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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属连续出版物，因其具有“内容广、信息新、周期短”等特点，深受广大读者的青睐；在探讨

社会发展规律、宣传方针政策、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促进学术信息交流、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具有

其他类型出版物难以比拟的优势。 

    涉藏刊物是随着藏事工作的开展和藏学研究的兴起应运而生的。藏区第一份刊物于1907年问世，至

今已逾100年。我国藏学期刊的历史虽不算悠久，但取得的成绩较为可观，其发展历程基本呈波浪式的

曲线增长，并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八十、九十年代先后出现了两次发展高潮。本文粗疏扫描了解

放前我国藏学期刊的发展轮廓。 

    学界一般认为： 1907年驻藏大臣联豫在拉萨主持创办的《西藏白话报》是最早的藏文刊物，同时

也是西藏创办的第一份刊物。 

清朝末年，最后一任驻藏大臣联豫（曾随晚清洋务派干员薛福成出使英、法等国）在任期内兴办“新

政”，仅文化方面就有颇多新的举措，如：创办汉藏文传习所、印书局、白话报馆等。 1907年4月，他

在拉萨主持创办了《西藏白话报》。该刊是参仿四川旬报及其他各省官报办理的；以“爱国尚武开通民

智”、“用笔代舌，开化迷信”为宗旨；刊载的文章均由汉文翻译为藏文，以“便于番民（即藏民）览

阅”；从出版周期看属于旬刊，幅面16开。 

    民国时期，中国国内局势不稳，尤其在民国初期，基本上处于分散状态。当时，在帝国主义的支持

和挑拨之下，西藏地方上层一时有脱离中国版图的倾向，发生了驱逐驻藏川军的事件及康藏战争等。另

外，处于政治策略，民国时期，国外一些学者加紧藏学研究，并从多方位反面宣传西藏，这对国内也受

到了一定的影响。而当时中国国内研究和宣传藏事的刊物较缺乏，为了改变舆论阵地的这种窘迫局面，

在国民政府和一批热衷于藏事的学者的努力下，国内藏学研究得到了发展。随之，藏学期刊迅速发展起

来，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藏学期刊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先后创办了《蒙藏月报》《蒙藏

旬刊》《边政月刊》《边事月刊》《康藏前锋》《康导月刊》《康藏研究》等许多刊物，如： 

    《边政月刊》是由西康省康定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于1929年在康定创办，汉文版，16开，月刊。1928

年（民国十七年），西康省省长刘文辉奉命在西康建立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为“戍边的专官”，承担

“收西康，营卫藏”的使命。该刊即为这一使命的宣传材料。刘文辉在该刊创刊词中写道：为我国交通

中东之枢纽者，康藏也，……编辑边政月刊，旨在沈隐咸豁，巨细畢宣，以为我国民留心康藏之先导，

……。开设栏目：例载（刊登中央及该军文告函电摘录等）、专载（刊登康藏历史、文化、宗教、地理



等方面的文章及调查资料等）、附载（刊登有关康藏的图表、各种实地调查表及绘图等）等。 

    《康藏前锋》是由《康藏前锋》杂志社于1933年9月在南京创刊，属综合性刊物，汉文版，16开，

月刊。主要研究、介绍西藏和西康、青海等藏区的社会现实、历史、宗教、文化、教育、民俗和经济

等。辟有：时论、论著、叙述、专载、文艺等栏目。此刊是解放前创办的重点大型藏学期刊之一，内容

丰富、资料详实，颇具参考价值。 

    《康导月刊》是由西康康定县训同学会于1938年9月创办，属综合性刊物，汉文版，16开，月刊。

创办此刊时，正值西康省建立之际，也是我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之际。该刊是针对当时边陲康区亟待

解决的民族、宗教、文化、教育、土制等问题创办的，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上述各种问题的介绍、探

讨、研究，以便为政府施政提供参考。开设栏目：研究专载、西康建设问题、教育、介绍、文学等。 

    对待任何事物，我们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藏学期刊也不例外，解放前藏学期刊的发

展既有优点，也有不足之处，大致情况归纳如下： 

    优点：（1）期刊出版周期普遍显短：绝大部分期刊是月刊，个别期刊甚至是旬刊。刊物出版周期

短，有利于迅速传递、交流信息，有利于充分体现期刊“轻骑兵”的特色。（2）期刊种类较多，覆盖

面较广：不仅创办了大量综合性刊物，而且还创办了许多专业性刊物。 

    不足：（1）出版期刊使用的文种单一，基本上都是汉文版。（2）期刊的地域分布不均匀，绝大部

分期刊是由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和今四川地区创办的。（3）纯学术性刊物少。（4）部分期

刊稳定性差，或刊名、周期变化无常，或即创即停。 

    另外，早期的一些刊物，虽然也装订成册，幅面规格与16开相当，看似‘约定俗成’的期刊，但并

非严格意义上的期刊，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报纸的性质，称其为‘刊式报纸’也未尝不可。 

    总之，藏学期刊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分体现其独特的优势，为推动藏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研究、

发展发挥了其它类型出版物无法比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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