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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外中国边疆民族史著译介》讲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走过几千年的历史，才演进成
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态、疆域版图和民族结构。
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之进退，民族之聚合，演变情形之复杂，历史进程之长久，在世界历史上也极其少
见。
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人也总结积淀了几千年来的治边理念与经验、民族观念与政策，这些成为全人类
的共同遗产。
长期以来，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学者对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
过程、中国历史上民族矛盾与民族战争问题、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问题、中国民族关系史与中华民族
整体性问题进行了深人研究，不仅活跃了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也推动着中国史学的整体发展。
这些研究既展现了中国疆域的变迁、现代国家的形成的历史动力、活力，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疆域形成
的历史必然和法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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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西藏对政教合一传统的认同 西藏达赖喇嘛认为政治与宗教没有任何冲突，不是两个对立
的个体；相反地，政治与宗教可以融为一体。
自8世纪开始，佛教确立了对西藏的统治地位。
由于佛教内部不同派系的权力争斗，格鲁派领袖得到了蒙古政府的支持，打败了其他派系最终取得了
在西藏的统治地位，成为佛教正统。
元朝专门设立了宣政院来管辖西藏事务，将西藏纳入了帝国统治版图。
但是直到蒙古国将领土赐予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1617—1682），他以及他的后继者才成为西藏的
实际统治者。
直到18世纪最后一位在西藏的蒙古统治者被杀，清朝皇帝才获得了对西藏的实际控制权。
在清朝，名义上的最高领袖达赖喇嘛实际上权力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中央政府派遣驻藏大臣与达赖喇
嘛、班禅喇嘛共同管理西藏。
因此，西藏政教合一的传统表明，藏族喇嘛作为宗教和政治的双重领袖是连接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
重要媒介。
 3.西藏在内地的使者（一般是来自于西藏的佛教徒） 在清朝，与中央政府派遣官员驻藏大臣不同，西
藏在中央政府的使者主要有在五台山的佛教高僧以及在北京雍和宫内的藏传佛教高僧。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西藏赴中央的使者受内务府和理藩院的统辖，成为连接西藏统治上层和清政府的唯
一媒介。
五世达赖1653年进京拜访顺治皇帝成为满藏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志。
 4.西藏与内地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文化方面，而不是停留在以往对西藏政治或者法律地位的争论 由于清
政府奉行民族隔离政策，保障汉族商人和住藏汉人不影响本地的文化。
因此，满藏之间的交流仅限于上层喇嘛和中央政府，这造成了西藏不同于内地的巨大文化差异。
 5.佛教内部不同的流派传统 尽管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同属于共享的佛教文化，但是二者拥有不同的宗
教流派传统，差异性很大，彼此之间交流很少。
20世纪初汉传佛教徒太虚大师根据佛教教义将佛教分为三部分：大乘佛教（北传佛教）、小乘佛教（
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密宗）。
汉传佛教属于大乘佛教，自元朝起汉藏佛教交流甚少，汉传佛教自认为是佛教的正统，与藏传佛教的
交往仅限于雕塑、服饰、佛教教义传授，文化互动并没有实质的进展。
 6.清朝对西藏的认识和管理 早期清朝与西藏的交流仅限于口述记录，自1657年五世达赖觐见顺治皇帝
，这一交流开始发生改变。
清朝政府设立了藏文官学用来培养蒙古人辅助理藩院管理边疆区域。
米歇尔。
福柯f Michel Foucault）在其著作中认为：“不了解所统辖地区的人民，那么政府就无法进行管理。
”作者认为这一理论仅适用于现代欧洲的殖民历程，但是不符合清朝同西藏的历史。
事实上，19世纪晚期发现的关于中央政府同西藏的大量汉文资料表明，西藏同内地文化有着共同的联
系。
这些汉文资料远胜于英国档案或者印度政府关于中藏关系的记录。
不过总体而言清政府对西藏的了解仅停留在贸易、语言层面，对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没有太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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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外中国边疆民族史著译介》介绍在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世界各国的国家形态相互影响、各种民
族问题交叉互动的时代，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被赋予新的生命力。
各国学者运用不同的文化资源，从不同关切角度，重新思考中国的边疆民族演进史，相关领域的新研
究成果不断面世，既创造出不少新鲜话题和研究角度，也赋予了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以多重内涵与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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