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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主干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但在数十年的革命

过程中放射出夺目的理论光彩，解决了一个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东方大国的革命问题，而

且解决了作为中国大陆最后一个特殊地区———西藏的革命解决和社会建成问题，在西藏自治

区成立的过程中，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光辉和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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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００１１－０６

　　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革命也是

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具体而

言，１９５１年中央 与 西 藏 签 订《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和 西 藏

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

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在西

藏严格按“十七条协议”办事，暂时不改变西藏的封

建农奴制度，不 谈 改 革。１９５９年，一 些 西 藏 的 反 动

上层叛乱，我们党果断地平叛，一边平叛，一边进行

民主改革，到１９６５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西藏开始向

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西藏这个时期内

的重要事件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西藏从革

命到建设过渡时期的理论指导问题，促成了西藏自

治区的成立。西藏自治区原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同

志在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４日和４月９日先后发表了两篇

文章［１］［２］，提到“民主改革是西藏社会发展不可逆转

的历史 必 然，其 本 质 仍 是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的 一 部

分”，这一论述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充分说明，在

西藏这段革命历程中，新民主主义理论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作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

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社会论。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３］。重

温历史，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西藏自治

区成立的历史过程，可以增加我们对国家发展、民族

复兴的自信，可以为西藏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提供借鉴。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完整诠释和

指导了西藏革命进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就是关于在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中国如何进行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完整

诠释和指导了西藏革命进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来理解：

（一）革命性质论

要弄清革命性质，首先要弄清近代中国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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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

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

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

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

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４］从毛泽东同志的

这一论述来看，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近

代以来的西藏，一方面封建农奴主剥削农奴，带有封

建性质；另一方面，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家觊觎西藏

良久，干涉西藏地方政府，比如，麦克马洪线就是藏

独势力和英国政府勾结的结果，又有事实上的殖民

地性质，所以西藏也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革命步骤论

革命步骤就是具体怎样搞革命。毛泽东同志把

革命分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

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

程。”［５］西藏 革 命 的 进 程 很 好 地 说 明 了 这 种 思 路。

１９５９年５月，毛泽东同志在同自治区筹委会主要成

员谈话时，说 西 藏 要 走 两 步：“第 一 步，走 民 主 的 道

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６］。毛泽 东 同 志

所说的民主道路有两个任务，反帝反封建。具体而

言，１９５１年和平 解 放 西 藏，彻 底 摆 脱 了 帝 国 主 义 的

羁绊；１９５９年民 主 改 革，完 成 了 反 对 封 建 上 层 的 任

务。在这一过程中边平叛边改革，给农牧民分田地，

政治上 发 展 民 主，搞 民 主 建 设。总 之，１９５１年 到

１９６５年西藏走的是民主的道路，也为自治区的成立

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三）革命动力论

毛泽东同志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

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７］３必须弄清楚

敌友，才能找到革命力量，革命才能成功。从西藏来

看，西藏的阶级构成更为简单，主要是农奴和农奴主

两大对立阶级。人口总数５％的农奴主几乎占有西

藏所有的资源，９０％的 农 奴（差 巴 和 堆 穷）和５％的

奴隶（朗 生），几 乎 没 有 生 产 资 料 和 人 身 自 由。“至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占西藏人口不足５％的三大领主

及其代理人几乎占有西藏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

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８］。９５％的 农 奴 和

奴隶供养５％的三大领主，农奴和奴隶人数多、力量

大，而且有比较强的革命欲望。所以，西藏革命主要

依靠农奴、奴隶。

（四）革命法宝论

在谈及革命的法宝时，毛泽东同志曾说：“十八

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

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

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９］

在谈到统一战线时，毛泽东同志说到，“要胜利

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

立敌人。”［１０］西 藏 的 统 战 工 作 做 得 非 常 成 功。在 西

藏，占人口９５％的 农 奴 是 革 命 的 动 力 和 基 础，只 有

发动这个群体，才可以把帝国主义赶出去，革命才可

以成功。但客观条件并不允许。１９５１年签订《十七

条协议》当天下午，毛泽东同志就对张国华说，“你们

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

件大事，一切 工 作 必 须 慎 重 稳 进。”［１１］第 二 天，毛 泽

东又对藏族代表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

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

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１２］说的是当时汉族和

藏族隔阂很深，所以我们很难发动群众。宗教方面，

西藏几乎全 民 信 教，老 百 姓 安 于 现 状，没 有 革 命 觉

悟。此外，西藏的上层，尤其是寺庙的上层僧人对西

藏影响很大。西藏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我们必须争

取这些贵族上层。所以，当时我们把底层民众的要

求和上层的主动结合起来，首先是争取和团结达赖

和班禅这些上层集团的大多数。西藏工委、十八军，

都认真去做上层统战工作，积极联络西藏的上层人

士，就因为当时统战工作做得好、得人心，１９５９年叛

乱只有极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叛乱，其他绝大多数都

支持共产党。民主改革时，三大领主也没制造太多

麻烦，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民主改革。

武装斗争，第二个法宝。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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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告诫全党，“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１３］

在这点上，西藏又有特殊性。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毛泽

东同志说，“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

们必须 占 领，并 改 造 为 人 民 民 主 的 西 藏。”［１４］６，用

“占领”，意思是西藏是敌我争夺的战略要地，非常关

键。所以西 藏 必 须 稳 定，必 须 和 缓 过 渡。１９５２年，

毛泽东同志指示，“要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

改革西藏经 济、政 治 的 目 的。”［１４］６２虽 说 西 藏 不 能 用

战争方式解决，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任人宰割，打不还

手。１９５１—１９５９年 间，西 藏 社 会 总 体 比 较 稳 定。

１９５９年３月，反 动 分 子 发 动 全 面 叛 乱，我 们 党 当 机

立断反击 叛 乱，被 迫 使 用 武 力。３月２０日 开 始 反

击，到２２号就平息拉萨叛乱，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

西藏工作方针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西藏

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统一战线，武装斗争都

要落实到党的建设上来。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取

决于这个政党的素质。一是建立了自上而下的一元

化领导体制。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西藏问题，整个

５０年代，他亲自领导中央对西藏的工作。１９５１年西

藏工委成立后，毛泽东要求西藏工委，事无巨细都要

请示汇报西南局和中央。后因成立小学没有请示汇

报，毛泽 东 同 志 多 次 批 评 了 西 藏 工 委 的 做 法［１４］６６。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这么细致地管理西藏，是因为西

藏特殊的重要地位。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一

元化领导体制，是我们共产党的一种优势，民主可以

广泛吸纳民意，集中可以强化共识，保持政令畅通，

避免几方力量相互扯皮，提高了西藏工作效率。二

是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毛泽东同志曾经

说过，“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

那是不能设想的。”［１５］因此，最小的军事单位中也要

有党组织，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十八军进藏

前，毛泽东就指示，十八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更主

要是一个工作队，主要去经营西藏，而不是打仗的。

他要求十八军只做好事，做坏事留给西藏的反动者，

好事做多了，老百姓自然而然会改变看法，自然而然

会拥戴我们了。

所以，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 三 大 法

宝一起，保证了共产党对革命正确英明的领导，取得

了西藏革命的胜利。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正式解决了西藏

自治区成立中的种种难题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就是要解决新民主主

义革命胜利后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如何

建设这样一个国家的问题。我们尤其要重视新民主

主义社会论的内容，因为这是毛泽东同志的独创性

贡献。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新的提法，按照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马克思设想的是从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资本 主 义 社 会—社 会 主 义 社 会，最

后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建立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

那么，怎样来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主 要 从 政

治、经济两个方面来看。

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国体方面，就是要建立一个

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政体方面，要实行民

主集中制。那 么 各 革 命 阶 级 联 合 专 政 是 怎 么 表 现

的？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体现。在抗日战争时

期，实行了“三三制”原则。所谓三三制，“根据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共

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

分之一，不 左 不 右 的 中 间 派 占 三 分 之 一”［１６］。三 三

制，是建立在普遍选举基础上的。当时有人做了个

调研，发现陕甘宁边区文盲达９９％［１７］。尽管边区老

百姓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根据地政府想尽办法，

保证民主选举得到了充分实现。到了抗日战争后期

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开始思考全国政权的组织形

式，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建国后也的确

建立了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其中，“国家副主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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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李济 深、张 澜 三 位 为 民 主 党 派 和 无 党 派 人

士。５６名政 府 委 员 中，党 外 人 士２７位。政 务 院４

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２人，１５名政务 委 员 有９名

党外人士，政务院下属３０个机构的负责人９３人，党

外人士有４２个，在３０个 部、会、署、行 正 职 负 责 人

中，有党外人 士１４人。这 些 人 大 部 分 是 正 职”［１８］。

从抗日战争到建国初期，从厉行普选的三三制到建

国后的政府，中国共产党从组织形式上做到了民主。

从西藏来看，政治上也实行民主选举，建立了一个涵

盖面广具有统战性质的政权机构。１９５６年４月，成

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委会由西藏地方政

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中央人

民政府四个 方 面 的 力 量 构 成。当 时 筹 委 会 一 共５１

人，中央人民政府只派出５人，其他都是西藏地方代

表，这表明筹委会比三三制还开放包容。直到１９６５

年选举产生了西藏人民代表大会，筹委会才结束自

己的历史使命。除此之外，西藏还扎实推进基层普

选。“１９６１年，西 藏 各 地 开 始 实 行 民 主 选 举。到

１９６４年年底，全区已实行普选的乡占总乡数的９２％

以上”［１９］。１９６５年８月，西 藏 乡 县 选 举 工 作 完 成。

西藏民主改革让农奴、奴隶翻了身，真正实现了当家

作主。其实西藏和当时的抗日根据地一样，农牧民

知识文化程度很低，但通过投豆子选举的方式，真正

保障了广大农牧民当家做主的权利。

新民主主义经济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如何解

决农村和农民土地问题？如何解决城市和资本主义

工商业问题？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解决农民问题非

常关键。对农民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土地。中国

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形势，制定了不同的土

地政策。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分了土地

的农民就坚决拥护支持共产党。到抗日战争时期，

实行减租减息，一来可以减轻农民负担，二来给地主

富农生路，也可以让他们起来抗日。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７年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

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给农民分地。“到１９４９年

的时候，我 们 有 一 亿 多 农 民 分 到 了 土 地”［２０］。第 二

个问题是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当时新民主主义的经

济纲领是：允许多种所有制（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

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

济）存在，既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通过没

收官僚资本建立），同时也容许甚至鼓励私人资本主

义经济发展。为什么要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同志

曾经谈到：“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

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

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

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

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

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

地，我们的资 本 主 义 是 太 少 了。”［２１］从 西 藏 来 看，经

济方面步步深入地进行土地改革和执行赎买政策。

１９５９年西藏 民 主 改 革 开 始，第 一 步 是 在 农 区 进 行

“三反双减”，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减租减息，牧

区实行“三反两利”，牧主牧工两利；第二步进行土地

改革，分配土地。当时改革非常谨慎，参加叛乱的农

奴主，才没收他们的生产资料，没有叛乱的，用赎买

的政策。我们党出钱购买他们土地、房屋、牛羊、农

具等，然后把买来的东西分给农民，改革革掉的是这

些领主以前的剥削，其他不变。１９５５年毛泽东同志

和西藏参观团交谈时就给改革定性，“改了以后，贵

族、喇嘛 的 生 活 还 是 照 旧，不 能 改 坏。”［４］１２６农 奴 翻

身，农奴主也不用下地狱，反过来也支持共产党。西

藏和平稳定地完成改革，成本小、牺牲小、成效大，这

是非常成功的社会改革的典范，更是对新民主主义

社会论的准确运用。

综上，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框架和实

践经验，西藏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这个阶段是比较

完整的。特别是１９５９年西藏平叛后，西藏的民主改

革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这一建设阶段一直

持续到１９６５年自治区成立。那么，１９５９到１９６５年

的西藏，我们当时怎么定性的？当时称之为“人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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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西藏，人民民主的西藏也是由毛泽东同志提出

来的。１９５９年，他 说：“第 一 步，走 民 主 的 道 路。第

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６］西藏的社会变迁可以

这 样 表 示：封 建 农 奴—人 民 民 主—社 会 主 义。

１９５９—１９６５年在人民民主这一阶段，基本上是按新

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思路来进行的。但之所以不称

之为新民主主义的西藏，毛泽东同志也有相关论述。

早在１９５３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公开批评

说 “确立新 民 主 主 义 社 会 秩 序”、“确 保 私 有 财 产”

不对，他谈到：“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

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

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

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２２］。他还谈到，社会每天都

在变化，每天都向社会主义发展，所以新民主主义秩

序根本就不可能确立，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还妨

碍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称之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无论如何，１９６５年９月，随 着 西 藏 自 治 区 第 一 届 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正

式成立。标志着西藏人民和祖国大家庭的进一步紧

密团结，标志着西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巩固，更标志着新民

主主义理论在西藏应用和实践取得了伟大和辉煌的

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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