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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久之前，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教授王川同志，将他的近著
《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一书的稿本供我一阅，拜读之后深感这是一本关于近现代西、南区域研究
中的一本比较重要的佳作。
之所以说其重要，在于西南这一区域在我国的近现代史上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这一情形又往
往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致使其中诸多问题尚未得到明确的说明。
之所以说其为佳作，在于王川同志近十多年来一直全面关注这一区域，对其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
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进行了正确的解答。
数年前，他的关于这一区域的另一本佳作《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一书，亦即本书的姊妹篇在出版
后，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即是最好的说明。
本书所研究的对象是近代西康社会。
“西康”作为一个地域名称在近代史上确多有变更，以致为一般读者所不详。
这可能是对西康地位未能引起充分重视的一个原因。
“康”作为一个传统的地域概念早已存在，即我国传统的藏族分布地区卫藏、康、安多三个部分之一
，其与历代的行政区划与管理权限并无一定的对应。
这应与藏语中三大方言区有关，而后方言区形成为地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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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多次对中国藏族地区社会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四川省甘孜州及西藏昌都地区等档案馆的
馆藏档案、口碑史料等研究后完成的。
本书研究以四川省甘孜州为主要地域。
全书从政治、文化、经济、人物等四个方面，研究了西康地区的社会与历史。
在政治篇，作者论述了重新解读了晚清德格土司兄弟争袭事件、近代民族关系史上的西康建省及其历
史意义、近代康藏史上的“大白事件”及其解决。
在文化篇，作者论述了民国川康实力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刘文辉与西康地区藏传佛教界关系，研究了
稿本《义敦风土志》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考述了近代昌都地区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
在经济篇，作者主要论述了清末、民国时期西康地区的农业改进及其实际成效，包括民国初期“西康
农事试验场”的设置及其实际成效，民国后期“西康省农业改进所”的设立始末及其历史意义——四
川藏区农业近代化起源研究之一，并评价了民国三十六年西康省的植树节及其造林。
在人物篇，作者论述了格桑泽仁、邦达多吉等近代西康地区僧俗两界的代表性人物，着重研究了诺那
活佛在内地的活动及对康藏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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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川，男，四川乐山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历史
学博士（中山大学）、博士后（四川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西南地域史、学术史。
兼任四川大学西藏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甘肃省藏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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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此后，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势力以瞻对为桥头堡，为了扩张在西康地区的势力，利用驻瞻藏
官及所驻兵力，积极插手西康事务，侵占地方，控制土司，怂恿和支持川边寺院对抗清政府，挑起一
系列动乱。
瞻对成为川边“祸乱之源”，成为所谓的“瞻对问题”或者“瞻对之争”。
所谓瞻对问题，即围绕瞻对的归属问题而产生的川藏之间、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
。
西藏地方派出管理的驻瞻藏官异常暴虐，鱼肉人民，当地时有民怨。
及至鹿传霖督川，极力主张收回瞻对，反击西藏分裂势力以瞻对干涉西康行政事务，改设流官，成为
以后西康即川边改土归流的远因，但未有实际成效。
“瞻对之争”问题一直困扰鹿传霖等晚清历任四川总督，也是清末西康地区改土归流之议的肇始点。
由于西康地区的政治呈现出多元化、多种政治势力并存的极其错综复杂的格局，“川边土司地面，喇
嘛杂处其间，蛮触构兵，不时蠢动。
兼之远依达赖，近附赡番，串结勾通，莫穷其变”，导致西康地区成为清末这一多事之秋的多事之地
。
四、晚清藏事紧急与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立晚清时期，中国内外交困，边疆危机，藏事紧急。
英国在完全吞并印度后，继续向北扩张，通过战争、挑拨和收买等手段，逐步控制了中国诸藩属廓尔
喀（今尼泊尔）、布鲁克巴（今不丹）等喜马拉雅诸山国，形成了对西藏的包围，为进一步侵略西藏
创造了有利条件。
进入19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列强争夺世界利益的斗争日益激烈。
光绪十四年（1888），英帝国主义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并侵占了哲孟雄（即锡金）；并在第二次
侵藏战争中，于1903年8月3日武装进入拉萨，迫使十三世达赖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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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系我近年来在西康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总结，除了《四川省甘孜州政协（甘孜文史资料>的内
容与意义》一章系我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康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何洁硕士联合撰写之外，其余都是
我独自撰写并修改完成。
李绍明研究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格勒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与任新建研究员（泽旺
夺吉，四川省社科院康藏研究中心），是我进行西康近代社会史研究特别想要感谢的引路师长。
李绍明先生对我研究康区社会史的指导，我将终生铭记；先生尊人李亨先生，在清末、民初长期服务
于西康地区，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川边教育“中区第一初等学堂”（位于“巴安（即四川甘孜
藏族自治州巴塘县）本区中街”）的两位教员之一；因服务边地多年，兴学成效显著，李亨先生受到
清廷的表扬，于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被中央“学部会同吏部核议”，得到“保奖选用县丞”的奖
励（张敬熙：《三十年来之西康教育》，撰于1938年，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转引自赵心愚、秦和平
编：《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上册，第457、502页），旋被
推选为“川边学务局”代理总办，以及被委任为民国首任昌都县知事（即县长）、西康地区汉源县长
等（参见揣振宇、华祖根主编：《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2年卷）》，民族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第506-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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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获得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资助，并由四川省重点建设项
目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四川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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