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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
但中国的概念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由最初的京师①，华夏地区，到由汉族和其他民族建立的王朝
所统辖的地区称之为中国，近代始才专指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共有的国家为中国，以
区别于其他国家，具有了现代意义国家称谓。
总之，中国概念的演变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产物。
　　边疆，是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国内外文献作出的解释是很相近的，一般都解释为“靠近国界的
那个地方”。
有的说：“边疆，边境之地。
”②有的则说：“边疆，靠近国界的领土。
”③在外文辞书中，边疆是指一个国家的边远地区。
总之，中外文献中，都把边疆解释为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
　　边疆是一个地理概念。
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
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有一定宽度的地区，必须具备下述条件的地区才可称之为陆疆地区，即一要有与
邻国相接的国界线，二要具有自然、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自身特点。
据此，当代中国的陆疆省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
严格地说，我们不能把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黑龙江、吉林、辽宁、云南、甘肃等省
都视为陆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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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在本书的内容处理上，在元代划分藏族地区的行政区划以前，是以西藏为主，包括藏族历史的主
要内容，也即是包括了现在甘、青、川、滇藏族地区的一些历史，在元代以后则仅限西藏地区的政治
、宗教和文化的中心的历史事实。
    西藏地方的历史中，藏传佛教的传播及其对现在社会的影响是又一个重要的内容。
藏传佛教是大乘佛教传入藏族地区后，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而形成的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流派。
藏传佛教不仅改变了西藏地方的宗教信仰的格局，而且深刻地影响了西藏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教育
和文化艺术。
在西藏和祖国的关系中，藏传佛教及其许多高僧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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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卫藏地区的地方势力　　公元842年，朗达玛赞普身亡之后，长妃那囊妃见侧妃身孕嗣子，
暗想必损其权势，遂怀抱一有白皙稚牙的初生男婴，伪称自己所生，并示以众臣。
众臣见之，生疑：初生之婴白皙稚牙何以有之?但其妃势大专横，无人敢言，然亦顺从长妃所言，故取
名为云丹①。
史书对其男婴的来历有两种说法：据《王朝史明鉴》等书载：“长妃亦买一乞人初生之子，抱于怀中
，伪称吾所生也。
”而据尼德·朗卡桑波所著的《希奇历史明鉴花束》载：“朗达玛之长妃从亲兄处要来一子，声称昨
夜自己生下。
”在《新唐书》的“吐蕃传”中载：“(赞普)无子，以妃琳氏兄尚延力子乞离胡为赞普，始i岁，妃共
治其国。
”②很显然长妃将自己嫡亲侄子云丹伪称为亲子的记载较为可信一些。
　　斡松和云丹失和之后，遂形成派系，有史料称，“因确认长兄上不合，而发生伍如和约如间的内
讧”。
其实斡松为长兄，本应继承王位操持国政，但云丹及其派系以赞普嗣子为由，依仗势力，与斡松争夺
王权，从而使矛盾日趋激化，进而分裂为伍如和约如，相互动用武力，展开激烈的斗争。
当时在卫藏地区，主要围绕着斡松和云丹这两个派系形成了许多地方势力。
　　1．斡松王系的势力：　　斡松为达玛赞普的侧妃蔡邦氏所生，王室分裂后，以约如(山南地区)为
根据地，同云丹派对峙，争夺辖区。
曾迎娶觉若妃·杰姆，在上雅隆的旁唐地区生子贝考赞。
晚年时，因在同云丹的斗争中无法立足于前藏约如，被迫迁移至后藏。
公元905年，斡松去世，其子贝考赞在后藏的仲巴拉孜(日喀则拉孜县)大办丧事后继承王位，执政18年
。
　　贝考赞虔诚信奉佛教，在位期间，做了大量复兴佛法的准备工作，修建了一些佛教庙宇，并且在
仲巴拉孜岩石山上建造了城堡，作为其政权的中心。
贝考赞为了更好地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巩固政权，将在约如统治期间原不属他管辖的雅隆纳氏等
迫使迁居后藏，强迫接受其统治，而将朗如和仲巴拉孜地方的一些追随者派往雅隆居住，负责监督那
里的民众。
这样削弱了云丹派系在后藏地方的势力，并建立起贝考赞王系的势力范围，为斡松世族后来建立雅隆
觉卧王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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