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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自 治区成立过程述论
°

梁俊艳

［摘要 ］ 从 1 9 5 6年 4 月 成 立 西藏 自 治 区 筹 备委 员会到 1 9 6 5 年 9 月 成 立 西藏 自 治 区
， 西藏地 方 的政杈建设

走过 了近 1 0个年 头 ， 其 中 包括 经历 平 息 武 装叛乱 和 实行 民 主 改 革 等重 大 事件 ，
以及各项 工作 前 期 的 准

备 ， 真正到 1 9 6 5 年西 藏 自 治 区 成立 这一重 要历史 时 刻 ， 由 于万 事 齐备 的 缘 故
，
重大建 制 事项 并不 太 多 ， 相

应 的研 究也 比 较欠缺
， 这与这

一

重 大事件所 具有 的 地位和 意义 不相 符合 。 文 章利 用 档 案 、报刊 等资 料 ，

在 吸 收前 人研 究 成 果 的基础 上 ， 对西藏 自 治 区成 立 前 的 准备工作 、 正 式成 立 的 过程 ，
以及西藏 自 治 区 成

立 后所 采取 的各项举措进行 了 梳理 ，
以展现这

一 重 大事件 的 历史概貌 ， 进而据 实认识 西藏 自 治 区成 立 的

伟 大 历史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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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6年 4 月 2 2 日
， 西藏 自 治 区筹 备委 员会成立大会隆重举行。 5月 1 日 ，大会通过了 《西藏 自 治 区筹

备委员会组织简则＞ 。
②西藏的 特殊情况决定 了西藏 自 治区 筹备委员会用 了长达 9 年时间为西藏 自 治

区正式成立做准备 ， 而 自 治 区成立及其伟大历史意 义值得深入探讨 。

一

、 西藏 自 治 区成立前 的准备工作

（
一

）基层普 选工作 的 展开

在平叛改革中 ，西藏劳动人民彻底摆脱了封建农奴制束缚 ，
在政治上 、经济上翻 了身 ， 民主意识也 日

益高涨 ，
迫切要求民主建政 ，

加速了 实施民族 区域 自 治 的进程 。 在这种情况下 ，农牧 区的基层政权如 雨

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 ，进
一

步建立和健全人民 民主

制度 ，在条件成熟 的 地区实行普遍选举 ， 成了
一

项迫切的重要课题 。
③

① 本文系中 国 藏学研 究中 心国家重大科研项 目 《西藏通史 ＞ 成果之一 。

② 中 共西藏 自 治 区委 员会党 史研究室编著 ： 〈 中 国共产党西藏 历史大事记 （ 1 9 4 9
一

2 0 0 4 ） 〉 ［Ｍ ］第 1卷 ， 北京 ： 中共 党史出 版社 ， 2 0 0 5

年 ， 第 9 2页 。

③ 中 共西藏 自 治区委 员 会党 史研究室 ： 〈 西藏革命史 》 ［
Ｍ

］ ， 拉萨 ： 西藏人 民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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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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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9年 1 0 月 3 0 日 ， 中共西藏工委发 出 指示 ， 要求在 民主改革 中 建立各级政权组织 。 指 出 在平叛后 ，

西藏实行
“

三反
”

、

“

双减
”

，
进行土地改革 ，

逐步建立了 县 （大部分 ）人 民政府 ，
农区 、 半农半牧 区大部分地

区建立了县 、
区 、 乡 农 （牧 ） 民协会 ，

为今后在全区开展 的建政工作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 还指出 ， 西藏 的建

政工作 ，必须贯彻人 民 民主专政和 民 族区域 自 治的原则和精神 ， 自 上而下地结合起来进行 。 鉴于西藏普

选条件 尚未成熟 ， 当前建政方法可采 用 委派 制度 。 随着 民 主改革的 完成 ，

逐步建立 区 、 乡 人 民政府 ，县 、

区 、 乡 人 民政府成立时要 召开人 民 代表会议 。
？

1 9 6 0年 1 月 7 日
， 国务院 通过 《关于西藏地 区市县行政 区划分的 决定 》 ，将西藏地区原有的 8 3个宗和

6 4个相 当 于宗的 独立谿卡合并划 分为
一个市 、 7 2个县

，
设立 7个专 员公署 。

② 4 月
， 自 治 区筹委会根据国

务 院规定对全 区行政区划进行调整 ，
将西藏地区原有的 8 3 个宗和 6 4个相 当于宗的独立谿卡

，
合并划 为一

个拉萨市 以及 昌都 、江孜 、 日 喀则 、 塔工 、黑河 、 山 南 、阿里等 7个专员公署 ， 并分为 7 2 个县 （ 包括县级区 ） 。

到 1 9 6 0年底 ，
全区建立 了 区级政权 2 8 3个 、 乡级政权 1 0 0 9个 。

③

为了 做好普选工作 ，西藏工委在 1 9 6 1年初 即 决定成立普选工作筹 备小组 ， 负责 普选前的
一切准备工

作 。 1 9 6 1年 5 月 ， 颁发了 《西藏 自 治 区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条例 》 以及 《 西藏 自 治 区各级人 民代表大

会和各级人 民委 员会组织条例 》 。 《选举条例 》 中规定
“

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
由 自 治 区境内 各民

族人民普选的 方法产生 ， 不具备普选条件的 乡 、 县 ， 可 以 召开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 ，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

权 。 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的代表 ， 由本 级人 民政府和有关方面协商 产生 。

”

《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 各级人

民 委员 会组织条例 》 中规定 ：

“

西藏 自 治 区是中 华 人 民共和 国 的
一

个行政区域 ，
是 民族 自 治地方 。

” “

自 治

区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 民委 员会 ，是工人阶级领导 的 、 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 的 ，
团结各 民族 、各阶层

和 一切爱 国进步人士 的人 民 民主专政的地方 国家机关 。 自 治区人 民 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是西藏 自 治

区的 自 治机关 。

” “

自 治 区各级人 民 委员 会 ， 即 自 治 区各级人 民政府 ’ 是 自治 区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的执行

机关
，
是各级地方国 家行政机关 。

”

④

1 9 6 1年 9 月
，
西藏 自 治 区筹备委 员会常 委会决定在全区进行民主选举试 点工作 。 9 月 1 9 日

，
又决定成

立西藏 自 治 区选举委 员会 ，
由班禅额尔德 尼任 主席 ， 张 国 华 、阿沛 ？ 阿 旺晋美 、 帕 巴拉 ？ 格列 朗杰等任 副

主席⑤ 。 经 国 务院 批准 ， 西藏 自 治 区选举委员 会于 1 9 6 2年 8 月 2 5 日 正式成立 ⑥
，并举行 了第

一

次 全体委

员会议 ， 决定建立西藏各级选举机构 。 此后 ，从基层 开始 ，
逐级选 出 人 民 代表 ， 召 开人 民 代表大会 ，

建立

人 民政权的工作 ，
经过试点 ， 有准备

， 分步骤地开展 。
⑦

各地基层普选工作进行得热烈 、 隆重 。 在选举的 日 子里 ， 各 乡 各选区 的投票站彩旗招展 ，
锣鼓喧天 ，

像过节一样 。 选 民们穿着新衣 ， 成群结队 ， 手捧洁 白 的 哈达 ， 举 着象征丰收 的染 色青稞穗 ，
老人拄着 拐

杖 ， 妇女有 的怀抱婴儿 ，
兴高采烈 地走 向 投票站 ，

投下 自 己庄严 的
一

票 。 不 ｍ字 的人 ，
在候选人 的背后放

下
一

粒涂 着红色 的石子或 蚕豆 ， 作 为投给最满意 的人 的
一

票 ， 或者把候选人的帽 子放在主席 台 上 ，将石

子或 蚕 豆投入最满意的人 的帽 子里 。 选民 们选 出 自 己称心 如意 的代表 ， 心 情十分激动 。 墨竹工卡县塔

巴 乡 的百 岁 老人库拉说 ：

“

在 旧 社会里 ， 为领 主支了
一

辈子差 ，干 了

一

辈子牛马活 ，
连说话 的权利都没

有 。 在新社会里 ，我终于有 了 当 家作主 的权利 。

”

⑧堆龙德庆县古荣 乡 6 4 岁 的 翻身 女 农奴仁增拉姆说 ：

“

过去我是
一

头衰老的毛 驴 ，
终年驮着沉重的驮子 ，

连说话 的权利都没有 。 在共产党领导 下 ，
我真正成 了

主人啦 ！

”？选举结束后 ，
选 民们 唱歌跳舞 ，演 出 藏戏 ，歌颂共产党 。 然后 召开 乡 人 民 代表大会 ，

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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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人 民 委员会 。

到 1 9 6 5年 7 、 8 月 份 ， 全区的 乡 、县选举工作基本完成 ，
共有 1 3 5 9个乡 、镇召开了 人民代表大会 ，

选 出 了

正 副 乡长 、 区长 。 另 有 5 6 7个 乡 、 镇召 开 了人 民代表会议 ， 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
选 出 了 正 副 乡 长 、 区

长 。 这两项选举 占全 区 乡 、 镇总数的 9 2 ％ 。 在完成基层选举 的基础上
， 有 5 4个县召开了 第

一

届人 民代表

大会 的第
一

次会议 ，

1 6个县 召开 了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 ，
选举 出 了正 副县长 ，建立 了县人民委员会 ，

还选 出

3 0 1 名 出席 自 治 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其 中上层人士 占 1 1％ 以上 ） 。 全 区有 1 1位昔 日 女奴隶 、女农奴当

选为正 副县长 。
？

西藏通过 自 下而上 的 民主选举 ， 加强 和 巩固 了人 民 民 主政权 ， 保证了 人 民充分行使 当 家做主的 权

利
，也为正 式成立 自 治 区打下 了基础 。 召幵 自 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表明 ，

正式成立西藏 自 治 区的条件已经

成熟 。

（
二

） 国 务 院 、 全 国 人大 常委 会、 国 家 民委 发 电 报 祝 贺 6 治 区 成立

1 9 6 5年 8 月 2 3 日
，
国 务院 全体会议举行第 ｉ 5 8次会议 ，

讨论了西藏 自 治区 筹委会关于正式成立西藏 自

治 区的报告 ，
同 意于 1 9 6 5年 9 月 1 日 召开西藏 自 治 区第

一

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
一

次会议 ，
正式成立西藏 自 治

区 。 这个议案 将提交全 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 。
②

8月 2 5 日
， 全 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 1 5 次会议 ， 讨论了 成立西藏 自 治区 的 问题③ 。 会议通过决议 ： 批准

国 务 院提 出 的议案 ，
成立西藏 自 治 区 。

④

8 月 2 8 日
， 中 华 人民共和 国 民族事务委员会打 电报给西藏 自 治 区 第

一 届 人 民代表大会第
一

次会议 ，

热烈 祝贺西藏 自 治 区成立 。 电文 中 指 出 ：

“

西藏人 民在保卫祖国边疆 ，
在民 主革命 和 生产建设各方面所

取得的伟大成就 ，
是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 民族团结政策 的胜利 ，

是毛泽东 思想 的伟大胜利 。 西藏 自 治区

成立是西藏人 民 和我国 各 民族人民 的大喜事 。 深信西藏 自 治 区人民必将在 中 国共产党和各 民族人民伟

大领袖 毛主席的英 明领导下 ， 同全国 各兄弟 民族
一

起 ，高举三面红旗 ， 团结互助 ，艰苦奋斗 ， 在建设社 会

主义新西藏 的伟大事业中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
为巩 固 国 防 ，

为加强 民族团结 ， 为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事业作出更大 的贡献 。

”

⑤

8 月 3 0 日
，
全 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向 西藏 自 治 区第

一

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
一

次会议发 出 电报 ，

祝贺西藏 自 治 区的成立 ，
强调 ：

“

西藏 自 治 区的成立 ，标志 着西藏人 民 的 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到
一

个新的

历史阶段 。 这是西藏人民废除农奴制 、实 现民主改革 以后的 又
一

个伟 大胜利 。 这是中 国共 产党 民族 团

结政策的 光辉成就 。 这是西藏人民的 大喜 事 ，
是全 国 各族人民的大喜事 。

”

？

8月 3 1 日
，
国务院打 电报给西藏 自 治 区第

一

届 人 民代表大会第
一

次会议 ，祝贺 西藏 自 治 区成立 。 文

中特别 回顾了 1 9 5 1年 以来的主要成就 ：

“

解放十五年来 ，西藏人民在 中 国共产党和毛 主席的英 明领导下 ，

在 中 国人 民解放军的英勇保卫下 ，获得了
一

系列 的伟大胜利 。 这些胜利主要是 ： 平息 了 达赖叛 国 集 团发

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 ；
进行了 民主改革

；
开展 了互助合作运动和爱 国增产运动 ，

连续六年获得农业丰收 ，

畜牧业稳步增长 ，
工业 、交通 、 商业 、文教卫生各项建设事业也都取得 了 很大成就 ；

并且对加强 民族团结 、

巩 固 祖国 统
一

、保卫祖国边疆作 出 了重大贡献 。

”

表示
“

西藏 自 治 区 的成立 ， 标志 着西藏各族人 民真正成

为西藏的 主人 。

”

希望西藏各族人 民发扬
“

当 家作主 的 革命精神 ，
自 力更生 ，

奋发 图强 ， 努力进行各项生产

建设事业 ， 加强人 民 民主制 度 ， 巩固 人 民 民主专政 ， 为保卫边疆 、 巩固 国 防 ，
为建设社会主义 的新西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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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 ！

＂①

几份贺 电各有侧重 ， 都 表达了对西藏 自 治 区成立的祝贺之意 ， 同 时也表达了 中央和全国 人民对西藏

各族人 民 的关心 ， 以及对西藏未来发展 的美好祝愿 。

（三 ） 中 央代 表 团抵达西 藏

1 9 6 5年 8 月 2 9 日 ， 受 中共中央委托 ， 以 国 务院副 总理谢富治为 团长的 中央代表 团 ，
到拉萨祝贺西藏 自

治 区成立 。 随行的副 团长有 ： 中央人 民政府驻西藏 代表 、 中共中 央西南局书 记处书记张经武 ， 中共中央

统战部 副部长 、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 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春等 。 代表 团 包括 中 央各个部 门 、全 国 2 7个省

市区 、 1 6个少数民族 自 治区 的代表 ，
以及 6个文艺 团 体共 3 6 0多 名文艺工作者 。 中 央代表团带来了毛主席

像 （彩色版 ） 3 0 万张 ， 《 毛泽东著 作选读 》 （藏文版 ）
8 6 0 0册

，
步犁 4 2 0 0部

， 民 族宫 牌毛刷 1 0 0 0 0副
，
手摇牛

奶分离器和 奶 油搅拌器各 1 0 0 部 ， 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 2 1 8 0部等礼 品 。 中央代表 团 受到 拉萨各族 各界

1 2 0 0 0人的 隆重 、热 烈的 欢迎 。 西藏 的有关部 门 在作为西藏 自治 区第
一

届人 民 代表大会第
一

次会议会场

的拉萨劳动 人 民文化宫 里 ，
辟出

一

间 陈列室 ， 陈 列 出
一

部分礼品 ，供 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参观 。
？

为庆祝西藏 自 治 区的成立 ，周 恩来 总理给各县赠送了
一

部越野小汽车 ， 给各区 、 乡配 备了
一

部适应

高原气候的半导体收音机和高压锅 ， 给各边防 哨卡配备 了必要的设备 。
？

此外 ，
为庆祝即将正式成立西藏 自 治 区 ， 国务院拨下专款 ，西藏工委动 员拉萨市党政军 民

一

齐努力 ，

在拉萨新建了 劳 动人 民文化宫 、 西藏革命展览 馆 、 百货 商店 、 人 民 路饭店等
一批崭新的 现代化城 区建

筑 。 在没有碎石机的条 件下 ，
拉萨市委发动全体拉萨市 民硒石块 ， 修筑了 西藏 第

一条柏 油铺设的 人 民

路 。 拉萨城区 的面貌焕然
一

新 ，增 强了 浓烈的节 日 气氛 。

8 月 3 0 日 下午 ，
前来祝贺西藏 自 治 区成立的 中央代表 团 团长谢富治接见了 西藏 自 治区筹备委员 会全 ．

体常务委员 。 在接见大家时指 出 ：

“

你们在祖 国 西南边疆工作 ，
很艰苦也很辛苦 。 我们代表党中央 、 毛主

席 、刘主席和周 总理 向 你们 表示慰 问 。

”④与代表团 团 长
一起接见西藏 自 治 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的还

有 中央代表 团副 团长 、 中共 中央统
一

战线工作部副部长 、 民族事务 委员会副主任刘 春 ， 中央代表团 团 员 、

中共中 央西南 局书 记处书记阎 秀峰 。 被接见 的西藏 自 治 区筹备委员 会常务委 员 中有 ： 西藏 自 治 区筹备

委员 会代理主 任委员 阿沛 ？ 阿旺 晋美 ， 副主任委员 帕巴 拉／ 格列 朗杰 、 朗顿 ？ 贡噶旺 秋 、 协绕顿珠 （杨东

升 ） 、 崔科 ？ 顿珠才仁 ，
常务委员 多杰才旦 、 洛桑慈诚 、邦达多吉 、桑颇 ？ 才旺仁增 和其他列席会议的 各部

门 负责人 。 陪 同接 见的还有 中 共西藏工委第二书记张 国 华 ，
副书记周仁山 、王其梅 。

⑤

8月 3 0 日 晚 ，西藏 自 治 区筹备委员会设便宴欢迎前来祝贺西藏 自 治 区成立 的 中央代表 团 。 中央代表

团 团长 、 副 团长以及中央人 民政府驻西 藏代表 、 中共 中央西南局书 记处书记张经武等代表 团 全体 团 员 出

席 了宴会 。 出席作陪的有西藏 自 治 区筹备委员 会代理主任委员阿沛 ？ 阿旺晋美 ， 中共西藏工委第二书

记张 国 华 ， 自 治 区筹委会 副 主任委员帕 巴拉 ？ 格列 朗杰 、 朗顿 ． 贡 噶旺秋 、 崔科 ？ 顿珠才仁 ， 中共西藏工

委 副书记周仁 山 、 王 其梅 、郭锡兰 、苗丕
一

、杨东生 、麻贵书 和 中 国 人 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首长 陈明义 、 任荣

等 。
？

8 月 3 1 日
， 前往拉萨祝贺西藏 自 治 区成立的 6 个文艺 团体在拉萨举行首次演 出 。 演 出 分别在拉萨市

区和市郊 5个场地进行 。 中 国京剧院二 团 、 中央 民族歌舞团 、 中 国 青年艺术剧院 、 中央 民族学院艺术 系师

生组成的文艺 队 、 重庆杂技 团和 内 蒙古 自 治 区
“

乌 兰牧骑
”

的
一

个 队 ，都做了精彩表演 。 中央民族歌舞 团

和 中央 民族学院艺术 系演 出 的 《百万农奴站起来 》 ，强烈地吸 引 着 观众 ， 穿 着各 民族盛装的演 员们 ， 在

① 《 人 民 日 报 ＞ ， 1 9 6 5年 9 月 〗 日 第 1版 。

② 《 人 民 日 报 〉 ， 1 9 6 5年 9月 6 日 第 1版
。

③ 《 中 华通鉴 ． 西 藏卷 〉 编纂 委员会编 ： 〈 中 华通鉴 ？ 西藏卷 〉 ［
Ｍ

］ ，

中 国藏学出 版社 ， 2 0 1 3年 ， 第 7 9 7页
。

④＜

人民 日 报 〉 ， 1 9 6 5年 8 月 3 1 日 第 1版 。

⑤ 同 上 。

⑥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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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高歌 ：

“

共产党 、 毛主席 ， 在您的英明领导下 ， 西藏跨越 了几个世纪 ，百万农奴挺起 胸膛 ，
当家做主 ，

建设社会主义 。

”

这时 ， 全场爆发 出 暴风雨般的掌声 。 各文艺 团体演 出 旳节 目 中 ，还有 《
庆 贺西藏 自治 区

成立 》 《 民族团 结 向 前进 》 《人民公社好 》 以及京剧现代戏 《
南方来信 》 、 话剧 《 豹子湾战 斗 》 等 。

？

中 央代表 团带着 党 中央 、 毛主 席 、刘 主席 、 国务院 和全国各族人民 的心意 ，前往西藏祝贺 ，
这体现了

中央对西藏人 民 的亲切关怀 ， 象征着各族人 民的伟大 团结 。 这是对于西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巨大鼓舞和 支持 。
②

（ 四 ） 自 治 区 筹 委会 召 开 最 后 一 次常 委会

1 9 6 5年 8月 3 0 日 ，西藏 自 治 区筹备委 员会举行最后
一

次常务委员 会议 ， 讨论并决定 了几项即将在西

藏 自 治区人 民代表大会第
一

次 会议上提 出 的重要报告 。 这是西藏 自 治 区筹备委 员会从 1 9 5 9年 3月 2 8 曰

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 以来 的第六十六次 常务委 员会议 ， 也是最后
一

次常 务委员会议 。 在过去 的 6年多

时 间里 ，
西藏 自 治区 筹备委 员会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 ， 领 导西藏人民实现 了 具有历史意义的 民主改

革 ，
发展 了 农牧业生产和各项生产建设 ，

为西藏 自 治 区的正式成立积极进行了 筹备工作 。 至此 ， 西藏 自

治 区筹备委员 会胜利 完成 了党中央和 国务院交给的光荣历史任务 。
？此次常务委 员会议 由 西藏 自 治 区

筹备委员会代理主 任委员 阿沛 ． 阿旺晋美主持 。 自 治 区筹 备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 帕 巴拉 ？ 格列 朗杰 、 周

仁 山 、 朗顿 ？ 贡 噶旺秋 、协绕顿珠 （杨东生 ） 、 崔科 ． 顿珠才仁及常务委员 王其梅等 出席了会议 。
④

会议决定 向 西藏 自 治 区第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

次会议提 出 的报告有 ： 《西藏 自 治 区各级人 民代

表大会和各级人 民委 员会组织条例 （草案 ） 》 《 关于西藏地区
一

九六四年财政决算和
一九六五年财政预

算 （草 案 ） 》 《西藏 自 治 区 选举 委员 会关于选举工作情况 的报告 （草案 ） 》
以及其他工作报告 。 在这 以前

的第六十 五次常务委员 会议上 ， 还讨论 和决定通过 向 自 治 区第
一

届 人 民 代表大会第
一

次会议所作的

《西藏 自 治区筹备委 员会工作报告 》 。
⑤

8月 3 1 日
，西藏军区军事法院根据惩办 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精神 ， 宣 判将在押期间低头认罪 、 有改恶

从善表示 的 反革命叛乱罪犯本滚 ？ 洛桑扎西 （卸任 司 曹 ） 、拉鲁 ？ 次 旺多 吉 （卸 任噶伦 ） 、松 多 ？ 坚村云登

（仁希 、 四 品官 ）等 3人予 以宽大释放 。
⑥拉鲁 ？ 次旺 多吉后来担任了西藏政协副 主席 。

二
、 西藏 自 治 区 的 正 式成立

经 中共 中央批准
， 从 1 9 6 5年 9 月 1 日 起 ， 中共西藏工委改名为 中共西藏 自 治 区 委员会 ，

张经武调 回 内

地在 中央工作 ， 张 国 华为 区党委第
一

书记 ，谭冠三 、 周仁 山 、 王其梅 、郭锡兰 、 苗丕
一

、任 明 道 、 杨东生 、 麻

贵 书 、郝平南为 书记处书记 。
⑦原西藏工委所 属 昌 都 、 日 喀则 、 山 南 、那 曲 、 阿里 5个分工委改称地 区党

委 ，原西藏工委扎东特委改为 自 治 区党委扎东特委 ，
拉萨市委 名称不变 。

⑧

（
一

）
西 藏 自 治 区 第 一届 人 民代 表大会 第

一次会议 的 召 开

1 、会议的 筹备与 召开 1 9 6 5年 8月 3 1 日 西藏 自 治 区第
一

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

次会议的预备会议在

拉萨举行 。 会议通过了西藏 自 治区第
一届 人 民代表大会第

一

次会议的议程 ，
包括 ： 请中央代表 团 团长和

① 新 华社 ：

《祝 贺西藏 自 治区成立六文艺团体在拉萨演出 〉 ［
Ｎ

］ ， 《人 民 日 报 》 ， 1 9 6 5年 9月 4 日 第 3 版 。

② 《 为建 设社 会主义 的新西藏而奋斗 》 ［
Ｎ ］ ， 《 人 民 日 报 》 社论 ， 1 9 6 5年 9 月 1 0 曰 。

③ 《 人民 日 报 》 ，

1 9 6 5年 8 月 3 1 日 第 1 版 。

④ 同上 。

⑤ 同上 。

⑥ 《 人民 日 报 》
1 9 6 5年 9 月 6 日第 2版 。

⑦ 〈 中 国共 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 1 9 4 9
一

2 0 0 4
） 》 第 1 卷

，

第 2 2 7页 。

⑧ 《 中 华通 鉴 ■ 西藏卷 》 ， 第 7 9 7
—

7 9 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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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 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讲话 ， 听取 中共西藏 自 治 区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 听取西藏 自 治区筹备委

员 会的工作报告 ， 选举西藏 自 治 区人民委 员会 主席 、 副主席 、委员 及西藏 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和各

地 区 中级人 民法院 院长 ， 通过西藏 自 治 区各级人 民 代表大会和各级人 民 委员 会组织条例 以及其他决

议 。 会议选 出 了张 国 华 、 阿 沛 ？ 阿旺晋美 、 帕 巴 拉 ？ 格列朗杰 、周 仁山 等 3 5人组成西藏 自 治 区第
一

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
一

次会议主席团 ，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预决算审查委员会 、议案 审查委员会的 委员

人选 ，通过 由仁钦索 朗 、 朗杰 、 多杰 才旦分别担任 3个 委员会的主 任委 员 。 预备会议 由西藏 自 治 区筹委会

代理主任委员 阿沛 ？ 阿 旺晋美主持 。 会议之后 ，新选 出 的西藏 自 治 区第
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

主席团 ，举行 了 第
一次会议 。

？

1 9 6 5年 9月 1 日
， 西藏 自 治 区第

一

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

次会议在拉萨劳动人 民文化宫 召开 。 主席 台

正 中悬挂着毛泽东主席的 巨幅画像 ，会场四 周 的红幅标语上 ， 用 藏汉两种文字书 写着 ：

“

高举毛泽东思想

伟大红旗 ，
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 ！

”②

大会代表 3 0 1 人 ，
出 席会议代表 2 9 3人 ，其 中 藏 族和其他少数 民 族 2 4 2人 （其 中 藏族 2 2 6 人

，
门 巴 族 、 珞

巴 族 、 回 族 、纳西族 、怒族等共 1 6人 ） ， 占 代表 总数 的 8 0 ． 4％
；
女性代表 4 4人 ， 占代表总数的 1 4

． 6％ ｅ
③藏

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 中 ， 绝大多 数是翻身农奴和 奴隶 ， 也有一部分是爱 国进步 的上层人士和宗教界人

士 。 代表 中有农奴和奴隶 出身 的县长 、 区长 、 乡 长和 中共支部书 记 ， 有矿 山 和工厂的先进工作者 ，
有小学

的模范教师 。
④在大会主席 台上就座 的基层代表索 朗扎西 ，

一生下来就是奴隶 ， 后来 又被送到寺庙 当 奴

隶 ，两次逃跑 ，两次被抓回 。 1 9 5 9年 3 月 ，西藏实行平叛改革 ， 索 朗扎西和其他农奴
一样获得翻身解放 ，

经

过共产党的教育和平叛改革实践的锻炼 ， 成为
一

名共产党员 ， 担任了 乡 党支部书记 。 自 治区人大代表 、

．
日 喀则军分区 独立营二连指 导员 大扎西也 出 身农奴 。 他 的祖父 、 阿爸 、两个姐姐都被领 主折磨而死 。

1 9 5 7年 ， 他参加 中 国人 民解放军后 ， 领主 又把他的阿妈折磨死 ，苦大仇深 。
⑤

大会 主席团执行主席 、 西藏 自 治 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 阿沛 ． 阿旺晋美在热烈 的掌声中 宣 布

大会开幕 ， 他在致辞中强调指 出
，在党 中央 、 毛主席和 国务院 的英 明领导 下 ，西藏百万农奴摧毁了封建农

奴制 度 ，行使了 当家做主的权利 ，这是西藏 的
一

个翻 天覆地 的伟大变化 。 西藏 自 治 区的正式成立 ，
则是

党 的 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 ，
是毛泽东思 想的伟大胜利 。

？

中 央代表 团 团 长 谢富治在讲话 中提到 ， 西藏解放 1 5年 以来 ，特别是平息叛乱和 民主改革后的 5年 以

来
， 西藏经历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 西藏人 民在党的领导下 ， 自 己起来革命 ， 自 己 解放 自 己 。 当

年的农奴和奴隶 ，

一 变而为 掌握 自 己命运的主人 ， 今天 的西藏 ，
是解放了 的百万农奴 的天下 。 西藏 的社

会跨越了几个世纪 ，
从封建农奴社会 ，

经过民主革命 ，
正在 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 。 西藏人 民 走 过的历史

道路
，证 明西藏人 民 只有 团 结在统

一

的社会主义祖国 大家庭内 ， 在 中 国共产党和 毛主席领导 下 ，依靠贫

苦人民
，
团结广大群众 ，

坚决起来进行革命 ， 才有可能推翻帝 国主义 、 国 民党反动 派和封建农奴主 阶级的

反 动统治 ，获得 民族的解放和 农奴解放 ， 实现人 民 民 主专政 ， 发展经济 和文化 ，
改变贫 困落后 的面貌 。 西

藏 自 治 区成立后的任务 ，
就是在中 国共产党和 中央人 民政府的领导 下 ，

在毛泽东思想 的光辉照耀下 ，
团

结藏族和 其他各族人 民 ， 高举党的
“

鼓足干劲 ， 力争上 游 ，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

的 总路线的旗帜 ，
继

续开展互助合作运动 ，
根据有利 于生产的 原 则 ， 在条件 成熟的情况下 ，

逐步地 、稳妥地实现社会主义改

造
；大力发展农业 、牧业生产 ， 因地制宜地发展工业和 交通事业 ， 相 应地发展 商业 ，

发 展社会主义 的文化

教育 、 医疗卫生事业
，
艰苦奋斗 ，把西藏建设成为

一

座屹立在祖 国 西南边疆的能 够经得起 任何风险的社

① 《 人民 日 报 》 ，

1 9 6 5年 9 月 1 日 第 1 版 。

② 《 人民 日 报 》 ， 1 9 6 5年 9月 2 日第 1 版。

③ 《 中 华通鉴 ． 西 藏卷 》 ， 第 7 9 8页 。

④ 《 当 代中 国 的 西藏 （上 ） 》 ［
Ｍ

］ ， 北京 ： 当代 中 国 出版社 ， 1 9 9 1年 ， 第 3 6 4页
。

⑤ 《 当 代中 国 的西 藏 （上 ） 》 ， 第 3 6 4
—

 3 6 5页 。

⑥ 《 人民 日 报 》 ， 1 9 6 5年 9 月 2 日 第 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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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主义 的坚强堡垒 。
？

随后 ， 中共中央西南 局书 记处书记阎秀峰 ， 中 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 员会副主席高崇 民分别 在

大会上讲话 ，并 向 西藏人 民表示热烈祝贺 。 在大会上致祝词 的还有萧 向荣 、桑 吉悦希 （天宝 ） 、吴晗 、张天

民等 。 中央代表团还 向西藏人 民赠送了礼 品 。 中 国人 民解放军 、 中央各 团体和各兄弟省 、 市 、 自 治 区的

代表 向 大会赠送了锦旗 ，
乐队 高奏 《 毛主席派 人来 》 的 乐 曲 。

②

2 、大会报告 9 月 2 日
， 中共西藏 自 治 区委员 会第一书 记张 国 华在会上作 了题为 《高举毛 泽东思 想

的伟大红旗 ， 为争取社会主 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 为建设社会主义 的新西藏而奋斗 》 的政治报告 。
③ 中央

代表团 出席了会议 。 张 国 华 的报告共分 3个部分 ，
先谈了 国际 国 内 的大好形势 ， 全面地分析了 西藏当 前

的 大好形势 。 说明 1 5年来 ，
在党 中央和 毛 主席 的英明领导下 ，西藏的革命 和建设事业取得了 伟 大的 成

就 。 在取得 民主革命伟大胜利 的 基础上 ， 西藏 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已经进入了 一个新的时期 。 其次报告

就 民主改革 、群众工作 、统
一

战线工作 、 政权 问题 、经济问题 、 干部工作 、竞的领导等方面 ，
总结 了西藏 1 5

年来工作中 的基本经验 。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谈到 西藏今后的任务 ： 必须依靠广大劳动人 民 ，
团结

一

切可

以 团结的 力量 ， 继续大力 开展互助合作运动 ， 同时在条件成熟 的情况 下 ，逐步地 、稳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
；
积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加强 国 防建设 ， 巩固 国 防 。 要在毛泽东 思想 指 引下 ，认真贯彻执行党在西

藏地 区的方针政策 ；
进一步加强政治思 想工作 ，

充分发 挥人的积极性 ， 积极发扬艰苦奋斗 、 自 力更生 的革

命精 神 ， 在全 国人民 的大 力支援下 ，
在西藏地方党委 的直接领导下 ，

团结起来 ， 为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
建

设社会主义 的新西藏奋斗 。
④

9 月 3 日
，
中央人 民政府驻西藏代表 、 中央代表 团 副 团长张经武讲话 ，

表达 了他对西藏人 民 的深厚感

情 ，这也是他辞别西藏的讲话 。
⑤

西藏 自 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 员 阿沛 ？ 阿旺晋美在 《西 藏 自 治 区筹委会工作的报告 》 中 指 出 ：西

藏 自 治 区的 正式成立 ，是西藏人民 和 全国 各族人 民 的
一

件大喜事 。 它标志着 中 国共产党 的 民 族政策的

又
一光辉胜利 ， 标志着西藏人民和祖国大家庭的进

一步亲密 团结 ，标志着西藏 以工人 阶级 为领导 、 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 民主专政进
一

步巩固 ，标志着西藏进入了
一个新的时期 。

？

报告 回 顾 了在筹备西藏 自 治 区成立过程 中所经历的斗 争 ， 回 顾了筹委会成立之后 ，
特别是在贯彻 国

务院责成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以来 ， 在平叛改革和人 民政权建设 中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主要

成绩 。
⑦他指 出 ：

一

九 五九 年 平 息 叛乱 以 后 所进行 的 伟 大 的 民 主 革命 ， 摧 毁 了 封 建农奴制 度 ，解放 了 生产

力 ， 促进 了 西 藏革 命 和建设 的 飞跃发 展 ，使西藏 在政 治 、 经 济 、 文化各个 战 线上
，
都 出现 了

一

个

欣欣 向 荣 的 局 面 。 农 业 生产 连 续六 年获 得 了 丰 收 ， 粮食 总 产 量
一九 六 四 年 较

一九 五八年 增长

百分之 四 十五 点 七
一

。 其 它农作 物 也有较大幅 度 的 增 长 。 牧 业 生产 有 了 大幅度 的 增 长 ， 牲畜

一

九 六 四 年较
一

九五 八年 增 长 了 百 分之 三 十六 点 三六 。 几年来 ， 在 改 良农具 、提 高 耕作 技术 、

兴修农 田 水利 等 方面 ， 做 出 了 不 少 成绩 ， 对迅速提 高 粮食 产量起 了 重要 的作 用 。 过去 ， 在 三大

领 主 的 黑 暗 统 治 下 ， 西藏生 产 工具和 耕作技 术 十分落后 ， 有 些地 区还是刀 耕火 种 。 现在 ，
绝大

部 分地 区 都使用 了 铁质农 具 ，有 些 地方还推广 了 新 式 步犁 和其 他新 式农具 ， 改进 了 耕作技 术 。

为 了 大力 扶持贫苦农牧 民发 展农 牧业 生 产 ， 从一 九五 九年 至
一

九 六 四 年 ， 国 家共 贷放 了 八

百 四 十七 万元 无息 和低 息 的农 牧 业 贷 款 ， 国 家还 无偿发放 了

一

百零 八万余元 ，
共 扶持 了 九 万八

① 同上 。

② 同上 。

③ 《 中 华通 鉴 ？ 西 藏卷 》 ，
第 7 9 8

—

7 9 9页 。

④ 《 人民 日 报 》 ，
1 9 6 5年 9 月 4 日 第 3版 。

⑤ 阿沛 ■ 阿旺晋美 ： 《追忆西藏 自 治区筹备和成立过程 》 ， 《 中 国 藏学 ＞ 2 0 0 6年第 1 期 。

⑥＜ 人民 日 报 》 ， 1 9 6 5年 9月 8 日 第 2 版 。

⑦ 阿沛 ■ 阿旺晋美 ： 《追忆西藏 自 治 区筹 备和成立过程 》 ， 《 中 国 藏学 ＞ 2 0 0 6年第 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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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户 贫苦农 牧 民 和 一些 贫苦 农奴 和奴 隶办 的 互 助 组 ， 有 力 地促进 了 西 藏农牧业 生 产 的 发

展 。

①

阿沛 ？ 阿旺晋美在报告 中接着谈到了 西藏人民 在工业 、交通运输 、邮 电 、 商业、 文化教育 、 医药卫生

等方面所取得的 成就 。 他说 ，解放前 ，西藏没有
一座工 厂 。 到去年年底 ， 全 区 巳经建立 了水 电站 、 农具

厂 、汽车修配厂 、筑路机械修理厂 、水泥厂 、皮革厂 、面粉厂 、 木材加工厂等许多现代化的 中小型工厂 。 解

放前 ，西藏没有
一里公路

，交通运输全靠牦牛 、骡 、马 和人背 。 现在 ， 除去大 力发展了农牧区 民 间 运输 以

外 ，在西藏全区 已经修筑公路 1 5 0 0 0余公里 ， 从根本上改变 了西藏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 ， 大大地密切了西

藏地方与祖 国 内地的 联系 。 解放前 ，西 藏没有
一

所现代 化的邮 电机构 。 现在全 区 已有 邮 电局 （所 ） 9 3

处 。 社会主义商业 阵地 日 益扩大 ，

已 初步形成 了 以 国营商业为领导 的社会主义 商业 网 。 城 乡 市场到处

都呈现
一派繁荣景象 。 民 主改革后 ， 西藏的文教卫生事业迅速地发展起来 。 现在 ，全区 已 建立起 中学 7

所 ，在校学生 7 0 0余人 ，公办小学 8 6所 ， 民办公助和 民办小学 1 5 9 6所 。 此外 ，
还建立了专 门培养藏族干部

的西藏 民族学院 、西藏行政干校和 师范学校 。 文化艺术事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 全 区 已有科学文化事

业机构 1 7 0个左右
，其中专业剧 团 5个 ， 电影放映单位 1 2 0余个 。 解放前 ，西藏没有

一所现代化的 医院 。 到

1 9 6 4年底 ，
全区 已 建立了 设备 比 较完备 的 医院 1 5所 ， 建立了县卫生院 、 医疗保健站 （所 ）共 1 4 0 多所 （个 ） ，

免费给藏族人 民治病 。
②

阿沛 ？ 阿旺晋美在谈到西藏取得各项成就的原因 时说 ，
这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伟大胜利 ，

是党 的

民族区域 自 治政策的伟大胜利 ， 是毛泽东思想 的伟大胜利 ，是翻了 身的百万农奴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艰

苦奋斗的结果 ，是全 国各族人 民大力 支援的结果 ，
是进藏人 民解放军和全体职工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

务 、不怕 困难 、艰苦奋斗的结果 。 西藏今后的任务是要继续开展互助合作运动
；
在条件成熟的地区 ，有计

划有领导地、 稳妥地 、经过试办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大力发展生产 ，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
加强国 防建

设 ，保卫国 防 ； 巩固工农联盟 ，巩 固 人民 民主专政 。
③大会代表以主人翁的负 责精神 ，认真讨论并通过了

上述报告 。

3 、欢庆西藏 自 治区成立 9 月 5 日
，拉萨风景优美的罗 布林卡成了祖国 各兄 弟 民族 人民欢乐团 聚的

场地 。 中央代表 团 的各族 团 员和前来拉萨祝贺 自 治 区成立的各族文艺工作者 ， 同 西藏 自 治 区第
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拉萨市的干部 、职工 、市 民 以及人 民解放军驻拉萨部 队的 指 战员
一起共 6 0 0 0多人 ，举

行盛大的游园联欢活动 ，热烈庆祝西藏 自 治 区成立 。

中央代表 团 团长 、 副 团长和 团 员 萧 向 荣 、桑吉悦希 （天宝 ）等 ，在张 国华 、阿沛 ？ 阿旺晋美等人的 陪 同

下 ， 参加 了联欢活动 。 来 自 全 国 各地的 各 民族代表 ， 在西 藏高原上欢聚 ，
这在西藏历 史上是前所未有

的 。

1 0多个文艺 团体 的各族文艺工作者 ， 同时联合演 出 了 许多 具有 民族特色的 精彩节 目 。 西藏乒乓球

选手们 ，做了表演赛 。 由 1 8个 民族组成的 中央民族歌舞团和 内 蒙古 自 治 区
“

乌兰牧骑
”

的演员们
，
同西藏

第
一个

“

乌兰牧骑
”

式 的文化工作 队的 藏族演员 们 同 台演 出 。

“

乌兰牧骑
”

的 蒙古族演 员 金花 用藏语演唱

的 西藏 民歌 《在北京的金山上 》 ，特别受到欢迎 。

盛大联欢活动 ，使各族人 民兄弟般的情谊又加深了
一层

。 来 自 西藏南部 山 区的珞 巴族乡 长大保说 ：

“

过去珞 巴族人民被农奴主 当做野人 ，没有任何权利 。 今天 ， 我们和 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和全国 各兄弟 民

族的代表
一起欢聚 ，这是过去从来没有想到 的 事 。

”

西蔵著名老诗 人江金 ？ 索朗 杰布看到各族人 民亲密

团结的 动人情景
，
当 场写 了

一首诗 ：

“

西藏高原的蓝天像无 比天湖 ，
各族人民的 友谊如烈 火燃烧 ；莫说我

两鬓斑 白年 已老 ，空前的盛会使我永远年轻 。

”

④

4 、大会讨论 西藏 自 治 区第
一

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
一次会议 6— 7 日 进行大会讨论 ， 有 3 0多位代表在

① 《 人 民 日 报 〉 ，
1 9 6 5年 9 月 8 日 第 2版 。

② 《 人 民 日报 〉 ， 1 9 6 5年 9月 8 日 第 2版
。

③ 同 上 。

④ 《 人 民 日报 》 ， 1 9 6 5年 9 月 6 日第 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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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发言 ， 他们热烈欢呼西藏 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取得 的 伟大胜利 ， 欢呼西藏劳动人 民 当 家做主 ， 欢呼

西藏各 民族 的大 团 结 。 代表们在发 言 中还表示拥护 中央代表团 团长 、 副 团长 以及 中共西藏 自 治 区委员

会第
一

书记 、 西藏 自 治 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等人在会上 的讲话和报告 ， 并且表示 要和 西藏 广大 劳动人

民
一

道 ，积极生产 ，努力工作 ， 用 实际行动在西藏 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中作出 贡献 。

在会上 发言 的有西藏各 阶层 的 代表 。 西藏 自 治区筹 备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帕 巴 拉 ？ 格列 朗杰在发言

中谈到 了 西藏宗教方面的 情况 。 他说 ， 西藏 和平解放以来 ，人 民解放军进藏部 队和进藏职工 ， 模范地执

行了 中 国 共产党 和 人 民 政府的宗教信仰 自 由政策 ，保护了 爱 国守法 的寺庙 ， 对宗教上层人士进行了争

取 、 团结 、 教育 、 改造的工作 ， 切 实地尊重藏族人 民的 宗教信仰 和 风俗 习 惯
， 获得 了西藏广大人 民 的赞

扬 。 在平息上层反 动分子发动 的叛乱和 实行 民主改革中 ， 党和政府使广大僧 尼从封建特权 、封建压迫剥

削 下获得 了 翻身解放 ，
过着政治平等 、宗教信仰 自 由 的新生活 。 寺庙和文物 、古迹得到 了保护 ，

就连被叛

匪破坏了 的著名寺庙如 大 昭寺 、小 昭寺 ，
被叛 匪烧毁的拉萨清真寺 ，

政府也都进行了维修或重建 。 所有

这些 ， 都受到了 广大群众和 僧尼 的热烈赞扬 。

人 民解放军驻西藏 部队负责人陈明义 ，
在发言 中介绍了 人 民 解放军驻藏部队在巩 固祖 国 国 防和 帮

助西藏人 民发展生产建设方面所作 出 的 巨大贡献 。 他说 ， 驻藏人 民解放军从 1 9 5 0年进藏 以来 ，坚决执行

了党所规定 的 既是战斗 队 、 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三重任务 ， 巩固 了 国 防
，保卫了 西藏人民 的革命和 建

设事业 。 仅据 1 9 6 0
—

1 9 6 4年的不完全统计 ， 部 队帮助群众耕种和收割 的土地面积达 1 3万多克 （

一

克约等

于一亩 ）
， 修水渠达 1 0 0多万米 ， 为 群众治病 4 7 万多人次 。 部队还进行了各种农副业生产 ，使全部蔬菜 、 部

分饲料和部分肉 类做到了 自 给 。

在会上发言 的代表大部分是来 自 广大农村 和牧区的翻 身农奴和奴隶 ，
包括藏 、 回 、 门 巴 、 珞 巴 、怒等

民族成分 。 民主改革前 ，他们被农奴主鞭打 ，有的在农奴主的逼迫下家破人亡 ，有
一个代表还被农奴主

挖掉了双 眼 。 今天 ， 他们 翻身做了 主人 ，有 的 当 了 乡 长或 乡 党支部书记 ， 有的是生产上的模范人物 。 他

们 用 自 己 的亲身经历说 明 ：祖袓辈辈遭受惨重压迫和奴役的西藏人民 ，
已 经成为决定 自 己 命运的主人 。

山 南专 区乃 东县结 巴 乡 著名 的穷棒子互助组的组员 、共产党员次仁拉姆 ， 在会上报告了这个 由 1 1 户

翻身奴隶组成的互助组 ，
发扬 自 力更生精神 ， 战胜种种 困难 ， 努力 发展生 产 ， 由 穷变 富的经过 。 这个互助

组去年每克地收 1 2多 克 （每克 2 8斤 ）粮食 ，
比 民主改革前增产 1倍半 ；耕牛 已 由 3头半增加到 1 4头 ， 毛驴 由 6

头增加到 2 4头
，
黄牛 由 2 0多头 增加 到 6 2头

；
过去的缺粮户现在家家户 户 都有 了 余粮 。 为 了更好地发展生

产 ，
走社会主义道路 ，

这个互助组还抽 出一些资金作为公共积累 。

日 喀则 专区 白 朗县杜穷 乡女 乡 长兰次在发言 中 介绍 了 杜穷 乡人 民在 民主改革后新的 生活 。 她说 ，

他们 乡 的贫苦农奴 民主改革前很多被迫过着流浪 乞讨的悲惨生活 ， 现在 ， 全 乡 家家有土地 、房屋 和牲畜 ，

粮食产量 由 每克地产 4克提高到 6克
，牲畜 由 民 主改革前的 7 9 0 0头发展到 1 4 3 0 0 多头 ， 人们还盖起 4 0 0多 间

新房 。 全 乡 过去没有
一

个识字的人 ，现在办起 了 4所 民 办 小学和 1所成人夜校 。

门 巴族代表措姆 、 珞 巴族代表大保和怒族代表梅荣等在发言 中 ，愤怒控诉了西藏农奴制度对他们 的

残酷压迫和 歧视 ，热情歌颂 了 民 主改革后西藏少数民族的幸福生活 。 他们表示今后要继续加强西藏 各

民族之 间 的 团结 ，共同 为建设伟大 的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的 新西藏而奋斗 。
？

这些人 民代表的 发言 ， 不仅对西藏各阶层人 民有很深 的 教育意义 ，
也感动了 中央代表团 到会祝贺 的

全体代表 。

（
二 ） 大 会举行选举及庆祝慰 问 活动

1
、大会选举 9 月 8 日

，
大会举行 了庄严的选举 ，

以无记名 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 西藏 自 治 区人民委员

会 。 阿沛 ＊ 阿旺晋美 当选为西藏 自 治区人 民委员 会主席 ， 周仁 山 、 帕 巴拉 ？ 格列朗杰 、 郭锡兰 、协绕顿珠

（杨东生 ） 、 朗顿 ？ 贡 噶旺 秋 、 崔科 ？ 顿珠才仁 、生 钦 ？ 洛桑坚赞 当选为副主席 。
②会议还决定 ， 撤销 中华

① 以 上均参见 〈 人民 日 报 》 ，

1 9 6 5年 9 月 9 日 第 2版 。

② 《 中国 共产党西 藏历史大事记 （ 1
9 4 9
—

2 0 0 4 ）＞ 第 1卷 ， 第 2 2 9页 。



．

5 0 ？中 国 藏学 2 0 1 5年第 3期 （总第 1 1 9 期 ）

人 民共和 国最高人 民法院西藏分院 ， 成立西藏 自 治 区高级人 民 法院 ， 洛桑慈诚当选为西藏 自 治区 高级人

民法院 院长 。
》 中央代表 团 团长 、 副 团长和代表 团 团 员 出 席了 会议 。

这届 代表大会 的 3 0 1 名代表 中 ，除 8名 因 病 、 因 事请假外 ，
到会的 2 9 3名代表全部参加 了 投票 ，

庄严地

行使 了 自 己 的 民主权利 。 当 大会主席团宣布选举结果时 ，会场上响起暴风雨般旳掌声 ，代表们纷纷 向 当

选人表示热烈祝贺 ，
互道

“

扎西德勒
”

。

当 选 的 3 7 名 自 治 区人 民委员 会委员 中 ， 藏族委 员 2 4名 ， 汉族委员 1 0名 ， 珞 巴 族 、 门 巴 族和 回 族各
一

名 。 门 巴族和珞 巴 族的代表参加西藏 自 治区
一

级政权机关 ，这在西藏历史上还是第
一

次 。
②

9 月 4
一

 1 1 日
， 政协西藏第二届 委员会第

一

次会议也在拉萨举行 ，会议选举了政协西藏 自 治区第二届

委员会主席 、 副主席 、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 主席为张 国 华 ，副 主席为 周仁山 、王其梅 、协绕顿珠 、桑颇 ？ 才

旺仁增 、扶廷修 、江金 ？ 索南杰布 、 德格 ？ 格桑旺堆 （
1 9 1 2
—

1 9 8 4年 ） 、邦达养壁 、邦达多 吉 、江措林 ？

土登

格桑 、坚 白 赤列 、桑顶 ？ 多吉帕姆 、 拉敏 ？ 益西楚 臣 。
③

9 月 9 日 上午 ， 大会通过了 向 毛泽东主席的致敬电 ，
通过 了 《西藏 自 治 区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

和各级人 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 后 ，
阿沛 ？ 阿旺晋美致 闭幕词 ， 大会闭幕 。

④

西藏 自 治 区第
一届 人 民代表大会第

一

次会议 ，检 阅 了 西藏人民 1 5年来 的伟大成就 ，
选 出 了西藏 自 治

区的领导机构 ，
宣告了 西藏 自 治 区的正式成立 ， 确定了西藏人 民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

期的奋斗 目 标 。
⑤

2
、 群众集会和游行庆祝 自 治区 的成立 9 月 9 日

，
拉萨阳光 明 媚 ，各族各界 3万多 人在拉萨市体育场

举行了盛大集会和群众游行 ，
庆祝西藏 自 治区成立 。 参加大会的工人 、农 民 、干部 、学生 、人民解放军 、僧

尼
，
手执彩旗花束 ，

敲锣打鼓 ，喜气洋洋 ，
从 四 面八方涌 向 会场 。

⑥ 中央代表 团 团长 、 西藏 自 治区党委第
一

书记张国 华 、西藏 自 治 区人 民委员会主席阿沛 ？ 阿旺晋美先后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 会

后
，
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游行 ， 热烈庆祝西藏 自 治 区的成立 。

？

9 月 1 1 日
， 中央代表 团 团 长 、副 团 长和 部分团 员离 开拉萨 ，拉萨各族各界 8 0 0 0 多人热烈欢送中央代表

团
， 中央代表 团第

一

、
二

、三 、 四 、五分 团分赴 山南 、黑河 、 日 喀则 、 昌都 、阿里等地进行慰问活动 。
⑧

（三 ） 西 藏 自 治 区 成立 的 意 义

西藏 自 治 区终于成立 ，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 团 完全以失败告终 ， 中 国 共产党 自 然起了政治领

导作用 ，
而全体藏族干部 、广大翻身农奴和各界爱 国人士的积极主动参加 则起 了直接的关键作用 。 中 国

共产党 的 民族 区域 自 治政策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 ， 故而受到西藏人 民 的衷心 拥护 。
？

1
、西藏 自治区 的正式成立标志着西藏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西藏和平解放 1 5年来 ，特别是

平 息反 动农奴主 叛乱和实行 民 主改革后的 5年多来 ，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方面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 过去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的西藏社会 ，
在短短的几年 中就跨越了过去几个世纪 的历程 ，从封建农奴社

会
，

经过 民主革命 ，
向 着社会主义社会飞跃 。 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 的奇迹 。

西藏百万农奴在党 的领导下 ， 用 自 己 的双手 ，
彻底摧毁 了封建农奴制 ，

建立 了无产阶级领导 的 以工

农联盟 为基础 的人 民 民主制度 ，
发展 了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 世世代代过着苦难生活 的

农奴和奴隶
，终于站立起来成为新社会的 主人 。

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
在解放了 的 、 自 己 当家做主 的

① 《 中华通鉴 ？ 西藏卷 》 ， 第 7 9 9页 。

② 《人 民 日 报 ＞ ， 1 9 6 5年 9 月 9 日 第 2版 。

③ 《 中 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
1 9 4 9

一

2 0 0 4
） 》 第 1 卷 ， 第 2 2 8页 。

④ 阿沛 ？ 阿旺晋 美 ： 《追忆西藏 自治区筹备和成 立过程 ＞ ， 《 中 国政学 》 2 0 0 6年第 1期 。

⑤ 《 为建设社会主义的 新西藏而奋斗＞ ， 《人 民 日 报 》 社论 。
．

⑥ 《 当代 中国 的 西藏 （ 上 ） 〉 ， 第 3 6 6页 。

⑦ 《 中 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 1 9 4 9
一

2 0 0 4 ） 〉 第 1卷
，

第 2 2 9页 。

⑧ 同上 。

⑨ 阴法唐 ： 《西藏 自 治区诞生和发展的 艰难历程一纪念西藏 自 治区 成立 4 0周年 》 ， 该文原载于 《 中共党史研究 》 2 0 0 5年第 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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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各族人 民的 辛勤劳 动下建设起来 。
？

2 、西蔵 自治区的正式成立标志着西藏在民主革命结束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1 9 6 5 年 9 月 1 曰

西藏 自 治 区的成立 ，标志着西藏 民主革命 的基本结束 ，西藏 实现了 从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 转变到农牧

民 个体土地所有制后 ，
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新时期 。

②

西藏革命与全国革命
一

样分两步走 ，
即第

一

步进行新民 主主义革命 ，第二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 毛

泽东在 1 9 5 0年 1 月 2 日 电报 中就 曾 指 出 ， （西藏 ）必须 占领 ， 并改造为人 民 民 主的西藏 。
？这就规定 了 进

军 、 经营 西藏的 规律性和 阶段性 。 然而 ，
由 于西藏的 特殊性 ，其新 民 主主义革命也分成 反帝和反封建两

步走 的特点 。 经过 8年的 深入细致工作 ，
反 帝的第

一步走好 了 ，
当农奴群众逐渐觉醒 ，

要求改革 ， 而反 动

农奴主顽 固反对改革并发动 叛乱 ，
农奴和农奴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 ，

中 国共产党才不失

时机地在仍有反帝任务 的 同 时 以主要力量 领导百万农奴走好 了 反封建这个第二步 ， 埋葬了 封建农奴制

度 ，取得 了在西藏 反帝反封建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
④而西藏 自 治 区 的成立正是为西藏进入社会

主义建设新时期奠定 了坚实 的政治和制度基础 。

3 、西藏 自 治区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在西藏的光辉胜利 西藏 自 治 区的成立 ，是西藏和平

解放的历史成果和阶段性 目 标 ， 是中 国共产党的 民族政策在西藏敢得的光辉成就 ， 标志着 国家的进步统

一和国 内 各族人 民 的 团结更加巩 固 。

在漫长 的历史长河 中 ，西藏人 民与全 国 各族人 民共 同创 造了统
一

的 多 民族 国 家 ，
组成 了 同甘共苦 、

谁也离不开谁的 中华 民族大家庭 。 西藏作为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

部分 ， 数百年来与祖 国 同 命运 、共发

展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 ， 在国 家统
一

领导和全国 各族人 民 的大力支援下 ，
西藏人 民经过和平解放 、

民主改革 ， 实现了 人 民当 家做主 和 民族区域 自 治 ， 焕发 出 了前所未有的 主动性 、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西藏

走上了 与全国 同 步发展的轨道 。 历史事实说明 ， 没有 国家的统
一

、 富强和全 国各族人 民 的 团结 、互助 ， 就

没有西藏社会的新生 。 西藏 自 治 区的成立实现 了 国家主权统
一

、人 民 当 家做主和 西藏地方 自 治 的有机

结合 ， 为西藏人 民实现与全国各族人 民平等发展和共同繁荣提供了 有力保证 。
⑤

4
、西藏 自治区 的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 自 治制度在西藏的全面贯彻实施 民族区域 自 治制度是中 国

的 基本政治制 度之一 。 中 国政府根据少数 民族大杂居 、 小聚居等实际情况 ，在少数 民 族聚居地方实行 民

族区域 自 治作为解决 民族 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和 实行人 民 民 主的 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 西藏 自 治 区是 中

国 实行 民族 区域 自 治 的 5 个省级 自 治地方之
一

，是以 藏族为主体的 民族 自 治地方 。 自 民主改革 以后
，
西

藏人 民和全 国各族人民
一

样享有 了平等的 政治权利 。
1 9 6 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 行前所未有 的普选 ， 翻 身

农奴和 奴隶破天荒第
一次 获得 当家做主的 民 主权利 ，

选举产生 了各级政权 。
1 9 6 5 年 9 月

，西藏 自 治 区第

一

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召开 ，

选举产生了西藏 自 治区 自 治机关及其领导人 ， 宣 告 了西藏 自 治 区的

正式成立 。 阿沛 ？ 阿 旺晋美 当选为 自 治 区人 民委 员会主席 ，

一

大批翻身农奴担任 了 自 治区各级政权机

关的领导职务 。 西藏 自 治 区 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建立了人 民 民 主政权 ，开始 全面实行民族 区域 自 治制 度 ，

西藏人 民从此享有了 自 主管理本地区事务 的权利 ，
与全国人 民

一道走上 了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
？

三
、西藏 自 治 区 成立 后 采取 的各项举措

西藏 自 治 区成立后
，
采取了 多项举措 ，

政治 、 经济 、文化 、 教育 、
医疗 、社保 、 交通 、 邮 电等诸多事业取

① 《 为建 设社会主义旳 新西藏而奋斗 》 ， 〈 人民 日 报 》社 论。

② 《 解放西 藏史 〉 ， 第 5 2 2页
。

③ 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
＇

、 国 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编 ：＜ 毛泽东 民族工作文选 ＞［
Ｚ

］
， 中央文献 出版社 、 民族 出 版社 ， 2 0 1 4年 ， 第 5 5页 。

④ 〈 解放西 藏史 〉 ， 第 5 2 8
—

 5 2 9页
。

⑤ 〈西藏的 民 族区域 自 治 （ 2 0 0 4年 Ｓ月 2 3 日
） 〉 ， 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编 、

王晨主编 ： 《 中 国政府西藏 白皮书汇编 》 ［Ｍ ］ ， 北京 ： 人 民 出版

社 ， 2 0 1 0年 ， 第 8 3页 。

⑥ 同上 ， 第 6 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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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了 瞩 目 的成果 ，
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 。

（

一

）完善机构建设

1 9 6 5年 9月 1 4 日 ， 西藏 自 治 区人 民委员 会举行首次会议 ， 阿沛 ？ 阿旺晋美主持了这次会议 ， 正式履行

职权 。 会议讨论了 西藏 自治 区第
一

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精神 的传达贯彻 问题

，
要求各级人民委

员会 （或人 民政府 ）和各级干部大 力宣传会议精神 ，推动西藏社会主义建设有重点地积极进行 ，
进一步巩

固 和 加强祖 国 的西南边防 ；
加强 区 内各 民 族的 团结和同 全 国 各兄弟 民族的 团结

；

进一步开展互助 合作运

动
，
发展农牧业生产 。

？

此次会议通过了 西藏 自 治 区人 民 委员 会所属工作部 门 的机构设置 。
？决 定下设办公厅 、 民政厅 、公

安厅 、农牧庁等 2 2个部 门 。
？

1 0 月 2 5 日
，西藏 自 治 区人 民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 ，批准撤销西藏行政干部学校 ，设立西藏 自 治区

师范学校
；
批准

“

西藏 自 治 区人民委 员会关于渡 口管理暂行办法
＂

等 。
④

（

二
）
继续开展

“

三 教四 清
”

运 动

西藏 自 治 区成立后 ， 将
“

三大教育
”

运动和
“

四清
”

运动作为工作重点 。

1 9 6 5年 9 月 2 5 日
，西藏 自 治 区党委 发 出在林芝 召 开的 区党委全委会议通过并经过修改 的 《关于农村

三大教育运动 中几个政策 问题的 规定 》 。
⑤

1 9 6 6年 2 月 7 日
， 自 治区党委 召开全 区三大教育工作会议 ，研

究了三大教育运动 的性质 、 任务 、 组织领导等问题 ， 制定 了 《关于三大教育运动中 若干 问题的意见 》 （草

案 ） 。
⑥

在开展三教 、 四清运动的过程 中 ，西藏 自 治区对 中等农牧民采取 了 较为柔 和的政策 。 4 月 1 9 日
， 区党

委上报下发 《关于 当前三教运动 中对待 中等农牧民 若干 问题 的意见 》 ，提到 几个地方程度不 同 地存在

对 中等农牧民算资本主义剥 削 账 ，搞经济清算和经济退赔 ，乱提 口 号等问 题 ，要求各地注意 纠正 。 西南

局也要求对犯有
一

般性错误的 中等农牧 民 ，

一

律不要搞斗争 ，不要算剥 削账 ， 不搞经济退赔 。
⑦

（三 ） 发展各项 建设 事 业

西藏 自 治区成立后 ， 在城市建设 、修建水 电站 、改善 医疗社保 、文化教育 、交通邮 电 、外事等多方面取

得 了
一

定成就 。

1
、开展城市建设 。 拉萨市建成 了

一

个 以人民路为 中心的 、拥有 2 5个较大建筑物 的新市区 ， 显著地改

善 了古城面貌 。 1 9 6 5年 市 区 内 新修 了  8条沥青路 ， 新开公 共汽 车线路 5 条 。
9 5％ 以上 的居 民 用上 了 电

灯 。
？

2 、 发展农业 、手工业 。 1 9 6 6年 1 1 月 ， 西藏 自 治 区农机公司 成立。 主要经营农牧业机具及其配件 。 次

年
，在 日 喀则 、 山南地区试办 了第

一

批国 营 拖拉机站 。 此后 ， 相继在贡嘎 、 乃 东 、 白 朗 、 江孜 、 南木林 、堆龙

德庆 、 曲水等县成立拖拉机站 。 1 9 6 6年 6 月 ， 经 国家纺织工业部决定 ， 将上海毛麻公司所属上海纬纶毛纺

织厂全部人员 、设备搬迁到林芝八一镇 ， 成立西藏林芝 毛纺织厂 ， 同 年 1 0 月 西藏第
一座现代化 毛纺厂在

林芝建成投产 。
？

① 阿沛 ？ 阿旺晋美 ： 《追 忆西藏 自 治区筹备和成立过程 》 ， 《 中国 藏学 》 2 0 0 6年第 1期 。

②＜ 
中 国共产党西藏 历史 大事记 （

1 9 4 9
—

2 0 0 4 ） 》第 1 卷 ， 第 2 2 9页
。

③ 《 中华通鉴 ． 西藏卷 ＞ ，

第 8 0 0页 。

④ 同上 ， 第 8 0 1页 。

⑤ 〈 中 国共产党西藏历史 大事记 （ 1 9 4 9
一

2 0 0 4
〉 》 第 1 卷 ， 第 2 3 0页 。

⑥ 同上 ， 第 2 3 3
—

2 3 4页 。

⑦ 同上 ， 第 2 3 1页 。

⑧ 同上 ， 第 2 3 1 页 。

⑨ （ 中华通鉴 ？ 西藏卷 ＞ ， 第 8 2 2页 ， 第 8 1 6
￣

8 1 7 页 。



西藏 自 治区成立过程述论 ．

5 3
．

3
、修建 电 力设施 。 1 9 6 5 年下半年 ， 西藏农 、 牧区修建 了

6座小型水电站 ，还有 1 2座正在或 即将动工修

建 。
①拉萨药王 山 供水站也在 1 9 6 5年建成 。 1 9 6 6年 1 月 1 8 日

，西藏电力公 司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 。
②

4
、发展 医疗和 社保事业 。

1 9 6 5年 1 1 月 1 7 日 ，西藏 自 治 区第
一

所传染病 医院
——江曲 医院成立 。 1 2

月 2 1 日
，西藏 自 治 区人民委员 会批准发布 了 《关于改进医疗管理实行医疗收费 的规定 》 ， 决定逐步推行

国家负担和个人相结合的医疗收费 办法 。 并对公职人员 核发
“

公费医疗证
＂

。 1 9 6 6年 2月 1 9 日 ，西藏 自 治

区 民政厅派 出 人员 对哲蚌寺 、 色拉寺 、 甘丹寺和大昭 寺四大寺的喇嘛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摸底 ，对老 弱病

残和有困难的 中 、 下层喇 嘛发放救济款 。
③

5
、文化教育 。 1 9 6 6 年 1 月 2 5 日

，
西藏 自 治 区档 案管理局 颁发 了 《西藏 自 治 区档案馆工作暂行简则

（草 案 ） 》 ，
对档 案 的 收集 、整理 、 鉴定工作作 出规定 。

7月 2 5 日
， 自 治 区档案管理局下发 《

关于在文化革

命运动 中 确保档案 安全 的通 知 》 ，要求各级档案部 门在
“

文革
”

中落实档案 的安全保管工作 ， 采取必要的

措施 ， 确保党和 国家机密 的安全 。 1 9 6 6年 1 月 1 2 日 ， 昌 都专署农业试验场创 办 的 昌 都专署半耕半读农业

技术 学校开学 。 3 月 2 6 日
，
日 喀 则专署举办 的农业科学技术推广试验场第

一

期半耕半读农训班开学 。 2

月 1 0 日
， 拉萨市人 民委员会批转市文教卫生 局 《 关于培训 民 办小 学教师 的报告 》

。 当年 ，对 1 1个县 （ 区 ）

的 1 3 0名 民 办 小学教师进行了半年 时 间的培 训 。 3 月 1 6 日
， 西藏师范学校正式成立 ， 举行开学典礼 。

④

1 9 6 6年 ， 江苏省选派了 3 0名 援藏教师到 山南地区任教 。 同 年 ， 阿里地区第
一座小学正式创办 。

⑤

此外 ，

1 9 6 6年 3 月 5 日
， 自 治 区党委决定 ， 成立 中共西藏 自 治 区交通厅委员会 。 同 时 ， 自 治 区交通厅公

路管理局 成立 。 5 月 8 日
，
波 密 、 左贡 、 芒康 、察隅 、 江达、 昌 都 、 丁青等县开通区 乡 邮路

，报刊 、 邮件可直接

送递到 乡 。
⑥

西藏 自 治区 的成立是西藏地方政治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值得永远庆

祝和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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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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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小 彬研 究 员 的指 点

和 帮 助
， 特致谢意 。

［本文 责任 编辑 黄 维 忠
］

［
作者简介 ］ 梁俊艳 ， 女 ， 中 国藏学研 究 中 心历史研 究所 副 研 究 员 。 （北京 1 0 0 1 0 1 ）

① （ 中 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 1 9 4 9
￣

2 0 0 4 ） ＞ 第 1卷 ， 第 2 3 0页 。

② 〈 中 华通鉴 ？ 西藏卷 》 ， 第 8 0 3 页 ， 第 8 0 5页 。

③ 同上 ， 第 8 0 1
—

8 0 2页 ， 第 8 0 9页 。

④ 《 中 华通鉴 ． 西藏卷 ＞ ，
第 8 0 5

—

8 1 2页 。

⑤ 同上 ，
第 8 2 5页 。

⑥ 同上 ， 第 8 1 1页 ， 第 8 1 4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