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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格
“

哈奢帕巴
”

崇拜看中古时期

河西与藏西的交流

黄 博

（ 四川 大学 ， 四川 成都 ６ １００６ ４ ）

摘 要 ：古格文献 中关 于
“

哈奢 帕 巴
”

出 场的记录显示的 是藏族盟誓的传统形式 ，这一传 统的 文本描述可以

追溯到吐蕃王朝 时代 。 古格王室是吐蕃王室 的直 系 后裔 ， 对比 桑 耶 寺 与托林寺的 兴佛证盟誓辞 ，共 同 点颇 多 。 从

名称上看
，

古格王 室所崇 拜的
“

哈奢帕 巴
”

，
意 即
“

河 西神
”

，
极有可能是一个起源 于今甘肃河西 地区 的神祇 。 这一

神祇信仰一头连 着 河西地 区 ，
一 头连 着藏西 的 古格 ，在吐蕃统治 河湟时期存在 着 大量的人员 交流 ， ８
－

９ 世纪期间

活跃于河湟地 区 的 象雄贵族为 没庐 氏 （ ｖｂ ｒｏ ） ，这
一 家族后 来积极参与 到 阿里 古格王朝 的开 国 事业 中 ，哈奢 帕 巴

有可能是他们带 回 古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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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请
“

哈奢帕 巴
”

为证 ， …… ， 所有人立誓 ：今

后王子 、 兄弟 、 嫔妃 、大臣绝不违弃复兴佛教的盟

誓 ，绝不离弃这一誓约 。 后世子孙 ，也绝不违背这
一誓言 。 ⑴

这段誓辞记录于利用古格早期史料编写而成

的两部藏文史著
一一

《拉喇嘛益西沃广传》 （ ｌｈａ ｂｌａ

ｍａ
ｙｅｓｈｅｓｖｏｄｋ ｙ
ｉｍａｍ  ｔｈａｒｒｇｙａｓｐａｂｚｈｕｇｓｓｏ ） 和

《阿里王统记》 （ｍ ｎｇａｖ ｒｉｓ ｒｇｙａ丨 ｒａｂｓ ） 中 。 公兀 ９９ ６

年 ， 西藏佛教史上著名的托林寺在古格王室的主

持下开工兴建 ， １ ００４ 年托林寺建成完工 ， 当年藏

历
一

月 十五 日 ， 古格国王拉喇嘛益西沃主持了托

林寺的开光仪式 ， 僧俗各界举行了盛大 的庆祝活

动 。 之后 ，王室賜予了以托林寺为首的古格佛教寺

院集团大量的庄园 、草场 、盐池 、牧地等各种类型

的供养 ，此后由益西沃带领王室子弟 、妃嫔 、大臣
—起立誓 ，许诺佛法与 日 月 天地 （一样 ）长驻 （世

间 ） ， 于是有了开篇的这段誓词 。 １
２
１

这段誓辞所关涉的西藏政教关系发展史上的

重要意义 ，笔者早前已有过初步的讨论 。 Ｐ１但誓辞

中 提到的奇怪而罕见的立誓见证者
一一

“

哈奢帕

文章编号 ： １ ６７４－９２２７ （ ２０２０ ）０ １－００７９－０７

巴
”

（ ｈａｓｅｖｐｈａｇｓｐａ ）其实也特别醒 目 。古格文献中

出现的
“

哈奢 帕巴
”

是谁？ 他与古格王室有什么关

系 ？ 他在古格历史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 色？ 然而 ，

由于现存的古格历史信息极度匮乏 ，
“

哈奢帕巴
”

几乎没有再在其它藏 文文献中现身 ， 要直接回答

上述这些问题几乎不可能 ， 因此本文不得不通过

对现有的历史资料作最大的发掘 ， 采用间接推进

的方式 ， 探寻
一下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古格小神的

身世及其背后蕴藏的文化意义。

―

、何种神祇 ：
“

哈奢帕巴
”

的河西

起源与古格流变

首先可 以确定的是 ， 古格文献中的
“

哈奢帕

巴
”

并不是
一

个凡人 。 因为哈奢帕巴作为见证者出

现在古格王室的兴佛誓约中 ， 所以他应该是一个

与古格王室有着密切关系 的护法神 。 在藏传佛教

的护法神系列 中存在着一些被收服的土著神灵成

为
“

立誓愿者
”

，他们占据了佛教护法神的位置 。 护

法神通常包括两种类型 ，一类是具有超大神力的 、

脱离了六道轮冋的高级神灵 ， 称为
“

出世间护法

６

４

？

氏

族

太

嗲

嗲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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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

， 另一类是仍然和众生有情居住在世间的神

灵 ，称为
“

世间护法神
”

。

［

４
１

由于前者在藏族文化中

大都是声名赫赫 ，几近家喻户晓 ， 因此哈奢帕巴的

名不见经传显示他应该是属于
“

世间护法神
”

的类

型 。 古格文献中关于
“

哈奢帕巴
”

出场的这
一记录

显示的是藏族盟誓的传统形式 ， 吐蕃王朝时代是

藏族盟誓习俗发展成熟的时期 ， 吐蕃王室更是大

量利用盟誓来维系各种社会秩序 。 吐蕃王朝的盟

誓
，
在社会和政治上发挥了众多 的功能 ，如制订法

律 、征集军需 、任免官员 、保证王朝中央与各地小

邦的政治隶属关系 、 调整赞普与大臣的权力关系

等方面都有体现 ，特别是扶持发展佛教上 ，盟誓的

作用更为明显 。 ［
５
］如 ７７９ 年桑耶寺落成后 ，赞普赤

松德赞颁布兴佛诏 书 ，并率领王室贵族进行盟誓 ，

藏文古籍 《贤者喜宴》记录了两份盟誓诏 书 ，其中

第
一

份诏书在誓辞的最后也有一段关于见证者的

内容 ：

对 所举行之盟誓 ， 十 方 诸佛 、 一 切正法 、 一切

发 大 乘心 之僧侣 、我佛及一切声 闻 者 、 天地各级诸

神 、吐蕃地 区之神 、 一切九尊诸神 、龙 、夜 叉及一切

非人
，

敬请彼等作证 。 问

除了这份诏书之外 ， 如今桑耶寺保存的兴佛

证盟碑上也记录 了类似的见证者 ，
“

祈请
一

切诸

天 、神祇 、非人 ，来作盟证
”

。

１
７
１对比桑耶寺与托林寺

的兴佛证盟誓辞 ，共同点颇多 。 事实上 ，古格王室

是吐蕃王室的直系后裔 ，相传 ８４２ 年 ，末代赞普朗

达玛因掀起灭佛运动而被僧人剌杀 ， 此后吐蕃王

室因为权利争斗而分裂 ， 统
一

的吐蕃王朝随之崩

溃 。 尽管现代学者越来越怀疑这一传统的佛教史

观下 出现的毁弃佛法导致王朝崩溃的叙事内容的

真实性 ， 但吐蕃王朝崩溃于王室分裂则仍然是学

界 的 共 识 。 １
８
１

８４３ 年 朗 达 玛 的 遗 腹 子 沃 松

（ ８４３－８７５ ）据有后藏 ， ８７５ 年死于雅隆旁达 。 其子

贝柯赞 （ ８６ ３－８９ ３ ）继位 ， ８９３ 年 因 臣下叛乱被杀死

于雅隆香波 。 至此沃松王系在卫藏地区无法立足 ，

其子吉德尼玛衮 （ ８７９－９３７ ）遂于 ９０６年离开卫藏 ，

向西部开拓 ，最终在阿里地区建政立国 。 吉德尼玛

衮征服阿里地区后 ，将古格 、普兰等地分封给次子

扎西衮 ， 扎西衮就是以哈奢帕巴为见证者立誓的

古格国王益西沃之父。 ｐ故而两者在誓辞中使用见

证者这
一

方式 ，具有明显的继承性 。

虽然古格王室与吐蕃王室二者在盟誓兴佛上

有共通之处 ， 但古格王室显然在誓约的见证者上

有 了更精细化的发展。 桑耶寺兴佛誓约的见证者

数量庞大 ， 几乎涵盖了藏族神灵文化中所有的神

祇
， 但都是概念意义上的神灵集群 ，如十方诸佛 、

天地各级诸神等等 ， 没有 出现上述古格王室誓辞

中的类似
“

哈奢帕巴
”

那样的具体的神祇 。 藏族誓

辞实际上就是
一

种特殊的契约 ， 这种特殊性体现

在人与人之间订立的契约之上有
一

个特殊的神灵

监督者 ， 这个神灵通常是共同认可或各 自尊信的

神灵 ， 盟誓 中的神灵 ， 通常是认为 比较重要的神

灵。 ｍ因此 ，
“

哈奢帕巴
”

应当类似于古格王室的保

护神 ，对他们而言 ，有着特殊的信仰文化意义 ；换

句话说 ，吐蕃时代 ，王室并没有与某一个具体的神

灵建立某种特别 的关系 ， 而古格王室却与哈奢帕

巴有着特殊的信仰关联 。
“

哈奢帕巴
”

作为一个神祇名是
一

个组合词 ，

帕巴 （ｖｐｈａｇｓ ｐａ ）意为
“

圣者
”

，通常作为缀字添加在

佛菩萨或伟大人物的名称上 ， 以表达尊敬之意 。 ｉ
ｎ
｜获

得这一尊号最著名的人物
，
就是担任过忽必烈帝

师 的洛追坚赞 ， 汉文史书 中称他为八思 巴 ， 即
“

ｖｐｈａｇｓ ｐａ
”

的古译 。 但本文所关注的这位名 叫 哈

奢的
“

圣者
”

似乎不像是一个起源于西藏本土的神

祇 。
“

哈奢
”

（ ｈａ ｓｅ ）在藏文中没有任何涵义 ，更像是
一

个外来名词的音异 。 从发音上来看 ，藏文的
“

ｈａ

ｓｅ
”

应该是对汉文
“

河西
”

的音译
，
中古时代汉语的
“

河
”

字 ，属 匣母 、歌韵 ，开 口 一等 、平声 ， 拟音为

［
７ｃ〇 ，
［

１ ２
１敦煌藏文写卷 中多用藏文
“

ｈａ

”

来音译
“

河
”

字 ，而
“

西
”

字属心母、齐韵 ，开 口 四等 、平声 ，拟音

为 ［ｓ ｉｅｉ ］严敦煌藏文写卷 中 多用藏文
“

ｓｅ

”

来音译
“

西
”

宇 ，Ｍ如敦煌写卷 Ｐ ．Ｔ． １ １２９
＂

库公布致僧录司

赉禀贴
”

中 ，将设置在沙州 （ 敦煌 ）的僧官机构
“

河

西道僧录 司
”

音译为
“

ｈａｓｅｔｏｓ ｉｎｇ
ｌ

ｙ
ｏｇ
ｚｈ
ｉ

”

。 此

外 ，敦煌写卷 Ｐ ．Ｔ． １ ２８４
＂

河西节度使曹太保致于阗

狮子王书
”

中 ，也是用
“

ｈａｓｅ

”

来音译
“

河西＇％特

别是敦煌古藏文写卷 Ｐ． Ｔ ． １ ２ ６３
“

汉藏词汇对照
”

中
，
汉文
“

河西
”

的藏文对译正是
“

ｈ ａ ｓｅ
”

。 柯西一

词 ，在汉文语境中 ，可 以追溯到汉代 ， 汉武帝时在

黄河上游以西设置武威 、酒泉 、张掖 、敦煌四郡 ，史

称河西四郡 ， 这
一地域也就是历史上著名丝绸之

路的重要干线
——

河西走廊 。 １
１ ６
１因此从名称上看 ，

古格王室所崇拜的
“

哈奢帕巴
”

，
意 即
“

河西神
”

，
极

有可能是
一

个起源于今甘肃河西地区 的神祇 。

虽然知道了
“

哈奢帕 巴
”

可能起源于河西 ，但

由于他古格王室护法神的身份 ， 外界可能所知极

少
， 加上年代久远 ，要弄清他的具体来历或神话传

说已不可能 。 不过可以推测的是 ，其来源
一定具有

河西的地方性特色 。 由于河西地区处于丝绸之路

的干线上 ，其信仰文化呈现出 复杂交融的多样性 。

４

＊
民

族
太

嗲

嗲

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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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唐宋时期 ， 河西重镇敦煌的信仰就极具多

元化 ， 当地 的神灵信仰系谱庞杂 ，在宗教上除了佛

教的诸佛菩萨之外 ，还流行道教 、祆教 、景教 、摩尼

教的诸神 ， 此外还有大量的 自然神崇拜和 民间社

会形成的地方神崇拜 ， 可以说是一个众神会聚之

地 。 １ １
７
］从
“

哈奢帕巴
”

（河西神 ）在名称上所显示的

地方性特质 ， 该神祇的原型应该不会是佛教中 的

佛菩萨或其它宗教崇拜的神灵 ， 在藏族人名文化

中
，
通常会 以一些著名人物的家乡地名作为这些

人物的名 称或头衔 ，如宗喀巴 ？罗桑扎巴 ， １
１ ８
１所以

哈奢帕巴这样的名称 ， 只可能同河西地方社会有

关
，河西神的 出现 ，极有可能是唐蕃互动时代河西

地区某个英雄人物的
“

神化
”

之后生成的 。 况且民

族 间的交互式造神现象在河湟地区 的历史上并不

鲜见 ， 如清代以来湟中县鲁沙尔镇藏族 中流行的

地方神
——

“

刘琦山神
”

即是如此 ，该地方神的原

型
“

刘琦
”

，是
一

个明代永乐年间 出 身于甘肃河州

的进士 ， 曾奉命出使西藏 ， 造福藏民 。 后来藏族民

间流行许多关于他的传说 ， 最后在鲁沙尔镇发展

为当地的保护神 。 １
２０
１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具有外来神灵的身份 ，但
“

哈奢帕巴
”

又似乎不是一个仅仅在古格时代昙花
一现的护法神 ，事实上直到今天 ，他仍然可能是当

年古格政权核心区最重要的民间神灵信仰之一 。

藏族学者古格 ？ 次仁杰布在调査阿里扎达县多香

地方的地方神扎西德勒时提到 ， 托林寺度母殿南

面供奉着一尊名 为
“

哈奢帕嫩
”

（ ｈａ ｓｅｖｐｈ ａｇｓｍ ａ ）／

“

哈奢杰姆
”

（ ｈａｓｅ ｒｇｙａｌｍｏ ）的护法神 ，其身份是扎

达县的
“

乡 神
＂

（ ｙ
ｕｌ ｌｈａ ） ， 她与该县另外两个 乡

神


多香 乡 神扎西德勒 （ ｂ ｋａｒ ｓｈｉｓｂｄ ｅｌｅｇｓ ） 、芒

旗 乡 神岗曼 （ ｇａｎｇｓ ｓｍａｎ ）并称古格 乡 神三姐妹 ，在

民间被认为是 当地威力最 大的三大女神 。 ｜
２ １
｜

“

乡

神
”

（ｙｕｌｌｈａ ） ，音译为
“

域拉
”

，意即地方保护神或地

域守护神 ， 在藏族信仰文化中是
一

种不具备普遍

崇拜基础的 、缺乏全域性 、共同性信仰的区域型神

祇 。 他通常拥有 自 己 的区域性或教派性的小圈子

信众 ， 这种地方神同时也通常会成为某个地方的

藏传佛教护法神 。 １ ２２１这
一

类型 的神祇在藏区各地

广泛存在 、名 目 繁多 ，且虽然是本地保护神 ，但并

不排斥
“

他乡
”

的身世 ，如在安 多藏区好几个县拥

有信众和庙宇的乡 神
“

阿尼尤拉
”

（ ａｍｙｅｓｙｕ ｌｌｈ ａ ） ，

其身份实为汉族地区广泛信仰 的道教文昌神与藏

传佛教融合的产物 。 １
３
１

显然 ，从
“

哈奢帕巴
”

（ ｈａ ｓｅ ｖｐｈａｇｓｐａ ）到
“

哈奢

帕嫩
”

（ ｈａ ｓｅ ｖｐｈａｇｓｍａ ）／
“

哈奢杰姆
”

（ ｈａ ｓｅｒｇｙａｌ

ｍ ｏ ） ，这位
“

河西神
”

的神格属性 已发生多重变化 。

一方面最显著的变化是从男神变成了女神 ， 另一

方面是从王室走 向了 民间 ， 而他的神职属性也 由

盟誓见证者的王室护法神转化为地方守护者的乡

神 。 显然 ，在
“

哈奢帕巴
”

（河西神 ）离开甘肃 ，到达

阿里之后 ， 随着河西这
一地域文化背景的抽离 ，这
一神衹符号所蕴藏的神圣意义或神话故事然必然

会变得不那么为另
一

个地方的文化习惯所理解 ，

他在古格的神格形象和神话内容逐渐变型 。 而变

型过程 ， 他乡之神通常会以当地容易理解的形式

被改造 ，最典型的就是拉萨的关帝庙 （帕玛 日 格萨

尔拉康 ） ，在长期的演变中 ，汉地最流行的关圣信

仰最终以藏地最普遍的格萨尔崇拜的方式被人们

理解和接受 。 １２
４
１而 丨 ７ 世纪以后古格王国的灭亡和

古格王室的衰落 ， 极有可能是促成他走 向民间的

契机 ，而本土化的趋势 ，可能使他从王室护法神变

为地方民众的保护神 ， 而在民间化和地本土化过

程的演绎中所创造的新故事 ， 可能进一步使得高

高在上的男神
“

哈奢帕巴
”

变成更加亲 民的女神
“

哈奢帕嬷
”

。 虽然造成这些转变的具体的历史情

景已经无从得知 ， 但哈奢帕巴从男神到女神的转

变应绝非偶然 ， 从王室护法神到地方保护神的转

变 ，其形象应该深受藏区流行的度母信仰的影响 ，

度母信仰 中主要宣传的是度母在世人遭遇的种种

苦难 中救度众生 ，贴进大众生活 ，与地方保护神的

民间性特点相通 。 １
２ ５
１

二 、何以可能 ：哈奢帕巴 崇拜与
“

河西
一

藏西
”

的人文交流

处在丝绸之路的主干线上 ，从汉到唐 ，河西地

区拥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 ， 吐蕃王朝崛

起后 ， 长期与唐朝争夺河西地区的控制权 ， 为此

７ １ １ 年唐朝为加强西线的防御 ，设置了
“

河西节度

使
＂

，驻守凉州 ，统辖凉 、甘 、肃 、瓜 、沙 、伊 、西等七

州之地。 １
２６
１安史之乱爆发后 ， 吐蕃开始大举东进 ，

逐渐 占领原属唐朝的河西 、陇右地区 ，河西节度使

也被迫移驻沙州 ， ７ ８６ 年吐 蕃大军攻 占河西重镇

沙州 （敦煌 ） ，基本上确立 了吐蕃王朝在河西地区

的统治 。 此后数十年间 ，河西地区长期处于吐蕃王

朝统治之下 ，直到 ８５ ０ 年左右张议潮在沙州起兵 ，

逐渐收复河西瓜 、沙诸州 ，河西地区才摆脱吐蕃的

控制 。 １
２７在唐蕃双方在河西的争夺互动的过程中 ，
一些具有河西地区起源的神灵进入了藏族神灵信

仰系统之中 ，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世格鲁派所尊

奉的世间护法神中 的主神
一一

“

白 哈尔
”

， 关于白

哈尔神的来源可能是多元的 ， 但其中值得注意的

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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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安多政教史 》为代表的
“

北来说
”

， 这
一

说法

描述了桑耶寺建成后 ，吐蕃派出 以恩兰 ？ 达扎路恭

为统帅的大军 ，摧毁 了
“

巴达霍尔
”

的禅院 ，将白 哈

尔抢到了桑耶寺 。 巴达霍尔通常指的是
“

撒里畏兀

儿
”

，其位置在青海湖东的甘州 、肃州 ，正是河西地

界 。 这些传说也真切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吐蕃对河

西的经略事业 。 １ ２８ １

但古格的哈奢帕巴信仰似乎更难琢磨 ， 它
一

头连着河西地区 ，
一头连着藏西的古格 ，
一个
“

河

西神
”

何 以会成为遥远的古格王室的守护神 ，这是
一

个颇为令人费解的问题 。 河西与藏西交通的遥

远而艰难 ， 以古格王城所在的扎达县到河西重镇

敦煌为例 ：今天从敦煌经格尔木到拉萨 ，再从拉萨

到札达 ，全长约有 ３ ２００ 公里 。 古格位于西藏西部

的阿里高原 ， 藏族地理文化中称为上部阿里三围

之地
，
吐蕃王朝统
一

青藏高原之前 ，这里是古老的

象雄文 明 （ ｚｈａｎｇｚｈｕ ｎｇ） 的主体地域 ，汉文史料称

之为羊同 。 吐蕃王朝崩溃之后 ，赞普后裔吉德尼玛

衮来到这里重建政权 ， 从此这片地方被称为阿里

（ ｍｎｇａｖ
ｒｉ ｓ ）
，
意为领地和属民 。 １
２９
１因此 ，古格王室与

河西神之间特殊联系的建立 ，相当不易 。 事实上两

地之间在历史上发生直接的社会文化或神灵信仰

交流的可能性不大 ， 但却不排除在某些历史时期

出现间接联系的可能 。

在吐蕃统治河西期间 ， 大量吐蕃人从青藏高

原腹地东迁 ，移居或定居于河西地区 ，这些人中既

有吐蕃的地方贵族 ，也有部落百姓 。 吐蕃王朝在河

西地区的统治崩溃 以后 ， 大量的吐蕃人留居河西
一带 。 ｍ在这一与河西地区的人 口 交流互动过程

中 ，作为吐蕃王朝治下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藏西部

地区无疑会加人到这一人口 流动过程中 。 西藏西

部地区 ， 原属青藏高原上另
一

个古国象雄的势力

范围 。 ７世纪中期吐蕃王朝完成青藏高原统
一

后 ，

也将象雄故地纳人治下。 敦煌藏文写卷 Ｐ ．Ｔ ． １ ２ ８ ８
“

吐蕃大事纪年
”

中多次记录了吐蕃王朝在象雄征

收赋税和征集士兵的记录 ， 如 ７ １ ９ 年 ，征集象雄与

玛尔之青壮兵丁
；

７２４ 年 ， 于巴农之曲工 ， 由论 ？ 达

古 日 则布集会征象雄大料集 。 １
３ １
１随着吐蕃大军的

东进 ， 这些征集于藏西的部队势必也会向藏东和

河湟地区移驻 ， 如今天生活在四川阿坝的瓦虚色

达部落 的 口述 ， 他们的祖先瓦色甲波原来就生活

在阿里地 区 ， ７ 世纪时被藏王派遣到吐蕃东境抵

御唐朝军队 。 吐蕃王朝崩溃后 ， 留牧于巴颜喀拉

山 。 元代以后又从青海移牧到阿顼 。 Ｐ
２奴文史料更

清楚地显示 ，吐蕃在经略河湟时期 ， 曾将大量包括

象雄士兵在 内的各地方部队东调进驻河西 。 《新唐

书 》记载 ，吐蕃王室内 战爆发后 ，落门 川讨击使 尚

恐热与河湟地区的吐蕃将领混战 ， 其中宰相尚思

罗麾下就有苏毗 、 吐浑 、羊同兵共八万人之众 。 ［
３３
１

可见西藏西部与河西地区之间 ， 在吐蕃统治河湟

时期存在着大量的人员交流 。

河西长期屯驻了大量象雄士兵 ， 在吐蕃王朝

的贵族体制之下 ， 必然会有一些象雄贵族成为这

些部 队的统率 ， 目前的史料显示 ， ８－９ 世纪期间活

跃于河湟地区的象雄贵族为没庐氏 （ ｖｂｒｅ ） 。 前揭

８４２ 年后在河湟地区挑起混战的论恐热最大的竞

争对手 ，就是鄯州节度使尚婢婢 。 《新唐书》载 ，
“

婢

婢 ，姓没庐 ，名赞心牙 ，羊同 国人。
”
１
３４
１羊同 ， 即象

雄 ，其主要的地域范围就是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 。

《贤者喜宴 》的记载也映证了没庐 氏的象雄贵族出

身 ， 著名的赞普赤松德赞五位后妃中有一位名 叫
“

没庐 氏 妃赤杰 莫赞
”

（ ｖｂｒｏｂｚａｖｋｈｒｉｒ
ｇｙａｌｍ
ｏ

ｂ ｔｓａｎ ）的妃子 ，她来 自于离拉萨路途遥远的没庐地

方 （ ｖｂｒｏｙｕ ｌ ） ，特别是她在桑耶寺兴建前后 ，
“

按照

佛经中之规则在上部Ｕｔｏｄ ）建立教规
”

，

Ｐ ５在赤松

德赞全面发展佛教的时侯 ， 由她来主持上部地区

的佛教振兴事业 ， 足见其家族在当时的象雄故地

根基深厚。 晚近的
一些考古遗迹也证明了没庐 氏

在象雄故地的活动以及他们在吐蕃王朝时代佛教

发展大潮 中 的重要表现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阿里

地区普兰县发现一通吐蕃时代的观音碑 ， 其题记

发愿文中 ，一位名 叫 没庐 ？赤赞扎贡波杰 （ｖｂｒｏｋｈｒｉ

ｂ ｔｓａｎｓｋ ｒａ ｍ ｇｏｎｐｏｒｇｙａ ｌ ）的人为了替
一切众生祈福

而制作了这尊观音菩萨的浮雕像 。 ｗ

结合以上汉藏文史料的描述 ， 完全有理由相

信 ，没庐氏家族出身于阿里地 区 ， 而所谓的没庐地

方即位于阿里境 内
，
且极有可能就位于普兰一带 。

由此可以说 ， 没庐氏是吐蕃王朝中最显赫的象雄

贵族 ，在赤松德赞时代 ，该家族不但有王妃没庐 氏

妃赤杰莫赞与吐蕃王室联姻 ， 而且赤松德赞时期

确立 的最具权势的 九大戚臣贵族
——九大 尚论

（ ｚｈａｎ ｇｂｌｏｎｃｈｅｄｇｕ） 中 ，没庐
？ 赤松热霞 （ ｖｂｒｏｋｈｒ ｉ

ｚｕｎ
ｇ
ｓｒａｓ
ｈａ
ｇｓ ）以拥有穿戴 白狮皮袍的资格 ，排名

所谓的九大尚论的第二位 ， 而没庐妃则领衔制订

了规范男女礼节以及富豪放债等事项的法律 ，称

为没庐氏小法。 １ ３７ １这些都显示 出没庐 氏家族在吐

蕃王朝时代贵族政治中的崇高地位 。

８４ ２年以后
，
尚婢婢在河湟地区的经营没有

持续多久 ，最终在与包括吐蕃残余军阀集团 、新兴

的归义军政权在 内的河西诸军政势力 的角逐中销

声匿迹 ， 《资治通鉴 》 记载 ， 唐宣宗大 中四年 （ ８５０

年 ）秋 ，
“

婢婢粮乏 ， 留拓跋怀光守鄯州 ， 帅部落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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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人就水草于甘州西
”

，
此后史籍上就再无尚婢

婢的消息了 。 而他西逃后 ，原苏毗王室出身的论恐

热率军追至瓜州 ，其后又
“

大掠河西鄯 、廓等八州 ，

杀其丁壮 ， 劓刖其羸老及妇人 ， 以槊贯婴儿为戏 ，

焚其室庐 ，五千里间 ，赤地殆尽 。
”

収文史料从侧

面表明 了吐蕃王朝崩溃后 ， 苏毗贵族与象雄贵族

的争夺中
，
象雄贵族似乎不能在河西立足的窘况 。

另一方面 ，藏文史料也显示 ， 尚婢婢事实上既使是

退到在甘州之西也难以立足 ，敦煌藏文写卷 ｃｈ ． ７５ ．

ｉ ｉｉ 中记载了
一

则敦煌僧人为官府抄写经书 的 纠

纷
，
其中出现
“

论孔热 （ｂｌｏｎｋｈｏｎｇｂｚｈｅｒ ）和其他官

员前来掌权
”

的表述 。 ［ ３
９

该表明论恐热的势力
一度

扩张到甘州 以西的敦煌 ，则尚婢婢的西迁行动 ，应

绝不可能仅止于甘州或瓜州附近 ， 他必须撤离到

敦煌以西或者更远才安全 ， 这样汉文史籍中 自然

无法再获得有关他们的消息 。

另
一

方面 ， 对尚婢婢集团来说 ，从敦煌继续西

行 ， 正好有一条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返 回到象雄故

地的捷径 。 《新唐书 》记载 ，从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

阳关故城 ，然后西行千里至蒲 昌海 （ 罗布泊 ）南岸 ，

再西行经七屯城 ，再西行八十里至石城镇？ ，从蒲

昌海南至石城镇相距三百里 。 从石城镇继续西行

二百里至新城 ，然后西经特勒井 ， 渡且末河 ，五百

里至播仙镇 。 从播仙镇往西经悉利支井 、 袄井 、勿

遮水 ，五百里至于阗东境的兰城守捉
；
再西经移杜

堡 、彭怀堡 、坎城守捉 ，三百里至于阗镇 。 １
４０
１于阗镇

为当时西域南道的重镇 ， 新疆发现的吐蕃时代的

简牍文献显示
，
当时阿里北部与于 阗镇之间恰有
一条比今天线路迂 回的新藏公路要直接得多的交

通线 ， 即吐蕃一于阗道 。 此
一通道从阿里北部翻越

昆仑山中部的克利雅山 口进入南疆 ，经普鲁 、渠勒

（ ｚｈ ｕｇｓｎｇａｍ ）北上 ，抵达 扞弥 （ ｇｙｕｍｏ ） （ 即坎城守

捉 ） ， 然后再直行北进抵 吐蕃在 于 阗 的军事 中

心——位于今和田市北 １ ８５ 公里处 的麻扎塔格的

神 山堡Ｕ ｈ ｉｎｇ ｓｈ ａｎ ） 。 此条道路是吐蕃通过西域的

最短路线
，但沿线山路崎岖 、气侯恶劣 ，异常艰险 ，

并非一般的商路 ，但因为当年沿线都在吐蕃势力控

制之下 ，行军的安全性颇有保障 ， 因此是当年吐蕃

用来经略西域的
一条重要的军事资源输送线 。 １
４
１
１

９ 世纪以后 ， 虽然随着 回鹘在西域地区的兴

起 ，吐蕃势力在西域逐渐式微 ，但却
一直保持着对

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的稳定统治 ，特别是于阗 ，长

期是吐蕃统治西域的重要据点 。 １
４２
１而吐蕃王朝崩

溃后 ，吐蕃在西域的统治受到 回鹘的进一步打击 ，

据 《资治通鉴 》记载 ，唐懿宗咸通七 年 （ ８６６ 年 ）归

义军节度使张议潮 向朝廷上奏 北庭 回鹘 固俊克

西州 、北庭 、轮台 、清镇等城
”

。
［

４３
１显然 ，在 ８６６ 年之

前 ， 吐蕃仍然控制着包括于 阗在内的部分西域地

区 。 因此当 ８５ ０ 年 尚婢婢集团撤到甘州 以西的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 ，吐蕃在于阗 的统治应尚未瓦解 ，

尚婢婢集 团从敦煌西行 ，经且末至于阗后 ，应该能

够安全地通过
“

吐蕃
一于阗道
”

返回故乡 阿里地

区 ， 当然这
一行程必定艰险万分 。 不过 ，通过
“

吐

蕃一于阗道
”

， 阿里经南疆 同河西的交通联系应该

是完全可行的 。 １ １ 世纪初兴起于河湟地区的桷厮

啰政权的君主桷厮啰 ， 很有可能就是通过这条线

路从西藏进人河湟地区的 。 汉文史料记载桷厮啰

为磨榆国人 ， 后来被在高 昌经商的人带到河湟地

区
，辗转被当地豪酋 、出身于 阗的李立遵拥立为赞

普 。 ？磨榆 国 ， 极有可能指的是西藏西部的玛域

（ ｍａｒ ｙｕ ｌ ）或芒域 （ ｍａｎｇｙｕ ｌ ） ，前者位于上部阿里的

拉达克地区 ，后者位于下部阿里贡塘地区 ，结合喃

厮啰身世中出现的于阗 、高昌等地名信息 ，他东进

的路线 ，走的极有可能是从阿里北上 ，经南疆 ，从

于阗到高昌 ，再到河西地区的线路 ，正与尚婢婢集

团西迁的路线相似 。

如果 尚婢婢集 团西迁 以及返 回阿里的推测不

误 ， 那么一部分在河西地区经营多年的没庐 氏家

族成员就有可能把在
＇

河西地区接触到的
一些神灵

信仰带 回到整个家族 中 。 尚婢婢集团在河西经营

多年 ，面对河西处境的困难和西迁过程的艰险 ，借

助某种
“

河西神
”

之类的 当地的信仰是再自然也不

过的了 ，无论是要在现实的苦难之中坚持下来 ，还

是要在困境 中找到希望
，
都正是
“

哈奢帕 巴
”

这样

的神祇信仰得以强化的最好土壤 。 前揭哈奢帕巴

的变型
——

与哈奢帕嬷配对的古格乡 神三姐妹之
一

的多香乡神扎西德勒崇拜的兴起 ， 就是古格人

在抗击拉达克人人侵的激烈战斗 中产生的 。 １
４４
１

另一方面 ， 统兵河西地区的没庐氏贵族 尚婢

婢在汉文史籍上的消失 ， 并不意味着没庐氏在吐

蕃政治舞台上的衰落 。 有意思的是 ， 半个多世纪

后 ，在赞普后裔吉德尼玛衮的建国大业中 ，没庐氏

再次成为西藏西部历史中举足轻重的显贵家族 。

根据 《太阳王统记》的记载 ，吉德尼玛衮二十八岁

的虎年 （ ９０６ 年 ） ，他接到象雄地方势力送来的建

议他向西部地区发展的信函 ， 吉德尼玛衮跟亲臣

商议后 ， 决定离开后藏的玉荣拉孜宫 （ ｐｈｏ ｈ ｒａｎｇ

ｇ
－

ｙ
ｕ ｒｕ ｎｇ ｌｈａ ｒｔｓｅ ） ，前去上部地区去创业 。 追随他
一

起离开后藏前往象雄地 区 的五十个亲信大臣

中
，
排名第 二的就是 出 身 于没 庐 氏的 掌膳官

（ ｐｈｙ ａｇｔｓｈａｎｇ ｂａ ）没庐
？康布 （ ｖｂｒｏｋｈａｍｂ ｕ ） 。 免年

（
９０７ 年 ） ， 吉德尼玛衮进抵上部地区的热拉喀玛

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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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 （ ｒａｌａ ｍｋｈａｒ ｄｍａｒ ） ，
一■战击杀象雄纳速王李 ？心

迦 （ ｇｎｙａｖｓｈｕｒｇｙｉｒｇｙａｌｐｏ ｌ ｉｂｙ ｉｎｋｈｙａ ） ， 震慑象雄

诸部 ，各部首领纷纷表示臣服 。 从蛇年 （９ ０９ 年 ）到

马年 （ ９ １０ 年 ） ， 吉德尼玛衮继续进行征服上部地

区的事业 ， 直到 了羊年 （ ９ １ １ 年 ） ， 没庐 ？桑噶尔

（ｖｂｒｏ ｓｅｎｇ
ｄ ｋａｒ ）将普兰最著名的城堡古卡尼

松堡 （ ｓｋｕｍ ｋｈａｒｎｙ ｉ ｂｚｕｎｇｓ ）献上 ，吉德尼玛衮才完

成了对上部地区的开拓事业 ， 同时吉德尼玛衮则

娶 了没庐
？

桑噶尔 的女儿没庐
？ 萨科迥 （ ｖｂｒｏＺａ

ｖｋｈ ｏｒ ｓｋｙｏｎｇ ）
［
有时又写作察科迴 （ ｖｂｒｏｔｓｈａｖｋｈ ｏｒ

ｓｋｙｏｎｇ ） ］为妃 ，此后这位王妃生下了 阿里历史上最

著名的上部三衮
＇一＂？

贝吉衮 、扎西衮和德祖衮 。 １
４５
１

这
一

记载表明 ，吉德尼玛衮抵达上部地区后 ，与象

雄旧势力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经过六年的奋战 ，才

最终确立了在上部地区的统治 ， 而没庐 氏身兼象

雄旧贵族与吐蕃王朝新贵的双重身份 ， 在阿里王

朝的建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没庐
？

桑噶尔献出尼松堡给吉德尼玛衮 ， 吉德尼玛衮迎

娶没庐氏女为妃 ， 意味着象雄旧势力与来到上部

地区开拓的吐蕃王室势力的大联合 。

前文已有证据表明所谓的
“

没庐地方
”

就在普

兰一带 ， 而尼松堡奉献事件更加显示 出没庐氏家

族在普兰的雄厚实力 。 显然 ，如果没有以没庐氏为

代表的
一

大批象雄贵族的支持 ， 吉德尼玛衮的上

部立国事业必将是
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 更为重

要的是 ，吉德尼玛衮与没庐氏的联姻 ，诞生出所谓

的上部三衮 ，则开启 了１ ０ 世纪以后阿里地区所有

区域性政权的王统传承 。 在后弘期形成的大部分

藏文史籍中 ，尽管 贝吉衮 、扎西衮 、 德祖衮的行第

以及从吉德尼玛衮那里继承下来的领土都颇不
一

致 ， 但后来西藏西部最主要的几个区域性政权的

开创
，诸如拉达克王国 、古格王 国 、普兰王 国 、桑噶

尔王国 、 亚泽王 国等阿里王系诸政权的形成都直

接或间接地来源于没庐妃三子对父王吉德尼玛衮

事业的继承 ，也即所谓的
“

三衮占三围
”

。 虽然这
一

历史叙事传统可能并不都是历史事实 ， 但却
一致

反映了 阿里王系诸政权的同源认同 。 ＿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象雄之后 的阿里

历史是没庐妃的儿子们在吉德尼玛衮的基础上一

起开创出来的 ， 即是象雄贵族与吐蕃赞普后裔共

同成就了西藏西部历史的新格局 。 而本文开篇时

提到的以哈奢帕巴立誓的古格国王拉喇嘛益西沃

正是没庐妃次子扎西衮之子 ， 古格王室身上也流

着没庐氏的血液 ， 因此古格王室的文化传统必然

会留着一些带有没庐氏风格的印记 。 考虑到这一

层 ， 则古格王室与河西地 区的神祇信仰之间的奇

妙联系就似乎变得可 以理解 了 。 没庐氏家族河西

奋斗史 的集体记忆 ，沉淀为
“

哈奢帕巴
”

的神 祇崇

拜 ， 并将这
一

个性鲜 明的信仰符号带人到古格王

室之中 。

至此 ，通过以上充满 曲折的考察 ，可以确定的

是古格文献中 的
“

哈奢帕巴
”

应是一个起源于河西

地区的护法神 ， 并在藏族的神祇信仰文化影响下

转化为古格地方保护神
“

哈奢帕嬷
”

。 而较有把握

推论的是 ， 哈奢帕巴信仰背后所涉及到的河西与

藏西之间的人文联系 ， 应该是通过诸如没庐氏家

族奋斗史这样的某些历史机缘而实现的 。 另
一

方

面
，

“

哈奢帕巴
”

崇拜毕竟拥有遥远的河西印记 ， 随

着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疏离 ， 这
一崇拜本身便具有

模糊不清和变动不居的考证困境 ， 因此既便作了
一

翻精细地梳理 ， 我们仍然无法展示 出他的神迹

故事或崇拜仪式等方面的 内容 。 但这并不意味着

这种既不准确又相当孤立的地方性历史记忆在藏

族历史文化研究中没有价值 。 在哈奢帕巴这个他

乡之神成为本地保护神的过程中 ， 河西地区与西

藏西部之间的历史地理联系被呈现出来 ， 也使得

某些若隐若现的汉藏交流通道在一些特殊的文化

情景之中得到印证 。 更为重要 的是 ，一个河西地区

的外来神 ，变成古格的地方性历史记忆 ，意味着 即

便在局部性 、 地方性的神灵崇拜的生成和转化这

样的民族文化深层结构 中 ， 西藏和中原之间跨区

域 、跨族群的文化交融仍然不绝如缕 。

注释 ：

①石城镇又名典合城 ， 为汉代楼兰 国地 ， 城址在今新疆 若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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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五百里 。

②关于 嘀厮 啰的 身世 ， 《宋史 ？吐蕃传 》 、 宋人 曾 巩《隆平 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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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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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安 多 藏 区 文 昌神信仰的详情 ， 可 参见 看本加的 系 列

论 文 ， 看本加 ．安 多 藏区 的文昌 神信仰研究 ［Ｊ ］．世界宗 教研究 ，２０ １ １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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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本加 ．安 多 藏 区 的文昌 神信仰仪式研究 ［Ｊ］ ．西 南 民族 大学学

报 （ 人社版 ） ， ２００９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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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本加 ． 安 多 藏 区 文 昌 神信仰的人类 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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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

［
２６
］
（ 宋 ）王溥 ．唐会要［Ｍ 】 ．上海 ：上海古箝 出版社 ，２００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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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楠 ．吐蕃对 河西地 区 的 占领与 管辖 ［Ａｊ ．金雅 声 ， 束锡 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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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敦煌 古藏文文献论文 集 （ 上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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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
上 海古藉出 版

社 ， ２００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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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 ， 陈践 ，译注．敦煌本吐蕃历 史文 书 （增订本 ） ［Ｍ ］．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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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３
］［
３４
］ ［
４０
］
（ 宋 ） 欧阳修等 ？新唐 书 ［Ｍ ］ ．北 京 ： 中华 书局 ， １ ９７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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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太山 ．域通 史
［
Ｍ
］
， 郑州 ： 中州 古籍 出版社 ， ２００３ ．

［
４６ ］黄博 ．三围 分立 世纪前后 阿里王朝 的政 治格局与政权

分化
［
Ｊ ］
？ 中 国藏学 ， ２０ １ ２（ ３ ） ．

（ 责任编辑 谢 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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