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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地缘政治的视角下ꎬ西藏的战略地位是毋庸置疑的ꎮ 解放战争后期ꎬ中
共开始把西藏问题纳入到中国革命的视域中来思考ꎮ 解放西藏是坚定不移的ꎬ但是选

择何种方式解放则是需要酝酿考虑的ꎮ 随着中共对西藏社会的深入调研分析ꎬ最终农

奴制和内向力量成为中共选择“和平”方式解放西藏的最为关键的因素ꎮ
〔关键词〕西藏和平解放ꎻ政教合一ꎻ农奴制ꎻ内向力量

西藏位于中国西南部ꎬ国境线长 ３８４２ 公里ꎬ占全中国的 １６. ８５％ ꎮ 对于中

国来说ꎬ西藏既是西南前哨ꎬ又是后方屏障ꎮ 它雄踞青藏高原ꎬ俯瞰南亚次大陆ꎬ
战略地位非常重要ꎮ “谁掌握了西藏ꎬ谁就可以控制喜马拉雅山麓地带ꎻ谁控制

了喜马拉雅山麓地带ꎬ谁就可以威胁印度次大陆ꎻ谁能威胁到印度次大陆ꎬ谁就

能把手伸到南亚的任何地方ꎬ进而可以触及全亚洲”ꎮ〔１〕 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ꎬ
在中国国家安全方面更是有着非凡的意义ꎬ“考虑到西藏与新疆、青海、云南和

四川四个省毗邻ꎬ同时又与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交界ꎬ对于

中国而言ꎬ任何敌对国家想影响西藏或者在西藏建立势力范围的企图ꎬ都意味着

不可接受的威胁” 〔２〕ꎮ 解放战争后期ꎬ中共开始把西藏问题纳入到中国革命的

视域中来思考ꎮ 解放西藏虽然是坚定不移的ꎬ不过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解放则是

需要酝酿考虑的ꎮ 随着中共对西藏社会的深入了解ꎬ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

—９８１—



因素和内向势力最终成为了中共选择“和平解放”西藏的最至关重要的因素ꎮ
一、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导致下层民众反抗意识薄弱

“时代的潮流到处都在演变ꎬ唯有在西藏这块神秘的土地上停滞不前ꎮ” 〔３〕

近代以来ꎬ西藏面对现代化世界ꎬ但却拒绝任何变革ꎬ呈现出一幅停滞、衰败、封
闭、落后、贫苦的“中世纪”景象ꎮ

旧西藏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地区ꎮ “西藏的政治是依托于宗教之

上的”ꎬ也就是说西藏的政治运行是以维护宗教为目的的ꎬ“教为先ꎬ政附焉ꎬ这
应当是西藏的政治理论” 〔４〕ꎮ 西藏统治的实质是“假封建制度的手段ꎬ以维护其

宗教至上的目的” 〔５〕ꎮ 换句话说ꎬ西藏的政治体制就是为了维护西藏的宗教ꎬ宗
教是西藏唯一的意识形态ꎬ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西藏人认为正是他们的“政
教合一”农奴制才成就了西藏举世无双的地位ꎬ这种自信根深蒂固ꎮ “世界上有

很多国家都获得了空前的财富和权力ꎬ但是致力于全人类幸福的却只有一个国

家ꎬ那就是珍爱政教合一系统的宗教乐土西藏”ꎮ〔６〕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哪个地

区能像西藏一样将政治与宗教结合的如此紧密了ꎮ “在亚洲广阔的群山与荒漠

之间建有一个堪称世上独一无二的宗教王国ꎬ那是喇嘛们的天下ꎮ 尽管小规模

的革命曾将宗教和世俗权力多次分离ꎬ但是两者最后还是一次次地重新结合ꎮ
没有哪个地方像那里一样ꎬ国家的整个宪法都基于掌握皇权的高级僧侣集团之

上ꎮ 依照释迦牟尼和佛陀的灵魂转世说ꎬ大喇嘛死后能转世成新喇嘛ꎬ并尊为神

圣的体现ꎮ 在神圣的明确秩序中ꎬ从大喇嘛往下构成了喇嘛的层层链条ꎮ 在这

个地球屋脊之上的各个教义、教规和设施中规定的僧侣统治ꎬ如此牢固ꎬ鲜有出

其右者”ꎮ〔７〕

每一种政治体系都会提出一种专门的意识形态来概括和合理化自己存在的

基石ꎬ“在西藏ꎬ社会和政府的基石是一种认为宗教目标和活动具有至高无上的

地位的价值体系” 〔８〕ꎮ 西藏宗教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ꎬ宗教成为政治权力运行

的指导思想ꎬ宗教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ꎬ成为唯一的意识形态ꎮ 著名藏学家柳陞

祺说:“西藏被人民称之为宗教之邦ꎬ是因为喇嘛教、喇嘛寺院和喇嘛已经渗入

到西藏的一切事物之中ꎬ可以说在西藏任何事情都是以宗教开始ꎬ并以宗教而告

终”ꎮ〔９〕“宗教对于西藏人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ꎬ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ꎮ 特

别是建立了僧人政治后几百年里ꎬ情况更是这样”ꎬ〔１０〕 在西藏“唯独宗教才是西

藏人的头等大事” 〔１１〕ꎮ
“西藏的政治经济制度不仅为精英们提供了丰饶的财富和资源ꎬ最重要的

是为他们提供了‘被束缚’的劳动力”ꎮ〔１２〕 旧西藏有两大对立阶级:一个是占人

口 ５％的农奴主阶级ꎮ 三大领主即官家、贵族、寺院上层ꎮ 官家是指西藏地方政

权中的僧俗官员ꎻ贵族是指元、明、清历代王朝册封和各世达赖班禅喇嘛等分封

的世袭贵族、牧区的世袭千户、昌都地区的土司、大头人等ꎻ寺院的上层主要是指

寺庙中的活佛、堪布等上层僧侣ꎮ 这部分约占西藏人口的 ２％ ꎬ却几乎占有西藏

全部的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的牲畜农具ꎮ 三大领主一般不亲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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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管理占有的农庄和牧场ꎬ而是委派一些人员代为管辖、经营ꎬ这些人统称为农

奴主代理人ꎬ属于农奴主阶级的一个部分ꎬ约在西藏人口的 ３％ 左右ꎬ直接统治

和剥削农奴ꎮ 另一个是占人口 ９５％的农奴阶级:差巴即领种份地(差地)的人ꎻ
堆穷即小户ꎻ朗生为家内奴仆和奴隶ꎮ 此外还有寺院中贫苦僧人、尼姑和城市内

的乞丐ꎮ 在西藏“人不无主ꎬ地不无差”ꎮ 从领主的立场来看ꎬ这个体系极其高

效ꎬ领主们无需为了获得劳动力而互相竞争ꎬ更无需操心劳动力的吃饭生存问

题ꎬ只要派管理人员来组织农奴劳动ꎬ收取高额的“差役”即可ꎮ
农奴生活水深齐颈ꎬ任何一个细浪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ꎬ“沉重的徭役还常

常迫使他们在农忙时节离开田野ꎬ这些无偿的义务ꎬ实际与一切压在藏族人头上

的其他重负并无区别ꎮ 到处都在为官府施工ꎬ修筑道路ꎬ建造房屋等等ꎬ五花八

门ꎮ 所有这些繁重的劳役都压在可怜的村民身上ꎬ他们既无工资ꎬ也得不到饭

食这些可怜的人只能永远呆在他们贫瘠的土地上ꎬ他们完全失去了一切人

的自由ꎬ一年比一年更穷ꎬ此生似乎也无解脱的希望” 〔１３〕ꎮ 为了维持生活ꎬ农奴

不得不借高利贷ꎬ“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ꎬ他们只能再借如此下去ꎬ年复一

年ꎬ永无完结ꎬ直到临死他们也不能从债务中解脱出来ꎬ而这些债务就落到了他

们儿子的身上ꎬ可怜的儿子在刚一出生起就要受到这些祖传的债务的压迫ꎬ而这

些债务的起源早已是遥远过去的事了ꎬ他根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说起” 〔１４〕ꎮ 直

到西藏和平解放ꎬ这种贫困依然让人触目惊心ꎬ“大人无论男女都蓬头垢面ꎬ衣
着褴褛ꎮ 小孩们全身赤裸ꎬ一身油黑ꎬ似见黑色人种ꎬ而四肢干瘦ꎬ鼓着大肚皮ꎬ
像佛寺笔画‘轮回图’中地狱里的饿鬼ꎮ 见此情景叫人不寒而栗” 〔１５〕ꎮ 而农奴

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ꎬ极力提倡因循守旧的思想意识ꎬ以不变应万

变ꎬ闭关自守ꎬ拒绝接受一切新生事物” 〔１６〕ꎮ
西藏是一个传统的宗教神权体制地区ꎬ佛教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支配着全民

族的世界观ꎮ 喇嘛、活佛和寺庙领袖的声望地位非常高ꎮ 藏民将全副心思都投

入到了转世来生ꎬ就没有心思来反抗和改造自己所处的社会了ꎬ“藏传佛教很有

效地在下层百姓和穷人中培养出了一种消极的政治观ꎬ大众对变革的呼声很

小” 〔１７〕ꎮ “宗教特权和声望以及大寺院的利益扮演了一个主要的障碍角色ꎬ束缚

了西藏政府的手脚ꎬ阻碍了改革” 〔１８〕ꎬ导致西藏停滞不前ꎮ
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农奴制ꎬ社会落后封闭ꎬ宗教氛围浓厚ꎬ几乎人人信教ꎬ

导致民众的宗教意识浓厚ꎬ阶级斗争意识相对淡薄ꎬ下层民众还不能够起来推翻

上层统治ꎮ 西藏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不仅掌握着地方政权、地方武装、军队、粮食、
生产工具等主要社会资源ꎬ垄断着一切对外界的关系和信息交流ꎬ而且还通过宗

教从精神上控制着下层群众ꎬ下层群众也因宗教信仰对上层人士顶礼膜拜ꎮ 同

时ꎬ在近代发生的三次大规模的康藏冲突中ꎬ西藏上层人士在宗教的号召下领导

下层民众反抗汉族的民族压迫ꎬ使西藏内部的联系更加紧密ꎮ 因此ꎬ西藏少数民

族上层人士还是绝对的领袖和权威ꎬ拥有极强的号召力和动员能力ꎬ他们几乎完

全操控着下层民众的利益ꎮ 旧西藏的社会境况ꎬ使中共清楚地意识到ꎬ想要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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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农奴起来推翻自己顶礼膜拜的宗教制度ꎬ这几乎是不可能的ꎬ起码在最开

始的一段时间内是不可能的ꎮ 考虑到西藏下层民众的特殊性ꎬ在西藏进行阶级

斗争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ꎮ 因此中共考虑和平解放西藏ꎬ争取和团结占人数极

少的西藏上层分子ꎮ
二、西藏根基深厚的内向力量成为中共和平解放的内部动力

１３ 世纪中期ꎬ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ꎬ此后 ６００ 多年里ꎬ虽
经历元、明、清三代ꎬ西藏政教势力也几经更替ꎬ但西藏社会一直内向ꎬ从来没有

脱离过中央政府的统治和管辖ꎮ １９ 世纪后期ꎬ英国率先入侵西藏ꎬ并在西藏培

植外倾势力ꎬ遂使西藏成为“问题”ꎮ 自此ꎬ内向、外倾两种力量在各种政治势力

的影响和操控下ꎬ相互博弈ꎬ此消彼长ꎮ
清末藏制改革ꎬ触动了西藏上层分子的利益ꎬ“不适合拉萨大多数管理之脾

胃” 〔１９〕ꎬ激起了西藏上层人士的离心ꎮ 于是西藏上层利用“宗教”开始做文章ꎬ
大肆宣扬赵尔丰捣毁庙宇、残害喇嘛的恶劣行径ꎮ 英国紧抓这一良机ꎬ极力拉拢

讨好西藏上层人士ꎬ十三世达赖的态度也从仇英逐渐转向亲英ꎬ藏独势力渐长ꎮ
达赖对于独立始终犹豫不决ꎬ“英人见达赖始终不忘祖国ꎬ欲密谋以倾覆之ꎮ” 〔２０〕

转而扶持藏军中的少壮派军官ꎬ这些人在接受英式军事训练的同时也接受了西

方的先进思想ꎮ 他们认为想要保卫西藏的安全ꎬ必须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ꎬ而不

是依靠喇嘛们的祈祷ꎮ 这当然不是喇嘛们所期望的ꎬ尽管这只军队可以保护西

藏政府对抗中央政府ꎬ但是它的存在威胁到了西藏宗教的至尊地位ꎬ他们甚至想

要政教分离ꎬ让达赖只当精神领袖ꎬ这更是喇嘛们绝对不能容忍的ꎮ 因此十三世

达赖果断粉碎了英国的阴谋ꎮ 热振时期ꎬ与中央联系密切ꎬ内向力量增强ꎮ 后达

扎上台ꎬ与帝国主义联系密切ꎬ西藏处于分裂的边缘ꎬ但是西藏一直没有脱离中

央的统治ꎬ主要是西藏内部还存在着一定的内向力量ꎬ对外倾势力起到了关键的

牵制作用ꎮ
在中原文化中ꎬ中国是宇宙的中央ꎬ据“中央”就可统治“八方”ꎬ历代统治者

都视“国家统一、四海归一”为己任ꎮ 同时统治者也认识到边疆地区与中原政治

经济发展不平衡ꎬ因此一直对边疆地区采取了比较务实的“因俗而治”ꎬ即周边

少数民族承认中央王朝的统治ꎬ中央王朝任命少数民族的首领或部落酋长为本

民族的统治者ꎬ给予相当的自治权力ꎬ不改变其生产和生活方式ꎬ允许保持原有

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宗教信仰ꎬ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等ꎮ 但是这样也

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中央政府权力无法有效控制边疆基层社会ꎮ 因而一般在中央

政权改朝换代之时ꎬ边疆地区都会有一段时间处于失序、观望状态ꎬ但是随着中

央政权的重新建立和稳固ꎬ少数民族政权就会恢复到正常的秩序ꎮ 西藏较其他

民族更为特殊ꎬ交通不便ꎬ偏安一隅ꎬ长期“因俗而治”ꎬ而且宗教气氛浓厚ꎬ民族

结构单一ꎬ与其他民族交往甚少ꎬ自治权力相当大ꎬ在辛亥革命到和平解放这几

十年间ꎬ中央政权交替更迭ꎬ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直处于时断时续、若
即若离状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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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１９１２ 年以后西藏与中央的关系很松弛ꎬ但在长期的“大一统”思想的

影响下ꎬ西藏的“内向”心理还是存在的ꎬ而且保持着一定的惯性和定势ꎬ根植于

西藏广大民众的心里ꎮ “西藏虽然倾向自主ꎬ尚不欲其在政治上联合已久的中

国完全分离”ꎮ〔２１〕 西藏农奴在受到藏官严重的剥削时ꎬ他们还是“愿中国之复

还” 〔２２〕ꎮ 藏民中甚至有“一个好藏官不如一个坏汉官”的说法ꎮ 民国黄慕松进

藏时ꎬ看到“西藏人民自达赖对中央携贰以来ꎬ政治黑暗、战争频仍ꎬ苛捐负担太

重ꎬ双管齐下ꎬ民不堪命ꎬ年来人口减少ꎬ生计维艰ꎬ均为中藏失和重要原因”ꎬ他
“沿途见闻所及ꎬ大抵人民希望中央对藏关系早日恢复ꎬ以期战争停息ꎬ政治改

良ꎬ压迫苛政可免”ꎮ〔２３〕 倾向内地的ꎬ有学者将他们称为“内向派”ꎬ认为“中央

好ꎬ即是西藏好ꎮ 因为唯有中央兴隆ꎬ则西藏的佛教才会真正兴隆ꎮ” 〔２４〕 几百年

的文化交流ꎬ使得西藏民众对中原文化有了一定的认同ꎮ
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ꎬ西藏与中央已经密不可分ꎬ和则两利ꎬ分则两

伤ꎮ １９２９ 年ꎬ十三世达赖喇嘛派贡觉仲尼前往南京ꎬ希望恢复中藏关系ꎮ 中国

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延续了 ６００ 多年ꎬ绵长的历史文化渊源已经让民众

形成了一种本能的内向心理ꎬ不可能因一时政局的动荡而消失ꎮ 长期的历史交

往中ꎬ藏族与汉族之间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联系ꎮ 和平解放前ꎬ中共在调研中ꎬ
也认为以噶伦索康、夏格巴为首的ꎬ主要是勾结英美帝国主义ꎬ是外向派ꎮ 以阿

旺坚赞(拉萨兼军务局副局长ꎬ曾任西藏驻京代表)为首的ꎬ则属于内向派〔２５〕ꎮ
军队进藏后ꎬ需要坚定团结内向派ꎮ

宗教固有的、内在的矛盾ꎬ使得宗教势力最终是内向的ꎬ这就成为限制外倾

势力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ꎮ 西藏几百年来的价值核心就是藏传佛教ꎬ宗教作为

一种意识形态ꎬ已经深植于西藏民众的心中ꎬ内化成一种深层的相对稳定的心理

结构ꎬ深深地影响着西藏人民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ꎮ 对于西藏人民来说ꎬ一生最

大的欢喜和最大的悲伤都与宗教的荣辱息息相关ꎮ 宗教可以让他们受尽折磨依

然不愿意起来反抗、推翻农奴制ꎬ宗教也可以激发西藏人民的民族情绪ꎬ推动藏

汉矛盾ꎬ加速西藏分离倾向ꎮ 但是同样ꎬ宗教更害怕新思想、新观念的传入ꎬ会引

起西藏人思想的变化ꎬ形成一股危险力量ꎬ冲击宗教至高无上的地位ꎮ 十三世达

赖改变对英态度正是基于此ꎮ 甚至在拉萨办英文学校ꎬ喇嘛们认为“这是对西

藏宗教昌隆的一种潜在危险” “对于政教来说ꎬ不论眼下还是长远去看ꎬ都是百

害而无一益的”ꎮ〔２６〕三大寺是主要的内向力量ꎮ 黄慕松进藏ꎬ就指出“三大寺拥

护中央ꎬ其唯一目的在能维持其宗教ꎬ对于政权则愿意服从中央ꎮ 盖以彼等受逊

清二百年之厚恩ꎬ又以英人种族不同ꎬ风俗宗教各异ꎬ反视中央不惟种族、宗教相

同ꎬ且征昔之汉人在藏代谋福利事实ꎬ思汉之心不忘ꎬ而愿恢复中藏原有关系ꎬ实
较迫切” 〔２７〕ꎮ 为了削弱亲英势力ꎬ１９３９ 年三大寺曾派洛桑团月到重庆ꎬ请求中

央“速派优良军士一千名赴藏ꎬ由三大寺给养ꎬ既可弹压亲英势力ꎬ又可训练民

众充实自卫力量ꎻ速派教育人才赴藏办汉文学校ꎬ使文字统一ꎬ中国人识中国字ꎬ
懂中国事ꎬ不受外人分化ꎻ速派工程人员赴藏修公路ꎬ连接中枢ꎻ速派人员赴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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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中央银行ꎬ既可抵制外汇ꎬ又可统一法币ꎻ速派人员赴藏开设工厂ꎮ 以上几点ꎬ
如能照办ꎬ则亲英势力可减ꎬ英帝东占甚难ꎬ而西藏可永为中国领土ꎬ吾等永为中

国国民”ꎮ〔２８〕其实ꎬ喇嘛们多主张内向ꎬ反对分裂ꎬ主要是认为与汉人“同种”ꎬ更
有利于宗教的发展ꎮ

纵观和平解放前的西藏ꎬ随着中央政权的衰弱ꎬ西藏与中央联系相对松弛ꎬ
但是对“大一统”的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感还是普遍的ꎬ这是 ６００ 多

年来沉淀于藏民心中的深层心理结构ꎬ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失ꎮ 西藏部分当权

者想要独立ꎬ但是缺乏民众根基ꎮ 而这一股内向势力最终ꎬ成为中共能够和平解

放西藏的内部动力ꎮ
三、中共审时度势制定和平解放西藏策略

解放西藏是必然的ꎬ但是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来解放西藏ꎬ是中共面临的一次

重大考验ꎮ 正如谭戈伦夫所说“中国新政府一开始似乎并没有打算出兵西

藏ꎬ虽然按照他们的军事优势是完全可能的”ꎮ〔２９〕１９４９ 年以前ꎬ毛泽东也曾数度

论及西藏ꎬ但都只是将西藏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民族问题来对待的ꎮ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

毛泽东会晤米高扬ꎬ认为解决西藏问题“麻烦”有两处(交通困难和民族问题)ꎬ
“必须稳步前进ꎬ不应操之过急” 〔３０〕ꎬ这说明毛泽东在一开始接触西藏问题的时

候ꎬ已经注意到解放西藏的方式了ꎮ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ꎬ毛泽东认为“西藏须用政治方

式去解决” 〔３１〕ꎮ 至此ꎬ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解放西藏ꎮ １９４９ 年第二次驱

汉事件后ꎬ西藏局势恶化ꎬ国民党失去了对西藏的控制ꎬ人民解放军又未能到达

西藏ꎬ中央政府对西藏管理成了真空ꎬ藏独分子日益猖獗ꎬ公然派“亲善使团”寻
求外部支持藏独ꎮ 但解放战争势如破竹ꎬ而且国际势力插手台湾问题ꎬ在这种情

况下毛泽东果断调整解放序列ꎬ将解放西藏放在台湾之前ꎬ“进军西藏宜早不宜

迟”ꎮ １９４９ 年以后ꎬ中央逐渐把“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同时作为解放全国的

主要方法ꎬ这为和平解放西藏决策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ꎮ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２ 日ꎬ
毛泽东正式下达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指示ꎬ并逐渐将这一指示落实到可操作的层面ꎮ

鉴于西藏特殊的政治、地理、文化、历史环境ꎬ毛泽东在一开始对待西藏决策

问题上就很谨慎ꎬ认为“此类少数民族事务中央离他们很远ꎬ不了解情况ꎬ
不便处理他们的问题ꎬ故他们的一切事务由西南局和西北局处理亦请西南局、
西北局提供意见供中央采纳” 〔３２〕ꎮ 由于中央对西藏社会情况所知甚少ꎬ为此藏

工委调阅了班禅驻在南京办事处的资料ꎬ随后又调集了原国民党政府满蒙藏委

员会人员进行咨询研究ꎬ为了更多地了解西藏ꎬ甚至走访和拜询四川对西藏问题

有专门研究的专家学者(如贺龙拜访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学者任乃强教授)ꎬ起
初我党领导人认为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就可以了ꎬ但是随着对西藏社会的逐渐

了解ꎬ认为西藏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共领导人的心理预期ꎮ 因此ꎬ解放西藏

“政治准备尚在研究之中ꎬ因为材料太少ꎬ知识不够ꎬ许多问题要在精细研究之

后ꎬ才能得出结论”ꎮ〔３３〕

为了更仔细、更精准地了解西藏的民族、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杂性ꎬ
—４９１—

学术界 ２０１６. ２学术史谭



弄清楚西藏各阶层对人民解放军进藏的态度ꎬ“西藏问题(包括散布在西康、川
西北及云南境内藏族问题)之许多政策ꎬ尤其是政教问题ꎬ必须多方面调查ꎬ多
搜集一些材料ꎬ提出具体意见ꎬ获得解决” 〔３４〕ꎮ 为此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还特设了“西藏

问题研究室”ꎬ通过询问往来西藏的商人、香客以及拉萨出来人员了解西藏的兵

要地志、民俗风情ꎬ再佐以专家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原满蒙委员会工作人员的

回忆记述ꎬ以及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文档资料ꎬ基本上摸清了西藏的政治军事的基

本情况ꎬ３ 个月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ꎮ
研究室最大的贡献是ꎬ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ꎬ对解放西藏确立了一项总的原

则:暂维持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ꎬ保留原有的机构ꎬ待时机成熟ꎬ再有步骤、有
计划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达到民主改革ꎮ 这是分“两步走”的革命策略在西藏

的初步形成ꎬ为“暂维原状、和平解放”西藏提供了路径上的抉择ꎬ随后西南局邓

小平完全接受了“暂维原状、和平解放”的思路ꎬ形成了与西藏和谈的“十项条

件”ꎬ最终中央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十七条协议»ꎮ
当然ꎬ这一“和平解放西藏”思路ꎬ初步形成完全源于研究室人员对西藏社

会的深入了解以及对西藏上层人士心态的准确把握ꎮ 他们明白ꎬ西藏上层人士

大部分在观望ꎬ他们最害怕、最担心的是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以及该制度带给他

们的特权与核心利益会丧失ꎮ 为此ꎬ他们找了很多借口和理由拒绝解放西藏ꎬ
“拉萨寡头政权这样做是为维持现状ꎬ保护其自身的社会地位的最后努力” 〔３５〕ꎮ
西藏上层分子最关心的是自己政教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是否能够继续保持ꎮ 研

究室人员洞若观火ꎬ完全掌握了西藏上层人士害怕失去特权的心理ꎬ采取迂回策

略ꎬ以暂时承认西藏原有制度来换取西藏主权ꎬ使西藏和平解放有了切实可行的

政策依托ꎮ 从中共层面来讲ꎬ主要是想收回西藏主权ꎬ保持领土完整ꎮ 从西藏上

层人士来看ꎬ主要想保持现有的政教合一的农奴体制以及该体制带给他们的特

权ꎮ “和平解决、暂维原状”可以说完全抓住了西藏上层人士的重心和关键ꎬ迎
合了广大上层分子的脾胃ꎬ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ꎮ 这一政策有力地保

护了西藏上层的核心利益ꎬ对他们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ꎬ最终促使了«十七

条协议»签订ꎬ西藏和平解放ꎮ
综上可见ꎬ中共最终选择“和平方式”解放西藏ꎬ一个最为关键的、最为重要

的因素就是西藏的农奴制和内向势力:西藏农奴制导致下层人士阶级斗争意识

淡薄ꎬ很难发动下层群众起来推翻西藏统治ꎬ但是西藏的内向力量根基深厚ꎬ成
为了中共和平解放西藏的中坚力量ꎬ但是这些并不是唯一的因素ꎮ 最终的决策

是中共在大量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ꎬ立足全局ꎬ从西藏实际出发ꎬ审时度势ꎬ综合

国内外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得出的ꎮ 解放西藏虽然是中国主权之内的事情ꎬ但
是因为西藏地理位置特殊ꎬ而且西藏问题非常敏感ꎬ和平解放西藏ꎬ有利于稳定

国际形势ꎻ国际环境有所改善ꎬ联印牵英制美的外交取得一定效果ꎬ西藏外倾势

力寻求外来支持无果ꎻ西藏农奴处境悲惨ꎬ再也经不起战乱ꎬ军事解放就必然有

伤亡ꎬ和平方式能最大限度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ꎻ藏汉矛盾尖锐ꎬ民族隔阂严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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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决西藏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ꎬ消除藏民族的恐惧心理ꎻ西藏地处内陆ꎬ交
通艰险ꎬ乱石纵横、人马路绝ꎬ和平解放西藏能减少军事行动带来的补给运输问

题ꎻ从西藏内部来看ꎬ西藏人民渴望回归中央ꎬ渴望得到解放ꎬ当然还有一点就是

藏军的势力根本无力和经历战火洗礼、受过正规训练的解放军一战ꎬ和平解放是

得西藏人心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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