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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M.C.戈尔斯坦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与藏学家。
在西方藏学界，他独树一帜，自成一派，为国际藏学的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
本书是集西方藏学研究之大成，成为其藏学研究的代表作，也是西方研究西藏现代史的权威著作。
    本书资料翔实，引证丰富。
不仅使用大量的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回忆录及原始档案，而且使用英印政府、英国及美国政府的大
量外交政治档案。
后者的征引是目前西方有关西藏现代史研究著作中最为全面、完整与丰富的。
另外，作者还相当重视口碑资料，大量征引拉萨街头的政治民谣入史，别开生面，文笔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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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戈尔斯坦（Melvyn C.Goldstein），国际知名藏学家，人类学家，1938年2月8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市
。
1959年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
1960年，戈尔斯坦以《西藏的僧兵（ldab-ldod）研究》论文，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1958年，戈尔斯坦以《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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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喇嘛王国覆灭之原因论戈尔斯坦的西藏研究，侧重于西藏社会和历史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西藏
近现代历史的独到探索。
其代表作《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对于农奴制在西藏的覆灭和政教合一体制的
结束做了详细的分析，揭示了喇嘛王国覆灭的根本原因，他主要总结出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上强烈保守，严重地阻碍了西藏的变革与现代化进程，这是导致喇
嘛王国灭亡的主要原因。
他指出:“1959年前的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府，他们自认为是一个独特的宗教国家。
这就是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宗教国家西藏。
佛教作为一种信仰无可厚非，但是当它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之后就成了一种可怕的东西。
这样，其最高领导和宗教领袖成为一体，政治生活和宗教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宗教上的许多思想进
入了政治统治理念之中。
西藏的这种宗教思想使得西藏的统治模式有两大特点：统治者由活佛担任，禁欲主义和修道风气盛行
。
这样的制度使得西藏在1913年-1951 年脱离中央政府自由发展期间丧失了一次发展机会。
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西藏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尤其藏传佛教，它在社会与政治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
所以在西藏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总是遇到宗教方面的阻力。
而且藏传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不能根据社会的进步即时变通，总是显得非常保守，甚至有些时候成为
阻碍社会变革的障碍。
传统与变革之间产生了许多潜在的转折点， 可是在每一个转折点，寺院集团及其在噶厦政府中的同盟
者都支持最为保守的主张。
”戈尔斯坦认为，政教合一，寺院盛行，民众供养太重，严重地消耗了西藏当局的地方财政，阻碍西
藏社会经济的发展。
“寺僧们全体而不是少数活佛高僧献身佛法，提倡出家修道和禁欲主义的潜在意识需要招收并供养大
批喇嘛。
而这些喇嘛素质平平，噶厦政府答应给予喇嘛们津贴、庄园份地、化缘募捐以及寺院资助。
这一切消耗了西藏的大部分财源。
”毛泽东1956年与达赖会晤时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认为西藏的僧侣制度既不财兴也不人旺，严重阻
碍了西藏的发展。
18虽然中国官方不便直言，事实上中国的西藏专家，包括藏族学者对此持有相似的观点。
第二，在喇嘛王国覆灭的外因方面，戈尔斯坦认为，在于英、印、美等列强没有真心向西藏当局提供
有效的外交和军事援助，而只是把西藏视为一个对华外交的工具。
戈尔斯坦指出:“西藏传统的朋友和近邻拒绝提供有效的外交和军事援助。
从1913-1947年整个时期，英国都是西藏的主要支持和与西藏保持外交关系的唯一一个不相邻的国家。
英国在这个时期的目标是保持西藏作为一个缓冲区，以排除中国国民政府和俄国的影响，并使英国和
英属印度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居于支配地位。
独立后的印度政府的西藏政策同殖民地时代的英印当局西藏政策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的。
而且，他还把西藏问题看成是对中印友好关系的一种威胁。
印度政府还强烈反对美国卷入西藏事务。
”19事实上，美国的许多西藏问题专家甚至认为达赖喇嘛与西藏在冷战时代是英美用以反华的“宠儿
”，而后来被美国抛弃，成了“孤儿”与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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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梅·戈尔斯坦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在西方藏学界独树一帜，贡献巨大。
《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集西方藏学研究之大成，是其代表之作，也是西方研究西藏现代史的权威著
作。
如果你一生中仅仅只愿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那么，你就读读戈尔斯坦的这本书吧！
本书获得美国亚洲学会1989年颁发的约瑟夫·利文森奖——20世纪最佳中国图书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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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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