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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央民族大学的藏学专业已走过了50余年的历史。
回顾所走过的历程，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指导下中央民族大学为国家、为藏区
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藏区现代化建设事业，国家安定、民族团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中央民族大学在藏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一、中央民族大学藏学专业的现状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现有两个本科专业，即藏学专业、行政管
理与藏学双学位专业。
在学生培养上，我们注重“加强基础、拓宽专业、重视实践、培养能力、发展个性、提高素质。
”目前学院已设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有学生300余名。
藏学本科专业的招生对象是藏文高中毕业生，主要培养适应全球化背景下中国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需
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专业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广，综合素质高，工作能力强，富有创新意识和
实干精神，既具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又掌握一定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课程教学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
理论教学包括面授、自学与作业、辅导答疑等环节；实践教学包括实习、毕业论文与答辩、毕业实习
、调查报告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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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社会历史和研究一直是藏学领域中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
但近年来，随着大量文献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的陆续整理和出版，使填补这段历史研究中的空白、
解决这段历史研究中薄弱环节成为可能。
 《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西藏事务》就是在系统梳理和研究近年来已出版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
档案馆所藏有关西藏地方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前人和当今学者的研究成果编写而成。
在编写过程中，以中华民国时期管理蒙、藏地方的专门机构蒙藏委员会为主线，主要援引蒙藏委员会
档案，按时间先后，将中华民国时期，尤其是国民政府时期，西藏地方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
件加以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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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际上，从1919年11月达赖喇嘛允许李仲莲、朱绣等人人藏并格外优待看，当时，达赖喇嘛已经认识
到了英帝国主义企图将西藏变为其殖民地的阴谋，并主动开始向中央政府靠拢。
(二)刘曼卿入藏室传中央政策1929年7月，国民党政府以文官长古应芬的名义，派文官处秘书刘曼卿赴
藏，以便了解西藏地方的实际情况，试探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国民政府的态度。
刘曼卿，藏名雍金，1906年出生于拉萨。
母亲为藏族，父亲刘华轩曾任清朝驻藏大臣的秘书，后任九世班禅的秘书。
1918年，刘曼卿12岁时，随同父母从大吉岭经海路来到北京。
1928年蒋介石在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代表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时，刘曼卿担任翻译。
她落落大方的举止，流利的汉、藏语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此后就在南京政府就职。
此次虽以文官处官员的名义赴藏，实则是国民政府的代表，这从古应芬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中也可
看出：“径启者：自我孙总理领导革命，创建共和，尤以扶植弱小民族，共跻平等地位为职志。
现在统一告成：寰区奠定，三民主义深入人心，党治邦基日臻巩固。
自蒋主席总揽枢机，对于边地人民，从前藩属，无时不本和平博爱之精神，力谋扶植。
回急[溯]满清暮气，军阀淫威，膜视苛待情形，深为可痛。
盖五族共和之幸福，必依主义而实行，凡我同胞，当能共喻斯旨。
法座望重西陲，必能洞观大势，于帝国主义者侵略之阴谋，谅不受其笼络，倾诚内向，千载一时，匪
惟藏卫振兴之机，抑亦中央政府所深为嘉赖者也。
现在政府定于本年十二月举行蒙藏会议，即祈法座派出代表一二人，于本年十二月以前到京参加会议
。
如因途远，派员不便，则请在现驻内地藏员酌派参加，并盼先期电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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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社会历史和研究一直是藏学领域中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
但近年来，随着大量文献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的陆续整理和出版，使填补这段历史研究中的空白、
解决这段历史研究中薄弱环节成为可能。
本书就是在系统梳理和研究近年来已出版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档案馆所藏有关西藏地方档案
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前人和当今学者的研究成果编写而成。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以中华民国时期管理蒙、藏地方的专门机构蒙藏委员会为主线，主要援引蒙藏委
员会档案，按时间先后，将中华民国时期，尤其是国民政府时期，西藏地方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
史事件加以编排。
为保持资料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我们尽量避免将档案分割、分段或节略使用，以便将中华民国时期西
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西藏社会的真实面貌更全面、更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初稿完成于2002年，由于种种原因，延至今日始付梓出版。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引文内许多地名、人名的翻译与今天有很大的差别，甚至引文中同一人名或地名
所用汉字也不尽一致。
为保持原文的真实性，我们没有修改为今天常用的汉文译名。
本书的具体分工是由喜饶尼玛负责前言、第一、第二、第六、第八、第九部分，苏发祥负责第三、第
四、第五、第七、第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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