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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75 年以后, 英帝国主义根据《烟台条约》中的有关条款, 不断派人以游

历、通商的名义, 欲染指我国西藏地方。1886 年, 为阻止英国人入侵, 西藏地方军队

在隆吐山设卡, 但英帝国主义诬称藏军越界设卡, 挑起战端。为维护我国领土和主权的

完整, 西藏僧俗民众万众一心、奋起抵抗,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抗英斗争。隆吐山

战役虽以失败告终, 但对近代以来西藏地方和与中央政府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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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8 年、1904 年英帝国主义先后两次对我国西藏地方发动军事入侵, 最终将西藏

沦为其半殖民地。对1904 年的英军入侵近人多有深入而精辟的论述, 但对1888 年英军

入侵事件鲜有关注。本文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 对隆吐山战役的起因、经过及其在中国

近代史上的地位试做分析和研究。 

一、马科蕾“商务考察团” 

1875 年8 月, 英国借口“马嘉理事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烟台条

约》, 根据该条约所附“另议专款”的规定,[1] 1877、1879 年,英印政府以“游

历”、“通商”为名, 先后两次派员欲从四川、青海入藏, 但因沿途藏族僧俗民众的坚

决抵制, 上述两批英人入藏企图均未能得逞。但从此, 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

间围绕是否允许洋人入藏问题产生了尖锐矛盾。清政府采纳四川总督丁宝桢“以藏人仇

外为由设法婉拒洋人入藏”的建议, 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 在外国人前面, 竭力表

明不是政府不让你们进藏, 而是藏族僧俗百姓不让尔等迈入。而面对日益高涨的藏族人

民的反帝斗争, 清政府又表明朝廷是不想让外国人进藏, 可他们要来, 我们也没办法。

这种置国家主权于不顾的荒唐政策, 不仅使帝国主义有了更大的可乘之机, 而且也严重

挫伤了藏族人民的反帝积极性, 加剧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矛盾。 

1884 年10 月, 英属印度政府任命孟加拉省财政秘书克尔曼·马科蕾

(Colman Macaulay) 筹办进藏考察团事宜。马科蕾接受任命后, 先是装模作样地到锡金

与我国西藏边境, 尤其是在西藏边境县康巴宗“考察”了一番, 然后杜撰了一份所谓的

“考察报告”。在这份“考察报告”中,马科蕾极力向英国资本家描绘了西藏市场的巨

大潜力, 认为一旦中国政府取消印度茶叶进口西藏的禁令, 中国内地的货物将从西藏市

场上迅速被清除掉, 而且西藏对英国毛料、百货、刀具和印度颜料等的需求会与日俱

增, 西藏的回报则是黄金和羊毛。[2] (P157) 马科蕾还认为, 与西藏贸易的最大障碍

是寺院和中国政府。寺院的问题很好办, 只要给拉萨三大寺布施大量的财物即可解决。

而对付中国政府的最好办法是扶植反对派势力。[2] (P160) 马科蕾的“考察报告”在

英国最为著名的《泰晤士报》上刊登后, 英国上下哗然, 掀起了一股西藏热。 

1885 年夏, 马科蕾返回英国面见印度事务大臣伦道夫·丘吉尔

(Randoph Churchill) , 力陈开通印藏对英国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好处, 请求

英国内阁批准进藏商业考察团的计划。他游说道, 如果计划得到批准, 就将使“大吉岭

成为对西藏和蒙古南部的贸易通道, 茶及英国货物将由此涌进西藏”。“如果英国使者

与中华帝国的大员以亚洲两大帝国的代表身份在盟友的热烈气氛中, 尽释前嫌, 相会于

达赖宫廷, 那么我们在亚洲的政治势力就将得到巨大的扩展”。[2] (P166)马科蕾还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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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开通与拉萨的贸易, 不仅可以给大英帝国提供巨大的科学价值, 还可为帝国赢得不

可估量的政治利益。马科蕾的计划得到了很多政客和大商人的支持。 

伦道夫·丘吉尔当即通过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向总理衙门递交“西藏通商节

略”, 哄骗清政府同意所谓的“商业考察团”进藏, 而只字不提考察团进藏的政治目的

和以印茶取代川茶的意图。对英国商务考察团, 清廷内部及清廷与西藏地方之间有很大

的分歧。丁宝桢等人坚决反对,他认为洋人以通商为名, “实阴以肆侵多之秘计”, 而

且西藏僧俗视英国为仇敌, 中央王朝若置西藏地方的意愿于不顾, 势必恶化中央与西藏

地方之间的关系。其时法国侵犯越南, 进逼云南, 胁中国东南沿海, 中法战争一触即

发。清王朝幻想英国居间调停消弭战争, 并希求英国在鸦片战争和中国在香港设领事的

问题上有所让步, 因此, 不敢明确拒绝英帝国主义的要求。 

1885 年10 月, 马科蕾到达天津, 总理衙门发给护照, 并训令驻藏大臣妥为保

护, 同时要求马科蕾在印度等候, 待取得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后, 始得入藏。马科蕾回

到印度后, 遵照英国公使奥康纳的指示, 迅速拼凑了“考察团”。马科蕾对外宣称,

“考察团”的任务有三个: “参观拉萨、札什伦布寺, 从清朝皇帝那儿得到印度货物自

由进入西藏的许可。”[3] 1886 年初, “商务考察团”的所有成员在大吉岭集中, 马

科蕾自己任首席代表, 指挥官是埃文思(Captain Elwes) 和瓦提肯(Gwatkin) , 另有测

绘、绘图、医务、汉藏语翻译等人员, 加上武装卫队、马帮、象队等,共有300 余

人, 拟于4 月穿过锡金及春丕河谷进入拉萨。[3] 这是历史上英国政府以官方名义组织

的第一个所谓的入藏“商务考察团”。显而易见,名义上是“商务考察团”, 实际是一

支不折不扣的远征军。 

当马科蕾经哲孟雄(锡金) 接近西藏康巴宗时, 立即遭到当地人民的坚决阻止。马

科蕾耀武扬威气势汹汹, 恫吓说, 如不让其前进, 他将调来3000 英军进攻。但当地僧

俗民众不为所动,坚决不让他们逾越半步, 双方在康巴宗形成了长达数月的相持局面。 

西藏地方当局获悉马科蕾使团已聚集在大门口的消息后, 立即号令全藏僧俗百

姓, 坚决抵制“考察团”入藏。尽管驻藏大臣色楞额及其所派的“开导委员”“剀切晓

谕, 宽猛兼施, 无如藏心如铁石, 百折不回”。色楞额等人既不敢严正拒绝马科蕾武装

进犯的威胁恫吓, 又不敢过分强制西藏地方政府, 怕激起民变, 后果不可收拾,因

此, 上奏清政府, 请求设法取消英人考察团。 

关于马科蕾使团, 1904 年率英军侵入拉萨的荣赫鹏在其《英国侵略西藏史》中写

道∶“1885 年, 又有一复活之努力以促成与藏人之谅解, 孟加拉政府最漂亮之秘书科

尔曼·马科蕾尝游边地, 试探有无取道锡金山谷上游, 以与日喀则人建立友好关系之可

能, 驻锡日喀则之班禅喇嘛, 较之拉萨人民常觉友爱, 此事似颇有希望也。⋯⋯彼遂以全

部精神与能力集中此事, 彼获得印度政府之赞助, 尤重要者, 彼竟然燃起英伦印度事务

大臣之热情, 故此时似有真正成功之希望也。”[4] 

当西藏地方军队与马科蕾使团对峙之时, 英国正在与中国就缅甸问题进行谈判。为

了诱使清政府承认英国对缅甸的占领, 英帝国主义提出了中国承认英国占领缅甸、英国

撤走马科蕾考察团的条件。清政府接受了英国的条件, 1886 年6月24 日, 清政府与英

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中英缅甸条约》。关于西藏问题, 该条约第四条规定∶“烟台条

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一事, 现因中国查看情形, 诸多窒碍, 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欲在

藏、印边界议办通商, 应由中国体察情形, 设法劝导。振兴商务如果可行, 再行妥议章

程; 倘多窒碍难行, 英国亦不催问。”[5] 

《中英缅甸条约》签订后, 英印政府下令马科蕾从西藏康巴宗撤回, 暂时停止入藏

“考察”,但“考察团”并未立即解散。 

二、隆吐之争 

《中英缅甸条约》的签订, 并未遏制英印政府对我国西藏地方的图谋。相反, 占领

缅甸以后, 英帝国主义更是肆无忌惮。马科蕾使团的余波未平, 英人又以大吉岭(汉文

史籍中有时称独脊岭) 为基地, 不断向北修路架桥, 步步逼近我国西藏地方。大吉岭是

印度由锡金通往西藏的必经之道。马科蕾使团被拒后, “英国乃招雇游民做向导, 私自

越过隆吐山探路, 并进一步将隆吐至捻纳一段道路中崎岖处拓宽加平”。[6] 西藏地方

政府发现后, 立即派人前往制止, 英人不但不停止, 而且加修驿站, 加快了向北推进的

步伐。 

面对咄咄逼近的帝国主义势力, 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召开全藏僧俗代表大会, 签订

《抗英卫教守土神圣誓言》, 决心奋起自卫。鉴于局势日趋紧张, 1886 年, 噶厦政府

命“代本莎穷瓦率领藏军第二团前往隆吐山建卡, 并在哨卡供上护法神像。委派江洛金

·多吉仁增为文武总管, 霍康和定日代本德门·顿堆多吉为洛扎、门隅、措那等地边防

总管, 率领藏军驻守”。[7] 



隆吐山位于西藏与锡金、不丹三方交界的热纳宗内, 南控大吉岭、噶伦堡等丘陵地

带, 北通亚东、帕里等入藏要冲, 海拔12617 英尺, 道路险恶, 空气稀薄, 是从喜马拉

雅山南麓进入我国西藏地方春丕谷的第一道险要之地。藏兵在9600 英尺高地修筑了第

一道防御栅, “纯用生竹为壁, 顶上石城, 防备亦严”。 

隆吐山地势险要, 战略地位相当重要。1908年, 四川试用道陶思曾奉命绕道印度考

察藏印边境, 他从喜马拉雅山南麓翻越隆吐山进入西藏,他描述道∶“迂回陡峻, 残雪

盈途, 侧身西望,惟见白雪重重, 平铺半腹, 如绵如絮, 如浪如潮。所有低下峰峦, 全

行覆盖。纵目远眺, 不见其际, 渺茫浩瀚, 如临大海。时有鹰隼, 盘旋天空, 而孔景江

卡大雪山, 巍然耸峙, 屏叠锦张,如孤岛立于重瀛中, 尤为特艳, 荡胸决眦, 可谓奇

观。”[8] 

隆吐山原属西藏热纳宗营官管辖。清朝嘉庆年间, 由于不堪廓尔喀的挤压, 哲孟雄

(锡金)部长逃至西藏, 向八世达赖喇嘛降贝嘉措请求庇护。考虑到锡金一直是西藏藩

属, 所以, 达赖喇嘛把包括隆吐在内的一段草场拨给哲孟雄部长使用, 并令其代行热纳

宗营官之职。热纳宗虽由哲孟雄部长驻牧, 但并未改变其属于中国领土的性质。这

点, 哲孟雄部长也明白无疑地予以承认。但英帝国主义以西藏地方政府占据了锡金领土

为由, 故意颠倒黑白, 要求西藏地方撤军, 并以此为借口, 要挟清政府允许英帝国主义

与我国西藏地方之间的通商。 

1886 年(光绪十二年) 11 月, 英国驻北京公使华尔森向清政府提出∶“现在藏番

因闻英人停止入藏, 边界外距大吉岭相近百里地方, 建立炮台, 意在阻止通商。在英国

不难将其炮台毁去, 但本国亦不愿多事, 请行驻西藏大臣转藏番, 不可妄为。”[9] 

这里华尔森认为藏兵在隆吐山设卡“意在阻止通商”。但到了1887 年5 月, 华尔

森致函总理衙门, 竟然宣称“藏兵据守西金地方, 中国朝廷似有漠然之势, 惟有刻即调

兵驱逐出境”。为即将发动的武装入侵寻找借口。清政府对于华尔森来函中提到的“西

金”全然不知, 更不清楚隆吐山究竟在何处, 便到处查问锡金是什么地方, 并向英国表

示“以西金是否为西藏属地, 必须查明确实, 方足为应否驻兵之据”。 

英印政府就西藏地方政府在隆吐山设卡一事继续大做文章, 不断向清政府提出“抗

议”, 施加外交压力, 试图通过中央政府压制西藏僧俗民众的反帝情绪。1887 年

10 月, 英国政府向清政府发出照会, 毫无根据地说西藏军队驻守的隆吐山是在受英国

保护的哲孟雄国土上, 藏军的行动是越界筑卡, 是有意威胁大吉岭的安全, 必须限期撤

卡退兵, 拆毁炮台, 否则英国迫不得已, 惟有自行设法迫令退出, 公开表示他们将以武

力解决问题。同时, 英国侵略者在隆吐山南大量增兵, 加紧训练军队, 修筑工事, 加宽

道路, 积极准备武装入侵。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 清政府腐朽无能的本质已暴露无遗, 在涉外问题上一味

采取屈服政策, 一经英国恫吓, 便立即命令驻藏大臣文硕强制西藏地方政府将隆吐山驻

兵撤回。1887 年9月,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函驻藏大臣文硕∶ 

“惟查英人入藏游历, 及藏边通商各事, 蓄意已久, 去夏本处与英署使议定条约时, 多方抵

制, 舌弊唇焦, 始得停止入藏, 而其觊觎入藏, 每思借端寻衅之心, 甚为叵测。今藏番若于藏边界

外, 筑台据守, 则彼族即有可乘之隙,势必恃强肇衅, 不独入藏一事不能缓办, 且恐侵占藏地, 增

朝廷西顾之忧,启边界无穷之祸, 事机甚迫, 殊为可虑! ⋯⋯亟应剀切晓谕藏众僧俗, 申明利害, 饬

将界外踞守藏兵, 迅即一律撤回, 切无任其滞留。边衅一开, 不可收拾。”[10] 

清王朝不仅苟且偷安, 不支持西藏人民的反帝斗争, 而且悲观失望, 怀疑西藏人民

的反帝力量。四川总督刘秉璋也附和清朝中央畏强苟安的思想, 致函驻藏大臣文硕, 劝

其令藏军撤兵∶ 

“藏番之炮台, 万不足抵御英之后门枪炮, 何苦以此为招敌之媒? 且与敌以出师之名, 自宜撤

回藏界, 设法以避免彼族借为口实, 而作兵端, 乃藏中僧俗之福, 尚望剀切开导, 以靖地方。”

[11]  

西藏各阶层人士对清政府违背西藏人民意志, 对外妥协退让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抵

制。1887 年2 月, 西藏格鲁派各主要寺庙以及西藏地方政府七品以上全体官员联名向

驻藏大臣交了一份公禀, 申诉他们与英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和气概∶ 

“⋯⋯惟此案该英人等开端生事,欲入西藏佛地游历通商, ⋯⋯该处洋人与小的番人性情不

同, 教道不合, 势为冰炭, ⋯⋯小的阖藏僧俗大众, 纵有男尽女绝之忧, 惟当复仇抵御, 永远力

阻, 别无所思⋯⋯”[11]  

同年12 月, 拉萨三大寺和全体僧俗官员,再次向驻藏大臣上递公禀, 公禀内

称: “隆吐山为藏中门户, 倘一退让, 势若开门辑盗, 可有以疆域门户让人之理乎?” 

总理衙门为了息事宁人, 缓和冲突, 一再电令刘秉璋转饬文硕立刻撤退隆吐藏军。

1887 年2月, 西藏形势日趋紧张, 战争一触即发, 清王朝慌忙下令驻藏大臣文硕∶ 

“目下事机紧迫, 无论隆吐属藏属哲, 将来自可辩明。现在总以撤卡为第一要义, 升泰未到以



前, 文硕责无旁贷, 仍著凛遵迭次电旨, 剀切劝谕, 迅速撤卡, 即令印兵已到, 强弱势殊, 藏中番

兵不可与之接仗, 我兵驻藏无几,尤宜严加约束, 毋得稍有干涉, 致生枝节, 将来难以转圜。”

[12] 

然而, 在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热情的感召下,驻藏大臣文硕拒绝服从总理衙门的命

令, 他在奏折中说明隆吐在西藏境内, 强迫藏人撤退, 实属无理之举, 并抨击总署的懦

弱态度。奏折中, 他首先指出隆吐的地理位置: 

“西藏之与印度中隔哲孟雄, 布鲁克巴两部落, 初非土壤相接, 而该两部向为西藏附庸, 同一

风俗文字, 今该唐古特(西藏) 建卡之隆吐山, 更在该二部之内, 是为藏境东路门户。”[13] 

接着又强调威迫藏人撤离藏境, 如何能叫藏人屈从, 只要稍微处理不慎, 反会弄巧

成拙。对清朝中央政府要藏军从隆吐山撤兵的命令, 文硕表示无法理解: “地既藏

境, 人既藏民, 撤亦无从再撤也。”[14] 

最后, 他对当时清朝中央政府一贯奉行的外交政策表示质疑: 

“此二、三十年来, 朝廷之所以付从和议者, 原为息事安民, 故多曲从迁就。若或舆情不

顺, 强我自拂吾民, 则固势所难行者。”[15] 

此外, 文硕还检查了西藏地方政府提供的证据, 向总理衙门详细汇报了隆吐属于西

藏地方的根据, 证明不仅隆吐, 而且隆吐以南的日纳, 皆为藏地。日纳又名热纳, 在噶

伦堡东北约20 英里处, 距藏、哲、布三地交界之雷诺克3 英里,离英占大吉岭约70 余

英里。隆吐山又在日纳东北约20 英里。 

1887 年12 月, 英国政府提出藏军必须于1888 年正月底以前退出隆吐, 清中央政

府也下令藏军撤退。面对内外压力, 西藏人民仍坚持抗争, 反映了西藏各阶层人民坚决

反对英国侵略的积极态度, 同时也表明他们对清政府妥协屈服的不满。 

之后, 英帝向驻守隆吐的藏军司令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牒, 警告道, 如果藏军不按期

撤退, 就要以武力驱逐, 但藏军司令对这份最后通牒没有启封就退了回去。在规定期限

前的1 个月, 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收到同样内容的警告信函, 但也同样没有开启, 原样退

回。 

三、隆吐之战 

英军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藏军必须在1888年正月底撤离隆吐, 否则就要兵戎相

见, 清政府也下令藏军限期撤退。面对来自英帝国主义的军事压力和清朝中央王朝的强

制命令, 西藏地方全体僧俗官员又给驻藏大臣文硕上奏, 拒绝执行来自清政府的命令∶

“隆吐山设卡之事, 无论英人展期明年正月底, 即使目下有男尽女绝之忧, 亦不甘心以

门户让人, 虽奉严旨, 亦不能听从英人之要挟, 乞代转奏。”[14] 

1887 年底, 英帝已调动军队2000 名集结边界, 其中有廓尔喀兵, 陆军准将格拉汗

姆(Graham) 担任总指挥, 又雇用大批土人背运军用品至白栋, 并以该处为后方总站。

西藏地方噶厦得悉英帝增兵准备进犯后, 也派四仔本多尔济仁增赴隆吐山负责, 之后又

派意西洛布汪曲亲往前方帕里统领一切, 积极准备防御英军的进攻。 

正当西藏僧俗民众严阵以待, 准备抗击入侵之敌的时候, 1888 年初, 清政府以

“识见乖谬,不顾大局”为由, 将同情并支持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文硕罢官革

职, 调回北京, 代之以昏庸无能的升泰。文硕的被革职, 对西藏的政局产生了极为不利

的影响。维护国家利益的官员横遭打击, 使西藏人民和官兵的反帝斗志受到一定程度的

挫伤, 给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1888 年正月下旬起, 英帝军队即由各地向隆吐山附近之绒岭集结, 驻扎绒多桥。

2 月7日, 英国侵略者在大吉岭做好一切侵略准备之后, 便以要求藏军撤防遭到拒绝为

借口, 派遣约500 名英军悍然向隆吐山下西藏边卡守军突然发起进攻, 藏兵奋起抵

御, 西藏人民的第一次抗英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在藏军的火绳枪、石块的打击下, 山谷

里的英军因无处藏身而败退。 

1888 年3 月21 日, 2000 名英印士兵在格拉汗姆的亲自督战指挥下, 以密集的炮

火, 猛轰隆吐山藏军阵地, 藏军虽奋勇抗击, 终因防御工事被炸毁, 寡不敌众, 损失惨

重, 被迫放弃了隆吐山阵地, 退守纳汤。[15] 

纳汤北有一名为提俄可那的山, 海拔13550英尺。藏兵撤退至此高地后, “一夕英

军斥候过此, 寂无一西藏人。其夜英军屯于那塘(即纳汤) , 附近去此一英里半, 终宵

亦毫无声响, 万籁皆尽。至晓忽见西藏人于其间筑墙以为防御之计, 高与胸齐, 长约四

五里, 英人惊讶为神工,数千藏兵, 汇集其内, 纵横呼噪, 乃英兵一举队前进, 开炮轰

击, 藏人终至大败涂地”。[15] 这样,纳汤也失守, 藏兵退到捻纳以内春丕等地。 

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并未因隆吐和纳汤的相继失守而退缩, 相反在全藏征兵纳粮, 积

极准备组织反攻。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虽年仅12 岁, 但他通过自己特殊的政

治、宗教身份,支持反抗英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他在拉萨给即将奔赴前线的将士们摸



顶祝福, 并亲自给每个人发放符咒, 极大地鼓舞了藏族官兵的士气。 

“与此同时, 达赖又命令多扎堪布、拉惹僧布、客拉丰见、参巴噶桑等人,还有念

咒喇嘛十五人, 在不(布) 达拉宫秘密念‘武经’放咒英军失败。又有不(布) 达拉宫请

‘乃均’降神问卜,‘乃均’说,‘事先不应作此事, 即已作了干到底’, 于是抗英决心

更加坚定。”[15] 

1888 年藏历4 月, 拉萨家家户户焚香烧喜纸, 祈求佛祖保佑藏军收复失地, 将英

国侵略者赶出西藏, 赶出大吉岭。大昭寺和三大寺的僧侣们也举行隆重的祈祷仪式, 为

前线的将士们禳解祈福, 祈求早日结束战争, 恢复和平与宁静。此外, 十三世达赖喇嘛

同时还下令西藏三大寺组织僧兵, 准备参加保卫西藏的战斗,并命令数十名著名喇嘛在

布达拉宫秘密念咒, 以诅咒英军失败, 保佑藏军胜利,表示了西藏各阶层人民的抗英意

志。六、七月间藏军组织了数次反攻, 未果。此时, 新任驻藏大臣升泰到了拉萨, 极力

阻止藏军继续作战。他要求西藏地方政府“严束藏兵, 不准妄动”, 遣散征集的民兵和

三大寺僧兵,命令驻藏部队隔离英军和藏兵。8 月, 英军向捻纳发起猛攻。这场战役除

了英军的猖狂进攻和藏兵的惨败外, 清朝官吏所表现出来的可耻态度,加剧了西藏地方

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捻纳战役是藏族人民第一仗抗英斗争中, 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场面最为惨烈

的一仗。“被枪炮死者约五六百人, 被驱逐落水者亦数百人。藏番各路士兵共一万四千

有零, 兹闻收集败残仅六千人, 其余概行逃散”。英印军队虽然获胜, 但也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战斗结束后, 被藏军消灭的英印士兵统一埋葬在纳汤, “平地有无数巨石堆筑

为台, 其上皆英人墓, 盖战死于此者也”。英国侵略军随后占领了则利拉、朗热、亚东

等地。藏军虽然一再受挫, 但斗志仍高, 西藏噶厦地方政府收集残兵并调集新兵万余

人, 驻扎仁进岗一带, 三大寺喇嘛也组成僧兵, 准备反攻。英国方面则因冬季来临, 希

望能及早解决战事。实际上, 捻纳战役是西藏人民第一次抗英斗争的转折点, 此后, 在

内外夹击下, 西藏地方政府再也没有组织起一次有效的抵抗。 

10 月, 升泰由拉萨启程亲赴前线, 他首先做的事就是设法解除藏军的武装, 撤退

藏兵。一到前线, 升泰即要求噶厦将在仁进岗一带驻扎的藏兵撤退两站。相反, 英兵不

但不向后撤, 反而暗中增兵, 噶厦乃将藏兵分散在灵马汤以上数十里之树林内驻扎, 以

防英军袭击。升泰又怕英帝知道后作为借口, 催令藏兵速撤, 并担保“印兵复来, 应惟

驻藏大臣是问”, 强迫遣散藏兵。西藏地方政府由于连遭败绩损失严重, 加上升泰不断

的威胁利诱, 最后终于同意撤兵。西藏人民的第一次抗英战争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了。 

升泰在解除西藏地方武装后, 要求英军撤退, 但“英人必得如顾而偿, 乃肯议

撤”, 就是先讲好条件然后撤兵。升泰又亲赴英军营和英方代表保尔进行谈判。而此时

英国又乘机要求将藏属锡金纳入其保护国, 并划定锡金与西藏边界。升泰遵从总理衙门

的指示, 答应了英帝国主义吞并锡金的无理要求。 

1890 年3 月17 日(光绪十六年) , 驻藏大臣升泰与印度总督兰斯敦爵士在印度加

尔各答画押, 签订了有关西藏问题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根据这

个条约, 锡金完全脱离中国西藏, 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四、隆吐山战役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西藏地方的侵略是其整个侵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1774 年第一个英国人波格尔出使札什伦布寺到1888 年隆吐山战役前夕, 在近114 年的

时间内, 英帝国主义不择手段朝思暮想欲侵入“世界屋脊”, 但由于喜马拉雅山麓诸国

及地区的阻挡及西藏地方的有效防御和抵抗, 一直未能得逞。[16] 通过两次鸦片战

争, 帝国主义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东南大门, 而隆吐山战役后, 英帝国主义则完

全打开了我国西南的门户, 实现了其一百余年来的梦想。 

面对英帝的侵略, 清政府采取息事宁人、讨好英人、压制爱国力量的政策, 加深了

与西藏地方的矛盾, 自身腐败无能的本性也暴露无遗, 助长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隆吐

山战役后, 清朝尽失缅甸、锡金、不丹等西南藩篱, 从此, 清王朝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

威望一扫而光, 列强侵略气焰更加嚣张, 向我国西藏地方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商业渗透、

政治扩张和军事进攻。1904 年, 数量有限的英国远征军之所以胆敢孤军侵入西藏,一路

烧杀劫掠长驱直入拉萨, 并强迫签订城下之约, 其原因也在此。 

而对西藏噶厦地方政府而言, 虽然隆吐山战役中藏军遭到重创, 但毕竟最后英国侵

略军未能进入西藏,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也是一种胜利。因此, 隆吐山战役后不久, 噶

厦政府对有功人员进行了奖赏。但西藏地方政府由此而对自己的势力产生了不切实际的

盲目自信, 低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在此后的反帝斗争中, 噶厦政府高估藏兵的战

斗力, 过分依靠和相信神灵的力量,而没有积极争取清朝中央政府的支持, 从而造成了

1904 年抗英斗争的再次失败。 

总之, 对西藏僧俗民众来说, 隆吐山战役的失利, 不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结束, 而



是更加艰苦卓绝的斗争的开始。藏族人民并未因此而屈服和退缩, 相反, 更加积极地投

入了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历史也正是如此, 1904 年,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英国侵略

军, 西藏人民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保卫着每一寸热土, 使侵略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付

出了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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