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不丹為藏人一部落，位於喜馬拉雅山之南麓，今為印度所牢籠。藏文史籍稱之為洛域，即

南方之地也，因其地位於西藏之南，稱其人為洛巴，即南方之人也。或稱其地為主域，即信奉

主巴噶舉之地，稱其人為主巴意即信奉藏傳佛教主巴噶舉派之人。藏人亦有稱其為門域，門巴

者，乃意為邊遠之地與邊遠地方人也。藏文主巴一詞滿文對音為布魯克巴，故清代漢文文獻據

滿語發音稱其為布魯克巴。此部落吐蕃時期即已納入西藏之治下，《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屢

載之。本書即蒐羅其地之漢文史料，並就己能多所註釋。內容自明萬曆四十四年即清天命元年

西藏熱隆寺僧人阿旺朗吉流亡其地統一之，和碩特蒙古統治西藏時期與西藏屢次之衝突，頗羅

鼐納入西藏之治下，清帝之頒敕書印信，內部衝突之辦理，直至清朝末年英國之入侵漸為英人

牢籠之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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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所謂不丹者，為藏人一部落也，位於喜馬拉雅山之南麓。不丹之

稱謂為近代西方諸強入侵亞洲大陸暨西藏後之稱謂也，意為西藏末端也，起

初所用者亦雜，若布坦（《西藏奏議》），布屯（《西藏圖考》），布丹（《西藏奏

議》《清代西藏奏牘》），皆譯音用字不同也。 
藏文史籍之稱謂多為洛域，即南方之地也，因其地位於西藏之南，稱其

人為洛巴，即南方之人也。或稱其地為主域，即信奉主巴噶舉之地，稱其人

為主巴意即信奉主巴噶舉之人，主字者於藏文即龍也。藏人亦有稱其為門域，

門巴者，乃意為邊遠之地與邊遠地方人也。藏文主巴一詞滿文中對音為布魯

克巴，故清代漢文文獻中據滿文發音稱其為布魯克巴、布嚕克巴，用字不同

也。然布魯克巴一詞非專用也，如上指出者，布魯克巴乃主巴滿文發音之漢

寫也，故藏地之主巴噶舉、主巴活佛於清代漢文史籍中亦稱為布魯克巴教、

布魯克巴活佛也。為與史料之統一，下文均習稱其為布魯克巴也。布魯克巴

亦有一名為洛門卡希，意為南方四門之地。 
中國大陸地區有關布魯克巴之漢文史料絕少，史料價值最大者為譯自印

度之《現代不丹》一書，該書引用之藏文史料有《布丹王統記》及《南國法

源〈布丹佛教史〉》，且明言《布丹王統記》不知作者及成書年代，據中國大

陸出版之《西藏通史──松石寶串》附錄之書目知中國大陸有《布丹教法史

──依怙善願串珠》一書，且署作者之名，想可知成書之年代，史料價值更

大，然該書既未見藏文版之出版，亦未見譯有漢文者。近年有扎洛所著之《清

代西藏與布魯克巴》一書出版，為作者博士論文改寫者，作者前後歷十餘年，

蒐羅大陸及臺灣所藏關涉布魯克巴之史料，引用布魯克巴之藏文及國外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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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料亦夥，該書為有關布魯克巴不多見之書籍也。另有吳豐培先生蒐集整

理之《清光緒朝布魯克巴秘檔》，可能即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二

○○四年六月出版之《西藏奏議  川藏奏底合編》一書之內容。 
而布丹因其鎖國閉關之政策，幾為神秘之代名詞，國人於其知之甚少，

遑論其與中國之關係哉。本人喜讀藏史，偶見史籍所載布丹本西藏之屬部，

尚驚詫之，細蒐羅之，始知吐蕃時期布丹即已納入治下，《敦煌本吐蕃歷史文

書》多載此部落之叛服無常，吐蕃贊普多次征服並駐紮此地，且於此地多次

集會議盟，修建寺廟於其地，其之人民藏化已久，清時期更為西藏之屬部，

實不虛也，而國人尚知之否。故余於讀書之暇，將所見之關涉布魯克巴之漢

文史料整理之，並盡己能稍為注釋，以供同好者一觀。 

丙申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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