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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刚!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一带一路 $研究中心!甘肃省兰州市嘉峪关西路&

号!邮编%%&##"#!电子邮箱%"##$$'%#&'()&'"*&

本文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项目编号%$%+,-./0,1##( (研究成果&作者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连瑞枝教授指点!?吸收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专家的修改意见!得以完

成定稿!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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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明代中期流行於西宁至安定卫"哈密

一带的噶玛噶举派对哈密忠顺王继承人选具有重要影响!明廷亦借

助噶玛噶举派笼络嘉峪关以西各处羁縻卫)从青铜佛教造像研究出

发!综合分析造像的艺术风格特徵!认
!

哈密博物馆藏青铜鎏金
"

度母造像大约铸成於$%世纪中期至$*世纪早期!青铜白度母造像大

约铸成於$(世纪!两尊造像表明明代哈密应有藏传佛教信仰存在&

根据清代哈密回王家族的早期传
#

!本文判断$+#(至$+#+年中亚布

哈拉汗国的伊斯兰教纳合什班底派打败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哈密

当地畏兀儿人和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成
!

今天哈密维吾尔族的较

近族源&研究表明!哈密不但处於东西方向的朝贡贸易路瞃之上!

同时也处於北方蒙古大草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是藏传佛教传

播的重要中继点!具有南北地理通道的社会文化特徵&将哈密置於

蒙藏汉民族关史和蒙藏汉佛教史的框架眧!可以清晰地看到伊斯

兰教向东武装传教的社会阻力来自藏传佛教的历史事实&

89:

"明代"哈密"藏传佛教"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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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作
!

一种特殊的人类社会行
!

!综合反映某一区域一定时期
$

的人

群思想观念"文化艺术与社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宗教可以把不同经济地

理范围的不同民族整合成社会文化特徵相近的区域!也可以在同一片地理范

围
$

重塑具有很大差?性的新的民族特徵与新的社会形态&在中国的一些地

方!可能
%

有留下相对充足的文字记载历史!然而
&

富含着一系列宗教色彩

浓厚的社会行
!

!这些社会行
!

遗留於世的物质形态不单是文字!还有塑像

与传
#

&如果我们不持偏见?保持审
'

的辨
(

能力!在史料方面把社会遗留

的塑像与传
#

等同於文字加以合理利用!那
)

仍可通过考察宗教去认识中国

各区域的社会历史&

明代哈密有三种本地人群和两大宗教&三种本地人群即蒙古人 '哈剌

灰("畏兀儿人"回回人&蒙古人是哈密的最高统治者)畏兀儿人与蒙古人

通婚!使用回鹘文!信仰佛教!佛教曾是哈密的主流宗教)回回人接受蒙古

人统治!信仰伊斯兰教&佛教寺院与清真寺?存於哈密城
$

!伊斯兰教在明

代末年取代佛教成
!

哈密的主流宗教信仰!这已是学界的基本共识&然而!

我们对明代哈密佛教"伊斯兰教及其宗教转变情癋的认识存在含混朦胧之

处!例如学界在伊斯兰教何时取代佛教成
!

哈密主流宗教信仰的问题上存在

明显分歧&一种看法认
!

哈密伊斯兰教取代佛教发生在$%世纪初! *哈密文

物志+认
!

#直到$%世纪初佛教在哈密才逐渐走向衰落 $)

!

!另一种看法认

!

哈密伊斯兰教取代佛教发生在$+世纪上半叶!如 *西域佛教史 +认
!

#$("0年'明嘉靖八年(!明朝?哈密不守!伊斯兰势力终於?有了西域佛

教徒残存的地区$!

"

! *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 +认
!

#由於明朝的退

出!哈密
!

伊斯兰教势力所?领!成
!

一个新的伊斯兰教地区 $&

#

!两种看

法在判断哈密伊斯兰教"佛教主流地位相互转变的时间点上相差近$##年&

造成此种认知不足的客观原因在於文献资料相对缺乏&从汉文文献记载

来看!成化九年'$)%& (土鲁番东察合
*

汗国统治者速檀阿力第一次侵?哈

密!随後土鲁番与明王朝经历四十馀年反覆
+

夺哈密的战
+

!至正德十年

'$($( (哈密忠顺王拜牙即自称#速坛$!明廷以拜牙即#?国从番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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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文物志+编纂组编!*哈密文物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00& (!页*&&

魏长洪等! *西域佛教史+'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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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承认忠顺王地位!嘉靖初年记载哈密的汉文文献迅速
-

少&

%

!从伊斯兰

教史籍记载来看!$(%#年东察合
*

汗国被叶尔羌汗国归?!叶尔羌汗马黑麻

'$(0$2$(0"!$+#02$+$#年在位(!其领地东至哈密城!哈密使用马黑麻的称号

虎图拜和币!这一格局直到$+%0年准噶尔部噶尔丹?领这一地区
!

止&

&

!除

了这些宏观性的文献记载之外!我们很难进一步了解明代哈密的宗教情癋&

另一个原因则是缺乏区域史的在地化研究&就佛教而言!明代哈密佛教

应该放入元代藏传佛教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关於藏传佛教在哈密的传播情

癋!汉文学界在研究元王朝统治河西地区时有所涉及&胡小鹏指出!永乐初

年哈密蒙古统治者安克帖木儿
!

元代亦里黑赤之玄孙!亦里黑赤
!

出伯的$+

个儿子之一!出伯
!

察合
*

之玄孙!亦里黑赤受封
!

威武西宁王!其後裔转

化
!

明代的哈密卫&出伯的另一儿子南木忽里袭爵豳王!管理沙州"瓜州一

带!其後裔整修酒泉文殊山寺院!立碑发愿)出伯的另一个儿子那木达失受

封
!

西宁王!明初豳王家族覆灭後!西宁王一系归顺明朝!转化
!

明代的沙

州卫)出伯的亲兄弟合班之子宽彻!被封
!

肃王!管理着今天安西县榆林河

一带&

'

!也即是
#

!元末至明初!肃州到哈密一带属出伯家族的不同支系控

@ABCDEFG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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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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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东察合
*

汗国!见魏良
.

! ,明代及清初土鲁番统治者世系///兼述东察合
*

汗国

之变迁.! *历史研究+!$0*+年!第+期!页$)(1$+$)田卫疆! *丝绸之路与东察合

*

汗国史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00% (&

魏良
.

! *叶尔羌汗国史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00) (!页*""*+1*%&

又见沙/马赫穆德-楚剌思著!魏良
.

"万雪玉译! *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 (!页)+! #哈密设防居民点$使用虎图拜称号和币&另!蓝琪认
!

!东察合
*

汗国於$(*#年被叶尔羌汗国吞?&见蓝琪! *中亚史 '第五卷 (+'北京%商务印书

馆!"#$* (!页$&&

胡小鹏! ,元代河西出伯系诸王初探.!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00$年!

第+期!页"*1&)&需要指出的是!胡小鹏提到威武西宁王後裔转化
!

明代的哈密卫!此

处的#哈密卫$包括哈密忠顺王世系!即成吉思汗
/

金家族後裔&现代学者有关明代哈

密忠顺王和哈密卫的含混表述!不是个人原因所致!而是有历史渊源的&明王朝在嘉峪

关以西设立七个羁縻卫!其他六个羁縻卫的卫官多
!/

金家族後裔!即元代
/

金家族後

裔的#某某王$或#某王族$!他们在明代仅获得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等?书与
0

衔!进而获得与明王朝朝贡贸易的资格&哈密的地理位置特殊!元代威武西宁王後裔镇

守哈密!到了明代!也得到明王朝相应的
1

封!即
!

哈密忠顺王&从$(世纪中期开始!

随着土鲁番东察合
*

汗国东侵!到嘉靖初年!明王朝正式放?哈密&明代人很清楚!哈

密的
2

失过程主要就是哈密忠顺王不再臣服明王朝的过程!这对明廷而言!是很不光彩

的事情&另一方面!东迁到嘉峪关附近的哈密卫一直存在到明代末年&因此!清人撰修

*明史+!亦有所避讳!凡有关明代哈密事!均以哈密卫言之&因此!这一避讳行
!

深

刻影响到今天学者的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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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张海娟"杨富学对敦煌榆林窟回鹘文威武西宁王题记和敦煌莫高窟北区

/$+&窟发掘所获文书的研究!指出元代藏传佛教喇嘛自由往来於八儿思阔

'今巴里坤("

(

失八里"高昌'今吐鲁番(和敦煌!受到高昌蒙古统治者

和出伯家族豳王後裔的饬令保护&

(

!哈密在高昌至敦煌一瞃的中间位置!自

然是藏传佛教喇嘛驻锡之处&

管哈密在元代已属藏传佛教的传播范围!但?不能由此简单地推导出

#元代如此!明代亦应如此$的结论&

3

所周知!元明两代藏
$

佛教各教派

势力互有消长!元明两朝政府对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政策亦有所不同&元王朝

独崇萨迦派!元末西藏噶玛噶举派势力大过萨迦派&朱明王朝定鼎中原後!

推行多封
3

建政策!扶持藏
$

三大教派平衡发展!以实现分而治之的政治目

的&永乐"宣德年间明政府把过去元王朝授给萨迦派的#大宝法王$头衔转

授给新兴的噶玛噶举派!授萨迦派 #大乘法王 $头衔!授格鲁派 #大慈法

王$头衔&

)

!过去我们多以敦煌
!

中心讨论元代河西地区佛教情癋!明代哈

密本地佛教情癋仍靠元代河西佛教状癋来悬测与
4

度!至於哈密本地留存下

来的佛教造像!则无人问津!遑论明代哈密佛教中有多少藏传佛教的成份"

到底是何种藏传佛教教派在哈密地区影响力大等问题&

就伊斯兰教而言!明代哈密伊斯兰教的传播情癋!应该放入中亚史的历

史背景中来考察& #中亚$34(*567%89:7;一词兴起於$0世纪!是一个自然地

理与宗教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概念&西方英文学界认
!

!从阿尔泰山38%57<

=>&*57:*9;以西的海3479?:7* @(7;"乌拉尔河流域3-67%6:A(6B79:*;到东面

的吐鲁番
"

洲3C&6D7* >79:9;!从西伯利亚森林以南的大草原地带395(??(B(%5;

到阿富汗"巴基斯坦之间的兴都库什3E:*)&F&9G;"科佩特3H>?(5!I7$G;山

5

!居住着操突厥语和深受波斯文化影响的人群&

*+,

!虽然此种地理划分值得

商榷!但确有两大因素促成#中亚$的形成%一是八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向东

传播!该区域
$

的人群逐渐信仰伊斯兰教!成
!

伊斯兰世界3J9%7=:"K>6%);

的一部份)二是蒙古帝国对这片地区的征服!以及蒙古贵族从?牧生活方式

)

012

(

)

*+,

张海娟"杨富学! ,蒙古豳王家族与河西西域佛教 .! *敦煌学辑刊 +!"#$$年!第)

期!页*)10%&

王家伟"尼玛坚赞! *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00% (!页

"(1&(&该书第三章明代部份全文刊登於!"#$%&'"()*+,&-*.%/)"% 0%-).)#)+"(1*.%& 2)#3.+-

)L" 3"##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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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农耕定居方式转变!逐渐皈依伊斯兰教&如成吉思汗次子察合
*

'英文写

作4G7$G757<" 4G7$G7)7:" 4G7$757:或.7$G757:!当代维吾尔文写作 (

的後裔皈依伊斯兰教?四处征战!客观上促进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传播&

中亚地区的社会文化渐趋统一!与毗邻的明王朝"蒙古3O>*$>%:7;和西藏

3C:B(5;的社会文化特徵越来越不一样!其社会文化统一过程东至哈密而止&

过去研究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史!多以新疆地区
!

研究地理单位!较少

处理某个地方的具体材料!忽略哈密本地维吾尔族*+-

!的传
#

和传
#

中保存的

史料!也不重视哈密本地学者基於当地文物的判断!难以把这些地方性材料

与区域历史联起来!故无从回答到底是何时"何种伊斯兰教派在哈密传播

?影响至今的问题&

*+.

!

成吉思汗
/

金家族後裔的不同支系在西域各地的势力消长!也是哈密社

会宗教转变过程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面相&就察合
*

後裔三大支系的宗教信仰

来看!据刘迎胜研究!察合
*

汗国答儿麻失里'$&&$!$&&)在位(下令改宗伊

斯兰教!居於西部的蒙古人大多成
!

穆斯林!$&)+年察合
*

汗国分裂!西察

合
*

汗国'$&)%!$&%# (统治着阿姆河以北广大地区!信仰伊斯兰教!东察合

*

汗国'$&)%!$+*# (统治着撒马尔罕以东"哈密以西广大地区!自$&(&年逐

渐皈依伊斯兰教!至於河西一带察合
*

家族的西宁王家族一支!其家族中一

男子及其父亲"兄弟名字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可见到伊斯兰教的影响!但

此男子的儿子名字又带有梵文或藏文!表现了喇嘛教的
6

烈影响!

*+/

!似乎又

有从伊斯兰教改宗藏传佛教的痕?&显然!哈密居於东察合
*

汗国统治的东

部边缘和河西一带察合
*

後裔家族统治的西部边缘!其明代社会的宗教变动

情癋尚不明朗&基於此!$)至$%世纪哈密社会的宗教转变历程值得进一步研

究&

@ABCDEFG3D

(

*+-

*+.

*+/

维吾尔族在唐宋时期被称作#回纥'回鹘($!在明代被称作#畏兀儿人$!在清代被

称作#缠回$或#缠头回$&$0&)年!新疆省政府根据维吾尔人的自称语音确定汉字

#维吾尔$一词後!维吾尔族的称呼沿用至今&虽然#维吾尔$一词
7

生时间较晚近!

但不妨碍用这个词语指称不同历史时期哈密的这部份本地人群&

才家瑞较早利用过哈密本地材料梳理伊斯兰教在哈密的传播问题!对明代哈密宗教转变

有初步研究&参见才家瑞! ,伊斯兰教在哈密的传播与哈密回王.! *中南民族学院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年!第"期!页*#1*"&

刘迎胜! *察合
*

汗国史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页)")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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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噶举派!据王辅仁研究! #噶$字本意
!

佛语!也可以体会
!

师长的言教! #举$意
!

传承!合起来译
!

#口传$!即噶举派是依靠师长

的言语亲自传授!再由门徒继承下来!注重密法的修炼学习&

*+0

!噶玛噶举派

是噶举派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宗教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它有两大特点%一

是西藏佛教独特的活佛转世制度是它最早?用的)二是元代後期以来它的政

治力量很大!与中央王朝的关一直密切!在$%世纪前半期它曾一度操纵西

藏地方政权&

*+1

!就明代而言!噶玛噶举派对哈密忠顺王位继承人选有何种影

响力!这是过去学界所忽略的问题&

哈密忠顺王在明王朝的国家行政架构中?有独特地位&永乐二年'$)#) (

哈密蒙古统治者"威武西宁王亦里黑赤的四世孙安克帖木儿通过#贡马$向

明王朝称臣纳贡!明廷
1

封其
!

忠顺王!颁给忠顺王金印!从此哈密在政治

关上臣属於明王朝&永乐四年'$)#+ (!明廷设立哈密卫!卫官
!

哈密当

地的蒙古人"畏兀儿人和回回人!由哈密忠顺王向明廷推荐?接受明廷印

信!明廷以此来加
6

忠顺王在哈密的统治基础&对明王朝而言!哈密卫
!

典

型的羁縻卫!哈密忠顺王的政治军事价值在於!它是明王朝的西域门
8

!北

方瓦剌蒙古人的动向多靠哈密忠顺王及其领导下的哈密卫通风报信)哈密忠

顺王的经济价值在於!哈密是西域各国与明王朝朝贡贸易的必经之地!哈密

忠顺王及各级哈密卫官拥有与明王朝朝贡贸易的资格!他们在大多数时候忠

诚於明王朝!受明廷调遣&另一方面!哈密忠顺王家族
!

东天山北部蒙古部

的一个分支!与安定卫王族同属成吉思汗
/

金家族的子孙&明代弘治时期三

边总制王越对此记载% #陕巴安定王的派!与忠顺王俱成吉思 '元祖

也(支派& $

*+2

!明代瓦剌部设有#哈密知院 $职官!哈密忠顺王室与也先家

族#世
!

亲戚$以及正统景泰年间哈密忠顺王频繁赴瓦剌议事!例如正统十

一年'$))+ ("正统十三年'$))* (哈密忠顺王卜答失里两次随使臣前往天

山以北的瓦剌蒙古部议事!每次停留时间长达两个月!

*+3

!表明哈密忠顺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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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辅仁编著! *西藏佛教史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页00&

王辅仁编著! *西藏佛教史略+!页$#)1$#(&

王越! ,处置夷情复国土以继封爵疏.!收入陈子龙等辑! *皇明经世文编+'*续修

四库全书+本(!卷+0! *王威宁文集+!页++*&

*明英宗实
,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0+" (!卷$)(!正统十一年九月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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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亦臣属於北方蒙古部!这种臣属关应该从元代就一直延续下来&因此!

哈密忠顺王从接受明王朝
1

封开始!就具有双重臣属的政治特点&

噶玛噶举派对哈密忠顺王继承人选具有重要影响力!主要反映在天顺七

年'$)+& (哈密忠顺王
9

嗣之後明廷派人赴西宁"安定卫寻找哈密忠顺王继

承人的政治事件之中&哈密忠顺王
9

嗣!与北方蒙古部落首领?加思兰'0!

$)%0 (有关&?加思兰早年有部下三四百人!在土鲁番一带抢掠西域贡使!

後来发展到四万人马&

*+4

!天顺六年'$)+" (六月!?加思兰率部东迁!驻牧

於哈密以北的 #巴儿思渴 $'今巴里坤 (北方大草原!南下抢掠哈密羊

畜&

*+5

!十月!?加思兰?据哈密!沿着朝贡贸易路瞃向东侵掠! #逼胁哈密

人马往掠赤斤"罕东二卫$&

*6,

!在?加思兰?据哈密的天顺七年'$)+& (!

哈密忠顺王卜列革去世!无子嗣&

*6-

!

!

了继承哈密王统!断
9

?加思兰长期?据哈密的念头!哈密上下人等

开始寻找忠顺王位承袭人!王母弩
:

答失里主张到安定#阿真地面与王母一

祖所生的阿儿察王$族
$

寻找继承人&

*6.

!关於 #阿真地面 $的具体位置!高

自厚研究认
!

!明初安定卫所在#阿真地面$的#阿真$即地名#安定$之

谐音!地在今阿尔金山一带&

*6/

!阿尔金山西起新疆且末县以南和车尔臣河中

段以东!东至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当金山口!与祁连山相望!东西

长约%%#公里!阿尔金山西北一带即
!

阿真川&

*60

!

姚夔,礼部
!

夷情事.收
,

一份礼部译出哈密使臣苦儿鲁海牙奏疏"一

份兵部兵科译出安定王番字奏疏&通读两份奏疏可知!哈密王母弩
:

答失里

派人赍文书到安定阿儿察王处!得知#阿儿察王的弟巴失剌失里是个聪明智

@ABCDEFG3D

%

*+4

*+5

*6,

*6-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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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宪宗实
,

+!卷+%!成化五年五月辛丑条!页$&)+1$&)%)卷$0#!成化十五年五月

庚午条!页&&*"&

*明英宗实
,

+!卷&)$!天顺六年六月癸酉条!页+0"$&

*明英宗实
,

+!卷&)(!天顺六年十月丁卯条!页+0%"&

*明英宗实
,

+!卷&(0!天顺七年十一月丙寅条!页%$)$&

姚夔! ,礼部
!

夷情事.!收入 *姚文敏公遗稿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本 (!卷

$#!页(0#) *明英宗实
,

+!卷&(0!天顺七年十一月丙寅条!页%$)"&

高自厚! ,试释#西至"哈至 $///比较裕固族民间历史传
#

中的 #西至"哈至 $与

*明史-西域传+中的#曲先$" #安定$的?同.! *西北民族研究+!$00#年!第

"期!页$+$1$+*&

高自厚"贺红梅! ,明代阿真部!今日北滩乡///裕固族社会历史调查之四.! *西北

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0%年!第&期!页)&1)*&高自厚确定的阿真川

的地理位置!与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1

'元明时期 (+#哈密等卫 $

'页)* (所标示的#阿真川$位置不一样!本文从高自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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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的$!连同他叔父的儿子"阿儿察王的儿子共三人! #在那眧预备等候!

要往哈密去 $&其後!安定王 #差使臣赍文书去哈密!

#

1你每往朝廷前

奏!看有圣旨来取时!我每才敢去 2$&

*61

!可见!哈密忠顺王族与阿真地面

的安定卫阿儿察王族之间不但有血缘关!还有长期往来!共同接受明廷的

统治&

!

此!哈密使臣苦儿鲁海牙赴京上奏!请求明廷颁发敕书!派遣官员主

持迎取之事&明廷随後颁敕#着苦儿鲁海牙同灌顶国师剌藏卜"剌麻锁南

坚粲从西宁城通事姚斌等差来$!安定阿儿察王请求明廷#差一员大人!带

些跟随的人!从甘州"肃州来呵!邻近路途中有赤斤蒙古卫33等处!及沙

州卫33等处!各与一道敕书!着他每引领使臣大人每来取去住坐!才好往

西宁$&

*62

!按安定阿儿察王请求的规划路瞃!明廷官员须从甘州出发!一路

西行至沙州卫!再反折东行至西宁!再从西宁返折回安定!从安定出发至哈

密&这段路瞃的其中一段#甘州/肃州/赤斤蒙古卫/沙州卫 $属西域各国

朝贡贸易路瞃之一部份!陕西行都司驻地甘州!故朝廷大员从甘州出发至沙

州卫& '见附图$ (

明廷官员既至沙州卫'今敦煌一带(!

!

何不直接西南行至距离较近的

安定'今阿尔金山一带(迎取阿儿察王族人去哈密!而必须在沙州卫折返向

东!先去距离
4

远的西宁!再从西宁折返向西至安定呢0究其原因!安定阿

儿察王族所信奉的#灌顶国师剌藏卜"剌麻锁南坚粲$驻在西宁城
$

或西

宁城附近!阿儿察王族要出人继承哈密忠顺王位!须得西宁国师"喇嘛二人

同意和主持!故有如此往返迂回的路瞃规划&关於这一点! *明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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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

据此可知!天顺八年'$)+) (明廷派通事 #都指挥贺玉 $与哈密使臣苦

儿鲁海牙自甘州出行!经规划路瞃从沙州卫一带向东行至西宁& #安定灌顶

国师剌藏卜等二人$声称!他们只有得了朝廷圣旨才同意引领哈密使臣前

去安定王处!变相拒
9

哈密使臣的要求&贺玉不再前往安定!亦不许哈密使

臣前往安定&哈密使臣不得不自西宁返京回奏!明廷再次下发三道敕书!一

道给剌藏卜二人!一道给罕东卫!一道给安定卫!命二卫人马沿途护送哈

密使臣
;

安定国师"喇嘛经西宁至安定达哈密!?治贺玉罪&

关於灌顶国师#剌藏卜$! *明实
,

+宣德至天顺年间'$)"+!$)+) (

有多条他的记
,

!他常作
!

安定王派遣的朝贡使臣而受到明廷赏赐&

<

均注

意到剌藏卜来自 #灵藏 $!历史上有两个灵藏%一个是河州卫属的灵藏

族!即青海省民和县马营一带)一个是朵甘思灵藏赞善王系统!信奉噶玛噶

举派&

<

均认
!

灌顶国师#剌藏卜$来自後者!故判断安定王室信奉#噶

玛噶举派 $&

*64

!噶玛噶举派分黑帽系和红帽系!黑帽系第五世得银协巴

'$&*)!$)$) (!即是被永乐皇帝
1

封
!

大宝法王'$)#% (的哈立麻&

*65

!

<

均

认
!

!噶玛噶举派的#特点是?方传教!历世僧人所到过的地方都有一定的

势力与影响$&

*7,

!此种传教特点!与安定卫阿儿察王信奉噶玛噶举派的情癋

是符合的&

至於安定灌顶国师剌藏卜"喇嘛锁南坚粲二人是否长驻西宁城
$

!文

献资料未明确指出&从明廷命令西宁城通事姚斌负责联络"带领国师"喇嘛

二人与哈密使臣会面的情癋来看!当时国师"喇嘛二人即使不驻於西宁城!

也应在西宁城附近!当属西宁卫管辖& *明实
,

+记载西宁到安定城仅有$#

日路程!这是非常明确的路程距离&若从西宁出发!沿祁连山
5

东北部行走

到沙州卫附近转至阿真地面!其路程远远不止$#日&若从今天西宁出发!西

北行!过青海湖!继续西北行至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至苏干湖阿真地面一

@ABCDEFG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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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65

*7,

*明宪宗实
,

+!卷(!天顺八年五月丁丑条!页$)*1$)0&

<

均! ,安定"曲先"罕东"必里等卫地望及民族琐议.!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0**年!第&期!页$$(1$"0&

赖永海主编! *中国佛教通史'第十二卷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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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则$#日可以到达&

管哈密使臣迎取安定卫族人充任忠顺王继承人的努力最终失败!但这

一政治事件透露噶玛噶举派在这一地区流行的些许情癋%第一!噶玛噶举派

在西宁至安定卫一带甚
!

流行)第二!哈密迎取使臣可以自由通过赤斤蒙古

卫"沙州卫"罕东卫!间接
#

明这些地方有可能信奉噶玛噶举派!至少!这

些地方人群对与噶玛噶举派僧人往来的政治行
!

持允许态度)

*7-

!第三!哈密

忠顺王族与安定卫王族有血缘关!往来密切!可能信奉噶玛噶举派&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天山以北的蒙古部也是以哈密
!

佛教传播的中转

地!佛教僧人自由往来於瓦剌蒙古"哈密和明王朝之间&一个典型事件发生

在?加思兰?据哈密的天顺七年'$)+& (! #哈密忠顺王母弩
:

答失里奏%

本国僧兀歹奴往?加思兰处!妄言羊儿年本国城当破!?加思兰信之!兴兵

攻围本国城者两月&今?加思兰遣此僧赴京朝贡!乞将此僧拘留!放之南

方$&

*7.

!据弩
:

答失里奏疏!哈密的佛教僧人兀歹奴北上天山!?
#

?加思

兰围攻哈密!?加思兰对该僧人的#妄'预(言$深信不疑!遂领兵?据哈

密!派遣该僧人赴北京朝贡贸易&考虑到西域佛教在$(世纪初期就已在新疆

地区式微!如永乐十二年'$)$) (吏部员外郎陈诚出使西域诸国!他在火州

'今吐鲁番(看到当地佛教寺院大片凋零!僧人稀少&在吐鲁番以西的广大

地区!陈诚已看不到佛教寺院!表明佛教自西域传播到哈密的现实条件已经

%

有了!而从
$

地经嘉峪关传播到哈密的汉传佛教也
%

有社会动力!因此!

哈密这名僧人属於藏传佛教僧人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至於他属於藏传佛教

何种派
(

!现已无法探明&

从明王朝经营西域的宗教政策来看!在西宁至哈密一带地方!明王朝支

持归顺朝廷的藏传佛教新兴教派噶玛噶举派!利用噶玛噶举派僧人的影响

$#

012

*7-

*7.

明王朝在嘉峪关以西设立的多个羁縻卫都有双重臣属的政治特点!安定卫"阿端卫"曲

先卫"罕东卫"沙州卫"罕东左卫"赤斤蒙古卫被後世统称 #关西七卫 $&关於安定

卫"阿端卫"曲先卫"罕东卫的地望!岑仲勉"赖家度"邓
=

龄"唐景绅等学者做过讨

论!意见不一&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这些羁縻卫的蒙藏人群多以?牧
!

生!流动性很

6

!明代关西七卫存在#东迁$现象&参见岑仲勉! ,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东四

卫考.! *金陵学报+!第+卷!第"期'$0&+年$$月()赖家度! ,明代初期西北七卫

的设置.! *历史教学+!$0(%年!第*期!页&#1&")邓
=

龄! ,明初安定"阿端"曲

先"罕东等卫杂考.! *历史地理+!$0*"年!第"辑!页(*)唐景绅! ,明代罕东卫

地望小考.! *青海社会科学+!$0*(年!第"期!页0)10%)高自厚! ,明代的关西七

卫及其东迁.!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年!第$期!页)"1)*&

*明英宗实
,

+!卷&(%!天顺七年九月戊辰条!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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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去笼络嘉峪关以西投顺明王朝的势力!试图维持哈密忠顺王对哈密地区

的统治&

K

#

LMNOPQRS231"#$%TU

哈密博物馆展出的两尊青铜佛教造像///度母造像 '见附图""& (!亦

能证明明代哈密佛教中有藏传佛教成份&

*7/

!一直以来!这两尊度母造像处於

缺乏研究的状态!哈密博物馆展出期间既无名称!亦无文字介绍!各种版本

的哈密佛教史书籍中也未涉及&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研究青铜佛教造像的难点在於!难以准确地确定其

来源"流传情癋"艺术特徵和铸造年代&近"#年学界出版一系列中国藏传佛

教金铜造像的书籍图
,

&如*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 +

*70

!!其中所收
,

的&##尊藏传佛教金铜造像!是国家文物局文物流通协调中心收藏两万件中

的一部份精品!编者按照佛"本尊"菩萨"祖师"护法五部份!以鉴定出来

的年代先後顺序排列!有较明确的来源地!图片文字由藏族学者和汉族学者

共同撰写!保证了该书的学术水准&类似的书籍图
,

有*图像与风格%故
>

藏传佛教造像+" *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金铜佛+" *中国藏传佛教金

铜造像艺术选粹+" *中国藏传佛教艺术-金铜佛 +

*71

!等&查
?

以上诸书图

,

!首先可以判断!哈密博物馆藏两尊青铜佛教造像的身份是藏传佛教中的

"

度母和白度母&

@ABCDEFG3D

$$

*7/

*70

*71

据哈密博物馆文物保护部主任库尔班介绍!这两尊青铜造像是$00$至$00&年间哈密文物

管理所前所长王毅民在哈密本地废品收购站发现?收购的&按照库尔班主任的看法!这

两尊青铜造像应是天山以南的哈密市
$

的!被当地人当做废铜烂铁卖到废品站!不会是

外地流入的&库尔班主任还提到另一个佐证!"#$+年哈密市铺设新道路!从地下挖出两

尊鎏金佛教造像!可能是明代的!不久将对外展出& '访谈笔记%库尔班!"#"#年$#月

"%日!电话访谈(由於笔者发文之前未能看到这两尊鎏金佛教造像!无法判断其艺术特

徵和铸造年代!但哈密出土鎏金佛教造像这一现象!

#

明金铜佛教造像在哈密的历史

'明清(上是存在的!似可旁证哈密博物馆展出两尊青铜造像是哈密本地的&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流通协调中心编! *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北京%人民美

术出版社!"##$ (&

故
>

博物院编! *图像与风格%故
>

藏传佛教造像+'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

杨新"王家鹏主编! *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金铜佛+'上"下('北京%北京美术

摄影出版社!"##" ()中国文物流通中心编! *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选粹+'北

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藏传佛教艺术编委会! *中国藏传佛教艺术-金铜

佛+'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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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母亦称救度佛母!藏语沿用梵语语音称
!

#多罗菩萨$&德吉卓玛对

度母信仰做过专门研究!她介绍度母来源在藏文经籍眧有两个传
#

%其一!

度母原是一位美丽的印度公主!修炼而成度母)其二!观世音菩萨看到
3

生

之苦而落?!?珠中生出一朵美丽的莲花!从中化现出度母&汉文经籍眧也

有一个传
#

!观世音眼中大放光明而生度母!以救渡
3

生出离生死苦海&

*72

!

有人由此认
!

!

"

度母
!

观音菩萨左眼所化生!白度母
!

观音菩萨右眼所化

生&

在西藏!松赞干布的尼泊尔妃子墀尊公主被认
!

是
"

度母的化现&

*73

!在

藏传佛教的语境眧!

"

度母可以解除狮难"象难"火难"蛇难"水难"牢狱

难"贼难"非人难!故又称救八难度母&

*74

!白度母的藏语名称
!

#查罕多

罗$!修持此尊密法!能断生死轮回之苦!消除一切魔障"业障"病苦等!

?能消
@

"增福"延寿"广开智慧!避免夭折和意外身亡&白度母和无量寿

佛"尊胜佛母一起被认
!

是长寿三尊!受到藏族和蒙古族信徒的广泛崇奉&

白度母最大的特徵就是有七眼睛!分
(

在两手心"两足心"两目以及眉

间!又被称
!

七眼佛母&从
A

色上看!

"

度母通身
!"

色!白度母通身洁

白!这在藏传佛教的唐卡绘画中得以充份体现!而在金铜造像方面!可以通

过坐姿和手印来判断&

$

;

%

VLMNOWXYZ[\]S

哈密博物馆藏
"

度母造像高约$+矨米!青铜鎏金!头戴象徵五方五智的

五叶化佛宝冠!每叶镶嵌青金石!目前有部份
B

落&

"

度母造像的前额饱

满!端庄清秀!细长眉广目!眉间有白毫&查
?

各图
,

可知!$"世纪早期的

"

度母双眉之间无白毫&因此!哈密馆藏
"

度母造像的时间应在$"世纪之

後&造像的鼻睴笔直平收!脸庞丰满!脸颊微鼓!嘴唇略薄!嘴角上翘!下

颌微收!具有汉地铸造佛教头像的艺术风格&两耳铛垂至肩部!镶嵌
"

松

石&袒露上身!肩臂披短帛!露胸!薄裳贴体裹膝!袒露小腿以下!躯体四

肢圆润
C

称&胸前?两层璎珞!一层
!

项饰!在颈以下!延至胸间)一层延

至下腹部&腰束方带形!遮肚脐!下裳褶皱纹层次清晰如流水!也吸收了汉

$"

012

*72

*73

*74

德吉卓玛!*圣殿中的莲花-度母信仰解析+'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页&1%&

罗文华主编! *藏传佛教造像+'北京%紫禁城出版社!"##0 (!页"&&&

王磊义编绘!金申解
#

! *藏传佛教尊像选 +'北京%文物出版社!$00( (!页$*+)

德吉卓玛! *圣殿中的莲花-度母信仰解析+!页&(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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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佛教造像艺术风格&

造像的右手放於右膝!施与愿印!睰龙华树花蔓!花茎由细至粗!从臂

下绕曲至肩上!附於上臂後侧&

*75

!左手当胸!施
#

法印!睰莲花花蔓!花茎

由细至粗!从臂下绕曲至肩上!附於上臂後侧!莲花含苞待放&左腿弯曲结

半跏趺坐!收腹挺胸!右腿微曲!舒坐!右
D

掌踏莲花&此坐姿和手印
!"

度母的基本特徵&

造像有三种镶嵌物%一!

"

松石!直径最大!镶嵌於宝冠两侧 '已
B

落("两耳铛"胸前项饰正中"腰束正中)二!青金石'蓝色(!镶嵌於胸

前璎珞!手镯!踝镯)三!红珊瑚!与
"

松石相邻搭配镶嵌!如在胸前项

饰"腰带"臂钏与
"

松石搭配镶嵌&通常而言!明代西藏本地工匠铸造
"

度

母镶嵌
"

松石"青金石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情癋居多!在此基础上增加红珊瑚

的
"

度母相对较少!後一种搭配镶嵌艺术风格来自$)至$(世纪尼泊尔工匠&

*8,

!

由此看来!这尊
"

度母造像至少是在$)世纪之後铸造的&

明代
"

度母莲花台呈圆角三角形!仰俯莲花!叶瓣细长!排列紧密!边

缘双瞃紧密!莲瓣细长!尖上卷!富有立体感!莲座上下部边缘有细联珠

纹&对照之下!这座
"

度母莲花座叶瓣宽大圆厚!边缘双瞃勾勒!莲瓣粗

短!尖上卷!富有立体感!莲座上部边缘饰联珠纹!具有清初顺治康熙年间

的艺术特点&

汉地所铸
"

度母一般不露肚脐& *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收
,

$$

世纪东印度铸
"

度母"$&世纪东印度铸
"

度母"$(世纪早期'永乐年间(明

王朝
>

廷铸
"

度母"$(世纪稍晚时期西藏铸
"

度母以及$*世纪'乾隆年间(

汉地铸
"

度母共九尊!其中!永乐年间"乾隆年间汉地所制铜鎏金
"

度母不

露肚脐!东印度"西藏所铸
"

度母六尊露肚脐!一尊不露肚脐&

*8-

!哈密博物

馆藏
"

度母不露肚脐!可能受到汉地造像艺术风格的影响&

@ABCDEFG3D

$&

*75

*8,

*8-

龙华树花蔓常见於$(世纪各类铜鎏金佛像!见中国文物流通中心编! *中国藏传佛教金

铜造像艺术选粹+!第$

1

!页"0&

王家鹏主编! *藏传佛教造像+'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香

港(!"##& (!页$+0!$)1$(世纪
"

度母坐像!

/

铜!该像镶嵌红珊瑚!

!

尼泊尔工匠

所铸&同书第$%$页!$(世纪西藏工匠铸造的
"

度母坐像!红铜!镶嵌物只有
"

松石&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流通协调中心编! *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 +!下卷!页)$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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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博物馆藏白度母高约$+矨米!青铜铸造!微左侧头俯视!头戴象徵

五方五智的五叶化佛宝冠!镶嵌宝石'部份
B

落(!双肩至宝冠有背光&前

额较窄!两眉浓厚宽大!浮於额!立体感
6

!眉间有一眼!眼上方额镶宝石

'已
B

落(&鼻睴直!鼻尖稍尖!鼻翼
$

缩!下唇微张!呈
#

法状&造像的

瘦削脸庞不似汉人!亦不似藏人或蒙古人&

造像两耳铛垂至肩部!两帛带呈环状披於双肩&上身袒露!双乳微隆!

相距较远!弧形自然&胸前?两层璎珞!一层
!

项饰!在颈以下!延至胸前

乳间)一层延至下腹部&腰束联珠带璎珞!镶青金石"红珊瑚&下裳单薄无

褶皱!踝配踝镯!

D

掌配
D

镯&躯体四肢纤细!挺胸&

造像右手放於右膝下小腿处!施与愿印!持乌巴拉花'青莲花(!花茎

沿手臂伸至肩头!开花&此花常
!

$&世纪尼泊尔
"

度母所持之花&

*8.

!左手放

於左胸前!拇指与无名指相睰!施三宝严印'又称拨济
3

生印(!持莲花!

花茎沿手臂伸至肩头!与背光融合&结全跏趺坐&双足心各有一眼!两眉间

有一眼!两掌心之眼不明显&此坐姿和手印是白度母的基本特徵&

造像有三种镶嵌物%一!

"

松石!镶嵌於宝冠 '部份
B

落 ("胸前项

饰"臂钏"手镯)二!青金石'蓝色(!镶嵌於胸前璎珞)三!红珊瑚!与

"

松石相邻搭配镶嵌在宝冠"胸前项饰&搭配镶嵌风格与
"

度母同&白度母

坐於束腰仰俯式莲台&莲花台叶瓣宽大圆厚!边缘单瞃勾勒!叶瓣间有三角

形隆起!莲瓣短细!瓣心隆起!瓣尖上卷!富有立体感!莲座上下边缘饰联

珠纹!具有明代中期的艺术特点&

*8/

!

综合来看!青铜鎏金
"

度母造像结合了西藏"尼泊尔和汉地佛教造像艺

术风格!铸造时代大约在$%世纪中期至$*世纪前期)青铜白度母造像的铸造

时代大约在$(世纪&虽然两尊度母造像的铸造年代不能简单地等同於藏传佛

教在哈密流行或存在供养人的年代!也不排除後世贸易或近现代收藏因素导

致这两尊造像流入哈密!且流入哈密的具体时间无法断定!但哈密博物馆能

在本地徵集到这两尊造像!其中一尊造像铸於明代!另一尊造像铸於清初!

$)

012

*8.

*8/

罗文华主编! *藏传佛教造像+!页"&)&

故
>

博物院编! *图像与风格%故
>

藏传佛教造像 +!页&(*1&+&&其中收
,

四尊白度

母造像!分
(

是$"世纪东印度"$%1$*世纪北京铸造&王家鹏主编! *藏传佛教造

像+!收
,

$$世纪东北印度的白度母坐像'页(# (!其双足?无眼睛!白度母七眼形象

大约形成於$&至$(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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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中国许多地方博物馆无法在本地徵集到藏传佛教造像的情癋迥?!多少

透露出$)至$%世纪哈密佛教中的藏传佛教成份&

_

#

`abcd?ef23gh-%iD

伊斯兰教纳合什班底派!属逊尼派!亦
!

苏菲派的一个分支教派!流行

於中亚&据蓝琪研究!纳合什班底派得名於$)世纪後期创始人巴哈丁-纳合

什班底!他提出四条修行原则///修道於
3

!巡?於
3

!谨慎於行!享乐於

世&这种修行方式秉持积极入世态度!

!

宗教参与现实政治开道路!其继

任教主鼓吹干预政治!

6

调政治和社会活动是纳合什班底教派精神生活的一

部份&第五任教主玛哈图木阿杂木'$)+$!$()" (在,论对素丹的劝诫.一文

中提出要按*古兰经+原则构建伊斯兰国家观念!在伊斯兰国家中!最高统

治者处於核心地位等思想&

*80

!

纳合什班底派从$(世纪中叶以来利用王权的支持!逐渐获得独尊的地

位!这一过程与中亚布哈拉汗国的推崇有密切关&据蓝琪研究!布哈拉汗

国的创建者
!

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第五子昔班的後裔穆罕默德-昔班尼!昔班

尼趁着帖木儿帝国王公们在河中地区相互
+

夺之际!从突厥斯坦出兵!於

$(##年攻陷布哈拉!随後攻陷撒马尔罕!建立昔班尼王朝'$(##!$(0* (!该

王朝的主体人群
!

乌皍
(

克人&昔班尼王朝最初以撒马尔罕
!

都城!$+世纪

&#年代布哈拉被定
!

王朝都城!此後!布哈拉一直是在河中地区实施统治的

三个乌皍
(

克人王朝'昔班尼王朝"諸尼王朝和曼格特王朝(的都城!史学

界把这三个有亲缘关的王朝统称
!

布哈拉汗国&

*81

!纳合什班底派的教徒以

各种方式参与到布哈拉汗国政权之中!其中与王室"掌权家族联姻是最基

本"最重要的方式!对布哈拉汗国的
$

外政策
7

生重要影响&

$(世纪末至$+世纪上半叶土鲁番东察合
*

汗国与明王朝对哈密的反覆
+

夺!迫使哈密本地信仰藏传佛教的人群东迁!

!

其後纳合什班底派传入哈密

扫清部份障碍&这段数十年的
+

夺史!载於*明实
,

+" *殊域周咨
,

+和

*明史+等书!前人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不再赘述!但哈密本地佛教势力

大
!

削弱的趋势需要着重指出&成化九年'$)%& (哈密信仰佛教之种落人群

@ABCDEFG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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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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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琪! *中亚史'第五卷(+!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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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遭4土鲁番5速檀阿力截杀$!二百馀人逃往甘州暂住!

*82

!哈密另一位

头目
BB

不花带领五百馀人逃往甘州!明王朝命令他们居住在距离肃州卫城

西四百里的苦峪城'今酒泉市锁阳城遗址 (&

*83

!从此!苦峪城成
!

哈密信仰

藏传佛教的畏兀儿人"哈剌灰人的流亡聚居地!苦峪城
E

上的藏传佛像壁画

在清代乾隆二年'$%&% (仍能看到&

*84

!嘉靖三年'$(") (明政府统计流亡肃

州卫的哈密卫人数!畏兀儿人&*%人!哈剌灰人(")人&

*85

!嘉靖二十七年

'$()* (明政府统计流亡肃州卫一带的关西七卫人口!其中!哈密卫新哈剌

灰人住肃州城关
F

!男妇"("人!哈密卫旧哈剌灰人 #国师 $言孛剌等人住

肃州城关
F

!男妇%%*人&

*9,

!这些哈密畏兀儿人"哈剌灰人在肃州卫共同修建

一座佛教寺院!取名#归华寺$!清代顺治初年仍然存在&

*9-

!

与哈密本地佛教势力被削弱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鲁番东察合
*

汗国?据哈密之後!嘉靖年间'$(""!$(++ (回回人通过朝贡贸易"

6

行?据

和商业移民!增
6

伊斯兰教在河西地区的影响力!

!

纳合什班底派在哈密生

根发展打下广阔纵深的人群基础&嘉靖年间不断有明朝官员讨论土鲁番贡使

远超规定人数而给朝廷带来沉重财政负担!以及回回人定居河西地区带来的

边疆隐患问题&嘉靖十一年'$(&" (土鲁番"天方国"撒马儿罕等处贡使多

达四百人!礼部指出#诸国遣来夷使人数过倍 $&

*9.

!即便如此!明廷亦不能

闭关
9

贡!以免土鲁番挑起新的战
+

&土鲁番也不遵守五年一贡的规定!常

提前遣使入贡!入关回回人#半留肃州!半留甘州$!嘉靖二十四年'$()( (

土鲁番遣使八百馀人!甘肃总兵官和甘肃巡抚都御史#不能阻回!尽验入!

安插於甘州$&

*9/

!嘉靖二十五年'$()+ (土鲁番马黑麻速坛派人开垦沙州土

地!明廷不得不承认#甘肃自经土鲁番戕害哈密以来!藩篱寝废!边臣历年

经略!西事迄无成功!赤斤等地方日益削弱!回夷?住甘肃!生息日蕃!胎

患甚深$&

*90

!土鲁番遣使#每一入贡!辄留数十人於甘肃!今积至二千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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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宪宗实
,

+!卷$$0!成化九年八月己巳条!页"")0&引文4 5中文字
!

笔者所加&

*明宪宗实
,

+!卷$")!成化十年春正月壬子条!页"&*#1"&*$&

/

文炜! *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柳沟全
1

-古?-苦峪

城.!页&0&&

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 *殊域周咨
,

+!页)"%&

张雨! *边政考+'*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本(!页)+&&

<

人寿纂!何衍庆修!光绪*肃州新志+'*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本(!页(&1()&

*明世宗实
,

+!卷$&(!嘉靖十一年二月己丑条!页&$0$&

*明世宗实
,

+!卷&"$!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乙卯条!页(0+$1(0+"&

*明世宗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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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91

! 令嘉靖朝官员惊呼甘肃大有
2

失之虞&

在此历史背景之下!至$%世纪初期!纳合什班底派传入哈密!与北方蒙

古人作战!最终成
!

哈密的主流宗教!这一历史转折被记载在哈密回王的家

族传
#

之中&哈密回王是由清政府
1

封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哈密维吾尔人首

领!与明代朝廷
1

封的哈密忠顺王
%

有关!其被汉文官方文献明确记载的

祖先
!

清初的额贝都拉&额贝都拉早年生活在准噶尔部噶尔丹统治之下!康

熙皇帝与噶尔丹
G

战时!额贝都拉倒向清政府!於康熙三十六年'$+0% (抓

获噶尔丹的儿子!交给康熙皇帝!由此获得康熙皇帝的信任!被授予一等諸

萨克
*

吉&乾隆二十四年'$%(0 (额贝都拉的玄孙玉素甫被清廷
1

封
!

#郡

王$!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收
,

额贝都拉家族承袭情癋!是
!

哈

密#回王$称呼之始&

哈密回王的家族传
#

和历史载於*哈密回王史料+!该书收
,

以回王家

族
!

代表的哈密维吾尔人能
H

记住的三则伊斯兰教史传
#

&该传
#

追溯明末

伊斯兰教徒与蒙古佛教兵打仗!蒙古佛教兵最终败退西藏的故事&这三则故

事虽用汉文记载!但故事的讲述者多是哈密维吾尔人&更
!

重要的是!这三

则传
#

故事!是目前已知的认识明代哈密伊斯兰教史的基本材料&哈密
%

有

留下任何修建於明代的清真寺建筑物或者伊斯兰教传教士坟墓&哈密现存三

座清末由哈密回王修建的坟墓!目前均
!

哈密市文物保护单位%一座据
#

是

唐代贞观年间伊斯兰教传教士盖斯的坟墓!建於哈密东南部的星星峡!$0)(

年迁建於哈密县
$

)另两座据
#

是明代伊斯兰教传教士的坟墓!直接与这三

则传
#

故事有关&加之*哈密回王史料+属於
$

部刊物!直到今天!学界亦

不易查
?

!听
#

该书之名的人多!亲眼见到的人少!因此这三则故事弥足珍

贵!值得全文引用和分析&

*92

!

@ABCDEFG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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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92

林希元! ,应诏陈言边患疏.!载陈子龙等辑! *皇明经世文编+'*续修四库全书+

本(!卷$+&!页&&&&

*哈密回王史料+'

$

部参考(

7

生於$0+"年!由一批被下放到哈密的北京知识份子编

成!他们被哈密专区公安处派去整理哈密回王府残存档案资料"知情人口述以及犯人口

供资料&犯人口供资料分两部份!一部份
!

审讯哈密回王府维吾尔旧官僚的口供'$0&#

年以前(!一部份
!

审讯哈密旧政权维吾尔官员的口供 '$0&#1$0)0年 (& *哈密回王

史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因
!

哈密本地的察合
*

文献经历了两次
I

灭性破坏!

一次在同治回民起事期间!哈密回王站在清政府立场!起事回民攻破回王府!焚烧回王

府档案室!一次在$0&#年哈密回王世袭特权被取消!随後回王势力武装起事!新疆省政

府派军进驻哈密!哈密回王府再次被焚烧&经过两次战火!清代哈密察合
*

文献流传下

来的少之又少!目前笔者仅看到四份光绪年间的哈密察合
*

地契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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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哈密回王史料+记载% #'$(0"年 (有一个名叫奴阿洪的回教徒从

西宁到伊斯兰发源地阿拉伯学习经典!在阿拉伯住了五年!像教殿上塑造的

一手托经一手持剑的圣徒形象那样!学成後由宗教组织派回新疆传教&当时

新疆是蒙古人的势力统治范围!奴阿洪带领八十多个教兵到达哈密五堡时!

因见守卡蒙兵兵力
6

大!自畏不能通过!便向北转到芨芨
*

子!意图从那眧

进入哈密!

&

不料把守芨芨
*

子的蒙古兵不让通行!於是发生战!奴阿洪

被打败退向东庙儿沟!结果死於乱箭之下& $後来回王伯锡尔'$*$&!$*+%年

在位(找到奴阿洪的癛骨!追认奴阿洪
!

哈密传播伊斯兰教的第一位先驱

者!?
!

他修了一座麻扎'即坟墓(&

*93

!

回王伯锡尔
!

玉素甫的玄孙!

*94

!他在同治回民起事期间坚
G

支持清政府!

於同治六年'$*+% (被害!清政府
1

封其
!

#亲王$&

*95

!以伯锡尔一贯的政

治立场来看!他生前#追认奴阿洪
!

哈密传播伊斯兰教的第一位先驱者$?

修建#麻扎$之事!与他坚定支持清政府统治是不突的&对清政府而言!

不论伯锡尔遵奉何种伊斯兰教教派!只要他拥护清政府统治?维持地方稳

定!清政府即可不过多过问伯锡尔的宗教行
!

&显然!伯锡尔的做法只是把

广泛流传在哈密维吾尔人中的伊斯兰教史#口头传
#

$变成一个确定的#历

史事实$!属於有意识地#历史建构$!意在利用宗教加
6

回王在哈密地区

的统治地位&至於伯锡尔在东庙儿沟找到的那副白骨!是否就是传
#

中的两

百馀年前的#奴阿洪的癛骨$!则另当
(

论&这则传
#

故事至少表明!$(0"

年北方蒙古人?领着哈密!同时!这则传
#

提到#西宁$!意味着伊斯兰教

徒也沿着哈密至西宁的藏传佛教传播路瞃行走&

*哈密回王史料 +记载的第二个传
#

曰% #1先驱者 2奴阿洪死後两

年!阿拉伯的布哈拉皇又派艾尔西丁汗到新疆传教!他带了$##多个教兵!

刚到哈密三堡!就被蒙古兵打败!逃到沙枣泉经过伊夏克大湾到前山的柳树

禾加木地方!最後被打死在西边山上& $回王沙莫胡索特 '又称沙木胡索

特! $**"!$0&#年在位 (找到艾尔西丁汗的癛骨!追认艾尔西丁汗
!

哈密传

播伊斯兰教的第二位先驱者!?
!

他修了一座麻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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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哈密专区公安处! *哈密回王史料+'

$

部参考!$0+"年油印本(!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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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华! *哈密"吐鲁番维吾尔王历史'清朝至民国(+'乌鲁木齐%新疆大

学出版社!$00& (!页&1$&&

*清穆宗实
,

+'北京%中华书局!$0*% (!卷"#$!同治六年四月丙午条!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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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王沙莫胡索特
!

伯锡尔的女婿!

*:-

!他延续伯锡尔的做法&这眧提到的

#布哈拉 $!即指中亚河中地区 '阿姆河"锡尔河 (的布哈拉汗国&伯锡

尔"沙莫胡索特相继#追认$的哈密伊斯兰教传播先驱者都处於布哈拉汗国

昔班尼王朝的阿布杜拉统治时期! #阿拉伯的布哈拉皇 $!应指阿布杜拉

'$(*&!$(0*年在位(&据蓝琪研究!阿布杜拉汗是布哈拉汗国历史上最伟大

的君主!他结束乌皍
(

克封建贵族之间的长期混战!抑制了封建割据!在河

中地区建立起中央集权!保证国
$

秩序的安定&在阿布杜拉统治时期!布哈

拉都城的地位固定下来!?且在以後的近四百年间一直
%

有改变!故学界常

把阿布杜拉视
!

布哈拉汗国的真正建立者&

*:.

!

阿布杜拉从即位开始就依靠纳合什班底派来进行统治&据王治来研究!

当时布哈拉汗国有一批被称
!

#德尔维希阶层$的乞丐式僧
J

!贫穷而邋遢

肮!到处?荡!靠施
!

生!对宗教狂热!能
H

深入到偏僻地区和?牧人

的毡房中传教!受到穷人们的尊敬&在德尔维希阶层中!纳黑失班德'笔者

注%即纳合什班底(僧团是最大和最重要的&他们主张对穷苦的穆斯林仁慈

博爱!让穷人可以从慈善机构得到施和救济!寺院有给穷人供食的
K

房!

宗教学校可使穷人的子弟学习文化!接受教育!又宣称穆斯林都是一个民

族!这些
6

烈的宗教情感可以渗透到各阶级"各部落"各民族的公私生活之

中!从而获得广泛的群
3

支持&布哈拉汗国的历代汗位要坐得稳!都得依靠

这些宗教界人士的支持!否则就会被赶下台&

*:/

!

从历史上来看!明代伊斯兰教随着朝贡贸易的回回商人的活动传入哈密

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0

!例如$)$0年波斯帖木儿王朝的沙哈鲁3@GP Q&FG;派遣

一个使团出访明王朝!使团眧有艺术家RG:<P5G 7%!I:*!他写了一部出访中国

的日记!被
>

廷史学家EPD:#!J8B6S 所徵引&

*:1

!中国史学界把这位艺术家的

名字翻译
!

火者-盖耶速丁!他的日记译
!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该书记

载!盖耶速丁於$)"#年*月+日抵达哈密城!他在哈密城中看到#一座宏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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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其对面是#一座规模很大的佛寺 $&

*:2

!但是!近代哈密维吾尔人

能
H

追溯和回忆的伊斯兰教传入哈密的早期传
#

!既
%

有提到$(世纪早期的

哈密伊斯兰教情癋!也
%

有提到土鲁番东察合
*

汗国和叶尔羌汗国!反而提

到叶尔羌汗国西面更远的布哈拉汗国的阿布杜拉'即#布哈拉皇$(!

#

明

延续到近代的哈密伊斯兰教宗教传统直接来自布哈拉汗国的纳合什班底派&

'见附图) (

*哈密回王史料+记载了第三个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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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罕买提夏禾加确有其人&据 *哈密回王史料 +收
,

的一通建城碑文

载! #王府的头一道大门眧悬?着一块大石碑!面积约一平方公尺!厚十公

分!上面用阿拉伯文刻着% 1保卫和平的英雄是伊斯兰穆罕默德的圣裔!忠

实於穆圣?代表他作拜克的木罕买提夏禾加!

!

世界的利益与公道工作的穆

斯林门!向伟大的圣者穆罕默德致敬& 2在$#$*年 '回!约合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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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这通石碑原本镶嵌在回王府城
E

之上!经过几次战火!原石碑已

亡佚!所幸碑文被记载下来!有明确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这些
$

容

是难以
L

造的&

三则传
#

眧反复提到#蒙古兵$" #蒙古人$!他们都信仰佛教&关於

这一点!现代哈密本地维吾尔族学者曾撰文指出!如$0**年吾斯曼铁木尔指

出这些蒙古兵信仰佛教!

*:5

!$00"年阿不都热合曼外力在介绍艾尔西丁汗 '原

文写作艾日西丁汗(麻扎时指出#该教士33和蒙古佛教兵作战时牺牲於前

山$&

*;,

!若按古代战
+

人数胜负比&%$粗略估算!哈密蒙古佛教兵应在&##人

左右!故前两次战取得胜利!第三次战中伊斯兰教兵$M###人!哈密蒙古

佛教兵战败&据败退西藏的情癋来看!这些蒙古佛教兵信仰藏传佛教噶玛噶

举派的可能性最大&因此可以认
!

!伊斯兰教纳合什班底派在哈密取代藏传

佛教噶玛噶举派成
!

主流宗教信仰的准确时间在$+#(至$+#+年!哈密畏兀儿

人和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成
!

今天哈密维吾尔族的较近族源&

jk

佛教曾是哈密社会的主流宗教!这一文化传统可远溯到一世纪的汉代!

至七世纪的唐代!哈密社会的佛教文化已然蔚
!

大观& *哈密文物志+记载

哈密九处佛教遗址!庙尔 '儿 (沟佛教遗址时间在%至$"世纪!其馀佛教遗

址时间都在唐代&

*;-

!另外!哈密还出土了一部回鹘文抄写的佛教剧本 *弥勒

会见记+!抄文时间大约在*世纪至$&世纪中期&

*;.

!若从唐代+$*年起!到

$+#(至$+#+年止!佛教作
!

哈密社会的主流宗教地位保持了近千年&在长时

段历史
5

络中!哈密博物馆展出的两尊藏传佛教青铜造像具有两方面的昭示

作用%一方面!它们从实物的角度昭示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哈密地区有一定传

播影响力)另一方面!它们似乎又昭示着$(至$*世纪哈密社会仍然存在小范

围的藏传佛教信仰&即便後一种情癋成立!那
)

!与过去哈密佛教兴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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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的大量佛教文化遗址相比!这两尊青铜造像恰是藏传佛教信仰在哈密社

会日趋衰落的有力证据!可谓夕阳馀晖&

$)世纪早期伊斯兰教传入哈密!是西域各国朝贡贸易的回回人活动的结

果!起初它与佛教和平?存於哈密社会!?
%

有取得主流宗教地位!也
%

有

根本性地改变哈密社会形态&$%世纪初期伊斯兰教取代佛教从而成
!

哈密社

会的主流宗教!进而改变社会形态!经历激烈的社会突&过去研究多把这

种社会突归
!

土鲁番东察合
*

汗国与明王朝对哈密的反覆
+

夺!其动力来

自贸易活动带来的利益刺激%西域各国与明王朝进行朝贡贸易!

9

大多数使

团"商队都要经过哈密!这条商路被西域各国看成是 #金路 $!

*;/

!流动着东

方的丝绸"布匹"瓷器"茶叶"大
/

"麝香!中亚的玉石"驼"马"皮毛"

葡萄"狮子"金钱豹!谁控制西域各国朝贡贸易之路与哈密!谁就能更好地

控制东西方的贸易活动!从中获取暴利&但据哈密本地材料来看!哈密社会

突还受到宗教扩张热情的推动!伊斯兰教获得哈密宗教主流地位!与中亚

布哈拉汗国武装传教有关&同时!伊斯兰教向东武装传教的社会阻力主要来

自藏传佛教!这揭示哈密兼有东西向与南北向的双重地理通道的社会文化特

徵&

哈密地处北方蒙古大草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是藏传佛教传播的重

要中继点&只有把哈密置於蒙藏汉民族关史和蒙藏汉佛教史的框架眧!才

能清晰地看到这种社会文化特质&从藏传佛教史的角度来看!$+$#年前後卫

拉特'瓦剌(各部相继信奉格鲁派!他们#派人探通经过噶斯"巴里坤等地

到西藏的道路$&

*;0

!噶斯在今天青海西州芒崖镇与新疆若羌县接界处!

*;1

!巴

里坤在哈密北面&卫拉特'瓦剌(各部从巴里坤去西藏!可以翻越天山南下

哈密!再走哈密至安定或沙州过西宁入藏&结合*哈密回王史料+所记三则

传
#

来看!当时哈密蒙古佛教兵已败退西藏!北方蒙古各部经哈密通往西藏

的道路中断!故卫拉特'瓦剌(各部派人重新#探通$前往西藏道路&进入

清代!康熙年间清政府打击噶尔丹时!派大军驻?巴里坤!防止噶尔丹经哈

密南逃西藏!也因
!

哈密是明代以来北方蒙古通往西藏的一个重要中继点&

因此!明代哈密与藏传佛教所具有的
$

在历史联!既是蒙藏汉在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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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下的互动往来!也是明代西北地方对元代政治遗
7

的继承和延续&於

是!哈密成
!

伊斯兰教势力与藏传佛教势力
+

夺的重点!直到$+#(至$+#+年

伊斯兰教势力打败藏传佛教势力!在哈密取得胜利
!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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