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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北京藏学讨论会提要 

 

    1639年西藏以达赖、班禅为首派遣了一个使团到沈阳与当时尚未入关的清朝联系。清太宗皇太极对

此事十分重视，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使团在沈阳停留将近一年，至1644年才返回拉萨。此次西藏遣

使清朝，为清代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关系史上最早的一件大事，汉文史料中有不少记载，但是也存有许

多疑难问题。 

    其中包括：1、此次西藏遣使是格鲁派与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推动的，但是使团所携书信中有当时

控制前后藏的第悉藏巴以及萨迦、噶玛噶举教派首领的书信，当时第悉藏巴等与格鲁派正在进行激烈的

斗争，而且在使团出发后几年，1642年和硕特蒙古即联合格鲁派攻灭了第悉藏巴政权。在这种情况下，

格鲁派是如何做到使第悉藏巴等敌对力量与其联合遣使清朝的?2、此次西藏使团的人员组成也很特殊。

主要由蒙古僧人组成，其中的首要人物戴青绰吉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经历和身份，仍然是一个谜。

3、西藏使团所行经的路线也很不清楚，为何经数年才到沈阳，而且与清朝派遣入藏、停留在呼和浩特

的使者没有相遇?4、和硕特部固始汗、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在这次遣使中各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史学界

也一直了解不多。 

    本文拟针对上述几个问题，依据藏汉文有关史料进行探讨。主要论点有： 

    1、西藏首次遣使清朝是格鲁派和固始汗精心安排的一个重大政治行动，其目的，一是与内地的政

权建立联系；二是利用其与内地政权交往方面的优势巩固其在西藏的地位。为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三

是将第悉藏巴纳入这一共同活动，稳住第悉藏巴，为攻打第悉藏巴做准备。第悉藏巴由于缺乏政治斗争

经验，在对外交往中陷入被动，导致后来的失败。 

    2、西藏使团的带队人伊拉古克三是和硕特部的格鲁派僧人，很可能即是卫拉特蒙古的格鲁派僧人

咱雅班智达。使团到沈阳的路线是先到卫拉特蒙古，再到喀尔喀蒙古，与各部首领联系，然后到沈阳。

所以使团受到皇太极的特别重视，并视西藏使团的到达为清朝联系蒙藏，集中兵力入关与明朝争夺天下

的一个重要契机。因此，西藏使团到沈阳对清朝的初期的历史具有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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