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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辑·2004
《西藏考古与艺术》(“第一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主编：霍巍、李永宪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找寻失落的文化——西部西藏前佛教时期重要考古遗迹调查报告

（1992-2002） ………………………………约翰·文森特·贝勒沙著，

谭秀华译 汤惠生校（1）

札达盆地岩画的发现及对西藏岩画的几点认识………………李永宪（17）

丁冬：西藏西部一处前佛教时期居住遗址的发掘（英文）

………………马克·奥登德菲尔、赫雷·莫耶斯（27）

西藏西部陶器制作工艺的观察和初步研究 ……………………姚军（40）

De-ga g.yu-tshal（榆林窟）之会盟寺的比定与图像（英文）

………………………………………马休·凯普斯坦（57）

拉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松赞干布塑像的再观察：几个历史和风格证据问题



的探讨（英文）…………………………………………米歇埃尔·汉斯（75）

大唐王玄策天竺使出铭考………………………………………佟柱臣（101）

西藏西部科加寺的门雕（英文）……………………赫尔默特·诺依曼（111）

11世纪卫藏波罗样式考述 ……………………………………张亚莎（121）

早期西藏系统佛像上所反映的汉风痕迹…………………………金申（134）

西藏西部石窟壁画中几种艺术风格的分析--兼论西藏西部石窟壁画艺术

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霍巍（143）

试析西藏阿里皮央·东嘎遗址出土的几件木雕作品…………张长虹（159）

杭州飞来峰元代梵文石刻辩释……………………………………廖旸（164）

杨琏真伽与元代飞来峰造像相关问题的探讨…………………赖天兵（185）

明人书内府金藏经考——兼论 14、15世纪汉藏绘画风格的要素

…………………………………………………………罗文华（193）

拉卜楞寺的印章考述………………………………………………丹曲（209）

故宫藏传金铜佛像题记及其分类 ……………………………王家鹏（219）

清代西藏郡王颇罗鼐敬献给雍和宫的两尊佛像…………………马兰（239）

海棠山摩崖石刻中的关老爷像及其藏蒙文刻文 ……………李勤璞（246）

藏传佛教持莲花观音像考 ………………………………………李翎（262）

藏传佛教艺术中的唐卡修复初探 ……………………………白云飞（282）

关于象雄研究的新动态（英文）……………………………饭田泰也（288）

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张长虹（291）

内容提要 ………………………………………………………………（298）

第 2辑·2005
《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主编：石硕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给“‘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的贺信…………………费孝通（1）

“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说………………………………李绍明（2）

“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

走廊”概念与区域 ………………………………………………石硕（8）

论“藏彝走廊” …………………………………………………李星星（18）

略论“汉藏民族走廊”之民族历史文化特点 ……………………任新建（39）

“族群地理”与“生态史学”----由“藏彝走廊”引出的综述和评说

………………………………………………………徐新建（46）

“藏彝走廊”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简论 ………………………冉光荣（63）

族群问题与民族史研究---以“藏彝走廊”民族为例…………刘复生（68）

从地理学谈“藏彝走廊”…………………………………………艾南山（77）

从纳西族先民的迁徙路线看“藏彝走廊”古代通道的几个基本特点

……………………………………………………赵心愚（81）

东巴教与本教之初步比较研究 …………………………………杨福泉（87）

“扎巴”族源初探 ……………………………………………林俊华（100）

近代天主教在康区传播探析………………………………………徐君（106）

白马藏族及其研究综述 ………………………………………曾维益（118）

20世纪上半叶的西康建省与“藏彝走廊”地区的发展初探

…………………………………………………………孙宏年（132）

从“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八卦”在西藏看古代哲学思想交流

………………………………………………………………王尧（145）

论横断山脉地带先秦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霍巍（155）

营盘山遗址再现“藏彝走廊”5000年前的区域中心---岷江上游史前考古

的新进展 …………………………………………………………陈剑（170）

“藏彝走廊”的民族语言 ………………………………………刘辉强（179）

藏语声调形成的过程与社会历史系统状态 ……………………江荻（185）

聚落生态系统变迁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对沪沽湖周边聚落的研究



………………………………………………………………李锦（191）

李绍明先生在会议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 ……………………………（199）

1949年以前“藏彝走廊”研究论文索引 ………………………………（202）

补记 ……………………………………………………………………（255）

第 3辑·2007
（吐蕃与丝绸之路研究专辑）

主编：霍巍 执行编辑：张长虹

出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新探 …………刘学堂 李文瑛（1）

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文化及其与甘青地区的联系 ………………石硕（64）

吐蕃“钵阐布”考论 ………………………………………………王尧（76）

试解列山古墓葬群历史之谜…………………………………巴桑旺堆（81）

吐蕃墓出土蜀锦与青海丝绸之路 ………………………………许新国（93）

唐代中西交通吐蕃-勃律道考……………………………………杨铭（117）

试论唐蕃古道 …………………………………………………林梅村（127）

于阗与藏西：新出考古材料所见两地的古代文化交流…………霍巍（146）

略论吐蕃的“赭面”习俗 ……………………………………李永宪（157）

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仝涛（165）

入华粟特人商业活动的特点浅析 ……………………………李瑞哲（171）

攀登过去：喜马拉雅山的第一具干尸的考古发现

………………………………库特.W.阿尔特等著，吕红亮译（181）

“托架”——西藏佛教初期的图像转变

………………………………托尼·安尼诺斯著，张长虹译（189）

拉萨大昭寺藏银瓶——吐蕃帝国（7世纪至 9世纪）银器及服饰考察

……………………………………阿米·海勒著，杨清凡译（194）



中国边疆考古的新视野：中国边疆考古学术讨论会综述………杨锋（224）

英文提要 ………………………………………………………………（230）

第 4辑·2008
（多元视角下的藏区社会研究专辑）

主编：冉光荣、徐君

出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从横断山谈藏彝走廊 ……………………………………………艾南山（1）

地方性知识与藏区和谐社会的构建——以民间或非政府组织为视角

……………………………………宗喀·漾正岗布 何乃柱（6）

西藏大骨节病搬迁项目实施调研---以曲水县达嘎乡其奴村九组为例

…………………………………冉光荣 徐君 徐刚强 尹婷（13）

社区居民对九寨沟民族歌舞表演的真实性认知

………………………………甘露 卢天玲 吕青川 匡翼云（24）

关公崇拜在近代中国藏区：一个藏汉民族文化交融的典型

……………………………………王川 刘波（33）

藏族天葬的起源、仪式过程及禁忌制度的文化内涵再探

………………………………新巴·达瓦扎西（41）

甘孜瓦秀色达游牧部落的宗教信仰论述…………………嘎·达哇才仁（50）

川滇毗邻藏区研究的典型个案---木里散论 …………………冉光荣（60）

梦想与出路：藏东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分析——以一个木里藏族村落为例

………………………………………蒋庆华（68）

困境与超越：木里学校教育发展困境研究 ……………………张永国（78）

医疗的现代性：藏族择医之嬗变---以木里藏族自治县桃巴乡为例

………………………………………李沛容（89）

青藏铁路与西藏农牧民的增收………………………………罗绒战堆（101）



西藏农牧民安居工程建设研究——基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角的分析

……………………………………………郑洲 张泽梅（108）

移民搬迁与社会重构：基于一个藏地村落的实地调查

……………………………………………徐刚强 徐君 尹婷（119）

青藏高原三江源区生态环境与生态移民及社会发展困境问题研究——以

青海藏区藏民族移民群体为主体的实证研究………绽小林 陶秉元（132）

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穆赤·云登嘉措 苏海红（143）

四川藏区生态移民安置模式 …………………………………李锦（156）

三江源生态移民研究回顾与展望 ………………………………徐君（164）

论西藏近代开关通商对汉藏关系的影响 …………………美郎宗贞（175）

四川藏区艾滋病防治对策研究 ………………………………尚云川（183）

多元视角下的藏区社会——“西藏及其他藏区社会变迁及经济发展”学术

研讨会综述 …………………………………………………扎西拉姆（188）

后记 ……………………………………………………………………（204）

第 5辑·2009
主编：霍巍、石硕 执行编辑：张长虹

出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及相关人群系统研究 ……………………石硕（1）

西藏带柄铜镜补论 ………………………………………………吕红亮（33）

西藏列山墓地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霍巍（46）

有关藏文史料 nam“难磨”的记载补正 …………………………杨铭（61）

再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 ……………………………陆离 陆庆夫（69）

关于榆林窟第 25窟营建时代的几个问题 ……………………沙武田（79）

“䩞鞢带”综论……………………………………………………马冬（105）

Some Remarks on the Meeting and Use of the Tibetan Word bam po



…………………………Leonard W.J.van der Kuijp（114）

小议藏文中 bam po一词的意义和用法 ………范康德著 刘翠兰译（133）

《律经》的结构 ……………………………………………………罗鸿（150）

清代以前西藏司法特征略论 ……………………………………袁剑（174）

汉代至民国藏彝走廊地区人群类别称谓及其嬗变——以汉文史籍的记载

为中心 ……………………………………………………………陈东（183）

清代至民国时期康区的汉藏通婚研究 ………………………邹立波（198）

民国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及其意义 ………………………周伟洲（208）

民初蒙藏边疆“自治”：“自治地方”或“自治国” ……冯建勇（221）

西藏与中亚及新疆历史关系分析………………………冉光荣 徐君（229）

流动的边界：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格蒙寺为视角中心……石甜（235）

阿坝州藏羌文化生态保护利用的价值及对策…………………庄春辉（248）

十忿怒尊图像考察 ………………………………森雅秀著 张雅静译（258）

吉尔吉特写本封面和“书本崇拜”

………………………………德波拉·金伯格-萨特著 贾玉平译（275）

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中的 T形题记框 ……今枝由郎著 张长虹译（286）

英文摘要 ………………………………………………………………（291）

第 6辑·2010
主编：霍巍、石硕 执行编辑：张长虹

出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萨霍尔”及其对西藏医学的贡献（第一部分）：一些人名、地名和文献

………………………………………………范德康著 张长虹译（1）

Za hor its Contribution to Tibetan Medicine，Part One: Some Names,Places,

and Texts ……………………………………Leonard W.J van der Kuijp(21)

《甘珠尔》中保存的于阗僧人失罗达摩译经 …………………萨尔吉（51）



《律经》的文体 ……………………………………………………罗鸿（107）

汉文历史地理史料中的藏文“都”(mdo)——几处羌、藏语古地名的释名

…………………………………………………刘铁程（116）

汉代川西北高原的氐人聚落：九寨沟阿梢圹垴遗址考古调查试掘的初步分

析……………………吕红亮 李永宪 陈学志 范永刚 杨青霞 王燕（125）

三枚藏式带柄铜镜的装饰风格来源问题 ………………………仝涛（137）

青藏高原碉楼分布所对应的若干因素探讨………………………石硕（149）

藏族二次葬研究——以西藏贡觉县三岩区的田野调查为例…岳小国（162）

从公开法会的布施看民国时期拉卜楞社区内部的关系………赵艾东（170）

民国学者对藏彝走廊地区的民族分类研究 ……………………陈东（178）

嘉绒藏族房名初探——以雅安市硗碛藏族乡嘎日村为例……邹立波（191）

藏族服饰文化渊源探析…………………………………………李玉琴（199）

果洛人的来源及其宗教 …………………………………………多杰（206）

西藏社会稳定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孙勇（214）

亚卡丁经验 ………………………………………………………陈波（223）

工业化与藏族传统文化变迁……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安多投资有限公

司为例 …………………………………………………………王丽娟（239）

阿坝州觉囊梵音的活态传承特质及其保护利用路径

…………………………………………………庄春辉 李瑞琼（246）

拉达克政权的衰落……………………………伯戴克著 杨铭 方琳译（254）

两件西藏早期脉轮冥想仪式示意图……………艾米·海勒著 廖旸译（270）

藏西托林寺与扎不让遗址的金刚界诸尊壁画

…………………………………………田中公明著 张雅静译（279）

英文摘要 ……………………………………………………………（287）

第 7辑·2011
主编：霍巍、石硕 执行编辑：陈波



出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考古学的阐释路径与高原史的重建 ………………………………霍巍（1）

西藏新石器时代人群面貌及其与周边文化的联系 …………… 石硕（10）

吐蕃人与敦煌石窟营建——以莫高窟中唐第 93窟为考察中心

………………………………………… 沙武田 赵蓉（26）

吐蕃长度单位“箭”考 ……………………………………………王惠民（49）

藏族苯教印章探析 ………………………………………………邹西成（55）

A Hitherto Unknown Tibetan Religious Chronicle: From Probably the

Early Fourteenth Century ………………Leonard W.J.van der kuijp（69）

Tibetan Narratives of the Buddha’s Acts at Vajrāsana

………………………………………Kurtis R. Schaeffer（92）

Building up the Gge lugs pa Base in A mdo:The Roles of Lhasa, Beijing and

Local Agency ………………………………………………Gray Tuttle（126）

清代西藏地方噶厦政府俗官服饰管窥……… 杨曦 巴桑潘多 达娃（141）

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西藏宗教状态……………………………黄全毅（162）

1908-1922年美国侍教士史德文在巴塘的医疗活动及康藏社会的互动

……………………………………………赵艾东 洪泉湖（175）

私人化与外向化倾向：四川藏区宗教信仰活动变化趋势的调研

………………………………………………………… 徐君（185）

论藏族农民工流动与传统宗教信仰变迁——来自白龙江流域一个藏族聚

居社区的田野调查 …………………………………… 梁艳 陈思涵（200）

关于“一妻多夫制”研究的中国和南亚传统 ……………… 陈波（209）

吐蕃万户（khri-sde）制度研究

………………………………〔日〕岩尾一史著 杨铭 武丹译（217）

托林寺 11世纪佛塔中供养人题记及图像的初步研究

…………………阿米·海勒著 杨清凡译（228）

《高地宗教》评述…………………………………………………周娓（252）



摘要 ……………………………………………………………………（256）

第 8辑·2012
主编：霍巍、石硕 执行编辑：杨清凡

出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跨界对话：青藏高原史前研究新进展………………………………杨锋（1）

兴佛改制：益西沃时代古格王国政教合一制析论…………………黄博（9）

Inherited Opponents and New Opponents: A look at Informal Argumentation in

the Tshadma rigs gter …………………………………Pascale Hugon（26）

ANo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ka' gdams pa School and Mi

nyag/Xixia ………………………………………………… Maho Iuchi（58）

A 15th century Thangka of Bhaiṣajyaguru: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Medicine Buddha Cycles in Murals Paintings of Western

Tibet …………………………………………………………Amy Heller（63）

浅析四川博物院藏格萨尔唐卡的排序和结构——以《格萨尔唐卡研究》为

中心 ………………………………………………华青道尔杰（张延清）（74）

曼荼罗构造的形成与图像解析…………………………………张雅静（84）

民国时期汉地旅行者眼中的拉卜楞藏族妇女——基于旅行书写作品的研

究 ………………………………………………………………何乃柱（96）

西藏安居工程政策的地方回应：基于行为者导向理论的研究

……………………………………………………………杨明洪(105)

作为考古学家的图齐

……[意]皮埃尔法兰西斯科·卡列宁著，程嘉芬译，吕红亮校（123）

西部西藏的历史……………………………[意]伯戴克著，张长虹译（135）

西藏西部东嘎·皮央与西夏佛教艺术的关系

……[奥] 德波拉·金伯格—萨特著，秦臻译，张长虹校（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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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至 17 世纪西藏历史与考古、宗教与艺术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专辑 I）

主编：霍巍、石硕

常务副主编：张长虹

编辑：陈波、华青道尔杰（张延清）、嘎尔让、许渊钦、杨清凡、玉珠措

姆（金红梅）、张长虹

编务：孙昭亮

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

（自第 9 辑起，编辑团队均同上）

从新出考古材料论西藏本教丧葬仪轨的源流………………………霍巍（1）

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数字密码解读……华青道尔（张延清）、何金江（18）

来自东方：藏译汉典（英文）……………………乔纳岑·艾伦·斯尔克（29）

吐蕃对敦煌石窟影响再探——吐蕃因素影响下的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

潮功德窟 …………………………………………………………沙武田（37）

青海郭里木出土棺板画数据统计与分析………………………宋耀春（58）

对翁·吉如寺般若波罗蜜多经写本收藏的初步考察（英文）

…………………………………………………马休·凯普斯坦（70）

西藏山南地区达隆寺壁画题记的初步考察……………………萨尔吉（85）

略论西藏石窟寺平面形制 ………………………………………何伟（108）

浅谈强准祖拉康的建筑形制与艺术风格………………………李亚忠（121）

从本教文献看阿里穹隆卡尔董遗址的历史地位……………顿珠拉杰（133）



畏惧噶逻：西域葛逻禄与西藏古格王朝的传说与历史…………黄博（145）

塔波寺的《华严经》写本：写本与壁画题记的对比研究（英文）

………………………………………………拉克斯曼·塔库尔（163）

关于《中论颂》的早期藏文注疏（英文）………………吉水千鹤子（182）

俄·洛丹协饶（1059-1109）《正理滴论广注简明导论》中西藏认识论分

类的早期发展追踪（英文）……………………………帕斯卡尔·于贡（194）

关于蒙古版法称《释量论》藏译本的一则评注（英文） ……范德康（235）

关于蒙古版法称《释量论》藏译本的一则评注

………………………………………………范德康著，杨清凡译（241）

黑水城出土藏传佛典《中有身要门》考释……………………孙伯君（246）

《等持集品》的西夏文译本……………………………………聂鸿音（265）

不为人知的汉族藏传佛教徒：安多藏传佛教寺院的汉活佛和信徒（英文）

………………………………………………………………滕华睿（274）

“七至十七世纪西藏历史与考古、宗教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张长虹（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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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辑·2014（1）
（“7 至 17 世纪西藏历史与考古、宗教与艺术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专辑 II）

西藏堆龙德庆县嘎冲村遗址冶炼遗物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李映福 哈比布（1）

再论卡若、曲贡等西藏史前遗址的相关问题 …………………汤惠生（11）



德噶•玉蔡会盟寺的再思考（英文）…………………马休·凯普斯坦著（32）

德噶•玉蔡会盟寺的再思考 ……………马休·凯普斯坦著 卢素文译（35）

藏文བལ་པོ་一词的演变 ………………………………………………杨铭（38）

关于新发现的吐蕃赤德祖赞时期者龙噶丹兴庆寺发愿钟的几个问题

…………………………………………………………………陆离（44）

查木钦石碑与吐蕃墓群主人之新考 …………………………夏吾卡先（56）

古格王国早期的一幅观音唐卡（英文）……………………阿米·海勒（70）

蒙元时代真武——大黑天故事文本流传考……………………马晓林（85）

西藏的弥勒神话（英文）………………………………………根本裕史（99）

明智化寺本《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图像研究

………………………………………………………………廖旸（111）

《究竟瑜伽鬘》中的秘密集会三十二尊曼荼罗 ……………张雅静（141）

蔡巴万户历史考述——以藏文文献《贡塘寺志》为中心的探讨

……………………………………………………米玛次仁（153）

《铁龙年顾实汗颁给达普寺的铁券文书》考释

…………………………………乌云毕力格 道帏·才让加（175）

蒙文版《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传》版本研究 ……………董晓荣（186）

试论 18 世纪后期清朝对康区政策的变化（英文）…………小林亮介（197）

文明交汇与社会变迁：1923 年哈佛人类学家沃尔辛中国内陆西北甘青探

险及其拉卜楞研究……………………………………………尼玛扎西（208）

传统生态伦理的关联研究——以西藏中部地区扎西林和论布岗的吊厕为

例 ………………………………………………………………曾仁利（216）

对第四届中国西藏发展论坛的观察 ……………………………陈波（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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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中期青藏高原的狩猎采集者………………吕红亮（1）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写经道场相关问题考述 ……………………赵青山（28）

法藏敦煌文献中吐蕃钵阐布的书信和校经题记考录

………………………………………………张延清 桑吉扎西（44）

伯希和集品敦煌遗画目录………………………………………张德明（56）

西夏文《除念定碍剂门》考释……………………………………孙伯君（110）

“管主八”译音小考……………………………………………聂鸿音（126）

从对清代藏史中“满洲”一词的解析看藏满关系…………………韩腾（132）

约翰·斯图尔特版六世班禅致瓦伦·哈斯丁斯信函解读…………柳森（144）

清嘉庆时布赉绷寺喇嘛与玉树札乌喇嘛互争粮户布施一案探析

…………………………………………………………桑丁才仁（156）

祖源认同彰显下的国家与土司关系——明末汉人视野中川西北杂谷土司

的祖源身份与政治认同…………………………………………邹立波（168）

论西藏僧官贵族 …………………………………………嘎·达哇才仁（184）

藏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性研究——以到成都就医的藏族为分析对象

………………………………………………………徐君 李彦（197）

国内外入藏游客感知语境中的西藏旅游形象实证研究……王晓辉 （210）

西藏与祖国关系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表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

部分”研究评述 ……………………………………………霍巍 李帅（222）

藏语示证范畴研究综述…………………………………………邵明园（249）

藏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壮举—《藏蒙大辞典》考略……………丹曲（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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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北安多布塔雄曲石室墓动物遗存的鉴定分析

……………………张正为 夏格旺堆 吕红亮 索朗·秋吉尼玛 （1）



石渠吐蕃摩崖刻文的整理与研究 ……………………………夏吾卡先（19）

莫高窟第 158 窟建窟年代新探 ………………………张延清 张子鹏（36）

吐蕃王朝时期的王妃身份与赞普继嗣探析……………………李沛容（49）

“萨霍尔”及其对西藏医学的贡献（二）：藏医传统的来源（英文）

…………………………………………………………范德康（63）

西藏阿里地区本初佛文殊图像考察——以托林寺红殿为中心

…………………………………………………………王瑞雷（109）

阿尔寨石窟藏密双身图像研究…………………………………董晓荣（127）

历代中央政府封授达赖喇嘛印信考述…………………………何晓东（142）

金川“番目”入旗——清代中后期八旗制度的开放与封闭

…………………………………………………………徐法言（159）

何光燮劝阻有泰弗画押藏约说之考辨 ………………………康欣平（178）

传教士顾福安及其康藏研究……………………………………朱娅玲（190）

河口慧海旅藏期间的植物采集活动及其缘由考述 ……………芦笛（207）

二战期间德国的西藏和中亚考察与研究计划 ………………赵光锐（226）

何谓中国：藏学家柔克义的探索…………………………………陈波（240）

蒙古学者在香巴拉传说及其来世叙事中对乌托邦的改造（英文）

……………………………………………维西娜·A·华莱士（256）

1942 年“藏警案”的历史记忆文本与基本史实………………邹敏（269）

《明镜》视角中的近代涉藏事件 ……………………………华旦才让（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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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东地区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图像研究……………卢素文 达哇彭措（1）

文本、图像和寺院组织：达丹彭措林寺佛教故事的初步探究（英文）

……………………………………安德鲁·昆特曼 科蒂斯·谢夫（32）



瞿昙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及汉藏文化交流相关问题补论

………………………………………………………………董华锋（74）

明代藏传佛教度牒制度探微 ……………………………………阴海燕（83）

明清时期嘉绒藏区的地域概念及其演变初探…………………邹立波（96）

康区“白利土司”考 ……………………………………………李志英（107）

清代早期西藏方志中的“康”及有关记载特点 ………………赵心愚（123）

从清代档案看金川战略地位及其与藏区和内地的联系………王惠敏（138）

清代西藏城市发展与寺庙的关系研究…………………………王肇磊（151）

拉萨甘丹寺“甘丹阿曲”法会诵经仪式音声研究………………王英杰（163）

青藏高原的区域性形成和多样化模式：网状、等级与催化（英文）

………………………………………………………杰拉德·罗谢（200）

从日常生活看后藏农区的两性差异--以日喀则市夏村田野观察为例

………………………………………………………………谭思颖（230）

弗兰克与西部西藏历史研究——兼论西部西藏考古的发端

………………………………………………………………杨清凡（245）

有关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的若干问题

………………………………………武内绍人著 杨铭 杨公卫译（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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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吐蕃告身和大虫皮制度的再探讨——英藏新疆米兰出土古藏文文书

Or.15000/268号研究 ………………………………………………陆离（1）

新发现晚唐敦煌赞普问疾听法图研究——兼谈莫高窟第 9窟功德主之族

属 ………………………………………………………………魏健鹏（14）

东千佛洞第二窟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图像研究 …………………常红红（30）

夏鲁寺甘珠尔殿阿閦佛九尊坛城考 ……………………………王传播（51）



西藏拉孜县平措林寺祖拉康大殿壁画的题材与风格及其流派初探

……………………………………………熊文彬 孜强·边巴旺堆（72）

笃补巴祖师唐卡释读 ……………………………………………王怡潇（90）

再论笃补巴喜饶坚赞著作《山法了义海论》与《第四结集》的年代（英文）

…………………………………………………………范德康（115）

历史上跨喜马拉雅之路的书籍生产：桑丁多吉帕姆一世的业迹（英文）

………………………………………………海德嘎·丁伯格（160）

民国时期汉藏边境上作为文化中介人的商人（英文）……玉珠措姆（177）

严重依赖外商的近代西藏阿里外贸业…………………刘复生 黄博（211）

从趋向动词到示证标记——藏语组语言示证标记ཐལ的语法化

…………………………………………………………邵明园（226）

丽江永胜县大安藏语的来历初探：通过与纳西族的接触如何演变

………………………………………………………铃木博之（250）

西藏农牧民工程建设参与度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三个工程建设

项目的田野调查 …………………………………………李中锋 吴昊（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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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辑·2016（2）

佛传叙事演变略探——从四相成道到十二宏化事迹……………萨尔吉（1）

《唐蕃会盟碑》唐朝官员题名分析………………………………梁晓强（22）

能同时成为中观师、秘密毗婆沙师和法称的忠实译者吗？——恰巴·却吉

僧格的宗义分类及其哲学立场（英文）…………………帕斯卡尔·于贡（51）

夏鲁寺多闻天王和八大马主组像的图像与文本研究…………贾维维（154）

两枚明清中央政府颁赐西藏地方官员印章考释………………朱德涛（171）

从藏文史籍中有关朱元璋的记载看明清时期藏人对中原的认知

………………………………………………………黄辛建、陈东（182）



从清代档案看金川地形地貌特点及其对清军的影响…………王惠敏（192）

族群地域空间与政区构建关系研究——以清至民国时期华热藏区为例

……………………………………………………………冯玉新（209）

双重矛盾制约下的西藏社会和谐及相关问题研究…罗绒战堆 彭衡（228）

摘要 ……………………………………………………………………（240）

第 16辑·2017（1）
（青藏高原考古专辑）

大渡河上游石棺葬调查简报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1)

（吕红亮、吕嘉芬执笔）

青海省治多县普卡贡玛石棺墓发掘简报…………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24)

（何元洪、蔡林海、杜玮、余小洪、马春燕、李佩执笔）

2012 年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登额曲岩画群调查简报…………青海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41)

（马春燕、潘绍池、蔡林海、李佩、朱德涛执笔）

青海玉树勒巴沟古秀泽玛佛教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63)

（卢素文、张长虹、乔虹、宋耀春执笔）

青海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青海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95)

（张长虹、张延清、乔虹、宋耀春执笔）

青海玉树勒巴沟恰冈佛教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148)

（乔虹、卢素文执笔）



青海称多县歇武镇格日村宋代佛教摩崖石刻考古调查简报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164)

（朱德涛、蔡林海执笔）

一将功成万骨枯——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藏《石堡战楼颂碑》调查

………………………………………………………林梅村 (183)

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文物追记…………………………………霍川 (202)

2015 年西藏山南琼结河流域考古调查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文物局 (220)

（杨锋、唐莉、徐海伦执笔）

西藏芒康嘎托镇新发现吐蕃摩崖石刻调查简报………四川大学中国藏学

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昌都芒康县文物局、

西藏自治区昌都芒康县旅游局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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