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秘的青海湖祭海仪式

清朝雍正元年，青海蒙古和硕特
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对于清朝不许他
干预西藏的控制权和族内混乱方面
的规定深感不满，遂掀起叛乱，清廷
派大将军年羹尧平息了此次叛乱。

雍正给出征青海的年羹尧写信
问候：“朕很想你，朕实在不知道怎
么疼你。”年羹尧写信汇报战场事
宜，雍正回信说：“不知你我是何等缘
分，难道这是上天注定？”那个肉麻
劲，如果掐头去尾，说是雍正写给爱
人的情书都不为过。年羹尧平定青海
后，雍正兴奋地下旨：“朕的子孙将来如
果有对不起你的，就不是朕的子孙，天
下臣民有谁对你不敬的，就不是大清臣
民。”雍正不仅自己对年羹尧感恩戴德，
顺带把子孙后代、天下百姓都一起算进
去了，要求人人都只能念年羹尧的好，
不能说他的坏话。如果论史上君臣和
谐典范，恐怕不是刘备和诸葛亮，而是
这对肉麻的君臣，当然，如果没有后来
雍正突然翻脸杀人的话……这位建立
不朽功勋的年大将军，在得胜回朝后，
不久便被下狱，雍正给他罗列了92条
大罪，被迫自缢而死。

罗卜藏丹津之乱使清廷深刻认
识到青海地理上与西藏、新疆犬齿
交错及安藏必先安青、安疆必先安
青的重要性，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反
清事件之后，制定了“青海善后事宜十

三条”及“禁约青海十二事”，确定青海
诸台吉游牧地界，依照内札萨克例，实
行盟旗制度，在藏区实行千百户制度。
派官员清查藏族各部落户口，划定地
界，“因俗设官”分别赐于千户、百户等
头衔，由中央设置办事大臣进行管理。

清廷规定，西宁办事大臣总管青
海蒙藏部落和地区政教一切事务，其
中包括蒙古王公及札萨克的封爵承
袭，藏族千百户头人的任免，各寺院
活佛转世事宜；稽查各旗、部落的户
口、牧畜、田亩；管理、控制蒙藏各旗、
部的茶粮贸易；受理蒙藏两族间的各
种纠纷和命盗案件；会同陕甘总督、
驻藏办事大臣及四川督抚协调处置
有关甘青、青藏及青川之间的有关事
宜；定期查旗和主持祭海会盟。

祭海是承袭蒙古族的旧制，对
普通蒙古人来说是信仰崇拜的一部
分，但经过罗卜藏丹津事件后，清廷
巧妙地将其转变为自身政权服务的
一项机制，这是青海湖畔的祭海不
再是属于纯宗教形式的，而被赋予
了与会盟一样的政治使命。

有清一代，每年农历七月十五
日，西宁办事大臣都会准时主持由
蒙古王公、藏族千百户参加的祭海
仪式。按照祭海会盟日程安排，首
日祭海，祭海仪式结束都会相应进
行文艺娱乐活动，次日会盟，举行会
盟及会宴。每次祭海前，西宁办事
大臣作为主祭官，都要提前知照陕

甘总督以便由其在所属的西宁道、
西宁镇总兵、西宁知府等高级文武
官员中选派一名陪祀官前往参祭。

值得注意的是，清廷还针对藏、蒙
古、土族人民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的实
际和青海地区汉藏文化交融兼容的
特点，以多封授河湟大喇嘛为控制
西藏、安定蒙古的策略。从康熙年
间起设置驻京呼图克图 12位，青海
（包括当时隶属循化厅的甘南夏河）
占8位，佑宁寺的章嘉、土观活佛，塔
尔寺的阿嘉、赛赤、拉科活佛，广惠
寺的敏珠尔活佛，东科尔寺的东科
尔活佛和却藏寺的却藏等活佛驻京
任职，备受尊崇。这也是青海至今
活佛多、影响大的原因。

青海茶马互市的由来

时间回到盛唐大明宫内，随着
音乐响起，高大的骏马开始翩翩起
舞，那雕塑般健美的身材、绸缎一样
顺滑的皮毛、昂首阔步时骄傲的神
情，一下子吸引了大明宫应邀参加唐
明皇生日宴会朝廷上下、各国宾朋的
目光。只见这些用金银、珠宝、玉石
装饰璎珞和鬃毛、背上披挂文绣彩衣
舞马随着乐曲旋律，或昂首、或摆尾、
或起立、或横走，姿态诸多。最神奇
处，马儿竟然能够微蹲后腿，口衔酒
杯，为玄宗祝寿。宰相张说的《舞马
千秋节万岁乐府》把这种天赋异禀

“来仪自海西”的天马，怎样祝寿的

形态动作，描绘得淋漓尽致。他们
见到的舞马为当世名马青海骢。

作为重要的作战工具和军事装
备，中国历代王朝都认识到马的重
要作用，汉唐更是建立起了一整套
采办、牧养为内容的马政制度。汉
武帝时期之所以取得和匈奴作战的
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获得了优
质的战马。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提
出：“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
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正是历史
上的吐谷浑引进波斯种马，改造鲜
卑马，培育出青海龙种战马、舞马，
得到征伐将士和王公贵族的追捧，
舞马更是当时名副其实的“网红”。

由于得到历代中央政府的支
持，使得青海的马贸易获得了空前
的成长。早期的中原王朝能够拿来
交换的只有帛等丝绸制品，但青海
气候高寒，帛并非游牧民族所必需，
导致后世中原王朝无法控制定价
权，“马贵帛贱”，长期处于“入超”状
况。也只有到了宋代，茶叶优点才
被发现，加上茶叶取之不尽，逐渐改
善了在马匹贸易上的被动局面。掌
握主动权的朝廷一改过去以帛换马
的贸易方式，使得游牧部落需要的解
油脂、止油腻、促消化、驱寒冷的汉地
茶成为贸易的主流，游牧部族对茶的

依赖后来甚至到了“一日无茶则滞，
三日无茶则病”的程度。也是从宋代
开始，历代王朝在青海地区逐步建立
起完整的茶法和庞大的榷茶官僚机
构，标志着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
化传播古道——茶马古道首先在西
北正式走上历史的舞台。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清廷
结束了延续七百年的茶马互市制度，
官方所用的马匹通过贡赋形式征集，
茶马贸易转由民间经营。蒙藏各部
与内地贸易地点由过去始终不变的
日月山改到了丹噶尔城和多巴城，使
丹地商业发达，人口增加，嘉庆、道
光时这里商业十分兴盛，一度成就
了作为青海农牧区之间贸易的重要
市场的地位。《丹噶尔厅志》写到：

“迄今商业发达，几成巨埠，岁输白
金几十万，盛矣!”就在马匹内贸在下
降的时候，刺激了大黄和“西宁毛”
的生产，这里出产的大黄、“西宁毛”
（藏系羊羊毛）对外出口意外暴涨，
与丝绸、茶叶、瓷器一起成为西方赞
誉的中国货。此后西方人虽然掌握
了中国特色商品茶叶、丝绸、瓷器等
的生产，唯有药用大黄的生产至今仍
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欧洲不时发
出的贸易大单，确保了大黄成为替代
青海马匹贸易的又一“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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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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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孝宏

鄯州是从北魏至北宋的几个王
朝或政权设在今青海省东部地区的
地方行政区，其中唐代鄯州是唐王
朝设在西陲边鄙的极为重要的州府
之一，虽然它被湮没在漫漫的历史
云烟里，但透过漫漫的历史云烟，即
可窥见其曾经闪烁的辉煌。

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公元 526
年），将设于今西宁的鄯善镇改为鄯
州，并将其治所东迁今海东市乐都
区碾伯镇。其后的西魏、北周、隋、
唐、北宋均沿袭北魏旧制设置鄯
州。在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至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
的12年间，以及唐玄宗天宝元年（公
元 742 年）至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
757年）的 15年间，鄯州曾两度被称
为西平郡。鄯州从设立至北宋徽宗
崇宁三年（公元 1104 年）改为西宁
州，在今青海省东部地区延续了 578
年，其治所最初从西宁东迁今海东
市乐都区碾伯镇至北宋哲宗元符二
年（公元 1099 年）复迁青唐（今西宁
市），在今海东市乐都区碾伯镇延续
了573年。其中唐代鄯州从设立（公
元 619 年）至陷于吐蕃（公元 757
年），存在了138年，其治所一直在今
海东市乐都区碾伯镇。

隋末大乱，西北群雄并起，竞相
割据，河湟地区成为薛举和李轨等
割据势力的统治范围。唐高祖武德
二年（公元 619年），李渊、李世民父
子平定了河湟地区薛举、李轨等割
据势力，将今青海省东部地区纳入
唐王朝的版图。继之唐廷在此设置
鄯、廓二州，其中鄯州最初下辖湟
水、龙支两个县。其中湟水县治所
也在今海东市乐都区碾伯镇，其辖
境大致包括今西宁、湟源、湟中、大
通、门源、互助、平安、乐都一带；龙
支县治所设于今民和回族土族自治
县古鄯镇，其辖境大致包括今民和
县和甘肃省永靖县西部一带。唐高
宗仪凤三年（公元 678 年）在湟水县
西部析置鄯城县，治所设于今西宁
市，其辖境为原湟水县西部地区，即

今西宁市区（含湟中区）、湟源、大
通、门源一带，湟水县辖境则变为今
西宁市区以东、老鸦峡以西的湟水
流域地区。整个鄯州辖境包括今青
海省湟水流域及甘肃省西南部分地
区，辖境之广，为西北其他诸州所不
及。鄯州的地理位置包含了它最原
生样貌的信息：清澈的湟水河穿境
而过，孕育出两岸广阔而丰腴的土
地，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过着自给自
足的安闲而自在的生活。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
朝廷将全国划为十道，即关内、河南、
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
剑南、岭南等十道，其实为十个大的
监察区，由朝廷派大员（即采访使）巡
省地方，监察百官。这“十道”之中，
陇右道的治所即设于鄯州（今海东市
乐都区碾伯镇），西北地区的秦、渭、
成、武、洮、岷、叠、宕、河、兰、廓等21
个州府（其中2个府是北庭都护府和
安西都护府）均属陇右道的监察范
围。当时21州府共下辖59县12.4万
户人家53.6万人口。可见，当时的鄯
州城为道、州、县三级治所所在，既是
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也是在全国屈指可数的几大都市之
一。自然，当时每天从其他20州府、
58县到鄯州城办公差的官员及掾属
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加上当地居民
和民间往来人员，鄯州城可谓一派车
水马龙、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啊。

大唐王朝立国之初，与鄯州西
部相邻的草原王国吐浴浑即与唐王
朝互遣使者，建立了友好的邻国关
系。但唐王朝国内经济恢复和发展
到一定程度后，则有了恢复丝绸之
路、开辟中西陆路交通和进一步向
西北发展的愿望。而阻遏中西陆路
交通，屡屡觊觎并袭扰唐王朝西陲
边鄙州县且占据青海湖周边广阔而
肥美草原的吐浴浑，首当其冲成为
唐王朝将要征服的目标。唐太宗贞
观八年（公元634年），李世民以李靖
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举兵 10万进
攻吐谷浑，并于次年五月攻占吐谷浑

王城伏俟城，吐谷浑王伏允西逃且
末，后被其部下弑杀。伏允的长子慕
容顺不得不举国降唐，唐朝终获胜
利。慕容顺死后，其子诺曷钵继位，
唐廷便以宗室女弘化公主许配诺曷
钵。其后吐谷浑王室继续与唐皇室
联姻，这种和亲方式，赢得了唐王朝
西陲边鄙州县的和平与安宁。

然而，就在吐谷浑与唐王朝化干
戈为玉帛而友好往来期间，在具有文
韬武略和远大抱负的吐蕃赞普松赞
干布的励精图治下，一个疆域辽阔、
统一强盛的吐蕃王朝悄然崛起于青
藏高原，且成为“西域诸国共臣”的强
国。这是唐廷在解决了吐谷浑王国
的侵扰和威胁之后，又在西北地区必
须面对的一个更为强大更具威胁性
的势力和更为复杂的局面。正所谓

“唐代中国受外族之患未有斯之久且
剧者也”（历史学家龚书铎语）。而吐
蕃王朝崛起之时，适逢唐太宗李世民
所开创的贞观盛世。当此之际，唐王
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空前发展，
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世界强国之
一。据《资治通鉴》记载，其国土“东
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
不赍粮”。当时唐王朝的军事实力，
也是其他各国无可比肩的，而唐太宗
李世民更是踌躇满志、胸有成竹，他
曾言：“今中国强，戎狄弱，以我徒兵
一千，可击胡骑数万。”对大唐王朝的
强盛，西北诸蕃无不诚惶诚恐，各部
君长均希望仰仗唐王朝的国力来加
强自身的统治力量，便纷纷向唐王朝
请婚，并以得到大唐公主为荣。面对
大唐王朝的兴盛强大，既已在青藏高
原卓然崛起的吐蕃王朝也深刻洞
悉。松赞干布为巩固来之不易的吐
蕃江山，不仅大力推进内政改革，还
竭力吸纳唐王朝的先进文化，并以文
武兼施的手段向唐请婚，以得到娶大
唐公主为妻的荣光。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 640
年）十月间，松赞干布命大论（吐蕃
宰相）禄东赞（又名噶尔）为请婚使
者，携重礼赴长安请婚。次年一月，

唐太宗答应其请求，将聪明伶俐的
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吐蕃松赞干
布。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开创了唐
蕃关系的新局面，从此以后唐蕃双
方以舅甥相称，在政治、经济、文化
各领域进行了全面交流，晚唐诗人
陈陶《陇西行》中的诗句“自从贵主
和亲后，一半胡风是汉家”，便是和
亲给吐蕃社会带来变化的真实写
照。在唐蕃两国频繁往来的过程
中，文成公主入藏的路线逐渐被固
定下来，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唐蕃
古道。这条古道是唐都长安通往吐
蕃都城逻些（今拉萨）的官道，全长
约5800里。这条古道成为汉藏两个
民族友好往来的“黄金桥”，在汉藏
关系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然而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并未赢
得唐蕃两国之间长久的友好与和平，只
是曾一度缓解了唐蕃之间的紧张关系
而已。吐蕃凭借雄强之势，不断伺机向
周边扩张，在不断东进扩张中，图谋将
吐谷浑作为首个兼并对象。唐高宗显
庆三年（公元658年），吐蕃倾举国之兵
力对吐谷浑进行大规模军事进犯，吐谷
浑王诺曷钵根本无力抵抗，遂携弘化公
主，率其部众逃至凉州，请求唐廷庇
护。唐廷也洞悉，倘若吐谷浑这一唐蕃
之间的缓冲地带沦陷，唐蕃之间势必将
处于直接对峙的态势，这是对唐王朝何
等的挑战和威胁啊！鉴于此，唐廷决定
发兵进攻吐蕃，襄助吐谷浑复国。唐
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唐廷命
名将薛仁贵领十万大军自鄯州西进，
越赤岭（今日月山），与吐蕃在大非川
（今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大河坝一
带）以决雌雄。结果唐军惨败，死伤大
半，唐军被迫退守鄯州，吐谷浑亡国。
这使唐王朝失去吐谷浑这个保护屏障，
吐蕃从原吐谷浑属地获取大量人力和
财物，解除了与唐作战时劳师远征的后
顾之忧，更有利于与唐抗衡了。

如此形势下，唐蕃之间长期对
峙于赤岭一线，鄯州被推到了阻遏
吐蕃政权的前沿地带，自然，鄯州大

地上演绎了一幕幕鼓角争鸣、刀光
剑影、杀声连天的波澜壮阔的历史
话剧。当然，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在民族大融合的进程中，这种悲壮
的战争场面也是难以避免的。虽然
唐蕃之间的军事交锋不断，但从总
体上看，唐蕃之间时战时和，几乎与
二者存亡相始终。

在唐与吐蕃“时战时和”的形势
下，鄯州作为重要的西陲边州，始终
突现出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唐
与吐蕃频仍的军事冲撞期间，面对吐
蕃的严重挑战和威胁，唐廷大力加强
了鄯、廓两州的军事防御力量，在鄯
州设置河源军，驻军达 14000 人之
多。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
唐又在鄯州设置陇右节度使，节度使
是设于军事要地的节制调度的军事
长官，又兼任所在道监督州县官员的
采访使，集地方军、政、财权于一身。
陇右节度使统辖临洮、河源、白水、安
人、振武、莫门、宁塞、积石等11个军，
绥和、合川、平夷等 3 个守捉，统兵
75000。陇右节度使的统兵数量仅次
于势力雄厚的范阳节度使（统兵
91400），占全国总兵力的七分之一
强。不难想象，当时的鄯州地区随时
可以看到悬在高空的猎猎旌旗和杀
声震天的军事演练场景。

唐廷对鄯州军事战略地位的重
视，不仅体现在驻军数量之多，也反
映在最高长官的任命上。也就是说，
配置的驻于鄯州的陇右节度使，大都
是多谋善断、治军有方且知晓西戎事
务的优良将领，其中郭知运、张守珪、
贾师顺、王忠嗣、哥舒翰等都是颇有
声望的名将。正如《资治通鉴》中所
指出的“猛将雄兵，聚于西北”。唐廷
通过在鄯州地区派驻大量军队，并任
用知晓西戎事务的优良将领担任鄯
州地区军政长官，构筑了完备的军事
防御体系和难以逾越的军事防线。
如此形势下，驻扎鄯州的各个军营定
然都有坚固的营寨，肃立的岗哨，而
且部队时时都处于和衣而眠、枕戈待
旦的高度战备状态。

青海湖祭海和西北茶马贸易

运城夏县辕村新石器时代遗
址、太原小店郑村新石器时代遗
址、吕梁兴县碧村新石器时代遗
址、运城稷山东渠夏时期遗址、运
城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临汾
霍州陈村金元时期瓷窑址，无论是
在时间跨度上，还是在地域分布
上，日前评出的2022年度山西六大
重要考古发现，不仅反映出中华文
明在三晋大地上各个时期的丰富
面貌，更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起
源、文明进程、文明交流互鉴等重
大课题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探源：重大课题讲述三晋历史脉络

作为早期国家形成与治理实
践的关键区域，山西始终处于中原
文化与北方文化互动交流的最前
沿。40 余年来在几代考古人的不
懈努力下，陶寺遗址逐渐展现出了
其“经天纬地、照临四方”的文明成
就；晋西地区在整个晋陕高原政权
兴起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晋南
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运城地区的盐铜资源如何促进夏
商王朝的崛起……

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于振龙
介绍，围绕这些重大历史问题及重
要课题，2022年山西持续推进夏县
师村、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兴县
碧村、沁水八里坪、绛县西吴壁等
十余处重要遗址的考古工作，并取
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围绕“考古中国·河套地区聚
落与社会研究”及“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重大课题，山西省文物考古
部门持续开展了兴县碧村遗址的
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碧村遗址是目前在晋
陕高原入黄河口处发现的史前规模最大、保存
最好的一座石城，它占据河套地区向晋中、晋
南过渡的关键要道，有着规划严密的城防系
统，是北方石城文化圈面向东方的一座重要门
户，这为揭示“天下万国”背景下中原与北方文
化互动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围绕“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课题，
山西文物考古部门重点实施了芮城坡头遗址、
襄汾陶寺遗址、夏县东下冯遗址及忻州尹村遗
址的考古工作。其中，芮城坡头遗址考古发现
了中条山盐湖附近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环壕
聚落。陶寺遗址拥有城墙、宫殿、王墓、礼制、
文字、冶金术等最为齐备的文明要素。东下冯
遗址确认了夏时期“回”字形环壕、早商时期夯
土城址以及大型仓储类建筑，是山西地区探索
夏文化的重要遗址。忻州尹村遗址的考古发
掘为研究忻定盆地夏商时期文化更迭及与周
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提供了翔实的材料。

寻真：新发现带来重要成果
西吴壁遗址以丰富的夏商冶铜遗存闻名于

世，曾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该遗址区域内，2022年新发现的商代墓地为进
一步了解西吴壁遗址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

这次在西吴壁发现的编号为M16的大型
墓葬是迄今为止国内商代初期阶段规模最大、
内涵最为丰富的商系大型贵族墓葬。墓葬中
发现了来自本地、商王朝中心地带、北方青铜
文化分布区的三种样式的随葬品。来自不同
区域的物质文化遗存，可以称为不同的文化因
素，西吴壁商代墓地为探讨晋南地区商代人群
构成、礼制源流，以及商王朝国家形态等学术
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临汾霍州陈村金元时期瓷窑址是山西目
前两处国保级瓷窑类遗址之一。目前发掘面
积共计 300平方米，揭露出丰富的金、元、明时
期窑业遗存，并出土大量窑具及瓷片标本，尤
以金元时期细白瓷器型多样，装饰纹样丰富。

项目负责人刘岩称，霍州窑作为北方地区
金代、元代瓷器生产的代表性窑场，在中国陶
瓷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次发掘出土的
文物是研究霍州窑的烧制历史、工艺技术、生
产规模、经济形态、传统影响发展等问题科学、
系统的基础资料，意义重大。

辕村遗址是近年来晋南地区发掘面积最
大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发现了大量遗迹和遗
物，是研究仰韶文化向庙底沟二期文化转变的
新材料。作为仰韶时期距盐湖最近的核心聚
落之一，出土独具特色的长筒罐为探索盐业资
源的早期开发、利用提供了新线索。

凝魂：多举并施促进成果转化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省考古学会理事长

王晓毅介绍，为加强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
播，更好讲述考古发现中的山西故事，山西省文
物考古部门在考古工作基础上，深入挖掘、整理、
阐释考古成果，积极推进考古报告出版、考古成
果展览、考古成果多媒体科普和传播等成果转化
方式，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亲手触摸距今约4000年的石块原物、在影
片中沉浸式体验陶寺都邑城址与各功能区之间
多元汇聚的文明、通过高3米长4米的软幕灯箱
一窥曙猿的生活环境……2022年11月在山西博
物院开展的“大政之源”特展，通过一系列多元化
的展陈方式，将观众的目光从聚焦于文物本身，
延伸至文物背后的最新考古研究成果，引导观众
感受山西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重要地位。

除此之外，近年来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门还
推出“考古云讲堂”系列讲座、举办“山西考古新
发现论坛”，推动考古成果全社会共享；搭建“山
西文物”“考古汇”网络宣传平台，宣传展示山西
考古成果，让考古新发现、研究新成果走出库
房、走出实验室，走进博物馆、走近社会大众。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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