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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南诏留在凉山的遗迹，就
不得不提到昭觉境内的博什瓦黑岩
画，这组规模超大的岩画，为我们详
细解读了南诏大理时期，凉山呈现
出的彝汉文化大融合的场景，也带
出了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彝汉老百姓
受到佛教思想影响的生活画面。

博什瓦黑，彝族译音，意为“刻有
画像的岩穴”。位于昭觉境内的博什
瓦黑地区曾是南诏国的管辖范围，此
地曾经也是唐中原内地通往云南和南
洋的“南方丝绸之路”的通道之一，南
诏时期与唐王朝关系密切，因此，那里
受到内地汉文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南诏国王任用汉族人郑回为清
平官，更加促进了彝汉文化的交流。

博什瓦黑岩画是这段历史的活化石。
博什瓦黑岩画自上世纪80年代

被发现之后，便逐渐被世人所认识。
不少文人墨客还特地前去观赏，并为
它留下了诗词，韩寒的处女作《后会
无期》也是以此为电影主题，去年5
月，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与西昌市文
联音乐家协会共同打造的彝族舞台
剧《我呼吸——博什瓦黑》在成都上
演，岩画上的动人传说被搬上舞台，
重现历史，深受好评。如今，网络上
一搜索，就能找到许多博什瓦黑岩画
相关信息，因此也有更多游客前往，
一睹这宏伟壮观的南诏大理往事。

在方圆44余亩的岩画保护区里，

十六块天然巨石上雕刻着440平方米
的岩画，岩画主题包含了彝汉两族的宗
教信仰、生活画面，例如《南诏王出行
图》《彝族毕莫做法图》、佛教的《四大金
刚》等等，岩画具有浓厚的时代地方特
色和典型的彝汉民族大融合的风格。

这些岩画生动、大气、写实。当然，
也有人会疑惑在生产工具落后的年代，
为什么还要在此荒野之地开山劈石呢？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对外经济
文化交流极其繁盛之时，而凉山自古
以来就是通往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
有专家推测，这两处岩画原本就镌刻
于路旁，以供行旅之人顶礼膜拜。

这些斑驳的石刻岩画，镌刻着
神秘的南诏故事古老的符号语言，
阐释了在当时彝族文化曾和外来的
佛教思想共同存在。在海拔 2700
米处的丛林掩映下，在百年苔藓的
掩盖下，博什瓦黑岩画保存至今。

1991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博
什瓦黑岩画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
位。博什瓦黑岩画是南诏进入凉山
后带来佛教思想的缩影，也是南诏大
理时期的佛教遗址，堪称我国古代艺
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的发现
不仅为宗教学和佛教艺术的研究提
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丰富了佛教的
传播以及古代民族关系研究，也丰富
了地方史、民族史、宗教史和艺术史
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南诏、大理国时期，“以佛治
国”成为这个封建王国的最大特
色，统治者用佛教进行自我神话，
让政治与宗教合二为一，既能建立
政权也能巩固政权。占领西昌后，
南诏大量移民迁入西昌，带来了他
们的生活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给这
个时期中，南诏政权下的凉山历史
印上了佛教的烙印。

1985年，西昌北山火葬墓中发
现了大量的佛教元素饰片，较为典
型的有形态各异、随处可见的莲
花，例如铜莲花片、铜皮莲花、鎏金
铜莲花片等，莲花原是凡物，却因
其“出淤泥而不染”的洁净而成了
佛教崇奉，被装饰在许多地方。西
昌火葬墓还发现了卵塔形墓幢上
的仰莲、火葬罐外的莲花图案、火
葬罐中随葬的铜、银莲花饰片等。
除了莲花之外，有部分火葬罐中随
葬有铜质的金刚杵，长 7-8 厘米，
中间有一指环，应该是戴在手指上
使用的。大多数火葬罐的底部都
放置有“卐”字形铜片，有少数为铜
质鎏金的，还有银质的。

这个发掘成果，再一次把考古
人员的目光拉回一千多年前，凉山
在南诏大理政权下，佛教大兴的种
种局面。

在弄栋节度使王嵯巅掌控南
诏政权时，曾经发动过多次对唐的
战争，太和三年（829年），南诏兵分
三路入寇嶲州（今凉山）、戎州（今
宜宾）、邛州（今邛崃），王嵯巅率兵
围攻成都。蜀兵不敌南诏，西川节
度使杜元颖将欲逃走，唐王朝三次
增派援兵仍然未能压制。十二月，
南诏兵攻破成都，在城中逗留十余
日。最初，王嵯巅致力于安抚城中
百姓，便约定退兵，互不侵犯，但撤
退前却在城中大肆劫杀，并掳掠蜀
地工匠万余人、物资不计其数。王
嵯巅亲临战场，驱赶俘虏前往大渡
河边，令众人哭别故土，渡河前往
南诏，几千工匠投河而死。史书记
载：“自成都至越嶲，八百里间人畜
为空”。

此次掳掠给南诏带来了手工
业的快速发展，与蜀地不相上下，
但蜀地、嶲州却因此遭受巨大损
失。

当时的西昌基本上就是一座
空城，南诏带入大量移民进入，《元
史》有载：“懿宗时，蒙诏立城曰建
昌府，以乌白二蛮实之。”当时的建
昌府，多为南诏子民，统治者要在
凉山推广自己的文化就方便多了，
且因为移民大多集中在西昌、冕
宁、会理一带，所以西昌境内发现
的火葬墓也特别多。

从凉山各处火葬墓的文物中
不难看到佛、道、儒、巫的文化因
素，是十足的阿吒力教的产物。阿
吒力教的主体是佛教，所以西昌火
葬墓中佛教的元素最多。南诏大
理的历代统治者将阿吒力教奉为
国教，力图通过佛教密教来确立自
己政权的合法地位，建立了政教合
一的政权，佛教职业僧侣与统治阶
层也紧密结合，盛行着带有浓厚阿
吒力教色彩的火葬。

纵观南诏大理 22 代统治者
中，先后有 9 位君王禅位为僧，再
加上被迫逊位的1人，便足足有10
个君王最后都当了和尚，这在中国
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当然，
这一现象也说明了在当时，佛教已
渗透至整个大理国上下，全民信教
不仅是百姓，统治者阶层更是甘愿
舍弃江山美人而皈依佛门。这都
源于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家的
灾祥祸福，都与君王有关，与他们
前世今生所作所为有着因果关
系。老百姓一旦出现某种灾祸的
征兆，便是君王孽障缠身，只有出
家，才能消灾免难。

公元874年，唐朝名将高骈行
军至四川，深知唐朝已无力再与南
诏开战，唯有休战和好之路，他也
知世隆（景庄王）生性好强，但崇尚
佛教，于是派当时著名的高僧景仙
和尚出使南诏，拜见世隆。世隆从
小信佛，在国内大兴佛教，一向无
视唐使的世隆，看见景仙和尚，便
知是高僧大德，便以礼下拜景仙和
尚，演出了一段“不拜唐使拜和尚”
的佳话。最终促成了唐朝安化公
主嫁给世隆之子隆舜和亲之事，达
成了“唐南和亲”，并派使者到成都
与高骈共商此事，可见世隆是看到
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痛苦，而
体恤国民的，以“和亲”缓解矛盾，
让国内百姓安居稳定，之后唐朝与
南诏边境没有战事竟达十年之久。

也正因为大理国的统治者们
秉承“以佛治国”的思想，以佛家的
学说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包括权
力之争，协调各种关系，因而在大
理国延续数百年间没有发生过什
么大的战争、动乱或宫廷杀戮之类
血腥的事件，成了中国历史上延续
时间最长的地方政权。

凉山地区的火葬墓与云南的火葬
墓其实都是一个类别。凉山地区的火
葬墓带有浓厚的佛教密宗阿吒力教派
的色彩，在西昌附近发现的火葬墓与

《蛮书》和《云南志》的记载吻合。与西
昌火葬墓相同的火葬墓在云南境内很
多，在楚雄、昆明、曲靖、大理、保山、腾
冲等地都有大量分布。云南的火葬墓
无论在墓葬形制上还是在葬具、随葬
品上与西昌的火葬墓都基本相同。但
云南火葬墓的时代可晚到明代，而西
昌火葬墓的下限却在元末，最迟也不
晚于明代初期。

云南与西昌两处同类型的火葬
习俗消失时间的早晚，与这两个地
区接受汉文化的程度有关。

明朝初年，朝廷下诏禁止火葬，
西昌地区的火葬习俗在明初便基本
消失了，其原因是明王朝的屯田移
民，大量的汉民再一次迁入凉山，凉
山地区的民族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原来居住在这里的乌白二蛮后
裔很快与汉族融合，放弃了自己的
丧葬习俗，火葬逐渐被土葬取代。

同时，也因为凉山距离中央王朝
统治中心较近，王朝的统治势力比较
容易到达，而当时的云南却是少数民
族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他们顽强地抗
衡，所以火葬习俗保持得要久一些。

南诏、大理国留在凉山的遗址
遗迹不少，有西昌的白塔寺（景净
寺）、罗卜惹岩画、蒙段祠、西昌近郊
的火葬墓群等、经久崩乡土坎土城
（推测为大理国时期城址）、佑君镇

沙坪村土城、小螺髻寺遗址（螺髻山
北侧），此外，唐懿宗咸通五年（864
年），南诏于唐嶲州治所越嶲县城外
筑建昌城（西郊乡土城），于城北置
三阜城，于苏祁县置笼么城（一名甸
头城），于西泸县置沙野城；另还有
昭觉境内的博什瓦黑岩画，德昌县
境内的大螺髻寺遗址（螺髻山西
侧），会理县境内的白塔。

众多遗址遗迹，都毫不意外地
出现了很多佛教思想的踪迹。

至今保存比较完好就有西昌的白
塔寺。南诏王世隆占领西昌后，大兴
土木，在西昌城的最高处，为母亲修建
了规模宏大的佛寺——景净寺。由于
寺中的古塔通体白色，人们称它为“建
昌白塔”，景净寺也被称为白塔寺。今
天的白塔寺里，还保存着一块立于明
万历年间的碑，上面分明写道，白塔寺
系“唐宣宗朝，景庄王同皇后段氏建”。

最初，白塔寺南面有一条缓坡
大道，是朝拜白塔寺的必经之路。
自唐朝以来，道路两旁耸立着一座
座石塔，安放僧人圆寂后的骨殖舍
利。大道上信男善女络绎不绝，摆
摊、算命，热闹非凡，久而久之，这条
大道也有了名字——石塔街。

如今，白塔寺经历几次修葺，只
剩下一座孤独的塔楼，却惟有它，见
证了那段西昌的血泪史。

也正是有了这些遗址遗迹和史
料记载，考古人员才能抽丝剥茧为
我们还原南诏大理时期，西昌乃至
凉山的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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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白塔寺是至今保存比较完好的南诏大理国遗址之一。冷登亿 摄

昭觉博什瓦
黑岩画《南诏王出
行图》手绘线图。

八角纹金饰片。

鎏金铜莲花片。

鎏金铜金刚杵。

铜皮莲花。

铜莲花片。

火葬罐中
随葬的铜金刚
杵，中间有一指
环，应该是戴在
手指上使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