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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吐蕃史(6世纪至9世纪)是藏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高原上的各部在吐蕃王朝的统一下，凝聚成为
强大的势力，并走出了封闭的内陆高原。
吐蕃王朝的建立，打破了高原的沉寂，藏族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勃勃生机。
原来各自为政，分散、孤立发展的局面被改变，通过制度、法律、驿站等建设，一个个小邦政权或部
落联盟得到了整合。
由于内部人口流动，社会交往面的扩大，推动了语言及整个文化层面上的相互沟通，又实现了文化上
的整合。
吐蕃时代，族群的认同感加强，藏族得到了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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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苏毗女国也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习俗，如喜欢彩色涂面，有时一日中改变好几次。
葬俗实行二次葬，“贵人死，剥其皮，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内而埋之”。
宗教方面，女国崇拜阿修罗神及树神，年初用人或猕猴来祭神灵。
阿修罗是梵语，意译非天，佛典载阿修罗本住天界，因生性好战，被天神驱逐出天界，但阿修罗仍常
与天神战。
因此，阿修罗是古代印度的一类神灵，类似魔神。
苏毗何以崇拜阿修罗，亦无史料可证。
从苏毗与天竺有商业贸易看，受天竺文化影响也是有可能的，或者《隋书·女国传》的材料来自传闻
，记述不甚确切所致。
用动物或人来祭祀神灵，是原始宗教的共性，苏毗的宗教亦属于原始苯教的范畴。
苏毗每当举行完年初的祭祀后，还要进行占卜活动，以预示一年的吉凶。
其占卜方式是将类似雌雉的一种鸟破腹，查其胃中的食物，见到粟则认为吉利，见到沙石则认为有灾
祸。
　　除苏毗女国外，《旧唐书》等载有东女国，其位置据载，“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
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
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
茂州在今茂汶县，雅州即今之雅安，则此东女国在大小金川地区，弱水指大金川河，为大渡河的上游
。
东西女国相去甚远，吐蕃征服孙波后，设有孙波如，没有史料能证明东女国是西女国向东迁徙所致。
但据《旧唐书·东女国传》等史书所载，东女国的葬俗、鸟卜等风俗及女王执政等方面与西女国相同
，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东西女国属于同一系统，东女国是西女国的延续。
对东西女国的记述，史书中有所混淆，而实际上二者本是两个不同的政权。
　　松赞干布时吐蕃兼并苏毗，并建立千户制，苏毗王族的地位仍得以保留，但女权统治时代亦宣告
结束。
　　第三节 党项　　党项的势力在魏晋时期显得很微弱，到吐蕃统一前党项部也逐渐地强盛起来。
《新唐书·西域传》载：“其地古析支也，东距松州，西叶护，南舂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
处山谷崎岖，大抵三千里。
”松州在今四川阿坝州松潘县，吐谷浑住于青海湖地区，则党项的活动范围大致在今青海果洛、黄南
、海南，四川阿坝、甘孜，甘肃甘南一带，活动的中心在青海东南、甘肃南部、川西北这一相连地带
。
　　《新唐书》等称党项为党项羌，认为是汉代西羌的后裔。
《北史·党项传》云：“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
”而藏文史书《王统世系明鉴》等书中载有藏族起源于猕猴的神话传说，时至今日，藏人中仍流传此
神话。
《北史》这段材料说明，起源于猕猴的传说是非常古老的，不是佛教传人以后才有的。
其次这个神话的传播范围较广，不限于西藏山南一隅。
同一图腾的部族在血缘上更有密切的关联，党项羌、宕昌羌、白狼羌均属羌藏族群，为古代藏族的组
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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