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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福全杨在忠

西藏自古以来提是中军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国民族大家走

中亲蜜的晃弟成员之一。西藏地方具有悲久的发展勇史，西藏人支以自己的

擎芳和智慧，开发了西藏地方，为我们伟大祖E 的形或和发展，作出了宝贵的

贡蔽。编写一部西藏发展史，为我幻加深对西藏地方的了解，加强藏汉民族之

间的团结，提高爱国主义竟悟，都有重要意义。

这本书在编写指导患想上，以爱国主义为主线，从记述藏族的起翠着手，

介绍了藏族约m史发襄和西葳各兄弟是族以及全E各族人民为开发、建设、

保王西藏地方所作出的男史贡献。大约在距今二千年以菌，西藏地方的众多

部、族，扩大了活动莲围和规模。《后汉书》记载了秦汉时期，西盖有关的部、族

和中露民族阔的早期骂关系。由此可知，否藏与内地民族坷的联磊是据远连长

的。到公元 7 世纪初，藏族约民族英雄，雅隆河谷的悉补野部首领松赞干布统

一了西藏，建立了吐蕃王朝，并积极推进哇蕃社会生产的发粟，加强奴隶制政

权建没。她极其重视波取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政浩、文化成果。频遣

使者向唐请婚。暑太宗也对吐蕃采取友好的政策。公元 641 年激专使护送宗

女文或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联姻，带去大就汉族工罩，这对当时西藏的经济

文住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窍。公元 8 世纪，吐蕃王朝的统治主噩逐步扩展

到甘肃、青海以及新疆曹部和 JiI、滇西部，使藏族与分布在我国西部广大地区

的江族及其他民族有了更广泛的接触，雨时也1If.进了藏族本身的发展。公元

8 世纪初，吐蕃赞普雾棒祖赞又向凄朝请婚。公元 710 年唐中宗棋金域公主

与吐蕃联娼。此后，双方多决会盟、叙亲，遣费往还。特果是公元 821 年、 822

年，唐、蕃在长安和逻婆离地会置"商议社攫如一"，并于 823 年将唐蕃舅甥

的亲造历史铭刻碑石，留誉万世。唐与吐蓄亲谊关系的发囊，共m二百数十年



之久。哇蕃王辑崩渍后，大批哇蕃后裔留在甘露、青海等西北培 IK. 与当地汉

族交错杂居，各在族阔的交往更加密切，特别是生产技术上的交流和产品的

交换上，有了锻大的发翼。 l否史上有名的"茶马互市气就是这一时期形成的。

j~ 9 世纪中叶〈詹朝末年).曹藏内部发生了混乱和分囊，宗教捷辑杀了

吐蕃达马。这以后，西藏分至是寿无数小部落。互棺枉钱，战争连绵持续了 400

年之久。

元伐，蒙古族嚷被成吉思汗在北方建立了蒙古汗国后，西进到西北莲族

地莲，结束了西藏的混乱就况。公元 13 世克，蒙古贵族提建了我匿版围内各

景族空曾大统一的孟王朝。孟王朝中央政权在建立全国统-的事韭中，特>>J

重视任用西矗的政教领袖;西藏的首领人物也在极赞劫和支持无辑统一全E

的事业。元世祖慧、必摆在 1260 年继承汗住后，即封西蒙萨迦领袖八患已为 E

g事(后称帝挥). 1264 年设释教恙棋院，命八患巴兼领费事。孟王1费远在西藏

地区设立了三个宣慰键司都无帅府。这是中央政权第一次在西藏地区正式建

制，行使完全的主权。到 1268 年，葱必烈摄员入藏，清查户籍，确定威税，在当

地分封了 13 个万户，任命萨迦长吉督在各万户的赋税，并以哇蕃鼓地为皇七

子莫鲁赤的世袭封墙。西藏地区在中央政权的管辖下，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

方抒政管理体制。

明朝中央政权十分重提发是西藏与中Z衷地区的经*联系。曾议厚爱鼓励

西藏宗教政浩首领旗繁入贡，贡使多时年逾千人。回嘉中{文茶叶就达 10 余万

斤。此外，明朝还在西北、西南设置荼马需 2维护和扩展了西藏与内地的驿道。

这些措施，先进了茶马互市的发展，使西矗与内地各民族在经济上形成了密

不可分的关系。

清辑在无、晓!司制的基础上，对曹藏的管理又作了重大的改革。清初，中

央设量了理藩院〈后改部)，专管蒙古、西藏事务;正式萧封了格鲁教摄两大活

佛系统一一达赖喇嘛<1653 年)、班禅额尔德是0713 年〉名号。从此，这赣和

班禅的名住得到中央的确认 .Ifi届转进必经中央王朝景封。 1728 年清罄援钦

差大臣进矗办事， 175.1年建立了西藏地方政藉噶厦 .1793 年耀布钦定藏内善

后章程，规定由驻藏大臣会再达赖、班禅誓办茜盖地方事务，对子西蠢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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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军制、司法、边防、财政、户口、差技和涉外事宜时及达赖等大活费的转世

制度，均作出辑文提定。清朝曾先后数次挺大军入藏，驱逐蒙古各部费方的窜

扰，击退靡字喀部的入佳。藏军也于 1888 和 1904年窝在奋力拉击英帝国主

2 义对菌蠢的侵略，也剖约英雄韭绩，载入了中华民族反帝斗争的史册二

辛亥革命撞翻了封建帝制，~ 001.主蔚继承了清朝政府对藏族地臣的施政

体餐，在中央设置了蒙蠢事务管理根构，遥遥茜藏代表参加国会议事，并任命

进藏办事长官。英哥当时对地竭力盟挠囔坏 .1913 年-手策费了干涉中 E 沟

攻的"西姆拉会试飞企盟把严重侵狂中国主权、分囊中型领土的"西姆拉条

约"强加于我霞，也信的商谋遭到中国人景和中望政府的坚决提辑和谴责。

1919 年"五·四"运动时黯，民匿政蔚披露了关于房谓西藏悬案问题的中英

交涉经过，激起了举雷土下和海外替跑约反帝怒章，藏族懵俗领袖也雷电纷

肆，整费建责英帝国主义在茵姆拉会议上分囊中国的罪恶阴谋。民盟政府从

初建之日起草不断向西葳地方当局申明五族共和的政策，在此期闽西盖地方

当愚曾墨攻向中央政府表示妥善解决店史遗留问题的建重. 1919 年十三世

达赣向民雷政府摄去的λ员表示"誓锺心内向，共藻五族幸福 J'西藏j}-政

教领袖九世班禅JA辛亥革命时乾智、毅与中壳i!t权联系，并不费，呼吁载复中央

和富藏的正曹关系，维护祖国统一。

1927 年圈'吴政唐在黄京建立后，西藏地方政扭与中央的关系发生了呈

著变住。 1929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摄哉表正究草富民政蔚联系，并声，辑 z"不亲

英人，不背中央。"00 民政府随后撞去赴藏毒自专景。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额

尔德尾都在南京设立了进京嘉事楚 .1931 年西藏地方政蔚宫员与第九世班

禅-起参加了自员会议。自三十年代开始 .OO~政府设立专门找构京极筹划

有关百聋的工作，按照清í-t 1E1倒卖t理西董特有的政教问题. 1933 年是十三世

达赣喇嘛噩寂以后，理柔政府追蹭十三世达赖喇嘛寿"护蜀弘化普慈噩竟大

辩"，并摄黄摹梧为专使入藏册封、致祭。西葳"摄鼓"的任命、达赖转世灵童的

寻认和十四世达赖的坐库等重大事项，茜盖地方都锥照 1E1伊:呈报国吴政府核

准。后来嚣民政蔚又应西藏地方的呈藩，特命蒙鼓委最会委员长吴忠信寿专

囊，于 1940 年入章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垒束典扎。同时蒙藏委员会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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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正式建立了桂英j}事处。十三世达赖喇嘛噩寂后，热握活费为攻善西藏地

方和中央政校的关系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日本帝面主义发动使华战争孟，

、西藏三大寺僧众组织了祈祷拉日战争胜利的活动，热振活佛还亲自祈祷，以

这一特殊的方式，表达了西藏人民岗位教'民的爱罩之心。望吴政清及其驻藏

机构在雪葳始终坚持了行使主权的地位。直到 1949 年夏季，蒙藏委员会驻葳

j}事处还在.拉萨进行工作，司年 8 耳， 00 或政府又任命蒙戴委员会委员长关

吉玉为专使，在青海主持 7 第十世班禅的坐床典礼。

1949 年中华人支共和国或立，青海、甘肃、四)Ij、云南、西康等省蠢区先

后获得解放。中央人民政进根据包捂西藏人民在内的全E各族人民的意嚣，

多次发表声明，决心着碎帝国主义势力的理挠与破坏，坚决完成解放西藏，维

护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 o 1951 年，中夹人民政蔚通知西藏地方政蔚提出全扭

代表到北京谈判，签订了《中央λ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

办法的棒议))，使西蓝得到了和平解救。从址，西葳获得了薪生。在党的民族区

域自治政策的结引下， 1956 年成立了在藏自浩区筹备委员会， 1965 年，西藏

由治区正式成立。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西藏地方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约

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西藏地方进入社会主义初级睽段，实现了，反封建农奴

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飞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果是

1980 年中央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议来，西藏地方的玫革开放出境了政肤白

荣的新萄雄。现在全区人民正在党的基本路线捂引下，自心司籍，为建设团

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商努力奋斗。

1992 年 10 月 1 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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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西藏地方的远古社会

第一节藏族的起源与远古先民

对西藏的开发

一、西藏暗地的隆起与自然环境的形成

西藏，是中国版雷中一块美商富锚的宝地。它位于伟大程国的

西南边疆，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其北面靠新疆，东北雷紧福青海，东

西与四川相邻，东南富与云南梧依，南富与西西即和缅每、印度、不

丹、锡金、尾治运之 5 个富家及克什米尔地区接壤，罢境线近 4 千公

里，西藏自治区约占全国总面我的八分之一，其雷积有 120 多万平

方公里，相当于 11 个浙江省或 33 个台湾省的西积。在全国各省这

中，离积仅次于新疆，量全国第二位。

西藏高京是一块花较年轻的土地。根据地震工作者的勘探和

研究证实，以西藏为主体的青藏高原，大约在距今1. 6 亿至1. 4 亿

年的保罗纪早期和中期，还是一片靖瀚的吉海。到了上薪世初期，

才逐渐上升为陆埠。

西藏高原隆起的原因，是欧亚大陆板块与甫半球的冈瓦纳吉

黯两个陆地板块碰撞挤压的结果。程鲁藏布江以南地区和南亚次

大陪同属南半球的冈瓦纳吉陆，程鲁藏布江以北属欧亚撞地板块。

随着地壳的运动，雅鲁藏布江以南地区和南亚次大陆块体脱离冈

瓦纳吉陆，逐渐由南向北漂移，与欧亚大菇碰撞挤压，接合线大体

就在雅鲁藏布江一线。两大陆璀摄块碰撞挤压的结果，藏北唐古拉

地这首先横空出世，脱离海洋市隆起。接着，唐古拉以南地区也脱



离古海洋，影成陆堆。再接着舍是雅鲁藏布江沿岸税海或陆，最后是

喜马拉难山地区隆起。

理是，西藏地方在长达兀手万年的地贯年代里，大都处于保陆

状态，平均海拔为 2000 米左右，地势大体东南珉丽吉边稍高。据

《智者喜妻》记载"其时，上部阿里三围状如池沼，中部卫费四茹形

如沟渠，下部朵康三岗宛似æ畴Q)气《西藏王臣iê >)也认为洪水消

退后"上部阿里为雪山、石山;中部E藏是岩LlJ与草地;下部朵康

是叶林和密林"。那时，喜马拉雅山还没有上升到现在这样的高度，

印度洋的温热季员可以吹过来，影在自西藏的气候。当时，西藏的气

候握暖湿润，属亚热带气候。根据 1975 年在藏北申扎地区的两次

考古发现，在西藏的古生代地层中，有大量的珊期、腕足、三叶虫、

三握马、针叶林、摇叶林、灌木丛等动植物化石。据考古推测，那时

的年平均气温为 10C左右，年降雨量为 2 千至 5 子毫米。从远古

时代西藏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看，完全适合远古原始人类的进

化和繁帮c

随着造出运动的发展，到了第四纪玲期飞喜马拉雅出不断蜂

起，逐渐形成了琦气候的群障件用，使西藏地区的气候和自然环境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子冷严寒的大陆性气候。西藏高愿也提

之成为"进界屋脊气

经过近几百万年的地壳变动.西藏影成了以喜马拉雅山、唐古

拉ÚJ脉、捷斯由脉和昆仑ÚJ IJ录所环撞的地形特点，并由此产生四种

自然环境。

藏立"羌塘"高原盆湖地挠。"芜塘"在藏语中意为北方广阔的

平原，平均海拔在 4500 米以上，多为浑圆顶平缓的出丘地程，从丘

顶到平地的梧对高差只有 100 至 400 米。藏::It重镇当雄的西北亩，

①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80 年第 4 期 G

② 属地质年代里也新生代 ~'í 于 6700 Ji '1:;': 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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