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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藏1934》以1934年黄慕松代表国民政府出使西藏的历史事件为轴心，讲述了西藏自辛亥革命爆发后
的1912年，在与中央政策失联22年后，重新回到祖国怀抱的曲折历程，再现了汉藏一家，民族团结的
历史画卷。书中通过丰富的史料，真实客观地讲述了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填补了国内民
国史研究在这一方面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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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西藏眼里，几百年的大清历史，也是藏民对满族的臣服史，尤其是达赖和班禅作为皇帝的御封
国师，要效忠也是主要针对满族大皇帝的。民国肇兴，被作为鞑虏而驱逐的满人没了地位，藏人也趁
机驱逐驻藏大臣和在西藏的汉人。一时间内地和藏地分离，甚至还为了康藏边界闹得烽烟四起，川军
节节败退，幸得西北回族马家军相助，甘孜、德格、新龙等地区又归属内地。在黄慕松之前，民国只
有刘曼卿一人以半官方的身份前往拉萨做联络沟通，黄慕松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致祭专使，担
负着恢复内藏关系的重大使命。而其在拉萨的出使过程，圆满完成了任务，还瓜熟蒂落的恢复了中央
驻藏办事处，从此西藏重回中华大家庭，黄专使功不可没。此书亦交代了不少藏地上层政治事务，提
到的诸多书目也可供有兴趣者按图索骥，深入了解。
2、非常一般，抄缀而成，权作史料转写和综述看。。。
3、考据黄慕松1934年出世西藏的过程，然作者的个人立场太强，客观性似乎不足，理论性也不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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