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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史!

关于藏医学挂图$曼唐%第
$"

幅出处问题的探讨

甄"艳"蔡景峰

摘要"藏医学系列挂图"藏名#曼唐$%

-1?H 0I?HJ

&是藏族人民在公元
#;

世纪编绘创造的一套医学

教学工具%也是难得的文物'艺术珍品( 全套共
;%

幅%是五世达赖喇嘛时期"

#=#;

)

#=$!

年&%由其摄政王

第司桑杰嘉措所主持编绘的(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

#$;=

)

#%&&

年&在复制这一套曼唐时%增加为
$"

幅(

!"

世纪末%著名藏医学家强巴赤列撰文提出%在罗布林卡的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所收藏的此第
$"

幅挂图是

第司本人所主持绘制的%因为在此幅挂图的背面有第司本人所题诗句
#:

偈%并加盖了他个人印章为证( 然

而%迄今世界上包括中国国内所出版的所有这套画册"其中就有西藏文管会所主编的一套&%凡有第
$"

幅

者%均未能证实其为第司本人之作( 此悬案仍有待深入探索(

关键词"五世达赖* 十三世达赖* 第司桑杰嘉措* 藏医学系列挂图"曼唐&* 第
$"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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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千百年来!藏

民族以其聪明才智创造了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特色的

藏族文化!一般称为(五明学)$

W@J /? 6HJ?

%!包括因

明$逻辑学*哲学%!内明$佛学%!工巧明$工艺*技术*

历算%!医方明$医学%!声明$语言*文字学%' 藏医学

是其中重要的一种!藏文为
YT5 2? 3@J /?

' 其中的工

巧明!藏文为%

/I3L6 6?T 3@J /?

!就包括绘画艺术在

内!这种绘画艺术的集中表现之一就是创造了(唐卡)

$

*I?HJ ZI?

%!也就是卷轴画' 卷轴画的一个重要内

容是用来表现医药和保健事项!称为(曼唐) $

-1?H

0I?HJ

%!即医药学挂图的意思'

曼唐的绘制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起初!主要是

一些医学家用它来表达藏草药和身体结构的零星图

画' 到了清代初期!藏族地区是由五世达赖喇嘛阿

旺" 洛 桑 嘉 措 $

8J?J O2?HJ V65 2^?HJ 3JS?

10TI5

%统治的时期' 五世达赖本人对医学就很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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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曾大力发展医学' 他的摄政王$藏语称为(第司)!

-O. T3@O

%桑杰嘉措$

-?HJT 3JS?T 3JS? 10TI5

%更

是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不遗余力!他不但对藏医最重

要的经典著作+四部医典,$

WJSLO 2^I@

%做了最权威

的注疏和发挥!撰著了一部单独的注疏本 +四部医

典"蓝琉璃,$

V?@OL3S? THJ5H /5

%!还著有一部最

详尽的藏医学历史著作+藏医史,$

YT5 3@J T1?H JS@

ZI5J

%

2LJT

%' 他还召集了全藏的绘画艺术家!根据

+四部医典"蓝琉璃,的内容!主持设计并编绘了一整

套完整的医药系列挂图!成为一套集大成的(曼唐)!

即医药系列挂图共
;%

幅!每幅挂图下面的说明!全都

明确指出该幅图是用来表达和说明+四部医典"蓝琉

璃,某章某节的哪些内容的' 西方藏学界大多称它为

(藏医学画图)$

*@2.0?H ,.O@C?6 N?@H0@HJT

%'

根据桑杰嘉措自己的+藏医史,的记载!他编绘的

这一套(曼唐)共计是
;%

幅!制成于
#;"&

年' 这样一

套美轮美奂的医药图画不仅是艺术上的珍品!也是记

录藏族人民的医药生活和活动*传播医药知识的作品!

更是表达此时藏族的政权甘丹颇章$

DJ?

%

6O?H /I5

23?HJ

%无上权威的艺术品' 它既有深邃的科学价值!

也是一套历史文物&既是直观的教学工具!又是无与伦

比的艺术珍品' 在世界上也是仅见和宝贵的文化

遗产'

既然桑杰嘉措已经明言全套(曼唐)为
;%

幅!为

什么后世有第
$"

幅呢- 原来!在五世达赖之后!藏区

的政治形势比较混乱!(曼唐)系列濒临流散!有不少

落入民间!又经民间艺术家仿制!真假难辨*谬误不少'

再者!此时正是西方外国探险家*传教士纷至沓来之

际!在传教之外!有些探险家也随手将这类艺术珍品携

走!其中竟有全套
;%

幅挂图系列落入俄国人之手!这

一套挂图现仍收藏于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历史博物

馆里!他们还根据这一套挂图编集成(曼唐)系列挂图

画册' 直到
!"

世纪初!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土

登加措$

8J?J O2?HJ *IL2 2T0?H 3JS? 10TI5

%终

于担负起继承和整理的重任!并
&

次$

#%#$

*

#%!&

*

#%&&

年%重新复制了全套(曼唐)系列.

#

/

' 有趣的是!

经过整理复制的挂图!已经形成了
$"

幅的系列' 这

第
$"

幅是一幅题为(西藏名医)的挂图!即围绕五世

达赖的周围!绘出历代著名藏医的系列图!其中就包括

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加措' 问题就出在此处!究

竟这第
$"

幅图是如何来的-

世界各国有不少学者对独特的藏文化!即藏学

$

*@2.0565JS

%感到十分兴趣!其中研究的重点之一就

是藏医学!尤其是(曼唐)系列挂图' 为了扩大影响!

各国藏医学家都争相出版(曼唐)的系列挂图画册'

事实上!在上世纪中叶!俄国学者就首先对系列挂图进

行了研究!当时主要是研究其中的藏草药!并将其编入

+藏医中应用的药用植物之藏 #拉 #俄名词词典,

$

D@C0@5H?3S 5M *@2.0?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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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LTT@?H *.31T M53

,.O@C@H?6 N6?H0T _T.O @H *@2.0?H ,.O@C@H.

%

.

!

/

'

!"

世纪
:"

年代!俄国人已经开始把这些挂图加以收

集!并于
#%:%

年编集成册!惟尚未正式出版' 最早的

图册出版物还是我国在
#%$=

*

#%$$

年分别出版的两

部画册.

&

!

:

/

' 此后!各国学者争相出版这种图册!比较

有名的早期画册有英国伦敦版$

#%%!

年!两卷本%*俄

文版 $

#%%:

年%*德文版 $

#%%=

年%*意大利文版

$

!"""

年%*日文版$

!"#=

年%等' 英文版的画册还不

止一种'

无论何种版本!包括国内的*国外的!都是直接地

或间接地本自桑杰嘉措的原作' 然而!桑杰嘉措的原

作到了
#$

世纪以后!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因此!除了

极个别的图幅以外!后世所见!均为根据原画辗转描绘

复制而成的'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时复

制的全套系列图谱而保存下来的!国内所有的画册基

本上都是根据这一套而编成的' 而国外的画册!则是

直接或间接根据此前保存在俄国布里亚特共和国历史

博物馆的一套编纂而成的' 两种画册最大的不同是国

内的版本都收入了第
$"

幅图!而国外的$以伦敦的英

文版和莫斯科的俄文版为准%则无这第
$"

幅图!而只

有
;%

幅'

原本这种情况并不存有疑问!然而!

#%%=

年!原西

藏藏医院院长*著名藏医学专家强巴赤列$

VS?1T

/?

%

/I3@H 6?T

!他也是那两部在国内最早出版的画册

的作者之一%在他的一本新著中!却提出了一个新的

见解.

<

/

#(本人于
#%;=

年亲眼见到了由罗布林卡文管

会所收藏的唐卡挂图
$"

幅!特别是在主尊唐卡挂图的

背面书写了由第司"桑杰嘉措亲自编写的诗文
#:

偈!

并加盖第司本人的印章' 有了上述这一证据!无需任

何旁证!故后来者不必对其真伪表示怀疑')

这段叙述令人十分不解' 犹记得在
#%;=

年!本

文作者之一的蔡景峰和强巴赤列亲自参加这
$"

幅唐

卡的审阅工作!直至
#"

年以后出版的两部唐卡画册!

强巴赤列作为作者之一!均未对这第
$"

幅唐卡提出如

上的见解!当时见到的挂图也包括收藏在罗布林卡的

那些挂图' 问题就在于此!

#%%=

年出版的强巴院长的

新著中!他提及在
#%;=

年见到了这幅挂图的背面有

桑杰嘉措的诗文
#:

偈和个人印鉴!而在
#%$=

*

#%$$

年两部画册出版时却都未提出这个问题' 在当时所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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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所有唐卡中!经研究小组鉴定!保存在门孜康的

#&"

幅挂图中!只有一幅是五世达赖时期的产物.

#

/

'

可惜当时的研究小组并未指出这唯一的一幅就是那第

$"

幅(医药师尊图)&而按照两部拉萨出版的画册中的

第
$"

幅图!均绘有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加措的画

像!那显然不可能是五世达赖时期的作品!而应当是十

三世达赖时期的画作无疑'

对于强巴院长的新见解!存有一些疑惑' 首先!他

在两部画册出版时!都未提出这一见解!令人不解&其

次!桑杰嘉措本人在+藏医史,$

#;"&

年%这部著作里!

只提出他们共编绘
;%

幅唐卡!而未提到有第
$"

幅师

尊图之作' 果真是桑杰嘉措本人主持绘制了此幅挂图

的话!则应当是
#;"&

年之后的事!也即是
#;":

年'

由于当时的时局十分紧张!以至于他自己在次年

$

#;"<

年%遇刺身亡!在这一紧张的形势下!他是否还

有此精力和时间来亲自顾及此事!也当存疑' 最后!在

所有出版的画册中!从未见到仅单独以五世达赖为主

尊的第
$"

幅图!而都是带有十三世达赖喇嘛图像的

(西藏名医图)'

然而!也不能十分武断地否定强巴院长的这一新

见解!因为他提到的那幅图是在罗布林卡的一幅!而我

们却仍然未能认真地检视罗布林卡的这一幅图' 于

是!又认真地阅读了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于
#%$<

年编

辑出版的一部唐卡画册' 该书共收集唐卡
#:"

幅'

其中!标明为(医药师承像)的是第
#!%

图!绘有(自公

元八世纪宇妥"云丹贡布以来至五世达赖喇嘛之间的

医药大师师承' 中间是药师佛像!两旁和上端共画了

医药传承三十余人)

.

;

/

' 其构图与第
$"

幅曼唐不尽

相同!且在这幅挂图的汉*藏两种文字说明中!均未提

到其背面有桑杰嘉措的诗文及印章这样的内容' 我们

又检视了在中国出版的另外一部大型唐卡挂图集

+西藏唐卡大全,

.

$

/

!这部由西藏人民出版社编集的画

册!共收入西藏唐卡
&:=

幅!其中编号第
!=!

&

&:#

共

$"

幅唐卡!就是系列挂图那
$"

幅' 其中编号为
&:#

的那一幅!也就是拉萨早期出版的那两部画册中的第

$"

幅'同样可惜的是!在此图的说明中也未提及有桑

杰嘉措诗偈及印鉴的内容!只是说此图现保存于西藏

藏医院&此画册另有一幅编号为
#;&

的挂图!虽题为

(藏医师承图)!但对此图的说明文字只写道#(本唐卡

是药王佛及新老宇妥"云丹衮波法像)!毫不涉及桑

杰嘉措!也无任何达赖喇嘛的法像在画中!更无强巴院

长提出的那些证据的任何线索'

!""=

年强巴院长与其徒弟次旦久美 $

*TI.

230?H

%

G@J 1.O

%出版了一部大型的曼唐画册!书名为

+藏医四部医典八十幅曼唐释难"蓝琉璃之光,$

YT5

3@J 3JSLO 2^I@

%

@ T1?H 0I?HJ 23JS?O CL

%

@ OZ?

%

J3.6

V?@OL3S?

%

@

%

5O TH?HJ ^I.T 2S? 2? ^ILJT T5

%!全

书共计
# #=#

页!其中也载有第
$"

幅(西藏名医)

图.

%

/

' 遗憾的是!在这部大型的唐卡画册里的第

$"

幅图!却仍然是过去几部画册刊登的那一幅!即十

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复制的那一幅!且注明此图是收藏

于藏医院!而不是罗布林卡的那一幅' 在对这幅曼唐

的解释中!对桑杰嘉措的
#:

偈诗文及其印鉴之事也只

字未提!很可惜!失去了对这一幅图是否为桑杰嘉措所

亲自主持绘出的这一事实进行澄清的最好机会'

如上所述!几乎所有在西方出版的曼唐画册里原

本并不存在这第
$"

幅的问题!因为在布里亚特历史博

物馆保存的唐卡系列总数只有
;%

幅' 但这也有个别

例外' 例如!一部书名叫+肉体和精神#藏医画册,的

书!除了刊载
;%

幅挂图以外!也有一幅类似的这类医

药师承图.

#"

/

' 但它并不是作为全画册的第
$"

幅来处

理!而是放在全书的卷首!作为一幅特殊的曼唐来处理

的' 奇特的是!这一幅主尊图的正中央正是五世达赖

喇嘛的画像0 十分可惜的是!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展出的这一幅医药师承图并未指出其来源' 尽管本幅

图与曼唐系列的其他诸图并不全相同!但作者把它放

在一部题为(藏医学画册)里!且其风格基本上和其他

;%

幅的系列挂图是一致的!也极容易被读者误认为是

系列中的一幅!产生误解'

其实!自从曼唐系列挂图问世以来!世界各地仿绘

的唐卡已不计其数' 正如澳大利亚的著名波斯语系学

家兼藏学家埃默瑞克$

W5H?6O >7 >11.3@CZ

%所指出

的那样!只要有一些藏族绘画技术的造诣!就可以轻易

地仿制这种曼唐了.

##

/

' 例如!在台北出版的那部唐卡

画册中!其第
$"

幅主尊图正中间的画像!竟是第十四

世达赖喇嘛.

#!

/

0 这就可以佐证埃氏所言不诬'

正如强巴院长所指出的那样!他看到的那幅有桑

杰嘉措诗偈和印章的第
$"

幅挂图是在罗布林卡文物

管理委员会保存的' 由此!有理由怀疑!是否在罗布林

卡真有一幅桑杰嘉措时期绘制的第
$"

幅主尊图!而它

却至今未能在国内*外任何唐卡画册里出现!甚至于文

管会自己出版的+西藏唐卡,这部画册中也未能收载'

鉴于迄今国内所出版的三部大型唐卡画册中的这一幅

图!都是保存于拉萨门孜康$

-1?H 30T@ ZI?HJ

!即现

在的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的!因此!只有等待将来有机

会亲自检视罗布林卡保存的这一幅图$如果罗布林卡

真有这么一幅图的话%!才有可能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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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内镜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内镜学专业委员会'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主办的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内镜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交流会于
!"#$

年

=

月
!#

)

!&

日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国内中西医学界
&""

余家医院'近
# """

名消化领域专家参会(

会前成立了
#=

个专家委员会%分别为+食管早癌'胃早癌'大肠早癌'胃食管反流病'静脉曲张消化道出血'非静脉

曲张消化道出血'超声内镜'胶囊内镜'内镜质控'肠道微生态'小肠镜'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炎症性肠病'消化心

身'消化病理'幽门螺旋杆菌专家委员会%每个专家委员会还进行了各自的专题学术交流(

本次学术交流会围绕中西医结合消化内镜学领域的临床'基础和转化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内容涵盖食管'胃肠'肝胆胰腺疾病临床与科研研究'内镜质控等( 主会场设置了院士论坛'主委论坛及名家论坛( 院士

论坛中%陈香美教授提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内镜学专业委员会应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亚专业%以全新的面貌实

现中西医相结合%其在组织管理力上要力求中西医相互合作'结合以及整合%将医学事业推向一个高峰( 樊代明院士从

#医学的反向研究$入题%强调中西医整合是个必然的过程( 中西医结合可以更好解决现代医学专业过度细化'专科过度

细化'医学知识碎片化的问题( 作为当代医生%不仅要掌握当代的医学技术%还要掌握中国特色的中医药技术%这样才能

更全面的解决消化系统的疾病( 主委论坛中令狐恩强教授从内镜手术的新时代角度%提出不切除器官%仅祛除病变%从

而保持人体解剖结构完整性的#超级微创$手术理念( 此和中医的整体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玮教授则对中西医结合

消化内镜学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定位%未来学会将通过各专家委员会的建立以及融合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上%进行相关规范

化培训以及理论'思路'方法和药品的创新%开放临床及科研工作的学术交流与人才交流( 实践中国消化病学#中国医

学$新理念%以消化内镜为轴%对消化系统疾病进行
&="

'无死角防治%引领中西医结合消化内镜学的发展(

会议根据专业方向的不同设置了分会场%邀请国内外著名的中西医领域专家进行了相关专题的讲座%并进行了会

议投稿优秀论文的汇报%不同程度的体现了中西医结合消化内镜学的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 本次会议特别设置青年

委员视频大赛%由国内知名内镜专家作为评委%比赛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操作视频作品%受到了众多专家的一致好评(

参会的中西医专家对此次会议的形式'中西医对话的意义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通过此次学术交流会%学员都有

所收获( 此次会议起到了桥梁作用%为中医'西医相互认识搭建了平台%真正实现了中西医之间的对话(

"王"欣"孟"曼"吴"诚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