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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战役的历史背景 、起止时 间及重要意义
＠

杨 力 源

［
摘要 ］

昌 都 战 役是 争取 西藏和平 解 放 的 关键 环 节 。
为 了 驱逐 帝 国 主义势 力 出 西藏 ，

打破 西藏地 方政

府 企 图 以
“

外 援
”

与 军 事 力 量 阻止人 民 解放 军进 军 西藏 的 幻 想
，
促使 其尽 早 派 出 和 谈代 表赴 北京 谈 判 ，

人

民 解放 军 不得 已 发 动 了 昌 都 战 役
。

目 前 关 于 昌 都 战 役 的 起止 时 间有 ５种说 法 ，
其 中 １ ９ ５ ０年 １ ０月 ６ 日 至 ２ ４

曰 与 １ ０ 月 ６ 日 至 ２ １ 日 的 说 法有
一

定依据 。
昌 都 战 役 的胜利 进行

，
不论是 对 《 十 七条 协议 》 的签 订

，

还是

和 平解 放后 党 的 西藏工作 都具有 重 要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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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学界对 昌 都 战役 的研究 ， 主要聚焦于 昌 都 战役 的过程 、 昌都 战役与和平解放西藏 的关系 。
？但

具体探讨 昌都 战 役的历史背景与重要意义 的研究成果较为有 限 ，
并且在 昌 都战 役 的起止时 间上还存在

争议 。 由于西藏地方政府积极与帝 国 主义势 力联系
，
扩军备战 ，

陈兵金沙江西畔
，
对于 和平谈判采取

拖延 的 策略
，
企 图借 助

“

外援
”

与军事 力量阻止人 民解放军入藏
，
人 民解放军不得 已 发起 了 昌 都 战

役 。 目前关于 昌 都战役 的起止时 间有 ５种说法 ， 其 中 １ ９ ５ ０年 １ ０月 ６ 日 至 ２ ４ 日 与 １ ０ 月 ６ 日 至 ２ １ 日 的说法有
一

定依据 。 昌 都 战役 的胜利进行 ， 不论是对 《 十七条协议 》 的签订 ，
还是和 平解放后党 的西藏工作都具有

重要意义 。

一

、 昌 都 战 役 的 历史 背 景

西藏地方政府对于 中 国 共产党领导 的解放战争保持高度关注 。 随着人 民解放军胜利 向 全 国 进军 ，

国 民党政权节节败退 ，
西藏地方政府官员 由于对 中 国 共产党 的 民族与宗教政策缺乏了解 ，

逐渐产 生 了悲

观与忧 虑情绪 。 他们认为
“

共产党是无神论者
， 它对西藏 的 生 活方式和 宗教 的威胁远远大于 国 民党

”

。

③

① 本 文系 ２ ０ １ ９年 度 国 家 社会 科 学 基金 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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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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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 的挑 唆 、 怂恿及策 划 下 ，
西藏地方政府 以

“

防共
”

为借 口
，
于 １ ９ ４ ９年 ７月 ８ 日 通知

国 民政府驻藏 办 事处处长 陈锡章 ， 要求其将办 事处所有机构与人员限期撤离西藏 ， 试图通过此举在趁政

权更迭之际割 断西藏与祖国 内 地 的 固 有政治 联系 。 对此 国 民政府 已无 能为 力
，
但是 中 共表示 坚决反

对 。
９月 ２ 日

，
新华社发表社论 指 出

，
７ 月 ８ 日 西藏地方政府发 动 的驱汉事件

“

是在英美帝 国 主 义及其追随

者 尼赫鲁政府的 策划 下发 动的
”

，
主要是为 了

“

在人 民解放军 即将解放全 国 的时候
，
使西藏人 民不但不 能

得到解放 ，
而且进

一

步地丧失独立与 自 由 ， 变 为 外 国 帝 国 主 义 的殖 民 主义地奴隶
”

， 并 申 明 了
“

西藏是 中

国 的领土 ， 绝 不容许任何外 国 侵略 ，
西藏人 民是 中 国 人 民 的

一

个不可分离 的部分 ， 绝 不容许任何外 国 分

割
”①这一严正立场 。

然而帝 国 主 义势 力 并没有就此放弃对西藏地方政府的支持 。 他 们 积极 帮助西藏地方政府扩军备

战 。 印度政府答应 了 噶厦 的求援 ，
在 购 买军火 、 训练士兵方面提供了

一定 的支持
；
英国 人 帮助 噶厦建立

了 拉萨与 昌都 、 那 曲 联系 的无线 电 网 络
，
向 康区和那 曲 派遣装备新式武器 的部 队 ，

并着重加强对上述地

区军队 的额外训 练 。 与此 同 时
，
帝 国 主 义势力还怂恿西藏地方政府通过 刚 刚建立起来 的无线广 播 电站

对新华社的社论作 出 回 应 ， 声称 ：

“

西藏并不存在帝 国 主 义者 ， 所 以没有必要解放西藏 ， 汉藏之 间 的关系

是一种供施关系 ，
而不是西藏隶属 于 中 国 的关系 。

”

？此外
，
西藏地方政府还致信 中央人 民政府 ， 要求人

民解放军不进军西藏 。 这些都 引 起 了 中 共的高度警觉
，
１ ９ ４ ９年 １ １ 月 ２ ３ 日

，
毛 泽东致 电 彭 德怀 ，

责成西北

局 担负进军西藏 的 主要责任 ， 同 时考虑通过 向 西藏进兵解决西藏 问 题 。

１ ９ ４ ９年 １ １ 月 ，
西藏地方政府考虑到 与独立后 印度政府 的关系 并不十分密切 ， 担心 仅依靠 印度 的援

助
， 不足 以阻止人 民解放军入藏 ，

因 此决定 派遣
“

使 团
”

前往美 国 、英 国 、 尼泊 尔及 印度去寻求政治和军事

上 的援助 。 同 时还决定委 派一个代表 团 同 中 国 共产党就
“

维持现状
”

进行协商谈判 。
１ ２月

，

毛泽东在赴

苏访 问途 中 ，得知 西藏地方政府派
“

亲善使 团
”

向帝 国 主义求援 的 消息 ， 结合西北 局所反 馈进兵西藏 的 困

难
，
他立 即致信 中 央并西南 局 ，

指 出
“

印 、美都在打西藏 的 主意 ，
解放西藏 的 问题要下决心 了 ，

进军西藏宜

早不宜迟 ， 否则 夜长梦多
”？

，
强调 了进军西藏 的 紧迫性 。 同 时

，
通过外交部 向 国 际社会表 明 ，

“

任何接待
‘

亲善使 团
’

的 国 家
，
将被认为对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 怀抱敌意… …西藏地方当 局应派代表 团 来京进行和 平

解放西藏 的谈判
”

。
？在此警告下 ， 各 国 政府都拒绝接纳

“

亲善使 团
”

访 问 。

由 于各 国 对西藏 的具体关切不 同 ，
对西藏地方政府与 中 央人 民政府之 间 和谈 的 态度也并不 相 同 。

当 时对西藏保持关注 的 国家主 要有 印度 、 英 国 、 美 国 。 其 中 印度与西藏有地缘上 的联系
，
并且在独立后

继承 了英帝 国 主 义在西藏 的 实 际利益 ； 英国 由 于在西藏没有 实际利 益
，
在对待西藏 问题上其态度紧跟 印

度 ； 美 国 出于意识形态 斗争 的需要关注西藏 问题 。

印度将维护 良好 的 中 印关系作为 其处理涉藏 问 题的底线
，
希望西藏地方政府与 中 央人 民政府和 平

谈判
，
但是意 图对和平谈判 的过程施加影 响

，
从而保障其在西藏 的现实 利益 。 印度阻止西藏地方代表赴

北京谈判 。 然而美 国 则 企 图将西藏塑造成一枚对抗新 中 国 的
“

棋子
”

， 反 对西藏地方政府与 中 共进行谈

判
，
美 国 当 时 的 国 际地位及其对西藏地方政府的承诺 ，

给予 了西藏分裂主义势 力无尽 的 遐想 。 此外 ，
国

民党政权也极力 挑 唆西藏与新生 人 民政权 的关系 。 １ ９ ５ ０年 ８月 ２ ６ 日
，
国 民党 《 中 央 日 报 》 刊 发社论 ，

“

我

们 期望西藏 同 胞
，
为了 你们 自 己 的 自 由 生活

，
为 了 你们 自 己 的光荣和 正义……尽其一切力量

，

以与共产

帝 国 的侵略工具 ， 人类文 明 的蟊贼 ， 中 国 卖 国 组织周 旋到 底
”

⑤
， 号 召西藏地方政府与人 民解放军对抗 。

正是因 为上述因 素的影 响
，
中 央人 民政府虽多 次派 员赴西藏劝 和 ，

但收效甚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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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４ ９

一２ ０ １ ４
） 》 ［

Ｍ
］ ， 拉萨 ： 西藏人 民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８年 ，

第 ２页 。

② ［ 美 ］ 梅 ？ 戈尔斯坦 著 ， 杜永彬译 ： 《 喇 嘛王国 的覆灭 》 ， 第 ５ ７ ３页 。

③ 中 共西藏 自 治区 委员会 党史研究室 ： 《 中 国共 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
１ ９ ４ ９

一２ ０ １ ４
） 》 ， 第 ５页 。

④ 同上 ，

第 ８页 。

⑤ １ ９ ５ ０年 ８月 ２ ６ 日 《 中央 日 报 》 社论 ， 见张皓 ： 《 唆使 、 挑拨 与妒忌 ： 国 民党对西藏和平解放进程的 注视和应对 》 ［
Ｊ

］ ， 《 党史研究与教

学 ＞ ２ ０ １ ７年第 ４期 ， 第 ４ ３页 。



？６ ６ ？ 中 国 藏学２ ０ ２ ０年第 ４期 （总第 １ ４ ４期 ）

在 １ ９ ５ ０年 ７ 月 至 ９ 月 期 间
，
西藏地方政府将第六代本 的部分大炮与弹 药运往 昌 都

，
并命令 昌都 总管拉

鲁主动 出 击 。 拉鲁接到 命令后 ， 对藏军作 了调动部 署 ， 决定 以类乌 齐为 基地 ， 向囊谦 、 玉树 的人 民解放军

发起进攻 。 但后 因 拉鲁任期 届 满 ，
由阿沛 ？ 阿 旺晋美接任 ，

进攻计划并未成行 。 但是到
“

９ 月
一

１ ０ 月 ，
西

藏地方政府陆续加强了 昌都外 围 类乌齐 、 邓柯 、 江达 、 芒 康等地驻军 的 防御兵 力 ，
并 纠集起边坝 、 硕板多

（今洛隆县硕 督镇 ） 、 洛隆 以及贡觉 、 察雅等地 的地方武装共 ８ ０ ０ ０余人
，
布置在 昌 都周 围 及金沙江西岸地

区
”

。
①显然西藏地方政府期望依靠金沙 江与横断 山脉 的 自然天险 ，

以及人 民解放军在后勤补给上 的 困

难
， 阻止人 民解放军进藏 。

如 上所述
，

西南军区 为了进军西藏
，
在西南入藏咽 喉要塞 昌 都进行一场 战 役 已 不可避免 。 １ ９ ５ ０年 ８

月 ５ 日 西南军区 召开专题会议
，
研究 昌 都战 役作战 问 题

，
会上张 国 华建议

，
如 ８月 底前雅安至 甘孜公路能

全线通车
，
在泸定 以西能集 中 ３ ０ ０ 台 汽车

，
在德格 、甘孜 间 能集 中 ５ ０ ０ ０头牦牛随军运输 ， 所需冬衣 、 干粮 、

携带燃料等于 ８ 月 底运新津 （支 司所在地 ） ，
９ 、 １ ０月 两个 月运 ８ ０ ０万斤物资 至甘孜 ， 则 昌都 战 役可在 １ ０月 实

施 。 西南军区首长原则 上 同 意这个意见 。 并责成张 国 华返 回 十八军驻地后再详细斟酌
，
提 出 具体方案

上报西南军区 。
②

张 国 华在返 回 新津后 ，
随 即研究并制 定 了 昌 都 战役作战方案 ，

内 容包括参战部 队人数 、 需要粮秣物

资数量概算及运输力计算等
，
并于 ８月 １ ０ 日 将该方案上报西南军 区 。 １ ４ 日

，
西南军区就关于进藏前的各

项准备工作 向 中 央军委报告 ， 汇报 了军需给养 的保障情况 ，

“

决定今年十 月 间 ， 实行 占领 昌 都
”

。
？ １ ８ 曰 ，

毛 泽东复 电西南 局 ， 详细询 问 了 昌都 战 役 的重点准备工作 ，

“

甘孜到 昌都
一

段很长道路是否 能随军队攻

进速度修筑通车 ； 昌 都 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于空投 ；

一个师进攻 昌 都是否够 用 ，
藏军似有 相 当 强 的 战

斗 力
，

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
，
这方面你们 有足够估计否

”

。

？ ２ ０ 日
，

西南 局 就 昌 都 战役我军所投入兵 力
，

敌军数量及战力 ， 我军 的后勤保障 问题 ， 占 领 昌 都后我军 的具体打算 以及 昌 都适合空投等攻 占 昌 都 的准

备情况 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报告 。 ２ ３ 日
，
毛 泽东复 电西南 局并告西北 局 ，

指 出 ：

“

你 们力争今年 占领 昌都并

力 争 留 三千人巩 固 昌都 的计划是好的
，
你 们可 以 照此作积极准备 ，

待本 月 底下月 初判 明 公路 已通至甘孜

无阻
，
即可实行进军

，
期于十 月 占领 昌 都

”⑤
，
批准 了 昌 都 战役 的计划 。 ８月 ２ ６ 日

，

西南军 区下达关于 昌 都

战 役的 基本命令 。

综上所述 ，
中 央人 民政府

一直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放西藏 ，
多次通过各方人士向 西藏地方政府表

达和谈愿望
，
但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和谈缺乏诚意

，
主要表现为 ：

一是对和 谈采取拖延态 度 ；
二是继续 向 帝

国 主义求援 ；
三是扩军备战

，
向 昌都地区调兵 。 为此

，
中 央人 民政府一方面 向 国 际社会表 明解放西藏 的

态 度
，
以及坚决反对帝 国 主义势力干预新 中 国解放西藏 ； 另

一方面为进军西藏做积极 的 准备 ，
主 要是政

策与后勤保障方 面 的工作 。 随着人 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
西藏地方政府

“

主战

派
” “

外 向派
”

仍然挟洋 自 重
，

迟迟不与 中央人 民政府谈判
，
并且陈兵金沙 江西畔

，
为了尽早尽快地将帝 国

主 义侵略 势 力驱逐出 西藏 ， 促使西藏地方 派员进行和平谈判 ， 维护祖 国 统一 ， 中 国 共产党不得 已 命令人

民解放军发 动了 昌都 战役 。

二
、 昌 都 战 役 的起止 时 间

目前关于 昌 都战役 的起止时 间有 ５种说法
，
其 中

“

１ ０月 ６ 日 至 ２ ４ 日
”

与
“

１ ０月 ６ 日 至 ２ １ 日
”

的说法有一定

的依据 。 这两种说法都认为 昌 都 战役 的开始时 间 以 １ ０月 ６ 日 人 民解放军开始渡过金沙江为 依据 。 但在

结束时 间上存在分歧
，
主要是判断依据不 同 。 以歼灭藏军主力 ，

占领 昌 都为 依据
，
则 昌都 战 役结束于 ２ １

①程越主编 ： 《 中 国共产党西藏 昌都地区 历史 大事记 （
１ ９ ４ ９

一２ ００ ９ ） 》 ［
Ｍ

］ ， 中 国 藏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０年 ， 第 １ ２页 。

② 杨一真整理 ： 《 进军西藏 日 志 （
１ ９ ５ ０

—

１ ９ ５ １
） 》 ［ Ｍ ］ ， 北京 ： 学苑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６年 ， 第 １ ８ ６— １ ８７页 。

③ 中 共 昌都地委 、 昌都地区行 署编 ： 《 昌都战役文献 资料选编 》 ［
Ｃ

］ ，

西藏人 民出 版社 ，

２ ０ ０ ０年
，

第 ５ ３页 。

④ 中 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 ： 《 毛泽东年谱 （

一

九四 九一
一

九七六 ） 》 ［
Ｍ

］ （第 １ 卷 ） ， 北京 ： 中央文献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３年 ， 第 １ ７ ４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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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都战 役 的历史背景 、起止时 间及重要意义 ？６ ７
？

曰 。 以 昌都 战役所有 战斗结束为依据
，
则 昌都 战役结束于 ２ ４ 曰 。

１ ． 关于昌都战役起止时间的争议

目 前关于 昌 都 战役 的起止时 间
，
国 内外不论是在历史文献 、 个人 回 忆

，
还是研究文献方面都存在争

议
，
主要有 以下 ５种说法 ：

第
一

，

“

１ ０月 ７ 日 至 １５ 日
”

说 。 １ ９ ５ ０年 １ １ 月 ９ 日 的 《人 民 日 报 》 公布 了进军西藏 、 解放 昌 都 战役 的详细

结果 ， 记述 昌 都 战役
“

于 １ ０月 ７ 日 起
，
至 １ ０ 月 １ ５ 日 结束

”

。

①

第二
，

“

１ ０月 ６ 日 至 ２ ４ 日
”

说 。 《 和平解放西藏 》

一书 认为 ：

“

昌 都战 役从 １ ０ 月 ６ 日 发起
，
到 ２ ４ 日 胜利 结

束
，
历时 １ ８天 。

”②
《解放西藏史 》

一书认为
，

“

昌都 战 役 自 １ ０ 月 ６ 日 发起
，

至 ２ ４ 日 结束
，
历时 １ ９天

”

。
？

《 中

国 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 １ ９ ４ ９
一

２ ０ １ ４ ） 》

一书认 为
， 昌都 战 役 的起止时 间 为 １ ０ 月 ６ 日 至 ２ ４ 日 。

④ 总之
，

“

６ 日 至 ２ ４ 日
”

的说法有较大 的影 响力 。

第三
，

“

１ ０月 ６ 日 至 ２ １ 日
”

说 。 宋 月 红根据 《 昌都 战 役文献资料选编 》 中 收入的 相关文献资料 ，
撰文

分析了 昌都 战役 的起止时 间 ， 认为 昌 都战 役开始于 １ ９ ５ ０年 １ ０ 月 ６ 日
， 结束于 １ ０月 ２ １ 日 。

⑤

第 四
，

“

１ ０ 月 ７ 日 至 ２ ４ 日
”

说 。 杨
一真 回 忆

“

昌都 战 役 自 １ ０ 月 ７ 日 发起
，
至 １ ０ 月 ２ ４ 日 结束

， 历时 １ ８天
，
经

历大小 战斗 ２ ０余次
”

。

？

第五 ，

“

１ ０月 ５ 日 至 １ ９ 日
”

说 。 梅 ？ 戈尔斯坦 的 《 喇 嘛王 国 的覆灭 》 认为 昌都 战役 的开始时 间 为 １ ０月

５ 日
， 结束时 间 为 １ ０月 １ ９ 日 。

⑦

２ ． 昌都战役开始的时间

战役一般是指
“

军队 为达到 一定 的 战 略 目 的 ， 按照统一 的作战计划 、 在一定 的方 向和 时 间 内 进行 的

若干个战 斗的 总和
”

。

⑧
１ ９ ３ ２年 １ ０月 １ ０ 日

，
刘文辉方面 的代表邓 骧与西藏方面的代本在金沙江西岸边 的

岗 拖举行和 谈
，
并签订 了 《 岗 拖停战协议 》 ，

协议规定 ：

“

藏军 以金沙江西岸 为最前防线 ，
汉军 以金沙江

东岸 为 最前 防线
，
双方军队不得违反 。

”？此后
，
金沙江 以西 的 地方成 为 西藏地方政府 实际 上控制 的地

方 。 １ ９ ４ ９年 １ ２月 ， 刘文辉 宣布起义 ， 金沙江以东地区获得解放 。 昌 都战 役 的 主要 目 的是 ，

“

歼灭藏军主力

于 昌都及其 以东之恩达 、 类乌 齐地 区
，
占 领 昌 都 ，

打下 明 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
”

。

＠因 此 ， 昌都 战

役 的开始应 以人 民解放军渡过金沙江为标 志 。

１ ９ ５ ０年 １ ０月 １ 日
，

西南军区就十八军进军 昌 都情况 向 军委报告
，
其 中 指 出

，

“

因 甘孜康定段公路 曾 发

生 故障 ，
粮物未能及时前送及五十二师在甘孜 以下修路三天 ，

已不 能按预定计划 集结邓 柯 、 德格地区 ， 现

决定改于 １ ０月 ７ 日 开始渡金沙江西进
”？

。 １ ０月 ４ 日
，
中 国人 民解放军十八军五十二师发布命令 ，

“

我师决

定于本 （十 ） 月 六 日 早七时开始 由 邓柯渡江
，
执行解放 昌 都

，
聚歼藏军主 力于 澜 沧江以东及恩 达 、 类乌齐

地区之任务
”

。

？
１ ０月 ９ 日

，
西南军区发布 《 昌都 战役 战报第一号 》 ， 其 中 指 出 ，

“

十八军部 队于 １ ０月 ６ 日 晨

①《 人 民解放 军西南军区 司 令部公 布 昌都战役歼敌五千余人 各处溃散之敌现正在继续向 我军投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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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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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时起
，
分别渡过金沙江执行解放 昌 都 的作战任务

，
渡江情况顺利

”

。

？ ２ ０ ０ ０年 阴法唐撰文 回忆 了 昌都 战

役 的经过 ， 其 中 指 出 ，

“

以 １ ５ ４ 团等部分队首先于 １ ９ ５ ０年 １ ０月 ６ 日 从 四 川 邓 柯渡过金沙江 ， 拉开了 昌 都 战役

的序幕
”

。

？

综上所述
，
以人 民解放军开始渡过金沙江为依据 ，

则 １ ０ 月 ６ 日 为 昌都 战役开始 的时 间 。

３ ． 昌都战役结束的时间
一般而言

，
战役结束指 的是战役 发 展到 最后 阶段 ， 不再继续 。 战役结束通常有 ３种情况 ：

“
一是预定

战 役 目 的 已 圆满达成
，
部 队需要休整 ；

二是暂时无继续歼敌 的有 利 战机 ；
三是继续作战 陷入被动 不利 地

位 。

”

？那 么 昌 都 战役 的 结束时 间应 以 圆满完 成战 役 的预定任务为 依据 。 圆满完 成战役预定任务 的标 志

则 成为 判定 昌 都 战役结束时 间 的关键 。

如 以歼灭藏军主 力 ，
占领 昌 都为 圆满完成 战役预定任务 为标志 ， 那 么 昌 都战 役 的结束时 间 为 １ ０月 ２ １

日 。 １ ９ ５ ０年 １ ０月 １ ８ 日
，

西藏地方政府噶伦 、 昌都 总管阿沛 ？ 阿 旺晋美率部撤离 昌 都
，

１ ９ 日
，

１ ５ ６ 团 进入 昌

都 ， 昌 都 宣 告解放 。 ２ １ 日
， 阿沛 派 人分路与解放军取得联系 ， 并命令藏军第三 、 四 、 八 、 十等代本 ２ ７ ０ ０余

人 ，
在 昌 都西南宗驿 山 谷竹各寺 附近放下武器 ，

标志 着藏军主 力基本被歼灭 。 １ ０ 月 ２ ２ 日
，
张 国 华 、 李 觉致

电苗丕一
，
指 出

，

“

阿沛率 昌 都藏军主 力 于 ２ １ 日 和 平归顺祖国
，
昌 都战 役 已胜利 结束

”

。

？
１ ９ ５ ０年 １ ０ 月 ２ ３

日 西南军区发布 《 昌都 战役 战报第十
一号 》 ， 其 中 明 确指 出 ，

“

昌都 战役 已于 １ ０月 ２ １ 日 结束
”⑤

。

以 昌 都 战役所有战 斗结束为 圆满完成 战役预定任务 为标志 ， 那 么 昌 都 战役 的结束时 间 为 ２ ４ 日 。 据

《 解放西藏史 》 记述 ：

“

２ ３ 日
，

一

五 四 团
一营教导 员 王锡峰率领第三连在 恩达西南执行封堵通 向 八宿 和

拉萨之道路时
，
发 现 向 西逃 窜 的藏军

一部
，
在藏族群众帮助 下

，
略经战 斗

，
俘藏军 ２ ２ ５人

，
缴获步枪 ２ ２ ３

支
”

。
⑥据王 贵 回 忆 ：

“

２ ３ 日
， 第 １ ５ ４ 团 第 ３连 又在 恩 达西南俘获藏军 ２ ２ ５人 ， 缴枪 ２ ２ ３支

”

。
⑦据杨一真 回

忆 ：

“

１ ０ 月 ２ ４ 日
，

一

五 四 团 在 昌都西南地区俘敌 ５ ０余人 ，
察雅 民兵 ５ ０ ０余人 向我投诚 ，

当 即 释放
”

。

⑧ 这些

都表 明 在 ２ １ 日 之后
，
昌 都 战役还存在零星战事

，
直到 ２ ４ 日 才全部结束 。

综上所述
，

以歼灭藏军主力
，
占领 昌都 为依据

，
则 昌都 战役结束于 ２ １ 日 ；

以 昌 都战役所有战 斗结束为

依据 ， 则 昌都 战役结束于 ２ ４ 日 。 这两种观 点 均 有
一

定 的合理性 。

三
、 昌 都 战 役 的 重要 意 义

昌 都战役 的胜利进行 ，
打破 了西藏地方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借助 帝 国 主义势力 的援助 ，

依靠军事 力量

阻止人 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的 幻 想 ，
使其认识到 只有通过和 平谈判才 能保证噶厦和 宗教 的延续 ，

为西藏普

通民众认识 中 国 共产党提供了 窗 口
，
这不论是对 《十七条协议 》 的签订

，

还是对人 民解放军及进藏工作

人员入藏都具有重要意义 。

第一
， 昌 都 战役打开 了藏东 门 户 ， 歼灭 了藏军 的有 生力 量 ， 更加坚定 了西藏地方政府

“

主 和 派
”

的意

志
，
使其为和平解放西藏而更加努力 。 １９ ５ ０年 ９月 ４ 日

，
新 的 昌 都 总管阿沛 ？ 阿旺 晋美一到 昌都便致 电 噶

厦
，
如 实反映 昌都地区 民 间疾苦

，

“

因 时世浑浊
，
民不堪命

，
有 的宗 （ 即县 ） 内仅有七八户还有糌粑

，
其余全

以食 圆根 （ 即蔓青 ） 为生 。 乞 丐 成群 ， 景象凄凉
”

。 并 向 噶厦建议 ，

“

应停止进攻 （ 指 噶厦要求进攻玉树
一

①中 共 昌都地委 、 昌都地区行 署编 ： 《 昌都战役文献 资料选编 》 ，

第 ２ １ ７ 页 。

② 阴 法唐 ： 《 昌都解放打开了 西藏和平解放 的 大门 》 ， 《 中国 藏学 ＞
２ ０ ０ ０年第 ４期 ， 第 ９页 。

③ 黄玉章等 主编 ： 《 军队 建设大辞典 》 ［
Ｍ

］ ， 北京 ： 华夏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４年 ， 第 ５ ２ ３页 。

④ 杨一真整理 ： 《 进军西藏 日 志 （
１ ９ ５ ０

—

１ ９ ５ １
） 》 ， 第 ２ ９ ０页 。

⑤ 中 共 昌都地委 、 昌都地区行 署编 ： 《 昌都战役文献 资料选编 》 ， 第 ２ ３ ５页 。

⑥ 《 解放西藏史 》 编委会 ： 《解放西藏史 》 ，

第 １ ２ ７页 。

⑦ 王贵 ： 《 解放全 国大陆的 最后
一

次战役 》 ， 《 军事历史 ＞
２ ０ ０７年第 １期 ， 第 １ ３页 。

⑧ 杨一真整理 ： 《 进军西藏 日 志 （
１ ９ ５ ０

—

１ ９ ５ １
） 》 ， 第 ２ ９ １ 页 。



昌 都战 役 的历史背景 、起止时 间及重要意义 ？６ ９ ？

事 ）
，
汉藏双方最好和 平解决 。 如果不行 ，

也应从边境一带撤 出 所有部 队
”

。

？ ９月 ８ 日
，
噶厦复 电

，
其 中

指 出
“

撤 出前线 的部 队是一件无法放心 的事
”

。
？表 明 噶厦并未放弃通过武 力阻止人 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的企 图 。 但此时在西藏地方政府 中
，

“

主战 派
”

与
“

主和 派
”

已 经发生 了分化 ，
如

“

阿沛对功 德林喇 章 的官

员说
，
他 确信设法进行谈判 、 达成 和平的解决办法要 比武 力对抗好得多 。 然而 ，

拉鲁倾 向于武力抵抗
， 不

管成功 的可能性多 么小 都要抗争
”

。
？藏军在 昌 都战 役 中 的 失败

，
更加坚定 了阿沛 的这种看法

，
他致信

噶厦 ， 描述了 人 民解放军 的强大 ， 认为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 问题要稳妥
一

些 。 并将 中共关于和平谈判 的

政策传递给噶厦 ，
Ｂ卩

“

中 共方面 已经作 了担保 ， 即在举行这类谈判时 ， 人 民解放军不会 向 西藏进军 ，
达赖

喇 嘛和 其他高级官员 的 生命安全和权威一定不会受 到伤 害
”

。
？

第二
，
昌 都 战役后

，
帝 国 主 义势 力 在西藏 问 题上 的诉求 日 趋 明 朗化

，
新 中 国 围 绕 昌都 战 役开展 的外

交工作
，
使西藏地方政府挟洋 自 重的 幻 想基本破灭 。 昌 都 战役后 ，

印度政府认 为
“

军事行动 可能 给它 自

己 的边境带来不安和动 乱
”⑤

，
并将其视为

“

不幸事件
”

，
担心其在藏 的 实 际利 益 因 为 新 中 国解放西藏而

受 到损 害
，
为 此连续三次 向 中 国 政府提交备忘录 。 针对印度政府的 照会

，
新 中 国 一方面重 申西藏是 中 国

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
西藏 问题是 中 国 的 内政 ，

“

中 国 人 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 ， 解放西藏人 民 ， 保卫 中 国

边疆 ， 这是 中 央人 民政府 的 既 定方针
”

。
？另

一方面针对 印度政府所关心 的在藏 实 际利 益 ， 强调只要 中

印彼此尊重领土 主权及平等互利 原则 ， 两 国 的 友谊应得到 正常 发展 ，
中 印在藏的 外交 、 商业及文化关系 ，

可通过外交途径得到适当 的 、互利 的解决 。 当 中 国政府对于 印度在西藏 的 实际 利益有 了 明 确 的 态度之

后 ， 印度政府立马 转变 了对新 中 国解放西藏 的 态度 ， 使得西藏地方政府 向联合 国 的求援活动 以 失败告

终
，
让美 国 失 去 了 利 用

“

西藏 问题
”

为新 中 国 制造麻烦 的着 力 点
，
有 力地挫败了西藏地方政府 以争取

“

外

援
”

为基础 、分裂祖 国 的 幻 想 。

第三 ， 昌 都 战役促使西藏地方政府
“

内 向 派
”

与
“

外 向 派
”

矛盾尖锐化 ，

“

内 向 派
”

逐渐 占据主导地位 ，

最终派 出 和谈代表前往北京与 中 央人 民政府谈判 。 昌都 战役后 ，
西藏地方政府对于

“

西藏应当 采取什么

行动才 能确 保其政教合一 的统治形式不 至于被丧失
”？举棋不定 ，

他们认为达赖 喇嘛提前亲政能够解决

这一 问题 。 因 此
“

外 向 派
”

代表达扎摄政被迫退位
，
达赖 喇嘛于 １ ９ ５ ０年 １ １ 月 １ ７ 日 提前亲政 。 与此 同时

，

西

藏地方政府通过阿沛 的信件得知了 昌 都战 役后 中共的真实 态度 ， 但 由于还未最后确 定帝 国 主义势 力能

否给予真正 的支持 ， 故也没有完 全放弃依靠
“

外援
”

对抗中 共的企 图 ， 所 以他 们采取拖延 的策略 ，

一方面

将达赖 喇嘛 、 西藏地方政府的大量财产转移至亚东
，
留 下鲁康娃与洛桑扎西两名极为保守 的官 员坐镇拉

萨 ； 另
一方面 同 意阿沛 ？ 阿 旺晋美关于 和 平谈判 的建议

，
并派桑颇 ？ 登增顿珠和堪穷土登列 门前往 昌

都
，
协助 阿沛与 中 央人 民政府谈判 。 但是桑颇 ？ 登增顿珠和堪穷土登列 门 离开拉萨时 ，

噶 厦给 了他们
一

封信
，
其 中 要 点 ⑧表 明 西藏地方政府毫无谈判诚意

，
当 阿沛看到 这封信后

，
认为谈判根本没有希望 。 然

而就在此时
，

西藏地方政府派 往 国 外求援 的官 员纷纷受挫
，
并没有争得实质性 的

“

援助
”

。 １ ９ ５ １年年初
，

西藏地方政府在亚东 召开 了一次会议 ， 主要讨论
“

如 果达赖 喇嘛决定逃亡 国 外 ， 他是否 能够指望从 印度

及西方 民 主制 国 家那里得到 帮助
”

。
？最后得 出 结论

，
依靠 国 外

“

援助
”

与 中 央人 民政府对抗是不现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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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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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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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 一旦外国 人向 西藏发 动进攻 ， 我们将会从 中 国政 府那里寻求帮 助
；

四是 已到 昌都和羌塘 （ 藏北 ） 的人 民解放 军官兵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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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与 中 央人 民政府和谈 ，

并不会对
“

以达赖 喇 嘛 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 宗教 的延续
”￥产生 有 害影 响

，

况且在 昌 都 战役后 ， 人 民解放军并没有继续进军 ， 并且还将军队后撤 ， 彰显 了 中 央人 民政府希望通过和

平谈判解决西藏 问 题 的诚意 。 会后 ，
西藏地方政府决定与 中 央人 民政府进行 实质性谈判 ，

派 出 索 朗旺

堆 、 拉乌达热 ？ 土登旦达与平措扎西经 印度前往北京
，
并通知阿沛 ？ 阿 旺晋美 、 桑颇 ？ 登增顿珠和土登

列 门 由 昌都直接前往北京
，
组成西藏地方政府代表 团 与 中 央人 民政府就和平解放西藏进行谈判 。

第 四 ， 昌 都 战役前后 ，人 民解放军与藏军 的互 动 ， 不仅有 力争取 了藏军 中 爱 国 军官率部起义 ， 也 为西

藏普通 民众认识 中 国 共产党提供了 窗 口
，
为和平解放后党 的西藏工作奠定 了 良好社会基础 。 由 于藏军

社会来源具有 多 样性
，
并且层级也较为 明 显

，
向 藏军宣传党 和平解放西藏 的方针政策

，
能够扩大支持西

藏 和平解放的社会基础 。 １ ９ ５ ０年 ５ 月 ２ ６ 日
，
拉鲁写信给

“

甘孜解放军师长 、 委 员
”

，
反对人 民解放军进军西

藏 。
？ ６月 １２ 日

， 吴 忠 、 天宝在报请西南军 区批准后 ，
复信拉鲁

，
宣传了 和 平解放西藏 的方针政策 ，

并希望

他
“

转达赖活佛 ， 即 派 员来甘孜前线指 挥部就有关进军西藏解放之各项具体 问题 ，
详作洽 商

”

。

？
８ 月 １ ４

日
，
藏军第三代本牟霞给邓柯前线指 挥官写信

，
否认西藏存在帝 国 主义

，
强调 以金沙江为界

，
反对人 民解

放军进军西藏 。 １ ５ ４ 团 团 长郄晋武 以 邓柯前线指挥官 的 名义复信牟霞并拉鲁 ， 再次 阐述了解放西藏 的各

项政策 ，
并希望他 们

“

不 要再为 帝 国 主 义者奴役西藏人 民 ，
分裂祖 国统一 的欺骗 宣传所迷惑

”

。
？夏格 刀

登写信给其朋 友第九代本主官德格 ？ 格桑旺堆
，
讲述了党关于西藏 的方针政策 ，

使其认识到人 民解放军

进军西藏
“

是为 了 帮助 西藏人 民从帝 国 主 义侵略势 力 中解放出 来 ， 使西藏人 民 回 到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大家

庭 ， 决不像满清政府和 国 民党反 动 派那样 想统治西藏 ， 实行大汉族主 义
”

。
⑤在 昌 都战 役进行 中 ， 格桑旺

堆率领藏军第九代本起义 。
此外

，
在 昌 都 战役过程 中 ，

人 民解放军纪律严 明
，
各参战 部 队严格执行党 的

民族 、 宗教政策 以及俘虏政策 ，
给普通藏军与 当 地群众 留 下 了 良 好的 印象

，
当 地藏族群众纷纷支援 昌 都

战 役 ，

一些被俘虏 的藏军在遣返后 ， 讲述与人 民解放军交往 的事实 ， 并通过 口口 相 传 ， 不断扩大 了党在西

藏社会的政治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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