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聯合中央─青藏戰爭 

 

第一節  甘肅政變 

 
1931 年 8 月 25 日，甘肅省發生政變，孫連仲舊部雷中田與中央所

派視察員馬文車聯手，將新任命的甘肅省政府主席馬鴻賓軟禁。這場政

變是蔣介石決心將中央勢力伸入西北的關鍵。藉由甘肅政變中，各地方

實力派與中央的互動，討論青藏戰爭前，青海與中央的關係。 
 

（一）政變發生的原因 

 
1930 年 4 月，中原大戰爆發，甘肅省政府主席孫連仲率軍東進參

戰，僅留雷中田部駐防蘭州，將甘肅政權交由省政府委員王禎主持。當

時甘肅政局混亂，地方勢力盤踞，隴南地區為馬廷賢所據；隴東為陳珪

璋、黃得貴所佔；魯大昌則是在渭源與隴西以南地區。1王禎本身無實

力，駐防蘭州的雷中田部兵力亦單薄，各地方勢力有趁虛進攻蘭州，奪

取政權的可能。鑒於局勢危急，王禎向青海馬麒求援，馬麒派馬麟率一

師騎兵協防蘭州，編為甘肅騎兵第一師，馬麟任師長兼甘肅保安總司

令，雷中田任副司令。馬廷賢曾率軍兩萬進攻蘭州，為馬麟擊潰退回隴

南。中原大戰結束後，王禎代表甘肅省政府通電擁護國民政府，雷中田

部改編為中央陸軍新編第八師，雷中田任師長，馬麟率甘肅騎兵第一師

移駐涼州，由馬步青接任師長。王禎堅決辭去代理主席一職，國民政府

於 1931 年 1 月任命馬鴻賓代理甘肅省主席。2中央此舉，無疑借重馬鴻

賓在地方上的力量，試圖重建西北政局的安定。 

                                                 
1 張慎微，＜雷馬事變見聞＞，《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蘭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1984），頁 113；蔡呈祥，＜雷馬事變親歷記＞，《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02。 
2 張慎微，＜雷馬事變見聞＞，《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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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鴻賓雖代理甘肅省政府主席，但中央仍有經營甘肅之意。早在

1930 年 12 月 18 日，蔣介石命馬文車、劉秉粹、譚克敏、嚴爾艾等四

人為甘青視察員，前往調查甘肅情形。3馬文車一行人於 1931 年 1 月 28
日入甘肅，4並在 2 月份進入蘭州時，受到馬鴻賓、雷中田的歡迎與招

待。5馬文車到甘肅後，不僅調查陳珪璋、黃得貴、魯大昌等地方勢力，

馬鴻賓、雷中田各師也在調查之列。顧祝同時任陸海空軍總司令潼關行

營主任，指揮陜、甘、寧、青各省軍務，蔣介石命其將這些地方武力收

編，就部隊所在區域委以保安或警備司令名義，待中央部隊入甘後，再

整編這批地方武力，另行指定駐地，分別調防。6顧祝同依照計畫，授

與各地方勢力警備司令名義。7沒想到 5 月，廣東陳濟棠、古應芬、鄧

澤如聯合李宗仁、白崇禧、張發奎共同反蔣，另組廣州西南國民政府，

並誓師「北伐」，揮軍北上，準備問鼎中原。8除此之外，蔣介石正對江

西中共進行第二、三次的圍攻。顧祝同東調支援，另派楊虎城（時任陜

西省政府主席）擔任潼關行營主任。廣東的變局與對中共的作戰，造成

蔣介石的中央軍入甘計畫遲遲無法實現，甘肅的地方勢力依舊存在。 
馬鴻賓從寧夏至蘭州接任省政府代理主席，甘肅各地方勢力存在情

形並未改變，蘭州城仍由雷中田部駐防，馬鴻賓從寧夏所帶來的部隊只

得駐防蘭州城郊外的小西湖。馬鴻賓上任不到兩個月，馬文車即向蔣介

石報告馬鴻賓與雷中田不合的情事。9馬鴻賓甚至於 6 月間，移居蘭州

城外之小西湖處辦公，10雷、馬兩人關係惡劣至此。雷、馬兩人不合的

原因，根據馬文車的報告，馬鴻賓迭令雷中田部隊調離省城，雷中田亦

                                                 
3 周琇環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九冊）（臺北：國史館，2004），1930

年 12 月 18 日條，頁 207。 
4 周琇環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九冊），1931 年 1 月 28 日條，頁 554。 
5 高素蘭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十冊）（臺北：國史館，2004），1931

年 2 月 16 日條，頁 135-136。 
6 高素蘭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十冊），1931 年 2 月 18 日條，頁

140-141。 
7 高素蘭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十冊），1931 年 3 月 4 日條，頁 208。 
8 呂芳上，＜抗戰前的中央與地方－以蔣介石先生與廣東陳濟棠關係為例（1929－

1936）＞，《近代中國》，144（臺北，2001.08）：175-176。 
9 高素蘭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十冊），1931 年 3 月 4 日條，頁 207。 
10 ＜甘肅省政府官員任免（六）＞，1931 年 10 月 19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縮影號：081/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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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寧、青駐軍調回原防，兩人遂生惡感；11根據回憶資料，雷中田部

隊雖為中央收編，但僅僅是給予名義，部隊的糧餉仍由甘肅省政府撥

給，而省政府常欠薪欠餉，引起雷中田的不滿。12 
至於馬文車，為何與雷中田聯手發動甘肅政變？馬文車、劉秉粹、

譚克敏、嚴爾艾等四名甘青視察員，為蔣介石親自選派前往調查甘肅情

形，對他們有一定程度的信任。馬文車到達甘肅時，不但確實調查各地

方武力的實際兵力，也將馬鴻賓、雷中田不合的情形呈報中央。馬文車

曾多次從中調停馬鴻賓、雷中田兩人，13卻徒勞無功。當雷、馬兩人的

衝突愈演愈烈，馬文車請蔣介石先派一部隊進入甘肅，以資鎮攝，避免

更大的衝突發生，影響全甘的治安。14蔣介石雖然也有派中央軍入甘的

計畫，但似乎不想插手馬鴻賓與雷中田之間的爭鬥。1931 年 3 月 11 日，

蔣介石指示當時潼關行營主任顧祝同，甘肅省政以馬鴻賓主持即可，馬

文車不必與聞。15蔣介石試圖以馬鴻賓這股地方力量對付其他地方勢

力，馬文車為中央所派的視察員，蔣介石希望其不要過於干涉甘肅省

政，以免介入太深。 
7 月 23 日，宋子文提交改組甘肅省政府人事名單，馬鴻賓、楊思、

譚克敏、馬文車、張維、李朝傑、賈贊緒、水梓、喇世俊等九人為省政

府委員，馬鴻賓兼任省政府主席，楊思兼民政廳長，譚克敏兼財政廳長，

張維兼建設廳長，水梓兼教育廳長。蔣介石同意這項人事的安排，16並

於 8 月 4 日正式任命。17這份人事名單可以說是甘肅政變的導火線。馬

文車係中央所選派的視察員，這項身分使得馬鴻賓對其多所拉攏，並允

                                                 
11 高素蘭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十冊），1931 年 3 月 4 日條，頁 207。 
12 張乃恭，＜雷馬事變中之馬文車＞，《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47；張慎微，＜

雷馬事變見聞＞，《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17。 
13 ＜甘肅省政府官員任免（六）＞，1931 年 10 月 19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縮影號：081/0281。 
14 高素蘭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十冊），1931 年 3 月 4 日條，頁

207-208。 
15 高素蘭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十冊），1931 年 3 月 11 日條，頁

265。 
16 高素蘭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十一冊），1931 年 7 月 23 日條，

頁 421。 
17 高素蘭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十一冊），1931 年 8 月 4 日條，頁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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諾省政府該組時，馬文車為省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或財政廳長。18可是

在這份改組名單中，馬文車僅獲得省政府委員一職，同為視察員的譚克

敏不僅是省政府委員，還兼任財政廳長，造成馬文車心生不滿。而雷中

田與馬鴻賓的關係雖然不合，但還未到完全破裂的地步，其原因在於雷

中田認為馬鴻賓只是代理主席，不會久留，待中央正式任命馬鴻賓為省

政府主席，雷中田連一個省政府委員的名義都未得時，兩人關係完全破

裂，19雷中田遂與馬文車聯手發動甘肅政變。 
8 月 25 日下午一時，馬鴻賓自小西湖入蘭州城商議新任省政府委

員就職事宜。20馬鴻賓入城後，雷中田下令關閉城門，派一手槍隊前去

捉拿馬鴻賓。馬鴻賓發現情況不對，逃到城隍廟中躲藏。21由於未捉拿

到馬鴻賓，雷中田下令所有內、外城門關閉，避免馬鴻賓逃出城，並加

派警察與武裝軍人站崗盤查，人民紛紛走避，商店歇業，全城進入戒嚴

狀態。26 日凌晨二時，雷中田師向駐紮小西湖的馬鴻賓部隊進攻，砲

聲四起，經過八個小時的戰鬥，上午十一時砲聲才止，馬鴻賓部隊撤退

至距蘭州七十里的新城一帶。22馬鴻賓本人則在 26 日清晨，以「願犧牲

鴻賓一人，以免蘭州之糜爛」23為由，主動求見甘肅省省會公安局長高

振邦。高振邦為雷中田部屬，時任省會公安局長，當馬鴻賓主動求見時，

高振邦親自將其送往李朝傑寓所扣留，尚為優待，24並未交給雷中田。 

                                                 
18 ＜甘肅省政府官員任免（四）＞，1931 年 9 月 3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縮影號：081/0001 
19 ＜甘肅省政府官員任免（六）＞，1931 年 10 月 19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縮影號：081/0281。 
20 ＜甘肅省政府官員任免（六）＞，1931 年 10 月 19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縮影號：081/0281。 
21 張慎微，＜雷馬事變見聞＞，《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19；蔡呈祥，＜雷馬事

變親歷記＞，《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05。 
22 ＜甘肅省政府官員任免（六）＞，1931 年 10 月 19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縮影號：081/0281。 
23「馬文車等聯名致電馬少雲（鴻逵）復告甘變情況」，1931 年 9 月 25 日，收入呂德

懿提供、金沛仁說明，＜雷馬事變前後馬文車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62。呂德懿係馬文車之妻，馬文車過世後，呂德懿將其所遺留下來的文

件，交由金沛仁整理。金沛仁整理出有關甘肅政變的函電稿二十五件，附上說明，

刊登於《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參見呂德懿提供、金沛仁說明，＜雷馬事變前後

馬文車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54-155。 
24 ＜甘肅省政府官員任免（六）＞，1931 年 10 月 19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縮影號：081/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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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文車、雷中田與潼關行營主任楊虎城的代表趙晚江，於 26 日上

午八時召集黨、政、軍、學、商、工、農各界代表開緊急會議，會議中

宣布發生政變與馬鴻賓被扣留，並通過決議，公推雷中田擔任甘肅全省

保安總司令，組織臨時政府，馬文車、雷中田、趙晚江、李朝傑、楊思、

李克明、陳珪璋、魯大昌、王家曾、喇世俊、裴建準、馬錫武、慕壽祺

等十三人為臨時省政府委員，馬文車擔任省政府主席兼教育廳長，楊思

兼民政廳長，李朝傑兼財政廳長、喇世俊兼建設廳長。
25從這份臨時政

府改組名單不難看出，誰是甘肅政變的主謀者。但除了表面上所看到的

雷中田與馬文車之外，還有另一名主事者，在背後影響政變的發生。 

 

（二）馮玉祥的支持與中央的態度 

 

1930 年 10 月，中原大戰接近尾聲，馮玉祥在軍事上節節敗退，計

畫率殘部繞道晉南與陜北回師甘肅，但衛隊旅旅長季振同、駐新鄉的孫

連仲皆投降蔣介石，劉郁芬部則為楊虎城部隊繳械，導致馮玉祥的實力

損失殆盡，回甘肅的計畫落空。26中原大戰後的馮玉祥，帶領少數人退

到山西省南部一個名叫峪道河的村子暫住下來，表面上過著隱居的生

活，實際上是以此作為掩護，積極聨絡各地反蔣勢力，準備東山再起，

沒想到其鼓動石友三進攻張學良，又遭慘敗。27這次的失敗，使得馮玉

祥幾無容身之處。1931 年 3 月 25 日，蔣介石指示當時的山西省主席商

震，促馮玉祥離晉「出洋考察」，並願意負擔出洋經費與安全；281931
年 8 月 23 日，蔣介石又電韓復榘（時為山東省政府主席），希冀其與張

學良竭力促馮玉祥離晉出洋。29馮玉祥受此打擊，決心另闢根據地，在

甘肅的舊部雷中田成為主要聯絡對象。 8 月 7 日，馮玉祥派部下李世

                                                 
25 ＜甘肅省政府官員任免（六）＞，1931 年 10 月 19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縮影號：081/0281。 
26 李世軍，＜馮玉祥與雷馬事變＞，《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32-133。 
27 陳興唐、韓文昌、潘緝賢，＜馮玉祥與甘肅雷馬事變＞，《民國檔案》，3（南京，

1986.09）：94。 
28「蔣中正致商震電」，1931 年 3 月 25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

/一般資料＞，檔號：080200-409。 
29「蔣中正致韓復榘電」，1931 年 8 月 23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

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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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為代表，持致雷中田的親筆信函，由晉赴甘肅，指使雷中田用「暴動

手段」30發動軍事政變，殺掉蔣介石任命的甘肅省政府主席馬鴻賓，控

制甘肅，以作為東山再起的根據地。 

蔣介石對於馮玉祥回西北的野心，早已有所警戒。1931 年 4 月 19

日，蔣介石電告商震，要其提防馮玉祥與孫殿英竄往西北。31但馮玉祥

仍以遙控的方式，策動雷中田政變。馮玉祥得知甘肅政變成功後，即電

廣州西南國民政府，要求任命雷中田為甘肅駐軍總司令，陳珪璋為甘肅

陸軍第一師師長，魯大昌為第二師師長，王家曾為第三師師長，高振邦

為第四師師長，馬步芳為第五師師長，
32使甘肅與南京國民政府脫離關

係。並要雷中田、高振邦、李朝傑等人，遇事務必共同協商，避免發生

矛盾，影響到內部團結。33馮玉祥所關心的內部團結問題，在「殺馬」

的問題上，造成內部的分裂。馮玉祥在甘肅政變前，對馬鴻賓的態度即

是政變後將其殺掉，但在政變後，馬鴻賓只被高振邦所軟禁，未加以殺

害，馮玉祥一再來電要求按原指示殺掉馬鴻賓，雷中田主張遵照「殺馬」

的指示，高振邦卻堅決反對，拒不交出馬鴻賓，兩人為此事幾乎動武，

高振邦甚至聯絡雷中田所部的軍官蔡呈祥，試圖以擁護馮玉祥為名，進

行倒雷活動，34後以蔡呈祥反對而作罷。35雷、高兩人關係破裂，內部的

裂痕已無法彌補。 

雷中田與馬文車除了要解決內部的分裂之外，還要面對來自外部的

壓力，尤其是中央的態度。蔣介石在政變發生後，嚴電痛斥馬文車，謂

其任代理主席之舉係背叛中央，如不恢復馬鴻賓職權，必加以聲討，
36
命

                                                 
30「馮玉祥致李朝傑函」，1931 年 8 月 16 日，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藏，轉引自陳興唐、

韓文昌、潘緝賢，＜馮玉祥與甘肅雷馬事變＞，《民國檔案》，3（南京，1986.09）：

95。 
31「蔣中正致商震電」，1931 年 4 月 19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

/一般資料＞，檔號：080200-409。 
32「蔣中正致楊虎城電」，1931 年 9 月 11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

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410。 
33「馮玉祥致高振邦、李朝傑函」，1931 年 9 月 2 日，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藏，轉引

自陳興唐、韓文昌、潘緝賢，＜馮玉祥與甘肅雷馬事變＞，《民國檔案》，3：96。 
34 李世軍，＜馮玉祥與雷馬事變＞，《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39-144。 
35 蔡呈祥，＜雷馬事變親歷記＞，《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07-108。 
36「蔣中正致馬文車電」，1931 年 9 月 2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

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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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速來南京候辦，否則必明令通緝。37馬文車當然不會乖乖赴南京候辦，

蔣介石對另一主謀雷中田也施加壓力。9 月 2 日，蔣介石已知雷中田是

共犯之一，令其恢復馬鴻賓自由，行使職權；38又在 9 月 6 日電雷中田

與高振邦，命兩人將馬文車逮捕來南京究辦。39蔣介石此舉目的在於，

如果雷、高二人屈服中央的壓力，將馬文車逮捕至南京，政變即和平落

幕；再者，馬文車看到此電報，必對雷、高二人心存猜忌，藉此分化其

內部。
40 

中央一方面對雷中田、馬文車施加壓力，另一方面還要防制楊虎城

的野心。在甘肅政變前，楊虎城與馬文車已有函電往來，41楊虎城派代

表趙晚江赴甘肅活動，適逢政變發生，趙晚江竟與雷、馬兩人串聯，擔

任臨時省政府委員之一，兼印花稅局局長。楊虎城因趙晚江參加政變，

將其撤職，但繼派的兩名代表杜斌丞、蔣松亭到蘭州後，仍和趙晚江住

在一起，進行活動，42不禁令人懷疑楊虎城將趙晚江撤職只是表面動作，

其實仍藉著趙在臨時省政府中的職位，繼續在甘肅發揮影響力。政變

後，馬文車曾致電楊虎城請求支援討伐馬廷賢，43並在另一則與雷中田

聯名的電稿中，有著「倘有驅使，靡弗惟命是從」的字句，44對楊恭維

備至，其在甘肅的影響力不容小覷。此外，楊虎城與鄧寶珊兩人曾為馮

                                                 
37「蔣中正致馬文車電」，1931 年 9 月 6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

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410。 
38「蔣中正致楊虎城電」，1931 年 9 月 2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

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410。 
39「蔣中正致雷中田、高振邦電」，1931 年 9 月 6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特交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410。 
40 根據文史資料回憶，馬文車看到此電報時，大為驚慌，動身東下，在距蘭州城二十

里處被雷中田派人擋回。雷中田向馬文車保證說：「有我保駕，中央其奈我何？」

馬文車才安心下來。參見張慎微，＜雷馬事變見聞＞，《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

頁 125。 
41 呂德懿提供、金沛仁說明，＜雷馬事變前後馬文車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料選

輯 21》，頁 155-156。 
42 張慎微，＜雷馬事變見聞＞，《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21。 
43「馬文車以甘肅省黨務整理委員會名義致楊虎城電稿」，1931 年 8 月 28 日，收入呂

德懿提供、金沛仁說明，＜雷馬事變前後馬文車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56。 
44「雷中田、馬文車聯名致函楊虎城表示靠攏，並派李世軍面謁的函稿」，1931 年 9

月 23 日，收入呂德懿提供、金沛仁說明，＜雷馬事變前後馬文車之函電稿＞，《甘

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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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祥部下，關係密切，在甘肅政變發生後，鄧基於甘肅出身，與楊虎城

積極干涉。蔣介石恐楊虎城藉由甘肅政變，將勢力伸入甘肅，僅允楊虎

城負責調解，45協助馬鴻賓維持甘肅治安，46擔任輔助的角色；並交代楊

虎城囑咐鄧寶珊「勿捲入甘事」。47蔣介石表面囑咐鄧寶珊勿捲入甘事，

實際上深知楊虎城才是背後的推手，對於甘肅內、外勢力的交錯，有以

下認知： 

甘肅之事，恐難一時了結，馮玉祥又勾結雷中田，慫恿叛變；楊

虎城亦有推鄧寶珊之意。其內情複雜如此，恐非由中央派員往

治，不能平也。若馬文車實係不知大體，只想做官，尤令人可惡

耳。48 

因此，政變發生初期，蔣介石無派兵解決之意，如要派兵平定，身為潼

關行營主任的楊虎城即可名正言順將陜軍開入甘省，甘肅恐為其掌握。

為防制楊虎城勢力擴張，唯有中央派員，才是蔣最放心的解決之道。但

中央派員的計畫，卻因為九一八事變的爆發，遲遲未行，甘肅之事被擱

置下來，致使寧夏省黨務特派員翟宗濤在政變發生近一個月時，不禁電

詢中央具體的解決辦法究竟為何。49 
 
（三）各地方實力派的反應 

 
雷、馬兩人除了面對中央，還要面對來自各地方實力派的壓力。前

文已提到楊虎城的積極活動，接下來要討論陳珪璋、魯大昌這兩位甘肅

當地實力派對政變的態度。在馬鴻賓任代理主席之前，陳珪璋與魯大昌

分別以隴東、隴西為勢力範圍。顧祝同任潼關行營主任時，遵照蔣介石

                                                 
45「蔣中正致楊虎城電」，1931 年 9 月 2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

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410。 
46「蔣中正致楊虎城電」，1931 年 9 月 7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

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410。 
47「蔣中正致楊虎城電」，1931 年 9 月 11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

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410。 
48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十二冊）（臺北：國史館，2004），

1931 年 9 月 11 日條，頁 62。 
49 ＜甘肅省政府官員任免（五）＞，1931 年 9 月 21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縮影號：08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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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示，將兩人收編。甘肅政變發生時，陳、魯兩人均不在蘭州，卻依

然成為臨時政府委員，陳珪璋兼甘肅陸軍暫編第一師師長，魯大昌兼甘

肅陸軍暫編第二師師長，馬文車並致電兩人，請即日就職，派代表來蘭

州出席省府會議，50試圖拉攏。但陳、魯兩人並未就職，還派代表向蒙

藏委員會委員長馬福祥說明，兩人絕無參與此次政變，51與雷中田、馬

文車保持一定距離，對政變後的發展持觀望態度。 
馬鴻賓是回族，馬文車恐甘肅政變導致回、漢問題的產生，引起周

圍回族地方實力派的干預，遂致電寧夏與青海的地方實力派，澄清政變

係局部問題，與宗教無關。52但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馬福祥係馬鴻賓之叔

父，馬鴻賓被軟禁，馬福祥積極奔走，致電甘、寧、青各部隊勿輕舉妄

動，靜候中央決定，53試圖以和平方式解決甘肅政變，使馬鴻賓能從政

變中全身而退。但九一八事變爆發，東北問題成為全國上下焦點所在，

中央一時分身乏術，甘肅問題拖延日久，最後還是以軍事手段解決。 
至於馬麟在政變發生之初，保持中立，基於曾與雷中田防衛蘭州城

的共事情誼，和寧馬又係同鄉同教，願做中間調停人。馬麟首先派魏敷

滋為代表，赴甘肅調停，馬文車通電歡迎。54雙方協商的關鍵點，圍繞

在「放馬」問題。馬鴻逵要求恢復馬鴻賓自由，行使職權，馬麟與馬步

芳並向馬文車保證，馬鴻賓恢復自由後，不會向雷中田部隊報復，希望

甘局早日安定，不要因政治而牽及宗教與民族問題。55雷中田宣稱奉中

                                                 
50「馬文車致陳珪璋、魯大昌電稿」，1931 年 8 月 28 日，收入呂德懿提供、金沛仁說

明，＜雷馬事變前後馬文車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56-157。 
51 ＜甘肅省政府官員任免（四）＞，1931 年 9 月 3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縮影號：081/0001。 
52「馬文車以甘肅省黨務整理委員會名義致青海省主席馬麟、臨夏駐軍司令馬眉山、

第九師師長馬步芳及青海、寧夏兩省黨務特派員解釋甘變與宗教無關的電稿」，1931
年 9 月 3 日，收入呂德懿提供、金沛仁說明，＜雷馬事變前後馬文車之函電稿＞，

《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59。 
53 ＜甘肅省政府官員任免（四）＞，1931 年 9 月 3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縮影號：081/0001。 
54「馬文車電覆馬麟歡迎青海省派魏蘭芳（敷滋）到蘭州商洽的復電稿」，1931 年 9

月 3 日，收入呂德懿提供、金沛仁說明，＜雷馬事變前後馬文車之函電稿＞，《甘

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60。 
55「馬麟、馬步芳電魏蘭芳囑向馬文車轉馬少雲東電意見，請速恢復馬鴻賓自由電稿」，

1931 年 9 月 5 日，收入呂德懿提供、金沛仁說明，＜雷馬事變前後馬文車之函電

稿＞，《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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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命令扣押馬鴻賓，56馬文車則謂馬鴻賓早已恢復自由，與眷屬同住私

寓。57馬文車、雷中田、高振邦因「殺馬」問題，引起內部的分裂，如

今又要面對來自中央與寧馬、青馬等地方實力派「放馬」的要求，使得

內外形勢更加嚴峻。由於在「放馬」的問題上無法取得共識，首次調停

遂告失敗。事隔一個月，馬麟親自帶兵三團，由西寧至新城，出面調停，

蘭州市面張貼標語歡迎馬麟進城，蘭州市各機關首長亦多往新城迎接，

雷中田、馬文車也派代表前往歡迎，
58連鄰省寧夏各界，也以為和平有

望，政變可告落幕。59面對馬麟要求釋放馬鴻賓，雷中田密電馮玉祥請

示機宜，60並與馬文車共同電馮請求「派隊聲援」。61對於雷中田與馬文

車所面對各方壓力，馮玉祥鼓勵其「力持鎮靜」，不可受到威嚇就將馬

鴻賓放出，釋放馬鴻賓「等於自殺」，將功虧一簀。62 雷中田與馬文車

依照馮玉祥指示，拒絕釋放馬鴻賓，馬麟以雷、馬兩人「疑忌多端，不

蒙採納」，於 10 月 30 日返回青海，離開調人地位，63調停再度失敗。 

 

（四）政變的落幕與影響 

 

馬麟調停失敗後，本以為政變會繼續拖延下去，沒想到吳佩孚的出

現，使得局面急轉直下。甘肅政變發生時，吳佩孚人在四川，在四川地

方實力派鄧錫侯的支持下，以抗日為名，北上甘肅調停政變，企圖從中

                                                 
56 ＜甘肅省政府官員任免（四）＞，1931 年 9 月 3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縮影號：081/0001。 
57「馬文車致馬麟、馬步芳，覆告馬鴻賓已恢復自由電稿」，1931 年 9 月 5 日，收入

呂德懿提供、金沛仁說明，＜雷馬事變前後馬文車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料選

輯 21》，頁 162。 
58 張慎微，＜雷馬事變見聞＞，《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26-127。 
59 ＜甘肅省政府官員任免（六）＞，1931 年 11 月 8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縮影號：081/0281。 
60「雷中田致馮玉祥密電」，1931 年 10 月 5 日，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藏，轉引自陳興

唐、韓文昌、潘緝賢，＜馮玉祥與甘肅雷馬事變＞，《民國檔案》，3：98。 
61「雷中田和馬文車致馮玉祥電」，1931 年 10 月 7 日，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藏，轉引

自陳興唐、韓文昌、潘緝賢，＜馮玉祥與甘肅雷馬事變＞，《民國檔案》，3：98。 
62「馮玉祥覆雷中田、高振邦電」，1931 年 10 月 9 日，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藏，轉引

自陳興唐、韓文昌、潘緝賢，＜馮玉祥與甘肅雷馬事變＞，《民國檔案》，3：98-99。 
63 ＜甘肅省政府官員任免（六）＞，1931 年 11 月 8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縮影號：081/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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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政治資本，東山再起。10 月 13 日，吳佩孚致函馬文車，表示將起

程來甘，共商抗日大計。64馬文車、雷中田表示歡迎，吳佩孚帶著家屬

與隨員二百餘人，於 11 月 7 日抵達蘭州。馬文車、雷中田為何歡迎吳

佩孚來蘭州？根據文史資料回憶，當時甘肅盛傳吳佩孚將去華北與張學

良、馮玉祥、閻錫山聯合反蔣，由吳擔任元帥。恰巧馮玉祥致雷中田的

電報中有「吳帥在何處」的詢問，雷中田和馬文車認為與社會傳言符合，

即派人對吳佩孚來甘表示歡迎。
65但從後來公佈的資料顯示，馮玉祥反

對吳佩孚來蘭州，在致雷中田、高振邦的函電中提到：「吳將到蘭之後，

雖暫可相安一時，俟其與各方聯絡妥協之後，則甘省之統治者將為吳氏

所專。」66從「雖暫可相安一時」一語，不難看出雷中田、馬文車迎吳

的真正原因。甘肅省內部因「殺馬」問題，影響內部團結；對外又得面

對「放馬」的壓力，適逢九一八事變爆發，藉由吳佩孚的「抗日」口號，

緩和內、外部壓力，遂不顧馮玉祥的反對，迎吳到蘭州，並在吳的居中

調停下，馬鴻賓獲得釋放。雷中田與馬文車曾就「放馬」問題致電馮玉

祥，馮堅決反對，67但雷、馬兩人再次不顧馮的反對，將馬鴻賓釋放。「放

馬」的關鍵在於，馬鴻賓一釋放，甘肅內部的「殺馬」問題，以及外部

的「放馬」壓力，即同時解除。 

馬鴻賓獲釋後，11 月 15 日，由馬麟領銜，發出包含甘、寧、青、

新、川五省軍政長官的聯名通電，呼籲起用吳佩孚主持對日軍事。68這

封通電，是中央決定以武力解決甘肅政變的關鍵。吳佩孚於 11 月 7 日

抵達蘭州時，楊虎城即向蔣介石建議，以軍事手段將吳扣解至陜，再轉

送中央辦理；但蔣認為對吳嚴密監視即可，力促吳來中央，不必用扣解

形式。
69待擁吳通電一發出，蔣令楊虎城派孫蔚如師前往平定甘事，並

                                                 
64「吳佩孚入甘前致馬文車函稿」，1931 年 10 月 13 日，收入呂德懿提供、金沛仁說

明，＜雷馬事變前後馬文車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65。 
65 蔡呈祥，＜雷馬事變親歷記＞，《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頁 108。 
66「馮玉祥致雷中田、高振邦、李朝傑急電」，1931 年 11 月 11 日，中國第二歷史檔案

館藏，轉引自陳興唐、韓文昌、潘緝賢，＜馮玉祥與甘肅雷馬事變＞，《民國檔案》，

3：100。 
67「馮玉祥覆雷中田、馬文車急電」，1931 年 11 月 11 日，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藏，轉

引自陳興唐、韓文昌、潘緝賢，＜馮玉祥與甘肅雷馬事變＞，《民國檔案》，3：100。 
68 劉進，《中心與邊緣─國民黨政權與甘寧青社會》，頁 72。 
69「蔣中正覆楊虎城電」，1931 年 11 月 7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

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410；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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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令增加兵力；70另派馬鴻賓協同孫蔚如作戰，71務求事情徹底解決。中

央討伐的命令一出，原本持觀望態度的陳珪璋與魯大昌兩人，分別就任

中央陸軍新編第十三師、第十四師師長，協同孫蔚如師進攻雷中田。雷

中田、馬文車、高振邦、吳佩孚等人，在接戰失敗後，紛紛逃離蘭州，

甘肅政變以失敗收場，馮玉祥與吳佩孚試圖東山再起，至此破滅。孫蔚

如進駐蘭州後，魯大昌曾電蔣介石，推薦孫蔚如主持甘政；72對甘肅有

野心的楊虎城也希望部下孫蔚如能主持甘政。
73但蔣介石對於西北地區

的地方實力派並不信任，決定派其重要幕僚卲力子前往掌管甘政，74試

圖以文人主政，緩和當時局勢。75 

青馬在甘肅政變中，有兩件事為中央所疑慮。首先，在政變之初，

馮玉祥致電廣州國民政府，呈請任命雷中田為甘肅駐軍總司令，馬步芳

為第五師師長。馬步芳與馮玉祥、雷中田究竟有何關係，致使馮玉祥呈

請廣州國民政府任命其為師長？不免令中央產生懷疑。實際上，馮玉祥

呈請廣州國民政府給予馬步芳師長名義，是雷中田的建議，雷中田希望

藉由師長職位拉攏馬步芳，得其資助。76再者，是馬麟領銜所發出的擁

吳聯名通電。這封通電影響甚大，是造成中央決定採取軍事行動的關

鍵，馬麟、馬步芳、馬步青，以及寧馬的馬鴻賓、馬鴻逵皆名列其中。

馬麟與馬鴻賓在通電發出後，曾電蔣介石澄清，絕無參與此事；77但平

                                                                                                                            
1931 年 11 月 7 日條，頁 250。 

70「蔣中正電楊虎城增加孫蔚如向蘭州前進之兵力」，1931 年 11 月 27 日，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410。 
71「蔣中正電馬鴻賓與孫蔚如聯絡一致行動」，1931 年 12 月 3 日，國史館藏，《蔣中

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410。 
72 ＜甘肅省政府官員任免（六）＞，1931 年 12 月 12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縮影號：081/0281。 
73 劉進，《中心與邊緣─國民黨政權與甘寧青社會》，頁 73。 
74 ＜甘肅省政府官員任免（七）＞，1931 年 12 月 22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縮影號：081/0406。 
75 蔡孟堅，＜馬步芳馬鴻逵馬步青三傑─戰後西北回軍「三馬」由分崩而人亡的史實

＞，《傳記文學》，96.5（臺北，1996.11）：58。 
76「雷中田致馮玉祥電」，1931 年 8 月 31 日，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藏，轉引自陳興唐、

韓文昌、潘緝賢，＜馮玉祥與甘肅雷馬事變＞，《民國檔案》，3：96。 
77 文裴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 88；全國政協、青海省政協文史資料編

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 83；吳忠禮、劉欽斌主編，《西北五馬》，頁 196；楊

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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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甘肅政變後，蔣介石仍決定派卲力子主持甘政，顯示對西北的地方實

力派已不信任。至於馬麟是否真領銜發此通電？根據陳秉淵回憶，吳佩

孚到蘭州時，派代表前往西寧聯絡，馬麟亦派代表魏敷滋赴蘭州接洽，

醞釀擁吳在西北主持大計，遂發出擁吳通電。通電一發出，蔣介石決定

採取軍事行動，進兵蘭州；而國民黨 CC 系也令青海省黨務特派員辦事

處向馬麟申述利害。馬麟察覺事態擴大，不利於己，致電蔣表明未參與

其事。
78從上述中，由馬麟領銜發出通電無疑。但金沛仁持不同看法。

吳佩孚到達蘭州後，與馬文車同派代表至青海，聯絡馬麟擁吳反蔣。金

沛仁在整理馬文車所遺留的文件時，發現兩件分別由馬麟與馬步芳所發

的電稿，內容主要是拒絕吳佩孚、馬文車兩人代表的擁吳反蔣提議，尤

其是馬麟的覆電中寫有「惟中央之命是從，蔣公以知遇視我，當以知遇

報之，未敢見異思遷，中途再醮」79的句子，所以馬麟領銜發出的聯名

通電，極有可能是遭人冒名發出。80 

南京國民政府原本不想直接插手西北事務，希望藉由馬鴻賓在西北

的力量，穩定西北局勢。但甘肅政變發生，證明馬鴻賓並沒有足夠穩定

西北的實力。對中共的作戰、廣州西南國民政府的成立與九一八事變的

爆發，使得中央分身乏術，無法全力處理甘肅政局，拖延三個多月之久。

各地方實力派乘勢而起，影響甘肅政變的發展。馮玉祥在幕後指使雷中

田發動政變，試圖在甘肅建立根據地；楊虎城欲以軍事行動解決政變，

將陜軍勢力伸入甘肅；魯大昌、陳珪璋兩人與甘肅省臨時政府若即若

離，採取觀望的態度；寧馬欲和平解決政變，青馬擔任中間調人；吳佩

孚也由川入甘，希冀藉由調停甘肅政變，獲得政治資源，東山再起。蔣

介石運用楊虎城的力量平定政變，隨即派卲力子任甘肅省政府主席，防

                                                 
78 陳秉淵，＜馬麒在青海封建割据局面的形成及其建制＞，《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9》（西

寧：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 29-30。楊效平在《馬步芳家族的興衰》一書中，

也與陳秉淵持同樣看法，馬麟欲藉著吳佩孚的聲望，抵制國民黨的勢力，鞏固自身

地位，領銜發出通電，沒想到各方表示反對，遂否認通電擁吳。參見楊效平，《馬

步芳家族的興衰》，頁 105-106。 
79「馬麟、馬步芳覆馬文車拒絕擁吳反蔣函稿二件」，1931 年 12 月 3 日，收入呂德懿

提供、金沛仁說明，＜雷馬事變前後馬文車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料選輯 21》，

頁 167。 
80 參見呂德懿提供、金沛仁說明，＜雷馬事變前後馬文車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

料選輯 21》，頁 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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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楊虎城的用意相當明顯。從政變前，任地方實力派馬鴻賓為甘肅省主

席，到政變後，改任卲力子為省主席，如此轉變，顯示中央對西北地方

實力派的不信任，青馬當然也包括在內。馮玉祥電請廣州國民政府任馬

步芳為師長，以及馬麟領銜通電支持吳佩孚這兩件事，都加深中央對青

馬的疑慮。在青藏戰爭前，中央與青海的關係是處在不信任的狀態中。 

 

第二節  青海與西藏的關係（1912-1932） 

 

青海省南部與西藏相鄰，玉樹地區更是西藏進入青海的門戶，且青

南地區的居民又以藏族為主，為了防止西藏入侵，青馬必須加強對青南

地區的控制。回族出身的青馬如何對青南藏族加以控制？馬麒於 1912

年擔任西寧鎮總兵一職，並逐步掌握青海的軍、政大權，成為青海的最

高領導者。從馬麒擔任西寧鎮總兵開始，至青藏戰爭爆發前，青海與西

藏的關係為何？本節首先討論青馬對青南藏族的控制，進而探討青海與

西藏在青藏戰爭前的關係。 

 

（一）青馬與玉樹藏族 

 

青海南部玉樹地區有藏族二十五個部落居住在此，稱為玉樹二十五

族，由於玉樹是西藏進入青海的門戶，加緊對玉樹地區的控制，是青馬

鞏固勢力範圍的首要政策。 

玉樹二十五族地區從清朝中葉以來，歸青海辦事大臣管轄，千戶、

百戶是地方上的實際長官，各部落有繳納人頭稅的義務。民國成立後，

青海辦事大臣改稱青海辦事長官，玉樹仍歸其管轄。民國初年，四川川

邊經略使尹昌衡稱玉樹屬四川管轄，派步兵一營進駐玉樹地區的稱多。

西寧鎮總兵馬麒得知消息，派馬彥虎率騎兵前往玉樹的結古，聯合當地

的千戶、百戶向川軍進攻，引起邊界之爭。尹昌衡向北洋政府申訴，袁

世凱派甘肅都督張炳華調查。張炳華係四川出身，主張玉樹隸屬於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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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馬麒堅決反對，逕電北洋政府力爭，若以玉樹歸四川，則西藏之侵

略從此萌芽。待 1914 年張廣建督甘肅，呈准中央後，派周務學前往玉

樹勘界。北洋政府根據周務學的勘界結果，命令玉樹仍歸西寧管轄，川

軍退回川境。81 

與四川爭奪玉樹後，為了加緊控制，馬麒於 1915 年在玉樹的結古

設立司令部，派馬玉山擔任寧海軍玉防支隊司令一職，以軍事力量控制

玉樹地區的藏族。寧海軍在玉樹的軍需，均責成地方負擔，各部落還要

派差役，並繳納牧稅、茶布、草料、雜貨及糧食等稅捐，負擔相當沉重。

1916 年，玉樹的上年錯部落反抗派遣差役，馬玉山率軍隊進攻上年錯部

落，部落群眾大部分逃往黑河，未能逃出的群眾被處罰繳交馬十餘匹、

火槍二十餘支、牛二百五十頭以及差役。1922 年，馬青山繼任玉防支隊

司令，並增加步兵一營駐防玉樹。由於駐軍數增加，軍需與各項稅捐也

隨之增加，玉樹二十五族的負擔比以往更加沉重，就在同年再度爆發反

抗事件。邦溝寺無力繳納糧秣，起而反抗，馬青山率軍進攻，擊斃僧侶

與當地牧民十餘人。經囊謙地區的千、百戶從中調解，軍事鎮壓告一段

落，處罰邦溝寺繳納白銀四千餘兩、槍十餘支。平定邦溝寺的反抗後，

馬青山率軍轉攻上年錯部落。上年錯部落曾在 1916 年起兵反抗，此時，

在部落首領三庄昂家百戶的率領下，再度反抗青馬的統治。馬青山憑藉

優勢的軍力，平定上年錯部落的第二次反抗，收繳槍枝二十餘支，處罰

繳納牛一千餘頭。82 

玉樹地區是西藏進入青海的門戶，四川川邊經略使尹昌衡曾試圖佔

領該地，青馬不惜以武力對抗。為了鞏固勢力範圍，青馬從未放鬆對玉

樹的控制。1930 年 12 月，青、藏邊界形勢趨於緊張，青海省政府呈准

中央，在玉樹設立青海南部邊區警備司令部，馬步芳任司令職，下轄馬

馴、馬彪兩旅。青藏戰爭後，玉樹藏族在 1937 年、1940 年、1941 年仍

有反抗事件發生，青馬憑藉優勢的軍力，一一加以鎮壓。83 

                                                 
81 慕壽祺，《甘寧青史略》，正編卷二十九，頁 1。 
82 蔡作禎，＜清末至解放前夕有關玉樹地區軍政情況的回憶＞，《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1》（西寧：青海人民出版社，1963），頁 23-26；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

十年》，頁 257-258；師綸，《西北馬家軍閥史略》，頁 131。 
83 1937 年，馬馴率軍征討休瑪、百日麥馬兩部落；1940 年，馬得勝率軍鎮壓布慶、

仁保、拉秀等三部落；1941 年，韓有祿率軍征討百日多瑪部落，同年馬忠義率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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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馬與果洛藏族 

 

青馬以軍事力量鎮壓玉樹藏族的反抗，也以相同方式控制果洛藏

族。果洛藏族位於青海東南部，毗連四川，有大頭目一人，為女子，俗

稱女王，下轄九大部落。84由於族性凶悍，有「生番」之稱。85果洛藏族

所在地有一座馬沁雪山，產金礦，馬麒從 1917 年起徵派民夫三百餘人，

進行大規模開採。採礦部隊的護送、馱運，皆沿途向藏民強派差役與款

項，引起藏民的反感，對馬麒派往玉樹與果洛之間的運輸隊，多次進行

搶奪。1920 年，果洛貢麻部落的首領朶日麻土多，率族人千餘名攻擊馬

麒派往玉樹的運輸隊伍，截獲牛隻五百餘頭，殺害運輸隊伍的哨官一

人，士兵十餘人，並襲擊採礦場，殺害大部分礦工，搗毀採礦場。86 

馬麒知道貢麻部落截殺運輸隊伍後，報呈北洋政府，謂果洛藏族屢

次劫掠，係受西藏影響，試圖中斷西寧至玉樹的孔道，若不出兵申討，

恐其他藏族群起效尤，則青海南部將非國有，請求北洋政府撥槍千枝，

子彈五十萬發，不但征果洛問題易於解決，還可與四川形成犄角之勢，

共防西藏。北洋政府將馬麒的請求交由甘肅督軍陸洪濤辦理，陸以代籌

造槍費用為詞，拖延未決。871921 年，馬麒進兵果洛已準備就緒，命馬

麟任征果洛司令，率騎兵一千餘人，徵民夫一千餘名，由西寧出發，並

                                                                                                                            
鎮壓雅拉、藏久、伯虎等三部落。參見李廷祥，＜馬步芳鎮壓果洛沙科日及玉樹百

日多瑪等部落目睹記＞，《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2》（西寧：青海人民出版社，1964），

頁 97-102；蔡作禎，＜清末至解放前夕有關玉樹地區軍政情況的回憶＞，《青海文

史資料選輯 1》，頁 28-32；鄧靖聲，＜馬步芳利用宗教統治各族人民＞，《青海文

史資料選輯 10》（西寧：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 208；韓永鵬，＜馬步芳鎮壓

玉樹休瑪、百日麥瑪部落親歷記＞，《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1》（西寧：青海人民出版

社，1963），頁 20-22；韓有祿，＜一九四一年馬步芳鎮壓果洛和玉樹部落的回憶

＞，《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1》（西寧：青海人民出版社，1963），頁 12-19。 
84 馬鶴天，＜青海蒙藏二族之已往與現在＞，《開發西北》，1.5：545。 
85 馬鶴天，＜青海蒙藏二族之已往與現在＞，《開發西北》，1.5：545；金惠，《西北

行》，頁 94。 
86 姚鈞，＜我所知道的馬麟＞，《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4》（西寧：青海人民出版社，1965），

頁 53；鄧靖聲，＜馬步芳利用宗教統治各族人民＞，《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10》（西

寧：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 205；全國政協、青海省政協文史資料編輯委員

會編，《青海三馬》，頁 34-35；師綸，《西北馬家軍閥史略》，頁 93；陳少校，《西

北軍閥記》，頁 41；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年》，頁 247。 
87 全國政協、青海省政協文 史資料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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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派駐玉樹防軍第九營馬彪部和玉樹二十五族藏兵，會同進攻果洛。果

洛女王率眾二萬餘人迎戰，馬麟先以大砲轟炸守軍陣地，再以騎兵追

擊，守軍潰敗，果洛女王投降。貢麻部落餘眾數千人，退入山中，繼續

抗戰，馬麟派兵圍擊，貢麻部落餘眾潰散，征果洛之役告一段落。88果

洛藏族在此役被屠殺約七千人，婦女、兒童被擄二千餘人，並接受投降

條件如下：一、繳納投誠款、退兵款及贖款；二、賠償歷年截取的軍糧

和商旅財務；三、交出所有槍枝、彈藥；四、承受每年的牧稅和一切差

役；五、貢麻部落不許再回原牧地。
89果洛藏族在此役受到嚴重的打擊，

青馬殘酷的鎮壓，埋下民族仇恨，造成果洛藏族分別在 1932 年、1933

年、1935 年、1938 年、1941 年爆發反抗，90影響青海南部的穩定。 

青海為民族複雜地區，根據 1933 年的調查資料，青海境內各民族

人口數以藏族最多，約八十萬人；漢族次之，約五十萬人；回族再次之，

約十多萬人。91屬於相對少數的回族，要統治相對多數的藏族，青馬運

用籠絡與軍事手段，雙管齊下。馬麒任西寧鎮總兵後，派馬麟到蒙、藏

地區活動，拉攏蒙、藏部落領袖，強化對蒙、藏地區的統治，尤其重視

每年舉行的青海湖祭，利用參加青海湖祭的機會，賞賜物品給各部落首

                                                 
88 姚鈞，＜我所知道的馬麟＞，《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4》（西寧：青海人民出版社，1965），

頁 53；鄧靖聲，＜馬步芳利用宗教統治各族人民＞，《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10》，頁

205-206；文裴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 74-75；全國政協、青海省政協

文史資料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 36；師綸，《西北馬家軍閥史略》，頁 93；

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年》，頁 247-249。 
89 文裴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 76。 
90 1932 年，馬忠義、馬元海率軍征討達武麥、德昂、上下巷千、多巴等部落；1933

年，馬忠義率軍鎮壓和日、洋玉兩部落，同年韓進祿率軍，再度進攻洋玉部落；1935

年，馬朴旅進佔白玉寺；1938 年，馬得勝率軍鎮壓康干、康賽日地區；1941 年，

馬得勝、馬忠義、韓有祿率軍征討沙科、烏吉、西千、項千多巴等部落。多次的軍

事鎮壓，造成果洛藏族嚴重傷亡。參見李廷祥，＜馬步芳鎮壓果洛沙科日及玉樹百

日多瑪等部落目睹記＞，《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2》，頁 97-102；格勒嘉措，＜馬步芳

鎮壓同仁長牙昂部落始末＞，《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1》（西寧：青海人民出版社，

1963），頁 33-34；黃潤章，＜馬麒、馬步芳鎮壓和掠奪同德各部落的片斷回憶＞，

《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3》（西寧：青海人民出版社，1964），頁 121-128；鄧靖聲，

＜馬步芳利用宗教統治各族人民＞，《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10》，頁 206-208；韓有祿，

＜馬步芳鎮壓同仁和日只桑部落記＞，《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3》（西寧：青海人民出

版社，1964），頁 129-131；韓有祿，＜一九四一年馬步芳鎮壓果洛和玉樹部落的

回憶＞，《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1》，頁 12-19。 
91 田生蘭，＜開發西北與青海之蒙藏民族問題＞，《新青海》，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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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藉以拉攏人心。青馬了解邊防的重要，特別對青海南部加強控制，

造成玉樹與果洛藏族的反抗，為鞏固統治，青馬憑藉優勢軍力，鎮壓一

次又一次的反抗。但殘酷的鎮壓，對於民族關係的發展並無益處，玉樹

與果洛藏族的反抗意志相當強烈，影響青南地區的穩定。嚴格控制青南

地區是為了防衛西藏，避免青南地區的玉樹與果洛藏族受到西藏的影

響。1920 年，果洛貢麻部落攻擊馬麒派往玉樹的運輸隊伍，並襲擊採礦

場，馬麒在呈給北洋政府的電文中認為，果洛藏族屢次劫掠，即是受到

西藏影響，試圖中斷西寧至玉樹的孔道，若不出兵申討，恐其他藏族群

起效尤，對於西藏頗有戒心。青馬為何如此防範西藏？下文將討論青海

與西藏兩個地方政府在青藏戰爭前的關係。 

 

（三）青海與川、藏糾紛 

 

1910 年，川軍進入拉薩，西藏達賴喇嘛十三世恐招不測，出走印度。

英國對西藏素懷野心，趁達賴十三世在印度期間，與其親近，予以優待

與保護。達賴對於英國表示感謝，更希望藉由英國的幫助，將在西藏的

漢軍逐出。92辛亥革命成功後，政局不穩，駐藏川軍作亂。十三世達賴

在英屬印度政府的支持下回到拉薩，驅逐川軍與前清駐藏官員，形同獨

立。93川軍出兵反攻，英國突出面干涉，阻止川軍西進。1913 年 10 月

13 日，英國在印度西姆拉召開會議，要求西藏與北洋政府派代表出席，

共同協商西藏問題。英國以不承認中國新政府相要脅，
94
袁世凱當時需

英國承認其領導權，不敢得罪，遂命陳貽範為代表參加會議。 

西姆拉會議剛開始，西藏代表提出一份草約，內容包括西藏獨立與

劃定中藏邊界等問題，儼然以獨立姿態出席會議。中、藏雙方就獨立問

題爭執不下，英國代表麥克馬洪（H. McMahon Rose）以「調解人」自

居，提出先就中藏疆界問題進行談判，陳貽範在英國的堅持下，與西藏

                                                 
92 祝啟源、喜饒尼瑪，《民國時期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係》（北京：中國藏學出版

社，1991），頁 18-19、32-33。 
93「石青陽呈＜解決西藏懸案方案＞」，1933 年，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特交檔/分類資料/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 
94 任乃強，《西康圖經：境域篇》（南京：新亞細亞學會，1933），頁 132；周振鶴，《青

海》（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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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於 1914 年 1 月 12 日，各自向會議提交中藏疆界問題理由申述書。

3 月 11 日，麥克馬洪將調停約稿十一條與一張地圖交給陳貽範，地圖中

以紅、藍線畫出內藏與外藏，金沙江以西的地區為外藏，包括青海的玉

樹在內，完全脫離中國；金沙江以東包括青海、西康、甘肅、四川、雲

南之藏民地區為內藏，由中國和西藏共管。 

陳貽範向袁世凱請示，袁世凱不敢得罪英國，就條約內容加以妥協

讓步。4 月 27 日，英國提出一份已由英方和西藏代表事先簽字的條約草

案，威脅陳貽範簽字。陳貽範被迫在草約上簽字，但聲明正式條約需經

中國政府正式批准。草約內容傳到中國國內，輿論一片嘩然，北洋政府

在輿論壓力下，電陳貽範不准簽訂正式條約，並否認草約的有效性。95英

國則催促中國政府簽訂正式條約，否則將與西藏私自簽約。適逢第一次

世界大戰爆發，英國無暇東顧，96關於《西姆拉條約》的爭議遂停頓。 

1917 年，川軍將領劉日昇駐防昌都。昌都是西藏進入西康的門戶，

戰略位置相當重要。同年 9 月，有幾名藏兵在英國的指使下，「越界」

收集糧草，97為川軍逮捕送至昌都，劉日昇不顧西藏當局放人的要求，

堅持處斬，川、藏爆發軍事衝突。川、藏開戰後，英國接濟藏兵大批軍

火，98川軍節節敗退，不但昌都失守，連原本屬四川管轄的德格、鄧柯、

石渠等地，亦為藏軍所攻陷。英國此時又以「調停人」的身分出現，英

國駐甘肅副領事臺克曼出面調解川、藏衝突。1918 年，川軍將領劉贊廷

與西藏簽訂停戰條約，將藏軍所攻佔之十二縣割與西藏。99 

1919 年，臺克滿前往北京向北洋政府交涉，提議重開中英談判。
100

                                                 
95「石青陽呈＜解決西藏懸案方案＞」，1933 年，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特交檔/分類資料/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 
96 任乃強，《西康圖經：境域篇》，頁 133-140；馮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之交涉：光

緒 2 年至民國 13 年（1876-1924）＞（臺北：國立臺灣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

1978 年 7 月），頁 45-64。 
97 馮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之交涉：光緒 2 年至民國 13 年（1876-1924）＞，頁 82。 
98 英國接濟西藏槍五千枝，子彈五百萬發。參見任乃強，《西康圖經：境域篇》，頁

141。 
99 任乃強，《西康圖經：境域篇》，頁 142-143；馮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之交涉：光

緒 2 年至民國 13 年（1876-1924）＞，頁 88。 
100「外交部為 5 月 30 日與英使會議川藏界務情況事致駐英使館電」，1919 年 6 月 6 日，

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藏，《駐英使館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來西

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料匯編》（第六冊）（北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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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取消內、外藏之名，要求將崑崙山以南、當拉嶺以北（即玉樹二十

五族所在地）之區，劃歸西藏，中國不得在此區駐軍。101北洋政府慮及

輿論壓力，向與西藏毗連的各省發出通電，徵求意見。馬麒堅決反對將

玉樹地區劃歸西藏，覆電北洋政府曰： 

當拉嶺以北崑崙山以南，東西長二千餘里，雅龍、瀾滄、金沙諸

江之上游皆流衍其中。氣候較青海北部為暖，玉樹二十五族耕牧

相雜，物產亦稱富饒，實青海精華所在。自前清收撫青海之初，

即將玉樹二十五族劃歸西寧夷情衙門管理，二百年來，此疆爾界

與西藏毫無關係。……年來藏番雖攻陷川邊十餘縣，然兵力尚未

越當拉嶺以北之一步。今川藏劃界已為奇恥，乃欲倂甘肅素所管

轄藏兵力所未及之地，割以奉之，蹙地數千里，辱國已甚。102 

馬麒此覆電，受到時人任乃強的推崇，稱其能「援引歷史地理上之正確

理據，反對將玉樹地方劃為內藏，不但可以使中央政府為之惶謝，即英

人閱之亦無辭復爭」，喻為「最有價值之反聲」。103除了馬麒，川、滇也

覆電反對，迫使北洋政府拒絕英國重開談判的要求。通電反對將玉樹地

區劃歸西藏後，馬麒積極上書甘肅督軍張廣建，建議派員入西藏，與十

達賴十三世直接聯繫，做釜底抽薪之計。北洋政府同意後，特派青海紅

教喇嘛古浪倉、玉樹二十五族的活佛拉卜尖貢倉、寧海軍參事朱綉、寧

海軍咨議李仲蓮等，持張廣建與馬麒信件，到達西藏，受到十三世達賴

的接待，並與西藏上層人士廣泛接觸，他們於 1920 年 4 月離開西藏返

回西寧後，達賴十三世派代表赴北京，與中央磋商川藏事。
104

 

    1927 年，四川地方實力派劉文輝任川康邊防總指揮一職，接防川

                                                                                                                            
頁 2448。 

101「外交部為報 8 月 13 日與英使交涉西藏情形事致陸徵祥電」，1919 年 9 月 1 日，中

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藏，《駐英使館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來西藏

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料匯編》（第六冊），頁 2448。 
102「甘肅督軍張廣建轉報馬麒反對與英使會商議定西藏劃界電」，1919 年 10 月 28 日，

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藏，《北洋政府內務部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

以來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料匯編》（第六冊），頁 2450-2451。 
103 任乃強，《西康圖經：境域篇》，頁 147-148。 
104「李仲蓮等為入藏議定停戰和平解決爭端事稟甘肅督軍張廣建轉呈大總統函稿」，

1920 年 4 月 8 日，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

究中心編，《元以來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料匯編》（第六冊），頁

2539-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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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整飭吏治，鹽井、稻成、得榮、定鄉四縣先後受撫，請委知事，邊

事漸有起色。105就在邊事趨於穩定之際，卻因兩座寺廟之間的糾紛，引

發川、藏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大金寺（又稱達結寺） 與白利寺皆位於

西康甘孜地區，當時的白利寺住持為雅拉活佛，本出自大金寺，受白利

村村民所請，掌管白利寺。數年後，雅拉活佛與新任白利土司不合，遂

於 1930 年返回大金寺，並將白利寺的寺產轉由大金寺管理，激起白利

土司與村民的反對，發生爭執，經甘孜縣長調解無效，大金寺的武裝喇

嘛起兵攻佔白利村，而駐守在白利村的劉文輝部隊亦介入其中，與大金

寺的武裝喇嘛發生衝突。
106大金寺向西藏求援，在達賴喇嘛的指示下，

藏軍渡過雅礱江，不但將劉文輝的部隊驅離白利村，還佔領了原由川軍

所統治的甘孜地區。107由於川、藏雙方相互指控，各執一詞，108再加上

達賴十三世不信任劉文輝，謂「若再與劉文輝磋商，勢難解決」，要求

中央派員調停，109中央遂派蒙藏委員會委員唐柯三前往調處。110 

西藏一面要求中央派員調停，一面卻又繼續向東進兵，佔領了甘

孜、瞻化這兩處西康的重要據點，一度逼近到只距離康定數日行程的地

方。111青馬鑒於川、藏衝突日益擴大，恐危及青南地區，1930 年 12 月，

                                                 
105 任乃強，《西康圖經：境域篇》，頁 155；周振鶴，《青海》，頁 127。 
106「石青陽呈《藏事紀要初稿》」，1933 年 5 月，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特交檔/分類資料/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白利寺僧等請予制止大

金寺強佔田地房屋以勢欺壓等情致蒙藏委員會呈」，1930 年 6 月，中國第二歷史檔

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來西藏地方與中央

政府關係檔案史料匯編》（第六冊），頁 2541-2542。 
107 林孝庭，＜戰爭、權力與邊疆政治：對 1930 年代青康藏戰事之探討＞，《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5（臺北，2004.09）：112-113。 
108「石青陽呈＜解決西藏懸案方案＞」，1933 年，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特交檔/分類資料/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 
109「達賴喇嘛為藏軍復攻康軍及派員調停等事覆蒙藏委員會電」，1930 年 12 月 28 日，

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來

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料匯編》（第六冊），頁 2544。 
110「石青陽呈＜解決西藏懸案方案＞」，1933 年，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特交檔/分類資料/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 
111「石青陽呈《藏事紀要初稿》」，1933 年 5 月，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

交檔/分類資料/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文官處奉轉劉文輝請示如

何應付大金寺因藏方增援不遵和平解決命令事電致蒙藏委員會函」，1931 年 1 月 5
日，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

以來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料匯編》（第六冊），頁 2545-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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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省政府呈准中央，在玉樹設立青海南部邊區警備司令部，馬步芳任

司令職，下轄馬馴、馬彪兩旅，加強青、藏邊界的駐防。唐柯三到達西

康後，要求藏軍撤出甘孜與瞻化，但西藏堅不撤兵，112談判陷入膠著。

1931 年 11 月，經過長達三個多月的協商之後，唐柯三與西藏代表終於

達成一停戰條件八項，在這八項停戰條件中，南京政府讓步，允許西藏

佔有甘孜、瞻化等地，113康、藏實際邊界從雅礱江推至金沙江東岸。1932

年 1 月，西藏推翻八項停戰條件，蒙藏委員會令唐柯三不准簽約。3 月，

唐柯三調回京，全案交由劉文輝負責辦理。
114 

中央原有意調解川、藏糾紛，但西藏有英國在背後支持，無解決之

誠意，115加上九一八事變與一二八事變相繼爆發，中央無暇西顧，決定

不插手川、藏糾紛，委由地方實力派劉文輝負責。中央試圖以政治協商

方式解決川、藏紛爭，劉文輝則一改此種態度，決以武力收復失地，再

次引發川、藏戰事。正當川、藏兩軍隔金沙江對峙，1932 年 3 月 24 日，

藏軍突向北進攻青海省玉樹的大、小蘇爾莽地區，116引發青藏戰爭。 

馬麒堅決反對將玉樹地區劃歸西藏，贏得輿論的讚揚；也在森姆拉

會議與川、藏糾紛中，看到西藏的野心，加緊對於青南地區的控制。1920

年，果洛貢麻部落攻擊馬麒派往玉樹的運輸隊伍，並搗毀採礦場，馬麒

即認為受西藏唆使。馬麒對於西藏的懷疑並非毫無根據，青南與西藏相

連，當地居民又多為藏族，再加上西藏的野心，青馬始終嚴格控制青南

地區。1930 年 12 月，川、藏戰事日益擴大，青馬在玉樹設立青海南部

                                                 
112「蒙藏委員會為陳康藏糾紛調解近況並妥籌應付方略事致行政院呈」，1931 年 7 月

31 日，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

以來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料匯編》（第六冊），頁 2558-2559。 
113「唐柯三報聞與瓊讓議訂解決大白寺事件八項條件致蒙藏委員會電」，1931 年 11 月

7 日，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

以來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料匯編》（第六冊），頁 2568。 
114「石青陽呈＜解決西藏懸案方案＞」，1933 年，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特交檔/分類資料/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 
115「石青陽呈＜解決西藏懸案方案＞」，1933 年，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特交檔/分類資料/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 
116「石青陽呈《藏事紀要初稿》」，1933 年 5 月，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特交檔/分類資料/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蒙藏委員會為報藏兵進

佔青海大小蘇莽囊謙等地情形致行政院呈」，1932 年 5 月 25 日，中國第二歷史檔

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來西藏地方與中央

政府關係檔案史料匯編》（第六冊），頁 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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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區警備司令部，並由馬步芳親自擔任司令，加緊防備。不到兩年的時

間，青、藏戰爭即在玉樹地區爆發，印證了青藏戰爭前，青馬對西藏的

疑慮。 

 

第三節  戰爭的爆發、停戰與影響 

 

在玉樹的蘇爾莽地區一座黃教的寺廟，名朶旦寺，西藏達賴喇嘛長

年派人管理該寺事務。此地區另有一座白教的寺廟，名德賽寺，為青海

駐軍所支持。每年秋天，兩寺因搶收附近藏民的莊稼，常起衝突。1931

年 12 月，德賽寺及附近民眾向玉防司令控訴朶旦寺搶收莊稼，玉防司

令將土地判歸德賽寺所有，了結此案。朶旦寺不服，尋求西藏的支援。

藏軍挾著戰勝川軍的餘威，以保護朶旦寺為名，進攻大、小蘇爾莽地區。

當時玉樹駐軍馬彪旅軍力不足與藏軍相抗衡，退出大、小蘇爾莽。馬彪

派秘書與藏族千、百戶赴西藏洽談，雙方約定明年春天再討論解決朶旦

寺與大、小蘇爾莽等問題。1932 年 2 月間，藏軍調集五、六千人至玉樹

邊境，斷絕交通、檢查行旅，並拆毀橋樑。1173 月 24 日，藏軍進攻大、

小蘇爾莽，揭開青藏戰爭的序幕。4 月 4 日，藏軍又進攻囊謙，青海守

軍不敵，放棄大、小蘇爾莽與囊謙，退守結古堅守，馬彪向馬步芳請求

支援。
118 

關於青藏戰爭的起因，據陳秉淵回憶，胡宗南的中央軍第一師進駐

甘肅後，欲將中央的影響力擴及青海地區，遂派第一師副師長彭進之向

馬步芳提出建設青海計劃，特別從軍事上研究部署，使馬步芳警惕自己

的割據地位不鞏固，故主動挑起青藏戰爭，阻止中央軍入青。119但學者

                                                 
117《青海三馬》史料編輯組，＜青藏戰爭的內幕＞，《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14》（西寧：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 130；馬鶴天，《甘青藏邊區考察記》，收入中國西北

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西北文獻叢書》（二十），頁 331。 
118「石青陽呈《藏事紀要初稿》」，1933 年 5 月，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特交檔/分類資料/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 
119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年》，頁 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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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進推翻這樣的說法。根據劉進的考證，胡宗南於 1933 年 3 月才進駐

甘肅，而青藏戰爭則是在 1932 年 3 月爆發，即青藏戰爭爆發一年後，

胡宗南才進駐甘肅，因此，劉進認為青藏戰爭實為川、藏糾紛的組成部

分，非馬步芳主動挑起，而是西藏在英國的唆使下，企圖將川、藏糾紛

擴大為青藏內戰。120另據當時青海軍官蔡作禎回憶，1932 年 2、3 月間，

藏軍與劉文輝軍作戰失利，深恐馬彪乘機襲擊，腹背受敵，於是先發制

人，進攻玉樹地區，如果進軍順利，還可佔領結古，達到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的目的。
121青藏戰爭雖不是馬步芳主動挑起，但有意藉由戰爭獲

得更多資源。青藏戰爭之初，馬步芳授意「青海電訊社」誇大藏兵進犯

告急訊息，藉以向中央尋求更多財政與軍事支援。122 

青海軍隊退守結古後，藏軍渡過通天河進攻拉布、歇武等地，阻止

青海援軍南下，並將通天河渡船搶走，以斷絕玉樹與外界的聯繫，進而

包圍結古。123馬步芳派駐防果洛的馬馴為玉樹宣慰使，率騎兵一營於 6

月 18 日抵結古支援。馬馴試圖與藏軍協商，派人持馬麟、馬步芳信件

前往會見藏軍領袖，遭到拒絕，124和平解決已不可能。5 月，劉文輝電

請中央令堅守結古的青海軍隊出兵，以收夾擊之效，125但青海軍隊被包

圍之勢未解，共同出兵夾擊未成。6 月，藏軍進攻結古南部，為青海守

軍擊潰。7 月，青海軍隊為突破包圍，與藏軍交戰於通天河，青海軍隊

分三路進擊，藏軍始退。在通天河戰後，馬步芳加派喇平福、馬祿率所

部由西寧出發，前往結古增援。8 月，喇平福援軍到達結古，馬馴率青

海軍隊與當地藏民八百餘人進攻藏軍，雙方激戰後，藏軍退至拉秀寺。

被藏軍包圍四個多月的結古至此解圍。
126 

8 月 27 日，青海軍隊在大砲的掩護下，向小蘇爾莽的藏兵發動攻

                                                 
120劉進，《中心與邊緣─國民黨政權與甘寧青社會》，頁 117-118。 
121蔡作禎，＜青藏戰役中我的經歷＞，《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2》（西寧：青海人民出版

社，1964），頁 42-43。 
122《青海三馬》史料編輯組，＜青藏戰爭的內幕＞，《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14》，頁 129-130。 
123《青海三馬》史料編輯組，＜青藏戰爭的內幕＞，《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14》，頁 130。 
124「馬步芳致甘肅省主席卲力子電」，1932 年 7 月 16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

案》，＜特交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053。 
125「石青陽呈《藏事紀要初稿》」，1933 年 5 月，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特交檔/分類資料/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 
126《青海三馬》史料編輯組，＜青藏戰爭的內幕＞，《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14》，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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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藏軍亦以大砲還擊，但中了青海軍隊的埋伏，死傷慘重，退向大蘇

爾莽集結，青海軍隊收復小蘇爾莽。9 月 2 日，青海軍隊乘勝追擊，進

攻大蘇爾莽，藏軍雖全力反攻，但仍不支向南潰退。青海軍隊收復大蘇

爾莽後，青海南境已無藏軍蹤跡，並與劉文輝取得連絡，相約進兵昌都。
1279 月 20 日，第二批援軍馬祿到達玉樹，青海軍隊向金沙江進發。10 月

2 日，青海軍隊進攻當頭寺，藏兵憑險堅守，雙方作戰激烈，藏兵最後

不支向青科寺退卻。青科寺在金沙江西岸，與昌都東西相通，昌都雖是

藏軍入侵青海、西康的大本營，青科寺亦為重要據點，防禦工事相當堅

固。青海軍隊與劉文輝約定夾擊青科寺，青海軍隊分兩路包圍，川軍以

大砲隔江射擊，青科寺被青海軍隊攻破，藏軍退至昌都。128青、川兩軍

欲乘勝收復昌都，但為蔣介石所反對，電令青、川兩軍嚴守現有陣地，

停止進攻。129 

蔣介石電令停止進兵的原因，主要是達賴十三世的態度與英國的外

交壓力。藏軍原本順利進佔大、小蘇爾莽地區，並包圍結古的青海守軍。

但隨著青海援軍的到來，以及青、川聯合出兵，戰局急轉直下，藏軍接

連敗退，不但金沙江以東之地盡失，重要據點昌都亦岌岌可危；加以西

藏內部連年戰爭，民窮財盡，人民反戰情緒很高，130達賴十三世遂向中

央迭次表示「傾城內向，極願釋兵修好」131之意。中央也贊成以和平方

式解決青藏與川藏戰爭，蔣介石曾多次電告西藏駐北京代表貢覺仲尼，

中央本和平初衷，決不願以武力解決問題，達賴喇嘛如有罷戰之誠意，

中央當電令川、青當局停止軍事行動。
132

雖然達賴十三世有意罷兵，蔣

介石也樂見其成，但蔣對達賴十三世仍存有戒心，曾電令劉文輝觀察達

                                                 
127「馬麟馬步芳為報克復大小蘇爾莽囊謙等地恢復玉樹失地情形致中央各院部各省等

電」，1932 年 10 月 1 日，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國

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來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料匯編》（第六冊），頁

2579-2580。 
128《青海三馬》史料編輯組，＜青藏戰爭的內幕＞，《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14》，頁 132。 
129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十七冊）（臺北：國史館，2005），

1932 年 10 月 13 日條，頁 135-138。 
130周振鶴，《青海》，頁 129。 
131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十六冊）（臺北：國史館，2004），

1932 年 9 月 14 日條，頁 405-406。 
132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十六冊），1932 年 8 月 7 日條，頁

42-43；1932 年 8 月 24 日條，頁 210-211；1932 年 9 月 13 日條，頁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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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是否真有修好之誠意，嚴陣戒備。133蔣對達賴十三世的不信任，來自

於英國的介入與施壓。 

青藏戰爭的爆發，當時中國輿論認為是西藏政府受英國指使的結

果。學者林孝庭曾參閱英國印度事務部檔案的機密電報與文件，檔案內

容卻顯示英屬印度政府相當反對達賴十三世利用軍事方式擴張版圖，並

曾斥責達賴喇嘛發動戰爭，欲將英屬印度政府一同捲入的企圖，是極為

不智之舉。
134英國雖然不贊成西藏發動戰爭，但對西藏的支援卻是不爭

的事實。青藏戰爭期間，有報告指出西藏自英屬印度政府購買大批槍

械、彈藥，數量多達五十箱，甚至與英國訂立密約，由英國協助大批軍

火，而將西藏的郵、航與礦產等權讓於英人。135但在青藏戰爭後，經蒙

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參議蔣致余的調查，達賴十三世在戰局為青海軍隊

逆轉之際，曾請求英國出兵助械，卻為英國所拒絕。136英國不願提供西

藏軍火，而是轉向國民政府施以外交壓力，要求國民政府命令青、川兩

軍停止軍事行動。137蔣介石迫於外交壓力，飭「川、青軍事長官嚴守現

有陣地，暫勿進攻，一切悉聽中央處置，以免影響外交」。138英國的介入

達到川、青停兵的目的，避免昌都被攻下。戰後和談，達賴十三世主張

由英國政府居中協調，蔣介石以「萬難照辦」139回應，並謂「漢藏問題

純屬國家內部事務，現為國民政府時期，決不允外人插手干涉」，140展現

                                                 
133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十六冊），1932 年 9 月 14 日條，頁

406-407。 
134林孝庭，＜戰爭、權力與邊疆政治：對 1930 年代青康藏戰事之探討＞，《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5：117。 
135「石青陽呈《藏事紀要初稿》」，1933 年 5 月，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特交檔/分類資料/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

統檔案─事略稿本》（第十六冊），1932 年 8 月 7 日條，頁 42-43。 
136「蔣致余呈行政院長汪兆銘、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黃慕松、參謀本部次長楊永泰、軍

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電」，1935 年 4 月 12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特交檔/分類資料/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60。 
137「羅文幹為報英國插手康藏糾紛及與英使館交涉情形致蔣介石電」，1932 年 10 月

18 日，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藏，《行政院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

來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料匯編》（第六冊），頁 2580-2581。 
138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十七冊）（臺北：國史館，2005），

1932 年 10 月 13 日條，頁 137。 
139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十七冊），1932 年 11 月 18 日條，

頁 404-405。 
140「蔣介石為中央與西藏問題純屬國家內部事務決不允外人插手並允派員赴藏商討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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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不欲英國干涉的態度。 

由於英國的介入，蔣介石對於達賴十三世的求和存有戒心，但地方

政府之間仍自行簽訂停戰協定。1932 年 10 月，四川爆發內戰，劉文輝

為避免腹背受敵，與西藏代表首先在崗托簽訂停戰協定，雙方以金沙江

為界；141青海則是在 1933 年 6 月 15 日與西藏簽訂《青藏和約》，和約內

容如下： 

第一條：朶旦寺管理寺院之堪布，由該寺僧眾內自行推舉後，呈

准達賴大佛加委。堪布權力照舊以宗教為範圍，不准干涉政治。 

第二條：青科、當頭兩寺宗教權，准歸作巴照舊管轄，惟兩處雙

方均不得駐紮軍隊，以免因接壤而引起糾紛。 

第三條：和議條約成立後，藏方即先行撤兵，青方於藏方撤退十

四日起，即繼續撤兵，其餘限一月內撤退。以後青藏兩方，各守

疆土，不得侵犯。如藏方侵略青海境內，有藏方昌都、巴宿、類

烏齊二十六族頭目人等擔保；青海軍隊侵略西藏境界，有玉樹二

十五族頭目人等擔保。 

第四條：藏方官兵如有變歸青方或潛逃青方者，青方不得收留袒

護；青方官兵如有意歸藏方者，藏方亦不得收留袒護。 

第五條：雙方對於宗教寺院，一概極力保護。 

第六條：青海如有壞人犯罪逃避藏方者，藏方無論軍官民眾，均

不得袒護隱藏；藏方如有壞人犯罪逃避青方者，青方亦援俐遵守。 

第七條：青海對於西藏商民，須極力保護；西藏對於青海商民，

亦須極力保護。 

第八條：所有青方俘虜之藏方官兵，在條約成立簽字後，青方即

完全交歸藏方。
142 

這兩個停戰協定在簽定前，內容並未先呈報國民政府核准，而且擅用「條

約」字樣，為中央所糾正；但當時國民政府對青、川、藏三方的約束力

                                                                                                                            
使維護祖國統一事務致達賴喇嘛電」（二件），1932 年 12 月 29 日，西藏館藏，收

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來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料匯編》（第六

冊），頁 2582。 
141「川康邊防總指揮駐京辦事處抄報崗托和約及簽訂經過致蒙藏委員會呈」，1933 年

3 月 20 日，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編，《元以來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料匯編》（第六冊），頁 2587-2589。 
142《青海三馬》史料編輯組，＜青藏戰爭的內幕＞，《青海文史資料選輯 14》，頁 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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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有限，中央只有被動地默認這些文件的有效性。143 

在青藏戰爭中，青馬無疑是最大的贏家，以「鞏固邊防」為名，獲

取相當多資源。戰爭中，青馬以「鞏固邊防」為由，與中央聯合，獲得

中央軍械、軍費的支援，增強軍隊裝備；戰爭後，青馬的統治區域從青

海南部擴張至四川的青科寺、石渠、鄧柯、德格一帶，再以「鞏固邊防」

為名，要求在 1929 年劃歸甘肅省的拉卜愣寺重回青海省管轄；144同樣又

以「鞏固邊防」為由，呈請在玉樹與果洛地區增設囊謙、同德兩縣，均

獲得行政院同意，
145不僅「鞏固邊防」，更進一步加強對青海南部的控制。

為因應青藏戰爭所徵調的民兵，戰後並未卸甲歸農，軍隊兵員數比戰前

增加。146九一八事變造成東北淪陷，國人仇日情緒高漲，青馬當此之際，

捍衛西南邊防，贏得輿論讚揚，稱其「駐軍之忠勇神武立功於邊陲不朽

者也」，147對形象有所提升。除了在國人心目中形象提升，青海軍隊在戰

爭中所展現出的戰鬥力，也令政府官員印象深刻，時任甘肅省主席的卲

力子曾建議蔣介石，回教軍隊新九師實力充足，且有家族與宗教關係，

不致受到中共煽惑，可與陜軍共同對中共作戰；但蔣認為新九師擴張太

快，慾望太奢，仍宜緩調。148蔣未採用卲力子的建議，但為攏絡青馬，

在戰後授予馬麟、馬步芳、馬彪、馬馴等人寶頂勳章，149以示嘉獎。 

從甘肅政變發生以來，中央並不信任西北各地方實力派，尤其是青

                                                 
143「蒙藏委員會為沿邊地方長官互訂條款只能用規約不得用條約字樣致行政院呈」，

1934 年 8 月 22 日；「行政院為核准沿邊地方長官互訂條款只能用規約不得擅用條

約字樣致蒙葬委員會指令」，1934 年 9 月 1 日，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藏，《蒙藏委

員會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來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料

匯編》（第六冊），頁 2592-2593；林孝庭，＜戰爭、權力與邊疆政治：對 1930 年

代青康藏戰事之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5：120。 
144「馬麟呈蔣中正電」，1933 年 5 月 5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

一般資料＞，檔號：080200-086。 
145 ＜青海省增設縣治＞，1933 年 12 月 1 日、1935 年 5 月 11 日，國史館藏，《國民

政府檔案》，縮影號：258/2082。 
146「卲力子呈蔣中正電」，1932 年 11 月 2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

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061。 
147宇，＜青藏和議與班禪赴青問題＞，《新青海》，1.8（南京，1933.08）：7。 
148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十七冊），1932 年 12 月 10 日條，

頁 562-563。 
149 ＜剿匪有功人員勳獎（二）＞，1933 年 4 月 18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縮影號：1/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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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青藏戰爭爆發之際，中央正忙於處理日本與中共問題，對於西南地

區的戰事無力兼顧，只得委由地方實力派去處理。當時馬步芳所部的番

號為新編第九師，在名義上隸屬於中央軍。馬步芳以「鞏固邊防」向蔣

介石要求接濟槍械、彈藥與通訊器材等，150總計中央發給槍一千餘枝、

子彈二十萬發、機槍四架、無線電五架以及軍費四十萬元。151但青馬並

不滿足，儘管戰事已告一段落，甚至已與西藏簽下停戰協定，仍頻頻去

電中央請求接濟。1933 年 6 月 25 日，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新編第九師

在中央予以槍枝、軍費等支援後，槍械齊備，實力不在陜軍與馬鴻逵軍

之下；
152但 7 月 1 日，青馬竟又以「槍械窳劣，子彈缺乏」為由，請求

中央支援。153蔣介石支援青海軍隊，試圖以其力量阻止西藏擴張的野心，

當戰事結束，中央的接濟隨之停止，青馬仍不斷向中央要求軍火、軍費，

蔣介石大感不奈，謂馬步芳「貪得無饜」，對其來電「擬置不覆」。154 

青馬聯合中央對西藏作戰，不但鞏固自身勢力範圍，還可藉機補充

軍械、軍費，擴充實力；中央在無暇他顧的情況下，給予青馬軍械、軍

費的支援，不但免去中央嫡系部隊的調派，還可解決懸之已久的青、康、

藏邊界糾紛。不過在青藏戰爭中，中央顯露出對青馬控制力的薄弱。戰

爭期間，蔣介石迫於英國的外交壓力，於 1932 年 10 月 13 日命川、青

當局停止進攻，駐守原地；但川、青兩軍不聽中央號令，竟相約進攻昌

都。蔣得知消息，於 1932 年 10 月 24 日焦急地再度電令馬麟、馬步芳

停止進攻，靜候中央處置。155中央兩次命令停止進攻，青馬仍認為未奪

                                                 
150「馬步芳致甘肅省主席卲力子電」，1932 年 7 月 16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

案》，＜特交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053。 
151「卲力子呈蔣中正電」，1932 年 8 月 16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

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053；「卲力子轉呈馬麟、馬步芳呈蔣委員長電」，

1932 年 10 月 28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料＞，檔號：

080200-061；「青海省特別黨部籌委會委員郭學禮呈蔣校長函」，1933 年 6 月 25 日，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101。 
152「青海省特別黨部籌委會委員郭學禮呈蔣校長函」，1933 年 6 月 25 日，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101。 
153「青海南部邊區警備司令部參謀長馬騰雲呈蔣委員長電」，1933 年 7 月 1 日，國史

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101。 
154「陸軍第一百師、特別黨部籌委會呈蔣中正電」，1934 年 3 月 17 日，國史館藏，《蔣

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154。 
155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略稿本》（第十七冊），1932 年 10 月 24 日條，

頁 20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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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昌都而與西藏議和，實在可惜；156中央只得再電青馬確切奉行中央命

令。157青馬對於中央所下指示，並非百分之百奉行，甚至去電中央謂：

「新九師得中央接濟，益當勉勵工作，整飭軍紀，無論中央令開往何處，

無不惟命也」，158以「聽命中央」當作交易籌碼，換取中央接濟。待戰

事告一段落，青海與西藏當局簽訂《青藏和約》，和約內容事先並未告

知中央，簽訂後才呈報，中央只有被動地承認和約的有效性。 
青、藏間的衝突並未隨著《青藏和約》的簽訂而結束，在後續的發

展中，再次顯示中央控制力的薄弱。1933 年 12 月 30 日，藏軍進攻鄧

柯縣，159青、康、藏邊境衝突復起，蔣介石認為係小衝突，令川軍與青、

滇確取聯絡，共同警備，160並派軍事委員會參謀次長黃慕松入西藏勸

解。161正當黃慕松入藏之際，青馬欲加派兩團兵力至玉樹地區，宣稱一

方面可鞏固邊防，另一方面可督俢公路，便利交通。162蔣為避免西藏誤

會，並不贊成青馬增兵玉樹之舉，163青馬竟又來電告玉樹增兵之事。164

青馬此舉，果真引起西藏懷疑，西藏駐京代表指出，有傳言待黃慕松抵

達西藏時，藏邊將有大軍向西藏開拔。165中央一面向西藏保證絕無此

                                                 
156「馬鴻逵轉呈馬麟呈蔣中正電」，1932 年 11 月 6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特交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061。 
157「蔣中正覆馬鴻逵轉呈馬麟電」，1932 年 11 月 7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特交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061。 
158「甘肅省主席卲力子轉呈馬麟、馬步芳呈蔣中正電」，1932 年 10 月 28 日，國史館

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061。 
159「馬麟呈蔣中正電」，1934 年 2 月 22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

/一般資料＞，檔號：080200-150。 
160「蔣中正覆賀耀組轉呈劉文輝電」，1934 年 3 月 16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

案》，＜特交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150。 
161「蔣中正覆朱绍良電」，1934 年 4 月 2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

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158。 
162「馬麟、馬步芳呈蔣中正電」，1934 年 5 月 26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特交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166。 
163「蔣中正覆馬麟、馬步芳電」，1934 年 5 月 30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特交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166。 
164「馬步芳呈蔣中正電」，1934 年 6 月 9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

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168。 
165「西藏駐京代表貢覺仲尼、阿汪堅贊、區批圖丹轉呈西藏噶廈呈蔣中正電」，1934

年 6 月 12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料＞，檔號：

08020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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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166一面向青馬重申反對增兵玉樹之舉。167 
1935 年 8 月，西藏以協助剿共為名，進兵西康。1681936 年 10 月，

藏軍渡過金沙江，與青海軍隊、劉文輝部隊交戰。1938 年，西康、青

海與西藏展開和平談判，分別於 11 月、8 月簽訂停戰協定。169中央對

於西康、青海當局與西藏談判之事毫不知情，待去電青、康兩省詢問才

知確有此事。170至於合約內容，中央再一次被動加以承認，儼然局外人，

無法插手地方事務。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參議高長柱曾建議中央，電

令青、康當局於會議前，向藏方提出首應歡迎中央代表，否則拒絕開會，

但中央卻回覆「值此非常時期，地方事件各省如能自為合理解決，自屬

可行，中央當局不必過於干涉」，171這或許說明了中央處於嚴峻局勢之

下，處理地方事務時的心態。 
青藏戰爭促使青馬聯合中央，但對雙方造成的結果卻大不相同。青

馬獲得中央軍械、軍費的支援，在戰後充實軍備，擴充兵源，拓展勢力

範圍，並提升在國人心中的形象，向中央展現作戰能力。中央面對國內

嚴峻的局勢，無暇顧及西南地區的糾紛，藉由支援地方軍隊解決紛爭，

但中央並未隨著戰爭將控制力伸入青海、西康與西藏，一直到 1938 年

青、康當局與西藏展開會議時，中央仍處在「局外人」與「被動者」的

角色，以「不必過於干涉」的態度面對地方事務。由於中央薄弱的控制

                                                 
166「蔣中正覆西藏駐京代表貢覺仲尼、阿汪堅贊、區批圖丹轉呈西藏噶廈電」，1934

年 6 月 12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料＞，檔號：

080200-168。 
167「蔣中正覆馬步芳電」，1934 年 6 月 13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

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168。 
168「賀光國轉呈劉文輝、馬步芳電」，1935 年 8 月 18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

案》，＜特交檔/一般資料＞，檔號：080200-245。 
169「行政院抄送西康省政府關於辦理大金、白利案解決經過等情呈文致蒙藏委員會通

知單」，1939 年 3 月 25 日，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

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來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料匯編》（第六冊），

頁 2593-2601；「蒙藏委員會駐昌都調查員唐磊有關青藏和議經過之報告」，1938 年

9 月 18 日，國史館藏，《行政院會議檔案》，＜青藏康藏會議＞，檔號：062/1213。 
170「行政院長孔祥熙致馬步芳、劉文輝電」，1938 年 6 月 7 日；「馬步芳呈行政院長孔

祥熙函」，1938 年 6 月 9 日；「劉文輝呈行政院長孔祥熙函」，1938 年 6 月 11 日，

國史館藏，《行政院會議檔案》，＜青藏康藏會議＞，檔號：062/1213。 
171「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參議高長柱呈行政院電」，1938 年 5 月 20 日，國史館藏，

《行政院會議檔案》，＜青藏康藏會議＞，檔號：06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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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青馬在青藏戰爭後，仍享有相當程度的自主性，處於半獨立的狀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