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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大陆学者对康区的研究及新趋势

石 硕

［摘要］



即主要经这些河谷通道南下而逐步扩散于整个藏

彝走廊和横断山脉地区。［*］这一点近十年逐渐成



在康定召开的以康区研究为主题的“康巴名人论

坛”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杜永彬研究员提交了一

篇题为《康巴文化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的论文，

此文有一个导论，标题是“康巴文化与康巴学!$
这篇简短的导论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曰“康巴文化

的内涵和特点及其在藏族文化史上的地位!; 二曰

“康巴学是中国藏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文是

大陆学界首次提出“康巴学”这一概念。需要注意

的是，在“康巴名人论坛”上，#康巴学”的概念引

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与讨论，以资深民族学

家李绍明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康巴学”概念

予以了积极的肯定，尤其是得到一批甘孜藏族自

治州内学者的积极响应。与会学者对此概念进行

了热烈讨论，尽管对“康巴学”概念能否成立存在

不同意见，但与会大多数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

“康巴学”概念的提出有积极的学术意义，至少可

以进一步推动康巴地域文化的研究。在此共识之

下，有关“康巴学”的讨论进一步得到延续，并陆续

发表了若干专门讨论“康巴学”概念的论文，主要

有: 李绍明等《康巴学简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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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永彬’#康巴学”的提

出与学界的回响%%%兼论构建“康巴学”的学术价

值和现实意义》［&+］。此外，从 *’’+ 年第 * 期起

《康定民族师专学报&( *’&& 年已更名为《四川民

族学院学报&) 还专门开辟了“康巴学”栏目，相继

刊载了戴刚《试论康巴文化与建立康巴学研究&"
林俊华《关于康巴学几个基本概念的认识&"贺先

枣《试谈建立“康巴学”学科体系的意义&"陈光军
《试论建设科学的康巴文化研究学科体系》等文

章。这些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康巴学”概念

的内涵、特点及价值进行了讨论，并在藏学领域产

生了一定影响。
“康巴学”概念的提出与探讨并非偶然，而是

有其重要背景。这个背景，从总体上说，即是从 *’
世纪 2’ 年代以来人们对康巴的重新“发现!%%%
即对康巴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特点及特殊价值

的认识不断加深，认同度得到迅速提升。*’ 世纪
2’ 年代以来学术界在康区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大型

调查研究活动。&"2* 年成立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

学会即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

考察!$考察范围大部分集中在康区，考察成果有
《滇藏高原考察报告&"’雅砻江上游考察报告&"
《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等，均属康区研究。此次

大型考察活动揭开了新时期学术界从整体角度看

待和认识康区的序幕。之后，特别是从 *’ 世纪 "’

年代以来，学术界在康巴地区开展的各类专题研

究也日益升温，如有关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研究、
茶马古道研究"’格萨尔》研究、金沙江文化研究、
牦牛经济与文化研究以及近十年来日益兴起并受

到民族学、人类学界广泛关注的“藏彝走廊”研究。
这些研究大大加深了学术界对康区民族特点与地

域文化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康巴地域文化的研

究，也使康区研究开始受到学界更广泛的关注与了学术界对康区民族特点与地



康区地跨川、滇、藏、青四省区，西接卫藏，北

连安多，地域上介于西藏与内地之间，自古以来是

连接西藏与内地之间政治交往、汉藏贸易和汉藏

文化交流的通道与桥梁地带，也是历代中央政权

经营西藏的前哨和依托之地。&"’( 年英军入侵拉

萨，致使全国震动，在此背景下清廷提出“固川保

藏”方针并开始了对康区( 时称“川边!) 的大规模

经营。从赵尔丰在川边改土归流、办学和兴办实

业，到尹昌衡西征，从三次康藏纠纷到西康建省，

整个清末至民国时期康区始终成为多种势力竞相

角逐的风云之地，发生许多波澜壮阔且牵动全国

的重要历史事件。但在建国以后由于民主改革及

文革等原因，清末民国时期的康藏历史并未受到

应有的重视，直到 *’ 世纪 2’ 年代以后这段历史

才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近十年来，清末

民国时期康区历史逐渐成为康区研究的一个热

点，不但藏学界的学者对这段历史予以了更多关

注，许多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学者也纷纷从不同

视角投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从而使清末民国时

期的康区史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这是近十年

康区研究中出现的又一个新的趋势与特点。
近十年来，有关清末民国康区史的研究成果

数量丰富，且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几乎覆盖康区

社会各个方面。关于政治与社会方面比较有代表

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马菁林《清末川边藏区改土

归流考》是对清末康区改土归流问题进行系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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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彦勤《清末民国时期川藏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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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川《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和

《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均为专题论文集，内容

广泛涉及近代西藏及四川康区的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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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论文更是不胜枚举，比较有代表性

的论文主要有: 任新建《凤全与巴塘事变》［*’］; 徐

君《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 晚清西南边防

意识之形成%%%以丁宝桢督川十年( &2$+ / &22+
年) 为例》［*&］; 郎维伟《国民政府在第三次康藏纠

纷中的治藏之策》［**］; 何一民《*’ 世纪初年川边藏

区政治经济文化改革述论》［*)］; 黄天华《抗战时期

川康两省的社情与民情( &")" / &"(* ) &［*(］; 卢梅

《国家权力扩张下的民族地方政治秩序建构%%%
晚清康区改流中的制度性选择》［*#］; 王海兵《西康

省制化 进 程 中 的 权 力 博 弈 ( &"*$ / &")" 年) &"
《&")’ 年代的康、青、藏战争%%%边政、权力和地方

的视角》［*+］; 吴建国《试论西康建省与康区的早期

现代化》［*$］等。
涉及近代宗教研究的成果有: 徐君《近代天主

教在康区的传播探析》［*2］; 王川《清代西藏地方的

瓦合山神崇拜考述》［*"］等文章; 赵艾东《美国传教

士史德文在 &"&$ / &"&2 年康藏纠纷中的活动与

角色》等文章［)’］; 范召全、陈昌文《国民政府时期

西康地区宗教样态二十年( &"*2 / &"(2 ) 变迁研

究%%%兼论民国政府宗教政策和西康早期现代

化》［)&］; 邓 前 程《试 论 清 末 至 民 国 康 区 外 国 教

会》［)*］等等。
涉及近代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西

藏研究》和《中国藏学》近年来刊登的相关文章中，

如美朗宗贞的《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

复兴&"’#邦达昌”家族名称及有关问题研究&; 刘正

刚等的《清代移民与川西藏区开发&"’清前期藏区

驻军与地方经济的发展&; 李刚、郑中伟《明清陕西

商人与康藏锅庄关系探微&; 刘祥秀、郭平若《清末

屯垦政策在川边藏区的实施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曹必宏《抗日战争时期的康藏贸易公司》等等。
涉及教育方面的研究论著有: 徐君《清末赵尔丰

川边兴学之反思&"’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考辨》［))］;

严奇岩《近代西康藏族“雇读”现象探析》［)(］; 刘先强
《民国时期康区的民众教育发展&"’试论清末川边藏

区学校课程内容的改革》［)#］等文章。
除此而外，近年涉及康藏史研究的立项成果

还有: 吴建国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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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康民族地区地方疾病防治研究!( *’’2 年) "四川



区社会的视野。我们相信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