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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藏人的人类学研究:
围绕北美藏学博士学位论文的评析

刘志扬

摘 要: 海外藏人社会研究是目前中国藏学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而这部分恰恰是

西方藏学人类学积淀最为丰厚、成果最为突出、影响力最为显著的方面。西方藏学博士论文折

射出了西方学术界关于藏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研究取向。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海外藏人的文化

适应问题，结合不同时期的国际政治和移居国情境，讨论了海外藏人在文化适应方面所经历的

张力: 他们一方面或主动或被动地适应和融入当地文化，另一方面仍试图以对传统文化的坚持

来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立足于国内藏学研究对西方藏学研究的评介，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学习

和借鉴西方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理念，增进国际间的学术对话; 同时也旨在西方藏学研究框架

之外分析其缺失和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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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藏人社会研究是目前中国藏学研究中最

为薄弱的环节之一，而这部分恰恰是西方藏学人

类学积淀最为丰厚、成果最为突出、影响力最为

显著的方面。借鉴和学习西方学术界对海外藏人

社会的研究，可以为我国藏学界逐步展开海外藏

人社会研究奠定资料的基础。为此，笔者选取了

一些北美大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藏学人类学博士

学位论文，就其对南亚和美国、加拿大藏人社区

的研究做一简要的评介，以期扩大我国藏学研究

的全球视野，增进国际间的学术对话。文中资料

来自“PQDT 博硕论文文摘库”和 “ProQuest 学

位论文全文库”。截止 2012 年 1 月，在 PQDT 博

硕论文文摘库中能够检索到的，与中国西藏和其

他藏区、海外藏人社区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类欧

美博 ( 硕) 士学位论文有 2 611 篇，其中藏学人

类学博士论文 80 余篇。

一、印度、尼泊尔

藏人居住区的文化适应研究

从 19 世纪至 20 世纪早期，藏族就开始在印

度的大吉岭、噶伦堡、拉达克等地定居，这部分

藏族逐渐被印度社会所接纳，成为当地少数民

族。1959 年西藏叛乱后，一些藏人跟随达赖喇

嘛辗转至印度及尼泊尔、不丹等国，成为没有国

籍的难民。这些藏人一部分住在尼泊尔的加德满

都河谷和博卡拉，印度的德里、马苏里和达兰萨

拉等城镇，其他大部分定居在西方民间组织帮助

建立的农业和手工业定居区里。① 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些专门为 1959 年出走西藏的藏人建立的

屯垦区不断增加，目前共有 52 个屯垦区分散在

与中国西藏接壤的南亚喜马拉雅诸国，其中印度

35 个，尼泊尔 10 个，不丹 7 个。② 据统计数据

显示，2009 年中国藏区以外的藏人总人口数为

127 935 人，其中印度 94 203 人，尼泊尔 13 514
人，不丹 1 298 人，散居在南亚以外其他地区 18
920 人。③

与早期定居并已经融入当地社会的藏人不同

的是，这批 1959 年才离开故乡来到南亚陌生国

度的藏人，其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基本断

裂了，他们不能适应这里与西藏完全不同的文化

传统和生活习惯，以及当地炎热潮湿的气候环

境; 而且他们大多是农民、牧民和小商贩，他们

拥有的传统生产技能到了新的环境后基本没有了

用武之地; 再加上语言不通等困难，因此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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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的生存考验。最初，他们的生存和居住成为

印度、尼泊尔政府十分头疼的问题，他们开始时

被安置在临时难民营。后来通过一些农业发展项

目的带动，这批藏人慢慢掌握了农业生产技能并

定居下来。① 到 2009 年，由于价值观念的转变、
知识水平的提高、专业技能的掌握和全球化经济

的需求，这批藏人的从业情况由第一产业向第三

产业转变的人数大大增多，生活水平也不断提

高，现在仅有 8. 1% 的人口依然以农业生产为

主。因此，研究这批藏人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适应

和身份认同，以及生计模式的转变等问题就成为

西方人类学者的一个关注焦点。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藏族学者乌金贡布

( Gombo) 的研究表明，到 20 世纪 80 年代，定

居在尼泊尔加德满都河谷的那些 1959 年出走西

藏的藏人，已经基本能够适应当地的社会和自然

环境。之所以能够较快适应，主要原因包括西方

社会的物资援助以及尼泊尔政府对他们采取的相

对宽松、自由的政策，还有就是他们抓住机遇经

营一些非当地特色的行业和产品的生产，如旅游

业和藏毯生产。② 藏毯行业是在尼泊尔发展势头

最好的一个新兴行业，仅仅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里，由那批藏人开办的一些小作坊便发展成为世

界第三大东方手工地毯供应商，并超越旅游业成

为尼泊尔出口赚汇的主要产业。加拿大麦克马斯

特大学的托马斯·奥聂尔 ( O’Neill，Thomas) ，

运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和社会资本的理论，对尼

泊尔加德满都 300 多个藏毯企业进行了研究，其

重点关注的就是藏毯企业中民族文化传承，以及

地缘、血缘关系对生产和管理的影响。其研究表

明，在尼泊尔这个多元文化的环境中，藏毯业对

藏人延续自身文化、保持藏族身份所起到了重要

作用。③

内华达大学印度裔博士生叶赛·汪迪 ( Yo-
say Wangdi) ，在 2001 年 1 至 12 月间对印度喜马

拉雅山地区的藏人社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她围绕

着“藏人是如何被定义”这个专题进行了深入

访谈，探讨了 1959 年出走西藏来到南亚地区的

藏人群体中逐渐形成的新的身份认同的过程和模

式，以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身份认同的变化

情况。④ 加拿大西蒙福瑞舍大学马蒂尔德·博纳

白 ( Matilde Bernabei) 的博士论文也是从身份和

文化认同的角度，分析了 1959 年出走西藏进入

印度的那批藏人中，在印度接受各种教育的年轻

一代的文化适应问题，由于这些年轻藏人出生在

境外，没有多少关于故乡的感性和直观认识，所

以作者关注的是他们在传承传统文化和构建新的

身份过程中的态度问题。⑤

夏威夷大学的热穆·巴哈杜尔 ( Chhetri) ，

调查了尼泊尔博卡拉地方 ( Pokhara) 1959 年出

走西藏的那批藏人的文化适应过程。他的研究表

明，为了保持自己民族的特色，防止为寄居国主

流文化所同化，那批藏人在这个多元文化共存的

居住地不断构建自己的族群和文化边界。与此同

时，他们也会根据具体的社会情境对 “边界”
加以灵活的调整，以更好地与当地居民相处。从

他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身处异国他乡的那批藏人

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当地文化的冲击，如一些人

与当地人通婚并加入所在国国籍; 还有的年轻人

虽然崇信佛教，但并没有出家的愿望等问题。⑥

美国西北大学的海蒂·安 ( Heidi Ann Swank)

和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丹增多吉 ( Tenzin
Dorjee) 则从藏语码转换角度和方言的运用情况

来研究 1959 年出走西藏的藏人在寄居国的文化

适应。海蒂·安研究的是生活在印度北喜马拉亚

邦上达兰萨拉青年藏人日常生活中的读写能力。
她记述了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在 3 个藏人群体之

间如何进行信息交流和共享的状况，以及他们通

过语言保持各自象征性群体特色的方式。⑦ 从这

些研究中我们看到，在印度达兰萨拉等 1959 年

出走西藏的藏人聚居区，藏人为了适应环境，熟

练地掌握了除藏语母语之外的 1 ～ 3 种语言，可

以根据不同的对象灵活地进行语码转换。
近年来，还 有 学 者 开 始 关 注 音 乐、旅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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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组织和西方国家援助等各种外来文化因素

对境外藏人社区社会变迁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如

华盛 顿 大 学 的 彼 得 · 凯 文 ( Moran， Peter
Kevin) ，以藏传佛教为主线，探讨了尼泊尔加德

满都郊外博大哈大佛塔社区的藏人与西方旅游者

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他的研究我们知道，对于

西方旅游者来说，“西藏”和“佛教”不仅仅是

一个可用肉眼观察到的现象，他们其中的一部分

人更是通过学习佛法和修行融入于其中。① 米凯

拉 ( Michaela Pichler) 的论文《一个印度藏人社

区中的 变 化 与 传 承: 噶 丹 曲 林 尼 姑 与 社 会 变

革》，通过对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尼姑寺噶丹曲

林寺 ( Geden Choeling ) 内尼姑的观察和访谈，

以一项旨在改善尼姑饮食结构的西方参与性援助

项目为主线，探讨了全球化背景和西方话语霸权

的影响下，1959 年出走西藏的藏人在印度达兰

萨拉所形成的社区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特别是

西方观念为主导的现代化与藏族传统文化之间的

冲突与调适。②

进入 20 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世界上

出现了很多流亡的难民群体，很多难民群体在若

干年后不可避免地被寄居国所同化和融合。即使

是那些顽强保持着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群体，流亡

生活依然不可避免地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固有的

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南亚诸国的海外藏

人也无法逃避这一现实，为了适应飞速变化的周

边环境，他们也在进行着各种改变。如宗教僧侣

阶层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逐渐减弱，个人的社会

地位不再由出身和血统等世袭身份决定。同时，

为了获取更多的西方社会同情和资金支持，他们

在体制、观念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改变。
目前，尽管南亚藏人在经济上已经基本可以

自立，但是他们还是面临着诸多问题，如生活水

平低下、就业渠道狭窄、发展前景渺茫等。另

外，因为达赖集团阻止他们取得所在国国籍，因

此他们在教育、求职就业、获得土地等方面都受

到很大的影响和限制。

二、藏人移居西方国家后

的生活与 “藏族认同”

目前，南亚国家以外的海外藏人分布在美

国、加拿大、瑞士、英国、法国、荷 兰、比 利

时、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家。瑞士和英

国是欧洲接收藏人最多国家。另外，欧洲的法

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国都接受了少量的

藏人定居。③ 在欧洲之外，美国和加拿大则逐渐

接纳了数量更多的藏人。据统计，1998 年移居

南亚以外的海外藏人为 12 153 人; 到 2009 年，

外移迁居南亚以外国家人口大幅增长，达 18 920
人。其中，1998 年至 2009 年间有超过 9 309 的

人口迁移到西方各国。④ 这主要是因为进入 21
世纪以后，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放宽了对藏人的移

民限制，允许已经定居的藏人的亲属移民。藏人

喜欢扎堆聚居在北美的大城市，如美国的纽约、
旧金山、波士顿，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等。
目前，藏人最多的城市分别是多伦多 ( 约 3 500
人) 和纽约 ( 约 3 000 人) 。⑤ 这样，大量移居

欧美的藏人如何融入当地社会，如何顺利地完成

文化的适应，以及如何保持藏族传统文化，成为

欧美学者十分感兴趣的话题。
1971 ～ 1972 年，加拿大从印度和尼泊尔接

收首批 228 名藏人到该国定居。加拿大政府将他

们安置在了安大略省、魁北克省、曼尼托巴省、
亚伯达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 卑诗省) ，安置

原则是按照藏传佛教的不同派别分别居住 ( 黄

教信徒在安大略的林德赛、魁北克的蒙特利尔;

红教信徒在曼尼托巴的温尼伯市; 花教信徒在亚

伯达省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莱斯布里奇) 。
藏人移居加拿大初期，由于语言不通，知识结构

与职业技能有限，他们大多都在农场、牧场工

作，不但工作劳累、生活环境不佳，而且每月收

入也十分微薄。
10 年之后，加拿大纽约大学的珍妮·麦克

莱兰 ( Janet McLellan) 对安大略省林德赛镇格

鲁派藏族小社区进行了人类学调查，她关注的是

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情境中，藏族

的族群和宗教认同问题。从她的研究中我们知

道，藏人从南亚移居林德赛之后，受到加拿大主

流文化的强烈影响，各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 如社会地位、传统的职业、婚姻形式、家庭结

构等) 。虽然他们通过就业、受教育、做生意等

方式已经开始融入加拿大社会，但是他们却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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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地保持着“藏族身份”。这种强烈的民族认

同情感已经延续到定居那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藏

人。作者认为，藏人社区不仅仅是由家庭和友谊

的纽带所维系，更重要的因素是来自于相同的种

族、历史背景、宗教信仰和共享的文化。珍妮·
麦克莱兰这篇论文应该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最

早研究南亚以外海外藏人社区的学位论文。
从 2001 至 2006 年，加拿大的藏族人口增长

了两倍，他们大多是来自南亚的难民，也有一些

是从美国迁居来的———因为在加拿大他们能够享

受到比在美国更多的权利和福利待遇。目前，加

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等城市已经成

为西方国家中藏族移民较多的城市。因此他们在

这里的活动也受到了较多关注。加拿大纽约大学

的詹妮佛 ( Jennifer J. Logan) 的调查点———多

伦多南柏岱尔地区，在 1996 年以前并没有藏族

居住，而现在已经有 1 700 多藏人移民，他们大

都是 2000 年以后才移居于此。多伦多是北美洲

最大的一个藏人社区，有 3 500 多藏人，其中一

半以上的藏族居住在南柏岱尔地区。移居北美的

藏人中的老一代逐渐逝去，绝大多数中青年藏人

从未到过西藏，他们出生在印度，生长在加拿大

或美国，对西藏的印象只是来自于父母或祖父母

的记忆。因此，对海外藏人来说，“家”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概念。詹妮佛的研究指出，这些低收

入、文化程度不高的海外藏人如何在加拿大这个

新的环境中重新建立起一个社会和物质空间的

“家”，将是他们融入加拿大社会的关键。①

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接受来自南亚

的藏族移民，但真正成规模的接受是在 90 年代

初期。1990 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向印

度和尼泊尔的藏人签发 1 000 份移民签证。② 在

《1990 年移民法》通过后，藏人自南亚大举迁至

美国。根据该法案第 134 章的藏人定居美国计划

( 简称 TUSRP) ，居住于南亚的 1 000 名藏人被授

予了美国的永久居留权。这些人是依照各类别配

额被选 中 的，包 括 给 来 自 西 藏 的 “新 来 者”
( new arrivals) 的 100 个名额。1996 年开始采取

抽签的办法，已被分配到 18 个州定居点的抽中

者，可以将他们的家人带到美国。③ 美国新墨西

哥大学的朱莉娅·梅瑞狄斯·赫斯 ( Julia Mere-
dith Hess) ，对此次移民浪潮进行了实地田野调

查，其论文叙述了移民北美后藏人在身份认同的

表达上的转变策略，以及美国移民政策和其他政

治经济政策对年轻一代藏人认同意识和价值观念

产生的影响，突出说明了他们在适应主流社会文

化的同 时，在 保 持 藏 族 传 统 文 化 问 题 上 的 困

境。④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艾米·莱文 ( Amy La-
vine) 以“社会记忆” ( Social memory) 和 “民

族认同” ( national identity) 为分析概念研究散

居于纽约的藏人。他认为，对故乡西藏的田园诗

般的怀念和想象，成为海外藏人形成相对独立社

区和文化认同的重要的动力。因为藏族文化的故

乡西藏不仅是他们祖先的故乡，更是宗教的圣

地，这个集体的记忆是他们认同的基础。尽管海

外藏人们认为，新的居住环境对西藏传统文化的

保持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他们

还是在不断地调适和重构自己的文化。⑤

美国印 第 安 纳 大 学 的 皮 特·格 林·汉 莱

( Peter Glen Harle) 选择了在他调查时仅有 10 年

历史的美国明尼苏达州双子城的藏人社区为研究

对象，分析了藏人在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互动和适

应中生活的变迁。作者通过较长时期的参与观察

和访谈发现，尽管藏文化传统在这个小小的藏人

社区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但在与其他族群接触和

互动的过程中，其传统的发扬不可避免地受到条

件的制约，文化的完整性受到了挑战。出生在美

国的年轻一代藏人接受了美国教育，在知识和文

化上融入了美国社会，很多人在美国主流社会找

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不再像他们的祖辈父辈那

样从事藏式餐饮和工艺品经营。因此，他们在与

其他族群接触中，在心理、习俗、交流方式、服

饰等方面都有了变化甚至呈现了与当地融合的趋

势。⑥

与那些 1959 年出走西藏到达南亚的藏人坚

持其难民身份不同的是，移居北美的藏人急于取

得所在国的国籍，成为美国或加拿大公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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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改变其在南亚的窘困生活

境况。他们到北美后，生存和发展空间大大扩

展，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享受了很多福利

待遇，因此，移民欧美的藏人在定居国的生活

中，极力想适应和融入到当地文化之中。
从目前移民北美的藏人的情况来看，他们今

后的走向取决于所在国的移民、政治和经济政

策，以及如何在保持传统文化和融入主流社会之

间保持一种平衡。由于移居北美的藏人到达时间

不长，他们的文化适应的努力必定需要相当长的

时间。因此对这些藏人的文化适应的考察还需假

以时日，留待今后进一步考察研究。因为 “文

化适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代或两代

人的时间才能完成。在此过程中，他们更多地表

现出来的是作为移民的文化特征。

三、讨论和小结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西方学术界很少关注

西藏和藏文化圈，鲜有成果面世，这一点最为直

接地反映在美国、加拿大博士学位论文中。从

1916 年第一篇藏学博士论文问世到 1959 年，总

共仅有 10 篇。①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后，情况

发生了改观，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提供大量

资金资助欧美大学的西藏研究，② 于是许多大学

开设了有关藏文化和语言课程，自此之后，真正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藏学在西方才开始展开。
西方学术界对于藏族社会的研究有两个平行

并立的传统。一是文本分析的传统，这是自 19
世纪末期开始，传教士开创的从梵文到藏传佛教

经典研究的范式，文本研究最初关注于藏文文献

的历史缘起，及其与梵文传统之间的关系，这种

文本分析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第二个传统是运

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藏族文化和社会，

其关注的对象是人和社会。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很少来中国从事田野工

作。因此，印度北部的藏人社区就成为西方学者

的研究对象，西方学者也得以使用现代社会科学

的方法 研 究 藏 族 社 会。许 多 学 者，如 阿 齐 兹

( Barbara Aziz ) 、戈 尔 斯 坦 ( Melvyn C． Gold-
stein) 、艾娃·达尔嘉 ( Eva Dargyay) 、弗兰茨·

米切尔 ( Franz Michael ) 等，都是通过对 1959
年出走西藏到达南亚的藏人的访谈来重新建构西

藏传统社会的典范。在一部分学者重建藏族传统

社会的同时，另外一些西方学者 ( 其中包括欧

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开始在喜马拉雅诸国的

说藏语人群的聚居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为传

统藏族社会系统的比较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③

西方藏学人类学对南亚藏人社区研究形成的深厚

学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目前，西方藏学人类学的研究除了宗教、仪

式、社会结构等传统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外，还包

括藏人社区的生存状况、文化适应和藏族身份的

保持等。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藏人在美

国、加拿大等国移民人数的增多，北美藏人移民

也成为了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西

藏问题”的国际化也导致西方社会对藏族、藏

文化的关注愈来愈多，表现在学术方面，则是学

术与现实问题、国际政治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不可否认的是，一些美国藏学学位论文也存

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尤其是论文中表现出的偏

离了学术研究本身的政治倾向性，因此，需要我

们加以 注 意 和 甄 别。如 美 国 天 普 大 学 杜 克 斯

( Kimberly Christine Dukes) ，其博士论文④论述

了电影、口头文学等叙述方式对于 1959 年出走

西藏的藏人建构民族认同的重要性，杜克斯提出

的观点对以往固有的 “民族”看法提出了挑战，

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了媒介与民族关系之间的相

互作用 和 影 响 问 题。但 是 他 的 访 谈 对 象 均 为

1959 年出走西藏到印度的藏人定居点中有案底

的人员，这样有选择性地挑选访谈对象，得出来

结论肯定有失偏颇，使得其论文的学术质量和价

值减色不少。
西方藏学学位论文折射了西方学术界关于藏

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研究取向。对这些论文的评

介，有助于我们扩大研究视野，增进国际间的学

术对话，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更好地推进中国藏

学人类学学术层次的提升。

( 责任编辑 洪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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