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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西藏
———西藏民院办学风采录

祝贺西藏民族学院建院 40周年

文/代仁宇

西藏民族学院办在陕西咸阳 ,许多人不理解 ,表现惊奇 。

岁月已过四十载 ,至今还有人心存疑问 ,甚至在谈到西藏高等

教育时竟然把她忘了 。的确 ,按照我国的教育体制 , 省区之间

异地办高校 ,西藏民院是独一份 。

西藏的需要 ,是我们的使命

本世纪五十年代初 ,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定

了《十七条协议》 ,西藏和平解放了 ,但是西藏的原政权和旧制

度原封未动 。中央为严格遵守十七条协议 ,采取了再等待的态

度 。1957年 2月 , 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全体

会上明确宣布 “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西藏)不

进行改革” , 即从 1957年起 , 至少六年以内 , 在西藏不进行民

主改革。 3月 5日 ,邓小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西

藏工作问题的会议并指示:刚参加工作的藏族青年 ,自愿到内

地学习的送到内地由西藏在内地办学培训 , 不愿来的不加勉

强 。组织上决定从部队和地方选调一批比较适合于学校工作

的干部参加建校工作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五十年代初期进

军西藏的老同志 , 熟悉西藏情况和党的民族政策 ,对藏族人民

有深厚感情 。他们说:“西藏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使命 ,藏族人民

能够自己当家做主才是西藏的真正解放。”1957年 8月 ,中央

及时为这所创建中的学校定名为 “西藏公学” , 10月又批准将

正迁西安的西北工学院设在陕西省咸阳市的旧址

全部拨给西藏 , 作为西藏公学的校址 。1958年 9

月 15日 ,西藏民族学院的前身———西藏公学正式

开学了 。她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学府 , 是唯

一跨省举办的地方民族院校。

随时准备着奔赴“前方”

正当公学师生趁“六年不改”之机 ,认真培养 ,

安心学习 ,积蓄建设西藏的知识力量的时候 ,达赖

集团悍然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 。三千学子毅然放

弃求学深造的机会 ,纷纷要求返藏参加平息叛乱 ,

干部教师也表示随时准备上前线 。学校分三批组

织 2000余名师生返藏投身平叛改革的伟大斗争 ,

其中干部教师就有 200余名 , 他们在平叛作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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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改革中立下了历史功勋 , 西藏民院

也就在人民群众中享有了盛誉 。也正因

为这样 , 在民院人中形成了一条不成文

的约定:以西藏为前方 , 视自己为后方 ,

后方支援前方 ,满足前方的一切需求 。

满足西藏需求是我们的第一愿望

五 、六十年代 , 在民院流行着 “西藏

需要什么人 , 我们就培养什么人”这样一

个提法 。虽说似乎绝对了些 ,但其实质是

尽一切努力满足西藏对人才的需求 。民

院人四十年来一贯这样未改初衷 。当翻

天覆地的平叛改革取得胜利 , 一批翻身

农奴子女和民改中青年积极分子纷纷来

到咸阳 ,各方面的知识需要从头学起 。恰

恰是这个从头学起 ,耗费了民院人太多的心血和汗水 , 也创造

了民院的辉煌 。

由此 , 民院人深深意识到西藏基础教育薄弱 ,满足不了建

设急需的各类人才培养的生源 ,于是坚持办好预科 。四十年民

院通过预科培养的毕生生有 11561人 , 不少人是从识字学话

起始的 ,他们中有的已成专家 、技术骨干 、高级领导干部 ,这一

段打基础的工程起了重要作用 。

为满足西藏需求 , 民院自觉地随着西藏各个不同的阶段 ,

调整自己的方针任务 、专业设置和培养目标 , 长期坚持多规

格 、多层次 、多种形式办学 ,不拘一格培育人才 ,这已成为西藏

民族学院这个特殊民族院校的办学特色和传统 , 为西藏社会

主义建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

为了在林芝建校 , 民院人毫不犹豫 , 大批教师职工和农 、

牧电 、财会四个系进藏实行边建校边教学 ,在八一镇的尼羊河

滩上建了一座崭新的学府———西藏民院林芝分院 , 后来发展

为西藏农学院 。为了院系调整的需要 ,西藏民院把多年建设的

具有雄厚师资力量的语文系藏语文专业调入西藏大学;把被

停办了的医务专业恢复起来 , 立即接收被撤销的西藏医学院

的学生继续培养 。这一切生动地体现了民院人为了满足西藏

的需求竭尽全力 ,把困难留给自己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