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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1883-1923

九世班禅在西藏的四十年

藏北羌塘，千里草原人迹罕至小道。

风肆雪虐，人马艰难前行。北奔焦虑数月，心寄唐古拉山。

身后烟尘，现噶厦千名精锐。

青海玉树，文成公主入藏之地。

伫此回望山水西藏，人生正入不惑之年，困惑、大惑却萦绕不止。

这一回望，是否冥冥中感受到自己再难回到生他养他的雪域，再也无力

重回扎什伦布那高高的法座之位，再也没有机会向信他、爱他、崇敬他

的信众传递长流的法缘……
明驼千里足，送佛莅中原。

他，就是九世班禅［1］额尔德尼·确吉尼玛。





九世班禅在西藏扎什伦布寺



第一章　寒门之子“入”金瓶——九世

班禅坎坷历程的开始

当居于紫禁城之外的载湉被宣布成为大清帝国第十一任皇帝后，这

位紫禁城的新主人并不知道自己手中的国家即将遭逢的危机。

此时的光绪皇帝，只是一位刚满千日的玩耍孩童。

光绪继位第九年，一位失语者之子伦珠嘉措在康藏交界处的加查地

方出生。而对于一国之君的光绪来说，这一年最重大的事就是清帝国与

法兰西的开战。

伦珠嘉措与这位大清皇帝相差十二岁，按照地支顺序，两人属相均

为羊。

命运的选择——成为八世班禅的转世

灵童

1883年藏历正月十二日，疲惫的当琼措姆躺在一贫如洗的家里，听

着贵族宅院传来的欢庆藏历新年的笑喊声、行酒令，而身边却没有孩子

的父亲，心中倍感凄凉。

一阵阵腹痛袭来……
凌晨时分，这位孑然一身的牧羊女生下了一个长相端庄的国字脸男

婴。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生下的儿子，会是后来尊贵得不能再尊贵

的八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

邻居闻听婴儿哭叫上门时，当琼措姆突然发现自己再也说不了话。



后来有人传说八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母亲非常健谈，常常插手扎什伦

布寺政教事务，“以致是非丛生”［2］，八世班禅怎么劝说母亲均无效

果，只好祈求转世再来时母亲能寡言少语。于是，九世班禅的母亲“产
后即哑”［3］。



九世班禅生母

1929年《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月刊》第1-2期

因伦珠嘉措的母亲身不由己，还要给贵族世家照顾牲畜，权衡之

下，唯有把他送到外祖父期美旺布的家中，与岁月一起任性成长。

1887年，藏历第十五绕迥火猪年。

西藏拉萨，布达拉宫。

吉祥天女佛像前。

12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正庄严作法，以问卜八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

方位。

随后，扎什伦布寺据此秘密派出多路寻访队伍，开始寻找驻世仅27
年的八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



扎什伦布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圣寺之一，依山傍水，金顶碧

瓦，建筑高广。

按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当时寻访到三名候选灵童，均非常聪慧灵

异。但在前世八世班禅灵塔前卜卦时，突然发现灵塔殿的一根柱子上长

出一枚大白菌，按照藏文的意思就是隐示转生在噶厦宗。而在辨别八世

班禅的遗物时，只有其中的伦珠嘉措屡试不爽，丝毫未错。最终，这位

贫寒之子伦珠嘉措成为三位候选灵童之一。

来自紫禁城的圣旨

当驻藏大臣文硕请旨一折，奏称“访获聪颖异常、有灵根之幼

童……”［4］，1887年12月23日，光绪皇帝朱批：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已届

五年……朕心悦览。著照所奏，即遵定例将三幼童之名入于奔巴金瓶

内……并明确“敬谨掣签”［5］。皇帝的旨意相当明确，那就是一定要遵

历史定制通过金瓶掣签的方式掣出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人选。

接获圣旨的文硕，一面紧张处理英国侵藏的复杂棘手事务，一面庄

严地行使驻藏大臣的权力，命令扎什伦布寺将寻访到的三位候选灵童在

规定的时间内务必送往拉萨，准备金瓶掣签。

三位候选灵童，三路浩荡的护送队伍，从日喀则、托杰、塔布（今

西藏自治区加查县和朗县境内）向拉萨前进。

经过72天的紧张筹备，1888年2月26日，正月十五，在拉萨布达拉

宫皇帝的牌位前，金瓶掣签开始。这场掣签，是乾隆皇帝正式确定金瓶

掣签制度后的第五次。

这一天，拉萨殊胜，风来阊阖，气象清和，诸事吉祥。

布达拉宫。

色松南杰殿，清朝乾隆皇帝的唐卡肖像前，矗立着用汉、满、蒙、



藏四种文字书写的牌位——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首先举行的是唪经环

节，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甘丹赤巴［6］、扎什伦布寺札萨［7］喇嘛三位

最具代表性的西藏权威人物相继入场。

驻藏大臣文硕主持金瓶掣签

唪经完毕后，驻藏大臣文硕当场将三名候选灵童的名字用满文、汉

文、藏文三种文字抄写在象牙签牌上，经全场验视无误后，郑重地放入

金瓶。

庄严的宗教仪轨。

最终，抽签的时刻来临。

只见驻藏大臣文硕在象牙签牌上抽出一名，由此，加查地方当琼措

姆的儿子伦珠嘉措中签，成为八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

数小时后的布达拉宫日光殿。

班禅转世灵童第一次见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十三世达赖喇

嘛熟练地为其剃发，并取法名为确吉尼玛。

是年，十三世达赖喇嘛12岁，班禅转世灵童5岁。

当十三世达赖喇嘛送上为班禅转世灵童亲自撰写的《名号赞》《长

寿经》《祝词》后，庆祝宴会分别在布达拉宫日光殿和西藏噶厦的大厅

举行。

噶厦是西藏地方的行政机关，通常由三俗一僧的噶伦组成合议庭，

总揽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秉承驻藏大臣、达赖喇嘛意旨行事。

十三世达赖喇嘛招待扎什伦布寺全体代表的是精致的油炸面点，赐

给所有代表护身符，为所有代表灌顶。

两个月后，17岁刚刚成婚的光绪皇帝得悉掣出确吉尼玛为班禅额尔

德尼的转世灵童后，心里无比高兴。年轻的皇帝考虑周全，与圣旨一同



到达的还有一并赏赐的多套皇家专属贺礼：给八世班禅转世灵童——大

哈达一方、珊瑚珠一串、玉如意一柄；给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哈达一

方、嵌玉如意一柄。

光绪皇帝在圣旨的最后还不忘请驻藏大臣转告西藏地方摄政：一定

要妥善照顾好九世班禅，“以副朕振兴黄教之至意”。

驻藏大臣升泰主持九世班禅坐床典礼

四年后。

1892年正月初三，班禅坐床典礼。

坐床典礼对任何一位大活佛来讲都是极其重要的事项。

典礼前的准备工作异常繁重，这四年来，驻藏大臣升泰不断上奏朝

廷请示坐床日期，颁授金册金印，赠送物品等，由于光绪皇帝亲自下

达“沿途经过地方妥为护送”［8］的旨意，这些贺礼均在坐床大典之前由

各省派员如期护送抵藏。扎什伦布寺僧人全部投入这一重大喜事的筹备

中。升泰受命亲临扎什伦布寺主持，同时代表清中央政府赐九世班禅白

银万两。

因十三世达赖喇嘛只有16岁，尚未受比丘戒，所以“遵照佛规”［9］

不能为班禅授戒。此际，西藏地方摄政为第穆呼图克图，于是遵照光绪

皇帝的指示，由第穆呼图克图为九世班禅担任授戒堪布。



九世班禅进献慈禧太后之蜜蜡珠（左）和银质坛城（右）

九世班禅在扎什伦布寺坐床之后，立即特派扎什伦布寺堪布罗布藏

荣垫前往北京，向清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深表谢恩，但堪布因水土不

服于1895年10月2日在北京病逝。12岁的九世班禅知悉光绪皇帝不忘对

病逝的堪布做出“赏银一百两，哈达一方”［10］的抚恤后，心中尤为感

动。

是年，九世班禅还相继派出两路专使赴京朝贡宝物，其中9月15日
的专使除了恭祝皇帝万岁之外，还向皇帝呈递相当于贺折的特殊公

文“丹书克”；9月29日的专使则是特为“谒陵”。



第二章　自古英雄出少年——十五载

宗教领袖心路

九世班禅确吉尼玛出生前，英国已经吞并了不丹，并加紧布局对中

国西藏的征伐。八世班禅丹白旺修出生之年的1855年，在英国的怂恿和

武器援助下，廓尔喀（今尼泊尔）竟发动侵藏战争，袭扰达两年之久。

战争的终局成为西藏永远的痛点，开中央政府批准同意西藏地方政府与

外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先河，为闪躲幕后的英国人进一步侵藏埋下了随

时可以引爆的炸弹。

就在中央政府于布达拉宫皇帝牌位前用金瓶掣签掣出班禅转世灵童

的当年，英国也不忘送上一份特别的“厚礼”，在侵占锡金国土后，

将“英国女王的军队”推进到西藏边境线上。未雨绸缪的西藏地方政府迅

速集结军队构筑防线，誓不与英人共天地。这就意味着一旦英军北上入

侵西藏，隆吐山防线将变成抗击英国军队的第一道“铜墙铁壁”。
必须拔掉隆吐山防线这难以逾越的障碍！

必须彻底瓦解构筑在西藏土地上众志成城的抗英心理！

紫禁城，最终以献媚的方式满足了英国人上述两个野心。

1887：蓄谋的罪恶将摧毁香格里拉的

宁静

1887年，大清帝国的西南边境线上突然传来英国正式占领锡金的消

息，这就意味着“西藏地方军队于1888年被武力驱逐出锡金”［11］，英国



仅用15年时间就将西藏地方势力荡涤，西藏僧俗怎不震惊？

时局危难下的西藏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联合西藏

地方七品以上官员呈文向驻藏大臣文硕表示：“纵有男尽女绝之祸，唯

有复仇抵御，实力阻挡。此系阖藏僧俗大众公立誓词切结，毫无三思更

悔。”［12］

驻藏大臣文硕亦决心与西藏民众身手相连，生死相依，绝不能在自

己的手中丢失一寸土地，让大清帝国失去一分尊严。

万里之遥。

紫禁城的朝堂之上，自有其逻辑和考量。

45年来，鸦片战争失败引发的伤痛让这个庞大富庶的帝国从自大渐

变屈膝。中英《南京条约》的最后落笔，就像打开的潘多拉魔盒。自

此，大清官员遇着洋人就自矮三分。但此刻的驻藏大臣文硕却期盼皇帝

真切践行太和殿龙椅之上的“建极绥猷”，顺承西藏僧俗的啼血呐喊，改

变这种荒谬的矮己逻辑，鼎力支持西藏僧俗抗击英吉利……他急切地等

待着北京传来的消息。

在“男尽女绝”的抗英氛围中，圣旨里

说了什么？

期盼着，期盼着，激情满怀的驻藏大臣文硕盼到的却是令他目瞪口

呆的冰凉谕旨——“接受英国提出的各种条件；立即撤出隆吐山防线”。
驻藏大臣、满洲正蓝旗人文硕跪地谢恩，接过圣旨的双手不住地发

颤，最终瘫坐在地。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向西藏全体僧俗官员传达这

个残酷的没有丝毫回旋余地的圣旨。

驻藏大臣文硕深知拆除藏族百姓用鲜血和生命浇筑的隆吐山防线，



这对大清帝国意味着：从此，藏中门户洞开。

文硕隐约预感到，这件事情处理不好，会成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

离心离德的第一道罅隙。

不敢往下想。

消息传到雪域高原金顶下的寺院、城区以及八千里边疆线时，无论

是身为贵族的古扎、身为庄园主的格巴、身为官员的本布，还是作为男

性奴仆的列巴，每个人的表情均显愕然。

大是大非，何去何从？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儒家思维，令驻藏大臣文硕走出了人生

中第一步大胆的险棋。他在意朝廷对他的看法，他更在意西藏僧俗心中

的天平，甚至认为这并不是光绪皇帝的本意。

下定决心的时刻到了——死也要和西藏官兵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

抗击英吉利的隆吐山沙场之上。

掣签诏书中有一件事更为紧迫

1887年12月23日。

光绪皇帝下诏同意金瓶掣签的诏书中还写有另一件大事，字数超过

了金瓶掣签事的三倍，核心有三：

一是，设卡不能设在西藏界内，换句话说，就是自动放弃隆吐山的

国家领土。

二是，正与英国商议边界通商，而藏众反设卡禁绝通商之路，明显

与定约背道而驰。

三是，英国尚知通情退让，西藏是中国领土，竟不知恭顺朝廷。

这种公文中罕有之语意味着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西藏地方政府和驻

藏大臣文硕身上，并在此诏书中引申出将来如造成严重后果，国家不会



对“顽梗之徒”给予保护。

驻藏大臣文硕面对诏书中“立即将设卡军队撤回，不得拖延”的命

令，书写了对他来说一生中最艰难的呈报：

西藏方面并无越界戍守，隆吐山卡兵碍难抽撤。

“并无”“碍难”的强化字词，相当于直接拒绝了皇帝的命令，这也意

味着文硕的最后一搏。

文硕的内心想着自己自1856年正式走上从政生涯成为一名户部员外

郎，弹指一挥间已是32年。

往事如昨。

记得布达拉宫张灯结彩喜迎班禅转世灵童之际，英国军队开始炮轰

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隆吐山，战争惨烈，史称第一次抗英斗争的“隆吐山

保卫战”。
仅仅在班禅转世灵童金瓶掣签半个月后，光绪皇帝就突然对军机大

臣下令，要求六百里加急，命令文硕在升泰到任后立即来京，一天不得

耽搁。此令发出七天后，光绪皇帝就对文硕的政治生涯作了彻底了断：

办事不力，不顾大局，胆大妄为，即行革职。

“胆大妄为，即行革职”八个大字令文硕不住地颤抖。他回想自己在

这片土地上走过的路，不由得想到在藏处理的两件大事：

一是，按照中央政府要求，通过金瓶掣签选出九世班禅；二是，坚

决支持西藏僧俗抗击英军。

此生对天对地对皇上，坦坦荡荡，有怨无悔。想着这些，眼泪瞬间

奔涌成行。

接任的驻藏大臣升泰当然知道文硕被罢黜的原因。他就职之后汲取

前任的教训，坚决执行清廷的退让政策。这种政策实施的结果就是中央

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罅隙开始出现。十三世达赖喇嘛面对文硕的去

职，深感朝廷不知用人，难以依靠，开始有联俄之意。



炮火带来的万众一心——隆吐山千名

汉藏兵勇慷慨成仁

隆吐山位于中国与锡金边界内侧的纳宗东北20千米处，山峦起伏、

水潺草茂、密林交错，它控制着大吉岭进入西藏的通道，战略位置极为

重要。

在隆吐山防线，除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出的藏军之外，九世班禅方

面的僧兵也出现在战场上。其时，前线总指挥最为满意的精锐则是有百

名藏兵之战术已达到“甲穷马”的水平。“甲穷马”意即经汉族军官培训的

藏兵。

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只有大刀、长矛、弓箭和原始的甩飞蝗石鞭

与火绳枪，对抗“阴险狡猾，惯耍诡计，难知究竟”［13］且拥有新式武器

的英军。

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抗击英国侵略者。

隆吐山防线，于1866年始设卡驻军，当时西藏地方政府、贵族、寺

庙都要派人参加侦察放哨。为了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除了一些寺庙专

门训练僧兵外，藏军还在隐秘的密林中修筑石头哨卡。

1888年。

西藏地方政府与扎什伦布寺堪布会议厅在开战前为了抵挡英国侵略

者对西藏的入侵，选派精壮石匠、木匠，增派人力差徭，建立新的战地

碉堡，南北上下普遍调兵，并动员北方四部之骑兵，摩拳擦掌以对付习

性狡诈的英军。据史料记载，还有一些汉兵加入到抗英的队伍中。

战争十分惨烈，藏军终告失败。

驻藏大臣长庚一方面要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一方面还要顾及西藏

地方僧俗百姓的情绪，把控好平衡点，于是说话瞻前顾后、如履薄冰；



办事小心谨慎、处心积虑，生怕出现任何纰漏和不应有的闪失。面对隆

吐山战役藏军的失利，清廷毫不犹豫顺势将其撤换。

藏事处置：两任封疆大吏升泰与奎焕

的异同

藏边仁青岗。

身为蒙古正黄旗人的升泰虽已有与俄罗斯定阿尔泰山边界的丰富谈

判经验，但亦显得焦虑不安。

当他和谈判团队一同出场时，遭到了英国谈判代表贝尔的拒绝，明

确声明务必将西藏地方代表排除在谈判桌外。

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唯英国马首是瞻——清廷同意撤兵、定界。

此次，英国人虽没有被允许到西藏地方境内通商，只是在边界进行

交易，但英国人却倍感兴奋。他们仿佛看到拿下西藏地方通商权指日可

待，仿佛看到刺刀下的布达拉宫，于是以打了鸡血般的精神状态一鼓作

气，胁迫驻藏大臣升泰前往印度加尔各答作为全权代表继续未尽的谈

判。

一周后，左右为难的升泰以双方利益都要保护为依据，作出“容后

再议”的搁置建议。在英军看来，这是其为后来侵藏留下的伏笔。

这场谈判最终催生出了孽果：中国失去西藏地方隆吐山到岗巴宗南

部的大片牧场。

忐忑不安的升泰自己也没有想到，失去国土竟获清廷通令嘉奖。

这是怎样的历史吊诡。

身处西藏的升泰，其实已经感受到英国的野心，加上朝廷派税务师

身份的英国人赫政充当自己的助手，身处其间，被裹挟感与日俱增——



英国通过赫政，完全操纵了升泰。尝到甜头的英国趁热打铁，又一

次“邀请”升泰前往印度继续上次未了的谈判。

赫政利用所处的特殊地位，充当了升泰的代表，他以印度单方面的

要求为基础，使清廷丧失了自身的权益。

在旧中国海关档案室，藏有一份把控清政府财政大权数十年的北爱

尔兰人、时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给赫政的机密电报：英使馆已通

知印度，承认你为升泰的代表，与你谈判。你可尽最大努力取得协议。

对作为驻藏大臣的升泰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做好任内西藏地方的

两件大事：一是，主持九世班禅的坐床事宜；二是，如何竭力维护西藏

的稳定。

1892年的正月，驻藏大臣升泰的公务日程安排一个比一个紧迫、重

要，他的新年除夕是在繁星布满天际的路途中度过的。因为正月初三，

他要在扎什伦布寺参加九世班禅受沙弥戒的隆重典礼。

在庄严的德钦颇章佛堂上，任何人看不出升泰内心的焦虑和英方给

其施加的巨大心理压力。他神情庄严，强撑着圆满完成中央政府交办的

九世班禅受沙弥戒这个责无旁贷的任务。

与第穆呼图克图在扎什伦布寺典礼现场分开后，升泰再一次昼夜兼

程，于正月十二抵达边境地方——仁青岗。

刚刚到达仁青岗，英国就送来了三条要命的意见。对英国人有些恐

惧又有些厌烦的升泰只好将这些意见转交西藏噶厦讨论。

反馈回来的意见是：一条都不接受。

升泰转达这个回复时，英国再次重申自己的意见：无可增删，也就

是一个字都不能改。

夹在中间的升泰要照顾各方情绪，只是没有人照顾他的心理波动。

整日周旋于各方的中央驻藏最高官员升泰无法及时排解心中郁积的巨大

压力，面对冷月边关，他久不能寐，内心与屋里的温度一样彻凉。

担任驻藏大臣仅四年的升泰最终病逝仁青岗，成为死在任上、且又



死在边境出差途中的第一位驻藏大臣。

印度大吉岭。

升泰的继任者、蒙古镶白旗人奎焕吸取了前两任的从政得失。他快

刀斩乱麻，按照朝廷的旨意在升泰死后仅一个多月就与贝尔签订了《中

英会议藏印条约》，随后又于1893年12月5日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

款》（又称《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对英国的政策做了最大尺度的退

让。

中央政府贯彻《藏印续约》的方法是采用超常规五百里加急谕令，

要求驻藏大臣奎焕对三大寺僧侣一要切实开导；二要晓以利害；三要毋

得固执成见，迷而不悟；四要照约勘明办理，不要再存异议。

高压下的贯彻并没有取得想要的效果——设立的界碑“旋被藏人拆

毁”［14］。

内争不止、外侵不断的西藏时局

1895年，光绪皇帝登基第21年，亲政第9年，九世班禅12岁。

西藏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突然称病强烈要求辞职，全体僧俗官员会议

认为达赖喇嘛已习修了全部经文，按例到18岁应开始亲政。驻藏大臣奎

焕即报经中央政府批准同意摄政辞职，年满19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亲

政。

公元1895年3月4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正式亲政。

作为西藏最重要活佛之一的第穆呼图克图阿旺洛桑·赤列绕杰虽主

动退居幕后，但其弟诺布次仁及其追随者企图杀害十三世达赖喇嘛，让

第穆拉章继续执政。据说，第穆呼图克图之弟给十三世达赖喇嘛送上了

一双“靴子”，形势由此发生了巨大翻转。十三世达赖喇嘛穿上这双装有

咒语的靴子后，突然病倒了，护法神指出了靴子里的阴谋。十三世达赖



喇嘛下令彻查，就在逮捕第穆呼图克图弟弟的当晚，在达赖喇嘛未成年

时出任摄政的第穆呼图克图竟在其驻锡地丹吉林寺暴亡，享年45岁。

西藏地方内部争斗不止、外部侵略不断的时局令初涉政坛的十三世

达赖喇嘛的政治手段趋于成熟。他从入主布达拉宫那一天起，耳边就没

有离开过“英国侵略”这四个字，抗英成为他数十年来心中的自觉。中央

政府批准其掌权，十三世达赖喇嘛首先要面对驻藏大臣“传知”给他内心

并不情愿执行的皇令：

切实开导三大寺僧众，仍遵前旨将藏哲勘界事宜遵照条约办理，毋

得始终固执，致酿衅端。

从“毋得固执”到“毋得始终固执”可以看出，中央政府措辞不断强

硬，但血气方刚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自有其价值判断。他越来越感觉昏聩

的驻藏大臣对中央政府隐瞒了什么，因为“强敌欺凌，议和非计”［15］。

其时，面对西藏时局，英国也颇感棘手，因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

世班禅正联手抗击自己，如何离间两位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领袖成为

其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于是“妙计”出炉，英方要求在班禅管辖的

康巴宗进行谈判，以引导十三世达赖喇嘛产生错觉，诱使其怀疑九世班

禅及其身边人与英国人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最终实现破坏西藏两

大格鲁派领袖团结的险恶用心。

幸运的是，九世班禅所领导的后藏僧俗依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站在

共同抗英的战线上。

驻藏大臣有泰与桂霖的入藏

新上任的58岁的驻藏大臣有泰是前任驻藏大臣升泰的弟弟。他在受

命前往西藏时极其勤奋，不断前往各部衙门查阅藏事档案、文牍，深研

藏事，希冀赴藏之后能正确处理好西藏事务。然而，当其踏上赴藏征



程，尝到山河险远、道路艰辛之苦后，这位大臣的心理逐渐发生了变

化，他日益感受到藏事的艰难与复杂。尤其是当他在途中接到要求他到

藏后立即“开导藏番，毋开边衅”［16］的圣旨时，他顿觉心灰意冷。

他一面拦阻藏军开赴前线，一面立即同意英国方面提出的谈判地

点，并要求西藏地方派员参加。

可想而知，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在这一时期对清廷大失

所望，最终彻底放弃对清廷抗英的期盼。

康巴宗。

阵前，西藏两名低级别官员在主权问题上丝毫不让，与英国侵略军

发生矛盾。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既然要谈判，就不需要带领200名士

兵，只需要几个人就可以了。

英方为首者即荣赫鹏上校。这个英军头目曾在日记中写道：交涉旷

日持久，且似有武力解决之必要。



九世班禅

1903年12月12日，千里冰封，寒风刺骨。英军在荣赫鹏的带领下穿

过高耸入云的则利拉山口侵入西藏。

当时的九世班禅对此看得非常清楚，立即与身边的三品职官札萨喇



嘛作出精确研判：

一是，如果战争在自己管辖的康巴宗打响，扎什伦布寺将不可避免

再遭浩劫；二是，荣赫鹏从亚东到江孜，英军所经之处大都是扎什伦布

寺所辖土地。

九世班禅当机立断，火速派出代表力劝英军退至边界之外。但百密

一疏，这一做法事先没有知会十三世达赖喇嘛。

新的误解由此肇源。

九世班禅派出的团队劝说无效。

再劝说，依然无效。

劝说缘何始终无效？荣赫鹏在日记中写下了真实的用意：拉萨当局

谓吾人越境事，应由班禅喇嘛负纵容之责，故班禅为避免此种纠纷计，

唯有恳余退出边境。

这恰是英国最希望看到的离间两位大活佛的良机。

在此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关系尚好。

1902年，班禅到拉萨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相见，五幕场景对不了解内

情的人看来处处显示出双方欢愉的画面：

第一幕：九世班禅在布达拉宫与十三世达赖喇嘛行碰头礼，互致哈

达；

第二幕：十三世达赖喇嘛向九世班禅传授比丘戒；

第三幕：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起见证西藏地方政府和扎什

伦布寺联合向释迦牟尼佛像献上珍贵的佛衣；

第四幕：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一同到贝觉多吉热瓦参加法

会，向“喜怒护螺龙王”献哈达；

第五幕：十三世达赖喇嘛向九世班禅赠送一尊镶有宝石的释迦牟尼

佛像。

外人只看表面，两人已肇隔阂。



第三章　肩挑政教两重担——清廷最

后七年间的九世班禅

1904年，藏历木龙年。

光绪皇帝登基第30年。

29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掌握西藏政教大权已9年多，面对英国自西

藏帕里的进攻，第二次抗英大幕由此拉开。

更新换代的快枪洋炮遭逢的依旧是刀箭棍棒。

年楚河畔的江孜，是亚东、日喀则前往拉萨的必经之地。

九世班禅此时22岁，已成长为一位仪态庄严的青年宗教领袖。

战前总动员在冰天雪地、寒风呼啸的曲米新古石墙背后的掩体召

开：

九世班禅明确表示，在这洋妖入侵的严重时刻，他和十三世达赖喇

嘛要像一个母亲生的孩子那样齐心，像一只雄鹰的两翼那样协力，任何

力量也不能把他们分开。

1904年3月31日，英军出场仅5分钟，就使这一天成为屠杀藏族军民

最多的一天。

狡猾的英军提出停火议和，诱使藏军熄灭点火绳。当停火之时，由

于藏军手中的火绳枪点火需要时间，英军的快枪压弹迅速。英军突然发

动袭击，一场大屠杀开始了！在英军马克沁重机枪的密集扫射下，驻防

曲米新古的藏军猝不及防，仅仅4分钟，就有“七百名衣衫褴褛、装备极

差的西藏人死在或快要死在高原上”［17］。

失败。

极其惨烈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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