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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它幅员广袤、山河壮丽、资源丰富。西藏藏

族以及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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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贡献s 创造了自

己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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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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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了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

业，加强了民族之问和民族内部的团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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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她特的地理环境和人为的政治因素，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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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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乎叛改革

中，一些贵族僧侣逃到国外，他们中的民族分裂主

义分子，在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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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国际视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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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和发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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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了解到

西藏今昔的真实情况，我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辑

出版了这套《可藏知识小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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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翔实的藏汉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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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出版。

为编好本丛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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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