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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现代高等教育的开拓者

阴法唐
( 原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副政委
、

中将)

一 地学习
,

邓小平同志表示支持
,

那个时候拟

定的学校名称就是借鉴延安的
“

公学
”

而称

西藏民族学院的建立意义重大
。

西藏民
“

西藏公学
” 。

当时的种种情况表明
,

西藏民

族学院是西藏的第一所大学
,

从她成立到现 族学院是在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间产生

在应该说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
。

现在看 的
,

阻力也很大
,

我们不能忘了办学不易啊
。

来
,

在古都咸阳创办西藏民族学院是很合适 西藏在和平解放前没有一个现代意义上的

的
,

既便于联系西藏的实际
,

又便于借鉴内 学校
。

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首先是在昌都

地办学经验
。

现在的西藏民族学院办学规模 办了一个小学
,

那是在 1 95 1 年初
。

部队进

不断扩大
,

办学层次在不断提升
,

在民族教 了拉萨以后就又办了个小学
,

那就是拉萨第

育界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

回想当年
,

西藏民 一小学
。

第三个就是江孜小学
,

第四个是日

院的创建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开始的
。

因 喀则小学
。

开始就是这么四个学校
。

西藏民

为 1 956 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之 族学院的创办使西藏有了自己的第一所大

后
,

西藏并不稳定
,

有的地方还开始搞叛乱 学
。

这是西藏社会发展史上破天荒的事情

(如昌都
、

山南等地 )
。

本来就民主改革问题
,

啊
,

意义非常重大!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十七条协
议》中规定了要进行民主改革

,

只是要西藏 二

地方自动改革
。

即便群众要求民主改革
,

也

要等西藏上层同意
,

要和上层商量进行
。

根 西藏民族学院对西藏的社会主义革命

据西藏当时的局势和干部条件
、

群众条件
、

和现代化建设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

1 959

上层条件等等
,

中央不但不急于进行民主改 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

革准备工作
,

还确定六年不改
,

实际大收缩 乱
,

公然撕毁了
“

十七条
”

协议
。

中央就确定

从 1 967年算起
。

为了表示诚意
,

西藏地方的 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
,

不能再实行六年不

干部不但不进行民主改革
,

连民主改革的宣 改
,

而是提前改革
。

因为当时处于
“

大收缩
”

传也不进行
,

陆续往内地调
,

调出来的差不 的情况下
,

很多汉族干部包括其他民族干部

多 90%
。

按中央的当时规定来说
,

大收缩调动 在内都调回内地
,

留在西藏地方的干部缺

得越快越好
。

乏
,

藏族干部也很少
,

并且大多在内地学习
。

根据西藏当时这样的情况
,

中共西藏工 所以
,

西藏工委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决定让

委副书记
、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同志向中 部分在内地学习的学员提前回西藏
,

这里主

央提出
,

把参加工作的藏族
,

即将西藏参加 要讲的是让在西藏公学学习的藏族学员等

工作和学习的干部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到内 尽快回西藏
,

参加平叛和民主改革
。

据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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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西藏军区参加平叛的西藏公学学员就

有 500多
,

在地方上工作的就更多了
。

那个

时候地方上有个特殊的情况
,

那就是女同志

在当时是比较多的
,

为什么呢? 因为好多男

同志到部队参加平叛去了
。

西藏公学学员中

的民族同志最重要的优势就是熟悉情况
,

懂

得藏汉两种语言
,

理解党的政策
,

加上她们

本来就是农奴
,

和农奴的联系也密切
,

自身

的革命性强
,

藏在心里对上层反动集团的不

满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
,

她们动员群众闹革

命
、

搞阶级斗争的积极性非常高
,

工作主动
,

方法灵活
,

成效显著
。

在平叛和民主改革斗

争中
,

她们不光是发挥翻译作用
,

还坚持开

展统战工作和宣传工作
,

深入革命和斗争的

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
,

提出问题和建议
,

真
正在平叛改革中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

有的

女同志和男同志一样在平叛中成了英雄人

物
。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
,

西藏民族学院的学

生都在反分裂斗争和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

发挥了很重要的骨干作用
。

1 98 7 年至 1 98 9

年在拉萨平息骚乱的斗争中
,

西藏民院毕业

的学生态度非常坚决
,

立场非常坚定
。

因此
,

在平定骚乱
、

反对骚乱方面起的作用是非常

大的
,

他们坚决拥护党的领导
,

维护祖国统

一和民族团结
,

忠实执行党的民族工作路

线
、

方针
、

政策
。

西藏民族学院的学生在发展西藏经济

和推动西藏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很

大的作用
。

因为他们很多人就是劳动人民出

身
,

也渴望发家致富
,

有的虽然年龄小
,

经过

在西藏民院学习
,

基本上都已经成人了
,

所

以说西藏从平叛改革到自治区成立这一段

时间
,

西藏民院学生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
。

西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
,

西藏各个地区

各个部门都有西藏民院的学生
。

改革开放时

西藏民院毕业的一些同志已经不是一般的

骨干了
,

已经进入领导层了
。

总的来说
,

这就

是西藏民族学院培养的学生
,

这就是西藏民

族学院的成绩
,

西藏民院为西藏培养了人

才
,

培养了好的民族干部
。

回顾当代西藏历

史
,

他们的贡献确实是很大的
,

令人敬佩
,

这

些同志应该感到自豪
,

祖国和西藏人民不会

忘记他们的
。

对西藏民族学院今后的发展而言
,

我认

为应该是越办越好
。

不管是从办学水平还是

从办学规模都是应该向更好的方面发展
,

继

续为西藏培养更多更高级的合格人才
。

西藏

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思

想政治教育和历史教育
。

西藏民族学院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除了要让学生学习科学文化

知识和专业技能之外
,

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包括历史教育也应该进一步加强
。

加强对

青少年的历史区情教育
,

不要让达赖集团欺

骗误导青年学生的阴谋得逞
。

相反
,

要将广

大的青年学生塑造成为与达赖集团作坚决

斗争的先锋
。

在和平解放前
,

西藏谈不上人权
,

谈不

上自由
,

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
,

更谈不上

发展权和其他的人权
。

现在达赖集团的
“

藏

青会
”

是最反动的组织
,

他们干了不少恐怖

活动
,

成员都是青年
,

达赖集团也加紧与我

们争夺青年一代
。

这对于我们西藏民院来讲

是一个挑战
。

我们就是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

施
,

培养爱国进步的西藏新青年
,

培养自觉

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西藏青年一代
。

西藏民族学院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创建

起来的
,

到现在确实不容易
,

培养了大批的

专业技术人才和民族干部
,

西藏人民应该尊

重西藏民院
,

感谢西藏民院
。

西藏民院今天

的成绩来之不易
,

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

今年

拉萨
“
3

·

1 4
”

严重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以后
,

希

望西藏民院广大师生更应感到责任重大
,

更

加努力
,

用和境内外反动势力比赛的精神
,

在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上
、

专业知识和技能

上
,

以及身心素质等各方面全面压倒他们
,

努力取得最后的彻底胜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