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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论“西姆拉会议”——兼析民国时期西藏的法律地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
作者完稿后，要我作序。
盛情难却，便欣然答应。
作为第一读者，我想在这里谈谈我看了这部书稿后的一些感想。
　　世人皆知，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的国家。
藏族是其中的一员，在缔造、巩固和发展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同其他各民族互
相依存，互相促进，紧密相连，发挥着重要作用，做出过重大贡献。
今天，中国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面积、56个民族、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正是经过漫
长的历史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这种实际的发展和形成过程既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具有丰富的史料、古籍记载，又为诸多的考古
研究所印证，可以说是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长卷。
在这个长卷中，西藏居于显要的位置，有着充实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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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论述了民国初年英国政府逼迫当时的民国北京政府参加西姆拉会议的过程，在该次会议上英
方代表麦克马洪一手炮制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情况，以及民国南京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迄未承认
麦克马洪线的历史。
同时，还从国际法角度论述了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法律地位，用确凿的史实有力地证明了西藏是中国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治中国近现代史及西藏地方史者皆知西姆拉会议和麦克马洪线问题。
这一问题涉及中英、中印关系，迁延已近一个世纪而未获解决。
1962年我国被迫在中印边界进行了一场自卫反击战，就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有着密切的联系。
国外已经有了若干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论著，然而，国内外都有很多人，至今并不了解事实真相。
我国学者多在专题论文中或在通史类书中论及这一问题，这方面的专著在大陆一直不曾见到。
     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一个空白。
书中不仅仅论及西姆拉会议和麦克马洪线，而且由此进一步论述了近代西藏的法律地位，对于近代以
来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历史背景及其采用的种种阴谋手段有详细而充分的介绍，并将国际法的一些
概念、原则作为论据，从法律上和事实上驳斥了“西藏独立”的谬论，论述极为深刻。
     作者引用了大量有关的著作、论文、文件、当事人的记述及中英文档案资料，包括英国、印度和我
国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材料翔实，出处均在尾注中一一注明。
尤为难得的是，作者还在写作过程中与台湾知名学者建立了联系，利用了近年陆续公开的台湾故宫博
物院收藏的相关档案，为本书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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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秀璋同志，1964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1970年志愿调进西藏，在藏工作长
在25年之久。
曾经担任那曲地委党校教员、副校长，那曲地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党校副校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副部长、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并任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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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清末民初之西藏  第一章  清末时的西藏    一 走向腐朽没落的封建农奴制度    （一）黑暗、落后
、残酷的封建农奴制社会    （二）十分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    （三）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    二 帝国
主义入侵的加剧    （一）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激烈争夺    （二）英、俄对西藏的争夺    （三）英国不断
加剧对西藏的侵略    三 清朝晚期治藏政策的失误和十三世达赖的两次出走    （一）十三世达赖的第一
次出走    （二）清朝治藏方略的严重失误    （三）达赖的第二次出走  第二章  民初之西藏    一 民国初
期的西藏政局    （一）辛亥革命前夕的驻藏大臣与清军    （二）英帝国主义的挑动    二 民国政府对西
藏的积极治理    （一）高度关注西藏问题    （二）大力加强对西藏的治理    三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    （一）英国阴谋的破产    （二）川边战事骤起    （三）西藏爱国力量是主流    四 英帝国主义的侵
略干涉活动    （一）以政治承认为条件逼中国政府放弃在藏主权    （二）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第二编  流
产的西姆拉会议  第一章  民国初年英国侵藏政策的调整    一 英国侵藏政策的调整    （一）侵藏政策的
重大转变    （二）英国新侵藏政策的核心    二 英国新侵藏政策的实施    （一）力促俄同意对1907年英
俄《西藏协定》的修改    （二）逼迫中国参加西姆拉会议    ⋯⋯  第二章  西姆拉会议前的九次磋商  第
三章  激烈交锋的七次正式会议  第四章  英国诱骗西藏地方代表秘密换文 急欲抢占中国领土  第五章  无
效的《西姆拉条约》第三编  西姆拉会议流产后英国的种种阴谋活动  第一章  英国不断逼中国续议《西
姆拉条约》  第二章  英国不异篡改外交档案 制造虚假法律依据  第三章  移交遗产，制造中印关系障碍  
几点简短的结论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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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政　　公元13世纪，元朝统一了中国，西藏地方正式归人中国版图。
自此开始，西藏地方纳入全国统一建制，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统管全藏的地方政权。
政教合一制度的核心是神权统治。
但从本质上讲，它是僧俗农奴主联合对农奴和其他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
它为少数僧俗大农奴主所操纵。
寺庙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各种特权。
上层僧侣担任各级政权的主要官员。
宗教的最高领袖也是政权的最高领袖，直接掌握政治。
经过数百年的延续发展，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统治机构，一直渗透到基层的宗
（县）、（乡）和各部落。
此外，所制定的维护农奴主阶级利益的“法律”，将人分为三等九级，其野蛮、残酷的刑罚，比欧洲
中世纪的法律有过之而无不及。
　　到了清朝时期，为了更加有效地管辖和统治西藏，清朝中央政府大力扶持影响和势力日见扩大的
藏传佛教中的黄教，维护政教合一的反动制度。
这使其更趋臃肿、腐朽。
西藏僧俗上层依靠政权、神权残酷地压榨农奴与奴隶。
　　2.土地高度集中在“三大领主”手中　　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土地高度集中在
只占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阶级手中。
　　西藏农奴主阶级由“官家、贵族、寺院”三部分及其代理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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