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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史(民国卷 上下)》

内容概要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承担的国家重点课题“西藏通史”的研究和编写任务业已完成，十卷本的《西藏通
史》就要陆续出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本书《西藏通史 民国卷》以“民国时期”（1912—1949）为时
间段，全面系统的介绍了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西藏地方的历史。全书分上下两册，共14章，涵盖西
藏地方的政教制度、社会经济、宗教、文化教育、社会生活以及学术研究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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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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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国政府宣布五族共和
第二节 第一次康藏战争及民国政府与英国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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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所谓的《蒙藏协定》
第二章 西藏地方政府与西姆拉会议
第一节 西姆拉会议及其破产
一 英国策划中英藏三方会议
二 西拉姆会议
第二节 英藏秘密新订通商章程和私划印藏边界
一 英藏秘密新订通商章程
二 英藏关于藏印边界的秘密换文及所谓的“麦克马洪线”
第三章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与康藏第二次战争
第一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
一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的背景
二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的改革措施
第二节 1917年—1918年第二次康藏战争
一 战争的背景和起因
二 康藏战争与《暂议停战退兵条件》的签订
第四章 英国催促续议藏约及民国政府改善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第一节 英国催促续议藏约与中国各阶层的坚决反对
一 1918年—1919年英国催促续议藏约
二 全国各阶层坚决反对与英国续议藏约
第二节 民国政府改善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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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20年—1926年西藏局势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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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1923年—1926年西藏局势的变化
一 九世班禅喇嘛离藏北上
二 西藏亲英军人集团夺权事件
第六章 西藏地方与民国政府关系的改善及其与康、青的战争
第一节 民国政府改善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一 民国政府派遣棍却仲尼入藏及西藏驻京办事处的成立
二 民国政府先后派遣刘曼卿、谢国梁入藏及英国的维尔使团
第二节 西藏与康、青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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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金寺与白利争产纠纷引发的西藏与康、青的战争
二 岗托协议与青藏和约
第七章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西藏局势
第一节 1932年—1933年的西藏政局及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
一 1932年—1933年的西藏政局
二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
第二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上层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
一 土丹贡培事件
二 邦达昌事件
第八章 热振活佛摄政时期的西藏
第一节 热振活佛摄政与龙夏改革运动的失败
一 热振活佛摄政
二 龙夏改革运动的失败
第二节 黄慕松入藏册封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返藏受阻
一 黄慕松入藏册封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
二 班禅喇嘛返藏受阻及英国的干涉
第三节 寻访十四世达赖喇嘛灵童及吴忠信入藏主持灵通坐床典礼
一 寻访十四世达赖喇嘛灵童及热振活佛执掌西藏政教大权
二 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及民国政府驻藏办事处的正式成立
第四节 热振活佛摄政后期的西藏政局及其卸任
一 热振活佛摄政后期的西藏政局
二 热振活佛的卸任
第九章 达札活佛摄政前期的西藏
第一节 阻挠修建中印公路和“西藏外交局”事件
一 阻挠修建中印公路
二 “西藏外交局”事件
第二节 1942年至1946年西藏的局势
一 关于中国使用西藏畜力运输线问题
二 英国对国民政府出兵西藏的干涉
三 美国首次派遣代表团入藏
四 英国调整对藏政策及其对西藏的影响
第三节 英国觊觎、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
一 1941年前英国觊觎和蚕食“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
二 1942年后英国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及与西藏的交涉
三 印度独立前夕英国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活动
第四节 国民政府加强改善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一 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加强改善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二 西藏代表参加南京国民代表大会
三 “西藏革命党”事件
四 十世班禅转世坐床
下册
第十章 达札活佛摄政后期的西藏
第一节 1947年的“泛亚会议”
一 “慰问同盟国代表团”在印度的活动
二 1947年的“泛亚会议”及西藏代表在会上的活动
第二节 热振事件
一 林州宗事件及达札与热振矛盾的激化
二 热振事件及其后果
第三节 “西藏商务代表团”的分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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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印度独立后的对藏政策及美国对藏政策的调整
二 “西藏商务代表团”的组成
三 “西藏商务代表团”的印度之行
四 “西藏商务代表团”的英美“签证”及美英之行
第四节 噶厦的“反共活动”与“驱汉事件”
一 1949年的国内形势和国民政府驻藏机构
二 “冷战”格局下美国对藏政策的变化
三 噶厦的“反共活动”与“驱汉事件”
第十一章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政教制度
第一节 政教合一的政权机构
一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摄政
二 噶厦及其所属机构
三 班禅的扎什伦布寺拉章和堪布会议厅
四 民众大会
五 西藏职官品级制度
第二节 西藏地方的行政机构
一 基巧公署
二 宗谿
三 谿卡
第三节 西藏地方的军事制度
一 藏军的体制和装备
二 藏军的规章、军风、军纪和军事训练
三 军士来源、军费和装备
第四节 西藏的法律制度
一 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治藏法律
二 西藏地方法律制度
第五节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涉藏、驻藏机构
一 蒙藏事务处（局）、蒙藏院与蒙藏委员会
二 驻藏官员和机构
第十二章 民国时期西藏社会经济和制度
第一节 农业与畜牧业
一 农业
二 畜牧业
第二节 手工业和商业
一 手工业及近代工业的萌芽
二 商业与交通
第三节 西藏地方与英国的贸易及其影响
一 民国时期英藏贸易的增长及其特征
二 藏印贸易的影响
第四节 封建农奴制的经济制度
一 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人身依附
二 土地经营方式和封建地租
三 藏北牧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经营方式
四 阶级和等级制度
第十三章 民国时期西藏的宗教与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第一节 西藏以格鲁派为主的藏传佛教
一 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格鲁派的整顿和改革
二 格鲁派主要寺院的整修和扩建
第二节 民国时期西藏的寺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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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寺院与僧官
二 寺院内部组织
三 寺院僧兵
第三节 民国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一 民国初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复兴与特征
二 民国后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兴盛及意义
第十四章 民国时期西藏的文化与社会生活
第一节 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
一 文学艺术
二 科学技术
第二节 文化教育
一 传统的寺庙教育
二 官办俗官、僧官学校和私塾
三 近代教育
四 西藏留学生
第三节 社会生活
一 谿卡农民的社会生活
二 部落牧民的社会生活
三 世俗贵族的社会生活
四 寺院僧侣的社会生活
第四节 民国时期的藏学研究
一 研究概况
二 政治研究
三 经济研究
四 历史与地理研究
五 宗教文化与教育制度研究
六 文学艺术与文献研究
附录
一 参考书目文献
二 人名地名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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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西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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