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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击
一
口

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e 它幅员广袤、山河壮商、资源丰富.百藏藏

族以及百藏境内的其他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优

秀成员。他们勤劳、朴实，智慧、勇敢。藏族人民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伟大祖国的缔造和发

展、维护祖国的统一做出了阜越的贡献;创造了自

已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采、别具一格的灿烂文化，

包括哲学、宗教.历算、医药、建筑、诗歌、音

乐、舞蹈、绘画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显著地位。

和平解放前的西藏，是一个官家、贵族、上层

僧侣统治的封建农奴制社会。 这个制度严重阻碍了

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百藏和平解放后，驱逐

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进

行了社会改革，友足了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

业，加强了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使西藏社

会走上了进步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解放以来，在

我们的工作中尽管发生过错误和波折，但成就是辉

煌的.

由于拉特的地理环境和人为的政治因素，解放



前的西藏基本上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世人难

以了解西藏真实而详细的情况，在西藏平叛改革

中，一些贵族僧侣逃到国外，他们中的民族分裂主

义分子，在外国反动势力的支持下，三十年来出版

大量书刊，歪曲乃至捏造西藏的历史，诋毁西藏的

现实，混淆国际视奸，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为了如实地介绍西藏，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研

究，继承和发扬藏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扩大各民族

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增进相互理解，加强国际文化合

作，让关心西藏历史和现实的朋友们，)J...中了解到

百藏今昔的真实情况，我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辑

出版了这套《西藏知识小总书)) ，包括政治、经

济、历史、宗教、文化等类数十种.这套小丛书，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丰富丽翔实的藏汉文文献

以及其他文字的资料，实事求是地分题撰写，力求

具有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用汉.藏、英三种

文字 ~JI 版.

为编好本品书，希望藏学界同行给予大力支

持.热忱欢迎国内外读者对本丛书提出批评和建

议.

江平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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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空
间

西藏自;台区，简称藏，位于中国西南边醋。

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把西藏视为一个神秘

的地方，为国内外人们所向往、所关注。从民族人

口学的角度出发，很重视西藏人口数量.人口质

量、/气口分布、人口构成(包括年龄、性别、行

业、职业、民族宗教等)、人口的婚姻.生育、死

亡、迁移等的发展变化的研究，特别重视在相同的

高原自然条件下，由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引起

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的量与质的发展变化的研究。

ífíi西藏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长期的封建农奴制统

治，是:我们研究和分析西藏人口问题不可忽视的重

要因素.

第一，独特的地理环境。西藏位于号称"世界

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平均海拔高度4000

米以上，其中海拔高度超过5000米的占全区面积的

45 ， 6%1.境内绝大部分地区具有寒冷、干燥、多

风、气候多变.空气稀薄、太阳辐射强、大气压和

大气含氧量低等高原气候特点.低氧及其它高原气

候特点对西藏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育、死亡等产生

了什么样的影响?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在削弱这些影响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取

得了哪些进展T

西藏自治区地域辽阔，全区面积120多万平方公

里，约起全国面积的 12.6铃。但1982年的人口仅

189.2万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1.6人。面

积这样犬，人口这样少，今后是不是还可以大量发

展人口?历史上是不是曾经居住过或养活过更多的

人口?

第二，长期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 3 从公元 10世

纪到 12 世纪期间，西藏地区便由奴隶制社会过渡到

了封建农奴制社会，直到西藏和平解放后实行民主

改革时，这种制度相当完整地保持了八、九个世

纪。这对西藏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什么样

的作用和影响?西藏民主改革，特别是自治区成立

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

发展，去生了哪些无可辩驳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

同的社会制度怎样制约右人口数立和人口民iLi的发

展变化?

此外，严禁娼自己的政传佛教的广泛流传，也是

影响西藏人口的因素之一。藏传佛教或称西藏佛

教，俗称喇嘛教，是由佛教与西藏社会原有的本教

柜结合而形成的富有西藏地方色彩的一种宗教。特

另IJ是 lli世纪初兴起的格鲁掖(黄教) ，在清朝统治

者的扶植下，势力逐渐强大，取得了压倒宁玛派

〈红红)、萨迦派(花敦)和噶举报(白教)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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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自 18世纪中叶起，执掌西藏地方政敦大权。格

鲁派的戒律是严禁喇嘛参加生产劳动和娶妻生子，

即不准喇嘛参予物质资料和人口的再生产，这对两

藏人;'J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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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西藏人口知多少

西藏历史上人口究竟有多少?解放后，特别是

民主改革以来，西藏人口，特别是藏族人口发展慢

了还是快了?客观事实可以作出回答。

在阐述和分析西藏人口以前，首先应明确三个

原则，以便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来讨论问题。

第一，为了能科学地比较人口的变化，首先在

行政区划上应该概念一致，即区域范围、面积大小

应该相同。比如历史上的吐蕃极盛时期的统辖范围

除青藏高原外，远达安西四镇及河西陇右等地，其

面积远比今天的西藏地区要大若干倍，很显然绝不

能把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范围内的人口

数目相提并论，更不能以此得出哪个时期人口多

了，那个时期人口少了的不可比的结论。

第二，即使在同一的现行区划范围内的人口数

字，也存在着比较全面的经常性户口统计资料与局

部的户口调查或推测、估计资料之分的问题。比如

解放前的西藏没有户口登记制度， 1959年民主改革

前实际上还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当政，户口登记只限

于个别城市地区，真正的户口登记制度是1965年以

后才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因此， 1965年前后的

4 



人口资料与50年代，甚至与解放前任何时期的人口

数字的准确程度，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直接用来相互

比较的。

第三，直接登记与间接调查的人口普查数据的

精确程度二者很不一样.西藏地区类似于人口普查

性质的人口调查，开始于"公元1260年，忽必烈{派

遣达门进藏，了解人口资源情况，……。公元1268

年，八思巴返回西藏时，忽必烈又派了问哀、弥林

等官员到西藏，会同萨迦本钦释迦桑布进行精

确的人口调查，其目的在于确定乌斯、藏两地区

握有封建实权的人物，弄清人口多少，资源情况，

以便设官征税和调发。，.，…此后，公元1287年(元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334年(元顺带元统二

年〉首先后两次派泣使者入藏，在公元1268年人口

调查的基础上稽查户口赋役，进行调整①这次

人口调查的结果由中央任命了卫藏地区的十三

个万户

在六、七十万之间"。②卫藏仅包括前藏和后藏，

而阿里和昌都地区则没有进行人口调查.

解放后，我国进行了三次人口普查，但1953年

西藏地翠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由于地处边陆、交通

不便，以及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等原因，所以尚不具

备直接进行调查登记的客观条件，于是采取了通过

① 在藏族支略>> ，民族出版社. 1985年，第185-186页.

② t藏族史略>} .民族出版社， 1985年，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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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基层组织和代表人物搜集整理的办法，对西班

人口进行估计，因此 1953年西藏的人口数据，难以~

到符合事实，这是可以理解的:直到 1982年全国第三

次人口普查时，西藏地区才昔遍地进行了直接调查

登记，但还有28601人是间接调查的，不过这仅占西

藏人口的 1.5份，这就是说西藏人口数据的准确程度

比历史上任何一次人口调查都要高得多。

历代的西藏人口究竟有多少?始终是一个解不

开的谜。据李有义估计在吐蕃最盛时期，人口

多达一千万，其中藏族人口约有五、六百万①

又据黄奋生估计四川边区和西康羌人的人口在

六百万以上。……党项的人口，可能在百万左右，

再加上甘、新边境一带的羌人，总人口在七、八百

万左右，……吐蕃人口约在二、三百万之间"。所

以， "J苦和诸羌人口和吐蕃人口总数，大约在千万左

右。吐蕃人口，约当诸羌人口的三分之一。"②

过里必须明确 g 吐蕃和西藏是历史上形戊的两

个不配的概念。吐蕃一词既含有藏族的概念，又包

含有不司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政治组织的概念，而

西藏仅指行政区域名称，日口指现在西藏自治区

管辖范围。吐蕃最盛时期的疆域范围比西藏现

行区域要大几倍，因而李有义估计的当时藏族五、

六百万人，所分布的范围不仅包括西藏地区，确切

① 《今日的西藏们知识出版栓， 1951年。

② 《藏族史赂>> ，民族出版社. 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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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还包括了整个百藏高原及安西E镇、河西陇右

等地的藏族人口.而黄奋生估计的"千万左右"人

口， !J!l! 明确指出是唐初青藏高原的党项、羌人、吐

蕃人口的总和。由于地域范围不同，民族梅成不

同，因此，这两个估计数都不能代表西藏人口数

司二。

根据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和《五部遗教》记

载，在吐蕃王朝时期(公元7世纪)的西藏境内划分

为功[1 131 东袋，匡算其人口约为316万，加上阿里地

区的象雄 1 1)东袋约50万人和西藏南部的门(巴)域

和珞(巴)域约20万人，再加上军户人口46万，以

上总计人口约为432万，其中藏族人口约为 412万。①

当时西藏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丁，能否养活这样多

的人口令人怀疑。

自 7世纪后半叶起，吐菩连年发动大规模的对外

战争，加之统治集团内部多次发生内江，以后又天

灾不断，除酿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外，还有大量人口

随军迁往或被迫逃亡到甘、青、川等地，敌使西藏

人口急剧锐减。

公元 13世纪，元代进行了人口调查，但只限于

西藏境内卫、藏地区的局部地点，实际上仅相当于

一次户口的"抽样调毒"。直接调查的人口只有

23 ， 4万 3 按现行区划观察应当加上未调查的萨迦地

① 4 西藏人口)) ，中罔财经出版社， 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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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3630户，约 21780人)、阿里地区( 3402户，约

20412人)、昌都地区(约50000人)、门、珞地区

(约 150000人〉、卫藏地区不隶万户之属民( 2332 

户，约13992人〉、全藏喇嘛人数(约70000人) ，① 

合计西藏人口当在100万左右.②

清代雍正、乾隆年间( 1734一1736年)对西藏

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户口清查，据清《西藏志)) (卷

下)记载乾隆二年( 1737年)造送理蕃院入一

统志，内开达赖喇嘛在布达白拉勒蚌庙内居住，郡

王颇罗j串管辖卫藏达格布、工布、卡木、③阿里、

西拉果尔等处，共大城池68处，共百姓121438户，

寺庙31;;0座，共喇嘛302560众。班禅额尔德尼在扎

什伦布寺内居住，营寺庙327座，共喇嘛13671人，

境内大城池13处，共百姓6752户"。百姓每户按

4.5-5.0人计算，则合计百姓人数约为893086-

957181人 o @此外，据《卫藏通志》卷1 5 <<部落》

记载，还有几部分居民应予计入，即霍尔措地区三

十九族(约4889户， 17606人〉、达术(今当雄)蒙

古地区(约538户，按每户一兵和四、五人匡算，兵

民为2H59人) .上波密地区(百姓约5000户，约合
ú) <<西藏人口嚣，中国财经出版社， 1989年.

@元代西藏人口是按六、 七十万计算，而不是按

23.4万〈实际抽查人数〉计算，所以与《北京周报》

(1987年8月 18 日〉的 56万不-敦.

③ 即凉地.

@ 参见《藏族史略 >> ，民族出版社， 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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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公元 1737年时，西藏地区的百姓人数

合计约为622420-686515人，喇嘛316231人.总共

西藏地区的人口约为938651一1002746人，而喇嘛约

占当时西藏人口的比例高达31.5-33.7%.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当时的西藏究竟有多少

人口呢?由于没有经常性户口统计，一般都概括为

"百万农奴的西藏.， 0 1952年估计115 万人， 1953 

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宦时，通过当地基层组织和代

表人物的估计，西藏(即西藏地方和昌都地区)人

口约 为 127.4万。①1964年全国第二 次人 口普查

时，估计西藏人口为125.1万。②从这两个年度的估

计数肴 ， 1964年比 1953年少 了 2.3 万人。应该怎样

认识这个问题呢?

25一，因为两个年度都是情计数，特别是1953

年的人口数，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旧的封建农奴

制度，原西藏地方政府仍然行使其统治权力，人口

数也主要由他们提供，他们为了表示其"人多力量

大以使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多估计或多报人

口数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想像的。

窍，二， 因学习原因迁出西藏的人年年增多。 1953

年在北京办起了中央民族学院， 1957年又在陕西省

或阳市创办了西藏公学(现西藏民族学院的前身).

(@ 参见《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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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每年都从西藏派出大批藏族青年去北京中

央民族学院和西藏公学学习。

第三，流往国外人口较多。众所周知的 1959年

3月由西藏的极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武装叛乱

遭到挫败后，约有-9万多藏民流往国外，扣除其 rþ 的

四川!、青海籍藏民外，仅西藏地区流往国外者约有

7.4万人。

民主改革后，特别是 1 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

立后，西藏人口的出生卒不断提高，死亡率急剧下

降， 1 H7 0年以后的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5~如左右

的水平(表 1 )。

表 l -fu反映出臼治区成立后的统计体系逐步完

善和统计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比如 1965年. 1966 

年的死亡率偏低，显然有漏报漏登现象。以后年份

的漏报漏登率有所下降，但对一个文化水平还很

低、交通很不方便、素来没杏出生、死亡登记习惯

的地区来说，漏报漏登现象在所难免。女~1l 981 年全

区户籍统计死亡人数为1.63万，而第三次人口普查

的死亡人数为 1.84万，二者相差0.21万人，其主要

原因是死亡登记不及时。同样，出生人口也不可避

免地有漏登现象，如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 1981 年

自治区的人口出生率为31.05 %0， 死亡率为9.92怖，

自然增长率则为21. 1 3~马，都比当年户籍统计资料为

高.

表 l 更反映出在一个高寒、 ñv~氧、气候多变，在

11) 



表1 1965-1980年西藏自治区人口的自然变动〈也〉

年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65 14.35 5.10 9.25 

196 1> 15.15 6.30 8.85 

196? 17.36 11.91 5. 4. 5 

1968 16.18 8.17 8.01 

196 [1 17.45 7.07 10.38 

197(1 25.20 10.10 15.10 

1971 25.10 9.80 15.30 

1972 25.00 9.30 15.70 

197:: 25.30 9.50 15.80 

197d 24.60 9.20 15.40 

19ï ,; 24.30 9.10 15.20 

19 7(: 23.40 9.20 14.20 

1977 24.30 9.10 15.20 

197ι 22.90 8.70 14.20 

1 巳 7 1:1 22.50 8.20 14.30 

198C 21.30 8.20 13.10 

1981 24.40 8.80 15.60 
1 日 8') 24.47 7.68 16.79 

198 ,1 27.04 8.63 18.41 

198.1 23.74 7.93 15.81 

198 ,; 23.31 10.12 13.19 

198G 24.54 8.41 16.13 

资料来源(j) <<西藏经济概况}}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1985年。

③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资料。

L且切:1 个别年份的自然增长率为露新计算款，

长期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严重缺医少药、经济、生

iJi、工~. :~l二字条件都很差的地区，能够在短期内改变

11 



低生育率、高死亡率的状况，把死亡率降低，同时把

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提高到这样的水平，公正地说

是非常难得的，也是西藏地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的。

lØ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以来，百出的人

口是以历虫上从来没有过的速度发展着、 1曾记着。

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西藏人口上升为 189.2

万人， 1964-1982年间增长了51.2场，平均每年递

增2. I 份，和全国2.1%的增长速度相同。 1986年末

又增至 203万人， 1982-1986年间的年平均递增率为

1.6份。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增长缓慢，其主要原因

在于近年来西藏的迁出人口年年都大于迁入致。据

1982---1985年自治区户籍统计资料，全区迁出人口

达47984人，江入人口仅18308人，两者相减，净迁

出人口将近 3 万人，其中尤以汉族人口迁出为多。例

如在西藏的汉族人口， 1982年为9.2万人， 1986年下

降为7 ，， 3万人，四、五年的时间减少了 1.9万人。汉族

自西藏人口的比例相应地也由4.8%下降为3.6 铃。

其次，近几年来源往内地学习的青少年人数不断增

多.国家为了加快提高西藏人口的文化素质，除北

京的中央民族学院、陕西的西藏民族学院.四川的

西南民族学院增加招收西藏藏族学生的名额外，又

在全国的 16个省、市专门为西藏开办了西藏班或西

藏学校，招收西藏的藏族小学毕业生入学，仅1985

年和 li}86年就分别招收了1500人和 1220人.由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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