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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解析开元年间南诏与吐蕃关系及对中华民族

大一统进程的意义 
张晗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云南昆明  65000） 

摘要：本研究聚焦于隋唐时期南诏与吐蕃的复杂关系，从战争、经济、政治、文化四个维度展开深入探讨，分析二者互动对中

华民族大一统格局形成的深远影响，揭示这一时期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多元模式与内在动力，为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演

进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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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依据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论述，

中华文明历经起源与孕育、自在发展、自发自觉的联合三个阶

段逐步走向多元一体，其中 581 - 907 年的隋唐大一统时期是

多民族大规模渐进融合的关键进程。在此历史语境下，吐蕃（涵

盖现今西藏自治区以及新疆、青海、四川西部等地）与南诏（现

今涵盖云南、贵州、四川、西藏、越南、缅甸的部分地区）之

间的关系，对中华民族最终达成大一统局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

要意义。本论文旨在通过对二者在战争、经济、政治、文化等

多方面关系的细致探究，全面解析其相互影响与作用机制。 

 
二、南诏与吐蕃 

吐蕃，存续时间为公元 633 年—842 年；是青藏高原地区

一个存续时间长，军力强大，内部完成了统一的古代王朝，其

鼎盛鼎盛时期面与大唐大体上以陇山为界，北到宁夏贺兰山，

且与南面的南诏为属国的强大王朝。由于地缘的特殊性，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它是中华文明主体唐王朝强大的对手，对于比邻

的南诏，则是以武为器曾成为南诏宗主国。 

南诏国，据：《唐书·南蛮传》记载：南诏本哀牢夷後，乌

蛮别种也。渠帅有六，自号六诏，曰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

邆睒诏、施浪诏、蒙舍诏。公元 649 年（贞观年间），六诏蒙舍

诏首领细奴逻确立了亲唐的政治路线，在唐帝国的支持下开元

年间（公元 738 年）蒙舍诏王皮逻阁统一六诏，被玄宗敕封为

“云南王”并赐名“归义”，南诏正式建国。 

三、战争维度的南诏与吐蕃关系 

吐蕃和南诏两个相邻的王国，从南诏诞生伊始相互关系就

较为剑拔弩张，在古代文献中，可以找到多次两者之间爆发战

争的记录。参看敦煌藏文《吐蕃史》中有如下记载：“及至兔年

(703 年)，赞普赴南诏，攻克之，是为一年”。赞普传记里也记

载：“赤都松赞普……又推行政令及于南诏，使白蛮来贡赋税，

收乌蛮归于治下。”《新唐书·吐蕃传》记载，“神龙三年（707

年），诏唐九征为姚巂道讨击使，率兵击之。虏以铁絙[gēng]

梁漾、濞二水， 通西洱蛮，筑城戍之。九征毁絙夷城，建铁柱

于滇池（洱海）以勒功。” 

通过以上文献所记载的信息，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信息： 

第一：南诏面对比它强大的吐蕃，在战力方面是绝对的弱

势。且相较于吐蕃，南诏对于南诏的重视程度较低，因此也就

使得虽然唐朝辅助南诏完成建国，但并未完成对南诏的控制。 

第二：作为邻国的吐蕃能在西南地区南诏统治范围内修建

当时在险峻之地能够建构的最佳交通要到说明吐蕃在滇西北站

稳了脚跟且对这一地区实现了实控。 

第三：吐蕃在云南建桥沟通大江两岸的之后还在附近设了

神川都督府，作为吐蕃经营云南的大本营，用今天语境等同于

建立军事基地。后又经过天宝战争，在公元 752 年南诏国改元

为赞普钟元年，成为吐蕃的属国。 

吐蕃之以能够在公元 6 世纪中叶后完成对南诏地区的控

制，是由于在南诏建国之前的“六诏时期”，南诏充分的利用了

吐蕃和唐帝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在两个相邻大国之间反复博弈，

既会选择与吐蕃结盟帮助吐蕃与唐朝作战，又充分利用自身能

够牵制吐蕃的能力，获得唐王朝对其实现内部统一的各项支持。

在这一历史期间吐蕃和大唐的每一次战争都有南诏参与其中，

只不过南诏会基于当时对己最优的目的选择成为两者之间一方

的盟友。 

通过一场场危险平衡的战争中，南诏完成了地区政权的统

一和王国政权的建立。当然这种反复横跳的行为亦遭遇两大强

国的不满，甚至直接诱发了来自唐帝国的征伐，征伐的后果是

天宝年间南诏向吐蕃投诚。旧唐书《南诏蛮传》中记载：“鲜于

仲通将兵八万讨南诏。。。阁罗凤敛战尸，筑为京观，遂北臣于

吐蕃。蛮语谓弟为‘钟’，吐蕃命阁罗凤为‘赞普钟’，号曰东

帝，给以金印。蛮谓金印为‘瑟瑟’。” 

这场战争就是古代著名的天宝之战，笔者亦有拙作《天宝

战争：云南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文化的关键转捩与历史新篇开启》

对该事件做了详尽分析，因为毕竟战争的作用不仅仅是血腥和

掠夺，反而有可能成为特定历史时期民族融合的最强催化剂。 

四、经济层面的互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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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国在其强盛阶段领土延伸至越南、缅甸部分地区。南

诏地理条件优越，农耕与畜牧业并行发展，种植水稻、小麦、

玉米等粮食作物及多种蔬菜水果。南诏以太和城、羊苴咩城为

核心商业枢纽，构建起与唐帝国、吐蕃以及周边南亚、东南亚

国家的贸易网络。其出口丝织品、手工艺品、药品、金属制品、

茶叶等，通过陆路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贸易，水路与印度、

斯里兰卡等国通商，进口珠宝、香料、药材等。南诏还发行货

币，初期以海贝（“巴子”）作为货币，“以缯（zēng）帛及贝

市易。贝之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这种贸易促使各地农产品、

手工业品四处流通，推动经济交流与发展。 

自隋唐时期，鉴于唐朝、吐蕃、南诏所产资源的相互需求，

以及地理天堑隔离由于军事及实控需求被桥梁及道路的修筑所

打破，云南古代的茶叶在这一时期成为吐蕃地区民众生活的必

须品，亦开启了古代茶马古道的最初形态，以及成为直至宋代

方成型的南方丝绸之路的伊始。 

虽然商贸经济活动缓和三方过于紧张的政治关系。但是吐

蕃虽军事强大、土地广袤，但因大部分区域位于青藏高原，农

业发展滞后，主要依赖畜牧业，经济实力逊于南诏与唐帝国，

故而对南诏的控制欲更强。 

五、政治、经济制度的交融 

南诏由六个大的少数民族政权经多番战争后，在唐朝支持

下于 738 年统一洱海地区建国，南诏建国初期全面借鉴盛唐制

度文化，第二代国主两次出使唐朝，带回大量农业、纺织技术、

建筑与科技、艺术宗教等文化典籍，汉族人口的流入促进南诏

全方位发展，使其从“俗不解织绫罗”转变为“悉解织绫罗也”，

・《蛮书》等文献便是这一文化交融的产物，《新唐书 南蛮传》

亦记载南诏“语言与中原同”。然而，唐朝统治者及官绅阶层未

平等对待南诏，新旧唐书称南诏地区为“蛮”，唐朝派驻西南的

官员对南诏态度傲慢，甚至有侮辱王后的传说。安史之乱及两

次天宝战争致使唐朝国力衰退，无法完成对南诏的实控，南诏

拜吐蕃为宗主国。 

南诏早期作为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善于学习周边强大王

朝。政治制度上采用实用主义，纵向管理结合自身特色，既学

习吐蕃的官员体系制度，依照《贤者喜宴》、《西藏通史》的记

载，在政治上南诏采用“七官制”，包括地方政务官为“域本”

（类似唐朝后期节度使）、军官“玛本”、养马官员“戚本”、掌

管粮食和财务收支的官员“岸本”、负责各类牦牛事务和赊账实

务的“楚本”、法律事务官员“昌本”、管理基础部落或部落首

领的“司本”（职权范围类似中原里正但权力更大），部分官职

名称与职责与吐蕃相似，体现吐蕃制度影响；在社会经济活动

中是全盘面采取唐朝的度量衡及贸易方式，例如出土于大理太

和古城遗址的“唐·仓储石碑”现存 70 余字，内容对南诏早期

的官职制度、仓储制度、度量单位，其中详细记录了南诏的度

量衡与唐朝几乎一致。 

在制度学习方面，吐蕃还有一个很独特的游牧民族的制度

对于南诏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就是盟誓制度。吐蕃在与其他势

力结盟时，通常会举行盟誓仪式，以确保联盟的稳定性。南诏

在与吐蕃结盟后，也可能受到了这种盟誓制度的影响，在与其

他势力交往时，也开始注重盟誓的形式和意义。例如，南诏后

来与唐朝的“点苍山会盟”，就是一种类似的盟誓仪式，这表明

南诏在政治交往中开始借鉴吐蕃的盟誓制度。 

六、文化视角下的交流与互鉴 

南诏在宗教信仰方面经历了从古老多神原始宗教向以佛教

为主体的多元融合宗教信仰的转变。中原唐王朝主流宗教为大

乘佛教和道教；吐蕃主要宗教为苯教和佛教（后演变为藏传佛

教）。佛教在这三个地区广泛传播。唐朝佛教文化深刻影响南诏，

南诏大量兴修寺庙，佛像雕塑、宗教仪式多借鉴唐朝佛教艺术。

同时，吐蕃的藏传佛教也对南诏产生影响，致使南诏佛教文化

呈现多元融合特征，如云南省博物馆和云南剑川石钟山的“阿

嵯耶观音”造像，其身形修长、腰身纤细，头戴化佛高花冠，

上身袒胸，下身着长裙，跣足立于莲台上，服饰造型与唐宋、

藏传观音皆有不同。吐蕃佛教在唐朝亦有传播交流，吐蕃佛教

僧侣赴唐交流佛法，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交流融合，唐朝佛教思

想与修行方法也推动了吐蕃佛教发展。 

在文化艺术交流中集大成者是公元 810 年由南诏敬献唐王

朝的乐舞“南诏奉圣乐”，具体研究内容请参考拙作：《古代云

南少数民族全面融入中华文明圈的标志性事件-“南诏奉圣乐”

进长安》 

七、结论 

唐帝国、吐蕃、南诏在隋唐时期既有激烈战争冲突，又有

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互动与相互借鉴。它们在历

史长河中彼此影响，文化交流融合丰富各自内涵，推动地区发

展，共同勾勒出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这种多民族间的互

动充分彰显古代西南地区多元文化特色，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

作出卓越贡献。在当今时代，深入探究南诏、唐朝与吐蕃文化

的相互影响，对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强化民族团结、推动区域

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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