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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十六世纪后半期，伴随着北元蒙古国政治分裂历史的是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再次复兴，1578年，西藏黄

教领袖索南嘉措与俺答汗的会晤，揭开了随后数百年喇嘛教征服蒙古、影响蒙、藏、明清朝廷乃至东亚政

局的历史。至十七世纪初，整个东亚政局动荡，明蒙对抗向明与后金（清）的殊死较量，西藏黄教危机导

致五世达赖邀请固始汗入藏；内外蒙古诸部在分裂、统一和附清中再次经历大规模战争；清朝定鼎北京

后，又面临西藏、准噶尔以及郑氏、三藩诸政治集团的对抗。在这一轮王朝更迭、政权博弈、民族较量

中，无不有喇嘛的身影穿梭其中。本文即考察在这一由乱转治的过程中，喇嘛教势力如何作为一种巨大的

政治力量投入到对抗或迎合、主动与被动的多边关系中？喇嘛教在成为“驭藩之具”的同时，又如何作为

历史的“主角”，塑造了 17世纪的东亚政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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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人，1987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6年获历史学博

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清史研究》杂志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政治史、边疆

民族史，研究成果集中在内务府及其三旗包衣群体特征、清代边疆治理、清朝的王朝特性等学术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