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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欣艳：西藏和平解放时期昌都的统战工作

摘 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昌都解放后，党中央立足于

西藏工作的全局，在昌都以上层人士为主要统战对象，成立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等反帝爱国统战组

织，开展支前运输、卫生医疗等一系列工作，团结了昌都地区各阶层僧俗人士，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

响，确保了昌都地区的稳定和进步，为党中央和平解放西藏和经略西藏的全局工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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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时期昌都的统战工作

毛欣艳
（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1950年 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对

于解决整个西藏事宜打下了有力的基础”[1](P119)。昌

都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根据当时的

形势和任务，要求昌都工委（1950年 11月成立，

1951年7月改称昌都分工委，隶属中国共产党西藏

工委）“抓紧时机，开展政治攻势，以争取和平解决

西藏事宜。”[1](P119)这一指示确定了西藏和平解放时

期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政治工作的基调和主要内

容。据此，党在昌都地区把统战工作作为工作重

心，以反帝爱国、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争取

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为统战方针，发展壮大最

广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了昌都地区各阶层

僧俗人士，推进了昌都地区的人民解放事业，也为

党中央统筹规划和平解放西藏和经略西藏的全局

工作奠定了基础。

一、“新战役”

昌都战役胜利后，“紧随康区军事胜利之后的

行动并不是占领卫藏地区，而是发动一场‘和平解

放’西藏的新战役。”[2](P646)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事

宜，必须“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

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3] (P19)而在当时

对西藏起领导作用的是西藏上层，因此做好上层统

一战线工作就非常重要。在西藏，各方面情况都比

较特殊，党的一切工作都离不开组建一个“民族的

民主的统一战线”[4](P122），党中央提出在西藏“统一战

线以反帝爱国为主和以稳定上层、与帝国主义争夺

-- 36



毛欣艳：西藏和平解放时期昌都的统战工作

上层为中心工作，不是反帝反封建同时并进的统战

方针”。[5](P603)昌都解放后，各方面的工作必须服务

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大局。1951-1959年，昌都（分）

工委的工作重点之一即是配合西藏工委以上层人

士为主要统战对象，积极开展工作，建立和扩大广

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

解放后的昌都，虽然从行政上脱离了西藏地方

政府的管辖，成为和平解放西藏的后方基地，但是

政治形势仍然较为复杂。昌都地区所属各宗均有

寺院，民众普遍信奉宗教，其中四大活佛（昌都帕巴

拉活佛、察雅罗登协绕活佛、类乌齐帕曲活佛、八宿

达察济隆活佛）威望极高，掌管政事。并且还有相

对独立的世俗地方首领德格土司、拉多土司以及丁

青三十九族；西藏噶厦政府管辖的芒康、贡觉、边坝

等宗（县）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以父系血缘纽带组

成的“帕措”（父系氏族）宗族势力控制的三岩等地，

这些世俗势力割据其间，互不统属。他们的社会制

度、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不利于民族的团结

进步与发展。针对这种状况，昌都（分）工委遵循

“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对昌都地区的社会情况和

民族特点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认为“统一战线也

应该更为广泛，除去帝国主义反革命分子外，各族

的各阶级、阶层、集团和重要人物都是我们团结的

对象，而团结各民族的领袖人物、宗教界的重要人

物、农牧区土司、头人、知识分子在目前时期更有特

殊的重要意义”。[4](P122)对于当时的昌都（分）工委来

说，“积极开展政治争取工作与安民工作，积极搞好

昌都地区各阶层的团结”，[5](P1160)做好上层的统战工

作，稳定昌都的局势，争取和团结下层群众，就是昌

都解放后迫切需要开展的一场新战役。

二、建立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中国共产党在昌都地区开展广泛的反帝爱国

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央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

结、巩固国家边防采取的重大战略部署。按照中央

部署，昌都（分）工委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来加速推进

昌都地区人民的解放事业，增加发展建设昌都地区

各项工作的力量。

（一）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立

遵照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西南局着令西

藏工委在昌都解放后成立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

会，“负责指导有关军政事宜及调节人民解放军与

昌都地区地方关系。”[1] (P280)1950 年 12 月 27 日至

1951年1月1日，依据“共同纲领”和党的民族政策

的有关规定，昌都地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

议贯彻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充分发扬民主的主旨，以议案的方式对昌都

地区的重大事务，以及群众的生产、生活、文教、卫

生等方面做出决议。并且大会经过协商选举产生

委员 35名，其中活佛、土司、头人及知名人士为 23
名。[6](P4)昌都地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

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立。它是在党的领

导下，有上层活佛、土司、头人、知名人士代表和党

的领导干部参加，为“保障全体僧俗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喇嘛、寺庙，

维护社会治安，确立革命秩序的统一战线性质的过

渡性政权组织。”[6](P4).这在昌都地区是史无前例的。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根据“共同纲领”和党的

民族、统战政策的规定，西藏工委指示：“为吸收藏

族爱国分子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工作，各宗也应成立

人民解放委员会，以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局

面。”[1](P308)按照“原藏政府在各地的宗本和政府工作

人员在昌都解委会领导下继续行使职务”[6](P195)，“原

有宗本照常供职”“各喇嘛庙、土司所属地区行政组

织不变”[1](P293)的原则，从 1951年 6月起先后成立了

28个宗解委会。原来的宗政府官员大都被吸收到

昌都地区两级（地区、宗）解委会任职，委员中藏族

人士占大多数，整个昌都地区的工作不再以原宗政

府的名义行使，而是在解委会的领导下协商进行。

这一特殊的政权组织和统战形式既团结稳定了上

层人士，扩大了党和人民解放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影

响，又通过他们宣传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使党的各

项政策深入藏族人民心中。

（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反帝爱国的统一战线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昌都解委会的两级建制

逐渐完善，昌都地区人民代表会议和各宗人民代表

会议，成为政府开展工作的基本制度。解委会的各

项工作也有序开展，在群众中树立起一定的威信。

但是上层人士的思想状况和群众基础在短期内并

未完全巩固，“我们的方针，不应该是组织下层去孤

立上层当权分子，而应该是从上层着手，稳住和争

-- 37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取上层，达到顺利地、逐步地、巩固地团结群众的目

的。”[3](P80)因此昌都（分）工委仍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反帝爱国的统一战线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凡是反帝

爱国的人士，不论差别，只要不同程度接受“十七条

协议”，都要积极争取。针对已经心向中央的上层人

士，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并“以普遍轮训头

人并建立解委会机关的学习制度”的教育方式“逐渐

改变他们的旧思想、旧作风、消除疑虑，取得谅解和

信任，以便接近和教育广大群众”。对于下属各宗解

委会，允许旧政府人员参加宗解委会联合办公，做好

宗内各项工作，“并争取3-5人经常驻宗办公，使他

们在遵守统一的工作方针和政策下，真正有职有权

进行工作。”[7](P35)通过吸收较进步的上层人士和领袖

人物参与解委会的工作，使更多阶层的人士了解当

前局势和党的民族与宗教政策，树立少数民族人士

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感愿意积极参加工作，实现当

家主事的权利。

这一时期，昌都（分）工委的一切工作都通过统

一战线的方式进行，在不妨碍统一战线的原则下兼

顾各个阶层的共同利益，也注意解决群众的困难，

创造团结、民主、和谐的政治气氛。据1953年统计

资料显示，昌都分工委争取和团结了以邦达多吉、

格桑旺堆为首的 186名各界代表人物和 99名藏族

青年参加工作，动员保送109名藏族青年男女赴内

地学习，轮训694名头人（10个宗的统计）。[4](P122)从

工作上来看，各宗解委会建立了正常的办公制度和

学习制度，正副主任和委员名副其实，均有经常驻

会办公委员会，工作中注意照顾旧政府官员的原有

所受尊敬和威信，公事都能做到与上层人物协商研

究，各委员之间有具体的分工，并能有职有权地处

理问题，推动工作。从组成成分来看，昌都地区人

民解放委员会的 35名委员中有汉族干部 12人，民

族干部23人。12个宗的人民解放委员会中有汉族

干部14人，民族干部154人，[4](P87-88)所有民族干部均

系上层人物。从组织形式上看，所有代表性人物均

有解委会委员的职位，都参加了地区与宗的两级解

委会、生产委员会和支援委员会的工作，因此昌都

地区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大体已经形成。

（三）昌都地区观礼团

昌都（分）工委除团结和争取上层人士参加政

府工作以外，还多次组织他们赴内地参观和学习。

1952年 9月，昌都地区组成以德格·格桑旺堆为团

长，向巴益西为副团长的赴京观礼团参加国庆庆

典，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之后观

礼团又分别前往西北、华北、内蒙古、东北、华东、中

南、西南19个城市，参观了40个工厂、21所学校，3
个烈士馆及39处风景名胜。[7](P36)1953年9月，以四

郎江村任团长，扎西绕登和罗珠绕色任副团长的昌

都地区国庆观礼团赴京参加国庆节。国庆节观礼

之后，观礼团从北京出发，赴西安、兰州、西宁、沈

阳、抚顺、内蒙古海拉尔、哈尔滨、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长春、大连、天津、佛子岭、南京、杭州、广西壮族

自治区、武汉、重庆、康定等地参观。

昌都观礼团“上上下下，转转看看”，直观地感

受了祖国内地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各族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所获得的幸福生活，所见所及使观礼

团成员们颇为震动。通过组织观礼团赴内地参观

访问这一统战工作形式，开阔了昌都地区上层人士

的视野，增强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巩固和扩大

了党的统战成果。

（四）建立爱国的群众统战组织

和平解放西藏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要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

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昌都（分）工委在

党、政、军、群各系统的各项重大工作都围绕反帝爱

国统一战线这个前提来开展，爱国妇女、爱国进步

青年、工商业人士等也都是党统战的对象。

为团结昌都地区的爱国上层妇女群体，1953
年3月，昌都（分）工委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1956
年 7月，昌都地区爱国妇女文化联谊会成立，降央

伯姆任主任。联谊会的宗旨是：“团结教育爱国进

步上层妇女，鼓励妇女参加对民族和人民有益的各

项工作，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政

策。”[8](P551)联谊会通过组织学习文化和妇幼卫生知

识，举办展览和参观等形式，加强与上层妇女的联

系，了解她们的思想动态，向她们宣传党的政策，扩

大党的影响。

为了团结教育昌都地区的爱国进步青年，1953
年 3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昌都分会成立。

1956年12月25日至29日，在昌都召开了昌都地区

第一届青年代表大会，出席的代表254名。选举成

立了西藏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昌都分会，委员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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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其中藏族38名、汉族7名、僜人1名、回族1名），

常务委员 15名。 [7](P65-66)该会章程中指出，“为增进

民族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爱国主义思想，加强民

族团结，树立青年群众的良好的学习风气和正当的

文化娱乐活动，锻炼体质，丰富知识，积极参加伟大

祖国的各项建设事业而努力。”[6](P196)青年联谊会是

为团结教育昌都地区的爱国进步青年而成立的爱

国统一战线组织。

1951年7月，带有统战性质的群众民间组织昌

都市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1954年 5月正

式成立昌都市工商联合会，昌都大商人松松担任主

任职务。这一时期，昌都地区还没有条件组建政协

会议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不过昌都地区从

1951-1959年共召开五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参会

的藏族委员占 94%，[6](P14)他们对昌都建设的大政方

针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很多建议，昌都的

各项工作“一律经人民代表会议民主协商，作出决

议”[9] (P25)，这也是具有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性质的会

议组织。

三、统战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和平解放时期昌都（分）工委执行党的民族政

策，建立最广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只做生产、

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

事”[10](P63)，使昌都地区僧俗上层爱国人士的政治认

识得以提高，和地方工作人员也建立了一定的感

情，推动了支前运输、民族团结与干部培养、卫生医

疗救济等一系列工作的逐渐开展。通过这些工作，

党的民族政策也很快深入到藏族人民的心中。

（一）保证了支前与运输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党中央对于西藏全局工

作做出明确指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作应以

上层统一战线为主，争取时间解决生产自给和交通

运输问题为主要任务。”[5](P758-759)为了迅速解放全西

藏，担负起支援康藏公路修筑工程的运输任务，昌

都解委会召开支援会议，决定“为全力支援解放军

早日解放全西藏，以昌都为中心站重新调整畜

力”[7](P23)，向各宗下达了支援运输军需物资的任务，

号召“全区僧俗人民即应以爱祖国、爱同胞的热忱，

按照昌都地区人民支援解放西藏大会决议，以最大

决心与积极行动来克服一切困难，大力做好支援工

作，完成支援任务。”[7](P29)昌都各宗响应号召，积极

组织牦牛运输，保证部队供给，逐步建立起兄弟民

族间的良好关系，打下了解放全西藏的基础。

在支援修路运输中，党非常重视团结上层的工

作，号召头人寺庙带头支援。关于运输任务，都先

与当地领袖人物协商，得到他们的同意与赞助后，

再通过会议形式布置下去，充分调动发挥了上层人

士的积极性。如寺庙、活佛旧制度时从不负担任何

义务，现在带头拿出牲口运输，昌都地区寺庙绝大

部分都参加了运输，昌都寺两大活佛都拿出自己的

私人骡马托运。据 1952年 10月的统计，完成支援

运输共计22万驮。[7](P37)至康藏公路通车，参加支援

的人力约5000余人，动员了106900头畜力，共驮运

了 524665驮物资；[4](P143)其中波密三宗从 1953年 11
月先后开始运输，1954年 7月结束，共运了 62000
万驮，[4](P149)基本完成了支援修路的运输任务。

（二）促进了民族团结、加强了干部培养

昌都解放以后，各级党委根据“慎重稳进”的指

导方针，坚决执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尊重宗教

信仰自由，保护寺庙的统战政策，着眼于站稳脚跟，

坚持团结爱国、合作共事的态度，广泛团结各阶层

僧俗人士，真诚地进行团结和教育改造，加强民族

之间与藏族内部的团结，明确地树立了长期合作的

政策观念。对参政的藏族上层人士基本上做到了

耐心团结和说服教育，并能尊重其职权，在工作上

建立会议办公制度，遇事分工合作协商议决，相互

配合进行工作。如昌都宗解委会的格桑根曲、昂旺

巴登、谢瓦拉等藏族干部，逐渐遵守解委会的工作

制度，按规定的办公制度上下班，在工作中他们积

极大胆发表见解，发挥他们的长处和积极性，领导

和管理民族事务的工作水平逐步提高，为机关藏汉

干部团结和昌都地区各项工作的推进带来了有利

局面。如在我们党的团结争取教育下，协商推选邦

达多吉、格桑旺堆等三名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

昌都（分）工委十分谨慎地遵守稳、慎、缓进的

工作方针，根据工作需要提拔有代表性的藏族上层

人士。据统计，1953年昌都地区共提拔使用民族

干部40人，分别为县级1人（扎西朗吉），区级5人，

一般干部34人。[4](P49)藏汉干部一起相处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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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工作都事先协商，达到了民族团结，使藏族

干部对中央民族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及政府法令有了深层的理解，增进了双方合作共事

的积极性，同时也提高了藏族人民的觉悟，对祖国

有了初步的认识。

（三）生产建设与财经工作得到大力发展

随着统战工作开展，昌都地区的生产建设和财

经工作也逐步展开。昌都分工委指示，向昌都人民

发放大批农贷和工商业贷款，用以扶持农牧业生

产、兴修水利、改善生活设施和市政建设等，其中

1953 年安排农牧贷款（15 万斤青稞）[4] (P96)；1953-
1958年，安排 174.2万元用于支援农村生产及事

业。从 1951-1958 年，基本建设投资共 225.4 万

元；[8](P395)并创设小型农牧试验场，试验推广优良的

品种和新的农作法，改良畜牧配种，积累经验。

财经方面，根据西南局“应以保证军供，调剂

民需，稳定金融物价为原则团结上层，组织私商，建

立高度广泛的经济统一战线”[4] (P97)的方针，昌都解

委会建立了财委贸易公司、银行、税务局等机构，团

结和发展私商共 128户，其中坐商 28户，行商 44
户，小摊贩 56户。[4](P88)鼓励寺庙头人经营土特产，

向内地办理运销。并鼓励支持中小商人联合经营，

成立“联合商店”，作为统一战线性质的经济组织形

式，吸收地方人士参加，以藏族人士为经理，在经营

上实行民主管理，账目公开。这种形式的财经工作

充分发挥了私商的积极性，在稳定金融物价，物资

交流，供应人民生活必需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四、和平解放时期昌都地区统一战线工

作的历史经验

昌都解放后，党中央立足于西藏工作的全局，

结合昌都地区特点，积极开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在工作中积累了有益的历史经验。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关于西藏的和平解放，

中央认为涉及面广，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中

心。1950年 1月成立中共西藏工委，负责筹划和

制定一切计划。昌都是西藏最早解放的地区，

1950年 11月，成立中共昌都工委。1951年 7月，

党组织进行调整，改称昌都分工委，直接受中共西

藏工委领导。因此和平解放时期昌都的各方面工

作，从中央到西南局、西藏工委、再到昌都分工委，

依据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施政方针、工作方法步

骤等均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当时，党的组织尚不

公开活动，在落实各项具体工作时，都是通过党领

导下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来讨论和布置，

认真贯彻实施中共中央的政策和指示，时刻都与

中央保持一致。

局部统一于大局。西藏工作事关中国国家安

全的大局，和平解放时期昌都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是服务大局，配合西藏和平解放和整个西藏社会发

展而进行的工作。“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西藏形成

“三面四方”的政治格局，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

直属政务院领导，代表着一种新生的力量。它是一

个统一战线性质的过渡阶段的政权机构，是一个政

权的特例，所以昌都的统一战线工作可以依昌都实

际现状和形势变化独立进行。另一方面，“十七条

协议”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总纲领，昌都地区开展统

一战线工作的根本原则就是必须遵守“十七条协

议”的规定，所做一切必须有利于西藏全局的工作，

有利于促进全西藏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统一。昌都

的统战工作是局部统一于大局，与经营西藏全局工

作是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求同存异。和平解放时期，西藏社会的主要矛

盾是西藏人民（包括上层人士）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所以这一时期西藏的统一战线是反帝爱国统一战

线，即以上层为主的统一战线。根据“十七条协议”

的精神，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在政治上最重要的原则

和要求，即是否反对帝国主义。这既是我们党一切

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检验政治立场的标准。当时昌

都地区的统战对象非常广泛，不论其身份地位、阶

级意识、政治觉悟差别如何，只要反帝爱国，不同程

度上接受“十七条协议”，都是团结的对象，都要积

极争取和团结他们。和平解放时期昌都地区的统

一战线是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甚至是不同信仰的联

合，只能求同存异，而中国共产党与昌都上层人士

最大的“同”就是反帝爱国，这成为昌都统战工作的

主旋律。

坚持原则灵活运用。中国共产党建立面向昌

都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相对来说比较艰巨复杂。

工作中，在昌工作人员和人民解放军，以“慎重稳

进”为指导，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各项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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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层人士协商办理。例如出席昌都人民代表会

议的代表就是协商产生，“这个组织在我党领导下

吸收了藏族各界各阶层代表人士参加进来，扩大了

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阵营。在这里，一切事情都经

过充分协商，同意了统一了再办，充分显示了我党

的民族团结政策和尊重藏族人民的区域自治权

利”[11]；各宗解委会的形式是在原旧政权的基础上，

加上新形式、新成员，吸收各大寺庙活佛及各部落

甲本为委员。但是在涉及国家主权、执行“十七条

协议”等原则性问题上毫不退让。

积极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建立拥护祖国统

一的爱国者最广泛的联盟，是推动西藏和平解放的

重要法宝之一。昌都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是配合

西藏全局工作的重要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以和平的方式争取昌都的活佛、土司、头人、商

贾、起义官兵以及在昌都的西藏地方政府的军政要

员等僧俗上层人士的支持，建立各阶层各种形式的

统一战线组织，自上而下逐步扩大统战面。这些工

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昌都地区的影响，团结爱国

的观念逐渐为昌都人民所接受，并且部分群众表现

出向党靠近和要求进步的愿望。总体而言，1951-
1959年昌都工委配合西藏工委在昌都地区开展上

层统战工作，增强了藏汉民族之间、藏族内部之间

的团结，有利于打击帝国主义的破坏和挑拨离间，

促进西藏和平解放，为党中央统筹规划西藏的全局

工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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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70 years ago, Chairman Mao Zedong implemented a great number of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
nomic strategies drawn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peacefully liberate Tibet. Chairman Mao decided to
march into Tibet as soon as possible. This decision thwarted the plot of“Tibet independence”hatched by reac⁃
tionary forces from home and abroad. Apart from the military intervention, political strategy included campaigns
to win the support from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Tibet. The PLA army was not allowed to receive
supplies from localities, and rely on self-supply while marching into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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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Qamdo,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established the Qamdo Regional Peo⁃
ple’s Liberation Committee and other anti-imperialist patriotic united front organizations to carry out a series of
work. It united the monks and laymen of all social strata in Qamdo, expanded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Com⁃
munist Party of China, ensured the stability and progress of Qamdo,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overall work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fo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and the management of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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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s and requirements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Xizang Autonomous Re⁃
gion in the new era are put forward in CPC Central Committee’s Seventh Symposium on Works about Xizang.
Counterpart assistance to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sh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 quality develop⁃
ment, constantly improv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assistance to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optimize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assistance to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pay attention to intellectual and accurate assis⁃
tance to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cultivate self- development momentum, and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
velopment of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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