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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藏学文库》总叙

〈貌，代命@戴( ~争~~)~.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

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这些正是藏学研究产

生、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也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

泉。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

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为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成采，加强同

世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和其他

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我们

编辑出版的这套《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丛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的内容:中国藏学家(包括港澳台学者)的学术专著;具有重要价

值的藏学文献(包括现代学者辑录的历史文献);译成汉文的藏

文学术名著;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论文(对于优秀的硕士研究生

论文酌情予以收录)。所有收入的论著，均以学术价值为惟一衡

量标准，文学作品、游记、通俗读物等暂不收录。作为中国藏学

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我们将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期望得到海内外藏学家的大力支持。

中国藏学出版社

2∞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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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青海暂社会科学院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

的"七五"期间重点课题《藏族地区社会历史及佛教寺院调查研

究》的成果的一部分。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的同志们

在困难的条件下，与有关科研单位和部门合作，经过几年的努

力，终于拿出了一批科研成果，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

藏族是一个分布地域辽阔、历史十分悠久的民族。对于藏

族远古时期的历史，目前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但是从藏族的

古代传说和文献资料特别是本世纪初在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献

看，藏族的氏族部落组织起源很早。藏族在原始社会时期同其

他民族一样经历了漫长的氏族部落阶段，氏族起源的神话传说、

民族部落崇拜的神概和宗教、部落形态下的文化生活，以及部落

间的交往和战争，构成了藏族远古史的主要内容。藏文古籍中

关于藏族起源于四大姓氏或六大姓氏以及由六大姓氏繁衍出各

个支系分布于青藏高原各地的记载，反映了古代民族部落发展

迁徙和繁衍的情形。恩格斯指出"我们从北美印第安人可以看

出，一个原来统一的部落怎样渐渐地散布于广漠的大陆;各部落

怎样分裂而转化为民族，转化为完整的部落集团;语言怎样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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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以致不仅成了互相不懂的东西，而且差不多消失了原来统一

性的任何痕迹;与此并行，在部落内部个别氏族怎样分裂为好几

个氏族，旧的母系氏族仍以胞族方式保存着，但这些最老氏族的

名称，在极辽远的及老早彼此分离的部落中间仍是一样的，比

如:‘狼'与‘熊'仍为大多数印第安部落的氏族名称。"({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91 页)他还指出:

"我们也看到，氏族一旦成为基本的社会细胞，那么差不多以不

可克服的必然性(因为这是极其自然的)要从这种细胞中发展出

氏族、胞族及部落的全部结构。 这三种集团是不同程度的血缘

亲族关系，并且它们之中每个都是闭关自守，各管各的事情，但

是又互相补充。归它们管辖的事情范围，包扳野蛮低级阶段上
的人们的全部公共事务。 所以，我们凡遇见某一民族是把氏族

作为基本的社会细胞时，就应该找出它的类似这里所讲的部落

组织来:凡有充足资料的地方，如希腊人及罗马人，我们不仅能

找出这种组织，而且我们确信，在没有这种资料的场合，与美洲

社会制度做一比较，亦可给我们解决一切最困难的争论与疑

难。"(同上书，91 页)参照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研究资料和目前已

掌握的藏族古代文献资料来分析，藏族在松赞干布的先祖止贡

赞普的时代即已具有相对发达的部落联盟组织形式，公元 6 世

纪中叶松赞干布的祖父达布聂塞时，西藏已形成十二小邦即十

几个部落集团，其中雅隆部落集团已成为赞普与"父王之臣"、

"母后之臣"即亲族部落间的永久的联盟。 正如恩格斯所说:

"亲族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戚，随着这一需

要的消失即告解散。 但在个别的地方，起初为亲族的但已分散

的部落又重新团结而为永久的联盟，由此而为形成民族的第一

步。"(同上书，89 页)从达布聂塞到松赞干布的近百年间，吐蕃

统一青藏高原，建立起吐蕃王朝。 吐蕃王朝建立了一整套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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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行政制度、军事制度和法律，具备了与其社会形态相适应

的完整的国家形态。但是在吐蕃王朝的地方军政组织中，在

"如"和千户所政权组织之下，仍然保留着部落组织的形式。《敦

煌吐蕃历史文书》和新疆出土的古藏文木简中，记载了大量吐蕃

部落的名称，吐蕃大相表中的大臣，必冠以家族的姓氏，都说明

民族和部落在吐蕃王朝的政治生活中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随着吐蕃王朝的扩张，在甘肃、青海、四川广大牧业区，则有不少

西羌系、鲜卑吐谷挥系的游牧部落被统一到吐蕃的统治之下，逐

渐融入藏族之中。吐蕃占据河西、陇右之后，还将其统治之下的

汉人也编为部落之组织形式，以便管理。这说明吐蕃王朝时期

藏族部落已经从血缘氏族部落向地区部落转化，具有一级行政

组织的性质。吐蕃王朝崩溃后，前后藏地区出现众多地方割据

势力，家族统治和农奴制领主庄园发展起来，部落制度基本解

体，所以在《玛尔巴译师传》、《米拉日巳传》中已基本见不到部落

制度的遗存。而在甘青一带，藏族部落的组织形式依然存在，宋

代甘肃、青海藏族的确厮嗖政权和凉州的六谷部政权，都是建立

在藏族部落联合的基础之上的。元朝统一藏族地区后，前后藏

地区确立了比较完整的封建农奴制的领主庄园制，经过萨迦、帕

竹、第悉藏巴、格鲁派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的统治，寺院、贵

族、地方政府三大领主占有农奴和庄园成为前后藏地区基本的

社会组织形式。而在青海、甘肃、四川的藏族地区，历元、明、清

三朝直至解放前，中央政权采取了封给藏族部落首领官职，准许

其世代承袭的土司制度，使部落的组织形式一直保存下来。虽

然这些地区几百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许多发

展，部落中的血缘联系在某些地区已逐渐被薄，代之以地缘关系

和阶级关系，在接近汉族地区的半农半牧区和农业区出现了地

主经济，在牧业区出现了雇工剥削，政治上确立了中央政府管辖



4 申国噩噩部落

下的土司制度和千百户制度，但是由于这一地区的经济主要是

游牧经济，在高山草原较差的自然条件下，牧业经济具有很大的

脆弱性，脱离部落的个体牧民在草原上难以生存，因此部落的组

织形式一直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某种必需。只要翻检甘、青、

川、藏北地区的历史资料，随处可及的都是有关藏族部落活动的

记载，因此，研究甘肃、青海、四川和藏北地区藏族的社会历史，

认识考察藏族部落的状况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课题。

从大量的历史资料看，从藏族部落具有地区行政组织的性

质以来，藏族部落的组织系统具有某种不稳定性，特别是游牧部

落的迁徙、部落之间的联合和战争、部落内部的分化组合时有发

生。加上中央政权的政治管理和行政区划的变动，使得有关藏

族部落的历史记载零碎不全。一些部落在历史舞台上曾活跃一

时，随即又消失得踪迹难寻，又有一些新的部落代之而起。清朝

中叶以后，青海黄河南的藏族部落不顾清延的阻止移牧黄河以

北的环湖地区，在近代史上形成"环海八族"即是一例。又如青

海果洛地区的部落起源于"三果洛"但发展到近代，其组织系统

已与早期"三果洛"的系统有很大差异。由于交通困难、民族间

的隔阂和部落地区的相对封闭性，外界对藏族部落的情况所知

甚少，一些到过部落地区的人士写过一些见闻和介绍，也往往局

限于一时一地的情形，难以使人对藏族部落的分布情形有较系

统的认识，有时还闹出重大的误会。如青海玉树地区的藏族部

落本来与藏北三十九族相连，清雍正时划三十九族归驻藏大臣

管辖，划玉树二十五族归西宁办事大臣管辖，玉树二十五族是囊

谦千户管辖下的二十五个部落。民国初年四川和甘肃(当时青

海属甘肃)两省对玉树地区的归属发生争议，北洋政府不知四川

所争的"隆庆(即囊谦)二十五族"即是甘肃所说的"玉树二十五

族"竟批复"隆庆归四川，玉树归甘肃"即是一例。本书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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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至 60 年代初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所收集的

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访问和参考有关藏汉文史料，

进行综合分析，按现今的行政区划为横断面，对藏族部落的分布

和组织系统做了比较全面的简要阐述，又将散见于唐、宋、元、明

时期的汉文史料中的西北藏族部落附列于后。这样一部比较全

面系统的关于藏族部落的学术资料性专著，以前还未曾有过。

相信它的出版，会帮助读者了解藏族历史上的部落，对藏族部落

制度的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学说研究藏族社会发展

史，是我国藏学研究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藏学研究蓬勃发展，藏族社会发展史的

研究已受到各藏学研究单位的重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

社会科学院、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

院民族研究所等单位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藏族封建农

奴制度、藏族部落制度、土司制度、政教合一制度的研究都取得

了许多可喜的成果。我相信，通过藏、汉等民族科研人员的协力

合作，加上许多重要档案资料的发掘利用，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

将进一步深入，将揭示出藏族社会的发展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

的总规律的前提下所具有的自己多方面的特点。而对藏族社会

历史发展的特点认识越深入，就越能使藏学研究在藏族地区的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学术参考

作用。

3皇帝才旦

1990 年 7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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