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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时期，蒙古人建立了当时世界上版图面积最大

的帝国。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元代统治者的边疆观与

前代相比产生了不同，由此导致元代对边疆地区的治理

“由此前消极的羁縻转变为积极的统治”[1]。

根据史料记载，蒙古大规模经略吐蕃开始于窝阔台

汗时期，1236 年镇守凉州的阔端王子在统兵进攻四川时

招降了今甘肃甘南地区的吐蕃部落。但是藏文史料记载

到，在 1209 至 1210 年之间，来自青藏高原的僧人就已经

进入蒙古地区弘扬佛教，在对漠南征战时蒙古大军就已

经进入到青藏高原边缘，西征大将哲别的部队中就有收

编的来自吐蕃地区的士兵 [2]，这些都表明在阔端对青藏

高原深度介入和治理前，蒙藏之间就有了交往与联系。

到了 1247 年，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与阔端

举行了被后世誉为“凉州会盟”的历史性会晤，颁发了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后，青藏高原核心地区正式纳

入到了中央王朝的管理之下。

萨班的这封书信要点如下：“第一，吐蕃各地僧、俗

首领与百姓属民都要臣服于蒙古；第二，委派萨迦派首

领主持吐蕃地方事务，赐予金、银符；第三，各地编出

户籍册，一式三份，分别送呈阔端、萨迦大寺和各地首

领自行保存”[3]。由此我们看出，“凉州会盟”确定了吐

蕃是大蒙古国的属地，吐蕃地区的僧众、世俗官员、百

姓均是蒙古汗王的属民，而萨迦派代蒙古汗王管理吐蕃

各部，这样就确立了萨迦派在吐蕃各部中占据主导地位，

直到元顺帝时期和明朝初年。

到了蒙哥汗时期，吐蕃各部纷纷依附于蒙古宗王，

企图保存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地位。如噶玛噶举派

领袖噶玛拔希起初受到忽必烈的召见，其后依附于蒙哥

汗；萨迦派宗教领袖八思巴与忽必烈关系最为密切；蔡

巴噶举与忽必烈也有联系，止贡噶举、帕木竹巴噶举与

旭烈兀的关系亲密；达隆噶举由阿里不哥关照等。一直

到忽必烈立为大汗，建立元朝，其都与蒙古王庭都保持

着密切的联系，忽必烈仍然沿袭了阔端对该地方的统治

方式，即利用吐蕃宗教上层来帮助蒙古统治吐蕃地区。

自从 1251 年八思巴与忽必烈会晤于六盘山，双方之间的

联系日益密切，“而蔡巴噶举派对忽必烈的信仰影响力日

益减少”[4]，到了忽必烈接受了八思巴的灌顶仪式后，八

思巴在忽必烈身边的地位最终确认下来了，双方的这种

关系，不仅仅是宗教上的，更是牢固的政治联盟。1260

年，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建元中统，元代对吐蕃地区

的治理，基本是在元世祖忽必烈时确定的，他采用尊崇

帝师、设置宣政院以及封万户等方法，对这一特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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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有效统治。

一、尊崇帝师

历代中央“王朝管理边疆地区的官职与机构，是随

着社会的前进而不断发展和逐渐完善的”[5]，元代将“帝

师”制度纳入到对吐蕃地区的管理之中，实则是对“因

俗而治”制度的创新。元代“帝师”是元朝皇帝宗教方

面的导师，同时也是管理全国佛教事务以及吐蕃地方军

政事务的行政长官。1260 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后，八思

巴即被“尊为国师，授以玉印，统释教”[6]，利用他的

宗教地位和影响力管理着国家宗教和吐蕃地区事务，为

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忽必烈这种尊崇藏传佛教领袖，

利用传统宗教力量进行统治的“因俗而治”的方法，对

吐蕃地区而言是一种可行之策，有利于蒙藏友好关系和

封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1269 年，八思巴在忽必烈的

要求下，利用藏文字母创制了新的蒙古文字，史称八思

巴文，由此他被忽必烈升号为“帝师”、加封为“大宝

法王”，八思巴文也成为蒙古王室与西藏上层人士关系

密切的象征，在蒙藏民族关系中具有一定历史意义。从

八思巴开始，元朝开创了任命帝师的做法，终元一代，

《元史》等传世史料中记载到被册封的帝师共十四位，

其中大多出于萨迦款式家族，可见元代帝师一职是由萨

迦派把持着。①

帝师在元代极受尊崇，从忽必烈受戒于八思巴开始，

帝师于蒙古统治者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皇帝即位

前，要由帝师授戒九次才能正式登基。据《萨迦世系

史》记载，忽必烈命将乌思藏 13 万户僧、俗人众赐给八

思巴，作为第一次受戒时的供养；作为第二次供养，又

将吐蕃“三地面”即乌思藏、朵甘思、朵思麻作为一个

行省，连同其他的僧、俗人众均赐给他。由此，开创了

吐蕃僧人掌握政教大权的先河，吐蕃地区的政教合一制

度便开始了。

在元代，不仅帝师本人地位崇高，帝师的家族也备

受恩赐。例如，元朝统治者为增进同萨迦款氏家族的关

系，将款氏家族不少成员封以不同的爵位，又同他们进

行联姻，如在阔端时期，八思巴的弟弟恰那儿多吉就迎

娶了蒙古公主，被封为白兰王，成为元朝驸马。归根结

底，元朝的统治者尊崇帝师，其实是一种“因俗而治”

的统治策略与政治手段，即利用这些宗教上层人士在吐

蕃地区的威望进行管理，而吐蕃地区的政治命脉还是掌

握在元朝统治者手里。

二、设置宣政院

元代具体管辖吐蕃地区事务的中央一级机构是宣政

院，而元代吐蕃地区也被后世称为宣政院辖地，元人黄

溍、朱德润等曾对宣政院设置的原由和其职能作出了说

明，设置宣政院是元世祖忽必烈对吐蕃所采取的重要措

施，这样做“可以使吐蕃这个遥远的地区同元代的其他

部分一致起来，成为全国统一的管理体系的一部分”[7]。

宣政院原名总制院，至元元年（公元 1264 年）设

立，“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8]，为元朝中央

政权四大机构之一（其余三个分别为中书省、御史台、

枢密院），由吐蕃萨迦法王，帝师八思巴总领其事。到了

至元二十五年（公元 1288 年），由于“总制院所统西蕃

诸宣慰司军民财谷事体甚重，宜有以崇异之”[9]，当时

的总制院使、理财大臣桑哥奏请改为宣政院，提高了其

级别，更加突出了其作为管理吐蕃地区的最高行政地位。

宣政院的人事进退制度与其他行政机构不同，“其用人则

自选，其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10]，这样的用人原

则和行政原则体现了元朝统治者根据吐蕃地区特殊情况

而制定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政策。

在宣政院之下有吐蕃地方行政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来分别管理吐蕃地区划分的三道，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

的地方行政机体系。三个地方机构分别是：乌思藏纳里

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治所在萨迦，管辖

前藏、后藏和阿里地区，设置时间大致在 1279~1281 年

间，大致范围与今天自治区相当，即卫藏地区；吐蕃等

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朵思麻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又简称吐蕃宣慰司，设于 1264 年，治今甘肃临夏，管辖

范围大致包括今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以及四川

西北一部分，即安多地区；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又称朵甘思宣慰司，管辖范围大致包括今四川西部岷江、

大渡河、雅砻江流域及迤西至昌都地区，即康巴地区。

吐蕃的地方行政建制，同样体现了“政教合一”的

政策，从宣慰使到万户、千户各级官员，都有帝师举荐，

皇帝来任命，而这些地方官都由当地的宗教和世俗领主

担任，并允许他们按照本地习惯法来传承。例如元朝在

乌思藏设立的十三万户②，大概就是按原来各地方势力的

统治区域与人口进行划分，任命当地僧俗首领为万户长，

使他们各以朝廷命官的身份管辖本境，管理这些十三万

户的行政长官即为萨迦本钦（本钦汉译为“大官”），其

任职多取决于帝师推荐，并为帝师传达皇帝诏旨，向万

户长们宣示。

三、清查户口与设置驿站

在设置帝师制和宣政院的基础上，元朝在吐蕃地区

进行了一系列施政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派遣官员清查

户口与设置驿站。蒙古统治者一向将藉户当作征服的象

征，目的是征收赋役，早在 1247 年蒙古宗王阔端就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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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萨班颁布给乌思藏的诏令中，就提到了吐蕃各地领

主要编出户籍册的要求。据史书记载，忽必烈时期对吐

蕃地区一共进行了三次户口清查：中统元年（公元 1260

年）总制院使答失蛮奉命到乌思藏清查户口；至元五年

（公元 1268 年），忽必烈又派阿衮、弥林等官员对前藏、

后藏、阿里地区和拉达克进行更为精确的户口调查；至

元二十四年（公元 1287 年），忽必烈再次派人到乌思藏，

在第七任本钦的协助下复查户口。到了元顺帝元统二年

（公元 1334 年），元朝国势虽然开始颓废，还仍然派遣官

员到吐蕃稽查户口赋役。

在清查户口的同时，元朝在吐蕃还设置了驿站，其

目的就是为了“通达边情，布宣号令”[11]。据今人考证，

元朝在乌思藏、朵甘思、朵思麻三道共设置了大站 28

处、小站 7 处，因吐蕃地区地广人稀，所以每站之间的

路程都在三、五百里开外。《汉藏史集》说到答失蛮在吐

蕃进行第一次户口调查时，就建立了若干驿站（藏语称

为“甲姆”），他仿照内地驿站制度设立了 27 所大驿站，

朵思麻 7 站、朵甘思 9 站、乌思 7 站、藏 4 站。这样，“从

全国政治中心大都直到吐蕃腹地就形成了一条长达数千

里的交通线路，驿站的最西端一直伸展到玛旁雍错湖和

阿里的古格（今阿里地区札达县）”[12]，这些大小驿站对

于沟通内地同吐蕃边地的联系起了重要的作用。

元代对于吐蕃驿道的通畅十分重视，不仅仅因为这

是交通设施上的举措，更是在政治上体现了元朝对于吐

蕃地区的统一管辖权，驿站对于迅速下达命令和贯彻落

实政令，及时了解地方动态，维护元朝对吐蕃地区稳固

的统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元代对吐蕃地区的治理，起于阔端王子

时期，确立于忽必烈时期，归纳起来就是设立“帝师”

制度，利用吐蕃宗教上层人士来统治其地，使其通过宣

政院这个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联合吐蕃地区的僧俗首

领来管理其地的军民事务，并且驻屯军队、设置驿站、

制定吐蕃刑律等。元朝对吐蕃地区进行积极的统治，是

对前朝各代羁縻政策的传承和创新，实现了政教合一制

度。元朝对吐蕃地区的治理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统

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开创了蒙藏民族友好关系，并使

得吐蕃地区得到了发展，吐蕃各部民众产生了进步，为

后世王朝统治者所效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陈庆英在《帝师八思巴传》附录中总结到八思巴

以后的历任帝师共十四位，其中还包括元仁宗时期追封

过的萨迦派著名僧人胆巴，源于噶氏家族。王森研究到

的元代帝师包括八思巴在内为十四个，都出自萨迦款氏

家族。

②十三万户是指那些分布在乌思藏地区的经中央

朝廷认可并委任官职的地方势力集团，始置于至元五年

（公元 1268 年），据《西藏王臣记》记载：前藏有六个，

为嘉玛、止贡、蔡巴、塘波且巴、帕竹、雅桑；后藏有

六个，为拉堆洛、拉堆绛、古尔摩、曲弥、襄、霞鲁；

前藏、后藏间有羊卓，共计十三。另一种说法为，拉堆

洛、拉堆绛、曲弥、夏鲁、绛卓、羊卓、止贡、蔡巴、

帕木竹巴、雅桑、嘉玛、嘉域、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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