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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史（汉译本）》

内容概要

该书曾于1996年由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引用了一
百多部古代藏文史籍，史料丰富。全书长达千余页，近百万字，时间跨度从藏族的起源直到1951年。
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医学、天文历算、科技，等等，是藏族历史研究的一部辉煌巨著
。该书初版不久便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重视，为广大藏学爱好者和研究人员所珍爱，
被业内权威人士评价为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较强的实用价值”、“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较
高的科学价值”的名著，是了解西藏历史、认识西藏社会、丰富藏学知识的一部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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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史（汉译本）》

作者简介

该书由西藏著名藏族历史学家恰白·次旦平措、诺章·乌坚、平措次仁先生用藏文撰写(荣获首届国家
最高图书奖)，由藏学家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精心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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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史（汉译本）》

精彩短评

1、花了几个月终于读完了，脑中一片乱麻，稍微对西藏史有个脉络，读完也差不多忘完了。
2、这次读的实际上是300页简编本，对政治史的叙述已颇为翔实。作者在辨析西藏与中国或中央的关
系上，注意用力，多有驳正。但限于宗教史观和政治环境，难免对政教上层的矛盾和斗争多所避讳，
关于社会和经济的论述尤其缺乏历史感。由此也可反观中国史研究的弊病。
3、独一无二
4、自行影印本。可笑的是说羌人的祖先是放羊的，难道说我的祖先是女牧羊人吗？
5、老辈藏族学者能写出这样较为客观的“历史”已经很不错了吧。但是过分依赖后弘期史料，逃不
掉的“宗教正确”立场和善恶评判还是让本书难以划归为严肃的学术作品
6、《西藏通史简编》简直就是一本噩梦，blabla什么都没讲什么都匆匆带过
7、看了多半！后面的是有关活佛或达赖生平的，懒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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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史（汉译本）》

章节试读

1、《西藏通史（汉译本）》的笔记-第6页

        ＂喜马拉雅山脉隆起前，由于受来自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青藏高原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
温在摄氏十度左右，年降水量在两千到五千毫米之间。到处都可以看到温带地区生长的植物，珍稀生
物多达四千余种。在如此温和的地区，不仅活动着三趾野马，而且有大量的狗、大象、兔子、鹿群等
多种动物。随着造山运动，喜马拉雅山逐渐突起并越来越高，阻挡了印度洋的暖湿气流，青藏高原的
气候以及周围环境随之发生变化，最后成为一个寒冷的地区。

2、《西藏通史（汉译本）》的笔记-第944页

        第944页称“整个色拉寺被洗劫一空”。这完全不是事实。在色拉寺杰扎仓之战中，杰扎仓未受到
大的破坏，而且XZ官员为避免寺院遭到抢劫采取了有效措施，下令用锁将杰札仓的房屋都锁上，使寺
院的财产得以保全。

同样是这一页，含糊地提到XZ政府对热振的尸体进行了检查，“结果表明中毒死亡”。这完全是误导
。XZ政府确实对热振的尸体进行了检查，但并未发现热振被杀害的痕迹。迄今为止，关于热振被“毒
死”的唯一“证据”，就是当年看管热振的狱卒回忆说，热振死前吃了政府官员给的药丸（热振当时
确实犯病了），而药丸是软的。戈尔斯坦说这种药“一般都不是软的”，但未说明有何根据。除了这
个模棱两可的情况外，再无任何“毒杀”的证据了。（而且狱卒的回忆文章还是出现在大陆的出版物
上，而这类资料对旧XZ政府基本上没什么好话可说）换句话说，热振被“毒死”的说法基本上还停留
在谣言和猜测的层次上。

3、《西藏通史（汉译本）》的笔记-第948页

        第948页提到解放军于1950年10月7日进攻昌都（地区）。实际上中G资料通常认为昌都战役在10月6
日开始。但是有关资料往往忽视了，在10月6日之前，云南的42军就已经在10月5日从南面向XZ发动了
进攻，当然也是不宣而战。所以严格来说，昌都战役是从10月5日开始的。此外，该书还省略了这样的
事实：早在这年的六月份，解放军就曾在邓柯附近“进入”金沙江以西，与XZ军队发生激战，最后解
放军失利撤退，损失惨重。因此，解放军武力进攻XZ的事情其实在六月份就已经上演过了。

该页还写道：“一小撮亲帝派提出迎请DL到国外，投靠美英争取XZ独立等，但在XZ方政府的大部分
官员、三大寺代表，特别是广大僧俗群众坚决反对之下没有能把DL迎至国外去。”

实际情况则是，昌都战役结束后不久，此前被中G派来劝说自己的弟弟接受中G的“解放”的当采活
佛（DL喇嘛的哥哥）到达拉萨，将他所知道的中G在东部的所作所为（包括中G暗示他在必要时可以
干掉自己的弟弟）告诉了DL喇嘛等人，强调中G是不值得信任的。他的现身说法引起了恐慌，促使政
府官员和DL喇嘛认为应该为流亡国外做准备。这个时候英国早已放弃帮助西藏，印度政府的态度也十
分消极，只有美国比较积极，但他们对藏人提出的保证也不足以使藏人完全放心。一些僧俗官员和三
大寺的堪布也相信中G提出的条件不会影响DL喇嘛的地位和XZ宗教的延续（这种观点纯属错觉），所
以政府决定派代表恳求DL喇嘛返回拉萨。DL喇嘛也最终认定留在XZ对于XZ的前途更加有利。总之
，DL喇嘛没有流亡国外，不过是因为藏人感到无奈和对未来抱有幻想而已，并不是他们愿意被“解放
”。而且，该书完全冤枉了英国，完全无视英国政府当时的态度，可以说是缺乏起码的中英关系史的
常识。

4、《西藏通史（汉译本）》的笔记-第946页

        第946至947页写道：“但是祖国西南边陲的XZ高原上的各族农奴还没有脱离苦海，他们急切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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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史（汉译本）》

待着幸福的阳光照亮XZ。”

这句话有两个问题。首先，中国大陆通常称XZ高原为“青藏高原”（民国称为“青康藏高原”），而
避免用“XZ高原”称呼之，因为大陆官方将“XZ”的范围限定在金沙江以西，尽管这种限定不能同
国际和藏语接轨，在英汉或藏汉互译时往往出现混乱。如果仅从字面意思来理解，“XZ高原上的各族
农奴”只能理解为是指卫藏、康和安多三区的“各族农奴”，而不仅是指“XZ”。因为这一段内容本
来是写“解放XZ”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句话是很奇怪的。第二，所谓“各族农奴”“急切地
期待着幸福的阳光照亮XZ这种事情是不存在的。在民改前，藏民普遍拥有武器，“农奴主”根本不禁
止。如果藏民感到自己需要被“解放”，那么他们完全可以自己起来造反。其实藏民一般都对中G一
无所知，东部康和安多的藏民倒是有一些人见过红军，不过红军经过藏区时抢走了藏民的食物，与藏
民发生了严重冲突（至少有数千名红军被藏民打死打伤），这种经历是不会给藏民留下好印象的。
中G资料也承认当时的藏民对解放军、对GCD“不了解”，从新疆出发的骑兵连在入藏途中还差点被
藏民射击。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昌都战役前，解放军的侦察人员曾在金沙江以西的一次活动中
袭击了几名“可疑藏民”，并打死了其中的两人，缴获一支手枪。

5、《西藏通史（汉译本）》的笔记-第8页

        藏民族也有人类起源的传说，即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男性猕猴与罗刹女结合繁衍了人类。本教关于
人类起源的记载认为：从地、水、火、风、空五大精华中，形成一块巨大的卵，卵外边的蛋壳生成白
神岩；卵内层的蛋清转变成白海螺旋转；中间温热的卵液里，产生六道有情。卵液又凝结成十八块，
其中一块变成螺形--白卵，从中出现一个有希翼之心的人。

6、《西藏通史（汉译本）》的笔记-第939页

        P第939页提到吴忠信到拉萨“主持”了DL喇嘛的坐床大典，这是完全错误的。吴忠信当时只是作
为客人出席了典礼，而毫无“主持”的权利。关于吴忠信“主持”坐床典礼的说法，完全是中国人单
方面的宣传，实际情况是中国方面“无法影响藏政府对十四世DL喇嘛转世的具体操作。”（朱丽双《
现实与表述：国民政府的特派大员与十四世DL喇嘛的认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0
期）》，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吴忠信在XZ的活动只不过为中国政府挣得了一些廉价的面
子，但是却使XZ方面感到不快，导致藏人对吴忠信印象不佳。1946年中国政府诱骗XZ政府派代表参加
南京的国民大会，中国政府准备指派人员与XZ代表交换意见时，沈宗濂提出建议不宜加入吴忠信，因
为“藏方对吴颇有误解”。

7、《西藏通史（汉译本）》的笔记-第947页

        P947提到了格达这个人，并暗示（注意是暗示，没有明确说）格达是被毒死的。其实中G长期以来
一直在宣传格达是被英国人福特毒死的。最开始《新华日报》声称福特毒死了格达，多年以后《西藏
日报》又说：“XZ反动派⋯⋯在英国特务福特的指使下”将格达杀害。尽管中G指控“英国特务”福
特杀死了格达，但始终未公布任何证据，福特本人也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指控。后来福特还成了英中
友协的负责人，提出了为他平反的请求。其实福特根本不是“英国特务”，他只是被XZ政府雇来操作
无线电的，仅仅是一名雇员，但因为他是外国人，结果注定在劫难逃，因为中G“解放”XZ的重要理
由之一是将“帝国主义”驱逐出“XZ”，但当时在XZ的西方人只有几个，而福特碰巧在昌都地区被
俘虏，于是他就稀里糊涂地成了“杀人凶手”。而格达的亲信的回忆资料中，也找不到能支持福特给
格达下毒的材料。1950年时的英国政府早就放弃了帮助XZ抵抗外敌的打算，不准备向XZ提供任何援助
。英国政府绝对不可能指使福特杀死格达。而福特本人只是一名受雇于XZ政府的无线电操作员，他没
有理由也没有权力杀死格达。

其实关于格达的死，还有一种说法，如乐于泓的《和平解放XZ日记摘抄》中提到，XZ政府噶伦噶雪
巴曾告诉他：“听说格达是拉鲁害死的。”但拉鲁本人则对此事是无可奉告或者含糊其词的态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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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史（汉译本）》

于拉鲁已经成为中G手中一个重要的统战对象，负有附和官方攻击旧XZ、歌颂新社会的任务，所以不
可能追究他的责任。这样一来，格达的死就成了一个无头案，而福特也继续被冤枉着。有意思的是，
这本书没有明确指出杀死格达的凶手，可见指控福特的确是缺乏证据（同时拉鲁又不好触碰）。

至于格达本人，三十年代他与红军合作时，红军的当时的做法是煽动藏人（博巴）独立，“博巴政府
”也是分裂中华民国的割据政权。因此格达接受的宣传原本是鼓吹藏族独立的论调。如果他一直活了
下来，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他后来会被投入监狱，成为又一起令官方感到尴尬的冤案。平措汪杰后来被
逮捕的罪名就是他读过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他当初也是被鼓吹藏族独立的宣传所吸引而踏上了
马列的贼船）。因此很讽刺的，格达活着相比他死掉对于其合作者而言更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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