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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序
如果说一般博物馆都有科学研究的任务，那么对于故宫博物院来说，科学研究更具有
特殊的意义。
这主要是由故宫的价值与故宫博物院的内涵所决定的。
作为明清两代皇宫，紫禁城是中国历代宫殿的集大成者，并有着丰富的宫廷收藏与遗存，蕴含着深厚
的宫廷历史文化，而这一切又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文化整体。
文化整体的特点也是故宫学得以提出的重要基础。

故宫遗产的丰厚与博大，使其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是中国文化史、中国艺术史、中国政
治史、中国明清史的重大课题。
这一特点也要求故宫学研究必须有宽广的学术视野，重视多种研究方法的结合，加强多方力量的合作
与交流。

即以藏传佛教为例，故宫藏有明清两代大量的藏传佛教文物，有十余座保存完整的佛
堂，因为藏传佛教与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治国方略有关，对其研究就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为了适应故宫学建设的需要，故宫博物院成立了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
我们认识到，要把故宫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深入下去，不能就宫廷研究宫廷，而要放在更为宽广的范围
和背景中去考察，例如藏传佛教的发展源流、黄教与其他教派的关系、清代与明代的关系、宫廷与地
方的关系、藏传佛教在不同地区的传播状况等等。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多年以来，故宫博物院积极与国内外大学、研究所、考古所等机构合作，进行田
野考察、考古发掘、文物保护、资料整理等，拓展了学术视野，扩大了研究领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

故宫博物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四川甘孜、阿坝地区进行民族学考察，
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项目。
自2005 年以来，双方的考察人员多次深入高原，不避艰险，先后在当地发现了一批重要的藏传佛教和
本教遗存，填补了当地艺术史和宗教史的一些空白。
实地的考察，与合作单位的充分交流，也使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对于藏传佛教有了许多新的收获和
体会，为进一步开展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08 年，作为考察成果之一的《康巴地区民族考古综合考察》出版。
近日，文华同志又拿来即将问世的《四川甘孜地区民族与考古调查报告：木雅地区明代藏传佛教经堂
碉壁画》书稿。
事实证明，当初走出的这一步是对的，符合故宫的学术发展方向，这些考察报告的出版就很好地说明
了这一点。

学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渐进的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事业。
作为才崭露头
角的故宫学，更是如此。
我相信，开放的胸怀，长远的眼光，合作的精神，不竭的探求，将大力推进故宫学的持续发展，也将
保证故宫博物院学术之树的茂盛长青。

故宫博物院院长
郑欣淼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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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口众多，有近九千万人口，地域幅员辽阔，面积约四十八万平方公里，是中
国的人口大省、国土大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四川省的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它们的地
域面积占了四川的一半以上。
甘孜州、阿坝州聚居的民族以藏族为主，凉山州境内也住有不少藏族，其中的木里县还是藏族自治县
。
这样看来，藏族居住区域约占四川面积的三分之一。
作为承担着四川全省地下考古、地面文物保护的唯一省级文物考古科研机构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自然应当把这片区域的古代文物考古研究纳入我们的工作范围，而且还应是工作的重点范围。
几十年来，我院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如我们在甘孜州丹巴县、炉霍县及阿坝州汶川县、理县等地的考
古工作都取得过可喜的成绩。
但是，盘点既往的工作，我们不难发现，以往我们在这片区域主要涉及的是汉代以前的早期考古发掘
和明清时期的古建筑修缮设计，而对这一区域的藏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文物的研究涉及甚少。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国内藏学研究渐成显学，但康巴地区相对来说较受学术界冷落，
我们感到作为藏文化的一个独特区域，四川藏区藏文化的研究及受关注的程度和它在历史上的地位相
比是远不相称的。
归结起来，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认为，对这片区域丰富深厚的藏文化文物资源的调查不充分
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进入新世纪后，我们有了把四川藏区的文物考古纳入工作计划重要内容的考量，尤
其是当我们在这一地区有所发现或获知一些重要发现的信息后，更深切地感到必须尽快全方位、有计
划地开展四川藏区的藏文化文物调查工作。
但现实是，国家基本建设带来的繁重考古发掘任务，即使我们可以在完成后腾出手来做，可是资金和
专业人才的匮乏，却令我们几乎无计可施，真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
就在我们心情十分纠结时，2004 年下半年，故宫博物院李文儒副院长来川考察，我们有机会向他汇报
四川藏区的一些文物新发现，这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
同时，他也向我们介绍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藏传佛教文物的基本情况、学术队伍及相关研究计划，随
后，又主动表示了可在康巴地区联合进行民族考古综合考察的意愿。
听了他的一席话，我们深受鼓舞，能与故宫博物院这样实力的文博机构合作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机会。
随后，我们拟出的“穿越横断山脉”五年五次合作考察计划，很快在郑欣淼院长等故宫博物院领导那
里顺利通过。

故宫博物院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专家考察团队，自2005 年夏天开始，
陆续完成“穿越横断山脉”的“川藏北线”、“乾隆金川战略”、“川藏南线”三次考察，行程两万
公里，鉴定寺院唐卡和铜佛像三千件、访问四十多座寺院、新发现文物点二百多个。
每一次考察都有重大收获，如2005 年发现了丹巴中路乡明代经堂碉及壁画遗存和石
渠松格玛呢石经城、巴格玛呢石经墙、照阿拉姆唐代佛教石刻；2007 年在小金现场对比确认了故宫藏
《平定两金川战册图》所绘的具体位置；2007、2008 年新发现了康定的四处明代经堂碉及壁画遗存，
此后又陆续发现了两处，共计六处。
这几次“穿越横断山脉”专题考察，虽然都有中央电视台随团拍摄的专题片在央视播出，我们也出版
了考察图录专书，但严格说来，这都属介绍性的科普类作品。
我们合作双方觉得，有必要将2007 年以来在康定、九龙新发现的六处明代经堂碉及壁画遗存作为我们
的阶段性成果整理公布。
为此双方商定，并组织了以考察团藏学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罗文华研究员（这六处壁画也是他带领
的考察组首先发现的）挂帅的调查研究报告课题组，我院则派出姚军（承担建筑调查、测绘、断代及
报告中相应部分的文字编写等）、王婷（承担调查、绘图、后期资料整理等）、江聪（承担摄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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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专业人员全力协助。
据我所知，双方课题组人员在各自的院里都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他们常常是挤出时间来完成此项
工作。
为了编制出准确、翔实、完整的调查研究报告，课题组几进康区，克服高原野外工作的种种困难，现
场调查一丝不苟，群策群力，经过三年多的艰苦作战，终于付梓出版，可喜可贺。

本调查研究报告的内容与水平高低，因与我专业相距甚远，不敢也不能过多置喙。
但
是，在康巴地区民族考古综合考察项目及本报告的编制对我院和四川的文物考古工作的促进方面，我
还想叨上几句。

经过几次考察，考察团队中的来自全国的专家们都认为，四川藏区地面及地下古代文
化遗存数量大且类型丰富，远超考察之前的想象，有待考古学家和藏学家们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同
时也认为这一地区藏文化在藏学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的作用。

随着考察的推进和调查资料的陆续公布，四川藏区的许多古代遗存渐为外界所知，文
物的重要性也渐被越来越多人所认识。
电视专题片的播出和书籍的出版，大大提高了四川藏区文化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知名度；有的文物点
刚一公布，就立刻吸引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关注；有的本是旅游点，经考察专家新的价值评估后，短时
间内游客就大幅度增加。
受惠于此，这几年，不断有国内、境外、国外的学术机构希望和我院合作在此区域开展专题研究。
事实上，日本九州大学就曾和我们合作在甘孜州进行地下文物考古工作，发现了早期石棺葬，甚至还
首次发现了四川吐蕃时期的地下遗址。
几年的持续考察，使我们坚定了在这一区域持续开展工作的信心，这些年不断从甘孜州、阿坝州有新
的发现（如石渠的吐蕃石刻群、金川的刘家寨新石器遗址等），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持续关注才有的
收获。

最后是我要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依托我院与故宫博物院的合作，我院的专业人员得
到了多方面锻炼机会。
我院趁此机会，先后派出二十多人参与考察，在故宫博物院专家领导和参团专家的言传身教下，我院
的一批年轻人迅速成长。
今天，我院参加考察的这些人中，好些人都已成为院内业务骨干，当问起他们到院后的成长经历，他
们都说，参加康巴地区的考察给了他们难得的锻炼机会，短时间内学到了不少东西，非常受用。

所以，在此我代表我院特别感谢故宫博物院领导对我们这个小院的信任与提携，感谢
故宫博物院专家们对我院的帮助，对年轻人的谆谆教诲。

当然，本报告的出版也离不开甘孜州各级文化、文物部门领导和文物工作干部的大力
支持。

按合作计划约定，我们和故宫博物院还有两次野外考察，有了前三次的成功合作经历，
我院仍会一如既往地做好工作。
我深信我们双方未来的合作会更愉快、成果会更丰硕、友谊会更深厚。

该调查研究报告和已经公布的一些新发现文物点，虽然只是我们三次考察成果中的一
部分，属于阶段性成果而已，但是，我们已有充分理由相信，当我们五次合作考察计划结束后，定会
有更多的新发现、新研究成果奉献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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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对此，我们信心满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高大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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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以茶驭番”成为国策，高惟善的建议正是对这种政策的推动。
这些措施的实施一方面强化了“诸番”对贸易的依赖，另一方面，明朝在“西番”的统治也多仰赖于
长河西等土司的支持，又必须赋予其更大的自主性，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是明代川西土司势力进入
繁盛期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洪武二十五年（1392）建昌卫土司月鲁帖木儿反叛，纠集当地部众和西番土军进攻官军，声势浩大，
长河西等土酋暗中与之沟通，停止朝贡。
朱元璋为此震怒，洪武三十年（1397）派礼部官员前往晓谕当地土酋，并声称要付诸武力。
随后，长河西安抚司等处土官派人入贡谢罪，朱元璋赦其罪，后由于鱼通、宁远的归附，明朝遂将二
处与长河西各部合并起来，提升安抚司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任命当地土司头目为宣慰使。
至此长河西、鱼通、宁远三地合而为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条文献中都没有提到宣慰使的名字，或许剌瓦蒙本人或其家族发生了某种变故，失
去了掌控权力，才有长河西投靠叛军情况的出现。
 永乐五年（1407），长河西土司阿克旺嘉尔参（Ngags dbang rgyal mtshan）因为曾于洪武初年随征明玉
珍有功，被正式授与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之职。
此记载不见于明代正史，却见于晚出的《清史稿》，当有所据。
查《四川通志·西域>）载：“土目阿旺坚参归诚，授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颁给印认号纸，
世代承袭”。
阿旺坚参即阿克旺嘉尔参（Ngags dbang rgyal mtshan）。
《雅州府志》和《打箭炉志略》也有记载，详略不同而已。
《四川通志》初为明人所修，康熙十年（1671）重修，雍正十一年（1732）黄廷桂等续修，刊于乾隆
元年（1736），并收入《四库全书》，其中“土司传”、“西域”部分就是清代所增，记事不晚于雍
正时。
《雅州府志》和《打箭炉志略》二书均完成成于乾隆时期。
应当说这三者的信息来源比较可靠。
很可能，《清史稿》的史料来源就是这些方志。
这条记载非常重要，它暗示了刺瓦蒙的传承可能因故未能继续，至此，转移到阿克旺嘉尔参（Ngags
dbang rgyal mtshan）家族中，而后者才是后来著名的明正土司。
 1 有关宫营茶马贸易研究参看：王晓燕：《官营茶马贸易研究》页155—161，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4年。
 2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三三一，列传第二一九，西域列传三，“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列传”
条下，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3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五一三，列传第三○○，土司传二，四川传， “明正宣慰使司”条下，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4 （请）黄廷桂等撰：《四川通志》卷二十一，《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总志之属。
 5 （清）曹抡彬修，曹抡翰纂：《雅州府志》卷十一，页十六，乾隆四年；《打箭炉志略》页十九，
“土司”，乾隆末年，二书均见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三十七册、四
十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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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木雅地区明代藏传佛教经堂碉壁画》主要由罗文华拍摄，建筑和壁画勘察部分照片由姚军拍摄，书
中不再专门注明：其他人拍摄的照片会注明拍摄者的姓名。
建筑图由崔航绘制。
壁画线描图由毕瑞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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