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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 ： 元明时期汉藏

民族交往的历史实践
￥

罗 宏

［ 摘要 ］
元 明 两代 统 一 王 朝 的建立和发展使得 青 藏 高 原 和 内 地 的 联 系 不 断 加 强

，
藏 族在 内 地 的 活 动

也达到 了
一个历 史 高 峰

，
其 中

，
藏 族 向 江 南 的 流 动 值 得注 意 。 元代 江 南 地 区 的 藏传佛教 在 朝 廷 的 支

持 下得 到 发展
，
朝 廷在 当 地设 立 了 江 南 释教 总 统 所和杭 州 行 宣 政 院 等 一 些 宗 教 和 行 政 管 理机构

，

一

些代表 性 的 藏传佛教僧 人如达尼钦 波 桑 波 贝 、 加 瓦 巴 等 或被流 放 或被派驻 到 江 南 地 区 。 明 代 在 西 藏

实行 多 封众建政策
，
洪 武 、 永 乐 时 期 召 请 藏地僧 俗赴 南 京 朝 贡 、 游 历 ，

大 宝 、 大 乘 、 大 慈 三 大 法 王

先 后 晋 京
，
侯 显 、 班丹扎释等 人任 职 于 朝 廷 ，

赴 江 南 地 区 的 藏 族 人 也 成 倍增 加 。 从 人群 的 规模 、 分

属教派 、 主 动 性 、 活 动 内 容及政 治 和 社会背 景 等 方 面 来看
，

元 明 两代 藏 族 赴 江 南 的 情 况 呈 现 出 诸 多

差 异
，
亦各有特 点 。 整体来看

，
这 一 时 期 藏 族 向 江 南 的 流 动 增进 了 藏 族 对 于 江 南 的 认识 和 了 解

，
为

藏地财 富 的 积 累 和 自 身 社会 变 革 、 发 展 积 蓄 了 力 量
，
同 时 也 丰 富 了 江 南 地 区 的 多 元 文 化

，
增进 了 国

家 内 部 政 治 、 宗教和 文化 的 交 流 以 及 东 西 两 地之 间 的 互 动 和联 系 。 这 一 点 在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的今天具有 重 要 的 启 示 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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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两代是中 国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时期
，
青藏高原与 内地之间在政治 、 经济 、 宗教文化等方

面的交流和互动较之前代逐渐增多
，
人员往来因之也十分频繁

，
达到 了一个历史 的高峰 。

？ 其 中
，
藏

族向江南＠的流动值得注意 。 以元代藏传佛教的传播为例
，
江南地区在当时可 以说是仅次于大都 （ 今

北京 ） 和上都 （ 今 内蒙古 自治 区锡林郭勒盟 ） 的第二重心 。

＠ 明代藏地更有大批僧俗赴江南朝贡与

游历
，
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数量极为可观 。 目 前学界对元明两代青藏高原与江南之间交流方面的

讨论
，
多从宗教文化 、 汉藏佛教艺术等方面

，
就元代或者明代的某个具体个案为例进行研究 。

？ 不 同

族群 、 不同地区之间 的互动与联系
，
其主体是人群的流动 。 元明两代

，
藏族持续流入江南地区

，
这

一现象不仅涉及宗教
，
与当时政治和文化环境等亦密切相关 。 本文拟 以人的流动为 中心

，
观察这一

时期青藏高原和江南地区间 的交往互动
，
讨论元明两代藏族流入江南的差异

，
及其对西藏地方 、 江

南地区乃至整个中 国社会的影响和意义 。

一

、 元代藏族向江南的流入

１ ３ 世纪中期
，
元朝完成了 中 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大一统

，
从而开启 了藏族 向 内地流动 的又一个高

潮 。 元朝统治者普遍尊崇和信仰藏传佛教
，
在宗教政策上对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和 内地 的发展极为

支持 。 《元史 》 记载 ：

“

元兴
，
崇 尚 释 氏

，
而帝师之盛

，
尤不可与古昔 同语 。

” ⑤ 为 了方便
“

通达边

情
，
布宣号令

”

，

？ 忽必烈时期大力修建从西藏到 内地的驿道和站赤系统 。 藏族人 因此得 以 十分方便

±也来 回 于西藏和 内地 。 据史料记载 ，
当时驿路的主要利用者大多为藏传佛教僧人

，

“

较之诸王 、 行省

之使
，
十多六七

”

，
以致

“

络绎道途
，
驰骑累百

，
传舍至不能容

，
则假馆 民舍

”

。

？ 元代 的宗教政策

和交通建设
，
为藏族 向 内地及江南地区的流入创造 了条件 。

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
，
还得益于元代在当地建立 的宗教和地方行政机构

，
其 中最主要 的便是

江南诸路释教总统所和杭州行宣政院 。 释教都总统所是忽必烈最早设置的
一个 中 央级宗教管理机构

，

①石硕 ： 《 历史上藏人 向 中原地区 的流动及与西藏社会发展的关联 》 ， 《 中 国藏学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２ 期

② 江南 的概念从唐末到清代时有变动
，

地域范 围 、 划分标准亦各不相 同
．， 本文所讨论 的江南地 区 为长江下游 以南 以今苏 南 、

浙北为核心的部分地区

③ 黄春和 ： 《

“

钱塘
”

款造像 的年代 和风格初探 （ 下 ） 》 ， 《文物天地 》 ２０２ １ 年第 ３ 期

④ 关于青藏高原与江南地区两地的交流
，

目 前学界的研究角度各不相 同 邓锐龄 《 〈 贤者喜宴 〉 明永乐 时 尚师哈立麻晋京纪事

笺证 》 （ 《 中 国藏学 》 Ｉ＂ ２ 年第 ３ 期 ） 、 安海燕 《 大慈法王释迦也失 两次进京相关史事新证 》 （ 《 民族研究 》 ２〇 ｌ Ｓ 年第 ６ 期 ） 等文章

以人物 为 中心
，
分别对第五世噶玛 巴 和释迦也失等人赴南京 的相关情况进行 了考证 赵改萍 《元 明 时期藏传佛教在 内地 的发展及影

响 》 （ 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２ 〇〇７ 年 ） 、 杜常顺 《 明代宦官与藏传佛教 》 （ 《 西北师大学报 》 ２ 〇〇６ 年第 １ 期 ） 、 张 陆地 《元代藏传

佛教高僧在杭州路的弘法活动 》 （ 青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２０ １ ３ 年 ） 的研究关注藏传佛教在 内地 的发展
，
其 中涉及江南地区 的

相关情 况 宿 白 《元代杭州 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 》 （ 《 文物 》 １ ９９ ０ 年第 １ ０ 期 ） 、 姚 远 《 南京涉藏文物 ：
中 央政府 和西藏地方关

系 的历史见证 》 （ 《 西藏大学学报 》 ２０ １ ３ 第 ３ 期 ） 则对这 时期藏传佛教在江南地区 的历史遗迹作 了相关研究 此外
，

还有 些研究

从藏传佛教艺术和工艺美术等方面探讨元明 时期佛教艺术对 内地及江南地区 的影 响
，

比较有代表性 的研究有熊文彬 《元代藏汉艺术

交流 》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 出 版社

，

２０ ０ ３ 年 ） ，
赖天兵 《 飞来峰郭经历造像题记及相关的元代释教都总统所 》 （ 《 文物世界 》 ２００ ８ 年

第 １ 期 ） 、 《 杭州 飞来峰元代石刻造像艺术 》 （ 《 中 国藏学 》 １＂ Ｓ 年第 ４ 期 ） ，

吴 明娣 《 明代瓷器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 》 （ 《 中 国藏学 》

２〇 〇２ 年第 ３ 期 ） 等

⑤ 《元史 》 卷 ２〇２
，

释老
，

北京
：
中华书局

，

Ｉ ９７ ６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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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元史 》 卷 １ ０ １
，

兵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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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大约在 中统元年 （
１ ２６０

） ，
其后地方各路也相 应地设立 了 诸路释教 总统所 。

？ 至元 十 三 年

（
１ ２７６

）
正月

，
蒙古军队攻陷临安 （ 今浙江杭州 ） ，

第二年便建立起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所 。

＠ 该机

构 曾多次改名
，
其主要职能和作用是管理南方诸路的佛教事务 。

＠ 至大德三年 （
１ ２９９

） 被撤罢 ，
该机

构一共存在了２２ 年 。 杭州行宣政院始立于至元二十八年 （
１ ２９ １

） ，
驻南京

，
后迁杭州 。 这

一机构经

多次裁撤
，
但又多次恢复

，

至元灭亡
，
前后存续时间约 ６ ３ 年 。

？ 杭州行宣政院的主要职能与江南释

教总统所基本一致
，

主管原南宋统治 区 的佛教事务
，
与江南地区各行政机构协调处理地方政务 。 这

些机构对于藏传佛教的扶持和推广
，
及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起到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元代在江南地区活动的藏族人 中
，
达尼钦波桑波贝 最具代表性 。 关于达尼钦波桑波贝 （

１ ２６２

１ ３ ２４
） ，
很多藏文史籍对其生平事迹都有较为详细 的记载 。 达尼钦波桑波贝 出 身萨迦昆 氏家族

，
据

《红史 》 记载为
“

意希迥乃大师与觉卧仁吉所生
”

。

⑤ 其父意希迥乃为帝师八思 巴 的异母弟
，
但 因其

母 出身侍女
，
所以桑波贝 自幼在萨迦内外多受排挤 。 《 萨迦世系史 》 记载 ，

达尼钦波桑波贝 ２ １ 岁 时
，

“

应大臣阿布之邀请前往朝廷 。 因此有人 向朝廷控告他违反追荐八思 巴之规矩
，
皇帝下令予 以追查 。

达尼钦波遂被流放到蛮子地方
”

？
。 这里的蛮子地方

，
即指原来南宋统治 的地区 。 五世达赖喇嘛所著

《西藏王臣记》 对达尼钦波桑波贝被流放的原 因解释为 ：

“

当八思 巴大师示寂后
，
恰那 当权 ，

以答麻

八喇乃 己 出
，
强立其子继承大寺法位 。 并谗于元帝 ，

诬达尼钦布桑布 白 非萨迦血裔 。 因之
，
皇帝降

旨
，
将达钦流放一海 中小岛

，
距京约二十水程 。

” ？

《 萨迦世系史 》 对达尼钦波流放之后的去 向和活动作 了记载 ：

先是被流放 到 离京城 海路 二 十 多 程 站 的
一 座 大城 苏 州

，
后 来 又有 圣 旨 将他 流 放 到 再 离

七 程 站 的
一座 大城杭州

，
此 后 他 又 到 离杭 州 十 程 站 的 普 陀 山 修 习 瑜伽 行 。 他还 曾 娶 有 一 汉

女
，
生 有 一 子 。 主 要 由

一

名 名 叫 本钦 贡 噶 沃 色 的康 巴 人担任近侍来服事他 。

？

这一记载明确说明 了达尼钦波桑波贝 被流放之后 曾在江南地区 的苏州 、 杭州及普陀 山修行 的经

历 。 而他与汉人女子结婚生子的史实 ，
也得到许多藏文史籍的相互印证 。 在此期 间 ，

因 为担心被朝

廷再次流放
，
达尼钦波桑波贝 在修行的 同时

，
还

“

勤勉向度母祝祷
” ＠

。

达尼钦波桑波贝 被流放江南地区 １ ５ 年 。 至 １ ２８ ７ 年萨迦法主答耳麻八剌剌吉塔去世
，

“

萨迦昆 氏

的清净家族和事业无人继承
” ？

，
“

喇钦扎巴沃色？和丹巴则波等人告诉皇帝说 ：

‘

达尼钦波也是上师

八思巴 的侄子 。

’

皇帝听后 改变 了 心 意
，
下令说 ：

‘

如是这样 的话
，
请派人将他从蛮子地方 找 回

①谢重光 、 白文 固
： 《 中 国僧官制度史 》 ，

西宁
： 青海人民 出 版社

，

１ ９９０ 年
，
第 ２ １ ９ ２２４ 页

② 《元史 》 卷 ９
，

世祖六
，
第 １ Ｓ Ｓ 页

③ 赖天兵 ： 《关于元代设于江淮／江浙的释教都总统所 》 ， 《世界宗教研究 》 ２〇 １ 〇 年第 １ 期

④ 邓锐龄 ： 《元代杭州行宣政院 》 ， 《 中 国史研究 》 １ ９９ ５ 年第 ２ 期

⑤ 蔡 巴 ？ 贡噶多吉著
，
陈庆英 、 周润年译 ： 《 红史 》 ，

拉萨 ：
西藏人 民 出 版社

，

２００２ 年
，
第 ４ １ 页

⑥ 阿旺贡噶索南著
，
陈庆英 、 高禾福 、 周润年译注 ： 《 萨迦世系史 》 ，

西藏人民 出 版社
，

１ ９ ８ ９ 年
，
第 １ ７ ３ 页

？ 五世达赖喇嘛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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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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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阿旺贡噶索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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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民 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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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 ” ？
１ ２９ ８ 年

，
达尼钦波桑波贝 奉 旨 回 到萨迦

，
继承萨迦法主宝座 。

与达尼钦波桑波贝被流放江南的经历类似
，
据 《雅隆尊者教法史 》 记载 ，

萨迦派上师衮墨及衮

噶哲
“

兄弟俩投奔本钦衮噶桑波
，
与八思 巴不和

，
故忽必烈下令逐之 。 兄死于蛮子之地

” ＠
。 《 汉藏

史集 》 的记载与之类似 ：

“

喇嘛贡曼和他的弟弟贡噶则后来站在本钦贡噶桑布的一边
，
与上师八思 巴

的意见不合
，
因而 由薛禅皇帝下诏把他们流放

，
哥哥贡曼死在江南蛮子地方 。

”

＠

元代另外一位在江南地区较为著名 的人物即是江南诸路释教总统所总摄加瓦 巴 ？ 。 《元史 》 记

载
，

至元十四年 （
１ ２７７

） ，
忽必烈

“

诏 以僧亢吉祥 、 怜真加 、 加瓦并为江南总摄 ，
掌释教

，
除僧租

税
，
禁扰寺宇者

” ？
。 上述三人 中

，
无论是正史文献还是元明 时期士人的笔记

，
对河西人杨琏真迦的

记载最为详细
，
而对其他人的叙述则不多 。 据相关学者研究 ，

目前可 以确认担任江淮诸路释教都总

统所长官的有 ６ 位
，
其中仅加瓦 巴为藏族 。 其 自 至元十 四年二月

，

至至元二十七年 （
１ ２９０

） 担任总

摄
，
任职时间与杨琏真迦几乎 同时

，
曾与后者共同负责 《普宁藏 》 的刊造和劝缘工作 。

？

有元一代
，
藏传佛教在 内地的发展

，
以北方为主

，
形成 了 以大都和上都为 中心 的藏传佛教传播

主要区域 。 这
一时期

，
南北之间藏传佛教也交流频繁 。 《汉藏史集 》 载 ：

上师 （ 指八思 巴 引 者 ）
又派他 的 亲传弟 子 弥

，
持律论师 却 吉 衮布 到 蛮 子地方

，

一年之

中 为 九百 四 十 七人授戒剃度
，
由这些弟 子又传 出 无数 比丘 、 僧伽 ，

使得佛教在江 南大为 兴盛 。

⑦

由此可见
，
为 了推动和巩固藏传佛教在江南地区 的发展

，
大元帝师八思 巴派遣大量高僧和弟子

到江南地区传法
，
甚至一年就剃度近千人 。 这些僧人弟子在其后又投入弘法事业 ，

江南藏族僧人的

数量 由此也得 以不断增长 。

１ ３ 世纪 以来藏传佛教在江南的传播和发展
，
为后世藏族 向该地区的持续流入奠定 了基础 。 从人

群规模上看
，
明代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较元代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

１ ３６８ 年朱元璋以应天为南京
，
建立明朝 。

一直到朱棣迁都北京
，
江南一直是 明朝政治 的核心地

区 。 明初洪武时期
，
出 于统一天下和稳固统治的考虑

，
朱元璋对藏传佛教在 内地的活动持鼓励态度

，

多次诏令许允德等赴藏召请僧俗前来南京归附和朝贡
，
并明确指 出 ：

今朵甘 思 、 乌 思 藏 两 卫地方 诸 院 上 师
，
踵 如 来之 大教

，
备 五 印 之 多 经

，
代 佛 阐 扬

，
化

凶 顽 以 从善
，
启 人 心 以 涤愆 。 朕 谓佛 为 众 生 若是 ，

今 多 院 诸 师 亦 为 佛 若是
，
而 为 暗 理 王 纲

，

与 民 多 福 。 敢有 不 尊佛教 而 慢诸上 师 者 ，
就本处都 指挥 司 如律施行

，
毋 怠 。

？

①阿旺贡噶索南著 ，
陈庆英 、 高禾福 、 周润年译注 ： 《 萨迦世系史 》 ，

第 １ ７４ １ ７ ５ 页

② 释迦仁钦德著
，

汤池安译 ： 《雅 隆尊者教法史 》 ，

西藏人民 出 版社
，

１ ９ ８ ９ 年
，
第 ９７ 页

③ 达仓宗 巴 ？ 班觉桑布著
，
陈庆英译 ： 《 汉藏史集 》 ，

第 ２２ １ ２２２ 页

④ 根据加 瓦 巴这 姓名
，
大部分学者认为其为藏族

，
但亦有观点认为加 瓦 巴 的族属 并不 明 确

，

可能是藏族或者西夏人 参见

赖天兵 ： 《关于元代设于江淮／江浙 的释教都总统所 》 ， 《世界宗教研究 》 ２〇 １ 〇 年第 １ 期

⑤ 《元史 》 卷 ９
，

世祖六
，
第 １ Ｓ Ｓ 页

⑥ 张陆地
： 《元代藏传佛教高僧在杭州路的弘法活动 》 ，

第 １ ５ 页 ；

？ 达仓宗 巴 ？ 班觉桑布著
，
陈庆英译 ： 《 汉藏史集 》 ，

第 ２０５ 页

⑧ ［ 明 ］ 朱元璋 ： 《 高 皇帝御制文集 》 卷 １
， 《护持朵甘思乌思藏诏 》 ，

明嘉靖十 四年刻本



藏族 向 江南地 区 的流动 ：
元明 时期汉藏民族交往 的历史实践 ．

１ ７
．

朱元璋的态度和举措
，
极大地促进 了藏族地区与 内地的联系

，
由此开启 了新一轮藏族 向江南地

区流动的高潮 。 按 《 明实录 》 记载 ，
洪武三年 （

１ ３ ７０
） 十二月

，

“

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一十三人

来朝
，
进马及方物

”

。

￥ 洪武七年 （
１ ３７４

） 十二月
，

“

炽盛佛宝 国师喃加 巴藏 卜 及朵甘行都指挥 同知

锁南兀即尔等遣使来朝
，
奏举土官赏竺监藏等五十六人

”

，

＠ 朝廷皆广行封赏 。

这一时期
，
更有乌思藏等地藏族僧人远赴江南

，
游历驻锡 。 如洪武七年乌思藏僧人

“

善世禅僧

板的达
”

者
，

“

东达沧海而礼补陀
，
旋锡钱塘而禅天 目

，
西游庐 山

，

… … 复来京师
，
驻锡钟 山之阳

，

曰 禅岩穴
”

。

＠ 另据 《鸡鸣寺施食台记 》 记载 ：

“

人祖敕使迎取西番有道僧惺吉坚藏等七僧
，
诣城阙

，

结坛场于寺之东南隅
，
诸僧登坛运心作法

，
太祖嘉其神妙

，
乃构西番殿与居

，
用黄金 以饰之

，
越数

年
，
坚藏等乞还

，
圣 旨可其奏

，
留二僧守

，
奉香火 。

” ④

永乐时期
，
明成祖在继承洪武朝对藏传佛教首领笼络政策 的基础上

，
积极推行多封众建的治藏

政策 。 藏族人在江南地区的政教活动频繁
，
噶举派得银协 巴 、 萨迦派昆泽思 巴 、 格鲁派释迦也失等

皆亲赴南京晋谒永乐皇帝 。

得银协巴
， 《 明史 》 称哈立麻 。 永乐元年 （

１ ４０３
） ，
朱棣即位之初

，
便遣使

“

赍书 、 币往乌思

藏
，
征 尚师哈立麻

”

。

⑤ 永乐 四年 （
１ ４０６

） ，
得银协 巴时年 ２ ３ 岁

，
应诏赴南京晋谒

，

“

居灵谷寺
”

。

？

十二月
“

入见上于奉天殿
”

。

？ 其后明成祖又
“

宴 尚师哈立麻于华盖殿
”

。

？ 永乐五年 （
１ ４０７

） ：

建普度大斋于 灵谷寺
，
为 高 帝 、 高 后 荐福 。

… … 帝 益 大喜
，

廷 臣 表 贺
，
学 士 胡 广 等 咸 献

《 圣孝瑞应歌 》 诗 。 乃 封哈立麻 万行具足十 方最胜 圆 觉 妙智 慧 善普 应 祐 国 演教如来 大 宝 法王 西

天大善 自 在佛
，
领天 下释教

，
给 印 诰制 如诸王

，
其徒 三人亦封灌 顶 大 国 师

，
再宴奉天殿 。

＠

从永乐 四年抵达南京
，

至永乐五年为 已故的朱元璋等举行荐福仪式
，
由此可见得银协 巴 曾 在南

京长期停留 。

得银协巴之后
，
永乐十年 （

１ ４ １ ２
） ，

明成祖听闻萨迦派
“

昆泽思 巴有道术
，
命中官赍玺书银币征

之 。 其僧先遣人贡舍利 、 佛像 ，
遂偕使者入朝 。 十

一年二月 至京
，
帝 即延见

，

… … 封为万行 圆融妙

法最胜真如慧智 弘慈广济护 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 明佛
，
领天下释教 。

… … 明

年辞归
，
赐加于前

，
命中官护行

”

。

？ 与大宝法王类似
，
大乘法王在南京期 间亦有诸多弘法活动 。

１ ５ 世纪初格鲁派兴起
，
宗喀 巴大师在藏传佛教各派 中声名 远播 。 明成祖遂遣使迎请宗喀 巴大

师 ， 宗喀 巴遣其弟子释迦也失代师入朝觐见 。 释迦也失 于永乐 十二年 （
１ ４ １ ４

）
入朝

，
次年受封为

“

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
，
赐之印诰 。 十 四年辞归 ，

赐佛经 、 佛像 、 法

①《 明 太祖实录 》 卷 ５ ９
，
洪武三年十二月 辛 已条

② 《 明 太祖实录 》 卷 ９５
，
洪武七年十二月 壬辰条

③ ［ 明 ］ 朱元璋 ： 《 高 皇帝御制文集 》 卷 ７
， 《谕善世禅师板的达敕 》

④ ［ 明 ］ 葛寅亮 ： 《金 陵梵刹志 》 卷 Ｉ ７
， 《 鸡鸣寺施食台记 》 ，

齐鲁 书社 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本

⑤ 《 明 太宗实录 》 卷 Ｉ ７
，

永乐元年二月 乙丑条

⑥ ［ 明 ］ 徐学聚 ： 《 国朝典汇 》 （ 第 Ｓ 册 ） ，

北京
：
北京大学 出 版社

，

Ｉ＂ ３ 年
，
第 ６３ ４ ８ 页

？ 《 明 太宗实录 》 卷 ６２
，

永乐 四年十二月 乙 酉条

⑧ 《 明 太宗实录 》 卷 ６２
，

永乐 四年十二月 庚戌条

⑨ 《 明史 》 卷 ３ ０４
，

宦官
，

中华书局
，

１町 ４ 年
，
第 Ｗ ６ ８ 刀 ６９ 页

⑩ 《 明史 》 卷 ３ ３ １
，

西域三
，
第 ８ ５ ７ ５ 页

？ 关于 明成祖召请宗喀 巴 的相关考证
，

可参考安海燕
： 《 明成祖遣使 召请宗喀 巴史事再考 》 ， 《 中 国藏学 》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２ 期



．

１ ８
． 中 国藏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 总第 １ ５ １ 期 ）

杖 、 僧衣 、 绮 帛 、 金银器
，

且御制赞词赐之
”

。

？

朝贡期间
，
得银协巴 、 昆泽思 巴 、 释迦也失在南京及江南一带游历

，
弘扬道法

，
设斋供众 。 三

人从内地返 回西藏之后
，
亦多次遣使按期赴京朝贡

，
继续保持和朝廷的密切联系和互动 。

洪武 、 永乐年间 ，
除了来南京归附和朝贡的藏传佛教僧俗首领外

，
朝廷 内部还有许多藏族任职

，

如永乐五年朝廷于翰林院下设四译馆
，
其 中就有许多藏族通事 。 在其他部 门

，
亦有藏族参与朝廷事

务
，
比较有代表性 的人物有太监侯显 、 僧人班丹扎释等 。 据吴均先生等人 的考证

，
侯显为洮州 藏

族 。

？ 侯显通藏 、 汉语 ，

又 因其族属和身份
，
在永乐年间迎请得银协 巴 的过程 中扮演 了重要 的角色 。

据 《 明史 》 记载 ：

侯 显者
，
司 礼少 监 。 帝 闻 乌 思 藏 僧 尚 师 哈 立麻 有 道术

，
善 幻 化

，
欲 致 一 见

，
因 通迤西

诸番 。 乃命显 赍 书 币 往迓
，
选壮 士 健 马 护 行 。 元 年 四 月 奉使

，
陆 行 数 万 里

，

至 四 年 十 二 月

始 与 其僧 偕来 。

… … 显 以 奉使 劳
，
擢 太监 。

＠

此外
，
侯显还 曾多次代表朝廷赴乌思藏及尼泊尔等地 。 如永乐 十

一年 （
１ ４ １ ３

）
二月 初十 日 朝廷

赐大宝法王哈立麻的 诏 书记载 ：

“

今特遣 内 官侯显等致所铸黄金佛像于如来 （ 指大宝法王 引

者 与之同时
，
侯显此行的另一重要任务则如 《 明实录 》 永乐十

一年二月 己未条所记 ：

“

遣太监

侯显赍敕赐尼八剌 国王沙的新葛 、 地涌塔王可般锦绮 。

” ⑤

班丹扎释原为岷州 大崇寺僧人
，

？ 明成祖时被
“

征之赴 阙
，
馆 留京寺

” ？
。 永乐三年 （

１ ４０５
） ，

“

为 了迎接哈立麻得银协 巴
，
派往多麦扎沃泽 岗 的途中

，
被任命为哈立麻的翻译

”

？
。 永乐 十

一年
，

因乌思藏地区
“

传说王扎坚 巴 因没有遵从皇上 的 旨意
，
将派兵征讨 班丹扎释又

“

奉圣 旨前赴卫

地
” ？

，

以平息谣言
，
稳定乌思藏政局 。

永乐十九年 （
１ ４２ １

） ，
明成祖 以顺天府为京师

，

正式迁都 。 迁都之后
，
朝廷对藏族来朝态度上变

得更为开放 。 宣德 、
正统以后

，
明朝在政策层面对僧人 自在游方不设限制 ， 从而大大拓展了藏族地

方僧人在内地的活动空 间
，
亦有利于藏族僧人向江南地区的 自 由流动 。

三
、 元明时期藏族 向江南地区流动的差异

综观元明两代藏族向江南的流动过程
，
我们可 以发现 以下一些差异 ：

①《 明史 》 卷 ３ ３ １
，

西域三
，
第 ８ ５ ７ ７ 页

② 吴均
： 《 论 明 时河洮岷地位 与 洮岷 三杰 》 ， 《 藏学研究论丛 》 第 辑

，

西藏人 民 出 版社
，

１兆 ９ 年
，
第 ６６ ８ ７ 页

；
杜 常顺 ：

《 明代宦官与藏传佛教 》 ， 《 西北师大学报 》 ２〇〇６ 年第 １ 期

③ 《 明史 》 卷 ３ 〇４
，

宦官
，
第 ７ ７ ６ ８ ７ ７ ６ ９ 页

④ 西藏文管会 ： 《 明 朝 皇帝赐给西藏楚布 （ 普 ） 寺噶玛活佛 的两件诏 书 》 ， 《 文物 》 １兆 １ 年第 １ １ 期

⑤ 《 明 太宗实录 》 卷 １ ３ ７
，

永乐 十 年二 月 己未条

⑥ ［ 清 ］
汪元烟

： 《岷州 志 》 卷 Ｉ ６
，
仙释

，
康熙 四十 年刻本

？ ［ 明 ］ 佚名 ： 《 西天佛子大 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 》 ，

北京 图书馆金石组
： 《 北京 图 书馆藏 中 国历代石刻拓本 汇编 》 第 Ｍ 册

，

第 ７ ９ 页

⑧ 智观 巴 ？ 贡却乎丹 巴绕吉著
，

吴均 、 毛继祖等译 ： 《 安多政教史 》 ，

兰州
：
甘肃民族 出 版社

，

１ ９ ８ ９ 年
，
第 ６４ １ 页

⑨ 同上

⑩ 同上

？ 胡箫 白
： 《 明朝政策与 １ ５ 世纪 中期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 的传播机制述论 》 ， 《 中 国藏学 》 ２０２ １ 年第 ３ 期



藏族 向 江南地 区 的流动 ：
元明 时期汉藏民族交往 的历史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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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从向江南地区流动的藏族人数规模来看

，
明代较之元代人数更多 。 元代朝廷的统治重心在

北方
，
当时藏族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大都 、

五台 山 、
上都等地 。 江南虽为当时藏传佛教传播的第

二重心
，
但仅就元代一朝而言

，
实际并不如明代江南地区的情况 。 而即使是在江南

，
元代藏族人在该地

的藏传佛教信徒中
，
也并不居于主导地位

，
相反

，
许多河西籍的西夏僧人和蒙古人在江南藏传佛教 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
，
如杭州行宣政院历任院使出身 皆为蒙古人或色 目人 。

？ 在江南诸路释教总统所总摄或

总统中
，
总摄杨琏真迦和沙罗 巴两人均为河西人 。 历任长官共计 ６ 人

，
也仅加瓦 巴一人是藏族 。 在

江南一些地方机构的人员构成中
，
河西籍僧人也 占据着主导地位

，
松江府僧录管主巴为西夏人 。

元代藏传佛教在江南经过近百年 的发展
，
到 了 明代 已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 明 朝早期定都南京

，

藏族人赴 内地晋谒 、 朝贡 ，
南京 自 然成为其主要 的 目 的地 。 因此

，
这一时期 以南京为 中 心 的江南地

区
，
涌入了大批前来归附和朝贡的藏族地方僧人 。 除僧人外 ，

这个时期前来江南的藏族地方各个地

方首领也多 了
，
尤其 以朵思麻和朵甘思 的土司 和首领最为突 出 。 这

一

点从明朝前期洪武 、 永乐年间

来朝的人数统计中可 以 明显感知 。 另外 ，
朝廷对朝贡的藏族地方僧俗的赏赐丰厚

，
也进一步刺激 了

来江南的藏族的人数和规模 。

第二
，
从赴江南地区藏族僧人的教派来看

，
元代 以 萨迦派为主

，
其他教派 的僧人相对较少 。 而

明代流入江南地区的僧人中
，
除萨迦派外

，
噶举 、 格鲁等派均 占有一定 比重 。

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元明两代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密切相关 。 元朝统治者独尊萨迦 ，
因此萨迦派一

家独大
，
不仅是江南

，
赴内地其他地方 的僧人也多是萨迦派 。 元代后期至 明代

，
萨迦派逐渐势微

，

而与此 同时
，
噶举各个支系势力崛起 、 格鲁等派力量也不断增强 。 可 以说

，
明代 以后藏传佛教各个

教派的力量对 比较之元代更为均衡
，
明朝 因之也对各个教派采取 了多封众建的策略

，
这表现在赴江

南的藏族僧人 中
，
就是各个教派的僧人数保持了一种相对的均势 。

第三
，
从藏族向江南地区流动 的主动性来看

，
元代亦远远不如 明代 。 从史料记载 中来看

，
元代

除去朝廷派驻到江南弘法的一些藏族僧人外
，
许多僧人都是 以

“

流放
”

的形式到江南地区 的
，

比较

典型的如前述达尼钦波桑波 贝
，

以及萨迦派西 院 的衮墨和衮 噶哲两位上师 。 根据宿 白先生 的研究
，

当时的杭州等地多作为元朝萨迦派僧人的主要流放地 。

？ 元代统治者惩处藏族僧人采取的这一做法
，

似乎是一种惯例 。 类似的案例还有胆 巴 国师 。 《元史 》 记载 ：

“

八思巴时
，

又有国师胆巴者
，

一

名功嘉

葛剌思
，
西番突甘斯旦麻人 。 幼从西天竺古达麻失利传 习 梵秘

，
得其法要 。 中统 间

，
帝师八思 巴荐

之 。

… …至元末
，

以不容于时相桑哥
，
力请西归 。 既复召还

，
谪之潮州 。

相对而言
，
明朝统治者对藏族僧人多采取一种主动邀请的策略 。 洪武和永乐 时期 ，

多次遣使厚

礼持诏前往藏族地方迎请地方僧俗 。 绝大部分藏族地方高僧大德和地方首领也都应邀前往 ，
并且此

后一直保持与 明朝之间 的政教往来和联系
，
赴江南等地的主动性明显强于元代 。

第 四
，
从藏族人在江南地区的活动来看

，
元代藏族人在江南主要是从事布道传法一类的宗教活

动
，
明代则是参与朝廷和江南地方事务较多

，
并不仅仅局 限于宗教领域 。 以侯显 、 班丹扎释等人为

例
，

二者不仅多次受命赴藏族地方召请地方僧俗来朝
，
而且侯显还代表 明朝 出使尼泊尔等地

，
参与

①邓锐龄 ： 《元代杭州行宣政院 》 ， 《 中 国史研究 》 １ ９９ ５ 年第 ２ 期

② 宿 白
： 《元代杭州 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 》 ， 《 文物 》 １＂ 〇 年第 １ ０ 期

③ 《元史 》 卷 释老
，
第 ４ ５ 丨 ９ 页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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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诸多外交事务 。 在内部事务方面 ，
明朝所设的 四译馆 中

，
许多藏族从事对藏诏 书等公文 的 翻译

工作
，
协助朝廷处理涉藏事宜 。 这

一

点也反映出藏族人在明朝 内外事务 中不断扩大的社会影响 。

第五
，
从藏族向江南地区流动 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来看

，
元明两朝也存在较大的不 同 。 江南是宋

代以来汉文化的 中心区域
，
儒 、 道思想根基深厚 。 元朝军队在攻陷 临安 、 控制江南地区 以后 曾 尝试

独尊佛教
， 《至元辨伪录 》 中记载了一段宪宗对佛教诸师的话 ：

帝对诸 师 曰
：
我 国 家依着佛 力 光 阐 洪基

，
佛 之 圣 旨 敢 不 随 奉 。

… … 这释道 两 路各 不 相

妨
，

只 欲 专 擅 自 家 、 揭 他 门 户
，
非 通论 也 。 今先 生

（ 指道 士 引 者 ） 言 道 门 最 高
，
秀 才

（ 指儒 生 引 者 ） 言儒 门 第
一

，
迭 宵 人 （ 指 基 督徒 引 者 ） 奉 弥 失 诃

，
言 得 生 天

，
达

失 蛮 （ 指伊斯兰教 引 者 ） 叫 空 谢天赐 与
，

细 思根本
，
皆 难 与 佛 齐 。 帝 时举 手 而 喻之 曰

：

譬 如 五指 皆 从 掌 出
，
佛 门 如 掌

，
余 皆 如指

，
不观其本

，
各 自 夸炫 。 皆 是群 盲摸象之说也 。

？

因此
，
蒙古统治者

“

试图将 自身崇奉的藏传佛教引入江南
，

以此建构江南统治 的意识形态基础
，

消弭江南民众的反抗意志 从而 出 现 了杨琏真迦改道观为佛寺
，
夺 占 书 院 、 学舍

，
甚至盗掘宋皇

室陵寝和大臣冢墓等类似过激之举 造成了灾难性的政治和文化后果 。 因此 ，
藏传佛教在江南的传播

遭到当时士人的诸多非议
，
藏族僧人的形象亦受到严重损害 。 这种创伤直到元朝统治后期才稍得弥合 。

再看明代
，
江南作为明朝前期统治 的核心 区域

，
与政教相关 的各项事务一直受到朝廷 的重视 。

明代的 国家治理以儒家理学作为意识形态
，
基于实用主义的立场

，
并且着眼于 国家利益 声 对元朝江

南地区的文化和宗教策略做了 明显 的修正 。 虽然也有武宗过分崇奉藏传佛教 、 世宗极度迷恋道教等

情况
，
但整体而言

，
明朝统治者对各类宗教和信仰 因素大都保持着一种兼收并蓄 的开放态度 。 在对

待藏传佛教的相关问题上
，
明朝统治者采取尊崇而不放任的策略

，
加强对藏传佛教及僧人的 限制和

管理 。

？ 这一做法也使得道教 、 汉传和藏传佛教 以及各类民 间信仰都能在江南地区和谐发展 。

四 、 藏族流入江南地区之影响

元明两代藏族在江南地区的活动
，
无论是对藏族聚居地区本身

，
还是对江南地区

，
抑或是对当

时的整个中 国
，
都产生 了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

首先
，
藏族在江南的活动对藏族社会本身产生 了重要影响 。 石硕 已经注意到历史上各个时期藏

族向 内地的流动对西藏社会 内部发展所起到 的积极意义 。

？ 藏族在江南地区的活动
，
也有 同样的作用

和意义 。

一方面
，
藏族赴南京等地朝贡受到朝廷大量的封赏

，
回程沿途通常会采办大量 的物资

，
甚

至有人
“

假进贡之名
，
潜带金银

，
候 回 日 市买私茶等货 。 以此沿途多用船车 、 人力 ，

运送连年累 月
，

络绎道路
”

？
。 这些封赏的财富和大量物资不断流入藏族社会 ，

为藏族社会的发展积累 了一定的物质

基础 。 另
一方面

，
藏族社会通过与包括江南在 内 的 内地社会的联系

，
增强 了 自 身实力

，

一定程度上

①转引 自 陈得芝 ： 《元代 内地藏僧事辑 》 ，

载陈得芝 ： 《蒙元史研究丛稿 》 ，

北京
：
人民 出 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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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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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

平复 了社会矛盾和争端 。

与此同时
，
随着藏族聚居地区僧俗 向江南地区 的流动

，
藏族人对于江南的认知也发生 了 明 显 的

变化 。 这
一

点可 以从 １ ４ 世纪 以来藏文文献对江南地区的历史叙事 中发现端倪 。 元代 以前成书 的藏文

史籍甚少述及江南地区
，

１ ４ 世纪 以后藏文史籍中关于江南地区 的历史记载逐渐增多 。 这类历史叙事

主要涉及两个话题 ： 其一
，
对南宋赵构建都临安的历史记述 。 如成书于 １ ４ 世纪的 《红史 》 和 《雅隆

尊者教法史 》 ，
以及成书于 １ ５ 世纪的 《汉藏史集 》 和 《青史 》 等 ，

都对此事有相应的记载 。

？ 其二
，

对藏传佛教各派高僧赴大明 皇宫朝圣历史 的津津乐道 。 如 《汉藏史集 》 和 《 萨迦世系史 》 对大乘法

王进京朝贡记载 曰
：

“

汉地的大明皇帝派遣金字使臣大达云和阿努指挥等人专 门前来迎请
，
他去到南

京皇宫 以及汉地五台 山
”

气
“

蛇年二月
，
来到大宫殿南 台 即南京之地

，
觐见皇帝大法王

，

… … 于马

年离开皇宫
” ＠

。 《青史 》 亦传宗喀 巴大师 曾
“

身着斗篷作为毗汝巴 的侍从来到 了 内地皇宫楼屋顶
”

ｃ？
。

《 贤者喜宴 》 关于大宝法王进京朝贡的记载则更为详细 ，
尤其对南京城盛大的欢迎仪式和皇宫的各种

设置有详细的文字刻画 。

？ 上述南宋建都和南京皇宫相关的话题
，
被 １ ４ 世纪 以后 的藏族史家广泛提

及
，
反映出藏族人流入江南地区后对江南这一外部世界认识的加深 。

其次
，
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对江南社会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 元代藏传佛教传入之初

，
蒙古统

治者过激的文化和宗教举措
，
曾遭到江南士人的强烈反对 。 随着藏族人在江南地区

一百多年的活动
，

藏传佛教在江南地区也产生 了广泛 的社会影响
，
丰富 了江南的多元文化 。 这

一

点在元明 时期佛教艺

术和工艺美术方面有突 出 的表现
，
比如杭州 飞来峰藏传佛教石窟雕像 、 宝成寺大黑天像 、 《碛砂藏 》

大藏经木刻等 。

？ 在这些元代的艺术作品 中
，
汉藏艺术风格融为一体

，
是藏文化和汉文化在江南地区

互相交流 、
互相影响的见证 。 同样

，
藏传佛教对 明代宫廷和江南 民 间工艺美术也有重要 的影响 。 以

瓷器为例
，
永乐时期 的宫廷瓷器流行梵文 、 藏文 、 西番莲 、

八吉祥纹饰
；
民 间瓷器方面八吉祥 、 十

字杵纹饰也十分常见 。

？ 由此可见
，
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江南的传播

，
对江南艺术产生 了深刻影响

，

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多元性和生命力 。

最后
，
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对当时的整个 中 国亦有一定 的影响 。

一个统一王朝 内部
，
不 同地

区
、 不 同文化的人群流动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你来我往 ，

而是跟国家意志 、 政治和宗教文化密切相关 。

元明时期藏族人向江南地区的持续流入及相关活动
，
体现 出元明两朝 中央对加强 国家内部政治 、 宗

教 、 文化沟通和联系所作 出 的努力 。 人群的流动带来 了政治 、 宗教和文化的相互交流
，
从而推动 了

国家政治层面的互动交流 。

以元代为例
，
朝廷在流放达尼钦波桑波贝 到江南的 同时

，
对南宋少帝赵黒也有类似的做法

，
只是

将其反 向流放到 当时西藏地方统治 的核心萨迦 。 史 书对于赵黒在西藏 的活动也多有记述 。 《红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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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管 ？ 宣奴 贝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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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巴 卧 ？ 祖拉陈瓦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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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２
？ 中 国藏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 总第 １ ５ １ 期 ）

载 ：

“

伯颜丞相攻取南宋地方
，
将其皇帝送往萨迦寺

，
出家称合尊大师 。

” ？ 达尼钦波和赵雇二人的经

历似乎成为元朝从国家层面沟通江南与西藏地方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 明朝在尊重藏传佛教和江南本

土文化的基础上
，
政治上大力 召请藏族僧俗赴南京晋谒 、 朝贡 。 藏族人积极响应

，
并且从中受益颇

多 。
二者的互动实现 了 中央和地方 、 江南与青藏高原地方之间 良好的双向关系

，
对 １ ３ 世纪 以来中 国

民族关系 的演变和统一王朝 国家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

五
、 结 语

以 区域而论
，
江南地处东部

，
是宋代 以后汉文化的一个 中心

，
而西部的青藏高原则是藏传佛教

信仰浓厚的地区 。 历史上 ，
青藏高原的居民很早就 曾远涉 内地南方地区

， 《册府元龟 》 记载 ：

“

宪宗

元和元年正月
，
福建道送到吐蕃生 口 七十人

，
诏给递乘

，
放归其 国 。

” ？ 然而
，
藏族大规模 向江南地

区的流动则是在元明 时期 。 元代因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 ，
许多藏族僧人或被派驻

，
或被流放到江

南地区 。 明代更有大批藏族僧人 、 地方首领主动远赴江南地区朝贡 、 传法 、 游历
，
在 中 央与地方 、

江南与青藏高原之间建立起了广泛的政治和宗教联系 。

元明 时期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
，
虽然在人群规模 、 宗教教派 、 主动性 、 活动 内容和历史背景

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
但总体来看

，
中 央王朝在其 中都起着至关重要 的决定性作用 。 元 明统

一王朝

的建立和发展
，
使得青藏高原人群和 内地的联系不断加强

，
为藏族持续不断地流入江南地区创造 了

积极的客观条件 。 元朝统治者普遍信奉藏传佛教 ，
并将其引入到江南地区

，

又在当地设置了诸多宗

教和行政机构
，
以管理和支持藏传佛教的发展 。 明朝前期定都南京

，
诏请藏族僧俗晋京

，
对藏族僧

俗在江南的活动也持开放态度 。 元明 中 央王朝从国家政治文化层面做 出 的这些努力
，
实现 了 国家 内

部区域和族际之间的交往与互动 。

唐人 吕温出使吐蕃
，
曾有诗云 ：

“

明时无外户
，
胜境即 中华 。 况今舅甥 国

，
谁道隔流沙 。

” ③ 吕 温的

诗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以来朝廷部分士人希望在统一国家框架之下
，
整合青藏高原与 内地

，
重塑 中

华的政治和文化理想 。 在元明两代近四百年的历史进程中 ，
中央王朝主导了青藏高原藏族向江南地区的

持续流动
，
从而直接拉近 了两地在地理空 间和文化上的距离

，
实现了高原与 内地政治 、 文化方面的交流

与发展
，
无疑是对上述理念的最好诠释

，
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下具有启示意义 。

［ 本文责任编辑 班玛更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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