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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作為陸上絲綢之路南道路網的重要組成為陸上絲綢之路南道路網的重要組成
部分部分，，全長全長 30003000 餘公里的唐蕃古餘公里的唐蕃古

道道，，亦稱唐蕃驛道亦稱唐蕃驛道，，跨越今陝西跨越今陝西、、甘肅甘肅、、
青海青海、、四川四川、、西藏等省西藏等省（（區區）。）。這條路是這條路是
公元公元77至至99世紀唐王朝國都長安世紀唐王朝國都長安（（今陝西西今陝西西
安安））與吐蕃都城邏些與吐蕃都城邏些（（今西藏拉薩今西藏拉薩））之間之間
的官道的官道，，並南向延伸至尼泊爾並南向延伸至尼泊爾、、印度地印度地
區區。。唐蕃雙方通過政治聯姻唐蕃雙方通過政治聯姻、、使團往來使團往來、、
經濟貿易及文化風俗的彼此影響經濟貿易及文化風俗的彼此影響，，使其成使其成
為民族交往為民族交往、、文化交流文化交流、、貿易往來貿易往來、、維繫維繫
民族情感與區域聯繫的紐帶民族情感與區域聯繫的紐帶。。

見證漢藏友好發展
據統計據統計，，自唐初吐蕃首次遣使入唐自唐初吐蕃首次遣使入唐，，至至99
世紀中葉吐蕃滅亡世紀中葉吐蕃滅亡，，在在200200多年的時間多年的時間
裏裏，，唐蕃雙方使臣往來近唐蕃雙方使臣往來近200200次次，，行走在行走在
古道上的使臣古道上的使臣、、商人商人、、僧侶僧侶、、軍隊等軍隊等，，都都
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漢藏關係的友好發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漢藏關係的友好發
展展。。
事實上事實上，，中原與青藏高原的交往中原與青藏高原的交往，，唐前唐前

就有跡可循就有跡可循。。青藏高原作為中華民族與文青藏高原作為中華民族與文
化的發祥地之一化的發祥地之一，，遠古時代便有族群在此遠古時代便有族群在此
活動活動。。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隨着遠古人類的遷徙隨着遠古人類的遷徙
活動活動，，在黃河流域傳播了以彩陶為標誌的在黃河流域傳播了以彩陶為標誌的
史前文明史前文明，，開拓了本地區早期道路開拓了本地區早期道路。。先秦先秦
時期時期，，生活於甘肅生活於甘肅、、青海一帶的羌人青海一帶的羌人，，拓拓
展了與周邊地區的聯繫展了與周邊地區的聯繫，，形成形成「「湟中道湟中道」」
「「羌中道羌中道」」等多條西北地區古代交通幹等多條西北地區古代交通幹
線線。。
而漢王朝在關中至青海東部一線而漢王朝在關中至青海東部一線，，沿途沿途

修建了用於軍事活動的驛站郵亭修建了用於軍事活動的驛站郵亭，，其中一其中一
部分發展為城鎮部分發展為城鎮，，所形成的道路就具有了所形成的道路就具有了
官道的性質官道的性質。。魏晉時期魏晉時期，，原居於遼東一帶原居於遼東一帶
的鮮卑慕容部的鮮卑慕容部，，移牧到青海地區後建立吐移牧到青海地區後建立吐
谷渾政權谷渾政權，，進一步推動了青海與內地的交進一步推動了青海與內地的交
通發展通發展。。隋煬帝西巡隋煬帝西巡，，則為後來唐蕃古道則為後來唐蕃古道
東段的開通東段的開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金銀器技藝精良
公元公元77世紀初世紀初，，松贊干布定都邏些松贊干布定都邏些，，建建
立吐蕃王朝立吐蕃王朝，，並於貞觀八年並於貞觀八年（（公元公元 634634
年年））遣使長安遣使長安，，從此拉開了唐蕃關係的序從此拉開了唐蕃關係的序
幕幕。。隨着唐和吐蕃建立起密切關係隨着唐和吐蕃建立起密切關係，，唐蕃唐蕃
古道最終形成古道最終形成，，並呈現出並呈現出「「金玉綺繡金玉綺繡，，問問
遺往來遺往來，，道路相望道路相望，，歡好不絕歡好不絕」」的興盛景的興盛景
象象。。
隨着唐蕃古道的開通隨着唐蕃古道的開通，，唐蕃之間經濟往唐蕃之間經濟往

來密切來密切，，物資貿易頻繁物資貿易頻繁。。同時同時，，唐蕃古道唐蕃古道
一直延伸至南亞次大陸一直延伸至南亞次大陸，，形成了通往印度形成了通往印度
的天竺道的天竺道、、通往尼泊爾的泥婆羅道通往尼泊爾的泥婆羅道，，將中將中
國西部與南亞地區連接在一起國西部與南亞地區連接在一起，，承載了東承載了東
西方商品貿易西方商品貿易、、文化傳播的重要功能文化傳播的重要功能。。
此次展出的此次展出的189189件件//套精品文物套精品文物，，包括了包括了
金銀器金銀器、、絲織品絲織品、、佛像佛像、、抄經抄經、、民間用品民間用品

等多個門類等多個門類，，其中的金銀器尤為精美且獨其中的金銀器尤為精美且獨
具特色具特色。。
美國學者謝弗曾在其著作美國學者謝弗曾在其著作《《撒馬爾罕的撒馬爾罕的

金桃金桃》》中讚歎道中讚歎道：「：「吐蕃的金器以其美吐蕃的金器以其美
觀觀、、珍奇以及精良的工藝著稱於世珍奇以及精良的工藝著稱於世，，在吐在吐
蕃獻給唐朝的土貢和禮品的有關記載中蕃獻給唐朝的土貢和禮品的有關記載中，，
一次又一次地列舉了吐蕃的大型金製品一次又一次地列舉了吐蕃的大型金製品。。
吐蕃的金飾工藝是中世紀的一大奇跡吐蕃的金飾工藝是中世紀的一大奇跡」。」。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博物館館博物館館

長霍巍教授表示長霍巍教授表示，，在中國的史書文獻中在中國的史書文獻中，，
也有很多關於吐蕃金銀器的記載也有很多關於吐蕃金銀器的記載。。如唐代如唐代
顯慶二年顯慶二年（（657657年年））吐蕃贊普派遣使節向唐吐蕃贊普派遣使節向唐
王朝貢獻了一座金城王朝貢獻了一座金城，，城上立有獅子城上立有獅子、、大大
象象、、駱駝駱駝、、馬等動物馬等動物，，動物之上還有騎動物之上還有騎
手手。。到唐開元二十四年到唐開元二十四年（（736736年年），），吐蕃再吐蕃再
次遣使向唐王朝貢獻方物次遣使向唐王朝貢獻方物，，這次獻上的貢這次獻上的貢
品當中有金銀器玩數百件之多品當中有金銀器玩數百件之多，「，「皆形制皆形制
奇異奇異」，」，唐朝皇帝為了讓百官群僚都能夠唐朝皇帝為了讓百官群僚都能夠
觀賞到這些來自高原的珍奇異寶觀賞到這些來自高原的珍奇異寶，，特指令特指令
將這些金銀珍寶都陳列於都城的提象門將這些金銀珍寶都陳列於都城的提象門
外外，「，「以示百僚以示百僚」。」。
「「唐朝皇帝什麼都見過唐朝皇帝什麼都見過，，但是吐蕃金銀但是吐蕃金銀

器打動了他器打動了他，，要專門做一個特展要專門做一個特展。」。」霍巍霍巍
表示表示，，此次展覽中此次展覽中，，以實物形態保存至今以實物形態保存至今
的吐蕃金銀器的吐蕃金銀器，，向觀眾展示了它們如文獻向觀眾展示了它們如文獻
記載那樣精彩動人的形態記載那樣精彩動人的形態。。
如湟源古道博物館藏的銀包金鏨刻龍紋如湟源古道博物館藏的銀包金鏨刻龍紋

飾片飾片、、鏨刻飛馬紋銀包金飾片鏨刻飛馬紋銀包金飾片、、鏨刻團窠鏨刻團窠
飛馬紋飾片飛馬紋飾片、、聯珠紋鏨刻飛馬紋包金飾片聯珠紋鏨刻飛馬紋包金飾片
和鳥獸紋鎏金馬鞍橋飾和鳥獸紋鎏金馬鞍橋飾，，就體現了吐蕃金就體現了吐蕃金
銀器製作水平的高超銀器製作水平的高超。。其中其中，，用黃金捶用黃金捶
拓拓、、剪切而成的幾個金銀飾片都很輕薄剪切而成的幾個金銀飾片都很輕薄，，
展示了吐蕃人心目中的龍和天馬的形象展示了吐蕃人心目中的龍和天馬的形象。。
而鳥獸紋鎏金馬鞍橋飾則是吐蕃馬具而鳥獸紋鎏金馬鞍橋飾則是吐蕃馬具，，整整
個用黃金飾片來製作的個用黃金飾片來製作的，，上面還留有鑲嵌上面還留有鑲嵌
紅寶石的痕跡紅寶石的痕跡。。
同時同時，，甘肅省博物館藏的花葉紋金帶甘肅省博物館藏的花葉紋金帶
飾飾，，青海省博物館藏的鏤空花瓣金飾片青海省博物館藏的鏤空花瓣金飾片、、
金花飾片金花飾片，，湟源古道博物館藏的卷草紋鏤湟源古道博物館藏的卷草紋鏤
空金飾帶空金飾帶、、鑲綠松石金馬飾片鑲綠松石金馬飾片、、龍紋金扣龍紋金扣
飾飾、、雙獅紋金飾片雙獅紋金飾片、、鏨刻寶相花紋包金飾鏨刻寶相花紋包金飾
片等片等，，則可能是吐蕃服裝上的裝飾則可能是吐蕃服裝上的裝飾，，並通並通
過不同的材質過不同的材質，，顯示其不同等級顯示其不同等級。。

蜀地與古道聯繫緊密
唐蕃古道上經濟貿易的繁榮唐蕃古道上經濟貿易的繁榮，，使漢藏兩使漢藏兩

族間的文化交流不斷深入族間的文化交流不斷深入。。雙方獨具特色雙方獨具特色
的民族文化的民族文化，，通過唐蕃古道互相影響及傳通過唐蕃古道互相影響及傳
播播，，其內容主要反映在文化思想其內容主要反映在文化思想、、科學技科學技
術與民族風俗等方面術與民族風俗等方面。。
絲織品是此次展覽中的另一大重要門絲織品是此次展覽中的另一大重要門

類類。。湟源古道博物館藏的龍紋織錦湟源古道博物館藏的龍紋織錦、、黃地黃地
中窠梅花鹿紋織錦中窠梅花鹿紋織錦，，青海省博物館藏的黃青海省博物館藏的黃
地聯珠小窠菱花錦地聯珠小窠菱花錦、、紫地黃綠色花卉紋紫地黃綠色花卉紋

「「吉吉」」字錦覆面等字錦覆面等，，都顯示了唐蕃兩地的都顯示了唐蕃兩地的
交流交流。。
霍巍認為霍巍認為，，由於高原自然由於高原自然、、氣候條件所氣候條件所

限限，，無法提供絲的原料無法提供絲的原料，，吐蕃人始終沒有吐蕃人始終沒有
學會種植蠶桑學會種植蠶桑、、製作絲綢製作絲綢，，主要是通過饋主要是通過饋
贈贈、、貿易或戰爭手段等獲得貿易或戰爭手段等獲得。「。「吐蕃的絲吐蕃的絲
織品最重要的特徵是採用了聯珠團窠紋織品最重要的特徵是採用了聯珠團窠紋
樣樣，，這些紋樣在蜀地有很深的印記這些紋樣在蜀地有很深的印記，，說明說明
當時蜀地是這些外銷產品的重要基地當時蜀地是這些外銷產品的重要基地。」。」
霍巍說霍巍說，，展覽中的黃地聯珠團窠對馬展覽中的黃地聯珠團窠對馬
錦錦、、黃底花瓣團窠對含綬鳥紋錦等黃底花瓣團窠對含綬鳥紋錦等，，都是都是
當時當時「「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沿線流行的圖案沿線流行的圖案，，反映反映
出一個時代的審美意趣和流行風尚出一個時代的審美意趣和流行風尚。。而從而從
地緣上講地緣上講，，成都是通往藏區如青海成都是通往藏區如青海、、西藏西藏
等地最便捷的地方等地最便捷的地方，，不必從更遙遠的地方不必從更遙遠的地方
輾轉貿易輾轉貿易。。同時同時，，蜀地有悠久的桑蠶養殖蜀地有悠久的桑蠶養殖
歷史歷史，，也有悠久的絲綢製作也有悠久的絲綢製作、、販運販運、、銷售銷售
歷史歷史，，因此因此「「高原絲綢之路高原絲綢之路」」中的絲綢源中的絲綢源
頭絕大部分來自當時的益州頭絕大部分來自當時的益州（（今成都今成都）。）。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在四川博物院的展此次在四川博物院的展

覽覽，，在原有巡展內容的基礎上新增了在原有巡展內容的基礎上新增了
四川吐蕃遺蹟四川吐蕃遺蹟，，如四川石渠縣吐如四川石渠縣吐
蕃石刻群蕃石刻群、、四川爐霍呷拉宗吐四川爐霍呷拉宗吐
蕃墓等蕃墓等。。
其中其中，，四川石渠縣吐蕃四川石渠縣吐蕃

石刻群保存狀況良好石刻群保存狀況良好、、題題
材豐富材豐富，，有藏傳佛教的五有藏傳佛教的五
方佛方佛、、大日如來像大日如來像、、菩薩菩薩
像像、、度母像度母像，，也有反映吐也有反映吐
蕃宗教情況的古藏文題記蕃宗教情況的古藏文題記。。經經
過專家考證過專家考證，，古藏文題記中明確記載了古藏文題記中明確記載了
石像雕刻於吐蕃贊普赤松德贊時期石像雕刻於吐蕃贊普赤松德贊時期，，是研是研
究吐蕃佛教文化的重要資料究吐蕃佛教文化的重要資料。。這一石刻群這一石刻群
的發現的發現，，以實物印證了史書中所提到的在以實物印證了史書中所提到的在

傳統唐蕃古道以南的傳統唐蕃古道以南的
另一條交通線路另一條交通線路，，對對
於研究唐蕃古道走於研究唐蕃古道走
向向、、唐蕃民族關係唐蕃民族關係、、佛佛
教傳播路徑教傳播路徑、、吐蕃佛教吐蕃佛教
史史、、藏傳佛教美術史都藏傳佛教美術史都
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而四川爐霍呷拉宗遺址而四川爐霍呷拉宗遺址

唐代冶煉遺存上部堆積為唐代冶煉遺存上部堆積為
一處吐蕃早中期的墓葬一處吐蕃早中期的墓葬。。這這
是川西高原首次發現吐蕃時是川西高原首次發現吐蕃時
期的墓葬期的墓葬，，為川西高原識別有為川西高原識別有
關遺存和探尋唐蕃古道南線的關遺存和探尋唐蕃古道南線的
走向提供了線索走向提供了線索。。
此次展出的吐蕃文大般若經此次展出的吐蕃文大般若經、、

吐蕃文大乘無量壽經吐蕃文大乘無量壽經、、寶生佛銅寶生佛銅
像像、、阿嵯耶觀音銅像阿嵯耶觀音銅像、、釋迦牟尼立像釋迦牟尼立像
等佛教抄經等佛教抄經、、佛教造像佛教造像，，亦展示了佛亦展示了佛
教在吐蕃的流傳情況教在吐蕃的流傳情況。。此外此外，，觀眾還可觀眾還可
以從展覽上的唐代的陶俑以從展覽上的唐代的陶俑、、木俑木俑，，了解了解
唐人的服飾樣式唐人的服飾樣式；；從打球俑從打球俑、、胡人俑胡人俑、、

武士俑等武士俑等，，了解唐人的日常生活了解唐人的日常生活、、
經貿交流等經貿交流等。。

吐蕃金銀器喚響吐蕃金銀器喚響絲路駝鈴絲路駝鈴
唐三彩陶馬唐三彩陶馬、、青釉牽馬瓷俑青釉牽馬瓷俑、、石雕胡人像石雕胡人像、、鏨刻團鏨刻團

窠飛馬紋飾片窠飛馬紋飾片、、吐蕃文大般若經……在四川博物院舉吐蕃文大般若經……在四川博物院舉

行的行的「「天路長歌天路長歌——唐蕃古道沿線七省區精品文物聯唐蕃古道沿線七省區精品文物聯

展展」，」，遴選了來自青海遴選了來自青海、、甘肅甘肅、、陝西陝西、、寧夏寧夏、、新疆新疆、、

西藏西藏、、四川的四川的189189件件//套精品文物套精品文物，，一展唐蕃古道對漢一展唐蕃古道對漢

藏文化交流的特殊價值及其對沿線地區的重要意義藏文化交流的特殊價值及其對沿線地區的重要意義。。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向芸

在題為「天路聚珍唐蕃古道上的金銀器和絲織
品」的專題講座上，霍巍從金銀器和絲織品兩個
角度，闡述了「高原絲綢之路」這一概念。在他
看來，吐蕃雖然地處高原，但並不是個孤島，
而是連通了北方絲綢之路和南方絲綢之路，呈
現出多元性。
霍巍表示，中國國家文物局2017年在西安
首次公布的一張絲綢之路地圖上，就加入了
「高原絲綢之路」的路線。各門類的文物都
顯示出這個高原王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緊密
的聯繫，用事實證明橫貫歐亞大陸的絲綢
之路當中，由高原各部族所創立並在吐
蕃王朝時期達到鼎盛的「高原絲綢之
路」，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
部分。
「『高原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
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有機結合，使
如今的『一帶一路』成為一個整
體。」霍巍說，「高原絲綢之
路」不是簡單的某一條路線，
而是一個路網，在不同歷史
時期發揮着交通運輸、政
令通達、商貿往來、文化
交流等重要功能，更架
起了各民族之間溝通
的橋樑，增強了中華
民族「一家親」的
認同感，維繫着
國防安全與社
會穩定。

多省文物重現多省文物重現唐蕃古道唐蕃古道

記者手記

「高原絲綢之路」
搭建民族溝通橋樑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的陝西歷史博物館藏的
（（唐唐））彩繪陶胡人俑彩繪陶胡人俑

■■青海省博物館藏的青海省博物館藏的（（唐唐））玉臥馬玉臥馬

■■四川博物院館藏的四川博物院館藏的（（唐唐））青釉牽馬瓷俑青釉牽馬瓷俑
和和（（唐唐））青釉駱駝瓷俑青釉駱駝瓷俑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的的（（唐唐））彩繪泥塑打馬球俑彩繪泥塑打馬球俑

四川博物院供圖四川博物院供圖

■■湟源古道博物館藏的湟源古道博物館藏的（（唐唐））
鏨刻團窠飛馬紋飾片鏨刻團窠飛馬紋飾片■■湟源古道博物館藏的湟源古道博物館藏的（（唐唐））

銀包金鏨刻龍紋飾片銀包金鏨刻龍紋飾片

■■湟源古道博物館藏的湟源古道博物館藏的（（唐唐））龍紋織錦龍紋織錦
四川博物院供圖四川博物院供圖

■■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
物館藏的物館藏的（（唐唐））黃底花黃底花
瓣團窠對含綬鳥紋錦瓣團窠對含綬鳥紋錦 ■■青海省博物館藏的青海省博物館藏的（（唐唐））唐唐

三彩陶馬三彩陶馬 四川博物院供圖四川博物院供圖

■■甘肅省博物館藏的甘肅省博物館藏的
（（唐唐））吐蕃文大般若經吐蕃文大般若經

■■西藏博物館藏的西藏博物館藏的（（明明
末清初末清初））釋迦牟尼立像釋迦牟尼立像

■■四川博物院館藏的四川博物院館藏的（（清清））慧通禪師慧通禪師
印印、「、「綽斯甲布宣撫司綽斯甲布宣撫司」」銅印銅印、「、「卓卓
克基長官司克基長官司」」銅印銅印（（從左至右從左至右））

■■唐蕃古道路線圖唐蕃古道路線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