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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汉藏民族关系历来是我回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研究汉藏民族关

系史，是研究中华民族关系史、发展史的重要内容，既有熏耍的历史意义、学术意

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汉藏民族关系史)(以下简称《关系史))，以历史唯物主

义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把汉藏民族关系置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发展

的历史大格局中，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为主线，以汉藏两民族互相尊重、

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典将共荣、共间发展的大最史料为主要内容，以维

护祖圄统一、增进民族朋结、实现共同繁荣发展为宗旨，经过大量考察研究，适用

较丰富的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藏传佛教央和汉藏民族口碑资

料等，将前人在这方面的断代研究、专题研究成果，去伪存真、科学梳理、深入分

析、努力探索，增加了不少新内容，提出了一些新观点，理清了汉藏民族关系演变、

发展的历史概况，使之更加系统，内容更加丰富，反映和揭示了汉藏民族关系的合

貌和本质，用史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各民族共问繁荣发展，只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解决我回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

《关系史》分 9 章，加结语与大事记，共 11 部分。第一章简介青藏高原的自然

地貌与民族，运用翔实的考古成果和历史资料，突出了汉藏两民族在族源上的亲

缘关系以及青藏高原各族先民与祖国内地的密切交往联系;第二章写唐蕃关系，

唐朝与吐蕃王朝通过联姻发展甥舅友好，开通唐蕃古道，多次通使和盟，从经济贸

易、文化艺术、语育文字、佛教关系、历算、医学、建筑、风俗等各方面密切交往，相

互学习，相互影响，大大促进了汉藏两民族的兄弟情谊;第二章主要论述五代十国

到宋代喃厮咿政权建立前后的汉藏关系，重点剖析该政权与宋王朝关系的性质，

突出了…接地区汉藏民族杂居格局的形成，汉藏两族人民共间开发河迪等地及茶

马贸易等活动;第四章讲元代的汉藏关系，较详细地记述了西藏地方正式纳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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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中央政权直接管辖的过程和实现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意义，详述元王朝对

藏区的各种施政管理措施和藏区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联系;第五章讲明

朝承袭元制，加强与藏区藏传佛教各教澈的联系，多封众建、贡市羁靡，完善行政

设置，卅展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文化交流，实现对藏区的治理，巩固和发

展汉藏民族关系;第六章写清王朝通过册封西藏来教领袖，实行驻藏大臣制度，维

护中央政府对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藏区行使主权，改革藏区地方行政体制，加强

经济文化联系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进一步促进了汉藏民族关系发展;第七章写近

代历史上，西藏人民间全国各族人民间命运、共呼吸，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帝爱国

斗争，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中央政府坚持国家统一，在藏区推行新政、改土

归流、兴办现代教育等，以促进汉藏民族关系进一步融洽发展;第八章写西藏和平

解放，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建立西藏自

治区，整个藏区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

型民族关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重点扶持西藏，全国各地大力支援西

藏，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四次西藏工作会议，西藏和整个藏区经济社会正在实现着

跨越式发展;第九章横向反映汉藏两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广泛的民间经济文化交

往和联系，这是汉藏两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肉联系的重要内

容;最后结语统领全书，总结汉藏民族关系的性质和主流。

《关系史》按照历史轨迹，重点阐述了如下重要观点:

一一『汉藏两民族有着密切的亲情血缘关系。藏族族蝉具有多元性，羌藏问

源、羌汉同源，因而汉藏亦同源。大量史料、生物遗传学研究、考古学成果、对话宫

的追根溯源、原始宗教考察等都证明识藏两民族有许多共同点和相似点，有共存

共融、共同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渊源和血缘关系。

………青藏高原各部族自古与祖国内地有着密切联系。吐蕃王朝建立青藏高

原区域性统一政权之前，青藏高原的苏毗、党项、白兰、附阔、象雄、吐谷浑等均为

中华大地上生活繁衍和活动了一定历史时期的古者民族。他们之间互相接触、互

相影响、互相混杂渗透、互相联合融合，同时也有分散和消亡，成为汉藏等民族的

先民，优们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血缘上有着靡不可分的复杂联系，最终融入

多元一体的统一体之中。

………唐蕃关系的发展是奠定我国多元…体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基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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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蕃联姻、甥舅友好，汉藏民族"和同为…家门双方频繁遣使、多次和盟，有力

促进了汉藏民族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和联系空前发展，为藏族成为祖国大家庭中

的一员奠定了基础。

…一啸厮咿政权与宋王朝的领属关系为实现新的大一统创造了条件。唐米

以来，藏区群雄割据，地处汉藏交界地带的啸厮咿藏族政权，与宋友好相处，开展

茶玛互市，共同开发河迫流域等地，是宋王朝统辖的地方性政权，啸厮口罗政权与宋

王朝的关系，为实现元代大一筑，藏族融入祖国大家庭创造了条件。

一一}西藏地方和整个藏区纳入元朝版剧，对汉藏民族关系发展具有历史性

意义。元朝蒙古族中央政权建立后，大力推进全中国的统一。萨班朋应历史潮流，

应请会蒙古王阔端于凉州，宣布西藏是蒙古汗国的属地，为整个藏区纳入元王朝

版图，实现祖国大一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由此，藏区与祖回内地的关

系、藏族与汉族的关系更加密切，汉藏民族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一…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自 13 世纪西藏成为中国领土一部

分以来，元、明、清、民国等历代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和整个藏区行使主权，由中央

政府规定西藏地方的行政机构，决定和直接处理西藏地区的重大事务，根据藏区

特点，基本保持藏区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统治机构，广泛任用当地僧俗上层管

理地方事务，给西藏地方政府和官员较大的自主权，逐步使西藏地方管理走向制

度化，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为促进祖国内地问整个藏区的经济、政治、文化

联系和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o

一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是汉藏民族关系发展的最好历史时

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藏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掌据自巳的命运带来了希

望。 1949 年 9 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

平等，实行各民族团结互助，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实

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等。 1954 年颁布拉实施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确

定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51 年西藏

实现和平解放， 1959 年实行民主改革， 1965 年西藏自治区建立，西藏人民从此走

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为西藏人民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和西

藏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 1984 年到 2001 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

召开了四次西藏工作会议，全面实施中央政府重点扶持西藏，全国各地大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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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政策，西藏和整个藏区的发展，汉族和藏族人民的和谐关系发展进入了一

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o

……汉藏民间经济文化交往是汉藏民族关系的震要纽带。自古以来，汉藏两

族人民有着广泛的民间经济文化交往，相互间长期学习吸收生产、生活方式，经济

上互通有无，在信仰、民俗文化和语官艺术等多方面互学互融、相互影响，形成许

多文化共同点，成为连接汉藏两族人民的重要桥梁纽带。

研究方法上，突破了以往多从政治关系研究民族关系的方法，突出汉藏两族

人民在长期接触交往中的经济、文化联系和民间交往，反映了民族关系的演进发

展与级济文化发展繁荣、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内在关系，更会丽、更深刻地揭示人民

群众是民族关系的主体、民族交往的主体，以有利于反映汉藏民族关系的主体内

容和主流特征;突出了民族史特点和文献基础，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研

究，忠实历史，史论结合，突出主流，服务现实，剔除封建王朝边政史的偏见，结合

田野调菇，以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多角度、全方位考察研究汉

藏民族多源合流、多元一体的基本特征，注意从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反映汉藏

两民族始终紧宿联系、密切交往、共同发展的历史事实。在资料取舍上，增大了藏

文藏族史料、考古资料、实际调研和民间口碑资料的分量，从而增强了说服力，增

加了民族关系的亲和力。

《关系史》所提供的丰富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可作为宣传马克思ì.义民族

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工作的学习辅助

材料，亦可作为大专院校、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关于民族宗教方面的参考教材。它

将为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汉藏民族关系，全面贯彻落实各民族共同团

结奋斗、共间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巩固和发展平等、阻结、互助、和谐的社会

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抵制和反对民族分裂，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等均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实际意义。

限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和知识能力，~关系史》难免缺点不足，诚望广大读者

批评指正。

蒲文成::E心岳

200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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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青藏高原及其民族

第一节神奇的青藏高原

…、地翻与范围

青藏南原位于我国四南部，被称为"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雄踞亚洲大

陆中部，是战国藏族等民族的生息地。总面积 290 万平方公里，超过我国陆地总固

积的 1140 它的大体施围是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以商，喜马拉雅山以北，东到

横断山脉，旬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金部，以及甘肃、四川、云南和新疆等省眩

的部分地区。境内以山地和高梅拔台地为主，平均梅拔 4500 米，最高 8484.4米，

最低 1800 米， 3000 米以上地域占南原总面积的 88.39毛。境内由西向东有多条高

大山脉绵延屹宜，构成地貌幕本骨架。山脉之间为高原、焦蛐和谷地，地形复杂。帕

米尔南原遥遛东肉，蛊辐射状;阿尔金山与祁连山绵茸于高原北缘，为北丽屏障;

界葬昆仑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向东延伸直青梅省东南部和四川省东北部，连接

横断山脉，横贯新、藏、青、J" 4 省区;冈底斯山和念青庸古拉山摘盟西藏境内，西

起阿盟狮泉河，东抵波密，东西长约 1400 公里，南北宽约 80 公盟，悬内外水系的

分水岭;喜玛拉雅山雄踞高原陶隅，长 2400 公里，宽约 300 公盟，山势高峻，群峰

林立，主峰珠穆朗玛为世界海拔之最，耸立于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形成一巨大天然

屏障;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脉，由一系列南北向平行延伸的高山和深谷组成，岭峻

山南、峡谷深邃，由北向南，受怒江、澜沧江、金抄:江、雅薯江、大榄河等冲割，南部

山体破醉险峻 ， Y可谷深切狭堪。

藏族是青藏高原上最主要的民族，被认为是青藏商原的主人。藏族自称"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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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多语称"窝")，所居地称为"博荣"。博姜是一个很大的地域概念，它涵盖了西藏

和西藏以外的肾、甘、川、凛藏区。西藏自治区成立盾，博盏成为西藏的藏语译名，

其地峨施围又仅限于西藏。回此，对"博荣"的理解，在国内外有很大的提异，国内

指西藏，国外则指擦个藏区，即青藏高胀的大部分地域。又因这一地城地势高峻，

气候寒冷，处在磐山丛中，藏语称之为"冈坚"意为"鸳域"遂成为青藏商原的代

名词。广义上的"博婆"(藏族地区)，传统上分为上、中、下里部，即上部阿里王围、

中部丑藏回茹、下部多康六岗 O

上部阿盟主罔即:布让(今西藏阿里的普兰县)、芒域(今普兰县至启般的昂仁、

吉隆多县一带，亦指今拉达克地区)、魏噶尔等二三部为…围;想、祝厦、罢带等主部

为一围;象雄(今阿里地区的札达县、唐代之羊同)、上下赤代等三部为一回 o 其地

域班回包括今西藏自治区的阿盟地区，新辑南部昆仑山以北和塔克拉玛干抄模之

间的和四、于出等地区，以及西藏与克什米尔交界地带的拉达克地区。

中部卫藏四茹的"卫"指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地区，"藏"指以日喀则为中心的

厨藏地区。明清时，汉史译卫地为"乌斯"故称"卫藏"为"岛斯藏"。"茄"也译作

"冀"是藏区古代带有军事建置性质的地域概念。卫藏四茄，一般指.n地的乌施

和约茹，藏地的叶茹和茹拉。其中，乌菇，以拉萨为中心，东至桑日县境，南蓝马拉

山脉，西至尼木，北~朗玛一带;约茹，以今乃东县的国珠寺为中心，东至工布，雨

3â错那，西歪喀惹霄峰，北烹马拉山脉一带;叶茹，以今南木林县为中心，东至朗马

吉普，南至聂拉木，四至皆麻拉古，北至黑河的麦底卡一带;那拉，在今后藏与阴里

相连的南部地区，以哲地的杜瓦纳拉为中心，东至缔纳扎，南接尼泊尔的朗纳，四

至拉更亚米，北至杰麻拉恩一带。事实上，在 8 世纪赤松德赞赞普时期现有一茹，

称为"孙披茄..为苏毗故地，在拉萨东北地眩，但习惯上一直称卫藏四茹。明末固

始怦征服四藏店，将菇拉更名云茹，乌茹更名贝茹，约茹更名贡茄，叶茹不变，仍为

四茹。

下部多康六岗的"多康"在元明时称"朵甘"或"朵甘思"。其中"康"也译作"喀

木"，通称康巴或"朵多"指西藏丹达山以东的今昌都地区和四川省的甘孜、云云南

迪庆、青海的玉树(除曲麻莱)等地区"多"，即"朵"，通称"朵囊"或"安多"但括除

玉树。藏族自治州以外的青海金境，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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