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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藏民族关系史》

内容概要

《回藏民族关系史》主要讲述了，西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回、藏民族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两
大主要民族。《回藏民族关系史》以青藏高原及其周围地区为主要研究范围，以回、藏（因地缘关系
和史料甄别问题，有时涉及到撒拉、东乡、保安、维吾尔族和蒙古、裕固、土族等）民族为中心，以
历史上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的施政以及茶马贸易、皮毛贸易、民族民间贸易为主线，从历史、地理的
角度阐述回、藏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途径、形式、内容和过程，研究回、藏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
特点，总结这一地区民族融合的规律以及多民族分布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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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作山，男，土族，1962年10月生，甘肃省天祝县人，教授。1985年毕业于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
。1985～1995年在北方民族大学工作。1995年调至宁夏大学历史系。主要从事西北民族史教学与研究
工作。先后参编《中国回族大词典》《宁夏民族与社会发展》等著作5部，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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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藏民族关系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丝绸是中国享誉世界的产品，也是联结和维系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促使中国境
内各民族走向统一的重要纽带。通过青藏高原和吐蕃地方的交通，即是以丝绸为主而兴起的经济文化
交流之途。藏语称“丝”为“sil”，“绸子”为“gru—tsi”，皆为汉语音译。在唐蕃之间的朝贡贸易
中，吐蕃赠给唐朝的是黄金与其他方物，而唐朝回赠给吐蕃的主要是丝绸。719年（唐玄宗开元七年）
六月，“吐蕃遣使请和，大享其使，因赐其束帛，修用前好。以杂彩二千段赐赞普，五百段赐赞普祖
母，四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即赞普妃），一百五十段赐坌达延，一百三十段赐论乞力徐，
一百段赐尚赞咄，及大将军大首领各有差。皇后亦以杂彩一千段赐赞普，七百段赐赞普祖母，五百段
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733年（开元二十一年）正月，玄宗又命工部尚书李暠持节使吐蕃，“以
国信物一万疋，私觌二千疋，皆杂以五彩遣之”。如此庞大的馈赐自然不只是为了满足赞普王室及贵
族需要，吐蕃王室很有可能从事唐朝丝绸的转手贸易。在赤德祖赞时，吐蕃攻陷瓜州等地，“彼时，
唐朝国威远震，北境突厥等亦归聚于唐，（西）直大食国以下均为唐廷辖土。唐地财富丰饶，于西部
（上）各地聚集之财宝储之于瓜州者，均在吐蕃攻陷之后截获，是故，赞普得以获大量财物，民庶黔
首均能着唐人上好绢帛矣！”吐蕃将获得的大量绢缯分赐给各地千户长以上官员。这一时期，不论在
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上，吐蕃都是东西南北物资交流的中心和文化中心，在它自身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
，还对周围四邻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黄文焕所言：“七至九世纪间，吐蕃领有西域南部以及河西一
带广阔地区之时，民族交流不仅存在，并且在原有基础上以自己的特有形式继续进行，其规模之宏大
、时间之持久、方法之自然、影响之深入，都是极为动人的。” 这一时期，吐蕃及通过吐蕃的东西贸
易相当兴盛，吐蕃商旅还经常到内地进行贸易。如在陇州，吐蕃与汉民族的互市极为盛行。815年（唐
宪宗元和十年）十一月，“吐蕃使款陇州塞，请互市，许之”。吐蕃使臣往往负有替王室采购生活用
品的任务，而他们自己也顺便经营商业，其商品甚至远销西亚。敦煌汉文僧尼文书中有“丝绸部落”
。吐蕃还向民族走廊地区的西山八国和东女国等部“岁督丝絮”。《王统世系明鉴》载，在大昭寺与
小昭寺间有丝绸、布匹市场，其中迦湿弥罗一位名叫阿南达的商人在这里从事丝绸贸易，他还应邀参
加了佛教徒与苯教徒的辩论。吐蕃人不懂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技术，其所用丝绸一直依靠唐朝馈赠、
贸易和掠夺。武则天时，张鷟在判词中说：“鸿胪寺中吐蕃使人素知物情，慕此处绫锦及弓箭等物，
请市，未知可否？判：听其市取，实可威于远夷；任以私收，不足损于中国。宜其顺性，勿阻蕃情！
”唐人的气量还是很大的，不仅丝绸绫锦，就是弓箭也可以卖给蕃人。

Page 5



《回藏民族关系史》

编辑推荐

《回藏民族关系史》写到，青藏高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民族关系比较复杂。对这一地区族际关系
的研究，历来是民族史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对藏汉、回汉、蒙藏民族关系的研
究，成果颇丰。相比之下，对回藏民族关系的研究，因史料匮乏，除了回藏民族贸易这个传统的选题
之外，尚无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出现。《回藏民族关系史》并非想填补空白，只是将已有研究成果做一
梳理，抛砖引玉而已。 《回藏民族关系史》共分七章，从历史、地理角度全方位探讨回藏民族政治、
经济、文化关系的形成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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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藏民族关系史》

精彩短评

1、作为首部关于回藏民族关系的专著，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给出了一个研究的体系和脉络，值得购
买、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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