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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俄相争与荣赫鹏兵侵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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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２０世纪初，英国出于维护印度殖民地安全的考虑，急于北进，侵略我国西藏，１８９９年寇松继任印督后
主张对俄、对藏采取积极政策。另外，自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起俄国就不断利用宗教向西藏渗透侵略势力，成效显著。
西藏成为英俄新的竞逐之地。英俄双方既相互争斗，又相互妥协，整体态势是俄国其势在守，英国其势在攻。英国

政府在前进政策鼓吹者的推动下，武装入侵西藏，其军事外交方面的软硬兼施，颇显技高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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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帝国主义国家分

割和重新分割殖民地的斗争愈加尖锐。英国人自

１９世纪中叶以来兼并或控制喜马拉雅山南麓诸
国以及缅甸，对中国形成半包围的态势。出于维

护印度殖民地安全的考虑，英国殖民者急于北进，

侵略西藏，尤其是１８９９年寇松继任印督后，担心
西藏落入俄人手中，不断挑起英俄矛盾，强烈主张

对俄、对藏采取积极政策，且不惜以武力建立对藏

的优势地位。另外，自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起就不断
派遣考察队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和搜集各类

情报资料的俄国，利用宗教向西藏渗透侵略势力，

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达赖喇嘛一再致信沙

皇，并派去“使团”，接受德尔智为俄国政府在拉

萨的秘密政治使者；同时，又一再让英印总督强咽

下“信件原封退还”的苦果。“后来者”俄国在同

英国争夺西藏的过程中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和外

交上的优势。很明显，西藏成为英俄新的竞逐之

地。

２０世纪初由于德尔智的活动，俄国与西藏一

时打得火热，同时有传闻称中俄之间订有关于西

藏的密约，说“中国以西藏权利让与俄国，俄国允

以全力担保中国领土之完整”②。为此，英国外交

部几次向俄国公使询问此事，并明确表示英国

“不能不深滋忧虑”。寇松致信英国印度事务大

臣汉密尔顿也说，“俄国在中亚的推进将会对其

独立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③。俄驻英大使斯科

特给英国人的答复是：“（俄外长）拉姆兹多夫伯

爵阁下说，虽然西藏来访者被说成是达赖喇嘛的

特使，但不能认为他们的使命具有任何政治或外

交性质。”④

英国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坚信中俄密约的传

闻是有根据的。１９０１年９月２日英外交部照会

俄国政府，再次表明英国“对于一切倾向于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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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扰乱西藏现状之行动，当然不能漠视”①。英国

外交大臣兰斯顿在１９０２年１０月于印度事务部致
外交部函上批示：“有大量的证据证实俄中关于

西藏的协议的报导。”②印督寇松等更是藉此大做

文章，同年１１月１３日，寇松写道“我确信在西藏
问题上，俄国和中国之间即便没有一项秘密条约，

也有一种默契。我认为，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戳穿

他们微不足道的把戏，这是我的职责。”③目的非

常明确，就是推动英国政府武装干涉西藏。为了

与沙俄争夺势力范围，英国还积极寻找同盟者。

１９０２年１月，英国与日本签订了《英日同盟条
约》。列宁指出：“英国同日本结成联盟，准备了

日本对俄国的战争。”④就在英日同盟条约签订后

几天，英印政府即请求英国政府，提出在新的条件

下“解决”西藏问题的各种建议。

俄国政府方面虽则一再否认，但正如俄陆军

大臣库罗巴特金在１９０２年２月２８日所宣称的那
样，“在沙俄的侵略计划中，不仅要吞并中国东北

和朝鲜，还要把西藏并入俄国。”⑤

到了１９０３年１月，寇松以英印政府的名义向
英国政府正式建议用武装侵略的方式将西藏置于

英国的控制之下。英国内阁虽然害怕英国武装使

团进入拉萨过分刺激俄国，但仍准备“警告他们

说，对于他们的任何行动，我们准备采取比平常还

要加强的措施。”⑥

沙俄对英国欲以武力进入西藏的想法有着自

己的打算。１９０２年１１月２１日，俄外交大臣拉姆
兹多夫向俄皇奏称：外交部“欢迎在西藏出现的

一股对俄国有利的潮流，尽可能支持这股潮流，以

便将来利用它为我们的利益服务。”⑦

１９０３年２月，俄国驻英代办照会英国外交部

称，“俄政府接到可靠消息，谓英兵取道春丕向北

前进，已至康巴阿华力克地方等语。……俄政府

因注重于不使中国有肇乱之机，故视英国此举为

有碍大局，或须设法以保护在藏之俄国权利。”⑧２
月１１日，俄使见英外交部大臣兰斯顿谈论此事
时，兰斯顿强硬地认为“俄国对于英国分内应行

之事屡次兴讼，自我观之，实属无谓”“凡有关于

英俄两国之事，俄欲向我询问，我必乐于奉告，但

俄之言词若无责备英国之行迹，则我之答复更易

于著手”⑨。俄使却劝兰斯顿“不必介意太甚”。

兰斯顿趁机向俄解释“俄政府所称得有可靠消息

一节业已查明毫无根据，照内所载康巴阿华力克

一处亦经查明无此地名，至于春丕系一山谷，与印

境毗连，为印藏往来常用之商道。哲孟雄与西藏

交界之处，因立界柱，致生龃龉。我国出于无可奈

何，派员前赴该处要索。”瑏瑠俄方忙予以辩护：“此

项荒谬之谣言系他人故意散布，欲令英俄两国因

不和。我两国须不遗余力，设法以弥之。我实不

见有何等原因可令我两国因西藏之故而生出龃龉

之事。俄国对于西藏并无政治上之阴谋，鄙意以

为英国亦无政治上之阴谋也。”瑏瑡兰斯顿此时也表

示对于西藏没有霸占之意，只是筹措一些利于商

务之事。

２月１８日，兰斯顿又面晤俄使谈论西藏问
题，指着中亚细亚地图说“拉萨甚近印度之北界，

惟距俄国在亚洲之属地其最近者亦在一千米之外

（每米合中国三里三———引者注）。俄国若在英

国属土毗连之国有所举动，不能不令英国属土之

人民生疑，以为英之权势日退，而俄之权势则速进

于向者所视为在俄国势力范围之外地也。”瑏瑢并以

“英之于西藏其关系之密切远过于俄”瑏瑣为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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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俄使“俄若在西藏有所举动，则英之举动不特

不让于俄之举动，抑且过之。俄若派兵进藏，英必

效之，且所派之兵其力必厚于俄之兵力也。”①但

又软化道，“以目前而论，我英不过欲令西藏之官

员遵办光绪十六年约内所载之界务及商务两事而

已。英国因见中国政府一则用延拓之手段，一则

对于西藏只有微弱之权力，与之交涉徒劳无益。

而此项界务商务问题又不得不急于解决，以令我

满意。故我不能不陆续自为筹策，以达此目的

也。”② 直至４月８日，俄使才回复兰斯顿，“俄国
政府虽无意于西藏，亦未能坐视彼邦现状之变动。

此种变动将使俄国政府不得不起而保护其在亚洲

之利益，俄国政府认定西藏为构成中国之一部分，

对于中国领土之完整，俄国政府原极关切。”③但

仍保证俄国不干预藏事，同时又以“俄国视西藏

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并注意于中国的完整”④

为由，告诉兰斯顿“俄国或为势力所逼，须在别处

令筹对待之策耳”⑤。而兰斯顿又保证英国无占

据西藏土地之意，只是“我英维持权利系势所必

然之事也”⑥。

英俄双方心口不一，各说各话，貌似冠冕堂

皇，实则是在相互探测对方的底线，俄国真正担心

的是一旦西藏沦入英国统治之下，对俄国在中国

的利益则极为不利，其意在长远考虑，其势在守；

英国则投石问路想预测荣赫鹏侵藏后的国际反

应，以制定侵藏时间与策略。

二

英国在摸清俄国对藏态度后，便急于准备荣

赫鹏入藏之事。１９０３年５月２８日，英政府批准
了印度总督寇松的侵藏计划。接着，寇松派荣赫

鹏、怀特组成所谓的“商务使团”，带领２００人军
队闯入康巴宗，不断挑起事端。１０月，荣赫鹏等

已做好侵占春丕、直趋江孜的准备。１１月６日，

汉密尔顿致电寇松，宣布英政府批准派遣使团向

江孜推进。

英国既然打破了既有局面，俄国自然会对此

有强烈的反应。英国自知不能回避，１１月７日兰
斯顿与俄国大使班根多夫交谈中再次强调侵藏理

由，“由于藏人的侵害行为，他们和我们的谈判代

表宣告决裂，拘捕了英国属民，掠夺了友好国家的

运输牲口，因此我们决定派遣配备有适当的武装

护送队的代表团进一步深入西藏领土，但不应把

这次措施看成是有意兼并或永久占领西藏领土的

表现。”⑦班根多夫则“立即用恳切的辞句述说了

关于荣赫鹏中校的部队即将进入西藏的宣言在俄

国产生的影响”，“俄国政府不能不感到，英国军

队入侵西藏领土，势将引起中央亚细亚局势的严

重扰乱”⑧。

汉密尔顿对俄国的过分敏感表示“大为惊

讶”，因为他认为他“曾经向俄使阁下指出过，西

藏一方面在地理上和印度密切联系着，而另一方

面和俄国的亚洲属地则距离很远。因此，（英国）

对西藏事务的利益和俄国对西藏所可能有的利益

毫无共同之处。”汉密尔顿认为“我们遭受到西藏

人的最激烈的挑衅。他们不但不履行条约义务，

而且简直拒绝和我们谈判。他们甚至于还退还了

我们写给拉萨当局的信。近来他们又逮捕了两名

英国属民，并且，据我们相信，野蛮地将他们处死。

他们还夺去了英国代表团使用的运输牲口。我们

向来是不愿意纠缠于和西藏人争吵的。但恐怕我

们的容忍已使他们认为，可以虐待我们而不受到

惩罚。我们坚定地相信，俄国政府是不会像我们

这样的忍耐的。……如果由于我们进入西藏领

土，向藏人要求赔偿，而俄国政府就有权利对我们

作不平之鸣的话，那么，关于俄国对满洲、新疆、波

斯各地的侵犯，难道还有哪些言语是我们无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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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吗？”①英国在强调西藏与英属印度距离较

近、藏人不遵守约定的所谓“理由”的同时，也以

俄国亦侵犯其它地方相威胁。

班根多夫的回应是“我是否反对他这样说，

即：我们对西藏领土的入侵的认可，是勉强的，是

情况使其不可避免的。而且，我们唯一的目的，是

为遭受西藏人的侮辱求赔偿。”②汉密尔顿答称

“我不反对他作这样的声明。”③

俄国无计可施，只得联合清政府阻止英军入

藏，１２月２０日俄国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外务部，
要求拒绝英兵入藏，并说明俄军亦于月初向西藏

前进④。尽管中俄向英国提出抗议，但已无法阻

止荣赫鹏侵藏的行为。

１９０４年２月９日日俄战争爆发后，俄国连连
失利，国际地位陡降，而清政府的藏务表现软弱无

能，此后的藏局已非中俄所能左右，英国便放手荣

赫鹏入侵拉萨。

当然，为了安抚俄国，１９０４年５月５日兰斯
顿交给班根多夫一份备忘录，其中说明：英国不打

算干涉西藏内部事务，在得到应有的赔偿之后，愿

从西藏撤军，但是俄国政府不得因它同意《赫底

威敕令》⑤而要求英国定出从西藏撤军的期限。

兰斯顿特别强调，此备忘录“措词坚决”，要求俄

国政府对《赫底威敕令》也作出相同措词的“声

明”⑥。

５月９日，俄国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将答复
英国备忘录复照电告班根多夫，并且指示“帝国

政府准备同意颁布今年４月８日《英法协约》所
附《赫底威敕令》。”同时因为担心英国政府以“英

国人在西藏行为方式取决于西藏人本身的态度”

为借口而作文章，所以他又强调“我们应当先得

到上述备忘录”⑦。５月１０日，班根多夫会见兰斯
顿，通报了拉姆兹多夫电报的要点，兰斯顿听后回

答：“我看我们没有理由不以通报的内容为基础

达成一项协议”，他于是交给宾肯多尔夫一份备

忘录⑧，备忘录一方面再次强调不会长期占领西

藏———“陛下政府声明，作此推进的唯一目的在

获得赔偿，并且一经得到赔偿，即行撤兵。陛下政

府并声明，它不拟在西藏设立常驻使团，而坚持要

求在西藏之通商便利问题，必须按照该电通知的

决定予以考虑。”另一方面，针对俄方不论藏人进

行怎样的抵抗，英国是否都不会改变上述政策的

问题，备忘录写到“陛下政府一直遵循此一政策，

但是显然它的行动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西藏

人本身的行为；而且陛下政府不能保证，在发生任

何不测事件的情况下，它均将不违背现在他本身

称道的政策。然而，陛下政府愿特此郑重声明：只

要他国不力图干预西藏事务，它将不企图并吞西

藏，不对西藏建立保护关系，不以任何方式控制西

藏内政。”

１９０４年６月１２日，拉姆兹多夫电告班根多
夫，英国政府在不久前的《备忘录》中“承认在中

华帝国的该省维持政治现状是有益的和必要

的”，他对此感到“十分满意”，“充分信任”此备忘

录⑨。他要求班根多夫将此要义告知兰斯顿。１４
日，班根多夫拜会兰斯顿，通报了俄国政府的以上

意见。

英国的这份露骨侵略内容的备忘录，俄国政

府居然“十分满意“地接受，不足为怪。主要是因

为俄英两国破坏中国主权侵略西藏的立场是一致

的，而此时俄国又处境困难，使它在争夺西藏的角

逐中渐趋保守，处于劣势，既无力进逼，也不肯退

却，只求维持现状。英俄两国这次西藏问题的政

治较量表明，沙俄同英帝是一丘之貉，都是西藏的

侵略者。当然，不能否认对于荣赫鹏兵侵拉萨，俄

国亦非毫不作为，而是一面质问英国，一面暗中拉

拢西藏当局。这也充分暴露出英俄两国在侵略我

国过程中，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妥协的丑恶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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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斯顿虽曾１９０４年６月２日书面通告俄使，
声言英政府于批准使节进趋江孜时，“此一步骤

当不使演成占领西藏或永久干涉藏事之局面，英

政府之此种见解至为明确。且此番前进之唯一目

的，在于获得赔偿，得到赔偿后当立即实行退

兵。”“英政府不欲在藏设立永久之使节，关于在

藏贸易便利之施行，悉当依照此种决议办理。”①

俄国根本不信也不愿坐视。

在英军逼近拉萨时，达赖喇嘛鉴于英军对藏

族军民的血腥屠杀以及荣赫鹏多次要求与之“会

晤”，决意出走。他写信给在邦曲的德尔智，表示

希望同他一起去蒙古，召他来拉萨筹措②。俄国

抓住机会想利用达赖喇嘛的处境为其侵略和分裂

中国的阴谋效力。

所谓的《拉萨条约》③签署后，拉姆兹多夫于

９月１６日指示班根多夫：“请您注意……英国政
府在中华帝国的至今与外界隔绝的地区获得了特

别有利的权利和优势，它就破坏了它也宣扬的、近

来常常用以对付俄国的‘门户开放’的原则……

自然，帝国政府只得反对英藏条约，因为它将改变

西藏的现状，并且为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制造了新

的理由”④。２２日，拉姆兹多夫对英驻俄大使哈丁
（Ｃ．Ｈａｒｄｉｎｇ）提出抗议：“该约条款违背了交给宾
肯多尔夫伯爵（即班根多夫）备忘录中的保证，构

成了对西藏的实际保护关系。”他特别指出，第九

款“只能看作是干涉内部事务和实际保护关系”。

哈丁驳斥说，条款“最合乎对宾肯多尔夫伯爵的

声明”，“要使俄国的人们满意是完全不可能

的”⑤。同月２０日和２７日，俄国代办萨佐诺夫奉
命同兰斯顿谈《拉萨条约》问题，他一再指出《条

约》违背了英国作出的保证，实际上构成了英国

对西藏的保护关系和控制西藏的内政。兰斯顿仍

然否认这一切，他坚持认为：“西藏的地理位置，

英国应该成为保护国，在有关西藏的事务上占据

这样的支配地位，是绝对必要的。”⑥

对于荣赫鹏入侵西藏的前前后后，时人对此

的评论是“当日俄战争时，俄人无暇顾及西藏，而

英人得此良机，大施其侵略之伎俩，进兵江孜，攻

入拉萨，迫达赖逃亡蒙古。”⑦总之，英国基于战略

考虑，为遏制俄国势力南进，清除俄国对印度的威

胁，决心独占西藏。于是，英国政府在以寇松为首

的一批前进政策鼓吹者的推动下，武装入侵西藏。

尽管俄国对荣赫鹏兵侵拉萨十分不满，但由于国

内矛盾加剧，对外方面日俄战争的爆发，心有余而

力不足使其没有力量直接干涉，而英国又不想过

分地刺激俄国，不想真正地与俄国交恶，引来不必

要的麻烦，所以对俄国采取的是软硬兼施，阴奉阳

违，外交军事行动均技高一筹，彰显出老牌的帝国

主义形象。

Ｓｔｒｉｆ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ｒｉｔａｉｎａｎｄＲｕｓｓ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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