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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青年学者孙炯把他写的《西藏旧事》送给我，看了这本书后，引发了我对如何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思考。
近些年，社会意识中，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看法变化较大。
有一段时间，由于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对民族传统文化指骂、责难成风，似乎民族传统文化罪孽深
重，一无是处。
这是一种伤害民族自尊和感情，搅扰改革开放的一种消极倾向，理所当然受到了否定。
现在，人们不仅意识到历史与现实的血脉渊源，意识到传统文化与现时代的难以分割，而且更为深切
地感到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在调节人际关系、稳定社会、凝聚力量、振奋精神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由此，吸收、借鉴传统文化的精华，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成为社会文化
发展的大势。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问题，实际上，要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真正弘扬起来，仍有一些问题需要
研究和解决。
问题之一在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和剔除、针砭传统文化的糟粕同时并举，不能顾此失彼。
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更多地是来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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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优秀传统文化如果要真正得到弘扬，如果要在当代条件下再生和发展，就必须关注和服务于现实的现
代化建设。
现代化建设是宽泛的，既包括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和文明的生活方式建设。
传统文化包罗宏富，可以以其博大深邃的精神和内容，为这些建设提供丰富的营养。
由此看来，一方面要以推进现代化建设为标尺来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精良又在
这种汲取中进入现实生活，进入现代化建设，从而得到发展。
这就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沟通和结合。
这种来自实践的推动力，对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来说，要比其他形式的推动因素，更具有根本
的性质，而且力量更巨大、更久远。
    孙炯写的《西藏旧事》一书是一部立足现实生活、着眼解决实际问题的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力作。
在努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这样的人、这样的书不是多了，而是远远
不够。
希望今后能够涌现更多的像孙炯这样的文化工作者，以及《西藏旧事》这样的书，为大力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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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炯，汉族，生于1968年10月，昆明市人，云南大学经济系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从事旅游工作7年，
获得国家旅游局授予的“全国优秀导游”称号。
负责云南西北地区旅游项目规划和国际市场业务的开拓，曾外派到新加坡工作。

　　1996年，独具创意地成功策划了“香格里拉”在云南迪庆藏区这一后来轰动世界的项目，并参与
整个工程的实施。
2003年5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迪庆州州府所在地一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为此他获得云南省委
组织部、云南省科技厅、云南省人事厅联合授予的“全省优秀科技副县长”称号。
在藏区工作6年半，历任云南省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县）县长助理、副县长兼县旅游局局长、迪庆藏
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后为昆明（呈贡）新城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新城经济发展局局长。

　　2007年调北京工作，任钓鱼台国宾馆管理局经济开发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还任中国民族哲学思想
史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省民族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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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西藏近代史上著名的热振活佛和热振事件十三世达赖圆寂及这段时期所发生的几件大事公
元1933年12月17日（藏历水鸡年10月30日），饱经忧患的十三世达赖在罗布林卡内的格桑颇章（七世
达赖格桑嘉措时期修建的宫殿）“期美巧期”寝殿中圆寂，享年58岁。
这也是自五世达赖罗桑嘉措以来寿数最长的一位达赖喇嘛。
十三世达赖执政长达38年，一生坚忍卓绝，领导过西藏人民两次坚决抗击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反对
清廷的民族压迫政策的斗争。
其间虽一度亲英反汉，但仍迷途知返，晚年十分积极致力于恢复、改善同中央的关系。
l930年春，国民政府文官处女官刘曼卿受中央派遣经云南丽江、中甸进藏，3月28日在拉萨，刘曼卿拜
见了十三世达赖，并向他敬赠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蒋介石委员长的近照，介绍了内地政局，表达了
中央希望与西藏地方和好如初的愿望。
5月5日，十三世达赖再次接见刘曼卿，谈了许多重要而深沉的话，为此，精通藏文的刘曼卿详细作了
会谈笔录。
十三世达赖说：“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印度人民近来因反对英国，受极度之
压迫，有难言之痛苦，中国（意指中央）在扶助弱小民族之立场上，应予切实之帮助。
”“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不两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与分厘
权利，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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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时间过得的确快，当年我曾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工作了整整6年半。
从29-35岁，我把自己这段人生最美好的岁月，贡献给了云南藏区——这块被我策划成为香格里拉的高
原。
六年半的藏区生活不乏艰苦，但迪庆香格里拉的开发作为一项庞大的开发工程，对任何人，都充满机
遇和挑战。
值得欣慰的是，它结出的是这个曾经贫困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阶段性的发展成果——过去少有
人知的云南藏区，成为今天世人向往的旅游胜地。
回想起来，当年工作和生活中的许多记忆，都充满了温馨。
在这里，我要感谢一直给予我无私的爱与关怀的父亲和母亲以及我那善良贤惠的妻子。
感谢我已故的恩师周善甫先生。
从16岁起，我一直师从周老先生研习国学，在“人生与哲学”的问题上得到很多的教诲和启迪。
我要感谢迪庆州和中旬县（今更名为香格里拉县）的领导与同事们给予我的关心及支持，在改革开放
这一大时代背景下，边地干部群众所表现出来的非凡胆识和干劲，使过去10年成为云南藏区历史上经
济社会发展最快的时期。
我要感谢我的藏族兄弟、民族出版社的罗杰（洛桑杰布），2000年，在他被派往民族出版社驻拉萨记
者站工作期间，为我从西藏自治区政协、西藏图书馆、西藏社会科学院和西藏大学收集了大量的文史
资料及由新华社著名的老一辈摄影家陈宗烈先生拍摄的历史图片。
这些资料对本书的写作十分重要。
感谢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桑珠同志，自治区统战部宗教处巴桑大姐、丹巴同志和中共拉萨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宗吉同志对我在拉萨期间所给予的热忱帮助，以及对本书写作提供的种种方便和支
持。
感谢云南当代优秀的摄影家何祥庆、朱运宽、张金明老师慨然提供了精美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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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藏旧事》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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