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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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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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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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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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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