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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研究员在今天上午的第四届北京藏学讨论会上致辞时表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致力于和全世界专

家学者共同努力，通过学术研究，促进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保护和发展西藏的优秀文化，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

绩。  

 

    

     

    本网消息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研究员在今天上午的第四届北京藏学讨论会上致辞时

表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致力于和全世界专家学者共同努力，通过学术研究，促进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保护和发展西藏的优秀文化，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 

    ——围绕西藏和藏族历史的研究，探索藏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特点，注重发掘和利用历史档

案，理清事实真相。与兄弟单位合作编辑、出版了７卷本《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

编》和２卷本《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研究》。合作编辑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

档案目录(满、藏文部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汉文部分)》、《西藏亚

东关档案选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等资料。十卷本

“西藏通史”中的《民国卷》近日面世。 

    ——围绕藏传佛教的研究，探索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各种教派、传承制度、教义教规。编纂出版

了《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九世班禅圆寂致祭和十世班禅转世坐床

档案选编》，撰写了《清朝金瓶掣签制度的设立及其历史意义》等文章。承担了《藏传佛教僧人学经和

晋升学位问题专题研究》和《研究制定<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学位授予办法>》等重大课题。 

    ——围绕西藏和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把握真实情况，总

结经验教训，探索发展路子。《区域成本差异对西藏经济发展的影响》、《西藏扶贫攻坚研究》、《农

牧民增收与西藏建设小康社会研究》、《农牧民的相对贫困一一西藏强势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关于西藏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中国国情丛书一一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

拉萨卷》等一批调研成果，《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等课题成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围绕保护和发展藏族优秀传统文化探索藏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作用的规律和特点，阐明藏

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阐明继承发扬和推陈出新的关系。藏文《大藏经》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

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藏文古籍，是藏学研究重要的基础资料，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中华大藏经》

（藏文部分）对勘本终于在今年完成。为满足藏文《大藏经》和其它藏文书刊的出版需要，同时为了推



进藏文信息化建设，1987年9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开发了藏文计算机排版系统。今年又进一步开发完成

了藏文通用转码软件和藏文计算机新字体——“藏研体”。继《东噶大辞典》之后，最近正式出版了三

卷本的藏文工具书《数称词释义大全》。藏研中心新建的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预期在明年春天正式开

展，将为保护与发展西藏文化，开展学术交流合作提供又一新的平台。这些成就，对于藏学事业的普及

和发展，对于藏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围绕西藏在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课题，探索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途径和方法。中

国藏学研究中心完成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研究》，对1959年前

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状况和性质作了如实描写和深刻分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中央文献研究室、

西藏自治区党委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恩来与西藏》等重要

文献和书籍。 

    ——在自身的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资料建设方面，在中国藏学出版社、中国藏学杂志社、中国藏

学网、北京藏医院的建设方面，在联络国内藏学研究机构和人才、开展协作攻关方面，实施对外开放、

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拉巴平措指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发展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藏学事业发展的时代缩影。我们将

继续坚持开放战略、名家战略、精品战略、联合战略和国家队战略，努力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办成藏学

领域的学术中心、人才中心、文献中心、信息中心、出版中心和展示中心，为藏学事业的繁荣、为藏族

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为西藏及其他藏区的发展进步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大会组委会宣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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