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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由于唃厮啰积极发展农业、畜牧业和商业贸易，加强军政建设，采取“联宋抗夏
”的政策，势力逐渐增强，统治范围也日益扩大，成为西夏西向发展的劲敌，从而在西北地区与西夏
、宋朝呈鼎立之势。
与此同时，宋朝为了缓解北方辽国和西北西夏的压力，采取了联蕃抗夏的政策，极力扶持和拉拢与西
夏为邻的唃厮哕。
唃厮哕子孙也积极与宋朝保持通好，成为宋朝在西北地区牵制金、西夏的一把利刃。
其历代首领也受到了宋朝的册封和赏赐。
公元1104年，宋朝进入河湟地区，在青唐城设西宁州， “西宁”之名由此沿用至今。
以后，金、西夏相继占领青海东部地区，以黄河为界相互对峙达百年之久。
 唃厮啰建立政权之初，即向宋朝称臣纳贡，宋朝廷也给予封爵回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由于河西走廊这一中西交通的传统通道时为西夏所阻，唃厮哕地区遂成为宋与西域各国联系、贡使及
商旅往来的必经之路。
吐蕃人利用这一有利机会，发展商品经济，对过往商旅和贡使友好相待，提供便利，保障安全，对大
批过境货物还派专人护送过境。
于阗、高昌的回纥商旅源源东来，云集青唐城，极盛时西域商户达数百家。
唃厮哕的马匹、铠甲等被运往中原，同样，中原地区的一些文化产品也纷纷传人青唐地区，如兔毫盏
、鹅纹碗，以及一些金银制品等文物，在青海地区发掘的宋代墓葬中均有出土。
随着瓷器的传人，宋代最负盛名的瓷器制造技术也被带到了河湟地区，被融汇吸收后制造出来了具有
土著风格的瓷器——六系褐釉罐、黑釉罐等。
响厮哕瓷器以多耳瓷器为代表，这类器物在青海的西宁、海东、海南、黄南等地均有发现。
但在同时期的西夏遗迹和中原地区的宋代窑址中却未见这类器物，因而这类瓷器是青海土著文化的代
表性器物。
青海还出土有很多西夏风格的剔花瓷器，如剔花缠枝牡丹纹罐、剔花叶形纹罐等，系先施黑褐色釉，
然后剔釉刻纹，制作精美，刻剔技法娴熟，成为同类器物之冠。
由于唃厮哕统治的青海河湟地区与西夏王国在地域上毗邻，况且西夏也曾一度统治过河湟地区，因此
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器物是受中原及西夏瓷器影响的当地窑口所出的地方产
品，在釉色、器形及制作技法上与西夏瓷器有相似之处，但在体壁的厚度、器表的施釉、器物的口沿
及花叶的肥厚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唃厮哕政权在政治上与宋朝联合，并开通至西域的道路，使吐蕃人民与中原内地和西域各国在经济和
文化方面的交往十分频繁。
青唐城一度成为当时中原与西域联系的重要枢纽及中西贸易的重要场所。
 唐代吐蕃地区兴起藏传佛教，公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兴佛建寺，公元8世纪赞普赤松德赞大力倡
佛，佛教势力日盛，史称这一时期为藏传佛教“前宏期”。
公元9世纪中叶，赞普达磨灭佛兴苯，禁止佛教在藏区流传，迫使佛教徒四散逃难，佛教在今西藏地
区遭到了沉重打击。
其中有僧人藏饶赛等三人（藏史称“三智士”）由今西藏曲沃山经新疆，辗转逃至青海河湟地区，继
续传教布法，并收当地的牧童贡巴饶赛为徒，后来贡巴饶赛成为藏区很有影响的人物，被尊称为“喇
钦·贡巴饶赛”。
他于公元10世纪中晚期在今青海化隆地区建丹斗寺弘法，使藏传佛教在青海河湟地区开始复兴。
其所收的卫藏地区的鲁梅等十名僧人返回西藏弘扬佛法，重新点燃了藏传佛教的“圣火”。
因此，贡巴饶赛被认为是藏传佛教“后宏期”下路宏法的鼻祖。
佛教在西藏重新崛起后，更注重了对本土文化的吸收和兼容。
它吸收了苯教的神祗和仪式，并且学习和借鉴了中原佛教和印度佛教的教义和教理，相继产生了宁玛
、萨迦、噶举等派别，从而形成了独具高原特色的宗教体系和风格，逐渐成为吐蕃封建文化的主要组
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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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唃厮啰政权时期，青海地区已普遍信佛，青唐城内建有相当规模的佛寺。
宋人李远曾随宋朝军队到过青唐城，以其见闻所著的《青唐录》载：“城中之屋，佛舍居半”， “金
冶佛像，高数十尺，饰以真珠，覆以羽盖”，“城之西⋯⋯建佛祠，广五六里，缭以冈垣，屋至千盈
”，且佛教僧人享有很高的地位。
西宁古城城墙之下出土的宋代藏传佛教法器等，使我们可以了解到唃厮啰统治下的河湟地区佛教盛行
的程度。
青海河湟地区地处中原与吐蕃的交界，是汉文化与藏文化的交汇点，藏传佛教在此得以复兴，并迅速
传播开来，对于我们研究汉藏思想文化的交流史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这些宋代藏传佛教法器的出土，也是研究宋代唃厮啰政权和西夏地区佛教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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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河湟藏珍:历史文物卷》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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