史略 》 ［
Ｍ

］ ，
北京 ： 中 国 社会科学 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７年
，
第 １ ７ ３ １ ７ ４页 ： 他前 往 内 地传法 之载不见于

汉文史籍 。

⑦ （宋 ）范成 大 ： 《 吴船录 》 ，
载 《 〈吴船录 〉 外三种 》 ［

Ｚ
］ ，
杭 州 ： 浙江人 民 美术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６年
，
第 ２ ２ ２ ４页 。

⑧ 黄盛 璋先 生 最早 正确 地将
“

三耶寺
”

对音成 桑 耶寺 ，
但 未对 出

“

磨逾里
”

就是芒域
，
参见黄盛璋 ： 《 关于古代 中 国 与 尼 泊 尔 的 文化交

流 》 ， 《 历史研究 ＞  １ ９ ６ ２年第 ２期
，
第 １ Ｑ Ｑ １ ０ １页 。



蕃尼 古道及其历史作用 ？４ ５
？

陀 罗 与绰普译师建于 １ ２ １ ２年 ， 萨迦北寺是萨迦派宏传卓弥大师传授 的 道果法 的 中 心 ， 夏鲁寺和 曲 水卓 玛

拉康则 是阿底峡在藏传法期 间 的 驻锡地之
一

。 这些遗迹 的 显著特 点 是在传统藏族文化 的 基础 上大量 吸

收 印 度 、 尼 泊 尔和 内 地文化艺术于
一

体 。 例 如 ， 吉 隆卓 玛拉康和 定 日 朗果寺 主殿
一

层 的 狮子 、 大象等 出

檐木雕就体现 出 明 显 的 尼 泊 尔风格遗韵 ，

①拉孜 曲 德寺现存五方佛石窟和 石塔仍保存着 印 度样式 ； 曲 水

卓 玛拉康现存斗拱是宋代汉式建筑在西藏早期 的遗珍 。

？

四 、元代的蕃尼古道

１ ３世纪 ， 随着 中 央政府
一

统西藏 ， 在 西藏建立萨迦地方政权 ， 划 分十三万 户 ， 驻扎军 队 ， 建立驿站等

系 列施政措施 的 推行 ， 蕃尼 古道发挥着更加重要 的 作用 。 从元代开始 ， 蕃尼古道官道 的 作用 日 益突 出 。

元代在 西藏 设置 的 萨迦地方政府和 管理纳 里速古鲁孙 （意为 阿里三 围 ， 含今我 国 西藏 阿里 、 日 喀则 部分

地 区 和 境 外 的 拉达克等地 ） 的 宣慰使 司 都元帅府就分别 位于 蕃尼 古道沿线 的 萨迦和 吉 隆县境 内 。
？ 元

朝 中 央政府和 西藏地方萨迦政权 的 诏 令 、 命令和 使者 、 官 员 都往来于蕃尼 古道 ， 蕃尼 古道于是 由 此成 为

元代 中 央政府治理西藏和通往尼 泊 尔 的 官道 。 尼 泊 尔著 名 艺术家阿尼 哥 （ １ ２ ４ ４ １ ３ ０ ６
）应元世祖忽必 烈

的 征 召
，
通过蕃 尼 古道先 后抵达西藏 和 北京 ， 就是元代 中 尼 两 国 官方交流 的重大事件之

一

。 中 统元年

（ １ ２ ６ ０
） ， 元世祖请尼 泊 尔 国 王选派百 名 能工巧 匠前往萨迦 帮助 帝师八 思 巴建造金塔 ， 最终

“

得 八十人 ， 求

部送之人 未得 。 阿 尼 哥年 十 七 ， 请行 … … （ 尼 泊 尔 国 王 ） 乃遣之 。 帝 师
一

见 奇 之 ， 命监其役 。 明 年 ， 塔

成
”

。
？八 思 巴 随后 因 其卓越 的 才 华 将其举荐 到 元廷 ， 元世祖令其领衔将作 院 ， 为元廷 创 作 了 大量 的 建

筑 、雕塑和绘 画 作 品 ， 为藏传佛教艺术 的 发展和 中 尼 两 国 友谊 的 加深做 出 了 重要 的 贡献 。

与唐宋时期
一

样 ， 求法仍是元代蕃尼 古道 的 重要职 能之
一

， 西藏不少高僧也前往尼 泊 尔 、 印 度朝佛 、

学 法 ， 噶 玛 噶 举 派著 名 僧 人邬坚 巴 ？ 仁钦 贝 （ １ ２ ３ ０ １ ３ ０ ９
）就是其 中 著 名 的 代表 。 他不仅取道 阿里前往

印 度 、 克 什 米 尔 、 巴 基斯坦求法 ，
而 且也 曾 沿蕃尼 古道 吉 隆段前往 尼 泊 尔求 法 ， 并应元世祖忽 必 烈 的 召

请 ， 于 １ ２ ９ ２年到 北京觐见 。
⑤

从蕃尼 古道沿线现存元代遗迹来看 ， 元代蕃尼古道 的 文化交流体现 出 两大突 出 特 点 ：

一

是在传统藏

族文化 的 基础 上大量 吸 收 印 度 、 尼 泊 尔和 内 地文化艺术于
一

体 。 其 中 ， 内 地文化艺术 的 大量融入 ， 充分

反 映 出 元代 中 央政府对西藏 的 有效治理 。 例 如 ， 现存吉 隆县卓 玛拉康集会大殿天井与后殿隔墙顶部 阑

额上普遍使 用 的 堆金沥粉技术 、 尤其是其 中 表现 的 汉式龙纹和 圆 形方孔 的 铜钱 以 及如 意云纹 ， 是元代 内

地文化影 响 的 结 晶 ；
１ ２ ６ ８年始建 的 萨迦政权所在地萨迦南 寺现存 的 护 城河 、 角 楼 ， 尤其是寺 门 前半 圆 形

的 瓮城 ，

？为元代汉地官式建筑 的 遗珍 ；

１ ４世纪初 由 夏鲁万 户 长古相 扎 巴坚赞开始扩建 的 夏鲁寺 的重檐

琉 璃 歇 山 顶建筑 ， 不仅被誉 为 元代 官 式建筑在 西藏重要 的 遗珍 ？
， 其 中 的 壁 画 也 大量 吸 收 了 内 地 的 题

材 、 风格和 技法 ， 将藏式 、 汉式 、 尼 泊 尔风格等元素水乳交融地融 为
一

体 ⑧
。

第二大 突 出 特 点 是 ， 阿尼 哥等人经蕃尼 古道带入 的 尼 泊 尔艺术不仅再次影 响 到 西藏地 区 的 佛教艺

术 ，
而且从拉萨沿唐蕃古道传入元朝 的首都北京 ， 对 以北京 为首 的 内 地藏传佛教艺术也产生 了 重要 的 影

响 。 按文献和遗存 ， 以 阿尼 哥为首 的 尼 泊 尔艺术家不仅在萨迦寺建造 了 金塔 ， 参与拉萨市大 昭 寺释迦牟

①四 川 省 文物 考 古研 究 院 、 西 藏 自 治 区 文物 保 护研 究 所 、 定 日 县文 物 局 ： 《 西 藏 定 日 县 朗果荡 芭 寺调 查简 报 》 ［
Ｊ

］ ， 《 四 川 文物 》

２ ０ １ ８年第 ６期
，
第 ７ ０ ８ １页 。

② 宿 白 ： 《 藏传佛 教寺 院考古 》 ，
第 ４ ０  ４ １页 。

③ 嘎托 ？ 次 旺 诺 布 ： 《 贡 塘 王 朝 源 流 》 （ 藏 文本 ） ，
载 恰 白

？ 次 旦平 措 编 ： 《 五 部 史册 》 ，
西 藏藏 文 古籍 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０年
，
第 １ １ ３ 、 １ ２ ２

页 。

④ （ 明 ） 宋濂 ： 《 元史 》 ［
Ｚ

］ 卷二 百三 ？ 列 传第九十 ？ 方技
，
中 华书 局标 点本

，

１ ９ ７ ６年
，
第 ４ ５ ４ ６页 。

⑤ 东嘎 ？ 洛 桑赤列 ： 《 东嘎藏学大 辞典 》 （藏文本 ） ，
中 国 藏学 出 版社

，

２ ０ ０ ２年
，
第 ５ ６ ４ ５ ６ ５页 。

⑥ 宿 白 ： 《 藏 出 佛 教寺 院 考古 》 ，
第 １ ０ ６页 。

⑦ 同 上 ，
第 ８ ８  ９ ５页

；
陈耀 东 ： 《 夏鲁寺 元 官式建筑在西 藏 的遗珍 》 ［

Ｊ
］ ， 《 文物 》 １ ９ ９ ４年第 ５期

，
第 ４ ３ ６页 。

⑧ 熊 文彬 ： 《 元代 藏汉艺术交流 史研究 》 ［
Ｍ

］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 出 版社
，

２ ０ ０ ３年
，
第 ２ ３ １ ２ ５ ６ 页 。



？４ ６
？ 中 国 藏学２ ０ ２ ０年第 １期 （总第 １ ４ １期 ）

尼佛 觉 卧像背光 的 维修 ，

①而且先后 在元大都 、 上都 和 五 台 山 等地 主持 １ ６项儒 、 释 、道艺术 大型工程 ， 其

中 １ ２ ７ ９年在北京修建 的 妙应寺 白 塔
一

直保存至今 ， 在元朝 宫廷肇开融汉 、 藏和 尼 泊 尔艺术于
一

体 的 宫廷

藏传佛教艺术流 派
“

西天梵相
”

或
“

西番佛像
”

艺术 。

？蕃尼古道沿线现存遗迹和 中 原 内 地现存这
一

时期

藏传佛教遗迹 中 的 尼 泊 尔 因 素 多少都与阿尼 哥此时期传入 的 尼泊 尔艺术相 关 。

五 、 明代的蕃尼古道

在 明 代 ， 明 朝 中 央政府继续加强对蕃尼 古道 的 统治 。
１ ３ ７ ３年 ， 明 朝不仅在蕃尼古道西段 的 贡塘 王朝

境 内 （ 以今吉 隆县为 中 心
一

带地 区 ）设立 了
“

俄 力 思军 民 元帅府
”

， 管理阿里三 围 地 区 ，
１ ４ １ ３年又将贡塘王

朝 思达藏 地方 的 萨迦派 僧人南渴 烈 思 巴 封 为辅教 王 。

③与前朝 相 比
， 明 代 的 蕃尼 古道具有

一

些显著 的

特 点 ：

首 先
， 蕃 尼 古 道 的 官 道性 质 日 益 突 出 １ ３ ６ ８年 ， 元 明 更替后 ， 明 太祖在西藏地方推行招谕政策 ， 陆续

遣使前往西藏各地 以 及尼 泊 尔 ，
要求 归 附新朝 。 明 朝使者 宗涵 、 智光大师和太监侯显等人先后沿蕃尼古

道前往 吉 隆和 尼 泊 尔 ，
出 色地完 成 了 使 命 。

④其 中 ， 宗涵 于 洪武 十年 （ １ ３ ７ ７
）奉 旨 出 使西藏 ， 洪武十 四 年

（ １ ３ ８ １
） 回 到 南京 ，

“

俄 力 思军 民 元帅府 、 巴 者万 户 府遣使 随宗涵 来朝 ， 表贡方物
”

。
⑤

“

洪武十七年 （ １ ３ ８ ４
）

太祖命僧 智光赉玺书彩 币 往尼 巴 剌 （尼 泊 尔 ） ， 并使其邻境地 涌 塔 国 。

”

１ ３ ８ ７年 ， 智光完成任务 ， 并随西藏 、

青海藏 区 及尼 巴 剌 国 王 的 使 者抵达南京 。
１ ３ ９ ０年 ， 智光再次受命前往 ，

西藏 地方及尼 泊 尔等地 ， 并随使

者
一

同 返 回 。
⑥宣德二年 （ １ ４ ２ ７

） ， 太监侯显受命 出 使西藏地方及尼 泊 尔 ，

“

谕 帕木竹 巴灌顶 国 师 、 阐化 王

吉剌 思 八监藏 巴 藏 卜 、 必里工瓦 阐教 王领真 巴 吉监藏 、 灵藏赞善 王 喃葛监藏 、 尼 八利 国 王 沙地新葛 ，
地 涌

塔 王 子可般 、 辅 教 王 喃 葛 列 思 巴 葛 罗监藏 巴 藏 卜 等 ， 各赐之绒锦 、 丝有 差
”

。 宣 德 四 年 （ １ ４ ２ ９
） ， 侯显返

京 。
？

其 次 ，
作 为 唐 代 以 来蕃 尼 古 道 的 重 要功 能 之 一 的 求 法 之道

， 在 明 代 仍 然 发挥 着 作 用 １ ３ ７ ７年经蕃尼

古道前往尼 泊 尔招 谕 的 使者 宗泐 的 目 的 之
一

就是
“

取世尊遗书
”

， 亦 即 佛经 。 西藏此 时期也有不少 高僧

前往 印 度和 尼 泊 尔等佛教圣地朝佛 ， 学经 ； 与此 同 时 ， 西藏和首都北京活跃 的 印 度和 尼 泊 尔 的 僧人部分

也 取道蕃 尼 古道而 来 ， 例 如 印 度高僧 室利 沙 （

一

译实 哩沙 哩 卜 得啰 ）便是其 中 的 代表人物之
一

。 按藏汉

文献 ， 他 从 印 度至 尼 泊 尔 ，
经加德满都河谷沿蕃尼古道经拉堆绛 、江孜和 拉萨 ， 最后于 １ ４ １ ４年抵达北京 ，

并在北京和五 台 山等地传法 ， 最后受封为大善大 国 师 。

⑧

这
一

时期 ， 蕃尼 古道沿线重要遗迹 主要有 吉 隆县宗嘎镇 的 部 分贡塘王城遗迹 、 明 申 卡佛 塔 、 杂龙村

青嘎石窟寺遗址和恰忙 巴村 的 恰芒波拉康 ， 聂拉木县波绒 乡 罗 布村 的 喇普德庆寺和 白 玛 曲林寺 ， 定 日 县

协 噶 尔镇 的 协 噶 尔 宗堡遗址和 协 噶 尔 曲 德寺 ， 萨迦县 的俄 尔 寺 、 拉孜县 的 彭措林寺 、 日 喀则 市 的 扎什伦

布寺 、江孜县 的 白 居寺 、 浪卡子县 的 羊卓达隆寺和 拉萨市 当 雄县 的 羊八井寺等 。 这些遗迹都体现 出 双 向

文化 交流 的 特 点 ：

一

方面 ， 元 明 两代藏传佛教各个教 派 、 尤其是格鲁 派 的 教法开始大规模从西藏腹地经

蕃 尼 古道传入吉 隆 ， 然后再传入尼 泊 尔 。 这
一地 区开始新建格鲁派寺 院 ， 部分传统 的 噶 举派 、 萨迦派等

寺院开始改宗成格鲁派 。 江孜 白 居寺 、 日 喀则 的 扎什伦布寺 、 定 日 协 噶 尔寺就是 明 代兴建 的 格鲁派寺院

的 代表 ，
而 拉孜 的 彭 措林寺和 吉 隆 的 宗嘎 曲 德寺 、 卓 玛拉康等则 改宗成格鲁派寺 院 。 与此 同 时 ， 中 原 内

①Ｍ ｉ ｃｈ ａｅ ｌ Ｈ ｅ ｓ ｓ
，

７７ｉ ｅＣｗ Ｚ ｌｗ ｒａ ＺＭ ｃｍｗｍ ｅ ｗｂ〇／ ，
１

ｓ ｔ

Ｖｏ ｌ ．

，
Ｍｕｎ ｉ ｃｈ  ： Ｐ ｒ ｅ ｓ ｔ ｅ ｌ ｖｅ ｒ ｌ ａ

ｇ ，
２ ０ １ ４

， ｐｐ
． ７ ２

，
ｆ ｉ

ｇ
ｓ ． ８ ９ ９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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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天梵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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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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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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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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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陈庆英 、 高淑芬主 编 ： 《 西藏通史 》 ［
Ｍ

］ ，
郑州 ： 中 州 古籍 出 版社

，

２ ０ ０ ３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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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邓 锐龄 ： 《 明 西 天佛子 大 国 师 智 光 事迹考 》 ［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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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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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 １ ８ ７洪武二 十年十二 月 庚午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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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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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尼 古道及其历史作用 ？４ ７
？

地 的 雕版 印 刷术传入西藏后形成 的 藏文佛经 的 刊 刻 及其技术也通过蕃尼 古道传入西藏西部和 尼 泊 尔等

地 ， 在 明 代 ， 萨迦县 的 萨迦寺 、 吉隆县 的 查 嘎达索寺等寺 院都有 印 经院 ， 所 印佛经也传入尼泊 尔等地 。 另

外
一

方面 ， 以 金铜造像为代表 的 尼 泊 尔文化仍持续影 响 到蕃尼 古道沿线地 区 ， 例 如 ， 拉孜彭措林寺 、 日 喀

则 市扎 什伦布寺和江孜 白 居寺 的 部分铜像都 由 尼 泊 尔工 匠创 作而 成 。 另 外 ， 吉 隆县 的 恰芒波 寺仍保存

着尼 泊 尔元素 的 动物木雕 。

①

六 、清代的蕃尼古道

较之于前代 ， 清代蕃尼 古道 的 作 用 更加 多元和全面 ， 并且部分作 用 也 发 生 了 变化 ， 除继续承担传统

作 用 以 外 ，
还在稳 固 国 防 、 维 系 中 尼 关 系等方面发挥 了 突 出 的 作 用 。

首先 ， 传统 的 求法功 能 发 生 了 显著 的 变化 。 从元代开始 ， 藏族僧人前往尼 泊 尔 、 印 度 的 目 的 并非求

法 ，
而是朝圣和传法 ，

这
一

转变 至清代尤 为 明 显 。 例 如 ， 宁 玛 派高僧尼 玛扎 巴

１ ７ １ ０
） 曾 前往尼 泊 尔朝 圣 ；

② 噶 玛 噶 举活佛 六世红帽 系 活佛 曲 吉 旺秋 （
妄

１ ５ ８ ４ １ ６ ３ ５
） 
１ ６ ２ ９年

经聂拉木前往尼 泊 尔 朝 圣 ，
１ ６ ３ ０年返 藏 ；

③ 噶 托 ？ 司 徒 次 旺 诺 布 （ 吓＾ １

＇

Ｓ
ｉ

飞 １ ６ ９ ８ １ ７ ５ ５
） 于

１ ７ ２ ３年 、 １ ７ ４ ８年和 １ ７ ５ ４年 ３次经蕃尼 古道前往尼 泊 尔 ，

④返藏 后长 期旅居 吉 隆 ， 写 出 《 贡 塘 王朝源流 》 等

名 著 ； 司 徒 班钦 ？ 却 吉迥乃 （ １ ７ ０ ０ １ ７ ７ ４
）也于 １ ７ ２ ３年和 １ ７ ４ ８年 ２次经蕃尼 古道

前往尼 泊 尔 朝圣 。
⑤ 噶 玛 噶 举派 十二世活佛 强 曲 多杰 １ ７ ０ ３ １ ７ ９ ７

） 也与 司 徒班钦 同 往 。 格

鲁派高僧 觉 日
？ 阿 旺丹增赤 列 今 ＾

１气
￡＾

＇

￡

＾ ＾

＇

＜＾矣３

＼

＇

＾＾ ３

＼

＇

０＾
１

，
１ ７ ４ ８ ？

）也 曾 于 １ ７ ７ ６年沿蕃尼古道前往

尼 泊 尔朝圣 ，
１ ７ ８ ０年经吉 隆原路返 回 拉萨 。

？他们 在尼 泊 尔和 印 度期 间 ，
主要瞻仰 蓝 毗尼 园 、 灵鹫 山 、 菩

提伽耶等 印 度和 尼 泊 尔 的 各大佛教圣迹 ， 同 时为尼 泊 尔 王 室 、 印 度 和 尼 泊 尔百姓讲经说法 ， 举行各种 宗

教仪式 ， 维修 、 粉刷 加德满都著 名 的斯瓦扬布大塔为首 的 塔 、 寺和根治瘟疫等活动 。 值得
一

提 的 是 ， 元 以

来 ， 斯瓦扬布大塔在藏族人心 中 占有十分重要 的 地位 ， 该塔不仅是藏族人前往尼 泊 尔朝圣时必须瞻礼 的

对象 ，
而 且还

一

直 负 责 出 资对其维修 ，
至清代后 ，

西藏地方 噶 厦政府每年都 派人朝圣尼 泊 尔 以该塔 为首

的 三座佛塔 ， 并对其进行粉刷 和 维修 。
？但 自 １ ７ ９ ２年清军平 息廓 尔 喀人入侵后 ， 清 中 央政府加强 了 朝圣

的 管理 ， 规定活佛不得私 自 前往 印度 、 尼 泊 尔朝圣 ，
经驻藏大 臣批准并领取护 照 后 ， 方能前往 。

⑧

其次 ，
此前文献缺乏翔 实记载 的 传统 贸 易 功 能在此 时也 日 益 凸 显 。 在清代 ， 吉 隆 、 聂拉木是蕃尼 古

道上 的 两处重要 的 贸 易 口 岸 。 西藏 的 湖盐 、 皮 毛 、 氆氇 、 宗教法器 ， 甚 至包 括 内 地 的 丝绸 、 茶 叶和 瓷器等

物 品 都 经此运抵尼 泊 尔 ，
而尼 泊 尔 的

一

些药材 、颜料 、 香料和
一

些 宗教法器也 由 此运抵西藏 。 由 于交易

量与 日 俱增 ， 中 尼双方 曾 因 钱 币 的 成色等 问 题发 生 纠 纷 ， 并成为 １ ７ ８ ８年廓 尔喀人入侵西藏 的 原 因 之
一

。

最 为重要 的 是 ， 清代 的 蕃尼 古道是清军平定廓 尔 喀人入侵 的 主干道 ， 在维护 国 家 的 统
一

、 领土 的 完

整 、 巩 固 国 防和 强化 中 央政府对西藏 的 治理 ， 以及 内 地与西藏之 间 的 交流等各方面都 发挥了 极 为重要 的

作 用 。
１ ７ ８ ８ １ ７ ９ ２年 间 ，

尼 泊 尔 的 廓 尔 喀人入侵西藏 ， 乾 隆皇 帝 随 即 派军经蕃 尼 古道击退 了 廓 尔 喀军

队 。 蕃 尼 古道沿线现 存 吉 隆县 的擦木 卡清 军古 战场遗址 、 查 嘎达索寺 藏清军 战 刀 、

“

招 提壁 垒
”

石刻题

①夏格 旺 堆 ： 《 佩古措 湖 边 沉积 数百 年 的 两座 寺 院 恰 芒波 拉康与 喇普德庆寺 的 最 新考古调 查 》 ［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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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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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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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木刻本

，
第 ３ ３ １ ３ ３ ５页 。

⑤ 司 徒 班钦 ： 《 司 徒 班钦文集 》 （藏文本 ） ，
卷 １ ４

，
四 川 民族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４年
，
第 ９ ６ １ ２ ３ 、 第 １ ２ ５ １ ２ ８页 。

⑥ 东嘎 ？ 洛桑赤列 ： 《 东 嘎藏学大辞典 》 （藏文本 ） ，
第 ８ ９ ７  ８ ９ ８页 。

⑦ 丹津 班珠 尔 ： 《 多仁班 智达传 》 （藏文本 ） ，
第 ５ ２ ７页 。

⑧ 中 国 藏 学研究 中 心 、 中 国 第 历 史 档 案馆等 ： 《 元 以 来 西 藏 地方 与 中 央政府关 系 档 案 史 料汇 编 》 ［
Ｚ

］ 第 ３册
，
中 国 藏 学 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４年
，
第 ８ ３ ２ 页 。



？４ ８
？ 中 国 藏学２ ０ ２ ０年第 １期 （总第 １ ４ １期 ）

名 、 热索桥 、 灵瓦 昌 峡谷 、琼嘎 尔寺遗址和 贡塘拉 山 口 遗迹都是 当 时重要 的遗迹 。 为 了进
一

步巩 固 国 防 ，

强化对西藏地方 的 管理 ，
１ ７ ９ ２年清 中 央政府 出 台 了 《 藏 内 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 ， 建立 了 驻藏大 臣 巡边和

设置塘汛等制 度 。
１ ７ ９ ５年 ， 驻 藏 大 臣 松筠不仅沿蕃 尼 古道巡视 吉 隆 、 聂拉木等边境 ， 并且在 吉 隆 、 聂拉

木 、绒霞和江孜等地勒石 ，

①记载边境巡查和 防卫情况 ，
至今仍矗立在江孜宗 山 上 的 《 巡边记 》 石碑就是

清代加 强 国 防 的重要举措之
一

； 与此 同 时 ， 在 吉 隆县至定 日 县之 间 至今仍分布着近百处 的 戍堡 、 烽燧和

塘汛 。 另 外
一

方面 ，
此 次廓 尔 喀入侵 因 洗 劫 了 扎什伦布寺 ， 清军不仅将廓 尔 喀人驱逐 出 境 ，

而且令其 归

还 了 该寺被劫 的 部分贵重物 品 ， 以七世班禅额 尔德尼 为首 的 扎什伦布寺僧众对 中 央政府十分感激 ， 在扎

什伦布寺 专 门 设立 了
一

座 汉佛 堂 ， 其 中 供奉万 岁 牌位和 皇帝像 ， 以祈祷皇帝长寿和 国 运兴隆 ， 从而增进

了 西藏对 中 央政府 的 向 心 力 。

随着清军入藏驱逐廓 尔喀 的 入侵 ，
以关公信仰 为代表 的 内 地文化也传入西藏 ，

至今在拉萨 、 日 喀则 、

定 日 、 吉 隆等蕃尼 古道沿线都分布着 不少关帝庙 。
②其 中 ， 吉 隆县宗 嘎镇 的 琢 嘎 尔 宗 、 定 日 县 的 岗 喝镇

还保 留 有关帝庙遗址 ，
而拉萨 的 关帝庙仍较完 整地保存至今 。 与此 同 时 ，

驻藏清军 中 的 部分将士对藏传

佛教有所兴趣或信仰 ， 并且 为寺院题额 。 定 日 县 朗果寺现存光绪二十二年 （ １ ８ ９ ５
）

“

署 防定 日 汛守备赵世

魁
”

敬题 的
“

荡 芭寺
”

汉文 匾额就是其 中
一

例 。
？这些遗迹成 为 清代 蕃尼 古道上汉 藏和 藏汉文化交流 的

历史见证 。

最 后 ， 廓 尔 喀军 队被驱逐 出 境后 ， 规定尼 泊 尔每五年定 期 向 清朝政府朝贡 。 据统计 ， 从 １ ７ ８ ９ １ ９ ０ ９

年 间 ，
尼 泊 尔共 向 清朝派 出 １ ９批朝贡使 团 。 朝贡使 团 也经吉 隆和聂拉木入藏 ， 先沿蕃尼古道主线抵达 日

喀则 的 大竹卡 ， 由 此从北线经羊 八井抵达拉萨 ， 然后再 由 拉萨经藏北到西安或从拉萨经 昌 都到 成都 的 茶

马 古道 ， 再到 北京 。
？ 因 此

， 蕃尼古道也是清代尼 泊 尔 的 朝贡之道 。

七 、小结

蕃 尼 古道沿线大量遗迹和 藏汉文记载表 明 ， 该道 自 唐代 以 来
一

直是 中 尼 两 国 交流 的重要通道 。 其

线路 和 站 点 从 宋代 以 来变得越来越清 晰 ， 并在清代形成
一

个 主辅路并存 、 错综复 杂 的 网 络 ； 其功 能涉及

交通 、 求法 、传法 、 贸 易 、 朝贡等多方面 ， 但 自 元代 以 降 ，
承担起 中 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和 中 尼两 国 官方交

流 的 重任 ， 为 中 央政府对西藏 的 有效治理 ， 国 家 的 统
一

， 西藏地方社会 、 经济 的 发展及其与 内 地政治 、 经

济和 文化等方面 的 双 向 交流和 融合 ，
以 及 中 尼 两 国 关 系 的 发展 ，

进而联 系 南亚 、 中 亚诸 国 都 发挥 了 十分

重要 的 作 用 。 在新时期 国 家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下 ， 这条古道 的进
一

步开发 和建设 ， 对于西藏经济 的 腾 飞 和

社会 的 稳定 ，
以及 中 国 与南亚诸 国 的 合作 ，

必将产生积极而 又重要 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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