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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P. T. 1082 号文书是甘州回鹘登里可汗仁美写给凉州嗢末首领仆射( )的诏书,具体时间

是 934 年。 文书中出现的天平军( )是驻守凉州的原唐朝郓州天平军戍卒后代,令公( )应该就

是后唐朔方节度使张希崇,唐王( )应该是后唐明宗皇帝李亶,天使大夫( )是 934 年后唐派出的使

节。 该诏书显示出当时甘州回鹘政权同凉州嗢末、凉州唐朝天平军戍卒后代、后唐王朝、瓜沙归义军政权以及

凉州、廓州、河州等地吐蕃部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具有珍贵史料价值。
　 　 【关 键 词】甘州回鹘;凉州嗢末;后唐;天平军;吐蕃

　 　 【作者简介】陆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7)。
　 　 【原文出处】《西藏研究》(拉萨),2023. 4. 39 ~ 51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敦煌、新疆等地出土古藏文官府文献整理与研究”
(项目编号:16AZS001)、2015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敦煌古藏文官府文书整理研究” (项目编号:
15YJA770013)阶段性成果。

　 　 敦煌藏文文书 P. T. 1082 甘州回鹘登里可汗诏

书内容涉及甘州回鹘政权同中原王朝以及周边吐

蕃、凉州、归义军等部族、政权的关系,是研究甘州回

鹘史和晚唐五代河陇地区吐蕃等部族史的重要史

料,先后有多位学者对之加以译解和研究,①但是目

前对文书内容的释读仍然存在有一些疑难之处,对
文书年代也有不同意见,这些问题都有待继续深入

探讨。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核对文书原件图版

照片对文书原文进行译释,并对文书年代、收信者、
文书中涉及的地名、职官等再做一些考证。

一、文书的译文

1. 回鹘登里可汗[1]敕

2.

夏季炎热[2],(管理)众多属民,辛苦了,安

康否?

3.

尊驾禀帖已经呈报,呈文中说没有过失[3],

4. 听到心中高兴

5.

尊驾所发指令,并无关于社稷大事

6.

[余之使者,在凉州之下方[4],再次前往,唐王……

7.

[恐不相信[5],京师有令……

8.

[看后,向上报告,雅莫塘这

边,俄布……

9.

没有,廓州黄河节度衙使者已去尊前,请求去黄河节

度衙万户霞地[6]

10.

吐蕃使者去了者龙,又去了雅莫塘寺[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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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等使者去俄布塘、尼玛冻[8],

12. 别无其他

要求

13.

[吐蕃方面称,秋季七月初发兵……

14. [无

音讯[9],现仍按兵未动……　

15.

[希望做好准备,入秋时,令公[10]处发动……

16. 不在,作好准备

17.

甘州城中宫殿已经破损,没有工匠

18.

借用工匠,派来工匠,甚喜,宫殿顶部

19.

残留细小部分,仆射[11]一再在书信中

20.

[请求派遣工匠,工匠来已一年……

21.

[发粮食,尚论……

22. □

后派遣,画师工作不好,秋七月中

23. 希望派遣

24.

向金匠方面转告,金匠向天平军[12]

25.

[军将借用,希望此人打制金器……

26. [ 没有

打造,天平军军将又经常……

27.

以前有这样一名工匠已经派往沙州,能

干活的工匠(中)

28.

有一名病倒,往来聚集的使者们都看见,

29.

后向军将之金匠方面再三请求

30. [唐

王之金匠一人,为何我不能使用　

31.

已向天使大夫[13]请求,让我使用这名金匠,并向

唐王

32. 请

求,于老工匠中选择工匠

33.

后来没有派遣,虽是心中并未烦恼,别的工匠

34.

没有,礼物布料[14]六匹食物水果一袋

35.

(已)送至尊前,秋季来临,秋季食物水果桃子和

36. 葡

萄我已久未尝,成熟后

37.

送来,不送来就会有诽谤说仆射要对食物独占,

38.

两名木匠努力,

39.

仆射可见,此时有使者(来)

40.

未奉礼物,望勿见怪,若从唐王处

41.
②
派

遣使者来,将打发我的使者奉上(迎接)
文书末尾盖方形朱印,印文为:“伊西□□四?

镇道? 都□□之印”③

注释:

【1】 ,王尧、陈践译为“登里埃部

可汗”, 发音与 “回鹘” 相近,故从乌瑞 ( G.
Uray)、石川巌译为“回鹘登里可汗”。

【2】 王尧、陈践译为“野(摩川)切

巴坡”,今从山口瑞凤、石川巌译为“夏季炎热”。

【3】 王尧、陈践译为“奶牛”,今从山口瑞

凤、石川巌译为“过错”。

【4】 王尧、陈践译为 “在下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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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山口瑞凤、石川巌译为“去凉州”,笔者译为“在
凉州之下方”,即在凉州东面,去往朔方节度使所在

灵州方向,藏文文献有以上部指西方,下部( )

指东方的习惯。④

【5 】 石川巌译 为 “ 礼 节 不

乱”,今从王尧、陈践译为“恐不相信”。
【6】 王尧、陈践没有译出,今从石川巌音译为

“霞地”。
【7】 王尧、陈践没有译出,石川巌译为“园”,

山口瑞凤译为“寺”, 有寺院之意,今从山口瑞凤。

【8】 山口瑞凤译为“不光明正

大,难以和解”,石川巌译为“嗢末不和睦”,岩尾一史

也将 译为嗢末。 今从王尧、陈践译为地名。

【9】 陈践译为“哨地无音讯”,今译为

“无音讯”。

【10】 王尧、陈践译为“凉巩”,山口瑞凤译

为“凉州盆地”,今从石川巌、岩尾一史译为“令公”。

【11】 王尧、陈践未译出,今从山口瑞凤、石

川巌译为“仆射”。

【12】 王尧、陈践译为“天保军”,今从山

口瑞凤、石川巌译为“天平军”。

【13】 王尧、陈践译为“太师太保”,山

口瑞凤未译,石川巌译为“天师大府”,今译为“天

使大夫”。

【14】 王尧、陈践译为“纱丽”,今从山口瑞凤、

石川巌译为“布料”。
二、文书的年代与接受诏书者

下面对 P. T. 1082 号文书的年代和文书中出现

的令公、仆射、天平军、天使大夫等问题加以探讨。
(一)令公与仆射

登里( )是回鹘文“天”的吐蕃文音译,回鹘

登里可汗,即回鹘天可汗。 对于此件文书的年代,洪
文认为是 889 年,是甘州回鹘登里可汗写给归义军

节度使张淮深的诏书,⑤张淮深在文书中被称作“仆

射”。 王尧、陈践译为凉巩,⑥山口瑞凤认为是

凉州盆地,⑦如此则文书上下文意不能连贯,使人殊

难理解。 与令公发音完全吻合,唐代宰相被称

为中书令,简称令公,节度使往往带宰相衔,当时西

北地区归义军、朔方等节度使都带此衔,因此

应译为“令公”。
文书中多次提到吐蕃人准备发兵,吐蕃使者出

使各地,要求仆射、令公作好准备。 由于归义军政权

在张淮深和曹议金、曹元德时期控制的基本疆域都

只是瓜、沙二州,甘州回鹘可汗诏书中提到的准备发

兵的吐蕃部族应与甘州地区相邻,而距瓜、沙较远

(详见后文)。 这些吐蕃部族比较强大,能够对附近

地区发兵讨伐,而瓜沙地区尚无对归义军政权构成威

胁、抵抗发动进攻的吐蕃部族的能力。 《新五代史·
四夷附录四》所附《高居诲使于阗记》记载瓜州附近

玉门关一带有吐蕃聚落:
(甘州)西北五百里至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玉

门关,经吐蕃界。 吐蕃男子冠中国帽,妇人辫发,戴

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马。 西至瓜州、沙

州,……⑧

《册府元龟》卷 170 也记载:后唐同光二年(924)
五月,“瓜沙与吐蕃杂居,自帝行郊礼,议金间道贡方

物,乞受西边都护。”⑨这一吐蕃聚落与瓜沙曹氏归义

军政权相邻,归义军使节出使中原等地要经过其领

地,归义军节度使需要向他们借路。 P. 4525《归义军

节度使曹致书蕃官首领书》云:
□蕃官首领,夏热,想汝好,在部族已□□得安

健否? 当今差使人入贡[阙]庭,经过路途,到汝部

落地界之时,□仰准例差遣人力防援,般次首(?)
公(?)在路,勿至滞留疏失。 今赐汝斜褐□段,牦

尾叁株,到可领也,不具。 归义军节度使曹委屈附

首领。⑩

该部落还向中原王朝进贡。 《册府元龟》卷 972
云:天成二年(927),“十二月,回鹘西界吐蕃发使野

利延孙等入贡。”卷 976 云:“(天成)三年正月……戊

辰,敕以吐蕃野利延孙等六人并可怀远将军。”《旧
五代史》卷 74《吐蕃传》则记载:“明宗尝御端明殿见

其(吐蕃)使者,问其牙帐所居,曰:‘西去泾州二千

里。’” 《册府元龟》 卷 972 将此事系于长兴三年

(932)八月。 这一进贡后唐的吐蕃部落地理位置正

与瓜、肃一带重合,当是瓜州附近玉门关一带的吐蕃

部落无疑。 笔者以为,五代时期瓜州附近玉门关一

带的吐蕃部落应该就是原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及

其部众的后代,他们受到吐蕃论恐热的攻击,迁到瓜

州附近,得到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接纳和保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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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繁衍生息于此,与归义军政权一直保持着友好关

系。 在归义军节度使的信件中将其头领称为蕃官首

领,他们负责保护过往归义军使节的安全,而归义军

政权则按照惯例要给予他们一些物品作为酬劳。 但

是这部分吐蕃部族并不强大,也没有进攻过归义军

政权。

在归义军金山国时期文书 P. 3633 《辛未年

(911)七月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中曾记载有罗

通达出使南蕃,这是目前所知敦煌汉文文书中关于

归义军政权与吐蕃部族发生通使关系的唯一记载:
罗通达所入南蕃,只为方便打叠吐蕃。 甘州今已

和了,请不(必)来,各守疆界,亦是百姓实情。 ……天

子所勾南蕃,只为被人欺屈。 大丈夫之心,宁无怨

恨。 天子一时间躁躁发心,百姓都未肯。 ……上天

见知,耆寿百姓等誓愿依凭大圣可汗,不看吐蕃为

定。 两地既为子父,更莫信谗。

当时甘州回鹘征讨张承奉金山国,张承奉派遣

官员罗通达入南蕃求救兵,时间应在辛未年七月末

之前,此次出使的吐蕃戎廷在鄯州附近的临蕃城,所
谓南蕃即指河湟地区的吐蕃,其实力较强,张承奉

派使者与之联络,希望其能够出兵与甘州回鹘兵马

交锋,以解沙州之围。河湟地区的吐蕃部族距离

瓜沙地区有二千余里,使者在路上行走时间也有数

月之久,因此在敦煌汉文文书中并未见到吐蕃进攻

归义军政权和归义军政权防御吐蕃的记载,故而

P. T. 1082 号文书中的仆射不应是归义军政权的高

层统治者,这个仆射应是甘州回鹘政权附近地区的

统治者。
P2945(8)《[与]凉州书》出现了一个凉州“仆

射”,文书称:
专使西上,奉受荣缄,戴悚周旋,诚难荷负。 蒙

恩星使降,临,不任感惧。 伏惟仆射文武全材,业优

三略;智深韩白,七纵在怀。 抚镇而羌龙畏威,权谋

而戎夷自廓,使夙燧不经于朔野,狼烟泯灭于兰山。
[岂]非师长之荣,即睹秉台之贵。 今者使臣回辙,当
军兼差使人,路次经过大蕃,岂敢辄无状达? 前载得

可汗旨教,始差朝贡专人。 不蒙仆射恩泽,中路被温

未(末)剽劫,今乃共使臣同往,望仆射以作周旋,得

达前程,此之恩得(德),何憨(敢)忘焉?
杨宝玉、吴丽娱认为,P. 2945 八通书状记载的

是曹议金于 923 年派出贡使经甘州、凉州、灵州抵达

中原成功出使后唐之事,凉州仆射亦曾先派使者去

曹议金处联络,表示愿意协助归义军使节顺利通过

凉州,从而抵达灵州,他与朔方节度使、后唐朝廷关

系密切,曹议金随后致信凉州仆射,请求其对归义军

使节予以协助,免受温(嗢)未(末)的劫掠,顺利抵

达灵州。这个凉州仆射实际是凉州地区的实权人

物,能够使该地区的羌(党项、嗢末)、龙家各部族听

命于己,凉州仆射与 P. T. 1082 号文书中的仆射身份

较为相符。
(二)天平军

P. T. 1082 中还数次出现天平军,其首领为军将

( ),甘州回鹘可汗向其借用工匠,这些工匠

来自唐王处;这个天平军军将及部众实际是唐朝郓

州天平军戍卒后代,从 861 年张议潮收复凉州后被

派遣驻守该地。 《资治通鉴》卷 278“后唐长兴四年”
条(933)记载:

[二月]凉州大将拓拔承谦及耆老上表,请以权

知留后孙超为节度使。 上问使者:“超为何人?”对

曰:“张义潮在河西,朝廷以天平军二千五百人戍凉

州,自黄巢之乱,凉州为党项所隔,郓人稍稍物故皆

尽,超及城中之人皆其子孙也。”

河南出土的《唐故邠宁节度使司空河东裴公墓

志铭》记载,裴度第三子裴识在担任天平军节度使期

间,“天子以河西新收,西凉府以归,帅张议潮欲强盛

边事,择其人(下缺)”,其下缺部分应是唐廷调派

郓州兵之事。

敦煌文书对此也有所记载。 P. 2729+P. 3715《贺
赐征马和谢改授僧官等书状》记载:

贺立德政碑

(前缺)素高声猷,积(后缺)
以碑铭,万古千秋,万传清(后缺)
贺画影麟台

司空功名浩汗,迹迈古金(今)(后缺)
重,麟台绩(绘)影,竹帛书名(后缺)
遇此,厶乙下情无任□□
贺赐防秋兵马

圣朝与(以)边为国,保静河湟,(后缺)
旌旗飏月,剑动星牛,蕃丑(后缺)
厶乙下情无任□□

这里的司空应指张议潮,而文书应作于咸通二

年至八年(861-867)之间。 唐朝因张议潮收复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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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而为其立功德碑、画像麟台,并赐防秋兵马,防
秋兵马即指唐朝向凉州派遣的郓州兵。S. 4397《观
世音经》题记云:“广明元年(880)肆月拾陆日,天平

军弟(第)五般防戍都右厢兵马使梁矩,缘身戍深蕃,
发愿写此经。”表明这是一件当时驻防凉州的唐朝

天平军军官所写的佛经。
S. 5139v《乙酉年(925)六月凉州节院使押衙刘

少晏状抄》云:
右伏以少晏等,当初总是沙州本体骨肉。 自从

张太保上(?)政直(整治),河西道路安太(泰),弟

(递)牒便统兵马。 总是本州之人,放首(防守) 凉

州,业已经年。 于前般老人,总以(已)不残,只残后

辈男女,守此本府州城,至今不须(许)失城池。 各

(?)年经余以外(来),甘州回鹘兵强马装(壮),不放

凉州使人拜奉沙州。 昨此回鹘三五年来,自乱计作

三朋,兼及土粪(吐蕃),二人会兵劫取凉州。 今三五

年来,沙州骨子,心儿屈铁,不放下余城惶(隍),至今

全得好在安乐。

这是曹议金 925 年征讨甘州回鹘获胜后,凉州

汉人守军写给曹氏的牒状,表明尽管当时甘州回鹘

和吐蕃合力攻打凉州,但是唐朝郓州天平军后裔拼

力抵抗,城池并未失守。 他们自认与归义军政权本

属一体,原来都是唐朝军民,故向曹氏归义军请求支

援。 这里的吐蕃应该是凉州附近的吐蕃部族。
《旧五代史》卷 138《外国列传二》记载:“自梁太

祖时,常以灵武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而观察甘、肃、
威等州,然虽有其名,而凉州自立守将,唐长兴四年

(933),凉州留后孙超遣大将拓拔承谦及僧、道士、耆
老杨通信等至京师,明宗拜孙超节度使。 清泰元年

(934),留后李文谦来请命。”

由《资治通鉴》和《旧五代史》记载可知,933 年

凉州天平军后裔才与后唐通使,在此之前从唐末黄

巢之乱后受到党项阻隔,一直未能与中原王朝通使,
这个党项应该是灵州附近的党项。 凉州天平军后裔

在凉州地区实力较弱,只能控制凉州一城,不为周边

政权和部族重视,也不能顺利派出使者通使中原。
P. T. 1082 中出现的天平军首领为军将,而非仆射,
所以撰写时间在 923 年的 P. 29415 (8) 《[与]凉州

书》中出现的凉州仆射,而不应是凉州天平军后裔首

领。 这个凉州仆射与朔方节度使、后唐朝廷关系密

切,积极协助二者招抚归义军政权,劝诱其派遣使者

出使中原,是凉州地区的实权人物,其部属众多,实
力强大,情况与凉州嗢末相似。

(三)凉州仆射与凉州嗢末

《新唐书·吐蕃传》云:“浑末,亦曰嗢末,吐蕃奴

部也。 虏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

牧。 及恐热乱,无所归,共相啸合数千人,以嗢末自

号,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廓、迭、宕间,其近蕃

牙者最勇,而马尤良云。”

《资治通鉴》卷 250 云:“是岁(862),嗢末始入

贡,嗢末,吐蕃之奴号也。 吐蕃每发兵,其富室多以

奴从,往往一家至十数人,……及论恐热作乱,奴多

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
岷、廓、迭、宕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嗢末为藏文 的音译,含义为奴隶、属民,

实际是指被吐蕃统治的河陇地区唐人后裔。 他们在

吐蕃统治下属于被征服民族,地位低下,遭受吐蕃、
苏毗等族奴役压迫。

敦煌文书 S. 6342 号《张议潮咸通二年(861)收

复凉州奏表并批答》记载道:“张议潮奏。 咸通二年

收凉州,今不知却□,又杂蕃浑。 近传嗢末隔阻往

来,累询状人,皆云不谬。 伏以凉州是国家边界,嗢
末百姓,本是河西陇右陷没子将。 国家弃置不收,变
成部落。”

可知当时凉州嗢末已经是当地重要部族,阻断

了凉州与灵州等地的交通,成为唐王朝和归义军政

权心头之患,他们是吐蕃化的唐人后裔。 近年新出

墓志《唐故容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检校右散骑常侍

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赠工部

尚书李公墓志铭并序》的志主,是咸通七年(866)左
右去敦煌劝张议潮入京为质的朝廷专使李行素,该
墓志记载:“使西凉州,和断嗢末羌与张议潮,语议潮

执笏入觐。 奉使称旨,未及返也,除容州经略招讨

使。 ……单车西凉,慄彼羌股。 系羁侯王,式是循捣

(蹈?)。”说明当时的凉州地区正由嗢末羌和张议

潮占据并争斗不已。 所谓嗢末羌即指嗢末,为吐蕃

化的落蕃唐人后裔,吐蕃被称为西羌。 晚唐五代时

期凉州嗢末势力强大,与张议潮归义军政权相抗衡,
唐廷要派专使李行素去调和凉州嗢末与张氏归义军

的关系。
P. 3569v《唐光启三年(887)官酒户马三娘等牒》

记载有凉州嗢末使、凉州使、肃州使、西州回鹘使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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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归义军政权,得到官府供酒招待。凉州嗢末使同

凉州使并列,互不统属,凉州使即驻扎在凉州城中的

郓州天平军使者,只是天平军戍卒已经驻扎在凉州 20
余年,当时在凉州驻扎者应该大部分是其子孙。

《五代会要》卷 30《吐蕃》记载嗢末首领在后梁

建国后就遣使入朝:“梁开平二年(908)正月,遣使朝

贡。 二月,以吐蕃入朝使嗢末首领杜论悉伽、杜伦心

为左领军卫将军同正。 嗢末苏论乞禄为右领军卫将

军同正。 乾化元年(911)十一月又遣使来朝,对于朝

元殿,赐金帛等遣之。”苏论为吐蕃语 音译,意

为边臣,晚唐五代嗢末部族仍然沿用吐蕃职官。

《册府元龟》卷 976《外臣部·褒异三》记载:乾
化二年(912)闰五月庚申,“嗢末首领热逋钵督、崔延

没相等并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遣还本

部。”热逋即为后来执掌凉州的土豪折逋氏,热逋钵

督为后周、北宋时期的折逋嘉施、折逋支、折逋阿喻

丹等人的先祖,崔为汉姓,表明崔延没为吐蕃化的汉

人,崔氏在后来的凉州六谷吐蕃政权中也是一重要

首领,《五代会要》卷 30《吐蕃》记载:后周广顺二年

(952)九月,“以吐蕃左厢押蕃副使折逋支,右厢崔虎

心并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从中可知,
在后梁时期凉州嗢末已经与中原王朝建立通使关

系,得到中原王朝册封支持。 故此,笔者认为 P. 2945
(8)《[与]凉州书》中出现的凉州仆射应该是当时凉

州嗢末的首领,他实际控制着凉州地区,为吐蕃化唐

人后裔的首领,与朔方节度使、后唐朝廷关系密切,
故曹议金专门致信于他,请求协助。

(四)P. 1082 号文书的年代

甘州回鹘政权建立后与唐朝联系较少,最早见

于史籍记载的是天复二年(902),当时唐昭宗被劫往

凤翔,“灵武节度使韩逊表回鹘请率兵赴难”,但未

被获准,这个通过灵武节度上表的回鹘政权很可能

就是甘州回鹘。 后梁政权建立后,甘州回鹘与之建

立了频繁的通使关系,之后后唐建国,甘州回鹘同样

频繁遣使入贡。P. T. 1082 中记载甘州回鹘可汗向

唐王遣使,要求其派遣工匠修建宫殿,可知当时甘州

回鹘与中原王朝来往密切,因而 P. T. 1082 甘州回鹘

可汗诏书时间应该在五代时期,诏书中出现的仆射

当是 P. 2945(8)《[与]凉州书》中出现的凉州仆射,
其活动时间在 923 年前后,为后唐时期。 由于文书

记载当时凉州嗢末和凉州天平军后裔都与后唐建立

了通使关系,故文书时间可进一步定在 933 年之后。
P. 2945 书状别纸记载曹议金致信朔方节度使

韩洙相公,请求其对归义军出使后唐使者予以照应:
伏以相公嵩华至精,河汾上瑞,……况天遐(假)

英□,权谋荡(?)峻。 横戈而朔漠云收,卷旗而邯郸

易帜。 继 决 囊 之 妙 算,殄 秦 陇 之 妖 星,使 国 家 再

[获?]宗庙之安,大河而蕃戎自慴(慑)。

朔方节度使带宰相职衔,被称为相公,也可称为令

公,P. T. 1082 甘州回鹘可汗诏书第 15 行出现的令公

应该就是朔方节度使。 P. 2945 书状别纸记载 923 年

前后韩洙镇守灵朔地区,与周边的党项、吐蕃、吐谷

浑等部族进行了一些战争,晚唐五代时期朔方节度

使与这些邻近部族征战应该是经常发生之事。
《旧五代史》卷 138《外国列传二》记载后唐长兴

四年,凉州留后孙超遣大将拓拔承谦及僧、道士、耆
老杨通信等至京师,明宗拜孙超节度使。 清泰元年,
凉州留后李文谦又来请命。 而甘州回鹘和归义军政

权在此期间也与后唐通使,二者彼此之间也有使节往

还,长兴二年(931)正月,后唐以曹议金为中书令,敦

煌文书 P. 2992v(3)记载当年五月,后唐使臣与沙州入

贡使还至甘州,顺化可汗遣突律佽往沙州通报,六月

十二日,使者至敦煌,曹议金遣使甘州谢贺。长兴三

年(932)正月,沙州入贡后唐马七十五匹,玉三十六

团。 回鹘、吐蕃亦遣使入奏。长兴四年七月,“[甘州

回鹘]复遣都督李末等三十人入朝,进白鹘一联。 明

帝复召对于广寿殿,厚加锡赉,仍命解放其鹘。”

应顺元年(934)正月,沙州、瓜州遣牙将唐进、梁
行通入唐朝贡,甘州回鹘可汗仁裕卒,仁美继位,遣
使献前可汗遗物。 闰正月,后唐授瓜沙使臣官。清

泰元年七月,后唐授瓜州刺史慕容归盈尚书左仆

射。P. 2992v(2)《清泰元年朔方节度使张希崇致甘

州回鹘可汗书》记载与瓜、沙、甘三州使团一同西来

的还有重要人物天使,这一重要人物应指后唐使臣,
天使与后唐册封慕容归盈有密切关系,据研究可能

被甘州回鹘阻隔,滞留于甘州,没有抵达瓜、沙地

区。清泰二年(935)七月,沙州曹议金、瓜州慕容归

盈、凉州李文谦及甘州回鹘所遣献马使抵后唐京城。
先是,唐于六月诏邠、泾、麟、耀四州出兵迎接。

P. T. 1082 中记载凉州天平军从唐王处得到工

匠,甘州回鹘向唐王要求使用这些工匠,而且沙州、
甘州之间也有工匠交流,因此 P. T. 1082 号文书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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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应该在 934 年,文书中的仆射为凉州嗢末的首领,
令公应是带宰相衔的后唐朔方节度使张希崇,甘州

回鹘可汗应是仁美可汗,唐王应是后唐明宗皇帝李

亶。 931-034 年甘州回鹘、归义军、凉州天平军后裔

都遣使后唐,得到后唐的册封和赏赐,并派遣金匠帮

助其制作器物。
(五)天使大夫与尚论( )

文书第 31 行出现天使大夫,甘州回鹘可汗向其

请求准许自己使用唐王派遣的工匠, 王尧、

陈践译为太师太保,但是没有指出具体所指为谁,

石川巌译为天师大府,认为是指朔方节度使衙府,但

是并无史料记载朔方节度使有此称谓,实际上天使大

夫与 发音完全吻合,指的是 934 年后唐派出

的使节,其官衔为大夫,也就是 P. 2942v(2)《清泰元年

朔方节度使张希崇致甘州回鹘可汗书》中提到的后唐

使臣天使。 S. 367《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
光启元年(885)十二月廿五日,张大庆自灵州安

尉(慰) 大使嗣大夫等来至州,于嗣使边写得此文

书讫。

这个来到沙州的唐朝安慰使嗣大夫结衔正是大

夫,亦可称为天使大夫。
P. T. 1082 中记载,仆射要求为甘州回鹘可汗派

遣工匠支援修缮宫殿。 文中第 21 行出现尚论,为吐

蕃职官,指外戚官员,泛指官员。 前面提到晚唐五代

嗢末部族仍然沿用吐蕃职官苏论( ),这个尚论

应是凉州嗢末的官员。 当时甘州回鹘、凉州嗢末、朔
方节度使关系密切,甘州回鹘可汗仁美致书凉州嗢

末首领仆射,通报吐蕃、凉州天平军戍卒后裔有关情

况,并附送礼物,致以问候,而凉州嗢末则派遣工匠

至甘州,帮助修缮宫殿,表明甘州回鹘、凉州嗢末关

系一直比较友好,二者实力相当,分别控制甘州和凉

州之地,都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彼此互相协作。
法藏敦煌文书 P. 3197 号背记载后晋天福五年

(940)(或在此之前)正月十五日甘州回鹘宰相及都

督率领大军征讨竹卢温(嗢)末,“至廿九日却回,军
兵盈胜。”甘州回鹘征讨温(嗢)末有助于河西道路

的通畅。 竹卢温(嗢)末在甘州附近,为温(嗢)末部

族的一支,竹卢应为人名或地名,有可能是吐蕃本部

世族属卢氏( )。 此家族为吐蕃显贵,历代赞普

时期都有出自属卢氏的高级官员,赤德松赞与赤祖

德赞两代赞普曾与之联姻,因此竹卢温(嗢)末有

可能是出身属卢氏者领导的温(嗢)末部族,在甘州

附近活动,出身属卢氏者也可以称为尚论。 竹卢温

(嗢)末应该不属于凉州嗢末,至多是凉州嗢末的一

部分,甘州回鹘与凉州嗢末有时可能会有摩擦,发生

战争,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友好关系。
总之,P. T. 1082 是甘州回鹘可汗仁美写给凉州

嗢末首领仆射的诏书,具体时间是 934 年,文书中出

现的天平军是驻守凉州的唐朝郓州天平军戍卒后

代,令公应该就是后唐朔方节度使张希崇,唐王应该

是后唐明宗皇帝,天使大夫是 934 年后唐派出的使

节。 该诏书显示了当时甘州回鹘同凉州嗢末、天平

军戍卒后代、后唐、归义军政权、河西等地吐蕃部族

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三、文书所反映的甘州回鹘、凉州嗢末与吐蕃部

族的关系

P. T. 1082 中甘州回鹘可汗仁美向凉州嗢末首

领仆射通报吐蕃人的动向,并且告知吐蕃人发兵消

息,要求作好准备。 文书记载吐蕃使者去了者龙

( )、雅莫塘寺,还记载廓州黄河节度衙(

)使者前往凉州嗢末首领仆射处,要求仆射派

使者去黄河节度衙万户霞地( ),这些都是

吐蕃人活动地区或吐蕃部族建立的军政机构。
所谓吐蕃人发兵,应该是指凉州吐蕃部族六谷

部准备进攻凉州嗢末。 石川巌认为,者龙是张掖河

的支流,弱水的溪谷,即甘州一带,王尧、陈践、山口

瑞凤都未指出是在什么地方,实际者龙是流经甘肃

天祝、永登地区的庄浪河上游金强河流域的古称,唐
前期吐蕃政权 在 该 地 建 有 寺 院 者 龙 噶 丹 兴 庆

( )寺,在北宋初年活动于凉州

附近的吐蕃者龙部前身正是后唐时期活动在

地区的吐蕃部族。 吐蕃者龙部与凉州吐蕃六谷部关

系密切,曾联手对抗西夏,咸平六年(1003),西夏首

领李继迁率众攻打六谷部,六谷部首领潘罗支力不

能支,向继迁诈降。 随后,潘罗支“集六谷诸豪及者

龙族合击继迁。 继迁大败,中流矢遁死”。在近现代

天祝地区仍然有以 为称号的藏族部落。

雅莫塘寺应该是在雅莫塘( )地区,雅
莫塘在河州(今甘肃临夏)一带,雅莫塘含义为夏季

平原,可与河州大夏川(河)对应,吐蕃政权在此地

设有雅莫塘节度使( ),即河州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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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莫塘寺即在河州地区。 五代北宋时期河湟吐蕃部

族信奉佛教,僧侣寺院众多,有的僧人担任吐蕃部族

首领,还有僧人充当吐蕃部族使者出使北宋等地,佛
教在河湟吐蕃部族中影响很大,北宋时期河州地区

有国门寺、郭莽寺、积庆寺。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28 记载康定元年(1040)八月癸卯,宋使刘涣从秦

州出发,取道古渭州,顺着末邦山(在甘肃临洮县南

三十里)至河州国门寺,然后渡过黄河经廓州至青

唐,面见青唐政权赞普唃厮啰。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75“熙宁九年(1076)六

月戊辰”条记载:“熙河路经略司言:正月癸酉,生户

冷鸡卜等领兵围郭莽寺,蕃僧巴勒斯丹、首领哲卜尊

等率蕃兵拒却之,获十三级。”

这个郭莽寺当是河州国门寺。 《续资治通鉴长

编》卷 243“熙宁六年(1073)三月丁未”条记载王韶

率宋军进攻河州时,当地吐蕃诸部据积庆寺抗击宋

军。国门寺、积庆寺与雅莫塘寺都是河州地区寺院。
五代北宋时期,河州地区一直是河湟吐蕃重要的活

动区域,《隆平集》卷 20《夷狄》记载:
唃厮啰,初名欺南陵温篯逋,生磨榆国,盖吐蕃

赞普之苗裔也,……大姓耸昌厮均等咸平中迎至河

州,欲立文法。

《宋史》卷 492《吐蕃传》记载是河州羌何郎业贤

将唃厮啰迎至河州。 唃厮啰被河州吐蕃人何郎业贤

从卫藏地区迎至河州,然后在当地豪酋的扶植下发展

壮大,最终统一河湟吐蕃各部,建立了青唐吐蕃政

权。河州一带的吐蕃部族从晚唐五代以来实力一直

比较强大,为唃厮啰建立青唐吐蕃政权奠定了坚实

基础。
廓州黄河节度衙原为吐蕃军政建制,敦煌吐蕃

历史文书《大事纪年》记载,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后,
吐蕃将领论绮力卜藏、尚东赞二人攻陷洮州城堡

( ),收复黄河军衙( ),吐蕃重新任命

黄河军衙元帅( ), 此职官在后来吐蕃统

治河陇西域时期的汉文文献中也被称为节度使,为

吐蕃军镇专任长官。 军衙亦即军镇( ), 为

之异写。 一个军镇下辖有若干万户和千户。 吐蕃的

这个黄河军衙与唐朝洮州接境,应该是以黄河九曲

地区的磨环川等地为其中心地带,黄河军衙应当管

辖着黄河上游九曲地区,廓州(今青海贵德)地处黄

河上游,故也被吐蕃黄河军衙管辖。

《大事纪年》还记载黄河军衙最早出现于 704
年,吐蕃赞普赤都松赞曾于该年亲临此地,当时这

一军镇应当管辖着黄河上游地区今青海果洛、甘肃

甘南(包括磨环川)、四川西北部一带,这些地区为吐

蕃所控制。到了后来吐蕃又获得与之相邻(在其下

游)的河西九曲等地,黄河军衙应当对这一地区也进

行了管辖。 753 年唐军收复黄河九曲之地,吐蕃黄河

军衙随之消亡,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吐蕃再度攻陷

黄河九曲地区以及唐之洮州,黄河军衙又得以恢复

设置。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此军镇仍然存在,P.
T. 1089 号《大蕃官吏呈请状》记述,830 年吐蕃管理

河陇地区军政事务的德论盟会( )召

开情况时,就曾经提到黄河军衙。而在吐蕃政权崩

溃后,黄河军衙又出现在年代为 10 世纪的 P. T. 1082
号甘州回鹘可汗诏书中,表明当时吐蕃这一军镇机

构并未完全消亡。 从 P. T. 1082 号甘州回鹘可汗诏

书记载来看,当时廓州黄河节度衙万户霞地驻地在

廓州一带。廓州黄河节度衙万户部落仍然是河湟地

区吐蕃部族中的重要力量。 晚唐五代时期河湟吐蕃

部族前往甘州、凉州应该是经由兰州向西或从青海湖

以北穿越祁连山各山口进入河西走廊甘、凉地区。 根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事本末》《宋
会要辑稿》《宋史》等史籍记载,宋代廓州地区有邈龙、
拘掠、汪洛施、罗日准族以及凌结溪丹、布哩克、鲁遵部

等诸多吐蕃部族,势力强大,这些部族与 10 世纪前

期的廓州黄河节度衙万户霞地有着渊源关系。
P. T. 1082 号文书中甘州回鹘可汗要求凉州嗢

末首领仆射派人去俄布塘( )和尼玛冻

( ),这应是雅莫塘一带的地名,具体方位待

考。 石川巌认为 意为温暖,发光,是嗢末的藏

文原称,据此可知当时凉州嗢末与归义军瓜州刺史

以及出身于吐谷浑王族的慕容归盈关系密切,甘州

回鹘可汗对此感到担忧,但嗢末含义为奴隶、属民,
与之发音、含义都不吻合,所以笔者不能同意

这一观点。
《资治通鉴》记载,唐哀帝天祐三年(906)春正

月壬戌,“灵武节度使韩逊奏吐蕃七千余骑营于宗高

谷,将击嗢末及取凉州。”这个吐蕃应该就是凉州附

近的吐蕃部族,也称凉州吐蕃六谷部,自唐朝末年以

来一直对凉州嗢末和凉州天平军戍卒及其后裔怀有

吞并之心。 P. T. 1082 号文书中记载吐蕃人称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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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七月初发兵,回鹘可汗要求凉州嗢末首领仆射

和朔方节度使令公作好准备,说明在 934 年凉州附

近的吐蕃部族仍然怀有这一图谋。 到了北宋时期,
这一图谋终于实现,凉州嗢末及凉州天平军戍卒后

裔都被并入凉州吐蕃六谷之中。 以潘罗支为首领的

凉州六谷蕃部与甘州回鹘一起遣使北宋,在北宋支

持下联合与西夏作战,《宋会要》记载:
景德元年(1004)……六月,[潘罗支]又遣兄邦

逋支入奏,且言去年十一月六日与蕃贼李继迁战,大
胜之。 然被劫却牌印官告衣服、器械。 今以良马修

贡乞再颁赐。 且欲更率部族及回鹘精兵直抵贺兰

山,计(讨)除残孽,愿发大军援。

凉州六谷蕃部基本沿袭了凉州嗢末与甘州回鹘

之间友好关系,共同奉中原王朝为正朔,与西夏对

抗,只是由于西夏崛起占领灵朔之地,势力逐渐扩

张,凉州六谷蕃部、甘州回鹘、归义军政权最后都被

其吞并。 从唐末开始的河西走廊地区几个割据政权

基本上互不统属,大体保持均势,依靠中原王朝支持

维系生存的局面最终在 11 世纪前期结束。
总之,P. T. 1082 号文书中记载了 10 世纪前期甘

州回鹘政权同凉州嗢末、凉州天平军戍军后代、归义

军政权、后唐王朝、凉州及河湟吐蕃部族之间的错综

复杂关系,反映了这一时期河西走廊、河湟谷地等地

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具有珍贵史料价值,值得

予以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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