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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1980年我在西藏工作时，看到了夏格巴&middot;汪秋德丹所著《藏区政治史》的汉文译
本。
翻阅之余，深深感到该书完全混淆颠倒了西藏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全面歪曲捏造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
的历史，极力诋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的和平谈判和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全盘否定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地方伟大的历史性进步，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
工作的正确领导以及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对解放西藏和西藏革命、建设事业所做的重大贡献，
肆意诬蔑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和各界爱国人士选择的政治道路，声嘶力竭地鼓吹&ldquo;西藏独
立&rdquo;，堪称&ldquo;西藏独立&rdquo;论的代表作。
　　夏格巴的这本书，以&ldquo;维护&rdquo;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所以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
迷惑作用，但它一遇到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和熟悉情况的人，便立即遭到强烈义愤的谴责。
当时筹备建立西藏社会科学院的多杰才旦同志说，如果我们不批判这本书，西藏社会科学院就不需要
成立了。
西藏自治区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噶雪&middot;曲结尼玛说，要把夏格巴的这本书当成箭靶子，我们都
来射。
随后，自治区政协正式提出组织批判，并由拉敏&middot;索朗伦珠副主席和噶雪&middot;曲结尼玛向
我谈了这件事。
接着，我的这两位朋友就和另外几位朋友吉普&middot;平措次登、恰白&middot;次旦平措、崔
科&middot;顿珠次仁、拉乌达热&middot;土丹旦达、朗顿&middot;贡噶旺秋、拉鲁&middot;才旺多吉等
政协领导人和藏学专家、学者等，有组织地阅览夏格巴的书，准备材料，研究撰写，由噶雪&middot;
曲结尼玛、崔科&middot;顿珠次仁、吉普&middot;平措次登三位牵头，恰白&middot;次旦平措执笔。
在研究中，宋子元同志也曾到会鼓励支持。
但是，当时藏学这一重要社会学科，在我国还没有正式立项，有关机构设置、力量组织、资料集中等
问题，都还处于筹研之中；加之其它一些原因，所以对夏格巴这本书的批判没能很好地开展起来，只
是在少数单位和人员中进行了一些酝酿和准备，已经开始的撰写也未能继续下去。
然而不久，恰白&middot;次旦平措主编了《西藏简明通史》一书，于1991年出版，其中有多处对夏格
巴书中的谬说就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8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四川、西藏各地的我国藏学研究机构先后正式建立并开展工作。
他们在深入研究西藏问题特别是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的历史、持续批驳&ldquo;西藏独立&rdquo;思潮
的同时，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邀请和会同学者、专家以及各方面人员，以多种形式从不同的
角度对夏格巴一书进行了批判，见诸书刊的有关文章、讲话日渐增多，在国内逐渐形成了相当广泛的
驳斥声浪。
这是很可喜的。
　　1990年，我在北京又看到荷兰人范普拉赫所著《西藏的地位》一书。
此书的基调来自夏格巴，但增添了国际法和民族自决权等内容，企图论证旧西藏具有&ldquo;独立国
家&rdquo;地位。
它一流入中国，就同夏格巴的书一样，立即陷入我国藏学、社会科学界的驳斥声浪中。
　　夏格巴和范普拉赫的两本书，集&ldquo;西藏独立&rdquo;说之大成，其中的具体论点，涉及西藏
从古到今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西藏和平解放、平息叛乱、民主改革、达赖集团外逃以及国际上对西藏
问题的反应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内容十分庞杂。
研究和批判这两本书，肃清其影响的任务，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
这次由四川藏学研究所确定课题，由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三位同志执笔撰写的《西藏历史地位辨
》一书，以翔实的史料，充分的论据，犀利的笔锋，将夏格巴和范普拉赫两书中的各种主要论点，作
了一次比较系统、全面的剖析和驳正，比较彻底地剥下了夏格巴、范普拉赫&ldquo;维护&rdquo;西藏
民族利益和所谓人权的欺世伪装，使人们看清了他们最严重地损害西藏民族利益和践踏西藏人权的真
面目，澄清了西藏问题上的大是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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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图文并茂，有些史料是首次披露或公开使用，不少内容来自作者的亲身经历，具有很强的
说服力，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和许多西藏朋友及同志们从1980年前后就产生了的系统、全面，彻底
批判&ldquo;藏独&rdquo;思潮的愿望，并在一些地方受到启示。
作为一个曾经长期在西藏工作的干部，我对此书的出版感到庆幸。
这是一本抵制西藏分裂主义思潮，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回答国内外舆论界有关西藏问题种种疑
问的好书，值得一读。
特别是值得西藏地区县、团级以上的领导同志和全国各地、各部门关心和研究西藏问题的同志们一读
。
　　反对&ldquo;西藏独立&rdquo;思潮的斗争，是西藏地方、各省市区以至全国各地思想政治战线方
面的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
已经走上独立自由、繁荣昌盛、民族平等团结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全国各族人民，特
别是西藏人民，自然绝对不会容许夏格巴和范普拉赫之流所妄想的1日历史重演，社会倒退，祖国领
土被分割，兄弟民族问隔阂冲突再起，使劳动人民仍像在帝国主义奴役和封建农奴制度统治时代那样
被剥削压迫，再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国外藏学界和国际公正舆论中否定&ldquo;西藏独立&rdquo;一说，同情西藏人民
翻身解放的书著、文章正不断出现。
我们坚信，在四川藏学研究所的这本书问世之后，批判夏格巴、范普拉赫两书的好书、好文章还会不
断涌现，声讨&ldquo;西藏独立&rdquo;的热浪必将更加高涨，西藏地方和各省藏区及全国各地的爱国
主义力量必获全胜，分裂主义势力必定彻底败北。
　　阴法唐　　1995年3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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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过我国史学界、藏学界许多仁人志士的辛勤努力，几十年来，专门系统、全面叙述中国历史、藏族
历史、祖国和西藏关系史的专著、史料选辑集等，在我国已经出版多部，因此，本书不以叙史为主，
而以评论为主，只是在评论中，带出一些必须叙述的重要史实，但不进行全面，系统地伤叙史。

本书中的主要人名、地名、职位等专有名词，在正文中夔次出现时，大体均在汉文后面括注藏文或英
文，以便读者阅读时，能够当即明了此一书有名词的藏、汉、英等文字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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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饶尼玛，男，藏族，1955年5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
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兼藏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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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子
第一章 关于“中国”、“中国人”、“汉人”、“西藏”、“西藏人”等名词的概念
　(一)汉语中的上述各词概念
　(二)英语中的上述各词概念
　(三)藏语中的上述各词概念
第二章 唐代藏汉关系的主线和基本内容
第三章 宋代藏族地区与外部关系的重心
第四章 元朝皇帝与萨迦法王并不仅是檀越关系更有上下主属关系
　(一)成吉思汗与卫藏一些政教首领间的关系
　(二)阔端与萨班·贡噶坚赞间的关系
　(三)忽必烈与八思巴间的关系
第五章 明朝皇帝对西藏的施政
第六章 清朝皇帝与达赖喇嘛也不仅是檀越关系而更有上下主属关系
　(一)顺治、康熙皇帝与五世达赖喇嘛间的关系
　(二)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与六世、七世达赖喇嘛间的关系
　(三)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皇帝与八世至十二世达糗喇嘛间的关系
　(四)光绪、宣统皇帝与十三世达赖喇嘛间的关系
第七章 元朝、清朝皇帝都是中国君主
　(一)元朝
　(二)清朝
第八章 英帝国主义入侵导致“西藏独立”论产生
　(一)关于英帝国主义侵藏战前的心态
　(二)关于英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侵藏战争
　(三)关于英帝国主义的第二次侵藏战争
　(四)关于英帝国主义培植西藏亲英势力
第九章 中华民国时期西藏从未真正独立过
　——北京民国政府时期——
　(一)袁世凯与达赖喇嘛的联系
　(二)西姆拉会议的破产和“麦克马洪线”的产生
　(三)藏军的第一次东犯
　(四)朱绣、李仲莲入藏
　(五)柏尔、索南莱登遭西藏人民反对
　(六)十三世达赖喇嘛转向骑墙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七)贡觉仲尼、刘曼卿入藏和西藏驻南京办事处的设立
　(八)英帝国主义挑唆尼泊尔扬言进攻西藏
　(九)藏军的第二次东犯
　(十)谢国梁、谭云山入藏
　(十一)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黄慕松入藏
　(十二)英国常驻拉萨机构的设立
　(十三)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吴忠信入藏
　(十四)西藏地方和抗日战争的关系
　(十五)大扎上台和热振事件
　(十六)西藏代表出席泛亚洲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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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噶厦同英、印交涉“麦克马洪线”以南领土及其在藏特权问题
　(十八)西藏“商务代表团”出访
　(十九)驱逐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事件(即“驱汉事件”)
第十章 解放前的西藏绝不具有独立国家的地位
　(一)关于保护国与被保护国、宗主国与仆从国、母体国与自治领等
　(二)从构成现代国家的要素来看
　(三)关于国中一地闹独立性问题
　(四)从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来看
　(五)从藏语的概念来看
　(六)从对国家的承认问题来看
第十一章 新中国和平解放西藏是完全合法合理而又正义的行动
　(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时的藏区形势
　(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三)进军西藏的动员和先头入藏部队的派出
　(四)努力增强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
　(五)制订和平谈判条件，大力争取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
　(六)西藏地方政府拒绝和谈，进藏部队被迫举行昌都战役
　(七)昌都战役后继续争取和平谈判的努力
　(八)签订十七条协议，西藏终获和平解放
　(九)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
第十二章 旧西藏是建立在广大农奴极度痛苦基础上的农奴主的乐园
　(一)旧西藏的阶级构成
　(二)旧西藏的所有制形式
　(三)农奴主的剥削手段
　(四)僧侣贵族专政的黑暗政权和腐朽政治
　(五)农奴的极端痛苦与农奴主骄奢淫逸的生活
第十三章 西藏叛乱的实质在于反对将使农奴群众获得人权的民主改革
　(一)1952年春的伪人民会议事件
　(二)1952年至1956年的主要历程
　(三)1956年康区的局部叛乱
　(四)1956年至1958年西藏的局部叛乱
　(五)1959年拉萨叛乱的发生
第十四章 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使西藏人民获得了最大的人权
　(一)关于平息叛乱
　(二)关于民主改革
第十五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地方建设发展的光辉实绩
　(一)经济建设方面
　(二)文化建设方面
　(三)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方面
第十六章 西藏已经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不需再行“民族自决”
　(一)列宁从帝俄时期的国内外情况出发，提出并实践民族自决的原则
　(二)中国共产党从旧中国的国内外情况出发，提出并实践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三)在独立自由、民族平等团结的新中国里成立的西藏自治区，勿须再“自决”、“独立”
　(四)“民族自决”概念在不同政治立场下的不同内涵
　(五)本世纪许多亚非国家的民族自决，不能同如今的“西藏民族自决”相提并论
第十七章 达赖“流亡政府”系非法的，它从来都是影响亚洲稳定的一个因素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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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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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说到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联姻，这本是尽人皆知的藏、汉民族团结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今在全国
特别是藏区仍然流传着许多有关这方面的美好历史故事。
但是，范普拉赫先生和夏格巴却说成是由于藏军打败了汉军，唐皇才勉强同意嫁女的。
这又完全是对历史的歪曲和中伤。
　　据《新唐书》记载，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联姻的由来，大体过程是：松赞干布听说唐皇一女嫁给
吐谷浑王，遂亦向唐朝请婚，唐皇未准，松赞干布怒而发兵二十万，占汉地松州（今四川松潘），再
请婚并送金甲一副；唐皇仍不准，蕃军再败唐军后，唐皇令唐军五万夜袭蕃军，斩约千人，蕃军畏惧
乃退；吐蕃大臣谏撤蕃军，松赞干布不听，八大臣自杀；松赞干布遂生疑虑而撤军，并再次遣使请婚
，唐皇方允嫁文成公主。
这说明，当时唐、蕃间的战事是互有胜负，而且唐军是先败后胜，文成公主是在蓍军撤退后出嫁的，
并非藏军打败汉军后，唐皇即同意嫁女。
范普拉赫先生和夏格巴所言，显然与史籍《新唐书》有很大出入。
　　汉族封建王朝对周边的少数民族首领采用和亲政策，始于汉高祖以宗室女嫁匈奴单于，其后许多
朝代都曾采用。
这种古时带有政治目的的联姻，对于缓和族际矛盾，巩固王朝统治，促进各民族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都起过作用。
贞观年间的盛唐，深知进行军事较量，即使取胜，也必然劳民伤财，大损唐、蕃两国元气，加剧族际
矛盾，于唐于蕃均属无益。
具有富国安民思想和博大胸怀的唐太宗，面对蕃军来犯，在先败后胜的情况下，没有继续采取军事手
段而以和亲政策解决问题，取得良好效果；而松赞干布也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采取十分和好的姿态，
继续主动请婚。
经过双方努力，终于联姻成功，谱写了千百年来藏、汉民族团结友好的佳话。
这一切，岂是范普拉赫先生和夏格巴的歪曲掩盖所能改变和抹煞得了的！
？
　　不错，松赞干布曾经先后娶过五妃。
范普拉赫先生提到此点，这是事实。
在古代奴隶制或封建制的国家中，国王一人娶几个乃至更多的妃子，是普遍现象，毫不为怪。
文成公主是松赞干布五妃中最后的一个妃子，但却是对吐蕃的经济、文化发展所起推动作用最大的一
个妃子，因而也是最受藏族人民崇敬的一个妃子，成了五妃中最出名的一妃。
夏格巴和范普拉赫先生对于此一联姻促进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这个最主要的环节避而不讲，却以轻
蔑的口吻宣扬什么唐皇不敌藏王，被迫不情愿地嫁女等歪曲历史的说法，并强调文成公主只是五妃中
的一个，他们蓄意破坏一千多年前已经开创了藏汉友谊的居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不可否认，唐、蕃之间确曾发生过多次战争，吐蕃一度武功甚盛，曾经数次打败唐军，双方互有
胜负，这些也是事实。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着自己完整的战争观。
毛泽东说：&ldquo;战争&mdash;&mdash;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
、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
形式。
&rdquo;01957年，他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ldquo;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
茨的话：&lsquo;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
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rdquo;毛泽东还说：&ldquo;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
了，&hellip;&hellip;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
&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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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精辟、中肯、正确的论断，是说阶级社会中战争不可避免，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即人类大同
的时代，才能完全避免战争。
　　据不久前瑞士战略中心使用计算机查证统计，人类在迄今的5000年中，没有发生过战争的年份只
有292年，其余的4700多年中，共发生过大小战争1．45万多次，战争死亡人数约36．4亿人。
这是以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说明阶级社会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所以，历史上唐、蕃之间发生过战争，是不足为怪的。
不仅唐、蕃之间，其他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政治集团之间，都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争。
就拿汉族本身、藏族本身来说，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不也曾多次发生过吗？
　　问题在于，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关系，究竟以战争为主要内容，还是以友好交往、共同繁荣为基本
内容。
我们说，无论是从上述唐、蕃间经济、政治、文化紧密联系的历史事实来看，还是从人类历史基本是
一个物质生产活动史的唯物史观观点来看，都应当说当时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共同繁荣，是基本的
历史内容，是主流。
而且，战争主要起因于当时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帝王将相等等，往往出于他们本身利益的需要而发
起战争，所以，应由他们负战争的责任。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战争直接破坏他们的农牧各业生产，使土地荒芜，牛羊被劫掠，生命财产受
损，带来极大痛苦，所以，他们是不需要战争而渴望和平劳动的，不能负战争责任。
我们看待近代史上日本侵华的残酷战争，尚且严格区分日本战犯和日本人民，将战争的罪责实事求是
地归咎于东条英机等法西斯主义分子，而强调中、日人民之间并无仇恨，是友好的；看待古代唐、蕃
之间的战争，不是更应如此吗？
　　如果有人写一部关于藏族历史的书，不是以主要篇幅撰写藏族各部落、各集团、各地区人民的和
平劳动，密切交往，共同创造了藏区不断丰富着的物质财富和灿烂的藏族文化这个历史的基本面，却
大写特写藏族各部落、各集团、各地区之间的战争、仇杀这个历史的次要面，那么，夏格巴和范普拉
赫先生会怎样去评价这部历史书呢？
　　写史者，首先应当具有良好的史德。
撰写唐代以至其后备代的藏、汉关系史，着重叙述友好交往、共同繁荣的主要一面（当然，对有重要
意义的战争也可以写），这既是如实反映历史，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中国民族史学工作者、藏学研究工作者，正是这样去撰写汉、藏关
系史的。
这是他们史德高尚的表现。
范普拉赫先生和夏格巴，掩盖唐、蕃友好交往、共同繁荣这个历史主要的、基本的一面，却突出撰写
战争这个次要的、非本质的一面，只能被认为是蓄意破坏民族团结，煽起民族仇恨，为其&ldquo;西藏
独立&rdquo;说制造舆论。
他们的这种用心，必然会引起人们对于这两位先生是否具有起码的史德的疑虑。
世人是不能够指望没有良好史德的人去写出好的史书来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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