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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藏学研究所2008年初在兰州举办了《拉卜楞历史档案及其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专题学术座谈会。 

 

    据藏人文化网报道，甘肃省藏学研究所2008年初在兰州举办了《拉卜楞历史档案及其研究论著目录

索引》专题学术座谈会。西北民族大学、兰州大学、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甘肃民族出版社、《兰州晨

报》、甘南州夏河县有关专家和领导应邀参加会议。 

    此次座谈会的主要议题针对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副所长丹曲博士主持的《拉卜楞历史档案及其研究论

著目录索引》课题成果征求意见和建议，以使其更为完善。 

    在座谈会上，丹曲博士简要通报了藏学研究所的科研现状及今后工作的设想，并着重就《拉卜楞历

史档案及其研究论著目录索引》课题从选题依据、此课题在学科中的意义和价值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

点。他讲到，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拉卜楞位于农牧业结合部，其东北为夏河峡谷农区，其余周边为开阔

的草原牧区。这里一直是藏传佛教极为昌盛的地区，拉卜楞寺是安多藏区久负盛名的信仰中心和藏传佛

教的最高学府，始建于公元1709年（清康熙四十八年），距今已有290余年的历史。该寺自建立后在寺

主嘉木样大师的苦心经营下，逐步走向辉煌，遂在大夏河沿岸、拉卜楞藏区乃至安多藏区建立了属寺，

并以其严格的组织机构、精密的修习体制、森严的修习制度和完善的修习内容，培养了大批高僧大德，

最终成为卫藏地区外最大的格鲁派道场，在蒙藏地区建树了崇高的地位。为此，拉卜楞这个原本是寺名

的名称，冠于拉卜楞寺教区之上，甚至后来演化为泛指拉卜楞寺周边地区的区域名称。从人文背景上来

讲，拉卜楞寺周边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密布，高僧学者众多，宗教氛围极为浓厚，民俗独具特色。拉卜

楞寺内馆藏大量反映藏族政治、哲学、社会、历史、宗教、文化、医药、经济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受到

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这里的自然景观、宗教文化、生活习俗、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以及民族服饰和

语言等，自成体系，特色显明。这些都为我国致力于民族学、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一

个原生态的研究沃土和得天独厚的工作环境。 

    甘肃省藏学研究所编纂《拉卜楞历史档案及其研究论著目录索引》，旨在供国内外藏学界致力于拉

卜楞研究的同行参考。编写这方面的作品，对加强学科建设，步入学术规范，深化理论研究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作为一部资料工具书的《拉卜楞历史档案及其研究论著目录索引》，无论在民族学还是在宗教学的

研究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如果将这部工具书目摆在研究者面前，将会收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加之，这些提纲挈领的扼要叙述，使读者能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按图索骥、探骊得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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