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袤雄寄的青藏高原上野生活和居住着我国古老的少

数民族一藏族，自远古至近代，他们顺应环境，征服自

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创造性.Jfu形成了有别于中原农

业经济的独特的农牧兼作的高原区域经济形态，而这种经济

形态又与咿原农业经济存在着天然的互补关系。 在漫长的历

史发展过程中，这种经济串态的发展演进始终得到中原经济
j楠、 辅助启影响，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映和不同呵
'代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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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审读评语选录

-一本项目充分吸纳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翔实的资料，对西藏

地方古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背景、内容、特点、规律、经验及教训进行了

全面系统地研究论述，其成果和多杰才旦等主编的《西藏经济简史~ (现代)

恰好互补，具有学术开拓性和创新价值，填补了西藏经济史古近代的空

白 O

→一研究成果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首次系统地分析了西藏地方

与祖国广大地区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体现了地方与中央、少数民族与汉

族、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三个离不开"的历史联系，阐述并分析了历代

中央政府对西藏经济发展的历史动因和作用，并颇具慧眼地指出西藏古代

经济与中原农业经济区及长城以北游牧经济区的不同，做到了学术性、知

识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学水准。

一一本成果的主要创新处在于:一是从区域史、经济史和关系史相结

合的广角度，全面展现和论述了西藏古近代经济演变的历程，对西藏古近

代经济史进行了合乎客观地科学分期，为这一领域其后的研究确立了基本

框架和脉络;二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阐述了西藏古近代经济制度的演进和

本质;二是从通史和专史之关系的角度，首次详细论述了西藏古近代社会

经济生活的面貌，填补了国内外在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四是成果的视野

开阔，注重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演变与发展中去展现西藏经济

演变的过程，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结论从经济史的

角度作了很好地论证。



西藏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青藏高原，历史十分悠久，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编

写出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西藏古近代地方经济史，既有深刻的学术意义，又有深远的政

治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其一，西藏地域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疆域总

面积的1/8，是中国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是中国的西南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地

位。其二，西藏自近代以来，就存在分裂与反分裂的尖锐斗争，国内外反华势力和分

裂势力相句结，千方百计把所谓西藏问题国际化，作为反对和制约中国的一张王牌。

因此，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

民族团结。其三，目前国内尚没有一部对西藏地方经济史古代和近代的特点、规律以

及经验教训进行全面系统记述和评价的专著。国外出版的诸如《喇嘛王国的覆灭》、

《西藏政治史》等专著，前者为西方学者所写，且其内容属于专题政治史;后者则系

流亡国外的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为了替"西藏独立"制造所谓的"根据肆意篡

改西藏历史的欺世之作。国内学者虽然出版了《西藏经济简史》、 《西藏经济概论》、

《西藏经济学》等有关专著，对当代西藏经济和社会作了多方位的有意义的研究，但

要么是对古代和近代只是一笔带过，没有作专门阐述，要么属于理论性研究，几乎没

有涉及古近代的内容。另外虽有众多专题论文问世，但全面系统研究西藏古近代经济

史的专著性质的著述仍然没有出版过。其囚，对西藏古代以及近代经济社会的全面研

究和记述，有利于阐释和认识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落后本质，有利于认识

它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有利于揭露西方在近代变西藏为其势力范围

和半殖民地的侵略本质，有利于说明自古以来西藏与祖国内地在经济文化上的紧密联

系，有利于服务于当前开展的反分裂斗争。其五，西藏古代以及近代经济史是西藏通

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说明当代西藏问题根源的重要历史内容。只有对西藏古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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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近代经济史作全面地研究和总结，才能填补国内藏史研究的这一空白，并从历史事

实和历史经验中找出解决西藏问题的历史症结和钥匙，为西藏的现代化和建设一个安

定团结的社会环境而服务。有鉴于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将本课题

正式列入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研究思路和方法:本课题除严格遵照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兰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实

事求是，坚持新史学的一般方法外，特别强调要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为框架，

在理论研究和基本框架上有所突破和创造。本课题把文献资料与社会调研相结合，把

学术研究与政治社会的现实效用相结合，把全面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把个人研究

与集体研讨相结合，解决一些重大疑难问题。笔者在编写中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的方式，力争做到学术性、科学性与政治性、普及性的有机统一。本课题以大量基础

研究为依据，分析西藏古代、近代经济的性质和特点，编篡第一部西藏古代近代经济

史，以此说明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本课题分析了西藏古近代时期的社会经济

不同发展阶段的性质、历史特点，为西藏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启迪。这里

笔者想强调的是，通过对西藏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的分析，我们可以

看出自然资源、交通环境对西藏古代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与中原的农业经济(与家

庭手工业、副业相结合)区及长城以北游牧经济区(东北部兼有渔猎)不同的是，随

着历史的发展，西藏高原形成了一个既有农业又有牧业，同时又有农牧兼作的独特的

混合型经济区，这使得西藏的古代经济结构具有自己的特点，形成独特的农牧结合的

地域经济。农业是以与家庭畜牧业密切结合的领主庄园制灌溉农业为特色，牧业是以

传统部落制的领主轮牧制为特色，再加上特有的政教合一的政体，因而形成特有的三

大领主制庄园经济，与中原农业经济存在天然的互补关系。与内地的互市贸易和内部

的盐粮交换是促进西藏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内容，也是研究西藏古代经济史重

要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本课题在研究和编篡中，其重点一是分析说明西藏地方自古以来同中原在经济文

化方面的联系;二是突出说明历代中央政府在支持辅助西藏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三是分析说明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及英印政府近代为把西藏变为其半殖民地，在制

造、策动"西藏独立"的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说明西藏亲英分子的代表人物的特

点及其与帝国主义的主从关系;四是实事求是地阐述达赖"新政"与英人的联系及其

本质和作用。本课题通过全面论述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及祖国内地经济、文化、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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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方面的往来和交流，进一步论证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好地服务于反

分裂斗争O

本课题作为一项带有开拓性质的系统研究，单凭本人的学力和功力实在是有些勉

为其难的，但作为西藏高校从事藏史教学的一名老教师和藏史学界的一个潜心研究

者，又觉得承担这一任务责无旁贷。"文章千古事，得失(甘苦)寸心知"。自接到

项目批准书后，自知才疏学浅、身单力薄，只能以林则徐当年奉旨禁烟时"如履薄

冰，如临深渊"之精神勉力为之。四年以来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终日惕惕，埋头案

牍，俯首电脑，几不知春夏秋冬岁月更替，以至于颈椎变形，双手难以握笔，右眼成

了白内障。但可堪欣慰的是，总算为项目画上了一个合格的句号。这一项目得以顺利

完成，主要是得力于前人和今人对相关问题广泛深人的研究，得力于藏学、史学、经

济、考古等社会科学各界众多专家学者提供的丰富的研究成果，本课题实际是作者对

这些成果的初步集成。在搜集资料和一些关键问题的研究上，笔者曾先后得益于许多

单位和专家的支持和指导。本书积极吸取了当代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尽管在行文中

都尽可能地详细作注，书后也附有参考文献，但我觉得还有必要在这里特别表示感谢

和表达由衷的敬意。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史研究所研究员，原《中国经济史》

主编、 "中国经济论坛"主编、博士生导师李根蟠先生对本书就古代区域经济的认识

和分析予以支持，原西藏自治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吴健礼先生审阅了全书，提出许多重要修改意见，在此特别提出感谢。本院

图书馆、科研处、财务处对本项目予以大力支持， }I顷致谢意。

评审专家对本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对本人多年研究的最大支持和鼓励，

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在北京查资料时， 2∞5级民族学研究生刘森冒着隆冬的凛冽寒风，协助我到国家

图书馆、民族大学图书馆、中国社科院民研所图书馆调阅查抄资料;中国藏学出版社

资深编辑李烨女士热情主动地提供了许多最新出版的藏学书籍;我的兰大学弟、老

乡、中国藏学中心的青年藏学专家、研究员张云博士也提供了许多方便，在此一并致

谢。

本书在出版前根据专家提出的建议，删除了藏医药及天文历算等科技方面的内

容。由于篇幅所限，又删除了概述中关于历代西藏地方的政区设置一节、大事记和两

个附录(有关档案资料及民主改革前对西藏社会经济的调查资料) ，特此说明。本书

作为拓荒之作，肯定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错漏，有些资料需进一步挖掘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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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但作为一块必须的"引玉之砖"，敬希各方学者不吝

赐教或大力斧正。

此书出版之际，不由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我同本院顾祖成教授在中国社科院民

研所、中共中央党校与社科院的藏学老专家黄额、祝启源、伍昆明等先生就其后获全

国五个一工程奖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一书的初稿一起讨论、磋商，及在

北京国际藏学讨论会相互交流时的情景。遗憾的是岁月无情，如今先生们一一作古，

再也无法聆听他们的深刻见解，谨以此书表示对他们的深深怀念和由衷敬意，是为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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