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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藏族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对藏族地区经济史的研究是藏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史在藏族经济史的研究中
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史料的搜集不易，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
尤其在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具体状况的研究方面，更是缺乏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本书一个重要的研究意义就在于填补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史研究的空白，希望通过本研究来推动学
界对这一课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宋元时期是藏族大分裂又逐渐统一的历史发展时期，此段历史背景复杂、内容丰富。
这一阶段也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形成时期，政教合一制度对藏族社会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
宋元时期也是藏族封建农奴制形成并确立的时期，封建农奴制形成后在藏族地区整整延续了700年，宋
元时期的藏族地区经济发展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
响。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史料的零散及欠缺，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个别部门、个别领域的研究，
研究开展得也不够系统深入。
本书力求通过深入研究，使人们对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史有更客观、更理性的认识；通过系统性、
全局性的研究填补学术界对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史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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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从藏族地区后弘期上路弘法路线看，宋元时期，藏族地区与南亚等国联系更加紧密了，不
断有人员往来。
　　藏族地区不断有人前去印度等地区求法。
据记载，在藏族分裂期间前往印度学习佛教的译师总计一百五十多人这个数目，比前弘期增加两倍。
在西藏分裂期的后期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等地来藏族地区的班智达总计达七十三人
，这也比前弘期记载的数字增加了两倍。
当时藏族地区前往印度。
尼泊尔、克什米尔学习的译师最短也要学七年，有的甚至达二十年。
最著名者大译师仁钦桑波（958-1055年）学成返藏时，邀请了三十二位克什米尔艺术家，在他建立的
寺院中工作。
　　早在1040年印度阿底峡来藏族地区时，便由阿里地区普兰县进入的，说明早在11世纪这个里普列
山口出入境通道便开始了印度与藏族地区的往来，印人来者多数要到圣山圣湖朝圣，圣湖玛旁雍错湖
湖水晶莹清澈、碧蓝如天，湖后有一雪山冈仁波切即冈底斯山，山峰终年积雪，雪峰映着碧蓝的湖水
，风景极为壮观，被藏传佛教及印度教视为极为神圣的圣地。
当然朝圣者和边民带些小商品和土产品互相交换是常事。
　　南亚等国不断有高僧大德来藏传法。
著名者除阿底峡外，有息结派创始人荡巴，他是南印度人，曾先后五次来藏族地区传法，到达定日、
阿里等地区。
其中“第三次是从尼泊尔他（荡巴，？
-1117）同商人结伴而来藏”，“第五次是他到内地住了十二年，后来又来到定日。
”　　到13世纪初叶，印度受外来侵略，除了印度南方和东部部分地区，其余西印度、中印度及北印
度均被占领。
所以印度境内信仰佛教的绝大多数班智达、学者和僧徒逃往印度以东的缅甸、泰国、柬埔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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