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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西藏与喜马拉雅山南麓国家的历史关系是西藏历史研究领域一个十
分重要的内容。
扎洛编著的《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利用丰富的汉文、藏文 、满文、英文文献，特别是大量鲜为人知
的档案文献和藏文史料，系统梳理
了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今不丹）之间复杂而曲折的关系演变过程，展示了 喜马拉雅山区域史所特有
的深度与内涵。
作者在史实考证的基础上，深人分
析了清代中央王朝的宗藩体制是如何移植、运用到喜马拉雅山地区，以及在 面临英国殖民势力挑战时
所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应对行动，提出了“清代的喜
马拉雅山宗藩关系模式”的概念，认为在清朝整体性的宗藩体制之下还存在 地区性的次级系统。
基于这一视角，《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对于深化和拓
展中国边疆史、对外关系史、清代政治史部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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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正当英国人寄厚望于穿越喜马拉雅山的贸易之时，尼泊尔廓尔喀王朝的崛起，使英国人的
计划遭到了挫折。
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
白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
自公元9世纪以来，虽然加德满都河谷尼瓦尔人（Newars）建立的马拉王朝（880-1768年）盛极一时，
但也未能统一尼泊尔全境。
15世纪时，马拉王朝分裂为加德满都（kath-mandu，藏文史书称yam-bu/阳布）、巴特冈（Bhatgaon，
藏文史书称kho-khom/库库木）及帕坦（Patan，藏文史书称ye-ran／叶楞）三个王国，其后三个国王之
间彼此不和，互相争斗。
尼瓦尔人之间的矛盾给新兴的廓尔喀人以可乘之机。
廓尔喀本是尼泊尔西部一个土邦，14世纪伊斯兰教侵入印度时，印度北部乌台浦尔（Udaipur）地方的
拉奇普特族（Rajput）因不愿受伊斯兰教统治者的压迫而逃到尼泊尔，占领了廓尔喀土邦。
18世纪中叶，廓尔喀王朝在普里特维纳拉扬（Prithvinarayan，1722-1774年）统治时期，凭借英勇善战
的军队而迅速崛起，并利用尼瓦尔人三国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吞并了加德满都河谷，还一度控制
了西藏境内的贸易重镇聂拉木和济咙。
尼瓦尔人信奉佛教，因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与西藏保持着良好的经济、文化关系，通过尼泊尔到西
藏的贸易线路吸引着南亚和中东的商人远道而来。
而廓尔喀人信奉印度教，他们对尼瓦尔人的兼并、对贸易通道的控制，以及与西藏之间复杂的货币问
题等，迅速导致尼泊尔与西藏关系的恶化以及贸易额的衰减。
普里特维纳拉扬驱逐住在尼泊尔的外国商人，同时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又加重对商人的征税，致使几
乎所有的商人纷纷离开尼泊尔转寻其他商道。
　　18世纪60年代，当廓尔喀向尼瓦尔人三国扩张时，帕坦王向东印度公司求援。
为保持对藏贸易线路的畅通，东印度公司于1767年派金洛奇（Kinloch）上尉率领一小支军队前往援助
。
但是英国军队由于后勤供应短缺和疟疾蔓延，在尼泊尔东南部的泰莱（Tarei）地区病毙过半，不得不
停止前进，无功而返。
1769年，詹姆士·洛根（James Logan）毛遂自荐，再次前往支援尼瓦尔人三国抵抗廓尔喀的兼并，结
果当他赶到尼泊尔边境时，尼瓦尔人三国已被廓尔喀完全征服。
英国人不仅未能实现扩大贸易的目的，甚至连原先的贸易利益也丧失了，于是东印度公司开始寻找其
他通往西藏的商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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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扎洛编著的《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的研究就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基本脉络，研究这种宗藩关系的形
成、发展与衰落的历史过程。
其中特别关注以下线索：古代西藏传统的对外关系模式对这一阶段两地关系的影响；中央王朝的宗藩
体制如何移植、运用到喜马拉雅山地区；自18世纪后半期开始，当英国势力开始向喜马拉雅山地区扩
张时，这种新的政治势力对原有的两地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冲击；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宗藩关系的基本
内容、形式，及其在面对殖民主义势力挑战时的自我调整、反应的能力。
总的来说，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之间的关系既是清朝整体对外关系的组成部分，又具有鲜明的地域、
文化特色，通过这项研究也有助于了解清朝对外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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