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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西藏民族学院前身一西藏公学的筹建

原西藏公学党委书记
、

副校长 白云峰

我是一九五一年迸军西藏的一名战士
,

也是筹建西藏民族学院前身西藏公学的一个

成 员
,

虽然我在西藏只工作了七
、

八个年头
,

而在公学工作的时间更短
,

可我爱上了西

藏
,

更爱
_

L了西藏民院
。

近年来好些同志告诉我
,

如今西藏民院的学生己遍 及西藏的各个角落
,

许多人 已肩

负重任干得非常出色
,

他们忠于党
,

热爱祖国
,

联系群众
,

艰苦朴素
,

勤劳实干
,

深受广

大群众赞许
。

一九八六年我有幸重游西藏
,

深有这种感受
,

民院历届毕业的学生已成为

, 建设新西藏的一支坚强骨干
,

这怎能不使民院的教职员工引以自豪呢 ?

这种可喜的情景常常使我情不 自禁地回想当年初建民院的一些往事
。

正是在这种心情

驱使下
,

我几进 民院查阅案卷
,

整理出这份简要资料和读者见面
,

盼能引起民院的师生写

出更多更好的回忆录来
,

向全西藏地区干部和人民介绍民院这座西藏民族干部的摇篮
,

激

励由民院毕业出来的学生更加奋发向上
,

为西藏人民作更大贡献
,

这就是我的一点心愿
,

也是庆祝我 院成立三十周年的一点礼物
。

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
,

中央代表团团长陈毅副总理带来了中

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
: “

爱国
,

团结
,

进步
” 。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
,

党在西藏的工作要做些

为西藏人民能够看得见的建设事业
。

为此
,

不仅中央从 内地各省调派了大批 汉 族 干 部

文援西藏建设
,

同时这年中共西藏工委作出决定
,

在西藏全区大量吸收培养藏族于部
。

匆 工委做了培养藏族干部计划上报中央
,

范明同志给西藏 日报写了文章
,

人民 日报也发了

消息
,

各级党委做了大殷的工作
,

这年全西藏地区共吸收了近万名农牧民子 女进行教育

培养
。

可是
,

西藏上层反动农奴主
,

从其本阶级的私利出发
,

反对实行民主改革
、

反对农

奴们的的彻底解放
,

外结帝国主义
,

内联反动势力
,

在西藏内外大搞分裂活动
,

唆使 达

赖在纪念
一

释迎牟尼涅盘两千五百周年出访印度之际久留印度不愿回国
。

同时
,

反动上 层

也在拉萨不断闹事
。

因此
,

中央鉴于西藏政治不稳
,

民主改革条件尚不熟悉
,

决定
“ 六

年不改
,

适当收缩
” ,

制定了
“ 五为四不为 ” 的工作方针

,

只为改革作些间接的准备
一〔

作
,

不作直接的改革准备
。

于是各级组织机构进行大量精简
,

汉族干部大批内调
,

藏族



学员适当处理
。

一九五七年三月上旬
,

中央书记处讨论西藏工作
,

在京的工委委员与会
,

关于对藏族

学员的处理 问题
,

起初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是
,

选送五百名政治素质好的进内地民族学

院培养
,

其余部分遣散
。

会后
,

住在北京饭店的在京工委领导干部张经武
、

张国华
、

范

明
、

王其梅
、

慕生忠
、

牙含章
、

郭锡兰
、

白云峰和霍正西
,

在讨论 中央 对 西藏工作的

方针时
,

关于藏族学员的处理 问题
,

我们认为全区现有藏族学员近万人
,

如果全部遣散

回家
,

反动分子就会乘机挑拨
,

另外在全藏散布着近万名青年也将失去工作
、

学习的机

会
,

这不仅可惜
,

也会造成他们对我们不满
,

在政治上对我们也是很不利的
,

因此建议

中央准许将这些学员送回内地进行培训
,

为将来改革准备干部
。

中央采纳了 我 们 的 意

见
。

在书记处会议上
,

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作结论时说
: “

藏族学员凡愿来内地学习的
,

人

数不限
,

不愿来的
,

一个也不强迫
。

你们西藏自己在内地办学
。 ” 。

根据这个原则成立

了西藏干部学校筹备委员会和临时党委
,

同年七月又经西藏工委上报中央批准
,

定名为

“
西藏公学

” 。

中央书记处讨论西藏工作之后
,

对西藏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发了指示
,

工委的中心

就移到集中精力搞收缩工作
。

随着机构的精简
,

大批汉族干部内调
,

藏族学员也陆续送

往山丹
、

兰州
、

雅安
、

成都等处
。

六月间工委决定在甘肃河西走廊的山丹县开办西藏干

部学校
,

派 汤 化 陶 同志先去负责筹备工作
,

并请甘肃省委协助
。

山丹有一个炮兵师的

营房
,

建筑面积约 四万平方米
,

宿舍
、

教室
、

食堂
、

伙房
、

卫生设施都 比 较 齐 全
,

在

这里 已集 中了一千六百多名学员
,

这就是初期的西藏公学一分部
。

可是藏族学员来到 以 、

后
,

一看 山丹是 个 小 县 城
,

市面很不繁华
,

营房又在城外的荒滩上
,

甚觉荒凉
,

反映非

常强烈
。

他们说
: “

你们说内地好
,

可是这里连拉萨都不如
。 ”

就是汉族教职工员也不

愿在山丹办学
。

汤化陶同志去山丹后了解到这些情况
,

向工委作了反映
, 一

匕月间工委召

开会议再次作了认真地讨论
,

认为不应把藏族学员在放在偏僻的地方
,

这样的环境对于

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是不利的
,

决定另选新校址
,

并将这个任务交给我去完成
。

范明

同志催促我立即起程
,

更使 我心急如焚
。

七月底我即离开拉萨
,

决心尽快奔赴内地
。

可

是不巧
,

到达通天河时正遇河水暴涨冲毁了桥梁
,

好几百辆汽车被阻于通天河的南北两

岸无法通过
,

致使我在通天河南岸呆了十二天
,

八月上旬才到达山丹
。

我察看了学校的

情况
,

向干部和学员做了思想教育
,

明确答应另选新校址
,

要求大家暂时安心搞好生活

管理和教学工作
,

以稳定情绪
。

我还 同学校的领导干部一起前去拜访了山丹县委负责同

志
,

请求当地政府在对学校的物资供应方面多予照顾
。

我匆忙地离开山丹到兰州后
,

同

汤化陶同志前去甘肃省委见到了省委秘书长何承华同志
,

又到省政府会见 了 马 青 年 同

志
。

经他们详细介绍
,

了解到兰州市周 围找不到适合我们办学的地方
。

我们就又同到西

安物色校址
。

到西安后有人介绍大荔县有个炮兵营房
,

经初步了解房舍很少
,

且距西安

较远
,

交通不便
,

未去察看
。

我又同汤化陶同志跑到宝鸡市
,

看 了渭河南岸姜城堡铁道

兵的一个营房
,

建筑面积十万零五百平方米
。

房舍是空闲着的
,

我校可 以容纳得下
,

但

铁道兵部要留着备用不愿让给
。

另经宝鸡市委书记部光瑞同志介绍
,

我们又看 了唬镇四机

部办的二六四技工学校的校址
,

建筑面积六千平方米
,

房舍
、

教室
、

伙房齐全
。

校舍是



空闲着的
,

也可以借用
,

但可惜太小只能容纳几百名学员
。

我们还看过西 安 南 郊 韦曲

镇陕西省干部学校的校址
,

这里多数是土窑
,

许多窑顶业 已裂缝
,

很不安全
,

另有少数

平房
,

也难容纳数千名学员
。

王曲的步兵学校校址我们也去着过
,

刃环里不仅 房 屋 很 少

且已破烂不堪
,

也是不行
。

后来我同汤化陶同志去到西安南郊长宁宫拜访陕西省委书记

张德生同志
。

向他说明来意
,

德生同志风趣地说
: “

我给你们说个地方
,

西北工业学院

要从咸阳迁来西安
,

咸阳旧校址他们不用了
,

我们陕西要
,

高教部不给
,

你们西藏
`
牛

皮
,
大

,

你们去要吧 ! ” 我们去到咸 阳西北工业学院旧校址
,

见到了该校刘岗同志
,

他 向

我们作了详细介绍
,

并带领我们看了校园
、

教学大楼
、

校舍和大饭厅等
。

告辞后我们回

到了西藏驻西安办事处
,

将物色校址的情况给在京的张经武书记写了一个详细报告
,

同

时也报给工委
,

建议工委向中央要西北工业学院这个地方
。

但高教部不肯给我们
,

经武

同志又叫我去四川物色校址
。

这时我们兵分两 路
。

汤化陶同志去北京向经武同志汇报选择校址的情况
,

我去了四

JI}
。

到达成都的当天晚上就会见了四川省军区的负责同志
,

他们介绍了几处 军 营 的 情

况
,

一处是川北间中县有两个团的营房
,

建筑面积五万平方米
,

只有宿舍
、

食堂
,

没有

教室
,

距成都有几百里路程
,

交通不便
,

我没有去那里察看
。

另一处是成都近郊的一个

营房
,

我去看了一下
,

房舍很少
,

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
。

成都既然找不到校址就立刻前

去重庆
,

这里有 三 处 军 营
:

一处是壁 山县的一个步兵师的营房
,

经该师的同志介绍
,

是分散在一百数十里的几个点上
,

建筑面积共十七万平方米
,

最大的一处是两三万平方

米
,

驻防部队尚可
,

如用于办学
,

就难于进行教学和管理 , 一处是歌乐山营房
,

有两万

平方米的建筑物
,

里边已有一所中学占用了一部分 ; 另一处是北猪和马场子的步兵文 化

学校
,

校舍分在两处
,

相距十来公里
,

建筑面积是七万七千平方米
。

该校 已决定于一九

五八年二月迁往桂林
,

军委拟将这个校舍移交给交通技术学校使用
。

校部住 地环境优美
,

布满了桔林和花草
,

象一个公园似的
。

校党委书记是一位将级军官
,

他同张经武同志熟

识
,

我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
,

当晚就住宿在他们的校部办公楼
。

北暗是校部和宿舍所在

地
,

马场子除一些平房外
,

新建有一幢教学大楼
,

有教室四十个尚未使用
。

另外还有一

个宽敞的体育场
,

这所校址是比较好的
。

但是
,

重庆这个地方夏季气候过于炎热
,

是所

谓三大火城之一
,

从高原上初来的藏族年轻人不会适应此地生活习惯
,

且容易患病
,

这

使我犹豫不决
。

我住在重庆市招待所里思虑再三
,

将在成都
、

重庆两处考察校址的情况

以及所看过的各处的条件作了比较
,

当即写信给汤化陶同志转交张经武同志
,

建议还是

要求中央批准将咸阳西北工业学院的旧址给我们办校
。

于是经武同志又出面请刘伯承同

志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和书记黄克诚同志商谈
。

八月二十七 日工委也电告经

武同志就近与有关部门联系解决
。

十月十七 日中央给西藏工委
、

高教部党组和陕西省委

发电并转白云峰同志
,

同意将原西北工业学院的咸阳校址全部拨给西藏工委作西藏公学

和团校的校址
。

希望该院尽快腾出
,

以便早 日进行教学
。

这个校址当时校园千亩
,

建筑

面积六万八千平方米
。

虽然校址中央给确定下来了
,

可是校舍一时还腾不出来
,

藏族学员已陆续从山丹
、

兰州
,

雅安
、

成都来到了酉安
,

城内街道上的许多旅馆都住满了我们的藏族学员
。

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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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不是长远之计
,

也不是临时的好办法
,

真使我焦急万分
,

不得不到处求人借房
。

首先

让西藏团校的学员和教职员工寄居在就镇二六四技工学校
。

再经陕西省委同意
,

借到了

小雁塔原中级党校的旧址
。

可是西安市不肯让给
,

学员进不了校舍
,

我们 再次请示了省

委秘书长宋友 田同志
,

经他同意我们的一部分学员才进驻了该处
,

到十一月份校部也还

暂时设在这里
,

连同西藏歌舞团等共住进了一千三百多人
。

后又经陕西省总
一

工会负责人

吴沙浪 同念的协助
,

传到 了省总工会不咬的部分校舍
,

住进 了汉族藏语文班的学 员和教

职员工
。

又经西安市委工业书记冯智同志的协助
,

暂借到北郊徐家湾一个工厂的部分房

屋
,

住进了一部分学员和教职员工
,

这就是起初的二分部
。

这样
,

才把住在旅馆的大部
一

分学员搬进 了以上 四个地方
。

这些寄居在各处的学员以及 寄读在青海财校的 财 经 班 学

员
,

从一九五七年的十月到一九五八年的八月才陆续集中到咸 阳本校
,

团校也于一 九五

八年
一

三月迁回咸阳
。

这时公学
、

团校共有教职员工九百多人
,

学员三千四百多人
。

我们西藏公学这个校名是经中央多次研究后才定下来的
。

一九五七年开始办学
,

九

月十 尸我们给工委呈报的是西藏干部学校筹备委 员会
。

可是早在八月三 日中央已给我校

命名为西藏公学了
,

而我们为什么没有用这个校名呢 ? 这是 因为工委接中央 电报后
,

于

八月十七 日提 出学校名称为西藏公学
,

这本来是很好 的
。

但藏族学员看 了苏联电影 《教

育的诗篇 》 ,

电影里面所描写的工学是教育改造小偷
、

流氓的
,

他们有误 解
,

把西藏公

学和 电影 内的工学联系起来 了
,

感到这个校名不好
。

因此
,

我们向上级建议改称
“
西藏

人民学院
”
或

“ 西藏学院
”
为好

。

中央于九月一 日电告工委
:

关 于 藏 族 学 员 对 学 校

名称的意见问题
,

中央认为
,

如果采用学院的名称
,

则与培养对 象 绝 大 部分 是 文 盲

的情况不相适应
,

而且容易使学员产生在学校设备和生活待遇方面向内地各学院看齐的

心理
。

因此
,

采用
“ 西藏公学

” 的名称还是 比较适当的
。

因 “
公学

” 、 “ 工学 ”
音 同而

产生的误解
,

可 以拿抗战时期我党创办的陕北公学和全国解放 以来各地创办的民族公学

在培养干部事业上的作用来解释
,

说明这个名称没有丝毫坏 的意思
。

如果实 在 抵 触 很

大
,

你们又能提出更恰当的名称
,

还可以报中央斟酌决定
。

九月十三 日工委电告学校并

报中央和各分工委
、

各工作队
,

关于在 内地筹办西藏学校名称的问题
,

工委 已向中央提

出意见
,

中央复示
,

偏重在于没有更适当的名称 以前
,

仍 以
“
西藏公学

” 的名称为宜
。

这样可以与现在拉萨的西藏干校名称有区别
,

同时采用 公学名称适宜于
一

长期培养程度差

别较大的各种学生
。

因此
,

确定校名为西藏公学
,

不要再有更改
。

毛泽东主席曾说
; “ 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

,

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
,

没有大批从少数

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 。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四 日工委指示
: “ 在西藏六

年不改的情况下
,

培养藏族干部是我区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
,

而培

养藏族干部的方针
,

应该是根据勤俭办学的原则
,

培养共产主义民族干部
,

为将来的西

藏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

要培养共产主义 民族干部
,

这就要把学校置于西藏

工委的绝对领导之下
,

在学校领导干部的任用上就是本着这一原则作 的
。

一九 五 七 年

九月三 日
,

学校上报 了筹建委员会和临时校党委人员组成名单
,

西藏工委于九月十六 日

作 了批复
:

临时党委 由白云峰
、

汤化陶
、

孙瑞
、

屠庆元
、

丁心
、

高启祥
、

杨述林
、

牛锦



华
, 段志远

、

刘也枫
、

徐东里
、

夏时清组成
,

白云峰任书记
,

汤化陶任副书记
。

西藏公

学筹建委 员会由白云峰
、

汤化陶
、

孙瑞
、

屠庆元
、

高启祥
、

丁心
、

刘也枫
、

段志远
、

杨

述林
、

牛锦华
、

夏时清
、

份东里
、

刘星二等十三人组成
,

自云峰任主任
,

;异化陶任副主任
。

西

藏公学筹委会下设有 各处室
。

办公室副主任高启祥
,

组织处副处长徐东里
、

汪文彬
,

教

务处副处长夏时清
、

王观容
,

行政处副处长杨述林
、

王彦 民 ( 未到职 ) ; 西安班主任黄

国栋
、

副主任屠庆元
,

山丹班主任孙瑞
、

副主任刘星三
。

山丹党组由孙瑞
、

段志远
、

刘

星三
、

师仰 山
、

郭守义
、

高凤歧组成
,

孙瑞为书记
。

丁心
、

牛锦华为西藏团校副校长
。

西藏团校党组由丁心
、

牛锦华
、

屠庆元
、

刘也枫组成
,

丁心任书记
。

一九五七年十 三二月十三 日西藏工委会议讨论决定并报中央于一九五八年元月十七 日

、 批准
:

西藏公学校长张国华 ( 兼 )
,

副校长
:

白云峰
、

王静之
、

汤化陶
,

并请陕西省委

指定一名副校长 (后未到职 )
。

办公室主任沙克
,

副主任屠庆元
、

高启祥
; 政治处主任

王静之 (兼 )
,

副主任段 志远
、

陈寿彪
、

徐东里
;
教务处处长刘也枫

,

副处长沈摇斧
、

王观容
;
行政处处长孙瑞

,

副处长韩俊杰
、

刘星三
。

顾材 民
、

朱国柱
、

汪文彬
、

王湖
、

张克宇任各部主任
,

高凤歧
、

郭守义
、

徐汉中
、

尤其翰
、

王殿香
、

诺杰拉 任 各部 副 主

任
。

西藏团校白云峰任校长 ( 兼 )
,

丁心
、

牛锦华任副校长
。

西藏工委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通知
,

经十二月十三 日工委会议讨论决定
,

成

立中共西藏公学委员会
,

白云峰
、

王静之
、

汤化陶
、

沙克
、

屠庆元
、

高启祥
、

刘也枫
、

段志

远
、

孙端
、

丁心
、

牛锦华
、

张克宇十二人为正式委员
,

白云峰任书记
,

王静之
、

汤化陶任
、 副书记

; 朱 国柱
、

顾材 民
、

王湖
、

黄 国栋
、

汪文彬五人为后补委员
。

西藏公学党委成立

后
,

临时党委随即撤销
。

由于校党委的正式成立和王静之等同志的到职
,

从而加强了学

校的领导力量
。

早在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 日西藏工委通知
,

经中央批示我区在 内地开办之团校定名

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西藏团校
。

西藏团校受西藏团工委和西藏公学党委双乖领导
。

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一 日
,

工委组织部提 出公学教育方针征求意见
。

电报说
:

培养

赦族于部的方针应该是根据勤俭办学的原则
,

培养共产主义的的民族
厂

「部
,

为将来西藏

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学制暂定为五年
,

前三年以学文化 (含 自然常识
、

算

术 ) 为主
,

政治 孜育为辅
,

后两年加强政治课 比贡
。

政治教育方针应着重进行阶级教育

、 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观的教育
,

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
。

前三年主要进

行阶级教育
,

党的民族政策
、

爱国主义和增强民族团结的教育
,

后两年可适 当增加中共党

史
、

宇1
一

会发展史和西藏社会情况
、

阶级分析
。

毕业达到初 中程度
。

使学员养成爱祖国
、

爱劳动
、

爱学习
、

团结互助
、

艰苦朴素的优 良作风
。

一 少̀五八年九月十九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
“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 务

,

必须同产卜产劳动相结 介 ” 的指示
。

一九五八年二月上半月
,

我参加 犷中央民委召开 的民

族学院院长座谈会
,

二月二十五 只日我在学校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座谈介的精神
,

姚

而又在校务会议和全体干部会议上传达讨论
,

明确了西藏公学是一 所少数民族干部政治

学价
。

它的任务
_

!,仓本着勤
一〔俭学

,
一 `

l

添万学的方针
,

通过政治文化教学
,

生 产 劳 动 锻



炼
,

以期在几年内培养一批忠于祖 国
,

忠于社会主义
,

忠于西藏人民的有社会主义觉悟

的
,

有文化的劳动者
。

学校积极地组织了全体师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 日张经武
、

张 国华同志也对 学 校 工 作指示
,

要求贯彻勤俭办

学的方针
,

一切都朴素些
。

要在干部和学生中提倡劳动生产
,

养成重视劳动的习惯
,

学

到一些生产知识
。

藏族学生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女
,

不要丢掉劳动的本色
。

政治课要进行

爱国主义
、

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
,

社会发展史和 自然常识也可 以讲
,

但不讲宗教如

何不对就是了
。

根据全 国教育方针和民族学院院长座谈会议 精神
,

结合 工委负 责同志

的指示和西藏的具体情况
,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 日学校党委向西藏工委上 报了 《关于

学校教育方针的补充和修改意见》 ,

工委十二月十八 日批复同意
。

这个补充修正意见强

调 了政治思想教育
、

阶级教育
、

肃清地方 民族主义的教育以及破除迷信
,

进而进行共产

主义人生观
、

民族观
、

道德观和政策教育
。

学校本着 以上方针和精神
,

在教学工作上强

调必须从启蒙教育着手
,

紧紧掌握政 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并重
,

教学和辅导并重
,

由浅入

深
,

由近及远
,

学用 结合的原则
,

以逐步提 高学生的政治文化素质
,

完成培训任务
。

在西藏工委和陕西省委的直 接领导下
,

在甘
、

青
、

川省 党政部 门的 支援下
,

校党

委
、

筹委做了大量的工作
,

克服了种种困难
,

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艰苦筹建
,

终于在一九

五八年九月十五 日正式举行了西藏公学开学典礼
,

从此走上 了正规办学的轨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