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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与制宜》

内容概要

《一统与制宜:明朝藏区施政研究》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并结合学科的特殊要
求，运用历史学、民族学、政治社会学、宗教学的相关理论和概念，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借助现存汉
文史籍及整理翻译的藏文资料，并广泛吸取和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通过对明朝藏区施政所面临的主
客观形势，以及明朝治藏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政策与措施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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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前程（成），1965年12月生，四川平昌人。1987年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获史学学士学位
；两度师从冉光荣教授，于1990年、2003年获四川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2006年—2008年，
师从周伟洲教授完成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工作。现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教授，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主要从事明清史、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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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内容提要 绪论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现状 二资料来源及研究思路 第一章传承与变革：制约明朝治藏政
策调适的因素 第一节元末明初藏区地方豪势变局与明朝治藏方式的选择 一萨迦势力的式微 二帕竹势
力的跛足发展 三结语 第二节元明政权交替下的治藏制度变革之背景 一北元等蒙古势力对明朝政权的
严重威胁 二元明交替与中原统治民族主体换位形势下治藏政策的趋向 三明初诸帝之民族观与明朝治
藏政策的调整 四结语 第二章一体与制宜：明朝藏区机构设置和治藏策略 第一节一体多元的藏区地方
政权建构 一元明之际藏区各地归附明朝的历程 二明朝藏区地方政权机构的设置 三结语——从藏民族
共同体形成的一体多元格局看明朝藏区地方机构建设 第二节“来者辄授官”——明朝对藏区政教领袖
的怀柔与控驭 一明朝对藏区僧俗首领的怀柔 二明朝对藏区僧俗首领的控制和管理 三结语——兼述明
朝对藏区僧俗首领怀柔与控驭的地域特点 第三章“嘉惠内附”：明朝强化藏区施政的经济政策 第一
节“以茶驭番”：汉藏茶马贸易的实质 一唐宋时期汉藏茶马贸易的发育与经济功能的初步背离 二明
朝汉藏茶马贸易经济功能的政治化 三马赋差发：“以茶驭番”的特殊形式 四结语 第二节“厚赏来使
”：朝贡的经济含义 一明代藏区僧俗首领贡制的变迁 二明朝对藏区僧俗贡使的优厚 三以汉藏茶马交
易为特色的朝贡互市 四明代回赐藏区僧俗贡使的特点 五结语 第四章“劝善化俗”：明朝藏区的宗教
文化政策 第一节“上翊皇度，下以劝善”：明王朝对藏传佛教的利用 一明代僧政管理制度的创设 二
明朝对藏区高僧的封授与控驭 三扶持藏区寺院与充分发挥藏传佛教的化导功用 四结语 第二节“用夏
变夷”——明朝对藏区的儒学教化 一明朝对藏区传播汉文化的措施 二古代中国的华夷观与明统治者
“用夏变夷”的民族 文化政策 三结语——兼评明朝藏区的“用夏变夷”策略 第五章承前启后：明朝
治藏的历史地位述论 第一节从元、明、清三朝民族格局差异看明朝治藏政策的现实性 一元、明、清
三朝藏区施政的环境差异 二明朝治藏策略的现实性分析 三结语 第二节元、明、清三朝治藏与对藏传
佛教济世功能的利用 一藏传佛教与藏区民族问题 二元、清二朝与明朝借助藏传佛教辅政之策略比较 
三结语 第三节藏区僧俗首领朝贡与明朝之藏区主权问题辨析 一藏区僧俗首领谨修朝贡 二藏区僧俗首
领朝贡的内涵 三朝贡是明朝行使藏区主权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四节结语——兼论明朝治藏的局限性 参
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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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其次，民族的武力征服与民族的同化或融合两者有原则的区别。虽然当时党项、羌等民族
或部落的生产、生活及文化均远落后于中原，亦不如卫藏中心地带，但是吐蕃的铁蹄仅可以征服这些
地区及其之上的异族民众，而不能使征服区文明立即丧失。事实是，当吐蕃强盛时，也在不断吸取征
服区的民族文化成分壮大自己；而当其衰亡时，则又部分地融入异族，或与他族相结合，以一种新的
民族再现于历史。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即费孝通先生精辟地概括为“多
元一体格局”。 最后，吐蕃王朝解体后，原吐蕃征服区居民，经过彼此通婚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其血缘与文化习俗渐趋相似。特别是从10世纪以后，经过藏传佛教“后弘期”的洗礼和藏传佛教文
化不断由吐蕃本土向今甘、青、川、滇藏区的广泛传播与渗透，不仅使这些地区各部族原住民在文化
心理素质和语言上渐趋一致，而且使这些地区与吐蕃本土在文化上成为一个整体。因此，藏传佛教在
甘、青、川、滇藏区的传播与普及，既是整个藏区居民形成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标志，也
是真正意义上的藏族稳定共同体逐步成熟的重要标志。 鉴于此，有学者就明确指出，大约在12世纪，
今四川藏区居民在文化心理和语言上才与卫藏基本趋于一致。而今天所有藏族地区居民，由部落众多
到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藏族，则大约在13世纪才形成。而且，此后仍不断有其他民族的成分以各种方式
加入到藏族之中，其中蒙古族就是一突出例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经过元朝近百年对藏区的有
效统治，一个独具特色的藏民族共同体已趋成熟，并且整个藏区由于特殊人文与自然环境，也决定了
生活于高原上各地的藏民族经济基础，生产、生活方式彼此差异不大，一个世俗政治权威很难建立，
而宗教势力强大，甚至成为凝聚民族的巨大精神力量的独特文化圈形成了。 从藏民族共同体的孕育历
程看，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承系统完整的民族，与其他民族相较，它有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与独特性。但是，正如该民族在不同的分布地区形成时间有先后之别一样，藏文化内部呈现出多元性
。这种多元性格局，其形成的历史不仅与民族的发展史同步，而且在今天的现实中仍能清楚地表现出
。即藏族民族志所谓：“无论是在语言和方言，抑或社会与经济，乃至文化与习俗诸方面，无不反映
出这种多元一体的格局。”为此，李绍明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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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与制宜》

编辑推荐

《一统与制宜:明朝藏区施政研究》旨在对明朝藏区施政的有关问题作出相对合理的解读。如何评价明
朝汉藏关系，关键是要充分把握中央统治集团治藏政策的特点。为此，即必须与元、清治藏特点进行
全方位的对比，还要对明朝自身不同时期在治藏问题上存在的诸多矛盾变化作出清晰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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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体例较为陈旧，而且稍显混乱，一般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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