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区是藏族传统三大历史地理区划之一，西接

卫藏，北连安多，介于西藏与内地之间，自古以来是

青藏高原与中原文明之间最为重要的交汇与连接

地带，也是青藏高原文明孕育发展的重要来源地之

一。因此，尽管现代康藏史研究起步较晚，却一直在

藏学研究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尤其是近

十余年来，康藏史研究日趋成为藏学研究的热点，

取得一系列令人可喜的成果。本文主要结合相关论

著与研究课题，检视近百年现代康藏史研究的主体

脉络，尤其关注从宏观视角阐述的论著，总结康藏

史研究中存在的缺陷，以期从总体上把握康藏史的

研究趋向。

一、康藏史研究的趋势变迁

从现代学术角度开展康藏史研究肇始于 20 世

纪 30～40 年代。其时，任乃强、李安宅、李有义等藏

学先辈率先开展了康藏史的研究。康藏史首部专著

是任乃强的《康藏史地大纲》[1](1942 年），该书约

10 万字，分“康藏鸟瞰”、“康藏古史”、“康藏近史”、
“康藏现况”四部分，概述西藏与西康的历史、现状

及二者关系。该书虽涉及康藏史内容，但因其主要

着眼于西康建省背景，故描述西藏与西康关系以及

西康建省内容较多，真正涉及康藏史的内容有限，

仅为“大纲”性质。任乃强的另一著作《西康图经》[2]

详细描述了民国时期西康之境域，民俗及康、藏地

界之变化，保存大量珍贵资料，是现代康藏研究的

奠基之作。此外，民国时期涉及康藏地区历史、社会

与文化的著作还有：傅嵩炑《西康建省记》上卷[3]、
陈重为《西康问题》[4]、李亦人《西康综览》[5]、法国传

教士古纯仁（Francis Gore）《川滇之藏边》[6]等等，

这些著作均不同程度地记述了西康之境域、社会与

历史沿革。但是民国时期康藏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未出现专门的康藏史著作。一些著述虽涉及康

藏史，却多为表面描述，内容也主要偏重近代康藏

历史。不过，民国时期的相关论著为康藏史研究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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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初步基础，保存了不少近代康藏史珍贵史料。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康藏史研究一度沉寂，

除 50 年代在康区进行的社会历史调查外，研究成

果甚少。70 年代末以来，康藏史研究渐趋活跃。迄

今为止，尽管还没有一部在区域上囊括整个康区范

围的完整、系统的《康藏史》问世，但是，在康区范围

内却出现了一些按照行政区划编写的区域性通史。
如格勒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7](1984 年）以甘

孜藏族自治州为单元，依据汉、藏文献及考古资料

和民间调查材料，上起石器时代，下迄 1950 年，通

俗地描述了甘孜州历史发展面貌，内容涉及政治、
经济、文化、民族诸方面，该书是较早出现的对康区

某一局部区域的通俗类史话。林俊华的《康巴历史

与文化》[8](2002 年）也大体承袭此脉络，对甘孜藏

族自治州历史与文化作较全面的描述，补充了不少

新资料，也吸收了一些学术界研究成果，在内容上

更为丰富全面，也更具学术性。此外，属于康区局部

区域史的著作还有王恒杰《迪庆藏族社会史》[9]，该

书以社会史的视角梳理了迪庆自治州藏族社会的

发展历程。谢廷杰、洛桑群觉编著《西藏昌都史地纲

要》[10]则纲要式地考察昌都地区的历史源流、宗教、
政治与社会发展及其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李光

文、杨松、格勒主编《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

化》[11]分三编，其中第一编按照通史体例叙述了昌

都地区历史的大致脉络，但较概略，仅为粗线条勾

勒。目前在康区范围内，按行政区划编写区域性通

史的仅有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

州和西藏昌都地区三地。这些在康区范围内按行政

区划编写的区域性通史具有的开创之功和建设性

甚大，为康藏史整体脉络的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但其缺陷有两个：一是按行政区划编史，研究视野

受到较大限制，缺乏对康藏历史整体面貌的观照；

二是总体上仍以粗线条或轮廓性史实叙述为主，对

史料的汲取和消化尚不充分。
近二十年来，随着藏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国

内涉及康藏历史的相关论著日益增多，内容趋于广

泛，研究视角与方法趋向多元化。特别是受各类社

科基金资助，先后出现了一批涉及康藏史的研究课

题与研究成果。任新建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康藏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2003 年），研究和梳

理了从清代后期瞻对事件到民国时期西康建省的

史实，并按照通史体例，着力于对重大政治事件前

因后果的论述，是对近代康藏政治与民族关系比较

全面的论述，尽管研究深度尚有欠缺，但仍具一定

的开拓性。[12]石硕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藏族族源与川、滇西部及藏东古文

明研究”（2001 年），探讨康区在藏族族源中的重要

地位与作用，该项目成果《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
[13]依据敦煌藏文写卷、考古材料和大量民族志及史

诗传说等材料，对康区的古代民族系统及其演变源

流作了新的探讨，分析康区与西藏之间存在密切的

渊源关系，认为康区是藏地文明孕育和发展的重要

来源地之一，特别是提出了藏族始祖传说中的“猕

猴”种系人群，即汉文记载中的“夷”系人群乃出自

西藏东部横断山区的康区的新观点，此观点受到藏

学领域的广泛关注。吴彦勤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

研究基金项目“清末民国时期川藏关系研究”及形

成的《清末民国时期川藏关系研究》[14]（2007 年）一

书，分清末、北洋政府和民国时期三个阶段研究川、
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特别是探讨了康区在近代

川、藏关系中的作用，深化了对近代康区政治地位

的认识。曾现江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

金项目“北方草原民族与藏彝走廊”（2007 年），其

成果《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以蒙古族为中心的

历史学考察》[15]全面研究明末清初蒙古势力向康区

的扩张，梳理元以来蒙古势力在康区的兴衰起伏及

其对康区政治格局的影响，此问题过去尚无人作过

系统研究，是近年康藏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王川

主持的 2002 年和 2005 年四川省社科项目“民国时

期四川藏区社会史研究”、“近代藏区的民间宗教研

究 1840-1949”以及 2004 年国家社科项目“中国藏

区的民间宗教与信仰研究”，共形成了《西藏昌都近

代社会研究》[16]、《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17] 两个

成果。两书为专题论文集，内容广泛涉及近代西昌

及四川康区的政治、文化、民间宗教、经济诸方面，

在许多个案研究上均有所开拓和深化。康区地处怒

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穿流的藏彝走

廊地带，藏彝走廊研究也是近年康区研究的一个新

视角和新领域。石硕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

项目形成的研究成果《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

源流》[18]（2009 年）一书，从民族走廊角度对包括康

区在内的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作了全面、
系统探讨，梳理了唐以前康区的民族活动及与迁徙

流动情况，特别是对康区藏缅语民族来源以及氐、
羌、夷、越等的演变源流作了细致的分析探讨，提出

了认识唐以前康区民族源流演变的新框架。石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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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 2010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型藏区地

方史 < 康藏史 > 编纂与研究》首次以通史体例，全

面呈现康藏历史的基本脉络与整体面貌，试图为康

藏史研究确立一个基础性的坐标与参照模本，这将

把康藏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除此以外，近年立项的涉及康藏史的研究项目

还有：吴建国于 2006 年立项的国家民委社科项目

“西康史研究”，该项目重点研究民国时西康省历

史，但相关研究成果尚未出版。徐君主持的四川省

社科项目“近代基督教在康区传播研究”（2006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碰撞与交流：基督教在

藏区传播研究”（2005 年） 主要致力于近代基督教

在康区传播的研究。赵艾东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近代外国人在东部藏区的活动与中西文化交融

研究”（2008 年） 研究近代外国人在康区活动以及

康区的中西文化交流，已发表多篇相关论文。[19]黄

天华主持的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社科研究课题“国家

整 合 与 边 疆 政 治 ： 以 西 康 建 省 为 考 察 中 心

（1906-1949）”（2008 年）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

金项目“边疆政制建置与国家整合：以西康地区为

考察中心”（2010 年） 将西康建省这一重大历史事

件置于国家与边疆关系、政治整合与国家统一的视

角加以研究，已发表多篇前期研究论文。[20]邓杰主

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基督教与民国时期川

康民族地区地方疾病防治研究”（2008 年）、四川省

社科项目“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研究”
（2004 年）、“四川少数民族地区近代医疗事业的初

步发展———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医疗卫生服务

个案研究”（2006 年） 等研究民国时期基督教会在

康区开展的医疗、农业生计等服务事业，已发表多

篇相关文章。[21] 王海兵主持的国家社科青年项目

“明清时期边缘藏区的移民、开发与族际互动研

究”、王正宇主持的国家社科青年项目“川滇藏交界

地区藏族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认同研究”、田茂旺主

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西部项目“南路边茶之流动研

究———藏彝走廊区域内的市场、权力与族群互动”
均属 2010 年新立项的同康藏史相关的研究课题。

二、康藏史研究中产生的重要成果

除以上康藏史研究课题及产生的成果外，在康

藏史领域还产生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兹按

政治史、民族史、经济史和宗教、教育及其他问题分

述如下。
（一）康藏政治史

康藏政治史特别是近代政治史的研究近年呈

现出不断拓展、深入的态势，许多事件已经成为学

界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马菁林《清末川边藏区改

土归流考》[22]是对清末康区改土归流问题进行比较

系统、全面研究的专著，该书立足于大时代背景，详

细考证了清末在康区改土归流的缘起、过程及所包

含的历史合理性；台湾学者冯明珠《中英西藏交涉

与川藏边情 1774-1925》[23]一书依据大量档案资料

撰著而成，对清末川边改流始末及其中英西藏交涉

作了较深入的阐述与评价。台湾学者张秋雯的专

著《赵尔丰与瞻对改流》[24]将瞻对改流问题视为赵

尔丰川边改流之关键，深入论证了清末收瞻举措的

曲折过程及其意义，该书史料扎实，研究颇具功力；

王川《近代民族关系史上的西康建省及其历史意义》[25]、
黄天华《论民国时期西康建省》[26]均梳理了西康建

省的历程，并从不同视角审视其历史意义；土呷《昌

都历史文化的特点及其成因》[27]则通过长期实地调

查，结合大量文献资料，对昌都历史文化的特点及

其成因进行剖析。王海兵《唐蕃西川战争及相关路

线考辨》[28]总结唐蕃之间两百余年西川之战的特

点、得失及作战路线。
（二）康藏民族史

对康区广泛分布的石棺葬遗存及所对应的古

代民族，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29]从

考古类型学角度对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葬进行分

期与分区域研究。石硕《试论康区藏族的形成及其

特点》[30]是较早探讨康区藏族形成历史过程及其特

点的一篇论文，该文从吐蕃向康区扩张到藏传佛教

后弘期佛教向康区的传播，详细分析康区民族的

“藏”化过程及其特点的变化，提出藏传佛教在康区

的传播与普及是康区藏族最终形成的重要标志；张

云《古代藏族“四氏族”、“六氏族”传说的形成及其

文化内涵问题》[31]对藏文文献中比较流行的“四氏

族”、“六氏族”的传说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所谓

“四氏族”、“六氏族”乃是吐蕃时期青藏高原各部落

情况投射的观点，并深入阐述包括康区在内藏区各

氏族地理位置及其与吐蕃王族的关系；廖建新《康

区藏族的历史源流回眸》[32]一文粗略叙述康区藏族

的历史源流，重点论述了清末以来康区的重大历史

事件；冯智《云南藏族历史的几个特点及其成因》[33]

总结云南藏区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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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对隋唐时期康区族群及部落分布格局的系

统论述，当以李敬洵《七至九世纪川西高原部族考》
[34]、李绍明《唐代西山诸羌考略》[35]两文最具代表性，两

文皆以翔实的文献资料，细致考证了七至九世纪川

西高原的部族变迁、地望及相互关系。潘发生《丽

江木氏土司向康藏扩充势力始末》[36]采用音义分

析、文献及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对木氏土司向

康区的扩张始末作了系统而概略的探讨。石硕、邹
立波《近代康区陕商在汉藏互动与文化交流中的角

色》[37]一文则从族群互动与文化交融的视角，指出

陕商重视文化与社会交往在汉藏族际商贸中的作

用，并分析陕商在汉文化向康区传播与汉藏文化交

融过程中扮演的双重角色。
（三）康藏经济史

以茶马贸易为代表的汉藏商业贸易，是康藏史

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贾大泉《汉藏茶马贸易》[38]一

文较为完整地研究了宋、元、明、清各代汉藏茶马贸

易，特别是对川茶经由康区入藏贸易情况论述甚

详，该文史料扎实，研究较为系统和完整，建树甚

多；张莉红《论明清川藏贸易》[39]一文探讨了明清时

期川藏贸易从茶马互市、朝贡贸易、粮台、驿站贸易

到开放的藏区民间贸易的发展历程及由此形成的

汉、藏贸易网络。至于近代康藏的经济情形，史料浩

繁，却长期未引起学术界重视，较全面论及者，如刘

君《康区近代商业初析》[40]，该文分商贾、商品、商
道、交换与货币及其特点来介绍康区商业的一般概

貌；王恒杰《解放前云南藏区的商业》[41]就历史上云

南藏区经济贸易的具体结构、所采用的经营方式、
市场与货币、商业经济的社会组织及其作用等问题

作了探讨。
（四）康藏宗教、教育及其他问题研究

有关康藏宗教史的研究，以往仅王森《西藏佛

教发展史略》[42]等少数著作中略有涉及，但系统研

究甚少。邹立波《7-9 世纪康区佛教及其特点研究》
[43] 一文是对吐蕃时期佛教在康区传播及其特点的

首次梳理。作为郭声波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

项目“青藏高原历史地理”（2002 年）子课题之一，

王开队撰著《康区藏传佛教历史地理研究 （8 世纪

-1949 年）》[44] 对吐蕃东扩以来藏传佛教在康区的传

播与演变情形作了较系统的研究与论述；教育方

面，刘先强《20 世纪上半叶康区师范教育发展述

论》[45] 是对 20 世纪上半叶康区师范教育发展的较

全面梳理。邓前程《试论清末至民国康区外国教会》[46]主

要依据档案文献资料说明康区外国教会的传播、发

展及其特点；刘君《康区外国教会览析》[47]分析外国

教会在康区立足、发展过程，及其内部组织与经营

情况，但史实多有舛误之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鉴

于康区地域文化的突出特点，近年一些从事康藏研

究的学者提出了建立“康巴学”作为藏学一个分支

的构想，李绍明、任新建《康巴学简论》[48]、石硕《关

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问题———兼论康巴文

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49]、林俊华《关于康巴

学几个基本概念的认识》[50]等文均围绕此问题展开

讨论，引起藏学界的关注。
国外康藏史研究始于 19 世纪下半叶，但是相

关研究一直较薄弱，亦未出现以康区为整体区域的

《康藏史》著作。近十余年，在美国藏学家艾普斯坦

（Lawrence Epstein）等学者的推动下，康藏史研究

逐渐受重视，自 2000 年第九届至 2010 年第十二届

国际藏学会，均专门开设康藏研究专题组，并先后

汇集出版《康巴历史：民族、地方和权威的视野》
（Khams Pa Histories; Visions of People,

Place, and Authority）[51]、《东部藏区历史研究》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astern Tibet）[52]

等康藏史方面的论文集，集中展示最新的康巴研究

成果，其所收论文多偏重于康藏近代史的研究，并

以注重微观个案研究为特点。此外，国外也出现一

些涉及康藏史的专题性著述。法国藏学家石泰安

《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53] 一书利用藏文文献与传

说，对包括康区在内的藏东古代部落氏族进行分

类，并分别阐释其相互关系、地理位置、历史及其与

卫藏藏族的关联。萨缪尔（Geoffrey Samuel）出版

的《文明的萨满：藏族社会中的宗教》概略性地论述

康区历史，尤其是各土司的面貌。日本藏学家佐藤

长《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54]通过对比汉藏文献相

关记载，基本澄清包括康区在内的明代藏区八大教

王的历史面目；美国密歇根大学噶勒（Alexander

Patten Gardner）博士论文《康区 25 大宗教场所：

19 世纪东部藏区的宗教地理、神启及非宗派主义

运动》[55] 着重从康区文化单元的视角论述 19 世纪

康区以藏传佛教为主的宗教演变和格局。美国学者

王秀玉的博士论文《四川与康区寺院的战事：清末

藏区“新政”的军事前奏》[56]，研究近代四川地方政

府如何通过与康区巴塘、理塘寺院间的百次战争，

以达到改土归流与加强省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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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综上所述，国内外的康藏史研究已取得不少成

果，内容涵盖日趋广泛，某些领域的研究已相对深

入，研究方法日趋多元。但总体上看还存在以下两

个较大局限：

（一）目前的康藏史研究存在严重的时段与区

域不均衡现象。由于史料分布多寡不一、某些时段

和某些区域史料严重匮乏，所以学术界对康藏史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史料较为丰富的时段，如清末及民

国时期成果较多，研究也相对成熟和深入。而在史

料相对缺乏的一些时段如宋元明时期则研究相对

薄弱，成果也较为稀少。而以区域而论，则多集中在

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昌都等地，而云南迪庆、青海

玉树或康区其它区域的研究则相当薄弱，并存在大

量空白领域。所以，研究时段上存在断层现象和研

究区域上严重不平衡，这是目前康藏史研究领域较

突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康藏史研究整

体水平的提升。
（二）有关康藏史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基础性的

研究成果严重不足。无论中外，目前均没有一部全

面、系统反映康藏历史整体脉络及面貌的基础性的

《康藏史》，这是藏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空白和缺陷。
这一空白和缺陷也造成了目前康藏史研究相对细

碎化，比较缺乏整体视野和整体关照，由此也使得

康藏史研究对康藏社会、区域及其文化特点的解释

力度明显不足。所以，由于缺乏对康藏历史整体脉

络的基础性认识与把握，不但限制了当前藏康史研

究整体水平的提升，同时也制约了中国藏学研究的

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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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ibetan History
of Kham Area

Shi Shuo Zou Libo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of China,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ibetan studies, the research on Tibetan history of Kham area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s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achieved a
great progress in the terms of its scope and depth. Benefited from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 methods and
visual angels of the research are getting more multivariate and modern. In such academic background of the
research,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done on Tibetan history
of Kham area, and clarifies the structure and the main trend of the research aiming t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study.
Key words: Tibetan history of Kham area; research;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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