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第 $期 青 海 社 会 科 学 !""#年 $月

%&’$(!""# )*+,-.*/&0*.1/0*2+023 4.+5.67(!""#

近代青海的天主教与马步芳家族

田旺杰

8摘要9 本文叙述了近代天主教在青海的传播(论述了马步芳家族与天主教相互勾结给青海人民带

来的灾难(并揭露了二者的侵略本质:
8关键词9 近代;青海;天主教;马步芳;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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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天主教在青海的传播相对于其它省份来说时间不长E影响力不大(但它的传播还是对青海的

历史E特别是近代历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对明清时期青海的天主教比较重

视(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主要有房建昌的F从罗卜藏丹津的生平看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叶崇贤对青海史

地的描写和价值GHEF基督教在青海传播小史GI;而对近代以来天主教注意不够(研究成果也不多:本

文拟就近代时期青海的天主教作一简单梳理(望学者E专家指正:

一E鸦片战争以来天主教在青海的传播与发展

$AD"年之后(随着F南京条约GEF天津条约G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再度活跃

起来:传教士纷纷深入我国内地进行传教:$AJA年B光绪四年C(罗马教皇派神父进入甘肃传教:之后(
基督教牧师进入西宁传教(内地会的教士敦巴E格达二人到皋兰传教(定皋兰E西宁E宁夏三处为布道

区(设西宁总堂:在丹噶尔厅E贵德厅设福音堂:$A=$年B光绪十七年C(基督教外籍教士E牧师等进入

西宁传教(前在城内北斗宫街设临时福音堂(后在西教堂街修建新堂:随着传教士人数的逐渐增多(传
教地区范围的扩大(为进一步传教(光绪五年B$AJ=年C罗马教皇将中国划分为五大传教区(其中甘肃

为第二教区(青海地区属甘肃省甘北传教区:$="J年B光绪三十三年C英美籍教士王立伦E克省悟E蓝
正德等(通过汉口英美领事馆(先后来西宁传教;其后又有白立美E海英光E连福州E海春深E白嘉礼E袁
大福等(分别传播天主教E基督教教义:这时传教士共有 !"多人:宣统二年B$=$"年C(甘北传教区派

比利时籍神甫康国泰来西宁(此为近代天主教传入青海之始:他来青海以后(就以送沙卮等贿赂形式

与当时的青海统治者马麒进行联系(在取得马麒的支持以后(便在西宁大通等地开始传教(先在西宁

南街建立了天主堂:在他的宣传下($=$@年后(西川的猫尔沟E扎马隆E黑咀子E彭家沟(北川的后子

河(南川的鲁沙尔E星家庄(乐都的东关E娄把沟E丁家庄E高庙(互助的威远堡E老虎沟E白崖E羊圈堡E
新元堡E甘家堡E总寨E华林沟(大通的东大街E新添堡E陶家寨(湟源的东街等地(先后设立了天主教

堂:$=!!年康国泰回国(又调来神甫曲同慧B帝国主义分子C:此后(外籍神甫不断来青海传教(由于得

到了地方统治阶级马氏家族的支持(因而发展很快(天主教堂不断增加:$=$#年B民国四年C罗马教皇

派主教濮登博在兰州主持甘肃教务:$=!=年B民国十八年C德籍主教夏思德到西宁主持会务(设青海

教区:此后陆续来西宁的传教士有德籍吕左光E德公网E毛儿次(匈牙利籍戴国福等人:其间中国教徒

亦有升位神父的:$=@!?$=@D年这段时期内(他们利用搜括来的钱财(对原有的教堂又修理一番(并
于 $=@!年在加牙建立天主堂:至 $=@D年(青海全省已建有天主教堂 !"余座(信徒达 @!""余人:这

与以下文献材料记载相一致:
青海虽僻在西北(教育落后(然宗教则已深入(佛教E回教有悠久历史无论矣:即耶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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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早遍于各地!不仅省会"县城!而各乡镇亦多有#此项教会之设立!其精神可佩!其力量之深

入民间!亦可虑也#
西宁 省城南街!西川彭家寨!南川加牙星家寨!扎麻隆拉沙尔"黑咀尔"猫尔茨沟"后子

河每地均有天主堂一处!计共有天主堂八处!信徒共有 $%&名#省城西街"后子河等地!共有

邪教福音堂三处!有教徒 ’()人#
湟源 县城东关有天主堂一处!信徒 ’*(人#又县城有邪教神召会一处!信徒 ’+人#
大通 县属新添堡"陶家寨"老虎沟等地各有天主堂一处!共有天主堂三处!信徒共 ,-(

.%-)/人#又县城有邪教内地会一处!信徒 -&人#
互助 县属之甘家堡"新元堡"羊圈堡"白崖堡"县城东关等地!共有天主堂 &处!信徒

’’*(名#又县城有邪教内地会一处!信徒 ++人#
乐都 县城东关"高庙子"乐巴沟"定家庄等处共有天主堂 +处!信徒 *&(或 +&(名#
化隆 县城内马坊街有邪教内地会 ’处!信徒数未详#
贵德县属 西关厢居家沟有邪教内地会一处!教徒数未详#
门源县城内有内地会一处!信徒数未详#
全省共计天主堂 *(处!信徒 +*(+人!邪教福音堂 *处!神召会一处!内地会 &处!信徒

共 *((余人#无论新旧教!信者多为汉人!因蒙藏民众皆信仰喇嘛教!回人皆信仰回教!青海

民族复杂!宗教亦复杂!可知边疆一切非简单也#0

另一条材料记载为1
邪教在青海势力甚微!然在旧西宁道所属各县中!传道甚久!信徒亦不少#据调查!天主

堂共 *(处!其教友大通县男 --’人!女 +(*人2西宁县男 ’&-人!女 ’’(人#其它各县千数百

人#共计 +*((余人#邪教堂 )处!教友大通县男 -)人!女 *)人2西宁县男三三十三人.此有

误!应为 ++人/!女 +人#其它各县数十人!共计 ’$,人#3

由此看来近代以来天主教的传播是比较迅速的#
’$+)年调德籍主教夏思德.帝国主义分子!’$&+年被驱逐出境/来青海#夏思德与当时的马步芳

来往甚密!而马步芳也想靠拢天主教!所以天主教在这一时间的传播是比较快的!在 ’$+)年"’$-)年

又分别在西宁下朝阳和贵德县建立了教堂#他们凭借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凭借着青海封建统治阶

级的支持!在青海展开了各种各样的4传教5活动#到解放前青海有天主教堂 ++处!教徒 +$,%人!并附

设一个医院"两个诊疗所2共有基督教堂 $处!教徒 %-(多人!也附设了一个医院"两个诊疗所#
天主教传到青海以后主要在汉族聚居的西宁"湟中"湟源"大通"乐都"贵德"互助"同仁"化隆等地

传播!信仰者也多为汉族人民#西宁以南大街的天主堂为中心!分设教堂于西宁附耳寺沟"鲁沙尔"扎
马隆"彭家寨"黑嘴尔"海子沟"后子沟"毛儿茨沟"加牙"星家庄等村!信徒达一千人左右#大通以县城

东大街的天主堂为主!分布于新添堡"陶家寨"老虎沟等村!信徒有八百多人#乐都以县城东关的天主

堂为主!分布于高庙镇"定家庄等!信徒有五百多人#湟源以县城东关的天主堂为主!信徒有二百多人#
互助以县城东关天主堂为主!分布于甘雷堡"新园堡"羊圈堡"白崖堡等村!信徒有一千四百多人#蒙

古"土族等少数民族中也有信仰的!不过只是个别的!人数并不很多#为迎合王公"千百户等人的心理!
宣传入教!天主教主要通过医病"交易等手段扩大接触机会!加大宣传#同时传教士为了引诱蒙古上层

信仰天主教!专门设了4蒙古店5来接待蒙古族的王公牧民#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收集蒙"藏"土等民

族的文物资料!调查蒙"藏"土等民族社会情况!以便进一步向这些地方发展2另一方面则是和伪蒙藏

委员会的上层人物勾结!以便取得他们的支持!将来在蒙藏地区传教#神父在传教时!多施小恩小惠!
联络情感#城市则争取豪绅地主以及工商"手工业和无职业的流民#农村多吸收中农以上阶层人士参

加#天主教的经费!由罗马教廷梵蒂冈供给#仅 ’$-)年.民国三十七年/!拨发经费法币二亿四千六百

多万元#各教堂购置田地"收租"放高利贷!月息高达十分至十五分!进行重利盘剥#在修建教堂及其

附近医院"学校等!给教徒少发或不发工资!仅供给膳食#
各地天主教堂的主持人多为德籍神甫!也有少数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波兰籍和中国籍神甫#

至 ’$-$年!青海地区的天主教外籍神职人员 **人!修士 +人!修女 )人#此外!各天主教堂还设有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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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神甫处理日常事务的!先生"#多为粗通文墨的当地人$
天主教自称为修会#这些修会全都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属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利益集团#或者同

一个国家的不同利益集团$青海的天主教由!圣言会"传布#下有男女教俗修会帮助传教$教派主要有

圣言会%圣神会%圣母永助会%圣家圣衣会%公教进行会%童子圣体军会等$信徒以前三者为多#后三者

人数甚少$

二%天主教的手段

天主教立足青海之后#依仗青海统治阶级马步芳家族的支持#横行霸道#采取各种手段强迫人民

入教#主要有经济利诱&设立医院%诊疗所%婴儿院&包揽诉讼法律等$同时天主教神父经常干涉地方行

政#扩张势力#从事间谍活动$甚至欺压人民#掠夺财产#奸淫妇女#关押群众#引起群众的极大愤怒$
经济利诱的手段$青海解放以前#青海人民负担的各种苛捐杂税相当沉重$马匪为了维护其统治

疯狂地向人们勒索#设马款%门牌钱%过桥钱等各种苛捐杂税几百种#如果不缴或交不起就遭到毒打$
因此人们在无力缴纳的时候#只好向教会借钱$教会一方面用入教来作为借钱的条件#另一方面则用

高利贷的罗网来束缚群众#使其失去政治上的独立性而依赖教会$过去在互助县就有整个村子都信天

主教的#其原因就是缴不起!马款"#由天主教堂包下来#而后全入教了$其它各地类似的情况也不少$
设立医院%诊疗所%婴儿院和学校$由于青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民得病之后无钱看病#而且医

院诊疗所数量少#特别是在农村几乎是个空白$传教士们可谓是!体察民情"#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在

青海办起了医院%诊疗所和婴儿院#采取免费或少收费的策略来利诱人民信教$许多人就是因为贫穷

付不起药费而不得不信教$医院以公教医院最为著名$公教医院设在西宁县门街’今人民街(#分内外

两科$医院及看护人员多为信徒及修士%修女#他们在治疗过程中宣传教义$医院药物价格较廉#对许

多家庭妇女及贫困人们#常常免收药费#诱惑入教$公教医院附设育婴院一处#可收容 )*多人#但由于

传教士的疏忽和语言沟通上的障碍#所收婴儿多半夭亡$针对当地文化教育落后%学校数量少%学生上

学困难等状况#传教士们办小学#吸纳贫困孩子入学#教授教义$从小对孩子进行灌输天主教教义是最

好的方法$在设立的学校中#以在西宁设立的培英小学%公教医院附设的婴育院为最著$培英小学于

+,-.年’民国十三年(附设于南大街天主堂内#招收学生多为信徒的儿女#以物质作诱饵#历年陆续增

加到 -**多人$到 +,.+年’民国三十年(#国民党政府收回全国教育主权#培英小学乃改为经学院#这
些学生便整日诵读念经$天主堂各分处也附设小学#有西宁光华小学%黑嘴堡小学%互助苏家堡小学%
乐都李家庄小学%定家庄小学%西宁公教医院女子小学$贵德%化隆教会也设学校$

包揽法律$由于帝国主义传教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又与反动统治者紧密勾结#所以就有可能通过

包揽诉讼的方法来利诱一些人入教#解放前就有好些人是为了打赢官司而入教的$在诉讼时往往受到

天主堂的庇护和说情干预#这就成为落后群众盲目入教的诱饵$当时有人在诗句中指责说/亲民惟邑

宰#理讼坐琴堂#突尔来神父#无端作主张#违心翻皂白信口人任雌黄#安怪嗤嗤者#纷纷入教忙$于是

奸民健松者#都入教会#教徒数目#与日俱增$

三%天主教与马步芳家族的相互勾结

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与马步芳家族勾结#进行各种间谍活动$马步芳为了其反动统治让法籍神

甫考来思’帝国主义分子(在天主堂内与其爪牙马寿昌%高文远翻译法西斯德国步兵操典#以供其训练

匪军$而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也为了迎合马步芳的心理#在天主教的陪英小学内#强迫学生进行军事训

练$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青海的帝国主义传教士就配合蒋介

石的这一反动行动进行宣传#表示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如湟中县黑嘴村天主堂帝国主义神甫就召

集教徒#游行示威#支持蒋介石反动内战$+,--年荷兰籍神甫胡肯堂在湟中黑嘴村贿通马匪官兵#骑
马到地里捆打群众#强迫到教堂听经!望弥萨"#不愿入教者#被吊打罚跪数十人$德籍神父夏思德尤为

活跃#他和马步芳集团早有勾结#不惜献媚送礼#多方谋求马步芳父子的欢心$他们先给马麒送望远

镜%手枪等物#后来为投马步芳所好#送给军用品和其它物资#如手枪%军刀%电炉%收音机%发电机%西
方用具%钢丝床%汽油%美酒以及国外糖果%滋补药品$接着他们籍此大量吸收教徒#建立分支机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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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司法进行肆无忌惮的干涉"地方工作人员不敢得罪神父#$%&’年(民国二十四年)"马步芳

在进行反共战争中"这些神父号召教徒在精神上!物质上予以支持"并举行礼拜!祈祷*教堂医院的医

生!修女也为马家部队医治伤病#在与马步芳勾结往来中"神父楚华南送给马步芳一万五千硬币的礼

品#马步芳也给天主教捐献木材修建公教医院"支持神父段恩辉强租黑嘴子小学为教堂"夺取学校基

金"租期为 %%年*并支持神父胡肯堂"强迫群众入教#互助的天主教士"在右宁寺观经庙会上"到处追

逐妇女"照摄影片"进行调戏"以致引起土族人民的众怒"打碎了教士的摄影机#后由马家集团支持"惩
办了当地人命令捐款"才算了事#$%+,年!$%+-年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在合水!子午巅!西峰镇进行反

革命战争的时候"青海天主教主教夏思德为了向马继援献媚"换取马对天主教在青海进行罪恶活动的

支持"曾送马一面.剿匪(指共产党)功臣/的锦旗"表示支持其反动行动#马步芳对天主教不仅在政治

上支持"纵容其不法行动"而且在经济上也给予很大的方便#$%+’年天主教修建公教医院时"马步芳

亲自赠送松木 &’0根"表示对天主教的支持#此外马步芳与夏思德一起照相"或者与神甫坐在一起"让
教徒们磕头"这些都表明他们互相勾结共同压迫人民#

天主教在马匪的支持下"在青海大肆开展了各种侵略活动#他们以传教为名测绘青海地图"搜集

有关地理!水文!气候等资料#$%&+年德籍神甫费西那(帝国主义分子)以.国际考察团的名义/"携带

测绘仪器在天主教堂内测绘地图#当时天主教主教夏思德对此行为进行保护"费西那工作月余后"才
由德籍修士护送回国#他们的这一行为曾经引起了西宁广大教徒的不满"但是帝国主义分子夏思德却

对群众的这一正道行动加以辱骂"说.教堂是德国人的"中国人无权过问/"用尽了各种威胁的手段才

平息下去#$%&-年(民国二十七年)天主堂的德籍神父海国春"到互助!大通测绘地图"拍摄青海古迹

及妇女小脚照片"收罗了许多古代文物"写了一本1汉族文明进化史2#有些神父还经常进行调查活动#

四!天主教快速发展的原因

一是马步芳家族一贯的手段33利用各种宗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
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天主教主要在不信教的汉族中传播"这样一来"马步芳就可利用天主教来控制

信奉天主教的汉族"对自己的统治来说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二是马氏家族更看好的是利用各个国家的传教士来与外国取得联系"得到他们在经济"特别是军

事上的支持*并利用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比较广的优势为自己提供各种信息#而且随着抗日战争的进

行"华北!东北相继沦陷"西北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国民党逐渐把战略重点转移到西北#这一重大转

移"不仅引起国人对西北"特别是青海的关注"而且引起了外国人对青海的瞩目#帝国主义为了不暴露

身份和他们的野心"就通过派传教士来到青海进行间谍活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取得当地统治阶

级的支持"他们不惜代价"用重金和军用物资贿赂当地最高统治者#而马步芳家族为了取得帝国主义

的支持"壮大自己的实力和影响"也不惜以牺牲当地群众的生命作代价#
三是天主教抓住了一些人们的心理"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并通过诱饵和强迫的方式迫使人们入

教#如通过包办诉讼入教的人数就比较多"还有办学校!医院进行诱导和借钱强制入教#这些问题都

反映了青海近代时期的实际情况#因为在马步芳家族的独裁统治下"人民过着苦难的生活"没有一个

能看到光明的地方"而天主堂似乎是一个讲公道!替人民说话!办事的地方#这样"许多人在传教士的

诱骗下入教#

4注释5
6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7
8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7
9开发西北"$%&+"$(+)7
:西北考察记;<=7开发西北"$%&’"+(>)7

4参考文献5
;$=宗教志?天主教!基督教(手抄本);@=7现藏于青海省图书馆#
;A=青海文史资料B第九辑;C=7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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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购双方"强制性的买卖关系#应为经济合同

"强 制 性 的 买 卖 关 系#的 定 位 兼 具 上 述 两 种 定 位 的

要素$即开展土地收购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的过程%在

服 从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储备机构享有"强制收购权#和

"优先购买权#$但在具体的收购价格的确定上%应按照

被收购方经济权利与利益相一致的原则确定%既不是完

全服从于政府的决定也不是完全采用市场交易的价格$
这种土地收购价格的确定方式也符合国际惯例$当今世

界 许 多 国 家 或 地 区 为 公 共 利 益 需 要 而 进 行 城 市 土 地 再

开发%都建立了具有强制性的土地储备机制$土地的收

购价格以土地现用途为依据%规定土地优化利用所带来

的收益归土地所有者享有$法国!德国!瑞典等实行土地

私有制国家的土地管理模式就是如此$
按现在我国开展土地储备的城市的通行做法%政府

规定用于储备的土地范围后%对可收购的土地由土地储

备 机构与原用地者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储

备 机构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后取得土地使用权$&国有

土 地 使 用 权 收 购 合 同’是 土 地 收 购 行 为 的 法 律 表 现 方

式%对于它的性质人们有不同认识$依照上述分析%这既

不 是 在 完 全 市 场 经 济 条 件 下 平 等 主 体 的 自 由 买 卖 关 系

即 民 事 合 同 关 系%也 不 同 于 政 府 机 关 完 全 依 靠 行 政 力

量%不考虑对方主体的权利与利益相一致而进行的强制

买卖关系$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合同#关系$
经 济 合 同%是 指 为 了 实 现 国 家 的 一 定 经 济 目 的%直

接体现政府意志%由政府规定基本合同条件的合同$经

济合同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首先是现代国家

的职能变化与角色演变$现代国家全面涉入社会经济生

活%包 括 管 理!监 督 和 直 接 参 与 经 济 活 动%从 传 统 的"夜

警 国 家#!奉 行"不 干 预 的 政 府 是 最 好 的 政 府#之 信 条 的

国家%转变为介入各方面社会关系的国家$它承担的社

会 经 济 管 理 者 的 职 能 和 国 家 所 有 权 的 经 济 职 能 日 益 突

出$国家对社会经济管理的深化!范围的扩大%导致将更

多的经济关系包括合同关系纳入行政性规范的调整(而

国家意志上升引致合同异化的最主要原因%则是国家以

所 有 权 为 依 托 从 事 经 济 活 动%缔 结 或 参 加 合 同 关 系 时%
由普遍意志对合同关系的一般限制%进一步发展为将其

普遍意志具体化%落实为具体的合同条款$经济合同的

本 质%是 国 家 或 政 府 在 经 济 活 动 或 经 济 管 理 中%将 其 意

志直接体现到原本是私人自治的契约关系中去$其基本

特 征 是)其 一%经 济 合 同 的 基 本 条 件 系 由 政 府 规 定 或 确

定$其二%经济合同的主体一方是代表国家的机构或政

府授权的代理人%或当事人双方均由政府指定$其三%具
体国家机关或政府代理人作为合同一方时%同时又是合

同履行的管理监督人$其四%对经济合同的调整同政府

及其运作机制有密切联系$*+,

由 上 述 对 经 济 合 同 产 生 背 景 和 特 征 的 分 析 我 们 可

以 认定%&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就是经济合同$它

是 在 国 家 作 为 土 地 资 产 的 所 有 人 而 进 行 市 场 交 易 的 过

程中产生的$一方面%政府机构或其委托的机构出于确

保 国 有 资 产 保 值 增 值 和 对 土 地 市 场 进 行 宏 观 调 控 的 目

的 与 被 收 购 人 达 成 收 购 协 议%政 府 在 合 同 中 起 主 导 作

用%能够决定收购的进行与否$土地储备机构所享有的

有 限的强制力应限于"必要#和"必需#%确保是为了公共

利益$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尊重对方当事人作为市场主

体享有的经济利益%在收购价格上不能背离市场和经济

规律%要兼顾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合同的基本条件系

由 政 府 规 定 或 确 定%同 时 又 对 合 同 的 履 行 进 行 监 管%但

双方都必须诚实信用地履行合同%违约救济和实际补偿

等原则是政府也不能违背的$因此%作为"公#!"私#因素

交 融 的 经 济 合 同 是&国 有 土 地 使 用 权 收 购 合 同’的 根 本

属性%这也是土地储备制度的一大创新$澄清这种认识

对于土地收购储备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既

为政府机构行使行政权力设置了界限%又为被收购人利

益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综上所述%经 济 合 同 作 为"异 化 的 合 同#%是 现 代 市

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它与民事合同!行政合同一道%在各

自的领域调整经济活动$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制度中的土

地 收购行为应界定为"强制性的买卖关系#%其性质是典

型的"经济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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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李臣玲.贾伟.LI Chen-ling.JIA Wei 试论青海近代社会结构特征及其对近代民族教育的影响

 -民族教育研究2005,16(5)
    社会结构是社会内部各要素间的关系和联系方式.各要素间全方位互动,教育作为社会结构中的要素也参与其中.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多文

化汇聚的地区,在近代形成了鲜明的社会结构特征,使得青海近代民族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深受制约,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呈现出了多元性

和非均衡性的特点.

2.期刊论文 李臣玲.贾伟.LI Chen-ling.JIA Wei 浅论近代青海女性社会地位变迁及其原因 -青海民族研

究2005,""(2)
    近代是青海女性社会地位发生变迁的时期,本文从女性形体观的转变、女性教育等方面,论述了近代青海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及其原因.

3.期刊论文 崔永红.CUI Yong-hong 近代青海举办垦务的经过及意义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3(2)
    清宣统年间,朝廷曾拨款在青海境内进行垦荒.清廷在青海举办垦务之动议与筹划青海建省有关,光绪皇帝否定了在青海即行设省的建议

,采纳了朝臣中暂缓设省、先行试垦的意见,于是就有了大规模举办垦务的举措.民国时期,政局多变,但青海垦务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只是成

效不大,垦务机构逐步变为地政机构.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曾两次作出决定,拟在柴达木大兴兵屯,以为开发西部的标志性行动,但因种

种原因均未获成功.

4.期刊论文 胡铁球 近代青海羊毛对外输出量考述 -青海社会科学2007,""(2)
    本文根据地方志、实业统计、海关统计、征税局统计及学者有关青海羊毛输出量的记载,采取估计推算、互相核对方法,最后确定了近代

青海各个时段羊毛输出的基本情况.最后的结论是,青海近代羊毛输出经历了大规模扩张、平稳发展、繁盛、急剧衰退、恢复性繁盛、持续萎

靡等六个阶段,其输出量是在250万斤到2000万斤之间波动,起伏异常.

5.期刊论文 纪小春.Ji Xiaochun 青海近代新闻事业的兴起 -青海社会科学2007,""(2)
    1926-1949年是青海近代新闻事业的艰难初创期和发展期.在此期间,青海地区受制于马麒、马麟、马步芳为首的军阀专制统治之下,人民

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新闻事业也随着全国新闻发展的影响开始艰难起步.虽颇多磨难,但在一定程度上为打破青海的专制封闭、传播各种

文化知识、交流时代信息、开阔人们的视界,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6.期刊论文 牛文春 近代青海行政建置的一元化轨迹 -攀登2003,22(1)
    近代青海随着中国社会变革的步伐,农、牧、工、矿、商各行业进一步得到发展.同时,也使得整顿青海行政体制的步伐加快,逐步消除了

因农牧区及民族、宗教不同而造成的行政管理上的多重性.确立了行省,并不断完善,使青海纳入中央的一元行政管理体制之下.

7.期刊论文 秦永章.QIN Yong-zhang 近代日本人在青海地区活动述略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32(4)
    20世纪上半叶,日本当局对青海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渗透活动,其中秘密派遣特务人员刺探情报是其主要内容之一.本文对这一时期相继潜

入青海地区的7名日本人的活动做了简要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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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期刊论文 马安君.MA An-Jun 20年来近代青海商贸研究综述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3)
    近代青海商贸研究20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通过对相关成就进行梳理和归纳,发现研究中出现了内容不均衡、拓展性研究欠缺、视野不

够开阔、方法较为单一等问题.今后应注重史学理论与史料的紧密结合,运用多学科方法,多角度、多层面地去进行创新研究.

9.会议论文 崔永红 近代青海举办垦务之始末 2005
    近代以来，随着西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多，该地垦荒业得到迅速发展。这一时期，今甘、宁、青、新、内蒙古等省区的大

量荒地得到垦辟，这些荒地或原为纯牧区之草原，或原为半农半牧区的草场。近代西北地区的垦务，有的是民间自发进行的，有的则是在政

府主持下进行的。对近代西北垦务的研究，是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研究内容之重要组成部分。

10.学位论文 勉卫忠 近代(1895-1949)青海民间商贸与社会经济的扩展 2009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复杂的历史原因，青海在前近代各民族长期是农牧分治的，从唐宋开始，历代统治者制定“茶马互市”以限定农

牧民之间的商贸交往，清前期国力强盛，将整个青海蒙藏牧区纳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中，逐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停止茶马互市，沿袭

千年的官方专营的“茶马制度”的种种限制被取消，从此自由的民间贸易一直发展到民国中后期。民间贸易的自由，商人的自由迁徙，使原

来彼此孤立的农牧经济区域开始联系、结合，引起了青海内部社会经济运行形式的演变，遂促使青海东部与西部农业经济文化区域与牧业经

济文化区域在青海小环境中结合，对青海这一多民族聚居大省的经济开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借助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及近年来研究

领域的崭新视角，以清朝、民国时期，国家--地方社会变迁场域中的青海民间贸易兴起的社会因素为背景，以1895-1949年间青海民间贸易

和地方民族经济扩展的互动关系为主线，采取各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细致探讨以各级城镇商贸市场为依托，由各族商人而主导的民

间商贸的变迁过程和运行机制，从而揭示其对青海地方民族社会经济扩展的历史绩效。

    本文认为，1895年始青海民间贸易快速升温的巨大动力则是皮毛贸易“引擎”带动，在其带动下清前中期发展起来的民间贸易作为特殊

的商品流通方式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相应的发生了变迁。皮毛贸易的兴起，青海农牧区自然经济逐步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于是，伴随着

农牧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加深，青海地区旧有的经济结构不断分解，新经济因素不断滋长，逐步形成了以西宁为中心城市市场，以寺院城镇、

军事城堡、县治所为中心市镇市场，以集镇为基本市场的多层次城镇市场结构，并逐渐转化为开放的、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

分。同样在羊毛贸易繁荣带动之下给青海传统的商人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与巨变，从事商贸的商人既有传统商人的延续，又有近代资本主

义商业因素影响下的商人的转变及其壮大。回族官僚商业资本逐渐兴起，到民国末期逐步形成垄断商业，民间商人依旧顽强的坚持着商贸活

动。这一历史时期，省内外汉族商人、回族商人、藏族商人和寺院商业、洋行等，他们或为行商、坐商，或为批发商、零售商、小商小贩

，或从事过载行业、大小行业商铺(店)、歇家等行业，支撑着近代青海民间商贸的正常运行机制。

    伴随着民间商贸的不断扩张和兴盛，以城镇商贸为依托，以各族商人为主导的民间商贸在农牧区的大规模开展，使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

交往也在日益增强，促进了各民族的和谐共生，更为重要的是自由的民间商贸给青海各民族的产业结构、从业结构以及社会生活由传统迈向

近代化转变带来了机遇，并为近代青海各民族经济扩展提供了一定限度的空间，有力地推动了青海地方民族经济开发和社会变迁。逐使青海

东部与西部农业经济文化区域与牧业经济文化区域在青海小环境中结合，为近代青海建省奠定了物质基础，并走上了一条因商而兴的特殊城

镇化道路。本文对民间商贸与民族经济发展主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当前青海农牧区生态保护、经济开发及城镇化发展的决策思考，为

实现藏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加快青海藏区和全省发展、增加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福祉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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