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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古
口

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在 1959 年至 1960 年的民主改革运动中，被百万翻身农奴彻

底摧毁，实现了西藏社会的伟大变革。从此，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成为历史的陈迹，一

去不复返了。

封建农奴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曾经作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合乎规律地替代了

奴隶制度。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它越来越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转化为保守、

黑暗、落后的制度。在西欧，封建农奴制度是中世纪的产物，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被人们

唾弃了。而在西藏，它却孕育、发展、衰败，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才作为一种腐朽的

社会制度最终覆灭。

对于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研究，就其某个侧面或某些专题而言，国内外的学者发

表过一些文章或专著。但是对于这个社会的全貌即对它的横剖面作系统而全面的论述，

目前这部著作一-((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是第一部。

我们对于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调查研究是从 1950 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做出

英明决策，和平解放西藏的时候开始进行的，当时进藏部队邀集国内对藏族社会有研究

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探讨。在 1951 年 5 月 23 口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

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前两天，即 5 月 21 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

组成了"西藏工作队"这是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为主加上一些高等院校和有关单位的

科学工作者第一次对西藏进行多学科的综合考察。这次考察历时两年，按学科专业划分

为五个组:地质地理组、农业气象组、社会历史组、语言文艺组和医疗组。其中社会历史

组的组长是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当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林耀华教授，

由我担任副组长，此后我就留下来在西藏工作。我在西藏工作期间曾几度设想组织力

量，编写目前这部书，终因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而未能实现。一直等到 1986 年回北京主

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工作以后，这个民愿才逐步得以实现。

对民族地区进行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是从 1956 年开始的。那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民族委员会组织了八个省〈区)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西藏是其中之一。 1958

年至 1962 年，这项工作改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

增派了人员，并扩大到十六个省(区)。这次对西藏的社会历史调查历时六年，深入到很

多庄园、牧区部落和城镇中，积累了数以百万字计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是编写本书的

主要依据，

此外，西藏各级党、政、军等有关部门也都作了很多调查研究，原西藏地方政府在三

百多年的统治中形成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有些资料十分翔实、具体。比如，有资料记载，

西藏地方政府每年对在职僧俗官员进行一次排名登记。据载 1959 年初的一次登记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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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77 人，其中僧官 266 人(达赖喇嘛不计在内) ，俗官 211 人。对研究西藏地方政教合

一的政治体制，比份资料具有珍贵价值。目前，大量的调查研究资料和档案资料还正在

整理之中，本书只能利用其中的→部分，更多的资料还有待日后陆续发掘、整理。

60 年代初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组撤销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建封建农奴制研

究组，接续了上述研究工作。 80 年代初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自筹建之时起，就将西藏

封建农奴制的研究列为重点研究项目，并开展了工作。 1986 年巾团结学研究rt:f心的成

立，为全面开展藏学研究开创了新局面，也为继续开展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恶的研究

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1987 年由上述三单也共同组织在J~'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

课题，获准列为国家社科基金会资助项目。课题启动后，三单位都尽力安排得力的人虽，

几次组织力量探入到西藏的农区、牧区、城镇进行 r 补充调查。

参加本书提纲和初稿的讨论和执笔的人员中.很多人111在五卡年代西藏封建农奴

制覆灭之前就曾到过西藏进行实地调查，他们对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耳闻目睹?有感性

认识，有深入研究。这一批学者如今都已年过花甲，他们能参加本书的有关讨论甚至执

笔编写，是极其难得的。参加本书写作的共十九人，其中藏族十二人，汉族及其他少数民

族七人。

本书还没有来得及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将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与国外不同国

家及国内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作进一步的比较研究，而这一研究必将

会促进我们对于人类历史上的早期封建社会的再认识，无疑这是一项具有重要学术价

值的工作。对此，我们寄希望于年轻的藏学工作者。

目前只是将已经掌握的调查资料进行筛选、综合加工，作系统的论述，力求找出西

藏封建农奴制社会主要方面的特点与相互联系。其根本目的在于帮助读者认识到现代

的西藏是在封建农奴制的废墟上继续前进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作为历史的遗产，成为西藏社会向前发展的现实基础。但它在很多方面也都留下了需要

在深化改革中逐步吸收和改造的任务。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有毒的

刺"，正在成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阻力。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本书中力求剖

析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中的特点。

从地理条件来看，西藏的面积占全国的人分之一，占青藏高原的一半。它位于地球

表面的最高部位，地势高寒，空气中含氧量低，而且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对于人们的生

产和生活以及与相邻地区的交往这都成了不利的条件。这也是过去西藏社会发展相对

缓慢的重要原因。

从经济结构上看，封建地方政府、寺院和贵族这三大封建领主占有了全部土地和土

地上的农奴，没有自耕农，也没有摆脱农奴身份的手工业者。手工业没有工序上的分工，

没有形成大的作坊，更没有工场手工业。广大农区与牧区的产品交换仍然是传统的以物

易物，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城镇只是封建领主控制下的政治中心与宗教中心，而不是工

商业发展的产物。没有自由民，没有工业。

从政治制度上看，地方政府是贵族和上层僧侣联合专政， NP政教合一的集权体制，

因受到中央政权对政教首领的承认与册封而获得统治权。中央政权在西藏设街派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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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治理西藏，从而加强了朝廷对西藏的主权管辖.在西藏已逐步消除了分散的领主封建

割据与领主武装。没有神权与政权的对峙.农奴主阶级严密地控制着整个社会，农奴没

有逃亡的生存环境，从而也就没有自由民存在的空间。这就有利于保持政教合一政权的

巩固，有利于保持农奴制的延续。

在社会组织上，寺院成为庞大的社会组织。它不仅是宗教活动中心，也是拥有包括

农奴在内的庄园、牧场和经商、放高利贷的经济实体，成为三大封建领主之一。它又是教

育和精神文化的中心。寺院的僧侣占西藏人口的十分之一，主要是脱离农牧业生产的男

性劳动力。

在思想文化上，藏传佛教的神学史观起了主导作用。不仅人们普遍信仰藏传佛教，

而且教育、哲学、语言文字学、医药学、天文学、历算学等，都被神学所笼罩并且主要集中

在寺院里。史学、文学、音乐、歌舞、戏剧以及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都深深地融入了藏传

佛教的影响。

我们也看到藏传佛教在积累思想文化成果的同时，对于人们伦理道德观念、哲学思

想以及人生观等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方面对维护和巩固农奴主阶级的统治与剥削

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于人民群众进取心带来不可低估的腐蚀作用。对现代科学

技术和先进的思想采取排斥态度，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已经写在两千多年前的佛

经之中等等。历史证明，使大量劳动人口脱离社会生产进入寺院，成为受社会尊重的寄

生人口，而且几乎全民信仰宗教的结果，也就使民族的进取心、民族的锐气受到腐蚀，导

致民族的衰弱。今后，我们要在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对先进分

子大力开展无神论的教育，对广大群众进行现代科学教育，积极置身于现代社会化大生

产之中，这才是民族兴旺发达的正确途径和希望所在。

我们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能够对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作进一步地思考和研

究，以便根据西藏的特点，加快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就是编写本书的最

主要的目的。

多杰才旦

一九九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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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生产部门





第一章生态环境

西藏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约占青藏高原总面积的一半，平均海拔在 4000 米

以上，被称为世界屋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栖息、繁衍的地方.西藏地域辽阔，

气候寒冷，自然面貌独特，生态环境复杂多姿，天然资原比较丰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

色和民族特色的藏族传统文化在这里孕育、发展，西藏历史上长达数百年的封建农奴

制社会也就产生、发展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

第一节概况

西藏自治区位于祖国西南部，面积 120 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八分

之一，比两个四川省的面积还要大，相当于三个日本或两个法国的面积.东西最长处

相距 2000 公里，南北最宽处相距 1000 公里.西藏自治区的北面和东面与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青海、四川、云南等省相接。南部与缅甸、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等五国为

邻，西部和克什米尔地区接壤，有近 4000 公里长的国境线。我国边境地区居民与邻国

边境居民，长期以来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进行边境贸易和宗教、文化往来。西藏作为

祖国西南边防前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巩固国防、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反对分

裂的斗争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西藏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区域，边境地区还有门巴族、珞巴族、佳人和夏尔巴人。西

藏和平解放初期的 1952 年全区仅有 115 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仅 1 人，是全国人口

密度最小的地区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西藏人口为 219.6 万，其中藏族

209.67 万，占西藏人口总数的 95.48% 。藏族和边境地区各少数民族世世代代生活

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创造了西藏的文明，开发了这片雄伟壮丽的高原.

西藏的自然资源丰富，但是过去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生产力水平低，因而对自然

资源的利用很不充分。尽管如此，这些自然资摞无论是土地资源、森林资摞或其它野

生植物和野生动物资源，都为西藏人民提供了十分广阔的生产基础和生活来摞，也是

生态平衡的可靠保障.

西藏的土地资源，过去在封建农奴制度下，没有科学的调查。和平解放后，科学工

作者多次深入调查，积累了大量资料，特别是 1985 年至 1989 年全面开展了应用先进

的遥感技术进行的土地资源调查，获得了系统翔实的科学数据。到 1988 年，在我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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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区内，未利用的土地占 31. 8% ，已利用的土地占 68.20% ，其中牧草地占

56.72%.林地占 6.27%.耕地占 0.31% .水域占 4.85%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

用地和园地共占 0.05% 。①

上述占 0.31 %的耕地，是 523. 43 万亩，而 1952 年耕地为 245 万亩，②则只占

0.14% 。

西藏是我国有大片原始森林的区域之一，在我国实际控制区内有森林面积 5967

万亩。森林活立木蓄积量达 14 . 36 亿立方米，居全国各省区第二位。但由于自然条件

的限制，森林覆盖率还是很低的，仅占土地面积的 3.49% 。③森林分布极不均匀，绝

大部分在藏东南喜马拉雅山东段和横断山脉的峡谷两岸。从行政区域看，主要在林

芝、昌都和山南三个行署管辖的范围。

西藏的森林分布由于纬度的差异和海拔相差悬殊，形成不同的气候和森林植被

区域，从而构成丰富多彩的森林世界 。根据不同的植被类型，可分为四类地区。

l 、藏东南喜马拉雅山峡谷阔 ~t - -针叶林区。本区域包括错那、隆子、墨脱和察隅

等县。从海拔 800 米至 3900 米，依次分布着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泪交林到针叶

林。这个地带树种繁多，藤蔓交织，从梅、桂、梅、楠等名贵树种到云杉、冷杉皆有生长，

从柑桔、拧模型j绿竹、香蕉也有分布。在这个区域中，森林覆盖率占 38.2% .是西藏森

林分布最广、最密集的地方。

2、藏东南落叶阔叶林一针叶林区。本区域包括江达、嘉黎、披密、米林 、朗县和加

查。从海拔 3400 米至 4100 米，皆有森林分布。阴坡为杉树林，阳坡为高山松和标林，

森林覆盖率为 14.9% 。

3、喜马拉雅山中段落叶阔叶林一针叶林区。本区域包括后藏吉隆、聂拉木、定日、

定结、亚东和洛扎等县。从海拔 1800 米到 4100 米，皆有森林分布，但不成片，覆盖率

仅有当地行政区域面积的 1.6% .以乔松和铁杉为主。

4、三江流域针叶林区。本区包括吕都、洛隆、芒康等门县。海拔 3000 米至 4300

米的高度，以针叶林为主，间有杨树和桦木，森林覆盖率为 10% 。

西藏森林的特点十分突出:首先，树种科属繁多 。从亚热带森林到温带森林及高

原特有林木均有分布。其次，原始森林为主。成片林区基本上为天然林，分布在交通不

便的边远山区。第三，在喜马拉雅山峡谷中，由于当地居民长期实行刀耕火种，局部范

围森林遭到破坏。第四，经济林木价值较高。除用材林外，还有药材、油料纤维、树脂、

淀粉及其它化学用材。在昔日的封建农奴制度下，这些林木未得到充分的利用。除居

住在林区的居民为修建房屋伐木，生活上用的薪、炭，制造木质农具、家惧和生活用

品，以及提取松脂照明外，还有少量运到较远的地方修建寺院和庄园，此外就利用不

上了。对于森林病虫害没有注意防治，直到七十年代在披密地区还因受冷杉枯叶蚁危

①西藏自治区土地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土地利用》第 43 页.科学出版社 .1992 "P.

② t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989.第 211 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 年.

③西藏自治区土地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土地利用》第 157 、 159 页.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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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使大面积玲杉林叶枯而死.此外，高山松林、冷杉的腐朽率也是比较高的.

西藏除森林资源以外，野生动物资源和药物资源(包括动植物〉也十分丰富.有野

生哺乳动物 118 种，鸟类 480 余种。其中珍稀鸟兽 29 种，如野牛、持羊、辫牛、小熊猫、

雪豹、律、自唇鹿、马鹿、黑颈鹤、雪鸡、马鸡、红雄等.在动植物资源中，有许多可供利

用的药物资源，在传统的藏医、中医药谱中，都有它们的名录，其中尤以下列几种最为

著名。瞩香:为公撑子脐部的腺囊，多产于昌都地区，其次为那曲和东南部的草原和林

区。虫草:为真菌植物，多产于那曲、昌都一带。贝母: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多产于昌都、

那曲等地。天麻:为多年生草本植物，技密、察隅、林芝.米林均有生民。此外，还有党

参、大黄、胡黄连、黄茂等药用植物。另有藏麻类草本植物"人参果"生长在草地上，藏

民常挖取其根瘤，洗净晒干，成为藏族食物的珍品.

西藏地矿资源丰富，有错铁矿、铜矿、锤、石膏、珊砂、菱馍矿、重晶石、石油、呻、白

云母、泥炭、陶土以及食盐、天然碱、芒硝、冰洲石、刚玉、水晶、玛瑶等等.但在封建农

奴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大多数矿藏还未被人们发现、认识，已经认识到的如硕砂、食

盐等也只是采集，不能进一步加工利用。

第二节 地形和水系

地形和地貌。就整个西藏的地形看，呈西北高，东南低的态势。无论是高原还是谷

地都被高山环绕o IU脉的走向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山势自西向东倾斜。最北部有昆

仑山，东北部有唐古拉山，横贯中部的是冈底斯 ÚI和念青唐古拉山。这些山脉之间是

广阔的藏北高原湖盆区，其北半部平均海拔 5000 来，牧草稀少，人迹罕见;南半部平

均海拔 4500 米，湖泊集中，草原辽阔，是西藏的主要牧业区。在冈底斯山-念青唐古

拉山以南与南部的喜马拉雅山之间是雅鲁藏布江上游与中游流域，有较宽阔的河谷

地带，海拔大致在 3000-4500 米之间，是西藏的主要农业区。另一类是西藏的东部，

唐古拉山和念青唐古拉山由原来向东的走向转向东南，成为接近自北向南倾斜的横

断山脉。分水岭之间的距离较近，形成高山峡谷。自西向东排列的山脉与同流是:的舒

拉岭、怒江、他念他翁山、澜沧江、宁静山〈芒康山)、金沙江。此外，在最西部地势向西

北倾斜.狮泉坷、象泉河等均向西北流出国境，是印度河的上源.

西藏的地貌，可分为四大类型。

1 、河谷冲积平原区:主要指雅鲁藏布江流域西起萨噶，东至林芝一带，其中包括

年楚河、拉萨坷和尼洋M等若干支流流经的山区.这些地区江河落差小，河谷宽，河谷

两侧是高山，山麓与河床之间形成扇状堆积地貌.许多地区已被开为高原上的农田，

是西藏自然条件较好，农牧业经济最先发展的地区.

2、藏东高山峡谷区:即今天的昌都地区，为横断山脉北部和念青唐古拉山支脉分

布地区。境内的伯舒拉岭、他念他翁山、宁静山和四川省西部的沙鲁里山四条山脉由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