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革命中重要的历史事件，

也是西藏人民翻身得解放的重大历史事件。朱德是

中国革命中军事上的主要领导人，也是西藏和平解

放时期的主要军事领导人。朱德为西藏和平解放做

出了杰出的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朱德在西

藏和平解放时期的人格魅力和为藏族人民谋幸福

的情怀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一、红军长征时期朱德与藏族爱国人士

结下的深厚情谊为西藏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红军长征时期，朱德与西康白利寺格达活佛建

立了深厚友谊，在藏族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为以后西藏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1935 年 8 月，张国焘擅自率领红军左路军和

右路军一部南下，在川康边境受到蒋介石的阻击和

围剿，转战数月，损失惨重，被迫向甘孜地区撤退。
红军虽然有所重振，但军中处于断粮状态。红军铁

的纪律和奋斗精神感动了藏族同胞，在甘孜很有威

望的格达活佛，见红军缺粮，便带领甘孜等地藏族

同胞积极支援红军，仅格达的白利寺一次就拿出青

稞、豌豆等 150 多担，使红军渡过了难关，他的行动

受到朱德的高度称赞。当红军成立“中华苏维埃博

巴政府”时，朱德推荐格达活佛任主席，开始格达活

佛不想担任此职，朱德说：“博巴政府是为穷苦人民

办事的，你不当主席谁当？谁能为博巴人民谋福

利？”经朱德多次真诚开导，格达活佛终于答应就任

博达政府主席一职。在此期间他与朱德、刘伯承建

立了亲密的关系，感情很深，格达活佛带领甘孜藏

族人民全力支援红军，为红军渡过难关和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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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很大的作用，为感谢他的支持，红军司令部曾

发布保护白利寺布告：

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
保护，任何部队不得入内侵扰，违者严办，切切此
布。

中国抗日红军
公历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

红军北上抗日时，留下了三千多名伤病员，格

达活佛组织群众多方保护，使他们免遭国民党反动

派的残害，保存了红军的力量。朱德与格达活佛的

交往说明红军本身为穷苦大众谋幸福的宗旨与民

族政策，受到藏族人民的认同与拥护，信仰马克思

主义的军队受到藏族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藏族人民

对红军、对共产党的认识由“朱德 - 红军 - 共产党

-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过程逐步深化。虽然不能对

这个过程估计太高，但却反映了西康藏区藏族人民

认识了解共产党，开始走向革命的早期历程[1]。长

征时期朱德与格达活佛建立的深厚友谊，不仅是中

国共产党早期从事少数民族工作、进行少数民族地

区革命的尝试，也为以后西藏和平解放奠定了基

础。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十八军进军西藏受到西康

人民的热情欢迎和支持，格达活佛多次给朱德写信

拥护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主动要求到拉萨劝说西

藏地方噶厦政府派人到北京谈判，并为西藏和平解

放事业而英勇献身，说明了朱德在长征时期的民族

工作的影响和积极效果，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为

各族人民谋幸福的党，是受到各族人民欢迎和拥护

的。

二、西藏和平解放时期朱德与毛泽东

共定战略方针和积极进行藏族上层统战工作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朱德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创始人之一，一直担任工农红军、八路军和人民

解放军总司令，在中国各族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拥有极高的威望，人们经常把毛泽东与朱德连称

为“朱毛”。如：建国前后，许多中央文件和命令都是

毛泽东与朱德联合署名，各地上报中央的文件也是

报给毛泽东与朱德。朱德善与人合作、实事求是的

处事方式，宽厚仁慈、胸襟坦荡、顾全大局、与民众

打成一片的品格形成了其特殊的人格魅力，这种人

格魅力吸引着全国各族人民归向中国共产党所领

导的中国革命事业。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西藏上层

人士积极支持西藏和平事业，其中就有朱德人格魅

力的影响和作用。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

长期羁留在青海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

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毛主席与朱总司令于 11

月 23 日复电班禅，“接读十月一日来电，甚为欣慰。
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
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富强的各民族
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
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2]

1950 年 1 月 10 日，我人民解放军决定由十八

军担负进军西藏任务。2 月底，长征时期与朱德有

交往的西康省爱国知名人士格达活佛、夏克刀登、
邦达多吉等派出代表到达北京，拜谒朱德总司令，

表示藏胞渴望解放，愿意尽一切人力、物力支援人

民解放军，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朱德亲自接见了

西康藏族代表汪嘉等人，谈话中，朱德“希望藏胞一
致协助人民解放军修路运粮与克服一切困难，以便
迅速解放全部藏胞。”西康代表表示：“返康后一定
发动藏民全力支援解放军，恢复发展生产，在人民
政府领导下建设藏族同胞的新生活。”[3]之后，十八

军在进藏途中，西康藏族给予了大力支持。例如：进

藏部队在康区极端缺粮的情况下，降央白姆、夏克

刀登就地给部队采购粮食 13 万斤。昌都战役中，降

央白姆、夏克刀登动员 15000 头牦牛支援运输，为

西藏和平解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4]

1950 年 1 月 18 日，政务院召开西藏问题座谈

会议，朱德讲话：“西藏问题最好采取政治解决的办
法，不得已时才用兵。第一步先要争取西藏的知识
分子，特别是受过内地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对西
藏的贵族、王公、喇嘛也要注意争取和分化，要向他
们说明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要把西藏的政治、经
济、文化都发展起来，共同把西藏建设好。”[5]

1950 年初，中央通过多路方式打通与西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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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谈判的渠道。其中一路是格达活佛。1950 年 5 月

5 日，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

副主席的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致电朱德总司令、
刘伯承司令员，请求入藏劝和，朱、刘立即复电表示

赞许。格达活佛离开白利寺，前往拉萨。途中，他以

饱满的热情，不受世俗约束，积极向藏族群众宣传

中央的政策法令，并以亲身所见，介绍人民解放军

在西康藏族地区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的事

实，劝说土司、头人、藏军官兵勿与解放军为敌。7

月 24 日，格达活佛抵达昌都，立即向西藏地方政府

噶伦兼昌都总管拉鲁等说明来意，并给拉萨挚友写

信，表示即将去拉萨促成和谈。西藏地方政府知道

格达活佛来意后，即将他阻止于昌都，不准他到拉

萨，也不许他回甘孜，扣留一个月左右。8 月 22 日，

格达活佛被害身亡，随行人员被押往拉萨。朱德闻

悉格达活佛被害噩耗，悲愤不已。
1951 年 4 月 22 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

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到北京，周恩来总理、朱
德副主席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以及首都群众到车

站热烈欢迎。
4 月 27 日，十世班禅及堪布厅各负责人 45 人

抵达北京，向毛主席致敬和协商和平解放西藏事

宜。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

以及首都群众到车站热烈欢迎。
5 月 23 日，朱德总司令出席并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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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仪式。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个协
议符合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因此也符合于
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中国民族大团结的胜利，
对于妄图阻挠和破坏西藏和平解放的帝国主义侵
略势力，则是一个严重的失败。中国人民政府一定
要援助西藏人民清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护伟大祖国
的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永远获得解放，回
到伟大祖国的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汉民族
的帮助下，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
逐步地改善与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希望西藏地方
政府切实负责地执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
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希望达赖喇嘛
和班禅额尔德尼亲密地团结起来，在中央人民政府

领导之下，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努力。”[6]次日，以阿

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代表

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

并敬献哈达和礼品。5 月 25 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

东发布《进军西藏训令》，朱德为进藏部队写了八条

意见：“一、进军西藏，巩固国防，是光荣而伟大的任
务。二、要做好行军的准备工作，衣、食、住、行件件
都计算很周到。三、不怕困难，不怕险阻，管你崇山
峻岭，雪山草地，我们可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没
有人民解放军通不过的道路。四、团结友爱，互相帮
助，大家动脑筋，大家出主意，什么困难都可以克
服。五、要发扬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的精神，要保持
人民解放军纪律优良的传统。六、帮助西藏人民是
最光荣的，要尊重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学会藏语，
并且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和藏族同胞亲密相处。
七、要有长期建军的思想，练好武艺，保卫国防，搞
好生产，保证给养。我们是一支战斗大军，又是生产
大军。八、学会和自然做斗争的本领，多想办法，多
出主意，多种粮食，多养牛羊，用我们辛勤的劳动逐
步把高原变成沃土。”[7]

5 月 31 日，朱德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及其随

员和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

团离京返藏举行宴会。 6 月 2 日，周恩来总理、朱
德副主席等到火车站送行离京的十世班禅及其随

员和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

表团。
《十七条协议》签定后，维护协议、反对分裂任

务艰巨复杂，中央特别重视西藏的统战工作，中央

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基本上是亲自上阵，

统战效果显著。1954 年 7 月，经过统战，达赖喇嘛

与十世班禅赴京参加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达

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世班禅

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常委。在稍后的全国政协第一次

会议上，十世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京期

间，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并亲切会谈，朱德副主席

亲自设宴款待达赖喇嘛与十世班禅，使达赖喇嘛和

班禅大师非常感动。
1951 年 11 月，按照《十七条协议》的规定，人

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边防及各战略要地，担任保卫国

防任务。1952 年 2 月 11 日，中人民解放军西藏军

李荟芹，徐万发：朱德对西藏和平解放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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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成立，驻拉萨人民解放军、西藏地方部队和拉萨

市僧俗人民群众举行庆祝大会，大会致电中央人民

政府毛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人民
解放军根据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于去年 9月间胜
利进驻拉萨，并根据协议第 15 条的规定，于 1952
年 2 月 10日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成立标志着毛主席民族
政策再一次光辉的胜利，也标志着祖国国防进一步
巩固，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永远滚出西藏去，是西
藏人民自由幸福的生活得到有力的保证。”[8]

西藏和平解放后，朱德也一直关心《十七条协

议》的执行和西藏的公路交通建设情况，并曾多次

指示。和平解放初期，西藏交通落后，物资供给困

难，为此，中央指示加紧通往西藏公路的修建。1952

年 11 月 20 日，由 4 万多名指战员和技工，费时一

年半，跨越六座陡峭险峻的雪山，修通了 440 公里

长的康藏公路甘孜至昌都段。通车后，毛泽东主席、
朱德总司令分别题词表示祝贺。朱德题词曰：“军民
一致战胜天险，克服困难打通康藏交通，为完成巩
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而奋斗。”[9]朱德等新

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西藏交通事业的关心为西藏

未来的交通事业、经济、文化发展和国防事业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三、朱德对西藏和平解放贡献的现代启示

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西藏

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对马克思主

义民族理论的创新，都是功勋卓著、丰碑永存的。今

天，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给我们许多启示：

第一，西藏一切工作的最基本原则是维护国家

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国家统一，是各民族社会发展

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各民族自由幸福生活的坚强后

盾和有力保障。西藏和平解放时期，朱德等共和国

领导人在处理各种问题时，以战略眼光，从大局出

发，把维护祖国统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反
对民族分裂作为考虑问题的前提，对其它问题可以

先不谈、放缓，从而保证了西藏和平解放事业的顺

利完成。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仍将是我们

今天西藏工作的基本原则。

第二，少数民族的解放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历史

使命和最高纲领就是领导人民大众走向解放，实现

共产主义。人民大众包括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当

然也包括藏民族。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民主改革使

西藏人民获得了解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

和光荣使命，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今天，中国共

产党领导西藏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让西藏人民过

上幸福的生活，也是其当前和今后的历史使命和责

任。
第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民族地区工作

的基本方针。西藏和平解放时期，毛泽东、朱德等中

央领导人从实际出发，根据西藏当时特殊的自然地

理、民族宗教、社会发展程度和国际环境，制定了切

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如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治

为主军事为辅的方针、僧俗上层统战路线、不吃地

方、到北京和平谈判、促使达赖与班禅团结、尊重藏

族风俗习惯等等，为西藏和平解放奠定了重要基

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仍然是我们今天及以后

西藏工作中应坚持的基本方针。
第四，发挥少数民族人民的主人翁精神是民族

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基础。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西藏

地区藏族的先进爱国人士及广大藏族人民群众，积

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全力支持人民解放军进

军西藏、保卫祖国国防。他们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

充分发挥了主人翁作用，是和平解放事业取得顺利

进展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事物发展是

内因与外因的互动作用，内因起主要作用，外因起

次要作用，今天西藏社会的发展需要西藏各族人民

在维护西藏稳定、发展经济文化等方面努力发挥主

人翁精神。
第五，领袖的个人魅力对少数民族的解放和发

展也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等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中形

成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对和平解放西藏发挥了积

极作用。今日，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各民族的发

展，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也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威

信及其领袖的个人魅力发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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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De's Contribution to Tibet's
Peaceful Liberation

Li Huiqin Xu Wanfa
(College of Marxist Studies, Tibe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Tibet's peaceful liberation is a significant and great event in both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history of Tibetan people's liber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ibet's peaceful liberation, Zhu De was an
important lead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one of the major military leaders in Chinese revolution.
He took part in the strategy -making about Tibet's peaceful liberation and commanded the action that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marched into Tibet. This article praises Zhu De'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ibet's
peaceful liberation because his friendship with Tibetan living Buddhas in the Long Mar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ibet's peaceful liberation. It means that his charisma ha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liberation.
Key words: Tibet's peaceful liberation; Zhu De; contribution

[责任编辑：拉巴次仁]

[责任编辑：蔡秀清]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Music Dancing of
Ancient Qiang

Lu Keshe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Qinghai Universities for Nationalities, Xining, Qinghai 810007)

Abstract:In the article the music dancing of ancient Qing is studied and analyzed with the help of
archaeology, myth and rock paintings. It is believed that pottery basins, drums and ceramic towers painted with
dancing figures are the earliest physical evidences for the music dancing of ancient Qing,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dance in Kunlun myth are the earliest records of it, and the rock paintings with dancing figures can have it
reappear.The term of "dancing and singing with arms linked"in ancient literature is the recor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ancing.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music dancing of ancient Qing wa connected with the
Tibetan dance in the past.
Key words:Qiang; dance; Tubo; dance with arms lin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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