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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夏格 巴 日 记 》 看十 四世达赖喇嘛

１９ ５６年的印度之行
￥

李荟芹

［摘要 ］ 和 平解放之初 ，
西藏按 照 《 十七 条协议 》 稳步前 进 ，

１ ９５ ４年达赖 喇 嘛 、班禅联袂进京 ， 密 切 了 西

藏地方政府 与 中央政府 之 间 的 关 系 。 印度政府担心 中 国政府在西藏地方 的 影 响扩 大 ， 借释迦牟 尼涅槃

２５ ００周 年纪念 大会之机 ， 通过与 流亡分裂组 织
“

西藏幸 福事 业会
”

合作遨请达赖 喇 嘛访 印 。 对此 ， 中 央政

府权衡再 三最终 同 意达 赖 喇嘛访 印 。 虽 然 在周 恩来总理 的说服下达赖 喇 嘛返藏 ， 但达赖 喇 嘛思 想发生

很大变化 ， 中 印 关 系也开始 由
“

热
”

变
“

冷
”

。 文章 试 图 通过 ＜
夏格 巴 日 记 》 详 细 阐 述 １ ９５ ６年达赖 喇 嘛访

印 的来龙 去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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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之初 ，西藏按照 《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 协议 》 稳步前

进 ，
１ ９ ５４年西藏与 内地的运输线全线贯通 ，人 民解放军在西藏站稳了脚跟 。 同年 ，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

世班禅联袂进京参加 国事活动 ，
这在中国 历史上 尚属首次 ， 内地的现代化激发了 达赖喇嘛想在中共 中央

领导 下改革西藏的宏图大志 ， 西藏正有序地融入共和国建设步伐之中 ，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越来

越密切 。 印度政府担心 中国 政府在西藏影响扩大 ，于是 ，利用举 办释迦牟尼涅槃 ２５ ００周 年纪念的机会 ，

积极谋划争取达赖喇 嘛访 问印度 。 １ ９ ５６年至 １ ９５７年是达赖喇嘛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分水岭 ，
更是这一

时期 中 印关系 由
“

热
”

变
“

冷
”

的
一个转折点 。

对于这
一重大事件 ，

国 内藏学界
一

直有所关注 。 就著作而言 ， 依笔者 目 力所及 ， 较早关注此事的是

丹增 、张 向 明主编的 《 当代 中 国的 西藏＞ ； 指 出 中央接到 印度政府 的邀请信 ， 持开明态度同意达赖喇嘛

访 印② 。 杨公素在 ｛ 中 国反对外国 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 ＞ 和 ＜ 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 回

忆 ＞两书 中指 出 了 印度政府遨请达赖喇嘛访 印 的 目 的 和企 图 ， 即 试图
“

与中 国 西藏建立
一

种特殊的关

①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

西藏和平解放时期 中共对西葳 上层 人士统战 工作研 究
”

（编 号 １ ５ＸＤＪ ００３ ）阶段性成果之一 。

② 丹增 、张 向 明主编 ：＜ 当代 中 国 的西藏 ＞ （上 ） ［Ｍ ］
，
北 京 ： 当代 中国 出版社

，
１ ９９ １年 ， 第 ２２ ８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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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①

， 这主要是出于 印度政府
“

担心 中共在西藏的影响扩大危及到印 度企 图控制西藏 自 治的打算
”②

。

随后 ， 《解放西藏史 》 对达赖喇嘛访印事件的着墨 明显增多 ，但主要侧重于达赖喇嘛到达印度后的思想

变化 以及周 恩来对达赖喇嘛的三次规劝 ，
并最终使达赖喇嘛决定返 回西藏 。 对于达赖喇嘛访印的缘 由 ，

也仅提及
“

印度政府通过到拉萨访 印的锡金王子 ， 向 达赖和班禅正式传达了访印的邀请 。 中央指示西藏

工委 ，班禅 、达赖可以去印度 ， （访 印之事 ）听其来去 自 由
”③

。 而且外交部指示中国 驻印度大使馆注意 印

度接待的礼遇 ，
对达赖喇嘛 、 班禅不应有高低的 区别 ， 以免 引起西藏赴印人 员的 内部不和 。

＠就研究论

文来看 ， 数量相对较少 ，
也主要侧重于周恩来三劝达赖喇嘛和最终达赖喇 嘛返藏方 面 ， 如张双智的 《周

恩来赴印度三次规劝十四世达赖喇 嘛 》
⑤

、 王树恩 的 《周恩来在印 度三劝达赖喇嘛 回 国 》
⑥

、陈永成的

《 在新德里三劝达赖喇嘛 》
⑦等 。

国 内 学界对于达赖喇嘛访印 主要着墨于周恩来的
“

劝
”

和达赖喇嘛的
“

返
”

上
，
对达赖喇嘛印度之行

的来龙去脉还缺乏深入细 致的研究 。 达赖喇嘛访 印是如何成行的 ？ 印度政府是如何联系达赖喇嘛的 ？

达赖喇嘛对去印 度是何态度 ？ 印 度之行对达赖喇嘛本人的 政治走向究竟有何影响 ？ 在美 国人类学家 、

藏学家梅 ？ 戈 尔斯坦的 《 西藏现代史 ： 山雨欲来 ，

１ ９５５—１ ９ ５７
》
⑧里首次披露了 《夏格 巴 日 记 》 的主要 内

容 。 戈尔斯坦认为该 日 记是夏格 巴作为
“

西藏幸福事业会
”

？
（以下简称

“

事业会
”

）

“

秘书长
”

的角色记载

下来 的
“

政治 日 记
”

？
。 本文从 《夏格巴 日 记 》 入手 ， 力 图还原这

一

事件 的历史场景 ，弄清它的来龙去脉 ，

以期揭露印度政府策划达赖喇嘛访 印事件的政治图谋以及产生的政治影响 。

一

、历史背景

１ ９５ ４年 ， 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
一

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
达赖喇嘛、班禅联袂进京 。 在京期间 ，

达赖

喇嘛受到毛泽东 、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 多次接见 ，
还当选为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副委员 长 。

年轻 的达赖喇嘛愿意接受新的理念 ， 甚至包括社会发展方面的进步思想 ，这也加深了 他对贫穷落后的西

藏进行社会改革 的思考 。 他强烈地感觉到 创造西藏美好的 明天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要在中央政府

的带领下 ，极大地 提高和改善西藏人 民 的生活水平 。 达赖喇嘛 自 己也声称这是他
“

最最得 意的时候
”

，

“

在我从北京返回 的时候我 已经有了
一些信心 ，认为能够和他们好好合作 ，在 中 国共产党的 帮助下 ， 西藏

能够 实现现代化
”

？。 北京之行后 ，达赖喇 嘛的思想有了 巨大进步 ，
出现了积极与西藏工委合作的局面 ，

并试 图通过 自 己 的 努力 来改革西藏 、发展西藏 。 但是达赖喇嘛的这
一

思想并不坚定 。

１９４ ９年新 中 国成立 ，
印度政府既担心

“

印度在西藏的存在将很容易被驱除
”

，
又希望

“

作为承认新政

权 （ １ ９ ４ ９年后的中 国政府 ）的第
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 ， 印度甚至可 以期待 中 国的某些感激 ， 以期缓和中 国

在藏的行 动
”

？
，从而得以保持它从英国手里继承下来的 在西藏的 某些特殊权利 。 承认新中 国成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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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夏格 巴 、嘉乐顿珠 、洛桑坚赞等流亡 印度 的藏人组建 的藏独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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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夏格巴 日 记 》 看十 四世达赖喇嘛 １ ９ ５６年的 印度之行 ．
１ １ １ ？

印度在
“

西藏 问题
”

上长期推行 既承认西藏是中 国 的
一

个 自 治 区 ，
又在

“

自 治区
”

内 涵上大做
“

双轨政策
”

的文章 。 印度认知 中 的
“

西藏 自 治区
”

并不是中 国实行的 民族区域 自 治制度 的 自 治区 ，
而是处于 半独立

状态的
“

国家实体
”

。 １ ９５ ４年 中 印协定签订 ，基本上奠定了 中 印友好的局 面 ，但
“

尼赫鲁希望用 放弃印度

在西藏的 特权来换得 中 国政府对麦克马洪线的承认 ，但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实 效
”①

，
为此尼赫鲁非常愤

怒。 更重要的是 ，青藏 、康藏公路的全线贯通 ，达赖喇 嘛的北京之行 ，动摇甚至 瓦解了尼 赫鲁政府关于西

藏应该是
一个软弱 的缓冲地 带的 战略定位 。 于是 ，

尼 赫鲁政府准备借释迦牟尼捏槃 ２５００周年纪念大会

之机
，
邀请达赖喇嘛访问 印度 ，

试图争取保持印度对西藏的影响 ，
以确保印 度的战略利益 。

对此 ， 印度外交部驻锡金政治专员 阿巴 ？ 潘特 （ＡｐａＰａｎｔ ）有着精确的描述 ：

“

尽管我们放弃 了在西 ．

藏政治方面的
‘

特殊利益
’

， 但我希望关于西藏的地位问题 ， 印度和中 国相互理解 ，达成共识 ，承认印度在

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方面 的利益 。

”②另
一

方面 ，
通过达赖喇嘛对印度的访 问 ， 印度还可以在中 国领土之

外 了解和影 响达赖喇嘛本人 ， 从而抵消达赖喇嘛参加北京 国 事活动 的影响 。

“

印度方面之所 以极力 促

成达赖喇 嘛参加庆典 ， 除 了宗教方面的原因外 ， 大概应该受到美国和旅印藏人的影响 ， 他们认为达赖

喇嘛长期受到亲 中共官员 的包围 ， 无法 自 由 表达意见 ， 只有来到 印度 ， 他们才可以影响并了解他个人

的观点
”

③
。 无论如何 ， 印度邀请达赖喇 嘛参加释迦牟尼涅槃纪念大会 ，含有宗教和政治 的双重 目 的 ， 达

赖喇嘛参会势必将提升大会 的声望 ，但对于 印度政府而言 ，更重要的是 ， 可以 以此来抵消达赖喇嘛在北

京参加 国事活动 的影响 ，让中 国和世界看到 印度在西藏
“

特殊
”

的 影响力和利益 。

锡金王室唯印度马首是瞻 ，
在涉藏事务上具有特殊的作用 。 锡金原是 中 国西藏的藩属 ，与西藏之间

的渊源深厚 ，锡金王室就逐渐成为了 围绕西藏的各派势 力之中 的
一股地位超然 、特殊的势力 ，

是各派 、各

国联系 西藏地方政府的 关键所在 。 他们很容易 向 外联系 印度的外交官员 、情报局成员和新闻 记者等 。

甚至包括美国 ，
想要了解西藏的情况也需要借助锡金王室 的力量 。 因此 ， 锡金王子常常受托 出面来往于

西藏地方政府与美国 、 印度官员之 间 。 实际上 ，在达赖喇嘛访印 的过程 中 ，锡金王室就起到了 穿针引线

的特殊作用 。

二 、具体过程

为 了寻求
一

条合适的邀请达赖喇 嘛的途径 ， 淡化这次活动 的政治性 ，
印度政府煞费苦心 ，

在对各派

政治势力分析研究后 ， 开始与藏独组织
“

事业会
”

相互合作利 用 ，
还最终选择了 地位特殊的锡金王子亲赴

拉萨 向达赖喇 嘛面呈邀请函 。

１ ． 达赖 喇 嘛在 尚 未见 到锡金王 子之前 已 获 悉 印度 的 意 图

据 《夏格 巴 日 记 》 记载 ，
１ ９５ ５年底 ，也就是达赖喇嘛北京之行返藏之后 的半年 ， 达赖 喇嘛就 已经知

道 了 印度打算邀请他参加释迦牟尼涅槃纪念大会的 信息 ，也知道
“

事业会
”

是印度政府与西藏地方机构

联系 的纽带 。 换句话说 ，
达赖喇 嘛在 尚未接到锡金王子带去拉萨的访印邀请 函之前 ，

就 已经知道了 印度

举 办佛教大会的 消息 ，更为重要的是达赖喇嘛知道 印度政府和
“

事业会
”

不仅仅是以 宗教的名 义来邀请

他参加佛教大会 ，更是以政治的角 度来看待他 的 访印之行 的 ， 他们是把印度之行作为拉拢达赖喇嘛 、争

取西藏独立的
一

个重大机会来对待的 。 促成他 的 印度之行 ，既是
“

事业会
”

的 目 标 ， 更是 印度政府 的意

图 。

“

１ ９ ５５年 １ ２月 １ 日
， 我 （夏格巴 ）按照堪穷 （洛桑坚赞 ）打来 的电话起草了遨请达赖喇嘛的信 函 。

”

１ ２月 ２

日
，夏格 巴 与堪穷

一起去见嘉乐顿珠 。 然后随 同锡金王子 、彭康拉姜去见 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阿巴 ？ 潘

特 ，并报告了夏格巴起草的邀请达赖喇嘛的信件 。

“

他们说 ，
在信中你 （夏格巴 ）也应该谈及印度 学者怎样

才能去西藏 ？ 西藏的 翻译如何能来到 印 度 ？ 你也应该写上是活 动 （佛 陀涅槃 ）从 ５月 开始 ， 时 间长达
一

①Ｍｅ ｌｖ
ｙ
ｎ Ｃ ． Ｇｏ ｌｄｓ ｔｅ ｉｎ ．Ａ〇／ｍｏｄｅｍｖｏ／ｗｍ ｅ３ ： ７７ｉｅ ｉＳ＾ｏｒｍＤ ｅｓｃｅｎｄ ： １ ９ ５５

—

１ ９５ ７ ， ｐ ．
１ ５８ ．

②Ｐａｎ ｔ
，
Ａｐ ａ ．ｆｌ ｖｖｆｌｆｃ ｅｒａｉ ／ｚ

ｇ
． Ｂｏｍｂａ

ｙ
： Ｏｒ ｉｅｎ ｔ Ｌｏ ｎｇｍａｎ

， １ ９７ ８ ， ｐ
． １２ ０ ．

（ 阿 巴 潘特 ： 〈 曼 陀罗 ： 觉醒 〉 ， 孟买 ： 东方 出版

社 ， １ ９ ７８年 ，第 １２ ０页 。 ）
。

③ 茨仁夏加著
，
谢惟敏译 ：＜龙在雪域一一 １ ９４ ７年以 来的西 藏现 代史 〉 ［

Ｍ
］

，
台湾 ： 左岸文化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１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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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政治专 员说对达赖喇嘛 的邀请既来 自 摩诃菩提协会② ，
又来 自 印 度政府 。 这里透露出 潘特 企图

让达赖喇嘛长期滞 留 印度的想法 ，
因此在邀请信中让夏格 巴 明确写清楚佛教大会的 时间长达一年 。 并

决定通过锡金王子 （此时王子 尚 未起身赴拉萨 ）给 帕拉 （卓尼钦莫 ，达赖喇嘛的侍从长 、副官长 ）发
一封

信 。 １ ２月 １ ６ 日 ，

“

事业会
”

从达赖喇 嘛的密 电 中获悉三大寺不反对达赖喇嘛访 印 ，

“

藏人和色哲甘松 （指色

拉 、哲蚌、甘丹三大寺——译注 ）将不会反对达赖喇嘛来印度
”③

。 以 上 日 记内 容 ，反映出帕拉、噶厦都 已

经知道 印度政府想要邀请达赖喇嘛访印的 意图 。

１ ９５６年 １月 ５ 日
， 达赖喇嘛发出

一

封无线 电讯息 ，通过锡金政府 的司 机送达嘉乐顿珠 ，
明确表达 了其

意 图 。 电文称 ：

“

你 的 两封信都收到 了 ，
内容知悉 。 因 为诸多 困难 ，我 尚未确信 ［是否能够 ］赴印度 。 你们

应 当为 国忧虑 ，无论眼前还是长远 ，
要运用 秘密方法来繁荣西藏政教大业 。 但是 ，

有关绝密 ［事情 ］ ， 你们

不能做的太多 ， 也不能 做的太少 。 至于信件联络 ， 有很多 内外障碍 ， 暂时先停止发信来 。

”④这则 日 记显

示至迟到 １ ９ ５６年 １月 ５ 日
，锡金王子还没有到达拉萨面见达赖喇 嘛之前 ，达赖喇 嘛就 已经知道印度企图邀

请他访 印的 信息 ，而且达赖喇嘛私下也表达了 想要参加佛教大会的 愿望 ， 只是因 为 困难重重 ，所以还不

能确定他是否能够赴印 ，给了 印度政府暗示 ，希望能够帮助减少困难 ，
助其成行 。 事实上 ，

１ ９５５年 １ １ 月 １ ５

日
， 印度总领事梅农就 向 班禅和达赖喇嘛提出 邀请他们访 印参加释迦牟尼纪念大会⑤ 。 达赖喇 嘛确 实

在锡金王子没来拉萨之前就 已 经知道了 印度企图邀请他参加纪念会 的意图 。 他也清楚印度境 内 的 流亡

组织——
“

事业会
”

所从事的分裂活动 ，但是他并没有设法阻止他们 ，更没有下令让
“

事业会
”

停止分裂祖

国 的活动 ， 实际上还让他们小心翼翼 。

２ ． 印度政府委托锡金王 子 两 次赴拉萨 面 见达赖喇 嘛

印度政府之所 以选择锡金王子前往拉萨面见达赖喇 嘛 ，
正是 由 于前文提及的 锡金王室在西藏事务

上的特殊地位 。 锡金王室 出面能最大限度地掩盖邀请达赖喇嘛的政治意图 ，
减少可能来 自 我 国 中央政

府和西藏地方的阻力 ，也不会 引起美 国人的不满 ， 同时还能密切与
“

事业会
”

的 联系 ， 随时掌握达赖喇嘛

的 思想动 向 。 １ ９５５年 １２月 ２３ 日
，
锡金王子被印度政府作为摩诃菩提协会 的特别代表派到拉萨 ，邀请达赖

喇嘛赴印参加佛陀纪念活 动 。 锡金王子到拉萨后面见了达赖喇嘛 ，并呈上了 信函 ， 称 ：

“

若达赖喇嘛 以
‘

全球佛教 大师
’

的名 义参加此次世界佛教协会大会是当 之无愧的 ， 您的声誉必将大增 。 这将是实现西

藏独立的最好机会 ，请您接受邀请 。

”⑥很显然 ， 印 度政府和
“

事业会
”
一开始就把达赖喇 嘛访 印当 做是

“

实现西藏独立
”

的 一次重大
“

机会
”

来对待 的 。
１９ ５６年 ２月 １ ５ 日

，
锡金王子回 复 ：

“

藏历十二月 二 日
（公历 ２

月 １ ４ 日 ）我拜见了达赖喇嘛 ，时 间长达 １小时 ２０分钟 。 我把这边的详细情况都告诉了他 。 达赖喇嘛 明确

想来参加佛陀涅槃纪念活动 。

”⑦ ３月 １ １ 日
，洛桑坚赞说 ，

“

昨天 ，我与锡金王子短暂会面 ，他说……他两次

在陛下屋里拜见 了达赖喇嘛 。 陛下要他 （锡金王子 ）

‘

请帮助住在 印度并替藏政府着想 的人
’

……

［陛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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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ｔｙ ） ， 印度佛教复兴运 动团体 ， 系

一

国际性组织 ， 又称摩诃菩提社 、摩诃菩提协会 、大菩提会 ， 原名 为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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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夏格巴 日 记 》 看十 四世达赖喇嘛 １ ９ ５６年的 印度之行 ？ １ １ ３ ？

说 ，
关于在 印度为藏政府着想 ，并卖力工作的人 ，在那边 ，如果我不 帮 ，谁帮 ？

”

①

事 实上 ， 摩诃菩提协会向达赖喇 嘛和班禅喇嘛发 出 的邀请信函 ， 也就是锡金王子带去拉萨的信 函 ，

并不是印度政府的官方邀请信 。 得知 印度邀请达赖喇嘛参加纪念会后 ， 中央鉴于西藏工作的 需要 ，希望

达赖喇 嘛婉拒 ，
并认为外国邀请应该与我国外交部直接接洽 。 中央认为

“

国 外情况复杂 、帝国主义活动

很厉害 ，

……如果 出 国
， 中央就很难照顾 （达赖喇 嘛安全 ） 。 同 时因 为西藏地方 自 治 区的筹备工作也随时

都需要你 （达赖喇 嘛 ） ，在这期 间西藏僧俗人民都不愿你离开 ， 因此还是不去为好 。 你可 以以工作繁忙无

法抽 身 ，
而且僧俗人 民不愿你 出 国为 由

，婉言予以拒绝 ，并且应该指 出
，我国 正如印度一样 ，

一切 国际方

面来的邀请都必须通过我国外交部
”②

。 中央的态度和西藏工 委的 回复 ，通过锡金王子反馈到了 印度 。

３ ． 印度政府的 官方邀请

锡金王子去拉萨得到了达赖喇嘛想要参加佛教大会的 明确表态 ， 获得 了达赖集 团 的
一

些重要官员

的支持 。 根据西藏地方官员们的反馈 ，如果没有印度政府的官方邀请信 函 ， 中央可能不 同意达赖喇嘛访

印 ， 或者还有可能派其他的活佛团来参加大会 。

“

他 （达赖喇嘛 ）必须有印 度政府本身的邀请信… …
”

③ 因

此 ， 印度政府加大 了外交周旋的 力度 。

《夏格 巴 日 记 》 记载 ，

１ ９５６年 ２月 ２２ 日
，
夏格 巴去见锡金政治专员 （潘特 ） ，潘特提道 ：

“

到现在为止 ，

印度政府 己 经与北京接洽三次提 醒他们 ， 但 尚未得 到 回 应 。 现在我要 去德里 ，与 印度政府讨论这个 问

题。 ４月 初我将去西藏 ，届时尽 力争取政府发 出邀请函 。 印度政 府将尽最大努力 。

”

④ ３月 ５ 日
，

“

我们 ［事

业会 ］肯定会邀请达赖喇 嘛来 ，
据王子说 ，

他
［
达赖喇嘛 ］希望来访 ， 而且尼赫鲁给周恩来发了

一封措辞 比

较强硬的 信
”⑤

。 事实上 ，
此时

，
中央对达赖喇 嘛是否要去 印度参加佛教大会 内部 已经基本有所决策 。

１ ９５ ６年 ２月 ， 毛泽东就曾对赴拉萨祝贺 西藏 自 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的陈毅说过 ：

“

达赖喇 嘛是西藏的
一

位

宗教领袖
，
也是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 他的行动是 自 由 的 ，可 以让他 明年去印度 。

”

⑥但是当 时西藏还有
一

个重大事件 ，
就是 １ ９ ５６年 ４月 ２２ 日西藏 自 治 区筹委会 的成立 ，

达赖喇嘛还暂时离不开 ，而且中国政府也没

有接到 印度政府的官方邀请信 。

由于
一直没有得到我国政府的正式回 复 ， 印度政府 比较悲观 ，并得到 了 我 国政府可能会派出 除达赖

和班禅以外的 其他 ８位活佛 团来参加佛教大会 的消息 。 １ ９５ ６年 ４月 ４ 日
， 失望 的尼赫鲁向下议院解释道

“

达赖 喇 嘛与班禅喇嘛收到 印度政府的 邀请… … 中国政府表示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 因为工作繁重不能

出席 … … 但是还说 ，
因 为 中 印两国在佛教上长期传统 的联系 ， 很乐意派遣一支 由 ８名髙僧组成的代表团

前往 ， 其中 ３名 由我们 提名
”？

。 从我国政府得到的 消息显然让印度政府很失望 ，于是印度副 总统及外交

部长 向北京呈送亲笔信邀请达赖喇嘛及班禅 。

在漫长的等待中 ，
印度政府甚至希望

“

事业会
”

能够获得
一封达赖喇 嘛请求尼赫鲁考虑帮 助西藏事

务的 信件 。
１ ９５６年 ６月 ２０ 日

， 潘特说 ：

“

你们 （事业会 ）必须告诉 尼赫鲁 ，达赖喇嘛希望来印 度拜访尼赫

鲁 。 如果你们能获得
一封达赖喇嘛请求 ［ 尼赫鲁 ］

考虑 帮助西藏问题的信件是非常有帮助的 。 那将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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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益的
”①

。 不过 ，
夏格巴认为让达赖喇嘛写这样

一封信 ，

一

旦泄露出 去会影响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 ，

否定了这个建议 。
６月 ２ ８ 日 ，达赖喇嘛给中央去信提到访印事宜 。 ７月 １ ２ 日

，
周 恩来 回复达赖喇嘛 ：

“

最近

印 度和尼泊尔都 曾经邀请你去访问 。 我们 同意你所作的答复 ，
那就是 ， 在原则上不排除将来去访问 的 可

能性 。 但是 ，
由 于西藏 自 治 区在筹备期间 工作 重要 ，现在不能去 。 我们觉得 ，暂时这样答复是 比 较好

的 。 因 为
，

一方面
，西藏 自 治 区筹备委员会的工作确实需要你主持 ；另

一方面 ，也应该适当地注意到美 、

英帝国主义 的破坏活动 。 因此 ，
关于你 出 国访问 的 问题 ，我们应该采取慎重 的和有准备的步骤

”

？
。

印度政府经过长达
一年 的谋划 ，

终于在 １ ９５ ６年 １ ０月 １ 日
，
印度 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 向我 国政府发 出

了官方邀请信函 ，希望达赖喇嘛参加 １ １ 月 ２４ 日 起为期 ３个星期 的庆祝大会 ，
并希望达赖喇 嘛在印度可 以

多停 留几天③ 。 可见 ， 中 央政府在达赖喇 嘛和班禅喇嘛是否参加此次佛教大会 问题上
一直 占据着主动

权 ，也洞悉国 外
一

些反动势 力 的分裂图谋 ，
并始终保持着决策的清醒和慎重 。

４
、 中 共 中 央 的 同 意 最终促成达赖， 嘛访印

１ ０月 １ 日
， 印度政府发来官方邀请信函 。 １ ０月 ２ 日

， 周 恩来致信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 ， 信中 说 ：

“

关于

你们来 印度 的 问题 。 当时中 央考虑 ，
如果你们愿意来的话 ，

还是时机 。 西藏 自 治 区筹委会 已经成立了 ，

工作上可 以离开 ；
同时这次印 度和尼泊尔邀请许多 国家的佛教代表纪念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年 ， 你们

来参加佛教会议 ， 可以和各国佛教代表见面 ，把我们和亚洲＾多佛教国家的
关系在 已 有的友好基础上加

深一步 ，这也是我们 国家现在需要的 。

” ④中央对达赖喇嘛 ￥卩班禅喇 嘛赴印度参加纪念活动是持开放态

度的 ，没正式答复的原因
一是没有 印度政府 的官方邀请信 ，

二是防止分裂分子从中破坏国家 的统一和稳

定 。

中央政府之所 以表示 同意 ，是 出于对西藏工作的全局考虑 。 第
一

，
从国际情况来看 ，

１ ９５ ４年 中 印 签

署友好合作协议 ， 中印关系进入到
一

个新的 阶段 。 如果 中央政府对印度政府的 官方邀请置之不理 ，
这会

被 印度视为是我 国 政府对他们不够尊重 ，
甚至带有敌意

，
这也与 中 印关系 的友好合作精神相违背 。 第

二
， 中央政府如果不批准达赖喇 嘛访印 ，则可能会被外界别有用 心的分子指责我国 宗教信仰 自 由政策名

不副 实 。 第三 ，虽然印度境 内聚集 了 大批
“

藏独
”

分子 、美国 及 国 民党特务 ，但此时中 印两 国 的关系正处

于
“

蜜 月 期
”

，

一

旦有事 ，足可通过外交途径转圜 。 第四 ， 中央促使达赖喇嘛 同意张经武返藏稳定西藏局

势 。 毛泽东曾就此事写信询 问达赖喇 嘛意见 ，达赖喇 嘛最终表示欢迎张经武返藏工作 。

允许达赖喇嘛访印 ，
回击 了对我 国宗教信仰 自 由 政策的 质疑声 ，

增加 了我国在印度乃至亚洲佛教徒

中 的声望 。 当然 ， 也彰显了 在 中央政府领导下西藏与达赖喇嘛正处于
一个积极 的状态 。

１ ９ ５６年 １ １月 ３ １

日
， 周恩来在印度与尼赫鲁总理会面时 ， 向 尼赫鲁总理清楚地表示 ：

“

中 国政府考虑到 中 印之间 的友好关

系
，
也知道达赖喇嘛会在印度受到 很好的接待 ，这样的 出行可以增进宗教界接触… … 毛主席说中 国佛教

与其他 国家的佛教应该有频繁 的接触 。 这有利于增强藏传佛教的 自信 ，
我们尊重他们的宗教 。 所以 ，

我

们 同 意达赖喇嘛与班禅到 印度 出行
”⑤

。

１ １月 ２ ５ 日 ， 达赖喇嘛抵达印度 ，这是印度和
“

事业会
”

成员首次能在 中 国 以外的地方直接面见达赖喇

嘛 ， 为他们游说达赖喇嘛提供了 绝好的机会 。 旅 印的
“

藏独
”

势力 如阿乐群则 、 嘉乐顿珠 （达赖 喇嘛二

哥 ） 、鲁康娃 ， 以及受美国指 派前来策反达赖喇 嘛的土登诺布 （达赖喇 嘛大哥当才活佛 ）立即 将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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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夏格 巴 日 记 》 看十 四世达赖喇嘛 １ ９５ ６年的印度之行 ？１ １ ５
．

包 围起来 ， 向达赖喇嘛灌输
“

藏独
”

思 想 ，并要求达赖喇嘛 留 印领导
“

西藏独立运 动
”

。 １ ２月 ，夏格 巴 向 达

赖喇嘛递交了
一份请愿 报告 ，

要求达赖 喇嘛领导西藏的
“

独立事业
”

， 并妄称 ：

“

既然脱离 了强权 的压制 ，

如果再从 印度地区仍然 回到强权底下 ， 不仅不能恢复西藏的独立 ，
而对皈依主上 的生命安全

一刻也难 以

放心 ，因而在西藏没有完全恢复独立 自 主前 ，希望皈依主上及随行人员 留在 印度的任何一个地方 ， 以便

就恢复西藏的独立 问题 ， 向联合国 申 诉苦衷 ，及 图谋其他
一切文武办法 ， 由 西藏 的真主皈依主上亲 自 裁

夺 。

”①亲情的拉拢对达赖 喇嘛影响很大 。 达赖喇嘛后来说 ，

“

我总 的感到他们 （指 印度和
“

事业会
”

）对我

们
‘

拉
’

的 力量很大 现在主要的是随行官员 中 的思 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他们在西藏时只 听到
一

面

的话 ，看到
一

面的事 ，想法亦较单纯 。 这次 出 国后接触了许多原来在此 的西藏人 ，他们只说坏的 ， 不说好

的
，使这些随行官员 的 思想被扰乱了

”

。
②在印度期间 ，

达赖喇嘛甚至提出 了
“

在西藏以和平方式贏得 自

由前 ，
他想一直待在印度

”

③
。

在印度访 问 的周恩来总理与尼赫鲁进行了 会谈 。 尼赫鲁虽不想看见西藏团结的局面 ，但是显然他

认为印度和中 国西藏 的关系没有印度和 中 国 的关 系重要 。 他 明确表示 ：

“

印度政府承认西藏是属于 中 国

的
，
印度一向尊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不容许来到 印度的 中 国西藏人进行颠覆和危害中 国主权的政治活

动 。 达赖 、班禅两喇嘛将 由 原路返 回 西藏 。

”

④周 总理设身处地 ，循循善诱 ，先印 度总统 、后达赖喇 嘛 、再

随行人员 ， 层层争取 ，展现了高超的外交技巧 ，最终消除了达赖喇 嘛对西藏局势的 疑虑 ，没有了身边人的

鼓动 ，
断绝了对印 、美支持 的幻想 ，

达赖喇嘛权衡再三后决定返藏 。

二 、后果及影响

１ ９５ ６年至 １ ９５７年达赖喇 嘛的 印度之行 ，
是 印度政府蓄意策划 的 、 旨在分裂西藏上层人士 、破坏中共

对西藏上层统战工作 的阴谋 。 １ ９５ ７年４月 １ 日
，
达赖喇嘛返 回西藏

， 中共成功挫败了 印度与
“

事业会
”

的 阴

谋 。 但是这次印度之行 ，对达赖喇嘛的 思想 以及未来西藏政局 的走 向产生了 巨大影响 ，也成了 中 印关系

由
“

热
”

变
“

冷
”

的分水岭 。

１ 、 达赖 喇 嘛思 想上逐步 滑 向 了
“

藏独
”

的立场

１９ ５４年达 赖喇 嘛与班禅联袂进京 ，是
一

次颇具意义的成功 ，达赖喇嘛的 思想前进了
一

大步 ，并开始

积极与西藏工委合作 。 然而 ， 印度 之行后 ，达赖喇嘛与印度境 内反动分子联系 日 益密切 ，思想发生变化 ，

变成表面上与西藏工委合作 ，
实 际上和 印度噶伦堡 的

“

事业会
” “

西藏人 民会议
”

合作的局面 ，极大地影响

着此后达赖喇 嘛的思想走向 和西藏政局 的发展方 向 。

返藏后 ，达赖喇嘛 曾说
“

这次 出 国访问 ，在印度 的藏族官员 和
一些随从人员 思想上有些混乱 ，也影响

了 我的 思想 ， 绕过了 许多 暗礁 ，最后总 算回 到拉萨来了
”⑤

。 达赖喇嘛的上述表态 ，

一

方面表明他个人性

格和立场的两面性的特点 ， 另
一个方面确实反映了达赖喇 嘛印度之行 斗争的严酷形势 ，

也从一个反面表

明 了争取达赖喇嘛返藏 ，
周恩来总理付出 的艰辛努 力和反分裂斗争的 伟大胜利 。

但不可否认 ，达赖喇嘛 内 心的变化也显露了蛛丝马迹 。 返藏前达赖喇嘛曾 两次发信函邀请尼赫鲁

访问西藏 ， 最终遭到中央 的拒绝而流产 。 但是达赖喇 嘛想借助印度政府来牵制 中央的想法则是显而易

见了 。 １９ ５７年 １ 月 １ ５ 日
， 噶 厦在 印度加尔 各答 召集了 有噶厦

“

西藏人 民会议
”“

事业会
”

参加的 会议 。 会

上 ， 首席噶伦索康代表噶厦政府发言 ， 他先说明 了达赖喇 嘛 已经决定返回 西藏 ，但是接着说西藏未来的

事情会有所不 同 ， 而且 ， 噶厦
“

西藏人民会议
” “

事业会
”

会 团结起来 ，共 同 协作 。 经过讨论 ，噶厦和流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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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之 间的合作计划最终也定下来了 。 随后 ，
他们编写了一个密码本 ，

一式两份 ：

一

本留在 噶伦堡 ，
另
一

本

由 噶伦饶噶厦带 回 西藏 。 同时 ， 达赖喇嘛还留下 了代理噶伦宇妥 ，
作为与

“

事业会
”

的联系 人员 。 这就说

明
，
在达赖 喇嘛返 回 西藏前 ，就默许 了并暗地开始支持

“

事业会
”

的 分裂活动 。 围绕在他周 围 的 最亲近

的 、能控制消 息渠道 、能直接影响 达赖喇嘛决策的卓尼钦莫帕拉 、 噶厦官员等都与境外的
“

事业会
”

联系

密切 ，
互通消 息 ，并策划局部反抗等分裂活动 ，

为后来达赖喇嘛 出逃埋下了伏笔 。

达赖喇嘛返藏后 ， 中央确定 了
“

至少六年不改
”

的方针 。 但是对达赖喇嘛来说 ，推迟 ６年 、 １ ２年 ，或者

更长时 间 ，最后中央还是要进行民 主改革的 ，依然会触及其既得利益和政教特权 ， 康区的 改革更是让他

心惊胆战 ，他开始默许西 藏的 局部叛乱 ，
他知道这些叛乱与境外分裂势力 紧密相连 ，

当 然他也希望借此

能让 中央再行让步 。

达赖喇 嘛返藏 ， 使西藏的 全面叛乱爆发延缓了 两年时间 ，也让西藏人民更清楚地看到 了 中央的态度

和诚意 ， 为 中央全面平叛和 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 。

２
、达赖 喇嘛 印度之行对

“

事 业会
”

影 响颇 大

首先 ，
达赖喇 嘛访印 强化了

“

事业会
”

这
一

分 裂组织在噶厦 中 的 半官方 的地位 。 达赖喇嘛对
“

事业

会
”

的认可态度 ，客观上密切了
“

事业会
”

与噶厦的 联系 ，

“

事业会
”

成为噶厦的组成部分 ，更是西藏地方政

府在印度的 秘密办事机 构 。 简单讲 ，

“

西藏商务代理处
”

实际上就是噶厦设立在噶伦堡明面上的
一个非

正式办公机关 ， 暗地里的机构则是
“

事业会
”

。

“

事业会
”

的三位领导人之
一
——洛桑坚赞 ，

１ ９ ５３年底就被

噶 厦任命为
“

西藏商务代理处
”

两代理之
一

。 夏格巴 １ ９５７年 ２月 ３ 日 的 日 记内 容反映 出 噶厦与
“

事业会
”

的

紧 密勾连 。 达赖喇嘛 留在 印度的代理噶伦宇妥说
“

由于我确 实是为噶厦工作 ，
正式加入你 们的组织 （

‘

事

业会
’

）不妥 。 但如果你们就有关事宜向 我咨询的 话 ，
我将知无不言 ，

言无不尽 。 并且如果你们不得不 向

联合 国请愿的话
，
我可以提供噶 厦的印章及 （官方 ）

证明文件等
”

？
。

其次 ，达赖喇 嘛访印 ，促进了

“

事业会
”

与 印度政府 的密切联系 ，使
“

事业会
”

更加组织化、 正规化 。 在

达赖喇 嘛访 印前 ，

“

事业会
”

仅仅是一个松散的 、流亡藏人的 非法组织 ，
主要任务是在国际上宣传所谓西

藏 处境 ，争取同 情与支持 ， 但是始终没有
一

面
“

旗帜
”

来号 召和 团结流亡藏人 。 美国 、 印度等国家并没有

看 到达赖喇 嘛的 任何举动 ，仅仅是嘉乐顿珠、夏格巴 等人的 言行 ， 因此他们对于
“

事业会
”

是否能完全代

表达赖喇嘛还是持怀疑态度 的 。 但是 ，达赖喇嘛到 印度后 ， 虽然没有对外承认这个秘密组织 ，但是在 内

部是承认了 的 。

“

旗帜
”

的默许让
“

事业会
”

师 出有名
，
更加正规化和组织化 。 美国 中情局 、 印度开始相信

“

事业会
”

是可 以代表达赖喇嘛的 。

再次 ，达赖喇 嘛访印 ，促使
“

事业会
”

的 性质也从
一

个以 宣传影响世界舆论为主的流亡组织转变为
一

个 以从事政治活动 、武装斗争为主的组 织 。 纵观 《 夏格 巴 日 记 》 ，从 １ ９５６年开始 ，

“

事业会
”

决定开始游

击战争并计划武装占 领亚东等地 ， 为此希望印度政府给他们提供武器、炸药等 ；康区叛乱后 ，

“

事业会
”

认

为
“

必须得到武器和经济帮 助
”

？
；


“

事业会
”

还曾 多次要求美国 援助资金 、武器、 爆破装置的使用 培训等

等③ 。 达赖喇嘛访印后 ，

“

事业会
”

与译仓 、 噶厦 、 伪
“

人 民会议
”

之间 的联系更加密切 。 １ ９５ ７年 ，在反 华分

子的策划下 ，西藏开始 出现局部叛乱 ，
１ ９ ５９年

，
全面叛乱发生

，
达赖喇嘛秘密逃往印度 。

３ 、达赖喇嘛 印度之行是 中 印 关 系 由
“

热
”

变
“

冷
”

的分水岭

印度独立后 ，尼赫鲁主张不结盟运动 ，
倡导独立 自 主、 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 ，并开始积极寻求与广大

发展中 国家谋求新的外交格局 。 新中 国成立后 ，
鉴于西藏险恶 的国际环境 ， 中央洞察了美国 、英国 、 印度

等 国家在西藏 问题上的不 同心态 ， 确定了
“

联印牵英制美
”

的 外交方针 ，

一

箭三雕 ，促使西藏和平解放 。

印度政府为保留在西藏特殊利益 ， 主动承认新中 国 ， 随后中印 多次
“

照会
”

， 印度表示不寻求
“

新的特权地

位
”

，但却希望中 国承认
“

西姆拉条约
”

和
“

麦克马 洪线
”

。 １ ９５ ４年 ４月 ２９ 日 经过多轮谈判 ， 《 中 印关于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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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 的通商及交通协定 》 签订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被写入序言之中 ，但是中国政府并

未承认
“

麦克马洪线
”

。 失望的尼赫鲁开始允许 印度情报局与噶伦堡的
“

事业会
”

成员秘密联系 ，并默许
“

事业会
”

进行有限度的分裂活动 。 此时尼赫鲁虽然失望 ，但是依然认为印度与中 国的外交关系 比 印度

与西藏地方的 关系更为重要 ，公开场合中 印关系依然 比较友好 ，
只是暗地里开始积极插手西藏事务 。 相

对来说 ，这
一

时期印度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是 比较
“

热
”

的 。

但是眼见康 藏 、青藏公路贯通 ，
达赖喇 嘛进京参加国事后积极筹谋改革 旧西藏 ， 西藏正有效地融入

共和 国建设的步伐之 中 ，尼赫鲁彻底慌了 ， 开始积极策划 １ ９５６年达赖喇嘛访 印事件 。 可见 ，
印度所有的

措施都
“

是 以排斥 中国在西藏的势力和加强印度在西藏的势力 为 目标 的
”

①
。 印度政府非常满意最终促

成达赖喇嘛的 印度之行 ，在中 国控制的范 围之外见到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处于分裂势力 的包 围之 中 ，对

达赖喇嘛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 由 于印度
一直继续默许噶伦堡 的

“

藏独
”

活动 ， 图谋拉拢达赖喇嘛 ，分化

西藏上层 ，
访 印之行成为 中印关系 由

“

热
”

变
“

冷
”

过程中 的
一

次重大事件 。

从印度力保达赖喇 嘛访印这
一

年的过程中 ， 我们不难看 出
，这不是一场普通 的宗教访 问 ，而是

一

场

复杂的政治外交斗争 ，
甚至还有文化斗争 。 我 国政府同意达赖喇嘛和班禅赴印访 问的态度 ， 充分 向外界

展示 了我 国宗教 自 由 政策 ，
对基本人权的 尊重 ，从而打破所谓强权的谎言 ，

而且也很巧妙地维护了 中印

之间 的友好关系 。 但是印度政府依然不满足 。 返藏前 ， 印度政府希望促成达赖喇嘛邀请尼赫鲁访 问西

藏 ，进
一

步分化西藏上层 、破坏中共对西藏的 上层统
一

战线 。 １ ９５７年 １ ２月 ６ 日
，达赖喇嘛 向尼赫鲁发 出邀

请函 访问西藏 。 １ ９５７年 ２月 ，
在锡金境内

，
达赖喇 嘛又写信给尼赫鲁 ，

感谢了 尼赫鲁的盛情款待 ，
并再次

提 出邀请 ，希望尼赫鲁近期能够访问西藏 。 对此 ， 中央果断拒绝 ，
这是对 印度插手西藏 事务 的

一

种警

告 。 至此
， 中 印关系在西藏事务上的分歧 已 经表面化 ，达赖喇 嘛印度之行 ，成为 中 印关系 由

“

热
”

变
“

冷
”

的
一

个分水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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