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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西藏谈判方案之成型成熟过程探析

董传奇
南京审计学院教务处 江 苏南京

摘 要 ： 在 年代的 解放西 藏的 问题上
，
中 共 中 央最初提 出 以 和平方式解决 。 在此指 导思想指

引 下 ， 中 央人民政府先后提 出
“

六项 条件
”

、

“

四项原 则
”

、

“

十条政策
”

、

“

公约 十章
”

。 西藏地方政府迫于

严 峻形势 ， 提出 完全无视国 家主权、 受到 了 西 南 局驳斥的
“

五项 指示
”

。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双方谈判代表团 在经历 了 多 轮艰难谈判之后 ， 最终 以
“

公约十章
”

为基础 ， 达成 了 双方都接受 了 的解放

西藏的法定文件
——

“

十七条协议
”

。 和平解放西藏谈判 方案 由分歧到 统一的 曲 折发展变化脉络 ， 展示

了 西藏一步一步获得和平解放的艰难历 程 。

关键词 ： 解放西藏 ；
谈判 方案 演进历程

；

“

十七 条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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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共产党历 史。

在 年代初期 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这 北京谈判的背景下 ，
中央政府方面先后提出 四个方

一

重大历史事件中 ， 谈判方案的前期调研 、初步酝 案 ： 西北局青海省委
“

六项条件
”

、 西南局
“

四项原

酿 、草拟成形 、 中央审定 、谈判商磋 、达成共识 直至 则
”

、西南局
“

十条政策
”

及中央审查修订后确定为

协议签订 ，是一条主线 。 谈判纲领性文件的
“

公约十章
”

； 西藏地方政府提出

年 月 全国解放曙光初步显现之时 ，
中共 一个方案

“

五项指示
”

。 在
“

公约十章
”

的基础上
，

中 央主席毛泽东会晤来访的苏联共产党 中央政治 综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意见与建议 ，

局委员阿 伊 米髙扬时首次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 一番解释 、争论 、博弈之后
，
以西藏地方政府成为新

初步思路 ， 年 月 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 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达成共

言人明确提出
“

西藏地方当局应派代表团来京进行 识 、签订协议。 从此
， 清末以来西藏地方与 中央政

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

年 月 中共中央 府渐行渐远的政治联系得以根本扭转 西藏以薪新

要求西南局 、西北局拿出谈判方案 ，
年 月 西 的姿态更加紧密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来 。

南局 、西北局分别提出谈判方案 ，
年 月签订

和平解放协议。 谈判方案经历了一个逐渐明晰 、成 一

、谈判方案的初步酝酿与基本成形

形 、完善的过程 。

在中央人民政府号召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 中 国共产党在考虑解决西藏问题时 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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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略摆在优先位置 。 具体采用了
“

两手
”

战略 ：

一手 助和平解放事业者 其生命财产均受保护 如进行

抓军事攻取 ，

一手抓政治谈判 。 军事攻取和政治谈 破坏和平解放事者必办 ， 并没收其财产 。 六 、保护

判 同 时并举 ， 军事进攻是手段 ， 政治谈判是 目 的 。 宗教 ， 信仰 自 由 。

”

这
“

六项条件
”

是中共提出 的

军事攻取方面 ， 成立 中共西藏工委和确定第十八军 第一份谈判方案 。 月 日
，
中共中央致电西北局

进军西藏 ； 政治谈判方面 ， 力争使西藏的解放 问题 并告西南局 ，提 出可加一条 ：

“

要西藏政府速派代表

回到谈判桌上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 具体工作包括 与西康人 民解放军进行谈判 。

”

同意 了青海省委提

派人前往拉萨
“

劝和
”

和准备谈判方案 。

“

两手
”

战略 出的谈判条件。

“

六项条件
”

主要讲了两点 第
一

西

指导下的具体工作
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 中共 藏是中 央政府管辖下 的地方政权 ， 具体表现是 ： 政

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在 年 月 日 致电中 治上服从中央政府领导 ； 军事上接受人民解放军进

共中央 ： 现居住在成都的志清法师与西藏政教首要 人西藏 外交上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反

关系友善 ，
愿意秘密赴西藏说服达赖集 团同我协商 动分子 。 第二 中央政府给西藏的政策是 西藏的

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 。 月 日
， 中共中央发 事务在 国防外交之外 ， 西藏人民当家做主 、 区域 自

给西南局和西北局的 电报说 同意西南局
“

派志清 治 ；尽力维持西藏现有局面 尊重藏族宗教信仰 。

法师赴藏说服达赖集团脱离美英帝国主义回到祖 在西北局提出谈判方案的 同时乃至更早 西南

国 ，要达赖本人或其代表赴北京协商解决西藏问题 局就开始了对藏调研和制定政策方案 的工作 。 从

办法 或在进军中与我前线司令部谈判 。

” “

我军进 年 月 日 中共中央要求西北局 、西南局完

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 ， 但可采用
一

切方法与 成解放西藏的任务时 ，解决西藏问题就进人了西南

达赖集 团进行谈判 。

”

电报 中还说
，

“

西北方面如有 局领导人的视野 。 年 月 日
，
中共西藏工

适 当之人能派到拉萨去进行说服达赖集团者 ，亦应 委成立政策研究室 工委副 书记王其梅兼任政策研

即设法派去 。 据说达赖的长兄现在西北 望西北局 究室主任 工委吸收了一批熟悉西藏情况的教授 、

调查是否可 以派去
”

。 中共中 央要求西南局 专家 ， 如李安宅 、 于式玉 、谢国安 、 祝维翰等参加研

和西北局各派出 合适人选前往拉萨做解释说服劝 究室工作 。 研究室多方搜集整理西藏情况资料 ， 写

和工作
，
当下要抓紧拿出对西藏的总体政策方案 。 出 了 《西藏各阶层对我进军态度之分析》 、 《对各种

一 初步酝酿 ：
西北局的

“

六项条件
”

与西南局 政策具体实施的初步意见》 、 《进军康藏应该注意和

的
“

四项原则
”

准备的事项》 、 《英美帝 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

西北局率先展开了
“

到拉萨说服达赖集 团
”

的 和我之对策》 、 《进军守则》等 ，
还写出 了供指战员学

行动 ： 在班禅额尔德尼于青海的驻锡地——塔尔寺 习 的 《藏文课本 》 。 月 日
， 西南局 以调研成

等寺院找到了达赖喇嘛的长兄当才活佛和夏 日 仓 果和专家意见建议为基础 拟订相关方针 、政策四

活佛等几名宗教界上层人士
， 准备以青海藏族代表 条 ， 即

“

四项原则
”

其基本内容是
一 驱逐英美帝

团 的名义 、持青海省政府主席函派往拉萨 。 青 国主义势力 出西藏 ，西藏人民 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省委为劝和团准备了谈判方案——即 中共青海 祖国 的 大家庭来 。 （ 二 实行西藏 民族区域 自 治 。

省委书记张仲良在 年 月 日 给彭德怀 的报 （ 三 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持原状 有关西藏改革

告 中提 出 的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 的
“

六项条件
”

： 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 民的意志协商解决 。 （ 四 实行
“
一

、 西藏当局宣布西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组成部 宗教 自 由 ， 保护喇嘛寺庙 ， 尊重西藏人民 的宗教信

分 服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 ， 愿为实现共同纲领而 仰 和风俗习惯 。 作为西南局第一份对藏谈判

奋斗 。 二 、驱逐英美特务 ， 逮捕国 民党特务如欧阳 方案 ，

“

四项原则
”

谈到 了三个问题 第一

， 主权归

鸷等 。 三 、协助解放军人西藏 西藏武装接受解放 属 。 西藏是中 央政府统辖下的一个地方政权
；
二 、

军领导 实行共 同纲领二十条 、 三十二条之军事制 现有制度 。 西藏各种制度维持现状 制度变革由 西

度 。 四 、西藏实行区域 自治 ， 各负责人由 藏胞推出 ， 藏人民 自 己决定 ，这赢得了各阶层更多的支持
；
三 、

呈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 五 、西藏各当权人 只要赞 民族宗教 。 明确西藏作为少数民族区域
，
实施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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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自 治制度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 自 主管理西藏事 交 、 民族宗教政策 、现有制度与改革动力 还增加了

务的权利 对西藏群众宗教权益给予尊重和满足 。 驻军费用 、 官员继续任职条件 特别是富于远见地

月 日 ， 中共中央肯定 了西南局拟定 的 四 提出 了西藏解放后 自 身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事业

条
，
同时要求西南局 、西北局从速各起草一个作为 发展方针和可持续发展政策 ， 对西藏地方政府和西

谈判基础的若干条款 ， 报中共中央审定 。 藏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涉其根本利益的若干问题

二 基本成形 ： 西南局
“

十条政策
”

至谈判纲领 给予了积极回应 。

性文件一
“

公约十章
”

月 日 、 月 日 ， 毛泽东在审阅有关报告

西南局第
一书记邓小平在

“

四项原则
”

的基础 时就
“

十项政策
”

先后做出 批示 ：

“

公约十章待代表

上草拟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
“

十条政策
”

， 于 团 到时作为谈判条款似较妥 ， 目前不要发表 也不

年 月 日 上报 。 月 日
，
经毛泽东审核同 交印大使

”

。

“

西藏代表到京时 我们拟以既定

意
，
但决定暂不公开发表。 同 日 ， 中共中央发文西 的 十条作为谈判条件 ， 争取西藏代表签字 ， 使十条

南局并告西北局 ： 西南局发来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 变为双方 同意 的协定
”

。 这意味着西南局提出

谈判条件 除第八条末句
“

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 的
“

十项政策
”

是经过 月 日 的修改审定两个多

式加 以解决
”

应改为
“

由 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 月 后 ， 月 正式确定为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

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

外 余均同意 。 月 日
，西 府谈判时的纲领性文件 。 至此 ，

“

十条政策
”

上升为

南局将这
“

十条政策
”

作为 内部指示发给了西藏工
“

公约十章
”

。

委 ，具体内容包括 一 西藏人民 团结起来
，
驱逐英

美帝 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 ，西藏人民 回到 中华人 二
、 西藏地方政府派出谈判代表团 ， 提

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 。 二 实行西藏民族区 出 五项指示
”

域 自 治 。 三 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

变更 。 达赖喇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 。 各级官 年 月 ， 热振活佛辞去西藏摄政职务 ， 由

员 照常供职。 （ 四 实行宗教 自 由 ， 保护喇嘛寺庙 尊 其经师 、年近七旬的达扎接任摄政职位 。

重西藏人民 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 五 维持西藏 （

一 西藏地方政府谋求
“

西藏独立
”

、武装抗拒

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
，
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 人民解放军的相继失败

民共和国 国防武装之
一

部分 。 六 发展西藏民族的 继任摄政后 ， 达扎一改热振在任时同 国民政府

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 （七 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 的友好姿态 积极推动
“

西藏独立
”

。 达扎任摄政的

业 改善人民生活 。 八 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 ， 第二年 即 年 月 ， 西藏地方政府宣布成立
“

外

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 由 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 交局
”

，并致电 国 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

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 九 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 处 要求双方此后
一

切往来均须同
“

外交局
”

洽办 ，

国民党的官员 ， 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 国主义和国 不得再同西藏地方政府发生直接往来 。 照 国民政

民党的关系 ， 不进行破坏和反抗 ，

一律继续任职 ， 不 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上报国 民党

咎既往 。 （ 十 ） 中 国人民 解放军进人西藏 ， 巩 固 国 中央的说法
“

查外交局性质系于外国洽办事件之

防 。 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 ， 人民解放军的 机关 ， 今西藏地方政府告知须向 该局洽办
一

切事

经费完全 由 中央人民政府供给 。 人民解放军买卖 件 ， 是视 中央 为外 国 ， 示 西藏 为独 立 国
”

。

公平 。 西南局指示 此十条暂不宜在布告 、传单中 年南京国 民政府即将垮台之时 ， 达扎等亲帝

全文公布 ， 但这些原则可用 口 头或文字向藏族各阶 分离分子在英国驻西藏江孜商务代表黎吉生等外

层进行宣传 。 与早先
“

六项条件
”

、

“

四项原 国侵略者的策动下 开始 了图谋
“

西藏独立
”

的
一

系

则
”

的六项、 四项条款相比
“

十条政策
”

条款达到了 列举动 ：
年 月 日 的

“

驱汉事件
”

；
建立西藏

十条
， 内 容更加充实 、 指向 更加 明确 ， 不仅覆盖了 广播电 台 用藏 、汉 、英三种语言播放

“

汉藏关系只
“

六项条件
”

、

“

四项原则
”

中提到的 主权 、驻军 、 外 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 西藏在历史上就没有属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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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 等煽动 民 族分裂的 言论 派 出
“

亲善使

””

汉藏 固有关系 只向中 国政府要求援助 那时请汉政

团
”

， 赴美国 、英国 、 印度 、 尼泊尔寻求
“

独立
”

支持 ；
府给予帮助

”

；

“

要求已进驻康区和阿里的汉政府军

公然起草《西藏独立宣言》 ， 派遣嘉洛顿珠和夏格 队撤回 内地
”

；
要求

“

中 国人民政府
” “

从现在起请勿

巴 旺久德典二人去纽约 向联合国 大会呼吁求援
；

听信谣言
”

， 避免
“

和睦关系遭到破坏
”

”
。

“

五

西藏
“

外交局
”

致电中央人民政府 ，

“

要求共产党不 项指示
”

， 主权归属上 不承认西藏为中央人民政府

要进军西藏
”

等 。 由 于中 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严 管辖领域
， 不承认西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

； 军

重抗议 ， 美 、英等 国致电西藏地方政府要求其撤回 事管辖上 不接受人民解放军进人西藏区域
， 要求

代表团 西藏地方政府不得已将代表团 召 回拉萨。 撤回 内地。 西藏地方政府通过
“

五项指示
”

表明 了

年 月 日 ， 中 央人民广播 电 台播报中 其政治态度和谈判意图 ： 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人民

国人民解放军通告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 政府是平等的 ， 不是统辖与被统辖的政治关系 ，
不

括西藏 、新疆 、海南岛 、 台湾在内 的中 国全部领土
， 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 这突破了 中央人民政府和

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统治 以 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底线 ， 丧失 了和平谈

外 。 西藏是中国 的领土 ， 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
；

判的基础 。

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
一

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
阿沛 阿旺晋美在看到西藏地方政府

“

五项指

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
” °

。 西藏地方政府原拟派 示
”

后 ， 发现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和谈方针相去甚远
，

来北京表明
“

西藏独立
”

的代表夏格巴 汪秋德丹等 怕完不成谈判使命 于是 自 昌都启程赴京之前在致

人 年 月 日 至印度新德里与 印度总理尼赫 达赖喇嘛的报告中坦陈了想法 ：

“

在 目 前如此之情

鲁会谈后 ， 于 月 日 致 函中 国驻香港领事馆 ， 要 势下 本人不惜舍弃生命 ， 为心中理想而献身 。 此

求在香港与中央代表谈判 。 月 日
， 中央人民政 次前往汉区 将运用全部智谋进行谈判 。 关于公开

府林伯渠秘书长答复说 该代表只能以西藏地方政 宣布
‘

西藏是中国领土
’

， 这句话的意思是 国内五个

府代表的名义 并欢迎来京谈判 。 西藏地方 民 族没有上下高低之分 ，

一律平等 ， 团结和睦相

政府一方面表示要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 ，

一方面集 处 。

‘

进军西藏边防
’

， 丝毫不意味着要强行干预西

结重兵于昌 都地区 ， 准备武力抵抗人民 解放军 。 藏内部事务 是因为 日 前世界局势动荡不安 。

” “

如

年 月 昌都战役以人民解放军胜利 、 藏军惨 不承诺上述两条 汉藏之间无事可谈 。

”

没等到

败而告终 。 达赖 回信 阿沛 阿旺晋美就踏上了 进京的行程 。

寻求外国支持 、对内 以和谈姿态为缓冲
，

阿沛 阿旺晋美实际上认为按照
“

五项指示
”

谈判

意图赢得时间做好充分准备武装抵抗的相继失败 ， 将无法进行 。

让西藏地方政府无奈地把希望投向了和平谈判 。 中 共方面对
“

五项指示
”

及 时表 明 了 意见 。

二 西藏地方政府派出 代表 团 ， 提出
“

五项指 年 月 日
，西南局表示 美英帝国主义势力干

示
”

涉中国西藏内政是很明显的 人民解放军必须进人

昌 都战役后 ， 摄政达扎被迫辞职 第十四世达 西藏 西藏现有军事 、政治制度包括达赖 、班禅地位

赖喇 嘛提前临位亲政 。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召唤下 ， 均不予变更 ；西藏全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

年 月 日
， 从拉萨出发的西藏地方政府谈判 的

一部分
； 西藏内部各派关系 问题 ，

本着 团结协商

代表土登列 门 、桑颇 登增顿珠二人到达昌都 给阿 精神处理 。 在表明维护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利

沛 阿旺晋美带来了西藏地方政府于 年 月 益和西藏政治格局现状 、最大限度地争取积极力量

日 拟定 的关于谈判条件的五项指示 。 五项指 之外 西南局对
“

五项指示
”

中谈到的西藏主权归属

示
”

大意是 ：

“

中国人民政府
”

可以派官员到西藏查 和军事管辖这两个根本问题给予了 回应和否定 。

明 是否存在英美强权 ；

“

要求中 国人 民政府今后不 年 月 北京谈判之初
’
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

要派遣军队
”

进人西藏 西藏过去没有同外 国人勾 代表李维汉就
“

五项指示
”

指 出 ：

“

西藏上层部分人

结 ，今后也不会勾结
”

；
在受到侵犯时 ， 西藏

“

将按照 有三点错误和不切实际的想法 ：

一是仍然不承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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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是中 国 的
一

部分 ；
二是想拖延时间以观国际形势 登列 门 、桑颇 登增顿珠二人到达 昌 都 。 月

的变幻 ；
三是怀疑解放军进藏是为 了整藏族

”

。 日
， 达赖正式致函 中共中央 ， 称西藏地方政府决定

中 国共产党不仅要解放西藏 ， 将帝国主义者驱 派出 和谈代表 团赴京进行谈判 首席代表为阿沛

逐出 中 国 国土之外 完成国家统一 的历史使命 ，维 阿旺晋美
，
代表为凯墨 索安旺堆 、 土丹旦达 、土登

护 国家的领土完整与国土安全
，
还将在此基础上大 列 门 、 桑颇 登增 顿珠 。 谈判代表分两路赴

力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社会事业 ， 推动 中国社会的 京 。 阿沛 阿旺晋美与同行的和谈代表土登列 门 、

全面发展和整体进步 。 桑颇 登增顿珠 月 日 离开 昌都 ， 途经康定 、 雅

安 、重庆 、西安等地 于 月 日 到达北京 。 月

三、 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 日
，
谈判代表凯墨 索安旺堆 、 土登旦达及汉语译员

方案的法理达成 尧西 彭措扎西 达赖姐夫 、英语译员 萨都仁青等

从亚东出 发 。 临行前 ， 西藏地方政府给每个代表颁

一

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水陆两路来到 发了一

份盖有印章的全权证书 ，
证书外面注明西藏

北京 全权代表五人姓名及身份 里面写有承认西藏为中

昌 都战役失败后
，
西藏上层统治集团 一片恐 国领土 、答应每年 向 中央政府进贡等 内容 要求谈

慌 。

“

我担心解放军像清朝皇帝派到西藏的军队那 判代表
“

此外不得作任何许诺
”

， 并带去达赖致印度

样 ， 到拉萨后就夺噶厦政府的权 ，

一切包办代替 又 总理尼赫鲁的信件
，
请印度政府在签订协议时做个

天真地怕解放军利用休会的 时间 长驱直人
， 开进 证人

”
。 凯墨 索安旺堆等抵达印度新德里后拜

了西藏
”

土丹旦达参加北京谈判初期的心情 见印度总理尼赫鲁 希望印度政府充当北京谈判 的

代表 了昌都战役后相当
一

部分西藏地方政府官员 证人 。 尼赫鲁说 估计中共会提出 以下三条：

一是

的真实想法 。 由摄政 、 噶伦 、 基堪 、仲译 、孜本和三 要西藏回到 中国大家庭 。 不承认这一条
， 无法谈

大寺堪布参加的西藏全区大会拿不出应对办法 ， 在 判
， 国 际地图也早已 标明西藏属于 中 国 ，

必须承

此情况之下 ， 只有听取神谕了 。 噶东神汉 、 乃穷神 认 。 二是西藏外交要 由 中 国统一管理 。 不承认这

汉二神预示
“

达赖喇嘛亲 自 掌握政权 就能给西藏
一条 ，

也无法谈 因此也得承认 。 三是解放军要进

众生带来幸福 。 预示后过了 十多天 达扎被 驻西藏 。 承认了这
一

条 ， 西藏今后就会有很多 困

迫辞去 年以来一直担任的摄政职务 达扎于 难 不能同意 。 至于请印 度充当 中 间证人 的问题 ，

年冬圆寂 ） ， 岁 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于藏历铁 尼赫鲁未作任何表示 。 随后通过 中 国驻印 度

虎年 月 日 （ 公元 年 月 日 ） 提前两年 大使袁仲贤协助 ， 凯墨 索安旺堆等从加尔各答乘

正式亲政 ， 执掌政教大权。 同时 鳴伦 、基堪 、 仲译 、
飞机 ，

经香港改乘火车 ，
于 月 日 到达北京 。

孜本和三大寺代表秘密开会
，
认为达赖不宜久居拉 月 日 ， 中央人 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

萨 ， 决定请其 出 国 。 根据神前打卦抽 签的 结果 ，
表在北京开始进行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 。

年 月 日 达赖离开拉萨 ，
于 年 月 二 谈判经过与争论焦点

日 到达亚东 ， 组成
“

亚东噶厦
”

。 达赖离开拉萨前 ，
月 日 双方举行首次谈判 实际上是预备会

任命大堪布罗桑札喜和孜本鲁康娃 泽旺绕登二人 议 。 在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建议下 ，

为 司曹 ， 代理摄政职务 组成
“

拉萨噶厦
”

到 双方学习 了于 年 月 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

达亚东 天后 即 月 日
， 达赖写信给 中央人民 的《 中 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

“

十条公

政府 ， 报告亲政情况 ， 表达了谋求和平的愿望 。 约
”

即
“

十条政策
”

。 随后于
“

五一

”

期间参加了北

月 日
， 毛泽东复 电达赖 ： 祝贺他亲政 ， 欢迎速派 京劳动节庆祝活动 。 月 日 第二次谈判 集 中商

代表赴京和谈
“

。 接到 毛泽东的复信后 ， 亚东噶 讨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问题 。 月 日 第三次谈

厦官员经过多次讨论 ， 决定派代表赴京谈判 。 判 围绕着进军人数 、 驻地 、藏军改编等问题展开讨

月 日
， 西藏地方政府从拉萨派 出 的代表土 论 。 中共 中央为表明诚意 还商定了 《关于人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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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军进驻西藏的若干事项的规定 》 ， 由双方内部掌 意 ，
于是接受 了这

一

条 。 月 、 日 西藏谈判代

握 。 随后 转人对
“

十条公约
”

内容的讨论。 月 表两次给亚东噶厦拍发电报说明 亚东噶厦 月

日第 四次谈判 。 后来 在谈判设立军政委员会
，
特 日 复电同意承认班禅灵童身份

“

班禅灵童问题 ， 扎

别是恢复班禅固有地位问题时 ， 曾一度出现僵持局 什伦布寺四个堪布与堪厅官员联席会议 ，竭力要求

面 。 月 日 第五次谈判 。 月 日 第六次谈判 ， 达赖喇嘛认定 ， 此次汉方坚持要求认定班禅 我们

顺利达成协议 ， 协议条款由 原来的十条增至十七 驻阁驻外的也一

致同 意
”

。 接到亚东噶厦复 电

条。 月 日 最后一次谈判 研究协议的藏汉文表 后 双方立即达成协议。

达等技术问题 。 第三
，
设立军政委员会 。 李维汉提出将在西藏

谈判中争论的焦点有三个 ： 设立军政委员会写进协议 ， 刚听完翻译 ， 西藏代表

第一

， 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巩固国防 。 因西藏 马上表示不满 ：

“

我们 已经有了噶厦政府 再搞个什

地方政府曾交代不得许诺 并且要求进人康区和藏 么军政委员会 ， 不是在我 们 的脖子上又骑个人

北的解放军撤走 ，
印度总舰赫鲁曾说

， 承认了
“

解 吗 ？

”

。 翻译平措旺杰及时解释
“

又骑了个人 ？ 那

放军进驻西藏
”

这一条 西藏今后就会有很多困难 。 你们说说看 将来军政委员会成立 了 最高首脑会

因此西藏和谈代表不愿接受
“

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

是谁呢？ 还不是达赖喇嘛吗 ？ 怎么会是脖子上又

这一条 。 阿沛 阿旺晋美说 ：

“

噶厦当局不赞成解放 骑了个人呢 ？

”
— 经过多次协商 ， 西藏代表认

军进藏 。 西藏的东部 、北部与内地相连 只有南面与 为
“

解放军进西藏 中央代表也到西藏 没有一个

印度比邻 。 如果边境有事 再请解放军进去 。 如果 统一 的机关 ， 不好开展工作 。 军政委员会就是这样

这样不行的话 ，
还可以把藏军扩大 并编成解放军的

一

个机关 。 既然军队都同意进去了
， 成立军政委员

一

部分 ， 对外宣称 已 有解放军了
”

。 中央政府 会也就是件小事了 。 因此 ，
必须承认

”

。

谈判代表拿出清代历史文件
，
证明 中央政府有权派 协议签订后 ， 西藏谈判代表将

“

十七条协议
”

的

军队人藏是遵循先例 解释了人民解放军进藏的 目 内容发到亚东噶厦 ， 引起强烈反响 少数亲帝分离

的和任务 这使西藏代表消除了顾虑 就积极协助 主义者甚至认为协议丧失 了西藏所有 的权利 。 随

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达成了协议 。 后围绕协议召开会议 ， 在亚东的僧俗官员 和三大寺

第二
， 班禅的地位 、 职权 。 李维汉提出将班禅 堪布 三十多人参会 。 会议结果 ： 拥护

“

十七 条协

的地位 、职权等写人协议 。 西藏谈判代表认为
“

现 议
”

；
达赖返 回拉萨 。 亲帝分离主义者会上辩论失

在是中央和西藏地方的谈判 要讨论解决中央和西 败后设置签瓶 ， 请达赖亲 自抽签 ，请示 出国 、返拉究

藏地方的关系问题 而班禅是西藏内部问题 ，与这次 竟哪种做法有利 结果达赖抽 到
“

返拉萨有利
”

的

谈判没有关系 。

” “

九世班禅圆寂后 曾在青海 、西藏 、 签 。 会议和抽签结果都认为返回拉萨有利 。 谈判

西康地区遴选出三位灵童 ， 究竟谁是真正的九世班 代表 年 月 底回到亚东 ，
通过噶厦向达赖呈交

禅转世灵童 ， 达赖喇嘛 、 西藏当局尚未表态 。 也就是 了
“

十七条协议
”

和附件 。 噶厦把答复拥护执行十

禅的确定还是问题 怎么能谈他和达赖 、西藏噶 七条协议的时间推迟到返 回拉萨以后 等到达赖于

厦的关系以及在西藏的地位问题呢
”

西藏谈 月 日 返回拉萨后 噶厦对执行十七条协议的 问

判代表表示无权处理此事 ， 根本不愿谈 。 李维汉通 题仍然拖延应付 ，
迟迟不表明态度 。 月 日 召

过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范明得到 了原 开西藏全区大会讨论
“

十七条协议
”

地方政府全体

国 民党政府颁给十世班禅 的封册和印鉴等十世班 僧俗官员 、 三大寺在床堪布 、各岭 、藏军 团 中 的 甲

禅合法地位的证据 。 中央谈判代 表孙志远提议 ： 本 、久朗 、领炯职员 以上的三百多人参会。 会上 阿
“

在协议里写上 ： 恢复九世 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 沛 阿旺晋美报告了签订
“

十七条协议
”

的经过 。 经

和好时固有的地位和职权
”胃

西藏谈判代表清 过讨论 ， 大家
一

致表示拥护 。 达赖看了全区大会的

楚 ： 从五世到十二世达赖喇嘛期间 ， 西藏噶厦和扎 呈文后 于 年 月 日 致电毛泽东 拥护
“

十

什伦布寺关系和好 ， 这是历史事实
， 没有理由不同 七条协议 。

”

谈判方案的最终成果 、具有法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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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将产生深远历史影响 的政治文件——
“

十七 西藏 ，还要发展繁荣西藏 大力发展生产力
’ 因此提

协议
”

赢得了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承认和接受 。 出 大力发展西藏的经济 、商贸和文化教育事业 ，
着

三
“

十七条协议
”

的正文 力改善民生 。 见第九 、 十条 。

年 月 日
，
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 第六 法定效力依据 。 生效的前提条件是双方

政府双方代表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 全权代表签字并盖章 。 见第十七条 。

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 协议有十 毛泽东对协议给予 了肯定 ：

“

这个协议符合于

七项条款 通称
“

十七条协议
”

） 标志着西藏和平解 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 的利益 ， 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

放正式实现 ，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 ， 西藏作 各 民族人民的利益
”

。 达赖认为
“

双方代表在

为一个地方行政区域与 中央人民政府 以政治关系 友好基础上 ， 已于 月 日 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

为纽带的全面关系得以建立 。 协议包括协议正文 藏办法的协议 。

”

同时表示 ：

“

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

和两个附件 ， 其中正文全文于 年 月 日 《人 僧俗人民一致拥护 ，并在毛主席及 中央人民政府领

民 日 报 》公布 。 导下 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 巩固国防 ，
驱

“

十七条协议 正文的基本内容包括 ： 逐帝国主义势力 出西藏 ， 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

第
一

， 明确主权归属 。 第
一

条开 门见山 强调 一

” “

从此 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

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 。 西藏地方 祖 国大家庭中 在中央人民政府统
一

领导下 得以

整体利益的维护依赖于西藏 同胞 自 身 的团结和努 永远摆脱帝 国主义的羁绊和异 民族的压迫 ， 站起

力 要对内爱国爱藏 ； 对外反对侵略 、反对分裂 。 西 来 ， 为西藏人民 自 己的事业而努力
”

。

藏涉外事务由 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 这是
“

十七条协 （ 四
“

十七条协议
”

的两个附件

议
”

最重要 的
一

项条款
， 是其灵魂 。 见第

一

、 十四
“

十七条协议
”

附件一

、
二由 于涉及军事机密和

条 。 国家机密 ， 当年未予公布 分别于 年 、 年

第二 驻军西藏 。

“

国无防不立
”

， 国 防的 目 的在 首次对外公布 。 附件
一见为纪念西藏和平解放

于捍卫国家主权 、维护国家安全 、保卫国家领土完 周年 ， 由廖祖桂著 、 中 国藏学出版社 年 出版的

整 ， 军队是捍卫国家主权的基本力 量 。 除外交之 《西藏的和平解放》 ；
附件二见为纪念西藏 自治区成

外 ， 军事管辖权是
一个国家履行主权的另一个标 立 周 年 ， 由 西藏 自 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

志 。 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是行使国家主权的必要 编写 、西藏人民 出版社 年出版的《和平解放西

措施 。 协议强调要保持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 ，
藏 藏》 。

军的出 路是逐步改编为解放军 中央人民政府驻藏 附件 《关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若干

军事机构费用及军费 由 中央人民政府供给 。 见第 事项的规定 》

【 “ 基本内容有七条 ： 驻藏兵员数量 ，

二
、八 、 十三、 十五 、 十六条 。

一

个军左右 ； 驻地范围 ， 国防要点及交通要点
；
领导

第三
，
民族宗教政策 。 实行民族区域 自 治制 机关 中央人民政府人 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藏军去

度 藏族同胞管理 自 己的事务 尊重和保障群众宗 向 ， 维持治安 、 统一调整改编 、 民兵复员 ； 驻藏军事

教信仰 自 由 。 这两条从法理上保证了 群众的政治 领导机构名称与领导人员合法性来源 驻藏军事领

权利和宗教权利 不至于因西藏解放受到影响或改 导机构为西藏军区 军区领导人选由 中央人 民政府

变 。 见第三 、七条 。 委任
；
经费来源 ，

驻军费用由 中央人民政府供给 ； 西

第 四 ， 政治格局走 向 。 西藏解放后 政治制度 藏地方的职责和义务 ，西藏地方政府有职责和义务

会不会大变样 ？ 这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关心的 问 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株及其他 日 用品及

题
，
答案是 ： 尽力维持 。 对西藏两大领袖达赖和班 满足国防建设需要 。

禅的职权地位给予充分保证 ， 为班禅返藏创造条 附件二——《关于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和平

件 。 见第四 、 五 、六 、十一

、 十二条 。 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 声明 》 基本内 容有两

第五 可持续发展 。 中 国共产党不仅仅要解放 条 ： 西藏有负 责执行协议的义务 ； 达赖 自行选择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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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不 因其思想波动而影响职权和地位 。 达赖去向 的努力

”

、 在致达赖的信中表示 ：

“

我希望你和

不好估测 ，
故为达赖预留 了宽松的政策

，
这是 团结 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

达赖的重要措施 。 西藏办法的协议 ，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

藏地区
”

。

“

西藏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 是中 国

结 语 共产党解决国 内
一个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和 民族

内部的 团结问题的光辉成就
” °

。

中华 民族的凝聚力 、 向心力与新中国蒸蒸 日 上 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两位宗教政治领袖

的发展形势是谈判得以进行 、协议得以签订的前提 及阿沛 阿旺晋美等爱 国主义者的支持拥护 ， 是谈

条件 。 包括噶厦僧俗官员在 内 的西藏各阶层人民 判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 达赖亲政前 ， 西藏地方政

群众 ， 都渴望在祖国怀抱中与和兄弟 民族共同分享 府中的亲帝分离分子主导并阻挠了谈判进程 ， 虽有

身为炎黄子孙的 自 豪感 实现共同发展与共同 繁 中 央人民政府多次号召 、邀请 ， 但始终迈不出谈判

荣。 虽然 内有亲帝分离分子的阻挠 、外有外国侵略 的实质步伐 。 提前亲政后 达赖以大局为重 尊重

者的撺掇 但西藏各阶层群众的主流是爱国 的 ， 是 大多数官员 的意见 ， 使谈判进人了正轨 。 正如毛泽

维护 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 。 达赖提前亲政后第 东在协议签订后第二天即 月 日 致信达赖 中提
一

件大事就是遵循历史定制 ， 向 中央人民政府报告 到 ：

“

西藏地方政府在你亲政之后 开始改变以往的

亲政情况 显示了达赖对 中央人民政府和对西藏地 态度 ， 响应 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 派

方政府积极 、负 责的态度 。 准备谈判方案
，
派出谈 遣以阿沛 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到北京

判代表团 ， 表达了西藏希望通过谈判紧密融人祖 国 举行谈判 。 你 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
”

。 班

的决心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以社会主义国家 禅 自 新中 国成立伊始 就表态拥护中 央人民政府
，

的面 目 屹立于世界东方 开启 中华民族向前的新征 积极支持西藏融人祖国 。 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

程 。 新中 国蒸蒸 日上的发展形势使包括西藏藏族 团抵京时 ， 班禅也从西宁塔尔寺来到了北京且谈判

同胞在 内的各民族都对新 中国充满了希望 ，这是推 期间 一直在京 这是对和平解放西藏最有力 的支

动谈判不断向前的基础和必要条件 。 持 。 阿沛 阿旺晋美 自 昌都战役开始就有与解放军

中 国共产党的正确决策 ，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 谈判的打算 后受命西藏地方政府以谈判首席代表

一

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灵活机动的 战略战术 是谈判 身份直接参与谈判 ， 为协议签订在西藏谈判代表 中

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 。 谈判中 李维汉在几个关键 间做了大量解释工作 ， 为双方谈判顺利进行起到了

问题上通过有力的说服工作 通过耐心地等待与沟 重要的沟通 、协调作用 。 回拉萨后 ， 在全区大会上

通 促成了协议的签订。 协议使十世班禅在九世班 详细报告谈判经过 使协议为西藏地方政府和达赖

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时隔 年之后返回西藏扎寺 接受 为协议签订后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

伦布寺 ， 重新获得其固有地位和职权 ， 促成 了达赖 从提出
“

六项条件
”

到签订
“

十七条协议
”

为时

和班禅的团结并进 。 驻军西藏 是维护国家统一和 一年 ， 见证了解放西藏所走过的
一

段段历程 ， 见证

国土安全的有力举措 它使西藏
“

有边无防
”

的局面 了 中 国共产党和平解放方略在西藏的实现 。 在
一

一

去不复返 。 设立军政委员会 后改设西藏 自 治区 定意义上讲
，

一部西藏和平解放史
，
就是

一部谈判

筹备委员会 ） ， 为在西藏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机构 方案酝酿完善实施史 。

奠定了基础 ， 避免了尔后政出 多门 从施政源头保

障了政权的统一性 、稳定性 。 签订协议不易 ， 而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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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签订是办了
一件大事

， 这是
一

个胜利 。 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 ， 中共西 藏 自 治 区 委员会 西藏工作

但这只是第
一步 ， 下一步要实现协议 ’ 还要靠我们 文献选编 挪 上 北京： 中 央文献出 版社



	

董传奇 ：和平解放西藏谈判 方案之成型成熟过程探析

《 当代 中 国 》
丛书 编辑委员 会 当 代 中 国的 西藏 北京 ： 集领导 小组 和平解放西藏 拉萨 ： 西藏人民出 版社

当 代 中 国 出 版社 阿沛 阿 旺晋美 西藏历 史发展的 伟大转折——纪念《 关

中共 中 央文献研究 室 邓 小平年谱 一九四
——九七 四

）
于和平解放西 藏办法 的协议 》签订四 十周 年 中 国 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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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的地方官员的双重身份 。 达赖与欧洲 国王不同 ，他 廉湘 民 年 至 奶 年西 藏地方政府行政体制研究

不是独立于清中央的
“

国王
”

， 而是身着宗教外衣的 中 国社会科学院

全藏区 的僧人大领主兼任地方政府长官 。 西方某
王森 西 藏佛奴展史闻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 出版社 ，

些藏学者将五世达赖说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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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

和独立的西藏的
、 丨 丨 丨 女 —丄 ⑷ 西 藏 志 卫藏通 志 （ 合刊 ） 杠 萨 ：

西藏人民 出 版社
，

唯一君主 ， 其政治 目 的是企图 以此歪 曲西藏历史 ，

否定 自 五世达赖始顺藏拥有主权 ， 藏为
何条翔 藏语岡 上 海广 智 书局 宣 统二年

“

独立国家
”

从此将清中央对西藏地方施以主权管
《清高 宗 实录 》卷

理的施政 ， 污蔑为所谓
“

人侵
”

、

“

干预
”

的政治图 张其勤 清代藏事辑要 拉萨 ：
西 藏人民 出版社

谋 。 在上述铁的史实面前 ， 对五世达赖是
“

统
一

和 迈克 尔 范沃 尔特 范普拉赫 西藏的地位
， 年中央

独立的西藏的 唯一君主
”

的谬论 ，予以戳穿 ，恢复历 统战部 内 部打印资料

史本来面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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