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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研努
宋 月 红

（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 ，
北 京 １００００９ ）

摘要 ：
６０ 年 前

，

西藏 自 治 区 筹备委 员 会成 立 。 其 历 史进程 以 国务院解散原 西 藏地方政府 （噶 恩 ）
为界

，

分 为行使 西藏地 方政府职

权前和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后 两 个发展阶段。 特别 是 西藏 自 治 区 筹备委员 会行使 西藏地方政府 职权后
，
实现 了 西 藏民主改

革
，

彻底废除了 西 藏封 建农奴制度 ， 并在 此基础上推动 西藏 自 治 区 成立
，

为 西藏 同 全国 一道共 同走上社会主 义道珞奠定基本政

治 制度 。

关键词 ：
西藏 自 治 区 筹备委 员 会

；
民主改革

；
基 巧级 办 事 处

；
民 族区 域 自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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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藏 自 治区筹备委 员会 为在西藏实行 民 族 区域 自 治制进 步 ，
加之全 国 各大行政 区 的军政委员会业 已撤销

，
以及新

度而成立 。

一

届全国人大
一

次会议通过新 中 国首部 《宪 法》
，中 国 《宪法 》的颁布

，
共同 为西藏确立 民族区域 自 治制度提 供

规定各 少数 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 区域 自治 。 西藏作为以 藏民了必要 的政 治基础 和社会条件 。 根据宪法精 神和西藏当时的

族为主体的少数 民族 聚居 区
，
由 中 央人 民政府 和西藏地 方政具体情况

，
在 西藏 已 没有必要再成立军政委员会 ，

可以通 过

府签订
《
关 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 的协议 》时计划 成立军政委直接成立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 ，

推动西藏 自 治 区 的成立 。

员会
，
改为直接成立西藏 自 治区筹备 委员 会 。 西藏 自治 区筹历史发展给 了西藏加快实行民族 区 域 自 治的条件

，
成立西 藏

备委员会成立后
，
继续贯 彻实施 《关于 和平解放西藏办 法的自 治区筹备委员会

，
就是顺应 了这

一

历史条件并推动西藏 发

协议
》 ，
并在 国务 院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 （

噶厦
）
后行使西藏展进步 。

地方政府职权 ，开 展
“

边平叛边 改革
”

，
继 而建立 了 统

一 的 西当 时 的西 藏地方 ，
除 了 西藏地方政府 （噶厘 ）

外
， 还有 班

藏 自 治 区 。 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为推动 当代西藏发展进步禅堪布 会议厅委 员会 、 昌都地 区人 民解 放委 员 会 ，
三个地 方

奠定重要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性政权并存 。

一

届全 国人大
一

次会议召开后不久
，
中央人 民

自治 ＩＥ ＪＩ备委员会的成立与组织沿革成西藏 自治 区筹备 委员会筹备小组
，
并在充分协商 的基础 上

成立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 会
， 是在新 中 国 政治建设和西形成了 关于成立西藏 自 治区筹备委 员会 的具体方案 。 １９５ ５ 年

藏和平解放 以 来发展进步 的基础上逐步提 出 来的 。 根 据 《关３ 月 ９ 日
，
国 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

关于成立西藏 自 治区

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
，

西 藏人民在中 央人 民政府统筹备委员会 的决定 》
，

筹备成立西藏 自治 区 的 历史进程 由 此

一领导下有 实行 民族区域 自治的政治权 利 。 同 时 ，
中 央人 民开启 。

政府将在西藏设立军 政委 员会 这
一政权机构

，
以保证 《关于在如何成立西藏 自 治区 的 问题上

，

西 藏曾 有过先 由 三个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施行 。 成立军政委员会 ，
是新 中地方性政权分别进行

，
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成立西藏 自治 区的

国成立初期具有普遍性的
一种政权组织形式 。 在西藏作 出这提议 。 这

一提议 当然被 中央人 民政府所否决 。 之所以 成立西

种安排
，
不仅 是对其他地 方 的

一

种 借鉴 ，
也是 为西藏实 行 民藏 自 治区筹备 委员会

，
就是要在西藏成立一个统一的 自 治

族区域 自治的
一

种准备 。 然而
，
从西藏和平解放 到

一届全 国区 。 从职能上讲 ，西藏 自治区筹备委 员会是在国务院领导下

人大
一

次会议召 开
，
西藏地方 的 政治 、

经济 和社会不断发展负责筹备成立西藏 自 治 区 的机关 ；从厲 性上 看
，

它又是
一个

本文 系 作者主持的 中 国社会科 学 院 重 点课题 《 ｔ华人民共和 国 史 史料整理与 研究 》阶段性研 究 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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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政权性质的机关 。 这些也就规定了 其主要任务 ，
就是从西员 、 ２ 位副 主任 委员 和 ２０ 位 委员组 成 ，

其 中藏族 ２０ 人
，汉族

藏的实际 出发
，
根据 《宪 法 ＞和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 办法 的协３ 人 。

议》 ，
进
一

步加 强民族 团 结和西藏 内部 团结
，
筹备在西藏实行其二

，
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 内设机构 增设司法 处

，
其

区域 自治 。办事机构 由 １ ３ 个增加到 １４ 个 。 在 办事机构的职能上
，
办公

中 央人 民政府对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 的人员构 成 、领厅 主办 文书
、
行政 、交际 、编译 、机要等工作

；
财政经济委员会

导机构及其组 成人员 、办亊机构 等 ，
从
一

开始就作 了 具体安在中 央统
一

的 财政 经济方针 和计划下结合本区的具体情况
，

排
，
同时规定 了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同 西藏各地方性政权统一指 导和计划经 各方 面协商同 意的地方的财政经济

；
宗教

之间 的关 系 。 这些既兼 顾了 西藏 三个 地方性政权并存 的局事务委 员会团结西 藏各教 派
，
贯彻执行宗教信仰 自 由政策

，

面 ，
又注重加强西藏的 内部团结和政治协商 。并检査 上述政策的执行情况及 办理宗教事务等事宜 ； 民政处

西藏 自 治区筹备委员会 的人 员 构成 ，
委员 名额 定为 ５ １主管人事工作 和 经协商 同 意的地方政权建设 ，

推进社会事

人
，
具体分配 为 ：西 藏地方政府方 面 １５ 名 ，班禅堪 布会议厅业

，
调解 民 事纠纷

，
举办 优抚救济 工作 以及 其他有关 民 政事

委员会 、 昌都地 区人 民解放委员会方 面各 １ ０ 名
，
中央派在西宜

；
财政处主管经协商 同意 的地方财政收支 ，

建立财政 制度
，

藏地方工作的干部 ５ 名
，
还有来 自西藏各 主要寺庙 、教派 、社编制和审核 预 、决算 等和其他 有关财政 事宜 ；

建设处主管城

会贤达和群众团 体的 委员 １ １ 名 。 国务院先予批准 了筹备小市规划和建设
，
劳动力组织 调配和工资待遇等有关事 宜

；
文

组提出 的 ４ １ 名委员 名单
，
其他方面 尚未确定的委员 名单待教处 主管文化 、教育 、新 闻 出 版 、科学研究 以及其他有关文教

协议提出后予 以
一并任命 。事宜

；
卫生处主管卫生行政 、

卫生设施
、
公共卫生 以及其他有

西藏 自治 区 筹备委员会 实行委 员会制
，
设常务委员会及关卫生事宜

；
公安处 主管维持社会治安

，
推进公安工作 以 及

其主任委员 、副 主任委员 、 秘书长和副秘书长
，
在筹备委员 会其他有关公安 事宜

；
农 林处 主管 指导和 改进 农业 生产

，
保护

成立 时组成
，
报国 务院批准 。和培养 森林 ，推进农 田水利建设

，
以 及其他有关农林事宜 ；

畜

西藏 自治 区 筹备委员会 内设办公厅
，

两个专 门委员会 即牧处 主管发展畜牧 事业 ，
推进兽疫防治工作 以及有关畜牧事

财政经济委员 会 、宗教事务委员会
，

还设有主管 民政 、财政 、宜 ；
工商处主管地方商业管理和地方工业建设 以及其他有关

建设 、文教 、
卫生 、公安

、
农林 、畜 牧 、工商 、交通 等各处 。 西藏工商事宜 ； 交通处主管地方交通事业的行政管理和建设事宜 ；

自 治 区筹备委员会根据筹备小组提出 的干部分配比 例
，
同各司法处主管本区司法事宜

，

在检査 、监察和法院机构未设立前
，

方面协商
，
提 名上述厅 、委和处的主要负责人人选

，
并报 国务暂兼行其职务 。

［

４
］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在成立大会 １９５６ 年

院批准任命 。５ 月 １ 日 闭 幕之 日
， 即 发布 了关于筹备 委员会各委 、厅 、处的

西藏 自 治区 筹备委员会 负 责领导西藏地 方政府 （ 噶厦 ） 、主要领导干部名单 。 至 １ ９５ 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西藏 自 治区 筹备

班禅堪 布会 议厅委员会 、
昌 都地区人 民解放 委员会 ，

筹备成委员会所属 的 １
４ 个厅 、委 、处 已 全部成立

，
同 时举行 了成立

立统一的 自 治区 的各项具体工作 ；
负责协商统一筹划办理西宗 教事务委员 会 和 文教 、交通

、
建设 、公安 、 司法 等五个处 的

藏地方的建设事宜和其他应办而又可办事项 ；
根据 国家法律会议。

法令和 国 务院 的决议和命令
，
结合西藏具体情况 ，

经过协商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 会的成立
，

实质上也是西藏实行 民

发布决议 和命令
，
涉及重大 事项报 国务 院批准后发 布

，
并审族区域 自 治的 开端 。 此后 ，

西藏 自 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构成

査其执行 ；根 据西藏具体情 况
，

经协商同 意拟定 暂行法规分发生 了两次重要变动 。

别报请 国务院或者全国 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施行
；


一

次是发生在 １９５７ 年
，

西藏 自 治区筹备委员会 因 西藏

遵照 国务院关于任免工作人员暂行办法的 规定
，
分别提请国在第二个五年计 划期间不进 行民 主改革而整 编 。 通过整编

，

务院任免或批准任免
，
或由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 自行任 免西藏 自 治 区筹 备委员 会机 构中

，
办公厅

、
宗教 事务委员 会仍

或批准任免所属机关的行政工作人员
；
编制经协商 同意 的西￥以保 留 ，

财政经济委员 会则予 以撤销
，
其余 １ １ 个处分 别合

藏 的概 算和预 、决算报 国务 院批准 ；
领导 和检 査筹备委员会并为 民政 、建设 、文教 、财政等 四个处 。

各部 门 的工作 。 但是
，
凡是西藏 自 治区筹备委员会 尚 未统

一

另
一次则发生 在 １ ９５９ 年

， 西藏 自 治区筹备委员会 因 西

的各项行政事宜
，
均仍分别 由 国 务院直接领导 。 西藏地 方政藏发生全 面武装叛乱而改组 。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

，西藏上层分

府 （噶厘 ） 、班禅堪布会议厅 委员会 、 昌 都地 区 人民解放委员裂势力 发 动全面武装叛乱 。为维护 国家统
一和 民 族团结

，
３ 月

会的地方财政开支如有困 难时
，
可分别直接 向 国务 院请求 给２８ 日

，
国 务院决定 自 即 日 起解散西 藏地方政府 （噶厘 ）

，
并 由

予补助
，
同时 向西藏 自 治区筹备委员会报告备案 。

［ １
］西藏 自 治区 筹备委 员会行使 西藏地方政府职 权 。 同 时

，
西 藏

为筹备成立西藏 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
１ ９５ ５ 年 ９ 月 ２０ 日

，自 治區筹 备委员 会进行了改组和人员 调整 。
［
５

１

筹委会筹备处 在拉萨成立 。

［
２

１筹备处下设秘 书 、人事等六 个西 藏 自 治 区筹备 委 员 会 为建 立统
一

的西藏 自 治区而成

科 。 历经半年多各方面 的协商和筹 备 ，
１ ９５６ 年 ４ 月 ２２ 日

，
西立

， 其组织构成则适 应西 藏民 主改革 的 需要而相应演进
，
为

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召 开 ，
宣 告了 西藏 自 治成立西藏 自治 区准备了政治 条件和社会与群众基础 。

区筹备委员会的 正式成立 。一 公 ＋

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的
－

项重要成果是
，

通

过 了 《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 》 。

［
３

］其与 国务 院 《关于西藏 自 治区筹 备委员会 的 工作及其办事 处的设置
，

历史

成立 西藏 自治 区筹 备委员会 的决定 》相 比较
，西藏 自治 区筹地看

，
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 员会 自 １ ９５６ 年 ４ 月 成立至 １９６５ 年

备委员会在成立时发生 了如下两个方面的变动 。９ 月 完成其历史使命 。 以 国务院解散原西藏地方政 府
（
噶厦 ）

其一
，
西藏 自 治 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人数 由 ５ １ 人扩 大到为界

，
可以将西藏 自 治 区筹备委员会 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行使

５５ 人
，
其 中 藏族 ５０ 人

，
汉族 ５ 人

；
常务委员会 由 １ 位 主任委西藏地方 政府职权之前 和行使西藏地方政府之后两个历 史

１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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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 在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之前
，
西藏 自 治区筹备委员导

，
宗级办亊处 责成基巧级办事处领导 。 各基巧级办事处成

会 围绕西 藏 自 治 区 的筹备成立
，
主要进行 了如下方 面 的工立 的地 点为 ：拉 萨

、
日 喀则 、昌 都 、 黑河

、
塔工 、 山南 、

江孜 、阿

作 。里等八处 。 各基巧级和宗级办事处各设立主任 １ 人
，
副主任

（

一

）
培养民族干部若干人 。 各基巧级办事处设委员 ３ ０ 至 ５ ０ 人

，
各宗级办亊处

国 务院在 《关于成立 西藏 自治 区筹备 委员会的决定 》中 ，
设委员 １５ 至 ２５ 人

，具体人选由 西藏 自 治区筹备委员会统
一

就 作出 规定 ：

“

加强培养 民族干部
”

。 祝贺西藏 自 治 区筹备委调配 。

［ １ １ １

１ ９５６ 年 ８ 月 １ ８ 日
，
西藏 自 治区 筹备 委员会第 １ ０ 次

员 会成立 的 中 央代 表团 副 团 长张经武在成 立大会 上的讲话常委会会议通过所属各级办事处成立方案
，
确定了 各基巧办

中 强调 ，要把培养 民族 干部作 为头 等重要职责 。 他说 ：

“

这是事处 的正副主任人选 ，
并 自 办事处成 立之 日 起

，
所有 工作人

在西藏地区 作好
一

切工作 的关键之
一

，
因为 只有 大量 的 、各员按级发薪 。

［ １２ ］

方 面的本民 族干部成长起来 了
，

民族的区域 自 治和各种建设１ ９５ 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
，
西藏 自 治区筹备委员会第 １ １ 次常委

事业才能完满的 实现 。

”

中 央代表团还在提交 中央的关于总会通过 了 《基巧级办事处组织细则 》 。 该细则规定 ，
为便于工

结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 成立 的报告 中认 为
，
做好西 藏

一

切作
，
各基巧级 办事处设立常务委 员会

，
常委人选 以各 该地 区

工作的关键在于
，

“

普遍地大量地培养西藏民族的 干部
，
特别原政权机关官员 为基础

，
吸收各 主要 寺庙 、教派 、

社会贤达 、

是各种专业干部
”

。 同时 ，
国 家需要派遗一批优秀的 干部支援群众团体等有代表性 的爱 国人士参加 。 基巧级办事处委员会

西藏的建设。

［７ ］会议每 三个月 举行
一次

，

常委会会议每周举行
一次

，

必要时

西藏 自 治 区筹备委员会在成立后 ，
把培养 民族干 部置于可 以举行临时会议 。 基巧级办事处可 以暂设办公室 、宗教事

重要地位 。 １ ９５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举行第务 委员会 ，

以及 负 责 民政
、 司 法 、

公 安 、财政 、农牧 、工商
、
建

４ 次常委会 ，
讨论 并通过关于 １９ ５６ 年选送藏族 、

回 族青 年入设 、文教 、
卫生等科级部 门 。

［ １ ３ ］

中 央 民族学 院 、 西南 民族学院 的决议 。 当时计划选送 ５００ 至当 时
，
西藏 总计成立 了 拉萨 、 日 喀则 、 昌都 、黑河 、塔工 、

７００ 名学员 。

［

８
］

１ ０ 月 ６ 日
，
西藏 自 治区筹备 委员会举行第 １４山南 、

江孜 、 阿里等八个基巧级办事处 。 其 中
，
昌 都基巧级办

次常 委会
，
通过 《关 于大 力培养藏族干部 的决议 》

，
决定西藏事处有

一

定 的特殊性
，
其 由 昌都地 区人 民解放委 员会代行

，

自 治区筹 备委员会所属各个部门
，
拉萨 、 日 喀则 、昌都 、

山南 、相应地
，
昌都地 区 ２８ 个宗人民 解放委员 会 同时代行各宗级

塔工
，
江孜 、黑河 、

阿里等 八个 基巧级办事 处和各 宗级 办事办事处职权 。

１
１ ４

］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第

处 ，
应通 过各种业 务部 门分别 吸收和培养政 法 、 财政 、贸易 、１ ３ 次常委会通过宗级办事处组织细则 。 至 １ ９５６ 年 １２ 月 中

工 业 、
农林 、畜牧 、文教卫生等各种干部

，
根据具体情 况制定旬

， 整个西藏建成宗 级办事处 ５０ 个
，
除 昌都 地区 ２８ 个宗级

切 实可行的 培养计划 ，抽调专职干部负责领 导 。 吸收藏族干办事处外 ，其他 ２２ 个宗级办事处分别是 ：堆龙德庆 、东噶 、墨

部 的来源 主要有两个方 面 ：

一

是从西藏 地方政府 （
噶厦

） 、
班竹工卡 、萨迦 、

拉孜 、江孜 、 帕里 、亚东 、 浪噶子 、 白 朗 、仁布 、林

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 、 昌都地 区人 民解放委 员会 和其他方面宗 、隆子 、乃东 、多宗 、群杰 、伦孜 、贡 噶 、普 兰 、泽 达 、黑河 、
则

原 有机构 中 选派和提拔 ；
二是在社会上广泛吸收贵族官员 、拉 。

［ １ ６ ｝

青年知识分子和广大工人 、农 民
、牧 民等 。 培养藏族干部 的方此后

，
西 藏 自 治 区筹 备委员会在 整编 中

，
保 留 了 八个基

法 是多种多 样的 。 其
一

，在本机关 内培养
；
其二

，
有计划地抽巧级办事处

，
将下属 工作部 门全部撤销

，
除 昌 都基巧级办事

调一 定数 量的在 职藏族干部 人西藏 干部 学校短 期轮 训
；
其处外

，
根据需要仅 留办公室或一定数量 的工作人员 。 各宗级

三
， 从社会 上新吸收 的 学员 ，

除一部分参 加机关工作 在职培办事处除少数因 工作 需要必须保 留 外 ，
全部予 以撤销 。

［
ｎ

］由

养或轮训外 ，其余以 开办训练班形式加以 培养 。于机构减少 、人员精简 ， 汉族干部除工作特别 需要 外 ，
其 中绝

但是 ，
在培养藏族 干部工作 中

， 由 于缺乏经验 ，
准备工作大部分调往 内地 工作 。 整编后

，
西藏 自治 区筹委会 系统 的藏

不充分
，
出 现了 强迫摊 派和降低标准等 现象 ，西藏 自 治区 筹族工作人员 约 占 ９０％以上 。

备委员 会第 １ ８ 次常委会通 过 《关 于大力 培养藏族干部的补在 民 主改革 中
，
西藏建立了

一

个直属市和七个专署 。

［ １ ８ ］

充决议 》 ，
规定必须坚持本人 自 愿 ，

不得强迫 ；
不准摊派

，
增加西 藏地方性行政建制 由基巧级办事处改为市和专署 。

在对一些干部和学员继续摊派各种人役税的情况 。 为此
，
西藏西藏和平解放后 ，

根据 《关 于和平解 放西藏 办法 的协

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第 ２３ 次常委会通过关于免去西藏各族人 民议 》 ，
原西藏地方政府 （噶厦 ）

得 以保留
，

“

各级官员 照常供

参加国 家机关工作的人员 （包括勤杂人员 ） 、学 员
（
包 括大 、 中 、职

”

。然而
，

１ ９５９ 年 ３ 月 １ ０ 日
，
西藏上层分 裂势力 发动全面武

小学生 ）的 人役税 的决议 ，
规定不仅不得对这类人员 继续摊派装叛乱 。 在平息叛乱 中 ，西藏地方政府 （噶厦 ）于 ３ 月 ２８ 日 解

各种人役 ，而且不得转而摊派给他们的家属支应 。 散
，
职权则由 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 会行使 。 ４ 月 ８ 日

，
西藏 自

（

二
）在西 藏各地 建立各级 办事 处治 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 职权后的第

一

次全体会

建立在 西藏各地 的各级办事处是西藏 自 治区筹备委员议 召 开 ， 号召 僧俗人民全力 支援解放军彻底 平定叛乱
，
紧密

会驻各地 的代表机关
，
负 责传达和执行筹备委员会和常务委团结起来建设新西藏 。

员会 的各项决议 和决定
，
并向 上反映情况 。 办事处分为基巧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

，
为成立

级 （相当 于专署 ） 和宗级 （
相 当于县

，
含独立谿 ）等两级 。 先成西藏 自 治区 创造 和奠定政治基础 ，进

一步推动 了西藏 发展进

立基巧级办事处 ，
然后责成各基巧级办事处根据当 地具体情步 。

况拟 出成立 宗级 办事处 的具体方案
，
报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

一

）实行 民主改革

会核准执行 。 基 巧级办事处 由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直接领在西藏实行民 主改革问 题上
，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 曾在西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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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自 治 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代表堪布会议厅 委员会提级人 民解放委员 会 的委员 有 ４４ 人
，
其 中 藏族委员 占 到 ９５％

出
，
愿在其所属地 区试办 民 主改革

，

以便取得经验并推 广到以 上
，
参加各种工作的 藏族干部共 ４４３ 人 。

［
２ １

］然而 ，
昌 都地区

整个西藏 。

［ １ ９］

由 于当 时西藏 民主改革 的条件 ，
主要是 干部队在 １９５９ 年西藏全固武装叛 乱 中是个

“

重灾区
”

，基本 上形成

伍 、群众基础等还不成熟 ，
中 央决定西藏在第 二个五年计划全地 区性叛乱 的局 面 ，

其 中 一个重要标志是
，
昌都地 区人 民

期 间不进行 民 主改 革
，
之后是否要进行 民主改革 ， 还要 根据解放委员会大 面积地参 加了 那次叛乱 ， 因而失去应有职能 。

当时 的条件再作决定 。
［
２ ０

］这就是
“

六年不改
”

的方 针 。 由 于鉴于此
，

４ 月 ２０ 日
， 国务院发布 了关于撤销 昌 都地区人 民解

１９５９ 年 西藏发生全 面武装叛乱
，

“六年不改
”

的方针就没有再放委员会及所属各宗人 民解放委员会的布告 。
［
２

］随后
，
整个

继续实 行的 必要
，
西藏 民 主改革被迫提前进行

，

“

边 平叛边改昌 都地 区实行 了 军事管制 ［
２ ３

］

，
昌都地 区人民解放委 员会 的职

革
＂

。 在西藏民主改革与叛乱发生 的历史逻 辑关 系上 ，

不是因权由 军事管制 委员会及 昌都县人 民政府全面行使 。

改革而发生叛乱
，

而是 因叛乱而有 了改革 的前提条件 。结束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 会 。 与西藏地方政府 （噶厦 ） 、

民主改革
，
是西藏 自 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昌 都地 区人 民解放委员会不同的是 ，

在西藏民主改革 中 ， 班

职权后首要的政治议程 。 １９５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西藏 自 治区 筹备禅堪布会议厅委员 会 的爱 国政治进步力量

，

都先后参 加 了所

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
，
讨论和决定在全 区进行 民 主改革的属各级 政权 的 工作

，
担 负 了 各项职务

，
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

问题
，

通过 了
“

关于进行 民 主改革 的决议
”

。 中央对西藏 采取会已 无继续存在 的必要 。 为此
，
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 会主动

和平 民 主改革的方针 ，
特别是 以是否参加 了 叛乱为标准

，
在要求结束其组织

，
并于 １ ９６ １ 年 ４ 月 ９ 日 向 西藏 自治 区筹备

政治上 区别对待 。 其中 ，
对于没有参加叛乱 的领 主的土地和委员会呈报《关于 申 请结束班禅堪布 会议厅委 员会 的 报告＞ 。

其它 生产资料 ，
采取和平赎买政策 ，并将 自 上 而下地进行协

［
Ｍ

Ｉ

４ 月 ２９ 日
，
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第 ３８ 次常委会批准 了

商与 自下而上 的发动群众相结合 。这个报告
，
并上报国 务院 。 ７ 月 ９ 日

， 国务 院第 １ １ １ 次全体会

西藏 民 主改 革分为 两步走 ：
第一 步是发动群众 ， 彻底平议讨论通过 《关于结束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决定 ＞ 。

［
２５

１班

定叛乱 ，
开展反对叛乱 、反对乌拉差役制 度 、反对奴役 以及实禅堪布会议厅委 员 会完成其 历史任务 ， 办理了结束其组织的

行减租 、减息的运动 ；
第二步是分配土地 。政治手续。

［

２６
］

颁发土地证 。 １９６０ 年 １ ０ 月 ２５ 日和 ２６ 日
，
西藏 自 治区筹（

三
）
成立人民政协 西藏委 员 会

备委 员会第 ３５ 次常委会
（
扩大 ）会议讨论关于给西藏 翻身农西藏 自 治 区筹委会第 ６ 次常委会通过

“

关于成立 中 国人

民颁 发土地 所有证 的 问 题
，

通 过关于颁 发土地所 有证 的指民政治协商会议西藏委员会的议案
”

。

—
１ ９５６ 年 ８ 月 ３ 日

，
西

示 。 土地证 的上部 ，
在五星国 旗之 间 ，

印 着金色边框的毛主席藏 自 治 区筹备委 员 会第 ９ 次常委会讨论并通过关于成立人

像 。 土地证各栏项 目都用藏 、
汉两 种文字印成

，
并且盖有西藏民政协西藏委员 会的方案 ，

根据政协 的性 质和政协委 员 的代

自治 区筹备委员 会的印章和代理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的印表性
，
确定西藏政协委 员 总人数为 １ ５０ 至 ２００ 人

，
组织机构

章 。 颁发 土地证工作 ：

一

是训练填 发土地证人员 ；
二是核实土设主席 、副 主席和秘 书长 、副秘 书长

，

以及 常务委员会 。
［
ａ

】为

地面积
，
划清地界

，
进行土地登记和填发土地证 。筹备成立人民 政协西藏委员 会 ，

西藏 还成立了 筹备处。

［
２９

］

１ ９５ ９

实行和平赎 买政策 。 西藏 自 治 区筹备委 员会第 ３５ 次常年 １ ０月 ２９ 日
，西藏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 。 １ ２ 月

委会 （扩 大 ）会议还讨论并通 过了关 于西藏地 区 民 主改革 中２０ 日
，
人民政协西藏委员会

一

届 一次会议召 开
，
宣告人民政协

赎买 未参加叛乱农奴主及农 奴主代理人 占有 的 多余生产 资西藏委员会正式成立
，
来 自 西藏各个方面的政协委员 １ ３４ 名 。

料 的赎买金的支付办法 。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
西藏 自 治区筹 ［３０ ］

这也标志着政治协商制度在西藏的正式确立 。

备委 员会发出 通知
，

决 定 自 １９６０ 年 １ １ 月 起至 １２ 月 止
，

委托（
四

）
成立 西 藏 自 治 区

各地 国家银行支付 １９６０ 年度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和农奴在基本完成 民主改革 的基础上
，

１ ９６ １ 年 ９ 月 １ ９ 日
，
西藏

主代理人 占有 的 多余生产资料的赎买金 。 从 １９６ １ 年起
，
赎买自 治 区筹备委员 会常委会第 ４

１ 次扩大会议作 出决定
，
成立

金支付时 间 由每年 ９ 月 起
，

至 同年 １ ０ 月 ３ １ 日止 。西藏 自 治区 选举委 员 会
，
进 行人 民代 表大会代表 的普选工

（
二

）统
一

西 藏地方 性政权组织作 。 西藏 自 治区筹备委员 会代理主任委员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

成立统一 的 西藏 自 治 区
，

必须首先结束西藏地方性政权任选举 委员会 主席 。 由于 １９６２ 年开展对印 自 卫反击战 ，西藏

并存 的局 面
，
进而建立 统一 的西藏 自治 区 。普选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 １ ９６２ 年底至 １ ９６３ 年 １ 月

，西藏 自治

解散西藏地 方政府 （噶厦 ） 。 如前所述
，

１ ９５９ 年 ３ 月 １０区筹备委 员会第六 次全体委 员 扩大会议讨论了 全 区普选工

日
，
西藏上层分裂势力 发动 全面武装叛乱 。

３ 月 ２８ 日
，
国 务院作

，
并通过

“

西藏 自 治 区各级人 民代 表大会选举条例
”

。

［
３ １

３西

发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 （噶Ｍ ） 的命令 ，
决定 由西藏 自治 区筹藏历史上从来 未有过 的普选工作全面展开。

备委员 会具体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 整个职权 。 这也标志着西在完成普选的基础上
，
西 藏 自 治 区选举委员会公布 了 自

藏政教合一 的封 建农奴专制制度的破灭 。 ２００９ 年是西藏实．行治区 第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共计 ３０ １ 人的代表名单 。 据统计 ，

民主改革
、
废除封建农奴 制 ５０ 周年纪念 ， 西藏 自治 区将 ３ 月藏族代表 ２２６ 人 ，

汉族代表 ５９ 人 ，
其他 民族的代表 １ ６ 人 。

［
３２

］

２８ 日 这
一天确定为

“

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 日
”

。１ ９６５ 年 ８ 月 ３０ 日
，
西藏 自 治区筹备委员会召开最后

一

次常

撤销 昌都地 区人 民解放委员会 。 在和平解放西藏的 历史委会
，
讨论关于 《西 藏 自 治 区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 民

进程 中
，
昌都地 区 是通过 昌 都战役获得解放的

，

于 １９５０ 年底委员会组织 条例 》 《关于西藏地区
一

九六 四年财政决算和一

至 １ ９５ １ 年初召开各界人 民 代表会议
，
成立 昌都地 区人 民解九六五年财政预算 》和 《西藏 自 治 区选举委员 会关于选举工

放委员会 。 在此基础上 ，
昌都地区人 民解放委员会在三十九作情况 的报告 》等草案 ，

并决定 向 即将召 开 的西藏 自治 区人

族和波密地区建立第
一

、第二两个办事处及二 十八个宗人 民民代 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提交这些草案及其他工作报告 。

［ ３３
］至

解 放委员会 。 至西藏 自 治 区筹备委 员会成立时 ，
昌 都地 区各此

，
西藏 自 治区筹备委员会完成其筹备成立西藏 自 治区 的各

１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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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宋月 红 ： 西藏 自 治区 筹备委员会研纪

项工作任务
，
完成其历史使命 。［

１ ６
］
西 藏全 区 已 建 立 了 五十 个 宗级 办 事 处

［
Ｎ

］ ．
西 藏 曰

根据西藏 自 治 区 筹备 委员会关于成立西藏 自治 区 的报报
，
１９５６

－

１２－２ １ ．

告
，
国务 院和全 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先后批准 同 意成［ １ ７ ］ 自 治 区筹委会一九 五七 年几项 主要工作报告

［
Ｎ］ ． 西

立西 藏 自 治区 。 １ ９６５ 年 ９ 月 １ 日
，
是西藏人 民政治生活中 历藏 日 报

，
１ ９５ ８

－

０３
－

２６．

史性的时刻
，
西藏 自治 区第 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 １８ ］ 自 治 区筹委会举行 第 二十八次常委会议

［
Ｎ

］
． 西藏 曰

拉萨召开 。 大会不仅通过 了关于西藏 自 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报
，
１ ９５９－１ ０－３０．

报告等决议 ，而且选举产 生了 西藏 自 治区人 民委员会等领导
［
１ ９

］
在 西藏 自 治 区 筹备委 ］５会成立 大会 上班禅額 尔德

机构
，
标志西藏 自 治区 正式成立

，

民族区域 自治 制度也 在西尼的报告 ［Ｊ ］ ．新华半 月 刊
，
１ ９５６

，
（ １０ ） ：

８￣９
．

藏正式确立 。［ ２０ ］
毛泽 东 ． 关 于 正 确 处理人民 内 部 矛 盾的 问题

［
Ｎ

］
．
人 民

今年是西藏 自 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 ６０ 周年 。 西藏 自 治日 报
，

１ ９５７
－

０６
－

１ ９
．

＇

区筹备 委员会在西藏和平解放 以来 的历 史上具有 重要 历史［２ １ ］
王其梅． 昌郝地 区人民 解放委 １ 会的 工作报告 ［Ｎ］

．人

地位 。 特别是 在其主持下 ，

西藏实现了 民 主改革
，
彻底废除了民 日 报

，
１９５６

－

０４
－

２６．

西藏封建农奴制度 。 而且
，

民主改革的完成
，
加快 了西藏 自 治

［
２２

］ ［２５
］
中共 西 藏 自 治 区委 员 会 党 史研 究 室 编 著 ． 中 国

区的筹备成 立
，
并奠定 了西藏 自 治 区成立的政治基础 与前共 产 觉 西 藏 历 史 大 事记 （ １ ９４９￣２００４ ） （ 第 １ 卷 ［

Ｚ］
． 北京 ： 中共

提 。 西藏经过 民主改革 和 自 治区成立 ， 社会制度发生 广泛而党 史 出 版社
，

２００５ ： １４４－ １４５ ． １ ８８．

深刻变革
，
西 藏地方历史发生重 大转折 。 从此

，
西藏走上 民族［

２３ ］编委会．解放 西 藏史
［
Ｍ

］

． 北京 ： 中 共党 史 出版社
，
２００８ ：

区域 自治 的政治发展道路
，
并推动西藏同全 国一道共 同 走上３７６ ．

社会主义道路 。［ ２４ ］
［
２６ ］ 国务 院 法 规编 纂委 员 会编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法



规汇 编 （ １９６０ 年 ７ 月
一

１９６ １ 年 １ ２ 月 ） ［Ｚ］
？ 北 京 ： 法律 出 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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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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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
／／ ［

２７
］
关 于 成立 中 国人 民政治 协 商会议 西 藏委 员 会 的 决

中共 中 央 文献研 究 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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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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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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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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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 藏 日 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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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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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自 治 区 １９５６

－

１ １
－

１ ０．

筹委会组织 简 则 和四 个 工 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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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
．人 民 曰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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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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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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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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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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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西 藏 自 治 区 筹备委 员 会组 织 简 则

（

一 九五 六年九 月２２ ．

二十 六 日 全 国人 民 代表 大 会常 务委 员 会 第 四 十 七 次会议批 ［
３ １

］
苏 俊慧 ？

加 孩 团 结
，

加 强基 层
，

发展 生 产 ［
Ｎ］ ．
人 民 曰

准 ） ［
Ｎ

】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５６－０９－２７ ．报

，

１ ９６３
－

０ １
－

２２ ．

［
５

］
国务 院命 令解散 西 藏地 方政 府

［
Ｎ

］
．
人 民 日 报

，
１９５９－［３２

］
西 藏 自 治 区选举委 员 会公布 自 治 区 第一届人代会

０３
－

２９．的代表名 单
［
Ｎ

］
？
人 民 日 报

，
１９６５

－

０８
－

２６ ．

［ ６ ］
张经武 ． 在 西 藏 自 治 区 筹备委 员 会成 立 大会上 的 讲话 ［３３

］
西 藏 自 治 区 筹委会胜利 完成光 荣 历 史任务

［
Ｎ

］
？
人民

［Ｎ］
？人 民 日 报

，
１９５６

－

０４
－

２３ ．ＥＩ报
，

１９６５－０８－３ １ 
＿

［
７ ］
陈 毅 ． 中 央代表 团 访 问 西 藏 的 总 结 报告

［
Ｎ］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５６－０９－ １ ５ ．

［
８ ］ 关 于西 藏地 区一 九五六年 选送 藏 、 回族青年入 中 央 、

西 南 民族学 院的 决 议
［
Ｎ

］
．西 藏 日 报

，
１ ９５６－０６－２４ ．

［
９

］
关 于 大 力培 养藏族干 部的 补充 决 议 ［

Ｎ
］

． 西藏 曰 报
，

１９５６
－

１ ２
－

１ １ ．

［
１０ ］ 西 藏 自 治 区筹备委 员 会 关 于免去 西 藏各族人 民参

加 国 家 机关 工 作的 人 员 （ 包 括勤 杂人 员 ） 、 学 员 （ 包括 大
、 中 、

小 学 生 ）的 人役税的 决议 ［
Ｎ

］

． 西藏 日 报
，
１９５８

－０ １

－

０８ ．

［
１ １ ］ 关 于 西 藏 自 治 区筹备委 员 会在各地建立各级 办 事

处 的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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