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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王国的覆灭》

内容概要

《喇嘛王国的覆灭（1913-1951）》是西藏现代史研究的著作，作者通过翔实的材料、新颖的方法以及
生动有趣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西藏这个喇嘛王国近40年逐渐走向覆灭的历史。《喇嘛王国的覆灭
（1913-1951）》刚一问世即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肯定其鲜明的学术见解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喇嘛王国的覆灭（1913-1951）》不仅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同时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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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美)梅·戈尔斯坦
梅·戈尔斯坦(Melvyn C.Goldstein)1938年2月8日生于美国纽约市。1959年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
。1960年，戈尔斯坦以《西藏的僧兵研究》论文，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68年，以《西藏
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论文，获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随后他长期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
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先后担任的学术职务有：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教
授、系主任,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西藏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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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杰作。没有对藏族人民的深厚感情，绝对写不出这样的作品。
2、庞大纷繁的历史资料，可以了解很多被时间隐藏和遗忘的东西。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局限和艰难
。
3、感慨，翻译有待提高，准备接着看51年后的
4、如果一生只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就读这本书。作者的视野和方法是国内的所谓藏学家望尘莫及
的。除了1913-1951年当事各国的档案，特别珍贵的是亲自访谈了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这些访谈记录现
在成了后来者特别是中国藏学家研究的史料，因为那些亲历者一来在国外，二来今天大都不在人间了
。该书对内，把噶厦政府的僧俗两路、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描写的细致入微；对外，把英美印和国民
党政府、中共政府和噶厦政府的关系勾勒的清楚明了。说一点不足，就是对噶厦“民众大会”中商人
集团的作用没有单独叙述。
5、八十万字并不太难
6、重读一遍
中国至少有宗主权，历史可以作证
印度真是欺软怕硬，英国还是有点没落贵族的感觉：没实力也想插两脚
西藏凭借自己的实力当然不可能和中央对抗，绝对的实力差异面前这个和自己的努力关系不大
7、过于琐碎了，缺乏架构。以史料而论，当为宝库，以史篇而论，却是陋室。书中对中国西藏问题
的成因用了大量史料来剖析，而其中中印一切缰域争议，根源是《西姆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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