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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西藏民族学院建校三十周年

原西藏民族学院党委第一书记 王静之

西藏民族学院的前身西藏公学是经过 中央批准
,

于 1 9 5 7年筹建
, 1 9 5 8年 9 月 开 学

的
。

1 9 5 1年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签订以后
,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各边

防要地
,

财政
、

金融
、

交通
、

邮电
、

学校
、

卫生
、

商业等机构开始建立
,

川藏
、

青藏两

条公路于 1 96 4年同时通车
,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也于 1 9 5 6年成立
。

西藏形势的发展
,

虽然也有曲折
,

但总的说来
,

还是比较顺利的
。

但是
,

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竭力反对
,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

不愿进行任何社会改革
。

根据西藏当时的形势
,

中

央经过充分的考虑
,

认为尽管广大农牧民及
` 一

匕层爱国人士有改革的要求
,

但改革的条件尚

不成熟
,

因此
,

作出了
“ 六年不改

,

适当收缩
”
的决定

,

继续为改革做好准备
,

以期西

歉形势逐步好转
。

在这种情况下
,

中央决定在内地筹办西藏公学
,

凡是在西藏解放后吸

收的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干部
、

职工
,

愿意到西藏公学学习的一律接收培养
,

为以后的

民主改革准备干部
。

1 9 5 7年从各地集中的学生有 3 6 0 0多人
,

从西藏调来的教 职 员 工 有

90 。多人
。

一面筹建一面学习
,

经过一年的筹建
,

到 1 9 5 8 年 9 月 正 式 开 学
。

当 时
,

预

计学五年
,

主要是学习政治和文化
。

还把 以汉族为主的 1 00 多名学员集中起来学 藏 文
,

把藏族同志中的30 多名藏文程度较高的组成师训班进修藏文
。

1 9 5 9年 8 月西藏反动上层

统治集团
,

视中央
“
六年不改

”
方针为软弱可欺

,

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后
,

这批学生学

习不到两年
,

就返藏参加平叛改革
,

仅剩几百人分别转到中央
、

西北
、

西南民族学院学

习畜牧
、

兽医
、

医疗等专业技术
。

从教职员工中也抽调了几百人返藏工作
。

西藏平叛改革后
,

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一伟大胜利
,

为了发展生产
,

加强建设
,

急需

大批干部
。

为此
,

于 1 9 6 0年又从翻身农奴子女中
,

分两批吸收了3 0 0 0名学生来校学 习
,

经过三
、

四年文化学习后
,

分别转入专业学习
。

当时设有藏文
、

师范
、

农业
、

牧医
、

卫

生
、

会计及预科等系科
。

同时在内地招收部份汉族高中毕业生来校学习藏文 及 财 经 专

业
。

还举办了邮电
、

机要等短训班
。

1 9 6 0年后调入 1 00 多名应届大学毕业生来校充 实教

师队伍
,

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
。

这 3 0 0 0多名同学
,

绝大多数在 1 9 6 9年毕业回

藏工作
,



在
“ 十年浩劫中

,

民院经过由撤销到恢复的折腾
,

人员
、

校舍和设备遭受重大损失
。

为了给西藏培养干部
,

1 9 7 1年又开始招收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 同学来校学习
,

并在林芝

筹建了分院
。

那时搞 “ 开门办学
” 、 “

学朝农
” ,

使学生学习受到很大干扰
。

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
,

西藏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

在全会精神指导下
,

学校工作有 了 新 的 发

展
。
根据西藏师范学院 已经建立及林芝分院 已改建为农牧学院

,

西藏区内又建立了若干所

中技学校的情况
,

一

全区各专业有了新的调整
,

民院保留了一部份原有专业
,

建立了新的专

业
,

设立了政洽
、

历史
、

语文
、

财经
、

医学
、

体育各系
,

保留了预科
,

举办了干创11部和

短训班
。

调整了领 导班子
,

充实了教师 队伍
,

改建
、

新建了部分校舍
,

相对稳定了学校

规模
,

改进了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
,

使学校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
。

回顾西藏民族学院 30 年来走过的道路
,

我们可以看出
:

她是由低到高逐步发展起来

的一所多层 次
、

多学科
,

以藏族为主体
,

面 向西藏的综合性学校
。

学制有长有短
,

一切

服从西藏政治
、

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
。

这正是她长期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
。

如何办好这样的一所学校
,

从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中
,

可以看出几下几点
:

加强办学思想的学习和教育
。

西藏民院必须从西藏政治
、

经济
、

教育的发展程度和

实际情况出发
,

按照西藏的需要确定自己应该招收什么对象 ? 培养什么人才? 多长时间

毕业 ? 任何贪大求高的想法
,

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

办学成绩的大小
,

学校对 人 民 的 贡

献、 不决定于是否招收高中学生
,

而决定于能否在短时间内把入学时水平低的学生迅速

提高起来
。
无视西藏经济

、

文化水平低的客观实际
,

急于求成是不对的
,

当然搞什么
“
教学

大跃进
” 也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

培养共产主义少数民族干部是西藏民院的重要任务
。

为此
,

在政治理论教育和 日常

思想工作中
, `

必须逐步解决学员的阶级观点
、

民族观点及宗教观点等问题
,

使他们能够

逐步运用正确的立场
、

观点来看待阶级
、

民族和宗教问题
,

使少数民族学员接受并开始

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
。

要特别加强少数民族师生中党
、

团员的发展和教育工作
。

学校各

部门的工作都要为这个重要任务服务
,

全体教职员工都要为此作出 自己的努力
。

各科教学 内容必须从西藏实际出发
,

注意联系西藏实际
,

教学方法应适应藏族学生

特点
,

才能收到 良好的教学效果
。

西藏的自然环境
、

政治经济发展状况
、

群众的文化思

想素质等
,

都有很大的特点
。

学校的教师多系汉族 同志
,

有许多人没有到 过 西藏
,

所

以
,

必须在教学计划
、

教学内容
、

教学方法和教学研究等方面
,

强调联系西藏实际
,

从

学生的实际水平出发
,

否则 必将影响教学效果
。

必须注意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

我院教职员工和同学的关系
,

不仅是师生关系
,

而

且是兄弟民族关系
。

因此
,

全体工作人员
,

不仅对学生的学习
,

而且要对学生的政治思

想
、

生活管理
、

身体健康及疾病治疗等等
,

全面地关心
、

爱护
、

帮助
、

指导
,

以期他们

逐步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有用人才
。

这种关系使许多同学返藏多年后仍惦念不忘自己的

师长
。

只有重视教学思想
、

教学 内容
、

教学方法的研究
,

总结 自己的工作经验
,

才能适应

对藏族同学进行教学工作的需要
,

不断提高教学效果
。

比如在教学计划中
,

对藏文
、

汉

文
、

外文三者的比重
,

先学哪个
,

后学哪个
,

都按专业不同
,

学制长短
,

作 过 多 次 研



究
。

科研工作更为重要
,

只有加强以藏学为重点的科研
,

才能更好地联系西藏实际进行

教学
,

反映西藏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

编出具有西藏特点的教材
。

西藏民族有丰富的文化

遗产
,

急需发掘
、

整理
、

抢救
,

对此西藏民院负有一定的任务
。

我院在后期比较注意这

项工作
,

编出了一 些教材和资料
,

搞出了一些科研成果
,

做 出了一 定的成绩
,

但还赶不

上教学的需要
。

要提倡勤俭办学
, 艰苦奋斗

。

藏族等少数民族同学过去长期生活在很艰苦的经济比

较落后的地区
,

将来还要回到那里工作
,

而在内地学习期间的生活待遇却比较优越
,

衣
、

食
、

住
、

行全部由国家供给
,

每月粮食定量比当地大学生还高
。

因此只有提 倡 勤俭 办

学
,

适当地参加劳动
,

才能既使他们不丢掉过去劳动人民的传统
,

又不至返藏后过不惯

农牧区的艰苦生活
,

和务动人民产生更大的距离
。

学校在生活设备上既要考虑到对少数

民族同学的关心加以优待
,

又不能讲排场
、

比阔气
。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作表率
,

身教重

于言教
。

严格执行国家的财经制度
,

使西藏的有限资金用于更急需的地方
。

尊重上级领导
,

加强内外团结
,

通力合作
,

才能办好学校
。

我 院远离自治区领导
,

有许多工作都是在陕西的省
、

市领导下进行
。

因此
,

必须强调 尊 重 当 地 党 政 机 关 的

领导
,

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
、

指示
。

在左邻右舍之间
、

师生之间
、

新老干部之间
、

知识

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必须加强团结
,

以便共向努力完成学校的各项任务
。

特别是对当地

政府的要求
,

要竭尽全力
,

切实去做
。

建立一支素质良好的教师队伍和干部队伍是办好学校的必备条件
。

民院的老教师专

业知识和文化水平不算高
,

新教师对 西藏情况及学生特点了解得较少
,

干部绝大多数来

自部队或党政机关
,

缺乏办学经验
。

针对这些特点
,

加强业务学习
,

及时总 结 工 作 经

验
,

注意赴藏调查研究
,

提倡在职
、

离职进修等
,

都是行之有效的
。

更要从政治上关心

教师和干部的成长
,

帮助他们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的思 想
。

在平叛改革

时
,

只要是西藏需要的干部我院都尽力抽调
,

后方服从前方
。

如果说西藏民族学院也有自己的传统作风和某些特点的话
,

我认为 以上就是几个主

要的方面
。

当然
,

这些传统作风和特点在 30 年的长时间里
,

也有变 化
、

有 取 舍
、

有侧

重
、

有发展
。

这些传统作风和特点的提出
、

形成和发展是来之不易的
,

是中央的关怀
,

西藏自治区党委
、

陕西省委 的领导和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

我相信今后随着

历史的发展
,

民院将会办得更好
,

将会创造出更优良的作风和特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