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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藏正式归入祖国版图看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潮流

卢秀璋*

自远古时代起.中国各民族就共同开疆拓土.一起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首先是秦、汉统一了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至元代.第一次实现了包括西藏在内的

全国范围的大统一。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民族交往，源远流长

青藏高原地处中国西陆.地势高峻.气候恶劣.许多地方因海拔太高.严重缺氧.

被视为.生命禁区.。而封建农奴制直到1959年才被推翻藏传佛教又影响深广.加

之交通极度不便.因而长期以来被披上一层极为神秘的色彩。

(一)关于藏族族源的种种观点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西藏高原上古人类石器或文化遗存未被发掘出来.对这片高

原远古时期的情况.藏族的起源.藏族先民和国内其他民族的关系.人们知之甚少。

国内外有些人便据此推断.藏族祖先只能是从西藏以外的地方迁人高原的.并提出了

关于藏族起源的所谓.南来说.、 .北来说.等种种观点[卢 1986: 50-52] 。

在.南来说.中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不少僧人从宗教徒的立场出发提出的.印度迁人说 。如成书于元代、明代

的古藏文史籍{青史}、 {新红史}等都提到释迦牟尼家族的后代德森玉的第五子.

在与十二国战斗时.有一国王叫汝巴底被打败了.就乔装打扮逃至雪山中(西藏) . 

以后遂发展成为藏族[廓诺·熏奴贝 1985:24、班钦·索南查巴 1984: 35J 。

二是我国已故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振羽在他生前所著的{中国民族简史) .藏族篇

.中提出的.马来半岛迁人说. [吕 1951(1948): 128-129) 。由于当时西藏地下古

人类石器和遗址尚未发现，吕先生根据体质人类学，对藏族和马来人种，从体质、面

貌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藏族在远古时代曾居住在南洋海滨地区.为马来人

中的一支，以后逐渐转移到了西藏地方。

三是曾长期在西藏进行间谍活动的英国人柏尔.为了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而别

有用心地提出的.缅甸迁人说即认为藏族是从缅甸迁人的[ (英)柏尔 1930: 

16J 。

关于.北来说在我国古代汉文史籍中.以{新唐书}为代表.援引了{后汉

书}以来的各种史籍.认为藏族源于西羌。我国不少史学工作者都据此认为藏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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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古代的羌族。如{新唐书吐蕃传笼证}和{松赞干布传}的作者王忠.就提出.吐

蕃和苏毗都是羌族.的观点[王 1960: 6J 0 

总之.关于藏族族源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使人感到莫衷一是。

新申国成立后.中国科学工作者在西藏地区进行的一系列科学考察和地下考古的

新发现.终于使人们透过种种迷雾.逐渐弄清了一些问题。

(二) 5 万年后才得到的重大信息

1956年7. 8月间.中国科学院考察队在西藏那曲地区以北的长江源头发现了十几

件打制石器.内有两件为旧石器时代的石器[邱 1958J 。如果说这一次发现的旧

石器由于数量较少.尚难以据此研究西藏远古时期藏族先民活动和社会历史情况.因

而还不能对这次十分重大的发现的意义与影响作出评估的话.那么20年后的藏北高原

申扎县珠洛勒一带发现的大批旧石器与细石器.就不容人们再忽视了。

1977年10月 16 日. (西藏日报}与{几万年前西藏高原就有人类活动}为题.报

道了一年前在藏北发现大量的古人类石器的消息。此事无论在考古学史上.藏学研究

上.还是在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上.意义都极为重大。消息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国内外

极大的关注。

根据安志敏等发表的{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一文的报道.中国科

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于1976年夏、秋之间.在申扎北面100多公里处的珠洛

勒、卢令和双湖境内的玛尼、绥绍拉等五处地点采集到了石片石器14件和细石器156

件。石片石器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鉴定.确认为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

它们.器形规整.加工细致都具有固定的类型有椭圆形长刮器、长条形圆

头刮器.双边刮器和尖状器等说明用途上已有了明确的分工 。这些石片石器与

宁夏、河北、山西出土的遗物.相近似或基本一致说明它们同华北、华南的旧石

器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安 1979: 490J 。

但藏北发现的这些旧石器也有自己的地方特征.即这些石器的制作工艺上出现了

一种相对两边的错向加工或相邻两边的错向加工。这种加工方法.在中国其他地区很

少见到。目前仅在山西下川文化的石器中有所发现[石 1994:19-20] 。

安志敏等人的文章还详细考察了发现这些旧石器和细石器地点的自然环境。据介

绍.这些地点丁主要分布在海拔45∞-5200米的湖滨平原、河流阶地和山麓洪积扇上.

少数地点位于盆地边缘的干沟崖上 。在上述石器地点附近，常有成片的沼泽草地.

有河流通过.有的地方还有泉水或可供居住的天然岩洞.。这些自然条件.既利于古

代人类的居住.又为采集持措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安 1979: 481]。这就告

诉我们海拔45∞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在远古时代并不是.生命的禁区它的自然环境

是适宜于古代人类居住和进行生产活动的。而发现的旧石器则证明了在人类历史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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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成、氏族萌芽的旧石器时代.藏族先民就已在青藏高原上活动了。时间约在 3 万

-5 万年前.大大早于史书所载的爱剑子孙.发羌.、 .唐辑 等部迁入西藏高原的

时间一一公元前四世纪。

第二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是与世隔绝、孤立的生存的。它在漫长的形成期中.

不可能不与其他民族发生交往.不可能不相互产生影响。藏北旧石器.所表现出的与

华北、华南旧石器相似的特征告诉我们.藏族的先民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就和内

地的各民族特别是和黄河流域汉族的先民有了密切的交往.并相互间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

与此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细石器。在这前后.在阿里、日喀则地区也发现了许多

细石器。西藏已发现的细石器地点共达28处.细石器标本有10∞多件[西藏自治区文

管会编 1985J 。它们的时代经专家分析.应属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 [ 

安 1979:481] 。

西藏发现的细石器基本上以藏北为中心.分布在十分广泛。它们与中国东北、华

北的细石器文化属同一系统。但是也有某些地区特点。从石核来说.扁体石核的数量

占已发现的细石器总数的45.74% :园体石核形制较复杂为其他地区所罕见[安 1 

979:490] 。从石器看虽仅有刮削器.但是利用细石器石片制成的长刮器方形直

刃的短刮器以及厚脊的园刮器.具有更多的地区特点[安 1979: 490J 。这些说明

进入新石器时代.藏族先民不但在青藏高原更广泛的地区进行活动.而且与中国内地

各民族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更加深刻。

(三)甥舅情谊和同一家.

民族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使各民族间经济、政治上加强联系的要求更加迫切。

吐蕃在公元七世纪完成青藏高原统一大业后.藏民族正式形成。为了民族的繁荣.王

朝的发展，客观上必然要求加强和扩大与其他民族的联系与交往.特别是与当时经济

比较发达、政治上比较强大的.中原的唐王朝建立联系和交往。公元七一九世纪.可

说是汉藏两族关系不断发展的极重要的一个时期。

从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到九世纪朗达玛被刺这二百年间.唐蕃间战

事不少.相互开边拓土.不时发生纷争。但是吐蕃刚刚统一高原藏族人民希望保持

统一的局面.保持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唐朝来说:是在结

束了魏晋南北朝300多年长期分裂混乱局面.在隋代统一的基础上建立的。初唐时国

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繁荣.不但使人民安居乐业.也增强了对周边诸族部的吸引力。

因此人们反对统治者开边黯武带来的灾难.希望国家和平、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所

以双方都希望能避免战事.和睦相处。因此唐、蕃之间尽管时有兵争.有时甚至发生

较大的敌对军事行动.但两族间的友好往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两王朝间先后八次

331 



和盟。特别是公元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唐蕃的会盟(汉文史书又称长庆会盟) . 

双方于823年将盟文刻石.立碑于各自的京师。树立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又称.甥

舅会盟碑碑上刻着藏、汉两种文字对照的盟文和藏文记事文。为使盟约具有更大

的约束力.唐、蕃两王朝参加和盟的群臣共同署了名。

.甥舅和盟碑.的藏、汉文碑文生动地概述了这一时期汉、藏关系的主潮流.尤

其是藏文碑文.清楚的告诉今人:这二百多年间，虽也有.边将开衅.弃好寻仇.兵

争不已.之况[西藏社会科学院等编 1986: 23] .但从总体上看.双方.嫌怨未生.

欢好不绝.书翰通传.珍宝馈遗.络绎于途[西藏社会科学院等编 1986:23] . 

可以说是汉、藏两族友好往来大发展的时代。据中国汉文史籍{册府元龟}记载.这

段时间.唐蕃使者不绝于途.双方往还达150次左右[苏、萧编 1981: 359-374J 。

双方使臣往还活动的主要内容与目的

一是加强政治联系。唐王朝应吐蕃赞普之请.先后将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远嫁人

藏.双方建立了亲密的甥舅关系。为融洽感情.加强政治联系.两王朝对对方帝王的

故世和册立、接替.都遣使报丧、致祭与朝贺。此类活动有.30多次。

二是议约和盟.罢兵划界.或是为抵御第三方人侵或平定内部动乱.而派使求援、

发兵报捷。此类活动约有30-40次。

三是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为设市、求匠等往还不断。

由上可见唐蕃使臣的交往活动对唐、蕃政权的巩固，汉、藏关系的发展.经济、

文化的交流、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交通极端不便，路途又十分遥远的古代.又是

两个不同民族的王朝.交流如此频繁.涉及面如此之广.足可见两族间关系发展到何

等亲密的程度。正因为此唐、蕃两朝上层和广大藏、汉族群众欢好之念.终未

断绝始终不忘.重寻甥舅之盟消泯. ï日恨再续新谊甥舅协

和.叶同社程如一……结立大和盟约. [西藏社会科学院等编 1986:23] 。这充分

表达了汉藏两族希望永远友好的强烈的、迫切的愿望。这也是西藏最终能归人祖国大

家庭的重要的基础。

二 正式归入祖国版图

元朝结束了唐以后几百年的封建割据局面.统一了全国绝大部分的地区。由于元

帝国版图的空前「大.加之交通方便，加疆和推动了中国各族人民的交往.促进了各

地经济的发展。在全国大统一的总形势下，西藏地方分裂局面的结束.归入中国统一

的多民族的大家庭是势在必然了。

(一)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各民族统一的大家庭.是七世纪以来.藏族和国内各民族政治、

经济、文化交往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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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由于唐朝版图的扩大.交通的发达.中原地区与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

日益扩大。特别是文成、金城两公主人藏.促使藏、汉两族经济、文化交流达到了空

前的规模。文成公主人藏带了大批的工匠.还有蚕种。金城公主也带了杂技诸工以及

书藉.还有锦缮数万匹。汉族地区的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大批运往吐蕃.生产技术也

一起传人高原。吐蕃的许多土特产品、畜产品与牲畜也转入中原。

即使在宋、辽、金、夏时期.边疆地区和中原的经济联系仍未中断.而且有些地

方还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西南各少数民族和宋仍有着非常频繁的经济往来。.散居在

甘、青、川|、滇地区的藏族部落地方割据势力及卫、藏局部地方政权.都先后与宋朝

中央建立朝贡、联盟和贸易关系.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 1991:39J 。著名

的茶马互市就是宋开始发展起来的。

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不仅仅是实物与技术的传市.而且推动了各自经济、

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时还促使各方在政治上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公元729年.吐蕃

赞普尺带珠丹就曾上表给唐玄宗.内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

和同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 [于 1982:281] 。这说明吐蕃王认为当时唐、

蕃已.同为一家.了.说明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增强了民族间的团结.奋力地推动

了国家的统一事业。

(二)民心所向、藏族同胞的迫切愿望

西藏在元代归入中国版图.也是民心所向.符合藏族人民要求统一的迫切愿望。

吐蕃王朝自朗达玛被刺后陷入长期的混乱、分裂的局面。吐蕃贵族内部围绕王位

继承问题.争权夺利.边疆部属相继版离。王室间相互残杀火并.前后长达二十余年，

史称.战争过处，杀人盈野.五千里间.赤地殆尽. [<藏族简史}编写组编 1985 

: 71] 。本来吐蕃后期由于长期征战.四面扩张.加之又大兴土术修建寺庙.其负担

大大超出国家和人民所能承受的程度民众困于征调.又加上.发生大地震和大水灾.

鼠虫为害.连年饥荒，疾疫流行 .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

难[ <藏族简史}编写组编 1985:70] 。紧接着的奴隶平民大暴动.使吐蕃奴隶制

王朝彻底崩滴.吐蕃全境四分五裂.无复统一。这种相互征伐.战火连绵不绝的局面

一直持续了400多年。西藏归人祖国版图后.尽管元朝统治者对藏族人民也有剥削和

压迫.但和过去连续几百年的混战局面比起来.仍给西藏西藏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利益.

给西藏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能得到僧俗各界的拥护。

(三)西藏僧俗各界的共同努力

在祖国统一的大趋势中.西藏地方势力暂时停止了彼此的征战。他们顺应历史发

展的趋势，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努力.加快历史的进程.为西藏正式加入统一的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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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国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先派人到柴达木朝现成吉思汗.请求纳贡归顺。以

后萨迦派大师萨迦班智达以六十多岁的高龄.长途跋涉到凉州.建立了西藏地方和元

朝中央政府之间直接的政治联系.议妥了加人祖国大家庭的条件.发表了著名的{萨

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 [西藏社会科学院等编 1986 

: 41-44J 。信中说明了归附元朝中央政府的意义.劝谕各地接受中央政府规定的地

方行政制度的办法.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赋设官授职等等。

这是西藏地方同元朝中央政府建立政治联系和隶属关系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对西藏地方正式加人中国各民族大家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各地纷纷表示接受。

自此以后.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元朝皇帝除封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为大帝师.

将西藏交其治理外.还派有一个.宣慰使. ('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

使司都元帅府下辖十三万户) [西藏社会科学院等编 1986: 73-74J .作为地

方行政机构.每年向西藏地方征收一定的赋税物和贡物。此外还设置驿站.军站.调

查西藏户口.并规定了对西藏地方官吏的考核制度等。这是中国中央政权第一次在西

藏地方正式建制。自此以后直到近代的几百年间.西藏的政治制度都是由中国中央政

府陆续予以规定的。

三团结、统一一一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潮流

从 5 万年前藏族祖先与内地各民族发生交往.到十三世纪西藏正式成为中国统→

的多民族国家的一员.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藏族人民与祖

国各族人民特别是与汉族人民相互依存.亲密交往.经济、文化相互交流，政治联

系日益紧密。

藏、汉族之间这种和睦相处和同一家.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各民族问关系

的缩影。

这种民族关系是社会发展进步，民族繁荣的客观的、内在的要求。正是这种内在

的客观的要求形成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种向心力和凝聚力决定了中

国民族关系的主潮流.这就是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唐、番两个相距遥远、不同

民族的王朝.尽管时兵争.但基本上是和睦相处和同一家汉、藏关系不断发

展。这是中国民族关系主潮流的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由于历史的启迪J教训，，~←民族团结二国家统一成了吝民族其同的迫切愿望。中国

自秦、汉首先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王朝。在秦、汉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不管历代

王朝如何更替.统治民族如何变换.中国始终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屹立于世。

尽管各民族间有矛盾、斗争、战争.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分裂的局面.如汉末的三国

鼎力.晋末的十六国和南北的对立.唐末的五代十国和宋、辽、金、夏的并存。但从

整个历史看.分裂只是暂时的.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曲折.而统一是经常的。因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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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经济社会发展.民族的进步.国家的

繁荣昌盛。所以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无不渴望统一.支持统一.维护统一。正因为此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暂时的分裂都导致走向更大范围的统一。越往后.统一的时间越长.

范围越大.程度越高.使中国的统一趋势历数千年而不衰.并日益得到发展。到元代.

中国国家统一的趋势基本上定了下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暂时分裂的时期.从民族迁

徙.民族交往的角度来看.又是中国各民族融合的时期。秦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南

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既是民族分裂时期.又是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连年的战

乱.社会的动荡.经济的停滞.生活的苦难造成民族的大迁徙.形成了各民族的交错

杂居。而这又促使各民族彼此更加接近、融合.关系更为密切，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

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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