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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央嘉措康熙三十九年三月 满文题本
￥

李 勤璞

［摘要 ］ 康 熙 三 十 九年 （ １７ ０ ０
） 三 月 第六世达赖喇 嘛仓 央嘉 措满 文题本 ，

是 关 于 皇 帝邀请 五 世班禅额 尔德

尼 去 北 京 朝 见 和传 法 的事 情 ，
皇 帝认为 这对教化 非 常 必 要 ， 班禅则 因 自 己 尚 未 出 痘

，
拒绝 前往 ，

于是造成

误 会 。 后 来 由 于 和硕 特 与 准 噶 尔在 西藏青海 地 区 引 起各种 动 乱 ，
此 事就被搁下 。 这是 仓央 嘉措作 为 达赖

喇 嘛在 西藏地 区 短 暂政治 生涯 的
一

件记录 ， 显 示他在 朝廷 和西 北地 区 政 治 上 的 作用 。

［关键词 ］ 达赖 喇 嘛 ； 班禅额尔 德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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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仓央嘉措的题本

仓央嘉措 —

１ ７ ０６ ） ， 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 、 第六世达赖喇嘛 （ １ ６９７年坐 床 ） ， 他不

光 以其现今被称为情歌 的诗 （
＊
＾
？卽打动世人 ，

还是清代西北地区政治史上的 悲剧 人物 。 悲剧 的成 因 是

在个性坚强 、热衷权势的 两位不平凡人物五世达赖喇嘛 （ １ ６ １ ７
—

１ ６８ ２ ）及其摄政第 司 ？ 桑结嘉措 （ １ ６ ５ ３
—

１ ７０ ５ ）对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 的安排 。

康熙三十六年 （ １６ ９ ７ ）仓央嘉措被第司 ？ 桑结嘉措公开认定 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 ，
该年他离开西藏

南部家 乡 门 隅 来到拉萨 ②
，其后年纪轻轻就圆寂 ，

一

说遁迹于世③ 。 有关他 的撰述情况 ， 以往人们

没有从容全面地 留 意过 。 据笔者 初步查考 ， 除 了 多 种刊本 《 情歌集＞ （有异文 ） ，
巴 桑罗布先生 引 用过仓

央嘉措藏文 《 吴金林寺志 ？ 度脱轮 回 苦海之大舟 》 （
聆

①本文为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

清朝皇帝与达赖班禅之间 谕折的 收集 、 译注与研究
＂

（ １ ５ＢＭＺ０ １ １ ）部分研究成果 。

② 仓央嘉措藏历水猪年三月 初
一

出生 ， 其家境 、幼年经历 ， 见 巴桑 罗 布新著 ：

？

（仓央离措家世及其生平略考 〉 ［ ａ ］ ， 西 藏仓央嘉措文化

研究协会主办 、错 那县人 民政府协办
“

西藏仓央嘉措文化研究协会第
一

届学术研讨会
”

论文 。

③ 在清朝正式记录 中 ， 仓央嘉措被认作假达赖喇嘛 以后 ， 解送京城 ， 康熙 四十五年 （ １
７ ０ ６

）途经 青海 湖病逝 。 但阿拉 善和硕特 民间 则

相信他没有去世 ， 而是在青海湖畔逃走 ， 游历各地 ， 最后落脚贺兰山 以 西阿拉善和硕特部落 ， 在如今的 阿拉 善地区 圆 寂 。 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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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书 由 阿旺伦 智达杰 著 ，

华锐 ？

罗 桑嘉措译 ： 〈 仓央嘉措传 〉

［
Ｍ

］ ， 呼和浩特 ： 内 蒙古 人民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５年 。

参看贾拉 森 （妒＾由
５ 丨

１ ９ ４７
—

２ ０ １ ３ ） ： 〈缘起南寺 〉 ［Ｍ ］ ， 内蒙古人民 出 版社 ， ２０ １４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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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年次 ，
还有多篇公文存 于北京 中 国 第一 历史档 案馆不 同 卷宗 。

？此外 ，据西藏 自 治 区农牧科学院畜牧

科学研究所完秀 ？ 华科加先生 称 ， 他收藏有不少法 旨 原物 。 按 常理
，
既然做了

１ ０年达赖 喇 嘛 ， 仓央 嘉措应该对西藏地区 内 部事务发 出 不 少例 行的政教公文 ，
还会颁给蒙古地 区各 部落

领袖 名 号和 印章 ，
给 广大藏 区的信徒施主写 信 ，但似乎都没有编辑文集 。

上举北京所存公文不是藏文原文 ，
而是满蒙文译本 。 如果是奏书 ，

则北京朝廷接到 原件之后 ，
翻译成

满文 （所谓清字 ）乃 至满蒙双文呈给皇帝批 阅
，
这 个过程要依惯例改成合乎朝廷公文的格式

， 不再保留 当

时西藏相应公文 的格式 ， 也不再有 印章 图 案 。 公文的作者署 明达赖喇 嘛 ， 但依 当时西藏 的政治情况判断 ，

应该不是仓央嘉措 自 己起草
，
而是秘书 机构 在垄断权力 的第司 ？ 桑结嘉措授意 下起草 的 。

二 、满文题本录译

本文 翻译介绍的 满文公文 ， 如 今有两种影 印本 。
② 比较之下 ， 《达赖荟萃 》 收录的 影 印本删 除了

一

行

原文 ， 不知 原 因何在 ，
而且拟题

“

六世达赖 喇嘛请求颁降敕谕 以坚五世班禅入觐 之意奏 书 （原件系 满文 ）

”

并附上汉文翻译 。 本件康熙三十九年 （ １ ７００ ）三 月 吉 日 以藏文在拉萨作成 ，
至北 京朝廷翻译成满文 、 蒙古

文两本上 呈皇帝 ， 属 于 内 阁蒙古房题本 。 本文只讨论满文本 ，

③照原提行顶格等格式抄录转写原文并对

译 。 左边阿拉伯 数字系笔者新增 ，表示所在原题本的行次 。

ｄａ ｌａｉｌ ａｍａ ｉｗ ｅｓ ｉｍｂｕｒｅｂ ｉｔｈｅ
，

１

达赖 喇 嘛 之启奏文书

ｅｎ ｔｅｈｅｍ ｅａｂｋａｉｈｅｓｅ ｉｆｏｒ
ｇ
ｏｎｂｅａ ｌ ｉｈａ

，ａ ｂｋａｎａｉ
ｇ
ｅｓｅ

２

永恒 （长生 ）天之 敕命 因 时运 把 承受 了 天 地 之如 同

ｅｎｄｕｒ ｉｎｇ ｇｅｍａｎ
ｊ

ｕ ｓ ｉｒｉｄｅｒｇ ｉｈ ａｎ ｉ
ｇｅｎｇｇ ｉｙｅｎｄｅｇｉｎｇｇｕ ｌｅｍｅ

３

圣文殊师利 上 皇帝 之 明澈的 于 敬谨

ｗｅｓ ｉｍ ｂｕ ｒｅｎｇｇ
ｅ

，
ｈｏ ｒｏｎｈｕ ｔ ｕｒｉｂｅ

ｙｏｎｇ
ｋ ｉｙａｈａ ，ｍ ｏｈｏｎａ ｋｕａｂｋａ ｉｆｅ

ｊ ｅｒｇ ｉｂｅ

４

启奏威势 福分 把 俱全尽头 没有 天之 下面 把

ｅ ｉｅ ｌｅｎｈｅ
，

５

领有 了

ｇｅｎｇｇｉｙ ｅｎ ｅｎｄｕｒｉ ｎｇｇｅｗ ｅｓｉｈｕｎｈａｎｆｏ ｒ
ｇｏ

ｎｄ ｅａｃａｂｕｍ ｅ
ｇｅ ｒｅｎｅｒｇｅ ｎｇｇｅｉ

６

英明 的神圣的崇高 的 皇帝 时运 于奉承 众 多的 生灵 之

ｇｕｎ ｉｎｂｅｓ ｅ
ｌ
ａｂｕｍ ｅ

，ｙａｙａｄｅｕｒｈｕｒ ａｋｕｅ ｌｈ ｅｔａ ｉ ｆｉｎ ｉｂ ｉｄｅｒｅ
，

７

心 思 把 快慰所有 对 无偏 向 平安 安宁 之 想必有

ｂ ｉｕｂａｄｅｆｕｃ ｉｈ ｉｉｔａｃ ｉｈｉ

ｙａｎ
ｄｅｄｏ ｓ ｉｆ ｉｄｚｕｎｇｋｅ

ｂａｉｄｏｒｏ

我 在这里 佛的 教诲于 进入 宗喀 巴 之 道理

ｓ ａ
ｊ
ｉｎｂｅｗ ｅｓ ｉｈｕｌ ｅｍ ｅ

ｙｅｎｄｅｂｕｍ ｅｂａ ｄａ ｒａｍｂｕｒ ｅｂｅ
，ｈｉ ｎ

ｇ
ｓｅｍｅｋ ｉ ｃｅｍｂ ｉ

，

教法 把 敬重而振兴扩展把诚心努力

ｃｏｈｏｍｅｂａ ｉｍｅ

＾
特意地 请求

ｗｅｓｉｍ ｂｕｒｅ ｎｇｇｅ ，
ｎｅｎ ｅｍｅａｍｂａｂａｎｃａｎｅｒｄｅｎ ｉ

ｇ
ｅ ｎｅ ｒｅ

ｊ
ａ ｌ ｉｎｄｅ ， ｔａｓｈａ

１ １

启 奏事先 大 的 班禅额尔 德尼赴 为 在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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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 ： 宗教文化 出版社影 印
，

２０ ０ ２年
，
仅收录 ４件 （本稿 中简称 《达赖荟萃 》 ） 。

②ｄａｙ ｉｔ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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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ｉ
ｒｙｕ ｄｕｙａｒｂｏｄ ｉ （ ＾ １ ６ ｆｌ〇

－

） ，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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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赖荟萃 〉 ， 第 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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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 ｉ

ｙａ ，ｎ ｉｍ ａｔａｎｇ
ｈｕ ｔｕｋ ｔｕ

，ｃｏ ｔｂｏｎｂａ
，ｓｅｔａｎｇｇ ａｒ ｉｋｂ ｅ

ｊ
ａ ｆａｆｉ

，

年尼玛唐 呼图克 图ｃｏ ｔｂｏｎｂａ 们 ｔａｎｇ ｇ
ａｒ ｉｋ 把 拿着

ｔｕｒ ｇｕｎｇ
ｉｙａｎｂｅｔｕｃ ｉｂｕｍｅｈｕｓｕｔｕ ｌｅｍ ｅ

ｇ
ｉ ｓｕｒ ｅｈｅ ，ｂｉｉ ｎｕ ｈｕｓｕ ｔｕ ｌｅｍ ｅ

事情 道理 把 举 出尽力说了我 也努 力

ｇｉｓｕｒｅｈｅ
，ｄ ｉｂａｉｎｕ ｈａｃ ｉｎ ｈａｃ ｉ ｎｉｈｕ ｓｕ ｔｕ ｌ ｅｍ ｅ

ｇ
ｉｓｕｒ ｅｈｅｂｉ ｈｅ

，ｔｅ ｒｅ

说 了第 巴 也 各样 的 把 使劲说了 有 了男 Ｐ

ａｎｇ ｇ
ａ ｌａｂａｎｃａｎ ｉ

ｙ ａｙａｇ ｉｓｕｎ
ｇｅｍｕ

ｉｎ ｉａｎｇｇａｃ ｉｔｕｃ ｉｋａ ｎ
ｇｇ

ｅｄａｂａ ｌ ａ
，

与其班禅 的 样样 话 全 也口 从 出去 的而 已

ｄ ｉｂａ ｕｍ ａｉｓ ｉｈｅ ｌｅｍ ｅｉｌｉ ｂｕｈａｂａａｋｕ ，ｅｒｅ ｂｅ

第 巴 全然 阻止着 建立 地步 无 把这个

ｇｅ
ｎ
ｇｇｉｙｅｎ ｉｂｕ ｌｅｋｕａｅｆｉｏｎｃｏｄｏｒｏｏｓｅｍ ｅｂａ ｉｍ ｅｗｅｓ ｉｍｂｕｈｅｂｅｙａｂｕｂｕｈａｋｕ

明澈地 把 照镜子体谅云云 请求 启 奏了把 没有接受

ｂａｎｃａｎｂｅｕｒｕｎａｋｕ
ｊ

ｉ ｏｓｅｈｅｍａｎ ｇｇｉ
，ｍｕｄｕｒ ｉａｎ ｉｙａｉ ｌａｎｂｉ ｙａｄｅ

班禅 把 务必 来 说 了以后 龙 年 三 月 在

ｇｅ
ｎｅｍｂｉｓｅｍｅｎ ｉｍａ ｔａ ｎ

ｇ 
ｓｅｉｈｅｎｄｕｈｅ

ｇ
ｉｓｕｎｄｅａｋｄａｆ ｉ

，ｙａ ｒ
ｇ

ｉ ｙａ ｎｉ

往赴 云 云 尼玛 唐 等之 说道的语 于 相信确实的

ｇｅｎｅｍ ｂ ｉｄｅｒ ｅｓ ｅｍｅ
ｇ
ｕｎ ｉｈａｂ ｉｈｅ ，ｓ ｉｒａｍｅｂａｎｃａ ｎｅｒｄｅ ｎ ｉ

ｇ
ｅｎｅｒｅｂｅｎａｋａｃ ｉ

往赴想必有 云云 思想 有 了 接续 班禅额尔德尼 往赴 把 停止

ｏ
ｊ
ｏｒｏｏｓｅｍ ｅｅｌｃ ｉｎ ｔａｋｕｒ ａｆ ｉ

ｊ
ｕｗｅｍｕｄａｎｂａｉｍ ｅ ｗｅ ｓ ｉｍｂｕｈｅｂ ｉｍｅ

，
ｔｅ

进入 云云 使者 差遣 二次 请求 启奏 了有 今

ｕｒｕｎａ ｋｕ ｍｕｒｉｍ ｅｈａｃ ｉｈ ｉｙａｍ ｅｕｎｇｇ ｉｆ ｉ ，ａ ｉｋａｂａｄｅｄｏ ｒ ｏｓａ
ｊ
ｉｎｄｅ

务必勉强催促差遣设若道理 教法 于

ｔｕｓａａｋｕｏｈｏｄｅ
，
ｅ ｎｄｕｒｉｎ ｇｇｅａｍｂａｍ ｅｒ

ｇ
ｅｓｅ ｉｇｅｂ

ｕｄｅｅｎ ｔ ｅｈｅｍｅ

利 益 没有 设若神圣 的大 的 贤哲之 名誉 于永久

ｇｕ ｔｕｃｕｎｏｍ ｂ ｉｍｅ
，ｂ ａｎｃａｎｇ

ｅｌ ｉｅｒｓｅ ｒｅｕｎｄｅｏｆｉ ，ｎ ｉｋａ ｎｉｄ ｏ ｒ
ｇｉ

羞耻 成为班禅 也还 出痘 尚 未 成为Ｎ ｉｋ ａｎ的 内 部

ｂａｄｅ

地方在

ｅ
ｊ

ｅｎ ｉ
ｇ

ｅｎｇｇ ｉｙｅｎ ｄｅａｃａｎａｍ ｅ
ｇ
ｅｎｅｍ ｂｉｄｅｒ ｅ ｓｅｍｅｔ ａ ｔｈｕｎ

ｊ
ａ ｒａｂｅｄａｈ ａｍｅ

，

主人 之 明 澈的 在谒见想必有云云踌躇把 顺着

ｅｒｅ ｉ ｔａｔｈｕｎ
ｊ
ａ ｒａｂｅｎｅｃ ｉ ｈｉｙｅ ｒｅｏ

，
ｎｅｎｅｍ ｅ ｉｌａｎｂｉｙ

ａｄｅ
ｊ
ｕｒａｍｂｉｓｅｍ ｅ

这个 犹疑把 消除先 三 月份在 起程 说是

ｇ ｉｓｕｒｅｈ ｅ ，ｈａｃ ｉｈ ｉｙａｈａｎｇｇ
ｅ
ｇ

ｅｍｕｔｕｓａａｋｕｏｈ ｏｂ ｉｍ ｅ ，ｇ
ｅｌ ｉ

１^

说 了催促者皆 益处 无 变得 而且 又

ａｍ ｂｕ ｌａ
ｇｏ

ｉｄａｒａｄｅｉ ｓ ｉｎａｒ ａ
ｊ
ａｋａｄｅ

，ｄ ｉｂａｍ ｅ ｎ
ｉｊ

ｕｗｅｎｏ ｆ ｉｎ ｉ ｙａ ｌ
ｍ ａ

十分 耽搁 于 致由 于 第 巴 我们 的 二 位 人

ｔａｋｕｒａｍｅｈａｃ ｉｈ ｉｙａ ｒａｃ ｉ ｔｕ ｌｇ
ｉ

ｙｅ
ｎ

，ａｒｇａａｋｕｏｈｏｂａ ｂｅ
，

差遣敦促除外办法 没有 变成 在位置

ｇ ｅｎｇｇ
ｉｙｅｎ ｉｂｕ ｌｅｋｕａｅ ｒｅｏ

，
ｂａｎｃａｎｅｒｅａｎ ｉｙ ａ

ｉ ｌａ ｎｂ ｉｙａ ｄｅｊ ｕｒ ａｒａ ｊ
ａ ｌ ｉｎ

明澈的 之 照镜子哟 班禅这 年 三 月 在 起程事

ｓｏｎ
ｇｋｏ ｔｕｃ ｉｂｕｈｅｂ ｉ

，ｄａｍｕｎ ｉｋ ａｎ ｔｕｂｅｔｉｄｏ ｒｏｓ ａ
ｊ

ｉｎｉ
ｊ
ａ ｌｉｎｂｅ

踪迹已 出只是汉 藏 之道理 教法 的 事 把

① 此行文字 ， 《达赖荟萃＞ 第 ３０ 页影印 时漏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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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ｈａｍ ｅ
，
ｎｅｎｅ ｈｅｓｏｎｇ

ｋｏ ｉ ｗ ａｓ ｉｍｂｕｈ ａ

因应先前 的 照例降 旨 了

ｈｅ ｓｅ ｉ ｂ ｉｔｈｅｃ ｉｆｕｌｕｋａｎｏｂｕｒｅ ，ａ ｋｕｃ ｉｎｅｎｅｈｅｓｏｎ
ｇ
ｋｏ ｉｏｂｕｒ ｅ ，

３ ４

谕 旨之 书 比 略多些 作 否则 从前 照例 作

ｊ

ａｉ
ｇ
ｕｍｂｕｍｉｍ ｉｙ

ｏｏｄｅａｃａｒ ａ
ｊ
ｅｒ

ｇ
ｉｂａｂｅｓｕｗａｙａｎ

３ ５

再者塔尔寺 的 庙 在 会合 等 地把 黄色 的

ｈｅｓ ｅｉｂ ｉｔｈｅｗａｓ ｉｍｂｕｆｉ
，
ｂａｎ ｃａｎｅ ｒｄｅｎ ｉｉｔａｔｈｕｎｊ ａｒ ａｂｅｎｅｃ

ｉｈ ｉ
ｙｅｒ ｅ ，

谕 旨之 文书 降 旨班禅额尔德尼 之 犹豫把 平定

３ ７
ｇ
ｅ ｒｅｎ ｉ

ｇｕｎｉｎｂｅｓｅ ｌａ ｂｕｒ ｅｏｈｏｄｅ ，

大伙 之 心思 把 快慰 因变 成

３ ８

ｈｅｓ ｅ ｉｗａｓ ｉｍｂｕｈａｂｅ ｔｕｗａｍｅｕｔｈａ ｉ
ｊ
ｕｒａｒａ

ｇ
ｅｓｅ

，ｄｏ ｒｏｓ ａ
ｊ

ｉ
ｎ
ｇｅｒｅｎ

谕 旨 之 降 旨 把 阅读 即刻 起程 如 同 道理 教法 大众

ｅｒ ｇｅｎｇｇｅｉｕｈｅｒ ｉ

有情之 统 统

４ ０

ａｍｂａｅ
ｊ
ｅｎｄｅｂａ ｉｒｅｎ

ｇ ｇｅ ，
ｂａｎｃａｎｅｒｄ ｅｎ ｉ ｉｈ ｉｎ

ｇ
ｓｅｍｅ

ｇ
ｅｎｅｋ ｉｓｅｒ ｅ

大 的 主人 于 请求班禅额尔德尼 之 诚恳 的往赴 所云

４ １

ｕｎ ｅｎｇｇ ｉ
ｇ
ｕｎ ｉ ｎｂｅｔ ａｔｈｕｎ

ｊ

ａ ｂｕｒａｋｕｏｂｕｒａ ，ｓ ａｉｎ

真诚的 心意 把 不被踌躇致使 好的

ｈｅｓｅ ｗａｓ ｉｍｂｕｒｅ ｂｅ

谕 旨 降 旨 把

ｇ
ｅｎ

ｇｇ
ｉ

ｙｅ
ｎｉｂｕ ｌｅｋｕａ ｅｒｅｏ ，ｎ ｉｒ ｂａｒａｍ

ｊ

ａｍ ｂａａｎｇｇ
ａ ｉｉ ｎｕ ｗ ｅ ｓ ｉｍｂｕｍｂ ｉ

，

明澈的之 照镜子哟尼 尔 巴 兰 占 巴口 之 亦也具奏

４ ４

ｂ ｉ ｔｈｅｗ ｅｓ ｉｍｂ ｕｒｅｄｏｒｏ ｉｂｏｏｂａｉｅｒ ｉｈｅ ｓｕｗａ ｌ ｉｙａｍｅ ｓａｎｇ ｇｉｙａｎｍｕｄｕｒｉ

文书 具奏 礼 以 宝 贝素 珠
一

并白 色 ， 庚 辰 ， 龙

４ ５

ａｎ ｉｙａｉ ｌａｎ ｂ ｉ
ｙａ ｉｓ ａ ｉｎｉ ｎｅｎｇｇ

ｉｗｅｓ ｉｍ ｂｕｈｅ
，

年 三 月 之 美善 日子 具奏了

看行文修辞和 ｔａｎｇｇ ａｒｉｋ这样 的蒙古语借词 ， 此文或许是直接译 自 蒙古文译本
，
异 日 需要对照 蒙译本

去理解 。 今暂时试译如 下 ：

达赖喇 嘛题本

奉天承运
、
天地 自 在 、 圣文殊 师利 上 皇 帝 明 鉴

，
敬 谨启 奏者 。

威福具备 ， 领有 普天 之下 ， 英 明 神 圣 上皇 帝 ， 奉承 时运
， 安慰 众生之 心 ， 使之普 遍安乐 。 我在

此地
，进入佛 陀 的教诲 ，

敬 重 宗 喀 巴 的 政教二道并加振兴扩展 ，
而诚心 努 力 ， 特意 上奏 。

起 先 ，
为 大班禅 额 尔 德尼 赴 京 城 的 事 ， 虎年 康 熙 三 十 七 年 戍 寅 ，

１６ ９ ８
） 尼玛 唐 呼 图 克

图
丨

） 、却 奔 巴 等 ①持着 ｔａｎ ｇ７ａ ｒｉ７ （ 誓 书 ）举 出 事理尽 力说 明 了
， 我也

尽 力 说 了 ， 第 巴 也
一一

尽 力 说 明 ， 况且 班禅各种 的 话全是 从他 自 己 口 出 的
，

（对前往 京城 ）第 巴 完

全未加 阻止 奏请把 这个 明 鉴体谅 ， 但 未被接 受 ， 饬令
“

班禅务必 来
”

以 后 ， 尼 玛唐 等人所说 龙年

司１
１ ７０ ０ ）

三 月 前往 云 云是 可 以 相 信 的 ， 确 实会去 。 其后 两次派遣使者奏请 免 除班禅额 尔

德尼 前往 ， （ 皇 帝 ）今 差 遣使者催促前往
；
如 果对政教没 有好处 ， 就 永久有 损 神 圣大 贤者 的 名誉 。

班禅还 没 有 出 痘
，
在 中 国 内 地 谒 见 圣 明

，

一 直 踌 躇 ， 现在 祛 除 了 这份踌躇 。 先 前 说在 三 月 份启

①这里括弧 内注 出的 藏文人名 ， 见五世班禅葳文传记上册 Ｉ

第 ３ １ １页 。 即 Ｖ 含
？

和戈ｓｒｇ气

■

§
－

３^ ＾ ＊１

丨

（￥
■

［
Ｍ

］ （
為

．

寒
气  ｜ｆ￥

？

苟２ ０ １ ５
）３ １ １ ．

② 因 为通讯不发达 、 彼此未建立信任 ， 对于班禅拒绝前往北京
一事 ， 皇帝这 么认 力和判断 ： 未 出痘是借 口

， 实际是第司 ？ 桑结嘉措在

阻挠 ， 不允许前往 ， 而不许前往的 动机 ， 可能是因 为第司 与准噶尔 噶尔丹之间 的 勾结 。



仓央嘉措康熙三十九年三 月满文题本 ？６ ７？

程
， 催促也 没有用 ， 将 十分耽延 ，

因 此
， 第 巴 我 们俩除 了 遣人敦促 ，

己 经没有办 法 ， 敬祈 明 鉴 。

班禅今年三 月 里 启 程 的 事 ，
已有 动 静 。

只 是 ， 因 应 汉藏政教之 事 ，
（建议 ） 照 从前 之例 多 降谕

旨 ， 否 则 照从 前 之例做 。 再者 ，把 塔尔寺 作会 面 之处 ， 请 降黄色 敕 书 ， 以 消 除班禅额尔 德尼 的 疑

虑
，使众心 宽慰 ， 阅 读敕 书 即 刻 启 程 。 这样 ，政教有 情众 生请 求 大 主人 ，

坚定 班禅额尔 德尼 诚 恳

往赴 的 诚 心 ， 请 温 旨 明 鉴 。 尼 尔 巴 兰 占 巴也有 口 奏 。 随奏 本礼 物是 宝 贝 素珠 。

庚辰年 （铁龙 年 ， 康 熙 三 十九年 ，
１ ７ ００ ） 三 月 吉 日 具奏 。

三 、解释

行 １ 。 ｗｅｓ ｉｍｂｕｒｅ ｂ ｉｔｈｅ
，
字面意思是奏本 、奏章 ，

但作为清代正式公文 中 的
一类

，
则汉文称

“

题本
”

。

这份翻译件系 出 自 内 阁 蒙古房 ， 除 了 缺首 叶的
“

题
”

字与文末钤盖 的 印章 （ 因 为是译文 ， 当 然不会再有 印

文 ） ，对照满汉题本的体例 ，暂且认作是题本 ， 以确 定其公文性质 。 《 达赖碁萃 》 以汉文拟本件标题为
“

奏

书
”

，
避免了 确 定本件公文 的性质 。

清朝各省官员 和 中央六部官 员奏事 的满汉文题本 ，分别称通本和部本 ，
交至 内 阁 。 查考光绪朝钦定

《 大清会典 》 卷二
“

内 阁
”

所记
，
内 阁是清朝的 中 央政府 ，设大学士

，满人与汉人各两 名 ；
协办大学士满汉

或一人 ， 或二人 ，

“

掌议天下之政 ，宣布丝纶 ，
釐治宪典 ， 总钧衡之任 ， 以赞上理庶务

”

。

“

各省将军 、督抚 、提

镇 、学政 、 顺天奉天府尹 、盛京五部本章 ， 俱赍至通政司 ，
由通政司送 阁 ，

为通本
”

；

“

六部本章 ， 及各院 府寺

监衙 门 本章 ，
附于六部之后 ，

统为部本
”

。 题本送达 内 阁之后
，
处理的 程序是

，

“

通本到 阁 ，不兼清汉文者 ，

由 汉本房翻贴黄 ，
满本房照 缮清字 ，

移送票签处 。 其有书 写违式 ，
印信模糊 ，

及年 月 窆补 者
，
通政 司 加揭

帖 。 部本于前期一 日 送阁 ， 有 密题者加封 ；
刑 部则于例进本外 ， 另具备本二件 ， 以备撤换 ， 不用仍领 回 。 外

藩朝贡进金叶蒲叶 表文 ，及各处表笺方物状 ， 另缮清汉文合璧
一份

，
与原文

一

并呈递 。 发下后 ，
将原表文

交典籍厅存储 。

”

正本 以外
，
皆 另缮写副本一份

，
正本得 旨后发科抄发 ，

副本存储备查 。
①

内 阁有三个机构
，
分别 处理不 同 语种 的公文 ： 满本房 、汉本房和蒙古房 。

蒙古房 ， 侍读学士 ， 蒙古二人
；
侍读 ，蒙古二人 。 掌理翻译外藩各部文字 。 其中 ， 内札萨克及喀尔喀 四

部落 、 阿拉善 、 额济纳 、青海蒙古用 蒙古字 ；
科布多 、伊犁之杜尔伯 特 、 土 尔扈特 、和硕特用托忒字 ；

回 部用

回 子字 ，
西藏用 唐古特字 。 遇有陈奏事件及表文 ，

皆译 出 具奏
；
其颁发诰 、敕及敕赐碑文匾额 ，

武英殿蒙古

字长方书签
，并各体印 文 ， 及奉 旨特交事件 ， 皆翻 出 缮写 。 蒙古房有中书 ， 蒙古十六人

；
贴写 中书 ，蒙古六

人 ， 掌 习 竹笔字以供译写 。 蒙古字 以竹笔书 写 ，托忒字 、 回子字 、唐古特字 ， 各传该馆人至 蒙古房译写 。
？

行 ２
—

４ ０原文 ： ｅｎｔｅｈｅｍｅａｂｋａｉｈｅｓ ｅｉｆｏｒｇｏ
ｎｂｅａｌｉｈ ａ

，
ａｂｋａｎａｉ

ｇｅｓ
ｅｅ ｎｄｕｒｉｎｇｇｅｍａｎ

ｊ

ｕ ｓ ｉｒ ｉｄｅｒｇｉ

ｈａ ｎｉ

ｇ
ｅｎ

ｇ ｇ
ｉｙｅｎｄｅ

ｇｉ ｎｇｇｕ ｌｅｍ ｅｗｅｓ ｉｍｂｕｒｅｎｇ ｇ
ｅ
。 本句满语意思是

？

？ 奉天承运 、 天地 自 在 、
圣文殊师 利 、

上皇帝 明 鉴
，
敬谨启 奏 者 。 蒙古文译文作 ： ｍ ｄ ｎｇ

ｋｅｔｎｇ ｒｉ
ｙｉ ｎｉｂｅｇ

ｅ
ｌｉｙｅ

ｒｋｉｉｆｃ ｉｉｎｋ ｉｉ ｒｄｔｉｏｉｔ ｉｙｕｈｒ ｙ
ｉｉ ｉ

ｔｎｇ
ｒ ｉｙａｊ

ａｒｕｎｅ ｒｋｅｔｉｉ ｍａｎＣｕｓｉｒ ｉｄｅｇ
ｅｄｉｉ

ｑａｙａ
ｎｕ

ｇｅｇｅ ｎ
－

ｅ 〇③

清朝皇 帝敕 书开头有
“

奉天承运
”
一

语 ，满语是 ａｂｋａｉｈｅｓｅｉ ｆ ｏｒ ｇｏ
ｎ ｂｅａ ｌ ｉ ｈａ

， 这件题本开头几乎相

同 ： ｅｎ ｔｅｈｅｍ ｅａｂｋａ ｉｈ ｅｓｅ ｉｆｏｒｇｏｎｂｅａ ｌ ｉｈ ａ
， 只是多 了

一个形容 词 ｅｎ ｔｅｈｅｍ ｅ
，
天字变成 了

“

永恒 的天 ，
长

生天
”

。

这提示 出 一个历史的联系
，
即元朝皇帝汉文 、

八思 巴 文圣 旨 （
ｊ
ａｒｌ ｉｙ ）开头往往是 ：

“

长 生天气力里 （ｍ ６

ｎ
ｇｋ

ｅｔｎｇ
ｒ ｉ

ｙｉｎｋｉｉｆｃｔｉ ｎｄ ｉｉ ｒ ） ， 大福荫 护 助里 （ ｙ
ｅ
ｇ
ｅｓｕｕ ｊ ａｌ ｉ

ｙｉｎｉｂｅｇｅｎｄｔｉ ｒ ）

”

，
长生 天 （ 蒙古文ｍ ６ ｎｇｋｅ

ｔｎｇ
ｒｉ ） ，在藏文 中作＃ ＝

＾气
＊

１

｜
。

藏文 中 这个观念来 自 元代蒙 古人 的信仰 。 整个行 ２
—

 ４这一句
，可 以跟康熙十九年 （ １ ６ ８０庚 申 ）五世达

①另 参看综合叙述 ：＜ 中 国大百科 全书 图 书馆学情 报学档案学 〉 ［
Ｚ

］ ， 北京一上海 ： 中 国 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３年 ， 第 ４ １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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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本
”

词条。

② 光绪朝＜钦定 大清会 典

＞ （ 写本 ） 卷 ２ ， 内 阁 。 参看 叶凤 毛 ： 〈 内 阁 小识 ＞ ［

Ｚ
］ ， （指 海本 ）

“

蒙古房
”

条
； 张德泽 ：＜ 清代 国家机关考略 〉

［
Ｍ

］ ， 北京 ： 学苑 出版社 ， ２０ ０ ６年 ， 第 ８—
９页 。

③ｄａｙ ｉｉ ｉ ｎ
ｇｇ

ｉｉｒｕｎｉｉｄｏ ｔ
ｃｘｙ ａｄｕ

ｙ
ａｍｕｎｕｍｏｎｇｙｏｌｂｉｔ ｉ

ｇ
ｉｉ ｎｇ

ｅ ｒｉｉｄａｎｇ
ｌｅ

 ，
ａｒｂａｎ

ｊ
ｉｒ
ｙ
ｕｄ ｕｙａｒｂｏ ｄｉ ，ｑ

ａ
ｙ
ｕｄ ａ ｓｕ ７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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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喇嘛献给皇帝 的两份藏文 奏表 （藏文 ： 信 函 ，
呈文 ） 开头语 比较 ，

后者 曰 ： ｔ
…

＂…

５ ｜
〇
①藏文原文可能跟上举五世达赖 喇 嘛 的开头套

语相 同 。

行 ８ 。 ｄｏｒｏＳ ａｊ
ｉｎ

， 汉文 《 清实录 》 《 亲征平定 朔漠方略 》 等书 往往翻 译成
“

道法
”

，
这是西藏社会一对

重要 的观念 ， 即藏语的 和
？

把｜
，
佛教 （藏知

１
，
蒙 § ａ § ｉｎ

，
满 § ａ

ｊ
ｉｎ ） 与政治 （藏的 ，

蒙 ｔ ６ ｒ ｉｉ
，
满ｄｏ ｒｏ ） 。

行 １２ 。 ｔａ ｎ
ｇｇ

ａ ｒｉｋ
。 蒙古语誓言 、 宣 誓 ： ｔａｎｇ７ａ ｒｉ ７ 。 此处作

“

誓书
”

讲 。 参考 日 本 《 蒙古语大辞典 》

（偕行社 ，
１ ９ ３３ ）第 １ １ ０ １

—

１ １ ０２页词 条 。 根据 《 翻译名义大集 》 ，
该蒙古字对应于藏文的 ＂＾？９

丨

（许诺 ） ，ｙｒ
＇

宝Ｙ ｓａｍａｙａｈ ，
誓言 ） ， Ｖ Ｉ

。

行 １４ 。 ｄ ｉｂａ ， 第 巴 ，藏文 的汉语 口语记音 。 本题本里 ，
指时 任第司 职务 的桑结嘉措 。

行 １ ８ 。 ｓｅｈ ｅ ： 满语 ｓｅｍ ｂ ｉ过去时态 ， 字面意 思 为
“

说 了
”

； 另
一意思 为

“

钦此
”

。 ｓｅｈ ｅｂ ｅ ｇｉ ｎｇｇ
ｕ ｌｅｍ ｅ

ｄａｈａｆｉｄａｎｇ ｓｅｄｅｅ
ｊ
ｅｈｅｂ ｉ

，
“

钦此 ，
钦遵在 案

”

。

四
、时事背景

这份题本作于康熙三十 九年庚 辰年 （藏历铁龙年
，
即 １ ７０ ０ ） ， 当 时仓央嘉措 １ ７周岁 ，是他作 为六世达赖

喇嘛坐床 （执掌 政教事务 ）的第 四 个年头 。

这份题本是说康熙皇帝希望 召 见五世班禅额 尔德尼 （ １ ６ ６ ３
—

１ ７ ３ ７ ）到京城 ， 共 同 发扬佛教利 益众生的

事 。 当 时 因 为 班禅喇 嘛 尚 未出 痘
，

一

开始就谢绝 了去 内地
，
之后皇帝 多次催促 ， 班禅始终未去

，于是康熙

帝 产生 了重大的猜疑 。 牙含章先生 在班禅传里最先作 了 完整说明 ， 但是就班禅喇嘛拒绝皇帝的邀请 ，牙

先生认为真实 的原 因 是西藏地方政府的掌 权者桑结嘉措认为不该去 ， 不许去 。
？此事关乎对本题本 的理

解
， 下面介 绍此事 的经过 。

翻 阅五世班禅喇嘛的藏文传记 ，
至少在六世达赖喇 嘛坐床期 间 ， 康熙皇帝一年 中 几次 派遣使者

（
和心

吓巧 金字使者 ， 宣差 ） 到扎 什伦 布寺 ， 清朝的 大敌准噶 尔 ． 噶 尔丹 （ ＾Ｖ 皆柯？…
叫

１ ６ ４ ４
—

１ ６ ９ ７ ）的使者 同 时也在拉萨和 日 喀则进进出 出
， 各行其是 ，

互不妨碍 。 该传记称康熙皇帝为
？
…

气§
ｗＳ

ｊ

ｗ至
气
句

｜

呢巧 §
？奇＿

．

２３

｜

意 即 文殊师利 大皇帝 ， 文殊师 利皇帝 大王 ；
称噶 尔丹为 气ｗ

请３
Ｔ
皆柯 £

＇

５
响

｜

意 即具善持教博硕克 图 王 。
③噶 尔丹使者没有特别称呼 ，

只是一般称谓 自可
‘

人士
”

；

皇 帝使者有时也称 ３％。

稽考记 载 ， 皇帝 最早 的邀请 ，是在康熙三十三年 （ 木 狗年 ，
１ ６ ９ ４

） 。
④该年八月 二十 四 日

， 皇帝 的宣差

巧
３

］

？

和
＿

丨
（益西格隆 ，

名 字 叫 益西 的 比丘 ）和 柄你领催 ）
⑤等 ６ ０人到 扎什伦布寺 。 闻八 月 初二 日 两位

使 者献上皇帝的敕书 （
＾＾ 丨

） 和礼物 ，
敕书有两份 ，

藏文写的 ，

一份 内 容是对班禅喇 嘛 的 问候 ，

一份是介绍

敕封第 司
“

弘宣 佛法王
”

的情况 。 另外转达皇帝 的 口 谕 邀请班禅喇 嘛到 内 地 ，
阐扬佛教 。 班禅

笱
？

癸 ！ １９ ９ ３ ）４ ９ ９ ， ５０ ３ ．

② 牙含章 ： 《 班禅额尔 德尼传 》 ［Ｍ ］ ， 拉萨 ： 西藏人民 出版社 ， １ ９ ８ ７年 ， 第 ６ ７
—

７０页 。

③ 藏文
丨

， 兼有皇帝和王的 意思 ，具体意 思要看运用 的场 合 。 例如青海 省南部的 旧 囊谦地区的土官
“

千户
”

， 藏文里作

即 千户 对应着 音译作
“

加保
”

。 青海省编写组 ： 《 青海省藏族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 ＞ ［
Ｒ

］ ， 西宁 ：

青 海人民 出 版社 ，

１ ９ ８ ５年 ， 第 １ ２ ０页 ；

崔永红等 主编 ：＜青海通史 〉 ［
Ｚ

］ ，

胄海人民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５年 ，
第 ７ ６ ８页 。 蒙古语 ｂｏ Ｓ ｏ

ｙ
ｔｕ

（
博硕克 图 ） ，

“

天命＇这 是五世达赖喇嘛加给噶 尔

丹 的尊号 。

④ 牙含章误记为康熙三十二年 八 月
（可能是排印错 误 ） ， 见 《 班禅额尔德尼传 ＞ ， 第６ ８ 页 。

⑤ ｓ
ｐ
ｏ

－

ｓｏ
－

ｋ ｈｏ ， 音译满语 ｂｏ Ｓ ｏ ｋＧ ， 后者来 自 动词ｂ ｃ^ ｏｍｂ ｉ 。 拨 什库 、领 催 ， 官名 ， 职司 饷糈 、 文书 之事
。
这里是使者的 身份 ，不是他的

名 字 。



仓央嘉措康熙三十九年三月 满文题本 ？６９？

喇嘛十八 日 回 答宣 差 ，
说 自 己 尚 未 出痘 ， 不能去北京 。

①此事桑结嘉措不知 道 ，是班禅 自 己 决定的 。

关于皇帝 召 见班禅喇嘛前往北京见面的 动机 ， 下
一年派遣宣差前去扎什伦布寺所持敕书 说得 明 白 。

康熙三十 四年 （藏历木猪年
，

１ ６ ９５ ） 四 月 十三 日 ：

甲 辰 （ ｋ ｄ ｋｅ ｌｕｕ ｅｄｉｉｒ ） 。 遣使 赍 敕 （
ｊ
ａｒ ｌ ｉｙ ）往谕班禅 库 图 克 图 。 时 上 以 班禅 库 图 克 图 为 高

行僧 ，欲识 其 面 ， 特遣 内 齐 陀 音库 图 克 图 、监 察御史 （ ｂａｙ ｉｅａｙａｎｉｉ
ｊ
ｅｇｅ

ｉｔ ｉｉｇ ｉｍｅ ｌ ）钟 申 保 （
ｊ
ｏｎ

ｇ
－

ｓ ｅｍｂｕｕ ） 等 赍 敕往 召 之 。 敕 曰 ：

“

库 图 克 图
， 尔 克 阐 扬佛 教 ， 普 济群生 ，

联 与尔 （ｂ ｉｄｅｎ
， 我们 ）心

同
一

体 。 昔 者 皇 考 （ ｅＣ ｉｇｅｑ
ｕｗ ａｎ

ｇｄ ｉ
，
父 皇 ） 召 见达赖 喇 嘛 来 中 国 （ ｄｕｍｄａｄｕ ｕ ｌｕ ｓ ） 以 后 ， 佛 教 大

兴 ， 道法 归
一

（ ｔ ６ ｒｔｔＳａ§ｉ ｎ
ｑａ
ｍ ｔｕｄｂａｉ ） 。 肤 与 库 图 克 图 ， 虽 每 岁 遣使不 绝 ，在朕之意 ，

必欲 与 库 图

克 图
一

见 ， 是 以遣使 前往 。

”

？

《 清实录 》 同年 四 月 甲辰条记得简单 ：

“

遣御史钟 申 保 、 内 齐陀音胡 土克 图赍敕往 召班禅胡土 克

图 ③

该年藏历八月 二十三 日 使者到达扎什伦布寺 ，九 月 五 日 译述给班禅喇 嘛的 敕谕 ，意 思是 ： 皇帝 自 己的

父亲顺治皇帝延请佛王一切智 （达赖喇嘛 ） ， 利益 了佛教和有情 ，
汉藏

“

文 明
”

获 得丰 富和提高
…
…

如今 再次 邀请佛王
一切智 十分必 要 ，

但他年事 已 大
，
不宜再延请了 ，

因此希望博

格多班禅
丨
）为着佛教和有情 的利益 ， 到 内 地Ｕｍ ）来 。 当 时班禅三十 出头 。

此事被第 司知道 了 ，
专 门 派 人来扎什 伦布寺 ，

递达第司 写给 班禅喇 嘛的 信 ，
说皇帝的邀请理应应承 ，

但因 为没有 出 痘 ， 不宜前往 ， 因 此请班禅 自 己 给宣差们说 明此意 。 宣差九 月 十 四 日 回 内 地
，带着 班禅 的 回

信 。 十 月 初 ，五世达赖 喇嘛 （伪托在世 ） 、 班禅喇嘛 、第 司 ？ 桑结嘉措和达赖汗分别 给皇帝 写信 ， 均 由 内 齐

陀音等使者带 回 。 回信中关于班禅去 内 地弘扬佛教 的 日 期
， 说是等到 他出 痘以后 ，

大约是五六年 以 后 ，不

能确 定 。
④

十二 月 二十二 日 皇帝 另
一批宣 差 和等到 达扎什伦布寺拜见班禅喇

嘛 。 二十五 日 班禅喇嘛接受皇帝敕书和礼物的时候 ，
宣差传达上谕 ： 内齐陀音等位大活佛前来迎请 ， 您均

不应允前来 ， 您到底有什么想法要求
，
可 以 商量 。

⑤

康熙三十五年 （ １６ ９ ６ ）藏历正 月 宣差 回 内 地 ，班禅写 信给皇帝 ， 陈 明 是 由 于 未出 痘
，
不能去 内地 。 六 月

皇帝新的宣差 ３ ０人到 达 ， 十五 日 回 内地 ，班禅喇嘛仍写 信说 明上述情况 。 八 月 从西宁 回扎什伦布寺的班

禅喇 嘛属下 ，
在西宁 听到 的解释是

， 因 为 噶 尔丹的 阻挠 ，
班禅不能 去北京 ；

后来 《 清实录 》 所记皇帝 的敕

谕
，
证 明 皇帝 得到 的消 息也是这样 。 十一 月 到 达的宣差说

，
皇帝对班禅喇嘛 以 出痘与否 为理 由不去北京 ，

非常 生气 ，再派宣差来请 。 次年 （ １ ６ ９７ ）正 月 十六 日 宣差 回 京
，班禅喇嘛请他们 转告皇帝 ， 自 己 不是 因 为别

的阻挠不去朝见皇帝的 ， 确实 因 为未 出 痘 。

多年来朝廷
一直在塞北与噶 尔丹征战 ，要平定后者 ，

至康熙三十 五年发生 急 剧的转折 。 该年 噶尔丹

被打败 ，
皇帝 因此知道 了五世达赖 喇嘛 圆寂 的事 ，

多年来第司 是 以达赖喇嘛的 名义发布指示 ，导 致朝廷困

②〈 钦定亲征平 定朔漠方 略 ＞ ［
Ｚ

］ （木刻本 ） 卷 １ ５ ， 叶 １ ４ｂ
－

１ ５ ａ 。 此节文字又 选入中 国 藏学研 究中心等合编 ： 《 元 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

政府关 系档案 史料汇编 》 ［
Ｚ

］ ， 北京 ： 中 国 藏学 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４年 ， 第 ２册 ， 第 ２ ８ ４页 。 括号 内 蒙古文对应 词汇取 自 〈 方略＞蒙 古文本 ， 第 ２ ３ ４

页 。
ｂ ｅ

ｙ
－

ｅｈｅ ｒｄａ
ｙ

ｉｌａｊｕｏｒｉｉ
￣

ｅｕｍｕａ ｒ
－

ａ
 ｙ

ｉｎｙａ ｊａ ｒｉｔｉｉｂｓｉｄ ｋｅｎ ｔ ｏｙｔ ａｙａｙｓａ ｎｂｏ ｄｕｌｙ
－ａ
ｙ ｉ

ｎｂｉｔ ｉ

ｇ
（ ｑ

ａ
ｙ ｉ ｌ

ａｒ ： ｏ ｂ ｏ ｒｍｏ ｎｇｙ
ｏ

ｌｕｎｓｏ
ｙ
ｏｌ

ｕｎｋ ｅｂｌ ｅｌ
ｉｉｎ

ｑ
ｏｒｉ

ｙ
—

ａ ，１ ９ ９ ２
）

，

ｑ
ａｙｕｄ ａｓ ｕ２ ３ ＾ ．

③ 《 清实录藏族史料 〉 ［
Ｚ

］ ， 拉萨 ： 西藏人民 出版社 ，

１ ９８ ２ 年
，

第 １册 ，

第 １ ２ ２页 。

④２３ ８
—

２ ４ ０ ． 班禅 哺 ｉ

ｊ

嘛 、 第司 ？ 桑结嘉措 、 达赖汗及伪托 已故五世达赖喇嘛给 皇帝的信 ， 见载 （ 元以 来西藏地方与 中央政府关系 档案 史料汇编 ＞ ， 第 ２册 ，
第 ２ ８ ５

—

２ ８ ６页 。

⑤
？

弩气

？

刍 豸气 气 丨

） 笏

．

爸
？

丐
ａｒ ｇｉ

ｑ （ 夸气

－

Ｓ
ｊ

）２ ４ ２
—

２ ４ ３ ． 按
■

导 ｜

是蒙古语ｊ
ａ ｓａ

ｙ
ｔｕ ， 执政的 。 可能表示该阿旺嘉措是外藩札萨克王爷 ， 或者管 事喇嘛 ， 待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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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 ，
皇帝 以上谕谴责第 司 ？ 桑结嘉措 。 至康熙三十六年 四 月 得知 噶 尔丹三 月 十三 日 （ １ ６ ９ ７年 ４月 ４ 日 ）病

死 ，

①而第 司 隐 瞒 的 六世达赖喇嘛 （仓央嘉措 ）也不得不在八 月 公布于世 ， 十 月 二十五 日 在布达拉 宫 坐

床 。
？皇帝 派遣章嘉活佛 等高僧前来参与典礼 ，

连 同 班禅喇嘛
，
各给 谕 旨 和礼物 。

？

在这样的风云 变幻 中
，
康熙皇帝仍然认为班禅额尔德 尼到 北京朝见皇帝 、

广传佛法是非常必要 的事

情 ， 康熙三十 七年 （ １ ６９ ８ ）十 月 份 又派遣宣差 ， 赍敕到达扎什 伦布寺 ， 传达圣 旨 ，说以 前第司 阻挠班禅去内

地传法 ， 这次再不允许前往 ，
将降罪于西藏地方政府 。 六世达赖 喇嘛和 第司 ？ 桑结嘉措指 示 班禅 ： 仍然请

求不去内 地 ，不行的话 ，
就把朝见 的 日 期定在铁龙年 （康熙三十九年 ，

１ ７００ ）三月 份 。
④桑结嘉措进

一步指

示 ：扎寺和藏政府
一道派人前往朝廷 ，要求皇帝 同 意班禅喇 嘛不去北京朝见 ，

如果不准 ，
则请求在塔尔寺

跟皇 帝见面 。 这些就是本稿研究 的这份题本 的 因 由 ， 当 时 六世达赖 喇嘛是西藏地方政府名义上的首脑 ，

需要给皇帝写信 ，
谈论这件事 。

⑤

由 于桑结嘉措 的专权 ，
造成西藏 内 部 的混乱 ，

也给清朝 和准噶 尔 、 和 硕特二部造成 巨 大 的灾难 ，
失 去

康熙皇帝的 信任 。 其 中
一件是桑结嘉措采取行动 ， 欲将驻扎西藏 的 和 硕特 固 始汗后裔及其部 民排挤出 西

藏地区 ， 仓央嘉措私 生 活 的种种行为 又 引 出真假达赖喇嘛 问题 ，
逐渐导致动 乱 。 康熙四十 四年 （ １ ７０５ ）七

月 ，桑结嘉措在与和硕特拉藏汗的 战事 中被俘处死 。
？皇帝要处理 的事情很多 ， 六世达赖 喇 嘛仓央嘉措

那份题本之后 ，康熙皇 帝没有再提邀请班禅到北京的 事情 ， 此事 自 然被取消 。

五 、小结

六世达赖 喇嘛仓央嘉措在清朝西北政治史上有
一些作为 ， 但 目 前研究者 均有 忽略 ，本稿则提起这

一

方面 ，
译解康熙三十九年 （ １ ７０ ０ ）三 月 的

一份满文题本 ， 并借 助藏文史料说 明题本的 内 容及其时事背景 。

题本是关于 皇帝 曾 数次邀请五世班禅额尔德尼去北京朝见 和传法 的事 ，
皇帝 认为此事非常重要 ， 可是几

经周折 ， 没有办到 ，便疑心摄政王第 司在其 中作梗 ， 于是 出现 了此题本
，
解释缘 由

，
这是关于 此事往复书 信

中 的
一件

， 虽然署名 为六世达赖喇 嘛仓央嘉措 ，
意 旨还 应该出 自 第司 ？ 桑结嘉措的授意 ， 但这是仓央嘉措

作为达赖喇 嘛在西藏短暂的政治生涯的
一

件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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