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贞元会盟&看唐朝的盟约与#法&

!

舒 瑜

$贞元会盟%是南诏归附唐朝系列政治活动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

展进程在西南地区的具体实践#与歃血为盟的传统盟誓不同!$贞元会盟%采取$以山川为盟%的形

式!分别在点苍山和西洱河进行盟誓!两场盟誓各有其仪式目的和功能&前者采取国家祭祀的形

式!建立起南诏与唐朝国家神明之间的关系!将南诏王接纳为国家神明的信众,后者采取地方祭祀

的形式!建立起唐朝与南诏地方神明之间的关系!使南诏地方神明得到唐朝的认可#南诏臣属于

唐朝的政治地位决定了结盟双方非对等性的特点!该盟誓的实质是通过接纳和认可的双向过程缔

结双方之神与双方之人的关系!赋予联盟以$法%的约束!通过$法%的形式确定两者之间的等级关

系#中央王朝与边疆地方政权之间通过盟誓确立的法权关系是理解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政治形

构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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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誓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盟誓形成一套特有的制度安排和

祭礼仪式"

! 本文主要关注历史上发生在中央王朝与边疆部族政权之间的政治盟誓"秦以后

国家体制由分封制转向中央集权!但与分封制相结合的盟誓制度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逐

渐演变为处理中央政权与边地各部关系的一种政治'文化机制"

" 因此!深入考察这类盟誓制

度和仪式对于理解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形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唐朝与南诏之间的#贞元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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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规划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问题研究&子项目#生态视角下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立体格局&(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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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的写作受惠于与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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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世界宗教研究,

#"$+

年第
$

期.赵心愚)+南诏与吐蕃联盟关系的破裂及与唐关系的恢复---5异牟寻誓文6的研究,!

+云南社会科学,

#"$$

年第
D

期.赵心愚)+唐贞元年间点苍山盟誓的几个问题,!+民族学刊,

#"$$

第
#

期.1法2石泰安著'耿

癉译)+八至九世纪唐蕃会盟条约的盟誓仪式,!+西藏研究,

$)()

年第
*

期等"



盟&发生在唐代贞元十年(

+)*

*!它是中国西南边疆历史整体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也是我国统一

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进程在西南地区的具体实践"本文力图从对仪式过程的分析来重新解

读这次盟誓!为该研究提供新的解释路径!进而讨论盟誓对于我们理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有何理论上的启发"

一'#贞元会盟&的仪式过程

唐德宗贞元十年举行的唐朝与南诏之间的会盟!史称#贞元会盟&"因一般认为是在今云

南大理的苍山(又称#点苍山&*举行!故又被称为#苍山会盟&#点苍会盟&"对这一事件的既有

研究!多从历史学的视角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考证具体过程以及评述历史影响和意义!

!或

从宗教学的视角揭示这场仪式的道教色彩!以及政治与宗教的关系"

" 从对仪式过程的分析

来重新认识#贞元会盟&!能够为此项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解释路径"

唐开元年间!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成功合并六诏'统一洱海地区"开元二十六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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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封南诏皮罗阁为越国公!赐名#归义&!以功策授#云南王&"#归义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

之众兵!日以骄大&"

# 此后!南诏势力向云南东部的扩张与唐朝经略云南并利用南诏制约吐

蕃的战略相冲突!双方爆发了长达四年(

+!$-+!*

年*的#天宝战争&!南诏遂与吐蕃结成联盟

共同对唐!致使唐朝在西南战场上一度处于被动"后来随着形势变化!吐蕃势力东向发展的战

略与南诏寻求自身发展的需要导致南诏与吐蕃双方矛盾加剧!联盟瓦解!南诏最终选择背蕃归

唐"

$ 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与南诏清平官郑回居中斡旋亦起到积极作用"韦皋得知南诏异牟

寻有归附之意!#因令蛮寓书于牟寻!且招怀之!时贞元四年也&.#七年!又遣间使持书喻之&"

异牟寻在郑回的规劝之下遂决心归附唐朝!于是在唐德宗贞元九年四月!异牟寻遣使分三路由

两川'黔中'安南各持韦皋所与其书以为信据!各赍生金'丹砂赴京请求归附!#牟寻请归大国!

永为藩国"所献生金!以喻向北之意如金也.丹砂!示其赤心耳&"贞元十年正月!南诏王异牟

寻与唐朝使者崔佐时举行了庄重神圣的#贞元会盟&"同年夏六月!唐朝派遣祠部郎中兼御史

中丞袁滋到南诏!为异牟寻行册封仪式!#仍赐牟寻印!铸用黄金!以银为窠!文曰)$贞元册南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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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无意对这个问题的历史考证做全面的评述!前人的研究参见方国瑜)+南诏与唐朝'吐蕃之和战,!+方国瑜文集,(第二辑*!

云南教育出版社
#""$

版!第
#!,-,#*

页.芮逸夫)+唐代南诏与吐蕃,!+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

年版.向达)+南诏史略论---南诏史上若干问题的试探,!+历史研究,

$)!*

年第
#

期.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

究,!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D

年版.1美2查尔斯0巴克斯著'林超民译)+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云南人民出版

社
$)((

年版.方铁)+南诏'吐蕃与唐朝三者间的关系,!+中国藏学,

#"",

年
,

期.李公)+南诏史稿,!民族出版社
#""D

版"



印%&"

! 至此!南诏正式归附"#贞元会盟&是南诏归附唐朝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中的关键步骤!

也是最具有宗教仪式色彩的环节"

#盟者!杀牲歃血!誓于神也&"

" 盟作为一种宗教仪式!必有神的监督为证!凭借神力使誓

词的实施得到保障!神明的力量是盟誓中的基本要件!对结盟双方都有约束力"许慎在+说文

解字,中从制度和仪式两方面来定义#盟&)#+周礼,曰)国有疑则盟!诸侯再相与会!十二岁一

盟"北面诏天之司慎司命"盟!杀牲歃血!朱盘玉敦!以立牛耳"&

#这段话界定了盟的原因'定

制以及仪式要素"#国有疑则盟&表明盟是解决诸侯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种政治机制!十二年一

盟已成定制"参盟双方要在神灵(司慎'司命*的见证下杀牲'立牛耳于朱盘'歃血为盟"从盟

的仪式过程看!迎请昭告神灵是第一步!接下来才是杀牲'献祭'歃血'约誓等仪式环节"#誓&

与#盟&虽有不同但紧密相连常相伴发生!#约信曰誓!?牲曰盟&"

$ 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正义,

中进一步明确#盟&的特点)#$?牲曰盟%者!亦诸侯事也"?!临也"临牲者!盟所用也"盟者!

杀牲歃血!誓于神也"若约束而临牲!则用盟礼!故云?牲曰盟也33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

坎!杀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于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而读书"加

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也"&

%由此可知!没有?牲的约誓就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盟!#盟&突

出的仪式特点就是杀牲歃血!整个仪式环节包括筑坛'杀牲'献祭'歃血'宣誓'埋放盟书等"事

实上!孔颖达所概括的盟誓仪式是以春秋时期的盟誓为范例的!春秋时代是我国古代盟誓仪式

最鼎盛'成熟的阶段!仪式形态'盟文格式的完备以及盟誓数量和规模都是空前绝后的!此后的

盟誓仪式基本上是承袭春秋盟誓的形式"

& 但歃血为盟的传统盟誓!后来在佛教'道教等宗教

的影响下!出现了宗教盟誓的新形态!迎请佛教'道教神灵进行监盟以及引入佛教'道教仪轨

等!比如!在吐蕃就出现了代替刑牲的#兴佛证盟&"

'

在对盟誓的仪式构成有基本了解之后!我们来看#贞元会盟&的仪式过程!幸有樊绰+蛮书,

完整收录+云南诏蒙异牟寻与中国誓文,!其内容如下)

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

时谨诣点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念异牟寻乃祖乃父忠

赤附汉#去天宝九载"被姚州都督张乾
"

等离间部落"因此与汉阻绝"经今四十三年#与吐蕃洽和"为兄弟之

国#吐蕃赞普册牟寻为日东王#亦无二心"亦无二志#去贞元四年"奉剑南节度使韦皋仆射书"具陈汉皇帝圣

明"怀柔好生之德#七年"又蒙遣使段忠义招谕"兼送皇帝?书#遂与清平官大军将大首领等密图大计"诚矢

天地"发于祯祥"所管部落"誓心如一#去年四月十三日"差赵莫罗眉&杨大和眉等赍仆射来书"三路献表"愿归

清化"誓为汉臣#启告祖宗明神"鉴照忠款#今再蒙皇帝蒙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仆射"遣巡官崔佐时传语牟

寻等契诚"誓无迁变#

谨请西洱河点苍山神祠监盟"牟寻与清平官洪骠利时&大军将段盛等"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山河两利#

即愿牟寻&清平官&大军将等"福祚无疆"子孙昌盛不绝#管诸赕首领"永无离二#兴兵动众"讨伐吐蕃"无不克

捷#如会盟之后发起二心"及与吐蕃私相会合"或辄窥侵汉界内田地"即愿天地神癨共降灾罚"宗祠殄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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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不安"灾疾臻凑"人户流散"稼穑产畜"悉皆减耗#如蒙汉与通和之后"有起异心"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

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难"不赐救癅"亦请准此誓文"神癨共罚#如蒙大汉和通之后"更无异意"即愿大汉国

祚长久"福盛子孙"天下清平"永保无疆之祚#汉使崔佐时至益州"不为牟寻陈说"及节度使不为奏闻牟寻赤

心归国之意"亦愿神癨降之灾#

今牟寻率众官具牢醴到西洱河"奏请山川土地灵癨#请汉使计会"发动兵马"同心戮力"共行讨伐#然吐

蕃&神川&昆明&会同已来"不假天兵"牟寻尽收复铁桥为界"归汉旧疆宇#谨率群官虔诚盟誓"共鮨金契"永为

誓信#

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伏

惟山川神癨"同鉴诚恳-

!

第一段为#序章&!开门见山交代会盟举行的时间'地点'参盟人'司盟神明以及陈述举行会

盟的原委和事情经过"时间是在贞元十年正月初五日!地点在点苍山北(今大理苍山*"参盟

双方是南诏首领异牟寻和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时"司盟的神明有天'地'水三官!五

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文中陈述南诏祖上忠赤附汉到天宝年间与汉阻隔和吐蕃结成#兄弟

之国&再到贞元年间经剑南节度使韦皋等人积极疏通!最终促成南诏重新归附唐朝的过程"举

行会盟的目的在于南诏#愿归清化!誓为汉臣"启告祖宗明神!鉴照忠款&"第二段是#约誓内

容&!即誓言的部分!西洱河和点苍山"作为专门监盟的神明对双方誓言的执行状况进行监督

和约束!盟辞中追加了#自我诅咒&来强调宣誓者遵守誓言的决心!一旦违誓则要遭受神明降下

的灾祸惩罚"第三段是在西洱河的盟誓仪式及约誓的内容"第四段是誓文的处置!誓文一式

四份!一份进献给唐王室!一份留在南诏府库保存!一份藏于苍山神室!一份投于西洱河"从誓

文内容看!#贞元会盟&有请神'祭祀'约誓'投放盟书等主要的仪式环节"

+旧唐书,简要记载了这次会盟)#其明年正月!异牟寻使其子阁劝及清平官等与佐时盟于

点苍山神祠"盟书一藏于神室!一沉于西洱河!一置祖庙!一以进天子"&

#这段记载对参盟双

方的记录有所不同!是异牟寻使其子阁劝及清平官等与崔佐时进行盟誓"

$

+新唐书,对此次

会盟亦有记载)#(异牟寻*使其子阁劝及清平官与佐时盟点苍山!载书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沉

西洱水!一置祖庙!一以进天子"&

%这两段记录都共同强调盟书最后的处理方式"

二'对仪式过程的分析

从仪式过程看!#贞元会盟&包含了同一天在两个地方(点苍山和西洱河*进行的两场仪式"

第一次盟誓是在苍山北的点苍山神祠进行的(即誓文第一至第二段的内容*!上请天'地'水三

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在宣读誓词的环节!则专门请#西洱河点苍山神祠监盟&!约誓

的主要内容是南诏归附唐朝后双方的权责关系"第二次盟誓应为同一天的另一个时段(即誓

文第三段内容*!在苍山的仪式结束后!地点是在西洱河!与之前盟誓最显著的差别是!这一次

盟誓强调#具牢醴&!表明这场仪式举行了#刑牲&!而且是用等级最高的牢礼!即牛'羊'猪三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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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约誓的主要内容是南诏与唐朝同心戮力共同讨伐吐蕃以及对疆土的划分"誓文对这场仪

式的记录极为简略!以致让人忽略了这是在另外一地点举行的盟誓"这与记述的手法有关!因

前文已对苍山仪式进行过细致描述!所以重复的细节被省略!只突出与之不同的内容"

这两场仪式尚未得到此前研究的充分重视!大多数研究甚至完全忽略了在西洱河的仪式"

有学者注意到#贞元会盟&时!一方面在苍山神祠盟誓!另一方面又到西洱河举行牢礼祭祀!由

此认为苍山神与洱海神是南诏早期最为重要的两大本土神灵!

!但并没有深究仪式的意义和

功能"赵心愚先生注意到西洱河的这次仪式!但他认为在点苍山盟誓之后不可能再到西洱河

进行盟誓"通过对比+蛮书,与+全唐文,对誓文的记载!前者记为#今牟寻率众官具牢醴到西洱

河!奏请山川土地灵癨&!后者记为#今牟寻率众官!具牢醴!对西洱河奏请山川土地灵癨&!

"两

者有#到&与#对&一字之差!赵心愚认为+全唐文,的记载更为合理!且疑#对&字之前脱一#遥&

字!应是在点苍山#遥对&西洱河进行祭祀"

# 赵心愚先生的解释建立在对原文增字的基础之

上!而向达校注的+蛮书,未云#到&字有异文"

$ 本文尝试在不改动原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

为什么在两个地方进行两次盟誓是必要的!而且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意涵"退一步讲!即使

第二次仪式是在点苍山遥对西洱河祭祀!我们同样需要解释!为什么点苍山盟誓之后还要有一

次专门针对西洱河的仪式/ 而且两次仪式的仪轨有着明显的区别!区分这两次盟誓的意义何

在/ 两次盟誓构成何种结构关系/

通过参照大约同一时代唐朝与吐蕃的盟誓仪式!我们尝试对此作出解释"以唐朝与吐蕃

之间的#清水会盟&(

+(,

年*'#长庆会盟&(

(#$-(##

年*为例"清水会盟先在双方边界清水(今

甘肃清水*举行盟誓!然后再到唐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和吐蕃逻些(今西藏拉萨*盟誓.长庆

会盟则是吐蕃与唐朝互派使节先后在长安和逻些进行盟誓!一次是唐朝主盟!一次是吐蕃主

盟"

% 石泰安曾指出)#带血的盟誓是汉地式的!吐蕃式的礼仪是佛教式的!不能刑牲"&

&他认

为双重的行为意味着双方各自都具有举行其盟礼的方式!每一方都在遵守自己习惯的同时屈

从另一方的习惯"霍巍认为!刑牲的仪式从根本上讲是被双方都承认和接受的共有旧俗!而非

哪一方单方面的强制性要求!按照佛教仪式#焚香为盟&则是吐蕃方面首先提出的具有附加性

质的#新制&!这一新制的出现与吐蕃的盟誓形式发展到#兴佛证盟&的阶段有关!凸显吐蕃佛教

对唐蕃会盟仪程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

那么!#贞元会盟&中的两场盟誓是不是区分了唐朝主盟和南诏主盟呢/ 有学者指出!苍山

+$$

从#贞元会盟&看唐朝的盟约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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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不足斋鲍廷博重刊本'+云南备征志,本'+琳琅秘室丛书,本'+渐西村舍丛书,本"参见(唐*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

注,!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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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仍采用向达校注的+蛮书,版本"

长庆会盟在长安由唐朝主盟的仪式上!举行了传统的杀牲歃血的盟誓!严格按照筑坎'读誓'刑牲'加书'复壤'陟

降'周旋之礼进行"而在逻些进行的由吐蕃主盟的仪式中!双方依例举行歃血仪式!但唯有钵阐布因为佛教僧侣可以不参加

这个仪程"在正式的会盟仪式结束之后!应吐蕃方面的请求再次到佛像前行礼!并由佛教僧侣宣读誓约!双方饮郁金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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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盟#以道教证盟&是南诏的意愿!体现了南诏的宗教文化!监盟神也是南诏的地方神癨西洱河

神和苍山神!主要是利用南诏神癨对南诏的盟誓行为进行约束"

! 这一分析有失偏颇!对这场

盟誓的性质认识不够准确"从目前的汉文史料看!#贞元会盟&并未在汉地举行"这样的安排!

是由南诏与唐朝的地位关系决定的"南诏与唐朝之间是一种特殊的臣属关系!南诏首领得到

唐朝册封!不具有独立政权的性质"

" 因而!可以说这次会盟主要是对南诏归附唐朝后双方的

权责关系进行盟誓"从南诏方面看!南诏宣誓#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并以自我诅咒的方式发

誓!如果与吐蕃私相会合或是侵犯汉界内土地!#即愿天地神癨共降灾罚!宗祠殄灭!部落不安!

灾疾臻凑!人户流散!稼穑产畜!悉皆减耗&.从唐朝方面看!唐朝亦不可#窥图牟寻所管疆土&!

如果南诏遭到吐蕃的进攻唐朝有援助救恤之责"双方要同心戮力共同讨伐吐蕃"

#贞元会盟&中盟誓的双方在政治地位上不是对等关系!而是南诏臣属于唐朝的等级关系!

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对#贞元会盟&的性质进行分析"南诏与唐朝之间的非对等性是

如何在点苍山和西洱河的两场盟誓中加以呈现的呢/ 以下将从两场盟誓所采用的仪轨'迎请

的神明以及两者的内在关系分别进行阐述分析"

!一"两场盟誓的仪轨

在点苍山举行的盟誓采用了道教的科仪!上请天'地'水三官!是典型的道教祭祀礼仪"

#

但事实上!对道教科仪的吸纳正是唐代国家祭祀的突出特点"

$ 南北朝以来五岳祭祀的道教

化趋势已经出现"乾封元年(

DDD

*!唐高宗在泰山举行封禅时就有道士介入仪式!封禅结束后

高宗下令在全国建立道观!#天下诸州各置观'寺一所&!由国家支持的道观网络开始形成"岳

渎祭祀道教化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投龙简仪式"投龙简是道教科仪!源于道教的天'地'水三

官信仰!将写有愿望的金龙玉简举行斋醮仪式后投入名山大川'奏告三元!金龙玉简表明盟誓

之坚"从唐高宗以来!在五岳四渎举行的投龙简活动非常频繁!使得道教仪式与国家礼制的融

合倾向进一步加强"

%

#贞元会盟&最后处理誓文的方式与投龙简仪式有密切关联"向达就曾

指出!其誓文除一本进献唐朝外!另外三本的处理方式为#藏于神室即天也!投于西洱河即水

也!留于府库即地也&"

& 另外!这一时期道教介入岳渎祭祀的科仪是排斥血祭的!认为接受血

祭的神是所谓的#六天故气&!道教神仙则是居于六天之上的三清天!是由纯粹的道气所形成的

正神!尤其是五岳真君祠的兴起正是出于道教改造岳渎祭祀血祭传统的初衷!表明道教仙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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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高于享用血祭的五岳神"

! 唐开元时期五岳真君祠的建立正是道教借助唐廷的国家力

量!在五岳诸神之上强加以#真君&一级的仙官!对传统的血祭加以改造"点苍山神祠的盟誓延

续了唐代国家岳渎祭祀的祭礼!采用道教科仪来祭祀五岳四渎!故未举行刑牲"

接下来看西洱河盟誓!这次盟誓很有可能是南诏方面提出来的要求!同时得到唐朝方面的

认可!它是按照南诏仪式传统来祭祀南诏自己的神明"誓文一开始就点明这次盟誓是由异牟

寻率领南诏众官进行祭祀!这与南诏每年二月二十八日用牲牢享祀西洱河的习俗有关"作于

南诏晚期中兴二年(

()(

*的+南诏图传0文字卷,

"记载)#西耳河者!西河如耳!即大海之耳

也33河神有金螺金鱼也"金鱼白头!额上有轮"蒙毒蛇绕之!居之左右!分为二耳也"而祭

奠之!谓息灾难也"&西洱河神是被双蛇环绕的金螺和金鱼!这一形象在+南诏图传0图画卷,中

有生动描绘"+文字卷,将祭祀西洱河与祭祀阿嵯耶观音并列为南诏最重要的两项官方祭祀"

二月十八日是阿嵯耶观音乞食于奇王细奴逻的化现之日!故在每年的这一吉日都要进行祭祀!

而西洱河祭祀则是在阿嵯耶祭祀之后的十天"#每年二月十八日!当大圣乞食之日!是奇王睹

像之时!施麦饭而表丹诚!奉玄彩而彰至敬"当此吉日!常乃祭之"更至二十八日!愿立霸王之

丕基!乃用牲牢而享祀西耳河&"

# 用牲牢享祭西洱河是为#立霸王之丕基&!可见西洱河祭祀

是与南诏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无疑是南诏的官方祭祀"

有学者认为+南诏图传,对西洱河神的描绘反映了南诏时期的神灵祟拜还保存有动物崇拜

的形式!体现了稻作农业早期的信仰特点"

$ 也有学者认为西洱河神的形象反映了南诏时期

的生殖崇拜'

%祖先崇拜及洱海先民的宗教宇宙观"

& 还有学者认为南诏时期金鱼'金螺成为

洱海主神的象征!佛教密宗对螺神的形象塑造虽有所影响!但没有根本性地改变二者作为洱海

主神的地位!直到大理国时期才有所变化!反映了佛教影响力的持续增强"明清以来龙王本主

逐渐成为洱海神的主要象征!鱼'螺二神则逐渐蜕变为其配神"

' 今天位于大理市喜洲镇河矣

城村的#洱河神祠&仍旧是当地白族民众最重要的信仰和祭祀场所之一!是大理最盛大的年度

周期仪式#绕三灵&的重要一站---仙都"#洱河灵帝&斩蟒英雄段赤城成为神祠的主神!但鱼

和螺仍保持配神的地位"从西洱河神的嬗变轨迹可以看出!由于佛教的传入以及后来本主信

仰的兴起!西洱河神的形象在不断发展变化!但原初的信仰元素金鱼和金螺仍得以一定形式的

保留!这也表明西洱河神信仰是大理当地非常重要且稳定绵延的信仰形式"

在+南诏图传0文字卷,的记载中!未提及点苍山祭祀!而只是将西洱河祭祀与阿嵯耶祭祀

并列为官方祭祀"事实上!直到南诏后期才确立起佛教的官方意识形态!但西洱河神信仰并未

)$$

从#贞元会盟&看唐朝的盟约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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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图传,由+图画卷,和+文字卷,两部分组成!是南诏末代国王舜化贞欲了解南诏佛教源流敕令编绘的!虽然现

存的版本是后世的摹本!但该摹本忠实地临摹了原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南诏时期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风貌"参见李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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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冲击!说明其在南诏社会有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力"何正金对西洱河信仰在南诏时期长盛

不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以鱼'螺二神为代表的西洱河神崇拜是凝聚洱海周边白蛮大姓

的一个重要信仰!对白蛮大姓有强大的号召力!尽管南诏的官方意识形态经历多次变迁!但作

为白蛮群体保护神的洱海神依然能延续其重要地位"西洱河神信仰在南诏大理国长期兴盛与

洱海地区作为南诏大理国核心统治区域的重要地位有关"

! 因而!在#贞元会盟&中!对于南诏

来说如此重要的神明理应得到祭祀!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仪式必定得到了唐朝方面的首

肯和许可"唐朝使者崔佐时在场参与了整个仪式"根据誓文的内容看!在祭祀西洱河之后!还

举行了正式的盟誓!#请汉使计会!发动兵马!同心戮力!共行讨伐&"约誓的内容包括双方共同

讨伐吐蕃以及战后领土的分割!#谨率群官虔诚盟誓!共鮨金契!永为誓信&"

!二"两场盟誓迎请的神灵

点苍山盟誓迎请的是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而西洱河盟誓则主要是祭

祀西洱河神!奏请山川土地灵癨"很明显!两次盟誓中迎请神明的地位是不等的!前者包含五

岳四渎的国家神明!后者是南诏的地方神明"五岳四渎是国家祭祀的对象"秦统一六国后!五

岳四渎成为#天下一统&的象征!西汉神爵元年(前
D$

*五岳四渎之祀被正式确定为统一王朝的

最高山川礼!五岳四渎从诸名山大川中脱颖而出!成为王朝国家山川祭祀的首要对象"

" 五岳

四渎也成为象征王朝正统性的文化符号"根据+大唐开元礼,的记载!在贞元时期的国家祭祀

体系中!对岳镇海渎的祭祀!与日月'社稷'帝社'先代帝王等同列为#中祀&等级"

#

在元明时期的文献中!屡见有关南诏封五岳四渎!苍山是为中岳的说法"+大元混一方舆

胜览0云南等处行中书省,记载)#大理路"点苍山!在两关间!修长百余里!积雪经春不消"蒙

氏封中岳"&又载!#末些诏雪山!云南山无出其右者!峰峦如削玉!蒙氏封为北岳&.#南州蒙乐

山!状若中国之崆峒!蒙氏封为南岳&.#东川路乌龙山!山有十二峰!北临金沙江"蒙氏封为东

岳&.#永昌府高黎贡山!在永昌'腾冲之间!东临怒江!西即麓川铁索桥也!蒙氏封为西岳&"

$

元代西台御史郭松年根据自己在大理的所见所闻(约
$#(D-$,""

年间*写成的+大理行

记,中也有)#若夫点苍之山!条岗南北!百有余里"33中峰之下有庙焉!是为点苍山神祠!亦

号中岳&

%的记载"明代对南诏封五岳四渎的记载更是层出不穷"+南诏野史,(胡蔚本*载)

#德宗甲子兴元元年!牟寻迁居史城!改号大理国!自称日东王!封岳渎"以叶榆点苍山为中岳!

乌蛮乌龙山为东岳!银生府蒙乐山为南岳!又封南安州神石亦为南岳!越赕高黎贡山为西岳!辒

州雪山为北岳!封金沙江祀在武定州!澜沧江祀在丽江府!黑惠江祀在顺宁府!怒江祀在永昌府

为四渎!各建神祠&"

&

+滇史,亦载)#唐德宗贞元二年丙寅!异牟寻僭封五岳四渎!建庙

以祀"&

'

相关史料不见于南诏时期的正史记载!而多流行于元明时期的方志和文人野史"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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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南诏时期是否有过封五岳四渎之举暂可存而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元明以来!南诏封

五岳四渎的历史已被当做一种#社会事实&!并进入民间的信仰实践中"而在#贞元会盟&中迎

请的五岳四渎!当为唐朝所封的五岳四渎!对五岳四渎的祭祀也要采取国家祭祀的礼仪"从唐

朝的角度看!南诏封五岳四渎是为僭越之举"但点苍山在当地信仰体系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

+苍山神祠记,载)#苍山麓有神祠云"蒙段时伪封中岳!元初又改称龙神!似渎且僭"嘉靖改

元!兵宪姜公龙矨而正之!曰苍山神云"山首昆仑!雄镇一方!载诸祀典"&

!虽然苍山神随着时

代的发展也在变化!但其信仰同样是比较稳定的信仰形式一直延续至今"今天位于大理古城

苍山中和峰南麓的苍山神祠仍是当地重要的祭祀场所!供奉#点苍山昭明镇国灵帝&"

!三"两场盟誓的内在关系

两场盟誓应为南诏和唐朝双方参盟者共同出席!按照各自特定的仪轨进行"之所以要分

成两场盟誓!是因为这两场盟誓各有其仪式目的和功能"

很明显!这两场盟誓的级别是有差异的"点苍山神祠的盟誓是有唐朝的国家神明(五岳四

渎*的降临!是采用道教科仪的国家祭祀形式!其仪式目的是要将南诏王接纳为唐朝国家祭祀

的信众"需要指出的是!点苍山盟誓采用道教科仪!实质上是唐朝国家祭祀的特点!而非这一

时期南诏信仰道教从而采用道教证盟的结果!这与之前学者将点苍山盟誓定义为南诏信仰道

教!因而选择以道教证盟的观点"完全不同"即便南诏本地这一时期确实是用道教仪轨在点

苍山神祠进行祭祀!但#贞元会盟&当天!因为唐朝的在场以及对五岳四渎等国家神明的祭祀!

仍旧表明这是一场国家祭祀!也就是说在这一天的仪轨安排中!中央王朝的在场是必须被特殊

考虑并加以仪式呈现的"因而!点苍山盟誓应当被视为采用了国家祭祀的形式!而非单纯的道

教仪式"唐代的国家祭祀事实上是吸纳了各种宗教的形式整合而成的以皇权为中心的礼仪系

统!而不再局限于某种具体的宗教形式"

而西洱河的盟誓!则是唐朝尊重南诏地方习俗!按照南诏官方祭祀习俗祭祀南诏的本地神

灵!但这一次祭祀的意义同样重大!因为唐朝使者的在场!双方共同面对西洱河神进行盟誓!这

就意味着南诏的地方神明得到唐朝的认可"它虽然采取了由南诏主祭的形式!但实质上已经

是构成国家政治和宗教生活的组成部分!是采取地方祭祀的形式来祭祀国家认可的神明"

#

三'盟誓确立的法权关系

中国古代的盟誓仪式基本上因循一套固有的礼仪程序!而这套仪轨的定形要追溯到春秋

时代的盟誓仪式"春秋时期的盟誓已形成相对固定的'程式化的仪式过程!整个盟誓仪式分为

三个阶段)第一是准备阶段!包括#通告&#除地&#筑坛&#张幕&#立木表&#凿地&#掘坎&.第二是

$#$

从#贞元会盟&看唐朝的盟约与#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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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都很兴盛!南诏在与唐朝频繁的交往中!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参见张泽洪)+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云南道教---以南诏

大理时期为中心,!+贵州民族研究,

#""D

年第
!

期.王娜)+从点苍会盟看道教在南诏的地位,!+创造,

#"$)

年第
(

期"

南诏地方神明得到唐朝承认!即是将南诏神明吸纳进唐朝神明体系的#万神殿&中"因而!对南诏神明的祭祀本身

就构成国家政治的一部分!是由作为唐朝组成部分的南诏来举行祭祀"所以笔者强调#采取地方祭祀的形式&与#地方祭祀&

的区别"因为唐朝使者的在场!对西洱河的祭祀不能说成是地方祭祀!而是尊重地方祭祀传统!采取地方祭祀的形式来祭祀

国家认可的神明"



盟誓祭仪阶段!包括#杀牲&#割耳&#歃血&和#宣读载书&.第三是载书'供物致神阶段"

! 前述

唐代孔颖达对#盟之为法&的界定正是搜罗前代文献对春秋时期盟誓仪式所作的概括"

春秋初期盟誓最突出的特点是盟誓的当事各方在身份上互相对等!是各诸侯国为了共同

对付敌方!加强自己的实力!以结交盟友为目的歃血而盟"到了春秋中后期!春秋盟主(霸主*

是在缔结同盟的盟誓祭场中诞生的!这些实力派诸侯虽然拥有优于其他诸侯的军事力量!却不

具备超越其他诸侯的政治'宗教优势!因此仍要借助周王的象征地位才能成为盟主"

" 从结盟

双方的政治地位来看!春秋时代的盟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结盟双方地位平等的!如诸侯与

诸侯之间的盟誓.另一类是结盟双方地位不对等的!如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的盟誓"

到了唐代!这套固定化'程序化的歃血为盟的仪式仍得以保留!但在中央王朝与边疆政权之间

的盟誓中!盟誓所采用的仪轨则要根据具体情势进行具体地安排和谋划"#贞元会盟&就是一

场没有按照传统歃血为盟的程序进行的盟誓!因而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特殊性"

可以确定的是!像#贞元会盟&这样的重大仪式!参盟双方就仪式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员'

仪轨等必定有非常谨慎和细致周密的安排筹划"笔者认为这场会盟之所以放弃传统登坛歃血

的仪轨!而采用#以山川为盟&

#的形式!有三个可能的原因)首先!这是由南诏与唐朝之间的政

治地位决定的!双方是非对等的臣属关系!因而如何设置并呈现这种等级关系是仪式程序首先

要考虑的.其次!寻求双方在信仰观念上的共通之处作为双方可以沟通的宗教基础是这场盟誓

成败的关键!而山川崇拜'岳渎祭祀正是双方共通的信仰.再次!不选择登坛歃血的传统仪轨而

是选择更加隐蔽的山川祭祀还有现实因素的考虑"已有学者指出!在举行会盟时南诏尚未与

吐蕃完全决裂!吐蕃使者仍在南诏都城之中活动!出于安全和保密因素考虑选择在城外人迹罕

至的山川进行盟誓有着现实的需要"

$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贞元会盟&采取了一种特殊的#以山川为盟&的形式!分别在点苍山和

西洱河进行盟誓"从盟誓的功能来看!点苍山盟誓是要表明南诏归属唐朝!启告神明鉴照忠

款.而西洱河盟誓则是南诏与唐宣誓结盟共同对付吐蕃"从意义来看!点苍山盟誓是要建立起

南诏与唐朝国家神明之间的关系!将南诏王接纳为国家神明的信众.而西洱河盟誓则是要建立

起唐朝与南诏地方神明之间的关系!使南诏地方神明得到唐朝的认可"这两场盟誓的实质是

通过接纳和认可的双向过程建立起双方之神与双方之人的关系!南诏接受了唐朝的国家神明!

而唐朝亦认可了南诏的地方神明"这正是构造中央王朝与边疆地方政权之间非对等性盟誓的

基本仪式机制"

联盟的缔结是建立在结盟双方政治利益考量和博弈之上的一种政治行为!其中的宗教仪

式作为#集体表征&!是具有公共性质的社会行为!在社会层面创造共同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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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官员的见证下!百济和新罗刑白马而盟!#先祀神癨及川谷之神!而后歃血&!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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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心愚)+唐贞元年间点苍山盟誓的几个问题,!+民族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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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认为宗教明显是集体的事物!真正的宗教信仰总是某个特定集体的共同信仰!这个集体不仅宣称效忠于这

些信仰!还要奉行与这些信仰有关的各种仪式"这些仪式不仅为所有集体成员逐一接受!而且完全属于该群体本身!从而使

这个集体成为一个统一体"集体成员把这些共同观念转变为共同的实践!从而形成了社会"参见1法2爱弥尔0涂尔干著!

渠东'汲?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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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并非唐朝使者与南诏王之间个人关系的缔结!而是通过神灵的介入所构建的#整体&的盟

约"会盟仪式的意义在于赋予盟约以#法&的约束!确定结盟双方的法权关系"

盟誓与法的关系在
#"

世纪
*"

年代以来对法源史的研究中受到学者的重视"日本法学史

学者滋贺秀三认为!通过盟誓仪式所确定的盟约#具有现实的规范作用!其对于人们之间公共

秩序形成的法的功能!不可忽视&"

! 中田薰通过对东方社会'古巴比伦'希腊和罗马等古代民

族盟誓历史的比较研究!明确盟誓对人类行为所具有的法的意义"

" 中国学者注意到!中国古

代#铸刑书于鼎&的做法正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成文法!#盟是一种协议!但采取了书面的形式"

铸刑鼎则把誓的$公布于众%同盟的$形诸文字%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找到了示信于民的

最好象征物---象征国家政权的鼎!成文法就这样诞生了&"

# 还有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少数

民族的盟誓与法的关系研究!比如瑶族#石牌话&'

$苗族社会的#栽岩会议&

%等都是群体盟誓

的书面化和制度化!其约束机制所产生的法的效力不容低估"这一类研究成果将盟誓作为习

惯法类别中的一种!强调盟誓中发誓的自我诅咒属性和调解纠纷的约束机制及群体整合作用!

为研究盟誓的法律功能提供借鉴"

&

#贞元会盟&形成的誓文(盟书*!就是将双方缔结的盟约以文字的方式记载下来!从而具有

成文法的效力!#共鮨金契!永为誓信&"仪式的最后将盟文作为誓信分别投入山川!请天'地'

水三官来见证盟书的效力"值得注意的是!点苍山盟誓中宣读誓文的阶段!专门#谨请西洱河

点苍山神祠监盟&!这个重要的细节表明监盟神的意义在于保护誓文的神圣性不容侵犯"誓文

内容是以#法&的形式确定南诏归附唐朝之后双方各自的权责关系)南诏所有部落归附唐朝!接

受唐朝的统治.唐朝承认南诏地方王权的合法性以及南诏王对其所辖土地和人民的统治!唐朝

对南诏有庇护'救癅之责"双方关系的实质是#封建&

'的等级关系"这种关系也呈现在两场

盟誓仪式之中!表现为对国家神明的共同尊崇和将地方神明接纳为国家认可之神的双向过程"

双方的神明构成明确的等级关系!国家神明高于地方神明!地方神明被吸纳进基于#封建&的神

明体系之中"田兆元曾系统梳理过盟誓制度的演变!他指出!在春秋时期!盟誓制是与分封制

相合一的!秦以后采用集权制!但盟誓作为一种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政治制度长期得以延续!

,#$

从#贞元会盟&看唐朝的盟约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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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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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封建&是指#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之意"中国历史上封建制的完备是西周基于宗法制的分封制"秦汉以

后!封建制逐渐退居次席!而代之以郡县制!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汉唐以来的中原王朝!视少数民族聚居的周边地区为

朝廷的#屏藩&!对少数民族首领#封爵建藩&!朝贡'会盟等都与古代#封建&有相似之处!可以被视为广义#封建&的一种"这

种封建制的外藩制'土司制是对秦汉以降郡县为主的君主集权制的一种补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才进一步把郡县制推及

西南边远地区"参见冯天瑜)+#封建&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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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渠敬东进一步将封建与郡

县放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中来理解!从封建到郡县的过渡!奠定了一个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双重治理系统"他

梳理了历代封建与郡县之辨!其中顾炎武有关#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以及黄宗羲所发现的边疆治理中的封建问题!使得

将郡县之制度与封建之精神再度汇合成为此后各代思想家最着力的本质问题"参见渠敬东)+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

系)封建与郡县之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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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与盟誓并行成为中国古代国家制度发展的一大特点"

!

#贞元会盟&的实质就是通过盟誓

以#法&的形式来确立中央王朝与南诏地方政权之间的等级关系"

四'结
"

语

#贞元会盟&是南诏与唐朝经过盟誓!南诏归附于唐朝的政治事件!是唐代边疆政治形构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后世来说!#贞元会盟&构成云南重要的历史遗产!它为云南融入中央王朝

的版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历史基础和象征资源"今天在大理下关龙山广场

上!#苍山会盟&与#双鹤拓土&#彩云南现&#奉圣乐舞&#妙香佛国&#平章绣幕&#写韵流风&#古道

商旅&等八组神话
-

历史景观共同构成当地的历史叙事!这八组雕塑是从传说时代历经汉唐宋

元明清各个时代云南重大历史事件的写照"这些凝固的雕塑有着鲜活的感召力!以醒目的视

觉形象叙说今人对历史的记忆和理解!是构建云南历史的连续性以及云南各族人民融入中华

民族共同体之历史进程的生动展演"

与唐代的其他会盟仪式(诸如清水会盟'长庆会盟'百济扶余之盟*相比!#贞元会盟&表现

出一定的特殊性"它未沿用#歃血为盟&的传统仪轨!而是采用了山川祭祀的形式!并且明确区

分采用国家祭祀的形式和采用地方祭祀的形式两套仪轨!确定两套仪轨之间的等级关系"#贞

元会盟&所揭示的中央王朝与边疆地方政权之间非对等性盟誓的基本法权机制!是中国古代多

民族国家政治形构的重要路径"它构造了一种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等级性与差异性!寻求

两者之间的共通性与关联性!最终生成共同的约束和认同机制的关系结构"这一关系结构为

形塑中央王朝的#大一统&同时涵纳地方的多样性'差异性提供了基本的运作机制!既突出政治

上的统一!又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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