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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西藏民族学院的 ,*I 缘

拉巴平措
(中国藏学中心总干事 )

今年是我的母校—
西藏民族学院建

校 50 周年
,

回想起当年在母校学习
、

生活的

情景
,

总会有无限的感慨与思念
。

我与西藏民族学院的情缘始于 1 957

年
。

当时
,

中央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
,

决定在

西藏实行
“

六年不改
,

坚决收缩
”

的方针
。

在中

央决策的大背景下
,

中共西藏工委决定根据

自愿的原则
,

在已经参加工作的藏族干部

中
,

选派一批有条件的到内地来进行学习培

训
。

此前我已是江孜小学的一名年轻教师
,

也算参加工作了
,

因而得到了这个去内地学

习的机会
。

从江孜与我一起出来的大概有三

百多人
,

当我们离开江孜的时候
,

时任江孜

分工委书记的阴法唐同志亲自赶来为我们

送行
。

当我们一行抵达柳园地方的时候
,

传来

通知说从我们同行的人当中挑选出一部分

同志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
。

非常幸运
,

我被

入选了
。

我们被选中的几个人
,

由一位汉族

老师专门带队
,

来到了兰州
。

在这里等待还

要从亚东来的几位同学
,

打算与他们汇合后
一起赶赴北京

。

当我们等到亚东的几位同学

时
,

时间已经过 了九月份
,

据说中央民族学

院已经开学了
,

我们就没有去成
。

后来
,

我们

又辗转到了西安
,

在小雁塔待了一段时间
。

在这里
,

又挑选年纪相对轻一些的同志
,

乘

火车来到了宝鸡附近的貌镇
。

这里是团委系

统招收来的学员
,

叫西藏团校
。

1 957 年 1 0月
,

中央批准将位于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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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市的原西北工学院的校址转交西藏
,

作

为西藏办学
、

培养干部的基地
。

我们就在第
二年开春后

,

陆续向咸阳市转移
,

这是最后

一次搬迁
。

1 958 年 9 月 1 5 日
,

西藏公学在

咸阳正式成立
,

我就成了西藏公学最早的一

批学员之一
。

当时全国处在
“

大跃进
”

时代
,

我们的工作就是突击学习汉语文
,

从汉语拼

音字母开始
,

扩大和掌握词汇
,

每天都有紧

张的学习任务
,

叫做
“

牛吃草的教学方法
” ;

还要参加
“

大炼钢铁
”

等一些勤工俭学活动
。

我们刚到内地的时候
,

学校虽然处在流动之

中
,

但教职员工 中的
“

反右斗争
”

如火如茶地

进行
,

在藏族干部职工中还开展了反对地方

民族主义的运动
。

当这些运动告一个段落的

时候
,

学校又从学生中物色师资培养对象
,

扩充教师队伍
。

我被选进了师训班
。

在师训

班
,

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1960年
,

根据民主改革后西藏人才需

要的实际情况
,

周恩来总理指示为继承和发

扬藏民族传统文化
,

在中央民族学院开办藏

文研究班
,

从各地选派人员参加学习
。

我和

另外一名汉族同志有幸被西藏公学保送到

藏文研究班学习深造
。

我在藏文研究班的三年学业即将完成

之际
,

恰逢成立西藏 自治区的各项准备工作

正在紧张进行
。

根据自治区成立后西藏各条

战线需要大批建设人才的客观实际
,

中央决

定成立西藏民族学院
。

这样
,

我又和一部分

同班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西藏民族学院
,

重

新回到了母校
,

为西藏的教育事业和人才培

养继续工作
。

1 970年
,

因受
“

左
”

倾错误思想

的影响
,

西藏民族学院一度被撤销
,

我也同



拉巴平措
:

我与西藏民族学院的情缘

所有藏族教职员工一样进藏工作了
。

从 1 95 7年到 1 970 年这段时间
,

除了在

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三年多之外
,

我全部是

在西藏民族学院度过的
。

在我的成长历程

中
,

这十多年的时光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
。

第一
,

在这座西藏的第一所高等学校里
,

我

作为学员接受了系统的文化教育
,

通过系统

的强化学习
,

为我打下了坚实的语言文化基

础
,

特别是汉语文基础
。

第二
,

作为西藏民族

学院的一名教师
,

在教学工作中
,

我积累了

较为丰富的教学经验
,

在教学实践中增长了

才干
,

从一个年青的教员逐步成长为师范科

藏文教研组的副组长
,

为培养西藏的建设人

才付出了自己的心血
。

西藏民族学院被称为
“

西藏干部的摇篮
” ,

也有我的一份光荣! 第

三
,

无论我当学员还是当教师
,

我在西藏民

院的那个时期
,

不仅是长身体
、

长知识
、

长才

干的时期
,

更是经受锻炼
、

陶冶情操
、

培育理

想
、

确立信念的时期
,

特别是
“

反右
”

斗争
、

“

文化大革命
”

等的经历
,

使我接受了多方磨

炼
,

受到了洗礼
,

坚定了意志
。

1 99 8 年
,

我作为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分管教育的副主席
,

受自治区党委
、

政府的

委托
,

率领自治区党政代表团
,

参加了西藏

民族学院成立 40周年的校庆活动
,

再一次

回到了母校
。

此行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

象
。

首先
,

建校 40 年来
,

西藏民族学院培养

出的毕业生遍布在西藏各级岗位上
。

无论是

在平叛斗争时期
,

还是民主改革时期 ; 无论

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
,

还是文化大革命之中

以及后来西藏的整个建设进程中
,

特别是在

改革开放时期
,

西藏民族学院都为西藏自治

区输送了大批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

西

藏民族学院对西藏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

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

是历史性的
。

其

次
,

西藏民院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
,

我认

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坚持了西藏需要什么样

的人才
,

学校就培养什么人的办学思想
。

在

20 世纪 50年代刚刚办学的时候
,

学校的主

要任务是为西藏的民主改革积蓄力量
、

培养
人才

。

所以在教学内容上
,

首先是提高文化

知识
,

特别是学习汉语文 ;在思想政治教育

方面
,

着重进行国情教育
、

时事政策教育
、

民

族团结和民族政策的教育 ; 西藏形势复杂

后
,

以阶级教育为主
,

着力提高学员的阶级

觉悟和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

西

藏民主改革后
,

招收的学员都是民主改革中

的积极分子
,

重点培养西藏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人才
,

特别是自治区成立后
,

设立藏语文
、

师范
、

卫生
、

会计
、

农业
、

畜牧等各类专业
,

以

满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

在改革开放

后
,

随着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
,

西藏民院的

办学思想
、

教育对象
、

培养目标
、

专业设置等

各方面翻于了多次调整和优化
,

以适应新的

形势和新的要求
。

最后一点
,

艰苦创业
、

不断

探索
、

努力创新
、

与时俱进是西藏民院过去

成功办学的宝贵经验
。

西藏民族学院从无到

有
、

从公学到民院
、

从撤销到恢复
,

经历了艰

难曲折的发展道路
。

特别是她地处陕西咸

阳
,

长期异地办学
,

存在着很多意想不到的

困难
,

在这里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不论是汉

族还是藏族等其他少数民族
,

大多数都承受

着远离家乡
、

远离西藏
、

远离自己的子女亲

友之苦
,

但是
,

他们都无怨无悔
,

甘于奉献
,

为西藏民族学院的建设发展
,

为西藏高等教

育事业的发展
,

长期默默地付出自己的心血

和汗水
,

甚至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

不但发扬

了
“

特别能战斗
、

特别能忍耐
、

特别能团结
、

特别能奉献
”

的老西藏精神
,

而且还积累了

艰苦创业
、

不断探索
、

努力创新
、

与时俱进的

西藏民院办学经验
。

这些都令人难以忘怀
。

今年是西藏民族学院建校 50 周年
,

正

值祖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
,

我衷心祝愿母校

在新的大好形势下有更大发展
,

在对内改

革
、

对外开放
、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进程

中
,

认真研究西藏民族学院作为西藏资格最

老的大学
,

又办在内地的特殊性和优势
,

以

更加适应西藏的发展实际
、

更加适应祖国改

革开放的时代要求为目标
,

总结成功经验
,

发扬优良传统
,

适应新形势
,

迎接新挑战
,

确

定新任务
,

创造性地把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各

项事业推向前进
,

为西藏的建设
,

为西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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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
,

为西藏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 这是 人才上
。

这种人才既要有为祖国建功立业的

一个历史性的课题
,

是需要我们西藏民族学 雄心壮志
,

又要有为西藏人民造福的真才实

院的各级领导和所有的老师共同去探索
、

去 学 ; 既要有热爱家乡
、

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

努力的一个方向
。

藏族青年
,

还要有热爱西藏
、

报效祖国的汉

面向西藏
,

服务西藏是西藏民族学院的 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有志青年 ;其次要体现

历史使命
,

也是现实责任
。

在党和中央政府 在先进思想和科学理论的传播上
。

要积极参

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
,

西藏 与西藏的思想理论建设
,

特别是在总结用中

自治区的经济发展
,

社会进步
,

文化繁荣
,

特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

邓小平

别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方面
,

取得 理论
、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

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

但是
,

我们也要清 导和实践西藏实际工作中所取得的理论成

醒地看到
,

目前西藏社会还存在着一些不和 果和实践经验方面
,

作出自己的贡献 ;再次

谐的因素
,

也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困难和问 作为高等院校还要积极为西藏的科学文化

题
,

在构建和谐社会
、

平安西藏的过程中
,

在 知识的普及
,

为学术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

为

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
,

还会遇到许多新情 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作出自己应

况
、

新问题
、

新挑战
。

西藏民族学院如何发挥 有贡献
。

我相信
,

在中央的关怀下
,

在西藏自

自身的优势和特长
,

为西藏的民族团结和发 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之下
,

一定能把西藏

展稳定服务
,

为西藏的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 民族学院办得更好
,

为西藏的社会主义现代

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认为作为学校
,

这种 化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

贡献首先仍然要体现在培养出大批的建设

(上接 1 1页 ) 望 1 08 岁的
“

茶寿
, , 。

燃烧着我的灵魂
。

我的眼眶湿润了
,

我的视 一位语言学家曾经说过
, “

在我所知道

线模糊了
,

泪水顺着面颊不断地往下流
。

安 的世界语言中
,

只有汉语把
`

恩
’

和
`

师
’

紧密

息吧
,

已经离开我们的老师们 ! 地嵌在一起
,

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
。

这

岁月如梭
,

人世沧桑
,

我已经渐入老境
。

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
,

这是为其

我以一个成熟的人生
,

回忆
、

怀顾我那些在 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 ”

我一 向认为
,

知恩图

世的
、

不在世的老师
。

他们对西藏民族学院 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
,

人人都应该拥有

这所远离辖地
、

困难重重
、

独具特色的学校 一颗感恩的心
。

我最看不起的人就是那种背

爱校如家
,

为学校的建设添砖加瓦
、

为学校 槽抛粪
、

忘恩负义的人
,

即便他是高官
、

是富

的荣誉增光添彩 ;他们对那些天真而幼稚的 翁
、

是商贾
,

他的脑袋也是一个粪坑
。

我无法

学生
,

平易近人
、

光风霏月
、

菩萨慈眉 ; 他们 尽数报答母校
、

老师们的恩情
,

但我无论是

对丑陋可憎的事物又是那样的疾恶如仇
、

横 过去
,

现在还是将来
,

都会始终关心
、

关注着

眉冷对
、

金刚怒目
。

在我的认识里
,

那时的老 母校的发展变化
,

我也会始终牢记着母校对

师对上级没有阿谈奉承
、

媚俗取巧的习惯 ; 我的教育之恩
,

始终牢记着母校老师们对我

对同事没有投机说谎
、

装腔作势的作风
。

所 的教诲之情
。

我衷心地祝愿我的母校越办越

有人几乎都淡泊名利
,

评职称推着
,

提工资 好
,

不仅为西藏的建设
,

而且为全中国的建

让着
,

提了职务的没有见哪个兴高采烈
、

欢 设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

天喜地
。

学府就是学府
,

不像商府
、

不像官 回忆虽然如云如烟
,

但是感情都是真实

府
。

教师就是教师
,

教书育人
、

钻研学问
,

别 的
。

文体选得究竟是散文
、

还是杂文
,

抑或是

无他求
。

刚正不阿的铮铮铁骨就是中国历代 纪实文
,

我并没有过多地考虑
。

我只是想把

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
。

他们可敬吧
,

他们 我最真实的情感自由地表达出来
,

把对母

可爱吧
。

我祝愿那些仍然健在的老师们
,

要 校
、

对老师
、

对教育的深深挚情充分地抒发

始终保持大海般宽广的胸怀
,

天 天快乐
、

年 出来
,

这对我就足够了
。

年健康
,

充满信心地过上 8 8 岁的
“

米寿
” ,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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