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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人物趣谈
 黄新聪编撰

公 元 七 世 纪 初
期，吐蕃杰出的首领
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
高原的许多部落，建
立了强大的政权，定
都逻些（现拉萨），
那时正是唐太宗统治
时期。松赞干布爱慕
唐朝的文化，于公元
634年派出第一批使
臣访问长安，唐朝使
臣也很快回访吐蕃。
此后，松赞干布多次
派亲信大臣带着珍贵
的礼物来到长安，请
求 通 婚 ， 唐 太 宗 未
允。 

公 元 6 3 9 年 （ 贞
观十三年），松赞干
布又派遣大相禄东赞
带着黄金五干两和数
百件珍宝赴唐求婚。
禄东赞一行到达长安
时，受到“天可汗”
唐太宗的接见，并以
国礼相待。禄东赞向

唐太宗转达了松赞干
布想要跟唐朝建立长
久友好关系的愿望，
禄 东 赞 说 的 娓 娓 动
听，唐太宗听后心中
十分满意。唐太宗崇
尚“一桩婚姻抵得上
百万雄师”的理念，
当场答应把宗室任城
王的女儿李雁儿，赐
封文成公主，下嫁松
赞干布，并诏令礼部
尚书、江夏王李道宗
为主婚使，持节护送
文成公主入蕃。

经过一段时间的
准 备 ， 贞 观 1 4 年 隆
冬，一支庞大的送亲
队伍，在礼部尚书、
江夏郡王李道宗的率
领下，护送文成公主
前往吐蕃和亲。这支
队伍，除了携带着丰
盛的嫁妆外，还带有
大量的书籍、乐器、
绢帛和粮食种子；除

文成公主陪嫁的侍婢
外，还有一批文士、
乐师和农技人员。松
赞干布多年的夙愿得
以实现，十分高兴，
亲自率军远行至柏海
（今青海玛多县境）
迎候文成公主，在谒
见李道宗时，行了子
婿之礼。随后，松赞
干布与文成公主在柏
海 举 行 了 盛 大 的 婚
礼。

文成公主到逻些
时 ， 吐 蕃 人 民 穿 着
节 日 的 盛 装 ， 载 歌
载 舞 ， 欢 腾 雀 跃 ，
欢 迎 这 位 远 道 而 来
的赞蒙(藏语王后)。
松 赞 干 布 对 欢 迎 的
官民说：“我父祖没
有和上国通婚的，我
能娶大唐公主，深感
荣幸。”松赞干布非
常喜欢贤淑多才的文
成公主，专门为她在

海拔3700多米的红山
上修建了有1000间宫
室，富丽壮观的布达
拉宫。文成公主不喜
欢吐蕃人的赭面习俗
（把脸涂成赤褐色的
习俗），松赞干布立
即下令禁止吐蕃人的
赭面习俗。松赞干布
十分倾慕中原文化，
他脱掉毡裘，改穿唐
人服装，并派吐蕃贵
族子弟到长安国学学
习诗书，聘请唐朝文
士掌管与大唐往来的
文书。

松赞干布迎娶文
成 公 主 后 ， 中 原 与
吐 蕃 之 间 关 系 极 为
友好，此后200多年
间，很少有战事，使
臣和商人频繁往来。
当 时 ， 唐 朝 佛 教 盛
行，而藏地无佛。文
成公主是一位虔诚的

佛教徒，她携带了佛
塔 、 经 书 和 佛 像 入
蕃，决意建寺弘佛。
她还让山羊背土填卧
塘，建成了大昭寺”
。大昭寺建成后，文
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亲
自 到 庙 门 外 栽 插 柳
树，成为后世的“唐
柳”；著名的“甥舅
同盟碑”就立在唐柳
旁。后来，文成公主
又修建了小昭寺。从
此，佛教开始在西藏
流传。

文成公主一方面
弘传佛教，为藏民祈
福消灾，同时将汉族
的 纺 织 、 建 筑 、 造
纸、酿酒、制陶等先
进生产技术，以及儒
家书籍、历法、医药
等传入了藏族地区，
还拿出五谷种子及菜
籽，教人们种植，促
进了吐蕃的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

公 元 6 8 0 年 ， 5 6
岁的文成公主在吐蕃
生活了整整40年后离
开人世。文成公主将
唐朝先进的文明带入
了藏区，为汉藏两族
人民的友好关系和边
境的安宁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深受人
民爱戴的她被奉为“
绿度母”——观世音
菩萨的化身。从此，
酥油灯伴着崇敬的灯
火，延续着这位大唐
公主的民族之魂。文
成 公 主 被 史 界 誉 为
最成功的女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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