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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博士是现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是衡量学科人才培养的能力和层次的重要标志。
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贯穿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整个过程。
必须经过专家评议选题和研究思路的开题报告会、包括相关文献收集和田野调查的资料准备、研究撰
写、通讯评审.答辩、修改以及学位委员会评议表决等阶段。
而博士学位论文的通过标志着一名学者接受学术研究训练的结束和职业学术生涯的开始。
可以说，博士论文展示了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体现了博士研究生所完成的研究成果，在一定意义
上集中地表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所规定的博士学位授予的条件要求。
即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和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博士学位论文是人类学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学术创新的动力来源之一。
博士研究生阶段是许多学者思维最活跃、创新欲求最旺盛、探索能力最强劲的学术研究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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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时期西藏政治格局研究》就清朝前期业已形成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发展以及清朝
前期西藏地方的基本政治格局作了简单介绍，并对清朝前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
概述，以此作为本文全面展开的背景介绍和历史铺垫。
其次，《民国时期西藏政治格局研究》分三个阶段对西藏的政治格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述。
再次，《民国时期西藏政治格局研究》论述了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昌都战役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西藏统治集团内部急剧分化，政教大权再次更迭，摄政达札被迫下台，年仅十六岁的达赖喇嘛提前
亲政等事件所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
最后，1951年5月23日，西藏地方当局与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至此，西藏正式承认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分，结束了西藏自1911年以来长达近40年来搞分裂
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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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藏回”文化特征探析——以迪庆“藏回”为例》、《云南藏区宗教关系探索》等十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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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同时格鲁派及其支持者与噶玛派及其支持者两大教派的斗争也进一步激化。
为了摆脱困境和战胜强大的对手，格鲁派采取了依靠蒙古外部军事力量打击敌手的办法。
1641年。
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求助于蒙古族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
固始汗立即出兵，打败藏巴汗的军队，处死藏巴汗。
消灭了以支持和发展噶玛派为旗帜的藏巴汗地方政权。
结束了噶玛噶举派操纵控制地方政权和对卫藏地区二十多年的统治。
从根本上解除了对黄教的威胁，黄教在藏族社会中的优势地位逐步确立。
固始汗消灭藏巴汗后。
在他的精心策划与安排下，一个统治全藏的以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权——甘丹颇章
政权①在拉萨建立。
甘丹颇章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格鲁派已正式上升为西藏社会中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作为格鲁
派领袖的达赖喇嘛也自然成为西藏政教两方面的统治者和领袖。
②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被清中央政府邀请进京晋见。
被清中央政府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在清中央政府政治支持和蒙古和硕特军事力量的支持下。
五世达赖喇嘛对噶玛噶举派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据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记载：
五世达赖喇嘛下令拆毁藏巴汗在札什伦布寺附近名叫扎什日伦的新寺院，将其全部木料运往拉萨更替
拉萨大昭寺走廊的旧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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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经历了近两年的艰苦写作和四次修改之后，我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西藏政治格局研究》终于完稿
了。
此时，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和感动，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为完成这篇论文所经历的种种痛苦的孕育
和艰难的磨砺，我不能忘记有多少个夜晚从梦中醒来，想起尚未完成的论文时的深深的叹息和焦虑；
不能忘记有多少个夜晚，在写到精彩和激动之处后的彻夜地难以入眠；不能忘记把稚嫩的初稿交给导
师后的忐忑不安：也不能忘记在拉萨收集资料时在布达拉宫下徜徉的那个飘雨的黄昏⋯⋯也许是雄浑
的布达拉宫给予我智慧，也许是雄伟的念青唐古拉山给予我力量，也许是在大昭寺前匍匐叩拜的藏民
的虔诚给我与执著，今天，在经历了所有沮丧、痛苦以及喜悦、激动和感动之后，手捧这部书稿，我
终于如释重负。
自攻读硕士以来，我一直师从于吕昭义教授，在这里，我不得不感谢我的恩师对我十年来的培养、教
诲和提携，没有导师的无私帮助，没有导师的悉心指导、没有导师的鞭策鼓励，我不会有今日之成就
（如果我的一点小小成绩还算得上成就的话），不会有今日之论文的最终完成，感激、景仰也许能够
表达我对导师的深深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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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西藏政治格局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
中心，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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