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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历史疆域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研究”（１５ＸＺＳ００６）。

作者简介：马亚辉（１９７４—），男，河北定州人，历史学博士，民族学博士后，百色学院民族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广西民

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边疆史研究；王巧娟（１９８２—），女，河北定州人，大

学本科，助理馆员，主要从事西南教育史研究。

编者语：本期栏目刊发三篇论文，作者分别来自广西、河北和云南。马亚辉博士的论文探讨了乾隆朝在２４
年间对准噶尔的宗教政策，指出清代的新疆宗教政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乾隆朝在统一新疆前后的宗教政

策有着很大的不同。程彩萍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其论文是关于明代云南土司辖地犯罪处罚的研究，该选题十

分新颖，史学界鲜有研究，为不可多得之佳作。李培生的文章是关于明初国家疆域观及其在云南实践的研究，

该文理论性较强，结合史料，运用许多史学和民族学的概念对明初的国家疆域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解析。

论清朝统一新疆前乾隆朝对准噶尔的宗教政策

马亚辉１，王巧娟２

（１．百色学院 民族研究中心，广西 百色 ５３３０００；２．百色学院 图书馆，广西 百色 ５３３０００）

摘要：清朝对准噶尔的宗教政策在２６０余年中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变化，仅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至乾隆二十四

年（１７５９年）间的宗教政策也与其他时段有些许不同。乾隆朝在２４年间对准噶尔的宗教政策涉及两种，一

是藏传佛教政策，主要出于保护西藏而遏制准噶尔势力的目的而制定的，因此乾隆朝对准噶尔藏传佛教的

政策是扶持与遏制并行；二是伊斯兰教政策，主要是由于清朝政府与准噶尔维吾尔人接触很少，因此乾隆朝

对准噶尔伊斯兰教以怀柔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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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清朝建立至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共９０余年时
间，西域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成为政府的心病。清高

宗继位后，对宗教的态度与清世宗迥然不同，清世宗

以佛祖自居，统御天下宗教，而清高宗非常反对宗教

人士与政府官员往来过密，并在西北实施了一些不

同于前朝的宗教政策。乾隆朝统一新疆前，其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