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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一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西藏农奴制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但后来逐渐衰落，长期严重地阻挠了西藏社会的发展。 

    西藏农奴制是近代西藏社会落后的主要根源。对于旧西藏的社会危机，过着非人生活的农奴们自不

必说，农奴主阶级中一些较为开明的人士亦有觉察。阿沛·阿旺晋美曾著文谈及此事：“记得在四十年

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

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藏农奴制是从何时开始走向黑暗、落后的，尚无确切的材料可以从时间

上加以明确划分，不过根据《卫藏通志》的史料大体可知，在清乾隆时期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该书卷

十四上有如下记载：  

    1、“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八世达赖喇嘛在世)以后，各乡村逃亡他处百姓，及投入世家百姓

(按：即贵族百姓)，……” 

    2、“查百姓逃散之故，原因乌拉、牛马、人夫、柴草、饭食费用繁多，以致逃散。” 

    3、“再唐古忒(即西藏)百姓尚有穷苦失业者”，并根据对九十三处前藏所属百姓调查，对属民分

成极贫及次贫两类，前者是“衣食全无”、“并无田地”。次贫者是“有田当差纳粮者”。对这些通称

为“无力穷民”。并指出穷民的分布范围“共九十三处，在在皆有穷民”。 

    4、“布达拉近处，穷苦番民甚多，其内各乡来者，昼则乞食，夜则露处”，这些当时被称之为

“失业百姓”。 

    5、并查出许多无人耕种的“抛荒田地”和无法居住的“坍坏房屋”。 

这已为我们勾划出了一幅西藏农奴制社会的破败图。清朝驻藏大臣松筠、和宁根据这种情况，拟出十条

整顿、救济、奖罚等具体办法，经清朝皇帝批准，印刻成藏汉两文的公告，会同达赖喇嘛晓谕西藏各

地，后藏亦仿此做相应规定。并派官吏亲赴各地查验落实情况，希望能扭转此种危机，以图“穷苦番

民”可“资养耕作”、“有栖止之所，永远安业”。 

    上述种种措施的结果如何?我认为这些在当时条件下所采取的补救措施，是不触及农奴制度的治标

不治本的措施。随着时间流逝，西藏社会每况愈下，农奴主不顾百姓死活，不仅剥削依旧，而且越穷越

剥削，变本加利。我们可以从下面“凯松溪卡”(dge gsum gshis ka)的情况看出。  

    “凯松溪卡”是山南地区的一处庄园，属大贵族索康·旺清格勒所有，是其山南六大农业区溪卡中

较大的一个。平时索康住在拉萨，该溪卡由其委任溪堆管理。 



    该溪卡有地一千二百多藏克，农奴59户，302人。其中差巴24户，堆穷35户，堆穷户占多数。经调

查，这些堆穷户大部分是本溪卡和其他地方的差巴破产逃荒形成的。租种小块土地的这些堆穷，有少数

驴子、奶牛、黄牛等牲畜，其余一无所有。此外，该溪卡还有失去人身自由的“朗生”和“差徭”五十

多人。通过计算，由农奴生产的劳动收入，其中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被农奴主剥削去。索康则在拉萨坐收

渔人之利。 

    其剥削手段多种多样，概括起来有四种：  

    1、内差：这是由索康及其代理人做为庄园领主直接剥削的。总计剥削粮食(青裸)13000藏克以上。

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无偿劳役和实物租。 

    2、外差：即西藏地方政府的剥削。包括农奴为其耕种的兵差地、负担兵差及兵差费用。为地方政

府无偿运输，并为政府官商提供免费食宿。  

    3、高利贷剥削。由于农奴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收入，被农奴主侵剥。农奴只有靠借贷度日，几

乎绝大多数农奴借债，59户中有51户借债，另有7户堆穷，因一无所有，无权借债。全溪卡农奴负债计

青裸5408藏克，银元800，藏银7500多藏两。为此全溪卡农奴每年要付息计青裸1000余藏克。一般当年

还不清，结果利滚利，永世还不清了。农奴主逼债，或强行以物抵债，或逼使农奴卖身抵债当朗生。 

    4、宗教负担：此溪卡非寺院溪卡，其负担主要是送瓶差、消雹税(色差)、消虫税(卜差)及念经

费。  

    总计各种剥削三十多种。其中人身奴役极为残酷，农奴日贫， 许多人在民改前的几十年里沦为差

徭。其数量由数人增到30多人。全溪卡140个劳力，除去支外差出走及不种地的堆穷外，劳动者已不足

100人，差徭成了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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