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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一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西藏近代史上的政治改革、尤其是十三世达赖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的改革进行研

究，重点探讨这些改革是否产生现代意义的后果，如民族独立意识，民族国家意识等。本文第一部分题

为“方法论的起点”，主要提出在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起点问题，讨论了“现代性取向”对历史研究的

影响，并提出作者所认为的合理的方法论基本原则和起点。第二部分为“近代西藏改革的性质与后

果”，主要分析张荫棠、联豫改革及十三世达赖改革的性质及后果，并从社会学的角度予以解释。第三

部分题为：“改革中的角色分类及相关分析”，主要就“角色”问题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认为简单的改

革派与保守派的分类如果填充进现代性价值观，则会发现很难做出对历史人物进行恰当的角色认定，同

时，所谓的掌握话语霸权的人物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对立也使我们注意到西藏近代改革中参与角色的不同

态度、意向对历史评价所造成的决定性作用，这甚至最终会促成我们对历史事件的重新认识。第四部分

题为“西藏独立问题与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主要就达赖集团及西方一些人试图从理论上论证“西藏独

立运动”与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相一致的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在西藏近代改革中主要是十三世达赖的改革

中，没有条件产生“民族独立意识”，近代的改革主要产生的民族意识是“民族自省意识”，在这种自

省中，产生两种倾向：脱离内地或依赖内地，二者一直处于争论及上层集团的内部争斗状态，这种状态

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一种新的具有现代性的民族意识产生。因此，从

事实及理论两个方而来说，“西藏独立运动”与现代全球性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两码事，更何况前者

还有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性干扰和直接策动、插手、干预等因素在起作用。所谓的藏民族的独立意识及

独立的民族国家运动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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