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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重要的战略地位、独特的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条件，以及解放西藏时期错综复杂的

国际国内形势，使得西藏的民主革命和建设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解放西藏

是解放全中国的重要步骤。人民解放军作为执行中国共产党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肩负着

解放西藏的重任。在解放西藏的历程中，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方针政策的保卫

者、宣传者和执行者，不仅要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巩固西南国防，稳定西藏局势，还

要团结西藏上层，启发劳动群众，逐步消除民族隔阂、增进民族团结，最终实现西藏社会制

度的变革和劳动人民的解放，同时要建设西藏，促进西藏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这

就决定了人民解放军在解放西藏历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人民解放军是西藏人民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窗口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领导核心，也是新中国的执政党。西藏是中

国领土一部分，解放西藏也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中国胜利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民族和宗教

问题，完成这项任务带有复杂性。新中国成立前，在全国其他地区，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组

织、发展党员、开展工作，能够了解其基本情况，与人民群众建立起密切联系，从而为解放

这些地区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在西藏情况却截然不同：西藏地处“世界屋脊”，气候恶

劣，交通不便，与内地的交流受到极大限制，长期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的状况；藏传佛教深入

藏族人心；藏族人民的阶级觉悟还处于未启蒙阶段；西藏统治集团借助宗教力量牢牢掌控着

西藏人民的思想；西藏上层集团中的顽固保守势力和分裂主义势力分别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

独立倾向，加之中国长期处于内乱外患之中，导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一直处于

非正常状态。这些都使得革命力量没有机会在西藏得到培植和发展。正因如此，人民解放军

在进驻西藏前，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工作基础非常薄弱，没有建立任何党组织和发展党员，

对西藏情况了解不多，与西藏上层以及劳动群众接触很少。而藏族人民中绝大多数也不知道

中国共产党的存在，更谈不上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特别是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国内外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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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势力，为阻止中国共产党解放西藏、完成祖国

大陆统一，大肆制造各种谣言，挑拨藏汉民族关

系，极力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使得西藏地方

大多数人对中国共产党感到疑虑，甚至恐惧。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便

于开展工作，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过程中以

及进驻西藏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在

西藏的各级组织一直没有对外公布，常常以人民

解放军的名义代表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党的工

作，如西藏工委称“独立支队”，拉萨市委称

“先遣支队政治部”，江孜分工委称“52师师

部”，日喀则分工委称“52师指挥所”，黑河分

工委称“18军独立支队留守处”①。直到1955年7

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昌都、丁青、波密三个

地区中共党委机关合并为昌都分工委，丁青、波

密警备区管辖区划归昌都警备区管辖，中共西藏

工委和各地分工委才向社会正式公开了各自的组

织名称。中共西藏地方党委以军队番号为代号的

情况才告结束。

这一时期，进藏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提出

的“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

工作队”②的思想，围绕西藏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努力克服语言不通、情况不明等困难，积极宣传

和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和统战等政

策，大力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影响群众工作和其

他各项工作。可以说，人民解放军就是西藏人民

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窗口，人民解放军的形象就代

表着共产党的形象，哪里有人民解放军，哪里就

有共产党的工作。正是通过人民解放军的实际行

动和具体工作，西藏人民逐渐从人民解放军身上

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感受到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

结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正

确性，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西藏得到全面

实现。即使是在中共各级组织对外公布以后，人

民解放军还是参加开辟西藏地方工作的主力军。

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仍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当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帜，发起

全面武装叛乱，并意图把武装叛乱演变为藏汉民

族战争时，西藏大多数劳动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

很快站到中国共产党一边，使这场斗争变成由中

共领导的西藏劳动人民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之间

的阶级斗争。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是西藏人

民通过人民解放军8年来的实际行动，切身感受到

中国共产党是为他们谋利益的，而西藏上层反动

集团是压迫他们的，特别是叛乱分子给他们带来

的是灾难。正因如此，西藏的平叛改革才得以顺

利完成。

二、人民解放军是解放西藏的中流砥柱

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指出：“一切社会形

式为了保存自己，都需要暴力。”③毛泽东在中共

七届二中全会上也曾明确指出：“在全国胜利以

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

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

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④

这些论述说明，只要社会上存在阶级和国家，就

会有战争发生，就有军队存在的必要。任何国家

政权要得以保持，必须拥有强大的军队。西藏地

区长期以来，外有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侵略、

破坏，内有分裂主义分子的捣乱，这使中国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经常受到威胁，国防建设形势严

峻。

捍卫主权，维护统一，巩固国防是人民解放

军的基本职能。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解放西藏

的决策和部署后，担负进军西藏任务的部队从思

想政治、政策纪律、物资保障等各个方面进行了

准备，为进军西藏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共产党解

决西藏问题提供了必要条件。当西藏上层反动集

团企图借助国外反华势力的干涉和支持以武力阻

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为了捍卫国家主权，

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尽早完成祖国大陆统

①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西

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52、53页，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1405页，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1。

③《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35～36页，北

京，战士出版社，1981。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1426页，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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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解放军被迫实施昌都战役，歼灭反动藏

军主力，从而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为和平解

放西藏打开了局面。正是昌都战役的胜利，震撼

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促使其内部迅速分化，使

其顽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爱国上层人士进一步

壮大，中间骑墙派发生了动摇。这些对促成和平

解放西藏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昌都战役的胜

利也有力地打击了国际反华势力，显示了新中国

解决自己内部事务的决心和力量。

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西藏分裂主义分子

不甘心失败，仍在图谋“西藏独立”，企图乘人

民解放军立足未稳，缺乏群众基础、物质基础和

上层条件之机，用“离间、困饿”政策，困毙、

饿跑人民解放军；同时，以“人民会议”的形式

在拉萨制造骚乱，意欲撕毁协议，实现“西藏独

立”。在这种形势下，驻拉萨及附近的人民解放

军加紧调整部署，修筑工事，做好战斗应急准

备，使分裂分子未敢轻举妄动，有力配合了中共

在西藏的政治斗争。“人民会议”事件的平息使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站住了脚。1956

年以后，西藏邻省藏区相继发生叛乱，并逐步蔓

延到西藏部分地区。驻藏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

中央指示，适时调整部署，收缩兵力，增强了

“点”“线”的防御，在军事上威慑西藏分裂主

义分子，从而延缓西藏全面武装叛乱的发生，为

进一步分化西藏上层集团，教育、争取西藏劳动

群众赢得了时间。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

团在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下，掀起全面的武装叛

乱。为了有力打击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维护祖国

统一和民族团结，人民解放军奉命彻底平息了叛

乱，为西藏的民主改革扫清了障碍。同时，人民

解放军还通过各种方式参加西藏民主改革，如组

织宣传队向西藏劳动群众以及上层人士宣传中国

共产党关于平叛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派出大量

工作队深入农牧区直接发动群众投身民主改革，

安排大批干部战士转业地方以加强地方党政力

量，等等。这些措施确保了西藏民主改革在初期

任务紧急而地方干部又非常缺少的情况下得以顺

利实施。

西藏地区的平叛改革使印度政府意识到西藏

已不再是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带，加之，当时印度

国内矛盾日趋激化，外交上也陷于困境，为了转

移民众视线，摆脱内外困境，印度扩张主义势力

加紧了蚕食和侵占中国领土的步伐，企图以武力

改变中印边界现状。从1959年3月开始，印军越

过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不断蚕食和侵占中国领

土，并在边境地区制造摩擦，挑起事端，使得中

印边境地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西藏、新疆边

防部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进

行反蚕食斗争，同时做好反侵略的准备。1962年

10月，人民解放军奉命对入侵的印军实施自卫反

击作战，保卫祖国的西南部边疆。特别是中印东

段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巩固了国防，捍卫

西藏民主改革的成果，为西藏各项工作的开展创

造了有利条件。

三、人民解放军是推动西藏发展的重要力量

解放前的西藏是一个经济、文化等都十分落

后的地区。在经济方面，原始落后的自然经济占

绝对优势，仅有的手工业生产基本上属于家庭副

业，产品主要是满足农奴主的需要和农奴的生产

生活需要，而不是为了出售；农牧区产品的交换

也只在一定季节性的市场，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

进行，城镇商业主要是供应僧俗领主生活和宗教

活动的需要。①在文化方面，除了藏医、天文历算

和文学艺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以外，缺乏现代科

学技术和文化；宗教文化取代了教育以及其他文

化，极大地禁锢着人们的精神意识；整个社会处

于僵化窒息的状态。

人民解放军的宗旨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

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②。《十七

条协议》规定，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

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逐步发展西

① 多杰才旦、江村罗布：《西藏经济简史》（上），38

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1039页，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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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①因此，帮助西

藏人民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既是解放西藏的一

项重要任务，也是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一切工作和

全部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解放军进

驻西藏后，中共中央、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帮助西

藏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

接见西藏致敬团时说：“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

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

有帮助，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的帮助，但以

后就能帮助你们的，那是一定的。”②

考虑到西藏交通困难，人民解放军行动不

便，给养供应麻烦较多，加之青藏高原地广人

稀，高寒缺氧，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落后，藏

族劳动群众的生活十分贫穷，经不住几万部队

消耗，毛泽东明确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

方”，“一面进军，一面建设”。1950年12月，

毛泽东在给西藏阿里地区两位地方政府官员的信

中说：“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

供给，决不侵扰老百姓。”③中共中央、毛泽东之

所以提出上述方针，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对

西藏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民族团结的长远考

虑。“如果我们只给人家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空

头支票，而把人家的粮食吃光，这是不行的。”④

进军西藏，经营西藏，要由民族团结入手，重视

经济问题的解决，经济问题也可能引起政治问

题。⑤即使是在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这一方

针仍未改变。进藏部队所需物资绝大部分由中央

人民政府保障供应，不增加西藏人民的负担。可

以说，这一方针本身对于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就

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稳定市场，不使物价抬高，

减轻西藏人民负担，消除民族隔阂而“不吃地

方”，这在客观上就要求通过修筑公路、生产经

营、发展贸易、适当采购等方式解决进藏人民解

放军的供给问题，而这些又必然会刺激和带动西

藏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支援西藏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建设方面，

人民解放军也是一支生力军。在交通方面，人民

解放军除了参加康藏、青藏公路的修筑外，还参

加了拉（萨）日（喀则）江（孜）、中尼等一批

重要公路及支线公路的修筑，以及甘孜、当雄机

场的修建。这些公路、机场的建成促进了西藏与

内地的交流，初步奠定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础。在文教卫生方面，通过兴办学校，开办藏语

文训练班等，为西藏地方的人才培养作出了贡

献；通过建立人民医院，邀请藏族医生召开座谈

会，举办图片、药品和器械展览，转业医务人员

支援地方医疗卫生事业，帮助藏族同胞培养医务

人员，兴建医院、诊所等，提高藏族人民的卫生

知识水平，促进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此

外，人民解放军还通过修建水库，架桥、修渠，

整修农具等方式帮助驻地发展农牧业生产，特别

是1959年10月25日西藏军区生产部成立后，通过

开荒生产，建设农场，开发矿业，创办工厂，奠

定了西藏现代工业基础，促进了西藏农、林、

牧、副、渔等行业的全面发展；同时，还培养了

一大批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这些举措对繁荣西藏

经济，促进西藏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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