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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世纪 ５ ０年代新疆进藏先遣连

获胜的原 因 及历史意义
＠

周 翔 陈 科 有

［ 摘要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 ， 党 中 央 顺 应 西 藏各族 人 民 的 呼 声 ， 决 策 解 放 西 藏 。 随 后 党 中 央 制 定

“

四 个 方 向 ，
五 路大 军

”

的 多 向 进藏策 略 ， 从新 疆 、 青 海 、 四 川 、 云 南 方 向 ， 分別 派遣人 民 解 放 军 部 队协 同 进

军 西藏 。 其 中 ， 新 疆进藏 部 队 先 遣连 于 １ ９ ５ ０年 ８ 月 １ 日 启 程 进 军 西 藏 ， 在极 为 艰苦 的 情 况 下 取得 了 胜利 。

文 章 总 结 和分析 了 先 遣连 的 致胜原 因 及其深远历史 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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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４ ９年 １ ０ 月 中 华 人 民共和 国 成 立后 ， 党 中 央顺应西藏 各族人 民 的 呼 声 ， 将解放西藏 提上 了 议事 日

程 。
１ ９ ５ ０年 ， 中 国 人 民解放军受命进军西藏 ， 作为探路性质 的

一

支解放军非 主 力 部 队
“

先遣连
”

， 于 ８

月 １ 日 率先进军藏北高原 ， 开启 了 解放西藏 的 历程 。

“

先遣连
”
一

词 最早见于 １ ９ ５ ０年 ７月 新疆军 区 的 文件 ， 时任 新疆军 区 司 令 员 王震根据独 立骑兵师 、 喀

什军 区党 委意见 ，

“

正式 批准独立骑兵 师第
一

团 第
一连 为进藏先遣连

”

。
？ ７ 月 底 ， 新疆军 区 下达 的 电文

中 ，
正 式 明 确 组建

“

进藏 先遣连
”

。 在此前 的 １ ９ ５ ０年 ５ 月 ，
独立骑兵师 已 决定 派遣侦查参谋彭青云率领 小

股部 队先 行入藏探 明 情况 ， 文件称 为
“

骑兵部 队
”

或
“

先遣分 队
”

。 新疆进藏先遣连 （ 以 下简称
“

先遣连
”

）

表现 出 的
“

不 怕 牺牲 ，
无畏艰难

”

的精神 ， 是时代 的 需要 ，
它连 同

“

长征精神
” “

两路精 神
” “

老西藏精 神
”

等 ，

共 同 筑成 了 西藏社会发展 的 精神之基 。 在纪念西藏和平解放 ７ ０周 年 的 今天 ，
回 顾 、 总结先遣连进藏 的 历

史 、 致胜原 因 及其意义 ， 很有必要 。

一

、 先遣连 成 立 的 背 景及进藏历程

先遣连 的 成立及进军西藏 ， 是 国 际 国 内 形 势多重 因 素 作 用 下 的 产物 ， 具体而言 ， 包括时代 因 素 、 历史

？ 本 文系 四 川 师范大学 中 华传统文化学 院重 点 项 目
“

西藏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 历史经验研 究
”

（ ３〔３？〇乂 ２１１＼￥ １１ ２ ０ ２ ０  人 １ ）课

题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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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素 、 地理 因 素等 。

（

一

）先遣连进藏的时代背景

自 鸦 片 战争发端 ， 西方列 强 觊觎西藏地方 ， 英属 印 度又对西藏奉行侵吞蚕食政策 。 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上述情形有增无减 ， 在分裂势 力 挑拨教 唆下西藏分裂 势 力 在 １ ９ ４ ９年 ８ 月 制 造 了 

“

驱汉事件
”

。 新 中

国 成立 ， 以美 国 为首 的 西方反 华 势 力 仇视新生 的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 政权 ， 对新 中 国 采取经济 、政治 、 军事等

多种手段 以达成绞杀企 图 ，
也企 图 以 各种 阴谋活动 阻挠解放军入藏 。

新 华社 １ ９ ４ 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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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英 、

美 、 印 反 动派 勾 结西藏地方反 动 当 局 举行这个
‘

反共
’

事变 的 目 的 ， 就是企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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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丧 失 独 立 自 由 ， 变 为外 国 帝 国 主 义 的 殖 民 地奴

隶
”

；

“

西藏是 中 国 的 领土 ，
绝不容许任何外 国 侵略

”

，

“

如果敢于妄 想分割 和侵略西藏和 台 湾 ，
它就

一

定要

在伟 大 的 中 国 人 民解放军 的 铁拳之前碰得头破血流
”

。
①表 明 了 中 央和 全 中 国 人 民 捍卫 国 家主权和 领

土 完 整 的 决 心 ， 震慑 了 外 国 挑 衅者及分裂 势 力 。
１ １ 月 ２ ２ 日 《 人 民 日 报 》 短评指 出 ：

“

美帝 国 主 义者竭 力

阻止 中 国 人 民解放西藏 ， 其 目 的 就是为 了保 留 在西藏 的 帝 国 主义势 力 ， 以便于把西藏变作进
一

步侵略 中

国 的 军事基地 。

”

②

１ ９ ４ ９年 １ ０ 月 １ 日
，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 成立 ， 大陆版 图 独剩西藏亟待解放 。 同 日

， 针对西藏上层分裂集 团

妄 图 实现
“

西藏独 立
”

的 迷梦 ， 十世班禅额 尔德尼 ？ 确 吉坚赞在青海 致 电 毛泽东 主席 、 朱德 总 司 令 ， 代表

全体 西藏 人 民 拥 护 中 央人 民 政府 ， 并表示 ：

“

今 后 人 民 康 乐可期 ， 国 家之复 兴有 望 。 西藏解放 ， 指 日 可

待 。

”

？ 毛 泽 东 、 朱德 １ １ 月 ２ ３ 日 联 名 复 电 十世班禅表示 ， 中 央人 民 政府必 能 满足 西藏 人 民 爱 国 统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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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１ ９ ５ ０年年初 ，

毛泽东在 出 访苏联 时仍关心 西藏 局 势 ， 及时 了 解西藏 的 最新态 势 ， 商讨对策 ，
进而作 出

“

解放西藏 ，
宜早

不宜迟
”

⑤ 的 战略决断 。

（二 ）西藏 、新疆之间的地理 、历史等多重联系

西藏与新疆之 间 虽有茫茫 昆仑 、 喀 喇 昆仑 山等数道天堑阻隔 ， 但两地 毗邻 ， 同 胞情深 ， 自 古经 贸 交流

往来 不 断 ， 文化互通 已 久 。 西藏 自 古就有联 系 新疆地 区 的 通道 ，

一

直保持 畅通 。 先遣连进藏前夕 ， 探 明

了 具有通行可能性 的 进藏路线有克里雅古道 、 桑株古道 、 克里 阳古道等三条 ，
以克里雅古道最具挑 战性 ，

然此道直线路程最短 ， 在 时 间 上利于解放军早 日 进藏 ， 故被优先选取 。
？

历史 因 素方面 ，
吐蕃 王朝在唐朝 中 叶 以 后就多次 用 兵西域 ，

西域佛教尤其是于 阗佛教文化对吐蕃产

生 了 较 大 影 响 。
？ 吐 蕃 赞普 不仅选 派青年到 于 阗 去 学 习 ， 而 且译介 于 阗 佛 教徒 所说 的 预言 （ 授记 、 悬

记 ） 、 于 阗 佛教 史等著作到 吐 蕃 。

⑧新疆 、 西藏 间 存在 着友好而 古老 的 经济 、 文化互通历史 ， 活跃于藏疆

①中 共 中 央 文 献研 究 室 、 中 共 西 藏 自 治 区 委 员 会 编 ： 《 西 藏工作 文 献 选 编 （ １ ９ ４ ９  ２ ０ ０ 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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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商道 的 民 间 商业联 系 频繁 ， 商人交流不断 ， 食盐 、 玉石 、 黄麻 、 羊 毛等 贸 易 商 品与文化艺术 、 宗教
一

直在

两地交流与传播 。

（三 ）先遣连受命组建

新 中 国 成立之初 ， 人 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 、 西南野 战军及 陈赓所部第 四 兵 团 分别进驻新疆 、 四 川 、 云

南 。 根据这种情况 ， 为加快西藏解放 ， 党 中 央在全面考量各进藏路线 的 困 难程度 以 及进藏部 队 的 准备情

况后 ， 部 署 了
“

四 个方 向 ，
五路大军

”

的 多 向 心进藏策 略 ， 从新疆 、青海 、 四 川 、 云南方 向 ， 分别 派遣人 民解

放军部 队协 同 进军西藏 。 其 中 ， 中 央确 定 了 新疆进藏 的 队伍 、 路线 、 时 间等 。 毛泽东在 １ ９ ５ ０年 １ 月 ２ 日 的

一

封 电文 中 表示 ：

“

由 青海及新疆 向 西藏进军 ， 既有很大 困 难 ， 则 向 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 的 任务应确定 由

西南 局 担 负 。

”

①

１ ９ ５ ０年 ５ 月 １ 日
， 新疆军 区担 负 进藏 任务 的 部 队 独 立骑兵师正式组建 ， 何家产任师长兼政委 ，

田

星伍任 副政委 ， 肖 林达任政治部 主任 ， 隶属 于新疆军 区并 由 驻扎喀什 的 二军就近代管 。
？独立骑兵师开

始着手进军西藏 的 各项事宜 。
７月 ， 先遣连 的 筹建工作进入尾 声 。 当 月 中 旬 ，

王震 司 令 员 根据独立骑兵

师 、 喀 什军 区党委 意见 ，
正式批准骑兵师第

一

团 第
一连为进藏 先遣连 。 随之 ， 该连 由 昆仑 山 施工地段撤

回 于 阗 ， 着手进藏准备工作 。

＠师部决定 ，

一

团 保卫股长李狄三任党代表及连队 总 指挥 ， 曹 海林任连长 ，

彭青云任 副连长 ， 李子祥任指 导 员 ， 由 此组成连 队 的 指 挥机关 ， 具体 负 责连 队进藏途 中各项事务 ， 包括原

国 民 党起义军官 曹 海林等组成包括藏 、 汉 、 回 、 蒙古 、 锡伯 、 哈萨克 、 维吾 尔等 ７个 民族 的 战士共 １ ３ ６人 ？ 的

队伍 ，
正式组成新疆进藏 的 开路先锋 先遣连 。

１ ９ ５ ０年 ８ 月 １ 日 ⑤
，
正 式组建 的 先遣连在 昆仑 山 下和 田 县普鲁村举行 了 誓师 动 员 大会 。 独 立骑兵师

政治部 主任 肖 林达主持大会 ， 师长兼政委何家产代表军 区领导 向 先遣连授旗 ， 转达 了 新疆军 区 司 令员 王

震对 出 征将士 的 牵挂和 期盼 。 之后 ， 先遣连启 程 ， 开始执行翻越 昆仑 山进军西藏 的 任务 。

（ 四 ）先遣连的进藏历程

先遣连于 ８ 月 １ 日 开始行军 ， 翻越 了 赛虎拉姆峡谷 、 昆仑腹地 ， 孤军深入 ， 踏进西藏地界 。 先遣连在两

水泉
一

带遇见
一

户 藏族牧 民 ， 并取得信任结成
“

夏保
”

？
。 通过与牧 民 的 接触 ， 先遣连宣传党 的 民 族宗教

政策 ， 提升了 人 民解放军在 当 地 的 影 响 ， 最终在两水泉建立 了 藏北第
一

个据 点 。

先遣连派 小股士兵在两水泉驻守 ， 大部分人马 则 继续挺进 。
１ ０ 月 ， 先遣连进军至改则 宗所属 的 扎麻

芒堡？
， 并 留 守此地到 次年 ５月 下旬 与后续部 队在此会师 。 驻守 的 ８个 月 间 ， 随着粮食 、 食盐 、 医药等物 资

的 日 渐枯竭 ， 战士不断发病 ， 时刻有 生命危 险 。 不仅要面对 吃穿住 用 、严寒气候 ，
而且要面对阿里地方头

人威胁 当 地牧 民
“

不准 同 解放军接触 、 不准给解放军带路 、 不准卖给解放军东西
”

⑧ 的严 峻形势 。 李狄三

召 集连 队指挥 员 商讨对策 ， 动 员 全体 战士开展 生产 自 救 ，

“

向 天要粮食 ， 向 地要营房
”

。 此外 ， 先遣连 以 动

物 毛 发代 替针线 ， 并在 藏北 高原冻土上筑成
一

排排地窝 子营房 。 先遣连开展 生产 自 救 的 消 息在 当 地不

①中共 中 央 文献研究室等 编 ： 《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 》 ［
Ｍ

］ ，
北京 ： 中 央文献 出 版社 、 中 国 藏学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７年
，
第 ６页 。

② 公丕才 ： 《 英雄先遣连 ： １ ９ ５ ０年西北 部 队进军 阿里 纪 实 》 ，
第 １ ５页 。

③ 同 上 ，
第 ２ ４页 。

④ 因 革 命 年代 信 息 残缺
，
先遣连人 数 说 学 界 尚 无 定论

，
目 前 有 １ ３ ５ 、 １ ３ ６ 、 １ ３ ８ 、 １ ３ ９ 、 １ ７ ３多 种说 法 ，

以
“

１ ３ ６

”

之说得 到 先遣连 指 战 员

的 集体认 可及新疆军 区 、 阿里军分 区部分 电报 的佐证
， 最为可信 ，

本文予 以 采用 。

⑤ 关于 先遣连 的 出 征 日 期
，
学 界认 为是 ８月 １ 日

，
但 陈 永 泰 （ 先遣连 烈士 陈 忠 义 之子 ）认 为应是 ７月 ３ １ 日 。 经笔 者 参 阅 《 和平解放西

藏 》 《 进藏英雄先遣连 》 、 部分 中 央与进藏部 队 往来 电报 以及 彭青云 、 李子祥 、 曾 自 修等老革命 的 集体 回 忆
， 以及 采访李彦青 （先遣连 彭青

云之妻
，
现居 乌 鲁 木齐 ） 的 回 忆 （ ２ ０ １ ９年 ５ 月 ３ 日 ） ， 最终认为

“

８ 月 １ 日
”

的说法 可信度更高 。

⑥ 夏保 ，
藏语

，
意为

“

朋 友
”

。

⑦ 由 于 音译 差别
，
现存 的 汉文 资料 有

“

扎麻芒 堡
” “

扎麻芒保
” “

扎麻 芒 布
”

等 多种 版本 。 笔 者几经 比对
， 同 时参 考公 丕才 所编 的 《 英

雄先遣连 》 书
， 最终采用

“

扎麻芒 堡
”

词 。

⑧ 王 国 民 ： 《 进藏先遣连独 闯 世界屋脊 》 ［
Ｊ

］ ， 《 朝花 夕 拾 ＞ 
２ ０ ０ ９年第 １ ０期 。



２ ０世纪 ５ ０年代新疆进藏先遣连获胜 的 原 因 及历史意义 ？１ ０ ５
？

胫而 走 ， 引 得藏族群众前去参观学 习
， 部分藏族群众逐渐私 下与先遣连战士接触 ， 并 冒 着风 险给 战士们

提供糌粑 、 食盐等 ， 军 民 间 的 感情在相互交往 中 日 渐加深 。

党 中 央和 西北 局 领 导在得知 先遣连 的 英 勇 事迹后 ， 在全党 、 全军 中 积极 宣传先遣连 的 光辉事迹 ，
组

织干部 战士学 习
“

先遣连精神
”

。
１ ９ ５ １年 ３ 月 ５ 日

， 新疆军 区授予该连
“

进藏先遣英雄连
”

荣誉称号 ， 全连每

人荣记
一

等功
一

次 。 王震在给先遣连 的 嘉奖 电 中说 ：

“

你们 执行毛 主席 的 号 召 ， 为解放西藏 ，
统一全 国 领

土
，
通过荒 无人烟 的 昆仑 ， 冒 危难艰苦进入西藏 ， 饱受冬季 恶劣 气候 ， 表现 了 高度爱 国 主义 的 英雄气概 ，

有功于人 民祖 国
， 除号 召 新疆全体指 战 员 以 你 们 为模范外 ， 特 以解放大西北纪念章及人 民 功 臣 奖章各

一

枚 ， 奖给全连指 战 员 。

”

①全连成建制 地被授予如 此高 的 荣誉 ， 在人 民 军 队历史上并不 多见 。

安子 明率领 的 后续部 队和 先遣连 的胜利会师 ， 补 充 了 武器装备 、 粮食 、 衣药等战 略物 资 ，
连 队抽调 四

十余 名 体 格强 壮 、 战 斗 力 强 的 人 员 组成 先遣分 队 ， 由 彭青云率领 ， 先于安子 明 领导 的 后续部 队开拔 。 连

长 曹 海林则 组织二十余 名 重病号 战士 ，
留 守扎麻芒堡 。

６ 月 ２ ２ 日
， 彭青云率先遣分 队到达普兰 宗境 内 巴

格海子 。
２ ５号 ， 先遣分 队抵达普兰重镇 巴 噶 。

２ ９ 日
， 安子 明 、 彭青云率部进驻普兰县城 ， 并于 ７月 ９ 日 分别

率领 留 驻 巴 噶 的 部 队和 先遣分 队 ， 挥师北上 。
８ 月 ３ 日

， 先遣分 队胜利抵达阿里 噶 本政府所在地 噶 大

克 。
？ 彭青云 、 安子 明 部 自 扎麻芒堡整装 出 发后 ， 分别途经 冈 底斯 山 、普兰 宗 、 日 土 宗 。 在先遣分 队抵达

噶 大克 当 天
， 阿里地方政府 的 驻地上空飘扬起鲜艳 的 五星红旗 。 整整

一

年 又三天 的 艰苦行军 ， 先遣连 以

损伤近半 的 沉重代价 ， 赢得了 藏北 的 和平解放 。

先遣连解放阿里后 ， 投入到 当 地 的 剿 匪战 斗 中 ， 历经多次 战役 ， 肃清 了 残 匪 ， 缴获 了 骆驼 、 牦牛 、 马 、

羊等牲畜 ，

＠广 大藏 族群众重获安 宁 。 完 成 剿 匪任务 后 ， 由 安子 明 率领 部 队和 先遣连 ， 与为执行剿 匪任

务而挺进到 阿里 的 独立骑兵师二 团 九连共 ４ １ ０人 ，
组成 阿里骑兵支 队 ， 安子 明 任支 队长 ， 先遣连被编 为该

支 队第三连 。
？根据形势 需要 ， 驻 扎在 当 地 的 骑兵部 队 的 归 属 、 称谓均 发 生 变 动 。

１ ９ ５ ２年 ３ 月 ，

“

整编 为

西藏 军 区 藏北 骑兵 支 队 ， 后 改 为新疆军 区 阿里骑兵 支 队
”

⑤
。 先遣连 出 色地完 成 了 党和 人 民 赋予 的

“

解

放藏北
”

的 使命 ，
连队 中 战士则 被编入阿里骑兵支 队 ， 肩 负 起

“

保境戍边
”

的 任务 。

二
、 先遣连 从新疆胜利 进藏 的 原 因

在全面解放西藏 的 关键时刻 ， 先遣连 勇 敢地接受 了艰 巨 、 紧迫 的 任务 ， 并取得 了 胜利 。 究其根源 ， 得

益于 先遣连在 开展对藏工作过程 中 始终模范地执行党 中 央 以 及西北 局 、 新疆军 区等各级领导机关制 定

的 针对西藏解放 的 民 族 、 宗教方面 的政策和 指 令 ， 并结合藏北 实情 ， 依托
“

和平为 主 ， 武 力 为辅
”

的解放政

策 ，

“

团 结 藏 民 ， 尊重藏胞
”

的 民 族政策 ，

“

争取上层 ， 信仰 自 由
”

的 宗教政策 ， 帮 助连 队及后续大部 队在西

藏站稳脚跟 ， 同 时为党在西藏 的 民族工作进行 了 有益探索 ， 夯 实 了 基础 。

（

一

）坚持
“

和平为主 ， 武力为辅
”

的解放政策

西藏不 同 于 内 地 ， 因 历史 、 地理等原 因 ，
呈现 出 错综复杂 的 局 面 。

１ ９ ４ ９年 １ １ 月 ， 毛泽东就解放西藏 明

确 指 示 西北 局 ：

“

解决西藏 问 题不 出 兵是不可能 的 ，
出 兵 当 然不 只 有西北

一

路 ，
还有西南

一

路 。

”

？毛泽东

１ ２ 月 赴苏联访 问 途经东北时 ， 致 函 中 共 中 央并西南 局 ， 指 出 解放西藏必须下决心 ， 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

否则夜长梦多 。

？西藏地 区 局 势 的 发展 ， 敦促 中 央下定决心 ，
尽早解放西藏 。

①《 和平解放西藏 》 ，
第 １ ２ ３页 。

② 公丕才 ： 《 英雄先遣连 ： １ ９ ５ ０年西北 部 队进军 阿里 纪 实 》 ，
第 ２ ０ ３ ２ ０ ６页 。

③ 袁 国 祥 ： 《 阿里探秘 五十年前骑骆驼上 阿里采访纪 实 》 ［
Ｍ

］ ，
乌 鲁 木齐 ： 新疆美术摄影 出 版社

，

２ ０ ０ ７年
，
第 １ ３ ７页 。

④ 西藏军 区政治部 ： 《 世界屋 脊风云录 》 ［
Ｍ

］ ，
北京 ： 解放军文 艺 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１年
，
第 ２ １ ３页 。

⑤ 张 明 儒 ： 《 扎根记 》 ［
Ｍ

］ ，
乌 鲁木齐 ： 新疆人 民 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５年
，
第 １ １ ６页 。

⑥ 《 毛泽 东西藏工作文 选 》 ，
第 ３页 。

⑦ 《 解放 西藏史 》 ，
第 ５ ２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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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５ ０年 １ 月 １ ４ 日
， 美 国 合众社公布西藏地方摄政达扎致该社 电报 ，

电报称 ： 决定分别 派遣
“

亲善使 团
”

至英 、 美 、 印 、 尼 泊 尔等 国 表 明
“

独立
”

， 并另 派
一

使 团 到 内 地 以便 向 中 共 当 局解释并表 明
“

独立
”

。 西藏上

层反 动 势 力 控制 下 的 西藏地方 当 局 有意挑衅人 民解放军 ， 妄 图 挑起 、 激化 中 央与西藏地方 、 内 地 民 众与

广大不 明 形势藏族群众 间 的 矛盾 ， 借此破坏西藏和平解放进程 。
１ 月 ２ ０ 日

， 外交部 发言人表 明 态度 ： 如果

拉萨 当 局 背叛祖 国
， 向 外 国 派 出

“

亲善使 团
”

表 明
“

独立
”

， 中 央人 民政府将不容 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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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 中 央对西藏反 动集 团 的 蓄意挑衅作 出 有 力 回 击 ， 并且

决定采 用
“

武 力 与和平解放西藏
”

的 两手策 略 ， 始终为西藏 局 势 留 有和平处理 的 可 能 ， 及时有效地稳定住

了 西藏地方大局 。

先遣连 自 进入西藏 地界 ， 便处于上 至西藏地方政府 、 阿里 噶 本政府 以 及改则 宗本府 ， 下到 驻地 附近

的 马 本 、 头 人等地方大 小 势 力 的 严 密监视下 。 当 人 民解放军在两水泉 、 多孟 、 扎麻芒堡等处建立转运 留

守 点 之 际 ，
西藏 地方政府示 意改则 宗本府 以 各种手段延 缓阻碍先遣连 的 进军 ，

意 图 将先遣连
“

困 死 、饿

死 、 冻死
”

。 面对改则 各级地方政府及藏军 的 多 番挑衅 ， 李狄三 、 彭青云等人始终 以 大局 为重 ， 坚持
“

和平

为 主 ， 武 力 为辅
”

的 政策 ， 命令连 队士兵保持克制 ，
坚决不开第

一

枪 ， 多次灵活巧妙 地挫败反 动 势 力 的 不

轨 图谋 ， 为解放军胜利进藏并有效维护 当 地秩序 ， 做 出 了 表率 。

（二 ）恪守
“

团结藏民 ， 尊重藏胞
”

的民族政策

先遣连进军西藏 的 位置为 阿里地 区 。 阿里地处西藏西部 、 新疆 以南 ， 平均 海拔约 ４ ５ ０ ０米 ， 气候寒冷 ，

离拉萨和 乌 鲁木 齐都较偏远 。
？无论是进藏途 中 ，

还是驻守扎麻芒堡期 间 ， 全连战士始终处于极端气候

和 恶劣 环境 的 考验下 ，
这对先遣连在西藏站稳脚跟 、 开展工作造成诸多 困 难 。

１ ９ ４ ９年 ２ 月 ４ 日
， 毛 泽东 在西柏 坡 同 来访 的 苏共 中 央政治 局 委 员 米高扬会谈时提及西藏 问 题 ：

“

西藏

问 题也并不难解决 ，

… … 民 族 问 题
， 尤其是受 宗教控制 的 地 区 ， 解决它更需要时 间 ， 需要稳步前进 ，

不 应操之过 急 。

”

③ ４ 月 １ 日
， 毛 泽东 又 提 出 进军西藏 ，

“

不 吃地方
”

，

“
一

面进军 ，

一

面建设
”

的 方针 。
④ 中

央多 次 向 各路进藏 部 队 申 明 在藏 开展 民 族工作应注意 的 问 题和 事项 ， 给予先遣连 明 确 的 指 导原则

慎重稳进 。

先遣连视政策重于 生命 ，
驻守扎麻芒堡时组织士兵 帮 助 藏族群众义务 劳 动 ， 同 时 向 来访 的 藏族群众

赠送茶 叶 、 食盐 、方糖等稀缺物 资 ， 解决群众 困 难 。 解放军战士 的工作 ，
逐渐消解 了 藏族群众 内 心 的 疑惑

与不安 。

在先遣连与 当 地藏族群众接触 中 出 现 的
一

些小插 曲更能佐证连 队坚决执行党 的 民 族政策 的坚决 。

先遣连
一

次外 出 打猎 ， 有士兵意外地击 中 了 当 地牧 民 的 牦牛 ，
此事 引 起 了 连 队领导 的重视 。 李狄三迅速

致信给阿里 噶 本赤 门 巴 、 马 朗 巴
，
通报对两起事故 的 处理情况 ， 信 中 说 ：

“

连 队在打猎时 ， 误伤牧 民 两头牦

牛 ，
已 对肇事者进行处理 ， 并赔偿牛主才典和 才仁两人大洋 ５ ０元 、 玉米 ３ ０ ０斤 、 面粉 １ ０ ０斤 ， 砖茶 ３块 以及花

布若干 。

”

⑤这说 明 先遣连坚定 地执行
“

团 结 藏 民 ， 尊重藏 胞
”

的政策 ， 维护 藏族群众利 益 ， 照顾广大藏族

群众 的 情感 ， 为党 的 民 族工作积 累 了 宝贵经验 。

（三 ）遵循
“

争取上层 ，信仰 自 由
”

的宗教政策

在
“

政教合
一

”

制 度下 的 西藏社会 ， 贵族 、 官家 、 寺 院上层僧侣
“

三大领 主
”

统治着 人 口 占 绝大 多数 的

下层 民 众 ， 处于农奴制 桎梏下 的 广大人 民长期遭受盘剥 。 在 旧 西藏 的政治体 系 中 ， 僧俗上层掌握着至高

无上 的 权 力 ， 中 央要处理好西藏 问题绕不开与他们打交道 ，
而先遣连在藏北站稳脚跟亦需与 当 地僧俗上

①中共西藏 自 治 区党史 资料征集委 员会 编 ： 《 中共西藏党史 大事记 》 ［
Ｍ

］ ，
拉萨 ： 西藏人 民 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０年
，
第 ３ 、 ４页 。

② 《 解放 西藏史 》 ，
第 ９ ２页 。

③ 师哲 ： 《 在历 史 巨人身边 师 哲 回 忆录 》 ［
Ｍ

］ ，
北京 ： 中 央文 献 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１年
，
第 ３ ８ ０页 。

④
“

进军西藏 ， 不 吃地方
”

，
引 自 中共 中 央 文献编辑委员 会编辑 ： 《 邓 小平文 选 》 ［

Ｍ
］ （第 卷 ） ，

北京 ： 人 民 出 版社
，

１ ９ ８ ９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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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接触 。

１ ９ ５ ０年 １ 月 １ 日
， 中 共 中 央就处理西藏 的 民 族和 宗教 问 题 向 西南 局 、 西北 局提 出 指导意见 ：

“

处理原则

应该是 向 各少 数 民 族极 力 表示好感 ， 多 和 他们 发 生关 系 ， 不侵 害并保护 他们 的 利益 ， 不论他们是上层或

下层 ， 是僧侣 或平 民 都好 。

”

① ５ 月 １ ７ 日
， 中 共 中 央再次 指 示 西南 局 、 西北 局 ：

“
一

、政教合
一

， 宗教神 圣不可

侵犯 ，
达赖 在西藏 人 民 心 中 有很高 的 信仰 … … 四 、 劳 动人 民极 其穷苦 ， 但统治 阶级利 用 宗教维 系 力 仍然

很强 。

”

？上述材料反 映 出 中 央处理西藏 民 族 和 宗教 问 题 的 态 度 ， 即 尊重现 实 情况 ， 保护 各 民 族
“

宗教信

仰 自 由
”

的 权利 ， 对政教体 系 不合理之处 因 势 利 导 ，
避免 因 操之过 急 而伤 害到 西藏各 民 族各 阶层信教者

的 情感 。

先遣连在部 队 出 征前便 由 彭青云对连 队士兵进行过宗教方面 的 教育 ， 将士们 初步 了 解到 了 西藏 的

社会情况 。 部 队行军途 中 先后 同 阿里 当 地多位活佛 、 喇 嘛 以 及信教 民众有过接触 。 连 队领导 多次拜访

当 地活佛 ， 表 明 我军 的 宗教政策 。 在驻守扎麻芒堡时 ， 先遣连坚持不随意进入 当 地寺庙和神 山 圣湖 ；

外 出 执行任务 时遇到 经幡 、 佛塔等 ， 也遵守地方宗教 习 俗 。 先遣连多次 以 实 际行动诠释着这支 队伍 的

精神 ，
宣 示这是

一

支寻求西藏人 民解放 自 由 的 革命部 队 。 先遣连在 阿里地 区积极争取上层僧侣 ，
主 动

接触信教群众 ， 率先在西藏地 区打破僵局 ， 为其余各路进藏部 队 以 及 日 后我党 、 我军处理 民 族 、 宗教

问 题所借鉴 。

三
、 先 遣连进藏 的 历史 意 义

先遣连率先在 雪域高原插上人 民 军 队 的 旗 帜 ， 鼓舞 了 其他各进藏部 队 ； 解放军 多路进军 ， 加速 了 西

藏和平解放 的 进程 ， 及时有效地维护 了 国 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 。 先遣连在解放西藏过程 中 衍 生 出 的
“

先遣

连精神
”

对建设新西藏意义重大 。

（

一

）率先在西藏土地上插上人民军队的旗帜 ， 策应了 西藏的解放

在各路解放军 的 强 势进军下 ， 前藏 、 后藏 、 阿里等地先后解放 。 青海方 向 ， 中 共西北西藏工委及第十

八军独立支 队于 １ ９ ５ １年 ８ 月 ２ ８ 日 在香 日 德举行西藏和平进军 的 誓师大会后 出 发 ，

９ 月 ２ １ 日 翻越唐古拉 山 ，

１ １ 月 ４ 日 到达黑 河地 区
，

“

黑河牧 民 穿戴 着节 日 盛装热 烈 欢迎
”

？
。 青 海进藏部 队经过 ３个 月 艰苦行军于

２ ７ 日 抵达拉萨 ， 宣告胜利 完成 了 青海进军西藏 的 使命 。

川 康方 向 ， 中 共西南 局 担 负 着进军西藏 主 力 的重任 ， 由 张 国 华 、 谭冠三率领 的 二野十 八军 负 责 。 王

其梅 、 李 觉率领军前指及北路先遣部 队 自 四 川 乐 山 出 发 ， 吴 忠率领五十二师前指 向 雅安行进 。
１ ９ ５ ０年 １ ０

月 ， 人 民解放军进藏部 队 发起 昌 都战役 ， 昌 都解放 。

？次年十 八军继续前进 ， 挥师深入 ， 挺进拉萨 。

云南方 向 ， 陈赓 、 宋任 穷麾 下 的 四 兵 团 于 １ ９ ５ ０年年初解放 云南 ， 随后 派遣十 四 军
一

二六 团 协助 十 八

军打 响 昌 都战役 。

一

二六 团
一

部 的 先遣分 队于 １ ９ ５ １年 ８月 ３ ０ 日 进至藏东竹瓦根后 ，

９ 月 １ ０ 日 由 芒康 出 发 ，

并于 １ ０ 月 １ 日 进驻察 隅 ，

⑤在藏南插上了 人 民军 队 的旗 帜 。 其后 ， 部 队西进 ， 直 至西藏 的 彻底解放 。

新疆方 向 ， 李狄三 、 彭青云等组成 的 先遣连
一

行 １ ３ ６人 ， 成 为新疆方 向进藏 的 开路先锋 。
１ ９ ５ ０年 ８月 １

日
，
连 队 自 昆仑腹地挥师启 程 ， 进军神 速 ， 先后跨越 昆仑 山 、达坂等天堑 ， 不过 月 余 即 踏上藏北高原 ， 取得

解放阿里 的 初步胜利 。

所 以 ， 就进藏 日 程而言 ， 新疆先遣连创 造 了 两个第
一

。 首先 ， 第
一

个进军西藏 。 先遣连 １ ９ ５ ０年 ８月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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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后于 ９ 月 中 旬 在藏北建立我军第
一

个转运 点 两水泉 ，
１ ９ ５ １年 ８ 月 ３ 日 先遣分 队胜利抵达阿里 噶本政

府所在地 噶 大克 。 相 比之下 ， 川 康方 向 的 进藏 主 力 十 八军是在 １ ９ ５ ０年 １ ０ 月 解放 昌 都 ， 进而深入西藏

各地 的 。 云南方 向 的
一

二六 团 在 １ ９ ５ １年 １ ０ 月 １ 日 解放察 隅 。 青海方 向 的 十 八军独立支 队在 １ ９ ５ １年 １ １ 月

初进入藏 北黑 河 （今那 曲 ） ， 最终于 ２ ７ 日 与十 八军会师拉萨 。 其次 ， 先遣连虽是规模最 小 的 解放军部 队 ，

但却是各路进藏部 队 中 最早在西藏插上人 民 军 队旗 帜 的 队伍 。 因 此
， 策应 了 其他 四 路人 民 军队 的 进藏 ，

推动 了 西藏全境 的 和平解放 ， 建立了 不朽 的 历史功 勋 。

（二 ）率先建立起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治联系

西藏 自 元代 归 于 中 央政府直接管辖 ， 历经 明 清两朝变革 ， 中 央政府
一

直对西藏进行有 效治理 ； 民 国

时期 由 于英美等外 国 势 力 的 干扰 ， 西藏地方与 中 央政府 的 关 系
一

度不正常 。 直至先遣连挺进西藏 阿里 ，

重新扭转 了 这
一

不利 形势 。

先遣连将士在进藏 后 执行党 的 民 族 、 宗教政策 ， 赢得藏族群众赞誉 ，
逐渐也 影 响 了 阿里地方官

员 。 为此 ， 阿里专 员 赤 门 色通过秘书 才旦朋杰 、 扎西才让 致 电 毛 主席 ：

“

中 央人 民 政府军官李狄三 ，

抵达那 日 过力 松 目 区 ， 我们 结成 了 朋 友并 听从 中 央人 民政府命令 ， 因 此没有 引 起
一

点 战争 ， 很好地实

现 了 和平 … … 西藏人 民 要做 中 央人 民政府 的 老百姓 。

”

①

中 央收到 电文后 ，
迅 即 回 复 。 毛泽东 １ ９ ５ ０年 １ ２ 月 ３ ０ 日 复 函 才旦朋杰 、 扎西才让 ：

“

我很高兴知道你 们

同 到达你 们 那 里 的 人 民解放军结 成 了 朋 友 。 人 民解放军开入西藏 的 目 的 ， 是 为 了 帮 助 西藏人 民解脱外

国 帝 国 主义和 蒋介石反 动 派 的 压迫 ， 所 以
一

切开入西藏 的 人 民解放军 ， 到 处都 同 西藏人 民 结成 了 朋友 。

”

？

中 央对阿里地方官 员 释放 的 善意 ，
以 电文往来 的 形式加深 了 对西藏地方 的 了 解 ，

也 为 日 后 中 央对西藏 的

治理作 了 铺垫 。

先遣连 的 进驻对西藏 的 意义并非 局 限于藏北
一地

，
而是和 其他各路大军

一

样牵 动着整个西藏 。 先

遣连在藏 北 的 军事 存在 和 十 八军等在前藏 的胜利进军遥相 呼 应 ， 推动着西藏 的 和平解放进程 。 毛泽东

在 １ ９ ５ １年致信达赖 喇 嘛 ：

“

西藏地方政府和 西藏人 民 在伟大祖 国 大家庭 中 ， 在 中央人 民政府统
一

领导下 ，

得 以 永远摆脱帝 国 主义 的 羁 绊和 异 民 族 的 压迫 。

”

？ 毛泽东 主席考虑 到 了 西藏社会 的 特殊情况 ， 同 时在

信文亦强调 内 地与西藏 的
一

体性 ， 希望 以 情感 因 素 促使西藏地方 当 局 迷途知返 ， 表 明 了 中 央 的 诚意 ，
也

有助于双方建立更深层次 的 信任 。

（三 ）

“

先遣连精神
”

激励着新西藏建设者
“

先遣连精神
”

是对
“

老西藏精神
”

特别 能 吃苦 、 特别 能战 斗 、 特别 能 忍耐 、 特别 能 团 结 、 特别 能奉

献 的 全面体现 。 自 先遣连从南疆普鲁村开拔 ， 到次年 ８ 月 ３ 日 抵达阿里 噶大克 ， 前后 ３ ０ ０多个 日 夜 ， 进藏 战

士经受 了 严酷 的 自 然条件 、 极度匮乏 的 物 资等 的 挑 战 ， 依 旧 奋 勇 向前 ，
造就 了

“

先遣连精神
”

。 先遣连 的

这种宝贵精神 在 中 央及地方各省市 区支援西藏建设 的 过程 中 得到 了 延续和 光大 ，
经久不衰 ， 激励着

一

批

批新西藏援建者接续前行 ，
乐于奉献 。 中 央多次 召 开西藏工作会议 ， 研究援 助事宜 ， 给予西藏政策优 惠 、

财政补 贴 、 物 资援助 、 基建 帮 扶 、 干部选 派等诸多便利 ， 推动西藏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长足 发展 。

四 、 结 语

解放西藏是人心所 向 、 大势所趋 。 先遣连在新 中 国 成立之初复杂 的 国 际 国 内 背景下组建 ， 是时代 因

素 、 历史 因 素 、 地理 因 素 综合作 用 的 结果 。 先遣连面对 自 然环境 的 极端考验 ， 并应对装备简陋 、 物 资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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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艰苦情况 ，
驻 守边地 ，

遵守党 的 民 族 、 宗教政策 ， 李狄三 、 彭青云等连 队干部带领士兵积极开展 生产 自

救 ， 并在藏 族群众 中 宣传党 的 民 族 、 宗教政策 ， 争取群众支持 ， 最终站稳脚跟 ， 完 成解放藏北 的 大业 。 先

遣连在打破藏北 旧 秩序 的 同 时 ，
也推动 了 新秩序 的建立 。

先遣连进军西藏 ， 具有深远 的 历史意义 。 在先遣连挺进西藏前 ，
连队 中 不少士兵 曾 在新藏公路普鲁

卡子段开 山 筑路 ， 是有 名 的 筑路模范 。 后 临危受命 ， 转而进军西藏 。 在
“

四 个方 向 ，
五路大军

”

的 进藏方

针下 ， 先遣连率先 突破青藏高原 的 地理 阻隔 ， 并在 阿里重镇 噶 大克 宣示 了 中 央 的 管辖权 。 阿里解放后 ，

先遣连转 为藏 北 国 境线戍守部 队 ， 保卫着祖 国 西部边 陲 的 领土完 整与安宁 。 先遣连在进藏途 中 表现 出

的 战天斗地 、 视死如 归 、 团 结互助 、 爱 民 助 民等
一

系 列 行为成功塑造 了
“

先遣连精神
”

， 成 为
“

老西藏精神
”

的 内 核 ， 并在西藏 的 革命 、建设 、 改革过程 中 经久不衰 ， 推动 了 西藏 的 革命与建设事业 。
１ ９ ５ ７年 １ ０ 月 ６ 日

，

新藏 公路顺利通车 ， 北起南疆 叶城 ， 南 至 阿里 噶 大克 。 至此 ， 新疆与西藏 间 新增
一

条 至关重要 的 连接道

路 ，
双方物 资得 以 大规 模交流 ， 新藏公路与青藏公路 、 川 藏公路 、 滇藏公路 ， 成 为新西藏建设 名 副 其 实 的

“

生命线
”

， 打通 了 西藏东 出 北进 的道路 网 ， 密切 了 内 地与西藏 的 联 系 。

先遣连 的 故事 至今仍然在西藏 广 为流传 ，

“

先遣连精 神
”

已 经成 为
一座无形 的 丰碑 。 坐落在狮泉河

镇 的 烈士 陵 园 则 安 葬 了 大部分牺牲在西藏 的 先遣连战士 。 阿里地 区将
“

扎麻芒堡
”

改 为
“

先遣 乡
”

，
２ ０ １ ９

年 当 地成立
“

进藏先遣连纪念馆
”

， 先遣连 的英雄事迹与可贵精神 ， 永远激励着全 国 人 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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