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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知新

文成公主入藏后的真实境遇
文成公主的一生相当不幸，她在遥远

的番邦生活了40年，却守了31年的寡，大
半的青春韶华都埋没在了雪域高原。

史书皆言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
是大唐王朝的特别恩典，显示了中原文
明威服四夷的风范。历史果真如此吗？

公元634年（贞观八年），松赞干布遣
使长安，希望与大唐和亲，并借此与中原
加强往来，从而获取政治、贸易等多方面
的利益。此时的唐太宗压根儿瞧不起吐
蕃这个蛮夷国家，断然拒绝。松赞干布
勃然大怒，出兵痛打受大唐庇护的吐谷
浑，大唐无力庇护自己的藩属，只好装作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松赞干布仍不解
气，四年后又挥师攻入大唐本土，扬言如
果唐朝不送出公主，就要强掳。

唐太宗此时尚无妥协之意，非但没
有送出公主，反倒紧急从各地抽调军队，
又征发东突厥和铁勒各部，集结大军前
去救援，结果大败。此后，松赞干布一直
不断袭扰唐朝边境，大唐军队屡战屡败。

公元 640年 10月，松赞干布又遣使
前往长安求亲，并以此为条件与大唐议
和。唐太宗尽管心里对此次和亲非常抵
触，但形势逼人，最终也不得不做出退
让，将文成公主乖乖送出。

文成公主人长得端庄丰满，自幼饱
读诗书，她虽然对遥远的吐蕃心存疑
虑，却又充满了新奇的向往，因而也就
应允了。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于贞观
十五年隆冬，一支十分可观的送亲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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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
以要在隆冬季节出发，是因为由长安经
陇南、青海到西藏有一个多月的路程，
沿途要经过几条湍急的大河，隆冬季节
河水平缓，才便于送亲的队伍通过。这
支队伍，除了携带着丰盛的嫁妆，还带
有大量的书籍、乐器、绢帛和粮食种
子。经过一个多月的顶风冒雪的艰苦跋
涉，春暖花开的时候，文成公主一行到
了黄河的发源地——河源。这时，松赞
干布亲自率领的迎亲人马也赶到了文成
公主河源。松赞干布一行见到大唐使臣
江夏郡王李道宗纳头便拜，并行了子婚
大礼，他已认定把大唐作为吐蕃的上
国。送亲和迎亲的队伍前呼后拥、威风
八面地进入了逻些城，在李道宗的主持
下，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按照汉族的礼
节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全逻些城的民众
都为他们的赞普和夫人歌舞庆贺。

松赞干布软硬兼施，最终迫使唐太
宗送出公主，这不免令大唐的人们感到
面上无光，于是史官们在竭力淡化这场
和亲的“被迫性”的同时，还大肆吹捧
文成公主入藏后的地位和影响，试图营
造大唐公主在番邦地位尊崇、众蛮夷皆
景仰拜服的假象。这幕虚假历史被历代
史官们心照不宣地沿用。

而实际上，文成公主入藏多年，无
子无宠，地位平庸，平日如丫鬟般伺候
松赞干布的饮食起居，与那个高高在
上、雍容高贵、深受吐蕃人敬重的国母
形象大相径庭。文成公主的一生相当不

幸，她在遥远的番邦生活了40年，却守
了31年的寡，大半的青春韶华都埋没在
了雪域高原。即使在松赞干布去世前的
九年中，她的婚姻也绝不幸福，年事已
高的松赞干布共有六个有名分的女人，
还有无数没有名分的，又能顾及文成公
主多少？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九年，
却只有三年产生交集，大部分的时间被
冷落遗忘，显然谈不上受宠。

虽然文成公主当时的陪嫁异常丰
厚，不仅有大量财物，还有大批工匠，
给吐蕃引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
技术，但据敦煌文书的记载来看，吐蕃
人把这些视作唐朝畏惧吐蕃兵威前来乞
和的贡物，由此也能看出唐太宗曾用女
人、财物换和平是不争的事实。

此外，松赞干布不惜为来自尼泊尔
的尺尊公主耗费巨资修建大昭寺，将尺
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供奉
其中；来自大唐的文成公主虽然带着佛
家至宝，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松赞干
布却只为她修了一座规模远逊的小昭寺
来安置，二人地位的差距由此可见一
斑。后来金城公主入藏为吐蕃国主正
妻，才将两座佛像互换，一直持续至今。

由此可见，大唐当初同意和亲，实
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只不过一些撰史者
强撑面子，硬是把示弱说成示恩，编造
出松赞干布数度请婚、大唐感其意诚赐
婚的故事。可无论哪个说法如何言之凿
凿，都无法改变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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