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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西地区在吐蕃统治的 80余年间,除了吐蕃自身在这里较多地接触到中原先进的

经济文化之外,更重要的是吐蕃对迁入地的影响,即出现了吐蕃化的现象 。这种现象出现的原

因主要是吐蕃采取强制政策的结果;同时,在吐蕃入迁河西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以藏语言命名

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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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位

置与特殊的自然条件,在历史上成为中原通

往西域 、中亚以及欧洲的必经孔道,也是中国

西部民族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成为

古代各民族文化交流大舞台。本文拟就吐蕃

入迁河西的情况及其影响作一简要的探析,

敬请方家指正。

一 、吐蕃对河西地区的占领

唐睿宗景云二年 ( 711年 ), 因政治和军

事的需要,河西道从陇右道中分离出来,成为

独立的行政区划单位。分治后的河西道领

凉 、甘 、肃 、瓜 、沙 、伊 、西 7州。除了伊州和西

州以外,其他 5州均在今河西地区。

关于吐蕃对河西地区的占领情况, 《旧

唐书 》、 《新唐书 》、 《通典 》、 《元和郡县图

志 》、《资治通鉴 》、《文苑英华 》等史籍都有所

记载:早在唐高宗咸亨三年 ( 672年 ) ,吐蕃就

曾染指过凉州,如 《新唐书 ·吐蕃传 》云:“帝

曰 :̀吐谷浑与吐蕃本甥舅国, 素和贵叛其

主, 吐蕃任之,夺其土地,薛仁贵等往定慕容

氏,又伏击之,而寇我凉州,何邪 ?”[ 1]仪凤二

年 ( 677年 ), 吐蕃寇凉州。武后万岁通天元

年 ( 696年 ),吐蕃寇凉州, 都督许钦明死之。

久视元年 ( 700年 )秋,吐蕃大将麴莽布支率

骑数万寇凉州;次年, 与突厥联合 “大入河

西 ”。开元十四年 ( 726年 ),吐蕃将悉诺罗领

兵攻甘州;次年,陷瓜州。遂攻玉门军, 围常

乐;次年,攻至瓜州城及祁连城下。开元二十

六年 ( 738年 ) ,吐蕃大入河西。唐天宝十四

年 ( 755年 ) “安史之乱 ”爆发,因驻守河陇等

地的唐朝镇戍官兵相继调回关中抵御安禄山

叛军 ,吐蕃乘虚而入, 先攻占陇右各州,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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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河西诸州。具体时间是:广德二年 ( 764

年 )攻占凉州,永泰二年 ( 766年 )占甘州 、肃

州;大历十一年 ( 776年 )攻占瓜州, 建中二年

( 781年 )陷沙州。[ 2]至此,今河西地区尽为吐

蕃所有。

吐蕃进攻沙州的情况, 在出土的吐蕃简

牍中也有所反映。 《吐蕃简牍综录 ·军事

条 》云:“酉年春,沙州……萨毗地区,作阻击

敌军之军事准备……军队和……此时, 遵照

命令, 立即给以奖赏……” [ 3] (笔者按:萨毗

是吐蕃统治敦煌 —于阗一线时一大行政区划

名称
[ 4]

)据 《寿昌县地境 》记载:“萨毗城,在

镇城东南四百八十里。其城康艳典置筑,近

萨毗城泽险, 恒有土 (吐 )蕃土 (吐 )谷 [浑 ]

贼往来。”[ 5]根据简文的内容, 似是吐蕃军在

进攻沙州 、萨毗前所做动员准备工作,如果攻

下沙州 、萨毗等城,可以得到奖赏。 “酉年 ”,

具体时间不太清楚, 但据前面所讲吐蕃攻占

沙州的时间看, 这条简牍资料当反映吐蕃攻

占沙州 11年中的某一年所发生的事情。

吐蕃对河西地区的占领情况, 《敦煌本

吐蕃历史文书 》之 《大事记年 》和 《赞普传记 》

中亦有记载, 《大事记年 》中第 78条云:及至

兔年 (玄宗开元十五年, 丁卯, 724年 ) “攻陷

唐之瓜州晋昌 ”;[ 6] 第 107条云:及至狗年

(肃宗乾元元年,戊戌, 758年 ) “论·墀桑 、思

结卜藏悉诺囊等引劲旅至凉州城。”[ 7]第 113

条云:“ (上残 )……赞普从宫内…… (论 )盐

州 、悉诺穷桑在瓜州城时,城内驻守之唐廷官

员高德来会见甘州,谈话如下:吐蕃引兵进攻

过去盟誓中声言不应侵扰之地,往昔,盟誓中

曾声言将于恪守诺言,却未付诸实践,我等也

不再向蕃地输赋, 今后应恪守誓言。赞普驻

于 `拉格 ' 严饬以上二论 …… (下残 ) ”;[ 8]

《赞普传记 》中记载:在赤德祖赞赞普时 ( 704

～ 754年在位 ) “大论达札恭禄及诸小邦王子

大臣一致同意后,赞普亲自出征,于唐境推行

政令,攻陷唐之瓜州等城堡。彼时,唐朝国威

远震, 北境突厥等亦归聚于唐, (西 )直大食

国以下均为廷辖土, 唐地财富丰饶, 于西部

(上 )各地聚集之财宝贮之于瓜州者,均在吐

蕃攻陷之后截获, 是故, 赞普得以获大量财

物, 民庶 、黔首普遍均能穿着唐人上好绢帛

矣。” [ 9]

二 、吐蕃向河西地区的迁入

伴随着吐蕃对河西地区的战争及占领,

吐蕃人开始移居河西。如尚乞心儿 ,吐蕃大

相,一直负责管理吐蕃东军事务。在吐蕃军

攻取沙州后充任第一位沙州吐蕃长官,据 P.

T.1070号背面的汉文文书 《大蕃勅尚书令赐

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 》中记

载,他 “爰乃卜宅敦煌古郡, 州城内建圣光寺

一所 ”。表明他已将敦煌作为定居之地。

一般百姓移居河西地区的情况, 在敦煌

出土文书中亦有所反映。据 S.5824号 《经坊

供菜关系牒 》记载:

1、应经坊合请菜蕃汉判官等。

2、先子年已前蕃僧五人,长对写经二十

五人。

3、僧五人,一年合准方印得菜一十七驮,

行人部落供 。

4、写经二十五人, 一年准方印得菜八十

五驮,丝绵部落供。

5、昨奉 处分,当头供者,具名如后:

6、行人大卿 小卿 乞结夕 遁论磨 判罗

悉鸡 张荣奴 、张　子,

7、索广奕 索文奴 阴兴定 宋六六 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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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蔡殿殿 康进建

8、冯宰荣 宋再集 安国子 田用用 王専,

已上人,每日得三十二束。

9、丝绵苏南 觸腊 翟荣胡 常弁 常闰 杨

谦让 赵什德

10、王郎子 薛卿子 娑志力 、勃浪君君 王

◆◆屈罗悉鸡 陈奴子

11、摩悉獵 尚热磨 苏儿 安和子 张再

再,已上人 每日得三十三束。

12、右件人准官汤料合请得菜请处分。

13、牒件状如前谨牒。

(后缺 )
[ 10]

文书中之 “行人部落 ”、“丝绵部落 ”,是

吐蕃在沙州设立的汉人部落, 但其中的乞结

夕 、判罗悉鸡 、娑志力 、尚热磨 、勃浪君君 、屈

罗悉鸡 、摩悉獵 、尚热磨等,显系吐蕃人名,这

说明在汉人部落中杂有相当数量的吐蕃移

民。

还有一些敦煌出土文书提到的人名,如

S.2729《吐蕃辰年 ( 788年 )三月沙州僧尼部

落米净辩牒 》中的 “论悉诺罗按谟 ”;P.5579

中的 “论纥颊 ”、“尚乞心儿 ”、“论勃颊 ”;S.

2703的 “勃论啜 ”;S.2770的 “尚论 ”;S.3287

的 “论悉殉夕 ”等, 这些人显然亦系吐蕃人

名。可见,在入迁河西地区的吐蕃人中,既有

高级官吏,也有普通百姓。

反映吐蕃人入迁河西地区的资料很多,

现再举几例予以说明:

大中四年 ( 850年 ), 原驻鄯州吐蕃大将

尚婢婢,为论恐热所击败,尚婢婢则 “率部落

三千余人就水草于甘州 (治今张掖市 )

西 ”。[ 11]

《张淮深变文 》载:“敦煌虽百年阻汉,没

落西戎, 尚敬本朝, 馀留帝像。其於 (馀 )四

郡,悉莫能存。又见甘 、凉 、瓜 、肃,雉堞雕残,

居人与蕃丑齐肩,衣著岂忘於左衽;独有沙洲

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天使两两相看,

一时垂泪, 左右骖从,无不惨怆。”[ 12]

9世纪中叶, 吐蕃在河陇的统治瓦解后,

其部落分散各地。 《宋史 ·吐蕃传 》载:“唐

末,瓜 、沙之地复为所隔。然其国 (吐蕃 )亦

自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

无复统一矣 。”[ 13]

五代时 ,在凉州,无论城内或城外, 居民

以吐蕃人为主。 《宋史 ·吐蕃传 》载:“天成

( 926 ～ 930年 )中,权知西凉府留后孙超遣大

将拓拔承诲来贡, 明宗召见, 承诲云 :̀凉州

东距灵武千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旧有郓

人二千五百为戍兵, 及黄巢之乱, 遂为阻绝。

超及城中汉户百余, 皆戍兵之子孙也。' ”而

“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

皆吐蕃 ”。[ 14]

后晋天福三年 ( 938年 ), 高居诲奉命出

使于阗, 沿途所见, “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

(今新疆和田 ), 往往见吐蕃族帐, 而于阗常

与吐蕃相攻劫 ”。[ 15]从灵州到于阗, 绝大部分

路程是在今河西地区经过。可见吐蕃人在河

西的确不少。从以上所举例证, 我们可以看

出,在河西地区确有很多吐蕃人迁入。

三 、吐蕃对当地民族的涵化

所谓 “涵化 ”, 是 “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

不同文化体系间持续接触 、影响而造成的一

方或双方发生的大规模文化变异 ”。[ 16]一般

来说,人数少的群体容易被大的群体所涵化,

经济文化先进的民族涵化较落后的民族,统

治民族涵化被统治民族。同时迁徙的少数民

族对迁入地影响力的大小,一般还取决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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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数量的多少和时间的长短, “如果移民数

量过少,那么移民一般会被迁入地的文化所

同化。如果移民数量很大,且移居时间较长,

则必然会引起迁入地文化的改变 ”。[ 17]

河西地区在吐蕃统治的 80余年间,除了

吐蕃自身在这里较多地接触到中原先进的经

济文化之外, 则更重要的是吐蕃对迁入地的

影响, 即:使迁入地出现了吐蕃化的现象,也

就是说吐蕃对当地民族的涵化。主要表现

在:

第一,政治机构吐蕃化。吐蕃占领河西

地区后,设置了一整套从原居地演变而来的

官僚体制机构, 涉及行政 、军事 、司法 、经济 、

佛事等方面。如吐蕃在瓜州地区所设置的行

政机构序列表现为:瓜州节度使———乞律

本———节儿 、监军 、都督 、都部落使———部落

使 、监部落使 、乡官,这些机构明显带有吐蕃

化的特征。

第二,推行同化政策。吐蕃进入河西地

区以后,其统治对象除其他少数民族外,主要

是汉民族。吐蕃对广大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实

行了同化政策, 使河西地区一时出现了吐蕃

化的倾向。据史载 , 吐蕃陷河陇后, “州人

(指沙州 )皆胡服臣虏, 每岁时祀父祖,衣中

国之服, 号恸而藏之 ”。[ 18]张藉的 《陇头行 》

诗也谓:“陇头路断人不行, 胡骑夜入凉州

城。汉兵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驱

我边人胡中去, 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

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谁能更使李轻车,

收取凉州入汉家。”[ 19]白居易的 《缚戎人 》诗

则描述更为具体生动:“自云乡管本凉原,大

历年中没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载, 遣著皮裘

系毛带……自古此冤应未有, 汉心汉语吐蕃

身。”另外,在出土于敦煌文书中也载道:P·

3415《张淮深变文 》云:“天使睹往年御座,俨

若生前,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 、没落西戎,尚

敬本朝, 余留帝像。其于 (余 )四郡 、悉莫能

存,又见甘 、凉 、瓜 、肃 。雉牒彫残,居人与蕃

丑齐肩, 以着岂忘于左衽 。”这些事实说明,

吐蕃统治河西地区时,实行涵化政策。

由于吐蕃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在河西地

区出现了下列现象:司空图 《河湟有感 》诗

云:“一自萧关起战尘, 河湟隔断异乡春。汉

儿尽作胡儿语, 却向城头骂汉人。”[ 20]王建

《凉州行 》诗云:“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

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

万里人家皆已没, 年年旌节发西京。多来中

国收妇女, 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

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

毡裘防斗时。养蚕缲茧成匹帛, 那堪绕帐作

旌旗。城头山鸡鸣角角, 洛阳家家学胡

乐。”
[ 21]
诗中的 “汉儿尽作胡儿语, 却向城头

骂汉人 ” 、“一半生男为汉语 ”, 是吐蕃推行同

化政策所产生的影响的具体反映。

另外, 敦煌莫高窟 156窟南壁有一幅 《张

议潮出行图 》壁画, 图内前列欢迎人群中有

穿吐蕃服装 、作吐蕃舞蹈动作的两对人,这两

队人实际是被吐蕃化了的汉族人。
[ 22]

第三, 吐蕃的语言文字在河西地区流行,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吐蕃化的倾向。这从

敦煌所发现大批藏文文书中可以得到证明。

伯希和编号 3419号 《千字文 》是一本用藏文

注写汉籍的 “注音本 ”,编号为 1228、1231号

等写卷则是汉藏文字书写的对照词汇。这些

写卷的发现 ,不仅体现藏文在敦煌民间广为

流行使用, 同时提供了吐蕃推行同化政策的

证据。

据上可知,由于吐蕃推行同化政策,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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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涵化了当地的其他民族, 从而使河西地

区也成了以吐蕃居民及其文化为主体的吐蕃

文化圈。

四 、从地名来看吐蕃入迁河西地区

地名作为语言的活化石 ,是研究民族分

布及其迁徙的重要依据。历史上, 河西走廊

为多民族 、多部落分布地域,民族变动极为频

繁,不同民族都曾以自己的语言命名过地名。

在吐蕃入迁河西的过程中也留下了大量带有

吐蕃语言特征的地名。例如在 《宋史 》中多

次出现的西凉府 “六谷族 ”, 其首领潘罗支 、

厮铎督执掌过凉州吐蕃政权。这些六谷族为

吐蕃部落,因游牧于武威南山 6条河谷而得

名。这 6条河流自东而西次第为古浪河 、黄

羊河 、杂木河 、金塔河 、西营河 、东大河, 其中

古浪 、杂木 、东大均为藏语。古浪,原为古孜

浪尔,即黄羊川 ,意为黄羊很多之意;杂木河,

源于藏语杂而木 ,意为古崖水;东大河藏语名

为 “江帐 ”,汉译为蹇占,其意为长城或长墙。

这 6条河谷至今下游为农业区 ,上游是牧场,

表明自古至今这 6条河流上游一直为游牧民

族活动之区域。可见这一带为吐蕃人分布集

中之地。另,今永登县的庄浪,金昌市的锦羊

岭,也均为藏语地名。庄浪,藏语意为 “野牛

沟 ”;锦羊岭,藏语译音,意为 “高峻的山岭 ”。

据研究, 今张掖市马蹄寺石窟群中的 “马

蹄 ”,则是以吐蕃部落的一支马蹄部而命名

的。马蹄即马蹄山, 故名临松山。前凉张天

锡时,曾于临松山下设置临松郡,北魏时也在

这里设置过临松郡。临松山改称马蹄山有不

同说法。据清乾隆四十四年 ( 1779年 )编纂

的 《甘州府志 》称:“岩间有神骏足迹 ”, “薤谷

中,以上有马足夹, 俗名马蹄寺。”即马蹄一

词来源于岩间的马蹄印。后来在清同治四年

( 1685年 )成书的 《安多政教史 》和民国三十

八年 ( 1949年 )编纂的 《民乐县志 》都沿用此

说;现存马蹄寺内的明嘉靖四十四年 ( 1565

年 ) 《重修马蹄寺记 》记载:“甘镇城南百里

许,有祁连山, 又名雪山。山腰建寺, 曰马

蹄。”后来经过演绎, 并加以神话, 此马蹄成

为天马所践的砂石足印, 成为马蹄寺一景。

上述两种说法实无根据。

另据 《太平寰宇记·陇右道 (三 ) ·甘州

条 》记载:“临松山, 一名青松山, 一名马蹄

山,又云丹岭山, 在县南一百二十八里。 《十

六国春秋 》晋元嘉元年, 张掖临松山有石如

`张掖 '字, 后 `掖 '字渐灭, 而 `张 '字分明。

又有文曰 :̀初祚天下四方安万年 ' 。后魏太

和中置临松郡,故城在此山下,吐蕃赞普即其

郡丞异称也 。故望山有神,毎祀之時,但闻声

音, 不睹其形。”
[ 23]
在这里 “吐蕃赞普即其郡

丞异称也 ”值得注意, 我们可以理解为马蹄

是驻牧在临松山一带吐蕃一支部落的名称,

后来以族名称之。 《太平寰宇记 》成书于北

宋雍熙三年 ( 983年 ),其记载当为可信。

吐蕃对河西地区的战争 、占领及吐蕃人

入迁河西后对汉族及其他民族居民的 “涵

化 ”等, 虽然早已成了历史烟云, 不过, 吐蕃

人入迁河西地区后的历史活动的印迹却至今

仍存,诸如敦煌遗书中藏文文书的保存 、部分

藏语地名由汉族及其他民族持续使用 、部分

藏族长期同河西汉族及其他民族毗邻居住

等,尤其是当年沙州都知兵马使阎朝降吐蕃

绮心儿时, 双方以 “苟毋徙佗境,请以城降 ”

为约言,事后,绮心儿也未曾食言, 所以出现

了吐蕃人与汉族人及其他民族间相处 80余

年的现象, 自然这些历史现象都是值得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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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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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durationofHexigovernedbyTuboregimeovereightyyears, Tibetansaccessedtoadvancedecon-

omyandcultureofCentralPlainsinthisareaandtheimpactofTuboregimeintheareaisevenmoreimportant,

thatisaphenomenonofTibetanculturebeingdominativepositiongradually.Atthesametime, theyleftlargea-

mountofplacenamesintheirlanguageintheprocessofmovingintoHe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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