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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虎

! ! 近代列强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是学界探讨的重要课题。其中学界围绕英国沙俄侵略西藏展开

了颇具建树的研究∀ ,而对日本染指西藏的研究则鲜有涉及,即便从日本侵华史的角度来看, 学界

关于日本图谋西藏的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 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史料匮乏和获取的困

难。秦永章的�日本涉藏史 � � � 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5年 )一书的问世则在

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缺憾。

该书利用了日本外务省原始档案、入藏日人的秘密报告等大量原始日文史料,并结合汉、藏、英

文记载,以日本近代史中的明治、大正、昭和三个历史时期为顺序, 系统地论述了自 19世纪末叶至

20世纪中叶日本渗透侵略西藏的具体过程,详细地披露了日本侵藏过程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染指西藏的真实面目。该书可以说是国内外第一部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论述近

代日本 ( 1868� 1945年 )与我国西藏地方之间历史关系的学术著作。

一

近代日本和西藏的关系,从本质上讲就是侵略与被侵略、反侵略的关系 (该书第 4页 )。这是

�日本涉藏史  一书的核心观点。作者认为, 日本无论从目的、宗旨、行为来看, 无不围绕着日本的

国策与侵华目标行事,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体制服务, 发挥了配合与协助侵略的作用。因此, 其

实质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侵略行为。另外, 日本军政当局直接参与了渗透我国西藏的阴谋活动 (该

书第 271� 272页 )。日本染指西藏的活动对当时西藏部分上层分裂倾向的增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

为论证上书结论,作者分析日本近代史上明治、大正、昭和三个历史时期日本侵略西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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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阶段性特征:

(一 )明治时期 ( 1868� 1911)。

作者指出,这一时期日本与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接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日本佛教团体

开始派僧人进入西藏,进行宗教性接触;二是日本政府机构 (外务省 )开始向西藏渗透,派遣间谍潜

入西藏。从 19世纪末开始,为了对中国进一步扩张以及对俄战略的需要,日本军政当局开始直接

介入到渗透我国西藏的阴谋活动中。其中,日本军方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 )大正时期 ( 1912� 1925)。

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全面贯彻早在明治维新后制定的野心勃勃的大陆政策, 变

西藏地方以及整个中国大陆为其殖民地或势力范围, 必然要利用一切机会将其侵略魔爪伸向西

藏。日本人的入藏活动分为两种,一种是日本僧人入藏活动;另一种是日本外务省、军方及特务

机关为实现其大陆政策作必要准备的侵略活动,主要是秘密派遣特务入藏进行搜集情报的非法

活动。作者对该阶段日本侵略西藏的行为进行了探查。在大正时期, 日本与中国西藏地方之间

的接触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这时的接触不是日本单方面进行的, 西藏地方也开始了主动与日本

接触,即相互之间开始了交往,这是该时期日本与中国西藏之间接触的基本特点。但日本当局出

于与英国外交上的考虑,与西藏地方统治集团的直接接触不多, 主要限于民间接触。其中互派留

学生,聘请日本人矢岛保治郎出任西藏地方军队的军事教官等, 都是这一时期日本与我国西藏接

触的重要内容。

(三 )昭和时期 ( 1926� 1945)。

抗战爆发前后,日本侵略者就把西藏作为渗透的目标,他们认为:以西藏为跳板, 就可为今后渗

透整个中亚提供方便。因为西藏是亚洲的腹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更重要的是拉萨是喇嘛教

的中心,达赖喇嘛集团不仅具有格鲁派 (黄教 )的领袖地位, 对藏传佛教区域也有控制力。渗透西

藏,便于实现用喇嘛教控制亚洲该教信奉区域的目的。

作者指出,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军事当局对西藏的觊觎十分明显,这是其侵略并欲占领整个中

国及亚洲战略野心的一部分。该时期是日本与中国西藏之间接触最为活跃的时期。九一八事变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日本阴谋侵占整个中国, 由于西藏重要的战略地位, 遂成为其渗透的

重要目标。作者对此进行了重点阐述。这种渗透活动由日本的军、政两个系统同时操作, 具体实施

分别是日本关东军和外务省。主要包括: 1�关东军的 %西藏工作 &。具体内容为拉拢、收买个别西
藏佛教上层人物;派遣间谍潜入西藏;聘请多田等观等 %西藏通&为藏传佛教顾问, 与西藏上层保持

密切联系等。2�外务省的 %西藏工作&。主要包括: 引诱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秘密访问日本;从滞留

在中国内地的西藏人那里搜集情报, 同时从中国内地秘密派遣蒙古族、藏族喇嘛到西藏搜集情报;

派遣日本间谍 (如木村肥佐生、西川一三等人 )直接潜入西藏, 刺探情报。

二

综观全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以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本身即是创新。有关日本与

我国西藏之关系方面的研究,无论是日中关系领域还是在藏学领域,迄今为止几乎是空白,不仅可

资借鉴的前人研究成果不足,更缺乏综合和系统的认识。因此本书研究的内容及其所选取的视角

与思路具有较大的开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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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量运用原始档案。

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除了具备新颖之论点外,还要有详实的史料作基础。

该书作为实证研究的著作,其占有与选用的史料十分丰富,而且多采用第一手文献资料。如,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资料和陆军省档案等官方文献。为获取这些直接记录日本渗透西藏的档案文

献,作者亲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日本防卫省图书馆、东洋文库等机构搜集资料, 从而保证了该

书论证的可靠性。

由于外务省档案和军方档案文献的局限, 必须与其他类型史料相互印证。为此作者还援引了

其他史料,主要有: 1�旅藏日本人的各种游记资料。这些资料中有很多不同时期日本与我国西藏
之间接触的具体记载,由于这些游记作者本身即是事件当事人,故而极具史料价值。如, 能海宽的

�入藏途中见闻杂记 、河口慧海的�西藏旅行记  、寺本婉雅的 �藏蒙旅行记  、多田等观的 �西藏滞
在记 、野元甚臧的�入藏记  、木村肥佐生的 �潜行西藏十年  、成田安辉的 �入藏日志  , 等等。这

些游记不仅有助于揭示当时日本特务在藏的秘密活动,也为当时藏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

料。2�中华民国及西藏地方政府的档案资料以及部分口述资料。此类史料中有不少涉及日本与
我国西藏关系的记载。3�前人的研究成果。

(三 )认识较为客观。

在探讨日本染指西藏的动机和行为时,作者将个别日本人入藏的非政治动机和特务间谍行为

给予了明确的区分。例如,作者在质疑河口慧海身份的同时,指出现有资料不足以证明他是一名间

谍 (参见该书第 47� 50页 )。而且,作者还肯定了河口慧海的藏学研究的学术地位。作为历史上

第一位进入西藏拉萨的日本人,河口慧海不仅留下了蜚声海内外的�西藏旅行记  , 他本人也是日

本藏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对日本藏学研究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为日本藏学研究的

资料建设做出了贡献。第二,对日本藏学研究尤其对藏文佛典的翻译和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第

三,为培养藏学人才做出了贡献 (参见该书第 59� 60页 )。

(四 )研究视角新颖。

作者力图将近代日本与西藏的关系置于日本对华关系的大背景下和国际关系格局变化中加以

考察。通过日中、日英、日俄关系探讨英国、俄国,以及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错综复杂

的关系。作者以充足的论据始终坚持论从史出,从而克服了研究结论的公式化和论述的空洞化。

该书不仅可以填补学术界在日本与中国西藏关系史研究方面的空白,拓展和深化学术界对中

日关系史尤其是日本侵华史的研究, 还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渗透、侵略我国西藏

的种种阴谋和不良用心,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所谓 %西藏问题 &从根本上说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

略中国的产物。

(作者郭永虎,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责任编辑:徐志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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