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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地方史.中国自古有之，谓方志，语出《周礼·春

官}>: ..外史掌四方之志。"秦汉一统，疆域扩大，国势甚

盛.及司马迁、班望出，史学之盛也前所未有。从此以后，

历代官私史著繁多，包括方志。南方志中也不乏传世佳

作。清代史学评论家、方志学家章学诚认为，方志并非地

理专书，而应是内容宏富的地方史;还主张国史当择姜、

取裁、凭据于方志。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豆大的凝聚力，

中 E 文化之野以具有深厚的根基，理应与重视 E史方志

这一先良传统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继承了这一优

良传统，并把地 z 性研究摆在先先的位置上。五六十年

代，截至"文革"，全国已有 530 多个县成立了地方志编

篡轧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省、市、县相继建

立了这种轧梅，确然形成了"盛世侈志"的局面。从 ]983

年秋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编写并陆续出版《当代



中国》丛书地方卷.从西挖地区性研究推进到一千新的

阶段。 80 年代末，(<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即将出齐，从

事这方菌研究的同志提出一个问题:如何纪地方史研究

更向纵深推进?经过反复讨论、协商，大家达成共识.在

才各地当代历史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基站上.编写当代地

方简史。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党支工作领导小组和

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支持，使之得以作为研究和编篡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来部署。

编写当代地方简史，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浮东思

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

科学的态度分别编写建 E 以来各省、富治区、直辖市在

中 E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

设和改革开放的一部简明的信史。要精心选材，巧妙编

排，深封说理，以真实、确凿、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提

供一种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的社会主义和爱囡主义的

教材。简言之.要真实地再现各地当代史，使之真正起到

资政、育人、存史的作用。

一部引人入胜的史书，当然要写好'重大事件，写好

人物，如实地再现历史过程，展示社会百纹，廓络清新，

文彩斐然。而最为重要的是，要有特色，做到"四卒不一

样"一-一与地方志不一样，与《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不

一样，与地方党史不一样，各个地方不一样。从方法论上

说.，四个不一样，所涉及的是共性与子性的关系，它要

求同中觅异。地方简史与地方志、《当代中自》丛书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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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地方党史都是以反映或再现各地的当代史为要旨

的， r可各地都是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

进行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全局

性持方针、政策都是统一制定和挂行的.这些就是共性。

如果地方简史仅仅停望在这一共性上，百元个性特色，

它就失去了问世的理由。只有从上述四个方E加以比

较，找出差尉，地方简史的个性特色才会凸现出来。当

然，强调个性、特殊性并非对共挂有所轻视.因为"共柱，

即包含子一切个锥之中，无个性即无共牲"(毛泽东: <<矛

琦沦妇。注意研究各地历史发展的个柱，不仅可以科学

地把握住本地历史发展前规撑，南且还可以更好地纪握

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共性。

在全国范 E 内(捺台湾省外〉普遍而同时开展地方

需史的研究并以结时经事的体例来编寨，这是头一次。

我们陆续编辑出版的 30 部史书只是这次行动的第一批

成果。毫无疑问，正在区性研究须不断拓宽和加深;开展专

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地方简史进行增益与修订，样

会是把地区性研究不断挂向深入的一条有效途径。

这套丛书讲述的虽然是昨天的事，但是，"历史不能

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

解气《关于建自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川。正在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全国各族人民，定能从其对昨天的

回顾中，从以往的经验教训中，从凝结在这套丛书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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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认识中吸取力量和智慧，拼搏进珉，奋罢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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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共和昌地方简史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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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增

《当代西藏自是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西文功地方卷之一，

是根据全厘统一安排，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和西藏 a 治区

人民政府共哥组织编写的一部现代信文。这本书首先高妥地介

绍?西藏自羔池，理、社会文化和解放前的历史发展概况，然后着

重叙述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四十多年的尤挥后程。全书以大量翔

实的支特说明，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多年来，在中囡共产党龄正确

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西藏的社会发生 7 翻天

覆地的变化，西藏的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取得 7 举世辑目的巨

大成就。同时，书中也实事求是地记述?我们工作中均特点和挫

折，采统地回硕和总结?西藏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正反玛方面的

历史经验。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解西藏，

正确地认识西藏，并从历史的成就和经验毅力11 中受到鼓舞和教

益，激励我们更好地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贡献刀量。

"苛政育人"，是统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支苟言言，也是我们

编写出版《当代西藏高史》的目的。从西藏地区当前的实际情况，

来看，所谓"苛政"，就是通过回顾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

一些现律性的认识.更好地为加快西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务。所谓"有人"就是妥以《当代西藏高支》为教材，向广大干部

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面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进行马克思

主义世界观和民族观的教育，进行民族吕结和革命传统教育。主

述两个方面.既是本书均基本任务.也是客观实际的需妥。事实

证费，无论是从当前丘分裂斗争的形劳未看.还是从干部群众均

思是道德建设来看.起l迫切需要这样一本全面准确反映西藏历

史真实函筑的支书。

长期以来.西藏地区一直存在着分裂与反分寰的斗争，达赖

集民洗亡国外以后.从来没有放弃西藏秸立的立场，从来没有停

止过分裂在理均活动。近几年来，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丁，国

内外分裂主义分子活动更加辐獗。为丁实现"西藏黯立气专胡谋，

他们惯用的手段之一，就是不顾事实地，歪曲西藏历史，巅倒黑白

地制造种种谣言，一方画在境内蛊惑人心，煽动骚乱，一方画在

国际土大过舆论.混淆视听，企菌使西戴问题国际化。现在，西藏

的局势虽然基本稳定丁来，但是反分裂斗争的形势仍然是很严

峻碍。历史的经验告诉轧们，分裂与反分裂均斗争是长期的、主

杂的，要实现长治久安，必烦旗权鲜明、针锋相对地与国内外分

袁主义分子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既要扎实做好区内工作，坚决

依法打击分装活动，又要有效地开展对外交流，争取更多的朋

友，孤立达赖集匾。其中有效的办?去之一，就是原犀本本地、全面

客观地向全世界说 flJl西藏历史的真实情况‘用铁的事实戳穿达

赣集团教布的种种谣言和诬蔑之词。在这方函，((当代西藏简

史》无疑能够起到驱散分裂长雾、澄清国际舆论的一定作用。仔

如看一看这本书，一切善良的人们将会从大量事实中消琦误解，

认清真相.对我吕西藏地区有个公正客观的认识。

历支的经验还告诉我们，高举爱国主义族权.加强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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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西藏地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爱国主义是人类崇高均

吴建.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刀量，爱国主义祺权有着巨大均凝聚刀

和向心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推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

自结的重妥思怒保证，是关采到我们子手j、后代成长发展才白的

大事情 e历史证明，西藏人民有着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解放前，

克数爱囡志士就曾为反对帝犀主义侵略进行过可歌可泣的英另

斗争 E 西藏和平解放和期，我们党广泛建立反帝爱国统一战线.

民结大批爱昌人士.取得反分装斗争的节节胜利:乎叛改革以

后，广大翻身农奴更加紧密地民结在共产党的周恩，为维护袒国

统一，加强瓦族吕结作出不懈的努刀。今天，在攻革开放件新形

势下，在尖锐友杂的反分裂斗争中，我们一定妥发扬尤荣传统.

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把爱蜀主义教育作为重妥的政治任务

和基本的思起建设来抓.一定要采取各种办法从多方面对干部

群在特别是青少年加强爱蜀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按

照"以支育人"的要求.<<当代西藏高支》可以说是一本内容丰富

的爱国主义教科书。

当代西战四十多年的历文，是面是人民在中盟共产党领导

下获得黯身解放、实现区域自治、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西藏人

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深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均领导，就没有

社会主义的新西藏。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几十年来，党中央、国

务院非常关心西藏人民，十分重视西藏工作。在西藏革命和建设

均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均普遍真理司西藏均实

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制定出一阜 jlJj正确的才针政菜，成功

地解决?西藏工作中许多极其主杂的问题.使西藏在社会主义

道路上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特别佳得高兴均是在西藏稳定和发

展的关键时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召开?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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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义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应谈会。这次会议以邓小平到志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从战咯全

局的高度精辟分析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围绕西藏的发展和稳定

两件大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明确搞好西藏工作

的指导思怒和西藏发展的战略目栋。会议强调必须以经济建设

为中 du .以发展求稳定.以稳定促发展:必须一手抓稳定，一手.þ在

发展，两手都妥政号公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中央的特殊帮助

下，以超常均速度尽快步入全国四化建设均前列。为此，不仅确

定丁 -J展到特殊政策和建设项目，品且动责全国支援西戴，做西

藏稳定和发展的坚强后盾。所有这些，充分体现 τ 中央对西藏工

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也使我们更加感到，西藏只有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尤明的前途，西戴人民

只有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与各元，弟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

发展进步和繁荣昌盛，才能有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未来。

当前，西藏地区正在全 jJ 贯彻落实第三次西藏工作庄谈会

精神和各项政菜措施。我们相信，全区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一

定能够抓住这一大好机遇，进一步提高认识.鼓舞斗志，增强革

命事业心和振兴西藏的责任感，更加奋发地苦干实子，确保西藏

经济的加使发展，确保社会的全函进步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

活均不断提高，用新的辉渔业绩写出西藏历支的新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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