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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覽》校證



提    要

《西藏通覽》原作者係日本陸軍步兵大尉山縣初男，該書於 1907 年經丸善株式會社出版後，

有鑒於其重要的文獻價值，我國四川西藏研究會旋即組織人員對其進行翻譯，並於 1909 年由

成都文倫書局刊印出版，此後民國北洋政府陸軍部亦有譯本於 1913 年刊行。《西藏通覽》分為

第一、第二兩編，共二十一章，涵蓋我國西藏地區山川地理、民風民俗、地方歷史、典章制度、

語言文化、物產貿易等諸多方面，並對當時列強爭奪我國西藏地方的態勢有專章交待。該書在材

料編纂方面，充分參考《舊唐書》《新唐書》《元史》《明史》《四川通志》《嘉慶一統志》《衛藏通

志》《西藏圖考》等我國相關重要史志文獻。與此同時，對近代歐美以及日本涉藏遊記亦有涉獵。

從文獻編撰角度來說，可補我國近代西藏通志之缺。但究其本質而言，該書編撰實為「資戰」

之用，其服務軍國主義日本侵略的目的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在翻檢、查閱該書之時，要時刻

警惕編撰者有意「剝離」乃至「割裂」西藏地方與祖國客觀聯繫的「隱秘邏輯」。在此基礎上，

更要精準體會作為近代「日英同盟」時期下的產物，該書在陳述列強爭奪我國西藏地區時，在

抑俄揚英的主基調下，亦對英國窺探乃至通過橫蠻侵略攫取我國西藏地區諸多利權方面，流露

出頗多欣羡之意。這些都是今天我們在整理、研究該書時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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