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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入康考察团之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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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西康的战略地位

凸显，国人开始以不同形式进入西康考察，希望通过考察达到了

解、开发西康的目的，尤其在抗战时期还出现了入康考察的高潮，

即大量入康考察团的出现。本文从入康考察团的特点进行分析，

以期还西康历史以真貌，为今天的民族融合与团结提供一些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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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 2 月北京临时执政府改“川边道”为“西康特别行

政区”。西康地处西南，与西藏、四川、青海、云南为邻，是我

国藏、彝、纳西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进入近代，由于边疆局势的

日益紧张，使西康的战略位置也更为凸显。无论是清末时期的筹

设川滇边区，还是民国时期西康特别行政区的设立以及 1939 年

1 月西康的建省都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西康更为重视。在此背

景下，我国一些政府官员、宗教徒、爱国者纷纷进入西康，特别

是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西康建省前后，入康考察出现

了高潮时期，这体现在各种考察团的相继成立，在西康地区进行

了学科门类众多、涉及领域广泛、社会影响较大的考察活动。本

文主要分析各考察团对西康考察的特点，以让近代西康历史更好

地展现出来。

一、各考察团简述

在入康考察的高潮期，各种类型的考察团相继建立，对西

康展开了对角度的考察。下面以时间顺序对这些考察团作一个

简述。

川边考察团，1930-1931 年，由中山大学组织，地质系教授、

瑞士人哈安姆（Arnold.Heim）领队。川康考察团，1934 年 2 月 19 日，

由沪记者组织，为期两个月。川康科学考察团，1935 年组建，

杜长明率专家、学者、职工、随从等数十人组成。川康调查团，

1937 年 1 月由国立中央博物院组织，由马长寿率领入川进行民

族调查。西康科学调查团，1938 年夏，在刘文辉的促成下组建，

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队。西康社会调查团，1938 年暑期，

由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柯象峰教授及徐益棠教授率领。中华

自然科学社西康科学考察团，1939 年 7 月组建，以曾昭抡为首

的高校自然科学学者 20 人。川康科学考察团，1939 年由国民政

府教育部组织，考察西康的藏族聚居区。川康民族考察团，1941

年夏由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联合组成，著

名民族学家凌纯声为团长。川康科学考察团，1941 年夏间，由

国立西南联大组织，曾昭抡为团长。青康考察团，1941 年 8 月，

由行政院筹备，团长王应橙，副团长成光耀，共 20 余人。边区

考察团，1943 年 7 月 2 日至 9 月 26 日，林耀华率燕大部分师生

组成。华大社会学系考察团，1944 年秋组建，由华大社会学系

教授任乃强、李安宅率领。

以上是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中较为详细论述到的各个考察

团。此外还有申报记者考察团、中华边疆考察团等，这些在现有

资料中只偶尔提到考察团名字，而更多的信息还未发掘。

二、考察团的特点

各考察团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对西康地区进行了考察，从

上面考察团的名称来看，涉及到西康的各个领域。本文从各考察

团与其他形式的入康者类型作一比较，来谈谈各考察团的特点。

（一）有组织，专业性强

“我国边疆之研究范畴，既如是之广，决非一、二专家或少

数之士所能应付，故如不能严密其组织，集中人才作分工之合作，

颇难期望此庞大事业之克底有成也。”由此可见，严密组织、分

工合作对于边疆研究的重要性。在进入西康考察的各类型中，各

考察团对西康的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对各考察团的简述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各考察团基本都

是由政府、一些机构或高校出面倡导组建。

从各考察团的名称可以看出每个考察团都有针对性，从多个

角度对西康进行考察，带有明显的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与个人

入康考察的随意性相比，这些考察团更能全面展现真实的西康社

会。

从各考察团成员来看，人数从几个到几十个不等，这些人大

都曾直接受教于当时的欧美和国内民族学、社会学大师，受到过

严格的训练，掌握了系统而扎实的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知识。

他们是我国的第一代民族学家。如吴文藻、李济、吴金鼎、凌纯声、

徐益棠、柯象峰、冯汉骥、杨成志、戴裔煊等，这些学者运用民族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专业的仪器设备与西康的实地调查有

机地结合起来，于是，一批批优秀的西康实地考察成果以一种全

新的面貌呈现在国人面前。

（二）有人身安全、后勤、资金的保障

各考察团在与其他形式的入康考察相比，还有一个显著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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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那就是有人身安全、后勤保障，以及充足的资金保障。

西康民族多，但因地广、民族分布等因素使民族之间的交

流并不频繁，即使是与在语言、文字和宗教上保持着密切关系

的藏人也交流较少。西康地区内部的交流如此困难，西康的语

言、宗教信仰、民族习惯，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们与内地

的沟通。

由于内地与西康双方都缺乏了解和沟通，西康自身地域的封

闭性，为其在主观上与内地交流也造成了障碍，这也成为西康发

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此情形之下，作为进入西康地区的考察团，或是政府派遣，

或是机构组织，在人身安全方面就多一层保护，一是考察团本身

人员，相互帮助和照应；二是政府发文保护各考察团的顺利进行。

刘文辉就曾多次下令保护考察团的入康。针对担任川康科学考察

团农林组组长的武汉大学农学院教授叶雅谷一行的入康考察，在

《西康省政府公报》曾载四川省教育厅长给刘文辉主席令：“查

该院院长叶雅谷教授，系由敝省乐山出发，同行十余人，分赴贵

省，打箭炉、西昌等地考察，除令敝省所经各县协助并保护外，

特达查照，务希惠予协助，并转饬知照是荷。”对此，刘文辉发文：

“准此，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县长即便遵照，于叶雅谷教授到

达时，尽量协助保护为要！” 对于川康科学考察团金陵大学理

学院的入康，刘文辉同样：“准此，除函复分令外，合行令仰遵

照，予以保护，并饬属尽量协助。” 在政府出面保护和协助之下，

可以保证各考察团能安心地进行考察，为丰富考察成果的取得提

供了保障。

当然，不管是政府组织、社会机构还是各高校组建，都会为

考察团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为各考察团顺利的完成考察任务起

了决定性的作用。如 1938 年暑期金陵大学组织西康社会调查团就

得到西康建省委员会的资助。而相对于一些国人只身进入西康考

察，不管是在人身安全、后勤保障、考察资金方面，各考察团都

有很大的优势，这也是其一显著特点。

（三）考察范围广泛，考察内容全面 

各考察团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针对考察目的进行了广泛、

全面的考察。

首先来看西康的地理范畴，由原来的“川边”，到 1939 年 1

月 1 日，拥有 33 个县和 3 个设治局，其中“康属”（今四川甘孜

州境域）有康定、瞻化（今新龙县）、泸定、鑪霍、甘孜、道孚、

丹巴等 19 个县和泰宁设治局；“宁属”（今四川凉山州境域）有

西昌、会理等 8 个县和宁东设治局；“雅属”（今四川雅安地区）

有雅安、荥经、汉源等 6 个县和金汤设治局。各考察团的足迹几

乎遍及西康整个地区。早在 1938 年冬，马长寿所带领的川康调查

团就到达西康宁属越西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考察；1938 年暑期金

陵大学社会学系组织西康社会调查团，前往西康康属的甘孜、鑪霍、

道孚、泰宁和雅属的汉源、荥经、雅安等地作实地考察，为期两

个多月等。可见各考察团的考察范围广泛。

伴随着考察范围广泛的是考察内容的全面。内容涉及到民

族、宗教、经济、政治、地理、生物、风俗民情等多种事象。如：

1934 年沪记者组织的川康考察团赴西康考察民生、物产情况；

1935 年川康科学考察团采集了许多矿石标本，探测了大量地理水

文资料和科学数据；1937 年川康调查团考察了西康的民族分类、

体质种属、康藏民族的社会组织等问题；1938 年夏西康科学调查

团考察了西康社会、地质、畜牧、土壤、水利、生物等；1938 年

夏司法行政部组织司法考察团入康考察西康政治；1938 年川康地

理科学考察团考察了川康地区地理环境、风俗民情等；1938 年暑

期西康社会调查团考察了西康社会经济、物产、文化及民族生活

情况等；1939 年川康建设视察团考察了各地自然资源、工农业生产、

风土人情等情况；1939 年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康科学考察团对西康

的地理、气象、农林等情况作了调查。这些相对于个人入康考察

来比，考察内容更全面彻底。

各考察团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对西康进

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对当时西康的一些突出社会问题进行了详

细记载和独到的剖析，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为人们认

识西康、开发西康起到重要的先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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