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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 60 年的发展，我国学术界在西藏民主改革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汇

集成了毛泽东与西藏民主改革，西藏民主改革历程回顾，西藏民主改革的意义、成就、成功的原

因，西藏民主改革对宗教的影响，《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白皮书、西藏民主改革与人权的关系

等重要主题，表现出政治性、历史性、地域性、周期性、注重现实性的特点。在今后的研究中要

避免重复性，进行多学科、实证性研究，注重口述史资料的搜集工作，才能促进西藏民主改革研

究的进一步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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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推翻了黑暗、腐朽

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百万农奴翻

身当家作主人，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新征

程。西藏民主改革 60 年来，学术界在西藏民主改革

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截至目前，尚无学

者对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学术史进行过梳理，笔者

撰成此文，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此类

研究的重视。

一、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重要主题

学术界最早对西藏民主改革进行研究的是黄万

纶，他在《论西藏民主改革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

西藏民主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废除封建农奴制

度，包括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剥削和封建特权。从

农区、牧区和寺院三个方面对西藏民主改革的主要

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 1959 年经过平息武装叛乱

后，西藏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改革的群众条件、人民

武装条件和少数民族干部条件［1］。这篇文章开启

了我国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大门，在学术史上具有

非常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吸引着大批学者不断跟进

研究，涌现出数量可观的学术成果。回顾学术界 60

年来对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历程，逐渐汇集成了以

下几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 一) 毛泽东与西藏民主改革

西藏民主改革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

代领导集体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体现出毛泽东同

志对西藏的关心和重视。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的是王静之，他在《党在西藏民主革命时期几个政

策问题的历史回顾》一文中解读了中国共产党，特

别是毛泽东在解放西藏的方式、对待民族宗教上层

分子的态度、对待群众的态度、解决民族问题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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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民主改革的方式、土地改革政策、西藏经济、如何

对待宗教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政策，认为党在西

藏民主革命时期的方针、政策，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和毛泽东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思想，是毛

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中的新篇章［2］。宋月红认为，西藏民主改革是在以

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西藏

和平解放后不同阶段的实际，正确认识和处理西藏

民主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与社会基础、时机与条件、策

略与步骤以及性质与前途等问题，并依此相应作出

和平协商、“六年不改”、赎买和“稳定发展”等方针

政策的指导下开展和实现的［3］。李荟芹的分析更

为详细，提出在西藏民主改革中，毛泽东等领导人创

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产阶级“赎买”理

念运用到了土地问题上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 关于西藏民主改革

的阶级划分理论，有效地保证了西藏民主改革工作

的顺利进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

论; 社会跨越发展理论在西藏的运用，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社会制度跨越的理论，避免了本本主义

和经验主义，弘扬了伟大的创新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成功解决民族问

题的典范［4］。徐学超等人也进行了类似研究［5］。

这些研究成果体现出毛泽东在领导西藏和平解放和

民主改革中的英明决策和领导艺术，将其上升到毛

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的高度，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

还有一些学者将研究兴趣集中到毛泽东统一战

线思想上，马红霞阐述了毛泽东在西藏民主革命时

期采取的以战促和、坚持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既要积

极工作又要善于等待、对未叛乱农奴主实行赎买、让

个体农牧民休养生息等策略思想，认为“这是在民

族工作问题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光辉典

范”［6］。续文辉强调了统一战线中分别对待的斗争

策略在平叛和改革中的巨大作用，提出无论是在政

策上或理论上都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

的思想，特别是对农奴主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第一次，是毛泽东同志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的一个重要贡献［7］。

谢忠、刘建武认为，在西藏民主改革中，毛泽东运用

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创造性地制定了分步实施、分类

指导民主改革; 确定正确的民主改革的阶级路线，不

划富农，扩大团结面; 区别对待左、中、右、叛四种人;

对未叛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实行赎买政策; 把组织发

动群众和团结爱国进步人士结合起来等一系列符合

西藏特点的民主改革的政策和措施，赢得了西藏最

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8］。这些研究成果将毛泽

东统一战线思想在西藏民主改革中的运用解析得非

常透彻，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

( 二) 西藏民主改革的历程回顾

由于西藏民主改革发生在 1959 年，随着时间的

推移，后来学者对当时的情况不太清楚，为了使人们

牢记这段历史，完整地呈现西藏民主改革的史实就

显得非常必要。一些亲身参与过西藏民主改革的老

同志撰写了一些回忆性的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阿沛·阿旺晋美的《难忘的一九五九年》《正确的政

策带来伟大的转折》，阴法唐的《百万农奴争取解放

的大革命》等文章。阿沛·阿旺晋美对在民主改革

中没有叛乱的农奴主实行赎买政策的情况进行了详

细的叙述，将其视为使他终生难忘的大事［9］。在回

顾历史的过程中，抒发了自己的体会:“党的正确政

策同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相结合，产生

了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强大力量，取得了推动西藏

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伟大变化，其深远意义在于使

西藏藏族和其他民族从封建落后、贫困衰亡的困境

中摆 脱 出 来，走 上 了 开 放 进 步、富 裕 兴 旺 的 道

路”［10］。阴法唐以自己在工作中的所见所闻驳斥了

达赖集团和西方敌对势力对西藏民主改革的污蔑和

攻击，认为平息叛乱的胜利给民主改革创造了有利

条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由下而上发动群众和由上

而下与上层爱国人士协商相结合是西藏民主改革运

动的一大特点［11］。此类文章还有赵慎应的《西藏社

会的伟大变革》［12］。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西藏民主改革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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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主改革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一些行伍

出身的知识分子也撰写了一些追忆性的文章。沙舟

回顾了自己所在部队 1951—1959 年在西藏的艰苦

岁月，总结道: “我们度过的难忘的八年岁月，换来

了西藏社会发展的伟大历史转折。”［13］黄可写下了

《人民解放军参加西藏民主改革的经过》的文章，记

录了西藏平叛开始后，人民解放军遵照“边平边改”

的方针，按照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要求，采取

了实施军管、组织宣传队、派出工作队和军队干部转

业地方工作等形式，参加西藏民主改革的情况。文

章认为“部队充分发挥战斗队的职能，有效地保卫

了民主改革的成果，为西藏民主革命事业的胜利作

出重大贡献。”［14］

还有一些老同志撰写了回忆自己亲身参与西藏

具体地区民主改革过程的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王鉴的《年楚河作证———西藏江孜、日喀则地区民

主改革追记》［15］，作者当时是《西藏日报》的记者，

作为历史见证人，记录下了江孜、日喀则专区进行民

主改革的详细过程。另外还有《西藏山南的民主改

革》等文章［16］，这些文章都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资料。此外，张伟秋［17］、周文姬、霞飞［18］、次仁德

吉［19］等人也撰写了一些类似的文章。

( 三) 关于西藏民主改革时间的讨论

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时间界定问题，学者们有

着不同的看法，郭有为将西藏民主革命分为 1951—

1959 年 3 月、1959 年 3 月—1961 年两个时期，认为

在第二个时期内完成了民主改革的任务［20］。郭冠

忠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西藏民主改革是从

1951 年初开始，至 1965 年 9 月基本结束，共计用了

近 15 年时间，分为和平改革、边平叛边改革、稳定发

展民主改革成果三个阶段［21］。廉湘民细致地分析

了西藏民主改革提出的过程，认为直到 1956 年实行

民主改革才提上议事日程，在认识到改革的条件不

成熟之后，中央在当年 9 月 4 日及时发出了《中央关

于西 藏 民 主 改 革 问 题 的 指 示》( 简 称“九·四 指

示”) ，认为在西藏民主改革问题上还必须等待，对

在西藏的工作来了一个大收缩，为争取西藏上层尽

了最大的努力。他认为，从 1959—1961 年，西藏各

地实行了民主改革［22］。丹珠昂奔主编的《西藏民主

改革 50 周年》一书也认为西藏民主改革的时间为

1959 年 3 月—1961 年［23］。这种观点得到绝大多数

学者的认可，从此以后，学者们在西藏民主改革时间

上的认识也达成了一致。

( 四) 西藏民主改革的意义研究

因为西藏民主改革在西藏历史上具有跨时代的

伟大意义，所以学者们非常热衷于讨论西藏民主改

革的意义，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尤为集中。热

地认为:“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实现，开创了西藏历

史的新纪元，对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西藏民族的繁

荣昌盛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划时代的伟大意义。”［24］

王静之提出，西藏民主改革是西藏社会发展的里程

碑，把西藏带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5］。林健柏认

为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实现，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

纪元，对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西藏民族的繁荣昌盛

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伟大意义［26］。黄万纶认为西藏

民主改革的完成，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着极其重

大的意义，而且在理论上、国际上也有十分深远的意

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土地公有化、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社会改革

等理论。特别是在西藏进行寺庙民主改革的成功做

法和经验，对那些宗教信仰盛行的国度、宗教剥削和

宗教特权存在的地区来说，具有国际意义［27］。石洪

生认为，在我们党领导下的西藏民主改革是成功的，

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结束了一个旧时代，迎来了

西藏历史上的新纪元［28］。王兆国认为，通过民主改

革，建立了人民政权，百万农奴翻身成为国家的主

人，加强了与祖国各兄弟民族的大团结，为在西藏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条件，

开创了西藏与全国人民一起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新纪

元［29］。扎西也认为，民主改革为西藏经济社会的发

展与进步创造了基本条件，为改变西藏贫穷落后的

面貌奠定了坚实基础，开启了西藏同全国一道跨越

式发展的崭新时代，这是西藏社会进步和人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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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

义［30］。经过学者们的讨论，学术界在西藏民主改革

的意义方面达成高度一致，普遍认为西藏民主改革

是旧西藏的终结和新西藏的开始，开启了西藏历史

的新纪元。

( 五) 西藏民主改革的成就研究

民主改革以来，西藏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与旧西藏形成了天壤之别，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充

分的解读。吴从众认为，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摧毁

了封建农奴制社会，百万翻身农奴获得了解放，为西

藏民族的发展进步开辟了光辉前景，使祖国的统一

和祖国的西南边疆更加巩固，使帝国主义和扩张主

义者妄图干涉侵略我国的阴谋遭到彻底的失败［31］。

郭冠忠认为，民主改革使西藏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

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超越了旧西藏数百年历

史的大飞跃。这是在西藏的历史上，将被西藏人民

永远引以自豪的光辉一页，也是一切尊重历史事实

的人们所公认的［32］。罗彬认为西藏走上社会主义

道路，既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理

论与西藏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伟大成果，更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33］。王运祥回顾了民主改革后

西藏农牧技术的改良和科技进步等方面所取得的成

绩［34］。强小林认为西藏民主改革后，农业生产技术

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西藏粮油总产量成倍增加，顺

利解决了群众的温饱问题，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

改善，广大翻身农奴转变为独立自主的生产经营者，

区内外对高原种植业的特点与地位和生产发展规律

的认识也日益深化。［35］

1999 年是西藏民主改革 40 周年，学术界对民

主改革成就的讨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佳作迭出。

胡岩认为，民主改革 40 年来，社会主义在西藏取得

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西藏这片土地

上深深地扎下了根，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思想已经深

入人心［36］。罗彬认为，西藏民主改革 40 年来的实

践证明: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就不可能有文明、繁荣、昌盛的新西藏［37］。汪德军

也认为，民主改革后的 40 年是西藏发展变化最快的

40 年，是西藏人民享有充分人权的 40 年，西藏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

实现了社会历史的跨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实现

了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繁荣发展，开辟了西藏历

史发展的新纪元［38］。还有学者回顾了西藏民主改

革 40 年来农牧业［39］、水文工作［40］、科技工作［41］、藏

医药［42］等方面的成就。

经过前人的不懈努力和不断积累，在西藏民主

改革 50 周年之际，学术界出现了一些重量级的著

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丹珠昂奔的《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23］一书运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图文并茂地对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和成就进行了全

方位的展示，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西藏

民主改革的重要参考书。莫福山、苏发祥的《西藏

民主改革 50 年变迁》［43］也集中展示了 50 年来西藏

经济、人民生活、城市建设、交通、旅游、教育、环境等

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袁翔、邢宇皓的《历史的

跨越———献给西藏民主改革 50 周年》收录了数十

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讨论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

日的重要意义，揭露了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展示了

西藏 社 会 发 展 的 成 就，展 现 了 外 国 人 眼 中 的 西

藏［44］。此外，阴法唐提出，民主改革的胜利，摧毁了

延续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西藏社会历史的

大飞跃［45］。张晓峰回顾了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来文

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总结了西藏文化事业发展的成

就，并对前景进行了展望。［46］

学者们还对西藏民主改革的理论贡献进行了讨

论，黄万纶指出西藏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进行民主改

革，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理论上都有重大的意义，最

突出的理论贡献就是采取适合西藏各民族特点的形

式和方法实现民主改革，特别是对农奴主采取区别对

待的理论和政策［1］。王小彬认为西藏地区的民主改

革是国内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极强的理论政策上的独创性，体现在赎买政

策、不划富农、区别对待等诸多方面，具有极强的针对

性和灵活性［47］。胡岩则认为赎买政策是“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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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贡献。”［36］虽然以往的

学者在研究成果中或多或少地涉及赎买政策，但胡岩

的界定将这一政策提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 六) 西藏民主改革的性质、成功的原因研究

在这一方面，徐继增认为西藏民主改革在实质

上是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意义上的问题，不仅在历

史条件方面与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必然的联

系，在民主改革的过程和内容上也显现着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意义［48］。李宏认为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封

建农奴制度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顺应人类进步潮

流的英明之策，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是西藏民主

改革胜利的政治保证，马克思主义关于在一定历史

条件下落后民族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

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是西藏民主改革的理论依据; 一

切从实际出发，制定充分考虑西藏特殊性的正确方

针政策是西藏民主改革的有效途径; 人民群众是西

藏民主改革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力量［49］。安紫娟

认为，民主改革不仅是西藏社会变革的必由之路，更

为西藏的法制变革提供了先决条件，而西藏的法制

变革则为西藏人民当家作主及其政治、经济、社会等

各方面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50］。一些学者则将西

藏民主改革视为西藏社会发展的新起点，张慧霞认

为，民主改革不仅开创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

代，也为西藏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确立了崭新的

起点［51］。王春焕也认为，民主改革是西藏各族人

民跟党走建设美丽家园、追求幸福生活的起点，党

领导的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也是西藏各族人民

的伟大胜利。［52］

在西藏民主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分析

上，一些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牛治富提出这是历

史发展到 20 世纪中叶中国国内阶级力量对比、阶级

关系发展尤其是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53］。陈

朴则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从必然性、前提条

件、政治保障、经济基础、思想指导、群众基础等方面

分析了西藏民主改革成功的原因，认为西藏民主改

革是西 藏 落 后 的 封 建 农 奴 制 走 向 灭 亡 的 历 史 必

然［54］。狄方耀对西藏民主改革一切从实际出发的

基本经验进行了归纳［55］。这些文章具有较强的理

论性，弥补了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薄弱环节。

( 七) 西藏民主改革对宗教的影响

虽然阴法唐、黄万纶等人在谈及西藏民主改革

的过程中也论及寺院的民主改革，但学术界仍然缺

少专门研究西藏民主改革对宗教的影响的成果，石

山在这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他认为西藏宗教制度

改革是西藏社会民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宗教

界的一场反封建的深刻变革，是与西藏的民主改革

同步进行的。这场改革废除了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剥

削制度，涤荡了封建农奴制度对藏传佛教的玷污，建

立了寺庙民主管理制度，实现了“政治统一、信仰自

由、政教分离”和各教派平等的原则，促进了西藏社

会的发展，也使藏族人民真正享受到了《宪法》所赋

予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56］。杨维周认为，对未叛的

农奴主、牧主和寺庙的生产资料，实行和平赎买政

策，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第一次，特别是对

寺庙的和平赎买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践

中的一个创举，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解决宗教问题

的一个创举，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

对寺庙进行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建

立了人民民主的新西藏，宗教同政治完全分离，从此

将西藏的政治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由

人民政府掌管政权，寺院不能干涉政治、司法和教

育，使藏传佛教成为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藏传佛

教在藏族人民精神上占有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变化，

宗教信仰真正成为个人的私事，并受到法律的保护，

广大僧俗群众充分享受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57］。

这些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发挥了丰富马克思

主义宗教观的作用。

( 八) 《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白皮书研究

为了纪念西藏民主改革 50 周年，2009 年 3 月 2

日，国务院发布了《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白皮书，对

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行了系

统介绍。这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纷纷对白皮

书及其内容进行研究。孙志香认为《西藏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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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白皮书全面展现了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来民

主和民生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从制度变迁的

角度来看，西藏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并

逐步建立起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西藏政治、

经济和社会等制度结构的革命性变迁。在民主建设

方面，以自治权为核心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不断

加强; 在民生建设方面，以人民生活水平为核心的经

济、文化、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她提出了民主改革是

西藏实现社会进步的根本出路，始终把坚持民主和

民生建设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立足点，始终把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与反对国家分裂统一起来的反

思［58］。吴萍认为，西藏民主改革无论是从人类历史

发展规律、还是从民族自身发展趋势、还是从中央人

民政府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角度来说，都具

有不可逆性。民主改革完成了西藏民族发展在经济

结构和政治结构上的质的变革，西藏必将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实现“共同

繁荣发展”。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扭转的

强大事实。社会主义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

关系必 将 为 西 藏 更 好 更 快 发 展 创 造 良 好 发 展 动

力［59］。万金鹏另辟蹊径，对《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

白皮书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给予白皮书极高的评价，

认为其将叙述的平实朴素与论证的严谨大气相结

合，反映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和舆论宣传工作的把

握度大大提高，反映出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党执政规律等三大规律的认识不断

深化。同时还提出白皮书是第一个系统总结西藏民

主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第一个表明党和政府立场

及观点的宣言书，具有正本清源、廓清疑虑，维护统

一、反对分裂的重大意义［60］。孙自挥等人则运用

“言据性”理论对《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白皮书进行

分析后认为，白皮书注重事实证据，通过大量引用官

方统计资料、历史文档等，使中国政府的西藏话语的

合法性更有依据，更具权威性［61］。这些研究成果是

对《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白皮书的必要解读，对人

们更为清晰地了解《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白皮书的

内容，理解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意义和西藏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 九) 西藏民主改革与人权的关系研究

1959 年以来，达赖集团和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

国家对西藏民主改革大放厥词，诋毁中国政府，抹黑

和污蔑我国的人权事业，企图利用所谓“西藏问题”

干涉中国内政，这些卑劣行径激起了学者们的愤慨，

大家就西藏民主改革对人权发展的历史意义和现实

作用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驳斥了达赖集团和西方反

华势力的谎言。

孔艳霞认为，西藏民主改革是实现人权的一次

伟大革命，但它又冲出了资产阶级“人权”的狭隘圈

子，要解决的是百万农奴的人权，而不是少数人的人

权，是西藏历史上最广泛、最实际的人权。实行民主

改革使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根本上消灭

了产生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阶级根源，实现了真正

的民族平等，西藏人民的人权得到了真正的实现，享

受着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治权利，人权的“个人人

权”和“集体人权”在西藏都得以实现，西藏人民享

受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民族平等权和自治权

利，成为西藏真正的主人。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和

民主权利也都有了切实的保障［62］。王芳恒认为随

着政教分离和民主改革步伐的迈进，西藏社会的人

权状况有了巨大的进步，广大农奴不仅获得了真正

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而且从此也获得了生存权

和发展权的进步，西藏的人口迅速增长，人民的生存

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文化素质

普遍 提 高，广 大 农 牧 民 获 得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发 展

权［63］。王小彬提出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是真

正为西藏人民谋利益的，帮助西藏人民获得了基本

人权”［64］和“西藏的民主改革是世界人权解放史内

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人类人权解放运动史上占

有重要的历史地位”［47］的观点。廉湘民认为，西藏

的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得解放，成为国

家和西藏地方的主人，实现了中国和世界人权事业

的伟大进步［22］。还有学者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与

美国解放黑奴运动进行比较，认为因为废奴运动的

性质不同，领导者不同，废除农奴、奴隶制的动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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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决定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运动在废奴的彻底性

方面必定完全超越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废奴运

动［65］。李波则认为，西藏教育的巨大变化与发展对

西藏人权的改善与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始终着

眼于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西藏社会的繁荣昌盛

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66］。赵宝云、吴建民

总结了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发展人权的历史成就，认

为新中国废除旧西藏剥夺人权的封建农奴制，从社

会基本制度上开辟出西藏各族人民群众开始享受

人权、继之不断发展人权的新纪元，使西藏各族人

民群众的生存权、政治领域的人权、经济领域的人

权、受教育的人权都得到巨大发展［67］。许广智认

为西藏民主改革开启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

代、开辟了西藏生产力发展的新天地，开创了西藏

人权事业的新境界［68］。格桑益西也认为，没有民

主改革，就没有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就没有

西藏各族人民今天的美好生活［69］。常安认为，西

藏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实行民主选举，堪称

世界人 权 史 上 的 史 诗 性 变 革，也 是 一 种 民 主、平

等、彰显人权、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秩序建构［70］。

白玛措认 为 西 藏 民 主 改 革 是 西 藏 发 展 史 上 最 广

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人类文明发

展史 和 世 界 人 权 史 上 具 有 重 大 意 义 的 巨 大 进

步［71］。这些研究成果在西藏民主改革研究中具有

重要地位，彰显了民主改革后西藏人权事业的发

展成就，有利地驳斥了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

利用所谓“人权问题”污蔑我国的谬论，达到了“以

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旦增罗

布分析了山南地区乃东县克松村在民主改革后的发

展变化，肯定了克松村村委会的战斗堡垒作用［72］。

周德仓则另辟蹊径，针对西方某些新闻传媒对西藏

民主改革的曲解和抹黑宣传，选取西藏民主改革期

间爱泼斯坦、斯特朗、赵慎应、林田、王鉴、尹锐、陈宗

烈等中外记者在西藏所进行的现场采访报道，再现

历史真相，证明了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价值［73］。米

玛洛桑对西藏民主改革时期的音乐创作情况进行了

研究，认为西藏的音乐创造在这一时期进入了第一

个高峰期，产生了众多颇具影响力的作品［74］。这些

成果丰富了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内涵，发挥了锦上

添花的作用。

二、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特点

( 一)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大量陈述历史事实和

数据的研究方法使西藏民主改革的相关研究成果具

有历史学的学科特点

客观、公正地展现出西藏民主改革 60 年来所取

得的发展成就，证明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必然性，驳斥

了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的谬论，消除了敌对势

力的干扰，发挥了凝聚人心的作用，捍卫了西藏民主

改革的正义性。

( 二) 研究者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以西藏学者

为主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的作者大多为西藏学者，

或者与西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主要分为三大

群体，一是亲身参与过西藏民主改革的人士，如阿

沛·阿旺晋美、阴法唐、沙舟、黄可、王鉴等人。二

是曾在 西 藏 单 位 长 期 工 作 的 人 士，如 热 地、王 静

之、郭有为、牛治富、李宏等人。三是从事涉藏工

作的人 士，如 丹 珠 昂 奔、廉 湘 民、胡 岩、苏 发 祥 等

人。在这三类人士中，尤以曾在西藏单位长期工

作的人士数量最多，构成了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

主力军。经过 60 年的发展，我国学术界已经形成

了一支藏汉合璧的研究队伍，为西藏民主改革研

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人力保障。

( 三) 呈现出很强的周期性特点

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经

过 10 多年的积累，在 2000 年前后进入重要发展期，

研究成果从少到多，不断增加。每逢重要纪念年份，

学术界都会出现研究成果的井喷现象，尤其以 1999

年、2009 年纪念西藏民主改革 40 周年和 50 周年最

为突出，研究主题也从分散走向了集中，具有较强的

时政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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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从传统研究走向应用性研究，更加注重现

实性的特点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西藏民主改革

的研究成果数量以回顾民主改革的过程、讨论民主

改革的意义和成就的文章最多，形成了鲜明的研究

传统，比较强调民主改革前后的对比。近 10 年来，

出于反驳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借助所谓“人权

问题”污蔑我国政府的需要，学者们开始将研究视

角转向更加务实的应用性研究，集中展示西藏人权

事业的发展情况，解读《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白皮

书的内容，驳斥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的谬论，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我们也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藏民主改

革的研究成果也呈现出一定的重复性，主要表现

在资料和研究方法上，在提法和语言表述方面也

更加趋同，表现出定式化思维的特点。面对这种

情况，我们认为，学者们还需要继续开展调查研究

工作，走实证性的研究路子，凸显民主改革以来西

藏社会的发展变迁，丰富研究内容，进一步增强相

关研究的创新性。

三、结语

总的来说，由于西藏民主改革在西藏历史上具

有不可逾越的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

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现有研究的发展规律

来看，今后每逢十年，这一研究领域还会涌现出更多

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避免同一研究主题的重复

性，进行多学科研究，开展西藏民主改革口述史资料

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特别是从政治学、法学和人类学

的角度进行研究，才能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促进西

藏民主改革研究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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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achievements have been obtained on the research field in the Tibetan Democratic Re-

form over the Past 60 Years，which include many important aspects: retrospective the course of the Ti-

betan Democratic Reform，its significance and achievements，the causes and experience of success of the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the influence on the religious in Tibet，White Paper on 50 Years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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