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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英印的侵略以及清王朝的腐朽政治，西藏与内地出现不正常的关系。
本书以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清末民国时期西藏与四川之间的关系演变。
其内容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川总督鹿传霖提议将瞻对重新划归四川为缘起，详细论述了巴塘
事件、赵尔丰的川边改革、清末入藏川军末、民元四川军政府的“援藏”、1917年和1930年的两次川
藏战争，1942年国民政府未实现的“征藏”计划等。
本书史料丰富翔实，文笔流畅，对历史问题的评价中睄，是一本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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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彦勤，男，1973年生，湖北襄樊人。
2000年在云南大学师从吕昭义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民族史方向博士研究生。
2004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任昆明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川藏关系史、云南地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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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第一章　走向大一统进程中的川藏关系　　第一节　上古至唐宋的川藏关系　　西藏，是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文化特色极其鲜明的一元，就如同她那高远壮丽的皑皑雪山、万里羌塘与内地
风景殊异一样，西藏以藏传佛教为主体的文化，在中华大家庭里也有着独特的外貌与个性。
然而暂且不论文化的微观比较，我们先鸟瞰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宏大叙事，我们就会发现藏与汉同
步经历了童年、辉煌、沉沦，直至在20世纪中叶携手走进一个全新而自强的时代。
这一切或许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汉藏这一对姐妹，在共同历经的千年风雨中，他们的命运早已结
合在一起而难以分离。
　　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现，现在已基本可以认定，距今约1万一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西藏
就已经有人群活动，他们是西藏最早的土著居民。
而根据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昌都卡若遗址的发掘，新石器时代的西藏文化在继承旧石器时代土
著文化的基础上，已受到黄河上游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的强烈影响。
其出土的石器、陶器以及人工栽培的粮食作物粟，都有明显的黄河上游文化的特点，由此证明，现代
藏族的来源之一——氐羌集团这时已部分进入西藏，并与当地土著人群发生交流。
从战国到东汉这一段时期，我们已经可以从文献史料中发现羌人向青藏流移的记载。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云：“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騵戎。
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
”赐支河曲，即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一带。
东汉时期，西北羌人和东汉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在其被挫败以后，一支不满千人的羌人部落在首
领迷唐的率领下，“远腧赐支河首，依发羌居”。
《后汉书，西羌传》总结道：“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
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
”基于这一段历史，《新唐书，吐蕃传》提出“吐蕃本西羌属”的民族源流追溯，今天我们可以肯定
这种说法是不精确的——羌人进入的青藏不可能是无人区，从旧石器时代开始，这里就有土著居民生
活。
但是，羌人的确是以后形成的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决定了藏民族与汉民族先天的某种亲
缘关系。
　　6世纪前后，位于藏南雅隆河谷的雅隆悉补野部落迅速崛起和强大，西藏高原出现了统一的曙光
。
600年，雅隆赞普郎日松赞率兵攻灭藏北的苏毗政权；641年，其子松赞干布攻灭西藏西部的象雄政权
。
至此，西藏高原在松赞干布手中得到统一。
松赞干布定都逻些，强大的吐蕃王朝以高屋建瓴之势雄踞亚洲之巅，与东面的唐朝共同书写了中国历
史上鼎盛的一页。
　　吐蕃王朝初建之时，其领域没有超出今天西藏的范围，在其后的约200年中，吐蕃向其四方展开扩
张。
648年，唐朝遣王玄策使五天竺，使团遭到中天竺的攻劫，玄策走至吐蕃，发吐蕃精锐一千二百人，并
泥婆罗国七千佘骑，进至中天竺国城，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
据《贤者喜宴》记载，赤松德赞在位期间，吐蕃再次进攻天竺，吐蕃军队涉过恒河，宣称恒河以内为
吐蕃地界，并于恒河岸边立石碑、铁柱各一。
在北面，吐蕃长期力图夺取唐朝控制下的西域。
安史之乱后，吐蕃夺取河西走廊，隔断唐朝本部其驻安西、北庭军政机构的交通。
8世纪末，吐蕃夺取西域。
　　然而，作为长期生活在极高海拔的藏民族来说，其文明的扩张受到地理气候条件的制约，印度湿
热的气候使吐蕃的力量无法适应和停留，急风骤雨地南下，旋即又退回高原。
在北面的安西，吐蕃势力也最终因回鹘的排挤而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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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对藏民族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是吐蕃政权的向东扩张。
　　在当时吐蕃王朝的东面，即今川西高原和青海北部，分布着大量羌人部族。
在青海北部，有羌人国家吐谷浑；在川西，根据《隋书》记载，蜀郡西北二千余里有附国，考其地望
大致在今金沙江两岸的川西藏东一带。
除附国外，《隋书》还列举了与附国相交错的20个羌人部族名。
这些羌人部族“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
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
大业中，来朝贡。
缘西南边置诸道总管，以遥管之。
唐朝建立后，党项、白兰等羌部纷纷内附，唐朝在这些羌部中设立了大量羁縻州，以松州(今四川省松
潘县)为都督府。
　　634年(贞观八年)松赞干布求婚于唐而遭拒绝。
松赞干布乃进攻唐之属国吐谷浑，又攻破党项、白兰诸羌，进扰松州。
唐高宗显庆以后，吐蕃“岁人边，尽破有诸羌羁縻十二州”。
663年(龙朔三年)，吐蕃取吐谷浑地。
这样，吐蕃全面夺取了唐蕃之间的中间地带。
川西高原和青海北部在地理学意义上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吐蕃文明在这里表现出完全的适应性。
9世纪以后，吐蕃王朝分崩离析，但川西高原和青海北部并没有因此脱离西藏文化圈，相反，该地区
羌人与吐蕃人文化上趋同，共同形成了今天意义上的藏族。
西藏文明的东向扩张消弭了其与中原汉族文明的中间地带和空间距离，汉藏两大民族开始了直接的毗
邻和交流，西藏与四川开始面对面地相交。
　　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先后迎娶唐朝的文成公主和尼泊尔的尺尊公主。
两位公主都信佛，佛教随之第一次传人吐蕃。
此期间，拉萨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翻译了部分佛经。
后来尺带珠丹赞普第二次与唐联姻，金城公主人藏；加之吐蕃占领河西，当地的一批汉族僧人被送到
拉萨，汉传佛教在藏影响有所扩大。
8世纪中叶，汉传佛教势力与在藏印度僧人发生对立，印度僧人一度被排挤。
752年，印度密教大师莲华生受赤松德赞赞普的邀请来到吐蕃。
在赤松德赞的主持下，莲华生作为印度佛教的代表与汉传佛教的代表大乘和尚进行了长达7年的佛法
大辩论。
双方在理论上的分歧主要是成佛的途径是渐是顿，以后的西藏佛教史籍称印僧一派为“渐门巴”，汉
僧一派为“顿门巴”。
辩论结果，大乘和尚失败并被迫离开吐蕃，赤松德赞下令禁止引入汉地佛教经典，汉传佛教从此在藏
影响趋于式微。
其实，佛法理论之争是次要的，赤松德赞的直接介入才是这场辩论胜负的主要原因。
考虑到当时唐蕃军事对抗的背景，吐蕃上层当然需要一种遥远的，对吐蕃没有现实影响的意识形态，
而非来自唐朝的，这才是辩论胜负的关键所在。
据藏传史籍说，大乘和尚返回内地之前多次企图谋害莲华生，至今藏传佛教寺庙中还有一种降伏顿门
巴的仪式，其中的大乘和尚一副狰狞面目，失败者被妖魇化。
　　然而佛教在吐蕃始终受到西藏传统宗教——本教的极力顽强抵抗。
本教是西藏本土最古老的宗教，具有萨满教的信奉万物有灵的一般特征，本教巫师在吐蕃国家政权中
有很高地位。
841年，支持本教的贵族发动政变，杀死崇佛的赞普热巴巾，随之开始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此后100
年间，佛教在吐蕃几近绝迹。
藏传佛教的前弘期结束。
lO世纪下半叶，卫地从青海，阿里地区从尼泊尔和克什米尔重新引回佛法，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开始。
西藏高原自9世纪吐蕃王朝覆亡，政治上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后弘期的各地宗教势力同各地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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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主相互需要，合作依存，这种地方性的结合使得藏传佛教演化出许多教派。
　　同藏族的缘起相似，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也和氐羌系统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华夏始祖黄帝一族最早生活在祖国西北的陕北陇东一带，过着“迁徙往来无常处”的生活；炎帝一族
最早生活在西北的渭水流域，他们应为氐羌的一支。
黄帝族的一支后南下进入四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日玄
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即岷江。
明以前，以岷江为长江正源)；其二日昌意，降居若水(今雅砻江)。
昌意娶蜀山氏女。
”上古时代的“四川人”为氐羌已为考古所证实，据1964年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理县和汶川县的
考古发现，出土的彩陶、纹饰、石斧、石凿与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相似，证明川西北从新石器时代
开始就和黄河中上游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
　　进入商代，生活在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这部分氐羌被商人称为“蜀”。
蜀作为周的同盟参加了讨伐商纣的战争，证明其已具备一定实力，并与中原各部族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约在西周至春秋中期，蜀王杜宇建都郫邑(今郫县)，“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
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
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蜀成为与中夏诸国并立的一员。
到了战国前期，开明氏统治下的蜀国迁都成都。
此时，中国开始露出统一的曙光，蜀国北面的秦国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后，国力蒸蒸日上，有扫
清六合，一统诸夏之势。
蜀邻秦而国弱，秦人认为“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兵足以富民缮兵”，选择蜀作为秦统一大业的第一
步。
公元前316年，秦军灭蜀，并趁势东向灭巴。
四川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从地理上来看，四川是个多山的省份，平原仅占全省面积(包括今重庆直辖市)的2.54％，丘陵
占18.64％，其余全部为山地和高原”。
然而以成都平原为主体的仅21.18％的平原和丘陵地区是中国古代最为膏腴的地区之一。
早在西周时期，成都平原就有了广泛的农业，《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
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
”开明氏统治时期，蜀人对成都平原最重要的河流——岷江进行了初步的整治。
然而，真正对四川历史有着深远历史影响的水利工程是在秦国时期完成的。
战国晚期，秦蜀郡郡守李冰主持修建了大型的综合水利工程都江堰，变岷江泛滥之害为灌溉之利，“
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
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此后历代对都江堰多有修葺。
由于从很早就拥有了优越的水利条件，四川形成了发达的农业。
农业的繁荣又促进了其冶铁、盐井、织锦等手工业的发展，汉朝人总结道：“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
腴，果实而生，无谷而饱。
女工之业，覆衣天下。
名材竹幹，器械之饶，不可胜用。
又有鱼盐银铜之利，浮水转漕之便。
”富饶进一步使四川生齿繁盛，整个封建时代，虽然其曾经历数次生灵涂炭的严重战祸，到清末，仍
然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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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藏，祖国的神圣领土；藏族，中华民族的一员，汉族的血亲。
藏族和汉族都是由上古时的四方部族经过血缘的交融、文化的整合，最终锻造而成。
而这两个民族又拥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即氐羌，所以我们说汉藏是血亲。
唐代以来，两大民族开始了密切交往。
13世纪，西藏被正式纳入了由中华民族的另一成员蒙古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元朝的版图。
此后，不管是汉族建立的明朝，还是满族建立的清朝，西藏始终在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下，是祖国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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