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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它幅员广袤、山河壮丽、资源丰富。
西藏藏族以及西藏境内的其他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优秀成员。
他们勤劳、朴实、智慧、勇敢。
藏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伟大祖国的缔造和发展、维护祖国的统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创造了自己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采、别具一格的灿烂文化，包括哲学、宗教、历算、医药、建筑、诗
歌、音乐、舞蹈、绘画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显著地位。
　　和平解放前的西藏，是一个官家、贵族、上层僧侣统治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这个制度严重阻碍了
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西藏和平解放后，驱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社会改革，发展了工农
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加强了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使西藏社会走上了进步发展的社会主义
道路。
解放以来，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发生过错误和波折，但成就是辉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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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它幅员广袤、山河壮丽、资源丰富。
西藏藏族以及西藏境内的其他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优秀成员。
他们勤劳、朴实、智慧、勇敢。
藏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伟大祖国的缔造和发展、维护祖国的统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创造了自己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采、别具一格的灿烂文化，包括哲学、宗教、历算、医药、建筑、诗
歌、音乐、舞蹈、绘画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显著地位。
　　和平解放前的西藏，是一个官家、贵族、上层僧侣统治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这个制度严重阻碍了
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西藏和平解放后，驱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社会改革，发展了工农
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加强了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使西藏社会走上了进步发展的社会主义
道路。
解放以来，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发生过错误和波折，但成就是辉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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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大臣管辖下的藏族僧俗官员附前藏僧俗官员表后藏僧俗官员表前后藏政治组织系统表驻藏大臣的职
权一、职权雏形时期(1727-17r51年)二、职权明定时期(1751-1789年)三、职权扩大时期(1789-1794年)四
、职权完善时期(1794-1845年)五、职权松弛时期(1845-1911年)驻藏大臣的军政措施一、抵御外侮、保
卫疆土二、整饬军政、讲求吏治三、赈恤灾黎、安抚民众四、扬善惩奸、平定叛乱五、维护宗教、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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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丹贝意西为庆贺乾隆帝七十寿辰，不辞辛苦，千里迢迢赴京
朝觐。
不幸的是班禅在京出痘圆寂。
为此乾隆帝及各族王公赏赉赠献了大量的赙仪、金银珠宝，总值白银数十万两之多。
然而六世班禅同母异父之兄_一仲巴呼图克图占据了这批财物，他以教派不同为由，拒不分给其弟沙
玛尔巴（红教徒）。
沙玛尔巴欲分润而不得，愤怒之下，藉朝塔为名，前往尼泊尔煽动廓尔喀人入寇。
此刻早有侵略野心的廓尔喀见机已到，便以聂拉木第巴将“商税增额。
食盐揉土”为词，占领了西藏边区济咙、聂拉木、宗喀三处地方，导致了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
尔喀首次侵略西藏的严重事件。
清廷即命驻藏大臣鄂辉、成德前往查办。
因理藩院侍郎巴忠谙熟藏情，且“通晓番语”，而以御前侍卫衙钦差-大臣名义赴藏会办。
巴忠抵藏前，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已与廓尔喀私下进行议和，五十四年二月（1789年2月），巴忠入藏后
，为速行完结此案，将就了事，擅自允准西藏三年内岁给廓尔喀元宝三百锭（合银九千六百两），赎
回失地，但要以廓尔喀上表朝贡作为交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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