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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旧事》

内容概要

《拉萨旧事(1944-1949)》作者于1944－1949年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任职。当时的西藏地
方正值多事之秋，文中记载作者居拉萨五年中所见所闻，真实、生动，颇具史料价值。书中还有对当
时藏传佛教情况的实地调查及对英国侵藏史实的揭示、评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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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旧事》

作者简介

柳陞祺(1908～2003)浙江兰溪县人。著名藏学家。1925年受反帝爱国思想影响，考入光华大学，就读于
英国文学系本科。毕业后进入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属盐务管理局任英文助理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后，转
赴后方，1940年到光华大学成都分校执教英文，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1944年进藏任蒙藏委员会驻藏
办事处英文秘书。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辞职离藏赴印，受聘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名誉研究
员，研究藏学。1952年底离任返国，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继续从事藏学研究，1958年转至中国科学
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工作。

    1953年，由他执笔(与沈宗濂合作)用英文撰写的《西藏与西藏人》一书在美国出版。这是第一部中
国人用英文向世界介绍西藏历史、社会、风俗的著作，常为西方学者所参考引用。

    1957年与王静如先生合作编写出我国第一部用全新观点撰写的藏族历史讲稿《西藏历史概要》。随
后，与王辅仁先生和常凤玄先生合作编写出内容更丰富的《西藏简史》。1963年至1964年先后撰写了
《西藏喇嘛教的寺院和僧倡组织》和《西藏喇嘛教与国外关系述略》两本著作。同时培养了一代藏学
家，为我国藏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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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旧事》

书籍目录

往事记忆瞻拜九世班禅我进藏的第一课关于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热振事件见闻记学习藏族史当年
在拉萨的几个外国人（访问纪要）邢肃芝君与《雪域求法记》向昨天告别——记1949年我离开西藏的
经过“商上”一组手稿马吝——第一个到拉萨的英国人关于古格反耶稣会斗争的材料关于东印度公司
派波格尔人藏之行所谓“西藏独立”及西藏的“宗主权”老沙皇侵略我国西藏的罪行是掩盖不住的关
于西藏交通史的参考书目西藏喇嘛教与国外关系概述乔治·波格尔入藏的使命内容及其执行结果1929
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十四卷何以有两种不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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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旧事》

章节摘录

我们最初住在当地唯一的一家西式旅馆内，主人是欧亚混血。但我们很快感到自己并不怎么受这家主
人欢迎，特别是那个当家的女儿，对我们简直怀有敌意，因为他们欢迎的是白种人，尤其是美国人。
所以几天后，等我们租到一所私人的小别墅，就立刻搬了出去，自开伙食，过得蛮舒服，这使那家主
人更气得不得了。既然不欢迎我们，我们走了他又生气，这到底是种什么心理，实在想不通。沈宗濂
是最后到噶伦堡的，这时距离我们进藏的日期已经不远。沈宗濂接到英国人古德爵士（Sir Basil Gould
）来函，邀请他到甘托克玩一两天。这是一个重要人物，应当介绍几句。古德是当时英印政府驻锡金
首府甘托克的行政长官，也就是太上皇。大约三十余年来，他一直在我国西藏以及藏印边境一带工作
，所以是一名西藏通。从清末民初，驻藏大臣和文武官兵撤离西藏，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等从印度返
回拉萨，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他都是亲眼目睹或参与其事的。现在他又是掌管这个大门钥匙的人
。从甘托克人藏，经亚东、帕里到江孜，沿途所有英人的设施和办事人员都归他管。再具体说，英国
根据不平等条约在这一线设置的两个所谓英国商务代理处，11个驿站（即一天马程到达的宿处），沿
路的电线、电报，凡这一切都归他管。那次沈宗濂去甘托克，有我同行。我们是在一天下午，坐一辆
小车溯梯司塔河（Teesta river）急流而上。这里幽谷深邃，风景如画，就是人烟稀少，偶然看到几处
村舍，也见到几个男女蹲在房檐下和路边，默默无声地望望我们。从噶伦堡到甘托克是喜马拉雅山南
麓的山脚地带，地多斜坡，林木葱郁，缺少平原。这里阴雨多，阳光少，颇似江南的气候。大约车行
三四小时，就到了甘托克。古德招待我们住入他的官署（Res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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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旧事》

编辑推荐

《拉萨旧事(1944-1949)》：关于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热振事件见闻记忆九世班禅商上西藏喇嘛教
与国外关系为何1929年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十四卷有两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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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旧事》

精彩短评

1、西藏的老故事
2、趣味性比较低。。。同一段历史不同的人写出来还真有区别，和不同的人生经历以及对当地理解
程度都有很大关系。。这本书里主观意识太多。。。。里面引用马吝的一些片段觉得他那段经历倒是
很有意思
3、任乃强老师这三本书是研究西南边区少数民族社会、政治和经济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4、觉得还是不错的一本书
5、暂时不能评价，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书有很多是非常经典的。建议大家多关注。
6、一本回忆录。。。
7、拉萨的过去
8、值得喜欢西藏历史的人一看。
9、[SH/4105]K297.51/4973
10、想了解拉萨的前世吗？
11、没啥意思，个人工作八卦
12、前半部是回忆录，可帮助了解沈宗濂入藏事件和作者的资料来源。后半部是外交史，政治目的明
确，可以看到当年法、俄、英等列强对西藏的不同策略。
13、具有个人回忆录的性质，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不过很多内容是八十年代撰写，使用时需要加以甄
别。
14、有点意思，能够从读者的视角揭开西藏神秘的面纱 
15、没有作者另一本书，写得好
16、想深入了解西藏的可以看看
17、内容有些零乱。
18、正版图书，发货及时
19、写论文可以参考，做一个专题研究，真的很不错
20、客观真实，又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很喜欢这一类的书籍。
21、此书闲时可以看看，还行吧
22、代标L版某年拉萨。
23、该书与《柳陞祺藏学文集》部分内容完全重合，仅篇名有所更动，同理可推《西藏的寺与僧》亦
然，读者请勿重复购买。
24、作者还有很多见闻经历没写出来。
25、不管是书的质量还是服务态度都非常好，
26、嗯⋯⋯就那样吧，雷还是有的，可以泛读。
27、文风详实，汇集短文和一些学术文章，有失旧事之题。西藏剪影似的故事，和中英印藏的边界之
争。
28、本身就不太爱看大的历史  喜欢看人物传记 回忆录之类的  从一个人的经历去看那一时代的缩影   
29、看过柳陞祺先生所著的其它几本有关西藏的书，从质朴的语言中反映出的是比较深入的观察力和
研究力，是了解民国时期西藏的好书。《拉萨旧事》书中更多了一些柳陞祺先生的经历，更可以让读
者了解老一辈学者求实的态度。
30、很好好的书，大多数人都可以看。
31、1.老规矩，夸一下卓越的配送：）2.正版是肯定的，但是，可能由于切割工序出了问题，毛边十分
粗糙；3.因为是送人的东西，所以有点小介意。。。。。。。
32、原以为是那是拉萨的民风民俗一些故事，结果是作者在拉萨工作时的一些是是非非，个人不是很
感兴趣。
33、严谨！！
34、其實，我一直對西藏的各種歷史和事實很感興趣，因為感覺這就是一個讓人無法掀開簾子去看的
。太多的秘密掩藏在這個神秘面罩之下。
35、内容简单了，主要是个人经历，后半段多是证明某问题的，不过看看还是蛮有意思的
36、LG的书，买第二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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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旧事》

37、藏学大家的书，他的每一本书都值得看，刚开始学习藏族文化时看的第一本书就是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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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旧事》

章节试读

1、《拉萨旧事》的笔记-

        47年的热振事件着实让人惊奇，亲英想闹独立的西藏政府为了打压与国民党中央连襟的热振活佛
及旁属势力，毒杀了活佛，并派藏兵炮轰攻打热振寺，烧杀不说，还把寺庙抢劫一空，这在现在是不
可想象的；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纷争，宗教热情只是属于老百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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