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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北京藏学讨论会提要 

 

    民国时期的西藏情况，由于历史和人为的原因，研究者不多。相对来说，国外这方面的文章和专著

要多些，其中不乏尊重历史事实的著述，但也有在许多问题上或失之偏颇、或有意歪曲者，个别人甚至

置事实于不顾，提出“自1912年开始，西藏就独立了”的谬论。他们竭力渲染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这一时

期，尤其是民国初年的所作所为，将其作为“西藏独立”的注脚。 

    本文围绕这一问题，分四个部分。以大量确凿的史实，论证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这一特殊时期的心理

嬗变及其原因，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一、“水牛年文告”的背后 

    通过对清末藏事的回顾以及民初川军内哄缘由的阐述，分析促成达赖喇嘛心态骤变的若干因素。正

是由于清廷对他的错误处置，加之英帝国主义的蛊惑，达赖喇嘛的思想有了急剧变化，继而发生“驱逐

川军”之事。他返藏后，又发布了“水牛年文告”。这一切反映了英国人对其“确有诱感之念”及达赖

喇嘛的极端错误认识。但是，他在大事上并不糊涂，没有妄自称尊，背叛祖国。 

    二、十三世达赖亲英“非出本心” 

    从十三世达赖喇嘛这期间的言行着手，如既派员参加1913年的西姆拉会议，又于1919年迎甘肃代表

团在拉萨会谈厖，阐明其复杂的内心矛盾。通过分析指出其“亲英非出本心”，并未下决心去实行“西

藏独立”。 

    三、达赖“新政”的正负效应 

    社会的急剧变革，迫使达赖喇嘛谋变革以求生存，虽不乏积极因素，但终因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未

遂人愿。通过对达赖“新政”的实施及失败原因的探讨，指出他作为近代藏族社会中的佼佼者，为社会

发展所做的努力，以及给后人留下的启示。 

    四、十三世达赖晚年“倾心内向” 

    通过十三世达赖喇嘛革除亲英军官之职，封闭英语学校，派员建立驻京办事处．愿迎班禅回藏诸

事，分析其心理嬗变的轨迹及其最终结果。 

    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是矛盾的结合体，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必然是内心矛盾重重的复杂人物。他曾有

过失望、迷惘，但他也深知“主权不可失”；虽企求摆脱洋人羁绊。然未得真谛。赍志而终；其“新

政”出台不乏真知灼见，惜其不能审时度势。而上演了一出悲剧。综观其一生所为，不失为一代人杰。

至少在国力衰微的时期，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阴谋未能得逞，十三世达赖喇嘛功不可没。正因为如此，



他被国民政府追封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亦为后人所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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