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海简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青海简史>>

13位ISBN编号：9787225044873

10位ISBN编号：7225044877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时间：王昱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3-01出版)

作者：王昱 编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海简史>>

内容概要

《青海简史(修订版)》由王昱主编。
青海省位于祖国西北，地处“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东北部，以往，尤其是在内地人的眼中，高原是
遥远的、不可知的，甚至还是空白的，其实不然。
这里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宗教多元，各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共同缔造了光辉灿烂的高原文化。
《青海简史(修订版)》书正是以丰富的历史资料、简练的语言风格向读者全面呈现了一个厚重、大美
的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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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昱，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研究员，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从事青海地方史研究30余年，独撰、主编或合作出版图书22部。
主持完成的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优秀”；有23项成果获奖，其中省部级一等奖独立1项、合作2项
，二等奖3项，三等奖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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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的文化 一、设立儒学与社学 二、文学与史学 三、建筑与绘画艺术 第七章清代的青海 第一节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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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光绪五年（1879年），罗马教皇将中国划分为5大教区。
宣统二年（1910年），甘肃教区主教派比利时籍神甫康国泰来到西宁，他在南大街建立天主教堂传教
，此为天主教传人青海之始。
以后在碾伯、大通、丹噶尔、西宁西川、鲁沙尔、互助威远堡等地先后设立天主堂20余处，清末教徒
近千人。
 这些外国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还开办了一些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个别人还兼做畜产品生意，谋
取经济利益，而且还常常欺压百姓，引起各族人民群众不满。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英国传教士僖得生夫妇在今同仁地区强行低价购买羊毛等土特产品，重利
盘剥，激起群众愤懑，麻巴、浪加等庄藏族群众将僖得生夫妇住所包围，并要求驱逐之，迫使清朝地
方官吏不得不将其遣送出境。
 三、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在青海的活动 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法国人古伯察等就曾到青海湖一
带进行了“考察”活动。
此后，英、美、俄、德、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先后20多次派遣人员前来青海活动，①有的历时数月
，有的长达数年。
他们之中有进行科学考察的，也有探险旅行的，其中不少人经过考察和研究，撰写出了具有较高科学
价值的报告和论著，在青海地学、生物学等学科领域产生了最早的一批成果。
但其中也不乏搜集我国各种情报者。
有的竟然以“洋大人”自居，无视我国主权，伤害少数民族同胞，因而，引起了青海各族人民群众的
反对。
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902～1904年），德国陆军中尉菲尔希纳率领黄河上游考察队在西宁、丹噶
尔、扎陵湖、鄂陵湖等地绘制地图达40多幅，并窃取了青海地区大量经济情报。
宣统二年（1910年），俄国军队大佐柯兹罗夫在青海中部地区进行活动，搜集了青海许多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资料，回国后出版了《中国之藩部探索》。
特别是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俄国普尔热瓦尔斯基率领21人的所谓探险队，荷枪实弹潜入扎陵湖
、鄂陵湖地区，探测两湖南岸及星宿海东部地形，公然将扎陵湖命名为“探险队湖”，将鄂陵湖命名
为“俄罗斯人湖”。
还在鄂陵湖岸和弄朗公河（勒纳曲）两次开抢，打死打伤藏族同胞40余人。
 在清代，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青海的渗透主要集中在光绪年间（1875～1908年），除俄、德等国三番
五次派人人青“考察”外，英、法、美、日等国也有人深入到柴达木盆地、黄河河源、青海北部山区
、河湟各地进行了类似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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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海简史(修订版)》的写作，除了重视对历代政治、军事活动的介绍外，还注意了对经济、文化和
民族等方面资料的挖掘和运用，力图从全社会的整体结构上来反映青海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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