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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一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朝觐，是西藏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继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入京觐

见顺治皇帝，1780年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入京觐见乾隆皇帝之后，第三位西藏格鲁派宗教领袖晋京觐见中

央皇帝，联络与中央感情，巩固西藏与中央关系，借以解决边疆出现的种种危机。对于这件在西藏历史

和宗教方面有着重要意义的大事，以往有关的传记、年谱和相关史籍著作中，都记录不甚详实，使人难

于了解觐见活动的全貌。笔者近年几度赴日讲学，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发现了一本题为《内厅侦

察达赖报告》的原始手抄日志，其中逐日记录了十三世达赖滞留京师84天的活动情况。这份向清政府提

供的秘密报告，是内廷派专人守候于达赖驻锡的黄寺，每日在观察完达赖一行的行踪之后，按不同情事

内容分类笔录的，故所记文字较为真实可信。它弥补了以往史籍档案记载的不足。  

    本文根据这份《报告》内容，参照已有档案与实录，对十三世达赖在京的觐见活动，划分几个专题

作了全面记述。其中，不仅对达赖晋京的历史背景、路线和准备活动作了介绍，同时重点记录了慈禧、

光绪皇帝几次在不同地点接见达赖的详情。在以往相关的著作和论文中，我们发现对十三世达赖在京时

的外事活动涉及较少，本文按《报告》记录，顺序排列了达赖在京时接待各国使节和政要造访的情况，

对研究十三世达赖后期政治态度的变化和外国染指西藏事务的史实，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做为格

鲁派的最高宗教领袖，达赖在京时的佛事活动，诸如于各寺庙中进行静修、讲经。“放头”、放布施、

礼佛等活动，也另辟章节，做了客观的描述，这也是在其他著作中所少见，可视为一种补白性的工作。

 

    十三世达赖晋京朝觐，是西藏与祖国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本文侧重于对这段历史的客观记实，同

时介绍了至今保存在拉萨的一些珍贵历史文物，这些文物是让人重温这段重要历史的实物见证，是有价

值的生动教材，值得永资留念，传至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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