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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明代治藏政策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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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治藏政策研究在学界一直备受关注。进入２０００年以来，学者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从形

式上看，以学术论文呈现为主；从方向上看，研究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民族关系等诸多领域。目前，语言不

通是研究的一大障碍，而继续收集、发掘和探索新资料、新方法、新方向则依然显得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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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明代治
藏政策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已有专著和学

术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明朝治藏政策的各个方面进

行分析，涉及范围较为广泛。本文对这些学术成果

进行分类整理和简要的论述，以期更好地促进明朝

治藏政策研究。

一、明代治藏政策研究的专门性著作

（一）有关明代对整个藏区政策的专门性著作

　　尹伟先的《明代藏族史研究》［１］是这方面的研究

专著之一，作者在书中详细论述了明朝对藏区的治理

情况，明确地指出了如今我们仍然要进行明代藏族史

研究，并且研究意义重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

着重论述了明代对甘青川滇藏区的治理政策，在以往

的论著中，其他学者一般将西南川滇地区放在全局中

进行综合性论述，而且论述较为简单、通俗，也没有进

行过多的详细解说。而在这本专著中，作者对其单独

分类并详加阐述，有很大的进步性。另外，顾祖成的

《明清治藏史要》［２］一书也对明朝时期有关西藏的治

理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妥延青在《诚论明永乐

时期汉藏之间的关系》［３］中分析了明朝“多封众建”

策略的实施背景、原因，并且强调明朝在藏区统治权

的巩固与明朝统治者的治藏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以典型地区为代表的论著

《明代藏地施政的特殊性：古代中央王朝治理

藏区的一种范式研究》［４］是明代藏区治理研究中较



为全面的一部著作，作者邓前程在这方面的造诣较

深。殷叔鹏的《明代松潘卫研究》［５］和陈晨的《明代

松潘卫研究》［６］，则从交通角度论述有明一朝松潘

作为进藏要道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而明朝对松潘

的管理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国家对西藏采取较为宽松

的政策，也反映了当时西藏与内地频繁往来的情况。

《明代使藏使臣研究》［７］是李淮东的硕士论文，这篇

文章通过收集文史资料、翻译藏文文献等，以明朝对

西藏派出的使臣为研究对象，并借助民族学、考古学

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治藏政

策的特点。阴海燕的《明朝“多封众建”治藏方略研

究》，以明朝“多封众建”治藏方略的初设原因、设置

特点及意义等方面为主要内容，进一步对产生重要

影响的明朝治藏政策进行详细阐述和分析。卢亮华

的《明代中央政府赴藏地使者辑考》［９］，虽然是介绍

驻藏使臣的文章，但我们可以从越来越多的驻藏使

臣中看到，明朝对西藏的管理越来越完善以及明朝

“多封众建”政策在西藏实施的重要作用。蔡金宏

的文章《明代安多藏区边事研究》［１０］，以西北地区

著名的“民族大走廊”———安多藏区为阐述对象。

安多藏区地势复杂多样、民族众多，明朝政府对其实

施了各种政策以稳固明朝在当地的统治，以期安定

边界，并且作者详细阐述了这些政策的得失之处，这

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明朝治藏政策的大方向有很大的

帮助，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安多地区的重要战

略地位。王蕾的《明朝中央对川西北岷江上游藏区

的治理》［１１］也是选取了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四

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藏族的聚居区进行阐述。明朝

以松潘地区为中心，对该地区的政策是卓有成效的，

文章在详细介绍明朝在这里的政策的同时，也从民

族融合和民族发展的角度对明朝的治藏政策给予了

肯定。马军在《明朝对青海藏区的施政方略研

究》［１２］中指出，青海地区在元明之前一直是荒蛮之

地，统治者并不予以重视，但随着时代发展，特别是

有明一朝对青海地区的开发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并

且这里是内地进藏的交通要道，战略意义重大，当地

的藏族聚居者众多，可以说就是藏族同胞日常生活

的缩影区，因此作者极力强调青海地区的战略地位，

指出统治者在此地的政策关乎整个藏区的兴衰。

二、有关学术论文

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史学工作者对明代治藏政策的

研究更多的是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这些文章涉

及面广，基本体现了当前明代治藏政策研究的现状。

下面，笔者对此进行分类归纳。

（一）政治方面

１综合性述略

夏春峰的《明朝前期中央治藏措施述略》［１３］从宏

观角度对明朝前期的治藏措施进行概述，详细介绍和

论述了政治策略、经济调控和宗教策略等方面的内

容。作为明朝治藏政策研究的领军人物，邓前程的贡

献是比较大的，他发表的学术成果也颇多，其所涉及

的内容也较为广泛，特别是在《论明初中央政府治藏

政策的调试与定型》［１４］《传承与现实之间：对明初治

藏方略出炉之由的诠释》［１５］《元明政权交替与中原统

治民族换位形势下的治藏政策调塑空间》［１６］等文章

中，作者从与元代相比明朝治藏政策的上升空间、政

策的出炉与定性角度较为全面而系统地为我们介绍

了明朝治藏政策的产生及发展演变过程。

陈柏萍的《明洪武、永乐年间治藏政策述

略》［１７］一文，从时间线索出发，充分注重不同地区的

特殊性和代表性，详细论述了洪武、永乐年间的治藏

政策，并指出随着治藏政策的深入，中央对藏区的管

理也逐步加强。栾凡的《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

特征》［１８］则主要强调明朝治藏政策具有承上启下的

作用，并且指出其特点。

在《明初“广行招谕”治藏方策探究》［１９］一文

中，作者陈楠以明太祖朱元璋的“广行招谕”政策为

中心进行详细阐述，并且指出这一政策具有极强的

政治性和战略性，值得后世借鉴，不过也存在一定的

缺陷———与政教合一的藏区政治结构有些不符。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明朝治藏政策的研究一直

没有中断，不同的学者采用的调查方法不同，故而得

出了不同的观点。张屹在《明朝治藏政策成因述

要》［２０］一文中指出，草原文化和西藏政教合一的社

会结构是形成明朝治藏政策的主要背景。在《从民

族格局差异看明朝治藏政策的现实性———与元、清

两朝相比较》［２１］一文中，作者突出强调明朝治藏政

策的现实意义，明朝的统治者是站在时代的大背景

下，依据藏区的自身特色制定政策，这在当时有很大

的进步性。王建敏在《明初中央对藏族地区的治

理》［２２］一文中，突出强调明初中央对藏族地区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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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政策是在元朝的基础上做了必要的调整，并且指

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策，对后世发展和民族

关系的加强有很大的帮助。在《明清与西藏政治互

动策略之比较》［２３］一文中，作者探讨了明清两朝不

同时期的治藏政策，强调两朝政策之间的互动性和

继承性。在《简析明朝治藏的均势思想》［２４］一文

中，作者贾丽芳详细论述了始于洪武年间的“多封

众建”和“尚用僧徒”政策，突出均势思想，并且阐述

了明朝后期统治者对这一政策的继承和发展，作者

认为正是“多封众建”和“尚用僧徒”政策的共同作

用推动了藏区的发展和加强了明朝政权的稳固。

２明朝对其他藏区的治理
解晓燕和尹伟先在文章《明朝治理乌思藏政策

的阶段性特点》［２５］中指出，明朝在对乌思藏的治理过

程中依据时局的不同用了不同的政策并将其分为三

个阶段，而其从最初的招抚到后来的坚持僧俗并重都

是有一定的依据的。闰天灵在《〈明史·西番诸卫

传〉的现代诠释》［２６］中详细介绍了明朝的“西番诸

卫”的设立背景和实施的具体过程，着重分析了政治、

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政策和实施过程，并指出有

明一朝对安多藏区的控制产生了很强的时代意义和

现实意义。曹群勇与刘星合著的文章《羁縻与怀柔：

论明王朝对安多藏区的治理》［２７］，在强调对安多治理

政策的同时，也分析了羁縻与怀柔原则的正确性。

（二）经济方面

明代治藏政策的经济方面主要是指“茶马贸

易”。毛阳海和朱文莉合著的文章《论明代中央治

藏的“贡市羁縻”政策》［２８］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文

章从经济角度分析了明代的经济政策，并指出作为

财政和贸易政策的合称，贡赐和互市政策极有力地

促进了藏汉交流和繁荣。邓前程的《明代“限制边

茶以制之”立法及其治藏主旨———以边关将吏和茶

商严厉禁约为例》［２９］和《论明代“以茶驭番”的立法

与实践》［３０］指出明朝政府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强化

了明朝政府对藏区的治理，作者认为政治和军事手

段无法完成的统治可以由这些来调剂，而且还能促

进藏区经济发展和加强汉藏交流。敏政的《从明代

汉藏间的茶马互市看明代的治藏政策》［３１］则以茶马

互市为中心，详细介绍了这一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

和意义，并且给予这一政策极大肯定。濮蕾的《试

论明朝政府的“茶马互市”管理制度》［３２］一文则详

细阐述了“茶马互市”这一政策，也从民族团结和国

家统一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三）宗教方面

１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
《从宗喀巴弟子释迦益西两次应召进京受封看

明代治藏政策和汉藏关系》［３３］这篇文章是琼措和桑

扎合著的，作者在文章中阐述了释迦益西生平及其

进京过程、诏封的背景和目的、体现的治藏政策和汉

藏关系等。在《明代留住京师的藏传佛教僧人》［３４］

一文中，作者杜常顺分析了“欺罔惑世”和“縻财蠹

政”的不良形象产生的原因———留在京师的藏传佛

教僧人在满足皇帝个人需求的同时，自己的身份地

位也相应地得到了提高，作者并不因此否认他们也

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陈楠在《明代乌思藏“五

教王”考》［３５］一文中指出，五教王的划分表明了明

政府对藏区政教领袖人物的认可，可以说这也是明

朝在西藏统治权的进一步稳固。胡启银《明永乐时

期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和影响》［３６］一文指出，藏

传佛教的传播在永乐时期达到了高峰期，作者分析

了藏传佛教兴盛的原因和影响，这在学界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高文的《从宗教方面看明朝中央治藏政

策之变化》［３７］一文分析和概述了明朝治藏政策在宗

教方面的表现以及变化，并分析这些变化产生的原

因。邓前程在《藏区僧俗首领朝贡与明朝对藏主权

问题辨析》［３８］一文中，在比较分析元明清三朝治藏

政策的同时，也指出了明朝治藏的非强制性特点，但

是作者也指出了藏区僧俗首领定期与不定期进京朝

贡在本质上是明朝行使藏区治权的一种表现形式。

陈楠在《论明代留京藏僧的社会功用》［３９］一文中，

承认留京藏僧在明朝统治者治藏上起到的了一定积

极作用，虽然以往的历史文献资料很少提到这部分

人的消极影响，但不得不承认他们留在京城期间有

着很大的社会功用，是明朝各代统治者治藏政策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积极作用不可忽视。

在《明朝借助藏传佛教治藏策略研究———与

元、清两朝相比较》［４０］一文中，作者探讨了藏传佛教

与藏区社会的相关性。一提到宗教问题，我们首先

想到的就是与之联系密切的民族问题。有明一朝，

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不断地调整统治政策，特别是

４０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年２月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利用对藏传佛教的支持来换

取藏区人民的信任和服从是相当明智的选择。故

而，作者赞同藏传佛教的利大于弊这一说法。张治

东的《明代藏区僧官制度探究》［４１］一文，也是从正

反两个角度入手，肯定了僧官的积极作用，但也绝不

否认僧官制度给明朝经济和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

这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２其他宗教

何孝荣的《论明宣宗崇奉密教》［４２］一文，结合

古籍史料与实物资料，论述了明宣宗时期推崇密教

的原因、背景和作用，作者认为“仁宣之治”的出现

与宗教因素不无相关，这不仅是明宣宗的个人喜好

问题，还应作为政治政策加以考量。

（四）民族关系方面

１蒙藏关系

马啸的《明朝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模式初探》［４３］

一文，从政治互动的独特概念和角度展开论述，深度分

析了明朝政府与蒙藏之间的关系以及形成所谓的招抚

互动和武力互动两种模式的原因，并探究了形成汉藏

招抚互动的背景、内容和影响，论述了在对待汉藏互动

模式问题上的蒙古的态度与反应，也总结了明朝在治

理边疆问题上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２藏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
邓前程和邹建达合著的《缘俗立教，加意诸

羌———明朝一项重要治藏治策研究》［４４］一文，强调

了因俗而治的治藏政策，并指出当时的统治者敏锐

地意识到应该加强联合与藏族联系紧密的诸羌族，

这一点鲜明地体现了统治者的治藏策略。不论是经

济扶持还是政治照顾，都是为了通过这些优待来笼

络寺院和宗教人士，进而让他们更好地、更进一步地

帮助明政府维护其政治统治。

赵现海的《洪武初年明朝、北元、高丽关系与地

缘政治格局》［４５］一文，分析论述了明朝中央政府与

周边地区———北元、高丽的政治关系及地缘关系等，

作者认为明朝政府与周边地区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

着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因此借分析周

边关系类比明朝政府的治藏政策，并且借鉴和总结

了一些较为乐观的经验，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明代的治藏政策对纳西族和藏族上层之间关

系的影响》［４６］是关于明朝治藏政策对纳西族以及与

之交往密切的藏族上层贵族的影响方面的文章。作

者杨福泉认为，纳西、藏两个民族通过长时间的交

往，文化民俗互受影响，文化交流不断加深，随之而

来的则是民众之间的交往，特别是有佛教作为两个

民族之间交流的桥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府

的统治，与此同时也为纳西族木氏土司所对占领藏

区的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五）其他

索文清与雍继荣合著的《多封众建，因俗以

治———从历史文献文物看明代对西藏的治理》［４７］一

文，参照《明太祖实录》卷七九、卷九一中的相关内

容进行阐述，并依据实例论证了明朝“多封众建，因

俗以治”的治藏政策。黄伟《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方

略的演变传承》［４８］一文，着重论述了“多封众建，贡

市与利”政策，强调其积极作用，肯定明朝治藏政策

的积极性。在《论元明清历代王朝对西藏的有效统

辖和治理———兼斥达赖集团等在西藏地方与祖国关

系问题上的谬论》［４９］一文中，作者卢秀璋在简要论

述元明清三代治藏政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重点斥

责达赖集团抛出的谬论，并指出他们的行为最终只

能是自食恶果，他们的恶意煽动绝不会影响民族团

结。邓前程和徐学初合著的《务宜远人：明朝藏地

僧俗贡使违规私茶处罚的立法与实践》［５０］一文，通

过类比展开论述，其从明朝政府对藏区的经济政策

入手，从规范交易保证交易顺利正常进行的角度对

元明清三朝的政策进行对比，并以此体现明朝与前

朝相比的鲜明的不同点，即以经济手段连番制虏，从

而加强藏区政治的稳定。在《元明清时期的治藏法

制略论———以“赔命价”的发展历程为视角》［５１］这

篇文章中，作者胡长云从法律角度分析了明朝的治

藏策略，并且论述了元明清三个朝代不同时期的

“赔命价”活动，指出因为明朝奉行的是“多封众建，

因俗而治”的原则，所以在那一时期，“赔命价”活动

的普遍存在并不稀奇。

三、小结

近１０年来，学界对明朝政府的治藏政策的研究
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绩。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还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首先，继续收集和发现新资料、新方向仍然是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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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相对于元代和清代治藏政策研究来说，有关

明代治藏政策的专门性论著并不是很多，而且大多都

是对前人研究资料的补充，对明王朝治藏政策的分析

大多是站在历史学科的角度展开，明代治藏政策仍然

有待于多学科的研究。比如，积极学习国外的先进科

研成果，加强史料的挖掘和综合利用，通过史料的互证

与互补提高明朝政府治藏政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其次，语言不通是研究考察的一大障碍。语言

不通，导致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对很多治藏政策的内

容只限于简单地论述，缺乏深入的分析，只能单一地

阐述，不能将其置于不同的民族背景之下进行深入

研究。虽然有关藏区政策的藏文史料记载很多，但

其目前并没有被完全翻译成汉语，这就要求我们在

今后要更加注重对精通汉藏语言及外语的人才的培

养，并且要求他们具备一定的语言功底和历史功底。

致谢：本研究得到西藏民族大学２０１３级研究生
高水平人才培养计划的经费支持，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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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８５才貌俱赋于天有，何可忌？
按：“有”下逗号当移至“天”下。

１５１１９８即平日疏懈遇事，偶能出力亦必量与
赏赐。

按：此句当作：“即平日疏懈，遇事偶能出力，亦

必量与赏赐。”

１６１２８２１盖夫妇非友道比焉，晓人自当知之。
按：“比”，集成本作“此”。全句当作：“盖夫妇

非友，道此焉，晓人自当知之。”

２４１９０８通身用代字，诀不惟省文省事。
按：“字”下逗号当移至“诀”下。

３１２４２１若遇太冷日子时，婆子连锁都不开。
按：“时”，集成本作“封”。全句应为：“若遇太

冷日子，封婆子连锁都不开。”

３３２５４３其时勋旧子弟抽弓佩剑，在帐下效力
者有郭汾阳、康宁、邓希禹、常胜等，诸人甲科子弟，

投笔弃儒。在府前献策者有山镇、桓如虎、海晏、杨

大烈等诸人，孟征俱用为战将谋士。

按：全句应为：“其时……常胜等诸人，甲科子

弟投笔弃儒，在府前献策者有……”

３６２８３２２仙源指蓝田旧府者，宋人临死赋诗。
按：“者”，集成本作“昔”。全句应为：“仙源指

蓝田旧府，昔宋人临死赋诗。”

５６４３１２０又得了香儿、彩云两处绝户，产业自
当舒心快意。

按：“户”下逗号应移至“业”下。

６４４９７５妄念如邪念，何如夫人责之太过。
按：“如”，集成本作“比”。全句应为：“妄念比

邪念何如，夫人责之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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