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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建筑的军事防御风格》

内容概要

《西藏建筑的军事防御风格》主要内容简介：有关西藏军事史的研究历来是藏学研究领域中一个较特
殊的门类，同时也是研究者较少且研究相对薄弱的门类。其原因恐怕在于西藏军事史的研究不但需要
一定的军事眼光和相应的军事知识作基础，而且同时要求具备藏族历史、社会制度与组织及文化等方
面的积累与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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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永红，男，汉族，中共党员，重庆市丰都人。1992年入伍，1998年毕业于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
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拉萨某部现役军人； 2005年6月毕业于西藏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西
藏军事，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5年9月考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攻读西藏历史、经济与社会发展专
业博士学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藏学研究博士生；上尉军衔。
在部队服役期间，历任连队炊事员、文书、卫生员、副班长、班长、军校学员、干部等。因工作突出
，先后荣立三等功两次、获“优秀党员”称号一次、获“先进个人” 称号一次、获业务成绩一等奖多
次、获嘉奖多次、圆满完成部队重大保障任务数十次，在学术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8篇。在西藏大学
就读期间，先后任西藏大学学生会公关部长、学生会副主席，两次获得学校“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近一年来，先后在国家级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篇，参加了《西藏自治区军事志》的和部分
部队内参的编撰工作，多次参加各种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上作主题发言，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
评价；圆满完成部队重大战斗任务两次，引起国家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受到各级首长的充分肯定；
与人合作成功申报教育部2005年度人文社科类重大项目一项（《西藏地方古近代军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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