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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与近代藏学研究
＠

李 志 英

［ 摘要 ］ 《 华 西 边 疆 研 究 学 会 杂 志 》 （ １ ９ ２ ２ １ ９ ４ ７
）作 为 近 代 在 华 创 办 的 综 合 性 英 文 学 术 刊 物 ， 从 创 刊

至停 刊 ，

一

直是 刊 布 藏 学 研 究 成果 的 国 际 性权威 学 术 刊 物 ， 极具历史 和 学 术价值 。 这批研 究 成果 不 但保

留 了 大 量 １ ９世 纪 ２ ０ ５ ０年 代 川 西 北 地 区 的 田 野 资 料 ，
而 且 对 我 们 了 解 西 方近 代藏 学 的 发 展 历 程 十 分 重

要 ； 此 外 ， 从 其 刊 布 的 藏 学 研 究 成 果来看 ， 彼 时 的 藏 学 研 究 已 具有 综 合性 、 区 域 性 特 点 ， 并 且 中 国 学 者也

积极参 与 其 中 。

［关键词 ］ 《 华 西 边疆研 究 学 会 杂 志 》 ； 藏 学 研 究 ； 抗 战 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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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２ ２年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 Ｔｈ ｅＷ ｅ ｓ ｔＣｈ ｉｎ ａＢ ｏ ｒ ｄ ｅ ｒＲｅ ｓ ｅ ａ ｒ ｃｈＳ ｏ ｃ ｉ ｅ ｔｙ ）创 办 了 包含 自 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 的 大型综 合性英文学术 刊 物 《 华 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 ／ｏｗｍａ Ｚ〇／ｔ ／ｉ ｅＷｅｓ ｔＢ ｏ ｒｄ ｅ ｒ

尺 ｅｒｅ ａ ｒ ｃ ／ｉＳｏ ｃ ｉ ｅ ｔｙ ，
１ ９ ２ ２ １ ９ ４ ７

，
以 下简称 《 杂志 》 及 主要刊布关于 中 国 西南边疆研究 的 学

术 成果 ，
而 藏族社会研究

一

直是其 中 的 主要 内 容之
一

， 尤其是在抗战 时期 ， 随着大批海 内 外知 名 学者辗

转至 成都加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 其学术刊 物 《 杂志 》 成 为 中 国 西南边疆研究 的 国 际性权威学术刊 物 ，

一

批代 表着 当 时高学 术水平 的 藏学论著在此刊布 ， 为今人研究 当 时 的 藏 区 提供 了 珍贵 的 田 野调查资料

和研究论著 ， 备受学者们 的 关注和重视 。

一

些学者将 《 杂志 》 的 目 录翻译 、 文章索 引 相 继 出版 ？
， 相 关研

究也取得进展 。 但这些研究或 是对相 关 的 叶长青 、 李 安宅 、顾福安等？个别 学 者及其成果展开研究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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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 时期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 志 》 与近代藏学研究 ？７ ９
？

利 用 其 资料对藏 族 的 宗教 、社会等进行个案研究 ？
， 皆 未能 从整体上 帮 助 我们 了 解其时 《 杂志 》 刊 载藏

学研究 的 整体情况 。 因 此
， 笔者 系 统梳理抗战 时期 《 杂 志 》 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的 藏学研究成果 ， 拟从

藏学学科发展史 的 角 度 ， 探讨这
一

时期 《 杂志 》 藏学研究 的传统及其特 点 。

一

、早 期 《 杂 志 》 （
１ ９ ２ ２ １ ９ ２ ９

） 与 藏 学 研 究

华 西边疆研究学会 自 １ ９ ２ ２年 创立开始 ，

一

直保持着藏学研究 的 传统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立 的 目

标 是
“

旨 在研究 中 国 西部 各县 、 人 口 、 风 土 和 环 境 ， 尤 其探讨这些 因 素对非 汉 民 众 （ Ｎ ｏｎ Ｃｈ ｉｎ ｅ ｓ ｅ
） 的 影

响
”

？
， 而 川 西北地 区不仅紧 邻 成都 ， 亦是非汉 民 族 的 聚居 区

， 是天然理想 的 研究 区域 。 因 此 ， 学会在成

立 的 第
一

年所开展 的讲座活 动大 多与 川 西北地 区有关 ， 如 彭普乐 （ Ｔ ． Ｅ ．
：Ｐ ｌ ｅｗｍ ａｎ

）两次讲演 《 黑俄番河

谷行记 》 、 李 哲 （ Ｓ ． Ｈ ． Ｌ ｉ ｌ
ｊ
ｅ ｓ ｔ ｒ ａｎｄ

，

１ ８ ８ ８ ？
） 宣读论文 《 从打箭炉 到 巴 底 、 巴 旺 的 生物学笔记 ： 对药 用 植

物 的 特别 参考 》 ， 等等 ？
。 作为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成果展示 载体 的 《 杂志 》 ， 自 １ ９ ２ ２年创 刊 至 １ ９ ４ ７

年停 刊 ， 持续 ２ ０余年 ， 共 出 版 １ ６卷 ２ ０册 ， 发 表文章 ３ ３ ９篇 ， 涉 及 １ ４ ０位作者 。
？ １ ９ ２ ２ １ ９ ２ ９年 间 ， 共 出 版 ３

卷 ， 刊 载文章 ４ ９篇 ， 其 中 涉藏文章 ２ ３篇 ， 几乎 占整个杂志 篇幅 的
一

半 ， 内 容涉及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 员 在

康 区 及 川 西北高原地 区 的 所见所 闻 、 贡 嘎 山 探 险 、 动植物 、 藏 医 、 宗教仪轨等 内 容 ， 无不体现 华西边疆研

究学会早期藏学研究 的传统 。

这
一

研究传统与 叶长青 （ Ｊ ． Ｈ ． Ｅｄ
ｇ
ａ ｒ

，
１ ８ ７ ２ ．８ ． １ ９ １ ９ ３ ６ ．３ ． ２ ３

）个人 的 研究 紧 密 相 关 。 叶长青虽不

是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的 发起人之
一

， 但学会成立时 ， 叶长青给予 了 指 导 ， 并且成 为学会 的 第
一

位荣誉会

员 ，
又是学会唯

一

享有 荣誉 主席 （ １ ９ ３ ２ １ ９ ３ ６
）称号 的 殊荣者 。

⑤ 自 １ ９ ０ ２年始 ， 他先后在 巴 底 、 巴 旺 、 打箭

炉 （今康定 ） 、 理塘 、 巴塘 、 灌县 （ 今都江堰 ） 、 威州 （今汶 川 ）旅行 、 考察和 生活 。 自 １ ９ ２ ２年开始 ，

一

直 生活在

打箭炉 ， 直 到 去世 。
？长期 在这些地 区 的 游历 、 考察和 定居 生活 ， 使 其不仅熟 练掌握 了 藏语 、 汉语 、 嘉绒

话 ，
而 且成 为 了 藏 学研究领 域 的 高产 作家 。

１ ９ ２ ２ １ ９ ２ ９年 ， 刊 载在 《 杂 志 》 上 的 ２ ３篇藏学 文章 中 ， 叶长

青所写 的就 占 了 １ ０篇 。 除 叶长青外 ， 葛维汉 （Ｄ ． ＣＧ ｒ ａｈ ａｍ
，
１ ８ ８ ４ １ ９ ６ ２

） 、 莫 尔 思 （Ｗ ． Ｒ ． Ｍｏ ｒ ｓ ｅ
，
１ ８ ７ ４

１ ９ ３ ９
） 、 布礼士 （Ａ ． Ｊ ． Ｂ ｒ ａ ｃ ｅ

，
１ ８ ７ ７ １ ９ ４ ９

） 、 赫立德 （ Ｇ ． Ｇ ． Ｈ ｅ ｌ ｄ ｅ
） 、 费 尔朴 （Ｄ ． Ｌ ． Ｐ ｈ ｅ ｌｐ ｓ

） 、 李哲 、 彭普乐 、

徐维理 （Ｗ ． Ｇ ．Ｓ ｅｗ ｅ ｌ ｌ
）等人对藏地亦有 着浓厚 的 研究兴趣 ， 先 后 发 表 了 他们 在康 区和 川 西高原探 险考

察 的研究成果 ， 并在 学会 的 会议和讲座 中 宣读 了 部分研究成果 。 虽然他们 中 的 很多人在抗战 时期 的 学

术 兴趣都 发 生 了 转 向 ， 如 葛 维汉将更多 的 精 力 放在羌族 、 四 川 苗族 的研究上 。 但在早期 ， 他们 的 学术兴

趣和 成果大 多集 中 在藏族社会研究 ， 尤其是康 区 的研究 中 。 由 于上述学者均 来 自 不 同 的 学科领域 ， 从而

使这
一

时期 的 藏学研究有 了 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重 ， 集 医学 、 博物学 、地理学 、 人类学／民 族学 、 宗教学

研究为
一

体 的 综 合性研究趋势 ， 研究 区 域多集 中 在 川 西北地 区 ， 但文章多 为探 险 、 考察行记 ， 较为简单 ，

从学术 思 想上来看 ， 则 多 以 文化进化论和传播论为指 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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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抗 战 时期 的 《 杂 志 》 （

１ ９ ３ ０ １ ９ ４ ５
） 与 藏 学研 究

抗 日 战 争爆 发后 ， 西南 边疆备受 国 家重视 ， 其研究 的 学术性质上升至 国 家 战 略地位 ， 许 多大学纷纷

成 立边疆研究机 构 ，
边疆研究成 为 学 术 热 点 ， 国 内 外学者对西南边疆 的 关注 和研究达到前所未有 的 高

度 。 在 此背 景 下 ， 《 杂志 》 亦取得较大 的 发 展 ， 在抗战 时期 ①共 出 版 １ ３卷 ， 刊 载文章 ２ ９ ０篇 ， 其 中 ， 藏学类

文章 ８ １篇 ， 占 刊载文章 总 量 的近三分之
一

， 文章体裁丰 富 多样 ，
包括诗歌 、 民谣 、歌 曲 、研究论文 、 书评 、 短

文 、 短评 ， 并配有大量 的 东部藏 区 民 族影像 、 地 图 、 民 族分布 图 等 。 这
一

时期 《 杂志 》 的 藏学研究可 以分

为两个时期 ： 西方学者主导 时期和 国 内 学者主导 时期 。

（

一

）西方学者主导时期 （ １ ９ ３ ０ １ ９ ３ ７
）

１ ９ ２ ２ １ ９ ３ ７年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及其 《 杂志 》 主要 由 西方学者 主导 ， 自 从 １ ９ ３ ７年 闻 宥在此 用 汉文

发 表 《 印 支语族 中 字首复音 消 失 过程之
一

例 》
②

， 中 国 学 者开始 陆续在此 刊 上 发表研究成果 ？
，
因 此这

一

时期 可称 为西方学 者 主 导 时期 。 藏 学研究方面 ，
１ ９ ３ ０ １ ９ ３ ６年共刊 载 涉 藏 文章 ６ ２篇 ， 地 图等插 图 ２ ６

幅 ， 举办学术讲座及会议 １ ０场 ，
主要 以 叶长青 、 葛维汉 、 邓 肯 （Ｍ ． Ｈ ． Ｄｕｎ ｃ ａｎ ） 为代表 。

叶长青 的 藏学研究主要体 现在语言学 、 宗教学 、 地理学 以 及他在藏东旅行考察 的 行记和 民族志 。 其

在 《 杂志 》 上刊载 的 文章多达 ４ ０篇 ， 是这
一

时期 发表藏学论文最 多 的 学者 。

首先 ， 叶长青对藏语及嘉绒语有着浓厚 的 兴趣 。

一

是翻译 了 他在 民 间 收集 的 民谚 、 民谣 ， 如 《 给

拉萨旅行 者 的 建议 》
④

、 《 晻 嘛哲 穆 耶 萨 嘞 嘟 ：

一

则 金 川 民谣 》
⑤

， 展 现 藏 区 不 同 地域 的 风 情及 宗教概

况 。
二是推 广 使 用 藏语并编 纂 《 嘉绒藏英字典 》 。 他

一

再强调 藏语对于理解藏 文化 的重要性 ， 在 文章

中 ， 对专有 名 词 、 地 名 、 人 名 也尽可能地使 用 藏文 ， 并在 ＪＳｓ ｃｈｋｅ （ 
１ ８ １ ７ １ ８ ８ ３

） 、 Ｅｄｖ ａ ｒｄＡｍｕｎｄ ｓ ｅｎ（ １ ８ ７ ３

１ ９ ２ ８
） 的研究基础 上对藏语 的 高低 中 音 、 升 降调 提 出 了 自 己 的 看法 ？

， 展 示 藏 文数字 、 藏文字母表 、 六

字真言 的 正确 写法 ， 等等？
。 在 《 嘉绒藏英字典 》 中 ， 叶 氏则 用 藏语转写记录嘉绒语 ， 并借相似 的 英文单

词 发音来讲解嘉绒语 的 发音 ， 用 句 子和短语说 明 嘉绒语 的 句子结构 ， 对今 日 研究嘉绒语及嘉绒语 的 变迁

仍 是不 可多得 的 参考 资料 。
⑧三是 比 较语言学 的研究 。 叶长青深受 人类学传播论和进化论 的 影 响 ，

一

直试 图 从 比 较语言 的 途径解决藏族族源及人类起源 问 题 。
？他在 《 闪 族语与藏语 的 对应词 》

＠
、 《 华西

的语言变迁 》
？

、 《 四 川 古代 的 戎人及其可 能存在 的 后 裔 》
？

、 《

“

吐 番
”

字源考 》
＠等几篇语言著作 中 ， 常

将藏语与汉语等语言进行 比较研究 。

①因 为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 志 》 最 初为两 年 卷
，
自 １ ９ ３ ２年开始 才改为 年 卷

，
因 此笔 者将 １ ９ ３ ０ １ ９ ３ １ 年卷进行拆分 。

② 闻 宥 ： 《 印 支语族 中 字首复音 消 失过程之 例 》 （Ａ ｐ
ｒｏ ｃｅ ｓ ｓ ｏ ｆ Ｄ ｉ ｓ ｓｏ ｌｕ ｔ ｉｏ ｎ ｏ ｆ  ｔｈｅ  Ｉ ｎ ｉ ｔ ｉ ａ ｌ Ｃｏｎ ｓｏ ｎ ａ ｎ ｔ Ｇ ｒ ｏｕ

ｐ
ｓ  ｉｎ ｔｈｅ  Ｉ ｎ ｄｏ

Ｃｈ ｉ ｎｅ ｓｅ Ｆ ａｍ ｉ ｌ

ｙ ）  ７ ＪＷＣＢＲ Ｓ
， 
Ｓｈ ａ ｎ

ｇ
ｈａ ｉ ： Ｔｏｍ ａ ｓ Ｃｈｕ ａ ｎｄ Ｓｏ ｎ ｓ Ｐ ｒｅ ｓ ｓ

， 
１ ９ ３ ７

， 
Ｖ ｏ ｌ ．  ９

，
１ ９ ３ ７

？ ｐ ｐ
．  １ ２ ０ １ ２ ９ ．

③ １ ９ ３ ７年 开始 ，
由 于 中 国 学 者 陆续加入

， 《 杂 志 》 相 继刊 载少数几篇 用 中 文写作 的论 文和摘 要 ，
但数量十分有 限 ，

英文仍是 《 杂志 》

的 主要写作语言 。

④Ｊ ．

Ｈ ． Ｅｄ
ｇ
ａ ｒ ． 

“

Ａｄｖ ｉ ｃ ｅ ｔｏＴ ｒ ａｖ ｅ ｌｅ ｒ ｓ ｏ ｎ  ｔｈ ｅ Ｗ ａ
ｙ 
ｔｏＬｈ ａ ｓ ａ

”

． ＪＷＣＲＲ Ｓ
，
Ｖ ｏ ｌ ．  ４

， 
１ ９ ３ ０ １ ９ ３ １

， ｐ
．  １ ．

⑤Ｊ ．

Ｈ ． Ｅｄ
ｇ
ａ ｒ ． 

“

ＯｍＭ ａ Ｏ ｒ ｅ Ｍｕ Ｙ ｅ Ｓ ａ Ｌ ｅ Ｄｕ
ｇ

：
Ａ Ｂ ａ ｌ ｌ ａｄ ｏ ｆ  ｔｈｅ Ｋ ｉ ｎ Ｃｈ

’

ｗ ａ ｎ
”

． ＪＷＣＲＲ Ｓ
，
Ｖｏ ｌ ． ５

，
１ ９ ３ ２

， ｐ ｐ
．  ４ １ ４ ２ ．

⑥Ｊ ． Ｈ ． Ｅｄ
ｇ
ａ ｒ ． 

“

Ｔｈｅ Ｔ ｉｂｅ ｔａ ｎ Ｔｏ ｎａ ｌ Ｓ ｙ
ｓ ｔ ｅｍ

”

． ５
，

１ ９ ３ ２
， ｐ ｐ

．  ６ ６ ６ ７ ．

⑦Ｊ ． Ｈ ． Ｅｄ
ｇ
ａ ｒ ．

“

Ｔ ｉｂｅ ｔ ａ ｎｎｕｍ ｂｅ ｒ ｓ

”

 ． ＪＷＣＲＲ Ｓ
，
Ｖ ｏ ｌ ． ８

，
１ ９ ３ ６

， ｐ ｐ
．  １ ７ ０

； 

“

Ｅｎ
ｇ

ｌ ｉ ｓｈ Ｇ ｉ ａ ｒｕ ｎ
ｇ
Ｖｏ ｃ ａｂｕ ｌａ ｒ

ｙ

”

．ＪＷＣＲＲ Ｓ
，
Ｖｏ ｌ ． ５ （ 增 刊 ） ，

１ ９ ３ ２
， ｐ ｐ

．  １ ６ ３ ．

⑧Ｊ ．

Ｈ ． Ｅｄ
ｇ
ａ ｒ ． 

“

Ｅｎ
ｇ

ｌ ｉ ｓｈ Ｇ ｉ ａ ｒｕ ｎ
ｇ 
Ｖｏ ｃａ ｂｕ ｌ ａｒ

ｙ

”

． ＪＷＣＲＲ Ｓ
，
Ｖｏ ｌ ． ５ （增刊 ） ，

１ ９ ３ ２
， ｐｐ

．  １ ６ ３ ．

⑨ 张琪 ： 《 ２ ０世 纪 上 半 叶人 类 学
“

华 西 学 派
”

的 理论 流 变探 略 》 ［ Ｊ ］ ， 《 广 西 民 族 大 学 学 报 （ 哲 学 社会科 学 版 ） ＞ ２ ０ １ ９年第 ６

期 ， 第 ８ １ ６页 。

⑩Ｊ ．

Ｈ ． Ｅｄ
ｇ
ａ ｒ ． 

“

Ｓｕｍ ｅ ｒ ｉａ ｎ ａｎ ｄ Ｔ ｉｂ ｅ ｔａ ｎ Ｅｑ
ｕ ｉ ｖ ａ ｌ ｅ ｎ ｔ ｓ

”

． ＪＷＣＲＲ Ｓ
，
Ｖｏ ｌ ． ５

，
１ ９ ３ ２

， ｐ
． ６ ８ ．

？Ｊ ．

Ｈ ． Ｅｄ
ｇ
ａ ｒ ． 

“

Ｌａ ｎ
ｇ
ｕａ

ｇ
ｅ ｃｈａ ｎ

ｇ
ｅ ｓ ｉ ｎ Ｗ ｅ ｓ ｔ Ｃｈ ｉ ｎ ａ

”

 ． ＪＷＣＲＲ Ｓ
，
Ｖｏ ｌ ． ６

，
１ ９ ３ ３ １ ９ ３ ４

， ｐｐ
． ２ ５ ８ ２ ６ ２ ．

？Ｊ ．

Ｈ ． Ｅｄ
ｇ
ａ ｒ ． 

“

Ｔｈｅ Ａｎ ｃ ｉ ｅ ｎ ｔ Ｙｏ ｎ
ｇ （戎 ） ａ ｎ ｄ Ｐｏ ｓ ｓ ｉｂ ｌｅ Ｓｕ ｒ ｖ ｉｖ ａ ｌ ｓ  ｉｎ Ｓ ｚｅ ｃｈｗ ａ ｎ

”

． ＪＷＣＲＲ Ｓ
，
Ｖｏ ｌ ．  ６

，
１ ９ ３ ３ １ ９ ３ ４

， ｐ ｐ
． ２ ４ ６ ２ ５ １ ．

？Ｊ ． Ｈ ． Ｅｄ
ｇ
ａ ｒ ． 

“

Ａ Ｎｏ ｔ ｅ ｏ ｎ ｔｈｅ Ｃｈ ａ ｒ ａ ｃ ｔ ｅ ｒ ｓ吐番 Ｖｏ ｌ ． ６
，

１ ９ ３ ３ １ ９ ３ ４
， ｐ

． ６ ２ ．



抗战 时期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 志 》 与近代藏学研究 ？８ １
？

其次 ， 叶长青十 分重视对藏族宗教 的研究 ，

一

方面他试 图 理解藏族宗教和 文化 ， 从而拓展其在 川 西

北地 区 的 基 督教事业①
， 另
一

方面又试 图 通过寻找藏族宗教与其他 宗教 的 相似 因 素 ， 从而解决藏族 的 族

源 问 题 。 大体来说 ， 其 宗教研究可分 为两类 ：

一

是对藏族寺 院 、 教 派 、 僧人 、 尼 众 、 节 日 、 仪轨及玛 尼 的 考

察记录 。 虽然 叶长青 的 许 多观 点 值得商榷 ， 对于藏族宗教哲学深层次 的 问题也缺乏深入系 统 的研究 ， 但

他 总 是事无 巨细 地记载其参加过 的 宗教节 日 和仪轨 、 见 过 的 寺 院 、 听说 的 宗教故事 ， 并且从特殊视 角 观

察藏族女性 ， 如对觉姆 、 天 葬 中 的 女性死者 、 节庆 中 的 藏族妇女等 的 观察和 描绘 ， 可 以说是通过 田 野获得

的 第
一

手资料笔记 ，
至今仍 是值得参考 的 资料 。

二是 比较宗教学研究 ， 代表性 的 作 品 有 《 金 川 的 日 月 崇

拜 》 《 喇 嘛教里
一

个疑似 的 摩 尼 教 层面 》 《 西藏 的 景 教 》 《 晻嘛哲穆耶萨嘞 嘟与苯教 崇拜 》 《 藏东及邻

近地 区 的 神 石 和 相 关特征 》 等 ？
。 在这些文章 中 ， 作者将藏传佛教 与摩 尼 教 、 景 教等进行 比较 ， 试 图 找

出 其 中 的 相似 因 素 ，
证 明 藏传佛教与摩尼 教 的 渊 源 ， 同 时亦将苯教与藏传佛教及藏传佛教各教派之 间相

互对 比
， 力 图 展现 出 藏族宗教 的 多元性 。

此 外 ， 叶长青对东部 藏 区 的 地理 、 人群 以 及藏族 的 日 常 生 活作 了 大量 的 描述 ， 在 《 杂 志 》 上刊 载 了

一

批可观 的 民族志 和游记 。 比较有代表性 的 是 《 理塘至 瞻对行记 》 《 金 川 族群划 分 》 《 尼 曲 或雅砻江上

游 的 霍 尔 巴 人 》 《 河 口 ： 雅拉 的 后 门 》 《 金 沙江 、 理塘河 、 雅砻江 、 铜河或大渡河 的 弯道 》 《 天 葬 》 等 。
？

由 于受 过地理学 训练 ， 在这些行记和 民 族志 中 ， 叶长青不但详细记录其参与观察 的
一

切 ， 并且十分注重

自 然环境对人群 、社会组织形成 的 影 响 ， 对 山 川 、 河流均 绘有地 图 。

葛 维汉 与 叶长青不 同 ， 他 主要持文化相对论 的 观 点 ， 在研究 中 尽量保持客观 的 研究态度 ， 其为数不

多 的几篇藏 学论文讨论 了 藏族 的 宗教节庆及仪轨 ，
强调 田 野 中

“

客 位
”

④ 的 研究态 度和方法 。 他 曾 提 出

藏边研究 的 七条建议 ： 第
一

， 利 用 客观法而非主观方法 ，
让事 实和数据检测理论 ，

而非 围绕理论寻求证据

和 事 实 ； 第二 ， 开始研究前 ， 尽可能 多地 阅读 已 有 的研究成果 ； 第三 ， 做 自 己 最熟知 的 学科 ； 第 四
，
要花 费

时 间 和 心 思才能成就重要 的 学 术研究 ； 第五 ， 在 田 野 中 ，
要尽快 、 尽量全面和 完 整地记笔记 ； 第六 ， 在 田 野

中 大量拍 照 、 画 图 、 绘制 地 图 ； 第七 ， 对我们 的研究对象要友好 、 同 情 、 感激 ， 尤其是在研究 当 地人 的 宗教

和 风俗 习 惯 时要尊重 当 地人 的 宗教 情感 ， 欣 赏每
一

种 土著 宗教 的 美丽 、 高贵 、 优 秀之处 。
⑤这

一

治学 态

度对于今 日 的 藏学研究 已 不是新鲜事 ， 但在 ２ ０世纪 ３ ０年代 ， 对于探索 中 的 中 国 藏学乃 至西方藏学研究都

是具有开拓意义 的 。 在此方法论 的 指导 下 ， 葛维汉按 照 仪式 发 生 的 时 间顺序 ， 详细记录了 １ ９ ３ ０年打箭炉

营官 寨居里寺 （ ｜巧＾宁 举行 的 为期 ３天 的 跳神活 动过程 ， 并 留 存 了 参与跳神节 的 信众和 僧侣 的 珍贵

照 片 资料 。 此 外 ， 他还特别 指 出 跳 神 被西方人狭 隘地理解 为
“

鬼舞
”

（ ｄ ｅｖ ｉ ｌｄ ａｎ ｃ ｅ
） 的 不 当 之处 ， 认 为应

重视藏族宗教 的社会功 能 ， 但不 能夸大？
。

邓 肯 （Ｍ ． Ｈ ． Ｄｕｎ ｃ ａｎ
）则对 巴 塘藏历新年 的 跳神 给予 了 特别 的 关注 ， 将其于 １ ９ ２ ７年 、 １ ９ ３ ０年 、 １ ９ ３ １年

①Ｊ ．

Ｈ ． Ｅｄ
ｇ
ａ ｒ ． 

“

Ｔｈｅ Ｇ ｒ ｅ ａ ｔ Ｏｐ
ｅｎ Ｌ ａ ｎｄ ｓ

”

．Ｖｏ ｌ ． ４
， 

１ ９ ３ ０ １ ９ ３ １
， ｐ ｐ

．  １ ４ ２ １ ．

②Ｊ ． Ｈ ． Ｅｄ
ｇ
ａ ｒ ．

“

Ｓ ｕｎａ ｎ ｄ Ｍｏ ｏ ｎＷ ｏ ｒ ｓｈ ｉ

ｐ
ｉｎ ｔｈ ｅ Ｃｈ ｉ ｎＣｈ

’

ｗ ａ ｎ
”

 ．ＪＷＣＲＲ Ｓ
，
Ｖｏ ｌ ． ７

，
１ ９ ３ ５

， ｐｐ
． ８ ２ ８ ３

； 

＜ ｌ

ＡＳｕ ｓ
ｐ
ｅ ｃ ｔｅ ｄ Ｍ ａ ｎ ｉ ｃｈｅ ｉ ｓ ｔ ｉ ｃ

Ｓ ｔ ｒ ａ ｔｕｍ ｉｎＬ ａｍ ａ ｉ ｓｍ
＂

 ．ＪＷＣＢＲ Ｓ
， 
Ｖｏ ｌ ．６

，  １ ９ ３ ３ １ ９ ３ ４
， ｐ ｐ

． ２ ５ ２ ２ ５ ７
； 

＜ ｌ

Ｎ ｅ ｓ ｔｏ ｒ ｉ ａｎ ｉ ｓｍ ｉ ｎＴ ｉ ｂｅ ｔ ａｎ
＂

 ．ＪＷＣＢＲ Ｓ
， 
Ｖｏ 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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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作 者在文 中 并没 有直接 使用 后 来人类学 中 的 客位研究方法 （ Ｅｔ ｉ ｃ Ａｐ ｐ ｒ ｏａ ｃｈ ） ，
但文章无处不 体 现这 研究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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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巴 塘参与观察 的 藏历新年跳神 情况详细 地记录下来 ， 并 附跳神 使 用 的 全部法器清单 ①
， 对于研究跳神

活 动 同 样是重要 的 参考资料 。 同 时 ， 他对 巴塘
一

带 的 秃鹫也进行了 细 致 的 动物学调查？
。

此 外 ， 在这
一

时期 ， 学者们对藏族 的 历史碑刻 、 驿站 商路 、 地质地貌 、 气候环境 、 山 脉水 系 、 地方性 甲

状腺疾病 、 体质测量均 有
一

定研究 ，

？并且对西方藏学 界 的 藏学论著进行批评性 阅 读 ， 以 书评 的 形式 呈

现在 《 杂志 》 上 ， 试 图 改变 １ ９世纪 末欧洲传教士 因 想象西藏而产 生 的 错误论 点 ？
。 此 时 的 藏学研究不但

涵 盖 了 人类学 、 地理学 、 博物学 、 宗教学 、语言学 、 医学等各个学科领域 ，
而且在宏 观史论上进化论 、传播

论 、 历史特殊论并行交织 。

（二 ） 国 内学者主导时期 （ １ ９ ３ ７ １ ９ ４ ５
）

１ ９ ３ ７年全面抗战爆发 ， 期刊 的 出 版 因 经费 短缺 、 纸张价格上涨 、运输 困 难等原 因 受到严重影 响 ， 文章

数量 明 显减少 ， 藏学类文章亦如 此 ，
１ ９ ３ ７ １ ９ ４ ５年仅刊 载涉藏文章 １ ９篇 ， 插 图 亦被大幅度 削 减 ， 仅有 ４幅 ，

但 即 使 在 战 火纷 飞 的 年代 ，

８年 间 亦举 办 相 关藏 学研究学 术讲座 １ １场 ， 藏学研究仍是 《 杂 志 》 关注 的 主

要 内 容之
一

。 与前
一

时期 不 同 的 是 ， 这
一

时期 中 国 学者 陆续 加入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
逐步 掌 握 了 《 杂

志 》 的 学术 主导权 。 在藏学领域 ， 李安宅 （ １ ９ ０ ０ １ ９ ８ ５
） 、 刘 恩兰 （ １ ９ ０ ５ １ ９ ８ ６

） 、 闻 宥 （ １ ９ ０ １  １ ９ ８ ５
） 、 蒋 旨

昂 （ １ ９ １ １  １ ９ ７ ０
）等 相 继 在 《 杂 志 》 上 发 表 自 己 的 藏 学研究成果 ， 成 为这

一

时 期 藏 学研 究 的 代 表 性人

物 。 同 时 ， 西方 学 者 顾 福 安 （ Ｒ ．Ｃｕｎｎ ｉｎ
ｇ
ｈ ａｍ

，１ ８ ８ ３ １ ９ ４ ２
） 、 大 卫妮 尔 夫 人 （Ａ ｌｅｘａｎ ｄ ｒ ａＤ ａｖ ｉ ｄ Ｎ ｅｅ ｌ

，

１ ８ ６ ８ １ ９ ６ ９
）等也是这

一

时期在 《 杂志 》 上刊 发藏学研究文章 的 代表人物 。

藏 族宗教在这
一

时期 受到 了 广 泛关注 。 顾福 安 的 研究兴趣主 要集 中 在 藏传佛 教上 ， 其 中 《 喇 嘛 的

宇 宙 观 》 《 晻嘛呢 叭 咪晬 》 《 喇 嘛教 》 《 再论 喇 嘛教 》 《 喇 嘛教和 喇 嘛之地 的起源 》 等⑤论文从藏语文和

藏传佛 教 宗教哲学 角 度 向 西方介绍 了 藏传佛教 的 相 关教义 、 教 派情况及喇 嘛 的 日 常 生活 。 比如对涅槃

证悟修行所需 的 六种方式 ： 布施 、 持戒 、 禅定 、 忍 辱 、 精进 、 般若 ， 均 作 了 较为准确 和 到 位

的解读？
。

１ ９ ３ ３年达赖 喇 嘛 的 圆 寂和 １ ９ ３ ７年班禅喇 嘛 的 圆 寂 ， 使得作者对活佛转世 问 题异常关注 ， 他就

活佛转世 问 题 ， 详细 询 问 他 的两位藏文老师 ， 试 图解答藏族活佛转世 的 秘密 ， 但似乎并没有成功 ？
。

１ ９ ３ ７年 年 底 ， 其 时 闻 名 欧洲 的 传奇 女子 大卫妮 尔再次入 藏 未果 ， 不得 不 滞 留 于 打箭炉 ， 直 到

１ ９ ４ ４年返 回 成 都 为 止 。 这期 间 ， 其关于 藏传佛教 的 开光仪轨 、 转玛 尼 、 六字真言 、 自 然神 灵 的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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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 ｐ
． ３ ２ ５ ０ ．

②Ｍ ．

Ｈ ．

Ｄｕｎ ｃａ ｎ ． 

“

Ｔｈｅ Ｔ ｉｂｅ ｔａ ｎＶｕ ｌ ｔｕｒ ｅ ｏ ｒＬ ａｍｍ ｅ ｒ
ｇ
ｅ
ｙ
ｅ ｒ

”

． ＪＷＣＲＲ Ｓ
，
Ｖｏ ｌ ．  ４

，
１ ９ ３ ０ １ ９ ３ １

， ｐ ｐ
．  １ ４ ３ １ ４ ４ ． 邓 肯是驻 巴 塘传教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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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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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ｌ

Ｌａｍ ａ ｉ ｓｍ
Ｊ ，

． ／ＷＣ５ ｉ？ ５
， 
Ｖｏ ｌ ．  １ ３ （ＡＢ ） ， 

１ ９ ４ １
，
ｐｐ

． ｌ

１ ３
；

＜ ｌ

Ｏ ｒ ｉ

ｇ
ｉｎ ｓ  ｉｎ Ｌ ａｍ ａ ｉ ｓｍ ａ ｎ ｄ Ｌ ａｍ ａ ｌ ａｎｄ

＂

． ＪＷＣＢＲ Ｓ
，
Ｖｏ ｌ ．  １ ０

，
１ ９ ３ ８

， ｐｐ
．  １ ７ ５ １ ８ ４ ．

⑥Ｒ ．

Ｃｕｎ ｎ ｉｎ
ｇ
ｈ ａｍ ． 

“

Ｔｈｅ Ｓ ｉｘ Ｐ ｌａ ｎｋ ｓ Ａｃｒ ｏ ｓ ｓ  ｔｈ ｅ Ｓ ｔ ｒ ｅａｍ
”

． ＪＷＣＲＲ Ｓ
，
Ｖｏ ｌ ．  １ ０

，
１ ９ ３ ８

， ｐｐ
．  １ ６ ８ １ ７ ４ ．

⑦Ｒ ． Ｃｕｎ ｎ ｉｎ
ｇ
ｈ ａｍ ． 

“

Ｏｍ Ｍ ａ Ｎ ｉ Ｐａｄ Ｍ ｅ Ｈｕｍ
”

．Ｖｏ ｌ ．  ９
，

１ ９ ３ ７
， ｐ ｐ

．  １ ９ ０ １ ９ ８ ．



抗战 时期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 志 》 与近代藏学研究 ？８ ３
？

或 由 她亲 自 执笔或被人从法文译成英文发表在 《 杂志 》 上？
。

李 安 宅在 华 西边疆研究学会上两次演讲其对拉 卜 楞寺和 萨迦 派 的 研究成果 ， 并在 《 杂志 》 上 发表

了 相 关文章 ， 这些 成果 的 中 文版本亦刊 发在 《 边政公论 》
②

、 《 新西北 》
？

、 《 责 善半 月 刊 》
《上

， 得到 了

中 外学 者 的 认可 。 深 受人类学 功 能学 派影 响 的 他 ， 在研究藏族宗教和 寺 院 时特别 注重寺 院 的 功 能 。 在

对拉 卜 楞寺 的研究 中 ， 除拉 卜 楞寺 的 历史背景 、 寺 院教育 、 公开大会研究外 ，
还对拉 卜 楞寺在 宗教 、 教育 、

社 区 的 功 能给予 了 特别 关注 ？
。 在对萨迦派 的研究 中 ， 除关注藏语文化分 区 、 萨迦派历史 、 代表人物 、 寺

院 活 动 外 ， 亦特别 强调藏传佛教 的社会功 能 ， 认为藏传佛教是
一

种社会机制 ， 具有 宗教 、 经济 （集 中 与分

配 ） 、 教育 、政治等社会功 能 。
？

语言学仍是这
一

时期研究 的 主要 内 容之
一

。 闻 宥对藏语字首复音 消 失现象及理番 的 语言情况作了

调 查 。
⑦尤 其是在 《 理 番诸语 》

一

文 中 ， 作者 特别 使 用
“

Ｌ ａｎ
ｇ
ｕ ａ

ｇ
ｅ ｓ

”

（诸语 ）描述理番县 的 语言 情况 ， 认

为在理番地 区并非是仅仅讲
一

种语言 ，
而是多语言混合 ， 包括藏 、 羌 、 汉 、 嘉绒语 的 混杂使 用 ，

这说 明 这
一

地 区 亦非 单
一

族群 生活 区
，
而是 多族群混 居 区 域 。

⑧杰 弗 瑞 （ Ｊ ． Ｈ ｏｗ ａ ｒ ｄＪ ｅ ｆ ｆ ｒ ｅｙ ）认为 藏语与 印 欧语 系

的 雅利安语可能更亲近 ， 藏语 中 包含了 大量 的 雅利安语成分和 借词 ， 更接近雅利安北部语 。

？

在 地理学方面 ， 刘 恩兰 在理番考察期 间 ， 对大渡河岷江 间 的 嘉绒 、 羌等边 民 部落 的 人地关 系 进行 了

研究 ， 认为 气候 、 地形和 河流对理番县 的 人群分布 、 穿着 、 食物 、 生计 、 习 俗 、 女性生活和 地位 、 娱乐 消遣 、

宗教信仰 产 生 了
一

定影 响 。 羌 、 嘉绒 、 番 、 黑水河 的
“

蛮子
” “

博 罗 子
”

均 有 自 己 的 中 心 生活 区域 ， 并且 因 为

山 脉 沟壑 的 阻隔 ， 形成 了 形形色色 的 地方方言及社会 习 俗 。

＠

社会学研究也得到 发 展 。 蒋 旨 昂 使 用 政 治社会学 （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ａ ｌＳｏ ｃ ｉ ｏ ｌｏ
ｇｙ ） 的 理论和方法探究黑水河

流域 的社 区政治和社 区组织 ， 将沿着黑水河和 岷江流域 自 然分布 的 番 、 羌 、 嘉绒 、

“

博 罗 子
”

视作
一

个狭长

的社 区 。 在这个社 区 内 ， 衙 门 和 头人生活 的 区域被看作是这个社 区 的 核心 ， 社 区 内 部 的 人群相互敌对又

有合作 。 同 时也展现作为社 区 统治者 的 头人及管家 的社会地位及婚姻关 系 、 被统治 阶层 的 地位等 ， 是运

用 社 区政治理论对藏 区展开研究 的 较早 尝试 。

？

此 外 ， 藏 族文 学 领 域 的 研究也 有
一

些 新 的 突 破 ， 著 名 的 藏 族戏剧 作 品 《 朗 萨雯 蚌 》 被译成英文

出 版？ 。

总 之 ， 与前
一

时期相 比
， 《 杂志 》 这

一

时期 的 研究更加 专 门 化和 学 术化 ， 文学 和 艺术研究领域 的 成

果得 以 展现 ， 宗教哲学 的研究更加精深 ， 人类学 的 功 能理论和社会学 的研究方法相 继介入藏学研究 ， 使

①Ａ ｌ ｅｘａ ｎ ｄｒ ａＤ ａｖ ｉｄ Ｎ ｅｅ ｌ
，
Ｖ ． Ｓ ｙ

ｄｎ ｅ
ｙ

．

“

Ｃｏ ｎ ｃｅ ｒ ｎ ｉｎ
ｇ
ＡｕｍＭ ａ ｎ ｉＰ ａｄｍ ｅＨｕｍＨ ｒ ｉ

”

 ．ＪＷＣＲＲ Ｓ
，
Ｖｏ ｌ ．  １ ２ （ Ａ ） ，

１ ９ ４ ０
， ｐｐ

．７ ６ ８ １
；

＂

Ｎ ａ ｔｕｒ ｅ Ｇｏｄ ｓ  ｉ ｎ Ｔ ｉｂｅ ｔ

＂

． ／ＷＣ５ ｉ？ ５
， 
Ｖｏ ｌ ．  １ ３ （ＡＢ ） ， 

１ ９ ４ １
 ， ｐ ｐ

．  ４ ２ ４ ５ ．

② 李安 宅 ： 《 拉 卜 楞 寺槪 况 》 ［
Ｊ

］ ， 《 边政公论 ＞ １ ９ ４ １ 年第 １卷第 ２期
，
第 ３ ２  ４ １页

； 《 萨迦派 喇 嘛教 》 ［
Ｊ

］ ， 《 边政公论 ＞  １ ９ ４ ５年第 ４卷第

７ ８期
，
第 １ ８页 。

③ 李安 宅 ： 《 拉 卜 楞 寺概 况 》 ［
Ｊ

］ ， 《 新西 北 ＞ １ ９ ４ １年第 ５卷第 １ ２期
，
第 ５ １ ３页

； 《 拉 卜 楞 寺公开 大会 》 ［
Ｊ

］ ， 《 新西北 ＞ １ ９ ４ １年第 ５卷

第 １ ２期
，
第 １ ４ ２ ４页

； 《 拉 卜 楞 寺大经堂 闻 思堂 的 学制 》 ［
Ｊ

］ ， 《 新西北 》 ，

１ ９ ３ ９年第 ２卷第 １期 。

④ 李 安 宅 ： 《 拉 卜 楞 寺 概 况 》 ［
Ｊ

］ ， 《 责 善 半 月 刊 》 １ ９ ４ １年第 ２卷 第 ３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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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拉 卜 楞 寺公 开 大会 （ 续 ） 》 ［
Ｊ

］ ， 《 责 善 半 月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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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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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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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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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 ａｎ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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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这
一

时期 的 藏学研究成果更加 丰 富多彩 。

二 、 结论

《 杂志 》 从创 刊 直至停刊 ，

一

直是刊 载藏学研究重要成果 的英文载体 ， 在近代藏学研究 中 扮演着十

分重要 的 角 色 ， 是 了 解藏学学科发展史上 中 外藏学发展情况 的
一

个重要窗 口
， 从其所刊载 的 藏学研究成

果来看 ，
主要呈现 出 综合性 、 区 域性及 中 国 学者积极参与主导 的 特 点 。

（

一

） 综 合 性 《 杂志 》 的 藏学研究成果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和 自 然科学等多学科群 的 研究 ，
地理学 、

医 学 、 宗教 学 、 语言学 、 哲学 、 文学 、 历史学 、 人类学 、社会学等研究成果无不 在杂志 中
一一

得 以 刊 布和传

播 。 从宏观史论指 导上来看 ，
进化论 、传播论 、 历史特殊论 、 功 能论 、社会知识论 、语义学等流 派 的 思 想交

织 在
一

起 ，
呈现 出 不 同 的研究取 向 和 观念 ， 使其时 的 藏学研究呈现 出 多学科参与 、 多理论指 导 的 综合性

研究趋势 。

（
二

） 区 域性 由 于彼 时深 受 时 局影 响 ， 难 以 深入西藏地 区 ， 故 中 外学者 的 研究重心
一

直放在今之甘

青 、 川 西北 高原及康藏地 区 ， 尤 以 康藏地 区 为最 ， 使这
一

时期 的 藏学研究呈现 出 明 显 的 区域性特色 。 叶

长青 、 李安 宅 、 葛 维汉等人在人类学理论 的 指 导 下 ， 对这些地 区 的 藏族及其周 边 民 族展开 了
一

系 列 的研

究 ，
强调边疆对于理解 中 心 的重要性 ， 对后来任乃 强等学者展开康藏研究产 生 了 十分深远 的 影 响 。

（
三

） 中 国 学 者 的 积 极 参 与 及 主 导 《 杂 志 》 虽然 为全英文期刊 ， 但 中 国 学者 们 也 积极 参与其 中 。

１ ９ ３ ７年 以前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及其 《 杂志 》 所展 现 出 的 藏学研究 的 兴趣 、 方法及领域多与几位西方核

心 学者 有关 ， 如 叶长青 、 葛维汉 、 邓肯 、 布礼士等 。 １ ９ ３ ７年全面抗战爆发后 ， 大批 的 文教机构 和 知 名 学者

聚 集于 此 ， 《 杂志 》 本土化 特色 愈加 明 显 ， 闻 宥 、 李安 宅 、 刘 恩 兰等学者 用 中 文或英文在 《 杂志 》 上发表

他 们 的 藏学研究成果 ， 并在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担任要职 ， 举行各种藏学学术讲座 ， 使得这
一

时期 的 西南

边疆研究及藏学研究呈现 出 百家争 鸣 的 景象 。

今天 ， 我们对这批藏学研究成果 中 的 许 多研究材料 、研究结论及研究方法都进行 了 整理和校正 ， 有

的 结论 已 被证 明 是错误 的 、 过 时 的 ， 甚 至 其 中 某些研究成果 明 显带 有
一

些基 督教 和科学帝 国 主义 的 色

彩 ， 但这仍 不影 响 其历史贡献和 学术价值 。 它 们 不仅对我们 了 解西方近代 藏学在 中 国 的 发展历程十分

重要
，
而且其 中保 留 的 大量甘青 川 地 区 １ ９世纪 ２ ０ ５ ０年代 的 田 野资料极具史料价值 ， 是我们进

一

步开展

藏学研究 的 重要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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