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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蕃清水会盟在敦蝗石窟中的历史遗迹

——瓜 州榆林窟第 2 5 窟功德主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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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沙 武 田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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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 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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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键词 ］榆林窗第 2 5 窟 ；清水会盟
；
功德主 ；

尚结赞

［ 摘 要 ］
瓜州榆林策第 2 5 窟是吐蕃统 治敦煌时期 的代表洞 窟 ，在唐蕃艺 术交流史上 占有重

要的地位 ，其 中 洞窟功德主的考察是学术界关注的 焦点之
一

。 在前贤研究 的基础上 ，
结合清水

会盟前后唐蕃关 系 、榆林窟第 2 5 窟洞窟形制 以及吐蕃式 图像 出 现的相关历 史背景 ，
我们初 步

认为榆林笼第 2 5 窟 北壁弥勒经变藏文题记 中提到 的
“

尚 书
”

或有可能为促成唐蕃
“

清水会盟
”

的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尚结赞 。 榆林窟第 2 5 窟实 为某位 曹姓人士为 身为 吐蕃大相兼东道

节度使的 尚结赞 （
7 8 3 年任吐蕃大相兼 东道节度使 ） 而建 ，

纪念和赞颂他促成唐蕃清水会盟使

唐蕃和好的功德 ，
具体建震时 间应在 7 8 3 年唐蕃清水会盟前后 。

［ 中 图分类号 ］
Ｋ8 7 9 ． 2 9［ 文献标识码 ］

Ａ ［文章编号 ］
1 0 0 0 － 0 0 0 3

（
2 0 1 5

）
0 3

－

 0 1 5
－

 0 8

前 言寺
［

2
］

。 虽然为纪念唐蕃长庆会盟而建的德葛玉采

会盟寺 （ 气 麥Ｔ＾Ｔ， ） 与榆林窟第 2 5

关于榆林窟第 2 5 窟营建的动机及功德主 ，学界 窟关系不大 ，
但是马修

． 凯普斯坦 （
Ｍａ ｔｔｈ ｅｗＫａｐ

－

研究成果颇 丰 。 马修 ．

凯普斯坦 （
ＭａｔｔｈｅｗＫａｐ

－

ｓｔｅ ｉｎ
）先生提出榆林窟第 2 5 窟具有唐蕃宗教调和风

ｓｔｅ ｉｎ
） 先生认为榆林窟是 8 2 1

—

8 2 2 年唐蕃为纪念长格 、唐蕃会盟或唐蕃友好意义的观点值得参考 。 陆

庆会盟而建的德葛玉采会盟寺 （ 气，
？

，
？由
，铁尸贪 离先生认为榆林窟第 2 5 窟弥勒经变藏文题记中 的

，而榆林窟第 2 5 窟具有汉藏宗教调和风
“

甲卞彳
’

只能为
“

尚 书
”

的翻译 ，该题记表明榆林窟

格
，适合作为唐蕃调和的纪念

［ 1 ］ 9 8
一

1 2 7

。 但经黄维忠第 2 5 窟是曹姓人士为尚书 （ 吐蕃东道节度使 ）开凿

先生考订 ，
德葛玉采会盟寺并非榆林窟而是孔古的功德窟 ，有可能为长庆会盟后纪念尚乞心儿或 尚

［ 收稿 日期 ］ 2 0 1 4
－

1 2
－

0 9

［ 基金项 目 ］本文 系 国 家 9 7 3 计划 项 目
（
项 目 编号 ：

2 0 1 2 ＣＢ 7 2 5 3 0 6
） ，

2 0 1 3 年度国 家社科基金项 目 （
项 目 编号 ：

3 ＢＫＧ 0 1 7 ）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 （ 项 目 编号 ： 1 3 ＪＪＤ7 8 0 0 5 ） 的 段性成果 。

［ 作者简介 ］ 马俊锋 （ 1 9 8 8
—

） ，甘肃会宁县人 ，在读硕士研究生 ，
主要从事敦煌学 、佛教 美术史研究 ； 沙武 田 （

1 9 7 3
—

） ，甘

肃会宁县人 ， 博士 ，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主要从事敦煌学 、佛教美术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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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藏促成长庆会盟而为其建造的功德窟 ，也有可能第 2 5 窟建窟时代的判断
，
但他分析 只能为

为长庆会盟前赞颂某位吐蕃东道节度使治理河陇地汉字
“

尚书
”

的翻译 ，该尚 书应为总管吐蕃军政事务

区的功绩而为其建造的功德窟
［

3
］

。 我们也曾经撰的吐蕃东道节度使 ，也认为榆林窟第 2 5 窟是某位曹

文认为该藏文题记中提到的
“

尚书
”

为尚乞心儿 ，榆姓人士 （该曹姓人士与曹英子有关 ） 为尚书 （吐蕃东

林窟第 2 5 窟为尚乞心儿功德窟 ，建窟的 目 的是吐蕃道节度使 ）开凿的功德窟 ， 最后指 出该窟壁画最终

人为了
“

纪念
”

对瓜州 的 占领 ，
又是通过佛教手段向完成时间是在吐蕃统治河陇地区

——有可能为长庆

瓜沙地区的汉族人表示友好 ，该窟实为
一具有

“

纪会盟之后 （开凿有可能为长庆会盟前 ） ，
将其用来纪

念碑
”

式的洞窟
［

4
］

。念和赞颂吐蕃大相兼吐蕃东道节度使尚乞心儿或尚

综合以上研究
，
可 以发现 ，诸家之说大同小异 ， 腊藏使唐蕃和好的功德 ；

又认为洞窟开凿也可能为

共同传达出榆林窟第 2 5 窟具有纪念唐蕃会盟或唐 8 2 2 年之前
，
将其用来纪念和赞颂当时某位吐蕃东

蕃友好意义的信息 。 如果综合来考虑 ，榆林窟第 2 5道节度使治理河陇地区的功绩
⑴

。

窟既有纪念唐蕃会盟或表达唐蕃友好的意义 ， 又是这里我们需要指 出的是 ，谢继胜 、黄维忠二位先

某位曹姓人士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建的功德 生认为该藏文题记是先按照榜题框大小写好藏文再

窟 ，
因此可以说这是个具有双重性质的洞窟 ， 由此引画框 ，所以有个别藏文字母被边框墨线压住 ，这明显

发我们对该窟的营建动机以及功德主等问题更深层 不符合敦煌石窟题记框的题写规则 。 按照他们的观

次的思、考 。点 ，
显然认为该题记和壁画是同时期绘制 。 所以 ，谢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对榆林窟第 2 5 窟的思考 继胜 、黄维忠和陆离三位先生推断的榆林 2 5 窟建窟

仍在继续 ，产生新的想法 ，对之前研究有所补充与修时间或许为藏文题记题写时间 ， 而实际建窟年代要

订的意见 ，换个视角 ， 或许有完全不 同 的结论 ， 同时 比他们断定的时间早 。 但经过我们现场仔细辨认
，

本着推动学术前进的理念 ，草成此文 ，不 当之处 ，敬 该题记 明显是先画框而后再题写藏文 ，
有的藏文字

希方家教正 。母明显在榜题框的边框上面 。 我们可以 明确地指出

ｍ 也七 ，，
该题记是后面补写＿

ｈ去的 ，带有追ｉ己颂扬性质的题
文 记 向书 冉辩

记 ，其题写时间要比壁画绘制时间晚 ，藏文题记的题

榆林窟第 2 5 窟北壁弥勒经变中的藏文题记 ，学写时间并不是开窟绘制壁画的 时 间 。 不过现在看

界关注较多 。 首推谢继胜 、黄维忠二位先生将该题来 ，该藏文题记题写藏文和画题记框的先后顺序 ，也

记提升到洞 窟营建时代和造像绘制确凿年代的高并不会妨碍我们对建窟时代及功德主的判断 。

度
，

二位先生将其转写为 （
／／ｄｚｅｖｕ／ｄｅｖｉｃｕｎｇｇｙ

ｉｓ／我们之前撰文认为该藏文题记提到 的 尚 书

ｐｈａｇｓｐａｖｋｈｏ ｒｃｉｇ
／ｂｇｙ

ｉ ｓｐａｖｖｄ ｉｓｈａｎｇｓｈｅｖ ｉ／应为尚乞也、儿 ，
偷林窟第 2 5 窟是建于瓜州陷蕃后 ，

ｓｋｕｙｏｎｄｕ／ ｂｓｎｇａｓｐａｖ／ ｌａｇｓｓｏ／／
，

＾？Ｓ
｜ ｜

具体应属于
“

盛唐吐蕃期
”

的 7 7 6
＾

—

7 8 6 年间
［

6 】

， 其

功德主应属身为瓜州节度使 、沙州作战前沿总指挥

， 1
） ，
释读成汉文为 ：

“

曹氏幼弟施画此铺圣图 ，
此尚乞心儿的功德窟 ，并指出该窟实为一具有

“

纪念

乃 回向
‘

尚希
’

之公德 ，甚佳 ！

”

并指出该题记中
“

碑
”

式的
“

秘密性
”

的
“

内修
＂

洞窟
［

4
］

。 对于之前的研

可能为 《拔协》 中提到的 ：

“

桑喜
”

或汉字
“

尚书
”

究 ，
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 首先

，
我们注意到榆林窟

的翻译 ，这位曹姓人士为曹僧政 ，该窟建造于 9 世纪第 2 5 窟为反映唐蕃关系的
“

纪念碑
”

式洞窟 ，
也提

上半叶
［

5
］

。 陆离先生肯定谢继胜 、黄维忠对榆林窟及在 7 8 3 年唐蕃清水会盟和平氛围下营建该窟的合

1 6



西藏研究 2 0 1 5 年第 3 期

理性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 ，我们之前没有把榆林窟第后 ，榆林窟第 2 5 、 1 5 窟吐蕃样式的天王像与尚结赞

2 5 窟和清水会盟直接联系起来 ， 而忽略了
7 8 3 年唐主导的清水会盟有很大关系 （详见后文 ） 。 榆林窟

蕃清水会盟正是在我们断定的该窟营建于 7 7 6
—第 2 5 窟洞窟形制以及八大菩萨曼荼罗又受到吐蕃

7 8 6 年时间范围 内这一重要的历史时间的重合关系中心地区桑耶寺影响 ，而尚结赞作为监工制作桑耶

及其引发的思考 ； 其次 ，我们虽然注 意到榆林窟第寺图并建造红塔以供养桑耶寺 ，想必对其建筑形制

2 5 ，
1 5 窟吐蕃样式天王造像与清水会盟的关系 ，及和图像很熟悉 ， 因此他把如此独特并具有纪念意义

榆林窟第 2 5 窟洞窟形制 以及八大菩萨曼荼罗与吐的 图像运用到 自 己 的功德窟 ，作为对清水会盟的纪

蕃中心地区桑耶寺的关系 ，但其与 尚乞心儿的关系念亦在情理之中 。 综合考虑 ，榆林窟第 2 5 窟与 尚结

仍需再作考量 ；再次 ，我们认为北壁带有追记性质的赞关系很紧密 ，该窟功德主为尚结赞比 尚乞心儿更

藏文题记
，其题写时间要比壁画绘制时间晚 ，所以 ， 有说服力 ，所以我们认为藏文题记中提到 的

“

尚书
”

存在开窟绘制壁画时洞窟功德主为尚书或藏文题记有可能为尚结赞 。

题写时洞窟功德主为尚书两种可能 ，也就是说 ，藏文我们仍然认为榆林窟第 2 5 窟营建于 7 7 6
—

7 8 6

题记题写时 ，藏文题记中提到 的以
“

尚书
”

身份担任年
［ 6 ］

，
赞同陆离先生所分析的该藏文题记中 的

吐蕃东道节度使的洞窟功德主 ，
他正担任吐蕃东道巧

妒只能为
“

尚书
”

的翻译 ，该尚 书应该为总管吐蕃

节度使或担任过吐蕃东道节度使 ，无论是哪一种情军政事务的吐蕃东道节度使 ，该题记是 8 2 2 年前某

形
，都是合理的 。 基于对以上三个方面的重新思考 ， 位曹姓人士为 尚书 （ 吐蕃东道节度使 ）开凿的功德

我们发现对榆林窟第 2 5 窟营建的时代背景和功德窟 ，
将其用来纪念和赞颂当时某位吐蕃东道节度使

主
，
或许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 以下分别论之 。治理河陇地区的功绩的观点

［

3
］

。 实际上 ，
该窟建造

8 1 0 年 ， 尚乞心儿作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 ， 年代比 8 2 2 年早很多 ，具体而言当是纪念身为吐蕃

符合藏文题记题写时的 尚 书身份 ，但考虑到洞窟营大相兼东道节度使的 尚结赞促成唐蕃清水会盟的功

建的时间关系 （
7 7 6
—

7 8 6 年 ） ，
显然他并不符合开窟德 。 在前贤的启发下 ，

经过仔细推敲 ，我们以为藏文

建造时的尚书身份 。 而尚结赞 7 8 3 年作为吐蕃大相题记中提到的
“

尚书
”

应为 尚结赞 ，榆林窟第 2 5 窟

兼东道节度使 ，这个时间正是第 2 5 窟的营建年代时实为某位曹姓人士为身为吐蕃大相兼吐蕃东道节度

间段 。 另 一方面 ，
我们知道 ，

如果洞窟功德主仍健使的尚结赞 （ 7 8 3 年任大相兼东道节度使 ） 而建 ，纪

在 ，这则 由其他人题写的属于追记性质的藏文题记念和赞颂他促成唐蕃清水会盟使唐蕃和好的功德 ，

赞颂他的可能性较小 。 而 7 9 6 年 尚结赞的去世 ，
则具体建窟时间应在 7 8 3 年唐蕃清水会盟前后 。

恰为题写藏文题记追记他提供了可能 。

当然 ，正如我们之前的研究
－

样 ，这则藏文题记二
、尚结赞及其主导的清水会盟

中提到的
“

尚书
”

的确有可能为尚乞心儿 ，该窟也有也＃驰 八 ｍ ，Ａ 工

尚结赞 ，全名那囊 ？

尚结赞拉囊 ，
他出身于著名

可能是身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 尚乞心儿的功德
大姓那囊 氏家族 ， 而那囊 氏 、 没庐氏 、琳氏及大臣贝

窟 。 但是 ，考虑到该窟具有纪念唐蕃清水会盟的背
＾并称

“

三 尚 四论
”

，并且该家族一直与王室联姻
［ 7

］

。

景与意义 ，而此时 ，主和派尚结赞①战胜主战派 尚乞＿‘＃

Ｉ
Ｉ Ｘｒｉ ／＿

、 ？士 ， Ａ＾据林冠群先生研究 ，那囊
？

尚结赞拉囊之名各书记
心儿担任吐蕃大相 ，并且主导了清水会盟 ，显然尚乞
心儿与清水会盟关系不大 ’

也就不大可能为藏文题① 尚賴干酽气 ）
全名为那囊 ？ 尚结赞拉囊 （ｗ〒妒

．

记中提到 的
“

尚书
”

即榆林窟第 2 5 窟的功德主 ；最气科＾
1 ） ，
本文简称尚结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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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不同 ：敦煌文献大相年表上及墀松德赞兴佛证盟将盟 ，镒与结赞约 ，
各以二千人赴坛所

，执兵者半之 ，

诏敕上所记为 《大臣遗教》与 《大列于坛外二百步
，
散从者半之分立坛下 。 镒与宾佐

王遗教》所记为 因此汤玛斯氏据 齐映 、齐抗及会盟官崔汉衡 、樊泽 、常鲁 、于頓等七人

认为其具有汉人血统 ； 《贤者喜宴》所记为 Ｉ
；

？

甲项
？＃皆朝服

；
结赞与其本国将相论悉颊藏 、 论藏热 、论利

料ｓ 《西藏王统记》所记为 ▼甲 汉文史馳、斯官者 、论力徐等亦七人 ，俱升坛为盟 。 结赞请

料所载尚结赞即 为〒 巧 之对音 。 《贤者喜宴》出玲羊
，溢出犬及羊 ，乃 于坛北刑之 ，杂血二器而歃

记载 ， 尚结赞担任监工 ，为桑耶寺制作桑耶寺图及造盟 。 盟文还规定了双方的边界问题 ，
唐蕃有兵马处

红塔以供养桑耶寺 ，
可见其信奉佛教之虔诚 。 尚结各 自守护 。

”
［
ｕ＞

］

5 2 4 7 － 5 2 4 8

清水会盟仪式举行得很隆重 ，

赞在担任大相之前默默无闻 ，
而敦煌文献吐蕃大事是唐蕃友好的象征 ，

在此次会盟的祭坛上出现的吐

纪年记载 ，
在 7 5 5

—

7 6 3 年 间有一位非常活跃名为蕃式天王像与榆林窟第 2 5 、 1 5 窟吐蕃式的天王像有

尚东赞 ） 的人不但主持会盟 ， 而且经常率很大关系
，容后文详论 。

领军队对唐作战 ，更为 7 6 2 年攻陷长安 的 四大将领吐蕃统治河陇时期 ，为了加强对河陇地区统治 ，

之一 ， 和 巧 可能是他在不同时期具有的称交涉对唐事务 ，
吐蕃设置了东道节度使 ，其驻地大多

号而已 ，
其本名未改 ，仍为号酽

［＿＿ 2 0 0

。 现在看来 ，
设置在距离唐边境较近的河州 ，

权力较大
，
指挥河陇

尚东赞极有可能为后来 出任大相的 尚结赞 。 不过 目五节度使 ，特殊情况下还可以指挥其他诸道节度使 。

前我们可 以肯定的是尚结赞作为监工制作桑耶寺图吐蕃诸道节度使 ，

一般会由众相兼任 ，
而吐蕃东道节

并建造红塔以供养桑耶寺 ，
在 7 9 9 年桑耶寺建成后 ，

度 ，其地位特殊 ， 大多会由 吐蕃大相兼任
［

1 1

］

1 5 （）

。 尚

赤松德赞的兴佛证盟诏 书上有众相九人 ，其位居第结赞 7 8 2 年作为 吐蕃大相 ，
7 8 3 年又作为吐蕃大相

三
，
至少在 7 9 9 年他已经为大相

［
9

1

。兼东道节度使 ，为吐蕃赞普对唐交涉之全权代表 ， 由

7 7 6 年吐蕃占领瓜州 ，
7 8 0 年唐德宗继位后 ，采其执行所有对李唐之重要谈判

［
1 2

］
3 5 7

 ，并且其胆识过

取对内镇压藩镇 、对外与吐蕃和平外交的措施 ，意欲人
，善用谋略 ，担任大相

一

职务 ，是吐蕃在东部的最

改变与吐蕃的敌对状态 ，而吐蕃也因长期对唐作战 ， 高指挥官员 ，
决策 了对唐的一系列政策

［
1 1

］
1 5 0

，
对促

力不从心 ，尤其大历后期战争接连失利 ，大有言和之进汉藏友好交往作出 了很大贡献。 从 7 8 0 年到 7 8 6

意 ，于是双方互放俘虏 ，关系缓和 。 7 8 1 年 ，
双方使年 ，唐蕃围绕清水会盟展开了

一系列交往
，
出现了短

臣往来频繁 ， 唐蕃积极谈判 ， 为清水会盟作准备 。 期的和平 ， 双方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

7 8 2 年尚结赞利用赤松德赞的言和之意 ，战胜主战身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的 尚结赞积极推动了唐

派尚乞心儿并代替他出任大相 。 据 《 旧唐书
？

崔汉蕃关系的改善 ，在他主导下唐蕃先后进行了 7 8 3 年

衡传》记载 ：

“

时 （建中三年 ，
7 8 2 年 ） 吐蕃大相 尚结清水会盟 （后又在长安和逻些会盟确定会盟的合法

息忍而好杀 ，
以尝覆败于剑南 ，思刷其耻 ，

不肯约合 。 性 ） 和奉天会盟 。 尚结赞还 出兵助唐平定 7 8 4 年的

其次相 尚结赞有材略 ，
因言于赞普 ，请定界明约以息朱泚叛乱 ，唐德宗答应以安西 、北庭等地作为吐蕃助

边人 。 赞普然之 ，竟 以结赞代替结息为大相 ， 约和唐平定朱姚之乱的回报 ，但承诺并没有兑现 ，双方关

好 ，期 以十月 十五 日会盟于境上 。

”
［
ｗ

］
3 5 0 2 

－ 3 5Ｍ
因双方系再次恶化 。

在边界及土地归属问题上有争议 ，最终定于 7 8 3 年从影响来看 ，
唐蕃从神龙盟誓 （

7 0 6 年 ） 到长庆

正月 十五在清水会盟 。 据 《 旧唐书 ？ 吐蕃传 》记载 ： 会盟 （
8 2 1

—

8 2 2 年 ） 数十次会盟 中 ， 规格礼仪最高 、

“

四年 （
7 8 3 年 ） ，

正月 ，
诏张镒与 尚结赞盟与清水 。 最重要且影响深远的莫过于清水会盟和长庆会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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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

1 2
］

3 5 7

。 但从实质内容来讲 ，
清水会盟是这十次会的毗沙门天王像和榆林窟第 1 5 窟前室北壁画在北

盟中最重要的会盟 。 从建中元年 （ 7 8 0 年 ） 唐德宗君方天王位置并履行传统北方天王职能的吐蕃库藏神

臣商议会盟到建中 四年 （ 7 8 3 年 ）春正式盟于清水 ， 造像 ，实为清水会盟前后尚结赞或洞窟设计者将其

而后双方又分别在长安西郊和逻些再次定盟 ，
前后运用到洞窟中 的结果 。 榆林窟第 2 5 ， 1 5 窟为同时营

历时四年 。 清水会盟是唐蕃十次会盟中唯
一举行告建 ，具有汉式和吐蕃式特征的双窟 ，共同表达独特的

庙仪式的会盟 ，
足见其庄严郑重 。 唐蕃十次会盟中 ，

“

纪念
”

意义
［

4
］

。 据 《寺塔记》记载 ：

“

静域寺 ， 佛殿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达成 ，其主要内容之
一就是划定内

，西座番神甚古质 ，
贞元已前西番两度盟 ，

皆载此

双方边界 。 7 8 3 年的唐蕃清水会盟是唐蕃之间唯
一

神立于坛而誓 ，相传当时颇有灵 。

”
［ 1 4 ］

谢继胜先生认

一次最清楚地划定各段边界的会盟 ，

8 2 1
—

8 2 2 年的为此处贞元以前 （ 7 8 5
—

8 0 4 年 ） 两度盟的
“

番神
”

为

长庆会盟亦是以清水会盟划定的边界为准 ，
直到吐蕃毗沙门天王像 ，而且是像榆林窟第 1 5 窟库藏神

8 4 2 年吐蕃地方政权崩溃 ，
双方边界未发生实质性形象者 。

“

西番两度盟
”

是指唐蕃开元二十二年

变化 。 长庆会盟划定的边界是以清水会盟为基础 ，
（ 7 3 4 年 ）赤岭会盟和建中 四年 （ 7 8 3 年

） 唐蕃清水会

也就是说没有清水会盟的成果 ，长庆会盟也就不可盟。 吐蕃将赞普比作毗沙门天王 ，故唐蕃会盟时天

能很快顺利达成甥舅和盟
［

1 3
］

。 清水会盟具有重大王作为吐蕃神立于祭坛 。 因清水处于长安正西 ，
丝

意义 ，它使吐蕃 自 占领瓜州 （ 7 7 6 年 ） 以来 ，
双方紧张绸之路主道 ，而净域寺是唐京城名寺 ，所以唐蕃 7 8 3

的关系得到改善 ，使沙州危机得到暂时缓解 ，延缓了年清水会盟后将吐蕃式的毗沙 门天王像留到净域寺

沙州陷蕃时间 （ 7 8 6 年 ）
①

，唐朝才得以孤守沙州十合情合理
［ 〗 5 ］

。 我们亦认为榆林窟第 1 5 窟完全吐蕃

年
［

9
］

。 清水会盟前后双方保持了六年的和平 ，并且特色的库藏神以及榆林窟第 2 5 窟吐蕃武士装样式

清水会盟为长庆会盟的实现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的毗沙门天王像的 出现与 7 8 3 年清水会盟有关
［ 4 ］

。

当时唐蕃都在大力发展佛教 ，在处理唐蕃关系陆离先生认为 ，
敦煌石窟中着虎皮衣式的神祗和武

时
，
共同 的佛教信仰起着重要作用 。 双方会盟时往士形象与吐蕃军队武士着装 、吐蕃民族的虎崇拜以

往会选择在寺庙举行 ，
并且有建寺纪念的传统 。 此及吐蕃的大虫皮制度有密切关系 ，

吐蕃占领河陇后 ，

外
，
吐蕃东道节度使也会循例来河陇地区的瓜州榆将大虫皮制度带人这一地区 。 陆离先生结合相关背

林窟礼佛及处理政务 ， 由他出资布施 ， 当地僧俗人士景推断
，
榆林窟第 1 5 窟前室北壁吐蕃式库藏神造像

为其修建功德窟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Ｗ

。 既然榆林中身着完整虎皮的力士大致绘制 于 7 7 9
￣

8 3 6 年或

窟第 2 5 窟藏文题记中提到 的
“

尚书
＂

为 尚结赞 ，汉者 8 4 2
—

8 4 8 年 〔
1

6
］

。 显然榆林窟第 2 5 窟前室东壁

藏又有会盟建寺纪念的传统 ，那么作为促成清水会北侧吐蕃武士装样式的毗沙门天王造像中着虎皮帽

盟的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的 尚结赞必然会得到包者也受到吐蕃大虫皮制度的影响 。 根据以上分析 ，

括瓜沙等地在内的藏汉人民的颂扬 ， 为了纪念和赞结合清水会盟出现的吐蕃式毗沙门天王像以及我们

颂他促成唐蕃清水会盟的功德 ， 建造榆林窟第 2 5 、Ｘｔ榆林窟第 2 5 窟营建于 7 7 6
—

7 8 6 年
［ 6 ］

的判断 ，我

1 5 窟作为其功德窟 ，亦在情理之中 。


① 关于沙州陷蕃的时间 ，
主要有建中二年 （

7 8 1 年 ）
和贞元

三
、榆林窟第 2 5

、
1 5 窟吐蕃样式的二年

（
7 8 6 年 ）两种意见 。 本文取学界广泛流行的负 元二年 （

ｍ 年 ）

＋德
之说 ，

详见陈国灿 ： 《唐朝 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 问题》
，
载 《敦煌学

辑刊 》
1 9 8 5 年第 1 期 ， 第 1

—

7 页
； 邓文宽 ： 《 三篇敦煌邈真赞研

究￣兼讼吐蕃统治末期的敦煌僧官》 ，载 中国文物研究所编 《出土

榆林窟第 2 5 窟前室东壁北侧吐蕃武士装样式文献研究》第 4 辑
，
中华书局 1 9 8 8 年版

，
第 8 1 

－

8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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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蕃清水会盟在敦煌石窟中的历史遗迹


们进一步认为 ，榆林窟第 1 5 窟前室北壁画在北方天正殿从上到下存在着吐蕃 、汉 、印三种样式的毗卢遮

王位置并履行传统北方天王职能的吐蕃库藏神造像那佛与八大菩萨 ，虽没有限定造像样式 ，但毗卢遮那

以及榆林窟第 2 5 窟前室东壁北侧吐蕃武士装样式与观音 、弥勒 、虚空藏 、普贤 、金刚手 、文殊 、除盖障 、

的毗沙门天王像应绘制在 7 8 3 年清水会盟前后 。地藏八菩萨的组合是固定的 ， 表现出 吐蕃对此图像

作为纪念和赞颂身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的的重视 。 陈粟裕先生还发现益西央 8 0 4 年开凿的西

尚结赞促成唐蕃清水会盟使得唐蕃和好而建的榆林藏昌都仁达摩崖和 8 0 6 年建造的青海玉树大 日 如来

窟第 2 5 、 1 5 窟 ，其前室东壁北侧吐蕃武士装样式的佛堂 ， 由于益西央本人属于莲花生一系 ，这两处一佛

毗沙 门天王像以及前室北壁画在北方天王位置并履八菩萨造像可能受到来 自 吐蕃中心地区桑耶寺的影

行传统北方天王职能的吐蕃库藏神造像显然与
＂

7 8 3响 ，卓映了吐蕃社会对
一佛八菩萨的信仰和崇拜以

年清水会盟有很大关系 ，
吐蕃特色的毗沙门天王像 及该题材在吐蕃的流行 ，通过比较他认为榆林窟 2 5

出现在清水会盟的祭坛上 ，继而出现在为纪念唐蕃 窟采用的图本与仁达摩崖近似
［ 1 8 ］

。 而我们知道 ，榆

清水会盟而建的榆林窟第 2 5 、 1 5 窟 中 ，显得合情合 林窟第 2 5 窟作为 尚结赞的功德窟
，
建于 7 8 3 年清水

理
，
正是唐蕃清水会盟历史的反映 。会盟前后

，
要比仁达摩崖要早很多 。 另外 ，

据 田 中公

四 、榆林窟第 2 5 窟洞窟形制及八大
明先生研究 ’最早在桑耶寺创建时

，
吐蕃就出现了胎

藏大 日八大菩萨
［ 1 9

］

。 所以我们认为榆林窟第 2 5 窟
口、

的八大菩萨曼荼罗所采用的图本来 自吐蕃中心地区

八大菩萨曼荼罗首次出现在敦煌石窟榆林窟第
桑耶寺 ，正因为如此 ， 它才具有比较纯正和浓郁的印

2 5 窟以及该窟独特形制的出现绝非偶然
，
而是与洞 度波罗艺术风格样式

［
2°

］

。

窟功能以及洞窟功德主尚结赞有密切关系 。 榆林窟榆林窟第 2 5 窟洞窟中心佛坛窟形以及八大菩

第 2 5 窟八大菩萨曼荼罗 图像样式来 自 吐蕃中心地萨曼荼罗 ， 明显受到了吐蕃中心地区桑耶寺的影响 。

区桑耶寺。 桑耶寺是赤松德赞 （
7 4 2
—7 9 7 年 ）成年而身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的尚结赞 ，

作为监工 ，

后
，为抑制苯教 ， 大力引进和发展佛教 ，于 7 7 9 年在制作桑耶寺图并建造红塔以供养桑耶寺 ，

参与了桑

印度莲花生和寂护等人主持下 ，
以古印度波罗王朝耶寺建成的兴佛证盟 ， 想必对其仪式 、义理 、仪轨以

时期在摩揭陀国所建的欧丹达菩黎寺 （密宗曼荼罗及以桑耶寺为代表的吐蕃中心地区佛教建筑形制及

结构形式 ） 为蓝本建成的
［

1 7
］

，
而尚结赞 、达札路恭等其图像很熟悉 ， 因此他把吐蕃中心地区桑耶寺流行

几个重臣作为监工分别建造红塔和黑塔以供养桑耶的 中心佛坛窟形以及八大菩萨曼荼罗图像用到 自 己

寺 。 赤松德赞两次颁布兴佛诏书 ，并选拔七名吐蕃的功德窟中 ，作为对唐蕃清水会盟的纪念 。 由 于尚

贵族子弟 ，出家为僧 ，是为
“

七试人
＂

，产生了首批吐结赞大相兼东道节度使的身份 ，在榆林窟第 2 5 窟八

蕃僧人 ，建立了 自 己 的僧伽组织 ， 桑耶寺也成为佛 、 大菩萨曼茶罗影响下 ，川青藏交界地区出现了大量

法 、僧齐全的真正的佛教寺院 ［
1 1 ］ 1 7 5

＿

1 7 7 ［ 1＿一

2 6 8

。 榆八大菩萨曼荼罗造像遗迹
［

2 1
］

［ 2 2 ］

。 此外 ，北壁弥勒

林窟第 2 5 窟洞窟形制 、 中心佛坛窟形以及洞窟表现经变中的
“

唐蕃婚嫁
”

图
，
现在看来

，
其出现在具有

出的 内修和秘密性等特点 ，作为一类全新洞窟形制纪念和赞颂尚结赞促成清水会盟而建的功德窟中 ，

出现在敦煌石窟中 ，明显受到了以桑耶寺 、及其后大意义也非常明确
，
汉藏本来就有联姻 ， 有甥舅关系 ，

昭寺 、小昭寺为代表的吐蕃中心地区建筑形制的影其反映的是汉藏联姻 、汉藏友好的历史 ，是对清水会

响
［

4
］

。 我们从陈粟裕先生的研究可知 ，桑耶寺三层盟很好的纪念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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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版社 ，

2 0 0 4 ．

［
2 ］黄维忠 ． 德葛玉采会盟寺 （

ｄｅｇａｇ
？

ｙ
ｕｔａｈａｌｇｔｓｉｇ

ｓｋ
ｙ

ｉ

榆林窟第 2 5 窟 ，
具有明显的汉藏结合特色 。 榆ｇｔｓｕｇｌａｇｋｈａｎｇ） 考——再论该寺非榆林窟 ［ Ｊ ］

． 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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