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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一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清代对西藏地理的考察与记载，是国人认识边疆状况、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重要基

础工作。本文将初步分析清代在西藏地图测绘、野外考察和文献记载三方面的学术实践过程及其主要成

就。  

    康熙年间在多次派兵进藏时，曾注意测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兰

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测绘西藏舆图，从而发现并命名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绘入《皇舆

全览图》后填补了西藏地图的空缺，比英属印度测量珠峰高度并擅自命名要早135年，这是地理发现史

与测绘史上的重大事件。自乾隆时代以后，地图测绘事业渐显停滞之势。西藏地图数量缺乏且以山水画

形式居多，坊间地图甚至不重视比例尺，制作水平大为衰退。  

    西藏地势高峻、地形复杂、气候寒冷的自然特点，决定了进藏路线和藏区交通线的极端重要性，对

于从内地进藏从事行政管理或军事行动的人员尤其是这样。探索和记载西藏的交通站程，几乎是所有涉

及西藏地理的文献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康熙年间，杜昌丁《藏行纪程》记载了自云南入藏的道路。雍正

时期王我师《藏炉总记》，则全面叙述了从四川、青海、云南入藏的交通路线，奠定了记载进藏道路的

文献基础。后来的进藏者如王世睿、松筠、林俊、徐嬴、姚莹的著作中，同类的内容只是局部更加详细

些。光绪十二年黄沛翘编撰《西藏图考》，集清代有关西藏交通路线的文献之大成。  

    清代关于西藏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记载，包含在地方志、游记等文献中。除《大清一统志》五四

七卷《西藏》外，有从雍正年间的《藏纪概》到宣统三年的《西藏新志》将近20种方志。虽然数量较

少，体例略嫌混杂，但留下了关于疆域、山川、交通程站、人口、民族分布、灾害等方面的记录。由于

体例的限制，地方志对地理现象的描述远不如游记那样生动形象。一些进藏者继承了中国古代地理学长

于描述的悠久传统，无论是西藏的高山、河流、气候、道路、物产，还是居民、建筑、风俗、宗教、语

言，都能够在他们的游记中跃然纸上，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西藏的地理考察和文献

记载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清代西藏地理考察与记载的进展，和不同时期的国内外局势密切相关。国家强盛的康乾时期，为了

实施维护统一的行政管理和军事行动，最高统治者积极倡导地图测绘和地理（尤其是交通线、地名）的

调查，奉命进藏的官员如松筠等人予以响应，表现了远见卓识。清代后期，国力的衰微与外国侵略者对

西藏的觊觎，激发了部分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推动了新一轮地理考察和文献整理的

热潮。当时的著作在形式上并未与游记、考证、方志有显著区别，内容上仍然属于地理描述的范畴，但



它们丰富了对祖国西南边陲的地理研究，在古代地理学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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