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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世纪藏文史籍之王统历史书写对铸牢

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启示
＠

罗 宏

［ 摘要 ］ 有关 吐蕃王统历 史 的记载 ， 最早见于 Ｐ ． Ｔ ．１２８６ 和 Ｐ ． Ｔ ．１ ２８７ 号 敦煌藏 文 写 卷 。 后 弘 期 早 期 成

书 的
一 些藏文史籍 中屡屡 出 现对青藏高原 周边地域 的零散叙述

，

１４ 世纪 中 叶成 书 的 《红史 》 作者广 采

汉 、 蒙古等地 的 文献资料 ，
开创 性地将汉 、 西夏 、 蒙古 、 吐蕃等不 同 区域或族群 的 王统历史纳入书 写 范

畴
，
并且形成 了 较为 成 熟 的编纂体例 。 这一 书 写 传统后被 《 雅 隆 尊者教法史 》 等诸 多 藏 文史籍继承和

发扬
，
影 响 深远 。

１４
一

１６ 世纪藏文史籍 中 关于各地王统 的历 史 书 写
，
体现 出 藏族史家对于元代 以来 汉 、

藏 、 蒙古 、 西夏等各地 、 各族群 的整体性关 照
，
透露 出 浓厚 的 多 民族史观 。 这一 史 学传统 的 形 成 和发

展
，
实 际上深刻 反映 出 元代统 一 多 民族王朝 国 家建立之后

，
藏族史家在 思想观念层面如何看待和处理 国

家 、 区域和 民族关 系 的 问 题 。 通过对元 朝 统 治合法 性 的 相 关论述
，
史 学家们 事 实 上建构起 了

一 种 汉 、

藏 、 蒙古等人群和 区域 的共 同体认识 ， 使得元朝 治下各 区域和人群之 间 的关 系
， 在藏族思想认识上得到

了 妥善 的处理 。 这一 点对于 当 前铸牢 中 华 民族共 同体意识颇具启 示 意义 。

［ 关键词 ］ 藏 文 史籍
； 《红史 》 ；

王统史
；
民族史观

；
共 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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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世纪以来 ， 藏族史学的发展在前代的基础上不断继承和创新 。 王统史的书写是其中一个重要

的方面 。 这
一时期的藏文史籍中开始大量出现有关各地王统的历史叙事 。 蔡巴 ？ 贡噶多吉所著 《红

史 》 作为其中 的典型代表 ，
开创 了藏文史籍中多民族 、 多地区王统历史的书写和编纂传统 。 其文本

体例 、 内容及撰述思想对后世 《雅隆尊者教法史 》 《汉藏史集 》 等史书 的写作影响深远 。 这
一时期

① 本文系 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

藏文史籍关于 中 国 民族关系 的历史书写及当代启示
”

（ 项 目 编号 ：
１ ８ＣＭＺ０ １ １

） 阶段性成果 ，
并

受到四川大学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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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统历史的编纂 ，
有其独特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
反映出藏族史学思想的深刻变化

，
对元代 以后藏族

史学的发展和中 国 民族关系 的阐述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 。

目前学界关于 《红史》 等史书不乏专门 的研究 ，
对藏族史籍中王统历史的 内容多以考辨为主

，
缺

乏从史学史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王统史整体的写作 、 撰述思想进行系统的讨论 。 本文通过对藏文史籍中有

关青藏高原及周边王统及相关历史的叙事进行系统的梳理 ，
从藏族史学发展的角度讨论 １４

一

１６ 世纪形

成的王统叙事传统
，
探究藏族史家们写作的思想和 目 的

，
呈现这一叙事传统之于历史及当下的意义 。

一

、 后弘期早期藏文史籍对青藏高原周边地域的叙述

藏文史籍对周边地区的历史叙述在后弘期早期 的文献中 已有所体现 。 在 １ １
一

１２ 世纪的一些伏藏

文献或藏文手抄本中
，
时常出现关于青藏高原周边地区名称和地域的描述

，
比较有代表的如 《柱间

史 》 《韦协 》 等 。 《柱间史 》 相传为阿底峡大师于 １０４９ 年取 自拉萨大昭寺立柱之下 。

？ 该书主要记述

松赞干布在位时期的相关事迹 。 书中多称吐蕃为
“

雪域之地
”

，

② 对吐蕃 由聂赤赞普至松赞干布的王

统世系做了记载 。

？ 在论及吐蕃迎娶赤尊和文成二位公主及佛教的传播情况时 ，
该书多次提及天竺 、

汉地 、 尼泊尔等地域名称 。

？ 不仅如此 ，
在叙述吐蕃婚使在长安晋见唐朝皇帝的情形时

，
书中还列举

了来 自 天竺 、 大食 、 霍尔 、 冲木格萨尔等与吐蕃竞争的各路请婚使团 ，

？ 并以唐朝皇上 、 皇后 、 皇太

子 、 公主的名义将这些地方的特点一一道 出 ，
称天竺佛法昌盛

，
大食

“

遍地都是奇珍异宝
”

，
霍尔兵

强国盛
， 冲木格萨尔王威武英俊 、 文武兼备 。

？ 后世学者多把这一故事情节与 Ｐ ． Ｔ ．９５ ８ 号敦煌藏文写

本 、 《五部遗教 》 《汉藏史集 》 等资料中 的相关记载作对比 ， 将这种地域上以吐蕃为 中心的关于四方

国王的论述称之为
“

四天子理论
”

。

⑦

《韦协》
一书原始写本大概成书于 ８ 世纪末 ， 系统记述了佛教传入藏地的早期历史。 从 １ ０ 世纪

到 １４ 世纪开始
，
不断有人对其母本进行改写 。 目前已 知 的 比较早 的写本是 巴桑旺堆先生译注的 １ １

世纪手抄本 。

？ 该书在提及吞米 ？ 桑布扎赴天竺之事 、 迎娶赤尊和文成公主 、 佛教在吐蕃的传播时 ，

同样也涉及天竺 、 尼泊尔 、 汉地的相关情况 。

？

１ ３ 世纪成书的一些藏文文献对青藏高原周边地域也有零星的叙述 。 如八思 巴 《彰所知论 》 卷上

《情世界品 》 中就曾提及天竺 、 迦湿弥罗 、 勒国 、 龟兹 、 捏巴辣 、 震旦 、 大理 、 西夏等地名称 ， 并且

对吐蕃 、 蒙古的王统作了简要的罗列 。

？ 札巴 ？ 孟兰洛卓的 《奈 巴教法史 》 第
一

品 中则详细列 出 了

自聂赤赞普至朗达玛的王统 。 在涉及吐蕃佛教弘传的相关情况时 ，
亦提及天竺 、 汉土 、 吐火罗 、 于

①巴桑旺堆 ： 《藏族十大历史名著概述 》 ， 《西藏研究 》 １ ９９ ３ 年第 １ 期 。

② ［ 古印度 ］
阿底峡尊者发掘

，
卢亚军译注 ： 《柱间史 ： 松赞干布的遗训 》 ，

北京 ： 中 国藏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年
，
第 １

、
１６

、
３ ８ 页 。

③ 同上
，
第 ４９ ５２ 页 。

④ 同上
，
第 １ ９ 、

２５
、

２６
、

６ ３
、

７３ ８７
、

８ ８ １ ３４ 页 。

⑤ 同上
，
第 ８９ 页 。

⑥ 同上
，
第 １ ３ 页 。

⑦ 参见 ［ 法 ］
石泰安著

，
耿昇译 ： 《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 》 ，

中 国藏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
，
第 ２７６ ２８５ 页 。 ［ 法 ］ 麦克唐纳夫人著 ，

罗汝译 ： 《

“

四天子理论
”

在吐蕃的传播》 ， 《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二辑 ） ，
拉萨 ：

西藏人民出版社
，

Ｉ９ ８７ 年
，
第 ８ ８ １〇８ 页 。

⑧ 韦 ？ 塞囊著 ，
巴桑旺堆译注 ： 《 〈 韦协 〉 译注 》 ，

西藏人民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
，
前言第 ６ 页 。

⑨ 同上
，
第 １

、
２ ３

、
２０ ２５ 页 。

⑩ ［
元

］ 发合思 巴著 ，
沙罗 巴译 ： 《 彰所知论 》 ，

载 ［
日

］ 高楠顺次郎等辑 ： 《大正新修大藏经 》 ，
第 ３２ 卷

， 《论集部 》 ，

Ｎｏ ． １ ６４５
，
东京 ： 大正

一切经刊行会铅印本
，
大正十三年至昭和九年 （

１ ９２４ １９ ３４
） ，
第 ２３ １ 页 。



１ ４  １ ６ 世纪藏文史籍之王统历史书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

５ ３
？

阗 、 霍尔等地方 。

？

综观早期藏文史籍对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域的历史叙述 ，
可以发现以下一些特点 ： 第一

，
这类记载在

地域上存在明显的以吐蕃为中心的 彳顷向 。 自 ６ 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来
，
藏文文献的关注点一直放在对青

藏高原本土的论述上。 后弘期早期文献关于周边地域的记载是以吐蕃为中心的记述在地域上的一种延

伸 。 第二 ，
这一时期的资料对吐蕃王统的记述较多 。 这种记述当是对吐蕃时期以来赞普世系书写传统的

一种继承。 敦煌出土的吐蕃藏文写卷中即有专门的 《赞普传记》 ， 其体例类似汉地的纪传体史书 。

？ 另

外
，
除 《彰所知论》 简要罗列蒙古王统世系 ，

其余史书对周边地区 的记载基本与王统无涉 。 第三 ，

史籍虽多提及青藏高原毗邻地方的名称
，
但篇幅并不多

，
且其中存在大量失实的成分

，
如吐蕃请婚

使在长安斗智斗勇 的各种情节 。 这些 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其作者对于周边地域的一种想象 。 第 四 ，
从

史学发展方面来看
，
这一时期对周边地域的记载十分零散 ， 并没有形成专门 的论述体系 。

这些现象的产生
，

一方面与 ６ 世纪以来青藏高原政治和宗教发展的历史状况
，
及其对外 的互动

和联系是相适应的
；
另
一方面这一时期藏文史籍对于各地区的记述在体例和编纂上虽不成熟 ， 但有

吐蕃和蒙古王统作为参照
，
已经为后世关于周边王统历史的书写萌生 出 了某种可能 。

二
、 《红史 》 及后世藏文史籍王统历史的编纂

《红史 》 始撰于 １ ３４６ 年
，
成书于 １ ３６３ 年 。 作者为元末蔡巴万户长 、 噶举派僧人 、 藏族著名史学

家贡噶多吉 。 该书有别于以往单纯的王统史和教法史著作 ，
是一部结合了二者的综合性史书

，

？ 记载

了 自世界形成以来至 １ ４ 世纪的历史
，
内容涉及印度 、 汉地 、 西夏 、 蒙古 、 吐蕃的王统 ，

以及萨迦 、

噶当 、 噶举各派的传承 。 学界对此书颇为重视 ，
如周润年先生从所涉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 的 内容 、

史料来源 、 修史范式等方面对该书 的整体价值给予 了高度 的评价 。

？ 从藏族史学 的发展进程来看
，

《红史 》 在史学体例和编纂上已经形成较成熟的整体视野 ，
其最突出 的一大贡献当推对青藏高原周边

各地王统历史书写传统的开创 。 这
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就文本体例而言

， 《红史 》 在开篇按照佛教宇宙观讲述完世界的形成与教法最初的缘起和

传承之后 ， 在其后的 ３
—

９ 章
，
即分章节对印度 、 汉地 、 西夏 、 蒙古 、 吐蕃等地的王统世系及相关历

史展开专门 的论述 。 所举各王统史内容各 自独立成篇 、 条理清晰 、 逻辑分明 ，
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史

学编纂体例 。

第二 ，
以地域而论

， 《红史 》 王统史部分所涉地区和人群十分广泛 ，
且记述的 内容又有侧重 。 与

此前成书的藏文文献详述吐蕃王统
，
而甚少涉及其他地方的做法对比

， 《红史 》 系统梳理了 印度 、 汉

地 、 西夏 、 蒙古 、 吐蕃地方的王统 ，
地域范围广阔 。 《红史 》 此举无疑具有极大的开创性 ，

同时也反

映出作者贡噶多吉对于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一种整体性关照 。 该书在结构布局方面将印度 、 汉地 、

西夏 、 蒙古王统置于前 ，
吐蕃置于后

；
内容篇幅上 ，

以 １ ９８ １ 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东噶 ？ 洛桑赤列先

生藏文校注本为例
，
有关汉地的章节 占据了１ ３ 页多

， 其次为吐蕃王统 ，
约 ８ 页 。 蒙古 、 西夏的 内容

①札巴 ？ 孟兰洛卓著 ，
王尧 、 陈践译 ： 《奈 巴教法史 古谭花鬉 》 ， 《 中 国藏学 》 １ ９９０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１ ４ 页 。

② 参见孙林 ： 《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 》 ，
中 国藏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
第 ２０３ 页 。

③ 同上
，
第 ２３０ 页 。 与此看法类似 ，

王璞先生也认为 ：

“

《红史 》 是
一部典型 的王统史与佛教史结合 即政教史题材并列 的史

书 。

”

参见王璞
： 《藏族史学思想论纲 》 ，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 ８ 年
，
第 ８ １ 页 。

④ 参见周润年 ： 《藏族古籍 〈
红史 〉 评介 》 ， 《西藏研究 》 Ｉ ９ ８７ 年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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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各 占 ２
—

３ 页不等 。

？ 可以看出
，
贡噶多吉笔下的王统叙述

，
汉地所费笔墨最多 。 吐蕃虽仍 占很大

的 比重
，
但已不再是论述的重心 。

第三 ， 从内容来看 ， 《红史 》 在对各地王统谱系和相关史实的梳理过程中 ，
特别注重西藏与 内地

关系 的记述。 作者在论述完汉地 自 周至唐的历史之后
，
即 以专门 的章节讲述藏译汉文史料中唐蕃关

系史方面的 内容 ，
对唐蕃之间和亲 、 交战 、 会盟等史实都进行 了记载 。 此外 ， 作者在书 中对汉地佛

教 、 历算 、 医药等文化因素传人吐蕃 ，
南宋末代皇帝赵罴被送往萨迦寺 出家等 内地与西藏之间互动

交往的历史也有许多展现 。

第 四 ， 《红史 》 的写作广泛参阅 了当时的汉文和蒙古文文献的藏文译本
，
所记史实真实性较高 。

这一点 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 。 元代大量汉文 、 蒙古文史籍的 内容被译为藏文 。 贡噶多吉在论述汉

地王统时
，
两次提及采用了

“

赞巴拉多室利衮阅读汉文古籍后在拉萨大昭寺写成
”

的文书 。

？ 其对

唐蕃历史的记述则直接参考了 当时藏译 《唐书 ？ 吐蕃传 》 的 内容
，

？ 记载蒙古王统时对元代宫廷史

籍 《脱 卜赤颜 》 （ 即 《蒙古秘史 》 ） 等资料做了
一定的抄录 。

？ 所记西夏王统则是
“

依据西夏禅师喜

饶益希所说
”

。

？ 有学者对 《红史 》 的资料来源进行了史源学的分析
，
认为贡噶多吉对上述地方王统

的记载
，
有些并非直接来 自 于汉地正史 ， 但两者很可能拥有共同 的史源 ，

一些部分也多采 自 中原 民

间传说故事 。 作者在使用这些资料时非常谨慎 ，

“

反映了其对非藏文史料使用时既有开放性又坚持不

盲从的原则性
”

。

？ 贡噶多吉这种广征博引 的做法以及严谨的治史态度 ， 使得 《红史 》 所述各地王统

历史较之前的藏文史著真实性更高 。

《红史 》 的出现
“

标志着藏族历史编纂学 已达到 了一个新时代
”

，

⑦ 其对于 内地各政权王统脉络

和相关历史的撰述对后世藏文史籍无疑有着深刻的影响 。 这
一书写传统在后来成书的 《雅隆尊者教

法史 》 《西藏王统记》 《汉藏史集 》 《青史 》 《新红史》 《贤者喜宴 》 等史著中继续得到传承和发扬 。

《雅隆尊者教法史 》 作于明初 ，
作者为出身吐蕃王族雅隆支系 的释迦仁钦德 。 该书

“

写的主要是佛教

概要
”

，

⑧ 王统历史则分 ４ 个部分
，
详述了汉地 、 木雅 、 吐蕃 、 蒙古的王统和历史 。 其中有关汉地的

历史被分为 了
“

汉地五王朝
”

和
“

蕃唐交往及甥舅史
”

两个章节 。 木雅王统则置于汉地历史之后 ，

而未被冠以专 门 的标题 。

？
《西藏王统记》 定稿于 １ ３ ８ ８ 年 ， 作者为曾任萨迦仁钦岗拉章主持及萨迦大

寺座主的索南坚赞 。 该书主要内容在于集 中展现吐蕃王朝各时期政治和佛教历史状况 ， 仅在第三章

以简略的篇幅介绍了汉地 、 木雅 、 蒙古王统和佛法在各地传播的历史。

？
《汉藏史集 》 的作者为后藏

学者达仓宗巴 ？ 班觉桑布 。 该书完成于 １４３４ 年 ， 分两个部分 ，
其中上篇在第 ９

一

１２ 章节分别讲述了

于阗 、 汉地 、 木雅和吐蕃的王统历史 。 蒙古王统则置于第 ２２ 章节 。 值得注意的是 ，
元明两朝 的历史

①参见蔡巴 ？ 贡噶多吉著
，
东噶 ？ 洛桑赤列校注 ： 《红史 》 （藏文 ） ，

北京 ：
民族出版社

，

１ ９ ８ １ 年
，
第 １ ４０ 页 。

② 蔡巴 ？ 贡噶多吉著
，
陈庆英 、 周润年译 ： 《红史 》 ，

西藏人民 出版社
，

２００２ 年
，
第 １ ４

、
２ １ 页 。

③ 同上
，
第 １ ９ ２０ 页 。

④ 同上
，
第 ２５ 页 。

⑤ 同上
，
第 ２３ 页 。

⑥ 周松 ： 《论藏文史书的 内地历史记载 》 ， 《史学史研究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１ 期
，
第 ６４ 页 。

⑦ 王尧 、 沈卫荣 ： 《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 》 ， 《史学史研究 》 １ ９ ８ ８ 年第 ２ 期
，
第 ３５ 页 。

⑧ 释迦仁钦德著 ，
汤池安译 ： 《雅隆尊者教法史 》 ，

西藏人民 出版社
，

２００２ 年
，
第 １ ０３ 页 。

⑨ 同上
，
第 １ ４ ５０ 页 。

⑩ 索南坚赞著 ，
刘立千译注 ： 《西藏王统记 》 ，

民族出版社
，

２０００ 年
，
第 １ ２ １６ 页 。



１ ４  １ ６ 世纪藏文史籍之王统历史书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

５５
？

在汉地和蒙古王统两部分都有涉及 。

①
《青史 》 的作者为噶举派著名学者 、 翻译家管 ？ 宣奴贝 。 该书

作于 １４７６
—

１４７ ８ 年间
，
以编年体的形式对佛教在藏地传播的历史脉络和各教派传承发展状况进行了

考察
，
其中第一章

“

教法来源 、 历代王朝世系及前弘期佛教
”

中分
“

吐蕃王统世系阶段
”

和
“

藏汉

霍尔王世系
”

两部分
，
详细讲述了吐蕃 、 汉地 、 蒙古各代王统世系 的传承历史 。

②
《新红史 》 成书于

１ ５ ３ ８ 年
，
作者为格鲁派第十五世甘丹赤巴班钦 ？ 索南查 巴 。 该书对吐蕃 、 汉地 、 西夏 、 蒙古王统的

介绍较为简要
，
另外较之以往 的史籍增补了传说中古印度香巴拉王统部分 。

？
《贤者喜宴 》 完成于

１ ５６４ 年
，
作者是噶玛噶举派高僧 巴俄 ？ 祖拉陈瓦 。 该书分为五大部分 ，

其中第三部分中 的第二节是

对吐蕃王统的叙述
，
第四部分则记载了于阗 、 汉地前期 ， 木雅 、 蒙古及汉地后期 的王统历史 ， 篇幅

和内容较之前的史书更为丰富 。

？

综合来看
，

１４ 世纪以来成书的其他藏文史籍中有关王统历史的记载
，
基本遵循了 《红史 》 所开

创的王统史书写和编纂的传统
，
而略有所发挥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在文本的体例安

排上
，
除 《青史 》 不叙木雅王统外 ，

其余史书对汉地 、 蒙古 、 吐蕃 、 木雅都有专 门 的记载 。 《贤者喜

宴 》 还单独增加了于阗王统史的 内容 。 第二 ，
在文献来源上 ，

后世史书或与 《红史 》 有共同 的史料

来源
，
或直接受到 《红史 》 的影响 。 如 《雅隆尊者教法史 》 《汉藏史集 》 在叙述唐蕃历史时均参考

了前代藏译两 《唐书 ？ 吐蕃传 》 的记载 ，

？ 对木雅历史的记述也多根据喜饶益西之说 。

？
《青史 》 中

的汉地王统历史部分则直接是
“

据人之主贡噶多吉所著史书抄录
”

而来 。

⑦ 第三
，
就所论地域而言

，

后世史书王统叙事的主要内容依旧是吐蕃 、 汉地 、 西夏 、 蒙古等 ，
与 《红史 》 基本

一致
，
而略有增

减
，
体现出对于元代以来统治地域的一种全局观 。 第 四 ，

与 《红史 》 不同 的
一

点是
，
后世藏文史著

对各个地方的排序稍有变化 ，
内容上则均以吐蕃王统和历史为论述重点 ，

如 《贤者喜宴 》 对吐蕃历

史的记载在篇幅和 内容上就远远超出其他地方 。

？ 这一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藏地本位意识的上升 。

三 、 关于 １４ 世纪以来王统史书写的几点认识

史书的编纂是一定时期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潮 的反映 。 史学思想 的转变往往受到特定时代整体文

化观念的深刻影响 。
１ ４ 世纪以来包括 《红史 》 等藏文史籍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对汉 、 吐蕃 、 西夏 、

蒙古等地方和人群的王统史书写传统 ，
无疑是元明时期青藏高原和 内地政治文化转型的一种缩影和

思想呈现 。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 以下几点认识 ：

第一 ， 《红史 》 及后世藏文史籍中的王统史书写和编纂传统的形成和发展 ，
有其特殊的历史和文

化背景 。 张云先生曾经从元代大一统王朝背景下汉藏之间的交往互动和两地史学的发展状况等视角 ，

对元明之际为什么会出现 《红史 》 《雅隆尊者教法史 》 《汉藏史集 》 这样有影响的史学著述这
一

问题

①达仓宗 巴 ？ 班觉桑布著
，
陈庆英译 ： 《汉藏史集 》 ，

西藏人民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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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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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管 ． 宣奴贝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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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龙 、 还克加译 ： 《青史》 （ 足本 ） 第

一部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２〇 １２ 年
，
第 ３９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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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６９ 页 。

③ 班钦索南查巴著
，
黄颢译 ： 《新红史 》 ，

西藏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２ 年
，
第 ５ ３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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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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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８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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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６
？ 中 国藏学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 总第 １ ５ ６ 期 ）

进行过讨论 。

① 这些思考对于探讨王统史书写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也颇具参考价值 。 公元 ９
一

１０ 世纪以

后
，
吐蕃王朝走向崩溃 ，

内地则经历了五代十 国 、 两宋及辽 、 金 、 西夏 ３００ 多年的分裂状态 。 分裂

多 由 民族因素所致 。

？ 这一背景为藏族史家的写作提供了天然的素材 ，
同时也是王统史中汉地 、 吐

蕃 、 西夏各篇结构划分的依据 。 元代多民族统一王朝 国家的建立 ， 实现了 中 国历史上又
一次民族的

大组合 。 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 曾经指 出 ：

“

元代是民族重新组合的大时代
，
其深度和广度超过隋

唐 。

” ？ 元朝的统一对藏文史书 中王统史编纂的影响大致有 以下几点 ： 其一
，
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王朝

的管辖 。 在这一形势下 ， 藏族史家们开始重新审视 自 身地域 、 民族与周边 的关系 。
王统史的书写

，

除了吐蕃外
，
其他地方的历史也 自然受到关注 。 其二 ，

元代西藏各教派与王权上层政治力量的结合

十分紧密
，
并且通过后者的扶持壮大 自身实力 。

？ 这使得写作史书的藏族高僧大德在教法史之外
，
不

得不考虑现实政治的影响 。 因此 ，
早期藏文史籍中王统史成为连接政治的一个最好的史学体裁 。 藏

族史家们通过王统史的写作
，
为元朝政权和统治的合法性背书 。 这为藏文史书的写作提供了新的创

作路径
，
也为史学思想的转变注入了新的灵魂 。 其三 ，

元朝 的统一使得西藏地方与 内地的交流 日 益

密切
，
加速了王朝国家内部人员往来和知识互动 。 这

一时期许多藏族人士前往 内地 。 释迦仁钦德的

父亲扎巴仁钦曾随卓衮 ？ 曲吉杰波 （
八思 巴 ） 赴京晋谒忽必烈 。 贡噶多吉任万户长时 ，

也 曾于泰定

元年 （
１ ３２４

） 朝见元帝也孙铁木儿 。 与此同时 ，
元代 《脱 卜赤颜 》 （ 蒙古秘史 ） 等诸多蒙古文 、 汉

文文献被翻译为藏文
，
丰富了藏族学者的知识储备 。 人员 的往来和各语种书籍的翻译 ， 为王统史的

书写开拓了视野
，
扩展了史料的来源 。

元末经历了短暂的割据之后
，
明朝 的建立使得统一王朝 国家得以继续和巩固 。 藏族史书 中各地

王统历史的叙事也随之加入了明朝的内容
，
使得这一史学传统在元代的基础上继续延续 。

第二 ，
多民族史观在有关王统历史 的编纂 中得到 了 突 出 的体现 。 《红史 》 《雅隆尊者教法史 》

《贤者喜宴 》 等书的作者在各地王统历史的撰述中 ， 旁征博引 ，
对不同 民族的史料一视同仁地加以利

用
；
在论述过程中多线并重 ， 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汉 、 蒙古 、 吐蕃 、 西夏 、 于阗等多 民族 、 多地区王

统传承的历史面貌
，
体现出宽广博大的多民族情怀 。

第三 ，

１４ 世纪以来藏文史籍中王统叙事的背后
，
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整体性关照

，
其意在于塑造

元朝王统和政权的合法性
，
从而事实上建立起了统一王朝 国家之下汉 、 藏 、 蒙古 、 木雅 、 于阗等人

群和区域的共同体认识 。 《红史 》 及后世成书的藏文史籍在涉及王统时 ，
均广泛搜罗青藏高原及周边

各地的历史并加以系统论述 。 对此有学者认为 ， 《红史 》 作者
“

将当时所能 了解的
‘

世界
’

进行了

专门 的叙述
，
除了西藏卫藏历史外 ，

还有阿里 、 印度 、 汉地 、 西夏 、 蒙古等地的王统历史
”

，
使得

《红史 》 在史学史意义上带有
“

世界史
”

的笔法 。

⑤ 事实上 ，
受佛教宇宙观的影响 ， 《红史 》 及后世

成书的藏文史籍论及王统
，

一般将印度王统置于前
，
这是藏传佛教高僧写作时的一种惯常做法 。 而

除印度外 ，
这一时期藏文史籍作者们笔下的汉 、 藏 、 蒙古 、 西夏等地方 ，

在当时均为元代 中央政权

所统治区域 。 因此 ， 《红史 》 及后世史书所论地域主要还是以元朝统辖的各人群及对应地区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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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１ ６ 世纪藏文史籍之王统历史书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

５７
？

的
，
反映出藏族史家们对元以来汉 、 藏 、 蒙古等人群共同生活地域的一种整体性认同 。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 ， 在汉 、 木雅等各篇王统史的文末 ， 史家们无
一例外都会强调这些区域的王

统传承最后归属于元朝 。

① 西藏地方因吐蕃王朝 以后王统断裂 ，
元朝与其统属关系 的建立则在后面教

法史萨迦世系部分得到展现 。 这
一写法的意味非常明显

，
即着力构建元朝在各王统传承序列 中 的合

法地位 。

② 这 同时也是藏族史家们书写其他王统的理由之所在 。 以此为基础 ，
通过对元朝及其统治确

立前各区域王统历史的梳理
， 藏地史家们事实上建立起了汉 、 藏 、 蒙古 、 木雅 、 于阗等人群和区域

的共同体认识 。 明代以后成书 的 《西藏王统记 》 《青史 》 等藏文史籍中 ，
作者们往往将汉 、 蒙古王

统置于同一标题和章节一并进行论述 ，

？ 以 明朝接续蒙古王统的正统地位 ， 使得统
一王朝 国家之下各

人群和区域共同体的观念继续延续和发展 。

第 四 ，
以 《红史 》 为代表的 １４ 世纪以后成书的藏文史籍中关于各地王统历史的叙事 ，

及其体现

出 的多民族史观与人群 、 区域的共同体认识 ，
是元代以来藏族史家们就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 、 区域 、

民族关系等问题
，
在思想观念层面的一种 回应 。 元作为蒙古人主导的统一王朝 ，

政权的合法性如何

确立
，
统治区域内复杂的民族关系如何协调

，
不仅是作为统治 民族的蒙古

，
同时也是藏 、 汉等民族

需要共同面对和处理的重要问题 。 仅从史学思想层面而言 ，
元代早期汉文史书的编纂因受汉族儒士

夷夏之辨观念的影响
，
曾有过激烈的正统之争 。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宋 、 辽 、 金的历史地位问题上 。 元

中期以后
，
上述思想才逐步发生转变 。 汉地史学家和思想家们开始以务实的态度和较为平等的原则来看

待各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关系
，
并且通过多民族史观的引入

，
逐步消解传统的夷夏观念和中原正统论的影

响
，
为元朝政权和统治的合法性等问题扫清了文化上的障碍 ， 同时也加深了汉族士人对于统

一多民族王

朝国家的认识 。

④
１４ 世纪以来的藏族史家们以早期藏文史籍中的吐蕃王统史的书写体例为参照 ， 将其

借用和扩展到对包括青藏高原在 内 的元朝统辖区域 内各地王统的论述中 ，
通过对各 自 世系传承 、 兴

衰成败
，
以及最后尽归于中央王朝 的历史脉络的系统性考察 ， 使得元朝统治 的合法性 ，

以及各区域

和人群之间 的关系
，
在藏族思想认识上得到 了妥善的处理

，
显示 出高超的文化智慧 。 这

一点对于 当

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特别是如何从藏族文化的角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颇具启示意义 。

［ 本文责任编辑 朝告才让 ］

［
作者简介 ］ 罗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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