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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１ ８
—

１ ９ ２ １年西藏协助尼泊 尔修缮斯瓦扬布佛塔
——兼论近代西藏与尼泊尔 的文化交流

邱 熠 华

［
摘要

］
近 代 以 来 ， 由 于 英 国 殖 民 主 义势 力 在 喜马 拉雅地 区 的扩 张 ，

以及 英俄 竞争 对这
一

区域 产 生 的 压

力
，
引发喜 马 拉雅 地 区 的政 治 、 经济 局 势 变 动 ，

导 致 西藏地 方与 尼 泊 尔 的关 系 呈现 出
“

希望 、挑 战 与 挫折 并

存
”

的状 态 。 这
一

时 期藏尼 间 的政 治 关 系 因 边界 争 端 、 贸 易 纠 纷等长 期存在 ，
时 常表 现 出 冲 突 与 矛 盾 ， 而

两 者 间 原 有 的 宗教 、 文化 及 民 间社会 的联 系 仍 绵 延 不 断 ， 为 双方 关 系 的保持 与 调 整提供 了 多 维 的渠道 。

文章 利 用 西藏地 方和 尼 泊 尔 两方面 的 史 料 ，
记述 １９ １ ８

—

１ ９２ １年 西藏协 助尼 泊 尔修缮 斯瓦 扬 布大佛塔 等史

事 ， 力 图 呈现近代 西藏地方 与 尼 泊 尔 关 系 更 加全面 的 历史 图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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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尼 两国 是 山水相依的邻邦 ， 历史上 出 现过法显 、 玄奘 、王玄策 、赤尊公主和阿尼 哥等诸多 为两 国友

谊和文化交流作出 重要贡献的人物 。 而 中 国西藏地方与尼 泊 尔更是往来频繁 ，保持着历史 、 宗教 、文化及

贸 易等密切 的联系 。 近代 以来 ， 由 于英国殖民主义势 力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扩张 ，
引 发这一区域政治 、经济

局势变动 ， 影 响西藏地方与尼泊 尔等喜马 拉雅 山麓诸 国之 间的关系 。 １ ９世纪末至 ２ ０世纪 初 ，
西藏地方与

尼泊 尔的关系 由 于长期存在的边界争端 、 贸 易 纠纷等 问题累积 ，处于较为 紧张的状态 。 到 １９ ３０年初 ，
双方

关系 甚至
一

度到达战争边缘 ，所幸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
①然而

，
这一时期西藏地方与尼 泊尔 之间 的宗教 、

文化交流既未 中 断
，
且为双方关系 的保持与调整提供了 多维的渠 道 。

１ ９ １８
—

１ ９ ２ １年 ， 尼 泊 尔对加德满都著 名 的宗教建筑斯瓦扬布佛塔进行 了 大规模的修缮 。 十三世达赖

喇嘛代表西藏地方为工程捐资 １万尼 泊 尔卢 比 ， 修缮工程启动及竣工之时 ， 都有西藏地方政府派遣的代

表 团 参加并 主持庆贺 仪式 。 这在 尼 泊 尔 藏文文献 中 都有记载 。 本文主 要利 用 《 第十三世达赖喇 嘛年

谱 》 （ ５ 

？

喊
？

乱 Ｔｆ
５

１銳 等藏文 资料 中有关 １ ９ １８ 

－

１９ ２ １年西藏 地方政府派人

协助 尼 泊 尔修缮斯瓦扬布佛塔的记载 ，
结合尼 泊尔方面 的记述 ，

探讨近代西藏地方与 尼泊 尔之 间的 宗教

文化 交流
，
展示近代 藏尼关系多元立体 的历史面相 。

① 有关 １ ９ ３ ０年藏尼关系 危机的 详情 ， 参见邱熠华 ： 〇 ９ ３ ０年尼泊 尔与西藏地方关系危机探析 ＞［
Ｊ

］ ， 〈 中 国 藏学 ＞ ２０ １２年第 ２期
。



１ ９ １ ８
—

１ ９２ １年西藏协助尼泊 尔修缮斯瓦扬布佛塔——兼论近代西藏与尼 泊 尔的文化交流 ？４５
．

一

、斯瓦扬布佛塔

斯瓦扬布佛 塔 （ ＳｗａｙａｍｂｈｕＣ ａ ｉｔｙａ ） ， 位于 尼 泊 尔首都加德 满 都西郊 的斯瓦扬布 山 顶 ，
至 今 约 有

１ ５ ０ ０年的历史 ，
受佛 教和 印度教共 同 信奉 ，

是尼 泊 尔最古老 的宗教遗迹之
一

。 因 周边 山林 中 生活有 大量

的猴子 ， 也被称为
“

猴庙
＂

（
Ｍｏｎｋｅ ｙ

Ｔｅｍｐｌ ｅ
） 。

斯瓦 扬布佛塔的塔基为 白色半球形 ， 有 ９个金饰佛龛 ， 供有五方佛和 四度母佛像 。
①第二层为 四方

形 ，
四 面各绘着

一

双 巨眼 ， 象征佛眼法力无边 ；毎对慧 眼下还有
一

个红色 问 号形 的 尼 泊尔 数字
“

１

”

。 第三

层是 １ ３个铜制镀金 圆盘叠成的 圆锥形 ， 象征菩 萨从 因 至果的十三行位 。 第 四层是象征 日 月 二光的两层 圆

轮 。 第五层塔顶承托着
一个巨型 华盖

，
华盖顶上又竖起高达数米 的铜质鎏金宝顶 。 斯瓦扬布佛塔是尼泊

尔佛教金塔建筑的杰 出 典范 。 主塔周 围还分布着大小各异的 庙宇 、佛像 、佛塔 、
经轮等 。

据尼泊 尔的 传说和文献 《 自 生往世书 》 Ｐ ｉｍｍａ ）
？等记载 ： 远古时代 ， 加德满都地方

本是
一

片大 湖 ， 湖里有
一

株会发光的莲花 ， 因此该地名为
“

斯瓦扬布
”

（ 自 体发光 之意 ） 。 文殊菩萨从摩诃

支那 （ 中 国 ） 的五 台 山慕 名 前来 ，

一

见莲花便感知 花 中有
一座会 自 体发光的 大梵天佛像 ，

所 以 ，
取 出 神 剑

，

劈 山 泄湖 ， 加 德满都谷地 因此形成 。
③大约 在公元 ５世纪初期 ， 尼 泊 尔 李查维 （ Ｌ ｉｃｃｈａｖ ｉ ） 王 朝早期 的毗

湿 ？ 德瓦 国 王 （
Ｋ ｉｎｇ

Ｖ
丨
ｓａｄｅｖａ ）修建该塔④ ；

１ ３４ ９年 ，该佛塔被孟加拉穆斯林军 队所毁 ，后重建
；

⑤
１ ７世纪

尼 泊 尔 马 拉 王 朝 时期 ，
普 拉塔 布 ． 马 拉 国 王 （

Ｐｒ ａｔａｐ
Ｍａ ｌ ｌ ａ ） 曾 在 其周 边增 建 佛 塔 及金 刚 曼 陀 罗

（
Ｖ ａ

ｊ

ｒ ａｄｈ ａｔｕ Ｍａｎｄａ ｌ ａ ） ，
并在东面 山 坡铺设石 阶路等 。

⑥ １ ９ １８
—

１ ９ ２ １年间
，
在 中 国西藏 以及不丹 、 锡金

等周 边地区佛教信众的捐助 和支持下 ， 尼 泊 尔对斯瓦扬布佛塔进行了近代 以来最大规模的修缮 。
⑦

２ ０ ０８

一

２ ０ １ ０年
， 尼泊 尔再次对斯瓦扬布进行修缮 。 ２０ １ ５年 ４月 尼泊 尔大地震后 ， 斯瓦扬 布佛塔周 边的部分庙宇

倒塌
，
佛塔本身幸未受 到严重破坏 ，

至 今耸立 于斯瓦扬布 山 顶 ， 供 四方游客 和朝圣者参观瞻仰 。

二
、西藏派人修缮尼泊尔佛塔的记载及历史传统

西藏地方与尼泊 尔有着共同 的佛教信仰 ，藏传佛教信众也把斯瓦扬布视为重要的佛教圣迹 。 在藏语

中
，
斯瓦扬布佛塔通常被称作

“

帕 巴 杏衮
巧
＾妒〇 。 关于其含义有两种 说法 ，

一种是
“

殊胜万树

园
”

，
因 为斯瓦扬布所在的 山 上长 满了 各种树木 ；

二是根据尼 泊 尔语言中
“

斯瓦扬布
”

原有 的
“

自 然天成
”

之

意
， 因 此 ，藏语也将其称作

“

让琼却旦钦波 意为
“

自 成大佛塔
”

。

历史上 ，

一直有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僧侣 、 信众前往尼 泊 尔朝拜佛塔 ，
逐渐形成了西藏地方政府派人前

往 尼泊 尔修缮佛塔 的传统 。 相关史事 见于 中 外各类史籍 ，
举要如 下 ：

《尼 泊 尔 中 世纪史 》 （ Ｍｅｄ ｉ ｅｖａ ｌＮｅｐａ ／
）载 ： １ ７５ １

—

１ ７５ ７年 ， 西藏 的喇 嘛前来修缮 已残破 的斯瓦扬 布

０ｈｔ ｔ
ｐ

： ／／ｃｈｉ ｎａｂｕ ｄｄ ｈｉｓｍ ｅｎｃ
ｙ
ｃ ｌｏ

ｐ
ｅｄｉ ａ ． ｃｏｍ ／ｅｎ／ｉ ｎｄｅｘ ．

ｐ
ｈ
ｐ
／ Ｓｖａ

ｙ
ａｍｂｈｕＭａｈａｃ ａ ｉｔ

ｙ
ａ ： Ａｓｕｒ ｖｉｖ ａ ｌ ｏ ｆ Ｉｎｄｉｅ Ｂｕｄ ｄｈ ｉｓｍｉ ｎ

Ｋａ ｔｈｍ ａｎｄｕ ｖａ ｌ ｌｅ
ｙ
ｂ
ｙ
Ｍ ｉｎＢａｈ ａｄｕｒ ｓｈａｋ

ｙ
ａ 。

②＜自 生往世书 ＞ （
Ｓ ｖｖａ

ｙ
ａｍｂ ／ｚｗＰｗｎｍａ

，也作 Ｓ ｖａ
ｙ
ａｍ从ｍＰｗ ｒａｔｔａ

， 或译作 〈 斯 瓦扬布史书＞ ） ： 

—

部记 述加德满都谷地起源 与发展

的 古代佛书 。 全书共分 １ ０章 ， 记载 了所有来过加德满都的诸佛的 细节 ， 并介绍 了 加德 满都各佛教圣地的 情况 。

③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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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ｓ

， １ ９ ９ ２ ， ｐ
．

１ ２ ２ ； 姚长寿 ： 〈尼泊 尔佛教概述 〉

［
Ｊ

］
， 《法音 ＞ １ ９８ ７年第 ２期 。

④ 有关斯瓦扬 布佛塔的 最初修 建时间 ， 现代历史学家根据 刻于 ４ ６ ４年 的碑 文等记 载 ， 是 由 尼泊尔李查维王朝时期 的 毗湿 ？ 德瓦 国王

修建 。 毗湿 ？ 德瓦是有 明确历史记载的 李查维王朝第一任国 王马 纳德瓦国 王 （Ｋ ｉ ｎ
ｇ
Ｍａ ｎａｄｅｖ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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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塔 。 通过捐赠 转经筒 ，
并在斯瓦扬布 山修 建纯藏式 的寺 院

，
把藏式风格带到这里 。

①
１ ７ ６ ９年

， 崛起 于尼

泊 尔 西 部的 廓 尔喀 王普里特维 ？ 纳拉扬 ？ 沙阿 （ Ｐｒ ｉ ｔｈｖ ｉ Ｎ ａｒａｙａｎ Ｓｈａｈ ） 先后征服 了 加德满都谷地 的 加

德满都 、 帕坦 （ Ｐ ａｔａ ｎ ）和 巴 德 岗 （ Ｂｈａｄｇ ａｏｎ ） ３个王 国 ， 以 武 力 统一 了加德满 都谷 地 ， 成 为新的 尼泊 尔 国

王
。 １ ７ ７ ０年

，
西藏地方政府 派人前往 尼泊 尔修缮佛塔 ， 并带去给新国王 的贺信和礼 品 ，

信 中 阐 明藏尼 间 的

历史往来关系 ，
要求

“

保持西藏每年派往尼 泊 尔修建佛塔的 人和香客 、 商人来往畅通 ，
尼泊 尔 的 商人和金 、

银 、 铜等各种工匠到 西藏 的 道路畅 通
”

②
。 《多 仁班智达传 》 载 ：按照 旧 例

，
西藏 派孜仲 ？ 噶丹 噶久 （ ％与

＾
…

和 孜哲 朗 医 生 （ 俩去粉刷 尼泊 尔两座宝塔和采 办香料药物等 。
③

两次廓尔喀侵藏战 争 （ １ ７８ ８
—

１ ７ ８９ 、 １ ７９ １
—

１ ７ ９ ２ ）结束后 ，
清 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 ，

鉴于西

藏 喇 嘛与
“

外夷部 落 私相往来
”

， 以致招 引 外敌入侵 的教 训 ， 规定 由 驻藏大 臣 掌管西藏
一切对外事 务 。 乾

隆五十 八年 （ １７ ９ ３ ） 制定 的 《 钦定 藏 内 善后章程二 十九条 》 第二条 明 确规 定 ：

嗣 后 凡外番④和克 什 米 尔 之 商人均 需 造具 名 册 ，
呈报驻 藏大 臣衙 门 存 案… …各该 商人不论

前往何地
，
须 由 该商 人头 目 事先 呈 明 经商路线 ，

报请 驻 藏大 臣衙 门发 给 印 照… …外番 出 境 时
，
各

地 营 官 应严 加盘查 。 达赖 喇 嘛 派赴 巴 勒 布 ⑤修塔之人 以 及前 往朝 拜 佛塔之人 ， 俱 应 由 驻藏大 臣

发 给 印 照 ， 限定往返 日 期 。
⑥

清朝道光年间 ，
又 出现 了西藏地方僧人 未经西藏地方政府 （摄政 ）和驻藏大 臣批准 ， 私 自 前往尼泊 尔

修缮佛塔的情况 。 驻藏 大臣文干上 奏
，
道光 皇帝 于二年三 月 乙 卯 （ １ ８ ２２ 年 ４月 １ 日 ）谕令惩罚 涉事边界营

官 ，再次 申 明法纪 。 《清实录 》 载 ：

谕 军 机 大 臣 等 ：

“

文 干等奏 申 严边 禁
一

折 。 据称 ：

‘

藏属 西 南边缺绒 辖 尔 营 官 所 管 之 纳 溪 山

洞
，
向 有 安都 喇 嘛磋竹 让珠 在 彼念经修行 。 上 年该 喇 嘛 以 廓 尔 喀地 方 吉 绒 噶速塔 顶坍圮 ，

拟请

募 修 。 当 经 噶 勒丹 锡 呼 图 萨玛 第 巴 克什 寄 信 阻止 ，
该 喇 嘛仍 派徒众 十余名 由 聂 拉木 出 境 ， 在 阳

布 （ 加德 满都 ）雇 匠 兴修 。 廓 尔 喀亦 派彼处 喇 嘛 帮 同修理 。 现 在塔顶 已修 七 层 ，
工程将 次 完竣 ，

该 喇 嘛磋 竹让 珠 明 年 即 前往 开光
’

等语 。 廓 尔 喀地 方 虽 经 内 附
，
究在 唐 古 特边 外 。 该 喇 嘛擅 派

徒 众径 赴 阳布 ， 捐修吉 绒 噶速塔工 ， 实 属 私越边境 。 既 据该大 臣 等查 明
，
该 喇 嘛平 日 修行 尚 为 安

静 ， 因 不 谙定 例致 蹈 愆 尤 。 若遽令 中 止 ， 顿 弃 前 功 ， 恐边 外 夷人不免 心 生疑 惧 。 著 照所议 ， 于 该

喇 嘛修塔事 毕后 ， 即 将前差 徒众速行撤 回
， 并严 饬该喇 嘛磋竹让珠 ， 不准 亲往 开光 。 嗣 后 如有欲

作 善事 者 ， 须 令在 内 地尽 心筹 办 ， 毋 许再行 私越境界 ，
致 干 重咎 。 至聂拉木营 官 于 该 喇 嘛 出 境 时

既 未严 行阻止 ， 又不 随 时禀 报 ，
殊属有 乖职 守 。 现任营 官 拉尔 吉雄 巴 著 即 行斥 革 ， 以 示 惩儆 。 其

绒辖 尔 营 官 于境 内 居住之 喇 嘛私 行 派赴边 外 毫无 觉 察 ， 亦属 疏 忽 ，
所有兼 管 该 营 官 之后藏戴璋

汪金 彭楚 克 ， 著不 准 其兼 管 营 官 事务 ， 仍 罚俸一 年… … 该 大 臣 等务严饬 各边界 营 官 ，遵照 定例 ，

①据尼泊尔方 面的 资料 ， 这是关于修缙斯 瓦扬布佛塔有明 确史料记载的 最早记 录 。
据说这次修繕是 由

一位名 叫次旺诺布
？

气
^

ｇ ）的 西藏喇嘛于 １７ ２ ６和 １７ ４ ８年两次到尼泊尔朝圣后提议的
。
另据尼方资料所记 ， 远在 １４世纪下半叶 ， 就有萨迦本钦 ？ 释迦桑布

职３３ ＝^
）捐献 ５０盘司 （ 约合 ３ ０两 ）黄金用 于装饰斯瓦扬布佛塔 。 详 见Ｄ ． Ｒ ． Ｒｅ

ｇ
ｍ ｉ

， Ｍ ｅｄ ｉｅ ｖａ／ ｉＶｅｐａＺ ． Ｐａ ｒｔ４ ，
Ｐａ ｔａｎ ，

ｉｎ ｓｃ ｒｓ ．

ｐｐ
．
１ ５ ０
—

１ ５ １ ；

ＮｅｐａｌＭａ ｎｄａ ｌａ ： Ａ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Ｓ ｔｕ ｄ
ｙｏｆｔ ｈ ｅＫａ ｔｈｍａｎ ｄｕＶａ ｌｌ ｅ

ｙ ， ｐ
． ７ １ ＼ＴｈｅＮｅｐａ ｌ ｅｓ ｅＣａ

ｉ
ｔ
ｙ
ａ ：

１ ５ ０ ０Ｙｅ ａｒｓｏｆＢｕｄｄ ｈｉ
ｓ ｔＶｏ ｔ

ｉ
ｖｅ

Ａ ｒｃｈ
ｉ
ｔ ｅｃ ｔｕｒ ｅ ｉ

ｎ ｔｈ ｅＫａ ｔｈｍａ ｎｄｕＶａｌ ｌｅ
ｙ ，ｐｐ

－ ８ ７
—

９ ０ ．

② 夏格 巴 ？ 旺曲 德典著 ， 刘立千等译 ： 《 藏区 政治史 ＞ ， 中 国藏学 出版社 ， １ ９ ９２年 ， 第 ３ ３７页
。

③ 此处所 载西藏地方 派遣两名 官员 赴尼泊 尔朝塔 办事 的时间 大致在 １ ７ ８ ８年春夏之交 ， 即 第一次廓尔喀侵藏战争爆发前 。 详见丹津

班 珠尔 ： 《 多仁班智达传 ＞［
Ｍ

］ ，

中 国 藏学 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５年 ， 第 ２ ４ ６
—

２ ４ ９页 ； 邓锐龄 、 冯智 主编 ： 〈 西藏通史 清代卷 〉 ［
Ｍ

］ ，

中 国藏 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６
年 ， 第 ２ ７ ７

—

２ ８ ０页 。

④ 此处所指
“

外蕃
”

应包括长年驻藏经商的 尼泊 尔 商人 。

⑤ 巴勒 布 ： 藏语 ＾ 的 音译 。 清代文献 中用 以 指尼 泊尔 ， 尤指 １ ８世纪中 叶廓尔喀王朝统一尼泊尔全境前 ， 位于尼泊 尔加德满都谷地

的 、 由 马拉王朝后裔建立的三 个分立政权 ， 即 阳 布 （也作颜布 、 雅布木 ， 今加德满都 ） 、 叶楞 （ 也作叶棱 ， 今 帕坦 ） 、 库库木 （ 今巴 德岗 ） 。

⑥ 乾 隆五十八年 （ １７ ９ ３ ） 《钦定 藏内 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 见 〈 元以 来西藏地方 与中 央政府关 系 档案史料汇 编 〉 ［
Ｚ

］ （ ３ ） ， 中 国 藏学出

版社 ， １ ９９ ４年 ， 第 ８ ２ ６页 。



１ ９ １ ８
—

１ ９２ １年西藏协助尼 泊 尔修缮斯瓦扬布佛塔——兼论近代西藏与尼泊 尔的 文化交流 ．
４ ７

？

一体严 密 稽查 ， 不准番夷 僧俗擅 自 出 入
， 致滋弊 端 。 如有 私 越边界者 ， 即行从重 惩 办 。 将此谕令

知之 。

”①

表明 道光年间 ，
清朝 中央政府重 申 了 西藏地方僧俗人士前往尼泊 尔朝圣 、 修缮佛塔 ， 须报请西藏地方

政府及驻藏 大 臣批准的规定 。 文献 中提到 的
“

吉绒嗔 速
”

，
是藏语 §

＿

５＾７＾５
｜

的 音译
，
指 的是尼 泊 尔另

一

处

重要佛教圣迹——博达哈大佛塔 （ Ｂｏｄｈａ ｎａｔｈ ） 。 前文所引 《 多仁班智达传 》提到 的西藏地方派人粉刷 尼

泊 尔的
“

两座宝塔
”

，
指 的正是斯瓦扬布佛塔和博达哈大佛塔 。

②

此后百余年 ， 西藏地方政府每隔几年都会派人前往尼 泊 尔 ， 到 加德满都朝拜佛教圣迹并粉刷修繕佛

塔 。 相 关记载也见于近代各类文献 ： 如 《第十三世达赖喇 嘛年谱 》 载 ： 藏历火猴年 （ １ ８９６ ）六月 二十 五 日
，

赴尼 泊尔 建佛塔 的孜仲 （
｜

）和恰囊 小格桑ＵＴｆ喷３Ｐ 丨
）二人返 回 拉萨后谒见十三世达赖喇

嘛 。
？姚莹所著 《 康輔纪 行 》 载 ： 廓 尔喀 有九塔 ， 相传 自 天竺 飞 来 。 每十二年 ， 达赖剌麻遣人往修塔

一

次 。
④西方人亦载 ： 尽管博达哈和斯瓦 扬布在 尼泊 尔 ， 但他们

“

几乎完 全 由 西藏人掌管 ， 喇 嘛们是这里持

久 的经管人
”

。
⑤

三 、
１ ９ １ ８

—

１ ９ ２ １年修缮斯瓦扬布大佛塔

据 尼 泊 尔 的 史料记 载 ， 这次 始于 １ ９ １ ８年 的 修缮工 程最初是 由
一位 被称作释迦 斯喇 嘛 （ Ｓａｋｙａｓｒｉ

Ｌａｍ ａ ）
？的藏族僧人提 出 的

，
在征得尼 泊 尔 国 王和首相 同 意之后

，
尼 泊 尔 富商达 尔 玛 ？ 曼 ？ 吐 拉达 哈

（ Ｄｈａｒｍａ Ｍａ ｎ Ｔｕ ｌ
ａｄｈａｒ

，

１ ８ ６ ２
—

１ ９ ３ ８ ）成 为 此 次修缮工程 的 带头人和最重要的捐 助 者 。
⑦加德满都 出

版的 、有关斯瓦扬布的专著 Ｓｖａｙａｍｂ ／ｉｗＭａ ／ｉａｃａ ｚ７
；ｙ
ａ记有 １ ９ １ ８年修缮佛塔的善款捐助单 ：

释迦 斯 喇 嘛 捐 资 ２万ＮＲｓ
．

（尼泊 尔 卢 比 ）

经释迦斯 喇 嘛倡 议 、 由 女 性捐 助 的 首饰 ７ ．
５万ＮＲ ｓ ．

十 三世达赖喇 嘛 捐 资 １万ＮＲ ｓ ．

不丹 王 乌 金 旺秋 捐 资 ４万 １Ｃ？ ．

喇 嘛喜饶 多 杰 捐资 １ ． ５万 １Ｃ ．

喜饶 多 杰 喇 嘛 的 亲属 捐 资 １万 １Ｃ ．

喜饶 多杰 喇 嘛 的 亲 属 捐 赠 的银 １万 １Ｃ ．

喜饶 多 杰 的 弟 子 捐 资 １万 １Ｃ ．

锡金王 捐 资 ０ ． ７万 １Ｃ ．

①《西 藏研究 》 编辑部编辑 ：＜ 清实录藏族史料 ＞ ［
Ｚ

］第八集 ， 拉萨 ： 西藏人 民 出版社 ，
１ ９ ８２年 ， 第 ３ ８ ４ ２

—

３ ８ ４ ３页 。

② 博达哈大佛塔位于尼泊 尔首都加德满都 市中心 以东约 ８公里 ， 高 ３ ８米
，
周长约 １ ０ ０米 ， 历史悠久 ， 是尼 泊尔 重要的宗教建筑之一 ， 也

是世 界最大的 藏传佛 教复钵式佛塔建筑 。
２ ０ １ ５年 尼泊 尔 发生大地 震导致博达哈大佛塔的 主体建筑顶部开裂 ，

副塔 坍塌
。 经过

一年多的 修

复 ， 该佛塔修缮完毕 ， 于 ２ ０ １ ６年 １ １月 ２０ 日 ， 举行隆重 的开光 典礼法 会 。 人民 网 ：＜ 尼泊尔博达哈大佛塔举 行开 光典礼法会 ＞ 。 ｈ ｔ ｔ
ｐ

：／／
ｇ
ｓ ．

ｐ
ｅｏ

ｐ ｌ
ｅ ， ｃｏｍ ．ｃｎ／ｎ ２／ ２ ０ １ ６／ １ １２ １／ｃ ｌ ８ ３ ３ ５ ２

－

 ２ ９ ３ ４ １ ６０ １ ．

ｈｔｍ
ｌ

③＜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 ＞ ， 载 《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

Ｚ
］ （ 合订本第二辑 ） ， 北京 ： 民 族出 版社 ， ２ ０ ０ ７年 ， 第 １ ３ ５页

；

？喊

３５

■

烈
．

珀
气

■

奪
Ｉ

■

珀
？

耷
思气 气 丨


７ １ ．

④ （
清

）姚莹著 ， 施培毅 、徐寿凯点校 ： 〈康輯纪行 〉 ［
Ｍ

］ ，
合肥 ： 黄山 书社 ，

１９ ９ ０年 ， 第 ２ ０ ２页 。

？Ｍａｒ
ｙ

Ｓｈｅ
ｐ
ｈｅ ｒｄＳｌ ｕｓｓｅｒ

，Ｍａｎ ｄａ
ｌ
ａ ：ＡＣｕ ｌ ｔｕｒａｌ Ｓ ｔｕｄ

ｙｏｆ ｔｈ ｅＫａｔ ｈｍａｎｄ ｕＶａ ｌ
ｌ
ｅ
ｙ ，

Ｎｅｗ Ｊ ｅｒ ｓｅ
ｙ

： Ｐ ｒｉｎｃ ｅ ｔｏｎＵｎｉ 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 ｅｓｓ ，
１ ９ ９ ８ ， ｐ

． ７ １ ．

⑥ 据 Ｍａ ／ｚ ａｃａ ｉ ｆ
ｙ
ａ所 记 ， 释迦 斯 喇 嘛是 一 位 来 自 安 多 地 区 的 大 成 就 者

。
ＨｅｍＲａ

ｊ
Ｓｈａｋ ｙ

ａ
，Ｓ ｒｉＳｖａｙａｍ ｆｅ ／ｍ

Ａｆａ／ｉ ｆｌｃａ ｉ ？
ｙ
ａ 

． Ｋａ ｔｈｍａｎ ｄｕ ｒ Ｓｖａ
ｙ
ａｍｂｈｕＶ ｉ ｋａ ｓｈ Ｍａｎｄ ａ ｌａ ，


２ ０ ０ ４ ，

ｐ
．

３ １３ ．

⑦ ＴＶ ｉｅＮｅｐａ／ｗｅＣｆｌ
ｉ
ｆ
ｙ
ａ １ ５ ０ ０ｙ ｅａ ｒｊｏ

ｆＶｂ ｆ
ｉ
ｖｅＡｒ ｃｆｉ

ｉ
ｒｅ ｃ ｆ ｗｒｅ ｉ

ｎＸａ ｒ／ｉｍａｍｉｗＶａ／ Ｚｅ
ｙ ，

ｐ
． ９２

； ＜Ｓｎ
’

Ｓｖａ
ｙ
ａｍ ｂ ／ｉｗ

Ｍａ ｈａｃａ
ｉ
ｔ
ｙ
ａ ３ １ ９ ．

⑧ ＩＣ ．

， 原文如此 ， 应为货币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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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尔 玛 ． 曼 ？ 吐拉达哈 捐 资 ７ ． ５万ＮＲ ｓ ．
①

这 次修缮工程对整 个佛塔进行了 重新翻修 ，
拆除 了 原有 的塔尖 ， 制作 了新塔尖 ，

还新换了 中轴 。 塔基

原来供有五方如 来 佛像 ， 这 次新塑 了 其 中 一尊大 日 如来 佛 （
Ｖａ ｉｒｏｃａｎ ａ ）佛像和 四 尊度母像 （ Ｓａｐ ｔ ａ ｌ

ｏｃａｎ ｉ
，

Ｍ ａｍａｋＩ
，
Ｐｉ ｉ

ｊ
ｄａ ｉ＾

，
又ｒｙ ａ Ｔ§ｒ§ ） ， 制 作 了 以 镀金 铜装饰 的新佛龛 ，

并在佛 塔周 围立起转经筒等 。
②此次修

缮工程 由 尼 泊 尔著 名 建筑师觉 哥 比 尔 ． 斯塔皮提 （ Ｊｏｇ
ｂｉ ｒ Ｓ ｔｈａ ｐ ｉｔ ）

③主要 负 责 ，首席工 旺是觉哥维热 ？

吐 拉达哈 （ Ｊｏｇ ａｖｉｒ ａＴ ｕｌａ ｄｈａｒ ） 、 尼 瓦 尔 艺 术 总监 迪 尔 加维热斯姆哈 ？ 塔 姆热卡 尔 （
Ｄｈ ｉ ｒ

ｊ
ａｖｉ ｒａ ｓ ｉｍｈａ

Ｔ ａｍ ｒａｋａｒ ） 、 木工哈 尔 萨热特纳 ？ 吐 拉达 哈 （ Ｈａ ｒｓ ａ ｒａｔｎａ Ｔｕ ｌ ａｄｈａｒ ） 、 石 工 比 姆 ？ 热 加 ？ 释迦 （Ｂｈ ｉｍ

Ｒａ
ｊ

ａＳ ａｋ
ｙ
ａ ）等 。

④修缮工程共持续 了 ３年
，
在工程开始之 初和 竣工之后 ，

尼 泊尔 和西藏等地 的僧人分别

按照 各 自 的传统举行 了 宗教仪式 。
⑤

修 缮工程的 带 头人 和 重要捐 助 人达 尔 玛 ？ 曼 ？ 吐拉达 哈 及其女婿普沙 巴 ？ 桑达尔 ？ 吐拉达 哈

（ Ｐｕ ｓｈｐａＳｕｎｄａ ｒＴｕ ｌａｄｈａｒ ，１ ８８ ５
—

１ ９ ３ ５ ）是此次斯瓦扬布修缮工程的核 心人物 。 他们 长 期从事尼 泊 尔与

西藏地方 间 的 商业 贸 易 ， 拥有大量的财富 和广泛 的人脉 ，
与 尼泊 尔 和西藏地方的 上 层均 有往来 。 正是在

他们 的 积极组织和协调下 ，
此次重大的佛塔修缮工程得 以顺利进行 。

达 尔玛 ． 曼 ？ 吐拉达哈也被称作达曼 ？ 萨胡 （Ｄ ｈａｍａｎ Ｓａｈｕ ） ，
属 于尼 瓦尔 ⑥吐拉达哈家族 。 他的父

亲博 达哈 ？ 比 尔 ？ 辛格 ？ 吐 拉 达哈 （ ＢｕｄｄｈａＢ ｉｒＳｉｎｇ
ｈＴｕ ｌ ａｄｈａｒ ） 曾 在 拉萨 经营 商 号

“

曲 兴萨雅
”

（ Ｃｈｈｕ ｓ ｉｎ
ｇ

ｓｙ ａｒ ） ，
在西藏 的江孜 、 帕 里 ， 以及拉达克 、 加 尔各 答等地都有分号 。 早年 间 ， 达 尔 玛曾 在拉萨

居住并从事 贸 易 ，
直到 １ ８ ９ ８年返 回 加德满都 ， 此后投 身于支持尼 泊尔 的佛教事业 。

？如 迎请和供养 １９ ２５

年到达加德满都 的西藏僧人 （ Ｋｙａ ｎｇｔ ｓｅ Ｌａｍ ａ ） 。
⑧他的长 子特里热特纳 ？ 曼 ？ 吐拉达哈 （Ｔ ｒｉ ｒａｔｎａ Ｍａｎ

Ｔｕ ｌａｄｈａｒ ，１ ９ ０ ５
—

１ ９８６ ） 曾 先后
３次 （ １ ９２８

—

１ ９ ２ ９
、
１ ９ ３ ５

—

１ ９ ４ １ 、 １ ９ ４ ７
—

１９ ５ ３年 ）前往拉萨经营 商业 ，
在拉萨

生活 １ ３年 ， 并于 １ ９ ４ ７年担 任 西藏 的 尼 泊 尔 商会主席 。
？特里热特纳 的 长子 、 达尔 玛 的长孙 普热特克 ？

曼 ． 吐拉达哈 （
Ｐｒｅ ｔｅｋＭ ａｎＴｕ ｌａｄｈａｒ

，
１ ９ ２ ４

—

１ ９ ９ １ ）继承家 族商业 ，
于 １ ９ ３ ９年到达拉萨 ， 直到 １９ ４ ８年返 回

加德满都 ，
１９ ５ ２
—

１ ９６ ０年再次 回 到拉萨 ，
先后在拉萨生活 了 １ ７年 。

⑩

普沙 巴 ？ 桑达 尔 ？ 吐 拉达哈 出 生 于加 德满都 ，
在拉萨经营 名 为

“

郭 热斯雅尔
”

（ Ｇｈｏｒ ａｓｙａｒ ） 的 商号 ，

在 印度 的 加 尔 各答也设有公 司 。 普沙 巴 也是
一位 虔诚的佛 教徒 ， 为修缮佛教圣迹和 寺 院做 了 大量 的布

施 。 １ ９ １ ８
—

１ ９ ２ １年修缮斯 瓦扬布佛塔期 间 ， 他和堂兄哈萨 ？ 桑达尔 （Ｈａｒ ｓｈａＳｕｎｄａｒ ）和然姆 ？ 桑达尔 ？

吐拉达哈 （ ＲａｍＳｕｎｄａ ｒＴｕ ｌａ ｄｈ ａｒ ）等捐 资重修了塔基部分 的佛龛 ，
重塑 了 大 日 如 来佛像和 四度母像 。

？

１ ９２ ０年 ，
吐 拉达 哈 家 族还 捐 资 翻 修 了 加 德满 都供 奉有 观 音菩 萨像 的 白 麦卓 群 拿神 庙 （ ＪａｎａＢ ａｈ ａ

①Ｓｎ
＇

Ｓ ｖａ
ｙ
ａｍｆｃ／ｉ ＭＭａ ／ｉａｃａ ｉｆ

ｙ
ａ ，

ｐｐ
．

３ ２ ０
—

３２ １
．

②５ＷＳ ｖａ
ｙ
ａｍｂ／ｉ ｗＭａ ／ｉａｃａ ｉｆ

ｙ
ａ ，

ｐ
． ３ ２ ０ ．

③ 觉哥 比 尔 ？ 斯塔皮提 （
１ ８ ３ ８
—

１ ９ ２ ６
）

： 尼泊 尔 最负 盛名 的建筑师 ，擅 长把西方现代建筑与尼泊 尔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 ， 曾设 计建造

纳拉扬希蒂王宫 （Ｎ ａｒａ
ｙ
ａｎｈ ｉ ｔｉ Ｒｏ ｙ

ａ ｌ Ｐ ａ ｌａｃｅ
） ，晚年时主持斯瓦揚布佛塔 的 修缮等 。

④Ｓ ｖａｙａ
ｍＷｉ ｗ

⑥ 尼瓦 尔 （
Ｎｅｗａ ｒ

）
： 尼泊 尔 的世居 民族之

一

，主要分布在加德满都谷地及周边 区域 。 目 前约有 １３ ０ 多万人 口 。 尼瓦 尔语属 于汉藏语

系藏缅语 族 ， 由 于各种历史原因 ， 目前一 部分尼瓦 尔人 已 不讲尼瓦 尔语 ， 而是讲尼泊 尔 语 （
也称作卡斯语

）
。 在信仰上 ， 尼瓦尔 人绝大多数

都信奉佛教和 印度教 ， 并认 为这两种宗教是相通 的
。
尼瓦尔 人在雕 刻 、绘画 、 建筑艺术等方面的 成就闻 名 于世 。

⑦Ｓａｒ ａｈ ＬｅＶ ｉｎｅ ａｎ ｄＤａ ｖ ｉｄＮ ． Ｇ ｅ ｌｌｎ ｅｒ ， Ｒ ｅ ＆ｉｉ ｉＷ ｉ
ｗ
ｇＴＴ ｉｅ ｒａ ｖａｄ ａＡｆｏｖ ｅｍ ｅＷｈｒ ｖｖｅｒｔ ｔ

ｉ
ｗ ／ｉ

－ Ｃ ｅｒｔｆ ｗｒ
ｙＮｅｐａ ／ ．

Ｈａｒ ｖａ ｒｄ Ｕｎｉｖ ｅｒ ｓ ｉｔ
ｙ
Ｐ ｒｅ ｓ ｓ

，
２ ０ Ｇ５

， ｐ
．

 １０ ２ ．

⑧ Ｓｒ ｉＳ ｖａｙ
ａｍ ｂ／ｍＭａ／ｍｃａｈｙｃ ｉ ，

ｐｐ
＿

３ ３ ０
—

３ ３ ２ ．

⑨ 特 里 热特 纳 回 到 尼泊 尔 后 ， 于 １ ９ ５ ３年 起 成为 加德满 都 商会 执行 委 员 ， 直 到 １ ９ ５ ５年 卸 任 。 ｈｔ ｔ
ｐ
ｓ ： ／／ ｅｎ ． ｗ ｉｋ ｉ

ｐ
ｅｄｉａ ． ｏｒ

ｇ
／ ｗ ｉｋ ｉ／

Ｔｒ ｉｒａ ｔｎａ Ｍ ａｎ
Ｔｕｌａｄｈ ａ ｒ

。

？ 普热特 克爱好 集邮 、 摄影和收集钱 币 ， 长期 与世界 各地 的 同 好通信 。 他所使用 的西藏 邮票 ， 成为研究西藏邮政发展 史的 重要资

料 。 ｈ ｔｔ
ｐ
ｓ ： ／／ｅｎ ． ｗｉｋ ｉ

ｐ
ｅｄ ｉａ ． ｏｒ

ｇ
／ｗ ｉ ｋｉ／Ｐ ｒａ ｔｅｋＭａｎＴ ｕ ｌａｄｈ ａ ｒ。

？Ｓｒｉ
Ｓ ｖ ａ

ｙ
ａｍｂｈｕＭａｈ ａ ｃａ

ｉ
ｔ
ｙ
ａ

ｔ ｐ
．＾ ２ ０ ．



１ ９ １ ８
—

１ ９２ １年西藏协助 尼泊 尔修缮斯瓦扬布佛塔——兼论近代西藏与 尼泊 尔的文化交 流 ？４ ９？

Ｔ ｅｍｐｌｅ
）的 屋顶 。 １ ９ ２ ５年

，
普沙 巴再次前往拉萨 ，

直到 １ ９ ３ ５年 ，
决 定返 回 加德满都 ，

但在离开拉萨不久后 ，

死于途 中 。
①他 的第二个 儿子 、 达 尔玛 的 外孙卡如 纳 ？ 热特 纳 ？ 吐拉达哈 （Ｋａｍｎａ Ｒａ ｔｎａ Ｔｕ ｌａ ｄｈ ａｒ

，

１ ９２ ０
—

２ ０ ０ ８ ）于 １ ９ ３ ４年到 拉萨经营 贸 易 ， 曾 在 拉萨生 活 １ ７年 ， 并于 １ ９５ ２年起担任西藏的 尼泊 尔 商会主 席 ，

直到 １ ９ ５４年离开拉萨 。

？

通过达 尔 玛 及其女婿普沙 巴 的家族略史不难看 出
，
近代 以来 ，

这样一群长期从事尼 泊 尔与西藏地方

之 间 的 商业 贸 易的尼 泊 尔商人 ， 不仅为 自 身 及其家族积累 了 财富与声望
，
也成 为 当 地社会公共事务的重

要参与者 ；不仅促进 了 商品货物的流通 ， 也以
“

连接人
”

的角色 身份传递着社会文化 的信息 。

关于这 次修缮斯瓦扬布佛塔的史事 ， 藏文史籍也有 记载 ， 如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 》 载 ：

藏 历 火 蛇年 （ １ ９ １ ７ ） 十 月 ， 尼 泊 尔 佛 祖 木质灵塔 （ 由 于 木 料 腐 烂 等 缘

故
，
需 要修繕 。 多 丹 释迦 夏 日 赛

？

牙４和 曲森 夏 的 尼 泊 尔撒 乌 書

Ｑ
Ｑ ）
二人 向达 赖喇 嘛提 出 重新修缮 的 请 求 。 西藏政 府承担 了 修缮 的 任务 ，

同 时 ，
达赖 喇 嘛 派 强

孜 曲 杰 （Ｖ舍
？

知負 ） 强 巴 曲 扎 （阴ｗ知
＇

Ｓ
ＳＹ ） 、 下 密 院 （ 暑气

＿

裂气 ）持 明 者 （
癸 十 七 名

，

主 管修缮 的孜恰 堪穷 洛 桑 克 却 （ 和 列 恰 、
孜 恰才 旺平措 （

啊
—

泛令名，

？ ？…

等人前 去 。 拨给所 需 经费 及酥 油 、糌粑 、
氆氇 等 许 多 物 品 ， 并就修缮 方式 等做

了 指 示 。 修缮 人 员 于 同年 十 月 二十 九 日 离 开拉 萨 。
？

结合两方面的记载 ： 这里提到 的
“

多丹释迦夏 日 赛
”

， ￥ ｑ是
“

证士 、 得道者
”

之意
，

而释迦夏
？

初

与前文 １ ９ １ ８年修塔指 资外单上提到 的释迦斯 （ Ｓａｋｙ ａｓｒ ｉ ） 的发音非常接近 。 因此 ，

“

多丹释迦夏 日 赛
”

可能

是最初提 出 修缮斯瓦扬布佛塔 的 藏族喇嘛释迦斯 。 而
“

曲森夏 的尼 泊尔撒乌
”

可能是达尔玛 ？ 曼 ？ 吐拉

达哈 ， 因 为 他家在拉萨 的商号叫做
“

曲 兴萨雅
＂

（Ｃｈｈｕ ｓ ｉｎ
ｇ
ｓｙａｒ ） ， 与 曲 森夏 （ 吃柄不 丨

） 的发音非常接近 。

正 如 引 文所言 ，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接到 尼 泊尔方面协助 修缮斯瓦扬布大佛塔的请求后 ， 不仅派 出 负

责修缮的孜恰等官员 、提供资 金及物 品 ，
还特意派 出强 孜曲 杰率领僧众前往尼 泊尔参与开工典礼 ，并主持

藏传佛教仪式 。 这位强 孜 曲杰 ？ 强 巴 曲扎就是 民 国 时期西藏格鲁派高僧 、 曾担任第九十任甘丹赤 巴 的强

巴 曲 扎 。 据 《 东噶藏 学 大辞典 》 等资料记载 ， 藏历十四 饶迥金狗 年 （ １ ８５０ ）
，
强 巴 曲 扎 出 生 于康 区朱倭炉

霍地方 （ 专 叫 ，
今 四 川 省 炉 霍县 ） 。

④幼 年时 ，
入 当 地寺院 甘丹热旦南杰林 （ 气ＷＴ

Ｍ
＇

ｑＷＷ５
？

＇

自
＝
０ ， 学习 读写 、诵 读经文及宗教仪轨 。 青年时 ，

来到 拉萨
，
入哲蚌寺洛色林扎仓朱倭康村

……一

５

｜

啊
？

和 。 依 十三世达赖 唓 ！

）
嘛 的经师 、 三世普布觉活佛 强 巴嘉措 （ §３

１
⑤受沙弥戒和 比

丘戒 。 精通五部大 论 ， 获得拉然 巴 格西学位 。 随后入拉萨下 密院 学 习 密宗及 仪轨 ， 获得密乘学

者
“

昂 然 巴 称号 。 先 后担任下密 院翁则 （ 气＾
３＾ １

＾
） 、堪布 、强孜法王等僧 职 。 他在担任强孜法

王期 间
，
受 十 三世达赖 喇嘛派遣 ，

前往尼 泊尔 主持斯瓦扬布佛塔 的修缮 启动仪式 。 藏 历十五饶迥金鸡年

（ １ ９ ２ １ ） ， 强 巴 曲 扎成 为第九 十任 甘丹赤 巴 。 任职 ７年 ， 直到 １ ９ ２７年期满 卸任 。 他生活简朴 ，凡有供奉之物 ，

？Ｋａｍａ ｌ Ｒａ ｔｎａ Ｔｕ ｌａｄｈ ａ ｒ ，Ｃａ ｒａ ｖａｎｔｏ Ｌｈ ａｓａ ： ＡＭ ｅ ｒｃｈａｎ ｔｏｆＫａ ｔｈｍａ ｎｄｕｉ ｎＴ ｒａ ｄｉ ｔｉ ｏｎａ ｌ７ｉ ｉ）ｅ ｒ
． Ｋａ ｔｈｍａｎｄｕ ： Ｌ ｉ

ｊ
ａ ｌ ａ＆Ｔ ｉｓ ａ ，

２ ０ １ １
 ， ｐ

． ３ １
；
ｈ ｔ ｔ

ｐ
ｓ ： ／／ｅｎ ．ｗ ｉｋ ｉ

ｐ
ｅｄ ｉａ ． ｏｒ

ｇ
／ｗ ｉｋ ｉ／Ｐｕｓｈ

ｐ
ａ Ｓｕｎ ｄａ ｒＴｕ ｌａｄｈ ａｒ 〇

② 卡如 纳返回 尼泊 尔 后 ， 与其长 兄鲁 帕乌 ． 热特纳 ． 吐拉达哈 （
Ｌｕ

ｐ
ａｕ Ｒａ ｔ ｎａ Ｔｕ ｌａｄｈ ａ ｒ

，
１ ９ １８

—

１９ ９ ３
）于 １ ９ ５ ９年 创办尼泊 尔交通 公

司 ， 被称为尼泊 尔现代交通事业的先行 者 。 ｈ ｔ ｔ
ｐ

ｓ ： ／／ｅｎ ．ｗ
ｉ ｋｉ

ｐ
ｅｄｉａ ． ｏ ｒ

ｇ
／ｗ ｉ ｋｉ／ ＩＣａｒｕｎ ａＲａ ｔｎａ Ｔｕ ｌ ａｄｈａ ｒ

０

③ 〈 第十三世达 赖喇嘛年谱 〉 第 １ ９ ２页 ；

韵 宝〒 ！

＞ 第 ２ ４ ４页 。

④有关强 巴曲 扎生平参见蒲文成 、 唐景福 、 才让等译 ：

■

（ 东噶藏学大辞典 历史人物类 》 ［
Ｚ

］上 ， 中 国 藏学研究 中心历史所 ，
２ ０ ０ ５年 ， 第

１７ ６
—

１ ７７页 ； ＜ｆ 气Ｖ約 至
气

．

萄
〉 气〒；首口 彐厂 Ａ目

ｇ

－

布
■

苟
气 ３ ８ ８

—

３ ８ ９ ；
ｈ ｔｔ

ｐ
： ／／

ｔ ｒｅ ａ ｓｕ ｒ
ｙ
ｏｆ ｌ ｉ

ｖｅ ｓ ． ｏｒ
ｇ／ ｂ ｉ

ｏ
ｇ

ｒａ
ｐｈ

ｉｅ ｓ／ｖ ｉ
ｅｗ／Ｔ ｒ

ｉ
ｃｈｅ ｎ

一

９ ０

－

Ｊ ａｍｐ
ａ

一

Ｃｈｏ ｄｒａｋ／ ７ ８ ７ ０ 。

⑤ 三世普布觉活佛强巴 嘉措 （ １ ８ ２ ５
—

１ ９ ０ １ ）
，

１ ０岁 时入色拉寺杰扎仓学经 ， ２ １ 岁 时在拉萨正月 祈愿大法会获得拉然 巴格 西学位 ， ３ ７岁

起担 任十 二世达赖喇嘛赤 列嘉措 的经师 ，

５ ３ 岁起担任十三世 达赖喇嘛土登 嘉措的 经师
，

直至 １ ９ ０ 〗年 ７ ７ 岁 时圆 寂于拉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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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地 用 于 善 业 。
①藏历木 鼠年 （ １９ ２ ４ ）

，
他把 １万 藏银捐献给十三世达赖喇嘛 ， 在 罗 布林卡修建 印 刷

厂 ，并塑造弥勒佛等佛像 。
②藏历火 牛年 （

１ ９３ ７
） ， 他 于 ８ ８岁高龄时 圆寂于拉萨 。

？

１ ９２ １年 ，斯瓦扬布 大佛塔修缮竣工 ， 十三世达赖喇嘛又派 出 夏孜法王 洛桑坚赞 （和

—行 ， 前往 尼 泊 尔参加修复开光仪 式 。 藏历金鸡年 （ １９ ２ １ ） 四 月 ， 洛桑坚赞一行完成使命 ， 返 回 拉 萨

后
，
拜见达赖 喇嘛 。

④洛 桑坚赞 出 生于 多康雅热地方 ⑤入色拉寺 杰扎仓拉瓦康村

ａｒｑｐ＾ ａ

＾ ） ，精通五部 大论 ，
获得拉然 巴格西学位 。 入上密 院 ，

先后任 翁则 、堪布 、夏孜法 王 。 １ ９ ２７年 出 任

甘丹赤 巴 ， 任职 ６年后 ，
于 １ ９ ３２年 圆寂 。

在斯瓦扬布大佛塔 修缮工程开工和竣工之时 ， 十 三世达赖 喇嘛及西藏地 方政府不仅延续历史传统 ，

派 出专人主管修缮 （孜恰洛桑克 却和才 旺平措等人 ） 、捐 助经费 、 提供物 品 ，
还先后两次 派遣甘丹赤 巴 候选

人一强孜法王强 巴 曲 扎和夏孜法王洛桑坚赞 ， 两位具有深厚佛学修养 的高 僧专程前往 尼泊 尔 ， 代表西

藏地方参与典礼 、 主持藏传佛教仪式 ，
这说 明 十三世达赖 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对斯瓦扬布佛塔修缮事宜

非常重视
，
也反映 出达赖喇 嘛及西藏地方对藏尼 关系 的重视 。

四 、
小结与讨论

尼 泊 尔学者普热姆 ？

Ｒ ． 乌 普热提在 《尼 藏关系 １８ ５０
—

１ ９ ３０年 》

一书 的结论部分 中指 出
，

“

１ ９ ０ ０年至

１ ９ ３ ０年 间
，
尼藏外交关 系是

一种 充满挑战 、 希望和挫折的关 系
”

，

“

有三大要素扰乱了 横跨喜 马拉雅地 区原

有的政治局面 ，
即 ： 帕里 （Ｐ ｈａｒ ｉ ）路线 的开通

，
中 国在西藏宗 主权的 削减 ， 以及俄 国 为填充政治真空所做的

努力
”

。
？诚如普热姆所言 ，

１ ９世纪 ９ ０年代 ，
随 着连接 印度 与我 国西藏 的 帕 里路 线开通 ，

噶伦堡等地的 贸

易 日 益繁荣
， 原有 的 由 加德满都经库提 （ Ｋｕ ｔ ｉ

，
今西藏聂拉木 ）和科隆 （ｋｅｒ ｏｎｇ ，

也作 Ｋ
ｙｉｒｏｎｇ ，

今西藏吉

隆 ）的 贸 易线路 受到很大影 响 ， 尼 泊尔 失去了跨喜马拉雅 贸 易的垄断地位 ，再加上 贸 易纠纷 、边界争端 、混

血儿 （Ｋｈ ａｃｈａｒａ ）的 管辖权 ？等 问题长期存在 ， 使得尼藏政治关系处于较为 紧张的 状态 。 然而 ，
正如 前文

所述 ， 尼 泊 尔商人长期从事 商业 贸 易 ， 往返于加德满都与拉萨之 间 ，
各式各样的货 品 和大量 的 资金在两地

间流动 ，
是 商业 贸 易 和社会生活 的连接者 ；

而 １ ９ １ ８
—

１ ９ ２ １年西藏协助尼 泊尔修缮斯瓦扬布大佛塔等史事 ，

则 反映双方延续历史传统 的 同 时 ，重视宗教文化交流这
一重要渠道 。

以 下简要列 举 《第十三世达赖 喇嘛年谱 》 中 有关近代西藏地方与尼 泊 尔关系 ， 尤其是双方文化交流

①据 （ 东噶藏学大辞典 〉 记载 ， 过去甘丹赤 巴辖有许多寺庙庄园 ， 平常开销以 外的 所有收益均归 于法 台拉章 。 但此圣者 （强 巴 曲扎 ）

却只 留下法 台殿 日 常供奉 、 开销 之必需 ， 其余悉数献于十三世达赖 喇嘛 ， 作 为新开甘丹 大法会 之顺缘 （ 气 故而

使学法事业大为发展 。 （东噶藏学大辞 典 历史人物类 ＞ （ 上 ）
第 １７ ７页 ， 页 。

② 〈 第十三世达 赖喇嘛年谱 ＞ 第 ２ ０ ３页 ， 〈 歹

■

响 奶可＊ １鈴万Ｖ窜 第 ２ ７ ４页
。

③ 关于强巴 曲 扎 出生和 圆寂 的时 间有不同 的 记载 ： 出生时间有 １８ ４ ９年 、 １ ８ ５ ０年 、 １ ８ ７ ６年 ３种说法 ， 圆寂 时间有 １ ９ ２ ６年 、 １ ９ ３７年和 １９ ４ ７年

三 种说法
。
东噶 先生记为 ：

“

我入寺为僧的 第二年即 第十六饶迥火牛年 （
１ ９３ ７ ） 听说此卸任法 台 圆寂 ， 依次推炝 ， 其出 生年当是第十四 饶迥

铁 狗年 （
１ ８ ５ ０

）
。

”

④＜ 第十三世达赖 喇嘛年谱 》 原文为 ： 夏 尔 巴 曲杰洛桑坚赞
一

行去参加尼泊尔 甲戎卡雪灵塔 （ ｉｆ修复开光仪式之后 ， 返 回拉

萨
， 向 达赖喇嘛行禀到礼 。 此处 疑误 ，

应为帕 巴杏衮即 斯瓦扬布大佛塔 。 根 据各方 资料记载 ， １ ９２ １年举行了 斯瓦扬布佛 塔竣工典礼 ， 并未

见 甲 戎卡雪于同
一

时期有大规模修缮 。 《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 》 第 １９ ９页 ，

⑤ 有 关洛 桑坚赞 生平 的 资料较少 ， 参见 （ 东噶 藏 学大辞典 历史人 物类 〉 （ 上 ）第 １７ ７页 ， 第 ３ ８ ９页 ； ｈ ｔ ｔｐ
： ／ ／

ｔｒ ｅａｓｕｒ
ｙ
ｏｆｌ ｉｖｅ ｓ 

？

ｏｒ
ｇ
／ ｂｉｏ

ｇ
ｒａ
ｐ
ｈ ｉｅ ｓ／ｖｉｅｗ／Ｔ ｒｉｃｈ ｅｎ

－

９ １ 

－

Ｌｏｂｚ ａｎｇ 

－

Ｇｙ
ｅ

ｌ
ｔ ｓｅｎ／ ９ ０４ ９

ｏ

⑥ＰｒｅｍＲ ．Ｕ
ｐｒｅｔｙ ， Ｔ ｉ ｂｅ ｔ１ ８５ ０

—

１９ ３ ０ ：Ｙ ｅａ ｒｓｏ
ｆ
Ｈｏ

ｐ
ｅｓ ， Ｃｈａ ｌｌｅｎ

ｇ
ｅｓａｎｄＫａ ｔｈｍ ａｎｄ ｕ ： Ｋａｎ

ｔ ｉｐｕｒ

Ｏｆ ｆｓｅ ｔＰｒ ｅ ｓ ｓ ， １９ ９ ８ ，

ｐ
， １９ ３

； （汉译版 ）普热姆 ？ Ｒ ． 乌普热提著 ， 王维强 、黄维忠 、 聂红萍译 ： 〈尼藏关 系 １ ８ ５ ９
—

１ ９ ３ ０ ．

‘ 希望 、 挑战和挫折并存的

岁 月 〉 ［Ｍ ］ ， 中 国藏学研究中 心藏事译丛 （ ２ ８ ） ， 第 １ ６ ６
—

１６ ７页 。

０ 混血儿 的 管辖权 问题 ： 尼 泊尔宣称对所有 由 尼泊尔 父亲 、 西藏母亲 的尼 泊 尔混血 儿有管辖权 ，

一些混血儿借此逃避西藏地方政府

的 管理
，
甚至为非作歹 ，

妨碍司法 。 西藏地方政府为此多次 向尼泊 尔提 出交 涉 ， 尼方却不愿放 弃混血儿管辖 权
。
详见 《 尼藏关系 １８ ５ ９

—

１ ９ ３ ０ ： 希望 、
挑战和挫折并存的 岁 月 ＞第 １ ２ ６

＿

１２ ９ 页。



１ ９ １８
—

１ ９２ １年西藏协助 尼泊 尔修缮斯瓦扬布佛塔——兼论近代西藏与尼 泊尔 的文化交流．

５ １ ．

方面 的记载 ： １ ． 西藏地方的重要庆祝活 动 ，
邀请尼泊 尔人参加 。 如藏历土兔年 （ １ ８ ７９ ）六 月 ， 十三世达赖喇

嘛坐床典礼有 尼泊 尔 代表参加 。
① ２

． 尼泊 尔使 团前往北京朝贡？
，

通过西藏地方时
，
得到西藏地方 的招

待 。 如藏历金 虎年 （ １ ８９ ０ ）七 月 十 五 日
，
十三世达赖 喇嘛接见廓尔 喀王室 向 皇帝进贡后返回 的 人员 。

③金

鼠年 （ １ ９ ０ ０ ）三 月 ， 十 三世达赖喇嘛接受 向皇上进贡 回 归 的廓尔喀 嘎基主仆的辞别礼 。
④

３ ． 西藏地方向 尼

泊 尔赠送佛经 。 如藏历土猪年 （ １ ８９ ９ ）七 月 ，
应廓尔 嘻王室 的请求 ， 十三世达赖喇嘛派遣孜仲色拉寺麦 巴

扎仓的赤列丹 巴 给尼泊 尔送去大藏经
一套 。

⑤ ４ ． 尼泊 尔廓尔喀王 室为表示友好 ， 向达赖喇

嘛赠 送大象 、骏马 等礼物 。 如藏历金 鼠年 （
１ ９ ００

）年十月 ， 廓尔喀王室赠送达赖喇嘛
一头大象和

一

匹海骝

狻马 金猴年 （ １ ９２ ０
） Ｈ

＂

—

月 ，
廓尔喀 王室赠送两头大象 ，

达赖喇嘛任命雪尼孜仲和大

象词养官前去迎接 。 大象到达拉萨后 ， 在 罗布林卡十三世达 赖喇 嘛驻锡 的寝 宫坚赛颇章

前搭起帐篷 ，观赏大象 ， 并给藏 尼两方 的饲 养人员摸顶加持 ， 赠送礼物 。
⑦ ５

． 尼泊 尔商 人担任拉萨传 昭大

法会的施主 。 藏历水猪年 （ １ ９ ２ ３ ）正月 ，
尼 泊 尔人尼 玛 、 尼 泊 尔宗 日 商店的 主人 曲 吉等担任该年传 召大法

会施主 ， 十三世达赖喇 嘛为其赐护身结和喜茶 。
⑧

综上所述 ，在 １ ９世纪 晚 期至 ２ ０世纪前期 ，西藏地方与尼泊 尔 的关系 呈现 出 多维立体的图景 ： 政治上
，

由 于受到 英 印政府 的干涉及英俄竞争对这
一

区域形成的 压 力等原因 ，
藏尼关系 以 纠 纷和 冲突 为主线 ， 但

传统 的政治 联系 并未 中断 ， 尼泊 尔代表参 加达赖喇 嘛坐床典礼等西藏地方的重要活动 ， 廓尔 嘻王 室 向 达

赖喇 嘛赠送大象等礼物 ，
以示友好 。 经济上 ， 木斯塘 、 库提 （聂拉木 ）和科隆 （ 吉隆 ）等地多次发生 的食盐贸

易危机 ， 尼 泊尔在跨喜马拉雅 贸 易中垄断地位丧失带来的心态变化等 ， 导致藏尼 贸 易在 曲 折中 发展 ，但穿

越喜 马拉雅 的 商 队却 络绎于途 。 社会文化方面 ， 在拉 萨经营 贸 易 的 尼 泊尔商 人群体 ，
在赢得财富和声望

的 同 时
，
也成为 当地社会公共活 动 的主要参与者 和赞助人 ，

如 １ ９ １ ８
—

１ ９ ２１年为斯瓦扬布大佛塔修缮工程

捐 助 大额善款并协调各方关系 ，
１ ９２３年担任拉萨藏历新年传 召大法会赞助人等 。 宗教文化方面 ，不仅有

西藏地方 向 尼 泊 尔赠 送 《大藏经 》 、协助 修缮斯瓦扬布佛塔等官方层面的交流 ，佛教信徒前往尼泊 尔或

到我 国西藏朝圣求法等 民 间交流 更是绵延 不绝 。 可 以 说 ，
只有在这样 多维立体 的历史面相 中 ， 才能更加

全面地认识近代西藏与尼泊 尔 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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