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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西藏的先期接触与预备谈判考
０

王 苑 王 小彬

［
摘要 ］ 藏 学界 关 于 西 藏和 平解 放史 的研 究 侧 重 于 北 京 的 和平 谈 判 ，

对 于 协议 签 订 之前 的 先 期 接触 和

预备 谈 判 涉 及较少 。 本文 试 图 采 用
一

些新发 现 的 史料来 深化 对 西藏和 平解 放 的 研 究
，
将在 印 度新德 里

及 国 内 昌 都 的 预 备 谈 判 及 胎死腹 中 的 香 港 、拉 萨 接谈 呈现 在 读者 面 前 。 总 之 ， 在 北京 谈 判 前 ，
双方 就 谈

判 的 性 质 和政治 基础 就 非 常 明 确 ： 即承认西 藏是 中 国 不 可分割 的
一

部分 、 西藏 只 能 作 为 中 国 的
一

部分 与

中 央政 府 谈 判 的 历史 事 实 。

［
关键词 ］ 西 藏和 平解放 ； 预备谈 判 ；

西藏是 中 国 的
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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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４ ９年是人 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 的
一

年 。 此时 ，
在全 国 战场上 ，

伴随三大 战役的 胜利 ，
全 国

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 ，
唯有西藏 、 台湾 、海南岛尚 未解放 。 为完成祖国统

一大业
，
把 西藏人 民 从帝国 主义

的羁绊中解放 出 来 ，
毛主席审 时度势把解放西藏提上 日 程 。

此时 ， 早就觊觎西藏 的帝 国主 义势力 唆使西藏上层 中 的分裂势力 ， 加 紧分裂活 动 。 西藏 地方政府在

印 度驻拉萨代表处代表黎 吉 生 （ Ｈｕｇ
ｈ Ｅｄｗａｒｄ Ｒ ｉｃｈａ ｒｄ ｓｏｎ ）唆使 下 ， 以摄政达扎为首的亲帝分裂集 团 ，

于 １９ ４ ９年 ７ 月 ８ 日 制 造 了
“

七 八事件
”

，
妄 图 以此断绝西藏地方与 中 央政府 的关 系 ， 阻 止人 民 解放军进军

西藏 ，把西藏变 成西方帝 国主义 的殖 民地和反共阵地 。

“

七 八 事件
”

发生后 ， 西 藏亲 帝势 力趁机加 紧策划
“

西藏独立
”

。 对 此 ， 新华社于 ９月 ２ 日 发表了题为 《绝不容许外国 侵略者吞并 中 国 的 领土——西藏 》 的社

论
，

②
《 人 民 日 报 》

９月 ７ 日 发表 《 中 国 人 民
一定要解放西藏 》 的署 名 文章 ，

揭 露帝 国 主 义的 阴谋 ，
表 明 了

中 国人 民解放军解放西藏 的 决心和立场 。
９ 月 ８ 日

，
天宝 （藏族 ）在 《人 民 日 报 》 发表 文 章 ，

揭露 西藏地方

制 造
“

七 八 事 件
”

的 图 谋 。 ８月 ， 美 国 派 出 的 哥 伦 比 亚 广播 公 司 广 播 评论 员 劳 尔 ． 托 马 斯 （ Ｌｏｗ ｅｌ ｌ

Ｔｈｏｍ ａｓ ） ）父子进入拉萨活动 ， 同黎吉生和摄政达扎密谋 ，
鼓动西藏地方政府扩军备战 。 托马斯 父子在

西藏活 动了 两 个月 后返 回 美 国 ， 即 向 杜鲁 门转交 了西藏地方政府 的 信件 。 托马斯积极 设法 为西 藏地方

获得美 国 的军事援助效力 ，并鼓动他们 致函联合 国 以及派人到 国外活动 。
（３） １ １月

，
摄政达扎 写信给美 国

政府 ，
要求给予 １ ０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大批武器 ，

并要求美 国 帮助西藏抵御 中 国军队的
“

入侵
”

等 。 １ １月

１ ９ 日
，
西藏当 局 决定 ， 派 出

“

亲善使 团
”

分别 赴英 、 美 、 印度 、 尼 泊 尔 ４国 ， 以寻求对
“

西藏 独立
”

的援助 。 对

① 本 文为中 国藏学研 究中 心当 代研究 所承担 的 中 国 藏学研究中 心重点课题
“

涉藏反 分裂 斗争实践 的理论 思考
”

项 目 的阶段性成果

之 ̄

② 西藏 自 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 会编 ： 〈 和平解放西藏 〉 ［
Ｚ

］ ， 拉萨 ： 西 藏人 民 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５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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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中央政府于 １ ９ ５ ０年 １月 ２ ０ 日 发表声 明 指 出 ： 西藏此举 ， 不过是
“

英美帝 国 主义及其侵略西藏 的 同谋 们

所导演的 傀儡剧
”

，

“

任何接待这种非法
‘

使 团
’

的 国 家 ， 将被认为 对于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 怀抱敌意 。

”①在 中

央政府的严正警告下 ，
西藏赴英美 的代表未能成行 ，

其 阴谋活动未能得逞 。 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依 旧未肯

罢休 ，
于 １ ９５ ０年 １月 ５ 日 另派

一

个使 团 ②同 中央政府谈判并表 明立场 。

一

、 香港预备接触

以夏格 巴 为首 的代表 团携带
一封宣称

“

西藏独立
”

的信 ， 于 １ ９ ５０年 ２月 ５ 日从拉萨 出 发欲经 印度到香

港等地寻找 中央政府驻港代表说 明或 了 解情况 。 这封信的 主要 内 容有
“

要求共产党不要进军西藏 ，对原

属西 藏 ， 现 已 沦为 汉人之 手 的地 区
，
应通过谈判 ，

逐步 加 以解决
”

。 夏格 巴
一

行 于 ３月 初 到达 印度噶伦

堡 。 ３月 １５ 日
，
夏格 巴 致信 中 共香港工作委 员会书 记 ：

致 中 华人 民 共和 国 驻 港 总领 事先 生③ ：

谨 此通 知 阁 下 ， 我 俩及使 团 的 其 他 人 员
，
系 西 藏政府 派 遣赴 华 的 特 使 ， 将于 最 近 到 达 香

港 。 若 你通 知北 京 贵政 府及 早派遣 代表 赴港 商谈 ， 我们将不胜感激 。

我 们将 由 加 尔各答 致 电 阁 下
，
说 明 我们赴 港 日 期 。

则 僧 噶 ④土登 杰布 孜 本夏格 巴

１ ９５０年 ３ 月 １ ５ 曰 ⑤

这一使 ？

团 又于 ４月 １ ０ 日 致信毛主席 ，
全文如 下 ：

中 华 人 民 共和 国 主席 毛 泽 东 阁 下 ：

１ ９ ５０年 ３月 １ ５ 日 我 们 曾 致 函 驻港 贵 总领 事 ， 谅他 已 及 时 报 告 阁 下 。 但迄今 尚 未 收 到 回 复
，

现将 该 函 打 字 乙 份附 上 。

我俩 ， 则 僧 噶 ？ 土 登 杰 布和 孜本 ？ 夏格 巴
，
及 使 团 的 其他 人 员 ， 系 奉西 藏政 府 之命赴 港和

贵政府 商谈 我 们 之 间 的 友好 关 系 。

假 如你 能 早 日 派 代表 赴 港商 谈 ，
西藏政府 和 中 国 政府 的 友好 关 系 将 大 大 改 善 ，

我 们 盼 望 你

将 贵代 表赴 港 日 期 通知 我们 。

则 僧 噶
． 土登 杰布 孜本 ？ 夏格 巴

１ ９ ５ ０年 ４月 １ ０ 日 于 印度 加尔各答⑥

这表 明西藏噶厦派 出 的这一使 团打算 以
“

独立 国
”

的身份在香港谈判解决
“

两国
”

之 间 的关系 。 于是

夏格 巴等打算于 ４月 １ ６ 日 （乘 飞机 ）去香港
，
他 马 上请求 印度政府 向 西藏代表 团 提供前往香港所需的 外汇

和签证 ，

“

令西 藏人吃惊 的是 ， 英 国 人拒不 允许他们 进入香港 。

”⑦原 因 是英国 人 当 时 的对 藏策略是紧跟

在 印度后面 的 ， 由于 ４月 初
，
印度 当 局 希望汉 藏双方可 以在 印 度进行谈判

，
这样 以便 印度能够及时掌 握谈

判动 向
，
并直接建议西藏 代表 团 同 中 央政府新任驻 印度 大使可 以 在新德里进行先期 的 商谈 。

⑧夏格 巴

等人将这一消息 电告 了 拉萨政府 ， 收到 的 指示仍 旧 是要他们按原计划前往香港 。

① 载 １ ９ ５ ０年 ］ 月 ２ １ 日 《 人民 日 报 〉 。

② 这一使团 的 主要代表为孜恰 ． 土登杰布 、 孜本 ． 夏格 巴 。

③ 原文如此
，

此 处是指
“

中共香港工作 委 员 会
”

。

④ 原文如此 ，

“

则僧 噶
”
一般译作

“

孜恰
”

。

⑤ 中 共中 央统战部 、 国 家 民族事务委员 会编 ： 〈 民族 问题文献汇编 １ ９ ４ ９ ． ９
—

１ ９ ５ ２ ． ２ ＞ ［
Ｚ

］ ， 孜恰 ． 土登杰 布 、 孜本 ． 夏格 巴给中 共香

港工作 委员会书记张铁生的 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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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西藏的 先期接触与预备谈判考．
１ ３５

．

５月 ２ ２ 日
， 中 共香港工作委 员会书记张铁生就如何接待将来香港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 电报中央统

战部和 周 恩 来 。
５月 ２ ４ 日

， 毛 主席批示 ：

“

西藏代表 必须来京谈判 ，不要在港谈判 ，
请加注意 。

”① 中央人 民

政府秘书 长林伯渠于 ５月 ２ ８ 日 回 复孜恰 ？ 土登杰 布和孜本 ？ 夏格巴 等人 ，欢迎他们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

代表前来北京 ， 商谈有关西藏和平解放问题 ， 并且说明该代表 团是西藏地方政府派 至 中央人 民 政府 商谈

西藏地方事件的代表 团
，
而且谈判地点必须在北京 ， 不能 在香港 。

？而英国政府认为他 们
一贯奉行 的方

针是 ，
西藏事务 现在主要是 印度政府关心 的事情 ， 他们不希望西藏代表团前往香港 。 因 此 ，看上去西藏

代表 团要么 留在 印度
，等待 中 国驻印度大使 到来之后 同他进行谈判 ， 要 么就到 中央政府所在地谈判 。 正

如印 度政府的 想法
一样

，

“

假如汉藏双方 在 印 度进行谈 判 ， 他们就能够 密切 注 意谈 判动 向
”

。
③所 以 ， 英

国 当 局支持 印度政府 的 想 法 ，认 为西 藏地方代表 团与 中 国 中央代表 在 印度举行谈判 比去香港谈判更 为

合意 。 据此 ，英方于 ６月 ４ 日 阻止 了 夏格 巴等人登 上前往香港的 飞机 。 这时 ， 夏格 巴等人前往新德里企 图

说服英 国高级专 员 和 印度政府改变他们 的政策 ， 但还是遭到 了 英方 的拒绝 。

西藏噶厦打 算与 中 央在香港谈判 的计划未能 实施 ，
但是在这个 过程中 ，

中央关于谈判 的性质和地点

已经非常 明 确 ，
即 以夏格巴为首的这

一代表团
，
是西藏地方政府派 至 中央人 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事务的

代表 团
，谈判地点 必须在北京 。

二
、 新德里先期接触

（
一

） 中 央 人 民政府 争取 西 藏代 表 团 前 往北 京商 谈 西 藏和平 解放 问题

西藏噶厦政府原计划与 中央政府在香港谈判 的 计划 破灭后 ， 他们在听取 了 多方意见后 ，
打算与中央

政府代表在新德里进行谈判 。 １ ９ ５０年 ６月 １７ 日
，
夏 格 巴等人 收到 噶厦政府 的通知

，
同 意在新德里举行谈

判 。 噶 厦政府的这份 电报中还说到
，
他们 已 经与 中央方 面取得联 系 ， 以弄清 中央政府是否会 同 意此种方

案 。 ６月 １ ８ 日 西藏 代表 团离 开新德里前往噶伦堡 ， 在这里等 待中 央方面的 回 话 。 这样 ， 夏格 巴 等人在新

德 里呆 了将近 １ ０天
，这期 间 他们 也开 始 同 美 国驻印 有关人员 举行 了 重要 的 会谈 。

④他们这样做 的 目 的

也就是在拖延时 间
，争取喘 息之机 。

此 时
，
中 央方面决定让西藏代表 团 在 印度等候 ９月 份将 到新德里的 中 国新任驻 印度大使的到 来

，
进

行预备谈判 。 鉴于 袁仲 贤 大使 ９月 １４ 日 左右才可抵达加 尔 各答 ， 因 此 ８月 ３ ０ 日
， 周 恩来电 示 申健 ， 要他 以

代办身份与西藏代表 团在新德里 商谈西藏和平解放问题 。

此前周 恩来于 ８月 ２ 日 指 示 申 健 ， 中央政府对西藏代表 团的方针是 ：

“

西藏为 中 国 领土 的
一部分

， 不能

承认该代表团为 西藏之外交代表 ，但可承认其为西藏地方政府或西藏 民族 的代表 ，并 同意其以此身份和

中 央人 民政府 商谈和平解 放西藏 问题 ，此谈判 应在北京举行 。

”

⑤ ８ 月 ４ 日 ， 申 健复信夏格 巴 等？ ，
说 明 中

央 人 民 政府欢迎 他们 以 西藏地方 政府代表 团 名 义前往北京 ， 与 中央人 民政
‘

府商谈和 平解放西藏等 问

题 。 由 印度经香港去北京既有 困难
，
请考虑转 回西藏经 由 国 内其他路线 ， 如青海 、西康 、 云南等地前往北

京 ， 国 内 各地方政府及 人 民解放军均愿给予协助 。
⑦

８ 月 １ ９ 日
， 周 恩 来关于与西藏代表 团接谈方式 ，

给 申健 的指 示 中说 ：袁 仲 贤 大使 到 后 ，
可约 夏格 巴 等

① 中 共 中 央文献研究 室 、中 共 西藏 自 治区委员 会 、 中 国 藏学 研究 中心编 ：＜ 毛泽 东西藏工作文 选 〉 ［
ｃ

］ ， 中 央文献 出 版社 、 中 国 藏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０ ８年 ， 第 １ ５页。

② 西藏 自 治区党史 资料征集委 员会等编 ：＜和平 解放西藏Ｍ ｅ ］ ， 西藏人 民 出版社 ，
１ ９９ ５ 年 ， 第 ７ ９页

。

③ 英 国 外交部档案 ， ３ ７
１ ／８ ４ ４ ６８ ，



“

英联邦关 系 部
”

致联合王国 驻 印 度高级专员 的 电报 ， １９ ５ ０年 ５ 月 ２ ６ 日 。 引 自 杜永彬译 ：＜ 喇嘛 国王

的 覆灭 ＞ ，
２ ０ ０５年

，
第 ５５ ６页 。

④ ［ 美 】
梅 ？ 戈 尔斯坦 （

Ｍｅ ｌ ｖ
ｙ
ｎＣ ．Ｇｏ ｌｄｓ ｔ ｅｉｎ ． ）著 ， 杜永彬 译 ：

＜ 喇嘛王国 的覆 灭 ＞ （ＡＨ ｉ
ｓ ｔｏ ｒ

ｙ
ｏｆｍ ｏｄｅ ｒｎ

Ｔｉ ｂｅ ｔ
，
１ ９ １ ３

—

 １ ９ ５ １ ：

Ｔｈｅ

Ｄｅｍ ｉｓｅ

ｏｆ ｔｈ ｅ Ｌ ａｍａｉ ｓｔ

 Ｓｔａｔ ｅ
） ， 中 国藏学出 版社 ， ２０ ０ ５年 ， 第５ ７ ０页 。

⑤ 西藏 自 治区党史 办公室编 ：＜周 恩来与西藏 ＞ ［
Ｃ

］ ， 中 国藏 学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８年 ， 第 ４页。

⑥ 夏格 巴等 人曾 致 信 申健说 ， 他们准备经香港来 北京 ， 于 ６月 ５ 日 在 印度 加 尔各答 机场登机时受阻 。 该代表 团提 出 在新德里晤面商

谈 。

⑦ 西藏 自 治区 党史 办公室编 ：＜ 周 恩来与西藏 ＞ ， 中 国藏学 出版社 ，

１９ ９ ８年
，

第 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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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谈和平解放西藏 问题
，可以在新德里晤面 。 见 面后 ， 袁大使可先表示 中央人 民政府欢迎西藏代表 团前

往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 问题。 然后 ， 再解释西藏为 中 华人民共和 国领土
，
为举世公认 。 西藏问题是我

们 中 华人 民 共和国 的 内部 问题 ，
只能 由 中央人民 政府与西藏地方 当 局 自 己 商谈解决 ，

外人不 能干涉 。

我们 认为 ，
西藏代表团是地方性 的及 民族性 的代表 团

，
而北京又是中 央人 民政府所在地 ， 故希望西藏

代表 团前往北京 商谈 。 时 间虽 稍耽搁
， 但并不算晚 。 西藏代表 团可早 日 动身

， 我大使馆愿尽
一切力 量

予 以 帮助 。

中央方面并不 确 定西藏方面是 否会真正进行谈判 ， 因此毛 主席在 ８ 月 底指示周 恩来 ，通过 印度政府

和在新德里的 中 国 大使馆向 西藏地方致 电 ， 他 嘱咐周 恩来 ：

“

请考虑 由外交 部适 当人员 向 印度大使透露 ，

希望西藏代表 团 ９月 中 旬到达北京谈判 。 我军就要向 西藏前进了 ，西藏代表 团如有诚意 ，应 当 速来 。

’’①

于 是
，西藏代表 团于 ９ 月 ４ 日 回 到新德里 ，

并于 ９ 月 ６ 日 与 申 健会面 。 西藏代表团 表示 ， 已经作好谈判

准备 ， 只要袁 仲贤 大使 一来就可 以 开始 ， 同 时
，
他 们要求中央政府在会谈期 间不得对 昌 都采取任何行 动 ，

申健 告诉他们 ， 谈判必须在北京举 行 ， 新德里会谈 只 是谈判 的
一

个序幕 ，并且请他们 必须于 ９月 中旬之前

赶到北京 。

９月 ８ 日
，
中 央 电 示 申 健 ： 中央人 民政府得到他 们愿意来北京 、不要第三者 参加 商谈并相信与 中央会

很好 的合 作的表 示
，
极为 高兴 。 西藏代表 团到北京 商谈

， 什 么 事都可提 出 。 《共 同 纲领 》 的 民族政策第
一章是商谈 的根据 ； 解放军进入西 藏 ， 驱除 国 民 党 的影 响

，
保卫 国 防 ，

西藏现行政治制 度及军事制 度概为

现状
，
达赖 喇嘛活佛 的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 ， 是商谈 的 主要 内 容 。 故 中央人民政府邀请西藏代表 团迅 即

动身 ， 乘 飞机经 香港 、 广州 北上 ， 中 央人 民 政府 已派员 在 广州 接待 。 人 民解放军将按原定计划在西康行

动 ，代表 团愈早到 京
，
愈有利于西藏和平解决 。

②在接到 中央的指示后 ， 申 健随即约 见了 该代表 团 ， 并赠

送给他们 《 中 国人 民政治 协商 会议共 同 纲领 》 ， 并提 出三 点建议。
③

袁 仲 贤大使 于 ９月 １ ４ 日 到 任后
，
于 １ ７ 日 会见 西藏代表 团

，
西藏方面反 复 申 明 西藏 的传统地位 。 西 藏

代表团 向 袁大 使说
“

西藏将会像这样保持独立
， 我 们也将继续与 中 国 保持亲密 的

‘

供施
’

关系 。 当 然 ， 不

需要 中央政府从帝 国 主义手上解放西藏 ， 因 为这里没 有英 国 、美 国或者 国 民党 的帝 国主义者 。 统治和 庇

护她 的是达赖喇嘛 （ 而不是外 国强 权 ） 。

”

袁 仲贤 大使答复说 ， 不会 同西藏代表谈论 西藏 独立 的 问题 ，
并进

一步 明确 了 该代表 团到 达北京 的期限
，
即 ９ 月 ２ ０ 日 前须抵北京 ， 否则

一

切责 任在彼 。
④ ９月 １ ９ 日 ， 周恩来

电示 袁仲 贤 ， 肯定 了 其与 西藏代表 团的谈话甚妥
，
并指 出 如 西藏代表 团 已 定行期

，
只 需帮 助他们 按时动

身即 可 。 如 该团迟疑不决 ， 你可邀其团长来馆告 以
“

中 央人 民政府约 你们在九 月 中旬前往北京之期限 已

过
，
而刘 伯承将军部 队依原计划在西康西部 的行动 ，

西 藏方面必生疑虑 ；
欲解除此虑

，

只有西藏代表团 早

日 去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 问 题
，
别 无他途 。

”

⑤

① 中共 中 央文献研究 室 、 中 共西藏 自 治区委 员会 、 中 国藏学研究 中心编 ： 《 毛泽东西藏工 作文选 中央文献出 版社 、 中 国藏 学 出版

社 ， ２ ０ ０ ８年 ， 第２ ７ 页 。

② 西藏 自 治区 党史办公室编 ：＜周恩来与西藏＞ ， 中 国藏学 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８年 ， 第 ８页 。

③ 注 ： 笔者 在查阅 《 西藏文史资料 选辑 ＞ＩＤ ， 第 ５ １ ９页 ， 杨一真
“

争 取和平谈判迸 军西藏的历 史回 顾
， ，

—文中 得知 ， 中央三点 建议是

指 ： 西 藏历来是 中 国 领土 不可分 割的 一 部分
；
涉外 事务必 须通过中 华人 民共和 国政府 ；

中 国 人民 解放军— 定要进军西 藏 ， 驱逐帝 国 主义

势力 出西藏 ， 保卫 、
巩固 国 防 。 后经 西藏代表向 噶 厦政府 报告时综合为 ：

一

要承认 西藏是 中 国领 土
；

二是涉 外事 务通过汉政府 ；
三是汉政

府 派 军驻 防 等 。 此 外笔 者 在Ｍｅ ｌｖ
ｙ
ｎＣ ．

Ｇｏｌ ｄｓ ｔ ｅ
ｉ
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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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ｔｏ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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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ｓｅＯｆＴｈｅ Ｌ ａｍａ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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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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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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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９ ９ １ ， ｐ ６ ８６查 到 这三条建 议译为 英文是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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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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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ａ ．３ ．Ａｌ ｌｐ
ｏ ｌ ｉ ｔ ｉｃ ａ ｌａ ｎｄｔ ｒ ａｄｅｍａ ｔ ｔｅｒ ｓｃｏｎ ｃ ｅｒ ｎｉ ｎ

ｇ
ｆｏｒｅ ｉ

ｇ
ｎｃｏｕ ｎｔ ｒ

ｉ
ｅ ｓｍ ｕｓ ｔｂ ｅｃｏｎ ｄｕｃ ｔ ｅｄ

ｔｈ ｒｏｕ
ｇ
ｈ Ｃｈ ｉｎ ａ ． 后 又翻译 力 中 文 ：

１
． 西藏必 须承认其为 中 国 的

一部 分
。

２ ． 西 藏的 防卫力 量必须 由 中 国 操纵和指挥 。 ３ ． 与外国有 关

的
一切政治 和贸 易事 务必须通过 中 国 加 以处理 。 这三点 建议在经汉 、 藏 、 英 、 汉四 次翻译 的过程中 ， 其中 语气与意思稍有变化 ， 与

原意有 些差 异 。

④ 中共 中 央 文献研究室 、 中 共西 藏 自 治区 委员 会 、 中 国藏学研究 中心编 ：＜ 毛泽东 西藏工作 文选 》 ， 中央文献出 版社 、 中 国藏学 出版

社 ， ２ ０ ０ ８年 ， 第 ３ １
—

３ ２页 。

⑤ 西藏 自 治区党史 办公室编 ： 〈 周恩来与西藏 ＞ ， 中 国藏学 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８年 ， 第 ９页 。



和平解放西藏的 先期接触与预备谈判考．

１ ３ ７
．

以上情况表 明 ，
毛 主席始终希望 以和平的 方式解放西藏 ， 但遗憾的是 ，

西藏上层亲帝分子始终是
一

意孤行地抗拒中央的建议 ， 以拖延谈判时 间 。

一方面对 中央 的意见视而 不见 ， 另
一

方面又积极 地为
“

西

藏独立
”

寻求支援 。

（
二

） 西 藏代 表 团 四 处 寻 求外援 ， 并 百般拖延赴 京谈 判

夏格 巴 等人似乎并没有诚意 向 中央商谈和平解决西藏 的 问题 ， 他们
一

面答应到北京谈 判 ，

一

面 又 出

入于 美国 、英国 驻 印度 的机构 和 印度外交部 ， 夏格 巴 曾于 ９月 ５ 日 会 晤印 度外交部梅农 （Ｐ ．
Ｎ

．
Ｍ ｅｎｏｎ ）

，
夏

格巴 对记者 称 ：

１ 、他们 有权代表其政府与 中 国签定条约 。

２ 、希望在新德里举行条 约谈判 。

３ 、北京政府屡 次宣布解放西藏 ，
但不知解放之意义为何 ？

４
、西藏 人 民爱好和平 ， 倾心从此为

一 完全 独立 国 。 既 无外国管 制 ， 也无外 国影响 ，
无可解放 。 倘 中

国 侵略西藏 ， 在全世界人 目 中 ， 将 为
一

可耻行 为 。

５ 、 反抗任何侵损达赖喇嘛主权者 。

６
、
６ 日 与中 国代办进行初步讨论 ， 等大使 到再全面谈判 。

①

９月 ８ 日 ， 西藏代表 团 会见 了 印度总理 尼赫鲁 （ Ｊ
． Ｎ ｅｈ ｒｕ ） 。 夏格 巴等人告诉尼 赫鲁 ， 除非 中 国 事先 同

意西藏 独 立 ，
否则 他们 不会去 北京 。 他 们还说他们不 相信 中央政府 ，

要 印度作为西 藏 和 中 国谈判 的担

保 。 尼赫鲁答复说 ，
印度将会继续奉行一贯 的政策 ， 即表面上承认西藏是 中 国 的

一

部分 ， 同 时承认西藏

内部 自 治 。 但是他也很坦率地说 ， 如果西藏代表团坚持西藏 完全 独立 ，
那 么 与中 国 人达成协议将是非常

困难的 。
②

同 尼 赫鲁会面之后 ，夏格 巴
一行又 拜会 了 英 国 驻 印度公使罗伯 茨 （Ｆ ． Ｒｏｂｅｒ ｔ ｓ ） ， 夏格 巴等人希 望英

国 帮助他们 对抗中 央政府 。 但是英 国人告诉他们 ，
从 １ ９４ ７年 印 度独立 开始 ，

“

英 国 所承 担的
‘

与西藏有关

的责 任和 义务现在基本上 已 移交给 了 印 度政府
’

。

”③

第二天 ， 夏格 巴等 人又 拜访 了 美 国 大 使馆 。 罗 易 ？ 韩德逊 （ ＬｏｙＨ 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大使在报 告 中说 ：

“

夏

格 巴 称西藏 政府 已 经下定 了 决心 ，
以武 力来抵抗 中共 的

一切侵略行为 。
… … 至 于西藏政府在 即将进行

的谈判中所抱的 目 的 ， 最初他不愿把话说透 ，但最 后还是表 示 ，
西藏 的愿望是争取独立 。

”④

由 于之 前 中 央提出 的三点建议远远超 出 夏格 巴 等人受命 的范 围 ， 于是他 们告诉袁 仲贤大使 ， 他们 需

要请示 噶厦政府 。 ９月 ２ ０ 日
， 夏格 巴 给噶厦政府发 了

一

封电报 ，报告 了 代表 团 同 印度政府及中 国大使 的

会谈 内 容 ， 并请求指示 。 夏格 巴在报告 中说 ，噶厦政府如果不做出
一 定的妥协 ，

就很难 同 中 央达成协议 ，

并且建议至少应该在 名 义上接受西 藏是中 国的
一部分 。 他们还建议西藏争取保留 同 印度和尼 泊尔 等 国

在 贸 易 和文化上的 联系 ，而与其他 国 家的政治关系 由 中央政府统
一管理 。 对于 中 国 人民 解放军在 西藏

驻军 问题
，
噶厦政府应该提 出

， 由 于没有什 么潜在 的威胁 ，所 以西藏 自 己 的部 队就可以胜任 。 从 实质上

来讲 ， 夏格 巴 和土登杰布建议噶厦政府部分地接受 中 央提 出 的第一点
，
拒绝接受涉及到 军事驻扎的 第二

点 ， 而部分地接受第三点 。 然而在 ９ 月 ２ ８ 日
，
噶厦政府还指 示夏格 巴 等人设 法拖住 中央政府 ，直到 噶 厦作

出 决定 。

噶厦在给夏格 巴 的 电报 中 解释说 ，
中央提出 的三点建议对鳴厦非常重 要 ， 他们不得不逐条详细地讨

论这些条件 。 在 中 央的反 复催促下 ，
夏格 巴等人立 即 赶往 中 国驻 印度大使馆 ， 他们按照噶厦政府的 指示

① 中 共中 央统战部 、 国 家 民族 事务委员 会编 ：＜民族问 题文献汇编 １ ９ ４ ９ ． ９
一

１９ ５ ２ ． ２ 〉 ， 第 １ １ ２页 。

② ［ 美 】梅 ． 戈 尔斯坦 （
Ｍｅ ｌｖ

ｙ
ｎ Ｃ

．

Ｇｏ ｌｄ ｓ ｔｅｉｎ ．
）著 ，杜永彬译 ： （ 喇 嘛王国 的覆灭＞ （ＡＨ ｉｓ ｔｏｒ

ｙ
ｏｆｍｏｄｅｒ ｎ

Ｔ ｉｂｅ ｔ
， １ ９ １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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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ｍ
ｉ
ｓｅｏ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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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 国 藏学出 版社 ， ２０ ０ ５年 ， 第 ５ ８ １
页 。

③ 英国外 交部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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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了
一

个谎话 ，说 由 于 电报通信在西藏很不发达 ， 所 以收到 噶 厦的 回 复还需要几周 时 间 。 没有记录表 明

中 央方面说 了 什 么
，
但是与大使馆的会 谈在一定 程度上促使夏格 巴在 ９月 ３ ０ 日 给 噶厦政府 发了

一

份 电

报
， 催促政府尽快表态 ， 否则如 果拉萨再拖久

一

点
，
战争可能就要在金沙江边界爆发 了 。 在 同一天 ，

噶厦

终于通知 夏格 巴等人 ： 如果接受 中央提出 的 三点建议将会使西藏 失去所有的政教权利 。 另
一方面 ，

指示

夏格 巴等人继续采用拖延术 ，
直到拉萨当 局 重新估计世界形势 。 夏格 巴 等人对这种 回复感到 失望 ，

这种

答 复让他们 陷入 了 尴尬的境地 ， 他们立刻 回 复 噶厦政府 ，
说虽然这个决定对西藏 至关重要

，但是 已 经没

有 时间继续拖延了 。 他们还说 ， 国 际形势不会改变 ， 希望拉萨应该立即 答复 。
①

三 、昌都前线接谈

虽 然 中央政府反复催促 ，
但 以夏格 巴为首的西藏代表 团迟迟不肯来北京 ，

中 央决定派代表赴拉萨劝

和 。 西南局 曾 派 出 志清 法师 赴藏劝和 ，
但是被藏军阻拦 ，

直 到 １ ９ ５ １年 ８月 才 到拉萨 。 １ ９ ５０年 ７月 西南局 又

派 格达 活佛 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 员 、 康定军管会 副主任 的 名义 ，
自 甘孜 白 利 寺启 程赴藏 ，

但是不幸的 是 ，

格达活 佛被西藏地方官 员软 禁后被毒死在 昌 都 ， 在西藏地方将和 谈大门 关上后 ， 人 民解放军被迫 以打促

和 ， 昌 都战役被迫于 １ ０ 月 ６ 日 打响 。 在 昌都 战役 的 有 力打击和 其后新一轮政治争取的攻势 下 ，
西藏地方

的 态度开始有 所变化 。

（

一

） 西 藏地 方 关 于
“

和谈 性 质
”

与
“

是 否 赴 京谈 判
”

的 三 次 变 化

１ 、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西藏是中 国领土之一部分 ， 并同意派代表赴北京

昌 都 战役打 响后 ， 西 藏 噶厦与 昌 都基巧 的 电 台 失去联络
，
故拉萨方面还不 知道 昌都 的情形 ， 夏格 巴

等人到 １ ０ 月 １７ 日 才 知道 昌 都战事 已 发生 。 １ ０月 １ ８ 日 ， 夏格 巴会晤 了 袁仲 贤 。 中央统战 部 向 西南 局通报

袁大使 与西藏代表 团 谈话情况 （ １ ９ ５ ０年 １ ０ 月 ２ １ 日 ） ，
还原 了 当 时双方接谈的 情况 。

西南 局 ：

兹将 袁仲 贤 １ ０月 １８ 日 来 电摘 转 如 下 ：

“

西 藏 代表 团今 晨 （ 笔 者 注 ： 指 １ ０ 月 １ ８ 日 ）来 谈 ： 昨得 拉 萨 电 云 ， 解 放 军 正 向 昌 都 前 进 ， 希 望

在 等 待拉 萨 消 息 期 间
， 由 我 转 请 中 央人 民政 府暂 勿 军 事行 动 。 如解放 军 仍 继 续前进 ，

被各 国 看

到 对 中 国 面 子上也不好 看 ，
同 时 西藏人 民将 非 常 难过 ， 因 西藏 从未反 对过 中央 人 民 政府 。 另 方

面
， （若不 停止进 军 ）他们 这 个代表 团也将 白 白 跑 了

一

趟路
，
即 或 去 北京也 象征 着谈 判 失败 。 我

称 ： 这在第
一

次见 面 时 我就 明 确 的 说 明 ， 解放 军 遵从共 同 纲领 的 规定 ， 负 有 解放 台 湾 、西藏 的 任

务 。
西藏

一

定 要解 放 ，
但 中 央不 愿打仗 ， 中 央希 望你 们 ９月 ２ ０ 日 前速赴北京 商 谈和 平解 放 西藏

的 问 题
，
如果不能 按 时前往 ，

一

切 后 果 由代表 团 负 责 。 解放军进入西藏 ，
是 中 国 国 内 问题

， 所 以

并 无各 国看 了 好看 与不好 看 的 问题 。 你们 不早 去 北 京对你 们没 有好 处 ， 虽 然 现在 已 １ ０ 月 １ ８ 曰
，

但 仍 希 望你 们 立 即 下决 心 到 北 京 去 。 他们屡 次提 出 请 求停止 进军 ，
我 则 重 复未按 时 去北 京 责

任 完全 在你 们 ，
盼你们 立 即赴 北 京 。 最 后他们 说将 此 意 即 用 电 报拉 萨 。

”

中 央 统 战 部？

从该文件 中 即可看 出虽 然噶厦政府有意地拖延 ，
但是中央还是很宽容 、耐心地等待他们 赴北京进行

商谈 。 昌 都地 区形势 的 变化
，
迫使西藏地方不得不重新考虑与 中央关于 和平谈判 的三点建议 。 噶 厦于

１ ０ 月 ２ ０ 日 召开会议 ， 讨论对 中 央三点建议的对策 。 其
“

倡议书
”

提 出 的主要 内 容有 ：

“

其一
，承认

‘

西藏是

中 国 的 领土
’

。 但条件是不危及大救主达赖 喇嘛 的尊严 ， 不危害与 削弱西藏佛 国独立 自 主地继续掌握 、

维持和 发展政教 。 第二 ，

‘

与外 国 之 间交往要通过汉政府
’

（汉文原文为 ： 涉外事务必须通过 中 华人 民共

和 国 政府 ） ， 此 条 以不答应 为利 的前提 下行 事 。 第三条 ，

‘

由汉政府建立驻 防军 队
’

（汉文原文为 ： 中 国人

民解放军
一

定要进军西藏 ， 驱逐帝 国 主义 势力 出西藏
， 保卫 、 巩 固 国防 ） ， 此条对政教之远近利益

，
将会产

① 夏格巴 ：＜ 西藏政治史 ＞ （ ＜ Ｔｉｂｅｔ ： Ａ Ｐ〇 ｌ ｉ ｔｉｃａ ｌ Ｈｉｓ
ｔ
ｏ ｒｙ 〇ｆ Ｔ ｉｂｅ ｔ ＞ ） ， 第 ２卷 ［

Ｍ
］

。 噶伦 堡 ： 夏格 巴 家族 ，

１ ９ ７６年 ， 第 ４ ２ １页 。

② 中共中 央统战部 、 国 家民族 事务委 员会编 ：

＜ 民族 问题文献汇编 １ ９ ４ ９ ． ９
一

１ ９ ５ ２ ． ２ ＞ ， 第 １ １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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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西藏 的先期接触与预备谈判考．

１ ３ ９
．

生难 以预料 的后果
，
任何时候都不能接受

，
守卫 自 己的土地仍 由 西藏政府承担 。 尽一切 力量使政教长远

与 目 前安宁并存
”

。
？

由
一

开始坚持与 中央政府对抗 ，
声明

“

西藏独立
”

到 承认
“

西藏是 中 国 的领土
”

； 由拒绝谈判 到
“

请教

主立 即作 出 决定 ， 限期 内 向共产党政府派 出代表和谈
”

。 这两 点确 实是有 很大 的 进步 。 说明 西藏内 部政

治 已 经开始分化 ， 但情况依 旧 复杂 ，原因 是亲英分子达扎等 仍掌握着 权 力 ， 实 际上 噶厦政府提 出 的这三

点建议并未立 即实施 。

西藏地方政府 １０ 月 ２ １ 日 向 夏 格巴等发 出 通告
，
拉萨方面 已 失 去了 同 昌 都 的无线 电联系 ， 在噶厦政府

１ ０月 ２ ０号 商定 的三条对策 的基础 上又 附加两 条 内容 ， 分别是 ： 让夏格 巴等人立 即 奔赴 中 国进行谈判 ；转

告 中共当 局 ， 不应 当 对在 昌都战役 中 被俘的 西藏军官进行任何伤 害 ，
应 当 尽快让所有西藏 战俘和 囚 犯返

回 家 园 。 夏格 巴等人接到这五点建议时 ，
对噶厦政府这种微不 足道 的妥协感到 失望 ，

但还是迫于压 力 与

袁仲 贤进行交涉
， 商定 于 １ ０ 月 ２ ２ 日 在 中 国大使馆举行 午餐会 。

②

在这一过程 中 ， 西藏地方通过 内 部的 协商后 ， 同 意承认 西藏是 中 国 领土 的
一 部分

，
也指 示夏格 巴 等

人立 即奔赴 中 国进行谈判 。

２
、 西藏地方政府不承认西藏是中 国领土之

一部分 ， 但 同意其代表团赴北京与中央谈判

就在夏格 巴等人准备赴 宴 时 ，
又 收到 噶厦政府的

一

封急 电 ， 指示他们取消先前做 出 的 决定 。 原 因

是噶厦 内部 以索 康噶伦 、 仲译钦莫帕 拉等不妥协 派认为 ，

一

旦承认西藏为 中 国 领土的
一

部分 ，
西藏 的

法律地位就会改 变 ，
他们计划 的 寻求 国 际援 助的行动将 不会 引 起太大 的反响 。 于是

，
以索康为代表的

不妥协派铤而走 险绕过摄政 ， 求助于 当 时还 未亲政的达 赖喇 嘛 。 索康等人认为 ，
西藏面临 的事态非常

严重 ，
若是达赖 喇嘛干预这些重 要的 决定 ，

那么 将对西藏 的前途与命运产生 巨大 的影响 。 于是索康等

在 １０月 ２ １ 日
，
把 民 众大会和摄政 的 决定 告诉达赖 喇嘛 ，并将这一决 定作了 负面的 解读 。 达 赖 喇嘛强 烈

反对这
一

决议
，
并命 令用 打卦的 方式重新决 定 。

？经摄政 、 噶伦和
“

仲孜杰
”

④参加 的会上商讨 中央方面

的三 点建议 ， 达赖 喇嘛授意应通过求神 问 卦 来决定 ，但是 卜 卦得到 的神谕是 ： 如果承认西藏是中 国 的
一

部分
，
就会 给西藏带 来 危害 。 因 此取消 先前的五 点指 示 。 但是 无论 如何还是应 当 于 １ ０月 ２ ６ 日 离开新德

里前往北京 。
⑤

当 夏格 巴 于 １ ０ 月 ２ ３ 日 收 到来 自 拉萨的 电 报时 ， 他对 电报 的抬头
“

至尊达赖喇 嘛令
”

感到诧 异 ， 因

为 当 时达赖 喇嘛 尚 未 亲政 ， 并且 新的 指示 又收 回 了 先前
一封指示 中 的 让 步 ，

这让 夏格 巴等人 的 处境陷

入尴尬 。

３ 、西藏地方政府既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之
一部分 ， 又不 同 意其代表 团赴北京与中央谈判

正 当 夏格巴 等人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之时 ，
于 １ １ 月 ２ 日 收到 噶厦 １ ０月 ３ １ 日 发 出 的 电报

，
指 示他们 取消

去北 京的决 定 。 至 于何时 离开 印 度 ，
另行通知 。 原 因 是噶厦又通过 卜 卦来决 定不 应该派代表去北京 。

做 出这种变 动 的真正原 因 是
，
西藏政府决定 向联合国 求援

，

因 为此前在 ７月 ７ 日 联合 国 通过 ８ ４号决议派遣

军 队支援南 韩抵御北 朝鲜 ，
因 此噶厦受朝鲜战争 的 启 发将希望寄托于联 合 国 。

昌都战 役后 ，
噶厦给夏格 巴 等人 的指 示 由承认西藏是 中 国 的

一

部分
，
并且 同 意赴北京谈判 ，

到 不承

认西藏是 中 国 的
一 部分

，
但是 同 意先去北京谈判

，
最后又改 变 为既 不承认西藏是 中 国 的

一

部分 ，也不 同

意夏格 巴等人赴京谈 判 。 这几经变化 ， 说明西藏政府还处于 脚踏 两 只船 ，
摇摆不定 中 。 虽然 噶厦认识到

以 藏军阻拦解放军没有 指 望了 ，
但依靠 国外势力 的援 助的 幻想并没 有破灭 。 他们 继续拖延 时 间争取外

① 西藏 自 治区政协法制 民 族宗教文史委 员会编 ： ＜ 西藏文史资料选 辑 ＞ 第 ２ ２辑 ［
Ｚ

］ ， 北京 ： 民族 出版社 ， ２ ０ ０ ５年 ， 第 ３ ６页
。

② 夏格 巴 ：＜ 西 藏政治史 ＞ ，

第 ２卷 ，

第 ４ ２ ５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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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 静观待变 。 这 时西藏 内部也 发生 了 明显 的变化 ，
１ ０月 ２５ 日

，
西藏地方政府举行

“

官 员会议
”

。 会上亲

帝派 与主和 派形成对立 ，
摄政达扎被迫下 台 ，

十 四 世达赖喇 嘛于 １ ９ ５ ０年 １ １月 １７ 日 提前亲政 ， 西 藏地方政

府朝和平解决西藏 问题的趋势呈现 出 来 。

（
二

）达赖喇 嘛 亲 政 ， 决 定 浪代 表 赴 昌都 与 中 央先 期接触

西藏地方
一直拖延到 １ １月 底 ， 这时拉萨 的形势 已 经非 常严峻 。 国 内方面 ： 昌 都已 经解放 ， 西藏地方

内部势 力发生 了分化 ； 国 外方面 ： 美 国 和英国 已拒绝接受西藏代表 团寻求外交军 事援助 ；联合 国 不愿考

虑西藏遭到 中 国
“

侵略
”

的议案 ； 印度不愿提供强有 力 的 军事 支持和 外交声援 。 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形

之下 ，
西藏地方 的态 度大 为转变 。 在 １ ９ ５０年 １ ２月 １７ 日 召 开 的拉萨官 员大会上 ，

决定 达赖喇嘛携主要官 员

出 走亚东 。 由于 １ １月 ９ 日 阿沛等 四 十多 名藏政府官员 曾 联名致信达赖喇嘛 ，详述 中 央人 民政府和平解放

西藏 的政策 ，
加 之 国际 、 国 内形 势对西藏地方企图 独立的局 面不利 ， 因此达赖决定派 出和 谈代表赴 昌都

与 中央进行和谈 。 当 日 ，达赖喇嘛给在 昌 都 的 １ ８军 副政委 、
５ ２师师长 吴忠信写 ， 告知他们本人 已亲政 ， 并

已 从拉萨派 出赴 昌 都的和 谈人 员 。

１ ９ ５ １年 １ 月 １８ 日 达赖 喇 嘛给 袁 仲 贤大使致 电 ， 告知西藏地方政府分成两块 ： 拉萨噶厦及亚东噶 厦 。

并称拉 萨噶 厦 派 出 堪穷 ？ 土登列 门和仁希 ？ 桑颇 ？ 登增顿珠①前往 昌 都进行谈 判 。 电报称 ： 近 日 已通

知阿 沛 及随 员从速 启程 赴北京 。 但因 路途遥远
， 不 易及 时赶到 ，

为争取时 间 ，
我们将再给阿 沛派去 助

手 ， 经 印度前往北京 。 所派 的助 手是扎萨 ？ 索康 苏 巴 （也称 索康扎萨或索 康 ■ 旺钦次旦——笔者注 ）和

堪仲 ？ 曲 配土登 （也称群培土登——笔者注 ） ， 他二人带去全体噶 伦 、 西藏会议及 人 民 的详 细 书面报告 ，

向 您 呈报 。 请您为增进汉 藏友好关系 的纯正善 良愿望 ，
向 尊敬的毛 主席及时转呈 。

”②

１ ９ ５ １年 ２ 月 １ 日 ， 袁 仲 贤就欢迎西藏增派和谈代表复达赖 的信 ：

达 赖 活佛 ：

收 到 你 的来 信 和你送给 我 的 可贵 的 礼 品 ， 并 见 到你 的代表 曲 批土 丹 喇 嘛 和 索康 扎 萨先 生 ，

我 衷 心欣慰 ，
同 时毛 主 席 令我 代表他 祝 贺你 的 执政 。 你 的 意见经 我 转 呈 中 央人 民政府 ， 已 得 到

指 示 ， 中 央人 民政府是
一

直欢迎你 派代表 赴北 京商 谈 和平解 放 西藏 问 题 的 事情 ， 已 电告 昌 都 的

人 民 解 放军 俟你 派 的 两位 代 表 到 达 ， 当 予 以很好 的 招待 ， 并 尽快 地 护 送 昂 布 （ 阿沛 的 另 一 音译

——笔 者注 ）及两 位 代表 去 北京 。 唯从 西藏 经 西康 等 地 去 北京 ， 因路途 较为 不便 ， 恐
一

时 不 易

到 达 ， 因 此 中 央 同 意 而 且欢迎你 加 派代表 经 印 度乘飞机 到 香港 转广 州 赴 北 京 。 我 们 驻 印 大使

馆 当 给 以
一

切 旅行上 的便利和 帮 助 。

③

从达赖给王其梅 、 吴 忠和袁仲 贤 的信 中可 以 看 出
，

西藏地方对 中央 的 态度 已 开始转变
，但是从信中

内 容来看 ， 西藏地方还是没有和谈诚意 。 笔者认为这是
一 种变相的拖延 ， 由 之前的 主动拖延 变为如今 的

被动拖 延 ， 虽说是被动 ，
还是为 之后 的和平谈判迈 出 了

一步 。

１ ９ ５ １年 ２月 ５ 日 ， 西藏地方派 出二位谈判代表堪穷 ． 土登列 门 、仁希 ？ 桑颇 ． 登增顿珠来 到 昌都并受

到 当地驻军和群众的 热烈 欢迎 。 两位代表 出 发时携带达赖 喇嘛给十八军 副政委王其梅的亲笔信和 噶厦

的谈判五项条件 。 同时
，
达赖还 写信给阿沛 ，要他作为谈判 的主要代表 ， 根据五项条件 ， 同解放军进行谈

判 。

西 藏地方政府关于和谈的五项条件的 内容主要是 ： １ 、西藏根本没有帝 国 主义势力
，
（西藏 同 ）英 国有

点外交关系
，是十三世达赖 出 国 后发生 的 ， 同美 国 只 是商业关系 。 ２

、 要求 归还 旧汉政府与解放军解放的

地区 。
３ 、 如有外国 入侵 ， 请汉政府协助 。 ４ 、 进入康区和藏北 的解放军请撤走 。 ５ 、 今后请勿 听班禅 、 热振

的挑拨 。
④

① 土登 列 门 （ １ ９ ０ ２
—

？
） ， 原摄政达扎办 公室的 负责人 ， 四 品 僧官 。 桑 颇 ． 登 增顿珠

（
１ ９ ２ ４

—

１ ９ ７ ３
） ， 江孜人 ， 为孜本桑颇 ？ 才 旺仁增

之子 ， １ ９ ４ ２年 ２２岁 时即 为噶准 ， 后为仁 希 ， 四品俗官 。

② 西藏 自 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 ：＜ 和平解放西藏 ＞ ， 西藏人民 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５年 ， 第 １ ８ ５ 页 。

③ 西藏 自 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 ： 〈 和平解放西藏

＞ ， 西藏人民 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５年 ， 第 １ １ ９页
。

④ 西藏地方政 府关于 和谈的 五项条件原 文见 ＜ 和平 解放西藏 》
一书 ， 第 ２ ５ ０

—

２ ５ １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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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政府虽然是派 出 了代表进行商谈 ，
但是从五项条件 的 内 容来看

，
依 旧 坚持

“

西藏独立
”

的 立

场
， 不承认西藏是中 国领土 ，

没有进行谈判 的 基础 。 这一 点连当时 的 西藏代表桑颇 ？ 登增顿珠也意识 到

了 ， 他说 ：

“

信没有封 口
，
而 只是卷起来 的 ， 因 而我 们 能够 看到 其 中 的 内 容 。 我看到信中 的 内 容之后马 上

意识到 ，按照信 中所说 ， 和平谈判是不可能进行了 … …这五点 内 容 与其说是谈判要点
，
不 如说像是 （对 中

共先前在广播上所提 出 的要求和主张 的 ）答复 ，
其 中没有一点是 能够协 商和和解的 。

”

①
“

我意识到如果

以这五点 为基础来进行工作 ， 想成功地进行和谈是不可能 的 。 于是我想这些指 示可能是对外使用 的 ， 有

可能还会给我们
一

些 口头上的与 书 面指示不 同 的 指示 。 所 以 我打定主意 ，
在 离开拉萨之前 ，

表面上去 道

另 ０ ， 实际上我分别拜访 了 毎
一位 噶伦和两位司 曹 （笔者注——两位 司 曹分别是鲁康娃与洛桑扎西 ） ， 希 望

他们能给我
一些附 加的指令

，
然而他们都 只字 不提 。 后来 ， 在 昌 都 ， 阿沛看到这些指 令后 ，说这五点毫 无

用处 ， 问 我 ， 还有 口 头 指令 吗 ？ 当 阿沛 ？ 阿旺晋 美听 到 没有其他 指令 时说道 ： 现在指望我们做什 么呢 ？

他们 怎 么能指望我们 以这样 的 内 容进行谈 判呢 ？ 我 没 有 回 答 。

”？桑颇和阿沛
一 眼就看 出 这些条件

“

毫

无用 处
”

。

阿 沛认 为这样的 条件根本没有谈判的 基础 ，
无论 在昌 都还是到北京谈判 都不 会有结果 。 他找到 王

其梅 ，
通报了 噶厦的 谈判 条件 ，建议王其梅政委代表 中 央 方面 到拉萨谈判 ，

并表示将 陪 同 一起前往拉萨 ，

当 面 向 噶厦详 细解释 中 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 针 ，
或许谈判可以 成功 。 昌都工委分析后认为 ，

这一建议可

以接受 。 因 为西藏 问 题无论如何要 用 和平方 式解 决 ， 可以派 人到 拉萨 同 噶厦接触 ， 即使谈不成也可 以 进

一步 了解情况和做些工作 。

２ 月 ８ 日
， 昌 都工 委 向 西南局并西藏工 委提 出

，
直接派人去拉萨

，
迅速实现和谈 的设想

，
建议

“
一方面

促袁 大使通 知达赖派 代表从海上 去北京和谈 ，
同 时 派 王其梅和 阿沛 去拉萨 ， 并带 电 台 、 机要 、随 员 、 卫 队

２ ０ ０人 。 当 代表从 印度 启程后 ， 我 们 从 昌 都 出发 。

”

③西南局 在报 中 央批准的 同 时 ， 也通知 王其梅做好准

备 。 驻甘孜 的 十八军 负责人对王其梅前去拉萨的 安全问 题甚为担心 。 而王 其梅 在缜密地分析 了 西藏地

方的情况后认为 ，现在解放军 力量 的 强大 ，
２ ０ ０人 的卫队保护 ，

藏方是不敢对其加 害的 。

同 时 ， 阿 沛也愿意为他前去拉萨 的安 全担保 。 于是 ， 王其梅赴拉萨 的 准备工作进入紧张 的 筹备之

中 。 后来 ，
中 央从 四 个方面 分析 了 当 时的 形势 ，认为 让阿沛 来 京谈判有利 ， 依然 决 定谈 判地点在北京 。

这四 个方面主要是 ：

一

、 由 中 央首长 向 阿沛 表 明 中央对藏政策 ，
经过他转达亚东和拉萨两方面 ， 可 以 稳定

拉萨方面
，
也有可能争取亚东达赖不跑印度 ，

并有理 由 促其所指 定的 谈判助理 从速来京 。 二 、 即使谈 判

不成 ，
在适 当 时将谈判经过公布

，
亦能增加 争取分化 的作 用 。 三 、 有利 于我前线部 队和组织直接进行宣

传联络活 动 。 四 、 反之 ， 如将阿 沛滞 留 于 昌 都 ， 将使对方怀疑我无谈判诚意 ， 并给敌人 以挑拨借 口 。 如派

其梅 同 阿沛径赴拉萨 则作用 远不如阿沛来京 ，
且这只是代理 司伦的 私人授意

，
因 而含有若干危 险性 。 不

如 先 来京经过谈判再携带我 们 条件转 回 昌 都谐其梅入藏 为更有 利 。 至于我军入藏的 方针及时间均 以定

妥
， 不论谈判 及谈成与否 ，

均 不会动 摇 ， 故缓兵之计无 任何作用 。 且 我 已 公 开告诉印度大使 ， 如达赖逃

印 ，将失去在西藏一切地位 ， 无碍我军解决西藏 问题 ，
只会在 中 印外交上蒙 上暗 影 。

④

这
一指 示表明 中 央没有 同 意阿沛的 建议 ，

依然将北京作 为谈判地点 ，
拉萨谈判的 计划 并未 实施 。

昌都战役之后 ，
西藏地方的态度有 了 明 显的转变

，
已经 由 先期与 中 央 的对抗到 同 意与 中央人 民政府

对话 。 在 昌 都战 役后
，
西藏 内 部 也发 生 了 很大变 化 ，达赖喇 嘛 亲政 ， 亲英派摄政达扎 下 台 ， 国 外企 图 以

“

西藏问 题
”

干涉我 国 内 政的帝 国 主义 势力 也不敢妄 加 支持
“

西 藏独立
”

。 所 以 昌都 战役后
， 西藏代表 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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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赴京与中央进行和谈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 。

四
、
西藏地方政府正式派代表赴北京和谈

１ ９５ １年 １ 月 ２ 日 ，达赖喇 嘛一行到达西藏西南 的边境重镇亚东 。 他们 以为 逃到亚东
，
靠近印 度 ， 可能

会得到 印度和西方民主 国家 的实质性的援助 。 事实上 ，情况未如 他 们所愿 。 在他们到达亚东三天后 ，
亚

东噶厦召开 了
“

亚东会议
”

， 召 回 所有在 印度 的西藏官员 ，这些官 员受命报告他们在印度与印度政府以 及

英 国和美 国 的外交官交往 的经历 ，
供大会讨论 。

①这次 会议 中
一些事情逐渐明 朗 。

一方面 ，
对于西藏新

的 申 诉 ，联合 国 、英 国和美 国都没有给予积极 的反馈 ； 另
一方面 ， 中央人 民政府军事 力量很强大 ，

无法对

抗 ，
而且 中央提 出 的谈判条件又很宽 容 。 所 以 ，

经过 几天的讨论 ，
西藏当 局一致认为 同 中央进行实质性

的谈判是最佳选择 。

于是 ，

１ 月 １ ８ 日
，
亚东 噶厦派两位代表堪仲 ． 群培土登和札萨 ？ 索康 ？ 旺钦仁旦携带达赖喇 嘛和

“

官

员会议
”

分别 致我 国 驻 印度大使馆 的信 函去 了 印度新德里 。
②他们 于 １月 ２７ 日 会见 中 国 驻印度大使袁仲

贤 ， 他 们 同 袁大使 商量谈判 的地点 ，并争取 同 意从亚 东增 派代表与阿 沛
一

起 同 中 央进行谈判 。 袁 仲贤坚

持谈判必 须在北京而不是在昌都或拉萨举行 。 并且 袁大使对于 西藏提 出 的 从亚东派遣其他谈判代表经

由 印度去 北京 的请求也 当 即表示 同 意 。 袁 大使还说 明
，
如果西藏接受是中 国领土之

一

部分 ，
中央将不会

改变西藏 的政教制 度 。 ２ 月 １ 日 ， 袁仲 贤复 信达赖喇 嘛 ，
转达 毛主席对他亲政的祝贺 ，并传达 了 中 央 的 指

示 。 他在信 中说 ：

“

唯从西 藏经西康等地去北京 ， 因路途较为 不便 ，
恐一时不 易 到 达 ， 因 此中央 同意而且

欢迎你 加派代表 经 印度乘 飞机 到香港转广 州 赴北 京 。

”③达 赖喇 嘛亲 政 ，
必须有 中央政府的认可 。 毛泽

东主席的 祝贺 ，
使达赖喇嘛大受鼓舞

，
坚定 了 同 中央政府谈判 的决心 。

笔者 通过查 阅 资料 的过程 中发现 ， 当 时拉萨 噶厦与亚东噶厦对于派代表赴京谈判还有过分歧 ，拉萨

噶 厦司 曹 鲁康娃 和洛桑扎西 曾提 出 反对达赖 喇嘛 派 出 了 的 代表会见 中 国驻 印度大使 袁 仲贤 ，但是 当 时

亚东 噶厦 已经 派索康扎萨与群培土登 出 发并会见了 袁仲贤 ，
局面 已无法挽 回 。 从 １ ９５ １年 ３ 月 ２８ 日 阿沛给

达赖 喇嘛 的 信 中可 以看 出
，
达赖喇 嘛 曾指示 ： 汉 藏和谈将在北京举行 ，

扎萨 ？ 索康苏 巴 、堪穷 ？ 群培土登

两代表路经 印 度两周 内 抵京 。
④从这封信 中可 以 看 出

，
达赖 喇嘛 曾 经准备 派扎萨 ？ 索 康苏 巴 和堪穷 ？

群培土登赴京和谈 ，
但是后来这两名 和谈代表被换成扎萨 ？ 凯 墨和堪仲 ？ 土丹旦达 。

同 时
，
在藏历铁兔年元 月 十六 日 （公元 １ ９ ５ １年 ２月 ２ ３ 日

——笔者注 ）亚东噶厦给在拉萨的 两司 曹洛桑

扎西和鲁康娃 的 电报也 可 以证 明 这一点 。 电示 内 容如下 ：

藏 汉和 谈 将在 北 京举行 。 我政府 首席 代 表 多 麦 总 管 阿沛 、 助 手 堪仁 ？ 土 桑⑤及 随 员 应速 从 昌

都 启 程 。 此地 将选 派助 手 札 萨 凯 墨
、
堪 仲土 丹旦达 ， 随带

“

和 谈提 要
”

和赠 给毛 主 席 等领 导 的 礼

品
， 途 径 印 度 前往 北 京 。 全 体代表 和 随 员 到 北 京 后 充分商议 和 谈提要 、给 噶伦 阿 沛 的指令 书 、

为你 们 阅 读 的 抄 件 已 派驿使送 交 。 噶伦 阿 沛及 全体代 表在 北 京所 需
一

切 经 费 和物 品
， 由 你们

筹 办 ， 连 同 发 给 阿 沛 的 指 令 书 ， 选 派若 干精 干 的 驿使 火速护 送 昌 都
，
切 记 。

？

在这里还有
一

点值得注意 ，
亚东 噶厦在代表们准备经印度 去往北京时 ， 曾 给毎个代表颁发了 一份盖

有印章 的全 权证书 ，
证书里 面注 明 了 这五位代表 的姓名及身份 ，并且写有承认西藏为 中 国 之领土 。

⑦这

份证书 里的指 示包括对 内 和 对外 的两部分 。 对外指 示可以给外人看 ，
对内 指 示只 可 以给西藏地方政府

① ｛ 解放西藏史 ＞ ， 中共党史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４年第 ５版 ， 第 １ ４ ９
—

１ ５０ 页 。

．② 中 共西藏 自 治区委 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 会编 ：＜和平解放西藏 ＞ ， 西藏人民 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５年 ， 第 １ ８５页 。

③ 西藏 自 治区党史办公室编 ：＜周恩来与 西藏＞ ， 中 国藏学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８年 ， 第 １ ２
—

１ ３页 。

④ 西藏 自 治 区政 协法制 民族宗教文史委 员会编 ： 《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 第 ２ ２辑
， 民族 出 版社 ，

２ ０ ０ ５年
，

第 ５ ０页。

⑤ 原文如此 ，

堪 仁 ？ 土桑即 为堪穷土登 列门 、 仁希桑颇 ？ 登增 顿珠
。

⑥ 原文存西藏 自治 区档案馆 。 见西藏 自 治区档案馆编 西藏历史档 案荟萃 〉 ［
Ｚ

】 ， 文物 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５年 ， 第 ９ ７
—

９ ８页 。

⑦ 土丹旦达 ： 《 〈关于 和平解放 西藏办法的 协议 ＞签订前 后 ＞ ， 载于＜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 纪念西藏和平 解故三十周年专辑 ［ Ｃ
］

， 西藏

人 民 出版社 ，

１ ９ ９３年 ， 第 ３８
—

３ ９页 。



和平解放西藏 的先期接触与 预备谈判 考．

１ ４ ３
．

派出 的五位和谈代表看 。

“

内 部的 口 径说
，
在不得 已 的 情况下 ，

对外可 以承认西藏 是中 国 的
一部分

， 内 部

必 须是独立 自 主 的
，
但不能 同 意派 兵到边界 。 中 央驻拉萨 的代表及其工作 、服务人员 ，

总 数不可超过百

人左右 。 警卫 由藏军负责 ，
而且还要求 中央派 的代表最好是信仰宗教的 。

”

①

同时 ，
亚东噶 厦还带了

一封达赖 喇嘛致印度 总理 尼赫鲁 的信件 ， 并希望 印度政府能够在和谈协议签

订时做
一个 中 间证人 。 西藏 地方政府派 出 的代表土丹旦达 、 凯墨 ？ 索安旺堆及 彭措扎西 （达赖姐夫一一

笔者注 ）等抵达新德里后 ，
拜见了 尼 赫鲁 ，

希望尼赫鲁能给予 他们一些
“

指导
”

。 尼赫鲁预计 中央方面 会

提 出 这三条和谈内 容 ， 即 ：

一是要西藏 回到 中 国大家 庭 。 不承认这一条 ， 没法谈判 ， 国 际地 图也早 已标 明

西藏属于 中 国 ， 所 以必须承认 。 二是西藏外交要 由 中 国统
一

管理 。 不承认这
一条

，也没法谈 ， 因 此也得

承 认 。 三是解放军要进驻西藏 。 承认 了 这
一条

， 西藏今后就会有很多 困难 ，
印度 与西藏毗邻 ，

若承认此

点
，将对印度也构成威胁 ， 所 以不能承认 。

？尼赫鲁强调要西 藏地方和谈代表见机行事
，
千 万 不能与解

放军作战 。 从此建议 中 即 可看出
， 曾 暗 中 支持

“

西藏 独立
”

的 尼赫鲁也表示承认西藏是中 国领土的
一

部

分 ，这是毋庸置疑 的 。

从上叙述可 以看 出
，
达赖喇嘛和 亚东 噶厦做 出 决定 ，

除 已在 昌 都的阿 沛 ？ 阿旺晋美 、 堪穷土登列 门 、

仁希桑颇 ？ 登增顿珠 ３名代表 由 昌 都经甘孜 、 康定 、重庆赴京外 ， 增派藏军总 司 令凯墨 ？ 索安旺堆③ 、 仲

译钦波 （秘书长 ）土丹旦达＠为谈判代表 ， 由亚东经 印度前往北京参加谈判 。 至此
，
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组

成了 有 ５名成 员 的西藏地方政府和 谈代表 团 ，
其 中 阿沛 ？ 阿 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 。 这样 ， 争取和平解

放西藏取得了 突破性 的进展 。

小结

通过 以上叙述可以得 知 ，
昌都战役前夕

，
中 国驻 印度使馆人员与 土登杰波 、 夏格 巴使 团 曾 在印度有

过先期接触 。 昌 都战役后 ， 西藏地方代表 曾 先在 昌 都与王其梅等十 八军前线 负责人接谈 ，后又动议到拉

萨谈判 。 昌 都谈判 因 西藏地方政府缺乏诚意 ， 并未进行 ， 拉萨谈判 的建议也 因形势的 变化而胎死腹 中 。

无论是在新德里大使馆 的接触 ，
还是在 昌 都战 役后的 商谈 ， 包括在先后被取 消 的 香港 、 拉萨接谈的联络

过程 中
，
有关谈判 的代表 、 时 间 、地点 ， 尤其是西藏谈 判代表 团 的 性质是地方代表团 ，西藏是 中 国 的

一 部

分
，西藏地方政府派 出 的 和谈代表 身份的合法性这些谈判 的重要原则 ，

在北京进行和谈之前谈判双方就

已经非常 明 确 了 。

西藏地方就谈判 地点经过
“

两 国 四地
”

的反 复变 动后 ，
西藏地方 的谈判 代表也几经变 化 ， 最终还是按

照 中央最初 的指 示前往北京进行和 谈 。 至此 ， 和平解放西藏取得重大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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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凯墨 ？ 索安旺 堆
（

１ ９ ０ １
—

１ ９ ７ ２
）

， 原 属 索康 家族 ，

是索 康噶伦 的 叔父 ， 后 入赘凯 墨家 。 １ ８岁 步入仕途 ， １ ９ ２ １ 年去印 度接受 军事 训

练 ， 后在藏军和噶 厦任职 。
１ ９ ４ ６年作为 西藏代表团 成员 去过南京 。

１ ９４ ８年任藏军玛基 （
藏军总 司 令 ） ， 属 于 主战派 成员 。

④ 拉乌 达热 ？ 土丹旦达 （ １ ９ ０ ８
—

１
９ ８５

） ， 藏族 ， 拉萨人 ， 曾 任译仓 的孜仲 、 波密 宗本 、 阿里地区 总管 、仲译钦波兼玛基助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