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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中 国成立初期藏族人民支援

抗美援朝史事探析
￥

央 珍

［
摘要

］ 抗美援朝 史 是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的 重 要研 究 主题
，
也是 民 族 史 、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研

究 的 重 要 内 容 。 抗美援朝 是 新 中 国 成 立初 期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下 的 保家 卫 国 之 战
，
刚 获 得 解 放 的 藏 族

人 民 在抗美援朝 运 动 中 踊 跃 捐 款 捐 物 、 参 加 赴 朝 慰 问 团
，

订 立 爱 国 增 产 公 约
，
召 开 时 事 座 谈会 等

，

实 实在在地 为 抗美援朝 作 出 了 力 所 能 及 的 贡 献
，
并 涌 现 出 了 许 多 先进典 型

，
体现 了 藏 族 人 民 对 新 成

立 的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的 拥 护 。 同 时
，
抗美援 朝 运 动 客观 上促进 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初 期 涉 藏 地 区

的 治 理
，
对和平 解放西 藏 的 顺 利进行 有 一定 的 助 益 。 随 着 支援抗美援 朝 运 动 在 涉 藏 地 区 的 普 及 和 深

入
，
藏族人 民 的 团 结 意 识 、 国 家 意 识 和 国 民 意 识 得 到 空 前增 强

，
爱 国 主 义 精 神 深入人 心 。 藏 族 人 民

支援抗美援朝 的 历 史
，
是 新 时代构 筑 中 华 民 族 共 有 精 神 家 园 和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的 宝 贵 历 史

资 源 。

［ 关键词 ］ 抗美援朝
；
藏族人 民

；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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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抗美援朝史是党史 、 新 中 国史的重要研究主题 。 习 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中 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 国作战 ６０ 周年和 ７０ 周年之际都发表了重要讲话 。

＠ 学术界对抗美援朝 的研究也不断掀起高潮
，
相

关研究成果迭出
，
涉及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社会等诸多领域

，
多角度 阐释 了抗美援朝 的历史及其伟

①本文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般项 目
“

近代藏族社会生活史研究
”

（ 项 目 编号
：

１ Ｓ Ｂ Ｚ Ｓ １ ２４
） 阶段性成果

② 习 近平 ： 《 在纪念 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 国作战 ６ 〇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 ， 《人民 日 报 》 ２〇 １ 〇 年 １ ０ 月 ２６ 日 第 ３ 版
； 《 在

纪念 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 国作 战 ７ ０ 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 》 ， 《人民 日 报 》 ２０２ ０ 年 １ ０ 月 ２４ 日 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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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精神和当代意义 。

？ 但少数民族与抗美援朝的研究成果较为薄弱
，
大多为新 闻报道性质的 内容

，
缺

乏系统 、 深入的史料挖掘和理论研究 。

？ 其 中
，
有关藏族人民抗美援朝 的研究更鲜有论著问世

，
亟须

加强 。

＠

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在新 中 国成立初期
，
国 内百废待兴

，
涉藏地区更是任务艰巨 、 困难重重

，

一

方面刚获得解放的涉藏地区既要加强新政权建设和培养 民族干部
，
又要发展生产

，
搞好经济

，
尽快

恢复社会生活秩序
；
另
一方面正值和平解放西藏任务的部署和执行时期

，
在交通运输 、 后勤补给和

宣传动员等方面都面临着严峻挑战 。 但随着抗美援朝运动 的普及和深入开展
，
极大地激发 了全 中 国

人民的爱 国热情
，
并转化为促进国 内政治经济建设的磅礴力量 。 藏族 同胞也与全 国人 民 同 呼吸共命

运
，

上下一心
，
团结一致

，
不仅提高 了政治觉悟

，
增强 了 民族 团结

，
顺利实现 了 西藏 的和平解放

，

更是立足 自 身能力
，
实实在在地为抗美援朝作 出 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 对藏族人 民支援抗美援朝历史

的深入挖掘和研究
，
无疑能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源和精神财富 。

一

、 藏族人民支持抗美援朝的具体行动和表现

涉藏地区人民积极响应全国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
，
步调一致

，
相继成立地区性的抗美援朝分会

，

并认真落实全国抗美援朝运动的统一部署
，
组织和开展各项支援活动

，
并涌现出许多先进典型 。

（

一

） 召 开 时 事座谈会和 宣讲报告会
，
订立 爱 国 公 约

，
加 强抗美援朝 宣传 动 员

涉藏地区面积辽阔 、 人 口分散
，
包含城镇 、 农区 、 林场和牧场等不 同 区域生态

，
群众 的组织化

程度不一
，
要普及和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就必须进行广泛 的宣传动员 。 召开各行业及各类人群的

抗美援朝座谈会与组织多种形式的时事学 习
，
是宣传抗美援朝意义的重要方式 。

１ ９５ １ 年 ２ 月 ２７ 曰
，

康定藏族各界人民举行抗美援朝时事座谈会
，
参会的有

“

中 国人 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 国侵略委员

会西康分会副主席阿旺嘉措
，
藏族 自治 区人 民政府副主席夏格刀登和 日 库活佛 、 孔萨益多 、 段仁克

贞 、 甲联陞 、
土登比布 、 滇真嘉措以及康南北各县和金沙江 以西之在康定经商的藏人和喇 嘛等六十

四人
” ？

。 截至 １ ９５ １ 年 ４ 月 底
，
西康省藏族 自治区首府康定城区就有

“

三千八百九十 四人有组织的进

行时事学习
” ？

。 西康理化县 ，

“

在五一前几 日
，
该县人 民政府在康南工作 团 的指导与帮助下

，
先后

①学界 已有不少梳理和评述抗美援朝研究相关成果的文章
，
代表性 的论文有齐德学 、 郭 志 刚 ： 《 抗美援朝 战争研究述评 》 ， 《 当

代 中 国史研究 》 ２〇〇７ 年第 ６ 期
，
第 ２３ ３２ 页

；
周 平 、 吕 振宇 ： 《 ２〇〇７ 年 以来抗美援朝研究述评 》 ， 《 当代 中 国史研究 》 ２〇 １ 〇 年第 ６ 期

，

第 １ 〇７ １及 页
；
曾群芳 ： 《 抗美援朝运动研究述评 》 ， 《 福建党史月 刊 》 ２〇 １ ５ 年第 ６ 期

，
第 ４ １  ４４ 页

；
李雅兴 、 闵雪 ： 《 七 十年来抗

美援朝研究述评 》 ， 《 党史研究与教学 》 ２〇２ 〇 年第 ６ 期
，
第 ７ ６ ％ 页

；
石善涛 ： 《 近 十年来抗美援朝史研究述评 》 ， 《 当代 中 国史研

究 》 ２〇２ 〇 年第 ５ 期
，
第 ３ ３ ４７ 页 二

② 在云南 、 贵州 、 甘肃 、 四川 、 新疆等地方性 的抗美援朝研究 中对当地少数民族略有涉及
，
但专题研究非常少

，

在知 网上查 阅到

２０２ １ 年发表的仅有 ２ 篇论文 ：
冯兵 、 樊子豪 ： 《 我 国少数 民族在抗美援朝 运动 中 的历史贡献与启示 》 ， 《 邓小平研究 》 ２０２ １ 年第 ４ 期

，

第 ｍ ｍ 页
；
卯丹

： 《 抗美援朝 战争 中贵州 回族的爱 国与和平贡献 》 ， 《 回族研究 》 ２〇２ １ 年第 １ 期
，
第 ２６ ３ １ 页 。

③ 目 前仅见 １ 篇专题学术论文
，

即
：
聂文晶

： 《 四川藏 区抗美援朝运 动探析 基于 民族认 同 的视角 》 ， 《 西藏大学学报 》 （ 社

会科学版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４ 期

，
第 ３ ５ ４０ 页

，
该文仅局限于对 四川涉藏地区的研究 。

④ 《康定藏族各界人民举行抗美援朝 时事座谈会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３ 月 ６ 日 第 １ 版 。

⑤ 《 藏族 自 治 区半年来工作 的概况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５ 月 Ｉ ６ 日 第 １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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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藏学 ２０２ ２ 年第 ３ 期 （ 总第 １ ５ ２ 期 ）

召开 了青年 、 妇女 、
工农 、 商人等四百余人 ，

喇嘛七百余人的抗美援朝座谈会
，
讲解抗美援朝 的意

义
”

？
。

１ ９５ １ 年
“

五一节有万人参加 了游行示威
，
是康定空前未有 的大集会 。 各藏族 自 治县也纷

纷举行各行各业代表参与的示威游行活动
，
西康理化县的五一劳动节大游行有

“

人 民群众 （ 包括喇

嘛 ） 与各乡人民代表及党 、 政机关人员及驻军共二千余人
”

＠
。

中 国人民赴朝慰问 团 的代表 、 志愿军归 国代表和朝鲜人 民访华代表在各藏族聚居地举行报告 ，

提高 了藏族人民的政治觉悟
，
有力地推动 了支援抗美援朝的各项工作 。

１ ９５ １ 年 ４ 月 １ ３ 日
，
中 国人民

志愿军三位归 国代表稀炳前 、 李维英 、 张甫来到青海西宁
，
向 四万八千名 各族各界人 民

，
报告 了 志

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最寒冷的天气里
，
常常吃不上饭

，
就吞 口雪和敌人拼命

，
克服 了各种 困难

，
打

败了美国鬼子的英勇故事 。

＠１ ９５ ２ 年
，
中 国人 民志愿军归 国代表张凯镇 、 赵元福和朝鲜人 民访华代

表 申东根 、 李文英四位同志
，
来到西康省藏族 自 治 区进行报告

，
召开 了藏 民座谈会

，
访问 了藏族 同

胞
，
参观了康定民族学校

，
与康定 中小学的同学们举行 了联欢会 。 军区藏 民 团 的 同志们说 ：

“

这样的

报告 比上十次政治课作用还大 。

” ⑤
１ ９５ ３ 年 １ 月 １ ０ 日

，
中 国人 民第二届赴朝慰问 团第三分团 四川组

的张莉容 、 于世法两位代表来到西南民族学院 （
西南 民族大学前身 ） 作传达报告 ，

同学们都深深地

被志愿军可歌可泣和充满英雄气概的革命意志所感动
，
受到 了崇高 的 国际主义与爱 国 主义教育

，
都

表示
“

我们一定要团结互助克服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
，
胜利地完成祖 国人 民给予我们

的学习任务
”

＠
。

订立爱 国公约是各地抗美援朝 的具体举措
，
在藏族人 民 中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

１ ９５ １ 年 ７ 月
，
青

海省首届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对订立爱 国公约运动提出 了具体要求 ：

“

订立前必须深

入宣传订立爱 国公约的意义和好处
，
道理讲清

，
办法交给群众

，
经过群众反复酝酿讨论

，
结合当时

当地实际情况和任务
，
订立 内容生 动具体

，
明 确可行

，
通俗易记的爱 国公约

，
时 间不要订的太长

，

条文不要订得太多
，
并应经常和定期检查

，
以免流于形式 。

” ？ 青海玉树藏族群众订立 的爱 国公约上

写着 ：

“

种好庄稼发展生产
，
赶快做好皮筏

，
搞好副业生产 。

” ？１ ９５ １ 年 ４ 月 底
，

“

仅康定城区及周 围

乡村就有一万二千五百余人签名拥护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 。

” ＠ 西康省藏族 自治 区 民族学校的 同学也

订立 了爱 国公约 。

？ 藏族妇女 同样不甘落后
，
泽仁汪姆是一个贫苦的藏族妇女

，
在抗美援朝 的爱 国主

义教育下
，
她订立 了个人爱 国公约

，

“

努力增产捐献
，
每天早 出 晚归多背石头

，
过去每天挣六斤米的

①《 藏族 自 治 区理化县人民政府邀请各行业及喇嘛寺商人座谈 》 ， 《 西康 日 报 》 １ ９ ５ １ 年 ５ 月 １ ９ 日 第 ２ 版

② 《 藏族 自 治 区半年来工作 的概况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５ 月 Ｉ ６ 日 第 １ 版

③ 《 五 国际劳动节那天两千余人举行示威并通过爱 国公约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５ 月 Ｉ ９ 日 第 ２ 版

④ 《 各族各界人 民热爱志愿军代表 》 ， 《 青海藏文报 》 １奶 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第 １ １ 期第 １ 版

⑤ 《 志愿军归 国代表和朝鲜人 民访华代表在藏族 自 治 区报告后 已返抵雅安 》 ， 《西康 日 报 》 １ ９５ ２ 年 ３ 月 ３ １ 日 第 １ 版

⑥ 《 赴朝慰问 团代表的报告鼓舞着各族同学胜利前进 》 ， 《 西南 民 院校报 》 １ ９ ５ ３ 年 １ 月 ２ ７ 日 第 １ 版

⑦ 《 青海省首届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决议 》 ， 《 青海 日 报 》 １ ９ ５ １ 年 ７ 月 ２ ８ 日 第 １ 版

⑧ 《 牧 区展开爱 国运动 玉树扎武藏民认真执行爱 国公约 》 ， 《青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１ １ 月 ３ 日 第 ２ 版

＠ 《 藏族 自 治 区半年来工作 的概况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５ 月 Ｉ ６ 日 第 １ 版

⑩ 《康定 自 治 区 民族学校 同学经酝酿讨论订立爱 国公约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６ 月 Ｓ 日 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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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钱
，
现在要多挣两斤米的工钱来捐献

，
每月 捐献五万元 。

” ①

（
二

） 参加赴朝 慰 问 团 、 写 慰 问 信
，
为 前 线 志 愿 军加油 鼓劲

来 自 西康的藏族巴登
，
担任 了 中 国人 民第二届赴朝慰问 团第三分团西康组组长 。

１ ９５２ 年 ９ 月
，

他带着西康藏族人民的委托
，
由康定出发前往朝鲜 。

“

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
，
我感到无上光荣 。

”

这

次慰问之行让他印象深刻
，

“

过去
，
我没有到过 内地

，
对祖国 的伟大还体验得不够

；
这次沿途看见 了

很多美丽的城市和广大无边的土地
，
进一步认识到我们 的祖 国真正伟大

，
真正可爱 。

”

在朝鲜前线
，

他穿着藏族服装
，
受到志愿军战士的格外关注

，

“

尤其我穿着藏族衣服
，
他们对我特别热爱

，
他们很

关心地问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情况 。

” ？ 回 国后
，
他积极参加赴朝慰问 团 的宣讲活动

，
在雅安的

宣讲中
，
他说 ：

“

两年多来
，
志愿军和朝鲜人 民军并肩作战

，
不断提高 了作 战技术

，
丰富 了作 战经

验
，
在祖国人民的支援下愈来愈强 了

，
当我们 回 国时

，
他们频频 向祖 国人 民保证 ： 朝鲜战争得不到

最后的彻底胜利
，
绝不 回 国 。

” ＠ 来 自 西南民族学院司法班的藏族学员 马 良能
，
参加 了 中 国人 民第三

届赴朝慰问 团 。

？ 他说道 ：

“

和我们最可爱的人一起时
，
每一个时刻都深刻地感受到爱 国主义与 国际

主义精神 的鼓舞
，
感受到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 。

”

？

藏族人民也积极地向奋战在前线 的志愿军写慰问信 。 甘肃省卓尼 自 治 区那木拿族和朝勿 、 纳浪

庄等村的藏族群众
，
都写信给人民志愿军战士祝贺胜利 。 夏河藏族爱 国人士黄正清发动 当地藏族人

民写 了许多慰问信 。

？ 西康省藏族 自 治区丹巴县在 １ ９５ １ 年 ８ 月 １ 日 举行隆重 的庆祝大会
，
并在会上

通过 了给 中 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 同志们 的一封慰问信 。

？ 朝鲜前线也给藏族 的慰问支援寄来 回

信 ：

“

收到你们从遥远的祖 国边疆寄来的大批慰劳品
，
使我们增强 了 多杀敌人保家卫国 的勇气

，

… …

望你们在家好好生产
，
继续支援我们 。 我们将以胜利 的消息来答谢你们 的支援和亲切 的慰问 ！

” ？ 西

南民族学院开展 了数次
“
一人一信

”

运动
，
号召 同学们努力学 习

，
以实际行动来支援

“

最可爱 的

人
”

。

＠ 该校语文班的藏族学员吴建国在慰 问信中 附上 了
一张照片

，

“

是上学期我们小组全体穿着 自

己 民族服装照的一张照片
”

，
他收到 了志愿军寄来的 回信 ：

“

吴建国 同志 ： 我 以兴奋的心情读完 了你

充满热情的来信
，
同时也看到 了你寄来的在伟大的祖 国 各 民族友爱 的大家庭 中愉快地生活 的你

们的照片 ！

” ？ 这封 回信极大地鼓舞了学校各少数民族师生 。

①《 抗美援朝运动 中 的新人新事 》 ， 《 西康 日 报 》 １ ９ ５ １ 年 ９ 月 １ ９ 日 第 ２ 版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成立 初 期
，

由 于 常年 战争 和 内乱
，

导致全 国货币贬值 、 物价水平畸 高
，
如青海西宁 １ ９５ １ 年 ６ 月 的物价水平如 下 ：

人民茯茶每封 ６ １ ０００ 元
，

面粉每斤 １ ９５ ０ 元
，
大米每斤

２７ ００ 元
，

红糖每斤 ９ ２００ 元
，
绵羊毛每斤 ９４０ ０ 元

，

牛皮 每斤 １ １ ００ ０ 元
，
羊皮每张 ４ ５ ０００ 元

，
羊肠 每根 ６０００ 元

，

混合大黄每 斤 ５ ０００

元
，
麝香每两 ２ ８ 〇〇〇 〇 元

，

小麦每斤 １ ３ ５ 〇 元
，
青稞每斤 １ ２〇〇 元 见 《 六 月 三 日 西宁市物价 》 ， 《 青海藏文报 》 １？ １ 年 ６ 月 ６ 日 第 Ｉ ６

期第 １ 版 ；

② 《 用实际行动来支援我们最可爱的人 》 ， 《 西康 日 报 》 Ｉ ９ ５ ３ 年 １ 月 Ｍ 日 第 ３ 版

③ 《 中 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 团西康组代表 昨 日 到达雅安 》 ， 《西康 日 报 》 Ｉ ９ ５ ３ 年 １ 月 １ ０ 日 第 １ 版

④ 《 我们见到 了最可爱的人 》 ， 《 西南 民 院校报 》 １ ９ ５４ 年 １ 月 ２ ０ 日 第 ３ 版

⑤ 《 向我们最可爱的人学习 》 ， 《 西南 民 院校报 》 １ ９ ５４ 年 ３ 月 ４ 日 第 ２ 版

⑥ 《 西北各族抗美援朝运动深人边远地区 》 ， 《人民 日 报 》 １ ９ ５ １ 年 １ 月 １ ２ 日 第 ３ 版

？ 《 丹 巴县各族各界人民 向前线志愿军致敬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Ｓ 月 Ｓ 日 第 ２ 版

⑧ 《 志愿军某部写信给藏族 自 治 区抗美援朝分会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１ ０ 月 ｎ 日 第 １ 版

⑨ 《 为 了祖 国 ，

我们越战越勇敢 中 国人 民志愿军 同志 的来信 》 ， 《 西南 民 院校报 》 １ ９５ ２ 年 Ｓ 月 １ ５ 日 第 ３ 版

⑩ 《 向 中 国人民 志愿军英雄们致敬 ！ 》 ， 《 西南 民 院校报 》 １ ９ ５ ３ 年 １ 月 １ 日 第 ３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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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立足 生产

，
踊 跃捐 款捐 物

，
为 抗美援朝 提供 力 所 能及 的 物质支持

西康人民在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号召 以后的几天 中
，
就捐献了人民币一亿 四千余万元 。

？１ ９５ １ 年 ５

月
，
西康人民政府主席桑吉悦希在总结人民政府成立半年工作 中提到

，

“

各族各界大部都签订了爱 国

公约
，
保证以实际行动来支援中朝人 民部队和进军西藏的部队

，
先后收到慰问金五千五百九十六万

零九百元和大批慰问袋 、 慰问信
” ＠

。 西康晋京代表阿旺嘉措等在 国庆节前写信给毛主席汇报 ：

“

我

们藏族 自治区在本月 中
，

已 提前超额完成
‘

西康藏族号
’

高射炮一 门 的爱 国捐献计划
，
并全部入

库 。

” ③ 康定在 １ ９５ １ 年 ６ 月 １ ２ 日
一天 内

，

“

就有藏族 自 治区民族学校 、 人民政府公安处 、 税务局 、 康

定分区及城区第五居民委员会捐 出 了总数在三千万元 以上 。

” ④ 据 １ ９５ １ 年 ６ 月 １ ８ 日 以前的统计
，
仅

康定木雅区人民 已捐献人民币三千七百四十余万元
，
牛十六头

，
马七匹

，
金 、 银各一部 。

⑤ 同年 ９ 月

西康省藏族 自治区爱 国捐献超过原订计划 。

？ 西康的普通藏族百姓也踊跃开展增产捐献
，
如雅安茶厂

职工五十人捐献了工资 以外的生产酬劳金二百五十万元购买飞机大炮
，
支援朝鲜前线 。

？ 康定木雅乡

藏族农民苦丁全家七 口人
，
共捐献了五十万元 。

？ 以拣牛粪过活的藏族妇女所隆西不但把 自 己拾牛粪

增产卖得的半个藏钱捐 了 出来
，
还发动另外一个搓羊毛线卖 的藏族妇女也捐献 了半个藏钱 。 藏族妇

女金错
，
积极鼓励丈夫增产捐献 。

＠ 瞻化县藏族妇女龙真
，
听到抗美援朝 的宣传后

，
即认捐 了

一匹

马 。

？ 四川木里的藏族群众也 自觉捐献了金 、 银 、 人民币 、 麻布 、 羊皮等约值五百多万元 。

？

青海涉藏地区也积极行动
，

至 １ ９５ １ 年 ８ 月 底
，

玉树 、 称多 、 囊谦三县 的各族 同胞和各机关人

员
，

已捐献人民币两亿两千三百六十五万元 。

？ 同德藏族牧民从几十里 以至几百里外
，
把成捆 的羊毛

驮到县里来 。 羊毛是他们支持抗美援朝 的武器 ，
他们认为 ： 早一天缴完牧税

，
就会早一天取得抗美

援朝胜利 。

“

工贡麻族年乃亥部落的八十八户应征户
，
在开征的第二天

，
就有七十多户一次缴 了九千

零六十六斤羊毛
，
达到缴税额的百分之九十六 以上

”

。

？ 甘肃省天祝 自 治 区仅有五万多人 口
，
该地藏

①《 抗美援朝动态 》 ， 《人民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ｓ 月 Ｉ ５ 日 第 ４ 版

② 《 藏族 自 治 区半年来工作 的概况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５ 月 Ｉ ６ 日 第 １ 版

③ 《藏族 自 治 区去年晋京代表阿旺嘉措等在 国庆节前写信给毛主席 》 ， 《 西康 日 报 》 １ ９５ 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第 １ 版 抗美援朝 总会规

定捐献具体办法 ： 为 了便于计算起见
，

所有捐献 律 以人民 币计算
，

捐献人 民 币 １ ５ 亿元 即作为 战斗 机 架
，

捐献人 民 币 ５ ０ 亿元 即

作为轰炸机 架
，

捐献人民币 ２５ 亿元即作为坦克 辆
，

捐献人民 币 ９ 亿元 即作 为大炮 门
，

捐献人 民 币 Ｓ 亿元 即作 为 高射炮 门

见 中 国人民抗美援朝 总会宣传部编 ： 《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 》 ，

北京
：
人民 出 版社

，

１ ９ ５４ 年
，
第 ８ ３ ５ ８３ ６ 页

④ 《 西康省藏族 自 治 区热烈展开捐献运动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６ 月 Ｈ 日 第 １ 版

⑤ 《 各地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 》 ， 《人民 日 报 》 １ ９ ５ １ 年 ７ 月 １ ８ 日 第 １ 版

⑥ 据现有材料统计
，

全区各族各界捐献数 目 如下
，
康定 ：

工商界二亿 千九百 万元
；
居 民八千 三百五 十 万二 千零 四 十元

；

锅庄 千零二十八万元
；
喇嘛寺七 十六万元

；
机关 、 学校 亿八千九百六 十二 万零五百元

；
木雅 区 四 千万元

；
泸定县 亿元

；
甘孜

县 亿五千万元
；
丹 巴县 亿元

；
瞻化县 百五十万元

；

道 孚县两 千 万元
；
炉霍县 千万元

；
理化县二百二 十 万元

；
义敦县 四 百 三

十 万九千五百元 见 《藏族 自 治 区爱 国捐献超过原订计划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９ 月 ｎ 日 第 １ 版

⑦ 《 原康藏茶 叶公司职工捐献二百五十万元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前线 》 ， 《 西康 日 报 》 １ ９ ５ １ 年 ６ 月 Ｓ 日 第 ２ 版

⑧ 《 响应抗美援朝 总会爱 国号 召 》 ， 《 西康 日 报 》 １ ９ ５ １ 年 ６ 月 Ｈ 日 第 １ 版

＠ 《 理塘各族各界人民展开爱 国增产捐献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Ｓ 月 ２３ 日 第 １ 版

⑩ 《 瞻化藏族人 民踊跃捐献 已缴款 千五百多万元 》 ， 《 西康 日 报 》 １？ １ 年 １ ０ 月 Ｉ ６ 日 第 １ 版

？ 《 木里各族人 民踊跃缴纳捐款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１ １ 月 ６ 日 第 １ 版

？ 《 玉树分区各族人民订 出爱 国公约 踊跃参加捐献 》 ， 《 青海藏文报 》 １奶 １ 年 Ｓ 月 ２６ 日 第 ２４ 期第 ２ 版

？ 《 同德草原的抗美援朝 》 ， 《 青海藏文报 》 １奶 １ 年 Ｉ ２ 月 Ｉ ５ 日 第 ３ ６ 期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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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农 、 牧民在四十天 内就捐献了
“

天祝号
”

战斗机 １ 架
，
成为西北少数民族完成捐献计划 的第一个

地区 。

？ 天祝 自治区第二 乡 的六千多藏族农 民和牧 民
，
还写信给毛 主席报告开展增产节约 的情形

，

“

明年我们决定再把庄稼的收成提高一成
，
把幼畜的成活率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五

，
把全年挖药材 、 打

猎等收入提高到六千万元 。 从现在到过春节的三个月 中我们全乡 打算节约烟酒等费一千万元
，
全部

用来添置生产工具 。

” ②

完成和平解放西藏谈判任务的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阿沛 ？ 阿旺晋美 、 全权代表土登列 门

在离开成都前
，
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捐款两千万元用于购买飞机 、 大炮 ，

并写信给抗美援朝总

会 ：

“

我们这次到北京
，
来 回 已有两个多月 了 。 在此期 间

，
我们亲眼看到广大人 民热烈展开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的伟大爱 国运动 。 我们特捐献人 民 币 两千万元 ，
作为购买飞机大炮之用 。 这是

一个极微小

的数字
，
仅表示我们对抗美援朝 的坚决拥护和决心 。 我们 回 到西藏 以后

，

一定尽一切努力
，
坚决执

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
彻底驱逐帝 国主义在西藏的全部势力

，
以此来支援英勇 的 中 国人 民志

愿军和英勇 的朝鲜人民 。

” ＠ 凯墨 ？ 索安旺堆 、
土丹旦达 、 桑颇 ？ 登增顿珠三位谈判代表也在离开北

京前
，

“

曾 留交中央 民族事务委员会刘格平副主任委员人民币一百万元
，
请他转给抗美援朝总会

，
作

为捐献飞机大炮的用款 。

” ？ 在 １ ９５２ 年 ３ 月 欢度藏历新年之际
，
拉萨各族人 民热烈展开爱 国捐献运

动
，
支援中 国人民志愿军

，
到二月 二十六 日 止已捐献一千多万元 。

⑤

（
四

） 藏传佛教寺 院和僧 人群体 以 实 际行动 积极参 与 抗美援朝

１ ９５０ 年 １ ２ 月
，
赵朴初发表 了 《 全 国佛教徒

一致起来
，
为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 而奋斗 》 的文章

，

掀起了全国佛教界的抗美援朝活动 。
１ ９５ １ 年 ２ 月 ２ 日

，
来 自北京市的 ３２ 个藏传佛教寺院的喇嘛代表

和众多佛教界的僧尼汇集在 中 山公园音乐堂
，
举行抗美援朝爱 国示威游行大会 。 随后

，
涉藏地区 的

各大寺院 、 藏传佛教领袖 以及普通僧人都积极响应号召
，

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抗美援朝运动 中 。

来 自 云南丽江十五大寺喇嘛联合总会的藏族僧人代表
，
听 了 志愿军归 国代表的报告后

，
受到极

大的鼓舞
，
特给志愿军代表写信 ：

“

您们这种爱 国主义与 国际主义的精神感动 了全 民族的心灵
，
您们

的英名 已轰动 了全世界 。 这是您们的光荣 ，
是祖 国 的光荣

，
也是我们少数民族的光荣 。

” ？ 并订立 了

各寺喇嘛爱 国公约
，
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 。 云南 中甸县喇嘛寺八大康参负 责人鲁冗当仓等 ，

代表全

体喇嘛一千二百人写信给 《云南 日 报》 说 ：

“

我们 中甸 喇嘛寺八大康参的全体喇嘛
，
为 了抗美援朝

，

除 了尽力协助人 民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外
，

还号召滇西北地区所有 的 喇 嘛教徒
，

以 实际行动抗美援

朝 。

” ？ 日库寺是康定一座较大的寺庙
，
拥有喇嘛三百余人

，
下辖九个寺庙

，
全寺僧人在生产 、 学习 、

念经三大 口 号下深入开展抗美援朝 的爱 国运动
，
通过承挖药材 、 开垦荒地等增加收入 ，

踊跃捐款三

①《 年来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抗美援朝运动 》 ，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５ １ 年 １ ０ 月 ２４ 日 第 ３ 版

② 《 天祝藏族农牧 民写信给毛主席报告开展增产节约 的情形 》 ， 《 青海藏文报 》 １ ９ ５ １ 年 １ ２ 月 ２２ 日 第 ３ ７ 期第 ２ 版

③ 《 西藏谈判代表阿沛捐款两 千万元购买武器 》 ， 《 云南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第 ４ 版

④ 《 西藏三代表行前 曾捐款并表示将发动西藏人民捐献武器 》 ， 《人民 日 报 》 １ ９５ １ 年 ６ 月 １ ５ 日 第 １ 版

⑤ 《 拉萨军民欢度藏历新年 》 ， 《人民 日 报 》 Ｉ ９ ５ ２ 年 ３ 月 ４ 日 第 ３ 版

⑥ 《 丽江十五大寺喇嘛联合总会负责人写信给志愿军代表 》 ， 《 云南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７ 月 ２ １ 日 第 １ 版

？ 《 中甸 喇嘛寺八大康参负责人致信本报表示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 ， 《 云南 日 报 》 １ ９５ １ 年 ５ 月 ３ 日 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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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元
；
订立学习制度

，
隔七天或十天

，
由寺中堪布召集全寺喇嘛讲解抗美援朝 的道理和时事问题

，

僧人们的政治觉悟 日益提高
，
认识到

“

抗美援朝每个人都要 出力 ！ 

”

全寺还组织 了一百零一个喇嘛经

常念经
，
祈祷毛主席的健康 ！ 中 国人民志愿军早 日胜利 ！

？

１ ９５ １ 年 ２ 月 ６ 日
，
青海省湟 中县三万多名各族群众在塔尔寺灯节召开 了抗美援朝大会并举行示

威大游行
，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大会发表讲话支持抗美援朝行动 ：

“

抗美援朝
，
争取和平是 中 国人民

伟大的举动
，
我非常拥护 。

” ？ 塔尔寺法台夏茸尕布率领喇嘛教抗美援朝宣传队
，
前往贵德 、 同德等

县藏族人民聚居的游牧地区
，
向 当地人 民讲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意义

，
发动各 民族人 民参加和平

公约签名和订立爱 国公约 。

＠ 同年 ５ 月 １ 日
，
塔尔寺的两千名 喇嘛

，
高举红旗和领袖像

，
参加 了 湟 中

县两万多人的抗美援朝大会
，

旦 巴 喇嘛代表全寺喇嘛读 了五项爱 国公约
，
在大经堂前

，

一千六百九

十九名 喇嘛在和平公约上签 了名
，
并给毛主席发致敬电文

，
对解放西藏表示积极拥护 。

＠６ 月 １ ９ 日
，

塔尔寺全体僧众在讲经广场上举行 了塔尔寺响应爱 国捐献运动动员 大会
，
提 出捐献

“

喇嘛号
”

飞机

大炮 。

？

１ ９５ 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召开的青海省各族各界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座谈会上
，
经青海省抗美援朝分

会统一部署
，
决定

“

青海各地喇嘛寺院王公 、 千百户
，
合捐战斗机一架

，
定名为

‘

青海佛教号
’

，
由

班禅先生和喜饶嘉措副主席共同负责
” ？

。 当 月
，
贵德县某寺庙率先捐款一百二十万零九千元 。

？
８ 月

１ 日
，
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在塔尔寺召开 了有一百多名僧官参加 的座谈会

，
讲解 了

“

抗

美援朝 、 保家卫国
”

就是保护 自 己 的宗教 、 民族和家庭 。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首先捐献了
一万元银元

，

塔尔寺也捐献一万元银元 。 同时
，
两位佛教领袖联名 写信给全省各大小寺 院 、 千百户 、 札萨克

，
号

召发扬高度爱 国主义精神
，
踊跃参加捐献运动 。

？ 同年 １ １ 月
，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 当选为全 国政协委

员
，
特致电政协全国委员会

，

“

誓 以个人力之所及
，
号召各地藏族人民与佛教界信徒

，
积极参加各地

抗美援朝运动
，
踊跃捐献武器

，
争取早 日 完成

‘

佛教号
’

战斗机的捐献计划 。

” ＠

二
、 抗美援朝对新中 国成立初期涉藏地区治理的建设性意义

在抗美援朝运动 中
，
中共中央提出 了

“

边打 、 边稳 、 边建
”

的方针
，
要求

“

打仗建设两不误
”

，

在爱 国主义精神 的鼓舞下
，
藏族人 民 的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

，
涉藏地区社会治理也呈现 出 欣欣 向荣

的新局面 。

①《 在抗美援朝爱 国运动鼓舞下 康定木雅 区 日 库寺喇嘛生产学习都有很大成绩 》 ， 《 西康 日 报 》 １ ９ ５ １ 年 ９ 月 １ ９ 日 第 １ 版

② 《 湟 中三万多各族人民开 了 个抗美援朝大会 》 ， 《 青海藏文报 》 １奶 １ 年 ２ 月 ６ 日 第 ６ 期第 １ 版 。

③ 《 青海伊斯兰教和喇嘛教人士 曾分别组织抗美援朝宣传队 》 ， 《人民 日 报 》 １ ９５ １ 年 Ｓ 月 １ ４ 日 第 １ 版 。

④ 《 塔尔寺喇嘛参加大会 千六百余喇嘛签 了名投 了票 》 ， 《青海藏文报 》 １ ９５ １ 年 ５ 月 １ ６ 日 第 １ ３ 期第 １ 版

⑤ 《 塔尔寺僧众开动员大会 提 出 捐献喇嘛号飞机大炮 》 ， 《 青海藏文报 》 １ ９ ５ １ 年 ６ 月 ２６ 日 第 １ ８ 期第 ２ 版 。

⑥ 《 增加生产捐献飞机大炮 本省各族各界决定捐献战斗机三架 》 ， 《 青海 日 报 》 １ ９５ 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第 １ 版 。

⑦ 《 省抗美援朝分会公布六月 份捐款数 目 》 ， 《 青海 日 报 》 １ ９ ５ １ 年 ７ 月 １ ０ 日 第 １ 版 。

⑧ 《 努力完成
“

青海佛教号
”

战斗机 班禅 、 塔尔寺首先捐献 》 ， 《 青海藏文报 》 １％ １ 年 Ｓ 月 Ｉ ６ 日 第 ２３ 期第 １ 版 。

⑨ 《 班禅额尔德尼致 电政协全 国委员会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１ １ 月 ７ 日 第 １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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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积极参 与 抗美援朝体现 了 藏族人 民 对新政权 的 拥 护

新中 国成立后
，
广大藏族聚居区相继成立 了人 民政府并召开 了各族各界人 民代表大会

，
时任西

康藏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桑吉悦希提到藏族人 民对新政权的两点感受
，

一是政府成立 以前广泛

深入地进行了宣传和征求藏族人民 的意见
，
甘孜 、 丹 巴等县组织 了访问 团和工作组到游牧地区去访

问 。
二是新政府是为人民服务

，
而不是人民为政府服务

，
藏族百姓反映说 ：

“

过去我们藏 民到县府不

是背水
，
就是扫地 、 喂马 ，

现在藏族人也能当县长 了
，
真是我们梦想不到 的 。

” ？ 积极响应抗美援朝

号召也体现 了藏族人民对新政权的认可
，

正如藏族妇女智马在访问 中说道 ：

“

为 了保卫毛主席给我们

带来的好 日 子
，
我们一定要积极地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

”

？

藏族社会在抗美援朝时期组建 了各级各类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
，
如青年团支部 、 妇女联合会和

妇女代表会议等
，
加强 了群众的组织化程度 。

１ ９５ １ 年 ５ 月 ４ 日
，
西康的丹巴县正式成立青年团支部

，

“

丹巴藏 、 回 、 汉各族青年共一百三十余人
，
于五 四青年节举行青年座谈

，
并订 出各族青年爱 国公

约
”

。

＠ 相继召开妇女座谈会 、 妇女代表会议 ，
成立妇女组织

，
极大地提高 了藏族妇女的政治觉悟程

度
，
在抗美援朝 的各项爱 国运动 中

，
发挥 了很大的作用

，
各行各业涌 现 出 了杰 出 的妇女模范人物 。

旧社会
“

妇女不算人
，
面条不算饭

”

，
出席妇女代表会议的西康藏族妇女阿果利说 ：

“

在毛主席 民族

平等的政策下
，
我们妇女在各种工作 中都显示 了 自 己 的力量并起着积极作用 。 我今后

一定要更加努

力地工作 。

” ？ 木雅区阿泰乡藏族妇女志玛跑到六十里外 的牛场里
，
宣传抗美援朝 的意义

；
理塘藏族

妇女金错在动员拥护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 的签名运动时
，
她整天不休息地把 自 己 负责地区 的人 民都

动员签了名后
，

又跑到别的地区宣传抗美援朝和解释签名 的意义 。 康定木雅区六十六岁 的藏族妇女

青措
，
由 于解放后不支

“

乌拉
”

，
废除 了苛捐杂税

，
能够安心生产

，
家里 日 子好过 了

，
她知道志愿军

打美国鬼子
，
需要飞机大炮

，
自 动拿出一饼 （ 约

一斤 ） 新鲜酥油 ，

一定要工作 同志收下转给志愿军
，

她说 ：

“

作为捐献
，
实在有些少

，
但是我要表示我 的心意 。

” ？ 可见
，
抗美援朝提高 了普通藏族老百

姓的政治觉悟与参与热情
，
体现 了藏族人民对国家 、 对政府的拥护 。

（
二

） 抗美援朝促进 了 藏族人 民 对和平解放西藏 的全力 支持

１ ９５ 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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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北京签订

后
，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从北京返 回青海

，
在青海省人民政府举行的晚会上致辞 ：

“

在毛主席英明 的领

导下
，
完成了三十多年来谁也不能解决

，
谁也没有办法解决的西藏问题 。

” ？ 西藏和平解放的背景正

是全国上下正在抗美援朝时
，

二者都是新 中 国成立初期 的重大历史事件
，
抗美援朝对西藏和平解放

进程的顺利开展起到 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受到抗美援朝志愿军精神 的鼓舞
，

“

无论

①《 藏族 自 治 区半年来工作 的概况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５ 月 Ｉ ６ 日 第 １ 版

② 《 藏族妇女智 马访问记 》 ， 《 西康 日 报 》 １？ １ 年 １ ０ 月 ２〇 日 第 ２ 版

③ 《 丹 巴各族青年订 出 爱 国公约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５ 月 Ｉ ９ 日 第 ２ 版

④ 《 雅江举行首届妇女代表会议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９ 月 ２ ９ 日 第 ２ 版

⑤ 《 藏族 自 治 区妇女觉悟程度逐渐提高 》 ， 《 西康 日 报 》 １？ １ 年 １ ０ 月 ２〇 日 第 ２ 版

⑥ 《 省人民政府举行晚会欢迎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 ， 《 青海藏文报 》 １ ９５ １ 年 ７ 月 ６ 日 第 １ ９ 期第 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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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千山万水 、 雪山草地的长途行军中 ，
或是在斩荆凿石的生产修建工作 中

，
我们 只要想起 了您们

忘我的英勇 斗争
，
听到 了您们的捷音

，
就增加 了 与 困难作斗争 的力量 。

” ？ 此外
，
在一定程度上

，

已

解放地区藏族人民落实抗美援朝 的实际行动表现在对西藏和平解放的全力支持上
，

“

全 国人民特别是

西康省藏族 自治区和 昌都地区藏族人民 的积极支援与西藏僧俗人 民 的协助下
，
人 民解放军根据和平

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去年九月 间胜利进驻拉萨 。

” ？

１ ９５０ 年 １ １ 月 １ ７ 日
，
康藏前线藏族农人 、 牧人 、 商人 、 喇嘛高举着 国旗 、 毛主席和朱总 司令像 ，

打着大幅藏文标语
，
举行响应抗美援朝 的集会 。 会上大家

一致表示 ： 反对美帝 国 主义侵略的最好办

法
，
就是要用最大的努力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 。

＠ 率先获得解放的 昌都地区 已有三千七百七十八

名各寺院的喇嘛和男女藏胞
，
在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簿上写道 ：

“

我们誓以全力支援解放军迅速

解放全西藏
，
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去 。 这就是我们藏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实际行动 。

” ？

西康省藏族 自治区是解放军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
，
具有重要 的 战略地位

，
隶属西康的理化 、

巴

塘 、 康定等地的藏族群众在运输 、 物资保障 、 翻译引 导等方面起到 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 理化县副县

长毛垭在人民代表会议上保证坚决完成两万驮支前的运输任务 。

？ 巴塘藏族人民成立 了支援前线委员

会
，

“

组织 了修建组 、 采购组 、 供应组 、 柴草组 、 运输组 、 担架组和 引 导翻译组 ，
发挥 了 巨 大的力

量 。 在修造船只 的工作 中
，
远近各村的群众和城区 的全体木工

，
昼夜不停地赶造木船和皮船

，
在很

短的时间 内加速完成 了５ 个大木船 、
１ ５ 个小木船 、

５ ０ 个牛皮船
，
运输 了大批军用物资 。

” ？ 据不完全

统计
，

巴塘藏族青年男女
“

到西藏前线人民解放军中担任工作的有一百六十余人
” ？

。 康定也积极行

动
，

“

康定各族人民
，
曾携带帐篷粮食

，
梭渡大渡河 、 雅拉河的柳索桥

，
翻越张古 山

，
完成 了大批柴

草的运输任务 。 当进军部队经过康定的时候
，
康定各机关部队除 自 己跑到三 、 四 十里 以外 的大山去

打柴割草
，
供应进军部队的需要 以外

，
并采取生产与支前相结合的办法

，
组织 了群众性的打柴割草

运动 。

” ？ 在当地人民政府和妇联的领导下
，
藏族妇女都与男 子一样热情参加 了支援进军西藏的运输

工作
，
德格 、 理塘 、 雅江 、 石渠 、 白 玉等县藏族妇女

，

日 夜赶着牦牛跋山 涉水
，

运输军用物资 。 德

格的藏族青年妇女曲梅巴贞就是运输一百多次 、 爱护物资的支援模范 。 康定各族妇女组织起来 ，
帮

助战士缝补衣服 、 烧水 、 煮饭 、 做干粮 口袋 、 碗套等物
，
鼓舞战士们奋勇前进 。

＠

（
三

） 抗美援朝 期 间 藏族社会 的 生产技术 、 医 疗 卫 生和 内 部 纠纷等 方 面得到 改 善

邓小平在领导西南地区抗美援朝运动时
，
特别强调要联系 到实际工作 中

，
应在每项具体工作 中

①《人民解放军进藏部 队致 电 志愿军祝贺新年 》 ， 《人民 日 报 》 Ｉ ９ ５ ２ 年 １ 月 ３ 日 第 ３ 版

② 《 驻拉萨解放军和西藏军民举行庆祝大会 》 ， 《人 民 日 报 》 Ｉ ９５ ２ 年 ２ 月 ２ 日 第 １ 版

③ 《康藏前线藏族人民集会响应抗美援朝 》 ， 《人民 日 报 》 １ ９ ５ 〇 年 Ｉ ２ 月 ５ 日 第 １ 版

④ 《 昌都各寺院喇嘛和男女藏胞 已有三千七 百余人签名投票 》 ， 《 西康 日 报 》 １ ９５ １ 年 ５ 月 １ ７ 日 第 １ 版

⑤ 《 藏族 自 治 区半年来工作 的概况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５ 月 Ｉ ６ 日 第 １ 版

⑥ 《人民解放军和藏族同胞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６ 月 ６ 日 第 ２ 版

？ 《 向藏族军属拜年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３ 月 １ １ 日 第 ３ 版

⑧ 《康定各族人 民 翻 山涉水运送粮草 妇女组织起来积极支援部队 》 ， 《 西康 日 报 》 １ ９ ５ １ 年 １ １ 月 ４ 日 第 １ 版

⑨ 《 支援解放西藏的运输模范藏族青年妇女 曲梅 巴贞 》 ， 《 西康 日 报 》 １？ １ 年 ７ 月 ２ ３ 日 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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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
？

去进行 。

？ 抗美援朝运动的组织和开展
，
客观上也促进 了藏族传统社会面貌的转变 。

一是改进生产技

术
，
提高生产收入 。 抗美援朝 中 的爱 国增产运动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藏族落后 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的

更新换代 。
１ ９５２ 年西康省藏族 自治区举行全区生产会议

，
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阿旺嘉措在发言 中指 出 ：

“

我们藏族人民有两个病 。

一个是过去民族不平等
，
现在共产党已经给我们治好 了 。

一个是生产很落

后
，
人民穷 困

，
共产党就是我们的 医生

，
这次会上讨论的计划和办法就是药 。 只要我们努力实行这

个计划和办法
，
我们的 日 子就会一天一天过的更加幸福 。

” ？ 西康 国营的乾宁农牧场
，
积极对附近藏

族农民进行耕作技术指导
，
以提高他们 的耕作技术水平 。

＠ 道孚 、 邓柯 、
巴塘等县也成立 了 国 营农

场
，
并采用 内地的条播或点播方法种下小麦 、 青稞等作物 。

？ 为扶植和发展藏族农 民的生产
，
政府还

发放农业贷粮和种子
，
并试种茶叶 。

？ 甘孜县 由各乡工作组领导群众采用
“

育苗法
”

试种茶籽 ５ ８ 斤 。

该县孔撒乡 的 巴登吴须特别把一块准备种菜的 园子 留下来
，
要求 区人 民政府发给茶籽试种

，
并对工

作组的 同志说 ：

“

人民政府又给我们办 了一件大事情 ！ 自古 以来
，
我们天天离不开茶

，
但是

，
从来没

有想到 ： 今天我们 自 己也能种茶了 ！

” ？ 除此之外
，
各地积极鼓励开垦荒地

，
植树造林和采挖药材等

，

如康定木雅区 １ ９５ １ 年春耕多开垦 了三十多石的荒地
，
种植 了五千四百株树木

，
并组织二百多人上山

挖药材
，
向康定贸易分公司签订了一万斤大黄的合同 。

？ 青海省 的藏族牧民改善饲放方法
，
各种牲畜

增加 了百分之二十四 。

？

二是人畜的卫生防疫得到显著改善 。 西藏和平解放后
，
中 央人 民政府卫生部 曾 先后派 出 三个医

疗工作组赴西藏调查卫生医药情况
，
进行医疗工作

，
并拨款四十亿元作藏族人民 医疗费用 。

＠ 为给藏

族牧民防治牛瘟和 口蹄疫等传染病
，
特组建牲畜防疫队到基层工作 。

“

为 了发展藏族人民 的牧畜防疫

事业
，
最近又组织 了五十九人的牲畜防疫队

，
到各县工作 。

” ？ 及时防治 了 牛瘟蔓延
，
西康省藏族 自

治区的人民都这样说 ：

“

人 民政府来 了
，
不仅人翻 了身

，
牛也翻身呀 ！

” ？ 中 央 防疫队和西北 口 蹄疫

防治委员会还到青海给藏族牧民治病？
，
并进行防治知识宣传？

，
协助扑灭共和等地的牛瘟＠

。 云南

省卫生处组织 了流动性医药防治队
，
深入到涉藏地区开展医疗卫生工作 。

？ 此外
，
人 民解放军入藏部

①刘全 ： 《 邓小平领导西南抗美援朝运动 》 ， 《 党史文苑 》 ２ 〇 １ ３ 年第 ９ 期
，
第 １ １  Ｉ ６ 页

② 《我省藏族 自 治 区举行全区生产会议 决定今年在全区范 围 内开展爱 国增产运动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和土特产 认真保护 畜

牧业 》 ， 《西康 日 报 》 Ｉ ９ ５ ２ 年 ４ 月 Ｉ ５ 日 第 １ 版

③ 《对省农场爱 国增产竞赛挑 战 藏族 自 治 区乾宁农牧场坚决应战 》 ， 《 西康 日 报 》 １ ９ ５ ２ 年 ４ 月 １ ３ 日 第 １ 版

④ 《 道孚 、 邓柯 、
巴塘等县 国 营农场正式成立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５ 月 Ｉ ２ 日 第 １ 版

⑤ 《 甘孜县府贷放籽种粮解决 了 些农 民 困难 》 ， 《 西康 日 报 》 Ｉ ９ ５ ２ 年 ５ 月 Ｈ 日 第 １ 版

⑥ 《 乾宁 、 道孚等县藏族农 民普遍试种茶籽播种完毕 》 ， 《 西康 日 报 》 Ｉ ９ ５ ２ 年 ５ 月 Ｉ ９ 日 第 １ 版

？ 《康定木雅 区藏族人民积极进行农副业生产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５ 月 ｎ 日 第 １ 版

⑧ 《 全 国各少数 民族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 中贡献 了 巨大力量 》 ， 《人民 日 报 》 １ ９５ ３ 年 Ｓ 月 ３ 日 第 ２ 版

＠ 《 全 国 民族卫生工作两年来获得显著成绩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９ 月 ６ 日 第 １ 版

⑩ 《 藏族 自 治 区半年来工作 的概况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５ 月 Ｉ ６ 日 第 １ 版

？ 《藏族 自 治 区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暨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写信给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 和全体指 战员致敬慰问 》 ， 《 西康

日 报 》 １？ １ 年 １ ０ 月 ２５ 日 第 ２ 版

？ 《 中央 防疫队给各族牧 民治病 》 ， 《 青海藏文报 》 １奶 １ 年 ２ 月 Ｉ ６ 日 第 ４ 期第 ２ 版
； 《 西北 口蹄疫防治委员会给各族农牧 民 的

封信 》 《 青海藏文报 》 １？ １ 年 ４ 月 ６ 日 第 ９ 期第 ２ 版

＠ 《 牛害 了 口 蹄疫怎样治 》 ， 《 青海藏文报 》 １奶 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 第 Ｓ 期第 ２ 版

？ 《 共和 的牛癟大部扑灭 》 ， 《 青海藏文报 》 １奶 １ 年 Ｉ ２ 月 ２２ 日 第 ３ ７ 期第 １ 版

？ 《 加强兄弟 民族地区医疗工作 》 ， 《 云南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３ 月 ２ ６ 日 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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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医务人员积极为沿途的藏族人 民治病
，
极受欢迎

，
过去老百姓遇病就求神

，
现在则互相传告 ：

“

有病找解放军去治 。

”

据入藏部队卫生部 门不完全统计
，

已有一万多个藏族百姓和喇 嘛得到治疗
，

其中喇嘛即 占百分之十五 。 驻 昌都某部的 医务人员还协助进行预防天花的工作
，
仅在第一天

，
就为

一百八十名藏族儿童接种 了牛痘 。 为照顾边地藏族百姓
，
部队的许多 门诊所还特地增加夜班

，
并派

医务人员 出诊 。 巴塘和宁静两地诊疗所的部队医务人员
，
曾在东西千里 、 南北百余里的地区为 当地

藏族百姓 出诊 。 据巴塘诊疗所四个月 的 出诊统计 ，
受诊人数即达一千二百人 。

？

三是解决历史纠纷
，
促进民族 内部团结 。

１ ９５ ０ 年 １ １ 月 １ ７ ２４ 日
，
西康省藏族 自 治 区第一届各

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康定举行
，
会上签订 了各族人 民 团结公约

，
规定各 民族 间与 民族

内部的一切纠纷
，
应通过人 民政府

，
用 调解方式协商解决

，
禁止械斗 、 打冤家 、 暗杀 、 毒害等行

为 。

？ 随后
，
邓柯 、 德格 、 白玉 、 石渠等县都签订了

“

爱 国 团结公约
”

。

③ 巴塘 、 义敦两县人 民在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之下
，
联合召开团结会议

，
解决了六十年来历史纠纷案六十六件 。

？ 云南 中甸县

也相继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
各区 、 松赞林寺互换团结公约 。

⑤
１ ９５ １ 年 １ ２ 月 ７ 日

，

云南境 内

的 中甸 、 德钦及维西与西康境内 的 乡城 、
巴安东 区五方 民族头人在解放军工作队的调解下

，
最终和

地方政府领导人共同协商
，
订立 了 《滇康边区第二届藏族协商会议团结公约 》 ，

以改变涉藏地区长期

以来仇杀不断的现状 。

？１ ９５２ 年
，
德钦县地方各实力派系代表通过协商

，
签署 了 《德钦县各族人 民

团结公约 》 。

？ 有纠纷找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协商解决
，
成为藏族人民 的基本共识

，
在 《滇康边区第二

届藏族协商会议团结公约草案 》 中提到 ：

“

藏族人民团结起来
，
为 了巩固我们的团结

，
不打冤家报私

仇和暗杀等行为
，
过去一切纠纷应通过双方人民政府共 同协商调处 。

” ？ 青海塔尔寺的喇嘛教宣传队

在宣传期 间还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圆满地解决了 内部纠纷案六件
，
增进 了藏族人民 内部的团结 。

＠

三
、 抗美援朝对藏族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贡献

抗美援朝的宣传动员
，
成功地将 国家意识 、 国家话语全面覆盖至涉藏地区 ，

国歌 、 国旗 、 宣传

标语 、 电影放映 、 文艺演 出 和照片展览等多渠道的宣传形式深入边远的藏族农牧区
，

“

许多过去与外

地隔绝的地方
，
现在也展开 了这个爱 国运动

” ？
。 抗美援朝 中 的爱 国主义教育

，
其广度和深度是前所

未有的 。

①《 人藏部 队医务人员积极为藏族人民治病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１ ０ 月 ２ ０ 日 第 ２ 版

② 民族图书馆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民族工作大事记 １ ９４９  １ ９ ８ ３ 》 ，

北京
：
民族 出 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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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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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９９５ 年
，
第 ２４ 页

④ 《 巴塘 、 义敦两县联合召开 团结会议 》 ， 《 西康 日 报 》 Ｉ ９ ５ 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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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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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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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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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５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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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 １
？

（

一

） 爱 国 主义精神是藏族人 民 积极响 应抗美援朝 号 召 的 重要旗 帜

抗美援朝是一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
在藏族人 民支援抗美援朝 的新 闻报道 中

，
爱 国 主义无疑

是最鲜明 的关键词 。

“

使广大的藏 民 、 喇嘛 、 牧民都能普遍地受到一次抗美援朝爱 国 主义教育
”

这是时任中共康定地委宣传部部长的刘长健对 自 己工作任务的 明确定位 。 报道 中时常用具体参与人

数的统计来说明爱国主义教育的覆盖面
，
如

“

白玉县从七 月 份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运动 以来
，
藏

族各界人士 已达三百多名受到 了爱 国主义的教育
” ？

。
１ ９５ １ 年 ９ 月 １ ７ 日

， 《西康 日 报 》 专 门发表题为

《 向藏族 自治区的人民祝贺 》 的社论文章
，

“

藏族 自治 区各族人 民 已基本上完成 了他们原来的爱 国增

产捐献计划
，
我们特向他们祝贺 ！ 他们通过这一运动

，
更进一步提高 了 自 己 的政治觉悟

，
加强 了对

于伟大祖国的热爱 。

”

同时
，
该文也对涉藏地区抗美援朝 的意义进行 了掷地有声的说明 ：

“

我们必须

认识 ： 爱 国增产捐献运动最 主要 的 意义还是要通 过这一运动
，
使每一个人都要受 到爱 国 主义 的

教育 。

” ③

（
二

） 抗美援朝 的 宣传活 动
，
增 强 了 藏族人 的 国 家意 识和 国 民 意识

在涉藏地区开展的多种形式的抗美援朝宣传活动
，
促进 了藏族群众对 国际时事 的 了解

，
增强 了

对国家危亡的紧迫感
，
更是一场国家文化对涉藏地区 的全方位辐射

，
推动 了藏族人 民 国家意识和 国

民意识的普及和巩固 。

西康省藏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为普及抗美援朝宣传教育
，
组建康北 、 康南两个工作 团

，
共二百三

十余人
，
各团 内设有文艺工作队 、 电影放映队 、 医疗队和兽医 队等 ，

并携带大批用藏文翻印 的 《 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 、 各种宣传品等文件 ，
备有赠给藏族人民 的毛主席像 、 纪念章等各种

礼品 。

？ 涉藏各地区还开展 了多种形式的群众性学习教育活动 。 西康省立康定 中学的学生将报纸上的

时事新闻用黑板报的形式张贴
，
发动学生集体阅读

，
并组织老师作 了题为 《朝鲜史地 》 《美帝侵略朝

鲜的经过情况及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 《朝鲜 国 内 的 民主改革 》 和 《 国 际和平力量对朝鲜人 民 的

支援 》 等的专题报告 。

？１ ９５ １ 年
，
青海省贵德县的藏族群众组织 了八个藏文读报组

，
通过 阅读报纸

理解抗美援朝的道理
，

“

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
，
还想侵略我 国 。 朝鲜是我们的邻家

，
我们救邻家

，
就

等于救 自 己 。 不抗美援朝 ，
我们就不能过幸福的 日 子 。

” ？ 还提出 了今后巩固和发展藏文报读报组的计

划 ：

１ ． 向全乡藏民宣传读报的好处
；
读了报觉悟才能提高

，
文化上才能翻身

；
能知道人 民政府的政策

和 国家大事
，
能识下本民族的文字 。

２ ． 今冬明春在全乡 组织五个读报组
，
在喇嘛寺院组织九个读报

组 。
３ ． 每月 给报社写稿子或写信一次

，
提 出对报纸 的意见和反映情况 。

？ 昌都成立 了各界人 民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宣传委员会
，
该会组织 了 时事讲演会

，
听众近三千人

；
另设立 了抗美援朝展览室

，
该

①《 藏族 自 治 区五 以前普及抗美援朝运动初步总结及今后 的工作任务 》 ， 《西康 日 报 》 １ ９ ５ １ 年 ５ 月 ２ ８ 日 第 ２ 版

② 《 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后 白 玉县藏族同胞受 到 了爱 国教育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Ｓ 月 Ｉ ６ 日 第 １ 版

③ 《 向藏族 自 治 区的人民祝贺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９ 月 Ｈ 日 第 １ 版

④ 《 西康省藏族 自 治 区人民政府组成两工作 团开展抗美援朝 和政权建设工作 》 ， 《人民 日 报 》 １ ９ ５ １ 年 ４ 月 １ ３ 日 第 １ 版

⑤ 《 我们学校的抗美援朝运动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Ｉ ２ 月 ２ 〇 日 第 １ 版

⑥ 《 贵德藏民热心读报 》 ， 《 青海藏文报 》 １？ １ 年 Ｉ ２ 月 Ｉ ５ 日 第 ３ ６ 期第 ４ 版

⑦ 《 读 了藏文报纸眼睛 明亮 了 》 ， 《青海藏文报 》 １奶 １ 年 １ １ 月 ２６ 日 第 ３ ３ 期第 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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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藏学 ２０２ ２ 年第 ３ 期 （ 总第 １ ５ ２ 期 ）

室 门 口 高悬着
“

兄弟 民族团结起来
，
共同驱逐帝 国 主义势力 出 西藏

”

的 巨 幅彩画
，
前往参观者络绎

不绝 。

？ 在青海果洛牧区
，
还组织 了 帐房流动读报组

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既增强 了涉藏地区抗美援朝 的宣传效果
，

又成功地将 国家意识 、 国家符号

辐射到藏族人民 中 。 电影放映队放映的 《 中 国 民族大团结 》 《欢乐 的新疆 》 《抗美援朝 》 等影片 ，
深

受藏族人民欢迎 。 青海省文教厅的五个放映队携带大批影 片 、 幻灯到共和 、 都兰 、 祁连 、 同仁 、 河

南 、 尖扎 、 果洛和玉树等地区
，
先后放映了 四百四十一场

，
观众达七十五万多人 。

③ 云南 中甸 的藏族

人民看完抗美援朝新闻片后
，
深受鼓舞

，

一个藏族青年说 ：

“

志愿军这样的英勇作战
，
我们各族人民

一定要加强团结
，
搞好生产

，
来支援志愿军打垮美帝 国 主义 。

” ？ 赴朝慰问 团第三分团文工团 到西康

省藏族 自治区进行汇报演 出
，
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

？ 文工团的歌舞组 、 曲艺组 、 杂技组等分别演 出 了

朝鲜歌曲 《快乐 的驾驶员 》 、 杂技
“

飞碟
”

和
“

顶杯
”

、 快板
“

支前忙
”

等节 目 。

？ 此外
，
练 唱 国

歌 、 悬挂国旗和 巨 幅标语 以及举行展览等也是常见 的宣传形式
，
如成立西康抗美援朝理化支会时

，

青年学生练唱 国歌
，
并在街头或墙壁上贴满 了

“

反对美帝武装 日 本
” “

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各项决

议
”

等藏文 巨 幅标语 。

？ 在庆祝西康省藏族 自 治 区政府成立大会上
，
飘扬着五星红旗

，
会场两旁写

着 ：

“

西康省藏族 自治区人 民政府万岁 ！

”“

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 国 ！

”

的 巨 幅标语
，
尽管 民族语言 、

服装不同
，
但都为 自 己今天 已得到 的 自 由 、 民主

，
成立 了 自 己 的政府而欢欣鼓舞 。

一致燃起 了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的火炬 。

？ 赴朝慰问 团青海工作组农业区宣传队在互助 以照片展览等形式
，
进行 了抗美

援朝 的爱 国 主义与 国 际主义教育
，
提高 了 各族人 民 的政治觉悟

，
增强 了 抗美援朝 和建设祖 国 的

信心

（
三

）

“

都是 一 家人
”

的 团 结 意 识 空 前增 强

加强 民族团结
，
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先决条件 。

１ ９５ １ 年 ２ 月 １ ６ 日
，
乌兰夫号召全 国各兄弟 民族人

民更进一步亲密团结起来
，
继续展开抗美援朝运动 。

？１ ９５ １ 年 １ ２ 月 １ ２ 日
，
毛主席致电西北各族人民

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全体代表
，
特别指 出 ：

“

帝 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 中 国 的原 因之一
，
是 中 国各民族不

团结
，
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 了

，
从中华人 民共和 国成立 的那一天起 ，

中 国各 民族就开始 团结

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
足 以 战胜任何帝 国 主义 的侵略

，
并且把我们 的祖 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

①《 昌都各寺院喇嘛和男女藏胞 已有三千七 百余人签名投票 》 ， 《 西康 日 报 》 １ ９５ １ 年 ５ 月 １ ７ 日 第 １ 版

② 《 赴朝慰问 团青海工作组分赴各地进行传达 》 ， 《 青海 日 报 》 Ｉ ９ ５ ３ 年 １ 月 Ｉ ５ 日 第 １ 版

③ 《 省文教厅 电影放映大队到共和藏族 自 治 区轮 回 放映 》 ， 《 青海 日 报 》 Ｉ ９５ ３ 年 ５ 月 Ｓ 日 第 １ 版
； 《 活跃在果洛 区 的 电影放 映

队 》 ， 《青海 日 报 》 Ｉ ９ ５ ３ 年 ５ 月 ２〇 日 第 １ 版

④ 《 中甸各族人 民热爱人民 电影 》 ， 《 西康 日 报 》 Ｉ ９ ５ ２ 年 Ｓ 月 Ｉ ９ 日 第 ２ 版

⑤ 《 我赴朝慰问 团第三分团文工 团连 日 在雅安市汇报演 出 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 ， 《 西康 日 报 》 １ ９ ５ ３ 年 １ 月 ２ ５ 日 第 １ 版

⑥ 《 西康画刊 》 第 ５ 期登载 了十 四张 中 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 团第三分团文工 团在西康文艺表演 的照 片
，

刊载在 《 西康 日 报 》

１ ９ ５ ３ 年 ２ 月 ２ 日 第 ２ 版

？ 《 理化藏族人 民坚决抗美援朝 》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５ 月 Ｉ ９ 日 第 ２ 版

⑧ 《康定五千人举行示威游行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１ １ 月 ２ ８ 日 第 １ 版

＠ 《 赴朝慰问 团青海工作组在互助进行传达 》 ， 《青海 日 报 》 Ｉ ９５ ３ 年 １ 月 ２ １ 日 第 １ 版

⑩ 《 乌兰夫号召全国各兄弟 民族人民更进 步亲密团结起来 继续展开抗美援朝运动 》 ， 《青海藏文报 》 １ ９５ １ 年 ２ 月 １ ６ 日 第 ４ 期

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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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

” ①

康定藏族 自治州甘孜县贡隆乡 乡长多基泽瓦听了志愿军归 国代表团 的报告后说 ：

“

朝鲜人民 、 西

康人民 、 少数民族人民
，
都是一家人 。 帮助朝鲜打垮美帝 国 主义

，
也就是等于少数 民族 自 己 帮助 自

己 。

”

＠ 在西康召开的首届各族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上
，
来 自 乾宁县 的 印 巴代表说 ：

“

不团结就不能安

居乐业 。 民族间与 民族内部都应该加强团结 ，
要这样才能搞好生产

，
建设新的藏区 。

” ＠ 青海的贵德

县因水利不合理的使用
，
藏族村 民之间存在着矛盾 。 在抗美援朝爱 国增产运动 的宣传教育下 ，

双方

共同修渠
，
合理地制定了水利灌溉制度

，
进一步加强 了 民族内部的团结 。

Ｃ？

四 、 结 语

抗美援朝史是党史 、 新 中 国史的重要研究主题
，
也应成为 民族史 、 铸牢 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研

究的重要 内容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的抗美援朝 战争捍卫了新 中 国 的独立和主权
，
极大地增强

了 中华民族的 自 尊心 、 自信心和凝聚力
；
以

“

抗美援朝
，
保家卫国

”

为 口 号的抗美援朝运动
，
极大

地激发了全中 国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 。 习 近平总书记指 出 ：

“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
，
我们都要汇聚

万众一心 、 勠力 同心 的 民族力量 。

” ？ 可 以说
，
抗美援朝运动

，
就是一次大规模 的群众

“

赋能
”

运

动
，
赋予群众

“

政治能量
”“

经济能量
”

和
“

文化能量
”

，
并在此过程 中

，
国家意识 、 中华 民族意

识 、 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各族群众中滋生 、 发芽和壮大 。

研究藏族人民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的历史
，
既是对新 中 国成立初期党 的治藏政策和成就的梳理

，

也是对藏族人民普及爱 国主义教育 、 增强 民众参与意识 、 推进政治社会化进程的经验总结 。 习 近平

总书记在 ２０２ １ 年 ８ 月 ２７ ２８ 日 召 开 的 中 央 民族工作会议上指 出 ：

“

必须构筑 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
，
使各民族人心归聚 、 精神相依

，
形成人心凝聚 、 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

” ？ 藏族人 民支援抗

美援朝的生动史实和丰富个案
，
是新时代构筑 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的宝贵历史资源

，
也是铸牢 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巨大精神财富 。

［ 本文责任编辑 央宗 ］

［ 作者简介 ］
央珍

，
中 央 民族大 学藏学研究 院副教授 （

北京 １ ０００ ８ １
） 。

①《 毛主席 电勉各族人民努力 增产节约加强抗美援朝 》 ， 《 青海藏文报 》 １奶 １ 年 Ｉ ２ 月 ２２ 日 第 ３ ７ 期第 ３ 版 。

② 《藏 、 彝 、 回 、 西番各少数民族人士订立爱国计划表示要把抗美援朝运动深入到本民族群众中去 》 ， 《西康 日 报 》 １汜 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第 １ 版 。

③ 《 藏族 自 治 区各县纷纷 召开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 ， 《西康 日 报 》 １奶 １ 年 ４ 月 １ Ｓ 日 第 １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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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习 近平 ： 《在纪念 中 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 国作 战 ７ ０ 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 》 ， 《人民 日 报 》 ２０ ２０ 年 １ ０ 月 ２４ 日 第 ２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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