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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赴内地西藏地方

代表团概述
°

孙师文 程早霞

［ 摘要 ］ 西藏和平解放 以 来
，
中 国共产 党创造性地开展 了

“

组 织上层人士赴 内地参观考察
”

的 统 一

战 线 工作实践 。
二十余批 、 千余人次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赴祖 国 内 地参观访 问

，
呈 现 出 组 织 安排 团 结

统一 、 接待工作平等 尊重 、 反 帝 爱 国 教 育 引 导 等 显著特 点 。 在 西 藏 改 革发展 工作 不 同 阶段条件 下 ，

各支西藏地方代表 团 的参观考察关 注 点 亦 有所 区 别
， 故其参观考察 内 容 的具体部署 、 中 央领 导 与 之

谈话 的核心要 点 亦 随之调整完善 ，
以 保证精准解答不 同 历 史 时 期 上层人士 的 所 思 所虑 。 西 藏 民 主 改

革前 ８ 年 ，

“

组织上层人士赴 内 地参观考察
”

促进 了 西藏反帝爱 国 统 一 战 线 的逐步形成
，
保 障 了 西藏

社会进步发展 的 内 外联动
，
是服务于西藏新 民 主主义革命两步走行稳致远 的好方 式 。

［ 关键词 ］ 反帝爱 国 统 一 战 线
；
西藏上层

；
内 地参观考察

；
新 民 主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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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 ，
中 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观点与西藏和平解放后的客观实际

相结合 ， 扬弃继承了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形成的 自上至下 、 形式多样的走访沟通传统 ，
创

造性地开展了
“

组织上层人士赴 内地参观考察
”

（ 以下简称
“

内地参观
”

） 的统战工作实践 。
１ ９５２
—

１９５７ 年间各支西藏地方代表团 （
以下简称

“

各西藏团
”

） 的成员几乎都是西藏地方有影响的上层贵

族
，
实地接触和感受让他们开阔了视野 ，

增进了对内地的感性认识
，
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祖国

内地、 对新中 国的认同 。

？ 组织上层参观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事实 ，

是中 国共产党教育引导西藏领导人员乃至整个上层集团的重要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
故相关研究具有

①本文系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
“

近现代西方知识精英对中 国西藏认知历史研究
”

（项 目编号 ：
２０＆ＺＤ２ ３ ８

） 阶段性成果 。

② 张云 ：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中央治理西藏的伟大实践一从执行
“

十七条协议
”

到实行民主改革 》 ， 《 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３ 期
，
第 １ ８ 页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赴内地西藏地方代表团概述 ？

１ ４５
？

极强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以来 ，
我 国藏学界即 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了梳理论

述
，
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

① 但一些基础问题仍待校正明确
，
历史事实仍需挖掘整理 ， 在与

“

西藏新民

主主义革命两步走
”

基本观点的联系上尚存有空 白 。

一

、
１ ９５２
—

１９５７ 年间各西藏团体现的共性特点

１ ９５２ 年春
，
西藏复杂严峻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定扭转

，
伪

“

人民会议
”

事件和平解决、 十世班

禅顺利返藏 、 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方针确立 ，
组织上层参观具备了 由

“

受邀
”

向
“

主动
”

、 自
“

游览
”

向
“

考察
”

转变的现实可能性 。 组织上层参观成为
“

调整 民族关系
，
消除民族隔阂

，
促进各民族相

互了解信任
”

的一种重要上层统战工作方法 。

② 在中央与西藏工委的计划安排下
，
西藏地区 （ 不含

昌都地区 ）

③
自 １ ９５２ 年 ８ 月 至 １ ９５７ 年 ９ 月 间

，
共组织了二十余批 、 千余人次到祖国 内地 （详见附录

一

） 。 相较于同时期其他地区代表团而言
，
各西藏团所受限制更少？

；
相较于同时期其他民族代表团

而言
，
则呈现出更具规模、 更为频繁 、 参观人次更多的特点 。

⑤
１ ９５４ 年 １ ２ 月

， 康藏 、 青藏公路同时

通车拉萨
，
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交通的历史

，
彻底打破了西藏长期以来的封闭状态 。 随着西藏

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 各西藏团 的规模较之过往更大 ，
人员组成较之过往更为多元

，

“

包括了西

藏各地的僧俗官员
，
寺庙的活佛

，
格西

，
各宗 、 谿 、 里的负责头人和富裕农民等

”

，
呈现出

“

社会地

位髙低不一
，
代表性较广泛

，
情况比较复杂

”

的特点 。

⑥

（

一

） 团 结统一 ： 各西藏 团 由达赖 、 班禅两方面共 同 组成

１ ９５２ 年国庆节即将来临之际 ，
达赖方面主动向张经武代表提出 （ 后经西藏工委 、 军区与西藏地

方政府协商安排 ） ，
愿组建一支以 向毛主席致敬之名义

，
由西藏地方政府高级代表组成的西藏致敬团

（柳霞 ？ 土登塔巴任团长、 丁 甲 ？ 多吉坚赞任副 团长 ） 前赴北京？ ；
在 日 喀则分工委的组织安排下 ，

班禅方面也决定成立一支致敬团 （丹巴 日杰任团长 ） 前往北京 。 为进
一步增进西藏民族内部 团结 ，

①相关研究内容较多地体现于阴法唐 、 徐淡庐 、 陈竞波 、 张 向 明等老 同志 ，

以及拉鲁 ？ 次旺多吉 、 唐麦 ？ 贡觉 白姆 、 夏扎 ？

甘丹班觉等上层人士的 回忆文章中 。 从近 １ ５ 年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
，
以 《解放西藏史 》 （

２００８ 年 ） 、 《西藏通史 ？ 当代卷 》 （
２０ １ ６

年 ）
两部著述围绕内地参观的论述最具代表性

，
且被学界广泛引述

，

研究呈现出更为具体的显著特点
，
并特别介绍 了 １ ９５２ 年柳霞所

率致敬团的部分情况 。

② 江平 、 黄铸等 ： 《怀念汪锋 》 ， 《 民族团结 》 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
，
第 ２２ 页 。

③ 西藏和平解放后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与西藏地方政府 （ 噶厦 ） 、 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是两种不

同性质的政治实体 。 即便是西藏 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
，
也仅仅是在形式上统一 了噶厦 、 堪厅委员会 、 昌都地区人 民解放委员会

，

并未改变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治实体同时并存的局面 。 统一战线性质政治实体昌都解放委员会区别于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噶厦

及班禅堪厅
，
故所派出代表团在性质 、 目 的 、 人员等方面皆存有明显差异 。 另从当时 《人民 日 报 》 的相关报道看

，
昌都地区代表团

与达赖 、 班禅派出代表团始终相提并论
，
如 １ ９５２ 年 １ ２ 月 ８ 日 《人民 日 报 》 报道的标题是 《西藏致敬团和 昌都藏族国庆节观礼代表

团的代表们盛赞东北和 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 》 。 故 昌都地区代表团与西藏噶厦或班禅堪厅所派代表团是有区别的 ，
不宜混谈 。

④ 《关于到各厂矿参观的试行办法 》 １ ９５４ 年 ３ 月 １ ８ 日 、 《规定各地机关、 学校 、 团体 、 公私企业赴东北参观办法 》 １ ９５４ 年 １ ０

月 １ ２ 日
， 《东北行政委员会关于到各厂矿参观办法的指示 （

１ ９５４ ＿ ３ ． ５
＿

８ ． １
） 》 ，

全宗号 ：
３４

，

目 录号 ：
６

，
卷号 ：

５２４
，
黑龙江省档案

馆藏 。

⑤ 《 １ ９５５ 年接待省外各民族参观团工作总结 》 ， 《黑龙江省 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据 中央组织少数 民族参观团 的指示精神 ，
组织 了

各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全国各大城市参观活动的专卷 （
１ ９５６ 年 ４ 月 ） 》 ，

卷号 ：
１ ６ １

，
目 录号 ：

２
，
案卷号 ：

１
，
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

⑥ 《关于 １ ９５ ６ 年参观团赴各地参观的通知 》 ，
编号 ：

００２
－

０２０
－

００７６９
－

００ ８
，

北京市档案馆藏 。

⑦ 徐淡庐 ： 《高原 日记摘抄 （续三 ） 》 ， 《西藏党史通讯 》 １ ９８８ 年第 ２ 期
，
第 ４４ 、 ４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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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
■ 中 国藏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 总第 １ ５４ 期 ）

两支致敬团在中央指示下
，
于印度加尔各答合二为一

，
并沿用

“

西藏致敬团
”

名义 （ 柳霞任 团长 ，

丹巴 日杰任第一副团长、 丁 甲任第二副团长 ） 。

？“

合并重组
”

的 １ ９５２ 年西藏致敬团是西藏和平解放

后
“

加强西藏内部团结认同
”

的关键步骤
，

“

达赖 、 班禅两方面共同组成统一的西藏地方代表团
，
普

遍由达赖代表任团长
，
班禅代表任副 团长

”

的组织原则 自此确立 。

“

达赖第一 、 班禅第二 ，
达赖为

正、 班禅为副
”

。
１ ９５４ 年 ８ 月

，
中央就达赖 、 班禅联袂赴内地期间的招待 、 宣传工作作出指示 ，

着重

指出 了达赖 、 班禅间隔阂猜忌的客观情况 ，
明确以文件的形式规定了达赖与班禅间应坚持

“

达赖第

一

、 班禅第二 ，
达赖为正

，
班禅为副

”

的原则 。

② 在京期间
，
达赖 、 班禅相互看望、 增进友谊 ，

共同

谒见了毛主席 、 聆听了亲切教导 ；
共同莅视了 中 国佛教协会

；
共同 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开闭幕式
；
共同登上了天安门检阅 台观礼国庆五周年庆典

；
共同参观了苏联展览馆和 中

央民族学院
；
共同参加了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 、 缅甸总理吴努访华等活动 。 在京活动结束后

，
达赖 、

班禅先后于 １ ９５５ 年 １ 月 ３ １ 日 、
２ 月 １ 日抵达沈阳

，
开始对我 国东北各主要城市的联袂考察 。 在哈尔

滨市期间
，
达赖 、 班禅及其亲属 、 经师、 亲信官员共居 同一寓所

，
相互拜访、 朝夕相处。 在参观市

容市貌 、 厂矿企业 、 名胜景点时 ，
达赖 、 班禅及其所属 四 品 以上僧俗官员 同路而行 、 交流观感 ，

产

生了
“

促进西藏民族内部团结
”

的积极效果 。

③

（
二

） 平等 尊 重 ： 充分热情 的接待工作彰 显党 的 民族政策

细致、 周到 、 耐心 、 热忱的接待工作 ，
使注重礼节的西藏上层人士深感来 自 中 国共产党的尊重

及高度重视 。 以 １ ９５４ 年接待达赖 、 班禅的准备部署为例 ，

１ ９５４ 年 ８ 月
，
中央专门 围绕接待纪律 、 接

待工作 、 宗教信仰 、 参观工作 、 其他方面等 ５ 项提出 了应注意的规范要求
，
强调了接待达赖 、 班禅

及其随同西藏僧俗官员 的重大政治意义 。

？ 以达赖 、 班禅联袂参观走访哈尔滨时的接待实际来看 ，
在

住宿生活方面 ， 特选定了毛主席曾居住过的别墅作为达赖 、 班禅的寓所 ，
并根据藏族的风俗习惯和

宗教信仰
，
重新进行了装修布置

；
在文娱活动方面

，
专 门组织安排了 ３ 场晚会

，
并特别为达赖 、 班

禅准备了冰上运动表演
；
在参观考察方面 ， 凡是其希望了解的 、 愿意看到 的 ， 都

一一得到 了满足 。

？

充分热情的接待工作使上层人士深刻体会到 了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
萌生了

“

我们到每个地方参

观的时间虽然很短
，
但由于是亲兄弟般的关系

，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 内相处都很融洽

” ？ 的真挚情感 。

率团赴内地考察的西藏僧俗上层人士普遍受到过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
谈话内容涉及国家大事 、 西藏

工作 、 宗教信仰等各个领域 ，
帮助他们卸下了西藏社会尚存的中 国共产党

“

扑灭佛法
”

的思想包楸 ，

清晰地阐述了 中 国共产党长期坚持
“

宗教信仰 自 由
”

的态度
，
以及对宗教信仰一律加以保护的决心 。

①徐淡庐 ： 《高原 日记摘抄 （续完 ） 》 ， 《西藏党史通讯 》 １ ９８８ 年第 ３ 期
，
第 ３３ 页 。

② 中共西藏 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 ： 《 中 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
１ ９４９
一

２００４
） 》第

一卷
，
北京 ： 中共党史出版社

，

２００５

年
，
第 ７７ 页 。

③ 《达赖喇嘛 、 班禅额尔德尼在哈市活动 日程细则 》 ， 《省人委及哈市人委关于接待波军歌舞团和西藏地区参观团及宣传有关材

料 （
１ ９５５ ．  １ ． １ ０

—

１ ２ ． １ ５
） 》 ，

全宗号 ：
３４

，

目 录号 ：
７

，
卷号 ：

８５
，

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

④ 《招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应遵守的纪律和应注意的事项 》 ， 《省人委及哈市人委关于接待波军歌舞团和西藏地 区

参观团及宣传有关材料 （
１ ９５５ ． １ ． １ ０

—

１ ２ ． １ ５
） 》 ，

全宗号 ：
３４

，
目 录号 ：

７
，
卷号 ：

８５
，
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

⑤ 《达赖喇嘛 、 班禅额尔德尼来哈参观接待计划 》 １ ９５５ 年 ２ 月 １ ０ 日
， 《省人委及哈市人委关于接待波军歌舞团和西藏地区参观

团及宣传有关材料 （
１ ９５５ ． １ ． １ ０

—

１ ２ ． １ ５
） 》 ，

全宗号 ：
３４

，
目 录号 ：

７
，
卷号 ：

８５
，
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

⑥ 《 同达赖喇嘛 、 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 （
１ ９５５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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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 国藏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８ 年
，
第 １ １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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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７
？

同时涉及上层人士所关心的私事？ ，
在与达赖的谈话中

，
回答了

“

达赖 的哥哥 （ 当才活佛 ） 逃到 国

外不回来的问题
”

；
在与班禅的谈话中 ，

针对
“

返藏途中是否收礼的问题
”

作出 了安排 ，
真诚地将团

结爱护工作做到了上层人士的心坎上 。

（
三

） 反帝爱 国 ： 英雄事迹教育 引 导下 的认 同 感增 强

“

各西藏团
”

在祖国各地考察走访时
，
除了参观厂矿车间 、 游览风景名胜、 走访寺院庙宇之外

，

普遍在陪同人员或当地的组织安排下
，
专程前往极具反帝爱国教育意义的各处历史遗迹 、 烈士陵园

或纪念馆进行参观吊唁 。 各地负责接待的 同志又分别结合本地革命斗争实际
，
向西藏上层人士介绍

本地在反帝爱国方面的相关情况 。 例如 ，
黑龙江省 、 哈尔滨市的领导在与达赖 、 班禅的谈话中

，
结

合哈尔滨曾是北满统治中心 、 我党地下活动 中心 、 东北解放战争后方基地的实际 ，
详细介绍 了赵一

曼、 李兆麟、 赵尚志 、 杨靖宇等英雄的革命事迹 。

② 事实证明 ， 专程前往极具反帝爱国教育意义的各

处历史遗迹 、 烈士陵园或纪念馆进行参观 吊唁的惯例
，
帮助西藏上层人士逐渐了解了近代以来帝国

主义列强侵略压迫中 国 、 欺凌奴役中 国人民 的苦难历史 ，
认清 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本质

，
激发了

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情 。 正如 １９５２ 年西藏致敬团第二副 团长丁 甲所说
，
东北人民抗击 日本帝国主义的

事迹
，
让他想起藏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
并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祖国 的历

史
，
说明了帝国主义是我们祖国各民族的死敌 。

③ “

坚决反对帝国主义
”

的认知基础上
，
上层人士对

于伟大祖国 、 中 国共产党的认同亦因这一惯例而愈发增强 。 例如 ，
拉鲁所率西藏参观团前往东北革

命烈士纪念馆参观吊唁后 ，
参观团成员索朗木表示 ：

“

由于毛主席政策好
，
教育了全国人民

，
我们才

出 了这些英雄 。

”

拉鲁则公开表达了对
“

毛主席英明领导 、 共产党伟大
”

的赞美之情
，
在留言簿上写

道
：

“

我们要继承先烈的壮志 ， 努力的来建设我们的祖国 ，
来报答烈士们 。

” ④

二
、 改革发展工作的阶段性特征于各西藏团参观考察中的体现

内地参观考察的实践
，
本质上是将上层人士置身于一个开放交流的新环境之中 ，

通过亲历、 亲

见、 亲闻 ，
使之脑海中 固有 的

“

污名化、 妖魔化 的党和 国家形象
” ？ 发生转变 ， 树立对党和 国家

“

安排好、 不降低
”

改革承诺的坚定信心
；
使之认识到西藏社会前进发展的大趋势

，
逐渐赞同并接受

中央提出 的民主改革原则 。 西藏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以及上层人士不同时期的认识特点 ，
决定

①《创造条件帮助西藏实现改革和进步》 （
１ ９５４ 年 １ ０ 月 ９ 日

） 、 《 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 》 （
１ ９５ ５ 年 ３ 月 ９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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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 １ ０９

、
１ ２４ 页 。

② 《省市首长谈话参考资料 》 ， 《省人委及哈市人委关于接待波军歌舞团和西藏地区参观团及宣传有关材料 （
１ ９５５ ． １ ． １ ０

—

１２ ． １ ５
） 》 ，

全宗号 ：
３４

，
目录号 ：

７
，
卷号 ：

８５
，
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

③ 《西藏致敬团和 昌都藏族国庆节观礼代表团 的代表们盛赞东北和 内蒙古各族人民 的幸福生活 》 ， 《人民 日 报 》 １ ９５２ 年 １ ２ 月 ８

日第 １ 版 。

④ 《关于招待西藏地区参观团工作的总结报告 》 ， 《省人委及哈市人委关于接待波军歌舞团和西藏地区参观团及宣传有关材料

（
１ ９５５ ． １ ．  １ ０

—

１ ２ ．  １ ５
） 》 ，

全宗号 ：
３４

，
目 录号 ：

７
，
卷号 ：

８５
，
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

⑤ 以档案资料为依据
，
考察分裂反动谣言蛊惑下的西藏上层人士

“

党和 国家形象
”

认知
，

可发现 ： 其一
，
对赴 内地参观感到恐

惧
，
担心参观结束后无法返回西藏

；
其二

，
对祖国内地抱有偏见

，
如上海被描述为

“

流氓小贼多
”

的城市
；
其三

，
对党和 国家建设发

展的丑化认识
，
如新中国生产的 白糖被污蔑为

“

内有人头骨 、 猪油等物
”

。 《关于招待西藏地区参观团工作的总结报告 》 ， 《省人委及哈

市人委关于接待波军歌舞团和西藏地区参观团及宣传有关材料 （
１ ９５５ ． １ ． １０

－

１２ ． １ ５
） 》 ，

全宗号 ：
３４

，
目 录号 ：

７
，
卷号 ：

８５
，
黑龙江省

档案馆藏
； 《青年团中央统

一战线工作部关于西藏第三届青年参观团报告的简报》 ，
编号 ：

Ｃ２３
－

２
－

１０ １
－

１５６
，

上海市档案馆藏 。



■

１４ ８
■ 中 国藏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 总第 １ ５４ 期 ）

了其在
“

西藏现代化与民主改革问题
”

上的思想认识将经历
“

否定之否定
”

发展过程
，
这意味着不

同历史阶段的组织上层参观的重点 内容以及中央领导人 ， 特别是毛主席与其谈话的核心 内容 ，
必将

随之适应调整 。 如此 ，
方能帮助上层人士积累认识上的量变

，
并进一步引导上层人士实现从感性认

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

（

一

）
和平解放初期

，
在对中 国共产党 、 新中 国缺乏深人了解的情况下 ，

受反动分裂势力蓄意破

坏影响
，
西藏部分上层人士对 《十七条协议》 所规定的部分内容存有因误解而产生的抵触情绪 。 加

之新疆、 青海 、 内蒙古等民族地区相继广泛开展的
“

减租减息
”

及土地改革运动的消息传至西藏后
，

造成上层人士开始担心中 国共产党未来
“

对贵族能否给予像现在一样的待遇 ？ 政策是否像生皮做的

帽子越来越紧 ？

” ① 因此
，

１ ９５２ 年 ８ 月 至 １ ９５４ 年 ６ 月 期 间各西藏团 的注意力
，
更多地集 中于考察

《十七条协议 》 所规定 的
“

不予变更 、 不加强迫
”

的承诺是否真诚、 是否将会被一以贯之地执行
，

以及各民族地区 、 各寺院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及改革后的实际情况。 其间 ，
以 １ ９５２ 年柳霞所率西藏致

敬团 、
１９５ ３ 年朵噶 ？ 彭措饶杰所率西藏国庆观礼团最具影响及代表性 。

在与柳霞 、 彭措饶杰等上层人士的谈话中 ，
毛主席指出

“

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
”

是 《十

七条协议》 中规定的 内容
，
协议是要执行的

，

“

但你们害怕
，
只好慢点执行

”

。 立足于中 国共产党 、

人民解放军帮助西藏建设的视角
，
毛主席将西藏全面执行协议内容的时间表从当下调整到 了未来的

某个时间
，

“

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
，
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的帮助

”

。 在此基础上 ，
毛主席

将西藏的改革发展工作赋予了 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
，
既着重强调了

“

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

况进行工作
”

的原则
，
又反复 申 明 了西藏地区各项工作

“

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 自 己商量去做 ，

中央只是帮助
”

的方针 。

② 毛主席的谈话既表明 中央坚决等候时机的鲜明态度 ，
同时最大限度安抚了

上层人士情绪 、 最大程度争取了上层人士支持 。

柳霞 、 彭措饶杰分别率团先后参观走访了 内蒙古 、 青海等历史上与西藏有着密切联系 的 民族地

区
，
以及延边朝鲜族 自治区和广西省桂西僮族 自治区等地 ， 特详细考察了土地改革运动在民族地区

的实际落实情况 ，
见证了当地少数民族

“

人畜两旺
”

的幸福生活？
，
实地验证了

“

自 治区的干部大

部分由本民族人担任
，
他们使用 自 己 的语言文字

”

的工作场景？
；
参观走访了土地改革运动后的甘珠

寺 、 塔尔寺等多地多座寺庙 ，
看到寺院的土地得到 了保护

，
活佛的地位丝毫未变

，
僧人们生活 日 益

富裕？
。 在与喜饶嘉措大师的亲切谈话过程中 ，

彭措饶杰发出 了
“

党 的 民族政策是确实为人民 的
”

赞许？
；
参观走访了哈尔滨 、 上海 、 天津等城市

，
考察了 民营工商业在中 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得到的恢

复与发展
，
看到了资本家在政治上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和权利 。 柳霞表示 ： 西藏上层 中盛传的

“

共产

党没收私人资本
”

谣言不攻 自破 。

⑦

①夏扎 ？ 甘丹班觉 ： 《甘丹夏扎家族史概述 》 ，

西藏 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 ：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 合订本 ） （
ｎ

） ，
北

京 ： 民族出版社
，

２００７ 年
，
第 ５０ ８

—

５０９ 页 。

② 《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的谈话要点 》 （
１ ９５２ 年 １ ０ 月 ８ 日

） 、 《接见西藏 国庆观礼团 、 参观团代表的谈话》 （
１ ９５ ３ 年 １ ０ 月 １ ８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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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 ８９ 、 ９０ 、 １ ０２ 、 １ ０３ 页 。

③ 《西藏致敬团等赴哈尔滨 》 ， 《人民 日报 》 １ ９５２ 年 １ １ 月 ２ １ 日 第 １ 版 。

④ 《西藏国庆观礼团团长朵噶 ？ 彭措饶杰向西藏僧俗官员 、 人民广播 》 ， 《人民 日报 》 １ ９５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第 ３ 版 。

⑤ 《西藏致敬团访西北后 回北京 》 ， 《人民 日报 》 １ ９５３ 年 ２ 月 ３ 日第 １ 版 。

⑥ 王富荣 ： 《朵噶 ． 彭措饶杰中将与毛泽东的一篇文稿》 ， 《军事历史 》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
第 ６７ 页 。

⑦ 《西藏致敬团团长柳霞 ？ 土登塔巴向西藏人民广播参观祖国各地的观感 》 ， 《人民 日报 》 １ ９５３ 年 ４ 月 １ １ 日第 ３ 版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赴内地西藏地方代表团概述 ？

１ ４９
？

（
二

） 在更为积极有利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认识 良性发展共同作用下 ，
西藏在 《十七条协议 》 的

初步落实工作中取得了一批显著成就 。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

，
阿沛在与计晋美的谈话中提出 了

“

根据我们脑

壳的大小制一顶恰好的帽子
” ① 的合作主张

；
达赖则主动明确地表达了

“

在您 （ 毛主席 ） 和 中 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 ，
我们一定做好西藏的各项工作

，
不断地提高

”

的积极愿望 。

② 因此
，
在 １ ９５４ 年 ８ 月

至 １ ９５ ５ 年 ６ 月 期间各西藏团的注意力
，
更多地集 中于考察新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日 新月 异以及前途

的无限光明 。 其间 ，
以 １ ９５４ 年达赖 、 班禅联袂或分别率队的两支参观团最具影响及代表性 。

１ ９５４ 年 １ ０ 月 １２ 日
，
柳霞向 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提交了达赖方面拟定的参观计划

，
特别提及希

望赴
“

东北 、 上海等各大城市参观
” ？

。 在国务院 的统
一部署安排下 ，

自 １ ９５４ 年 １ ２ 月 １ ３ 日 至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达赖 、 班禅既有联袂行程

，
又有分别计划

，
先后赴天津 、 南京 、 杭州 、 上海 、 沈阳 、

旅 （顺 ） 大 （ 连 ） 、 哈尔滨等城市参观访问 。 从各地逗 留 时间 、 各处参观内容上看 ，
参观团更侧重

于考察工业化较为发达的现代化城市和地区
，
所考察的工业门类则大多与西藏人民生产生活实际联

系较为密切 。 在天津 ，
达赖 、 班禅重点参观了毛织厂和印染厂 ，

提出 ：

“

也可以试办一些规模较小的

毛织业及皮革工厂和水力发电厂 。 有了
一点工业

，
才能改善人民生活 。

” ④ 在上海
，
达赖详细考察上

海中 国纺织机器制造厂的车间生产过程
，
听取新式 自 动换梭纺织机等设备的情况介绍

；
认真参观江

南造船厂钢铁结构车间 ，
观看工人使用巨型机器轧制钢材的过程

；
专程走访上海机床厂车间 ， 实地

了解厂内新产的新式磨床 。

⑤ 在哈尔滨
，
达赖 、 班禅对 自动化的大型机械设备以及青年工人的熟练操

作表现出浓厚兴趣
，

ＸｔＥ麻厂 的产量感到惊讶
，
对祖国能制造发电机、 电动机等重要设备及量具、

刃具等精密工具而感到 自豪 。 针对西藏的实际情况
，
达赖在电机厂认真了解发电机的相关情况

，
班

禅特地前往东北农学院畜牧场参观调研。

⑥

达赖因上海成为
“

由人民当家做主人的 、 以大批的人力和物力供应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城市 ，

而感到无限兴奋
” ⑦

。 班禅更兴奋地向毛主席汇报
，

“

在东北参观中
，
看到 了许多重工业的建设

，
感

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会很快地建设成
，
感到无限的高兴

”
？

。

“

西藏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落后
”

的深

刻感触下 ，
达赖承诺

“
一定打开以往应付的局面 ， 真诚地互相帮助 ，

共同努力工作
” ？

；
班禅也公开表

示
“

需要早些回去
，
做更多的工作

”
？

。 毛主席一面以释迦牟尼为众生解除受压迫的痛苦为例 ，
勉励

达赖 、 班禅在参观考察后形成的进步观念 ；

一面特别叮嘱达赖 、 班禅
“

不要急
，
慢慢地来… …

” “

你

①张定一 ： 《 １ ９５４ 年达赖 、 班禅晋京记略￣兼记西藏 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 ，
中 国藏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５ 年
，
第 １ ８４ 页 。

② 《 同达赖喇嘛 、 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 （
１ ９５５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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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 １ １ ４ 页 。

③ 张定一 ： 《 １ ９５４ 年达赖 、 班禅晋京记略￣兼记西藏 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 ，
第 １ ３７ 页 。

④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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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５ １ 页 。

⑤ 《

一九五五年一月 十八 日 达赖喇嘛来沪参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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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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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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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达赖喇嘛离开上海 陈毅市长昨晚设宴欢送 》 ， 《文汇报 》 １ ９５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第 １ 版 。

⑧ 《 同达赖喇嘛 、 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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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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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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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 同达赖喇嘛的谈话 》 （
１ ９５５ 年 ３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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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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１ １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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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
，
和大家团结一致地搞工作

，
不能因在内地看到了一些建设发展情况而着急

” ？
。

（
三

） 民主改革在四川涉藏地区率先开展后
，
部分局限于 自身阶级立场的西藏上层再次感到疑虑

不安 （ 在反动分裂分子的蛊惑 、 破坏下
，
甚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恐慌情绪 ） ，

开始顾虑民主改革何时

改、 如何改 ，
以及改革后的个人前途等问题 。 正如拉鲁所言 ，

“

我认为改革以后好
，
但改成社会主义

以后究竟怎么办
，
自 己现在还想不出来

” ②
。 因此 ，

在 １ ９５ ５ 年 ９ 月 至 １ ９５７ 年 ９ 月 期间
，
各西藏团 的

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考察中央对民主改革政策的态度 ，
以及内地社会主义改造情况 。 其间 ，

以 １９５５

年拉鲁所率西藏参观团 、 桑颇 ？ 登增顿珠所率西藏青年参观团最具影响及代表性 。

１ ９５５ 年 １ ０ 月 ２３ 日下午 ，
毛主席借接见西藏参观团和西藏青年参观团之机 ，

与拉鲁等上层人士

进行了两小时的亲切谈话。

③ 毛主席以释迦牟尼为例指引上层人士正确认识民主改革 目 的
，
并明确表

态
：

“

改革要你们下决心… …我们不能替你们下决心
”

；
以新疆、 内蒙古 、 延边等地的改革情况及汉

族中
“

贵族
”

的生活情况为例
，
劝导上层不要害怕 民主改革

；
针对上层人士所关心的生活待遇 、 个

人前途、 政治地位等方面作出 了
“

还是照 旧
，
不能改坏

”

的郑重承诺
；
给出 了

“

上海有个大资本家

叫荣毅仁
，
是我们汉人中的贵族

，
他现在准备搞社会主义 ， 你们去和他谈

一谈
”

的考察建议 。

④ 实地

考察后 ，
两支参观团 内部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认识分化 。 多数上层人士朴素表达了

“

这里工人多 、 生

活好
，
西藏那里生活不好

，
到现在还点酥油灯

” ？ 的羡慕与感慨
，
并流露出

“

人家进步很快
，
为什

么别人不害怕呢 ？ 全国都是社会主义了 ，
可我们中间还有人却还在往后拉

”

的进步愿望？ 。 但部分上

层的
“

思想斗争仍较尖锐
，
顾虑较大

，
在态度上不够明朗

”

。 上海方面为此特别提出
“

应当在社会主

义改造方面问题上组织一些参观和座谈
，
适当解决团长及贵族的顾虑

”

的接待计划
，
专 门安排西藏

青年参观团前往公私合营的 申九新厂 、 大中华橡胶厂实地考察调研。

⑦ 此外
，
部分上层人士在宗教信

仰问题上仍存有一定顾虑
，
表达了

“

今后西藏工业发展了 ，
人们都到工厂去做工还不够 ，

到那时寺

庙里就没人当喇嘛了
” ⑧ 的担优与不安 。

结合西藏参观团 、 西藏青年团在 内地参观所取得的思想进步 ，
以及仍旧存在的认识堵点

，
考虑

到上层人士对四川甘孜地区民主改革的普遍关心 ，
毛主席再次围绕

“

民主改革决定权、 民主改革时

机、 民主改革办法
”

等问题与拉鲁等人进行了坦诚真挚的面对面沟通引导 ，
再次重 申 了

“

政治地位 、

生活水平都要维持
”

，

“

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样子
”

的鲜明态度 。

？ 毛主席的讲话精神 以及在祖国 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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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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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 １ １ ４ 页 。

② 《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 、 西藏青年参观团负责人等的谈话 》 （
１ ９５５ 年 １ ０ 月 ２３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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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 １ ２８

—

１ ２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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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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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赴内地西藏地方代表团概述 ？

１ ５ １
？

的参观见闻
，
由拉鲁等人带 回西藏传达后

，
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上层人士的忧虑情绪 ，

为 中央代表

团赴藏庆祝西藏 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创造了更为积极融洽的政治氛围
，
为西藏的进一步发展创造

了条件 。

三 、 服务于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步走行稳致远的好方式

西藏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内地反帝反封建同时进行的一般经验
，
呈现反帝和反封建两步走

的特点 ：

“

第一步先反帝
，
暂不反封

，
首先把西藏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

；
第二步为西藏劳动

人民的阶级解放创造条件
，
待条件成熟时再反封 ， 争取将他们从封建农奴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

”①

西藏民主改革前 ８ 年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
维护好、 巩固好进军和经营西藏以来取得的政治统一

成果
，
夯实西藏作为祖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事实基础 。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 ，

反帝爱国 的上层人士 尚

为少数 ， 帝国主义扶植下的西藏上层反动分裂势力仍相当强大 。 因此
， 在坚决驱逐帝 国主义势力 出

西藏 、 取消外国特权的同时 ，
更应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

，
帮助绝大多数的西藏上层 中 间人士认

清
“

谁是我们的敌人 ？ 谁是我们的朋友 ？

”

围绕伪
“

人民会议
”

斗争的胜利
， 使许多西藏上层 中 间

人士接受了反帝教育
，
改变了其原本的亲帝恐帝心理

，
在政治态度上开始 向爱 国势力靠拢 。 在此阶

段性成果基础上
，
中 国共产党主动地把握了上层人士渴望进一步深入了解 中 国共产党 、 社会主义新

中 国 、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识需求 ，
积极地组织上层人士出西藏 、 赴 内地参观考察

，
引导上层人士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形势教育 。 具体来看 ，
团结统一的组织安排 、 细致周到 的热忱接待 、 反帝爱国

的沉浸教育
，
使得各西藏团深切感受到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亲密无间 的有机联系 ， 在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向全面纵深发展的 同时
，
更增强 了上层人士对伟大 、 光荣 、 正确 的 中 国共产党 ，

以

及欣欣向荣、 蒸蒸 日上的社会主义新中 国的具体体会
，

“

依靠祖国建设新西藏和热爱祖国 的思想
”

日

渐铸牢 。

② 组织上层参观的统战工作方式
，
有助于上层人士 自觉抵制对祖国的离心倾向 、 增强对祖国

的向心力
，
教育引导了上层人士深刻认清敌我矛盾

，
主动站到反帝爱国立场上来

，
是促进西藏反帝

爱国统一战线逐步形成的关键步骤。

帮助西藏农奴群众翻身解放 ，
实现西藏

“

日 月 换新天
”

，
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进军西

藏 、 经营西藏的根本任务。 但和平解放前的西藏
，
是全国唯一没有 中 国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 的省

区 。 西藏群众长期受民族、 宗教观念禁锢 ，
加之环境闭塞

，
严重缺乏进步革命思想 。 因此 ，

在西藏

民主改革前 ８ 年
，
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坚持慎重稳进方针

，
还应保持足够的耐心

，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

的积极因素 。 需要在反帝爱 国统一战线旗帜下 ，
教育和等待西藏领导人员乃至整个上层集团觉悟 ，

并顺应西藏旧制度已然腐朽 、 新萌芽呼之欲出 的历史必然 ， 争取他们转变到人民立场上来 ，
与 中 国

共产党合作共事 ， 为西藏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二步创造条件 。 但复杂独特的地理环境、 封闭保

守的心理因素 ，
造成了 旧西藏大多数的上层人士对西藏之外的情况了解不多 、 不深 。 在缺乏榜样参

照比对的情况下 ，
上层人士很难认识到 自身所处封建农奴制度的落后衰败

，
更难对社会主义新西藏

产生具体的憧憬向往 。 组织西藏上层参观是将上层人士置身于与祖国 内地建立并保持密切的政治 、

①《解放西藏史》 编委会 ： 《解放西藏史 》 ，
北京 ： 中共党史出版社

，

２００８ 年
，
第 ５２８ 页 。

② 《招待西藏参观团总结报告 》 ， 《黑龙江省 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据中央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的指示精神 ，
组织了各少数民族参观

团赴全国各大城市参观活动的专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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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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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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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案卷号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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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文化吐纳关系 中 ，
从而帮助上层人士跨出小天地 ，

开阔眼界、 增长知识 ，
是保障西藏社会进

步发展内外联动的重要契机 。 具体来看 ，
现代化的城市建设、 自 动化的厂矿车间给上层人士 留下了

极为深刻的印象 ，
推动了西藏的工作 ， 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

一批西藏地方重要官员 因此成为讲述好、

宣传好中央民主改革精神的代言人
，
以及保障好 、 推动好新西藏社会稳定发展的促进派 。

《解放西藏史》
一书中

，
针对

“

组织上层参观
”

的统战实践
，
提出 了

“

两个好方式
”

的观点 ：

“

这既是他们 （
上层人士 ） 了解中 国共产党 、 认识祖国 、 加强民族团结的好方式 ，

也是中央直接了解

西藏情况
，
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
团结西藏民族的好方式 。

” ① 在此基础上
，

“

组织上层参观
”

的统战

实践
，
也是服务于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步走行稳致远的好方式 。

附录一 各支西藏地区代表团概况表 （
１ ９５２

—

１９５７ 年 ）

编号 代表团名称
自拉萨出发

时间

抵达北京

时间

自京返藏

时间
团长 第一副 团长 毛主席接见时间

１ 西藏参观团
１ ９５２ 年 ８ 月

７ 曰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

３０ 曰

１９５３ 年 ２ 月

２８ 曰

欧系 ？

土登桑却

门堆巴 －

洛桑旺堆
１ ９５ ２ 年 １ ０ 月 ８ 日

２ 西藏致敬团
１ ９５２ 年 ８ 月

２１ 曰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

３０ 曰

１ ９５ ３ 年 ２ 月

２８ 曰 、
４ 月

９ 曰

柳霞 ？

土登塔 巴
丹巴 日杰 １ ９５ ２ 年 １ ０ 月 ８ 日

３

西藏青年

参观团

１ ９５３ 年 ３ 月

３ 曰

１９５３ 年 ６ 月

７ 曰

索康 ？

喀洛旺觉

噶雪 ＿

敢异
１ ９５ ３ 年 １ ０ 月 １ ８ 日

４

西藏佛教

代表团

１ ９５３ 年 ４ 月

３ 曰

１ ９５ 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功德林 ？

晋美吉村活佛

兑炯 ？

益西多吉活佛
１ ９５ ３ 年 １ ０ 月 １ ８ 日

５

西藏国庆

观礼团

１ ９５ ３ 年 ８ 月

３
、６ 、１７日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

２８ 曰

１ ９５４ 年 ６ 月

２８ 曰

朵噶 ？

彭措饶杰
纳旺金巴 １ ９５ ３ 年 １ ０ 月 １ ８ 日

６

达赖所率

参观团

１ ９５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１ ９５４ 年 ９ 月

４ 曰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

１２ 曰

十四世达赖

喇嘛

１ ９５４ 年 ９ 月 １ １ 日
，

１ ０ 月 ９ 日
；

１ ９５５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３ 月 ８ 日

７

班禅所率

参观团

１ ９５４ 年 ７ 月

１ ６ 曰

１ ９ ５４ 年 ９ 月

４ 曰

１ ９５５ 年 ３ 月

１ ２ 曰

十世班禅额尔

德尼

１ ９５４ 年 ９ 月 １ １ 日 、

１ ０ 月 １ ０ 日
；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３ 月 ９ 日

８

西藏国庆

观礼团

１ ９５４ 年 ８ 月

５ 曰

索康 ？

旺清格来
１ ９５４ 年 １ ０ 月 ２５ 日

９ 西藏歌舞团
１ ９５４ 年 ８ 月

５ 曰

雪康 ？

索朗达杰

１ ０ 西藏参观团
１ ９５４ 年 ８ 月

５ 曰

１９５４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１ ９５５ 年 ３ 月

２８ 曰

然 巴 ？

朗吉旺秋
何巴敦

１ ９５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

１ ９５ ５ 年 ２ 月 １ ２ 日

１ １ 西藏参观团
１ ９５５ 年 ９ 月

４ 曰

１ ９５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

１０ 曰

拉鲁 ？

次旺多吉
安庆 ？ 定结

１ ９５５年 １０ 月２３日
；

１ ９５ ６ 年 ２ 月 １ ２ 日

１２

西藏青年

参观团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

４ 曰

１ ９５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

桑颇 ？

登增顿珠
才旺多登

１ 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

１ ９５ ６ 年 ２ 月 １ ２ 日

１ ３

西藏体育

观摩团

１ ９５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１ ９５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
索康晋美

① 《解放西藏史》 编委会 ： 《解放西藏史 》 ，
第 ２３０ 页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赴内地西藏地方代表团概述 ？

１ ５ ３
？

编号 代表团名称
自拉萨出发

时间

抵达北京

时间

自京返藏

时间
团长 第一副 团长 毛主席接见时间

１４

西藏妇女

参观团

１ ９５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１ ９５６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１ ９５７ 年 １ 月

１ ６ 曰

唐麦 ？

贡觉 白姆
才苏才羊 １ ９５ ６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１ ５ 西藏参观团
１ ９５６ 年 ９ 月

６ 曰

１ ９５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帕 巴拉 ？ 格列

朗杰 （ 名誉 ）

桑颇 ＊

才旺仁增

夏孜 ？

洛桑桑珠
１ ９５７ 年 ３ 月 ２ 日

１ ６

西藏青年

参观团

１ ９５６ 年 １０ 月

１７ 曰

１ ９５７ 年 ５ 月

１ ３ 曰
平措旺秋 白玛生杰

１ ９５７ 年 ２ 月 ８ 日 、

３ 月 ２ 日

１ ７ 西藏歌舞团
１ ９５６ 年 １ ２ 月

２５ 日

１ ８

西藏妇女

代表团

１ ９５７ 年 ５ 月

１７ 曰
仁钦卓玛

１ ９ 西藏参观团
１ ９５７ 年 ７ 月

１２Ｂ

土登桑布
扎什伦布

寺季康堪布

２０

西藏青年

参观团

１ ９５７ 年 ９ 月

１０ 曰

ｆｃＥ ： 本表以 《人民 日 报》 《文汇报》 及 《 中 国共产党西藏历与己大事记 （
１ ９４９ ２００４

） 》 《 中华通鉴 ■ 西藏卷 》 《毛

泽东年谱》 等资料中 的相关内容为依据 ，
对于其中存在争议的时间点 ，

以 《人民 日 报 》 记述为准 。

［本文责任编辑 杜冰梅 ］

［ 作者简介 ］
孙师文

，
哈 尔 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博士研究 生 （ 哈 尔 滨 １ ５０００９

） ；
程早 霞 ， 浙

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 浙江大学 国 际政治研究所所长 （杭 州 ３ １ ００５ 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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